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陇东南地区明清以来花椒分布及使用研究
———以地方志文献为中心

蒋　岚　潘春辉

　　提　要：陇东南地区自明清以来一直是甘肃花椒的重要生产地。尤其是陇南地区，自然环境适宜花椒生长，
花椒种植几乎分布各个县区。明清至民国，陇东南地区花椒生产开始向商业化发展。关于花椒的使用，也体现

出由作为药物使用的花椒向药用与调味品共用，并普遍作为调味品使用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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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椒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药材与调味品，对此学界多从饮食角度述及，对于历史时期花椒种

植的相关研究较少，以历史地理视角探讨花椒分布及使用的成果更加鲜见。① 陇东南地区的地方

志文献中多次出现花椒，而花椒作为调味品已普遍深入平常人家的生活之中。陇东南地区作为甘

肃花椒的主要产区，唐代便有花椒为贡品的记载，现今更成为陇南地区的特色产业。在现有的学

术研究成果中，专门对甘肃历史上花椒分布等方面的研究尚缺。陇东南地区包括今天水市、陇南

市、平凉市、庆阳市等地，气候温润适宜花椒的生长，历来花椒种植分布广泛。故本文选取陇东

南地区的花椒为研究对象，对该地区花椒的种植、分布、使用进行分析论述。

花椒生长不耐寒，需要温暖的气候环境。《齐民要术》记载：“此物性不耐寒，阳中之树。

冬须草裹，不裹即死。”② 陇东南地区气候相对甘肃其他地区来说，气候较为温暖湿润。“甘肃

气候概属大陆性，寒暑俱剧。惟南北两部亦微有不同。……南部天水、武都一带，天气较暖，

雨水亦多。”③ 资料记载，武都、文县南部大部分和康县东南一小部分为陇南南部河谷亚热带

湿润区，年平均气温高于１４℃，年降水量４５０毫米～７００毫米。陇南中北部、天水市东南部属
于陇南北部暖温带湿润区，年平均气温８℃ ～１２℃，年降水量５００毫米 ～８５０毫米。平凉市及
庆阳市、天水市北部为陇中南部温带半湿润区，年平均气温６℃ ～１０℃，年降水量５００毫米 ～
６５０毫米。庆阳北部属于陇中北部温带半干旱、干旱过渡区，年平均气温６℃ ～９℃，年降水量
２００毫米～５００毫米。④ 因此，甘肃地区的花椒种植多分布于陇东南地区。以上各地除庆阳市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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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成果有：林鸿荣 《椒史初探》（《中国农史》１９８５年第２期）一文对花椒的名称、种植分布、利用
栽培等方面做了研究。蓝勇 《中国古代辛辣用料的嬗变、流布与农业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２０００
年第４期）一文对花椒在我国历史上的分布变迁和使用进行探讨，并着重对我国古代花椒入食谱比例进行
统计分析。曾京京在 《我国花椒的栽培起源和地理分布》（《中国农史》２０００年第４期）一文中对花椒的历
史起源、花椒的地理分布、花椒的驯化栽培、花椒用法的变化，以及墓葬出土的花椒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论

述研究。以上均为在全国范围内对我国古代花椒的分布、使用研究，对甘肃花椒的分布只是略有提及。江

玉样 《蜀椒考》（《中华文化论坛》２００１年第３期）则主要介绍四川地区花椒的品种及用途，认为蜀椒为其
中质量上乘者。

贾思勰：《齐民要术》卷４，“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整理本，第１４５９册，第８０页。
刘郁芬等：民国 《甘肃通志稿》卷１《舆地十三·气候》，“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兰州
古籍书店，１９９０年影印本，第２７册，第１６９页。
参见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第１卷 《概述》，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５—１６页。



部地区以外，均为甘肃省年平均气温较高、年平均降水量在４００ｍｍ以上的温暖湿润区，适宜
花椒的栽培与生长。

一　陇东南地区明清以来各市县花椒种植分布概况
花椒树为落叶灌木，属于经济林木，多栽种于气候温暖湿润、海拔在１０００米左右的丘陵山

间。资料记载花椒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多集中连片栽植于田间、地埂及低浅山坡”①。陇东南
地区多山地，适宜花椒的栽种。据史料记载，六盘山、陇山、崆峒山，以及东黄土高原区的主要

