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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民族植物学是植物学的一个新的领域，它是研究和探索人和植物相互之间全面关系的学科，而且

是多种学科相交叉的学科，也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的学科。本书的内容涉及 了 民 族 植 物

学的各个方面，汇聚了近年来我国民族植物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民族植物学进 一 步 的 发 展

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料，对广大读者了解这个新的学科会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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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植物学是植物学中一个正在发展的植物学新领域，我国有不少科

学工作者正在默默地耕耘，做出了一些成绩。民族植物学已渐为人们所知，

而且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陈重明等同志编写的这部专著是他们多年来

从事民族植物学研究的一些成果，书中特别强调了民族植物学的文化内涵，

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这正是２１

世纪科学界出现的新亮点。我们希望这部书能对我国民族植物学的发展有

所贡献，让更多的植物学工作者认识到民族植物学的重要性，更努力地发掘

我国民族植 物 学 的 丰 富 资 源，早 日 使 我 国 民 族 植 物 学 的 研 究 走 在 世 界 的

前沿。

江苏省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所长

夏　冰

２００４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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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文学研究者，竟然是毫不困难地就读完了这本植物学的著作，
甚至有一种古人所说的“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这真是

一个奇妙的阅读体验。
其实这更 是 一 种 生 命 体 验：唤 起 的 是 古 老 的 原 始 的 记 忆。我 们 的 鲁

（迅）老夫子曾这样谈到文学之起源：“古民神思，接天然之 宫，冥契万有与

之灵会，道其能道，爰为诗歌”（《摩罗诗力说》）；而本书的作者又告诉我们：
先民在追求人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一致，所产生的“植物崇拜”中蕴含着

“深刻的早期人类生态学观念”，这也正是植物学研究的起源（裴盛基：《民族

植物学》）。我们或许可以由此得到一个启示：文学、宗教与科学（植物学、医

学）在源头上，本是“一家”，都是人类对人自身，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以及

未知世界的认知，想象与超越性追求。本书许多文章一再提及的、在中国古

代典籍中所出现的交叉叙述，在有关“本草”的著作中有许多相关民俗、传说

的记载，在宗教 与 文 学 著 作 中 更 有 大 量 的 关 于 植 物 及 相 关 民 俗、传 说 的 描

述，这都说明在中国传统中，文学、宗教、民俗学与植物学、医学之间的交融。
近代以来学科界限的逐渐明晰化，固然带来了研究的专门化与精细化的积

极效果，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鲁迅在１９世纪初即已提出，如果将科学与

宗教、文学，理性与非理性截然对立起来，甚至发展到“奉科学为圭臬”，“别

立理性之神祠”，“不思事理神 变化，决不为理科一册之所范围”，进而将宗

教、民俗、文学（包括神学、传说）中的想象与形而上追求一律斥为“迷信”，这

不仅使“人生必大归于枯疾”，而且也会影响科学本身的发展，因为在鲁迅看

来，科学的发展“本于圣觉”，“常受超科学之力”。鲁迅由此发出了“迷信可

存”的呼声，足以振聋发聩；同时强调“科学”本质上是一种“人性之光”，更是

发人深省。鲁迅因此呼吁文学家与科学家的合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

偏倚”（参看《破恶声论》、《科学史教篇》）。可惜的是，鲁迅的远见卓识，并未

成为学界的共识，以至一个世纪以来，他的呼唤始终不免是空谷足音。正因

为如此，当我看到植物学研究者致力于“民族植物学”的开拓，提出了“植物

文化”等概念以及“将民族植物学与中国传统的本草学结合”的具体设想，以

“探讨人与植物的全面关系”为中心，将植物学与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文

学等融为一体，并已经取得了一批可观的学术成果，我所感到的欣喜、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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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震动，是可 以 想 见 的：这 关 乎 鲁 迅 等 先 驱“人 性 全 面 发 展”的 理 想 的 实

现，也是学术研究的一种“正本清源”，并且显示了新世纪“文理交融、多学科

综合发展”的方向。而我从中感受到的植物学研究界的“同行们”的想像力

与创造力，更是让我感佩不已：尽管我对植物学几乎是一无所知，却欣然应

允作“序”，正是为了表达我的发自内心的敬意。
本书的主编与主要作者之一陈重明君是我的小学与中学同窗，当年我

们情同手足，又有文学的共同爱好；以后我历经种种曲折终于走向了文学研

究之路，重明却成了植物学者，在本草学研究上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又继续

开拓“民族植物学”，于是我们就有一次学术的与心灵的“相遇”———这样的

“殊途同归”是“命运”的巧妙安排，本身就具有某种象征性；也是人生一大快

事：不亦乐乎，不亦乐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钱理群

２００４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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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科技界提倡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交融，因此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工

作者，若能将人文精神注入到本学科中来，从历史的、文化的层面上加以研

究，则必然能在本学科中开掘出许多新的创意。学者治学若能摒弃浮躁，心

无旁骛、呕心沥血，数十年如一日，专注于某门科学，必然能在学术领域里有

所建树。在我众 多 学 友 中，陈 重 明 先 生 正 是 沿 着 这 条 道 路 走 过 来 的 学 者。
他称得上是潜心于学术研究的一个典型学者。

陈重明先生早年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１９６０年来到中国科学院南京植

物研究所工作，师从已是７０高龄的著名医药学家黄胜白先生，作为黄老的

助手研究植物学与本草学。当年两人一拍即合，具有共同的卓识，认为中国

人民有许多发明创造，祖国的医药学是祖先留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要继承

发扬中医药学，必 须 研 究 中 药 学，而 中 医 药 的 发 展 是 以 本 草 为 基 础 的。因

此，必须研究本草学。他们不仅从历代本草著作中汲取精华，为了考订本草

中药用植物的名 称，他 们 不 辞 劳 苦，跋 山 涉 水，深 入 实 地 考 察，黄 老 先 生 于

１９８２年逝世，历经２０余年，于１９８５年完成了一部蜚声海内外的《本草学》。
这部专著在国内外药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书出版时，陈重明先生未

忘师恩，仍将老师的名字列在前面，足见他对老师的尊重与爱戴。
早年黄胜白先生就大力呼吁要研究本草学，必须研究药学史与本草史，

经陈重明先生积极奔走，与国内的药学界同道于１９８３年共同筹组了中国药

学史学会。陈重明这部４０万字的《本草学》专著，已从历史层次来研究我国

的药物学。但是，他 不 仅 仅 到 此 为 止，近 年 来 他 与 国 内 同 道 又 完 成 了 一 部

《民族植物与文化》专著，从民族的文化的高度来研究植物学、本草学，提出

了“植物文化”等概念，将植物学与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地理学、语言学、
文学等融为一体；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他的治学风格确

实已达到了至善的境界，大大地开拓了人们的视野，诚似钱理群先生所言，
已进入到新世纪“文理交融、多学科综合”的人性全面发展的高度。当然民

族植物学迄今在我国尚是起步阶段。但是，陈重明先生与国内有识之士跨

出的这一步，可称是一项筚路蓝缕的工作。我相信这门学科今后必将继续

得到发扬光大。
陈重明先生目前仍担任繁重的社会工作，他在药用植物的开发利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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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开展了多项研究，特别是对我国传统中药中的鲜药的剂型研制，做出了很

多贡献。他目前是国际民族生物学学会会员、中国药学会高级会员、中国药

学史学会会员、江苏省药学会理事、江苏省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中草药杂

志》编委、《植物资源与环境》编委、《中国野生植物资源》编委、《中国医学生

物技术应用杂志》常务编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议委员、南京市科委医学

与生物技术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多项社会职务。
本人有幸在此书出版前阅读了精彩篇章，迄今此书正式付印，本人乐于

作序，特向读者及医药界同道推荐。

南京医科大学教授

张慰丰

２００４年夏于南京峨嵋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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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民族植物学基础

　　·民族植物学

　　·民族植物学和本草学

　　·民族植物学和植物资源开发

　　·民族植物学的社会及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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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植物学

民族植物学是研究一定地区的人群与植物界的全面关系，包括所有在经济、文化上

有重要作用的植物。在研究这些“民族植物”的同时，研究人类社会的结构、行为和植物

之间的相互作用。
世界上各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总结和发展了各自利用植物的丰富经验，并

通过文字、图形、实物、语言和风俗习惯，一代代地流传了下来，其中一部分经过历代专

家学者的研究、鉴别、整理、记录，已为人们普遍知晓和广泛应用。但有相当部分的经验

尚未整理和研究，也无正式文字记载，而是反映在日常生活和传统习惯中，成为各民族

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经济和社会生活也日益现代

化，它迅速地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人们愈来愈重视传统文化和传统知识的价值，对

天然产物的需求越来越广泛，科学家们已经注意到，民间利用植物的传统知识是寻找新

药物、新型食品、新的工业原料的巨大宝库。因此研究民间有关植物的全面知识体系，
有助于区域性的经济开发。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是各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植物的认

识和利用以及人类活动与植物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

１　民族植物学的出现与演化

在远古时代，当人们依赖于采集野生植物为食的时候，就同植物界建立了密切的关

系。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出现了对所谓“原始民族”和土著民族利用的植物、动物及其

产品的粗略研究。１８９５年美国学者哈什伯杰（Ｊ．Ｗ．Ｈａｒｓｈｂｅｒｇｅｒ）第一次提出了“民族

植物学”的说法，即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ｙ，指出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对象是土著民族利用的植

物，通过研究他们用作食物、衣着、住房材料的植物，阐述土著民族文化的地位，揭示植

物的分布和传播的历史状况，确定古代贸易的路线，并可能为现代制造业提供某些原型

知识。
以后，对民族植物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研究内容包括土著民族植物产品、栽培植

物考源、考古现场植物遗骸鉴定、土著民族对植物的命名等，并进一步研究植物环境对

人类活动、习惯、意识和日常生活的影响。１９４１年美国植物学家琼斯（Ｈ．Ｊ．Ｊｏｎｅｓ）对民

族植物学重新作了定义。他认为民族植物学不仅仅是着眼于研究土著民族利用植物和

早期人类和植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还应包括早期人类对周围环境植物的影响，
人们如何使自己适应于周围的环境，人们利用哪些植物，以及人类的经济活动、思想行

为等是如何被植物界所影响的。１９５４年美国学者康克林（Ｃｏｎｋｌｉｎ）报道了菲律宾哈鲁

喏（Ｈａｎｕｎｏｏ）族地区民族植物学研究的结果，康克林研究了这一地区土著民族利用的

各种植物，包括与农业、采集、狩猎、祭祀、节日、民间故事等有关的植物；他还研究了哈

鲁喏人的民间植物分类系统，发现哈鲁喏人使用与现代分类系统相对应的“属”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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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类概念。哈鲁喏人把当地的植物分为１６００个种，而现代分类学只能将这些植物分

为１２００种，表明民间分类系统是深入而细致的。伯林（Ｂｅｒｌｉｎ）等也描述了居住在中美

洲墨西哥恰帕斯（Ｃｈｔｅｐａｓ）高地上讲玛雅话的泽尔塔尔（Ｔｚｅｌｔａｌ）印第安人的民间植物

分类、命名、语言、植物形态和生长、当地利用的植物产品以及植物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

等。
此后，美国民族植物学家福特（Ｒ．Ｉ．Ｆｏｒｄ）进一步发展了早期学者对民族植物学的

定义，着重强调“人与植物的直接交互作用”这一核心，并提出了民族植物学研 究 的 组

成，即民族植物学的理论研究，土著民族的认识和民族植物学，民间资源利用的原则，民
族植物学与果品植物的观点，民族植物学就不同历史时期对植物的认识，以及人类活动

和行为对植物环境的影响。
对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关系到一组民族、部族、人文地理组和植物界的全面关系，包

括所有文化上有重要作用的植物和食用、编织、盖房、草药、艺术、宗教、民族乡规、民约

等所涉及的一切植物。在研究“民族植物”的同时，研究社会结构、行为和植物之间的相

互作用。因此，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涉及生物学、人类学、生 态 学、生 物 化 学 等 学 科 的 内

容，从事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植物学家和人类学家，运用各种的学科基础 知 识 和 专 业 方

法，进行定点调查和整理研究，共同总结民族植物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不断发展和完

善这一综合性的交叉学科领域。
民族植物学从１９世纪末被提出到２０世纪以后几十年间的发展演化，已经日趋成

熟。从早期研究对土著民族利用植物进行的调查、鉴定、编目，逐渐发展到人类对这一

过程的意识、利用和自然界的植物及其群落对人类的活动和行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因
而植物种群和群落总是以一定的方式对人类活动和意识不断施加影响、加以限制。这

样，一个日趋完整的“民族植物学”的概念———以人类与植物界之间直接交互作用的动

态过程为核心的概念，已经形成。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西方国家在早期殖民过程中，为

了大规模移民所面临的对新的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满足殖民政府开发新大陆丰富的

植物资源，为大规模发展中的工业生产提供广泛、充足的植物原料，民族植物学研究便

成为当时社会和生产的实际需要，受到社会的支持与鼓励，并逐渐发展了起来。

２　民族植物学的新发展

近年来，科学家们对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兴趣正在与日俱增。这是因为现代社会对

于从民间知识中寻找新的药物、刺激剂和杀虫剂的劲头越来越大，现代工业对天然植物

原料的需求愈来愈广泛，人们发现，在对植物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民间传统经

验十分有用。
在过去的５０年里，科学家们从南美、非洲、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土著民族使用的草

药中，发现了一系列“奇迹药品”。例如，肌肉松弛剂筒箭毒碱（ｃｕｒｉｎｅ）是从美洲印第安

人使用的箭毒（防己科植物Ｃｈｏｎ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ｕｍ ＲｕｉｚｅｔＰａｖ．中提取出来的，治
疗高血压病的药物芦丁（ｒｕｔｉｎ）是从欧洲民间植物药中发现的；另一种降压药物利血平

从印度民间草药蛇根草中提取出；激素药物可的松从美洲和非洲民间草药薯蓣和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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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中 发 现，可 用 于 抗 癌 的 细 胞 毒 素 是 从 美 洲 印 第 安 人 草 药 鬼 臼 中 发 现 的，凯 林

（ｋｈｅｌｌｉｎ）是从北非民间的草药阿米Ａｍｍｉｖｉｓｎａｇａ（Ｌ．）Ｌａｍ．中分离提取的，甚至最常

用的治感冒的药阿斯匹林，最早也是发现于欧洲民间药用植物柳树皮之中。最近３０多

年来，我国科学工作者在中草药化学成分分析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发现了数百个

药用化学物质，至少有百种以上已经用于临床和制药工业。其中有些新药是从我国少

数民族的民间草药中发现的。如肌肉松弛剂锡生藤碱是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民间药中

发掘出来的，治疗癲痫病新药青阳参制剂，是从云南西北部纳西族、白族民族药中发现

的。
近年来，国外科学家也十分注意民间麻醉致幻植物的研究。如非洲产的若干种马

钱属植物，具有麻醉致幻作用的蘑菇，南美洲亚马逊地区印第安人使用的致幻植物“雅

各”Ｂａ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ｃａａｐｉＳｐｒｕｃｅｅｘＧｒｉｓｅｂ．为防己科植物，据传服用该植物能使人产生一

种独特的传感反应）等都是正在研究探索的对象。具有麻醉致幻作用的植物一旦被人

们误用，必然造成极大的危害，如鸦片、大麻、可卡因（古柯碱）等，但如果正确使用，它会

解除疾病患者莫大的痛苦，尤其是这类药物在治疗精神病方面可能有极大的前途。曾

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极其神秘莫测的致幻植物“锁麻”（ｓｏｍａ）的奥秘，也正在通过民

族植物学的研究 逐 渐 被 揭 晓。这 种 神 秘 的 民 间 药 物，在 世 界 上 许 多 地 方 已 经 使 用 了

２０００年以上，科学家对它的植物来源已经开始有了一些解释。普遍认为“锁麻”可由若

干种植物提取，这些植物具有藤状、肉质、无叶或几乎无叶等特征，生长于沙漠、荒漠地

区，如木麻黄、杠柳、萝 藦 科 植 物Ｓａｒｃｏｓｔｅｍｍａ以 及 飞 蒜 菌Ａｍａｎｉａｍｕｓｃａｒｉａ等，后 者

至今仍为西伯利亚土著人用作麻醉剂。
从民间知识中寻找新的杀虫剂，是另一个重要的发展动向。古老的民间除虫植物

如除虫菊、毒鱼藤、苦楝皮等，至今仍是世界上重要的安全杀虫剂。近来国外的研究工

作表明，从菊科、楝科、芸香科及其他一些含有荷尔蒙、挥发油成分的植物中寻找新的杀

虫剂是十分有希望的，而民间经验往往可以导致这类成分的发现。国外已从一种植物

中提取出新型杀虫剂，杀虫力优于合成农药ＤＤＴ，而且对人和家畜安全无害。对民间

生态学知识或概念的研究，是民族植物学研究的生态学内容。目前，由于这一方面工作

有利于农村发展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因而显得比较活跃，一个“民族生 态 学”
（Ｅｔｈｎｏｅｃｏｌｏｇｙ）新名词已经出现，民族生态学是指对过去和现在土著人类社会和他们

周围的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世界各地的土著民族社会，已经建立

起一个高度复杂而又十分具体的、有关当地的植物系统的知识体系。直到相当近代，他
们仍然基本上依赖于自然界的植物维持基本生计。他们有传统的土地利用方法和耕作

技术；他们采集各种植物的器官，如地下茎、块根、以及纤维、木材、树脂、树胶蜜，蜡等植

物产出物；他们发展民间的生态学概念，运用文化、宗教和信仰的力量，通过乡规民约禁

忌、祭祀等手段，崇拜和信仰这些植物、动物、原始森林和自然环境要素，以求得与自然

界彼此相安，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们已经认识到，这些传统的生态学知识或概念，
对于当地的开发和经济发展十分有用。

近年来，许多热带国家对刀耕火种农业的评价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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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还有数亿人口依靠这种原始的农业手段求生，在东南亚地区，大约有三分之一

的土地面积是刀耕火种耕作区，我国热带地区的少数民族也使用这一耕作方法存在的，
如西双版纳、海南岛、广西南部山区等。这种农业耕种方法存在的问题是十分明显而突

出的；浪费森林资源，引起水土流失，单位面积产量低，危及生态平衡，大片的森林变成

了极度退化的荒地甚至荒漠。与此同时，要制止或改变这种耕种方式，又存在着固定耕

地的一系列技术问题和社会问题，如灌溉设施、肥料来源、杂草控制、病虫害防治、深 翻

土壤引起的更加严重的水土流失，以及当地居民的饮食习惯、放牧场所、狩猎地区、盖房

用草等社会问题。许多热带国家的政府在对待刀耕火种农业的政策问题上，长期处于

进退维谷的境地，解决这个难题的途径之一，是通过全面系统地研究这种传统农业的深

刻历史背景和刀耕火种农业民族的传统知识，配合农业、林业、园艺、种植经济作物等多

方面的技术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在民间传统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改良。
栽培植物的起源研究，是民族植物学的又一重要内容。人类在建立自己的文明过

程中，栽培植物和驯化野生植物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在现今世界上栽培的６６６种

主要植物中，被确定起源于我国的有１３５种，占２０．４％，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对世界文明

作出的重大贡献。许多重要栽培植物的起源和传播，至今仍不十分清楚。近年，国外学

者对玉米、菜豆、南瓜、腰果、西瓜、笋瓜、葫芦、刀豆、小米、向日葵、苋菜、高梁、藜谷米等

栽培作物，应用语言分析、考古鉴定、农业技术、园艺学、药学等多种途径，研究它们的起

源、传播等。民族植物学的研究还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几乎所有的重要栽

培植物都是由早期人类驯化栽培成功的，就连被称为“新作物”的油棕、三叶橡胶、中粒

咖啡、桃 等，也是早就为原产地土著民族家化了的植物，仅仅是由于近代工业发展的需

要，重新发现了它们的价值才被扩大种植的。
目前，世界各国的民族植物学家已经深刻地感觉到，开始对土著民族的民族植物学

调查和研究工作已十分紧迫。现在世界上还有两亿被称之为“部族人”的土著民族掌握

着世界上的热带雨林、苔原地区、沙漠、高山和一部分岛屿，发展了各自的语言、文化、家
庭和社会结构，掌握了极其丰富的植物知识。他们的食物、药物、生产和生活资料大部

分来自植物，因而通晓当地动植物种群的分布规律、分类特性和用途用法等。他们用于

预防疾病、避孕、箭毒、狩猎、捕渔、麻醉刺激剂的各种植 物，目 前 仍 然 属 于 科 学 上 的 未

知。现代社会从他们当中获得的知识极其有限，往往只知道一些植物的单项用途，如奎

宁、利血平或别的化学单体成分。现代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扩展，已经开始渗入大

部分的土著民族社会。土著民族的传统知识和多样文化的基础，已经面临着解体的危

险。目前，民族植物学的研究重点，已经开始移向热带雨林、高山、苔原、沙漠和岛屿的

土著民族社会，特别是那些没有文字记载其历史文化的民族，以及至今仍然保持着浓厚

原始生活风貌的土著社会，已成为民族植物学调查和探索的主要目标。
当前，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发展经济和维护传统民族文化的共同任务。民

族植物学的研究应该而且能够在这两个方面作出贡献。通过调查民间 利 用 的 各 种 植

物，发现现代工业生产的新原料、新用途，有助于工业化发展和增加人民收入；研究民间

知识体系的作用；特别是在维护农业生态系统、保护动植物种群、保护森林植被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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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对于区域发展计划、资源开发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近

年来，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巴西、墨西哥等，都纷纷建立了民族

植物学的研究机构，开展了全国性的或区域性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引人

注目的科研成果，如印度的民间传统药物研究，泰国东北部森林地区少数民族农业生态

系统模式研究，马来西亚沙捞越地区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巴西亚马逊地区雨林经济植物

的研究，都是卓有成效的。

３　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现状和前景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全国５６个民族中，约占人口４％的５５个少数民族分布在占

全国土地面积６０％的边远、山区、森林和沙漠地区，各民族历史、文化、农业的发展与植

物的利用是分不开的。我国又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地跨寒、温、亚热三带，植物种类和

植被类型丰富多样，高等植物约有３００００种，民间草药估计在１１０００种以上。我国各族

人民历来重视实践和记载了种植物的性质、用途、分布等知识。近代植物学研究在最近

３０年来已有迅速发展，具有一定的基础和规模，这为我国开展民族植物学研究提供了

有利的条件。但就民族植物学研究本身而言，我国目前尚处于开创阶段。
最先进入这一领域的是由药学界发起的对少数民族药物的研究工作。１９７８年起，

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发掘整理工作，在对藏药、蒙药、维（吾尔）药、傣药及其他少数

民族用药进行广泛普查的基础上，提出了１２００种民族药，从中选择了一批重要的常用

药品，编辑成册。与此同时，具有我国特色的少数民族专门医院也纷纷创立，如西藏的

藏药院、内蒙古的蒙医院、云南西双版纳的傣医院等。中国学者对民族药物的植物学鉴

定、化学成分分析、栽培、加工等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应用民族植物学的原理和方法，开展我国民族植物学的专门研究，起始于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后期。地处西双版纳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在这

方面开展工作已有２０多年历史。由于长期从事热带植物资源的开发成果和保护研究，
科研人员较为熟当地傣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间植物学知识；同时发现民间的传统知识

和经验在植物书本上很少记载，但在科学上却十分有价值。
傣族人广泛种植的薪炭林树“铁刀木”，是一种独特的人工薪林。在我国的５６个民

族中，西双版纳的傣族是传统栽培薪炭林的唯一民族。傣族聚居于热带林密的地区，天
然林可以提供大量的木材作燃料。但是他们从不砍伐森林取薪材，而发展了一种叫做

“铁刀木”的人工薪炭林技术。铁刀木原产于泰国，为豆科植物ＣａｓｓｉａｓｉａｍｅａＬａｍ．引

入西双版纳至少已有４００年以上的历史，作为一项薪炭林种植技术，已经遍及西双版纳

海拔１０００ｍ以下的每户傣族人居家生活的主要能源。由于铁刀木生长迅速，不费管理

工时，萌发力强，木材燃烧性能良好，当地人口平均每年消耗仅１～１．５ｍ３ 木材，每人种

植面积只需０．１公顷左右即足够轮伐利用。这一传统栽培技术不仅充分利用了这种树

木的生物学特性和生态学特性，而且在经济上十分合算，并对当地热带森林的保护十分

有益。从民族植物学的观点来看，人工栽培铁刀木在傣族传统文化中的发生、发展和普

遍应用，可视为热带地区从事定耕农业的民族对湿热带生态适应的一个良好例证，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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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化和生产实践上都有一定的意义。
西双版纳傣族的“神山”（Ｎｏｎｇ）是一种原始宗教———多神教的遗迹，至今仍然保留

于民间的信仰系统之中。傣族把自己村寨附近的一处热带原始森林，信奉为“神山”，即
“神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动植物都是“神的家园”里的生灵，是“神”的伴侣，不能侵

犯，应当爱护和崇拜，以求得“神”的保护，消灾免难，保障家园平安和康宁。因此，居民

们每年定期举行“神山”的祭神仪式，十分虔诚。这种表面上看来是一条自然崇拜的迷

信习俗，却包含着深刻的早期人类生态学观念。他们崇拜大自然的产物，而借助“神”的
力量去保护人们的平安和健康，以求得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一致，是人类早期阶段与自

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产物。当然，由于这种信仰本身不是科学的产物，往往为统

治者所利用，成为他们巩固统治地位的一种信仰力量。但是，从研究这一传统信仰对森

林植被的作用而言，却达到了保护森林的效果。西双版纳境内“神山”总数约４００余处，
估计面积为３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公顷，目前许多保存完好的热带森林都是“神山”。

西双版纳的傣族、布朗族都是信奉小乘佛教的民族。小乘佛教又称上座部佛教，约
在唐代中期至１４世纪初期间，由缅甸或泰国传入。按该教教规，建立一座佛寺寺院，必
须有四项基本内容：①释伽牟尼塑像。②一座佛塔。③不少于５名僧侣。④若干种特

定的寺院栽培植物。按僧侣对这些寺院栽培植物作的解释，栽培这些植物于寺院中包

含３种不同类别和目的：一是佛教礼仪植物，如贝叶棕、菩提树、月桂树等都是“佛树”，
只能种于佛寺内及近旁；二是果树，如椰子、菠萝蜜、牛心果、绣球果等；三是观赏绿化环

境植物，如鸡蛋花、睡莲、文殊兰、蜘蛛兰等。初步调查表明，共有５３种寺院栽培植物常

见于这一地区。这些植物中２９种为印度、热带东南亚原产，１０种为热带美洲原产，１９
种为我国原产或东南亚国家共有。这些植物的传播肯定与早期宗教传播有关。通过对

这些植物引种交流历史的分析，可认为历史上曾有一种传播栽培植物的道路存在于我

国这一地区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小乘佛教的信仰是这些植物传播的重要媒介。
根据对西双版纳傣族、哈尼族、基诺族等少数民族植物学调查，科学工作者发现当

地少数民族利用的植物极其丰富多样，他们利用植物于食物、穿衣、草药、盖房、编织、装
饰、观赏、狩猎、捕鱼、驱虫、祭祀、民歌 民 谣、民 间 故 事、节 日 活 动、传 递 信 息、表 达 情 感

等。例如傣族民间草药达３００余种，野生蔬菜１２３余种，野生食用果类１００余种，野生

香料４０余种，野生用材树种７６种，与宗教有关植物５８种。他们采集各类野生植物，人
工或半人工栽培有经济价值的植物，其中仅在傣族村寨家庭小园圃中栽培的就有２８０
余种。他们把多余的植物产品拿到当地市场上出售或以物易物，交换他们短缺的生产、
生活必需品。根据对当地集市植物产品的初步调查，这一地区常见的集市植物达１７０
种之多。许多植物在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例如，西双版纳的

傣族十分喜爱黄姜花、香露兜等热带花卉，傣族妇女常以这些花朵为头饰物品；山地少

数民族爱尼人普遍流行耳饰，不同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的人群，常佩戴不同的植物耳

饰，以示区别。年青的未婚男女，喜欢佩戴一种叫“刺蕊草”的植物于耳部。西双版纳少

数民族对植物的经济利用、文化利用和生态利用的知识是如此的丰富，为民族植物学研

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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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少数民族中还有许多有关植物的神秘传说，例如，在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

州一带流传着一种神秘的植物叫蚱蚂莲，传说此种草药消炎镇痛力极强，有“起死回生”
之效，在旧社会为土司山官所控制，凡百姓发现此草必须送交土司头人，在外地市场上

出售价格昂贵，常常以金相换。又如傣族十分迷信“神树”，他们确信“葱臭木”树不能砍

伐，否则“盖房遭雷击”，“造船沉江底”。对此，科学家尚不能确切地加以解释，植物学和

木材学鉴定并未发现任何奇异的特性，暂作“迷信”对待。这些源于民间经验的“谜”，只
有通过科学的研究和检验才能作出真实可靠的解释。

我国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朝鲜族、壮族、苗族、瑶族、黎
族、高山族等，都拥有各种的利用植物的丰富经验和独特文化。生活在草原地区的少数

民族，十分懂得草原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非生物要素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他们的传

统草原生态学知识对于草原地区的生态平衡建设是十分有用的。但目前对于这些民族

的植物学知识，还很少进行研究。
我国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工作，必须围绕植物资源的开发、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特

别是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服务。笔者认为，应首先考虑以下几方面的

研究工作：
（１）少数民族传统利用的经济植物，在文化上有重要意义的植物，利用这些植物资

源的原则和方法。
（２）少数民族民间药用植物，包括治疗和预防疾病的药物、兴奋剂刺激剂的、强身保

健、避孕、解毒以及有毒、有害、驱虫杀虫植物。
（３）少数民族的认识论和对植物学，包括民间对植物的分析、语言、意识，对植物界

的解释和信仰，植物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４）各地区、各民族传统栽培的植物及其起源、传播的历史和过程，以及其对民族经

济和文化的影响。
（５）某些民族地区的传统农业发展模式和区域社会经济的联系。如热带、草原、高

原、沙漠和岛屿等地区少数民族的传统农业、牧业、狩猎、采集等生产活动的生态学意义

和对民族经济的影响。
（６）考证各类专著、志书、经书、本草、札记、游 记、图 画、诗 歌 等 文 化 材 料 和 原 始 资

料，以及古代各族人民利用的植物；对人类学考古现场的植物残骸进行鉴定，古民族植

物的研究工作，也应当考虑在内。
（７）在各地植物园开辟专门的民族植物收集区，或在少数民族地区 建 立 民 族 植 物

园，广收当地富有民族特色的植物，展示我国多民族的文化，同时起到迁地保存植物种

质资源的作用。
我国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工作虽然起步较迟，但是前景十分美好。我国悠久的历史，

多民族的文化，丰富多样的植物资源，是我国开展民族植物学研究的独特优势，可以预

料：具有我国特色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工作，一定能够获得迅速的发展，使我国跻身于世

界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先进行列。
裴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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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植物学和本草学

民族植物学（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ｙ）是植物学领域中的一个活跃的分支，这个名词是美国经

济植物学的创始人哈什贝格尔（Ｈａｒｓｈｂｅｒｇｅｒ）在１８９５年最先提出的。１９３５年 基 尔 笛

卡（Ｋｉｒｔｉｃａｒ）和巴苏（Ｂａｓｕ）两位学者在谈到印度民间植物应用时曾说：“应该肯定古代

的印度人民为利用、栽培和管理植物所做的贡献”。１９６２年苏尔茨（Ｓｃｈｕｌｚ）曾指出：“民
族植物学，这个术语乃是指原始社会部落的人们和周围环境中植物的相互关系而言的，
用一种比较简短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接近植物学的人类学。”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理查

得·福特（ＲｉｃｉａｒｄＩ．Ｆｏｒｄ）给民族植物学以最新的定义，即“民族植物学是指人和环境

植物的相互影响，包括了人对周围植物认识和利用以及这一过程对人产生的作用。”
从上面引述中我们可以知道，民族植物学是一门研究世界不同民族在不同历史阶

段与周围环境中植物的相互关系的综合性交叉学科。人类认识和利用植物已有七八千

年的历史，所积累的经验十分丰富。数千年来，在世界各地，我们人类的祖先给后代留

下了极其浩瀚的民族植物学资料，其中就包括了优秀的植物学经典著作和许多实际经

验，这都是非常宝贵的遗产。由于世界上各种地理条件、气候类型、植物种类的复杂多

样，加上种种社会历史因素和其他人为因素的影响，就形成了世界各个地区独特的植物

应用体系，这是民族植物学古老的一面。由于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世界上许多地区

优秀的民族植物学遗产受到了冷遇甚至歧视，常被认为是落后、愚昧和不科学的，或者

仅被认为它们是在特定时期曾经起过一些作用的“死去的文明”，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已

没有它们的位置。由于不少地区对于民间应用植物的经验没有足够的重视，那里许多

丰富的资源没有得到合理的开发，古代留下来的许多文献资源也没有很好的整理，许多

优秀的民族植物学的经验也被逐渐埋没。但是近年来民族植物学受到了重视，这是有

一定原因的。虽然在２０世纪，西方医学体系在各个国家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就整个

世界来说，还有７５％的人口是在应用传统医学来治病，所用的大部分药物是民间草药，
传统的草药在他们的医疗保健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近几十年来的新药及其

他食品添加剂寻找过程中，人工合成物质（包括各种药品如香精、色素及调味剂、食品添

加剂）常伴有副作用，对人们的健康带来有害的作用，甚至还有毒或三致的危险，因此人

们又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传统医学、天然药物等方面来，要求回归大自然的呼声也愈来愈

强烈。在某些国家或地区，由于对民间应用植物经验的重视，并且在民族植物学研究的

基础上作了更进一步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收获，有时可以改变这个地区的经济面貌。
现在民族植物学已经不只是停留在描述和调查性阶段，更重要的是通过各个民族的调

查和研究，探寻出适合本地区发展的植物资源，把开发利用植物资源和本地区的经济发

展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是民族植物学在当代的新发展，也是民族植物学具有新兴性的

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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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不少发达国家在发展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到民族植物学方

面来。像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每年都要派出大量科技人员，深入世界许多不发达地

区，主要是亚非拉地区，不惜代价收集调查民族植物学的资料。如墨西哥的印第安人信

奉原始宗教，在民间药中往往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苏尔茨（Ｓｃｈｕｌｚ）教授为了弄清墨

西哥纳瓦人在宗教仪式和节日中常使用的麻醉致幻药“蛇草”的来源，曾花费了数十年

时间，查阅了所有有关的历史文献，又几番深入印第安人生活的边缘地区，和他们一起

生活，参与他们的宗教和节日，并且亲自品尝了这种药物，体会了麻醉致幻后的感觉，最
后在草医的帮助下发现“蛇草”的原植物应是旋花科的Ｒｉｖｅａｃｏｒｙｍｂｏｓａ （Ｌ．）Ｈａｌｌｉｅｒ
ｆ．。世界上还有更多的地区，虽然有大量的民族植物学经验，却由于种种原因而很少有

文献流传下来，而仅以口头流传或以风俗的形式保留在人们的生活中，给民族植物学的

研究带来颇多的困难，有时一片破纸或一片树叶对于民族植物学工作者来说都是十分

珍贵的原始材料，美国纽约植物园及其附属的经济植物研究所每年都派员定点到亚马

逊河流域对那里的印第安人进行民族植物学的调查，收集和研究。日本、法国也都派人

去非洲进行过同样性质的调查。
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和极其丰富的文化，特别应该强调的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

对植物的认识和利用方面也是世界最发达的。中国幅员广大、地理、气候条件复杂，植

物资源丰富，５６个民族对植物的认识和利用也更加多样，构成了中华民族完整而独特

的民族植物学资源体系，在世界上也是很突出的。
我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文化资料的国家，在古代科学资料的积累和流传方面都

是世界上最早和最多的国家之一。在关于植物的认识和利用方面，“本草”就是一个巨

大的知识宝库。虽然本草主要是古代药物学的一种形式，但实际上涉及很多学科的内

容。古代人民对植物、动物、矿物的利用都反映在这类书籍中。更可贵的是，本草著作

不是仅有一两本，而是有３００多部。不同历史时期的本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

历史时期人们利用植物的状况及其发展。除了本草以外，还有不少农业、园艺等方面的

著作，但无可置疑的是，本草是我国古代民族植物学资料的重要内容。如明代李时珍所

著《本草纲目》曾被誉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所涉及的药物大部分是植物。以下几例

均是我国本草著作中所保留的民族植物学资料：
箭毒是南美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常用来涂在箭头上用来猎杀野兽的药品。它们大部

分是用植物材料加工制成的，野兽中了箭毒之后肌肉往往变得松驰和柔嫩。现代医学

研究证明可以利用箭毒作为肌松剂。箭毒的种类约有３００多种，但最早有关箭毒的记

载还是在我国的本草著作中，是大约在公元２世纪左右编成的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

药物著作《神农本草经》，在其中的乌头下有：“……其汁煎之名射罔，杀禽兽。”梁代陶弘

景所著《本草经集注》中，也有这样的记录：“乌头，今采用四月，亦以八月采，捣乍茎汁，
日煎为射罔，猎人以缚箭，射禽兽数十步即倒，中人即死……。”后来的《大明本草》也说：
“土附子，生去皮捣，滤汁澄清，旋添晒干去膏，名为射罔，以作毒箭。”这些都是毛莨科植

物乌头Ａｃｏｎｉｔｕｍ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Ｄｅｂｘ．作箭毒的最早记载。
我国本草著作很详细地记载了有关人参ＰａｎａｘｇｉｎｓｅｎｇＣ．Ａ．Ｍｅｙ的变迁历史，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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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地说明了人类和人参相互影响的过程。人参最早的原产地是山西的上党，上党人参

是参中的最佳品，那里原有茂盛的原始森林适合它的生长，而辽参、高丽参均次之。当

人们发现人参是一种十分有用的药用植物后，就大量地采挖，特别是宫廷里需要更甚，
最佳的上党人参由于连年过量采挖，到宋代时已鲜能获得。同时，原始森林的自然生态

条件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所以到了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道：“上党，今潞州也，
民以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今所用者皆是辽参。”这就是过量采挖，植被被毁，破坏了

上党人参的生长条件，也是辽（东北）成为我国人参主产区的原因。但由于对上党人参

的需求未减，而实际上又不可能再提供真正的上党人参，所以在黄宫绣所著的《本草逢

原》中说：“观此则知，诸参唯上党最美，而上党现不可采，复有党参之谓者”；“兹因辽参

价贵，而世好异居奇，乃以太行之苗，以及防风，桔梗，荠尼伪造，相继混行，即山西新出

之党参也”。清代本草学家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一书中也提到了党参“……山西多

产，……按人参以 泽、辽、上 党 及 太 行 紫 团 者 为 之。”吴 其 濬 对 这 种 党 参 即Ｃｏｄｏｎｏｐｓｉｓ
ｐｉｌｏｓｕｌａ（Ｆｒａｎｃｈ．）Ｎａｎｎｆ，是否是上党人参表示了怀疑，所以写上了“姑且附之”四个

字。从这里可以看出人参在山西的消亡和党参在山西的崛起，完全是人为因素的结果。
人和环境中植物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上党人参是人参中的最佳品，上党也曾经有适宜人

参生长的环境，但因人为的破坏而使得上党人参消亡，从而促使原来次于上党人参的辽

参和高丽参大大发展；而在上党又出现了新的党参。人参的变迁史实际上也是民族植

物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人参主产地区的改变也大大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国

的人参十分著名且有效。约１８世纪初叶一位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采集了人参标本带

回美国，希望能在美国的大森林中找到类似的植物。后来一位叫Ｌｅｆｅｔｅａｕ的美国人在

印第安人的帮助下，在加拿大的森林里终于找到了类似人参的植物，即后来所说的西洋

参ＰａｎａｘｑｕｉｎｑｕｅｆｏｌｉｕｍＬ．，其分布以加拿大的缅因州向南延伸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北

部、俄克拉荷马州和明尼苏达州。目前威斯康星州已经成为西洋参的生产中心。
自古以来我国对有毒植物利用的成就也十分惊人，能通过不同的加工处理，把一些

有毒植物的毒性去除，变成对人体有益的食物。如 魔 芋ＡｍｏｒｐｈｏｐｈａｌｌｕｓｋｏｎｊａｃｋＫ．
Ｋｏｃｈ是一种有毒的植物，经过处理之后可制成非常可口的魔芋豆腐。《本草纲目》中对

魔芋去毒的方法作了很详细的记录：“蒟蒻出蜀中，施州亦有之，呼为鬼头，闽中人亦种

之，宜树下掘坑积粪，春时生苗，至五月移之，长一二尺，与南星苗相似，但多斑点……经

二年者，根大如碗及芋魁，其外理白，味亦麻人，秋后采根须净擦或捣成片段，以酽灰汁

煮十余沸，以水淘洗，换水更煮五、六遍，即成冻子。切片以苦酒五味淹食，不以灰汁则

不成矣。切作细丝，沸汤灼过，五味调食，状如水母丝。”这就是关于魔芋食品的最初记

载。现代科学工作者在民族植物学基础上经过深入研究，发现它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其中最重要的是葡聚糖和甘露聚糖，具有很好的保健作用，是糖尿病患者的最佳食品之

一，又具抗癌功能，有助于减肥，已成为风行的健康食品。
在我国本草著作中对大青和蓝有很多记载。哲学家荀子的《劝学篇》中有：“青出于

蓝而青于蓝”，青是一种颜色，而蓝则是一种植物，即可以用来染青色的植物。在古代叫

蓝的植物有很多种，它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可以用来制成 蓝 靛，古 人 用 它 来 染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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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中曾记载其方法：“南人掘地成坑，以蓝浸水一宿，入石灰揽之于下，澄去水

则青黑色，也可干收，用染青碧。其搅起浮沫，掠出阳干，谓之靛花，即青黛。”这里所说

的蓝是十字花科的植物菘蓝ＩｓａｔｉｓｉｎｄｉｇｏｔｉｃａＤＣ．及蓼科的蓼蓝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
Ｌ．。在搞清靛蓝化学结构以后，化学家们合成了一系列结构与之相似的蓝色染料，阴

丹士林布即是以其中的Ｉｎｄａｎｔｈｒｅｎｅ染成。青黛又是一种很好的消热解毒药。中国的

科学工作者从民族植物学的资料入手进行了更多的分析，发现菘蓝的根是一种很好的

抗病毒药物，研制了治疗感冒、肝炎等疾病的药物板蓝根冲剂。另外又从其叶中发现了

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有效成分靛玉红。
大约１５００年前，曾经编撰过著名的本草著作《本草经集注》的陶弘景，在他另一部

关于道教的著作《登真隐诀》中介绍了一种叫做南烛的植物，用这种植物叶片榨汁浸米，
可以煮成一种青黑色并有光泽的乌饭，不仅清香可人，而且能增加气力，使皮肤变白，青
春常驻，服后亦可耐饥，是道家的养生食品。在后世本草中亦有收载，每年农历４月８
日佛祖华诞，江南一带人们均要吃这种黑色的米饭。乌饭千百年来成为江南人民喜爱

的健康食品，江苏、浙江、贵州等地蔚然成俗，在湖南的侗族人还有专门的黑饭节。这种

植物就是杜鹃花科的乌饭树Ｖａｃｃｉｎｉｍ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ｕｍ Ｔｈｕｎｂ．。我们在对乌饭树进一步的

研究中发现，这种植物存在天然黑色素，系多种花花色苷构成，对人体有很好的保健作

用。与乌饭树同属的黑果越桔Ｖ．ｍｙｒｔｉｌｌｕｓ（Ｇｉｌｉｂ．）Ｋｏｃｈ和越桔Ｖ．ｖｉｔｉｓｉｄａｅａＬ．都

已被开发成为抗衰老和提高人体免疫力的食品，特别对人体血液的微循环有很好的促

进作用，乌饭树与它们十分相似，从民族植物学的观点来看，它有较大的开发潜力。
在历代本草中有大量的民族植物学内容，这是一个很宝贵的资源，对植物资源的开

发来说其潜力是巨大的。但过去人们对本草学的研究不够重视，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

来，本草学已被正式承认为中国药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但多数还仅仅停留在植物

名实的考证方面。民族植物学在中国的兴起，并与本草学研究互为借鉴，相互补充，大

大拓宽了它们各自的领域并互相交融。一些学者在谈到“民族植物学”的时候，往往只

把注意力放到“少数民族的民族植物学”上，少数民族认识、利用植物的经验与传统固然

应该注意，但我们也应该同时认识到，民族植物学不仅仅是少数民族的民族植物学，任

何一个民族认识和开发利用植物都应予重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它包括了中国

各个民族，因此中国的民族植物学研究不应该忽视多数民族。汉族人民认识和利用植

物的成就在世界上也是很杰出的，有丰富的内容，相对地也比少数民族更成熟，更系统。
但迄今并没有很好地加以总结，因此我们认为，民族植物学和本草学研 究 的 进 一 步 结

合，亦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而且将更有助于中国特色的民族植物学的发展。目前已有

不少学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用民族植物学的观点、方法来研究古代的本草著作，并

注意到在过去本草学研究中基本不涉及的植物文化的研究，如乌饭树、槟榔、莲、菊、乌

头等的民族植物学研究等。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植物学研

究成果出现。中国的民族植物学将不再仅仅以少数民族植物学为代表，并为民族植物

学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陈重明　徐增莱　金久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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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人类利用植物的历史和人类的文明起源一样古老。虽然当代人类学的重大发现已

经提出了“前文化”（Ｎ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ｅ）的观点，但在人类出现以前是否存在有思维地利用植

物的证据尚待进一步揭示。人类利用植物，更确切地说，植物资源的开发作为人与生物

界相互关系的一种体现，充分反映出和支撑着人类的文化、观念和技术的发展，它贯穿

于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存在于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植物资源的兴衰与人类的生存

和未来的前途密切相关。
植物资源的定义　我国著名学者吴征镒对植物资源定义如下：一切有用植物的总

和，统称植物资源。植物资源可分为栽培与野生两大类，目前后者的利用还远不充分。
全世界栽培植物２２９７种，常 见 栽 培 植 物６６６种；经 济 植 物 在６０００种 以 上。吴 氏 等 指

出：当前应把植物资源研究的重点放在野生资源的发掘与利用上，特别是现代工业和医

药用植物原料的发掘。吴氏等把我国植物资源按用途划分为食用、药用、工业用、防护

与改造环境用及种质资源等五大类，计数在２４００种以上。
植物利用库　美国学者Ｄ．Ｍ．Ｂａｔｅｓ于１９８５年提出了植物利用库（ＰｌａｎｔＵｔｉ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Ｐｏｏｌ）的概念。这一概念是根据植物资源的多样性和人类利用目标单一化的特点，
检验了人类参与植物利用的程度，按照人对某一个植物种依赖的程度大小，把被利用的

所有植物种群视为“植物利用库”，并划分为Ⅰ级、Ⅱ级、Ⅲ级三个等级。作者认为Ｂａｔｅｓ
提出一个简化的、可以识别植物资源受人类文化影响和技术进步的动态变化状况的分

类概念，值得参考和借鉴。现将植物利用库的具体内容概括如下：

Ⅰ级库（ＰｒｉｍａｒｙＰｏｏｌ）　全部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需求资源，具有全球分布的

广泛性和利用的重要性。植物种数约１００种，其中食用植物２５种；纤维植物５种；产糖

植物２种；淀粉和油脂植物１０种；橡胶１种；饮料植物３种，以及其他重要植物，主要是

栽培种（ｃｕｌｔｉｇｅｎｓ），全部均为人工栽培（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Ｐｌａｎｔｓ）。此类植物的利用 开 发，主

要通过扩大种植面积、贮存和改良种质的方式。未来的发展主要是扩展种植区域，增加

产量，增强抗性和提高品质。

Ⅱ级库（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Ｐｏｏｌ）　此类植物为区域性重大资源，总数在１０００种以上，包括

具有地方重要意义的木材、饲料、工艺原料，以及其他商业植物产品（如油脂、纤维、坚果

等），采自野生或人为保护地带。大部分为人工栽培，部分为栽培种。此类植物资源的

发展趋势是范围逐渐在缩小，资源产品将由地区性向国际性发展，一些种类将由野生半

野生状态发展成人工栽培，某些种类将扩大种植面积，进入和补充Ⅰ级库。

Ⅲ级库（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Ｐｏｏｌ）　此类植物资源约５００００种 （除观赏植物和薪材植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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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占全部种子植物种数的１／５。大部分为野生或处于人工保护下的野生植物，只有少

数种类有零星栽培。此 类 植 物 资 源 为 社 会 提 供 了 大 量 的 经 济 产 品 和 生 活 资 料（如 薪

材），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目前的发展趋势是化学和药物原料正在从本库中大量发

现；观赏植物的作用伴随着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正在加速选择和利用；若干多功能植物

（如豆科植物）、环境工程植物正在被发现和利用。但就总体而言，本库植物的资源量正

在迅速下降，某些种类濒于灭绝，少数种类开始进入人工种植。未来发展的趋势是，本

库植物利用的程度将继续下降，某些种类将发展成人工栽培，较少依赖于野生资源。
发展趋势　植物资源的利用作为人与生物界相互关系的一种体现，植物利用库的

丰富程度和为人类提供资源产品及提供社会服务的能力必然要受到人类文化、观念、技
术的影响和制约。当前，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社会对植物资源需求的不断扩大，生物

技术和农业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类利用植物呈现出强烈的选择性和目标性。其结果

是植物资源的多样化程度日趋降低，植物利用库的结构进一步简单化，人类对野生资源

的依赖程度愈来愈降低，人工栽培植物必然进一步扩大；植物原料的市场由地方性、区

域性进一步发展为国际化。这种发展趋势可视为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受世界主流文化

影响的结果。面对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的新形势，植物资源研究所面临的任务是：充分利

用和保护植物资源在功能、结构和遗传上的多样性，为社会不断地提供各种天然产物和

社会－生态服务的功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社会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

２　植物资源研究和主要途径

植物资源研究是一个相当广泛的领域，其研究途径亦然。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
植物资源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植物学研究的十分突出而重要的方面，是植物学研

究直接为国民经济服务的重要途径。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国植物资源学的研究尚未

形成统一、完善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处于不断积累、发展和探索之中，国外的情况也

大致如此。目前，我国学者对植物资源的研究在总体战略上仍然是采用多学科综合性

研究的模式，在研究项目的选择和设计上，根据研究的对象、范围和目标，分别采用系统

研究法（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民族植物学方法（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ｙ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和综合评价

法（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等三种主要的方法。
（１）系统研究法

系统研究法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开始，已发展成为我国植物资源研究的重要方法。
它的理论依据是植物体内的有用物质在植物界的分布与植物系统发育的相关性。它是

建立在植物区系和植物地理学研究的基础之上，运用植物化学研究的科学积累和技术

手段，采用植物分类分布和植物化学相结合的一种研究方法是从植物中寻找具有工业、
医药、食用等效价的植物新资源（新原料、新成分），直接为工农医药等生产服务的一种

先进研究方法。我国自５０年代以来，应用此方法获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例如蛇根草

Ｒａｕｖｏｌｆｉａｓｅｒｐｅｎｔｉｎａ（Ｌ．）Ｂｅｎｔｈ．ｅｘＫｕｒｚ．是印度民间草药，当地居民用于解蛇毒、解
热、镇痛或强壮药，近代发现其根有降低血压的作用，且有很高的治疗指数，进一步的工

作分离出单一生物碱利血平（ｒｅｓｅｒｐｉｎｅ）是其降血压的主要有效成分，已用于临床，证明



１６　　　

民
族
植
物
学
和
植
物
资
源
开
发

对高血压病有较好的疗效。我国不产蛇根草，但同属植物有９种（中国种子植物科属词

典，１９８２），经 我 国 学 者 研 究，已 从 国 产 中 国 萝 芙 木Ｒａｕｖｏｌｆｉａ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Ｌｏｕｒ．）

Ｂａｉｌｌ．和云南萝芙木Ｒ．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Ｔｓｉａｎｇ的根皮中分离出利血平，从国产植物中寻找

到了这种降血压药物的原料，并用于制药工业生产降压药物降压灵。又如瓜尔豆Ｃｙａ
ｍｏｐｓｉｓｔｅｔｒａｇｏｎｏｌｏｂｕｓＴａｕｂ．是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一种传统田园种植蔬菜和饲料，
国外于２０世 纪５０年 代 从 该 植 物 种 子 中 分 离 出 一 种 半 乳 甘 露 聚 糖 胶，又 称 瓜 尔 胶

（Ｇｕａｒｇｕｍ），广泛应用于石油采油、食品、印染工业等，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我国植物研

究部门根据这一线索，从同科（蝶形花科）国产植物田菁属Ｓｅｓｂａｎｉａｓｐｐ．的种子中也分

离出了与瓜尔胶相类似的田菁胶，同属于半乳甘露聚糖胶类，从而找到了瓜尔胶的代用

品国产植物原料，并应用于我国石油采油工业。
通过广泛而有系统的对一些类群的植物进行化学成分的研究，积累大量的植物化

学成分的科学资料，为植物化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带动和促进了植物分类学、植
物化学分类学和植物工艺学的发展。此种方法的目标性明确、研究周期短，一旦取得成

功，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也较大。但此种方法需要建立在比较完整的植物区系和分布研

究的基础之上；植物化学研究所需的提取、分离、结构鉴定等实验设施和技术手段必须

十分精良，因而研究的资金和技术投入颇大。同时，此法在寻找新的植物原料方面大多

限于已知化学成分方面，对未知新成分的发现偶然性、机遇性较大；因而对植物资源的

开发仍有一定的局限性。此方法的研究可为植物利用库Ⅱ、Ⅲ，特别是Ⅱ提供大量基本

参数。
（２）民族植物学方法

民族植物学是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直接相互作用的一个新的科学领域。它的研究内

容是人类利用植物的传统知识和经验，包括对植物的经济利用、药物利用、生态利用和

文化利用的历史、现状和特征，也就是说民族植物学是研究一定地区的人群与植物的全

面关系，包括所有在经济上、文化上有重要作用的植物。在研究这些“民 族 植 物”的 同

时，研究社会的结构、行为和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民族植物学于１８９５年由美国学者

Ｊ．Ｗ．Ｈａｒｓｈｂｅｒｇｅｒ提出，哈氏当时提出民族植物学是“研 究 土 著 民 族 利 用 的 植 物”，通

过研究他们用作食物、衣着、草药、建筑材料的植物，阐述土著民族的文化，揭示植物的

分布和传播的历史，确定古代贸易的路线，并可能为现代制造业提供原型知识。世界经

济、技术的迅速发展，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人们愈来愈重视传统文化和知识

的价值；现代工业对天然产物的需求也越来越广泛。科学家们发现，民间利用植物的传

统知识是寻找新药、新型食品、新的工业原料的巨大宝库；民间传统的生态学知识和流

行于民间传统使用的数以万计的植物资源是发展农村经济、保持一个多样化生物资源

环境的巨大财富，无数事实证明，在对植物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民间传统经验

十分有用。
在过去的５０年里，科学家从世界各地土著民族使用的草药中，发现了一系列“奇迹

药品”。本文前面提到的降血压药物利血平，是医学界公认的高效而无毒副作用的天然

药物，它的发现是依据印度民族植物学家对民间传统使用的草药蛇根草的调查，经过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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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学的研究而获得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国家癌症病研究中心曾经进行过世界

规模的抗癌药物筛选，对世界各地的８０００种植物，５００００余个样品进行抗癌活性的药

理筛选，结果发现非洲热带产的两种美登木，齿 叶 美 登 木 Ｍａｙｔｅｎｕｓｓｅｒｒａｔａ （Ｈｏｃｈｓｔ．
ｅｘＡ．Ｒｉｃｈ．）Ｒ．Ｗｉｌｃｚｅｋ和卵叶美登木Ｍ．ｏｖａｔａ（Ｗａｌｌ．ｅｘＷｉｇｈｔｅｔＡｒｎ．）Ｌｏｅｓ果实

的酒精浸出液具有显著的抗癌活性物质美坦生（ｍａｙｔｏｎｓｉｎｅ），被认为是所筛选的植物

样品中最有希望的抗癌活性物质，这两种美登木在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都是民间使用

的传统草药。我 国 民 族 药 工 作 者 依 据 云 南 苗 族 使 用 的 传 统 草 药 灯 盏 细 辛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ｂｒｅｖｉｓｃａｐｕｓ（Ｖａｎｉｏｔ）Ｈａｎｄ．Ｍａｚｚ．治 疗 偏 瘫 的 经 验，已 从 该 植 物 中 分 离 出 焦 袂 康 酸

（ｐｙｒｏｍｃｃｏｎｉｃａｃｉｄ）、飞蓬苷（ｃｒｉｇｅｎｏｓｉｄｅ）、野黄芩苷（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ｎ）等。药理试验证明能

扩张血管，减低外周血管阻力，改善脑循环而利于神经功能的恢复。临床验证表明，对

治疗脑血管意外所致的瘫痪是有效的药物，《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１９７７年版一部已收

载，并已成批生产“灯盏细辛注射液”和“灯盏细辛片”投放市场。民族植物学方法是建

立在深厚而广泛的民间经验和知识的基础上的，以不同民族的文化与环境植物长期相

互作用为背景，有较强的地方特色和区域性质，它充分反映了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传统

需要，同时又能为整个社会提供新的植物资源和利用植物的方法；它的研究内容既可从

一种一类民族植物入手，又能全面考察、系统整理，可为Ⅰ、Ⅱ、Ⅲ各级植物利用库提供

大量的基本资料和补充。这一方法的限制因素是，在民间发掘中往往会遇到语言、文化

和心理上的障碍，有较高价值的经验和技术不易获得；同时研究需要广泛的相关学科的

知识背景。它是一个正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开发植物资源的新方法，具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
（３）综合评价法

植物资源的综合评价法，是自然资源管理和土地利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建

立在资源的系统分析基础上，运用生态系统工程的方法和景观生态学的概念，对特定的

自然地理区的立地（Ｓｔａｎｄ），流域（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和景观（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系统结构、功能，相互

关系的动态（Ｄｙｎａｍｉｃ）过程，进行综合性多层次（Ｈｏｌｉｓｔｉｃ）的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对

其研究单元的植物资源现状和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评价和规划意见，为该地区植物资

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和实施方案。它是目前国际上正在开展的一个新的多

学科，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作为自然资源组成成分之一的植物资源，包括野生和栽培的

植物，不可能与农业、林业、土地利用、动物资源、生态环境工程、经济、技术、社会福利、
文化观念等相割裂，因此在进行区域国土整治、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高层次研究时，必

须采用综合评价的方法才能得出一个完整的科学资料，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年由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ＴｈｅＥａｓｔＷｅｓｔＣｅｎｔｅｒ）和东南亚大学间农业生态系

统研究协作网（ＳＵＡＮ）组织的泰国东北部Ｐｈｕｗｉａｎｇ县的系统间相互作用和农村发展

研究项目，就是以一个流域为研究单元，对该景观单元内的农田、森林、畜牧业、水资源、
村社经济、社会学进行系统研究和综合评价。目前我国各省、地、县级的田地整治，生物

资源开发的战略，也属于这类研究的范围。这一研究必须建立在对该地区的植物利用

库（Ⅰ、Ⅱ、Ⅲ各级）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趋势有较全面深入了解的基础上，运用系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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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对各级植物利用库及其组成成分的地位、作用做出科学的估价，进而对优势资

源的人工种植、野生资源的保护利用提出发展战略和对策。这一研究方法是在高层次

上的综合，并不是着眼于某一具体新资源或新的有用成分的发掘，而是利用系统研究的

方法和民族植物学方法所获得的大量资料和数据，进行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合理途径的

综合评价。

３　民族植物学在资源开发研究中的应用

今日民族植物学的研究范围，已不再限定于“土著民族对植物的利用”，它包括对传

统社会（原始社会），现代社会；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利用植物的传统经验和知 识 的 研

究。就传统知识应用的广泛性和丰富性而言，少数民族和传统社会仍然是现代人与植

物之间直接相互作用的活生生的实验室，许多宝贵的经验和知识仍然有待科学的整理

和发现。人与植物之间直接相互作用的现象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有其时间、空间的

顺序和内容。人对植物的利用受到社会变化的影响，行为变化的影响和价值观念变化

的影响。许多过去认为无用的杂草，今日变成了名贵的花卉和工业原料；一些历史上重

要的食物，今日已蜕变为杂草而无用。民族植物学旨在研究、调查和整理各民族各个历

史时期利用植物的种类、方法和对于社会经济、文化及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民族植物学

在资源开发研究中可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Ｓｔａｇｅｓ）或方面（Ｐｈａｓｅｓ）。
（１）描述阶段（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ｔａｇｅ）
这是一个必要的基本阶段，其目的在于调查、记载和整理民族民间利用植物的全面

知识，以编目（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的形式进行文字描述、图形表达、声相记录，并佐以证据标本

（Ｖｏｕｃｈｅｒ）。民族植物学的描述编目工作，必须建立在植物分类学、生态学和文化人类

学（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的学科基础上，借助相关学科（本草学、经济植物学、植物化

学、医学等）的知识，对民族民间植物进行科学的鉴定、分类和利用状况的系统记述。描

述工作的顺序为：文献资料研究→调查设计→民间访问调查（村社调查、地方集市贸易

调查等）→田野调查研究证据标本采集→鉴定分类和资料整理→描述编目。
本阶段是野外调查与室内研究相结合的调查整理工作，研究的核心内容可以归纳

为“四 Ｗ”，即谁（Ｗｈｏ）？什么植物（Ｗｈａｔ）？如何使用（Ｈｏｗ）？何时（Ｗｈｅｎ）？调查首

先要明确什么民族，什么样社会地位的人群利用植物；何种植物（种、属、科）被利用；用

于何种目的（草药、食用、文化用途、生态利用等）；以及什么时候采集或种植采收。调查

的设计十分重要，必须把植物的地方名（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Ｎａｍｅ），按民族语音加以记载，要有

完整的证据标本及相关的野外生境记载；调查访问的场所选择（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和

访问调查对象（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ｒ）的确定都十分重要。调查时使用的语言、技巧和时间选择

都很重要，直接关系到调查的成效。室内鉴定整理结果，按植物分类系统顺序排列，每

种有用植物记载均应描述其名称（地方民族名，植物学名）、部 位、用 途、生 境、采 收、用

法、证据标本号码等。其调查结果可视为该地区（或民族）传统有用植物或某一类别植

物（草药、食用植物，集市植物产品，森林产品，栽培植物地方品种、类型等）利用库的基

本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科学价值，特别是对少数民族，无文字记载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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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或地区，将是第一手的首次科学记载的宝贵资料，是深入研究和资源开发综合评

价的基础。
（２）解释阶段（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ｇｅ）
本阶段研究是在描述阶段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研究 基 本 内 容 除 谁（Ｗｈｏ）、什 么

（Ｗｈａｔ）、何时（Ｗｈｅｎ）和如何用（Ｈｏｗ）以外，又增加了由谁用（ＢｙＷｈｏｍ）和为什么使

用（Ｗｈｙ）的内容，是相当复杂而深入的科学解释工作。描述阶段着重调查由谁何时采

集何种植物以及作什么用途，本阶段则强调谁利用和为什么利用这两个侧重点，这里包

含着利用植物的社会范围（个人，家庭、村社、地方集市，国内国际市场）和民间对植物利

用的传统解释和信仰，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科学的解释和评价，从而确定植物利用的历史

地位和现时社会意义。植物资源的定量研究应当考虑在本阶段研究的范围内，植物资

源被利用的数量，从整体到个别都应进行研究，并将其换算成不同利用 形 式 的 价 值 单

位，如货币价值按植物产品的集市价格计算而得；实物交换价值以所交换而得的商品价

值计算而得；家庭使用价值按照实际生活中的消费数量，并可折算成货币值；具有生态

环境效益以及文化效益的植物资源，则以间接产生的经济效益估算或以被利用的种类、
频度及民间社会效益估价进行述评。作者于１９８７年在进行泰国东北部Ｐｈｕｗｉａｎｇ地

区植物小产品的民族植物学研究时，曾经使用上述定量研究的方法。由于野生植物资

源的定量研究较为复杂而困难，定型的定量化研究数学公式仍有待在今后的实践中探

索和提出。
植物利用的社会范围可以图解表示出不同水平的利用模式：

植物利用的社会水平层次愈高，人类对该植物的依 赖 程 度 也 愈 高，消 费 数 量 也 愈

大，进入人工栽培的可能性也愈大，其前途受主流文化的影响也愈大，稳定性较高。反

之，则地方性、区域性、民族性愈大，稳定性较低，容易遭受主流文化的冲击而降低，乃至

灭绝。
对植物利用的解释包括民间观念的解释和科学的解释。民间解释是建立在实践经

验基础上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民族文化信仰基础上的解释。科学的解释则必须通过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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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植物的内在的科学内容（有用化学物质、生理机能、生态学功能、标记文化的内涵特性

等）和人类文化的相互作用加以阐述。例如若干有毒植物的利用是建立在人类长期经

验的基础上，而识别出该植物具有生理活性物质存在，并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加以证明了

的；一些文化型（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ｙｐｅ）的资源植物或作物品种（如紫米，食用染料植物，头饰、
耳饰、服饰植物等）则是起源于民族文化的传统信仰和习俗，不可能用科学实验的方法

加以验证。对植物利用的科学解释，无论是物质的作用或是精神的意义，都可以为区域

性植物资源的开发和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３）应用阶段（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ｇｅ）

１９８７年首届中国民族植物学讲座班期间，作者曾与应邀前来讲学的美国著名民族

植物学家ＲｉｃｈａｒｄＦｏｒｄ讨论过民族植物学研究的阶段划分问题，一致认为描述阶段和

解释阶段是现代民族植物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虽然这两个阶段的研究都是基础或应用

基础研究的性质，但其提供的科学资料均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特别是对于民族经济和

文化的发展、区域性资源开发利用的评价，尤其重要。民族植物学研究工作应该而且有

可能发展到直接应用阶段，服务于社会经济和生态建设。近年来，国内外在新药发掘、
新型食品的开发，传统栽培植物品种资源的开发以及传统农业生态技术方法的应用等

方面，都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表明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有可能进入应用阶段的研究工

作。

① 从民族药中发掘新药　我国有５６个民族，其中５５个少数民族使用的草 药 在

３５００种以上，云南民族民间药已知２３００余种。近年来已经从这些草药中开发出具有

现代药物水平的新药在２０种以上。在抗癌、避孕、治疗精神病药物和杀虫驱虫药剂方

面，民族民间草药具有很大的潜力。从民族民间传统使用的单方、验方中也有可能发掘

出一批具有地方或民族特色的药物，进入地方药物标准扩大应用范围（据统计，建国以

来，已有６０种民族民间药列入国家和地方药品标准使用）。在药用植物资源的发掘方

面，通过民族植物学的研究，还可以扩大资源的来源，减少进口或增加出口。如通过对

藏药进口热带药材的研究和我国热区民族药物的比较研究，可以为传统进口的藏药找

到国产资源，从而减少进口。

② 从传统食品中开发新型食品和饮料　我国各民族传统食用的植物，由于自然环

境、植物分布和民俗的差异而千差万别。通过对各地区各民族传统食用植物、调味品、
水果、饮料的调查，营养成分分析和烹调加工技术的研究，可以从中推出一批具有地方

民族风味的食品，为旅游业和食品工业提供新产品。例如魔芋原本为我国南方山区的

民间传统食品，于日本奈良时代传入日本，并沿用中国古代的名称“蒟蒻”（Ｋｏｎｉａｃ），近

几十年已成为日本的低热量低脂肪热门食品；猕猴桃为我国中部的野生水果，于１９０６
年（清光绪３２年）由我国传入新西兰，现已成为新西兰的主要出口商品和世界水果市场

上最昂贵的鲜果之一。近年来，我国各地已从民间食用的野果中开发出了不少果品饮

料，如 沙 棘 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Ｌ．、刺 梨ＲｏｓａｒｏｘｂｕｒｇｉｉＴｒａｔｔ．、山 楂Ｃｒａｔａｅｇｕｓ
ｐｉｎｎａｔｉｆｉｄａＢｕｎｇｅ、葛 根 ＰｕｅｒａｒｉａｔｈｏｍｓｏｎｉＢｅｎｔｈ．、桑 椹 Ｍｏｒｕｓａｌｂａ Ｌ．、山 奶 果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ｃｏｎｆｅｒｔａＲｏｘｂ．、余甘子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ｅｍｂｌｉｃａＬ．等等，已加工制成多种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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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行销于国内外市场。

③ 从集市植物产品中发掘地方名特优产品　我国农村集市，自古以来就是以多种

地方植物产品为特色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场所，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民族植物学内

容。由于交通不便和文化沟通不够，许多有地方特色的植物产品和艺品一直局限在很

小范围内流行。随着交通、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许多集市植物产品可以通过科学研

究，确定其实用价值和文化的内涵，把各地方的名、特、优产品推广介绍到整个社会，从

而形成和增强地方经济的优势，促进乡镇企业和农村加工业发展。例如，我国热带地区

少数民族用省藤Ｃａｌａｍｕｓｓｐｐ．藤条纺织的工艺品；云南西北部的木雕家具；云南大理

三月街集市的各种地产药材；云南南部传统加工的多种粗茶品种等等。集市植物产品

的开发，在我国尚属空白，值得调查和研究。

④ 从传统生态技术的研究中获得发展现代农业生产的知识　根据人与环境植物

相互作用的观点，一般而论，传统农业的技术方法是科学而合理的。由于近代人口增长

过快，世界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传统农业面临困境，在热带

地区尤其突出。例如刀耕火种农业的衰退和现代种植园农业的迅速发展。现代科学技

术正在寻求农业现代化的一切有效方法，其中包括从传统农业知识中学习有价值的生

态技术和方法。例如，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科学家就从墨 西 哥 传 统 农 业 技 术 中 发 现 了

Ｃｈｉｎａｍｐａｓｙｓｔｅｍ，一种在热带沼泽地进行间种的生态农业技术，并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入推广计划。我国广东珠江三角洲创造的“桑基鱼塘农业生态系统”也是基于民间

传统经验而建立的。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傣族的传统薪炭林种植技术，就是傣族人民在

湿热带地区实践定耕农业所发展起来的一项独特生态技术，他们人工种植铁刀木Ｃａｓ
ｓｉａｓｉａｍｅａＬａｍ．，作为农村能源的主要来源，从而有效地保护了当地的热带森林植被。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经营的樟树－茶叶；桤木－茶叶；八角树－砂仁等合理生态配置

的农业生产模式，就是当代农林混合业（Ａｇｒｏｆｏｒｅｓｔｒｙ）新技术的原型知识；民间对同一

种植物的多种利用方法就是 现 代 多 功 能 作 物（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ｒｏｐｓ）的 知 识 源 泉。
我国自然条件复杂，农业立地条件各异，从民族民间利用植物的生物学与生态学功能的

传统经验中学习，是一条为农业发展服务的有效途径，也是对植物资源利用的深化。

裴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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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植物学的社会及文化价值

１　民族植物学的性质

植物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人类生活与植物

一直紧密相连。这种“人与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大多存在于民间传统知识和民族

文化中，很大程度上还不为人们所了解，民族植物学（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ｙ）就是在认识和研究

这种关系的过程中产生的。自１８９５年正式提出这一学科的近百年来，民族植物学在世

界各地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１）民族植物学的性质

民族植物学是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直接的相互作用的科学，它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人

们对植物的认识和利用，以及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对植物及其环境的影响。因此，它的研

究对象不仅是植物与植物环境、人群与社会（包括古代人、现代人，原始 部 族 和 文 明 社

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所产生的结果。这样，当研究

某一地区的民族植物学时，其在经济、文化上有价值或意义的所有植物都在研究之列，
例如食用植物（野生蔬菜、饮料植物和嗜好品等），建筑用的植物材料，药用植物，具有文

化和宗教意义的植物，植物图腾与禁忌，文化、艺术作品中出现的特定植物以及民俗、乡
规民约涉及的植物；而当研究这些“民族植物”时，其所在地区的社会结构、民族文化和

人类行为与植物之间的关系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
民族植物学涉及的学科范围包括植物学（植物分类学）、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学、药

物学、语言学、植物化学、伦理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有时还要利用其他学科领域的原理

和方法。所以，民族植物学融合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是一门综合性的边

缘学科。
民族植物学形成和发展的分支学科，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区域民族植物学、民间分类

学、民族饮食学、民族考古学等。民族植物学还有许多相关学科，如民族生物学、经济植

物学、民族生态学、民族动物学、民族昆虫学及民族天文学等，涉及人与自然界许多方面

的关系。
（２）中国民族植物学的研究

与美国、法国、英国、墨西哥、巴西、南非和印度等国家相比，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起

步较晚，但已取得一定成绩，并愈来愈为国际民族植物学界所瞩目。
应该说，具有悠久民 族 文 化 传 统 的 中 华 民 族，对 民 族 植 物 学 的 贡 献 如 传 统 中 草

药、各种有关植物的传统文化，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我国５６个民族传统利用的植物

在８０００种以上，而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人们对植物的认识和利用又各有

殊异，从而构成了一幅多样化的中国民族植物学图谱，它与我国辽阔的幅员、丰富的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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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区系和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一起，共同奠定了中国现代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基石。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是我国民族植物学的发源地。“民族植物学”一词在我国出现

始于１９８２年，而系统地开展研究工作，则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１９８７年１月１
日，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机构———民族植物学研究室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成

立，特别是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在昆明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民族生物学大会（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Ｅｔｈｎｏｂｉｏｌｏｇｙ），促进了中国民族植物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也

确定了中国民族植物学研究在世界的领先地位。

２　民族植物学的应用

与其他学科相比，民族植物学尚处于发展、壮大阶段，但已显示其广阔的应用前景。
与它的学科性质相符合，民族植物学的应用价值也表现在自然与社会、物 质 与 精 神 方

面。
（１）经济意义

应用民族植物学于植物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具有其独特的优越性。首先，在寻找新

资源时，民族植物学的方法较之其他方法简单、快捷。因为许多植物早已被人们所认识

和利用，并已经过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实践检验，其类别、作用或功效都可从民间传

统知识中获得，只要辅以现代分析手段，就可达到寻找新资源的目的。例如，麻醉药的

发现，几乎都是通过民族植物学的方法；其次，由于这类资源直接来源于民间，容易为人

们接受和推广。
（２）生态、环境意义

各民族对其居住的植物环境的认识具有鲜明的地区性和实用性，有些已发展形成

了特殊的适合当地持续发展的传统农业生态系统。例如，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傣族由村

寨、庭园、农田、神山、人工薪炭林和自然植被等构成的系统，阿克人（哈尼族）由村寨、人
工藤竹林、村外风景林、轮歇地和村社保护林等构成的系统，通过民族植物学和民族生

态学的研究，证明它们都是持久的农业生态系统。这些系统可以在许多自然条件相同

的地区推广应用，起到维护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作用。
（３）历史、考古意义

通过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可以推断古代人利用植物的一些情况，也可弄清人类活动

对当时环境的影响，以及植物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等。美国民族植物

学家通过对烟草的考古分析和研究，揭示了烟草对印第安人乃至欧洲各阶层人们的日

常和文化生活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４）学术、科研意义

由于民族植物学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所以，它在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的同时，也对其他学科具有辅助及相互印证的作用。
栽培植物的起源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问题，民族植物学为这一领域做出了重要贡

献。它对玉米、菜豆、南瓜、腰果、西瓜、笋瓜、葫芦、刀豆、小米、向日葵、苋菜、高粱等作

物的民间叫法进行了语言分析，并通过考古鉴定、农业技术、园艺学和药典等多途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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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弄清了它们的起源和传播途径。
在植物分类学方面，民族植物学也可以起辅助作用。例如，由于分类学家对某一类

群植物进行分类研究的时间和条件极为有限，会疏漏一些种的存在或因缺乏某些证据

而使同一物种多次重复（如竹子的分类），通过民族植物学的调查分析，可以澄清一些学

术疑点。

３　民族植物学的社会及文化价值

民族植物的社会及文化价值是这一学科价值的另一主要方面。目前，这方面的研

究仅散见于少量的调查报告和民族文献中。
（１）社会价值

与其他学科一样，民族植物学是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其社会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

方面：

① 民族自我承认价值　任何民族都有被得到承认的愿望，少数民族尤其如此。虽

然每个民族都有其存在的伦理学基础，但要真正得到承认还需有实据来证明。民族植

物学在促进民族自我认识和民族相互了解等方面业已做出或将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各民族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成为我们今天奋发向上的动力。渺渺长河，

浩浩烟波，许多优秀的经验和知识被湮没于习以为常的传统和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从

各民族对植物的传统利用中挖掘出优秀、合理的部分，是民族植物学的研究目的之一。
当这些优秀经验和知识被发掘，并为社会服务时，就增强了这些民族的 自 信 心 和 自 豪

感，从而促进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尊重。
傣医药是我国四大民族医药之一，它得以承认与民族药物学（民族植物学的分支学

科）的研究是有紧密联系的。现在傣族人不仅能享受本民族传统医药带来的好处，而且

真正激发了民族自豪感，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因为勤劳智慧的傣族人也像其他具有悠久

文明历史的民族一样，为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② 伦理学价值　植 物 作 为 自 然 界 的 生 灵，与 人 类 一 样 享 有 生 存 和 受 到 保 护 的 权

利。民族植物学的伦理学价值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民族传统的植物知识和经验的

伦理价值，其二是民族“植物文化”的存在价值。
人类知识和经验的多样性是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的基础，尊重千百年来不同少数民

族所积累的经验是现代人的基本道德，也是知识的生存天赋，而这一伦理无疑将依赖于

民族植物学及其相关的学科。
民族文化同样应受到尊重，它是人类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民族文化的

基本成分，尤其是人类早期文化的象征，植物文化至今仍具有勃勃生机，它的存在和发

展对于植物的保护和利用，对于人类文化的充实和发展，具有持久、稳定的意义。

③ 知识产权　民族民间传统知识源于氏族社会的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成果，其知识

产权是怎样的呢？首先，它是属于某一特定氏族或民族的，他们是这一知识财富的拥有

者。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氏族社会尤为重要，“文明社会”或“文明氏族”在掠夺他们自

然资源的同时，也分享了他们丰富的传统知识，文明社会理所当然应该为此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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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传统的植物知识具有社会性，民族

植物学的研究成果是为社会服务的。既然这种知识产权具有双重性，政府及企业在利

用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成果时，应考虑传统社会的发展。
（３）文化价值

民族植物学的文化价值较之社会价值有着更具体的表现形式，并与宗教有紧密联

系。

① 直接文化价值　在开展民族植物学调查的过程中，可能发现各种各样的植物文

化现象，如礼仪植物、食用植物、药用植物等，它们已渗透到民族文化中，成为必不可少

的一部分。这一现象可称为“绿色文化”。
许多民间传统习俗和礼仪都必须有植物参与，这些植物往往都是特定的种类。例

如，云南 大 理 白 族“三 月 街”的 礼 仪 植 物 是 松 树Ｐｉｎｕｓ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Ｆｒ．和 柳 树Ｓａｌｉｘ
ｓｐｐ．，白族“秧歌会”的礼仪植物是盛开的桃树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ｐｅｒｓｉｃａＬ．花 枝；云 南 楚 雄

彝族的葬丧礼仪植物是一种栎树Ｑｕｅｒｃｕｓｓｐ．；而西双版纳傣族的佛教礼仪植物则多达

５８种，其 中 如 贝 叶 棕ＣｏｒｙｐｈａｕｍｂｒａｃｕｌｉｆｅｒａＬ．、菩 提 树Ｆｉｃｕ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ａＬ．和 红 木

ＢｉｘａｏｒｅｌｌａｎａＬ．等都是佛教经典记载的重要宗教礼仪植物。
观赏植物、妆饰植物在民族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前者种类繁多，组成了多样

化的观赏植物群，后者则通常具有特定的含义，种类相对较少。西双版纳傣族的观赏植

物达１５０余种或变 种，其 中 许 多 种 具 有 独 特 的 文 化 意 义。例 如，香 露 蔸 树Ｐａｎｄａｎｕｓ
ｔｅｃｔｏｒｉｕｓＰａｒｋ．，是傣族庭园习见观赏植物，但它还有另一层意义，即表示该庭园的主人

家中必有少女或少妇，其傣文音译为ｇｕｏｌｕｏｑｕａｎｈｕａｎ或ｇｕｏｎａｊｉｎ，意为“少女花”。
妆饰植物的特点一般是花大而美丽，芳香持久，易于栽培等。基诺族妇女四、五月间喜

欢将黄栀子ＧａｒｄｅｎｉａｓｏｏｔｅｐｅｎｓｅＨｕｔｃｈ．，基诺名为ｓｅｓｉ或ｓｉｓｉ花作为耳饰；西双版纳

爱伲（哈尼族一支）妇女则终年佩带有香味的跳蚤草ＡｄｅｎｏｓｍａｂｕｃｈｎｅｒｏｉｄｅｓＢｏｎａｔｉ，香
露蔸（爱伲语为ｇｅｎｇ）花则常被用作头饰。佤族妇女以省藤Ｃａｌａｍｕｓｓｐ．圈作为饰物，
并用以表示婚姻状况和年龄等。类似的例子在华中、华南各省和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中

也较多。
树叶信（植物信）是植物文化最生动的表现形式之一，很可能这是人类语言文字产

生前的一种间接交流方式。景颇族的树叶信是已知的树叶信中最复杂、最能表达内心

世界的一种。树叶信常用于青年男女表达爱慕之情，也用于表示氏族部落之间和个人

之间的矛盾冲突或和解。黔西南苗族也使用类似的无字情书，把不同的植物的各个部

分按不同的方式排列在“五色饭”上以表达不同的含义。云南白族在古代就有用树叶信

传递国家公文的记载。现在的墨勒人（白族的一支）社会中仍存有这一遗风，尤用于表

达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
饮食文化方面，植物更是必不可少。云南少数民族社会中盛行的食花文化，在很大

程度上反应了人们对植物界的深刻认识。我国侗族地区流行的“虫茶”是侗族先民们认

识和利用植物与昆虫并使两者和谐统一的典范。用植物给米饭染色在我国南方尤其是

西南少数民族日常文化生活中普遍存在，如上面提到的五色饭、江南一带的乌饭以及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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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黄糯米饭。
融入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植物通常具有科学的内涵。例如，端午节门框上悬挂的艾

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ａｒｇｙｉＬéｖｌ．和菖蒲ＡｃｏｒｕｓｃａｌａｍｕｓＬ．，有杀菌、驱蚊、熏香之功效。贵州

布依族夏至前后将魔芋ＡｍｏｒｐｈｏｐｈａｌｌｕｓｋｏｎｊａｃｋＫ．Ｋｏｃｈ以及Ａ．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Ｅｎ
ｇｌ．叶片悬于正门两侧，祈求凉爽的天气和风调雨顺的好光景，同样也起到杀菌、驱蚊的

作用。
应用民族植物学对种种植物文化现象进行识别与研究，对于更好的研究、继承和发

展民族传统文化，为市场经济服务，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② 宗教价值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发现一种普遍现象，即庙宇和历史名胜周围的

植物一般能得到重视和保护，这是植物与宗教相联系的典型例子。大多数少数民族信

奉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有的还把植物视为其祖先或图腾。其他民族（包括汉族）都有

对植物的禁忌现象。此外，植物在巫医和巫术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许多民族都将植物作为氏族的图腾。例如，马缨花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ｄｅｌａｖａｙｉＦｒ．是

云南楚雄昙花山一带里濮氏族崇拜的图腾，因为他们相信：彝族的祖先是依赖于马缨花

而生存下来的；同时，其他民族也有类似的情况。将相应的植物作为图腾来崇拜。许多

民族视葫芦Ｌａｇｅｎａｒｉａｓｉｃｅｒａｒｉａ（Ｍｏｌｉｎａ）Ｓｔａｎｄｌ．的果实为图腾，包括拉祜、基诺、佤、
彝和阿克人（哈尼族）等，这些民族的民间传说中几乎有近乎相同的故事：其祖先都因藏

于葫芦中逃避了洪水而幸存。
神树（龙树）或树神崇拜是包括汉族在内的许多民族中最普遍的植物信仰现象，而

且在世界宗教史上也占据着重要位置。欧洲雅利安人的各氏族都崇拜树神；古罗马城

中的一株山茱萸Ｃｏｒｎ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Ｈｕｔｃｈ．被认为是最神圣的东西；西非所有部族视高大

的木棉树ＢｏｍｂａｘｃｅｉｂａＬ．为神灵；即使在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欧洲的神树崇拜痕迹

依然存在。在我国，几乎每个民族都崇拜神树或树神。例如，每个苗族聚居地的村口都

有一株神 树，受 到 绝 对 保 护；云 南 白 族 崇 拜 的 神 树 种 类 有 滇 朴Ｃｅｌｔｉｓ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黄连木Ｐｉｓｔａｃ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ｕｎｇｅ、合欢Ａｌｂｉｚｚｉａ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Ｄｕｒａｚｚｉｎｉ、栗树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ｓｐ．、大青树ＦｉｃｕｓｌａｃｏｒＢｕｃｈ．Ｈａｎ．等；信仰小乘佛教的民族（德昂、布朗、
傣）多把菩提树、贝叶棕作为神树。

山林或神林崇拜是植物崇拜的又一普遍现象。其中既包含了原始自然观（即万物

有灵），又包含了原始生态观的思想。神林崇拜通常通过宗教形式或乡规民约而表现。
充满原始生态观的山林崇拜十分有效地保护了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远古时代持

久农业生态系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仍有相当积极的意义。在

云南楚雄昙华山彝族聚居区，每村都有一座“神林”，林内严禁采集、伐木、放牧和狩猎。
西双版纳傣族每个村寨都有一座“神山”（亦称“龙山”），是傣族地区的重要地面生态景

观，山内一草一木都严加保护，被认为是云南热带地区生物多样性的就地保护区和物种

流动的“跳脚石”。位于楚雄市以西２０ｋｍ处的紫溪山，是滇中地区仅有保存尚完好的

一片自然林，这与当地反映原始自然和生态观的乡规民俗是紧密相连的。



２７　　　

民
族
植
物
学
的
社
会
及
文
化
价
值

４　结语

民族植物学是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直接的相互作用的科学。每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

和生活实践中，都获得了关于他们周围环境和赖以生存的植物的种种知识与经验，民族

植物学研究这些知识与经验，揭示其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价值。民族植物学研究、总
结民族优秀的传统植物知识与经验，对增强民族自信心、促进民族间的 相 互 了 解 和 尊

重，对寻求保护植物与森林的有效途径，都起到积极的作用。民族植物学涉及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对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将做出应有的

贡献。
我国丰富的植物资源、奇特多样的地域差异和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决定了民族植

物学研究的广阔前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日益频繁，我国民间

许多有用的或有潜在应用价值的传统植物知识正在消亡，因此，为抢救这一宝贵的民族

文化遗产，广泛开展民族植物学的调查和研究已势在必行。通过宣传普及、专业培训和

系统性的研究，逐步在中国各民族中开展民族植物学的编目、整理和开 发 应 用 研 究 工

作，必将使我国“民族植物”的知识宝库大放异彩，为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起到积极的

作用。

龙春林　王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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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我国古代典籍中的民族植物

　　·《南方草木状》中的民族植物学

·《本草纲目》中的民族植物学

·从《本草纲目》看中华民族对野生植物的茹食利用

·《植物名实图考》是我国近代的民族植物学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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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草木状》中的民族植物学

《南方草木状》一书为晋代学者嵇含在永兴三年（公元３０６年）所著，是世界上最早

的一部区域性植物志。主要是记载了我国南方两广及云南的重要资源植物，其中还有

些外来植物及其制品，共计５０条，以极其扼要的文字，阐述了丰富的内容。涉及了植物

学各方面的知识，但尤以民族植物学内容突出。可以说是我国或世界上最早的民族植

物学典籍。关于《南方草木状》一书的真伪存在着分歧，本文对此分歧不予讨论，仅举书

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一些分析，说明我国在很久以前就有着丰富的民族植物学的资料，而
进一步证实了美国民族植物专家理查得·福特（ＲｉｃｈａｒｄＩ．Ｆｒｏｄ）教授所说的“民族植

物学的根是在中国”的观点。

１　蕉布

在甘蕉条中：“一种大如藕，子长六七寸，形正方，最下也。其茎解散如丝，以灰练之

可纺绩为絺络，谓之蕉葛。虽脆而好，黄白，不如葛赤色也，交广俱有之。”这应是用蕉纤

维织布的最早记录，这种蕉布曾是南方向朝廷进贡之品。在元代已经停贡，而在民间仍

有生产。在１８世纪蕉布仍然是我国南方热销的产品。在《群芳谱》中提到过一种叫“水
蕉”的云：“白花不结实，其茎灰练解丝织布、谓之蕉葛。”在近代我国华南已经没有蕉布

的生产，但是在菲律宾仍有蕉类纤维，而是从一种马尼拉麻中取得，这种马尼拉麻实为

蕉之一种ＭｕｓａｔｅｘｔｉｌｉｓＮｅｅ。在越南也生产，还有以大蕉ＭｕｓａｐａｒａｄｉｓｉａｃａＬ．生产纤

维用。它有两个品种，发音皆与汉字蕉的发音相近，可以推测出早期蕉布的生产由我国

开始。

２　竹布

在粉单竹下有：“单竹，叶疏而大，一节相去六七尺，出九真，彼人取嫩者，捶浸纺绩

为布，谓之竹疏布。”今考证为单竹Ｌｉｎｇｎａｎｉａｃｅｒｏｓｉｓｓｉｍａ （ＭｃＣｌｕｒｅ）ＭｃＣｌｕｒｅ或新粉

单竹Ｌ．ｃｈｕｎｇｉｉ（ＭｃＣｌｕｒｅ）ＭｃＣｌｕｒｅ。本属植物有明显的长节 间，可 长 达１ｍ，特 别 重

要的是古代曾以其织布，现代已经不见，但它们仍是我国南方人民用来编织席子、软条

篮子的优质材料，其纤维长而柔韧。在《汉书．高帝平帝记》中韦昭注云：“今南番以幼竹

织帐子。”在《竹谱》中有：“单竹下如腓，虚细长夹，岭南夷人，取其笋未及竹者，灰煮绩以

为布……。”这说明我国南方曾有以竹为布的过去。

３　槟榔

系棕榈科植物ＡｒｅｃａｃａｔｅｃｈｕＬ．，在此条件下云：“实大如桃李，……味苦涩，剖其

皮，鬻其肤，熟如贯之，……古贲灰并食，则消炎下风、消谷、生林邑，彼人以为贵。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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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客，必先进，若邂逅，不设用相嫌恨，一名宾客药饯。”这里记载了我国南方各地自古至

今人们用槟榔果、蒌叶及古贲灰合起来咀嚼作为嗜好品的习俗。在印度和东南亚地区

也早有此俗。但嵇含最早记载了我国这一习俗。此前有《后汉书》中也只曾提到远方小

岛人民的黑牙齿就是因用这些东西作为咀嚼物而成。

４　苏枋木

在此条下云：“树 类 槐，黄 花，黑 子，出 九 真；南 人 以 染 黄 绛，渍 以 大 庾 之 水 则 色 念

深。”这里说的是苏木，系豆科植物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ｓａｐｐａｎＬ．，苏木是可以生产出一种染

料的树木，在有机染料合成以前，它是由印度远销欧洲的一种重要的贸易商品。它的名

字来自于爪哇东面一个小岛松巴哇岛，那里盛产这种植物。我国学者胡道静曾考证“南
人以染黄绛”之说，一种植物如何能染两种颜色呢？作者考证，这种小乔木的心材，浸液

可染成红色，而其根材却可染成黄色。其心材浸入热水后可染成桃红色，如再加醋，则

可制成黄色，如果再加碱又复原成红色。这是因为苏木中含有巴西苏木素（Ｂｒａｓｉｌｉｎ）和

苏木酚（Ｓａｐｐａｎｉｎ）的缘故。

５　草麯

在此条件下有：“南海多美酒，不用!蘖，但杵其米粉，杂以众草叶，冶葛叶，三隃溲

之，大如卵，置蓬蒿中荫蔽之，经日而成，用以合糯为酒，故剧饮之，既醒，犹头热涔涔，以
其毒草故也。南人有女数岁，即大酿酒，既漉，候冬彼池竭时，置酒罂中，密固其上，廛陂

中，至春潴满，亦不复发矣。女将嫁，发陂取酒，以供贺客，谓之女酒，其味绝美。”嵇含介

绍用草曲制酒的过程，即不用酵母麯，而用草类和米粉，这里只说了一种草名字即冶葛，
又名胡蔓草，有剧毒。这里未说明用其根还是用其叶。在我国南方如浙江绍兴和江苏

溧水都有在女儿诞生或未成年之时就为婚礼备酒的风俗。屈大均所著的《广东 新 话》
中，也证实了嵇含所描写的草麯。在广 东 的 一 些 地 方，用 豆 类 和 米，及 山 桔Ｇｌｙｃｏｓｍｉｓ
ｃｉｔｒｉｆｏｌｉａＬｉｎｄｌ．和辣蓼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Ｌ．或马蓼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ｌｅｐａｔｈｉｆｏｌｉｕｍ
Ｔｈｕｎｂ．及酒饼子叶Ｄｅｓｍｏｓ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ｏｕｒ．和其他材料混合而成。

６　柑

在此条下，本书首次记载了用于生物防治、同时也最早作为商品出售于市的黄猄蚁

（又名柑蚁）ＯｅｃｏｐｈｙｌｌａｓｍａｒａｇｄｉｎａＦａｂｒ．，云：“交趾人以席囊贮蚁 鬻 于 市 者，其 窝 如

薄絮囊，皆连枝叶，蚁在其中，并巢而卖，蚁赤黄色，大于常蚁。南方柑树，若无此蚁，则

其实皆为群蠹所伤，无一完者也。”这是向我们展示了古代人们在柑橘类的栽培中运用

柑蚁来防治虫害的技术，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生物防治的文献。

７　雍菜

在此条下云：“蕹，叶如落葵而小，性冷，味甘。南人编苇为筏，作小孔浮于水上，种

子于水中，则如萍根浮于水面，及 长，茎 叶 皆 出 于 苇 筏 孔 中。南 方 之 奇 蔬 也，……。”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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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本条是蕹菜ＩｐｏｍｏｅａａｇｕａｔｉｃａＦｏｒｓｋ的最早文献。这种浮筏栽培也十分有趣。以

后在《王祯农书》和《农政全书》中都有浮园的介绍。在国外，近墨西哥城的阿兹台克人

有从古印第安人传下的秦喃泮（ｃｈｉｎａｐａｓ）型的浮园，这类浮园也是由浮性的芦苇筏做

成，上面放上土，在其上种蔬菜、玉米。Ａｍｅｎｓ（１９３９）认为这一成就是旧世界前所未有

的。他说这是欧亚美以外的独立文化源。事实上中国的浮园也早已存在，只是没有受

到重视。如今已经发展到了水培和营养液培蔬菜的技术。

８　抱香履

在此条下云：“抱木生于水松之旁，若寄生然，故柔弱不胜刀锯，乘湿时刳而为履，易
如削爪，既干则韧不可理也。履虽最大，然轻者如通脱木，风至则随飘而动，夏日纳之，
可御蒸湿之气，出扶南大秦之国。泰康六年，扶南供百双，帝深叹异，然哂其制作之陋，
但置 诸 外 府，以 备 方 物 而 已，……。”今 考 证 抱 木 即 指 水 松 Ｇｌｙｐｔｏｓｔｒｏｂｕｓｐｅｎｓｉｌｉｓ
（Ｌａｍｂ．）Ｋ．Ｋｏｃｈ的膝状呼吸根。水松喜生长于水边或水塘、河涵中，其根的通气组织

比较发达，形成了靠陆地方向伸出水面的呼吸根，每株１～２根，呈屈膝状，可高出水面

和地面７２０ｍｍ，上小下大，常常远离植株才伸出水面，似无叶的小树。按本条所说的履

实际是屐。因为木不能制鞋只能制屐，在古代，我国各地均有木屐。在春秋战国时就有

木屐的记载（约２０００年前），在屈大均所著的《广东新话》中已提到了用抱木作屐，香而

柔软，书中还介绍了用桑木 ＭｏｒｕｓａｌｂａＬ．和苦楝 ＭｅｌｉａａｚｅｄａｒｅｃｈＬ．。嵇含介绍的抱

木是制作木屐的最轻材料。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确定水松的呼吸根在潮湿时很容易

被刨割，干时则很不容易加工。

９　指甲花

在此条下云：“其树高五、六尺，枝条柔弱，叶如嫩榆，与耶悉茗，茉莉，花皆雪白，而

香不相上下，亦胡人自大秦国移植于南海，而此花极繁细，才如半米粒许，彼人多折置襟

袖间，盖资其芬馥尔，一名散沫花。”这种植物是生长于华南地区的一种观赏树木；又称

散沫花，是千屈菜科的ＬａｗｓｏｎｉａｉｎｅｒｍｉｓＬ．，它的叶片常被妇女用来染指甲，故称指

甲花。它和凤仙花科的指甲花（又称凤仙花）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ｂａｌｓａｍｉｎａＬ．不是一种；凤仙

花为一年生草本，全国各地均有分布，在华北、华中、华东地区的妇女常用来染指甲，所

以也有被人误认为散沫花，而散沫花应该是原产热带。在西方，从远古时期起，散沫花

就被用来做染料，埃及人用其叶将指甲染红，此习俗后来就为伊斯兰教徒采用，波斯人

对此植物的传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国人用它就是从波斯人那儿学来的。目前印度

妇女也普遍用它作手、脚指甲的染色剂，染成暗橙色，也可做染发剂染成亮红色。这种

染料存在叶中，叫做指甲花醌，它和维生素 Ｋ的结构相似，还有止血作用。在非洲，用

其叶治疗小儿腹泻、退烧、头痛、腰痛、关节痛，也有用作妇科调经药或堕胎药。本种花

亦极香，广泛用于装饰，也可采作香料用。据报道其种子有缓慢的大脑兴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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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蜜香纸

在此条下云：“以蜜香树及叶作之，微褐色，有 纹 如 鱼 子，极 香 而 坚 韧，水 渍 之 不 溃

烂，泰康五年，大秦献上三万幅，帝以万幅赐镇南大将军当阳侯杜预，令写所撰《春秋释

例》及《经传集解》以进，未至而预卒，诏赐其家，令藏之。”蜜香树是瑞香科植物沉香Ａｑ
ｕｉｌａｒｉａａｇａｌｌｏｃｈａ（Ｌｏｕｒ．）Ｒｏｘｂ．，从上面引述的内容来看，这种纸并非我国所产，而是

大秦献上。据研究，所谓蜜香纸，并不是真正的纸张，而是一种树皮似的薄片，也称其为

树皮布；它和将树皮捣烂成纤维细条所造成能够书写的人工纸张不同，是一种剥取天然

树皮薄片并裁制成大小一致的书写材料，这种原始的纸张应为印度阿萨姆地区特产的

沉香木所制。目前在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还保存着由阿萨姆人写在这种纸张上面的手

稿，其中有５部是用北印度文字书写的，共的１４７片，宽１０．１６ｃｍ，长４２．５５ｃｍ；另一部

为诗集，共２９１片，宽２２．２３ｃｍ，长６８．５８ｃｍ。大约在北宋以前，也有关 于 香 皮 纸 的 记

载。如《北户录》中有：“香皮纸，罗州多栈香，树身如柜柳，皮堪为纸，土人号为香皮纸，
小不及桑根竹膜纸，松皮纸，侧理纸也。”《岭表录异》中有：“广管罗州多栈香树，身如柜

柳，其花白而繁，其叶如橘，皮堪为纸，名为香皮纸，灰白色，……其纸慢而弱，沾水即烂，
远不及楮皮者，又无香气，……。”这不是原始的树皮纸，而是经过捣烂树皮，摄取纤维制

做的人工纸。西方学者们认为在公元２８０年左右，大秦来汉进贡时，在欧洲、中东、亚洲

还没有纸，他们可能在离阿萨姆不远的地方孟加拉湾海港处策封而进 贡 给 中 国 王 朝。
至于以后所 说 的 香 皮 纸，乃 是 利 用 我 国 所 产 的 土 沉 香Ａｑｕｉｌａｒｉａａｇａｉｌｏｃｈａ （Ｌｏｕｒ．）

Ｇｉｌｇｉｏ所制。

１１　枫人

在枫人条下有：“五岭之间多枫木，岁久则 生 瘤 瘿，夕 遇 暴 雷 骤 雨，其 树 赘 暗，三 五

尺，谓之枫人，越巫取之作术，有通神之验，取之不以法，则能化去。”这里所说的枫人是

指生于枫香树（为金缕梅科植物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ｅｒ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Ｈａｎｃｅ）的树干上的瘤状物或

由积取多年的枫香脂流出来的大量聚集物。如果是树脂聚集 物，就 有 可 能 突 然 增 大。
嵇含之后梁代的任昉（公元４６０～５０８年）所著的《述异记》中描述了古代巫师使用枫瘤

的情况，云：“南中有枫子鬼，木之老者为人形，亦呼为灵枫，盖瘿瘤，至今越巫有得之者，
可雕刻鬼神，可致灵异。”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曾引《尔雅正义》云：“枫子鬼，乃摄木

上寄生枝，高三四尺，天旱泥涂上，即雨也。”罗愿《尔雅异》中将这些附生物的形成，解释

成下述两种原因，即这些老树瘤具有引雨力或具有魔力，而它的外形似人形。陆佃《埤

雅》中说树瘤为风神，在雷暴雨中，一夜之间突然长几尺，可以用以招雨。这些说法都与

南越人迷信的传统有关，宣扬了它的神秘性。

１２　棹树

棹树条下有：“棹树，干、叶皆似椿，以其叶鬻汁渍果，呼为棹汁果，若以棹汁杂豚肉

食者，即时为雷击死。棹出高"郡。”今考证棹树可能是印度楝树Ａｇａｄｉｒａｃｈｔａｉｎｄｉ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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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Ｊｕｓｓ．与椿树同属于楝科，亲缘很近，此树遍植于印度和亚洲国家，为一种重要的大

型树。在印度主要供药用，又为印度教的祭品，是许多宗教仪式上用到的物品，此树价

值很高，其中作为家庭用药，被认为有防腐功效，印度教者用以协助抵制美女的诱惑、防
止厄运和疾病，并认为村庄周围常植此树，对人有保护作用。在印度支那，此药也广泛

使用，有时也放入煮熟的食物中，相信这种植物是十分神圣的。而南亚则禁用此树很可

能与人们对雷的信仰有关。在海南岛上土著民族黎族（又名雷族），以及毗邻的雷州半

岛居民，均以信仰雷神而著称。在唐代沈既济著有《雷民传》，介绍雷州半岛（即高"郡）
崇拜雷的故事：“唐罗州之南到雷州为海康郡，雷之南濒大海，郡盖以雷多而名焉，其声

恒如在檐上，……南海有木名棹，以煮汁浸梅李，谷呼棹汁，杂豚肉鱼食者，霹雳也至，犯
必响应，……。”又云：“尝有雷民因大雷电，猪手鳞身，……”这种民俗说明土著居民对雷

神的敬重，因为雷神有猪样的头，棹也代表雷神，所以不能吃有棹汁浸过的猪肉食，否则

会被雷神袭击。
除此以外，《南方草木状》还介绍了许多药用植物，约占有１／３以上，一些经济植物

也是首次被记载，这些都是我国民族植物学中很重要的资料。

陈重明　陈迎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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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中的民族植物学

民族植物学是指在一定的地理区域、一定的种族为了其生存和发展，必须利用周围

环境中的植物。人类和这些植物形成了一定的依存和制约关系。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

文明史，虽然民族植物学这个学科在中国出现得较晚，直至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才 引 入 中

国，但民族植物学的有关内容，早就蕴藏于中国古代的本草著作之中。《本草纲目》就是

这些本草著作中的杰出代表。
众所周知，时代李时珍编著的巨著《本草纲目》是一部药物学方面的杰出著作，该书

集我国１６世纪以前药学之大成，对我国１６世纪以后的药学研究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的作用，同时对世界药物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草纲目》不仅是药物

学方面的著作，而且是在祖国医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冶金学、地质学、物候学、文
学等诸多方面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故１９世纪的英国生物学家达尔

文在著《物种起源》时曾参考和引用《本草纲目》中的有关内容，并称之为“中国古代的百

科全书”。现在，当民族植物学的概念引入我国之后，我们用民族植物学的眼光来重新

审视和研究《本草纲目》，发现其中早已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民族植物学的内容。本文试

对《本草纲目》中所蕴藏的民族植物学的内容进行初步的探讨。

１　制作日用品及工具等

我们的祖先在利用植物资源制作日常用品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制作的日

用品品种繁多，现列举如下：
（１）制布 利用植物纤维织布的植物很多，如甘蕉，“其茎解散如丝，闽人以灰汤练

治，纺绩为布，谓之蕉葛”；木棉，《本草纲目》载：“李延寿南史所谓林邑诸国出古具花，中
如鹅毳，抽其绪，纺为布”；棕榈条下李时珍曰：“其皮有丝毛，错 纵 如 织，剥 取 缕 解 而 织

衣、帽、褥、椅之属，大为时利。”还有苎麻、苘麻、蜀葵、黄麻、牡麻、楮树等植物的茎皮；桐
树的“花中白毳”，槟 榔 子 的“叶 下 有 须 如 马 尾”等，都 可 用 来 织 布。而 木 芙 蓉“皮 可 为

裳”。
（２）织席 香蒲，李时珍云：“八九月收叶以为席，亦可作扇，软滑而温”；蜀黍“茎可

织箔席”。古人用作睡席的材料，因地域而有差异。石龙刍：“今吴人多栽莳织席”，同时

吴人也将灯心草栽培后“以草织席及蓑”，而龙常草，郭璞云：“纤细似龙须，可为席，蜀中

出者好。”
（３）搓绳 黄蜀葵 条 下，李 时 珍 云：“其 茎 长 者 六 七 尺，剥 皮 可 作 绳”；海 桐，引 苏 颂

云：“皮若梓白皮，而坚韧可作绳，入水不烂”；桄榔子：“叶下有须粗如马尾，广人采之以

织巾子，得咸水浸即粗胀而韧，彼人以缚海舶，不用钉线”；还有芒、#麻、蜀葵、荚$、棕

榈等植物的茎皮纤维都可用来搓绳。海带有时则直接被人当绳用，如掌禹锡云：“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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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人千之以束器物”。而桑根白皮在我国唐代就已作为外科缝合线使 用 了，如 苏 颂 在

《本草图经》中载：“可以缝金疮”，“桑白皮作线缝金疮肠出，更以热鸡血涂之，唐安金藏

剖腹，用此法而愈。”
（４）造纸 沉香，李时珍引刘恂《岭表异》云：“其皮堪作纸，名香皮纸，灰白色，有纹

如鱼子，沾水即烂，不及楮纸，亦无香气”；楮树，时珍引陆氏《诗疏》云：“江南人渍其皮以

为布，又捣以为纸，长数丈，光泽甚好”；还有猕猴桃树皮、陟厘等植物也可做纸。
（５）制履 芒，“于花将放时剥其箨皮，可为绳箔草履诸物”，这里的草履相当于近代

的草鞋，近代农村的草鞋是用稻草搓细绳编织而成，而这里所说是用芒的箨皮搓细绳编

制而成；牡麻，“今人作布及履用之”；箬，“女人以衬鞋底”，桦木，时珍曰：“其皮厚而轻虚

软柔，皮匠家用衬靴里。”牡麻、箬、桦木都是用来制作布鞋或皮靴的材料。丝瓜络“经络

缠细如织成，经霜乃 枯，惟 可 藉 靴 履”；而 杨 树 的 花 可“着 鞋 及 袜 内 穿 之”以 治“脚 多 汗

湿”，是说丝瓜络和杨花可以做鞋垫穿之。樟树可“作履，除脚气”。杜仲，苏颂云：“木可

作屐，益脚。”樟木所做的履，实际上也是指屐，相当于现在的木制拖鞋。
（６）制扇 榈木，李时珍云：“木性坚，紫红色，亦有花纹者，谓之花榈木，可作器皿、

扇骨诸物”，而檀香中“黄檀最香，俱可作带瞲、扇骨等物。”榈木和檀香主要是做折扇的

扇骨，扇骨上可粘糊布或纸，而前述的香蒲则主要是编织软扇。
（７）制扫帚 用植物的某一部分做扫帚用，现在民间仍在使用。地肤子，陶弘景云：

“今田野间亦多，皆取茎为扫帚”，李时珍曰：“子落则老，茎可作帚，故有帚，慧诸名”；芒，
“茎穗可为扫帚也”，瞿麦，苏颂云：“淮甸出者根细，村民取作刷帚”；蜀黍“稍可作帚。”

（８）乐器 桐树，陶弘景云：“三月桐始华者也，堪作琴瑟，冈桐无子，是做琴瑟者。”
苏颂曰：“陆机草木疏言白桐宜为琴瑟”；梧桐，《本草纲目》引《齐民要术》云：“梧桐生山

石间者，为乐器更鸣响也”；柘树，李时珍云：“其叶饲蚕，取丝作 琴 瑟，清 响 常 胜”，而 壶

卢，则“为笙可以奏乐”。
（９）盛物容器和包 裹 物 用 植 物 的 果 壳 直 接 做 容 器 盛 装 物 品，如：榼 藤 子，陈 藏 器

云：“其壳用贮丹药，经年不坏”，李时珍曰：“人多剔去肉作药瓢，垂于腰 间 也”；椰 子 果

壳，寇宗奭云：“壳可为酒器，酒中有毒则酒沸起或裂破”；李时珍云：“其壳磨光，有斑缬

点纹，横破之可作壶爵，纵破之可作瓢杓也”；而壶卢除了可以作盛物容器外，用途更广，
李时珍云：“窃谓壶匏之属，既可烹晒，又可为器，大者可为瓮盎，小者可为瓢杓，为舟可

以浮水，为笙可以奏乐，肤瓢可以养豕，犀瓣可以浇浊，其利溥矣”；杉，“人 家 常 用 作 饭

桶，甚耐水”；箬，李时珍云：“南人取叶作笠乃裹茶盐包米粽”。
（１０）做兵器 弓和箭是古代战争和狩猎的重要工具，而制做弓箭都是利用植物为

原料。如木杨，《本草纲目》引苏颂云：“其枝劲韧可为箭笴”。崔豹《古今注》云：“茎可作

矢”，陆玑《诗疏》云：“可为矢”；柘树，李时珍引《考工记》云：“弓人取材，以柘为上。”
（１１）做船做棺 杉木“可以为船及棺材，作柱埋之不腐”，时珍曰：“作棺尤贵，其木

不生白蚁，烧灰最发火药”；楠木，《本草纲目》引寇宗奭云：“楠材，今江南造船皆用之，其
木坚而善居水”，李时珍云：“为梁栋器物皆佳，盖良材也”；木兰，苏颂云：“又七里洲中有

鲁班刻木兰舟，至今在洲中。”唐代陈藏器云：“江东%船多用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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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古人还利用植物制木梳、雕 印 章、做 牙 签、装 饰 品、工 艺 品 等，如 黄 杨 木 和 柞

木，因其“木质坚腻”而做木梳，其中黄杨“作梳剜印最良”；柳树嫩枝“削为牙杖，涤齿甚

妙”；通脱木，陈藏器云：“其茎空心，中有白瓤，轻白可爱，女人取以饰物”；相思子，李时

珍云：“其子大如小豆，半截红色，半截黑色，彼人以嵌首饰”：而枸橼“南人雕缕花鸟……
置之几案，可供玩赏”；沉香树，《本草纲目》引寇宗奭云：“山民以枸茅芦或为桥梁，为饭

甑，为狗槽”；檀树，陈藏器曰：“堪作斧柯”，李时珍曰：“檀木宜杵、&、锤器之用。”

２　杀虫、灭鼠、毒鱼

现代杀虫、灭鼠、毒鱼主要是用化学药品，毒性大，残留时间长，严重污染环境。我

们的祖先很早就已经利用有关植物来杀虫、灭鼠和毒鱼。
（１）杀虫 生活中常见的害虫有多种多类：①蚊蝇类。②人、禽身体上的虱子。③

衣、书所生蛀虫。④植物生长时所生害虫。⑤日用器具所生蛀虫。古人在用植物防治

这些害虫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分述如后：杀蚊蝇的有茴香，李时珍曰：“夏日祛蝇辟

臭”；菊“烧灰撒地中，能死蛙黾”；迷迭香“合羌活为丸，烧之，辟蚊蚋”。灭虱的植物有大

空，李时珍曰：“根皮虚软，山人采杀虱，极妙”；“作米和油涂发，虮 虱 皆 死”；楝 花，时 珍

云：“焙米掺之，铺席下，杀蚤虱”；牛扁“杀牛虱小虫”。治衣、书贮藏中所生之虫，此虫古

人又称衣鱼，常用的植物有榠楂，孟洗云：“榠楂气辛香，置衣箱中杀蠹虫”；芸香，李时珍

引《梦溪笔谈》云：“古人藏书辟蠹用芸香”，《仓颉解诂》云：“芸香似邪蒿，可食，辟纸蠹”，
李时珍也认为“避蠹极验”；兰草，“杂粉藏衣、书中辟蠹”。用于植物生长期间虫害防治

的植物有，擖车香，李时珍引《齐民要术》云：“凡诸树木虫蛀者，煎此香冷淋之，即辟也”；
大空，时珍云：“捣叶筛蔬圃中杀虫”；李时珍在牡丹条下云：“凡栽花者，根下着白敛末辟

虫，穴中点硫黄杀蠹，以乌贼骨针其树必枯，此物性，亦不可不知也。”用于日用器具防虫

蛀植物制品有樟脑，李时珍云：“烧烟熏衣筐席簟，能辟壁虱虫蛀”；芜荑，陶弘景云：“置

物中亦辟蛀”。在杀虫的植物中，百部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植物，除了可以内服杀死人体

内寄生虫外，几乎可以用于上述各方面的蛀虫，李时珍云：“百部亦天门冬之类，故皆治

肺病杀虫”，根主杀蛔虫、寸白、蛲虫，及一切树木蛀虫，烬之即死，杀虱及蝇蠓。并在附

方下载：“熏衣去虱，百部秦艽为末，入竹笼烧烟熏之，自落，亦可煮汤洗衣。”
（２）灭鼠、毒鱼 莽草既可灭鼠，又可毒鱼，李时珍云：“山人以毒鼠，谓之鼠莽”，并

引陶弘景云：“人用捣以和陈粟米粉，纳水中，鱼吞即死浮出，人取食之无妨”；醉鱼草，李
时珍云：“渔人采花及叶以毒鱼，尽圉圉而死，呼为醉鱼儿草”；豨莶草：“冬日用根，可以

