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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等古籍的 "五谷 #概念中有
"麻$无%稻$的原因&

那么 '当时大多数的北方
人吃什么 ( 北京东胡林遗址
)距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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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河北
南庄头遗址 )距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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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等考古发掘证明'小
米 )粟 +是当时最重要的粮食
作物 '其领先地位维持了数千
年 ' 留下了深厚的文化记忆 &

弃 '是中国农业的先祖和古代
最早的农官 ' 被尧举为农师 '

被舜命为 "后稷 $& 稷即 "粟 $'

为 "百谷之长 $'亦用作粮食作
物的统称 '成为 "农业 $和 "谷
神$的象征 & 夏 ,商 ,周时期的
中国农耕文化主要是 "粟文
化 $& 西汉晁错的 .论贵粟疏 !

全面论述了 %重农贵粟 $对国
家治理的重要性 '将 %贵粟 $与
%重农 $等同 '可见粟在当时民
食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现存最
早农书 .齐民要术 !所记粟的
品种多达

&'

个 '居于麦 ,稻之
前 '为当时第一大作物 & 粟在
中国北方粮食作物中的主导
地位一直维持到了唐代 &唐初
征收赋税仍以粟为主 '小麦仍
被视为 "杂稼 $,"杂粮 $& 粟 ,

黍之外 '菽 )大豆 +一度在中国
粮食作物生产中占据十分重
要的地位 '因为它 "保岁易为 $

的特点 '从商周到秦汉 '在黄
河流域广泛种植 & .诗经 !.管
子 !等古籍常常粟菽并提 '"民
之所食 ' 大抵豆饭藿羹$)!战

国策"+& .氾胜之书 !记述 '大
豆种植约占全部农作物的十
分之四 '成为人们日常的主要
粮食&

谈到面条' 以前人们多认
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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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由意大利人发
明的' 也有人认为是阿拉伯人
发明的& 但在中国青海民和喇
家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

)"""

年前的面条& 说明中国人食用
面条远在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
之前&不过'当时的面条不是由
小麦面粉制作'而是由粟,黍之
粉制作的&

小麦虽然在
)"""

年前已
传入中国' 但起初种植并不广
泛& 当时人们像吃稻米一样食
用小麦 '称 "麦饭 $'因颗粒坚
硬'口味较差'也不便消化& 传
说在鲁班发明石磨后' 麦由粒
食变为 "面食 $'随着汉代以后
石磨的推广' 小麦的种植面积
日渐扩大' 进而推广到南方地
区& 中唐以后'粟麦轮作推广'

小麦逐渐取得了与粟并驾齐驱
的地位'其标志为'唐德宗建中
元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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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的 "两税法 $已
明确将麦作为赋税征收的对
象&到了宋代'虽然中国主粮仍
为粟,麦,稻' 但相对地位发生
了重大变化' 北方小麦生产消
费已远超小米&

隋
唐以前中国粮食生产
一般是北粟 )麦 +南

稻 '全国的经济重心一直在北
方 )西京 ,东京 +& 中国农业之
所以逐渐走上以农耕为主的
道路 ' 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可
以供养更多的人口 '应对人地
矛盾的压力&小米虽然好吃,耐
旱'但产量较低'亩产不过百十
来斤&水稻亩产则高得多)三四
百斤+'加之南方气候水土可多
熟种植'可以供养的人口就多
得多&

中国是世界稻作起源地 '

然而'晋代以前'中国南方一直
地广人稀&魏晋南北朝时期'北
方兵燹连年'大量北人南迁'尤
其是唐安史之乱以后' 中国经
济重心逐渐南移& 此时稻米不
仅为南方主食' 也供养北方的
城市和军队&古时虽有邗沟'但
并未通接南北&但到隋朝'京杭
大运河正式贯通& 如果说春秋
时期吴王夫差开凿邗沟主要出
于军事目的' 那么隋朝贯通大
运河则更多基于经济和政治的
考虑& 有了这条畅通南北的运
河'漕运经济兴起'南粮北运成
为常态& 据 .宋史0食货志!记
载' 北宋官方漕运粮食每年约
'""

