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者寺艏物冒 海上丝綑乏路
桕宇亮

【 摘 要 】 广州作 为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 口 ， 两汉时期 ， 并无文 献 准 确记载其 出 海港之地位 。 学 〒

界很多人认为 ， 在晋代 以前 ， 广州并不是 出 海港 口 。 本文通过对植于广州 光孝寺 内 诃黎勒与蘋婆两

种植物的发音 分析 ， 认为这两种植物均 为外来植物 ， 且在东汉末年 ， 光 孝寺 内 大规模种植这两种外

来植物 。 通过对这一现象 的观察 ， 从另
一个 角度来论证东汉 时期广州在丝绸之路航线上的重要 出 海

港 口 地位 。

【 关键词 】 光孝寺 诃黎勒 蘋婆 海上丝绸之路

广 州 有光孝寺 ， 寺 内 种 有诃黎勒 、 菩 果
”

， 有神奇的药效 。 因为他们 的汉语名 字

提 、 蘋婆等植物 。 据记载 ， 光孝寺是南越 国 后面都带有
“

勒
”

这个读音 ， 所 以古代中 国

第五代王赵建德 的故宅 ， 三国时吴 国都尉虞 也称其为
“

三勒
”

。 从劳 费尔总结的诃黎勒

翻被贬到广州时 ， 住在此地 ， 时称虞苑 ， 因 在 不 同 语言 中 的 发音 来看 ， 与 汉语
“

诃 黎

当时苑 内 遍植苛子 、 蘋婆等树 ， 又被称为苛 勒
”

这个词最接近的音是波斯语
“ ”

林 。 苛子与蘋婆 ， 即 为今 日 诃黎勒和凤 眼 和 吐火罗语
“ ”

且
“

三勒
”

的名 字

果 。 虽然今时今 日 这两种植物 己 比较常见 ， 中 的
“

勒
”

都是 由 吐火罗语中 的
“ ”

或波

但在东汉时期还是 比较稀罕的 。 文献 中对苛 斯语 中 的
“ ”

字节 音译 而来 ， 与梵语 的

子与蘋婆是何时种植于光孝寺 内 并无详述 ，

“ ”

这个音节相差较远 。 可见诃黎勒应

但可 以看 出 ， 东汉末年 ， 诃黎勒与蘋婆 己经 该是经过中亚地区 中转传入 中 国 ， 而非印度

同时大规模地出现在广州 。 本土气

一

、 诃黎勒和蘋婆是海外传入 中
关于河黎勒这种植物的记载 ’ 目 前所见

’

文献中 最早的应当是东汉张仲景所著 的 《金

国的植物
要略 》 书 中有 多 处应用诃黎勒制药的 药

苛子 ’ 又名 诃黎勒 、 诃子 ’ 源产地在 印
方 ， 女口

“

诃黎勒散 方
”

、 长服诃黎勒 丸

度 ， 意译作
“

天主持来
”

、

“

天主苻来
”

。

方
’，

等 。 因此 ， 我们可 以相信诃黎勒这种植

诃黎勒 、 庵摩勒 、 黎勒是古 印度 的
物 的药物功效在 东汉末年 己经被 中 国人所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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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杜洁祥 中国佛寺史志集刊 （ 第三辑光孝寺志 ） 台北 丹青图书公司 ，

《光孝寺志卷之二 （ 建置志 ） 》 ： 三国吴虞翻谪徙居此 ， 辟为苑囿 ， 多植蘋婆 、 苛子 ， 时人称为虞苑 ， 又曰苛林… …

晋 ） 陈寿撰 ， （ 宋 ） 裴松之注 三国志 中华书局 ，

《三国志 卷五十七吴书十二 虞翻传 》 ： 权积怒非
一

， 遂徙翻交州 。 虽处罪放 ， 而讲学不倦 ， 门徒常数百人 。

清 ） 瑞麟 ， 戴肇辰等修 ， 史澄等纂 《广州府志 》 清光绪五年影印本 台北 ： 成文出版社 ，

《卷八十八 古迹略 》 云 ： 光孝寺在南海县西北
一

里 ， 乃南越赵建德故宅也 。 吴虞翻 为孙权骑都尉 以数谏争谪居此 。 多

植蘋婆 、 诃子树 ， 名 曰
“

虞 苑
”

， 后又称虞翻庙 。 晋隆和 中 ， 僧 宾创为王园寺 。 刘宋永初间 ， 陀 罗三藏飞锡至此 ，

指诃子树 曰 ：

“

此西 番诃黎勒果之林 。

”

