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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梨在我国约有３０００年栽培史。它可能首先在江淮地区被驯化，然后迅速在

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形成优质类群产区。它不仅是我国古代重要果树，梨花也是古

人最喜欢的花卉之一，梨树的木材在中国古代也有广泛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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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

　　梨是当今世界温带地区仅次于苹果的一

种重要果树，在我国有悠久的栽培史。它在

我国古人生 活 中 占 有 重 要 的 地 位，“上 可 供

于岁贡，下可奉于盘珍”。［１］有人称其为 “百

果之宗”［２］或 “果宗”，也许不算过分。梨之

所以能取得如此地位，原因在于它适应性很

强，是我国众多水果中分布最广的一种，而

且产量高，直至２０世 纪 五 十 年 代，仍 是 我

国最重 要 的 果 品，约 占 全 国 水 果 总 产 量 的

２０％左右。［３］虽然 目 前 由 于 苹 果 和 柑 橘 类 等

水果生产的崛起，它在水果产量中占的比重

有所下降，但依然是最重要的果树之一。品

种之多，在我国各种水果中名列第一。② 栽

培面积 在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内，仅 次 于 苹 果。

２００７年，我国 梨 的 栽 培 面 积 和 产 量 仅 次 于

苹果和柑橘，产 量 达１３０５万 吨，占 全 国 水

果总产 量 的１２．３１％，［４］位 居 世 界 第 一，［５］。
诚如 《中国果树志第三卷·梨》中指出的那

样，它在我国至少有２５００—３０００年的历史。
对其栽培起源和主要品种群的形成进行系统

的历史考察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华 北 是 历 史 悠 久 的 优 质 梨

产区

　　我国黄河域是当今最重要的梨产区，这

里栽培梨的历史也颇为悠久。《诗经》中虽

然没有直 接 提 到 梨，但 《诗 经·秦 风·晨

风》中提到 “隰有树檖”。这里的檖 应 该 是

一种比较原始的梨，下文我们还会提到。从

相关的文献看，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梨显

然已成为这一地区一种受欢迎的水果，相关

记载见于各种文献。《周书》（即 《逸周书》）

有：“秋食楂梨橘柚。”［６］ 《礼记·内则》记

有： “楂、梨、姜、桂”，以 及 “椇、枣、
栗、榛、柿、瓜、桃、李、梅、 杏、 楂、
梨。”。 《庄子·天运》篇中也说： “其 犹 柤

梨③橘 柚 邪！ 其 味 相 反 而 皆 可 于 口。”［７］当

时，华北平原已有栽培梨的记载。 《管子·
地员》记有：“五沃之土，……其阴则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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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３年，中国农 科 院 果 树 研 究 所 编 的 《中 国 果

树志第三卷———梨》记 述 秋 子 梨７２个 品 种，白 梨 类４５９
个品种，沙梨类４５２个 品 种，新 疆 梨 类２９个 品 种，川 梨

类１０个品种，以及西洋梨２２个品种和日本梨１５个品种。

古代这两种水果经常并称，柤似乎也是与梨相近

的水果，或者就是梨的一种。



楂、梨”。［８］

至迟在汉代时，梨果生产已是黄河流域

一项重要的产业。韩婴的 《韩诗外传》卷七

提到：“果园梨栗”，说明梨是时人经常栽培

的果树。扬雄的 《长杨赋》亦提到陕西周至

附近有： “梨栗之林”。 《汉书·东 方 朔 传》
说秦中：“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９］

《三辅黄图》记有：“云阳车箱坂下有梨园一

顷，梨树数 百 株”。［１０］可 以 看 出，梨 是 陕 西

重要的经济果树。《汉书·货殖传》“淮北荥

南河济 之 间 千 树 梨”，①［６］便 收 入 非 常 可 观

的记载。《广志》记载，“常山真定、山阳巨

野、梁 国 睢 阳，齐 国 临 淄、巨 鹿 并 出

梨”。［１１］表 明 当 时 河 北、山 东 和 河 南 许 多 地

方产梨。另一方面，《说文解字·木部》有：
“梨，果名”。这些史实都说明这是一种常见

的水果。
西汉时期，人们已经在栽培技术方面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人们似乎注意到梨、柿等

果树适宜栽培于秋冬具一定低温的寒凉气候

地区。史游的 《急 就 篇》记 载： “梨、柿、
柰、桃待露霜。”唐代 学 者 颜 师 古 注 云 “言

此四 果 皆 得 霜 露 之 气，乃 能 成 熟。夏 则 待

露，秋则待霜。故 总 云 待 露 霜 也。”这 种 经

验总结和我国当今梨的主要产区分布于华北

和西北一带是相符的。不仅如此，当时的育

种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当时 陕 西 长 安 一 带，
梨的品种已经不少。《西京杂记》中记载汉

