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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 砂 之 本 草 考 察 及 其 急 性 毒 性 試 驗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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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 研 究 ⾸ 先 探 討 丹 砂 之 本 草 考 察 ， 依 考 察 所 得 結 論 ， 丹 砂 性 寒 涼 、 無 毒 、 ⼩ 兒 亦 可 服 食 ︔ ⽕ 煉 殺 ⼈ 。

因 此 本 研 究 再 以 ⿈ ⾖ 品 級 原 礦 丹 砂 、 ⽔ ⾶ 後 之 丹 砂 與 硫 化 汞 作 比 較 ， 分 別 進 ⾏ ⼤ 鼠 與 ⼩ 鼠 ⼜ 服 急 性 毒 性 試
驗 ， 觀 察 ⼜ 服 給 予 ⼗ 四 天 後 每 隻 動 物 之 死 亡 情 形 ， 急 性 毒 性 徵 狀 與 體 重 變 化 ， 並 於 ⼗ 四 天 後 解 剖 檢 視 內 臟
之 外 觀 與 受 毒 害 情 形 ， 依   L D 5 0   判 定 其 毒 性 之 程 度 。
結 果 顯 ⽰ ： ⿈ ⾖ 品 級 原 礦 丹 砂 、 ⽔ ⾶ 丹 砂 、 硫 化 汞 之 三 種 檢 體 ， 其 ⼜ 服   L D 5 0 均 超 過 1 5 g / k g ， ⽽ 且

試 驗 過 程 中 不 但 未 出 現 毒 性 之 徵 狀 ， 實 驗 動 物 也 並 未 發 現 肝 臟 、 腎 臟 、 脾 臟 、 肺 臟 及 ⼼ 臟 等 內 臟 有 任 何 傷
害 與 病 灶 ， 因 此 應 可 將 原 礦 丹 砂 及 ⽔ ⾶ 丹 砂 列 為 無 急 性 毒 性 （ n o n - a c u t e   t o x i c i t y   ） 中 藥 。

關 鍵 詞 ： 丹 砂 、 本 草 、 急 性 毒 性

前 ⾔
丹 砂 載 於 神 農 本 草 經 上 品 （ L ） ， 主 身 體 五 臟

百 病 ， 養 精 神 ， 安 魂 魄 ， 盆 氣 明 ⽬ ， 殺 精 魅 ，
邪 惡 鬼 ， 故 ⽤ 於 鎮 靜 ， 殺 菌 ⽅ 劑 如 硃 砂 安 神 丸
（ 2 ） ， 亦 含 有 丹 砂 ， 丹 砂 亦 有 ⽤ 於 丸 劑 ， 為 丹 砂
衣 ， 如 天 王 補 ⼼ 丹 。 台 灣 地 區 ⼀ 般 之 中 醫 診
所 ， 中 藥 房 常 使 ⽤ 於 八 寶 粉 之 處 ⽅ 中 ， ⽤ 於 治
療 嬰 兒 夜 啼 不 ⽌ 、 鎮 驚 、 感 冒 等 證 。 於 民 國 7 2
年 4 ⽉ 間 ， 曾 發 ⽣ 以 鉛 丹 誤 代 丹 砂 ⽤ 於 八 寶 粉
中 ， ⽽ 造 成 嬰 兒 鉛 中 毒 死 亡 事 件 （ 3 ） ， 經 檢 驗 其
鉛 含 量 ⾼ 達   4 4 , 0 0 0 p p m ， 另 於 民 國 8 0 年 7 ⽉
間 ， 亦 有 嬰 兒 服 ⽤ 八 寶 粉 致 鉛 中 毒 事 件 ， 其 服
⽤ 之 八 寶 粉 經 檢 驗 其 鉛 含 量 為 2 3 9 p p m ， ⽽ 再 度
引 起 衛 ⽣ 單 位 ， 消 費 團 體 與 民 衆 之 關 ⼼ 。
著 者 會 在 藥 物 食 品 檢 驗 局 服 務 ， 期 間 藥 物

食 品 檢 驗 局 於 該 事 件 發 ⽣ 後 ， 接 受 消 基 會 之 委
聯 絡 作 者 ： 謝 ⽂ 全通 訊 處 ： 臺 中 市 學 ⼠ 路 9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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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 ， 以 及 地 ⽅ 衛 ⽣ 單 位 抽 送 檢 體 ， 發 現 市 售 經
⽔ ⾶ 之 丹 砂 產 品 ， 其 鉛 、 銅 、 鎘 含 量 相 差 頗
⼤ ， 尤 其 是 鉛 之 含 量 ⾼ 低 差 異 ， 分 佈 範 圍 從 未
檢 出 至 5 , 0 7 7 p p m ， 對 ⽔ ⾶ 炮 製 是 否 可 去 除 鉛 、
銅 、 鎘 等 重 ⾦ 屬 ⼄ 節 ， 以 及 顧 及 硫 化 汞 形 態 之
汞 毒 性 等 ， 為 保 護 民 衆 健 康 ⽴ 場 ， ⾏ 政 院 衛 ⽣
署 責 成 藥 物 食 品 檢 驗 局 加 以 探 討 。
丹 砂 主 成 分 為 硫 化 汞 ， 產 於 湖 南 ， 貴 州 ，

最 佳 者 成 ⽚ ， 如 鏡 ⾯ 稱 為 鏡 ⾯ 砂 ， 據 古 ⽂ 獻 記
載 ， 其 炮 製 以 ⽔ ⾶ 為 之 ， 且 ⽔ ⾶ 都 以 ⼈ ⼯ ⽅ 式
為 之 者 居 多 （ 4 - 8 ） 。 著 者 會 調 查 市 售 丹 砂 ， 市 ⾯
上 ⼤ 量 供 應 者 ， 據 探 訪 了 解 ， ⼤ 都 以 機 器 爲
之 ， ⽔ ⾶ 以 研 磨 之 ⽅ 式 分 成 兩 種 ， ⼀ 為 球 磨
法 ， ⼀ 為 ⾼ 速 粉 碎 機 法 （ A t o m i z e r ） 。

汞 之 毒 性 隨 其 化 學 結 合 形 態 ⽽ 異 ， 如 汞 蒸
氣 ， ⾦ 屬 汞 ， 甲 基 汞 ， 無 機 之 氯 化 物 等 其 毒 性
甚 ⼤ 。 且 毒 性 之 ⽅ 式 亦 各 異 ， 研 究 報 告 甚 多 ，
然 丹 砂 其 主 成 分 硫 化 汞 ， 本 身 不 溶 於 ⽔ ， 毒 性
試 驗 之 報 告 甚 少 ， 尤 以 天 然 之 丹 砂 之 毒 性 報 告
更 少 ， 故 本 研 究 先 探 討 丹 砂 之 本 草 考 察 ， 再 以
⿈ ⾖ 品 級 原 礦 丹 砂 、 ⽔ ⾶ 後 之 丹 砂 及 硫 化 汞
等 ， 分 別 以 ⼤ 鼠 ， ⼩ 鼠 試 驗 探 討 其 急 性 毒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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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與 ⽅ 法

⼀ 、 實 驗 藥 材 之 製 備
本 研 究 先 將 ⿈ ⾖ 品 級 原 礦 丹 砂 （ 以 下 簡 稱

⿈ ⾖ 砂 ） 研 碎 ， ⽤ 磁 鐵 將 鐵 沙 吸 出 ， 將 適 量 ⿈
⾖ 砂 置 入 清 ⽔ 中 ， 進 ⾏ ⽔ ⾶ ， 取 出 上 層 液 ， 如
此 重 複 數 次 ， 合 併 上 層 液 ， 濾 乾 ， 即 得 ⽔ ⾶ ⿈
⾖ 品 級 原 礦 丹 砂 （ 以 下 簡 稱 ⽔ ⾶ ⿈ ⾖ 砂 ） 。

⼆ 、 實 驗 動 物
購 ⾃ 台 ⼤ 醫 學 院 實 驗 動 物 中 ⼼ ， 試 驗 動 物

購 買 後 均 先 經 ⼀ 星 期 之 檢 疫 觀 察 ， 再 選 ⽤ 並 無
任 何 問 題 者 爲 試 驗 動 物 。
（ 1 ）   W i s t a r 雄 性 ⼤ 鼠 ， 體 重 1 6 0 - 1 8 0 公 克 。
（ 2 ） I C R 雄 性 ⼩ 鼠 ， 體 重 1 6 - 2 3 公 克 。
三 、 實 驗 ⽅ 法
（ 丹 砂 之 本 草 考 察 ： 就 丹 砂 之 本 草 系 統 圖
（ 如 圖 ⼀ ） 中 的 本 草 書 籍 有 關 丹 砂 之 記
載 ， 進 ⾏ 丹 砂 藥 名 之 考 訂 ， 形 態 、 種 類 及
產 地 之 考 訂 ， 性 味 及 藥 能 之 考 訂 及 修 治 、
⽅ ⽤ 及 禁 忌 之 考 訂 ， 以 探 究 其 藥 原 。

急 性 毒 性 試 驗 ：
本 試 驗 選 定 1 g / k g 、 5 g / k g 、 1 5 g / k g

爲 試 驗 劑 量 ， 分 別 ⼜ 服 給 予 ⼤ 鼠 或 ⼩ 鼠 ，
此 後 分 別 於 每 ⽇ 早 上 與 下 午 各 觀 察 ⼀ 次 ，
並 詳 載 其 出 現 之 毒 性 徵 狀 及 活 動 情 況 外 ，
且 於 試 驗 中 每 間 隔 三 天 詳 細 記 錄 體 重 變 化
情 形 ， 及 試 驗 結 束 後 檢 視 臟 器 。 試 驗 中 ，
若 發 現 動 物 死 亡 即 予 解 剖 ， 並 檢 視 體 內 器
官 之 毒 害 情 形 。 實 驗 結 束 後 ， 實 驗 動 物 全
數 解 剖 以 檢 視 器 官 之 毒 害 情 形 （ 例 如 ：
⼼ 、 肺 、 腎 、 肝 、 脾 ） ， 觀 察 其 受 毒 害 情
形 與 確 定 受 毒 害 之 ⽬ 標 器 官 。

結 果

⼀ 、 急 性 毒 性 試 驗
由 表 ⼀ 至 表 四 的 結 果 顯 ⽰ ， 丹 砂 ⼜ 服   L D 5 0

超 過 1 5   g / k g ， 且 試 驗 過 程 中 ， 實 驗 動 物 不 但
未 出 現 毒 性 之 徵 狀 ， 且 內 臟 亦 未 發 現 有 異 常 之
徵 狀 或 病 灶 。

Drugs LD50 ( g/kg, p.o. )
Mice Rats

硫 化 汞 > 15 > 15
⿈ ⾖ 砂 > 15 > 15
⽔ ⾶ 砂 > 15 > 15

表 ⼀   ⿈ ⾖ 品 級 原 礦 硃 砂 （ ⿈ ⾖ 砂 ） 、 ⿈ ⾖ 品 級 ⽔ ⾶ 硃 砂 （ ⽔ ⾶ 砂 ） 及 硫 化
汞 對 ⼩ 鼠 及 ⼤ 鼠 之 ⼜ 服 急 性 毒 性 試 驗

表 ⼆ ⿈ ⾖ 品 級 原 礦 硃 砂 （ ⿈ ⾖ 砂 ） 對 ⼩ 鼠 及 ⼤ 鼠 平 均 體 重 之 影 響
平 均 體 重 （ g ）

Drugs ⼩ 鼠 ⼤ 鼠
給 藥 前 給 藥 後 給 藥 前 給 藥 後

對 照 組 17.0 ÷ 0.7 3 2 . 0 ⼠ 2 . 7 1 6 3 ⼠ 6 . 8 2 3 3 ⼟ 7 . 1

⿈ 1g/kg 16.9 $ 0.8 3 0 . 2 ⼠ 1 . 7 1 6 9 ⼠ 8 . 6 2 2 8 ⼟ 6 . 7
⾖ 5g/kg 14.3 $ 1.6 2 7 . 8 ⼟ 2 . 5 171 $ 6.8 229 ÷ 6.5
砂 15g/kg 1 7 . 0 ⼠ 1 . 0 3 0 . 8   ⼟ 1 . 6 1 6 8 ⼠ 8 . 4 230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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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   ⿈ ⾖ 品 級 ⽔ ⾶ 硃 砂 （ ⽔ ⾶ 砂 ） 對 ⼩ 鼠 及 ⼤ 鼠 平 均 體 重 之 影 響
平 均 體 重 1 g ）

