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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果子算橡子？

什么果子算橡子？橡子究竟长什么样？电影《冰河世纪》系列中长着爆眼和
尖牙的松鼠 Scrat一直坚持不懈地追逐的果子便是一颗典型的橡子。那么橡
子有什么样的典型特点呢？一般而言，橡子的坚果呈圆形或长圆形，由坚韧
光滑的革质外壳（果皮）和包裹于外壳中的种子组成。坚果的底部有果脐，
头上戴着一顶木质的小帽子，帽子上面常有鳞片、环纹或其他附属物。由于
这顶小帽子的形状像盛粮食用的斗，古称“象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壳斗。
这种由总苞发育而成的壳斗很有特色，这类植物被统称为壳斗科。

然而，并非所有壳斗科植物的果实均为橡子，比如栗子。栗子虽然也有
壳斗，但与上述大众印象中的橡子并不相同。栗子的壳斗不是一顶帽子，而
是布满了针状刺并将全身都包裹了起来，里头还往往不止一枚坚果，且坚果不
如橡子般浑圆。此外，在约定俗成的认知中，橡子一般都富含淀粉，可供作食物或
饲料，因此水青冈属、三棱栎属等壳斗科下部分种属的坚果，由于不具备开发利用价
值，自然也不应当归入橡子大家庭中。

根据上述分析，橡子应当有一个更精确的定义。从植物学上而言，橡子是壳斗科（Fagaceae）之栎
属（Quercus）、青冈属（Cyclobalanopsis）、柯属（Lithocarpus）和锥属（Castanopsis）的果实。这样说来，橡子
可算是个大家庭，其范畴包括了苦槠、麻栎、青冈、槲实等名字所指代的坚果，而且长得并不一样。橡
子和橡树存在着对应关系：橡子是橡树的果实，橡树是结橡子的树木。所以，上述几个属的植物可以
泛称为橡树。

橡子的考古学证据有什么？

电影《冰河世纪》的时代背景是晚更新世。那么橡子在这一时代出现合理吗？答
案是肯定的。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相关考古学证据可以追溯到78万年前
（中更新世）的以色列胡拉谷地南部，该地阿舍利文化的先民将橡子作为补充淀粉
的一个来源。

事实上，世界上多个地区的证据表明，无论是美洲或欧洲，还是北非、西亚、东
亚等地，橡子利用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从时间尺度上看，橡子伴随着我们从几十
万年前甚至更早走到今天。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橡子的出土形态及相关的
遗迹遗物可谓各具特色。那就让我们以东亚地区为例，具体看看都有什么样的橡子相
关的考古学证据。

最直观的证据是考古发掘过程中出土的橡子，特别是橡子窖穴中数量巨大且成分纯净
的橡子。例如，日本山口县岩田遗址发现了 30余个最早可以追溯到绳文时代中期（约 4500
年前）的橡子坑。单个橡子坑的直径约1.5米，深度约1米。一般而言，先民在坑底铺上树
枝树叶后，放入橡子，上面再用草叶、树皮或木材覆盖，压上重石便于定位，也防止覆
盖物流失。防止覆盖物流失的另一种方法是将垂直嵌入底部的木器通过绳子与上
部的木头连接。一些研究还发现，不少橡子窖穴附近通常有流水痕迹，或是有地下
水涌动，或是沿着自然河道带状分布，或是涨潮时海水能使其“盐腌”，这些想必
是经过了先民精心挑选，既能利于用流水去除橡子中的涩味，又便于储存以免变
质。饱水条件下的橡子可以说几乎看不出历史的痕迹，甚至还具有活性。日本佐贺
县县立博物馆东侧的花园，就有一棵4000年树龄的“绳文青冈”，它就是由出土的
绳文时代先民储藏的青冈果发芽而成。

除了饱水环境下常常出现完整的橡子，干燥条件也能帮助我们较直观地看到几
千年前的橡子。一般这类橡子多发现于干燥区域如台地的窖穴中，其子叶和橡子壳间有明
显缝隙，且去壳后的子叶表面会有很深的皱纹，这就是充分干燥收缩后留下的痕迹。

史前橡子利用的大植物遗存证据不仅包括完整的橡子，还有各种形式的橡子碎片。例如，利用浮选
法对土样进行分析，橡子在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出土概率较高，在单个遗址中的绝对数
量也不少。

