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翮 吾

“在十余年的编志过程中；我们积累了有关志书中的许多，物一
产史料，为编写《山西省志·农业志》提供了重要依据i 7这些资
料上溯唐宋金元下断1948年j来自全国各地，，相当珍贵。有的

是库存善本，有的是仅存抄本，甚之有从海外拍摄的胶卷。志书，

问世之后，如果搁置起来，或者任其散失，十分可惜。为了使其

能发挥更大作用；特编纂成册，供农业部门和史志工作者参考。

本书在编纂期间，曾得到省图书馆、省博物馆和山西大学

等单位的大力支持，特此深表谢意。 t

编者



凡 例

一、本书是参照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印的《山西地方

志综录》提示的线索从我省的方志和国志中所摘录的物产部分，故定名

为《山西方志物产综录》。·

二、本书的资料来源于246部志书之中。包括省志6部、府志11

部、州志38部、郡志1部、县志1 80部、乡土志3部，并将7部国志中有

关我省资料也予以录入。

三、本书上限自唐元和8年(公元813年)下限到1 948年，共约

1】00余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新志，未予录入。

四、本书是辑录的历史资料，为保持原文，因而对一些从现在看仅

管有不尽科学之处，也未予删节，以便使后人能看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条

件。 ．

五、本书在每部志书的开端，均辑录了原书的全名、编纂人员、成书

时间、存书单位，便于读者能进一步查到原书。

六、本书对原文只进行了标点断句，未能注解，难免有疏漏之处，请

读者见谅。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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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

山西通志．
明 李侃修胡谧纂 ，

成化十一年(1475)zYf]本
书存El本东洋文库，山西大学民国二十二年影
抄于上海 ：

。

+产
，

夫土地之产，各有所宜其类不一。凡可以供食啖，备药饵，为富室器械之用者

悉录之，苟与他方无异者则不录。

7周礼冀州，其利松柏，畜宜牛羊，谷宜黍稷。并州其利布帛，畜宜五扰，谷宜五

种。 ．

谷属黍有软硬二种，软者宜酿酒。稷有大小二种。视他方味美。梁粒细而色白。

麦品有三，来牟迤南多宿种，迤北多春种。养迤北以其易熟多种。豆有黑、绿、黄、

豌、豇、匾、小七种。以上三府、五州境内俱出。稻有税、糯二种。忻、汾、蒲、绛四州，

阳曲、太原、清源、交城、文水、太谷、定襄、临汾、襄陵、洪洞、赵城、曲沃、稷山、夏、

闻喜、介休诸县俱出。芝麻，绛、解、蒲三州，襄陵、洪洞、赵城、稷lJ』、安邑、闻喜、夏、

临晋、荣河、猗氏诸县俱出。

，果属有红黑二品，惟曲沃最广，问酿为酒，古晋城内产者投水则沉。柰出汾州

者，颗大味香美。梨间有一种，香水味美。太原、平阳、汾、沁、辽、潞、泽境内俱出。胡

桃、榛子、松子，以上三府、五州境内俱出。榛、松，迤北尤广，五台县产一种长松子，

能愈病。葡萄，平阳境内多出，安邑、夏县最盛，间酿为酒。榆次、太谷亦出。柿平定、

潞、泽、平阳府境内俱出，惟平阳有重台，味美。石榴蒲、解州、芮城、河津等县俱出。

樱桃阳曲、太原等县，潞、泽州间出。栗垣曲、夏县、蒲州、广昌间出。桃出平阳者最

大。
’

、

菜属胡萝卜大同茎大味美。西瓜昧美晚熟。以上三府、五州俱出。

天花地菜静乐、五台诸县出。 一

．

·’

木属松、柏俱坚大而广，桦，以上三府五州俱出。桑、柘太原、平阳、汾、沁、辽、
· 1 ’



