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












目　　录

中华泥土：我们的母亲 １…………………………………

中国的“菜园子”建设 ３……………………………………

观光农业 ５…………………………………………………

我国当代农作物引种知多少 ６……………………………

品种资源的保存 ７…………………………………………

胡·海·番·洋考 ９………………………………………

我国稀贵名稻米 １０………………………………………

中国稻作文化的起源及传播之谜 １２……………………

甘薯是否是舶来品 １５……………………………………

说荠菜 １７…………………………………………………

闲话大白菜 １９……………………………………………

人参的别名 ２１……………………………………………

香菇探源 ２３………………………………………………

银耳小史 ２５………………………………………………

１



◇












花椒小话 ２７………………………………………………

草名趣录 ２９………………………………………………

芦苇的功罪 ３１……………………………………………

各种瓜名的来历 ３３………………………………………

我国五大防护林体系 ３５…………………………………

植物十二生肖趣谈 ３７……………………………………

古今植树趣闻 ３９…………………………………………

历史名人与植树 ４２………………………………………

树种引进小史 ４５…………………………………………

我国的特种经济树木 ４７…………………………………

中国树木之最 ４９…………………………………………

金秋话橘 ５１………………………………………………

桔逾淮北不为枳 ５２………………………………………

杨梅趣话 ５４………………………………………………

槟榔趣闻 ５７………………………………………………

板栗小话 ５９………………………………………………

红枣小话 ６３………………………………………………

天下银杏第一树 ６５………………………………………

柏树小话 ６７………………………………………………

神奇的五谷树 ６９…………………………………………

三代同堂的古樟 ７１………………………………………

“夫妻合欢”长寿树 ７３……………………………………

２



◇












何仙姑的“绿色腰带” ７５…………………………………

古树奇闻 ７７………………………………………………

竹林：中国的“第二森林” ７９………………………………

中国的竹文化 ８１…………………………………………

我国的竹类资源及竹类研究 ８３…………………………

多姿的竹子 ８５……………………………………………

花名趣谈 ８７………………………………………………

唐代花卉欣赏热 ８９………………………………………

咏菊诗拾零 ９１……………………………………………

花名中的“兰” ９３…………………………………………

兰花的鉴赏 ９４……………………………………………

牡丹与牡丹诗 ９６…………………………………………

现存我国五大古梅 ９８……………………………………

梅癖趣话 ９９………………………………………………

桂花品谈 １０１………………………………………………

山茶趣话 １０５………………………………………………

茉莉漫话 １０８………………………………………………

琼花简史 １１０………………………………………………

“仙人掌”小考 １１２…………………………………………

漫谈插花艺术 １１４…………………………………………

我国的珍贵稀有动物 １１７…………………………………

马名杂谈 １１８………………………………………………

３



◇












中国三大名马 １２０…………………………………………

命运之马 １２２………………………………………………

春牛小话 １２４………………………………………………

羊在民间艺术中 １２７………………………………………

中国种猪走红世界 １３０……………………………………

中国的世界珍稀名犬 １３２…………………………………

中国家兔起源之谜 １３５……………………………………

家猫趣话 １３７………………………………………………

大象小话 １４０………………………………………………

老鼠何时称“耗子” １４２……………………………………

益鸟燕子赋趣 １４３…………………………………………

养蚕·咏蚕 １４６……………………………………………

蟋蟀异名拾趣 １４９…………………………………………

蚂蟥趣谈 １５１………………………………………………

鲤鱼趣谈 １５３………………………………………………

宁夏鸽子鱼 １５５……………………………………………

墨鱼为何称“乌贼” １５６……………………………………

金鱼：游动的花朵 １５８……………………………………

世界珍宝中华鲟 １６０………………………………………

西藏“梦鱼” １６４……………………………………………

世界农林牧渔资源分布 １６６………………………………

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书书

◇












中华泥土：我们的母亲

中华文明是与农业离不开的，说到底是泥土的文明。在

历史上，如同稀世珍宝一样，千里迢迢送往朝廷的贡品，就有

普通的泥土，名叫“五色土”。

《汉书·郊祀志》有这样的记载：“徐州牧岁贡五色土一

