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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词汇“枇杷”与“琵琶”、“枇杷”与“卢橘”史料考析

林顺权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广州 510642）

摘 要：中国是枇杷原产地,有两千多年的枇杷记载历史；产生了若干重要的枇杷词汇,影响着世界枇杷的传播。因此,

考析“枇杷”与“琵琶”、“枇杷”与“卢橘”这两组重要词汇的词源关系，将为枇杷的史实提供更可靠的证据。笔者借助音

乐界、音韵学界、语言文字学界对于乐器“琵琶”源流查考的丰富研究成果，利用现代网络技术“阅读器”浏览浩如烟海

的史料，对两对词组“枇杷”和“琵琶”、“枇杷”和“卢橘”的词源关系进行考析。重点辨析了枇杷叶“其形如琵琶，故名

之”和“卢橘为枇杷的别称”这两个观点。资料表明，枇杷一词早于琵琶出现两三百年，枇杷名不是来源于琵琶；卢橘是

芸香科的一种植物，用其指代枇杷的别称是一种误解。因此,枇杷叶“其形如琵琶，故名之”和“卢橘为枇杷的别称”这

两个观点属于谬误，应予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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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historical data on two groups of words: loquat and“Pipa”
（Lute instrument）, loquat and“Luju”plant

LIN Shunquan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Guangdong, China )

Abstract: China is the origin region of loquat (Eriobotrya japonica Lindl.). The history of loquat culti-

vation has been recorded for more than 2000 years, which has produced a number of important loquat

words and influenced the spread of loquat in the world. Therefore, a textual study of the etymological re-

lationship between loquat and“Pipa”(Lute instrument), loquat and“Luju”will provide more reliable

evidence for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loquat. With the help of the rich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music, pho-

nology and Linguistics circles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usical instrument“Pipa”, and

with the help of modern network technology“reader”to browse the vast sea of information, the etymo-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airs of phrases“loquat”and“Pipa”,“loquat”and“Luju”was

studied in this paper. The two viewpoints of loquat leaf“its shape is like Pipa, so it is named”and“Lu-

ju”is another name of loquat were analyzed. The data showed that the word loquat appeared two or

three hundred years earlier than Pipa, The word“loquat”refers to the fruit plant loquat, which was

planted earlier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the“Historical Records”, and is called“loquat”, which is re-

corded in Sima Qian’s“Historical Records”, which is the earliest record of loquat so far. However, the

word“pipa”has not been found in the“Historical Records”.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two or three

hundred years after this, may appear. Therefore, Kou Zongyu said that loquat leaf“its shape is like a pi-

pa, so the name”is not correct, has been circulated for more than 1 000 years, can no longer be“mis-

leading”should be abandoned. As for how to express the origin of loquat name in the future, profession-

als can discuss whether it can be expressed as follows: loquat originated in China, began to grow in BC,

“Records of History”clearly recorded“loquat”. In some necessary occasions, it may be added that the

word loquat refers to fruit plants, much earlier than“pipa”refers to musical instruments. From the