潞、泽境内俱出，惟高平县有万条桑i檀平定等州出。
椴、媛太原府、泽州俱出。竹襄陵、洪洞县、蒲、泽州间出。

．药属黄芩本草载潞州。草乌，瞿麦即石竹花苗本草载绛州。芍药本草载泽州。

防风本草载蒲、解州石防风。知母本草载解、隰州。茵陈本草载绛州。黄精本草载

解州二种。梨芦本草载解州二种。茅香本草载岢岚军。秦艽本草载石州、宁化军。

羌活本草载宁华军。猪苓大戟其苗名泽涞，本草载并州、河中府。鹿茸以上三府、五

州俱出。甘草太原、平阳、大同三府、汾州俱出，本草载汾州二种。地黄太原、平阳、

大同、沁等卅I间出，本草载冀卅I。连翘太原、平阳、汾、沁、辽、潞、泽俱出，本草载河

中府泽州。黄耆太原、大同、汾、沁俱出。款冬花太原、平阳、汾、沁、辽、潞俱出，本草

载晋州、潞州。槁本太原、平阳、汾、潞、泽俱出，本革载并州，宁华军。桔梗太原、平

阳、汾、沁、潞俱出，本草载解州。酸枣仁太原，迤南平阳、汾、沁、泽州俱出，本草载

+河东。远志太原、平阳、汾、潞俱出，本草载解州。五灵脂即寒号虫粪也，太原、平阳、

?汾、潞诸山上出，本草载潞州。人参太原、平阳、潞、泽诸山谷出，唯出壶关紫团山名

j紫团参尤美。郁李仁太原、平阳、沁州山内出，本草载隰州。麻黄太原、大同二府，霍

州、灵石县俱出。半夏、山大黄太原，平阳、沁、潞俱出。石膏太原、汾、潞、泽俱出，本

草载汾州。王不留行太原、平阳境内俱出，本草载河中府。狼毒太原、平阳山上出，

本草载石州。前胡太原、平阳境内俱出，本草载绛州。龙骨、齿角同太原、平阳川谷

及水岸土穴中出，盖龙蜕非实死也，本草载晋山。伏苓、伏神太原迤北大同俱出。威

灵仙太原、平阳俱出，本草载晋州、石州、宁华军。细辛太原、平阳出，本草载河岚

军。五味子平阳、大同、泽等州出。天南星崞县出。胡麻平阳府、潞、泽等州出，本草

载晋州。木贼太原府境出。紫参平阳府、汾、潞州川谷出，本草载晋州。木通平阳、

潞、泽俱出。蕨薇平阳、浑源出。自薇平阳府境、祁等县俱出。白芷平阳：泽州川谷

下泽出，本草载泽州。蕤仁太原、平阳境内俱出，本草载并州。京三棱平阳境、马邑

．俱出，本草载河中府。麝忻、代、岢岚、辽州、翼城县诸山上出，蟾酥代州、太原、定

襄、五台、崞县出。兔丝子蒲、绛等州，黎城筹县出。

紫苑解、潞州、临晋县俱出，本草载解州。椒蒲州、河津、平陆、芮城、稷山、乡宁

赵城俱出。地椒大同府、潞州出。地榆朔、沁等州出s寒水石有纵理为寒水，横理为

凝水，平陆、汾州、平遥俱出，本草载汾州。白石英、紫石英以上五台、泽、潞俱出，本

草载泽州。赤石脂、白石脂平定、潞州、壶关俱出，本草俱载潞州。青石脂、黄石脂、

‘黑石脂、安石脂俱潞州出。芦甘石潞、泽州、阳城出。泽泻石沁卅I出。禹馀粮石、蒲、

泽卅!、长子、高平、阳城诸县俱出，其壳中黄浊水，名石中黄子，本草载河中府。气砂

太原、静乐、河曲、崞县、朔州俱出。自然铜、石燕子以上保德、榆次、河曲俱出。云母

石忻州、静乐县出。太阴玄精石五台县、解州出，本草载解州。盐精亦玄精类也，解

州盐池出。胆矾解州、垣曲俱有，窟前代每春秋上庚日收采，国朝岁贡不等，洪武间

贡寻免。无名异平定、辽、沁州俱出。虎杖汾、潞等州出，本草载汾州。不灰木泽、潞

州、广昌县俱出，或云滑石之根，出滑石处皆有，本草载潞州。长理石、矾石以上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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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州出，本草俱载。金精石、银精石本草俱载并州出。大力子一名牛旁子，又名鼠粘