Drugs ⼩ 鼠 ⼤ 鼠
給 藥 前 給 藥 後 給 藥 前

134 ÷ 10
給 藥 後

228 ÷ 12對 照 組 1 7 . 0 ⼟ 0 . 7 3 2 . 0 ⼠ 2 . 7
⽔
⾶
砂

1g/kg 17.9 $ 0.5 3 0 . 0 ⼟ 1 . 2 1 3 6 ⼟ 5 . 2 226 $ 7.9
5 g/kg 1 8 . 5 ⼟ 0 . 9 2 8 . 0   3 . 0 1 4 7 ⼟ 1 8 2 4 5 ⼟ 1 6
15g/kg 16.8 $ 0.5 31.6 $ 2.0 1 3 4   ⼟ 1 0 228 ÷ 16

表 四   硫 化 汞 對 ⼩ 鼠 及 ⼤ 鼠 平 均 體 重 之 影 響
平 均 體 重 （ g ）

Drugs ⼩ 鼠 ⼤ 鼠

對 照 組
給 藥 前 給 藥 後 給 藥 前 給 藥 後

18.9 $ 0.9 2 8 . 5 ⼟ 5 . 1 185 ÷ 14 291 ÷ 19

硫 1 g/kg 21.4 $ 0.8 3 2 . 2 ⼟ 2 . 2 1 7 2 ⼟ 1 2 252 ÷ 12
化
汞

5 g/kg 19.6 $ 0.5 3 0 . 9 ⼠ 2 . 3 1 8 0 ⼟ 1 2 294 ÷ 12
15 g/kg 1 9 . 6 ⼟ 2 . 0 3 1 . 6 ⼟ 2 . 5 174 ÷ 19 270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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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 性 論 （ 丹 砂 ）
⽇ 華 ⼦ （ 丹 砂 ）

雷 公 炮 炙 論 （ 丹 砂 、 朱 砂 、 妙 硫 砂
、 梅 柏 砂 、 ⽩ 庭 砂 、 神 座 砂 、 ⾦ 座 砂 、
⽟ 座 砂 、 ⽩ ⾦ 砂 、 澄 ⽔ 砂 、 陰 成 砂 、

雷 公 集 注 神 農 本 草 經 （ 丹 砂 ）
雷 公 藥 對 （ 丹 砂 ） 名 醫 別 錄 （ 丹 砂 、 真 朱 ）

陶 弘 景 集 注 神 農 本 草 經 （ 丹 砂 、 真 朱 、 朱 砂 、 巴 砂 、 越 砂 、 雲 母
砂 、 ⾺ 齒 砂 、 ⾖ 砂 、 末 砂 ）

唐 新 修 本 草 （ 丹 砂 、 ⼟ 砂 、 ⽯ 砂 、 塊 砂 、 末 砂 、 光 明 砂 、 ⾺ 牙 砂 、
無 重 砂 、 磨 嵯 砂 、 新 井 砂 、 别 井 砂 、 ⽔ 井 砂 、 ⽕ 井 砂 、
芙 蓉 砂 、 ⽯ 末 砂 、 ⽯ 堆 砂 、 ⾖ 末 砂 、 越 蜀 重 廣 英 公 本 草
（ 丹 砂 、 餘 同 上 ） 砂 、 眞 朱 ）

宋 開 寶 重 定 本 草 （ 丹 砂 ）

辰 錦 砂 芙 蓉 砂 、 鏡 ⾯ 砂 、 箭 鏃 砂 、
曹 末 砂 、 ⼟ 砂 、 ⾦ 星 砂 、 平 ⾯ 砂 、
神 末 砂 ） 張 潞 （ 朱 砂 ） 外 台 秘 要 （ 眞 砂 、
朱 砂 、 硃 砂 ） ⽃ ⾨ ⽅ （ 朱 砂 ） ⼗ 全 博 效
（ 朱 砂 ） 姚 和 眾 （ 朱 砂 ） 青 霞 ⼦ （ 丹 砂 ）

嘉 祐 補 注 神 農 本 草 （ 丹 砂 ）
圖 經 本 草 （ 丹 砂 、 辰 砂 、 眞 辰 砂 、
朱 砂 、 階 砂 、 光 明 砂 、 顆 塊 ）

集 簡 ⽅ （ 丹 砂 ） 丹 溪 ⽅ （ 朱 砂 末 ） 經 史 證 類 備 急 本 草 （ 丹 砂 ） 重 廣 補 注 神 農 本 草 並 圖 經 （ 丹 砂 ）
⼟ 宿 真 君 （ 丹 砂 ） ⽤ 藥 法 象 （ 丹 砂 ） 類 編 （ 辰 砂 ）
王 好 古 醫 壘 元 戎 神 祝 ⽤ ⽅ （ 朱 砂 ） 經 史 證 類 ⼤ 觀 本 草 （ 丹 砂 ） 李 善 勝 （ 朱 砂 ）何 孟 春 冬 錄 （ 丹 砂 ） 湯 液 本 草 （ 丹 砂 ）
普 濟 ⽅ （ 朱 砂 、 辰 砂 、 朱 砂 末 ） 聖 濟 錄 （ 丹 砂 ）
青 霞 ⼦ （ 丹 砂 ） 夏 ⼦ 益 奇 疾 ⽅ （ 辰 砂 ） 本 草 衍 義 （ 丹 砂 、 朱 砂 ）
抱 朴 ⼦ （ 丹 砂 ） 陳 ⽂ 中 ⽅ （ 朱 砂 ） 直 指 ⽅ （ 朱 砂 ）
葉 ⽯ 林 避 署 錄 （ 丹 砂 ） 張 杲 醫 說 （ 丹 砂 、 朱 砂 ）
周 密 野 語 （ 丹 砂 ） 肘 後 ⽅ （ 眞 丹 ） 普 濟 錄 （ 丹 砂 ） 重 修 政 和 本 草 （ 丹 砂 ）
抱 朴 ⼦ 內 編 （ 真 丹 末 ） 衛 ⽣ 易 簡 ⽅ （ 朱 砂 ）
百 ⼀ 選 ⽅ （ 朱 砂 ） 何 氏 ⽅ （ 辰 砂 ）
李 瑤 經 驗 ⽅ （ 朱 砂 末 ） 摘 玄 ⽅ （ 朱 砂 、 朱 砂 末 ）
外 台 秘 要 （ 朱 砂 、 朱 砂 末 ） ⽼ 祝 診 脈 （ 丹 砂 ）
⼗ 全 博 救 ⽅ （ 朱 砂 ）

本 草 綱 ⽬ （ 丹 砂 、 朱 砂 、 箭 簇 砂 、 肺 砂 、 末 砂 、
⼟ 坑 砂 、 紫 靈 砂 、 紫 砂 、 溪 砂 、 ⼟ 砂 、 光 明 砂
舊 坑 砂 、 新 坑 砂 、 辰 砂 、 宜 砂

本 草 品 彙 精 要 （ 丹 砂 、 雲 母 砂 、 ⾺ 齒 砂 、
⾖ 砂 、 末 砂 、 ⼟ 砂 、 ⽯ 砂 、 朱 砂 、 眞 朱 、
光 明 砂 、 ⾺ 牙 砂 、 無 重 砂 、 越 砂 、 鹿 蓛 、
妙 硫 砂 、 ⽩ 庭 砂 、 ⾦ 座 砂 、 梅 柏 砂 、 ⽩
⾦ 砂 、 澄 ⽔ 砂 、 ⽟ 座 砂 、 辰 錦 砂 、 神 末
砂 、 ⾦ 星 砂 、 巴 砂 ）

本 草 蒙 筌 （ 丹 砂 、 硃 砂 、 箭 頭 砂 、 ⾖ 砂 、 朱 砂 ） 本 草 詩 箋 （ 丹 砂 、 硃 砂 、 丹 砂 末 ） 得 配 本 草 （ 丹 砂 、 朱 砂 ） 綱 ⽬ 拾 遺
（ 丹 砂 ⽔ ） 臞 仙 神 隱 （ 丹 砂 ） 本 草 求 眞 （ 辰 砂 、 丹 砂 、 硃 砂 ） 本 經 逢 原 、 仲 淳 膠 經 疏 （ 丹 砂 、 朱 砂 ） 本 草 備 要 、 博 效
⽅ 、 胡 王 少 卿 （ 丹 砂 ） 本 草 從 新 、 鄭 康 成 注 周 禮 、 ⼗ 全 博 效 ⽅ （ 硃 砂 ） 本 草 新 編 、 青 霞 ⼦ 太 清 真 君 煉 法 （ 丹 砂 ） 范 成 ⼤
桂 海 志 （ 辰 砂 ） 本 草 述 （ 丹 砂 、 朱 砂 、 辰 砂 ） 庚 ⾟ ⽟ 册 （ 丹 砂 ） 張 果 丹 砂 要 訣 （ 丹 砂 、 朱 砂 、 靈 砂 、 ⽯ 砂 、 ⼟ 砂 、 溪
砂 、 光 明 砂 、 眞 辰 砂 、 ⾺ 牙 砂 、 舊 坑 砂 、 新 坑 砂 、 越 砂 ） 唐 李 德 裕 ⿈ 治 論 （ 光 明 砂 ） 何 孟 春 冬 錄 （ 丹 砂 ） 韓 保 昇 （ 朱
砂 ） 王 好 古 （ 丹 砂 ） 李 果 ⽤ 藥 法 象 （ 丹 砂 ） 綱 ⽬ （ 丹 砂 ） 希 雍 （ 丹 砂 ） 藥 性 論 （ 丹 砂 ） 青 霞 ⼦ （ 丹 砂 ） ⼟ 宿 真 君 （ 丹
砂 ） 丹 書 ⽇ ⿃ ⽉ 免 說 （ 丹 砂 ） 盧 之 頤 引 ⽤ 同 綱 ⽬

圖 ⼀ 、 丹 砂 之 本 草 系 統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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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 、 丹 砂 之 本 草 考 察

（ 藥 名 之 考 訂
丹 砂 之 名 ， ⾸ 先 著 錄 於 本 經 （ 9 - 1 4 ） ⽟ ⽯

部 上 品 ， 迄 魏 晉 南 北 朝 初 期 ⼿ 抄 本 之 名 醫
別 錄 （ 1 5 ） 及 集 注 本 草 經 （ 1 0 ） 部 分 板 本 亦 洽 ⽤
丹 沙 為 正 名 ， 明 指 此 礦 ⽯ 鑿 取 、 研 細 、 ⽔
洗 後 如 細 沙 供 藥 ⽤ 之 藥 材 名 矣 。 ⾃ 集 注 本
草 經 始 得 顆 粒 較 ⼤ 塊 圓 滑 者 ， 且 夾 雜 於 礦
⽯ 中 ， 因 ⽽ ⾸ ⽤ 丹 砂 為 正 名 ， 以 降 諸 家 本
草 如 新 修 （ 1 7 ） 、 開 寶 （ 1 8 ） 、 藥 性 論 （ 1 9 ） 、 ⽇
華 ⼦ （ 2 0 ） 、 蜀 本 草 （ 2 1 ） 、 嘉 祐 （ 1 9 ） 、 圖 經 （ 2 2 ） 、
證 類 （ 2 3 ） 、 雷 公 炮 炙 論 （ 2 4 ） 、 ⼤ 觀 （ 2 4 ） 、 重
修 政 和 （ 2 5 ） 、 重 廣 補 注 （ 2 5 ） 、 衍 義 （ 2 0 ） 、
品 彙 精 要 （ 2 7 ） 、 蒙 筌 （ 2 8 ） 、 綱 ⽬ （ 2 9 ） 、 詩
箋 、 本 草 述 （ 3 0 ） 、 得 配 （ 3 1 ） 、 新 編 （ 3 2 ） 、 逢
原 （ 3 3 ） 、 備 要 （ 3 4 ） 等 皆 沿 ⽤ 丹 砂 為 本 草 之 正
名 。 迄 宋 以 後 ， 開 寶 本 草 ⾔ 丹 砂 ， 今 出 辰
州 、 錦 州 者 ， 藥 ⽤ 最 良 ， 雖 未 ⾒ 辰 砂 之
名 ， 然 以 此 為 道 地 ， 爾 後 雷 公 炮 炙 論 ⾸ 以
辰 錦 砂 爲 別 名 ， 圖 經 本 草 更 直 接 以 辰 砂 、
眞 辰 砂 為 別 名 ︔ ⾃ 綱 ⽬ 引 夏 ⼦ 益 奇 疾 ⽅ 、
類 編 、 何 氏 ⽅ 等 以 辰 砂 為 正 名 外 ， 隨 後 明
清 近 代 本 草 如 綱 ⽬ 、 品 彙 精 要 、 本 草 述 、
張 杲 丹 砂 要 訣 等 得 ⾒ 辰 砂 、 辰 錦 砂 、 真 辰
砂 等 別 名 ， 僅 有 本 草 求 真 反 以 辰 砂 為 正
名 ， 丹 砂 、 朱 砂 列 為 別 名 ， 演 變 成 今 ⽇ 部
分 藥 肆 流 ⾏ 以 辰 砂 爲 道 地 優 良 藥 材 之 ⾜ 跡
矣 。
據 ⽂ 獻 並 綜 如 上 述 ， 丹 沙 ⾸ 錄 於 本 經

