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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覃谱》 中记载大型真菌初探
水

杨 勇

( 西北 农业 大学科研处 )

摘 要

本 文对下 吴草谱 》 ( 清
·

吴林撰 )

稗私佼释
,

进 而 对其食用
.

真菌和非食

菌发展史提供参考
。

记载大型
一

真菌的形 态特征等生场学特 性 进行 了注

)1t
一

真蔺的认识观进行初 步探计
,

为研 究我国 大型
一

真

《 吴草店 》 为清代 〔 公元 j 6 16 一 19 11年 ) 吴林所撰
。

书前著者落款处有
“ 长洲

昊林息园
” ,

山此可知吴林
,

字息园
,

一

民洲人 氏
。

长洲是秦时所置吴县
,

`

后经演变而来
。

吴县
,

在不 同朝代所辖范围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或缩小
。

清代时
,

至少包括今除太仓县

的江苏苏州市所辖地区
。

长洲置于唐代
,

清又置元和县及太湖
、

靖湖两厅①
, 1 9 1 2年铸

并入吴县

—
今江苏苏州市 吴县

,

治所在苏州府 (今江苏苏州市 )
。

据笔者考证
, 《 昊

覃潜 》 作者 当在今江苏苏州市吴县
。

作者生平事迹
、

成书年代不甚清楚
。

有人认为 《 吴

荤谱 》 成书年代在公元 17 0 3年②
。

作者在 《 吴覃谱》 中概述了吴中③当时所产大型真菌④的种类及其特点 `并根据菌类

食用的优劣性
,

将二十六种食用真菌分为上
、

中
、

下三品
,

分别进行了研究
,

同时对非

食用真菌亦作了详细地论述
。

书中除引用前人的部分资料外
,

作者亲自作了许多研究工

作
。

《 吴覃谱 》 是我国古代现存研究大型真菌的三部专著之一
,

另两 部 是 南宋 (公元

1 1 2 7年 ) 陈仁玉撰 《 菌谱 》 ( 公元 1 2 4 5年 ) 和 明 代 (公元 1 3 6 8一 1 6 4 4年 ) 潘乏 恒所撰

灯广菌谱 》 (公元 1 2 5 5一 12 66 年 )
。

我国现存 代吴覃谱 》 有
“ 照代从书 ” 、 “ 赐砚堂丛

书” 和 “ 农学丛书” 等本
。

带本文在撰写期间曾得到钟雪美讲师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
,

特此致谢
。

本文 1 9 8 5年 2 2月 1 2日收到
。

①厅
,

清代在新开发地区的一种政区建置
。

其长官为同知或通判
。

有直隶厅与散厅之别 : 直隶厅与

府
、

直隶州平行
,

真隶于省
, 散厅与散州和县平行

,

属于府
。

②w
a n g y u n e h a n g :

M y e o l o g y i
n e il i n

a w i t h e m p h a s i s
o n r e v i o w

、

o f t h e 。 n c
i e 。 t

11t e r a t u r e ,

A e t a M y e o之0 9玄e a s i n i e a ,
1 9 5 5

,
4 ( 3 ) : 1 3 3一 1 4 0

.

矛吴中
,

古时对吴县 (吴郡 )或 苏州府 的别称
,

因春秋时为吴 国都
,

故名
。

即今江苏苏州市吴县一带
。

田大型直菌
,

亦称高等真菌
, `

臼不是真菌分类学中 的一个自然类群
,

而是能形成肉眼可见的子实

体或菌核的一类真菌的总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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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大型真菌的研究形式
、

形态特汪描述的深入程度及其系统性方面考查
.

在我国

古 t女大型真菌研究中
, 二

、

吴箭谱 》 为记载其种类最多
、

研究最深入的一部大型真菌典籍

宾蒸:
:

几蕊黑篡黑黔哩篙{黑禧毋霎霖址默真酱之素辈及菜缓:菜彗
旨在对 《 吴覃谱 》 中记载的 二个六种大型真菌的形态特征和对非食用毒菌的认识作一探

讨
,

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

《 昊孽谱 万 是作 者昊林主要以 其家乡吴中的大型真菌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专著
。

虽

然作 音研究 人型真菌的地区是在我国南方的江苏苏州
,

但却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大型真

菌研究盛况的一个缩影
。

这是因为
, 一 般 说来

,

多数大型真菌所要求的生长范围需在比

较 i品和的温度和较大湿度的环境条件下生长发育
,

如研究大型食用真菌 ( 以下简称食用

真菌 ) 的资料认为
,

食用真菌担抱子 l请发和菌丝体生长适宜温度为 20 一 30 ℃
,

最低温度

2℃
,

最高 3 9℃ ; 通常生长范围 5一 33 ℃
。

食用真菌子实休分化时期较菌丝体生长温度低一

些 , 子实体发 育最适温度 虽比菌丝体生长温度低
,

但又比子实体分化时最适温度高些
。

食用真菌在子实体发育阶段的适宜空间相对湿度为 80 一 9 5%
。

我国古代南方气象资料可 以

现代江苏和浙江为例 子以说明
,

以供参考
。

据有关气象资料报道①我国江苏省为暖温带

—
_

反热带
、

湿润季风气候
,

年平均气温 13一 16 ℃
。 一

月 一 2一飞℃ ,
一

卜月 26 一 29 ℃
。

年平

均降水量在 8 0 0一 1艺0 0毫米之间
。

我国浙江省为亚热带湿润气候
,

温暖湿 润
。

年 平均气

温在 15一 19 ℃
。

一月 2一 8℃ ; 七月 27 一 3。℃
。

年平均降水量 8 50 一 1 7 0 0毫米
。

我国南方各

地气象资料与此基本大概相接近或类似
。

此温
、

湿度对大型真菌是比较适宜的
。

另因大

型真菌大都生长在山区
、

树林
、

沟忽地带
,

这种特殊环境为其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地必

需条件
,

如在提供养料
、

调节温度和湿度及光照等方面
,

所以说是其理想的天然生长繁

殖场所
。

因此
,

江浙一带为我国古时研究大型真菌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

我国研究 记载大

型真菌的另外两部专著之 一—
《 菌谱 》 (公元 1 2 4 5年 ) 就是著者在研究了浙江临海地

区大型真菌后汇集成书的
。

但 由于受其时代所限
, 《 菌谱 》 (公元 1 2迁5年 ) 作者 的认识

观和研究的广
、

深度都远不如 《 吴覃谱 》 ,

但能在距 《 吴覃谱 》 四百多年前对大型真菌

进行研究
,

并有一定 的见解
,

使后人十分赞叹的事情
。

《 吴章谱 》 所研究的大型真菌可分食用菌 (此类菌又分上
、

中
、

下品 ) 和非食用菌

(有毒大型真菌 ) 两大部分
,

其意在有助于食菌者识菌和避免误食非食用毒菌
。

为此 目

的
,

作者在 《 吴荤谱 》 引言里这样记载
:

,’.
· ·

… 四方贤达之士
,

宦游流寓于吴山②者
,

①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册 》 ,

地图出版社
, 1 98 3年 6 月

。

②吴山
,

在今江苏省苏州市吴县西南尧峰 山东
。

因吴越广陵王子文奉建吴 山院于此
,

名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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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知此谱 ①而采之
,

勿轻食也
,

然林以醛鸡②之见 , 尚多网漏埃 ( 5 1) 诸好事者
,

广识

而续之
,

亦悯世之一功
,

此作谱③之大意也
。 ”

件
、

吴覃谱
·

上品 》 记载九种食用真菌
:

雷惊章④
、

梅树草
、

菜花章⑤
、

谷树尊
、

茶

棵覃
、

桑树草
、

鹅于草
、

茅柴维和糖草
。

这些真菌中
,

有的前人虽已作过研究记载
,

但

《 吴覃谱 》 对其 释名和考辨
、

产地
、

生态条件
、

采季和食味性等方而均较前人有深 入的

研 究
。

如鹅子孽 (又名 鹅卵覃 ) 和糖草
,

在 《 菌谱 》 ( 公元 1 2 4 5年 ) 就已有记载
,

只不

过所研究的程度和侧重点有所不 同
。

《菌谱》 (公元 1 2迄5年 )作鹅子草为
“
鹅膏覃

” ,

文内描述鹅膏覃的形态特征道
: “

鹅膏覃
,

生
} {苍山

,

状类鹅 子
,

久乃伞开
。

咔殊甘滑
,

不谢稠膏
,

然与杜覃相乱
。

杜草者生土中
,

俗

言毒蛰气所成
,

食之杀人
,

甚美打恶
,

宜在所黔
。 ”

此记载很难说明鹅膏覃的分类地位和

隶属关系
,

但有与 《 吴覃谱 》 “ 鹅子覃
” 相类似处

,

即 “ 俗名鹅卵覃
,

状类鹅子形大
,

不作伞张
,

外有护膜
,

褶在膜内
,

久则裂开
,

方见有招⑥
,

味殊甘滑
。 ” 此菌有不 同种

(见 附表
“ 上品 ” )

。

由此可见
: 1

.

该类菌为形似
“ 鹅子 ”

大小的伞菌
。

关于 “ 伞开 ”

和 “ 不作伞张
”

,

的形态描述
,

笔者认为可能是对大型真菌不同生长时期或不 同种类的形

态描述
。

2
.

两处记载为同一类菌
。

3
.

《 吴覃谱 》 较 《 菌谱 》 (公元 1 2 4 5年) 形态描述详

细
、

深入
。
《 菌谱 》 (公元 12 妈年 ) 记载的 “ 杜覃

”
可能是

“ 鹅膏覃 ” 中的非食用真菌

的有毒种类
。
通

.

菌膜的发现
。

形态描述中的
“ 护膜

” 是指伞菌担子果幼时
,

包裹在菌蕾

外的菌膜
,

菌膜在大型真菌生长期根据其撕裂的方 式 不 同
,

可 形 成 “ 菌 环 ” 和 “
菌

托 ” 。

所以说
,

两处描述的鹅于覃和鹅膏覃为现代的
“ 鹅膏菌 ” 。

鹅膏菌大多为食用有

毒种类
,

甚至一些种剧毒
。

鹅膏 菌为现时 的担子菌纲 ( B
a s i d io m y c e t e s

)
、

无 隔 担 子

菌业纲 ( H o m o b a s id i o m y e e t e s )
、

伞菌目 ( A g a r i e a l e s )
、

鹅膏科 ( A m a n i t a o e a e )
、

鹅膏属 ( A摊
a 玲` t a P a r o . 。 x G r a y ) ⑦

。

糖覃
,

又名珠玉章
, \ ;

吴覃谱 》 作
“
松覃 ” 类

。

《 广菌谱 》 (公元 1 2 5 。一 1 2 6 6年 )

亦有松覃的记载 ` 但未有
“
糖覃

, 的形态特征拱述记载 : “ 松覃
,

`

生松阴
,

采无时
。

少L
-

一 - - 一
- ~ ~~ ~ ~~ 益

一
.

- 一
-

一
~

- 一
一

一一①谱
,

指 《 吴覃谱 》
。

②醛 ( x i) 鸡
,

本作 小虫名
,

即嫉 ( m ie 灭 )嵘
。

古人误以为酒
、

醋上的白霉变 成
,

故 名 , 峨嵘

即现时的纳 .l( iu 锐 ) 昆虫纲
,

双翅 目
,

纳科
。

体形似蝇
,

长 i
一

5 玛切 ,

褐色或黑色
, 一

胸背隆起
,

足

短
,

触角粗短
,

分十一节
,

口器刺吸式
。

雌虫刺吸牛
、

羊等牲畜血掖
,

传播疾病、 为丧赛畜
.

; 亦吸人

血
,

,

叮咬后产生奇痒
。

作者在此处谦爆意指对大型真菌的见解知之甚微
。 二 ,

③同②
·

.