子，平遥、高平等县出。锺乳潞州、五台等县出。耩柏寿阳、盂县出。肉苁蓉代州、雁

门谷出。小茴香文水、太谷、榆次出。山药蒲、泽州俱出。石葶汾州、孝义县出。地

蕈、黄芪以上俱大同出。甘遂蒲州、临晋县俱出。玉芝忻州出。’瓜芦太原县出．o丹

参潞州出。牛膝襄陵出。蝎梢解州出。蛇床子、香附子以上俱蒲州出。天麻、贝母

以上俱平阳府境出。金刚骨朔州出。香皮广昌县出。顽荆潞州出。甘松临晋出。牛

黄本草载晋地平泽处出。蠡实即马蔺子也，俗呼马拣子，平阳出，本草载冀州。蟪虫

平阳境川泽及河中出，本草载河东。续断平阳山谷间出，本草载绛州。秦皮本草载

河中出。芜荑本草载晋山川谷出。班猫本草载河东川谷出。石龙子本草载平阳川

谷出。虎掌本草载冀州出。茵芋本草载绛州出。商陆本草载并州出。蒲黄本草载

河东出。牛扁本草载潞州出。地柏本草载河中府出。建公蛇寿阳县西南六十里建

公村出，其地有石穴名蛇窝、内出白脊蛇，能疗风疾、疥、癣。．蜂房盂县出。

．鸟属鹗鸡石州出。半翅太原大同境山中出。天鹅、鸲鹅以上大同、解州野池水
．j

泽内出。
·’

毛屑熊、獐、鹿、麂、马；c、野猪、野羊以上三府五州大山中出。马文水等县即古渥

洼多出异种。牛色黄身大如古牛。羊有绵、山羊二种．，民间多蓄，岁以春秋取毛。完

羊大同丰稔山出。黄鼠大同食他椒味美。以上三府五州境内俱出。

：帛属绫太原、平阳二府、潞、泽俱出。帕平阳、潞、泽俱出，高平米山尤佳。绸潞、

泽州俱出。
。

金属铁平定、吉、朔、潞、泽州、太原、交城、榆次、繁峙、五台、临汾、洪洞、乡宁、

怀仁、孝义、平遥、．壶关、高平、阳城俱有冶坑，唯阳城尤广。青铁交城县有冶全革，

黄铁交城、静乐县有冶。青镔铁大同府境废云内州出。锡交城、平陆、阳城俱出。铜

代州凤游谷、垣曲县北山俱出，石、潞州、临、兴县有炉。金繁峙县旧有冶。银代州旧

有洞，繁峙县旧有冶，俱摧塌，盂、平陆县俱间有矿。
‘

．．

石属玛瑙蔚州出，及出造作玛瑙磨石。花斑石蔚州及属县出。碾玉沙废宣宁县’

出。黑石阳城县出，石砚太原县柳子谷出。 ．

色属石碌繁峙、绛县废平地县出。片碌崞县有厂。矾红、罗粉以上俱太原县出。

上粉汾西县三云村出。丹粉阳城县有窖。银殊翼城县出。蓝今霍州尤美，红化以上

太原、乎阳、汾、潞、泽俱出。紫草潞州出。赤木太原府境出。

杂类盐忻、应、汾、浑源诸州，阳曲、太原、清源、交城、文水、祁、徐沟，定襄、大

同、山阴、平遥、介休、孝义诸县皆煎土卤而成，唯解州、安邑县俱有池，夏秋自结。

硝太原、徐沟、榆次县、解州出，有池亦名女盐。矾有黑白二色，平定州、太原、交城、

静乐、崞、临汾、大同诸县俱出。漆吉州、乐平县俱出。甜临县招贤村有窑。雕羽大同

境内出：熊皮、豹皮以上蔚州及属县俱出。石炭平定、霍、吉、隰、浑源、辽、潞、泽诸

州，阳曲、太原、清源、交城、文水、榆次、寿阳、盂、静乐、乐平、宁乡．、临汾、翼城、浮

．山、岳阳、洪洞、赵城、汾西、灵石、乡宁、河津、大同、怀仁、孝义、介休、沁源、武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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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顺、长子、壶关、襄垣、路城、高平、阳城诸县俱有窑。瓷器平定、霍、隰、吉、蒲、朔、

