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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南方草木状》初释

吴 万 春
( 华南农业人学 )

《 续南方草木状 》 的作者江藩是清代经史学家
。

江苏甘泉人
,

字子屏
,

号郑堂
。

又称炳

烛者人
。

为监生
。

生于 17 6 1年
,

即清高宗
,

乾隆 26 年
; 卒于 1 8 3 1年

,

即清宣宗
,

道光 11 年
,

终年 71 岁
。

少年时拜和惠栋
、

余育客
、

江声为师
。

对古代经学和史学颇有研究
,

著有 《 国朝

汉学师承记 》 八卷
、

《 宋学渊源记 》 三卷
、

《 国朝经师经义目录 》 一卷 ;
晚年并著有 《 炳烛

室杂文 》
,

《 续南方草木状 》 就是其中一文
。

《 续南方草木状 》 与 《 植物名实图考 》 同于清道光年间问世
,

但 《 植物名实图考 》 的初

刻本于 1 8 4 8 年 ( 清道光 28 年 ) 出版
,

较之 《 续南方草木状 》迟 2。】年左右
。

《 续 南 方草 木

状 》 中记载的植物在 《 植物名实图考 》 中也描述的有漪萝
、

黄芽白
、

缩砂密
、

芸香
、

木绵
、

荔枝
、

人面子
、

忙果
、

柑
、

海枣
、

香米瓜
、

积棋
、

茶
、

黄护
、

拘骨等
。

但有些植物名称两书

有差异
,

如番木瓜吴 ( 其浚 ) 称番瓜
,

而江 ( 藩 ) 称蓬生果
、

忙果吴称样果
,

而 江 称 蜜望

树
、

吴称积棋而江称听果 (蓬松子 )
,

海枣吴称无漏子而江称蓬蓬奈
、

吴称拘骨而 江 称 虎 耳

草
、

番石榴昊称鸡矢果
,

而江称沙棠果等
。

还有些植 物 《 续 南 方 草 木 状 》 中 记 载 的
,

而

《 植物名实图考 》 并未收入
,

如石耳
、

羊齿子 ( 山油柑 )
、

都勾树 ( 鱼尾葵 )
、

金凤花 ( 洋金

凤 )
、

破布叶
、

山腆脂 ( 山蓝 )
、

青竹子 ( 多花山竹子 ) 等
。

这说明江著 《 续南方草木状 》

有其独特之处
。

《 续南方草木状 》 虽无播含的 《 南方草木状 》 的历史意义重大
,

但在清代中后期
,

已有

偌多本草和植物书文问世的情况下
,

仍能对 《 南方草木状 》进行若干补充
,

是难能可贵的
。

文中所载 44 种草木除个别与 《 南方草木状 》 重复外
,

大部都是新增加的
。

其中有药用植物
、

果

类
、

工业原料
、

调味品
、

木材
、

蔬菜
、

茶
、

观赏植物等
。

当时对南方植物的推广利用有积极

意义 , 并月
.

对研究经济植物利用
、

起源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现按原文排列次序
,

据其原解
,

试作一次初步今释
,

以作为引玉之砖
。

1
.

石柏 〔原文〕石柏生阳江大海中
。

宛似侧柏
。

轻脆易折
。

又 一 种 赤 色
。

乃木 变 石

也
。

〔释 〕据原文描述
,

本种不似植物
。

可能是腔肠动物门
,

珊瑚虫纲 A o t i n o z o a
( 花虫纲

A n t h o z o a
) 一类的动物

。

如红珊瑚 C
o r a l l i u m r u b r u m 等

。

2

L o u r
.

.

缩砂密 〔原文〕缩砂密即砂仁也
。

产阳春县山中
。

〔释〕为砂仁 A m o m u m vi l l os u m

( 姜科
z i n g i b e r a e e a e )

。

3
.

山摊脂 〔原文〕段公路北户录云
。

山麟脂端州山间有
。

花丛生
。

叶类蓝
。

正月开花
。

似寥
。

土人取含苞者为胭脂粉
。

亦可染帛
。

如红蓝者也
。

〔释〕可能是山蓝 P “ r i “ t r o p h
e r o x b ur

-

本文经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副主任彭世奖同志审阅
,

谨儿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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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i a a n
(Sei l ult

.

) Be r mek
.