，等：两组词汇“枇杷”与“琵琶”、“枇杷”与“卢橘”史料考析第7期

枇杷原产我国，现已传播到世界上 30 多个国

家。但是，世界各国的枇杷译名却是五花八门，错综

复杂[1-2]。

枇杷最早于唐宋年间从中国传入日本，日语中

枇杷的读音，ビワ（Biwa），是从汉语方言译成的。

而其他几个重要语种的枇杷称谓，却多数称枇杷为

“日本楂果”，西班牙语 nispero japones；德语：japa-

nische misspel；意大利语：nespola giapponese；葡萄

牙语：ameixa do Japao，法语：neflier du Japon；这几

种语言之所以都称枇杷为“日本楂果”[1]，是因为西

方学者第一个看到枇杷的是植物分类学鼻祖林奈的

学生Thunberg，他于十八世纪在日本的长崎离岛看

到枇杷，将其命名为欧楂属日本种（Mespilus japoni-

ca），虽然不久后英国植物学家Lindley[1]认为枇杷不

应属于欧楂属，应自成一属，枇杷属，但仍可称为日

本种。由此，西方世界有不少人从十八世纪到二十

世纪末都认为枇杷原产于日本。但有两种语言例

外，一是英语，称枇杷 loquat，是从我国南方方言“卢

橘”转译“luju”而成的，另一是法语，除了上述的“日

本楂果”，还有一种叫法“bibace”（吴耕民*，1995），也

是以南方方言“枇杷”翻译的，法国几乎与英国同时

期从广州引种枇杷到巴黎植物园[1]。直至二十世纪

末，由于中国、美国和日本学者的合作，于1999年发

表了枇杷原产中国，日本枇杷来源于中国的论文[1]，

才使得世界枇杷学界一致公认枇杷原产中国[3-4]。

然而，我们国内对于早期枇杷传向日本、出现世

界之前的两组词汇：枇杷与“琵琶”、“枇杷”与“卢

橘”，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尚未理清。国内最权威的书

籍《中国果树志·枇杷》[5]上载：《本草衍义》（原名《本

草广义》，北宋寇宗奭撰，刊于宋政和元年，即公元

1116年）上曰：枇杷叶“其形如琵琶，故名之”[6]。关

于“枇杷”与“卢橘”的关系，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别名：

唐宋诗歌极盛，以枇杷为吟咏对象，苏轼：“罗浮山下

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魏花非老伴，卢橘是乡

人”[7]，其他的著者基本上也持同样观点[8-9]，尽管很

早开始就不断有质疑声，但从来没有成为主流。

笔者借助音乐界、音韵学界、语言文字学界对于

“琵琶”等词汇的丰富研究成果[10-14]，利用现代网络技

术“阅读器”等条件，对上述两组词汇的浩如烟海的

史料进行考析，最终认为必须摒弃这两个观点。现

予公开，以期引起同行的讨论。

1 “枇杷”与“琵琶”关系考析

1.1 “枇杷”一词早期出现和使用情况

根据《尔雅》《南裔异物志》《三辅黄图》等古籍记

载和考据发现，“枇杷”最早的记载出现于：公元前1

世纪西汉时期司马相如的《上林赋》[15]记载“卢橘夏

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楟柰厚朴 . ……”。

《西京杂记》(汉)刘歆记载：汉武帝（公元前 156

年7月14日－公元前87年3月29日）修建规模宏大

的“上林苑”，“有群臣远方各献芳果异树，有枇杷十

株，……”[16]。

——————————

* 吴耕民 . 1995. 江南珍果（杨梅、枇杷、无花果）. 浙江农业大学

园艺系编。

Northern Song dynasty to the present, many literatures quote Kou Zongyu’s“Materia Medica Yanyi”

as saying: loquat leaf“its shape is like a pipa, so it is called”belongs to“to falsehood. Another key

word, Luju”, it is not a loquat, may be one kind of Rutaceae plant, and it was a misunderstanding to use

it to refer to the other name of loquat. As for why Su Shi insisted that Lu Orange was a loquat nickname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reasons are not clear. However, because of his fame and influence, many peo-

ple follow Su Shi and regard Lu Orange as a loquat nickname, or common name. So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hen the British introduced loquat from Guangzhou to Kew Gardens, the loquat

was also transliterated as“Luju”and later evolved into loquat. How to express loquat alias in the future,

professionals can also discuss whether it can be expressed as follows: loquat, once alias Luju, has been

used since the Song dynasty, until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hen Britain introduced loquat from China,

there are also misuse Luju refers to loquat, known as loquat, now find out, historical records. The word

“Luju”, which first appeared in China, does not mean loquat. In short, the two viewpoints of loquat leaf

are fallacious and should be abandoned.

Key words: Loquat(Eriobotrya japonica Lindl.);“Pipa”(Lute instrument);“Luju”(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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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雄（公元前 53年－公元前 18年）的《蜀都赋》

