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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岩是橘乡，柑橘文化已经
刻入黄岩人的文化基因里，代代
相传。

在橘乡，有很多关于柑橘
的传说，这些传说与地理环境、
历史人文结合，从中充分体现
出黄岩人对柑橘的感情。相传，
柑橘本是王母娘娘瑶池里的一
颗仙果，落入人间后被一位老
药师寻得。老药师把它种进江
边的土墩之中，让它在人间繁
育，以治苍生疾苦。自此，这株
仙果被当地人称为“吉果”，后
来演变成了“柑橘”，也就是后
来的黄岩蜜橘。这些关于勤劳
的黄岩人民与柑橘之间的动人
故事，表达了橘乡人民对柑橘
的深厚感情，也在助力生生不
息的柑橘文化繁荣发展。

作为展示柑橘历史文化底
蕴的集大成者，中国柑橘博物馆
自然要将这些动人传说、风俗及
文化作品一一呈现给游客。

四瓣·橘文展厅是最具文化
气息的展厅，有王羲之的《奉橘
帖》、屈原的《橘颂》、苏轼的《洞
庭春色赋》、三国曹植《植橘赋》、
叶适《橘枝词·永嘉风土》……在
这里可以看到历史上无数文人
墨客留下的赞美柑橘的诗作。而
在橘缘展厅中，则是关于柑橘风
俗的3D模型展示：供橘福、放橘

灯、点间间亮、打橘生、请令旗等
等。

与柑橘相关的风俗早已融
入到黄岩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黄岩的柑橘文化历史悠久，为
了更好地保留柑橘风俗、宣传柑
橘文化，从1989年起，黄岩都会
定期举办柑橘节，安排祭橘神、
放橘灯等活动，虽然有些风俗已
经逐渐消失，但在黄岩人的生活
中依然留有一些痕迹。”林沁晔
说，如今，讲究的黄岩人在办喜
事的时候，还会将红红的朱红橘
搭在红枣、花生、桂圆、莲子中，
寓意“早生贵子”“吉祥如意”。

优良的柑橘文化要传承，有
教育意义的实践活动也需从孩
子抓起。

“每年我们博物馆要接待 8
万多名游客，其中 3、4 万名游
客都是黄岩中小学里的学生。”
许春国介绍。作为黄岩柑橘博
物馆负责人，他的另一个身份
是区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校
长，“对孩子来说，通过游览博
物馆和实践互动来了解柑橘文
化是非常适宜的。尤其是我们
开展的活动项目可以让学生们
到橘园中劳动实践、做橘灯、品
柑橘，让他们深刻地感受黄岩
传统柑橘文化的同时进一步增
强对家乡的感情。”许春国说。

中国柑橘博物馆：弘扬柑橘文化 见证产业振兴
■本报见习记者 张 芮

“世界柑橘看中国，中国柑橘在黄岩，黄岩柑橘甲天下”。2008年11月，永宁江畔松岩山下，一座记录中国柑橘数千
年发展历史的博物馆建成。这是我国第一座以柑橘和橘文化为主题的大型专题博物馆，成为柑橘产业的文物史料、收
藏、展示、保护、研究和教育中心。

走进中国柑橘博物馆，展厅分为序橘、一瓣·橘
缘、二瓣·橘美、三瓣·橘属、四瓣·橘文、五瓣·橘
种、六瓣·橘丰、七瓣·创橘、八瓣·品橘及接待区等
十部分，游客们通过视听感官的多重体验，能够深
入了解柑橘的发展历史。

众所周知，中国是柑橘的原产地，柑橘文化源
远流长，已有4000余年栽培种植的历史，而黄岩蜜
橘的发展史在其中举足轻重。中国柑橘博物馆位于
永宁江畔的澄江街道凤洋村，占地面积25000平方
米，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自建成后，历经十载，于
2018年，中国柑橘博物馆重新设计修整，增加动画
视频、3D立体模型等新型展览方式，以新面貌迎接

