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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各民族食用花卉中的人文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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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民族植物学和文化人类学观点。探讨、研究云南少数民族杜会中普遍具有的食用花卉现象．结果表明：这种 

食花现象能区分出两种不同的人类行为方式：①食花现象是传统饮食习幡的使然或基于个人对食物的偏好。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对其生存空间内现有食物的自然选择结果，是其认识自然、适应环境的知识积景使然。具有原住民文化特 

征．②食花现象是整个区域杜会或整个民族共有的社会行为。是他们所归属的传统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其特点是整 

个区域社会或民族都参与。他们所使用的食花植物种类和烹调方法均遵循着自己的传统文化模式。常常具有民族性 

和地区性．而不是个人的随意行为。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食花文化．食什么花?怎么食?有着其特殊的社会及文化价 

值．本文从地理因素、保健因素、文化因素、原住民等多方面分析探讨其对食用花卉的影响．作者相信。食花文化的研 

究不仅有利于开发食用花卉资源，而且对于民族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在中国，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又是植物资源 

极为丰富的“天然花园”我们最近的调查发现，少数民 

族中食花现象相 当普遍，在民族文化 中有着悠久的历 

史．尤其是傣族．白族、拉枯族、彝族、基诺族、哈尼族、佤 

族、纳西旗、藏族等 

根据我们近年的调查，云南各族群众经常食用的花 

卉种类有 303种之多，它们分别属于 74个科、178个属． 

其中广泛分布或栽培的 70种，热带地区 118种．亚热带 

地区 93种，温带及寒冷地区 22种⋯ ．按用途分．有家常 

食谱中的花卉、药膳花卉和具有宗教文化意义的食用花 

卉三大类 在不同地域的各民族之间，所食用的花卉又 

有所不同．形成了云南少数 民族食花文化的多样性，为 

祖国饮食文化增添了一大特色．许多名贵的花卉亦是上 

等的佳肴，如兰花、菊花、梅花 、桂花、玫瑰、茉莉、荷花、 

百合、玉兰、牡丹、夜来香花等．用新鲜的兰花花朵，除去 

唇瓣和花蕊柱后．用沸水随便炸一下即可捞起点汤，点 

出来的汤花色新．汤味鲜美 兰花烹制出来的佳肴“兰花 

肚丝“、“兰花肉丝”、“兰花包子 等，在筵席上大放光彩， 

清香扑鼻．缭绕席间．食之令人难忘 兰花药膳，能够滋 

补强身，使膳食既具营养成分，又防病治病[ ．菊花切碎 

和八鱼肉羹．可制成菊花鱼丸．用菊花瓣炒蛋、烧豆腐 

羹．色香味美俱全．玉兰花炒 肉片，玉兰花香蛋．早已是 

名馔．牡丹花烧 肉，是一道上乘的时令菜 清香的茉莉 

花，烹饪时撒上几朵，平添美色．撩人食欲，增加幽雅氛 

围．有许多名不见经传的花卉 ．亦能调制出美味佳肴，且 

有些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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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丰富的食花文化多样性 

云南少数民族食花文化多样性，即食花文化的差异 

性．反映了人类生活方式与人类在不同的环境中为了生 

存而采取的策略．不同人群对自然环境尤其是植物的依 

赖性以及价值取向的多样性．深刻地影响和造就了不同 

的民族文化．食用花卉的文化价值具体而生动，体现于 

种种直接的植物文化现象(如：吉庆、药膳、宗教、祭祀花 

卉文化等) 

我们从地理因素导致的文化差异、保健因素影响 下 

的食花行为、传统文化与特定文化的因素、宗教信仰与 

图腾崇拜的因素等等方面作了深八细致的探讨 ．认为云 

南少数民族食花文化存在着丰富的多样性 ．拥有朴素的 

科学内涵 ．用民族植物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探讨 

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汉文化极不相同的这种 

食花现象．能区分出两种不同的人类行为方式 ：一种食 

花现象是基于个人对食物的爱好，或者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对现有食物的个人选择行为；另一种食花现象是整个 

社会或一个民族共有的社会行为，是他们所归属的传统 

文化的整体中的一部分，不完全是基于个人对某种食物 

的爱好或随意的行为．其特点是整个社会或 民族都参 

与，他们所使用的食花植物种类和烹调方法均遵循自己 

的传统文化规范．其食花的文化内涵和传统信仰紧密相 

关，常常具有民族性和地区性，在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 

民族之间存在井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形成了独特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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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文化 

