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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 州 地 情 丛 书

钦州历史悠久。灵山县马鞍山“灵山人”遗址发现旧石器晚期的人骨化石，距今

约二万至十万年。

今钦州市境古为骆越地，秦属象郡地，汉初属南越国地。汉元鼎六年（前 111

年）属合浦郡合浦县（县治在今浦北县泉水镇），汉建武十九年（43年）合浦郡治由

徐闻县迁来合浦县，郡治与县治同城。南北朝梁中大通四年（532年），以宋寿、宋

广、安京 3郡置安州，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安州为钦州，此为钦州得名之始。

钦州地处北部湾畔，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得益于千万年仁厚峻拔的山的

滋养和千万年温润海风的滋润，经过千百年的发展，造就了今天迷人的岭南风光，

及流淌在大街小巷的浓郁海洋文化韵味。

人类不断向前发展，每一步都有着前人的足迹，或深或浅，不能忽视。钦州悠久

的历史，培育了源远流长的文化，这些过去的信息，是我们宝贵的记忆，也是我们继

续前进的坚固基石。所以，钦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利用自身拥有丰富地情资料的优势，

编辑系列“钦州地情丛书”。我们希冀“钦州地情丛书”能够以厚重的史实，让读者从

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了解钦州、认知钦州，从而对不断发展变化的钦州有更深的理解。

地情资料是先人们生活方式的智慧结晶，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

财富，也是一根无形的精神纽带，维系着钦州人民的精神家园。这些文化遗产有待

于我们进一步开发、利用，使之起到资政、育人的作用。“丛书”力求将钦州人民在历

史长河中的生活、生产场景描绘出来，不仅记述重大历史事件，也反映钦州人民坚忍

不拔、生生不息、顽强拼搏、兼容并蓄、精诚团结的精神风貌。“丛书”中所记述的每一

个故事、每一种物产、每一个事件，都有着深厚的钦州历史积淀，散发着后人可追的先

贤遗风。编纂出版“钦州地情丛书”，为构建美好钦州服务，也是我们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有理由相信，“丛书”的出版将为钦州人民承载历史，创造未来，提供丰富

的历史土壤，激励新一代钦州人，先行先试，只争朝夕，为明天钦州的繁荣昌盛作出

应有的贡献。

钦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钦州地情丛书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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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50年代以来，钦州境内的六万大山和十万大山中陆续发现野生

古荔枝树群，标志着钦州是荔枝的原产地。而堂排古墓出土的西汉荔枝，则从

另一方面为钦州栽培荔枝至少有 2000多年的历史提供了佐证。

灵山县新圩镇邓家村现存一株树龄超过 1500年的古香荔，是世界上现

存最古老的荔枝树。钦州境内现存 800年以上古荔数千株，500年以上古荔上

万株，300年以上古荔不计其数。大芦村古民居、龙武庄园、马肚塘古宅群等历

史较长的古建筑旁都保存有荔枝古树，说明勤劳的钦州人民自古以来就有栽

培荔枝的传统，“村旁荔林，庭前荔荫”是钦州民居的重要标志。

钦州的荔枝品种最早以本地实生品种和灵山香荔为主，1960年以前二者

比例高达 90%。20世纪 70年代开始，荔枝罐头热销一时。黑叶（中熟荔枝品

种）含花青素少，不易变红，特别适于加工糖水罐头，市场上黑叶供不应求，钦

州到处种黑叶。1981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钦州人把种植水果

视为发家致富的重要途径，各地兴起种水果热，其中荔枝种植比例最高。特别

是 1996—1998年，从市到县再到乡镇，所有机关单位都参与办果场，荔枝产业

突飞猛进，到 1999年全市荔枝面积 83501公顷、产量 109848吨，分别是 1986

年的 34倍和 23倍。这期间虽选育、引进了不少新品种，但仍以黑叶为主，2000

年黑叶所占比例达 70%以上。至今，钦州荔枝品种共有 50多种。

进入 21世纪，随着荔枝面积、产量的增长，加上荔枝罐头厂相继停产，出

现了卖荔难，以黑叶为主的中熟品种销售尤为困难。2002年，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区启动后，泰国、越南等东盟国家的廉价荔枝零关税大量涌入中国，钦州

