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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粮食感知中国

中国文明史虽说非常古老，但粮食的起源和种植却远远长于5000年的历史。在

中国农业发展的不同时期，五谷、六谷、九谷甚至百谷，交替成为粮食的代名词 o 唯一

不变的是粮食的价值。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夭。粮食在中国历史、文化、经济的发展中一直占据 3重要

位置。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大到政治事件、国与国的多数军事行动，都与粮食有着

或明或暗的牵连，如秦始;是统…度量衡、曹操的官渡坑降、清军入关……粮食在其中

扮演着一个隐形的、先台词的主角。

随着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兴起与发展、现代化和信息化进程的日新月异，中

国农耕文明逐渐姐变，并向着农业现代化高速前行。在经济形态不断变革的新形势

之下，粮食经济拥有的自身属性与产业链条都在发生质的变化 O

英国人拉古·帕特尔的《粮食战争》一书，让人们看到一场另类的没有硝烟的"战

争"……粮食不仅仅是一种生存资源，而且成为一种战略武器。

粮食在快速的贸易中被市场化，在高速的科技更替中被高产化、转基因化;粮食

本来是必需品，但在全球量化宽松时代，粮食的金融属性更加凸显，成为资本逐利的

投资品;粮食作为"白金"已成为新的泛货币化的价值符号，并在全球流动性泛溢的

情况下，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屡创新高……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拥有了资本，谁就

能控制整个世界，这让人不寒而栗。

对于中国这个拥有世界115人口的国家，粮食战略与安会显得尤为 3重要。杂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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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之父囊隆平曾直宫，中国的粮食安全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农业部部长韩长赋

亦再三呼吁，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虽说中国农产品自给率很高，粮食也连续7年增产，缔造了世界的奇迹，但我们

的粮食生产却依然面临着耕地短缺、基础设施不足、自然灾害增多、环境(土壤、水

质)污染加重、市场资本化与科技化赢弱的不利局面，粮食供给仍处于紧平衡状态，

品种结构和地区分布也不平衡。粮食安会仍然是一个不可掉以轻心的震大战略问

题。

对此，我们有过不堪回首的太多太沉重的记忆 o 且不说20世纪50年代末对粮食

蠢的虚报浮夸，也不提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匮乏对国人的致命威胁，近30年来，我们

有过圈地导致耕地急剧减少的教训，有过缩减种粮田积造成抛荒或"双改单"的失

误，有过无视国情以生物质燃料替代原油而造成的苦果，有过面对特大自然灾害难

以抵御的几分无奈。吨连增"之前一年一-2003年全国粮食产量跌至8614亿斤即为例

证。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时，又要树立信心，信心就像太阳

一样，充满光明和希摄 O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报家案总理再次以坚定的语气，向世

界传递出中团政府的自信和清醒。

谁知岁卒歉，实系国安危。在世界粮食危机愈演愈烈的当下，对于粮食之价值与

国情，我们理应清醒认知。

粮食如此熏耍，因此我们必须对粮食的生产者一--农民给予高度的敬重，对他

们的生存生产现状给以清醒的分析和认识，以保证他们合理的利益诉求，调动他们

生产粮食的积极性。

农民与粮食是天然不可分割的 O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的生存状况与过往不

可同日而语 O 过去，农民是"纯粹"的农民，日出而作，因落而息，…辈子被紧紧地拴在

一小块土地上;现在，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提迷，许多农民走进工厂牢间、建筑工地，成

了城市建设和工业化的一分子，更不乏买房置业者，脱离了农村户口，成了城市市民。

农村劳动力减少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农田的抛荒和农业的减产。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免除农业税，提高粮食收购

价，补贴农民种粮，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种粮

积极性，农民熏新回归久违的土地。

这期间，新生代农民悄然兴起。与祖辈显籍不同的是，他们不再满足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生活状惑，不再固守传统的种植方式，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成为新生代农

民的显著特征，"职业农民"成为他们的耀眼名片。

他们中一些人借助土地流转的机遇，成了边近闻名的种粮大户;一些人依托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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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农业和科技产品，让土地生出了"黄金一些人从粮食深加工中，破解了财富的密

