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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福建到四川一带和广南东西两路，都是吃槟榔的地

区。客人到家，不沏茶，而仅用槟榔招待客人。吃槟榔的方

法是: 斩截如切瓜似地分割它，用水调一丁点儿介壳灰于瓜

蒌叶上，包裹槟榔嚼食，先吐出红水一口，而后吃它剩余的水

汁，吃不多时就脸上发热泛红。故诗人苏东坡有“红潮登颊

醉槟榔”的诗句。没有介壳灰的地方只用石灰，没有瓜蒌叶

的地方只用蒌藤。广州人又加丁香、桂花、三赖子等各种香

药，叫做香药槟榔。
吃槟榔，只有广州人较为盛行，不分贫富长幼男女，从早

到晚，宁可三顿饭不吃，唯独爱贪嚼槟榔。有钱的人用银制

盘子盛它，贫苦的人家用锡制盘子盛它。白天就着盘子频频

取食，夜晚就将盘子放在枕头边，睡醒了就吃它。中下层小

老百姓，一天花销一百多个钱吃槟榔。有人嘲笑广州人说:

“路上行人口似羊。”说的就是他们用瓜萎叶包着槟榔同放在

嘴里咀嚼，一天到晚嚼个没完。这句话可谓委婉而详细地描

绘了他们吃槟榔的情状了。每在路上碰到人，都是黑牙齿红

嘴唇，几个人聚会，( 吐出的残渣) 都是朱红遍地，实在是令人

感到厌恶。寓居在外的人士，常随身携带一个形制如银锭的

匣子，内分三格，一格用来装瓜萎叶，一格装介壳灰，一格则

装槟榔。交趾使者也用这种办法吃槟榔。
我询问吃槟榔的人，为什么极爱嗜食槟榔? 回答说:“祛

除瘴气，通气下行，消化食物。吃槟榔久了，片刻不能没有

它，没有它就口里没味，出的气都是臭的。”我曾与一医生讨

论其中缘故，他说:“槟榔能通气下行，也能耗费肺气。肺为

气之府，居于横隔膜之上如同华盖，它能掩盖腹中的污秽。
如长时间吃槟榔，那么肺脏收缩，不能掩盖污秽之气，所以浊

气上升，能于面颊之间闻到，常想吃槟榔以通气下行，实际无

益于防止瘴气侵入。他们得了各种各样的瘴气病，并不是因

为不吃槟榔的缘故。
【原文】自福建下、四川与广东西路①，皆食槟榔②者。

宾至不设茶，唯以槟榔为礼③。其法，斫④而瓜分之，水调蚬

灰一铢许于萎叶⑤上，裹槟榔咀嚼，先吐赤水一口，而后啖其

余汁，少焉⑥，面热潮红。故诗人有“醉槟榔”之句⑦。无蚬

灰处只用石灰，无萎叶处只用萎藤。广州又加丁香、桂花、三
赖子诸香药，谓之香药槟榔。

唯广州为甚，不以⑧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

饭，唯嗜槟榔。富者以银为盘置之，贫者以锡为之。昼则就

盘更啖⑨，夜则置盘枕旁，觉即啖之。中下细民⑩，一日费槟

榔钱百余。有嘲广人曰:“路上行人口似羊。”言以萎叶杂咀，

终日噍饲瑏瑡也。曲尽瑏瑢啖槟榔之状矣。每逢人，则黑齿朱

唇、数人聚会，则朱殷遍地，实可厌恶。客次士夫常以奁瑏瑣自

随，制如银铤瑏瑤，中分为三，一以盛萎，一盛蚬灰，一则槟榔。
交趾瑏瑥使者亦食之。

询之于人，何为酷嗜如此? 答曰:“避瘴、下气、消食。食

久，顷刻不可无之，无则口舌无味，气乃秽浊。”尝与一医论其

故，曰，“槟榔能降气，亦能耗气。肺为气府，居膈上为华盖

瑏瑦，以掩腹中之秽。久食槟榔则肺缩不能掩，故秽气升闻于

辅颊瑏瑧之间，常欲啖槟榔以降气，实无益于瘴。彼病瘴纷然

瑏瑨，非不食槟榔也。”
( 南宋·周去非瑏瑩《岭南代答·食用门》)

【注释】①下: 到。广东西路: 当为“广南西路”。属宋代

行政区域名，辖境相当今广西、广东西南部及海南地区。②
槟榔: 棕榈科常绿乔木。产于热带，果供食用，可入药，有杀

虫、下气、行水作用。主治虫积、食滞、脘腹胀痛、水肿脚气等

症。③为礼: 待客。④斫( zhuó 拙) : 砍截。⑤蚬( xiǎn 显) 灰:

蚬壳炙烧而成的粉末。蚬，介壳软体动物，肉可食，壳研粉可

人药。铢: 古重量单位，一铢为二十四分之一两。萎叶: 即瓜

蒌。味辛辣，能祛风止喘。南人常裹以槟榔咀嚼，认为有护

牙作用。⑥少焉: 不多时。⑦醉槟榔: 指吃了槟榔脸上呈潮

红，似醉态。宋人惠洪《冷斋夜话》载，苏轼在儋耳 ( 今海南

儋县) 时，有诗道:“暗麝着人簪荣莉，红潮登颊醉槟榔。”⑧
不以: 不论，不分。⑨更啖: 一再取食。⑩细民: 小民。瑏瑡噍

( jiào 叫) 饲: 嚼食。噍，咬、嚼。瑏瑢曲尽: 委 婉 详 尽 地 描 述。
瑏瑣客次士夫 : 外方寓居人士。次，居留。奁( liān 连) : 小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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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瑤银铤: 银锭。铤，通“锭”。瑏瑥交趾: 见“薏苡明珠”条注。瑏瑦
居膈上: 肺脏位居横膈之上。华盖: 原指帝王车骑的顶盖，此
指肺脏，为借喻之辞。瑏瑧辅颊: 两颊。辅，颊骨。此指面颊。
瑏瑨纷然: 众多。瑏瑩周去非: 生卒年不详，字直夫，永嘉( 今浙江
温州市) 人。程颐弟子周行己之族孙。隆兴癸未 ( 1163 年)