的荔枝价格更是一路狂跌，至 2004年跌入谷底，黑叶收购价每斤仅几毛钱。

之后，钦州通过采取高接换种等措施，逐步减少中熟品种数量，至 2010年，

概述
GAISHU

1



钦州荔枝
QINZHOU LIZHI SHIHUAQINZHOU DIQING CONGSHU

钦 州 地 情 丛 书

早、中、晚熟品种比例调整为 21.10∶62.86∶16.04。这期间，荔枝干、荔枝酒等

加工业有所发展，政府也通过举办订货会、推介会、荔枝节为荔枝销售助力，

逐渐扭转了卖果难的局面。

钦州，是一块荔香流蜜的热土，不仅荔枝多、荔枝好，还盛产荔枝文学、绘

画、摄影作品。一代画师齐白石一生三游钦州，作荔枝画，写荔枝诗，临终还写

下“此生无计作重游，五月垂丹胜鹤头；为口不辞劳跋涉，愿风吹我到钦州”的

佳句。到了当代，钦州把荔枝产业视为自身的优势，大力挖掘与荔枝有关的文

化，使钦州荔枝的知名度不断提升。

如今，荔枝已经成为钦州一张响亮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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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钦州荔枝起源

从文献看，我国对荔枝的记载相对较晚。起源于黄河流域的桃、李等蔷薇

科果树在《诗经》中就有记载，一些起源于长江流域的芸香科果树则在战国时

期的文献《禹贡》、《山海经》、《韩非子》中有记载。而起源于华南的无患子科荔

枝、龙眼等果树，直到秦皇汉武不断开发岭南，才逐渐为中原人所知。钦州远

离北方朝廷，相对偏僻，古代文献关于钦州荔枝的记载几乎没有。从钦州境内

的六万大山、十万大山中发现野生古荔枝树来看，钦州应当是荔枝的原产地。

今钦州市浦北县泉水镇汉代曾为合浦县、郡治所，其附近的堂排西汉古墓中

出土的荔枝皮、核，是目前唯一的 2000多年前人类栽培荔枝的实物例证。灵

山县邓家村塘坡屯现存一株南北朝时期所种的古香荔，是世界上树龄最高的

荔枝树，堪称“荔枝王”。灵山县平山镇汉垌村有一株 800年以上的古荔枝树，

每年结果 1500～2000公斤，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单株产量最高的荔枝树。荔枝

古树遍布钦州各地，其数量之多、树龄之高，天下第一。钦州是名副其实的“荔

枝之乡”，也是当之无愧的“荔枝之源”。

第一节 荔枝的传说

在骆越古国，有一个美丽的女孩，弯弯的眉毛，大大的眼睛，深深的酒窝，洁

白的牙齿，丰腴结实，冰清玉润。见到她的人无不惊呼“哈香”。“哈香”在骆越语

中意指“太美了”、“靓极了”。久而久之，大家竟不知她的真名，都叫她“哈香”。

哈香 15岁那年，嫁给酋长的儿子勒旺。哈香嫁到酋长家后，与丈夫举案

齐眉，相敬如宾，对公婆奉茶送汤，服侍周全，对家里的下人从不打骂。全府上

第一章 荔枝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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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都称赞她温柔贤惠，知事明理。

