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魏六朝岭南植物
“

志录
”

的历史地位

邱泽奇

后汉至隋唐
,

是中国古典植物学的形成时期
,

出现了不少与古典植物
’

学发展有重要关系

的著作
,

除农书外
,

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 : ( l) 本草 ; ( 2) 草木疏 ; ( 3 ) 专谱 ; ( 4)
“

志
” 、

“

记
” 。

其中
, “

志
” 、 “

记
”

类以记载岭南者为多
,

尤具特色
,

遗憾的是大都散佚了
。

笔者从南宋以前的三十余种古籍中
,

辑录了汉魏六朝岭南的
“

志
” “

记
” 、 “

传
” 、 “

状
”

等二十

五部佚书的植物资料共 354 条
,

按书名以类相从 ; 按成书的时代先后及原书的体裁与性质分

为三部分
,

即 : 异物志部分
,

南方草物状部分和地记部分 (见下表 )
,

合称汉魏六朝岭南植

物
“

志录
” ,

简称
“

志录
” 。

及 魏六朝岭南植物
“

志录
”

所收著作一览表

书书书名
’’

作 者者 成书时代代

异异异 杨孚异物志志 杨 孚孚 后 汉汉

物物物 交州异物志志志志
七七七

南 裔 志志志志

JJJ匕、、、、、、、、、、、、、、、、、、、、

部部部 南州异物志志 万 震震 吴吴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临临临海异物志志 沈 莹莹 吴末末

临临临
、

海 志志志志

荆荆荆扬已南异物志志 薛 莹莹 吴末晋初初

异异异 物 志志 陈祈畅畅畅

异异异 物 志志 曹叔雅雅雅

异异异 物 志志志志

南南方草物状部分分 南方草物状状 徐 衷衷 东晋到刘宋宋

南南南 方 记记记记

南南南
、

州 记记记记

地地地 广 州 记记 裴 渊渊 刘宋宋

记记记 广 州 记记 顾 微微 刘宋宋

部部部 广 州 记记记记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交交交 州 记记 刘欣期期 东晋末末

南南南 越 志志 沈怀远远 文lJ宋宋

南南南中八郡志志 魏 完完 晋晋

与与与韩康伯笺笺 俞益期期 东晋晋

登登登罗浮山疏疏 竺法真真真

罗罗罗浮山记记记记

林林林邑国记记记记

扶扶扶 南 记记记 吴吴

扶扶扶 南 传传传传

注江 : 为保存引书原貌
,

均以引书所题书名著录
。



本文拟从中国植物学文献发展的角度出发
,

探讨
“

志录
”

在岭南开发及中国植物文献史上

的地位
。

一
、 “

志录
”

是中国最早记载岭南的植物学文献

1
. “

志录
”

之前
,

很少有岭南植物的记载
“

志录
”