浑源、潞、泽诸州，榆次、盂、临、静乐、乐平、五台、宁乡、临汾、襄陵、翼城、岳阳、赵

城、汾西、灵石、乡宁、河津、怀仁、马邑、广昌、介休、武乡、长子、壶关、阳城俱有窑。

绵花平阳境内出。 、

土贡
’

●

禹贡纪贡。下供其土之所有于上也。山西昔为虞夏所都，固无事于贡。自为郡

县以来，土产制贡有恒，要亦责其所有，而不强其所无也。

庸

河东道厥贡。布、席、豹尾。鹏羽。河东郡毡、翅、扇、龙骨、枣、凤栖梨。平阳郡

蜡烛。绛郡白谷，梁、米、梨、黑蜡烛、防风。文城郡白蜜、蜡烛。大宁郡胡女布、蜜、

蜡烛。太原郡铜镜、铁镜、马鞍、梨、葡萄酒及煎玉粉屑、龙骨、柏实、大黄、石钏、甘

草j人参、矾石。西河郡鞍面毡、龙须席、石膏、硝石。阳城郡龙须席、麻。乐平郡人

参、蜡、枳。烦郡熊、麝香。昌化郡胡女布、龙须席、蜜、蜡烛、巫荑。定襄郡麝香、豹

尾。雁门郡蜜、青碌彩、麝香、豹尾、白鹏羽。云中郡婺牛尾、鹛羽。马邑郡白鹬羽、豹

尾、甘草。兴唐郡熊辑、豹尾、松实。上党郡赀布、人参、蜜、墨。高平郡人参、石英、

野鸡。
t

宋

并州贡大铜镜、甘草、人参、矾石。潞州贡人参、墨、蜜。晋、石二州俱贡蜜、蜡

烛。代州贡麝香、青碌。绛州贡防风，蜡烛、墨。河中府贡五味子、龙骨。解州贡盐

花。慈州大山军俱贡柴胡。隰州贡蜜、蜡烛。忻州贡解玉沙、麝香。汾州贡土 、石

膏。泽州贡白石英、禹馀粮、人参。辽州贡人参。宪、岚二州俱贡麝香。沁州贡土 。

平定、宁化、岢岚、保德四军俱贡绢。

国朝

本布政司所属各府州县。果、皮羊一千万五千六百八十九斤张、只。两钱分，色

课钞三十七万九于五百二十锭二贯六百六十二文一分。

太原府果四万六千二百六十四斤，药三千四十六斤八两，皮三百四十九张、七

百九十七只、课钞十万七干八百二十四锭二贯六百六十五文五分。内阳曲县核桃

二干四百斤，羊六十只，课钞六百六十六锭三贯四十三文。太原县核桃一千九百

斤、羊四十五只，课钞二干九十一锭三贯五百七十六文。清源县核桃二干三百斤、

皮三百张、羊二十八只，课钞一千五百一十四锭三贯五百二十文。交城县核桃二干

二百斤，羊五十六只，课钞二千六百六十九锭五百文。文水县核桃二千四百斤，甘

草等药九十斤、羊五十八只，课钞一千五百四十锭三百五十文。祁县核桃二千二百

斤，羊四十六只，课钞五千一百六十七锭一贯三百七十四文。太谷县核桃二干二百

斤、羊六十九只，课钞三千六百八十锭一贯六百五十七文。徐沟县核桃八百斤、羊

一十五只、课钞一千一百九十八锭三百六十文。榆次县核桃二千二百斤、羊八十四

只，课钞四千五百七十四锭一贯五百九十五文五分。寿阳县核桃八百斤，甘草等药
·d’