代上林苑中 有 紫 梨、芳 梨、青 梨、大 谷 梨、
细叶 梨、紫 条 梨、瀚 海 梨、东 王 梨。晋 代

《博物志》说：“梨类甚多，……有大小甜酸

之异耳”。［１２］可 见 汉 晋 时 期 人 们 已 经 培 育 出

许多梨的品种。
随着梨的品种不断涌现，优良品种也逐

渐增多。三国时期，华北地区已有不少优质

梨的记载。其中，河北的真定 （正定）尤以

产好梨著称。何晏 （？———２４９年）的 《九

州论》记述：“安平好枣、中山好栗、魏郡

好杏、河 内 好 稻、真 定 好 梨”。［１３］卢 毓 的

《冀 州 论》也 有 “魏 郡 好 杏，常 山②好 梨”
的记载。《魏文帝诏》进一步指明：“真定御

梨，③ 大 若 拳，甘 若 蜜，脆 若 凌 （菱），可

以解 烦 释 渴。”［１２］很 显 然，真 定 产 的 梨，个

大脆甜，质量上乘。此外，山东西部、河南

洛阳等地也产好梨，曹操 《为兖州牧 上 书》
记有：“山阳郡有美梨”；［１４］而晋代学者潘安

的 《闲居赋》赋中有所谓 “大谷之 梨”；著

名文学家王廙 《洛都赋》也有：“梨则大谷，
张公秋黄”。［１２］南北朝时期， 《洛阳伽蓝记》
记载欢农里报德寺有园林，出各种珍果，其

中有大谷梨、含消梨，和承光寺的柰并称为

“报德之梨，承光之柰”。联系到上述 《西京

杂记》记载上林苑栽培大谷梨，似乎表明大

谷梨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广泛栽培的一个优良

品种。④ 同样的，从名称看 “含消梨”可能

是一种鲜嫩、石细胞很少的品种。《三秦记》
记载，陕西出 “含消梨”，果大而质量鲜嫩。
这些史实说明河北、河南和陕西等地很早就

培育 出 御 梨、大 谷 梨、张 公 梨 和 含 消 梨 等

良种。
南北 朝 时 期 的 农 书 《齐 民 要 术》，在

“插梨第三十七”篇中，对 梨 的 品 种、栽 培

管理和苗木繁殖已经有详细的记载。书中记

载了很完善的梨的嫁接技术，用的砧木主要

是杜梨，以及枣和石榴等，体现当时的嫁接

技术已有很高的水平。后来 《种树书》则记

载：桑上接梨则脆而甘美。毫无疑问，和许

多水果一样，嫁接和扦插是我国改良梨树果

实品质的重要技术。对促进我国黄河流域梨

品种的增加和更多良种的出现有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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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汉书》卷９１，货殖卷第６１作 “《汉 书·货

