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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运用民族植物学方法，以广西西部的 １ 市 １ 区 １０ 县为研究区域，对桂西壮族饮食文化中利用野生食用植物

的传统知识进行了调查和研究。 结果显示：桂西壮族饮食文化中常用的野生食用植物有 ４６ 科 １０２ 种，其中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种类最多（１３ 种），其次为苋科（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伞形科（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和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各 ６ 种）。 食用部位常为嫩枝叶、果实、全株、花、根和茎等，其中，食用部位为嫩枝叶的种类最多

（４８ 种），食用部位为根和茎的种类最少（８ 种），食用部位为果实、全株和花的种类分别有 １８、１７ 和 １１ 种。 食用方

法有炒、煮汤、生食、凉拌、水煮、茶饮、上汤和配菜等，常见的食用方法为炒和煮汤。 采摘时间主要为春季和夏季，
部分种类可全年采食。 不同区域的壮族民众对野生食用植物的选择具有随机性，主要依据方便、易得、适用、无污

染等标准进行选择，且生活在不同区域、不同环境的壮族民众对野生食用植物的选择具有较明显差异。 综合分析

结果表明：桂西壮族民众拥有丰富的利用野生食用植物的传统知识，具有食用植物种类丰富、食用部位多样、食用

方法多样等特点，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饮食文化。 此外，根据研究结果，对桂西壮族特色饮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进行了探讨，并对当地野生食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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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饮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 壮族是

岭南土著民族，聚居地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域，
山多、水少、可使用耕地面积稀少，有“八山一水一分

田”之称［１］。 受独特的生态及社会环境的影响，壮族

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饮

食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饮食习俗与

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不仅具有岭南地域文化特

色［２］，还集营养、健身和治病于一身［３－４］，但“南壮”与
“北壮”的饮食文化又各有特色［５－６］；二是聚居地普遍

以稻作农业为生产中心，食物结构以稻（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Ｌｉｎｎ．）为主、以其他农作物为辅，还具有与稻作农业

相关 的 饮 食 禁 忌［７－８］ 等 民 族 特 色； 三 是 喜 食 生

食［９－１０］；四是汉化程度虽然较深，但具有鲜明的、独特

有趣的自身特点［１１］，且不存在明显的排他性。
桂西地区所辖的 １ 市 １ 区 １０ 县中，聚居着壮、

汉、瑶、苗、回、彝和仡佬 ７ 个民族，其中壮族约占总人

口的 ８０％，其余各民族约占总人口的 ２０％，形成了以

壮族文化为主体，其他多个民族文化相互依存的地域

文化特点，少数民族文化绚丽多姿。 在漫长的历史进

程中，桂西地区极具地方特色的饮食文化对野生食用

植物情有独钟，形成了独特的习俗［１２］。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多个民族

利用野生食用植物的传统知识开展了民族植物学研

究。 淮虎银等［１３］ 通过对云南金平周期性集市的调

查，了解苗族、瑶族和傣族利用野生食用植物的知识；
刘川宇等［１４］ 对云南沧源的佤族、张玲玲等［１５］ 和

Ｚｈａｎｇ 等［１６］对云南丽江纳西族、于志海等［１７］ 对湘西

苗族、满良等［１８］ 和哈斯巴根等［１９］ 分别对内蒙古鄂尔

多斯和锡林郭勒地区的蒙古族等多个民族利用野生

食用植物的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徐坤［２０］ 对宁夏野生

食用植物资源进行调查及统计，并初步建立了当地野

生食用植物资源数据库。 国外研究者针对印度高止

山脉西部的阿奈马莱丘陵地区［２１］和果达古地区的 ４０
个村庄［２２］、尼泊尔中部马南地区［２３］、巴勒斯坦西北

海岸线 ５ 个区域的 １５ 个分散社区［２４］、巴基斯坦

Ｃｈａｒｋｏｔｌｉ 丘陵 Ｂａｔｋｈｅｌａ 区域的 Ｍａｌａｋａｎｄ 地区［２５］以及

意大利中部翁布里亚地区［２６］等地进行了野生食用植

物或民族药用植物方面的研究。 这些研究结果对人

们了解不同民族和地区利用野生植物资源的传统知

识及当地的传统文化起到推动作用。
对壮族饮食文化特别是对桂西壮族饮食文化中

利用野生食用植物的传统知识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

传承和保护民族传统文化，还有利于寻找和挖掘新

的、天然的、健康安全的食用植物资源，对促进地方特

色食品开发以及对当地野生植物资源的可持续性开

发利用和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等具有多重意义，也有

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１　 研究区域和研究方法

１ １　 研究区域

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选择广西壮族

自治区西部的百色市右江区、靖西市（原靖西县）、田
阳县、田东县、平果县、凌云县、乐业县、田林县、隆林

县、西林县、德保县和那坡县 １２ 个市（县、区）的部分

乡村为调查地点，对当地壮族民众利用野生食用植物

的情况展开访谈及实地调查。
１ ２　 研究方法

１ ２ １　 文献研究 　 从《布洛陀经诗译注》 ［２７］、《壮族

通史》 ［２８］、《壮族自然崇拜文化》 ［２９］、《布洛陀寻踪》 ［３０］

以及桂西各县通志、各县典籍等历史典籍和相关资源

中收集信息，借助对历史典籍的研究，了解桂西壮族文

化的相关信息以及壮族先民认识植物、利用植物、保护

植物资源的相关内容；通过《中国野菜资源学》 ［３１］ 和

《中国的野菜》 ［３２］等初步了解野菜资源状况。
１ ２ ２　 实地调查和访谈以及凭证标本鉴定　 选择研

究区域内的壮族民众作为信息报告人或访谈对象，采
用随机访谈、半结构式访谈和结构式访谈的方法对代

表性民众进行访谈，记录当地民众对野生食用植物的

应用知识和经验。 具体方法为：访谈关键人物初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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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当地常用野生食用植物的概况，采用当地壮语译音

和壮文记录植物的民间名称和相关信息，并邀请当地

民众参与集市调查以及在野外寻找和采集相关植物

种类，然后进行分类鉴定，凭证标本保存于百色学院

农业与食品工程学院生物标本室。

２　 结果和分析

２ １　 桂西壮族饮食文化中野生食用植物的统计分析

对凭证标本的鉴定结果显示：桂西壮族饮食文化

中常用的野生食用植物种类较多，共有 １０２ 种，隶属

４６ 科。 其 中， 菊 科 （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 １３ 种， 苋 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 伞 形 科 （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 ）、 蔷 薇 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 和 豆 科 （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 各 ６ 种， 桑 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和唇形科（Ｌａｂｉａｔａｅ）
各 ５ 种，茄科（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４ 种，十字花科（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
和茜草科（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各 ３ 种，百合科（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姜
科（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ａｃｅａｅ）、石竹科 （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和泽泻科（Ａｌｉｓｍａｔａｃｅａｅ）各 ２ 种，蕨科

（Ｐｔｅｒｉｄｉａｃｅａｅ）、鸭跖草科 （ 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ｃｅａｅ）、木贼科

