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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乌鸡的本草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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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泰和乌鸡原产于江西泰和县武山山麓，是一种药食两用的珍贵禽类种质资源。通过梳理本草古籍、医

籍、地方志中泰和乌鸡的记载发现，明清时期产于泰和县的家鸡有 2种不同的品种，一种具有白丝毛、乌骨、乌

肉、绿耳、红冠、五爪等外观特点，为古今药用乌骨鸡品种泰和乌鸡，当与另一种黄耳、红毛的泰和鸡进行区别。

泰和乌鸡味甘、辛，性热，同其他乌骨鸡相比，药性更偏于温热，温补效用更佳。江西泰和、吉水诸县俗传泰和老

鸡能发痘疮、助湿热发脓。泰和乌鸡相关的方剂有乌鸡丸、白凤丹、巽顺丸等，现代妇科常用乌鸡白凤丸一方即来

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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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he silky chicken is native to the foothills of the Wushan Mountain in Taihe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and is a precious edible and medicinal poultry germplasm resource. As revealed by the records of Taihe silky chicken in

ancient Chinese herbal books, medical records, and local chronicles, there were two varieties of Taihe chicken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o be specific, one is the Taihe silky chicken characterized by white silky fur, black bones and meat,

green ears, red crown, and five claws with medicinal value, which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other variety of Taihe

chicken characterized by yellow ears and red fur. The Taihe silky chicken is sweet and pungent in flavor and heat in nature,

and compared with other black-bone chickens, Taihe silky chicken is warm and heat in terms of medicinal properties, and

superior in tonifying. In Taihe and Jishui counties of Jiangxi, old Taihe silky chicken is believed to be effective in treating

acne and pus. Taihe silk chicken-containing preparations include Wuji Pills, Baifeng Pills, and Xunshun Pills, as well as Wuji

Baifeng Pills used in modern gyn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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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乌鸡原产于江西省泰和县，有着悠久的饲

养历史。明清时期，本草、方书等医药典籍及江西

各地县志多记载其药用价值，认为泰和乌鸡质量优

于其他乌骨鸡，为温补之佳品。明清诗词、笔记中

亦可见对泰和乌鸡的赞誉。现代，泰和乌鸡在我国

家禽产业中同样体现出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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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县现有泰和乌鸡养殖、加工、电商等企业 110余
家，以泰和乌鸡为原料的产品有 8大系列 130多个品

种，其中乌鸡酒、白凤衍宗酒、复方口服液等 20多
个主导产品获国优、部优、省优称号[1]。截至 2016
年，全县泰和乌鸡企业产值高达 6. 5亿元[2]。泰和乌

鸡集药用、滋补、观赏于一体，是药食两用的珍贵

禽类种质资源，有进一步开发的潜力，有必要对其

名称、产地、品种特点、性味功效、方剂、质量等

进行考证，为现代泰和乌鸡产业发展提供文献支撑。

1 历史沿革

泰和鸡又称武山鸡、羊毛鸡、绒毛鸡、白丝毛

鸡、白凤凰等，原产于江西省泰和县。泰和县在古

代又称太和县、太和州，隋代开皇十一年 （公元

591年） 改西昌县置，属吉州，治所在今江西泰和

县西三里，大业八年（公元 612年）移治今江西泰

和县西六里。唐代武德八年（公元 625年）改太和

县，贞元三年（公元 787年）移治今泰和县。至元

代，元贞初年升太和州。明代洪武初复改称泰和县。

1926年直属江西省，地理范围与今江西省泰和

县同[3]。

关于泰和乌鸡的最早起源时间，现代说法不一，

如《庐陵文化博览》 [4]、《吉安揽胜》 [5]中记载有 500
年的饲养历史、李玉祥[6]考证为 1300年、李瑞成等[7]

