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魏六朝岭南植物
“

志录
”

辑释选
’

(一 )

一一万震 《 南州异物志 》

年泽奇

(华中农业大学 )

辑释说明
:

1
.

辑录的内容限于植物 , 时间上起后汉下迄六朝 , 地域限于岭南
。

凡有关岭南植物的佚

书概予辑录
,

但其书非专记岭南者
,

虽是佚书
,

亦不予辑录
。

书虽专记南方
,

但并非佚书
,

亦不予辑录
。

2
.

辑遗资料来源限于南宋以前类书等
,

南宋后的引文多据南宋前文献转引
,

且多讹误
,

故不用
。

3
.

佚书书名以原文献所题书名归类
,

以类相从
,

目的在于保存古籍原貌
。

每书按其可考

知的成书年代先后依次排列
。

4
.

辑录的遗文大致按
“

果
、

木
、

香
、

草
、

竹
”
的顺序排列

,

编号为序
。

遗文如有重复征

引者
,

以最早的引文为纲
,

以后的引文附缀其下
,

用小一号字列出
,

以为参证
。

5
.

校释以纲为限
。

附文中虽有错误
,

亦不予校改
,

避免造成混乱
。

校记号为
:

①
、

②
、

③
·

一
。

注释号为
:

〔一〕
、

〔二〕
、

〔三〕 ~
·

…
。

6
.

辑遗资源来源 《 齐民要术 》简称 《 要术 》
、

《 艺文类聚 》简称 《 类聚 》
、

《 太 平 御

览 》 简称 《 御览 》
、

《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 简称 《 证类本草 》
,

其他 则题原书全

名
。

1
.

娜① 〔一〕

挪树
,
大三四 围

,

长十丈
,

通身无枝
。

至 百余年
。

有叶
,

状如旋菜②
,

长丈四五尺
,

皆

直妹指 天
。

其实生叶 间
,
大如升

,

外皮苞
·

之如莲状 〔二 〕
。

皮中核坚
。

过于 核 〔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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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或如瓜篓 〔四 〕 ,

横 破 之
,

可作爵影 〔五 〕
,

亚应器 用
,

故人珍贵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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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椰
”

椰树
,

大三四围
,

长六丈
,

通身无枝
。

至余百年
。

有叶
,

叶状如蒲
,

长四五尺
,

直谏指天
。

实生叶间
,

皮苞之如莲

状
。

皮肉硬过于核中肉
,

白如鸡子
,

着皮
,

而腹内空
:
含汁

,

大者含升余
。

实形团团然
,

或如斌楼
,

横破之
,

可为爵
,

亚堪器用
,

南人珍之
,

一一 《 御览 》 卷 9 72
.

椰
’ 。

①此条 《 御览 》 引文较之 《 要术 》引文多有讹误
:

如
“
长六丈

” ,

《 要术 》 作
“

长 十

丈
” ,

较符合实际
,

因为椰树一般高25 一 30 米
,

后汉一尺约合现在的 2 4
.

3厘 米
,

则十丈合
2 4

.

3米 , 又如
“

皮肉硬过于核中肉
” 不如 《 要术 》 引文通畅

,

疑
“

皮肉
” 之

“

肉
” 为 一 衍

文
,

全句应句读为
: “

皮硬
,

过于核
,

中肉白如鸡子
。 ” 还有将

“

篓
” 误作

“

楼
” 。

按
:
薛

*

辑释工作系在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缪启愉教授亲自指导下完成
,

在此表示感谢
。

又
,

辑释引用书目将在选登的最后

一业列出
。

又
,

参见拙作 《 汉魏六朝岭南植物
“

志录
”

考略 》 ,

载 《 中国史农 》 1 9 8 6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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莹 《 荆扬已南异物志 》 和 《 异物志 》 均有
“

椰 ” 条
,

文字各不相同
。

《 要术》 引 《 异物志 》

曰
: “

椰
,

树高六七丈
,

无枝条
。

叶如束蒲
,

在其上
。

实如瓤
,

系在于巅
,

若挂物焉
。

实外

有皮如胡卢
。

核里有肤
,

白如雪
,

厚半寸
,

如猪肤
,

食之美于胡桃味也
。

肤里有汁升余
, ,

其清如水
,

其味美于蜜
。

食其肤
,

可以不饥
;
食其汁

,

则愈渴
。

又有如两眼处
,

俗 人 谓之
`

越王头
, 。 ” 《 文选

·

吴都赋 》 “
椰 ”

刘渊林注引薛莹 《 荆扬已南异物志 》 日 : “

椰树似槟

榔
,

无枝条
,

高十余寻
。

叶在末
,

如束蒲
。

实如大瓤
,

系在树头
,

如挂物也
。

实外有皮如胡

桃核
。

核里有肤
,

白如雪
,

厚半寸
,

如猪脂
,

味美如胡核
。

肤里有汁升余
,

清如 水
,

美如

蜜
,

饮之可以愈渴
,

核作饮器也
。 ”

②
“

有叶
,

状如威菜
”

与
“

叶如束蒲
” 、 “

叶状如蒲
”

一样
,

都是比喻椰树羽状复叶形态的
。

〔一〕
“

椰
”
是棕桐科的椰子 C oc os

n u ic f e
ar L

. o 椰
, 《 史纪

·

司马相如传 》 载司马相

如 《 上林赋 》 作
“

青余
” , 《 史记

·

西南夷传 》 有
“

留落青余
” ,

《 文选
·

上林赋 》则改
“

余
”

作
“
邪 ” , 《 文选

·

南都赋 》 作
“

婿杆
” (

“

呀 ”
或作

“

椰 ” )
。 “

椰 ” 是
“

婿
妙 、 “

邪 ” 、

“

呀 ”
的音转

。

此树
,

孟语作 S ot p r e 。 , “

胃余
” 即其省音

。

又马来语 作
n y io r ,

爪 哇 语 作

K al a p a ,

楚语作
n

ar ik e la
。

椰子
,

在葡萄牙人东来前
,

欧洲人仅知印度有此物
,

故 称 之 为

印度坚果 ( I n d i a n n u t )
,

中世纪阿拉伯科学家 A v i c e n n a
称椰子 为 ju z h i n d i

,

义 亦 相

同
。

自葡萄牙人称其为C oc os 后
,

欧洲其他语种就采用 了
。

C co os 为
“
鬼 脸 ” 、 “

苦 脸
”

之义
。

〔二〕
“

外皮苞之如莲状
”
是形容中果皮为一纤维柔软组织

, “

莲 ” 是 指 莲 蓬
,

非 指

莲子
。

〔三〕
“

过于核
” ,

是指内果皮的里面
。 “

核
” 及

“

著皮
” 之

“

皮
” 均指内果皮

。

〔四 ]
“
瓜萎

” ,

是葫芦科的括萎 T r i c h o s a n t h e S k i v i l o w i i M a x i m
·

和双地括萎 T
.