里记载：诸柘柿桃、杏李枇杷，……；晋朝左思（250－

305）在其《蜀都赋》中，也记载：户有橘柚之园，其园

有林檎枇杷，橙柿梬楟，……。

三国曹植乐府歌有“橙橘枇杷，甘蔗代出”。

西晋郭义恭著《广志》（三世纪）载：枇杷冬华春

实，大者如鸡子，小者如杏，为添酢，四月熟[17]，…。

南朝·谢灵运 .谢灵运(385年－433年)：朝食既

毕，摘果堂阴，春惟枇杷，夏则林檎。

总之，“枇杷”一词，最早出现于《史记》（公元前

104-79）[15]，记载了汉武帝时代“上林苑”种植枇杷，

可见民间的枇杷种植早于此时，从此之后，东汉、三

国、西晋、东晋，及至历朝历代都有“枇杷”的记载，而

且，“枇杷”名称一直延续至今，尽管有短时的、局部

的出现同物异名和别名的情况，如以“金丸”“卢橘”

等为枇杷的别称，但“枇杷”这个正名从未出现中间

易名的情况。

1.2 “琵琶”和“批把”二词早期出现和使用情况

由于琵琶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占有重要地位，所

以史籍中记载的文字也就为数不少，……，史料丰富

与繁杂[10]。但是，关于最早出现“琵琶”一词及其有

关的记载情况，则较为明朗。

东汉经学家，训诂学家刘熙(生卒年不详，约生

于160年)在其《释名》《释乐器》中云：“批把，本出于

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

时，因以为名”[18]。这是对“琵琶”的最早的释

义[10，14，18]。

在晋傅玄的《琵琶赋》中有这样的记载:“汉（武

帝，公元前156年7月14日－公元前87年3月29日）

遣乌孙公主嫁昆莫，念其行道思慕，使工人知音者，

载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观其器，中虚

外寅，天地象也，盘圆柄直，阴阳序也，柱有十二，配

律吕也，四弦法四时也，以方语目之，故云枇杷，取易

传于外国也。

就此记载而言，汉武帝时代，也制作了某种制式

的“琵琶”，但那时不叫“琵琶”而叫“批把”，只是为了

易传于外国，而根据该乐器是木质的，而临时赋名

“枇杷”[10，13-14]。

琵琶这种乐器，早期叫“批把”或“枇杷”，而正式

称为“琵琶”，是归类于“琴瑟”，大概始于魏晋[13]。

及至唐朝，在一首传世名篇《琵琶行》中，白居易

用文字按下了对龟兹传入中原的乐器----琵琶的录

音键[19]：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

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总之，“琵琶”这种乐器，可能早在秦朝就已以某

种形式出现，但不叫“琵琶”，现代称之为“琵琶”的乐

器源流十分复杂，但是，“琵琶”这两个字，这个词组

实际上迟至魏晋。

1.3 “枇杷”与“琵琶”和“批把”关系考析

分别溯源了“枇杷”和“琵琶”这两个词之后，现

在来考析“枇杷”与“琵琶”的关系，为忠实于史实，偶

尔也会提到“批把”。

北宋名家寇宗奭撰《本草衍义》（原名《本草广

义》，刊于公元1 116年）曰：枇杷叶“其形如琵琶，故名

之”[6]。流传很广，现代的多数书刊，包括最权威的

《中国果树志·枇杷》[5]、包括笔者本人都引用此说[9]。

然而，在我们分别溯源了“枇杷”和“琵琶”这两

个词之后，不难发现：指代人们种植的果树植物“枇

杷”一词的出现在《史记》[15]之中，是纪元前的事，而指

代乐器的“琵琶”一词，则是魏晋时代的事[13]，大约相

差两三百年，即“枇杷”一词比“琵琶”一词早出现两三

百年。怎么能说：枇杷叶“其形如琵琶，故名之”呢？

当然，我们不能随便摒弃一种流行1 000多年的

观点，需要严密的论证。对以下这个史料，我们必须

作深入的分析。在晋傅玄的《琵琶赋》中有这样的记

载:“汉（武帝，公元前156年7月14日－公元前87年

3月 29日）遣乌孙公主嫁昆莫，念其行道思慕，使工

人知音者，载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观

其器，中虚外寅，天地象也，盘圆柄直，阴阳序也，柱

有十二，配律吕也，四弦法四时也，以方语目之，故云

枇杷，取易传于外国也。”就是说，虽然不一定有“琵

琶”这个名词，但“琵琶”这个乐器，也同样是在汉武

帝时代就已被制作出来了。这个时代也同样是《史

记》成书的时代。

因此，《史记》就成为最重要的依据了。

众所周知：东周时期王道废弛，秦朝毁弃古代文

化典籍，以致明堂、石室的珍贵图书典籍散失错乱。

汉朝建立后，萧何修订法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

立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品学兼优的文学之士逐渐

进用，《诗》《书》等被毁弃的古书亦不断在各地被爱

好文学的人士搜寻并献出。司马氏世代为太史，整

理和论述历史。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

《春秋》以后的史事，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将修史作为

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死前将遗志嘱咐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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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司马迁。司马迁子承父志，继任太史令。司马