1．地理因素导致的食花文化差异 

云南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是云南饮食文化多样性 

的直接原因，但 同时也与云南地域与生态环境的多样 

性、复杂性有关，更和植物区系成分的丰富性密切相关 

因此．居住在不同生态环境中的民族 ，便会有不同的食 

物来源．产生不同的饮食习惯 ，这种饮食习惯通常是建 

立在其与周边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和相互协调的基础上， 

只有建立在与周边植物之间直接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之 

上互相选择适应的原住民知识，才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 

的根本．云南丰富多彩的花卉资源 无疑是大自然赐给 

云南各族人民的宝贵财富 由此．云南各族人民丰富多 

彩的食花文化现象，就是这种选择的结果． 

(1)以杜鹃花为主的滇西北片区 

云南盛产杜鹃花 ．尽管其中许多种类的花有微毒． 

但在云南少数民族的食花文化中仍 占有重要地位，已知 

至少有 20种杜鹃属植物的花在白、彝、纳西以及汉等民 

族中被用作蔬菜食用 在被人们誉为“杜鹃花王国”的大 

理白族自治州的山林原野中．分布着大约 180种五颜六 

色的杜鹃花．当地白族群众对杜鹃花的毒性早有认识． 

称其为“毒花” 并认为其花色越深毒性越大 因此，当地 

盛产的花色 洁 白、花冠 大而 肉质 厚的大 白花 杜 鹃 

decorum，是最受欢迎的食用花卉H 每当春 

末夏初盛花时节，山上成片的大白花杜鹃洁白如云地装 

点着山野的灌丛，果花姑娘的红色坎肩在花丛 中频频闪 

动，景色宜人 由于大白花杜鹃的花朵鲜美可 口，且花期 

长达一至两个月 从而成为了白族用以待客、婚嫁娶丧 

筵席佳品．石宝山僧尼，能用此花烹调出十多个花色品 

种的菜肴，远近闻名 当地另一种较受欢迎的杜鹃花 

是白花，亦名粗柄杜鹃、白豆花 Rh． m．该种花 

冠白色，瓣片外面带淡红色晕 ．其中有一瓣片上带有黄 

色斑块，花期 5～6月份．当地人在食用杜鹃花方面积累 

了一套加工方法．采回的杜鹃花一般不隔夜堆放，以防 

变质 通常连夜把食用部位花冠留下 ，除去带毒的花蕊 ． 

趁新鲜放在水中煮沸几分钟，取出泡在冷水中漂洗 3～5 

d，每天换一次水，漂去苦昧和毒素后 ，煮汤或与蚕豆、咸 

肉、火腿等煮食或炒食．亦可干食，或腌食 煮沸时间和 

漂洗时间要把握得恰到好处，漂洗和煮沸时间太长会减 

损药用效果．用这样方法加工而成的食品，花色鲜味道 

美，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有润肺清喉、益气宁神、调和 

经血 强 健大脑神经的功效 J．白族食用杜鹃花历史悠 

久 剑川石宝山海云居僧尼的杜鹃花食谱，由明清流传 

下来至今有数百年历史 大理白族 自治州境内二月即有 

杜鹃盛开，五月，剑川一带的杜鹃仍盛开不败．采杜鹃的 

村民一天可采约百斤多之．虽然花多易采 但杜鹃蜜糖 

含量高，花粉又有微毒，体弱者就会采得头晕心慌．甚至 

呕吐，所以没有强壮的体力是不敢上山采杜鹃花的．新 

鲜花也能通过干制或腌制来保存．因此．在非采集季节 

也能吃到杜鹃花加工的食品．一些少数民族相信 食用 

杜鹃花是对人体健康有益的 纳西族认为开白花的植物 

对人类与动物是滋补的；白族人相信杜鹃花能帮助消化 

并减去体内的油脂贮存．在滇西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 

亦有食用杜鹃花的习惯． 

(2)以白花树为主的滇南片区 

在云南热带地区，春季到处可看到盛开鲜花的苏木 

科植物粉花羊蹄甲，当地俗称 白花树 Bauhm／a var／egau~ 

Valt"．cand／da．这是一种落叶乔木 ，花朵先叶开放 ，白色至 

粉白色，大而美丽，中间花瓣上还具有粉红色的斑点，盛 

开时满树呈银 白色 ，在林中非常迷人醒目．在其产地居 

住的傣 、哈尼、基诺 、布朗等少数民族群众，用白花树的 

花作蔬菜食用有着悠久的历史 傣族称白花树为 maixiu— 

hu，哈尼族称为 dupia，基诺语 jicbortm 其新鲜花拌以辣酱 

作凉莱 ．或拌以生姜用油炒或煮汤 鲜花味甜不带苦味 

白花树的许多部分均可食用，包括花芽 、雄蕊、嫩叶甚至 

嫩果荚也都可以食用l4 J． 

在基诺族的传统文化中，白花树的花朵是爱情、幸 

福、华丽、和平、美好的象征 ．让基诺人充满遐想 基诺人 

给白花树取了个动听的名字，叫杰波(1iebo)每当三四月 

杰波花开时，基诺山沉提在花的海洋中 这时 伙子们 

在杰渡树上采花，姑娘们在树下张望．在基诺族的许多 

诗歌中，人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借用杰波花来比喻一切美 

好的东西．在他们的传统观念中，杰波花除了能食用外， 

还有更多的寓意．白花树的花开花落，是基诺族最重要 

的物候特征．基诺族老人常说：“杰波花 开了，丽丽(知 

了)叫了，该播种了”在天文历法不发达的年代，基诺蕨 

的先民们就是靠观察白花树的开花季节，来决定他们在 

轮歇地(刀耕火种地)中播种早稻的时间 即使到了现 

在．许多基诺人仍然以之作为农事标志，互相传送着播 

种的信息． 

此外，在云南少数民族中．较著名的食用花还有芭 

蕉花 Musa 印 m(傣语 、爱伲语 dungui、基诺 语 

adu)、术棉花 Bombax ce／ba(傣语 guonlu，marigmu，基诺语 

niebie)、火烧花 MayodendroniSme~ (基诺语 ledou，leb0 

拉枯语mobiwe、傣语luorbi等)、地涌金莲 Mme／／a]asu；car— 

彝语 ns~ou)等等 J． 

(3)以棠梨花为主的滇中片区 

在昆明地区的彝族群众均有食花的习惯 ．大致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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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可供食用的花．一是以花当菜，如金雀花 Caragana 