之前
,

现存与植物关系较大的文献主要有 《诗经》
、

《楚辞》
、

《尔雅》 三种 (l)
。

《诗经 》 是西周至春秋的一部诗歌总集
,

书中提到了 1犯 种植物 (2) 据研究
,

分别属于

59 科
,

其中种类最多的是菊科
、

禾本科
、

蔷薇科和寥科
。

分布区域包括温带及中亚热带以

北
,

其南界没有越过长江 ( ’ )
。

《楚辞》 是战国时的作品
。

据宋吴仁杰 《离骚草木疏 》 (4)
,

《楚辞》 涉及植物 55 种
,

分

布区域向南有所扩展
,

以长江中游一带的植物种类居多
,

如橘
、

荷
、

杜若等
。

基本上属于华

中中亚热带区系植物
。

其南界达到了今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南界
。

《尔雅》 是先秦至汉代成书的一部字书
。

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
。

今本共十九篇
,

主要是

训释经典和名物
。

其中 《释草 》
、

《释木 》 两篇
,

以训释各种植物的通名与别名为主
。

记载草

22 0 种
、

木 92 种 (5)
。

分布区域仍在南亚热带以北
。

无论是 《诗经 》
、

《楚辞》 还是 《尔雅 》
,

均没有记载只能生长在南亚热带和热带亚洲地

区的植物如龙眼
、

枕榔
、

槟榔
、

椰子等
。

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岭南开发较晚
,

当时的政治经

济中心在黄河流域
,

特别是中原人民对岭南不甚了解所产生的
。

岭南在秦统一中原之前
,

社会经济发展还落后 于中原
。

铁器还处在受崇拜的地位 ( 6)
,

经济活动还处在 以物易物的实物货币状态 ( ’ )
。

因此
,

尽管许多岭南特有植物在当地人们的

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

人们却没有条件去深人认识并用文字记载它们
。

由于交通闭

塞
,

中原人民对岭南所知甚少
,

更不可能对岭南植物有深人的了解
。

《 吕氏春秋
·

本味》 篇

虽然提到某些岭南植物
,

但只是提名而已
,

而且正由于得自传闻
,

没有真正了解
,

因此有的

植物还带有神话色彩
。

所以秦以前基本上没有岭南植物的资料
。 、

中原人开发岭南始于公元前 2 14 年
。

《史记
·

秦始皇本纪 》 日 :
“

三十三年 (公元前 21 4

年 ) 发诸尝通亡人
、

赘婿
、

贾人略取陆梁地
,

为桂林
、

象郡
、

南海
,

以适遣戊
” 。

《史记
·

南

越列传》 亦载 :
“

秦时已并天下
,

略定扬越
,

置桂林
、

南海
、

象郡
,

以滴徙民
,

与越杂处
” 。

南海
、

桂林
、

象郡的地理位置相当于今广东
、

广西大部和越南中北部
。

秦始皇开发岭南
,

修筑驰道
,

打开了岭南同外界交往的通道
,

设立郡县
,

徙民杂处
,

实

行
“

耕战
” ,

揭开了岭南开发的序幕
,

为以后政治
,

经济
、

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但 自秦统一至汉初
,

中原大地战乱不断
,

岭南的政治
、

社会也不稳定
,

没有留下岭南特

异物产 的记载
。

西汉时期
,

汉武帝在平定吕嘉叛乱后
,

在南越设立了交趾七郡及珠崖
、

澹耳共九郡
,

较

之秦三郡而言
,

统治力量加强了
。 “

与民休息
”

的政策使岭南的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 ( 8)
。

西

汉前期
,

铁器在岭南尚未普遍使用 (9)
。

从墓葬发掘来看
,

当时的岭南较多地保存了其固有

的生产方式
。

到西汉中期
,

出现了
“

干栏
”

构筑
。

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过着定居生活
,

并在农

业生产中使用了厩肥 ( ’ 0)
。

再到西汉后期
,

由于牛耕和铁器的广泛使用
,

农业生产有了较大

发展
。

西汉后期墓葬中出土的小米
、

高粱
、

梅
、

李
、

橄榄
、

酸枣
、

花椒等 川 ) 一方面反映了

这一发展
,

另一方面说明当地人民已开始重视本土的特有植物
,

这是中国关于岭南植物的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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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实物材料
。 ·

同时
,

中原人民对岭南植物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

司马相如 (公元前 17 9一前 118 年 )

《上林赋 》 最早提到了一些南方植物名称
,

如卢橘
、

批把
、

杨梅等
。

据 《西京杂记》 和 《三

辅黄图》 记载 ( ’ 2) 汉武帝的上林苑中曾移植龙眼
、

荔枝等
,

均不成活
。

这一方面反映了统治

阶级生活的奢糜
,

另一方面也影响人们对岭南植物有较多的注意
。

虽然如此
,

后汉之前
,

仍

然基本上没有岭南植物的记载
。

《上林赋》 虽然提及 了一些南方植物
,

但只提到名称
,

而且

是文学作品
,

不同于植物学文献
,

不可能也没有对提及的植物进行植物学方面的阐述
。

2
. “

志录
”

是岭南开发的产物
,

它最早记载了岭南植物
“

志录
”

的时代上 自后汉下迄梁陈
,

特别是六朝时代
,

正是岭南的政治
、

经济迅速发展的

时期
,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
“

志录
”