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

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

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辩护事情原委而被捕

入狱，并被处以宫刑，在身体和精神上受到巨大的创

伤。出狱后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发奋继续完成所

著史籍，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

言”的史识，前后经历了14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

传体通史《史记》。

既然《史记》成书之前，史书中未见“枇杷”和“琵

琶”二词，《史记》中明确记载了“枇杷”，作为果树植

物的枇杷一词，就显然早于“琵琶”一词，除非《史记》

中也有“琵琶”的记载。

笔者借助于Word的便捷阅读器，查找最有可能

在有乐器的《史记》卷二十四·乐书第二[15]，该卷3万

多字，常见乐器出现频次如下：琴18处[15]，笙7处，簧

6处，琵琶 0[15]，筝、筑、箜篌均为 0，枇杷和批把也均

为0[15]。即，在乐书中，虽然多处提到琴和其他乐器，

但并没有乐器琵琶的记载。

与此同时，如前所述，琵琶的渊源与域外紧密相

关，因此，特查找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

三[15]（中国最早的边疆和域外地理专篇），涉及的邻

国包括：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

扜鰛、乌孙及诸旁国。在该卷不足两万字中，词汇

“张骞”出现 46处，马出现 50处，控弦者（射箭者）4

处，稻和蒲陶（即今葡萄）各4处，麦和苜蓿均为3处，

枇杷 0[15]，琵琶和批把也均为 0[15]。其中关于作物的

记载，例如：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

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宛左右以

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馀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

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於是天子始种苜

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

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但全文中，未提及李、杏、

橘、枇杷等果树。文中提到了汉遣乌孙公主嫁昆莫

的事，载：汉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汉遣宗室女江都

翁主◇集解汉书曰：“江都王建女。”往妻乌孙，乌孙

王昆莫以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

左夫人[15]。但此处未提乐器随行的事。

由此可见：用“枇杷”一词指代果树植物枇杷，是

在《史记》成书之前的事，即人们更早就种植枇杷了，

并且称其为“枇杷”，这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得到记

载，这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关于枇杷的记载。而“琵

琶”一词尚未在《史记》中找到，可能出现在这之后的

两三百年的魏晋时代，具体时间尚需进一步考证。

因此：北宋寇宗奭所撰的《本草衍义》（原名《本

草广义》所言的：枇杷叶“其形如琵琶，故名之”，是不

确的，已流传了1 000多年，再也不能“以讹传讹”了，

应予摒弃。

今后如何表述枇杷名称的来源，专业人士可以

商议，是否可以这样表述：枇杷原产于我国，开始种

植于公元前，《史记》中明确记载了“枇杷”。在一些

必要的场合，可加述一句：枇杷一词指代果树植物，

远早于“琵琶”指代乐器。北宋至今，众多文献引用

北宋寇宗奭所撰的《本草衍义》所言的：枇杷叶“其形

如琵琶，故名之”，属于“以讹传讹”。

至于“枇杷”二字是如何产生的，如同其他的名

词，或者更接近地说，如同其他果树名一样，有待人

们从词源学、训诂学等方面去进一步研究。

2 “枇杷”与“卢橘”关系考析

枇杷一词早期出现和使用情况，如前所述，此处

从略。

2.1 “卢橘”一词早期出现和使用情况

最早的“卢橘”的记录也是出现在《史记》司马相

如传的《上林赋》中，“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

柿，楟柰厚朴 . ……”[15]。

随后，可以查到的是：唐代诗圣李白的“宫中行

乐词·卢橘为秦树”：卢橘为秦树，蒲萄出汉宫。烟花

宜落日，丝管醉春风。笛奏龙吟水，箫鸣凤下空。君

王多乐事，还与万方同。

唐代诗人宋之问【唐】在《登粤王台》中诗云：

“冬花采卢橘，夏果摘杨梅。”