码 O 他们从五谷中体验到成功的快感，并以燎原之势，带动着擦村、整乡、整县的农民

依托粮食脱贫致富，奔上小康之路。

但是，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建设的加速，农业生产又面临着…些新问题:一方面

耕地不断减少， 18亿宙耕地红线几近逾越，保障粮食生产的条件皮发可危;另一方

面是农业比较效益低，种地产粮不挣钱，成为亟待解决的农业难题。

为了解决中国的粮食供给安全问题，必须创造条件，从源头上保证粮食的生产

安全。而这一切有赖于正确处理各种矛盾，保证粮食生产的主体一一农民的合理利

益，培育知识化、职业化的农民。毕竟扎根广袤土地的知识化、职业化的农民最终将

成为缔造中国粮食安全的基石。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的粮食经济研究起步较晚，基础较为薄弱，存在着重宏观轻

微观、重生产轻流通、重开发轻保护等方面的缺陷。系统梳理中国粮油生产、流通、加

工、消费全链条，有利于人们在特定的案例中找出普遍的规律，认清客观的形势。

在几千年的农业实践中，中国粮食生产流通经历了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从刀

耕火种到现代化种植从以物易物的简单交易到现货、期货、资本综合并存的现代化

贸易，从部落内交易到国内贸易再到世界;在围内的贸易......现在粮食以及引发的粮

市、粮世、粮势都与以往千袭万别，但我们大部分人对粮食的认知还多简单地停留于

糊口品。

作为全国唯一一份粮油行业大报，{粮油市场报》自 1985年创刊以来，肩负为耕

者谋利、为食者造福的使命，秉持信息食粮、财智向导的办报理念，一直以新闻的力

量，执著耕耘于这片广袤的土地。在记录与见证粮食经济发展变革的过程中，我们越

发感到粮食形势的多变和信息的重要性，也越发感到肩上的责任之重。

谷贱伤农，贵则伤末 o "JI 你玩"、"蒜你狠"、"美休军"由农产品上涨而引发的相

关行业商品价格"水撒船高已直接地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随着气候变化、人

为炒作等因素影响的加深，刚性需求的加强，全球粮食危机的加剧，明天的不确定性

也日益加寰。粮食的价值与作用、种植与管理、流通与加工、消费与利用、开发与保

护，都需要我们重新来解读、认知。

由《粮油市场报》联合河南大学出版社策划推出的"中国粮油书系"以时代为

经，以粮食生产境况、产业发展动态、粮油企业智慧、专家新锐视点、粮食经济地理为

纬，突出诠释了当前粮食发展的重点、特征和演变，深入探讨了国家粮食安全、农产

品价格以及"三农"等焦点话题，在真实、客观地反映中国粮食经济腾跃图景的同时，

也向社会呈现了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与难题。

只有了解粮食的人越多，对"米袋子"工程熏视程度越高，才能真正消除粮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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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隐忧，实现民富国强。如果你希望事受卒富的物质生活，那么，就更应该具备以战

略思维来看待粮食的智慧和眼光。

只有珍视粮食的价值，珍视农民的力量，我们才能读懂中国粮情国远，我们才能

在广阔的天地里，畅快淋漓地品味五谷的芳香，汲取这些来自人与大自然合力带来

的惠赐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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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三千年农耕文明食话史说

前富

再
现
一
二
千
军
农
耕
文
明

民以食为天，从远古至今，一部农业文明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史。回望来路，每

一粒五谷的孕育先不蕴藏着精彩纷呈的故事，每一个农具的演进背后又都隐藏着气

吞山河的史诗。但农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历史并不长 o

传统史学液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阶级社会出现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首先表现为阶级关系 O 政治是阶级斗争的技术，而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

因而过去所谓的历史，主要是政治史和战争史。受当时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古代史学家或史事记录者大多将其视野专注于帝王将相和英雄人物，所谓英雄造时

势或时势造英雄，农业在传统史学中是不受重视的。

然而，人类生活的常态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经济生活，而且政权的建立与巩

固，军事较景的胜负得失，都离不开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O 因此，我们对古

代经济和社会的探究自然应从农业开始。

当穿越时空长河，走近博大精深的千年"食史…位位杰出的农业科学家素而

走来，他们不仅用笔记录下了农业生产方式、农业技术文明、农业生产的地域特点和

各种农作物的栽培技术，而且都以农人的姿态出现在回野里、山林间、河坝上，他们

就是农耕文明不断发展的推孚和动力源。

传播、宣传灿烂的农耕文化，让广大读者了解伟大的农业科学家们开拓创新、敢

为天下先、不懈追求真理的精神，是《粮油市场报》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2010年，政版

后的《粮油市场报》副刊特别推出"食话史说"栏目 o

策划这个选题之初，我们就定位了写作风格"说书"的形式，趣味的故事式讲

述。在翻阅了大量的农史资料后，我们确定搁取自商溺时期至现代对中国农业发展

有特殊贡献的管仲、李惯、 1~胜之、贾思舰、陆龟蒙、王祯、徐光扇、宋应墨、张巨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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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帜、袁隆平等40余位农业人物，通过对其生平事迹、主要农业馨作与思想的介绍以