亦曰
“

诃林
”
… …

②劳费尔 中 国伊朗编 商务印书馆 ，

诃參勒 （ 在各 个语言 中 的名字 ： 日 语 梵语 ，
吐火 罗语 藏语 纽瓦里语

波斯语 阿拉伯语 」和 丨 舀 。

③ （汉 ） 张仲 景著 ， （ 宋 ） 林亿校正 ， 杨鹏举 ， 侯仙 明 ， 刘渡舟 、 苏宝钢 、 庞鹤编著 金匮要略诠解 天津科学技

术 出版社 ， 、



解 ， 也就是说在 东汉 《 金 匮要 略 》 成书之 时 ， 根据 《广州府志 》 所述 ， 诃黎勒是与蘋

前 ， 诃黎勒 己经传入中 国 。 婆共植在
“

虞苑
”

之 中 ， 这是
一

个值得注意

但诃黎勒传入 中 国后 ， 并没有得到广泛 的现象 。

普及 ， 直至唐代 ， 还被视为异域物种 ， 其药
“

蘋婆
”

也是从海外传入中 国 的 ， 是
一

‘

理 作 用 还没有被人们普遍认识 。 唐人所编 种梧桐科植物 ， 现主要分布在广东 、 广西 、

《周书 》 、 《隋书 》 中都视其为外来物种 贵州 等地 ， 也有药用价值 ， 主治虫积腹痛 、

《广异记 》 中 也有对诃黎勒专 篇 的 记载 ：
翻 胃 吐食 、 疝痛等症 ， 适用于航海 、 旅行 。

‘‘

高仙芝伐大食 ， 得诃黎勒 ， 长五六寸 。 初 其梵语发音为
“ ”

或
“

—

”

， 巴

置抹肚 中 ， 便觉腹痛 ， 因快痢十余行 。 初谓 利语发音为
“ ”

或
“

—

”

， 音

诃黎勒为祟 ， 因欲弃之 ， 以 问大食长老 ， 长 译为蘋婆 ， 意为相思树 。 蘋婆是佛经中常见

老云 ：

‘

此物人带 ，

一

切病消 ， 痢者 出恶物 的
一

种植物 ， 由于蘋婆果色丹且润 ， 形状类

耳 。

’

仙芝甚宝惜之 ， 天宝末被诛 ， 遂失所 似嘴唇 ， 所 以佛典 中 多用 以譬喻 口 唇之美 。

在 。

” ②
五代著名 医家李珣 ， 祖籍波斯 ， 于隋 《 敦煌变文集 》 中 曾 多 处 出 现蘋婆这种 植

代来华 ， 入唐后 改姓李 。 好医 学 ， 尤精本 物 ， 《丑女缘起 》 中有 ：

“

发绀旋螺文 ， 眉

草 ， 专 门 收集 由 国 外输入的药物 ， 编成 《海 如初 月 翠 ， 口似蘋婆果 ， 四十二牙齿 ， 两 目

药本草 》 ， 载入许 多 外来药 。 可惜 原 书 早 海澄澄 ， 胸前题万字 。

④
同时 ， 佛典 中也经

佚 ， 内 容 散 见于 《 政类本草 》 和 《 本草纲 常会 出现
一

个名 叫
“

频婆娑罗王
”

的 国王 ，

目 》 等著作 中 。 在李时珍 《本草纲 目 木部 目 梵名 ， 是与释尊 同时代的摩揭陀 国

录第三十五卷 》 中 曾 引 李珣对诃黎勒这种植 王 。 由此可推
“ ”

本是梵音 ，

“ ”