…
①雷惊覃

,

又名戴沙
、

石覃
。

《 广菌谱 》 作雷覃
。

亦有称雷声覃
。

`
,

」
·

③莱花草
,

二三月菜花开时生
,

故名 ,

回摺
,

似润
止

J’- 褶
。

此处作
“
褶

” ,

即菌褶
。

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编写组
:

《 常见与常用真菌 》
,

科学出版社
,

1 9 78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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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 D松出 , 无不可爱
,

松叶与脂伏灵②
、

琉泊
,

皆松裔也
。 ”

由 此 说 明
,

古时
·

对所谓

“ 松覃 ” 的认识
,

是一个 比较广泛的概念
,

即将凡生长于 松 树下或松林 土中的大型真

菌
,

包括与松树具寄生关系 (有些特殊 大型真菌例外
,

如获苏
、

猪芍等 ) 和非 寄生关系

的真菌
,

还有一些非菌类有机物
,

如唬拍等
,

均笼统归入 “ 松覃
” 类

。

故此
,

生于松林

中的 “ 糖覃
” 亦不例外的被归于 “ 松覃 ” 。

糖覃及 “ 上品 ” 其它大型真菌的研究详见附

表
。 几

“ 上品”
所载食用真菌

,

均为菜肴中的佳品
。

《 吴覃谱
·

中品 》 也记载九种食用真菌
,

有紫 面 章
、

野 鸡斑 覃③
、

杨树 覃
、

奶汁

覃
一

匆
、

青面子覃
、

佛手覃
、

紫花覃
、

姜黄覃
、

灯台覃⑤
。

这部分真菌主要依其形态
、

颜

色
、

产地等命名
。

《 吴覃谱 》 引言中概括 “ 中品 ” 菌认为
, “ 以上诸覃

,

味俱美
,

而时今 已

是困稍久即有虫穿⑦侵蚀
,

难供染指⑧
,

宜列为中品
。 ” “ 中品 ” 菌为常见可食用真菌

。

“ 中品 ” 所述姜黄覃
,

又名桅黄覃或鸡纵覃
,

在 《 菌谱 》 (公元 1 2 4 5年 )
、

《 广菌

i普 》 (公元 1 5 2 2一 1 5 6 6年 ) 均有记载
。

《 菌谱 》 曰 : “
黄覃

,

丛 生 山 中
,

桅
、

郁黄色

⑨
,

俗名黄攒覃
。 ” 《 广菌谱 》 记载 : “ 鸡纵覃 出云南

,

生 沙 地间
,

下 覃也
。

高脚伞

头
,

土人L采烘寄远
,

以充方物
。

气味似香覃
,

而不及其风韵
。 ”

可以看出
, 《 菌谱 》

( 公元 1 2 4 5年 )
、

《 广菌谱 》 (公元 15 2 2一 1 5 6 6年 )
、

《 吴覃谱 》 均对姜黄覃作了不同

程度的研究记载
。

那么
,

三处描述是否同为一菌 ? 从所记载的 形态描 述和生 物学特征考

查
,

仅可肯定为同一类菌
,

而非同一种菌
。

这是因为 1
.

共性
: 《 菌谱 》 (公元 12 4 5年 )

和 《 昊覃谱 》 均记载此菌为桅黄 色
。

桅
,

指 桅 子 ( aG
r de n l’a 勿邪讯 io de s )

,

亦 称

“ 黄桅子 ” 。

茜草科
,

常绿灌木
。

果实用水淬取可得黄色染料
,

用于棉
、

毛等纤维的染

色
。

2
.

异性
: 产地不同

。
《 广菌谱 》 (公元 1 5 2 2一 1 5 6 6年 ) 记载此菌生

“
云南沙地

” ,

《 吴覃谱 》 记载为
“
黄山

” L ; 形态特征亦有差异
,

如 《 广 菌 谱 》 (公 元 1 5 2 2一具5 6G

`

①物
,

指生于松树下或松林中的大型真菌或其它有机物
,

如与松树具寄生关系的珑拍等
。

②伏灵
,

指现代的
a

抉荃” ( P o r 畜a e o e o s ( F r .

) W o l f
.

) ,

为担子 菌亚纲 ( B
a s i d i o nt 了。 o 一

t i n a )
、

层菌纲 ( H了m e n o m了 e e t e s )
、

多孔菌科 ( P o l了p o r a 。 e a e )
、

卧孔 菌 属 ( 尸份 i a P e r s 。

e x G r a y ) (邵力平等 )
。

⑧野鸡斑苹
, “

鸡
” ,

原处为
“
杂

” ,

而原文引言则作
“
鸡

” ,

疑文内
“
杂

”
讹

,

兹改正
。

④奶汁草
,

因伞菌担子果菌肉 “ 损之有汁如乳
” ,

故名
。

现在统称此类菌为
“
乳菇

”
类菌

。

⑤灯台聋
,

因此菌形状与古时使用的一种灯形相似而得名
。

·

⑥晏
,

此处作 “ 晚” 、 “ 过 ” 意
。

⑦穿 (z 衍至 )
,

指无脚的虫
,

体多长
,

如蛆蚁之类
。

⑧染指 ,

特指不能食用的大型真菌
。

⑨郁
,

指郁金 ( C “ r u 机 a a r o邢 a t￡e a ) 或郁金 香 ( r 时落p a 名e s玲 e r i a 件 a ) ,

分别为姜科和百合科

植物
,

前者地下块茎及块根断面黄色
,

后者有黄色花被
。

L土人
,

指当地少数民族人
。

勿黄山
,

清时为常州府所辖境内的武进或江阴
,

分别在今江苏省武进县西北七十里孟河东和江苏

省江阴县北君山北五里
,

两地 相距较近
,

一

与作者家乡苏州府相邻
。

两处
“
黄山

”
究竟是指

一
处还是

两处
,

有待进一步考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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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载鸡纵覃有
“ 高脚伞头