ini,'a、紫藤花 Wisteria sinensis、棠梨花 Pyrus 、大 白 

花 砌 n decorum等 金雀花是金黄色的小花 ，紫 

藤花是紫色花序，先将花洗净与鸡蛋调匀后炒 棠梨花 

摘下后，用水漂洗一段时间，去掉苦涩气味，可炒吃．大 

白花采摘下来，用水漂后撕开可用来煮汤，也可以炒吃． 

二是用玫瑰和桂花类糟糖和酿酒，昆明近郊过去就有种 

植玫瑰花的历史，主要用来糟制玫瑰糖，先将新鲜玫瑰 

花瓣洗净晾干，切碎后与红糖拌匀，放在罐中50—60 d， 

就可食用．昆明过去有的糕点铺卖的鲜花饼，就是用糟 

好的玫瑰花和糖作馅料．昆明的玫瑰花和桂花酿造的 

“玫瑰升酒 和“桂花升酒”，由于酒味醇正、芳馨扑鼻、深 

受顾客喜爱． 

(4)食用方式的地域性差异 

不同的民族，由于饮食习惯、居住环境及簿拔高度 

的不同，因而对食用花卉的选择也会不同 有些民族分 

布区域很广，但不同的区域在选择食用花卉的种类时会 

有所不同．同样，有些植物分布区域很广，但不是分布区 

域内的民族都会选择食用它们．如滇南地区的山地民族 

拉祜、佤、爱伲人便喜欢具有赊湿作用、辛辣昧浓的姜科 

花卉 ，而居住于坝区的傣族则不喜欢食用，他们喜爱 

的是具有解暑作用的酸辣食物，如白花树的花到了傣族 

的餐桌，则是经过数 日的水泡，有点微酸才下锅烹调或 

者是往里面加^酸笋及肉类才食用．这与他们居住于低 

海拔热带地区有关 总之，居住在不同生态环境中的原 

住民族有不同的食物来源和文化背景，因而产生不同的 

饮食习惯，选择的食用花种类也会有极大的区别⋯． 

盛开于夏末秋初的芋花，作为云南人喜爱的佳肴随 

处都可以吃到．然而．大理 白族人家惯常的两种吃法却 

别具风味，真正体现了白族饮食的“酸、辣、香”的特点 

两种吃法：一为蒸，二为腌 以芋花 Colo,a~ia esculenta为 

例，蒸芋花是把新采摘回来的芋花剥去芋花杆表皮 ，掐 

去佛焰苞内有微毒的肉穗花序及其花序轴(如果不去 

掉．会有麻嘴的感觉)，然后把芋花杆掐成3～5一长的 

小段，慢慢地装进大钵里，倒人香油 ．擞上盐、辣椒面、花 

椒，放到锅里，盖好锅盖．以中火蒸 20 rain后，便可起锅 

下灶 此时的芋花已全部蒸得酥软．倒^少许陈醋．拌 

匀，食起来则满嘴鲜香，麻辣中略透一丝酸甜，非常可 

口．此菜加工时特别要注意蒸前倒^的必须是生香油． 

燕时不能打开锅盖，以舫跑气，更不能在未熟时翻动芋 

花，否则麻涩味无法尽除．腌芋花则是把新采摘回来的 

芋花．掐去佛焰苞内有微毒的肉穗花序及其花序轴．然 

后折成保留有表皮的3—5 cm长的小段．用清水漂洗干 

净 不能沾上一星半点油脂 ，装^用开水涮过然后又用 

清酒涮过的陶罐之中，压紧芋花让它不能漂起，倒八凉 

好的米汤水至罐满，盖好尚罐，放到太阳下晒一周之后 

即可食用．吃时只须捞上适量红嫩如初的芋花，撒上盐、 

