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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是食用橘子的好时
节，不仅能生津止渴，还能恰
当好处地补益机体。

在人们的普遍认知当中，
往往会将“柑橘”这个词与橘
子划上等号。实则不然，“柑
橘”事实上一直是橘、柑、橙、
金柑、柚与枳等芸香科柑橘属
小乔木植物的总称。

我国是柑橘的原产地之
一。研究表明，柑橘发源于距
今8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山
地区。随着气候的变化和生
物的大规模迁徙，柑橘顺着
东、西、南三条路线分化繁衍，
演化出了宽皮橘、香橼（我们
普陀人常说的“枸橼”）和柚
子。在各种机缘巧合下，三者
又不断芽变以及相互自然、人
工杂交源源不断产生新的品
种。比如，橙子就是由宽皮橘
与柚子自然杂交产生的，其与
宽皮橘再次回交产生出各种
柑子。而橘子和香橼杂交产
生了莱檬和粗柠檬。

作为柑橘属之一，宽皮橘
指的是果皮宽松、剥皮较为容
易的一类种群，主要包括橘
类、柑类，即我们口头上常称
为“橘子（桔子）”的水果。我
国同样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宽
皮橘生产国，产量约占到世界
总产量的一半。全世界的宽
皮橘三大主栽品种为温州蜜
柑、克里迈丁红橘和椪柑，而
我国的主栽品种除了温州蜜
柑和椪柑外，还有黄岩蜜橘、
砂糖橘、南丰蜜橘、马水桔等
较为知名的品种。

本文就此延伸，讲述下橘
子（桔子）的前世今生，以飨读
者。

“橘”得名来源于其果皮被剥开
时，“香雾纷郁”，加之果实皮肉的红
橙颜色，给人一种看到了象征祥瑞
的云彩“矞云”的感觉：“外赤内黄，
非烟非雾，郁郁纷纷之象”。明代医
药学家李时珍因此认为：“橘从矞，
谐声也”。

至于世上第一颗橘子从何而
来，古人自有他们的浪漫说法。汉
代天文类典籍《春秋运斗枢》里有
载：“璇枢星散为橘”，即橘子是天上
的璇枢星（泛指北斗星）散落所化。
看得出，在橘子稀缺的时代，人们觉
得橘子并非凡品。

距今4000年的尧舜时代，先民
就开始食用橘子了。不过，当时野
生橘子的产量不高，连贵族们都没
机会频繁接触。东汉崔实的《政论》
就有这么记载过：“橘柚之实，尧舜
所不常御”。

先民发现橘子的味美之后，很早
就展开了对栽种橘子树的研究，且初
见成效。我国第一部古典文集《尚
书》中的《禹贡》篇记载夏代的东南沿
海诸岛的人们将橘子和柚子包裹起
来，顺着大江大河运往内陆：“厥包橘
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可
见彼时已经颇具一定产量。

夏代的先民将橘子与其他柑橘
属水果清晰地划分了出来：“小曰
橘，大曰柚”。结合《周礼》与《晏子
春秋》等典籍的相关记载，周代的人
们又将橘子和枳实“划清界限”，认
为这是两种水果。此后汉代的哲学
著作《淮南子》又将厘清了橘子与橙
子之间的关系：“夫橘树之江北，化
而为橙”。到了南北朝时期，刘敬叔
更为详细地在其所著的《异苑》里讲
述了柑、橘子、橙子、柚子之间的异
同，由此奠定了后世对于这几种水

果“亲戚”的认知。
汉代到两晋南北朝这跨度达到

八百年的时间里，人们在驯化改良
橘子方面达到了一定高度，橘子适
应了不同气候和地理环境，被广泛
种植，因此才有了《史记》中所提到
的“蜀、汉、江陵千树橘”、“齐（山东
等地）必致鱼盐之海，楚（湖南、湖北
等地）必致桔柚之园”那般繁荣景
象。依据辞赋家司马相如的《上林
赋》记载，一种名为“卢橘”的橘子树
还成为了汉武帝扩建的“上林苑”筛
选栽植的高档果木之一。汉武帝还
曾还派遣使者前往位于如今越南的
占城和林邑等处引进了一些橘子品
种用于境内推广栽种。

从东晋时期书法家王羲之写给
亲友的《奉橘帖》所写到的：“奉橘三
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可见东晋
之前的人们已经摸索出了采摘橘子

要在霜降节气
之后的经验，
对果实的最
佳 赏 味 期
相当了解。

正 因
为橘子种
植的逐渐
普 遍 ，人
们在食用
橘实时发现
了其药用价
值。相传西汉
时期的道人苏
耽嘱咐母亲在瘟疫
盛行时用井中泉水浸
泡橘子树叶救治乡邻，因此
被人们奉为“苏仙公”。《后汉书》更
为现实地记载了汉代的人们用橘子
治疗疾病的事例。