（Ｅｑｕｉｓｅｔａｃｅａｅ ）、 莎 草 科 （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 天 南 星 科

（ Ａｒａｃｅａｅ ）、 薯 蓣 科 （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ｃｅａｅ ）、 芭 蕉 科

（ Ｍｕｓａｃｅａｅ ）、 三 白 草 科 （ Ｓａｕｒｕｒａｃｅａｅ ）、 荨 麻 科

（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 藜 科 （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 马 齿 苋 科

（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ｃｅａｅ ）、 落 葵 科 （ Ｂａｓｅｌｌａｃｅａｅ ）、 樟 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金缕梅科（Ｈａｍａｍｅｌｉｄａｃｅａｅ）、酢浆草科

（ Ｏｘａ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 芸 香 科 （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 大 戟 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无患子科 （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鼠李科

（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 木棉科 （ Ｂｏｍｂａｃａｃｅａｅ ）、 西番莲科

（Ｐａｓｓｉｆｌｏｒａｃｅａｅ）、桃金娘科 （ Ｍｙｒｔａｃｅａｅ）、野牡丹科

（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ｔａｃｅａｅ）、柳叶菜科（Ｏｎａｇｒａｃｅａｅ）、五加科

（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 马 钱 科 （ Ｌｏｇａｎｉａｃｅａｅ ）、 旋 花 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车前科 （ 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桔梗科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ｃｅａｅ）和仙人掌科（Ｃａｃｔａｃｅａｅ）各 １ 种。 隶

属于菊科、苋科、豆科、蔷薇科、伞形科、桑科和禾本科

的野生植物的食用率较高。
２ ２　 桂西壮族民间野生食用植物利用知识的分析

２ ２ １　 食用部位的多样性　 桂西壮族野生食用植物

常作为食用的部位有嫩枝叶、果实、全株、花、根和茎

等，其中，食用部位为嫩枝叶的种类最多，食用部位为

根和茎的种类最少。
１）以嫩枝叶（含叶、嫩叶、幼苗、嫩芽和鳞叶）为

食用部位的种类有 ４８ 种（表 １），代表种类包括五加

（ Ａｃａｎｔｈｏｐａｎａｘ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ｔｙｌｕｓ Ｗ． Ｗ． Ｓｍｉｔｈ ）、 红凤菜

〔 Ｇｙｎｕｒａ ｂｉｃｏｌｏｒ （ Ｒｏｘｂ． ｅｘ Ｗｉｌｌｄ．） ＤＣ．〕、 龙 葵

（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ｎｉｇｒｕｍ Ｌｉｎｎ．）、 长 裂 苦 苣 菜 （ Ｓｏｎｃｈｕｓ
ｂｒａｃｈｙｏｔｕｓ ＤＣ．）、一点红 〔Ｅｍｉｌｉａ ｓｏｎｃｈｉｆｏｌｉａ （ Ｌｉｎｎ．）
ＤＣ．〕、荠〔Ｃａｐｓｅｌｌａ ｂｕｒｓａ⁃ｐａｓｔｏｒｉｓ （Ｌｉｎｎ．） Ｍｅｄｉｃ．〕、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ｔｒｉｃｏｌｏｒ Ｌｉｎｎ．）、 反 枝 苋 （ Ａ． ｒｅｔｒｏｆｌｅｘｕｓ
Ｌｉｎｎ．）、五 月 艾 （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Ｗｉｌｌｄ．）、 鬼 针 草

（ Ｂｉｄｅｎｓ ｐｉｌｏｓａ Ｌｉｎｎ．） 和 野 茼 蒿 〔 Ｃｒａｓｓ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ｃｒｅｐｉｄｉｏｉｄｅｓ （Ｂｅｎｔｈ．） Ｓ． Ｍｏｏｒｅ〕等。

表 １　 桂西壮族饮食文化中以嫩枝叶为食用部位的野生食用植物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ｗｉｌｄ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ａｋｅｎ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ａｓ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ａｒｔｓ ｉｎ ｄｉｅ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Ｚｈｕａ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当地名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ｎａｍｅ

壮名
Ｓａｗｃｕｅｎｇｈ

食用部位１）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ａｒｔ１）

食用方法２）

Ｅｄｉ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２）

采收和食用季节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ｄｉｂｌｅ ｓｅａｓｏｎ

蕨科 Ｐｔｅｒ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蕨 Ｐｔｅｒｉｄｉｕｍ ａｑｕｉｌｉｎｕｍ ｖａｒ． ｌａｔｉｕｓｃｕｌｕｍ 蕨菜 Ｂｙａｅｋｇｕｔ ＴＬ Ｆ，ＷＢ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泽泻科 Ａｌｉｓｍａｔａｃｅａｅ
　 泽泻 Ａｌｉｓｍａ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ａｑｕａｔｉｃａ 泽泻 Ｂｙａｅｋｃｉｈ ＴＢＬ Ｆ，ＣＳ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麻竹 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ｌａｔｉｆｌｏｒｕｓ 八度笋 Ｒａｎｇｚｌｗｇ Ｓ Ｆ，ＷＢ，Ｓｔ 冬季，春季 Ｗｉｎｔｅｒ， ｓｐｒｉｎｇ
　 甜大节竹 Ｉｎｄｏｓａｓａ ａｎｇｕｓｔａｔａ 甜笋 Ｌｕｎｇｚｂａｉｚ Ｓ Ｓｏ，Ｆ 冬季，春季 Ｗｉｎｔｅｒ， ｓｐｒｉｎｇ
　 苦竹 Ｐｌｅｉｏｂｌａｓｔｕｓ ａｍａｒｕｓ 苦竹 Ｃｅｈｆａｉｚ Ｓ Ｓｏ，Ｆ 冬季，春季 Ｗｉｎｔｅｒ， ｓｐｒｉｎｇ
鸭跖草科 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ｃｅａｅ
　 鸭跖草 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鸭舌草 Ｂｙａｅｋｂｉｔ ＴＢＬ Ｆ，ＣＳ，Ｂ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芦荟 Ａｌｏｅ ｖｅｒａ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芦荟 Ｇｏｙｏｕｚｃｏｅｎｇ Ｌ ＣＤ 全年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野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 百合 Ｇｏｃａｅｍｊｃａｅｊ ＳＬ Ｆ，ＷＢ，Ｓｔ，ＣＤ 全年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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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当地名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ｎａｍｅ