味精、花椒、辣椒面．拌匀 食之有消暑降温的功效，盛夏 

天气里最受欢迎 ．味道酸辣且略透香甜．弹性十足，口感 

非常地道，为极具特色的白族风味菜肴 ． 

喜欢烧烤的傣家人则连艳丽夺目的南瓜花 Cucurbi 

moschata(傣语 mabalens)也成了烧烤对象，制作方法 

是：将五花猪肉剁碎．再把适量的南瓜花和肉剁在一起， 

然后把切好的葱、蒜、新鲜辣椒、盐、味精等配料放在肉 

里拌匀，分成若干份，每份塞^完好的一朵南瓜花内包 

好，用竹片夹住放在火炭上烘烤(不要烤焦)，将滚烫的 

猪油浇在烤熟的南瓜花上．等油滴干后就可以吃了 此 

时南瓜花肉馅呈深黄色，切开后喷香味甜【 ．南瓜花在 

云南少数民族中是极普遍食用的食用花卉，但通常的制 

作方式是煮或炒． 

2．保健因素影响下的食花行为 

植物的花是大自然特别的恩赐，是色艳味美之药 

明代大医药家李时珍对药膳中的花卉做过不少研究，他 

在《本草纲目》一书中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曼佗罗 Da— 

tufa stramoniz,m~花有麻醉致幻作用．如果采花人笑而采 

之，则食花之人便大笑不止．如果采花人捂口而采，则食 

花之人便不言语 这则妙趣横生的描述，使我们对药膳 

花卉的人文因素有了更多更深刻的认识 

在云南丰富多彩的食用花卉中同时具有药膳功能 

的种类很多，他们集花卉的食用和药用、食朴和药补、食 

疗和药疗于一体，体现了药食同源的传统医药法则 ，在 

进食的同时服药，可相互辅助，相互促进．发挥食物药 

“攻邪”(治疗疾病)、“补正”(滋养身体)的双重作用，也 

就是说 ，食疗既可疗病祛疾 ，又可防病养生，使患者早日 

康复，使健康者保健强身，精力充沛 一云南的少数民旅 

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善于认识和总结防病治病 

强身益体的各种药用植物 ；其独特的医药学知识体现了 

当地人民长期与周边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拉祜族民间 

医生通过不断地实践，对药物性能概括总结出了一些歌 

谣以便鉴别一一从植物形态上，认为“藤本中空能清 

风”、“多毛多刺消炎肿“．从气味上补药味甘甜．“治红 

(血)用酸涩，芳香多开窍，消炎取苦威”．从选择植物的 

药用部位上．一般以植物生长最旺盛的时期来定，拉祜 

族民间医生认为：秋冬季节植物处于体眠期，此时根茎 

的药性最好；春夏季节植物处于生长萌发期，其花叶的 

药性最好；块根植物多用根，须根植物多用地上部分．矮 

小灌木大多用全株．乔木大多用茎皮和果实．开花鲜艳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自然杂志 23卷5期 综合考察 