W n i f l o r a H a o ·

的果实
。

〔五〕
“
可作爵形

” , “ 爵 ”
是一种酒器

,

这里指做如爵形的器皿
。

2
.

甘燕① 〔一 〕

甘蕉
,

草类
,

望之如树
。

株 大者
,

一围余
,

叶长一 丈
,

或 七八尺
,

广尺余
。

华大如酒孟

形色如芙蓉
。

茎末百余子
,
大名② 为房

。

根似芋魁
,

大者如车毅
。

实随华
,

每华一阖
,

有六

子
,

先后相次
,

子不俱生
,

华不俱落
。

此蕉有三种
:

一种
,

于 大如拇指
,

长而锐
,

有似羊角
,

名
“

羊角蕉
” ,

味最甘好
。

一 种
,

子 大如鸡卵
,

有似牛乳
,

味微减羊 角蕉
。

一 种
,

蕉大如藕
,

长六七寸
,

形正方
,

名
“

方蕉
” ,

少甘
,

味最弱
。

其茎如芋
,

取
,

夔 〔二 〕 而煮之
,

则 如 丝
,

可 纷绩也
。

一一 《 要术 》 卷 10
“

芭蕉
。

甘蕉
,

草类
,

望之如树
。

株大者
,

一围余
。

叶长一丈
,

或七八尺余
,

二尺余
。

华大如酒杯
,

形色如芙蓉
。

著

茎末百余子
,

大名为房
。

根似芋块
,

大者如车毅
。

实随花长
,

每华一闲
,

各有六子
,

先后相次
,

子不俱生
,

华不

俱落
。

此蕉有三种
: 一种

,

子大如拇指
,

长而锐
,

有似羊角
,

名
“

羊角蕉
” ,

味最甘好
。

一种
,

子大如鸡卵
,

有 似
“

牛乳
” ,

名
`

牛乳蕉
, ,

微减
“

羊角
” 。
一种

,

大如藕
,

长六七寸
,

形正方
, 少甘

,

最不好也
。

取其阖
,

以灰练

之
,

绩以为彩
。

一 《 类聚 》 卷87
.

芭蕉
. 。

旧
一

蕉
,

草类
,

望之如树
。

树大者
,

一围余
。

叶长一丈
,

或七八尺
,

广尺余二尺许
。

花大如酒杯
,

形色如芙蓉
。

著茎末

百余子
,

大名为房
。

根似芋块
,

大者如车毅
。

实随华
,

每华一阖
,

各有六子
,

先后相次
,

子不俱生
,

花不俱落
。

此蕉有三

种 : 一种
,

子大拇指
,

长而锐
,

有似羊角
,

名
“

羊角蕉
” ,

味最甘好
。

一种
,

子大如鸡卵
,

有似牛乳
,

味微减
“

羊角蕉
” 。

一种
,

大如藕
,

子长六七寸
,

形正方
,

少甘
,

味最弱
。

其茎如芋
,

取
,

以灰练之
,

可以纺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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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条 《 要术 》 引作 《 南方异物志 》 , 《 类聚 》 和 《御览》 均引作 《南州异物志》
。

此

条三处的引文可以相互参证和补充
:
如 《要术》

、

《御览》
“
有似牛乳

” ( 《类聚》 原引误

“ 牛
”
作

“
羊

” ,

据 《要术》
、

《御览》 引文改正
。

) 后
,

可据 《类聚》 引文补
“
名

`

牛乳

蕉
, ”

句
。

又如 《类聚》
、

《御览》 引文
“
形正方

” 后可据 《要术 》 引文补
“
名

`

方蕉
, ”

句
。

按
: 《异物志》 有

“
芭蕉

” ,

说的就是这里的
“
甘蕉

” , 《要术 》 引其文曰
: “

芭蕉
,

叶

大如筵席
。

其茎如芋
,

取
,

镬而煮之
,

则如丝
,

可纺绩
,

女工 以为缔络
,

则今
`

交阻葛
,

也
。

其内心如蒜鹊头生
,

大如合拌
。

因为实房
,

著其心齐
; 一房有数十枚

。

其实皮赤如火
,

剖之

中黑
。

剥其皮
,

食其肉
,

如怡蜜
,

甚美
。

食之四五枚
,

可饱
,

而余滋味
,

犹在齿牙间
。

一名
`

甘蕉
, 。 ” 又

,

《本草纲 目》 卷 15 “ 芭蕉
” 〔集解〕 引万震 《南州异物志》 综合了其 他 文

献
,
日 : “

甘蕉即芭蕉
,

乃草类也
,

望之如树
。

株大者
,

一围余
。

叶长丈许
,

广 尺 余 至二

尺
。

其茎虚软如芋
,

皆重皮相裹
。

根如芋魁
,

青色
,

大者如车毅
。

花着茎末
,

大如酒杯
,

形

色如莲花
,

子各为房
。

实随花长
,

每花一阖
,

各有六子
,

先后相次
,

子不俱生
,

花不俱落也
。

蕉子凡三种
。

未熟时皆苦涩
,

熟时皆甜而脆
,

叶如葡萄
,

可以疗饥
。

一种
,

子大如拇指
,

长

六七寸
,

锐似羊角
,

两两相抱者
,

名
`

羊角蕉
, ,

剥其皮
,

黄白色
,

味最甘美
。

一种
,

子大

如鸡卵
,

有类牛乳者
,

名
`

牛乳蕉
, ,

味微减
。

一种
,

子大如莲子
,

长四五寸
,

形正方者
,

味

最弱也
。

业可蜜藏为果
。 ”