及农业生产实践的描写，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宣传科学思想，传播农耕文

明。

由于是趣说，所以文章加入了很多想象的画面，还有许多典故及传说。这样一

来，枯燥难懂的概念一下子变得生动起来，抽象的人物形象也鲜活起来。"卡式:牧羊

人的传奇"、"陆龟蒙:泥塘中的一朵莲"、"张春:一人影响一座城"……的确，这个栏

目其实就是想通过…种富于智慧和极易理解的方式，将农业科学与最广大的读者联

系在一起。

令人高兴的是，这种方式得到了读者的认可 O "食话史说"栏目推出后在业内引

起强烈反响，其中不乏专家学者的关心和肯定，他们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还在百

忙中对稿件进行审问修改，更有读者来借来电希望结集成书，这问我们推出栏目之

初的设想不谋而合。

于是，我们重新走进历史长河一一对2010年"食话史说唱目所发稿件进行精选

再辅，以结集出版《中国粮油人物志》。编读着这些大家们"为农而生"的文字，心头充

满了无限感慨和自豪，感慨于中国农学的博大，感慨于古老而灿烂的农耕文明 O

真诚地希望读者通过本书，理解和领会一一甚至是赞叹和欣赏…一传统农耕文

化的奇迹和成就。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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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尹:

治大国若烹小鲜

2ω9年年底，一尊商溺玉的汉白玉雕像在商溺王

陵前揭幕。商溺王陵位于{医师市山化乡商密村，此地就

是历史传说放事"伊尹放太甲"之处。

传说，伊尹的父亲是个既能屠宰又善烹调的家奴

厨师，他的母亲是腊于伊水之上采柴拌聋的奴隶。他母

亲生他之前梦感神人告知"日出水而东走，毋!酬。"第

一天，她果然发现日内水如泉涌。这个善良的采桑女赶

紧通知四邻向东逃奔20果，回头看时，那黑的村落已变

成一片汪洋。她因为违背了神人的告诫，所以化为空

桑。有莘氏女采桑，发现空桑中有一摆儿，便带回抚养，

这便是伊尹。

伊尹为了见到商汤，自愿作为有革氏女的陪嫁之

臣。他肯负鼎姐为商汤烹炊，成为商t局的家用"小臣"

(家奴)。一次，商汤在宗庙里举行祈袖的祭祀，伊尹借

商溺询问饭菜之事向他详细讲述了天下美昧的精妙。 I 人物梢提

伊尹说"肉类，水中的动物肉有腥味，食肉动物肉牒， I 
#l" jI" (生卒年不详) .商初

食草动物肉脯，要使这将肉成为荣睐，水是第一意粟， I 大臣，中阂第…位奴隶出身的
然后用甜、酸、苦、辣、咸五种味道，就草、甘康等多种调 |宰相，帮助商汤统…了国家

料，谁先加谁后加，谁$谁少，很有讲究。火候很关键， I 义帮太审中兴商剿，世人尊其

快慢缀，急掌握好，能很好地去除腿睐，去掉牒咪，减少 |为元圣。他也是商汤…代名

腥味。柴眯全由鼎中精妙的变化而产生，只能意会不能 |厨，有节调之旷的关称。

音传，就像射箭驾鸟、阴阳变化、四事规律那样，须花费 I 

时间，多多实践，细心观察体会。掌握了其中的奥妙，制出的肉就会熟而不烂、香而不

薄、肥而不腻.1î.昧恰到好处。"

商溺听了伊尹的论述很高兴，说"你能做吗? "伊尹回答说"你的国家太小，不

能满足置办制作美味食品所需要的东西，只有你成了天子，才有具备的条件。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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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一讲天下的荧昧特产吧。最荣昧的肉有猩猩的膊、猩猩的掌、简酿的昆、述蔼的蹄

筋、把牛的尾和大象的鼻。 3是咪的鱼有洞庭的鲤鱼，滥成的朱鳖…一大只脚，有百串

逃明的珠子，瞿水的鳞鱼……像鲤鱼却长着飞翼，经常从西梅夜飞，游子东悔。架中

的笑咪有昆仑山上的赖、寿木的花、南极石崖上背色的嘉树、阳华山的芸、云梦津的

芹、具区泽的菁、漫渊的士英。调和味道的美味调料有阳朴的姜、招摇的桂、越骆的

菌、大夏的盐、宰揭的露、长泽雪白如玉的卵。做美昧饭食的粮食有玄ÚJ的禾麦、不周

山的小米、阳山的黄泰、南海的黑米。以上这些荣昧特产，要想得到它们，必须用‘青

龙'、‘遗风'等'快马，如果不成为天子，无法余部得到。 {g天子不能强为，必须'随得古

往今来治国之道。泊国如同做菇，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松抱懈怠，只有恰到好处，

才能把事情办好。"