▊四千余年的食橘历史

▊持续未断的栽种研究
唐代是橘子种植和传播的第一

个巅峰时期。从文学大家们的诗赋
中能感受到当时橘子树的数量之
多，栽种范围之广，例如周元范的
“离离朱实绿丛中，似火烧山处处
红”、张彤的“凌霜远涉太湖深，双卷
朱旗望橘林；树树笼烟疑带火，山山
照日似悬金”、岑参的“枫树隐茅屋，
橘林系渔舟”、柳宗元的“蒹葭淅沥
含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等等。

虽然橘子的产量提高了不少，但
品质方面还尚有欠缺。因此，唐代依
旧延续之前汉代的做法，专门设置了
挑选贡品橘子的官职，即“橘官”。值
得一提是，著名诗人杜甫就曾在夔州
担任过这一职务。当时的秦岭、淮河
等处盛产的洞庭贡橘、荆州黄柑因为
品质较好，由“橘官”挑选后，常以“包
贡”（用纸张或者绸布等物将橘子包
裹起来）的形式进献宫廷。

宋代欧阳修等人编撰的《新唐
书》提到唐代的浙江地区户户栽橘，
并向朝廷进贡。其中台州临海地区
还进贡过品种为“乳柑”的橘子。

随着橘子品种的大幅增多，自汉
唐时期开始已有人开始整理归纳相
关信息。等到南宋时期，中兴四将之
一的韩世忠之子韩彦直撰写出了人
类历史第一部橘子专著《橘录》，全面
总结了果农对橘子的种植、防虫、管
理以及对其果实的采摘、加工、入药、
贮藏等方面的经验。该著作问世数
百年来，对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橘子树栽种技术的成熟，造就

了一大批口感极佳的橘实产生。因
此，宋代的人们特别热衷于食用橘
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老饕苏
轼，他亲自开辟了园圃，“尤好栽橘”
“种柑橘三百本”。苏轼极为关注每
年“橙黄橘绿”的丰收时节，看到“竹
篱茅舍出青黄”，就急匆匆地采摘，
感受橘子“香雾噀人惊半破，清泉流
齿怯初尝”“清泉蔌蔌先流齿，香雾
霏霏欲噀人”的滋味，甚至还要调侃
北方的来客不认识南方“含滋嚼句
齿牙香”的金橘。当然，他对于自己
的朋友会极为慷慨地分享橘子这个
“心头好”：“一双罗帕未分珍，林下
先尝愧逐臣”，但总感叹自己太过寒
酸，不能让对方尽兴而归：“坐客殷
勤为收子，千奴一掬奈吾贫。”

除了苏轼外，喜食橘子的大有
人在。例如北宋词人王安中就曾对
着一大堆橘子垂涎欲滴：“嘉橘争先
睹，瑰橙复共持。琼浆封盎盎，金弹
间累累”。诗人梅尧臣称赞橘子的
汁水是“甘浆”，味道令人回味无穷。

明清两代是橘子种植和传播的
又一个巅峰时期。明代农学家徐光
启以及清代的农学家们都曾著书对
柑橘的种类、栽培和管理方法做过
详细说明。在农学家们的努力下，
橘子的种植和传播逐步遍及了全国
各地。而一部分良种柑橘也正是从
那时候被陆续引种到葡萄牙、西班
牙、意大利以及英、法、德、美等国，
最终遍及五大洲。

在悠远的历史长河当中，文学
家们将果实外观靓丽、滋味甜美且

并不容易适应环境的橘子视为高
洁、忠贞的表率，厌恶体型略小、滋
味普通的枳实，所以常借橘咏情。
战国时期的屈原《橘颂》、三国时期
曹植的《植橘赋》以及晋代的潘岳
《橘赋》等等作品都是在这样的内涵
中被创作出来的。

“橘”字还因为谐音“吉”，被人
们寓意为吉祥与团聚。因此，人们
喜欢在花木市场购买盆栽橘子树
木（主要品种是朱砂橘）摆放在庭
院里。一些南方地区还有在新春
佳节互赠橘实、制作“橘子灯”的习
俗。

▊科技兴农奏响“共富曲”
我省的橘子品种极为丰富，主要有

温州蜜柑、椪柑、黄岩蜜桔、宁海由良蜜
桔、瓯柑等宽皮橘以及红美人（橘橙杂
交）、甜橘柚（温州蜜柑 和八朔柑杂交）
等杂柑。

今年5月30日发射的“神舟十六号”
载人飞船上携带的多个“浙产”橘子种苗，
均由我省柑橘研究所遴选。其中包括了
“黄岩本地早”“满头红”“慢橘”“红柿柑
（又叫439橘橙）”等。据悉，这些种子跟
随“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后，在
经过空间极端环境（例如空间辐射、微重
力、真空等）条件处理后，会获得大量突变
基因，将由科研人员进一步观测和分析
下，获得品种更加优良的新品种。