哈香心地善良，和蔼可亲。在山道上或村寨里，凡遇见人，无论相识与否，

也不分富人还是贫民，都亲切招呼“呗格雷”（去哪里）、“哽艾蒙”（吃饭了没

有）、“候栏啰”（进家呀）。家里来了客人，哈香更是热情周到。通常先奉茶，再

敬槟榔、瓜子、水果。如果是远客，她担心客人走累了，饭前总要额外给客人煮

甜酒，没甜酒则煮糖水蛋。哈香的美丽热情，使见到她的人对她喜爱不已，部

落里的年轻人都喜欢找她聊天，有事也喜欢找她倾诉。

酋长因为有哈香这样一位贤淑、善良、阳光的儿媳妇，心里乐开了花，常

在夫人面前夸赞哈香：“我们家前世修来的仙女”，“上天恩赐给我们部落的女

神”。每次哈香递茶给酋长或端水给酋长洗脚，酋长跟欣赏珍稀宝贝一样，甜

美地微笑着，目不转睛地望着哈香。酋长夫人误以为他给哈香迷住了，对哈香

日渐心生不满。

当初，酋长夫人执意不要哈香服侍她，说那是奴婢做的事。随着不满日

增，酋长夫人竟主动要哈香服侍她，把哈香使来唤去，经常故意找茬。哈香服

侍她洗脚，她故意把洗脚盆踩翻，弄得满房的水。哈香端茶给她，她故意不接

稳茶杯，弄得杯碎茶洒。然后，借故发泄，辱骂哈香。每次，哈香都低头认错，跪

着擦地，从不顶撞。

一次，东边部落的头领来访，见到哈香美若天仙，又非常热情，顿时像失

了魂似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哈香。哈香给他上茶时，他一把拉住哈香的手，

问她叫什么名字。酋长见状，干咳一声，跟那位头领说：“这是我家公子勒旺的

媳妇！”

“我还以为是仙女下凡呢。”那位头领的脸唰地一下红到脖子根，羞愧得

全身直哆嗦，一再说：“对不起！失礼了！”

酋长夫人常拿这件事在勒旺面前说哈香天生下人相，专做下人事，有失

体统，没资格作未来的酋长夫人，还说她丰体媚姿，秀色可餐，专勾男人的魂，

是红颜祸水。后来，酋长夫人给勒旺娶了西边部落头领的女儿额鞠为妾。额鞠

从小娇生惯养，虚荣心、嫉妒心特别强。她见哈香漂亮，心里无数次在说：“哪

一天我定要毁了她的容！看她还美不美、骚不骚！”

一年夏天，连日暴雨引发泥石流，冲毁了住在山边的勒宝一家。哈香领着

村民赶去救人，只见勒宝整个身子埋在泥浆里，只露出鼻子以上部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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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来救人啊！”哈香边喊边向勒宝冲去，双手奋力抠起勒宝嘴边的泥浆，

使劲向两边抛洒。村民们从未见过平时斯斯文文的哈香如此神勇，纷纷加入

到救人行列。大家齐心协力，终于把勒宝从泥浆里挖了出来。

哈香伸指去探勒宝鼻息，把勒宝弄得满脸是血。此时，人们才发现哈香抠

泥时把手指的皮都抠掉了，鲜血直流。她见勒宝尚有一丝气息，叫人把他抬到

自己家里，赶紧煮糖水喂他。

勒宝活过来后，时刻牢记哈香的救命之恩，家贫的他常采些山花野果送

给哈香。哈香也偶尔接济一下勒宝。额鞠认为时机到了，就经常在勒旺面前挑

拨离间：“哈香跟勒宝交往频繁，部落里都传他俩有奸情。”开始的时候，勒旺

不以为然。

一天，勒宝到十万大山去砍柴，摘了很多山花和野果，天黑回到村时，已

经饿得眼冒金星，有气无力，但还是先把山花和野果送给哈香。哈香见了，把

锅里的剩饭、剩菜热一遍，留勒宝吃完才送他走。

那天，勒旺带着一帮人外出打猎，喝了很多酒，半夜才回家。额鞠听到马

蹄声，赶紧跑出去，把勒旺拉进自己房间，说：“那个淫妇哈香趁你不在，把奸

夫勒宝请到家里，好酒好菜款待。”她见勒旺将信将疑，又绘声绘色地编造一

堆哈香跟勒宝淫乱的情节，直说得勒旺怒火中烧，青筋突起。额鞠看到勒旺眼

露凶光，进而说：“不信你去她那里看看！平时勒宝送来山花，她都给阿妈，野

果都分给大家。这次倒好，只顾他俩欢爱，一点也没拿出来，连阿爸也没给。像

她这样娇艳的女人，哪个男人见了不心动。听说东边部落的头领来我们家时，

见到她，眼睛都转不动了，跟丢了魂似，当众拉她的手。除非毁了她的容，免得

她招蜂引蝶，败坏家风、门风。”