殖传》“淮北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

即今正定。
《群芳谱》作 “真定郡梨”。

明代曾棨在赞美频婆的味道时有 “甘脆胜过大谷

梨”，说明在历史上大谷梨长期被认为是优质梨。



正因为育种水平的提高，唐初的 《新修

本草》记 载 “梨 种 复 殊 多”。［１５］唐 代 许 默 的

《紫花梨记》记载真定产名贵的紫 花 梨。此

后 《旧五代史·太祖纪》提到当时土贡的梨

包括：镇州水梨、河东白杜梨、晋州和绛州

黄消梨、陕 府 凤 栖 梨、青 州 水 梨、郑 州 鹅

梨。［１６］宋代周师厚的 《洛阳花木记》中，记

载梨的 种 类 多 达２７个。其 中 包 括：水 梨、
红梨、雨梨、浊梨、鹅梨、穰梨、消梨、乳

梨、袁家梨、车宝梨、大浴 （谷）梨、甘棠

梨、早接梨、凤西 （栖）梨、密指梨、庵罗

梨、棒 槌 梨、清 沙 烂、棠 梨、压 沙 梨、梅

梨、榅桲 梨 等。上 述 史 料 提 到 的 鹅 梨、乳

梨、凤栖梨都是当时著名的良种。宋代苏颂

的 《图经本草》对乳梨和鹅梨有如 下 评 价：
“乳梨出宣城，皮 厚 而 肉 实，其 味 极 长。鹅

梨出近京州郡及北都，皮薄而浆多。味差短

于乳梨。”书中提到的还有 “滁水梨、消梨、
紫煤梨、赤梨、甘 棠、御 儿 梨”等１１个 品

种。［１７］其中的 “御儿梨”或许与曹丕提到的

“御梨”有关。
另一方面，从当时的笔记、诗歌和其他

著作中也可看出鹅梨、凤栖梨等是受市场欢

迎的 品 种。 《东 京 梦 华 录》记 载 当 时 东 京

（开封）市面上的饮食果子时，提到 “河 北

鹅梨……西 京 雪 梨、夫 梨、甘 棠 梨、凤 栖

梨、镇 府 浊 梨……漉 梨。”［１８］书 中 还 在 其 他

地方记载食品时，多处提到鹅梨。鹅梨受宋

人的推崇在当时诗人的笔下有诸多 的 反 映。
宋代周 紫 芝 《太 仓 稊 米 集》有：“自 从 北 郡

无人到，不见鹅梨今几年”［１９］，表达了自己

对这种佳果的怀念；而另一著名官僚洪适诗

有：“新鹅借颜色，甘蜜添滋味。”南宋著名

学者程大昌在其著作 《演繁露》一书中，则

提到凤栖梨 “结实香脆”，质量很好。
除鹅梨、乳梨和凤栖梨外， 《东京梦华

录》中提到的 “西京雪梨”也是宋代我国北

方非常著名的一个优良品种，它的得名可能

与质 地 松 脆 相 关。宋 人 《涉 斋 集》谓 其：
“似雪味能珍”。［２０］不过，我国南北方都有许

多名为 “雪梨”的良种。上述 “西京 雪 梨”
指洛阳产的雪梨，宋代河南人曹勋的 《松隐

集》中也提到雪梨。［２１］而宋代的 《会稽志》、
苏简的诗集中提到浙江也产雪梨。大约在元

代的时候，宣 城 的 乳 梨 开 始 也 被 称 作 “雪

梨”，《王祯农书》提到这一点。① 它与上述

河南产的雪梨应当不属于同一品种。根据明

代 《蠡海集》，清代 《盛京通志》等 文 献 记

载，河北、江南和东北等地都产雪梨。这些

雪梨不免有 “同名异物”之嫌。据 《日下旧

闻考》记 载，宣 城 雪 梨 （也 就 是 原 来 的 乳

梨）在明代即为贡品。不过，当时的人认为

北方的雪梨不但不比南方宣城的差，甚至更

好。 《明 经 世 文 编》记 载：“今 京 师 果 品 菜

蔬，雪 梨 青 杏 比 之 南 京 所 产 者 尤 佳”。［２２］

《宁国府志》载明巡按御史王宪 “奏免雪梨

疏”甚至认为：“前梨其色味固与诸梨同也，
土民矫揉其色名之曰雪梨，师欲贾虚誉以罔

市利”；“直隶、河间并山东等处，亦有腴白

等梨，香美甲 于 天 下”。 《日 下 旧 闻 考》指

出：明前 期，雪 梨 由 宣 城 进 供。万 历 九 年

（１５８１年）有人认为：它 “采自秋前，装运

色味易变，不 如 在 京 河 间 所 产。”［２３］表 明 北

方产的雪梨的确质量很好。
顺便提一下，明代的时候，河北一带的

名产雪花 梨 开 始 见 诸 史 籍。明 代 《倪 文 僖

集》提到：“景 泰 壬 申 九 月 初 六 日，……赐

雪花梨及 鲜 果 一 笼”。［２４］大 约 雪 花 梨 也 是 一

个受重视的品种，故此皇帝用来赏赐下属。
至迟在元代，香水梨开始在北方成为一

个著 名 的 良 种。元 代 王 祯 《农 书》认 为：
“魏府 多 产 鹅 梨。北 地 有 香 水 梨，最 为 上

品”。［１］明人 “食梨 戏 作”提 出： “雪 梨 香 水

天下无”。［２５］刘 崧 “北 平 十 二 咏·香 水 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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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祯农书》卷９记载，“乳梨又名雪梨”。



夸其为：“崖蜜清心润，壶冰溅齿寒。宣城

空斗 大，气 味 敢 同 看。”［２６］当 时，这 种 梨 还

常被用于治疗疾病。《普济方》、《证治准绳》
等医书，都 记 载 了 不 少 用 香 水 梨 治 病 的 药

方。《盛京通志》记载，盛京一些果园有上

交 “香水梨、红肖梨、雪梨”的额度。［２７］

清代人们认为： “梨品类甚多，不可枚

举”。［２８］从 明 清 的 地 方 志 不 难 看 出，当 时 栽

培的优良品种不少与今天是一样的。其中华

北地区的宛平县有：香水、秋白、红绡、鹤

顶 红、雪 梨；昌 平 县 有：香 水、秋 白、红

绡、鹅、瓶 梨。历 城 县：鹅 梨、秋 白、香

水；高唐州 有：香 水、鹅 梨；莱 阳：香 水、
平桑、铁皮梨；翼城县有：香水、秋白、酥

梨；平陆县有：鹅梨；西华县：袁家梨。［２９］

从上述名称可以看出，古人命名梨有不同的

方式，“红绡”可能是根据梨的颜色或肉质，
香水可能跟梨汁和香味有关，“鹅”、“瓶梨”
则跟形态有关。顺便指出，上述的红绡梨可

能就 是 后 来 的 “红 宵 梨”，因 谐 音 而 发 生

演变。

　　二、古人对长江流域梨的评述

古代 记 载 江 淮 流 域 物 产 的 文 献 较 少。
《山海经·中山经》的记载：“洞庭之山……
其木 多 柤 梨 橘 柚。”［３０］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湖