” ① ;《 昊覃谱 》 作
“ 不作伞张

” 描述 ;《 菌谱 》 ( 公元

1 24 5年 )则未作形态描述
。

由于不同年代
,

对大型真菌的认识程度 间存在差异很大
,

三处记载以 《 吴覃谱 》 最为详细
,

其可靠程度亦较大
。

因此
,

可能 《 菌谱 》 (公元 1 2 4 5

年 ) 和 《 吴覃谱 》 记载为一 菌 ;
而 《 广菌谱 》 (公元 1 5 2 2一 1 5 6 6年 ) 为另一菌 ; 均为同

一类菌
。

《 吴覃谱
·

下品 》 记载了八种食用真菌
:
瘪婆子覃

、

粉团 覃
、

橘皮 覃
、

伞子覃
、

面

脚覃
、

紫血覃
、

紫富覃 和猪血覃
。 《 吴覃谱 》 引言中日

, “ 以上诸覃
,

虽皆可吠②
,

而味自劣于上
、

中品者
,

或有与毒覃疑似者
,

其列为下品宜矣
。 ” 即指出大部分菌可食

用
,

但其味不如前述食用真菌
,

且有些与毒菌形态相似
,

容易误食毒菌
。

“ 下品 ” 中的紫富覃
,

又名紫覃
。
《 菌谱 》 (公元 1 2 4 5年 ) 则作 “ 紫覃

” ,

又名 “ 紫

富覃 ” 。

由两处记载考查
,

此为一菌
,

而 《 吴覃谱 》 此处有较深入的认识
。

“ 下品 ”
`

食用真菌形态特征等生物学特性详见附表
。

我国古代劳动人 民在对大型真菌的长期认识中
,

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
,

这主要表

现在食用真菌
、

非食用毒菌和用大型真菌 (药用真菌 ) 医病三个方面
。

古代不 同时期
,

从以上 “
三个方面

” 全面进行较系统研究者 或是分别研究者众多
,

其论著多集中在农书

(农学 ) 和本草 ( 医
、

药学 ) 书籍里
,

另有一些则散见于其它书籍里
,

给我们留
一

厂了研

究大型真菌的珍贵文化遗产
。

就研究大型真菌的概貌来看
,

要以我国那 存 的 《 菌 谱 》

(南宋
·

陈仁玉 )
、

《 广菌谱 》 (明
·

潘之恒 》 和 《 吴覃谱 》 (清
·

吴 林 ) 三部 专著为系

统
、

深入
。

但从医用角度来看
,

又不如
“
本草

”
书籍中研究深入

;
从栽培及其管理等方

面考查
,

则又不如
“ 农书

” 研究深入
。

综合 “ 三部专著
” 全面 比 较考 查

,

又 以 《 昊覃

谱 》 研究大型真菌最系统深 2
、 。

这不仅表现在对食用真菌和用大型真菌医病方面
,

而且

也反映在对非食用大型真菌的研究方面
。

在 《 吴覃谱 》 的后部分
,

作者集中研究了非食用毒菌
。

作者用很多误食毒菌中毒事

例
,

说 明毒菌危害人畜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
。

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
: 1

.

非食用毒菌形状

及食菌者中毒症状 , 2
.

非食用毒菌中毒的解毒方法 , 3
.

非食用毒菌的中毒原因
。

1
.

非食用毒菌形状及食菌者中毒症状

古时人们对非食用毒菌中毒的认识以其形状作为主要辨别依据
。

然而
,

’

此方法存在

着很大的盲 目性 ; 如据典籍
,

包括 《 昊覃谱 》 在内
,

均记载毒菌的形状大多为
“
菌大而

肥
、

奇而美
” ,

往往此类菌有毒
“ 杀人 ” 。

现在看来
,

根据古代对毒菌的形态认谏
,

能

避免一些毒菌被摄 入食用
,

如具好看的毒菌 (具多种颜色 ) 有鹿花覃
、

残托斑毒伞和毒

粉褶覃等
。

但也不完 个都是这样
,

可能有些以此
“

依据 ”
往往会漏掉美味可 口 的最佳食用

①脚
,

指伞菌担 子果幼时
,

包裹在菌蓄外的菌膜留下的蔺托 俗称
“

脚苞
. ` 高脚

,
指菌托位 t 高

。

⑧吠 ( d a n 淡 )
,

作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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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 , 有时则因有些菌不在此
“
依据

”
范围而中毒

,

如菌小而不好看的有伪鳞小伞和
1

裸

伞菌
。

《 吴覃谱 》 中亦认识到此方法的不足
,

另引据 《 本草拾遗 》 ( 唐
·

陈藏邵 烤 )

方法予以补充
。
《 本草拾遗 》 曰 ,

儿菌
“ 冬春无毒

,

夏秋有毒 ” ,

这是 由于夏
、

秋 丸

蛇
、

虫之类从大型真菌下经过所致
。

此类菌非我们现在所属的毒菌
。

另有方法记载
,

大

型真菌
“ 夜中有光者①

、

欲烂无虫者②
、

点之不熟者
、

煮讫照人无影者
、

上有毛下无纹

者③
、

仰卷赤色者④ ” 亦有毒 “ 杀
.

人 ” 。

误食具毒大型真菌中毒症状
,

因所食其种类不同而 片
,

此研究资料多载于
“ 本草”

类书籍
。

《 吴覃谱 》 记载主要有
,

凡中共毒者 一种
“ 必笑不止 ” ; 一种 “ 烦闷吐刊

,

良

久始醒
” ,

这些是中毒较轻者表现症状
。

中毒深的则
“

多致死
,

甚拐速
” 。

我国现在 已知具毒真菌约有八十余种
,

毒菌中
,

部分可经烹调时高热解毒
、

亦有不

能用一般方法破坏其毒性的极毒真菌
。

人畜食菌中毒在一般情况下机体才;身 具有解毒的

自卫能力
,

即可通过机体内部氧化
、

还原
、

结合和水解方式将毒物中和或缓解
.

但有其

一定的限度
,

超过此限度则中毒
。

经过现氏分析
,

毒菌中所 含主要有毒戎份现知有毒覃

碱
、

毒覃溶血
.

素
、

引起精神症状的毒素和毒肤
、

毒伞肤等物质
。

因毒菌种类多
,

其所含

毒素成分及含量不同
,

中毒临床表现亦不尽相同
。

《 吴覃谱 》 中记载中毒症状表明
,

可

能食用 了主要含有毒覃碱和引起精神症状的毒素所致
。

因为毒覃碱 中毒
,

发病迅速
,

多

在误食后数分钟至六小时内即表现症状
。

2
.