是岭南开发的产物
口

东汉时期
,

政府对岭南的统治措施基本沿袭西汉 ( ” )
,

社会安定
,

加上与中原技术文化

的交流
,

岭南的政治经济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

东汉前期墓葬中经常成套出现象征大地主庄

园生活的田园宅院
,

俑人车马
、

畜禽用器 ( ’ 4)
,

说明庄园经济开始出现
,

并有了一定的发

展
。

庄园经济的产生
,

需要一定的生产技术水平作前提
。

据初步统计
,

广州出土的汉代铁器

达 300 件以上
,

种类有铁斧
、

铁口锄
、

铁镰
、

铁刀
、

铁凿
、

铁削等
,

其中与农业生产有直接

或间接关系的铁器 70 余件 ( ” )
,

说明当时农业生产的分工已较细致
。

东汉后期的水田附船

模型说明当时的水稻生产技术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 “ )
。

生产与经济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

也给统治阶级的享乐生活创造 了物质条件
。

为了享受岭南的珍贵物产
,

西汉始在南海郡设立了圃羞官
,

掌岁贡龙眼
,

荔枝
、

橘
、

袖等珍

果 (1 7)
。

这是秦统一岭南之后最早关于岭南贡献的记载
。

东汉前期
,

贡献之风更盛
,

往往是
“

竞事珍献
” 。

《后汉书
·

和帝纪》 也记载 :
“

旧南海献龙眼
、

荔枝
,

十里一置
,

五里一候
,

奔

腾走险
,

死者断路
” 。

杨孚 《异物志》 亦日
: “

交趾有官
,

置长一人
,

秩三百石
,

主岁贡御橘
’ ,

:
’ 8

为了缩短绕道漂海而至京师的路程和避免风险
,

贡献路线亦改海道为陆道
。

章帝
“

建初八年

(83 年 ) (郑弘 ) 代郑众为大司农
。

(岭南贡献 ) 皆从东冶 (今福州 ) 泛海而至
,

风波艰阻
,

沈溺相系
,

引奏开零陵
,

桂阳娇道
,

于是夷通
,

至今为常路
, ”

于是洛阳与岭南之间有了径直

的陆道 ( ’ 9)
。

又
,

岭南地区盛产香料植物
,

如沉香
、

薰陆香
、

枫香等
,

焚燃香料的熏炉
,

在

西汉中期以后的墓中渐多
,

东汉时尤为普遍 ( 20)
,

说明香料已为统治阶级所利用
。 “

志录
”

中

大量的香料植物记载正是这种利用的佐证
。

同时也说明人们对岭南植物有了进一步的感情与

认识
。

贡献是中原人民了解岭南特有物产的窗 口
,

但是一般人只知道岭南特有物产是中原没有

的东西
,

实际并不很了解
。

杨孚生当后汉章帝
、

和帝时期
,

正值贡献之风极盛之时
,

他是南

海人
,

对岭南物产较为熟识
,

他站在反对奢糜的立场上
,

指岭南产品为
“

异物
` ’ ,

特写 《南裔

异物志》 一书以规谏当道
,

第一次对岭南
“

异物
”

(主要包括植物和动物 ) 作了较系统
、

较详

细的记载
,

是我国关于岭南植物的最早文字资料
。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

岭南没有那么多的战乱
,

长时间显得比较太平安宁
,

经济发展很

快
,

俞益期 《笺》 说交州自后汉初任延始教耕犁以来
,

发展有
“

两熟之稻
’ ` 、 “

米不外散
,

恒为

丰国
” ,

并说 :
“

桑蚕年八熟茧
” 。

西晋晚期砌墓砖的铭记中
,

常见
“

永嘉世
,

九州空
,

余吴

土
,

盛且丰
,

永嘉世
,

天下荒
,

余广州
,

皆平康
。 ”

l(2 ) 等吉语铭文
,

说明社会安定
,

生产丰

盛的情景
。

广东连县永嘉六年 ( 31 2 年 ) 墓中
,

除井的模型外
,

还有一件犁田耙田的模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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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田分为两部分
,

各有一人用牛耕耙
`22)

,

畜拉犁耙的出现
,

说明了当时水田耕作技术的提

高
。

由子生产发展
,

人口增加
,

郡县的设置也随时代的发展而激增
。

据统计
,

西汉末平帝时

(公元 2 年 )
,

岭南只有 7 郡 55 县
,

历东汉两晋刘宋孝武帝时 (公元 4 64 年 )
,

郡激增至

21
,

县激增至 19 3 `23)
,

这有力地说明政府对岭南的重视
,

而岭南经济与生产技术发展水平

已与江南基本一致
,

远不是落后闭塞之地了
。

经过东晋
、

南朝的重点开发和绿营
,

岭南的社会经济和生产技术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提

高
,

而岭南存在着特定的地理条件和动植物资源
,

生长着与内地不同的多种珍奇异物
,

即
“

异乎吾所闻
,

异乎吾所见
”