树种，明清分布较普遍的就有花椒树。清代北秦岭及其以北分布普遍的树种也有花椒树。南秦岭

山地属南北气候过渡带，南北树种兼有，花椒也是其主要树种之一。② 由此可知，甘肃省明清时

期主要的花椒经济林分布区在六盘山、陇山、崆峒山、北秦岭及以北地区、南秦岭山地，这些地

区大致为陇东南地区。下面分区域对花椒的分布进行论述。

（一）陇南市。陇南市位于甘肃省南部，是甘肃省气候最湿润的地区，西秦岭山地与白龙江

河谷谷地就位于陇南市所辖地区。陇南市明清以来花椒种植分布范围较广，几乎所辖县区均有分

布。笔者根据相关地方志资料，对陇南各个县区的花椒物产进行统计 （见表１）。

表１　陇南市明清以来花椒种植分布表

地名 朝代 来源 资料出处

武都区

明代
蜀椒，出武都山谷。……出

武都色赤者善

吴鹏翔：嘉庆 《武阶备志》， “中国地方

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１０册，第５５页

清代
椒花，开元阶州贡。蜀椒，

出武都山谷

叶恩沛修，吕震南纂：光绪 《阶州直隶

州续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

志辑，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１０册，
第３１０页

徽县

明代

货类：蜡、丝、绵、红花、

茜草、椒、铁、青靛、麻、

皮、毡、纸

孟鹏年修，郭从道纂：嘉靖 《徽郡志》，

“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

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６册，第５７页

清代

椒山，北四十里，其南有小

椒山相连。

货类：红花、茜草、靛青、

沥青、棉花……椒、丝、枸

&

、纸铁、铅

张伯魁纂：嘉庆 《徽县志》， “中国地方

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３６册，第２８０页、第３８４页

民国

杂物：茜草、靛青、沥青、

棉 花、布、毡、 麻、 皮、

蜡、蜜、椒……

董杏林修，赵钟灵纂：民国 《徽县新

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

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３７册，第
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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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第２０卷 《林业志》，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６０页。
参见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第２０卷 《林业志》，第３０—３９页。



（续表）

地名 朝代 来源 资料出处

礼县 清代

方物土产：花椒、当归、苍

术、羊肚、鹰鹞、鹦鹉

王喻善纂：康熙 《礼县新志》，胶卷复制

清康熙二十六年 （１６８７）抄本
土产：花椒、当归、苍术、

羊肚，除非专产不载

董兴国纂：雍正 《礼县志》，胶卷复制清

雍正六年 （１７２８）刻本

食货：毛毡、毛褐、麻布、

蜂 蜜、花 椒、红 花、菜

油……

雷文渊修，王思温纂：光绪 《重纂礼县

新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

辑，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２册，第
１０９页

成县

清代

药属：天冬、香附、丹皮、

紫苏、车前……白芷、秦

椒、管仲

木 属：松、柏、 槐、 柳、

杨、桐、桑、椒、椿、栗竹

黄泳纂：乾隆 《成县新志》， “中国地方

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３８册，第３０９—３１０页

民国

药材类：天冬、香附……白

芷、秦椒、管仲、荆芥、百

合、天花粉、何首乌、牵牛

张作炎、乔萌远纂：民国 《成县要览》，

抄本

西和县 清代

药类：甘草、百合、木贼

草……何首乌、花椒、杜

仲、荆芥

邱大英纂：乾隆 《西和县新志》， “中国

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４册，第１９１—１９２页

两当县

清代

木之属：松、柏、椿、楸、

槐、柳、榆、螧、椒、白

杨、青杠、木竹，皆其多

者也

德俊修，韩塘纂：道光 《两当县新志》，

“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

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３册，第４１０页

民国

药材除当参外，尚有丰产额

者，为石菖蒲、苍术、天花

粉……枣仁、花椒、石斛、

杜仲、管仲等类

张存恭、张存俭纂：民国 《两当县乡土

讲义》，抄本

康县 民国
椒，总称花椒，亦分数种，

赤色者为佳，俗称六月椒

吕钟祥：民国 《新纂康县县志》，民国２５
年 （１９３６）印本

文县 清代
食货，如椒、矾、漆、蜜、

蜡亦均可用

长
'