北荆门出土过战国时期的梨核。［３１］这些史实

表明，长江流域的湖北和江苏在战国时期有

梨的栽培。尽管比较而言，早期南方的物产

见于文献的较少，不过从汉代开始，关于梨

的记载逐渐多起来。司马相如的 《子 虚 赋》
提到楚国故地 “楂梨梬栗，橘 柚 芬 芳”。当

时封地在长沙的 “中山靖王”很喜欢这种水

果，将梨作为墓葬的随葬品。淮南王主持编

写的 《淮南子》记载： “佳人不同体，美人

不同面，而 皆 说 （悦）于 目；梨、橘、枣、
栗不同味，而皆调于口”。［３２］

至迟从晋代开始，长江流域产的优质梨

也开始见诸史籍。据 《荆州土地记》：“江陵

有名梨”，说明湖北产质量 良 好 的 梨。同 一

时期，《永嘉郡记》则说：青田村产一种质

量 上 乘 供 上 贡 的 “御 梨”。［１１］另 外，左 思

《蜀都赋》云 “紫梨津润”，称道四川梨的优

质，而且这是皮 呈 紫 红 的 梨。 《西 京 杂 记》
记载的 “紫梨”或许源于蜀地进献。这种紫

梨似乎后来 四 川 一 直 有 栽 培， 《方 舆 胜 览》
记载 “广安军” “土 产 紫 梨”［３３］； 《明 一 统

志》《清一统志》等地理类的著作仍然记载：
广安州 “出 紫 梨”。［３４］它 们 记 载 紫 梨 “入 口

即化”，质量上乘。
到了宋代，据陆游 《入蜀记》卷四记载

巫山县 “大溪口……出 美 梨，大 如 升”。说

明当时的重庆也产高质量的梨。另据宋代施

宿等编的 《会稽志》记载 当 地 产：水 蜜 梨、
红麋 梨、冯 家 梨、映 日 红、青 消 梨、五 尕

梨、葫芦 梨、早 稻 梨、满 殿 香 梨、廿 两 梨、
蜜梨、雪梨、黄匾梨、黄麋梨、赵抝梨、麻

盦梨等。［３５］这里的蜜梨、雪梨可能是至今仍

在栽培 的 良 种。当 时 的 诗 人 对 雪 梨 赞 颂 有

加。苏简 “赋雪梨寄二孙”云： “梨乃北方

果，东 阳 有 遗 种。开 花 如 雪 洁，结 实 论 斤

重。似 闻 风 霜 来，采 摘 不 旋 踵。肤 莹 玉 在

手，剖 之 醴 泉 涌。甘 凉 宜 解 酲，席 上 贾 余

勇。甚美 非 耐 久，糜 溃 失 前 宠。”［３６］南 宋 洪

适的 《盘洲文集》中也称道雪梨： “魁然饤

坐珍，落刃雪分身”。［３７］明人的 《吴兴备志》
记述湖州产的梨也有一些 良 种。书 中 记 载：
“黄梨、清消梨、麋 梨 品 俱 下，独 安 吉 陈 公

梨风味亚于鹅梨，在雪梨之上。安吉有金花

梨。”［３８］前面 提 到，宣 城 产 的 乳 梨 很 有 些 名

气，后来这一地区产的雪梨即原来颇具名气

的乳 梨。清 初 修 的 《江 南 通 志》还 记 载：
“雪梨”：“种 类 亦 多 而 宣 邑 雪 梨 为 最”［３９］明

代华亭 （今 上 海 松 江）人 宋 诩 父 子 所 著 的

《竹屿山房杂部》，提到说梨的品种众多，当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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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种之著 者 香 梨、青 消 梨、瓶 梨、绵 梨、
鹅梨、紫梨、水 梨、金 花 梨、黄 梨、红 梨、
雪梨、寒 梨。”［４０］其 中 包 括 上 面 《会 稽 志》
等书提到的紫梨、香梨、清消梨和雪梨。