② “
大名

” ,

清
·

李调元 《南越笔记》 卷 14 “
芭蕉

” 条作
“
大小各为房

” ,

当是
。

则此处

可能脱
“
小

”
字

, “
名

” 乃 “
各

” 之讹
。

〔一〕 “
甘蕉

” ,

是棕桐科的香蕉M us
a

sP
· ,

这里记载有三种
,

即 “
羊角 蕉

” M
·

sa p

i e n t u m L
一 , a 牛乳蕉

” M
·

n a n a L o u r
·

和 a
方蕉

,, M
·

p a r a d i s i a e a L
· 。

古籍中常把
"
甘

蕉
”
称为

“
芭蕉

” ,

如 《异物志》
。

但 ;(( 仁草图经》 说 “
芭蕉

”
与

“
甘蕉

”
是二物

,

与 《异

物志》 之
“
芭蕉

”
确是不同

。

《图经》 说
“
甘蕉

” 日
: “ 此云甘蕉

,

乃是有子者
,

叶大抵与

芭蕉相似
,

但其卷心中抽苹作花
,

初生粤如倒垂苗蓄
,

有十数层
,

层层作瓣
,

渐大则花出瓣

中
,

极繁盛
。 ” 现代植物分类学上

,

把有子者称
“
芭蕉

” ,

无子者称
“
甘蕉

” ,

与 《图经》

正相反
。

〔二〕 “
渔

” ,

这里作沤治讲
。

如
:

清
·

吴震方 《岭南杂记》 卷下日
: “

有蕉葛
,

不 花

不实
,

人家沿山溪种之
,

老则昨置溪中
,

侯烂
,

揉其筋
,

织为葛布
,

亦有粗细
,

产高要
、

广

利
、

宝查等者佳
。 ” 《南越笔记》 卷 5 “

葛布
”
亦日

: “
蕉类不一

,

其可为布者日
`

蕉麻
,. ,

山生或田种
。

以蕉身熟踏之
,

煮以纯灰水
,

漂僻令干
,

乃绩为布
。 ” “

谨
” 的 目的是脱去皮

上的果胶质
,

使纤维散开
,

便于纺织
。

橄榄子
,

球海浦屿间生
。

实大如轴
,

《 本草拾遗 》 ( 《 引自证类本草 》 卷 23
“

橄揽
”

o)

① 《北户录》 卷 3 “
橄榄子

”
条日

:

橄棍① 〔一 〕

头皆反圣 向下
。

实先生者向下
,

后 生者渐高
。

—
“ 《南州异物志》 作此

`

橄摘
’

字
。 ” 《本草纲目》

卷 31 “
橄榄

” 〔集解〕 引 《海药本草》 所引 《南州异物志》 与此条不一样
,

其文日
: “ 闽广

诸郡及缘海浦屿间皆有之
。

树高丈余
,

叶似样柳
,

二月开花
,

八月成实
,

状如长枣
,

两头尖

而有棱
,

核内有三窍
,

窍中有仁
,

可食
。 ”

此外
,

薛莹 《荆扬 已南异物志》
、

《异物志》 均

有
“
橄榄

”
条

,

沈莹 《临海异物志》 作
“

卜

余甘子
” 。

《文选
·

昊都赋》
“
橄榄

”
刘渊林 注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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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莹书日
:“

橄榄
,

生山中
。

实如鸡子
,

正青
,

甘
。

美味成时
,

食之益善
。

始兴 以南 皆有

之
。

南海常献之
。 ” 《证类本草》 卷23 “

橄榄
”
所引 《异物志》 曰

: “ 生南海浦屿间
。

树高丈

余
,

其实如枣
,

二月有花生
,

至八月乃熟
,

甚香
。

橄榄高大难采
,

以盐擦其木身
,

则 实 自

落
。 ” 《要术》 卷 10 “

橄榄
”
引沈莹书日

: “
余甘子

,

如梭形
。

初入口
,

舌涩 ; 后饮水
,

更

甘
。

大于梅实核
,

两头锐
。

东岳呼
`

余甘
’ 、 `

柯榄
’ ,

同一果耳
。 ”

按
:
沈莹书的

“
余甘子

”

就是这里的橄榄
,

不是大戟 科 的余甘 P h y l l a n t h u s e m b l i。 a L
· 。

〔一〕 a
橄榄

,, ,

是橄榄科的橄榄 C a n a r i u m a lb u m R a e u s e h
· 。

《图经本草》 日
:

“
橄榄生岭南

,

今闽
、

广诸州皆有之
。

木似木穗而高
,

且端直可爱
。

… … 秋晚实成
,

南人尤

重之
。

咀嚼之
,

满口香味不歇
。 ”

4
.

挑 批把① 〔一 〕

无论国有大道
,

左右种桃
、

林把诸花果
。

白 日行其下
,
阴凉蔽热

。

十余里一 辛
,

皆有井水
。

食

交饭
,

饮蒲桃酒 仁二〕
。

如胶② ,

若欲饮
,
以 水和之

,

其味甘美
。

—
《 御览 》 卷 79。 “

无论国
,

①此条不见处他复引
。

② “
如胶

” ,

指蒲桃酒
,

疑前脱
“
蒲桃酒

” 三字
。

〔一〕 a
桃

,, ,

是蔷薇科的桃 A m y g d a l u s p e r s i e a L
· 。 a

批把
" ,

是蔷薇科的 E r i

一
o b t r y a ja P o n i e a L i n d l

一 。

〔二」 “
蒲桃酒

” 的 “
蒲桃

” 是桃金娘科的一种常绿乔木的果实 S yz y g iu m ja m b os ( L )

lA
s ot H

. 。

《罗浮志》 日
: “

蒲桃树
,

高二
、

三丈
。

其叶如桂
。

四时有花
,

丛须
、

无 瓣
,

如

剪出丝球
,

长寸许
,

色兼黄绿
。

结实如苹果
,

壳厚半指
,

绝香甜
。

核与壳不相连属
,

摇之作

响
。

罗浮涧中多有之
。 ”

5
.

