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千年的种植史
我国是毋庸置疑的桃子原产地和起

源中心。古植物研究人员曾在云南的西
双版纳发现了260万年前的桃核化石，经
论证与现代桃核在各方面都极为接近，因
此命名为“昆明桃”。此外，研究人员在浙
江余姚河姆渡、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畈
以及河南郑州二里岗、江苏海安青墩、广
西钦州独料等遗址均发掘出土了距今
6000至8000年前的野生桃核。我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曾使用放射性碳
测年法推断，长江下游地区的桃子极有可
能在7500年前就开始被人工驯化。而所
有现代栽培的桃子种源都始于毛桃（学名
为光核桃），其经历了3000年左右的改良
栽培后，在商代基本定型为我们如今熟知
的模样。

成书于先秦时期的《诗经》《管子》
《韩非子》《尚书》《山海经》《吕氏春秋》是
最早记载人工栽培桃子的一批文献。《魏
风》记录了先秦时期，黄河以北的人们已
在园圃中种植桃树。《管子》主张用“息
土、位土与沃土”种植栽培桃树，这样种
出来的桃子味道更为绝妙。《荀子》认为
种植桃子等果蔬是仅次于粮食生产的富
民措施，建议推广。而成书于东汉的《礼
记》更是提到桃子成为了当时人们祭祀
神仙的五果之一。不过周代至秦汉的桃
子由于改良技术还不够成熟，依旧存在
着表皮多毛且滋味不佳的现象。因此，
春秋时期的人们想到了用粮食“黍”擦去
桃子表皮上的绒毛再行食用的方法。唐
代的经学家孔颖达注解成书《礼记》所说
的“桃曰胆之”，认为汉代的桃子像“胆”
一样，颜色偏青、味道偏苦。正因为如
此，人们开始苦心研究，着手开发更多更
甜的桃子品种。于是，汉武帝修建“上林
苑”时，已出现了榹桃、缃核桃（早期的黄
桃）、金城桃、绮蒂桃、柴文桃、霜桃等多
个桃子品种。其后，晋代史类书籍《广
志》记录了“冬桃、秋桃、襄桃、赤桃”等多
个新品种。南北朝时期成书的《齐民要
术》又记录了二十多个桃子品种，宋代的
《洛阳花木记》记录光洛阳地区就有三十
多种桃子。明代的《群芳谱》记录了超过
四十种的桃子品种。在汉代，我国的桃
子经由“丝绸之路”从甘肃地区向西传播
至中亚、南亚、波斯、罗马以及欧洲各国，
并在这些地方落地生根，衍生出了许多
新的品种。据统计，目前起源于我国的
桃子品种可达上千种。

我国的桃子当中，其中百分之八十都
是白桃。桃子中的黄色隐形基因，经由自
然杂交会有四分之一的概率成为黄桃。
在人工干预后，表皮和果肉都会呈现金黄
色泽。有一部分的黄桃靠近桃核处还会
显现红斑。这种黄中带红的配色深受古
人的喜爱，由此被认为是吉祥的象征，更
因此得名“金桃”。南宋的赵希鹄在其所
著的《调燮类编》里记录，在柿子树上嫁接
桃子的枝条就可以生长出这种“金桃”。
不过，唐宋时期，味道相对好的“金桃”在
皇室中风头无两，而酸度又高、甜度又低
的品种压根无人问津，任其野蛮生长。无
论是白桃还是“金桃”都随着哥伦布发现
新大陆后传入了美洲地区，加上美国园艺
人员于上世纪初从我国引入450多个桃子
品种，使之迅速成为了桃子主要生产国之
一。邻国日本直到清代光绪年间才引入
我国的桃子，并经过改良，这才有了其本
土桃树品种。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桃子也一
直被国人视为一种吉祥的水果。人们更
是赋予了它福寿、喜庆、仁义、美好的象
征，将它的形象雕刻在建筑外墙、家具装
饰等处。每逢喜庆活动或者具有美好寓
意的传说故事当中，常常会出现它的身
影。桃果同样是文人墨客抒情咏物的载
体，造就了许多经典诗句流芳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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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文 沐沐

临近“中伏”，来
上一口鲜嫩多汁的应
季桃果，必然是润喉
生津，唇齿留香，瞬间
遗忘了恼人的炎热。

本文就此衍生，
讲述下桃子的前世今
生，以飨读者。

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
我国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桃子
的选育改良工作，先后成立了“全
国桃子育种协作组”“全国罐桃育
种加工协作组”以及中国园艺学
会桃分会等研究组织，通过不断
调整育种目标、理论与技术，极为
有效地促进了桃的新品种选育工
作。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我
国已培育出623个新品种，其中鲜
食及加工桃品种598个，观赏鲜食
兼用桃品种8个。超过一半的新
品种为杂交选育方式获取，其他
由芽变选育和实生选育等方式获
取。进入 21世纪，油蟠桃、红肉
桃、红肉蟠桃、鲜食黄肉桃等品种
的出现，丰富了桃果类型，无论是
在种植场景适应方面还是在外
观、品质、产量方面都有了长足进
步。2019年，我国桃种植的面积
和产量分别达到了 1335万亩和
1599万吨，均居世界第一，其中20
个省的桃子种植面积超过了15万
亩。而我省种植面积达到了62万
亩以上，产量更是达到了55.65万
吨。可以这么说，无论是在全国
范围内，还是在我省，桃子产业都
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工作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元代大德年间的《昌国州图
志》记载，当时的舟山地区人们已
经开始食用桃子。如今，我们普陀