毒鱼”；荨麻“挼投水中，能毒鱼”；黄环“制捣以杂米投水中，鱼无大小皆浮出而死”。

３　制油、照明

植物的种子中含有丰富的植物油或树脂，榨取油脂，除可食用外，可用来油漆家具，
或制烛或直接点灯用于照明。

（１）油漆家具 用植物树脂来漆家具的主要有漆树，李时珍引许慎《说文》云：“漆本

作桼，木汁可以髹物，其字象水滴而下之形也。”并进一步描述云：“以金州为佳，故世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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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漆。今广浙中出一种漆树，似小榎而大。六月取汁漆物，黄泽如金，即唐书所谓黄漆

者也。”而能榨油脂油家具的植物则较多。如荏和大麻，陈藏器云：“江东以荏子为油，北
土以大麻为油，此二油俱堪油物，若其和漆，荏者为强尔。”苏子既可油物，又可点灯，李

时珍云：“九月半枯时收子，子细如芥子而色黄赤，亦可取油如荏油。”并引《务 本 新 书》
云：“收子打油燃灯甚明，或熬之以油器物”；蓖麻，李时珍云：“再云斑壳，中有仁，娇白如

续随子仁，有油可作印色及油纸”；桐有多种，李时珍云：“今江南人作油者，即冈桐也”；
罂子桐又称为荏，李时珍云：“荏者，言其油似荏油也”，“冈桐即白桐之紫花者，人多种莳

收子，货之为油，入漆家及’船用，为时所须，人多伪之，惟以蔑圈蘸起如鼓面者为真”。
寇宗奭云：“荏桐，子可做桐油。”

（２）做烛 蜡烛自古至今都在用于照明，做蜡烛必须有蜡及烛心。古代用来取蜡的

植物有：乌桕、木天蓼、女贞（实指木樨科的白蜡树类植物）。如乌桕，李时珍云：“今江西

人种植，采子蒸者，取脂浇烛货子，子上皮脂，胜于仁也”；木天蓼：“其子可烛”；女贞，李

时珍云：“今人不知女贞，但呼为蜡树，立夏前后取蜡虫之种子，裹 置 枝 上，半 日 其 虫 化

出，延缘枝上，造成白蜡，民间大获其利。”蜡烛之中的点燃物称之为烛心，古代一般用艾

和大麻的茎，如大麻，《齐民要术》云：“其子黑而重，可捣治为烛”，“实可取油剥 其 皮 作

麻，其秸白而有棱，轻虚可为烛心”；艾的茎“作烛心”；蜡可用模浇成蜡 烛，也 能 将 桦 树

“以皮卷蜡，可作烛点”。
（３）点灯 古人照明，多用油灯，灯芯多用灯心草，寇宗奭云：“蒸熟待干，折取中心

穰燃灯者，是谓熟草”，李时珍曰：“吴人栽莳之，取瓤为灯柱，以草织席及蓑”。而点灯的

油取自多种植物，如栝楼仁，李时珍曰：“炒干捣烂，水熬取油，可点灯”；亚麻“其实可榨

油点灯”；乌桕子“可压油，燃灯极明”；还有苏子油、麻油和木棉子油都可点灯，但木棉子

油李时珍认为：“燃灯，损目。”

４　做香料

取植物粉碎制作香料，用于佛道教的烧香，或 作 为 洁 净 空 气 之 用，也 可 用 于 治 病。
还可用于放衣服之中，使衣有香味兼能防虫，或煎水成为香汤，用于洗发或沐浴。

（１）线香 是指用有香味的植物粉碎加粘合剂作成条或线状的香，主要用于拜佛或

道之用。李时珍云：“今人合香之法甚多，惟线香可入疮用，其料加减不等，大抵多用白

芷、芎(、独活、甘松、三柰、丁香、藿香、藁本、高良姜、八角茴香、连翘、大黄、黄芩、柏木、
兜纳香末之类，为末，以榆皮面糊作糊合剂。以唧筩笮成线香，成条如线也。亦可盘成

物象字形，用铁铜丝悬)者，名龙桂香。”还有木兰，陶弘景云：“道家用合香亦好”；艾纳

香“可以和合诸香”。
（２）熏衣 橙：“香气馥郁，其皮可以熏衣”。在沉香项下李时珍引陈藏器云：“鸡骨、

马蹄皆是蒸香，并无别功，止可熏衣去臭”；而丁香可“香衣辟汗”；藿香“叶似水苏，可着

衣服中”，甘松香：“可合诸香及裹衣”。
（３）香汤 汤在古代是指热水或开水。香汤是指用有香味或有某种作用的植物加

水煎煮的水溶液，用于洗发或沐浴。用于洗发的植物有青襄、大麻叶、桂叶等。青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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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胡麻叶，陶弘景云：“胡麻叶甚肥滑，可沐头”，宗奭云：“即油 麻 叶 也，以 汤 浸，良 久 涎

出，稠黄色，妇人用之梳发，与《日华子》作汤沐发之说相符”；大麻叶，“以叶一握，同子五

升捣和，浸三日，去滓沐发”；桂叶，“捣碎浸水，洗发去垢除风”。用于沐浴的植物众多，
如甘松，苏颂云：“作汤浴令人身香”；茅香、茴叶“作浴汤，辟邪气，令人身香”；陈藏器云：
“白茅香生安南，如茅根，道家用作浴汤”；木香，《修养书》曰：“正月初一取五木香煮汤以

浴，令人至冬须发黑”，徐锴注云：“道家谓青木香为五香，亦云五木，多以为浴是矣”，陶

弘景也云：“常以煮汁沐浴大佳”；兜纳香：“与茅香、柳枝蒸汤浴小儿，易长。”另外，枫香、
秦皮、郁李根、溲疏、接骨木、兰草、爵床、何首乌茎叶、羊桃、水萍等植物都可蒸汤沐浴。

（４）香囊和 香 皂、香 泽 迷 迭 香 可 作 为 香 囊 佩 戴。李 时 珍 曰：“入 袋 佩 之，芳 香 甚

烈”；而徐长卿与其他药共研末做成香囊，佩此囊可防晕车船，“凡人登车船烦闷，头痛欲

吐者，宜用徐长卿，石长生，车前子，车下李根各等分捣末，以方囊系半合于衣带及头上，
则免此患”；而李时珍在肥皂荚项下曰：“十月采荚煮熟，捣烂和面及诸香作丸，澡身面，
去垢而腻润，胜于皂荚也。”这是我国古代制作的香皂。香泽：“崔寔《四时月令》作香泽

法：‘用清油浸兰香，藿香、鸡舌香、苜蓿叶四种，以新棉裹，浸胡麻油和猪油纳铜铛中，沸
定，下少许青蒿，以绵幂瓶，铛嘴泻出，瓶收用之。’”

５　做染料

植物中含有各种色素，古人利用这些天然色素作为染料，给织物染色或作为颜料，
用于绘画等，如蜀黍，“其谷壳浸水色红，可以红酒”；鼠尾草“可以染皂，故名乌草，又曰

水青”，陶弘景曰：“田野甚多，人采作滋染皂”，陈藏器云：“紫苑，茎叶俱可染皂用”，按皂

色即为黑色；槐树，李时珍云：“其花未开时，状如米粒，炒过煎水 染 黄 甚 鲜”，而 陈 藏 器

云：“子上房，七月收之，堪染皂”；蓝，李时珍引陆佃《埤雅》云：“月令，仲夏令民无刈蓝以

染”；《名医别录》云：“其茎叶可以染青”；紫草，陶弘景云：“多从南阳新野来，彼人种之，
即是今染紫者”；茜草 根“可 以 染 绛”，苏 木“人 用 染 绛 色”；桑 白 皮：“煮 汁 染 褐 色，久 不

落”；鼠李，李时珍云：“可以染绿”，“其实附枝如穗，人采其嫩者，取汁刷染绿色。”

６　美容、化妆

我国用植物制取美容化妆品的历史极为久远，如李时珍云：“按伏候《中华古今注》
云：‘燕脂盖起自纣，以红蓝花汁凝作之，调 脂 饰 女 面，产 于 燕 地，故 曰 燕 脂。’”茉 莉 花，
“蒸油取液作面脂头泽，长发润燥香肌，亦入茗汤”，“香似木犀，可染指甲，过于凤仙花”，
而凤仙花“女人采其花及叶包染指甲”，落葵果实“熟则紫黑色，揉取汁，红如燕脂，女人

饰面，点唇及染布，谓之胡燕脂”，“女人渍粉傅面为假色”，茺蔚，茎“入面药，令人光泽，
治粉刺”，栝楼果实“悦泽人面”，并有附方：“面黑令白，栝楼瓤三两，杏 仁 一 两，猪 胰 一

具，同研如膏，每夜涂之，令人光润，冬月不皱”，用于美容化妆的中药《本草纲目》中记载

甚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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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宗教和民俗

有很多植物古代用来祭祀，如稷“为五谷之长而属土，故祠谷神者以稷配社；五谷不

可遍祭，祭其长以该之也”，李时珍云：“而今之祭祀者，不知稷即粟之不粘者”；薏苡仁中

“一种圆而壳厚坚硬者，即菩提子也，其米少，即粳米感也，但可穿作念佛数珠，故人亦呼

为念珠云。”古代驱神、镇邪时对桃树至为重视。《典术》云：“桃乃西方之木，五木之精，
仙木也……故能厌伏邪气，制百鬼，今人门上用桃符以此。”《玉烛宝典》曰：“户上着桃板

辟邪，取《山海经》神荼、郁垒居东海蟠桃树下，主领众鬼之义”。许慎云：“羿死于桃棓，
棓，杖也，故鬼畏桃，而今人用桃梗作杙橛以辟鬼也。”银杏：“其树耐久，肌理白腻，术家

取刻符印，云能召使也。”古代民俗中利用植物来辟灾或表达某 种 感 情 的 例 子 也 很 多。
如吴茱萸，苏颂云：“九月之九谓之上九……可折其房以插头；云辟恶气御冬”，“费长房

有灾，各作绛囊盛茱萸系臂上，登高饮菊花酒，可避灾”。《淮南万毕术》中曰：“井上宜种

茱萸，叶落井中，人饮其水，无瘟疫，悬其子于屋辟鬼魅”。《五行志》中曰：“舍东种白杨，
茱萸，增年除害。”

８　做饮料

古人利用植物某一部分直接加水煎煮成饮料，或进一步加工成为饮料，常见的饮料

有茶和酒。
（１）茶 除了现代所用的茶外，古代许多植物的叶都做茶饮。如橡实“其嫩叶可煎

饮代茶”；皋芦，陶弘景云：“若摘取其叶，作屑煮饮，即通夜不眠，煮盐人惟资此饮，而交

广最所重，客来先设，乃加以香芼之物”，李珣云：“南人取作茗饮，极重之，如蜀人之饮茶

也”；花 椒，苏 颂 云：“茎 叶 坚 而 滑 泽，味 亦 辛 香，蜀 人 作 茶，吴 人 作 茗，皆 以 其 叶 合 煮 为

香”；地榆，“其叶山人乏茗时采作饮亦好”。另外，龙脑香叶、檀树叶、枳树嫩叶、木槿、山
茶的叶、薄荷、积雪草、茵陈、常山、营头、柳树嫩 芽 及 苗 叶、榉 树 皮 等，古 代 都 可 作 茶 或

“煮作饮”。
（２）酒 酒文化在 我 国 源 远 流 长，除 现 有 所 用 的 粮 食 酿 酒 外，许 多 植 物 都 可 酿 酒。

如天门冬，“酿酒初熟微酸，久停则香美，诸酒不及也”。其酿造的方法是“天 门 冬 三 十

斤，去心捣碎，以水二石，煮汁一斤，糯米一斗，细 曲 十 斤，如 常 炊 酿，酒 熟，日 饮 三 杯”。
可以作为酿酒原料的还有姜、桑椹、葱、豉、地黄、牛膝、牛蒡、大豆、枸杞、通草，橉木叶、
五加根茎、木天蓼、木麻全草、地榆根、郁金香、营头根、陀得花等植物。而用来制作酒曲

的植物有：黄花蒿、淡竹叶、决明蓼、水蓼等。
另外，钩藤因茎中导管较大，古代常作吸管以盗酒，寇宗奭云：“小人用致酒瓮中，盗

取酒，以气吸之。涓涓不断。”

９　食用

我国古代限于农业的发展水平及对自然灾害的控制程度，所以食物往往不足，尤其

是灾年，因此穷人必须利用常规粮食以外的野生植物作为食物为充饥，而富人则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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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食用来延年益寿，其食用的方法也是丰富多彩。这方面的内容详见“从《本草纲目》
中看中华民族对野生植物的茹食利用”。

１０　其他

《本草纲目》中记载的中华民族对植物利用是多方面的，除上述描述的诸方面之外；
还有利用植物来漂白、洗浣、做粘合剂、洁净器具或鞣革、收豆腐等。例如：

（１）漂白、洗浣 天门冬，张华《博物志》云：“挼根入汤，可以洗缣，素白如绒”；冬瓜，
“其瓤谓之瓜练，白虚 如 絮，可 以 洗 练 衣 服”；枸 橼，《异 物 志》载：“浸 汁 浣 葛，胜 似 酸 浆

也”；合欢、皂荚的树叶都可“洗衣垢。”
（２）粘合剂 橄榄，苏颂云：“其枝节间有脂膏如桃胶，南人采取和皮、叶煎汁，熬如黑

饧，谓之榄糖，用泥船隙，牢如胶漆，着水益干也”；榆树：李时珍云：“今人采其白皮为榆

面，水调和香剂，粘滑胜于胶漆”，并引陈承曰：“榆皮湿捣如糊，用粘瓦石极有力，汴洛人

以石为碓嘴，用此胶之。”
（３）洁器具 丝瓜“筋络缠纽如织成，经霜乃枯，惟可藉靴履，涤滏器”；柚，“广南柚大

如瓜，可食，其皮甚厚，染墨打碑，可代毡刷，且不损纸”；酢浆草，苏颂云：“南人用揩*石

器，令白如银。”
（４）鞣革、收豆腐 五倍子，李时珍曰：“皮工造为百药煎，以染皂色，大为时用。”五倍

主含鞣质，至今仍是用于制革工业的主要原料。山矾“其味涩，人取以染黄及收豆腐”。
综上所述，《本草纲目》中收集了极为丰富的民族植物学的内容，这些内容，有些是

李时珍深入民间调查了解而发现的，有些则是李时珍“书考八百余家”时总结和引用前

人的经验，兼收并蓄，收录于《本草纲目》这一划时代的巨著之中，我们今天重新研究这

些内容，旨在继承中华民族利用野生植物的丰富经验，古为今用，使之能更好地为当代

人民所利用。

王宁　石青　陈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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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草纲目》看中华民族对
野生植物的茹食利用

　　我国幅员辽阔，气候适宜，地形多变，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植物资源。中华民族在这

块古老的土地上，很早就已经利用这些植物资源。明代的李时珍在他的 巨 著《本 草 纲

目》中除记载了对植物资源在医药方面的利用外，还记载了中华民族对植物资源其他方

面的利用，对植物作为食物方面的利用就是其中之一。有些植物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
人们已经将其进行家种，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常用食物，它们是：或做主食如稻、
麦等，或做蔬菜如萝卜、青菜等，或做调味品如葱、姜等，在此不再赘述。本文主要探索

《本草纲目》中记载的我国古代将野生植物作为食物利用的有关问题。

１　食用野生植物的目的

中华民族很早就已经在充分的利用野生植物作食物，将野生植物作为食物目的不

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１）充饥 古代农业受当时条件限制而很落后，家种的粮食和蔬菜往往不能满足人

们的食物需求，尤其在大旱、大涝等自然灾害发生之年，食物短缺，这就必须用野生植物

来充饥度荒。例如：萍蓬草，陈藏器云：“其根如藕，饥年可以当谷”，李时珍曰：“结实状

如角黍，长二寸许，内有细子一包，如罂粟。泽农采之，洗擦去皮，蒸曝，舂取米，作粥饭

食之。其根大如栗，亦如鸡头子根，俭年人亦食之，作藕香，味如栗子”；水藻有两种：“二
藻皆可食，煮熟挼去腥气，面糁蒸为茹，甚滑美，荆扬人饥荒以当谷食”；橡实，“其仁如老

莲肉，山人俭岁采以为饭，或捣浸取粉食，丰年可以肥猪”。其他如牛奶藤、葛、翻白草、
麦门冬、天门冬、土茯苓、蒟蒻、乌芋等植物的根，黄精、蕨的根茎，白蒺藜、甘蕉、胡麻、薏
苡仁、槲实、五敛子、芰实、芡实的果实，苎麻、菰、椿樗、檀、榆、楮等均可饥岁取食当粮。

（２）延年 穷人在灾年食用野生植物是为了充饥，而富人食用野生植物是为了延年

益寿，轻身不老，成仙。如柏子仁，时珍曰：“盖仙家上品药也，宜乎滋养之剂用之。《列

仙传》云：赤松子食柏实，齿落更生，行及奔马”；远志，葛洪曰：“陵阳子仲服远志二十年，
有子三十七人，能开书所视不忘”；莲子，陈藏器云：“石莲子经百年不坏，人得食之，令发

黑不老”，孟诜曰：“诸鸟、猿猴取得不食，藏之石室内，人得三百年者，食之永不老”，“服

食不饥，石莲肉去心为末，练蜜梧子大，日服三十丸，此仙家方也”；还有松树的叶、花粉、
树脂，旋花的根，菊的嫩叶及花，肉苁蓉的肉质茎，金樱子、麻子仁的果实，槐、青葙、车前

的种子，王不留行的苗和种子，茯苓的菌核久服“令人身轻跳越岸谷，不老长生也”、“轻

身延年”、“断谷不饥”、“发不白而长生”。
（３）做菜 野生植物还可以做蔬菜食用。有的植物是以植物的嫩苗作菜食。如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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薷，陶弘景云：“家家有此，作菜生食，十月中取干之”，寇宗奭曰：“暑月亦作蔬菜”，李时

珍谓：“香薷有野生，有家莳。中州人三月种之，呼为香菜，以充蔬品。”以植物的嫩苗作

菜食的还有白术、防风、牡蒿、青蒿、苦芙、牛膝、鸭趾草、蜀葵、地肤、木槿、白英、荜茇、假
苏、荆芥、苏、菊、茵陈、夏枯草、蠡实、败酱、瞿麦、石龙芮、椿樗、五加、枸杞、黄芪、桔梗、
地榆、柴胡、白鲜、马兰、积雪草、艾、白蒿、茺蔚、錾菜、豨莶、地黄、萱草、葵、龙葵、酸浆、
款冬花、王不留行、金盏草、艾纳、车前、甘蓝、蓼、商陆、泽漆、木鳖子、百部、萝藦、羊蹄、
水藻、昆布、景天、紫背金盘 草、胡 荽、紫 堇、东 风 菜、荠 菜、蘩 缕、苜 蓿、蒲 公 英、芡 实、杜

仲、槐、合欢、皂荚、榆、楮、冬青等。有的植物以根作菜食用：如泽兰，李时珍曰：“其根可

食，故曰地笋，产妇可作蔬菜食，佳”；蒟蒻，时珍曰：“秋后采根，须净擦，或捣成片段，以

酽灰汁煮十余沸，以水淘洗，换水更煮五六遍，即成冻子，切片，以苦酒五味淹食，不以灰

汁则不成也，切作细丝，沸汤汋过，五味调食，状如水母 丝。”用 根 作 菜 食 用 植 物 还 有 白

昌、香蒲、小蓟、旋花、苋、恶实、王瓜、邪蒿等植物；有的植物以茎为菜食：如莼，时珍曰：
“莼生南方湖泽中，惟吴越人善食之。叶如荇菜而差圆，形似马蹄。其茎紫色，大如箸，
柔滑可羹”；另外，肉苁蓉、芡实、慈姑的茎均可作为菜食。

（４）调味品 有的植物是作为调味品而食用。如廉姜，李时珍曰：“南人以为齑。以

其法削皮，以黑梅及盐汁渍之，乃成也”，按齑是指打成碎末用做调味品；盐夫子，陈藏器

曰：“七月子成穗，粒如小豆，上有盐似雪，可为羹用”，李时珍曰：“成时如有盐粉，可以酢

羹，即此也”，“核外薄皮上有薄盐，小儿食之，滇、蜀人采为木盐”；蓼，李时珍曰：“古人种

蓼为蔬，收子为药。故《礼记》烹鸡豚鱼鳖，皆实蓼于其腹中，而和羹脍亦须切蓼也。后

世饮食不用，人也不复载，惟造酒曲用其汁耳”；阿魏，李时珍曰：“元时食用以和料。其

根名稳展，云淹羊肉甚香美”，苏恭曰：“根捣汁，日煎作饼者为 上，截 根 穿 曝 干 者 为 次。
体性极臭而能止臭，亦为奇物也……常食用之，云去臭气。戎人重此，犹俗中贵胡椒，巴
人重负蠜也”；还有薄荷、水苏的地上部分，桂的树皮，蘘荷的花，胡椒、红花、天名精、竹

叶椒、崖椒、土椒、山姜、荜茇的果实等，都是烹调鸡、鸭、鱼、猪、牛、羊肉的常用调味品。
（５）做水果或干果食用 有的植物果实新鲜时当水果食，晒干当干果吃。如无花果，

“采之盐渍，压实令扁，日干充果食，熟则紫色，软烂甘味如柿无核也”；酸枣，陈藏器曰：
“山枣树如棘，其子如生枣，其核如骨，其肉酸滑好食，山人以当果”；阿勒勃，陈藏器曰：
“状似皂荚而圆长，味甘好吃”，李时珍曰：“味甘如饴可食”；槟榔，苏颂云：“岭南人啖之

以当果实。”可以食用的还有波罗蜜、五敛子、沙棠果、松子、无食子、海红豆、胡颓子、郁

李、山矾、枸杞、蘘荷、芰实等植物的果实和种子。
（６）解酒 有的植物食之可以解酒。如葛的根、种子、花都可解酒：“酒醉不醒，生葛

根汁饮二升，便愈”，葛谷（种子）“解酒毒”，葛花“消酒”。葛花还可先服之预防酒醉，陶

弘景云：“同小豆花干末酒服，饮酒不醉也”；芰实，时珍曰：“止 消 渴，解 酒 毒”；侯 骚 子，
《酉阳杂俎》云：“消酒轻身”；酒杯藤子，又曰：“实大如指，味如豆蔻，食之消酒”；橙子，寇
宗奭云：“夜酒未解者，食之速醒”；槟榔，李时珍引罗大经《鹤林玉露》云：“醉能使之醒，
盖酒后食之，则宽气下痰，余酲顿解”，酲的意思是酒醒后神志不清有如患病的感觉；醒

醉草，“醉客摘草嗅之，立醒”；解酒的植物还有枳椇、假苏等。



４５　　　

从
︽
本
草
纲
目
︾
看
中
华
民
族
对
野
生
植
物
的
茹
食
利
用

（７）防疫 古代民俗中利用植物来避灾、防瘴气和瘟疫。如吴茱萸，苏颂云：“可折

其房以插头：云辟恶气御冬”，“费长房有灾，各作绛囊盛茱萸系臂上，登高饮菊花酒，可

避灾。”《淮南万毕术》：“井上宜种茱萸，叶落井中，人饮其水，无 瘟 疫，悬 其 子 于 屋 辟 鬼

魅”；盐夫子，“岭南人取子为米食之，酸咸止渴，将以防瘴”；《五行志》云：“舍东种白杨，
茱萸，增年除害”；菝葜，苏颂曰：“取根浸赤汁，煮粉食，辟瘴”，李时珍曰：“孙真人元旦所

饮辟邪屠苏酒中亦用之”；槟榔：“岭南人以槟榔代茶御瘴。”
（８）美容 如南烛，苏颂曰：“孙思邈千金日令方：南烛煎，益髭及容颜，兼补暖”；苏

子，“研汁煮粥长食，令人肥白身香”；诃黎勒，李时珍曰：“嵇含草木状言作饮久服，令髭

发白者变黑”；肉苁蓉，苏颂曰：“西人多做食，只刮去鳞甲，以酒洗去墨汁，薄切合山芋、
羊肉做羹，极美好益人，胜服补药”；络石，李时珍曰：“久服润泽 好 颜 色”；另 外 白 菊、青

蒿、麦门冬、连翘、蓬+、天门 冬、何 首 乌、甘 露 藤、含 水 藤、泽 泻、垣 衣、卷 柏、石 松、白 莲

花、（秦皮）、桑椹、蔓荆等，均可令人变白不老，面生光泽。

２　古代食用野生植物的方法

我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对食物的食用方法丰富多彩，古代人民对野生植物的食

用方法也是多种多样，归纳起来有下列各种：
（１）生食 如土茯苓，陈藏器云：“人取以当谷食”，李时珍曰：“其根状如菝葜而圆，

其大若鸡鸭子，连缀而生，远者离尺许，近或数寸，其肉软，可生啖”，这主要是指其嫩根，
老根纤维化，已不堪食用；翻白草根：“小儿生食之，荒年人掘以和饭食”；有的植物生食

味道不佳，必须加入其他的物品同嚼，例如槟榔，苏颂云：“生食其味苦涩，得扶留藤、瓦

屋子灰同咀嚼之，则柔清甘美也”，李时珍曰：“槟榔生食，必以扶留藤，古贲灰为使，相合

嚼之，吐去红水一口，乃滑美不涩”。古贲灰，李时珍注云：“即牡蛎蚌灰也，贲乃蚌字之

讹”，而牡蛎、蚌壳粉主要成分为碳酸钙，而石灰的主要成分也是碳酸钙，故现代海南、台
湾等地嚼服槟榔是加少许石灰同嚼。另外，牛扁、苦芙、萝藦、荏、荜茇的叶；香薷、假苏

的茎叶；龙珠果实，枳椇的叶、果实都可生食。有些植物如悬钩子，桑树的果实，翻白草

的根至今民间仍有生食的习惯。
（２）做饼 桄榔子，苏颂曰：“其树皮中有屑如面，可作饼食”；陈藏器曰：“皮中有白

粉似稻米粉及麦面，可作饼饵食，名桄榔面，彼土少谷，常以牛酪食之。”李时珍曰：“其木

肌坚，斫入数寸，得粉赤黄色，可食”；芡实，宗奭：“临水居人，采子去皮，捣仁为粉，蒸炸

作饼，可以代粮”；莎木面，“皮有白粉如米屑，干之捣米，以水淋 过 似 面，可 作 饼 食”；此

外，蕨的根茎，香蒲嫩根，鼠曲草、茵陈嫩苗，恶实、白蒺藜果实，薏苡仁、鹿豆（野绿豆）、
蠷耳种子以及甘露藤、槟榔子、松、阿魏都可作饼食用。

（３）做羹 莼，李时 珍 曰：其 茎 紫 色，大 如 箸，柔 滑 可 羹”；枸 杞，“苗 和 羊 肉 作 羹，益

人”；邪蒿，“作羹食良”；荠菜，“叶作菹、羹亦佳”；榆，李时珍引邢昺《尔雅疏》云：“三月采

榆钱可作羹”；肉苁蓉，“薄切合山芋、羊肉做羹，极美好益人，胜服补药”；还有菊、白英的

叶、邪蒿、荠菜嫩苗均可作羹食。
（４）做葅 葅，古义之一是指醃菜、酸菜。有的植物可用盐或醋加工成葅食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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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李时珍曰：“紫苏嫩时采叶，和蔬茹之，或盐及梅作 葅 甚 香，夏 月 作 熟 汤 饮 之。”草 石

蚕，时珍曰：“五月掘根蒸煮食之，味如百合；或以萝卜卤及盐葅水收之，则不黑；亦可酱

渍，蜜藏；既可为菜，可又充果。”现代也食用，称之为螺丝菜。萱草，苏颂曰：“今人多采

其嫩苗及花跗作菹食”，白昌，时珍：“古人以根为菹食，谓之昌 本，亦 曰 昌,，文 王 好 食

之”；紫背金盘草，李时珍曰：“广人以盐醋淹食之”；-子，又曰：“徐表南州记云：盐藏食

之，味酸似梅”；紫菀，“连根叶采之，醋浸，入少盐收藏，作菜辛香，号名仙菜。盐不宜多，
多则腐也”；胡荽，“香美可食，亦可作葅，道家五荤之一”。还有廉姜、山姜、香蒲亦可盐

藏作食。而青蒿，韩保升云：“嫩时醋淹为葅，自然香”；白 蒿，“生 挼，醋 淹 为 葅 食，甚 益

人”；蕨，李时珍曰：“亦可醋食。”
（５）做酒曲 蒟酱，李时珍曰：“今蜀人惟取萎叶（蒟酱别名）作酒曲，云香美”；蓼，李

时珍曰：“后世饮食不用，人也不复载，惟造酒曲用其汁耳，今但以平泽所生香蓼、青蓼、
紫蓼为良”；水蓼“今造酒取叶，以水浸汁，和面作曲”；白杨，时珍云：“嫩叶亦可救荒，老

叶可作酒麴料”；黄花蒿，李时珍云：“人家采以罨酱黄酒曲是也”；淡竹叶“俚人 采 其 根

苗，捣汁和米做酒曲，甚芳烈”；决明“苗叶皆可作酒曲，俗呼独占缸。”
（６）煮粥 薏苡仁，“其米白色如糯米，可作粥饭及磨面食，亦可同米酿酒”；白英，郭

璞云：“江东夏月取其茎叶，煮粥食”；罂粟，“中有白米极细，可煮粥和饭食”；荚$“枝叶

煮汁和米作粥，饲小儿甚美”；瞿麦，“叶作汤粥食”；蚤休、菰都可煮粥。
（７）煮食 有的植物不能生吃，只能煮食。如慈姑，时珍曰；“霜后叶枯，根乃练结，

冬及春初，掘以为果。须灰汤煮熟，去皮食，乃不麻涩戟人咽也。嫩茎亦可炸食”；桔梗，
陶弘景曰：“二三月生苗，可煮食之”，现代将桔梗根加工为蜜饯。百部，李时珍曰：“百部

亦有细叶如茴香者，其茎青，肥嫩时亦可煮食”；桐，苏颂曰：“有紫桐，花如百合，实椹糖

煮以啖”；葳蕤，时珍曰：“嫩叶及根，并可煮淘食茹”；甘蓝，李时珍曰：“此亦大叶冬蓝之

类也。”按胡洽居士云：“河东、陇西羌胡多种食之，汉地少有，其叶长大而厚，煮食甘美”；
萝藦，弘景曰：“叶厚而大，可生啖，亦乌芋”，“生食，煮食皆良”；东风菜，煮食甚美。

（８）炒食 如荆芥，李时珍：“原是野生，今为世用，遂多栽莳。二月布子生苗，炒食

辛香”；荭草，时珍：“其叶大如商陆，炊炒可食”；梧桐，引寇宗奭云：“五六月结子，人收炒

食，味如菱芡”；无患子，时珍：“壳中有仁如榛子仁，亦辛.，可炒食。”
（９）做饮料 有的植物需加水煎煮，取水溶液做饮料。如虎杖，甄权曰：“暑月以根

和甘草同煎为饮，色如琥珀可爱，甚甘美。瓶置井中，令冷澈如冰，时人呼之冷饮子，啜

之且？尊于茗，极解暑毒”；紫苏，李时珍：“嫩时采叶，和 蔬 茹 之，夏 日 作 熟 汤 饮 之”；青

蒿，颂曰：“干者炙作饮香尤佳”；天门冬，陶弘景：“令人呼苗为棘刺，煮作饮宜人，而终非

真棘刺也”；石斛，李时珍：“每以二钱入生姜一片，水煎代茶饮，甚清肺补脾也。”而有的

植物则不宜煎煮，只可用水浸泡，取水溶液饮服，如石蕊，时珍：“其状如花蕊，其味如茶，
故名……彼人春初刮取暴干/人，谓之云茶……不可煎饮，止宜咀嚼及浸汤啜，清凉有

味。”还有的植物则是直接取其茎中汁喝，如甘藤，陈藏器曰：“其汁甘美如蜜”；含水藤，
李时珍曰：“引顾微《广州记》云：‘水藤去地一丈，断之更生，根至地水不绝。山行口渴，
断取汁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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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榨油 如红花，李时珍曰：“其子五月采收，淘净捣碎煎汁。入醋拌疏食，极肥

美”；齐墩果，“西域人压为油以煎饼果，如中国之用巨胜也”；胡麻，李时珍：“榨油以白者

为胜，服食以黑者为良”；巨胜和胡麻都是指现代的芝麻。荏，陶弘景：“矫其子作油，日

煎之，即今油帛及和漆所用者，服食断谷亦用之，名为重油。”
（１１）凉拌 夏枯草，李时珍：“嫩苗瀹过，浸去苦味，油盐拌之可食”；蠡实，李时珍：

“《救荒本草》言其嫩苗味苦，炸熟换水去苦味，油盐调食，则马蔺亦可做菜”；豨莶，“《救

荒本草》言嫩苗炸熟，浸去苦味，油盐调食，故俗谓之粘糊菜”；金盏草，周定王曰：“其叶

味酸，煠熟水浸过，油盐拌食”；冬青，李时珍曰：“其嫩芽炸熟，水浸去苦味，淘洗，五味调

之可食。”
（１２）取汁煮饭及粉食 虎杖，“其汁染米作糜糕益美”；甘露藤，“捣汁和米粉，作糗

饵食，甜美，止泻”；菝葜引苏颂曰：“取根浸赤汁，煮粉食，辟瘴”；灰籊，“其子炊为饭，香

滑，及磨粉食”；南烛，李时珍曰：“寒食采其叶，浸水染饭，色青而光，能资阳气。”葛，苏颂

曰：“今人多作粉食”；芡实，苏恭曰：“作粉食，益人胜于菱也”；香蒲也可粉食。
（１３）蒸食 木鳖子引苏颂曰：“岭南人取嫩实及苗叶作茹，蒸食”；葛根，陶弘景曰：

“人皆蒸食之”；天门冬，陶弘景曰：“采得蒸，剥去皮食之，甚甘美，止饥”；蘋，禹锡：“可糁

蒸为茹，又可以苦酒 淹 之 按 酒。”李 时 珍 引《吕 氏 春 秋》云：“菜 之 美 者，有 昆 仑 之 蘋，即

此”；水藻，陆矶注云：“二藻皆可食，煮熟挼去腥气，面糁蒸为茹，甚滑美。”
（１４）蜜饯和果脯 如通脱木，苏颂曰：“今园圃亦有种莳者，或作蜜煎充果，食之甘

美”；五敛子（阳桃），“五月熟，十月再熟，以蜜渍之，甘酢而美，俗亦晒干 以 充 果 食”；冬

瓜，“其肉可煮为茹，可蜜为果；其子仁亦可食；盖兼蔬、果之用”；牵牛子，时珍：“人亦采

嫩实蜜煎为果食，呼为天茄，因其蒂似茹也”；楮，李时珍曰：“雌者，结实如杨梅，半熟时

水藻去子，蜜煎作果食”；郁李，亦可蜜煎。可作果脯的植物有：商陆，雷0曰：“惟章陆花

白年多者，仙人采之作脯，可下酒也”；陟厘，寇宗奭曰：“陟 厘，今 人 干 之，治 为 苔 脯，堪

啗，青苔亦可作脯食，皆利人。颂曰：‘石发干之作菜，以齑臛啗之优美’”；干苔，时珍曰：
“此海苔也，彼人干之为脯。”

（１５）酿酒 如葡萄，李时珍曰：“可以造酒，人酺饮之，则陶然而醉”；苜蓿，“内有米

如穄米，可为饭，亦可酿酒”；忍冬，陶弘景云：“煮汁酿酒饮，补虚疗风。”
（１６）做酱 榆，李时珍引邢昺《尔雅疏》云：“三月采榆钱，瀹过晒干为酱，即榆仁酱

也。”榆仁酱，时珍曰“造法：取榆仁水浸一伏时，袋盛，揉洗去涎，以蓼汁拌晒，如此七次，
同发过面麴，如造酱法，下盐晒之”；芜夷，弘景曰：“彼人皆以作酱食之。”

（１７）制糖 甘蔗，李时珍引弘景曰：“取汁为沙糖，甚益人”；金樱子，苏颂曰：“江南、
蜀中人熬作煎，酒服，云补治有殊效。”

（１８）做馅 马兰嫩苗，李时珍曰：“南人多采汋晒干为蔬及馒馅。”馒是用面粉蒸成

的有馅食品，如宋代高承《事物纪原》中载诸葛亮征孟获前不忍用人头祭神，而用猪羊肉

包之以面，做成人头形以祭神，后人以此为馒头。现代北方称有馅的为包子，无馅的为

馒头。
综上所述，《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中华民族对我国所产野生植物的食用，有着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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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食用的方法丰富多彩，我们通过对古人利用野生植物作为食物的研究，可以进一

步充分的开发利用现代的野物植物资源，造福于人民。

王宁　石青　陈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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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实图考》是我国近代的
民族植物学专著

　　吴其濬是我国清代的著名植物学家，他为我们留下了一部植物学巨著《植物名实图

考》（公元１８４８年刊印），是我国重要的医药和植物学的遗产之一，该书为我国近代植物

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在植物分类学和药用植物学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吴

其濬是清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吏，官拜数省的巡抚，做过钦差大臣，有很多机会去全国各

地巡视；历时多年还编著了这本植物学专著，且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这确实是难能可

贵的。据统计，他的足迹遍布我国１９个省区，特别对江西、湖南、云南、贵州、广西的植

物做了很详细的记录，这在他以前的植物学或本草著作中是没有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这些省区内植物的特点，所以有人也称该书为我国早期的关于这些省区的区域性植

物志；又由于该书记载了植物１７１４种，其中药用植物占了绝大部分，对草药尤为重视，
所以也有学者认为该书实际上是我国早期的中草药志。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各地

区、各民族利用野生植物的经验十分重视，对于民俗中的植物文化也不轻易放过，这些

内容也就是我国民族植物学的珍贵资料，所以我们又可认为该书是我国早期民族植物

学的专著。吴其濬具有丰富的本草文献的知识，加上他的努力实践，附以精致的绘图，
使本书获得很高的学术价值。直到今天，已经过去一个半世纪，该书仍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吴其濬的许多发现和记录对我国现代植物学，药学和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提供了线

索、帮助和启发，功不可没。他是我国科技发展史中的巨人。
吴其濬具有朴实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他认为事物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古今不同是自

然发展的规律，在相当程度上他尊重事实、尊重人、不分民族、不分等级，“尊重任何人利

用植物的经验”，这就是他事业成功的关键。我们从大麻ＣａｎｎａｂｉｓｓａｔｉｖａＬ．一条中可

以看到：“……古之粗不如今之细，古之拙不如今之巧，然天地之生物亦日出不穷，移人

情而省人功者，凡物皆然”，他认为对任何一种草木，不能有贵贱之分：“物 当 其 时 则 无

贱，而其时则无贵。”
在忍冬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条下他说：“…谁知至贱之中，竟有殊常之效”，

他又将所谓人的贵贱来比喻：“版筑、渔竖、盐贩，人之贱者，而圣贤出也，汉之盛也。息

天躬，孔仪，桑弘羊，非高门也，王风，王莽，梁翼，袁绍，非下僚也…以王谢为晋郑，而倾

王室者，岂少乌衣弟子哉。”
在大青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ｃｙｒ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Ｔｕｒｃｚ．条下：“今医者皆不知而俚医用之……

使山中小草扬眉吐气于阶前咫尺之地哉”，在苦参Ｓｏｐｈｏｒａ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Ａｉｔ．条下云：“余

常见捆载指药肆事，询之牛马病热，必以此治之，东皋农作，需之尤亟，本草皆未及殆，未
从牛医儿来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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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芜菁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ｒａｐａＬ．条下又云：“芜菁、萝卜，《别录》同条，陶弘景也有分晓，后
人乃以根强别，兼明书不知其误，何未一询老圃。”这种思想一直贯穿在本书之中，所以

其调查的资料十分真实，且来自于最低层人民的实践，在１００多年后，我们再深入实地

调查后，他所说的很多经验仍然保留在民间。

１　有关草药的内容

吴其濬对中草药十分重视，尤其对以前本草著作中尚未收载，而在民间已经应用广

泛的植物，更是从不放弃。应该说本书中最精华的部分就是草药。他的很多发现对近

代和现代的药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如书中的寻骨风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ｍｏｌｌｉｓｉｍａ Ｈａｎｃｅ云：“湖南岳州有之，蔓生，叶如萝

藦，柔厚多毛，面绿背白，秋结实六棱，似使君子，色青黑，子如豆”，它确有祛风湿、通经

络、止痛的功能，现代人们已证实从中提取的总生物碱，对风湿性关节炎有很好的治疗

和预防作用，其中文名也非常形象地表现了它的功能。
在莽草条下介绍了今应为卫矛科植物Ｔｒｉ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Ｈｏｏｋ．ｆ．，在湖南

称为大茶叶，可做菜虫药的雷公藤以及同属的另一种植物昆明山海棠Ｔ．ｈｙｐｏｇｌａｕｃｕｍ
（Ｌｅｖｌ．）Ｈｕｔｃｈ，这两种植物现代已有开发，具有祛风除湿，舒筋活血的功 能，含 有 重 要

的活性成分雷公藤素，已制成了片剂、针剂，应用类风湿性关节炎和癌症的治疗，近来还

用于男子避孕。
长春花Ｃａｔｈａｒａｎｔｈｕｓｒｏｓｅｕｓ（Ｌ．）Ｇ．Ｄｏｎ也是本书首次介绍，这种有毒植物具有

降压安神、清热消炎的作用，但最重要的是现在人们又从它的植株中提取出抗癌有效成

分长春花碱，已经应用在各种癌症的临床治疗上。
双蝴蝶Ｔｒｉｐｔｅｒｏｓｐｅｒｍｕｍａｆｆｉｎｅ（Ｗａｌｌ．）Ｈ．Ｓｍｉｔｈ是龙胆科的植物，书中云：“建

昌山石向阴处有之，叶长圆二寸余，有尖，二四对生，两大两小。面青蓝，有碎斜纹，背红

紫，有金线四五缕，两长叶铺地如蝶翅，两小叶横出如蝶腹及首尾，短根数缕为是”，该草

在江西、湖南等民间应用，有清热解毒、止咳止血的功能，常用于支气管炎，肺结核咯血、
肺炎、肺脓疡、肾炎、泌尿系统感染的治疗。

又如活血丹Ｇｌｅｃｈｏｍａｌｏｎｇｉｔｕｂａ（Ｎａｋａｉ）Ｋｕｐｒ．，《植物名实图考》始载之云：“活血

丹产九江、饶州，园圃、阶角、墙阴下皆有之，春时极繁，高六七寸，绿茎柔弱，对茎生叶。
叶似葵菜初生小叶，细齿深纹，柄长而柔，开淡红花，微似丹参花，如蛾下垂，取茎、叶、根
煎饮，治吐血，下血有验，入夏后即枯，不易寻矣。”这种植物分布较广，除甘肃、青海、新

疆、西藏外，全国均有分布，现在已被人们开发利用，有利尿排石、清热解毒，散瘀消肿的

作用，常用于高血压的治疗，对尿路结石，肝胆结石也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江苏省中医院

的著名的排石冲剂的主要成分就是该种植物。
过路黄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ｅＨａｎｃｅ也是《植物名实图考》首载，现在已是治疗湿

热、黄疸性肝炎的好药。
在《植物名实图考》中还介绍了不少草药，如：
滇常山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ｅＨｕｅｘ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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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雀马尾草 Ｃｅｒｏｐｅｇｉａ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ａ Ｗａｌｌ
铜锤玉带草 Ｐｒａｔｉａｎｕｍｍｕｌａｒｉａ（Ｌａｍ．）Ａ．Ｂｒ．ｅｔＡｓｃｈｅｒｓ．
千斤拔 Ｆｌｅｍｉｎｇｉａ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Ｂｅｎｔｈ．
千张纸 Ｏｒｏｘｙｌｕｍｉｎｄｉｃｕｍ （Ｌ．）Ｖｅｎｔ．
鸡骨常山 Ａｒｓｔｏｎｉａ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Ｗａｌｌ．ｅｘＧ．Ｄｏｎ
青羊参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ｏ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Ｓｃｈｎｅｉｄ．
兰香草 Ｃａ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ｉｎｃａｎａ（Ｔｈｕｎｂ．）Ｍｉｑ．
四大天王 Ｃｈｌｏｒａｎｔｈｕｓｓｅｒｒａｔｕｓ（Ｔｈｕｎｂ．）Ｒｏｅｍ．ｅｔＳｃｈｕｌｔ．
铁苋菜 Ａｃａｌｙｐｈ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Ｌ．
野百合 ＣｒｏｔａｌａｒｉａｓｅｓｓｉｌｉｆｌｏｒａＬ．ｆ．
鸡血藤 Ｋａｄｓｕ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Ａ．Ｃ．Ｓｍｉｔｈ及 昆 明 鸡 血 藤 Ｍｉｌｌｅｔｔｉａｄｉｅｌｓｉａｎａ

Ｈａｒｍｓ
大血藤 Ｓａｒｇｅｎｔｏｄｏｘａｃｕｎｅａｔａ（Ｏｌｉｖ．）Ｒｅｈｄ．ｅｔＷｉｌｓ．
算盘子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ｐｕｂｅｒｕｍ （Ｌ．）Ｈｕｔｃｈ
一枝黄花 ＳｏｌｉｄａｇｏｄｅｃｕｒｒｅｎｓＬｏｕｒ．
筋骨草 ＡｊｕｇａｄｅｃｕｍｂｅｎｓＴｈｕｎｂ．
党参 Ｃｏｄｏｎｏｐｓｉｓｐｉｌｏｓｕｌａ（Ｆｒ．）Ｎａｎｎｆ．
清风藤 Ｓａｂ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Ｍａｘｉｍ．
盘龙参 Ｓｐｉｒａｎｔｈｅ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Ｐｅｒｓ．）Ａｍｅｓ
阴行草 Ｓｉｐｈｏｎｏｓｔｅｇ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ｅｎｔｈ．
野芝麻 Ｌａｍｉｕｍｂａｒｂａｔｕｍ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
野鸦椿 Ｅｕｓｃａｐｈｉ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Ｄｉｐｐｅｌ
天葵 Ｓｅｍｉａｑｕｉｌｅｇｉａａｄｏｘｏｉｄｅｓ（ＤＣ．）Ｍａｋｉｎｏ
水龙骨 Ｐｏｌｙｐｏｄｏｉｄｅｓ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Ｍｅｔｔ．）Ｃｈｉｎｇ
叶下珠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ｕｒｉｎａｒｉａＬ．
青荚叶 Ｈｅｌｗｉｎｇ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Ｄｉｅｔｒ等等，不胜枚举

２　有关植物染色的内容

在《植物名实图考》一书中，对植物染色作用作了很多介绍。
如作为食品染色的有鼠麯草ＧａｎｎａｐｈａｌｉｕｍａｆｆｉｎｅＤ．Ｄｏｎ．，书 中 云：“鼠 麯 染 糯

作糍，色深绿，湘中春时粥於市，五溪山峒中尤重之，清明时必采之，以祀其先，名之曰青

其，……”
又如牵牛子Ｉｐｏｍｏｅａｈｅｄｅｒａｃｅａ（Ｌ．）Ｊａｃｑ，书中云：“其花色如蓝，以渍，色如丹，南

方以作红姜，故又名姜花，……俗以牵牛花同 姜 作 蜜，红 鲜 可 爱，而 理 不 可 晓。梅 圣 俞

诗：‘持置梅中间，染 姜 奉 盘 馐，烂 如 珊 瑚 枝，瑙 翕 牙 齿 柔’；文 舆 可 诗：‘只 解 冰 盘 染 紫

姜’，此方自宋始矣！”
南烛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ｕｍ Ｔｈｕｎｂ．：“《开宝本草》始著录，道家以染米为青精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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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隐居《登真稳决》已载之，开花如米粒，历历下垂，湖南谓之饱饭花，四月八日，染饭馈

问，其风犹古。
在莱菔ＲａｐｈａｎｕｓｓａｔｉｖｕｓＬ．下有：“《滇海虞衡志》曰：‘滇产红萝卜颇奇，通体玲珑

如胭脂，最可爱玩，至其内外通红，片开如红玉板，以水浸之，水即深红。粤东市上卖此

片，然以苏木水发之，兹此，汁自然之红水也，罗次之刨而干之，以为丝，拌不用红。’”
用以染织物的植物种类更多，现举数例：栀子Ｇａｒｄｅｎｉａ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Ｅｌｌｉｓ，书中云：

“以染黄者”；姜黄Ｃｕｒｃｕｍａ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ａＳａｌｉｓｂ．下云：“《唐本草》始著录，今江西南城县里

种之成田，以贩他处染黄，其形状全似美人蕉而根如姜，色极黄，气亦微辛。”
又如茜草Ｒｕｂｉａ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Ｌ．云：“茜草，《本经》上品，《尔雅》茹虑，芋魁，注今之倩

也，俗呼为血见愁，亦曰风车草，说文以为人血所化；并引《救荒本草》云：‘土茜草，叶可

炸食，子红熟可食，湖南谓之锯子草，南安谓之红丝线，二种通用，今甘肃用以染象牙，谓
之茜牙。’”

薯茛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ｃｉｒｒｈｏｓａＬｏｕｒ．下云：“产 闽、广 诸 山，蔓 生，无 花，叶 形 尖 长 如 夹 竹

挑，节节有小刺，根如山药有毛，每年生一节，野生，土人挖其根，煮汁染网，入水不濡，留
根在山，生生不息。”并引《南越笔记》云：“薯莨产北江者良，其白者不中用；用必以红，红
者多胶液；渔人以染罛，使苎麻爽劲，既利水又耐碱潮，不 易 腐，薯 茛 胶 液 有 红，见 水 则

黑，诸鱼属火而喜水，水之色黑，故与鱼性相得，染1使黑，则众鱼望之而聚也。”
红花Ｃａｒｔｈａｍｕｓ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ｕｓＬ．下有：“《汉书》作红蓝花，种以为业，《开宝本草》始著

录，今为治血要药……雩娄农曰红蓝，湖南多艺之，洛阳贾贩于吴越，岁获数十万缗，其

利与棉花侔。”
苏枋木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ｓａｐｐａｎＬ．下有：“《唐本草》始著录，广西亦有之，染中用极广，

亦为行业要药。”
在茜草条下亦曾谈及《尔雅翼》云：“今人染倩者，假苏方木，非古所用。近岭南者，

皆仰蕃舶苏方木以供染，然一入再入，即以红蓝染之，色乃殷红。”
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ｃｅａ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下有：“化香树，湖 南 处 处 有 之，高 丈

余，叶微似椿，有圆齿，如橡叶而薄柔，结实如松球刺，扁亦薄，子在刺中，似蜀葵子，破其

球香气芬烈。土人取其实以染黑色，按《本草拾遗》必栗香，味辛温，无毒。主鬼气，并烧

为香，杀虫鱼。叶捣碎，置上流水，鱼悉暴鲤，名化木香，詹香也。叶如椿，生高山，堪为

书轴，白鱼不损书也。《海药本草》中曰：‘主鬼2心气，断一切 恶 气，叶 落 水 中，鱼 当 暴

死，核其形状，颇查仿佛，名近是，惟此树之用在球，染肆浸酒，盈筐累壅，而拾遗不及之，
经此为疑。俚医以为顺气散痰之用。’”

蓝，按本草所说的蓝有多种，有菘蓝ＩｓａｔｉｓｉｎｄｉｇｏｔｉｃａＦｏｒｔ．、蓼蓝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ｔｉｎｃ
ｔｏｕｒｉｕｍＬｏｕｒ．和马蓝Ｂａｐｈｉｃａｃａｎｔｈａｓｃｕｓｉａ （Ｎｅｓｓ）Ｂｒｅｍｋ．。”在书中说：“蓝，《本经》

上品，分别五种，极确晰，为澱则一，而花叶全别，今俗种多是蓼蓝，菘蓝马蓝及板蓝俗谓

之槐叶蓝，也同种之，汉管仪曰：“供染绿纹綟绶。”《尔雅》马蓝，注今大叶冬蓝，《救荒本

草》云：‘大蓝叶类白菜’，则菘蓝也可名大蓝。《本草衍义》中云：“蓝实即大蓝实，谓之蓼

蓝非是，……”，并引用了《月令》云：“仲夏之日，令民无刈蓝以染……按夏之月，妇官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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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黑、黄苍、赤无敢诈伪……仲夏当献丝供服之，用蓝尤亟，禁民染青，岂得为便。《四

民月令》云：“五月可刈蓝，蓝至五月，适可供染。《夏小正》云：“五月启灌蓝蓼，蓝之丛生

者，启之则易滋茂，而启有余科，足以染也，如种菜然，拔其密者以供食，季夏蓝益盛，可

供妇官。”这里记载了具有染料的作用的各种蓝。
在虎杖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ｕｍ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下云：“《开宝本草》始著录，沈括以

为即《尔雅》蘦，大苦，前此未有及者，其根色黄入染家用，……。”
在郁金ＣｕｒｃｕｍａｌｏｎｇａＬ．下有：“《唐本草》始著录，今广西罗城县出，其生蜀地者

为川郁金，以根如螳螂肚者为真，其用以染黄者为姜黄也，考古郁金酿酒，蓋取其气芬芳

而色黄，故曰黄流在中。”
黄栌ＣｏｔｉｎｕｓｃｏｇｇｙｇｒｉａＳｃｏｐ．下云：“《嘉祐本草》录之，陈藏器云：‘叶圆，木黄可染

黄色。’”
又如紫草Ｌｉｔｈｏｓｐｅｒｍｕｎｅｒｙｔｈｒｏｒｒｈｉｚａ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下有：“《齐民要术》有种紫草

法，近世红蓝，利赢十倍，而种紫草者鲜矣，《图经》诸书，皆未详的。湘中瑶峒及黔滇山

中，野生甚繁……按说文戾草也，可以染疏黄，臣锴按《尔雅》藐，紫草，注名一名茈戾，臣
以为史仪制多言绿綟绶，即此草所染也。”

３　有关植物可作茶饮的内容

茶叶（即茗）是我国古代主要的饮料，除此以外，在《植物名实图考》一书中还记载了

多种植物可制茶作茶饮或药茶用。
如石南Ｐｈｏｔｉｎｉａ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ａＬｉｎｄｌ．下有引毛文锡《茶谱》云：“湘人四月采石南芽为

茶，去风，暑月尤宜，桂阳呼为风药，充茗，浸酒，能愈头风。”
地榆ＳａｎｇｕｉｓｏｒｂａｏｆｆｃｉｎａｌｉｓＬ．下引《救荒本草》云：“其叶可炸食，亦可代茶。”
在和血丹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ｂｉｃｏｌｏｒＴｕｒｃｚ．下有：“和血丹即胡枝子，生 长 沙 山 坡，独 茎 小

科，一枝三叶，面青黄，背微白，有微毛，似豆叶而长，茎有方棱，赭黑色，直根四出，有细

须，俚医以为破血之药。”按《救荒本草》中曰：“胡枝子，俗名随军茶，生平泽中，有二种，
叶形有大小，大叶者类似黑豆叶，小叶者类蓍草，叶似苜蓿叶而长大，花色有紫白，结子

如粟粒大，气味与槐相类，性温，采子微舂即成末，先用冷水淘净，复以滚水汤三五次，去
水下锅即成粥或作炊饭，皆可食，加野绿豆尤佳；及采嫩叶，蒸晒为茶食亦可，此即是叶

似黑豆叶者，其气味颇似茶叶，北地茶少，故凡似茶者皆蓄之，南土则多供樵薪，采摘所

不及也。”
又如决明ＣａｓｓｉａｔｏｒａＬ．下说：“决明，本经上品，尔雅，邂逅，注决明也，有茳茫，马

蹄两种，……《救荒本草》谓之望江南，叶可食，……南北地少茶，多摘以为饮。”
积雪草Ｃｅｎｔｅｌｌａ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Ｌ．）Ｕｒｂａｎ下有：“积雪草，《本经》中品，《唐本草注》以

为即地钱草；今江西、湖南阴湿地极多，圆如五铢钱，引蔓铺地……或谓以数枚煎水，清

晨服之，能祛百病者，此盖阳强气壮，藉此清寒之品，以除浮热，故有功效，虚寒者恐不易

尔。”
在锦鸡儿Ｃａｒａｇａｎａｓｉｎｉｃａ（Ｂｕｃｈｏｚ．）Ｒｅｈｄ．下有：“坝齿花本名锦鸡儿，又名酱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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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生山野间，中州人家园宅间亦多栽，味似枸杞子叶而小，每四叶攒生一处，枝硬，亦似

枸杞，有小刺，开黄花，状类鸟形，结小角儿，味甜，采花熟油盐调食，炒熟吃茶亦可，按此

草江西、湖 南 多 有 之，摘 其 花 炒 鸡 蛋，色 味 皆 美 云，或 呼 黄 雀 花，俚 医 以 为 滋 阴 补 阳 之

药。”
在忍冬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下云：“忍冬，《别录》上品，俗呼金银花，亦曰鹭

鸶藤，又名左缠藤”，陶隐居云：“忍冬酒补虚，疗风，世人不肯为之，更求难得者，近时为

解毒、治痢要药。吾太夫人曾患痢曾亟，祷於神得方，以忍冬五钱煎浓汁呷之，不及半日

及安，其效神速如此。吴中暑月，以花入茶饮之，茶肆以 新 贩 到 金 银 花 为 贵，皆 中 州 产

也。”
在黄环Ｗｉｓｔａｒ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Ｓｗｅｅｔ下云：“黄环，《本经》下品，其子名狼 跋 子，别 录 下

品。据《唐本草注》和沈括《补笔谈》，即今朱藤也，南国园庭多种之，山中有红紫者，色更

娇艳，其花作苞，有微毛，作蔬，酒极鲜香，《救荒本草》藤花菜即此。李时珍以为唐宋本

草不收，殆 未 中 考……又《南 方 草 木 状》有 紫 藤，云 根 极 坚 实，重 重 有 皮，茎 香 可 降 神。
《本草拾遗》以为长安人亦种饰庭院，似即以朱藤、紫藤为一种，今湖南春掘其根以烘茶

叶，云能助茶气味，其根色黄，亦呼小黄藤云。”
又如梧桐Ｆｉｒｍｉａｎａｓｉｍｐｌｅｘ（Ｌ．）Ｗ．Ｆ．Ｗｉｇｈｔ下有：“尔雅，櫬，梧。春开细花结实

曰橐，鄂以为果，《本 草 纲 目》始 收 入 乔 木，俗 亦 取 其 初 落 叶，煎 饮 催 生，又 煮 叶 薰 治 白

带。”
又如云叶，今考证为领春木ＥｕｐｔｅｌｅａｐｅｉｏｓｐｅｒｍａＨｏｏｋ．ｆ．ｅｔ．Ｔｈｏｍｓ，吴其濬引述

了《救荒本草》全文曰：“云叶生密县山野中，其树叶皆类桑，但其叶如云头花叉，又似3
树叶微阔，开细青黄花，其叶味微苦，采嫩叶炸熟，换水浸淘去苦味，油盐调食，或蒸晒作

菜尤佳。”
在黄连木Ｐｉｓｔａｃ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ｕｎｇｅ下 有：“黄 连 木，江 西、湖 广 多 有 之，大 合 抱，高

数尺，叶似椿而小，春时新芽微红黄色，人竟采取醃食，曝以为饮，味苦，回甘如橄榄，暑

月可清热生津，杭人以甘草、青梅同煮啖之，则五味备矣。《救荒本草》中云：‘黄楝树生

郑州南山野中，叶如初生椿叶而极小，又似楝叶，色微黄，开花紫赤色，结子如豌豆大，生
青熟红，亦紫色，叶微苦，采嫩芽、叶炸熟，水浸去苦味，油盐调食，蒸芽曝干，亦可作茶煮

饮，形状功用正同，唯南方未见其花实为异，其木理坚实。’《广西通志》又曰：‘黄连木，各
州县出，最能经久，即《岭南琐记》谓铁力木者。唯《湘潭县志》以为即楷木，未知所本，楚
人呼连与栗同音，字或作4，或作鹂，春时乡人有摘芽售于城市者，呼为黄鹂芽。’《酉阳

杂俎》却载：‘曲阜孔林有楷木，相传子贡手植者，其树十余围，今已枯死，其遗种延生甚

繁，其芽香苦，可烹以代茶，亦可干而茹之，其木可为笏枕及棋秤，云敲之声甚响而不裂，
故宜棋也，枕之无恶梦，故宜枕也，……。’”

在橡实Ｑｕｅｒｃｕｓ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Ｃａｒｒ．下又云：“山人饥 岁 拾 以 为 粮，或 云 叶 之 柔，可 代

茗饮，然则染之，食之，饮之，薪之，橡之为用大矣。”



５５　　　

︽
植
物
名
实
图
考
︾
是
我
国
近
代
的
民
族
植
物
学
专
著

４　有关植物纤维的内容

在《植物名实图考》中还介绍了不少纤维植物，有大麻、黄麻、#麻、芦、木绵、苎麻，
它们都是古今均用，书中叙述也很详尽。还有其他植物也能作为纤维来用书中一一作

了介绍，如石龙刍ＬｅｐｉｒｏｎｉａｍｕｃｒｏｎａｔａＲｉｃｈ．下云：“石龙刍，《本经》上品，今龙须草，湖
南，广西植之田中，织席上供。”

又如箬Ｉｎｄｏｃａｌａｍｕｓｔｅｓｓｅｌａｔｕｓ（Ｍｕｎｒｏ）Ｋｅｎｇ．ｆ．下 记 有：“箬，古 今 以 为 笠 蓬，亦

呼为5，御湿所亟，《本草纲目》始著录，盖物有殊功，故备载诸 方，以 著 无 弃 菅 蒯 之 义，
……雩娄农曰，箬之广矣，笠以御雨，蓬以行舟，裹以避湿，摘以羽书。《南史》：‘徐伯珍

少孤贫，学者无帛，常以竹箭，箬叶，甘蕉学书。叶如竹与芦，而且胜于竹芦，乃字书皆来

详及。’”
又如葛Ｐｕｅｒａｒｉａｌｏｂａｔａ（Ｗｉｌｌｄ．）Ｏｈｗｉ下云：“葛，《本经》中品，今之云织絺，綌者，

有种生野生二种，《救荒本草》：‘花可煠食，根可为粉，其蕈为葛花菜，赣南以根为果，曰

葛瓜，宴客必设之’；《尔雅翼》以为食葛名鸡荠，非为絺綌者，盖园圃所 种；非 野 生 有 毛

者，周诗咏葛蕈，周官列掌葛，今则岭南重之，吴越也甚少，无论燕、豫、江西、湖广，皆产

葛。凡采葛，夏日葛成，嫩而短者留之，一丈上下者，连根取，谓之头葛，如太长，看近根

有白点者，不堪用，无白点者，可截七八尺，谓之二葛。凡练葛，采后即挽成网，紧火煮烂

熟，指甲剥看，麻白不粘青即剥下，就流水捶洗净，风干露一宿，尤白，安阴处，忌日色，纺
以织。凡洗葛衣，清水揉，梅叶洗湔，夏不6，或用梅树捣碎，泡汤入瓷盆内洗之，忌用木

器，则黑。然岭北女工多事苎，南昌唯西山葛 著 称，赣 州 则 信 丰、会 昌、安 远 诸 处，皆 治

葛，有家园种植者，亦有野生者，而葛布多杂蕉丝，乍看鲜花悦目，入水变色，质亦6薄，
用纯葛丝则韧而耐久，沾汗不污。会昌之精者，7绩更艰，葛一斤择丝十两绩之，半年制

成一端。会昌、安远有以湖丝配入者谓之丝葛。湖南旧时潭州，永州皆贡葛，今惟永州

有上供葛，葛生祁阳之白鹤观、太白岭诸高峰。芒种时采，煮以灰，而濯之，而曝之，白而

擘为丝，纺以为布，如方目纱，制为衫不可浣，污则洒以水，垢逐水溜无痕也。兴宁县亦

莳之，里老云，葛有二种，遍体皆细毛者可绩布曰毛葛，遍体无毛者曰青葛，不可绩，唯以

束缚，则又毛葛所不逮。又毛葛亦有二种，蔓延草上者，多枝节而易断，成布不耐久，惟

缘地而生者，有叶无枝，成布较胜于苎。广西葛以宾州、贵县者佳，郁林葛尤珍……粤之

葛以增城女葛为上，然不鬻于市。彼中女子，终岁乃成一疋，以衣其夫而已。其重三四

两者，未字少女乃能织，已字则不能，故名女儿葛。所谓北有姑绒，南有女葛也。其葛产

竹丝溪，百花林两处者良，采必以女，一女之力，日采只得数两，丝缕以针不以手，细入毫

芒，视若无有，卷其一端，可以出入笔管，以银条纱衬之，霏微荡漾，有如蜩蝉之翼。然日

晒则8，水浸则蹙缩，其微弱不可恒服，唯雷葛之精者，细滑而坚，色如象牙，名锦囊葛，
截以为袍，直裰，称大雅矣，故今雷葛盛行天下。雷人善织葛，其葛产高凉，碙州，而织于

雷，为絺为綌者，分村而居，地出葛种不同，故女子良于 楛 功 异 焉。其 出 博 罗 者 曰 善 政

葛，出潮阳者曰凤葛，以丝为纬，亦名黄丝布，出琼山、澄迈、临高，……然皆不及广之龙

江葛，坚而有肉，耐风日也。《诗正义》曰：‘葛者，妇人之所有事。’雷州以之，增城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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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治葛无分粗细，女子皆以针丝之乾然成缕，不以水绩，恐其有痕迹也。织工皆东莞人，
与寻常织苎麻者不同，织葛者名为细工，织成弱如蝉翅，重仅数铢，皆纯葛无丝，买其以

蚕丝纬之者，浣之则葛自葛，丝自丝，两者不相连属，纯葛则否。葛产绥（宁）福都山中，
采者自得觔，城中人员而绩之，分上、中、下三等为布，阳春亦然，其细葛不减增城，亦以

纺缉精而葛真云。”在这里对葛的种类，加工制布的过程及其产地均介绍得十分详细，是
非常精辟的民族植物学原始记录，现在手工葛织布的民俗已经很少，但这样一些宝贵的

经验仍是值得重视的。
又如楮树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Ｌ．）Ｖｅｎｔ下有：“楮实《别录》上品，《诗疏》幽

州谓之榖桑，荆阳，交广谓之榖。《酉阳杂俎》：‘叶有瓣曰楮，无曰构’，按榖构一声之转，
楚人谓乳榖亦读如构也。皮为帛，也可为布，叶、实可食，皮中白汁以代胶，……。”

在木芙蓉ＨｉｂｉｓｃｕｓｍｕｔａｂｉｌｉｓＬ．下有：“木芙蓉，即拒霜花，《桂海虞衡志》载之，《本

草纲目》始入灌木，河以南皆有之，皮任织辑，花叶为治肿毒良药。”
淮草Ａｒｕｎｄｉｎｅｌｌａｈｉｒｔａ（Ｔｈｕｎｂ．）Ｔａｎａｋａ下有：“淮草，生山冈，田家也用之，叶如

茅，而茎梢开短穗数十茎，结实如粟而小，其叶可覆屋，可廿年不易。”
孚草ＳｅｔａｒｉａｃｈｏｎｄｒａｃｈｅｎＨｏｎｄａ下 有：“孚 草，湘 阴 志，生 湖 边，色 淡 白，可 盖 屋。

黄茅Ｈｅｔｒｏｐｏｇｏｎｃｏｎｔｏｒｔｕｓ（Ｌ．）Ｂｅａｕｖ．ｅｘＲｏｅｍ．ｅｔＳｃｈｕｌｔ．下曰：“即地筋。黄茅生山

冈，叶茎如菅而粗大，茎稍生叶，秋时开花，结实似菅而色黄多针芒，尤刺人衣，种山者以

覆屋，索9，供薪，用之颇亟。”
蠡实Ｉｒｉ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下有：“……北地人今犹以其根为刷，柔韧细洁，用久不敝，凡

裹角黍缚花接木，皆用其叶，亦便。”

５　有关植物用于美容化妆方面的内容

通脱木Ｔｅｔｒａｐａｎａｘ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ｕｓ（Ｈｏｏｋ．）Ｋ．Ｋｏｃｈ．条下引《酉阳杂俎》：“瓤白可

爱，女工取饰物，脱之制物饰，晋唐已有之矣。”
在白芨Ｂｌｅｔｉｌｌａｓｔｒｉ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Ｒｅｉｃｈｂ．ｆ．条曰：“白芨，《本经》下 品，山 石 上 多

有，开紫花，长瓣如瓯兰，其根即用以研朱者。凡瓷器缺损，研汁粘之不脱。”吴其濬还补

充说：“黄元治《黔中杂记》谓白芨根，苗妇用以洗衣，甚洁白，其花似兰，色红不香……白

芨，为补肺要药，潜以胶瓷，坚不可拆，研朱点易，功并雌黄，既以供濯取洁，又以奇艳为

容，阴崖小草，用也宏也。”
在油葱（即芦荟）Ａｌｏｅｖｅｒａ．Ｌ．下有：“即罗帏草”，引《岭南杂记》云：“油葱如水仙

叶，叶厚一指，而边有刺，不开花结子，丛根发生，长者尺余，破其叶，中有膏，妇人涂掌以

泽发代油，贫家妇多种于屋头，问之则怒，以为笑其贫也。按油葱，以其膏治汤火灼伤有

效，又名罗帏草，如山丹以为妇女所植，故名。”在大乇毛花即合欢Ａｌｂｉｚｚｉａ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
Ｄｕｒａｚｚ．下有：“大乇毛花又名夜合树，有二种，一种叶大，花如马樱，初开色白，渐黄。一

种叶小，花 如 球，色 如 绿，有 微 香 近 甜，滇 俗 四 月 初 八 妇 女 无 不 插 簪 盈 髻 以 花，似 佛 髻

云。”
又有皮袋香Ｍｉｃｈｅｌｉａｙａ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Ｆｒ．下曰：“皮袋香，一名山枝子，生云南山中，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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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数尺，叶长半寸许，本小末奓，涤缘厚硬，春发紫苞，苞拆蓇葖，洁白如玉，微似玉兰而

小，开花五出，细腻有光，黄蕊茸茸，中吐绿须一缕，质既缟洁，香尤清馝，詹葡对此，色香

俱粗，山人担以入市为瓶供。”
在榔木ＵｌｍｕｓｐｕｍｉｌａＬ．下引《宁乡县志》：“榔质坚而绵，浸水有膏粘，妇人以沐

发。”
在仙人掌Ｏｐｕｎｔｉａｄｉｌｌｅｎｉｉ（ＫｅｒＧａｗｌ．）Ｈａｗ．下引《岭南杂记》：“仙人掌，人家种

于田畔以止牛践，种于墙头，以辟火炎。”又引《桂平县志》云：“龙舌，青色，皮厚有脂，妇

人取以泽发，种土墙上，可以辟火。”
在云实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ｄｅｃａｐｅｔａｌｅ（Ｒｏｔｈ．）Ａｌｓｔ．下 云：“实 甚 恶，而 花 色 如 金，气 近

烈，倮倮以为香草，抽而售之:闍，云茶插髻满头。”
在素馨花Ｊａｓｍｉｍｕｍ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ｖａｒ．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ｕｍ（Ｌ．）Ｋｏｂｕｓｋｉ条下引《南越行

记》云：“……彼之女子，以丝线穿心，以为首饰。”又引《岭外代答》云：“素 馨 花，番 禺 甚

多，广右绝少，土人尤贵重，开时旋缀花头，装于他枝，或以竹丝贯之卖于市，一支二文，
人竟买戴。”引《岭南杂记》中曰：“素馨较茉莉更大，香最芳烈，广城河南花田多种之，每

日贷於城中，不下数百担，以穿花镫，缀红黄佛桑，其中妇女，以丝线穿花绕髻，而花田妇

人则不簪一蕊也”，又引《南越笔记》曰：“素馨本名耶悉茗，珠江南岸有村曰庄 头，周 里

许，悉种素馨，亦曰花田，妇女率以昧爽往摘，以天未明，见花而不见叶，其稍白者，则是

其日当开者也，既摘，覆以湿布，毋使见日，其已开者则 置 之，花 客 涉 江 卖 以 归，列 于 九

门，一时穿灯者，作串与璎珞者数百人，城内外买者万家，富者以斗斛、贫者以升，其量花

若量珠。然花宜夜，乘夜乃开，上人头髻乃开，见月而益光艳，得人气而益馥，竞夕氤氲，
至晓仍有余香，怀之辟暑，吸之清肺气。花又作灯，雕玉镂冰，玲珑四照，游冶者以导车

马。杨用修称：‘粤中素馨灯，为天下之绝艳’，信然。儿女以花蒸油，取液为面脂，头泽，
谓能长发，润肌。或取蓓蕾杂佳茗贮之；或带露置瓶中，经信宿，以其水点茗或作格悬系

甕口，離酒一指许，以纸封之，旬日而酒香彻。其为龙涎香饼，香串者，治以素馨，则韵味

愈远，隆冬花少，曰雪花，摘经数日仍开，夏月多花，琼英狼藉，入夜满城如雪，触处皆香，
信粤中清丽物也。”

又如排草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ｆｏｅｎｕｍｇｒａｅｃｕｍ Ｈａｎｃｅ下说：“排草、生湖南永昌府，独茎、
长叶、长根、叶参差生，淡绿与茎同色，偏反下垂，微似凤仙花叶，光泽无锯齿，夏时开细

柄黄花、五瓣尖长、有淡黄蕊一族，花罢结细角，长二尺 许，枯 时 束 以 为 把，售 之 妇 女 浸

油，刡发，根茎香味与元宝草相类。”

６　还有一些植物和宗教、神话有关的内容

如鬼见愁Ｃａｒａｇａｎａｊｕｂａｔａ（Ｐａｌｌ．）Ｐｏｉｒ．下云：“鬼见愁，生五台山，紫毛森森如猬

刺，梢端作绿苞。《清凉山志》：“能驱邪，俗以悬门首，云能畏鬼，或亦呼为钵莲。”
又如皂角Ｇｌｅｄｉｔｓ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ａｍ．，刺 为 痈 疽 要 药。《救 荒 本 草》中 曰：“嫩 芽 可 炸

食，子去皮糖渍之，亦可食，滇南皂角树至多，角长尺余，秋时悬垂树末，如结组纶，每塑

庙像将成，必焚皂角以除秽，岁首亦或)于门外。考五国故事，蜀王衍好烧沉檀，兰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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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芬香氤氲，昼夜不息，既而厌之，乃取皂角烧之。则以皂角为香者，始于蜀，而滇也染

其俗耳。又《湖南志》谓：“无论诸恶疮，但以皂角末醋调敷即愈也。”
又如菩提树Ｆｉｃｕ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ａＬ．下云：“菩提树产粤东莞，只一株，树身树围，形状如

桑，叶蓊似盖，色青，采叶用水浸数日，去青成纱，工取之绘佛像。《南越笔记》：‘菩提树

子可作念珠’，《广州志》云：‘诃林有菩提树，梁智药三藏;种，树大十余围，通志谓菩提

树，叶似桑寺僧采之，浸以寒泉，历四旬浣去渣滓，惟余细筋如丝，可做灯帷、笠帽。《琼

州志》：‘又称金刚子，产琼州，圆如弹，坚实不朽，可为数珠。’按菩提子，每颗面有大圈文

如月，周罗细点如星，谓之星月菩提。
又有木<子，色较黑而质更坚结，亦可为念珠，大姚诸处，俗亦呼为菩提子。”
在牛尾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ｓｕｂｄｉｇｉｔａｔａＭａｔｔｆ．条下有：“牛尾蒿，《诗经》，取萧祭脂：“陆玑

疏：‘萧，荻蒿是也，或云牛蒿似白蒿、白叶，多者数十茎，可作烛，有香气，故祭祀以脂热

之为香，许慎以为艾蒿，非也，……。’”
又如金刚纂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ａｎｔｉｑｕｏｒｕｍＬ．下有：“金刚纂，《云南通志》：‘花质而细，士

人植以为篱’，又一种形类鸡冠，谈丛，滇中有草名金刚纂，其干如珊瑚多刺，色深碧，小

民多树之门屏向，此草性甚毒，毒人或至杀人，余问滇人，植此何为？曰以辟邪耳。”
又如桃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ｐｅｒｓｉｃａＬ．下有：“桃，《本 经》下 品，桃 花、桃 叶、茎 皮、桃 核 仁，

桃毛皆入药，实在树冬不落者为桃枭，一曰桃奴，汁流出为桃胶，以木为橛，为符，皆辟鬼

气。”
在豆叶菜ＶｉｃｉａｋｕｌｉｎｇｉａｎａＢａｉｌｅｌｙ．下 云：“豆 叶 菜，庐 山、衡 山 皆 有 之，叶 茎 如 大

豆，亦有毛，寺僧以为蔬，预言佛祖留此，以养缁徒云。”

７　其他民族植物学内容

在书中还提到一些植物的特殊用途，在这里再分别介绍如柊叶，Ｐｈｒｙｎｉｕｍｐｌａｃｅｎ
ｔａｒｉｕｍ （Ｌｏｕｒ．）Ｍｅｒｒ．下云：“柊叶产粤东家园，草本，形如芭蕉，叶可裹棕，以包参茸等

物，经久不坏，本高约二三尺，叶长尺许，青色，四季不凋。”《南越笔记》柊有：“叶者，状如

芭蕉，叶湿时以裹角黍，干以包茸物，封缸口，南方地性热，物易腐败，帷柊叶藏之，即入

土千年不坏，……亦能理象牙，使光泽，粤中叶之为用柊为多，蒲葵次之。”
又如蒌叶和蒟酱均是一物即ＰｉｐｅｒｂｅｔｌｅＬ．，蒟酱是指其果实，而蒌叶是指其叶片，

其下云：“余使岭南及江右，古贲灰，蒌叶，槟榔三物，既合食之。湖南长沙不能生蒌，以

干者裹食之，求所谓子者，乌有也。及来滇，……则省垣茶肆累累如桑葚者，殆欲郄车而

载，而蒌叶又乌有也，……偏考他府州志，产芦子者如缅宁、思茅等处颇多，而蒌叶则唯

元江及永昌有之，故滇南芦多而蒌少，……《滇海虞衡志》谓滇俗重槟榔茶，无蒌叶则剪

蒌子合灰食之，此吴人之食法。夫吴人所食乃桂子，非芦子，又以元江分为二之，为蒟有

两种，一结子以为酱，一发叶以食槟榔。”
在羊桃（今考证为鱼藤ＤｅｒｒｉｓｔｒｉｆｏｉｌａｔａＬｏｕｒ．下有：“《本经》下品……今江西建昌

造纸处种之。取其涎滑以揭纸，叶似桃叶，而光泽如冬青。湖南新化也植之，黔中以其

汁粘石不断，《黔书》、《滇黔纪游》皆载之。光州造坟，以其条浸水，和土捶之，干则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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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不受斧斤，以火温之则解。”
又如野烟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ｔａｂａｃｕｍＬ．下有：“野烟即菸，处处皆种为业，滇南多野生者，

园圃中也自生，叶粘人衣，辛气射鼻。《滇本草》：‘味辛麻，性温，有大毒，治亲切疔疮、痈
疽发背已见死证；煎服或酒合丸，名青龙丸，又名气死名医草，服之令人烦，不知人事，发
晕，走动一二时辰出汗发背未出头者即出头，此药之恶劣也。”

羊踯躅和搜山虎皆是指黄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ｍｏｌｌｅ（Ｂ１）Ｇ．Ｄｏｎ，云：“搜山虎即

羊踯躅，一名老虎花。古方多用，今汤头中无之，且详《本草纲目》，按罗思举草药图，搜

山虎春日发黄花，青叶，能治跌打损伤，内伤要药，重者一钱半，轻者一钱，不可多用。霜

后落叶，仅存枯根，南医以发表入阳明经之药是此药，俗方中仍用之。中州谓闹羊花，取
其花研末，水浸杀蔬虫，老圃多用之。”

薄荷ＭｅｎｔｈａＬ．，《唐本草》始著录，或谓即菝荷，茇葀之讹。中州市莳以为蔬，有二

种，形状同而气味异，俗也谓之臭薄荷，盖野生者气烈近臭，移莳则气味薄而清，可噉，亦
可入药也。吴中种之，谓之龙脑薄荷，因地得名，非有异也。肆中以糖煎为饴，又薄荷醉

猫，猫咬以汁涂之。
又如酒药子树指白背桐Ｍａｌｌｏｔｕｓａｐｅｌｔａ （Ｌｏｕｒ．）Ｍｕｅｌｌ．Ａｒｇ．云：“生湖南，高丈

余，皮紫微似桃树，叶如初生桐叶而有长尖，面青背白，皆有柔毛，叶心亦白茸茸如灯心

草，五月间稍开小黄白花，如粟粒成穗，长五六寸，叶微香，土人以制酒麯。故名。”
在木莲ＦｉｃｕｓｐｕｍｉｌａＬ．下云：“木莲即薜荔，《本草拾遗》始载之，自江而南，皆曰木

馒头，俗以其实中子浸汁为凉粉，以解暑。”
绿豆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ｎｓｒａｄｉａｔｕｓＬ．下云：“绿豆，《开宝本草》始著录，高阜旱田种之，迟早

皆以六十日而收，豆用甚广，又为解毒、去热良药。”吴其濬还补充道：绿豆不见于古字，
或作绿，亦侔其色，《农桑通诀》北方用最多，为粥，为饭，为饵，为灸，为粉，为面，济世之

良谷，南方间种之。宋《孙公谈圃》乃谓粤西无此物，每承舍入京，包中只带斗馀，多则至

等某江辄遇风浪不能渡，到彼中，凡患时疾者，用等秤买；一家煮豆，香味四达，患病者闻

其气辄愈，其说近奇。”
东廧Ａｇ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ｓｑｕａｒｒｏｓｕｍ （Ｌ．）Ｍｉｑ．下云：“东廧，《本草拾遗》始著录，相如

赋：东廧雕胡，《魏书·乌丸传》：地宜东硃似禾祭，广志，东廧粒如葵子，苗似蓬，色青黑，
十一月熟，出幽凉，并，乌丸地，臣伏读圣祖御制《几暇格物篇》：‘沙蓬米，凡沙地皆有之，
鄂尔多斯所产尤多，枝叶丛生如蓬，米似胡麻而小，性暖益脾胃，易于消化，好吐者食之

多有益，作为粥，滑腻可食，或为米，可充饼饵茶汤之需，向来食之者少，自朕试用之，知

其宜人，今取之者众也。’”
灰藋菜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ａｌｂｕｍＬ．下有：“《嘉祐本草》始著录，即灰条菜，其红心者为

藜，其子可为饭，《救荒本草》，谓之舜芒砪，藜藿之羹。昔贤所甘《询刍录》古 称 藜 即 灰

苋，老可为杖，盖藜杖也，余乡居时，摘而焯为蔬，味微咸，特未然以为羹耳，其茎秋时伐

为杖，轻而有致，髹以漆则坚耐久，……北地采其子备荒，……滇本草灰条银粉菜，作菜

食令人不噎嗝反胃，煎服治火眼疼痛，可补诸本草。”
蕹菜ＩｐｏｍｏｅａａｑｕａｔｉｃａＦｏｒｓｋ下云：“雍菜详《南方草木状》，《嘉祐本草》始著录，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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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叶与旋花同异，惟根不甚长，解冶葛毒，湖南误食水莽草，亦以此解之。江右、湖南种

之，不减闽、粤。余疑与葍葍苗为一物，南方种为蔬，北地则野生麦田中，徒供月盾豕耳。
其心中空，岭南夏秋间疑有蛭藏于内，多不敢食。种法如番薯，插蔓扦之即活，一畦足供

八口之食，味滑如葵，……盖其性滑能养窃，中 空 能 疏 滞 寒，能 抑 热。近 时 阿 芙 蓉 毒 天

下。有倡为蕹菜膏，云可以已瘾，佘疑鸦片膏中必杂以冶葛，故生吞者毒烈立毙，……余

治葛之所畏也，因其畏而治之。”
蕨Ｐｔｅｒｉｄｉｕｍａｑｕｉｌｌｉｎｕｍ （Ｌ．）Ｋｕｈｎｖａｒ．ｌａｔｉｕｓｃｕｌｕｍ （Ｄｅｓｖ．）Ｕｎｄｅｒｗ．下 曰：

“蕨，《本草拾遗》始著录，……今江湖滇黔山民，皆研其根为饵。《遵义府志》一种甜厥，
根如竹节，掘洗捣烂，曰蕨凝；和水掏汁，以皮及滤渣隔宿成膏，曰蕨粉，捣粉为饼，曰蕨

巴；洒粉釜中，微火起之，曰蕨线；煮之如水引，滇蜀山氏腊而鬻之，长几有尺，……以蕨

绝音同，曰吉祥，……至其灰可以烧瓷，粉可以浆丝，民间习用，而记载缺如。”
在三七Ｐａｎａｘｐｓｅｕｄｏｇｉｓｅｎｇ （Ｂａｎｋ．）Ｆ．Ｈ．Ｃｈｅｎ下有：“……余在滇时，以书询广

南守，答曰：‘三茎七叶，畏日恶雨，土司利之，亦勤培植，且以数饪莳寄。’时过中秋，叶脱

不全，不能辩其七数，而一茎独矗，顶如葱花，冬深出芽，至春有苗及寸，一丛数顶，旋即

枯萎。昆明距广南千里而近，地候宜异，……余闻田州至多，采以煨肉，盖皆种生非野卉

也。又《赤雅》云：‘凡中蛊者，颜色反美于常，斩之不断，妖姬望之而笑，必须叩头乞药，
出一丸啖之，立吐奇怪，或人头蛇身，或八足六翼，如科斗子，焚之不燃，又用矾及为燃，
又用白矾浇之立死，否则对时复还其家。’予久居客中，皆知其方，用三七末荸荠为丸，又
用白矾及细茶等分为末，每服五钱，泉水调下，一得吐则止。按古方的白蘘荷Ｚｉｎｇｉｂｅｒ
ｍｉｏｇａ（Ｔｈｕｎｂ．）Ｒｏｓｃ．服其汁，并卧其根，知呼蛊者姓名则其功缓也。三七治蛊前人

未曾述及，有蛊之地，必有断蛊之药。”
又如万年青Ｒｏｈｄｅ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Ｒｏｔｈ．其条下有：“《花镜》一名=，阔叶丛

生，深绿色，冬夏不萎。吴中人家多种之，以其盛衰占休咎，造屋移居，行聘治圹，小儿初

生，一切喜事无不用之，以祥瑞口号，至于结姻币聘，虽不取生者，亦必剪造绫娟，肖其形

以代之，它与吉祥草、葱、松四品，并列盆中，亦俗套也。种法于春秋二分时分栽盆内，置
之皆阴处，俗之四月十四是神仙生日，当删剪旧叶，掷之通衢，令人践踏，则新叶发生必

盛，喜壅肥土，浇用冷茶。按九江俚医以治无名肿毒疔疮、牙疼，隐其名为开口剑，或谓

能治蛇伤，亦呼为斩蛇剑。”
青冈，今考证为麻栎Ｑｕｅｒｃｕｓ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Ｃａｒｒ．，其条 下 有：“按 青 冈 树 与 橡 栎 杂 生

冈阜，盖一类而无花实者，其稍头往往结一绿球，细如棕丝颇硬，贵州土绸即树蚕茧也，
其利薄也。”

又如蘗木Ｂｅｒｂｅｒｉｓｂｒａｃｈｙｐｏｄａ Ｍａｘｉｍ．下 曰：“蘗 木，《本 经》上 品，根 名 檀 桓，《别

录》曰生汉中，永昌山谷，今山西、湖南山中至多，俗以染黄”，吴其濬又说：“小说家有谓

投黄蘗水中能毒蛟龙者，温峤然犀，鬼神恶之。但深山 中 忽 遭 沸 流，俗 曰 蛟 水，当 其 冲

者，山裂木拔，岂无一蘗木随流而泛者哉，夫洚水离析，害难言矣，近世有蘗伐蛟说者，其
意甚壮，然不闻有试之者。《周礼》壶涿氏掌除水虫，若欲杀其神，则以牡橭午贯象齿沈

之，其神死，……，与后世禁祝何异。然则捍大患御大灾，而有益于民，虽巫觋小术，亦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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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作也。蘗木杀蛟，其说若信；则依涧负崖之氓，家置户蓄，或遇一线逆湍，争相迎掷，
独非临时救恤之一法乎。”

由于篇幅的局限，不能再引述更多的内容，但我们可以看到《植物名实图考》一书内

含有丰富的民族植物学内容，从我国不同民族对植物的不同利用方法上，也可看到我国

植物文化的演变和发展，并且从中也可得到许多启发和帮助，这些内容是《植物名实图

考》中精华的部分，也是我国珍贵的民族植物学遗产。
从此更可看到，吴其濬是我国植物学发展历史上一个继往开来的伟人。

陈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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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十四种植物的民族植物学

　　　　研究

　　·乌饭树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ｕｍ Ｔｈｕｎｂ．的民族植物学

·菊Ｄｅｎｄｒｏｎｔｈｅｍａ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Ｒａｍａｔ．）Ｔｚｖｅｌ．的民族

植物学

·槟榔ＡｒｅｃａｃａｔｅｃｈｕＬ．的民族植物学

·莲ＮｅｌｕｍｂｏｎｕｃｉｆｅｒａＧａｅｒｔｎ．的民族植物学

·荠菜Ｃａｐｓｅｌｌａｂｕｒｓａｐａｓｔｏｒｉｓ（Ｌ．）Ｍｅｄｉｃ．的民族植物学

·桃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ｐｅｒｓｉｃａＬ．的民族植物学

·葫芦Ｌａｇｅｎａｒｉａｓｉｃｅｎａｒｉａ（Ｍｏｌｉｎａ）Ｓｔａｎｄｌ的民族植物学

·乌头Ａｃｏｎｉｔｕｍ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Ｄｅｂｘ．的民族植物学

·菖蒲ＡｃｏｒｕｓｃａｌａｍｕｓＬ．的民族植物学

·烟草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ｔａｂａｃｕｍＬ．的历史

·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Ｏ．Ｋｕｎｔｚｅ的历史

·磨芋ＡｍｏｒｐｈｏｐｈａｌｌｕｓｋｏｎｊａｃｋＫ．Ｋｏｃｈ．的民族植物学

·罗布麻ＡｐｏｃｙｎｕｍｖｅｎｅｔｕｍＬ．的民族植物学与资源开发

利用

·从民族植物学角度看大麻ＣａｎｎａｂｉｓｓａｔｉｖａＬ．的历史和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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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饭树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ｕｍ Ｔｈｕｎｂ．的民族植物学

１　乌饭树的古今名称

乌饭树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无论是作为食品，还是作为药物，都是很有特

色的。在古代的本草著作中，它并不是以乌饭树为其名称的，而有其他的名称。根据历

代诸家本草的记载，有染菽、猴菽、南烛草本、草木之王、牛筋草、青精草、乌饭草、墨饭草

等名称。所谓染菽，是指这种植物具有染色的功能，而它的果实似菽，菽乃是指豆科植

物，也就是说其果实似小豆子。猴菽是指猴子喜欢吃的小豆子。南烛草木中南烛二字

是染菽的音转，染菽两字在南方的发音近似南烛，又由于南烛似草，其实是木，故名南烛

草木。草木之王是说明了这种植物在草木中的位置，因为它对人们有很好的补益作用，
超过了其他植物，故以草木之王命之。名为牛筋草，是指食用之后，健如牛筋；青精草的

来源和我国梁代伟大药物学家陶弘景所著的《登真隐诀》一书中提到的青精乾石饭有

关，乌饭树的枝叶就是制作这种道家食品的原料，故称青精草；实际上这“青精”两字十

分清楚地说明它集中了绿色植物的精华，乌饭草和墨饭草则十分形象地说明以它们作

原料做出来的饭是黑色的。虽然其名称各异，但从这些名称的命名意义看包含着两方

面的内容：一是可用以制作一种青黑色的米饭，二是这种植物对人体确有很好的补益作

用。在古代本草著作中，对南烛的原植物曾有些混乱的认识，陈重明等已进行考证，确

认从古至今乌饭 树 的 原 植 物 应 是 杜 鹃 花 科 越 桔 亚 科 的 乌 饭 树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ｕｍ
Ｔｈｕｎｂ．。

２　关于乌饭树的民间传说

乌饭，是我国江南一带民间传统的保健食品，在古代就流传着美丽传说。《法华玄

赞》中曾有收载，说玉帝的女儿因思凡下嫁人间，触怒了玉帝而被押入天牢，终日挨饿。
她的儿子目莲（又名沉香），对母亲非常孝敬，每日送去白饭好菜，但每次都被狱卒吃了，
后来目莲发现了一种树叶，用它榨汁浸米，可以制成一种墨饭，狱 卒 见 了 大 惊，不 敢 再

吃，而目莲的母亲却依靠这种黑饭维持了生命，身体逐渐康复，目莲的行动感动了天帝，
最后将其母亲释放，母子得以团聚。在《神隐》中谈到了乌饭习俗来源于另一种说法，说
西域有神，叫做佛，在佛祖生日的那一天要用黑黍米不落角祀之。中国的奉教者，率相

仿效，遂成此俗，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在农历四月初八这一天要吃乌饭的原因。中国用乌

饭来代替黑黍米，奉佛以后，寺庙中僧侣们发给弟子，认为食用 以 后 可 以 消 灾，带 来 吉

祥。由于乌饭既有补益作用，又很可口，深得人民喜爱，人 们 也 常 煮 些 乌 饭 送 给 亲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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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在我国安徽、江苏、浙江、湖南、贵州等省的部分地区，每到农历四月初八，农

户们都爱煮食乌饭，湖南侗族人民还称其为黑饭节。唐代大诗 人 李 白 就 曾 经 有 诗 曰：
“岂无青精饭，令我 益 颜 色。”诗 人 陆 龟 蒙 也 有 诗 云：“乌 饭 新 炊 茅 曜 香，道 家 斋 日 以 为

常。”在清代吴其濬所著《植物名实图考》一书也说：“四月八日俚俗，寺庙染饭馈间，其风

犹古。”《江宁府志》中已记载了江宁民间吃乌饭的习俗：“吾乡每庙时日，沿途争卖，以当

点心。”这说明了乌饭和佛教、道教都有很密切的关系，是一种宗教食品。用乌饭还可酿

酒，这种酒称作乌饭酒，是上等佳酿，色黑绵软，甜甘圆润。清代著名的文学家袁牧在溧

水时曾品尝过这种酒，他说：“酒色黑，其味甘鲜，口不能言其妙”，溧水一带人家生女儿

时必造乌饭酒一缸，一直保留到女儿出嫁时开饮，“开时仅半瓮，质能胶，香溢室外”。

３　本草著作中有关乌饭的记载

乌饭树最早是由宋代《开宝本草》收载的，但是作为青精饭却早在梁代（公元６世纪

左右）我国最早的药物学家陶弘景在其著作《登真隐诀》中就已经记录，他是这样记载

的：“以生白粳米一斛五斗春治，淅取一斛二斗，用南烛木叶五斤燥者三斤也可，杂茎皮

煮取原汁，极令清冷，以溲米，米释炊之，从四至八月末，用新生叶，色皆绿，九月至三月，
用宿叶，色皆浅。可随时进退其斤两，又采软枝茎皮，于石舀中捣碎，假令四、五月中作，
可用十许斤熟舂，以斛二升汤浸染得一斛也，比来只以水浸一 二 宿，不 必 用 汤，漉 而 炊

之，初米正作绿，蒸过便如绀色，若色不好，亦可淘之，更以新汁炊之，惟令饭作正青色及

止。高格曝干，当三日蒸曝，第一辄以青法溲令。每日可服二升，勿复血食，填胃补髓，
消灭三虫，……。”《上元宝经》云：“子服草木之王，气与神通，子食青烛之津，命不复殒，
此之谓也，今茅山道土也作此饭，或以寄远，熏蒸过食之，甚香甘也。”这是对乌饭制作的

首次记录。在唐代陈藏器所著的《本草拾遗》中说：“取南烛茎叶捣碎，浸汁浸粳米，九浸

九蒸九曝，米粒紧小，黑如瑿珠，袋盛，可适远方也。”《日华子本草》中也说：“乌饭草，益

肠胃，持浸米晒，干服，又名南烛也。”在宋《开宝本草》中，对乌饭制作有同《本草拾遗》相
似的描述，并强调其具有“坚筋骨，能行”等强力健体的作用。李时珍在《本草纲 目》中

说：“采其叶，渍水染饭，色青而光，能资阳气，谓之青精饭。”从以上的引述中看到乌饭又

名青精饭，为历代本草学家所熟悉，并已有约２０００年的历史，它不仅作为普通食品，而

且具有一定的保健功能，尤其是具有滋补强壮、抗衰老的作用。

４　本草著作中有关乌饭树药效的介绍

乌饭树除了作为保健食品用以外，还有一些独特的药用功能，因此是一种药食兼用

的植物。唐代陈藏器所著的《本草拾遗》中首次指出：“南烛枝叶，味苦平，无毒，止泄除

睡，坚筋益气力，久服轻身长年，令人不饥，变白去老。”宋《本草图经》中附有唐代孙思邈

所著的《千金月令》中南烛煎一方云：“南烛煎，益须发及容颜，兼补暖，三月三日采叶并

蕊子，入大净瓶中，干盛，以童子小便浸满瓶，固济其口，置闲处，经一周年取开，每用一

匙，温酒调服，一日二次，极有效验。”
《太平圣惠方》中也有关于南烛的附方，一方是春夏取南烛子枝叶，秋冬取其根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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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１　南烛（乌饭树）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ｕｍ Ｔｈｕｎｂ．

细锉五 斤，水 五 斗，慢 火 煎 取 二 斗，
去滓，净 锅 慢 火 煎 如 稀 饴，瓷 瓶 装

之，每温 酒 服 一 匙，日 二 服，久 服 轻

身明目，黑发驻颜；另一方是入童子

小便同煎，功效同上。再一 方，用 南

烛根烧研，熟水调服一钱即下，专治

误吞 铜 铁 不 下。李 时 珍 在《本 草 纲

目》中 加 以 推 荐。他 对 南 烛 果 实 也

作了 介 绍，云：“南 烛 子 酸 甘 平，无

毒，坚筋骨，固精驻颜。”在清 代 著 名

医学家沈金鳌所著的《要药分剂》中

对南烛枝叶和果实的功用作了进一

步的说 明，书 中 说：“《纲 目》于 南 烛

枝叶载 有 止 泄、除 睡、变 白 三 条，而

子载有 固 精、驻 颜 二 条，其 强 筋，益

力，子与 叶 同，此 殆 互 文，非 若 他 药

之主治，或子或枝或叶有绝不相同，余尝以南烛子治痢血日久，次 治 饭 后 瞌 睡，可 知 止

泄、除睡、不独枝叶为然也。又尝以子治痢血，日久疟，亦效，此为本草所未及者，曾制一

方，用南烛为君，制首乌为臣，谷芽生焦各半，除疟加用，如久痢加黄连、木香、诃子，久泻

加山药、建连，除睡加益智、远志，痢血加黄连、槐花、当归、地榆，真是如斯响应。”
在古书中记载了乌饭树的叶和果实都有用途，既能保健，又具有治疗作用，是一种

很有研究和开发价值的野生植物。

５　现代对乌饭树及其同属植物的研究

乌饭树属于杜鹃花科越桔属，是该科内一个比较大的属，全世界约有４００多种。美

国、加拿大、德国、法国等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开始对本属中的多种植物进行了开发性研

究，不少种类已经成为重要的水果和药物。例如对我国新疆有分布的黑果越Ｖａｃｃｎｉｕｍ
ｍｙｒｔｉｌｌｕｓ（Ｇｉｌｉｂ．）Ｋｏｃｈ颇为重视，认为其中的花青素是一种很有医疗价值的成分，对
于人体的血液微循环有很好的调节作用，特别在疏通血液方面有明显功效；对心血管系

统的疾病有很好的防治作用；对眼血管疾病及糖尿病均有很好的疗效。直到现在这种

植物制成的药物，仍是欧美各国十分重视和需求量很大的药品。在我国东北地区，有一

种分布广、蕴藏量大的该属植物越桔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ｖｉｔｉｓｉｄａｅａＬｉｎｎ．目前已用其果实生产

饮料，也从果实提取出天然红色素———越桔红，供食品工业应用。
乌饭树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ｕｍ Ｔｈｕｎｂ．是该属中在我国分布最广，蕴藏量最大的一

种。主产华东、华中、华南至西南地区，常分布在丘陵地带或海拔４００～１４００ｍ的山地，
常见于山坡林内或灌丛中，是酸性土（红壤）上的指示植物。朝鲜、日本（南部）、中南半

岛、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也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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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乌饭树的枝叶含有花青素、无羁萜、无羁萜醇（ｏｐｆｒｉｄｅｉｎｏｌ）、槲皮素、异荭草

素、对羟 基 桂 皮 酸、内 消 旋 肌 醇（ｐｓｅｕｄｏｍｙｏｉｎｏｓｉｔｏｌ）及 卅 一 烷、鞣 质 等，果 实 含 糖 分

２０％，游离酸７．０２％。乌饭树的枝叶渍汁浸米可以煮成黑色的乌饭。这是因为其中含

有天然黑色素的缘故。这种黑色素在实验室中已经取得，但尚未在生产中应用。对这

种黑色素的成分组成，看法不一，有认为主要是环烯醚萜，也有认为主要是靛类色满氧

杂萘满。不少学者还认为其枝叶中的色素与同属其他种植物果实中的色素相近，为多

种花色苷类。众所周知，天然色素对当代人类生活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天然黑色素

则更加难找。在食品工业和制药工业方面都是很需要的。最近的研究表明，乌饭树色

素的染色并不只限于米粒。这种天然黑色素不是仅仅作为一种色素而存在，其所含的

花色苷还是一种很好的药用成分。因此有着广泛开发利用价值。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利用乌饭树开发了黑色保健食品———“青精糯”，其

风味独特，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受到海内外人士的热诚欢迎。乌饭树资源丰富又具有

很好的保健治疗作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被人们更深的认识并开发利用，为国民经

济和人民的健康做出重大贡献。

陈重明　张宁　王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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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Ｄｅｎｄｒｏｎｔｈｅｍａ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Ｒａｍａｔ．）Ｔｚｖｅｌ．的民族植物学

　　菊花Ｄｅｎｄｒｏｎｔｈｅｍａ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Ｒａｍａｔ．）Ｔｚｖｅｌ．是我国的常用中药之一，又是我

国园艺花卉中最著名的种类，已有３０００多年的载培历史，和我国人民的生活有着紧密

的联系。

１　菊花的名称和意义

菊，始载于《山海经·中山经》，云：“女儿之山，多有菊木。”古代首部药物学专著《神
农本草经》中也收录之。明代药物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菊 本 作 鞠，从

鞠；鞠，穷也。《月令》：‘九月，菊有黄华，华事至此而穷尽，故谓之鞠。’”说明了在一年的

花事中，菊花是最后一个花季，古诗有：“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后更无花。”宋代文学

家欧阳修也说菊是“百草摧时始见花”。菊花的古名还有“节华”，是说此花是应节候而

生。还有一名为“阴成”，学者严陵方曾解释：“桃华于仲春，桐华于季春，……以万物皆

图３－２　菊Ｄｅｎｄｒｏｎｔｈｅｍａ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Ｒａｍａｔ．）Ｔｚｖｅｌ．

华于阳，独菊华于阴而已，……黄 者

以华 于 阴 中，其 色 正 应 阴 之 盛 故

也。”这里 说 菊 花 盛 开 于 秋 日，正 是

阴盛阳 衰 之 时，故 有 阴 盛 之 名。自

古以 来 还 有 一 种 野 菊，它 的 原 植 物

是Ｄ．ｉｎｄｉｃｕｍ （Ｌ．）ＤｅｓＭｏｕｌ，由唐

代陈藏器编著的《本草拾遗》首先收

载。它是 一 种 野 生 的 菊 花，又 叫 做

苦薏，薏指莲心，此物味苦与莲心相

似，故有此名。

２　有关菊花的民俗和象征

由于菊花在万木枯萎的 秋 季 盛

放，不怕 秋 冬 的 寒 冷，傲 然 屹 立，因

此常被作为不屈精神的象征。我国

古代有许多文人墨客或起义将领对

菊花情有独钟，写下了无数的诗篇赋文，寄情于菊，表达出他们 的 思 绪。如 屈 原 的《离

骚》，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之句，表明他不愿随波逐流而能 坚 操 其

志。晋代的陶渊明更有“秋菊有佳色，>露掇其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名句，
尤为后人所传诵。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袖黄巢有：“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

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朱元璋有“百花发，我不发，我若发，都骇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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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和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等诗句，都体现了起义志士的决心和豪情。菊花被

描写成满腔热血的斗士，或者是雅洁高尚、傲霜品格的象征。
还有这样一个传说：东汉时汝南方士费长房，一次他对弟子桓景说：“九月九日这一

天，您家要有大祸来临，您必须带领全家人用红袋装满茱萸，登上高山，并饮菊花酒方能

避祸”。桓景遵从师命而行，晚上回家发现家中鸡鸭全死。从此每年九月九日无论贫富

都要佩戴茱萸，饮菊花酒，相沿成俗。
我国栽培菊花最早的故乡是在何处？谁又是最早培养菊花的人呢？南北朝范晔所

著《后汉书·郡国志》中引《荆州记》云：“南阳郦县北八里有菊水，其源旁多芳菊，水极甘

馨，各中有三十家，不复穿井，即饮此水，上寿百二十，中寿百余，七十者犹以为夭。汉司

空王畅，太傅袁隗尝为南阳县令，日送三十余石，饮食澡浴悉用之。太尉胡广久患风羸，
恒吸引此水，疾遂愈。此菊茎短葩大，食之甘美，异于余菊，广又收其实，种之京师，遂处

处传植之”。由此看来，菊花最早的故乡，应是南阳郦县菊水（今河南省南阳市西北），该
区确是我国的长寿之乡。而太尉胡广是最早将菊水的野生菊引进京师（洛阳），然后广

传各地的人，所以胡广应是我国育菊第一人。
菊花经过历代人民的精心培育，不断发展了新的品 种，由 原 来 单 一 的 黄 色 增 加 了

墨、绿、红、紫等色。并由露地栽培过渡到整形盆栽，积累了大量的育菊经验，艺菊的人

才辈出。更有人 将 菊 花 分 门 别 类，写 出 了 各 种 菊 谱。如 宋 刘 蒙 泉 著 有《菊 谱》（１１０４
年），南宋范成大著有《范村菊谱》（１１８６年），沈镜著有《菊名谱》（１２３１年），史铸又著有

《百菊集谱》（１２３１年），元代杨维帧著《黄华传》，明代王象晋著《群芳谱》，清代陈淏子的

《花镜》（１６８８年），刘浩著《广群芳谱》（１７０８年），陆延灿著《艺菊志》（１７１８年），计楠著

《菊说》（１８０３年）等都是论菊的名著。
大约在１０世纪左右，我国的菊花经朝鲜传入日本，１６世纪以后传入欧洲，１９世纪

又传入美洲，而今，菊花已开遍全球，成为世界人民喜爱的名花。特别在日本，爱菊之习

风行全国，天皇的皇冠上镶嵌着菊花，皇宫的墙壁上也雕刻着菊花。每年１１月，是日本

的菊花节，除展出各种菊花外，还盛行玩偶会，给各种泥人穿上用菊花点缀的袍服。就

连中日友好和平等条约 批准书的日方文本封面上也印着金色的菊花，体现了菊花所象

征的另一个意义———团结。在我国每当秋季人们就喜欢赏菊、咏菊，千年不断，直到现

代，我国各地每年都有盛大的菊展。据统计，我国的菊花品种已达３０００多个，居各种

花卉品种的首位。经过园艺工作者的努力，如今已可使菊花四季常开，不再仅限于萧瑟

的秋天。

３　民间食用和药用菊花的方法

我国古代人民对菊花保健益寿的作用早有认识。三国时代魏文帝曹丕曾在重阳节

送给钟繇一束菊花，并写信说：“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餐秋菊之落英，铺体延年，英斯

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求。”古往今来，食菊的方法很多，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１）菊膳

以菊花制作佳肴，历史也很悠久，唐代就有菊花糕，菊花鲜粟羹、木香菊花粥都是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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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名珍。宋代林洪著《山家清供》中介绍菊花粟饭：用菊花和甘草少许 焯 过，候 粟 饭 同

煮，久食可以明目延龄。在我国不少地方有菊花宴。如我国广东中山市小榄镇，艺菊已

成为当地的重要生产内容，以菜肴、糕点来算约有二三十种。这里的菊花，花瓣硕大，叶
片肥厚，清香而无异味，制作出的食品不但适口，还有一定的食疗作用。

（２）菊花酒

菊花酒可以单独使用菊花，也可以加入各种有益的中草药，可以配合养生。明代学

者高濂在《遵生八笺》中介绍了制造菊花酒的方法：一是九月间选择半开的菊花，连带少

许茎叶一起捣碎，拌和在煮熟糯米醪酪里发酵，次年九月开封即可；二是待十月菊花盛

开时，采摘菊花去蒂，２斤浸泡在１０斤好酒中，密封１０天即可饮用；三是将菊花煎汁，
同曲、米发酵酿酒，或加地黄、枸杞或当归亦可。菊花酒不仅色鲜味厚，明代药物学家李

时珍认为还可治头风，去痿痹，消百病。
（３）菊花茶

从唐代开始，人们即用菊花泡茶。唐诗宋词都有采制菊花茶的内容，如唐诗中有：
“九月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云多泛酒，谁解助茶香。”宋诗中有：“筑台结阁两争华，使

觉流涎满曲斗，户小难禁竹叶酒，睡多须借菊花茶。”民间也有：“菊花二朵一撮茶，清心

明目有寿加”，“常饮菊花茶，到老眼不花”的谚语，都说明了菊花茶的应用既有悠久的历

史，又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菊花甘、苦而凉，体轻气弱，泡茶之后芳香幽雅，回味悠长，
作为保健饮料，经常服用对于中老年人是很有好处的。近年来在我国和东南亚地区更

为风行。若在菊花茶中配合一定的中药，还可针对性地治疗疾病。如菊花配枸杞，色香

味更佳且明目延龄益肝；配桑叶可治风热感冒，风火目疾；配木蝴蝶和胖大海能清音利

咽；配山楂、炒决明子能治疗高血压等高血脂；配金银花可防治 小 儿 痱 子 及 痈 肿 等 症。
所以菊花茶是自古至今长盛不衰的一种很好的保健饮品。

菊花的药用历史已很久远，《神农本草经》就认为它“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历代

医家均认为菊花可以疏风热、清肝火、明头目、解疮毒，对风火肝热所致的头痛眩晕、目

赤胀疼、疮痈肿毒等病症均有很好的疗效。古方中的菊花散、夜光丸、菊晴丸、桑菊丸，
都是著名的方剂。根据植物学家最近的研究，菊花在保护环境、净化大气、净化水源和

提高水质方面都有较好的功能。李时珍曾对菊有高度的评价：“菊之苗可蔬，叶可啜，花
可饵，根实可药，囊之可枕，酿之可饮，自本至末，罔不有功。”清代学者陈士铎在谈到菊

花的功用时，特别提到食菊要持之以恒：“甘菊花，气味轻清，功亦甚缓，必宜久服始效，
不可责以近功。”名医张山雷也认为：“惟此是冲和纯粹之品，断非旦夕可以速效，弗以无

近功，而遽疑《经》言之不可信也。”
在历代本草著作中将菊分成甘菊、野菊两种。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指出：“甘

菊为真菊，苦者为苦薏。”历代医药家多认为入药必须甘菊，而野菊不宜入药且泄人。对

于这个观点医家也有分歧，即认为菊不依甘野之分均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按照现代植

物分类学的观点，菊与野菊是两个种，野菊Ｄｅｎｄｒｏ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ｄｉｃｕｍ （Ｌ．）ＤｅｓＭｏｕｌ，其

作用并不逊于栽培的菊花。菊花的地道药材，我国有六个主产地：安徽亳州、滁州，浙江

杭州和河南商丘，河北安国及四川等地。古代都采用黄菊花，而 现 代 大 部 分 均 为 白 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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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只有杭菊分白、黄两种类型。

４　菊花的开发和利用

菊花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也是我国民族植物学中的卓越代表。近年来植

物化学家的研究表明其花和全草的挥发油中含有菊油环酮、单龙脑肽酸酯（ｍｏｎｏｂｏｍｙｌ
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菊醇（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ｎｏｌ）、龙脑和乙酸龙脑脂。还含有黄酮类化合物木樨草素
７葡萄糖苷、大波斯菊苷（ｃｏｓｍｏｓｉｉｎ）、刺槐素７鼠李糖葡萄糖苷二水合物 及２个 儿 茶

酚衍生 物：３，４二 羟 基 苯 乙 酮（３，４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ａｃｅｔｏｐｈｅｎｏｎｅ）、３，４二 羟 基 苯 丙 酮（３，４
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ｈｅｎｙｌａｃｅｔｏｎｅ）。现代药理实验证明菊花提取物能扩张离体动物心脏的冠状

动脉，从而减轻心肌缺血状态。同时也能使心肌收缩力增加，可预防和治疗动物血管硬

化；菊花水提物能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改善皮肤的血液循环，促进皮肤细胞再生，提高

皮肤毛细血管的弹性，具有抗皮肤衰老的作用。菊花还可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对金黄

色葡萄球菌、痢疾杆菌、伤寒杆菌、大肠杆菌等病菌有不同程序的抑制作用，可防治各种

感染性疾病。高浓度的菊花提取液还有明显的抗流感病毒的作用。所以菊花在中医临

床中常作为降压和抗流感中药的重要组成之一，这和古代本草著作所说其主治头风、明
目、解毒、除胸中烦热的功效十分吻合。

作为食品，并不是所有地区的菊花均适用。主要是广东的真菊，适作菜肴糕点的原

料。南京地区还有一种菊花脑Ｄｅｎｄｒｏｎｔｈｅｍａｎａｎｋｉｎｇｅｎｓｅ（Ｈａｎｄ．Ｍａｚｚ．）Ｘ．Ｄ．Ｃｕｉ，
嫩茎叶是当地人民喜爱的蔬菜，已有栽培。

菊花作为保健茶的原料应用已十分广泛，由于菊花对皮肤有一定养护作用，因此以

菊花为主的美容制品也不断出现，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
菊花自古而今，食用和药用不衰。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