榕① 〔一 〕

格木
,

初 生少时
,

辣搏他树
,

如外方扶芳藤 〔二 〕形
,

不能 自立根本
,

缘 绕 他 木
,

傍

作② 连结
,

如罗网相 络
,

然后皮理连合
,

郁茂扶硫
,

高六七 丈
。

—
《 要术 》 卷 10

a

榕
,

① 《御览》 卷 96 0 “ 榕 ”
引有 《魏王花木志》 一条

,

和此条所记几乎完全一致
,

疑 是沿

引 《南州异物志》 文
。

此外
, 《御览》 卷 9 60

“
榕

” 还引到了 《异物 志》
,
日 : “ 榕 树 栖

栖
,

长与少殊
。

( 原注
:

少时缘木
,

后乃成树
,

故为殊也
。

) 高出林表
,

广阴丘原
。

熟知初

生
,

葛萦之铸
。 ” 显然与万震书不同

。

② “
傍作

” ,

疑是
“
作傍

”
倒错

,

则此句可句读作
“
缘绕他木作傍

,

连接如罗网 相 络
”

〔一〕 “ 榕 ” ,

根据这里记述的生长特性
,

可能是桑科的羊乳榕 iF c u s sa ig t t at a

V ha l
,

E n u m
· 。

《岭外代答》 记述的更为详细
,
日 : “

榕
,

易生之木
,

又易高 大
。

叶 如

槐
,

轮国荫椒
,

可覆数亩者甚多
。

根出半身
,

附干而下
,

垄垄抱持以入土
,
故有榕木倒生根

之语
。

四时结子
,

叶脱亦无时
,

随落随生
。

春时亦摇落满庭
。

禽鸟衔其子寄生它木上
,

便郁

茂
。

根须沿木身垂下至地
,

得土气滋直盛壮
,

久则过其所寄
,

或遂包裹之
。

柳州柳侯庙庭前

有大榕
,

有扰榔一株生其中
,

相传以为异
,

知者以为本榕子寄生枕榔上
,

岁久反抱合之
,

非

异也
。

榕
,

闽中亦有之
。 ”

〔二〕 “ 扶芳藤
” ,

参见
“
杜芳

”
条注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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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杜芳① 〔一 〕

杜芳
,

藤影
,

不能自立根本
,

缘绕他木作房
,

藤连结如 罗网相霄
,

然后皮理连合
,

郁茂

成树
。

所托树祷死
,

然后扶疏六 七 丈也
。

—
《 要术 》 卷 10

“

杜芳
, 。

①此条不见他处复引
,

《御览》 无 ,’; 仕芳
”
及

“
扶芳

” 目
,

卷 9 95
“
藤

”
亦未引此条

,

《类聚》 卷 82
“
藤

”
亦未引

。

〔一〕 “ 杜芳
” 的内容和上一条

“
榕

” 的 “
扶芳藤形

” 云云几乎完全相同
,

而且同出一

书
,

疑系
“
扶芳

” 之误
。 “
扶芳藤

” 可能是 《本草拾遗》 所记的
“
附风藤

” ,
日

: “ 一 名
`

谤藤
,
·

。

… …生吴郡… … 藤苗小时如络石
、

薛荔
,

黄缘树木
。

三五十年渐大
,

枝叶繁茂
。

叶圆长二三寸
,

后若石韦
。

生子似莲房
,

中有细子
,

一年一熟
。 ·

·
·

一名木莲
。

打 破 有 白

汁
,

停久如漆
。 ”

则所谓扶芳藤就是
“
木莲

” 。

木莲是榕属薛荔 iF c u s p u m i la L
· 。

但 《本

草拾遗 》 说
“
苗小如… …薛荔

” ,

则木莲又不是解荔
。

但
,

从上述记载来看
,

扶芳 藤 是榕

属 ( iF c u s L
.

) 大形木质藤本的一种
。

现在的扶芳 藤 是 卫 矛 科 的 E v o n y m u s f or fu n e

H a n d一 M az t ,

形态及其他生物学特性与这里的
“
杜芳

”
或

“
扶芳藤

”
均不同

。

木有摩开
,

生于斯调 国
。

国用油
。

—
《 要术 》 卷 10

“

摩厨

其汁肥润
,

。

. 厨① 〔一 〕

其泽如脂膏
,

馨香馥郁
,
可 以煎然食物

,

香美如中

①此条不见他处复外引
。

《本草拾遗》
、

《御览》 卷 96 0 “
摩厨

”
引有 《异物志》 文

。

《御

览》 引文日
: “

木有摩厨
,

生于斯调
。

( 原注
:
摩厨

,

木名也
,

生于斯调州
。

) 厥汁肥润
,

其泽

膏
。

馨香馥郁
,

可 以煎熬
。

( 原注
:

泽如脂膏
,

可以煎熬食物也
。

) 彼州之民
,

仰为嘉肴
。

( 原注
: 《花木志》 日

: `

煎熬食物
,

香美如华夏之人用油
。 ’

)
” 《本草拾遗 》 引 文 同

《御览》
,

但无注文
。

〔一 〕 “
摩厨

” ,

未详是何种植物
。

李时珍以为唐
·

段成式 《酉 阳杂姐》 所 记述的
“
齐

曦果
”
与摩厨子是一类 ( 参见 ((本草纲 目》 卷 31 “

摩厨子
” )

, “
齐墩

”
是木本油料植物

,

阿

拉伯文 Z a y t u n 的古译音
,

即木择科的O l e a e u r o p a e a L
. 。

((酉阳杂姐》 卷 1 8日 : t’ 齐 曦

树
,

出波斯国
,

亦出拂林国
。

… …树高二三丈
,

皮青白
。

花似袖
,

极芳香
。

子似杨桃
,

五月

熟
。

西域人压为油
,

以煮饼果
,

如中国之用巨胜 ( 即芝麻 ) 也
。 ”