除此之外，利用微体植物遗存如淀粉粒、植硅体进行分析也是发现史前橡子的重要途径。距今1万
多年的上山遗址出土磨石和柿子滩遗址出土的磨棒磨盘中，即鉴定出了大量橡子淀粉，这是我国橡子
利用较早的微体遗存证据。橡子淀粉粒大多为椭圆形，少数复粒淀粉，长轴长度范围在5~25微米，在偏
光下呈“X”字形消光，无层纹。

橡子如何食用？

我们不难想象，如果《冰河世纪》中的松鼠Scrat要吃橡子，大概就是先用牙齿把橡子咬
碎，然后吃掉里面的果仁。橡子仁淀粉含量丰富，是人类一种重要的食物资源，那我们又是
怎么吃橡子的呢？

像松鼠一样去壳直接吃新鲜的果仁几乎很少被人们采用，这是因为整颗生吃不仅带
有苦味，甚至吃多了有毒。而罪魁祸首就是橡子仁中高浓度的单宁。单宁不仅适口性差，还具
有“收敛”作用，能跟许多生物大分子如蛋白质结合析出沉淀，影响营养物质的吸收，引起头晕、
恶心、身体乏力等症状。毫不夸张地说，单宁是新鲜橡子到人类可食用的橡子间的一个巨大的拦路虎，
橡子利用中的很多步骤都与除涩密不可分。

最为简单的方式，是将橡子仁水煮后烘烤，来提升口感并利于营养吸收。这种方法就像路边摊做
糖炒栗子，做出的成品是一道可口的小吃。

除了最简单的整颗食用，剥壳磨粉法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较为普遍的传统利用方式。科学的对
比试验也证明了随着颗粒度的减小，同等条件下单宁脱除量逐渐增大。现代社会，机器磨粉非常普
遍，把橡子果仁倒入磨粉机器，“咔咔咔”几分钟就能得到细腻的橡子粉。但在以前没有机器的时候，又
是如何磨橡子粉的呢？石磨和木碓是人工磨粉的两个重要工具。石磨法以石磨为主要工具，在上扇的磨
眼中倒入新鲜的橡子，用手握住把柄不停旋转摇动上扇，利用上扇和下扇接触面上的磨齿磨碎橡子；以
木碓为主要工具的木碓法，通常先在石臼中放入待舂的橡子，用脚踩木头，在木槌的一起一落中，橡子
被碾成粉末。但人力自然是比不上机器效率高，也比不上机器磨得细致。对比而言，机器在10分钟内的
橡子磨粉量，若使用木碓法则需要2~3小时，使用石磨法则至少半天。

磨粉后是橡子制品制作的关键环节——冲洗滤净，这决定着橡子制品味道的好坏。冲洗滤净时
间越久，单宁含量越低，橡子制品越好吃。一般判断方式是当冲洗后流出来的水不再为红色而呈现透
明时，除涩就算完成了。一些地区的人们会在水中加灰处理，这是因为随着 pH值的增大，单宁的水解
速度也会加快。此外，还有些地区的人们担心磨粉后进行一次除涩不够，甚至在磨粉前先对橡子种子
进行浸泡。

剥壳磨粉法之外，是否还有更加有效的除涩方式？有！那就是淀粉提取法。不过这种方法似乎是东
亚地区的一大特色，中、日、韩都有相关记载，但却几乎无法在其他地区的文献中有所印证。相比于去壳
磨粉法，淀粉提取法的流程更为复杂。尽管该方法可以不去壳直接磨粉，但在冲洗滤净后要进行更费时
费力的淀粉提取。具体而言，把装有橡子粉的麻袋放入一个盆子内，往袋子里倒水，然后用双手或借助
其他工具不停地揉捏，使包含橡子淀粉的液体流入外边的水盆中。在这个过程中，麻袋就好比是一个滤
网，包含白色橡子淀粉颗粒的液体可以流入盆内，而包含橡子壳和果仁的残渣会留在袋子内被废弃。

无论是整颗磨粉法得到的橡子粉兑水，或是淀粉提取法得到的褐色液体，在食用之前还有一个重
要步骤，那就是把生的粉变成熟的。例如，通过煮沸来蒸发水分、烧熟淀粉。煮沸制糊过程，液体的粘度
变糨，体积变小，颜色变深，香味变浓，往往在老远处就能闻到橡子糊诱人的味道，让人忍不住想马上吃
上一口。煮沸后的橡子粉可以直接作为橡子糊食用，也可以放进模子里冷却凝固，然后烧汤、炒菜、制作
成清凉饮品，甚至直接蘸酱油食用。