很多方面值得世界人民借鉴，我们希望菊花能对全世界做出新的贡献。

陈重明　徐增莱　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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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ＡｒｅｃａｃａｔｅｃｈｕＬ．的民族植物学

　　槟 榔ＡｒｅｃａｃａｔｅｃｈｕＬ．又 名 仁 频、宾 门、宾 门 药 饯、白 槟 榔、橄 榄 子、大 腹 子、洗 瘴

丹、青仔等，为棕榈科植物，原产马来西亚。我国主要分布海南、广东、广西、福建和云南

等地。其果和种子入药，药材名有槟榔花、枣槟榔、大腹皮、大腹子，是我国常用的中药。
近代我国不少地区槟榔已成一种嗜好食品，在湖南等地民间有嚼槟榔的习俗。本文从

民族植物学范畴探讨其实用意义，为进一步开发利用槟榔提供资料。

图３－３　槟榔ＡｒｅｃａｃａｔｅｃｈｕＬ．

１　槟榔的释名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槟榔条下

的“释名”项下写：“宾与郎皆贵客之称。”嵇

含的《南 方 草 木 状》言：“交 广 人 凡 贵 胜 族

客，必先呈 此 果。如 邂 逅 不 设，用 相 嫌 恨。
则槟榔 名 义，盖 取 于 此。”《海 槎 馀 录》云：
“槟榔产于海南，惟万崖、琼山、会同、乐 会

诸州县为多，他处则少。亲朋会合，互相擎

送以为礼，至于议姻，不用年帖，只送 槟 榔

而已。”在《南 方 草 木 状》中 云：“……出 林

邑，彼人以为贵，婚族客必先进，若邂 逅 不

设，用相嫌恨，一名宾门药饯。”
这说明献槟榔在古代的南方是作为待

客的一种 礼 仪。朋 友 相 遇，若 不 以 槟 榔 招

待，会引起 对 方 的 怀 疑 和 不 快。现 在 槟 榔

在我国不少地区已成一种嗜好性食品，用以招待朋友，这种传统礼仪仍然保持着。槟榔

在世界一些民族中也是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佳品，还被当作去邪造福的神物。在肯尼

亚蒙巴萨兴女家招婿，在特别的“送新郎”的仪式中，有两个手捧槟榔铜盘的小姑娘走在

最前面，他们相信槟榔可去邪造福，送上槟榔，新郎方可登堂入室。在斯里兰卡农村的

婚礼中，亲朋至友将槟榔装在信封里送给新郎父亲，以示祝贺，这是婚礼的开始，当新郎

新娘将１００片槟榔分送给来祝贺的人，婚礼仪式方才结束。
李时珍说：“岭南人啖之，以当果食，言南方地湿，不食此无以祛瘴疬也。”这是槟榔

又名洗瘴丹的原因。其果实药材名为大腹子，其果壳称大腹皮，这都是以其果实腹部大

而扁的形态而命名的。唐代孟诜在《食疗本草》中称其为橄榄子，是因为其果形似橄榄

Ｃａｎａｒｉｕｍａｌｂｕｍ （Ｌｏｕｒ．）Ｒａｅｕｓｃｈ．之 故，这 个 名 称 是 不 恰 当 的，因 为 易 和 橄 榄 混 淆。
明代蒋一葵的《长安客话》记载：“文官果即槟榔果也。肉旋如螺，实初 成 甘 香，久 则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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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昔唐德宗幸奉天，民献是果，逐宫其中，故名。”

２　槟榔药用历史记载及现代药理学研究

槟榔子药用历史悠久，早在《名医别录》就有收载，列 入 中 品 药，云 其：“味 辛 温，无

毒，主消谷逐水，除痰癖，杀三虫，伏尸，疗寸白。”以后历代本草著作均有收载。李时珍

对其药效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槟榔子主治“消谷逐水，除痰辟，杀三虫，伏尸，疗寸白。
治腹胀，生捣末服，利水谷道。傅疮，生肌肉止痛。烧灰，傅口吻白疮。宣利五脏六腑壅

滞，破胸中气，下水肿。治心痛积聚。除 一 切 风，下 一 切 气，通 关 节，利 九 窍，补 五 劳 七

伤，健脾调中，除烦，破症结。主贲豚，膀胱诸气，五膈气，风冷气，脚气，宿食不消。治冲

脉为病，气逆里急。治泻痢后重，心腹诸痛，大小便气秘，痰气喘急。疗诸疟，御瘴疠。”
主要功能在于利气行水，杀虫，消积。大腹皮与槟榔子的功效相似，也是疏气，健脾胃和

调中，并能消肌肤中水气、浮肿及洗疮毒等。至今大腹子和大腹皮还是常用的中药（见

图３－４　中药材大腹皮（槟榔之果壳）

图３－４）。李 时 珍 在《本 草 纲 目》槟 榔 条 的“发

明”项下引罗大经《鹤林玉露》云：“岭南人以槟榔

代茶御瘴，其 功 有 四，一 曰 醒 能 使 之 醉，盖 食 之

久，则熏然颊赤，若饮酒然，苏东坡所谓‘红潮登

颊醉槟榔’也。二曰醉能使之醒，盖酒后嚼之，则
宽气下痰，余醉顿解，朱晦奄所谓：‘槟榔收得为

祛痰’也。三曰饥能使之饱。四曰饱 能 使 之 饥。
盖空腹食之，则充然气盛如饱，饱后食之，则饮食

快然易消。又且赋性疏而不泄气，禀味严正而更有余丹。”这说明槟榔含有对人体起特

殊作用的物质。这是否是我国南方人喜食此果的原因？《崖州表》中对槟榔的药效做了

这样的总结：“荡涤心胸百瘴开，青囊选药此良材，消融我本无渣滓，肺腑曾从饮水来。”
现代药理学的研究表明槟榔子具有：①驱虫作用，特别是对猪肉绦虫和牛肉绦虫有较强

的瘫痪作用，能使蛔虫中毒，实验表明这些可能是和其中所含的槟榔碱（ａｒｅｃｏｌｉｎｅ）的作

用有关。②抗真菌和抗病毒作用。③对胆碱受体的作用，可以兴奋 Ｍ胆碱受体，引起

腺体分泌增加，特别是唾液分泌增加，滴眼时可使瞳孔缩小。另外可增加肠蠕动、收缩

支气管、减慢心率及引起血管扩张，血压下降等等。④其他作用：在小鼠皮下注射槟榔

碱，可抑制一般活动，对氯丙嗪引起活动减少及记忆力受到损害，均能获得改善。还有

报道平时嚼槟榔人味觉减退，食欲增进，牙齿易动摇，腹泻者少，咽痛者也少，并可治疗

腹痛。这可能是由于其中含有大量的鞣质之故。此外食槟榔者患肠寄生虫病少，不易

感到口渴，这也可能和槟榔碱的作用有关。最近有人证明槟榔中含有对人的致癌物质，
这方面尚需进一步研究。

３　关于湖南人嚼槟榔习俗的调查及其历史追溯

湖南长沙、湘潭等地人民很欢喜嚼槟榔，已经成为当地一种突出的习俗。湖南本省

并不产槟榔，其原料主要来自海南。槟榔销售已成为长沙和湘潭地区比较重要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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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沙街上槟榔摊比比皆是，几乎和烟摊媲美，有从海南迁来的眼镜槟榔店，又有甘记

槟榔店和胡记槟榔店等都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
（１）嚼槟榔的习俗

据作者调查，在长沙街头的槟榔店摊，出售的槟榔是从海南购得成熟的槟榔果，然

后在当地进行鲜果加工的，鲜果一般经湿木头和锯木灰烟熏至干，放入 清 水 漂 去 烟 熏

味，然后用糖水泡软，在出售时用小铡刀将槟榔果分切为三份，将其种子取出另置，每一

份称为一“口”，出售时店家在每一“口”上随时加上调味品，它是由桂枝油和饴糖石灰水

做成，桂枝油是用肉桂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ｃａｓｓｉａＰｒｅｓｌ．的叶、嫩花梗和果实蒸煮而成。常作

化妆品原料及巧克力、香烟的配料。药用常作矫臭剂、驱风剂或刺激芳香剂的原料；饴

糖石灰水是采用生石灰和饴糖水混合而成的，有些人为加重其“槟榔味”则要求加入种

子。每种调味品的数量约在０．５ｍｌ左右，在炎热的夏季也有将槟榔置入冰箱，制成冷

槟榔。每口槟榔的咀嚼时间，随个人的习惯而定，一般约２０～４０ｍｉｎ，据调查获悉，初嚼

槟榔的人嚼后常会感到脸颊泛红，心跳有时加快，似乎有些醉意。这与宋代诗人苏东坡

所说“红潮登颊醉槟榔”的情况相符。但常嚼槟榔的人，因为已成习惯，且有成瘾，不断

咀嚼后会达到一种满足或者有一些轻微的快意。一般喜食槟榔的人，面部肌肉由于不

断的咀嚼运动而显得特别的发达。槟榔的价格依果实的大小及果实上 脉 纹 的 松 紧 而

异，不同店家槟榔调味品的配方比例或者种类上略有不同，以此显出各自的特色。
（２）嚼槟榔习俗的追溯

长沙人嚼食槟榔的习惯，已有很多年的历史，根据当地老人回忆在１９４６年以前即

有比较著名的“甘 记 槟 榔 店”。早 在 嘉 庆 刻 本《湘 潭 县 志》卷 三 十 九《风 土 记》中 记 有：
“……士大夫燕客来取精细酒重確（即浮梁酒），珍错交罗，竞为丰腆，一食费至数金，婚

丧尤为甚，至槟榔，蔫叶所枉酷嗜。”在《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中查得“……居常饮茶有

置盐者，馀如葱姜醋、班椒、胡椒、槟榔亦日食所必须者，此湘人食品之大较也。”这说明

了在湖南嗜食槟榔远在清代以前就已开始。除外，在海南部分地区和西双版纳等地也

有人喜嚼槟榔，但用青果加蒌叶ＰｉｐｅｒｂｅｔｌｅＬ．和生石灰同嚼，而不是成熟的果实。
嚼槟榔的习俗和历代本草的记载。

① 唐《新修本草》中蒟酱条下云：“《蜀都赋》所谓流味于番禹者，蔓生，叶似玉瓜而

厚大，味辛香，实似桑椹，皮黑内白，西戎亦时将来，细而辛烈。或谓二种，交州爱州人云

蒟酱，人家多种，蔓生，子长大，谓苗为扶留藤，取叶合槟榔食之，辛而香也。”

② 宋《本草图经》中槟榔条下云：“……盖得扶留藤与瓦屋子灰同咀嚼之则柔滑而

甘美，岭南人噉之，以当果实，其俗云南方地湿，不食此无以祛瘴疬。”

③ 《本草纲目》一书中，李时珍也提到嚼槟榔的习俗，在槟榔子条“修治”下：“……
近时方药亦有以火煨焙用者。然初生白槟榔，须本境可得，若他处者，必经煮熏，安得生

者耶？又槟榔生食，必以扶留藤、古贲灰为使，相合嚼食之，吐去红水一口，乃滑美不涩，
下气消食，此三物相去甚远，为物各异，而相合相成如此，亦为异矣。俗谓‘槟榔为命赖

扶留’以此。古贲灰即蛎蚌灰，贲乃蚌字之讹，瓦屋子灰亦可用。”

④ 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中，有蒌油一条云：“按蒌即扶留藤，蒌即蒟也，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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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人取其叶合槟榔实，今人名橹叶，用其叶封固，晒半载，收贮待用，可留数十年，非独疏

积滞，消瘴，治病亦伙……。”

⑤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一书也提到此俗，但他在蒟酱ＰｉｐｅｒｂｅｔｌｅＬ．和蒌叶（见

图３－５　蒌叶（左）和蒟酱ＰｉｐｅｒｂｅｔｌｅＬ．）（右）

（引自《植物名实图考》）

图３－５）条 下 记 述 云：“余 使 岭 南 江

右，其贲 灰，槟 榔、蒌 叶 三 物 既 合 食

之也。按湖南，则长沙不能 得 生 蒌，
以干者裹食也，……考云南 旧 志，元

江产蒌 子，山 谷 中 蔓 延，丛 生，夏 花

秋实，土 人 采 之，日 乾 收 货。蒌 叶，
元江 家 园 遍 植，叶 大 如 掌，垒 藤 于

树，无花 无 实，冬 青 常 青，采 叶 合 槟

榔食之……。”《滇海虞衡志》谓：“滇

俗槟 榔 茶，无 蒌 叶，剪 蒌 子 合 灰 食

之，味 香 美……。”此 外 还 介 绍 了 蒌

叶的其 他 功 效：“……盖 元 江 地 热，
物不蛀则枯叶，行数百里，肉瘠而香

味淡矣。芦子苞苴能致远，干则愈辣，滇多瘴，取其便而味重者饵之，其植蒌而食蒌耳。”
《植物名实图考》又引李时珍说：“蒟酱，今两广，滇南及川南、渝、泸、威、茂、施诸州皆有

之，其苗谓之蒌叶，蔓生依树，根大如箸，彼人食槟榔者，以此叶及蚌灰少许同嚼之，云辟

瘴疬，去胸中恶气。故谚云：‘槟榔扶留，可以忘忧。’”
古代本草著作的这些记述，说明嚼槟榔的习俗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但当时采用的

方法必须要和一种叫浮留藤或蒟酱（也称蒌叶，是同一种植物）的叶片和蚌蛎灰或瓦屋

子灰相伴同 用 后 方 觉 柔 滑 甘 美。这 二 种 植 物 根 据 其 图 文 考 证 确 系 胡 椒 科 植 物 蒌 叶

ＰｉｐｅｒｂｅｔｌｅＬ．，和现代海南以及西双版纳地区民间嚼槟榔的形式相吻合。湖南不产蒌

叶，无法得到新鲜蒌叶，因而用肉桂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ｃａｓｓｉａＰｒｅｓｌ．的枝条来代替，这一点

正和《南越笔记》中所载相符。在清代《南越笔记》１３卷中肉桂下云：“肉桂，一名越桂，
……越桂以高州肉桂为珍，杂槟榔食之，口香竞日。”

根据调查了解，西双版纳的傣族和布朗族及海南某些地区居民用蒌叶石灰搅拌合

食，能使牙齿和嘴唇染红。而在西双版纳有一种染齿称：“金齿”的习俗，无论男女，一旦

进入青年期，便开始染齿，染齿的方法是用黑烟灰涂在牙齿上，也可以用嚼槟榔果或土

槟榔来染色，为 了 使 颜 色 比 较 牢 固 地 附 着 牙 齿，在 染 齿 前 常 吃 一 些 酸 味 野 果 如 酸 角

ＴａｍａｒｉｎｄｕｓｉｎｄｉｃａＬ．，或者在牙齿上涂上一些酸果汁。除了真正的槟榔果以外，还有

用自制的土槟榔染齿，其原材料是板栗和黄香树的叶片嫩尖，以及蒌叶加石灰烟丝等炮

制而成红色的汁液，这种汁液能将原来烟熏的黑齿转染成蓝黑紫色，并且永不褪色。傣

族人和布朗族人染齿的目的不仅在于他们感到是一种美，而且据说这种“金齿”能够防

止各种牙病，经过染齿的人到老年，牙齿还是非常健康的。在海 南 则 是 将 槟 榔 种 子 切

细，包在涂有石灰的蒌叶内与苏木烟叶一起咀嚼，也有固齿作用。南美洲哥伦比亚、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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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及玻利维亚 在 海 拔３０５～１８２９ｍ 热 带 森 林 中 生 长 着 一 种 古 柯Ｅｒｙｔｈｒｏｘｙｌｕｍｃｏｃａ
Ｌａｍ．，生活在那里的土著民族印加人，在很早以前就有咀嚼古柯叶子的习惯，并且也像

中国古代人们以槟榔作为交往的礼品一样，认为古柯有提神和止痛作用，并能产生一种

快感。印加人在咀嚼这种叶子的时候，往往还要添一点用贝壳煅成的石灰去除古柯叶

中的苦味，据说还能增加古柯叶的刺激作用，这种石灰通常是装在葫芦里，葫芦口上插

一枝小棒，嚼古柯叶时，先用口水沾湿小棒，再将小棒插进葫芦粘上石灰后，送入口中，
每个男子挂上这种葫芦作为自己已达成年的标志。１８６２年德国化学家从古柯叶中提

取出可卡因（Ｃ１７Ｎ２１ＮＯ４），在医药上用于局部麻醉、止血和胃痛，但可卡因服用之后能

刺激大脑的快感神经，当时人们则以为找到了一种没有副作用的欣快剂，但从本世纪开

始证明长期大量地服用可卡因能引起中枢神经中毒，并有成瘾性，已经成为新的毒品。
用古柯叶和蚌灰合食和我国用槟榔壳和月桂枝油、石灰以及槟榔子、蚌灰、蒌叶合食三

者利用方式是十分相似的，但产生的效果是否一样，目前还很难定论。

４　结论

（１）槟榔是我国的常用中药，具有悠久的应用历史，一般以槟榔子入药，主要有杀

虫消积，利气行水的功能；果壳称大腹皮，主要具有行水下气宽 中 的 功 能，用 以 脘 腹 胀

满，泄泻、水肿、小便不利、恶阻胀满，是一种很著名的药物。近年来有关槟榔的药理研

究报道不少，主要有驱虫作用，抗真菌和抗病毒作用，并能增加肠蠕动，收缩支气管，减

慢心率，并可引起血管扩张，血压下降等功能。
（２）湖南等地民间有嚼槟榔的习惯。出售槟榔壳已成为长沙和湘潭地区很重要的

商业流，而原料主要来自海南。食用时加桂枝油和饴糖石灰水作为调味品，初嚼者有微

醉之感，久食则可成瘾，因咀嚼槟榔后，会有一种满足和愉快感，所以已经成为一种嗜好

性食品。
（３）嚼槟榔的习俗并非现代湖南才有，历代本草著作就有记载。经过考证扶留藤

应是胡椒科植物蒌叶ＰｉｐｅｒｂｅｔｌｅＬ．，现在海南和云南西双版纳地区，还保留这种服用

方法，只是他们服用的是鲜果，而湖南采用成熟的果实。嚼槟榔要加扶留藤和瓦屋子灰

合食，当地人民之所以喜食槟榔可能主要是由于南方地暖湿，人容易得疫病，槟榔具去

湿，祛瘴疬，消滞健胃的功能，所以这个习俗一直保留下来。南美土著人用古柯叶加石

灰服用和中国的槟榔蒌叶合食似乎有些相同。但嚼槟榔是否能够达到同样的欣快感，
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商榷，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都有成瘾性。至于嚼槟榔是否有害，
在过去未见系统研究，有人认为槟榔对中枢神经确有刺激作用，但也存在两面性。有关

报道认为槟榔中含有致癌物质，这些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４）在加工炮制方面应该有一种科学和卫生的措施以保证人民的身体健康。近年

来，我国国内厦门和台湾部分地区，曾要求禁止出售和服用槟榔，但这只是个别地区的

决定，往往是因为人们嚼完槟榔后口吐槟榔渣，影响了市容环境，而并没有科学地来分

析嚼槟榔的习俗对人是否有害，它的成瘾性是否和某些毒品相似，因而个别地方的决定

并没有很大的影响，相反地有些本来不服用槟榔的地区也都开始有槟 榔 的 出 售，如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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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京、北京的街头均能看到出售台湾或海南槟榔的摊点，好像还有扩延的趋势，当然

主要是为满足这些地区染有嚼槟榔习俗的人，但作者认为现对槟榔的真正功效还缺乏

深入的研究，而这项研究对槟榔的开发利用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槟榔的这种特性能否

被医学上所利用，以扩大其价值，是很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据最近报载ＩＡＲＣ（国际癌症中心）在２００３年８月７日的特别刊物中，认定槟榔为

一级致癌物，此结论便令医学界长期以来怀疑嚼食槟榔的致癌之间的因果关系，得到了

确认，这个研究中心在过去的时间里，他们对一级致癌物有严谨的研究，他们搜集３７个

国家和地区的上百篇槟榔研究报告，最终确认，常嚼食槟榔会造成口腔粘膜下纤维化，
这是导致口腔癌病变的原因，而日本和美国的动物实验也证实槟榔会致癌。相信我们

国家在今后会对嚼食槟榔也会有相应的规定。对于槟榔的作用也不能全面否定，它的

药效以及如何利用它的特性仍然是值得研究。

陈重明　陈建国　刘育衡　朱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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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ＮｅｌｕｍｂｏｎｕｃｉｆｅｒａＧａｅｒｔｎ．的民族植物学

　　莲ＮｅｌｕｍｂｏｎｕｃｉｆｅｒａＧａｅｒｔｎ．是广布于我国中部和东部地区水体的植物，在中国

已有数千年的应用及栽培历史。其肥大根茎（藕）是常见的蔬菜，去芯的果实（莲子）是

常见的干果类食品，莲的根茎、叶、果实等都是常用的 中 药。莲 以 其 用 途 广 泛、形 态 美

观，又具特有的清香，长久以来受到我国人民的喜爱。印度等国人民也十分喜爱莲花，
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更把莲花视为圣洁之物。民族植物学作为一门研究人与植物相互关

系的科学，探讨植物的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是其中的重要方面。我国民族植物学的研

图３－６　莲ＮｅｌｕｍｂｏｎｕｃｉｆｅｒａＧａｅｒｔｎ．

究起步较晚，就目前而言，还主要侧重于研

究植物 的 经 济 价 值 和 少 数 民 族 的 植 物 文

化，而对于植物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特
别是历史悠 久、文 化 最 发 达 的 汉 族 的 植 物

文化还少有涉及。本文着重对莲的文化价

值作初步探讨。

１　关于莲的名称和意义

莲，又称荷，很早就为我国人民熟悉的

植物。《诗经·郑风》即有“山有扶苏，隰有

荷华”的 句 子。《尔 雅·释 草》云：“荷，芙

蕖，其茎茄，其叶蕸，其本 蔤，其 华 菡 萏，其

实莲，其根 藕，其 中 的，的 中 薏 ”。分 别 说

明了莲的叶柄、叶、细根 茎、花、花 托、粗 根

茎、果实、胚 芽 等 各 部 分 均 专 有 其 名。《尔

雅注》进一步明 确：“蕸 乃 茎 下 白 蒻 在 泥 中

者，莲乃房，的乃子也，薏乃中心苦薏也。”陆玑《诗疏》有：“其茎为荷，其花未发为菡萏，
已发为芙蕖。”说明荷原指茎，菡萏、芙蕖都是莲的别名，但其本意是有区别的。《本草纲

目》中解释了藕的字义：“花叶常偶生，不偶不生，故根曰藕；或云藕善耕泥，故字从耦，耦
者耕也”；“其茎为荷”的意义：“荷乃负叶者也，有负荷之义，谓之荷也”。古人认为莲有

异于其他草木之处，在于花实齐发，实际指莲开花时有明显的花托，故有“莲者连也，荷

实相连也”之说。莲之又名芙蓉，取“敷布容颜之意”，言其美观，此外还有水芝、泽芝、水
华之名。古汉语中如此丰富的莲的词汇，说明古人对它是非常熟悉和重视的。

２　莲的经济价值及利用

（１）食用



８０　　　

莲
的
民
族
植
物
学

１９７３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发现了７０００年前的莲花粉，１９７３年河南郑州

大河村仰韶文化房基遗址出土了两枚莲子，这两枚莲子在烧火台上与一罐炭化了的粮

食放在一起，距今约有５０２５±１００年，证明莲很早就进入人类生活。《周书》有“鱼龙成

则薮泽竭，薮泽竭则莲藕掘”之句，表明周代人们已开始在秋季水枯之后挖掘莲藕。古

人常将莲子磨为饭，采莲的幼嫩子房及花托制成莲房脯，莲的雄蕊（莲蕊须）亦可阴干为

食。《齐民要术》载有蒸藕法，明代高濂《遵生八笺》还介绍几种有特色的食品，如 莲 花

曲、莲子缠等。我国所产的湘莲、建莲以莲子粒大圆润，色 如 凝 脂，味 甘 美 而 为 莲 中 珍

品。莲子和藕富含淀粉，可分别制成莲子粉和藕粉，是深受我国人民喜爱的传统食品。
（２）药用

莲的大部分器官均可入药。其果实入药称莲子，老熟而变黑者称石莲子，除去果壳

及胚芽者称莲肉，有养心益肾、补脾涩肠的功能；藕生用可清热凉血散瘀，熟用可健脾开

胃、益血生肌、止泻；藕节可止血散瘀；莲薏又叫莲心，能清心去热、止血涩精；莲花可活

血止血，去湿祛风；莲须可清心益肾，涩精止血；莲房能活血止血，去湿祛风；荷叶蒂能消

暑去湿，和血安胎。此外，莲肉、荷叶等还常用于食疗。莲肉磨为饭或与米作粥，《图经

本草》称能“轻身益气，令人强健”；荷叶等作茶饮可治高血脂症，荷叶绿豆粥可 治 高 血

脂、高血压等症。荷叶、荷叶蒂还可以用于减肥，并常为擅用轻药的名医所用，据统计，
《孔伯华医集》载９８９案，用荷叶者２６０案，占２６．３％，《蒲辅周医案》载１２０案，用荷叶

者１７案，占１４．２％，由此可见一斑。

３　莲的文化价值

（１）莲的传说和民俗文化

传说莲原生于太华山玉井中，花开十丈，藕大如船，冷如霜雪，甘比蜜，寿逾千岁，人
食一片沉疴痊愈。西王母进见周穆王时陪宴瑶池之上，后散落人间流传于世。传说老

子过函谷关时曾告诉尹喜：“天涯之洲，真人游时，各坐莲花之上，花辄径十丈，有返香生

莲，逆水闻三千里”。《拾遗记》中也记载汉武帝时有“叉角，面如玉色，美 髭 髯，腰 蔽 槲

叶”之人“乘一叶红莲，约长丈余”“自东海而来”，东方朔告诉武帝：“此太乙星也”。莲花

在传说中总是与神仙、尊贵联系在一起。古人还认为莲花“一房百子，一花千岁”，象征

着“多寿而多男”。莲又是佛教的圣物，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莲也就逐渐具有

了吉祥的象征意义。尤其是重台莲或并头莲，被称为“瑞莲”或“嘉莲”，是政通人和、国

泰民安的吉兆。唐德宗时，据说西内神龙寺渠内有并头莲出现，绘图昭示百官，柳宗元、
权德兴、张仲素等大臣均作贺表。古代方志及笔记之类所记载的“瑞莲”多不胜数。事

实上没有莲花的池沼会突然生出莲花，古今皆有，并不神秘。其原因是莲子非常长寿而

耐久，能在母株消亡许多年后发芽，如１９５１年大贺一郎在日本千叶县发现３枚２０００年

以上的古莲子，后均发芽。而所谓并头莲也只是植物的变异，与社会、政治或人的命运

并无任何内在联系。古人也有能认识到这一点的，明秦简王朱诚泳《瑞 莲 亭 记》就 有：
“天地之气有常有变，莫诘其由，……人之指有歧者，胁有骈者，未闻有以是为瑞也”，并

断言：“谓之瑞可也，谓之非瑞亦可也”，的确很有见地。汉族风俗，以并蒂莲象征夫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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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人，犹言“鸳鸯”；建筑物则刻莲、菱等水物图案以压火；年画中以莲花、鲤鱼喻“连年有

余”之意。此外，传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为莲花生日，亲友相约，泛 舟 莲 花 丛 中 为 之 祝

寿，称“观莲节”。
（２）佛教文化中的莲花

古印度人十分崇拜莲花，这种崇拜充分反映在佛教经典中。佛经记载，释迦牟尼降

生时宫廷里出现了八种祥瑞，池沼里生出了大如车盖的莲花；释迦自摩耶夫人右胁降生

后，即走了７步（一说向东南西北各走了７步），步步生莲花；释迦在多年苦修，终于在菩

提树下证道之后，起座向北，观树经行，一步生一莲花，共１８莲花。至今印度比哈尔邦

还有“佛成道处”，为佛教第三圣地，有１８朵石刻莲花。按照佛教观点，莲有众多美德：
石莲坚刚，可历永久，薏藏生薏，藕复萌芽，辗 转 生 生，造 化 不 息。尤 为 重 要 的 是 莲 有：
“出尘离染，清静无瑕”的品性，因而象征着“性”，体现着“自性本空”和“自性清静”，明心

见性即见到佛之法身。这是南宗禅最富特色的思想之一。佛以法身为因，修至报身圆

满，则成就庐舍那佛。《华严经》记载，莲花世界是庐舍那佛成道之国，一莲花有百亿国。
《阿弥陀经》则说，人若一心念佛，可去西方世界亲见阿弥陀佛，莲花化生，清静自在。佛

教重要经典《妙法莲华经》之莲华，即是莲花，用之比喻经典的纯洁美妙和佛法的清静微

妙，产生于唐代的净土宗即以之为宗经，故又称“莲宗”。宋元以降，净土宗成为佛教各

宗的共同信仰，并与禅宗相互影响，逐渐成为汉化佛教的主要流派，深刻地影响到中国

思想文化的各个层面，净土宗的莲崇拜也就随之成为整个社会心理和民族风俗中的一

个组成部分。流传于我国藏、蒙等少数民族地区的藏传佛教是以密宗为主，他们则认为

显教教主由莲花化生为人并成为密教教主，因而供奉着“莲花生大士”。在佛教寺院里，
佛和菩萨常坐或立于莲花座上，其坐式称“莲花坐势”；或手执莲花。阿弥陀佛手中还执

着金莲台，象征西方净土极乐世界。由此可见，佛教对莲花的尊崇及影响。
（３）儒家文化中的莲花

自《诗经》起，莲已入诗文。在儒家文化的代表———士大夫心目中，莲被大大地人格

化、性格化，被赋予丰富比喻或象征意义。这些喻意，或源于神话传说和民俗文化，或受

佛道等宗教的影响。但更主要是与儒家文化和文人自身的思维方式、哲学传统、审美情

趣和理想观念等相一致，具有独特性。

① 喻君子　儒家的哲学是一种典型的入世哲学。儒士的理想可以说是：由科举而

入仕途，在一定的职位上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与才能。纲常伦理是其思想核心，同时又

很注重个人修养，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在现实社会中，能够达到这种理想

状态的人只是极少数，怀才不遇转而在思想上接受佛道或老庄等处世哲学，在行为上寄

情于山水，抒臆于诗文，并且崇尚卓然自立的君子气度。莲花形色艳美而有清香，常被

用来象征“君子”。以莲比作君子，本是中国文人的传统。《离骚》中多以芳草美人比喻

贤臣君子，有“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之句。至后佛教传入，中国文人对藕生

于淤泥而洁白如玉更为赞赏。周敦颐《爱莲说》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出淤 泥 而 不

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与
同样 象 征 纯 洁、清 高 的 菊Ｄｅｎｄｒｏｎｔｈｅｍａ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Ｒａｍａｔ．）Ｔｚｖｅｌ．和 梅Ｐｒｕｎ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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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ｍｅ（Ｓｉｅｂ．）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作一比较便可看出：菊带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超
然世外的隐逸；梅则有着“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的淡泊、孤芳 自 赏 乃 至 孤 傲。
莲则意味着既妩媚又不流世俗，颇为符合儒家所推重的外圆内方、温文尔雅又不失其志

向操守的君子形象，故莲又有“君子花”之称。

② 喻女子　《诗经·陈 风》中 有：“彼 泽 之 陂，有 蒲 与 荷”，“彼 泽 之 陂，有 蒲 与?”，
“彼泽之陂，有蒲菡萏”，《毛诗》说“荷言其质之柔，?（即莲）言其气之芳，菡萏言其色之

美”，郑玄解释这是形容女子的容体、秉性和颜色的。梁元帝《采莲赋》则以“莲 花 乱 脸

色，荷叶杂衣香”描绘“碧玉小家女”；魏曹植《洛神赋》形容洛神的明艳美丽时，用了“灼

若芙蓉出渌波”的句子；唐王昌龄《越女》诗亦有“摘取芙蓉花，莫摘芙蓉叶，将归问夫婿，
颜色何如妾”。由上可见，以莲花喻女子源出民歌。至唐李德裕《芙蓉赋》称 赞 白 莲 花

“以素为绚，犹美人以礼躬防”，已可见儒家思想的影响逐渐深入。

③ 与恋情有关　重台莲又称同心莲，并头莲又称并蒂莲，传统喻“二人同心”，藕与

“偶”同音，藕内有丝，又与“思”同音，均被用来比喻恋情。如梁武帝《夏歌》：“江南莲花

开，红光照碧水，色同心复同，藕异心无异”；唐徐彦伯《采莲曲》：“妾家越水边，摇艇入江

烟，既觅同心侣，复采同心莲”；李群玉《莲叶》还以有清香之气的莲叶喻女子的芳心“半

在春波底，芳心卷未舒”。甚至写失恋或相思的题材也以莲为喻，如徐照《自君之出矣》
中“莲子种成荷，曷时可成偶”。韩邦靖的《采莲曲》几乎通篇以莲喻恋情：“年年江上花

朵鲜，岁岁花中苦心在，中有苦心君不知，请君但看并头枝，可怜片片同心蕊，但作悠悠

藕内丝”，以女子的口吻说出，既借莲各部分起兴作比，又利用谐音来暗示，一语双关。

④ 与江南有关　汉乐府中被誉为历代采莲歌之祖的《江南曲》有“江南可采莲，莲

叶何田田”之句，即具有浓厚的江南水乡的地域色彩。虽然莲在我国分布广泛，但古诗

文中的莲多与江南相联系。晋傅元《莲歌》“渡江南，采莲花，芙蓉增敷煜若星”；徐元之

《采莲》“越艳荆姝贯采莲，兰桡画楫满长川”；宋欧阳修《蝶恋花》“越女采莲秋水畔，窄袖

轻罗，暗露双金钏”。由江南、吴、荆、越等地名可见，莲在 某 种 程 序 上 已 成 为 江 南 的 代

称。再前溯到楚辞或推及南朝民歌、文人诗直至唐宋婉约词，便可清楚地看出其由南方

楚文化发展而来的承继关系。采莲本系农业劳动，唐张藉《采莲曲》非常细致地描绘了

其过程：“试牵绿茎下寻藕，断处丝多刺伤手，白练束腰袖半卷，不插玉簪妆梳浅，船中未

满渡前洲，借问阿谁家住远。归明共待暮潮上，自弄芙蓉还荡浆”，可见采莲女劳动的艰

辛。但在文人笔下，被浪漫化为“窄袖轻罗，暗露双金钏”的游戏，实是儒士阶层以艳、柔
为美的审美情趣使然。

４　结语

莲在中外植物文化中均具有重要价值不是偶然的，其原因简言之可归结为两点：一
是莲具有实用价值，莲子与藕都是富含营养的食物，又具药用价值，这对原始先民来说

是有重要意义的；其二，莲的习性、形态、颜色及清香等特征都使它富于观赏价值，符合

人类审美情趣中的某些共性，并进而被赋予象征意义，代表着美丽、纯洁等美好事物，从
而使之成为一种“文化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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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莲的食用、药用等经济价值的基础上，本文初步探讨了莲的文化价值。很明

显，在官僚———士大夫的上位层次文化和下位层次文化即俗文化之间，莲所具有象征意

义等文化含义是有差别的。风俗习惯只是俗文化的表层结构，它的深层结构，即有关的

风俗习惯里所隐藏的民族心理性格，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等，仍有待今后深入研究。从

这个意义上看，与莲有关的风俗习惯，来源于传统的神仙思想、佛教文化，并受到儒家的

影响。神话中的莲，只是与神仙的形象（为座）或有仙物的奇妙特性有关。我国南方楚

文化圈的先民中是否存在以莲为崇拜的部族，虽暂无考，但不排除其可能性。佛教真正

促使莲成为一种“文化植物”，除开种种神异故事，佛教对莲赋予了清静纯洁的 象 征 意

义。随着佛教的传播和中国化，它最终被中国人普遍地接受并且成为纯粹中国式的信

仰。作为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周敦颐，所作《爱莲说》却明显表现出受到净土宗的影响，这
篇短文出自儒佛道融合基本完成的宋代，也就绝非偶然。儒者可以见其纯洁清高，佛家

可以见其自性清静，甚至神仙家亦可见其“仙风道骨”，《爱莲说》之所以备受推崇，除了

文学上的原因，其思想上的含义应是很重要的。
关于莲的文化价值取向的变迁，与中国文化的源流息息相关。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深入研究其中的民族植物文化的多样性，应是中国民族植物学者的职责与使命。

徐增莱　陈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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荠菜Ｃａｐｓｅｌｌａｂｕｒｓａｐａｓｔｏｒｉｓ（Ｌ．）Ｍｅｄｉｃ．的民族植物学

　　荠菜Ｃａｐｓｅｌｌａｂｕｒｓａｐａｓｔｏｒｉｓ（Ｌ．）Ｍｅｄｉｃ．系十字花科荠属草本植物。蔬 食 采 拔

幼苗为佳，药用采集带花全草。荠属植物全世界约有６种，分布于南北半球温带和亚热

带地区；我国有２种，１种分布在西藏，另１种也就是荠菜，广布全国各地。

１　荠菜及其别称名释

荠菜之名始见于唐孙思邈《千金食治》中，在此之前均称为 荠。梁 陶 弘 景《名 医 别

录》将荠列入上品。明李时珍《本草纲目》释其名曰：“荠生济济，故谓 之 荠。”考 荠 菜 的

“荠”同“齐”，“齐”者“济”也，此草饥时能作菜果腹延生，伤时可止血活命，功效颇大，作

用齐全而故名。
古往今来，由于荠菜深深地扎根于民众之中，人们根据它的形状、气味、功效、物候

等特点，创造出了很多十分奇巧的别称，反映了荠菜的多种用途。

图３－７　荠菜Ｃａｐｓｅｌｌａｂｕｒｓａｐａｓｔｏｒｉｓ（Ｌ．）Ｍｅｄｉｃ．

护生草———将 荠 菜 花 置 于 灯 架

上或铺床下，则“可避蚊蛾”。《本草

纲 目》“谓 之 护 生 草，云 能 护 众 生

也”。
净肠草（《植 物 名 实 图 考》）———

荠菜 含 有 较 多 的 粗 纤 维，全 株 又 被

有细 柔 毛，可 以 荡 涤 肠 胃，降 低 脂

肪，具有净肠作用。
枕头草（上 海）———以 其 干 品 制

成的药枕可催眠、止头晕。
鸡脚草（贵 州）———因 荠 菜 高 不

过３０～４０ｃｍ，基 生 叶 颇 似 鸡 爪，故

称鸡脚 草。又 荠 菜 的 花 小 如 米 粒，
在贵州还有“地米荠”的土名。

血压草（天 津）———因 荠 菜 有 降

低血压，扩张冠状动脉的作用。
菱角菜（《广 州 植 物 志》）———因

荠菜的成熟果实形状似菱角。
清明草（《浙江民间常用草药》）———荠 菜 的 最 佳 采 集 季 节 在 二 十 四 节 令 的 清 明 前

后。
甘荠（《本心斋蔬食谱》）———荠菜风味独特，鲜香甘美，故称“甘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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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田荠（江苏）———新鲜荠菜，清香可口宜人，又称“香善荠”（浙 江）、“香 芹 娘”（江

西）等。
荠菜还有其他别名如：“芊菜”、“鸡心菜”（《医林纂要》）、“上已菜”、“荠只菜”、“蒲蝇

花”（《闽东本草》）、“假水菜”（《陆川本草》）、“地地采”、“烟盒草”（《四川中药志》）、“榄豉

菜”（《广西中草 药》）、“粽 子 菜”（《东 北 野 生 可 食 植 物》）、“荠 荠 菜”、“阿 布 嗄”（蒙 语 译

音）、“乃翁义”（朝语译音）等。
从荠菜地方别名众多这一点，就可看出其分布范围之广，人民大众的熟悉程度及实

用价值了。

２　荠菜食用历史及现代营养美食价值

荠菜简称荠，为我国古老的野菜，成书于公元前６世纪的《诗经》中就有“谁谓荼苦，
其甘如荠”的诗句。４００多 年 后 的《尔 雅》又 有“荠 味 甘，人 取 其 叶 作 菹 及 羹 亦 佳”的 记

载。师旷（春秋时代乐师）亦云：“岁欲甘，甘草先生，荠是也。”言下之意，荠菜的味道是

鲜美的，为菜中甘草。
西晋文学家夏侯湛钟爱自然，所作小赋，多 为 草 木 风 物。他 嗜 食 荠 菜，曾 写 过《荠

赋》，赞曰：“见芳荠之时生，被畦畴而独繁；钻重冰而挺茂，蒙严霜以发鲜。”道出了荠菜

不畏霜寒，先春而萌的特点，为最早返青的报春野菜。北魏贾思勰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

农学家，他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该书卷十已将“荠”列为

“蔬菜作物”。
唐朝时期，人们 吃 用 荠 菜 已 成 风 尚。每 到 立 春 这 一 天，都 要 吃 以 荠 菜 为 馅 的“春

饼”，同时吃以荠菜与其他佐料配制的菜肴“春盘”，并作为礼品互相馈赠，祝贺 辞 旧 迎

新。每到这个时候，长安人都要乘车跨马，带着“春盘”，到郊外去野游，并进野餐，称之

为“探春之宴”。时人有“春日春盘细生菜”、“盘装荠菜迎春饼”等诗句记其盛况。白居

易喜爱荠菜，竟到了“时绕麦田求野荠，强为僧食煮山羹”的地步。
荠菜以其味鲜美而盖诸蔬，宋代僧人文莹在他的《玉壶野史》中记录了这样一段关

于宋太宗与苏易简的对话：“上因问食何品何物最珍？”对曰“食无定味，适口者珍，臣只

知荠汁为美”。大文学家、美食家苏东坡也是最喜食荠者，体会也最深刻。他在给友人

的信中说，“念日食荠极美，……”，评价荠菜是：“天然之珍，虽小甘于五味，而有味外之

美。”大诗人陆游更认为荠菜是“天所赐”的美羹，甚至到了“春来荠美忽忘归”的程度。
明代养生学家高濂所著的《遵生八笺》，提倡清修养生，燕闲清赏；讲究起居安乐，尘

处遐举；重视四时调摄，延年祛病；介绍饮馔服食，灵秘丹药。其中在《饮馔服食笺》里对

荠菜赞语为“若知此物，海陆八珍皆可厌也”。明代滑浩《野菜谱》里记载：“荠菜儿，春日

采之，生熟皆可食”。明代文学家王世懋的《瓜果蔬》中也指出，荠菜为百草可食之美品。
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画竹大师郑板桥，不仅喜食荠菜，而且还吟咏过“三春荠菜饶

有味，九熟樱桃最有名”的诗句。说明荠菜是时令佳蔬，不可不 食。清 薛 宝 辰《素 食 说

略》谓：“荠菜为野蔬上品，煮粥作斋，特为清永。以油炒之，颇腴，再加水煨尤佳。”
千百年来，我国民间已形成了一种习俗，早春踏青采荠食，作为新年报春菜。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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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在我国各地流传着许许多多有关荠菜的故事、民谣、民歌等，如苏北民谣：“二月二，
挑荠菜，荠菜包饼精拽拽，不吃不吃两三块”。再如鄂西北民歌：“二月野蔬竞相开，野菜

之王属荠菜。营养丰富且治病，美味佳肴清香在”。还有“妈妈这啥子！荠荠儿菜包扁

食（饺子）。爹爹这怎吃！藏在门后咱爷儿俩吃”。这些皆道出了人们对荠菜的深情。
新春采食的荠菜嫩叶清香甘美，各类养分的含量既丰富又均衡。据《食物成分表》

报道，每１００ｇ可 食 荠 菜，含 水８５．１ｇ，蛋 白 质５．３ｇ，脂 肪０．４ｇ，碳 水 化 合 物６ｇ，热 量

２０５ｋＪ，粗纤维１．４ｇ，钙４２０ｍｇ，磷７３ｍｇ，铁６．３ｍｇ，胡萝卜素３．２ｍｇ，硫 胺 素（维 生 素

Ｂ１）０．１４ｍｇ，核黄素（维生素Ｂ２）０．１９ｍｇ，维生素Ｃ５５ｍｇ。
荠菜所含营养成分的种类较大多蔬菜为多，对机体有全面营养作用。其中以蛋白

质、钙、维生素Ｃ的含量尤多。钙含量比其他蔬菜都高，还超过豆腐。蛋白质含量在叶

菜、瓜菜中屈指可数。也含一定量的磷、铁、钾、钠、锰、硫胺素、核黄素、胡萝卜素、烟酸

等。胡萝卜素含量与胡萝卜相仿。氨基酸达１１种之多，所以荠菜很鲜香（氨基酸经烹

调后，能起类似味精、胡椒粉的作用），而含水量在叶类蔬菜中最低，吃一些荠菜就可以

获得多种营养。
荠菜风味独特，烹制后清香鲜美，既可作菜饭、菜粥，也可以炒、煮或作凉拌；荠菜剁

碎作馅制包子、饺子、春饼、春卷等有特殊清香，为制馅珍品。荠菜还可做成各种珍美药

膳菜肴，如荠菜松、荠菜炒鸡蛋、荠菜冬笋、荠菜山鸡片、荠菜豆腐羹、荠菜圆子等均为席

上佳珍；荠菜做汤味鲜，清香扑鼻，可增食欲，使人胃纳佳而添寿，故又称“百岁羹”。明

代大医药学家李明珍在《本草纲目》中誉美荠菜为“护生草”。这些分析说明现代的科学

研究与民间传统的经验以及本草学认识的一致性。
随着“绿色”消费热潮的掀起，一向僻居原野怀抱里的新鲜、无污染、营养好的荠菜，

也自然成为绿中之绿，迎合了现代人返朴归真、寻求自然野趣的心情，又顺应了人们追

求健康、长寿的心理特点。在饱餐肥腴甘浓的美宴之后，清香素净的荠菜最显其诱人的

魅力，越来越多的人对荠菜情有独钟，都市人的“荠菜热”已初露端倪。

３　荠菜本草学考证及现代药学研究

古代的荠菜，种类繁杂。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引梁代名医陶 弘 景 的 话 说“荠 类 甚

多”；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云：“荠有大小数种，……菥蓂、葶苈皆是荠类。”李氏的这个观

点并非臆断，而是通过实地考察的客观事实。因为现代的植物 分 类 学 已 根 据 荠 菜、菥

蓂、葶苈三者的形态相似性，将它们均归类于十字花科植物。
《本草纲目》菜部第二十七卷“荠”条云：“小荠叶花茎扁，味美。其最细小者，名沙荠

也。大荠科、叶皆大，而味不及。其茎硬有毛者，名菥蓂，味不甚佳。并以冬至后生苗，
二三月起茎五六寸。开细白花，整整如一。结荚如小萍，而有三角，……。”李氏的这段

文字描述，提及３种荠类植物，即小荠、沙荠和菥蓂。
小荠叶小茎扁，味美。“冬至后生苗，二三月起茎五六寸，开细白花，整整如一。结

荚如小萍，而有三角。”根据这段文字描述及视其附图。叶缘具锯齿，果实三角状，完全

可以认定即为今日之荠菜Ｃａｐｓｅｌｌａｂｕｒｓａｐａｓｔｏｒｉｓ（Ｌ．）Ｍｅｄ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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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细小者，名沙荠也。”因文字太简，又无附图，难以确认今日学名，疑是十字花科

植物碎米荠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ｈｉｒｓｕｔａＬ．，也可作野蔬。
“大荠科、叶皆大，而味不及。其茎硬有毛者，名菥蓂，味不甚佳。”根据菥蓂之名与

形态特征简要描述以及作蔬与荠菜相比“而味不及”、“味不甚佳”的说明，应是十字花科

植物菥蓂ＴｈｌａｓｐｉａｒｖｅｎｓｅＬ．。
李时珍认为：“荠与菥蓂一物也，但分大、小二种耳。小者为荠，大者为菥蓂。”由于

受李氏这段错误考证的影响，清代著名植物学家、药物学家吴其濬在其所著的《植物名

实图考》一书中也误将菥蓂认作荠菜，他所绘的图完全是荠菜。
荠菜不但能够烹调出美味佳肴，而且还是一味“济 世 护 生”的 保 健 良 药。民 谚 云：

“到了三月三，荠菜可以当灵丹”。所谓“灵丹”即妙药也。现代药理学及临床研究也证

实，荠菜具有多种医疗功能：①能止多种出血，如内伤出血、咯血、产后子宫出血、月经过

多、衄血、便血、尿血、消化道溃疡出血、牙龈出血以及视网膜出血等，并对血友病有辅助

疗效。②能降低血压，扩张冠状动脉，为高血压、冠心病患者的保健食品。③能治疗泌

尿系统方面的疾病，如乳糜尿以及泌尿系统的各种结石、肾炎、水肿等。④能健胃消食，
对消化系统的一些疾病，如胃痉挛、胃溃疡、痢疾、肠炎、腹 泻、呕 吐 等 都 有 一 定 治 疗 作

用；肠胃不适者可煎汤服用；肉食油腻者可以荡涤肠胃、降低血脂，故荠菜又有净肠草之

称，这与荠菜含有较高粗纤维有关。⑤还可治疗目疾，如目赤肿痛、结膜炎、夜盲症、干

眼病、眼生翳膜、青光眼等。

４　荠菜的民族植物文化

“物以稀为贵，食以野为奇”，这是古今人的共识。而野蔬中之荠菜却以翠绿、鲜嫩、
味美、醇香，即色、香、味俱佳为特色，使历代文人墨客揄扬之诗咏吟不绝。“城中桃李愁

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这是南宋民族英雄、爱国诗人辛弃疾的咏荠名句。道出了荠菜

不畏霜寒，是先春而萌，返青最早的报春菜。南宋大诗人陆游对荠菜最有感情，体会也

最深刻，写出了很多脍炙人口赞美荠菜的诗句：“雨后初得荠，晨庖有珍烹”；“手烹墙阴

荠，美若乳下豚”；“残雪初消荠满园，糁羹珍美胜羔豚”。吃荠菜一般用油炒，但陆游却

拿它与米同煮，还给它起了个雅号叫做“糁羹”。在诗人眼里，荠菜之美比羔豚还要胜过

一筹。有一次当他日夜思念家乡的时候，又写道：“日日思归饱蕨薇，春来荠美忽忘归”。
可见，陆游迷恋荠菜竟到了连家也不想回去的程度。这与张翰的“莼鲈之思”有异曲同

工之妙。
古人咏荠的诗句或论语颇多，其中与“甘”字结缘的不少。首先开篇的是《诗经》中

的“其甘如荠”；随后为《尔雅》里的“荠味甘”；春秋时代的乐师师旷亦云：“甘草先生，荠

是也”；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记载：“冬，水气也；荠，甘味也”；宋陈达叟《本心 斋 蔬 食

谱》称荠菜为“甘荠”，以及陆游的“荠糁芳甘妙绝伦”。可见，荠菜是以“甘”而著称的。
考“甘”还与“美”有缘。后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的“美”字，就是用食物（羊）来解释的，
“美，甘也，从羊从大，……”可见美是从食物中提炼出来的，味觉 美 早 就 孕 育 在 饮 食 之

中。这也就难怪宋僧人文莹《玉壶野史》有“荠汁为美”；大文豪苏东坡论“食荠极美”；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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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咏荠“糁羹珍美胜羔豚”和“惟荠天所赐，青青被陵冈；珍美屏盐酪，耿介凌雪霜”。
荠菜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来自生活，源于生活，带有泥土芬芳，清香醇厚。我

国民间每年都有许多节日，这些节日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其中有的风俗还与

荠菜有关。人们常把自己美好的愿望与情感寄托在荠菜的身上。
农历二月二，为花朝节，又名挑菜节。东京汴梁以二月十二日为花朝，作扑蝶会；成

都以二月十五日为花朝，也有扑蝶会。但实际上这时尚无蝴蝶可扑，挑菜活动倒大有可

为，如荠菜、马兰等，都可挑来做蔬。“花朝”的到来，意味着百草滋荣，百花开放。在江

南，农历的“三月三”被称为“眼亮节”。每逢此日，妇女往往会摘些荠菜插在发鬓上，说

这样能使“眼目清亮”。
荠菜与“三月三”也结下了不解之缘。每逢农历三月初三，在湖南、江西、江苏等地

有荠菜煮鸡蛋的风俗（将荠菜、鸡蛋、红枣、生姜片一起煮食），据说吃了可以起到强身健

体、防病治病的作用。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至今仍有一些少女少男，在三月初三这天

佩戴荠菜花，以图吉祥如意，避邪驱瘟，消灾祛病，故民谚有云：“三月三戴荠花，桃和李

羞繁花。”还相传三月三为荠菜花的生日，妇女均戴荠花，民谣曰：“三月三，荠菜花赛牡

丹，女人不戴无钱用，女人一戴粮满仓。”有的地方在三月三这一天，青年男女双双对对，
男给女插上荠菜花，在菩萨面前山盟海誓，永结同心。有些地方还在三月初三的前后，
争相采撷荠菜花，晒干扎把，置于枕头内，凉席下，房间里以驱虫避疫。李时珍《本草纲

目》记载：“释家取其茎作挑灯杖，可避蚊蛾，谓之‘护生草’，云能护众生也。”

吴舟　陈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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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ｐｅｒｓｉｃａＬ．的民族植物学

　　桃是一种果树，其果实液汁鲜美，营养丰富，含有蛋白质、脂肪、维生素、有机酸、糖

类、胡萝卜素和人体所必需的微量元素，是一种深受大众喜爱的水果。从野生的毛桃发

展到栽培桃已有悠久的历史，目前我国栽培桃的品种有８００余个，各产地都有自己的优

良品种，是我国种质资源最丰富的果树之一。桃不仅可作为水果食用，还具有一定的药

用价值。

１　桃的药用价值

传统医学认为桃的新鲜果实具有生津润肠，活血消积，益颜色、解劳乏的功效。当

有肝气不舒，月经不调，腹有积滞等症时，服用可对恢复健康有 所 裨 益。桃 的 种 子（桃

图３－８　桃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ｐｅｒｓｉｃａＬ．

仁）很早就作药用。公元２世纪左右的《神

农本草经》记载其性味苦，是活血祛瘀的良

药；清代张潞所著 的《本 经 逢 原》中 说：“桃

仁为血瘀、血闭之专药，苦以泄滞血，甘 以

生新血，毕竟破血之功居多。”现代中 药 研

究表明桃仁 可 治 疗 高 血 压 及 慢 性 阑 尾 炎，
子宫血肿等，临床上还多用于跌打损伤，瘀
血肿痛，血 燥 便 秘 和 妇 女 经 血 不 调。药 理

研究还证明桃仁对肝脏表面的血液微循环

有一定的改 善 作 用，可 抗 凝 血 和 抗 血 栓 形

成，还有一定消炎作用。桃叶民间药用，味
苦辛，具有祛风、除湿、清 热 解 毒、杀 虫、消

炎作用，常用于治疗头风、湿疹癣、疟 疾 等

症；桃叶煎剂冲洗可治疗妇女阴道滴虫；新
鲜桃叶捣烂加少许食盐敷太阳穴可治疗风

热头痛，桃叶煎剂浓缩成膏，外敷疮疖可很

快收效。桃树所分泌的树胶叫桃胶，味甘苦，能生津止渴，益气活血，可用于糖尿病、痢

疾、乳糜尿、石淋、血淋的治疗。桃的根皮也有 止 血 消 炎 的 作 用，可 治 疗 黄 疸、闭 经、吐

血、痈疽、痔疮等病症。《本草纲目》中云：“治恶痔作痛，桃根水煎浸洗之。”民间还有将

桃根加入红糖少许，捣烂外敷治疗骨髓炎之法。具有观赏价值的桃花也具有药用价值，
其味苦，性平，有利水、祛痰、活血通便的作用，用于脚气水肿，痰饮积滞，经闭，二便不通

的治疗。桃花还有源远流长的美容应用历史，唐代药物学家和养生学家孙思邈在《千金

方》中记载：“桃花渍酒服之，好颜色，治百病，三月二日收。”民间有采集新鲜桃花装入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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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加适量白芷、白酒，密封一个月后，开瓶每日饮用，或用以敷面，数月后可使皮肤白皙

红润；将桃花阴干后研为细末，和蜂蜜调和为膏，每晚敷面，次晨洗去，连续使用也能使

皮肤艳丽光彩。

２　桃的民族文化意义

在我国传统风俗中，人们在春节时要在大门上贴门神和对联，这一习俗中门神和对

联的前身就是桃符。有关桃符的故事在我国古代的神话集《山海经》中有记述：传说在

东海有座大山叫度蒴山，山上有棵大桃树，树根盘曲，方圆三十里，树的一头伸向东北，
其中有一根拱形枝干，树梢能挨到地面，形成了一扇大门，叫鬼 门，山 上 为 万 鬼 聚 集 之

地，他们出入必须经过此门。天帝怕这些鬼怪为害人间，就派神荼和郁垒两位神将把守

这个大门，如果发现鬼魅出来害人，就用绳索绑起来喂老虎。因此每年春节人们就用桃

木雕成二神的像，悬于门扉以为镇压，这个桃木的神像就称作“桃符”。后来又演变成画

在纸上的神：一个手执绳索，另一个身旁跟着一只虎。对桃符的信仰很早就产生了，《礼
记·曲礼篇》便有“五神”之说，包括门神；《庄子·逸文》中有：“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
童子、人不畏，而鬼畏之。”《荆楚岁时记》也说：“贻出鸡户上，悬 苇 索 于 其 上，插 桃 符 其

旁，百鬼畏之。”马鉴所著的《续事始》中谓桃符即桃板：“元日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以

郁林山桃，百鬼畏之，即今桃符也，其上或书神荼、郁垒二字。”这些记载大略相同。桃符

也是道教用以驱除鬼魅的工具，这也是源于古代以桃避鬼的传说和风俗。但刻制桃符

要用两块一寸宽、七八寸长的桃木刻上神像，是一件费时的工作，后来就简化为在桃木

板上画神像代替，成为“桃板”，以后又简化为在桃木板上书写神荼、郁垒二神的名字，钉
在门上。最后更演变成在两张纸上画些避邪的符或书写祈祷的话语，但仍叫桃符。这

时桃符的意义已不仅限于作为镇压鬼魅用，而是象征着送别旧岁，迎接新年的意义。宋

代王安石《元日》诗中说：“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

桃换旧符。”
此外，我国民间还有不少驱鬼辟邪的器具和礼俗与桃有关，如：桃木制成的木俑，称

桃人、桃偶、桃梗；桃木制成饰物称桃印、刚印；桃 木 制 成 兵 器 如 桃 杖、桃 弧、桃 椿、桃 戈

等。桃杖有时与扫帚一起悬挂，称为桃茢；桃树桩称桃橛，李时珍 在《本 草 纲 目》中 说：
“以多削桃钉于地上，以镇家宅。”桃枝，宋代赵令畴《侯鲭录》云：“今以桃枝洒地辟鬼。”
桃汁，即用桃木煎汁，俗称桃汤、桃浆、桃胶，饮桃汤、洒桃浆、服桃胶。也用以避鬼驱邪。

为什么汉族这种习俗与桃有关？古人对桃的迷信和崇拜与上古时代的神话有关。
在神话中桃是一种仙木。如《典术》曰：“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压服邪气者也，桃之精生

在鬼门，制百鬼，故今桃人梗著门以压邪。”因此桃木可以击鬼神。《淮南子》云：“羿死于

桃棓”，注云：“棓，大杖，桃木为之，以击杀羿。犹是以来，鬼神畏桃。”神话中神荼、郁垒

就是在度蒴山上的桃树下审查诸鬼，桃又成了一种具有威慑力量的神木，后人就以此将

桃和驱鬼联系起来；又有传说天宫内西王母过寿，麻姑祝寿送的就是蟠桃，在此桃又象

征着增福添寿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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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桃的神话传说对古代医药的影响

从上面的引述可以知道，在古人的认识中，与桃有关的事物都可以驱杀鬼神，这一

思想也影响了古代对桃药用价值的认识。《神农本草经》中说：“桃花杀疰饿鬼，令人好

颜色”；“桃枭，主杀百鬼精物”；“桃蠹杀鬼、邪恶不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古医书《五十

二病方》中说，用桃枝做成箭射颓疝，亦有祛邪之意。《神农本草经》中谈到桃仁的功效

时说：“主瘀血，血闭瘕，邪气，杀小虫。”这里仅指出可辟邪气，结合其他资料可以看出，
这里的邪气并非一般六淫之邪，而是与鬼魅有关。如《肘后方》用桃仁５０枚 水 煮 治 疗

注、鬼注病，此病为“挟诸鬼为祟”，症状多变，死后还会传染。唐《千金方》云：“凡 人 好

魇，桃人（仁）熬去皮炙三七枚，以小便下之”，又治鬼注心痛之病。唐《食医心镜》也记载

桃仁作食疗用，云：“主传尸鬼气咳嗽，痃癖注气，血气不通，渐消瘦。”汉代张仲景也记载

了桃仁下淤血、治血漏，如桃仁承气汤和抵当汤。此后的其他医 书 中 也 记 载 桃 仁 祛 瘀

血，并认为孕妇应忌服。
桃仁还可作果品食用，唐宋时即有“都下市贾多取，炒货之，云食之亦益人”的记载。

桃仁似不应有峻厉的破血下胎作用。唐代《删繁方》记载有妇人难产，数日不出，取桃仁

一枚开，一片书“可”字，一片书“出”字，还合吞之即生。这是很明显的“巫法”，并不能说

明桃仁可以催生。在我国医药发展早期，巫医曾有很重要的位 置，在 他 们 医 术 中，“灵

物”是他们经常用来驱鬼逐邪的工具。如常用“龙骨”治“心腹鬼疰，精物鬼魅，……女子

漏下，癥瘕坚结，小儿热气惊痫。”又如占卜用过的龟甲可以治疗妇人“血”。另一种太乙

余粮，据说其“还魂石中黄子，鬼禽兽守之，不可妄得，即其神物也。”《神农本草经》中对

太乙余粮功效的记述与桃仁几乎一致。又如古铜镜在我国民俗中，明镜高悬是识破一

切鬼怪妖魔的法宝。《抱朴子》云：“万物之志者，其精悉能托人形，以眩 惑 人 目 而 常 试

之，唯不能于镜中易真形耳。”古铜镜因为古老而更有驱邪的魔力。古医书中记载古鉴

可以“辟一切邪、女人鬼交，飞尸蛊毒，小儿惊痫。”《神农本草经》所载锡 铜 镜 鼻 的 功 效

“主女子血癥瘕，伏肠绝孕”与桃仁也相似。即妇女血闭癥瘕是桃仁、古镜、龙骨、太乙余

粮的共同适应症。由此可见，在我国医药发展的早期认识中，妇女的血闭癥瘕是与鬼邪

之气有关的，这类症状通常被认为是鬼胎。因此桃仁特有的驱鬼能力使之成为这类疾

病的常用药，受这一习俗之影响，桃仁成为活血化瘀药，逐渐用于各种血淤的治疗，而桃

仁可用于止咳平喘的功效几乎被人们遗忘了。
桃仁是否可以用于活血化瘀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古人的这一观点看来

显然是受了巫医的影响，这也是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思想认识有关的。

陈重明　陈迎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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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Ｌａｇｅｎａｒｉａｓｉｃｅｒａｒｉａ（Ｍｏｌｉｎａ）Ｓｔａｎｄｌ．的民族植物学

　　葫芦Ｌａｇｅｎａｒｉａｓｉｃｅｒａｒｉａ （Ｍｏｌｉｎａ）Ｓｔａｎｄｌ．系葫芦科 植 物，在 我 国 有 着 悠 久 的 应

用历史，在古代人民的经济生活和医疗活动中均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民俗文化方面更

有丰富的内容和宗教、植物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

１　葫芦的名称

在我国古代，葫芦的名称很多。《神农本草经》称其苦瓠；《说文》称其瓠瓜；《论语》
称其匏瓜；《本草经集注》称又有瓠@；而《日华子本草》首次称其为壶芦。李时 珍 在 其

图３－９　葫芦Ｌａｇｅｎａｒｉａｓｉｃｅｒａｒｉａ（Ｍｏｌｉｎａ）Ｓｔａｎｄｌ．

《本草纲目》著作中说：“壶、酒器也，
芦，饭器 也，此 物 各 象 其 形，又 可 为

酒饭之 器，因 以 名 之。”李 氏 还 批 评

了俗间 称 其 为 葫 芦，其 曰：“俗 作 葫

芦，非 也，葫 乃 蒜 名，芦 乃 苇 属。”他

又说：“圆者如瓠，亦日瓢，因其可以

浮水如 泡、如 漂 也。凡 蓏 属 皆 得 称

瓜，故 又 名 瓠 瓜、匏 瓜，古 人 壶、瓠、
匏三名 皆 可 通 称，初 无 分 别。”李 氏

又根据 壶 的 形 状，分 成 了 五 种，云：
“长如 越 瓜，首 尾 如 一 者 瓠，瓠 之 一

头有腹，长柄者为悬瓠，无柄而圆大

形扁 者 为 匏，瓠 之 有 短 柄 大 腹 者 为

壶，而 壶 有 细 腰 者 为 蒲 芦。”并 说：
“形状虽 各 不 同；而 苗、叶、皮、子 性

味则一。悬瓠，今人所谓茶酒瓢是也，蒲芦今之药葫芦是也。”
相对 苦 瓠 而 言，又 有 甘 瓠，俗 称 瓠 子，又 叫 扁 蒲Ｌａｇｅｎａｒｉａｓｉｃｅｒａｒｉａ （Ｍｏｌｉｎａ）

图３－１０　各种形状的葫芦

Ｓｔａｎｄｌ．ｖａｒ．ｈｉｓｐｉｄａ （Ｔｈｕｎｂ．）Ｈａｒａ其 状

单一，两头相似，不如苦瓠形状的多 样 化，
是我国 各 地 民 间 夏 季 常 食 的 蔬 菜，味 甘。
现代食物分 类 学 根 据 葫 芦 的 形 状 大 小，又

建 立 了 两 个 变 种，一 是 瓠 瓜 Ｌａｇｅｎａｒｉａ
ｓｉｃｅｒａｒｉａ （Ｍｏｌｉｎａ）Ｓｔａｎｄｌ．ｖａｒ．ｄｅｐｒｅｓｓａ
（Ｓｅｒ．）Ｈａｒａ，本种与葫芦的区别在于瓠果扁球形，直径在３０ｃｍ左右，另一变种为小葫

芦Ｌａｇｅｎａｒｉａｓｉｃｅｒａｒｉａ（Ｍｏｌｉｎａ）Ｓｔａｎｄｌ．ｖａｒ．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Ｎａｕｄ．）Ｈａｒａ。本变种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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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种的区别在于植物结实较多，果实虽似葫芦，但较小，长仅１０ｃｍ。

２　葫芦在古代中国人民经济生活中的位置

（１）为重要的食品

在古代以攫取经济为主的时代，采集瓜类和根类植物是采集经济的重要部分，农耕

制度发展以后，瓜类更成为重要的植物。在《管子·立政篇》中有：“六 畜 不 育 于 家，瓜

瓠、荤菜、百果不备，国之贫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具备，国之富也。”从这里

可以看到当时葫芦在人民食物中的重要，并视为国家贫富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诗经·
豳风·七月》中有：“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又有：“瓠叶苦叶”，注：“瓠嫩叶可作羹，八月

后，不可吃，吃苦也。”宋《王祯农书》中云：“有苦、甘两种，甘者供食；苦唯充器耳；瓠之食

用甚广，大者可作羹，可和肉类煮作荤菜，可蜜煎作果，又削条作干，……。”但葫芦干容

易生虫，在古代也有防治的方法。《调燮类编》一书中云：“晒葫芦干以藁本水洗过，不引

蝇子。”葫芦除炒食，还可作包子、饺子馅，还有些地方以葫芦子为食，如食西瓜子一般。
《王祯农书》又云：“春瓠之为物也，累然而生，食之无穷，最为佳蔬，烹饪无不宜者。”可看

出瓠确是我国古代人民十分喜爱的食物。
（２）为重要的药用植物

苦瓠最早列入《神农本草经》为下品药：“味苦寒，主治大水；面目及四肢浮肿、下水、
令人吐、利石淋、以牙嗽囊结、A蛊痰饮，又煮汁渍阴，疗小便不通。”《唐本草》又补充其

可治黄疸病。《本草纲目》中又用其治疗痈疽恶疮、疥癣、龋齿有虫匿者，用其破开之壶

称败瓢，可用来清胀、杀虫；并治痔痛下血、崩中带下赤红等症。根据现代医药的实践证

明瓠（葫芦）确有利尿、消食、散结的功能，是常用来治疗水肿、腹水、黄疸、消渴、颈淋巴

结核、龋齿等症。现代研究还表明葫芦种子的提取物具有胰蛋白酶抑制作用。
（３）日常生活中的用具

① 水具　由于葫芦的果实干后，木质很轻，但很致密，又很坚固，可以盛水不漏，因
此用葫芦作成的水瓢是我国人民长期以来应用的盛水器具。据生物学研究，在中国大

自然赐给人类的天然容器只有这一种。在先秦的文献中已有反映，如《庄子·逍遥游》
中有：“瓠，剖之以为瓢”。《诗经·大雅·公刘》中曰：“执豕于牢，酌之用匏”。《诗经·
豳风·七月》云：“七月食瓜，八月断壶”是说七月吃嫩葫芦，八月将老壶取下作盛器用。
到后来食用价值逐渐被盛水或盛物的价值所代替，如《韩非子》中有：“夫瓠所贵者，谓其

可以盛矣。”

② 酒器　古代结婚称合卺即来源于葫芦劈开两瓢，且以线相连饮酒之故，看似分

开、实则一体。在古小说《水浒》中有林冲用葫芦打酒的描写。在《天工开物·珠玉》卷

中有一图绘有两个采玉人，在打井时，他们的腰间都扎有酒葫芦，现在贵州的人民在端

午节赛龙船时，水手们在腰上也扎了酒葫芦。在古代还有祭天之礼，所用的葫芦酒杯称

匏爵。

③ 烟具　旧时北京流行水烟袋，其中有一种烟杆就是用葫芦制成的，后来又有各

种鼻烟壶，其中有一种是用细腰葫芦制作成的，在清代的宫廷中还保存着一种人工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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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然后进行压制加工成各种形状如方、扁、圆各异的鼻烟壶。

④ 药壶　古代采药者常常带着葫芦上山采药，用葫芦装药，古代道家多有行医，并
从事炼丹，如安期生、左慈、铁拐李都是身佩葫芦。古代方士尹善炼丹时必备的４种工

具，其中就有葫芦，以贮存丹药。事实上葫芦本身也可以入药。《王祯农书》也曾说过：
“亚腰者可盛药饵，苦者可治病”。民间谚语中“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充分说明药壶芦是

集药者必备的工具。

⑤ 乐器　在古代八音中就有瓠，它是用葫芦制成的乐器叫葫芦笙，在《蛮书》、《新

唐书》和《岭外代答》中都有关于葫芦笙的记载，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直到现在还

在用葫芦笙进行吹奏，有的民族通过葫芦笙发明了新的若干种的葫芦乐器。

⑥ 招幡　市场上许多商店门前常有招幡，用来招徕生意，常有以葫芦为标志，说明

该店的性质，药店、酒店、醋坊和鼻烟壶店等均常以葫芦形象作为标识。

⑦ 葫芦船（又名腰舟）　《诗经·匏有苦叶》有：“匏有苦叶，济以深涉”，《国语·晋

语》又载：“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庄子·逍遥游》云：“今有五石之瓠，何以虑以

为大樽，丛浮于江湖”。《鹖冠子·学问篇》曰：“中河失船，一壶千金，贵贱无常，时使物

然。”陆佃注云：“壶，瓠也，佩之可以济涉，南人谓之腰舟。”明代《琼州黎民图》中有一幅

过河图，图中两山之间，流淌着一条大河，水域中还有一男子撑竹筏过河，而对面另有一

个男子，其腋下正挟着一个凹形的葫芦游水而来，其图侧并有这样的说明：“黎族溪水最

多，每遇大流急势艰徒涉，黎人往来山际辄用绝大葫芦，带于身间，至于溪流涨处，则以

手抱之，浮水而过，虽然泅者不能如其跑捷，……。”在清人陈世俊所绘的《番俗图·渡溪

图》中也绘有几个人，有的有腋下挟葫芦过江海，有的乘筏子，并云：“腰掖葫芦浮水，挽

竹筏中流，竞渡如驰。”这种葫芦船曾经是古人十分重要的交通工具，特别是在船和竹筏

出现以前，葫芦的作用是十分清楚了。在我国除了海南黎族外，云南傣族、台湾高山族、
四川彝族、山东、河南等民间均有使用葫芦船的习俗。当然严格说来，它并不是船，而是

一种帮助人们漂浮涉水的工具。

３　葫芦的民族文化价值

（１）用葫芦象征中华民族的兴旺

《诗经·大雅·B》有云：“BB瓜瓞，民之初生。”这是以绵绵不绝瓞和瓜，好比周初

人生涯。即绵延不绝的葫芦的生命力来象征着周人的兴旺繁衍。
（２）葫芦崇拜

我国５６个民族中有许多先民都曾崇拜过葫芦，如汉、彝、怒、白、哈尼、纳西、拉祜、
傈、阿昌、景颇、基诺、苗、瑶、番、水、侗、傣、布依、高山、仡佬、佤族等都有有关来自葫芦

的传说，这种葫芦崇拜越古越浓，但在现实生活中云南某些地区彝族人仍把葫芦当做祖

先的化身来崇拜。滇西的佤族认为人类的发源地是一个叫做“司南里”的特定洞穴。而

“司南里”的意思就是葫芦。经现代不少考古历史学家的研究认为葫芦崇拜实际上就是

母体崇拜。因为人类早期的社会是母系社会，人们对孕育生命的母亲充满了敬意。母

亲对人类群体的贡献除了生儿育女外，她们对老幼照顾、火的保存、衣、食、住等生产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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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１１　海南黎族人家使用的葫芦船

动、生活和文化从无到有的发展都有不可磨灭的

功勋。可以说 人 类 某 些 文 化 领 域 主 要 是 靠 女 性

来创造、保存和传递的。这一切就使得人们对母

亲由尊敬到 崇 拜。中 国 的 一 些 民 族 借 助 葫 芦 来

代替母体也并非是偶然的，它是以当时人类的物

质生活条件为基础的。葫芦的分布很广，又是人

类靠采集为生时的主要获取对象之一，人们对它

十分熟悉，葫 芦 腹 部 膨 大，使 人 容 易 联 想 到 怀 孕

母亲形象。其种子又很密集，也正好象征着人类

的生生不息。由 此 产 生 以 葫 芦 为 母 体 崇 拜 是 不

难理解的。
（３）葫芦与道教的关系

① 在道家《庄子·逍遥游》中有一段论述：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

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瓢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
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也，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

澼C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C，不过数金，今一朝而

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 王，越 有 难，吴 王 使 之。将 冬，与 越 人 水 战，大 败 越

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C，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

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而忧其落瓠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在这里惠子是以大瓠作比喻，讥讽庄子的思想大而无当。他认为大瓠用来盛水，不

够坚固，剖开为瓢，形平而浅，受水也零落难容，只能算是无用之物。庄子对惠子加以驳

斥，说惠子“拙于用”。庄子并不否定葫芦的实用价值，并认为大瓠可以做成船，非常豪

迈，虽然其说是表现他的人生理想宽阔，但却同样基于葫芦的实用价值。

② 《后汉书·费长房传》有以下一段记载：
“费长房者，汝南人也，曾为市椽，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

壶中，市人莫之见。唯长房于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
谓之曰：“子明日更来。”长房旦日复诣翁，翁乃与俱入壶中，唯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
衍其中，共饮毕而出。”费长房是个道人，已列入《神仙传》，这是葫芦和道教关系的最早

记载，在这个故事中说明其葫芦不仅可以盛药，还十分神秘地可以将人 带 入 神 仙 的 境

地。它的作用被神化，它的宗教意义也不断强化。唐《云笈七签》有一则记载：“施存学

大丹之道……后遇引申为云台治官，常悬一壶，如五升器大，变化为天地，中有日月，如

世间，夜宿其内，自号壶天，人谓‘壶公’。”这样葫芦就逐渐成为道家法器。它的作用也

越来越神秘，功能也愈来愈重要，变成一种神仙的境地，成为道家追求的理想处所。在

先秦时期，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称海中有三山（即蓬莱、方丈和瀛洲）是 神 仙 的 居

所。人们都千方百计去追寻，到了东晋王嘉所著的《拾遗记》中将海中的三山改成三壶，
即蓬壶、方壶和瀛壶，上广，中狭，下方，既如葫芦，就带有仙气，将这三座山都说成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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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真正的含义是把它比做仙境。至唐代葫芦和道教的进一步为人们认可，葫芦又被称

为“壶天”、“壶中日月”更成为诗人们常常吟咏的仙境，确实反映出了道家的出世之想，
欲在“壶天”里寻觅一种理想的虚无飘渺的世界，作为自己精神的寄托。

４　中国陶文化之源

从挖掘出来的许多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陶器的造型来看，大多数是依据某些植

物的形态而成型，而且许多是模拟葫芦形状，也有葫芦形的花纹，这些现象都折射出了

葫芦应该是陶器的前身。学者认为，在陶器出现以前，葫芦曾是人们经常使用的容器，
这种葫芦很容易得到，这就决定了制陶工匠们模拟葫芦形象来造型，这个结论应该是无

可非议的。

５　民间俗语中的葫芦

在人们语言的交流中，借鉴葫芦的形象形成了一些成语、谚语等，至今还在我国广

大民间使用着，没有任何一种植物像葫芦这样广泛地使用在人们的语言中，如“依样画

葫芦”、“照葫芦画瓢”，这是表示简单的模仿。“东扯葫芦西扯瓢”表示说话不着边际没

有中心。“按下葫芦、瓢起来”表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表
示不清楚某人内心所想的是什么。“葫芦搅茄子”则表示混淆是非。“骑着葫芦头乱转”
表示心乱如麻，主意不定。“指着那个葫芦头开金”意为依靠某人或某事等等。

在我国还有着许多关于葫芦的神话，如南方广西关于洪水的神话，说洪水来了，是

一个葫芦保持了人种；又说伏羲氏和女娲都是葫芦的化身，他们都是人类的祖先，因此

葫芦也就是人类的始祖。在我国不少民族中都流传着“葫芦生人”的种种神话。葫芦又

从母体崇拜转化成了祖灵崇拜，这方面的故事有诸多版本，且情节复杂曲折，在这里不

再一一赘述。葫芦在现代人民生活中仍有一定地位，除作容器使用外，还可制成各种形

状的工艺品，还有些地区将葫芦做成辟邪物。
葫芦这种植物的分布极广，几乎遍及世界各地，在中国、泰国、墨西哥、秘鲁、埃及等

国都有关于新石器时代葫芦出土的报道，这说明了世界各氏族对葫芦应用也都有着悠

久的历史，我国无疑是葫芦重要的起源地之一，而且我国人民对于葫芦的经济文化价值

的知识是相当全面的，其中还有许多问题可以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应该说葫芦文

化是我国民族植物文化中很重要的部分。

陈重明　陈迎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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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头Ａｃｏｎｉｔｕｍ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Ｄｅｂｘ．的民族植物学

　　乌头Ａｃｏｎｉｔｕｍ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Ｄｅｂｘ．是一种著名的常用中药，具有祛风寒，回阳逐冷

之功效，也是一味有毒的药物，我国古代在对乌头的利用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也是世界

上对有毒植物利用最早的成就之一。

１　乌头的各种名称

乌头在我国古代有多种名称。《诗经·大雅·绵》中有：“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国
语》中有：“置堇于肉”，韦昭注：“堇，乌头也。”堇是乌头最早的名称。《吴 普 本 草》指 出

“乌头，一名茛。”《尔雅》中又说：“芨，堇草也”，郭注“乌头也”。唐《新修本草》中云：“建

堇同音，三建即指三堇”；又云：“世以乌头、天雄、附子为三建者，以此三物旧皆出建平故

也”。晋葛洪所著《肘后方》中有三建汤，是由乌头、附子、天雄三味药加姜片煎制而成。
附子、天雄等药在李时珍《本草纲目》里记述得很清楚：“乌头苗，一名茛、芨、堇，……附

子是乌头所生，如子附母；天雄乃种附子生出或变出，其长而不生附子，长而尖者谓之天

图３－１２　乌头Ａｃｏｎｉｔｕｍ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Ｄｅｂｘ．

锥，象 形；侧 子 生 于 附 子 之 侧，故 名；漏

篮 子，此 乃 附 子 琐 细 未 成 者，小 而 漏

篮。”而乌头 之 名 是 由 于 其 块 根 呈 倒 圆

锥形，似 乌 鸦 之 首（乌 鸟 便 指 乌 鸦），但

其块根如鸟开口两歧者则称乌喙，或称

两头尖。除此之外，因为乌头之根是有

毒的，还 有 毒 公、奚 毒、五 毒 根 等 名 称。
由于乌头８～９月开花，淡紫娇艳，常与

菊花同放，也 有 人 将 其 栽 于 园 中 观 赏，
又以花形 色 而 名 鹦 鹉 菊、双 鸾 菊、鸳 鸯

菊、僧鞋菊等。
古代最早使用的乌头都是野生的，

后来逐渐栽培以供药用。根据考证，四

川乌头 栽 培 始 见 于 宋 苏 颂 的《图 经 本

草》，宋代 以 前 的 川 乌 头 可 能 多 是 野 生

乌头。明代 李 时 珍 的《本 草 纲 目》中 才

明确 提 出 了 乌 头 有 川 乌 和 草 乌 两 种。
书中说：“乌头有二种，出彰明者即附子

之母，今人谓之川乌头是也。其产于江左、江南某处者乃本经所列乌头，今人谓之草乌

头是也。”清代张志聪在《本草崇源》一书中说：“草乌之毒，胜于川乌，盖川乌有人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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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则采，草乌乃野生者，故其气尤为勇悍。”这种说法与我国目前市场上川乌、草乌的来

源基本吻合。乌头在我国辽宁、安徽、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各省均有分布，
而我国乌头的主要栽培区是陕西和四川。杨天惠所著《彰明附子记》是我国最早的有关

附子栽培的记录。

２　有关乌头毒性的历史资料

乌头是一种毒药，有着长期的应用历史，我国的文学和历史典籍中都有关于乌头毒

性的记载，现仅举数例：
（１）《国语》：“骊姬以君命，令申生曰：‘今夕君梦见齐姜公，必速祠而归福。’申生许

诺，乃祭于曲沃，归福于绛公田，骊姬受福，乃置鸩于酒，置堇于肉。公至，召申生献公之

地，地偾，申生恐而出。骊姬与犬肉，犬毙，饮小臣酒，亦毙，公命杀，申生奔新城，雉经于

新城之庙。”
（２）《汉书·外戚转》：“霍光夫人显，欲贵其女，……许皇后有娠病，女医淳于衍者，

霍氏所爱者，尝入宫侍皇后疾…，…显曰：‘妇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当免身，可

因投之毒药去也，成君即得为皇后’……衍取捣附子，斋入长定宫，皇后免身后，衍趋附

子和大奁大丸，以饮皇后，有顷，曰：‘我头岑岑也，药中得无有毒？’对曰：‘无有。’遂加烦

懑，崩。”
（３）《唐书·武士D传》：“士D仲 女 为 皇 后，元 女 妻 贺 兰 氏 早 寡，立 封 姐 为 韩 国 夫

人。韩国有女在宫中，帝尤爱幸，后欲杀之，即导帝幸其母，所上食后置堇焉，贺兰食之

暴死。”
（４）《本草纲目》中提到：“吾蕲郝知府自负知医，因病癣疥，服草乌、木鳖子过多，甫

入腹内而麻痹，遂至不救，可不慎乎！”
上面几例在宫廷谋杀中都使用了乌头，说明了早在西汉时代人们就已了解乌头的

毒性，且乌头历史上一直是一种容易得到的毒药，并被应用到宫廷政治中。最后一例则

是一起服用乌头过量引起的死亡事故。

３　乌头是最早的箭毒植物

在我国现存最早的本草著作、公元２世纪出现的《神农本草经》中的“乌头”项下记

载：“……其汁煎之，名射罔，射禽兽。”
梁代（公元６世纪）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中说：“今多以四月至八月采，捣榨茎汁，

日煎为射罔，猎人以傅箭，射禽兽十步即倒，中人亦死。”
《北史·匈奴宇文莫槐传》曰：“秋收乌头为毒药，以射禽兽。”
《大明本草》说：“附子去皮捣，沥汁澄清，旋添晒干后取膏，名为射罔。”
李时珍《本草纲目》说：“草乌头取汁晒为毒药，射禽兽，固有射罔之称。《魏书》中有

辽东塞外秋收乌头为毒药，杀禽兽。陈藏器所引《后汉书·五行志》言：‘西国独白草煎

为药，敷箭射人即死’者，皆此乌头，非川乌头也。”又说：“飞鸟触之坠，走兽遇之僵。”
从世界范围来说，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原始部落和非洲黑人原始部落中箭毒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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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但都没有任何文字的历史记载。欧洲大约１６世纪以后才开始有

对箭毒的记载。近代以来世界上有很多学者对箭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研究表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箭毒植物大约 有３６０种，其 中 大 多 数 属 于 马 钱

科、防己科、桑科的有毒植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发现了３０种以上的箭毒生物

碱。学者埃塞尼伯维特（ＥｔｈｅｎｎｅＢｏｖｅｄ）还因箭毒的研究而获诺贝尔奖。世界上记载

最早的箭毒植物是我国的乌头。

４　乌头的药用价值

乌头既是毒物，又是药物。我国古代人民很早就认识了这一辩证关系。《淮南子》
中有：“良医得毒”，“天下之物莫凶于奚毒，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天雄、天锥、乌喙

药之凶毒者也，良医以活人。”
《神农本草经》记载乌头主治：“中风、恶风，洗洗出汗，除寒湿痹，咳逆上气，破积聚

寒热。”《伤寒论》记载主治厥逆。唐代本草中以治湿痹和瘿症。古代使用的乌头方剂很

多，但总的看来是用在三个方面：一是去脏腑内的寒，二是补阳气不足，三是温暖脾胃。
古代中医常认为附子是一味夺关斩将的要药，在急救回阳时必用。如参附汤就是一副

著名的回阳救逆方剂。由于乌头附子是大毒之物，有不少中医见附子即不敢贸然使用。
但亦有名医常用乌头附子且用量不小，并屡获成功。如医圣张仲景就是善用附子治病

的第一人。宋代以后才有人明确提出乌头有峻补之功，亦有富人专购附子为服饵之说。
金元时代中医温补学派首创附子补右肾命门的学说，并据李东垣之名大力宣扬。李时

珍对李东垣很佩服，但对此并不完全同意，说：“乌附毒药，非危急不用。而补药中少加

引导，其 功 甚 捷，有 人 才 服 钱 匕，即 发 燥 不 堪，而 若 人 补 剂 用 为 常 药，岂 古 今 运 气 不 同

耶？”并举例，有人常服乌附而高寿，如古时荆府都昌王，体瘦而冷，无他病，日以附子煎

汤饮，间嚼硫磺，如此数岁；蕲州卫张百户，平生服鹿茸附子药，至八十余，康健倍常。宋

张杲《医说》载赵知府耽酒色，每日煎干姜熟附汤，参硫磺金液而食，乃能健谈，否则倦弱

不能支，寿至九十，他人服一颗即为害。《东坡杂记·琐碎录》中有“滑台风土极寒，民啖

附子如啖芋栗，此则地气使然尔。”亦有文献记载川东蔓府、湘西辰沅一带民间在夏季三

伏天以生附子猪肉合煮，食之以防霍乱。这种情况在近代亦有记载，如几十年前重庆即

有所谓“吃大药”，也是用附子作为经常服用滋补的药物：在极大的铜锅内煮了大量乌头

附子，以锅内汤为大药，以锅外槽内蒸馏出的水为大汤，需滋补 的 人 每 天 以 大 碗 服 食。
但也有不少因服用乌头附子不当而引起的死亡事故。

上海名医祝味菊以长期大量使用乌头附子治疗伤寒而著名。北京名医赵金铎也经

常重用乌头附子治病，一次用量达数百克，而获成功。广州中医谭次仲在《中药性类概

述》一书中说：“中药补脑，首推黄芪及附子二味，二十年来，用附子骤服一二两，渐加至

二十两，亦未尝见有中毒症状。”
乌头的原植物很多，国际市场上常见的是欧乌头ＡｃｏｎｉｔｕｍｎｅｐａｌｌｕｓＬ．，原产于中

欧及西非，现在东欧及中亚也有出产。
乌头中的成分是很复杂的，主要毒性成分是二萜双酯类生物碱（乌头碱和乌头次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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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２０余种生物碱）。乌头碱的毒性很大，０２ｍｇ的乌头碱结晶就能使人中毒。但在临

床上可以用来治疗心动过速、高血压，还可用于局部麻醉。由于对生物碱等成分还未充

分认识，植物种类的不同，其生物碱成分的种类和含量都有差异，实际使用中剂量难以

精确掌握。近年来西医通常较少使用，但中医仍大量使用。这主要是中医使用的乌头、
附子是经过炮制的，减低了毒性，再配伍使用，进一步减少了毒副作用，如毒性较大的乌

头碱在煎煮过程中大部分变成了毒性较小的乌头原碱，中药使用的盐附子则因长期浸

泡在盐水中，大部分乌头碱溶于水中而除去。
乌头治疗心脏疾病的有效成分仍不清楚，近年来日本学者将日本乌头Ａ．ｊａｐｏｎｉ

ｃｕｍＴｈｕｎｂ．提取物水解后得到了一种约克苷苷，实验证明它可以使衰弱的心脏复苏，
并持续长时间稳定的跳动。

乌头附子是大热大毒之药，还常作外用，对疔疮、痈肿、癣疥都有很好的疗效。

徐增莱　陈重明



１０１　　

菖
蒲
的
民
族
植
物
学

菖蒲ＡｃｏｒｕｓｃａｌａｍｕｓＬ．的民族植物学

　　菖蒲是一味常用的中药，具有化痰开窍及化湿和中的功效。我国古籍《仙经》中曾

称菖蒲是“水草之精英、神仙之灵药”。民间还有种种“久服轻身”的传说，在每年端午节

（农历五月五日）不少地区的百姓还喜欢将菖蒲叶和艾叶挂在门上，视为驱虫避邪的象

征。菖蒲也有不同的种类，如石菖蒲，水菖蒲，泥菖蒲，钱蒲和九节菖蒲。

１　古代本草中的菖蒲

（１）《神农本草经》及《本草经集注》中的菖蒲

最早记载菖蒲的本草著作是《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曰：“菖蒲，味辛温，去风寒湿

痹，咳逆上气，开心孔，补五脏，通九窃，明耳目，出音声，久服轻身，不忘，不迷惑，延年。
一名昌阳，生池泽。”以往有人将“昌阳，生池泽”与《名医别录》所载的“生上洛”及《本草

经集注》“在下湿地，大根者名昌阳”相联系，认为《本经》中的昌蒲是指水菖蒲，此结论欠

妥。因为“一名昌阳，生池泽。”疑是辑校者增记，不足为据。虽然《本经》常用别名和生

图３－１３　菖蒲ＡｃｏｒｕｓｃａｌａｍｕｓＬ．

境，但在宋《证类本草》等引《本经》只有“一名

昌阳”，而 无 生 境。而“水 菖 蒲 赞”、《本 草 经

读》及《本 草 纲 目》对 此 均 无 记 载。这 些 录 文

和辑本与《名 医 别 录》体 例 相 同，均 源 于 陶 弘

景整理的《神农本草经》，然而记载却不一致，
这说明可 能 是 辑 校 者 增 记。“生 上 洛”除《名

医别录》外，《本 经》也 有 记 载。对 此，陶 弘 景

疑是东 汉 末 年 张 仲 景、元 化 等 名 医 所 增 记。
《本草纲目》在 菖 蒲 的 别 称、产 地 和 生 境 下 注

“别录”二字，这就说明了《本经》原无此记载。
陶弘景 乃《本 经》的 整 理 者 和 注 释 者，他

说“昌阳不可作菖蒲用，”而仍将其整理在《本

经》的菖蒲条中，似不可能。
水菖蒲经考证在西汉前单名昌，“春生苗

早，据百草之先”之意，根茎称为“昌本”；根茎

可为食 称 为“昌 歜”。西 汉《淮 南 子》称 其 为

“昌羊”，并谓有去蚤虱，杀虫之效，这些记载均早于《本经》，而《本经》中全无反映。《太

平御览》录《本经》文，《汉武帝内传》、《抱朴子》和《本草经集注》中均谓菖蒲：“生石上，具
一寸九节”之特征。按《本经》等（东汉）的尺度计算，其节距约２．５ｍｍ，水菖蒲节距约８
～１５ｍｍ，即使分枝处或旱境中生长的根茎，其节也不可能达到如此稠密，在调查中也



１０２　　

菖
蒲
的
民
族
植
物
学

未发现有生于石上者，故水菖蒲不可能是《神农本草经》中所说的菖蒲。根据“生石上，
一寸九节”的特征经考证应为石菖蒲类多种植物。此类植物多生于溪 石 上，根 茎 节 间

密，有时能达十三节。陶弘景还说过“真菖蒲，叶有脊”，应是指该类植物中的石菖蒲及

大石菖蒲等叶具弧形隆起的脊的狭叶类型。
李时珍所说石菖蒲“叶有剑脊”，过去多数学者认为菖蒲的叶有脊、剑脊，是叶的中

肋而言，认为是指水菖蒲。根据范崔生等学者的研究，所谓叶有剑脊，并不是叶的中肋。
在古代本草中记有剑脊特征的还有石蒜和韭菜，石蒜的中肋不明显，但是其背面却具有

弧形的隆起，这种隆起组织形态已证实，与中肋维管束大小、分布和位置无关，而与叶肉

细胞或通气组织隙腔的增加互为因果。说明剑脊并不是中肋，与中脉无关。石菖蒲和

大石菖蒲叶也和上述植物相同。而水菖蒲叶其中肋十分明显，两 侧 扁 平，不 呈 孤 形 隆

起，上述探讨表明水菖蒲的叶中肋是一种脊，但不是剑脊；剑脊的实质是指石蒜韭菜和

石菖蒲叶一面或两面所具有的弧形或近弧形隆起的脊，因其形象类似剑的“脊”，故形象

地称之为剑脊；自清代以来至今认为剑脊是指水菖蒲的中肋，这是不妥当的。
（２）《别录》及魏晋时主要本草中的菖蒲

剖析《别录》所载，似有三类菖蒲，“生上洛”及“生池泽”符合水菖蒲的分布及生境，
“五月采”则合民间端午采叶悬于门前之风俗。“一寸九节者良”及“久服得效”与《本草

经集注》的记载相合。“益聪，主耳聋”及“小儿温疟，身积热不解，可作浴汤”似录于《楚

辞》的记载，这表明《别录》有关菖蒲的记载包括了菖蒲属多种植物，并非局限 于 一 种。
尽管《别录》中记载的菖蒲为多种，但真正名医所用的菖蒲仍是生长于溪石上的石菖蒲，
如《吴普本草》所说：“菖蒲，一名尧韭。”《本草纲目》引《典术》释尧韭云：“尧时天降精于

庭为韭，感百阴之气为菖蒲，故曰尧韭。”故叶似韭者，非 石 菖 蒲 类 狭 叶 植 物 莫 属，应 是

ＡｃｏｒｕｓｔａｔａｒｉｎｏｗｉｉＬ．。
（３）其他本草著作中的菖蒲

宋朝《本草图经》中曰：“菖蒲，生上洛池泽及蜀郡严道，今处处有之，而池州、戎州者

佳。春生青叶，长一二尺许，其叶中心有脊，状如剑。”这里所说的是水菖蒲（又名钱蒲、
泥蒲）即。其中所说的脊是指其中肋，并绘有戎州菖蒲一图，也与本种Ａｃｏｒｕｓｃａｌａｍｕｓ
Ｌ．相符。但《本草图经》又云：“……一根旁引三四根，傍根节尤密，一寸九节者佳，亦有

一寸十二节者，采之初虚软，暴干方坚实；折之中心色微赤，嚼之辛香少滓，人多植于干

燥沙石上，腊月移之尤易活，古方已有单服者，采得紧小似鱼鳞者，……久久得效。又蜀

人用治心腹冷气痛者，取一二寸捶碎，同吴茱萸煎汤饮之良，黔蜀蛮人亦常将随行，以治

卒患心良，嚼一二寸热汤或酒送亦效，其生蛮谷中尤佳。人家移种者也堪用，但干后辛

香坚实，不及蛮人持来者，此皆医方所用石菖蒲也。”并附有戎州菖蒲和衡州菖蒲图。这

里一段文字 从 生 态、药 材 性 状 以 及 功 效 方 面 都 生 动 而 清 楚 的 说 明 这 种 石 菖 蒲 应 是

ＡｃｏｒｕｓｔａｔａｒｉｎｏｗｉｉＬ．。苏颂还对水菖蒲和石菖蒲在当时药肆 中 相 杂 并 用、难 以 区 别

的情况以及何者为优、何者为劣均加以评述，他说：“又有水菖 蒲，生 涧 溪 水 泽 中 甚 多，
……采之轻虚多滓，殊不及石菖蒲，不堪入药。但可捣末油调涂疥瘙，今药肆所货，多以

两种相杂，尤难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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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中曰：“菖蒲凡五种：生于池泽，蒲叶肥，根高二三尺者，泥菖蒲，白菖也；
生于溪涧，蒲叶瘦，根高二三尺者，水菖蒲，溪荪也；生于水石之间，叶有剑脊，瘦根密节，
高尺余者，石菖蒲也；人家亦砂栽之一年，……亦石菖蒲也；甚者根长二三分，叶长寸许，
谓之钱蒲是矣。”。他除了涉及石菖蒲和水菖蒲，还提及钱蒲。这和目前各地栽培的钱

菖蒲十分符合，即ＡｃｏｒｕｓｇｒａｍｉｎｅｕｓＳｏｌａｎｄ．及其变种ｖａｒ．ｐｕｒｓｉｌｌｕｓ（Ｓｉｅｂ．）Ｅｎｇｌ．。
《本草纲目》谓诸菖蒲有５种，但也明确指出：“服食入药需用二种石菖蒲，余皆不堪。”此
两种石菖蒲是“生于水石之间，叶有剑脊，高尺余者，石菖蒲也”；“人家以砂栽之一年，至
春剪洗，愈剪愈细，高四五寸，叶如韭，根如匙柄粗者亦石菖蒲也，……此草新旧相代，四
季常青。”

清代吴其濬著《植物名实图考》一书中有春菖蒲二图，其盆栽者系水菖蒲，另一菖蒲

乃指石菖蒲。在《植物名实图考长编》菖蒲条下，吴其濬的最后结语是：“大抵菖蒲生溪

石上，自然根硬节密，暴干坚实而辛香，泥菖、水菖不可同日而语也。”皆反映石菖蒲才是

真正的菖蒲。吴氏说：“凡生名山深辟处者，一寸皆不止九节，令人以小盆莳之，愈剪愈

矮，故有钱蒲诸名”，即这是一个栽培状态下的变异。
纵观上述考证，《神农本草经》及大多数本草著作中所说菖蒲皆系菖蒲属生石上，根

茎节稠密，其叶有弧状隆起之脊（剑脊）的石菖蒲和大石菖蒲的狭叶类型植物。而《名医

别录》系指菖蒲属多种植物。《本草图经》虽然收载了水菖蒲，但指出医方所用仍为石菖

蒲。
（４）九节菖蒲的原植物

从《名医别录》开始，即有记载菖蒲一寸九节者佳，这是指石菖蒲中一寸九节者佳，
并无“九节菖蒲”之名。九节菖蒲之名最早出现是在《滇南本草》水菖蒲条下，是作为水

菖蒲处方用名来应用的，水菖蒲根茎粗壮，从无一寸九节者，与事实不符。而现在我国

药材市场上用毛茛科植物阿尔泰银莲花ＡｎｅｍｏｎｅａｌｔａｉｃａＦｉｓｃｈ．ｅｘＣ．Ａ．Ｍｅｙ来作为

九节菖蒲的原植物，是因为其根茎性状和“一寸九节”有相符之处，还可能与葛 洪 所 著

《抱朴子》中所记载“开紫花者尤甚”一句前后相连有关。其实菖蒲只开小黄花，绝无开

紫花者，此句必然有误。吴其濬亦曾指出是“并二物为一汇。”即一寸九节和开紫花者原

非一物，而葛洪错误地将它们合在一起。错把九节菖蒲应用阿尔泰银莲花的根状茎，较
早从文献中明确反映出来的是陈存山的《药物出产辨》，该书记载曰：“菖蒲以产四川者

为最，节密身坚而清香，又广东产者，清远三坑石潭等处多出，近水者名水菖蒲，大条身

松浮节疏，味香带闷；近山出者名石菖蒲，质结节密细条，气味清香，与水菖蒲不差上下，
西药名剑草；又有一种名外菖蒲者，即九节小菖蒲，味略辛而不清香，嚼之有辛辣味，产

陕西汉中、河南禹州。”这种产陕西、河南的外菖蒲确是毛茛科植物阿尔泰银莲花的根状

茎，这种现象是近几十年来发生的事。阿尔泰银莲花，陕西产者称陕西菖，山西产者称

太原菖，本品所含的成分和菖蒲完全不同。据沈雅琴报道，本种 的 药 理 作 用 较 石 菖 蒲

弱，而毒性较大，但是文献中它的功效却都抄袭石菖蒲而来，对它的功能主治必须进一

步实践和研究。
据邢 世 瑞 报 道，宁 夏 地 区 还 以 十 字 花 科 的 白 花 碎 米 荠 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ｌｅｕｃａｎｔｈ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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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ｕｓｃｈ）Ｏ．Ｅ．Ｓｃｈｕｌｚ．和紫花碎米荠Ｃ．ｔａｎｇｕｔｏｒｕｍＯ．Ｅ．Ｓｃｈｕｌｚ．的根状茎混作石菖

蒲用，这是因为当地群众将它当作九节菖蒲而误采，这种错误已经纠正。

２　古人对菖蒲的认识和利用

在《吕氏春秋》中对菖蒲有这样的记载：“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乃耕。菖者，百

草之先生者也，于是始耕。”这一简短的说明极有意义。其一，说明了“菖”字源于这种植

物春天最早发芽；其二，记载了菖蒲发芽的具体时间约在冬至后５７天，即公历的二月中

旬；其三，利用植物作为物候的标记，成为指示耕作的标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

最为精确的。
在古人的认识中，菖蒲几乎是一种仙草。罗愿《尔雅翼》引述《春秋运斗枢》：“玉衡

星散为菖蒲，远雅颂著倡优，则玉衡不明昌蒲冠环。”而《孝经》则援引《神契》说：“昌蒲益

聪，生水中，叶长数尺而上，锐中有脊如剑，其花九节者，食 之 仙。”应 劭《风 俗 通》也 说：
“菖蒲放花，人得食之长年。”

嵇含《南方草木状》说：“番禺东有涧，涧中生菖蒲，皆一寸九节。安期生采服仙去，
但留玉鸟焉。”安期生是汉代的方士，菖蒲也因此染上了许多神秘的色彩。

古时还常以菖蒲作食品。《周礼·天官》中记载：“醢人掌四豆之实，朝事之豆，其实

韭菹醯醢，昌本麋籍。”罗愿《尔雅翼》也记载：“其本芳辛，每以一握为限，一握则四寸，切
之为菹，谓之昌歜，或谓之昌本，以实朝事之豆。文王好食之豆，以昌本为首。”说这是周

文王最爱吃的东西。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了一种蒲菹：“……周礼以为菹。谓蒲

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者，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啖之，甘脆，又煮，以苦酒浸之，如食笋法，
大美。今吴人以为菹又以为酢。”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记载菖蒲救饥：“采根肥大、节

稀，水浸去邪味，制造作果食之”，并作了评价：“元扈先生曰难食。”林洪的《山家清供》有
一种神仙富贵饼；煮水菖蒲，暴为末，每一斤用蒸山药末三斤，炼蜜水调入面作饼，暴乾。
候客至，蒸食，作条亦可羹。章简公诗云：“水荐神仙饼，菖蒲富贵花。”还有菖蒲饼，是以

石菖蒲、白术杵为末，加“山药三斤，炼蜜水和入面内，作饼蒸食。”
另有菖蒲酒，其做法是：“取九节菖蒲，生捣绞汁五斗，糯米五斗炊饭，细曲五斤相拌

令匀，入磁坛密盖二十一日即开。”并称：“日 三 服 之，通 血 脉，滋 荣 卫，治 风 痹、骨 立、痿

黄，医不能治，服一剂，百日后颜色光彩，足力倍常，耳目聪明，发白变黑，齿落更生，夜有

光明，延年益寿。”米友仁《小重山》词云：“菖蒲酒，玉碗十分斟。”韩E《浣溪沙》：“留得菖

蒲酒一杯，与公今日寿筵开。”侯置《杏花天》：“玉杯共饮菖蒲酒”，《阮郎归》：“彩丝萦腕

剪轻霞，菖蒲酒更嘉。”所有描述都说明这是一种常见且受人喜爱的食品。
作为日常生活用品，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记载了一种蒲花褥：“九月采蒲，略蒸，

不然生虫。晒燥，取花如柳絮者，为卧褥或坐褥，称赞其“虚软温暖，他物无比。”
王象晋《群芳谱》记载了菖蒲的种类和名称：“一名昌阳，一名昌歜，一名尧韭，一名

荪，一名水剑草。有数种，生于池泽，蒲叶肥，根高二三尺者，泥蒲也，名白菖；生于溪涧，
蒲叶瘦，根高二三尺者，水蒲也，名溪荪；生于木石之间，叶有剑脊，瘦根密节，高尺余者，
石菖蒲也，养以沙石，愈翦愈细，高四五寸，叶茸如韭者，亦石菖蒲也；又有根长二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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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长寸许，置之几案，用供清赏者，钱蒲也。服食入药石蒲为上，余皆不堪。”并称：“此草

新旧相代，冬夏长青。”此外，还详细描述了种植菖蒲作为案头观赏植物的方法。又说：
“不假日色，不资寸土，不计春秋，愈久则愈密，愈瘠则愈细。可以适情，可以养性，书斋

左右一有此君，便觉清趣潇洒。”表现出与古代文人画竹、赏梅等相一致的审美观。
宋苏轼《石菖蒲赞》的序中充分表述了这种观点的由来：“凡草木之生石上者，必须

微土以附其根，如石韦石斛之类。虽不待土，然去其本处辄槁死。惟石菖蒲并石取之，
濯去泥土，渍以清水，置盆中可数十年不枯。虽不甚茂，而节叶坚瘦，根须连络，苍然于

几案间，久而益可喜也；其轻身延年之功，既非昌阳之所能及，至于忍寒苦，安淡泊，与清

泉白石为侣，不待泥土而生者，亦岂昌阳之所能仿佛哉。”

３　古代文艺作品中的菖蒲及其象征意义

古代的文学作品中，菖蒲也是经常被提及的植物。《诗经·陈风·泽陂》有：“彼泽

之陂，有蒲与荷。”《诗经·大雅·韩奕》也有：“其蔌维何，维笋及蒲。”比较有趣的是《鱼

藻》一篇：“鱼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镐，有那其居。”以鱼对藻和蒲的亲密关系来比喻

王与民的关系。因为鱼“据于藻，依于蒲，乐于藻，安于蒲”；所以王也应该“俯身以顺万

物，而鱼之所乐，王亦乐焉，鱼之所安，王亦安焉。”
《楚辞》中多以香草来比喻群臣，唯独用“荪”（菖蒲之别名）比喻君王。其原因是“荪

于药性为君也。”“数惟荪之多怒”，“荪佯聋而不闻”以及“夫人自有兮美子，荪何以兮愁

苦。”等句子均因为菖蒲“能辅性，治气逆，则怒非所宜；能益聪，则聋非所应。”又可以治

小儿温疟、身积热不解，可作浴汤，“则其主人之美子宜也。”同时，“少司命，君也，又主人

之子孙，有荪之义焉，荪从孙，亦主子孙之义也。”用菖蒲的音、义药性、功效来做多重意

义的比喻。
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有：“新妇谓府吏，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

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以蒲作为坚韧的象征。
唐诗中常以菖蒲代表女子，如李贺《梁公子》：“风采出萧家，本是菖蒲花”；李贺《大

堤曲》：“郎食鲤鱼尾，妾食猩猩唇。莫指襄阳道，绿浦 归 帆 少。今 日 菖 蒲 花，明 朝 枫 树

老”均以菖蒲代表青春女子；曹邺《代罗敷诮使君》：“常言爱嵩山，别妾向东京。朝来见

人说，却知在石城。未必菖蒲花，只向石城生。”则以菖蒲花喻作品行高洁的女子。
张籍《相知歌辞·白头吟》：“人心回互自无穷，眼前好恶那能定。君恩已去若再返，

菖蒲花生月长满。”乔知之《杂曲歌辞·定情篇》：“君念菖蒲花，妾感苦寒竹。菖花多艳

姿，寒竹有贞叶。”张祜《琴曲歌辞·思归引》：“故乡不归谁共穴，石上作蒲蒲九节。”均以

菖蒲比作美艳的女子。
对于菖蒲具有 神 仙 色 彩 的 传 说 古 人 也 有 众 多 吟 咏。王 昌 龄《就 道 士 问 周 易 参 同

契》：“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时余采菖蒲，忽见嵩之阳。”李白《送 杨 山 人 归 嵩 山》：
“尔去掇仙草，菖蒲花紫茸。岁晚或相访，青天骑白龙。”李白《嵩山采菖蒲者》：“神仙多

古貌，双耳下垂肩。嵩岳逢汉武，疑是九疑仙。我来采菖蒲，服食可延年。言终忽不见，
灭影入云烟。”张籍《寄菖蒲》中有：“石上生菖蒲，一寸十二节。仙人劝我食，令我头青面



１０６　　

菖
蒲
的
民
族
植
物
学

如雪。”
但在宋词中，菖蒲又具有了新的象征意义。周邦彦《阮郎归》中说到：“菖蒲叶老水

平沙”，《塞翁吟》曰：“菖蒲渐老，早晚成花。”都取易衰之喻。
总的看来，除了与神仙方士有关外，古代文学作品中菖蒲的象征意义是不同的，而

且相互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

徐增莱　陈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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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吸烟习俗的起源和传播

当今遍布于全世界各地的烟草原产于美洲，最早栽 培 并 吸 食 的 是 当 地 印 第 安 人。
美洲印第安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吸烟，迄今还不很清楚。目前已发现最早的资料是在墨

西哥恰帕斯州的帕伦克，在公元４３２年修建的玛雅文化的古典神庙中的一块浮雕，可以

看到古代玛雅人在宗教的仪式中有人用管状烟斗来吸烟，而且还喷出烟雾。在美国亚

利桑那州的帕布罗城发现公元６５０年前后印第安人居住的洞穴遗址，其中有烟叶实物

和烟斗，烟斗中还存有烟灰。在墨西哥马德雷山上海拔１２００ｍ处的一个山洞中，发现

一个塞有烟草的空心草管，经放射性同位素测定，得知为公元７００年前后的遗物。较上

述遗物更晚的有关材料就更多了。海曼（美国）在１９６２年出版的《烟草和美洲人》一书

中，全面论述了烟草原产于中南美洲的观点。这一观点目前已得到世界大多数学者的

赞同。

图３－１４　烟草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ｔａｂａｃｕｍＬ．

但魏纳尔（美国）在其《美洲与美洲人》一

书 中 认 为，烟 草 和 其 他 一 些 食 用 植 物 是 在

１０００多年前由非洲黑人横渡大西洋带到美洲

的。这种说法，主要是通过语言学来证实的，
而缺乏可 靠 的 考 古 资 料 的 支 持，因 而 只 是 一

种观点。
另一位美国学者沃尔费在其《香料烟》中

认为最早吸烟的应是东亚大陆的中国人和蒙

古人。这是因为美洲印第安人是从亚洲迁徙

过去的蒙古 人。虽 然 关 于 古 代２～３万 前 亚

洲人越过 冰 冻 的 白 令 海 峡 到 达 美 洲 的 论 点，
已得到国 际 上 不 少 学 者 的 认 可，但 这 也 不 能

是有力的证据，也只是一种推测而已。

１４９２年 哥 伦 布 发 现 新 大 陆 时，１０月１２
日两名水手第一次见到当地男女手里拿着火

把和草叶在吸，１０月２５日哥伦布又接受了印

第安人赠送的礼物，其中就有烟草，从此烟草和吸烟就开始走向世界。以后陆续到达美

洲的考察者对印第安人吸烟的习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印第安人认为 烟 草 是 神 的 赐

予。在一些部落中流传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部落大首领的公主死了，按当地的风俗实

行天葬，让鸟兽吃光了就算升天了，于是公主被抬到野外，但过 了 几 天，公 主 活 着 回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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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原来公主受了一种植物辛辣气味的刺激而苏醒了。这种植物就是烟草，从此就以还

魂草的美名开始了它的传播。于是印第安人部落中举行各种纪念或庆祝活动时，或各

种祭祀活动中，都要把烟草作为贵重的礼物拿出来在一定的仪式上享 用，用 于 祈 祷 神

灵，佑民平安。

１９世纪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的名著《古代社会》中，写道“部落……召开行政会

议……，典礼主持人站起来纳烟草于和平烟管中（北美印第安人以烟管表示和战，接受

烟管表示和平，拒绝烟管表示战争），将烟管在薪火上点燃，连续喷烟３次，第一次喷向

天顶，第二次喷向地下，第三次喷向太阳。他的第一次喷烟是对天神的感恩，……第二

次是感谢地神，……第三次喷烟是对太阳神的感恩，……。这些不用言语表达，而是用

吸烟来表示，这种吸烟的仪式也表示他们保护彼此间的信任、友谊和名誉。”
在古代印第安人吸烟的方式很多。一种是嚼烟，将干烟细末与石灰粉混合后放在

嘴里咀嚼，如委内瑞拉的印第安人就喜欢嚼烟；二是把烟草煮制成糖浆 状 的 浓 褐 色 液

体，涂在鼻孔上，或与蚌壳粉混合后再用，哥伦比亚的印第安人就常用这种方式；三是将

干烟叶灰放在燃烧的炭上，用空心管吸入烟叶的烟气；第四种就是直接将烟叶，卷成烟

卷或用玉米叶卷烟叶卷成烟卷放在空心植物管（如芦苇）之后，对着燃火的木 棒 吸 食。
这四种吸烟的方法，其实就是后来嚼烟、雪茄烟、卷烟和鼻烟的雏形。

当时在美洲不同 地 区，烟 草 的 名 称 是 不 同 的，但 植 物 种 类 却 同 一 种，即 红 花 烟 草

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ｔａｂａｃｕｍＬ．。西印度群岛称“约里”，巴西称“碧冬木”，墨西 哥 称“叶 特 尔”，
古巴则称“和依瓦”。由于哥伦布及其助手当时所关心的是吸烟这一奇怪的过程，而留

