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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地方志作为地情的载体，记述当地的名优特产，是志书的

．优良传统之一。以台州地’区的方志为例，明《万历·仙居县

志》中即有关于“萱”的记载j清《光绪·仙居县志》设“蔬

类”，称： “金针即萱草也，生于山者日鹿葱，植于家者日金

针，黄花，味胜过鹿葱。”明《嘉靖·太平县志》记载了湿岭

的传统名果高橙，《万历·黄岩县志》记载了“猕猴桃”，等

等。

地灵人杰，物阜民殷，是地方兴旺、国家强盛的重要表

现。地灵、物阜离不开特产。为此，记好特产，是显一地之

长、扬一方之美的必不可少的内容。在志书编纂上，’不少学者

主张详特略同，这是颇有见地的。详特当然要记好当地的特

产。 一；

’

虽然历代志书在不同程度上重视对特产的记述，有的显示

．了较高的水平，给我们留下可贵的资料、宝贵的财富。但也存

在不少问题。有的语焉不详，仅记其名，过于筒略，使人感到

可用又不易用、不够用。有的将特产列为“土产”，作了一

般性的记述，详略等同，淹没了特色。有的将特产列为“备

录"，更是一件憾事。‘

《台卅l特产志》的出版，既继承了方志传统，又弥补了上

述不足。全书将特产分列为“水果"、“水产”、，畜禽”、

“林产”、 “工艺品"、 “副食品，，、 “日杂用品刀， “天台

山名产”八个项目，详其特色，记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现实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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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同时选辑台州物产珍闻，内容丰富、翔实，既全面又有量

点，．充分体现了台州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

志贵在用。《台州特产志》文字不长，意义不小，实用价一

值很高。它可以帮助经济工作者拓宽视野，从实际出发，发展‘

地方经济，走向国际市场，可以为研究工作者提供历史和现实一

的专项资料，开展科研活动，或开发有关产品，或分析地域特+

点，或探索传统文化的轨迹等，也可以使海内外游子见书恩

物，激发恋乡怀土之情。该书文字精炼，携带方便，可称得上．

珍本记精品。 ．

梁方同志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和方志工作，以勤奋、细致、

扎实称著，受到修志同行的好评。他深入许多镇、乡、村．卢

调查研究，积累大量资料，经过严格取舍、校订，功夫不负有

心人，终于结出了佳果。文如其人。人以实为重，文以精方

贵。相信这本书的问世，会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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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台州地处浙江中部沿海，北连宁波、绍兴，南接温州，位

于全国海岸带的中心地段，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兼得山海、

天时之利。辖临海、椒江、黄岩3市和温岭、仙居、天台、三。

门、玉环5县。陆地面积9411平方公里，海域近8万平方公

里，总人口520万人。为沿海对外经济开放地区。 ．

台州素称“桔果鱼米之乡”，果香鱼肥，名特土产众多。

现有柑桔、枇杷、杨梅等果园面积80万亩，1992年采收各类鲜：

果39．6万吨，为全省最大的水果商品基地。黄岩蜜桔、楚门文

旦、东魁杨梅、洛阳青枇杷驰名中外。沿海有大陈、猫头、披’

山等渔场，年产带鱼、鲳鱼、鳗鱼、黄鱼、乌贼、马鲛、青鲇

鱼、石斑鱼等经济鱼类和对虾、缢蛏、梭子蟹及海带、紫菜等，

水产品36．8万吨。海洋捕捞量在省内仅次子舟山，海水养殖产：

量居全省首位。台州的钓带、虾仁在省内外占有绝对优势。台。

州山区的名茶、药材、名花、异果和良种畜禽亦颇有声誉。

台州的手工艺品丰富多彩。抽纱、刺绣为全国四大基地之

一。国内外称著的台州绣衣，被誉为“东方艺术之花”。数十+

万人集约经营的台州草编、麻帽、珠帘等工艺编织和翻簧竹。

雕、木雕、石雕、玻璃雕刻、彩绘、车木、剪纸、贴花、蜡。

像、节日灯等民间特艺制品，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

用当地土产资源加工精制的仙居火腿、黄岩罐头和饮料、

玉环鱼露、海门松花彩蛋、温岭灰包咸蛋等副食名产，以其淀

郁的乡土气息和特有风味，赢得国内外消费者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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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特产也和其他事物一样，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更新，

受展。昔日台州沿海盛产黄鱼、海蜇，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

由于生态变异而渐趋衰落，取而代之的对虾、虾仁、鲜蟹为当

今大宗海昧特产。唐代岁贡的台州乳柑，品种单一，产地局限

于澄江两岸，经历代引种、杂交和选育，现有柑桔品种品系已

达200多个，桔园遍及山区、沿海，成了台州8个县市的共同优

势。唐宋时，台州的手工织造以“台绢”和“玉版纸”闻名，

现应国内外消费需要，刺绣、编织、雕刻等日用工艺品和特艺

礼品蓬勃兴起，已为台州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柱。有些名特产

品，如临海的蟠毫、芦笋、奶山羊，温岭的珍珠、对虾，以及

玉环的鱼粉、仙居的彩鸟、黄岩节日灯等，还是本世纪七八十

J年代才发展起来的。各种名特产，不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开发

的，是种植、养殖、加工的，或是自然繁衍的，因其特有的性

谳和功能，都具有较高的商品价值。开发利用当地特产，是人

们致富的重要途径。

为适应对外开放、地情研究和信息交流，以促进地域经济

振兴，发展物产文化，经笔者多年努力，收集整理分布于台州

各地的120多种特产资料，几经考订，现以水果、水产、畜禽、

琳产、工艺品、副食品、日杂用品和天台山名产归类，并附台

州物产珍闻选辑，编著成《台州特产志》，奉献读者。限于精

力和水平，有疏漏和错误之处，恭请补正。

199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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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果

