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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拾遗》引《广东新语》考述 

张瑞贤 张卫 李健 梁飞 

【摘要】 《本草纲目拾遗》引用《广东新语》时使用了《粤语》、《虫语》、《介语》、《新语》、《粤海 

香语》、《粤志木语》、《广东琐语》、《粤山录》、《粤录》、《交广录》、《粤草志》、《广果录》、《南粤琐记》、 

《广志》、《粤志》等15种以上的名称，涉及药物57种(个别有重合)。《新语》作者屈大均为明遗民， 

积极参与反清复明活动，遭到文字狱迫害，书籍被查禁销毁，赵学敏在引用时不得已采取了迂回的办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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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al research onGuang咖 xinyu(New Sayings ofGuangdong)quotedinBen caog口 mll shi 

yi(Supplements幻 Compendium ofMateria Medica) ZHANG Ruixian ，ZHANG Wei ，LI Jian ，LI- 

ANG Eel ． 1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Beijing， 

100700，China；2 Department of Medical History，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Shan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a@uan，030024，China 

【Abstract】 Altogether 15 terms for Guang dong xin yu(New Sayings of Guangdong)were used in 

Ben cao gang mu shi yi(Supplements to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including rue yu(Cantonese 

sayings)，Chong yu(Sayingsfrom Insect Drug)，此 yu(Sayings加 m Crustacean Drug)，Xin yu(New 

Sayings)，Yne hal xiang yu(Fragrant Sayingsfrom Camonese Region)，Yue zhi眦 yu(Sayingsfrom 

Plants in Cantonese Annals)，Guang do SUO yu(Trivial Sayingsfrom Guangdong)，rue shan lu(Records 

ofCantonese Mountains)，Yue lu(Cantonese Records)， ∞ guang lu( int Guangdong Records)，rue 

cao zhi(Records of Cantonese Grasses)，Guang guo lu(Records of Guangdong Fruits)，Nan yue SUO ji 

(Trivial Records of Southern Canton)，Guang zhi(Guangdong Records)，Yne zhi(Cantonese Records)ete． 

dealing with 57 sorts of drugs(with individual overlapping ones)，the author of Xin yn was Qu Dajun，a 

surviving fogy of the Ming Dynasty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activities to restore the old dynasty and resist the 

Qing Dynasty，and was persecuted in 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in which his works were burnt SO that Zhao 

Xuemin，when quoting his texts，had to go in a roundabout way． 

【Key words】 Ben cao gang mu shi yi(Supplements to Compendium ofMateria Medica)； Gnang 

d0ng xin yet(New Sayings ofGuangdong)； Zhao Xuemin； Qu Dajun； Literature of materia medica 

《本草纲目拾遗》(以下简称《拾遗》)是清代学 

者赵学敏为补《本草纲目》之遗而作，书中引述了大 

量李时珍未曾见到的文献。笔者在校注《本草纲目 

拾遗》时发现，赵学敏所引用的新增文献，有相当一 

部分现在已经无法见到，还有一部分甚至不知道其 

所指的原书究竟为何，其中与《广东新语》有关的文 

献即是一例。笔者经过深入探寻，略觅端倪，书之于 

文，期得方家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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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遗》引《广东新语》示例 

《拾遗》引用《广东新语》时，未标注《广东新 

语》书名，而是使用了《粤语》、《虫语》、《介语》(《海 

南介语》)、《新语》、《粤海香语》、《粤志木语》、《广 

东琐语》、《粤山录》、《粤录》、《交广录》、《粤草志》、 

《广果录》(《岭南果录》)、《南粤琐记》及《广志》、 

《粤志》等名称达 15种甚至更多，涉及药物57种 

(个别有重合)。现分别示例如下(先列《拾遗》所引 

书名和文字，次列《广东新语》文字相对照。) 

1．1 《粤语》 

《粤语》中有l6处文字被《拾遗》引用，共出现 

20次(部分文字被多次引用)，涉及接骨草、八角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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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兰、佛桑花、瑞香花、假素馨、宜母果、化州橘红、诸 