考证为 2000余年。考证现存史料，泰和乌鸡的记载

多见于明清时期的本草古籍、方书、医籍、地方志、

诗集等。清代同治年间《泰和县志·卷三十》称引

《唐志·物产书》记载：“和气所生也，故名泰和邑。

有酒名太和酒，鸡名太和鸡。又民多寿，考皆和气

之为也”[8]。但考《旧唐书》《新唐书》及其他唐代

史料均未见相关记载。又据清代同治年间《涂氏族

谱》记载：“汪溪属邑之千秋乡五十八都，距县治二

十里，武山西岩麓下……地产红冠、绿耳、白毛、

乌骨之鸡……《通志》所载泰和鸡即此，吾涂氏盛

唐时辟居之”[9]。上述 2条史料，前一条称唐代文献

中有“太和鸡”的记载，后一条称泰和乌鸡的原产

地江西泰和县武山西岩麓下汪陂村始建于唐代，据

此推测，泰和乌鸡的养殖历史最早或起源于唐代，

在明清时期已颇有盛名。

2 名称及种质特点

泰和鸡原产于泰和县武山山麓，多称武山鸡，又

据其外貌特征称羊毛鸡、白丝毛鸡、绒毛鸡、白凤

凰等。清代同治年间，《泰和县志·卷二》记载：“而

武山鸡为尤著，以乌骨、绿耳、红冠、五爪、羊毛、

白色为佳”[8]；嘉靖年间，《江西通志·卷二十四》

记载：“武山，在泰和县西三十里，一名新山”[10]；

《涂氏族谱》记载：“汪溪属邑之千秋乡五十八都，

距县治二十里，武山西岩麓下……地产红冠、绿耳、

白毛、乌骨之鸡，乡人称为羊毛鸡，性最补益，巨

家显宦多求购之。《通志》所载泰和鸡即此”[9]；清

代医家邹存淦《外治寿世方》记载：“又用白丝毛鸡

（乌骨、绿耳，又名绒毛鸡，又名白凤凰，多出江西

泰和县）”[11]。可知，泰和鸡为产自泰和县武山山

麓，具有乌骨、绿耳、红冠、五爪、羊毛/丝毛/绒

毛、白色外观特点的家鸡品种。

值得注意的是，古籍所载泰和鸡至少存在 2种
不同的品种，除上述白毛乌骨鸡外，另有一种红毛、

黄耳者。《泰和县志·卷二》记载：“而武山鸡为尤

著……《豫章书》及《通志》则云毛红，语稍异”[8]；

光绪年间，《吉安府志·卷一》亦有类似记载：“泰和

鸡……《豫章书》及《通志》则云毛红，语稍异”[12]，

《江西通志·卷四十九》记载：“鸡泰和出，脚矮、

毛红，与他鸡殊，以年久者为佳”[10]；清代，《鸟

谱》记载：“泰和鸡，黑睛、红晕、红颊、牙色嘴、

小头、黄耳……项背毛皆赤色……腹下有赭黄斑，

长黑尾，尾根间白……出江西泰和县”[13]。可见，

《豫章书》《江西通志》《鸟谱》所载泰和鸡与《泰和

县志》《吉安府志》所载并非同一品种。具有“乌

骨、绿耳、红冠、五爪、羊毛、白色”特点者，与

现代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泰和乌鸡”外观特征相符，

为古今药用乌骨鸡品种；另一种“脚矮、毛红、黑

睛、红晕、红颊、牙色嘴、小头、黄耳”者，据其

外观特征推断，或为现代江西万载县产康乐鸡或江

西崇仁县产崇仁麻鸡等地方鸡种[14]。

总之，古代药用泰和乌鸡应符合如下特点：其

一为产地特征，即产于江西省泰和县武山山麓；其

二为外貌特征，即具有乌骨、绿耳、红冠、五爪、

羽毛为白色羊毛/丝毛/绒毛状的外观特点。对比现代

国家地理产品规定，泰和乌鸡为在地理标志保护范

围内 （江西省泰和县），具有丝羽、缨头 （凤头）、

复冠（桑葚冠）、绿耳、胡须、毛脚、五爪、乌皮、

乌肉、乌骨十大外貌特征的丝羽乌骨鸡[15]。可见，

古今对泰和乌鸡的定义基本相符，为雉科动物乌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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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Gallus gallus domesticus Brisson。

3 功效特点

泰和乌鸡的功效特点在明清时期的本草、方

书中多有述及。通过梳理泰和乌鸡的性味功效及

临床应用并与其他种类乌骨鸡进行对比，可以为

泰和乌鸡的药用价值提供参考。

3. 1 药性偏温

泰和乌鸡的性味首载于《本草纲目·卷四十八》

“泰和老鸡”条，李时珍[16]称“甘、辛，热，无毒”，

明代，医家穆世锡[17] 《食物辑要》记载“泰和鸡”

同样称“味甘、辛，性热，无毒”。与其他乌骨鸡的

记载进行对比，如明代李中梓[18] 《药性解·卷六》

乌骨毛鸡“味甘、性微温，有小毒”、清代郭佩兰[19]