根据 《古今图书集成》收集的地方志资

料，当时 南 方 一 些 地 区 也 栽 培 有 鹅 梨、雪

梨、白梨和蜜梨等北方的名品，同时也栽培

沙梨和水梨等具有南方特色的品种。其中宁

国府有：雪梨、酥梨、蜜汁梨；吴县有：蜜

梨、白梨、消 梨、鹅 梨；武 进 县 有：沙 梨；
龙 泉：鹅 梨、雪 梨；福 州 府 有：鹅 梨、水

梨；福清县有：雪梨；建阳府有：雪梨；增

城县有：蜜梨、沙梨、雪梨等等。［２９］

　　三、不同地区梨的特点

现今我国的梨按品种来源和地理分布可

分为秋子梨、白梨、沙梨３个种群系列，即

东北和西北耐寒冷地区的秋子梨系统；华北

地区的白梨系统，及长江流 域 的 沙 梨 系 统。
总计全国有梨的 品 种３０００多 个，在 果 树 中

名列第一［４１］。沙 梨 （Ｐ．ｐｙｒｉｆｏｌｉａ）和 秋 子

梨 （Ｐ．ｕｓｓｕｒｉｅｎｓｉｓ）仍 有 大 量 的 野 生 资

源。① 梨虽然在全国各地都有栽培，但主要

产区在我国北方，尤以河北、山东、河南和

山西栽培最多，质量也以北方出产的好。沙

梨大多数品种果实近球形，果皮褐色或淡黄

色，适于生长在温暖多雨的区域，主要产于

我国长江流域的华中、华东和西南各省。沙

梨这个 名 称 在 历 史 上 出 现 得 比 较 晚，宋 代

《陈氏香谱卷》卷３记述 “庐陵香”制法时，
配料有 “沙梨”；元代 《延祐四明志》“四明

山心梨 洲，溪 生 沙 梨”。［４２］、明 代 《香 乘》、
《事物绀珠·果部》也都提到 “沙梨”。如今

著名的沙梨品种包括浙江义乌早三花、严州

雪梨、福建正和大雪梨、广西灌阳雪梨、四

川苍溪梨、云南呈贡宝珠梨、贵州咸宁大雪

梨。从中看出，这类梨在南方有不少较好的

品种。有人认为云南现有的地方良种都起源

于沙梨。［４３］

白梨 （Ｐ．ｂｒｅ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果 实 卵 形 或

倒卵形，果皮黄色，原产我国北方，也主要

分布在我国北部和西北部，沿黄河流域各省

栽培，品种最多，品质最好。华北地区是我

国白梨系统的几种分布地。［４１］白梨没有发现

野生种。这种梨的果实质脆多汁，石细胞较

少，微有香味，比沙梨耐寒，较耐贮藏。白

梨的名称出现比沙梨晚。明代 《学圃 杂 疏》

有：“北之秋白梨、南之宣州梨，皆吾地所

不及”。 《燕 京 杂 记》有： “京 师 佳 果 不

一……白 梨、大 谷 梨、沙 梨”。如 今 著 名 的

品种有：延边苹果梨、② 绥中秋白梨、定县

鸭梨、赵 县 雪 花 梨、砀 山 酥 梨③、莱 阳 梨、

金川鸡腿梨、金花梨、汉源白梨。顺便提一

下，现为 河 北 最 著 名 的 优 良 品 种 之 一 的 鸭

梨，古代可能有别的名称，包括前面提到的

鹅梨。笔 者 认 为，一 些 鹅 梨 被 改 称 为 “鸭

梨”的可能性很大，如今河北一些地方将鸭

梨的 一 类 品 种 称 为 “鹅 头 梨”［４４］或 可 视 为

佐证。

秋子梨最耐寒。前苏联园艺学家米丘林

曾用秋子梨与其它品种杂交培养出许多耐寒

的梨 树 品 种。秋 子 梨 果 实 小、经 后 熟 才 能

吃，质粗粝石细胞多，大多不耐贮藏。市场

上常见品种有：香水梨、安梨、酸梨、沙果

梨、满园香、八里香、尖把、秋子梨等；风

味很好的有京白梨、南果梨。

此外，还有新疆梨 （Ｐ．ｓｉｎ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３５

梨史源流

①

②

③

蒲慎富认 为 新 疆 梨 是 与 三 种 并 列 的 一 个 种 （见

“梨种质资源及其研究”）

此种梨有沙梨血 统，因 其 形 态 特 征 与 白 梨 相 似，

故被园艺界人士划入白梨系 统 内。（见 蒲 慎 富 等，我 国 野

生梨和 栽 培 品 种 染 色 体 观 察，园 艺 学 报，１９８５，１２ （８）

１５５－１５８
俞德浚 认 为 此 梨 和 安 徽 宣 城 的 雪 梨 皆 属 沙 梨，

《中国植物志》，３６卷，３６６页



它可能是西洋梨和我国白梨天然杂交种。［４４］

《西京杂记》的 “翰海梨”可能就是新疆梨。

这类果树历史上记载不太多，不过在清代已

经颇具名气。清代 《轮台杂记》记载 “土鲁

番梨第一。……梨大不盈握。脆嫩甘香。允

为绝品。”可能与今天的库尔勒香梨是一类。

清末 《河海昆仑录》卷四提到库车梨： “色

鲜黄。皮薄如纸。味甘如蜜。人口即化。如

嚼霜雪”。西北地区的百姓用新疆梨 培 育 出

一些喜冷凉干旱、抗寒的栽培品种至今仍然

非常知名，如新疆库尔勒香梨、兰州花长把

梨、武威猪头梨、新疆埃西切克梨等。［４５］

从上面相关梨的分布来看，沙梨可能起

源于我国长江流域的华中地区和江 淮 地 区，

白梨可能育成于华北地区，秋子梨可能起源

于东北和西北寒冷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新疆

库尔勒香梨这种杂交种的形成，表明新疆是

一个文 化 交 流 和 民 族 融 合 的 重 要 区 域。另

外，产于我国西部的榅桲是 梨 的 近 缘 植 物，

可能被用作梨的嫁接砧木，所以才有上述的

榅桲梨。

古人不但注意到梨适合北方冷凉地区的

栽培，同时也指出，北方的梨质量更好。明

代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中有这样 的 总 结：
“梨 有 青、黄、红、紫 四 色。乳 梨 即 雪 梨。