正 品 ， 明 指 礦 ⽯ 中 鑿 取 研 細 如 沙 以 供 藥
⽤ 。 集 注 以 降 諸 正 統 本 草 始 得 顆 粒 較 ⼤ 塊
圓 滑 者 ， ⽽ ⾸ ⽤ 丹 砂 為 正 名 ， 迄 開 寶 ⽊ 草
後 ， ⾔ 丹 砂 今 出 辰 州 、 錦 州 者 ， 藥 ⽤ 最
良 ， 爾 後 優 良 道 地 藥 材 者 ， 藥 肆 始 有 以 辰
砂 、 眞 辰 砂 及 辰 錦 砂 為 別 名 與 正 名 者 。 丹
砂 之 製 取 、 產 地 、 品 種 、 礦 源 、 本 草 、 ⽅
劑 ， 復 因 取 得 於 ⼟ ⽯ 中 、 形 狀 ⼤ ⼩ 、 質 地
好 惡 、 出 ⽯ 中 ⽔ 中 、 炮 炙 ⽅ 法 、 入 藥 與 染
畫 材 料 、 原 ⾊ 朱 紅 或 象 形 其 他 不 等 ， ⽽ 有

朱 砂 、 硃 砂 、 ⼟ 砂 、 ⽯ 砂 、 塊 砂 、 未 砂 、
光 明 砂 、 ⾺ 牙 砂 、 無 重 砂 、 磨 嵯 砂 、 新 井
砂 、 別 井 砂 、 ⽔ 井 砂 、 ⽕ 井 砂 、 芙 蓉 砂 、
⽯ 末 砂 、 ⽯ 堆 砂 、 ⾖ 末 砂 、 越 砂 、 眞 朱 、
妙 硫 砂 、 梅 柏 砂 、 ⽩ 庭 砂 、 神 座 砂 、 ⾦ 座
砂 、 ⽟ 座 砂 、 ⽩ ⾦ 砂 、 澄 ⽔ 砂 、 陰 成 砂 、
辰 錦 砂 、 芙 蓉 砂 、 鏡 ⾯ 砂 、 箭 鏃 砂 、 曹 末
砂 、 ⾦ 星 砂 、 平 ⾯ 砂 、 神 末 砂 、 朱 砂 牀 、
階 砂 、 顆 塊 、 雲 母 砂 、 ⾺ 齒 砂 、 鹿 蓛 、 箭
簇 砂 、 肺 砂 、 舊 坑 砂 、 新 坑 砂 、 宜 砂 、 ⼟
坑 砂 、 紫 靈 砂 、 紫 砂 、 溪 砂 、 箭 頭 砂 、 ⽶
砂 、 丹 砂 末 、 丹 砂 ⽔ 、 丹 粟 、 汞 沙 、 珠 寶
砂 、 ⾖ 瓣 砂 等 別 名 、 古 名 及 商 品 名 ， 林 林
總 總 ， 真 是 不 勝 枚 舉 。

（ ） 形 態 、 種 類 及 產 地 之 考 訂
本 經 未 載 丹 沙 之 形 態 等 ， 別 錄 始 論 作

末 名 眞 朱 ， 光 ⾊ 如 雲 母 ， 可 析 者 良 ， ⽣ 符
陵 山 ⾕ 。 陶 注 援 引 ⼆ 書 並 增 注 曰 ： 丹 砂 ，
按 此 化 爲 汞 及 名 眞 朱 者 ， 即 是 今 朱 砂 也 ，
俗 醫 皆 別 取 武 都 、 仇 池 雄 ⿈ 夾 雌 ⿈ 者 ， 名
爲 丹 砂 。 ⽅ 家 亦 往 往 俱 ⽤ ， 此 為 謬 矣 ， 符
陵 是 涪 州 ， 接 巴 郡 南 ， 今 無 復 探 者 。 乃 出
武 陵 、 西 川 諸 蠻 夷 中 ， 皆 通 屬 巴 地 ， 故 謂
之 巴 砂 。 仙 經 亦 ⽤ 。 越 砂 ， 即 出 廣 州 、 臨
潭 者 ， 此 ⼆ 處 並 好 ， 惟 須 光 明 瑩 徹 爲 佳 。
如 雲 母 ⽚ 者 ， 謂 雲 母 砂 ， 如 樗 蒲 ⼦ ， 紫 ⽯
英 形 者 ， 謂 ⾺ 齒 砂 ， 亦 好 。 如 ⼤ ⼩ ⾖ 及 ⼤
塊 圓 滑 者 ， 謂 ⾖ 砂 。 細 末 碎 者 ， 謂 末 砂 ，
此 ⼆ 種 粗 ， 不 入 藥 ⽤ ， 但 可 畫 ⽤ 爾 。 說 明
丹 砂 至 少 因 產 地 、 形 態 、 形 質 及 粒 之 ⼤ ⼩
者 ， 至 少 有 六 、 七 種 ， 部 分 供 藥 ⽤ ， ⽅ ⽤
及 仙 經 服 餌 ︔ 部 分 不 堪 入 藥 可 以 畫 ⽤ ︔ 尤
以 光 明 瑩 徹 如 雲 母 砂 者 為 佳 ︔ 帶 有 雄 ⿈ 、
雌 ⿈ 及 其 他 礦 物 雜 質 者 劣 ， 並 可 以 提 煉 汞
（ ⽔ 銀 ） 等 其 他 ⾦ 屬 類 物 質 。
唐 新 修 本 草 曰 ： 丹 砂 ， ⼤ 略 ⼆ 種 ， 有

⼟ 砂 、 ⽯ 砂 。 其 ⼟ 砂 ， 復 有 塊 砂 、 末 砂 ，
體 並 重 ⽽ ⾊ ⿈ ⿊ ， 不 任 畫 ⽤ 。 其 ⽯ 砂 便 有
⼗ 數 種 ， 最 上 者 光 明 砂 ， 云 ⼀ 顆 別 ⽣ ⼀ ⽯
龕 內 ， ⼤ 者 如 雞 卵 ， ⼩ 者 如 棗 栗 ， 形 似 芙
蓉 ， 破 之 如 雲 母 ， 光 明 照 澈 ， ⽯ 龕 中 ⽯ 台
上 ⽣ ， 得 此 者 ， 帶 之 辟 惡 為 上 ︔ 其 次 ， 或
出 ⽯ 中 或 出 ⽔ 内 ， 形 塊 ⼤ 者 如 拇 指 ， ⼩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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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杏 仁 ， 光 明 無 雜 ， 名 ⾺ 牙 砂 ， ⼀ 名 無 重
砂 。 入 藥 及 畫 俱 善 ， 俗 間 亦 少 有 之 。 其 有
磨 嵯 、 新 井 、 別 井 、 ⽔ 井 、 ⽕ 井 、 芙 蓉 、
⽯ 末 、 ⽯ 堆 、 ⾖ 末 等 砂 ， 形 類 頗 相 似 。 入
藥 及 畫 ， 當 擇 去 其 雜 ⼟ ⽯ ， 便 可 ⽤ 矣 。 南
有 越 砂 ， ⼤ 者 如 拳 ， ⼩ 者 如 雞 鵝 卵 ， 形 雖
⼤ ， 其 雜 ⼠ ⽯ ， 不 如 細 明 淨 者 。 說 明 丹 砂
分 ⼟ 、 ⽯ 、 井 及 龕 中 ⽯ 等 處 皆 ⽣ ， 至 少 有
⼗ 五 、 六 種 ， 其 形 有 如 芙 蓉 、 杏 仁 、 棗
栗 、 雞 卵 、 雞 鵝 卵 、 似 拳 、 拇 指 或 ⽯ 堆 、
箭 簇 、 雲 母 狀 ︔ 體 並 重 ⽽ ⾊ ⿊ ， 或 光 明 如
徹 ， 似 ⾺ 牙 光 明 無 雜 等 為 佳 ， 不 明 淨 ⽽ 有
雜 質 者 為 次 之 敘 述 。

開 寶 今 注 云 ： 丹 砂 ， 今 出 辰 州 、 錦 州
者 ， 藥 ⽤ 最 良 ， 餘 皆 次 焉 。 陶 注 云 出 西
川 ， 非 也 。 蠻 夷 中 或 當 有 之 ， 概 指 其 產
地 ， 道 地 優 良 品 種 之 出 處 。 迄 圖 經 援 引 前
書 曰 ： ⽣ 符 陵 山 ⾕ ， 今 出 辰 州 、 宜 州 、 階
州 ， ⽽ 辰 州 者 最 勝 ， 謂 之 辰 砂 。 ⽣ 深 山 ⽯
崖 間 ， ⼟ ⼈ 採 之 ， 穴 地 數 ⼗ 尺 ， 始 ⾒ 其 苗
乃 ⽩ ⽯ ⽿ ， 謂 之 朱 砂 床 。 砂 ⽣ ⽯ 上 ， 其 塊
⼤ 者 如 雞 ⼦ ， ⼩ 者 如 ⽯ 榴 顆 ， 狀 若 芙 蓉
頭 ， 箭 簇 。 連 床 者 紫 黯 若 鐵 ⾊ ， ⽽ 光 明 瑩
澈 ， 碎 之 嶄 巖 作 墻 壁 ， 又 似 雲 母 ⽚ 可 折
者 ， 真 辰 砂 也 。 無 ⽯ 者 彌 佳 。 過 此 ， 皆 淘
⼟ 上 ⽯ 中 得 之 ， 非 ⽣ 於 ⽯ 床 所 ⽣ 地 。 然 宜
州 近 地 春 州 、 融 州 皆 有 砂 ， 故 其 ⽔ 盡 ⾚ ，
每 煙 霧 鬱 蒸 之 氣 ， 亦 ⿈ ⾚ ⾊ ， ⼟ ⼈ 謂 之 朱
砂 氣 ， 尤 能 作 瘴 癘 ， 深 為 ⼈ 患 也 。 階 砂 又
次 ， 都 不 堪 入 藥 ， 惟 可 畫 ⾊ 爾 。 凡 砂 之 絕
好 者 ， 為 光 明 砂 ， 其 次 謂 之 顆 塊 ， 其 次 謂
之 鹿 蓛 ， 其 下 ， 謂 之 末 砂 ， ⽽ 醫 ⽅ 家 惟 ⽤
光 明 砂 ， 餘 並 不 ⽤ 。 說 明 丹 砂 ⽣ 深 山 ⽯ 崖
間 ， 六 地 數 ⼗ 尺 ， 始 ⾒ 朱 砂 床 ︔ 並 分 別 敘
述 砂 ⽣ ⽯ 上 及 淘 ⼟ 上 ⽯ 中 ， 有 絕 好 之 光 明
砂 ， 及 不 同 品 類 之 砂 ， 亦 分 別 敘 述 其 產 地
與 品 種 ， 及 朱 砂 紫 黯 若 鐵 ⾊ 、 ⾚ ⾊ 及 ⿈ ⾚
⾊ 之 別 。
宋 証 類 本 草 引 雷 公 炮 炙 論 ⾔ 其 形 態 及