的
“

异物
” ,

因而激发流寓或涉足其地的人士
,

就耳闻目睹所及把

一些
“

异物
”

记载下来
,

使之流传中土
,

以广见闻
。

在这样的历史
,

背景下
,

产生多种的
“

志
” 、

“

状
” 、 “

记
”

之类
, ·

而这种
“

志
” 、 “

记
” ,

东晋以后尤具特色
。

物以罕见为
“

异
” ,

一旦熟识之后
,

“

异
”

的程度也大为减色
。

从表 (一 ) 可以明显地反映出岭南物产记录的从
“

异
”

到不异的过

程
。

在西晋以前之名为
“

异物志
”

者
,

到东晋以后不再出现
,

而代之以
“

状
” , “

记
’ .

和一般的地

理志
。

这不是偶然的
,

应该是东晋特别是南朝进一步开发和发展岭南经济的结果
。

自东汉郑

弘打通人桂 (零陵一路人广西 ) 人粤 (桂阳即今湖南郴县
,

此路人广东 ) 的陆道之后
,

到南

朝
,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
,

中土与两广之间
,

交通更为畅便
,

对岭南物品已不感到怎样奇异

了
,

所以用不着以
“

异物志
”

名书
,

而以标名
“

状
” 、 “

记
”

更为确切了
。

从
“

异物志
”

到
“

状
” 、 “

记
”

的变化
,

透露出
“

志录
”

是岭南开发的产物
,

也透露出到了
“

状
” 、 “

记
”

时代
,

岭南的社会经济

有着长足的发展
。

3
. “

志录
”

的地域之广和记载岭南植物的丰富
“

“

志录
”

所述及的地域
,

南达今两广
、

越南
、

柬埔寨南部及我国的南海诸岛
,

东及福建沿

海
,

北到湖南
、

江西南部
,

西涉今西南地 区东南部
。

以 自然地理划分
,

大致包括今五岭以

南
、

武夷山以东
、

苗岭哀牢山一线以南的广大地区
,

兼含其毗邻地带和越南
、

柬埔寨的部分

地区
。

由于地域辽广
,

而以南岭为中心
,

故以
“

岭南
”

名之
。 “

志录
”

所记
。

既有专记一地的
,

亦有泛记岭南的
,

泛记岭南的有 : 杨孚 《南裔志》
、

万震 《南州异物志》
、

薛莹 《荆扬已南异

物志》
、

徐衷 《南方草物状》
、

沈怀远 《南越志》
、

魏完 《南中八郡志》 等
。

专记一地的有 :

沈莹 ((l 描海异物志》
、

三种 《广州记 》
、

刘欣期 《交州记 》
、

竺法真 《登罗浮山疏》
、

《罗浮山

记》
、

《林邑国记》
、

《扶南传》
、

《扶南记》 等
。

有人认为 《临海异物志》 所记仅限于三国时的

临海郡 ( 24)
,

实际所记范围颇广
,

包括了今浙闽沿海以至台湾岛
。

“

志录
”

记载了丰富的岭南植物
。

计异物志部分 97 种
,

南方草物状部分 53 种
,

地记部分

123 种
,

三部分合计 273 种
。

除去三部分重复记载的植物不算
,

实记载了 233 种岭南植物
。

以各书引到的条数计
,

包括重文在内
,

则共有 35 4 条
。

较之
“

志录
”

之前基本上没有岭南植物

记载自不必言
,

即使比较隋唐以后的儿部大型本草书
, “

志录
”

所收岭南植物的种类仍然是丰

富的
。

据森村谦一 (25 ) 对我国隋唐以后几部大型综合性本草书新收录的植物种类的考察表明 :

《新修本草》 新增南方系 (26) 植物 26 种
,

《证类本草》 104 称 《本草纲目》 48 种
,

,

三种合计

17 8 种 (仅限于考订出生物学属种的植物
,

余不计在内)
,

其中大部分是岭南植物
。

从后汉

前期到南朝
,

历时约五百年
, “

志录
”

记载的岭南植物多达 2 33 种
,

而 自隋唐到 《本草纲目》
,

历时近一千年
,

新增岭南植物只有 178 种的大部分
,

相差很多
。

当然
,

,

这和本草所记只限于

药用植物有关
,

也和岭南植物后发现的只能较少有关
,

但仍然表明
“

志录几所记岭南植物的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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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是前所未有的
,