鹅梨即绵梨。消梨即香水梨也。……昔人言

梨皆以常山真定、山阳钜野、梁国睢阳、齐

国临淄、钜鹿、弘农、京兆、邺都、洛阳为

称。盖好梨多产北土。南方惟宣城者为胜。”

他这里强调的宣城梨，大约还是根据以前本

草著作中所说的 “乳梨”和雪梨。清代 “宦
迹半天下”的植物学家吴其濬认为： “南方

梨绝少佳品”［４６］。他的这个说法从现在白梨

在我国梨中品种最多，质量最好这种情形来

看，［４４］大体上是能成立的。目前作为我国梨

的主要产区的华北和西北仍是优质梨的主要

产区。

　　四、梨的起源考察

梨的种类 很 多，全 世 界 有３５种，我 国

有１４种。梨亚科植物被认为 起 源 于 我 国 西

部山区，我 国 是 世 界 栽 培 梨 的 起 源 中 心 之

一。［４４］我国栽培的沙梨、白梨和秋子梨统称

中国梨，原产我国。［４７］西洋梨 （Ｐｙｒｕｓ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ｓ），原 产 欧 洲 中 部、东 南 部 以 至 小 亚

细亚、中亚细亚等地。
野生梨在我国分布很广，北部有耐寒的

秋子梨，北方和中部有杜梨、江南和华南有

沙梨和豆 梨。无 论 是 杜 梨 （Ｐｙｒｕｓ　ｂｅｔｕｌａｅ－
ｆｏｌｉａ）还是 形 态 相 近 的 豆 梨 等 野 生 梨 树，
它们的果实虽然小，但通常很多，而且成熟

时有甜味，在山区常是小孩采食的野果。野

生梨树在全国分布很广，可以推想，它很早

就成为人们的采集对象，进而被驯化为栽培

对象。
从相关古籍看，梨的栽培在我国有悠久

的历史。主要记载我国黄河流域风物史实的

《诗经》，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梨，但提及相关

种类檖、杜和甘棠。根据 《尔雅·释木》中

的记载，杜就是甘棠，东晋的博物学家郭璞

认为就是杜梨；三国陆机 《毛诗草木鸟兽虫

鱼疏》也说：“甘棠：今棠梨，一名杜梨”。
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中写道： “棠梨，野

梨也，处处山林有之”。《植物名实图考》记

有 “棠梨”，说 的 是 《尔 雅》中 的 杜，附 的

插图正 是 杜 梨［４６］。如 今 北 方 仍 有 一 些 地 区

的人们仍称杜梨为棠梨。因此，杜和甘棠是

一种，亦即主要分布在我国长江以北的一种

野梨。那么，檖究竟是什么呢？

《诗经·秦风·晨风》中 提 到 “隰 有 树

檖”。所谓 “树檖”就 是 栽 培 的 檖。这 里 的

檖在 《尔雅·释木》中被解释为 “萝”，东

晋博物学家郭璞注为： “今阳檖也，实似梨

而小、酢，可食。”陆 机 在 《诗 草 木 鸟 兽 虫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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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疏》云： “檖，一 名 赤 萝，一 名 山 梨，①