種 類 曰 ： 凡 使 ， 宜 須 認 識 ， 取 諸 般 尚 有 百
等 ， 不 可 ⼀ ⼀ 論 之 。 有 妙 硫 砂 ， 如 拳 許
⼤ ， 或 重 ⼀ 鎰 ， 有 ⼗ 四 ⾯ ， ⾯ 如 鏡 ， 若 遇
陰 沉 天 ⾬ ， 即 鏡 ⾯ 上 有 紅 漿 汁 出 。 有 梅 柏

砂 ， 如 梅 ⼦ 許 ⼤ ， 夜 有 光 ⽣ ， 照 ⾒ ⼀ 室 。
有 ⽩ 庭 砂 ， 如 帝 珠 ⼦ 許 ⼤ ， ⾯ 上 有 ⼩ 星
現 。 有 神 座 砂 ， 又 有 ⾦ 座 砂 、 ⽟ 座 砂 ， 不
經 丹 灶 ， 服 之 ⽽ ⾃ 延 壽 命 。 次 有 ⽩ ⾦ 砂 、
澄 ⽔ 砂 、 陰 成 砂 、 辰 錦 砂 、 芙 蓉 砂 、 鏡 ⾯
砂 、 箭 鏃 砂 、 曹 末 砂 、 ⼟ 砂 、 ⾦ 星 砂 、 平
⾯ 砂 、 神 末 砂 ， 已 上 不 可 ⼀ ⼀ 細 述 也 。 由
上 可 知 丹 砂 之 種 類 約 有 百 種 ， 且 具 結 晶 性
多 ⾯ 形 之 體 ， ⾯ 如 鏡 ， 具 反 射 光 之 特
性 ， 爲 ⽟ ⽯ 結 晶 之 物 ， 有 ⼤ 有 ⼩ ， 形 體 亦
⼗ 分 不 ⼀ 。
迄 陳 承 別 說 云 ： 謹 接 今 商 州 亦 ⾒ 出 ⼀

種 ， 作 ⼟ 氣 ⾊ ， 微 ⿈ 。 陝 西 、 河 東 、 河
北 、 京 東 、 京 西 等 路 並 入 藥 ， 及 畫 家 亦
⽤ 。 長 安 、 蜀 中 研 以 代 ⽔ 銀 朱 作 潻 器 。 又
信 州 近 年 出 ⼀ 種 ， 極 有 ⼤ 者 ， 光 芒 墙 壁 略
類 ， 宜 州 所 產 ， 然 皆 有 砒 氣 ， 破 之 多 作 ⽣
砒 ⾊ ， 入 藥 ⽤ ， ⾒ ⽕ 恐 殺 ⼈ 。 今 浙 中 市 肆
所 貨 往 往 多 是 ， ⽤ 者 宜 審 諦 之 。 張 鼎 近 得
武 林 ， 陳 承 綸 次 本 草 圖 經 本 參 對 ， 陳 於 圖
經 外 ， 又 以 別 說 附 著 於 後 ， 其 ⾔ 皆 可 稽
據 ， 不 妄 ， 因 增 入 之 。 由 上 可 知 ， 產 地 遍
及 各 地 ， 然 已 有 膺 品 及 及 含 雜 質 如 砒 霜 信
⽯ 之 氣 ⾊ 物 ， 雖 入 藥 ， ⽕ 煉 游 離 有 毒 物 質
⽽ 致 ⼈ 於 死 地 。
寇 宗 奭 本 草 衍 義 曰 ： 丹 砂 ， 今 ⼈ 謂 之

朱 砂 ， 辰 州 朱 砂 ， 多 出 蠻 峒 。 錦 州 界 狤 獠
峒 ⽼ 鴉 井 ， 其 中 深 廣 數 ⼗ 丈 ， 先 聚 薪 於
井 ， 滿 則 縱 ⽕ 焚 之 。 其 青 ⽯ 壁 并 裂 處 ， 即
有 ⼩ 龕 ， 寵 中 ⾃ 有 ⽩ ⽯ 床 ， 其 ⽯ 如 ⽟ ， 床
上 乃 ⽣ 丹 砂 ， ⼩ 者 如 箭 簇 ， ⼤ 者 如 芙 蓉 ，
其 光 明 可 鑑 ， 研 之 鮮 紅 。 砂 柏 床 ， ⼤ 者
七 、 八 兩 至 ⼗ 兩 者 ， 晃 州 亦 有 形 如 箭 簇 帶
⽯ 者 ， 得 ⾃ ⼟ 中 ， 非 此 之 比 也 。 由 上 可
知 ， 乃 援 引 古 本 草 以 論 上 等 朱 砂 之 取 得 ⽣
態 、 形 質 ， 出 於 ⽟ ⽯ 上 者 與 ⼟ 中 之 差 異
矣 。
明 陳 嘉 謨 本 草 蒙 筌 曰 ： 丹 砂 出 辰 州 屬

湖 廣 ， 巒 峒 井 中 ， 本 境 所 出 硃 砂 ， 多 在 狤
獠 峒 ， ⽼ 鴉 井 中 得 之 ， 在 井 圍 青 ⽯ 壁 內 ，
⼟ ⼈ 欲 覓 ， 多 聚 乾 柴 ， 縱 ⽕ 滿 井 焚 之 ， 致
壁 迸 裂 ， 始 ⾒ 有 ⽯ 床 如 ⽟ 潔 ⽩ 。 ⽣ 砂 塊 ，
似 ⾎ 鮮 紅 ， ⼤ 類 芙 蓉 頭 ， 有 四 、 五 兩 ，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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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 ⼀ 塊 者 ︔ ⼩ 若 ⽻ 箭 簇 ， 俗 呼 箭 頭 砂 ︔
其 甚 ⼩ 者 ， ⾖ 砂 、 ⽶ 砂 。 作 墻 壁 明 徹 爲
優 ， 成 顆 粒 鹿 蓛 略 次 ︔ ⽶ 砂 下 品 ， 鐵 屑 常
多 ， 磁 ⽯ 引 除 ， 染 畫 充 ⽤ 。 ⼀ 云 ： ⽕ 井
者 ， 不 如 ⽔ 井 ⼒ 勝 ︔ ⽔ 井 有 砂 者 ， 其 ⽔ 盡
⾚ ， 每 有 煙 霞 鬱 蒸 之 氣 。 新 井 者 ， 難 及 舊
井 ⾊ 深 ， 凡 治 病 邪 ， 惟 取 優 等 。 所 述 亦 同
衍 義 ， 其 品 類 亦 多 種 ， 結 晶 作 墻 壁 鏡 ⾯ 明
徹 者 為 優 ， 狀 如 ⽻ 箭 簇 ， ⽶ 砂 爲 次 ， 含 鐵
屑 雜 質 ， 宜 磁 ⽯ 引 除 ， ⽔ 井 勝 ⽕ 井 ， 舊 井
勝 新 井 ， 其 含 純 硃 砂 之 量 有 別 ， 則 ⽔ ⾊ 亦
有 深 淺 之 別 。 品 彙 精 要 質 地 曰 ： 光 明 瑩 澈
如 雲 母 可 析 者 良 。 ⾊ ⾚ 。 道 地 仍 同 陶 注 與
圖 經 之 說 ， 並 明 指 武 都 、 仇 池 雄 ⿈ 挾 雌 ⿈
者 ， 名 爲 丹 砂 ， ⽅ 家 亦 往 往 俱 因 此 為 偽
矣 。

至 本 草 綱 ⽬ 時 珍 曰 ： 丹 砂 以 辰 錦 者 爲
最 ， 麻 陽 即 古 錦 州 地 ， 佳 者 為 箭 簇 砂 ， 結
不 實 者 為 肺 砂 ， 細 者 為 末 砂 ， ⾊ 紫 不 染 紙
者 爲 舊 坑 砂 ， 爲 上 品 ︔ ⾊ 鮮 染 紙 者 為 新 坑
砂 ， 次 。 蘇 頌 陳 承 所 謂 階 州 、 ⾦ 商 州 砂
者 ， 乃 陶 弘 景 所 謂 武 都 雄 ⿈ ， 非 丹 砂 也 。
范 成 ⼤ 桂 海 志 云 ： 本 草 以 辰 砂 為 上 ， 宜 砂
次 之 ， 然 宜 州 出 砂 處 ， 與 湖 北 ⼤ 牙 山 相
連 ， 北 為 辰 砂 ， 南 為 宜 砂 ， 地 脈 不 殊 ， 無
甚 分 別 ， ⽼ 者 亦 出 ⽩ ⽯ 床 上 ， 蘇 頌 乃 云 宜
砂 出 ⼟ ⽯ 間 ， 非 ⽯ 床 所 ⽣ ， 是 未 識 此 也 。
別 有 ⼀ 種 ⾊ 紅 質 嫩 者 ， 名 ⼟ 坑 砂 ， 乃 ⼟ ⽯
間 者 ， 不 甚 耐 ⽕ 。 邕 州 亦 有 砂 ， ⼤ 者 數 ⼗
百 兩 ， 作 塊 ⿊ 暗 ， 少 墻 壁 ， 不 堪 入 藥 。 惟
以 燒 取 ⽔ 銀 。 頌 曰 ： 融 州 亦 有 ， 今 融 州 無
砂 ， 乃 邕 州 之 訛 也 。 瞿 仙 庚 ⾟ ⽟ 册 云 ： 丹
砂 不 以 五 溪 山 峒 中 產 者 ， 得 正 南 之 氣 ， 爲
上 。 麻 陽 諸 山 與 五 溪 相 接 者 ， 次 之 。 雲
南 、 波 斯 西 胡 砂 ， 並 光 潔 可 ⽤ ， 柳 州 ⼀ 種
砂 ， 全 似 辰 砂 ， 惟 塊 圓 如 皂 角 ⼦ ， 不 入 藥
⽤ 。 商 州 、 黔 州 ⼟ 丹 砂 ， 宜 信 州 砂 ， 皆 内
含 毒 氣 及 ⾦ 銀 銅 鐵 氣 ， 不 可 服 。 張 呆 丹 砂
要 訣 云 ： 丹 砂 者 萬 靈 之 主 ， 居 之 南 ⽅ ， 或
⾚ 龍 以 建 號 ， 或 朱 ⿃ 以 為 名 ， 上 品 ⽣ 於 辰
錦 ⼆ 州 ⽯ 穴 ， 中 品 ⽣ 於 交 桂 ， 下 品 ⽣ 於 衡
邵 ， 名 有 數 種 ， 清 濁 體 異 ， 真 偽 不 同 ， 辰
錦 上 品 砂 ， ⽣ ⽩ ⽯ 床 之 上 ， ⼗ ⼆ 枚 為 ⼀