《本草汇·卷一七》乌骨鸡“味甘、咸，平”、清代

汪昂[20] 《本草备要·卷四》乌骨鸡“甘、平”。可

见，泰和乌鸡同其他乌骨鸡相比，药性更偏于温热。

3. 2 功效偏补

古代医家多称泰和乌鸡温补之功较强，可用

于治疗小儿痘疮、寒证、虚证等。《本草纲目·卷四

十八》称泰和老鸡能“内托小儿痘疮”[16]，并载江

西当地习俗“江西泰和、吉水诸县，俗传老鸡能发

痘疮，家家畜之，近则五六年，远则一二十年。待

痘疮发时，以五味煮烂，与儿食之，甚则加胡椒及

桂、附之属。此亦陈文中治痘用木香、异功散之

意，取其能助湿热发脓也。风土有宜不宜，不可以

为法”[16]。考《江西通志·卷四十九》，确有泰和老

鸡用于治疗痘证之说，“鸡泰和出……人家有畜至十

年者，能治虚证、阴证、痘证”[10]。后世医家多引

《本草纲目》 此说，如明代医家穆世锡 《食物辑

要》记载：“泰和鸡，味甘、辛，性热，无毒。补益

人。以五味煮与出痘者食，内托发脓，一二十年鸡

尤效”[17]；清代，赵其光[21] 《本草求原·卷一九》

记载：“泰和老鸡托痘疮。寒甚，加胡椒、桂、附”；

李熙和[22] 《医经允中》记载：“泰和老鸡，甘、辛，

热，无毒。主托小儿痘疮，当论风土，不可概用”。

除托痘外，泰和乌鸡亦可用于寒证、虚证的治

疗，如《泰和县志·卷二》引明代《豫章书》记载：

“凡伤寒头痛发热鼻塞或流清涕，初起时用豆豉煎汤

不用盐，止加葱姜少许，汗出即愈。若虚极、寒极

之症，加姜、盐和武山鸡煎汤，服之即愈”[8]，指出

虚寒之人应在前药基础上另加泰和鸡同煎，借助泰

和鸡温补之性以达驱寒之功。

此外，亦有记载以泰和活鸡治疗惊风痛痹之

证。例如，《外治寿世方》记载：“又方慢惊风亦可

治，用白丝毛鸡（乌骨绿耳，又名绒毛鸡，又名白

凤凰，多出江西泰和县）。以鸡尾粪门向小儿肚脐

上。无风鸡则远去，有风鸡必贴紧，吸拔风毒，少

时即愈。神效之至。愈后，须用麻油灌入鸡口，以

解其毒”[11]；张璐[23]250《本经逢原》记载：“诸鸡中

惟乌骨白丝毛者最良……今人治贼风痛痹，专取五

爪乌骨雄鸡，置病人痛处任其鸣啄，少顷其痛自止。

鸡之五爪者有毒，此专取其毒以引其毒外泄也”。不

过，以上治法缺乏科学依据，现已不见用于临床。

4 品质评价

古代医家多认为，符合泰和乌鸡白丝毛、乌骨、

乌肉、翠耳等特点的乌骨鸡质量更佳。明代，医家

李中梓[24] 《医宗必读·本草征要》记载：“鸡为阳

禽，属木应风，在卦为巽，其色有丹、白、黄、乌

之异，总不如白毛、乌骨、翠耳、金胸，为最上乘

也”，刘文泰[25] 《本草品汇精要》记载：“今惟乌骨、

金睛、翠耳者为世所贵，入药尤良”；清代，汪绂[26]