听到这里，勒旺再也坐不住了，一起身就去找哈香，见哈香房间漆黑，伙

房还透着光，估计哈香在伙房。他走进伙房一看，哈香一边纳鞋底，一边烧水，

锅里的水正“咕嘟咕嘟”滚开着，碗柜上放着一大束山花和一大篮野果。“原来

额鞠说的是真的呀！”勒旺暗道，心里盘算着如何收拾哈香。

哈香听到脚步声，抬头见到满身酒气的勒旺，赶紧放下手里的针线活，轻

责道：“怎么喝那么多啊！酒喝多了会伤身的。水热了，我给你打水洗澡吧。碗

柜上有勒宝刚摘的野果，我已经洗过了。你尝尝，看好不好吃？”说完就去拿

桶，把锅里开着的水舀进桶里，柔声说：“水开了，小心别碰着，等我兑些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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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才洗。”哈香边说边俯身去拿鞋子给勒旺换用。突然，勒旺提起那桶滚烫的

水，“哗”地一下对着哈香头顶倾倒下去。

哈香一声惨叫，震惊整个酋长大院，睡梦中的酋长夫妇及奴仆们全被惊

醒。大家赶到伙房一看，哈香瘫坐在地上，头发、衣服正透着热气，脸、脖子、手

通红。勒旺呆呆地站在冒着热气的木桶边，醉意已褪去不少，显得惊慌失措。

酋长赶紧叫女仆们扶哈香回房更衣，又派人去叫村医，要他带上所有能

治烫伤的药，赶来给哈香治伤。然后，酋长把勒旺叫进卧室，命令勒旺跪下，狠

狠地说：“你个孽子！给我老老实实说，为什么要对哈香下这样的毒手？”勒旺

于是把额鞠说哈香跟勒宝如何淫乱，诱导他毁哈香的容等，一五一十全说了。

“你是瞎子还是傻子？哈香是什么样的人，相处这么久你还不了解？”酋长

说完，稍停一下，接着说：“勒宝家遭难，本该我这个当酋长的组织人去救援。

哈香带人把勒宝救了，那是为我争面子，为我们家争光。哈香接济一下勒宝，

帮助他重建家园，等于替我办事，这有错吗？勒宝不忘哈香的救命之恩，采山

花野果送给恩人，说明他有良心。”

“都怪我，不该把额鞠娶进家门。”酋长夫人后悔不已，长叹一声，接着说：

“我以为大户人家的女子个个知书达礼，实在没想到额鞠竟是一个自私自利、

蛇蝎心肠的女人。这个额鞠从来没想过为我们部落、我们家做点什么，只顾自

己享乐，还成天搬弄是非。她从来没有像哈香那样服侍我们俩老，相反，我有

时还得去照顾她。”

哈香的烫伤太严重，面积太宽，村医的草药效果并不明显。第二天，哈香

低烧不退，全身红肿。到第四天时，哈香身上多处化脓，高烧严重，处于半昏迷

状态，生命垂危。村医说：“现在是生死关头，就看哈香能不能挺过今晚。她现

在就跟挂在悬崖峭壁上一样，双手扣住一块石头，下面是万丈深渊，稍一松手

就没命了。”

经历千难万险的酋长马上明白了村医的话意，他略加思索，来到哈香床

边，轻握她的手，努力控制情绪，缓缓地说：“哈香，我是阿爸。我知道，你现在

心里很委屈，全身疼痛难忍。我年轻时也经历过这种事，在最难熬的时候差点

想放弃，但想到部落里很多事需要我去做，家里人需要我照顾，最后还是挺过

来了。哈香，你现在的担子比我当年要重得多。你看，阿爸老了，勒旺又没主

见，我们部落今后得靠你来支撑。你的几个儿子还没有长大成人，都需要你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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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呵护。他们之中，你还得帮我培养出一个未来的酋长。”酋长说到这里，眼