座 ， ⾊ 如 未 開 蓮 花 ， 光 明 耀 ⽬ ︔ 亦 有 九 枚
爲 ⼀ 座 ， 七 枚 、 五 枚 者 次 之 ， 每 座 中 有 ⼤
者 爲 主 ， 四 圍 ⼩ 者 為 臣 ， 朝 護 四 ⾯ ， 雜 砂
⼀ 、 ⼆ ⽃ 抱 之 ， 中 有 芙 蓉 頭 成 顆 者 ， 亦 入
上 品 。 又 有 如 ⾺ 牙 光 明 者 為 上 品 ， ⽩ 光 者
雲 母 為 中 品 ︔ 又 有 紫 靈 砂 ， 圓 長 似 笋 ⽽ 紅
紫 ， 爲 上 品 ︔ ⽯ ⽚ 稜 角 ⽣ 青 光 ， 爲 下 品 。
交 桂 所 出 ， 但 是 座 上 及 打 ⽯ 得 ， 形 似 芙
蓉 ， 頭 ⾯ 光 明 者 ， 亦 入 上 品 ︔ 顆 粒 ⽽ 通 明
者 爲 中 品 ︔ ⽚ 段 不 明 徹 者 爲 下 品 。 衡 邵 所
出 ， 雖 是 紫 砂 ， 得 之 砂 ⽯ 中 者 ， 亦 下 品
也 ︔ 有 溪 砂 ， ⽣ 溪 州 砂 ⽯ 之 中 ， ⼟ 砂 ⽣ ⼟
六 之 中 ， ⼟ ⽯ 相 雜 ， 故 不 入 上 品 ， 不 可 服
餌 。 唐 李 德 裕 ⿈ 治 論 云 ： 光 明 砂 者 ， 天 地
⾃ 然 之 寶 ， 在 ⽯ 室 之 間 ， ⽣ 雪 床 之 上 ， 如
初 ⽣ 芙 蓉 ， 紅 ⾊ 未 拆 ， 細 者 環 拱 ， ⼤ 者 處
中 ， 有 辰 居 之 象 ， 有 君 臣 之 位 ， 光 明 外
徹 ， 采 之 者 尋 ⽯ 脈 ⽽ 求 ， 此 造 化 之 所 鑄
也 。 ⼟ 宿 眞 君 曰 ： 丹 砂 受 青 陽 之 氣 ， 始 ⽣
礦 ⽯ ， ⼆ 百 年 成 丹 砂 ⽽ 青 女 孕 ， 又 三 百 年
⽽ 成 鉛 ， 又 三 百 年 成 鋁 ， 又 三 百 年 復 得 太
和 之 氣 ， 化 ⽽ 為 ⾦ ， 故 ⾦ 皆 不 若 丹 砂 ⾦ 爲
上 也 。 以 下 明 清 近 代 本 草 所 述 形 狀 、 品
質 、 外 形 及 優 佳 類 次 、 結 晶 、 ⾊ 澤 等 ， 皆
引 ⾃ 綱 ⽬ 及 古 本 草 之 ⾔ ， 於 下 從 略 ， 不 再
贅 述 。

關 於 丹 砂 之 產 地 ， 有 符 陵 （ 即 涪 州 ）
仍 今 四 川 省 重 慶 府 涪 陵 縣 ， 武 都 仍 今 陝 西
省 南 鄭 縣 地 ︔ 仇 池 仍 今 ⽢ 肅 省 成 縣 仇 池
山 ︔ 宜 州 仍 今 湖 北 省 宜 昌 縣 ︔ 巴 郡 仍 今 四
川 省 江 北 縣 ︔ 武 陵 仍 今 江 蘇 省 贛 榆 縣 南 或
稱 武 陵 縣 ， 在 今 湖 北 省 ⽵ 溪 縣 東 ︔ 西 川 仍
今 四 川 省 西 部 之 稱 （ 即 為 四 川 道 ） ︔ 廣 州
仍 今 廣 東 省 治 南 海 郡 廣 州 等 地 ︔ 臨 漳 仍 今
廣 東 省 合 浦 縣 東 北 八 ⼗ ⾥ 處 ︔ 辰 州 仍 今 湖
南 省 沅 陵 縣 治 ︔ 錦 州 仍 今 湖 南 省 麻 陽 縣 西
四 ⾥ ︔ 階 州 仍 今 ⽢ 肅 省 武 都 縣 東 ︔ 春 州 仍
今 廣 東 省 陽 春 縣 治 ︔ 融 州 仍 今 廣 西 省 融 縣
西 南 ︔ 商 州 為 今 陝 西 省 商 縣 治 ︔ 陝 西 仍 指
陝 西 省 長 安 ︔ 河 東 仍 指 ⿈ 河 以 東 者 ， ⿈ 河
流 經 山 西 西 境 ， 成 南 北 縣 ， 故 山 西 境 內 ，
在 ⿈ 河 以 東 者 ︔ 河 北 仍 指 河 南 ⿈ 河 以 北 及
山 東 ︔ 河 南 省 西 北 ︔ 京 東 仍 指 今 河 南 省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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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 南 丘 ⼀ 帶 及 山 東 ⿈ 河 以 南 ︔ 京 西 仍 今
河 東 四 路 ， 即 河 南 省 洛 陽 縣 以 西 ， ⿈ 河 以
南 全 境 ︔ 長 安 仍 今 陝 西 省 長 安 縣 西 北 ⼗ 三
⾥ ， 蜀 中 仍 今 四 川 省 崇 慶 縣 中 ︔ 信 州 仍 今
江 西 省 上 饒 縣 西 北 ︔ 浙 中 仍 今 浙 江 省 中
部 ︔ 晃 州 仍 今 四 川 境 内 ︔ 湖 廣 仍 今 湖 北 省
武 昌 縣 或 即 湖 南 全 境 及 廣 東 省 電 ⽩ 縣 以
西 ︔ 或 意 指 廣 東 、 廣 西 兩 地 ︔ 麻 陽 即 古 錦
州 仍 今 湖 南 省 麻 陽 縣 東 至 沅 州 府 治 ︔ 湖 北
⼤ 牙 山 仍 今 湖 北 省 ⼤ 牙 山 周 邊 ︔ 邕 州 仍 今
廣 西 省 邕 寧 縣 治 ︔ 五 溪 即 古 代 武 陵 有 五
溪 ， 謂 雄 溪 、 構 溪 、 西 溪 、 潕 溪 、 辰 溪 ，
悉 爲 蠻 夷 所 居 ， 較 近 於 貴 州 省 之 思 州 、 思
南 鎭 遠 銅 、 仁 黎 、 平 五 府 及 松 桃 廳 ︔ 雲 南
仍 今 雲 南 省 祥 雲 縣 ︔ 波 斯 仍 今 新 疆 境 ︔ 柳
州 仍 今 廣 西 省 ⾺ 平 縣 治 ︔ 黔 州 仍 今 四 川 省
彭 ⽔ 縣 ︔ 交 桂 仍 今 廣 西 省 蒼 梧 縣 及 桂 林
縣 ︔ 衡 邵 仍 今 河 南 省 南 衡 縣 及 山 西 省 垣 曲
縣 治 （ 3 5 ） 。 故 古 丹 砂 產 地 ⼗ 分 廣 泛 ， 主 以
貴 州 、 湖 南 、 四 川 、 廣 西 、 雲 南 、 河 南 、
山 西 、 陝 西 … … 等 地 。
綜 如 上 述 丹 沙 之 形 態 與 種 類 有 數 百

種 ， 以 圖 經 、 ⼤ 觀 、 綱 ⽬ 等 所 敘 述 及 藥
圖 ， 主 要 來 源 即 天 然 辰 砂 C i n n a b a r   礦 ⽯ ，
爲 ⾚ ⾊ 硫 化 汞 H g S ， 存 於 礦 ⽯ 之 ⾴ 岩 、 黏
板 岩 之 礦 脈 中 ， 主 含 硫 化 汞 ， ⼀ 名 硫 化 ⽔
銀 M e r c u r i c   s u l f i d e 。 因 產 地 、 形 態 、 形 質
及 粒 之 ⼤ ⼩ 、 結 晶 墻 壁 及 ⾊ 澤 之 差 異 ， 純
度 與 雜 質 之 分 併 ， 無 毒 及 可 析 出 ⽔ 銀 、 砒
及 銅 等 礦 物 呈 現 中 毒 現 象 ， 蘇 頌 等 謂 朱 砂
出 辰 州 、 宜 州 、 錦 州 ， ⽽ 辰 砂 為 最 優 。 砂
⽣ ⽯ 上 ， ⼤ 塊 者 如 雞 ⼦ ， ⼩ 者 如 ⽯ 榴 ⼦ ，
狀 若 芙 蓉 頭 箭 簇 ， 連 床 者 紫 黯 者 若 鐵 ⾊ ，
⽽ 光 明 瑩 徹 ， 碎 之 嶄 岩 作 鏡 ⾯ 。 又 似 雲 母
⽚ 可 析 者 ， 真 辰 砂 也 ， 無 ⽯ 者 彌 佳 ， 偽 品
亦 多 ， 應 予 以 詳 辦 。 且 晶 體 結 構 屬 三 ⽅ 晶
系 ， 晶 體 為 厚 板 狀 或 菱 ⾯ 體 ， 有 時 呈 極 不
規 則 的 箭 簇 或 芙 蓉 狀 集 合 體 ， 或 緻 密 狀 塊
體 成 卵 形 、 粒 砂 出 現 。 為 朱 紅 ⾊ 至 紫 黯 紅
⾊ ， 有 時 帶 鉛 灰 ⾊ 。 條 紋 紅 ⾊ ， 具 ⾦ 鋼 光
明 光 澤 ， 易 碎 裂 成 ⽚ ， 有 平 ⾏ 平 ⾯ 的 解
理 。 產 於 湖 南 、 湖 北 、 廣 西 、 廣 東 、 四
川 、 雲 南 、 貴 州 等 地 。

三 ） 性 味 及 藥 能 之 考 訂
本 經 曰 ： 「 丹 沙 。 味 ⽢ ， 微 寒 。 」 爲

上 品 藥 ， 無 毒 。 別 錄 曰 ： 「 丹 沙 。 無 毒 。 」
兩 者 相 輔 相 成 ， 陶 注 、 新 修 、 蜀 本 及 開 寶
雖 具 ⽂ 載 療 效 ， 未 著 錄 性 味 ， ⼤ 抵 認 同 其
性 味 。 迄 嘉 祐 引 藥 性 論 ： 「 丹 砂 。 君 ， 有
⼤ 毒 。 」 又 引 ⽇ 華 ⼦ 云 ： 「 丹 砂 。 涼 ， 微
毒 。 」 圖 經 謹 按 鄭 康 成 注 周 禮 ， 以 丹 砂 、
⽯ 膽 、 雄 ⿈ 、 礜 ⽯ 、 磁 ⽯ 為 五 毒 ， 古 ⼈ 惟
以 攻 創 瘍 ， ⽽ 本 經 以 丹 沙 為 無 毒 ， 故 ⼈ 多
鍊 治 服 食 ， 鮮 有 不 為 藥 患 者 ， 豈 五 毒 之 說
勝 乎 ︖ 服 餌 者 ， 常 以 爲 戒 。 此 時 因 種 類 優
劣 有 別 ， 昔 採 之 ⾃ 然 純 淨 者 ， 服 餌 無 毒 ︔
具 雜 質 多 鍊 ⽕ 鍊 者 ， 遂 游 離 出 汞 或 砒 氣 ，
故 成 五 毒 之 物 ， 外 ⽤ 尚 可 ， 服 餌 則 傷 ⼈ 。
衍 義 曰 ： 此 物 鎭 養 ⼼ 神 ， 但 宜 ⽣ 使 。 煉
服 ， 少 有 不 作 疾 者 ， 亦 不 減 硫 ⿈ 輩 。 又 ⼀
醫 流 服 伏 ⽕ 者 數 粒 ， ⼀ 旦 ⼤ 熱 ， 數 ⼣ ⽽
斃 。 復 引 李 善 勝 嘗 煉 朱 砂 為 丹 ， 經 歲 餘 ，
沐 浴 再 入 鼎 ， 誤 遺 下 ⼀ 塊 ， 其 徒 丸 服 之 ，
逐 發 懵 冒 ， ⼀ ⼣ ⽽ 斃 。 ⽣ 朱 砂 ， 初 ⽣ 兒 便
可 服 。 因 ⽕ ⼒ 所 變 ， 遂 能 殺 ⼈ ， 可 不 謹
也 。
至 本 草 蒙 筌 曰 ： 「 丹 砂 ， 味 ⽢ ， 氣 微

寒 。 ⽣ 餌 無 毒 ， 鍊 服 殺 ⼈ 。 」 謨 又 按 汪 ⽯
山 曰 ： 經 云 ： 朱 砂 微 寒 ， ⽣ 餌 無 毒 。 伏 ⽕
者 ， ⼤ 毒 殺 ⼈ 。 ⽔ 銀 乃 ⽕ 煆 ⽶ 砂 ⽽ 成 ， 何
謂 無 毒 ︖ 其 性 滑 動 ， ⾛ ⽽ 不 守 。 氣 味 俱
陽 ， 從 可 知 也 。 陽 屬 熱 ⽕ 。 經 云 ： ⽔ 銀
⾟ ， 寒 。 似 難 憑 據 。 又 云 ： 有 毒 。 得 非 謂
以 朱 砂 伏 ⽽ 成 之 耶 ， 故 比 朱 砂 尤 甚 。 宜
其 蝕 腦 至 盡 ， 入 ⾁ 百 節 拘 攣 也 。 以 上 蒙 筌
証 實 丹 砂 ， 氣 微 寒 ， ⽣ 餌 無 毒 ， 煉 服 游 離
⽔ 銀 ， ⾟ 寒 滑 動 有 毒 。
明 代 品 彙 精 要 仍 承 正 統 本 草 之 論 曰 ：