下印象最深的是印第安人所说的Ｔａｂａｃｏ。其实这是指他们手中吸入烟气的“Ｖ”型植

物空管的名称。这就是西班牙文中Ｔａｂａｃｏ的由来。后来英文写作Ｔｏｂａｃｃｏ，此后竟成

了欧洲对烟草的通称。由于吸烟有兴奋作用，跟随哥伦布的西班牙人很快受到熏陶，并
将这种新的消遣方式带回欧洲。１５５８年，烟草种子首先由水手带到葡萄牙，并种植于

里斯本。１５５９年，烟草种子又传入西班牙。１５６０年，法国驻葡大使让·尼古特将烟草

带到法国巴黎，并献给卡特里娜皇后。那时认为烟草可治疗溃 疡 和 呼 吸 道 疾 患，称 为

“吸药”，或以尼古特的名字称为“尼古丁安那”。后来烟草的拉丁名“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也由此

而来。１５６５年，乔·哈肯斯将烟草种子带入英国种植。到１９２８年海德堡大学的波塞

特和雷曼分离出烟草生物碱，为纪念让·尼古特，也把它命名为“尼古丁”。
英国人沃尔特·雷利于１５８４年在北美东海岸建立以烟草著称的弗吉尼亚殖民区，

１５８５年，雷利将烟斗带回英国，并迅速传开，青年人以吸烟来显示风度，烟草种植和加

工业也应运而生。１５３０年，葡萄牙人在巴西种植烟草。１６１２年，约翰·罗尔菲在北美

弗吉尼亚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大型烟草植物园，烟草产品远销各地。１７１４年，世界上第

一座制烟工厂在俄国哈尔科夫建立。
当吸烟在欧洲流行起来之时，欧洲的海员和商人也将烟草和吸烟习俗传入了亚洲。

亚洲地区的烟草业主要是英国、葡萄牙、西班牙人的大力推广的结果。菲律宾、印度等

是亚洲种植烟草的重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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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烟草传入我国的历史

据吴晗先生的考证，烟草传入我国约在明万历后期，大约是１７世纪初叶，经３条路

线：第一条最早，是福建水手从菲律宾（当时称吕宋）带回种子在福建种植，后传至广东

和浙江；第二条是从南洋传入广东；第三条是由日本传入朝鲜，再传入辽东。
在明代的《滇南本草》中，第一次记载了烟草，但只记录了其性状和药用价值，没有

说及烟草是如何传到我国的。明代人姚旅的《露书》中介绍烟从吕宋引入。明人张介宾

的《景岳全书》中：“烟草，自古未闻也，还自我明万历时始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间皆种

植之矣。然总不若闽中者色微黄质细，名为金丝烟，力强气胜为优也。求其习服之始，
则向以征滇之役，师旅深入漳地，无不染病，独一营安然无恙，问其所以，则众皆吸烟，由
是传遍，今则西南一方，无分老幼，朝夕不能间也。”明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中，有：“淡巴

菇，烟草，万历末有携至漳、泉，马氏造之，……崇祯时严禁之不止，……。”
在清代《花镜》中有：“烟花，一名淡巴菇，初生海外，后传种漳、泉，今随处有之，本似

春不老而叶大于菜，开紫白细花，叶老爆干……，细切如 线 后 美 其 名 金 丝 烟，一 名 返 魂

烟，一名担不归，人喜其烟而吸之”的记载。我国清代赵学敏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
还对烟作了很详尽的描写，有烟草火、烟梗、烟叶、鼻烟等分别列条，包括烟草输入历史，
各种烟草质量及加工方法，烟草的植物形态和品种的描述。对其毒性及药用价值作了

正反两方面的论述，也指出在明末吸烟已成为我国各地很盛的习惯。这是一篇十分有

价值的有关烟草的专论。其中对当时我国各地的烟丝品种均有论述：“粤中有二草，一

曰八角草，一曰金丝烟，治验亦多，其性辛散，食其气令人醉。一曰烟酒，其种得之大西

洋，一名淡巴菰，相思草，闽产者佳，近 出 江 西 射 洪、永 丰 亦 佳，……。制 成 烟 有 生 熟 二

种，熟者性烈，损人尤甚，……。”又介绍了一种水烟：“水烟出兰州五泉地种者佳，……”
又云“在内地则福建漳州有石马烟，色黑，又名黑老虎，系油炒成，性最猛烈，多食则令人

吐黄水。浙江常山有面烟，性疏利，消痰如神，……。江西有射洪烟，性肃导气。湖广有

衡烟，性平和，……。山东有 济 宁 烟，气 如 兰 馨，性 亦 克 利。甘 肃 兰 叶 水 烟，可 以 醒 酒。
近日粤东有潮烟，……性最烈，……然体弱者忌。”其中又引张璐的《本经逢原》云：“烟草

之火，方书不录，唯朝鲜志见之，始自闽人以祛瘴，向后北方借以辟寒，今则遍行环宇，岂
知毒草之气，熏灼肺脏，游行经络，能无壮火散气之虑乎。”在这里说出了烟最早是用来

祛瘴避寒，但是长期吸烟，会带来很大害处。
《本草纲目拾遗》中还详细介绍了鼻烟。鼻烟最早 是 来 自 意 大 利。“明 万 历 九 年，

……入广东，旋至京师，献方物，始通中国。内人多服鼻烟，短衣数重，里为小囊，藏鼻烟

壶，……”。鼻烟不用火点，而是用鼻直接嗅闻。《烟谱》一节中：“有所谓鼻烟者，屑叶为

末，杂以花露。一器或值数十金，贵人馈遗以为重礼。置小瓶中，以匙取之入鼻，则嚏辄

随之，服久相习，亦可不嚏。有红色者，玫瑰露所和也，也有绿色者，葡萄露所和也，也有

白色者，梅花露所和也。所贮之瓶备极工巧，多用玛瑙、琉璃、玳瑁或洋瓷、金银为之。”
一般用作鼻烟的原料是晒烟，将烟叶去掉粗茎、碾碎，筛选，成细末，再加入各种香料，除
玫瑰露外，还常用茉莉，有的甚至加入麝香粉。鼻烟拌制后，需要密封（蜡封）贮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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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经过几年或几十年后，打开蜡封，其颜色和形状会发生变化。上品鼻烟呈粉末状，轻

清细腻，微黄带绿色；如带红黑色，则因湿度过重造成的，为下品。鼻烟的用量很少，但

价值很贵，均为富有之家所享用，所以其烟具十分讲究。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皇帝都接

受过外国人赠送的鼻烟和鼻烟壶。鼻烟壶成了工艺品在我国生产，大约始于康熙年间，
广州最早成为鼻烟壶的制造中心。以后用料愈来愈名贵，工艺愈来愈复杂，其欣赏价值

大大超过了其实用价值，常常为达官贵人、纨绔子弟，争奇斗胜，炫耀身价的奢侈品。
中国的鼻烟壶以其工艺之精美闻名于世界，现在中国已没有人再吸鼻烟，但是鼻烟

壶的生产仍在继续，并且还形成了京、冀、鲁、粤四大流派，远销世界各地。１９６９年在美

国巴尔的摩成立了国际中国鼻烟壶协会，每年都有展览和年会，鼻烟壶已和鼻烟脱离了

关系，成为具有丰富中国文化内涵的一种产品。
水烟，在清代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吸烟方式，就是通过水过滤来吸烟的方式。相传

它起源于古代的波斯和阿拉伯地区，因为吸旱烟，火气和烟气对喉部产生明显的刺激，
让烟气通过水再进入口中，以减弱刺激，阿拉伯人发明水烟袋大约是１６世纪，以后传到

东欧、俄国再传入我国。对于烟的药用价值，在《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述也很多，但其真

正的价值如何？还待研究。至于烟的其他用途，如毒鱼、治 蛇 虫 咬 伤 等，《本 草 纲 目 拾

遗》也做了记载。

３　关于烟草的原植物和我国历代的禁烟

烟草属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Ｌ．为茄科 植 物，全 世 界 约 有１００余 种，主 要 分 布 于 美 洲 及 大 洋

洲。作为香烟原料的，全世界主要只一种，即红花烟草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ｔａｂａｃｕｍ Ｌ．。在清代

《植物名实图考》一书中载有野烟，并附一图，据其描述和图，确为红花烟草。在《本草纲

目拾遗》中，引《延绥镇志》，记有一种烟草：“叶光泽，形如红蓼，不相对，高数尺，三伏中

开花，色黄。”按延绥是指今甘肃、陕北、宁夏、内蒙古一带，根据其描述论证，应为黄花烟

草Ｎ．ｒｕｓｔｉｃａＬ．，其耐寒力强，可在低温地区栽培，现兰州所种的水烟（又称山烟）即是

本种。
烟草传入我国的历史虽不很长，但其发展非常迅速，到现在已成为世界上７项第一

了。烟并非善物，应 当 引 起 我 们 的 重 视。从 明 代 开 始 有 禁 烟 活 动。崇 祯１２年（公 元

１６３９年）和１６年（１６４３年），崇 祯 帝 两 次 下 诏 禁 止 种 烟 和 吸 烟。清 太 宗 时（公 元１６３９
年）尚未入关，就开始禁烟，并在禁令颁布后，处罚违禁事件６０余 起，但 后 来 仍 屡 禁 不

止。清康熙帝，主张禁烟，并身体力行。他下令：“境内沃壤，悉种嘉禾。”“凡民间向来种

烟之地，应令改种蔬谷。”但他的禁烟令并不严厉，全国种烟、制烟、贩烟、吸烟日趋兴旺，
禁烟只能是一种号召而已。到了雍正和乾隆年间，喜烟人数更多。雍正、乾隆虽不吸旱

烟，但他们是鼻烟和鼻烟壶的爱好者，宫廷达官贵人也都吸烟，一些禁烟的呼声很快就

被湮没了。后来嘉庆年间，鸦片开始在我国泛滥，国人有识者力 举 禁 烟 主 要 是 指 鸦 片

了。到了民国也不断有戒烟的呼吁。新中国成立后，烟民大量增加，也有禁烟的呼吁。

１９９７年我国卫生部发出了《关于宣传吸烟有害和控制吸烟的通知》，表明了政府对戒烟

和控制吸烟的鲜明立场。１９８８年中央爱国卫生委员会和卫生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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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无烟日积极开展劝阻吸烟活动的通知》，提出了６项要求。由于多 年 来 的 广 泛 宣

传，对吸烟的害处广大人民有了较深的了解。但总的看来，这些活动力度不够，吸烟风

气仍在蔓延，吸烟等级也在上升，高档昂贵烟已成俏 货。目 前 我 国 烟 田 已 达１６０万 公

顷，烟的税利收入达３０５亿元人民币，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４　烟的危害和综合利用

烟草的有害成分主要是烟碱和焦油。烟碱（尼古丁）不含氧，为无色油状液体，溶于

水，有烟叶之臭味，接触空气后变为褐色，毒性强烈，服２～３滴能致人死亡。经研究测

定，一支点燃的香烟烟雾中含有２０００多种有害物质，对人体危害较大的有４９种，其中

有１５～２０种是致癌的，尤以３，４苯并芘更为严重。此外，一氧化碳、氢氰酸、丙烯醛、亚
硝胺、砷、钋、铅、铋以及微粒状的焦油和尼古丁均为有害物质。

尼古丁是使吸烟者成瘾的物质。它作用于交感神经节、副交感神经节和肾上腺，使
心肌等组织释放儿茶酚胺，使心率加速，血压升高，心脏负担增加。心肌需氧量增加，但
吸烟时一氧化碳增多，减弱了血红蛋白的带氧能力，常常会出现心脏缺氧。这是导致心

绞痛、心肌梗塞和猝死的原因之一。此外，焦油中含３，４苯并芘，能刺激支气管上皮细

胞逐渐向癌变方向发展。氢氰酸和丙烯醛能破坏支气管粘膜，增加粘液分泌和引起炎

症，严重时会引发肺气肿等。
由于科学的进步，对吸烟的危害日趋明确。吸烟不仅对吸烟者有害，其烟雾对其他

人也有危害，因此，各国政府均对吸烟有所控制。在烟草工业方 面 也 在 做 出 了 种 种 改

进，如选择低焦油的烟草品种，改进制烟工艺，在烟丝中加入中草药以减少焦油含量和

治疗某些疾病等。当然这只是部分地减少吸烟对人体的危害，为了人类自身的健康最

好是戒烟。
吸烟虽然有害，但烟草还是有用的。科学家们发现在未成熟的烟叶中含有大量的

蛋白质，并在数量和质量上超过大豆。其中氨基酸的比例也接近人奶中氨基酸的比例。
从烟叶中提取的蛋白质结晶，加水搅拌后可变成鸡蛋清一样的胶体，可制各种精美的食

品。当然如何廉价地使烟叶蛋白不变性而又除尽有害物质，也 不 是 近 期 内 能 办 到 的。
此外，烟叶中的苹果酸、柠檬酸还可作天然饮料的添加剂。就是烟碱，在医药工业和植

物农药方面也是重要的原料。总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烟草这种植物完全可以变害

为利，成为新的工业原料。

陈重明　陈迎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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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Ｏ．Ｋｕｎｔｚｅ的历史

饮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它不仅作为一种饮料，也广泛作为一种药物使用，因而茶

文化和人类的关系十分密切。我国可以说是茶叶的祖国，我国的茶叶极大地丰富了世

界各国的物质文化生活。茶的传播包括了对茶的饮用和茶叶栽培两方面的意义，它受

到了许多综合因素的影响，茶的传播也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１　茶的名称

在《诗经》、《礼记》、《楚辞》等先秦古籍中，并无“茶”字，只有“荼”的记载，如《诗经》
中有“谁云荼苦”、“堇荼如饴”；在《尔雅》有“F，苦荼”；陆羽所著《茶经》云：“荼者……一

曰茶，二曰F，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

图３－１５　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Ｏ．Ｋｕｎｔｚｅ

有学者认 为 荼 就 是 古 代 的 茶，但 陆 机

《毛诗·草木鸟 兽 鱼 虫 疏》谓 荼 是 苦 菜，陶

弘景在其《本草经集注》中 曾 怀 疑 是“今 之

茗”，但《唐本草》中很清楚的指出：“荼为苦

菜，茗为木类，二 物 全 别，不 可 比 例。”这 里

所说 的 苦 菜 可 能 是 指 菊 科 植 物Ｓｏｎｃｈｕｓ
ｏｌｅｒａｃｅｕｓＬ．。但以后的《诗经传论》中说：
“荼，苦菜，蓼属也。”又有说：“荼，茅华轻白

可爱”，这里提到的两种植物均和木本植物

茶毫无共同 之 处，因 此 不 少 学 者 据 此 认 为

荼与茶是无关的。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荼

应该是 茶 最 早 的 名 称，因 为《尔 雅》中 有：
“F，苦荼。”郭 璞 注：“树 小，如 栀 子，冬 生，
叶可煮羹 饮。”公 元２世 纪 东 汉 人 许 慎 在

《说文解字》中 也 说：“茶，苦 荼 也。”宋 代 徐

铉等在该书的注 中 说 这 个 荼 字“此 即 今 之

茶字。”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兄弟民族也早已知道。在扬雄《方言》和西汉四川学者司马相

如的《凡将篇》中都提到茶有“荈（诧）”或“蔎”之名。秦汉以来，茶在西南地区传播，广大

汉民族地区，因其味苦和发音近似“荼”字，即用荼来表示茶这种饮料和药物。
荼的发音、字义都不止一个。荼用来表示茶的含义，历时很久，后来才省去一笔，变

为今天的“茶”，据说这是受了《茶经》和卢同的《茶歌》的影响。同意这种说法的是杨慎

所著的《丹铅杂录》、顾炎武所著的《唐韵正》。但这种说法与《茶经》注中的解释不符，这
个注中说明“茶”字的出处是唐代唐玄宗所撰《开元文字音义》。因为这个新字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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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新旧文字交替使用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特别是“安史之乱”之后频繁的藩镇割据的

动乱时期。所以在顾炎武的《唐韵正》中指出：“愚游泰山岱岳，观览唐碑题名见大历１４
年（公元７７９年）刻荼字，贞元１４年（公元７９８年）刻荼宴字，皆作荼，……其时字体尚未

定。至会昌６年（公元８４６年）柳公权书《玄秘塔碑铭》，大中９年（公元８５５年）裴休书

《圭峰禅师碑》茶毗字，但减此一划。则此字变化则在中唐以下。”
因此陆羽的撰写《茶经》时，能在“荼”字仿效的人很多、众人沿用的情况下，把“荼”

字一律改为“茶”字，从而使茶字广泛地流传开来，这应该是他独具卓识的一个创举。以

后随着茶业的发展，音义专用的茶字大约经过了８０年的时间，才 为 广 大 人 民 所 接 受。
不过，将荼字减去一横变成了茶字，并读成现在的茶音还有一个说法，顾炎武《求古学》
中说，荼改茶始于南朝梁代以后，荼字在汉代已有茶音相近似发音，如《汉书·地理志》
中“荼陵”的荼，颜师古 注：“弋 奢 反，又 加 反”，这 与 现 在 所 说 的 茶（ｃｈａ）相 近。所 以 在

《邛州先荼记》中说颜师古：“虽已转入茶音，而未敢辄易字文。”
《茶经》还列举了唐以前有关荼的名称：F、茗、蔎和 荈。唐 以 前 的 古 籍 如《诗 经》、

《神农本草经》、《神农茶经》中都有茶，但有些就是指茶，有些则是指别的植物。总之，在
中唐以后“茶”字才逐渐统一。我国地域辽阔，方言各异，以华南为例：广州称茶为ｃｈá，
汕头称ｔｅ（ｔａｇ）；福建的福州是ｔá；厦门称ｔｅ；长江流域、华北地区是ｃｈａｉ、ｚｈｏｕ、ｃｈá。各

少数民族对茶也有不同的称呼，如傣族称ｌａ，贵州南部的苗族称ｃｈｕｔａ。自我国输出茶

叶去国外以后，世界上各国都有了茶的译音，日文的ｃｈａ，印度文的ｃｈā，俄文的чай，英

文ｔｅａ，德文为ｔｈé，都是从我国广东、福建方言的发音转译的。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我国在发掘长沙马王堆西汉墓的工作中发现了竹简文帛书等文

物，其中１号墓（公元前１６０年）和３号墓（公元前１６５年）随葬清单中都有“笥”和“司”
的竹简文和碑文，现已考证出，“笥”是“茶一箱”的记录，这说明在湖南当时已经有饮茶

的习惯和茶叶的生产了。这个发现给西汉王褒在《僮约》一文中所说的：“烹荼”和“武阳

买荼”提供了实物依据（武阳是指四川彭山县）。关于茶的另一别名“茗”，《正学篇》一文

中有：“茶，初采者为茶，老者则为茗”，这就是说茗是迟采的茶，其成分与初采者有别，这
与今人将无论迟早所采的茶均称为茗是不同的。

《茶经》中还提到“茶，其树如瓜芦”，瓜芦，又称皋芦，《茶经注》中曾说：“瓜芦本出广

州，似茶，至苦涩。”指出瓜芦似茶而非茶。瓜芦这一名称 首 见 于 约 成 书 于 东 汉 时 期 的

《桐君采药录》，东晋时曾出现了“皋芦”的名称（裴渊《广州记》），南朝陈代沈怀远所著的

《南越志》中认为皋芦即瓜芦，并说瓜芦又叫过罗；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中指出苦簦

是瓜芦的另一别名；清代屈大均又指出苦簦也称为苦艼，后来的某些地方志（１９４７年

《贵州通志》）还说苦簦就是苦丁。瓜芦这种植物是不是茶？自东汉以来就有两种说法。
《桐君采药录》指出其似茶而非茶，《茶经》也同意此观点，《南越志》作者沈怀远指出“叶

似茗”，李时珍也说：“叶状如茗。”而明代陈继儒《茶董补》引东晋裴渊的《广州记》说：“西
山出皋芦，茗之别名。”１９３８年版《植物学大辞典》也称皋芦是茶的一名。但不管是茶还

是非茶，均说其味苦涩、叶大、产于我国南方等是一致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说：“皋

芦，叶状如茗，而大如手掌，搓碎泡饮，最苦而色浊，风味比茶不及远也，今广人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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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芦、苦簦究竟是什么？湖南农学院陈兴琰教授《皋芦茶、苦簦茶考证》一文认为，
我国古代文献中的皋芦茶或苦簦茶，并非山茶科中的植物，而是冬青科的植物大叶冬青

Ｉｌｅｘ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Ｔｈｕｎｂ．，即我国南方地区至今仍广泛饮用的苦丁茶。日 本 现 在 还 有 一

种皋芦茶，日本学者桥本实教授对这种皋芦茶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从他的介绍来看，确

是山茶科的植物，是从中国的山茶科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变异类型：灌木，叶面强烈隆起，
叶大而圆，近似我国茶树品种中的佛手种，与我国所说的皋芦茶完全不是一回事。

２　茶的起源和它的原产地

《茶经》一书的第一句话就是说茶是我国南方的嘉木。接着以树的高度简略地说明

了我国拥有各种类型的茶树品种的概况，并说在川东、鄂西一带有两人合抱的大茶树。
在《茶经》以前的我国古代文献中，早有关于我国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原产茶树

的记载，在我国不少地方如四川、云南、贵州都发现了野生的大茶树。如我国广西的北

部多处发现了野生茶树的群落，不少植株高度在１０ｍ以上，最高一株达１３．３ｍ。
发现野生茶树的地方并不一定是茶树的发源地，追溯茶的起源，除了研究栽培茶树

的历史外，还必须了解茶树在地球上发生发展的历史。近１００多年来，国际上大多数学

者认为茶是起源于我国，除此之外，国际上还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认为印度是

茶树的原产地。１８７７年贝尔登（Ｓ．Ｂａｉｌｔｏｎ）认为茶有大叶和小叶两种，分别原产于印度

的两个不同地区；另一种观点认为自然条件有利于茶生长的地方都可能是茶的原产地；

１９３５年尤克斯（Ｗ．Ｕｋｕｓ）认为茶树原产于伊洛瓦底江的发源处或其以北的地区。众说

纷纭中以印度阿萨姆地区为茶的原产地的观点最为突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认为阿

萨姆当地的人士由于传统文化与中国不同，并没有茶叶泡水作为饮料的习惯，又因为阿

萨姆地区的地势较低，日光照射强烈，茶树叶大，单宁含量过高、茶味苦涩，故不适合作

为普通的饮料，而佛教僧侣须日夜坐禅，必须有却睡的饮品给予支持，阿萨姆茶虽苦涩，
但有利于苦行僧坐禅。如中国陶弘景修炼于茅山，虽已遍历名山，寻找仙药，但坐禅时

只是口嚼枇杷叶以安定心神。到隋唐时，佛教西来并广为传播，印度僧人由阿萨姆经云

贵进入中国，而中国去印度取经者亦不乏其人，其中最著名的是玄奘法师，由印度携带

佛骨、佛经、金像回国，阿萨姆茶很可能就由这些僧侣自印度带入云贵，又因云贵高原气

温较低，早晚皆多雾，移栽的阿萨姆茶所含单宁较少，宜于饮用。当地的居民便取作饮

料，并由云贵传到南方诸省，最后又传至北方，至此便成为我国人民所喜欢的饮料。后

来又发现它有保健及抗病作用，便将茶收入本草之中。
另一种观点认为茶树的起源是和自然分布有关，通过植物分类学可以找到茶树的

亲缘。古植物学研究表明，山茶科最早的大化石发现于中欧上白垩世地层中的古木荷

属Ｐａｌａｅｏｓｃｈｉｍａ，北美 东 南 部 始 新 世 地 层 中 也 发 现 了 相 似 于 大 头 茶 属Ａｎｄｒｅｗｓｔｏ
ｃａｒｐｏｎ的果化石。这提示山茶科中较原始的山茶属其起源时间不晚于白垩纪，大约在

特提斯海（古地中海）东岸的劳亚古陆和冈瓦纳古陆接触地带（热带东南亚），从原始五

桠果类植物演变而来，中南半岛和我国云南及广西南部的热带地区是山茶属的起源地。
我国西南地区正处于劳亚大陆之南缘。面临泰提斯海，在地质上的喜马拉雅运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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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这里气候温热，雨量充沛，经过漫长的地质岁月，这一地区是当时劳亚古陆热带植

物的温床，也是一切被子植物的发源地。我国分类学家吴征镒曾指出：“我国云南西北

部、东南部金沙江河谷和川东、鄂西和南岭山地不仅是第三纪古热带植 物 区 系 的 避 难

所，也是这些植物区系成分在古代分化发展的关键地区，……这 一 地 区 是 它 们 的 发 源

地。”
从植物区系与分布来看，山茶科共有２３属３８０种，除其中１０种产于美洲，其余均

产于亚洲的热带和温带；山茶属有约１２５种，我国有１０４种，占种数的８３．２％，其中特

有的８５种（另特有２亚种和３６变种）；国外共有４０种，２亚种和３变种。亚洲其他国家

和地区种类的分布是：越南２９种，特有１８种；柬埔寨２种，与越南共有；老挝４种，特有

２种；泰国４种２变种，特有１种；缅甸４种，与云南共有；东喜马拉雅２种，与中国和中

南半岛共有；西马来西亚地区１种和１亚种，均为特有；日本和朝鲜半岛３种，与中国共

有。按种的分布区类型来看，热带亚洲分布的有４４种，占３５．２％，东亚分布８１种，占

６４．５％，其中中国—日本分布６６种，中国—喜马拉雅１６种（１种与上一地区共有）。我

国华中、华南和西南亚热带地区拥有该属中１４个类群（组）中的１１个，达７９种，这一地

区是本属的现代分布中心。
从类群和种类的分布与替代关系来看，山茶属在中南半岛和我国热带北缘地区种

类虽然不多，却集中了原始或较原始的类群和种类。山茶属以中南半岛和我国热带地

区为中心，在亚洲大陆，类群和种类由南向北，从热带向亚热带呈现出明显的分化和替

代规律；从中南半岛到马来西亚地区，出现单一类群中种类由北向南的分化与替代。
印度板块是包括在古南大陆（冈瓦纳古陆）之内的，它和中国相隔着一个泰提斯海，

分属两个不相连接的古大陆。现在的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属于印度的第一带低山丘陵和

第二带的小喜马拉雅山脉及其东麓，当时还深深埋在喜马拉雅海底之中，恰如苏联学者

乌鲁夫所说：“喜马拉雅山系是一个年轻的山系，因此它从来不会是任何植物的区系的

发育中心，与此相反，中国从上三叠纪，从侏罗纪以来就没有中断地存在着陆地，所以是

亚洲和北半球温带地区植物区系古老发育中心。”所以茶树的起源不可能是在印度。
从地质历史变迁和植物的种内变异来说，茶树种内变异最显著的特点是小叶品种

和大叶品种的变异、灌木型和乔木型的变异。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开始后，我国西南地区

发生了渐进而又重大的变化，形成了川滇峡谷和云贵高原，特别是近１００万年来，云贵

高原上升了４５００～６０００ｍ，河谷下切５００ｍ，形成了许多小地貌和小气候区域，原来生

长在这里的山茶属植物，逐渐被分置在寒带、温带、热带和亚热带的不同气候区域中，各
自向着与环境相适应的方向变化。位于多雨炎热地区的茶树进化出与多雨、高热、强日

照气候相适应的性状；而处于温带气候区域的，则逐步演化出耐旱、耐寒、耐阴的适应性

状；再由发源于本地区的各大水系向各个方向发展，分布在各地。从最初的茶树原生种

向两个极端发展，即热带型的大叶变种和温带型的中小叶变种。此外，第四纪以来，全

球经历了多次冰期，对植物造成了极大危害，但就我国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而言，受到

冰河灾害不大，所以生长在云南的大叶品种茶树受到影响较小，保存最多，四川等受害

地区是金沙江流域、峨嵋山区、大渡河流域和东部涪陵以东的乌江中下游一带；而黔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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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受害较轻，大批生长在河谷低处温暖地区的茶树得以幸存，其后代就是今天零星分

布在西南各地的野生大茶树。在自然选择中，向着抗寒、抗旱，及灌木化、小型化发展，
形成了中小叶品种，这就是我国西南地区大小叶分别存在的原因。我国云南地区的地

质和气候的变化，使茶树发生了上述种内的变化，由于它们的祖先原来是生长在我国西

南地区，因此可以证明这一地区应是茶树的原产地。
我国许多学 者 和 Ｍ．Ｗａｌｓｈ、Ａ．Ｗｉｌｓｏｎ、Ｋ．Ｍ．пｅｃｍｙｘａｇｚｅ和Ｅ．Ｂｒｅｉｔｓｃｈｈｅｉｄ、Ｄ．

Ｃｅｎｉｎｅ及志村桥、桥本实等学者对茶的原产地都有一致的观点，认为茶树原产于我国

西南部。从山茶属的细胞学资料来看，各组间核型不对称性的变化，在地理分布上表现

出从南向北逐渐增加的趋势。在有核型资料的组中，古茶组Ｓｅｃｔ．Ａｒｃｈｅｃａｍｅｌｌｉａ分布

于中南半岛和我国广西及云南热带地区，其核型不对称性最小，分布较 北 的 连 蕊 茶 组

Ｓｅｃｔ．Ｔｈｅｏｐｓｉｓ和山茶组Ｓｅｃｔ．Ｃａｍｅｌｌｉａ核型不对称性较高。而半宿萼茶组Ｓｅｃｔ．Ｈｅｔ
ｅｒｏｇｅｎｅａ、瘤果茶组Ｓｅｃｔ．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ａｔａ以及茶组Ｓｅｃｔ．Ｔｈｅａ的分布介于上述两者之间，
其核型不对称性也恰位于两者之间，从而揭示了从南向北是山茶属扩散和演化的重要

方向，同时表明，该属的现代分布中心并非起源中心，其起源中心应该在分布中心以南，
即山茶属起源于中南半岛和毗邻的我国热带北缘地区。

志村桥和桥本实两位日本学者对细胞染色体的比较观察发现，中国种和印度种染

色体的数目是相等的（２ｎ＝３０），在细胞形态上没有差异，对中国的东部、云南、四川、广

西、湖南、海南、台湾到泰国、缅甸和印度阿萨姆等地茶树的研究，虽然发现了连续性的

变异，但不存在区别于中国种和印度种的界限。具体例子是，在印度阿萨姆的印度种，
也有从大叶型到小叶型的各种各样的变异；再比较印度的卡形茶和台湾山岳地带的野

生茶以及缅甸的掸邦茶，在形态上全部相似。在染色体倍性上，山茶属中分布于南部的

组没有或很少有多倍体出现，而分布于北部的组则有较高比例的多倍体，染色体多倍化

的规律也揭示了山茶属从热带向亚热带的散布方向。
从“茶”字来源来看以及我国茶种和茶叶向世界各地传播的历史来看，都可以说明

中国的茶叶在世界上的历史地位，虽然在茶树的起源和原产地的问题上还有分歧，但茶

树最早为中国人发现，茶叶最先为中国人从药物变为饮用，茶树也是中国人最早变野生

为家栽，也由中国最早向世界传播，这都是毋庸置疑的。

３　茶的功用和它的新发展

茶并不是一开始就 作 为 饮 料 而 被 利 用，最 初 它 是 因 药 用 价 值 进 入 人 类 生 活 的①。

《神农本草经》云：“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唐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
云：“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百病之药。”茶始载于《唐本草》，唐 代 时，饮 茶 风 气 已 大 作。

① 传统观点认为最早利用茶叶的是中国汉族人，最初是被作为药物而加以利用。在思茅和西双版纳地区考

察发现，那里的少数民族还保留着原始的“吃茶”习俗。如基诺族、爱伲族将茶的嫩叶经沸水稍浸泡后，捞起佐以辣

椒、盐，做成凉拌茶吃；布朗族将鲜嫩茶叶经沸水浸泡后，加入盐和辣椒，然后放入竹筒中，封口后埋入地下，一个月

后成了“酸茶”挖出后即可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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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本草》云：“茶，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痤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令人少睡，春采之。”宋

《图经本草》云：“茗，苦榛，旧不著所出州 郡，今 闽、浙、蜀、荆、川、湖、淮 南 山 中 皆 有 之，
……春中始生嫩叶，叶焙去苦水，末之，乃可饮，……”，又引《茶谱》云：“真茶性极冷，惟

雅州、蒙山出者温而主痰，……大都饮茶少则醒神思过，多则致痰饮。”在《茶经》中提及

茶有５种功用，即可治“热渴”、“凝闷”、“脑痛”、“目涩”、“四肢烦及百节不舒”。在明代

钱椿年所著的《茶谱》中又增加了“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去腻”等多种功

能。此外在其他本草著作中还提出 有“轻 身”或“令 人 瘦”、“去 人 脂”、“醒 酒”、“解 酒 食

毒”、“伤暑”、“能颂无忘”等功效。宋林洪所著的《山家清供》明确提出：“茶即药也，煎服

即去滞，……，人多急服，宜有害也。”明代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中对茶的功效作了阐

述：“茶苦而寒，阴之中阴，沉也，降也，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而上清也。然火有五，
有虚实，茗可壮胃健之人，心肺脾胃之火多盛，故与茶相宜，温饮则火因寒气而下降，热

饮则茶借火气而升散。又兼解酒食之毒，使人将思闿爽，不昏不睡，此茶之功也。”唐代

《食疗本草》中还将茶作为食疗的药物，云：“茗，利大肠，去热解痰，煮取汁用，煮粥良，又
茶主下气，除日睡，消宿食，当日成者良，煎捣经宿，用广东故者即动风发气。”《膳天经手

录》曰：“茶，古不闻食之。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

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今江夏以东，淮海之南皆有之，今关西、山东、
闾闾村落成皆喫之……。”茶的这些功能是古人从大量实践中总结出的。当然茶不是万

灵之药，茶有一定药用价值，同时现在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饮料，它有特殊的解酒作

用和一定的营养价值，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生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互相

渗透，探索和研究，使人们对茶叶的药理功能的认识更大的推进了一步。
茶叶中化学成分，经过分离和鉴定的有机化合物已达４５０种以上。无机矿物元素

也有１５种以上，其中主要有大量生物碱有咖啡碱、茶叶碱、可可碱、腺嘌呤等，其中咖啡

碱量较多，咖啡碱对大脑皮质有选择性兴奋作用，能消除瞌睡，振作精神，消除疲劳，提

高人体耐受力；强化思维活动。浓茶还能解酒醉，抵抗酒精、烟碱、吗啡等药物的毒害，
咖啡碱和茶叶碱也是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的有效药物，可使皮肤、冠状动脉血管及肾血

管舒张，解除支气管痉挛等症状。最近研究表明茶中咖啡碱及茶叶碱可以抑制一种环

腺苷酸双脂酶，该酶可以控制人体中环腺苷酸的数量，而这种环腺苷酸对人体许多代谢

过程保持正常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茶还含有茶单宁等酚类物质，它对痢疾杆菌、大肠杆菌、链球菌、肺炎球菌多种病原

菌的生长有抑制作用。茶中单宁和蛋白质可结合成单宁蛋白质，它能缓和肠胃紧张，镇
静肠胃蠕动，消炎止泻。茶叶对重金属盐和生物碱中毒是一种很好的解毒剂，茶单宁还

能保持微血管的正常抵抗力，控制微血管的渗透性，增加微血管的弹性，对糖尿病和高

血压的治疗也有一定的效果，茶单宁中儿茶素能防止血液和肝脏中胆固醇的中性脂肪

积累，因而对动脉硬化和肝脏硬化均有很好的预防作用。
茶叶中还含有一些芳香物质，多属于酚类、醇类或醛类、酸类、酯类。有镇咳、利胃

液分泌、增加胃吸收作用，可镇痛，能有助于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对人体的糖代谢也能

起到良好的作用，可减轻糖尿病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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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中含有各种维生素，如维生素Ａ、Ｂ、Ｃ、Ｂ２、Ｂ６、Ｂ１１、Ｄ及Ｅ等，还含有多种微量

元素，如钙、镁、铝、铁、锰、锌、铜、钼等，及人体必须的氨基酸，有良好的营养价值。
最近不少研究表明茶叶还是一种有希望的天然抗癌饮料。有学者在我国川北地区

发现，自幼喜欢喝浓茶的回族人，其食道癌的死亡率显著低于同地区很 少 饮 茶 的 汉 族

人，又有人发现肝癌高发区居民的饮茶率显著低于相对低发区居民的饮茶率；茶叶能抑

制由黄曲霉素（ＡＦＢ１）对肝癌的诱导；每天饮用１～５杯茶水，可明显阻断亚硝基化合物

（ＮＯＣ）的形成。一定浓度的绿茶提取物对体外培养的胃癌细胞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把

茶叶掺和到饲料中喂患癌的小白鼠，３周后发现，小白鼠体内的癌细胞显著减少或受到

抑制。
有学者对茅山绿茶进行了测定，认为茶叶含有人体所必须的营养成分，其缺少和增

多都会导致相应的疾病的发生。人体中Ｋ、Ｎａ、Ｃａ、Ｃｕ、Ｚｎ的缺乏与癌症，尤其与消化

道癌发生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在绿茶中这些元素的含量相当丰富；非金属元素硒（Ｓｅ）作
为一种防癌新型抗氧化剂，正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硒的缺乏可能是消化道癌发生和发

展的主要因子，Ｗｅｌｌｉｔ等认为改变硒可降低某些化学致癌物的致突变的活性。对于茶

叶抗癌的研究还处于初期的阶段，茶防癌抗癌的作用机理还须进一步深入研究。
茶的功用如此广泛，《茶经》作者陆羽早就认为它是一嘉木，又将它与人参相比，说

明了茶叶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４　茶的种类

茶的原植物是山茶科植物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Ｏ．Ｋｕｎｔｚｅ，由于茶叶加工方

法不同而分成绿茶和红茶两大类，其主要区别在于红茶必须经过发酵的过程，发酵过的

红茶，挥发油会损失一部分，茶单宁也会破坏一部分，与绿茶有着不同的风味。茶的品

种是很多的，这主要是众多的地方品种，由于各地加工的方法各异，因此质量和品位各

有不同，精粗相差甚远。清代赵学敏所著《本草纲目拾遗》介绍的中雨花茶、安化茶、武

夷茶、普洱茶等，其原植物皆是本种。
自古以来，也有用不少其他植物来作茶饮，常常有相似的茶的风味，多数是不产茶

处用作代用的，也有治疗一些疾病而采用与饮茶相同的形式。如《本草纲目拾遗》中介

绍了一种松萝茶，其原植物为松萝科的松萝Ｕｓｎｅａｌｏｎｇｉｓｓｉｍａ （Ｌ．）Ａｃｈ．，具有健胃、
消食的功能，还能治疗便秘、风湿性关节炎等。又如在安徽又有一种角刺茶，赵氏称这

种茶：“如妇人服之，终身不孕，为断产之第一妙药也。”它的原植物是冬青科的植物构骨

Ｉｌｅｘｃｕｎｅａｔａ Ｌｉｎｄｌ．一 类 植 物；还 有 药 茶，其 原 植 物 是 石 南 叶 Ｐｈｏｔｉｎｉａ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ａ
Ｌｉｎｄｌ．。湖南人在春天采乌饭树叶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ｕｍ Ｔｈｕｎｂ．制作乌饭时，必采石

南叶嫩芽做茶，云可以去风。赵氏在该书中还介绍了一些药茶，但它的原植物还需要进

一步考证。以一些药用植物作为茶饮，已经不断发展，除具有与茶相似功能外，还常常

针对具体的目的或促进人体某部分作用，或者针对某种疾病，这就是现在的保健茶，有

时它们和茶混用，有的不再加茶而有单种药用植物或数种药用植物在一起采用茶的形

式，如现在各地常用的菊花Ｄｅｎｄｒｏｎｔｈｅｍａ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Ｒａｍａｔ．）Ｔｚｖｅｌ．、金银花Ｌ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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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ｅ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枸杞Ｌｙｃｉｕ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Ｍｉｌｌ．、薄荷ＭｅｎｔｈａｈａｐｌｏｃａｒｙｘＢｒｉｑ．、
荷叶ＮｅｌｕｍｂｏｎｕｃｉｆｅｒａＧａｅｒｔｎ．、白茅根Ｉｍｐｅｒａｔａ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Ｌ．）Ｂｅａｕｖ．ｖａｒ．ｍａ
ｊｏｒ（Ｎｅｅｓ）Ｃ．Ｅ．Ｈｕｂｂ．、人参ＰａｎａｘｇｉｎｓｅｎｇＣ．Ａ．Ｍｅｙ须根，用不同植物的不同器官

作茶饮。由于地区不同风俗习惯也不同，各地均有各自独特的例子。
国外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东非和南亚阿拉伯地区有以卫矛科植物Ｃａｔｈａｅｄａ

ｄｉｓ之叶，当地人称为吉叶（Ｋｈａｔ），含有１％的假麻黄碱一类化合物，有兴奋中枢神经的

作用，阿拉伯人将其咀嚼，如同嚼槟榔一般，当地还有提供人们采咀嚼吉叶的场所。在

南美洲并没有 茶 树 的 栽 培，但 有 几 种 冬 青 科 的 植 物 也 被 巴 拉 圭 人 制 成 茶，称 马 地 茶

（Ｍａｔｅ）。以冬青科植物作茶用，我国在古代也早已有之，如苦丁茶和角刺茶，其中包括

大叶冬青Ｉｌｅｘ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Ｔｈｕｎｂ．和枸骨Ｉ．ｃｕｎｅａｔａＬｉｎｄ．。在法国巴黎的酒店中一般无

茶供应，但却有薄荷茶和椴树茶，后者是以椴树的嫩芽为之。为了增加茶的香味，常常

在茶中加入了一些香花，制成各种香茶，它们的种类有茉莉、木犀、玫瑰等。在我国广东

和广西、福建等省区，夏季“凉茶”是最为普遍的饮料，凉茶的种类都是采自各地郊外山

头随处常见的药用植物，根据凉茶师傅自己的经验配方，每日煮一锅，顾客上门，趁热温

服，服后有生津止渴，清暑解闷，去积食、利小便、发汗、通便等功效。近年来我国生产的

保健茶，以袋泡茶为主，它们主要的目的是滋补强壮、抗衰老、降血脂、降血压为主，所选

用的药用植物非常广泛，《中国药茶大全》一书已总结了１４７６个药茶配方，保健药茶也

引起了全世界重视。在日本、欧美已经十分关注茶的功能，以及在人们医疗中的重大作

用，已经提出了“茶———人类２１世纪的健康饮料”。中国的药茶保健茶正在大踏步走向

国际市场，并受到了世界人民的欢迎。
饮茶是中国传统的文化，长久以来为世界人民所接受，有的国家还深入研究，如日

本的“茶道”更加丰富了茶文化，由于时代的发展，发展为更多类型的茶，已是现代制茶

业的最大特征，更重要的是它从单纯的日常饮料逐渐转化药物，并越来越地多在人民保

健医疗中起更大的作用，中国人民在药茶的创造上已是卓有成绩，在不久的将来，将在

更多的茶品会出现，为世界人民做出重大的贡献。

５　茶的传播

（１）我国产茶地区的扩展

从产茶区扩展的整个历史来看，我国的产茶地区是从茶的原产地西南地区先后由

水路和陆路逐步向其他地区扩展的。其中主要是沿着除黄河以外的几大水系向各地扩

展。产茶区的扩展最初和战争或其他原因造成的人口大量迁徙有关，把茶树原产地西

南地区的茶叶传播到后来产茶的其他各地，从而逐渐发展出新的产茶区。从水路来说，
四川是茶树扩展的主要省份。在公元前约１０６６年周武王伐纣时，已有巴蜀之茶叶作为

“贡品”的记载；西汉时四川的司马相如和扬雄在《凡将篇》和《方言》中都谈到了四川的

茶，因此可以推测，在战国时代秦先由巴蜀沿江伐楚之后，就把巴蜀的茶叶沿着长江水

系传向了中原各省，以后，又到达湖南省。除了长江水系外，根据“湘桂同源”，也就是公

元前２１４年，秦始皇发５０万大军经略岭南，史录通运粮水道，开凿秦凿渠（唐代以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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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灵渠）。使湖南的湘江和广西的漓江经南北两渠交流，从而联系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

系两大水系。也有由广西溯漓江而上，直到湘江而传入湖南的另一途径。促使茶区扩

展的主要水系，还有源出于陕西的汉水和珠江上游的西江。汉水有可能使湖北的茶传

入陕西，也可能将陕西的茶传入湖北。唐代金、梁二州的产茶县均位于汉水水系附近。
广东则可以是沿海路传入（通过汕头、广州）。福建是通过泉州，台湾则可能通过泉州和

厦门沿海传入。从陆路来说，四川也是茶区扩大的主要省份。早在战国时代即有一条

“蜀身毒道”，由四川经过云南通往印度。从云南还可通往广西、贵州。这就存在着把茶

树原产地向四川、贵州、云南的传播及相互传播的可能。清顾炎武的《日知录》谓：“自秦

人伐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这说明秦人取蜀，是通过“栈道”，蜀国的茶叶包括周武王

时代所说的贡茶，可能均是由这一路传入陕西。茶由常为药用转为饮用的时期，大约是

在战国或者秦代以后。根据《茶经》的资料，到两晋时代（公元２６５～４２０年）已是一个饮

茶风尚普及的时代，到唐代更是饮茶之风大盛。这主要是由于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

件比较安定，农业生产较为发达的缘故，隋代所开凿的大运河大大有利于南北交通，也

使茶叶的生产、贸易和消费大为发展。白居易曾有“老大嫁做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
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的诗句。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有：“其茶自江淮而

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充分反映了茶叶贸易繁荣的景象。当时茶商的势

力几乎可以和盐商相抗衡了。由于唐代文化的发达，文学家和诗人品茶赋文已成风气，
在许多诗文中也有大量对饮茶内容的描写。陆羽的《茶经》问世，对当时饮茶风也起了

一定的推动作用。唐代饮茶的风尚还远及边疆地区。《封氏闻见记》说：“按古人亦饮茶

耳，但不如今人溺盛，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唐代以后经五代十国、
宋、辽、金前后４００多年中，主要的产茶地区逐渐向东南地区发展；在北宋末期，川陕四

路所产茶叶甚至不及东南诸处的十分之一，其消费自北宋以后日益普遍。所以宋李觐

曾说：“茶非古也，源于江左，流于天下。君子小人靡不嗜之，官贵民贱靡不用也。”明清

两代５００多年中，在茶生产地区、生产数量方面的发展很快，特别是国内外贸易有很大

的发展，这主要归功于茶叶生产技术的提高。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

海禁，茶叶又成为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重要对象，因而在这一时期，我国茶叶开始大量

进入世界市场，从１７世纪到１９世纪末期，我国从世界各国进口茶叶的唯一供应者，销

售遍及欧美亚非澳各洲。
茶叶向外传播的历史也是和佛教僧侣徒作用分不开的，在我国古代曾有不少记载

佛教僧侣与茶叶之间的关系。据四川地方志记载，西汉时（公元前２０６～公元２４５年）
甘露禅师，曾结庐于四川蒙山，亲植茶树。这是佛教僧人植茶的最早记录。在《续名僧

传》中介绍名僧法瑶曾在山中，与茶相伴直到暮年，用膳喜饮茶，当时已出“御荈”，是名

茶产地。《宋录》中有昙洛道人，也是著名高僧，在八公山东山居住了很长时间，八公山

一名北山，临近寿州，是古代名茶“寿州黄芽”的产地。南朝宋孝武帝的两个儿子到八公

山东山寺拜访昙洛，饮了寺里的茶，大加赞赏，称为甘露，这也是以茶待客的最早记录。
《封氏闻见记》记载：“南人时饮茶，北人初多不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

大兴禅教，学师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茶。从此转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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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

饮。”这一段记述说明了坐禅和饮茶的关系，同时也说明了佛教对饮茶的传播作用。陆

羽也是从小就生长在佛寺之中，他对茶的兴趣应该和他从小生活的环境有关。佛教徒

坐禅，饮茶成为其头等大事，逐渐形成了庄严肃穆的茶礼，尤其在佛教节日时更为庄重。
所以才有“茶禅一体”、“茶禅一味”及“天下名山名僧多”、“名山有名茶”的说法。

饮茶传到日本也和日本大批僧人来华有关。从唐代开始就有了最澄从天台山、四

明山回国时带去了茶籽，种于日本滋贺县。空海几次往返于中日之间，也带去了饼茶、
茶籽，他们是日本最早种茶的先驱者。宋代更有不少日本僧侣来华，如荣西等两度来华

带回茶籽，他在主持的禅寺如博多安国寺、圣福寺及脊振山灵仙寺试植，还著有一部《吃
茶养生记》，宣传饮茶的功效，并传播了宋代各大寺院僧布道的行茶仪式，大大丰富了日

本的饮茶文化，促进了茶业的发展。

陈重明　徐增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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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芋ＡｍｏｒｐｈｏｐｈａｌｌｕｓｋｏｎｊａｃｋＫ．Ｋｏｃｈ．的民族植物学

　　磨芋，又称魔芋、蒟蒻、蒻头、蛇六谷、花杆莲。其原植物一般指天南星科磨芋属的

花磨芋ＡｍｏｒｐｈｏｐｈａｌｌｕｓｋｏｎｊａｃｋＫ．Ｋｏｃｈ．。这个学名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欧美和日

本均用此名。李恒等考证认为ＡｍｏｒｐｈｏｐｈａｌｌｕｓｒｉｖｉｅｒｉＤｕｒｉｅｕ应是磨芋的异名。并认

为首载于《开宝本草》的蒟蒻、蒻头是指花磨芋和疏毛磨芋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ｅｉｖａｌ。本 草 谓

磨芋可治：“痈肿风毒，摩傅肿上。捣碎，以灰汁煮成饼，五味调食，主消渴。”现代研究发

现磨芋有多方面的生理活性，从而引起国内外许多科学工作者的兴趣。本文试图从民

族植物学的角度对磨芋作一介绍，为磨芋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资料。

１　磨芋的历史变迁

中国最早记载磨芋的文献是先秦古籍《尔雅》，磨芋有许多古代异名。“蒟蒻”一词

首载于《文选·蜀都赋》，其注说：“蒻，草也，其根名蒻，头大者 如 斗，其 肌 正 白，可 以 灰

汁，煮则凝成，可以苦酒淹食之，蜀人珍焉。”

图３－１６　磨芋ＡｍｏｒｐｈｏｐｈａｌｌｕｓｋｏｎｊａｃｋＫ．Ｋｏｃｈ．

磨芋 作 为 药 用 首 见 于 约 公 元

９７４年 的《开 宝 本 草》，以 蒟 蒻、蒻 头

等为名，记载：“蒻头出吴、蜀。叶 似

由跋、半夏，根大如碗，生阴地，雨滴

叶下 生 子，一 名 蒟 蒻。”１０６１年 苏 颂

在《图经本草》记载：“江南吴中出白

蒟蒻，亦 曰 鬼 芋。”据《江 苏 植 物 志》
记载，江 苏 所 产 的 磨 芋 属 植 物 只 有

疏毛 磨 芋 一 种，因 此 白 蒟 蒻 应 指 疏

毛磨芋。李 时 珍 曰：“蒟 蒻 出 蜀 中，
施州亦有之，呼为鬼头，闽中人亦种

之。宜树荫下掘坑积粪，春 时 生 苗，
至五月 移 之。长 一 二 尺，与 南 星 苗

相似，但 多 斑 点，宿 根 亦 自 生 苗，其

滴露之说，盖不然。经二年 者，根 大

如碗及 芋 魁，其 外 理 白，味 亦 麻 人。
秋后采 根，须 净 擦，或 捣 成 片 段，以

酽灰汁煮十余沸，以水淘洗，换水更

煮五六遍，即成冻子，切片以苦酒五味淹食，不以灰汁则不成也。切作细丝，沸汤汋过，
五味调食，状如水母丝。”王祯《农书》云：“救荒之法，山有粉葛、蒟蒻、橡栗之利，则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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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益于民者也。”综上所述，可见磨芋历史悠久，早已为我们的祖先认识和应用。
“磨芋”一名首见 于《植 物 名 实 图 考》，吴 其 濬 曰：“衡 山 产 蒻 头，俗 称 磨 芋，亦 曰 鬼

芋。”《植物名实图考》引用了齐明王的一首诗：“君看天南星，处处入本草，夫何生海南，
而能济饥饱？”并给予了“误以蒻头为南星”的正确评价。因为天南星一类植物都有很大

毒性，不可食，只有磨芋才能“入本草”和“济饥饱”。从齐明王的诗中可以看出，磨芋在

当时人们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魔芋”一词的出现已无人考证，但显然是近代发生的事。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该

植物全株有毒，犹如魔鬼。也可能是因其植株有状如蛇皮之花纹，使人们倍感恐惧。近

来由于人们认识到磨芋具有很大用途，尤其是具有较好的医疗保健作用，被称之为“魔

力食品”。

２　磨芋和疏毛磨芋

古代本草 将 花 磨 芋ＡｍｏｒｐｈｏｐｈａｌｌｕｓｋｏｎｊａｃｋＫ．Ｋｏｃｈ．和 疏 毛 磨 芋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Ｂｅｌｖａｌ混为一种。近代有关文献认为花磨芋和疏毛磨芋是中药磨芋的来源，二者效用

一致。这些论断是错误的。
花磨芋是磨芋属唯一有悠久栽培历史的广布种，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

区，可加工制成磨芋豆腐供食用，所以我们所说的磨芋一般指花磨芋。疏毛磨芋又称华

东磨芋、蛇六谷（上海、浙江）、花杆莲（南京）、花杆南星（浙江）等，主要分布于 江 苏、浙

江、上海等省市。古本草一直认为“蒻头出吴蜀”，实质是将两者合而为一。《中国植物

志》、《中药大辞典》等则认为二者是中药磨芋的来源，并均可食用。花磨芋和疏毛磨芋

能不能互相混用呢？现代研究结果发现花磨芋中富含葡甘露聚糖（ＫＧＭ），ＫＧＭ 是制

作磨芋豆 腐，也 是 减 肥、降 脂、降 血 糖、通 便 等 作 用 的 有 效 成 分。疏 毛 磨 芋 中 不 含

ＫＧＭ，近代报道其临床主要用于治疗脑部癌肿、鼻咽癌、淋巴肉瘤、甲状腺癌等，和花磨

芋的用途大相径庭，因此将二者混用是不合适的。其实这个现象古代人已经发现，西晋

人崔豹在《古今注》曰：“扬州人谓蒻为斑杖，不知食之。”扬州之“蒻”显然是疏毛磨芋，扬
州人不食是对的，因为古人对植物分类知识缺乏等原因而将二者互相混淆。鉴于二者

在化学成分和临床用途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分别作为两个药来

用较为妥当。

３　日本磨芋

日本民族食用磨芋已有１５００多年的历史，是一种颇具特色的传统食品。
日本最早记载磨芋的文献是平安时代的诗人源顺氏著述的《和名类 聚 抄》（９３１－

９３７年）。该书记载：蒟蒻（磨芋），《文选·蜀都赋》注云：“蒟蒻，其根白，以灰汁煮则成

冻，以苦酒淹食，蜀人珍之。”
磨芋在日本最初是作为医药用品和零食点心，主要 在 僧 侣 间 食 用，是 一 种 珍 贵 食

品。直到镰仓以后，佛教受到民众信仰，磨芋也开始普及成为常用食品。此后从许多文

献中都能看到磨 芋 的 文 字 记 载。例 如 镰 仓 时 代 的 学 僧———玄 惠 的 著 作《庭 训 往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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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０年）记载，用料汁豆酱煮的磨芋叫“糟鸡”，是从中国传来的零食点心，也有人说这

就是“关东杂烩”（用豆腐、磨芋、芋头、鱼肉丸子等加佐料煮成的食品）的前身。另外，在
室町时代（１３９３年开始）初期，奈良设有“蒟蒻同业公会”，说明经营磨芋的商人已经结

社了。这样，磨芋食品经过僧侣、官府、武士社会逐渐到民众。日本是经常食用磨芋的

民族，就是移居在巴西、夏威夷州的日本人也喜欢食用。近年来发现磨芋具有较好的减

肥、降血糖、通便、预防肿瘤等作用，用量增长更快。其生产加工技术，科学研究水平均

较我国为高。我国是出产磨芋的资源大国，应该借鉴日本的经验。

４　磨芋的应用和研究近况

磨芋目前仍然是川、滇、桂、鄂等省民众的风味食品，一般按照传统方法加工成磨芋

豆腐食用，磨芋豆腐颜色较深，碱味较浓，不易为其他地区民众接受。近年由于借鉴日

本的先进技术，有许多厂家将磨芋加工成精粉，再制成磨芋糕，其色白味美，并已逐步推

广到国内其他地区。另外利用磨芋制作其他风味食品如磨芋粉丝、果酱及中成药等，由
于成药使用时可以定量，当会收到更好的食疗效果。

近年来对磨芋的药理和临床研究的主要结果是：①提高肌体免疫功能，具有增强单

核巨噬细胞吞噬功能如Ｔ淋巴细胞的转化能力等。②有较好的抑瘤效果，对Ｓ１８０肉瘤、
艾氏（ＥＳＣ）癌、Ｈｅｐｓ肝癌和Ｕ１４宫颈癌的抑瘤率分别为５９．７４％、５４．０２％和４０．８６％。

③有很好的润肠通便作用。④有明显的降血脂作用，且可使脂肪肝逆转。⑤有较好的

降血糖作用。⑥有较好的减肥作用。⑦长期少量食用可延缓脑神经胶质细胞、心肌细

胞和大、中动脉膜内皮细胞的老化过程，预防动脉粥样硬化，改善心、脑和血管功能等。
磨芋食品对老年性便秘、糖尿病和肿瘤病人的便秘等食疗优点非常明显，既能润肠

通便，又能扶正固本，增强肌体抵抗力。对预防和治疗肠道肿瘤，或作为一般肿瘤的辅

助治疗药也很可取。磨芋价廉物美，安全无毒，疗效显著，本应是极为难得的食疗两用

制品。但由于广大民众对磨芋的认识还很不够，限制了磨芋的使用，这是应该逐步纠正

的。

崔熙　李松林　周平　任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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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布麻ＡｐｏｃｙｎｕｍｖｅｎｅｔｕｍＬ．

的民族植物学与资源开发利用

　　罗布麻是我国值得重视的资源植物，属于夹竹桃科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一般分类为两个

属三个种，通常用大花白麻Ａｐｏｃｙｎｕｍ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ｉｉ（Ｈｏｏｋ．ｆ．）Ｗｏｏｄｓｏｎ和红麻（罗布

麻ＡｐｏｃｙｎｕｍｖｅｎｅｔｕｍＬ．。经考证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在历代人民的经济生

活和医药活动中有一定的价值。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应用较多。

１　罗布麻的种类、形状及分布

（１）罗布麻的种类与性状Ａ．ｖｅｎｅｔｕｍＬ．
① 红麻　茎高１～２ｍ，最高可达４ｍ，紫红色或向阳部分紫色。叶深绿色，披针形，

图３－１７　罗布麻（红麻）ＡｐｏｃｙｎｕｍｖｅｎｅｔｕｍＬ．

花冠红色喇叭形，花芯黄色、根褐色，有 横

直两种，横根常在地下３０ｃｍ左右（干旱区

更深），直根可达１～２ｍ（干 旱 区 较 深），果

实 紫 色，为 成 对 的 蓇 葖 果。果 长 １０～
２０ｃｍ，中部径３～４ｍｍ，种子褐色，细小，千
粒重０５ｇ左右，有白色绒毛，可随风飞扬，
新鲜时，根、茎、叶、果折断时均流出白色乳

汁。
红麻生于盐碱荒地、沙漠边缘及河滩、

草滩、山坡沙质土、林缘湿地及多石的山沟

等地。性耐低 湿 盐 碱，也 耐 涝，红 麻 耐 盐、
耐旱性比白麻低。

红麻的分布：该属植物在北半球的温

带地区都有分布。北美洲的美国、加拿大；
欧洲的地中 海 北 岸，原 苏 联 的 中 亚 及 欧 洲

部分（北 纬３０°～５０°的 广 大 地 区）都 有 分

布；朝鲜和日本北海道等地区也有分布。我国分布于长江流域，秦岭以北的吉林、辽宁、
内蒙古、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山东、江苏、安徽等

省（自治区）。由于它分布区域广泛，所以有很多的生态型。

②白麻Ａｐｏｃｙｎｕｍ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ｉｉ（Ｈｏｏｋ．ｆ．）Ｗｏｏｄｓｏｎ茎 淡 绿 色，高１～５ｍ左 右。
矮的不到１ｍ，叶淡绿色，披针形，基部比红麻宽质厚，花冠粉白色，内侧带紫红色，有条

纹，吊碗形。花芯黄色，蓇葖果同红麻比稍长（最长可达３０ｃｍ），种子同红麻大小。根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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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深，最深的可达２ｍ以 上。鲜 时 根、茎、叶、果 折 断 均 流 白 色 乳 汁，耐 盐、耐 旱 性 较

强。
白麻的分布：主要在帕米尔高原东、西及其延伸的高寒、干旱地区，如原苏联的中亚

地区西伯利亚地区，阿富汗北部地区。我国新疆、青海、甘肃河西走廊、宁夏、内蒙等地

都有分布，它们除适应比较干旱、寒冷的环境外，还能忍耐较重的土壤盐碱。

２　罗布麻的名称与来历

罗布麻的中文名称是１９５２年董正钧先生在新疆最初发现其纤维的优良品质时，以
生长极盛的罗布平原定名，在我国各地还有许多名称，如甘肃河西与新疆的汉族及回族

通称“野麻”，也有叫“羊肚拉角”，青海柴达木盆地称“扎哈”，新疆维吾尔族叫“野务其

干”、“陶格其干”、“哈拉其干”或“克之其干”、“克孜力其干”，哈萨克族名“塔拉肯特尔”，
蒙古族名“赛尔力克奥尔斯”，河北与陕北叫“茶叶花”，陕西关中叫“野茶”、“红花草”“泽
漆麻”，山东叫“茶棵子”，“泽漆麻”、“河马秧子”或“红花子棵”，苏北盐城一带叫“野叶

茶”及“野茶叶”“吉吉麻”。徐州与河南一带叫“泽漆麻”。在国外原苏联叫肯特尔，美洲

叫加拿大麻、印第安麻等。根据董正钧、刘寿山二位先生的“罗布麻的本 草 学 考 证”一

文，罗布麻就是明代《救荒本草》以前古代本草记载的泽漆。

３　罗布麻的历代本草探源

罗布麻是现代的新命名，根据董正钧、刘寿山的本草考证，罗布麻就是明代《救荒本

草》以前古代本草记载的泽漆，现将历代医药书中有关泽漆的本草文献资料列 表 附 后

（见表３－１）。
表３－１　罗布麻（泽漆）历代本草记录

成书年代 作者 文　　献 内容摘要 所据资料

西汉末年

前３２～２４年
《神农本草经》

载其 气 味：苦 微 寒；主 治：皮 肤 热，
大腹水 气、四 肢 面 目 浮 肿，丈 夫 阴

气不足

《神农本草经》

东汉末年

１１２～２１２年
华佗

创立“漆 叶 青 黏 散”方，青 黏 即 玉

竹：漆叶 似 泽 漆 叶 即 罗 布 麻 叶，并

且有毒 之 漆 树 叶，已 为 前 人 论 及，
见《本草经解》及《冷庐医话》

《后 汉 书·华 佗

传》

东汉末年

１９６～２２０年
张仲景 《金匮要略》 创立“泽漆汤”方，用以消痰行水 《金匮要略》

三国·魏

２２０～２８０年
《名医别录》

载其性 味、主 治、别 名、生 境、产 地、
采制等

《证类本草》

东晋咸和元年

至８年

３２６～３３３年

葛洪 《肘后方》
创立治心下伏瘕方，内有泽漆 《本草纲目》

创立肿入腹苦满方，内有泽漆 《外台秘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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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３－１

成书年代 作者 文　　献 内容摘要 所据资料

南北朝·刘宋

时，４２０～
４７９年

胡洽 《胡洽百病方》 另立“泽漆汤”方，治水肿，用根 《千金要方》

南北朝·南齐

时，４７９～
５０２年

褚澄 《褚澄杂药方》
创立“汉 防 己 散，”治 水 肿 上 气，内

有泽漆叶

《千金要方》
《外台秘要》

南北朝·梁

时，５０２～
５５７年

陶弘景
《神 农 本 草 经 集

注》
解释其名称由来，但误注为大戟苗 《证类本草》

南北朝·北齐

时，５５０～
５７７年

徐之才 《雷公药对》 载其配伍与禁忌 《证类本草》

南北朝·北周

时，５５７～
５８１年

姚僧垣 《集验方》
治膀胱石水、四 肢 瘦、腹 肿 方，有 泽

漆叶
《外台秘要》

隋

５８１～６１８年
梅文海

《梅师 方》即《深

师方》
创立“白 前 汤”方、治 水 肿、咳 逆 上

气，有生泽漆根
《外台秘要》

唐高祖

６１８～６２６年
甄权 《古今录验方》

载有“泽漆汤”方，治水肿，用根 《千金要方》

另有“泽漆根汤”方，治水肿，用根

疗气满胸急２方，皆有泽漆叶

另有“白 前 汤”方，治 水 肿 通 身，用

生泽漆根

另有“泽 漆 汤”方，治 暴 肿，用 炙 泽

漆

另有“十水丸”方，治１０种 水 肿，用

泽漆

《外台秘要》

唐太宗

６２２～６４９年
孙思邈

《千金要方》
共载有泽漆之 方 剂６则，其 中 注 明

用叶者２方，用 根 者１方，大 多 用

以治疗水肿

《千金要方》

《千金翼方》
共载有泽漆之 方 剂３则，其 中 注 明

用叶者１方，用 根 者１方，皆 治 水

肿

《千金翼方》

唐高宗

６５０～６８３年
崔知悌 《崔氏纂要》

疗水肿盛满、气 急、喘 咳、小 便 涩 如

血者方，内有泽漆叶
《外台秘要》

唐显庆

２年６５７～
６５９年

苏敬 《新修本草》 记载其“有小毒”、逐水，主治蛊毒 《证类本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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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３－１

成书年代 作者 文　　献 内容摘要 所据资料

唐开元

７１２～７５６年
官方颁行 《开元广济》

载有“海 蛤 丸”方，治 水 肿，用 炙 泽

漆
《外台秘要》

唐天宝１１
年７５２年

王焘 《外台秘要》
共载有 泽 漆 之 剂１５则，其 中 注 明

用叶者５方，用 根 者４方，大 多 用

于治疗水肿

《外台秘要》

五代后蜀

时９３３～
９６５年

韩保升
《重 广 英 公 本

草》（即蜀本草）
引唐《新 修 本 草·图 经》云：“五 月

采，日干用。”
《证类本草》

宋开宝

９６５～９７５年
大明

《日 华 子 诸 家 本

草》
载其 生 境、形 态、采 期、性 味，仍 误

认为大戟苗
《证类本草》

宋太平兴国

９８０年
王怀隐 《太平圣惠方》

共载有泽漆之 方 剂９则，其 中 注 明

叶者２方，用 茎 叶 者２方，皆 用 以

治疗水肿

《太平圣惠方》

宋嘉祐７年

１０６２年
苏颂 《图经本草》

载其产地、生 境，沿 袭 旧 说，依 然 误

注为大戟苗
《证类本草》

宋大观２年

１１０８年
唐慎微 《证类本草》

总结 宋 以 前 泽 漆 的 文 献。明 嘉 靖

间 山 东 巡 抚 重 刊 本 所 载 原 图 尚 似

罗布麻，绝非猫儿眼睛草

《证类 本 草》（明

本）

宋政和年间

１１１１～１１１７年
官方颁行 《圣济总录》

其载有 泽 漆 之 方 剂１３则，其 中 注

明用叶 者３方，用 根 者４方，用 茎

叶者２方，皆用以治疗水肿

《圣济总录》

明洪武初

１３６８～１３９８年

朱G（明

周定王）
《救荒本草》

除综述 前 人 关 于 生 境、产 地、性 味

的记载外，形态 描 述 部 分 以 及 所 绘

原图，皆为罗布 麻，其 啖 叶 所 得“味

涩苦，食 过 回 味 甜”亦 与 我 们 所 啖

罗布麻叶之味相同

《救荒本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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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３－１

成书年代 作者 文　　献 内容摘要 所据资料

明万历

１５９６
李时珍

《普济方》
共有泽 漆 之 方 剂１４则，其 中 注 明

用叶者５方，用根者２方，用茎者１
方，皆治水肿

《普济方》

《本草纲目》

总结明以前有 关 泽 漆 的 文 献，指 出

前人认为泽漆 即 大 戟 苗 之 误，但 引

证《土宿本 草》及《宝 藏 论》，说 泽 漆

是猫儿眼睛 草。因 此，后 人 多 据 此

以泽漆即猫儿 眼 睛 草，不 知 泽 漆 即

现称之 罗 布 麻，混 淆 至 今，但 其 发

明项 下，说“泽 漆 根 硬”。还 说“苗

亦无毒，可作菜 食”，在 实 质 上 则 又

承认泽 漆，并 非 猫 儿 眼 睛 草，乃 自

相矛盾，由 此 可 见，李 时 珍 对 泽 漆

并未实地考察，这 可 能 与 长 江 以 南

少产罗布麻有关

《本草纲目》

清

１７２６年
陈梦雷等

《古 今 图 书 集 成

·医部全录》

转 载《乾 坤 秘 韫》（明 宁 献 王 朱 权

著）治 水 气 蛊 病 单 方，用 鲜 泽 漆。
《本草纲目》亦 转 载 此 方，但 用 猫 儿

眼睛草，究竟原 方 是 泽 漆 还 是 猫 儿

眼睛 草，因 不 得 原 书，无 法 证 明。
陈梦 雷 等 承 认“泽 漆 即 猫 儿 眼 睛

草”之 说，将 原 方 之 猫 儿 眼 睛 草 改

为泽漆，亦未可知

现代

１９８４年

薛愚

（主编）
《中 国 药 学 史

料》

泽漆（下药），治 皮 肤 热、大 腹 水 气、
四肢面目浮 肿。泽 漆 有 清 热 去 火、
防治 头 晕 等 功 能。《救 荒 本 草》记

载：嫩 叶 蒸 过 晒 干，做 茶 吃。由 于

有 毒 的 中 草 药 猫 儿 眼 睛 草 也 称 泽

漆，故现改称 泽 漆 为 罗 布 麻。罗 布

麻叶 中 含 有 槲 皮 素。药 理 结 果 认

为有 去 痰、镇 咳、平 喘、降 血 压、降

血脂、增 加 冠 脉 流 量、……清 凉 去

火、利 尿、消 肿 等 效。根 有 强 心 作

用。可用以治疗心力衰竭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１１１页

　　 在清吴其濬所著的《植物名实图考》中虽没有罗布麻的名称但有木羊角科，引自《救荒本草》，经

本草学家考征，此植物应为罗布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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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罗布麻有着悠久的利用历史

（１）麻皮与纤维利用

据调查，新疆库尔勒、尉犁等地也有将罗布麻脱胶后捻成麻线织成粗布做口袋和衣

服，据诺羌当地传说已有２００多年的历史。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已报道新疆罗布泊居

民穿用麻布，也说明历 史 很 久；新 疆 孔 雀 河 下 游 用 红 麻 织 成 渔 网，每 个 渔 网 可 用５～６
年，新疆阿克苏河下游麻滩群众用罗布麻制成麻绳。罗布麻在原苏联从１８６０年后就开

始有人注意利用纤维。在美洲，据Ｓｍｉｔｈ研究，推断年代大约在公元前５０００年以前的

一个网袋，可作为一个很好的例证，这网袋是由罗布麻Ａｐｏｃｙｎｕｍ纤维做的。
（２）叶子用途

苏北、山东、河北等省，用罗布麻嫩叶，蒸炒揉制后，当茶叶饮用，已有很久的历史，
抗日战争以后，济南茶叶商人大量收购揉制。新疆荒漠草原在春夏季节多用叶，当饲料

牧草，牛、羊皆喜欢吃它。此外原苏联曾用罗布麻叶子提炼橡胶，以开花前含胶量最高，
可达４％～５％。嫩叶亦可当蔬菜食用。

（３）种毛与茎的用途

罗布麻的每一粒种子上都有一束白色的细绒毛，每 公 顷 可 产７５０ｋｇ左 右，中 欧 地

区有人用之当填充物。山东广饶利津及新疆库尔勒尉犁普遍当燃料，酒泉，敦煌等地割

罗布麻当烧柴。新疆南疆的渠首筑垒工程，多用罗布麻做稍捆，公路通过沙漠地段，也

多用罗布麻、芦苇、红柳等筑垫路基。
（４）药用

山东罗布麻考察报告中曾提到民间有这种“喝了茶棵子（即罗布麻叶）泡的茶可以

清凉去火气”、“在割麦时天气太热，喝了菜棵子茶可以防止头晕”的经验。用嫩茎也有

此疗效。在印度、北美等国家用本属植物Ａ．ｃａｎａｂｉｎｕｍＬ．等可提取治疗心脏和降低血

压的良药。
（５）解烟毒

董正钧等１９６４年在皖北、豫东和苏北等地调查罗布麻时，发现许多人夏季在田间

劳动休息时，常捉蜥蜴戏耍，从烟袋中取出少许烟油放到蜥蜴口中，蜥蝎中毒全身发抖，
不久死亡；若在死亡之前，于口中滴入新鲜罗布麻茎叶中的白色乳汁数滴，蜥蜴就停止

颤抖复苏逃跑，由此可推知罗布麻中含有能解烟毒的成分。
（６）其他用途

罗布麻花期长、花内有发达的蜜腺，是一种蜜源植物，陕西大荔、华阴人们常到野生

罗布麻麻田中放蜂。在新疆南疆，牧民多将牛羊赶到罗布麻群落内放牧，据当地人反映

罗布麻在花期前牲畜多喜欢吃其叶，盛花期时牲畜又最喜欢吃花。

５　罗布麻的现代科技研究开发

我国解放后不久，由于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自１９５２年以后开始，中国科学院

西北植物研究所就从事罗布麻的资源调查、加大利用、选种栽培、引种驯化等研究工作。
研究结果证明，罗布麻茎、叶、根全身是宝、给我国野生罗布麻的综合利用，开拓了广阔

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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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纺织开发利用研究

纤维主要优点是细、长、坚牢、缩水率小、柔软，可制衣料，主要缺点是光滑平直，长

短不齐、抱合力弱，给纺织工艺带来一定困难。由于纤维的优良性能，引起纺织界的重

视，在少数民族利用纤维的基础上经过试验研究，逐渐克服了种种困难，试制成毛麻混

纺制服呢，毕几与凡立丁等及麻棉混纺的数十种衣料，给罗布麻的纺织业发展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２）罗布麻造纸研究

利用麻皮可制成卷烟盘纸、高级透明描图纸。用麻秆可制工业用纸与文化用纸。
利用罗布麻下脚经硫酸盐处理后，可以制成本色的牛皮包装纸，质量很好，还制成

电气、汽车工业用的青壳纸。
（３）制人造纤维的研究

麻秆渣经小样浆泊试验，纤维素达９０％～９４％，制成率８０％。据此又制成粘胶人

造丝浆。用罗布麻杆渣不仅可制人造纤维，还可生产纤维板作建筑材料。
（４）罗布麻药用研究开发

罗布麻叶有降压、镇静、利尿与消肿等作用，无明显副作用，对于改善高血压的失眠

头晕等症状也有效，罗布麻根对强心消水肿也有明显的作用。

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利 用 罗 布 麻 生 产 了 治 疗 高 血 压 的 复 方 罗 布 麻 片。罗 布 麻 还 被

１９７７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录。
（５）罗布麻药物香烟的研究与开发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发现罗布麻叶在燃烧时，有青香味，灰白且少，产生了罗布麻叶代

烟设想，并于１９７２年正式生产罗布麻药物烟。
（６）罗布麻茶叶的研究与开发

据明代《救荒本草》记载，罗布麻“采嫩叶蒸过晒干做茶吃也可”，我国山东、河北、河
南、江苏、陕西等都有采集罗布麻嫩叶蒸炒揉成茶叶饮用的习惯，其汤色鲜，有茶叶味，
品质尚好。有清热利尿、平肝安神、主治头晕、高血压等作用。在此基础上，１９８０年起

开发生产了保健茶，并向国内外销售。以后江苏、山东均有罗布麻茶的生产，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都很好。
总之，罗布麻是生长在我国北方广大盐碱沙荒地区的一种资源植物，初步调查全国

有２０００千多万亩资源。几十年来，我国的科技人员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对罗布

麻的综合利用，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发现它全身是宝，值得开发与利用。

钱学射　张卫明　陈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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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植物学的角度看
大麻ＣａｎａｂｉｓｓａｔｉｖａＬ．的历史与现状

１　大麻的植物学

（１）大麻的植物形态与分布

大麻，又称麻，别名薜、线麻、好麻、山麻、野麻、火麻、大火麻、糖麻、黄麻、状元红、山
红苗、汉麻、山思苗等。国外称为ｈｅｍｐ，ｍａｒｉｈｕａｎａ，ｈａｓｈｉｓｈ，ｇａｎｊａ，ｂｈａｎｇ，ｃｈａｒａ等。

大麻为一年生草本植物，茎直立，高０．５～３．０ｍ或更高，最高可达１２ｍ，有或多或

少的分枝。茎具纵沟，密生短柔毛，皮层富含纤维。叶互生或下部对生，掌状全裂，裂片

３～１１，披针形至条状披针形，上面有糙毛，下面密被灰白色毡毛，边缘具粗锯齿；叶柄长

４～５ｃｍ，被短绵毛。花单性，雌雄异株；雄花排列成长而疏散的圆锥花序，黄绿色，花被

和雄蕊各５；雌花丛生叶腋，绿色，每朵花外具一卵形苞片，花被退化，膜质，紧包子房，
瘦果扁卵形，为宿存的黄褐色苞片所包裹。

图形３－１８　大麻ＣａｎａｂｉｓｓａｔｉｖａＬ．

大麻的纤维长而坚韧，可用于编织，亦是

绳索、麻袋等的原料。大麻的叶片、花序及未

成熟种子 的 苞 片 上 有 丰 富 的 表 皮 腺 体，分 泌

粘性树脂。
大麻适应 性 很 强，在 我 国 西 部 地 区 有 野

生分布。大 麻 在 世 界 许 多 地 区 均 有 栽 培，在

我国南部和西部多有栽培。大麻作为纤维作

物主要 栽 培 于 苏 联、欧 洲 及 北 美。虽 然 毒 品

大麻已受到全球性的取缔，但在亚洲、非洲和

美洲的一些国家中仍然大量种植。其中以阿

富汗、尼泊 尔、印 度、巴 基 斯 坦、智 利、哥 伦 比

亚、埃塞俄比亚、喀麦隆等国栽培面积最大。
大麻ＣａｎｎａｂｉｓｓａｔｉｖａＬ．为 大 麻 科Ｃａｎ

ｎａｂｉｎａｃｅａｅ大麻属植物。长期以来，大麻属是

单种属还是多种属的问题一直是分类学家争

论的议题。有人认为，大麻属只有大麻一种；也有一些人认为大 麻 属 至 少 应 包 括 三 个

种。目前多数分类学家支持前一观点。
大麻的命名最早由林奈于１７７５年用双名法发表。１７８３年Ｌａｍａｒｃｋ把产于印度的

有毒大麻分出，另立印度大麻Ｃａｎｎａｂ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Ｌａｍ．新种。印度大麻作为独立的种并

没有得到大多数分类学家的承认，而作为大麻的异名或变种，经常出现在化学和药物学

的文献中，用来表示毒性的大麻。１９２４年ＪａｈｉｓＣｈｅｗｓｋｙ将分布于北欧到西伯利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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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中部的大麻提升为种ＣａｎｎａｂｉｓｒｕｄｅｒａｌｉｓＪａｎｉｓｃｈ．。１９７２年Ｓｍａｌｌ用化学和分类

学的方法对大麻的形态特征、化学成分、生态习性等进行了综合研究，认为大麻属是一

个含有多个变种 的 单 种 属。与 此 同 时，著 名 分 类 学 家Ｃｒｏｎｑｕｉｓｔ也 得 出 了 同 一 结 论。

１９７６年，Ｓｍａｌｌ和Ｃｒｏｎｑｕｉｓｔ在《大麻属的自然分类》一文中系统地论述了他们的观点。
认为，大麻应包括４个变种，即：ｖａｒ．ｓａｔｉｖａ，ｖａｒ．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ｓ，ｖａｒ．ｉｎｄｉｃａ和ｖａｒ．ｋａｆｉｒｉｓ
ｔａｎｉｃａ。前两个变种属于ｓｓｐ．ｓａｔｉｖａ亚种，主要分布于北部地区，四氢大麻酚类化合物

（ＴＨＣ）的含量较低，多用做纤维植物；后两个变种属于ｓｓｐ．ｉｎｄｉｃａ亚种，分布于南部地

区，ＴＨＣ的含量较高，多做为毒品。ｖａｒ．ｓａｔｉｖａ和ｖａｒ．ｉｎｄｉｃａ是栽培的变种，而另两个

变种则多为野生的类群。他们认为大麻果实（瘦果）的形态特征是区分野生种群与栽培

种群的重要依据。栽培种群果实较大，没有基部收缩的带纹，无斑点，成熟后花被脱落；
野生的种群则果实较小（长度小于３．８ｍｍ），基部有收缩的带纹，花被宿存。

（２）我国是利用大麻最早的国家

①我国古代文献中的大麻

大麻是人类最早利用的经济植物之一。我国利用大麻的历史可追溯到约８５００年

以前。河南仰韶文化新石器遗址（公元前５１５０～前２９６０年）的纺轮和陶器器耳上有大

麻线纹和大麻布纹痕迹。西安半坡村仰韶时期［公元前４１１５（±１１０）～前３６３５（±１０５）
年］的陶器碎片上有大麻绳纹痕迹。安阳殷墟出土甲骨文中有麻的象形文字，并有大麻

种子。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粗麻布也为大麻所织。这些证据表明，大麻已在华夏文

化早期的经济生活和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②我国古代对大麻纤维的利用

已有的文字记载和出土证据表明，我国先民对大麻纤维的利用源远流长。新石器

绳纹时代，大麻已作为主要的纤维植物而被利用。“三代以前，卉服末盛，蚕织外，舍麻

固无以为布。”说明在蚕桑发明之前，经过了以麻织布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诗经·陈

风》曰：“东门之池，可以沤麻”。《曹风·蜉游》有：“蜉游掘阅，麻衣如雪。”至少在三千多

年前栽麻，制麻，作麻衣，着麻服已是相当普遍的了。在那个时代，我国先民就已能识别

和利用大麻的雌雄性，将雌株称为“苴”，雄株称为“牡麻”或“枲”，称麻籽为“賁”。夏《礼
仪·丧服传》曰：“苴，絰者，麻之有賁者；牡麻者，麻也。”人们已知苴麻纤维粗硬，只堪作

丧服，而H麻色白可绩，是制作衣料夏服的材料。西汉《汜胜之书》和东汉《四民月令》还
记载了对苴麻和牡麻的不同栽培时期与方法，反映了先秦前后我国早期植物学的成就

和农业技术的进步。
范哗在《后汉书》中（公元１０３～１６９年）中曾叙述了《四民月令》作者的一段故事，称

其：“出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衣

草而出，定至官，斥卖储峙，为作纺，绩，织，I练缊之具教之，民得以免寒苦。”可见，至后

汉时，麻衣的利用还只限于中原地区，而尚未传入北方的少数民族中。大麻纤维的利用

一直流传至今，尽管蚕丝和棉布取代了麻布和麻衣，高分子纤维已进入了现代生活，在

我国民间，特别是西南地区，大麻纤维仍然是人们生产和生活中的必需品。云南和贵州

的一些少数民族中还保留着以麻布做服饰的文化传统。

③大麻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粮食作物

在远古时代，大麻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夏小正》中的“菽糜”即为大麻。大麻是《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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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五谷（麻、黍、稷、麦、豆）之一，称其：“朝事之笾，其食醴賁。”《诗经·豳风》曰：“九

月菽苴，食我农夫”，“孟秋之月，食麻与犬。”西汉末年的铜方斗五谷图中的“嘉麻”即大

麻。早期将大麻作饭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粮食作物产量增加和其他优良作物的发

现，大麻作为粮食的功能逐渐被淘汰，汉以后，许多典籍中记载的粮食作物中的“麻”，已
不是大麻，而是芝麻（即胡麻）。

④大麻是古代的重要油料植物

大麻也是一种油料作物，作为雌雄异株的大麻，雌麻的麻籽不仅可食用，麻籽油还

可照明，在我国有悠久的应用历史。《四民月令》称：“苴麻，子黑又实而重，提冶作烛，不
作麻。”汉以后，大麻作为油料植物的作用才逐渐被胡麻代替。在一些地区的山区和少

数民族中，迄今仍保留着食用和利用大麻油的习惯。

⑤我国传统医药对大麻医疗价值及其毒性的认识

我国最早的医药典籍《神农本草经》将大麻列为上品，并记载了大麻籽的性味功能

和作用。大麻的各个部位均可入药，特别是麻籽具有破积散瘀，滋养润燥作用，历代均

有大量记载。汉朝张仲景的《伤寒论》中的“麻仁丸”为通幽润噪的要药。大麻仁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历年版本收载的中药品种。
大麻的致幻作用和毒性也以我国的记载最早。《神农本草经》称：大麻“多食令人见

鬼狂走，久服通神，轻身。”《吴普本草》谓：“麻叶有毒，食之杀人。”陶弘景曰：“术家含服，
逆知未来事，”孟铣曰：“生麻籽杵丸，向日服，满百日，即能见鬼”等等，说明先秦以来我

国对大麻毒性已有了较充分的认识。
（３）大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在我国古代，大麻是主要的栽培作物，“桑麻之地”这一成语常用来象征我国古代的

农业种植地区。“畴”最早的意思即为麻田。可见大麻在我国传统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中

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大麻与文字

大麻的文字记载，可追朔到汉文字发展的早期，甲骨文中就有麻的象形文字。《说

文解字》曰：麻与 （音派）同， 为言微（纤维）也， （音林），分枲茎皮也， （音彻）象枲

茎， 象H皮，两旁者其皮分离之象也， 下的 是把枲皮剥开的意思，所以，麻字的广，
枲之象形，就好象在屋檐下剥麻之意。现存的我国最古老的典藉中，均有关于大麻的记

载，例如，被称为夏朝历法的《夏小正》和《尚书·夏书·禹贡》，记载周朝礼仪的《周礼》、
《仪礼》以及春秋时期的《诗经》、先秦时代的《吕氏春秋》、东汉的《四民月令》、《神农本草

经》等等，均对大麻有较多的记载，秦汉之后，对大麻的记载更为丰富。
如前 所 述，“麻”字 是 最 古 老 的 汉 字 之 一，在 甲 骨 文 中 即 有 其 象 形 字，在 汉 字 中 以

“麻”为基础组成的字垂手可拾，这些文字的含意大都与大麻纤维的加工利用及大麻的

毒性有关，例如：麻＋石＝磨，麻＋毛＝麾、麻＋非＝靡，麻＋米＝糜，麻＋鬼＝魔 等。
“麻”字还与他字合而成词，如麻绳、麻布反映了麻的纤维用途；麻木、麻风、麻药、麻疹、
麻痹、麻醉、麻烦以及麻木不仁等则是大麻生理作用的衍义。与“麻”有关的文字的演变

和发展，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我国古代民族文化传统中对大麻用途和毒性的认识，以及大

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②大麻纤维用途与我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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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也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特征。大麻是当今世界上最早的

纤维植物。由于它的出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远古时代，我国先民用麻绳记数，
在一根麻绳上打上许多结，每个节都表示一定的数字或一件事情等，这是人类最古老的

记事方式。由于麻绳的出现，人们有了丈量土地的工具。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导致了

几何学的产生。
大麻纤维对中国文化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在纸的发明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纸起源

于我国汉代。据《后汉书》记载，蔡伦用旧渔网、破布、麻绳和树皮造纸，并且把这一新发

明献给皇帝。出土于陕西省汉代古墓中的纸（公元前１０４～前８７年）是现存最古老的

纸，经研究证明，它是由大麻制成的。
大麻纤维的另一个作用在于对中国传统道德方面的影响。秦汉时代，以枲麻制得

的夏服为礼服，以苴麻制得的麻衣为丧服，是礼仪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直至近代仍保

留有着麻衣服丧的习俗。

③大麻的致幻作用与我国传统文化

如前所述，我国先民是最早认识大麻毒性的民族，汉字中与麻有关的许多字和词均

与大麻的毒性有关。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大麻并未在我国作为毒品使用，这与我国

传统文化模式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是不无关系的。
几千年来，以孔孟为核心的伦理构成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

互协调，中庸之道和以家庭为核的社会体系。道教和后来的佛教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

这道德规范的补充与完善。这传统的文化模式不仅有其自身的完整性、稳定性和保守

性，以及自我调整和消化的能力。构成了中华民族以“仁、义、礼、智、信”和“忠孝节义”
为背景的文化心理素质。

大麻是一种兴奋剂和致幻剂，它使人兴奋，而有陶醉感，产生幻觉和幻视，使神经受

到刺激，由此而产生伤害意识。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公报称：“滥用大麻对社会造成的

危害，表现为服药者人个不能尽其社会职能，且变得更容易做出非社会 和 反 社 会 的 行

为，从而给社会造成经济损失。”大麻强烈地干扰人们平静、稳定的家庭生活，同时，也破

坏稳定的社会系统。这与传统的中国文化格格不入。因而，服用大麻类致幻药物，是中

国的传统文化所不容易包容的。这可能是数千年来大麻作为嗜好性毒品未能被中国社

会接受的主要原因。
另外，中国人在宗教思想上表现出宗教情感与伦理规范的奇特结合。他们对神灵

是信奉的，但不亲近，此即孔子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而大麻的致幻性恰恰是连接人与

鬼神间的“桥梁”。这也是大麻在我国古代未成为毒品的原因之一。
由于大麻具有“通鬼神”的特殊作用，尽管不能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但却是原始宗教

仪式、道家仙术和巫医在揭示鬼神世界、连接此岸与彼岸的一个手段。迄今在我国西南

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仍保留着巫师在跳神和施行巫术时使用大麻的现象。
（４）栽培大麻的起源与传播

①栽培大麻的起源

栽培植物的起源与传播人类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认为世界栽培植物

有八大起源中心，即：中国、印度、中亚、近东、地 中 海、阿 比 西 尼 亚、中 南 美 和 西 印 度 群

岛、南美。尽管栽培植物在传播和扩散的过程中为适应人类的需要和当地气候条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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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许多品系，然而遗传基因的多样性中心显然就是该栽培植物的发祥地。在起源地

有时还能发现该栽培植物的野生类型和原始的栽培利用方式。
关于栽培大麻的起源问题，可谓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起源于波斯（今伊朗）和印度；

有人认为起源于中亚细亚或喜马拉雅山区，有人认为起源于西伯利亚中部地带以及高

加索和里海南部等地；也有人认为起源于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利用和种植大麻最早的国家，中华民族至少在８５００多年前就已利用

大麻纤维，栽培的历史至少也有３５００多年，大麻与华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麻

在我国各地均有栽培或逸生。迄今在印度北部至我国西部均发现有野生的大麻，植物

学界普遍认同，大麻作为一个自然的植物种，其原产地应该是在东喜马拉雅至我国黄河

流域。
除了悠久的利用和栽培历史之外，中国栽培大麻的品种资源是极其丰富的。据黑

龙江农科院调查，按种粒大小，叶片和生育期长短等，可将我国大麻分为３大类１２个品

系。实际上，民间品种资源还要更加丰富。
大麻的化学成分复杂，按其酚类成分的组成，可分为３大化学型，即有毒型、纤维型

和中间型。位于我国西南部的云南省，不仅存在这３种化学型，而且还发现若干的过渡

类型，如此多样的遗传基因类型，在世界上其他地区是没有的。
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不仅保留着栽培和利用大麻的传统方式，而且对大麻

的利用最为多样化。大麻纤维仍然是山区一些少数民族的生活必需品。
因此，大麻的栽培起源于我国，而且起源于我国的西部（特别是西南部）地区最有可

能性。大麻在国 外 的 应 用 和 栽 培 晚 于 我 国。据 Ｈｅｒｏｄｏｔｕｓ（前４５０年）记 载，公 元 前

２０００年Ｓｃｙｔｈｉａｎｓ人在伏尔加河流域已栽培大麻用于纤维。原苏联大百科全书称西亚

（伊朗、伊拉克等地）最早引进大麻在公元前１０００年。公元前１５００年左右大麻传入欧

洲。欧洲最早有关大麻的记载是公元前２７０年。到１６世纪才广泛栽培，智利约１５４５
年首次引种大麻；美国１６４５年首次在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引种大麻，到美国独立

战争时才在宾西法尼亚州大量栽培。大麻作为致幻植物，多数人认为起源于印度，中世

纪时由印度传到非洲北部，后来发展为全球性的毒品。但根据李惠林的观点，居住在我

国新疆的一些少数民族很早就种植大麻，并将其作为致幻植物应用。

②大麻的传播

可以想象，中国西部地区先民利用大麻作为纤维和油料，随着中国的统一各民族间

经济文化的交流，由西部地区传入中原，在早期的中国经济文化生活中 起 了 重 要 的 作

用，并通过北方的少数民族，传入西伯利亚和欧亚北部。
以此同时，大麻奇特的生理作用被神秘化，并与当时的鬼神信仰结合了起来，成为

特定的人物（也就是文化最高者———祭司），在祭祀、星占，以及治病等方面在显灵的状

态下联系鬼神，联系此岸与彼岸的一个重要手段。或许在秦汉时代或更早的时期，大麻

的这一特征沿着北方和南方的两条丝绸之路向西传播。在波斯和印度，与当地阿拉伯

文化相融合，从巫术者使用的神秘致幻剂，逐步发展为普遍使用的麻醉嗜好品。这似乎

与当地的宗教教义规定禁止喝烈性酒，使人们乐于从另一途经获得刺激与兴奋也有一

定的关系。从此，大麻作为毒品的利用逐步传入欧洲和世界各地。
（５）毒品大麻的现状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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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已经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灾难之一。据统计，世界吸毒人数已超过５０００
万人。全球毒品交易额达８０００万至１万亿美元。大麻是世界上对人体危害性最大的

三大类成瘾性毒品中产量最大、吸食人数最多的一类。据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发表的调

查报告指了：世界上每年生产的毒品大麻约１８１００～２０７００吨。其中，哥伦比亚每年产

大麻８０００～９０００吨，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此外墨西哥６０００吨，牙买加２０００～３
０００吨，美国１６００～１７００吨。在亚洲，尼泊尔是大麻的主要生产国，而阿富汗精耕细

作的毒品大麻田曾达１４０８公顷。
大麻的化学成分十分复杂，有大麻酚类、萜类、生物碱、黄酮类、类脂、有机酸等多种

类型的化合物。四氢大麻酚类化合物是其主要的毒性成分。其组成和含量在不同的变

种中变化很大，甚至同一变种中也有许多的化学型。毒品大麻除大麻叶（麻烟）外，有大

麻脂和大麻油等制品。大麻的主要服用方式是吸食。干燥的叶可与烟叶混合吸食，也

可将大麻脂等滴入香烟中吸食。吸食大麻可出现幻视、幻听、幻觉，并刺激神经兴奋，痛
觉麻痹，在情意上反复无常，从陶醉感转变为不安、暴躁、抑郁、恐怖，甚至自伤和伤害他

人，造成精神错乱、人格解体，重者因心血管虚脱、心力衰竭而死亡。大麻容易使人陷入

习惯性而成瘾，禁断症状甚小。因此，吸食大麻不仅有害人体健康，而且造成社会不安

定和犯罪率增加。
虽然早在公元１～２世纪，印度就已有吸食大麻的习俗，但作为毒品的普遍滥用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蔓延于西方各国。美国尽管在１９３７年

立法禁止使用大麻，但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全美国吸食大麻的人数至少２１００万人，１７
岁以下吸大麻者在４００万以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大麻的滥用更为严

重，仅英国就有５００万人吸食大麻，为欧洲第一。
长期以来，大麻在我国作为经济作物广泛栽培。我国曾经是世界上种植大麻最多

的国家。尽管我国基本上没有吸食大麻的习俗，但我国西部地区的大麻与作为毒品的

“印度大麻”是同一变种。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大麻在云南有多个化学型，云南产的大

麻约有７０％左右含有相当的毒性成分，这是我们面对的严峻事实。
近来，大麻的医药作用日益引起重视，特别是大麻对疼痛、多发性硬化症、神经保护

和免疫调节等方面特殊的生理作用，具有开发的前景。研究结果表明，大麻可调节震颤

和痉挛状态，预防大脑局部缺血，有可能用于治疗中风和癫痫。ＴＨＣ及其衍生物能调

节疼痛通道，镇痛作用强度与吗啡相似，且作用时间更长。对癌症和ＡＩＤＳ病患者的疼

痛、呕吐等症状均有显著治疗作用。在美国、瑞士和英国，大麻的天然化合物及其衍生

物已进入三期临床验证。英国政府已将大麻列为Ｃ级药物，与成长荷尔蒙、类固醇类

等属同一等级。一些国家已开始考虑从法律上有限度的放宽大麻的使用。因此，在控

制大麻毒品使用的同时，如何变害为益，合理开发利用，已成为现实的课题。
我国应进一步加强立法，在对毒品大麻及其制品的采集、制造、携带、贩卖和吸食进

行严格管理和控制的同时，引种培育无毒品系，推广栽培。使传统的大麻纤维与油料产

业得到良性发展。大麻是我国的传统中药，在中药现代化的进程中，结合现代知识与技

术，进行新药的研制与开发也是迫切的任务。

杨崇仁　陈可可　张颖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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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

　　　　植物学

　　·白族的植物崇拜

·云南的传统食花文化

·西双版纳榕树的民族植物文化

·中国侗族稻作文化习俗的民族植物学

·中国侗族的“仙杉”崇拜与鼓楼文化

·源远流长的“庞桶药浴”及浴波植物

·新疆的植物资源与民族文化

·青海久治地区缘绒蒿属植物的民族植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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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的植物崇拜

１　白族

白族是中国西南边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高原

西部横断山脉的中部和南部，约东经９８°３０′～１０１°２０′，北纬２４°３０′～２７°３０′之间，总面

积约３５万平方公里，白族总人数约１２０万人。其分布中心包括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所

辖、以大理苍山洱海地区为中心的１２个县市和丽江县、维西县、兰坪县、碧红县、沪水县

的白族聚居地。另外，昆明西山、元江、因远和四川西昌、贵州毕节威宁、湖南桑植等地

也有成千上万人口不等的白族零星聚居地。整个白族中心分布区，嵌在藏族、纳西族、
傈僳族、怒族、景颇族、佤族、傣族、拉祜族、弈族等多民族集居的环境中。

白族自称“白子”、“白尼”。居昆明、大理的白族又称“民家”；居维西、兰坪的白族，
纳西语称“那马”；居碧江、沪水的白族，傈僳语称“勒墨”；居贵州毕节、威宁的白族，汉称

“九姓”；湖南桑植的白族汉称“民家佬”等，地方志书称白族为“僰”。
白语属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族白语支（或彝语支）。由于白族长期受汉文化影响，

使这个民族现今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汉语千百年来是白族惯用的通行文字，而用汉字

记录白语，汉字白读是白族语言上的一个特点。
苍山洱海是构成白族文明的核心。横断山复杂的地理环境是陆生动物发生、演化

和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在气候多变的新生代有利于 陆 生 动 物 的 繁

衍，多种多样的自然环境，更为灵长类动物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完全

可以肯定，在白族聚居的古老土地上会发掘和发现比宾川白羊村、剑川海门口以及苍山

洱海等古人类遗址更早的古代文明。从已发掘的石器时代文化可以看出，以土著为主

的白族先民，长期在横断山区特殊的生活条件下生息繁衍，形成了它特有的文化特征，
同时也可以见到北方氐羌文化及南方的百越文化的某些渗透乃至融合现象。

公元前２世纪，汉武帝在这里设郡县，公元８～１３世纪，这里曾是中原王朝的扶植

下，以国家形式出现的强大的地方政权南诏国和大理国，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灿烂的南诏

文化。这种文化的产生得益于横断山的地理位置和当时的开放政策，它们奉行的是开

门学先进的方针，那怕在战争中所获战俘，也分门别类，用其所长，上至清平官、大军将

及至方士药师、工匠农夫均任用不疑。他们主动吸收消化外来 的 先 进 文 化，丰 富 了 自

己，以极大的胸怀，冲破民族的隔阂，以凌然的姿态，从当时落后的奴隶制社会冲向先进

民族的科学文化，进行了历史的飞跃，出现了白族历史上著名的“南蛮盛世”。这是研究

白族民俗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地理环境上，白族占有了世界上罕见的环境，处于 世 界 屋 脊 青 藏 高 原 的 南 延 支

脉，北高南低，高黎贡山、怒山、云岭、大小雪山南北纵列，组成了著名的中国西部横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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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峡谷地貌景观。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奔腾南泻于峡谷之中，这种三江并流的奇特

景观，为世界所罕见。境内最高点在兰坪境内的雪邦大雪山，主峰高达４２９５ｍ，最低海

拔在云龙县的怒江段７３０ｍ，相对高度在３０００ｍ之间。雪山峡谷纵列地形，形成了明

显的立体的气候条件和土壤、植物的垂直分布带谱，使白族地区素有“一山过四季，十里

不同天，万物聚一山”之称。在白族居住的不大的可及范围内往往发育着从干热河谷的

热带植物、亚热带山地植物、高山冻原的寒带植物等各种生活型和生态型系列。而地质

上未受第四纪冰川覆盖的古老地区和喜玛拉造山运动所形成的年轻高山，使这里既是

西部印马热带植物区系，西北喜玛拉雅泛北极高山植物区系和东部云南高原植物区系

的交汇中心，也是许多植物的发生中心和变异中心，而这些中心却又与白民族的分布中

心相叠压，云南西部多民族的文化现象同样也在横断山区交汇相融，白民族的文化也在

这里发展、发生和变异。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白族所居的横断山区的植物资源以及以植

物为生的动物资源，不论在品种数量上，或者种质资源的质量上是其他民族和地区所无

法相比拟的，而这种优越的物质条件，对于一个优秀民族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就目前

的发掘、发现而论，作者认为白民族的绿色文化或者说这个民族所居住的横断山森林文

化圈，应该是组成东亚照叶林文化圈的核心，也无疑是世界水稻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当然，横断山作为中国西部地区横断东西的地理屏障，加上半封闭的温带大陆型的

社会地理环境，自然的农业经济以及血缘维系的宗法社会，也使得白族地区的文化经济

发展出现了不平衡的情况，白族内部也形成了不同文化、经济层次的立 体 型 的 民 族 构

成。当大理喜州的一些白族民族资本家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就已步入资本主义经济阶段

时，而怒江的“勒墨人”、“那马人”和剑川的象图、洱源西山、云龙民建、下关者摩等山区

交通不发达地区却仍然处在相对封闭、隔离的状态下，贫困落后的经济，只能停留在较

低生产力的水平上，同时也保留了一些原始的民族习俗和先民的某些遗风，使我们有幸

在这个数量不大的少数民族中，在相对集中的地域内，有条件研究从自然崇拜的原始文

化时代到漫长的民族文化时代所具有的各个文化阶段，为研究白民族的植物学提供了

十分理想和丰富多彩的场所。

２　白族的植物崇拜

植物崇拜是自然崇拜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是任何一个民族普遍经历过的原始崇拜

现象之一。白族自古以来各种崇拜尤多，除了日月山川、风雨雷电、飞禽走兽、海螺鱼虾

外，山林古树、草药蔬果、五谷神王这些物质和精神的内容，长期密切地渗透到白族先民

的生活、生产和文化领域，从而使白族对植物的崇拜更富有浓厚的色彩，并通过他们的

文化、信仰、行为，用他们的语言、习俗充分地表现出来，在他们所生活的横断山特殊环

境中把这些古老的习俗，一代代地流传迄今，特别是有关植物在白族开天辟地的传说和

氏族来源的神话中对山林树木的崇拜、对植物生长以及植物在白族年节和习俗中的崇

拜，包括以物代言中的植物信、禁忌习俗中的植物保护性崇拜等等，组成了白族对植物

崇拜的丰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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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神话传说中的植物崇拜

白族民间古老的神话传说认为白族是由盘古、盘生两兄弟创造了世界，盘古变天，
盘生变成地，并化身为“木十伟”，变成天地万物，头发变成树木，汗毛变成草，……。

在白族史诗《人类的起源》中说：古时没有人，是观音留下兄妹二人，藏在金鼓里，漂
在海子中，被老鼠咬破了鼓，来到了人间，并用栗树叶搭喜房，请松树主婚、梅树作媒、桃
树交杯、诸树各司其职，……诞生了白族先民。

《后汉书·西南夷传》等中写道：哀牢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壶，居于牢山。尝捕鱼水

中，触沉木往有感，因怀妊。后沉木化为龙，十月产九男，邻有一夫妇，生九女，九男各娶

之，于是种类滋长，各据土地，分为九十九部，其酋有六，号日六诏，为南诏之始。
大理国的诞生，起源于“果子女”。说古代有一乏嗣老人，种一果园，一果树结一大

果子，其果成熟后落地，出一女婴，老人养以为女。女大，于霞移溪洗澡，触一逆流之木，
知元祖重光化龙，感而有孕，生段思平兄弟，后思平为大理国王。

生活在怒江地区的白族传说，他们的始祖来源于柏 木，相 传 古 代 有 一 女 在 河 边 洗

菜，上面漂下一段柏木，上有一子，抱回养大，名曰“木柏生”，成了白族木氏之始祖。
还有一些白族相信，他们的祖先是从黑竹子中诞生出来的。
（２）山林·龙树·古木崇拜

洱源西山的白族十分敬重山林之神，祭山神是他们主要的祭祀活动，凡是种荞子、
收包谷、伐木都要进行祭祀，以种荞子为最隆重，称为“开山门”，祭时祈 祷 说：“山 神 土

地，我们到你的土地上要犁要砍，保佑我们的荞子长得好，……。”每年上山伐木，也要献

祭山神。最早的山神是一种模糊的形象概念，它是一种半物半人，半神半人，神、物、人

的同格体，在大理一带流行的“甲马子”中的山林草木之神，至今仍然还表现出这一原始

的特点。
在白族地区，对大树的崇拜是自古相沿的一个古老的传统特征。在白族的先民中，

凡大树、古木、高大的竹子，都被视为神圣之物，他们死后的灵魂可以借凭这些古木、大

树、巨竹作为天柱、天梯上天，保佑甚至主宰着人们的祸福凶吉的命运。所以对这些龙

树、树神都严加保护，代代相传，至使我们走入白族地区的第一深刻印象就是村村寨寨

都有大树挺立，绿荫蔽户，生气盎然。
白族最重地相，注 重 居 住 和 生 活 环 境 的 选 择。凡 居 地 迁 徙 某 地，必 先 植 以“风 水

树”，种类以大青树、合欢、滇朴、黄连木、银杏、栗树、槐树等为主，因地而异，别称“龙树”
“小庙”。只要树的生法神奇古老或长势茁壮，又占一定的地理位置，如大道交叉处、村

落出入口、关津要道傍、古建筑附近、龙潭水井周围，可多可少，都列为龙树崇拜。他们

认为村中龙树生长茂盛，则预兆该村人丁兴旺，紫气东来，生财有望。实际上，所谓“风

水树”是现代环境学中所指的对光照、气候、水分、环境污染程度的综合指示植物。村落

中大树绿荫下的石板石块和各式广场，是村社组织聚会、娱乐 活 动、集 市 摆 摊、村 民 议

事、破断公案乃至邻里排忧解难、村中老人“讲古”等口头文学的发源地。总之白族村落

中的一株龙树，就是一颗巨大的绿伞，千百年来在它的庇护下使白族子 孙 们 世 代 繁 荣

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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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龙县宝丰附近有几棵古老的大滇扑，干粗数围，白族称“契诺”，自古以来就被祝

作神圣的“天登之树”加以保护。下关将军洞太子水前的一株古棠梨，白语称“古曾曾”，
虽已空心露根，周围砍伐破坏甚多，但它绝无滥伐之虞。树上挂满带着虔诚祈祷的彩色

花线、小荷包、彩布块，祈求小孩快长快大，消灭灾难。
合庆县一些白族祭天时是以常绿的黄栗树或松树株插在香案前，燃以大香进行祭

祀。他们认为只有大树才能通天，俗语说：“龙上天也要棵弯腰树。”
剑川一带的白族十分崇拜坟山大树，把它奉为“山神”，树前立有“本山后土之位”的

石碑，任何人绝不能损坏此处一草一木，否则有“坟上一根草，三年官司打不了”之灾。
龙树既令人敬畏又神圣，具有至高的权力。在洱源西山白族地区曾有一种风俗：在

男女婚嫁时，必须在山上选取一棵带叶而茂盛的黄栗树株，立于新居中央香案前，新郎、
新娘必须先在栗树前拜堂，才算被认可为“合法婚配”。到晚间，用松株 树 叶 临 时 搭 的

“彩棚”内闹新房时，全村人不论男女老少、不管亲疏辈分都可以用假嗓子调，任意选择

对象，哥呀妹啊地对唱情调，但必须要用一小株黄栗树叶把自己的脸“象征性”的遮挡起

来，否则视为大逆不道。
竹崇拜又是居住在怒江的白族———那马人的重要习俗。由于怒山分布大量丰富的

竹种，在那马人的生活、生产中占有显著地位，竹崇拜也就非常突出：在那马人的丧葬习

俗中，为死者灵魂指路的“引路幡”必须要用青竹制成，死者口中必须放入茶、米、荞、豆，
然后才能开始为死者 送 葬，他 们 认 为 只 有 这 样，死 者 的 灵 魂 才 肯 平 安 的 永 远 走 向“死

国”，不愁吃穿的在死国生活，再也不会找活人的麻烦。
同样在苍山脚下居住的白族，过去在婚礼中曾有竹崇拜的习俗：在各种烦杂的婚礼

仪式中，必须要给婚床上垫一床带着青竹芬芳的“山竹帘”，带着白族传统的竹 崇 拜 心

理，祈祷婚姻美满，祝愿生殖繁荣昌盛。
（３）植物崇拜中的本主、药神

本主信仰是白族的一种特殊信仰。白语称本主为“武增”，它是本村、本地区的地主

保护神，无论大小事，人们都要向本主诚心祈祷。本主既是神，有超人的力量，又是人，
有值得歌颂的行为。本主类型很多，有山石树木、山神龙王、帝皇将相、英雄豪杰和其他

三教九流的各式人物。它是原始崇拜的发展延伸，属于祖先崇拜的类型。在白民族的

心目中，山有山神，树有树鬼，都是人们应该崇拜的。
大理阳乡村的本主是一个大树疙瘩。因为它在古代一次山洪暴发中，挡住了一股

冲毁村子的洪水，保护了村庄和人畜，白族人民对这个大树疙瘩肃然起敬，认为一定是

神灵，将它供奉为该村的本主。
洱源凤仪铁甲村的本主也是一个大树根，剑川中登村的本主是一棵冬青树，下羊岑

的本主是一株大黄连木，洱源五充村的本主则是有名的“汉枫林”中的几棵大汉枫（黄连

木）。这些被称为本主的大树，都是该村白族居民的保护神，能使村民人寿年丰，六畜兴

旺。
白族地区大树崇拜中还有另一个重要含义是，这些大树、龙树可以为人避邪除病，

救苦救难。如大理海东老太菁的白族供奉的龙树称“赖龙神”，为该村本主，主管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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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过去凡得痘症、皮肤病患者，需在龙树神前进香供奉三牲，就可除病消灾。
鹤庆神都千感灵庙内所供“花神娘娘”，主管庙内龙树、医药。庙内有水池龙潭，周

围长有柳、栗、水冬瓜、黄连木等参天古木，受到绝对的保护。民间凡有病灾，都会到花

神娘娘处进香，然后，到这片龙树林中祭祀，还专门做一些小水桶、水瓢，华盖等冥器，悬
挂于树上，华盖插在龙树下，把谷花（谷类的膨化物）撒向龙树，就可得到树神的保佑。

下关登龙村后山有一处称“花椒树娘娘”的大刺蓬，中生大花椒一树。此树神受到

长期的祭祀香火，彩线红布悬挂不断，十分受敬畏。
在白族的龙树崇拜中，司龙树者通常为“金花公主”、“银花姑娘”、“七姑奶奶”、“二

姑奶奶”等女神，龙树是她们的化身。龙树附近常有水井、泉眼或龙潭等水源，白族群众

对此处一草一木可谓秋毫无犯。
（４）种喜、陪嫁树及拜寄树木

白族对植物崇拜的习俗充满着他们生活的各种领域，自古以来遗风犹存。
在白族的婚俗中也别具风采：居住在鹤庆山区的白族青年，成亲之日，新郎新娘先

要在两家的住房前后种满花草果木，称谓“种喜”，过后才行婚典。婚典后，男女双方在

青年伙伴的伴歌声中各自到双方村寨附近的荒山荒地造一片林，称种“子孙树”林，成活

后才举行同居庆典，开始共同生活。
居住在腊坪的白族女青年结婚时，曾有新娘把婚前一个雨季从山上采挖的小花椒

树，移栽成活在竹篮里作为重要的陪嫁，婚娶时日，要把花椒苗竹篮系上彩球、鲜花装进

花轿里，和新娘一起，由四个人恍恍荡荡地抬着陪嫁新娘出嫁。
居住在大理北部的一些白族婚俗中，有一种称“退尺马”的仪式，此时新娘进门，新

郎居左，手捧一筒圆形盐巴，新娘居右，手捧宝瓶，瓶颈欲长，内必须放莲子、桂子、瓜子、
松子、塔子（柿实一种），称“五子五宝”，门插桃弓柳箭，进行仪式，祈求生子。

白族自古以来，上至皇室下至庶民，崇尚花 木，爱 花 情 趣 浓 厚，大 理 一 带 至 今 仍 有

“家家流水，户户养花”的习俗，花饰又是妇女打扮的常规。据《大理国记》载：“（宋代）大
理国王段素兴，每春月，令宫室男女列坐，斗草簪花以为乐。时有一花，无风自动，闻歌