我省的柑橘研究所拥有柑橘类多个
种质资源，具备柑橘品种改良栽培、病虫
防治、农产品采后处理、加工综合利用、
质量检测等领域的试验研究和技术推广
服务，育成国内较早人工杂交柑橘品种
“红柿柑（439橘橙）”，主持和参与选育推
广“东江本地早”“红美人”等橘子品种，
有效帮助了省内果农增收致富。

翻阅宋代宝庆年间地方县志《四明
志》就会发现，南宋宋宁宗在位时期，舟
山群岛所处的庆元府曾有向贩卖新鲜和
腌制鱼虾、“贩柑橘橄榄之属”的“城市小
民”收税，说明当时已有先民在种植、采
摘橘子。明代嘉靖年间的《定海县志》将
橘子、柚子、橙子和金柑分类记录。到了
清代光绪年间，《定海厅志》将橘子描述
为“白华赤实，皮馨香，有美味”外，还分
别记载了枸橘、香橼、柑、枳实。

如今，在我们普陀，桃花镇、六横镇
以及展茅街道等地均有规模种植橘子树
的种植户，橘子的品种也是多种多样。
据了解，桃花岛种植户主要栽种的是“红
美人”“大丰”和“上阳”“由良”等引进品
种，柑橘产业也已成为了当地的重要产
业。六横的杜庄青桔是由当地的橘子和
“象山青（桔柚类杂柑）”嫁接培育而成，
而其双塘更是有着舟山最大的柑橘种植
生产基地，所产的特早熟、早熟、中熟、晚
熟橘子，主要销往南京、嘉兴等地，也有
江苏、山东、安徽以及全省各地的客商前
来收购。

▊妙趣横生的古时吃法
宋代的人们对付橘肉发酸有

自己的办法，即在果肉上撒吴地产
的雪花盐祛酸。词人曹勋和史达
祖都有过相关描述：“沆瀣含酸，金
罂裹玉，簌簌吴盐轻点”“乍剖金肤
藏嫩玉，吴盐兼味发清香”。韩彦
直的《橘录》里也提到过用刀剖开
“朱柑”的橘皮，撒上细盐：“以刀破
之，渍以盐，始可食”。

在古人眼里，温着酒，吃着橘
子，实是雅趣非常。因此才有了唐
代诗人所说的：“看捲云帆歌白苧，
劝尝春酒破黄柑”和南宋第二个皇
帝宋孝宗赵昚的“称此一天风月
好，橘香酒熟待君来”。当然，也有
人充分利用橘子的酸甜口味，与橙
子一样作为调味使用：“芼以橙橘
尤芬芳”。人们熟知的“蟹酿橙”做

法大多情况下都是用橙子作为容
器，也有用滋味类似的橘子作为替
代的。

现在的人们吃橘子的方式可
谓是五花八门了，除了鲜食外，烤
橘子、橘子果酱、橘子榨汁、橘子果
脯、橘子蛋糕等等，还可以将其果
皮晒干成为“陈皮”，用其搭配其他
食材泡茶饮用。

橘子不仅是一种令人口齿生
津的水果，其各部位都可以作为药
材。根据各类传统医学典籍记载，
橘子的果肉、用蜜糖制成的橘饼、
橘子皮（晒干后又为陈皮）、青皮
（橘子未成熟的果实外皮）、橘红
（成熟橘子果皮外层的红色部分）、
橘白（成熟橘子果皮内层的白色部
分）、橘络（橘瓤表面筋络）、橘核以
及橘叶等等，有着不同程度地开
胃、理气、清肠、生津、止渴、止呕、
润肺、化痰、止咳、散结与止痛等功
效。

现代研究表面，橘子果实富含
维生素C、维生素B2、柠檬酸、苹果
酸等营养物质和人体亟需的钙、
铁、磷等微量元素，其所含糖分、蛋
白质、氨基酸、柠檬酸、枸橼酸、果
胶、胡萝卜素、纤维素与矿物质等，
都可以帮助改善食欲、补血、降低
血液黏度、促进伤口愈合、防治便
秘、降血脂、抗动脉硬化、预防脑血
栓。

不过，橘子富含钾离子，肾功
能不完全的人群如果短时间大量
摄入，会导致高钾血症。高钾会直

接抑制心跳和呼吸，不及时治疗的
话会危及生命。因此，该类人群应
慎食橘子。此外，橘子含有较多糖
分和酸性成分，摄入过多会引起血
糖负荷，刺激口腔和咽喉黏膜，从
而引起长痘、口腔溃疡等症状。从
中医学角度，其归属温性水果，容
易滋生内火，过量食用会导致“上
火”。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22）》每日摄入200至350克新
鲜水果的建议推算，中等大小的橘
子每日食用最多不超过4个，以2
到3个为宜。

▊全身皆宝的“宝藏”水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