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望

槟榔之于如今的湖
南大部分男青年来说，已
成为与烟酒齐名的三大
随身消费品，成为了湖南
的特色产品， 就像比安
beyond 槟 榔 的 广 告
语———男人的植物香烟，
杰伦槟榔———槟榔中的
哈根达斯。

这是槟榔产业发展
繁荣的一种体现，而繁荣
的背后，是无数槟榔商人
开拓市场、创造品牌的浴
血奋战。 在湖湘大地，有
一部名为《槟榔传奇》的
电影深受槟榔人喜爱。影
片选取湘潭独具特色的
槟榔为题材，讲述槟榔人
艰苦创业、 锐意进取、成
就了全球独一无二的槟
榔产业的传奇故事，看过
这部电影的人都说，主人
公最后痛定思痛，逐渐明
白“踏实做人、诚信经商”
的道理，恰也阐释了“创
业难，守业更难，但事在
人为”的人生哲理。

在中国， 能把一个

不是本地原产的小小果
实， 变成一个地域文化
与产业的奇迹， 更没有
人能够理解这种小小的
果实在湘潭这个城市所
塑造出的城市性格和人
文精神。 电影《槟榔传
奇》 将为渴望了解槟榔
的人、 渴望了解湘潭的
人们架构起一个平台。
更打造了一种湘商精
神———“吃得苦， 霸得
蛮， 耐得烦” 的创业精
神， 这无疑也是一座城
市的灵魂所在。

其实，槟榔出现在电
视剧中的情形比比皆是，
且不说在湖南本地拍摄
的生活情景剧里，从吃槟
榔的人、 到槟榔生产厂
家、再到槟榔小店，都有
全景式的展示。在其他影
视剧里，还有许多与槟榔
相关的情节……而与槟
榔有关的人与事，大多又
与湖南人相关， 是所谓
“行走九州， 提湖南人必
言槟榔”。

槟榔产业的发展传奇
代表了湘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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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老少皆食
槟榔是湖南人的情结

“少年郎，采槟榔，小妹妹提篮抬头望
……”富有浓郁抒情色彩的湖南民歌《采
槟榔》，歌词纯朴优美，曲调缠绵清丽，表
达了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生长在祖国东
南沿海及台湾岛上的槟榔树，为什么会出
现在湖南民歌中呢？这与湘潭人酷爱嚼槟
榔是分不开的。

其实除了湘潭， 无论是往昔还是当
下，走在湖南各个城市，到处可见嘴里嚼
着槟榔的人，他们口含槟榔，咀嚼起来陶
醉其中。更是有文人墨客将槟榔视为湖湘
精神符号，“信手拈来一枚，咀嚼间唇齿生
津。少时便由香入醉，热气蒸腾汗湿重衣。
末了，清风拂面，一股襟怀山岳的豪气顿
生”。

土生土长的湘潭人老余说，饭后嚼槟
榔是他半生以来唯一一个没有改掉的习
惯；开了六年的士的师傅说，嚼槟榔缓解
疲劳提神儿， 注意力集中更能安全地工
作； 而长期在外地工作的白领每次回家
乡，都要带走一大袋槟榔……槟榔，对于
湖南人来说，不只是“零食”，更是一种情
结。

而很多身在外地的湖南人都会有同
样的感觉：每每嚼着槟榔，思乡情怀就会
油然而生；思念家乡的时候，就会忍不住
想嚼一口故乡的槟榔，他们说，很多时候
嚼着嚼着槟榔，就会不自觉地用家乡话念
出一首流传在街头巷尾的民谣：“槟榔越
嚼越有劲，这口出来那口进，交朋结友打
园台，避瘟开胃解油性。”

喜丧宴客全用
全球有十亿槟榔粉丝

放眼全世界，除了湖南人对槟榔有着
独特的爱好，槟榔更是一度荣膺继“烟草、
酒精和咖啡因” 之后的第四位大众爱好。
目前世界上嚼食槟榔的有10亿到12亿人，
这一习俗主要流行于印度、 巴基斯坦、斯
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缅甸、泰国、马
来西亚、印尼以及南太平洋的众多岛屿。