则舞，素兴爱之，命美人盘髻为饰，因名素兴花（作者疑为舞草Ｄｅｓｍｏｄｉｕｍｇｙｒａｎｓ（Ｌ．）

ＤＣ．）。大理喜洲湖滨、洱源茨碧湖畔的白族姑娘，每当湖中茨碧莲盛开之际，时常采鲜

花串以为链，佩于胸前；剑川甸南一带白族老妪又喜在春夏之间以滇合 欢 之 花 佩 插 发

髻。以前还有一种很古怪的白族女性装饰习俗：凡美貌的白族女子，喜欢在洁白的两颗

门齿上，染上黑色的称“蚕豆花牙”的花饰图案，以为时尚。这种习俗除对植物崇拜外，
可能与古代毁齿习俗有关。

在剑川的竖房习俗中，最高潮是在上中梁挂红时，必须在中梁上放红漆竹筷一双，
以示快快乐 乐；两 侧 放 红 布 包 两 个，内 装：苦 荞、大 麦、黄 豆、小 麦、稻 谷，以 示“五 谷 丰

登”。
从古代科学不发达时所形成的一些古老习俗的遗存中，我们仍然可以窥视到白族

先民崇尚植物的风俗：在大理苍山一带，每遇天大旱，村民必用柳树枝叶 扎 成 一 条“柳

龙”求雨，家家门口必须先准备几桶水，当耍“柳龙”的人经过门口时，都要向赤露着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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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耍“柳龙”的人和龙身上洒淋泼水，以祈求龙王降雨。
过去白族民间还有一种称“勿贝子”的送瘟神习俗，当家中小孩得瘴疠时疫，大人则

用称“马盖得”的特制草绳把孩子捆背在身上，背到山菁溪旁的大树下，把捆绑 小 孩 的

“马盖得”转捆于大树上，据说这样就可以把瘟病送掉了。
在白族地区还有一种十分流行的拜寄树木的习俗，也是植物崇拜的重要形式。每

当小孩诞生之后，为了使孩子茁壮成长，命根坚实，都喜欢到附近的龙树林中选择一棵

最古老、最壮实的龙树，点上清香三根，在大树干上贴上红色对联，通常写“尔绩尔昌，尔
寿尔康。长命富贵，金玉满堂”。意思是：你去创造和继承你幸福昌盛的生活吧，你将会

健康长寿，你不仅长命而富贵，金子和美玉满仓，而且一定会儿女聚满厅堂。把自己的

孩子拜寄给这棵树大根深的龙树，并且起个相关的名字，以榆生、树生、玉树、金花等最

常见，希望孩子像龙树一样健壮，从此孩子的命运和这棵大树紧紧相连，对这株大树要

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严加保护。
（５）年节习俗中的植物崇拜

古老悠久的白族传统文化中，丰富多彩的传统节日是白族文化的一大特色，据查全

年大理白族地区大小节日有近百个之多，这些众多的传统节日，反映子白族人民的传统

习惯、道德风尚和宗教观念等等，透过这些年节，更可以探索到白族年节中与植物崇拜

相关的文化渊源。
例如：年节，在碧江勒墨人那里过年，有他们自己的计算方法和日期，他们把桃花发

苞时称三月、漆树发叶到五寸时称五月，每年有十三个月。十三月及三月称休息月。十

三月为过年月，三月为三月节，具体日期由德高望重的宗族老人们议定。年节确定后则

由最权威的老人率领大家宣布过年了，带着米酒、糯米粑粑到村头大树下首先举行祭树

仪式，预祝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当桃花开时，宗族老人会告诉大家：桃

花开了，三月节到，大家要聚集在大核桃树下，祭庄稼神，过节，开始点苞谷、种庄稼。
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五日，是白族盛大的“绕三灵”节日，白语称“观上览”即游

三个园林的意思（见《周城简志》１１９页），又称“逛桑林”。它是白族特有的群众性歌舞

狂欢节日。逛桑林实系古代桑林之舞，社祭之遗风。最古内容为“兴会男女”，与母性氏

族社会有关，所祀者为“神树”，即“社树”。现今仍有节日狂欢性质。成千上万成群结队

的男女在领队带领下边歌边舞，吹树叶笛、唱即兴调子或爱情曲调。首领男女两人，衣

着盛装，手执绿色柳树株，随着歌舞，有节奏的猛击地面，狂欢三日方休，尔后，返道归家

事农桑。
农历五月为白族栽秧节，有一个别开生面的“栽秧会”民俗活动：在剑川，白族妇女

背着谷种，插着一枝鲜艳的桃花，布谷之后将桃花插于秧田，并且祈祷：“请来桃仙到田

边，祛邪赐福保秧苗，桃子早熟谷早熟，粒粒大如桃。”为谷子出世喜庆。当立夏日“开秧

门”栽秧时，白族妇女又要把一株红灿灿的石榴花插在秧把上，唱着“青青秧子已长大，
送你嫁衣到婆家，快 快 长 大 饱 结 籽，粒 粒 石 榴 样。”另 外 一 些 地 区 栽 完 秧 后 要 吃“完 秧

果”，栽完秧的主人要用炒蚕豆、糖豌豆、糍粑果、松瓜子随同醇香的米酒待客，客人一定

要说几句如：“你家的蚕豆炒得铁，今年的谷子要连根结”、“你家的豌豆炸得香，今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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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胀破仓”之类的吉祥语。主人报以千恩万谢。
大理一带的白族栽秧期间更是盛况空前，唢呐锣鼓齐鸣，宽大的秧旗迎风飘扬，边

栽边唱调子。主妇还要在田头秧旗下放上一簇木香花、金丝桃、桃花等鲜花柳枝，备清

香米酒、糯米粑粑，祭田公地母、谷神、水神，说些祈求风调雨顺收成好，生不吃鸟不食之

类的吉祥语。此时是农忙季节，有“早栽三天成谷，迟栽三日成草”的农谚，也有“正月农

忙，夫妻隔床”、“皇帝也要插上几把秧”的不违农时的习俗。栽秧结束大家还要聚到本

主庙进行“田家乐”活动，人们身穿盛装，抬着秧旗，秧官、秧头骑马开路，他们身穿马褂

外披棕皮衣，人们为他们插满各色鲜花，载歌载舞，欢庆栽秧结束“关秧门”。此节是水

稻民族最盛大的节日。
农历六月二十五日是传统的火把节、村村寨寨竖起一个高大火把，用竹片、松明、麻

秆扎起，上面挂满红色的火把梨、水把果，顶上插着“一年清吉”、“五谷丰登”的纸升斗、
三角彩旗，待夜幕降临，大小火把齐燃，宛如条条火龙，大家跑到田头屋角，举炬照田，除
虫却邪，以火色占农，以祈丰年。这是禾苗成熟前祈求丰收的植物生长崇拜之一。

白族传统认为，冬至日是麦王的生日，北部地区的白族要过一个隆重的“麦王节”，
同时祭祀“五谷神王”。村寨广场上，竖起一棵高大的青松，用燕麦杆、各色草和野花，装
饰一个银须白发的麦王形象，用栗树叶编成升、斗状作麦王鞋靴，四周插三角旗围成祭

坛。由一位美貌大方的白族女歌手扮麦王婆婆，周身插满燕麦穗，背一筐燕麦种，在唢

呐、锣鼓声中齐唱《麦王歌》，带领大家环祭坛撒着燕麦踏歌而舞，表演耕地、播种、浇水、
除草、施肥、收割等生产过程的舞蹈动作。最后在《颂麦调》歌声中麦王婆婆率众走出村

寨到各家麦地“出巡”，一路欢歌踏舞。麦王婆婆即兴以歌代话，指出麦地主人所种燕麦

的不足之处，主人则要以歌代答感谢“麦王”的关怀，这是白族先民从原始的自然崇拜，
到进入农业耕种时代对农作物、对五谷等栽培植物虔诚崇拜的生动民俗。

在白族地区还有许多如“花潮节”、“葛根会”、“插柳、封山”的白族植树节、阳春三月

梨花会等等与大量的植物崇拜有关的年节习俗。
（６）植物崇拜的另一形式———以物代言

由于白族地区丰富的植物充满了先民们的生产、生活、文化等各个领域，所以他们

对植物既崇敬，也有更深刻的理解。不管在刻木记事的原始文 化 阶 段，还 是 在 灿 烂 的

“南蛮盛世”时代；不管是个人与集团，国事与家事，常常巧妙的将丰富的植物资源，一种

一种组合成生动的树叶信、植物信，以物代信来表达各个层次的深刻含义，上至国家重

大事件的公文，下及白族青年们的灼热情书，概莫能外：
唐贞元１０年（公元７９４年），南诏地方政权在叛唐４２年之后，深知依附吐蕃弊多利

少，南诏王异牟寻怀着对中原人民的友好情意，修书与唐王朝和好，致唐信使并特备一

金盒，以作信物，内装：丝棉、当归、丹砂、黄金四物，表达了这样的信息：
丝棉———柔软，表示对唐王朝情意绵绵，不愿相忘，不愿从中生梗；
当归———取其词义，表示南诏国愿意也应当归顺唐朝；
丹砂———赤色，表示南诏对朝廷的赤胆忠心；
黄金———真诚、坚定，表示对唐朝像金石那样的坚信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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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盒内四物表达了南诏王异牟寻心向中原，当归唐朝，金以示坚，丹砂示以赤心

之意。这是在国家重大外交事例中，先民们利用植物等以物代言，表达的真诚情意，从

而实现了中原与边疆兄弟民族和平统一愿望的成功例子，
以物代言遗风，在较为闭塞的勒墨人社会中，至今尚可见到。当一个小伙子向一位

姑娘发出求爱物信———“媒泻”时，它是用６种植物来代言的，其中有两节等长的金竹；
一个完整的大蒜；两包红辣椒；一节草烟；两片面对面合在一起 的 绿 叶，外 面 扎 以 小 红

藤。这些“媒泻”植物通常是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①两节等长的金竹：表示双方一样高，情况相同，地位平等。

②一个完整的大蒜：蒜音白语为“顺”之意，表示希望能够顺利地结合起来。

③两包红辣子：辣音白语为“亲”之意，表示对你亲热得火辣辣的。

④草烟一节：表示把你爱得随时含在口中。

⑤两片相对合一的绿叶：表示恩爱常青。

⑥捆扎的小红藤：表示我们将在红线的联系下永远结合在一起。这样，一份明确

而热烈、简练而深情的求爱信息，就火辣辣地托人送到姑娘手中，只需耐心地等待３天

后的晚上听听姑娘以歌传情的对歌词。勒墨青年就是这样巧妙地利用植物进行自我服

务的。
（７）白族禁忌习俗中的植物崇拜

由白族先民对植物崇拜而产生的禁制，就是在这个领域内的禁忌。他们相信凡是

违反这些传统的禁忌习俗，就将遭到不同形式和程度的自然、社会及自身的惩罚。流行

在白族地区的一些有益于保护自然环境的禁忌习俗，对维护横断山区的自然生态平衡，
保护物种等方面发生了有益的影响，这样的民俗是应当发扬光大的。从原始的自然崇

拜产生了相应的原始禁忌习俗，实际上是不成文的法律。现在看来虽然有些禁忌是不

科学的或带有迷信色彩的，但它在历史上一定程度地起到了维护公益的作用，例如由于

白族长期生活在横断山原始森林环境中，形成了大量禁伐以“风水树”、“龙树”、“神林”
等形式出现的水源林、防护林和某些重要的物种资源，在白族的这种良好的民族文化心

态的作用下，在合理的禁忌习俗的作用下，得到了长期的保护。
周代《礼记·月令》有：季夏之月“树木方盛，令虞人入山行 木，毋 有 斩 伐”之 记 载。

白族自古以来也有夏季封山育林的习俗，各地一进农历七月的第一个“寅”日，人们带着

食品到山神石或封山碑前聚会、供祭石，用石灰水将石碑涂白一新，从此禁止任何人进

山采伐、放牧，要到第二年正月初二集体祭过山神后，方可入山采樵。
而剑川古代白族却有“禁白”的民俗，到解放前尚流存。即每年立秋、处暑、白露、秋

分四节令共６０天内，山神不能见到白色，否则会气候骤变，甚败禾稼。所以在此时节，
由村寨首人公告“禁白”，禁止白色物出现，也称“压白”，不许任何人入山砍柴、伐 竹 木

等。其实此时正是秋实滋硕之时，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后，对保护植物种子

生长成熟是大有好处的。
许多合理的禁忌，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演变成乡规民约等类似习惯法的民俗。白

族热爱自然山水的美德和这些世代相传的民俗，在没有现代环境法规的漫长岁月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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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制止乱砍滥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洱源一个白族聚居村的乡规碑中规定：“奉文护甸，俱遵节令，上关国课，下系民生。

不得纵放牲畜践踏豆麦禾苗，亦不得遍放松坡践踏坟茔树木。倘有不戒子弟践踏树木，
于罚十两以充公用。”

剑川白族乡规碑尤多，其中有：“山林斧斤时入王道之本，近有非时入山肆砍伐，害

田苗而不顾，甚至盗砍面山，徒为已便，忍伐童松，实属昧良，此后如有故犯者，定即从重

公罚，禁白后犹不准砍竹下山”等乡规。
还有，我们在赤浦村见一护松碑，民族的自然生态意 识 尤 为 明 确：“尚 惜 主 山 有 缺

陷，宜用人力以补之，而所以补其缺陷者，贵乎林木之 荫 翳，……夫 是 以 主 山 之 木 赏 美

矣！想亦木材不可胜用之一，道其所以不可胜用之实，皆系斧斤不可轻入于林中。……
倘有无知之徒，希图小利窃为刊损者，于罚必不能免。总而言之，补山为上，取材次之，
不言利而利，在其中矣！”笔者以为白族民俗中的强烈的环境意识，是难能可贵的。

（８）白族的植物生长崇拜

最后我们再想谈一下前已提及的白族植物生长崇拜，这是我们在最近的工作中所

发现的。
在农历七月间，水稻农作物等旺盛发育时，成群结队的白族妇女，经过长途跋涉，来

到规定的各地保护神那里虔诚地反复念诵《保苗经》，经文是这样的：
“雪隐稻白，威灵永荫。福佑护金颗，富臻米粒陈仓，干戈永靖。”上段为经文，大意

是：这风调雨顺的年景，是因为神的保护。神的福气护佑着黄金般的稻谷，使我们富裕

得米粮装满了仓库，国泰民安，战事也没有了。
“白姐至圣，敕封河南太子灵感大将军，保苗真人。”这下段是神号，祈祷本境保护神

的保佑。大意是：呵！至高无上的白姐、被誉为洱河之南的太子———灵感大将军和保苗

真人啊！这是一首十分古老的白族先民流传下来的关于对植物生长崇拜的经文，千百

年来世传不衰，直到至今。
农历七月半，白族民间也有祭祖送鬼的活动。北部的白族有用“麦芽灯”祭祖的习

俗，即祭祖时必须敬上三盘蓬勃生长着的发芽的植物，一般碧绿的麦芽、一盘洁白的玉

米芽及一盘粉红色的荞麦芽，和一盏明亮的烛灯，由德高望重的主人虔诚地供奉在祖先

坛上进行祭祀，此外，白族民间凡见禾结双穗、瓜结双蒂、果生双实、花开并蒂等生长异

常花果，都要供给本主，以示敬重。总之，白族的一些民俗中仍然保存着许多对植物生

长的崇拜遗风。
（９）让植物崇拜跨进新的纪元

世界各地民族的原始文化时代，都经历过对自然、对植物的崇拜。古埃及把柳、芦

苇和大枫树作为图腾崇拜；北美奥马哈的印第安人把红玉米视为祖先；古代斯堪的纳维

亚人把桉树作为“生命之树”；孟加拉人古代新婚习俗中有先要和大树结婚的习俗；德国

人为婴儿洗礼必须种“诞生树”……在我国古代，有女嬉吞薏苡而生禹，把植物薏苡作为

始祖；而舜则把朝花暮落的槿花作为图腾；古代西南夜郎国将竹奉为民族的来源；彝族

最重山林崇拜；纳西族视黄栗为天神、柏木为帝王、松树为战神；崩 龙 族 把 茶 树 作 为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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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这种习俗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的一个过程，以致人类后期文明中，在一些风

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文化遗产中，也常常可以见到这些原始崇拜的遗存。
研究原始文化阶段植物崇拜古老的自然崇拜习俗，是揭开人类历史已消逝的过去，

去探索生命的起源、发展，揭示先民们心态及他们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重要手段。从本

质上讲，早期人类的自然崇拜观念，是原始文明中的一种以大自然为中 心 的 自 然 生 态

观。当时人们没有翻天覆地的气概、发达的科学技术条件，他们从长期与大自然较量的

失败中认识到，人类只是自然界中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只能以

自然为中心，享受自然的恩赐。只有代表大自然的形形色色的神，才具有超越自然的无

穷力量，主宰着自然，主宰着人类，对山川日月、木石土地顶礼谟拜才有生路。所有这一

切，也是包括植物崇拜在内的种种崇拜、禁忌、婚配、年节等等原始文明内涵的渊源。民

族习俗也由此而产生了。尽管这些古老的习俗有它的原始性，迷信的、不科学的内容也

贯穿其中，但先民们的这种朴素的以自然为中心的自然生态观，使人类与自然建立了和

谐相处的关系，通过这些崇拜、禁忌习俗，减少了与自然的冲突，使人类的活动尽量顺从

自然，它由此而为人类居住的地球保留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我们是可以从中

得到重要启迪的。
文明社会的产生，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在工业文明的

短暂岁月里几乎拥有了超过神的种种巨大力量，人类以此逐步改变了与自然的关系，从
利用自然到改造自然，企图征服自然而达到主宰自然的目的———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

自然生态观产生了。原来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变成了对立、冲突的关系，变接受自然恩

赐为向自然掠夺，把人类的生活从大自然中割裂开来了———当代人类的生态危机也随

之而来，人类由此而误入歧途，几乎不能自拔，全球的环境恶化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在世界性的人类生态危机暴发面前，现代环境意识刚刚萌动，环境立法还刚刚开始

的时刻，由白族先民以及他们的子孙们承袭的，从原始的自然崇拜衍生而成的相应的民

族禁忌习俗，进而演化成的乡规民约，和各兄弟民族一起在横断山这块天地中，他们没

有被“人定胜天”、“向自然开战”的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所动摇，他们固守以自然为中心

的古老观念，以横断山的崇山峻岭为屏障，长期与自然和平共处，崇拜和尊重自然。当

世界发生土地沙化、气温高升、物种绝灭、环球生态千疮百孔之际，他们却独居横断山一

隅，发展和护卫着白族的绿色文化，在横断山绿色森林文化圈中，为人类保存着许多珍

贵的植物和其他生物资源。
作者希望通过对白民族植物学的研究，让古老而悠久的白民族，带着绿色的期望，

拥抱着以自然为中心的传统文化观念，跨进绿色生态文化的新纪元，同全人类一起回到

和平、绿色的大自然怀抱之中！

夏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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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传统食花文化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药食同源”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３０００年的神农

时期。《神农本草经》（公元１～２世纪）是我国最早的记录民间草药知识的一本专著。
然而，在一些更早的古代文献中，如《周礼》、《尔雅》、《诗经》、《山海经》等就已经有了关

于中草药的记载。由汉至清专门记载各种药膳的书籍多达３００余种。从这些文献中统

计，已知药膳 中 采 用 植 物 花 的 就 有２００余 种，常 见 如 菊 花Ｄｅｎｄｒｏｔｈｅｍａ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Ｒａｍａｔ．）Ｔｚｒｅｌ．、木 槿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ｓｙｒｉａｃｕｓＬ．、萱 草 ＨｅｍｅｒｏｃａｌｌｉｓｆｕｌｖａＬ．、金 银 花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鸡冠花ＣｅｌｏｓｉａｃｒｉｓｔａｔａＬ．、槐花Ｓｏｐｈｏ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Ｌ．、梅
花Ｐｒｕｎｕｓｍｕｍｅ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桃花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ｐｅｒｓｉｃａＬ．、红花Ｃａｒｔｈａｍｕｓｔｉｎｃｔｏ
ｒｉｕｓＬ．、玫 瑰ＲｏｓａｒｕｇｏｓａＴｈｕｎｂ．、月 季Ｒ．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Ｊａｃｑ．、丝 瓜Ｌｕｆｆａ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
（Ｌ．）Ｒｏｅｍ、啤酒花ＨｕｍｕｌｕｓｌｕｐｕｌｕｓＬ．、瑞香花Ｄａｐｈｎｅｇｅｎｋｗａ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等等。

云南省位于我国西南部，土地总面积３８００００ｋｍ２，其中９４％为山区，６％为河谷和

盆地，海拔高度变化从８０～６７４０ｍ。按照其地形特征可大致分为三个区：滇西北高山

峡谷区，滇中盆地及湖泊区，滇南热带山地及河谷区。由于地形复杂、地貌和剧烈的海

拔高度变化等原因，云南省植物种类极为丰富，仅维管植物就有约１３０００余种，占我国

维管植物总数的一半。云南有２４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约三分之一。其中

人口较多的有彝族、白族、哈尼族、傣族、苗族、壮族、纳西族、傈僳族和藏族等。在长期

的生产实践中，各民族创造和积累了有关植物利用以及药物和食物独特而丰富的知识，
并形成了各自的民族传统。在古纳西东巴经中，就记载了许多关于食物和草药起源的

传说。例如，根据东巴经的记载，开白花的植物通常富有营养，是可食用的；开红色或紫

色花的植物多数具有药用功效；开绿色花的植物常常有毒。然而，大量的关于植物利用

的民族传统知识实际上是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而世代相传的。
食花在云 南 有 着 悠 久 的 历 史，其 中 的 一 些 种 类 记 载 于 一 些 古 籍 之 中，如 萱 草

ＨｅｍｅｒｏｃａｌｌｉｓｆｕｌｖａＬ．、海菜Ｏｔｔｅｌｉａ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Ｇａｇｎｅｐ．）Ｄａｎｄｙ、鼠曲草Ｇｎａｐｈａ
ｌｉｕｍａｆｆｉｎｅＤ．Ｄｏｎ等。羊蹄甲Ｂａｕｈｉｎｉａ是云南热带植被中一种十分常见的植物，食

用其花的情况尚未见记载。有关杜鹃花的研究也多是集中于其分类、地理分布、装饰及

药用价值等，对其食用的情况也未进行过专门的研究。１９８８年出版的专著《中国杜鹃

花》一书也仅对滇中一些少数民族地区３种杜鹃花属植物（大白花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ｄｅｃｏｒｕｍＦｒａｎｃｈ．、锈 叶 杜 鹃Ｒｈ．ｓｉｄ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Ｆｒａｎｃｈ．、云 上 杜 鹃Ｒｈ．ｐａｃｈｙｐｏｄｕｍ
Ｂａｌｆ．ｆ．ｅｔＷ．Ｗ．Ｓｍ．用作蔬菜的情况进行了简略的描述。

经运用民族植物学的方法进行调查发现，云南的白族、彝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将

许多种杜鹃花属植物的花用作蔬菜。在热带地区，傣族、哈尼族、基诺族等普遍将一种

大型豆科树种———白花羊蹄甲Ｂａｎｈｉｎｉａ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Ｌｉｎｎ．的花作为烹制特殊菜肴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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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食花在亚洲各民族中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从民族植物学的角度看，这种现象体

现了两种不同的人类行为模式。一种模式是建立在个人对食物偏好的基础上，或者对

不同植物花的选择主要依据当地食物可获得性，传统文化所起的作用较小；第二种模式

是食花文化普遍存在于某个民族之中，食花是其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

下，各家各户在可食植物花盛开的季节都进行采集、加工等活动，而且烹调的方法也差

不多，食花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更多地与他们的传统文化信仰联系在一起。

１　云南各民族食用杜鹃花的情况

云南是世界杜鹃花属植物的分布中心，共有３１０种，分布于云南省全境（见图４－１
和表４－１），其中６１种为云南特有。野外调查发现，当地民族传统食用的杜鹃花属植

图４－１　云南植物区系分区图

Ⅰ．滇南和滇西南亚区　　Ⅳ．滇西北横断山亚区

Ⅱ．滇东南亚区　　 Ⅴ．滇东北亚区

Ⅲ．滇中平原亚区

物 至 少 有１５种。一 般

在每年 的４～６月 进 行

采 集，采 用 煮、浸 等 方

法去 掉 原 有 的 苦 涩 味，
由 此 烹 制 出 来 的 杜 鹃

花 菜 肴 具 有 特 殊 的 风

味。每 当 杜 鹃 花 盛 开

的季 节，在 大 理、楚 雄、
昆 明 的 农 贸 市 场 还 经

常 可 以 看 见 有 杜 鹃 花

出售。
可 食 的 杜 鹃 花 植

物多 为 生 长 于 山 区、具

有 较 大 白 色 或 紫 色 花

冠 的 灌 木 或 小 乔 木。
这 些 植 物 种 类 的 种 群

较大，甚 至 在 当 地 形 成

单种 群 落，花 期 为３周

到２个 月 不 等，相 对 集

中 于 晚 春 和 初 夏。当

地 人 在 杜 鹃 花 植 物 的

鉴 别 和 采 集 方 面 有 丰

富的经验，加上当地拥有大量的杜鹃花资源，每年的采集量也比较大。
云南一些地方的彝族、白族、哈尼族、纳西族、傣族以及汉族在杜鹃花的加工方面也

积累了丰富经验。一般的做法是只利用占鲜花总重７５％的花冠部分，而丢弃花的其余

部分。将花冠用水煮沸几分钟，然后浸于冷水中２～３天以去掉苦涩味，浸泡过程中，每
天换冷水一次，此后就可以与扁豆、熏肉、火腿或新鲜猪肉等一起炒或做菜汤食用，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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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鲜美。这种做法在云南十分普遍。
杜鹃花也可用晒干或盐渍的方法保存，以便于在其他季节食用，食用的方法与鲜花

相同。一些少数民族认为，食用这些杜鹃花有益于人的健康。纳西族认为开白色花的

植物对人和动物都有营养价值；白族人相信食用杜鹃花有助于消化并“洗出”人体中多

余的油脂。然而，也有一些少数民族从不食用杜鹃花，如藏族和摩梭人，尽管在他们的

村寨附近生长了许多可食的杜鹃花属植物，但他们从来不食用。植物化学分析表明，大
白花杜鹃干花中粗蛋白含量为９．６７％、鲜花中为０．６９％、水浸后鲜花为８．４０％。总氨

基 酸 含 量 在 鲜 花、干 花 和 水 浸 花 中 分 别 为４２４．７３ｍｇ／１００ｇ、２７８９．０９ｍｇ／１００ｇ和

３９２９．８３ｍｇ／１００ｇ（见表４－２）。
表４－１　云南可食用杜鹃花植物

植物名 分　布 民　族 季　节 花的颜色

１．大白花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ｄｅｃｏｒｕｍＦｒａｎｃｈ．
广 布，海 拔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ｍ

白 族、彝 族、
傈 僳 族、哈 尼

族、汉族

４～６月
白 色，有 粉

红斑点

２．高尚杜鹃

Ｒｈ．ｄｉａｐｒｅｐｅｓＢａｌｆ．ｆ．ｅｔＷ．Ｗ．
Ｓｍ．

滇 西，海 拔１５００
～２４００ｍ

白族、汉族 ４～５月 白色

３．大花杜鹃

Ｒｈ．ｇｌａｎｄｕｌｉｆｅｒｕｍＦｒａｎｃｈ．
云南北部 汉族、彝族 ４～５月 纯白色

４．睫毛萼杜鹃

Ｒｈ．ｃｉｌｉａｌｕｍ Ｈｏｏｋ．ｆ．
滇中 及 滇 东 南，海

拔２７００～４０００ｍ
彝 族、哈 尼

族、汉族
４～５月

白 色 或 粉

红色

５．香花白杜鹃

Ｒｈ．ｃｉｌｉｉｐｅｓＨｕｔｃｈ．
滇 西 北，海 拔 ２
３００～３３００ｍ

白 族、傈 僳

族、汉族
５～６月 纯白色

６．云上杜鹃

Ｒｈ．ｐａｃｈｙｐｏｄｕｍＢａｌｆ．ｆ．ｅｔＷ．
Ｗ．Ｓｍ

云 南 西 部，海 拔１
８００～２５００ｍ

白 族、彝 族、
汉族

５～６月 纯白色

７．薄皮杜鹃

Ｒｈ．ｔａｒｏｎｅｎｓｅＨｕｔｃｈ．
独龙 江 地 区，海 拔

１２５０～２４００ｍ
独龙族 １０～１１月 纯白色

８．大喇叭杜鹃

Ｒｈ．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ｓＲｅｈａ．ｅｔｗｉｌｓ．
滇 东 南，海 拔 １
２００～２４００ｍ

彝 族、苗 族、
汉族

５月 白色

９．附生杜鹃

Ｒｈ．ｄｅｎｄｒｉｃｏｌａＨｕｔｃｈ．
滇 西 北，海 拔 １
３００～１９００ｍ

傈 僳 族、怒

族、白族
４～５月

白 色 有 粉

红斑点

１０．少鳞杜鹃

Ｒｈ．ｙｕｎｇｃｈａｎｇｅｎｓｅＪ．Ｃｕｌｌｅｎ
云 南 西 部，海 拔２
１００～２４００ｍ

彝 族、白 族、
汉族

４～５月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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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４－１

植物名 分　布 民　族 季　节 花的颜色

１１．锈叶杜鹃

Ｒｈ．ｓｉｄ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Ｆｒａｎｃｈ．
滇 中，海 拔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ｍ

彝 族、苗 族、
汉族

３～５月
白 色 和 粉

红色

１２．红晕杜鹃

Ｒｈ．ｒｏｓｅａｔｕｍＦｒａｎｃｈ．
滇 西 北，海 拔 ２
１００～２５００ｍ

傈僳族、白族 ５～７月
白 色 或 玫

瑰色

１３．映山红

Ｒｈ．ｓｉｍｓｉｉＰｌａｎｃｈ．
广 布，海 拔１０００
～２６００ｍ

彝 族、汉 族、
苗族

３～５月
粉 红、红 或

深红色

１４．滇南杜鹃

Ｒｈ．ｈａｎｃｏｃｋｉｉＨｅｍｓｌ．
云 南 南 部，海 拔１
１００～２４６０ｍ

彝 族、哈 尼

族、汉族
５～６月 白色

１５．丝线吊芙蓉

Ｒｈ．ｍｏｕｌｍａｉｅｎｓｅＨｏｏｋ．ｆ
云 南 南 部，海 拔１
５００～２０００ｍ

彝 族、白 族、
哈尼族

３～５月 纯白色

表４－２　大白花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ｄｅｃｏｒｕｍＦｒａｎｃｈ．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ｍｇ／１００ｇ）

项　目 鲜　花 干　花 水浸花

粗蛋白 ０．６９ ９．６７ ８．４０

ＡＳＰ ４２．１０ ２８８．７２ ３６９．２２

ＴＨＲ ２０．４２ １３２．９４ １９３．７８

ＳＥＲ ２４．７４ １５５．５１ ３２０．３０

ＧＬＵ ５７．７０ ３３５．１１ ４７１．２６

ＧＬＹ １７．８７ １３５．０５ １９５．１５

ＡＬＡ ２７．０４ １７９．９２ ２５２．４９

ＣＹＳ Ｔｒａｃｅ １９．０７ １９．５１

ＶＡＬ ２９．４０ １９０．４４ ２７４．９４

ＭＥＴ ４．０２ ２３．７９ ２１．９４

ＩＬＥ ２２．３７ １４８．４９ ２１４．５１

ＬＥＵ ３３．６２ ２３０．００ ３３３．９９

ＴＹＲ １０．４０ ６９．６２ ８７．４４

ＰＨＥ １８．６４ １３７．９５ １８４．４３

ＬＹＳ ３０．２１ １８６．６４ ２９０．３７

ＮＨ３ １９．２６ ８７．１７ １１４．３０

ＨＺＳ ６．７６ ５３．９２ ７４．２６

ＡＲＧ １９．７３ １４３．０４ ２０６．０６

ＰＲＯ ４０．４５ ２６８．７１ ３６８．８８

合计 ４２４．７３ ２７８９．０９ ３９２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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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已有的研究文献，杜鹃花中含有如闹羊花毒素ＲｈｏｄｏｊａｐｏｎｉｎⅠ，Ⅱ，Ⅲ，Ⅳ，

Ⅴ，Ⅵ，马醉木毒素ＡｓｏｂｏｔａｘｉｎⅠ，Ⅱ，Ⅲ以及木黎烷毒素Ｇｒａｙａｎｏｔｏｘｉｎｓ等有毒物质。
本研究以大白花杜鹃为材料进行分析表明，在鲜花和干花中含有微量的黄酮，在水浸花

中不含黄酮。在所有样品中，没有检测到生物碱的存在（见表４－３）。
除蛋白质和氨基酸外，还发现了９种人体必需的矿质元素（表４－３）。而且，杜鹃

花中的维 生 素 含 量 也 相 当 高。在 干 花 和 水 浸 花 中，维 生 素 Ｂ６ 的 含 量 分 别 达 到 了

１０７０ｍｇ／１００ｇ和９８０ｍｇ／１００ｇ（表４－４）。这些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说明杜鹃花具有较

高营养价值。
表４－３　大白花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ｄｅｃｏｒｕｍＦｒａｎｃｈ．花的化学成分

化学成分 鲜　花 干　花 水浸花

水分（％） ９４．０３ ２５．６６ １７．１１

黄酮 ＋＋ ＋＋＋ －－

生物碱 －－ －－ －－

ｐＨ ５ ５ ５

果糖ｍｇ／ｇ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０８

葡萄糖ｍｇ／ｇ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０９９

灰分ｍｇ／ｇ ０．２５７ ５．５７ ３．５７

Ｍｎｍｇ／１００ｇ １４１．２ １３６．５

Ｃｕｍｇ／１００ｇ ６．７８ ７．５

Ｐｍｇ／１００ｇ ２４７７．２ ２２４９．５

Ｚｎｍｇ／１００ｇ ２３．９ ７１．７２

Ｆｅｍｇ／１００ｇ ６１１．１ ６１３．５

Ｃｒｍｇ／１００ｇ ６．６６ ５．３８

Ｎａｍｇ／１００ｇ ３７３．６ ７８．１４

Ｃａｍｇ／１００ｇ ６０６２．２ １３７８１．１

Ｋｍｇ／１００ｇ ９２１４．９ １２８５．３

表４－４　大白花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ｄｅｃｏｒｕｍＦｒａｎｃｈ．花的维生素含量（ｍｇ／１００ｇ）

维生素 鲜花 干花 水浸花

维生素Ａ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７

维生素Ｂ１ ３２．５ ３０．５

维生素Ｂ２ １９．４ １９．００

维生素Ｂ６ １．０７０ ９８０

维生素Ｃ ２９．９３ ７．７３ １．７６



１５６　　

云
南
的
传
统
食
花
文
化

　　此外，花的颜色对于当地人选择杜鹃花作为食用也有一定的影响。云南的杜鹃花

属植物有数百种之多，在同一植物群落中，常常也生长着多种杜鹃花属植物。这些杜鹃

花植物花的颜色有多种多样，如白色、粉红色、玫瑰色、红色、深红色、紫色、黄色等。纳

西东巴经中的一些记载，反映了纳西族对植物的传统文化信仰，他们认为白花植物有益

于人和动物的健康。从表４－１中也可以发现，当地人采集和食用的杜鹃花主要是白、
粉红或玫瑰色种类，而没有黄、紫或深红色种类。

２　云南热带地区白花羊蹄甲花的食用

白花羊蹄甲Ｂａｕｈｉｎｉａ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Ｌｉｎｎ．广泛分布于云南的热带森林地区。其花有

如大型兰花，为纯白色或略带粉红色斑点。白花羊蹄甲为先花 后 叶 植 物，花 的 数 量 极

多，开花时，整株树开满银白色的花，在森林中相当醒目。
羊蹄甲属植物属豆科，共有２５０种，其中２６种云南特有，多数为木质藤本，少数为

灌木或乔木。白花羊蹄甲为大型乔木，分布范围从印 度、缅 甸、华 南 直 到 东 南 亚 地 区。
在印度，白花羊蹄甲的叶在民间用于代替卷烟，叶和豆荚作蔬菜，树皮含丹宁，作为一种

树脂原料，也可用于鞣革和染色，木材用于制作农具，豆中含有植物凝集素。
云南热带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如傣族、哈尼族、基诺族和布朗族长久以来就将这种

植物的花作 为 蔬 菜 食 用。傣 族 将 这 种 花 称 为“ＭＡＩＸＩＵＢＵ”，哈 尼 族（阿 卡）称 这

“ＰＵ—ＰＩＡ”，当地汉族称为“大白花树”。白花羊蹄甲的花可蘸辣椒酱生食，也可与姜

妙食，或者是做汤。鲜花的味道略甜，无苦味。除花萼外，花的其他部分，如花芽、花冠、
雄蕊、柱头甚至幼嫩豆荚都可食用。成熟豆子也可食用，可生食也可炒食，是一种野粮，
偶尔也被一些村民用作休闲食品。当地各民族对白花羊蹄甲的食用方法有所不同。汉

族和傣族常常是将白花羊蹄甲的花与猪肉和扁豆一起煮食，而哈尼族则常常采用生食

的办法。这可能与各民族的饮食传统和各地方资源情况不同有关。例如，西双版纳的

哈尼族就没有种植扁豆的习惯。从民族植物学的角度看，将白花羊蹄甲的花作为食物

可以看作是当地人对季节变化的一种反应，羊蹄甲是当地常见的树种，它在早春季节开

花，是热带山区这个季节的一个非常醒目的自然现象。由于其花冠为薄膜质，花期又正

好处于干热季节，在采集以后很难保鲜，干后的味道也差得多，故当地人主要食用鲜花。
有关这种植物花的营养价值和化学成分尚未进行研究。

３　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食花文化是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采用现代科学的

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对食花文化的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增进人类关于多样化自然资源

利用的知识，而且也有助于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
进一步的研究可从几个方面进行：
（１）编目 弄清楚云南传统社区中到底有多少可食用植物花。
（２）可食花功能的研究 这些传统的可食用花对当地人有什么营养、药用或文化功

能，其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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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加工方法的研究 包括传统的加工方法和利用现代技术对传统的采集、烹调、
保鲜及运输进行改进。

（４）重要植物种类的栽培研究 由于野生资源不能满足将来市场开发的需求，对某

些食花植物进行栽培是必不可少的。

裴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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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榕树的民族植物文化

榕树是桑科榕属ＦｉｃｕｓＬ．乔木种类的通称，全世界有８００多种，是一个重要的生物

类群，主要分布在热带、亚热带地区。西双版纳共有榕属植物４８种（不包括变种），主要

分布在热带雨林中。以该地区的区系成分而言，共有１４７１个属的植物，其中榕属拥有

最多的物种。在热带 雨 林 中，榕 树 的 很 多 种 类 具“板 根 现 象”、“老 茎 生 花”和“绞 杀 现

象”，成了热带雨林的重要特征。它们为众多的附生植物提供了生态位，而榕树的果和

叶则为各种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成了生态系统食物链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中有些

种类如高榕Ｆ．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Ｂｌ．和聚果榕Ｆ．ｒａｃｅｍｏｓａＬ．等可能是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关

键物种（ｋｅｙｓｔｏｎｅｓｐｅｃｉｅｓ）。西双版纳居 住 有 傣 族、哈 尼 族、基 诺 族 等１２个 少 数 民 族。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他们与热带植物包括榕树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植

物文化。笔者经过几年来的野外考察和民族植物学的调查，基本上弄清了西双版纳各

民族与榕树的相互关系。

１　榕树是重要的野生食物来源

（１）野生蔬菜

在西双版纳被用作蔬菜的榕树主要有大瓜榕Ｆ．ａｒｕｉｃｕｌａｔａＬｏｕｒ．、厚皮榕Ｆ．ｃａｌ
ｌｏｓａＷｉｌｌｄ．、高榕Ｆ．ａｌｔｉｓｓｍａＢｌ（芽苞）和聚果榕Ｆ．ｒａｃｅｍｏｓａＬ．等。傣族人民认为：

常吃木本植物的嫩枝叶可使人健康长寿，也可使少女保持轻盈体态。表４－５是几种木

本蔬菜营养成分分析结果。木瓜榕和厚皮榕的嫩枝叶具有较高的可食性，而与另一种

木本蔬菜白花羊蹄甲Ｂａｕｈｉｎｉａ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Ｌ．比较则有较高含量的钙和铁。当地居民

不仅从野外采集榕树的嫩枝叶作蔬菜，也常栽培于庭园，其产品市场上也有出售，成为

一类具有特色的旅游“绿色”风味食品，受中外游客欢迎。
表４－５　３种木本蔬菜营养成分比较

种　类

含水量

％
总

％
蛋白质

％
维生素Ｃ
ｍｇ／１００ｇ

单宁

％
纤维

％
淀粉

％
总灰分

％
粗脂肪

％
钙 磷

ｍｇ／１００ｇ
铁

木瓜榕 ８７．４ ０．３０ ０．２２ ３．１５ ０．１０ １．８０ ０．５６ ９．０１ ０．４３ ９．０８ ０．２５ ２４．６

厚皮榕 ８８．０ ０．５０ ０．３５ ６．００ ０．０８ １．１４ ０．６０ １０．２０ ０．４２ １４．５８ ０．２６ ２４．５

白花羊蹄甲 ７９．２ １．１９ ０．２３ ８．３７ ０．３１ ２．２２ １．３０ ５．１５ ０．６２ ８．６５ ３０．０ １．０

　　（２）野生水果

西双版纳各族人民常到森林中采摘各种野生水果，榕树的一些种类，如木瓜榕、鸡

脖子果Ｆ．ｓｅｍｉｃｏｒｄａｔａＢｕｃｈ．Ｈａｍ．ｅｘＴ．Ｅ．Ｓｍ．、聚果榕和苹果榕Ｆ．ｏｌｉｇｏｄｏｎＭｉｑ．等
也是重要的野生水果。２种榕树果子和其他野生植物果实的营养成分比较见表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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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６　２种榕树果实和其他野生植物果实的营养成分比较

种　类
可食部分

％
含水量

％
总糖

％
酸值

％
维生素Ｃ
ｍｇ／１００ｇ

可溶单宁

％
粗纤维

％
淀粉

％
粗脂肪

％

木瓜榕 ８３．５０ ８３．３０ ７．６８ ０．２８ ４．１２ ０．２７ ４．４０ １．１４ ０．８６

鸡脖子果 ９１．６０ ８３．００ １０．６０ ０．６８ ３．７８ ０．４８ ３．１５ １．０５ ０．３８

野芒果 ５２．８０ ８５．８５ １０．７６ １．９９ ２４．４１ ０．０９ １．６７ ０．３９ ０．３１

青果 ７８．１０ ７５．５０ ２．９５ １．６３ ５．０４ ２．０３ ２．０８ ３．０８ ｔｒａｃ

藤黄 ９２．１０ ８６．５０ ０．５６ ２．５８ ５．８６ ０．０３ １．８７ １．５２ ４．７５

毛荔枝 ３５．５０ ７６．８０ １７．６６ ２．２３ ３１．６０ ０．２１ ０．３４ ０．３２ ０．６０

龙果 ５８．５０ ７２．００ １６．３０ ０．４８ ０．８６ ２．４４ １．６４ ５．１０ ２．２５

栽培无花果 ９２．００ ８７．７０ １０．４０ － ２．００ － ０．７０ － ０．１０

　　木瓜榕Ｆｉｃｕｓ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ａＬｏｕｒ．、鸡脖子果Ｆ．ｓｅｍｉｃｏｒｄａｔａＢｕｃｈ．Ｈａｍ．ｅｘＴ．Ｅ．Ｓｍ．、野芒果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ｓｉａ
ｍｅｎｓｉｓＷａｒｂ．ｅｘＣｒａｉｂ、青 果Ｃａｎａｒｉｕｍａｌｂｕｍ Ｒａｅｕｓｃｈ．、藤 黄Ｇａｒｃｉｎｉａｐｅｎｄｕｃｕｌａｔａ Ｒｏｘｂ．、毛 荔 枝 Ｎｅｐｈｉｌｉｕｍ
ｃｈｒｇｓｅｕｍＢｌ．、龙果Ｐｏｕｔｅｒｉａｇａｎｄｉｆｏｌｉａ（Ｗａｌｌ．）Ｐｉｅｒｒｅ。

数据引自马凯、张素贞　无花果栽培利用。

与其他野生水果比较，榕树果子具有较多的可食用部分和酸度较低，总糖、淀粉和

粗蛋白含量中等，粗纤维含量较高等特点；与栽培的无花果相比，维生素Ｃ和脂肪的含

量较高。它们是一类较好的野生水果。此外，有几种榕树枝叶也被用作马的饲料，如对

叶榕Ｆ．ｈｉｓｐｉｄａＬ．、斜叶榕Ｆ．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ｖａｒ．ｇｉｂｂｏｓａ（Ｂｌ．）Ｃｏｒｎｅｒ、金毛榕Ｆ．ｃｈｒｙｓｏ
ｃａｒｐａＲｅｉｎｗ．ｅｘＢｌｕｍｅ和鸡脖子果等。

２　榕树是重要的民族药用植物

西双版纳各民族在传统上认为“食物、药物同源”，从而发展了独特的医药知识。在

傣族中，经整理的药用植物约５００种。据笔者调查和有关资料记载，在榕树中，已知有

９种植物常用于治疗多种疾病，药用的部位包括根、树皮、叶和树浆等（表４－７）。
表４－７　作为药用植物的榕树

种　类 部位 治疗疾病

对叶榕Ｆ．ｈｉｓｐｉｄａＬ． 鲜叶 腹胀、腹痛、痢疾、腹泻、便血、咽喉肿痛

汁液 引　产

鲜根 跌打劳伤、瘙痒及红色疱疹

根 疮　疹

全株 痢疾、结膜炎、赤眼、感冒、支气管炎、风湿、跌打损伤

掌叶榕Ｆ．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ｓｓｉｍａ
（Ｌｏｕｒ．）ｖａｒ．ｈｉｒｔａ（Ｖａｈｌ）Ｍｉｇｏ

树皮 咽喉肿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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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４－７

种　类 部位 治疗疾病

根
治发热昏睡、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痞疾腹胀，

并有止咳、杀菌等功效

全株
小儿疳积、风湿骨痛、闭经、产后瘀血、

腹痛、睾丸炎、跌打损伤

高榕Ｆ．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Ｂｌ． 气根 清热解毒、止备活血

斜叶榕Ｆ．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Ｇ．Ｆｏｒｓｔｖａｒ．ｇｉｂｂｏｓａ 树皮、寄生瘿 感冒、高热抽搐、腹泻痢疾、风火眼痛

垂叶榕Ｆ．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ａＬ． 叶片 跌打、溃疡

金毛榕Ｆ．ｃｈｒｙｓｏｃａｒｐａＲｅｉｎｗ．ｅｘＢｌ． 根、皮 风湿、气血虚弱、子宫下垂、脱肛、水肿、糖尿病

小果榕Ｆ．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Ｌ．ｆ． 气生根、叶、树皮
支气管炎、痢疾、跌打损伤、流感、扁桃腺炎、

麻疹不透、白带、风湿、肠炎

琴叶榕Ｆ．ｐａｎｄｕｒａｔａＨａｎｃｅ 根 百日咳、背痛、乳汁不足

叶片 黄疸、腰痛、痢疾、齿龈炎、乳痈、背痛、蛇伤

菩提树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ａＬ． 全株 感冒、发烧、烦躁不安

　　在民族医药上，榕树不仅有单方独味，而且还和其他药物配伍，成为复方药，如在傣

医中的“治发热不语方”、“治腹泻方”、“雅尖达苏巴帕”、“治咽喉肿痛方”和“治疱疹瘙痒

方”。这些方剂对于治疗热带、亚热带地区的一些常见病如发热、腹泻、瘙痒、便血和疮

疥等效果很好。

３　榕树作为工业原料

榕树中一些种类常被用于放养紫胶虫以生产工业 用 紫 胶，如 聚 果 榕、柔 毛 聚 果 榕

Ｆ．ｒａｃｅｍｏｓａＬ．ｖａｒ．ｍｉｃｕｅｌｌｉＣｏｒｎｅｒ、大叶水榕Ｆ．ｇｌａｂｅｒｒｉｍａＢｌ．、鸡脖子果、苹果榕和

斜叶榕等。经研究，聚果榕萌发力强，具有较强耐虫力，固虫量可达有效枝条的６０％～
７０％。表４－８是聚果榕与滇南常用的紫胶虫寄主 树 钝 叶 黄 檀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ｏｂｔｕｓｉｆｏｌｉａ
Ｐｒａｉｎ的紫胶产量及其质量的比较，测试表明聚果榕是紫胶虫的一种优良寄主树种。

民间还利 用 对 叶 榕、小 果 榕Ｆ．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Ｌ．和 歪 叶 榕Ｆ．ｃｙｔｏｐｈｙｌｌａ Ｗａｌｌ．ｅｘ
Ｍｉｑ．的树皮作单宁原料，利用高榕和垂叶榕Ｆ．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ａＬ．的树皮纤维纺绳等。

表４－８　聚果榕与钝叶黄檀放养紫胶虫效果比较

寄主树 年龄 栽培地

紫胶产量

（ｋｇ／株）
紫胶质量指标

最高 最低 平均 颜色指标 热硬化时间
含胶量

（％）
含脂量

（％）

聚果榕ＦｉｃｕｓｒａｃｅｍｏｓａＬ． １０ 墨江县 ２０．２５ ２．２５ １０．７５ １０．６ ４＇３０＇＇ ７９．１０ ７．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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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４－８

寄主树 年龄 栽培地

紫胶产量

（ｋｇ／株）
紫胶质量指标

最高 最低 平均 颜色指标 热硬化时间
含胶量

（％）
含脂量

（％）

钝 叶 黄 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ｏｂ
ｔｕｓｉｆｏｌｉａＰｒａｉｎ．

１２ 景东县 ６．９０ ２．２０ ４．３０ ７．９ ４＇２４＇＇ ８２．６６ ４．７０

赖羡光，李光明．聚果榕有性繁殖研究及其利用初报（中国林业科学院紫胶研究所内部资料１９８７）．

４　榕树与宗教信仰的关系

榕树寿命长，树干粗，树冠大，它们是热带雨林中唯一的绞杀植物，能把其他一些乔

木绞杀致死。它们众多的气生根能发育成粗大的支柱根，形成“独树成林”的特殊景观，
成为村社的重要风景树。在滇南一些古老的榕树已被载入《云南古树录》，见表４－９。

表４－９　云南一些古榕树

树　名 地　点 高（ｍ）胸径（ｃｍ） 年龄（年） “神树”与“佛树”

高榕

Ｆｉｃｕｓ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Ｂｌ．
景洪勐养 ２８ ５００

支柱根基 酷 似 大 象，称 为

“象树”，被 当 做“神 树”保

护

保山坝湾 ２８ ９０７ ７００ 被当地人视为“神树”

盈江铜壁关 ４０ ２５０
有支 柱 根１１４条，树 冠 占

地３６８９ｍ２“独木成林”

印度榕

Ｆ．ｅｌａｓｔｉｃＲｏｘｂ．
梁河水和 ３０

南 甸 第 ２５ 代 土 司 建 安

寺，于１８２７年 到 印 度 迎

佛时带回种子栽种

东南榕

Ｆ．ｏｒｔｈｏｎｅｕｒａ Ｌｅｖ
ｅｉｌｌｅｅｔＶａｎｉｏｔ

盐津盐井 １７ １８５ ３００
树皮有带 状 爆 裂 现 象，纹

似蛇皮，被 称“黄 龙 缠 绕”
的“神树”

薄叶榕

Ｆ．ｃｈａｒｔａｃｅｕｓＷａｌｌ
云县 １８ ２４１ ８００

清《顺宁 府 南》载：神 树 在

旧城，大五六围，高数仞

万年青树

Ｆ．ｃｏｎｃｉｎｎａＭｉｑ．
丘北平泰 ３４ ５０１ ５５０ 村寨视为“神树”祭

菩提树

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ａＬ．
景洪市 ３５ ２４８ ４２０

传说 历 史 上 泰 国 一 部 落

首领 和 勐 海 王 为 表 示 友

好，各在 对 方 境 内 栽 株 菩

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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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４－９

树　名 地点 高（ｍ）胸径（ｃｍ） 年龄（年） “神树”与“佛树”

永德永康 ３０ ５２３ ４００
相 传１５世 纪 佛 教 传 入，
当地建 缅 寺 时 所 植“佛 树

王”，又称“大佛爷”

景谷威远 ３６７

在缅寺内 有 两 株，树 根 分

别与两座 佛 塔 相 融，形 成

“塔包 树”，“树 包 塔”的 景

观，受 佛 教 徒 的 崇 敬，该

寺建于１６２８年

　　生活在热带雨林各民族的先民信奉原始多神教，把榕树当成“龙树”、“神树”，产生

敬畏。公元１～２世纪前后傣族的历史长诗《厘傣》中就有“榕树上附有神灵”的说法，在
傣族的民谚中也告诫人们“莫砍鬼神树”和“莫要砍伐龙树”。为了消灾免难，在西双版

纳的傣族村寨中还人工栽培了一些榕树尤其是高榕，供人乘凉，驱除灾难，而且还有“栽
树歌”：“……吉祥啊，圣洁的村，不栽培在高山上，不栽培在深箐，就栽培在寨子边，就栽

在水田边，就让它生长在路边，在这里扎根，在这里茂盛生长，……。”据笔者调查，在德

宏州的一些傣族村寨生男育女时，家长要在村寨附近栽一株高榕，以求神的庇护，让小

孩健康长寿，所以，在这些村寨附近，高大的榕树比比皆是，形成了特殊的村社景观。
西双版纳傣族 信 奉 小 乘 佛 教，一 些 榕 树 成 了 佛 教 徒 崇 敬 的 对 象。传 说 释 迦 牟 尼

（Ｓａｋｙａｍｕｎｉ）在一株菩提树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ａＬ．下觉悟成佛。在西双版纳勐海县勐混佛寺

的手抄本傣文经书《二十八代佛主出世纪》中，记述了佛教有２８代佛主，每一代佛主均

有他的“成道”树。据考证，至少有六代佛的“成道树”分别是榕树的４个种。代表佛主

的“成道树”，不仅受到信仰小乘佛教的傣族的崇敬与保护，而且还在寺庙的庭园和村寨

中栽培。尤其是菩提树，它在信佛教的傣族中认为是“吉祥”的，能在菩提树下找到“安

然自在”、“欢乐”和“鲜花开放”。“佛教的弟子盘坐”的地方也是“勐琵历板”（神居住乐

园的代称），那里“花种变成花一丛，树种变化菩提蓬”。所以在傣族的谚语中就告诫人

们“不要抛弃父母，不要砍菩提树”，在过去的法规中还规定了“砍伐菩提树”与破坏佛

寺、杀死僧侣一样，“要判处死刑，其子女罚为寺奴”。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榕树的很多物种与生活在滇南热带雨林中的人群具有相互作

用、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它们为人类提供了食物、药物和宗教文化信仰的重要物质基

础。人们对野生榕树的各种利用方式均没有损害其再生的能力，有的种类如木瓜榕和

厚皮榕等还常被栽植在家庭庭园中。而那些与宗教文化有密切关系的种类，因被视为

“佛树”或“神树”，人们不仅不随便砍伐，而且还在寺端或村寨中广为栽培，改善了村社

的环境，形成了传统的、有特色的榕树植物文化。由于榕树的很多种类在热带雨林中具

有重要的生态学作用，所以这种文化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种
类繁多、资源丰富的榕树是一类重要的潜在资源，值得深入研究。

许再富　刘宏茂　陈贵清　崔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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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侗族稻作文化习俗的民族植物学

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着生活在各个地域里的人们采取与之相适应的主要生

产方式，由此而产生了不同类型和风格的民族文化。中国侗族聚居在湖南、贵州、广西

三省交界的高山地带，属热带、亚热带地区，无论土壤、雨 量、气 温、日 照 等 都 适 宜 于 稻

作。生活在这一地域的侗族先民，除利用高山地带大量种植杉树外，为解决吃饭大事就

靠种植水稻。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开始了适应这一自然地理环境特点的稻作农耕方式，
并形成了据“水田而作，随水田而居，以稻作为本”的传统生活模式，不仅依稻作农耕的

不同季节形成了与之相对应的各种宗教活动和传统节日，而且在侗族特有的“侗款”中

规定了稻作的款规、款约。形成了独具侗族特色的稻作文化。

１　侗款中关于水稻种植的“约青”、“约黄”、“打标”的款规款约

“侗款”是侗族社会特有的产物，是侗族社会特有的政治制度及社会组织形式。款

组织是侗族社会内部具有自治联防性质的民间社会组织，是带有浓厚的原始社会民主

议事和封建社会宗法性质的组织。款组织有一系列法律性质的款规、款约，“讲款”是侗

款的活动内容之一。关于水稻种植的款规款约每年有固定的时间进行“讲款”，即称为

“约青”、“约黄”。“讲款”由款首（办事公道，具有崇高威望的人）召集款民聚集在鼓楼坪

前，全寨人都参加。在庄严的仪式下由款首讲解款规款约，款首每讲一条，款民即相呼

应，表示赞同和决心。
（１）约青

在春耕大忙前，农历二月初举行讲款，称为“约青”。一是告诉大家春季生产大忙季

节已到，大家准备好各项生产工具；二是在生产大忙季节保护好返青的庄稼、山林；三是

要加强防护，各路口寨门要加派人防守，以保护生产顺利进行。
（２）约黄

在农忙过后，秋收季节必定要讲款，在农历八月初举行讲款，称为“约黄”，一是告示

大家，辛苦的劳动果实已经成熟，要爱护自己和人家的劳动果实，鸡鸭牲口要管好，不准

偷盗，损人利己；二是告诉大家要防匪防外患，团结起来，保护秋收，要求大家遵守款约

和先辈立下的规矩。秋收后还要举行各村寨之间的联欢，庆丰收，以及祭祀“萨”祖母的

活动等等。
像“约青”、“约黄”这样的讲款活动，实际上是对大家制定的款规、款约的一次宣传、

教育和重温。同时款组织在讲款中得到巩固和加强，使款民的意识更强烈。
（３）田标

“打标”，侗语称为“多标”，客家人称为“打表”。“打标”就是用山区随地可见的芒冬

草或其他植物，或者用生产工具等作为某种标志，常 见 的 有 山 标、水 标、田 标、寨 标、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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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鱼标以及特标等。“打标”是侗家人在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一种习惯，它不

仅反映了侗家古朴的传统习俗，同时也反映了侗家良好的精神面貌。侗族的“打标”与

“款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它是“款约”的一种具体形式。谁要无视侗家所打的标，那
就会如同违反了“款约”一样，受到众人的一致指责，甚至罚款。侗家的打标习俗还反映

出侗族古老的经济文化，带有“结绳记事”的痕迹。我们从“打标 ”这种古朴的习俗中，
还可以看到侗家良好的社会公德及其古老社会的氏族遗风。其中与稻 作 有 关 的 称 为

“田标”。
春天，常常会有一群群的“勒温”（小孩）下田摸泥鳅，捞鱼虾。但是，一些已经犁好

耙平准备育秧或栽秧的田，不能让人乱踩，于是主人就在田中打上草标，即扯一把草，扭
成结，挂在树枝上，然后把它插在田中心。有了它，孩子们就不会随意下田。牧牛的会

把牛赶到别处去放牧，以免牛踩坏了别人的田。小小的草标实 际 上 起 着 守 护 的 作 用。
还有一种情况：侗家喜欢用稻田养鱼，要想把比蝌蚪还小的鱼苗养成活 蹦 乱 跳 的 大 肥

鱼，一条必要的措施是防止鸭群侵袭。于是侗家便在田坎边插上草标。这个草标形式

像田螺，上面插有鸡毛。牧鸭人经过这里，看见草标就会自觉地 把 鸭 群 赶 到 别 的 地 方

去。这种守护育秧田、栽秧田、养鱼田的草标就称为田标。

２　侗族稻种宗教文化

由于侗族社会仍处于“万物有灵”、“多种崇拜”的原始信仰文化阶段，因此许多自然

界的现象和事物都被视为有生命的神的威力，与侗族种植水稻有关的自然崇拜有：
（１）地神

侗族有在农历六月六祭田、土的风俗。
（２）禾谷神

侗族禾谷神为吉祥物。在节日礼仪中，往往以禾谷作礼物。年青姑娘用禾谷穗作

为定情之物。河边的桥上挂几穗禾谷表示吉祥、平安。去亲戚、朋友家聚会，或者有重

大集体活动，妇女和姑娘也总是带一把禾谷。有的地方婴儿出生后，在门上挂禾草，生

男孩在禾草上系三五个红辣椒，生女孩就在禾草上系宽约五寸的青布条。过路的行人

看门上的禾草会意，不要进门，就知道他家生的是男还是女。由此可见水稻在侗家人心

中的地位。
（３）牛神

侗族传说中牛是天神派下来帮人们耕田的。他们常把牛角挂在鼓楼或堂屋里，以

示祭它。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为牛的诞生日，这天让牛休息，给牛洗澡，用杨桐叶做的黑

糯米饭和坛中的老酒喂它，给它插上鸡尾，以示敬意，每年在春耕大忙之后，还要祭牛。
（４）禁忌

①每年农历立夏前的戊日，是侗族大忌日，不准动土，不准进菜园，不准挑水，不准

扫地。

②春季有忌雷日，不准上山下田，据说怕得罪雷婆。实际上使人免遭雷击，保护了

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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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观天象测收成

“清明要晴，谷雨要淋”，意谓这种天气谷种下田，容易转青，秧苗长得快，当年阳春

好。
“立夏要下（雨）”，意谓“立夏”雨水多，农民好多犁多耙田，生产主动，今年旱田收获

有望。
“立夏不下，犁耙高挂”，意谓今年旱田生产无法搞。
“黄金难买五月旱”，农历五月正是薅二道秧时。薅二道秧后，有放水晒田习惯，使

野草不易生长，秧苗多受日光照晒，提高泥温，茁壮繁茂。五月天旱，山区田收成好。
“夏至下九江”，意为“夏至”雨水多，禾苗孕穗时能得到充沛的雨水，有利孕穗。
“漏秋好，三伏风吹一把草”，漏秋即指立秋日下雨，田里雨水好，有利禾苗出穗。若

立秋时的“三伏”天吹风，容易烧坏禾苗，吹落稻花，不利稻穗壮籽，故说“三伏风吹一把

草”。
“白露打白粘”，白粘稻俗称“红脚粘”，米粒净白。白露节一到，白粘籽粒最容易脱

落，不及时收割，谷粒掉光，或谷线断颈，割禾相当麻烦，所以白露节前后一定要收割。
“十月无霜，碓坑无糠”，意为十月打霜，预兆来年丰收，主要是霜冻早，害虫尚未全

部蛰居，天寒地冻能冻死害虫，对生产有利，相反则收成不好。

４　与稻种文化有关的习俗

（１）接春雷

正月发第一声春雷的时候，侗族村寨的人们要鸣铳（火枪）或 放 炮 与 之 呼 应，叫 做

“接春雷”。相传这样做了，才能保五谷丰登、六畜平安、瘟疫不发、住地清泰。
（２）吃塞田坝水耙

在二月初二，家家户户都用甜糠、野蒿菜和糯米做粑粑吃，招待来客，分送亲友。这

是叫人们注意塞好田坝水，以保丰收。
（３）青节

插秧时节，侗族称为“青节”。这时，哪家开秧门插田，亲友都会来帮忙。“青节”开

始，新婚人家还要把新媳妇接来扯秧，插完秧，再回娘家。
（４）“三月三”播种节

也就是说到了农历“三月三”即可下种育秧了。而且这一天种下的谷种、禾苗会长

得又齐又壮。这是侗族许多地区最隆重、最重要的节日盛会。其内容丰富多彩，有青年

男女谈情说爱，有村寨互访，还有集体的大聚会。历时３～４天 庆 祝 活 动，从 初 一 至 初

四，初一各家主妇为节日装束、佳肴做准备，姑娘仙腰系竹萎，下田捞鱼虾作为礼物送情

人。初二与情人相会，初三则举行盛大活动，村 寨 之 间 互 访，鸣 炮、琴 声、歌 声、芦 笙 悠

扬，中老年人男女分开，举行酒会，主客几十人围桌而坐，互相对酒、敬菜、诵词，欢乐诚

挚之情溢于言表，直至深夜。初四还要举行盛大赛歌和舞会。
在湖南、广西、贵州毗连的侗族地区，“三月三”还是祭“萨神节”，举行大型的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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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寨由妇女带队，到萨堂烧香，用油茶、甜酒、腌鱼、肉等祭祀。有的侗族地区举行歌舞

会，有的地区举行祭祀活动。
（５）“四月八”
农历“四月八”大部分侗族地区是过“牛节”，吃黑糯米饭。据传四月八是牛的诞生

日，要让牛休息，还要吃好的。家家户户都要煮一餐黑糯米饭过节，也要喂牛黑糯米饭，
表示对牛的敬意。黑糯米饭即乌饭，有强壮、抗衰老的作用。为什么要吃黑糯米饭呢？

传说古时有个英雄叫杨文广，因被坏人所害关进监狱。她妹妹每天送的饭菜都被看守

吃了。妹妹看到这个情况，在四月八日这天，上山找了一种草药叫杨桐叶，煮烂捣出黑

汁，用黑汁煮糯米饭，米饭变得墨墨黑。妹妹把黑饭送到牢里，衙役接过饭来一看，黑黑

的简直认不出是米饭了，将黑饭送给了杨文广，杨文广一看一嗅，知道是山上的杨桐叶

做的饭，抓起饭就吃，里面还包着酸鱼、酸肉，杨文广大吃一顿，身上觉得浑身是劲，便挣

脱了锁链，砸烂镣铐，把牢门打开，放出了被关押的人。其妹也领着村寨的人前来接应。
于是兄妹英勇作战，终于打退了敌人。侗族人民为了纪念这次胜利，每逢四月八大家都

吃黑糯米饭，同时忘不了喂牛吃。并且这一天也被称作“姑娘节”。这一传说与汉族地

区吃乌饭的传说有所相似，但究竟首先出自于侗族还是汉族，由于侗族无文字，也就无

从考证，但从与植物界密切的关系来看，也有先源于侗族的可能，有待后人的进一步研

究。
（６）“六月六”吃新节

所谓吃新，就是新粮下来了，请大家尝新。这是因为侗族过去以种糯稻为主，四月

插秧，十月才收获，时间长，产量低，夏荒时间长，有一段青黄不接的时间，只好吃野菜，
野果。据传说，一位姓杨的款首（长老）带领款众（侗民）提前种玉米获得成功，农历六月

初玉米熟了，于是六月六这天，请全寨人到他家里尝新收割的玉米。从此，大家学会了

种夏粮，解决了夏荒的困难，一为纪念这个有意义之举，便定“六月六”为尝新节，因各地

夏粮成熟的早晚不同，因而尝新节的时间也不同，纪念的方式也不同。如有的将早稻成

熟定为尝新节，即七月十三或十四日。一般都将嫩苞谷粒炒熟泡油茶，或做成苞谷粑，
还要捕鱼，杀鸡、鸭、备酒，请亲戚朋友来尝新，而且一般都先祭祖再用餐。

（７）敬狗饭

尝新节的这天，狗是上宾，新米饭煮出来先让狗尝过以后人才尝。因为侗族传说，
远古时候，洪水滔天，绝了谷种，是一条白色的神犬漂洋过海，在西王母的晒谷坪里打了

一个滚，全身粘满谷粒，在过海回来时身上的谷粒被水洗掉了，只剩有尾巴尖翘在水面

上带着几颗谷粒。人类靠这几粒谷种才发展到今天。为了不忘狗的功劳，新谷登场要

请狗先尝。瑶族也有此俗。
（８）“八月十五”吃豆节

农历八月中旬为豆子成熟时节，而禾谷要到十月初才可收获，当时人们只知道把豆

子当菜吃，聪明的姑娘兑投（侗语，指姑娘中的领头人），在月中旬一个明月当空的晚上，
带领姑娘在野外生火做饭，先用油炒豆子，炒熟后压 碎，放 盐，香 料、水 再 煮，将 水 煮 干

后，香气四溢，清香可口，小伙子知道后，也带来豆子，大家边吃边对歌，通宵达旦。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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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感到奇怪，也来观看，老人们尝豆饭后，得到老人的赞赏。从此豆子能当粮，不但解决

一夏荒问题，而且侗族地区喜爱种豆子，这种豆叫“饭豆”，为了纪念兑投姑娘，每年八月

十五这晚，要备酒菜祭“萨”，祭兑投姑娘，家家户户煮豆饭，青年男女举办野餐，唱歌跳

舞，行歌坐月。
（９）“烧鱼”
侗族有在稻田养鱼的习惯。每年春季插秧后，便把鱼苗放入禾田，到稻谷飘香的季

节，鱼苗也长成了一斤左右的大鲤鱼了，人们外出劳动时，带上用粽叶包的糯米饭、盐、
辣椒，午间吃饭时，在田里抓来活蹦乱跳的鲤鱼，除去内脏，用竹篾穿起来，放在篝火上

慢慢烘，待到外鳞金黄，香气四溢时，大家团坐在一起，左手拿糯米团，右手拿烧鱼，蘸着

盐、辣椒等佐料，边吃边谈笑风生，如有过路的人，他们热情地邀 请 你 加 入 吃 烧 鱼 的 野

餐。
（１０）“黄节”酸
侗族把收割季节称“黄节”，一般从七月十四日开始，“黄节”到了，亲友都会互相协

助收割，当主人的必须赶在收割之前，准备好酒菜，招待帮忙的客人。同时宰杀鱼、鸡、
鸭腌制酸肴。做酸肴剩下的肚肠杂碎，全都煮熟来招待帮忙的客人，名之为：“吃羹”。

（１１）放禾晾

通道侗族喜种糯禾稻，秋收时，用一把禾镝（侗语ｔｉｄｔ，长约３ｃｍ）一穗一穗地摘收

捆成把，名叫“禾把”。晾在村寨边的禾晾架上，一时团寨周围的禾晾架挂满金灿灿的禾

把，变成一座禾把墙，别是一番情景。待禾穗晾干，全寨邀约同一天将禾把下晾，收进仓

库。放禾晾的当天，彼此互助，各家准备丰盛的佳肴和米酒，互相邀约饮宴，称为“晾禾

酒”。
中国侗族属于内陆民族，又是大山民族，具有内陆民族普遍的保守性和内聚力。唐

宋时代就基本完成了迁徙而逐渐聚居在今湖南、贵州、广西三省区毗连 的 崇 山 峻 岭 之

中。他们在这片土地之上经营着农业，依赖着大山，长期处于封闭的农耕经济的状态之

下，同时也使他们自然形成了不依赖外界力量的帮助和与外界的交流而能自给自足，自
由生存繁衍。囿于一定的活动范围内，靠一种或几种简单、重复的方式求得生存，不需

要更多的创造和变换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他们可以年复一年地做同样的农活。侗族稻

作文化无疑给单调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活力，对侗族人民情感的交流、心身健康、社会

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刘育衡　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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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侗族的“仙杉”崇拜与鼓楼文化

当你步入中国的侗乡山寨，你会惊奇地发现，那里村村寨寨有鼓楼，侗家人时时刻

刻离不开鼓楼，他们自豪地自称为“鼓楼儿女”，因而形成了独具侗族特色的由“仙杉”崇
拜而产生的鼓楼文化。鼓楼既是富有侗族特征的建筑文化，又有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
是该民族认同意识，审美心理艺术的结晶，是侗族世世代代文化的沉淀和心血的凝聚，
是侗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主要标志。

１　“仙杉”崇拜与鼓楼文化的渊源

侗族是我国十五个最主要的土著民族之一，在侗族古老的神话和传说中，有很多关

于杉树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Ｌａｍｂ．）Ｈｏｏｋ．是“生命之树”、“侗族之源”的故事。
例如：据说侗族的祖先姜良、姜妹就是杉树让他们成亲，繁殖后代，才有了侗家人的。他

们希望侗家人能像杉树那样易于落地生根，郁郁葱葱，繁荣昌盛。从此，杉树尤其是巨

大的杉树成为侗族人民崇拜的树神———仙杉，不但不能刀砍斧凿，连枯树枝叶也不能当

柴烧，大家倍加保护，同时仙杉常被新生的婴儿认作“婆婆”，乞求大树神保佑孩子顺利

成长。在侗族的不少村寨，小女婴满三天后，其父母亲便要亲手为其栽３～５棵杉树，俗
称“姑娘树”，有的还造“姑娘林”，作为女儿长大成人的专门费用，反映了侗族社会仍保

留了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
由于侗族人民认识事物，解释世界，对事物的性质、特征关系的认识和反映过程，都

予以喻象化。侗族人民心中的树神杉树成了“百祥树”，侗族人民往往把人的行为与杉

树相比，既歌颂了杉树，又形象生动地教育了人们。如：“百祥树，要数杉树最直、最大，
作人要像杉树一样，立得直、坐得正。”为了让侗族人民团结一心，则 说“杉 树 千 枝 共 条

根，我们要像杉树那样共条心。”把人的正直品质象征为：“要像谷仓坐得正，要像杉树立

得直。”充分体现了侗族人民对杉树形象、性格的热爱和崇拜，及对杉树的特殊情感。
在我国南方，由于地面潮湿，水网密布，原始时期则是“巢居”进而发展成“半巢居”，

就是在树上搭草棚，或者埋在地下几根木桩，再搭草棚作为居室，然后才发展成为干栏

式建筑的。侗族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侗族祖先迁来南方时，在山坡上有一棵几抱

大的杉树，就像一把大伞罩着整个山坡。树寨的人置了许多长凳，大树下成了大家平常

聚集议事、唱歌娱乐、休息的场所。不知多少年后，杉树死了，寨子的人们商议，砍倒老

树在原来的地方仿照杉树形状修造了一座楼。独脚楼就这样诞生了，这就是初始的鼓

楼，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及与中原汉族文化的交流，把汉族中原地区的宝塔式的楼与楼

式建筑融为一体，建成为现在远远超出中原的宝塔式鼓楼。据考证，最早的鼓楼距离现

在已有６００余年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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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鼓楼再现了侗族人民的“仙杉”崇拜

鼓楼的产生与侗族居住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中国 侗 族 聚 居 在 盛 产 杉 木 的 密 林

中，易于就地取材。同时在侗族聚居地，虽然终年潮湿，霉雨季节又长，鼓楼却始终以杉

木为建筑材料，已经历数百年风风雨雨，而巍然屹立。除了建筑工艺和技巧令世人叹为

观止外，与杉木耐腐蚀，不易被虫蛀亦有关。我国古代书中早有记载：宋代《图经本草》
载：“杉木……，木类松而劲直，叶附枝生，若刺针。”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言：“杉

木叶硬，微扁，如刺，结实如枫实。……其木不生白蚁，烧灰最为发火药。”
侗族人民对鼓楼的选材十分严格，讲究。尤其是中心的通天柱、中柱，既要挺拔俊

秀，又要粗细一致。一般要生长２０年以上的合抱大树，如建１７层的鼓楼，需选用２０多

米高，直径８００ｍｍ以上的杉。”其生长期需要２５～３０年。鼓楼的副柱、边柱、檩条等也

要求直径、长短整齐划一。独特的材料，决定了它独特的建筑风格。它不用一钉一铆，
全部是用木柱、木榫、木栓，通过横穿、斜穿、斜挂、直撑的方法，采用榫与悬柱结构，相辅

相成，相抵相撑，组成微妙的力学方程式，牢固而又严谨。
侗族鼓楼具有独特的造型艺术，顶层是圆 伞 形，楼 座 是 宫 殿 式 圆 柱 形。它 的 五 个

（或七个）檐角和檐面呈现出主体的空间，展现在人们面前犹如一株生机勃勃、枝叶繁茂

的巨杉。鼓楼的楼冠、楼颈、楼身、楼座四大部分的有机组合，正是侗族人民模拟巨杉形

象，左右、前后、上下都是对称、均衡、和谐的统一。他们对杉树崇拜的心理特征和审美

意识，决定着他们建造的鼓楼正是对巨杉的模仿，侗族鼓楼独特的造型艺术是该民族文

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的再现。

３　现将中国贵州省从江县的增冲鼓楼建筑予以具体介绍。

增冲鼓楼建于清代康熙１１年（１６７２年）秋。至今已有３００余年的历史。鼓楼为全

木质 结 构，宝 塔 形，双 葫 芦 顶。高２５ｍ，占 地 面 积１６０ｍ２。内 有４大 柱，每 根 直 径 为

０８ｍ，高１５ｍ，每柱之间距离为３６ｍ，构成高耸的椎形方架，为鼓楼的栋梁骨干部分。
距内４大柱的外围３ｍ处，竖有８根，高３５ｍ的支柱，将４大柱团团围住，并以穿枋与

内４柱相连，呈辐射状。再叠上数层，每层则用８根瓜柱层层叠竖，依内四柱将穿枋逐

渐缩短，紧密衔接，竖到第１１层。１１层上面，另立有两层８檐８角的伞顶宝塔，为鼓楼

的顶部。这两层侗语叫“干梗”，它形成斗拱结构，孔隔交错，工艺精细，为我国木质结构

建筑中所罕见。在此层楼的顶阁中，有一个长３ｍ，直径５０ｃｍ的鼓（指挥鼓）。最顶部

为陶瓷宝珠尖顶，直插云霄，远望犹如巨杉形成的层层叠叠的圆伞，荫护着周围。
由于侗族悠久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形态，使他们形成了不依赖外界力量的帮助

和与外界的交流而自由生存繁衍的能力。即使遇到自然灾害，他们也只求助于所信仰

的众神：大自然万物和祖先。囿于一定的活动范围内，靠一种或几种简单重复的方式求

得生存，不需要如狩猎民族那样需随时适应变化多端的环境，应付各种不同的野兽和猎

物以及众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可以年复一年地做着同样的农话，一代接一代地过

着传统的节日，生活是安定的，文化生活是传统的，思想意识是 统 一 的，人 民 是 团 结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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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固守族规族约，排斥拒外的，性格是内向细腻、温纯的，因而反映在其文化意识形态

领域，必然会出现整体美、规则美、细腻美，由“仙杉”崇拜而形成的鼓楼文化正是这种观

念的集中表现。

４　侗族鼓楼文化的内涵及其价值

任何文化都是人类自觉的创造。研究任何文化现象都必须从人类对比创造的动机

和社会的需要方面去考虑、评价。与万里长城一样，侗族鼓楼具有重要的社会需要和社

会功能。
鼓楼是政治活动的中心场所，鼓楼是民族的象征，是民族议事开会的重要场所，是

侗族实施习惯法的场所，又称为法场。
鼓楼是侗族社会商讨经济活动的重要场所，鼓楼又具有保护侗族生存、发展、社会

安定的军事意义；同时鼓楼也是祭祀、社交、文娱活动的重要场所；是传授、创作各种民

间文学艺术的课堂，是继承延续和发展侗族民间文学艺术的基地，鼓楼促进了侗族群体

意识的形成，是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支柱。
由于侗族鼓楼具有以上社会功能，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侗族人民将鼓楼视

为民族遮阳、避雨、造福之楼，鼓楼代表着家族的富有、兴旺和威严，因而座座鼓楼都高

大、挺拔、威武，犹如一株株枝叶繁茂，郁郁葱葱的巨杉，挺拔壮美。在侗家人的心目中，
有了鼓楼，家庭就有了依靠，有了归属，在侗族聚居区流传着“建寨之前先修鼓楼”之说。
鼓楼这种给人心理上的寄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侗族社会人民生活的一种动力。所以，
建寨先建鼓楼，即使一时还无力兴建，也要在鼓楼坪上栽一根杉树干，作为鼓楼的象征，
鼓楼文化成为了侗族的一种信仰。由此可见，鼓楼在侗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鼓楼是家族的产物，又是维系家族存在的纽带，鼓楼是财富的标志，团结的象征，鼓
楼修建得雄伟高大，说明这个家庭富有、团结，全家族人感到自豪，在侗族社会中，荣誉

的价值是很高的，都想将自己的鼓楼建得高大。但在家庭内部的各个家之间，财富上的

差别是存在的。而鼓楼文化恰好在这一点上给这种差别予一定程度的隐盖，从荣誉上

而不是实际上平均了财富，减少了家庭成员间由于财富差别而可能产生的矛盾，从而减

少了社会摩擦。你富有，我的脸上也光彩，你贫穷，我也有一份责任，因为我们同属一个

鼓楼。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个人的事往往又是家族的事。鼓楼文化很自然地使村寨成

员意识到他们之间有着一致性，使村寨成员间随时产生一种认同感，对于维护村寨的团

结和安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村寨的每一个成员来说，修建鼓楼是件积功德的

事，所以侗族人民无论“男女老幼，唯力是尽，绝不推诿而终止”。因此侗族鼓楼文化是

侗族社会对内相互依存，团结互助，和睦相处的群体意识与人和精神的突出物化标志。
侗族的鼓楼文化就是这样组织了一个家庭，组织了一个一个村寨，从而组织了侗族

整个社会。同时，也正是这种鼓楼文化，使侗族成为一 个 古 雅 纯 朴、文 明 礼 貌、热 情 好

客、注重礼节、喜听好事、乐于助人、热心公益而著称于世的民族。
由此观之，鼓楼注入了侗族人民的情感，融合了人们美好的向往，它蕴含着该民族

对于精神文化的追求。同时也可以看出侗族的生存、发展、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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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与鼓楼息息相关。由古老的“仙杉”崇拜而形成的鼓楼文化，是侗族人民在所处的

特殊生态环境下，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独创的文化模式，是对民族生物学和人类文

化学的杰出贡献。

刘育衡　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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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流长的瑶族“庞桶药浴”及浴波植物

瑶族是一个迁徙的民族，素有东方“吉卜赛人”之称，但它又不同于游牧的蒙古族和

走街串巷、从事手工业的吉卜赛人，瑶族在从事游种耕山的民族。“瑶永过管山，刀耕火

种”，过着“今岁此山，明年又别岭”的游种耕山生活。同时由于历史上种种原因，瑶族是

游耕的过程中，“惟恐钻山不深，入林不密”，因而瑶族逐渐迁徙到雪峰山脉与五岭山脉

之间的高山地带，居住在更高更险要的深山林菁之中，逐渐形成了“南岭无山不有瑶”之
居住局面。因而产生了与瑶族生态环境相适应独具瑶族特色，集防病、治病、健身于一

体的，用草药煮水洗身的养生方法———“庞桶药浴”。

１　源远流长的“庞桶药浴”

相传在远古时期，瑶族的祖先盘王兄妹在洪水滔天，淹没整个村寨和田园时，坐在

大庞桶内，脱险逃生。后来他们兄妹繁衍了后代，而成为瑶人，所以在瑶家到处可见到

用杉木做成的高１ｍ，宽０．６ｍ，长０．７ｍ的大木桶，这便是用药水洗澡的“庞桶”，又称为

“黄桶”。过山瑶十分重视洗澡，无论严冬酷暑，每人每晚都必须入“庞桶”内浸泡洗身，
既洗涤刀耕火种时沾染的炭灰泥迹，又通过温水浸泡解乏，使血脉流通，便于入睡。在

冬天浸泡后，更能在料峭的山风中抗御寒冷，弥补因生活贫困而带来的 衣 服 被 褥 的 不

足。瑶医在过山瑶这一良好的生活习俗上，充分利用生产、生活中的自然资源，发展为

药浴采集药物，经煎煮后用药液浸泡擦身治疗，使温度较高的药液接触全身皮肤，让药

力通过毛细血管进入体内，达到防治疾病，强身健体的疗效。
由于瑶族居住在高寒山区，多雨水、云雾，短日照，湿度大，且瑶族多居住在简易的

竹屋俗称为“千个柱头下地”，或半山洞、半房屋俗称为“半仙居”的地方。瑶族地区，由

于生产力低下，瑶族人民终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因而易患风湿病，坐骨神经痛，关节

痛，腰腿痛，皮肤病，皮炎，疥疮，湿疹，瘙痒等，所以瑶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

了药浴方式，以冀达到防病、健身的目的。在劳动了一天之后，在药水中浸泡一下，既以

消除一天的疲劳，又有祛风湿、通经络、舒筋活血、散瘀 止 痛、祛 风 止 痒、解 毒 消 肿 的 作

用，可以预防和治疗风湿病、皮肤病等。瑶族用药水洗身，不分男女老幼，全家皆洗，一

家轮流洗，水脏了就换，冷了再加热。洗澡的 规 矩 是：先 客 后 主，先 小 后 大，先 老 后 少。
现在一些平地居住的瑶民，也逐渐采用了换药水的方式进行药浴。妇女生孩子，满三朝

均洗药水澡，婴儿洗后健壮免疫，产妇可以驱风去瘀、补身强体，产 后 一 星 期 就 可 以 劳

动。如湖南省兰山县的瑶族人民，用艾叶煎水给初生婴儿沐浴，可免患皮肤病，用葫芦

卷须在年终除夕之夜给小儿洗澡，据说可免出麻疹。瑶族人民过端午节，家家户户都采

用鲜药草洗澡，对于春季流行病起了很好的防治作用。
瑶族药浴原是借水的温度，水的机械刺激和药物的作用，对机体发挥治疗效能的。



１７３　　

源
远
流
长
的
瑶
族
﹃
庞
桶
药
浴
﹄
及
浴
波
植
物

当利用热药液在皮肤或患处熏洗时，由于温热刺激，引起皮肤各处的血管扩张，能促进

局部和周身的血液和淋巴循环，使新陈代谢旺盛，改善局部组织营养和全身机能，并能

疏通经络，促进经络的调节活动功能。药液又能刺激皮肤的神经末梢感受器，通过神经

系统，形成新的反射，从而破坏了原有的病理反射联系，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由此可

见，瑶族药浴与现代医学的研究是相符合的。
由于皮肤和粘膜有呼吸作用，药浴所用药物不同，亦具有滋补强壮、清热解毒、消炎

杀菌，疏通腠理、清洁伤口、活血通络、行气止痛、祛风燥湿、杀虫止痒等不同的作用，可

治疗多种疾病。正因为如此，在瑶族广泛流传一句民谣：“若要长生不老，天天洗个药水

澡。”这就是洗药水澡能成为瑶族的习俗，历数百年而不衰，沿袭至今的秘诀。至于汉族

药浴与瑶族药浴究竟谁开药浴之先河？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瑶族没有形成本民族

的文字，故无典籍可考，但瑶族药浴的历史已经源远流长了。

２　瑶族浴用植物

瑶族药浴所用的草药来自瑶族人民居住的大瑶山，一般都自采自用，多采用鲜药，
平常亦将采回的草药洗净晒干备用。一般根据药物的性能，搭 配 使 用，常 无 固 定 的 配

方，各种草药的分量，凭他们的习惯、经验而定。
瑶族的浴用植物有上百种，可分为以下几大类，择其主要品种分述如下。
（１）瑶族药浴治疗疾病的分类

治疗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腰腿麻 木、疼 痛 等 疾 病 的 草 药，具 有 舒 筋 活 络，祛 风 除

湿，活血止痛，消除疲劳，强身健体之功效。
治疗皮肤瘙痒、湿疹、皮炎、牛皮癣、痒疮、疥疮、漆疮等皮肤病的药草，具有祛风止

痒，清热解毒，凉血止痒，清洁皮肤，解毒防疮的功效。
清凉类：大多有清暑热，疗疮疖之功。
其他类：小儿高烧，麻疹不透，产妇月子洗澡。
（２）瑶族常用的风湿类浴用植物

① 红牛膝（野牛膝、红牛薯、洁得闹勉射）　苋科植物柳叶牛膝Ａｃｈｙｒａｎｔｈｅｓｌｏｎｇｉ
ｆｏｌｉａＭａｋｉｎｏ的全草。

②健骨风（山姜、姜接风、闹姑莲、牛耳风、土砂仁）　姜科植物山姜Ａｌｐｉｎｉａｊａｐｏｎ
ｉｃａ（Ｔｈｕｎｂ．）Ｍｉｑ．的全草。

③健骨风（健杆风）　姜科植物华山姜Ａｌｐｉｎ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Ｒｅｔｚ．）Ｒｏｓｅ的全草。

④勾藤（独江崩、鹰爪风）　茜草科钩藤Ｖｎｅａｒｉａｒｈｙ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Ｍｉｑ．）Ｊａｃｋｓ．的带

钩的茎、叶。

⑤伸筋草（石菖蒲）　天南星科植物石菖蒲ＡｃｏｒｕｓｇｒａｍｉｎｅｕｓＳｏｌａｎｄ．的全草。

⑥向日葵　菊科植物向日葵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ａｎｎｕｕｓＬ．的花托。

⑦健骨风　忍冬科植物珊瑚树Ｖｉｂｕｒｎｕｍｏｄｏ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ｕｍ ＫｅｒＧａｗｌ．Ｈｓｕ的全株。

⑧瑶婆风　杜鹃花科植物滇白珠ＧａｕｌｔｈｅｒｉａｌｅｕｃｏｃａｒｐａＢｌ．ｖａｒ．ｃｒｅｎｕｌａｔａ（Ｋｕｒｚ）

Ｔ．Ｚ．Ｈｓｕ的全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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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松筋藤　松萝科植物破茎松萝ＵｓｎｅａｄｉｆｆｉｒａｃｔａＶａｉｎ．的全草。
石姜（七星箭）　水龙骨科植物江南星蕨Ｍｉｃｒｏｓｏｒｉｕｍｆｏｒｔｕｎｅｉ（Ｍｏｏｒｅ．）Ｃｈｉｎｇ

的全草。
钻风（壮骨风、牛眼睛、冬刚贞）　木兰科植物冷饭团Ｋａｄｓｕｒａｃａｃｃｉｎｅａ （Ｌｅｍ．）

Ａ．Ｃ．Ｓｍｉｔｈ的根藤。
伸筋草（小 伸 筋、地 伸 筋、伸 筋 勉）　石 松 科 植 物 石 松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ｕｍ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ｍ

Ｔｈｕｎｂ．的全草。
见风消（摇竹消）　樟科植物山胡椒Ｌｉｎｄｅｒａｇｌａｕｃａ （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Ｂｌｕｍｅ的

全株。
半枫荷（半 边 风、鸡 爪 风、清 凉 伞）　五 加 科 植 物 树 参Ｄｅｎｄｒｏｐａｎａｘｄｅｎｔｉｇｅｒ

（Ｈａｒｍｓ）Ｍｅｒｒ．的全草。
枫球子　金缕梅科植物枫香树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Ｈａｎｃｅ的果实。
竹叶伸筋草（摇边竹、麻堆沮、五角叉）　百合科植物万寿竹Ｄｉｓｐｏｒｕｍｃａｎｔｏｎｉ

ｅｎｓｅ（Ｌｏｕｒ．）Ｍｅｒｒ．的全草。
皂角刺　豆科植物皂荚Ｇｌｅｄｉｔｓ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ａｍ．的树枝。
香藤（雪 朋 仲、狗 舌 风）　番 荔 科 植 物 瓜 馥 木Ｆｉｓｓｉｓｔｉｇｍａｏｌｄｈａｍｉｉ（Ｈｅｍｓｌ．）

Ｍｅｒｒ．的全草。
鞋底风（黑风藤）　番荔枝科植物黑风藤Ｆ．ｐｏｌｙａｎｔｈｕｍ （Ｈｏｏｒｆ．ｅｔＴｈｏｍｓ．）

Ｍｅｒｒ．的全株。
大伸筋　百合科植物蜘蛛抱蛋ＡｓｐｉｄｉｓｔｒａｅｌａｔｉｏｒＢｌｕｍｅ的全草。
络石藤（爬 石 藤、过 墙 风）　夹 竹 桃 科 植 物 络 石Ｔｒａｃｈｅｌｏｓｐｅｒｍｕｍ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

（Ｌｉｎｄｌ．）Ｌｅｍ．的全草。
华泽兰　菊科植物华泽兰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Ｌ．的全草。

（３）瑶族常用的治皮肤病的浴用植物：

① 博落回（夺红、救 命、号 筒 杆、叶 下 霜）　罂 栗 科 植 物 博 落 回 Ｍａｃｌｅａｙａｃｏｒｄａｔａ
（Ｗｉｌｌｄ．）Ｒ．Ｂｒ．的全草。

② 笔筒草（节节草、木贼草）　木贼科植物笔管草ＥｑｕｉｓｏｔｕｍｄｅｂｉｌｅＲｏｘｂ．的全草。

③ 笔筒草（节节草、木贼草）　木贼科植物节节草Ｅ．ｒａｍｏｓｉｓｓｉｍｕｍＤｅｓｌ．的全草。

④ 千里光（九里光）　菊科植物千里光ＳｅｎｅｃｉｏｓｃａｎｄｅｎｓＢｕｃｈＨａｍ．的全草。

⑤ 银花（银花藤、鹭鸶藤）　忍冬科植物忍冬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的全草。

⑥ 银花　忍冬科植物短柄忍冬Ｌ．ｐａｍｐａｉｎｉｎｉｉＬｅｖｌ．的全草。

⑦ 银花　忍冬科植物皱叶忍冬Ｌ．ｒｈｙｔｉｄｏｐｈｙｌｌａＨａｎｄ．Ｍａｚｚ．的全草。

⑧ 甜 茶（藤 草）　葡 萄 科 植 物 显 齿 蛇 葡 萄 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ｇｒｏｓｓｅｄｅｎｔａｔａ （Ｈａｎｄ．
Ｍａｚｚ．）Ｗ．Ｔ．Ｗａｎｇ的全株。

⑨ 夏枯草（酣打蕻勉、夏枯球）　唇形科植物欧夏枯草ＰｒｕｎｅｌｌａｖｕｌｇａｒｉｓＬ．的全

草。
红花银糖菜　藜科植物土荆芥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ａｍｂｒｏｓｉｏｉｄｅｓＬ．的全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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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板归（铁骨 刺、蛇 不 过、酸 叶 子）　蓼 科 植 物 杠 板 归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ｐｅｒｆｏｌｉａｔｕｍ
Ｌ．的全草。

马鞭草（野艾）　马鞭草科植物马鞭草Ｖｅｒｂｅｎ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Ｌ．的全草。
海金沙　海金沙科植物海金沙Ｌｙｇｏｄｉｕｍ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Ｔｈｕｎｂ．）Ｓｗ．的成熟孢

子或全草。
醉鱼草（猫尾巴、羊尾巴、羊奶奶、羊尾花）　马钱科植物醉鱼草Ｂｕｄｄｌｅｉａｌｉｎｄ

ｌｅｙａｎａＦｏｒｇ．的全草。
见风消　樟科植物山胡椒Ｌｉｎｄｅｒａｇｌａｕｃａ（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Ｂｌｕｍｅ的全株。
香樟（樟树叶）　樟科植物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ｃａｐｍｈｏｒａ（Ｌ．）Ｐｒｅｓｌ的叶。
风箱树　茜草科植物风箱树Ｃｅｐｈａｌａｎｔｈｕｓ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Ｌ．的全株。
密拱　十字花科植物蔊菜Ｒｏｒｉｐｐａｍｏｎｃａｎａ（Ｗａｌｌ．）Ｓｍａｌｌ的全草。
饿蚂蝗（磨谷拜）　豆科植物小槐花Ｄｅｓｍｏｄｉｕｍｃａｕｄａｔｕｍ （Ｔｈｕｎｂ．）ＤＣ．的全

株。
喷白（羊泡木）　漆树科植物盐肤木Ｒｈ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Ｍｉｌｌ的根、叶。
小叶 买 麻 藤　买 麻 藤 科 植 物 小 叶 买 麻 藤Ｇｎｅｔｕｍ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ｕｍ （Ｗａｒｂ）Ｃ．Ｙ．

ＣｈｅｎｇｅｘＣｈｕｎ的全草。
七 月 白 （衣 白 节 膜、塘 边 藕）　 三 白 草 科 植 物 三 白 草 Ｓａｕｒｕｒ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ｏｕｒ．）Ｂａｉｌｌ．的全草。
牛皮 冻（打 得 边 学）　萝 摩 科 植 物 牛 皮 消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Ｒｏｙｌｅｅｘ

Ｗｉｇｈｔ的全草。
（４）瑶族常用于产妇强身、健体的俗用植物

① 益母草（红花艾、野磨起、坤草、冲玉子）　唇形科植物益母草Ｌｅｏｎｕｒｕｓｈｅｔｅｒｏ
ｐｈｙｌｌｕｓＳｗｅｅｔ的全草。

② 野艾（黑瑶崴、坠落艾）　菊科植物艾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ａｒｇｙｉＬｅｖｌ．ｅｔＶａｎｔ．的全草。

③ 络石（爬 石 藤、过 墙 风）　夹 竹 桃 科 植 物 络 石Ｔｒａｃｈｅｌｏｓｐｅｒｍｕｍ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
（Ｌｉｎｄｌ．）Ｌｅｍ．的全草。

④ 血防藤（嗄 搭 思 黑、都 罗 莲、硬 角 藤）　豆 科 植 物 鸡 血 藤 Ｍｉｌｌｅｔｔｉａ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Ｂｅｎｔｈ．的全株。

⑤ 水蜡烛　香蒲科植物东方香蒲Ｔｙｐｈ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Ｐｒｅｓｌ或香蒲科植物长苞番蒲

Ｔ．ａｎｇｕｓｔａｔａＢｏｒｙ的花粉。
（５）治疗小儿疾病的浴用植物

① 小儿麻疹不透

ａ．饿蚂蝗（磨谷拜）　豆科植物小槐花Ｄｅｓｍｏｄｉｕｍｃａｕｄａｔｕｍ（Ｔｈｕｎｂ．）ＤＣ．的全

株。

ｂ．密拱　十字花科植物蔊菜Ｒｏｒｉｐｐａｍｏｎｃａｎａ（Ｗａｌｌ．）Ｓｍａｌｌ的全草。

ｃ．葛麻藤（葛根）　豆科植物野葛Ｐａｅｒａｒｉａｌｏｂａｔａ（Ｗｉｌｌｄ．）Ｏｈｕｉ．的根。

② 清骨蒸潮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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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刚鞭木（吊马桩、黄豆树）　豆科植物大叶胡枝子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ｖｄａｖｉｄｉｉＦｒａｎｃｈ．的
全草。

ｂ．铁凉伞　海桐科植物光叶海桐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ｇｌａｂｒａｔｕｍＬｉｎｄｌ．的种子及皮。

③ 小儿高烧：
颠倒（野决明、野 绿 豆 青）　豆 科 植 物 宜 昌 木 蓝ＩｎｄｉｇｏｆｅｒａｉｃｈａｎｇｅｎｓｉｓＣｒａｉｂ．的

根。
以上均为瑶族药浴最常用的植物。瑶族药浴一般采用新鲜植物，平时也备干品冬

季用。瑶族药浴无固定配方，常取了３～７种药草即可。一年一度端午药市是瑶民药浴

的高潮，不论男女老少这一天都得进行药浴，多为祛风除湿防治皮肤病的药草为多。这

与中医认为春季多湿气，气温转暖，百病丛生的看法相一致。因此瑶族端午药浴对春季

发病率高的风湿、皮肤病以及流行病无疑是起到了预防和治疗作用，因而也深受瑶族地

区的汉族人民欢迎。我们先后三次观摩江华、水口、兰 山、江 永、宁 远 等 瑶 乡 的 端 午 药

市，亲眼目睹了当地汉族人民踊跃购买鲜草药，煮水洗身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刘育衡　丁峰　陈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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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植物资源与民族文化

新疆地处天山南北，６０００年来，天山优越的环境和丰富的野生植物，一直是早期人

类生存的理想环境（包括玛扎尔人和塞人），也是历代古人（乌孙人、唐代人、元代人）的

活动地区。古人类的居住地多是依山傍水，植物茂密的地方。《地学史话》记载：“类似

半坡那样的原始社会氏族村落遗址，……从黄河沿岸到长江中下游，……到新疆伊犁河

的伊宁一带，……似乎都可发现这类氏族村落的遗址。数以千计的原始村落遗址大多

坐落在河谷阶地上，有些则是建立在山谷开朗、临近河湖的山 坪。这 么 多 原 始 村 落 遗

址，对地理环境的选择标准是如此一致，绝对不是巧合。”古人以狩猎和采集为生。采集

就是采收可食的野生植物，狩猎的猎物也是以草食动物为主。这就证明了野生植物的

多样性在早期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林培钧等也认为：天山野果

林生物多样性，为本地早期人类和有文字记载的古代人类提供了生存和活动的生活物

资和理想环境。王治来在《中亚史》中提到：“许多学者一致认为，……中亚虽非出现类

人猿的地区，但无论如何也是最早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为什么在荒漠化范围广阔的

中亚和我国新疆地区有早期人类文明的存在？这与天山山脉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分不

开的。
经考察研究认为：“西北地区广大地域近１万年来，气候变化的同步性，即７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年以前的凉干期；２５００～７５００年以前的暖湿期；２５００年以前后温干期。”６０００～
７０００年前进入暖湿期时，新疆进入新石器时代，天山北麓的巴里坤（山间盆地）、木垒至

伊犁河谷等地均发现以石器为特征的遗址。”据王炳华研究认为：“新疆地区……大概在

距今４０００年前后，……步入了青铜时代。”“在战 国 秦 汉 时 期，从 河 西 走 廊 以 西 至 新 疆

（古代包括中亚）这片广大地区的历史舞台上，乌孙是一个占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古代民

族。它西迁伊犁（包括伊塞克湖）地区后，国力得到长足进步。”“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

获得了伊犁河以南、天山，包括伊塞克湖和阿拉木图的大片天然草原和高山优质草场，
大大促进了畜牧业和军马业的发展。由此可见，２０００多年前，伊犁河流域丰富的动植

物资源是乌孙国人强马壮、国力长足进步的坚实物质基础。”人类由新石器时代过渡到

青铜器时代，再到原始农业时代，都只是依靠优良的自然环境，尤其是高等植物的多样

性，在早期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开渠引

水、解决人畜饮水的灌溉农业用水后，人类活动在新疆才逐渐移向较干旱的平原地区。

１　天然果林的栽培与传播

“中国（包括新疆）的原始农业起源于新石器早期，距今约７０００～８０００年，大发展于

新石器晚期，距今６０００～７０００年。”“原始农业的最后阶段为铜石工具并用时期，距今约

４０００～４６００年。”原始农业由采集、狩猎到栽培家养，好的野生果树是首先考虑栽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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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之一。Ｈ．Ｆ．茹赤科夫（苏）指出：“在史前时期即开始苹果的栽培，计有３０００年以

上的历史”。新疆原始村落最早在天山。林培钧等推测：“天山野果林区古人类从采集

野果和野生蔬菜等植物时期到原始农业时期，大约距今４０００～３０００年前”。公元前２
世纪西汉张骞通西域后的１５０年间，汉朝的细君、解忧两公主相继出嫁乌孙国，开拓了

游牧为主的乌孙农业、冶金等生产，汉朝与乌孙国在经济、文化与生产等方面相互交流

甚密。众多史料证明：从张骞等人通西域开始，西域（包括新疆）的天马、葡萄、核桃、苜

蓿、蚕豆、芫荽、葱、蒜等农牧产品不断引入到长安等地。天山野果林和野生蔬菜不仅给

新疆各族人民后来的民族文化以深刻影响，而且也向东和向西传播到欧亚各国。
辛树帜称：“核桃原产于欧洲东南部及亚洲西部，中国在汉时由张骞自西域带回。”

俞德浚也指出：“张骞出使西域，把核桃引入我国，因此有胡桃之名。”至今天山分布的野

核桃和世界各地广为栽培的核桃均同属一个种：ＪｕｇｌａｎｓｒｅｇｉａＬ．。辛 树 帜 研 究 认 为

“苹果原产于欧洲东南部、中亚西亚和中国新疆一带。”并说：“西汉司马 相 如 在 公 元 前

１２６～前１１８年写成的《上林赋》记载，从西域引入可造酒的蒲桃出现了。柰（苹果）也出

现了。说明２０００年前由西域引进的苹果作为佳果也种植在皇家林园”。现今新疆野苹

果Ｍａｌｕｓｓｉｅｖｅｒｓｉｉ（Ｌｄｂ．）Ｍ．Ｒｏｅｍ．应是苹果的原生种。李育农根据植物分类学、酶

学和核型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关于杏的起源，《管子》（公元前６８５年）载：“五沃之土，其木宜杏。”《山海经》（公元

前４６０年）载：“灵山之下，其木多杏。”辛树帜称：“杏原产于中国西北、华北、东北以及蒙

古东部西伯利亚一带”。俞德浚对杏起源的观点也与辛树帜的论述一致。新疆也是杏

的原产地之一。中国栽培的普通杏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ｖｕｌｇａｒｉｓＬａｍ．（Ｐｒｕｎｕｓ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Ｌ．）
与新疆天山野杏同属一个种。它和苹果一样传入阿 富 汗、伊 朗、土 耳 其，再 传 入 欧 洲。
由于新疆特殊自然条件和杏的内在品质，杏的起源、发展、栽培过程中，干制在新疆形成

了一种特异的杏文化。甘肃以东地区和哈萨克斯坦以西的欧洲，由于空气湿度大，均不

具备晒制杏干的自然条件，因而杏干与葡萄干一样成为新疆民族食品一大特色。关于

李属植物的起源，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学术交流，国内外专家均承认欧洲李原产于伊犁地

区的天山野果林。因为在欧洲与其他地区均未发现过野生种欧洲李。４０００年前的塞

人（欧洲白人）又曾在天山地区生活过数百年，后来塞人西迁去欧洲，有可能在那时将李

带去欧洲。
除了上述果品之外，胡葱（大葱）、胡蒜（大蒜）、胡豆（蚕豆）、胡瓜（黄瓜）、胡萝卜等

许多带有“胡”字的物品，都是汉唐时代经由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到内地的，据考证有二十

几种之多。由于古代 把 居 住 在 我 国 新 疆 等 地 长 有 许 多 胡 须 的 少 数 民 族 笼 统 称 为“胡

人”，所以由西域传入内地的东西均冠以“胡”字。这表明西域由于水土、气候的特点，孕
育了许多内地所没有的物产品种。它们传入内地，丰富了内地人民的生活。同样，内地

许多物品传入新疆，也大大丰富了新疆人民的生活。经济、物资、文化的交流从来都是

双向的、互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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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植物资源的利用与保护

随着农业的发展，对野生植物的利用和保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并对各民族的文

化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以下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１）绿洲园艺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农业的进步，新疆各族人民逐渐由山区移向平原。特别是南

疆光热资源充足，但风沙大、雨水少、蒸发量大。为了防御风沙，２０００多年前就形成了

圈地为园的习惯，他们高筑围墙，在围墙内修房、建池、挖渠引水，种植葡萄、果木、花卉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疆绿洲园艺业。诸如葡萄、香梨、红杏、石榴、核桃、无花果等等，都
在高墙的保护下，经 世 世 代 代 浇 灌、培 土、施 肥 培 育 出 来 的，特 别 是 冬 季 为 果 木 穿“冬

装”，覆草覆土，春季开墩、整枝更是新疆劳动人民发明的一种特技。农业的发展使愈来

愈多的野生植 物 得 到 进 一 步 的 利 用 并 得 到 更 好 的 保 护。如 天 山 上 的 雪 莲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Ｋａｒ．ｅｔＫｉｒ．）Ｓｃｈ．Ｂｉｐ．由于其药用价值而被采挖，野生资源日渐减少，近
年来被引种栽培成功，既更多地为人们所利用，又较好的保护了野生资源。其他还有许

多类似的情况。
（２）悬圃

悬圃就是空中花园。史料记载：古巴比伦有 空 中 花 园，那 是 古 巴 比 伦 人 建 造 的 奇

迹；葱岭上也有空中花园，是塔什库尔干先民创造的奇迹。葱岭，即今帕米尔地区的一

部分，因其多野葱而得名，现塔什库尔干县南偏西的派依克河 谷 一 带，确 有 不 少 野 葱。
早在西汉以前新疆居民已将野葱栽培了，张骞通西域时，将其带到内地，当 时 称 作“胡

葱”。时至今日，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每日不可缺少的蔬菜和调味品。史书记载：“将军征

战之场，雁门、毒塞；仙子遨游之境，悬 圃、阆 风。”“流 沙、赤 水，肇 伯 益 之 图 径；悬 圃、舂

山，是先王之册府。”这就是说悬挂在天上的空中花园，是神仙们游玩的佳境。古时的舂

山就是葱岭。在葱岭上有花园，就像悬挂在空中一样。如 今 圃 中 大 多 是 杏 树，树 干 合

抱，歪歪斜斜，说明熬过冬天很不容易。但春天来到时，却繁花似锦，园外杏枝出墙，倍

添诗情画意。秋天硕果满枝，点头含笑。在这世界屋脊上，竟然尚有一佳境，能不吸引

游人吗？当然今天的杏园，不一定就是古书上说的悬圃，但能把杏树引种到海拔３０００
～４０００ｍ的高山上，也算是一个奇迹。

（３）“森林法”
根据楼兰出土的佉卢文文书，对随意砍伐树木的人要进行严惩，规定：“若连根砍断

者，无论是谁都罚马一匹；若砍断树枝者，则罚母牛一头。”这说明２０００多年前的新疆先

民已经有了明确的保护森林的意识，而且以法律条文规定下来。这可能是新疆历史上

第一部“森林法”了。由于当时楼兰处于荒漠半荒漠地区，气候干燥，植被较少，面对日

益恶化的自然环境，生活在当地的古代居民和地方政府，从他们的切身体验中，已经认

识到了保护林木和植被的重要性，所以制订了保护森林、禁止乱砍乱伐林木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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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植物资源利用的习俗文明

新疆是个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各民族的习俗很多，现将其中有关植物利用的民俗，
略举几例。

（１）别致的化妆品

维吾尔族姑娘非常漂亮，除了她们的天姿外，还和她们所用的天然化妆品有关。在

南疆农村中，常见到维吾尔族妇女把眉毛描得很黑、很细、很长，甚至连眉宇之间也连接

起来。远看，在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上面，有一条波纹似的黑眉，别有一番情致。特别

是她们在讲话时，常用眉毛来表达感情，使这又细又长的眉毛更富有魅力了。她们描眉

的原料是房前屋后种植的“奥斯曼”，即十字花科的菘蓝ＩｓａｔｉｓｉｎｄｉｇｏｔｉｃａＦｏｒｔｕｎｅ，以其

根榨汁，用细木棍缠上棉花，蘸汁描眉。这种描眉方法不仅直接效果好，而且可以保护

眉毛，刺激眉毛的生长。所以维族小姑娘从４～５岁便开始描眉，等到她们成人后，眉毛

自然非常动人了，我们在集市上也见到有出售菘蓝鲜叶，用于描眉的。新疆“奥斯曼”集
团公司生产的“奥斯曼生眉笔”就是根据这一民俗创制的，目前在国内外化妆品市场上

十分畅销。
维吾尔族妇女还在海纳花（即凤仙花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ｂａｌｓａｍｉｎａＬ．）盛开 的 季 节，用 其

花瓣捣成泥，抹在指甲上，过数小时之后，艳红的颜色就印在指 甲 上，可 以 保 持 数 天 不

变。更有趣的是维吾尔族妇女用的一种“头油”竟是沙枣（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Ｌ．）
树胶，维吾尔语叫“依里穆”。平时，她们把这种树胶收集起来，每逢过节或走亲访友时，
总要把这种树胶掺水化成液体，用梳子或手涂在头发上，然后梳成小辫子，等干后，辫子

就变得又黑又亮，非常漂亮，一周之内不会变形。据说用“依里穆”涂发，不仅可以较长

时间保持发型的美观，而且可以保护头发，使头发色泽变黑发亮。这可能是维吾尔族姑

娘的辫子“粗又长”的秘诀了。目前，沙枣胶的护发产品尚未被开发，值得深入研究。
（２）喀巴克

维吾尔族称葫芦为“喀巴克”。葫芦是维吾尔族群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像在自己

的庭院里栽培果树、花卉一样，喜欢栽植葫芦。夏季在庭院里和廊檐下都吊满了葫芦，
另有一翻景色。葫芦除了绿化环境之外，南疆一些地区的维吾尔族群众喜欢用葫芦来

作器皿和工艺品。秋季，葫芦成熟之后，他们 掏 去 瓤 和 籽，用 葫 芦 壳 来 盛 水、油、盐、醋

等。特别是盛水的葫芦，大的可盛水１０ｋｇ以上，在出远门时，将它挂在毛驴身上，作为

“行军水壶”。将葫芦切开一半用来做水瓢。还有一种小巧玲珑的“纳斯喀巴克”，上面

刻有花纹的工艺品，十分精巧，也是男人们常用来盛烟的用具。到了封斋期间，南疆一

些地区还有点油葫芦的习俗。
（３）耶务其干

维吾尔语中“耶 务 其 干”是 野 生 麻 类 的 意 思。在 南 疆 便 特 指“罗 布 麻Ａｐｏｃｙｎｕｍ
ｖｅｎｅｔｕｍＬ．”。“道格其干”则是大花罗布麻Ａｐｏｃｙｎｕｍ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ｉｉ（Ｈｏｏｋ．ｆ．）Ｗｏｏｄ
ｓｏｎ”。由于罗布麻在新疆分布较广，各地群众多有利用。最常见的是剥取茎皮搓绳，在
罗布泊地区，包括伊犁等地有和罗布麻茎皮纤维加工成渔网等渔具的习惯。维吾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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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药出售罗布麻ＡｐｏｃｙｎｕｍｖｅｎｅｔｕｍＬ．的叶子，作为消暑剂。据维族草药师介绍，罗布