域内，桃花、展茅、六横等地种植户
都栽种了不同品种的桃子。

位于桃花岛的斌耀家庭农场
目前种植有超过130亩的桃树，品
种涵盖了水蜜桃、油桃、毛桃、黄桃
等多种。作为水蜜桃的一种，该农
场栽培的“小蜜露”一般在6月底
到7月初成熟，其他水蜜桃一般在
7月中旬成熟，黄桃成熟于7月底
到8月中旬。这些桃子采摘期基
本都在半个月至一个月左右。

据农场负责人张红武介绍，每
年9月鲜桃采摘期后，他就会组织
工人对桃园进行除菌杀虫，清理杂
草，修剪桃枝。等到次年开花期时
再开展一次除菌杀虫，其后进行疏
花疏果，果实套袋。这些常规又繁
琐的步骤，极度需要果农的耐心和
经验。在他的用心呵护下，十余年
的时间里，农场内的桃树林并未出
现过大规模的病虫害问题，更是保
证了桃果外观和品质的优良。

受限于悬水小岛的交通问题，
皮薄肉嫩的鲜桃难以适应长时间
的贮存或者长距离的大批量运
输。在桃花镇农旅深度融合发展
和农产品品牌推广等措施的支持
下，除了原有的市场售卖外，游客
观光采摘、本岛送货上门、江浙沪
地区礼盒邮寄等桃果销售新方式
应运而生，有效促进了农场的增
收。

乡村振兴“致富果”

与其他果树不同的是，桃子
可以自花授粉结果。它所具备的
遗传性状是相当丰富的，就算是
这种“近亲繁殖”也不会造成多样
性概率降低。同宗同源的桃果能
衍生出表皮有毛、表皮无毛光滑
和整果扁平等不同形态。人们了
解这种规律后，用插枝嫁接这种
无性繁殖的方式不断选育新的品
种，现代的桃子已经比野生的品
种大了64倍左右，果汁含量多了
三分之一，甜度也有一定增长，果
肉更是占到了整颗桃子的九成。

桃子的品种根据花盛期到果
实成熟所需天数的长短可以分为
极早熟、早熟、中熟、晚熟、极晚熟
等五种。其中80天以内的为极
早熟，而 150天以上的为极晚
熟。也可依照果肉色泽分为白肉
桃和黄肉桃，依照用途可为鲜食、
加工、兼用等品种，依照果实特征

可以分为水蜜桃、油桃、蟠桃等。
这三者以及黄桃是我们普陀人最
常见到也是最常食用的。

不同品种的水蜜桃采摘期不
同，依照6、7、8月份成熟划分为
早熟桃、中熟桃和晚熟桃，这与明
代嘉靖年间的《定海县志》说法一
致。果农在种植水蜜桃时也因为
目的不同，另将其分为鲜食和制
罐两种。我们普陀地区栽种的水
蜜桃基本都是用以鲜食，所以采
摘时往往挑选果皮色泽均匀、表
皮富有弹性、果实饱满、香气浓郁
的桃子。而制罐类的水蜜桃就没
有这么高的要求。

至于清代光绪年间的《定海
厅志》记载我们舟山地区有红桃、
碧桃、观音桃、玛瑙桃、绯桃等品
种。但编撰的人只列举了名称，
并未详细说明，因此也很难准确
推断、对应。

挑选桃子的时候，要先看其
靠近茎部的底色，如果呈现奶黄
色或者金黄色标志着其已经成
熟。如果尚有绿色，证明桃子还
没有完全成熟，可以在室温下贮
存等待熟透。许多人喜欢将未
成熟的桃子用盐腌制后食用，其
实这样风险极大，因为未成熟的
桃子含有较多的氰苷物质，过多
食用容易导致中毒。

鲜食是我们最为常见的桃子
食用方法。而宋代的人们却别出
心裁，想到了运用桃子的香味融
合米饭的甘甜来做一道“蟠桃
饭”，这种奇妙的做法被记录在了
南宋的食疗烹饪专著《山家清供》
里。而作为热性水果的桃子和凉
性的淘米水相互中和抵消，又非
常契合古人的养生理念。

其后的人们还将桃子腌制
成蜜饯，作为爽口零嘴，也有将
其与银耳一起煮羹的做法，以达
到润肺止咳、美容养颜的效用。
当然，最为著名的做法还是将桃
子制成罐头，这其中以黄桃为主
材料较多。发明黄桃罐头的欧
美人认为白桃水分足，口感软，

西餐的烘烤方式会导致它呈稠
糊状，有失雅观。而黄桃口感酸
甜，表皮厚糙更宜运输，所以成
了为罐桃的首选。美国产的黄
桃罐头曾在上世纪初横扫全球
市场。不过，上世纪七十年代开
始，我国的黄桃罐头的年产量与
日俱增，如今成为了主要出口的
罐头产品之一。

桃子富含人体所需的大部
分营养元素，其中维生素C、铁、
钙、钾等微量元素甚至远超苹
果。而且果肉具有补气补血、润
肺止咳、养阴生津、保护血管、润
肠通便和增强免疫力的效用。
桃仁也有祛瘀血、润燥滑肠、润
肺止咳等功效，还可以医治瘀血
障碍、闭经腹痛、高血压和便
秘。“桃仁承气汤”“桃红四物汤”
等古今名方都以桃仁为主药。
但桃子有活血的功用，因此女性
经量过多或行经期间不宜食用
此类药物。

桃子也是最易诱发过敏的
水果之一，许多人食用后出现嘴
角发红、瘙痒以及脱皮等症状，
应该立即停止食用。

食用方式和营养价值

桃果的品种繁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