修，刘健纂：光绪 《文县志》， “中

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

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８册，第１０２页

根据表１所见，明清至民国武都市各县区基本都有花椒种植。上表中并无宕昌县，但并不意
味着宕昌县无花椒种植。今宕昌县所辖地区在元代时为西固军民千户所，民国时设西固县，１９５４
年更名为宕昌县。据资料记载，民国时期西固县有花椒种植，且产量较多。“（花椒）本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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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广，皋兰、镇原、天水、清水……西固等县出产最多，其中天水、武都、西和、岷县年各产五

十万斤以上。”① 所以，宕昌县在民国时期已有花椒种植分布。

由以上分析可知，陇南地区花椒种植分布广泛，且花椒为陇南地区的特产。所以，明清至今陇

南地区一直是甘肃省花椒的主要产地。现今花椒产业已成为陇南市的特色产业，２０１７年，陇南市共
种植花椒面积达２３０５２万亩，其中武都区花椒种植面积达１０９０８万亩，种植面积几乎为陇南市总
面积的一半，为陇南市花椒重要产区。文县花椒种植面积达２８５７万亩，西和县花椒种植面积达
２６９３万亩。② 结合表１的文献资料以及上述分析，绘制陇南市花椒种植分布图如下。

图１　陇南明清以来花椒分布图

（二）天水市。天水市位于陇南市以北，与陇南同属于陇南地区。天水市所辖地界主要包括

北秦岭山地与部分陇山山地。根据对相关地方志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天水市明清以来花椒种植主

要分布在秦州区、甘谷县、清水县、秦安县、武山县等地。具体情况如表２所示。

表２　天水市明清以来花椒种植分布表

地名 朝代 来源 出处

秦州区 清代

木之属：松、柏、椿、楸、

槐、柳、榆、螧、椒、白

杨……

费廷珍修，胡 纂：乾隆 《直隶秦州新

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

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２９册，第
７９页

（秦州）物产：药有人参、

红花……防风、花椒、川

芎、何首乌、五加皮……

余泽春修，王权等纂：光绪 《重纂秦州

直隶州新志》， “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

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０
册，第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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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甘肃银行经济研究室：《甘肃之特产》，出版者不详，１９４４年，第１８页。
参见陇南市林业局： 《林业局核桃、花椒、油橄榄产业主要数据》，２０１８年。经笔者实地考察陇南市林业
局，陇南市林业局张军提供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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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 朝代 来源 资料出处

甘谷县 清代

木之属：松、柏、椿、楸、

槐、柳、榆、杨、桑、螧、

桐、漆、枸、椒……

周铣修，叶芝纂：乾隆 《伏羌县志》，

“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

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５册，第３５页

清水县

清代

货殖：油、麻、羊绒、羊

毛、靛 漆、蜜、 蜡、 椒、

小茴

刘俊声修，张桂芳纂：康熙 《清水县

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

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３册，第９页

朱超纂：乾隆 《清水县志》， “中国地方

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３３册，第１２６页

民国
物 产：芹、西 瓜、蜀 椒、

烟叶

刘福祥修，王凤翼、王耿光纂：民国

《清水县志》，民国３７年 （１９４８）石印本

秦安县

明代

清代

多椿，有楸，有梓，多杨，

有柏，多柽，多槐，……有

椒，有 漆，有 榆，有 竔，

有桑

胡缵宗：嘉靖 《秦安志》， “中国方志丛

书”华北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６
年，第２７０页

严长宦修，刘德修等纂：道光 《秦安县

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

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２４册，第
２７页

武山县 清代

西仁陂、黄岭陂、泷陂、马

公陂……长陂、椒陂、琵

琶陂

钟人文纂修：乾隆 《宁远志》，清乾隆十

九年 （１７５５）刻本

由表２可知，明清至民国天水市５县２区除麦积区、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以外的其他县区均
有花椒种植。麦积区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设，所以在明清至民国的地方志