非食用毒菌中毒的解毒方法

《 吴覃谱 》 引宋人陈仁玉 《 菌谱 》 (公元 1 2凌5年 》 “ 凡中其毒者
, … …解以 苦茗白

矾
,

匀新汲水并咽之
,

无不立愈 ” , “
茗

” ,

作 “ 茶妙 解
。

明代潘之恒 《 广菌谱 》 (公

元 1 5 2 2一 15 6 6年 ) 有
“ 掘地作坑

,

新汲水投坑中
,

搅之沉清
,

名 曰地浆
” , “ 新汲水

”

即 “ 地浆
” 。

《 菌谱 》 (公元 1 2 4 5年 ) 指出中毒者可服用混有白矾的浓茶和地浆水
,

_

j/’

可解其毒
。

在解毒方法中
, 《 吴覃谱 》 作者提 出用

“ 甘草
” ⑤和 “ 鸳鸯草

”

匆中草药治疗
,

效

果显著
,

从而改变了过去单一应用
“ 地浆 ” 传统的解毒方法

,

补充了解毒方法的治疗手

段
。

用甘草解毒可分为两种方法
: 1

.

取甘草浓煎
,

饮其汤
,

可获愈治之
。

2
. “ 用甘草不

拘多少
,

以麻油一盏
,

煎数沸
,

冷服
,

其毒 自解
。 ”

鸳鸯草
, “ 藤蔓而生

,

对开黄白

花
,

傍水依山处皆有之
,

所谓金银花者是也
。 ” 即现在的忍冬科

,

多年生半常绿缠绕灌

①有些毒菌多见于晚间发光的大型真菌种类
。

②指菌伞易烂
,

且其
_

L常看不到有小虫类 (虫中毒而死 )
。

③上有毛
,

指伞菌菌盖表面细毛状构造 ; 下无纹
,

指伞菌菌盖下看不见明显菌褶
。

④仰卷赤色
,

指伞菌菌盖反卷
,

菌盖赤红色
。

⑤甘草 ( G乙夕e笋 r五云之 a u r a王。 n s 云s 「i : e h )
,

亦称
“
甜草

” 。

豆科
,

多年生草本
,

主 根 甚长
。

奇

数羽状复叶
、

夏季开花
,

蝶形花冠
,

紫色
,

总状花序
。

菜果狭长
,

椭圆形
,

弯曲或镰刀状
,

或环状
,

有褐色腺状刺
。

中医学上以根状茎入药
。

回鸳鸯草
,

即金银花 ( L o扎￡e o r a 声a p o ,:公e a T h u油 ) ,

中医学
_

卜以花 (金银花 ) 和茎 (忍冬藤 )

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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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

用鸳鸯草解毒
,

方法简单
, “

生唤
,

遂愈
” 。

甘草
、

金银花具解毒作用
,

这在我国

现代解毒治疗中
,

前者仍认为是比较理想的中草药而被应用
。

对其它解毒方法
, 《 吴覃谱 》 亦作了介绍

,

现归纳如下
:

1
.

饮陈墙壁土清液和嚼橄榄法
: “ 用陈壁土汤泡

,

沉清冷饮 ; 嚼橄榄三五枚解之
。 ”

2
.

饮人屎法
: “ 食菌遇毒

,

绞人屎汁
,

饮一盏
,

即活
。 ”

3
.

饮黑豆汁亦可解毒
。

-

从 1 , 2 方法可 以看 出
,

其所采 措施为 催吐作用
,

即主要促使中毒者将毒菌物

吐出
,

减小毒物继续破坏机体
。

黑豆为具解毒作用的植物种子
,

亦为现代常用解毒方法

之一
。

此外
, 《 吴覃谱 》 有 “ 蛇草

”
疗法

,

即蛇从草上过时
,

其腹自裂
,

此草亦可解毒
。

此法甚为罕见
,

其解毒原因有待进 一步研究
。 `

一

’ 一

内

3
.

非食用毒菌的中毒因素

非食用毒菌的中毒因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人从事这方面研

究
,

据笔者 所见到的 资料表明
,

我国至少 在唐代 以前对具毒真菌的中毒原因就有研

究
,

女口唐代陈藏器撰 《 本草拾遗 》 有菌覃
,

,’.
·

一恶虫
、

蛇从下 过者 有 毒
。

冬
、

春无

毒
,

及秋
、

夏有毒者
,

为蛇过 也
。 ” 以后

, 《 癸辛 杂 识 》 (宋
·

周 密 ) 亦曰
: “ 菌辈

类
,

皆幽隐蒸湿之气
,

或蛇旭①之毒所生
, ”

食之皆能害人
。 ” “ 《 吴覃谱 》 引文亦日

:

“ 凡园圃所种之菜②
,

本无毒
,

但覃菌等物
,

皆是草木变化所生③
,

出于树者为草
,

生

于地者为菌
,

并是郁蒸湿气变化所生④
,

故或有毒者
,

人食遇此毒
,

多致死甚疾速
。 ”

此记载虽然有些观点还尚不成熟
,

但 已经知道
,

大型真菌或野生
、

或人工栽培
,

有些是

具有毒种类
; 在有毒大型真菌中

,

有些毒因是毒蛇所致
。

对大型真菌的认识是与科学发展水平相一致的
。

我国古代对大型真菌的认识经历 了

坎坷不平的漫长道路
,

在长期的摸索中
,

古代劳动人 民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
,

创造了

认识大型真菌的历 史
,

丰富了我国古代科学文明史
。

然而
,

直观辨别认识大型真菌
,

无

论是古代或近代都是很困难的事
。

在科学发达的现代
,

直观判断在认识大型真菌中
,

也

仅可作 为一个鉴别方面
,

这在古代中国无疑是最艰 巨而 困难的
。

虽然当时已经认识了许

多种大型真菌 (包括食用真菌 )
,

但人
、

畜误食毒菌中毒者仍时有发生
。

所以
, 《 吴草

谱 》 在综合前人的经验和研究结果后
,

总结认为
: “ 凡覃有名色可认者

,

采之 ;
无名

者
,

弃之
。 ” 即食用 已经认识的大型真菌比较安全可靠

,

这对食菌者尤其是很重要的
。

对 已 经采摘
,

片月
.