的植物大多用花蕾⋯ - 。这些凭借经验的归纳虽然有 
一 定的局限性 ．但对药物的认识则上升到了一种理性的 

阶段，成为拉祜族药理论的雏形． 

(1)食用花卉中的营养成分 

科学研究表明，可食用花卉中含有较为丰富的蛋白 

质、脂肪 淀粉 、多种氨基酸和糖类，并含有多种维生素 

和微量元素．例如 大 白花杜鹃 础 de ，通 

过研究发现每 10o g花中含有维生索 980 mg，这一含 

量高于目前所知的其他所有植物 】．这些营养物质能够 

帮助强健人民的身体 ．难怪云南少数民族中存在着普遍 

的食花习俗，而且食用的种类多达300种． 

{2)药膳中的花卉 

药膳中的花卉很多．最为普遍的主要有以下种类 ： 

① 菊花 c n nnlh Ilm morifolium(拉枯语 akasewe)， 

黄、白都可以食用，通常泡水、炖鸡蛋最好，菊花疏风，清 

热．明目，解毒 可治头痛、眩晕 、目赤、心胸烦热、疗疱和 

肿毒 

② 山茶科山茶属的几种花卉也是普遍食用的，许多 

少数民族用来泡水或者做菜吃 味甘苦、辛、凉．质柔软． 

有香气，色红、自 有凉血、止血、散瘀、消肿之功效 治吐 

血、衄出血、血崩、肠风、血痢、血淋、跌打损伤、烫伤等．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山茶花含花白苷、花色苷 ．山茶还有 

抗烟尘、抗有害气体、净化空气的能力 如：普洱茶(种植 

或野生均可)Camellia sinensis t ．assamica(傣语 y丑a、拉 

祜语 peliu、佤语 bulush[)、茶 C s／nens／s、白秧茶 C．向Ⅻ — 

m等，煮、炒或蒸鸡蛋吃均可．有清热解毒的保健作用． 

③ 白玉兰花 Magn~o／／a denudam和辛夷花肘 2 m 

是滇中地区的彝族和大理白族喜爱的药膳佳肴，治疗胃 

气痛，对多种致病真菌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④ 苦刺花 Sophora davidii摘下后，用水漂诜一段时 

