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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梨
木
名
称
演
变

唐
代
《
本
草
拾
遗
》

称
之

为“
榈

木
”

宋
朝
《
诸
蕃
志
》

称
之

为“
花

梨
”

明
清
时
期

称
之

为“
花

榈
木

”或
“

花
梨

木
”

清
末 称

之
为“

黄
花

梨
”

海
南

黄
花

梨
被

人
们

称
为“

木
中

黄
金

”，
可

见
其

珍
贵

程
度

。
由

于
花

纹
美

丽
、色

泽
柔

和
、香

味
淡

雅
，海

南
黄

花
梨

很
早

就
被

达
官

显
贵

、文
人

墨
客

视
为

珍
玩

。
早

在
唐

代
已

有
了

花
梨

木
被

用
作

家
具

的
明

确
记

载
，《

本
草

拾
遗

》
中

称“
榈

木
出

安
南

及
南

海
，用

作
床

几
，似

紫
檀

而
色

赤
，性

坚
好

”。
到

了
宋

代
，出

于
海

南
的

花
梨

木
名

声
更

大
。

宋
代

地
理

学
家

赵
汝

适
在

《
诸

蕃
志

》
中

提
到“

土
产

沉
香

花
梨

木
等

，‘
其

货
多

出
自

黎
峒

’”
。

所
谓“

黎
峒

”，
就

是
黎

族
同

胞
生

活
的

海
南

岛
中

部
山

区
。

当
时

已
形

成
汉

族
同

胞
居

沿
海

，黎
族

同
胞

居
中

部
的

分
布

格
局

，而
商

品
交

换
是

海
南

岛
各

民
族

之
间

交
往

交
融

的
重

要
方

式
，花

梨
木

正
是

汉
族

、黎
族

进
行

商
品

交
换

的
重

要
物

品
。

到
了

明
代

，作
为

顶
级

木
材

，海
南

黄
花

梨
与

明
式

家
具

碰
撞

出
耀

眼
的

火
花

，也
让

它
身

价
一

路
飙

升
，成

为
家

具
用

材
领

域
的

至
尊

之
木

。
明

代
晚

期
至

清
代

中
期

，黄
花

梨
成

为
制

作
皇

宫
高

档
家

具
的

主
要

用
料

。
明

清
宫

殿
家

具
结

构
独

特
、构

思
奇

巧
、雕

镂
精

细
、巧

夺
天

工
，用

海
南

黄
花

梨
心

材
制

作
的

明
清

家
具

简
约

典
雅

、经
久

耐
用

，且
能

长
久

地
散

发
清

幽
的

香
气

，具
有

非
常

高
的

收
藏

价
值

。

海
南

黄
花

梨
材

质
坚

韧
细

密
，纹

理
瑰

丽
多

姿
，手

感
温

润
如

玉
。

黄
花

梨
之

美
，
很

重
要

的
一

方
面

就
在

于
极

具
变

幻
的

“
表

情
”—

—
花

梨
木

纹
理

，其
纹

理
清

新
淡

雅
，变

化
无

穷
，有

着
中

国
传

统
文

人
所

崇
尚

的
隽

永
之

美
感

。
因

这
如

行
云

流
水

、
烟

云
缭

绕
的

天
然

艺
术

，
黄

花
梨

也
被

誉
为
“

上
帝

亲
吻

过
的

木
材

”。
常

见
的

黄
花

梨
纹

理
形

态
分

为
5
种

：鬼
脸

纹
、瘿

木
纹

、狸
猫

纹
、烟

雨
纹

、山
水

纹
。

鬼
脸

纹
似

乎
被

看
作

是
黄

花
梨

的
招

牌
，古

人
曾

云
“

一
脸

万
金

”
，
多

少
文

人
骚

客
，
为

求
“

一
脸

”
散

千
金

、
行

万
里

。
时

至
当

代
，众

多
黄

花
梨

爱
好

者
仍

狂
热

追
逐

。
因

黄
花

梨
独

特
的

纹
理

和
耐

用
、厚

重
等

特
性

，黄
花

梨
在

明
代

起
被

江
南

地
区

选
用

作
为

家
具

用
材

，即
人

们
常

说
的“

琼
料

苏
工

”。
作

为
硬

木
，黄

花
梨

本
身

就
具

备
光

泽
、纹

理
，工

匠
在

制
作

时
，精

工
细

作
，不

加
漆

饰
，不

作
大

面
积

装
饰

，充
分

利
用

自
然

木
纹

肌
理

来
作

装
饰

，追
求

原
始

天
工

，这
是

明
代

文
人

所
追

求
的

最
高

境
界

。
明

式
家

具
脱

胎
于

宋
代

的
审

美
情

趣
，又

有
文

人
加

入
创

作
，树

立
了

家
具

从
实

用
性

转
向

艺
术

性
的

里
程

碑
，自

然
纹

饰
也

从
简

洁
、单

调
走

向
耐

看
、有

变
化

，达
到

家
具

审
美

的
新

高
峰

。
大

量
明

式
家

具
正

是
用

海
南

黄
花

梨
制

作
的

，这
二

者
的

结
合

成
就

了
不

少
家

具
艺

术
精

品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海
南

黄
花

梨
催

生
并

成
就

了
明

式
家

具
的

艺
术

辉
煌

。

述
说

花
梨

黄
花
梨
纹
理
简
介

常
见

黄
花

梨
的

木
质

纹
理

包
括

：
鬼

脸
纹

、虎
斑

纹
、虎

面
纹

、飞
鸟

纹
、花

卉
纹

、水
波

纹
、行

云
流

水
纹

、烟
雨

纹
、狸

猫
纹

等

鬼
脸
纹

在
自

然
条

件
下

生
长

出
的

独
特

且
极

具
审

美
情

趣
的

自
然

纹
理

，其
深

浅
有

别
、粗

细
多

变
、层

次
分

明
。

有
的

鬼
脸

似
乎

能
看

出
口

、脸
、鼻

、眼
等

拟
人

化
脸

谱
形

象

行
云
流
水
纹
、烟

雨
纹

呈
现

出
犹

如“
行

云
流

水
”或

“
烟

雨
蒙

蒙
”的

极
具

动
感

的
图

案
，蕴

含
着

丰
富

的
文

化
内

涵
和

自
然

美
感

狸
猫
纹

大
多

发
现

于
较

小
的

树
干

或
者

大
树

的
枝

干
芯

材
内

。
在

越
小

的
黄

花
梨

芯
材

里
，狸

猫
纹

出
现

的
几

率
就

越
高

，
其

属
于

较
稀

有
的

纹
理

类
型

，纹
理

独
立

或
者

成
片

、成
串

分
布

，
因

形
状

与
狸

猫
毛

皮
椭

圆
形

斑
纹

酷
似

而
得

名

海
南
花
梨
谷
文
化
旅
游
区
文
创
中
心
的
黄
花
梨
文
创
产
品
。

新
华
社
记
者

蒲
晓
旭

摄

海
南
省
博
物
馆“

木
中
皇
后
—
—
海
南
花
梨
陈
列
”（
花

梨
馆
）
展
陈
。

海
南
日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封
烁

摄

在
法
国
巴
黎
，中

国
工
艺
美
术
大
师
吴
孔
德
向
嘉
宾
介

绍
黄
花
梨
根
雕
作
品
《
观
砚
问
道
》
。

（
吴
孔
德
供
图
）

海
南
黄
花
梨
椅
子
。（
张
志
扬
供
图
）

17
世
纪
黄
花
梨
高
束
腰

三
弯
腿
架
子
床
。（
北
京
大
观

堂
文
物
文
献
博
物
馆
供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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