斗。”追溯更早，《尚书·禹贡》也说：徐州“厥贡惟五色土”。查

阅《同治·徐州府志》，记述甚为具体，“彭城（令徐州）北，赭土

山产五色土，贡自夏禹，汉元始五年，唐开元至宋，皆令入贡”。

赭土山，即徐州西北郊夹河乡的楚王山。进贡的五色土，是专

供天子祭祀用的。每年春社之日（春分前后），皇帝总要亲自

率领文武百官，捧着盛有五色土的祭盘，登坛跪拜，祈求土地

神和谷神保佑农事顺利，五谷丰登。这种仪式，一直延续至清

代。古时候，每当诸侯受封的典礼，天子还要按照封地的方

位，赐予一种色土，表示授给统治一方的权力。社稷坛以五种

色土构成一体，因而就是祖国领土统一的象征。难怪，“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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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自古作为“国家”的同义词。要把分布极广的各色土壤集

中一起，是很不容易的。难得的是徐州赭土山一地，就有五种

色土，于是便被历代定为贡品。

泥土蕴涵着伟大寓于平凡的道理：倘若没有这泥土代表

的大地，没有这大地所哺育的炎黄子孙，哪有我中华民族的灿

烂文化？抑或，这社稷坛并不神秘，它令人觉得历代帝王皆属

无能之辈。其实，真正的伟大无须祭祀，而今我们不再祭祀

了，土地却奉献出更多的收成。

金与土，常被用来比喻贵贱的两极。当指责挥霍钱财者，

便说是“挥金如土”。是的，平凡莫过于泥土，但珍贵也莫过于

泥土，“挥金如土”反过来读，其喻义正是对土地资源的确切比

方：“惜土如金。”尤其每当抗御外侮的时候，领土具有主权的

意义。为捍卫每一寸土地，人民是不惜付出鲜血和生命代价

的，实在是“土贵于金”。广州湾赤坎西山，有一座“寸金桥”。

它与“三元里”齐名，都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

略的见证。为纪念民族英雄的丰功伟绩，在寸金桥公园高大

的雕像的基座上，刻有郭沫若题书的“一寸河山一寸金”七个

大字。孕育五谷的泥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泥土一样的厚实

正是中华民族的性格，泥土正是中华民族的形象，泥土是我们

民族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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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菜园子”建设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以来，中国各地蔬菜、副食品市场普遍

呈现出“多、新、鲜、活、好”的特点。据统计，１９９１年全国人均

肉类占有量达２５．３公斤，蛋类７．２公斤、奶类４．４公斤，分别

是１９７８年人均占有量的２．８倍、３倍和４．４倍。中国的蛋肉

总产量已先后跃居世界首位，水产品也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

年产超千万吨的国家。

亿万城乡居民从沉甸甸的菜篮子中，感受到了改革开放

带来的巨大实惠，也看到了中国“菜园子”建设的勃勃生机。

近十年来，全国共发展起各类畜禽饲养专业户１７６万户。

这些专业户的“养殖能手”同全国农民一道，将中国畜牧业占

农业产值的比重由１９８５年的１５％提高到１９９０年的２３％。

全国的蔬菜种植面积和水产品养殖面积，也分别由１９８０年的

不足３３３万公顷和３００万公顷，发展到９０年代初的６６７万公

顷和４４７万公顷。

城里人菜篮子开始追求花样多、品种全、质量好。过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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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大白菜，每年播种面积都在６７万公顷

左右，近几年已开始逐步压缩，减至６０万公顷。山东、河南、

河北等地农民在调减后的土地上，普遍种上了萝卜、大葱、芹

菜、油菜、菜花等。北京郊区农民看准了居住京城的不同国

家、不同民族消费者的“胃口”，引进了中国南方菜、外国菜。

据不完全统计，现在京郊生产的蔬菜品种已超过１５０种。据

国家统计局调查，目前全国大中城市“细菜”占蔬菜产量的比

重由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的４０％提高到６０％左右，上市菜的

可食率也由过去的７０％提高到９０％以上。

过去，中国的菜、肉、蛋、禽生产淡旺季十分明确。近几

年，农民们针对城里人冬天也希望吃到鲜活品的需要，开始向

千百年来“冬眠”惯了的土地索要果实。通过推广塑料棚室栽

培技术，建造越冬鱼池、工厂化养畜（禽）等手段，给冬春市场

带来了绿色和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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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农业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