爵床科 A e a nthe e a ae。

因本种的叶和嫩茎为橙黄色
、

橙红色染料
,

可以染布
, 花期在冬春

。

皆与原 文 所 述 相

符
。

4
.

乌药 〔原文〕乌药寰宇记云
。

出康州
。

又云
。

拢州产禹徐粮
。

〔释〕为乌药 L in d er
a

a g g r e g a t a
( S i m s

) K
o s t e r m

.

( L
.

s t r y e h n i f o l i a ( S i e b
.

e t Z u e e
.

) F一 V i l l
.

)樟科 L a u r a -

C e a e o

5
.

何 t 乌 〔原文〕何首乌李远云
。

以 出南河县及岭南恩州
、

广州
、

潘州
、

四 会 县 者为

上
。

康州
、

高州
、

勤州
、

循州
、

晋县出者次之
。

此则见本草纲 目
。

〔释〕为何首乌 P ol y g o n u m

m u l t i f l o r u m T h
u n b

.

(寥科 P o ly g o n a e e a e )
。

6
.

布里草 〔原文〕布里草
。

政和本草云
。

生南恩州原野中
。

茎高三四尺
。

叶似李而大
。

至夏不花而实
。

食之泻人
。

根皮甘寒
。

有小毒
。

治疮疥
。

〔释〕为榕属 iF cu
s 之一种

。

如琴

叶榕 F
.

p a n d u l a t a
H

a n e e 变叶榕 F
.

v a r i o l o s a L i n d l
.

e x B e n t h
.

等
。

(桑科 M o r a e e a e )
。

7
.

龙须草 〔原文〕龙须草
。

太平御览引广志曰
。

一名西王 母替
。

今产 于 广宁县
。

似蒲

而细
。

织席甚佳
。

〔释〕为龙须席草 ( 龙须草 ) J u n e u s e f f u s u s L
.

f o r n l a u t i l i s
M

a k i n o

( J
.

e
f f

u s u s L
.

v a r
.

d e。 i p i e n s
B

u c h
.

f
.

u t i l i s M a k i n o
) ( 灯心草利

·

J u n e a e e a e
)

。

本种别

名甚多
,

有石龙当 ( 本草纲目 )
、

龙须 ( 本经 )
、

龙修 ( 山海经 )
、

龙华 ( 别录 )
、

龙珠 ( 本

经 )
、

悬莞 ( 别录 )
、

草续断 ( 本经 )
、

绪云草 ( 纲 目 )
、

方宾 ( 别 录 )
、

西 王 母 替 ( 广

志 ) 等
。

李时珍曰
:

XlJ 草包束日当
。

此草生水石之处
,

可以 XlJ 束养马
,

故谓之龙当
。

崔豹古今注

日
:

世言黄帝乘龙上天
,

群臣攀龙须坠地生草
,

名曰龙须者
,

谬也
。

江东以草织席
,

名曰西

王母席
,

亦 岂西王母骑虎而堕其须乎? 孟子摄议
:

龙须
、

王母替
,

因形也
。

由此可见
,

古人

对有封建迷信色采的植物名也不相信
,

并给以应有的批判 ! 李时珍曰
:

灯心草即龙须之类
,

但龙须紧小而瓤实
,

此草抓虚白而稍粗
。

现在将龙须草作为灯心草之一变型
,

明代李时珍早

已识别到了
。

8
。

虎耳草 〔原文〕虎耳草有六尖
。

尖有一刺
。

屑之为末
。

遇盗贼顺风扬之
。
著身 则 骨

痛七 日
。

L i n d l二

不可忍
。

不敢言
。

言则痛更剧
。

产阳春 山 谷
。

〔释〕可 能 是 构 骨 n
e x c or n ut a

( ? ) ( 冬青科 A q u i f o
l i

a e e a e
)

。

构骨叶片硬革质
,

四角状矩圆形
,

先端膨大而有近等大的针刺 3 枚
,

顶端 1 枚常反曲
,

基部截头状
,

每边各有强刺 1 一 2 枚
。

从叶片的形态看是相符的
,

叶边缘共有 5 一 6 针刺
。

本种并不是真正的虎耳草科的虎耳草 ( S a ix f r a
ga

s ot lo in f e r a M e e r b
.