今人谓之杨檖。② 树及实如梨但小耳。一名

鹿梨，一名鼠梨。今齐郡、广县、尧山、鲁

国、河内、北中有人亦种之，极有美者，亦

梨之脆美者。”据上 述 史 料，檖 应 当 是 一 种

被栽培的梨，不过只是一种 “有人亦 种 之”
的、驯化程度比较低的梨。

《诗经》中没有 出 现 梨 的 明 确 记 载，可

能源于某种偶然，正如杏起源于我国北方也

未见于 《诗经》记述。还有一种可能，梨不

像桃李枣栗等是华北和西北起源的果树，因

而在 《诗经》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有比较原

始的 “檖”。这可能与它的栽培种最 初 并 非

出现在黄河流域，而是在江淮流域有关。从

植物遗传学的角度分析，黄河流域栽培的白

梨的出现 可 能 晚 于 长 江 流 域 首 先 被 驯 化 的

沙梨。
前面说过，我国的梨按品种来源和地理

分布可分为秋子梨、白梨、沙梨３个种群系

列，即东 北 和 西 北 耐 寒 冷 地 区 的 秋 子 梨 系

统；华北地区的白梨系统，及江淮流域的沙

梨系统 。秋 子 梨 和 沙 梨 都 有 野 生 种，唯 独

白梨未发现野生种。它可能是沙梨和杜梨的

杂交种或沙梨和秋子梨的杂交种。［４８］从这一

情况来 看，沙 梨 或 秋 子 梨 应 有 一 种 先 备 驯

化，然后才有白梨的出现。其中秋子梨，东

北土名称山梨，河北土名酸梨，［４９］分布地区

是我国古代农业相对落后东北和河北长城沿

线等地区，种类较少，可靠的文献记载出现

得较晚；③ 而沙梨分布区则是古代农业相对

发达的江淮流域，因此，沙梨可能是最早被

驯化的一种。另外，有人根据ＤＮＡ扩增结

果，计算梨种之间的相似系数，白梨和沙梨

相 似 系 数 最 大，白 梨 可 能 由 沙 梨 演 化 而

来。［４８］另外， 《齐 民 要 术》中 记 载，梨 用 果

实繁殖，在总共十余个种子长出的苗中，只

有两株结梨，其余的皆为杜梨。如果其记载

可靠的话，似乎也说明当时黄河中下游栽培

的梨是与杜梨杂交形成的种类。

那末梨树上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栽培的

呢？据上面秦风产 生 的 年 代 约 在２８００年 前

这一情形推测，我 国 栽 培 梨 可 能 有３０００多

年的历史。因为一般而言，文字的记述往往

要晚于 实 际 生 产 活 动。从 考 古 发 掘 的 资 料

看，长江流域也是较早栽培梨的区域。迄今

为止，有关梨的考 古 遗 物 不 多。上 面 提 到，

湖北荆门出土过战国时期的梨核。此外，长

沙马王堆汉墓也出土过梨。这两处发现的梨

的古代遗址都在长江中游地区，就今天的类

群分布而言，两湖栽培的主要是沙梨。荆门

出土的梨表明长江中游已经栽培梨； 《山海

经·中山经》记载产梨的洞庭山在今江苏太

湖东南，地处长江下游。可以设想，只要一

地出现了一种植物的栽培种随着人口的迁移

和往来，相邻地区的类似植物种就会受启发

而被驯 化。从 《诗 经》以 及 扬 雄 的 《蜀 都

赋》可以看 出，在 我 国 古 代，陕 西、河 南、

四川等地都分布杜梨或豆梨。沙梨的栽培种

被育成后，在向北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通过

用杜梨嫁接等技术手段，或刺激了黄河流域

“树檖”的出现，后来培育出质量更 好 的 白

梨。而杜梨因此成为黄河流域梨树嫁接用的

主要砧木，甚至有人认为 “梨树必棠梨桑树

接者，其结实早而佳”。［２８］

如上所述，梨也是当今世界一种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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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里的山梨可能就是野梨，因为在我国民间，常

在野生的动植物名称加 “山”这个定语，以和家养或栽培

种区分，如山鸡、山羊、山猪、山桃、山柿等等。

即如今南方的豆梨也称鹿梨、明杜梨。可能南迁

的客家人亦将豆梨 （Ｐ．ｃａｌｌｅｒｙａｎａ）叫 杨 檖。今 闽 西 地 区

有些地方将豆 梨 称 为 羊 屎 梨，羊 屎 梨 很 可 能 是 阳 檖 的 变

音，有如当地把槟榔芋 （即荔浦芋）叫作冰糖芋一样。

汉代出现 “冻梨”的名称，但主要用来形容老人

憔悴的脸，虽今天的秋子梨也有叫冻梨的品种，但二者不

一定相关；清乾隆年 间 由 汪 由 敦 等 纂 修 的 《热 河 志》卷

９３记载的 “山梨”（一名酸梨，又名香水梨、罐儿梨）大

约是秋子梨。



要的果树。约在汉代时，我国的梨树就传入

印度和 中 亚 诸 国。１８世 纪 后，欧 美 也 曾 多

次从我国引种梨树，以改善当地梨的品质和

抗病虫害能力。其中比较典型的如美国农业

部的 梅 耶 （Ｆ．Ｎ．Ｍｅｙｅｒ）自１９０５年 以 后，
曾从我国引种类大批的野生和栽培 的 梨 树，
其中从湖北等地引进过不少豆梨到美国，用

于育种，后来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环境

效益。［５０］

　　五、梨的观赏作用及其他

梨树是我国古老的果树，在长期的利用

过程中，不但果实长期为国人喜欢食用，梨

花也很早就成为国人喜爱的观赏对象。它洁

白秀丽，让人有幽雅飘逸之想，常为园林栽

培，极大地丰富了古人的精神生活。
和桃李等果树一样，梨花也是娇艳的春

花，诚如陆游所说： “粉淡香清自一家，未

容桃李占年华”。其 盛 开 时，繁 花 似 雪，非

常壮观；凋零时，随风起舞，有如蝶飞。南

朝刘孝绰称颂梨花： “杂雨疑露落，因风似

蝶飞”。唐代 诗 人 李 白 描 绘 春 天 的 景 色 是：
“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形象地刻画出