荔、羊桃、倒捻子、仙掌子、石燕、雪鲶、干虾虾子、虾 

酱等 l6种药物，是《拾遗》引用文献较多的一部著 

作。然而，遍查文献却未发现名为《粤语》的古籍。 

笔者猜测《粤语》或为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经逐 

条检索而详核之，发现以上药物条文中有 15处 19 

次可以相互吻合。 

接骨草： 

《拾遗》：“《粤语》：此草丛生，高二三尺，叶大如 

柳而厚，茎有节，色绿而圆，花白，午开，自三月至九 

月不绝。” ∞ 

《广东新语》卷 27《草语 ·853诸异草》：“有接 

骨草丛生，高二三尺，叶大如柳而厚，茎有节，色绿而 

圆，花白，午开，自三月至九月不绝。折伤者裹之即 

愈。” 

夜兰： 

《拾遗》：“《粤语》：夜 兰木本，高尺许，叶如槐 ， 

花如粟米，至夜则芳香如兰，折之可以辟蚊，插门上， 

蚊不敢入，一名‘蚊惊树’ 有病，取其叶生啖或煎 

水，即吐痰数 日而愈。叶上有篆文如符，又名神符 

树。”[1]l 

《广东新语》卷24《虫语 ·674蚊》：“夜兰木本， 

高尺许，叶似槐，花如粟米，至夜则芳香如兰，折之可 

以辟蚊，插门上，则蚊不敢入，一名敬惊树，c有病， 

取其叶生啖或煎水，即吐痰数 日而愈。叶上有篆文 

如符，又名神符树。”[2]597 

仅有 1条无法查到，为《拾遗》卷 5草部下的八 

角莲，并非直接引文：“郑樵《通志》云：八角盘，即鬼 

臼。今人所谓独脚莲是也。或《粤语》类举其名，呼 

为八角莲。未可知，附存俟考。”l11123 

1．2 诸“语”类书 

。 除《粤语》外，还有《虫语》、《介语》(《海南介 

语》)、《新语》、《粤海香语》、《粤志木语》、《广东琐 

语》等名称中含有“语”字的文献，涉及红海粉、蚬 

腊、蒲包草、伽侑香、乌榄仁、毛蟛蜞、海马、石蚴和 

黄皮果等9种药物，疑其与《广东新语》有关，与《广 

东新语》进行比对，发现两者大致吻合，虽仅有 1例 

含有“语”字，而明显不可能是《广东新语》，应是《西 

吴里语》。示例如下： 

1．2．1 《虫语》 

红海粉： 

《拾遗》：“《虫语》：海珠生岭南，状如蛞蝓，大如 

臂，所茹海菜，于海滨浅水吐丝，是为海粉。鲜时或 

红或绿，随海菜之色而成，或晒晾不得法，则黄。有 

五色者，可治痰。或日：此物名海珠母，如墨鱼，大三 

四寸，海人冬养于家，春种之。濒海田中遍插竹枝， 

其母上竹枝吐出，是为海粉，乘湿舒展之，始不成结。 

以点羹汤佳。” 

《广东新语》卷24《虫语 ·675海珠》：“海珠，状 

如蛞蝓，大如臂，所茹海菜，于海滨浅水吐丝，是为 

‘海粉’。鲜时或红或绿，随海菜之色而成，晒晾不 

得法，则黄。有五色者，可治痰。或日：此物名‘海 

珠母 ’，如墨鱼，大三四寸，海人冬养于家，春种之。 

濒海田中遍插竹枝，其母上竹枝吐出，是为海粉，乘 

湿舒展之，始不成结。以点羹汤佳。” 