壮名
Ｓａｗｃｕｅｎｇｈ

食用部位１）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ａｒｔ１）

食用方法２）

Ｅｄｉ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２）

采收和食用季节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ｄｉｂｌｅ ｓｅａｓｏｎ

姜科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ａｃｅａｅ

　 山姜 Ａｌｐｉｎ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山姜 Ｒａｎｇｚｈａｑ ＴＢ Ｆ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蘘荷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 ｍｉｏｇａ 羊荷包 Ｒａｎｇｚｈａｑ ＴＢ Ｆ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构树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 构树 Ｇｏｅｋｍｅｉｚ ＴＬ Ｆ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桑 Ｍｏｒｕｓ ａｌｂａ 桑叶 Ｎａｚｓａｎｇｈ ＴＬ Ｆ，ＣＳ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苎麻 Ｂｏｅｈｍｅｒｉａ ｎｉｖｅａ 苎麻 Ｎｙａｊｌｕｅｎｑｍｏｕ ＴＢＬ ＳＤ，ＧＲＣ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喜旱莲子草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空心苋 Ｂｙａｅｋｎｄａ ＴＢＬ Ｆ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反枝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ｒｅｔｒｏｆｌｅｘｕｓ 红苋菜 Ｂｙａｅｋｒｏｅｍｒｉｔ ＴＢＬ Ｆ，ＣＳ，ＣＤ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刺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ｓｐｉｎｏｓｕｓ 刺苋 Ｂｙａｅｋｒｏｅｍ’ｏｅｎ ＴＢＬ Ｆ，ＣＳ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ｔｒｉｃｏｌｏｒ 苋菜 Ｂｙａｅｋｒｏｅｍｒｉｔ ＴＢＬ Ｆ，ＣＳ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青葙 Ｃｅｌｏｓｉａ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 青葙 Ｂｙａｅｋｒａｅｍｘｌａｉｑ ＴＢＬ Ｆ，ＣＳ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藜科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 盐菜 Ｂｙａｅｋｇｙｕ ＴＢＬ ＷＢ，ＣＳ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落葵科 Ｂａｓｅｌｌａｃｅａｅ

　 落葵 Ｂａｓｅｌｌａ ａｌｂａ 落葵 Ｇｏｉｅｍｊｓａｅ ＴＢＬ Ｆ，ＣＳ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十字花科 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

　 芥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ｊｕｎｃｅａ 芥菜 Ｂｙａｅｋｇａｔ Ｌ Ｆ，ＣＳ，ＣＤ 全年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荠 Ｃａｐｓｅｌｌａ ｂｕｒｓａ⁃ｐａｓｔｏｒｉｓ 荠菜 Ｂｙａｅｋｄｅｎｇｑｄａｅｎｇ ＴＢＬ Ｆ，ＣＳ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蔊菜 Ｒｏｒｉｐｐａ ｉｎｄｉｃａ 蔊菜 Ｂｙａｅｋｇｖｅｊｂｏｈ ＴＢＬ Ｆ，ＣＳ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金缕梅科 Ｈａｍａｍｅ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枫香树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枫树 Ｇｏｆｕｎｇ ＴＢＬ ＤＧＲ，ＧＲＣ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决明 Ｃａｓｓｉａ ｔｏｒａ 草决明 Ｇｏｃｅｎｚｇａｅｑ ＴＬ Ｆ，ＣＳ，Ｂ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豇豆 Ｖｉｇｎａ ｕｎｇｕｉｃｕｌａｔａ 豆角 Ｄｏｈｎｏｈ ＴＬ Ｆ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柳叶菜科 Ｏｎａｇｒａｃｅａｅ

　 水龙 Ｌｕｄｗｉｇｉａ ａｄｓｃｅｎｄｅｎｓ 过塘蛇 Ｂｙａｅｋｂｅｕ ＴＢＬ Ｆ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五加 Ａｃａｎｔｈｏｐａｎａｘ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ｔｙｌｕｓ 刺五加 Ｂｙａｅｋｃｉｊｃｗｚ ＴＢＬ Ｆ，ＣＳ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伞形科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

　 水芹 Ｏｅｎａｎｔｈｅ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水芹 Ｙｉｅｎｍｚｓａｅｑｈａｋ Ｓ Ｆ，ＣＳ 春季，夏初 Ｓｐｒ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ｓｕｍｍｅｒ

旋花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番薯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ｂａｔａｔａｓ 红薯 Ｂｙａｅｋｓａｗｚ Ｌ Ｆ，ＣＳ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唇形科 Ｌａｂｉａｔａｅ

　 藿香 Ａｇａｓｔａｃｈｅ ｒｕｇｏｓａ 藿香 Ｖａｙａｑｇｙａｊ ＴＢＬ ＣＳ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广防风 Ｅｐｉｍｅｒｅｄｉ ｉｎｄｉｃａ 稀莶草 Ｂｙａｅｋｂｏｉｑ ＴＢＬ Ｆ，ＣＳ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紫苏 Ｐｅｒｉｌｌａ 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紫苏 Ｋｏｎａｊｙａｅｕｑ Ｌ ＳＤ，ＣＤ 全年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枸杞 Ｌｙｃ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枸杞 Ｂｙａｅｋｇａｅｕｊｇｉｊ ＴＬ ＣＳ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龙葵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ｎｉｇｒｕｍ 白花菜 Ｂｙａｅｋｆｏｄ ＴＢＬ Ｆ，ＣＳ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少花龙葵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ｐｈｏｔｅｉｎｏｃａｒｐｕｍ 少花龙葵 Ｂｙａｅｋｆｏｄ ＴＢＬ Ｆ，ＣＳ 全年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五月艾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ｉｎｄｉｃｅｓ 大艾 Ｇｏｎｇａｉｈ ＴＢＬ Ｆ，Ｂ，ＧＲＣＭ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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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当地名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ｎａｍｅ

壮名
Ｓａｗｃｕｅｎｇｈ

食用部位１）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ａｒｔ１）

食用方法２）

Ｅｄｉ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２）

采收和食用季节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ｄｉｂｌｅ ｓｅａｓｏｎ

　 蒌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ｅｌ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蒌蒿 Ｌｕｅｇｎｄｏｕ ＴＢＬ Ｆ，ＣＤ 春季，夏初 Ｓｐｒ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ｓｕｍｍｅｒ

　 鬼针草 Ｂｉｄｅｎｓ ｐｉｌｏｓａ 偷衣草 Ｇｏｎｙｗｊｂｅｄ ＴＢＬ Ｆ，Ｂ 春季，夏初 Ｓｐｒ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ｓｕｍｍｅｒ

　 野茼蒿 Ｃｒａｓｓ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ｃｒｅｐｉｄｉｏｉｄｅｓ 野茼蒿 Ｂｙａｅｋｆａｅ ＴＢＬ Ｆ，ＷＢ 春季，夏初 Ｓｐｒ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ｓｕｍｍｅｒ

　 鳢肠 Ｅｃｌｉｐｔａ 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ａ 旱莲草 Ｇｏｍｉｊｃａｕｑ ＴＢＬ Ｆ，ＣＳ 春季，夏初 Ｓｐｒ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ｓｕｍｍｅｒ

　 一点红 Ｅｍｉｌｉａ ｓｏｎｃｈｉｆｏｌｉａ 一点红 Ｂｙａｅｋｒｗｚｌｉｎｇｚ ＴＢＬ Ｆ，ＷＢ 春季，夏初 Ｓｐｒ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ｓｕｍｍｅｒ

　 红凤菜 Ｇｙｎｕｒａ ｂｉｃｏｌｏｒ 红背菜 Ｂｙａｅｋｄｕｍｈｇｉｎｇｑ ＴＢＬ Ｆ，Ｂ，ＣＤ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泥胡菜 Ｈｅｍｉｓｔｅｐｔａ ｌｙｒａｔａ 泥胡菜 Ｂｙａｅｋｌｕｘ ＴＢＬ Ｆ，ＣＳ 春季，夏初 Ｓｐｒ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ｓｕｍｍｅｒ

