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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来重视对果树的培植。梨，以及桃李杏梅柑桔荔

梗等等，便是我国古代培育出来的著名果品，直到今天依然

驰名于世。同各种农作物一样，果树的生长也有它们的地区

性。梨的主要产地在北方，北方的河j￡，河北的泊头市．又

是梨的最主要的产区和鸡梨这个名牌产品的故乡。

由于水果是人类生活中的必需品，果树业在国计民生中

又日益显现了它的经济价值，果树业便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发

展起来，并脱离种植业而成为农业的一个新的分支。不过，

它的专业伍嫩经历了一个荻长的过程。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经指出，一个封有千’户的。封

君”，年入户赋为二十万钱，而一个拥有千株桔或千株枣栗

等果树的，年入相当于千户。封君”，也有二十万钱。这样

来说，在西汉一株果树的经济效益年为二百文。稍后，到三

国时候，一株桔树的效益相当于一匹绢值。再后，到北宋

时，每百斤上等桔即与一匹绢值相差无几，而一株桔树产量

不止百斤，因而它的经济效益增长了。正是由于经济效益的

增长，果树监才脱离了神植业而专业化，成为农业的新的分

支。果树专业户以商品靛为生，而把果树产品投到市场上，

走上了商品生产的道路。果树业专业化大约始于北宋，而太

湖洞庭山的柑桔业最先走上了专业化道路。泊头梨业大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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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走上专业化道路的。果树业专业化之后，在社会需要

市场竞争的推动下，’果树的培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品种

益增多，产量日益提高，经济效益日益增长，进一步满足

社会的需要。从总体上看，果树业及其专业化，与种植业

着密切的联系，两者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经历了一个良

循环过程，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泊头梨之驰名于世，为时甚久。泊头梨品种甚多，其中

鸭梨为最好。鸭梨之所以名为鸭梨，是有它的来由的。鸭

的故乡泊头，明清时期隶属于河问府，河问府在明以前称

瀛州。同其他产品一样，梨也是以产地命名而称做。瀛

”的。瀛梨后来讹作牙梨，又讹作鸭梨。瀛、牙、鸭，在

韵学上谓之一音之转，牙、鸭都来自于瀛。鸭梨也就是明

或者宋代时的瀛梨。称鸭梨是因其象鸭头，则属于望文生

之类，是不足征信的。近代以来，泊头鸭梨因从天津港出

，又称为。天津鸭梨”。泊头鸭梨之所以名被遐迩，驰誉

外，是由多种目素造成的。首先，泊头市座落在黄河、漳

和滹沱河冲积而成的平原上，同四邻地区相比，土质松软

沃，气温较高，光照较长，地下水源又较丰富，最适宜于

树的成长，可以获得更多更好的梨品。其次，梨既然作为

品，．就必须销售，泊头市恰好具备较好的运输条件。泊头

以北有北京天津，以南有济南南京上海等名都大邑，是销

梨品等水果的最佳地区，清以前靠南北运河通向南北，清以

靠津浦路和公路通向各地，又有天津港运输到海外诸国，

有开放的良好条件。更加重要的是，泊头市不仅地灵；而

人杰。经过梨农千百年来的辛勤劳动，形成了一套先进的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培植，嫁接技术和比较完备的管理经验，使梨树品种不簖改
进，产量不断提高，加强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解放后的

几十年问，在党和政府的索切关怀下，这套技术和经验，经

过筛选，提炼、概括和升华，黄推进到现代化科学领域，泊
。

头市梨业的发展前景更加广阔无垠。当前，泊头梨已经成为

一项拳头产品，参加到国际市场上，为祖国争光，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尽力，必将获得更高的声誉。

《泊头市梨业志》是在泊头市党政直接关怀下写成的。 ，

它是第一本论述果树业中梨业的书，本身就富有特色。这本

书以较为详细的调查材料和文献记载为据，探讨了和论述了t

泊头市梨业的过去和现状，现状部分龙称详赡，因而是具有

总结性质的书。它具体地分析了泊头市的自然条件、地理环

境，以及历史上特别是明清以来梨树培植的技术和经验，以

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阐明了作为鸭梨的故乡一～泊头市，它

的梨业多年来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在作出这一令人信服的

结论的同时，作者还瞻望了泊头．市梨业的发展前景，。在‘社会
。

主义商品经济推动之下，必将取得更大的发展，贡献给世界

各国人民。

漆侠于河北大学

1088q-：oJj 15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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呔泊夹市梨业志》套开出版了，这应该说是我市文化建

设史上的一件盛事。
’