1．2．2 《海南介语》 

蚬腊： 

《拾遗》：“《海南介语》：蚬在沙者黄，在泥者黑。 

蚬老则肉出小蛾而蚬死，小蛾复散卵水上为蚬。凡 

南风雾重，则多白蚬，北风雾则否。盖白蚬之生，生 

于雾。雾味咸，成为白蚬所生之本。始生时，白蚬之 

形如雾，自空而下，若无若有，人见以为雾也。渔人 

知之，以为天雨蚬子也。蚬子即成，以天暖而肥，寒 

而瘠。在茭塘、沙湾二都江水中，积厚至数十百丈， 

是日蚬塘，其利颇大。 

“解蛊，并治不服水土。”l】3259 

此条涉及到《广东新语》2条条文。 

①《广东新语》卷 23《介语 ·651蚌》：“蚬老则 

肉出小蛾而蚬死，小蛾复散卵水上为蚬。蚬在沙者 

黄，在泥者黑。” 

②《广东新语》卷 23《介语 ·653白蚬》：“凡南 

风雾重，则多白蚬。北风雾则否。盖白蚬之生，生于 

雾。雾味咸。咸为白蚬之生之本。始生时，白蚬之 

形如雾，自 而下，若无若有，人见之以为雾也。渔 

人知之，以为天雨蚬子也。蚬子既成，以天暖而肥， 

寒而瘠。在茭塘、沙湾二都江水中，积厚至数十百 

丈，是日‘蚬螗 ’。取之若泥沙，量之以舸牒、以食、 

以粪田、以壅蔗、以饲凫鸭，其利颇大。自冬至春，淘 

者、鬻者，所在有之。”r21583 

1．2．3 《琐语》 

佛桑花： 

《拾遗》：“陈述斋《琐语》：朱槿花蒸醋食之，粤 

中妇女多以此美姿。 

“敏按：《两粤琐语》载朱槿与佛桑皮微有异，云 

朱槿一名日及，亦日舜英，叶如桑，光润而厚，高止四 

五尺，而枝婆娑，自仲春花至仲冬，一丛之上，日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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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朵，朝开暮落，色深红，五出，大如蜀葵，瓣卷起，势 

