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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产花梨出黎峒

追本溯源，目前有关黄
花梨明确而可靠的早期文献
是生活在初盛唐时期的陈藏
器撰著的《本草拾遗》，这是
一本关于中医药的书，目的
是补《神农本草经》之不足。
其中有这样的记载：“花榈出
安南及海南，用作床几，似紫
檀而色赤，性坚好。”南宋赵
汝适《诸番志》也有这样的记
录：“海南，汉朱崖，儋耳也
……四郡凡十一县……土产
沉香……青桂木，花黎（梨）
木，海梅脂之属。”但文献中
频繁出现花梨木，则要等到
明清时期。如明朝初年王佐
增补的《格古要论》、明人顾
岕《海槎余录》、明人严以简
《殊域周咨录》、清人李调元
《南越笔记》、明末清初屈大
均《广东新语》、清人程秉剑
《琼州杂事诗》等，都有记
载。尤其是天才的木匠天
启帝朱由校亲力亲为，以花
梨木为原料制作出精美的
器物之后。“上之所好，下必
从之”，皇帝的示范效应是
不容忽视的。明朝后期以
花梨木为原料的明式家具
兴起于江南一带，并在清朝
前 期 成 为 高 档 家 具 的 主
流。根据李时珍《本草纲
目》，他曾引用陈藏器之语
并补充说：“木性坚，紫红

色，亦有花纹者，谓之花榈
木，可作器皿、扇骨诸物。
俗作花梨，误矣。”由此可
知，民间所见之花梨木制
品，以小型器物为主，且主
要产于黎族人聚居之地，宋
代赵汝适在其著作《诸蕃
志·志物·海南》中就对黄花
梨作了如是记录：“土产沉
香花梨木等，其货多出自黎
峒。”

花梨是超越时间的贡品

花梨木器物之风行天
下，皇帝的示范效应之外，黄
花梨本身的品质是更根本的
保证。黄花梨堪称木材中的
皇帝，其木质之坚硬，卓尔不
群，使其常温下不腐烂不变
形，是家具最理想的材质，保
证了器物制成之后，可以长
久使用。同时，木材本身的
香气——我们要记得，不管
是陈藏器的《本草拾遗》还是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是记
录药用植物的书，不仅自身
防虫害，还能保护所贮藏之
物，不管是衣物，还是书籍。
所以，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说，
黄花梨木满足了人们对材质
的全部要求。

在明清相关史料中，还
有海南黄花梨作为贡品的记
载，在地方官吏向黎族人征
收各种土特产时，最重要的
一项便是黄花梨：万历四十
三年，两广总督张鸣冈上书：
各官无艺之争，曰丁鹿，曰霜
降鹿，曰翠毛，曰沉速香、曰
南板、曰花梨木……黎何堪
此重困，是不可不树牌禁者。

此外，在很早以前，海南
黄花梨就已作为贡品进献朝
廷，在清代作品《南越笔记》
中，李调元作了如是记载：

“占城，本古越裳氏界。洪武
二年，其主阿答阿首遣其臣
虎都蛮来朝贡，其物有乌木、
苏木、花梨木等。”这些笔记
式的记录，赋予了黄花梨物
传之久远的可能。材质不
腐，工艺精良，原本就是一种
可以实现不朽的途径——不
光是匠人的手艺和名声，也
是器物持有者家族绵延的证
明。这又赋予了黄花梨器物
超越时间的意义。

古诗词里的花梨
温润如玉

黄花梨的另一特性是色
彩艳丽，纹理清晰而又变化
多端。民间所见之器物，所
以以小件居多，除了材料难
得之外，小型器物方便把玩，
也是因素之一。黄花梨器物
经过足够时间的把玩之后，
会呈现出温润如玉的质感。
而玉，在华夏文化中，自古以
来就是吉善贵美的象征。所
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就
是这种象征的极好证明。黄

花梨，正如《诗经·淇奥》所
言，“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
圭如璧”，和君子一样，以草
木之身，而有了金玉之质，惯
于以物比德的读书人，立志
成为君子的读书人，对黄花
梨会有天然的认同感。