　 苣荬菜 Ｓｏｎｃｈｕｓ ａｒｖｅｎｓｉｓ 苦荬菜 Ｂｙａｅｋｌｕｘ Ｌ Ｆ，ＷＢ 冬季除外 Ｅｘｃｅｐｔ ｗｉｎｔｅｒ

　 长裂苦苣菜 Ｓｏｎｃｈｕｓ ｂｒａｃｈｙｏｔｕｓ 苣荬菜 Ｂｙａｅｋｌｕｘ ＴＢＬ Ｆ，ＣＳ 春季，夏初 Ｓｐｒ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ｓｕｍｍｅｒ

　 蒲公英 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蒲公英 Ｇｏｌｉｎｚｇａｅｑ ＴＢＬ Ｆ，ＣＳ，ＣＤ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仙人掌科 Ｃａｃｔａｃｅａｅ

　 缩刺仙人掌 Ｏｐｕｎｔｉａ ｓｔｒｉｃｔａ 仙人掌 Ｇｏｌｉｎｘｖａｉｚ ＴＢＬ Ｓｏ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１） ＴＬ： 嫩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ｌｅａｆ； ＴＢＬ： 嫩枝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Ｓ： 幼苗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Ｌ： 叶 Ｌｅａｆ； ＳＬ： 鳞叶 Ｓｃａｌｅ ｌｅａｆ； ＴＢ： 嫩芽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ｕｄ．
　 ２） Ｆ： 炒 Ｆｒｙｉｎｇ； ＷＢ： 水煮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ｉｌｉｎｇ； ＣＳ： 煮汤 Ｃｏｏｋｉｎｇ ｓｏｕｐ； Ｓｔ： 炖 Ｓｔｅｗｉｎｇ； Ｓｏ： 腌渍 Ｓｏｕｓｉｎｇ； Ｂ： 上汤 Ｂｒｏｔｈ； ＣＤ： 凉拌 Ｃｏｌｄ ｄｉｓｈｅｓ； ＳＤ： 配

菜 Ｓｉｄｅ ｄｉｓｈｅｓ； ＧＲＣ： 做糍粑 Ｇｌｕｔｉｎｏｕｓ ｒｉｃｅ ｃａｋｅ； ＤＧＲ： 染糯米饭 Ｄｙｅｉｎｇ ｇｌｕｔｉｎｏｕｓ ｒｉｃｅ； ＧＲＣＭ： 做艾粑 Ｇｌｕｔｉｎｏｕｓ ｒｉｃｅ ｃａｋｅ ｗｉｔｈ ｍｏｘａ．

　 　 ２）以果实（含种子）为食用部位的种类有 １８ 种

（表 ２ ）， 代 表 种 类 包 括 龙 眼 （ Ｄｉ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ｏｎｇａｎ
Ｌｏｕｒ．）、余甘子 （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 Ｌｉｎｎ．）、桃金娘

〔 Ｒｈｏｄｏｍｙｒｔｕｓ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 Ａｉｔ．） Ｈａｓｓｋ．〕、 龙 珠 果

（Ｐａｓｓｉｆｌｏｒａ ｆｏｅｔｉｄａ Ｌｉｎｎ．）、 蛇 莓 〔 Ｄｕｃｈｅｓｎｅａ ｉｎｄｉｃａ
（Ａｎｄｒ．） Ｆｏｃｋｅ〕、茅莓（Ｒｕｂｕｓ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ｕｓ Ｌｉｎｎ．）和野茄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ｓ Ｆｏｒｓｋ．）等。

表 ２　 桂西壮族饮食文化中以果实为食用部位的野生食用植物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ｗｉｌｄ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ａｋｅｎ ｆｒｕｉｔ ａｓ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ａｒｔ ｉｎ ｄｉｅ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Ｚｈｕａ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当地名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ｎａｍｅ

壮名
Ｓａｗｃｕｅｎｇｈ

食用部位１）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ａｒｔ１）

食用方法２）

Ｅｄｉ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２）

采收和食用季节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ｄｉｂｌｅ ｓｅａｓｏｎ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火麻 Ｃａｎｎａｂｉｓ ｓａｔｉｖａ ｓｕｂｓｐ． ｓａｔｉｖａ 火麻 Ｌａｚｍａｉ Ｓ Ｔ，ＣＳ，ＭＣ，ＭＰ 全年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对叶榕 Ｆｉｃｕｓ ｈｉｓｐｉｄａ 木瓜榕 Ｌｕｅｇｎａｔ Ｆｒ ＲＥ 春末，夏初 Ｌａｔ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ｓｕｍｍｅｒ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苦荞麦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ｔａｔａｒｉｃｕｍ 野荞麦 Ｇｏｍｅｇｓｉｅｎｇ Ｆｒ，Ｓ ＭＣ 夏季，秋季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ｕｔｕｍｎ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蛇莓 Ｄｕｃｈｅｓｎｅａ ｉｎｄｉｃａ 蛇莓 Ｇｏｄｕｍｈｇａｅｑ Ｆｒ ＲＥ 夏末，秋季 Ｌａｔｅ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ｕｔｕｍｎ

　 黄毛草莓 Ｆｒａｇａｒｉａ ｎｉｌｇｅｒｒｅｎｓｉｓ 白莓 Ｇｏｄｕｍｈｖａｉｚ Ｆｒ ＲＥ 夏季 Ｓｕｍｍｅｒ

　 木梨 Ｐｙｒｕｓ ｘｅｒｏｐｈｉｌａ 野沙梨 Ｇｏｌｅｉｚ Ｆｒ ＲＥ 夏季，秋季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ｕｔｕｍｎ

　 粗叶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ａｌｃｅａｅｆｏｌｉｕｓ 粗叶悬钩子 Ｇｏｄｕｍｈｖａｉｚ Ｆｒ ＲＥ 秋季 Ａｕｔｕｍｎ

　 茅莓 Ｒｕｂｕｓ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ｕｓ 茅莓 Ｇｏｄｕｍｈｇａｅｑ Ｆｒ ＲＥ 夏季 Ｓｕｍｍｅｒ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刀豆 Ｃａｎａｖａｌｉａ ｇｌａｄｉａｔａ 刀豆 Ｄｕｈｂａｔ Ｆｒ Ｓｏ 秋季 Ａｕｔｕｍｎ

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野花椒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ｓｉｍｕｌａｎｓ 野花椒 Ｖａｃｅｕ Ｆｒ ＳＤ 秋季 Ａｕｔｕｍｎ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余甘子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 牛甘果 Ｇｏｍａｋｙｉｄ Ｆｒ ＲＥ 夏季 Ｓｕｍｍｅｒ

无患子科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

　 龙眼 Ｄｉ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ｏｎｇａｎ 龙眼 Ｍａｋｎｇａｎｘ Ｆｒ ＲＥ，Ｓｔ 夏季 Ｓｕｍｍ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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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当地名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ｎａｍｅ