若飞扬，层出如楼子，有蕊一条，比瓣稍长，上缀金 

屑，日光所烁，疑有火焰，粤女多种之，插枝即生。苏 

子瞻诗：‘焰焰烧空红佛桑’，谓朱槿也。然佛桑又 

有殷红、水红、黄、紫各色，比朱槿差小，称小牡丹，四 

时有花，白者以为蔬菜，甜美可口，女子食之尤宜。 

据陈述斋所云，则佛桑与朱槿一类而二物。要其功 

用亦不甚远，故《粤语》以为即朱槿。今并附录其功 

用，以补李氏所未备。”̈_l1 

《广东新语》卷25《木语 ·771朱槿》：“朱槿一 

名 日及，亦日舜英，叶如桑，光润而厚，树高止四五 

尺，而枝叶婆娑，自仲春花至仲冬，一丛之上，日开数 

百朵，朝开暮落，色深红，五出，大如蜀葵，瓣卷起，势 

若飞扬，层出如楼子，有蕊一条，比瓣稍长，上缀金 

屑，日光所烁，疑有火焰。江总《木槿赋》：‘朝霞映 

日殊未妍，珊瑚照水定非鲜。千叶芙蓉讵相似，百枝 

灯花复羞燃 ’是也。粤女多种之，插枝即生。以其 

花蒸醋食之，能美颜润血。苏子瞻诗：‘焰焰烧空红 

佛桑’，谓朱槿也。佛桑又有殷红、水红、黄、紫各 

色，花比朱槿差小，称小牡丹，四时有花，绕篱种之， 

烂熳若锦屏。白者以为蔬菜，甜美可口，女子食之尤 

宜。予诗：‘花当园蔬有佛桑 ’。徐文长谓佛桑即扶 

桑，有句云：‘蛮花长忆烂扶桑’。” j 

从引文形式看，《琐语》即《两粤琐语》。陈述斋 

《两粤琐语》是单独的著作，以上《拾遗》所引内容与 

《广东新语》吻合，因《两粤琐语》原书现在一直未检 

到，故暂不能判断其与《广东新语》的承继关系。 

1．3 其他书籍 

笔者进一步发现，其他与《广东新语》吻合的书 

籍，有《粤山录》、《粤录》、《交广录》、《粤草志》、《广 

果录》(《岭南果录》)、《南粤琐记》、《广志》、《粤志》 

等，涉及45种药物。示例如下： 

1．3．1 《粤山录》 

罾布： 

《拾遗》：“《粤山录》：出新安南头，罾本苎麻所 

治，渔妇以其破敝者剪之为条，缕之为纬，以棉纱经 

之，煮以石灰，漂以溪水，去其旧染薯莨之色，使莹然 

雪白，布成分为双单，双者表里有大小絮头，单者一 

面有之。絮头以长者为贵，摩挲久之，葳蕤然若西毡 

起绒，更或染以薯莨，则其丝劲爽，可为夏服；不染则 

柔，以御寒。粤人甚贵之，亦奇布也。 

“小儿服之，可辟邪魅。”[11229 

《广东新语》卷 15《货语 ·455葛布》：“又有罾 

布，出新安南头。罾本苎麻所治，渔妇以其破敝者翦 

之为条，缕之为纬，以绵纱线经之，煮以石灰，漂以溪 

水，去其旧染薯莨之色，使莹然雪白，布成，分为双 