间，去掉苦涩气味，可炒吃．有苦凉味，能清热解毒，也有 

人用来腌制咸菜 

⑤ 海菜花 Ottdia actl~tmata，在大理白族地区用叶和 

花葶做蔬菜，当地人珍如海味，其花葶很长，以花朵能飘 

浮到水面为度 人药治疗咯血、哮喘、便秘等多种疾病． 

⑥ 仙人掌花 印ttntia dillenii(拉祜语 pBpI】we)，花用香 

油、鸡蛋、猪肉炖吃可以治疗脱舡 果可以食用．味酸甜； 

叶可以做菜炒吃或煮吃． 

⑦ 桢桐 Cterodzcutnuajaponicttm(拉枯语 napermeeda． 

基诺语 y"j )，每当夏秋之际，鲜红的花冠很远就能够看 

到 采回后，整个花序用叶子包起来烤熟，放上盐、辣椒 

面与煮熟或烤熟的洋芋一起吃，或者单独吃均可 有清 

热解毒、舒筋活血之功效，对尿急、尿血、尿黄、尿痛、睾 

丸炎、痢疾等均有疗效 

⑧ 香苏茶，又名扫把茶花 E／sho／t,~a bodm／er／(拉祜语 

mixikakewe)，每年秋季，在山坡村寨旁 路边．穗状花序上 

开满浅紫红色的花朵，盛花时节采收硒干备用．性凉，味 

苦辛 清热解毒，理气止痛．通经活络．四时均可泡水喝， 

对感冒、痢疾、妇女月经不调、经期腹痛有预防和治疗 

作用 

◎ 鸡冠花 ceb缸 (拉祜语 annazhiw~)、是一种 

普遍栽培的药膳花卉，金秋时节 ，众卉凋谢，鸡冠花却花 

团锦簇，朝气勃发 ，绽开着大红的鸡冠状花序，抻采奕 

奕，犹如雄鸡独立 穗状花序多变异，生于枝的先端或分 

枝的末端，常呈鸡冠状 品种有：寿星鸡冠、鸳鸯鸡冠 花 

期7—9月 鸡冠花性味甘、凉，有凉 、止血之功 浩痔漏 

下血、赤白下痢、吐血、咳血、血淋、妇女崩中、赤自带下 

等病症．8～9月间，花序充分长大 ，并有部分果实成熟 

时，剪下花序，晒干备用．早在明代兰茂所著的《滇南本 

草》中就有记载：“鸡冠花，味苦、(微辛)，性寒．花有赤． 

白．止肠风血热，妇人红崩带下．赤痢下血 ，用红花效；白 

痢下血．用白花效”，这说明几百年前人们就已经懂得正 

确使用鸡冠花治病．现代医学研究证实(试管法)：鸡冠 

花煎剂对人体阴道毛滴虫有杀灭作用，虫体与药液接触 

5—10rain后即消失．拉枯族民间常用鸡冠花炖瘦猪肉 

吃，治疗痔漏下血 、赤白下痢、吐血、血淋、妇女赤自带 

下、赤带用红花、自带用白花 也常用白鸡冠花、向 日葵 

种仁各 9 g，冰糖 30 g，开水炖服，治疗风疹． 

⑩ 在中旬高原，每当五六月份，悬钩蔷薇 Rosa n血 

开花之时，许多藏民会上山采集 ．煎汤或提酒或煮粥均 

有治疗胃痛的功效 根据宋人林洪《山家清供》记载，有 

荼縻粥：“其花发。采花片用甘草汤焯 ，候粥熟，同煮“．是 

为时鲜佳肴 

(3)象形相朴或相克 

云南少数 民族传统医药 中，有一祖有趣的用药原 

则，即象形相补或相克．如拉枯族民间医生用药原则及 

治疗是稂有民族特色的，其惯常采用的五以疗法．即以 

毒攻毒、以黄治黄、以白治白、以黑治黑、以红治红一 ．就 

是很有实践意义的经验总结．以毒攻毒是用有毒的蛤蟆 

(又名黑眶蟾蜍 占 me／an~t／ctus)的皮，外敷治疗各种肿 

毒、热毒、腮腺炎；以黄治黄是用黄姜(又名姜黄 Cm'~ma 

／onga傣语 haowang、哈尼语 mex／u)，黄连 嘶 ch／nemu 

田基黄凸u， 口rnadawspatana、虎杖 Polygoraun j 妇 1 

等黄色药物治疗如黄疸性肝炎等疾病；以自治自是用自 

浆木瓜 (又名番术瓜 Carica脚  ，)、土党参 C．ala．pant~一 

moeajavaraxa与猪脚炖服治疗妇女乳汁不通或者不足； 

以黑治黑是用黑芝麻 Sesamum 蚰m 、何首乌 Polygo一 

栅 批舢 、土当归 Angeliea sp 泡酒服治疗少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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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以红治红是以月月红、一品红等治疗妇女月经不调． 