万石 & 到北宋元丰三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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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人口达
$'""

余
万'已占到全国总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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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经济和社会格局发生根本
性改变&

这一重要变化与南方稻作
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

从"饭稻羹鱼 $到 "鱼米之乡 $'

虽然生产, 生活方式看似没什
么变化' 但南方稻作经济在国
家经济和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发
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苏湖熟'

天下足 $到 "湖广熟 '天下足 $'

反映了南方稻作经济日渐扩展
的发展趋势&唐韩愈就称"赋出
天下'江南居十九$& .天工开
物!也记载 '明末粮食供给 '大
米约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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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学上著名的 "胡焕庸
线$ 是东北黑龙江瑷珲至云南
腾冲的一条线' 此线东南半壁
占中国国土面积的

+'*

' 而人
口占

#'*

1 西北半壁占国土面
积的

')*

'而人口只占
)*

& 这
一条线实际也是中国稻作生产
线' 可知稻米生产与中国人口
变化的密切关系&

因
为中国古代以小农经
济为特色'因此很多人

常常想当然地认为' 中国农民
不思进取'自我封闭& 这实际
上是以今天的标准看待既往的
世界& 我们今天吃的西瓜不是
来自西方'而是原产非洲1南瓜
也非来自南方'而是原产美洲1

辣椒成为四川, 湖南人的美食
只是最近几百年的事&中国"三
大粮食作物$中有两种)小麦和
玉米+ 来自域外'"五大油料作

物$中有三种)花生,芝麻,向日
葵+来自域外&诸多历史事实表
明' 中华农业文明是一个多元
交汇的文明' 中国农民不仅乐
于接受新事物' 而且善于改良
和创新&

中外农业交流大多通过陆
上和海上 "丝绸之路 $进行 '大
体可分为

+,)

个高峰& 秦汉和
魏晋时期' 中外农业交流大多
经由陆上 "丝绸之路 $'自西北
引进的居多' 因此异域作物多
冠以"胡$字 '如胡服 ,胡琴 ,胡
椒,胡麻)芝麻+,胡荽,胡瓜)黄
瓜+,胡豆)蚕豆,豌豆+'当然也
有葡萄,苜蓿,石榴等& 南北朝
和隋唐时期引进作物则多用
"海$字'如海棠,海枣,海芋,海
桐花等& 宋元明时期则多冠以
"番$字'如番薯 ,番豆 )花生 +,

番茄 ,番椒 ,西番菊 )向日葵 +

等 & 清代从海路传入的多用
"洋$字前缀 '如洋芋 ,洋葱 ,洋
白菜,洋槐,洋姜'等等&

与秦汉,隋唐和宋元不同'

明清时期传入的作物中除瓜
果 ,蔬菜外还有玉米 ,番薯 ,马
铃薯等重要粮食作物& 由于它
们高产 ,耐瘠 ,耐寒 '一些边远
苦寒山区和边际土地得以开发
利用' 扩展了中国农业生产的
地域空间和时间配置' 促进了
农业的快速发展&如番薯'适应
性强'无地不宜'"一亩数十石'

胜种谷二十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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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 '

江南水患' 五谷不收' 饥民流
离 & 徐光启从福建引番薯在
上海,江苏推广'起到了很好的
救荒作用& 民国时期'美洲作
物的产量差不多占据了中国粮
食总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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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西南等
地区则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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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口在西汉时期已接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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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然而'此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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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 '起起伏伏 '升升降降 '到
明初人口仍然 只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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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万& 从明朝中期开始'人口开
始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快速而
稳定的增长' 到清末已超过

)

亿& 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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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仍然是

世界最大经济体' 中国的
-./

约 占 世 界 总 量 的 三 分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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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叶以前'中
国没有现代科技' 也没有现代
工业' 中国经济主体仍然是农
业&那么'是什么支撑了中国的
经济规模和农业增长呢( 应该
说' 多熟种植等传统集约农业
措施及高产美洲作物的引种推
广是这一时期中国农业和人口
增长的重要因素&

从
历史回顾可以看出 '