单，双者表里有大小絮头，单者一面有之，絮头以长 

者为贵，摩挲之久，葳蕤然若西毡起绒，更或染以薯 

莨，则其丝劲爽，可为夏服；不染则柔，以御寒。粤人 

甚贵之，亦奇布也。谚日：‘以罾为布，渔家所作。 

著 以取 鱼，不 忧 风飓。’小 儿服 之，又 可辟 邪 

魅。’’[ ]424 

1．3．2 《粤录》 

禾虫 ： 

《拾遗》：“《粤录》：禾虫状如蚕，长一二寸，无种 

类。夏秋间早、晚稻将熟，禾虫 自稻根出，潮长浸田， 

因乘潮入，H浮夜沉，浮则水面皆紫。采者以巨口狭 

尾之网系于卡弋，逆流迎之，网尻有囊，重则倾泻于 

舟。’’⋯ 

《广东新语》卷24《虫语 ·689后禾虫》：“禾虫， 

状如蚕，长一二寸，无种类。夏秋问早、晚稻将熟，禾 

虫自稻根出，潮长浸田，因乘潮人海，日浮夜沉，浮则 

水面皆紫。采者以巨口狭尾之网系于卡弋，逆流迎之， 

网尻有囊，囊重则倾泻于舟。” _6∞ 

1．3．3 《广志》 

禾虫 ： 

《拾遗》：“《广志》：夏暑雨禾中蒸郁而生虫，或 

稻根腐而生虫，稻根色黄，虫乃稻根所化，故色亦黄。 

大者如箸许，长至丈，节节有口，生青熟红黄，霜降前 

禾熟则虫亦熟。以初一二及十五六乘大潮断节而 

出，浮游田上，网取之。得醋则白浆自出，以白米泔 

滤过，蒸为膏，甘美益人，得稻之精华者也。其腌为 

脯作醢酱，则贫者之食。”I1_26 

《广东新语》卷24《虫语 ·670前禾虫》：“夏暑 

雨禾中蒸郁而生虫，或稻根腐而生虫，稻根色黄，禾 

虫者稻根所化，故色黄。大者如箸许，长至丈，节节 

有口，生青熟红黄，霜降前禾熟则虫亦熟。以初一二 

及十五六乘大潮断节而出，浮游田上，网取之，得醋 

则白浆自出，以白米泔滤过，蒸为膏，甘美益人，盖得 

稻之精华者也。其腌为脯作醯酱，则贫者之食 

也 。”[ 

《广东新语 ·虫语》涉及“禾虫”的有“前禾 

虫”、“后禾虫”2条，《拾遗》“禾虫”条均作了引用， 

但分别冠以《粤录》与《广志》。顺着这一线索，笔者 

又检索了《广志》，发现除上述前禾虫条外，《拾遗》 

中引用《广志》尚有 10处，涉及 10种药物。笔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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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认为《广志》即晋代郭义恭所撰之书，原书虽已 

