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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说槟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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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海南槟榔、湖南槟榔以及台湾槟榔作对比，从分

析三地槟榔的嚼食习俗，所能代表的风俗民情，到突出海南槟

榔的药物作用，湖南槟榔的零食化，以及台湾槟榔的娱乐化。

并且，槟榔作为一种瘾品，浅析其为什么不能成为全球化产品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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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个湖南人，从小在槟榔的熏陶下长大，不得不多说

说槟榔。但据我所知，我国常见的吃槟榔的地方分三块，第一

属湖南，再是海南以及台湾，但各地与各地的吃法不一样。湖

南的槟榔因为我本是湖南人品尝较多，自然比较了解；海南去

过几次，亲眼见过小伙子爬树摘槟榔，当地人吃槟榔，自己也

试吃过；台湾的槟榔则是由几个去台湾交换生的同学们转述给

我，然后我再道听途说了解一些的。这次想就这几个地方关于

槟榔的嚼食习惯以及风俗民情做一点浅显的对比。

一、海南槟榔

首先谈谈槟榔的生长地——海南。海南省是我国槟榔的主

要产区，入冬是槟榔收获季节。到海南来的游客除了领略宝岛

自然风光外，还有不少引人入胜的风俗人情，“客至敬槟榔”就

是其一。当时的海南人把槟榔当成奢侈品对待，都是用来招待

贵重的客人的。根据莫斯《礼物》中提到的那样，这样的礼物

包含了双重信息，首先是送礼者的产品和劳动信息，其次还有

自我的某些成分，包括送礼者的生命和时间。

海南吃槟榔很讲究，他们吃的是槟榔最原始的味道，先把

槟榔切成片，然后粉上佐料卷上蒌叶，再放进口里慢嚼，初时

味涩，吐出的汁水像血一般红，吃后面红耳赤目眩，如醉酒一样。

海南的生槟榔最独特的在于它的药效，槟榔果实中含有多

种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和有益物质，如脂肪、槟榔油、生物碱

等成分。槟榔能下气、消食、祛痰，所以在药用性能上被人们

广泛关注。鲜食槟榔有一种“饥能使人饱，饱可使人饥”的奇

妙效果，不仅如此，槟榔还有治青光眼、眼压增高、驱虫等症

的效果。

既然海南的生槟榔这么好，为什么吃的人还是不及湖南多

呢？首先，海南的北部人几乎不吃槟榔，海南的人口远比湖南少，

即使是所有的海南人都吃，也仅湖南人口的 1/8。再者海南的鲜

槟榔保存期非常短，不易存储，适合现摘现吃。而且海南的槟

榔产业链较短，产品研发能力低，加工深度不够，所以海南省

的鲜槟榔采摘完后，仅初加工就运往了湖南。这下，要多多谈

谈我的家乡，湖南的槟榔了。

二、湖南槟榔

相比于海南的槟榔的药物作用，湖南的槟榔更加贴近零食。

湖南人喜欢没事就嚼槟榔，他们把它当作是口香糖（在湖南槟

榔产销最超过了口香糖）。湖南人食用其目的在于消食、解馋，

所以在选择时，常常避开刺激性较强的槟榔成品。

“烟、酒、槟榔、茶，吃了往上爬。”这是长沙人生活中的

一句口头禅，“爬”别有韵味，一是说吃了这四件就爬上床睡觉，

二是寓意事业学业步步高升。三五好友聚会，多好的烟酒别人

不在乎，要是递上颗槟榔，嚼在口里，那劲头甭提多爽朗。漫

步大街上，随处可见口嚼槟榔的男女老幼，面掏出一颗槟榔招待，

显得自然、亲切，让人眼见具有地方浓郁的特色食品，一下就

找到了话题，彼此拉近了距离。

小龙王、胖哥、友文、宾之郎、口味王、皇爷、七妹等等

都是湖南的槟榔名牌。槟榔也分许多种，这来缘与它们的加工

过程不太相同，有辣的有纯的有烈的有芝麻的等等，所以大家

口味都不同。湖南槟榔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台湾和海南人只

吃生槟榔，而吃干槟榔首先从湘潭开始的，长沙人刚开始只吃“湿

壳子”，随着长株潭三市的交通便利，交往越来越甚密，长沙人

又容纳接受了“干壳子”（湖南人把槟榔也叫做壳子）。

戴维考特莱特指出：槟榔的需求主要在人口众多的亚非地

区，对欧洲人而言其地位不甚明显。为什么海南的槟榔能传到

内陆湖南来，而槟榔这么多年来，却没有在世界流行开来呢？

戴维考特莱特提出“精神刺激革命”，越洋贸易形成后，人

们有意识的追求改变清醒意识状态的方法，有意识的追求扩大

种植能引起精神刺激的植物。但槟榔却没有成为全球生产的东

西，那是因为瘾品的全球化生产需要符合几个条件：1，它必须

能在西欧成为普遍能接受的药品或消遣品，而槟榔、卡法、龙

舌兰等都没有成为全球性的瘾品，就是一开始没有被欧洲人接

受。2，服用瘾品的后果应该雅观，而嚼槟榔会使牙齿变黑，舌

头变红，这对于爱美人士来说更加是一个禁忌。3，槟榔的种植

适应性不强，遇到飓风或冰雪易导致减产甚至颗粒无收。4，槟

榔食用方式较麻烦，需要蒌叶，熟石灰，烟草粉末，这样运输

时又加大了运送成本。5，槟榔等不像茶叶能经过加工后再运输，

因此也失去了它成为全球性的瘾品的地位。

三、台湾槟榔

台湾就有极其多的槟榔妹，准确来说应该叫“槟榔西施”。

台湾“槟榔西施”由来已久，并且“槟榔西施”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是在槟榔销售方式中的一种独特并且长青的销售方式，成为了

台湾的一道风景线。槟榔商家经常用漂亮女子身着暴露来达到

宣传的目的，并且吸引了不少人的围观，以使得槟榔的销售更

为广阔。但经过槟榔西施手的槟榔，卖价一般比较贵，差不多

是 100 台币一颗。

台湾槟榔一般来说，与海南槟榔最大的差异之处是没有包

裹叶子的，而且台湾槟榔的产量比海南还要多。他们把采收后

的槟榔，剥除果蒂和较老的部分，先取由彰化引进的带有胡椒

香气的荖叶，再搅匀石灰，用小刀涂少许在叶上，将之卷起。

然后切开槟榔，将已卷好的荖叶夹放在中间，这样老藤、石灰、

槟榔一起嚼食。嚼起来脸颊红润，全身暖洋洋的，如同喝了一

杯小酒。因此，在台湾吃槟榔者不仅限于青年男女，就连已无

牙齿的老者也将“三合物”绞碎后嚼食过瘾。

尽管由于运输条件、保质期以及饮食习惯等问题，槟榔没

能成为全球性的瘾品，但纵观海南、湖南、台湾三地的槟榔，

其都代表着各地不同的风俗民情，可谓各有各特色。海南的槟

榔具有奢侈品功能可作为礼品向贵宾们赠送；湖南的槟榔经过

产业链式的加工后成为了全民不可缺少的零食；而台湾的槟榔

经过美丽的槟榔妹的宣传后，成为集聚观赏性和好口感的食物；

不同品种嚼食起来，也都是回味无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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