泊头爰。天津鸭梨”的故乡，是享誉中外的著名梨区乏

一，梨业生产是油头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但是，对于这样

一个十分重要的产业，历史文献却记述甚少。这不能不说是

我们历史上的憾事。今天，《泊头市梨业志》的编写者军路

篮缕，宵衣旰食，写出了反映我市梨业发展的第一部书，使

我们不再遗憾，一则可喜，一则可贸。这本书虽不能说尽善

尽美，但她反映了我市梨业发展的基本过程，总结了历史的

经验和教训，这对于我市今后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无疑是有

益的。
’。

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总结历史是为了将

来。一部好的志书不但可以让人们认识过去，也能启迪和引

导人们去开拓未来。而且，就修志本身来讲也是一项重要的

文化建没。这是一项有意叉的繁重的工作。《泊头市梨业志》

的编写在这方面仅仅是开了一个头，因此，我希望社会各

界积极襄助修志，更好地总结过去，以有利于经济与社会发

展。同时搞好我们6争基础文化建设，在创造经济建设的辉煌

成就的同时，建树起文化建设的丰碑。

《泊头市梨业志》的编写还有一个特定的现实的意叉，



记一直忧惫的一件亨． 。灵津鸭
交河)租先所创．据传隋灼帝沿墙

观赏过梨花。但近些年来， 。走津

甚童。鸭梨之乡”的盛名也被到建

梨”眨值，声誉下降，这是个值得 ．

制止这种在搞商品生产中不可避免 ·

做些应该做而且能做的事情，以维

鸭梨4的名声。除了我们自己默默

外，加强宣传以正名分，也是必不

业志》就是其中之一。

》的编写者，做了一件对泊头很有

李瑞昌

8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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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达

’

。在中国果树栽培史上，泊头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名

字。因为，做为中国最古老和最大的梨区之一，是她孕育出

了驰誉中外的鸭梨和胎黄梨，是她做为4天津鸭梨”最古老

和最基本的产地，首先将鸭梨输入国际市场，从而在中国梨

果生产和梨品贸易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踏上泊头的土地，映入人们眼帘的首先是那引人入胜，

令人神怡的梨园。翠绿涨天，浓荫蔽地。成百株、。上千株，

几百亩、上千亩，碧碧森森，郁郁葱葱。每至仲春，梨花竞

放，含烟带雨，飞雪满天，玉屑遍地，整个世界一片洁白。

金秋时节，硕果累累，千家梨香，沁人心脾。， ，

泊头市位于河北省东南部，介予东经116。2 72tt--116。

44 733矿、北纬37。54 733”一38。13 75rl之问，跨越津浦铁路

和南运河。西距省会石家庄市192公里，北距天津市159公

， 里。西面及南面与衡水地区的武邑、武强、阜城三县接壤，

东面与南皮县毗邻，北面与沧县、献县相交，东南一隅与东

光县隔河相望。东西最长6l：4公里，南北最宽34．9公里，总面

积996平方公里。下辖3个街办处、6个镇和20个乡。总人口

45．9万，包括7个民族，是一个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又有

广大农村的小型城市。列八十年代中期，泊头市工农业年产值

已达4亿多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农业总产值1亿元。



在农建息声馥币，采球芦{《f告i／3以上。
馏头市是河北省文明发达耄4f早的地匿之嘲，具有悠久的

历史‘早在商周时期这片．土地就已得到广{乏的开发。按照《禹 。

贡》的记载，周以前这里属冀州之地，春秋属晋，战国又为

赵河间地。汉朝在这里设置建成、成平，乐成等县，分别隶

子渤海郡和河间国。随着羟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这里已 -

是水木清华，川原明瑟，人勤物阜，贸迁畅流的经济繁盛之

区。汉武帝时，河问献王刘德广征天下书籍，招揽天下文

士，并在今市境严家铺设日华宫，置馆二十余所，集数千名

儒讲研学术，因而使市境成为当时国家学术的荟萃之地。东汉

以后，省建成县入成平县，市境又分属瀛州章武郡之成平县

和冀州河间国。隋代改成平为景城，改乐成为乐寿。唐代隶 ，

于瀛州河间郡。由于隋代大运河的开凿，泊头开始兴起并在

以后逐步发展成为运河重埠。宋熙宁年间省景城入乐寿，并置

交河镇。会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析乐寿置交河县，基本一

奠定了今泊头市的行政区域。又置新桥镇于今泊头市区，属 、

交河县；明代又设泊头镇。由于经济特别是商业和航运的发

展，这一时期泊头已成为畿南重镇。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

义经济的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泊头经济更为发达，商船

如梭，人烟云集，甚至在咸丰皇帝的上谕中也称泊头为。运

河巨镇?。 。运河南通江湖，北达津京，川产广产之运输， ，

海货洋货之兴贩”，“而泊头实当其冲”。“东西两岸殷实，商

号不下千余家。轮舶辐辏，阗阑填盈，实为津。南一：大商

埠”。①南方货物一般以泊头为讫点，而北方货物则聚于泊

头后转售南方。⑦进入本世纪后，商品经济的”触媒。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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