壮名
Ｓａｗｃｕｅｎｇｈ

食用部位１）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ａｒｔ１）

食用方法２）

Ｅｄｉ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２）

采收和食用季节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ｄｉｂｌｅ ｓｅａｓｏｎ

鼠李科 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

　 铁包金 Ｂｅｒｃｈｅｍｉａ ｌｉｎｅａｔａ 老鼠耳 Ｇｏｍａｋｍｂｅｘ Ｆｒ ＲＥ 秋季 Ａｕｔｕｍｎ

西番莲科 Ｐａｓｓｉｆｌｏｒａｃｅａｅ

　 龙珠果 Ｐａｓｓｉｆｌｏｒａ ｆｏｅｔｉｄａ 龙珠果 Ｄｏｅｎｇｈ Ｆｒ ＲＥ 春末，夏初 Ｌａｔ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ｓｕｍｍｅｒ

桃金娘科 Ｍｙｒｔａｃｅａｅ

　 桃金娘 Ｒｈｏｄｏｍｙｒｔｕｓ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豆菍 Ｇｏｎｉｍ Ｆｒ ＲＥ 夏季，秋季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ｕｔｕｍｎ

野牡丹科 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ｔａｃｅａｅ

　 野牡丹 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 ｃａｎｄｉｄｕｍ 野牡丹 Ｎａｔ Ｆｒ ＲＥ 秋季，冬初 Ａｕｔｕｍｎ， ｅａｒｌｙ ｗｉｎｔｅｒ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野茄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ｓ 野番茄 Ｍａｋｎｙｕｎｇｚ Ｆｒ Ｆ，ＣＳ 秋季，冬季 Ａｕｔｕｍｎ， ｗｉｎｔｅｒ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栀子 Ｇａｒｄｅｎｉａ 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 栀子 Ｍａｋｖａｎｇｈ Ｆｒ Ｔ，ＳＤＧＲ 夏季，秋季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ｕｔｕｍｎ

　 １） Ｓ： 种子 Ｓｅｅｄ； Ｆｒ： 果实 Ｆｒｕｉｔ．
　 ２） Ｔ： 茶饮 Ｔｅａ； ＣＳ： 煮汤 Ｃｏｏｋｉｎｇ ｓｏｕｐ； ＭＣ： 做饼 Ｍａｋｉｎｇ ｃａｋｅ； ＭＰ： 做糊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ａｓｔｅ； ＲＥ： 生食 Ｒａｗ ｅａｔｉｎｇ； Ｓｏ： 腌渍 Ｓｏｕｓｉｎｇ； ＳＤ： 配菜 Ｓｉｄｅ

ｄｉｓｈｅｓ； Ｓｔ： 炖 Ｓｔｅｗｉｎｇ； Ｆ： 炒 Ｆｒｙｉｎｇ； ＳＤＧＲ： 配糯米饭 Ｓｉｄｅ ｄｉｓｈｅｓ ｗｉｔｈ ｇｌｕｔｉｎｏｕｓ ｒｉｃｅ．

　 　 ３）以全株为食用部位的种类有 １７ 种（表 ３），代
表种类包括芫荽 （Ｃｏｒｉａｎｄｒｕｍ ｓａｔｉｖｕｍ Ｌｉｎｎ．）、刺芹

（Ｅｒｙｎｇｉｕｍ ｆｏｅｔｉｄｕｍ Ｌｉｎｎ．）、酢浆草（Ｏｘａｌｉｓ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Ｌｉｎｎ．）、铜锤玉带草 〔Ｐｒａｔｉａ ｎｕｍｍｕｌａｒｉａ （ Ｌａｍ．） Ａ．
Ｂｒ． ｅｔ Ａｓｃｈｅｒｓ．〕、茴香（Ｆｏｅｎｉｃｕｌｕｍ ｖｕｌｇａｒｅ Ｍｉｌｌ．）、无

根藤 （ Ｃａｓｓｙｔｈａ ｆｉ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Ｌｉｎｎ．）、 积 雪 草 〔 Ｃｅｎｔｅｌｌ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Ｌｉｎｎ．） Ｕｒｂａｎ〕、鹅肠菜〔Ｍｙｏｓｏｔｏｎ ａｑｕａｔｉｃｕｍ
（Ｌｉｎｎ．） Ｍｏｅｎｃｈ〕、平车前（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ｄｅｐｒｅｓｓａ Ｗｉｌｌｄ．）、
薄片变豆菜 （ Ｓａｎｉｃｕｌａ ｌａｍｅｌｌｉｇｅｒａ Ｈａｎｃｅ） 和留兰香

（Ｍｅｎｔｈａ ｓｐｉｃａｔａ Ｌｉｎｎ．）等。

表 ３　 桂西壮族饮食文化中以全株为食用部位的野生食用植物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ｗｉｌｄ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ａｋｅｎ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ａｓ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ａｒｔ ｉｎ ｄｉｅ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Ｚｈｕａ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当地名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ｎａｍｅ

壮名
Ｓａｗｃｕｅｎｇｈ

食用部位１）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ａｒｔ１）

食用方法２）

Ｅｄｉ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２）

采收和食用季节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ｄｉｂｌｅ ｓｅａｓｏｎ

三白草科 Ｓａｕｒｕｒａｃｅａｅ

　 蕺菜 Ｈｏｕｔｔｕｙｎｉ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鱼腥草 Ｂｙａｅｋｌｗｅｄ ＷＰ ＣＤ 全年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水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 水蓼 Ｇｏｆｅｑｍａｎｈ ＷＰ Ｆ 全年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石竹科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鹅肠菜 Ｍｙｏｓｏｔｏｎ ａｑｕａｔｉｃｕｍ 牛繁缕 Ｂｙａｅｋｎｙｉｎｚ ＷＰ ＣＳ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繁缕 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ｍｅｄｉａ 牛繁缕 Ｂｙａｅｋｎｙｉｎｚ ＷＰ ＣＳ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马齿苋科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ｃｅａｅ

　 马齿苋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马齿苋 Ｂｙａｅｋｇｖｅｊ ＷＰ ＷＢ，Ｂ，Ｔ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无根藤 Ｃａｓｓｙｔｈａ ｆｉ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无根藤 Ｇｏｇｉｍｓｉｅｎｑ ＷＰ ＣＳ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酢浆草科 Ｏｘａ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酢浆草 Ｏｘａｌｉｓ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酸咪咪 Ｂｙａｅｋｍｂｅｎｇｑ ＷＰ ＲＥ，ＣＤ 全年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伞形科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

　 积雪草 Ｃｅｎｔｅｌｌ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雷公根 Ｂｙａｅｋｃｉｅｎｚ ＷＰ ＣＳ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芫荽 Ｃｏｒｉａｎｄｒｕｍ ｓａｔｉｖｕｍ 芫荽 Ｂｙａｅｋｂａｔ ＷＰ ＳＤ，ＣＤ 秋季，冬季 Ａｕｔｕｍｎ， ｗｉｎｔｅｒ