味 ⽢ ， 性 微 寒 ， 氣 薄 于 味 ， 陰 中 之 陽 。 綱
⽬ （ 氣 味 ） 吳 普 曰 ： 神 農 ⽢ 。 歧 伯 苦 ， 有
毒 。 扁 鵲 苦 。 李 當 之 ⼤ 寒 。 時 珍 曰 ： 丹
砂 ， 別 錄 云 ： 無 毒 。 歧 伯 、 甄 權 ⾔ 有 毒 ，
似 相 ⽭ 盾 。 按 何 孟 春 冬 錄 云 ： 丹 砂 ， 性 寒
⽽ 無 毒 ， 入 ⽕ 則 熱 ⽽ 有 毒 ， 能 殺 ⼈ ， 物 性
逐 ⽕ ⽽ 變 ， 此 說 是 也 。
得 配 本 草 ： ⽢ ， 微 寒 ， 入 ⼿ 少 陰 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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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本 草 求 眞 ： 體 陽 性 陰 ， 外 顯 丹 ⾊ ， 內
含 眞 汞 。 不 熱 不 寒 ， 離 中 有 坎 也 。 不 苦 ⽽
⽢ ， ⽕ 中 有 ⼟ 也 。 本 經 逢 原 ： ⽢ ， 微 寒 。
研 細 ⼩ ⾶ ⽤ ， 入 ⽕ 則 烈 ， 毒 能 殺 ⼈ ， 急 以
⽣ ⽺ ⾎ ， 童 便 、 ⾦ 汁 等 解 之 。 本 草 新 論 ：
丹 砂 、 味 ⽢ ， 氣 微 寒 ， ⽣ 餌 無 毒 ， 煉 服 殺
⼈ 。 入 ⼼ 經 。 本 草 備 要 ： 丹 砂 ， 體 陽 性
陰 ， 内 含 陰 汞 ， 味 ⽢ ⽽ 涼 ， ⾊ ⾚ 屬 ⽕ 。 性
反 涼 者 ， 離 中 虛 有 陰 也 ， 味 不 苦 ⽽ ⽢ 者 ，
⽕ 中 有 ⼟ 也 。 瀉 ⼼ 經 邪 熱 ， ⼼ 經 ⾎ 分 主
藥 。 本 草 從 新 ： 硃 砂 ， ⽢ 涼 ， 體 陽 性 陰 。
内 含 陰 汞 ， 鄭 康 成 注 周 禮 以 丹 砂 、 雄 ⿈ 、
⽯ 膽 、 礬 ⽯ 、 慈 ⽯ 為 五 毒 ， 餘 同 備 要 綱 ⽬
之 ⾔ 。
綜 如 上 述 ， 丹 沙 ， 昔 採 之 ⾃ 然 純 淨

者 ， 味 ⽢ 、 涼 、 微 寒 ， ⽣ 餌 無 毒 ︔ ⽃ ⾨ ⽅
姚 和 衆 和 李 善 勝 ， ⾔ 初 ⽣ 兒 便 可 服 ， 證 明
無 毒 性 ， 今 合 成 純 度 ⾼ 者 亦 然 。 然 具 雜
質 ， ⽕ 煉 則 烈 ， 游 離 ⽔ 銀 等 ， 有 毒 ⽽ 殺
⼈ ︔ 入 ⼿ 少 陰 經 ⾎ 分 ， 體 陽 性 陰 。 其 毒 害
實 乃 ⽔ 銀 所 致 。
關 於 丹 砂 之 藥 能 ， 本 經 曰 ： 「 主 身 體

五 藏 百 病 ， 養 精 神 ， 安 魂 魄 ， 益 氣 ， 明
⽬ ， 殺 精 魅 ， 邪 惡 鬼 ， 久 服 通 神 明 ， 不
⽼ 。 」
別 錄 曰 ： 「 通 ⾎ 脈 ， ⽌ 煩 滿 ， 消 渴 ，

益 精 神 ， 悅 澤 ⼈ ⾯ ， 除 中 惡 ， 腹 痛 毒 氣 ，
疥 瘻 諸 瘡 。 輕 身 神 仙 。 」 陶 注 新 修 、 開 寶
僅 論 品 種 優 劣 道 地 ， 仙 經 煉 丹 ， 分 別 入 藥
染 畫 、 上 品 最 為 長 ⽣ 之 寶 ， 並 可 療 瘡 疥 辟
惡 ， 雜 雄 雌 ⿈ 者 ， 可 以 煉 取 ⽔ 銀 等 物 。

藥 性 論 ： 鎭 ⼼ ， 主 ⼫ 疰 ， 抽 風 。 ⽇ 華
⼦ ： 潤 ⼼ 肺 。 治 瘡 疥 痂 ， 息 ⾁ 。 服 并 塗
⽤ 。 迄 唐 宋 明 注 重 冶 煉 ， ⾛ ⽕ 入 魔 ， 反 ⽽
造 成 毒 害 ， 於 藥 能 無 所 創 舉 ， 反 ⽽ ⽔ ⾶ 取
之 ⾃ 然 者 ， 服 餌 延 年 。
迄 品 彙 精 要 ： 主 鎮 ⼼ 、 安 魂 魄 。 綱 ⽬

時 珍 曰 ： 治 驚 癎 ， 解 胎 毒 ， 痘 毒 ， 驅 邪
瘧 ， 能 發 汗 。 ⽤ 藥 法 象 ： 丹 砂 純 陰 ， 納 浮
溜 之 ⽕ ， ⽽ 安 神 明 ， 凡 ⼼ 熱 者 ， 非 此 不 能
除 。 湯 液 本 草 ： 乃 ⼼ 經 ⾎ 分 主 藥 ， 主 命 ⾨
有 餘 。
迄 青 霞 ⼦ 更 敘 述 其 ⽤ 藥 理 論 謂 ： 丹 砂

外 包 八 ⽯ ， 內 含 ⾦ 精 ， 稟 氣 於 甲 ， 受 氣 於
丙 ， 出 胎 ⾒ 壬 ， 結 塊 成 庚 ， 增 光 歸 戊 ， 陰
陽 升 降 ， 各 本 其 原 ， ⾃ 然 不 死 。 若 以 氣 衰
⾎ 敗 ， 體 竭 骨 枯 ， 八 ⽯ 之 功 ， 稍 能 添 盒 ，
若 欲 長 ⽣ 久 視 ， 保 命 安 神 ， 須 餌 丹 砂 。 且
丹 ⽯ ⾒ ⽕ ， 悉 成 灰 燼 ， 丹 砂 伏 ⽕ ， 化 為 ⿈
銀 ， 能 重 能 輕 ， 能 神 能 靈 ， 能 ⿊ 能 ⽩ ， 能
暗 能 明 ， ⼀ 斛 ⼈ 擎 ， ⼒ 難 升 舉 ， 萬 ⽄ 遇
⽕ ， 輕 速 上 騰 ， 鬼 神 難 求 ， 莫 知 所 在 。 綱
⽬ 發 明 項 下 ， 亦 載 多 種 併 藥 ⽤ 法 以 療 諸
疾 。 明 清 近 代 本 草 接 承 正 統 本 草 及 綱 ⽬ 之
說 ， 書 雖 多 功 能 敘 述 雷 同 ， 暫 從 略 ， 請 詳
原 ⽂ 。

綜 如 上 述 ， 丹 沙 之 藥 能 爲 安 神 ， 定
驚 ， 明 ⽬ ， 解 毒 。 主 治 ⼼ 煩 ， 失 眠 ， 驚
悸 ， 癲 狂 ， 眩 暈 ， 腫 毒 瘡 瘍 ， 疥 癬 。

四 修 治 、 ⽅ ⽤ 及 禁 忌 之 考 訂
關 於 丹 沙 之 採 收 與 修 治 ， 本 經 曰 能 化

爲 汞 ， 別 錄 曰 作 末 名 眞 朱 ， 光 ⾊ 如 雲 母 ，
可 析 者 良 ， 採 無 時 。 陶 注 援 引 本 經 及 別
錄 ， 按 此 化 為 汞 及 名 眞 朱 者 ， 即 是 今 朱 砂
也 。 探 砂 ， 皆 鑿 坎 入 數 丈 許 ， 雖 同 出 ⼀ 郡
縣 ， 亦 有 好 惡 ， 地 有 ⽔ 井 勝 ⽕ 井 也 ， 鍊 餌
之 法 ， 備 載 仙 ⽅ ， 最 為 長 ⽣ 之 寶 。 唐 本 注
云 ： 丹 砂 ︔ 但 不 入 ⼼ 腹 之 藥 爾 ， 然 可 燒
之 ， 出 ⽔ 銀 乃 多 。 其 有 磨 嵯 、 新 井 、 別
井 、 ⽔ 井 、 ⽕ 井 、 芙 蓉 、 ⽯ 末 、 ⽯ 堆 、 ⾖
末 等 砂 ， 形 類 頗 相 似 ， 當 擇 去 其 雜 上 ⽯ ，
便 可 ⽤ 矣 。 說 明 丹 砂 分 別 取 ⾃ ⼟ 、 ⽯ 、 井
及 龕 中 ⽯ 等 處 皆 ⽣ ， 光 明 如 徹 者 佳 ， 不 明
淨 ⽽ 有 雜 質 者 為 次 。 迄 圖 經 本 草 曰 ： ⽣ 深
山 ⽯ 崖 間 ， ⼟ ⼈ 探 之 ， 穴 地 數 ⼗ 尺 ， 始 ⾒
其 苗 乃 ⽩ ⽯ ⽿ ， 謂 之 朱 砂 床 。 或 過 此 ， 皆
淘 ⼠ ⽯ 中 得 之 ， 非 ⽣ 於 ⽯ 床 所 ⽣ 也 。 採 無
時 。 說 明 丹 砂 有 取 ⾃ ⽯ 床 及 沙 ⽯ 間 ， 採 無
時 ， 亦 有 上 下 次 等 之 分 。
証 類 引 雷 公 炮 炙 論 云 ： 夫 修 事 朱 砂 ，

先 於 ⼀ 靜 室 内 ， 焚 ⾹ 齋 沐 ， 然 後 取 砂 ， 以
⾹ ⽔ 浴 過 了 ， 拭 乾 ， 即 碎 搗 之 ， 後 向 鉢 中
更 研 三 伏 時 竟 ， 取 ⼀ 瓷 鍋 ⼦ 著 研 了 砂 於
内 ， 同 ⽢ 草 、 紫 背 天 葵 、 五 ⽅ 草 各 銼 之 ，
著 砂 上 下 ， 以 東 流 ⽔ 煮 亦 三 伏 時 ， 勿 令 ⽔
⽕ 闕 失 時 候 滿 ， 去 三 件 草 ， 又 以 東 流 ⽔ 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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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淨 ， 乾 晒 又 研 如 粉 ， ⽤ ⼩ 瓷 瓶 ⼦ 盛 ， 又
入 青 芝 草 ， 山 鬚 草 半 兩 蓋 之 ， 下 ⼗ ⽄ ⽕
煆 ， 從 巳 至 ⼦ 時 ⽅ 歇 。 候 冷 再 研 似 粉 ， 如
要 服 ， 則 入 熬 蜜 ， 丸 如 細 麻 ⼦ 許 ⼤ ， 空 腹
服 ⼀ 丸 。 如 要 入 藥 中 ⽤ ， 則 依 此 法 。 凡
煆 ， ⾃ 然 住 ⽕ ， 五 兩 朱 砂 ， ⽤ ⽢ 草 ⼆ 兩 ，
紫 背 天 葵 ⼀ 鎰 ， 五 ⽅ 草 ⾃ 然 汁 ⼀ 鎰 ， 若 東
流 ⽔ 取 ⾜ 。
太 上 八 帝 玄 變 經 三 寶 眞 ⼈ 煉 丹 ⽅ ： 丹