春天柳丝鹅黄，梨花如雪的美景。而韩愈更

有：“闻道郭西千树雪，欲将君去醉如何”，
表达了 希 望 能 在 花 间 畅 饮，一 醉 方 休 的 心

愿。欧阳修 “千叶红梨花并序”的： “风轻

绛雪樽前舞。日暖繁香露下 闻”，则 进 一 步

表现了花间饮酒的惬意。而当梨花飘零，诗

人也常常借此抒发春光易逝的惆怅。著称的

如唐代诗人元稹 “江花落”：“日暮嘉陵江水

东，梨花万片逐江风。江花何处最肠断，半

落江流半在空”。类似的感情宣泄还有杜牧：
“带叶梨 花 独 送 春”；来 鹄 “侵 街 草 色 连 朝

雨，满地梨花昨夜风”。而宋 代 李 重 元 “雨

打梨花深闭门”，是人们熟知表达 “伤 春 怀

人”的名句；谢逸 “梨花”诗： “剪剪轻风

漠漠寒，玉肌萧索粉香残”，则 抒 发 了 诗 人

淡淡的春愁。
它在春天开花，带雨梨花晶莹秀丽，给

人带来一种清新凄婉之美。唐代诗人白居易

在 《长恨歌》用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

枝春带雨”的诗句，来形容杨玉环满脸珠泪

的娇容，从此 “梨花带雨”常用作形容美人

垂泪的图景。与李白 《清平调》 “春风拂槛

露华浓”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仅如此，善于

形象思维的古代诗人，还将梨花的素雅与明

月的皎洁勾连，相映交辉，营造出一种超凡

脱俗的闲适美景。这方面以宋代晏殊所描绘

“梨花 院 落 溶 溶 月，柳 絮 池 塘 淡 淡 风”［５１］的

意境最为典型；其后，叶梦得继续雕凿柳絮

梨花的清新空灵意境，写出 “柳絮尚飘庭下

雪，梨花空作梦中云”。而史达祖进一步以：
“杏花烟，梨花月，晕开春色”抒 发 杏 花 烟

雨、梨花溶月的一种时空中虚实掩映、情景

交融的亦真亦幻的美景。明月梨花是如此受

人激赏，以致于 《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在描

绘京城游春时，不禁写道： “缓入都门，斜

阳御柳，醉归院 落，明 月 梨 花。”生 动 地 再

现了北宋 东 京 的 “繁 华”。而 这 种 美 妙 的 景

色，一直为后人欣羡，以致于清代统治者在

营建热河行宫时，也不忘营造 “梨花伴月”，
成为 “承德三十六景”之一。［５２］

梨果和梨花为国人长久利用，故在我国

习俗和工艺中也留下了各种烙印。传说唐玄

宗喜欢一种音乐，让３００个乐 工 在 “梨 园”
演练，他们和数百名排练的宫女因此被称为

“梨园弟子”。白居易在 《长恨歌》中描写李

隆基在 杨 玉 环 死 后，宫 中 寂 寞 萧 索 的 情 景

时，有 “梨园弟 子 白 发 新”的 诗 句。此 后，
从事曲艺工作者就被称为梨园弟子。［５３］另一

方面，梨与离谐音，故北方一些居民不 “分
梨”而食。此种情形似乎由来已久，韩愈曾

有这样的诗句：“妻儿恐我生怅望，盘中不

饤栗与梨。”

６５

·古今农业·　　　　　　　　　　　　　　　　　　　　　　　　　　　　　　　　·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梨树木材坚硬，在建筑和造船上被广泛

应用。此外，它还常被用作砧板和雕刻，以

及雕版印刷。因其是重要印刷材料，故发行

不当的书籍时，常被喻为 “灾 梨 祸 枣”。梨

树的叶子也有特殊的用途。据 《齐民 要 术》
记载，梨叶可用来染绛色。［１１］

综上所述，在 长 期 的 文 明 发 展 历 程 中，
梨不但果实被食用，梨花供清赏，梨木、梨

叶也都有各自独特的用途，它的确是我国古

人驯化的、非常有价值的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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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１９６３．２２．
［４２］袁 桷 ．元 祐 四 明 志 ［Ｍ］．卷７．／／四 库

全书本 （４９１册）．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４４７．
［４３］黄敏，武 绍 波 ．云 南 梨 树 植 物 及 栽 培 梨

的起源与演化 ［Ｊ］．北 方 园 艺，２０１２， （２０）：１７２

－１７５．
［４４］俞德浚 ．中 国 果 树 分 类 学 ［Ｍ］．北 京：

农业出版社，１９７９．１４４．１２７．１．
［４５］蒲慎富，梨 种 质 资 源 及 其 研 究 ［Ｊ］．中

国果树，１９８８，（２）：４２－４６．
［４６］吴其濬 ．植物名实图考 ［Ｍ］．台北：世

界书局，１９７４．７５６．
［４７］Ｈ．И．瓦维洛 夫 ．主 要 栽 培 植 物 的 世 界

起源中 心 ［Ｍ］ ．董 玉 琛，译 ．北 京：农 业 出 版

社，１９８２．１９．
［４８］贾敬贤等 ．中 国 作 物 及 其 野 生 近 缘 植 物

［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０２．１０１．
［４９］俞德浚等 ．中国植物志 ［Ｍ］．３６卷 ．北

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４．３５６．
［５０］罗桂环 ．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 ［Ｍ］．济

南：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６６、３６５、３８０．
［５１］钱钟书 ．宋诗选注 ［Ｍ］．北京：人民文

学出版社，１９８２．１４．
［５２］曹 诚，热 河 志 ［Ｍ］．卷２７，四 库 全 书

本 （４９５册），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４０１．
［５３］郑樵 ．通志 ［Ｍ］．卷４９．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８７．６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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