对游览观光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从繁华喧闹的都市回到大

自然的怀抱，享受田园生活，于是开辟了观光农园。

所谓观光农业即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与观光游憩相结合

的资源利用形式，强调农业生产与游憩活动相结合，是农业经

营的一种新型态，带有第三产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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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代农作物引种知多少

农作物引种就是向世界各地征集农作物优良品种及其他

珍贵种质资源的活动。世界栽培植物共有１２００多种，目前我

国栽培的大约有４００种，其中原产我国的约２００种，也就是说

我国的栽培植物中，大约一半是引进的，而且还有许许多多种

类有待引进。没有历史上的国外引种活动，不要说我们今天

的食物、用品、药品、工业原料等等要受到极大的限制，就连玉

米、甘薯、黄瓜、西红柿也吃不上，因为它们都是从国外引

进的。

我国国外农作物引种活动历史悠久，据粗略统计，从

１９７１年—１９８９年的１９年间，从世界９０多个国家、地区和国

际农业科研组织引进农作物种质资源１０万多份，向４０多个

国家、地区和国防组织提供交流的种质资源２万多份。

引进的水稻品种，直接在生产上推广使用面积在百万亩

以上的就有１０多个。推广面积量大的籼型杂交水稻组合汕

优６３，１９８９年推广近８０００万亩。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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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资源的保存

保存品种资源是为了提供育种工作的方便，绝不是单纯

地为保存而保存，光保存不使用，那就失去了保存品种资源的

意义。

一个原种种群存在着一个基因库，库里的基因分散地存

在于群体内的各个个体中，包含有许多控制和影响该群体各

种优良性状的基因。保存就要达到基因一个也不丢失，为此

保留足够数量的个体是必要的，数量少了，这个基因库就不容

易保存好。因为近交系数与繁殖群体的大小成反比，繁殖群

体越大，近交系数随世代上升的速度越慢，对保种越有利。但

由于经济和管理上的原因，不可能保存非常多的亲体。那么，

为了保种，该有多少数目的群体才算合适呢？这里情况比较

复杂，必须考虑各种制约因素，不能一概而论。据报道，在匈

牙利，鲤鱼占其养鱼产量的６０％以上。为了保护鲤鱼的种质

资源，该国建立了鲤鱼种质资源库，含有１３个匈牙利品系和

１２个欧洲品系。每个品系的群体大小维持在５０尾（２５尾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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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尾雄）。我国鲤科鱼类繁育群体的大小宜保持在５００尾以

上（雌雄各半）。这样，一代随机交配的近交系数可不超过

０．１％。

▲池中的鲤鱼
目前我国几种主要养殖鱼类不同地方品种、品系或种群

的保存问题已相当突出，需要建立原种场（基因库）专门进行

保种工作。保种方法有室内建池养殖保种和室外专池养殖保

种等。这是在个体水平上的保存方法。另外，采用性细胞或

胚胎冷冻保存（精子库、卵子库或胚胎库）和纯系细胞株的保

存（细胞库）等也都是值得很好研究的种质资源保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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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海·番·洋考

著名农学家石声汉先生，曾对名称中冠有“胡”、“海”、

“番”、“洋”等字的植物的来龙去脉作过分析，得出了带有规律

性的结论：

凡是名称前冠以“胡”字的植物，如胡荽、胡桃，为两汉、两

晋时由西北引入；

凡是冠以“海”字的植物，如海棠、海枣等，为南北朝后由

海外引入；冠以“番”字的植物，如番茄、番椒、番薯等，为南宋

至元明时由“番舶”引入；冠以“洋”字的植物，如洋葱、洋芋、洋

姜等，为清代引入。

石声汉的推论是颇有说服力，例如他说胡萝卜“是元代才

从中亚输入的”，根据石本人的推论，胡萝卜不当称作“胡萝

卜”，而当称作“番萝卜”才对。聂凤乔《蔬菜斋随笔》，对胡萝

卜的来历，间接作了考证，确认胡萝卜是汉代由“丝绸之路”传

入的，这就再次证实石声汉对植物中的“胡”、“海”、“番”、“洋”