砂 ⼀ ⽄ ， ⾊ 發 明 者 ， 研 末 ， 重 絹 篩 之 ， 令
靡 靡 ， 以 醇 酒 不 ⾒ ⽔ 者 沃 丹 ， 撓 之 令 如 葑
泥 狀 ， 盛 以 銅 盤 中 ， 置 ⾼ 閣 上 ， 勿 令 婦 ⼈
⾒ ， 曝 之 ， 身 ⾃ 起 居 數 撓 燥 ， 復 沃 之 ， 當
令 如 泥 ， 若 陰 ⾬ 疾 風 ， 復 藏 之 無 ⼈ 處 ， 天
晏 ， 出 暴 之 ， 盡 酒 三 ⽃ ⽽ 成 ， 能 長 曝 之 三
百 ⽇ ， 當 紫 ⾊ ， 握 之 不 污 ⼿ ， 如 著 ⼿ ， 未
乾 可 丸 。 欲 服 時 ， 沐 浴 蘭 ⾹ ， 齋 戒 七 ⽇ ，
勿 令 婦 ⼈ 近 藥 過 傍 ， 丸 如 麻 ⼦ ⼤ ， 常 以 平
旦 向 ⽇ 吞 ⼆ 丸 ， 服 之 ⼀ ⽉ ， 三 蟲 出 ， 餘 如
⽅ ⽤ 。 又 引 寶 藏 論 ： 朱 砂 若 草 伏 住 ⽕ ， 胎
包 在 ， 成 汁 可 點 銀 爲 ⾦ ， 次 點 銅 爲 銀 。
太 清 服 煉 靈 砂 法 ： 丹 砂 ， 外 包 八 ⽯ ，

内 含 ⾦ 精 ， 先 稟 氣 於 甲 ， 受 氣 於 丙 ， 出 胎
⾒ 壬 ， 結 塊 成 庚 ， 增 光 歸 戊 ， 陰 陽 升 降 ，
各 本 其 原 ， 無 如 礦 ⽯ 五 ⾦ ， 但 受 五 陰 神 之
氣 結 ， 亦 分 爲 五 類 之 形 ， 形 質 頑 惡 ， 志 性
沉 滯 。
衍 義 曰 ： 錦 州 界 狤 獠 峒 ⽼ 鴉 井 ， 其 中

深 廣 數 ⼗ 丈 ， 先 聚 薪 於 井 ， 滿 則 縱 ⽕ 焚
之 。 其 青 ⽯ 壁 迸 裂 處 ， 即 有 ⼩ 龕 ， 寵 中 ⾃
有 ⽩ ⽯ 床 ， 其 ⽯ 如 ⽟ 。 床 上 乃 ⽣ 丹 砂 ， ⼩
者 如 箭 簇 ， ⼤ 者 如 芙 蓉 ， 其 光 明 可 鑑 ， 研
之 鮮 紅 ， 砂 泊 床 ， ⼤ 者 重 七 、 八 兩 至 ⼗ 兩
者 。 晃 州 亦 有 形 如 箭 簇 帶 ⽯ 者 ， 得 ⾃ ⼟
中 ， 非 此 之 比 也 。 煉 服 ， 少 有 不 作 疾 者 ，
亦 不 減 硫 ⿈ 輩 。 本 草 蒙 筌 所 述 同 上 ， 另 依
法 煆 ， 以 磁 罐 取 汞 ， 又 名 ⽔ 銀 。 ⽤ 磁 罐 ⼆
個 ， 堀 地 成 坎 ， 深 闊 扯 可 容 ⼆ 罐 ， 先 埋 ⼀
罐 於 坎 ， 四 圍 ⽤ ⼟ 築 穩 實 ， 內 盛 ⽔ 滿 ， 仍
⼀ 罐 ， 入 硃 砂 半 滿 ， 上 加 敲 碎 瓦 粒 ， 剪 鐵
線 髻 如 ⽉ 圓 樣 ⼀ 塊 ， 閉 塞 罐 ⼜ ， 別 ［ ⼀ ］ 覆
下 罐 之 上 ， 務 令 兩 ⼜ 相 對 ， 弦 縫 鹽 洩 泥 封

固 ， 以 熟 炭 ⽕ 先 ⽂ 後 武 ， 煆 煉 ⼀ 柱 ⾹ 久 ，
其 砂 盡 出 ， ⽔ 銀 流 於 下 罐 ⽔ 內 。 復 起 下
罐 ， 撿 出 ⽪ 殼 ， 入 新 硃 砂 ， 固 臍 再 煆 。 每
好 砂 ⼀ 兩 ， 常 煆 七 、 八 錢 。 低 者 僅 五 、 六
錢 ⽽ 已 。 盛 以 葫 蘆 ， 免 其 ⾛ 光 ， 殺 五 ⾦ ⽕
毒 ， 惡 磁 ⽯ 同 前 。 得 鉛 則 凝 ， 得 硫 則 結 ，
得 紫 河 ⾞ 則 伏 。 置 ⾦ 銀 銅 鐵 於 上 則 浮 。 并
棗 核 研 則 散 揚 ， 并 津 唾 則 斃 蝨 ︔ 佐 ⿈ 芩 為
丸 ， 則 絕 胎 孕 ， ⽅ 名 斷 孕 丸 。 匪 專 醫 藥 ，
亦 入 丹 鑪 ， ⽪ 殼 名 天 硫 ， 仙 ⽅ 謂 之 已 ⼟ 。
倘 修 鍊 得 法 ， 可 點 銅 成 銀 。 輕 粉 係 汞 再
升 ， 加 鹽 、 皂 礬 ⼆ 物 ， 質 輕 ⾊ ⽩ ， 故 此 為
名 ， 其 法 ⽔ 銀 ⼀ 兩 ， 皂 礬 七 錢 。 ⽩ 鹽 五 錢
同 研 ， 微 ⾒ 星 為 度 ， 放 炊 餅 盆 中 按 偏 ， 以
雞 翅 掃 圓 如 餅 樣 ， 覆 以 烏 盆 。 川 爐 灰 羅
過 ， ⽔ 調 封 盆 縫 ， 盆 底 離 ⽕ 三 ⼨ 許 ， ⽤ 熟
炭 ⽕ 煆 之 。 ⽕ 慢 則 漸 加 ， 至 半 ⽄ 為 使 ， 以
點 線 ⾹ 三 炷 為 度 。 提 出 條 冷 ， ⽤ ⼑ 輕 輕 挑
起 ⿃ 盆 仰 放 ， 撥 去 鑪 灰 ， 勿 令 ⾹ 落 。 雞 翅
輕 輕 掃 下 盆 底 粉 腳 ， 任 意 掃 淨 另 放 。 又 加
皂 礬 、 ⽔ 銀 、 ⽩ 鹽 同 研 ， 復 鍊 鐵 盆 内 餅
上 。 或 有 升 不 起 者 ， 掃 上 ⾯ 好 者 ， 亦 和 前
再 煉 ， 以 報 濕 得 所 為 宜 。 乾 則 入 少 ⽔ 潤
之 ， 又 不 可 太 濕 。 其 盆 底 粗 者 去 之 ， 或 留
擦 疙 療 疥 癬 亦 可 。 今 市 賣 者 ， 有 燒 凝 ⽔
⽯ ， 或 ⽯ 膏 為 粉 以 亂 眞 。 須 燒 ⽕ 上 ⾛ 者 ，
眞 也 。 其 功 惟 治 外 科 ， 所 忌 ⼀ 切 ⽣ ⾎ 。 銀
硃 亦 汞 燒 就 ， 時 俗 又 喚 ⼼ 紅 。 染 畫 ⾊ 最
奇 ， 殺 蟲 蝨 亦 驗 。 庸 醫 不 曉 ， 研 爲 藥 衣 。
違 誤 太 深 ， 傷 害 寧 免 。
迄 綱 ⽬ 修 治 時 珍 曰 ： 今 法 惟 取 好 砂 研

末 ， 以 流 ⽔ ⾶ 三 次 ⽤ ， 其 未 砂 多 雜 ⽯ 末 鐵
層 ， 不 堪 入 藥 。 又 法 ： 以 絹 袋 盛 砂 ， ⽤ 蕎
⿆ 灰 淋 汁 ， 煮 三 伏 時 ， 取 出 ， 流 ⽔ 浸 洗
過 ， 研 粉 ⾶ 曬 ⽤ 。 又 丹 砂 以 ⽯ 膽 、 消 ⽯ 和
埋 ⼟ 中 ， 可 化 為 ⽔ 。 迄 本 草 述 ⼤ 抵 援 引 前
說 ， 論 修 治 曰 ： 丹 砂 入 藥 ， 祇 宜 ⽣ ⽤ ， 慎
勿 升 煉 ， ⼀ 經 ⽕ 煉 餌 之 殺 ⼈ ， 研 須 萬 遍 ，
要 者 輕 塵 ， 以 磁 ⽯ 吸 去 鐵 氣 ， 惡 磁 ⽯ 。 宗
奭 曰 ： ⽣ 朱 砂 ， 初 ⽣ ⼩ 兒 便 可 服 ， 因 ⽕ ⼒
所 變 ， 遂 能 殺 ⼈ ， 不 可 不 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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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如 上 述 ， 丹 砂 之 採 收 無 時 ， 因 其 爲
礦 ⽯ ， 隨 鑿 隨 取 ， 天 然 純 真 硃 者 ⽔ ⾶ ⽣ 冷
爲 佳 ︔ 亦 可 ⽕ 煉 有 汞 （ ⽔ 銀 ） 經 煆 煉 ⽽
成 ， 惟 不 得 有 雜 質 ， 今 化 學 合 成 亦 然 ， 游
離 ⽔ 銀 有 毒 ， 或 含 鐵 、 砒 、 銅 、 鉛 … 等 亦
傷 ⼈ ， 宜 謹 慎 。
關 於 丹 砂 之 ⽅ ⽤ ， 本 經 迄 圖 經 僅 辦 眞

假 及 功 ⽤ 及 產 地 外 ， 餘 皆 未 論 及 ， 至 証 類
引 外 台 秘 要 ： 傷 寒 ， 時 氣 ， 溫 疫 、 頭 痛 ，
壯 熱 脈 盛 ， 始 得 ⼀ 、 ⼆ ⽇ 者 。 取 眞 砂 ⼀
兩 ， 以 ⽔ ⼀ ⽃ ， 煮 取 ⼀ 升 ， 頻 服 ， 覆 衣 被
取 汗 。 又 ⽅ ： 辟 瘟 疫 。 取 上 等 朱 砂 ⼀ 兩 ，
細 研 ， 以 ⽩ 蜜 和 丸 如 麻 ⼦ ⼤ ， 常 以 太 歲 ⽇
平 旦 ， ⼀ 家 ⼤ ⼩ 勿 食 諸 家 ， ⾯ 向 東 ⽴ ， 各
吞 三 、 七 丸 ， 永 無 疫 疾 。 又 ⽅ ： 療 ⼼ 腹 宿
癓 及 卒 得 癥 。 取 硃 砂 細 研 ， 搜 飯 令 硃 勻 ，
以 雄 雞 ⼀ 只 ， 先 餓 ⼆ ⽇ ， 後 以 朱 飯 飼 之 ，
著 雞 於 板 上 ， 收 取 糞 ， 曝 燥 爲 末 ， 溫 清 酒
服 ⽅ ⼨ 七 至 五 錢 ， ⽇ 三 服 ， 若 病 困 急 者 ，
畫 夜 可 五 、 六 服 。 餘 雞 少 更 飼 ， ⼀ 雞 取 ⾜
無 ， 雞 末 食 硃 飯 ， 先 飼 令 肥 。
⽃ ⾨ ⽅ ： 治 ⼩ 兒 未 滿 ⽉ 驚 著 ， 似 中 風 欲
死 者 。 ⽤ 朱 硃 以 新 汲 ⽔ 濃 磨 汁 ， 塗 五 ⼼
上 ， ⽴ 差 。 最 有 神 驗 。
⼗ 全 博 救 ： 療 ⼦ 死 腹 中 不 出 。 ⽤ 朱 砂 ⼀