泪从哈香的眼角往下流。此前，她可能是想放弃，表现得心如死灰般的冷漠。

酋长看到哈香流泪，又感觉她在加着劲与自己握手，知道她选择了坚持，接着

说：“村医说，现在是你最困难的时刻，挺过今晚，烧会慢慢退，肿会慢慢消，疼

痛也会慢慢减轻。部落里的人得知你伤得很重，昏迷不醒，每天都在我们家的

门口跪着为你祈祷，我们全家人也天天为你祈祷，祝你早日康复。相信上天一

定会保佑你度过此劫。”此时的哈香，不再流泪，手握得更紧一点，呼吸明显比

先前均匀、有力。

酋长告诉哈香：“你阿妈在这里，想跟你说说话。”然后把哈香的手交到夫

人手上。

夫人双手握住哈香的手，说：“哈香啊，我是阿妈。以前都是阿妈不好，错

怪你。现在，我跟你阿爸商量了，等你好了，这个家就交给你来管。因为你比我

能干，肯定比我管得好。”夫人说着，想到村医说哈香难过此晚，心如刀绞，喉

咙哽咽，泪水直流。哈香也泪流不已。夫人看着哈香肿胀得变了形的脸，担心

自己再待下去会哭出声来，说：“部落里老老少少还在门口跪着等我回话。他

们说了，要是你还不转好，他们就一直跪着为你祈祷。我想，我还是去跟他们

说，哈香你好些了，叫他们回家等你的好消息吧。好不好？”说完，夫人转身捂

住嘴跑回房间大哭起来。

第五天，奇迹出现了。哈香的烧退了不少，皮肤没原来那么红，也清醒许多。

此后，哈香的伤一天天好起来，不久就能起床走动。只可惜，痊愈后的哈香满身

疤痕，原来姣好的面容变得坑坑洼洼，再无秀美可言，简直就是一个丑八怪。

哈香被烫伤后，夫人一气之下撤走额鞠身边的奴婢，酋长大院上上下下谁

也不愿跟额鞠说话。额鞠觉得没脸再待在这里，只好回娘家住，此后再没回来。

哈香的伤好后仍像从前那样服侍酋长夫妇。酋长夫妇每次看到曾经美若

天仙的好媳妇被烫坏成这样，心里流血，每天自责，身体一天天变差，不久相

继离世。

哈香昏迷期间，勒旺一直守在床边。哈香醒来后，他不敢正视哈香。哈香

痊愈后，他仍然不敢正视哈香，见面总是低垂着头，内心愧疚万分。酋长夫妇

过世后，他更加悔恨交加。一天打猎时，勒旺脑海突然闪过开水泼哈香那一

幕，思想一下混乱起来，迷迷糊糊狂追猎物，跌落悬崖身亡。

7



钦州荔枝
QINZHOU LIZHI SHIHUAQINZHOU DIQING CONGSHU

钦 州 地 情 丛 书

接二连三的打击，哈香的精神几近崩溃。可儿女们尚未长大成人，最大的

儿子巴力才 16岁，她真不知道让谁来接酋长这个班。她分别找部落里的长老

商讨。有人主张哈香自任酋长。有人建议由巴力继任，哈香辅佐。有人提出搞

竞选，如擂台比武，或投票选举，这样选出来的人在部落里要么是最强悍者，

要么是威望最高者。

哈香觉得，自己一个丑怪女妪做酋长会让其他部落笑话，巴力资历太浅

难以服众，擂台比武或投票选举可能出现派系对立，不利于团结。思来想去，

哈香想出一个既能选出德高望重者，又有利于部落团结的办法———“好人缘

比赛”：每年八月十六，寨子里家家户户都办起筵席，以来客多寡定胜负，来吃

饭人数最多的为胜户，胜户主人当选酋长。比赛由部落的长老们主持，派人到

各家各户统计来吃饭人数，晚上举行篝火庆典，宣布统计结果，为新当选酋长

加冕。为此，哈香跟长老们反复讨论，制定比赛细则，挨家挨户宣传。

当年的八月十六，全部落的人不约而同集中到哈香家吃饭。晚饭后大家

一起到村前的岭头参加篝火庆典。庆典开始了，十多面巨大的铜鼓一字排开，

十多个壮汉束着黑腰带边擂边舞，巫师着花衣裙，戴鬼脸壳，亦歌亦舞，在乐

师们的笛笙琴鼓配合下，祭拜天神。然后男男女女围着篝火吹拉弹唱，舞刀弄

剑，通宵达旦。天亮时，长老宣布首届“好人缘比赛”结果，哈香家获胜，巴力当

选酋长。

哈香知道，巴力年纪尚轻，难以担当如此重任，人们选他做酋长，是因为

大家对自己的尊敬。她决心把酋长一职传给最有威望的人。