而 《本草拾遗 》 记 载
:

“
摩厨子

,

味甘香
。

… …生西域及南海
。

子如瓜
,

可为茹
。 ” 《海药》 引 《异物志》 亦说其

实
“
如瓜

” 。

显然
,

这里的摩厨与
“子似杨桃

”
的齐墩果不是同一种植物

。

8
。

卢头木① 〔一 〕

外徽人随舟大小
,

或作四帆
,

前后沓载之
。

有卢头木
,

叶如墉形
,

长丈余
,
织 以 为帆

。

其四 帆不正前向
,

嘴使邓移相策
,
以取风吹

。

风 后者
,

激石相射
,

亦亚得风力
。

若急
,

则随

宜城减之
。

那张相取风气
,
而 无高危之虑

,

故行不避迅风激波
,

所以 能疾
。

—
《 御览 》 卷 771

“

帆
” 。

①此条不见他处复引
。

《御览》 卷 9 61 “
卢头木

”
引有 《南越志》 文日

: “
南海江岸间

有卢头木
。

叶如甘蔗
,

织以为帆
,

以其疏畅怀风
,

故帆不以布
。 ”

〔一〕 “
卢头木

” ,

可能是棕桐科蒲葵属iL vi s ot n a L
·

的植物
,

而不是漆树科 的护 木

一 9 5 一



Co ti nu s eo g g y gr i a S eo P
.。

9
。

, 香① 〔一 〕

蓉香 出典逊海边国也
,

属扶南香② ,

影如都梁 〔二 〕 ,

可 以著衣服中
。

—
《 法茹珠林 》 卷49

“

华香篇
” 。

蕾香出海边国
。

形如都梁
,

可著衣中
。

—
《 类聚 》 卷81

“

蔺香
” 。

若香出典逊国
,

属扶风香
。

影如都梁
,

可以著衣服中
。

—
《 御览 》 卷 98 2

“

菠香
” 。

① 《本草纲目》 卷 14 “
着香

” 〔集解〕 引 《嘉枯本草》 所引 《南州异物志》 此条 曰 :

“
蕃香出海边国

,

形如都梁
,

叶似水苏
,

可以著衣服中
。 ”

雍正 《广东通志》 卷 52 亦引到此

条
。

又 《名医别录》 引 《异物志》
“
羞香

”
与此条同

。

② “
扶南香

” , 《御览》 引作
“
扶风香

” ,

未知孰是
。

〔一〕 a
蕾香

,, ,

是唇形科的蕾香 A g a s t a e h e r u g o s a ( F i s e h e t M e y ) K u n t z e .

《图经本草》 日 : “
蕾香… … 今岭南郡多有之

,

人家亦多种植
。

二月生苗
,

茎梗基密
,

作丛
。

叶似桑而小薄
。

六
、

七月采之
,

暴干
,

乃芬香
。

须黄色
,

然后可收
。 ”

[二〕 a
都梁

,, ,

是菊科植物 E u p a t o r i u m f o r t u n e i T u r e z ,

俗名兰草
。

李 当 之 ((药

录》 日
: “ 兰草

,

是今人所种都梁香草也
。

泽兰亦名都梁香
。 ” 按

,

泽兰是唇形花科的植物

L y e o P u s l u e i d u s T u r e z · 。

10
.

青木香① 〔一 〕

青木香
,
出天竺

。

是草根
,

状如甘草
。

—
《 法茹珠林》 卷49

“

华香篇
, 。

青木香
,

出天竺
。

是草根
,

状如甘草
。

—
《 御览 》 卷9 84

“

青木香
” 。

① 《本草纲目》 卷 14 “
木香

” 〔集解〕 引此条文同
。

[一〕 t’
青木香

” ,

是马兜铃科的马兜铃 A r i s t o l o e h i a d e b i l i s S i e b e t Z u e e ·

的根
。

《诸番志》 日
: “

青木香
,

出大食麻哆扶国》 ,

施易奴发亦有之
。

树如中国丝瓜
,

冬月取其

根
,

到长一二寸
,

晒干
。

以状似鸡骨者为上
。 ”

青木香是一种多年生草质藤本
,

长达 2 米
。

朔

果长圆形或球形
,

熟时从茎部裂成 6瓣
,

种子扁平三角形
,

有翅
。

根入药
,

行气止痛
,

解毒

消肿
,

降血压
。

1 1
。

木香① 〔一 〕

木香
,

出日 南 〔二 〕
。

欲取
,
当先听坏树

,

著地积久
,

外自朽烂
。

其心至 坚者
,

置水 则沉
,

名 曰 “ 沉香 ” 。

其次在心 白间
,

不甚坚精
,

笠之水中不沉不浮与水平者
,

名 曰 “ 栈香 ” 。

其

最小 扭白者
,

名 曰 “
架香

” 。

—
《 法茹珠林 》 卷

“

49 华香篇
,

沉木香
,

出 日南
。

欲取
,

当先研坏树
,

着地积久
,

外皮朽烂
。

其心至坚者
,

置水则沉
,

名日
“

沉香
” 。

其次在心白间
,

不甚坚精
,

置之水中不沉不浮与水面平者
,

日
“

栈香
” 。

其最小粗者
,

名日
“

堑香
,

—
《 御览》 卷9 82

“
沉香

” 。

①此条 《翻译名义集》 卷 3 “
众香篇

”
引作 《异物志》

,

文同
,

无末句
。

《北户录》 卷

3 “
香皮纸

”
引作 《交州异物志》

,

文一致
。

〔一〕 “
木香

” ,

又叫
“
蜜香

” 、 “
木蜜香” ,

段公路 《北户录》 卷 3引 《 异 物 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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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香 ” 后说 “
佛经所谓沉水香者也

” , 《法苑珠林》 引此条亦在
“ 沉香 ”

部
,

则所谓
“
木

香 ”
就是瑞香科的沉香 A q iu l ar ia a g al l。 。 h a R o x b

· 。 “
栈香

” 、 “
堑香

”
是沉香树不同部

位的产品
,

品质有所差别
,

正如 《岭表录异》 所谓
“
根

、

干
、

枝
、

节各有分别者
” 是也

。

〔二〕 “ 日南
” ,

郡名
,

汉置
,

是秦的象郡
,

晋宋因之
,

治所在今越南广治省广治河与

甘露河合流处
。

1 2
.