商汤昕了伊尹关于美昧和天下特产，义联系泊国之道的论述后，认为伊尹有经

天纬地之才，使免其奴束身份，聘为自己的老师。《孟子·公孙丑下》记载"故溺之于

伊尹，学黯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玉。"可见伊尹是我国第一个帝王之师。

伊尹做了商诵的老师，教给商消一些什么知识呢?

伊尹教给了商汤谋划灭累的方略和治罔驭民之道。为帮助商汤灭厦，伊尹曾以

厨师身份进入夏架王宫廷做厨师。其间，伊尹通过与夏架玉遗弃的元妃妹事交往，了

解到夏缩王宫延内部的许多重要情报。归去后商汤拜他为右相，授之于固政。伊尹辅

佐商汤大力发腿农耕，铸造兵棒，训练军队，使商的国力更加强大起来。为了测试九

夷之师对夏架玉的在度，伊尹劝说商汤停止对JI架玉的货纳。结果望乡在王大怒，起九

夷之师攻商汤。伊尹看到九夷之师还昕星级玉的指挥，就献计商溺暂时恢复对爱柴

玉的贯纳。

大约在公元前1601年，伊格河流域大单，河水断流，民不聊生。伊尹决定再次停

止对夏结王的贡纳，夏架王虽再次超兵，{g九夷之师不起，在政治和军事上完余陷入

孤立无援的回境。伊尹看到灭累的时机已经成熟，使协助商汤讨伐夏艇丑。商汤在灭

掉夏王朝的三个属国后，挥师西进，很快政占了夏王朝的中心地区，夏王朝灭亡。

此战是伊尹教给商汤伐夏战略的胜利，也是伊尹助商溺建立商王朝立的首功。

随后，伊尹辅佐商溺制定、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使官吏尽心尽力为国家效势。他注

意体察民情，吸取度王朝灭亡的教训，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发展经济，爱护民众。因

此，商朝初期政治安定，经济繁荣。

伊尹除了精于烹调外，还通晓药性，闲暇时间商杨聊天，时常探讨一些医学上的

问题，而亲手调制汤液治病救人更是家常便饭。 当时眩生给病人用的都是单昧药，白

于单昧药作用商罔和力量有限，难以控制复杂和危寰的病症，职业习惯使伊尹自然

联想到烹调中做汤的方法，他试着把功能相同或相近的药物放在…起煎煮，由此诞

生了中药复方，即方刑。煮出的汤榄疗效优于单昧药，因此古有"伊尹制汤准而始有

方剂"一说。

据说伊尹洒了 100多岁。在今洛阳梅县城南吵掏龙头村，明代曾重修过的"元蚤



祠..是作为纪念伊尹生地而立的。祠堂有副对联说"志耕莘野三春雨，乐读用山一

卷书。"上联说的是伊尹事耕桑于莘野(今南县莘乐沟)，下联是说孔丘著书于尼山。

可见古人是把伊尹和孔丘等最齐观的，…个是元茧，个是茧3段。伊尹当了商王朝几

个国茧的相，为商玉朝延镇600多年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

有名的贤相。而厨师出身、多才多艺的他，更是受到中国餐饮界的尊敬"烹调之壶"、

"调羹专家"等美营都给了他，各种各样纪念他的活动更是摆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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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管伸:

人 "准平"使民富 奇策助国强

人物档案

管仲 (7 -前645) ，名夷吾，

字仲，又称管敬仲，用王同族

姬姓之后，生于颊上(颖水之

滨) ，春秋时杰出的政治家、军

事家，以其卓越的谋略辅佐齐

桓公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

管仲的言论见《国语·弃语þ ，

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 004 

春秋时期，王权衰落，礼崩乐坏，群雄纷争，实为乱

世。

乱世出英雄。春秋时的齐国，就出了这么一位惊天

动地、扭转乾坤、以农为本、恩、泽众生的一代名相一一

管仲。

时至今日，当"商战"风行、生活"品质化"渐成潮流

之时，想想这位经济改革的鼻祖，心头涌起的是无限的

崇敬。岁末的寒风中，瞧，管仲正吟咏着"仓禀实则知礼

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向我们走来......