), 为本 书作 者

误用
。

.
。

接骨草 〔原文〕接骨草出封川
、

阳江
。

一名四季花
。

茎绿而圆
。

叶似指 头
。

花 白
。

跌伤骨
。

捣涂患处
。

可以 接骨
。

本草不收
。

极似小驳骨 ( 驳骨草
、

裹篱樵
、

接骨草
、

驳骨丹 )

G
e n d a r u s s a v u lg a r i s N e e s (爵床科 A e a n t h a e e a e

)
; 或为接骨草 (葫霍

、

陆英
、

走马风 )

S a m b u e u : 。 h i n e n s i s
M

a x i m
.

( 5
.

j
a v a n i e a R e i n w

.

) (忍冬 科 C a p r i f o l i a e e a e )
。

但本种

《 本草纲目 》 已收
,

现提出供参考
。

飞。 ,
破布叶 〔原文〕破布叶出阳江

、

阳春
、

恩平
。

状如掌而绿
。

岭南舟人多用香烟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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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客
。

煎汤服之立解
。

〔释〕可 能 是 破 布 叶 (布 渣 叶
、

解宝 叶 M ) i e e r o o sp an i eu
la ta

L n in
.

(锻树科T i li e c a ae
)

,

据 《 生草药性备要 》 载 : “
叶味酸

,

性平无毒
,

解一切蛊胀
、

清黄气
、

消热毒
,

作茶饮去食痴
” ,

闻广州凉茶中有本种树叶掺杂
。

”
.

蔺萝 〔原文〕漪萝生佛誓国
。

辛香
。

今岭南皆有之
。

用和五味
。

〔释〕为漪萝 ( 土

茵香 ) A n e t h u m g r a v e o l e n s L
.

(伞形科U m b e l l i f
e r a e

)
。

本种果可行气健胃
,

散癖止血 ,

治气胀
,

小腹冷痛
。

果可提芳香油
,

作调香精原料
。

1 2
.

并蓝 〔原文〕芥蓝叶如芥而绿
。

花有铅
。

不宜多食
。

谚日
。

多食马兰
。

少食芥蓝
。

相传六祖出家后
。

与猎户处
。

以此菜投兽肉锅内
。

隔开煮熟食之
。

故又名隔蓝
。

〔释〕为芥蓝

B r a s s i e a a lb o g l a b a r B a i l e y ( + 字花科 C r u e i f e r a e )
。

现为华南主要蔬菜之一
。

1 3
。

石耳 〔原文〕石耳肇庆府玉察峰
、

玉雀子峰石壁多生
。

石耳翠花蔚然采之
。

出时则肥
。

见 日则薄
。

青石有之
。

白石则无
。

〔释〕为石耳 G y r o p h or a e
cs ul e nt a

(地衣门 L i c h e n s 石耳科 G y r o p h
。 r a c e a e )

,

本种可供食用和药用
。

,

于 日未

M i y o s五i

14
.

班生果 〔原文〕蓬生果名乳瓜
。

土名木瓜
。

树高一二丈
。

如棕搁
。

叶如蒲葵
。

近顶

节节生叶
。

生瓜
。

大类木瓜
。

微有楞
。

肉白多脂
。

掐之乳随指出
。

酱食甚脆
。

子如蚕矢
。

二

月下种
。

一年即高
。

数年果少则伐之
。

树皮可食
。

嫩如萝 卜
。

亦可酱食
。

一名万寿果
。

〔释〕为番木瓜 (万寿果 ) C a r i。 a p a p a y a L i n n
.

( 番木瓜科 C a r i e a e e a e
)

。

是岭南佳果之一
。

1 5
.

人面果 〔原文 〕人面果树高数尺
。

大可合抱
。

肉青色
。

土人咸以盐蒸 食
。

其核如人

面
。

有眼合而不开
。

有 鼻
。

有 口
。

第 无 两 耳 耳
。

〔释〕为人 面 子 D r
ac

o nt o m el o n d a 。

(B l a n e o
) M

e r r
.

& R o l f e ( 漆树科 A n a e a r d i a e e a e )
。

本种可生食
,

健胃
、

生津止渴
,

促进

食欲
,

又可制成腌渍食品
,

也有和豆豉
、

辣椒等制成人面酱作菜
。

木材耐朽
,

供建筑
、

家具

等用
。

种子油可制肥皂
。

16
.

黄芽白 〔原文〕黄芽 白即北方之黄芽菜也
。

相传国初两广总督某携菜子至肇庆
。

命

土人种之
。

形味皆同
。

然不及北方之甜美
。

〔释〕为黄芽白 ( 大白菜
、

包心白
、

落 ) B r as s i ca

p e
k i n e n s i s

( L
o u r

.