资料中并未出现。而当时天水县管辖范围包括现在的秦州区与麦积区，故按照地方志资料记载

与当地的自然环境，麦积区在明清时期也应有花椒种植的。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在设县以前分属

清水县与秦安县管辖，故按照资料记载明清时期当地也应该有花椒种植。明清以来天水市花椒

种植分布见图２。
（三）平凉市。平凉市位于甘肃省东部，位于陇山东麓的东黄土高原区。境内包括陇山林

地、崆峒山地与泾河谷地，属于陇东温带半湿润区。平凉市明清以来的花椒种植基本分布于全

市。根据地方志文献具体统计如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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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天水明清以来花椒分布图

表３　平凉市明清以来花椒种植分布表

地名 朝代 来源 出处

平凉县

明代

（平 凉 县） 木：椿、松、

桧、柏、柘、桑、椒 （子

有油）、榆……

药：马兜铃、羊桃、木贼、

萱草、秦椒、地椒……

赵时春纂修：嘉靖 《平凉府志》， “中国

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３册，第１０８—１０９页

民国

物产：秦椒，本草花椒也。

始产于秦人于蜀，故有秦

椒、蜀椒之别，子名椒目

刘兴沛修，郑浚纂：民国 《平凉县志》，

“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

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３册，第３４４页

华亭县

明代

（华 亭 县） 木：椿、松、

桧、栝、 桑 …… 檀、 椒

（子可食）、柞……

赵时春纂修：嘉靖 《平凉府志》， “中国

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３册，第２６６页

清代

木：椿、松、桧、栝 ……

竏、槽、椒 （子 可 食）、

柞……

武全文、佟希尧修，马魁选纂：顺治

《华亭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

县志辑，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３５
册，第１９３页

木：宜 用 者 松、柏、梓、

桐、椿 …… 槐、槲、竏、

椒、桦……

赵先甲纂：嘉庆 《华亭县志》， “中国地

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３５册，第２６８页

民国

药材类：大黄、当归、川

芎、羌 活 …… 防 风、花

椒……

张次房修，幸邦隆纂：民国 《华亭县

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台北

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第１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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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名 朝代 来源 资料出处

灵台县

明代

（灵台县）药：甘草、柴

胡、苦参、麻黄、苍术……

益母草、花椒……

赵时春纂修：嘉靖 《平凉府志》， “中国

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３册，第１７４页

清代
蔬：葱、 韭、 蒜 …… 花

椒……

黄居中修，杨淳纂：顺治 《灵台县志》，

顺治十五年 （１６５８）刻本

民国
木类：椒，一名花椒，丛生

条长，叶圆，子为调料之用

张冬野修，王朝俊等纂：民国 《重修灵

台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

志辑，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１９册，
第１６１—１６２页

庄浪县 清代

药类：大黄、甘草、

麻黄……花椒、茴香……

王钟鸣修，卢必培纂：康熙 《庄浪县

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

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１８册，第
６１页

果属：桃、楸子、李……沙

果、椒

邵路纂，耿文光增补：乾隆 《庄浪县志

略》，“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

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１８册，第
２７４页

静宁县 清代

药类：甘草、柴胡、黄蓍、

菖蒲……枸杞、丹皮、花

椒、桃仁……

王?纂：乾隆 《静宁州志》， “中国地方

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１７册，第１０４—１０５页

泾川县 明代

（泾州）药：甘草、沙参、

柴胡、黄苓、地黄、甘菊

……花椒、地榆……

赵时春纂修：嘉靖 《平凉府志》， “中国

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３册，第１２５页

根据表３所述，平凉市明清以来花椒种植分布主要在平凉县 （崆峒区）、华亭县、灵台

县、庄浪县、静宁县、泾川县。崇信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设县，故明清至民国

时期的地方志资料并无该县内容，但该县所辖地区在明清时期归属平凉府管辖，民国时期

归属泾原道尹公署管辖。所以，平凉市在明清至民国几乎全市区县均有花椒种植，具体分

布情况见图３。
（四）庆阳市。庆阳市位于甘肃省最东部，东黄土高原地区，境内有子午岭山地。气候与平

凉市相近，南部属于温带半湿润区，北部属于温带半干旱、干旱过渡区。通过对地方志资料的整

理统计，现将庆阳市明清以来花椒分布情况列表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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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平凉明清以来花椒分布图

