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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州橘红是广东省化州县的特产，名贵的地道中药材o，在

药用上具有较高的价值，是健胃行气、化痰止咳的良药，在国

内外久负盛誉。

． 化州橘红从它的发现至今天已有l 000多年的历史。相传于

南朝·宋时已有种植，隋、唐、宋，元不断发展，明清享负盛

名，产品远销东南亚、西欧。由于索橘者日众，加之功效独

特，明清两朝均歹lj为宫廷贡品，成为皇宫之御用药物。据《化

州志》载：“橘红从开花至收获，官府派员守护，亲信亲点果

数，统一编号，凡有脱落者，须拿官府处核销。，，并有“真者一

片值一金"之说。

历代官宦商贾，文人学士，凡入州地者，都希望获得一两颗

化州橘红。宋代大学士范祖禹、清代“两江名宦"陈兰彬、清代

状元林召棠等人对化州襦红都备极推崇；1965年国民党总统李

宗仁回国观光，还特地到化_：}}l赖家橘红匿参观；并购了化．州橘

红作纪念品。但在漫长的岁月中，橘红的种植、加工技术仅为

极少数人所掌握，直至解放前夕，化州橘红仍基本为化州县城

赖、李两家园所种植，数量不足2 000株，仅能供少数权贵及

有钱人所享用，平民百姓很难问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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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本着发展中药事

业。造福予人类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中药材的生产

发展，化州橘红的生产也随之迅速发展扩大，到1989年底止，

化州县已种植橘红17万株，年产橘红鲜果18万公斤，折合干品

6万公斤，基本满足了国内外市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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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化州橘红除了直接以花、幼果及果皮入药外，还被

大量地加工制成橘红系列中成药。据了解，目前国内外共有见

十家药厂以化州橘红为原料加工成为各种橘红丸、片、露、冲

翔，药酒和数家饮料厂，生产化州橘红系列饮料。特别是化州

中药厂生产的橘红膏、液、冲剂等产品，疗效卓著，远销港澳

地区及东南亚各国。此外，化州的手工艺人，还利用橘红具有

芳香性的特点，将橘红加工成各种精致的瓶、罐、烟盒、烟斗

等王艺品，这些工艺品深受中外人士的喜爱，成为独具特色的

当地旅游纪念品。因而，化州亦被人们誉为“橘城"，不少单位

以搿橘"命名。

化坩橘红是祖国中药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几百年

来，人们在对化州橘红的生产，使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宝

贵经验。为了使这些宝贵经验能及时地总结和保存下来，县医

药局、药材公司特组织了人力，在县志办的指导及社会各界的

支持下，收集了大量资料，经过两年多的整理研究，编纂成这

部《化州橘红志》。该志对化州橘红的历史、正名、品种鉴别、药

效、栽培、加工、生产发展与购销等作了较为具体的记述，具

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同时，志书中编录了部分优秀的赞

颂化州橘红的艺文，故事，这更增添了志书的色彩和可读性。

今天我们编写和出版《化州橘红志》以献给热爱化州橘红的化州

人民及中外人士，并传之子孙后代。愿化州橘红在今后的岁月

里更好地造福人类。

值成书之际，谨此作序。

梁文鹄

梁文鸽，系化州县医药局局长，党总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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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化州橘红的历史