用鸡血藤治疗贫血，用天青地红治疗红痢疾 月月红 、一 

品红皆是热带、亚热带地区普遍栽培的庭园花卉，在拉 

枯族山寨也经常可以见到其艳丽的身影，是拉祜族医药 

中比较有特色的药用花卉 月月红，又名大红花、红木 

槿、木花、公鸡花，为锦葵科术槿属植物朱槿 H／b／scus Fo— 

sasiner~／s，以花人药：该植物生于山地稀疏的林中或为栽 

培；夏、秋季节采收花卉鲜用或者晒干备用；性味功能： 

甘、平；解毒、利尿、调经；主治子宫颈炎、白带、月经不 

凋、闭经；用量 ：鲜花 50 g，干花 1O一25 E；水煎服 一品 

红，又名猩猩草、叶象花，为大戟科植物一品红 眦  

pu&herr／ma，以花人药；全年可采，鲜用或晒干备用；性味 

功能：苦、涩、凉，有小毒 ，调经止血；主治月经过多、外伤 

出血，用量 ：鲜花 20～30 g，干花 l0～l5 g；亦治跌打损 

伤、骨折，用鲜花适量捣敷患处，2～3天换药一次 J． 

多蕊蛇菰花 Batanop．~ polyandra(哈尼语 nJl~ullinls．． 

ci、achi)，亦是一种象形相补的用药典范，由于其形状酷 

似男性生殖器官，民间医生经过长期临床应用，发现其 

具有补肝益肾的功用，可治疗阳痿病症 ．该属的另一种 

植物鹿仙草 B sunooens／s(拉枯语 eegomnu)，拉祜族草医 

亦认为是补肝益肾的良药，用来治疗阳瘘和小儿阴茎肿 

痛 这与云南民间普遍相信吃果仁酷似人脑的核桃 ，能 

够健脑补脑，增强记忆力和大脑的反映能力一样，虽是 
一 种朴素的象形相补的用药观念，其实是因核桃果仁中 

大量的营养元素在起作用，而与形状本身不一定有必然 

的联系 

3．传统文化与特定文化的因素 

在云南少数民族食花现象中，我们发现许多食花行 

为是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联或完全是传统文化使然 

也有一些是因为特定的文化原因而食用花卉，不仅仅是 

基于个人对食物的偏好．这种食花现象是某个地方区域 

或整个民族共有的社会行为，是他们所归属的传统文化 

整体中的一部分．一到这一特定的 日子或者举行特定的 

活动，生活在这个区域的人民或者整个民族的人都一起 

参与．食用的花卉也是具有特别意义的种类，并且遵循 
一 定的烹调方法和传统的食用程序 

(1)食花具有特定的文化含义 

在凛南一带的少数民族过年食用的染饭花，是当地土 

著民族常用的食品染料，染出来的糯米饭呈淡黄色，给 

人有晶莹透亮的感觉．食用这种花染过的饭 ，象征着吉 

祥、喜庆，析盼在新的一年人畜兴旺、五谷丰登．染饭花 

为醉鱼草科植物 Budd／e／a 船(又名蜜蒙花、羊耳 

朵、羊耳朵 朵尖 、虫见死草 、糯米 花，拉枯语 seni'c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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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be)，其花序富含蜜l汁，在拉枯山乡的小孩最喜欢吸食 

其蜜．此种植物的分布广，花期长，在云南省从 l2月起 

至翌年的 5月均开花．花味甘、微酸苦，性温和；有接风 

明目的功效 ，用来治疗各种眼科疾患最好．水煎服或者 

蜜蒙花适量炖瘦猪肉吃．用花叶晒干研末，加入血竭、冰 

片作为刀伤药甚佳． 

(2)食花是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 

在云南热带森林地区，另一种更有趣的食用花是 

“糯索花”这是一种具有特殊文化特征和营养价值的傣 

族传统食用花卉．糯索花来{睹c于马鞭草科高大乔木云南 

石梓 lm n n(傣语 guosuo，rD~$LIO、基诺语 IU mei， 

mmlei、哈尼语 鲥ie)，3～4月份盛开，大而美丽清香的花 

朵，外面黄色，内面紫色．在西双版纳 ，绝大部分地区的 

傣族都用糯索花来做傣历新年“泼水节”的耙粑 ，傣语 

“考糯索”，是一种过年时家家户户都要吃的传统食物 

在盛花期，他们采集大量的鲜花，把它晒干，碾成粉末备 

用 过年时用此花粉末、糯米和红糖加工成耙耙．傣族人 

相信，食用“考糯索”具有节 日的喜庆内涵和给新的一年 

带来吉祥，可见其食花的文化内涵和传统信仰 紧密相 

关 

在西双版纳一带的爱伲人，属哈尼族支系，在建盖 

新房时通常要做一道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菜肴一一 

蕉花肉，原料是用芭蕉 花 胁 。一um” (爱伲语 dun一 

i)、狗肉_7j芭蕉花在爱伲人心 目中是吉祥的花．代表 

着多子多福，有着特定的文化涵义，狗是通灵的动物，在 

建房树立第一棵中柱的时候，就要杀狗用狗血来祭祀祖 

先神灵．爱伲人相信，食用蕉花肉菜肴，台给这新的家庭 

带来幸福吉祥 ，人畜兴旺．这道蕉花肉的做法是：将芭蕉 

花洗净后去掉花蕊 ，取花瓣切细用盐腌渍片刻、将拘肉 

爆炒至八成熟时，放人腌渍后的芭蕉花、炒熟即可．这道 

菜味美可口 

(3)食花种类与传统知识 

食用花卉种类的选择，往往与传统知识有关 在与 

自然界的认识中，各民族总结和积累了许多的知识 如 

食用花卉的花色选择，不同民族有不同认知 在白族地 

区，白族群众对杜鹃花不同花色的毒性有着不同的认 

识，他们认为花色越深其毒性就越大 因此，杜鹃花类中 

最受欢迎的是浅色花，如大 白花杜鹃 舶 m m dexv 

nm 和粗柄杜鹃R． m．白族人相信杜鹃花能帮 

助消化并减去体内的油脂贮存_3J．在纳西族的“东巴”文 

化中，记载有纳西人的祖先关于草药和食物起源的神 

话．他们相信：开白花的植物是可食的并且是有营养的； 

开红花或开紫色花的植物对人类和动物具有治病的作 

用；开绿色花的植物对人和动物都是有毒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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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讨论与建议 