表４　庆阳市清代以来花椒种植分布表

地名 朝代 来源 出处

合水县 清代

药类：款冬、远志、知母、

黄芩……赤白芍、秦椒、山

药、枸杞

陶奕曾：乾隆 《合水县志》， “中国地方

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２３册，第２０８页

商税 （货物起落）：……皮

裤、毡鞋、清油、香、干

鱼、花椒、鸟药、蓖子、簸

箕、钱马、麻，骡担收税银

九分，驴担收税银六分

陶奕曾：乾隆 《合水县志》， “中国地方

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２３册，第７０—７１页

商税 （货物起落）：……皮

裤、毡鞋、清油、香、干

鱼、花椒、鸟药、蓖子、簸

箕、钱马、麻，骡担九分，

驴担六分

佚名纂：光绪 《合水县志》， “中国地方

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２３册，第２７５页

镇原县

清代

民国

果属：秦椒，花椒也。始产

于秦人，于蜀故名秦椒。味

辛香，子名椒目

李从圆纂修：道光 《镇原县志》， “中国

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影印本，第２５册，第１６０页

焦国理：民国 《重修镇原县志》， “中国

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５册，第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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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名 朝代 来源 资料出处

宁县 清代

药属：柴胡、黄岑、知母、

秦艽……花椒、款冬花……

红花、半夏、蓝叶

晋显卿修，王星麟纂：康熙 《宁州志》，

“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

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４册，第１３７页

正宁县 清代

药属：柴胡、黄岑、知母、

甘章、酸枣、花椒、地黄、

大黄、鸟药……

折遇兰纂：乾隆 《正宁县志》， “中国地

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９册，第３１０页

根据表４内容可知，明清以来庆阳市花椒种植主要分布于庆阳市南部气候较为温暖湿润的县
区。合水县、镇原县、宁县、正宁县在清代至民国均有花椒种植记载，其中合水县、宁县、正宁

县位于庆阳市东南部的黄土高原丘陵区，子午岭山地贯穿３县，有适合花椒经济林生长的山地地
貌条件。镇原县位于庆阳市西南部，南接崆峒山地；庆阳市南部气候较北部气候更为湿润，更加

适宜花椒的生长。庆阳市明清以来花椒种植分布情况见图４。

图４　庆阳明清以来花椒分布图

根据以上各表统计分析，明清以来陇东南地区花椒主要分布在陇南市、天水市、平凉市

各个县区，以及庆阳市部分县区。陇南市为陇东南地区花椒主要产地，该地区花椒产量较

大，且品质上佳。从时间上看，清代及以后关于花椒的记载更多，且更多记载将花椒归类为

可进行商业交易的货物类，民国时期已有商业交易的记载。有文献记载：“陇东分区各级政

府……开展了植树造林活动。民国 ３２年 （１９４３）…… （曲子县）当年共载杨、柳、花椒、

果树等树木１０８５万株，并在孟坝设立了苗圃。”①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花椒人工种植花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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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第２０卷 《林业志》，第１０１页。



规模开始扩大，所以陇东南地区的花椒种植产量应该是逐年递增的，花椒产业开始慢慢

发展。

二　明清以来陇东南地区花椒的使用情况
陇东南地区花椒见于文献记载并不多，医书、食谱等古籍中大多注重反映当时全国性的情

况，对于陇东南地区花椒的使用只能从现有的明清以来地方志中略作分析。陇东南地区花椒的使

用有一个由主要作为药物向主要作为调味品的转折。从明代至民国花椒一直被当作药物使用；而

从清代开始，地方志中开始出现花椒作为调味品使用的记载，民国记载更多。直至现代，花椒作

为调味品已被人们普遍认知。

（一）药用。花椒在 《本草纲目》一书中记有３种：秦椒、蜀椒、崖椒。其中秦椒与蜀椒产
地以及外形均不同。秦椒产于秦地，故名秦椒。“秦椒，花椒也。始产于秦，今处处可种，最易