佚，但散见于《齐民要术》等他书，赵学敏可见。通 

过查检清末黄夷辑本可知，郭义恭《广志》虽然多记 

载两广地区的风土物产，但实际内容很少(也可能 

是保存下来的内容很少)，与《拾遗》所引完全不同。 

笔者将《拾遗》所引《广志》部分与《广东新语》比对 

发现，除2条未检到以外，其他皆与后书相同。示例 

如下： 

黄皮果： 

《拾遗》：“《广志》：黄皮果状如金弹，六月熟，其 

浆酸甘似葡萄。与荔枝并进，荔枝餍饫 ，以黄皮果解 

之。谚日：‘饥食荔枝，饱食黄皮。’⋯⋯至其功用并 

未之及焉，今依《广志》补之 、 

“消食顺气，除暑热。”⋯ 

《广东新语》卷25《木语 ·724诸山果》“日黄皮 

果，状如金弹，六月熟，其浆酸甘似葡萄。可消食顺 

气除暑热。与荔支并进，荔支餍饫，以黄皮解之。谚 

日：‘饥食荔支，饱食黄皮。” 2_ 

落花生 ： 

《拾遗》：“《广志》云：暖胃。” J1∞ 

《广东新语》卷27《草语 ·836落花生》：“粤多 

藤族，故凡草之蔓皆以为藤。藤菜者言其蔓柔如藤， 

非藤之菜也。落花生其蔓亦白藤，花生藤上，一花落 

土生一子，故日‘落花生’。以土为胎，故有暖 胃之 
’，f2]715 

盆 。 

有 2条在《广东新语》中未检到，分别是卷6木 

部的破布叶和卷 8果部下的系弥子。或许是赵学敏 

所见《广志》版本与今本不同，抑或是赵学敏在抄录 

时将其他内容误记为《广志》，待考。 

1．3．6 《粤志》 

《拾遗》中引用《粤志》多达 27次，涉及药物 27 

种。有 3条在《广东新语》中没有相应内容。即卷 2 

火部的烟草火、卷 7果部上椰油和卷8诸蔬部缅茄。 

其余均可在《广东新语》中找到相应文字，其中有的 

与《广东新语》基本吻合，词句顺序基本一致，个别 

处删减，有时功能主治会拆借另出，但内容一致；有 

的文字不完全相同，或删节幅度较大，或先后顺序调 

整，甚至有增加，但内容基本一致。分别示例如下。 

石耳： 

《拾遗》：“《粤志》：韶阳诸洞多石耳，其生必于 

青石。当大雪后，石滋润，微见 日色，则石生耳。大 

者成片如苔藓碧色，望之如烟，亦微有蒂，大小朵朵 

如花，烹之面青紫如芙蓉，底黑而皱。每当昧爽撷取 

则肥厚，见日渐薄，亦微化为水。凡香蕈感阴湿之气 

而成，善发冷气，多和生姜食乃良；惟石耳味甘腴，性 

平无毒，多食 饫人，能润肌童颜，在地耳木耳之 
上。”t al，l4 

《广东新语》卷 14《食语 ·425石耳》：“韶阳诸 

洞多石耳，其生必于青石。当大雪后，石滋润，微见 

日色，则石生耳。大者成片如苔藓 ，色碧绿，望之如 

烟，盖石之精英以寒而发。其花为雪蕈，其叶为石耳 

也，石耳亦微有蒂痕，大小朵朵如花，烹之面青紫如 

芙蓉，底黑而皱。每当昧爽撷取则肥厚，见日渐薄， 

或且消化为水，或以为苔藓之变。北方有榆肉，此则 

苔藓之肉云。”E2~393 

丹灶泥 ： 

《拾遗》：“《粤志》：罗浮冲虚观后，有稚川丹灶， 

取灶中土，以药槽之水洗之，丸小粒，投水中，辄有白 

气数缕，冲射四旁，生泡不已，哈哈有声，顷之，一分 

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然后融化。服之可疗腹 

疾。道士号为丹滓，尝以饷客。”⋯ 

《广东新语》卷 3《山语 ·82罗浮》：“冲虚观后， 

有葛稚川丹灶。夜辄有光，见于龙虎峰上。或以为 

霞光，非也。取灶中土，以药槽之水洗之，丸小粒，投 

于水中，辄有白气数缕，冲射四旁，生泡不已，哈哈有 

声，顷之，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然后融化。 

服之可疗腹疾。道士号为丹渣。尝以饷客。”[2193 

白鳖： 

《拾遗》：“《粤志》：白鳖可以治痰火，其初得之 

神授，广人甚珍之。有口号日：‘乌耳觯、白甲鱼，滋 

阴降火只须臾。’一名‘玉鼍龙’，以其背上偻起如鼍 

龙也。连首白者良，甲白而首足仍青者，不及。” I]2 

《广东新语》卷23《介语 ·657白鳖》：“白鳖可 

以愈痰火症，其初得之神授，广人甚珍之。有口号 

日：‘乌耳鳝，白脚鱼，滋阴降火只须臾。”’E2~585 

催生兰： 

《拾遗》：“《粤志》：一名报喜兰，风兰之族，并非 

风兰也。花如腊梅而色红紫，香味亦同，每茎作七八 

枝，悬树间，勿侵地气，遇有吉事则开，寤生者以花悬 
户上即生。”I1]1 

《广东新语》卷27《草语 ·793兰》：“有报喜兰， 

如蜡梅而色红紫，香味亦同，每茎作七八枝，县树间， 

勿侵地气，遇有吉事则开，寤生者以花根悬户上即 

生。亦日‘催生兰’，是皆以空为根，以露为命，乃风 

兰之族。”[ ]圳 

香蕉： 

《拾遗》：“《两广杂志》：蕉种甚多，子皆甘美，以 

香牙蕉为第一，名 ‘龙奶 ’。奶者，乳也。言若龙之 

乳，不可多得。然食之寒气沁心，颇有邪甜之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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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有朱砂斑点，植必以木夹之，否则结实时风必吹 