化州橘红属芸香科植物，是广东省化州县之地道特产。因

其具有独特的健胃行气，化痰止咳的药用效果，而被确定为中

医药物。据考证，橘红的发现至今已有1 000多年的历史。

第一节追本溯源话橘红

考究现存的历史资料，均无具体确定化州橘红开始发现的

年代。推测化州橘红原为野生柚树，由于吸收了当地土质中所

禽的礤石(礞石为治顽痰癖结之神药，痰去咳自除)，又经历

了漫长的岁月，逐渐进化丽成的。对化州橘红药用效果的认

识，相传发现于南朝·宋时(公元420一479年)。当时化州地

处边陲，瘴疠之气甚盛，不少人常得咳嗽病、痰饮痼疾，导致

死亡。有一位名叫“罗辨"的仙人，为解民困，搭茅棚于石龙岗

(后为州署)，种植仙树化橘红，救治病人无数，后骑白牛逆

大江丽去，不知所终。清代《考古辑要》卷四十六引用《郝志》

内容，具体记述了这个“罗辨炉仙人植橘的传说。据此，可能

“罗辨"就是发现化州橇红药效和种植化州橘红的始祖。为纪

念“罗辨”，州人予南朝·宋元嘉九年(公元482年)将州地命

名为“罗州县"，将贯穿化州南北的大江命名为“罗江"。唐武德

五年(公元622年)设罗州，并置罗辨县。唐贞观九年(公元

685年)改南石州为辨州。其后，历经五代至北宋开宝五年(公

t



元972年)，辨州改而复置有三次。宋、元、明、清各朝代的

名人墨客，每到州地，均写诗题词赞颂化州橘红和橘仙“罗辨’’。

清代州人在城东门侧建“辨仙门”“华严庵"以予纪念“罗辨’’。庵

门楹联云“韵事忆当年，橘树千株经手植；仙踪留此地，茅庵

一所寄身栖”。这些历史的传说、记述，说明了化州橘红肯定与

罗辨有密切联系。很可能在南北朝已有种植。由于化州橘红的

药效奇特，为人们所推崇，明、清两代被列为宫廷贡品，定为

御用药物。化州橘红亦由野生逐渐转为家种。到了清初，出现

了专事种植化州橘红的赖家园、李家园和潘家园(均在县城宝

岭上)。各园均种化州橘红树数百株，并总结了一套具体的种

植、加工方法和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党和人民

攻府十分重视化州橘红的生产，应用、化州橘红得到了前所未

有的发展。
、

关于化州橘红的文学记载，始见于明代万历年问的《高闸

府志》“物产"部分(化州当时属高州府)。书中载有：“化州橘

红唯化州独有。”康熙十四年(1675年)编纂的《广东通志》卷22

“物产"中高州府的“药之属"内，称化州橘红为粤中的“灵奇珍

异"、“独擅其美者”。可见，明末清初化州橘红已很有声誉。

其后，化州橘红便为历次编纂的《化州志》所大量记载。乾隆十

三年(1748年)杨芬知州重修的《化州志》载：“化州药属⋯⋯惟

橘红最为佳品。”光绪十四年(1888年)彭以孙编纂的《化州志》

载：“化州橘红，治痰症如神，每片真者可值一金，每年结实，

循例报明上官，至期采摘批制，即官斯土者亦不易得。”清代学

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广西的《陆川县志》对化州橘红也有详

细的文字记载。这些地方志中，特别是《化州志》对化州橘红的

记述，涉及面尤为纵深。《化州志》中，除传说、药效、价值、辨



伪、土壤、气候、种植、管理、采集、加工、上贡、产地及标

图外，还有大量歌颂化州橘红的诗文。一种药材在方志中占如

此篇幅，实属罕见，也足见化州橘红在当时的重要地位。而所

集诗文涉及橘红的各个方面，文词优美，可读性强，除部分蒙

上神奇色彩外，多数不失为好的史料。另外，还有不少专门歌

颂化州橘红的诗文专著，如清代咸丰进士、中国驻美大使陈兰

彬所著的《化州橘红诗文集》及《赖园橘红集》、《橘中人语》等。

这些诗文对了解清代化州橘红的社会影响及全貌有着重要的参

考作用(详见化州橘红传说故事、艺文录)。

除地方志记述化闸橘红外，清初出版的医药书籍中，也逐

渐出现了关于化州橘红的记载。如李中立的《本草原始》卷六

“果部"中说：“橘红，广东化州者胜，实小，内瓣味酸。”又如张

璐的《本经逢原》(1695年)记载：“柑皮产于广东化州者最佳。”此

处的柑皮很可能是指化州橘红，1750年陈复正辑订的《幼幼集

成》，已正式载有“化州橘红"，1757年吴仪撰《本草从新》有“化

州陈皮消痰甚灵⋯⋯"此处所说“化州陈皮”亦应为化州橘红；

到了乾隆三十年(1765年)，在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一书

中，化州橘红已正式立目而单独分出，赵氏之泛收集当时关于

化州橘红的记述，转引了《岭南杂记》、《关涵岭南随笔》、《粤

语》、《识药辨微》、《梁氏家藏方》及《百草镜》等有关论述。其

后的本草著作多以赵氏之说为基础，收入化州橘红，并单独立

目。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及

《植物名实习考长编》均单独立日收藏化州橘红，并有附图。光

绪年间，郑有岩辑著，曹炳章增订的《增订伪药条辨》也以化州

橘红单独立目。郑、曹均分别加了辨伪按语。1935年，陈存红

在《中国药学大辞典》“化州橘红"项下除收集以上各家论述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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