繁衍。其叶对生，尖而有刺。四月生细花。五月结实，生青熟红，大于蜀椒，其目亦不及蜀椒目

光黑也。”① 蜀椒，也称巴椒，产于巴蜀之地，故名蜀椒。崖椒，又名野椒。“（崖椒）此即俗名

野椒也。不甚香，而子灰色不黑，无光。野人用炒鸡、鸭食。”② 由此可见，崖椒的品质不如秦

椒、蜀椒。

花椒入药主要分为两种，一为椒红，一为椒目。椒红为椒实的外皮。《神农本草经》载：

“除风邪气，温中，去寒痹，坚齿发，明目。久服，轻身好颜色，耐老增年，通神。”③ 李时

珍曰：“（椒红）散寒除湿、解郁结，消宿食，通三焦，温脾胃，补右肾命门，杀蛔虫，止泄

泻。”④ 由此可见，椒红有驱寒除湿、温脾止泻、明目等功效。椒目为椒实中黑色的子。“其

子光黑，如人之瞳仁，故谓之椒目。”⑤ 据《本草纲目》记载，椒目可治 “水腹胀满，利小

便”，“治十二种水气及肾虚，耳猝鸣聋，膀胱急”“止气喘”⑥。此外，花椒树的叶与根均可

入药。

在明清以来陇东南地区的地方志中，花椒多次被归入药属一栏。具体在上文的统计表中已有

列出。在地方志中对花椒的药用功效也有记载：“蜀椒久服之，头不白，令寒者热，热者轻，轻

者重。”⑦ “秦椒，花椒也。始产于秦人，于蜀故名秦椒。味辛香，子名椒目。目治水腹胀满，

利小便，十二种水气，及肾虚，耳猝鸣聋，膀胱急，止气喘，痔漏肿痛。椒目一撮，碾细，空心

水服。”⑧ 民国时期，陇南地区的花椒贸易不仅供销本省，还与当地其他药物一起运往外地出售。

“（文县）当地出口货物厥为药材一种，全数运往碧口转销四川各地及海外各港口。”⑨ 故明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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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李时珍：《本草纲目》第３２卷 《果之四》，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０年整理本，第２８页。
李时珍：《本草纲目》第３２卷 《果之四》，第３３页。
顾观光辑，杨鹏举校注：《神农本草经》，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点校本，第２卷，第８１页。
李时珍：《本草纲目》第３２卷 《果之四》，第３０页。
李时珍：《本草纲目》第３２卷 《果之四》，第２９页。
李时珍：《本草纲目》第３２卷 《果之四》，第３２页。
叶恩沛修，吕震南纂：光绪 《阶州直隶州续志》卷１４《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
版社，２００８年影印本，第１０册，第３１０页。
李从圆纂修：道光 《镇原县志》卷１１《食货下第六·药属》，“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影印本，第２５册，第１６０页。
甘肃银行经济研究室：《甘肃省各县经济概况》，出版者不详，１９４４年，第１４５页。



来甘肃地区，花椒作为药物在生活中的使用是十分普遍的。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地方志文献几乎都将花椒归于药物一栏，而且贡赋也是按照地方药物征