　 刺芹 Ｅｒｙｎｇｉｕｍ ｆｏｅｔｉｄｕｍ 刺芫荽 Ｂｙａｅｋｈａｅｕ ＷＰ ＳＤ，ＣＤ 秋季，冬季 Ａｕｔｕｍｎ， ｗｉｎｔｅｒ

　 茴香 Ｆｏｅｎｉｃｕｌｕｍ ｖｕｌｇａｒｅ 小茴香 Ｂｙａｅｋｍｂｏｎｑ ＷＰ ＣＳ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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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当地名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ｎａｍｅ

壮名
Ｓａｗｃｕｅｎｇｈ

食用部位１）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ａｒｔ１）

食用方法２）

Ｅｄｉ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２）

采收和食用季节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ｄｉｂｌｅ ｓｅａｓｏｎ

　 薄片变豆菜 Ｓａｎｉｃｕｌａ ｌａｍｅｌｌｉｇｅｒａ 野芹菜 Ｙｉｅｎｍｚｓａｅｑｈａｋ ＷＰ Ｆ，ＣＳ 全年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唇形科 Ｌａｂｉａｔａｅ

　 留兰香 Ｍｅｎｔｈａ ｓｐｉｃａｔａ 狗肉香 Ｇｏｎａｊｙｏｕｑ ＷＰ ＳＤ，ＣＤ 全年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车前科 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平车前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ｄｅｐｒｅｓｓａ 车前草 Ｂｙａｅｋｍｂｕｎｇｑｍｂａｊ ＷＰ ＣＳ，Ｔ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鸡矢藤 Ｐａｅｄｅｒｉａ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鸡矢藤 Ｇａｅｕｌｏｅｔｍａ ＷＰ ＤＧＲ，ＧＲＣ 全年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茜草 Ｒｕｂｉａ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茜草 Ｇａｅｕｎｅｍ ＷＰ ＤＧＲ 全年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桔梗科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ｃｅａｅ

　 铜锤玉带草 Ｐｒａｔｉａ ｎｕｍｍｕｌａｒｉａ 扣子菜 Ｂｙａｅｋｇａｅｔ ＷＰ Ｆ，ＣＳ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１）ＷＰ：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２） ＣＤ： 凉拌 Ｃｏｌｄ ｄｉｓｈｅｓ； Ｆ： 炒 Ｆｒｙｉｎｇ； ＣＳ： 煮汤 Ｃｏｏｋｉｎｇ ｓｏｕｐ； ＷＢ： 水煮Ｗａｔｅｒ ｂｏｉｌｉｎｇ； Ｂ： 上汤 Ｂｒｏｔｈ； Ｔ： 茶饮 Ｔｅａ； ＲＥ： 生食 Ｒａｗ ｅａｔｉｎｇ； ＳＤ： 配

菜 Ｓｉｄｅ ｄｉｓｈｅｓ； ＤＧＲ： 染糯米饭 Ｄｙｅｉｎｇ ｇｌｕｔｉｎｏｕｓ ｒｉｃｅ； ＧＲＣ： 做糍粑 Ｇｌｕｔｉｎｏｕｓ ｒｉｃｅ ｃａｋｅ．

　 　 ４）以花为食用部位的种类有 １１ 种（表 ４），代表

种类包括密蒙花 （ Ｂｕｄｄｌｅｊ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Ｍａｘｉｍ．）、 槐

（ Ｓｏｐｈｏ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Ｌｉｎｎ．）、 桃 （ 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 ｐｅｒｓｉｃａ

Ｌｉｎｎ．）、 合 欢 （ Ａｌｂｉｚｉａ 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 Ｄｕｒａｚｚ．）、 鼠 麴 草

（Ｇｎａｐｈａｌｉｕｍ ａｆｆｉｎｅ Ｄ． Ｄｏｎ ） 和 波 罗 蜜 （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Ｌａｍ．）等。

表 ４　 桂西壮族饮食文化中以花为食用部位的野生食用植物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ｗｉｌｄ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ａｋｅｎ ｆｌｏｗｅｒ ａｓ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ａｒｔ ｉｎ ｄｉｅ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Ｚｈｕａ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当地名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ｎａｍｅ

壮名
Ｓａｗｃｕｅｎｇｈ

食用部位１）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ａｒｔ１）

食用方法２）

Ｅｄｉ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２）

采收和食用季节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ｄｉｂｌｅ ｓｅａｓｏｎ

芭蕉科 Ｍｕｓａｃｅａｅ
　 芭蕉 Ｍｕｓａ ｂａｓｊｏｏ 芭蕉 Ｇｙｏｉｊ Ｆｌ，ＴＳ Ｆ，ＣＳ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波罗蜜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木菠萝 Ｍａｋｎａｍ Ｆｌ，Ｆｒ，Ｓ Ｆ，ＷＢ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桃 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 ｐｅｒｓｉｃａ 桃 Ｃｉｈｒｅｉｚ Ｆｌ ＲＥ，ＣＳ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合欢 Ａｌｂｉｚｉａ 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 合欢 Ｎａｚｇａｎｇｚ Ｆｌ Ｔ 春末，夏初 Ｌａｔ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ｓｕｍｍｅｒ
　 凤凰木 Ｄｅｌｏｎｉｘ ｒｅｇｉａ 凤凰木 Ｂｙａｌｉｍｚ Ｆｌ Ｔ，ＣＳ 春末，夏初 Ｌａｔ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ｓｕｍｍｅｒ
　 槐 Ｓｏｐｈｏ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槐花 Ｇｏｖａｉｚ Ｆｌ Ｔ 夏季 Ｓｕｍｍｅｒ
木棉科 Ｂｏｍｂａｃａｃｅａｅ
　 木棉 Ｂｏｍｂａｘ ｍａｌａｂａｒｉｃｕｍ 英雄树 Ｇｏｍｏｅｇｍｉｅｎｚ Ｆｌ Ｆ，ＣＳ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马钱科 Ｌｏｇａｎｉａｃｅａｅ
　 密蒙花 Ｂｕｄｄｌｅｊ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密蒙花 Ｖａｙａｑ Ｆｌ ＤＧＲ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唇形科 Ｌａｂｉａｔａｅ
　 益母草 Ｌｅｏｎｕｒｕｓ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红花 Ｇｏｖａｈｏｅｎｇｚ Ｆｌ，ＴＬ Ｔ 秋末及冬季除外 Ｅｘｃｅｐｔ ｌａｔｅ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鼠麴草 Ｇｎａｐｈａｌｉｕｍ ａｆｆｉｎｅ 鼠曲草 Ｂｙａｅｋｒａｅｍｘｏｅｍｘ Ｆｌ ＤＧＲ，ＧＲＣ 秋末及冬季除外 Ｅｘｃｅｐｔ ｌａｔｅ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
　 细叶鼠麴草 Ｇｎａｐｈａｌ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细叶鼠曲草 Ｂｙａｅｋｈｅｎｇｈ Ｆｌ ＤＧＲ，ＧＲＣ 夏季，秋季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ｕｔｕｍｎ