物的记载 ： 音译成汉语才有
“

蘋婆
”
一

词 。 从蘋婆的发

【 释名 】 诃子 时珍 曰 诃黎勒 ，
梵 言 天 音来看 ， 其与诃黎勒的传入途径有所不同 ，

主持来也 。 应该是 由 印度本土传入 中 国 ， 并没有经过 中

【 集解 】 恭 曰 诃黎勒 生 交 州 、 爱 州 。 亚波斯地区 的 中转 。

颂 曰 今岭 南 皆 有 而 广 州 最盛 。

… … 岭 南 异 蘋婆传入 中 国后 同诃黎勒的命运
一

样 ，

物 志 云 ： 广 州 法性寺 有 四 五十株 ，

… …今其 没有被 中 国人普遍熟识 ， 很多人认为蘋婆果

寺 谓之乾 明 古 寺 ， 尚在
，

旧 木犹 有六七株 。 是
一

种类似于李子 的植物 ， 古时称柰 。 明代

南 海风俗 尚贵此汤 ，
然 煎之不必尽如昔时之 的时候李时珍还将蘋婆与

“

柰 混淆 。 《本

法也 。

… … 萧 炳 曰 波斯舶上来者 ，
六路黑 草纲 目 果部 目录第三十卷 》 ：

“

【释名 】 蘋

色 肉厚者 良 。 六路即 六棱也…… 婆音波 。 时珍 曰 篆文柰字 ， 象子缀于木之

【 发 明 】 珣 曰 诃黎 皮主嗽 ，
肉 主眼 涩 形 。 梵 言谓之蘋婆 ， 今北人 亦 呼之 ， 犹好

痛 。 波斯人将诃黎勒 、 大腹等在舶上 ，
用 防 也 。 【 集解 】 弘景 曰 柰 ， 江南虽有 ， 而北

不 虞 。 或遇 大 鱼 放 涎 滑 水 中 数 里 ， 船 不 能 国 最丰 。 作脯 食之 ， 不宜人 。 林檎 相 似而

通
，
乃 煮 此洗其涎滑 ， 寻化 为 水

，
则 其 治 气 小 ， 俱不益人……

”

而 《 永乐大典卷之
一

万

消痰功 力 可知矣 。

一

千九百七 广州府土产 》 中说 ：

“

蘋婆子 ，

李珣祖上为波斯人 ， 其记载诃黎勒是波 大如肥皂核 ， 煨熟去皮 ， 味如栗 ， 本韶州 月

斯人在船上所备 药物还是 比较可信 的 。 同 华寺种 ， 旧 傅三藏法师在西域携至 ， 如今多

① （唐 ） 令狐德棻等撰 周书 中华书局 ，

《卷五十 列传第 四十二 》 异域下波斯国条记载 ：

“

波斯国 ， 大月 氏之别种 ， 治苏利城 ， 古条之国也 。 东去长安
一

万五

千三百里 ， 城方十余里 ， 户十余万 。

……土 出 名马及驰 ， 富室至有数千头者 。 又出 白 象 、 狮子……香附子 、 诃梨勒 、

无食子 、 盐绿 、 雌黄等物 。

”

唐 ） 魏徵等撰 隋书 中华书局 ，

《卷八十三 列传第四十八 》 波斯 国条中亦记载 ：

“
… …附子 、 诃梨勒 、 无食子 、 盐绿 、 雌黄 。

”

② （ 唐 ） 戴孚 广异记 （ 第九卷 诃黎勒 ） 中华书局 ，

③星云大师监修 、 慈怡法师主编 ： 《蘋婆树 》 ， 《 佛光大辞 典 》

④王重 民 、 王庆菽 、 向达 、 周
一

良 、 启功 、 曾毅公等编 敦煌变文集 卷六 丑女缘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有之 。 频一作贫 ， 梵语谓之丛林 ， 以其叶盛 航时海上医疗所用 。 那么这两种 从海外传入

成丛也 。

”

的植物 ， 因其药性适用 于航海所需 ， 我们可

从 以上情况分析 ， 我们可 以 了解 ， 至少 以称其为
“

海药
”

。

在东汉末年虞翻来到广州 的时候 ， 广州本地 三 、 两种植物可为 出海所备
经 出现至少两种原产于 印度 的植物 ’ 传播

据文献记载 ， 目 汉 时 期 ，

、

海船多 从 日

的方式分—■人 中—入和从
南 、 徐闻 、 合浦等港 口 出 发 ， 并无广州作为

本土直接传入 。 且从 园 内
“

多植
”

诃黎勒树
贸 易港 口 的记载 。

《細三国 东吴时 ， 孙权派
和蘋婆树的情况来看 ’ 它们在广州汇集

遣 宣化从事朱应 、 巾 郎康泰从 番 禹 （ 今广
丨

—
州 ） 出发 ， 经海南 岛东面抵达东南亚 ， 海上

繁殖需要有 定 的吋 间 基础 ’

“

多植成林
”

丝纲之路 的 出海港才从 日 南 、 徐 闻 、 合浦等
更需要时间 。 所 以可 以说 ’ 这两种海継

地转移至广州 。

⑤

在东财年就 已经从海外流入广州、
朱应 、 康麵走 的这条航线 比过去沿岸

二 、 诃黎勒与蘋婆应为
“

海药
”