)R
u p r

.

(十字花科 C r u 。 i f
e r a e

)
。

为华北一带秋冬季主要蔬菜
,

华南也有引种
。

17
.

禾娘奈 〔原文〕禾缘奈可蜜溃
。

出阳江
。

〔释〕是否为山奈 K a e m p f e r i a g a l a n g a

L
一类的植物

。

( 姜科 Z i n g i b e r a c e a e )
。

1 8
.

变柑 〔原 文〕变柑出新州
。

苞大
。

皮薄
。

如洞庭之橘
。

他柑所弗及
。

相传移植不百

里
。

形味俱变
。

因以为名
。

见北 户 录
。

〔释〕为 柑 C i t r u s r e t i e u l a t a B l a n e o ( 芸 香 科

R u t a e e a e )
。

1 9
.

顶湖茶 〔原文〕顶湖茶
、

端州白云山顶有湖
。

僧人于岩际种茶
。

烹之作素馨花气
。

〔释〕为茶 C a m e l l i
a , i n e n s i s

( L
.

) 0
.

K t z e
.

( 山茶科 T h e a e e a e )
。

2 0
.

香荔 〔原文〕香荔大如龙眼
。

无核
。

极香
。

出新兴
。

〔释〕为荔枝 L i t e h i c
h i n e n s i s

S o n n
( 无患子科 S a p i n d a e e a e

)
。

2 1
。

份世祥 〔原文〕端州有荔曰谭世祥
。

盖以种荔人姓名为果名也
。

〔释〕为荔枝 L it c ih

e
h i n e n s i s S o n n

.

( 无患子科 S a p i n d a e e a e )
。

2 2
.

沙维果 〔原文〕沙棠果出废珑州
。

其味如李
。

无核
。

食之使人不溺
。

〔释〕可能是

番石榴 P s i d i u m g u a
j
a v a L

.

( 桃 金娘科 M y r t a e e a e )
。

2 3
.

康厨子 〔原文〕摩厨子
。

寰宇纪云
。

产康州端西县
。

一名荆阳树
。

又名琢树
。

皮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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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脂
。

异物志云
。

斯谓州
果肇藻蜚

有本名摩树
。

汁如 ,旨
。

王象之与地纪胜云
。

德庆府。 , 县

端山有树
。

冬荣其子
。

号 日猪肉子
。

大于杯
。

云和志云
。

灸而食之
。

味如猪肉
。

阮伯元制军

广东通志曰
。

摩树子
、

荆阳树
、

猪肉子一物也
。

或云脂出于皮
。

或云肉生于实
。

乃传闻异辞耳
。

2 4
。

宜粗树 〔原文〕蜜望树高数丈
。

花开极繁
。

蜜蜂望之而喜
。

故名
。

其实色黄
。

味酸

甜
。

能止晕船
。

海船兼金购之
。

又有夭桃子
。

大如木瓜
。

渡海者食之不呕
。

然不宜于岁事
。

谚云
。

米价高食 夭 桃
。

蜜 望 一 名 莽 果
。

〔释〕为忙果 ( 芒 果
、

檬 果
、

蟒果 ) M a n ig f er a

i公 d i e a L
.

( 漆树科 A n a e a r d i a e e a e
)

2 5
。

乐果 〔原 文〕听果形如听字
。

蒂亦如断字
。

生食香甘
。

名蓬松 子
。

〔释〕为 积 棋

( 拐枣
、

金钩子
、

鸡距子
、

构 ) H
o v e n i a d o l e i s T h u n b

.

(鼠李科 R h a m n a e e a e )
。

花 序分枝

扭曲
,

熟时肉质
,

红棕色
,

味甜供食用
,

亦可酿酒
。

2 6
.

班班奈 〔原文〕蓬蓬奈华言破肚子
。

产于逞罗
。

如大枣而 甜
。

〔释 〕为 海 枣 ( 椰

枣
、

波斯枣
、

伊拉克蜜枣 ) p h o e n i x d a e t y l i f e r a L
.

( 棕桐科 P a l m a e e a e )
。

2 7
。

冬荣子 〔原文〕冬荣子蔓生
。

实大如袖
。

中有瓤瓣相叠
。

白如脂
。

灸食甘香
。

〔释〕

可能为油渣果 ( 猪油果
、

油瓜 )
。

H o d g s o n i a m a e r o e a r p a
(B I

.