已作 成了菜肴
,

而 又不 认识的食用真菌
, 《 吴覃谱 》 以姜辨其是

_

否具毒
: “ 几煮菌

,

投以姜屑饮粒
,

黑色者杀人
,

否则无毒
。 , 此法简便

、

准确
、

可靠
。

①赃 ( h u 动
,

古时所说的一种毒蛇
。

②我国古代将大型真菌归属于园艺蔬菜类的范畴
,

很早就能人工大面积栽培食用真菌
,

唐代 《 四

时纂要 》 (唐
·

韩鄂 ) 中就有关于
a

香覃
”
的栽培记载

。

此处
“
菜” 包括大型食用真菌

。

③指大型真菌与草木在进化方面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

④郁蒸
,

作闷热
。

此处意指大型真菌的形成原因原则上皆随 温度 和湿 度的变 化 而 生成
,

所谓

“
气

”
可能是指现代所认识的真菌

“
抱子

” ,

这可能是对大型真菌 a遗传现象 ,, 的早期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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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可 以看 出 《 吴章谱 》 对毒菌的认识具有较高的科 学价值
,

对毒菌的辨认

法和解毒方法及中毒因素等
夕 与其它研究相 比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

尤其有些解毒方法

的应用
,

仍可继续作为我们现代医疗事业中借鉴
。

四

《 吴覃谱 》 对大型真菌的研究范围很广
,

其认识也是多方面的
,

这还反映在食菌方

法和食用真菌贮藏等方面
。

如对食菌时食用真菌处理方法和烹调方法有如此记载
: “ 凡洗

覃
,

必须逐个轻手拈取
,

掏去泥沙
,

贮净器中
,

浮于水上
,

拭去沙土
,

不可 舀水乱冲
,

致沙入褶内
,

莫之能出
, … … 拾得佳菌

,

检去宿者①
,

香油炒透
,

和以盐酶姜屑②
,

再

煮极熟
。

鲜菌皆毒③
,

须煮得透熟
,

厥④毒自解
。 ”

贮藏
一

食用真菌
,

依其种类不同
,

可采用不同方法进行
,

如贮 ` 台覃 ” ⑤
,

要 “ 以著

笼@ 盛贮
,

不可近泥壁
,

近则易坏
。 ” 另贮

“ 糖覃
” 法

,

则
“
汤炊⑦火熏方

一

可藏食
。 ”

以此法所贮 “ 糖覃
” 称之为

“
杜香覃 ” 。

现代我们贮藏食物 (不包括保鲜食物 )
,

曾
、

的原

则不外乎是
,

人为的采用各种措施
,

使被贮藏食物内部水分尽量多的散失掉
,
以防止微

生物污染或虫类侵蚀
,

从而使食物能够得以较长时期的保存下来
。

从上述贮藏食用真菌

的方法中可以看出
,

古人亦巳应用此原理了
。

我国古代对大型真菌的认识具有悠久的历史
, 早在公 元前 一世 纪 《 礼记 》 ( 四汉

·

戴圣编纂 ) 记载秦汉以前孔子 门徒学习西周礼仪的论著中有关于
“
芝杨

” 的记载
。

由此

可知
,

至少在三千年前
,

我国就 已经对大型真菌有所认识
。

随后战国和秦汉时期对大型

真菌的认识便逐渐开始广泛和深入地发展起来
。

这一时期留下了一批有影响的典籍
,

如

现存战国作品 《 列子
·

汤问篇 》 (列御冠撰 ) 有
“
朽壤之上有菌芝

” 的 记 载
; 汉初 《 尔

雅
.

释草 》 (公元前二世纪 ) 有
“

茵 ( q iu 囚 )
,

芝
” 、 “

中馗
,

菌
”

的说注
。

特别是这 一时期稍

后期 《 神农本草经 》 和 《 别 医名录 》 中
,

对大型真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

从而将大型真

菌的研究推向新的阶段
。

此后
,

我国古代对大型真菌的研究和认识
,

都一直处于当时世

界领先地位
。

在对大型真菌的研究中
,

先人们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

这些史料需要我

们去
“
开发

” 和利用
。

目前
,

我国在这方面研究还很薄弱
,

应急待加强
。

所要解决 的问

题也很多
,

如对大型真菌认识 的起源问题
、

对史料中记载大型真菌的考证和分类学上的

隶属问题等
。

所 以说任务很大
,

尚需我们进一步去努力和深入研究
。

①宿
,

此处作
“
萎 ” 意

。

②酸 (区 i )
,

醋
。

⑧指新采的鲜菌
,

有些具苦涩异味和轻微毒性
,

用高热可解其毒
。

④厥
,

作
“
其 ” ,

指鲜菌的异味等
。

⑤合覃
,

食用真菌名
。

最初记载见于南宋陈仁玉 《菌谱 》 (公元 1 2 4 5年 )
。

有资料说明
“
合覃

”

为现时的
“
香覃

” 。

@ 著 (r u o)
,

指著竹
,

竹种
。

茎高三
、

四尺
, ,

!
,
空

,

节显著
,

叶子宽而大
,

秋季 n卜子边 缘变自

色
。

叶可编制器皿或竹笠
。

著笼
,

用著竹编制的竹笼器
。

⑦蝶
,

此处作
“
悼

”
( C h a 。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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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 吴草谱 》 记载的大型真菌种类及其生物学特性与校释 〔注〕

形态特征 {食味性 }产时 }产地

雷惊覃 三月惊1石沙地生

s e
.
.

s e l
..
.

s eee
.ss ee.二.
.......