　 １） Ｆｌ： 花 Ｆｌｏｗｅｒ； ＴＳ： 嫩茎 Ｔｅｎｄｅｒ ｓｔｅｍ； Ｆｒ： 果实 Ｆｒｕｉｔ； Ｓ： 种子 Ｓｅｅｄ； ＴＬ： 嫩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ｌｅａｆ．
　 ２） Ｆ： 炒 Ｆｒｙｉｎｇ； ＣＳ： 煮汤 Ｃｏｏｋｉｎｇ ｓｏｕｐ； ＷＢ： 水煮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ｉｌｉｎｇ； ＲＥ： 生食 Ｒａｗ ｅａｔｉｎｇ； Ｔ： 茶饮 Ｔｅａ； ＤＧＲ： 染糯米饭 Ｄｙｅｉｎｇ ｇｌｕｔｉｎｏｕｓ ｒｉｃｅ； ＧＲＣ：

做糍粑 Ｇｌｕｔｉｎｏｕｓ ｒｉｃｅ ｃａ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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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以根和茎（含地下茎、嫩茎和嫩芽）为食用部

位的种类有 ８ 种（表 ５），代表种类包括萤蔺（Ｓｃｉｒｐｕｓ
ｊｕｎｃｏｉｄｅｓ Ｒｏｘｂ．）、野慈姑（Ｓａｇｉｔｔａｒｉａ ｔｒｉｆｏｌｉａ Ｌｉｎｎ．）、磨

芋（Ａｍｏｒｐｈｏｐｈａｌｌｕｓ ｒｉｖｉｅｒｉ Ｄｕｒｉｅｕ）、土牛膝（Ａｃｈｙｒａｎｔｈｅｓ
ａｓｐｅｒａ Ｌｉｎｎ．）、 白 茅 〔 Ｉｍｐｅｒａｔ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 （ Ｌｉｎｎ．）
Ｂｅａｕｖ．〕和黄独（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Ｌｉｎｎ．）等。

表 ５　 桂西壮族饮食文化中以根和茎为食用部位的野生食用植物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ｗｉｌｄ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ａｋｅｎ ｒｏｏｔ ａｎｄ ｓｔｅｍ ａｓ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ａｒｔｓ ｉｎ ｄｉｅ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Ｚｈｕａ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当地名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ｎａｍｅ

壮名
Ｓａｗｃｕｅｎｇｈ

食用部位１）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ａｒｔ１）

食用方法２）

Ｅｄｉ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２）

采收和食用季节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ｄｉｂｌｅ ｓｅａｓｏｎ

木贼科 Ｅｑｕｉｓｅｔａｃｅａｅ

　 节节草 Ｅｑｕｉｓｅｔｕｍ ｒａｍｏｓｉｓｓｉｍｕｍ 笔杆草 Ｇｏｄａｂｄｏｅｎｇｚ ＴＳ Ｔ，ＣＳ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泽泻科 Ａｌｉｓｍａｔａｃｅａｅ

　 野慈姑 Ｓａｇｉｔｔａｒｉａ ｔｒｉｆｏｌｉａ 野慈姑 Ｈｅｕ Ｓ ＷＢ，Ｂｒ 冬季 Ｗｉｎｔｅｒ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白茅 Ｉｍｐｅｒａｔ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 白茅 Ｒａｇｈａｚｄａｉｊ Ｒ，ＴＢ Ｔ，Ｆ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菰 Ｚｉｚａｎｉａ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茭笋 Ｇｅｕｊ ＴＳ Ｆ 春季，夏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萤蔺 Ｓｃｉｒｐｕｓ ｊｕｎｃｏｉｄｅｓ 野马蹄 Ｃｉｄ Ｓ ＲＥ 冬季 Ｗｉｎｔｅｒ

天南星科 Ａｒａｃｅａｅ

　 磨芋 Ａｍｏｒｐｈｏｐｈａｌｌｕｓ ｒｉｖｉｅｒｉ 魔芋 Ｍｏｚｙｉ Ｒｈ ＫＴ 全年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薯蓣科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ｃｅａｅ

　 黄独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山慈菇 Ｈｅｕ Ｒ Ｆ，ＷＢ 全年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土牛膝 Ａｃｈｙｒａｎｔｈｅｓ ａｓｐｅｒａ 土牛膝 Ｇｏｄａｕｑｒｏｄ Ｒ Ｆ 全年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１） ＴＳ： 嫩茎 Ｔｅｎｄｅｒ ｓｔｅｍ； Ｓ： 茎 Ｓｔｅｍ； Ｒ： 根 Ｒｏｏｔ； ＴＢ： 嫩芽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ｕｄ； Ｒｈ： 地下茎 Ｒｈｉｚｏｍｅ．
　 ２） Ｔ： 茶饮 Ｔｅａ； ＣＳ： 煮汤 Ｃｏｏｋｉｎｇ ｓｏｕｐ； ＷＢ： 水煮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ｉｌｉｎｇ； Ｂｒ： 焖 Ｂｒａｉｓｉｎｇ； Ｆ： 炒 Ｆｒｙｉｎｇ； ＲＥ： 生食 Ｒａｗ ｅａｔｉｎｇ； ＫＴ： 磨芋豆腐 Ｋｏｎｊａｋ ｔｏｆｕ．

２ ２ ２　 食用方法的多样性　 桂西壮族民众对野生植

物的主要食用方法包括炒、煮汤、生食、凉拌、水煮、茶
饮、上汤和配菜等（表 ６），其中，较常用的食用方法是

炒和煮汤，对应的植物种类分别为 ５１ 和 ４０ 种。 另

外，部分种类可作为食用染料用于糯米饭的染色，部
分种类还可用于制作豆腐或糍粑，显示桂西壮族民众

表 ６　 桂西壮族饮食文化中野生食用植物的主要食用方法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６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ｍａｉｎ ｅｄｉ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ｄｉｅ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Ｚｈｕａ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食用方法
Ｅｄｉ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

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比例 ／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１）

炒 Ｆｒｙｉｎｇ ５１ ５０ ０
煮汤 Ｃｏｏｋｉｎｇ ｓｏｕｐ ４０ ３９ ２
生食 Ｒａｗ ｅａｔｉｎｇ １５ １４ ７
凉拌 Ｃｏｌｄ ｄｉｓｈｅｓ １３ １２ ７
水煮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ｉｌｉｎｇ １１ １０ ８
茶饮 Ｔｅａ １０ ９ ８
上汤 Ｂｒｏｔｈ ６ ５ ９
配菜 Ｓｉｄｅ ｄｉｓｈｅｓ ６ ５ ９

　 １） 不同食用方法种数占该区域野生食用植物总种数的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ｄｉ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