) C o g n
.

( 葫芦科 C u e u r b i一 s

t a e e a e )
。

2 .
。

羊齿子 〔原文〕羊齿子一名羊矢
。

如石莲 而 小
。

色 青
。

味 甘
。

〔释〕为 山 油 柑

A e r o n y e h i a p e d u n C u l a t a
( L

.

) M iq
.

( 芸香科 R u t a e e a e
)

。

2 9
。

青竹子 〔原文〕青竹子如桃而圆
。

味酸
。

色 黄
。

〔释〕为 多 花 山 竹 子 G ar ic in a

m u l t i f l o r a C h
a m p

.

( 山竹子科 G u t t i f e r a e )
。

果为一硬而不裂的浆果 , 种子围以肉瓤 状 假

种皮
。

可食
,

惟因其中含单宁质多
。

多食能致腹痛
。

30
.

漆树 〔原文〕漆树色甚光明
。

而不甚粘
。

出阳春新兴
、

德庆
。

〔释〕 为 漆 树 R h u

v e r n i e i f l u a S t o k e s ,

现名为 T o x i e o d e n d r o n v e r n i e i f l u u m ( S t o k e s ) F
.

A
.

B a r k l e y ( 漆

树科 A n a e a r d i a e e a e
)

。

引
。

护木 〔原文 〕护木
。

本草纲 目曰
。

名无患者何也
。

昔有神巫能作符劫百鬼
。

以此木

为棒
。

杀之
。

肇庆府 志 作裸木
。

〔释〕为 黄 护 ( 护木 ) C o t i n u s e o g g y g r i a S e o p
.

v a r
.

g l a u e o p h y l l a C
.

Y
.

W
u ( 漆树科A n a e a r d i a e e a e

)
。

木材可市l!器具
,

兼作黄色染料
。

32
.

木绷花 〔原文〕木绵花一名 攀枝花
。

以杏贝苗接乌柏根
。

结花为绵
。

〔释 〕为木棉 oB m -

b a x m a l
a b a r i e u m D C

.

(G
o s s a m p i n u s m a l a b a r i e a

( D C
.

) M e r r
.

) (木棉科 B o m b a e a e e a e )
。

33
.

御勾树 〔原文〕都勾树
。

太平御览引刘欣期交州纪云
。

都勾树似棕桐
。

中出屑如枕

榔
。

面可作饼饵
。

疑即攘枪
。

〔释〕为鱼尾葵 ( 假枕 榔 ) C a r y o t a 。 c h l a n d , a H a n e e
( 棕

搁科P al m a c e ae )
, 。

本种茎髓心可提取淀粉
, 一

可作枕榔扮的代用品
。

3 4
.

吐珠 〔原文 〕吐珠木坚如铁力
。

色比紫荆
。

出封川
。

〔释〕可能为规木 B ur r e t i o d e 二 一

d r o n h s i e n m u C h u n e t H o w ( 锻树科 T i l i a e e a e )
。

35
.

礁脂 〔原文〕滕脂木坚级
。

色如麟脂
。

可旋作器
。

见范成大桂海虞 衡 志
。

性 极 耐

土
。

不易朽
。

生阳春
、

阳江山谷中
。

〔释〕为胭脂 ( 黑皮
、

胭脂树 ) A r t o e a r p u s t o n k i n e n s i s

A
.

C h e v
.

e x G a g n e p
.

( 桑科 M
o r a e e a e )

。

本种木材质硬
,

不受虫害
,

是一种良好的硬木
。

果成熟时味甜可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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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梓 〔原文〕梓大至合抱
。

则为虎梓
。

淮岭南有之叶似桐而小
。

木理如袱
。

多产于四

会
。

以 色红者为上
。

俗呼羊肝梓
。

可作琴瑟栋梁
。

色 白 者 为 下
。

〔释〕为族木 Sa s sa fr a s

t z“ m u
( H em sl

.

) H em sl
.

( 樟科 L a ur a a e e e
)

。

本种又名梓木 , 木材的心材为栗褐色或暗褐

色
,

木质优良
,

雅致耐久
,

可供造船和家具用
。

岭南地区有产
。

3了
.

海苔树 〔原文〕海苔树出阳江海石上
。

状如树
。

枝如铁
。

〔释〕为海石花属某些种

P o ly a e t i n i a s p p
.

