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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 初夏时节，酸甜可口的杨梅开始成熟了。杨梅是地道的
中国水果，在我国的栽培食用历史已有上千年。杨梅果实色泽鲜丽，
风味极佳，“玉肌半醉生红粟，墨晕微深染紫裳”，自称为杨梅“本家”
的南宋诗人杨万里，在一首诗里将杨梅刻画得淋漓尽致。

杨梅虽为核果，但比较特殊，它没有外皮保护，“裸奔”的杨梅就
像一团细小的珊瑚珠攒成，令人垂涎欲滴。今天的《谈天说地》就来
聊聊杨梅那些事。

杨梅的 种姿势

杨梅的
个外号

杨梅的 种吃法

杨梅在食用前最好先用淡盐水浸泡 15
分钟，可以降低杨梅的温性，还有助于去除果
子中的虫子。

糜烂性胃炎、胃十二指肠溃疡、胃食管反
流病患者不宜食用杨梅，因为杨梅刺激胃酸
分泌过多，可诱发或加重病情。

此外，杨梅也不适合湿热内蕴之人食用。
（综合博物、北京晚报、上观新闻、钱江晚

报、部分内容摘编自书籍《好竹连山觉笋香》）

□小贴士

这些人不适合食用杨梅

杨梅原产我国长江流域以南地区。比起
桃、梨、柑橘等水果，杨梅的产区确实小得多：它
是典型的亚热带植物，要长在年均温度15~20℃
之间、年降水量1000mm以上的湿润地区。杨梅
的最主要产地在浙江、福建一带，以及江苏、湖
南、四川、广东的部分地区。

杨梅在我国的栽培历史非常悠久。湖南长
沙马王堆西汉初年的汉墓中，就出土过封藏在陶
罐中的杨梅，形态和今天的杨梅非常相近。西汉
的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也提到“梬枣杨梅”。

而三国时期沈滢的《临海异物志》里写杨
梅：“其子大如弹子，正赤，五月熟。似梅味甜
酸”，这也是最早对杨梅形态的描述。

虽说杨梅对气候挺挑剔的，但它在另一方
面，却比一般果树强悍许多——杨梅不需要肥
沃的土壤，在贫瘠的酸性土中也能长得很好。

杨梅树耐贫瘠的秘诀，是它拥有跟豆科植
物一样的绝技——根瘤固氮，“自我施肥”。从
土里挖出一棵杨梅树，会发现侧根上有一些珊
瑚状或球形的小瘤子，那就是根瘤，里边生存着
大量菌类。

杨梅树常见的共生菌类，是放线菌中的弗
兰克氏菌，它能将大气中的氮气转化为氮肥。
所以杨梅不光能给自己制造养分，还能改造贫
瘠的土壤，被人们赞为“肥料树”。

对气候挑剔的杨梅

“自我施肥”的杨梅

直接“裸奔”的杨梅

性别“歧视”的杨梅

为了留住杨梅的鲜美，古人也想尽了
办法。新鲜的杨梅可用盐腌制，也可泡
酒，早在晋朝时就有“梅香酎”，是专门用
来款待贵客的。

“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持
盐把酒但饮之，莫学夷齐事高洁。”透过《梁园
吟》可以看到，李白用食盐渍浸过的杨梅佐
酒，还取笑朋友说，人间美味当前，莫要客气。

包着杨梅的粽子你吃过吗？欧阳修的
《端午帖子》里有“杨梅粽里红”的句子，苏轼
也写过“时于粽里得杨梅”，司马光也写过“懒
开粽叶觅杨梅”。有专家以此推测，古人习惯
在端午包粽子时加入杨梅等时令果品，起码
是北宋时期曾经有过这样的风尚。

杨梅还可以制作成各种蜜饯小食。李时
珍在《本草纲目·果部》中提供的大“杀器”为：

“盐藏、蜜渍、糖收皆佳。”
清代学者朱彝尊在《食宪鸿秘》中以醉杨

梅压轴，做法很简单：“拣大紫杨梅，同薄荷相
间，贮瓶内。上放白糖。每杨梅一斤，用糖六
两、薄荷叶二两，上浇真火酒，浮起为度。封
固。一月后可用，愈陈愈妙。”

好吃之外，杨梅还是“良药”。杨梅果性温，
味甘酸，归肺、胃经，具有生津解渴、消食和胃、
收敛止泻等多种功效。《本草纲目》中写道：“杨
梅可止渴、和五脏、能涤肠胃、除烦愦恶气。”

我们在开心地吃杨梅的同时，也可以顺
便关心下杨梅的“精神世界”。毕竟，在
杨梅的世界，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
问题。