二千五百一斤。羊三十三只，课钞八百四十锭七百六文。盂县枣一千斤、羊二十一

只、课钞一百三十三锭七十文。静乐县枣八百斤、羊二十二只、课钞三百二十二锭

一百七十八文。临县枣六百六十七斤、羊九只、课钞六千八十一锭七百文。河曲县

枣一百三十三斤、羊四只、课钞七十四锭二贯。保德州枣一百三十三斤、羊二只、课

钞一百七十二锭二贯五百七十文。苛岚州枣八百斤、皮一百九十六张、羊六只、课

钞一千二百七十一锭一贯。岚县枣六百六十七斤，防风等药二百斤二两、羊七只、

课钞二百六十九锭一贯二百三十五文。兴县枣六百六十七斤I羊七只、课钞九百三

十一锭四贯二百七十二文。。石州枣一千六十七斤、茱苓等药二十斤、皮五十四张、

羊四十只、课钞一千六百二十九锭三贯二百二十五文。宁乡县枣六百六十七斤、皮

、三十九张、羊八只、课钞七百四十一锭一贯五百四十文。平定州核桃八百斤、羊二

十七只、课钞二干三百三锭九百九十八文。乐平县核桃六百斤、羊九只、课钞一百

二十五锭一贯六百八十四文。X X×二千一百三十斤，羊四十只、课钞一千六百八

十二锭兰贯九百八十文。定襄县枣八百斤、羊二十一只、课钞四百九t锭一贯。代

州枣二千二百斤、皮六十九张、羊三十五只，课钞二千一百一锭四贯二十五文。崞

县枣二千一百三十三斤、羊二十五只、课钞一千八百一十八锭一贯九百四十文。繁

峙县枣八百六十七斤、羊一十只、课钞四百八十三锭二贯八百八十五文。五台县枣

七百三十三斤、麝香等药五十五斤五两。课钞五百三十六锭四贯五百四十七文。

平阳府果四万二百二十七斤、药一千六百四十五斤四两七钱五分、皮二千六

百九十六张、羊五百四十二只、课钞一十六万三百一十八锭四贯九百一十九文。内

临汾县柿饼一千四百六十六斤、牛黄等药二十一斤五钱五分、课钞一千七百五十

八锭三贯五十文。襄陵县柿饼××百斤、莲翘等药三十一斤四两、皮一千三十三

张、课钞六千五百九十二锭四贯八百六十文。太平县柿饼七百三十六斤、麝香等药

一十斤四两．课钞四千五百三十三锭一贯三百二十文。曲沃县柿饼一千九十斤、牛

黄等药四十一斤五两八钱，皮四十二张、课钞四千四百五十一锭三贯五百三十五

文。翼城县柿饼一千一百八十六斤，款冬花等药一百一斤、课钞六干六百一十八锭

四贯三百九十五文。浮山县枣三百三十三斤、茱苓等药一十五斤、皮九十张、羊二

十二只、课钞六百九十四锭一贯七百一十文。岳阳县枣三百三十三斤、天麻等药二

十斤、皮八十张二分、羊二十一只、课钞一千四百二锭二贯一百一十七文。洪洞县

柿饼一千三百斤、牛黄等药三十斤五钱、皮五百九十八张、课钞五千八百四十九锭

四贯九百六十文。赵城县柿饼六百五十斤、天麻等药一百二十一斤五两。皮六十七

张，课钞三千四百五十九锭二贯七百七十文。汾西县枣三百三十三斤、茱苓等药一

十斤一两、羊一十五只、皮四十二张，课钞一千一百五十七锭二贯二百文。蒲县枣

三百三十三斤、茱苓等药二十斤、羊八只，课钞二百八十三锭二贯四百文。霍州柿

饼二百八十七斤、莲翘等药一十一斤、皮七十二张、羊一十五只、课钞四千一百一

十～锭四百三十五文。灵石县柿饼二百二十五斤、莲翘等药二十一斤i皮二十五

张、羊一十六只、课钞六干六百七十六锭二贯四百五十文。隰州枣四百六十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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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母等药一百六十斤、羊二十二只、课钞一千七百六十锭三贯九百六十文。石楼县