航行 、 水陆接驳的传统航道便捷 ， 开通后大

诃黎勒与蘋婆这两种外来植物进入中 国 大缩短 了 从广州 到东南亚各 国 的航程 。 东吴

后 ， 在很 长
一

段 时 间 里 并 没有被 国 人所 熟 之后 ， 这条航线的 繁荣直接导致 了 徐 闻 、 合

识 ， 诃黎勒到唐代还不为人所知 ； 蘋婆在 明 浦港的衰落 。 但是从 以上论述可见 ， 东汉末

代还与其他植物搞混 。 可见它们在汉末更应 年来 自波斯 、 印度等地的商 人 ， 已经在广州

该是 比较稀罕 的物种 。 如此少见 ， 且通过不 种 植诃黎勒 和 蘋婆这两 种 植物作为 回 航 的

同文 明传入 的两种外来植物 ， 同时 出现在广
“

海药
”

， 因此广州 在东汉末年作为港 口 的

州
“

虞苑
”

中 ， 这并不是偶然现象 。 因为在 条件 已经 比较成熟 。 且广州 汇 聚 了 来 自 波斯

东汉末年 ， 中 国 并不 出 产这两种植物 ， 它们 和 印度的商人 ， 其港 口规模也不仅仅局 限于

已经成为波斯文化和 印度文化 的载体 ， 这两 东南亚各 国 。 结 合光孝 寺 内 大规模地
“

遍

种植物分别代表 了 不 同 的 文 明 ， 在时 间 、 空 植
”

诃黎勒和蘋婆这两种海外植物这一情况

间上成规模 的 统
一

出 现 ， 必 是有人 故意 栽 来看 ， 东汉时期 自 广州 出航 ， 经东南亚过马

种 ， 并无野生的可能 。 六 甲 海峡 ， 达 印度 甚至 直达波 斯湾这
一

海

其实西域商 品传入广州 的年代很早 ， 南 路 ， 已初具规模 。

越王墓 中 就有波 斯 银 盒 、 金花泡饰 、 玻璃 综上所述 ， 通过文献记载 ， 从光孝寺种

碗 、 玻璃珠等海外舶来 品 出 土 ， 十分精美 ；
植诃黎勒和蘋婆两种植物传入 中 国 的时 间和

广州汉墓 中也有陶制犀角模型 出土气 不过 ’

规模来看 ， 广州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
一

个重

两汉时期海外商人打开 中 国 市场的主要方式 要的港 口 ’ 很可能在东汉末年虞翻来到广州

以进贡为主 ， 献给 当 时 统治 阶层 的 多 为珠 以前就 经形成 。

饰 、 象牙 、 犀 角 、 玳瑁 、 琉璃 、 珊瑚 、 玻 畚考文献 ：

珀 、 玛瑙 、 水 晶 、 香料等奢侈 品 ， 朝贡廉价 ⑴王重 民 王庆菽 向达 周
一

良 ， 启 功 、 曾 毅 公

植物的情况几乎不见气 由此可推 ， 诃黎職
等 敦煌变文集 卷六 丑女缘起 人 民文学 出版社 ’

‘

蘋婆两种植物并非是用 于进贡 ， 其作用应为
广 州 市 文物管理委 员 会等 广 州 汉 墓 文物 出 版

李珣所述 ， 是海外商人种植于广州 ， 用于 回 社 ，

①见 《三国志 》 ， 页 。

《三 国志 吴书 虞翻传 》 ：

“

翻有十
一

子 ， 第四子汜最知 名 ， 永安初 ， 从选曹郎为散骑 中常侍 ， 后为监军使者 ， 讨扶
严 ， 病卒 。

”

（ 东晋 ） 虞预 ： 《会稽典录 》 曰 ：

“

汜字世洪 ， 生南海 ， 年 丨
六 ， 父卒 ， 还 乡 里 。

”

可见 ， 虞翻死时是
公元 年 ， 那么虞汜出生的时间是东汉末年 ， 公元 年 ， 此时虞翻 己来到广州 。

②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宂所 ， 广东省博物馆 西汉南越王墓 文物出版社 ，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 广州汉墓 文物出版社 ， 、

③黄启 臣主编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 广东经济 出版社 ， 、

④ （汉 ） 班固撰 ， （ 唐 ） 颜师古注 汉书 中华书局 ，

《卷二十八下 地理志 》 ： 自 日 南障塞 、 徐闻 、 合浦船行可五月 ……

⑤ （三国 吴 ） 康泰撰 ， 《吴时外国传 》 ， 记述他和朱应出使南海时经历和传闻 的各国情况 。 原书 己佚 ， 现散见各书 。

《 水经注 》 作 《康泰扶南记 》 或 《扶南传 》 ： 《 艺 文类 聚 》 作 《 吴 时外 国志 》 或 《扶南记 》 ； 《通典 》 作 《扶南

传 》 ； 《太平御览 》 作 《吴时外国传 》 、 《吴时外国志 》 或 《扶南土俗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