进士。曾在岭南为官多年，《岭南代答》专记岭南风俗土宜，

全书共十卷，分为二十门。
【按】本文详细介绍了宋时岭南人，特别是广州一带人，

嗜食槟榔的习俗。生动形象，诙谐幽默，引人入胜，尽现一方
风土人情。也为后人提供了一篇珍贵的医药文献资料。

槟榔原意是指宾、郎，谓来客或贵宾，盖槟榔名义则取于
此。因槟榔有驱虫、行气、消积、利水之功效，在南方诸省素
有以鲜槟榔待客和吃槟榔的习俗。现在海南一带还流行着
“拜年客人到我家，一口槟榔一口茶”的民谣; 黎族同胞也把
槟榔当作待客的佳品，并称男女定亲赠送的礼品为“送槟

榔”。岭南多瘴气，人们常以槟榔代茶，以消瘴气，因此槟榔
又名洗瘴丹。

宋代学者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的论述更为有趣，认为
槟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盖每食之，则熏然颊赤，

若饮酒焉，东坡所谓‘红潮登颊醉槟榔’者是也; 二曰醉能使
之醒。盖酒后嚼之，则宽气下痰，余酲顿解; 三曰饥能使之
饱。盖饥而食之，则充然气盛，若有饱意; 四曰饱能使之饥。
盖饱后食之，饮食易于消化，不至停积。”

清代名医陈士铎说: “岭南烟瘴之地，其蛇虫毒气，借炎
蒸势氛，吞吐于山巅水溪，而山岚水瘴之气，合而侵入，有立
时而饱闷眩晕者，非槟榔口噬，又何以迅解乎? 天地之道，有
一毒必生一物以相救。槟榔感天地至正之气，即生于两粤之
间，原所以救两粤之人也。”

( 编辑: 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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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间医学家王叔和，名熙。其着述见梁七录有《论病》
一卷; 隋书经籍志有《脉经》十卷; 唐书艺文志有《脉经》十

卷、《仲景药方》十五卷、《伤寒卒病论》十卷; 宋史艺文志有
《脉经》十卷、《金匮要略方》三卷、《金匮玉函经》八卷、《脉诀

机要》三卷; 民间行本有《脉经》十卷、《金匮玉函经》八卷。
上书十一种，去复四种，凡七种。均系西晋太医令高平王叔

和撰。叔和一代名医，去汉未远，故有深知灼见，能传仲景道

脉。他曾说过:“脉理精微，其体难辨，弦紧浮芤，展转相类，

在心易了，指下难明”。他摭集古经名论，撰《脉经》九十七

篇。仲景伤寒金匮之文十载八九，当成于三阴三阳篇之先。
宋熙宁初校正后，镂版于广西漕司，长乐陈孔硕序。元泰定

间，龙兴医学教授谢缙重刻，东阳柳道传序。道光癸卯，缪城

黄鋐刊本，跋称得明万历三年晋安袁表本，卷末识童文举复

校重梓者。又得赵府居敬堂本，元泰定四年宗濂书院本，与

家藏( 曹氏) 钞本校刻，前有叔和自序，及熙宁元年林亿等进

呈札子，附袁氏补注金匮玉函经林亿校定二十九篇一百一十

五方。首证治总例一十六条，次痉湿喝二十八条，辨脉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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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三阴三阳三百二十八条，厥利呕哕五十条，霍乱十条，

阴阳易等八条，与伤寒次序不合; 不可发汗等一十七篇三百

四十七条，与脉经次序不合; 且文义增损，语义不侔，恐是宋

人伪托。传本为国朝康熙丙申上海陈世杰校刻，首列宋英宗

治平三年校上疏，次自序与何焯，陈汝楫序。案仁宗朝，宋城

人王洙于馆阁蠹简中，得金匮玉函要略三卷 ，上卷伤寒，中

卷杂病，下卷药方并疗妇人。林亿以论伤寒者为《金匮玉函

经》，论杂病疗妇人者为《金匮要略》。而论杂病之文出《脉

经》八卷，疗妇人之法出《脉经》九卷( 曹禾《读书志》) 。秦汉

以来脉学不断发展，论脉专着《脉经》一书确立寸关尺三部定

位脉诊和常见脉象二十四种，它不仅对我国医学影响很大，

如唐代太医署的医学生要求必修这部书，而且广泛流传到国

外，六世经传到朝鲜、日本，十世纪后传到阿拉伯，如阿拉伯

着名医学家阿维森纳在他的名作《医典》中所记载脉学内容，

很多都与王叔和《脉经》一致，之后中国脉学通过阿拉伯传入

欧洲。印度古医经内，原来是设有切脉法的，到了十三世纪

沙恩迦陀罗氏也详细地编述了切脉法。由此可见中国医学

影响之深远。
( 编辑: 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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