1．食花文化与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 

云南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的食用花卉现象 ，是他们 

在彩云之南这片高原沃土上，千百年来认识自然 适应 

自然的生命历程中，对其生存空间内现有食物的自然选 

择结果，是各民族传统植物学知识的积累使然，具有原 

住民文化特征，是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 

掘整理原住民食用花卉中的文化内涵，亦是民族文化多 

样性保护的一个重要课题．只有从更深层次探讨和研究 

云南各民族普遍存在的食花现象，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 

和理解这种文化价值的内涵并积极主动地加以保护 

对云南各民族食用花卉更加深入全面的研究，将有 

利于云南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滇味饮食文化的 

开发与弘扬． 

2．食花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云南少数民族食花文化多样性，体现了人类生活方 

式与人类在不同的环境中为了生存而采取的策略，不同 

人群对自然环境尤其是植物的依赖性以及价值取向的 

多样性．深刻地影响和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同时也 

对生物多样性的利用 、管理、保护、发展或者破坏产生了 

极大的影响．从我们在各地考察中发现，云南各民族普 

遍存在的食花现象对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着积极的 

作用 这种知识越丰富的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就越好 

在古朴的传统文化中，有着关于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 

(特别是动植物资源)的丰富的传统知识．并且存在着对 

生物多样性管理和利用的朴素的科学内涵． 

3．民族植物学的研究与拯救民族文化遗产 

随着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丰富、科学技 

术的发展、外来文化的不断渗透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 

化中的许多内涵正在消失，其祖先对自然的认识过程中 

所积累的知识程难继续传承下去 但这些消失的传统文 

化中．有许多是先民们在与自然作斗争的漫长岁月中积 

累的有价值的知识和内容．值得收集、研究及整理，以利 

于将来的发展 

用民族植物学的方法研究云南民族 民间食花文化 

的历史，食用花植物种类、资源、营养成分、加工、食用及 

贮藏方法等，不仅能增加我们利用各种自然资源的知 

识，而且对增加现代食物品种，开发利用云南丰富的植 

物资源，以满足人们 日益增长的物质及文化需要都有着 

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fZCOl q-5月2日枝到) 

刘怡涛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 0铷H 

龙春林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 0铷H 

】 剂 祷．兜春林．舌南植物研究．20町 

2 倪索碧 巾国食品杂志 ．1999；2站(3)：213-21 

3 裴盛基，贺善安编译 民族植物学手册 昆蜊：云南科技出版社 
1998：125—126 

4 _剂情祷 云南画报，2000；(2)：18-25 

5 剂怡旖 植物杂志，1997：139(5)：l4_】5 

6 刘情旖 谰沧江畔，一个 花为生曲K族 [jl求一～人』c=地理杂 

志，1999；l呻(2】：如一27 

7 毕 坚．云南少数民族风昧集锦 北京：天地出版社，】998 98．】35 

8 倪紊碧 植物杂志，1999；149(3)：14-t5 

9 张绍云主编 中国拉枯族医药 昆明：云南民旗出版社，l9 57— 

96 

10 Konta F．，蹦 S．J Praeeed／ngs l tntemat~．wA毋 邺  m 帆 一 

咖 (|血“ hs／a，Seilmndo shlnk L曲a Publislfing c0， ． 

1990：18-60 

cIlIttmd D如鼬吐妇 in Edible FIo,t*ers脚∞嘲卫Ethnic 

GroupsinYmmaB 

Liu Yi—taow．LongChun．1il 

① and@ R 阳 Vrof,n．,or．Kunnungtnstimte ofBotan~．口岫  deade 

Sclotees．血  650204 

K _哪也 甜m0bo慷n ，edible n一 ．flower-e~tiBig cu[m~re，adrenal di— 

memion，indigen,~s knowledge 

显微镜下的细胞分裂 

今年 1月号的 IX'bin．re ceff Bw／ogy 

和 l~ozltreRet,Je~ Moleadar Biology联 

台推出了一期有关细胞分裂的专刊 

细胞分裂在两个领域(细胞生物学领 

域和分子细胞生物学领域)均处于中 

心地位 ，是与细胞的生长、特化和功能 

相联系的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耀入 

了解细胞分裂的机制是对付癌症和基 

因疾病的一个必要的武器．这一期焦 

点专刊收集了在发生 一细胞生物学领 

域、信号转导、DNA复制和修复、肿瘤 

形成 、细胞器官遗传等方面最新的进 

展．以及进一步的系列评述文章和展 

望，连同各方面的原始研究论文 该期 

期刊既有印刷版，叉在下列专题 阿站 

刊行 ：h帅：，， nature eomJneb，ceB— 

division／ (坞诗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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