杨梅是雌雄异株的植物。雌雄异
株的植物，经常一不留神就被性别歧视
了，比如杨柳，雌株因为会飞絮，被
拒绝栽种，或者挂吊瓶打不孕不
育药水。杨梅正好相反，雌株
大受欢迎，雄株被人冷落。

在果园里，只需要 1%~2%
的雄株，就足够用来授粉了，所
以育苗基地，杨梅的雌株供不应
求，雄株总是剩下。怎么办呢？在
适宜栽种杨梅的地区，雄株有时可用于
园林绿化，毕竟枝叶浓密，还算好看。

关于杨梅名称的由来，宋朝
唐慎微编著的《证类本草》里，写
到杨梅说过这么一句：“其树若荔枝树，而
叶细阴青。其形似水杨子，而生青熟红。”
李时珍进一步解释道：“形如水杨子，而味
似梅。”所以杨梅就叫杨梅了。

杨梅和梅子的味道类似，很容易理
解。可是，水杨子又是什么？

水杨子是落叶乔木桤（qī）木的果
实，水杨子有点像杨梅，但形状更长一些，
而且果实坚硬，其实跟杨梅多汁的质感有
很大区别。

而古人觉得这赤红晶莹的果实，浓缩
了太阳精华，因此又将杨梅称为“日精”。

关于杨梅，还有一个“君家
果”的有趣典故，常常被用作形
容年幼便有敏捷之才的孩子。

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言
语》中，记录了一个与杨梅有关
的故事：杨修是汉献帝时太尉杨
彪的儿子，自小聪明过人。孔融
与杨彪是挚友，一天，孔融到杨
彪家做客，这一年杨修只有 9
岁。杨家以当时极罕见和珍贵
的杨梅招待孔融，孔融指着杨梅
问杨修：“此实君家果？”（这杨梅
是你们杨家特有的果子吗？）杨
修立即回答说：“未闻孔雀是夫
子家禽。”（我可从未听人家说，
孔雀就一定是孔家豢养的飞
禽。）于是，杨梅又得了个“杨家
果”或“君家果”的别号。

1973年，浙江余姚发掘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遗址时，
发现了杨梅属的花粉，说明7000年前该地区就有杨梅生长。

杨梅以吴地所产最负盛名。宋朝张端义《贵耳集》中记
载了一个小故事：一个闽人、一个吴人，在赶考和赴任的路
上相遇了，两个人都拿自己家乡著名的物产来夸耀，闽地人
说荔枝最好，吴地人说杨梅更佳，各执一词不肯相让。后来
旁边有人听到二人的争论，写了一首诗题在墙壁上，将荔枝
比作“闽乡玉女”，将杨梅称为“吴郡星郎”。自此，杨梅得到
了“吴郡星郎”的漂亮诨名。

好好的梅
怎么入的“杨门”？

“闽乡玉女”PK“吴郡星郎”

文人们赞美杨梅时
荔枝躺枪了

杨梅果就像一团细小的珊瑚珠攒成的。果
农也将杨梅生长中、果实表面逐渐饱满的过程，
叫作“起珠”。

杨梅跟桃、李、杏是同一种果实类型：核
果。但典型的核果从外到里有三层：皮是薄韧
的外果皮，肉是肥厚多汁的中果皮，核是木质、
坚硬的内果皮（包裹种子）。

杨梅比较特殊，它“省略”了中果皮，让
外果皮高度肉质化，形成多汁的柱状组织。

没有外皮保护，“裸奔”的杨梅十分
不耐运输——直到今天，它都没能广泛
走向全国市场，鲜果主要还是在南方地
区销售，一旦精心包装运到北方，价格
就变得比较贵。

“君家果”有趣的典故

包着杨梅的粽子
你吃过吗？

古代很多文人都十分推
崇杨梅，而在文人们赞美杨梅

的时候，荔枝却躺枪了。
据说，那位以“才尽”而广为

人知的“江郎”——南朝文学家江
淹，是目前有记录的将杨梅写入诗中

的第一人，他在《杨梅颂》中写道：“宝
跨荔枝，芳轶木兰。”此时杨梅被视为

超越荔枝的果品。
而“吃货”苏轼非常善变，

当他吃着荔枝的时候，说：“日
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
人。”当他吃上了杨梅，态度立
马大转变：“闽广荔枝、西凉葡
萄，未若吴越杨梅。”

宋代诗人平可正则在《杨梅》
一诗中写道：“五月杨梅已满林，
初疑一颗值千金。味胜河溯葡萄
重，色比泸南荔枝深。”

至于文人为何常将梅杨与
荔枝作比较，大概是二者的收获
季节差不多，而且都不耐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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