在上述地方，嚼食槟榔是从皇室到平
民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甚至被当
成自然与人之间的媒介，与稻米同为主要
的祭祀品。在海峡两岸，槟榔还是和事佬。
清朝进士张湄曰：“一抹腮红还旧好，解纷
惟有送槟榔。”

台湾《雍正通志》还记载，“全台土俗，
皆以槟榔为礼。” 台湾人嵇含说得更为直
白，“彼人以（槟榔）为贵，婚族客必先进，
若邂逅不设， 用相嫌恨。” 台湾的这一习
俗，与海南、湖南的槟榔产区里完全相同，
即“婚娶聘礼，槟榔为先”。直至今日，在海
南、湖南的槟榔产区里，出门办事，喜丧宴
客，槟榔必不可少。海南许多地方至今仍
把订婚说为“把槟榔”。

有研究指出，槟榔之所以成为众多人
的嚼物，是由于它的天然所致；它的纤维
结构是咀嚼的基本条件。随着社会发展嚼
槟榔的方式也在不断改进，除了有以湖南
为代表嚼以干果为主要原料经特有加工
工艺制作的食用槟榔和以台湾为主以烟
草、蒌叶等包裹之分外，在添加咀嚼料方
面也是品种繁多，比如推出芝麻、桂花、薄
荷、奶油、干槟榔、湿槟榔等多口味品种，
以符合各类人群的口味。

■记者 黄利飞 潘海涛

全球有十亿槟榔粉丝，溯源槟榔的“前世今生”

聊聊槟榔与湖南的那些事儿

槟榔，对于许多人特别是湖湘子弟来说，不只是“零食”，更是一种源自内心的别样情结。从长篇历史
宏剧到精致电影，从运动会到娱乐节目，槟榔元素无不在其中。不少人更是坦言，小小槟榔果实质上代表
了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特质。

位列四大南药之首、收录于《本草纲目》、在世界范围内有10亿消费者的槟榔，当下正幻化成为湖南一
张靓丽的名片，作为年产值近百亿的食品加工龙头行业，这一枚小小槟榔果，正以实际行动书写了令人惊
异的产业传奇。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槟榔与湖南的那些事儿。

如果追溯人类咀嚼
槟榔的历史， 湖南这个
有着300多年咀嚼时间的
省份显然不容忽视。据
《湘潭县志·卷三十四》
中记载：“相传清乾隆四
十四年（1779）， 县境大
疫，居民犯臌胀病，县令
白璟要患者嚼食槟榔，
臌胀消失。 人们由此认
为嚼食槟榔可以避免瘟
疫邪气， 逐渐养成习
惯。”

除了普通民俗，墨客
骚人更是对槟榔也情有
独钟， 苏东坡就曾写过
“红潮登颊醉槟榔” 的佳
句， 著名学者杨升庵在
《滇南月节词》 中也这样
写道：“槟榔串红潮，醉类
樱桃淀”。槟榔生丹津，吃
后会增加心跳，如醉酒一
样。因此民众常以吃槟榔
来御寒和消除紧张劳动
后的疲劳。

在中枢方面，实验结

果发现，脑波的变化和反
应动作会加快速度，吃槟
榔可提高机警度，让反应
动作更灵敏。适当咀嚼槟
榔，“有祛痰止咳、消食醒
酒、 宽胸止吐等功效，还
能促进面部肌肉的运
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2007年8月，《英国精神病
学》 杂志刊登报告称，西
太平洋上的帕劳和密克
罗尼西亚群岛上的人常
嚼食槟榔， 患精神分裂
症的人的症状比不咀嚼
槟榔的病人轻。 该文章
进一步指出， 槟榔果的
乙醇提取物、 己烷相、乙
酸乙酯相等有抗抑郁作
用， 其中的二氯甲烷还
能抑制大脑中单胺氧化
酶、去甲肾上腺素及血清
素等物质的活性。适当嚼
食槟榔，可以促进学习记
忆并能够改善老年性痴
呆的症状。

观察

槟榔不是毒品
适当咀嚼不无益处

湖南街头巷尾的小店都卖槟榔。

湖南人嚼槟榔以干果为主要原料。

槟榔已成为湖南的特色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