在《春日芙蓉园侍宴应制》中诗云：芙蓉秦地沼，

卢橘汉家园。谷转斜盘径，川回曲抱原。

戴叔伦【唐】湘南即事：卢橘花开枫叶衰，出门何

处望京师。沅湘日夜东流去，不为愁人住少时。

接下来，宋朝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书法家苏轼

【宋】有著名的诗句：“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

第新。……”；“客来茶罢空无有，卢橘微黄尚带酸”；

“魏花非老伴，卢橘是乡人。”等诗句［7］。

这之后，有更多的含有“卢橘”的诗词，例如：

李弥逊【宋】卢橘诗：皮似稗柿松而剥，核如龙眼

味甘鲜。满盘的皪如金弹，业子分尝忆去年。

朱翌【宋】《猗觉寮杂记》卷上：“岭外以枇杷为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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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子”，故东坡云：‘卢橘杨梅次第新。’

朱曰藩【明】：枕上笙箫听渐近，杨梅卢橘过江来。

陶宗仪【明】《辍耕录·卢橘》：“世人多用卢橘以

称枇杷。”

何景明【明】：五月鲥鱼已至燕，荔枝卢橘未能先。

……

直至近代、现代，很多作者都在介绍枇杷时，注

其别称“卢橘”[20]。

2.2 “枇杷”与“卢橘”关系考析

那么，“枇杷”与“卢橘”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在《史记》中，两者是并列的。在唐朝的李白、宋之

问和戴叔伦的诗中，卢橘是不是指枇杷，尚待考察。迄

今尚未看到历史上留下的明显的可供探寻的踪迹。

到了宋代的苏轼，出现了可供探寻的踪迹。

东坡诗曰：“客来茶罢空无有，卢橘微黄尚带

酸。”张嘉甫曰：“卢橘何种果类？”答曰：“枇杷是矣。”

又曰：“何以验之？”答曰：“事见相如赋。”嘉甫曰：“卢

橘夏熟，黄甘橙榛，枇杷橪柿，亭奈厚朴。卢橘果枇

杷，则赋不应四句重用。应劭注曰：‘《伊尹书》曰：箕

山之东，青鸟之所，有卢橘，常夏热。’不据依之，何

也？”东坡笑曰：“意不欲耳。”[7]

苏东坡写了句诗，“客来茶罢空无有，卢橘微黄

尚带酸。”张嘉甫问他，卢橘是什么？苏东坡就说

了，卢橘啊，就是枇杷。张提出疑问：司马相如的《上

林赋》里明明是把卢橘和枇杷并列的啊？它们怎么

会是同一种植物呢？苏东坡说，我不愿意依从那种

说法。于是，似乎枇杷就是从此多了个别名“卢橘”。

张嘉甫在问难苏东坡时，曾引了《伊尹书》中的

“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卢橘，常夏热。”《伊尹书》已

亡佚，而《吕氏春秋·本味》篇基本源于此书，在《本

味》中：“箕山之东，青岛之所，有柑栌焉。”之句，于此

也可验证卢橘是柑橘的一种。

实际上，在史籍中，有不少关于“卢橘”非枇杷的

记载。例如：

宋代的《太平御览》卷九六六“橘”条，引晋朝郭

璞的话：“今蜀中有给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芬香。

冬夏华实相继，或如弹丸，或如拳，通岁食之。即卢

橘也。”可见在郭璞古人看来，卢橘就是一种柑橘[21]。

《太平御览》中裴渊的《广州记》里，也分别记载

了“卢橘”和“罗浮”，卢橘：“卢橘，皮厚，气、色、大如

甘，酢多。九月正月色，至二月，渐变为青，至夏熟。

味亦不异冬时。土人呼为“壶橘”。其类有七八种，

不如吴、会橘”。罗浮：罗浮山有橘，夏熟，实大如李；

剥皮啖则酢，合食极甘。又有“壶橘”，形色都是柑，

但皮厚气臭，味亦不劣。可见罗浮山附近是生长的

金橘，有夏天成熟的记载[21-22]。

明 李时珍《本草纲目·果二·金橘》：“金橘”，释

名金柑、卢橘、夏橘、山橘、给客橙。此橘生时青卢

色，黄熟则如金。故有金橘、卢橘之名。黑色也。”在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卢橘，就是金橘[23]。