黄花梨虽然贵比黄金，
但本身是木，可谓低调奢
华。朱光潜曾借孟子之语说

“充实而有光辉”的人格就是
美，这其实也是君子品性的
总结，尤其与北宋以来所形
成的风气相契合。北宋的太
平宰相晏殊曾讨论怎样的描
写是真正的富贵。他认为以
金玉夸耀，比如“老觉腰金
重，慵便枕玉凉”是暴发户气
质；真正的富贵则是一种气
象，并举自己的诗“梨花院落
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为
例。那种清华与雍容与含
蓄，与黄花梨的气质何其相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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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说黄花梨
海南黄花梨，从明代开始就成

为皇室和官宦之家制作家具的首选
用材，因此受到上流社会的追捧和
崇拜。国画《弘历鉴古图》（又名《乾
隆帝是一是二图轴》《乾隆帝鉴古
图》）描绘的就是乾隆皇帝鉴赏古物
的情景。画家姚文瀚采用西洋画中
的透视法，使得画中人物及景物极
富立体感。此时的乾隆皇帝年逾不
惑，身着汉家衣冠舒适地坐在榻上，
身后悬挂着一幅与他画中容颜一致
的肖像，周围遍布其所珍爱的器
物。乾隆皇帝为这幅作品题上偈
语：是一是二，不即不离。儒可墨
可，何虑何思。和画中的弘历一样，
画上的家具器物，也都是写实的，家
具材质皆为海南花梨木，例如摆满
古物的那张圆桌，即为故宫博物院
院藏6000余件明清宫廷家具收藏
账目中的“朱漆描金花卉纹葵式
桌”。与院藏大部分明清家具一样，
它不仅是当时最高工艺水准的艺术
品，同时更可与详尽的文献资料相
互印证，是存储着使用者生命痕迹
和历史记忆的载体。

此外，关于黄花梨木的记录，还
有一种重要的载体，即少数民族图
册，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官方曾绘
制过一套记录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原始信仰、物质生产的图像史料。
关于海南岛黎族的图册被学术界称
为“琼黎图”。目前，存世的“琼黎
图”有五种，分别是存于中国国家博
物馆的《琼州海黎图》、存于中央民
族大学图书馆的《琼州黎族风俗图
说》、存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
《琼黎一览图》、存于台北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黎人风俗
图》、存于海南省博物馆的《琼黎风
俗图》。目前，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
的有《琼州海黎图》《琼黎一览图》
《琼黎风俗图》，这三种“琼黎图”都
收入在海南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
图集《清代黎族风俗图》中。这套图
集中的三种“琼黎图”都展示了黎族
人运输黄花梨木的图像，学术界普
遍将此类图像称为“运木图”。“运木
图”向我们展示了清代黎族人通过
水路和陆路运输黄花梨木的过程，
充分体现了古代黎族百姓的智慧和
勤劳。

黄花梨木的运输，分为水路运
输和陆路运输两种方式。《琼黎风俗
图》和《琼黎一览图》中的“运木图”
向我们展示了黎族百姓水路运输黄
花梨木的过程。现存于中国国家博
物馆的《琼州海黎图》中的“运木
图”，则向我们展示了黄花梨木陆路
运输的场景。图像中，五名黎族男
青年，奋力将岸边木排上的黄花梨
木运送至牛车上。

这三幅“运木图”，完整地呈现
出黄花梨木从水路运输到陆路运输
的过程。 （杨道 辑）

天地开，万物生，树木向荣。海南之境，生有奇树黄花梨，可入药，可制器，依云
水之地而峻拔，得自然之妙而隽永。黎人采之民用，唐人得之如珍宝，明清以此用具
自成一格，今人视之为藏品之极。此一际遇，可凭古籍古诗词中的黄花梨为叙，而黄
花梨之雅，存于诗书中，可以苏轼诗“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为证。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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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杜堇工
笔画《玩古图》中
的黄花梨屏风。

明末黄花梨镶大理石案屏。

明代黄花梨书笈。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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