细细想来，电影《冰河世纪》中的松鼠Scrat从来都吃不到橡子，或许要归因于一点：每次Scrat拿到橡
子，不是第一时间吃掉，而是想着赶紧找个地方藏起来。不仅仅是松鼠，人类也喜欢储藏橡子，橡子自己
也很争气，具有长时间储存的能力，去壳或不去壳，磨粉或不磨粉，晒干或浸泡，各种形式下的橡子都适
合储存。

总结而言，整颗食用法、剥壳磨粉法、淀粉提取法三种方法的流程越来越复杂，但除涩效果越来越
好，口感越来越好。根据已有研究，经过有效的除涩，一些橡子中单宁的含量能从9%下降至0.18%呢！

那么，有没有不用这么复杂也能吃到可口的橡子的方法呢？不妨换个思路，从橡子本身入手。通常
而言，常绿橡树所产的橡子，由于单宁的含量比较少，无需除涩或经过简单的加工即可食用。而作为落
叶橡树如枹栎、水楢的果实，单宁的含量较多，需要在流动的水中长时间、反复地浸泡。这或许可以解释
为什么长江下游多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尚未发现类似于日本绳文时代中晚期用于大规模复杂去涩的
装置和工具，因为该地区发现的大多是青冈等单宁含量不高的物种，简单处理就能美美享用。除了种
属，橡子的成熟度是另一个影响其本身单宁含量的因素：青橡子口感较涩，随着橡子不断成熟，坚果中
单宁含量逐渐减少，脂肪、淀粉等营养物质逐渐提升。所以，如果不是特别喜欢青橡子的口感，就耐心等
待橡子成熟了、掉落了再食用吧！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薏苡是我国本土原生作物，起源于华南或西南地区，在我国种植广泛，除西北少
数省份外，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主要产地为两湖、河北、福建以及广西等地。先民对
薏苡的利用年代很早，在距今8500~7000年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8件石磨盘和磨
棒上的淀粉颗粒残留检测，分析出薏苡属淀粉颗粒占12.1%。江苏泗洪顺山集遗址
石器和陶器标本上也残留有薏苡淀粉粒。浙江余姚河姆渡距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曾
出土薏苡仁。此外，河南渑池仰韶文化丁村遗址中甚至发现作为酿酒原料的薏仁淀粉
颗粒及植硅体。

从其植物属性看，薏苡是一年生或多年生禾本科草本作物，对土壤的要求不高，
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可栽培，同时其适应性极强，抗旱、抗涝、分蘗力强，尤其是湿生
栽培产量高。其籽粒（俗称薏仁）富含淀粉、蛋白质等，营养丰富全面，蛋白质、脂肪谷
氨酸、亮氨酸等微量元素含量较高，这些优势使得薏苡成为古代重要的主食之一。

秦汉时期墓葬出土的陶仓内往往盛放各类粮食谷物，其中不乏薏米。汉晋时期的
墓葬中也时常发现薏苡的遗存，其中保存较好者仍能可见颗粒分明的外壳。

洛阳烧沟汉墓群出土的许多陶壶内满藏小米、薏苡的外毂，大部分保存完好，其中
以M131出土陶壶（131：4）中的薏苡毂保存最为完好。河南洛阳老城西北郊81号汉墓
（西汉元帝至新莽时期）主室内西侧葬人头部左侧置一堆薏米，呈长形，盛器不明。东侧
一人，腰左有粟，右足位置有薏米一堆。此外，在棺床附近有薏米和粟，堆成圆形，较为
规整，但原来盛放的容器不见其痕迹。陕西咸阳秦都区渭城乡龚家湾M1出土了装于
漆器内的薏仁米。韩城姚庄坡东汉末期墓，前室随葬的许多形制大小相同的敛口鼓腹
陶罐中，其内残存粟物的灰迹、薏苡实、骨骼、枣核等。长安县南李王村M4前、后室交
接处散布着许多薏苡实，M5的两个罐内分别装着薏苡实和粮食。薏苡实多数完整，且
颗大粒圆，表面泛光，但只剩下灰白色的外壳。广西合浦风门岭二炮厂M5东汉墓也发
现成堆放置约40粒薏苡遗存，风化仅存外壳。徐州土山汉墓M2北徼道东西两端发现
有大量薏苡毂壳，大多保存较好，虽然籽粒腐蚀殆尽，但外壳仍保存完整、颗粒分明（相
关内容承蒙耿建军研究员提供）。这些散落薏苡壳是随葬的谷物遗存还是另有其他用
途，因为墓葬经历严重盗扰，今已无法恢复其原貌。而根据考古发掘时的情况分析，土山
M2徼道位于后室的东北南三面，底部中间为砖砌台，主要放置陶器，由此推测这些散落
的薏苡壳原本应有相应的收纳盛器，因陶质盛器破损后散落而出。此外，敦煌新店台墓
群60M1东晋墓棺内放置白色植物种子一堆，后判断为薏苡。