数量之多也超过后代
。

因此
、 “

志录
”

不仅是 中国最早的岭南植物文献
,

而

且是考察岭南早期发展的重要史料
。

二
、 “

志录
”

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较系统完整的植物学文献

较系统完整的植物学文献
,

这里是指以植物为主体的涉及其名称
、

类别
、

性状
、

生长规

律
、

生态
、

利用
、

产地等古典植物学范畴的独立篇章或专门著作
。

因为它具备了现代植物志

的某些基本要素
,

只是没有详尽的自然分类系统
,

所以不妨称之为
“

类植物志
”

1
. “

志录
”

之前只有零散的植物资料

距今约七千年左右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和邓 今约六 千年的西安半坡村遗址出 土的陶

器
,

如釜
、

钵
、

盘
、

盆等上有不少植物的绘图
。

这些绘图多数是象征着草木或谷物繁生的形

状
。

甲骨文中亦不乏植物的名称及与植物有关的资料
。

这些中国现存最早的关于植物的图形

文字的材料
,

只能以原始粗朴的形态出现
,

而文字也离不开象形
。

自西周到先秦时期
,

特别是春秋战国以后
,

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生产技术的提高
,

农业手

工艺及医药实践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

人们对植物的了解
一

与认识也有所提高
,

不仅有植物名

称的记载
,

也出现了一些记述植物种类
、

形态
、

生态和用途等的资料
,

不过都是零星的 这

里仍以 《诗经》
、

《楚辞》 和 《尔雅》 为例
。

《诗经》 三百篇
,

其中与植物有关的是一些采集
、

利用 及农事经营的 诗句 而更多的却

是文学修饰句
。

在这些修饰句中
,

植物往往被用来衬托某一场景
、

某一事件或某种情绪
,

它

是客体
,

不是主体
,

这就决定了不可能有一种或多种植物的独证篇章
,

也不可能有较系统
、

详细的植物性状
、

生态等的记述
,

而只能是零零散散的描写
:
或是植物生

一

长的一种状态
,

或

是植物的某一器官
,

或是某种植物的生境
,

或是一种植物的某种用途等等 因此
,

《诗经 》

中充其量只有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对植物经验观察的零星记录
一

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
,

只能说

它提到了某些植物种类
,

涉及了一此零散植物学知识

《楚辞》 中亦有不少与植物有关的资料
,

与 《诗经》 一样
,

对植物的描写往往是用来 J
一

资

发某种感情
,

很少有科学角度的东西
,

亦无完整与系统可言
气

《尔雅》 把草木列出专篇进行解释
。

《释草》
、

《释木》 运用同属性植物的类比来区 别植物

种类
` 27 )

,

在植物分类学史 上具有重要意义
。

尽管如此
,

《尔雅》 主要是训释 了植物通名 与

别名
,

只是一部字书而已
,

不是植物学专著或植物志
。

此外
,

先秦著作如 《管子》
、

《山海经》
、

《月令》
、

《夏小正 》
、

《周礼》
、

《 吕氏春秋 》 等
,

也提到了一些植物
,

但对植物记载与描述同样处于零散
、

从属的状况

还有
、

秦以前出现 了一些种树和医药的书
`2只’

由于这些书早已散失
,

其性质和内容不

得而 i羊
。

《汉书》 多次提到本草
` 29 )

,

说明本草 一类的书出现很
一

旱 据研究
,

这些本草的内

容可能大部分保存在 《神农本草经 》 中
、

亦无系统
’ J完整可

一

言
。

总之
.

先秦至西汉
,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植物知识
,

通过各种途

径得到流传
。

以现存的有关文献观之
,

对植物的记载
,

丁描述 往往 比较零散而且多混杂于其他

文献之 中
。

《尔稚》 虽有专篇
,

亦乏 系统描述
,

所以只能说是
一

些 与植物学有关 的零散资

料
。

这一现象说明
,

尽管原始农业起源很早
,

人们与植物的接触由来已 久
,

经过长时期的生

产发展
,

植物及植物产品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

但由于社会意识及生产力发

展水平的限制
,

人们仅注意 厂植物的利用如食用
、

药用
、

器用
,

还不可能把植物作为一门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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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对象进行研究
。

所以有理由认为
, “

志录
”