鸡舌香① 〔一 〕

鸡舌香
,

出杜薄州② 。

云是草姜⑧ ,
可含香 口

。

—
《 法茹珠林 》 卷 49

“

华香篇
, 。

鸡舌香
,

在苏州云是草花
,

可含香 口
。

—
《 御览 》 卷 9 81 鸡舌香

。

是草萎
,

可合草笺
。

外国胡人说
,

众香共是一本
,

华为鸡舌香
。 《 翻译名义集 》 卷 3

“

众香篇卷
。

①此条各处引文差别较大
,

以 《法苑珠林》 引文较为通畅
。

《名义集》 引文
“
外国

· , ·

… ”

整句是俞益期 《与韩康伯笺》 文
。

② “
杜薄州

” ,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无
。

下又作
“
苏州

” ,

难断孰是
。

③ “
草萎

” ,

《御览》 引作
“
草花

” ,

《名义集》 又引作
“
草萎

” 。

今本 《 南方 草 木

状》 卷中又说
“
其花不香

,

成实乃香
,

为鸡舌香
”
与此条又异

,

参见注 〔一〕
。

〔一〕 “
鸡舌香

,, ,

是桃金娘科的丁香 s y z y g i u m a r o m
a t i e u m ( L

·

) M e r r ·

的花
。

《唐本草》 注曰
: “

鸡舌树
,

叶及皮业似栗
,

花如梅花
,

子似枣核
,

此雌树也
,

不入香用
。

其雄树虽花不实
,

采花酿之成香
。

出昆仑及交
、

爱以南
。 ” 因其花蕾状 如鸡舌

、

如丁子
,

因

有鸡舌香
、

丁子香之名
。 “

鸡舌香
” 一名最早见于应助 《汉官仪》

。

梵语 la v a n g a ,

即 西

晋法护 《大宝积经》 卷 32 中的
“

毕力迩
”

之
“
力毕迎

”

的倒置
,

为译音
。

另外
,

一名
c h a n g k e h

,

通行于爪哇与西里伯 斯
,

乃 源 于 汉 语
“ 丁 香

,, ( t h e n g h i o ) , 一 名 b u n g a h ( b u a h )

或 l a w a n g
,

通行于前二岛西部诸地
。

l a w a , 19源于印 度 语
,

而 b u n g a h ( b u a h ) 是 马 来 语
“ 花 ” 、 “

果
” 之义

。

丁香唯一真正的土 名 为 蒂 多 雷 语 之 g o m o de
。

( 参 见 H is tor y of

I n d
一 ,

A r e h i P ,

I
,

P
, 4 9 3 ~ 5 0 3

。

)

13
.

郁金① 〔一 〕

郁金者
,
出蜀宾国 〔二 〕

。

国人种之
,

先取上佛
,

积 日英搞
,

乃 载去之
,

然 后 取
。

郁金
,

色正黄
,

细与芙蓉华里披莲者相似
,

可 以香酒
。

—
《 御览 》 卷 9 81

“

郁金
” 。

① 《本草纲 目》 卷 14 “
郁金香

” 〔集解〕 引杨孚 《南州异物志》 云
: “

郁金
,

出厨宾
。

国人种之
。

先以供佛
,

数 日萎
,

然后取之
。

色正黄与芙蓉花里嫩莲者相似
,

可 以香酒
。 ” 就

是这里的文字
,

显然
, “

杨孚
” 是 “ 万震 ” 之误

。

〔一〕 “
郁金

” ,

是百合科的郁金香 T lu ib a g e s n er i a n a L
· ,

而不是姜科的郁 金 C u r
-

e u m a a r o m a t i e a S a l i s b
一 。

〔二〕 “ 厨宾国
” ,

汉魏六朝时在今克什米尔一带
。

1 4
.

燕陆香① 〔一 〕

状如桃胶
。

—
《 翻译名义集》 卷 3

“

众香篇
, 。

①此条不见他处复引
。

一 9 7 一



〔一〕 “
薰陆香

” ,

今本 《南方草木状》 说
: “ 薰陆出大秦

。

在海边有大树
,

枝叶正如古

松
,

生于沙中
,

盛夏树胶流出沙上方采
。 ” 《广志》 亦说

: “
南波斯国沙脂有紫 赤 如樱 桃

者
,

名乳香
,

盖薰陆之类也
。 ”

沈括说薰陆香是乳香的本名
。

清
·

李调元 《南越笔记 》 卷 14

“
诸香

”
说

: “
有薰陆香

,

一名马尾香
。 ”

这里所指是松脂还是乳香尚不能确断
。

15
.

火洗布树① 〔一 〕

斯调 国 〔二 〕 又有中州焉
,

春及生 火
,

秋冬死
。

有木生于 火中
,

秋冬枯死
,
以 皮为 布

。

—
《 御览 》 卷 78

“

斯调国
” 。

大家崖舍
,
以珊瑚为柱

,

玻璃为墙壁
,

水精为础骂
。

海中斯调州上有木
,

冬月往剥取其

皮
,

绩以 为布
,

极细
,

手巾齐数匹
,

与麻燕布无异
。

色小青黑
,

若垢污欲沈之
,

则入 火中则

更清洁
。

世谓之火沈布
。

秦云定重参间门树皮也
。

—
《 史记

·

大宛列传 》 司马贞索隐
。

①此条二处所引之文合起来正与 《三国志》 裴松之注引 《异物志》 “ 火院布树
” 一致

,

曰
: “

斯调国有火州
,

在南海中
。

其上有野火
,

春夏自生
,

秋冬自死
。

有木生于其中而不消

也
,

枝皮更活
,

秋冬火死则皆枯瘁
。

其俗常冬采其皮以为布
,

色小青黑
。

若尘垢汗之
,

便投

火中
,

则更鲜明也
。 ”