游客们的到来。
在序橘展厅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元代林昉

撰写的《柑子记》：“唐开元，天子元夕，会宰执、侍
从，饷黄柑。”“当是时，台之乳柑遂为天下果实第
一。”在《新唐书·地理志》亦载“台州土贡乳橘”。在
1300多年前的唐代，黄岩蜜橘已成贡品，每年进贡
二、三万颗，身价不菲。在《柑子记》这篇古代柑橘
科学著作中，林昉还记录了乳柑的起源亦在黄岩：

“台之州为县五，乳柑独产于黄岩。黄岩之乡十有
二，而产独美于备礼之断江。”林昉连用“独产”、

“独美”二词强调黄岩水土适宜种植乳柑，且其起
源地即在断江。

在序橘场馆中，不仅文字展示，还有严道橘丞、
严道橘园、橘监、上林丞印等实体文物的展出。“这
些是以前橘官所用的官印，橘官以严道为中心进行
调度，运送贡品柑橘。这从侧面证明了黄岩柑橘在
历史舞台上颇受当时皇家的青睐。”中国柑橘博物
馆讲解员林沁晔介绍道。

“博物馆通过多个展厅不同展品的展示，让游
客能够深入了解黄岩柑橘的发展历史，这对重塑浙
江省千年品牌柑橘的产业发展高地，打造黄岩柑橘
发源地的文化旅游品牌，建设浙江省‘中华橘源’柑
橘主题田园综合体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柑橘博
物馆负责人许春国说。

在一瓣·橘缘展厅中，有一重要篇幅是讲述黄
岩柑橘筑墩栽培技术，正是这项技术的发展，使黄
岩蜜橘得以在永宁江两岸蓬勃生长，为当地百姓带
来福报。

1700年多前，黄岩祖先们在永宁江两岸的滩
涂平原用河泥、瓦片筑成直径 100 厘米、高 60—
80厘米的圆锥形土墩，培育橘苗，既规避了粉砂质
土地的劣势，又充分利用了其条件排水，形成种植
规模。据悉，当年徐霞客在游雁荡山时路过黄岩，曾
惊奇柑橘的筑墩技术，题句“未解新禾何早发，始知
名橘须高培”的诗句。

“2020 年，我们黄岩蜜橘筑墩栽培系统关于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成功，这也体现出黄
岩劳动人民在中国农业发展历史中所作出的重要

贡献。”林沁晔说，“近些年，科研工作者们在橘乡不
断探索创新柑橘品种、技术的改良，这深刻影响了
黄岩柑橘产业的发展。”

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柑橘研究数据统计，当时
黄岩柑橘面积已达88000多亩，产量80000多吨，黄
岩柑橘品种也从乳橘一种发展为早橘、无核橘、朱
红、槾橘、本地早等180多种，为我国柑橘产业发展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在中国柑橘博物馆的三瓣·
橘属展厅，通过微观柑橘互动区、柑橘色彩互动区、
闻香识橘展区，游客可以通过嗅觉、味觉、触觉的体
验识别不同品种柑橘的香味、颜色和质感。

蜜橘给橘乡带来了经济腾飞，柑橘产业发展的
成果也在博物馆里得以展示。

《黄岩柑橘发展简史》中展示：嘉庆、道光年间，

黄岩蜜橘远销苏州等地，民间出现专营柑橘销售的
橘行，种橘致富者众多，《摘橘诗》中就有“姑苏卖价
视多昂”的内容。民国初年书法家刘文玠，将黄岩本
地早运到上海，以“天台山蜜橘”品牌推广，黄岩蜜
橘声誉大起。自1952年柑橘出口外销苏联开始，黄
岩蜜橘远销新加坡、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地，逐渐形
成产业。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聪慧的黄岩人将蜜橘加工
成罐头、蜜饯、果酒、香精等产品，让蜜橘摆脱短期保
鲜的限制，真正走向世界。截至2018年，黄岩总计向
俄罗斯、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韩国和东南亚等
国家和地区出口糖水橘片罐头150万吨。而围绕柑
橘种植、加工、销售发展出的产业链条，更是滋养了
千家万户，助力橘乡的乡村振兴。

柑橘孕育的文化基因橘乡深处的历史足迹

科技滋养的蜜橘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