所谓天皇 ,地皇 ,人皇
的"三皇$传说实际上在某种意义
上反映了中国饮食文化起源三个
阶段'中国食物历史变迁大体形
成了这样一些历史脉络' 经历
了从茹毛饮血)生食

,

熟食'燧人
氏+,播种百谷)采集渔猎

,

农耕'

伏羲,神农+ ,五谷六畜)农牧并
举+,南稻北麦)农主牧辅+'到今
天农牧并进的历史进程&

从中国食物变迁的历史可
以看出这样一些特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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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
充足而稳定的食物来源是人们
生存的第一要务 )农牧业的发
明1粟,麦,稻相对地位的变化1

%以粮为纲 $的基本国策 1杂交
水稻的发展以及每年中央的一
号文件 +1

(

,作物种类 ,空间和
时间的差异配置较好地抵御了
毁灭性自然灾害' 让中华民族
拥有更强的承受力' 文明得以
长期延续 )稻麦生产体系的互
补1玉米 ,红薯 ,马铃薯的救饥
和救荒作用+1

+

, 以吃得更营
养,更丰富作为发展动力 )粟 ,

麦 , 玉米相对地位的变化 '

("!"

年玉米已经取代稻作和
小麦成为中国第一大作物' 但
%"*

用于畜牧和家禽饲料+'从
%以粮为纲 $到农牧并举 )牧业
产值由

!#$(

年的
!!*

提升至
("!$

年的
)&*

+' 从 %丰产高
产$到 %优质高效 $'从 %工业农
业 $ 到 %有机农业 $,%生态农
业 $1

)

,南北交流 ,汉少融合 ,

东西交汇是丰富中国食物原料
重要推力 )南方农业与北方农

业的交融1 汉民族农业与少数
民族农业交融1 中国农业与国
外农业的交融+3

中国食物原料种类经历了
一个由多到少' 继而由少渐多
的发展过程& 农耕畜牧的发明
以及现代石油农业规模生产 '

使得人类逐渐减少对自然的依
赖' 越来越专注于少数农产品
的生产&另一方面'中外农业交
流及经济全球化进程又不断丰
富人们的食物选择&

因为现代农业科技的发
展' 我们拥有了更高的农业生
产能力 )

!"#$

年中国粮食单产
$%&'()*+,

较
#-$.

年增长了
$

倍+1 有了更多的食物选择'但
人类需要在规模效益和食品安
全及生态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
寻求平衡&

目前中国食物供给面临多
方面的挑战2

!

, 因经济全球化
引发的竞争' 中国主要农产品
价格远高于国际市场' 中国农
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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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中国大豆仍占世界总产的
#"*

' 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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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 中国
由大豆出口国变为大豆进口
国 & 目前中国每年进口大豆
%""",&"""

万吨 ' 占中国粮食
总进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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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

,农业生
产环境遭遇多重污染 )重金属
污染耕地

("""

万公顷'占耕地
面积

!1'

1农业已超过工业成为
最大面源污染源+&

+

,食物安全
面临的多重风险

2

化肥 ,农药 ,

管理等
3

& 中国耕地只占世界耕
地的

&*

' 然而' 中国化肥,农
药的使用量却占世界总量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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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其有效利用
率不到

+"*

& 中国农药年均使
用量

!+"

万吨' 是世界平均水
平的

(0$

倍' 但仅有
"0!*

作用
于目标病虫'

##0#*

的农药进入
生态系统' 造成大量土壤重金
属,激素的有机污染&人们经常
感叹'为何与儿时相比'现在果
不那么香,瓜不那么甜,菜没有
了过去的味道了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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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东北黑土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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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目
前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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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 形成
!

厘
米黑土需要

)""

年' 形成
!

米
需要

)

万年& 作物生产环境的
退化令人担忧&

中国食物的历史变迁告诉
我们'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不
能脱离自然而生存& 竭泽而渔
的生产方式不可持续& 成书于
两千年前的 .吕氏春秋! 就指
出
4

%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
地也'养之者天也& $ 农业发展
离不开天,地,人的共同作用&

要保障食物安全' 必须 %道法
自然$& 正如中国古代农圣贾
思勰所言2%顺天时'量地力'用
力少' 成功多& 任情反道' 则
劳而无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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