之前中国没有产生比较系统完整的古典植物学文献
。

2
. “

志录
”

在汉魏六朝植物文献中具有鲜明特色

汉魏六朝产生 了许多较系统完整 的植物学文献
,

除农书外
,

可以分为四类
,

即
“

志
” 、

“

记
”

类
、

本草类
、

草木注疏类和专谱
。 ` 。

志录
”

属于
“

志
” 、 “

记
”

类
。

为了便于讨论
,

这里先把四类著作作一简单的介绍
。

中国现存最早的医药典籍是 《神农本草经》
,

收人药物 365 种
,

其中植物和植物性药共

2 52 种
。

对植物的记述以药性为主
,

没有涉及植物的形态
、

特性等
,

其格式可归纳为
“

药物

名+ 药性+ 功用+ 别名
” 。

其后本草书虽然数量较多 ( ’ 0)
,

但与植物学关系较大的却只有 《神

农明堂图》 (3I )
、

《灵秀本草图》 (32 )
、

《桐君药录 》 和 《神农本草经集注》 山 )
。

前二书可能

是中国最早的药物 (包括植物 ) 图谱
。

据 《证类本草 》 引陶弘景言
,

《桐君药录》 三卷
,

对

植物多
“

说其花叶形色
” ,

大概是中国最早涉及植物形态以辩别药草的本草书籍
。

梁陶弘景之

《神农本草经集注》 较多地涉及了植物的形态
、

产地和利用
,

并把原书的
“

草石不分
,

虫兽不

辨
”

的杂揉状态改变为类聚群分
,

初步形成了本草的分类体系
,

是这一时期本草书中发展的

最高阶段
。

草木注疏类有 《毛诗草木虫鱼疏》 和 《离骚草木虫鱼疏》 ( ’ 4) (以下简称为 《毛诗疏 》

和 《离骚疏》 )
。

《毛诗疏》
,

三国吴陆现撰
。

《疏》 对植物的考证包括异名
、

形态
、

生境
、

产

地
、

用途
、

传说等项
,

每种植物所及项目
,

详略不等
,

《离骚疏 》
。

梁刘杳撰
;
佚

,

内容不

详
。

此外
,

这一时期有孙炎
、

郭璞等为 《尔雅》 作注
,

其中也有些草木资料
。

专谱主要指戴凯之 《竹谱》
,

记载了南方禾本科竹亚科的植物 70 余种
。

体例是四字韵

语
,

其下作注
。

“

志
” 、 “

记
”

类主要有以下两种 : 一是在泛述或综述中
,

部分地涉及植物
。

如张华 《博物

志》 和郭义恭 《广志》
。

《博物志》 繁芜杂乱
,

内容多凭传闻
,

志怪不经之谈颇多
,

其中部分

内容与植物有关
,

其植物学水平远不及 《广志》
。

《广志》 原书已佚 ; 但群书所引甚多
,

清马

国翰辑本达 200 余条
,

其中大部分与生物有关
,

记载了不少岭南植物
,

对植物的描述包括名

称
、

产地
、

形态
、

特性及用途等项
。

二是兼述或专述地区性植物
,

包括各种异物志
、

草木记

和地记等
。 “

志录
”

就是辑录了这类
“

志
” 、 “

记
”

中的岭南植物部分而成
,

从而构成为汉魏六朝植

物学文献中具有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

从以上的简短介绍可以看出
,

后汉至隋
,

本草书虽然在植物学方面有了较大发展 : 对植

物的记述由简单的文字叙述向图文并茂迈进
,

由简单的记述向较全面的描述发展
,

但
“

本草
”

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将植物的药用特征放在首位
,

以研究探索其药性
、

药味及其功用为主
,

不可能对植物的形态特征
、

生长发育
、

生态
、

分布等植物学方面的内容作深人研究
。

纵使有

形态记录
,

也极简单
。

较多地描述形态的本草书或图谱
,

是唐代特别是宋代以后才有的
。

草

木注疏虽然较之原书仅提植物名称来说是提高了一步
,

但它往往以考镜源流为己任
,

内容多

来源于书本
,

或引经据典
,

或采掂传闻
。

而且无论是本草书还是草木注疏书
,

记述的植物大

都分布在南亚热带以北地区
,

很少涉及岭南的特有植物种类
。

《竹谱》 记载的虽然全是南方

植物
,

却只仅于竹亚科
。 “

志录
”

则迥然不同
,

具有它的鲜明特色
。

.