麻（包括大花罗布麻）的白色乳汁可以解烟毒，在莫合烟中加入些罗布麻叶的碎片，有清

香和解烟毒的作用。
（４）莫合烟

新疆人常用二指宽，２寸 多 长 的 烟 纸，卷 上 一 小 撮 烟 粒，用 口 水 封 位，点 燃 便 抽 起

来。这种烟便是新疆特产的“莫合烟”。据说由俄罗斯传入，新疆各族人民都喜欢抽这

种烟。天山南北均有种植，而以伊犁地区的质量最好。其中，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

县哈尔布呼的莫合烟最有名气。哈尔布呼乡位于西北边陲的阿拉套山下，土地肥沃，气
候凉爽，适合莫合烟的生长，并有自己的莫合烟加工厂。这里的加工方法十分考究，烟

草收获晾干后，要把叶、茎分开，论级别加工成颗粒状。在炒烟之前，锅里放少许清油，
使炒出的烟呈金黄色，具有特别的香味。有的还放些仁丹末，使烟味幽香清凉。一般市

售的都是“定型”产品，在哈尔布呼乡买莫合烟都可以根据顾客烟瘾大小，把茎、叶的比

例当场调配。烟瘾大的多放一些烟茎，可以做到因人而异，因此很受欢迎。
（５）桑区风情

南疆各地多有栽桑的习惯。但因水土和管 理 等 问 题，桑 树 为 减 少 蒸 发；叶 片 越 变

瘦、变小，而果实越长越大，含糖量高。叶子不适合养蚕了（除了和田地区养蚕之外），但
桑葚在各地就是一大特色。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吐鲁番火焰山西面的桃儿沟，它是桑

树成片的地方，每家庭院和房前屋后都栽满了桑树，可谓桑林之海。这里的桑树都很古

老，有的高达１０ｍ以上，树干直径１～２ｍ，年龄都在百年以上，在５～６月间，桑椹成熟

时，无论走进谁家，主人都会摘下一些桑椹来招待客人。这里吃桑椹不分界限，可以“各
取所需”随便吃。桑椹一天三熟，早中晚都可以去摘，若不及时摘下，它也会自行脱落。
当地维吾尔族村民用桑椹熬酱，或榨汁熬糖，还有将桑椹晾干，以备冬天食用。现今，当
地有果酒厂用桑椹加工成白兰地、桑椹甜酒、桑椹果汁等产品。桑椹成熟期较集中，如

何及时采摘加工，减少损失仍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另外，阿克苏产的桑椹酒，在清

朝时就成为地方的名酒。新疆桑树树皮很厚，剥下的树皮可制成桑皮纸。在清代和田

就有了桑皮纸作坊。桑皮纸柔韧光洁，撕不烂，是上等包裹纸，输入内地和卖到国外。
（６）葡萄

和其他许多果树一样，葡萄也是西域人首先种植，据史书记载：公元前１３８年，张骞

带着汉武帝的使命西行，当时受到西域诸国的盛情接待，席间主人常常捧上葡萄一盘，
形如珍珠，味甜如蜜，皮薄汁丰，是中原人闻所未闻的一种美味。张骞返回时携带葡萄

种子一批，献给汉武帝，在皇宫御园、行宫别墅广为种植，民间也争相仿效，朝野掀起了

一股葡萄热。百姓种葡萄，画家画葡萄，工匠制作葡萄 纹 饰 品。葡 萄 从 此 进 入 千 家 万

户，大大丰富了内地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新疆各地多有葡萄干，以吐鲁番产最著名。在吐鲁番干热气候条件下，新疆劳动人

民发明晾房，在靠近葡萄园的向阳岗坡、高地或沙渍地，用土坯砌起一座座两层高的晾

房，远望似平项阁楼，但墙壁布满一格格的通风孔，维语称它为“群结”，这种用土块修建

四面透风而又不让阳光直射的晾房，可以充分利用干热风使葡萄迅速脱水而不失其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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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的色泽。把葡萄一串串地晾挂在晾房里，大大提高了葡萄干的质量和晾制速度，使它

成为一种美味可口而又易贮存和运输的干果。
在中国，首先发明葡萄酒的是新疆劳动人民。早在２０００多年前的汉代，西域富人，

家家都有储藏葡萄酒的巨型酒缸、酒瓮，贮存着大量的葡萄美酒。公元６４０年，唐朝军

队进驻吐鲁番，才把这种酿造技术传到长安。自此西域葡萄酒的酿造逐渐普及，长安街

头的酒楼里也卖葡萄酒了。大诗人李白嗜酒成癖，也最喜欢葡萄酒，诗人王翰也有“葡

萄美酒夜光杯”的佳句；唐史书上有“味兼醍醐，朝野称道”的记载。葡萄酒的酿造，是新

疆人民对我国酒文化的一大贡献。
（７）一枝蒿与胡桐泪

西域盛产多种动、植、矿物药材，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医学和药学，维吾尔医和蒙医

都是中华医药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中名贵重要药材很多，如雪莲、虫草、贝母、甘草、党

参、鹿茸、羚羊角、雄 黄 等 等。有 些 民 间 草 药 也 很 著 名，如 菊 科 植 物 一 枝 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ｒｕｐｅｓｔｒｉｓＬ．是哈萨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的常用药。《本草纲目拾遗》记载：“绍郡府

佐李秉文，久客西陲，言巴里坤出一种药，名一枝蒿，生深山中，无枝叶，一枝茁上，气味

如蒿。”巴里坤是今新疆哈萨克自治县，哈族称它为：“企叶里艾儿门”，蒙语称作：“吐鲁

格其乌布生”，维语称“一孜乎艾曼。”新疆还流传有“家有一枝蒿，百病都除掉；家有一枝

蒿，不怕毒蛇咬”的谚语。现代药理研究表明，一枝蒿有抗蛇毒、镇静、解痉、抗过敏、抗

菌、抗肿瘤等作用。
胡桐泪，是民族药中较为有趣的一种。它是生长在盐碱荒漠里的胡杨树干、树叉或

根部形成的树脂和盐碱混合物，古称“胡桐泪”，维语称“托合拉克依力米。”这种通过植

物体搬运盐分的现象，是胡杨生态学上的一大特点，也是它适应干旱荒漠地区土壤盐渍

化的特殊能力。早在２０００多年前的汉代时，西域居民就用它来治病；后传入内地，也倍

受汉人的青睐，把它视为奇方妙药，来自西域的“胡桐泪”曾贵极一时。胡桐泪又名胡桐

律（《汉书》颜师古注）、石律（《日华子本草》）、石泪（《岭表录异》）、胡桐碱（《本草纲目》）。
《新修本草》云：“出肃州以西平泽及山谷中，形似黄矾而坚实有夹烂木者，云是胡桐树滋

沦入土石碱卤地作之。”《图经》云：“凉州以西有之。初生似柳，大则似桑桐之间。津下

入地，与土石相染，状如姜石，极咸苦。”《本草纲目》云：“木泪乃树脂流出者，其状成块，
以其得卤斥之气，故入药为胜。”胡桐泪含有黄酮类、树脂、有机酸（含有水杨酸）和无机

盐等。性凉，清热利湿，消肿止痛。用于咽喉炎、口齿肿痛、颈淋巴结核、胃痛等。另外，
如果其树脂入土年久，呈大小不等的块状或粉末状，土黄色，含较多的无机盐类，质重而

实，气微，味淡微显土腥，是为胡桐碱。
有关植物资源的民族文化还有很多，其中有许多民族特色的辛香料也是值得深入

调查研究的。

张卫明　肖正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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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久治地区绿绒蒿属植物的
民族植物学

　　绿绒蒿属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Ｖｉｇ．是罂粟科Ｐａｐａｖｅｒａｃｅａｅ第二大属。全属有４９种，除西

欧产１种外，其余均分布于东 亚 的 青 藏 高 原 及 其 毗 邻 地 区。即 在 北 纬２４°～３８°，东 经

７４°～１１１°之间地区形成间断分布。我国有３９种，大部分集中分布于四川西南部、云南

东北部和西北部、西藏东南、青海东南部、甘肃西部等地区。青藏高原是本属分布的中

心，有３２种，其中７种为特有种。
在西方一些国家，绿绒蒿属植物的园艺观赏价值很早就被认识到。１９世纪末已经

引种栽培。由于欧美几乎没有本属植物分布，所以这些种质资源，开始均是从东亚绿绒

蒿的分布地区，如喜马拉雅地区和中国青藏高原等地获得的。２０世纪初期，美国植物

学家恩斯特·享利·威尔逊（ＥｒｎｅｓｔＨｅｎｒｙＷｉｌｓｏｎ）第二次来华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川

西采集全缘绿绒蒿，在他引种到西方的大量园艺植物中也包括多种绿绒蒿属植物。经

过多年的引种驯化，现在在欧美一些著名的植物园均有栽培，并且开展了杂交试验以获

得更有观赏价值的新品种。在一些园艺爱好者的家中也有种植，并有作为商品的种子

或种苗出售，同时提供种植经验信息的交流。目前已成为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观赏花

卉。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欧洲一些研究人员开展了对本属植物的化学成分的研究

工作国内对本属植物的研究报道最早见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步较晚。正深入开展至

目前为止，国内外已有１９种绿绒蒿属植物的化学成分研究报 道，并 且 在 形 态 学、生 物

学、生理学、生态学和植物栽培等方面也进行了广泛研究。
对东方绿绒蒿属植物的认识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即在分布地区为人所熟悉，但并未

普及推广。如与中国毗邻的不丹即将绿绒蒿作为国花。在中国，分布种类最多的云南

省将它列为著名的云南“八大名花”之一。而对本属植物的认识和应用较为深入的当属

生活在青藏高原广大地区的藏族同胞。
藏族不仅知到绿绒一些种类高山草原上生长较多，更有很多种类在传统的藏医药

实践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为常用藏药。如公元８世纪的藏医古籍《月王药诊》中，就记载

了“刺儿恩”、“木琼”、“阿夏择哦”、“欧贝”等多种绿绒蒿属植物的应用方法，后世的许多

藏药典籍如《四部医典》、《晶珠本草》等对它们也有详细记载，目前仍为藏医所广泛使

用。另据杨竞生对《六省区藏药标准》（２９０方）和《青藏高原藏药图鉴》（１１６方）的统计

表明：本属植物在出现过２０次以上的５０种藏药中位居第２５位。１９９５年国家卫生部

公布的《藏药标准》中收载的２００个藏药成方中有３３个处方中有绿绒蒿（２７个）或多刺

绿绒蒿（６个），占１６．５％。这些均表明绿绒蒿属植物在传统和现代藏医药实践中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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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重要的价值。

１　研究方法及背景资料

运用文献检索、野外考察与标本收集、关键人物访谈等民族植物学研究方法，我们

对久治地区绿绒蒿属的植物资源及应用状况进行考察，并采集样品进行形态学及化学

成分研究。
久治县 位 于 青 海 省 东 南 部 北 纬３３．４°，东 经１０１．５°的 青 南 高 原 上，总 面 积８

７５７ｋｍ２，总人口为１．８万，辖６乡，县府驻康赛乡智青松多镇，南与四川阿坝接壤。
本地区植被主要为高寒灌丛、草甸。气候具有显著的高寒缺氧、气温低、光辐射强、

昼夜温差大等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特点，一年中无四季之分，只有冷暖之别，通常把

冷暖两季分别称为冬季和夏季。冬季漫长而严寒、干燥，多大风和雪雹天气；夏季短促

温凉，乍暖还寒，多雨并伴有雪雹，自然条件极为严酷。由于全州地势高峻，易受北方和

西方的寒流影响，日照时间长，降雨（雪）量较多，蒸发量大，多 阵 性 大 风。年 平 均 气 温

０．１℃，年平均降水量７６４．４ｍｍ，年降水日数达１７５天左右，是青海省降雨量最多的地

区，近年来国家所实施的黄河源头人工增雨重大项目就在久治县城驻地智青松多设有

增雨点。该县海拨３４００～５３００ｍ，平均海拔４０００ｍ以上。由于海拔高，大气含量只

占内地的６０％左右。
少数民族为藏族和回族，以藏族为主，是藏民聚居的纯牧业区。藏族全民信仰藏传

佛教（以宁玛派和格鲁派为主）。
黄河从久治县自西向东流经玛曲县，形成黄河第一弯。该县境内有著名的年保叶

什则山，海拔５３６９ｍ。被认为是果洛州藏族的发祥地，因而是倍受尊崇的“神山”，位于

久治县城智青松多镇西南方向，东经１０１．１°，北纬３３．３°，为昆仑山东段的南支巴颜喀

拉山的最高峰。它的顶部由３个常年积雪的山头组成，山体则由好几条山脊和相应的

峡谷组成，俯隘而视，形似花瓣。峡谷中以山谷冰川和悬冰川为主，冰雪融化后，在雪峰

周围的山谷中汇成大大小小１６０多个湖泊，形成雪山镜湖辉映，自然景观万千的景象。
目前正在逐步开发成旅游地。

２　结果与讨论

（１）传统和现代藏医药对绿绒蒿属植物的认识

藏医对于绿绒蒿属植物的认识和应用可以追溯到公元８世纪之前。早在公元８世

纪藏医典籍《月王药诊》就记载“刺儿恩”有止痛、接骨、干黄水；“木琼”有清热解毒，止痛

通淋；“阿夏择哦”有活血散瘀；“欧贝”有清肝热、肺热、血热之功效等。
公元９世纪的藏医经典《四部医典》中记载绿绒蒿：“治肺肝热无遗”；旋复花“治黄

水头骨裂”，白头翁“治骨折托骨槽”，单叶绿绒蒿等性能同（原译注：指白花，紫叶，茎上

有刺之一种）；红花绿绒蒿等为“一切治除热症总药部”；绿绒蒿“除培根热”。
尤其在公元１８世纪著名藏医药家帝玛·丹增嘉措所著的藏药巨著《晶珠本草》中，

对不同类型的药用绿绒蒿的生境、形态、功效、用法等作了较详细记载，至今仍为广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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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所遵循的标准。目前各地藏医中使用较为广泛的为“欧贝”和“刺儿恩”，而“木琼”在

一些地区也有所应用，“阿夏择哦”则很少应用。因而我们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欧贝”和

“刺儿恩”来说明绿绒蒿的应用状况。
在《晶珠本草》中将刺绿绒蒿和欧贝类均归于俄（旱生草）类药物，“俄类”药物分为

五类：根、叶、花、果和全草。上两者均归类于花类药物。由此可见传统的藏医是以这些

植物的花来入药的。而目前各地藏医使用时基本上都以全草入药，但习惯上仍认为以

花疗效尤佳。

①藏医对“欧贝”的认识

“欧贝”为多种绿绒蒿的总称，性凉，味甘、涩。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清炎、止痛的功

效，用于治疗肺炎、肝炎、头痛、水肿、皮肤病及肝与肺的热症。无论古今，“欧贝”在藏医

中都有较多应用，如国家藏药标准中记载的含绿绒蒿的３３种传统藏药成方中，２７种中

应用的为“欧贝”来源的绿绒蒿，６种中应用的为“多刺绿绒蒿”。《晶珠本草》记载：“欧

贝清肝热、肺热。”《味气铁鬘》中说：“欧贝性凉、重。”《如意宝树》中说：“欧 贝 解 一 切 热

病，开喉热闭。”让钧多吉说：“欧贝清肝热、肺热。”
对于各种花色不同的“欧贝类”药物，《晶珠本草》对其功能进行了区分，白花绿绒蒿

治培根、龙的合并病；蓝花绿绒蒿清热，治赤巴病；红花绿绒蒿治血分病；黄花绿绒蒿催

吐培根病。绿绒蒿生长在凉爽的北向高山。花芳香；根单一，状如防风；叶先端圆，淡绿

色，被小毛；茎、花状如藏金盏，花蕊长，花药软胀；果状如半个空心金刚，种子小，黑色，
多粒，味甘、涩，气味芳香；红花绿绒蒿叶薄，叶片特别长，其名叫欧贝玛保；黄花绿绒蒿

（全缘叶绿绒蒿），与上述基本一致，但其茎中空，单一，叶柄、花各自分形，比上述的长而

粗，气味浓。又称做江肖宙尔保、欧贝赛保、嘎吾江肖、洒都赛尔保。
由于大部分绿绒蒿生长范围都很局限，因而各地藏医在使用这类药物时多就地取

材，不同的藏医派别和传承，导致同一药物在不同地区的藏医应用中来源于不同植物。
因而来源较为混乱。如对“欧贝”的认识，《藏药志》认为各地藏医所用的欧贝（有译音为

“埕巴拉”）来源于本属的６种植物，即五脉绿绒蒿、红花绿绒蒿、全缘叶绿绒蒿、圆锥绿

绒蒿、尼泊尔绿绒蒿和毛瓣绿绒蒿；而以五脉绿绒蒿、红花绿绒 蒿、全 缘 叶 绿 绒 蒿 为 正

品；罗 达 尚 等 认 为：“欧 贝”原 植 物 来 源 于 本 属９种 植 物，即 毛 瓣 绿 绒 蒿 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
ｔｏｒｑｕａｔａＰｒａｉｎ、滇 西 绿 绒 蒿 Ｍ．ｉｍｐｅｄｉｔａＰｒａｉｎ、拟 秀 丽 绿 绒 蒿 Ｍ．ｐｓｅｕｄｏｖｅｎｕｓｔａ
Ｔａｙｌ．、红花绿绒蒿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ｐｕｎｉｃｅａＭａｘｉｍ．、全缘叶绿绒蒿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ｉｆｏ
ｌｉａ（Ｍａｘｉｍ．）Ｆｒａｎｃｈ．、圆锥绿绒蒿 Ｍ．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Ｄ．Ｄｏｎ）Ｐｒａｉｎ、尼 泊 尔 绿 绒 蒿 Ｍ．
ｎｅｐａｕｌｅｎｓｉｓＤＣ．、五 脉 叶 绿 绒 蒿 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ｑｕｉｎｔｕｐｌｉｎｅｒｖｉａＲｅｇｅｌ、久 治 绿 绒 蒿 Ｍ．
ｂａｒｂｉｓｅｔａＣ．Ｙ．ＷｕｅｔＸ．Ｚｈｕａｎｇ（根据花的颜色差异有不同的藏文名）。《藏药晶镜本

草》中认为：“欧贝”来源于“毛瓣绿绒蒿”、“红花绿绒蒿”、“全缘叶绿绒蒿”。《国家藏药

标准》中规定“欧贝”的来源为全缘叶绿绒蒿、五脉绿绒蒿Ｍｅｃｏｎａｐｓｉｓｑｕｉｎｔｕｐｌｉｎｅｒｖｉａ
Ｒｅｇｅｌ、长叶绿绒蒿Ｍ．ｌａｎｃｉｆｏｌｉａ（Ｆｒａｎｃｈ．）Ｆｒａｎｃｈ．等的干燥全草。

从调查结果可知，目前在青海、四川、甘肃等藏区使用的主要为五脉绿绒蒿，西藏昌

都地区主要使用毛瓣绿绒蒿。久治地区藏医对“欧贝”的认识和应用基本上是与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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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地区藏医是一致的，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当地藏医所指的“欧贝”即五脉绿绒蒿，并
认为全草均无毒性，是一种疗效很好的药物，最好在花形成但尚未开放时采集，疗效更

佳，在当地藏医的配方中有较多的应用。
“欧贝玛保”（红花绿绒蒿）和“欧贝赛保”（全缘叶绿绒蒿，有称欧贝赛若）的全草目

前在当地藏医治疗中几乎不用（花过去有应用）。长年生活在牧场上的牧民都知道牛羊

不食用这两种植物，并认为牛羊不食用的植物或多或少都有一点毒性（需要指出的是：
在调查中通常所指的毒性并不一定如人们通常认为可以致命的毒物，也包括可能有一

定刺激性或令人不悦的气味），这与藏医对这类植物的认识似乎在一定程度上 是 一 致

的。如被访谈的一些较有经验的藏医都认为红花绿绒蒿与全缘叶绿绒蒿的全草（包括

根）有一定毒性，因而在目前几乎很少使用，即使需要应用，也必须将茎上的毛刺刮净后

方可使用，在采集这两种植物时常常因为植株上的毛茸沾在皮肤上而引起较长时间的

骚痒。更深入的研究表明，由于这些植物都含有多种生物碱成分，在较高剂量时可能引

起中毒。而对于五脉绿绒蒿，一些被访者见过有牛羊食用的情况。近年来国内开展的

对五脉绿绒蒿化学成分的研究较为深入，结果似乎表明它的生物碱成分较少。提示两

者化学成分的差异可能与其毒性是相关的。这也体现了现代科学研究与传统经验认识

的趋同性。

②藏医对“刺儿恩”的认识

“刺儿恩”性微寒、味苦，具接骨、清热、止痛和活血化瘀的功效，主治头伤骨折、跌打

损伤、胸背疼痛等症。目前藏医对“刺儿恩”的应用基本上是以《晶珠本草》的记载为标

准。《晶珠本草》记载：多刺绿绒蒿又名温保达尔亚干、曲禁如茂、才尔恩、温保德吉、苏

欧阵西、才玛达尔都木、达徐见、阿札拉洛合斋等。多刺绿绒蒿：“接骨，提升软骨。”让多

钧吉说：“刺绿绒蒿利头。”
调查表明，“刺儿恩”在藏医实践中的应用远不如“欧贝”广泛，但地位仍十分重要。

在《晶珠本草》中，将多刺绿绒蒿与鞑箭菊、垂头菊称为三镇痛药，这在一定意义上也体

现了它在应用中的重要性。
同时，藏医对“刺儿恩”来源的认识基本一致。“刺儿恩”来源于本属两种植物，即总

状绿绒蒿Ｍ．ｈｏｒｒｉｄｕｌａｖａｒ．ｒａｃｅｍｏｓａ（Ｍａｘｉｍ．）Ｐｒａｉｎ（Ｍ．ｒａｃｅｍｓｏａＭａｘｉｍ．，Ｍ．ｒｕ
ｄｉｓＰｒａｉｎ）和多刺绿绒蒿Ｍ．ｈｏｒｒｉｄｕｌａＨｏｏｋ．ｆ．ｅｔＴｈｏｍａｓ．，《国家藏药标准》中仅规定

其来源为多刺绿绒蒿，而未规定总状绿绒蒿也可应用，这与目前实际使用的情况是不完

全相符的；实际上，从分布区域及生境及药材样品调查等可知，目前藏医中应用的主要

为总状绿绒蒿，间或夹杂多刺绿绒蒿。从生境上看，多刺绿绒蒿生长的环境比总状绿绒

蒿更为恶劣，海拔更高，往往生于山顶无草的岩石缝中，这与《晶珠本草》中记载的：“险

峰生达尔亚干，花蓝色，有光泽，叶被刺，深裂，为刺绿绒蒿。”是一致的。因采集极为困

难，故该植物应用受到一定限制是可以理解的。过去两者曾被认为是同一种植物，未加

以区分，一些研究文献上对两者的记载也常常混淆。在藏医应用中仍无区分，仅以茎是

否中空来区别，似乎是沿用了《晶珠本草》的说法。也有人认为两者是由于不同生长年

限造成植物形态上有所差别。两种植物的化学成分基本一致，与藏医使用习惯中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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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是相符的。我建议根据资源状况及藏医使用习惯，在藏药国家标准中增加总状绿

绒蒿作为多刺绿绒蒿（刺儿恩）的来源之一。
（２）久治地区绿绒蒿的种类及分布

①经调查，在久治地区有６种绿绒蒿属植物分布，即红花绿绒蒿（欧贝玛保）、全缘

叶绿绒蒿（欧贝赛保或欧贝赛若）、五脉绿绒蒿（欧贝）、总状绿绒蒿（刺儿恩）、多刺绿绒

蒿（刺儿恩）、久治绿绒蒿Ｍ．ｂａｒｂｉｓｅｔａＣ．Ｙ．ＷｕｅｔＸ．Ｚｈｕａｎｇ。当地从事相关工作的被

访者将两种有刺的绿绒蒿统称为“刺毛绿绒蒿”。
从生境和分布来看，红花绿绒蒿（海拔３４００～４３６０ｍ）和全缘叶绿绒蒿（３６８０～４

２７０ｍ）相对较多，生境基本相同，主要分布在草甸、山坡酸性土壤中，较为广泛。五脉绿

绒蒿生境大致与上二种相同，但数量较少总状绿绒蒿（海拔３６００～４４５０ｍ）有时在路

边多石土壤中 可 见，但 大 多 生 长 在 海 拔 较 高 的 石 砾 中；多 刺 绿 绒 蒿（海 拔４３８０～４
７００ｍ）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山顶多石处；久治绿绒蒿（海拔４１７０～４４００ｍ）分布极少，仅

在年保山上可见少量植株，其余地方均未见。藏族经验，绿绒蒿属植物都生长在山体的

阴坡或山沟阴面（北面或东北面，藏族认为清晨太阳初升时被照射的面为阳面，未被照

的面为阴面），并认为药物的性能往往与其生长环境相关。如《晶珠本草》中指出：“《续》
中说：‘雪山药有日月之力。’即指生长在雪山、高山的阴凉之地的药物，具有月亮之力，
非常寒凉。生于该地的凉药是药生适地，质佳，为上品。生于该地热药不是生适地，效

力很差，不可入药。生于山坡之阳和山沟温暖地方的 药 物，具 有 太 阳 之 力，非 常 温 暖。
生于该地的热药是药生适地，质佳，为上品。生于该地的凉药是生不适地，效力很差，不
可入药。”，这可间接指导藏医的采集工作，采集特定药物时，藏医的经验是首先大体确

定方向，确定方位来进行采集可以避免盲目，提高效率，也能更好地保证药效。

②藏族群众普遍对当地分布的绿绒蒿属植物较为熟悉，由于红花绿绒蒿和全缘叶

绿绒蒿分布较为广泛，与人的生活环境接触较多，是一种较为常见的高山植物，因而具

有较为普遍的基本认识（在访谈制定标准时，依照对这些种类的认识程度区分为两级：
即见过、知道名字但并不了解其应用的为初步认识或浅认识；而了解其应用价值和方法

的为深度认识或深认识）。在访谈中几乎所有的被访人都知道它们的藏文名字，如红花

绿绒蒿叶叫“欧贝玛保”（玛保指花红色），全缘叶绿绒蒿叫“欧贝赛若”（赛保指花黄色）
或“阿秀菠萝”；五脉绿绒蒿（当地称“欧贝完保”，指花蓝色，而当地藏医一般称其为“欧

贝”）、总状绿绒蒿分布虽不如前两者广泛，但基本上仍处在大多数人的活动范围内，因

而也具有较广的初步认识，大多数被访者都曾见过，也能叫出这些品种的名字，并基本

上与总状绿绒蒿混淆，认为是同一种植物；多刺绿绒蒿生长的海拔相对较高，且多生长

在石砾堆等处，接触的人较少，因而认识的人更少。久治绿绒蒿由于分布极为狭窄，调

查发现在当地藏医中没有应用，基本上不为人认识。当地分布的６种绿绒蒿中，大部分

均有药用价值，其中５种为各地藏医广泛使用的品种。由于藏医在习惯上都为自采自

用，且就地取材。观察发现，虽然传统上都是以全草入药，但在采集时，往往并不刻意强

调必须包括完整的根部分。与必须用地下部分的贝母等采挖时对其周围的草场造成较

多的损害的情况不同，植株的地下部分常常留在土中，采集时一般不会对草场造成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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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损害。我们收集到的样品及向藏医的询问也证实商品中大多以地上部分（即花茎、叶
入药）。但目前尚未有报道证明这种采集方式是否合理。

谢鸿妍对滇西北绿绒蒿属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研究表明，由于两性分工和年龄等差

异，造成对绿绒蒿属植物认识程度的差异。我们的调查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不同地区

的民族生活环境及习惯差异可能对其认识产生的不同影响。
久治地区藏族同胞对于绿绒蒿的初步认识可以说是不分年龄、职业、性别的，这与

绿绒蒿分布与人的活动环境和生活习惯有较大联系。在青藏高原上生活的人们都处在

高山环境中，无论男女老少在日常生活中都与山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山是他们生活

的一个组成部分。如牧民在日常游牧劳作中往往并不以性别来分工种的，妇女与男人

从事同样的工作，甚至分担的工作有时比男人更多，有些牧民家庭的放 牧 往 往 是 由 妇

女、孩子而非由成年男人完成的，这使该地区妇女和孩子有机会接触到 所 能 远 及 的 环

境，也对分布的植物有所认识。另外由于高原地区的气候与平原差异极大，基本上只有

冬和夏两季，本地区３～９月为夏季，也是藏族人的活动期，而１０月～次年３月间基本

上都处于高寒状态，人们普遍都待在家中，很少出门活动，从３～４月末为冬虫夏草的采

收集期，５～８月为川贝母的采收期，当地藏民（包括男人、妇女和稍大一些的孩子）都有

上山挖虫草和贝母的习惯。即使是居住在城镇的居民，也往往利用这种难得的好天气

全家或结伴去一些风景优美的山上住上一段时间。因而无论成年男子或妇女、老人或

孩子都有机会接触到它们。作为较为常见的高山植物和具有特殊而醒目颜色的全缘叶

绿绒蒿和红花绿绒蒿、五脉绿绒蒿等（花果期５月～８月）能被广泛认识。
尽管本地区藏族群众对一些绿绒蒿具有普遍的初步认识，但较深的认识，如作为药

物使用方面的知识，仍然只为专业人员所掌握。也正是由于藏医的代代相传，才使这些

民族医药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吸收他们的经验、方法能有助于新药的发现和疗效的提

高，这是在开发藏药过程中不应忽视的。
（３）久治地区绿绒蒿资源的现状及成因

通过连续２年的观察和了解，近年来该地区绿绒蒿属植物的分布及数量呈下降趋

势，局部甚至造成灭绝。据被访者反映：过去红花绿绒蒿和全缘叶绿绒蒿的资源较为丰

富，如在智青松多镇周围的山坡上，两者都是很常见的植物。但根据被访者提供地点采

集时，却发现植株很少。这与我们２００１年７月对部分相同调查地点的考查情况大体附

合。智青松多镇通往年保叶则山的正在修筑的西久公路段约２０ｋｍ的道路，第一次调

查常可见到全缘叶绿绒蒿植株存在，第二次调查仅见３个植株存在。阿坝至久治分水

岭约１５ｋｍ长的路边山坡上，过去常可见红花绿绒蒿小范围成片存在，第二次仅见十余

棵散在。又如距县城东８公里远的康赛寺对面的山坡上，过去当地藏医常在此处见到

很多红花绿绒蒿和全缘叶绿绒蒿。此次调查仅发现少量零散分布的红花绿绒蒿，未见

全缘叶绿绒蒿。由于当地藏医目前几乎不采集这两种植物入药，因而可以排除入药而

致数量减少。久治绿绒蒿的生长范围和种群数量极其有限，藏医基本上都未见过，更谈

不上去采集入药。这与文献报道将它列为“欧贝”来源之一的结论似有不同。虽然当地

曾从事过植物研究的人员向我们介绍在智青松多镇周围的山上曾有分布，但目前已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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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见到，我们在调查中也未发现。仅在原模式标本采集地见到带果实的个体（花未见），
且数量较少。我们认为目前已很难形成商品药材。我们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

不恰当的人为活动使绿绒蒿属植物的生境受到破坏，引起种群减少。具体表现在：

①药材过度采挖是造成绿绒蒿属植物资源减少的主要原因。在历史上久治曾经是

一个极为封闭的地区，与外界的唯一通道是通往四川阿坝的一条山路，也是货物进出的

唯一通道，因而两者联系非常紧密。据了解久治地区藏民过去基本上以传统牧业为主，
因而长期以来对当地的自然环境并未造成不利影响。这种情况持续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中期才有所改变。
阿坝是青海西藏通往内地必经之地，是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的首府，也是一个著

名的药材集散地，过去曾被认为是很多著名药材的产地之一，如贝母、冬虫夏草等。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后很多内地商家到这里大量收购药材，使该地区地药材贸 易 规 模 逐 渐 加

大，目前已有以药材为主的交易市场，但品种仅１０余种，尤以虫草、贝母量最多。根据

我们了解的情况，这些药材大多是从久治等周边地区流入，再经阿坝集中后销往内地。
久治地区的冬虫夏草、贝母等在阿坝占有很大的市场，由于两地相距较近（目前已有公

路连接，约７５ｋｍ）、交通便捷，每年４～９月，阿坝地区都有不少人来久治采挖或收购这

些药材。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采挖虫草和贝母的人逐渐增多，其中很多是外地人组

织起来进行采挖。最多时在久治县采挖人数达到７万余人，破坏了草场资源。据了解

和观察，挖取一棵贝母损坏的草场面积约为１２５～２００ｃｍ２，挖取一棵虫草将破坏１８０～
２５０ｃｍ２ 的草场。因而使得作为伴生种的绿绒蒿资源遭受很大破坏。２００２年青海省政

府已明令禁止滥采虫草、贝母等，以遏制草场资源的进一步破坏，预计将会对本属植物

的资源恢复产生积极影响。

②公路建设对草场资源也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间接造成绿绒蒿属资源减少。作

为西部开发的措施之一，很多地方都在修建公路，如目前正在修筑的西久公路大武至久

治段与南部的阿坝相连通，成为通往四川、甘肃两省的通道。目 前 久 治 地 区 北 可 达 西

宁、南可至成都，成为交通枢纽，公路的扩展和延伸在使久治地区与内地发达地区的贸

易和交流将加强的同时，也对当地草场生态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由于公路占用

牧场土地，使得牛羊等牧畜的采食面积减少，而由较低海拔的草场转向海拔较高的山坡

上觅食，牧畜的践踏等也对一些植物产生破坏。这些因素都导致绿绒蒿属植物的群落

组成受到一定的破坏。

③自然灾害的影响：根据中国林科院和青海省林业局统计，果洛州１０年内鼠害增

长率超过４０％，目前 鼠 害 面 积 已 占 可 利 用 草 场 的 四 成 以 上。果 洛 州 鼠 害 最 严 重 的 玛

多、久治、达日三县，可利用草场的一半以上已为鼠类毁坏。久治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
鼠害面积猛增到２０万公顷。归根到底这仍是由于人类不合理活动所造成的，如过度放

牧造成草场退化沙化，使杂草毒草丛生，家畜退出，鼠类滋生，最终导致局部地区植物群

落的严重破坏。
作为著名的高山花卉，目前国内开展的人工引种工作尚存在难度。绿绒蒿仍以自

然繁殖为主。由于藏医采集这类药物基本上在盛花期（即５～７月），有时在花尚未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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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或花蕾时即采集，植物体无法形成果实种子，阻碍了绿绒蒿的繁殖。很多藏医应

用的传统来物由于药源有限，仍需野外采集以保证治疗应用。因此有必要在这些适宜

绿绒蒿生长的自然环境下来进行人工种值，来保证藏医应用的需要和今后可能形成的

市场需求。我们在调查中也对种植的可行性作了些评估，并且了解到目前久治地区已

有人开始小范围种植多刺绿绒蒿，这也为今后变野生为家种，扩大藏药资源进行了初步

的尝试。
本属植物由于生境特殊，繁殖能力差，分布相对较局限，并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因

而面临一定的威胁。尼泊尔政府已将尼泊尔绿绒蒿列为受到严重威胁的物种，并得到

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目前已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名录中受到保护；
中国政府也在１９９９年９月发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中，将红花绿

绒蒿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在绿绒蒿属种类最多的云南省，一些种也正面临较严重

的威胁，目前已有建议将拟秀丽绿绒蒿Ｍ．ｐｓｅｕｄｏｖｅｎｕｓｔａＴａｙｌ．、藿香叶绿绒蒿Ｍ．ｂｅ
ｔｏｎｉｃｉｆｏｌｉａＦｒａｎｃｈ．、长果绿绒蒿Ｍ．ｄｅｌａｖａｙｉ（Ｆｒａｎｃｈ．）Ｆｒａｎｃｈ．ｅｘＰｒａｉｎ、轮叶绿绒蒿

Ｍ．ｉｎｔｅｇｒｉｆｏｌｉａｖａｒ．ｕｎｉｆｌｏｒａＣ．Ｙ．ＷｕｅｔＨ．Ｃｈｕａｎｇ等种类列为濒危保护植物。
目前久治地区绿绒蒿属种类相对分布集中的年保叶什则山已建成一个著名的风景

区，如果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来保护当地生态，今后将有可能对包括绿绒蒿在内的许

多高山植物的生长造成不利影响。
另外调查表明：一些可能成为濒危种的绿绒蒿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如久治绿绒蒿

Ｍ．ｂａｒｂｉｓｅｔａＣ．Ｙ．ＷｕｅｔＸ．Ｚｈｕａｎｇ，该植物于１９７９年始作为一个新种发表，但几乎无

研究报道，其分布区域极为有限（报道仅限于久治地区），与上述提到的一些受威胁种相

比，其分布区域极窄，个体数量更少的现状，结合目前该地区已开发成旅游地的现状，我
们认为有必要按ＩＵＣＮ红色名录类型分类体系对其进行受威胁程度进行考 察，评 估，
然后采取可行的保护措施，从根本上避免其灭绝。

王彬　宋学华　陈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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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传统经验和植物资源开发利用

　　·传统造纸术与造纸植物

·传统医药、民族植物学中的天然色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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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造纸术与造纸植物

１　造纸术的历史沿革

中国的造纸发明已有２０００年历史，东汉的蔡伦将民间已出现的粗麻纸制造工艺进

行改造便诞生可以用于书写的纸，并于公元７５１年传入阿拉伯，纸 的 发 明 对 文 明 的 发

展、文化技术的传播和人类的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在造纸术发明后的１０００多年

里所使用的原料及设备似乎没有重大改变，直至１７９８年才由法 国 的 路 易 斯·易 伯 特

（Ｌ．Ｒｏｅｒｔ）发明了卷式抄纸机，此后再经英国人顿肯（Ｌ．Ｄｏｎｋｉｎ）的改进，人类史第一部

长网抄纸机终于在１８０８年诞生。纸的制造从此由手工抄纸改为大规模的机械生产。
由于造纸机械的改良，造纸能力剧增，古代使用的造纸原料植物资源供应不能满足

需求，为解决此问题，人们开始利用木材等材料替代麻、树皮作造纸原料，１８５０年德国

人凯勒（Ｋｅｌｌｅｒ）发明了碎木浆造纸，开启了近代造纸植物原料之门。此后，人们不断研

究探索，解决了造纸原料问题，改进造纸机械，形成现代造纸业。目前用于造纸的纤维

植物资源约２６０余种，世界各国使用造纸原料大多为木材，而我国为木材占１７％，草本

纤维植物占６０％，废纸占２３％。

２　古代的造纸原料植物

最早的造纸植物应该是桑科植物大麻ＣａｎｎａｂｉｓｓａｔｉｖａＬ．和荨麻科植物苎麻Ｂｏｅ
ｈｍｅｒｉａｎｉｖｅａ（Ｌ．）Ｇａｕｄ．，从前汉一直延续到南宋。当时多采用这些韧皮纤维植物的

生麻或废料造纸，以废旧麻织品为原料，价格低廉、制造方便且省时省力。东汉时期当

时“天下莫不用”的蔡侯纸就有麻纸。南宋以后用麻造纸逐渐衰落，因为棉花在全国广

为种植，棉花同麻比起来，不要经过分离纤维的过程，因而取代麻成为主要纺织原料，废
旧麻织物也相应减少，造纸的原料就由其他植物取代。

在出现麻造纸后，东汉时期也开始用桑科植物楮树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Ｌ．）

Ｖｅｎｔ．的皮来造纸，《东观汉记》写到：“蔡伦‘典作尚方，造意用树皮及敝布、渔网作纸。
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此莫不用，天下咸称蔡伦纸。’”其中提到树皮说明东汉中

期出麻纸外，又有新的造纸原料，这里所指的树皮是楮树的皮。到了魏晋时开始用桑树

ＭｏｒｕｓａｌｂａＬ．的皮造纸，这种用树皮造成的纸称为皮纸，由于树木生长缓慢，树皮的来

源有限，皮纸的产量不大，不能与麻纸相比。楮皮纸和桑皮纸特点是质地坚牢，富有韧

性，耐折耐磨，是纸币的理想材料。宋代和金代的纸币用的都是楮皮纸，元代和明代发

行的纸币都是桑皮纸印成的。除楮树和桑树的皮外，榆科植物青檀Ｐｔｅｒｏｃｅｌｔｉｓｔａｔａｒｉ
ｎｏｗｉｉ（Ｌ．）Ｖｅｎｔ．和锦葵科植物木芙蓉ＨｉｂｉｓｃｕｓｍｕｔａｂｉｌｉｓＬ．的皮也用来造纸。清代

用青檀树皮和稻草混合制造宣纸，降低了制造成本，加入了稻草的宣纸吸水较好。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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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薛涛笺即是用木芙蓉为原料造的纸。《天工开物》就提到用木芙蓉造的纸叫 做 小 皮

纸，用来做雨伞和纸扇。
防己科的青藤Ｓｉｎｏｍｅｎｉｕｍａｃｕｔｕｍ ＲｅｈｄｅｒｅｔＷｉｌｓｏｎ从晋代开始用于造纸，到宋

代以后渐衰。藤纸因其光滑、坚韧、精细、具有不同的色泽，常被选来抄印书籍、缮写公

文、书法等。后由于竹纸技术的突破和藤资源的减少而衰落。
毛竹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ＭａｇｅｌｅｔＨ．ｄｅＬｅｈａｉｅ是一种 重 要 的 造 纸 植 物 资

源，利用竹造纸从唐中叶开始，到宋代才有较大发展。用竹做纸之所以较晚出现，这与

竹子的结构有关，竹内纤维属茎干纤维，要将茎干纤维分离出来，比表皮纤维困难，加上

竹材质地坚硬，结构复杂，细胞组织紧密，分离纤维困难。造纸工人长期实践，逐步掌握

处理竹材的技术。竹纸的制造虽然比较复杂，但其资源极为丰富，价格便宜，因此在竹

纸制造技术解决后，用竹造纸发展极为迅速，南宋有人说道“今竹纸名天下，他方效之莫

驼”。可知此时竹纸已盛行。明代《天工开物》中提到“凡造竹纸：乃出南方而闽省独享

其盛”。即可知用竹造纸在南方产竹之地，主产地为福建。时至今日，用毛竹造纸，仍在

南方民间普遍应用。
草本纤维植物也是造纸的重要原料，用草本纤维植物造纸在唐代就已出现，但这时

造纸的草本植物主要是稻秆或麦秆，从元桢的诗“麦纸浸红点，蓝灯燃碧玉”中可略窥一

二。麦草和稻草的纤维短而粗，造出的是一种低级纸张不能用于书写。主要用于迷信

的烧纸和手 纸，用 量 也 比 较 大。而 后 还 有 芦 苇、芨 芨 草Ａｃｈｎａｔｈｅｒｎｍｓｐｌｅｎｄｅｎ （Ｌ．）

Ｔｒｉｎ．、龙须草Ｅｕｌａｌｉｏｐｓｉｓｂｉｎａｔａ （Ｒｏｔｚ．）Ｃ．Ｅ．Ｈｕｂｂａｒｄ、高粱秆、玉米秆也都用于造

纸。

３　传统造纸工艺及土纸的利用

尽管造纸术的发明有２０００年的历史，现代造纸技术的进步和２０００年前已不可同

日而语，但２０００年前的造纸方法在今天仍然被应用，在我国的毛竹产地还有许多土纸

作坊沿用古老地方法生产纸张，２００２年９月，我们在江西万载县茭湖考察了传统土纸

的生产工艺，现大致介绍如下：
砍竹 每年春天嫩竹发出尾梢尚未分枝时，上山砍竹，此时，嫩竹的笋壳已经脱落，

人们称老笋嫩竹。嫩竹截成近２ｍ的竹筒，再破成一根根２ｃｍ宽的竹片，捆束成把。
浸料 把竹片放入湖塘浸泡。湖塘挖在小溪边，大小没有固定尺寸，大概长４～５ｍ，

宽２～３ｍ，深１．５ｍ。每家纸厂都有几口大湖塘，底部和侧面用石头砌成，用桐油石灰粉

刷，防止漏水。挑来竹片放入湖塘，放一层竹片撒一层石灰（每担竹片约三四斤石灰），
填满湖塘后，灌水漫过竹片。浸料两三个月后，可以取出。

洗竹 淹浸过的竹料要取出洗去石灰和脏物。洗完竹料，立即清理湖塘，再将竹料

放进湖塘，引来流水漂洗，直至竹料褪黄，塘内水清为止。
发酵 清洗过的竹料放掉水，上面覆盖一层稻草，继续堆放在湖塘内让其自然发酵，

直至腐烂变软，再用水漂洗。
剥竹 漂洗过的竹料，要剥去竹节和内外两层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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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浆 将剥去皮的竹料用自制的打浆机进行打浆。据介绍，过去是将剥去皮的竹料

放在竹料槽内，由工人光着脚板踩烂来制浆。据称，人工踩料有利于保护竹纤维，制出

的纸张具有更强韧性和拉力。
煮胶 将从山上采来的胶叶树树叶加大约２０倍的水放在大锅进行煎煮，将树叶中

的胶质煮出，备用。（据南京中山植物园鉴定胶叶树为樟科植物毛山鸡椒Ｌｉｔｓｅａｃｕｂｅｂａ
（Ｌｏｕｒ．）Ｐｅｒｓ．ｖａｒ．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Ｎａｋａｉ）ＹａｎｇｅｔＰ．Ｈ．Ｈｕａｎｇ）。

调浆 将打好的竹浆放入纸浆池，加水调配至一定的浓度，再混入煮出的胶叶水。
抄纸 纸浆池是一个长宽约２ｍ的木槽，高不足１ｍ，装满纸浆，工人用绳吊着的抄

纸帘放进浆池，荡料入帘，提起，帘子滤去水，只留下一层薄薄的纸浆。把纸浆翻转倒扣

在木板上，揭起帘子，就分离出一湿纸。湿纸在木板上 一 层 层 叠 起。抄 纸 是 造 纸 的 关

键，纸张的厚薄均匀完全取决于师傅的控制水平，轻荡则薄，重荡则厚。抄纸帘非常讲

究，由极细的竹丝编成，再上油漆。
榨纸 榨纸机又称纸榨，四根柱子，四条横梁，一条压梁，全是粗重的木头。榨床的

底和盖则是厚木板。将一叠叠成百上千的湿纸放在纸榨上，利用杠杆原理，榨去水分。
松纸 榨干水的湿纸仍然粘结在一起，需由工人用工具从纸头处一张张分开。
烘纸 钳开的湿纸要运到烘纸房焙干。烘纸房正中间是两面背靠背的墙，长１０ｍ，

宽１．６ｍ，从侧面看，上窄下宽，构成陡峭的“人”字。墙下一头砌土灶，填柴烧火，墙腹是

烟火道，烟囱在另一头，这两面墙叫烘壁，竹篱笆做的骨架，篱笆内外都糊满三合土，外

面再用石灰抹面，涂上桐油。灶火烧起来，烘壁升温。一个烘纸工用刷子把墙刷湿，分

开湿纸，按顺序一张张贴在烘壁上，当他回到第一张纸前，湿纸 正 好 蒸 去 水 分，变 成 干

纸，一张张揭下。另一位烘纸工紧随其后，前者每揭下一张干纸，后者便糊上一张湿纸，
如此不断循环。揭下的干纸整齐叠好，刀裁，便可销售。

这种传统的造纸法，３０年前在茭湖还很盛行，据西源村村民介绍，过去全村住户十

之七八都生产这种土纸，用途也较广泛，用来练习书法、包装食品、妇女用纸、手纸、糊窗

户、制造鞭炮、祭祖拜神等，是村民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而现在茭湖乡每村只有１～２
个土纸作坊，土纸也只用于祭祀了，价格也较低，只有清明、春节等节日，略有上涨。

４　小结

（１）传统的造纸方法是２０００年前蔡伦造纸的活标本，也是古代文明的载体。随着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最终将会消失。建议在目前还存有这种传统造纸作坊的地方，有
关部门应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保护，建立造纸博物馆，为现代人休闲旅游、学习造纸的

历史和中国古代文明史提供场所。
（２）传统造纸方法，虽然技术落后，纸的质量也不高，但其制造过程对环境污染少。

如果能将现代的机械设备，结合传统工艺，开发用于食品包装及人们日常使用的附合环

保要求的纸张，也许是传统造纸的新出路。

赵伯涛　钱骅　黄晓德



１９６　　

传
统
医
药

民
族
植
物
学
中
的
天
然
色
素
资
源

传统医药、民族植物学中的天然色素资源

传统医药和民族植物学中保留了许多运用植物的经验，色素植物的发现和利用就

是其中典型的事例。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植物染料和染色技术、我国的食用色素

植物资源（传统文化中的食用色素植物、广西壮族的食用色素植物）、世界其他地区的传

统医药和民族植物学中的色素植物资源（印度等国的传统医药和民族植物学中的色素

植物）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以供民族植物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合理开发利用。

１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植物染料和染色技术

中国是历史悠久、文明发达、社会进步的国度。我国先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很

早就发现和利用一些有用植物。麻类等纤维植物和蚕桑业的发展，带来了丝、麻等纺织

品的出现，蚕桑业、丝绸和苎麻织物早在秦汉时期以前就已盛行。随后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已不再满足单一色调的织物，经过长期实践和寻找，学会利用天然矿物、植物染料

对织物或纤维进行染色，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野外采集或栽培种植 了 一 些 色 素 植

物，掌握各类染料的提取、染色等工艺技术，生产出色彩斑斓的纺织品，极大的满足了当

时社会的物质文化需求。
我国古代应用的色素植物种类很多，作为植物染料给织物着色，能满足各种颜色的

需求。按其化学性质、着色方法分为：直接性染料、盐基性染料、媒染性染料和还原氧化

染料等。
（１）直接性染料和盐基性染料

栀子Ｇａｒｄｅｎｉａ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Ｅｌｌｉｓ是 我 国 古 代 中 原 地 区 应 用 最 广 泛 的 直 接 染 料，
《史记》中有“千亩卮茜，……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的记载，可见秦汉时期种植栀子、茜

草，采用栀子、茜草染色是很盛行的。栀子着色的主要成分是藏红花酸（ｃｒｏｃｅｔｉｎ），这是

一种黄色素，可 以 直 接 染 着 于 天 然 纤 维 上。富 含 小 蘗 碱 的 黄 蘗（黄 柏）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ａｍｕｒｅｎｓｅＲｕｐｒ．或黄皮树Ｐ．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Ｓｃｈｎｅｉｄ的树皮、心材，煎煮后的汁液，也可以直

接染丝帛。《齐民要术》中就普经记述黄蘗的栽培和印染用途。小檗碱属盐基性染料，
用来染丝绢、羊色等纤维很适宜，南北朝鲍照有“剉蘗染黄丝”的诗句，表明当时用黄蘖

染丝很盛行。这不仅由于它染色方便，也为小蘗碱具有杀虫防蠹的效果。
（２）媒染性染料

茜草Ｒｕｂｉａ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Ｌ．是我 国 古 代 文 字 记 载 中 最 早 出 现 的 媒 染 性 染 料 之 一。
《诗经》中有“茹J在阪”（茹J，就是茜草，此描述了茜草的种植情况）、“缟衣茹J”（用茜

染的衣物）。茜根中含有呈红色的茜草素，它不能直接在纤维上着色，必须用媒染剂才

可以生成不溶性色淀而固着于纤维上。古代所用的媒染剂多为含钙铝较多的明矾（白

矾），它和茜会产生鲜亮绯红的色淀，具有良好的耐洗性。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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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深红绢和长寿绣袍底色，都是用茜草素和含钙铝的媒染剂染的。此外，唐《新修

本草》中收载的苏枋木（苏木）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ｓａｐｐａｎＬ．，也是古代 主 要 的 媒 染 性 植 物 染

料，这种主产于广东、广西、台湾、云南、四川、贵州等地的乔木树材中，含有巴西苏木素

（ｂｒａｓｉｌｉｎ），在空气中逐渐氧化成巴西苏木红素（ｂｒａｓｉｌｅｉｎ），它和茜草素一样借助于铝盐

发色就呈赤红色。
《尔雅》中 的“藐 茈”（紫 草）是 古 代 染 紫 色 用 的 媒 染 性 染 料，紫 草Ｌｉｔｈ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ｅｒｙｔｈｒｏｒｈｉｚｏｎ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或新疆紫草Ａｒｎｅｂｉａｅｕｃｈｒｏｍａ（Ｒｏｙｌｅ）Ｊｏｈｎｓｔ．的根中均

含有紫草素。可以染黄的媒染性植物染料更多，如荩草Ａｒｔｈｒａｘｏｎｈｉｓｐｉｄｕｓ（Ｔｈｕｎｂ．）

Ｍａｋ．中含有木犀草素，可以媒染出带绿光的亮黄色，古代专用荩草（古时称盩草）染成

的“盩绶”，作为官员的配饰物。又如：栌和柘，《本草纲目》有：“其木染 黄 赤 色，谓 之 柘

黄”。槐树的花蕾———槐米，也是古代染黄的重要 媒 染 染 料。《食 疗 本 草》、《雷 公 炮 炙

论》有桑树皮“煮汁，可煮褐色久不落”的记载。经栌和柘木所含色素染出的织物在日光

下呈带红光的黄色，在烛光下呈光辉的赤色，这种神秘的光照色差，是它成为古代最高

贵的服色染料，《唐六典》记“自隋文帝制柘黄袍以听朝，至今遂以为市”，到明代也是“天
子所服”。这一服色制度以后也传到日本。

栎树和五倍子都含有焦培酚单宁，柿树、冬青叶等含有儿茶酚单宁。单宁直接用来

染织物呈淡黄色，但是和铁盐作用呈黑色。用单宁染过的织物再用青矾媒染，就会与之

俱黑。黑色在古代大都作为平民服色，秦汉时期有“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史记·秦

始皇本纪》）。含单宁的植物还有鼠尾草、乌桕叶等，也是古代有文字记载可以染黑的原

料。其他尚有柞、石榴皮等在民间使用的染黑植物染料。
（３）还原氧化染料

《诗经》中“中朝采蓝，不盈一檀”的蓝草，就是天然还原氧 化 染 料。蓝 草 中 含 有 靛

苷，经水浸渍以后可以染着织物，再经空气氧化成蓝色靛蓝。周朝以前采用鲜蓝草浸渍

染色，故《礼记·月令》有：“仲夏令民勿刈蓝以染”之说。至春秋战国时期，已采用发酵

法还原蓝靛成靛白，用 预 先 制 好 的 蓝 泥（含 有 蓝 靛）染 青 色，所 以《荀 子·劝 学 篇》有：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之说。公元６世纪，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详尽记述了古代

人民用蓝草制蓝靛的方法，“刈蓝倒竖于坑中，下水”，用石头或木头镇压住，以使蓝草全

部浸于水中，浸“热时一宿，冷时二宿”，然后过滤，把滤液置于瓮中，“率十石瓮着石灰一

斗五升”，“急手抨之”，待溶解在水中的靛苷和空气的氧气化合以后产生沉淀再“澄清泻

去水”，另选一“小坑贮蓝靛”，待水分蒸发后“如强粥”，盛到容器里，于是“蓝靛成矣”。
蓝草的原植物来源于：蓼科植 物 蓼 蓝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ｕｍ Ａｉｔ．、十 字 花 科 植 物

菘蓝Ｉｓａｔｉｓ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Ｌ．、草大 青Ｉ．ｉｎｄｉｇｏｔｉｃａＦｏｒｔ、爵 床 科 植 物 马 蓝Ｂａｐｈｉｃａｃａｎｔｈｕｓ
ｃｕｓｉａ（Ｎｅｅｓ）Ｂｒｅｍｅｋ．等，上述植物中均含有靛苷成分，为古代染蓝的主要植物染料。

（４）其他染料

红花ＣａｒｔｈａｍｕｓｔｉｎｃｔｏｉｕｓＬ．，是 古 代 用 于 染 红 的 植 物 染 料 之 一。秦 汉 时 期 就 有

“种红蓝花以为业”的人。红蓝花亦即红花，含有红花苷等红色素成分和一种黄色素，红
花苷可用碱液从红花里浸出，再加酸就呈带有荧光的红色。《齐民要术》中曾经详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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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了从红花中浸渍和萃取染料的复杂的物理化学过程。当时用的酸是“粟饭浆水”和
“醋石榴”等有机酸作发色剂。《天工开物》中又增添乌梅作为发色剂。石榴和乌梅中的

有机酸是多羟基酸，发色效果比“粟饭浆水”要好，中和时沉淀既快又颜色纯正。用红花

染过的织物，如果要剥掉原来的红色，只要“浸湿所染帛”，用碱性的稻灰水滴上几十滴，
织物上的“红一毫收尽”。洗下来的红水也不丢弃，“藏于绿豆粉内”，以后需要时还可以

再释放出来染红，“半点不耗”（《天工开物》）。

２　我国的食用色素植物的资源

（１）传统文化中的食用色素植物

天然色素植物具有使用方便，安全有效的特点，食用色素植物尤为如此。人们在传

统文化习俗中常利用植物色素来染着食物，表达特定的文化内涵。如：三月三，在我国

南方地区流行食乌饭、青团的习俗，乌饭、青团皆是用色素植物浸染着食物加工而成的。
青团，是由鼠曲草汁染着糯米粉，搓揉蒸煮而成。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三月三日

取鼠曲汁蜜和为粉，谓之龙舌K，以压时气。K音板，米饼也”。鼠曲草基原为：菊科植

物鼠曲草ＧｎａｐｈａｌｉｕｍａｆｆｉｎｅＤ．Ｄｏｎ，《日华子本草》有：“调中益 气，止 泄，除 痰，压 时

气，去热嗽”之功效。现代药理表明：鼠曲草煎剂有镇咳作用，并 对 常 见 病 菌 有 抑 制 作

用，可用于化痰止咳平喘，以及祛风湿、利湿消肿、祛湿解毒，并对治疗高血压有一定作

用。
乌饭，又称青精饭。林洪《山家清供》：“青精饭者，以比重谷也，按本草，南烛木，今

黑饭草即青精也，采枝叶捣汁浸米蒸饭，曝干，坚而碧也，久服益颜延寿，仙方又有青石

饭，世未知石为何也，按本草用青石脂三斤，青粱米一斗，水浸，越三日捣为丸，如李大，
日服三丸，可不饥，是知石，脂也，二法皆有据，以山居供客则当用前法，如欲效此方辟谷

则当用后法，每读杜诗：‘岂无青精饭，令我颜色好。’”又曰：“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当
时才名如李杜，可谓切于爱君忧国矣。天乃不使之壮年，以行其志而使之，但有青精瑶

草之思，惜哉。”
陈藏器《本草拾遗》：“南烛生高山，经冬不凋，取汁渍米作乌饭，食之健如牛筋，故曰

牛筋。止泄、除睡，强筋益气，久服轻身长年，令人不饥，变白却老。”
浸米的南烛枝叶基原为杜鹃花科植物乌饭树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ｕｍ Ｔｈｕｎｂ．，现

代药理表明：越桔属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 的多种植物的主要活性成分有花色素、黄烷醇、前花色

素和槲皮素类成分，具促进视红素再合成，Ｖｐ 样机能、改善循环、抗溃疡、抗炎等多种药

理活性。
（２）广西壮族的食用色素植物

传统文化在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往往保留的比较完整。“五色饭”就是广西壮

族地区所沿传至今的一种利用色素植物染色的传统食品。

①壮族人民历来以稻米为主食，尤为喜食糯米。每逢喜庆佳节，总免不了用糯米做

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各种食品。或用植物的叶子将糯米裹成形状各异、味道独特的众多

粽子；或为用食色素植物先将糯米染渍成红、黄、蓝、紫、黑等诸多颜色，然后制作成五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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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色的糯米饭、米花糖、糍粑、沙糕等食品，其中以“五色糯米饭”最为驰名。
“五色饭”色泽艳丽，清香诱人，在壮乡被视之为幸福、吉祥的象征，自古世代流传，

沿袭不衰。在壮乡的传统节日习俗中，如：三月三歌节、中元节、牛魂节、清明祭祖等壮

族节日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忙着制作“五色饭”，场面壮观。此 外，逢 新 居 落 成、婚 姻 嫁

取、老人寿辰、儿孙满月等喜庆日子，也要制作“五色饭”，待客馈赠，恭贺志喜。
“五色饭”的由来有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有说为“五仙女下凡”，壮人以“五色饭”

相待，流传至今；有说为纪念歌仙刘三姐；有说为纪念一对追求忠贞爱情而徇情的青年；
有说为祭祀祖先、祈福人间而为。

②壮族人民制作“五色饭”所用的食用色素植物　壮族人通常利用以下植物来提取

食用色素，染渍糯米，制备“五色饭”等传统食品。
黑色：基原为枫香树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ｅｒ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Ｈａｎｃｅ．的嫩茎叶。制作方法：采摘

嫩茎叶，在石臼中舂烂，置温水中煮，边煮边用手揉搓挤压，用布滤过，便得到黑色汁液。
黄色：基原为密蒙花Ｂｕｄｄｌｅｊ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Ｍａｘｉｍ．的花蕾。制作方法：将采摘的

新鲜花蕾或干燥后的花蕾捋下，搓散揉碎，用热水浸泡数次，过滤去渣，便得到黄色的浸

提液。
黄色：基原为姜黄Ｃｕｒｃｕｍａ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Ｖａｌｅｔ．的根状茎。制作方法：将采收的根状

茎捣碎后，用水煎煮，过滤去渣，便得到黄色的汁液。由于姜黄易于保存，且有一种特殊

的香味，故而深受壮乡人民的喜爱，为长年用的食用色素植物。
红色：基原为红蓝草Ｐｅｒｉｓｔｒｏｐｈｅｂａｐｈｉｃａ （Ｓｐｒｅｎｇ）Ｂｒｅｍｅｋ．的 嫩 茎 叶。制 作 方

法：采收嫩茎叶，放入石臼中舂烂，水煮提取，过滤去渣，便得到红色的汁液。
蓝色：将红蓝草嫩茎叶加入草木灰一起捣烂，水煮提取，便可得到蓝色的食用色素

液。
除上述色素植物外，壮乡人民还用鳢肠Ｅｃｌｉｐｔａ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Ｌ．）Ｌ．的全草提取黑色

素；用栀子Ｇａｒｄｅｎｉａ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Ｅｌｌｉｓ的果实提取黄色素；用茜草Ｒｕｂｉａ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Ｌ．
的根、紫草Ｌｉｔｈｏｐｓｐｒｍｕｎｅｒｙｔｈｏｒｒｈｉｚｏｎ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的根提取红色素。

（３）近现代我国研究开发的食用色素植物

菊黄色素：色素植物基原为大金鸡菊Ｃｏｒｅｏｐｓｉｓ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Ｌ．的花序。
褐色素：色素植物基原为金樱子Ｒｏｓａ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ａＭｉｃｈｘ．的果实。
越橘红色素：色素植物基原为越橘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ｖｉｔｉｓｉｄａｅａＬ．的果实。
栀子黄色素：色素植物基原为栀子Ｇａｒｄｅｎｉａ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Ｅｌｌｉｓ的果实。
玫瑰红 色 素：色 素 植 物 基 原 为 蓝 靛 果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ｃａｅｒｕｌｅａＬ．ｖａｒ．ｅｄｕｌｉｓＴｕｒｃｚｅｘ

Ｈｅｒｄ的果实。
玫瑰茄红色素：色素植物基原为玫瑰茄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ｓａｂｄａｒｉｆｆａＬ．的果实。
甜菜红色素：色素植物基原为甜菜ＢｅｔａｖｕｌｇａｒｉｓＬ．的根、茎叶。
姜黄色素：色素植物基原为姜黄ＣｕｒｃｕｍａｌｏｎｇａＬ．的根状茎，主要成分为姜黄素。
蓝藻色素：色素植物基原为蓝藻门Ｃｙａｎｏｐｈｙｔａ植物的全株。主要成分为藻青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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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世界其他地区的传统医药、民族植物学中的色素植物资源

（１）印度等国的传统医药、民族植物学中的色素植物

在亚洲西部，印度及斯里兰卡等国和地区，传统医药 主 要 是 源 于 印 度 的 阿 育 吠 陀

（Ａｙｕｒｖｅｄｉｃ）医学体系及尤纳尼 （Ｕｎａｎｉ）、锡达 （Ｓｉｄｄａ）两个小的分支。据印度植物

学家整理和研究统计，印度的传统医药和民族植物学中有许多运用广 泛 的 色 素 植 物。
如下列科属植物：Ａｃａｃｉａ金合欢属（豆科），Ａｃａｎｔｈｏｐａｎａｘ五加属（五加科），Ａｄｅｎａｎ
ｔｈｅｒａ海红豆属（豆科），Ａｌｅｕｒｉｔｅｓ石栗属（大戟科），Ａｎｏｇｅｉｓｓｕｓ榆绿木属（使君子科），

Ａｐｈａｎａｍｉｘｉｓ山楝属（楝科），Ａｐｏｒｕｓａ银柴属（大戟科），Ａｒｎｅｂｉａ假紫草属（紫草科），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桂 木 属（桑 科），Ｂａｃｃａｕｒｅａ 木 奶 果 属（大 戟 科），Ｂａｐｈｉｃａｃａｎｔｈｕｓ板 蓝 属

（爵床科），Ｂｉｓｃｈｏｆｉａ重阳木属（大戟科），Ｂｒｉｄｅｌｉａ土蜜树属（大戟科），Ｂｒｕｉｎｓｍｉａ属

（我国不产），Ｂｕｄｄｌｅｊａ醉 鱼 草 属（马 钱 科），Ｂｕｔｅａ 紫 铆 属（豆 科），Ｃａｓｓｉｎｅ（我 国 不

产），Ｃｏｔｉｎｕｓ（黄栌属），Ｃｕｒｃｕｍａ姜黄属（姜科），Ｄａｔｉｓｃａ（我国不产）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石

斛属（兰科），Ｅｕｏｎｙｍｕｓ卫矛属（卫矛科），Ｇａｒｕｇａ嘉榄属（橄榄科），Ｇｅｒａｎｉｕｍ 老鹳

草属（牻牛儿苗科），Ｇｒｅｗｉａ扁担杆属（椴树科），Ｈｅｄｙｏｔｉｓ耳草属（茜草科），Ｉｎｄｉｇｏ
ｆｅｒａ槐蓝属（豆科），Ｊａｔｒｏｐｈａ麻疯树属（大戟科），Ｌａｂｌａｂ属（我国不产），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
ｅｍｉａ紫薇属（千屈菜科），Ｉａｎｎｅａ厚皮树属（漆树科），Ｌａｗｓｏｎｉａ指甲花属（千屈菜科），

Ｍａｃｌｕｒａ桑橙属（桑科），Ｍａｌｌｏｔｕｓ野桐属（大戟科），Ｍａｒｓｄｅｎｉａ牛奶菜属（萝 碅 科），

Ｍｅｍｅｃｙｌｏｎ谷木属（野牡丹科），Ｍｏｒｉｎｄａ巴戟天属（茜草科），Ｍｕｓａ芭蕉属（芭蕉科），

Ｎｙｃｔａｎｔｈｅｓ夜花属（木 犀 科），Ｏｒｏｘｙｌｕｍ 千 张 纸 属（紫 葳 科），Ｐａｒｍｅｌｉａ属 （我 国 不

产），Ｐｅｇａｎｕｍ 骆驼蓬属（蒺藜科），Ｐｉｔｈｅｃｅｌｌｏｂｉｕｎ猴耳环属（豆科），Ｐｕｎｉｃａ安石榴属

（安石榴科），Ｒｈｅｕｍ 大黄属（蓼科），Ｒｕｂｉａ茜草属（茜草科），Ｒｕｍｅｘ 酸模属（蓼科），

Ｓｅｍｅｃａｒｐｕｓ肉托果属（漆树科），Ｓｍｉｌａｘ菝葜属（百合科），Ｓｏｌａｎｕｍ 茄属（茄科），Ｓｔｅ
ｒｅ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羽叶楸属（紫葳科），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ｎｔｈｅｓ马蓝属（爵床科），Ｓｔｒｙｃｈｎｏｓ马钱属（马
钱科），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山矾属（山矾科），Ｔｅｃｔｏｎａ柚木属（马鞭草科），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榄仁树

属（使君子科），Ｔｏｏｎａ香椿属（楝科），Ｔｕｒｐｉｎｉａ山 香 圆 属（省 沽 油 科），Ｗｅｎｄｌａｎｄｉａ
水锦树属（茜草科），Ｗｏｏｄｆｏｒｄｉａ 虾子花属（千屈菜科），Ｚｉｚｙｐｈｕｓ枣属（鼠李科）。

上述大部分色素植物我国均有分布，可作为我们在发掘和整理色素植物、深入研究

和开发天然色素资源的借鉴和参考。
（２）南美洲地区玛雅文化及传统医药、民族植物学中的色素植物

在世界上许多所谓边远蛮夷之地，民族遗风、传统文化保留得相对比较完整。在沿

袭相传的传统医药、民族植物学中亦不乏利用色素植物服务于日常生活的知识。很值

得我们去关注，并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加以发掘整理、研究开发。近几十年来，欧美国

家随着对天然产物研究的重视，把越来越多的人力和财力投入到南美洲地区玛雅文化

以及传统医药、民族植物学研究中去，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整理和发表一批有价值的

研究论文和报告。关于其中的色素植物资源，由于所得到的研究资料匮乏，笔者的此项

工作尚在进行之中。



２０１　　

传
统
医
药

民
族
植
物
学
中
的
天
然
色
素
资
源

此外，在世界各地、各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和民间习俗中，仍然保留有许多应用色

素植物的经验和知识，值得我们去潜心收集、深入研究。

４　开展传统医药、民族植物学的比较研究，深入发掘色素植物资源

对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传统医药、民族植物学所应用的色素植物加以系统整理和

研究，并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其相同点（同一植物种类、同一色素成分等等）和不同点

（不同的植物种类、不同的色素成分、不同的着色方法和制作技术）加以比较分析，从而

寻找出安全有效、方便适用的色素植物资源和加工制作技术，开发出新一代的天然色素

产品，满足现代工业和人类日常生活的需求。

金久宁　徐增莱　陈重明



２０２　　

传
统
医
药

民
族
植
物
学
中
的
天
然
色
素
资
源



２０３　　

中
外
民
族
植
物
学
之
对
比
研
究

６ 中外民族植物学之对比研究

　　·秘鲁传统民间草药及中草药种类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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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传统民间草药及中草药种类之比较

　　位于太平洋彼岸、南美西部的秘鲁同中国一样，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１９９０年

作者作为中国医药考察团成员被派遣赴秘鲁作医药考察访问，重点考察秘鲁的天然药

物制药和民间草药的开发利用。通过实地考察，作者认为尽管秘中两国无论在地理位

置、文化背景、传统医药体系和草药资源等方面相差甚远，但两国在传统医学内容丰富、
草药使用历史悠久、药用植物种类繁多和草药治疗仍在民众医疗保健中起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等方面又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比较两国传统使用的草药种类的异同点，对借鉴

别国人民的医药经验、开发利用新的药用植物资源以及研究世界民族植物学和民族药

学都有重要的意义。

１　秘鲁及其自然概况

秘鲁位于南美洲西部，西临太平洋。面积１２８５２１５ｋｍ２（与我国西藏自治区面积相

近），人口约２１００万，平均每平方公里约１６人。人种较复杂，印第安人占４１％，印欧混

血种人占３９％，白种人占１９％，另有华人、日本人等。秘鲁约有华侨４万人（有华人血

统的人达２０～３０万人），是南美华侨最多的国家之一。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山地印第

安人通用克丘亚语（Ｑｕｅｃｈｕａ）。居民多信天主教。
秘鲁境内多山，山地面积约占全国面积一 半。全 国 按 地 形 与 气 候 分 为 三 个 区 域。

东部为高温多雨的亚马逊热带雨林区，其植被类型大致与巴西亚马逊河热带雨林植被

相同，主要的植物科有：棕榈科、芭蕉科、番荔枝科、大戟科、豆科、凤梨科、天南星科、胡

椒科、木棉科等，此外紫葳科、茜草科和薯蓣科的药用植物种类也不少。中部是山地高

原区，安第斯山纵贯南北，气温较低，植被垂直分布，变化较大，植物种类繁多。西部为

狭窄的沿海平原，干 旱 少 雨，为 热 带 沙 漠 区。由 于 沿 海 有 秘 鲁 寒 流（又 称 洪 堡 德 寒 流

ＣｏｌｄＨｕｍｂｏｌｄｔＣｕｒｒｅｎｔ）的影响，浮游生物大量繁衍，为海洋鱼类提供了丰富的饵料，
使秘鲁沿海海域成为世界最大的渔场之一。森林面积占全国面积５６％。因秘鲁地形

气候多变，海岸线较长，所以动植物和海洋渔业生物资源十分丰富。估计全秘鲁药用植

物种类可达２０００种以上，藏量也相当丰富。

２　秘鲁传统与民间草药

秘鲁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有迹象表明，远在公元前１万年间已有人类在

秘鲁居住。公元前４０００年间美洲印第安人已掌握了玉米、小麦、马铃薯、番茄、龙舌兰

等作物的栽培技术。１２世纪时说克丘亚语的印第安人在现今秘鲁东南部库斯科（Ｃｕｚ
ｃｏ）四周集聚并定居，１５世纪他们以库斯科为中心建立起强大的印加（Ｉｎｃａ）帝国，其疆

域辽阔，包括了现今秘鲁以及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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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加帝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安第斯文化发展到一个高峰阶段，他们创立了灿烂的印加文

化。这里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主要的动植物驯化中心之一。印加人在安第斯山区成功地

培植了玉米、马铃薯、小米、萝卜、酢浆草等高原品种，在沿海地区栽种了南瓜、豆类、棉

花和胡椒，后来又在温暖地区引种了甘薯、番 木 瓜、菠 萝、花 生、鳄 梨、木 薯 和 丝 兰。到

１５世纪后，这些植物才陆续移往世界其他地区栽培，丰富了人类的栽培植物种类。大

概在公元前１０００年以前印第安人就开始人工驯养驼羊和骆马，这些动物的祖先可能来

自的的喀喀湖地区的野生种类。
印加人灿烂的文化还包括了他们的传统医药和民俗医学内容。古印加人对草药治

病有广博的知识，他们生活在植物资源丰富的地区，早就了解金鸡纳霜、古柯和颠茄的

医疗价值。印加人掌握一种复杂的头颅外科手术，这种手术刀现在我们在秘鲁的博物

馆和民族工艺品市场还能看到，现代秘鲁人仍常把它的图象作为秘鲁悠久文化的象征。
印加人在手术时使用的麻醉药就是从古柯ＥｒｙｔｈｒｏｘｙｌｕｍｃｏｃａＬａｍ．中提取的。

１６世纪后，由于殖民主义实行摧毁印第安文化政策，导致大量宝贵的民族医药文

献没有留存。尽管如此，广泛使用草药治病的传统仍在印第安人和秘鲁人民中流传下

来。
目前居住在山区和雨林区的大多数印第安人仍保持着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对用

草药治病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这种经验在研究开发药用植物资源和寻找新药方面仍

然十分宝贵。例如现居住在秘鲁中北部亚马孙Ｊｉｖａｒｏ地区的印第安人使用近百种草药

治病，这些疾病包括外伤、出血、体痛、体肿、风湿、骨折、疟疾、发热、胃病、肝病、肾病、腹
泻、肠虫、喉痛、咳嗽、皮肤疾患、蛇咬、月经不调 和 阳 痿 等。这 些 草 药 分 别 属 于 夹 竹 桃

科、冬青科、紫葳科、莎草科、豆科、茜草科和茄科等，其中与我国同属的植物有：羊蹄甲

属Ｂａｕｈｉｎｉａ，决明属Ｃａｓｓｉａ，黄檀属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鱼藤属Ｄｅｒｒｉｓ，刺桐属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ａ，孪叶

豆属Ｈｙｍｅｎａｅａ，围涎树属Ｐｉｔｈｅｃｅｌｌｏｂｉｕｍ，九节属Ｐｓｙｃｈｏｔｒｉａ，钩藤属Ｕｎｃａｒｉａ，夜香树

属Ｃｅｓｔｒｕｍ，树番茄属Ｃｙｐｈｏｍａｎｄｒａ，酸浆属Ｐｈｙｓａｌｉｓ，茄属Ｓｏｌａｎｕｍ，叶下珠属Ｐｈｙｌ
ｌａｎｔｈｕｓ，巴豆属Ｃｒｏｔｏｎ，萝 芙 木 属Ｒａｕｖｏｌｆｉａ，羊 角 拗 属Ｓｔｒｏｐｈａｎｔｈｕｓ，莎 草 属Ｃｙｐｅ
ｒｕｓ，裂颖草属Ｄｉｐｌａｃｒｕｍ，珍珠茅属Ｓｃｌｅｒｉａ和冬青属Ｉｌｅｘ等。

利用草药防治疾病是秘鲁人民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介绍，因目前秘鲁出

售的化学药品相当昂贵，只有少数人使用，多数人仍靠草药治病。不少秘鲁人懂得一些

草药治病的知识，一旦他们患病，就去草药市场购些草药自服自疗。利马、特鲁希略、伊
基托斯等地都有较大的草药市场。一些草药售主告诉我们，他们出售的草药是传统的，
价格不高，很受民众欢迎。市场出售的草药多半是干 燥 的，也 有 新 鲜 的。药 用 部 分 有

根、根茎、块茎、树皮、果实、花、全草等，有些已简单加工切制、包装在小塑料袋内，上印

有名称（俗名）、主治、用法等，主要是单方，也有复方（几味草药混合在一起）。这些草药

都是医治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如头痛、喉痛、腹痛、腹胀、腹泻、胃痛、肝病、关节炎、肾

病、结石症和眼疾等。
山区和雨林区的印第安人自采、自制、自用草药，在使用上也有许多独到之处。亚

马逊地区的印第安妇女把薯蓣属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植物的根茎碾成粉剂作避孕药服用，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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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使用有节莎草Ｃｙｐｅｒｕｓ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ｕｓＬ．的根茎作人工流产。产于安第斯山区的一种

巴豆属植物ＣｒｏｔｏｎｌｅｃｈｌｅｒｉＭｕｅｌｌ．Ａｒｇ．有很好的医疗价值，山区人民用其乳汁治疗重

度创伤出血，治疗后创伤面不留任何疤痛，印第安人还用这种巴豆乳汁治疗胃癌。伊基

托斯的乡土医学中用葫芦科植物苦瓜ＭｏｍｏｒｄｉｃａｃｈａｒａｎｔｉａＬ．的叶子治疗糖尿病相当

见效，病人早饭前服用苦瓜叶的水浸液，其血糖含量则迅速下降。
目前秘鲁的部分大学、研究机构和制药公司也开展一些民间草药的科研工作。位

于利马的ＣａｙｅｔａｎｏＨｅｒｅｄｉａ大学以研究医学著称，该校药理学研究室对草药药理作了

较深入的研究。在样品研究以前要收集大量的民间信息，如民族植物学、民间医学或在

农村实习学生带回的信息等。例如他们了解到安第斯山区的人用大戟科麻疯树Ｊａｔ
ｒｏｐｈａｃｕｒｃａｓＬ．的乳汁医治创伤，现在他们的药理试验也证实这是一种很有效的止血

生肌药。他们在民间调查的基础上，还筛选出下列治疗创伤的药用植物：腰果Ａｎａｃａｒ
ｄｉｕｍ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ｅＬ．、ＢｒｏｓｉｍｕｍｒｕｂｅｓｃｅｎｓＴａｕｂ．、ＥｌｅｕｔｈｅｒｉｎｅｂｕｌｂｏｓａＵｒｂ．、Ｅｕｐａｔｏｒｉ
ｕｍｓｐ、珠 子 草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ｎｉｒｕｒｉＬ．、Ｍｅｎｔｚｅｌｉａｃｏｒｄｌｉｆｏｌｉａ ＤｏｍｂｅｙｅｘＵｒｂ．＆
Ｇｉｌｇ、Ｌｕｐｉｎｕｓｓｐ、ＳｐｏｎｄｉａｓｍｏｍｂｉｎＬ．等。

位于伊基托斯的国立亚马孙资源开发研究所和秘鲁亚马逊大学在药用植物资源和

民间草药的开发研究中取得了新的进展。研究表明，一种生长在亚马逊地区的紫威科

蓝花楹属Ｊａｃａｒａｎｄａ植物的茎和皮的提取物有较强的抑制淋巴型白血球过多症的作

用；另一种紫葳科Ｔａｂｅｂｕｉａ属植物、豆科Ｃａｍｐｓｉａｎｄｒａ属植物和番荔枝科植物Ｕｎｏｎ
ｏｐｓｉｓｆｌｏｒｉｂｎｄａＤｉｅｌｓ都具有抗癌作用。印第安人和伊斯托斯民间医生常用大戟科植

物栗叶山麻杆ＡｌｃｈｏｒｎｅａｃａｓｔａｎａｅｆｏｌｉａＡ．Ｊｕｓｓ．的树皮和根治疗风湿病。秘鲁亚马孙

大学药用植物资源学家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ＡＦｌｏｒｅｓ博士认为这是当地治疗风湿病最有效的药

物之一。此外，卫矛科的黑叶美登木ＭａｙｔｅｎｕｓｅｂｅｎｉｆｏｌｉａＲｅｉｓｓ．也有很好的抗风湿作

用。位于亚马逊Ｔｉｇｒｅ河沿岸的印第安部族常用豆科小乔木ＩｎｇａｃｏｒｉａｃｅａＧ．Ｄｏｎ的

树皮治疟疾，据说效 果 很 好。该 地 区 民 间 用 于 抗 疟 的 植 物 还 有Ｐｉｔｈｅｃｏｌｏｂｉｕｍｌａｅｔｕｍ
Ｂｅｎｔｈ．（豆科）和ＴｒｉｐｌａｒｉｓｓｕｒｉｎａｍｅｎｓｉｓＣｈａｍ．（蓼科）等。茜草科柠檬木属植物Ｃａ
ｌｙｃｏｐｈｙｌｌｕｍｓｐｒｕｃｅａｎｕｍ （Ｂｅｎｔｈ．） Ｋ．Ｓｃｈｕｍ．和 马 鞭 草 科 假 马 鞭 属 植 物

Ｓｔａｃｈｙｔａｒｐｈｅｔａｃａｙｅｎｎｅｎｓｉｓ（Ｒｉｃｈ．）Ｊ．Ｖａｈｌ都是该地区民间治疗糖尿病的药物。“猫

爪草”原为安斯第山区人民治疗关节炎、胃病和某些皮肤疾患的草药。经秘鲁科技工作

者研究，这种颇有医疗价值的民间草药即茜草科钩藤属Ｕｎｃａｒｉａ的两种同属植物：Ｕ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ＤＣ．和ＵｇｕｉａｎｅｎｓｉｓＪ．Ｆ．Ｇｍｅｌ．。目 前 科 学 工 作 者 已 论 证Ｕ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ＤＣ．的树皮提取物具有抑制细胞分裂、抗感染等作用。秘鲁ＳＡＮＩＴＡＳ和ＬＵＳＡ两制

药公司也在研究猫爪草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ｔｅｒｎａｔｕｓＴｈｕｎｂ．，并研制其制剂试用。
虽然秘鲁传统医药历史悠久，草药使用广泛，并开展了某些研究工作，但大量的民

族医药学遗产和民间医药知识还未被整理发掘，多数草药也未进行系统研究。值得引

起警觉的是，生活在偏僻地区的印第安部族，由于受到现代文明冲击和自然生态破坏的

影响，不少部族被迫迁移或改变了他们某些传统的生活方式，随着他们 的 生 存 受 到 威

胁，他们所积累的大量民族植物学和土著医药知识也将丧失贻尽。秘鲁一些有关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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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发掘民族医药学遗产、合理开发草药资源应成为秘鲁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应受

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３　秘中两国传统与民间草药之比较

如上所述，秘鲁同中国一样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其民族医药遗产十分丰富。虽

然两国的传统医药体系不同，但比较两国传统与民间草药的种类、使用方法和功效等对

研究世界民族植物学、民俗医药学和开发新的药用植物资源都有一定的意义。
据作者在秘 鲁 考 察 时 收 集 到 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Ｐｅｒｕ》（秘 鲁 传 统 药 物）、

《ＶｅｇｅｔａｌｅｓＥｍｐｌｅａｄｏｓｅ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ＴｒａｄｉｃｉｏｎａｌＮｏｒｐｅｒｕａｎａ》（秘鲁北部传统医学使用

的植物）和《ＬｉｓｔａｄｏｄｅＲｅｃｕｒｓｏｓＴ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ｏｓＶｅｇｅｔａｌｅｓ》（植物疗法名录）等８种资料

分析，在５５０种秘鲁常用民间草药中，与我国同科植物占９８８％，同属植物占５６５％，
同种植物占２６８％。在同 种 植 物 中，药 用 部 分 和 使 用 功 效 均 相 同 或 均 基 本 相 同 的 约

２８５％，药用部分相异而使用功效相同或基本相同的约７％，药用部分相同或基本相同

而使用功效相异的约２０５％，药用部分和使用功效均相异的约１５％，我国不同或罕用

的约２４％，我国已引种栽培的约１０％。现列举如下：
药用部分和使用功效均相同或均基本相同的种类，如：马利筋Ａｓｃｌｅｐｉａｓｃｕｒａｓｓａｖｉ

ｃａＬ．、荠菜Ｃａｐｓｅｌｌａｂｕｒｓａｐａｓｔｏｒｉｓ（Ｌ．）Ｍｅｄｉｃ．、蓖 麻Ｒｉｃｉｎｕ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Ｌ．、紫 苜 蓿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ｓａｔｉｖａＬ．、小茴 香ＦｏｅｎｉｃｕｌｕｍｖｕｌｇａｒｅＭｉｌｌ．、山 香 Ｈｙｐｔｉｓｓｕａｖｅｏｌｅｎｓ（Ｌ．）

Ｐｏｉｔ．、南欧大戟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ｐｅｐｌｕｓＬ．、龙葵ＳｏｌａｎｕｍｎｉｇｒｕｍＬ．、毛曼陀罗Ｄａｔｕｒａｉｎ
ｏｘｉａＭｉｌｌ．、土荆芥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ａｍｂｒｏｓｉｏｉｄｅｓＬ．、苦苣菜ＳｏｎｃｈｕｓｏｌｅｒａｃｅｕｓＬ．、芦竹

ＡｒｕｎｄｏｄｏｎａｘＬ．、毛地黄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ｓｐｕｒｐｕｒｅａＬ．、番红花ＣｒｏｃｕｓｓａｔｉｖｕｓＬ．和三叶鬼

针草ＢｉｄｅｎｓｐｉｌｏｓａＬ．等。
表６－１　药用部分相同或基本相同而使用功效相异的种类

植物名称 秘鲁传统用法 中国传统用法

桑ＭｏｒｕｓａｌｂａＬ． 叶治疗糖尿病
叶作解表药，治 疗 风 热 头 痛、目 赤、

咳嗽等

蒺藜Ｔｒｉｂｕｌｕ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ｓ

Ｌ．

全草有 利 尿、消 炎 功 效，治 疗 尿 路

感染、口疮等

全草 可 治 气 管 炎。果 实 治 疗 头 痛

眩晕、风疹瘙痒等症

菊 苣 Ｃｉｃｈｏｒｉｕｍｉｎｔｙ

ｂｕｓＬ．
根、叶、花均作滋补剂和健胃剂用 地上部分药用，治疗黄疸肝炎

罗 勒 Ｏｃｉｍｕｍｂａｓｉｌｉ

ｃｕｍＬ．

地上部 分 药 用，治 疗 白 内 障、心 脏

病、鼻炎，并有利分娩作用

我 国 多 用 其 变 种 Ｏｂａｓｉｌｉｃｕｍ

ｖａｒＬ．ｐｉｌｏｓｕｍＬ．，全 草 治 疗 风 寒

感冒、头痛、肠 炎 腹 泻、跌 打 肿 痛 等

症

阿拉伯婆婆纳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ｐｅｒｓｉｃａＰｏｉｒ．
全草可治肿瘤

全草能解热毒，可 治 肾 虚、风 湿、疟

疾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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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６－１

植物名称 秘鲁传统用法 中国传统用法

香茅Ｃｙｍｂｏｐｏｇｏｎｃｉｔ

ｒａｔｕｓ（ＤＣ．）Ｓｔａｐｆ
全草可治糖尿病

全草治疗头痛、胃 痛、腹 泻、月 经 不

调和产后水肿

扁 轴 木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ｉａ

ａｃｕｌｅａｔａＬ．

树皮有抗癫痫、解 热、发 汗 作 用，并

可用于堕胎
树皮、叶可补虚劳

芸 香 Ｒｕｔａｇｒａｖｅｏｌｅｎｓ

Ｌ．

全草用 于 癔 病、癫 痫 和 痛 经，根 可

堕胎

全草用于感冒、牙 痛、月 经 不 调、疮

疖肿毒等

大 车 前Ｐｌａｎｔａｇｏｍａ

ｊｏｒＬ．
全草、叶治疗溃疡、眼疾和糖尿病 全草和种子能清热利尿

　　药用部分和使用功效均相异的种类，如：秘鲁民间用胡麻Ｓｅｓａｍｕｍｉｎｄｉｃｕｍ ＤＣ．
的茎皮治疗挫伤和关节脱臼，而我国传统多用种子，用于润肠、通便和滋补；秘鲁民间用

朱槿Ｈｉｂｉｓｃｕｓｒｏｓ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Ｌ．的花和茎作为男性避孕药，我国民间多用其根、叶和花，
用于利水、解毒和消肿。

表６－２　秘鲁传统和民间常用的而我国不用或罕用的种类

植物名称 秘鲁传统与民间使用

芹 叶 牻 牛 儿 苗 Ｅｒｏｄｉｕｍｃｉｃｕｔａｒｉｕｍ
（Ｌ．）Ｌ’ＨｅｒｅｘＡｉｔｏｎ

全草可治淋病

孔雀草ＴａｇｅｔｅｓｐａｔｕｌａＬ． 花治疗哮喘、牙痛和胸腹疼痛等症

唇萼薄荷ＭｅｎｔｈａｐｕｌｅｇｉｕｍＬ． 全草用于祛风湿、助消化

鹰嘴豆ＣｉｃｅｒａｒｉｅｔｉｎｕｍＬ． 花和种子可治淋病、天花和疟疾

大 果 西 番 莲 Ｐａｓｓｉｆｌｏｒａｑｕａｄｒａｎｇｕ

ｌａｒｉｓＬ．

地上部分治疗肾结石、肺炎、支 气 管 炎 和 内 外 溃 疡，并 可

驱虫

齿阿米Ａｍｍｉｖｉｓｎａｇａ （Ｌ．）Ｌａｍ． 花、果有利尿、兴奋作用

金 凤 花 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 ｐｕｌｃｈｅｒｒｉｍａ
（Ｌ．）Ｓｗ．

花、树 皮 有 泻 下、解 热 作 用，也 用 于 治 疗 狂 犬 病、减 肥 和

堕胎

　　

４　结语

秘鲁的传统与民间医药内容十分丰富，使用草药是秘鲁人民防治疾病的主要方法，
因此研究秘鲁的民间草药也是研究其民族植物学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民族植物学在

总结了长期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该民族在与自然作斗争中所获得的植物学

知识和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时刻都与人类的生存休戚相关。当前有许多民族和民间

的草药还未获得公认，其原因之一就是现代药理学研究还无法证实其确切疗效。从民

族植物学观点出发，假如地理相隔甚远的不同民族都习惯使用某种草药防治同种疾病，
那么这种草药的医药价值无疑是肯定的（可见本文中某些实例），虽然也许药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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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能证明这一点。借鉴其他民族的医药经验，在同种或近缘植物中发掘新药，就是民

族植物学知识的具体应用。中医的形成与发展也不断吸收了许多外族 的 和 异 国 的 药

物。本文对东、西半球两大文明古国———中国和秘鲁———的传统与民间草药种类进行

对比分析也是一种尝试，其出发点就是基于任何民族的植物知识不仅是属于该民族的，
也是属于全人类的观点。

余国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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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植物文化学

　　·佛教中的植物文化

·我国节日民俗与植物文化

·浅谈民俗植物文化

·植物中名浅析

·我国民间药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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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中的植物文化

佛教典籍浩若烟海，佛教理论博大精深，其间不仅有玄奥的说教，亦有哲理般的寓

言，不仅有繁琐刻板的戒律，亦有诙谐有趣的故事。在众多佛经故事中，既有天人鬼神，
又有飞禽走兽、花木草虫，形形色色，林林总总。这些花木草虫，皆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或是佛教的象征寓意，或是佛教的精神灵性。这些引述 的 植 物 包 容 在 故 事 之

中，与内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其间透着浓浓的文化气息。

１　莲花———佛教的象征

走过姹紫嫣红、桃李芳菲的春天，莲花盛开于烈日炎炎的夏季。唐孟浩然有“看取

莲花净，方知不染心”的诗句。莲花独具一种神圣与贞洁，它不仅是有名的观赏花卉，亦
是佛教象征的名物。在许多佛教经典中，如《妙法莲花经》、《杂宝藏经》、《无量 清 净 尘

经》等多有莲花的记载。《妙法莲花经》以莲花为喻，象征教义的纯洁高雅。《杂宝藏经》
载有“莲花夫人”的故事，述及雪山仙人的女儿，端正殊妙，步步生莲花，被国王发现，纳

为王妃，称为“莲花夫人”，后来生５００子皆大力士。在我国的佛教寺庙中，三世佛（燃灯

古佛、释迦牟尼、弥勒佛）及观音菩萨大都足踏莲花座，或端坐于莲花台之上，或手持花

束。在一些与佛教相关的石窟、庙观中大量的莲花图案也是屡见不鲜的（如敦煌、云岗

石窟和龙门石窟等）。
佛教爱莲之说主要归结为：一是莲花的品格，出淤泥而不染，洁身自处，与佛教主张

的人格相吻合；二是“莲花池畔暑风凉”，佛教的诞生地印度气候炎热，莲花生于绿茵碧

水之中，无论是花、叶、香、色，均给人们一种清凉的感觉，因而崇尚佛教的印度爱莲之风

盛行；三是莲花与佛教的创造人释迦牟尼诞生有着一段渊源，传说释迦牟尼就是菩萨化

成一只洁白的玉象，通过巨型莲花绽开，脱颖而出。入胎摩耶夫人（即佛圣之母）从而转

世的。释迦牟尼创造了佛教，为人类设想了一个遍地长有莲花的世界。
我国喜爱莲花之习由来已久。《诗经》有“妁妁芙蕖”、《离骚》有“集芙蓉以为裳”的

赞颂；李白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佳句；周敦颐的《爱莲说》更是流芳百世。
佛即莲，莲即佛，人们的心中已将莲花与佛教紧紧联系起来。
莲为睡莲科植物莲ＮｅｌｕｍｂｏｎｕｃｉｆｅｒａＧａｅｒｔｎ．，又有“荷、芙蕖、芙蓉、水芝”诸名，

亦是我国重要的药用兼观赏植物。莲的根茎（藕）、根茎的节（藕节）、叶（荷叶）、叶的基

部（叶蒂）、叶柄或花柄（荷梗）、花蕾（莲花）、花托（莲房）、雄蕊（莲须）、种皮（莲衣）、胚芽

（莲子心）皆供药用，正可谓浑身都是宝。

２　菩提树———觉悟之树

菩提树，亦称为“觉树”、“道树”，被誉为佛教的四大圣树之一。“菩提”一词是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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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译音，意为“觉”、“智”、“道”。菩提树为桑科植物菩提树Ｆｉｃｕ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ａＬ．，又名思

维树、毕钵罗树（Ｐｉｐｐａｔａ），拉丁学名中的种名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ａ即有神圣宗教之意。菩提树，英
文名ＰｅｅｐｕｌＴｒｅｅ，ＢｏｔｒｅｅＦｉｇ等，均有宽宏大量、明辨善恶、觉悟真理之意。

菩提树为常绿乔木，叶卵形，茎干黄白，在热带和亚热带广为栽培。因为释迦牟尼

在毕钵罗树下证得（菩提）觉悟，才被称为菩提树，并成为佛教名树。传说悉达多太子出

家后，潜心修了六年苦行，衣衫褴褛，瘦骨嶙峋，但仍未得道。后悟出明智之法，独自去

菩提迦耶，在一棵菩提树下打坐，豁然开悟，证得菩提果而成佛。由此，菩提树一举成为

佛教的圣树。在印度佛教艺术中，以菩提树代表成道，如以七株菩提树代表已入涅槃的

过去七佛。在许多佛教名胜的门饰上，都有菩提树的雕像。随着佛教的东传，菩提树也

随之蔓延，在南传佛教的寺院中，一般都种有菩提树，僧众经常唪焚香散花，绕树作礼。
我国栽培的菩提树，主要见于南方地区。广东省境内的光孝寺种植的一株菩提树，

相传为魏晋时期天竺僧人智药三藏从印度移植而来，明嘉靖年间被大风吹倒，后枯萎而

死。现存的为寺僧赴南华寺剪得一枝菩提树枝回来栽种而成。云南省德宏州和西双版

纳州，各个寺院大都种植菩提树，大者三四人合围。傣族地区广为种植的菩提树究竟何

时引入已不可考，据信是与佛教一起传入的。傣语称菩提树为“吉祥之树”，深得傣族人

民尊敬和崇拜。我国西藏寺院盛行的唐卡上所描绘的佛经故事中，亦多次出现菩提树。

３　娑罗树———神圣之树

娑罗树，梵文Ｓａｅａ，Ｓａｌａ，又名摩诃娑罗树、无忧树，也是佛教的圣树之一。传说佛

陀释迦牟尼的降诞和入寂均与娑罗树有关。王后摩耶夫人产期将近，净饭王派宫女和

卫队护送她归宁，当王后行至娑罗树下，想去攀扶树枝，忽见一枝自动下垂至手边，王后

伸手握住，端然而立，悉达多太子就从她右胁出生了。佛陀在娑罗树下出生，也在娑罗

树下圆寂。相传释迦牟尼传道４０多年，届时８０高龄，自感时日不多，想去看看众寺院。
在路途中疲病交加，力不可支，最冬在一片娑罗树林中安然圆寂。

娑罗树，为龙脑香科植物印支娑罗双Ｓｈｏｒｅａ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Ｐｉｅｒｒｅ以及娑罗双属

的多种植物。高大乔木，叶长卵形而尖，表面光滑，花淡黄色。产于印度及马来半岛的

热带雨林中，可供药用和作香米。
在我国称为“娑罗树”的和印度的娑罗树并非一种植物。我国南方的“娑罗树”（梭

罗树）为梧桐科植物梭罗树Ｒｅｅｖｅｓｉａ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Ｍａｓｔ．，而北京地区的“娑罗树”则为七

叶树科植物七叶树Ａｅｓｃｕｌ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ｕｎｇｅ、欧洲七叶树Ａ．ｈｉｐｐｏｃａｓｔａｎｕｍＬ．。

４　阎浮树———思维之树

阎浮树（Ｊａｍｂｕ）也是佛教圣树。相传悉达多太子最初即是在阎浮树下开始思索世

间及人生真谛的。马鸣的《佛所行赞》云，净饭王带悉达多太子去举行下种仪式，安排太

子在场边一株阎浮树下，铺设坐具，上覆镂金天幕罩，四周围上 帷 幕，嘱 咐 侍 从 小 心 看

护。净饭王率众臣举行下种仪式，引得侍女们走出帷幕去观望，仅留下太子一人。当悉

达多太子掀开帷幕，看到青草被犁翻起，散布着许多虫卵和被杀死的幼虫，他不胜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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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目睹他的百姓遭受屠戮，又见农夫受风尘阳的吹晒，面容憔悴，便起了深深的怜悯

之心。他坐在阎浮树下，默想到世间的苦难和烦恼，萌生了出家的念头。……后来太子

出家成道，创立佛教后，阎浮树也成为佛教圣树。
阎浮树，为桃金娘科植物海南蒲桃Ｓｙｚｙｇｉｕｍｃｕｍｉｎｉ（Ｌ．）Ｓｋｅｅｌｓ，高大乔木，叶阔

椭圆形，对生，花白色，有芳香，浆果大如雀卵，熟时为紫黑色，略酸，味道很美。我国的

海南、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等省均有野生或栽培。

５　苾刍———佛僧的象征

苾刍，梵名Ｂｈｉｋｓｕ，为菊科植物绒毛戴星草ＳｐｈａｅｒａｎｔｈｕｓｉｎｄｉｃｕｓＬ．、戴 星 草Ｓ．
ａｆｒｉｃａｎｕｓＬ．，生长于热带地区。我国广东、云南有产。

佛典中所谓苾刍，系雪山产的一种香草，具有体态柔软、引蔓旁布、色香远闻、疗患

医痛、不背目光等五种优点。由于佛陀要求佛教僧众宽容忍耐，刻苦修行，弘扬佛法，拯
救芸芸众生脱离苦海，达到涅槃。这些均与苾刍的五种优点相似，因此，佛教僧人被称

为“苾刍”（比丘），这也是苾刍名称的由来和象征之意。

６　银杏———中国的“菩提”

菩提树成为佛教的圣树后，引得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广为种植栽培，但在温带和我国

北方地区，由于菩提树难以安全越冬而无法种植。我国僧人为了表达对佛祖的虔诚和

敬仰，选择一些古老的、珍贵的、驰名的树种来代替。
银杏树，为银杏科植物银杏ＧｉｎｋｇｏｂｉｌｏｂａＬ．，又名白果、公孙树，为第四纪冰期孑

遗植物。果实和叶片皆可入药，白果有敛肺定喘，止带缩尿之功；银杏叶有活血养心，敛
肺涩肠之功。银杏在我国的众多佛教寺庙中广为种植栽培，她的树干苍健挺拔，枝繁叶

茂，叶片扇形，洁净素雅，让人肃然起敬，有不受凡尘世俗干扰的超然意境，故也被誉为

中国的“菩提树”。
除了选择银杏作为中国的“菩提”树外，僧人们尚选择其叶形与菩提树叶形相似的

植物种类来栽植，以表达对佛祖的虔诚之心，椴树亦是其中较为广泛的选择。椴树种类

为椴树科植物南京椴ＴｉｌｉａｍｉｑｕｅｌｉａｎａＭａｘｉｍ．和糠椴Ｔ．ｍａｎｄｓｃｈｕｒｉｃａＲｕｐｒ．ｅｔＭａｘ
ｉｍ．，浙江天台山国清寺中，就有一株两人合抱的“南京椴”，原产于南京宝华山，约有百

年的树龄，在当地被称为“菩提树”。
丁香：丁香叶与菩提树叶相仿，亦作为“菩提”广为 栽 培。丁 香 在 寺 院 栽 培 历 史 久

远，相传我国西部青海省境内的湟中塔尔寺栽培的丁香，原植物为暴马丁 香Ｓｙｒｉｎｇａ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Ｂｌ．）Ｈａｒａｖａｒ．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Ｍａｘｉｍ．）Ｈａｒａ，约有６００余年的历史，被誉为

“西海菩提”。约定俗成，以至于丁香属的一些树种，也被我国北方佛教寺院视为“菩提

树”了。

７　其他植物与佛教

佛教文化涉及的植物种类尚有多种，如：茉莉、金银花、石榴、无患子、棕榈、牡丹、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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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等。
茉莉，为木犀科植物茉莉花Ｊａｓｍｉｎｕｍｓａｍｂａｃ（Ｌ．）Ａｉｔｏｎ，在佛书上名“鬘花”，由

于它纯洁、芬芳和美丽，可以装饰秀发，在印度一直作为佛教的吉祥物，在菩萨的宝冠上

常佩饰有镂金的茉莉花。茉莉花在我国南方地区有着多年栽种历史，并深受人们的爱

戴，早在宋朝便有“茉莉名佳花亦佳，远从佛国到中华”，后来又有“名字惟应佛书见，根

苗应逐贾胡来”的诗句。
金银花，又名忍冬，为忍冬科植物金银花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由于金银花

（忍冬）具有越冬而不死的特点，可比作人的灵魂不灭，轮回永生，故而被大量运用于佛

教艺术上，在佛教装饰图案中常有“忍冬纹”，我国佛教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最 为 流

行。
石榴，为石榴科植物石榴ＰｕｎｉｃａｇｒａｎａｔｕｍＬ．，又名安石榴。在佛教中，石榴图案

是被神化的形象，它常与比作圣树的棕榈叶和圣花莲花结合在一起，石榴果常被安排在

莲花座上，两侧配以棕榈和莲花的枝叶，象征着吉祥如意。
此外一些植物种类也与佛教有关，如：四月初八，佛诞日，是日中国南部地区都要食

用“乌饭”，以 纪 念 佛 祖 诞 生。乌 饭，是 由 越 桔 科 植 物 乌 饭 树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ｕｍ
Ｔｈｕｎｂ．的嫩枝叶捣碎浸米，蒸煮而成。菖蒲，天南星科植物菖蒲ＡｃｏｒｕｓｃａｌａｍｕｓＬ．的
根茎、叶的水浸 物 喷 洒，用 于 寺 庙 的 驱 虫 消 毒 除 菌。荠 菜，十 字 花 科 植 物 荠Ｃａｐｓｅｌｌａ
ｂｕｒｓａｐａｓｔｏｒｉｓ（Ｌ．）Ｍｅｄｉｃ．的花茎 叶 和 香 烛 一 起 点 燃，可 用 于 驱 蚊 蛾 扑 灯 火，故 谓 之

“护生草”。麻栎、槲栎等，壳斗科栎属（橡属）ＱｕｅｒｃｕｓＬ．的多种植物的果实，用于穿唱

经念佛的“念珠”。黄精、玉竹，百合科植物黄精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 ＤｅｌａｒｅｘＲｅｄ
ｏｕｔｅ、多 花 黄 精Ｐ．ｃｙｒｔｏｎｅｍａ Ｈｕａ、药 用 黄 精Ｐ．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Ａｌｌ．、玉 竹Ｐ．ｏｄｏｒａｔｕｍ
（Ｍｉｌｌ．）Ｄｒｕｃｅ的根茎，我国僧人常采挖食用，谓有“驻颜断谷、滋补强身”之功。另外，
僧众们焚香拜佛、沐浴更衣所用的一些香料植物，驱虫灭菌植物，尚待进一步整理和发

掘。

金久宁　陈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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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节日民俗与植物文化

文化传统，是特定民族在历史实践活动中创造和积累的文明成果。文化是时代的

产物，中华民族经过数千年的繁衍发展，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节日习俗正是

传统文化的一种体现。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传统的春节、清明、端午、七夕、重九

等，都包蕴着民族生活中的历史演变、风土人情、宗教信仰、道德伦理、文学艺术等诸种

文化因素。它们在民族历史的长河中，世代相传，为人民的生活增添意义和乐趣，振奋

或抚慰人们的心灵，由此引发的思绪和灵感，又成为诗歌创作抒情咏怀的缘由和契机。
每个节日所涉及不同的植物，表达特定的目的和愿望，形成了独特的植物文化现象。

１　正月初一，饮屠苏，挂桃符，燃爆竹

在中国民俗的岁时节令中，常选择一月一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

九日，这样月数与日数相同的重日做节令，一、三、五、七、九均为阳数，这是受阴阳学说

思想的影响而产生和形成的。农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旦（今改阳历元月１日为元旦，正

月初一为春节，始于辛亥革命后）。正如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谓：“正月朔日（初一）谓之

元旦，俗称新年。”古人认为它是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又称“三元”。梁代宗懔《荆楚

岁时记》：“正月一日……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 椒 柏 酒，饮 桃 汤，进 屠 苏 酒，胶 牙

饧”。宋王安石《元日》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

桃换旧符”，好一幅 生 气 勃 勃 的 民 俗 风 情 画。《荆 楚 岁 时 记》谓 燃 爆 竹“以 辟 山 臊 恶 鬼

也”。《神异经》谓山臊“在西方深山中，长尺余，犯人则病，畏爆竹声”。桃符系两块桃木

板，上书神荼、郁垒二神之名，悬门之左右，以驱百鬼。《独断记》谓：“海中有度朔之山，
上有桃木，蟠屈三千里，卑枝东北有鬼门，万鬼所出入也。神荼与郁垒二神居其门，主阅

领诸鬼，其恶害之鬼，执以苇索，食虎。”葛洪《肘后方》谓：“屠苏酒由乌头、防风、白术、桔
梗、菝葜、蜀椒、大黄、桂心组成，绛袋盛，以十二月晦日悬沉井中，正月朔日平晓出药，置
酒中煎数沸，岁旦饮之，可以口避疫气，令人不染温病 及 伤 寒。取 滓 悬 于 中 门，以 避 瘟

气。三日外，弃于井中，井水亦免疫。”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九伤寒上有：“辟疫气，
令人不染温病及伤寒，岁旦屠苏酒方：大黄十五铢，白术十八铢，桔梗、蜀椒各十五铢，桂
心十八铢，乌头六铢，菝葜十二铢，（一方有防风一两），此七味咀碎，绛袋盛，以十二月晦

日日中悬沉井中，令至泥，正月朔日平晓出药，置酒中煎数沸，于东向户中饮之。屠苏之

饮，先从小起，多少自在，一人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 无 疫，饮 药 酒 得 三 朝，还 滓 置 井

中，能仍岁饮，可世无病，当家内外有井，皆悉着药辟温气也。”
药材大黄的基原 为：①蓼 科 植 物 掌 叶 大 黄Ｒｈｅｕｍｐａｌｍａｔｕｍ Ｌ。②唐 古 特 大 黄

ＲｐａｌｍａｔｕｍＬｖａｒｔａｎｕｔｉｃｕｍ ＭａｘｉｍｅｘＲｅｇｅｌ。③药 用 大 黄Ｒ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Ｂａｉｌｌ，
现代药理表明：大黄提取物对病原微生物作用明显，大黄的抗菌谱广，抑菌成分以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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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大黄素和芦荟大黄素抗菌作用最强。大黄煎剂及醇提取物体外对一些致病真菌有

抑制作用。大黄提取物具保肝利胆作用。大黄炮制方 法 中 有 酒 大 黄、酒 熟 大 黄，酒 炖

后，大黄泻下作用缓和，能消腹痛等副作用，能引药上行，下达小肠膀胱，更好发挥清热

解毒作用。
药材白术的基原为菊科植物白术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ｅｓｍａ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Ｋｏｉｄｚ，现代药理表

明：白术煎剂能使免疫力增强，具较好的免疫调节作用，促进细胞免疫功能，同时具保肝

利胆，加强消化系统的作用。
药材桔梗的基原为桔梗科植物桔梗Ｐｌａｔｙｃｏｄｏｎ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ｕｓ（Ｊａｃｑ）ＡＤＣ，现

代药理表明：桔梗皂苷具祛痰与镇咳作用，具抗炎作用。桔梗提 取 物 对 抗 菌 有 辅 助 作

用。
药材蜀椒的基原为芸香科植物：①花椒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ｂｕｎｇｅａｈｕｍ Ｍａｘｉｍ。②青

椒Ｚｓｃｈｉｎｉｆｏｌｉｕｍ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现代药理表明：花椒水提取物具有助于消化系统作

用，具抗腹泻作用和保肝作用，花椒挥发性成分具有较强的抑菌和杀疥螨作用。
药材桂心即桂枝（去皮），基原为樟科植物肉桂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ｃａｓｓｉａＰｒｅｓｌ，现代药

理表明：桂枝的醇提取物及水煎剂具有较强的抗菌、抗病毒作用。
药材乌头的基原为毛茛科植物乌头Ａｃｏｎｉｔｕｍ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Ｄｅｓｌ，现代药理表明：

乌头的主要成分乌头总碱具较强的抗炎作用。
药材菝葜的基原为百合科植物菝葜ＳｍｉｌａｘｃｈｉｎａＬ，现代药理表明：菝葜的醇提

取物具抗菌、抗炎作用。
药材防风 的 基 原 为 伞 形 科 植 物 防 风Ｓａｐｏｓｈｎｉｋｏｖｉａｄｉｖａｒｉｃａｔａ （Ｔｕｒｃｚ）Ｓｃｈｉｓ

ｃｈｋ，现代药理表明：防风水煎剂具抗炎作用和提高机体免疫功能作用，具较强的抗菌

抑菌作用。可以见得，以上述药材配伍浸制而成屠苏酒确有抗 炎 杀 菌、祛 病 免 疫 的 作

用。
大年初一饮屠苏酒，遵先少后老之训，意谓少年得岁，老年失岁，未来属年青后生，

老辈自觉退让。顾况诗：“不觉老将春共至，手把屠苏让少年。”苏轼诗：“但把穷愁博长

健，不辞最后饮屠苏。”裴夷直诗：“自知年几偏应少，手把屠苏不让春。”饮屠苏酒不仅可

驱邪避疫，并且引出了尊重长者、提携少年的一段佳话。

２　三月三、踏青游春、食青团、乌饭、荠菜迎春饼

三月三日上巳节，民间有踏青游春、食乌米饭等习俗。是日，人们都去河边沐浴，举
行消灾求吉仪式，称为祓禊。唐杜甫诗：“江边踏青去，回春望旌旗”，“三月三日天气新，
长安水边多丽人”，说的就是此番景象。

青团、乌饭是南方稻米文化的产物。青团，是由鼠曲草汁染着糯米粉，搓揉蒸煮而

成。宗懔《荆楚岁时记》：“三月三日取鼠曲汁，蜜和为粉，谓之龙舌K，以压时气。K音

板，米饼也。”鼠曲 草 基 原 为 菊 科 植 物 鼠 曲 草ＧｎａｐｈａｌｉｕｍａｆｆｉｎｅＤＤｏｎ，《日 华 子 本

草》载：“调中益气，止泄，降痰，压时气，去热嗽”之功效。现代药理表明：鼠曲草煎剂有

镇咳作用，并对常见病菌有抑制作用，可用于化痰止咳平喘，以及祛风湿、利湿消肿、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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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解毒，并对治疗高血压有一定作用。
乌饭，又称青精饭。林洪《山家清供》：“青精饭者，以比重谷也，按本草，南烛木，今

黑饭草即青精也，采枝叶捣汁浸米蒸饭，曝干，坚而碧也，久服益颜延寿。仙方又有青石

饭，世未知为何也。按本草用青石脂三斤，青粱米一斗，水浸，越三日捣为丸，如李大，日
服三丸，可不饥，是知石，脂也，二法皆有据。以山居供客则当用前法，如欲效此方辟谷

则当用后法，每读杜诗：‘岂无青精饭，令我颜色好。’又曰：‘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计，当