黄岩蜜桔



台州是国家果品生产、出口的重要基地，四季花果飘香。

现有果园约占全省水果种植总面积的掘。拥有黄岩本地早、楚
门文旦(又称玉环柚)、温岭高橙、东魁杨梅、洛阳青枇杷等一

大批优质名果。柑桔为大宗传统产品，在海内外享有声誉。枇，

杷产量已跃屠全国首位。杨梅、桃、李、青梅、柿、杏、葡萄、

猕猴桃及西瓜、荸荠等均有相当可观的产量。

柑桔产地原在中部的沿江平原地区，以黄岩蜜桔为最。但’

因人口密集，耕地少，粮桔生产互相制约，长期得不到大面积，

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始向山坡、海涂拓展，逐渐遍及全区8

个县市。为适应常年水果鲜食、加工和外贸出口的需要，50年，

代中期就着意果品生产多样化，有的地方建了“百果‘园”，

但效果不佳。70年代后期开始全面规划，地、县、区、乡根据’

不同气候环境和资源条件进行合理布局，逐步建立起各具特色，

的果品生产基地。南部低丘滨海，冬无严寒，果树越冬条件较

好，适宜柚类、甜橙生产，建立了文旦、高橙基地。中部丘陵j

河谷和东部滨海平原，气候温暖湿润，水热光照充足，为各类，

宽皮桔和枇祀、杨梅等常绿果区。西北部中低山丘陵谷地，小。

气候多样，为柑桔：枇杷、杨梅和青梅、桃、李、柿、梨、猕，

猴桃等杂杲区。

生产规模。1949年，全区果园3．．43万亩，产量1．72万吨。

1952年开始，柑桔大量出口，促进了生产和科研的发展。1958；

年秋冬，在“大跃进”的影响下，盲目引种南北方果苗18万一

株，计140多个品种，并大种柑桔实生苗。1959年，果园面积：

曾达10．90万亩。但南北方引进果木多数因水土不适或管理不

当而未能“安家落户”；扩种在粮田上的实生桔苗，也大多被

翻耕种粮。1961年果园面积回落。1961-'--'1970年，种植面积大

体维持在五六万亩，产量三四万吨左右。1971年开始稳步上

’ 1 。



升，1980年面积18．29万亩，产量8万多吨。改革开放的80年

代，随着荒山滩涂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和果品加工业的蓬勃兴

起，水果生产面积以年均5．8YS亩扩增，产量以年均1．8万多吨

增长。1990年，全区果园76．34万亩，产量26．30万吨。1992年

达80多万亩，39．57万吨。水果生产实现基地化、商品化，果

儡加工工业和专业批发市场空前发育。

1949～1992年水果种植面积与产量

单位：万亩、万吨

年份

r1 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2 i

3．43

3．98

4．03

4．05

4．11

4．26

4．24

4．46

4．74

5．51

10．90

10．24

6．11

6．79

2．30

2．30

3．34

2．42

2．43’

2．69

2．60

2．66

3．07

4．06

7．68

6．90

3．97

3．89

产 量

厶
口 计i 其中z柑桔

1．72

2．17

1．74

2．76

2．32

3．9．2

2．34

1．76

3．64

4．06

3．38

4．37

3．59

3．07

1．42

1．79

1．44

2．45

1．95

’

3．47

1．91

1．32

3．06

3．27

2．77

3．69

2．80

1．98



续表

1963 5．65 3．69 2．7l 2．18

1964 5．09 3．69 4．32 3．75

。1965 5．04 3．88 4．89 4．23

：1966 5．04 3．92 4．47 3．81

‘1967 5．34 ’4．28 2．82 2．25

。1968 5．34 4．31 2．39 —1．94

：1969 5．72 4．59 3．40 3．37

：1970 8．34 5．43 3．31 2．79

-1971 9．29 5．97 3．07 2．51

1972 10．71 6．62 6．77 5．86

’1973 11．63 6．98 4．56 3．68

1974 12．24 7．82 4．27 3．46

J1975 12．57 8．27 4．88 4．01

1976 13．02 8．72 3．35 2．45

1977 12．64 9．00
．

4．74 3．61

1978 13．83 10．15 5．79 4．83

1979 15．53 12．16 8．63 7．40

1980 18．29 14．85 8．09 6．18

1981 18．41 15．36 8．57 6．97

1982 21．43 17．19 8．93 7．40

·3·



续表

年份
产 量

合 计f 其中：柑尊

1983 24．94 18．89 10．17 8．37

1984 32．39 21．62 11．52 8．90

1985 45．09 31．13 15．48 12．90

1986 59．60 40．63 17．94 14．87

1987 71．49 45．50 23．42 20．36

1988 75．38 47．41 14．63 10．71

1989 77．87 48．89 26．36 22．22

1990 76．34 48．45 26．30 21．71

1991 77．00 50．58 34．03 28．64

1992 80．OO 52．00 39．57． 33．64

黄岩蜜桔更石董t_

浙江黄岩是中外闻名的桔乡，东方蜜桔的重要产地。黄岩

蜜桔在三国吴时《临海水土异物志》中始有记载，唐代已列为

朝廷贡品。南宋高宗迁都钱塘，九月贡青柑，十月进霜柑，赞：

台州乳柑为“天下果实第一”。陈景沂在‘《全芳备祖》中称黄‘

岩乳桔“尤天下之奇"。元代林防《柑子记》详载了黄岩蜜桔’

的产地及进贡史实。明永乐年间，日本僧人智惠来天台山进

香，归途购食黄岩蜜桔，携籽播种日本九州，实生变异成无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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