对野生植物食用方法的多样性。
２ ２ ３　 采摘季节的差异性　 桂西壮族民众采摘野生

食用植物的季节主要集中在春季和夏季，共有 ５１ 种，
占本次调查总种数的 ５０ ０％；１６ 种植物可全年采摘

食用，占本次调查总种数的 １５ ７％，这与桂西地区，
特别是地处右江河谷的平果县、田东县、田阳县和右

江区等地的气候因子有关。
２ ２ ４　 野生食用植物选择的随机性　 桂西壮族民众

对野生食用植物的选择具有随机性，且不同区域的壮

族民众选择野生食用植物的主要标准是方便、易得、
适用、无污染等。 生活在不同区域、不同环境的民众

对野生食用植物的选择具有较明显差异，如：凌云县

的民众喜欢选食火麻（Ｃａｎｎａｂｉｓ ｓａｔｉｖａ ｓｕｂｓｐ． ｓａｔｉｖａ）
仁（种子）、桑（Ｍｏｒｕｓ ａｌｂａ Ｌｉｎｎ．）和野茼蒿等；乐业县

的民 众 喜 欢 选 食 蘘 荷 〔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 ｍｉｏｇａ （ Ｔｈｕｎｂ．）
Ｒｏｓｃ．〕、 蕨 〔 Ｐｔｅｒｉｄｉｕｍ ａｑｕｉｌｉｎｕｍ ｖａｒ． ｌａｔｉｕｓｃｕｌｕｍ
（Ｄｅｓｖ．） Ｕｎｄｅｒｗ． ｅｘ Ｈｅｌｌｅｒ〕、磨芋和蕺菜（Ｈｏｕｔｔｕｙｎｉ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田林县的民众喜欢选食铜锤玉带

草、五加和薄片变豆菜；而田东县、田阳县、平果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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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江区等地的民众则喜欢选食鹅肠菜、积雪草、龙葵、
鸡矢藤〔Ｐａｅｄｅｒｉａ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Ｌｏｕｒ．） Ｍｅｒｒ．〕和细叶鼠麴

草（Ｇｎａｐｈａｌ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Ｔｈｕｎｂ．）等。

３　 讨论和建议

３ １　 讨论

桂西壮族民众对野生食用植物的利用形成了具

有壮族特色的饮食文化。 桂西壮族民众食用野生食

用植物有如下特点：１）与生态环境相适应。 桂西壮

族民众的生活环境以石山为主，是典型的石灰岩地

貌，山野中可种植食用植物的土地稀缺，故采食野生

食用植物成为一种生存需要，且采食野生食用植物可

以顺应季节的变化，随采随食，部分植物亦可制成腌

菜和菜干等备用，可采食的野生食用植物种类也较

多。 ２）桂西壮族民众选择野生食用植物时，常与保

健养生和药用有着密切联系，体现了药食同源的民族

文化传统。 如：身体上火时，食用龙葵、积雪草、一点

红和蒲公英（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等

植物清热降火；呼吸道不适时，则选用嫩桑叶和平车

前等；肠胃功能不适时，选用落葵（Ｂａｓｅｌｌａ ａｌｂａ Ｌｉｎｎ．）
和马齿苋（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Ｌｉｎｎ．）等；将马齿苋晒干

泡茶，可用于心肌炎等心脑血管的辅助治疗；遇口腔

问题则喜食凉拌蕺菜，或取芭蕉（Ｍｕｓａ ｂａｓｊｏｏ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嫩茎（芯）煮汤食用等；蕨菜可用于减肥，与腊

肉同炒，是壮族民众的最爱。 ３）形成具有壮族特色

的地方特色食品。 在长期的认识和利用野生食用植

物的过程中，桂西壮族民众制作出多种独具特色的食

品，如凌云县、田林县和乐业县等地壮族民众喜食火

麻汤，常将火麻仁及其他主料烹成汤水，如火麻鸡汤、
火麻鸭汤、火麻瓜苗汤和火麻羊骨汤等；在壮族传统

节日 “ 三 月 三 ” 期 间， 使 用 密 蒙 花 和 枫 香 树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Ｈａｎｃｅ）叶等作为植物染料对

糯米进行染色，烹制五色糯米饭；此外，还有野菌团、
火麻糊、火麻饼、火麻酥、艾叶粑、磨芋豆腐、荞麦饼、
芭蕉芋粉丝、野菜糍粑、野菜粥、野菜糯米饭、竹筒饭、
南瓜饭和柚子皮扣肉等日常的特色加工食品。

桂西不同区域壮族民众的饮食习惯受当地其他

民族的影响，对野生食用植物的利用存在差异性。 右

江区河谷范围的壮族民众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其饮

食口味较倾向于粤系菜的口味，喜新鲜、清淡；而西林

县和隆林县地处山区，且与云南省和贵州省相邻，当

地壮族民众受瑶和苗等民族的影响，饮食口味较喜咸

辣，同时他们还保留了先人们因食物短缺，好制腌、腊
食品的习惯。

研究桂西壮族饮食文化中野生食用植物的传统

知识，有利于民族文化多样性及野生植物资源多样性

的保护。 桂西壮族民众利用的野生食用植物资源丰

富，且食用部位和食用方法多样，是长期适应自然环

境和生存发展的结果。 在采食野生食用植物时，当地

壮族民众通常会保留部分植物个体，或采集种子栽种

于田间地头、房前屋后，以备急需；当地壮族民众采食

野生食用植物遵循其生长规律，仅在其最适生长季节

采食。 研究桂西壮族民众对野生食用植物的认识和

丰富的应用知识，对民族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３ ２　 存在问题

当地对野生食用植物的需求量日趋增加，但利用

程度仍较为简单。 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的

健康饮食观念逐步增强，桂西壮族民众对营养成分多

样，且具有一定保健和药用价值的野生食用植物的需

求量日益增加，这些植物已经成为当地家庭和酒店餐

桌的常见菜品，用量较大的一点红、蕺菜和龙葵植物

等甚至在节庆期间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同时，人们

在利用这些资源时基本仍以简单食用为主，具有各地

方特色的小食，如艾叶粑、磨芋豆腐、芭蕉芋粉丝和野

菜糍粑等，因制作工序较为繁琐，正逐渐淡出人们的

视野。
３ ３　 建议

１）注重野生食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针对

野生食用植物资源日趋减少，不能满足时代发展需要

的现状，应加强对植物保护的宣传及栽培技术的研究

和推广，如推广栽培磨芋、火麻、麻竹（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ｌａｔｉｆｌｏｒｕｓ Ｍｕｎｒｏ）和野百合（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 Ｆ． Ｅ． Ｂｒ． ｅｘ
Ｍｉｅｌｌｅｚ）等食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均较高的植物，将有

助于野生食用植物资源及其多样性的保护。
２）加强后续研究，开发野生食用植物的深加工

产品。 例如：可利用多学科交叉手段，从资源分布、有
效成分分析、天然产物提取和产品深加工等方面，对
桂西壮族饮食文化中的植物资源，如火麻子、芭蕉芯

和磨芋等开展后续研究，并开发绿色、健康且具有壮

族特色的食品或保健品；结合桂西壮族民众利用染色

植物的经验，从枫香树、密蒙花、茜草（Ｒｕｂｉａ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Ｌｉｎｎ．）、鼠麴草和细叶鼠麴草等野生食用植物中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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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色素，开发健康的食品添加色素。
３）加强桂西壮族特色饮食文化的传承及发展。

随着现代信息的飞速传递，桂西壮族饮食文化不仅正

经受着本地区汉、瑶、苗、回、彝和仡佬等其他民族文

化的影响，更面临着大千世界的严峻挑战，建议借助

对壮族“三月三”这个传统节日的沿袭、传承和发展

之势，做好桂西壮族饮食文化的传承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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