时才名如李杜，可谓切于爱君忧国矣。天乃不使之壮年，以行其志而使之，但有青精瑶

草之思，惜哉。’”
陈藏器《本草拾遗》载：“南烛生高山，经冬不凋，取汁渍米作乌饭，食之健如牛筋，故

曰牛筋。止泄、除睡，强筋益气，久服轻身长年，令人不饥，变白却老。”
浸米的南烛枝叶的基原为杜鹃花科植物乌饭树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ｕｍ Ｔｈｕｎｂ，现

代药理表明：越桔属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 的多种植物的主要活性成分有花色素、黄烷醇、前花色

素和槲皮素类成分，具促进视红素再合成，Ｖｐ 样机能、改善循环，抗溃疡、抗炎等多种药

理活性。
三月三的节俗仍保留在少数民族地区，如畲族这天出门踏青，食乌米饭，故他们又

称之为乌饭节。湖南侗族、贵州苗族是黑饭节，也喜吃乌饭。
乌饭、青迅饭、青精饭的养颜益寿、抗衰老作用博得人们的赞誉，成为馈赠佳品。唐

皮日休有“润卿遗青精饭，兼之一绝，聊用答谢”：“传得三元迅饭名，大宛闻说有仙卿；分
泉过屋舂青稻，拂雾飘衣折紫茎；蒸处不教双鹤见，服来唯怕五云生；草堂空坐无饥声，
时把金津嗽一声。”陆龟蒙诗“润卿遗青精饭”：“旧闻香积金仙食，今见青精玉釜餐；自笑

镜中无骨录，可能飞上紫云端。”张贲诗“以青迅饭分送袭美、鲁望成一绝”：“谁屑琼瑶事

青迅，旧传名品出华阳；应宜仙子胡麻拌，因送刘郎与阮郎。”
较之南方的青团、乌饭米食，荠菜迎春饼、荠菜馔最初可能流行于北方。《诗经·邶

风·谷风》云：“谁谓茶苦，其甘如荠。”明徐光启《农政全书》救饥：“（荠）采子用水调搅良

久成块，或作烧饼，或煮粥食，味甚粘滑；叶炸作菜食或煮作羹皆可。”荠菜的基原为十字

花科植物荠菜Ｃａｐｓｅｌｌａｂｕｒｓａｐａｓｔｏｒｉｓ（Ｌ）Ｍｅｄｉｃ。现代药理表明：荠菜的醇提取 物

对心血管作用明显，能使血压下降，有凉血止血、清热 利 尿、明 目、降 压、消 炎 解 毒 之 功

效。用于痢疾、高血压、肾炎及各种出血症。
历代诗文有：宋陈达叟的“甘荠赞”：“谁谓茶苦，其甘如荠。天生此物，为山居赐。”

宋苏轼“与徐十二尺牍”：“今日食荠极美，念君卧病，面、醋、酒厂皆不可近，惟有天然之

珍，虽不甘于五味，而有味外之美。”“凡人夜则血归于肝，肝为宿血之脏，过三更不睡，则
明朝旦面色黄燥，意思荒浪，以血不得归故也。若肝气和则血脉通汉，津液畅润，疮疥于

何有。君今患疮故宜食养，其法取荠一二升许，净择入淗了米三合，冷水三升，生姜不去

皮，槌两指大，同入釜中，浇生油一蚬壳当于羹面上，不得触，触则生油气不可食，不得入

盐醋，君若知此味，则陆海八珍皆可鄙厌也。天生此物，以为幽人山居之禄，辄以奉传不

可忽也。”此番话，道出了苏东坡对荠菜的喜好和赞赏。其后，有人以“食荠糁甚美，蜀人

所谓东坡羹也”，作诗曰：“荠糁芳甘妙绝伦，啜来恍若在峨岷；莼羹下豉知难乱，牛乳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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酥亦未珍；异味颇思修净供，秘方当惜授厨人；午窗自抚膨脝腹，好住烟村莫厌贫。”宋陆

游“食荠”诗：“舍东种早韭，生计似庾郎；舍西种小果，戏学蚕丛乡；惟荠天所寿，青青被

陵冈；珍美屏盐酪，耿介凌雪霜；采撷无阙日；烹饪有秘方；候火地炉暖，加糁沙钵香；尚

嫌杂笋蕨，而况汗膏粱；炊粳及鬻饼，得此生辉光；吾馋 实 易 足，扪 腹 喜 欲 狂；一 扫 万 钱

食，终老稽山旁。”此外，尚有唐白居易“满庭田轩湿，荠叶生墙根”，宋王安石“熏风洲渚

荠花繁”，苏轼“时绕麦田求野荠，强为僧舍煮山羹”，陆游“寒荠绕墙甘若饴”等吟诵荠的

诗句，可见当时食荠之风盛行。
现今，安徽一带有三月三妇女小孩，头插荠菜花，谓可免一岁头痛头晕之病；江苏有

“三月三，荠菜赛仙丹”之说，是日，采挖荠菜花全株，洗净与鸡蛋同煮，吃蛋喝汤，可防头

晕，平安无恙。

３　五月五，端午，食粽，饮菖蒲，挂艾蒲，驱五毒

五月五日，端午节，又称 之 为 端 阳 节，天 中 节。习 俗 此 日 食 粽 子，饮 菖 蒲 酒，挂 艾、
蒲，药浴等辟邪驱毒。端午为节的起源有祭龙说、夏至说、恶日说、屈原说等诸解，近代

学者闻一多《端午考》认为，端午节本是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祀的节日，而赛龙舟便是祭

仪中半宗教、半娱乐性节目。
粽，最早记述见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粽，芦叶裹米也。”西晋周处《风土记》：“仲

夏端午，烹鹜角黍。注云：端，始也，谓五月五日。粽，一名角黍，以菰叶裹黍米，以象阴

阳相包裹未分解之象。”东晋初范汪《祠制》：“仲夏荐角黍。”可见当时端午与夏至制作粽

子，既作为食品又为祭祀奉神的供品。到了南朝时期，荆楚一带将屈原传说与五月五日

节俗结合一起，饭祭水神，祈求平安，龙舟竞渡的仪式亦成为悼屈的内容之一。《荆楚岁

时记》：“夏至节日食粽，周处谓为角黍，人并以新竹为筒粽。”裹粽芦叶的基原为禾本科

植物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ｒｉｓ，芦叶，李时珍《本草纲目》有：“主治霍乱、呕逆、
肺痈、烦热、痈疽，烧灰淋汁煎膏，蚀恶肉，去黑子。”《圣惠方》有：“霍乱烦渴胜利胀，芦叶

一握水煎服。”又方：芦叶五钱，糯米二钱半，竹茹一钱，水煎，入姜汁、蜜各半合，煎二沸，
时呷之。此足以见得，端竿食粽亦有健康保健之效。“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从《诗经》、《楚辞》至唐宋元明，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了诸多吟诵的诗章，表达

了对芦苇的喜好，但涉及端午节俗不多，此处不作赘述。
艾，《岁时杂记》云：“端午刻菖艾为小人子或葫芦形，带之辟邪。”《吴中岁时记》曰：

“端午簪艾叶、榴花以辟邪。”《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采艾以为人，悬 门 户 上，以 禳 毒

气。”《熙朝乐事》：“端午为天中节，家家买葵、榴、蒲、艾，植之堂中。”《东京梦华录》：“自

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卖桃、柳、蒲、葵花、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门首，又钉艾人于门

上，士庶迎相宴赏。”艾叶的基原为菊科植物艾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ａｒｇｙｉＬｅｖｌｅｔＶａｎｔ和野艾

ＡｖｕｌｇａｒｉｓＬ，现代药理表明：艾叶提取液对多种病菌及致病性真菌有不同程度的抑

制作用，艾叶油具镇咳、平喘、祛痰作用。楚屈原《离骚》有：“扈服艾以盈腰兮，谓幽兰其

不可佩。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之句。汉张衡《思元赋》曰：“宝萧艾于重筐

兮，谓兰蕙之不香。”宋章得象诗：“艾叶成人后，榴花结子初”，“玉燕钗头艾虎轻。”元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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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诗：“人家绿艾端阳节，天气黄梅细雨时。”明李言闻《艾赞》也说：“产 于 山 阳，采 以 端

午；治病灸疾，功非小补。”
蒲，除了与艾叶结为小人或葫芦形，悬于门首之外，尚有高濂《遵生八笺》的菖蒲饼、

菖蒲酒。林洪《山家清供》中神仙富贵饼的做法是：“煮水菖蒲暴为末，每一斤用蒸山药

三斤，炼蜜水调入面做饼，暴干，侯客至蒸食，作条亦可羹。”章简公诗云：“水荐神仙饼，
菖蒲富贵花。”《岁时杂记》：端午以菖蒲或缕或屑泛酒。章简公端午贴子：“菖花泛酒尧

樽绿，菰叶萦丝楚粽香。”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称：“菖蒲酒，治三十六风，一十二痹，通血

脉，治骨痿，久服 耳 目 聪 明。石 草 蒲 煎 汁，或 酿 或 浸。”蒲 的 基 原 为 天 南 星 科 植 物 菖 蒲

ＡｃｏｒｕｓｃａｌａｍｕｓＬ和石菖蒲ＡｔａｔａｒｉｎｏｗｉｉＳｃｈｏｔｔ，菖蒲的根、茎、叶均含挥发油。现

代药理表明菖蒲挥发油有较好的平喘、镇咳和祛痰作用，挥发油及水浸剂对多种病菌有

较强的抑制作用，石菖蒲提取物有提神醒脑，改善记忆力作用，石菖蒲煎剂同样也有杀

死寄生虫，对致病性真菌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历代诗赋歌咏菖蒲留下了大量的章句，涉
及端午菖蒲之用的亦有多篇。如，唐李白诗：“尔去掇仙草，菖蒲花紫茸。”白居易诗：“澹
澹春水暖，东风生绿蒲。”宋王曾诗：“明朝知是天中节，旋刻菖蒲要避邪。”梅尧臣诗：“溅
溅润水底，冉冉菖蒲稠；菖蒲花已晚，菖蒲茸尚柔；灵根 采 九 节，试 共 野 僧 求；逡 巡 能 致

之，衰疾无甚忧。”
五月五日的端午节俗，主要表现的是龙舟竞渡，避瘟保健这两大主要内容。龙舟竞

渡最早主要是吴越民族图腾祭祀的古朴的传统水神祭祀仪式，后又融入了悼念屈原，崇
尚忠爱国精神的内容，飞舟竞渡、饭食投江，食粽充分表达了人们祭神禳灾祈福的美好

愿望。仲夏五月，素有恶五月之说，《礼记·月令》有：“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
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此时，阴阳二气争锋，蛇虫出没，暑毒盛行，人们宜戒身自律，小心

为之。悬挂艾蒲于门首，有驱除灾疫，避瘟保健之意。食粽、悬挂艾蒲中的植物文化，体
现了端午习俗的真实意义。

４　七月七，七夕，牛郎织女相会，采药，沐浴，食乞巧果

七月七日，乞巧节，又称为七巧节七夕，映衬星象，是牛郎织女相聚的日子。民间习

俗，是日采制药物，沐发，除秽，防疫，食乞巧果。据《荆楚岁时记》：“七月七日，为牵牛、
织女聚会之夜。七夕妇人结彩楼，穿七孔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东京梦华录》有：
“唐时京师七夕，贵家多结线楼于庭，穿七孔针，陈瓜果于庭中 以 乞 巧。有 喜 子 网 于 瓜

上，则以为得，谓之乞巧楼。”在遵奉传统习俗的家庭，逢七月七日傍晚，星星初现，院内

放置小桌摆上甜瓜、西瓜等应时瓜果，女孩子到桌前焚香作拜，然后用丝穿七孔针，以乞

求女红出众和手艺精湛。人们耳熟能详的戏曲《天仙配》叙述的就是牛郎织女委婉动人

的故事。牛郎织女，本是人间男耕女织的劳动者形象在星空的反映。巧手编织云锦天

衣的织女，受到人们、特别是妇女们的崇拜，纷纷向之乞巧。民间的“乞巧歌”云：“乞手

巧，乞貌巧；乞心通，乞颜容；乞我爹娘千百岁，乞我姊妹千万年。”富贵人家更借此夜祈

福娱乐，多结彩楼于庭，铺陈讲究，妇女们焚香列拜，宫 廷 府 内，更 为 奢 华。《汉 武 帝 内

传》言：“七月七日乃扫除宫掖之内，张云锦之帷，燃九光之灯”，还伴以丝竹歌舞，七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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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一时间欢声笑语，沸沸扬扬。而农户之家，本应与牛 郎 织 女 星 更 为 相 关，却 无 钱 铺

张，寂然无声。宋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七夕》：“朱门乞巧沸欢声，田园黄昏静掩扃；
男解牵牛女能织，不须邀福渡河星”。记述的便是此番景象。七夕，是颇受妇女儿童喜

爱并注重的节日，亦是老少健康保健、防病除疫、享受生活的日子。高濂《遵生八笺》有：
“七日取乌鸡血，和三月三日收起之桃花片，为末，涂面，令人莹白如玉。”又曰：“七日采

蒺藜子，阴干捣末，食后服，治眼失明。聚枸杞煎汤沐浴，令人不老不病。”《浙江志书·
开化县》记载：“七夕童男女晨起，以木槿叶舂水沐发。”《湖广志书·攸县》记载：“七月七

日妇女采柏叶、桃枝煎汤沐发。”李时珍《本草纲目》“水萍”附方“大风疠疾”中引《十便良

方》云：“七月七日，取紫背浮萍，日干为末，半升，入好消风散五两，每服五钱，水煎频饮，
仍以煎汤洗浴之。”因此，七月七日亦可谓之民间采药防疫、摄生保健的卫生习俗节。药

浴的历史久远，据史料记载远自周朝，就流行香汤浴。屈原《云中君》：“浴 兰 汤 兮 沐 芳

华。”此香汤、兰汤，就是兰草亦即佩兰，煎汤浸浴，气味芬芳馥郁，有解暑祛湿、醒神爽脑

的功效。药浴可使药物作用于全身肌表、局部、患处，并经吸收，循环经络血脉，内达脏

腑，由表及里，因而产生效应。可起到疏通经络、活血化瘀、驱风散塞、清热解毒、消肿止

痛、调整阴阳、协调脏腑、通行气血、濡养全身等功效。现代药理研究亦证实，药浴之后

能提高血液中某些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增强肌肤的弹性和活力。
洗浴中所应用的桃花、桃枝的基原为蔷薇科植物桃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ｐｅｒｓｉｃａＬ和山桃

Ａ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Ｃａｒｒ）ＣｄｅＶｏｓｅｘＨｅｎｒｙ，桃花含山柰酚、香豆精等活性成分，桃枝中

树汁含半乳糖、鼠李糖、葡萄糖醛酸等，茎皮含柚皮素、香橙素、桃苷元等。现代药理表

明：山柰酚有强烈的抗菌作用，山柰酚及其苷均能清除氧自由基，同时抑制酪氨酸酶活

性，可用于增白型化妆品。半乳糖、鼠李糖等多糖类成分具良好的保湿和调理作用。蒺

藜科植物蒺藜Ｔｒｉｂｕｌｕｓ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ｓＬ，果实含山柰酚、山柰酚３葡萄糖苷、山柰酚３芸

香糖苷等活性成 分，亦 用 于 中 医 药 美 容 实 践。木 槿 的 基 原 锦 葵 科 植 物 木 槿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ｓｙｒｉａｃｕｓＬ，其叶、茎皮富含黏液质、多糖类成分，有保湿和调理作用。柏叶的基原为柏

科植物侧柏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Ｌ）Ｆｒａｎｃｏ，叶含侧柏烯、蒎烯、石竹烯等挥发油成

分，以及槲皮素、香橙素、杨梅黄素、扁柏双黄酮等黄酮类化合物。柏叶具活血、抗菌作

用，美容方中用于生发、乌须发、去屑。水萍的 基 原 为 浮 萍 科 植 物 紫 背 浮 萍Ｓｐｉｒｏｄｅｌａ
ｐｏｌｙｒｒｈｉｚａＳｃｈｌｅｉｄ和浮萍ＬｅｍｎａｍｉｎｏｒＬ，浮萍含维生素Ｂ１、Ｂ２、Ｃ及木犀草素等黄

酮类成分，具抑菌抗炎作用，改善循环作用，可促进毛发的再生长，能抑制和消除皮肤色

斑的 形 成。枸 杞 的 基 原 为 茄 科 植 物 枸 杞 Ｌｙｃｉｕ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Ｍｉｌｌ 和 宁 夏 枸 杞

ＬｂａｒｂａｒｕｍＬ，枸杞子含甜菜碱、玉蜀黍黄素、胡萝卜素以及β谷甾醇、亚油酸等。根

皮（地骨皮）含桂皮酸、甜菜碱、β谷甾醇、维生素Ｂ１、亚麻酸、亚油酸等。枸杞叶含甜菜

碱、芸香苷、维生素Ｃ、β谷甾醇以及多种氨基酸。枸杞子、地骨皮、枸杞叶被广泛地应

用于补肝益肾、延缓衰老中。《本草纲目》枸杞附方引《洞天保生录》：“澡浴除病，正月一

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四月四日以至十二月十二日，皆用枸杞叶煎汤洗澡，令人光泽，
百病不生。”枸杞的延年益寿令历代文人赞赏有加，唐刘禹锡诗：“僧房药树依寒井，井有

香泉树有灵；翠黛叶生笼石甃，殷红子熟照铜瓶；枝繁本是仙人杖，根老新成瑞犬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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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功能甘露味，还知一勺可延龄。”孟郊《井上枸杞架》：“深锁银泉，高叶架云宁；不与凡

木并，自将仙盖同；影疏千点月，声细万条风；迸子邻沟外，飘香客位中；花杯承此饮，椿

岁小无穷。”宋苏轼“小圃·枸杞”：“神药不自L，罗生满山泽；日有牛羊忧，岁有野火厄；
越俗不好事，过眼等茨棘；青荑春自长，绛珠烂莫摘；短篱护新植，紫笋生我节；根茎与花

实，收拾无弃物；大将玄吾鬓，小则饷我客；似闻朱明洞，中有千年质；灵尨或夜吠，可见

不可索；仙人倘许我，借杖扶衰疾。”黄庭坚“显圣寺庭枸杞”：“仙苗寿日月，佛界承露雨；
谁为万年计，乞此一抔土；扶疏上翠盖，磊落缀丹乳；去家尚不食，出家何用许；政恐落人

间，采剥四时苦；养生九节杖，持献西王母。”
七月流火，七夕，风和日丽，气温适宜。植物生长茂盛，是人们采集枝叶、花瓣、沐发

洁面，药浴健身的大好时光，充分享受生活，增添无穷活力。

５　九月九，重阳节，佩茱萸，食蓬饵，饮菊酒

九月九日，重阳节，亦称为重阳，重九。民间习俗是日食重阳糕，饮菊花酒，登高，插
茱萸，以避灾求吉，祈福安康。

西晋周处《风土记》：“俗尚九月九日谓之上九，茱萸到此日气烈，熟色赤，可折其房

以插头，云辟恶气御冬。”东晋葛洪《西京杂记》：“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

妻，说在宫内尝以弦管歌舞相欢娱，竞为妖服以趣，良时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

花酒，令人长寿。”梁吴钧《续刘谐记》：“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之曰：‘九月

九日汝南当有大灾厄，急令家人缝囊盛茱萸系臂上，登山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景如言

举家登山，夕还，见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
妇人带茱萸囊，盖始此。”宋罗愿《尔雅翼》：“椒，一名榝，今之茱萸也。（九月九日）是日

以椒杂菊花置酒事饮，古之遗俗也，尤妙于辟毒破气故云。”南宋吴自牧《梦粱录》：“日月

梭飞，转眼重九，盖九谓阳数，其日与月并应，故号曰‘重阳’。……今世人以菊花、茱萸，
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故假以两物服之，以消阳九之厄。”

菊花酒：宋罗愿《尔雅翼》：“菊，古者茹菊，故离骚有‘夕餐秋菊之落英’。至崔寔月

令以九月九日采菊，而费长房亦教人是日饮菊酒，以禳灾，然则自汉以来尤盛也。”菊花

的基原为菊科植物菊Ｄｅｎｄｒａｎｔｈｅｍａ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Ｒａｍａｔ）Ｔｚｖｅｌ，为栽培种，依其主

产地，产于安徽亳州、涡阳及河南商丘者称“亳菊”；产于安徽滁州者称“滁菊”；产于安徽

歙县、浙江德清者称“贡菊”；产于浙江嘉兴、桐乡、吴兴、海宁者统称“杭菊”。现代药理

表明：菊花的水煎剂具较强的抗菌、抑菌作用；菊花的水煎酒沉剂对心血管系统的不适

具明显的改善作用。菊花有疏风清热、平肝明目、解毒消肿之功效，现广泛应用于治疗

高血压、动脉硬化症，以及冠心病等症菊花，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云：“主风眩，能令头不

白。”陈藏器《本草拾遗》云：“染须发令黑，和巨胜、茯苓蜜丸服之，去风眩，变白不老，益

颜色。”李时珍《本草纲目》云：“其苗可蔬，叶可啜，花可饵，根实可药，囊之可枕，酿之可

饮，自本至末，罔不有功。宜乎前贤比之君子，神农列为上品，隐士采入酒斝，骚人餐其

落英。费长房言九日饮菊，可以避不详。《神仙传》言康风子、朱孺子皆以服菊花成仙。
《荆州记》言湖广久病风羸，饮菊潭水多寿。菊之贵重如此，是岂群芳可伍哉？”钟会《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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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美赞》云：“圆花高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植晚发，君子德也；冒霜吐

颖，象贞质也；杯中体轻，神仙食也。”《西京杂记》言：“采菊花茎叶，杂秫米酿酒，至次年

九月始熟，用之。”
菊花，历朝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了许多赞誉的赋颂篇 章。魏 武 帝《与 钟 繇 九 日 送 菊

书》云：“岁往月来，忽逢九月九日，是月律中无射，言群木百草无有射地而生，惟芳菊纷

然独荣，非夫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椒气，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餐秋菊

之落英，扶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历代诗人吟颂菊花的佳句更

是数以百计。晋陶渊明“饮酒”：“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梁王筠“摘
园菊赠谢仆射举”：“灵茅挺三脊，神芝曜九明；菊花偏可熹，碧叶媚金英；重九唯嘉节，抱
一应元贞；泛酌宜长久，聊荐野人诚。”唐李白“感遇”：“可叹东篱菊，茎疏叶且微；虽言异

兰蕙，亦自有芳菲；未泛盈樽酒，徒沾清露辉；当荣君不 采，飘 落 欲 何 依。”杜 甫“复 愁”：
“每恨陶彭泽，无钱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学酒须赊。”韦应物“郊陶彭泽”：“霜 露 悴 百

草，时菊独妍华；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浊醪，日入会田家；尽醉茅檐下，一生

岂在多。”前人“菊觞”：“九日陪嘉客，金英泛酒船；M醅时上下，浮 蚁 自 周 旋；香 逐 榴 花

发，甘嗤柏叶先；座中宜醉挹，仙录载延年。”
茱萸佩：茱萸的基原为芸香科植物吴茱萸Ｅｖｏｄｉａｒｕｔａｅｃａｒｐａ（Ｊｕｓｓ）Ｂｅｎｔｈ以及

两个变种，石虎Ｅｒｕｔａｅｃａｒｐａ（Ｊｕｓｓ）Ｂｅｎｔｈｖａｒ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Ｄｏｄｅ）Ｈｕａｎｇ和毛脉

吴茱萸Ｅｒｕｔａｅｃａｒｐａ（Ｊｕｓｓ）Ｂｅｎｔｈｖａｒ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Ｄｏｄｅ）Ｈｕａｎｇ，现代药理表明：吴
茱萸水煎剂对胃肠消化系统具良好作用，并有保肝利肝作用，吴茱萸煎剂和挥发性成分

有很强的抗菌、抑菌和杀虫作用。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 兄 弟 登 高 处，遍 插 茱 萸 少 一 人。”唐 王 维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脍炙人口，广为传诵。诗中展示了重九佳节阖家登山，发髻间佩

插茱萸，共避邪厄，相互祝福的相聚共度的情景。“佩插茱萸”勾起了诗人浓浓的思乡之

情。历代以“茱萸”入诗的章句可谓多多，如：楚屈原《离骚》：“椒（茱萸）又欲充夫佩帷。”
晋左思《蜀都赋》：“其 园 则 有 菊 箬、茱 萸 瓜 畴 芋 区。”宋 王 十 朋《会 稽 风 俗 赋》：“吴 萸 越

桃。”古乐府诗：“金辖茱萸纲。”魏曹植诗：“茱萸自有芳，不若桂与兰。”唐张说诗：“茱萸

系牧童。西楚茱萸节，南淮戏马台。”王维诗：“芍药和金鼎，茱萸插玳筵。”孟浩然诗：“茱
萸正可佩，折取寄情亲。”李白诗：“九日茱萸熟，插鬓伤 早 白。”杜 甫 诗：“明 年 此 会 知 谁

健，醉把茱萸仔细看。”王昌龄诗：“茱萸插鬓花宜寿。”卢纶诗：“茱萸一朵映华簪。”李益

诗：“茱萸滴露房。”权德舆诗：“酒泛茱萸晚易曛。”司马曙诗：“强向衰丛见芳意，茱萸红

实是繁花。”白居易诗：“舞鬟摆落茱萸房。茱萸色浅未 经 霜。”元 稹 诗：“茱 萸 暗 绽 红 珠

蕊。”崔鲁诗：“茱萸冷吹溪口香。”宋赵忭诗：“红萸邑露香。”司马光诗：“萸房近令节。”苏
轼诗：“酒阑不必看茱萸。”苏辙诗：“紫萸黄菊映霜鬓。”毛伯温诗：“酌酒及秋萸。”

食蓬饵：蓬，《神农本草经》不载，唐陈藏器《本草拾遗》有“蓬草子”，记载不详。晋郭

璞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有《尔雅·释草》：“齧，雕蓬；荐，黍蓬。注：别蓬种类。疏：此
别蓬种类也。说文云：“蓬，蒿也，草之不理者也，种类非一，故有齧，雕蓬；荐，黍蓬。”《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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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南·驺虞》云：“彼茁者蓬。”《月令》云：“藜莠蓬蒿，并兴是也。”明李时珍《本草纲目》
云：“陈藏器本草载蓬草子，不具形状。珍按：蓬类不一，有雕蓬即菰草也，见菰米下，有

黍蓬即青科也，又有黄蓬草、飞蓬草，不识陈氏所指果何蓬也。以理推之，非黄蓬即青科

尔。黄蓬草生湖泽中，叶如菰蒲，秋月结实成穗，子细如雕胡米，饥年人采食之，须浸洗

曝舂乃不苦涩。青科西南夷人种之，叶如菱黍，秋月结实成穗，有子如赤黍而细，其稃甚

薄，曝舂炊食。又粟类有七棱青科、八棱青科，麦类有青稞、黄稞，皆非此类，乃物异名同

也。其飞蓬乃藜蒿之类，末大本小，风易拔之，胡号飞蓬，子如灰藋菜子，亦可济荒。又

〈魏略〉云：‘鲍出遇饥岁，采蓬实，日科数斗，为母作食。’《西京杂记》云：‘宫中正月上辰。
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邪气，此皆不知所采乃何蓬也，’大抵三种蓬子亦不甚相远。”

成书于两汉时期的《尔雅》记述了蓬蒿之外的雕蓬、黍蓬，可见“蓬”当时就含有多种

来源的植物种类。依 邢 昺、李 时 珍 之 说，“蓬”可 归 为：①菊 科 蒿 属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的 蓬 蒿。

②禾本科菰属Ｚｉｚａｎｉａ植物菰米（雕蓬）。③禾本科黍属Ｐａｎｉｃｕｍ植物黍（黍蓬）。饵，
许慎，《说文解字》：饵，粉饼也。杨雄《方言》：“饵谓之糕。”郑玄注《周礼·天官·人》：糗
饵、粉粢。郑注云：“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为也，和蒸曰饵，饼之曰粢。”《疏》云：“今之

粢、糕名出于此。”李时珍亦有：“糕以黍、糯和粳米粉合蒸成，状如凝膏也”之说，“饵”又

谓之“糕”，始于汉，发展到魏晋时期，已有“九月食糕”之说，“蓬饵”逐渐演绎为今日的

“重阳糕”。据说，蓬的基原应主要指黍蓬，以及黍米。黍Ｐａｎｉｃｕｍｍｉｌｉａｃｅｕｍ Ｌ有益

气补中之功效，可用于治疗泻痢、烦渴、吐逆、咳嗽、胃痛等。
九月九重阳，从最初的登高佩茱萸，消灾避祸，演变为以后的茱萸囊驱虫避疫，菊花

酒的养心健脑，蓬饵（重阳糕）的益胃补中，此习俗的产生与流行，都与 养 生 长 寿 有 关。
现将九月九日定为“老人节”，是日登高远眺，愉悦身心，佩茱萸，饮菊酒，尝重阳糕，亦是

九月九日重阳的传统习俗在现今时代的体现和延续。

金久宁　陈重明



２２６　　

浅
议
民
俗
植
物
文
化

浅议民俗植物文化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在各民族创造的灿烂文化中，民俗文化构成了其中的一

个个闪光亮点，并且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泉。古往今来，民俗文化一直受到人们

普遍的关注和重视。
植物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人与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大多存在于民间传统知

识和民族文化中，并形成了民俗植物学的内容。在经济上、文化 上 有 价 值 或 意 义 的 植

物，如食用植物、建筑用的植物材料，药用植物，植物图腾与禁忌，文化、艺术作品中出现

的特定植物，以及民俗、乡规民约涉及的植物都可以是民俗植物学的内容。民俗植物学

涉及的学科包括植物学、植物分类学、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学、药物学、语言学、植物化

学、伦理学、历史学、考古学、气象学、风水学等的内容，可以说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各种有关民俗的传统文化可以追寻到远古时

期，我国有５６个民族，传统利用的植物有８０００多种，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

人们对植物的认识和利用又相差甚多。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丰富多彩 的 民 俗 植 物 文

化。
民俗植物文化是某种传入并被保存在记忆和实践中而不是 书 面 记 录 中 的 植 物 知

识。它涉及各民族的舞蹈、歌曲、故事、传统、传习、信仰和迷信、格言和谚语，它也包括

对风俗、传统农业的和手工业的行为、建筑和用具形式、社会组 织 的 传 统 方 面 的 研 究。
通常表现于流行的大众的短篇故事、风俗和信仰，以及巫术和礼仪上未曾记录下来的传

统，其内容包括涉及到的有关传统的信仰、习惯、故事、歌谣、俚语等流行于文化较低的

民族或保留于文明民族中的无学问阶段里的东西，析言之，例 如 关 于 宇 宙、生 物、无 生

物、人性、人造物、灵界、巫术、符咒、厌胜、命运、预兆、疾病、死亡等事的原始信仰；又如

关于婚姻、继承、童年、成年祝祭、战争、渔猎、畜牧等事的习惯与仪式，以及神话、传说、
民谭、故事歌、歌谣、谚语、谜语、儿歌等。在风水学的应用中，植物常被用作趋吉化煞，
因此不同的植物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以下介绍一些重要的植物在民 俗 习 俗 中 的 含

义。
松为松科Ｐｉｎａｃｅａｅ植 物，如 马 尾 松Ｐｉｎｕｓ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Ｌａｍｂ．、黄 山 松Ｐｉｎｕｓｔａｉ

ｗａｎｅｎｓｉｓＨａｙａｔａ等，它们是古今被咏赞的植物。《花镜》云：“松为百木之长，……多节

永年，皮粗如龙麟，叶细如马鬃，遇霜雪而不调，历千年而不殒”，宋代王安 石 在《字 说》
说：“松为百木之长，犹公也。故字从公。”松耐寒耐旱，阴处枯石缝中可生，冬夏常青，凌
霜不凋。松能长寿不老，民俗祝寿词常有“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在书画

中常有“岁寒三友”（松、竹、梅），以示吉祥。在书画、器具、装饰中常有“松柏同春”、“松

菊延年”、“仙壶集庆”（松枝、水仙、梅花、灵芝等集束瓶中）。松是广泛被视为吉祥的树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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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为柏科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植物，如柏木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ｓｆｕｎｅｂｒｉｓＥｎｄｌ．、侧柏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Ｌ．）Ｆｒａｎｃｏ、圆柏Ｓａｂ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Ａｎｔｏｉｎｅ等，自古被称为有贞德者，
故字从白。白，西方正色也。“不同流合污，坚贞有节，地 位 高 洁。”王 安 石 在《字 说》中

云：“柏犹伯也，故字从白”。松为“公”，柏为“伯”，在“公侯伯子男”五爵中，伯列第三位，
柏也比作“位列三公”。《风俗通》载：“魍魅喜食死人肝脑，惧于虎、柏。故阴宅陵墓多植

柏立石虎。”民间习俗也喜用柏木“避邪”。在民俗观难念中，柏的谐音“百”是极数，极言

其多其全，诸事以百盖其全部：百事、百鸟、百川等。故吉祥图案常见有：柏与“如意”图

物合为“百事如意”，柏与桔子合成“百事大吉”（桔、吉音近）。《西湖游览志》有云：“杭州

习俗，元旦签柏枝、柿 饼 以 大 桔 承 之，谓 百 事 大 吉。取 柏、柿、大 桔 与 百 事 大 吉 同 意 故

也。”
桂简称为“桂”的 植 物 一 般 有３种：①木 犀 科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植 物 木 犀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ｆｒａ

ｇｒａｎｓＬｏｕｒ．。②樟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植物月桂ＬａｕｒｕｓｎｏｂｉｌｉｓＬ．。③樟科植物肉桂Ｃｉｎｎａ
ｍｏｍｕｍｃａｓｓｉａＰｒｅｓｌ。

木犀，又称桂花，多生于中国南方，有丹桂、金桂、银桂、月桂、缅桂、柳叶桂等多种。
其中，丹桂、金桂、银桂以花色红、黄、白而得名。桂树常在农历八月开花，故又将此月称

为“桂月”。桂花香气袭人，可作茶饮，可用药饵。习俗将桂视为祥瑞植物。历来将科举

高中称为“月中折桂”、“折月桂”。旧称子孙仕途昌达，尊荣显贵为“兰桂齐芳”。桂音谐

“贵”，有荣华富贵之意。有的习俗，新妇戴桂花，香且“贵”。桂与莲籽合图，为“连生贵

子”；桂与寿桃合图为“贵寿无极”等等。桂有吉祥寓意，源自谐音。但植物习性，桂喜素

厌腻，适于成长在无油腻的书院、寺庙中，家宅庭中不茂。
椿Ｔｏｏｎ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Ａ．Ｊｕｓｓ．）Ｒｏｅｍ．为楝科 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植物，也称为香椿树。椿树

速生而长寿，有的地方如山东鲁西南盛行摸椿风俗。除夕晚上，小孩都要摸椿树，而且

还要绕着转几圈，祈求快快长高；有的地方在正月初一早上，小孩抱着椿树念“椿树椿树

你为王，你长粗我长长”。被视长寿之木，属吉祥。《庄子·逍遥游》云：“上古有大椿者，
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可见椿之寿考。《本草纲目》曰：“椿樗易长而多寿考”。人

们常以“椿年”、“椿令”祝长寿。因椿树长寿，习惯常喻父亲。椿喻父，萱指母，明代朱权

《金钗记》有云：“不幸椿庭有丧，深赖萱堂训诲成人。”
槐Ｓｏｐｈｏ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Ｌ．为豆科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植物。槐树被认为代表“禄”，古代朝

廷种三槐九棘，公卿大夫坐于其下，面对三槐者为三公，后来世人便于庭院植槐。民间

俗谚有：“门前一棵槐，不是招宝，就是进财。”槐常被视为吉祥树 种，被 认 为 是“灵 星 之

精”，有公断诉讼之能。《春秋元命苞》云：“树槐听讼其下。”戏曲《天仙配》也有槐荫树下

判定婚事，后又送子槐下的情节。《花镜》云：“人多庭前植之，一取其荫，一取三槐吉兆，
期许子孙三公之意。”另外，槐亦可药用。《本草纲目》云：“槐初 生 嫩 芽，可 炸 熟 水 淘 过

食，亦可作饮代茶。或采槐子种畦中，采苗食之亦良。”《抱朴子》云：“此物至补脑，早服

之令人发不白而生长。”《名医别录》云：“服之令脑满发不白而长生。”槐树益人，绿化常

用，亦为风水布置所不可少。
梧桐Ｆｉｒｍｉａｎａｓｉｍｐｌｅｘ （Ｌ．）Ｗ．Ｆ．Ｗｉｇｈｔ为梧桐科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ｃｅａｅ植物。梧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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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树之一种。梧桐被视为“灵树”，具有应验时事之能。《太平御览》引《王逸子》说：“扶

桑、梧桐、松柏，皆受气淳矣，异于群类也。”梧桐灵性还有它能知岁时，司马光《梧桐》诗

曰：“初闻一叶落，知是九秋来。”梧桐的灵性，传说能引来凤凰。宋 代 邹 博 的《见 闻 录》
说：“梧桐百鸟不敢栖，止避凤凰也。”中国的神话传说 中，凤 是 神 鸟。能 引 来 凤 凰 的 梧

桐，自然是神异的植物。祥瑞的梧桐常在图案中与喜鹊合构，谐音“同喜”，也是寓意吉

祥。
竹为禾本科Ｐｏａｃｅａｅ植物。主 要 指 毛 竹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ＭａｚｅｌｅｘＨ．ｄｅ

Ｌｅｈａｉｅ，因其高直挺拔，冬夏常青，中空有节、质地坚硬等特征，被人们赋予“正直、坚贞、
有骨气”等高贵品质。中国历代文人墨客慕竹、赏竹、咏竹、画竹，以竹象征气节。如郑

板桥的咏竹名句：“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南西北

风。”竹的高风亮节，令人愿与贤者居，故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之词。在中国竹

文化中，把竹比作君子，国画中，常将松、竹、梅称为“岁寒三友”。而“五清图”是松、竹、
梅、月、水，“五瑞图”是松、竹、萱、兰、寿石，常显于画家笔端。竹种浩繁，类别上百。许

多竹，都已寓有文化意蕴。如：斑竹（湘妃竹）、慈竹（亦称孝竹、子母竹）、罗汉竹、金镶玉

竹等等。如将天竹加南瓜、长春花合成图案，谐音取意可构成“天地长春”、“天长地久”
的寓意。竹又谐意“祝”，有美好祝福的习俗意蕴。

柳Ｓａｌｉｘｓｐｐ．为杨柳科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植物。柳在中国古 代 社 会 有 特 殊 的 涵 义，就 民

俗而言，主要表现为插柳及汉唐盛行的折柳习俗。就文学而言，柳让人惜春、伤别、伤逝

等。柳因易活而普遍种植，爱柳种柳又有个人情感因素。佛教认为柳可以驱鬼，据《灌

顶经》载，禅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龙，而观音又以柳枝洒水济度众生，柳因而具有了避邪驱

鬼的功能。近现代关于清明插柳的记载较多。谚云：“清明不带（戴）柳，红颜成皓首。”
满族人多取柳木做摇篮，取柳易活，暗寓孩子好养活。在东北民间，若孩子体弱多病，经
常要给孩子认一棵老柳树为干妈，在树干上拴一条红绳，逢年过节去磕头。最为文学称

颂的莫过于汉唐时折柳送别的习俗了。汉唐长安人送别，多在灞桥道别，折柳相送。后

来，折柳送行不再限于桥上，大河边、水边、大道旁都可折柳送别。折柳风俗到了明清不

再流行。
合欢Ａｌｂｉｚｚｉａ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Ｄｕｒａｚｚ．为豆科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植物。落叶乔木，羽状偶数

复叶，夜间双双闭合，夜合晨舒，象征夫妻恩爱和谐，婚姻美满。故称“合婚”树。汉代开

始，合欢二字深入中国婚姻文化中。有合欢 殿、合 欢 被、合 欢 帽、合 欢 结、合 欢 宴、合 欢

杯。诗联有：“并蒂花开连理树，新醅酒进合欢杯。”合欢被文人视为释仇解忧之树。《花
镜》上说：“合欢，一名蠲人忿，则赠以青裳，青裳一名合欢，能忘忿。”嵇康的《养生论》也

尝谓：“合欢蠲忿，萱草忘忧。”因多“种之庭阶”，适于宅旁庭院栽植。
枣ＺｉｚｙｐｈｕｓｊｕｊｕｂａＭｉｌｌ．ｖａｒ．ｉｎｅｒｍｉｓ（Ｂｕｎｇｅ）Ｒｅｈｄ．为鼠李科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植物，

也是中国民居宅旁常见树种。木硬，可制器具，可为木刻雕版。古书曾别称“枣本”。果

可食用，可“补中益气，久服神仙”（《神农本草经》）。枣树生果极早，幼树可结果。北方

民谚有：“桃三杏四梨五年，枣村当年即出钱”，言其结果之速。枣谐音“早”，民俗尝有枣

与栗子（或荔枝）合组图案，谐音“早立子”。婚礼中，有将枣与桂圆合组礼品，谐音“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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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子”，新婚“撒帐”用枣、栗子、花生等以图吉利。
栗为山毛榉科Ｆａｇａｃｅａｅ植物，主要有板栗ＣａｓｔａｎｅａｍｏｌｌｉｓｓｉｍａＢｌ．、锥栗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ｈｅｎｒｙｉ（Ｓｋａｎ）Ｒｅｈｄ．ｅｔＷｉｌｓ．、茅栗ＣａｓｔａｎｅａｓｅｑｕｉｎｉｉＤｏｄｅ等。果 实 栗 子 可 食 用，可

入药。古时用栗木做神主（死人灵牌），称宗庙神主为“栗主”。古人用以表示妇人之诚

挚，《礼记·曲礼》上说：“妇人之挚，具榛脯，修枣栗。”《国语》也说：“夫妇挚不过枣栗，以
告虔也。”《太平御览》上说：“东门之栗，有靖家室。”利于家庭和美。栗子与“立子”谐音，
是求子的吉祥物。枣、栗子、花生、石榴等，常有用在新婚桌上或帐中或新妇怀中，以求

吉利的习俗文化。
桃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ｐｅｒｓｉｃａＬ．Ｂａｔｓｃｈ为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植物，原产中国，具有中国的

文化特色。在民俗、宗教、审美观念 中，都 有 其 重 要 文 脉。桃 花 有 红、白、粉 红、深 红 等

色，烂漫芳菲，娇媚出众。中国人常以桃花喻美女娇容，与女人有关的事也都常带“桃”
字。如，桃花妆，桃花运，桃色新闻等等。此文化东传日本，日本的风吕场（浴池）也标明

有“桃之汤”，“松之汤”（女浴池，男浴池）。俗信桃有灵气，桃在三月如不开花，则预报火

灾。三月也叫“桃月”。中国神话中说桃树是追日夸父的手杖化成的。《太 平 御 览》引

《典术》上说：“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厌伏邪气者也。桃之精生在鬼门，制百鬼，故今作桃

人梗著门，以厌 邪 气。”桃 制 百 鬼，鬼 畏 桃 木。古 人 多 用 桃 木 制 做 种 种 厌 胜 避 邪 用 品。
如：桃印、桃符、桃剑、桃人等。自从五代后蜀时开始在桃木板上书写春联以后，春节时

至今仍流传着春联习俗，只是改为红纸材料。端午节，门上插桃枝，亦是桃可避邪气的

习俗观念。此外，桃果有“仙桃”、“寿桃”之美称。源自神话西王母瑶池所植的蟠桃，三

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吃了可增寿六百岁的传说。桃树花美，果鲜，在习俗心理上可趋

吉避煞，又少病害而易植，故为庭园绿地宅居所常植。
石榴ＰｕｎｉｃａｇｒａｎａｔｕｍＬ．又名安石榴，为石榴科Ｐｕｎｉｃａｃｅａｅ植物。史载石榴乃汉

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从安石带回，故称安石榴。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典中却记载早

在西汉以前在中国即有石榴。潘岳的《安石榴赋》中：“遥而望之，焕若隋珠耀重渊；详而

察之，灼若列宿出云间。千房同膜，千子如一，御饥疗渴，解醒止醉。”在习俗文化中，认

为“石榴百子”，是“多子多福”的象征。实际上，石榴花果红似火，果又可解渴止醉，有美

观和实用价值，而广为民居庭院栽植。
橘Ｃｉｔｒｕｓ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Ｂｌａｎｃｏ为芸香科Ｒｕｔａｃｅａｅ植物，品种较多。屈原曾以《橘颂》

歌咏了橘的形质品格。古人认为，橘性因地气而应变。《周礼·考工记》中说：“橘窬淮

而化为枳，……此地气然也”。橘有灵性，传说可应验事物。《广五行记》说：“陈后主梦

黄衣人围城，绕城橘树尽伐之。乃隋兵至，上下通服黄衣，未几为隋攻城之应。”又有认

为橘是北斗的天璇星变化来的。《春秋运斗枢》说：“璇星散为橘。”实际价值主要是果鲜

美可食，皮核可入药，植之有经济效益。在民俗中，橘与吉谐音，简化字通用桔字。以桔

趋吉祈福。金桔可兆明。《中华全国风俗志》载有杭州一带“元旦日，签柏枝于柿饼，以

大桔承之，谓之百事大吉”。桔与吉谐音，盆栽柑桔便成为人们春节时家庭的摆设。
梅Ｐｒｕｎｕｓｍｕｍｅ（Ｓｉｅｂ．）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为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植物原产我国，梅花是

中国十大名花之一，曾被中国视为国花（现已定为牡丹）。西周时期各地就有种梅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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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小雅·四月》云：“山有嘉卉，侯栗侯梅。”说明 我 国 种 梅 已 有３０００多 年 的 历 史

了。梅在冬春之交开花，“独天下而春”，有“报春花”之称。《花镜》称梅为“天下尤物”。
有谓梅，琼肌玉骨，物外佳人，群芳领袖。梅美喻女人，竹喻夫，梅喻妻，婚联有“竹梅双

喜”之词。男女少年称为“青梅竹马”。梅的品格，傲霜雪，有“四德”之说：“梅具四德，初
生为元，开花如亨，结子为利，成熟为贞”。梅花五瓣，象征五福：快乐、幸福、长寿、顺利、
和平。又合中国的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寿联常有“梅开五福，竹报三多”（竹 叶 三

片），寓意吉祥。庭栽，盆景皆有观赏价值。梅有“四贵”：贵稀不贵密，贵老不贵嫩，贵瘦

不贵肥，贵含不贵开。故有“梅开二度”来形容美的恰当。故，稀、老、瘦、含为梅的美学

“四贵”。此四贵常见于画家的笔端。梅花喻指“坚毅”、“坚韧”，是中华民族精 神 的 体

现。梅花的五个花瓣象征着愉快、幸 福、长 寿、顺 遂、和 平；近 代 也 有 说 象 征 汉、蒙、回、
藏、满五个民族的团结。

莲花又称 莲、荷 花、水 芙 蓉、芙 蓉、芙 蕖、水 华、水 芸、水 旦、菡 苕，为 睡 莲 科 Ｎｙｍ
ｐｈａｃｅａｅ多年生水生植物莲ＮｅｌｕｍｂｏｎｕｃｉｆｅｒａＧａｅｒｔｎ．的花。其花色泽清丽，花、叶均

能散发出清香。因为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人们常誉称荷花为君子，也

常以荷花比喻女性的情操，以荷的生长特性来赞颂纯洁爱情：“青荷盖 绿 水，芙 蓉 披 红

鲜，下有并根藕，上有并头莲”。藕可食用，可 药 用，莲 子 可 清 心、解 暑，藕 能 补 中 益 气。
荷花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墨客赞美的对象，因为它具有“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莲

有一蒂二花者，称为并蒂莲，以象征男女好合，夫妻恩爱。喜联常 有“比 翼 鸟 永 栖 常 青

树，并蒂花久开勤俭家”等等。莲谐音“廉”（洁）、“连”（生），民俗有“一品清廉”，“连生贵

子”等谐音取意，但有的国家、地区的民俗文化不同，如日本民俗并不视莲花“出淤泥而

不染”为贞洁，而认为是“下贱”之花。
芙蓉分为水芙蓉、木芙蓉。木芙蓉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ｍｕｔａｂｉｌｉｓＬ．为锦葵 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植

物，又称木莲、地芙蓉、拒霜等。四川盛产，秋冬开花，霜降最盛。五代时蜀后主孟昶于

宫苑城头，遍植木芙蓉，花开如锦，故后人称成都为锦城、蓉城。芙蓉耐寒，遇霜花盛，故
又名“拒霜”。王安石“拒霜花”诗中：“群芳落尽独自芳。”苏东坡在“和陈述古拒霜花”赞
有“千林扫作一翻黄，只有芙蓉独自芳”。芙蓉谐音“富荣”，在图画中常与牡丹 合 组 为

“荣华富贵”，均具吉祥意蕴。
菊Ｄｅｎｄｒｏｎｔｈｅｍａ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Ｒａｍａｔ．）Ｔｚｖｅｌ．为菊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植物，由于其色

彩艳丽，姿态幽雅，清香宜人，再加上凌寒开放的特点，而受到人们的喜爱，由最初的野

菊花，经过长期的选择和杂交，逐渐培养成千姿百态的艺菊。然而，菊花能与梅兰竹并

称四君子，共同构成一种文化景观，却也与它的实用功效有关。菊花不但具有多种药用

功效，还具有食用价值。菊之嫩苗可炒菜。菊花与饮料菊花除可供采食外，还广泛地被

加工成饮料，最著名的莫过于菊花酒和菊花茶了。现在人们还把重阳节称为菊花节，在
重阳节赏菊，咏菊，饮菊花酒，俨然成了节日的主旋律。我国自汉代起，宫廷中在重阳日

就开始饮用菊花酒了。菊作为“梅、兰、松、菊”四君子中的一种，具有种种美德，由于其

具有的特殊含义，因此一方面成为文人画中常见的题材，另一方面也常被民间用在表达

吉祥寓意的图案和纹饰中，如“松菊延年”、“杞菊延年”、“寿居耄耋”（寿石、菊花、猫、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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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谐音）等，表达的是延年益寿的愿望：“安居乐业”（鹌鹑、菊花、落叶枫树的谐音），“举

家欢乐”（菊花与黄雀的谐音）等，寓意生活安定阖家团圆：“官居一品”（蝈蝈与菊花的谐

音），象征着高官厚禄：“春安夏泰，秋吉冬祥”则以牡丹、荷花、秋菊和冬梅代表一年四季

安泰吉祥。上述现象的产生，其实都是菊文化映照下所折射出的民俗心理的一种表现。
牡丹ＰａｅｏｎｉａｍｏｕｔａｎＳｉｍｓ属 芍 药 科Ｐａｅｏｎｉａｃｅａｅ灌 木。有“花 王”、“富 贵 花”之

称，我国已定为国花。牡丹是中国产的名花，在《神农本草经》中即有记载。牡丹品种繁

多，在《群芳谱》中载有１０８多种，在明代薛凤翔的《亳州牡丹史》中载有２６９种之多，并

将牡丹分为神品、名品、灵品、逸品、能品、具品六大品类。据传，唐玄宗观牡丹时曾问及

咏赞牡丹之诗谁做的最好，有人奏推李正封的诗“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佳句，后世

便有“国色天香”之号称。在《本草纲目》中谓：“群花品中，牡丹第一，芍药第二，故世谓

牡丹为花王。”至宋代，洛阳牡丹已被推为天下之冠，遂有“洛阳花”之称。牡丹花朵丰腴

妍丽，周敦颐在《爱莲说》中有“牡丹，花之富贵者也”之句，牡丹为“富贵花”的称誉，也因

此更流传。牡丹既然是国色天香的富贵之花，历代名人雅士常以此命为书斋、园圃。如

宋代周必大的“天香堂”、明代周王的“国色园”等。牡丹有美色和美誉，寓意吉祥，因此

在造园中，常用以与寿石组合为“长命富贵”，与长春花组合为“富贵长春”的景观。
芍药Ｐａｅｏｎｉａ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Ｐａｌｌ．是我国最古老的花卉品种之一，在先秦时为第一名

花，《郑风·溱洧》云：“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情侣分别时互赠芍药，正表明

当时人对此花的推崇和喜爱。后来到唐代，牡丹花盛行，被称为“花王”，芍药稍见逊色，
但仍被尊为“花相”。

月季Ｒｏｓ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Ｊａｃｑ．为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直立灌木。花期特长，又名月月红。
《群芳谱》说月季“逐月一开，四时不绝”。杨万里的“月季花”诗有：“只道花无十日红，此
花无日不春风。”月季原产在中国，英国人至今奉月季为国花。我国的天津、常州等市立

月季为市花。因月季四季常开而民俗视为祥瑞，有“四季平安”的意蕴。月季与天竹组

合有“四季常春”意蕴。
葫芦Ｌａｇｅｎａｒｉａｓｉｃｅｒａｒｉａ（Ｍｏｌｉｎａ）Ｓｔａｎｄｌ．为葫芦科Ｃｕｃｕｂｉｔａｃｅａｅ藤本植物。藤

蔓绵延，结实累累，籽粒繁多，中国人视作象征子孙繁盛的吉祥植物。枝“蔓”与万谐音，
寓意万代绵长。民俗传统认为葫芦吉祥而避邪气。端午节习俗，民间门上插桃枝挂葫

芦。民语有“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意即难以穿透葫芦测视内中物品。八仙之一的

张果老用宝葫芦装酒，在风水术中，葫芦被认为是能驱邪的植物，古人常种植在房前屋

后。现代物理测试证明“宝葫芦”形状的器皿能有效屏蔽各种波和辐射的干扰。传说中

的张果老用“宝葫芦”装酒，除了能驱邪外，还因为“宝葫芦”能保持酒的味道不变。
茱萸又称吴茱萸Ｅｖｏｄｉａｒｕｔａｅｃａｒｐａ（Ｊｕｓｓ）Ｂｅｎｔｈ．为芸香科Ｒｕｔａｃｅａｅ植物，气味

香烈，九月九日前后成熟，色赤红，民俗以此日插茱萸，做茱萸囊，以此避邪。《群芳谱》
云：“九月九日，折茱萸戴首，可辟恶，除鬼魅”。《太平御览》引《杂五行志》说宅旁种茱萸

树可“增年益寿，除患病”。中国的重阳节九月九日民俗集会也称为“茱萸会”。“常在异

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风水学中认为茱萸是

一种吉祥物，在重阳节登高时佩戴，认为可避灾祸。



２３２　　

浅
议
民
俗
植
物
文
化

万年青Ｒｏｈｄｅ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Ｒｏｔｈ．又名千年菖，为百合科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多年生

草本植物。叶肥果红，民俗视吉祥，建宅迁居，小儿初生，一切喜事常用为祥瑞象征。迁

居寓顺遂，嫁娶寓如意，生子寓长寿。中国画和织物图案中常用万年青形象。皇家喜用

桶栽万年青，寓意“一统万年”。《花镜》云：“吴中人家多用之，造屋易居，行聘治圹，小儿

初生，一切喜事，无不用之，以为祥瑞口号”。
无患子ＳａｐｉｎｄｕｓｍｕｋｏｒｏｓｓｉＧａｅｒｔｎ．为无患子科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落叶乔木，五六月间

开白花，结实如枇杷稍大，生青熟黄，内有一核，坚硬如 珠，俗 名 鬼 见 愁，佛 教 称 为 菩 提

子，用以串连作念珠，有它“无患”。
灵芝Ｇａｎｏｄｅｒｍａｌｕｃｉｄｕｍ （Ｌｅｙｓｓ．ｅｘＦｒ．）Ｋａｒｓｔ．为多孔菌科Ｐｏｌｙｐｏｒａｃｅａｅ真菌，

自古视为祥兆，吉祥图常见鹿口或鹤嘴衔灵芝，用作祝寿礼品。
除了上述植物外，还有许多其他植物及花卉，在民俗文化中有丰富的内涵，此处不

一一而举。
总之，我国丰富的民俗及植物文化，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我们要去其

糟粕，取其精华。对于民俗植物学的深入研究，也必将发展我国的民俗文化。

黄宝康　郑汉臣　魏道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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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周围有着许多的植物，它们属于不同的科属，形态各异，又有不同的生态习性，
更重要的是它们有着不同的用途，人类通过长期的实践，认识了它们，并利用它们为人

类的生活服务。为了识别它们，取了各种名字，在林奈的双名法出现以前，中国植物的

命名，大多来自民间，也有取自古文献的，它们常常是根据植物的形态特征，道地的产地

名以及某些植物的生长习性，及某些人文因素并运用了一些对比的方法，因而是一种朴

素的唯物观点的表现，所以大多数植物的名称（包括土名、地方名、草药名）都能为现代

分类学所应用，同时我国古代和当代的人民对植物的命名，也都有很深的文化内涵，它

应该是我国民族植物学的独特内容之一。因为植物种类太多，我们只能举一些例子来

加以说明。

１　何首乌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ｍ Ｔｈｕｎｂ为蓼科植物

何首乌一名出自唐代李翱所著的《何首乌传》中，云：“……何 首 乌 者，顺 州 南 河 县

人，祖名能嗣，子名文秀。能嗣本名田儿，生而阉弱，年五十八，无妻子，常慕道术，随师

在山。一日卧醉山野，忽见有藤二株，相去三尺余，苗蔓相交，久而方解，解了又交，田儿

惊讶其异，至旦遂掘其根归，问诸人，无识者。后有山老忽来，示之，答曰：‘子既无嗣，其
藤乃异，此恐是神仙之药，何不服之。’遂杵为末，空心酒服一钱，七日而思人道，数月似

强健，因此常服，又加之三钱，经年旧疾皆痊，发乌容少，乃改名能嗣，又与其子延秀服；
皆寿百六十岁，延秀生子首乌，亦生数子，年百三十岁，发犹黑。有李安期者，为首乌乡

里亲善，窃得方服，其寿也长，遂叙其事传之云。”这就是何首乌名称的来由，也说明它有

滋补强壮，促进性功能，能使头发变乌。

２　徐长卿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Ｂｇｅ）Ｋｉｔａｇａｗａ为萝 科植物

据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记载：“徐长卿，人名也，常以此药治邪病，人遂以名之。”
这里说明徐长卿是一名医生，他常用此药来治病，因而此药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在葛

洪所著的《抱朴子》中言：“上古辟瘟疫有徐长卿散，良效，今人不知用此。”可见古代应有

其人其药。

３　使君子Ｑｕｉｓｑｕａｌ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Ｌ为使君子科植物

宋代马志所著《开宝本草》云：“俗传播州郭使君疗小儿时独用此物，后医家因号为

使君子也。”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也称赞此药：“此物味甘气温，既能杀虫，又益脾胃，所

以能解虚热而止泻痢，为小儿诸病要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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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刘寄奴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ａｎｏｍａｌａＳＭｏｏｒｅ为菊科植物，又名奇蒿

居李延寿所著《南史》云：“宋高祖刘裕，小字寄奴，微时伐荻新洲，遇一大蛇，射之。
明日往，闻杵臼声，寻之，见童子数人，皆青衣，于榛林中捣药。问其故，答曰：‘我主为刘

寄奴所射，今合药傅之。’裕曰：‘神何不杀之？’曰：‘寄奴王者，不可杀也。’裕叱之，童子

皆散，乃收药而返，每遇金疮傅之即愈，人因称此草为刘寄奴草。”《郑樵通志》云：“江南

人因汉时谓刘为卯金刀，为刘为金，是以又有金寄奴之名。”刘寄 奴 至 今 仍 为 外 科 之 要

药。

５　杜仲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ｕｌｍｏｉｄｅｓＯｌｉｖ为杜仲科植物

据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云：“昔有杜仲服此药得道，因以名之思仲，思仙，皆由此

义。”在民间也有另一传说，在四川峨嵋一带的人患了一种病，终日腰膝酸痛，头昏目眩，
精神疲倦，行动困难。有一个叫杜仲的青年，翻山越岭找到一种树皮，给乡亲们饮下，不
久患者都恢复了健康，但杜仲却因劳累过度离开了人间，人们为了思念他，而将这种树

木称为杜仲，杜仲具有补肾、降压、镇静等功效。

６　南烛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ｕｍ Ｔｈｕｎｂ又名乌饭树，为杜鹃花科越桔亚科植物

南烛，古名染菽，因为其叶子有染色的功能，其果实如小豆子，故名。但我国江南一

带人群的发音常将染菽读成ＮａｎＺｕ，故以后化为南烛。其又名乌饭树，是因用其叶榨

汁浸米炊饭，能制成香味可口的乌饭又称墨饭和青精饭。但我国现代植物分类学家据

日本学者的错误论证，常将南烛的原植物错定为杜鹃花科中一种植物（别名为野细胡椒

Ｌｙｏｎｉａｏｖａｒｉｆｏｌｉａ（Ｗａｌｌ）Ｄｒｕｄｅ）并将ＬｙｏｎｉａＮｕｔｔ属原称为南烛属，现已纠正。故

南烛和乌饭树应为同一植物。

　　７　蚤休Ｐａｒｉｓ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Ｓｍ又名重楼、重台、草河车、草甘遂、重楼金线和七叶

一枝花等

　　据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云：“蛇虫之毒，得此治之，即休，故有蚤休，螫休之名。”
在这里蚤休的蚤是早的意思，也就是受蛇虫咬螫，得此药治疗，即早痊愈。该植物的另

一名称为草河车，宋《本草图经》云：“蚤休，即紫河车也，……。”按紫河车一名是出自于

炼丹方士的丹书中，以人的胞衣亦为河车，而以紫色者为好，故有紫河车之名，并认为是

治虚劳、补血、补气的要药，还称其为药中的无上妙品。宋《本草图经》将紫河车作为蚤

休的别名是承袭了方士的一套，以此来比喻该药的疗效，以后又称其草紫河车，到清代

吴其濬所著的《植物名实图考》一书中云：“蚤休，江西，湖南山中多有，人家也种之，通称

为草河车，亦曰七叶一枝花，……。”在《唐本草》中蚤休有别名重楼，重楼金钱和重台，它
们和七叶一枝花一样表现了蚤休这种植物的形态，７～９片的叶片轮生在茎中部抽出花

茎，在花茎上还有轮生的花被片，以及花蕊柱等恰似构成三层重楼或重台状。草甘遂说

明其块根膨大“滇南谓之重楼一支箭，从其根老横纹粗皱，如虫形，乃作“虫篓”。蚤休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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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味重要中药，在治疗无名肿痛，蛇虫咬伤，止痛、杀菌等方面有着独特的疗效。

　　８　闹羊花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ｍｏｌｌｅ（Ｂｌ）Ｇ．Ｄｏｎ又名羊踯躅，黄杜鹃，搜山虎，山六

厘

　　闹羊花古名为踯躅，在《神农本草经》中就已经记载了，在梁代大药物学家陶弘景所

著的《本草经集注》中说道：“近道诸山皆有之……羊误食其叶，踯躅而死。”
在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中说：“韩保升所说似桃叶者最的，其花五出，瓣皆黄，

气味皆恶，……。”在该书中，又提出了闹羊花的其它别名，如羊不食草，惊羊花等。所谓

闹羊花是指羊寻食以后，踯躅而死，故名闹，闹当做恼乱的意思，与惊羊花的含义是一致

的。在清《植物名实图考》中说明了它“能治跌打损伤，内伤要药，重者 一 钱 半，轻 者 一

钱，不可多用。霜后叶落，但存枯根，湖南俚医以为发表入阳明经之药是此药，俗方中仍

用之。中州呼闹羊花，取其花研末水侵杀菜蔬虫，老圃多蓄之。”

　　９　马兜铃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ｄｅｂｉｌｉｓ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蔓称天仙藤，根名青木香，为马兜铃

科植物

　　马兜铃之名是取自于果实的形状，古代对于马兜铃名称的来源有两种意见，一种认

为是其果实像马颈项上所挂之铃，连李时珍也同意这个观点。
另一种认为果实像饮马器叫做篼的，但是经过学者的考证在古今文献中，并没有找

到有马项施铃的制度，后来马镳有铃也是借用车鸾的名字，叫做鸾铃，在唐宋以后也有

唤做驮铃，但从未叫做过兜铃，而且最早的马兜铃并不写作金旁的铃，而是“零”，在宋刻

的本草中均作马兜零，因此可以认为兜零与铃无关，而是以后的本草改写成铃。从兜的

解说来看，确有马兜此物，是用于饲马的，是一种竹编的容器，但是只能叫马兜，而没有

称马兜铃的。因此这两种意见都被排除，说明了马兜铃一词与马无关。根据古文字论

证，马往往可以做大字解，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马蔺条下曰：“俗称物之大者为马”，
在马蔺条下曰“凡物之大者皆马名”，寇宗奭在《本草衍义目》中曰：“汴人谓大者为马”，
所以马兜铃的马可能与马无关而做大字解释。在宋代以前的许多方书上都仅写兜零，
而无马字，在宋代《圣济方》四个药方和唐代《外台秘要》一方，《简要济众》一方中均做兜

零或兜零苗，在葛洪所著的《肘后方》也有用都淋藤，《外台秘要》也有用都淋藤的名字，
都淋就是兜零的转音。因此兜零既不是马铃又不是饮马器，那 么 应 该 是 什 么 东 西 呢？

学者们考证在《汉书·贾谊传》中有：“斥侯望烽燧，不得卧，文颖注云：‘边方备胡寇，作

高土橹，橹上作桔皋，头悬兜零，以薪草置中，常 低 之，有 寇 即 火 燃 举 之，以 相 告。’”《广

雅》云：“兜零，笼也”，这是燃烧烽火的铁笼。自我国周朝开始，就有了烽火报警的制度，
到了汉代已经普及全国，它是选择在突出的孤山顶上，筑一高台，约有五丈余高，台上竖

一长杆，称烽干，杆头上有横干，如林之桔皋，一头悬挂着一个大铁锤，另一头悬挂着一

个盛满草把的铁笼（这就是所说的兜零），平时常把兜零这头拴在贴近地面的木桩上，让
大铁锤的一头悬在空中，一有警报，就将铁笼内的草把燃烧，而 除 拴 绳，铁 锤 因 重 而 下

沉，兜铃这一头就燃烧上升，这样远方就能看见这燃烧的烽火，然后第二、第三、第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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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烽火台上就可以及时的依次传递警报。这种兜零的形态正和马兜零 的 果 实 十 分 相

似，因为兜铃都是用铁和铁索制成，久经火烤，使铁笼呈现出灰暗的锈色，而马兜铃的成

熟果实，正是半灰半黑，好像饱经火烤的铁笼，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古代的劳动人

民用它来和烽火台的兜零相比是十分恰当的，充分地表现出他们丰富的想像力。

１０　山药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ｏｐｐｏｓｉｔａＴｈｕｎｂ原名薯蓣，为薯蓣科植物

在《山海经·北山经》中有：“景山北望少泽，其草藷藇。”晋郭璞注：“根似芋，可食，
今江南人单呼藷。”藷与藇均指其有膨大的根部而言，《神农本草经》中呼为薯蓣，宋《本

草衍义》说：“薯蓣因唐代宗名预，避讳改为薯药，又因宋英宗讳署，改为山药，这里说的

是药名往往会冲撞皇帝的名字，必须避讳，薯蓣一名涉及了二个皇帝的名字，因此改成

了山药。但是过去的学者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觉得山药一名并非宋以后才出现的，如
晋王羲之也有草书山药贴，唐韦应物已有诗“山药寒始华，”韩愈之“有山药煮可食”，真

是举不胜举，山药之名不是始于宋时，所以这样看来薯蓣避讳之说，恐难成定论。

１１　常山ＤｉｃｈｒｏａｆｅｂｒｉｆｕｇａＬｏｕｒ为虎耳草科植物

常山是因产地而命名，即原产地为常山。但这个常山并非是真正的常山地方，而是

湖北恒山，这是因为恒山的药名涉及了唐穆宗（名恒）因而将恒改成了常。所说的恒山，
也并非现代所指的北岳恒山。而是指湖北武陵郡的恒山，在《汉书·地理志》中有“武陵

郡佷山，”孟康注佷者恒，出药草恒山。佷山是古县名，也是一个山名，即今湖北县长阳

县境内向南六十公里处都镇湾，湾内２０里处有一山名佷山。由于佷字与恒字同音，恒

与常同义，最后这种植物的名称变成了常山。常山有很多混乱品种，但本种应为正品。

　　１２　人 参Ｐａｎａｘｇｉｎｓｅｎｇ ＣＡＭｅｙ为 五 加 科 植 物，党 参Ｃｏｄｏｎｏｐｓｉｓｐｉｌｏｓｕｌａ
（Ｆｒａｎｃｈ）Ｎａｎｎｆ为桔梗科植物

　　人参是我国的特产植物，但它最初的名称并不叫人参，《说文》云：“N，药 草，出 上

党，星者也。”《吴普本草》云：“人参，一名土精，精者星也。”《太平御览》引《春秋运斗枢》
云：“摇光星散而为参。”又引《礼斗威仪》云：“乘木而至，有人参至。”参的本意就是药草

的意思；古人将人参比做天上瑶光星所化，富有神秘 的 色 彩。除 此 以 外，还 有 土 精、地

精、人祥的别名，说明它集中了土地内的精华，还给人们带来吉祥。人参的含义开始并

不是指其根似人形，直到《名医别录》中才说：“如人形者有神”，以后本草注者才以人参

似人形而命名。人参的原产地在《名医别录》中有所记载：“出上党及辽东。”《范子计然》
也说：“人参，出上党。”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说：“上党在冀州西南，今魏国所献即是

……俗乃在百济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者，次于高丽者，形大而虚软，盖高丽所献兼

有两者，实用并不及上党者。”所以上党人参是人参的最佳品，党参应该是上党人参的简

称，但是由于经历辽、金、元直到明代历遭残酷挖掘，已经根尽株绝。李时珍在其所著的

《本草纲目》中论述了上党人参消亡的原因：“上党，今潞州也，民以参为地方害，不复采

取，今所用皆是辽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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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的《潞安府志》中也说：“人参原产壶关紫团山，旧有参园，今已垦为田，而索

犹未已，遍剔岩薮，根株鲜获。”在清代吴其濬所著的《植物名实图考》一书中有党参（附）
一条，其曰：“山西多产，其根二三尺，蔓生，叶不对节，大如手指，野生者，根有白汁，秋开

花如沙参花，色青白，土人种之为利，气极浊，按人参以泽，辽，上党及不行紫团者为是。”
吴氏对这种党 参 是 否 为 上 党 人 参 表 示 怀 疑，所 以 不 以 党 参 为 书 中 的 正 式 条 文，而 是

“附”，吴氏也说是“姑且附之”。清代另一位药学家黄宫绣，在其著作中也谈到了这个党

参，他说：“观此则知，诸参唯上党最美，然上党现不可采，复有党参之谓者，……兹因辽

参价贵，而世好异居奇，乃以太行山之草以及防风、桔梗、荠尼伪造，相继混行，即山西新

出之党参改之。”清代吴仪洛在其著作《本草从新》中也说道：“按古本草之参，须上党为

佳，今真上党人参已难得，肆中所谓党参，种类甚多，皆不堪用。”从这里我们知道了人参

和党参的关系，也弄清楚人参和党参名称的由来，那种太行山之草即新出的党参即为桔

梗科植物Ｃｏｄｏｎｏｐｓｉｓｐｉｌｏｓｕｌａ（Ｆｒａｎｃｈ）Ｎａｎｎｆ。

１３　茵陈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ｉｓＴｈｕｎｂ为菊科植物

茵陈是治肝炎利胆的要药，据唐代陈藏器所著的《本草拾遗》中记载：“此虽蒿类，经
冬不死，更因旧苗而生，故名因陈，后加蒿字耳。”菌陈蒿的应用历史悠久，在古代本草中

所用乃是带花的干草，但是在民间流传有谚语：“二月茵陈三月蒿，四月五月当柴烧。”市
售的商品也是使用幼苗，所以这个民谚仅是反映市售的习惯，而不是最好的采收期。

　　１４　乌头、乌喙、附子、草乌、天雄、天锥、侧子、漏篮子Ａｃｏｎｉｔｕｍ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Ｄｅｂｘ
为毛茛科植物，以其块根入药，其名称依其块根不同形状和不同部位而名之

　　据《吴普本草》云：“乌头，形如乌之头”，“有两岐相合，如鸟之喙者，名曰乌喙，喙即

乌之口。”李时珍在其所著的《本草纲目》中说：“此即乌头之野生于他处者，俗谓之草乌

头，亦曰竹节乌头。”“初种为乌头，象乌之头也，附乌头而生者为附子，如子附母也，乌头

如芋魁，附子如芋子，盖一物也。”“天雄乃种附子而出，附子如芋子生或变出，其形长而

不生子者，故曰天雄，其长而尖者，谓之天锥。”“侧 子，生 于 附 子 之 侧，故 名。”陶 弘 景 说

“此附子边角之大者”，另有一种附子之琐细未成者，小而漏篮，故名漏篮子。李时珍又

云：“菊谱云鸳鸯菊，即乌喙苗。”在古方中又称乌头、附子、天雄为三建。

１５　冬虫夏草，是一种虫与草的结合体

为麦角菌科（或 称 肉 座 菌 科）虫 草 属 真 菌 类 植 物 冬 虫 夏 草 菌Ｃｏｒｄｙｃｅｐ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Ｂｅｒｋ．）Ｓａｃｅ寄生在鳞翅目蝙蝠蛾属昆虫绿蝙蝠蛾 ＨｅｐｉａｌｕｓｖａｒｉａｎｓＳｔａｕｄｉｎｇｅｒ或

蝙蝠蛾ＨａｒｍｏｒｉｃａｎｕｓＯｂｅｒｔｈｕｒ等幼虫上，包括了菌座（子实体）和幼虫的尸体。在我

国西部四川、青海、贵州、云南均有分布，是一种非常珍奇名贵的药品，这种昆虫在冬季，
就像三眠蚕一样，幼虫在土层下越冬，这时虫草菌就潜进蝙蝠蛾的幼虫体内，从冬天到

春天，在不断从虫体内吸收营养，而形成菌核，古人对这种现象很难解释，认为是一物所

变。如《柳岸外编》曾这样说：“冬虫夏草一物也，冬则为虫，夏 则 为 草，虫 形 如 蚕，色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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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草形如韭，叶较细，入夏虫一头入地，尾自成草杂错于蔓草间，不知其为虫也，交冬，
虫渐萎黄，其尾犹簌簌然，带草而行。”其实这是生物间的一个寄生现象，而不是什么虫

草互变。

１６　含羞草ＭｉｍｏｓａｐｕｄｉｃａＬ为豆科植物，又名喝呼草，知羞草

清吴其濬所著《植物名实图考》引《广西通志》云：“喝呼草干小而直上，高可达五寸，
顶上生梢，横列如伞盖，叶细生梢，两旁有花磐上，每逢人大声喝之，则旁叶下合，故曰喝

呼草，然随翕随开，或以指点之亦翕，前翕后开，草木之灵异者，俗名‘俱内草’。”该书又

引《南越笔记》云：“知羞草，叶似豆瓣相向，人以口吹之，其叶自合，名知羞草。”吴其濬又

作按语道：“按此草生于两粤，今好事者携之中原，种之皆生，秋开花茸茸成团，大如牵牛

籽，粉红娇，宛似小儿帽上所饰绒球，结小角成簇，大怀夜合花性形俱肖。但草细小，高

不数尺，手拂气嘘，似皆知觉，大哃喝，即时俯伏。草木无知，观此莫测。”含羞草原为热

带植物，但在我国早已引种驯化成功，我国华东、华南、西南各省区均有分布。它之所以

含羞，低头是由于其叶的膨压作用，叶柄基部有一个细胞组织，里面充满了水，在遇到风

吹或触摸时，叶片振动，细胞组织里的水分立即流向上部或两侧，组织的下部空瘪，而上

部却鼓足了水，这样就出现了叶片合拢，叶柄下垂的现象。含羞草的这种特殊本领是它

适应大自然的结果，因为它原生长在南美洲地区，那里具有热带雨林和 热 带 季 风 性 气

候，常有烈日狂风暴雨，含羞草这种自我保护能力，减轻了风雨对它的侵害。

１７　石蒜Ｌｙｃｏｒｉｓｒａｄｉａｔａ（ＬＨｅｒ）Ｈｅｒｂ石蒜科植物

又有花叶不见面、无义草以及一支箭等名。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以其根似蒜，故名。”其花茎笔直，从土中伸出似箭。冬

春叶生地面，很茂盛，但到了夏秋，叶片枯萎，再从土地 内 伸 出 花 茎，开 花，故 有 叶 时 无

花，有花时则无叶，这种植物没有花叶同存的时候，所以民间有 无 情 无 义 草、无 义 草 之

名。

１８　吴茱萸Ｅｖｏｄｉａｒｕｔａｅｃａｒｐａ（Ｊｕｓｓ）Ｂｅｎｔｈ为芸香科植物

吴茱萸的名字是来自于春秋战国时的故事。吴国为了改善与楚国的关系，送了不

少叫做吴萸的药材给楚王，这种吴萸，能止呕止泻，强健身体，对胃部的保护有益，但楚

王很瞧不起这种药材，吩咐丢弃，但被一个姓朱的大夫贮存了起来，后来楚王患病，姓朱

的大夫又把药全拿了出来治好了楚王的病；又一年楚国有瘟疫，吴萸这种药材又救了楚

国人民，楚王十分重视这种药材，并将朱大夫的朱姓，加在了吴萸之中而成了吴茱萸。

１９　菘蓝Ｉｓａｔｉｓｉｎｄｉｇｏｔｉｃａ（ＤＣ）Ｆｏｒｔ为十字花科植物

菘为白菜的古称，因为这种植物的叶子与白菜相似，而蓝是指其有染色的功能，可

以制成蓝淀，在我国古代用这种植物的原料制成的染料和清热解毒的药物青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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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大血藤Ｓａｒｇｅｎｔｏｄｏｘａｃｕｎｅａｔａ（Ｏｌｉｖ）ＲｅｈｄｅｔＷｉｌｄ为大血藤科植物

又名血藤、红藤，根据清《植物名实图考》一书中记载：“大血藤，即千年健，汁浆即见

血飞，……雌雄二本，治筋骨疼痛，追风，健腰腠，今在江西中多有之，土名大活血，蔓生，
紫茎，一枝三叶，宛如一叶掰分，或半边圆，或有角而方，无定形，光滑厚韧，根长数尺，外
紫白内，掘之曝之，紫液津润，浸酒一宿，红色如血，市医尝用之。”因此所说的血藤和大

血藤就是因为用其根浸酒后为红色之故。

２１　百合ＬｉｌｉｕｍｂｒｏｗｎｉｉＦＥＢｒｏｗｎｖａｒ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Ｂａｋｅｒ为百合科植物

大约在７世纪的初期（公元６１０年）著名医学家巢元方著了一本《诸病源候总论》，
其中提到一种“伤寒百合病”，说：“伤寒百合病，谓无经络，百脉一宗，悉臻病，皆因伤寒

虚劳，大病之后不平复，变成斯病也。”其病状即是“意欲食复不得食，常默默欲得卧，复

不得卧，欲出不行，复不能行，欲食或有同时，或有不同时，闻饮食臭，或如强健人，而欲

卧，复不得眠，如有寒，复如无寒；如有热，复如无热，至朝口苦，小便赤黄。”这就是古代

所说的“百合病”。现在看来这种病可能是由阴虚内热引起的症状，类似现在所说的神

经衰弱症，古代在《外台秘方》中有７方治疗该症，其中四方中的主药都是百合。百合的

命名也是因为它能治疗百合病。但也有另一种看法，徐彬在注《金匮要略》中说：“百合

味甘平，微苦，色白……夜合属阴，色白归肺，瓣瓣相对，无往不合者，补肺之正气”，梁代

顾野王《玉篇》中：“韭番，似蒜，名百合蒜，也名蒜脑藷。”其蒜脑藷的意义是指其形如蒜，
而其味如薯。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曰：“百合……乃言初是蚯蚓相缠而变作之”，但李时

珍提出了他的看法：“百合，生山中者，宿根年年自生，未必尽其蚯蚓化成也。蚯蚓多处，
不闻尽有百合。”百合根以众瓣合成也，或云专治百合病，亦通。

２２　忍冬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又名金银花、鸳鸯藤、左缠藤为忍冬科植物

李时珍引陶弘景语：“处处有之，藤生，凌冬不凋，故名忍冬。其花长瓣重须，黄白相

半，而藤左缠，故有金银鸳鸯之名。”因为金银花初开为白色，过几日即成金黄色，而现黄

白相映之故。

２３　甘草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Ｆｉｓｃｈ为豆科植物

又名蜜草，蜜甘，皆因其草味甜之故，又有国老之名。梁代药学家陶弘景曰：“此草

为众药之主，经方少有不用者，犹如香中有沉香也，国老即帝之称，虽非君而为君所宗，
是以能安和草石而解诸毒也。”而唐甄权所著《药性论》中云：“诸药中甘草为君，治七十

种乳石毒，解一千二百般草木毒，调和众药有功。故曰国老之号。”甘草可以调味又可解

毒，是中医治病中最常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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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鸡血 藤，有 两 种，一 种 是 木 兰 科 的 植 物 顺 宁 鸡 血 藤 Ｋａｄｓｕ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ＡＣ
Ｓｍｉｔｈ

　　清代赵学敏所著《本草纲目拾遗》记载：“……云南志，顺宁府出鸡血藤熬膏，可治血

症”。并引《滇游杂记》云：“云南顺宁府阿度里地方，有一山绵巨数十里，产藤甚异，粗类

槔梁，细似芦苇，中空如竹，剖断流汁，色赤如血，士人名为鸡血藤。”清吴其濬所著《植物

名实图考》云：“鸡血藤，顺宁府志，枝千年久者，周围四五寸，少 者 已 二 三 寸，类 桂 叶 而

大，缠附树间，伐其枝津液滴出，入水煮之，色微红，佐以红花，当归，糯米熬膏，为血分之

圣药，滇南唯顺宁府有之，产阿度里尤佳，今省会也有贩之，服之甚效。”根据其图考证，
确为上述一种，因其津液滴出，入水煮之色微红如鸡血。

但在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中还介绍了另一种昆明鸡血藤，云：“昆明鸡血藤，大
致是朱藤，而花如刀豆花，紫密簇，艳于朱藤，即紫藤耶，褐蔓瘦劲，与顺宁鸡血藤异，浸

淹行气和血络。”这里所说系豆科植物香花崖豆藤ＭｉｌｌｅｔｔｉａｄｉｅｌｓｉａｎａＨａｒｍｓｅｘＤｉｅｌｓ
这种鸡血藤在折其枝后也可有红色汁液滴出，所以有鸡血藤的名称，而现在植物学家遂

以网络崖豆藤Ｍ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Ｂｅｎｔｈ或近缘的其他植物来作为鸡血藤用，丰城鸡血藤就

是这一种，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红色茎汁的缘故。

２５　栀子Ｇａｒｄｅｎｉａ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Ｅｌｌｉｓ为茜草科植物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云，栀子古名卮，“卮，酒器也，栀象之，故名，俗作栀子。”这

是因栀子的果实和古代的酒器形状十分相仿，故以名之。栀子是我国重要的染黄原料，
与茜齐名，在四川更有红栀子，据说可以染红。现在人们已经将栀子的果实色素提取成

功，称“栀子黄”，已应用在食品工业中。

２６　金鸡纳树ＣｉｎｃｈｏｎａｌｅｄｇｅｒｉａｎａＭｏｅｎｓ为茜草科植物

这是一味外来药，我国清代赵学敏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第一次记载了这种植物，
它说引查慎行《入海记》说西洋有一种树皮，“名金鸡纳，以治疟，一服即愈……，细枝中

空，俨如去骨远志，味微辛。”其实这种原植物原产于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它的发现比正

式记载的公元１６３９年要早得多，据说是一个印第安人患病很重，非常口渴，当他爬到厄

瓜多尔南部洛哈省的马拉卡斯地区的一个小池塘内喝了许多水后，顿时觉得病情好了

许多，这时他发现有许多树浸泡在水塘里，使得水很苦，他后来就将此事告诉了其他的

印第安人，从此各地的印第安人就用这种树皮来治疗疟疾，很有功效。后来有一位印第

安人向当地的传教士胡安·洛佩斯透露了这种树皮的功效，并赠送他一块树皮，洛佩斯

就用它治好了西班牙的官员卡尼陆查斯，后来又治好了西班牙驻秘鲁的总督夫人安娜

·辛可的疾病。公元１６３９年，这个信息由这位夫人的侍臣威加（Ｗｅｇａ）传出了国界，在
西班牙广为宣传，并以总督夫人的名字命名此药为Ｃｉｎｃｈｏｎａ（辛可娜），成为后来欧洲

一味著名的解热药。那时，金鸡纳树皮的出口全由西班牙控制，国王、王子都下令要保

护这种珍贵的树木，但后来由于疏忽，被几个英国的研究人员偷走了金鸡纳树的种子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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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到印度和印尼的爪哇岛，而且逐渐发展成了金鸡纳树的生产地，最后完全取代了厄瓜

多尔的产品，以至于使人们忘记了它最初的产地。１８２６年，法国学者佩蕾蒂尔（Ｐｅｌｌｅ
ｔｉｅｒ）和卡文顿（Ｃａｖｅｎｔｏｗ）从金鸡纳中成功地提取了奎宁和辛可宁，但是，辛可宁的含

量只有奎宁的１／５，于是奎宁很快地被全世界所采用，作为治疗疟疾的重要药物。

２７　女贞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ｌｕｃｉｄｕｍ Ａｉｔ为木犀科植物，又名冬青，蜡树的别名

据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云：“此木凌冬青翠，有贞守之操，故以贞女状之。《琴操》
载：‘鲁有女见女贞木而作歌者’，即此也。”苏彦《女贞颂序》曰：“女贞之木，负霜葱翠，振
柯凌风。清士钦其质，而贞女慕其名，是也。别有冬青与此同名，今方书所用冬青皆此

女贞也，近时以放蜡 虫，故 称 蜡 树。”严 格 说 来，冬 青 另 有 植 物，是 冬 青 科 的Ｉｌｅｘｐｕｒ
ｐｕｒｅａＨａｓｓｋ与女贞绝然不同，但据李时珍所言，古代方书中所用的冬青皆是女贞，所

以在继承我国古方时应该考虑到这个重要问题。

２８　败酱ＰａｔｒｉｎｉａｓｃａｂｉｏｓａｅｆｏｌｉａＦｉｓｃｈ为败酱科植物

在古籍《名医别录》云：“败酱……，八月采根，叶似豨莶，根形似柴胡，气如败豆酱，
故以为名。”宋《本草图经》也云：“败酱，生江夏川谷，今江东也有之，多冈岭间，丛生，花

黄，根紫色，如柴胡，作陈败豆酱气，故人以为名。”这里说得很清楚，这种植物最大的特

点是具有陈败酱气，是开黄花的。但明代李时珍却误认是本科内另一种开白花的植物

即脂胭麻Ｐ．ｖｉｌｌｏｓａＪｕｓｓ。吴其濬也尊李时珍说法为是，以白花种为败酱。实际上吴

其濬在湖南时，已经采到败酱，但他不知，即以黄花龙芽名之。由于李时珍在书中又写

道：“败酱，处处原野有之，俗名苦菜，江东人每采，收储焉。”这样一来，就使得许多名叫

苦菜的野菜，混到败酱的行列中来，其中最重要的有菊科植物苦荬菜Ｓｏｎｃｈｕｓｂｒａｃｈｙｏ
ｔｕｓＤＣ和苦苣菜ＳｏｎｃｈｕｓｏｌｅｒａｃｅｕｓＬ，苦菜Ｉｘｅｒｉ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Ｔｈｕｎｂ）Ｎａｋａｉ以及十

字花科植物的菥蓂ＴｈｌａｓｐｉａｒｖｅｎｓｅＬ，这就使败酱药材来源十分复杂，特别在江苏、
浙江一带，正品的败酱已经不用，以菥蓂为败酱的主流，这是错误的。

２９　山矾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ｃａｕｄａｔａ Ｗａｌｌ为山矾科植物

山矾是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才增加的药物，又有别名芸香，椗花，柘花，O花

等名。为什么称为山矾？因为其生长在山野之中，李时珍引黄庭坚云：“江南野中O花

极多，行人采叶烧灰，以染紫为黝，不借矾而成，子因以其名为山矾。”另外取名为芸香，
是因为：“芸，盛多也，老子曰：‘天物芸芸’是也，此物山野丛生甚多，而花繁香馥，故名。”
按周必大云：“柘音阵，出《南史》，荆俗言化为郑，呼为郑矾，而江南又言化郑为O也。”李
时珍认为芸和芸香均是本种，这是错误的。芸应是豆科草木樨一类的植物，而芸香则是

芸香科植物，均与山矾无关。根据调查，在湖南民间又有俗名叫钉地黄者。《植物名实

图考》也有钉地黄云：“生长沙岳麓，名贡檀兜，一名降痰王，说的也是本 属 中 的 华 山 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ｏｕｒ）Ｄｒｕｃｅ，贡檀就是降痰两字的音转。它是一种清热解毒、
化痰、宽肠气效果很好的民间药物。



２４２　　

植
物
中
名
浅
析

３０　无患子ＳａｐｉｎｄｕｓｍｕｋｏｒｏｓｓｉＧａｅｒｔｎ为无患子科植物

又名桓、木患子、菩提子、油珠子、肥珠子、鬼见愁等。唐代陈藏器曰：“桓，患字声讹

也。”崔豹《古今注》云：“昔有神巫瑶P，能符劾百鬼，得鬼则以此木为棒，棒杀之，世人相

传以此木为器用，以厌鬼魅，故号曰无患也。”李时珍云：“俗者为鬼见愁，道家禳解方中

用之，缘此义也，释家取以为数珠，故谓之菩提子，与薏苡同名，……，山人呼为肥珠子、
油珠子，因其实如肥油，而子圆如珠也。”古人常用来洗面、洗头或除口臭等。

３１　威灵仙

是常用中药之一，但原植物不止一种，当前市场上的主流种类和明代以前的本草不

符。威灵仙此名最早出现在宋代的《开宝本草》，它是根据唐代的传说《威灵仙传》而来，
《威灵仙传》是唐贞元年间由当阳子周君巢所著：“……先时商州有人重病，足不履地者

数十年，良医殚技，莫能治，所亲置之道旁，以求救者，遇一新罗僧见之，告曰此疾一药能

治，但不知此土有否？因为之入山求索，果得，乃威灵仙也，使服之，数日能步履。”其植

物学性状是“……生先于众草，茎方，数叶相对，花浅紫，根毛稠密，岁无益繁，”所说乃是

玄参科植物Ｖｅｒｏｎｉｃａｓｔｒｕｍ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 （Ｌ）Ｐｅｎｎｅｌｌ。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所绘也是本种，在释名中说：“威言其 性 猛 也，灵 仙 言 其 功 神

也”这是取名之义，并说：“威灵仙属木，治痛风要药也，在上下者皆宜，服之有效，其性好

走，亦可横行，故崔之亮言其去众风，通十二经脉，朝服暮效，……。”威灵仙确是治疗风

湿性关节炎的好药。但是自清代以后我国药材市场上流传的威灵仙并不是上述一种，
而是毛茛科铁线莲属植物Ｃｌ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Ｏｓｂｅｃｋ。清代吴其濬所著的《植物名实

图考》中介绍的即是这种，称铁脚威灵仙，并说今俚医都以这一种入药，余者皆不入药。
据调查，只有在山东部分地区还有以玄参科的植物作威灵仙用。

３２　葫芦Ｌａｇｅｎａｒｉａｓｉｃｅｒａｒｉａ（Ｍｏｌｉｎａ）Ｓｔａｎｄｌ

是葫芦科植物，在我国古代，葫芦的名称很多，《神农本草经》称其苦瓠；《说文》称其

瓠瓜，《论语》称其瓠瓜，《本草经集注》又称瓠@，而《日华子本草》首次称其为壶芦。李

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壶，酒器也，芦，饮器也，此物各象其形，又可为酒饭之器，因此

名之。”李氏还评语了俗间称其为葫芦，其曰：“俗作葫芦，非也，葫乃蒜名，芦乃苇，……
圆者如瓠，亦曰瓢，因其可以浮水如泡，如漂也，……，古有壶，瓠，匏三名皆可通称，初无

分别。”

３３　天麻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ｅｌａｔａＢｌｕｍｅ为兰科植物，原名赤箭，又有定风草、独摇芝等

最早为《神农本草经》所记载，历代本草均有此条，但所说植物形态不一，比较含糊。
唯李时珍比较清楚，他说：“赤箭以状命名，定风独摇，以性异而名。”其茎：“独出一支，直
上，高三四尺，如箭秆状，青赤色，故名赤箭。”天麻的生长必须和蜜环菌共生，天麻块茎

的皮层细胞中可以产生一种溶菌酶，它能起溶解消化浸入的菌丝的作用，因而天麻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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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蜜环菌供应的养料而发育壮大，最终能将蜜环菌全部消化吸收，变成了自己所需要的

营养物质。由于两者间长期的共生关系，而使天麻逐步退化了原有的全部根系，叶也退

化成无叶绿素的膜质鳞片，全株只剩下了生有穗状花序的地上花茎和地下块根，这就形

成我们所说的“赤箭”。

３４　莎草ＣｙｐｅｒｕｓｒｏｔｕｎｄｕｓＬ为莎草科植物，又名香附子、侯莎、水巴戟等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别录》只云莎草，不言用苗用根，后世皆用其根，名香

附子，而不知莎草之名。其草可为笠及雨衣，疏而不沾，故字从草从沙。亦作蓑字，因其

为衣垂缕，如孝子蓑衣之状，故又从蓑也。《尔雅》云：‘Q（音浩）侯莎，其实缇是也，’又

云：‘苔，夫须也，’苔乃笠名，贱夫所须也，其根 相 附，连 续 而 生，可 以 合 香，故 谓 之 香 附

子。上古谓之雀头香，按《江表传》云：‘魏文帝遣使于吴求雀头香’，即此。”其叶似巴戟

及三棱、而生下湿地，故有水三棱水巴戟之称。
我们周围有着千千万万种植物，每种植物都有一个名字，这些名字都是我们人类为

它们取的，很多名字都是和某个地区，某个民族认识植物和利用植物的经验有关，因此

具有一定的特色，而且和当地的传统文化有关，它们都应该是民族植物学的很重要的内

容，我们仅举了很少的例子来说明，希望对民族植物学有兴趣的同志，今后在这方面能

够发掘更多的内容，以丰富我们这个领域的知识。

陈重明　王铁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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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间药谚

我国民间运用中草药治疗疾病的历史十分久远，特别在广大的农村及山区，草医更

是很普遍，他们对当地的药物也很熟悉，并经十分简单的加工就可治病，在长期实践的

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其疗效尤其重视，在各地民间流传着各种有关中草药的谚

语，其中体现出了这些中草药在我国民间医学中的作用，根据我们进行的调查，收集了

一部分，归纳在此，以供参考。

　　１　萝卜进门，医生关门。十月萝卜赛人参，上床萝卜下床姜，一口萝卜保健康

这四组谚语都与萝卜有关。萝卜ＲａｐｈａｎｕｓｓａｔｉｖｕｓＬ古名莱菔，是一种中国人民

常食的蔬菜，但它也有很好的疗效。它主要以根入药，也有以其种子入药的，药材名称

叫莱菔子。萝卜主要的功能是下气、化痰、宽中、消积滞等功能，秋冬季节多吃萝卜能促

进人体健康，通气消化，多吃萝卜，还能去火，防止口舌糜烂，萝卜煮鸡蛋，还能止咳。每

日饮几杯生萝卜汁，还能降低血糖，防治糖尿病。生萝卜中含有一种萝卜素，即维生素

Ａ源，可以促进人体的血红素的增加，提高血液的浓度，因而有补血的作用。生萝卜还

有丰富的维生素Ｃ，补充营养，常吃生萝卜还能防止尿路感染。近来还有研究报道，萝

卜中还含有一种干扰素的诱发剂，是一种抗肿瘤的物质，对多种癌症均有明显的缓解作

用，因此说明民间谚语对萝卜的称誉，也完全符合现代科学研究的结果。上床萝卜下床

姜则是指人们上床以后入睡，消化功能大大减弱和迟缓，服用萝卜则可以通气并促进其

消化功能，而下床姜是指人们下床以后活动频繁，需要增加营养，而服用姜后，可开发胃

气，以促进食欲，这句名谚很形象地表达了萝卜和姜的不同功效。

　　２　七叶一枝花，深山是我家，痈疽如遇着，一似手拈拿。七叶一枝花，无名肿毒一

把抓。是疮不是疮，先用重楼解毒汤

　　七叶一枝花是百合科植物重楼Ｐａｒｉｓ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Ｓｍ，别名蚤休、草河车及草甘遂

等，是我国著名的清热解毒药，前一句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引用的。七叶一枝花是

以其根茎入药，其中含有重楼皂苷、薯蓣皂苷及其他多种活性成分，有去肿毒，平喘止咳

及熄风定惊的功用，常用于治疗各种无名肿毒，痈疽，淋巴结核，小儿惊风，乳腺炎，腮腺

炎等病症，外敷可治毒蛇咬伤，风湿性关节炎及胃痛和各种癌痛等。

３　离家千里，勿食萝 枸杞

萝藦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Ｍａｋｉｎｏ为萝藦科植物。
枸杞Ｌｙｃｉｕ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Ｍｉｌｌ为茄科植物。
在梁陶弘景所著的《本草经集注》中曾云：“枸杞今出堂邑，而石头峰下最多，其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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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羹，味小苦。俗谚曰：‘去家千里，勿食萝藦枸杞’，言其补益精气，强盛阳道也。”去家

千里是指远离妻子，萝藦枸杞均为补肾壮阳之物。如果夫妻分离，不能同居，故不能服

用这些药物，这是民谚中比较含蓄的用语。

４　韭是菜钟乳，芡是水硫黄

本谚语出自于唐代陈藏器所著的《本草拾遗》。
将韭菜Ａｌｌｉｕｍ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ＲｏｔｔｌｅｘＳｐｒｅｎｇ和芡实ＥｕｒｙａｌｅｆｅｒｏｘＳａｌｉｓｂ与古代

的无机药物钟乳石和硫黄相比，这两味药是古代经常用的有疗效的药物，在处方中经常

出现。韭菜治温中下气，调和脏腑，令人能食，还能止泄，温腹内冷痛。芡实味甘性滑，
细嚼慢咽，使人体感到柔滑，它们的功效则不完全相当，但说明韭和芡在药中的重要地

位，可以和钟乳与硫黄来相比。

５　三月荠菜是灵丹（三月荠菜赛牡丹）

荠菜Ｃａｐｓｅｌｌａｂｕｒｓａｐａｓｔｏｒｉｓ（Ｌ）Ｍｅｄｉｃ是十字花科的小草，是我国人民常食的

野菜，现在已有很多地区进行了栽培。在我国广大地区均有农民三月三日拔荠菜花，然
后带回家煮鸡蛋吃的风俗，据说吃了可以治头昏。据现代科学分析，荠菜里含有黄酮类

化合物（芦丁），香叶苷和生物碱，确实有治疗高血压的作用。在美国已将全草提取物制

成片剂作为降压药。此外本品还有凉血、止血、清热解 毒、明 目 消 炎 等 作 用，常 用 于 痢

疾、乳糜尿、肾结核、肾炎等症。

　　６　八十岁公公痛断腰，山坡草丛寻了鸟，有人识得逍遥竹，世世代代不疼腰。怀里

揣着铜萝草，不怕长虫咬

　　两句谚语中所说的了鸟和逍遥竹，以及铜锣草 均 是 指 萝 藦 科 植 物 徐 长 卿Ｃｙｎａｎ
ｃｈｕｍ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Ｂｕｎｇｅ）Ｋｉｔａｇａｗａ，全草入药，又名一 支 香，性 温 味 辛、具 有 解 毒 消

肿、通经活络止痛功效。常用来治疗腹胀、胃气疼、牙疼、月经不调及皮肤湿疹作痒，毒

蛇咬伤及跌打损伤（磨成粉与猪腰或米酒共煎服），全草还有镇静及强壮作用。其主要

成分是牡丹酚。

７　识得半边莲，可以共蛇眠

此民谚 引 自 李 时 珍 所 著《本 草 纲 目》，半 边 莲 是 指 桔 梗 科 植 物 半 边 莲Ｌｏｂｅｌ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ｏｕｒ，全草入药，具清热解毒，利水消肿的功能。所含有的主要成分是山梗

菜碱，常用于治疗蛇咬伤、蜂蝎刺伤、水肿等。目前也常用于消化道脓肿的治疗。

８　家中备姜，有病不慌。冬不离姜，不怕风霜。三年老姜当人参

姜为姜科植物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Ｒｏｓｃ，以其根茎入药，常为食品中的调味品，
并有多种药效。生姜味辛、性温，有发表、散寒、止呕，解毒之功能，常用于风寒感冒、胃

寒呕吐等；干姜味辛性热，有温中回阳、逐寒功的功能，常 用 于 腹 冷，虚 寒 吐 泻，手 足 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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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痰饮咳嗽；其外皮用于治疗水肿病。姜是常用之品，偶感风寒，可做生姜茶（即红糖

加姜）去风寒，出外旅游，晕车服姜粉可止呕吐和止晕。丹麦科学家还发现每日口服５
克生姜连续８个月可以大大减少心脏病和中风的发病率，还能止住手术后的呕吐，还有

报道每日服用５克生姜，连续７个月能治愈风湿性膝关节炎。如被动物咬伤可用生姜

捣成泥状加红糖外敷，姜泥加雄黄粉可治蜈蚣咬伤，用布包生姜放枕旁，闻其香味可促

进睡眠。常吃鲜生姜有利去除脸上的黄褐斑，所以姜是一种常用的食品和药品，有利于

人体的保健。

９　身无破布叶，莫上梦香船

本谚语引自于清赵学敏所著《本草纲目拾遗》，该书引《广东通志》：“肇 庆、新 桥 而

上，人烟寥落，山路多歧，乃三县交界之区，舟人见此险也，即燃梦香，遂被启R资财，以

砾块封识宛然。昔枕置水一盂，则迷药皆涣散也，又有药名破布叶，可解，行者歌曰：‘身
无破布叶，莫上梦香船。’”又引《广志》曰：“梦香船以胡蔓草合香焚之，人即迷罔”，胡蔓

草是马钱科植物，又名断肠草ＧｅｌｓｅｍｉｕｍｅｌｅｇａｎｓＢｅｎｔｈ，而破布叶是指椴树科植物破

布叶Ｍｉｃｒｏｃｏｓ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Ｌ。

１０　打得地下爬，快找八厘麻

此民谚流传于河北，所说的八厘麻，乃指杜鹃花科植物黄杜鹃Ｒ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ｍｏｌｌｅ
（Ｂｌ）ＧＤｏｎ，别名羊蹲躅、闹羊花、搜山虎或六轴子，是一味镇疼药，在河北、湖北民间

常用其根治疗跌打损伤；但本种植物含有毒素，用时必须遵医嘱。有一定的麻醉作用，
据报道，曾有人用其制成蒙汗药，使人致幻迷惘。

１１　找到四叶对，不怕骨头碎

“一身垮，快 吃 四 块 瓦，”民 谚 中 的 四 叶 对 和 四 块 瓦 均 是 指 金 粟 兰 科 的 植 物 及 己

ＣｈｌｏｒａｎｔｈｕｓｓｅｒｒａｔｕｓＲｏｅｍ．ｅｔＳｃｈｕｌｔ是著名的治疗跌伤的药物，除此以外又可镇咳、
去痰、除风湿、活血调经散瘀，外治疗肿毒疥癣等症。

１２　不怕骨头碎，只要倒水莲

此谚语出 自 于《江 西 植 物 志》，倒 水 莲 是 指 商 陆 科 植 物 商 陆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ａｃｉｎｏｓａ
Ｒｏｘｂ，在江西民间是常 用 来 治 疗 跌 打 损 伤 的 药 物，此 种 植 物 有 毒，用 时 必 须 遵 医 嘱。
自古以来商陆是一味逐水药，可去水肿。

１３　猪吃猪心凉，人吃断肝肠

本民谚 引 自《广 西 中 医 验 方 集》，是 指 马 钱 科 植 物 胡 蔓 草 Ｇｅｌｓｅｍｉｕｍｅｌｅｇａｎｓ
Ｂｅｎｔｈ。该植物有剧毒，人误食后，可以致命，猪服用了该草药后却能治疗热毒，并能使

猪的体毛有光泽，因而对猪有一定的强壮滋补作用，但也应注意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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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二月茵陈三月蒿，四月五月当柴烧

茵陈蒿应是菊科的植物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ｉｓＴｈｕｎｂ，有清热利胆的作用，是治疗

肝炎用药。现在市售的茵陈蒿习惯是使用幼苗，所以有此民谚，但查阅古代本草中所用

乃是带花的干草，现代科学证明茵陈蒿中利胆成分为蒿属香豆素，在茵 陈 苗 中 含 量 很

少，而在待放花蕾中含量最高。因此本句谚语只是市售习惯，并不符合最好的采收期，
应加注意。

１５　穿山甲，王不留，妇人喝了乳长流

穿山甲是鲮鲤科动物穿山甲ＭａｎｉｓｐｅｎｔａｄａｃｔｙｌａＬｉｎｎ的鳞片，具有活血散结、通
经下乳，消痈溃坚等作用。常用来主治血瘀经闭、风湿痹疼、乳汁不下等疾病。王不留，
即王不留行，是指石竹科植物Ｖａｃｃａｒｉａｓｅｇｅｔａｌｉｓ（Ｎｅｃｋ）Ｇａｒｃｋｅ的种子，含有王不留

行皂苷和王不留行黄酮苷等，有活血通经、下乳消肿的功能，将这两味药合用，对妇女通

乳有很好的作用。

１６　误食猫眼，活不能晚

本谚语出自清吴其濬所著《植物名实图考》，猫眼是指大戟科植物泽漆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ｈｅｌｉｏｓｃｏｐｉａＬ，别名猫儿眼睛草、五凤草、本草有剧毒，不能轻易服用，否则极易中毒，
我国历代本草均有收载，但是在中医处方中极为罕见，在民间常用于治疗腹水、水肿，腹
结核，淋巴结核、痰多咳喘、癣疮等症。

１７　若要睡眠好，常服灵芝草

灵芝Ｇａｎｏｄｅｒｍａｌｕｃｉｄｕｍ （ＬｅｙｓｓｅｘＦｒ）Ｋａｒｓｔｅｎ，又 名 木 灵 芝、血 灵 芝，属 多 孔

菌科，常生于栎树及其他阔叶树种的木桩上，现已人工培育。其子实体含有多糖，氨基

酸，甾体醇类，为滋补强壮药，在我国江南一带民间常用于神经衰弱症，并能促进睡眠，
无任何毒副作用，临床治疗心绞痛，有效率达８０％，大部分患者用后胆固醇明显下降。
目前灵芝孢子也用于癌症的辅助治疗。

１８　家中有苦草，不怕高烧和蛇咬

本民谚流传在我国南方广西一带，苦草主要分布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它的原

植物是玄参科植物苦玄参ＰｉｃｒｉａｆｅｌｔｅｒｒａｅＬｏｕｒ，别名蛇总管、蛇开口，常生长在高山

海拔１５００ｍ以下的疏林湿地，全草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功效，民间用于治疗蛇伤、
淋巴结核、高热，均有很好的疗效，是深受群众欢迎的一味好草药。

１９　拾得山六厘，不怕疥疮剥破皮

山六厘是指鼠李科植物长叶冻绿Ｒｈａｍｎｕｓｃｒｅｎａｔａ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浙江东天目山

地区常用其根研末，加猪油调匀，纱布包裹，烘热，涂擦患疥疮处，极有效。其水煎液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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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洗头虱等。

２０　认识仙白草，不怕毒蛇咬

仙白草又名东风菜Ｄｏｅｌｌｉｎｇｅｒｉａｓｃａｂｅｒ（Ｌｅｖｌ）Ｌｉｎｇ，菊科植物，是江浙一带民间

的著名蛇药，其根和全草皆能入药，有清热解毒、治蛇咬伤的作用。治蛇咬伤时用东风

菜鲜根适量煎水内服，并用鲜根及叶捣烂敷于伤口四周，较重的患者，需要增加服药次

数，除单味用药外。为了提高疗效，可加用乌蔹莓、紫花地丁、垂盆草和鸭跖草等。

２１　识得土柴胡，蛇咬不在乎

土柴胡是浙江南部地区常用的民间草药之一，民间常用全草治疗蛇伤，疗效显著，
这种土柴胡并非是伞形科柴胡属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 植物，而是指菊科植物的牡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一般用土柴胡叶加等量的金刚刺ＳｍｉｌａｘｃｈｉｎａＬ叶捣烂敷于伤口

的四周，敷药前用八棱针或粗针将伤口四周刺破，使毒血外流，然后用这两种草捣烂的

汁液洗涤患处，敷药一般１～２天换药一次，数次即愈。

２２　识得千里光，一生一世不生疮

千里光又名九里明，是菊科植物Ｓｅｎｅｃｉｏｓｃａｎｄｅｎｓ（Ｂｕｃｈ）ＨａｍｅｘＤＤｏｎ是 长

江以南山区常用的中草药，民间以全草入药，常用于疮疡痈肿，上呼吸道感染，急性肠胃

炎，结肠炎等。全草含有黄酮类化合物，酚类物质，生物碱等成分，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伤寒杆菌均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其植物名千里光或九里明，说明其是眼科要药。过去有

药厂已制成片剂或眼药水，销售各地。

２３　打得地上爬，快找祖师麻

祖师麻是陕北民间常用的药草之一，它的原植物是瑞香科植物黄芫花Ｄａｐｈｎｅｇｉ
ｒａｌｄｉｉＮｉｔｓｃｈｅ，主要分布 陕、甘、川、青 等 省，生 于 千 米 以 上 的 山 地。以 茎 皮 和 根 皮 入

药，有止疼、补血的功效，河南民间用祖师麻治疗支气管炎，因有小毒，故要慎用，祖师麻

的茎皮及根皮含有香豆素、黄酮类、三萜类、甾醇类等化合物，祖师麻对风湿性关节炎、
肩周炎、坐骨神经痛均有良好的疗效。

２４　若要小儿安，多食使君子

使君子是使君子科植物使君子Ｑｕｉｓｑｕａｌ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Ｌ的果实，据李调元所著《南越

笔记》曰：“留求一名使君子，广州多有之，状如栀子，有五棱，而两端锐，半黄已熟，壳脆

薄，中有白肉，微甘，小儿患食积者，熟与之食，以当干果，辄下虫而痊愈，故有‘若要小儿

安，多食使君子’之说。”

２５　十个大夫九当归，你不当归我当归

当归是指伞形科植物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Ｏｌｉｖ）Ｄｉｅｌｓ，以根入药，是我国著名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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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一，具有补血活血、调经止疼的功效，常用于治疗妇女月经不调、血滞经闭、血崩、血
虚头痛和跌打损伤。临床上还用于心律失常、冠心病室性早搏及血管闭塞性脉管炎，因
而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本句谚语是说明了中医临床中当归应用的广泛性。

２５　腰骨疼，猪尾煲杜仲

杜仲是指杜仲科植物杜仲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ｕｌｍｏｉｄｅｓＯｌｉｖ的树皮，杜仲皮 内 含 有 降 压

成分松脂醇双βＤ葡萄苷等，具有补肝肾、强筋骨、安胎功能，常用于治疗腰脊酸痛、足

膝痿弱、小便余沥、阴下湿痒、胎动不安、高血压等症。本句谚语流传于广西一带。

２７　槟榔一百零八片，附子飞上天

本句谚语是说明这两种药物加工的标准，要切得细而轻，一个槟榔果实要切成一百

零八片，而附子切得极细，轻可飞上天，槟榔是棕榈科植物ＡｒｅｃａｃａｔｅｃｈｕＬ，附子的原

植物毛茛科植物是乌头Ａｃｏｎｉｔｕｍ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Ｄｅｂｘ。

２８　细辛不过钱，过钱命相连

细辛为马兜铃科植物华细辛Ａｓａｒｕｍ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Ｍｉｑ，其根入药，含有挥发油成分约

２～３％，主要成分为甲基丁香酚，达５０％，其功能为散风通窍、祛寒、止痛，常用于治疗

风寒头痛，牙齿痛，痰饮喘咳，风湿疼等症，因为细辛根中含有毒素，所以在临床上有此

谚语，在处方中细辛不能超过一钱（５克），过量会中毒。但根据目前临床报道有些疾病

的细辛用量，可以大于这个量，但总的来说细辛的用量应该遵医嘱，自己不能盲目重用。

２９　进店香附子，出门地韭姜

本谚语引自王克辉所著《民间药物与验方集》：“香附子，土名地韭和地韭姜，盖以叶

似韭，而性热如姜也。”按香附子为莎草科植物ＣｙｐｅｒｕｓｒｏｔｕｎｄｕｓＬ，是一种很重要的

妇科调经药，并能疏肝，理气止疼，其根茎入药含有莎草酮、莎草醇酮等等。本谚语是指

在未进药店前香附子的价格很低，不值什么钱，但在药店出售该药物时 却 有 较 高 的 价

值。

３０　两脚行不开，不离走马胎

走马胎是指紫金牛科植物ＡｒｄｉｓｉａｇｉｇａｎｔｉｆｌｏｒａＳｔａｐｆ。此药物具有活血化瘀、壮

筋强骨、恢复疲劳的作用。此谚语流传于广东民间。

３１　黄芩无假，阿魏无真

黄芩是指唇形科植物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Ｇｅｏｒｇｉ，该药性寒味苦，具清湿热、泻

火、解毒等功能，常用于治疗温病发热、肺热痰咳、肺炎、咯血、肝炎、痢疾病等症。而阿

魏是伞形科植物ＦｅｒｕｌａｓｉｎｋｉｎｇｅｎｓｉｓＫＭＳｈｅｎ，含有多种挥发油，其中有多种有机硫

化合物，故味极臭，具消积杀虫作用，还可消肿，外用还可治关节疼痛。本句谚语常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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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市场上流传，说明这两味药的不同情况，即阿魏的混淆品种较多，很难找到真正的，而
黄芩的伪品较少。