《医林纂要探源·卷三》记载：“有白丝毛而黑透骨

肉者，尤良”，黄宫绣[27] 《本草求真·卷一》记载：

“诸鸡惟乌骨、乌肉、白毛最良”，张璐[23]250《本经逢

原·卷四》记载：“诸鸡中惟乌骨白丝毛者最良”，

汪昂[20]《本草备要·卷四》记载：“骨肉俱黑者良”。

此外，笔记小说、诗词中亦有对泰和乌鸡的称

赞，如明代方以智[28] 《物理小识·卷十》称泰和乌

鸡补益之功更胜，“乌骨鸡，舌黑者骨黑则肉黑，泰

和低脚者补”，汤显祖[29] 《玉茗堂全集·诗集卷十

五》记载：“龙生六十看人间，两足虽残发未斑，独

恨泰和好鸡酒，临皋生欲去平蛮”；清代，姚颐更有

诗云：“名鸡来自家江南，虎鼻峰北岩穹嵁……兹物

土人颇珍惜，补中妙用本草谙。每和参苓籍调剂，

不肯庖俎供肥甘。雪毛如柳丝毵毵，骨乌耳绿朱冠

篸……往时有客慕名种，雕笼饲养如桑蚕”[30]，阐

明泰和乌鸡品种之名贵。

总之，古籍所述优质乌骨鸡，应至少具备如下

3种特征：乌骨、乌肉、白丝毛，如能同时满足翠

耳、朱冠的特点，则质量为最。对照现代泰和乌鸡

外观特征，有全身皮肤乌黑、骨质及骨髓为浅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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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为黑色及浅黑色、全身为白色丝绒状羽、耳叶呈

孔雀绿或湖蓝色等[15]。可见，现代泰和乌鸡满足古

人对优质乌骨鸡的质量评价。

5 含泰和乌鸡的方剂

古代成方、成药中，虽未见有指明以泰和乌鸡

入药者，但某些妇科方剂注明以白羽乌骨鸡入药，

如乌鸡丸、白凤丹、巽顺丸等。明代医家龚廷贤

《寿世保元》载乌鸡丸、白凤丹二方，乌鸡丸方“用

白毛乌肉膳鸡一只，不问三五年者俱好”[31]410，以海

金沙、侧柏叶、香附等药末装入鸡肚中以酒煮干，

取煮好鸡肉及药末制成丸剂，用于治疗妇人身体虚

败、经水淋漓、四肢困倦之证；另载白凤丹，以

“白毛乌肉鸡一只”[31]423，并人参、川芎、当归等药

同煮烂后制成丸剂，治疗妇人赤白带下。张景岳[32]

《景岳全书·卷六十一》亦记载 4种乌鸡丸，分别用

“乌骨白毛公鸡一只”“乌骨鸡一只”“丝毛乌骨白公

鸡一只”“乌骨白鸡一只”，治妇人羸弱、血虚有热、

血气虚劳、赤白带下、经水不调、崩漏带下、骨蒸

不能成胎等证。现代妇科常用乌鸡白凤丸成药即由

乌鸡丸、白凤丹发展而来[33]。再如张璐[34] 《张氏医

通·卷十三》载巽顺丸，以“乌骨白丝毛鸡一只”，

鸡腹中填入乌贼骨、鲍鱼等药，煮干捣碎成丸，以

治疗治妇人倒经、血溢于上，以及男子咳嗽吐血。

张璐[23]251《本经逢原》记载：“泰和老鸡……近世治

产后虚羸寒热，亦取用之，以其能助肝经生气也”，

认为泰和乌鸡能助肝经气，因此用于治疗产后诸病

效果佳。

6 讨论

综上所述，泰和乌鸡原产于江西泰和县武山山

麓，养殖应用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在明清时

期已颇负盛名。其又称武山鸡、羊毛鸡、绒毛鸡、

白丝毛鸡、白凤凰等，为产于江西省泰和县武山山

麓，具有乌骨、绿耳、红冠、五爪、白色丝羽等特

征的地方鸡种。该品种为古今药用乌骨鸡品种，当

与古籍所载另一种红毛泰和鸡进行区别。

古人认为泰和乌鸡的药用、食用价值皆优于其

他品种的乌骨鸡，其味甘、辛，性热，药性较其他

品种乌骨鸡更偏于温热，温补效用更胜，多用于痘

证、阴证、虚证及某些妇科病证的治疗，中国北京

同仁堂（集团）有限公司所产乌鸡白凤丸即以泰和

乌鸡为主要原料。

目前，泰和乌鸡已成为江西泰和县的重要产业，

但存在品种保护意识不强、外地养殖冲击较大等问

题[35]。对泰和乌鸡的品种保护、食药用价值的进一

步开发和品牌影响力提升，都可以从史料入手。对

泰和乌鸡的本草考证可以确定其种质资源，有助于

保护其地理标志，在本草学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质量

评价研究；对其食用、药用价值的史料挖掘，可供

进一步开发现代养生药膳及成方、成药，有助于推

进泰和乌鸡产品的精深加工；对其文化价值的挖掘，

可以从历代名诗、名著等中挖掘泰和乌鸡的记载，

进一步打造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品牌故事，打造武

山泰和乌鸡的历史文化旅游产业链，提升泰和乌鸡

品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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