卫
.....

sssss e
(别名戴沙
石覃 )

味甘美
柔脆或
甘滑

。

〔’ 〕雷惊覃亦称雷覃
、

雷声覃
。

《 广菌谱 》 已有记载
。

t2〕菌质
,

菌肉 (菌盖的实体部
分

,

由丝状菌丝或膨大泡囊组

梅树覃 形小 〔 4] ,

菌质淡 白!味殊 梅树下
。

6t]
,

略带微青
,

褶

作莲 肉色
1一月菜花覃 质瘦小

、

【8 ] ,

菌褶白
口 稍卷 t O J ,

张
。

外沉色
净

,

菌
不作伞 指菌

菌 口

盖形状
、

,

菌盖边
颜色

。

缘
。

谷树覃 形瘦而小
“ ” ,

高 {味鲜

…脚薄
}已卜二

口 〔` 2 ’ ,

不作伞 l作羹微 }月
; 三

菌质 纯黄如沉!韧
香色 〔` “ 〕

〔` 0J 谷树
,

树种
,

亦作
“
猪

”
或

“ 构 ”
树

。

〔` ’ J指伞菌担子果形状
。

【̀么 ]
脚

,

指伞菌担子果幼时
,

包

裹在菌蕾外的菌 膜 留 下的菌
托

,

俗称
“ 脚

一

苞
” 。

高脚
,

菌
托位置高

。

薄口
,

菌盖边缘较

薄
。

[ l a ]菌质
,

菌肉
,

参见
〔 2 ] 。

茶棵覃 黄黑如酱色
〔` “ ’ ,

白!味胜
褶大

,

面长脚 「̀ 。 , 。

微韧 半户踏总暴髻盏壕鹭
、 色

,

即深赫

邸鹭瓢
,

豁瓢要
{曝昆

,

在今江苏苏州市吴县

西北
。

桑树覃
f` “ , 紫色或黄色

〔`。 J ,

形
如香覃

t么心J 。 秒
”

{器腻逻鳄
一 〔注〕

耀 免 印刷
一

。的困难压石泵保
证原作的基础上

,

特就
·
形研征

·

黝奇
、

避宇句玻

行了适当的今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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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 \
_

二 。 { - 一一一一厂一一丫一一节一一
\ \ \

, 一

入 ’刁
} { } }

\ \ }
形态特征

1
食味性

{
产时

{
产地

品别 \ 菌 类{ 】 1 }

〔” , 指伞菌担子果
。

香 覃
,

在
《 广菌谱 》 有记载

,

但未描述
形态特征

。

此处亦无 描述
。

而
最早记载则见于唐代韩鄂 《 四

时篡耳 》
。

鹅子覃
〔 2 ` ’

形大似鹅卵子
〔` , ’ ,

】味殊甘
不作伞张

,

外有护 }滑
。

膜 〔, ` , ,

褶在膜内
,

I

[ 2之

覃
,

鹅 了章在 《 菌 谱 》 作鹅膏
这是我国最早灼记载

。

多数种有
久则裂开

,

褶 12咭 J 。

有 白
可见有
色 (粉

菌为现时的鹅膏菌
,

毒
。

鹅子 )
、

黄色 (黄
鹅子 )

、

黑色 (灰

鹅子 ) 种类和小于
鹅子的黄鸡卵覃

。

卿 ’ 指于旦子果形状
。

仪 jS 护膜
,

伞菌担子果幼年 时
,

包裹菌蕾的外膜
。

〔24) 招
,

似扇子 褶
。

“ 褶 ” ,

即菌褶
。

此 处 作

茅柴覃 菌质涓白圆润
『2 “ ] ,

菌幼时如蕊珠
,

成
玉 } [ 2 5 ) 菌质

,

菌肉
,

熟后则伞张
,

摺为

鲜美柔
脆

。
贞山

、

遮山
,

茜色
〔幼 了 ,

稍久变深
紫色

。

有红褶覃种
。

生茅柴中
〔Z a了

坚竺
, 招

,

作褶
,

参见 〔2 ` , 。

甲
, 玉遮山

,

在今江苏 省苏州

市吴县西
。

馆覃
f Z百,

赫紫色 (紫赤害色 )
仁2 0 1 ,

卷沿深褶 〔3 “ 〕 ,

采久或手挠之作铜
青色

。

有青草搪覃
、

味甘如 {四月
、

塘 八月
[ 3 1 1

黄山
、

阳尸
2 ” ,
松树下生 菌类

山松林土 j有记载

。

《 菌谱 》

生 [ 3 2〕

“ 松覃
” 类

,

但无

_

{ 1西凤馆覃 和 白 色
品 ! } (自搪覃 )

、

黄色
} } (黄搪覃 ) 菌种

。

} }监森恕爵暮
} {蕊

味皆美者
粉

.

。

}
〔” , 记载

。

塘覃为松覃类菌
。

}覃 ” 指菌盖颜色
。

￡3“ , 卷沿
,

菌盖边缘反卷
。

f 3 ” 四月生者为
“

青草搪覃
”

八月生者为
“
西凤搪覃

” 。

〔“ 2 ’
黄山

,

为今江苏省武进县西
北七十里孟河东

,

或江苏江阴
县北君山北五里

。

两处相距很
近

。

两县皆为常州市所辖境
清时为常州
“ 两山” 或
进一步考证

。

府所 辖
。

“ 一山 ” ,
此 处才旨
尚有待

阳山 , 同 f , 7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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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
形态特·

}叫仆
·

校

春春紫面覃

野鸡斑覃
[ 3 5〕

微紫
『3 3 」 ,

菌褶 }味美 夏 !黄山
,

肥大伞张
。

色
.

黑斑 〔” 6 ] , 夏 ,黄 l犷l 〔` 。 ’

黑沿口 邝 7〕
,

『“吕 ,
.