３２　牛黄缺，猪胆补

牛黄是指牛的胆囊结石，是一味著名的清热解毒定 惊 药，但 是 牛 不 是 很 容 易 患 此

症，１９５５年已经人工合成了牛黄，其主要成分是胆酸，去氧胆酸和胆色素，胆酸从牛胆

汁中可以获得，而去氧胆酸在猪胆中含有，其胆色素含量较低，但在民间医疗中当牛黄

缺少时，就用猪胆代替，因此有此民间谚语的流传。

３３　不怕胎前一两，只怕胎后一分

本谚语出自吴鞠通《温病条辨》，这是说明人参ＰａｎａｘｇｉｎｓｅｎｇＣＡＭｅｙ在给产妇

用时必须注意，作者认为孕妇产前可以适当用一些人参作为补养，而产后忌用，他认为

人参对产妇产后恶露不净或产褥热的消除不利。

３４　宁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满车

此谚语出自于唐慎微《证类本草》中引昔陈绰子和董士国相与言，云：“宁得一把五

加，不用金玉满车，宁得一把地榆，不用明月宝珠。”五加是指五加科植物五加Ａｃａｎｔｈｏ
ｐａｎａｘｇｒａｃｉｌｉｓｔｙｌｕｓＷＷＳｍｉｔｈ和刺五加Ａｓｅｎｔｉｃｏｓｕｓ（ＲｕｐｒｅｔＭａｘｉｍ）Ｈａｒｍｓ，
其茎叶及根均含多种苷类，具去风湿、壮筋骨、活血化瘀、滋补强壮等功效，对风寒湿痹、
腰疼、半身不遂、阳痿、脚气、水肿、跌打损伤等症的治疗均有很好的疗效。从这里可以

看出五加的用处是很广泛的，古代还用在延年益寿上，所以说宁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

满车。

３５　人间常备三样青，不怕深山猛蛇精

按王克辉著《民间 药 物 和 验 方 集》有 此 语，据 其 所 说 三 样 青 是 指 葡 萄 科 的 蛇 附 子

ＴｅｔｒｅｓｔｉｇｍａｆｏｒｍｏａｎａＮａｋａｉ、阴地蕨科植物阴地 蕨Ｂｏｔｒｙｃｈｉｕｍｔｒａｎａｔｕｍ （Ｔｈｕｎｂ）

Ｓｗ和马兜铃科的植物马兜铃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ｄｅｂｉｌｉｓ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的根，又名青木香，
这三种植物都是治疗毒蛇伤的著名药物，故有此谚的流传。

３６　男不离韭，女不离藕

韭是百合科植物韭菜Ａｌｌｉｕｍｔｕｂｅｒｓｕｍ ＲｏｔｔｌｅｘＳｐｒｅｎｇ，是一种 常 用 蔬 菜，种 子

内含有生物碱和皂苷等，其种子入药，味辛甘、性温，有利肾益精的功能，常用于治疗阳

痿遗精、遗尿 尿 频，故 言 男 不 离 韭。而 藕 则 指 莲（荷）的 地 下 茎 藕 Ｎｅｌｕｍｂｏｎｕｃｉｆｅｒａ
Ｇａｅｒｔｎ，也是常用蔬菜，味甘性寒，鲜用可清热凉血，而熟藕又能开胃、生肌益血、止腹

泻，对孕妇也有保健作用，对产后恶露、化瘀生血，均有很好的疗效，故言女不离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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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医者有空青，天下无盲人

空青是指无机矿物盐类，即碳酸盐矿蓝铜矿。其应用历史悠久，在《神农本草经》就
有记载，是我国古代治疗眼病（青育、雀目、翳内障、赤眼肿毒）的一种良药，还能治疗中

风，所以古人对其极为推崇。

３８　家有八股牛，止血不用愁

八股牛是指芸香科植物白鲜ＤｉｃｔａｍｎｕｓｄａｓｙｃａｒｐｕｓＴｕｒｃｚ，以其根皮入药，其味

苦、性寒，含有白鲜碱、白鲜酮、黄柏酮、黄柏内酯、白鲜皮内酸。有祛风躁湿、清热解毒、
止血、杀虫止痒的功效，因此在民间有本谚语的流传。

３９　要想头发长，丹皮来帮忙

牡丹是指毛莨科植物牡丹ＰａｅｏｎｉａｓｕｆｆｏｕｔｉｃｕｓａＡｎｄｒ，其根皮供药用。
牡丹的根皮的提取物具有促进毛乳头细胞增长的作用，据有关报导毛乳头位于毛

发根部，直接维持形成毛发。毛母细胞的增殖控制毛发的增长，被称为毛发生长“指令

塔”的毛乳头，一旦缩小，毛发生长就会受到阻碍，并进一步导致脱发。据说为要使毛发

变多变粗，不仅要使毛母细胞增殖，而且要使毛乳头细胞也能增殖。由于有此功能，可

常以其洗涤头发促进毛发的生长。

４０　槟榔扶留，可以忘忧

槟榔是指棕科植物槟榔ＡｒｅｃａｃａｔｅｃｈｕＬ，扶留即胡椒科植物蒌叶ＰｉｐｅｒｂｅｔｌｅＬ。
在我国南方（云南等）早有嚼槟榔的民间习俗，常将槟榔的果实和蒌叶的叶片一齐嚼之，
李时珍曾云：“辟瘴疠，去胸中恶气。”李又说：“岭南人以槟榔代茶御瘴，其功有四，一曰

醒能使之醉，盖食之久，则熏然颊赤，若饮酒然，苏东坡所谓‘江潮登颊醉瘴疠’也；二曰

醉能使之醒，盖酒后食之，则宽气下痰，余醉顿解，朱晦庵所谓‘瘴疠收得为祛痰’也；三

曰饥能食之饱；四曰饱能使饥。盖空腹食之，则充然气盛如饱，饱后食之，则饮食快然易

消。”《崖州表》曾云：“荡涤心胸百瘴开。”所以有“槟榔扶留，可以忘忧”的民间谚语。

陈重明　王铁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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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有毒植物的民族植物学

　　·箭毒的研究历史

·致幻植物、蒙汗药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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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毒的研究历史

箭毒Ｃｕｒａｒｅ被认为源自南美洲的印第安部落，它的历史及相关研究也十分久远。

１　箭毒的历史及研究

箭毒Ｃｕｒａｒｅ是指南美洲和非洲各种箭毒的总称。
印第安人和非洲人使用涂有箭毒的弓弩射杀野兽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这引起了早

期的冒险家和植物学家的对箭毒的来源和作用产生兴趣。关于箭毒，有这样一段传说：
南美洲有一印第安男子在野外狩猎，他用棍子去捅洞中的一只犰狳，无意将洞口的一些

植物的根弄断了，其植物根流出的汁液触及猎人的腿部，很快他就死了。后来人们发现

这种植物具有剧毒作用，可以使人致命。以后，人们学会利用这样一些植物制作箭毒，
用于防御敌人的侵袭和射杀野兽。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各个印第安人部落中使用的箭

毒是很毒的，人畜一旦中毒，往往无法解救。印第安人制作箭毒的技术主要为巫医所掌

握，诡秘神圣，伴随着神权和巫术，更使得箭毒蒙上了一层虚幻莫测的面纱。
箭毒的研究，大约始于１６世纪中叶，西班牙人入侵拉丁美洲之时。箭毒的记载最

早是在公元１５３６年，一位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比加费塔（ＡｕｔｏｎｉｏＰｉｇａｆｅｔｔａ）在威尼

斯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一名战士正在Ｐｉｔａｇｏｎｉａｎｌａｎｄ步行时，被当地土 人 射 来 的 毒

箭所杀。
公元１５３３年，西班牙果马拉（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ｌｏｐｅｚＧｏｍａｒａ）首次对 箭 毒 的 性 质 加 以 说

明。他认为箭毒中存在着不止一种毒素，并认为它们的效果取决于含在混合物中各种

成分的比例不同，对此，他又加以想象和自由发挥，认为这种混合物中含有蛇血、蚂蚁头

和蛇头等。他所叙述的箭毒理论流传了２００年，按照他的说法，箭毒的制备是由一些老

妇人承担的，她们会在配制箭毒过程中吸入所产生的毒气而致死，这就标志着箭毒的优

质，如果她们并没有死亡，说明了她们工作的草率，以这种方法来检验箭毒的质量，真使

人感到残忍和震惊。
在公元１６０１年，有位神父亨雷拉（ＣｈａｎｔｒｅＨｅｒｒｅｒａ）指出，印第安人的箭毒中含有

２０种以上的不同成分，其中包括了蜘蛛、蝙蝠、毒蛇和蟾蜍。同时他还指出箭毒之毒具

有致命的危险。
到了１８世纪以后，印第安人的箭毒逐步传入欧洲。在南美洲俄里那可（Ｏｒｉｎｏｃｅ）

生活过４年的古米那（ＪｏｓｅｐｈＧｕｍｉｌｌａ）神父在其著述里又重复了关于老妇人被毒气致

死的可怕故事，接着，他又介绍了另一种检验箭毒质量的方法：将箭毒的制品放在人们

的伤口附近，当流血与箭毒相遇，便立刻停止流动，这样的箭毒被认为是上乘的。法国

学者康 德 米 尼（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ａｒｉｅｄｅＬａＣｏｎｄａｍｉｎｅ）第 一 个 对 箭 毒 进 行 科 学 研 究，他 在

１７４３年访问了南美洲的亚马逊地区，他对Ｙａｍｅｏｓ和Ｔｉｃｕｎａｓ印地安人部落的生活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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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在他的著述中记录了自己的远征。他提出箭毒是由植物特别是一些藤本植物的

３０种不同的成分混合组成的。同时，他也首次开始进行箭毒的毒性学试验，用被箭毒

刺伤的鸡来进行观察，很快观察到了箭毒的毒性效果。真正意义上对箭毒的科学研究

始于著名学者方他那（ＦｅｌｉｃｅＦｏｎｔａｎａ）的工作。他的著作１７８１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出

版。他在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分别做了实验，经他发现在配置箭毒的过程中放出的气体

是热的，但对人体并没有什么危害，纠正了果马拉（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ｌｏｐｅｚＧｏｍａｒａ）的神话，他

指出这些物质是完全有毒的，但某些箭毒口服也无防。

１８世纪以后，欧美许多科学家对箭毒植物的研究逐渐产生了兴趣。如美国探险家

胡伯尔脱（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ｖｏｎＨｕｍｂｏｌｄｔ）１８００年沿着Ｏｒｉｎｏｃｏ河航行时，留心观察了箭毒

的制造过程，他发现在那里有一种植物是箭毒制剂的主要原始材料，为马钱科木鳖子属

（马钱属）ＳｔｒｙｃｈｎｏｓＬ．的一种植物，由于没有看到它的花和果实，他不能鉴定其为哪一

个种；他发现这种植物是作为箭毒的粘着剂而进入到混合物中，借以保证有毒的物质可

以粘附在箭头上。

１８０５年，谢尔图（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ＡｄａｍＳｅｒｔｕｒｎｅｒ）分离提取了 吗 啡，首 先 有 了

生物碱的概念。１８１９年，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更多地谈到了箭毒，并阐述了构成箭毒

的毒素是一种生物碱的观点。以后对箭毒的研究逐渐深入，１８４４年，法国著名的生物

学家和药学家贝尔那特（ＣｌａｕｄｅＢｅｒｎａｒｄ）进行了有关箭毒的试验，他指出，箭毒对动物

的肌肉具有较大的渗透能力，有些野兽中了毒箭以后，肌肉会变的软嫩起来，这是因为

箭毒能使肌肉松弛。
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箭毒植物基原有多种，据报道约

有３６０种植物用于箭毒。在非洲，常用的一种箭毒植物叫箭毒木，为桑科植物，它茎皮

间有白色的乳汁内含毛地黄苷，人或兽若不小心被乳汁滴入眼睛，顿时失明；皮肤破损

时沾上乳汁，会使血液凝固，而导致心脏停止跳动；误食之后，也会引起心脏的麻痹而停

止，最后窒息而亡。所以，人们又称它为见血封喉Ａｎｔｉａｒｉｓｔｏｘｉｃａｒｉａ（Ｐｅｒｓ．）Ｌｅｓｃｈｅｎ。
箭毒的种类很多，一 般 根 据 存 放 器 皿 的 不 同 而 分 为 三 类，即：葫 芦 箭 毒Ｃａｌａｂａｓｈ

ｃｕｒａｒｅ、竹筒箭毒Ｔｕｂｏｃｕｒａｒｅ、陶罐箭毒Ｐｏｔｃｕｒａｒｅ。葫芦箭毒Ｃａｌａｂａｓｈｃｕｒａｒｅ是Ｏｒｉ
ｎｏｃｏ和ＲｉｏＮｅｇｒｏ河流域的印地安人共有；竹筒箭毒Ｔｕｂｏｃｕｒａｒｅ是将箭毒包裹在竹

筒中，主要是安第斯（Ａｎｄｅｓ）山下的各印地安人部落所持有：陶罐箭毒Ｐｏｔｃｕｒａｒｅ，是半

箭毒存放在粘土制成的陶罐中，主要是在亚马逊Ａｍａｚｏｎ的西部地区。
随着人们对天然箭毒的深入研究，怎样利用箭毒、提取生物碱以及合成箭毒生物碱

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早在１８５７年，著名学者克劳德伯纳德就打算用箭毒来挽救狂犬

病患者的生命，同年，伏尔皮安（Ｖｕｌｐｉａｎ）宣布箭毒是一种马钱子碱。

１９２５年以后，法国和英国的学者开始用箭毒治疗肌肉张力亢进症和痉挛症。１９３５
年，英国人哈罗多金（ＨｅｎｒｙＫｉｎｇ）分离出了季胺ｄ型箭毒碱，并确定了它的化学结构，
从此研究取得了迅速的进展。１９４２年，格里非（Ｇｌｉｆｆｉｔｈ）和约翰斯（Ｇ．ＥｎｉｄＪｏｈｎｅｓｏｎ）
在一次很困难的外科手术中利用箭毒成功地达到使肌肉完全松弛的目的，为外科麻醉

术中提供了良好的方法。以后又有人用箭毒治疗舞蹈症、癫痫等。著名学者埃塞尼博



２５７　　

箭
毒
的
研
究
历
史

维特（ＥｔｈｅｎｎｅＢｏｖｅｔ）由于对箭毒生物碱的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后，借助于纸上层析法已经发现７０种以上的箭毒，并取得了不少纯结晶。原苏联

学者Ｖ．Ｇ．Ｖｏｒｏｎｉｎ等在莫斯科首次合成竹筒箭毒，这表明了对箭毒的研究已到一定

的深度。

２　箭毒植物的种类

台湾学者杨再义先生对世界各地的箭毒植物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温带地区的箭

毒植物只有１科１属的２００多种，隶属于毛茛科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乌头属ＡｃｏｎｉｔｕｍＬ．的
多种植物。

但在热带地区的箭毒植物，约有６科９属的多种植物。
（１）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见血封喉属ＡｎｔｉａｒｉｓＬｅｓｃｈｅｎ．
见血封喉，亦称为：箭毒木Ａｎｔｉａｒｉｓｔｏｘｉｃａｒｉａ（Ｐｅｒｓ．）Ｌｅｓｃｈｅｎ．
乔木，分布于中国云南、印度、爪哇、印尼、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及北非的热带地区。

爪哇土著人称呼为Ｕｐａｓ，取树皮乳液制箭毒，主成分为Ａｎｔｉａｒｉｎ（一种强心苷）。
（２）防己科 Ｍｅｎｉｓｐｅｒｍａｃｅａｅ
Ｃｈｏｎ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ｕｍ ＲｕｉｚｅｔＰａｖｏｎ
分布于热带南美 洲。土 著 称 其 为Ｐａｒｅｉｒａ，根 茎 中 提 取 液 制 箭 毒，主 成 分Ｄｔｕｂｏ

ｃｕｒａｉｎｅ（生物碱）。
（３）豆科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相思子（鸡母珠）属ＡｂｒｕｓＡｄａｎｓ．
相思子（鸡母珠）ＡｂｒｕｓｐｒｅｃａｔｏｒｉｕｓＬ．
分布于中国云南、印度、爪哇、印尼、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热带地区。其种子在印

度曾被用于试罪刑毒，在马来西亚用于制箭毒，主成分Ａｂｒｉｎ，此蛋白毒虽为剧毒，但速

效性比较差。

ＰｈｙｓｏｓｔｉｇｍａｖｅｎｅｎｏｓｕｍＢａｌｆ．
分布于非洲Ｃａｌａｂａｒ地区，而称ＣａｌａｂａｒＢｅａｎ，土著人称其为Ｅｓｅｒｅ，取其种子为试

罪刑毒或箭毒，主成分Ｐｈｙｓｏｓｔｉｇｍｉｎｅ，被应用于眼科或神经肌肉系统疾病之治疗。
（４）卫矛科Ｃｅｌａｓｔｒａｃｅａｅ
Ｌｏｐｈｏｐｅｔａｌｕｍ Ｗｉｇｈ＆Ａｒｎ．
ＬｏｐｈｏｐｅｔａｌｕｍｔｏｘｉｃｕｍＬｏｈｅｒ
分布于菲律宾，土著人用其制箭毒，主成分为Ｌｏｐｈｏｐｅｔａｌｉｎｅ（生物碱）。
（５）马钱科Ｌｏｇａｎｉａｃｅａｅ
马钱属ＳｔｒｙｃｈｎｏｓＬ．
马钱，番木鳖ＳｔｒｙｃｈｎｏｓｎｕｘｖｏｍｉｃａＬ．
分布于东印度、泰国、越南、澳洲北部至中国的云南、西藏，以及台湾等地。

ＳｔｒｙｃｈｎｏｓｔｉｅｕｔｅＬｅｓｃｈ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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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种子被土著人制成浸膏，可做箭毒。
（６）夹竹桃科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ＳｔｒｏｐｈａｎｔｈｕｓＤＣ．
ＳｔｒｏｐｈａｎｔｈｕｓｋｏｍｂｅＯｌｉｖｅｒ
分布于非洲东部，茎 木 部 提 取 液 制 Ｏｕａｂａｉｎ箭 毒，主 成 分Ｓｔｒｏｐｈａｎｔｈｉｎ等 多 种 强

心苷。

ＡｃｏｋａｎｔｈｅｒａＧ．Ｄｏｎ
ＡｃｏｋａｎｔｈｅｒａｓｃｈｉｍｐｅｒｉＳｃｈｗｅｉｎｆ．
分布于非洲东部，茎木中提取液制另一种Ｏｕａｂａｉｎ箭毒。
马蹄花属ＴａｂｅｒｎａｅｍｏｎｔａｉｎａＬ．
ＴａｂｅｒｎａｅｍｏｎｔａｎａｍａｌａｃｃｅｎｓｉｓＨｏｏｋ．ｆ．
分布于印度至马六甲海峡诸岛，土著采取红色种子制箭毒。同属植物台湾有兰屿

马蹄花Ｔａｂｅｒｎａｅｍｏｎｔａｎａ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Ｒｏｘｂ．、马蹄花Ｔａｂｅｒａｅｍｏｎｔａｎａｄｉｖａｒｉｃａｔａ （Ｌ．）

Ｒ．Ｂｒ．ＥｘＲｏｅｍ．＆Ｓｃｈｕｌｔ．分布，但未曾被利用，是否有毒尚待进一步研究。

３　中国历史上的箭毒植物

中国历史上也有箭毒植物的描述，它应该是世界上关于箭毒的最早记载。约在公

元２世纪，我国现存最早的医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乌头”条下就有：“其汁煎之，名
射罔，杀禽兽”之说，公元６世纪，我国伟大的药学家陶弘景在其所著的《本草经 集 注》
“乌头”条下详述了箭毒的制作过程，云：“八月采，捣榨茎取汁，日煎为射罔，猎人以傅箭

射禽兽，中人亦死，宜速解之。”唐代的《日华子本草》中也云：“土附子，……，生去皮，捣

滤汁澄清，旋添，晒干取膏，名为射罔。猎人将作毒箭使用，或中者，以甘草、蓝青、小豆

叶、浮萍、冷水、荠苨，皆可御也。”唐陈藏器《本草拾遗》中云：“射罔本功外，主瘘疮、疮根

结核、瘰疬、毒肿及蛇咬。先取药涂肉四畔，渐渐近疮，习习逐病至骨。疮有熟脓及黄水

出，涂之；若无脓水，有生血，及新伤肉破，即不可涂，立杀人。亦如杀走兽，傅箭镞射之，
十步倒也。”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到，我国应用箭毒的历史达２０００年之久，对箭毒的临床疗效

及解毒方法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对于箭毒的作用尚缺乏进一步的研究，近现代科学

研究亦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我国对箭毒植物的研究也落后于国际学术界之后。

陈重明　金久宁　徐增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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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幻植物、蒙汗药及其他

致幻药或致幻剂（Ｈａｌｌｕｃｉｎｏｇｅｎｉｃｄｒｕｇ或 Ｈａｌｌｕｃｉｎｏｇｅｎａｇｅｎｔｓ），亦称为迷幻药、幻

想药（Ｐｓｙｃｈｅｄｅｌｉｃ）和拟精神病药 （Ｐｓｙｃｈｏｔｏｍｉｍｅｔｉｃ）。
致幻植物作用的发现，源于人类早期社会实践活动对植物的认识和利用。我国历

史上就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这所谓的“毒”应该就指的是尝试各种

植物而产生的多种不良反应，致幻作用亦是其中之一。
在人类社会早期，医学尚未起源，神巫大行其道，疾病被认为是上苍、神的意愿，惟

有祈神、占卜、祷告。于是致幻植物盛极一时，成为人们摆脱疾患折磨、麻痹心灵神志的

一种追求和向往。
在美洲大陆的墨西哥，古老的阿芝特克时代 （Ａｚｔｅｃｔｉｍｅｓ），墨西哥当地的原住民

就服食一种称之为Ｐｅｙｏｔｌ的 仙 人 掌 的 茎，其 所 含 的 南 美 仙 人 掌 毒 碱 有 迷 幻 神 志 的 作

用。近代当地又迷恋起一种称之为“神圣蘑菇”Ｐｓｉｌｏｃｙｂｅｍｅｘｉｃａｎａ的菌类植物。此外

尚有一种名为 Ｔｅｏｎａｎａｃａｔｌ的迷幻蘑菇，一种南美牵牛花Ｏｌｏｌｉｕｑｕｉｓｐ．，一种南美亚马

逊地区产的蔓草Ｃａａｐｉｓｐ．等等植物，都曾被用作迷幻、致幻方面的用途。
在世界四大传统医药———中国的本草著作中，也有具致幻作用的植物种类的记载，

如在述及一些药物作用的条下的“多服令人见鬼神”、“通神见鬼”、“见鬼精”、“令人恍惚

见鬼”之说，都不同程度地论述了一些植物的致幻作用。

１　我国古代典籍中记述的致幻植物

致幻植物在我国历代本草著作及一些典籍中屡见，现择其论述较多的植物种类分

述如下：
曼陀罗，基原为茄科曼陀罗属的白花曼陀罗ＤａｔｕｒａｍｅｔｅｌＬ．、毛曼陀罗Ｄ．ｉｎｎｏｘ

ｉａＭｉｌｌ．、曼陀罗Ｄ．ｓｔｒａｍｏｎｉｕｍＬ．。
李时珍《本草纲目》曼陀罗花“释名”项下云：“法华经言，佛说法时，天雨曼陀罗花，

又道家北斗有陀罗星使者，手执此花，故后人因以名花。曼陀罗，梵言杂色也。”
“发明”项下云：“相传此花，笑 采，酿 酒 饮，令 人 笑；舞 采，酿 酒 饮，令 人 舞。予 尝 试

之，饮须半酣，更令一人或笑或舞，引之乃验也。八月采此花，七月采火麻子花，阴干，等
分为末，热酒调服，少顷，昏昏如醉；割疮、炙火，宜先服此，则不觉苦也。”

曼陀罗花亦多见于佛教装饰图案中，可见曼陀罗花最早可能随佛教从印度传入我

国。
古代典籍《谈苑》中有：“熊伯通有平蛮之功，太常卿范纯礼言，至蜀中亲闻其事，涓

井蛮，本诱之降，降者百余人，本授计主薄程之元、兵官王宣令毒之，本犹虑其变也，舣舟

三十里外待之，密约云，若事谐，走马相报之。元等以曼陀罗花醉降者，稍稍就擒，令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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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报本，本急挐舟，顺嘉陵江而下，顷刻至，擒所斩尚未已也，本就收此功，朝廷赏擢，以

制两广。”
《洛阳花木记》草花载有：“曼陀罗花、千叶曼陀罗花、重台曼陀罗花”３种。
宋陈与义《曼陀罗》诗：“我圃殊不俗，翠蕤敷玉房；秋风不敢吹，谓是天上香。烟迷

金钱梦，露醉木蕖妆；同时不同谓，晓月照低昂。”
商陆，基原为商陆科植物商陆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ａｃｉｎｏｓａＲｏｘｂ．、垂序商陆Ｐ．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Ｌ．。
商陆，《神农本草经》始著录，列为草木下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云：“（商陆）近道

处处有，方家不甚干用。治水肿，切生根杂生鲤鱼煮作汤。道家乃散用及煎酿，皆能去

尸虫，见鬼神。其实亦入神药。”
苏恭（敬）《唐本草》云：“此有赤、白二种，白者入药用，赤者见鬼神，甚有毒。”“赤者

但可贴肿，服之伤人，痢血不已，杀人，令人见鬼神。”
苏颂《本草图经》云：“人心昏塞，多忘，喜卧，取花阴干百日，捣末，日暮水服方寸匕，

乃卧思念所欲事，即于眠中醒悟也。”
云实，基原为豆科植物云实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ｓｅｐｉａｒｉａＲｏｘｂ．。
云实，《神农本草经》始著录，列为草木上品，有：“花，主见鬼精物，多食令人狂走。”

《名医别录》有：“杀精物，下水，烧之致鬼。”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云：“今处处有，子细如

葶苈子而小，黑。其实亦类莨菪，烧之见鬼，未见其法术。”
莨菪子，亦名天仙子，基原为茄科植物莨菪 ＨｙｏｓｃｙａｍｕｓｎｉｇｅｒＬ．、小天仙子 Ｈ．

ｂｏｈｅｍｉｃｕｓＦ．Ｗ．Ｓｃｈｍｉｄｔ。
莨菪，《神农本草经》始著录，列为草木下 品，有：“（莨 菪）主 治 齿 痛，出 虫、肉 痹，拘

急，使人健行，见鬼。多食 令 人 狂 走。久 服 轻 身，走 及 奔 马，强 志，益 力，通 神。”陶 弘 景

《本草经集注》云：“今处处亦有，子形颇似五味核而极小。惟入治癫狂方用，寻此乃不可

多食过剂尔，久服自无嫌，通神健行，足为大益，而《仙经》不见用之。”
大麻，基原为桑科植物大麻ＣａｎｎａｂｉｓｓａｔｉｖａＬ．。
大麻，《神农本草经》始著录，列为米食部药物上品。分别列为“麻S”、“麻 子”条，

有：“（麻S）主治五劳七伤，利五脏，下血寒气。多食令人见鬼狂走。久服通神明，轻身。
一名麻勃。”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云：“麻S即牡麻，牡麻则无实，今人作布及履用之。方

药亦少用，术家合人参服之，令逆知未来事。”麻子，《名医别录》云：“治中风汗出，逐水，
利小便，破积血，复血脉，乳妇产后余疾，长发，可 为 沐 病。久 服 神 仙。”唐 孟 冼《食 疗 本

草》云：“要见鬼者，取生麻子、菖蒲、鬼臼等分，杵丸弹子大，每朝向日服一丸，满百日即

见鬼也。”
莽草，基原为八角科植物莽草Ｉｌｌｉｃｉｕｍ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ｕｍ Ａ．Ｃ．Ｓｍｉｔｈ。
莽草，《神农本草经》始著录，列为下品，有：“（莽草）主治风头，痈肿，乳痈，疝瘕，除

结气，疥瘙，虫疽疮，杀虫鱼。”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云：“今东间 处 处 皆 有，叶 青 辛 烈 者

良。又用捣以和陈粟米粉纳水中，鱼吞即死浮出，人取食无妨。”李时珍《本草纲目》云：
“此物有毒，食之令人迷罔，故名。山人以毒鼠，谓之鼠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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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不芦，基原不详。
押不芦，历代典籍有：周密《癸辛杂识》云：“回回国之西数千里地产一物，极毒，全类

人形，若人参之状，其酋名之押不芦，生土中深数丈，人或误触之，著其毒气必死。……，
每以少许磨酒饮，人则通身麻痹而死，虽加以刀斧，亦不知也，至三日后，别以少药，投之

即活。盖古华佗能刳肠涤胃，以治疾者，必用此药也。今闻御药院中亦储之，白廷玉闻

之，卢松厓或云，今之贪官污吏，赃过盈溢，被人所讼，则服百日丹者，莫非用此。”《港渊

集诗注》云：“漠北有草名押不芦，食其汁立死，以他药解之，即苏。”《滇载记》：“押不芦，
北方起死回生草也。”

李时珍《本草纲目》云：“按周密《癸辛杂志（识）》云，漠北回回地方有草名押不芦，土
人以少许磨酒饮，即通身麻痹而死，加以刀斧亦不知，至三日则以少药投之，即活。御药

院中亦储之，贪官污吏罪甚者，则服百日丹，皆用此也，昔华佗能刳肠涤胃，岂不有此等

药耶。”

２　致幻植物与蒙汗药及其他

致幻植物也常常被利用制作成蒙汗药或麻醉剂，历代文献典籍及一些文学作品中

亦多有记述。
“那妇人那曾去切肉？只虚转一遭，便出来拍手叫道：‘倒也！倒也！’那两个公人只

见天旋地转，噤了口，望后扑地便倒。……只听得笑道：‘着了！由你奸似鬼，吃了老娘

洗脚水！’”这是我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母夜叉孟州道卖药酒”里的母夜叉孙二娘用

“药酒”麻倒押送武松的官差的一段精彩描写，此“药酒”就是蒙汗药。
蒙汗药，古代典籍中亦有记述。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下·事物类）有：“小说家尝

言，蒙 汗 药，人 食 之 昏 腾 麻 死，后 复 有 药 解 活，予 则 以 为 妄 也。昨 读 周 草 窗《癸 辛 杂 志

（识）》云，回回国有药名押不芦者，土人采之，以少许磨酒饮人，则通身麻痹而死，至三日

少以别药投之即活，御院中亦储之，以备不虞。又《齐东野语》亦载，草乌末同一草食之

即死，三日后亦活也。又《桂海虞衡志》载，曼陀罗花，盗采花为末，置人饮食中，即醉也。
据是，则蒙汗药非妄。”

押不芦，据史料记载，原产于回回国，即今阿拉伯地区，约在元朝时期随中外药物交

流传入我国。历代医事药事制度上有：元朝 至 元 七 年，置 广 惠 司。按：百 官 志，广 惠 司

秩，正三品，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京孤寒者，至元七年始置。至

元２９年，置回回药物院。按：百官志，大都上都回回药物院，二秩，从五品，掌回回药事，
至元２９年始置。当时编撰的三十六卷《回回药方》中收载方剂约４５０首（原书亡佚，现

仅存明抄本残卷），元忽思慧撰《饮膳正要》亦收载了许多回回食物，可见回回药物在当

时盛极一时，押不芦为人所熟知，有元白珽“押不芦”的：“草食押不芦，虽死元不死，未见

涤肠人，先闻弃箦子”一诗为证。时至今日，押不芦究为何物，又难以考证了。
草乌，基原为毛茛科植物乌头Ａｃｏｎｉｔｕｍ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Ｄｅｂｘ．。入药的块 根 中 含 有

乌头碱、次乌头碱、中乌头碱等成分，药理实验表明：乌头碱有明显的局部麻醉作用，对

小鼠坐骨神经干的阻滞作用相当于可卡因的３１倍，豚鼠皮下注射浸润麻醉作用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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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卡因的４００倍。川乌（乌头的栽培品）用于外科术前麻醉止痛，常与闹羊花、蟾酥、川

椒、半夏等同用，如《医宗金鉴》的琼酥散；《疡医大全》所载的麻药，更有草乌尖、生南星、
或细辛。以上诸药配伍，其麻醉作用更强。

清汪绂《医林纂要·药性》云：“草乌，辛苦大热，毒尤甚，亦可制用，以治风湿，攻顽

痰，去久痹，奸人用作蒙汗药。绿豆、甘草皆可解。”
曼陀罗，又名洋金花。基原为茄科植物白花曼陀罗ＤａｔｕｒａｍｅｔｅｌＬ．、毛曼陀罗Ｄ．

ｉｎｎｏｘｉａＭｉｌｌ．、曼陀罗Ｄ．ｓｔｒａｍｏｎｉｕｍＬ．。魏晋三国时期，传说就有神医华佗用“麻沸

散”给人开刀做外科手术的事情，有人认为麻沸散的主药就是曼陀罗（洋金花）。南宋时

期周去非《岭外代答》云：“广西曼陀罗花，遍生原野，大叶白花，结实如 茄 子，而 遍 生 小

刺，乃药人草也。盗贼采，干而末之，以置人饮食，使之醉闷，则挈箧而趍。”曼陀罗花含

有东莨菪碱、莨菪碱及少量阿托品，药理实验表明：兔侧脑室注射东莨菪碱６ｍｇ／ｋｇ，可

出现闭眼，侧卧、翻正反射消失，约经４０分钟左右恢复，但活动仍较少。东莨菪碱与冬

眠合剂合用于人、猴、犬，均可产生全身麻醉。东莨菪碱与戊巴比委或眠尔通合用，也可

使小鼠活动明显减少，表现出与中枢抑制药的协同作用。《扁鹊心书》之“睡圣 散”云：
“人难忍艾火炙痛，服此即昏不知痛，亦不伤人，山茄花（曼陀罗花）、火麻花（大麻花）共

为末，每服三钱，小儿只一钱，一服后即昏睡。”《世医得效方》亦以曼陀罗花作整骨止痛

的麻药。现代医学以曼陀罗花为主，配伍川芎、当归、草乌、防己等制成了外科手术用的

麻醉止痛剂。
近来，世界各地又相继发现一些致幻植物的种类，如：肉豆蔻科的几种肉豆蔻，木兰

科的莽草、红茴香，夹竹桃科的几种夹竹桃，豆科的金雀花、含羞草，豆科槐属的几种植

物，旋花科银背藤属的几种植物，等等。
此外，各国开展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后，从中发现了一些与致幻作用相类似的植物种

类。如印度民族植物学家经研究整理后发现，下述一些科属植物可以引起癔病、歇斯底

里等神经方面的疾病：

Ａｃｈｉｌｌｅａ蓍属（菊科），Ａｃｏｒｕｓ菖蒲属（天南星科），Ａｎｎｏｎａ番荔枝属（番荔枝科），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马兜铃属（马兜铃科），Ｂｅｔｕｌａ桦木属（桦木科），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T桐属（马
鞭草科），Ｃｏｌｅｂｒｏｏｋｉａ羽萼木属（唇形科），Ｃｒｙｐｔｏｌｅｐｉｓ白 叶 藤 属（萝 藦 科），Ｃｙｎｏｄｏｎ
狗牙根 属（禾 本 科），Ｅｖｏｌｖｕｌｕｓ土 丁 桂 属（旋 花 科），Ｆｌｅｍｉｎｇｉａ 千 斤 拔 属（豆 科），

Ｇｒａｎｇｅａ田基黄属（菊科），Ｈｙｏｓｃｙａｍｕｓ天仙子属（茄科），Ｍｉｍｏｓａ含羞草属（豆科），

Ｎａｒｄｏｓｔａｃｈｙｓ甘松香属（败酱科），Ｏｃｉｍｕｍ 罗勒属（唇形科），Ｏｒｉｇａｎｕｍ 牛至属（唇形

科），Ｐａｅｏｎｉａ芍药属（毛茛科），Ｓｐｈａｅｒａｎｔｈｕｓ戴星草属（菊科），Ｖａｌｅｒｉａｎａ缬草属（败
酱科）。

一些植物有提高肌体活力的兴奋剂、刺激剂样作用：

Ａｃｈｉｌｌｅａ蓍属（菊科），Ａｌｌｉｕｍ 葱属（百合科），Ａｎｇｅｌｉｃａ当归属（伞形科），Ｂｏｒｒｅ
ｒｉａ丰花草属（茜草科），Ｃａｃｈｒｙｓ绵果芹属（伞形科），Ｃａｎｎａｂｉｓ大麻属（大麻科），Ｃａｓ
ｓｉａ决明属（豆科），Ｃｅｌａｓｔｒｕｓ南蛇藤属（卫矛科），Ｇａｒｄｅｎｉａ栀子属（茜草科），Ｇａｕｌｔｈｅ
ｒｉａ白珠树属（杜鹃花科），Ｇｅｎｔｉａｎａ龙胆属（龙胆科），Ｍｅｎｔｈａ薄荷属（唇形科），Ｍ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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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ａ辣木属（辣木科），Ｏｎｏｓｍａ驴臭草属（紫草科），Ｏｒｉｇａｎｕｍ 牛至属（唇形科），Ｐｉｐｅｒ
胡椒属（胡椒科）。

３　致幻植物的开发利用前景

近年来，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致幻植物及其相关研究，通过对其植物种类的调查，
所含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以及一些相应的药理实验研究，从根本上揭示其致幻的作用

机理，并有望从中寻找出可用于医疗实践和制药工业的活动物质。
致幻植物的研究与开发，其主要意义在于：
（１）以致幻植物的作用设计制造出实验性精神病模型，从中探索精神病等神经中

枢疾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２）研究分析药物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为寻找和研制出治疗精神病疾患（如：老年

痴呆、精神分裂症以及忧郁症等）方面的新药物提供线索。
（３）可研制出用于外科手术、减轻病痛的麻醉剂和镇痛剂。
（４）寻找反致幻作用的植物，研制出具有对付致幻作用的缓释剂和解毒剂。
总之，随着致幻植物及其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其为人类医疗保健和精神生活质量

提高所起的作用也愈加显现出来。

金久宁　徐增莱　陈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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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崇拜①

（几个有关植物崇拜的实例）

　　远古以来，槲寄生Ｖｉｓｃｕｍｃｏｌｏｒａｔｕｍ （Ｋｏｍａｎ）Ｎａｋａｉ在欧洲就一直是迷信崇拜的

对象，在著名的学者普林尼的著作中曾经写道，在整个高卢境内古凯尔特人有着崇奉槲

寄生的情况，他们称巫师为督伊德，那些督伊德巫师们把槲寄生和其所寄生的树（必须

是橡树）奉为极端神圣，他们奉橡树林为神林，举行任何神圣仪礼时都 必 须 用 橡 树 叶，
“督伊德”这个名字就可视为由于他们崇奉橡树而得来的希腊语称号，他们相信，凡是橡

树上长出的东西，都是上天所赐，它标志着那株橡树已为天神所选中，槲寄生十分罕见，
一旦发现，就举行隆重仪式，然后采集，他们总是每月的第六天举行仪式，因为他们计算

年月，以至卅年的周期循环都是从新月的第六天算起，在他们看来，新月的第六天，月亮

尚未走到行程的一半，正是精力充沛的时间，他们先在树下为祭祀和盛宴作一系列的准

备，欢呼该树为万灵的药物，牵来两条白色的公牛，牛面从未绑过，一位身穿白袍的祭司

爬到树上用金制的镰刀割下槲寄生，人们在树下用白布接着，然后就献祭牺牲，祷告天

神保佑赐福，他们深信用槲寄生制出的药水给不孕的牲口服下一剂就会生育，而且认为

槲寄生能解百毒。”在普林尼另一部著作中写过，在药物中，长在橡树上的槲寄生被认为

最灵验的，有些迷信的人还认为在新月的第一天采摘的（不用金属，不落地面）槲寄生是

治疗癫痫病的特效药，妇女拿着它会受孕，用它治疗溃疡极为有效，患者只要含一片槲

寄生，再在患处贴上一片，即可痊愈。普氏还说人们还把槲寄生当作醋和鸡蛋一样是最

好的清火药物。在意大利这种信念比较普遍，和古凯尔特人在认识上是很一致的，意大

利人认为妇女身上带一点槲寄生有助于受孕生儿。近代日本阿伊努人也和他们一样特

别敬重槲寄生，他们把它当作一种几乎无病不治的药物，有时还放在饭食里吃，有时煎

成汤剂服用，他们喜爱槲寄生的叶子更甚于喜爱浆果，还有很多人相信这种槲寄生能使

园里的果实丰收，为此目的而使用时，总是把槲寄生的叶片切碎，对它祝祷，然后同小米

及其他种子一起播种，还留一小部分放在饮食里一起吃掉，不孕妇女也吃槲寄生，以求

生子。据信，杨柳树上长的槲寄生疗效最大，因此人们更视柳树为神圣。奇怪的是在非

洲塞内冈比亚 的 瓦 洛 人 也 持 有 相 同 的 观 念，他 们 非 常 敬 重 一 种 槲 寄 生，称 其 为 韬 枝

（ｔｏｂ），出征作战时身上带着槲寄生的叶子预防受伤，好像那些叶子真的是有奇效的护

符。这些不同国家人民共同的偏见，可能产生于同一个根源，那就是认为这种植物不在

土内生长根，便能生长成繁荣的神奇植物，它很可能是上帝的恩赐，是从天而降下的神

树，在柬埔寨也有相类似的情况可比较，当看到兰花在酸角树上寄生生长时，就得穿上

① 我们选择了（英国）詹乔·弗雷泽所著，徐育新等所译《金枝》和（日本）吉田祯吾所著，王子今等所译《宗教

人类学》两书中有关树神崇拜和植物崇拜的内容引登，因为广大的植物学工作者很 难 知 道 在 这 些 书 中 竟 有 如 此 丰

富的民族植物学内容，故特辟专栏作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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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衣服，带上一个新陶木罐子，在正午的时分爬到树上，摘下它来放在罐内，然后用此

罐将它煎汤服用，可使人百邪不侵。我们推断这种思想观念的形成是由于这些寄生植

物生长在离地比较高而且比较安全的地方，似乎给幸运的获得者提供了可以超脱人世

各种灾害的安全感。关于槲寄生的医疗功效，现代农民，甚至于学者的意见，在相当的

程度上和古人的意见一致。在英国操凯尔特语的布列塔尼、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等

地的人仍把槲寄生叫做“万灵药”。在仲夏时节，皮埃蒙特和伦巴第的农民外出寻找橡

树叶，据说它能治好一切金疮，叫做“施洗约翰油”，或许原先的这种油就是用这种槲寄

生或用它煎出的汤剂。今天德国北部的荷尔斯泰因地区的人们至今仍把槲寄生作医治

新伤口的特效药，同时又是确保打猎丰收的可靠护符。在法国南方的拉考恩农民中间

至今还把古代古克尔特人的巫师关于槲寄生能解百毒的信念保持了下来，他们把它放

在患者的肚腹上，或用煎汤让患者喝下，古人认为槲寄生是治 疗 癫 痫 病 的 良 药。在 瑞

典，有些癫痫病患者相信，只要随身带一把槲寄生做柄的小刀就不会发病，在德国，出于

同样的目的，小孩的脖子上常常挂一些槲寄生。在法国波旁余地区，民间有一种治疗癫

痫病的偏方就是用槲寄生煎汤，其法是在仲夏节的那天从橡树上采下槲寄生和黑麦面

粉一起煎煮。林肯郡的博特斯特地方把槲寄生制剂当做缓解这种疾病的良药，直到１８
世纪的英国和荷兰的高级医药权威还推荐用槲寄生治疗癫痫病。

关于槲寄生的医疗价值，医药界的意见也经历了根本的转变。古凯尔特人的督伊

德巫土以为槲寄生能治一切病症，但现代的医生则认为它百病不治。假如他们的意见

正确的话，我们应该这样结论，古代广泛流传关于槲寄生医疗价值的信 念 完 全 出 于 迷

信，它只是出于无知的想象，以为这种植物高高地寄生在大树干上，超离地面，可以免受

生活在地面上那些动植物遭受的危险、灾害，因而就产生了治百病的信念。从这个观点

来看我们也许就能理解为什么长期以来人们坚持把槲寄生当作治疗癫痫病的 有 效 药

物。因为槲寄生植根于大树干离地面甚高不会落到地上，因而推论癫痫患者只要在身

上、袋里放一片槲寄生或肚腹里服一剂槲寄生煎药，万一发病也不会躺倒在地。这样的

逻辑推理，即使到现在，在人类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中仍被认为是会被人信服的。
古代意大利人认为槲寄生能够灭火，瑞典农民也有此想法，他们把整捆的橡树槲寄

生挂在室内的天花板上，以防灾害，尤其是火灾。瑞士阿尔高州的人给槲寄生取了个绰

号叫做“雷火笤帚”。槲寄生之所以被认为有灭火功能，是因为它是树枝上长出的表面

粗糙形同灌木的赘疣，民间都以为是雷电闪照以后的产物，根据巫术顺势的原则，它自

然可以防止雷电，实际上是作为避雷针，因此瑞典人用槲寄生防火，主要是用来避防雷

电免使房屋起火的，当然对于防止一般火灾也被认为是有效的。此外，槲寄生既是避雷

电的导体，也是万能钥匙，据说它能开各种各样的锁。不过在它的一切功能中最宝贵的

要算它能防止妖术和巫法的功能。这无疑就是奥地利人在家门口插一支槲寄生作为防

止梦魇的手段的理由。英格兰北部的人们说，若要牛奶场兴旺，就得给新年里头一个生

下小牛的牛送一捆槲寄生，因为大家都知道妖巫对牛奶和黄油是最大的危害。在威尔

士也是这样，在威尔士的乡间盛产槲寄生，农场的住房里总是堆满了槲寄生，农民们说

“没有槲寄生就没有好运。”如果槲寄生丰收，那么五谷也就丰收。在瑞典，人们在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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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节前努力寻找槲寄生，他们认为它具有很大的神奇性能，只要在住宅的天花板、马

厩和牛棚里插上一支槲寄生，巫妖就不会对人畜有害。
在美洲大陆的土著居民中常常可以发现巫师在模仿神灵时，有食用致幻植物的习

惯，例如墨西哥东部瓦哈卡的马萨克族在诊断和治疗疾病的同时，就食用吃后即产生幻

觉的蘑菇。在这种治疗仪式中，巫师在毒蘑菇作用下所说的话，被认为是蘑菇说的话，
他们对这些蘑菇怀有崇拜的心理。１６世纪西班牙法兰西教派神父贝尔纳尔第诺·德；
陆阿贡对由于 宗 教 原 因 食 用 毒 蘑 菇 产 生 幻 觉 的 情 况 有 过 记 述，他 说“阿 兹 台 人 称 为

（ｔｅｏｈａｎａｃａｔｌ）的致幻蘑菇与蜂蜜一起食用”。ｔｅａ在纳瓦尔语中是指神圣或神灵，ｎａｃａ
ｃａｔｌ是指食物或肉，他说道：“这些服用致幻蘑菇的土著居民，逐渐开始兴奋，舞蹈歌唱

哭泣，有的人饮食不思，呆呆地坐着，沉迷于幻境中，有的人因野兽嘶噬自身的幻觉而恐

怖，也有的人产生在战争中被俘，或者突然致富而拥有奴隶或者犯通奸之罪被杀头种种

幻想。……一旦从陶醉中觉醒后，他们就在一起谈论自身所经历的幻境。这种蘑菇是

Ｐａｎｎｅｏｌｕｓｓｐｈｉｎｃｔｎｎｕｓ，他们也食用其他的种类如Ｐｓｙｌｏｙｂｅｍｅｘｉｃａｎａ。在中美洲的危

地马拉地区的考古遗迹中有体现蘑菇形象的石雕，说明这里的居民早就在白人渡海到

来之前已经使用致幻的蘑菇了。蘑菇石雕最早在１９世纪被发现，曾误以为可能是男性

生殖器官的象征，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怀疑它是蘑菇的形象了。迄今为止发现的石质蘑

菇雕像约有２００多个，南至萨尔瓦多及洪都拉斯，北至墨西哥。在谷地罗拉市附近发现

的９个蘑菇石雕，据说被认为是距今２２００年前的遗物。
现在玛雅系的居民之中，仍有关于使用致幻蘑菇的报道。利用食用致幻蘑菇的方

法以谋求与神灵进行交流。在墨西哥北部的 Ｈｕｉｃｈｏｌ族的巫师们采用一种仙人掌科植

物称为ｐｅｙａｔｅ，它属于仙人掌科Ｌｏｐｈｏｐｈｏｒａ属，原产北美，仅分布于墨西哥，因其致幻

作用而同名。至少含有２８种生物碱，主要是一种仙人掌球毒碱，它们常用于某些印第

安人部族中的原始宗教仪式和土著美国基督教派的宗教仪式。他们每年都组成以巫师

为首领的集团，从现在居住的村庄而到其祖先部落居住的圣地去采集。他们不仅食用，
而且还使用鹿的大腿骨制成的灌肠器将其汁液注入体内。这种仙人掌伴随呕吐效力更

强，因而采用灌肠之术。所谓灌肠并非仅仅现代西洋医学的发明，新大陆早在白人来到

以前已采用了这个方法，在南美印加文明之前的摩契文明的绘画中已描绘有灌肠术，古
代玛雅文明的美术作品。公元６００～９００年中也描绘有男子灌肠的画面。当时的灌肠，
多用灌肠器注入致幻植物的汁液，除此之外，人们还了解到新大陆的居民还利用烟草的

汁液灌肠。烟草、巧克力、云米和橡胶均起源于美洲大陆已确定无疑，但烟草原来是作

为一种谋求与诸神交流的媒体的事实都鲜为人知，它们把烟草作为外神赠给人类的礼

物而被视为珍品和神品，主要被用在致幻祭祀和治疗疾病的药品，烟草 的 宗 教 使 用 方

式，除吸烟外还饮用其汁液，用鼻子吸、用舌舔尝，吸取其汁或者灌肠。为了得以模仿神

灵，他们也常常将烟草和真正的致幻植物，如曼陀罗（Ｄａｔｕｒａ或其他有毒仙人掌）一起

服用。在加勒比海地区和南美洲土著居民巫师的就职仪式中，可以看到这种情形。年

轻的巫师在长期绝食之后，将烟草汁从口鼻中注入，这是为了进入幻境，据信他因此可

以升天与神灵交接。南美洲委内瑞拉的ｗａｒａｏ族的巫师们常制作长达５０～７５ｃｍ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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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卷不停地吸，进入神昏志迷的状态以求与居于群山中的诸神交流，而且还把烟卷指向

空中吹气，用烟气供奉诸神。他们坚信，如果不这样做，人们就会感染各种疾病。在哥

伦比亚亚马逊河流域和奥里诺科平原的印第安人，用叫做亚黑（ｙａｊｅ）的植物Ｂａｃｉｓｔｅｒｉ
ｏｐｓｉｓｃａａｐｉ中提取的生物碱性致幻剂应用于成人仪式、葬式和祭仪等式中，以及巫师治

病的仪式中。他们制作这种致幻饮料的工序如下：男人们首先割来植物茎，然后捣碎，
其中再掺加其他致幻植物并加水制成亚黑汁，将其盛入高约２５ｃｍ的陶罐中，其上部有

２个中空的把手便于搬运，这种罐又必须由老太婆来制作。用一种黄色硬石将罐壁内

外磨光，这石头被它们看做是制作这种罐的阴茎，而罐本身则看做是子宫，这与亚黑所

导致的幻觉被象征性地看作性交有关，罐的外部绘有红白黄三种花纹，白 黄 色 象 征 受

精，红色为多产。这种罐的底部常常描绘出女性生殖器，表示出“入口”。这种罐在不使

用时放置在屋檐下面，盛入亚黑汁之前用烟草烟加以净化亚黑罐，盛满亚黑汁后即放入

室内。服用过亚黑汁的人所导致的幻的景象，常有红、黄、白、绿等色彩，常和土著人一

起饮用亚黑汁的人类学家顿克尔－多尔马托夫说他在幻觉中看到了如西藏纺织品的图

案，阿拉伯文字，光谱中的金色、半圆形、彩色的玻璃窗等等。关于新大陆土著居民所使

用的致幻植物除上述几种外还有很多，据说总共可达８０～１００余种。美洲大陆的土著

居民是从亚洲北部迁徙而来的事实，已经得到史前研究的证实。距今约２５０００年以前，
今天的白令海峡尚不存在，当时有宽１０００公里的陆桥，后来随着冰川的后退，陆桥沉

入海底，然后随着冰川的前千进水面数次下降，陆桥又重新形成，通过这一陆桥，与我们

同属于蒙古人种的民族从亚洲北部经历漫长岁月迁移到新大陆，这种迁移的结果是由

于１２０００年以前冰川消融，海面上升陆地下沉。考古学的研究发现在人们可能经过１
至２万年分布到新大陆各地，在距今约１万年前抵达南美洲的最南端。在这种民族迁

徙的过程中他们带来从旧石器到中古器时代的狩猎的采集生活的文化，如果他们原有

的宗教中就已经使用某种致幻植物，而且在民族迁徙过程中更有所发 展，这 是 一 种 推

论，但在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土著居民中的巫师们有食用一种毒蝇蕈Ａｍａｎｉｔａｍｕｓ
ｃａｒｉａ装扮神灵的习惯。这种蘑菇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致幻。

１８世纪和１９世纪都有文字记载，德国人郎史多夫也记述了科里亚族食用毒蝇蕈

以致昏迷，然后再喝自己的尿以使其效果延续，其他人喝了食用这种蘑菇人的尿也可进

入同样的境界。那么，在旧大陆的其他地区如古代印度僧曾将毒蝇蕈当作神圣之物，并
且曾作为致幻剂使用，在印度的《梨俱吠陀》一书中有１２０首赞颂一种叫做苏摩（Ｓｕｍａ）
使人进入陶醉状态的植物Ｓｕｍａ，又称索摩，（是种植物名，但科属不明，古代印度大型

祭典中食用其汁液为主要祭品。祭诸神后，由众祭司和献祭人使用，可使人兴奋并产生

幻觉）。美国的沃森Ｒ．ＣｏｄｏｎＷａｓｓｏｎ曾经提出苏摩即毒蝇蕈的新说，引起了学术界强

烈的反响。沃森（ＷａｓｓｏｎＲ．）归纳了《梨俱吠陀》（Ｒｉｇｖｅｄａ）中关于苏摩的记载，提出苏

摩是没有种子而繁育的，既没有根也没有花和果实并没有叶子的植物。然而都有“头”，
赤色白天有光泽，其汁液为黄褐色等等。这样的植物只能是蘑菇，将这种植物的干制品

浸泡在水中使其膨起，用杆捣出汁液，用布过滤后在举行仪礼时供神官使用。其效果亦

当伴生幻觉，沃森认为这种植物必然是毒蝇蕈，他指出，公元前２０００年，自称雅利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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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迁徙到今天的阿富汗及印度河河谷一带，这些人说印欧语，信奉因陀罗、阿耆尼

等神祗，也崇拜苏摩，苏摩对这一民族来说“既是神，又是一种植物，也指这种植物的汁

液。”如此重要的植物，其真正的实体未得到确认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但苏摩这种植物从

公元前１０００年起已从吠陀的祭典中消失，改为并不致幻的物品，这是为什么呢？沃森

认为，在说印欧语系的吠陀语的人们原先居住的地区，附生毒蝇蕈的松 树 和 桦 树 非 常

多，可是在印度河流域这种干燥酷热地区却不生长这些林木。因而没有毒蝇蕈，这并不

说印度人得不到毒蝇蕈，只是距离遥远，得到极不容易，于是有了采用其他物品的必要，
他们是不得不打消寻求真正毒蝇蕈的念头。弗斯特（ＦｕｒｓｔＰｅｔｅｒＴ．）指出：在墨西哥也

有崇拜致幻植物Ｐｅｙｏｔｌ的民族因难以得到而改用其他致幻植物的例子，《梨俱吠陀》中

有２～３处说到饮用苏摩酒后小便的情形，这可能与西北伯利亚土著居民的巫师们饮用

毒蝇蕈汁液后有他人饮其尿的习俗有一定关系。如果沃森的论点成立，那么在祭典中

服用的毒蝇蕈至少可以上溯到７０００年以前，这一风俗流行之广，从西伯利亚直到印度。
这一研究揭示了新大陆原有居民服用致幻蘑菇的现象与中石器时代东北亚巫师所使用

致幻蘑菇的现象之间的联系。这也就是说新大陆的印第安人使用的致幻植物，并非基

于他们自己的独自发现，而是由来于北亚土著居民自古以来使用的毒蝇蕈的传统。沃

森还以丰富的资料为基础，也论述了中国古代传说中作为不死之药的蘑菇———“灵芝”
也是由于欧亚大陆的毒蝇蕈崇拜。但是在欧洲，服用致幻植物的现象也并没有由于基

督教的发展而消灭，与曾经在欧洲各地盛行的女巫崇拜相关，当时显然曾使用种种致幻

植物。传说这种女巫身上搽涂了掺有茄科的有毒植物颠茄、天仙子等有毒植物外敷药

能够飞翔，也就是所谓骑着扫帚空中飞，体现出搽涂这些植物制剂而产生幻觉。这些植

物均含阿托品，这种物质经药物学的研究，通过皮肤也能吸收产生幻觉。女巫的外敷药

中也有再掺入茄科的另一种植物曼陀罗Ｄａｔｕｒａ。在中美洲古代阿兹台克帝国为了减

轻作为牺牲献祭的人的痛苦，曾将这些致幻植物作为麻醉药物使用。如果将它们制成

外敷药搽涂在皮肤上，如额头和腋下，随即昏睡２４小时，其间梦 见 自 己 发 疯 一 样 地 舞

蹈，如中世纪人一样地酗酒等等。又根据实验点燃莨菪ＨｙｏｓｃｙｍｕｓｎｉｇｅｒＬ．种子而吸

这种烟的人报告，他们会因恐怖而颤抖，觉得脚变轻了，身体各部分七零八落地从整体

中分离出来，头渐渐肿大，为全身整个解体的恐惧所压倒。也有产生于天空的感觉的体

验，事实上莨菪使人产生了身体分裂般的感受。现代的一些麻醉品，如大麻它并不是致

幻剂，但可以称作陶醉剂，它正腐蚀现代的西方青年，一般将大麻的花叶干燥后制成卷

烟吸用，大麻ＣａｎｎａｂｉｓｓａｔｉｖａＬ．原产地为中亚，由于它亦能适应各种气候与环境，现已

有分布世界各地的倾向。与此相比，日本的民俗宗教中致幻植物的服用就没有成为习

惯而风行。
在日本，芒草（应是指禾本科的植物）有其特殊的神秘的意义。在南美，过去妇女分

娩时为祈祷顺产，在产妇下面垫铺芒草，芒草与寺庙林同样，不在葬礼中用。在日本的

西南群岛，芒草在仪礼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如在驱除害虫的仪式中运用，稻田的主人手

持芒草来到田间，将其向左结系置于稻田的入水口。向右结系本身就有巫咒的效应，而
芒草也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喜界岛至今仍有一种祈祷孩子们健康成长的仪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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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１岁到１２岁的孩子进行的，按照各人的年龄准备相应数量的芒草（如５岁孩子备５
根，７岁备７根等等），早晨由祖父母和父母带着孩子们来到泉边、井旁，用芒草的叶片

蘸着刚汲起的“岩水”（日本以为清早汲取的水具有驱邪作用，称岩水），一边高唱着“最

亲的最亲的，”一边将水洒到孩子头上，然后在这眼泉中拾取数量与孩子相等小石子，用
芒草包裹，回家供奉在神龛上。在日本喜界岛在旧历八月节折日（八月中第一个丙日，
是祭祀火神和感谢丰年的“新节”之祭）的第五天以后有称作“柴插”的仪式，这是一种祭

祀先祖的仪式，用芒草拂拭墓石，供奉鲜花，为拔除不祥，还将芒草插在房屋四周、门的

两侧和水井附近，据说这样可以避邪。在冲绳伊平屋岛的柴插是于旧历八月十日先向

祖宗祭献红小豆米饭，各家持芒草前往殿内，向根神诵读祝辞，并将芒草插在四角和稻

米包上，都说过去无论男女都插在头发上。在奄美大岛的柴插仪式上，每天早晨把芒草

插在房子四角的屋檐上及田地周围，这是为了驱除邪魔。柴插的前夜，孩子把桑树皮裹

在手腕和脚腕上跳起八月舞，这亦是为了避邪。当天仍把桑树皮绕在孩子的手腕上，带
着大蒜做成的项圈，其目的是要在先祖的庇佑下无病无灾。柴插的日子也是迎接高祖

的日子，高祖是最早的祖先，在这里是指过完３３年忌日的先祖。在门口堆置稻壳，上指

秣草，用稻秸三四捆，将燃烧的木片放在上面，令其冒烟，这就是所谓返接高祖，据说高

祖将在柴烟中降临。烟气升腾之时，先祖神灵将从海上降临，据说先祖历风湿之寒，因

而用此火驱寒回暖，又据说死于海难的灵魂脚是冷的，因而喜其暖气而回归，也有以先

祖从海上归来不免潮湿，为烘烤而点火的说法。在墓地插柯树之枝并燃香，而且在住宅

的正房置牌位，除甘蔗、柑桔之外，还将芒草插在花瓶中放在牌位旁。这里芒草的作用

是对于祖先的神灵的敬畏和思念，芒草是用于去邪的。日本学者柳田国男认为：“芒草

和青木（即桃叶珊瑚Ａｃｕｂ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ｅｎｔｈ．）同样，都是神赐之草。”在冲绳，捆扎芒草

的叶子，用其尖稍编结成环形，称做“去”，据说有魔力，以防犯恶灵，放在新落成的住宅、
家畜棚圈、主人外出的房间及新掘的井旁，以为驱邪之用。葬礼时置于棺上以防止妖魔

凭附。这种芒草编织物也被立于耕地与原野上，总之芒草是一种神圣的植物。在日本

的奄美群岛有一种灵魂礼拜仪式，是由尤塔（是模拟神灵台卜，托言进行降神活动的人）
进行的仪式，这是在人死后１９日、２９日和４９日（大抵是４９日之内，在死亡最初７日内

死者秽气强盛，所以不进行这种仪式）。死者灵魂降临，通过尤塔宣布遗言和遗愿的形

式也是死者灵魂和生者灵魂相分离的仪式，这种仪式虽然具体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因尤

塔而异，但均诵唱“扇子芒草捧举齐，唇吻四周缓缓回绕”的咒语。名濑市的一位男性尤

塔在主持仪式时手持３根芒草，一位女尤塔在主持仪式时其动作是将芒草环绕着渐渐

高举。加计吕麻岛上的芒地的尤塔也同样一面手持芒草，一面吟涌咒语，一面抬魂，奄

美本岛的尤塔也用芒草和手指作诱灵魂状，从门外指向屋内，据有的尤塔说，如果是自

杀，挥绕芒草时，必须在头部立刻盘回，于是立刻可以知道死者的话语。日本学者山下

政一认为，由于活人的灵魂喜欢游历，因担忧随死者的灵魂一同逸去，于是还要举行定

魂的仪式。这时屋门紧闭，在昏暗之中，所有的生者都低下头来，用芒草在同席者的头

上、肩胛反复拍打。移附于尤塔之身的死者灵魂归去以后，用刀划隔屋宅内外以驱邪，
随后在住宅的四面八方，从各个房间到厨房遍地分撒烧焦的大豆，因为烧焦的大豆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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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芽。遍地分撒是为了使死者的灵魂不要再度回归。然后将大豆背首脸向外扫出，尤

塔一边唱着：“扫除了，清静了”，一边清扫。在日本的名獭市，当活着的人灵魂失落时，
在为了迎其归来的迎魂仪式中，也将芒草的叶子朝向屋内方向，根部朝向屋外方向，置

于病人枕下，并用芒草抚摸病人。
在奄美本岛的新尤塔的成巫的仪式上，前辈的尤塔祈请神的来临，新尤塔手持芒草

上下剧烈地晃动，接着其人就开始模仿神的形态，这意味着神首先凭附于芒草，接着凭

附于新尤塔之身。芒草就是这样不仅用于招唤死者的灵魂，而且还被用于招唤生者的

灵魂，而且在举行新巫仪式之际被用作神灵所凭附的植物。此外在举行灵魂的仪式中

又被用来作神灵所凭附的植物，在举行灵魂礼拜的仪式中又被用来监禁生者的灵魂，炒
过的豆子被用来驱走死者灵魂一事，也值得重视。

在日本冲绳，如果突然受惊或者从树上跌下来等，则被看做活人入灵魂从体内逸去

的失魂状态，将此灵魂追回的仪式叫寻魂。寻魂仪式首先在冬季向火神和祖先祈祷，晚
上拜托尤塔口作为这种仪式的供物，在本人面前置一食巢，上放一盘小石子和小铁片，
在茶碗中盛满水，尤塔手持几根芒草和山葡萄的蔓在猪舍前寻魂，然后来到客厅在患者

面前落座，用芒草和山葡萄上患者头上来回摇动，往复３次，若是在什么地方失魂，则持

患者的衣物，前往该处再往复摇动芒草和山葡萄蔓，呼唤患者的灵魂穿上衣服回来，让

患者即穿上衣服，又将芒草和山葡萄蔓悬挂于黄梁，绕患者房间一周。在奄美，当病人

灵魂逸失时，尤塔为其灵魂重新附体举行迎魂仪式，这时尤塔令芒草根向外叶向内，一

边口唱祝辞，一边用芒草轻拂病人的身体。日本学者山下政一认为，这芒草在咒术宗教

行为从象征论、构造论的角度加以评价，可以说炒过的大豆被置于死者一方，芒草则居

于生者的一方，对于芒草语源的解释之一，有与茁壮茂盛相关的说法，而芒草神秘性的

由来或以为与其外形与水稻有关，其实很可能是在于它无论在怎样的荒地上都可以生

长的那种惊人的生存能力和繁育能力。
再举一个关于大豆的例子，在日本各地在立春前一 天 有 撒 豆 的 习 俗，现 在 仍 然 盛

行。但各地风俗不同，也有在除夕，年终大扫除，正月初七等日子撒豆。在立春前夜称

“豆年越”，一边唱“富进来福进来鬼出去”，一边撒豆，同时把沙丁鱼头挂在豆秆上，插在

门口。渔民们可再次拾取此豆，在海上迎风暴时再次抛撒，人们认为拾取此豆待七月中

旬中元日死者之船出现时抛撒，可令其消逝。撒豆所用的是已经炒过的大豆，大豆原产

于中国北方，在日本栽培也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大豆显然被认为具有 驱 祛 邪 气 的 作

用。而且还用占卜以求了解神界的意志，并作为敬神的供品，进而又有逢厄运之年的人

持此行之街头弃之以避厄难的风习，大豆显然被看做具有某种魔力。除了大豆以外，同
属于豆科的小豆，在日本也被赋予有特别的意义，小豆原产中国，自古就作为粮食作物

栽培，在绳文时代前的遗址已有出土，现在在日本各地均有在祝祷时做红小豆米饭及正

月十五食用小豆米粥的习惯，日本学者柳田图男在《小豆的传说》的著作中说，在关东和

东北的农村，正月十五以前不吃小豆，此外又多有在一日、二日、七日、十一日必须吃小

豆的例子。在和歌山附近的农村，有称作“福饼”的掺小豆的年糕，在平常的日子不做，
只有在正月置于“镜饼”（日本民间供奉神佛或宗祖时的一种圆形年糕）之上供祭。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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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月供祭的两块圆形年糕内用小豆作馅的情形，各地都有平时不吃小豆，只有在特定

的日子才吃的习俗。在妇女分娩时，除制作带馅的年糕外，还有在白色圆年糕中塞进１
～２粒小豆，也有在临产前娘家赠送内有小豆粒年糕，他们认为从豆的切口可看出生男

生女，如果小豆被切成两半，出世的将是女儿，如果完整无缺则会生男孩。也有在旅行

启程及将要迁居时吃小豆粥或小豆饭的。除此以外，也有在葬礼和入殓时死者的近亲

吃小豆粥的习惯，在关东，也有送葬归来吃小豆的习俗。
从这里看来，小豆始终和季节与人生转化过程相关，或许正是在于与此的关联，小

豆被认为具有神秘的力量。作为治疗麦粒肿疾病的一种巫术，民间有这样的风俗，向井

口掷入２～３粒小豆，心里想着那小豆，嘴里却唱着“诺梅”或“梅巴奇科”（这是仙台或关

西地方对麦粒肿的方言）。而且在秋田县的部分地区有在正月二十一日吞食小豆，可以

驱除腹内的寄生虫，并且这一年都不会感冒的说法。在这里我们会想到，在中国也有一

些有关于“豆文化”的实例，与此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如《太平御览》的《杂五行书》中

有“以正月旦以赤豆放著井中，辟温病甚效”。又曰“正月七日，男吞赤豆７枚，女吞１４
枚，竟年无病。”日本撒豆的礼仪也恰恰在正月七日进行，日本掷豆及吞食生小豆以避疾

病的风习，有可能是直接由中国传入的。在日本德岛县祖谷山区的农村，在开荒时常有

将煮熟的小豆上供给狼的习俗，据说这是因为山田由狼值守则不致遭 爱 野 猪 的 骚 扰。
在神木县的农村，为了平息狼患还在每年开春时节将小豆饭供于土台上，也有的地方在

想要将狼崽驯育成猎犬时，则煮小豆饭到狼巢，在那儿倒出来，如果狼崽进入盛小豆饭

的容器就说明大狼同意了。把小豆饭送给野生的狼作为其代价，而作为“文明”产物的

容器盛装狼崽而归，这一情节颇耐人寻味，小豆被作为驯育狼的媒介物而使用，意味着

容器内的狼崽已经开始转变为被驯化的小猎犬了。不仅是狼，民俗中多体现狐狸也喜

好小豆饭的意识，据说在中国地区，妖精、四周的犬都能使喂他的人家富有，与其作对人

家则媚惑使其迷惘，于是家家户户都在确定的日子把小豆饭供祀给这些动物，令人十分

惊奇的是这样的人一旦被认为狐狸附上身后，即日除油炸的食物外都想吃豆（炒大豆）
和小豆等等。小豆具有魔力的例子，还可举许多，如斥退导致疱疮之病的神灵的祭祀，
即上供小豆饭，据说因咬斗致伤的狗吃了小豆，伤口可立刻愈合。小豆也被用作犬药，
然而据说猫若吃了小豆则叫力减退显得蠢笨，再也抓不到老鼠，人们相信小豆会使猫丧

失能力。过去在孩子突然失踪时，人们认为是“神隐”。在冲绳，在寻找迷失的孩子时，
将孩子称作“吃红豆米的”（红豆即小豆—赤豆），并大声呼唤，据说这是相信隐匿孩子的

妖怪恐惧小豆，而且这亦可能是因为小豆具有使妖物魔性退散的力量。
由此可知，小豆在日本可以对疱疮之神、野狐、兔、狼等发生作用，使其破坏力消散

的神秘力量，既是吉事，又是凶事时的食物，还被用以驱逐有害的野生动物、魔性动物、
妖怪等。也就是说小豆被作为与神灵之界的媒介物，同时也被作为驱邪之物，小豆的神

秘性即所谓红豆米饭、红豆米糕，可能与小豆的红色有关。但日本学者柳田图男认为：
“不能认为其为最初的根由。”正如前面已经指出，大豆也具有特殊的魔力，因而不能认

为小豆神秘的来源是由于其豆的红色。对豆的神秘不仅是在中国和日本，法国神话学

者马塞尔·德蒂思尼（ＭａｒｃｅｌＤｅｉｅｎｎｅ）在《阿多尼斯之园》一书中指出古希腊的毕达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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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教团禁止食用豆子，其理由之一是因豆茎无节，被作为生者与地下的死者的交流的

管道，另一种原因是认为豆与女性生殖器官相似，所以对于毕达格拉斯 学 派 的 人 们 来

说，吃豆与吃人有相同的罪恶。德蒂思尼认为毕达格拉斯学派的食物体系，以芳香性的

香料与豆类的极端对立为中心，香料与天界和诸神相联系而豆则与地下界和死者之间

相连系，而且香料是干燥的属于烧焙加工的物质，而豆则是属于阴湿腐坏之物。在古希

腊，禁止食豆的并不仅仅是毕达格拉斯教团，俄尔甫斯教和埃莱夫西斯的传统风俗中也

禁止食用豆类。除希腊外，古埃及的僧侣也不吃豆类，他们的斋式内容中包括了对豆的

禁忌，古罗马人据说在进行先祖之祭时，向死者和诸神教献豆子。
在欧洲大陆的豆子是蚕豆ＶｉｃｉａｆａｂａＬ．，美洲大陆的豆是云豆，这种豆被带到欧

洲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日本约在２００多年以前由中国引进。美洲大陆上土著

居民的神话中已经有关于豆的内容了，密苏里的波尼族中有这样的故事：从冥界归来的

主人公来到守护他的女神的住所，女神授予他红豆，让他叫村人们吃，据说吃了这红豆

则可以和死去的人的灵魂进行交流。在这一神话的其他演变形式中，这种红豆还被用

来对人们行施咒术，可见，豆科植物在许多民族中被赋予魔力、神秘性。
日本撒豆和吃红豆饭的习俗所体现的豆具有魔力的观念，与其他许多社会的民族

学资料进行比较，则可以知道这并非日本独有的意识，类似的观念和习俗在其他地区也

可以看到。在中国，植物崇拜的例子也是很多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开展这方面的调查和

研究，从本文所举的一些实例，也将对我们今后在这方面从事研究有所启发。

吉田祯吾　著　王子今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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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神崇拜

１　树神

在欧洲雅利安人的宗教史上，对树神的崇拜占有重要位置。这是非常自然的。因

为在历史的最初时期，欧洲大陆上仍然覆盖着无垠的原始森林，林中分散的小块空旷地

方一定像绿色海洋中的点点小岛。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开始前的一个世纪，赫尔兴尼森

林从莱茵河畔往东一直伸向辽阔的人迹不到的远方。凯撒审问过的日耳曼人曾经花了

两个月时间在这森林中旅行，也没能走到尽头。４个世纪之后，朱利安皇帝来到这里视

察，森林的荒僻、幽暗和寂静似乎给他善感的气质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声称在罗马帝国

境内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森林。在我们自己的田地上，肯特、萨里和萨塞克斯等地区的

森林地带都是安德利达大森林的遗迹。安德利达森林古时曾经遍布本 岛 整 个 东 南 半

壁。它一直往西延伸与另一从汉普郡延向得文的森林相连。亨利二世统治时期，伦敦

公民还仍然在汉普斯特德森林里猎捕野牛和野猪。甚至在后来金雀花王朝统治下，皇

家的森林还有６８处之多。据说在阿尔丁①林地，直到现代，松鼠还可以在茂密的森林

里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一直跳过几乎瓦立克郡全境。在意大利波河流域发掘的古

代湖滨桩屋村庄表明，远在古罗马帝国兴起，也许刚刚奠基之前，意大利北部遍布浓密

的榆树、栗树，特别是橡树树林。考古学为历史事实所证实。精通古代典籍的作家们在

著述中许多地方提到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意大利森林。近至公元４世纪，罗马帝国

仍被那可怖的西米 尼 森 林 从 中 伊 特 鲁 利 亚 分 为 两 半。李 维②将 它 比 拟 为 德 意 志 的 森

林。如果我们可以相信这位意大利历史学家的话，没有任何商人曾经走过那绝无人径、
与世隔离的幽邃森林。有一位罗马将军曾在派出两名斥侯前去侦察复杂地形之后，便

率领部队进入森林，直达森林茂密的山岭，俯瞰山下广袤富饶的伊特鲁利亚原野。这一

举动被人们誉为英雄伟绩。在希腊，美丽的松林、橡林和其他树林，连绵不断遍布在高

高的阿卡第安山脉的山坡上，郁郁葱葱地装饰着那雷登山脉与神圣的阿尔菲厄斯山③

相连处的深峭峡谷。那浓绿的倒影迄至几年以前还掩映在寂静的妃纳斯湖碧蓝如镜的

湖水中。不过它们已经只不过是古代覆盖着广阔土地的、甚至在更远古时期横跨海洋

连绵不断地覆盖着希腊半岛的无边森林的一些片断而已。
雅各·格林④对日耳曼语“神殿”一词的考察表明，日耳曼人最古老的圣所可能都

①

②

③

④

在英格兰中部瓦立克郡境内。
意大利历史学家（公元前５９～１７年）。
希腊神话：女河神阿尔菲尔斯追求水神阿瑞苏沙，被月之女神阿蒂美斯变成一座山峰，即阿尔菲厄斯山。
德国语言学家和神话故事搜集家、研究家（１７８５～１８６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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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然的森林。无论当初情况是否确实如此，所有欧洲雅利安人的各氏族都崇拜树神，
这一点则是已经很好地得到证实了。凯尔特①人的督伊德祭司礼拜橡树之神，是人们

都很熟悉的史实。他们所用的古语“圣所”一词，同拉丁语“ｎｅｍｕｓ”一词的语源与词义

都似乎是一致的。“ｎｅｍｕｓ”的词义是小树林，或森林中 的 一 小 块 空 地，至 今 仍 以ｎｅｍｉ
（内米）这个词的形式保留下来。在古代日耳曼人中间，神圣的小树林是很常见的。直

到今天，崇拜树神这一现象在日耳曼人后裔中几乎还没有绝迹。从古老的日耳曼法律

严厉惩处剥去活树树皮之行为，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古代日耳曼人崇拜树神的严肃认真。
那些法律规定将犯人的肚脐挖出来钉在树上他剥去树皮的地方，然后赶他围着树身转

圈，直到他的肚肠完全绕在树干上为止。这样惩罚的意图显然是要从犯人身上取下活

的皮肉来补偿剥去的树皮；也就是一命偿一命，以人命来抵偿树命。瑞典古老的宗教首

府乌普萨拉有一座神圣树林，那里的每一株树都被看作是神灵。异教的斯拉夫人崇奉

树神或树林之神，立陶宛人直到１４世纪末才皈依基督教，在那以前崇奉树神是很突出

的。他们有人尊崇特异的橡树和其他浓荫覆被的老树，向它们祈求神谕。还有人在自

己村庄或房舍前后保留着神树丛，哪怕是折断一根树枝也看作是罪孽。他们认为如果

有人在这神树上砍了一根树枝，就将或猝然死去，或一手一足变成残废。古希腊和意大

利崇拜树神的现象也很普遍，这方面的证据极多。例如，在科斯岛上，药神阿斯科拉庇

厄斯②的圣地严禁砍伐柏树，违者罚一千抓克玛③。但是这一古老的宗教形式，也许在

古代世界没有任何地方比得上这个伟大城市的中心保存得完好。古罗马生活繁忙的中

心、市场与公众集会的场所，直到罗马帝国时期，那罗慕路斯④的神圣无花果树还一直

为人们所崇拜，连它的枝干的凋枯也足以震惊全城。另外，在巴拉丁山坡⑤上有一株山

茱萸树，也被认为是罗马最神圣的文物，无论何时，任何行人经过树旁看到此树似乎要

枯萎的样子，便立即高声叫嚷，街上人们闻声呼应，很快就见一大群人挑着水桶从四面

八方仓皇赶来，好像（用普鲁塔克的话来说）赶来救火似的。
欧洲芬兰－乌戈尔族人的部落中异教的礼拜绝大部分是在神圣的树丛中进行的。

这种地方四周总是围着篱笆。每一处神树林是通常只是一小块空旷隙地，稀疏的几株

树木，往日就在它们上面悬挂祭祀牲畜的皮。树林的中心是神树（至少在伏尔加河流域

的各氏族中是这样），其他一切则都无关紧要。礼拜的人们都在神树前聚集，由祭司祝

词，祭司献祭的牺牲就放在树根旁边，神树的粗大树枝有时就当作布道的神坛。不许在

林中锯断树木或砍折树枝。妇女一般都禁止入内。

①

②

③

④

⑤

公元前１０００年左右居住在中欧和西欧的部落集团，其后裔今散布在爱尔兰、苏格兰等地。
罗马神话中的药神。
古希腊硬币名。
一译罗慕洛，罗马传说中的守护神，古罗马城的创建者，古罗马的建国人。“王政时代”第一代国王。据传

说：战神马尔斯和他的情人瑞亚·西尔维亚生了一对孪生子，即罗慕路斯和 勒 莫 斯。孩 子 生 下 后 即 放 在 篮 子 里 扔

在台伯河中，篮子飘流到一个沙滩上，孩子受一母狼哺乳，后被一牧人扶养，长大后两人在台伯河畔建立一座城池。
建成后，兄弟争吵，罗慕路斯竟杀了勒莫斯，他给新城命名为罗马，由他统治，开始了罗马的“王政时代”。

古罗马的七丘之一，罗马城就建立在它的上面。



２７８　　

树
神
崇
拜

这里有必要稍为详细地考察一下崇拜树木花草的概念。在原始人看来，整个世界

都是有生命的，花草树木也不例外。它们跟人们一样都有灵魂，从而也像对人一样对待

它们。古代素食主义者鲍菲利写道：“人们（原始人）过着不愉快的生活，因为他们的迷

信不仅限于动物，而且还扩及植物。在原始人看来，既然树木也有灵魂，那么，为什么屠

宰牛羊就比砍伐无花果树或橡树的过错更大些呢？”同样，北美的海达泽印第安人相信

每一自然物体都有自己的精灵，或者更恰当地说，都有自己的灵魂。对于这些灵魂，都

应给予适当的尊重和崇敬，但程度上并不完全一样。例如，在上密苏里河流域，白杨是

当地最大的树木，人们认为白杨具有一种神灵，如果求之得当，可以帮助印第安人的事

业。但是一般灌木与禾本植物的幽灵则微不足道。春季洪水泛滥的时候，密苏里的河

水溃决了河堤，冲走了一些大树。据说树灵哭泣，树根仍紧抱着土地，直到树身轰然一

声倒入激流。从前印第安人认为砍伐这些大树是错误的，当需用长大木材时，他们就用

那些自己倒下的大树。最近仍有一些易受哄骗的老年人说，他们那一带人遭受的许多

灾祸都是由于现在人们不敬白杨树造成的。易洛魁族的印第安人相信每一种树、灌木、
树苗和香草，都有自己的精灵，他们的习俗是要向这些精灵答谢。东非的万尼卡人以为

每一株树，特别是椰子树，都有自己的精灵，“每毁坏一株椰子树，就等于杀害了自己的

母亲，因为椰子树给予了他们生命和灵魂，无论毁坏了什么东西，都是强行夺去了一个

生命，因此，连一根树枝也不肯折断，就像不肯折断一个无辜者的胳膊一样。自然，这些

僧人都是佛教徒。佛教徒的万物有灵论并非一种哲学理论，而纯粹是将原始人的普通

信条吸收到历史上的一个宗教体系中而已。如果同意宾菲及其他人的看法，假定亚洲

未开化民族中盛行的泛灵论和轮回说都起源于佛教，那就颠倒了事实。
有时候，只是某些特殊种类的树，才被认为附有神灵。在达尔马提亚①的格保吉地

方，据说有些山毛榉树、橡树及其他大树确有神灵寄居其中，如果有人砍伐了它，就会当

场丧命，或者终生病弱。樵夫如怕错砍了有神的树，必须带一只活母鸡来到树前用斧在

树桩上砍下鸡头，然后再用这同一把斧子砍伐这棵树。这样就可使他免于一切灾难，哪
怕他砍倒的真是有神寄居的树。整个西非，从塞内加尔到尼日尔，都崇奉那又高又大超

出群树的木棉，人们相信它是神或精灵的住所。斯内夫②海岸说克瓦语的民族③把住在

林中大树上的神叫做韩丁。神不肯随便寄居在一般的树上，凡神选定为栖身之处的大

树，四周都围上一圈棕榈树叶，人们献祭家禽（有时还以人为牺牲），就绑在树干上，或放

在树根旁。凡有棕榈树叶围绕树身以为标志的树，便不能砍伐 或 以 任 何 形 式 损 伤 之。
即使是无神托居的树也不得随意砍伐，如要砍伐，必须先以家禽和棕榈油献祭以自赎。
如不献祭就砍伐，必遭惩罚致死。在旁遮普④的康格拉山区，每年都要用一个童女向一

株老雪松树献祭，村里人家年年挨户轮流奉献。直到前不多年这棵树才被砍掉了。

①

②

③

④

南斯拉夫西南部一个地区。
亦译奴隶海岸，系西非伏尔他河与尼 日 尔 河 之 间 的 一 段 海 岸，其 沿 岸 港 口，历 史 上 曾 是 贩 运 黑 人 奴 隶 的

中心。
多哥人和部分加纳人、达荷美人。
印度西北、巴基斯坦东北地区，今印度旁遮普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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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树有生命，他们就一定有感觉，于是要砍倒他们就成了一种精妙的外科手术，
必须尽量轻柔，以照顾受难者的情绪，否则他就会震怒并惩罚这漫不经心笨手笨脚的操

作者。一次人们在砍倒一株橡树的时候，“那树发出一阵阵尖叫或呻吟声，好像是树的

精灵在哀号，远在一英里之外都可听见。埃·威尔德先生曾经几次听到过这种声音”。
奥吉布韦①人“极少砍伐青绿的或活着的树木，这是因为不愿给那些树木造成痛苦的缘

故。有些巫医声称听到过树木在斧斤下哀号。”中国书籍甚至正史中有许多关于树木受

斧劈或火烧时流血、痛哭或怒号的记载。奥地利有些地方的老农仍然相信森林中的树

木是有生命的，从而不许人无故在树上用刀割。他们的祖辈相传树木同受伤的人一样

感到刀割的痛苦。当砍伐树木的时候，先向树木祈求宽恕。在上巴列丁力特②，老年樵

夫在砍伐葱郁挺秀的树木时，还仍然悄悄地祈求树灵宽恕。同样，在伽基诺地方，伐木

人恳求他所伐的树木饶恕他。吕宋③的伊罗卡诺人在原始森林或高山上砍伐树木时，
首先念诵祝祷之词，大意说：“我们奉命前来采伐，请勿惊扰不安！”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乞

求栖身树林的神灵不要迁怒于他们，因为这些树木神灵能够散布疫病，残虐为害，惩罚

犯者。中非的巴索格人以为砍倒某株树木之后，栖身树中的神灵就会发怒将采伐人的

头领及其家属处死。为防止这一灾难，他们在采伐之前便去乞求巫医。如得巫医应允，
采伐人就先向树神献祭一只家禽和一只山羊，然后向树身砍下第一斧，接着就用嘴在砍

过的地方吮吸树汁。这样，他就和树结成了兄弟关系，就像两个人喝了彼此的血而结成

盟兄弟一样。这以后他就可以砍伐他的树兄而不受惩罚了。
但是人们对于草木之神并不总是恭敬尊重的。如果祭祀祈祷都不能感动它们，人

们有时就诉诸更有力的措施。东印度生长的榴莲果树，树干光滑，高插入云，八九十尺

以下不长枝杈，结果的果实味道极美又极其恶臭。马来亚人因其果实美好而种植它，并
以采取特别仪式促进丰产而闻名。在雪兰莪④的朱格拉附近有一处不大的榴莲树丛，
村民在特定的日子里惯常去那里聚会。一位当地男巫拿起一把手斧向果实结得最少的

树上使劲砍上几斧，口中说道：“你还结不结果实了？若再不结，我就把你砍倒。”另一位

爬到旁边山竹果树上（那榴莲树是无法爬上去的）的人代表被砍的那树答道：“是，我一

定结果。求你不要砍倒我了。”在日本也是这样。为了促使果木树结果，两个人走进果

园，一个爬到树上，另一个手里拿着斧子站在树下。手执利斧 的人质问那树来年是否

多结果实，假如不这样，就把它砍倒。藏在树枝上的那人代表树神回答说，一定结出丰

盛的果实来。尽管在我们看来这种园艺的方式非常古怪，它在欧洲却也无独有偶。圣

诞节前夕许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农民，手里摇晃着斧子，威胁着要砍那不长果实的

果树，另外一个人站在旁边代为求情说：“别砍，别砍，它就要结果实的。”农民一连三次

做出要砍的架势，一连三次被求情的人拦住了斧子。来年，那棵树一定会结出果实。

①

②

③

④

北美印第安人的一大氏族。
德国莱茵河西岸地区。
菲律宾群岛中的主要岛屿。
马来西亚的一个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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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树木花草当作有生命的人一样，这种观念自然地就会把它们分为男性和女性来

对待，他们就会在真实的意义上，而不是形象地或诗意地实行婚嫁了。这种观念并非纯

粹幻想。因为植物也像动物一样有自己的两性，通过雄性、雌性的结合，就可生育繁殖。
不过在一切较高级的动物中，两性的生殖器官经常分别在各个个体身上，而在绝大多数

植物身上，两性生殖器官共同存在于同一种类的同一个身体上。然而这也并非绝对如

此，有许多种类的植物，其雄性就显然不同于雌性。这一区别似乎一些原始人也已经观

察到了，因为我们听说毛利人①“熟悉树的性别等等，对于某些雄性、雌性的树有着分明

不同的名字。古时人知道雌雄枣椰树之间的区别，他们摇动雄树，使其花粉落到雌树的

花蕊上，这样进行人工受精。受精期在春天，哈兰的异教徒把枣椰树受精的月份叫做枣

月，在这期间他们庆祝一切男神和女神的婚礼。枣椰树的这种真正的有成果的婚嫁跟

印度教教徒迷信活动中虚假的没有成果的树木婚嫁不同。例如，一个印度教教徒种植

一片芒果树树林，必须先把一株芒果树作为新郎和另一株别的树结婚（通常是芒果树丛

附近的罗望子树），否则，他和他的妻子就都不能品尝结出的芒果。如果附近没有罗望

子树可作新娘，茉莉花树也可替代。这种婚礼的用费往往是很可观的。因为主人宴请

的婆罗门越多，就越光荣。有这样一户人家，为一株芒果树跟另一株茉莉花树结婚举行

隆重婚礼，除卖去了所有金银饰物之外，还尽量借贷了能够借到的钱。德国的农民习惯

在圣诞节前夕用草绳把花果树扎在一起，让它们结出果实。他们说这样做就使那些果

树结婚了。
在摩鹿加群岛②，当丁香树开花的时候，人们像对待孕妇一样对待它们，不许在它

们附近吵嚷，夜晚经过时不许携带火光，任何人不许戴着帽子走近它们，在丁香树前必

须脱帽致敬。这一切必须遵守，否则丁香树就会受惊，不结果实，或果实过早掉落，好像

妇女怀孕期间受惊早产一样。同样，在东方，对待生长中的稻秧，也像对待生孩子的妇

女一样精心照顾。在安波那③，当稻秧开花的时候，人们说稻秧怀孕了，不许在附近放

枪或发出其他闹声，恐怕稻秧受了惊扰，就要小产，只剩下草而不长谷粒。
有时人们相信死人的鬼魂依附在树身上。澳大利亚中部的狄埃利部落把某些树看

得非常神圣，认为是他们的祖辈化生的，因此谈到这些树的时候，非常尊敬，并且注意不

许砍伐或焚烧它们。如果外来移民要求他们砍去这些树木，他们就认真地反对，声言如

果他们这样做，必将倒霉，并可能因未能保护祖先而受惩罚。菲律宾群岛上的土人相信

他们祖先的魂就住在某些树里，因此不加采伐。万一他们不得不砍伐某一棵树时，他们

就祈求该树宽恕，说是祭司要他们砍的。一般神灵喜欢栖身在高大挺拔枝叶繁茂的大

树上。风吹树叶飒飒作响，土人以为是神灵在说话，每当经过树旁，必恭敬行礼，请求原

谅打扰了它的安宁。伊格诺罗特人的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神树，据说村人祖先的灵魂

都住在那里，所以都向树献祭，如果对树作出任何伤害，全村必将遭遇不幸。如果树被

①

②

③

新西兰的波利尼西亚人。
摩鹿加群岛中的一个岛屿。
古印度尼西亚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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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倒，村庄和全体村人就无可幸免地要遭毁灭。
在朝鲜，因瘟疫致死或死于道途的人，以及因难产而死的妇女，他们的灵魂都一律

寄身树中。人们在这些树下垒起石头，拿出糕饼、酒肴，祭奠这些亡灵。中国自上古以

来便流传一种习俗，在坟地植树以安死者的魄魂，免其遗体腐烂，因松柏四季常青，千年

不朽，所以坟地四周多种松柏。坟地树木的荣枯，反映着死者魄魂的安否。中国西南苗

族人聚居地区每个村庄村口都有一棵神树，村里居民相信他们最早祖先的灵魂就住在

其中并且左右着他们的命运。有时城附近有一片神树林，林中树木枯死朽烂，杆干纵横

遍地，也无人敢于挪动，必须向树祭奠请求允许然后才可。南非的马拉维人把墓地看作

圣地，不许在那里采伐树木或猎杀野兽，他们认为墓地的一切都是死者 灵 魂 的 附 托 之

所。
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还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认为死者的灵魂依附在树上，使树

有了生命，从而也必随树而死亡。但是根据另一种（或者可能是后来的）看法，树并非神

灵本身，只不过是神灵托身之处，是可以随意去留的。东印度群岛的锡奥岛上土人相信

一种林中精灵，即住在森林之中或幽僻处大树内的精灵。这种 精 灵 头 颅 特 大，四 肢 特

长，身躯笨重，每逢月圆之夜，就从潜藏的地方出来漫游。他们常以粮食、家禽、山羊等

送到精灵出没之处献祭，以博得精灵的好感。尼艾斯人认为树死之后，树的精灵便变成

恶鬼，它如憩在椰子树枝上，那株椰树便要死去，它如憩在哪家房屋的柱子上，那家的儿

童就都要死亡。他们还相信某些树总是有飘游的恶鬼常住，如果伤了那些树，则那些恶

鬼便会跑出来作U害人。因此，人们敬畏这些树，不敢去采伐。
砍伐精灵出没之树以前要举行祭奠，这种仪式很多都是出于相信精灵掌握了这些

树木，随来来往，或在需要时附留。帛琉群岛①上的土人在伐树之前，祈求树灵迁往别

的树上去住。斯内夫海岸狡黠的黑人想要砍伐一株阿绍林树时，知道树灵如不离开，他
是不能动手的，于是就在地上放一点棕榈油作为钓铒，诱引树灵离开所居之树，前去享

用那可口的祭品，这时便赶快去砍倒它的故居。西里伯岛上的陶布恩库人在清整一块

林中土地栽种稻秧之前，先在林中搭起一座小屋，并在里面摆设着衣服食物和金银，邀

请林中所有精灵，向他们献上这一切，恳求他们离开当地，然后才能平安地砍伐树木，不
用担心因此而受伤害。西里伯岛上的另一部落托毛利人在砍伐一株树的时候，总是先

在树根前放一堆槟榔子，邀请住在这株树上的精灵乔迁他处，他们甚至还在树干上靠上

一张梯子，请精灵安全舒适地从树上下来。苏门答腊的曼德林人竭力把所有这类的过

失归咎于荷兰当局。如果有人要穿过树林开辟一条道路，需得砍掉途中的一棵参天高

树时，他就对树诉说：“住在树上的神，请您不要因我拆毁您的住处而生气，这根本不是

我的意思，而是统治者命令我干的。”如果他想在林中开垦一片地方进行耕作的话，他必

须首先取得林中精灵的谅解才能伐倒它们枝叶繁茂的住所。为此，他走进这块地方的

中央，弯下身躯，假装在地上捡起一封信函，手里拿着一张纸，略微展开，作为假想的荷

兰政府公文，高声朗诵，说他奉命立即清整这块土地，不得延误。念完信后，又说：“树神

① 加罗林群岛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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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鉴，我只好马上开始清整，不然就要被处死了。”
甚至某些已被砍倒、锯成几段、用来盖了房子的树，森林精灵可能还附居其上。所

以有人在住进新房前后还要祈求精灵宽恕免罪。西里伯的陶拉吉斯估新居建成之后杀

猪宰羊，甚至宰牛，以血涂遍所有木器。如果新盖的是罗波（或树神）的神舍，便要在屋

脊上杀一只鸡或狗，让鸡犬的血从屋脊两侧流下。对于这种新建的神舍，陶拿波人则是

以活人为牺在屋脊祭祀。在罗波或树神的庙宇屋脊上祭祀，跟在普通住宅内以牲血遍

涂木器的目的一样，就是想讨树神的恩宠和宥恕，对于住进新屋者不降任何灾难。由于

类似原因，西里伯人和摩鹿加人都非常害怕盖房子时把柱子的上下头放置颠倒了，以致

惹怒那可能还附在木柱里面的树神而降灾闹房。婆罗洲卡杨人的看法是树神的地位最

为尊崇，假如对它有任何损伤，树神就会不快而来扰人。因此，每盖新房之后，由于采伐

了许多树木，在一年以内守斋持戒一段时期不猎杀熊、虎、猫和蟒蛇等动物，以表忏悔。

２　树神具有造福于人的能力

在宗教思想上，人们对树木的看法，由最初认为是树神的身体，到认为不过是树神

可以随意来往居住的处所，这本身是一重大进步，即：由泛神论进到多神论。换言之，过
去人们把每株树看作活的有意识的生命，现在则看作仅仅是无生命无行动能力的物体，
是一种可以在树木中自由来去、具有占有或支配树木权力的超自然的生命在一定时间

内的寄居处所。这种超自然的生命已不再是树神，而成了森林之神。一旦树神在一定

程度上脱离了每株具体的树木，于是，按照人类早期思想给一切抽象的神都披上具体人

形的总倾向，它就立即改换了形态而披上了人形。所以在古典艺术中，树神总是按人的

形态来描绘的，它们的森林特性则以树枝或某种同等明显的标志来表明。不过这种形

体的改变并不影响树神的基本特性。作为树的精灵所能运用的能力都在树身上体现出

来，他继续具有树神的能力。下面我就要详细论证这一点：首称，我要说明树木是被看

作有生命的精灵，它能够行云降雨，能使阳光普照，六畜兴旺，妇女多子；其次，我要说明

被看作与人同形或者实际上被看作化为人身的树神，同样具有上述能力。
第一，相信树或精灵能行云降雨，能使阳光普照。布拉格的基督教传教士哲罗姆①

一次劝说立陶宛的异教徒砍掉他们的神圣树丛，一大群妇女都请立陶宛君主制止他的

言论。她们声言，他要摧毁的是她们赖以获得阳光雨露的神的住宅。阿萨姆邦②的曼

德里人以为如果采伐了神树丛中一棵树，惹得林中之神生了气，就不给降雨。上缅甸的

沙盖茵地区有一个名叫蒙尼莪的村庄，村民们选定村庄附近一株最大的罗望子树，说它

是管制雨水的精灵常来居住的住所。他们奉献面食、椰子、芭蕉和家畜，祭祀一村的保

卫之神与司雨之神，祈求赐给雨水。他们祷告说：“求求神爷，可怜可怜我们这些穷苦的

凡人，不 要 再 不 降 雨 了。收 下 我 们 孝 敬 的 一 点 祭 品，开 大 恩，白 昼 黑 夜 连 着 下 场 大 雨

①

②

捷克宗教改革家（约１３７０～１４１６年），出生于 布 拉 格。因 参 加 胡 斯 领 导 的 宗 教 改 革 运 动 和 在 东 欧 各 地 宣

传改革而被火刑处死。
印度东部的一个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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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祷告以后，把祭品撒在树前，接着，由三位年长的妇女，穿着新衣，戴着项链耳环，围
在树前唱求雨之歌。

第二，树神能保佑庄稼丰收。蒙达里人的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神树林，树林之神专

司庄稼，“每逢农业节庆，特受尊荣。”黄金海岸的黑人习惯在某些大树脚下致祭。他们

以为只要砍伐了一株这样的树，大地上一切果实都将毁尽。盖拉族人①成双成对地手

持木杖、夹着青绿的玉蜀黍或青草，围绕神树跳舞，祈求丰收。瑞典农民在小麦地里的

每条犁沟中都插一根带绿叶的树枝，认为这样可以确保丰产。德国和法国农民五月收

获节的习俗也反映了与此相同的思想。他们收割好玉蜀黍，从地里运回家去，在运最后

一趟时，用玉蜀黍的穗子装点在树枝上，把那树枝甚至整个一棵树运到家里，系在房子

或谷仓的梁顶上，存放到第二年收割时。曼合德先生②已经证实：那些农民以为这种树

枝或树（即他们所谓的“五朔树”或“五月收获节”）象征着主管草木繁茂的草木之神，请

回家来，可保佑玉蜀黍丰收。斯瓦比亚③的农民五朔节期间在地里剩下的最后一株玉

蜀黍秸上系上一些带叶树枝。其他一些地方的农民则把这种神树种在玉蜀黍地区，每

年收割时把最后一束玉蜀黍绑在树干上。
第三，树神能保佑六畜兴旺，妇人多子。印度北方把余甘子树④看作一种神树。每

年法尔根月（即二月）十一日都要向神树祭祀，把酒或油洒在树下，将一根红色或黄色的

细绳拴在树干上，祈求树神赐福保佑人畜两旺，五谷丰登。印度北部还把椰子看作一种

最神圣的果实，称之为斯里法拉，或斯里，即繁育女神之果。它是丰产的象征，整个上印

度地区都把它供在神龛里，每逢妇女前来求子，祭司就赠予这种神果。在老卡拉巴⑤附

近一个名叫魁的小镇上，很久以来有一棵棕榈树，凡不生育的妇女，吃了树上结的果，就
能够受孕。在欧洲，五朔树或五朔节花柱显然都被认为同样能使妇女和牲畜生育繁殖。
德国有些地区农民于五月一日那天在牛棚马厩的门上插着五朔树或树枝（有几头牲口，
就插几枝），据说这样可以使母牛增加奶汁。爱尔兰人在五朔节⑥那天“将青翠的树枝

插在屋上，认为那样夏天就会生产大量丰富的牛奶”。
汶德人⑦每年七月二日总要在村子的中心地方栽上一株橡树，树顶上绑着一只铁

公鸡，围在橡树四周跳舞，并且赶着牲口也绕树转圈。据说这样可以使牲口健壮。切尔

克斯人⑧把梨树看作牲口的保护者。他们常常从树林里砍伐梨树，削去树枝，运回家中

当神供奉。几乎每户人家都供着这样一棵梨树。秋天在收刈节日里，人们用隆重的仪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埃塞俄比亚南部和邻近索马里的农业与游牧民族。
德国学者，民族学、民俗学理论家（１８３１～１８８０年）。
古代德国一个小公园，即现在巴伐利亚的一个地区。
余甘子，属大戟科，果可生食或渍制，药用，根叶入药。
非洲南尼日利亚的一个地区。
欧美民间风俗，五月一日为五朔节，最早可能起 源 于 古 印 度 和 埃 及。罗 马 从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至 五 月 三 日 庆

贺五朔节，谓之庆贺“春之女神———佛罗娜”。中世纪时英国人民就庆祝五朔节，用香花彩旗装饰花柱，围绕花柱载

歌载舞。这种舞蹈至今在美英等国依然流行。
东德古斯拉夫人。
原苏联高加索西北部塞加西亚地区的一个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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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或在音乐和庆祝幸运降临的欢声中把梨树迎进屋里。树上插遍了蜡烛，树顶上放着

一块奶酪。他们围树设宴吃喝，歌唱，然后向树告别，仍把它送回院中墙边放着，待到明

年今日再来迎请。
毛利人的图霍部族说树木有能力使妇女多生子女。这些树木是某些神话中祖先的

脐带，好像所有刚出生婴儿身上都挂有脐带一样。不孕的妇女只要双臂拥抱这种树，就
会怀孕，怀男婴还是女婴，则取决于她拥抱的是树身的东侧还是西侧。欧洲有一种常见

的风俗，就是在五朔节那天在自己心爱的姑娘的屋前或屋上放一根青翠树枝。这做法

很可能起源于相信树木精灵有使人富有生育繁殖的能力。巴伐利亚有些地方，则把这

类树木放在新婚夫妇的屋旁。如果女的临近分娩，这种仪式可以免去，因为他们认为在

这种情况下，做丈夫的“本人已经种下了五朔树了”。南部斯拉夫人的不孕妇女如想怀

孩子，就在圣·乔治 日①前 夕 把 一 件 新 内 衣 放 到 果 实 累 累 的 树 上，第 二 天 早 上 日 出 以

前，去验看这内衣，如果发现有某种生物在上面爬过，她们怀子愿望就可能在年内实现。
她便穿上这件新衣，满心相信她也会像那棵树一样子息繁衍。卡拉吉尔吉斯人的不孕

妇女竟在的果树下打滚，为了求得子嗣。在瑞典和非洲，人们认为树木能福佑妇女在分

娩时平安易产。过去，瑞典每个农场附近都有一棵“巴特拉德”，即守护神树（如宜母子

树，松树，榆树）。任何人都不能在这棵神树上摘一片树叶。对神树的任何损伤，都将遭

受厄运或疾病的惩罚。孕妇习惯地常去搂抱神树，以求保佑临盆易产。刚果地区某些

黑人部落的孕妇用神树树皮做成衣服穿在身上，她们相信神树能保佑她们分娩时免于

危难。希腊神话传说讲到，勒托在临产孪生子女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之前拥抱过棕榈

树、橄榄树和月桂树。这就表明古希腊人同样相信某些树有帮助妇女顺利分娩的功能。

詹乔·弗雷译　著　徐育新等　译

① 每年四月二十三日为农牧业守护神圣·乔治日，又名宇护神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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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植物学（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ｙ）这一新领域虽然在２０世纪才被世界所公认，但民族植

物学的内容早就孕育在人类发展千百年的文明史中，这一研究领域非常自然而又奇妙

地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结合了起来，其目的是反映人和自然（植物资源）之间全面的

关系（其中涉及到经济利用价值及文化内涵）。民族植物学产生的初期是为殖民者发展

殖民地的经济、获取更多的利益而服务的。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由于人们越来越认识

到化学合成制品（如合成的食品、药品、化妆品、香精、香料、洗涤用品以及人造纤维及在

各种制品中用的种种添加剂）会带来种种危害和副作用，还大大污染了环境，因而“回归

自然”、“崇尚天然”的呼声在世界各地愈来愈强烈，希望能找到更多的天然资源来代替

化学合成的产品。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比较短，利用植物的原始经验比较

少，他们把主要的力量集中到不发达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利用植物的传统经验保持得比

较完整的地方，例如南美洲、非洲和亚洲，这就是民族植物学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掀起高

潮的原因。
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民族植物学了解甚少。１９８７年，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

热带植物研究所举办了我国第一次民族植物学的学习班，邀请了著名的民族植物学家、
美国密歇根大学福特教授（Ｐｒｏｆ．ＲｉｃｈａｒｄＩ．Ｆｏｒｄ．）来讲学，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学习班，
在学习了这些知识以后，发现我们对民族植物学（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ｙ）这个词虽然很生疏，但

是它的内容却是我们很熟悉的。我和福特教授谈到了中国古代人民利用植物的传统经

验，并且介绍了中国的本草学。他非常高兴地说道：“民族植物学的根应该在中国”，中

国有着丰富的民族植物学的宝库，但他又感叹道：“我们对中国了解得太少了。”１９８８年

我以《中国古代本草对现代药学的影响》和《乌饭树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ｕｍ Ｔｈｕｎｂ．的民

族植物学》两文应邀参加了在巴西贝伦举行的首届国际民族生物学大会（Ｆｉｒｓｔ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Ｅｔｈｎｏｂｉｏｌｇｙ），并成为国际民族生物学学会的一员，才知道在世界上

已有一大批的学者在为民族生物学这门学科的发展而努力奋斗着，特别是美国、英国、
德国、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学者们写出了很高水平的论文，为该学科打 下 了 厚 实 的 基

础。但是作为“民族植物学的根”，我们的力量太薄弱了，在我国的学术界还很少有它的

立足之地。我国的民族植物学的研究，真正说来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才被引进，中科院西

双版纳热带植物研究所所长（后来成为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民族植物学研究室主任）
裴盛基教授和他们领导下的一批科技工作者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民族植物学开 展 了 研

究，２０余年来获得了不少成果、卓有成就，应该说他们是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 的 先 行

者，为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就全国来说，我国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发展得

十分缓慢，特别在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甚至于汉族的民族植物学都很少有人问津，有

个别学者在谈到民族植物学时，只把眼光投向了少数民族，而忽略了汉民族。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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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在世界上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民族，尤其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

中处于统治地位，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华文化。我长期从事于本

草学的研究工作，过去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中药材原植物的考证上，后来我发现了本草学

的内容丰富，很多内容是属于民族植物学的范畴。对于植物利用的经验，我国在世界上

应是首屈一指的，不仅资料完整，而且还有许多传统经验流传在民间，这相对于那些没

有文字，只靠口授的民族来说要系统的多，而这项工作一直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从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我开始做了一些本草学和民族植物学相结合的工作，我认为这样做

是拓宽了本草研究的范围，应该是本草学研究的新方向。大部分西方的药学工作者很

难接受中医药，他们普遍认为不科学。只有符合西方药学的种 种 的 规 定，才 能 被 接 受

（即通过一系列他们所制定的药理、药效实验及所含活性成分的定性定量测定等等），这
应该说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传统中医药学中的许多问题，是不能完全靠纯技术手段解

决的。中医药不仅是一种文化，还是千百年来人们通过无数次实践而积累的经验，除了

与自然因素有关外，还受到哲学、民俗、社会、历史等种种因素的影响。按照民族植物学

专家的观点来看，从一个药物功能的发现到新药研制的成功，往往是一个民族植物学的

研究项目全过程，而西方药学家很难接受这个观点，因此他们往往只是根据一些有限的

数据轻易否定了一些中医药，但是民族植物学家认为，除了对药学有关的实验和数据予

以充分重视外，还更应该注意到这些药物的民族植物学背景，还需对历史哲学、社会文

学、民俗、宗教等人文因素广泛涉猎、认真理解，并从这些因素中寻找出和自然科学间的

某种联系，获得新的亮点或新的启示。因此，我们认为民族植物学的研究领域也可以为

我国中草药走向世界开辟了一个很好的途径。出于同样的原因，民族植物学工作者对

待有关社会、民俗、宗教等的植物文化并不能单纯的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应持一种批

判地继承的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民族植物学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
民族植物学和植物资源开发有紧密的联系，特别对一些边远落后地区，或者经济不

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通过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寻找出适合本地区发展的植物资源利用

项目，以改变本地区经济文化落后的状态，带来巨大的效益，这已经有不少明显的例子，
因此民族植物学并不是纸上谈兵的科学，它和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是密不可分的。

我很早就想编一部有关我国民族植物学的专著，希望能够促进我国民族植物学的

发展，但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近年来我们在本草学和民族植物学的结合方面做了些

工作，我又把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的论文聚集起来，特别是在民族植物学和传统文化

之间的联系作一些探索。非常高兴的是，２００２年在杭州召开了“首届中国民族植物学

学术和产业发展研讨会”，该会是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会议

的论文中我又精选了一些文章，增加为本书内容，希望广大的植物学的 工 作 者 能 喜 欢

它，并能为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发展做更多的工作。但由于个人水平有限，在编写本

书时疏漏错误在所难免，请同行们指正。
应该十分感谢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夏冰所长、我的好友北京大学中文系

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及南京医科大学医学史专家张慰丰教授为本书集作序，我把他们

对我的鼓励看做是对我的希望和鞭策。在此还要感谢的是东南大学出版社对我们的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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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他们深知民族植物学领域目前所处的地位，充分理解这是一个很有前途但目前尚需

要扶持的领域，这是对我们事业的最大支持。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现在还处于初创阶

段，还需要更多的投入、更多的关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很快发展成我国重要的科学

领域。我们坚信，我国从事民族植物学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将会以自己的实际工作成就，
早日立于世界民族植物学之林的前列。

在本书的完成过程中还得到了江苏省科技厅项目ＢＫ２００２５０３、南京市科技局项目

２００３０５４０－１３的资助，特此致谢。

陈重明

２００４年８月

南京中山植物园时珍馆


	1 民族植物学基础                                         13页
	·民族植物学                                             15页
	·民族植物学和本草学                                     22页
	·民族植物学和植物资源开发                               26页
	·民族植物学的社会及文化价值                             34页

	2 我国古代典籍中的民族植物学                             41页
	·《南方草木状》中的民族植物学                           43页
	· 《本草纲目》中的民族植物学                            48页
	· 从《本草纲目》看中华民族对野生植物的茹食利用          55页
	· 《植物名实图考》是我国近代的民族植物学专著            61页

	3 十四种植物的民族植物学                                 75页
	·乌饭树Vacciniumbracteatum Thunb.的民族植物学           77页
	·菊 Dendronthemamorifolium (Ramat.)Tzvel.的民族植物学   81页
	·槟榔 Arecacatechu L.的民族植物学                       85页
	·莲 Nelumbonucifera Gaertn.的民族植物学                 91页
	·荠菜Capsellabursapastoris (L.)Medic.的民族植物学     96页
	·桃 Amygdaluspersica L.的民族植物学                    101页
	·葫芦Lagenariasiceraria (Molina)Standl.的民族植物学    104页
	·乌头 AconitumcarmichaeliDebx.的民族植物学             109页
	·菖蒲 AcoruscalamusL.的民族植物学                      113页
	·烟草 Nicotianatabacum L.的历史                        119页
	·茶 Camelliasinensis (L.)O.Kuntze的历史                124页
	·磨芋 Amorphophalluskonjack K.Koch.的民族植物学        134页
	·罗布麻 Apacynumvenetum L.的民族植物学与资源开发利用   137页
	·从民族植物学角度看大麻Cannabissativa L.的历史和现状   144页

	4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植物学                          151页
	·白族的植物崇拜                                        153页
	·云南的传统食花文化                                    163页
	·西双版纳榕树的民族植物文化                            170页
	·中国侗族稻作文化习俗的民族植物学                      175页
	·中国侗族的"仙杉"崇拜与鼓楼文化                        180页
	·源远流长的瑶族"庞桶药浴"及浴波植物                    184页
	·新疆的植物资源与民族文化                              189页
	·青海久治地区绿绒蒿属植物的民族植物学                  195页

	5 传统经验和植物资源开发利用                            203页
	·传统造纸术与造纸植物                                  205页
	·传统医药、民族植物学中的天然色素资源                  208页

	6 中外民族植物学之对比研究                              215页
	·秘鲁传统民间草药及中草药种类之比较                    217页

	7 植物文化学                                            223页
	·佛教中的植物文化                                      225页
	·我国节日民俗与植物文化                                229页
	·浅议民俗植物文化                                      238页
	·植物中名浅析                                          245页
	·我国民间药谚                                          256页

	8 有毒植物的民族植物学                                  265页
	·箭毒的研究历史                                        267页
	·致幻植物、蒙汗药及其他                                271页

	9 译文引登                                              277页
	·植物崇拜                                              279页
	·树神崇拜                                              288页

	10 参考文献                                             298页
	编者后记                                                3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