( 动物 ) ( 珊瑚虫纲 A e t i n o z o a )
。

38
.

披木 〔?] 〔原文〕 梭木数种
。

有画意
。

39
.

芸香 〔原文〕芸香
。

古时芸香乃草叶
。

今之芸香乃山中树液所结
。

杂诸香焚之可熏衣
。

阮制军通志云
。

芸香有二种
。

一树皮
。

一树液结成者
。

岭以北多用树液
。

广南则用树皮
。 一

鱼

豢典略所云
。

香辟意之芸乃芸草
。

非芸香树也
。

〔释〕 “
古时之芸香

、

辟蠢之芸
”
是草本的

芸香 R u t a g r a v e o l e n s L
.

( 芸香科 R u t a e e a e )
。 “ 今之芸香

,,
是土沉香 ( 范成大 )

,

别名

有
: 白木香

、

牙香树
、

女儿香
、

莞香 A q u i l a r i a s i n e n s i s
( L o u r

.

) G i l g
.

( 瑞香科 T h y m e -

la ea ce ae )
。

本种木材淡黄色
,

微有香味
,

但结节部或损伤部积久则色暗而坚
,

极芳香
,

冠绝

天下
,

为药用和制香的原料
,

极有商品价值 , 新鲜木材焚之亦有香味
。

蔡条以万安黎母山下

东炯出者谓之 “ 海南沉
” ,

范成大所称的 “ 土沉香
” 、 “

崖香
” 即为本种

。

4 0
。

马眼香 ( ? ) 〔原文〕马眼香其藤大如臂
。

岁久心朽
。

皮坚
。

自然成香
。

41
.

金凤花 〔原文〕金凤花黄色如凤
。

心吐黄丝
。

叶类槐
。

出七星岩
。

〔释〕为洋金凤

( 金凤花 ) C a e s a lp i n i a p u l e h e r r i m a
( L

.

) S m
.

( 苏木科 C a e s a lp i n i a e e a e )
。

4 2
。

吊钟花 〔原文〕吊钟花出鼎湖山
。

木本
。

花红白色
。

形如钟
。

皆下垂
。

无仰口者
。

簇生叶下
。

每簇九花
。

岭南处有之
。

惟鼎湖山所产每簇十二花
。

〔释〕为吊钟花 E n ik a nt h us

q u i n q u e f l o r u s L o u r
.

( 杜鹃花科 E r i e a e e a e )
。

4 3
.

葱给竹 〔原文〕葱劳竹太平御览引岭表录异志曰
。

慈簧竹可为错子
。

错甲利
。

胜于

铁
。

若钝
。

以浆水洗之
。

还复快利
。

肇庆府志云
。

出阳江
、

新兴
、

阳春
、

德庆
。

〔释〕为慈劳

竹 (沙橡竹
、

沙圆竹
、

山竹
、

山铁罗竹
、

扫杆竹
、

苏罗单竹 ) S e h i z o s t a e h y u m p s e u d o l i m a
M

e -

C l u r e ( 禾本科 G ar m in e ae )
。

据李衔竹谱详录卷四云
: “
慈结竹出广右安南

,

又名 涩 竹
,

节长二尺余
,

每节上半截蕊涩
,

如世所用砂纸
。

人或削成锉子可磨爪甲
。

用久剧滑
,

以好醋

浸少顷
,

火灸干
,

复涩矣
。

其半即常竹
,

江船蓬箔多用之
,

老者弥涩
。 ” 可见此即原文之慈

绪竹也
。

据耿以礼等之 《 中国主要植物图说 ( 禾本科 ) 》 的描述 : 本种杆圆筒形
,

表面有硅

质
,

偶可贴生白色易落之小刺毛
,

以后则变为祖糙而有小究状突起存留
。 “

粤语俗称移杨竹

者
,

实即愈绮竹之音讹也
。 ”

是与原文中之葱结竹特征相符的
。

4 .4 柔筒 〔原文〕柔筒笋小而味美
。

出新兴
、

阳春山谷中
。 〔释〕为绿竹 (泥竹

、

石竹
、

毛绿竹 ) S i n o e a l a m u S o ld h
a m i i (M

u n r o
) M c

C l
u r e ( 禾本科G r a m i n e a e )

.

本种笋味鲜

美
,

质地柔软
,

除鲜食外
,

并可制笋千或罐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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