按
,

此条 《御览》 引作万震 《南方异物志》
,

司马贞索隐引 作万震

《南州志》
。

《南史 》 卷 78 日 : “ 又传扶南东界即大涨海
,

海中有大洲
,

洲上有诸薄国
,

国

东有马五洲
。

复东行涨海千余里
,

至自然大洲
,

其上树生火中
。

洲左近人
,

剥其皮
,

纺绩作

布
,

以为手巾
,

与蕉麻布无异
,

而色微青黑
,

若小垢垮
,

则投火中
,

复更精洁
。

或作灯柱
,

用

之不知尽
。 ”

〔一〕
“
火院布

” , 《吴录》
、

《列子》
、

《抱朴子》
、

《神异经》
、

《搜神记》
、

《异

物志》
、

《三国志
·

魏书》
、

《南史》 均有记载
,

其原料有三
: 一是火鼠

,

二是火院草
,

三

是火流布树皮
。

实是今天的石棉纤维
。

参见城福勇 《火院布再说》
,

刊 日本 《科学史研究》

第 2 1卷 19 8 2年冬号
,

第 1 9 3 ~ 2 0 0页
。

〔二〕 “
斯调国

” ,

古国名
。

一般认为其故地在今斯里兰卡
, 一说在今印尼爪哇岛东南

的一岛
。 “

斯调国
”
名

,

首先见于朱应 《扶南土俗传》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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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贝① 〔一 〕

五 色斑 布
,
以② 丝布

,
古贝木所作

。

此木熟时
,

状如鹅毛
,

中有核如珠询 ( 原注 : 公后

切
。

)细过 丝绵
。

人将用之
,

则治 出其核
。

但 纷不绩
,

在意小抽
,
相牵引

,
无有断绝

。

欲为斑

布
。

则染之五色
,

织以 为布
:

弱
、

软
、

厚
、

致上鹿毛
。

外袱人以斑布文最烦褥 多巧者
,

名 曰

“ 城 ” ;
其次 小粗者

, 曰 “ 文给 ” , 又次粗者
, 曰 “

乌嶙
” 。

—
《 览御 》 卷8 20

`

布
, 。

①此条不见他处复引
。

② “ 以 ” ,

可能系
“
似

”
子形讹

。

〔一 ] "
古贝

” ,

是多年生的木本棉G o s s g p i u m
a r b o r e u

m L
· 。

17
.

野宫① 〔一 〕

广州南有城 曰 “ 但 ” 〔二 〕 ,

此碱在户州之南苍梧
、

郁林
、

合浦
、

宁浦
、

高凉五 郡 〔三 〕

中央地方数千里
。

往往别村
,

各有长帅
,
无君主

。

恃在山 险
,

不用王
。

自古及今
,

弥 历 年

纪
。

民俗蠢愚
,

帷知贪利
,
无有仁 义道理

。

土俗不爱骨肉而贪宝货及牛犊
。

若 见 贾人有财



物
、

水牛者
,

便以其子 易之
,

夫或窝妇
,

兄亦卖弟
。

若邻里有负其家债不时还者
,

其子弟中

愚者谓其兄 曰 : “
我为汝取 钱

,

汝但 当善殡葬我耳
。 ”

其处多野葛
,

为钩挽数寸② ,

径到债

家门下
,

谓曰
: “ 汝 负我钱

,

不肯还我
,

今 当自杀
。 ” 因食野 葛而死其债家门下

。

其 家 称

冤
。

宗族人众往债家曰 : “ 汝不还我钱
,
而杀我子弟

,

今 当击汝
。 ”

债家渐惧
,
因以牛犊

、

叶物谢之数十倍
。

死家乃 自收死者罢去
,

不 以 为恨
。

一一 《 御览 》 卷 7 85
“

但
。

广州侄贼
,

若乡里负其家债不时还者
,

子孙便取冶葛一一一名
`

钩肠
”

一一数寸许
,

到债家门下食钩肠而死
,

其家称怨
,

诬债家杀之
,

债家惭惧
,

以财物辞谢
,

多数十倍
。

死家便收尸去
,

不以为恨
。

一一 《 御览 》 卷990
“

冶葛
” 。

理贼呼野葛为
“

钩挽
” 。

一一 《 北户录 》 卷2崔龟图注
。

①此条以 ((御览》 卷 78 5所引为较全面
,

下二处所引大概是节略之文
。

② “
钩挽数寸

”
与 《北户录》 所引

“
钩挽

” 不同
,

前者为一动词结构
,

后者为一名词
。

〔一 〕 “ 野葛
” ,

一名
“
钩吻

” 、 “
断肠草

” ,

是马钱科胡蔓藤属的胡蔓藤 G el s e m i
-

u m
e l e g a n s ( G a r d n

· e t C h a m p
·

) B e n t h
· ,

常绿缠绕藤本
,
全草含吗1噪类生物碱

,

有大毒
。

〔二〕 “
侄

” ,

魏晋南北朝时期分布于两广
、

湘南等山地
,

大部分侄人已和汉人杂居
,

同为国家编户
。

关于侄俗
,

参见 《隋书
.

地理志》 及 《隋书
.

食货志》
。

〔三 〕 “ 五郡
” ,

东晋时分属交州和广州
,

宁浦所置最晚 ( 东晋 )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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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竹① 〔一 〕