的推断带有普遍意义，当然也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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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稀贵名稻米

一、陕西黑米。原产于汉中地区洋县胥水河畔，是世界名

贵稻种，栽培历史悠久，历代作为贡品，献与皇室享用。相传，

此米于公元前１４０年发现育成。黑米外表墨黑，蛋白质比一

般大米高６．８％，脂肪比一般大米高２０％，还含有１５种氨基

酸和人体必需的赖氨酸以及多种维生素成分，有“黑珍珠”、

“世界米中之王”的美称，不但作为主食受人喜爱，而且具有良

好的医用价值。据明代李时珍有《本草纲目》中记载，黑米具

有“滋阴补肾、健脾暖肝、明目活血”之功效；长期食用黑米，或

配以红枣、枸杞等做成稀饭食之，可延年益寿；特别是老人、病

人、体弱者和小孩食用后，能起健体强身的作用，对头昏、目

眩、贫血、白发等病都有一定的疗效。

二、云南紫米。元明时期在墨江一带普遍种植。紫米表

面呈紫红色，味道鲜美，赖氨酸的含量高，比一般大米高

４０％；其蛋白质、粗纤维等营养成分也超过一般大米。其米质

细密，紫色素溶于水，熬成的粥晶莹透亮，食用对人体能起补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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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益气的作用，是一种天然的滋补佳品。

三、血糯米。产于江苏省常熟市，已有百多年的栽培历

史。它含有生物吡咯素和１３．６％的粗蛋白，营养价值极高，

曾被列入清朝“皇宫内膳御米”之一。民间向来把血糯米用作

产妇、体弱多病者的营养保健食品。１９２２年血糯米夺得全国

评选大奖。

四、八宝香米。产于云南省广南县八宝乡八宝河，这种独

特的香米仅产于河边的两个苗族寨子。八宝香米是一种珍贵

的以香味著称的稻米。它以香味浓厚、味甜、油重，颗粒粗大、

滑感强、形色美、成熟快等八大优点闻名于世，所以冠以“八

宝”的称呼。因其香味浓郁，一家煮饭，可香飘数家。八宝香

米由来已久，明清已是专供皇室享用的贡米。

五、河南香米。产于息县硬店一带，此米形似珍珠，奇香

扑鼻，当地称“香稻丸”。“香稻丸”具有滋补药用价值。古药

书记载的“三米汤”就是由香米、莲米、红枣混合煮成，可滋阴

补虚，降火生津，健脾养胃，是历代地方官献给朝廷的贡米，穷

奢极欲的慈禧太后就喜欢吃用香米煮成的稀饭，并给它取名

为“珍珠汤”，宫廷里称这种米酿制的米酒为“珍珠液”。

六、四川香米。产于德昌县，属香籼稻珍稀品种，清乾隆

年间就成为贡米。德昌香米，齐头白圆，呈半透明状，做成的

饭滋润可口，清香四溢，沁人心脾，食后口留余香，回味无穷。

就连香稻的茎叶也随风送来阵阵清香，令人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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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稻作文化的起源及传播之谜

７０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两期考古发掘，轰动了

海内外学术界，有识之士称之为“七千年前的文化宝库”。尤

其是出土时还保持大量颜色鲜好、外形完好的稻谷、稻秆、稻

叶、谷壳遗存，堪称世界考古史上的“奇迹”。参加发掘考古的

浙江中年学者林华东在《河姆渡文化初探》一书中，对河姆渡

人的稻谷栽培和亚洲稻在中国起源以及东传日本的路线进行

了严谨考证，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断。

亚洲稻在中国的起源地问题。学术界历来有华南说、黄

河下游说、长江下游说和多元说。林华东根据河姆渡出土的

稻谷，不仅论证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天时”、“地利”生态环境，

而且搜集全国出土的史前稻谷遗存９６处，运用统计学，并结

合栽培稻的直接祖本———普遍野生稻分布地域，强调河姆渡

地区的“人为”条件，进一步指出长江中、下游应是中国的亚洲

稻起源中心。

中国稻作农业是如何东传日本的？历来有华南说（闽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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