收，如在明嘉靖年间贡 “药物秦椒一百斤”①，万历年间 “（贡）椒、雄黄共折银一十七两二钱

五厘”②。总的来说，清代与民国时期的方志中，大多数将花椒归入药类，也有相当一部分将其

归于食货、杂货、果属。由此可见，甘肃陇东南地区的花椒开始主要用作药物，但清代开始在饮

食等方面逐渐有了广泛的使用。

（二）调味用。东汉起，花椒正式成为调味品。③ “ 炙， 衔也，细切肉和以姜椒盐豉，

已乃以肉衔裹其表而炙之也。”④ 从 《释名》一书中记载的内容来看，椒与姜、盐等物一起放入

肉中调味。东晋时期，开始有了 “三香”之说，周处的 《风土记》中记载： “三香：椒、 、

姜。”⑤ 《齐民要术》一书在 “脯腊”“羹?”“蒸?”，“ 腊煎消法”“炙法”“素食”记描述

食物做法的篇章中，多次提及加入椒。椒在这里的用法大多数情况为 “椒、姜、橘皮，皆末

之”⑥，花椒与其他调味品一起，运用于多种食物的烹制。

花椒在地方志中除了归于药类，在清至民国的文献中还较多归于杂货类、食货类等。如：

“食货，毛毡、毛羯、麻布、毛毯、蜂蜜、花椒……”⑦ “货殖，油、麻、羊绒、羊毛、靛漆、

蜜、蜡、椒、小茴。”⑧ 尤其是在顺治 《灵台县志》中将花椒与葱、蒜等一起归为蔬菜类。“蔬，

葱、韭、蒜……花椒……”⑨ 民国 《灵台县志》中注明花椒果实可作为调料使用。“木类：椒，

一名花椒，丛生条长，叶圆，子为调料之用。”瑏瑠 由此可知，在清至民国的陇东南地区，尤其是

民国时期，花椒作为调味品已经运用到人们的生活之中。

花椒作为调味品在现在更是普遍。在西北地区，因为多食肉制品，花椒可去腥解毒生香，故

花椒成为西北餐桌必不可少的调味品。《甘肃乡土志稿》中记载：“花椒为西北必需佐食品，其

消费量仅次于辣子，青宁新三省出产极少，大部分由本省供应，故为本省上行成庄货品之一，且

陇南尚有少数地方用以榨油，清香绝妙。”瑏瑡

余　论
陇东南地区在明清以来由于气候、地形等方面的原因，为甘肃省花椒的重要产区。明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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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陇南市种植的花椒已有一定的产量。根据文献记载，唐代武州 （武都）所产花椒为贡品。

“（武州）开元贡：蜡烛、椒。”① 由此可见，至少在唐代，武都地区就已经开始种植花椒，且花

椒的品质上佳，可作为贡品。《甘肃通志稿》中记载明嘉靖年间，西和县、成县、阶州 （武都）、

徽州 （徽县）贡 “药物秦椒一百斤”②，两当县贡 “药物秦椒五十五斤”③。而在清代，花椒也

多见于地方志文献物产一栏下货物或杂货一属，如 “土产：花椒、当归、苍术、羊肚，除非专

产不载”④。从以上文献记载中可看出，花椒在明代以来，就是是陇南当地品质上佳的特产药物。

同时，花椒既归为货物可见陇南花椒的产量相对较大。乾隆、光绪时期的 《合水县志》均有记

载，花椒商税为 “骡担九分，驴担六分”⑤。由此可见该地区花椒种植产量较大，每家每年所产

花椒除供应自用外剩余花椒可用来交易买卖。

花椒产业在民国时期形成一定的商业规模，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花椒不仅销往本省，更向周

边省区供应。花椒为陇南当地出口货物，与药材一起，由人力背负至碧口，再由碧口用民船载往

重庆等地。⑥ “花椒，年产一百包，每包二百八十元。”“（礼县）花椒，每年产量五百包，价格

三百元。”⑦ 到１９８５年，全省花椒树共折合１６２万公顷，常年产量２１０万千克左右。⑧ 如今，
花椒已为陇南特产，陇南市早已将花椒产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２０１７年陇南全市花椒产量达
３５２５万吨。⑨

综上所述，甘肃陇东南地区在明清以来由于气候地形等方面的原因，成为甘肃省花椒的

重要产区。尤其是陇南市气候最为温暖湿润，花椒产量最大。花椒产业在民国时期已形成一

定的商业规模，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花椒不仅销往本省，更向周边省区供应。现如今，陇南

市早已将花椒产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而在花椒的使用方面，有一个由主要作为药物使用向

主要作为调味品使用的转折。从明代至民国花椒一直被当作药物使用，而从清代开始，地方

志资料开始出现花椒作为调味品使用的记载，民国记载更多。直至现在，花椒作为调味品已

成为人们的普遍认知。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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