交广之界
,

民 曰 “
乌浒

” 。

( 原注 :
乌浒

,

名地
。

) 东界在广 州之南
,

交州之湘
。

恒 出

道间
,

伺候二州
。

行旅有单向迫辈者
,

娜 出击之利
,

得人食之
,

不贪其对货也
。

地有棘竹
,

厚十余寸
。

破以作 弓
,

长四尺余
,

名 “
抓弩

” ,

削竹为矢
,
以饲为锁② ,

长八寸
,
以扮 急疾

,

不 几用也
。

一一 《 御览 》 卷 7 86
`

乌浒
’ 。

棘竹
,

有利
,

长七八 丈
,

大如瓷
。

一一 《 要术 》 卷10
“

竹
, 。

棘竹
,

节有棘刺
。

—
《 御览 》 卷9 63

“

棘竹
” 。

种为藩落
,
阵过层墉③ 一一 《 竹谱 》

种为藩落
,

阻过层墉
。

—
一

《 御览 》 卷9 63
“

棘竹
” 。

①此条 《御览》 卷 7 8 6
、

《要术》 卷 10
、

《竹谱》 三处引文在原书中可能不在一处
,

故

这里以三处起头列之
。

《要术》 引作 《南方异物志》
。

② “ 漩 ” ,

当是
“
漩

” 之误
。

③ 《竹谱》 日
: “

棘竹生交州诸郡
,

丛初有数十茎
,

大者二尺围
,

肉至厚
,

实中
,

夷人

破以为弓
。

枝节皆有刺
。

彼人种 以为城
,

卒不可攻
。

万震 《异物志》 所谓
`

种为藩落
,

阻 过

层墉
”
者也

。

或卒倒根出
,

大如十石物
,

纵横相承
,

状如缘车
。

一名
`

笆 竹
’ 。 ”

〔一 ] “
棘竹

,, ,

是禾本科簌竹数的大筒石 B a
m b u s a a n g u s t i s s i m a e h i a e t H

·

F u n g

除校③所引 《竹谱》 记述外
,

元李衍 《竹谱详录》 卷 4 日 : “
笠竹

,

一名
`

簌竹
’
一名

`

答 黎

竹
, ,

一名
`

答竹
久 ,

一名
`

撒竹
,
出广右两江

,

安南尤多
,

即
`

刺竹
,
也

。

南方呼
`

刺
”
为

`
劳

’ 。
丛生

,

大者二尺围
,

肉至厚
,

儿于实中
,

被人破之 以为弓材
。

枝叶喜下垂
,

自根至梢
,

每枝节间对生二刺
,

尖秒弯曲若钩
。

人家环植以为垣墙
。

初植
,

数茎作一丛
,

三五年后枝蔓

自相纠缠
,

又多钩刺
,

虽鸡犬羔豚不能通入
。 ”
广东 《肇庆府志》 日 : “

笑竹
,

俗呼
`

刺竹
,

有刺而坚
,

可作藩篱
。 ”

清
·

屈大均 《广东新语》 有日
“ 劳竹

,

一名
`

涩勒
” 。

勒
,

刺也
。

广

一 9 9 一



东人以刺为勒
,

故又日
`

勒竹
, 。

长芒密距
,

枝皆五出如鸡足
。

其林可为析确
。 ” 这里所说

,

非一种
,

当还有小瑜竹 B
·

b a m b o s ( L i n n
·

) v o s s
·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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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黄香① 〔一 〕

流黄香
,

出都是国
,

在扶南南三千里
。

一一 《 法茹珠林 》 卷49
“

华香篇
” 。

①此条是 《法苑珠林》 卷 49 “
华香篇

”
引 《吴时外国传》 时注明

“
同

” 。

〔一〕 “ 流黄香
” ,

未详是何种植物
。

附
:

《汉魏六朝岭南植物
“ 志录

”
辑释 》 收入其他九种

“
异物志

”
植物条目一览

: ①杨

孚 《异物志》
:
橘

、

文 ( 章 ) 草
、

稻
。

② 《交州异物志》
:
蜜香

。

③ 《南裔志》 :

龙眼
、

荔

枝
。

④沈莹 《临海异物志》
:

杨桃
、

梅桃子
、

杨摇
、

冬熟
、

猴阔子
、

关桃子
、

土翁子
、

狗槽

子
、

鸡橘子
、

猴总子
、

多南子
、

王坛子
、

杨梅
、

余甘子
、

枕榔
、

才元
、

钟藤
、

落藤
、

石珑
、

石华
、

丹

邱谷
、

狗竹
、

般肠竹
、

笆竹
、

百叶竹
、

筑
、

弩
、

菌
、

堕竹
。

⑤ l(( 庙海志》
:

枕榔
、

权 木
、

柯

树
、

天竺黄
。

⑥薛莹 《荆扬已南异物志》 :

杨梅
、

余甘
、

荔支
、

槟榔
、

椰
、

龙 眼
、

橄榄
、

探
、

榴
。

⑦陈祈畅 《异物志》 :
余甘

、

毅
、

蔑蒲
、

甘藉
、

三廉
、

益智
。

⑧曹叔雅 《异物 志》
:

橘
。

⑨ 《异物志》
:
橘

、

椰
、

槟榔
、

拘摊
、

荔支
、

余 甘
、

芭 蕉
、

豆 盏
、

益 智
、

药
、

杨 梅
、

橄榄
、

火流布树
、

梓谈
、

蓄母
、

桂
、

布井桐
、

构粮
、

山构粮
、

木绵
、

杭
、

札
、

护
、

文
、

镶木
、

祯
、

僵
、

摩厨
、

榕
、

枕粱
、

霍香
、

木蜜香
、

沉香
、

扶留藤
、

蔑蒲
、

蒋藤
、

钟藤
、

甘蔗
、

甘铬
、

廉
、

文

( 章 ) 草
、

蓄
、

香楷
、

稻
、

昆布
、

石发
、

蓄
、

贫彗
、

林筋
、

桂竹
、

箭竹
、

射筒 竹
、

鬃 竹
、

簧

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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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惠芳主编
、

吴中伦著
: 《青衣江流域之森林》 农林新报

, 19 4 1年 3 月
。

周映昌等
: ((中国的森林》 商务印书馆

, 19 4 1年出版
。

( 三 ) 私立铭贤 ( 农工商 ) 学院

私立铭贤 ( 农工商 ) 学院
,

原名私立铭贤学校
,

于 1 9 J9年 3 月由山西迁来金堂县城时
,

仅设普通高中
、

初中班级
,

无专修系科
。

至 1 94 0年初改为三年制专科
,

业易名为私立铭贤专

科学校
,

同年 10 月改名铭贤学院后分设四年制农
、

工
、

商三科
。

院长贾邻炳
。

农科森林教员

有朱耀炳等人
。

抗战胜利后长期滞留川西不复外迁
,

直至解放初期院系调整
,
才结束其办学

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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