兩 ， 以 ⽔ 煮 數 沸 ， 末 之 ， 然 後 取 酒 服 之 ，
⽴ 。
姚 和 象 ： ⼩ 兒 初 ⽣ 六 ⽇ ， 溫 腸 胃 ， 壯

氣 ⽅ ， 煉 成 朱 砂 如 ⼤ ⾖ 許 ， 細 研 ， 以 蜜 ⼀
棗 ⼤ 熟 調 ， 以 綿 溫 取 ， 令 ⼩ 兒 吮 之 。 ⼀ ⽇
令 盡 。

太 上 玄 變 經 ： 煉 丹 ⽅ ， 服 之 ⼀ ⽉ ， 三
蟲 出 。 服 之 五 、 六 ⽉ ， 腹 內 諸 病 皆 差 。 服
之 ⼀ 年 ， 眉 髮 更 ⿊ ， 歲 加 ⼀ 丸 ， 服 之 三
年 ， 神 ⼈ 至 。

張 潞 ： 烏 髮 鬚 ⼤ 效 ⽅ ： 以 ⼩ 雌 雞 ⼀
對 ， 別 處 各 養 餵 ， 不 得 令 食 蟲 並 雜 物 ， 只
與 烏 油 麻 ⼀ 件 ， 並 與 ⼩ 吃 ， 使 雞 長 ⼤ 放 卵
時 專 覷 取 出 ， 先 放 者 卵 收 取 ， 及 別 處 ， 更
放 卵 絕 却 收 。 先 放 者 卵 ， 細 研 好 朱 砂 ⼀ 兩
了 ， 擊 破 卵 巔 ， 些 些 作 竅 ， 入 砂 於 卵 内 安
置 ， ⽤ 紙 粘 損 處 數 重 ， 候 乾 ⽤ 。 後 放 者
卵 ， ⼀ 齊 令 雞 抱 ， 候 雞 ⼦ 出 為 度 。 其 藥 在

卵 内 ， ⾃ 然 結 實 ， 打 破 取 出 ， 爛 研 如 粉 ，
⽤ 蒸 餅 丸 如 綠 ⾖ ⼤ ， 不 計 時 候 ， 酒 下 五 、
七 丸 ， 不 惟 變 ⽩ ， 亦 愈 疾 矣 。
本 草 蒙 筌 ： 近 ⾒ 世 之 淫 夫 淫 婦 ， 多 ⽣

惡 瘡 。 始 起 陰 股 ， 不 數 ⽇ 間 ， 延 及 遍 體 ，
狀 似 楊 梅 ， 因 名 楊 梅 瘡 ， 甚 者 傳 染 。 俗 醫
以 輕 粉 爲 君 ， 優 以 雄 、 硃 、 腦 、 麝 等 劑 。
或 散 或 丸 ， 服 之 雖 敗 ， 愈 ⽽ 又 發 ， 發 則 又
服 。 久 久 致 ⼿ ⾜ 攣 曲 ， 遂 成 痼 疾 。 俗 又 名
曰 楊 梅 風 。 蓋 由 藥 之 燥 熱 酷 烈 ， 耗 其 ⾎
液 ， 筋 失 所 養 ， 以 致 是 也 。 俗 ⼈ 不 知 由 死
於 藥 ， 良 可 哀 憫 。
迄 綱 ⽬ 附 ⽅ 有 舊 ⽅ 八 ， 新 ⽅ ⼆ ⼗ 六 ，

所 弓 書 ⽬ 有 抱 朴 ⼦ 内 編 、 衛 ⽣ 簡 易 ⽅ 、 王
好 古 醫 壘 元 戎 、 丹 溪 ⽅ 、 普 濟 ⽅ 、 聖 濟
錄 、 直 指 ⽅ 、 肘 後 ⽅ 、 百 ⼀ 選 ⽅ 、 何 氏
⽅ 、 唐 瑤 經 驗 ⽅ 、 摘 玄 ⽅ 、 外 台 秘 要 、 普
濟 錄 、 ⼗ 全 博 效 ⽅ 、 張 杲 醫 說 ， 集 簡 ⽅ 、
本 草 詩 箋 、 本 草 述 、 庚 ⾟ ⽟ 册 、 ⿈ 治 論 等
書 ， 可 治 ⽩ 髮 反 ⿊ 、 齒 落 更 ⽣ 、 身 體 潤
澤 、 ⽼ 翁 成 少 ， 明 ⽬ 輕 身 、 去 三 ⼫ 、 除 瘡
癩 、 秘 精 、 預 解 痘 毒 、 ⼩ 兒 驚 熱 、 夜 臥 多
啼 、 急 驚 搐 搦 、 驚 忤 不 語 、 打 撲 驚 忤 、 ⾎
入 ⼼ 竅 、 不 能 ⾔ 語 、 客 忤 卒 死 、 癲 癎 狂
亂 ， 產 後 癲 狂 、 敗 ⾎ 及 邪 氣 入 ⼼ ， ⼼ 虛 遺
精 、 離 魂 異 病 、 夜 多 惡 夢 、 男 婦 ⼼ 痛 、 霍
亂 轉 筋 、 身 冷 ⼼ 下 微 溫 者 、 辟 瘴 正 陽 、 諸
般 吐 ⾎ 、 妊 婦 胎 動 、 ⼦ 死 腹 中 ， 不 出 、 ⽬
⽣ 障 臀 、 ⽬ 膜 瘜 ⾁ 、 ⽬ ⽣ 弩 ⾁ 、 ⾯ 上 皯 獛
黯 、 沙 蜂 可 螫 、 ⽔ 痊 瘡 毒 、 產 後 ⾆ 出 不
收 、 神 明 安 定 功 難 量 、 精 氣 堅 強 效 不 賒 ，
去 死 安 ⽣ 皆 可 ⽤ 等 … 。 於 本 草 詩 箋 、 本 草
述 主 治 與 附 ⽅ 均 有 詳 細 的 解 釋 與 論 列 ， 茲
從 略 ， 請 詳 歷 代 諸 家 所 錄 原 ⽂ 。 其 ⽅ ⽤ 治
療 疾 病 仍 以 安 神 、 明 ⽬ 、 定 驚 、 失 眠 、 安
胎 及 癲 狂 諸 病 為 主 。

至 於 丹 砂 之 禁 忌 ， 藥 對 ⾸ 論 ： 惡 磁
⽯ ， 畏 鹹 ⽔ 。 迄 衍 義 曰 ： 此 物 鎮 養 ⼼ 神 ，
但 宜 ⽣ 使 ， 煉 服 ， 少 有 不 作 疾 者 ， 亦 不 減
硫 ⿈ 輩 。 又 ⼀ 醫 流 服 伏 ⽕ 者 數 粒 ， ⼀ 旦 ⼤
熱 ， 數 ⼣ ⽽ 斃 。 ⽣ 朱 砂 ， 初 ⽣ 兒 便 可 服 ，
因 ⽕ ⼒ 所 變 ， 遂 能 殺 ⼈ ， 可 不 謹 也 。 迄 本
草 蒙 筌 ： ⽣ 餌 無 毒 ， 鍊 服 殺 ⼈ 。 其 功 惟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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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科 ， 所 忌 ⼀ 切 ⽣ ⾎ 。 迄 綱 ⽬ 時 珍 ⽇ ： 丹
砂 之 畏 磁 ⽯ ， 鹹 ⽔ 者 ， ⽔ 克 ⽕ 也 。 雷 黯
曰 ： 鐵 遇 神 砂 ， 如 泥 似 粉 。 ⼟ 宿 眞 君 ⽇ ：
丹 砂 ⽤ 陰 地 蕨 、 地 骨 ⽪ 、 ⾞ 前 草 、 ⾺ 鞭
草 、 皂 莢 、 ⽯ 韋 、 決 明 、 瞿 ⿆ 、 南 星 、 ⽩
附 ⼦ 、 烏 頭 、 三 角 、 酸 藕 荷 、 桑 椹 、 地
榆 、 紫 河 ⾞ 、 地 丁 ， 皆 可 伏 制 ， ⽽ ⾦ 公 以
砂 爲 ⼦ ， 有 相 ⽣ 之 道 ， 可 變 化 。 得 配 本
草 ： 畏 惡 同 蒙 筌 之 說 ， 惟 多 記 忌 豬 ⾎ 。 本
草 求 真 引 類 編 曰 ： 慎 勿 經 ⽕ 及 ⼀ 切 烹 煉 ，
則 毒 等 於 砒 磠 ， 況 此 純 陰 重 滯 ， 即 未 烹
煉 ， 久 服 呆 悶 ， 以 其 虛 靈 之 氣 被 其 鎮 墜
也 。 惡 磁 ⽯ ， 畏 鹽 ⽔ ， 忌 ⼀ 切 ⾎ 。 本 經 逢
原 曰 ： 研 細 ⽔ ⾶ ⽤ ， 入 ⽕ 則 烈 ， 毒 能 殺
⼈ ， 急 以 ⽣ ⽺ ⾎ 、 童 便 、 ⾦ 汁 等 解 之 。 本
草 新 編 曰 ： 夫 丹 砂 最 惡 者 ⽕ 也 ， 得 ⽕ 則 有
⼤ 毒 。 迄 本 草 備 要 及 本 草 從 新 亦 從 前 說 ，
多 服 反 令 ⼈ 癡 呆 ， ⽣ ⽤ 無 毒 ， ⽕ 煉 則 有
毒 ， 服 餌 常 殺 ⼈ ， 惡 磁 ⽯ ， 畏 鹽 ⽔ ， 忌 ⼀
切 ⾎ 。
綜 如 上 述 ， 誠 如 其 性 味 之 論 ， ⽣ 餌 性 寒
涼 、 無 毒 、 ⼩ 兒 亦 可 服 食 ︔ ⽕ 煉 殺 ⼈ ， 可
煆 出 ⽔ 銀 、 硫 、 砒 、 磠 或 其 他 毒 物 ⽽ ⽣ 毒
害 ， 以 致 斃 ⼈ ︔ 惡 磁 ⽯ ， 畏 鹹 ⽔ ， 鹽 ⽔ ，
忌 ⼀ 切 ⾎ ， 含 ⽺ 、 豬 等 之 ⾎ ， 若 因 ⽕ 煉 致
毒 ， 宜 ⽤ 陰 地 蕨 、 地 骨 ⽪ 、 ⾞ 前 草 、 ⾺ 鞭
草 、 皂 莢 、 ⽯ 韋 、 決 明 、 瞿 ⿆ 、 南 星 、 ⽩
附 ⼦ 、 ⿃ 頭 、 三 角 、 酸 藕 荷 、 桑 椹 、 地
榆 、 紫 河 ⾞ 、 地 丁 者 皆 可 伏 制 ， 久 服 造 成
癡 呆 等 宜 忌 。 内 ⽤ 外 傅 皆 宜 。

⼆ 、 丹 砂 之 急 性 毒 性

丹 砂 ⼜ 服   L D 5 0 超 過   1 5 g / k g ， 且 試 驗 過 程
中 ， 實 驗 動 物 不 但 未 出 現 毒 性 之 徵 狀 ， 且 內 臟
亦 未 發 現 有 異 常 之 徵 狀 或 病 灶 ， 應 可 列 為 無 急
性 毒 性 。 就 共 存 之 有 害 重 ⾦ 屬 ⽽ ⾔ ， 硃 砂 之 選
⽤ 宜 選 擇 原 礦 無 其 他 共 存 礦 物 性 污 染 之 原 礦 ，
另 其 亞 急 性 ， 慢 性 急 性 毒 性 有 再 進 ⼀ 步 探 討 之
必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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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c t

We investigated the pentsaonology of raw Cinnabar. We found that it was
cold and cool in nature, not toxic, and it could be administered to babies.
However, the fried preparations of Cinnabar were toxic. Therefore, we detected
LD50 and toxic syndromes of the rats and mice after oral administration of
Cinnabar, which included water preparations of Cinnabar and HgS. Oral LD50
of Cinnabar, the water preparation of Cinnabar and HgS included doses of more
than 15 g/kg. The rats and mice after oral administration of HgS, Cinnabar and
the water preparation of Cinnabar did not show any toxic syndromes in the
liver, kidney, lung and heart. Therefore, raw Cinnabar and the water suspension
of Cinnabar should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non-acute toxic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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