.--t- ...-t- ...+ .管鲍分金相才初显 +.•+. 

说起管仲，不能不说鲍叔牙，而将这俩人联系到一

块，咱就不能不提分金一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临沂城东北的相公庄，据说鲍叔

牙往来于齐鲁之间时经常在这里落脚。一天，鲍叔牙饭

后元事，到门前眺望，见远远地走来一个人，步履蹒跚，

他近前一看，才认出是好朋友管仲。

管仲是到齐鲁做生意的，谁知途中沾染时疫，几乎

病倒之时遇到鲍叔牙，顿时高兴得昏厥过去。鲍叔牙连

忙掐人中，弄姜汤，半晌管仲醒来，伤感至极，鲍叔牙极

力劝慰，并请医生为他诊治，他才渐渐好转。但是，由于

双足患痹症，一心想回家探母的管仲度日如年。鲍叔牙

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遂说"你我情同手足，你母即我

母，我当代弟一行，以释高堂悬念。"

次日，管仲拿出病后余资及一封家书交给鲍叔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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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寥寥数金，不足千里往返饮水之资，但兄可买些土产南行，回头再捎点货物，不

但路费可保，说不定还能再赚些钱呢。"

就这样，鲍叔牙踏上了千里慰友母的路途，管仲则在相公庄养病，其间，街坊邻

里对他非常照顾。一段时日后，管仲病好了，就想做点事报答村子里的人。当时，恰好

汤河元人治理，尤其是村东北十余里八湖一带，泛滥成灾。说干就干，管仲亲自策划，

指挥村民们一道新开了一条支流，有效地控制了汤河水势。水患一去，粮食丰收，村

民们感激不尽，把新开的汤河支流叫"管仲河"而河崖边的小村，索性就叫"管仲河

崖"了。

这段小插曲过后，鲍叔牙回来了。管鲍二人彻夜长谈，约定管仲安顿好母亲后同

鲍叔牙一道赴齐，共做一番事业。

第二天，高阜古槐下，管鲍把酒话别。鲍叔牙从怀中取出金银，分作四份放到酒

台上，豪爽地对管仲说这是咱俩的本利，第一份你带给令堂养老，第二份作为今后

的经营成本，剩下的两份咱俩各拿一份，作为生活费。你我情同手足，千万不要拒

绝。"鲍叔牙的情深义重和离别时的伤感交织在一起，管仲的眼睛湿润了。

·→句..--+-..-+..

来到齐国后，管仲和鲍叔牙分别做了齐倍公的二公子纠和三公子小白的老师。

公元前698年，齐倍公驾崩，太子诸儿(齐襄公)即位。这个齐襄公品质卑劣，与鲁桓公

的夫人文姜私通，杀了鲁桓公，由此埋下了大乱的种子。公子纠和小白在管仲和鲍叔

牙的策划下分别逃亡至鲁国和富国，静观其变。公元前686年，齐襄公叔伯兄弟公孙

无知因齐襄公即位后废除了他原来享有的特殊权利而恼怒，句结大夫闯入宫中，杀

死齐襄公，自立为国君。一年后，齐国贵族又杀死公孙无知，一时齐国无君，一片混

乱。

时机成熟，两个逃亡在外的公子，都急忙设法回国，争夺国君宝座。

小白在内应正卿高溪和鲍叔牙的帮助下，提前出发回国。管仲发现后，亲率30乘

兵车半路截击小白，小白机警，中箭后装死躲过一劫，顺利登上君位，这就是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后，急需有才能的人辅佐。鲍叔牙竭力推荐管仲，谏劝齐桓公冰释旧

怨，化仇为友，他诚恳地说"当初管仲射杀国君，那是公子纠让他干的，现在如果赦

免其罪而委以重任，他一定会像，忠于公子纠一样为齐国效忠。"就这样，齐桓公接纳

了管仲。

花开两处，各表一枝。鲁国迫于齐国的压力，杀死了公子纠，将管仲装人囚车送

回齐国。一路上，管仲生怕鲁国公改变主意，就即兴编制了一首悠扬激昂的黄鹊之

词，教役夫们歌唱以解疲劳，役夫们边走边唱，越唱越有劲，越唱走得越快，本来两天

的路程，结果一天半就赶到了。鲁国公后悔也来不及了。

却说鲍叔牙做好管仲的工作后，齐桓公以非常隆重的礼节迎接管仲，管仲深受

以农为本治国经略·一+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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