第二年的八月十六，哈香吃完早饭，就领着家人去特槐家。特槐剽悍豪

爽，诚信友善，威望极高。部落其他人去到哈香家，见锁着门，不约而同地转去

特槐家。大家在特槐家见到哈香一家人，无不为她的让贤之举所感动，益加对

她敬重。此后数年，哈香总是抢先赶到特槐家，特槐因此连任酋长，直到新人

超越，特槐效法哈香主动让贤。

自从选举酋长后，哈香部落没有外敌来犯，没有匪贼侵扰，村民和睦相

处。来了客人奉茶、敬槟榔或瓜子、水果，饭前给远客煮甜酒或糖水蛋，逐渐成

为骆越人的生活习惯。八月十六的篝火庆典年年在岭头举行，也渐成习俗，叫

“跳岭头”。以谁家客多来吃饭为荣的“好人缘比赛”，叫“吃岭头”。这一习俗直

至现在还在岭南地区广泛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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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香活过百岁，无疾而终，葬在古窦岭下。不久坟上长出一树，三年后结

果。果色鲜红，像哈香热情好客的性格；果壳如鳞斑粗糙，像哈香毁容后满脸

红色的疙疙瘩瘩；果肉洁白香甜，滑润如凝脂，好比哈香虽然失去了美丽的外

表，但善良的本性不改，高贵的气质常在，高尚的精神永存，外头难看里头甜。

当地人认为此树就是哈香的化身，称为“哈香树”，纷纷把果核作种，在房前屋

后遍种。这种树的树龄一长，树干布满疙瘩，跟哈香被烫伤后浑身疤痕相似。

这种树即使遭台风刮、雷电击、野火烧等折枝损干后，依然不死，有些只剩半

边树干还照常开花结果，表现出了无比顽强的生命力。其树枝韧性十足，孩童

常吊在枝上荡秋千。其木质坚硬异常，被用做榨油的榨杠、撬石头的撬杠、切

菜的砧板。这跟哈香历经打击后的坚毅本质极似。

哈香的故事广泛流传，充满了励志的正能量，于是有汉人将“哈香树”译

成“励志树”。“哈香”的本意是“丽质”，年轻时的哈香天生丽质，也有汉人把

“哈香树”直译为“丽质树”。岭南白话说“励志”或“丽质”，中原人听起来像“荔

枝”，故慢慢被叫成“荔枝树”。

灵山大芦村 400多年树龄的古荔残根依然开枝散叶，果满枝头

（黄芬文摄于 2014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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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荔枝原始林 （傅玲娟 袁沛元 摄）

第二节 荔枝起源考证

野生荔枝林

关于荔枝的原产地，众多学者经过长期、大量的研究和考证，发现在海南

岛、雷州半岛、云南勐仑、桂东南六万大山和十万大山等地有成片野生荔枝林

分布，证实了荔枝的主要原产地在中国的上述地区。

根据调查资料，广

西的野生荔枝主要分布

在六万大山（主体部分

在钦州市浦北县）、十万

大山和大新县中越边境

的下雷镇山区一带。六

万大山、十万大山蕴藏

有丰富繁茂的植物资

源，野生荔枝林就生长

在茂密的丛林乔木中，

树干直径都在 150厘米

以上，最大直径 210厘

米。野生荔枝树的生长

极为缓慢，其直径每年

仅增长 0.3 厘米。树干

直径在 30 厘米以上的

野生荔枝树，就达 100

岁高龄。这些野生荔枝

树的树干直径都在 150

厘米以上，意味着它们

此为六万大山卫星图像，一片翠绿的茂密林中生长着成片

的野生荔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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