折，故又名‘折腰娘’。凡蕉叶必三，三开则三落，落 

不至地，但悬挂茎间，干之可以作书。花出于心，每 
一 心辄抽一茎作花，闻雷而坼，坼者如倒垂菡萏，层 

层作卷瓣，瓣中无蕊悉是瓣，渐大则花出瓣中，每一 

花开，必三四月乃阖，一花阖成十余子，十花阖成百 

余子，小大各为房，随花而长，长至五六寸许，先后相 

次，两两相抱，其子不俱生，花不俱落，终年花实相代 

谢，虽历岁寒不凋。子经三四月始熟，粤人婴儿乳 

少，辄热蕉子饲之。又以浸酒，味甚美，其蕉心嫩白， 

可为菹。《纲目》芭蕉条下所载各类，于香蕉独未明 

晰，今依《粤志》补之。”l】lI 

《拾遗》所引，先云《两广杂志》，后日《粤志》， 

说明《两广杂志》即《粤志》。 

《广东新语》卷27《草语 ·790芭蕉》不完全相 

同，顺序打乱：“草之大者日芭蕉。虽复扶疏若树 

林，而茎干虚软，苞裹重皮，皮之中无所谓肤也。即 

有微心，亦柔脆不坚，盖得草之质为多。故吾以属于 

草。其大者兼围，高二丈余，叶长丈，广尺至二三尺。 

中分如幅帛有双角，其叶必三，三开则三落，落不至 

地，但悬挂茎间，干之可以作书。陆佃云：‘蕉不落 

叶，一叶舒则一叶焦巴。’是也。花出于心，每一心 

辄抽一茎作花，闻雷而拆，拆者如倒垂菡萏，层层作 

卷瓣，瓣中无蕊悉是瓣，渐大则花出瓣中，每一花开， 

必三四月乃阖，一花阖成十余子，十花则成百余子， 

小大各为房，随花而长，长至五六寸许，先后相次 ，丽 

两相抱，其子不俱生，花不俱落，终年花实相代谢，虽 

历岁寒不凋。此其为异也。子以香牙蕉为美，一名 

‘龙奶 ’。奶，乳也。美若龙之乳，不可多得。然食 

之寒气沁心，颇有邪甜之目。其叶有朱砂斑点，植必 

以木夹之，否则结实时风必吹折，故一名 ‘折腰 

娘 ’。”[2]687 

乳藤： 

《拾遗》：“《粤志》：乳藤蔓如悬钩倒挂，叶尖而 

长，断之有白汁如乳。妇人产后，以藤捣汁和米作粥 

食之，乳湮自通。 

“初生嫩条可食，其大实日冬荣子，大如柚子， 

中有瓤，瓣瓣相叠，白如猪脂，炙食皆甘美，身怀数日 

香不减，秋末冬初间，采以相饷，矜为服食之珍，行血 

通乳(《粤志》)。”⋯ 

《广东新语》卷 27《草语 ·855藤》，略有不同： 

“有乳藤，蔓如悬钩倒挂，叶尖而长，断之有白汁如 

乳。妇人产后，以藤捣汁和米作粥食之，乳洹自通。 

此皆食藤也。诸藤初生嫩条，为藿为笋，而以其大实 

日冬荣子者，大如柚子，中有瓤，瓣瓣相叠，白如猪 

脂，炙食皆甘美，身}不数日香不灭，秋末冬初间，采以 

相饷，矜为服食之珍云。”f m 

2． 《拾遗》避用《广东新语》书名原因探析 

虽然赵学敏在《拾遗》中大量引用了《广东新 

语》的内容，但都冠以其他书名，笔者通过查阅历史 

文献，从屈大均的生平及赵学敏所处的时代背景对 

此作简要分析。 

屈大均(1630--1696)，初名绍隆，字翁山，又宇 

介子。广东番禺人，明末清初之著名学者、诗人，与 

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有“广东徐霞 

客”之美誉 ，其诗作有屈原、李白之遗风。著有《广 

东文集》、《广东文选》、《广东新语》等。屈大均终生 

以匡扶明室为己任，积极参与反清复明活动，因而其 

著作中存在反清思想，故日后屡遭禁毁。据朱希祖 

《屈大均(翁山)著述考》，屈大均的著作曾被雍正、 

乾隆2代 3次严令禁毁，今可考知的仍不下 30种， 

《广东新语》即为其中之一。 

《广东新语》屈大均自序称：“吾于《广东通志》， 

略其旧而新是详 ，旧十三而新十七，故 日《新语》， 

《国语》为《春秋》外传，《世说》为《晋书》外史，是书 

则《广东》之外志也。”【 "言明本书乃针对《广东通 

志》的全新增补，故名《广东新语》。本书是一部具 

有地方志特征的清代笔记，共 28卷，每卷述事物一 

类，赵学敏《拾遗》所引用的文字集中在《广东新语》 

卷 20～27，分别为禽、兽、鳞、介、虫、木、香、草 8语， 

记载广东各种动植物。 

赵学敏生活年代晚于屈大均，又恰逢文字狱， 

《广东新语》尤为禁书，故虽大量引用，却不敢直接 

标明。而《拾遗》所引与《广东新语》有关却不见于 

今本《广东新语》之文字，或许正是《广东新语》原书 

所散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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