有斑纹如

灰摺白脚
面洁外堆高白

杨树覃

有之
〔月“ ]

鸡微带气木少如丝
,

擅
。

之咪味肉韧有而味食纯白色 「“ , ,

簇生
,

了门勺奶汁者亦可食
1 4 之 J

杨树下或
羊山一路

? ,

质奶汁覃
`“ J

I褚黄 色
、

卷口
损之有汁如乳

,

四季有
之

。

硬而 虫不堪侵蚀
。

有长脚
、

矮脚之分
〔 4 0 1

青面子覃 覃面青
、

白杂斑
,

〔峨7 1
伞张

。

有 }勺 ( 白
面子 )

、

红 (红面
子 )和储面子种类

。

JIJ之玲
。

〔3 3 ]指菌盖颜色
。

t s 4 ) 同 [ 3 2 ] 。

哪
了鸡

,

原文作 “ 杂 ”
.

讹误
,

今改正
。

86[ ]指菌盖颜色
。

田
, 白摺

,

才价菌褶白 色
。

黑沿
口

,

菌盖边缘黑色
。

t8 81 高脚
,

菌托位置 高
,

参见
[ 1 2 ]

哆 ” 难
,

形状象鸡的一种
一

鸟
。

[ 4 0 ]同 L3 2 , 。

[ 4 ` ]指菌盖颜色
。

口 “ ’
伞菌担子果菌肉受 伤后有

色似乳奶汁物流出
。

参见 , 4 ,

4[ 3」羊山一路
,

指 羊行走 仁二

山路
。

〔“ ,
现在统 称伞菌担 于果菌肉

受伤后有汁液 (俗称乳汁 ) 流
出的菌 类为

“ 乳菇 ” 。

[’ 匀褚黄色
,

指菌盖 颜色
。

卷
口

,

反卷的菌盖边缘
。

[’ 叼 长脚
、

矮脚
,

指 高
、

低位
置菌托

。

「4 7 , 才}亏菌盖劫(色
。

山黄删
、

53[( 别 }形如手掌
r 4 , , ,

一根
覃

、

}丛生如豆芽菜
〔“ 。 〕 ,

:
`

产{灰白色
『。 I J 。

味柔滑 }三月

鲜美
抵

: “ 日 ,
各覃皆以象形命名

。

[’ “ J担子果形状
。

沙“ ’ 一根丛生
,

一根一根形成
玉 }丛状

。

已̀ , ,

】〔“ , 指菌盖颜色
。

哪 ,
支删 山

,

在今江苏省苏州市

山山
山遮贞

覃帚覃)手扫草名灯管佛覃

口朋

紫花覃 面 紫
t 6 ` ]

[ 6已 J

摺 黄}味美 秋
、

冬

吴县西南
。

[6 31同 t 8 2〕 。

[ 6 4 ) 玉遮山
, 同 〔 2 7 , 。

`“ “ , 指菌盖颜色
。

伟。 , 摺黄
,

指菌褶黄色 ( 亦即

担抱子黄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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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
形态

朴叫
产·

…
产·

校

姜黄覃
〔. 7 ’

( 别名桅黄
覃

〔已 8, 、

鸡

黄覃或鸡纵

姜黄 『“ 。 〕 、

纯 }味极鲜 }四 季 .黄 L[ ! 〔。 , ’

,

不另生褶
,

即

面有给纹
,

亚
卷

。̀ o了 , 不作

中}覃 ’

67[ J姜黄覃
, 《 菌谱 》 作

“
黄

覃
” 、

《 广 菌 谱 》 作
“ 鸡纵

覃
” ,

为我国南方常见食用真
菌菌种

。

B[ ` ]桅
,

一种黄色植物
。

附 : 指菌盖颜色
。

〔
601 此处意指菌盖边缘无反卷

,

但又不整齐
。

t6 1 1同 [ 3 2 ]

如不背色张于黄色而伞

品】灯台 覃 质瘦
〔6 3 ’ ,

高脚
` . 4 , ,

}味佳
(别名鸡脚

覃 )
黄黑色

,

伞张
。

[ 6 2 ]

[ 6 3 1

[ 6 4 ]

[1 2 ]

形似古时所用灯形
。

担子果干瘪
。

高脚
,

菌托位 置高
,

参见

瘪 婆 子 覃
(别名老婆
褶 )

粉团覃 (别

名玉覃 )

橘皮覃

其状肥大而面给
,

色黄白带黑 6[ 句
,

晕
抑卷摺 t . O J 。

纯白如玉
汇。 7 J ,

质如
干粉 〔。 “ 1

,

无伞张
。

红如橘皮
〔 6 O J ,

气亦
带辣

〔7 OJ ,

其质颇似
猪血覃

t7 , ’ 。

色黄如奶汁覃
[7 , ] ,

伞张
。

色白而滑
〔 7 4 , 。

味甘
。

下 }伞子覃 黄山 〔7 ” ’

面脚覃
紫血覃

味鲜美
深 紫

、

t 7 5 ]

菌 褶 红色!味鲜美

6[ 5 , 指菌盖形状
、

颜色
。

〔“ 6J 意指菌褶似卷 (一种菌盖
_

l二

翘
、

菌褶外卷形状 )
。

￡87 )指菌盖颜色
。

〔“ 8 1质
,

指担子果
。

[。 。 J指菌盖颜色
。

70[ ] 意指此菌具有一种刺激味
。

l7[ J指主要特征如猪血 覃 (见
下 )

。

7[ 2 , 色黄
,

菌盖颜色
。

奶汁覃参
见 〔4 2 ] 、 『4 4 ) 。

〔7 3 ] 同 t 3 2 ] 。

7[ ` ’ 色白
,

指菌盖颜 色
。

76[ J 深紫
,

指菌盖颜色
。

菌褶红

紫覃
紫富覃

〔7 0 2

(别名紫覃 )

赤紫色 或 淡 黄色 }味佳
t 7 7 ]

o

色
,

指菌褶担抱子颜色
。

76[ , 紫富 覃
, 《 菌谱 》 以 “

” 首次 作 了 记载
, 《 昊覃谱

品 }猪血覃 红或淡红色
〔
78]

,

宿
则色蔫 艺” J ,

味渝而
不堪食 〔80 ]

。

另有

这里稍有补充
。

指菌盖颜色
。

指菌盖颜色
。

宿
,

隔夜
。

意指过夜失去颜

v7781[][79[J乞

红猪血覃菌种
。

8[ 0J 味渝
,

味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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