第一
、 “

专录
”

对植物的记述较完整而系统
,

具有丰富的植物学内容
,

体现的植物学水平

比本草书要高
,

就是草木疏也往往相形逊色
。

试举三例
,

以见一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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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椰树
,

大三四围
,

长十丈
,

通身无枝
。

至百余年
,

有叶
,

状如蔽菜
,

长丈四五尺
,

皆

直指天
:

其实生叶间
,

大如升
,

外皮苞之莲状
,

皮中核坚
,

过于核
,

里 肉正白如鸡子
,

著

皮
,

而腹内空
,

含汁
,

大者含升余
。

实形团团然
,

或如瓜萎
。

横破之
,

可作爵形
,

并应器

用
,

故人珍之
” 。

—
万震 《南州异物志》

“

椰
” 。

“

槟榔
,

三月花色
,

仍连著实
。

实大如卵
,

十二月熟
,

其色黄
,

剥其子
,

肥强不可食
,

唯种作子
。

青其子
,

并茎取实曝干之
,

以扶留藤
、

古责灰合食之
,

食之即滑美
。

亦可生食
,

最快好
。

交趾
、

武平
、

兴古
、

九真皆有之也
” 。

—
《南方草物状》

“

槟榔
” 。

“

益智
,

叶如龚荷
,

茎如竹箭
,

子从心中出
,

一枝有十子
。

子肉白滑
,

四破去之
,

取外

皮
,

蜜煮为粽 (宋 )
,

味辛
” 。

一刊硕微 《广州记》
“

益智
” 。

第二
, “

志录
”

的内容主要来源于实际调查与观察
。

上举分别采 自异志
、

南方草物状
、

地

记三部分的三段文字
,

不仅从茎到叶从花到果对植物的形态特征
、

果实结构
、

生长规律等描

述得准确切实
、

细致人微
,

同时也包括了产地
、

利用与加工方法
。

如果没有深人认真的实际

观察
,

这些文字是很难凭空杜撰的
。

这样的细致描述在本草书本身是绝对没有的
,

本草书为

了鉴别药草
,

还大量的引录
“

志录
”

的资料作为参证
,

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

第三
, “

志录
”

记载的是岭南植物
,

为其他三种文献所缺
,

而如前所述
, “

志录
”

所记种类之

多
,

范围之广
,

更使其他三种书无可 比拟
。

异物志与草物状部分
,

专门记载岭南特有物产
,

植物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

如曾钊辑杨孚 《异物志》 共 90 余条 (35 )
,

植物就占了 40 条 ; 石声

汉 《辑徐衷南方草物状》 近 70 条
,

植物更占了 50 条
。

这些专门文献前所未有
,

其在植物学

史上的地位也是其他三类文献所不能替代的
。

总之
, “

志录
”

具有自己的地域特色和特产特色 ; 岭南
“

类植物志
”

的大量涌现
,

是随着叩

开岭南大门和六朝的开拓经营应运而生
,

有其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
,

不是其他任何文献所能

望其项背的
。

正 因为如此
“

志录
”

在这一日了期的植物学文献中
,

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

综上所述
,

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
,

为了更好地利用植物
,

总是在不断地扩大 与加深

对植物的认识
,

积累的植物知识也越来越丰富
,

随着文字的出现
,

植物文献也自然产生和逐

渐充实了
。

汉魏六朝时期
,

随着岭南的开发
、

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

人们对植物

的认识逐渐向系统
、

完整的方向发展
,

许多重要的植物学文献如
“

志
” 、 “

记
”

之类乃应运而

生
。

就记载性质来说
, “

志
” 、 “

记
”

已向
一

描述植物性状等方面迈 出了一步 ; 就植物生长地域来

说
,

则越过黄河和长江
,

进人了珠江
、

闽江等水系的岭南地 区
。

因此
, “

志录
”

第一次记载了

丰富的岭南植物不是偶然的
,

有它的社会经济条件
,

尤其和岭南的开发分不开
。 “

志录
”

的记

载突出地体现了 : 由简单释名到具体记述的转变
,

由零星杂乱到完整系统的转变
,

由从属附

丽到独立专书的转变
,

从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有相当科学价值的古典植物学文献
。

如此这些

都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时期植物学发展水平的提高
。

(作者工作单位 : 华中农业 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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