近代也有不少作者认为：卢橘的卢就是黑色的

意思，比如说“永定河”又名“卢沟河”，此名就是因为

河水呈黑色而得[24]。

此外，近期出版的广东柑橘志[25]仍有记载现代

广东的“罗浮”，是一种作为砧木或加工原料，而不是

鲜食柑橘品种；但未记载“卢橘”，却记载有两种四、

五月成熟的柑橘类，它们是：五月橘，在农历五月果

实尚小时连皮食用，略带甜味而无辛辣味，故名“五

月橘”；夏焦柑，4月上旬至 5月上旬成熟，是新近在

岭南发现的，历史上是否有类似的柑橘出现则不得

而知。这两份柑橘种质的存在不能证明它们与卢橘

有何关系，只能侧面说明岭南很早以前就存在四五

月成熟的柑橘类的合理性。

总之，卢橘不是枇杷，而是芸香科的一种柑橘类

植物。至于宋代苏轼为何坚称卢橘就是枇杷的别

称，原因不详，但是，却由于他的名气和影响，后世人

很多人跟着苏轼，把卢橘作为枇杷的别称，或俗名。

以至于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英国人从广州引进枇

杷到伦敦邱园时，枇杷的译音也是采用“卢橘”（lu-

ji），后演变为 loquat。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在文学艺术方面十分

敬重苏轼，但是在枇杷的名分上不能跟着苏轼以讹

传讹了。

今后如何表述枇杷的别名，专业人士同样可以

商议，是否可以这样表述：枇杷，曾有别名卢橘，从宋

代开始就一直有人用这个别称，一直到十九世纪英

国从我国引种枇杷时，也有误用卢橘指代枇杷，称为

loquat，现在查清，史记里最早出现的“卢橘”一词，并

不是指枇杷。

3 结 论

借助音乐界、音韵学界、语言文字学界对于乐器

“琵琶”源流查考的丰富研究成果，利用现代网络技术

“阅读器”浏览浩如烟海的史料，对两对词组“枇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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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两组词汇“枇杷”与“琵琶”、“枇杷”与“卢橘”史料考析第7期

和“琵琶”、“枇杷”和“卢橘”的词源关系进行考析。

对“枇杷”和“琵琶”这对词组的考析表明：北宋

寇宗奭所撰的《本草衍义》（原名《本草广义》所言的：

枇杷叶“其形如琵琶，故名之”，是不确的。关键理由

是：枇杷原产于我国，开始种植于公元前，《史记》中

明确记载了“枇杷”。而“琵琶”一词尚未在《史记》中

找到；可能出现在这之后两三百年的魏晋时代。因

此，枇杷叶“其形如琵琶，故名之”这个流传了 1 000

多年的传说，应予摒弃，再也不能“以讹传讹”了。

“枇杷”与“卢橘”同时出现在《史记》中，《史记》

司马相如传的《上林赋》中，“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

杷橪柿，楟柰厚朴 ……”。常识告诉人们，“枇杷”与

“卢橘”，应该是指两种植物。之后的唐朝李白、宋之

问和戴叔伦的诗中，也都出现“卢橘”的字眼，但迄今

尚未找到所提的“卢橘”是指枇杷的证据。迄今能判

明“卢橘”是指枇杷的踪迹，出现于宋代的苏轼。东

坡诗曰：“客来茶罢空无有，卢橘微黄尚带酸。”张嘉

甫曰：“卢橘何种果类？”答曰：“枇杷是矣。”张嘉甫以

司马相如传的《上林赋》中同时出现“枇杷”与“卢橘”

质询之，东坡笑曰：“意不欲耳。”也就是说：我不愿意

依从那种说法呀。自此之后，“卢橘”指代枇杷的诗

词甚多，有时则作为枇杷的别称，甚至英文的“lo-

quat”的词源也与“卢橘”有关。而实际上，卢橘是芸

香科的一种植物，《本草纲目》中也记载了芸香科的

卢橘。因此，用“卢橘”指代枇杷的别称也是一种误

解，也是流传一千多年的误解。也应予以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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