以上汉晋时代墓葬出土的薏苡大多呈颗粒状，保存较好者外壳清晰可辨；同时，
出土的薏苡又多与各类谷物、食材并出，并且原本均有各自的盛器：烧沟汉墓M131出
土薏苡正是贮存于陶壶中；咸阳秦都区渭城乡龚家湾M1薏仁米出土时正盛放于漆器
内；韩城姚庄坡东汉墓前室出土薏苡则盛放于陶罐中；长安县南李王村M5出土薏苡
及粮食分别盛放于两个陶罐内。

洛阳老城西北郊81号汉墓西侧葬人头部左侧置一堆薏米，呈长形，显然原本有
长方形的容器；在棺床附近有薏米和粟，则堆成较为规整圆形，推测原本也有圆形的
盛器；土山M2北徼道东西两端内散落的薏苡，虽然出土时散落一地，但考虑到徼道内
多放置各类陶器，因此推测这些薏苡原本也应存储于陶器中，陶器破损或倾斜后散落
而出。敦煌新店台墓群60M1墓棺内放置一堆薏苡，应该也有相应的盛器。只不过历经
时光洗礼，这些罐、盒类的容器或腐朽不存，或尚存痕迹。而这些墓葬出土的薏苡，属
于随葬的食材，反映出薏仁是汉晋时代较普遍的食用谷物。

薏苡外壳坚硬，必经脱粒去壳后方能获得薏仁，而收获薏仁后再磨粉加工，更易
于食用，这也是新石器时期人类文化遗存中常见的处理方法。前文所述河南新郑裴李
岗遗址，研究者通过对其中8件石磨盘和磨棒上的淀粉颗粒、江苏泗洪顺山集遗址石
器和陶器标本上残留的淀粉颗粒、河南渑池仰韶文化丁村遗址中也曾发现作为酿酒
原料的薏仁淀粉颗粒等，均表明新石器时代先民开始对薏苡仁进行研磨粉化处理后
使用。

汉晋时期，人们对薏仁的药用价值也知之甚明。《后汉书·马援传》曰：“初，援在交
阯，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
车。时人以为南土珍怪，权贵皆望之。援时方有宠，故莫以闻。及卒后，有上书谮之者，
以为前所载还，皆明珠文犀。”《神农本草经》记载：“薏苡仁，一名解蠹。味甘，微寒，无
毒。主筋急拘挛，不可屈伸，风湿痹，下气。久服轻身，益气。其根，下三虫。生平泽及田
野。”《名医别录·上品》亦曰：“薏苡仁，无毒。主除筋骨邪气不仁，利肠胃，消水肿，令人
能食。”现代医学也已证实薏苡的药用价值，有助健脾利湿、清热排脓、湿痹拘挛、关节
疼痛、降压镇痛，以及抑制癌细胞生长等疗效。因此，汉晋时代人们将薏仁作为主食的
同时，或许也看重其食疗功效，否则将军马援也不会千里迢迢从交趾引种薏实，为此
还饱受讥议。

汉晋已降，中原地区不再薏苡作为主食。但薏苡适应性极强，抗旱、抗涝、分蘗力
强的特性，使其仍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栽培，尤其是湿生栽培产量较高，因此西南地区
一直有食用薏仁的饮食习惯。时至今日，我国西南地区也仍是薏仁的主要产地和消费
区域，福建闽西的宁化县栽培薏苡历史悠久，产量极大，被誉为“薏米之乡”。闽北的蒲
城也是薏苡的主要产区，所产质量优良，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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