枣四百斤、莲翘等药二十四斤、课钞四百五十锭六百五十文。永和县枣二百三十三

斤、知母等药六十八斤、课钞二百三十七锭四贯八百文。大宁县枣四百斤、莲翘等

药三十斤、课钞六百二十六锭九百四十文。吉州枣五百三十四斤、莲翘等药二十一

斤、羊一十六只、课钞四百八十一锭三贯八百五十文。乡宁县枣一百三十四斤、秦

艽等药二十斤、羊一十只、课钞九百二十三锭四贯八百五十文。绛州柿饼九百三十

五斤、牛黄等药二十二斤五两九钱、皮三百七十五张、课钞七干五百六十七锭三贯

一百三十二文。稷山县柿饼三百六十七斤、茱苓等药五斤一两、羊五十六只、课钞

一千九百四十四锭二贯五百五十文。绛县柿饼四百五十斤，秦艽等药五十斤、羊三．

十四只、课钞二千一百三十锭五百二十文。垣曲县柿饼四百三十斤、茱苓等药三十

五斤、羊二十二只、课钞二百七十四锭九百文。解州柿饼五百九斤、麝香等药五十

二斤四两，课钞二干五百十九锭一贯四百八十三文。安邑县乾葡萄一万一千五百

斤、麝香等药五十五斤五两、皮五百七十三张、羊六十只、课钞八干八百二十八锭

四贯二百九十文。夏县乾葡萄八干五百斤、茱苓等药五十一斤八两、课钞八千六百

七十锭四贯三百六十六文。闻喜县柿饼七百四十七斤、莲翘等药五十五斤、课钞二

千二百五十八锭一贯一百六十四文。芮城县莲翘等药六百五十一斤、羊三十四只、

课钞三干八百九十九锭=十三文。平陆县莲翘等药六百四十二斤、羊四十一只、课

钞四千一百四十六锭二贯一百六十文。蒲州天麻等药一千三百四十六斤、皮一百

八十张、课钞一万五百五十五锭一贯四百四十文。临晋县柿饼六百一十八斤，郁李

仁等药一十八斤、羊五十四只、课钞四千三百五十八锭二贯八百五十文。猗氏县柿

饼未百四斤、秦艽等药三十斤、课钞四千三百八十六锭一贯七百四十九文。万泉县

柿饼五百八十四斤，续随子等药二十斤、羊三十四只、课钞一千一百七十一锭四贯

四百七十文。荣河县柿饼五百一十七斤、茱苓等药二十五斤八两、皮一十张、羊三

平．四只、课钞六百二十锭四贯九百_十文。河津县藁本药八百一十斤、皮六十张、

犀二十八只、课钞一千九百九十六锭三贯四百六十文。 ·

大同府皮四百一十六张、课钞六万九百五十一锭一贯二百一十四文六分。内

大同县皮六百张、课钞一千三百七锭二贯二百九文。怀仁县皮九十二张、课钞九百

九十九锭五百四十文。朔州皮一百四十九张、课钞七千二百二十四锭四贯四百五

十四文。马邑县皮三张，课钞六百七十一锭四百七十文。应州皮二百五十三张、课．

钞二千四百锭四贯五百一文。山阴县皮一百一十张、课钞一千九百二十六锭三贯。

浑源州皮二百五十七张、课钞三千三百九十一锭四贯八百七十文。蔚州皮四百六

十七张、课钞二千二百五十七锭二贯二百五十文。广灵县皮一百．．十张、课钞三百

四十锭四百五十四文六分。灵丘县皮一百三张、课钞一百三十四锭一贯。广昌县皮

四十八张、课钞二百九十六锭三贯四百四十文。税课司钞四万锭、皮二百一十六

张。

汾州并屑县果七干一百斤、药三十斤四钱、课钞一万二千一百四十八锭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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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文。内本州核桃二千二百斤、藁本等药三十斤四钱、羊一十九只、课钞七千

五百六十五锭四贯七百一十文。孝义县核桃一千斤、羊九只、课钞一千一百五十七

锭四贯九百二十文。介休县核桃一千八百斤、羊一十二只、课钞一千七百九锭二贯

二百三十九文。平遥县核桃二千一百斤、羊一十五只、课钞一千七百一十四锭四贯

六百三十文。 ·． ，： ．I ．。，

沁州并属县果二千一百斤、药五十五斤、羊一十五只、课钞一千四百四十锭四

百六文。内本州核桃九百斤、黄蓍等药五十五斤、羊八只、课钞七百五十三锭一贯

二十文。武乡县核桃七百斤、羊四只、课钞四百七十四锭二贯七百九十六文。沁源

县核桃五百斤、羊三只、课钞二百一十二锭一贯二百九十三文。一

辽州并属县果一千一百三十六斤、羊六十一只、药三两三钱、皮一十八张、课

钞一千六锭一贯七百七十五文。内本州枣四百斤、羊二十一只、课钞二百七十四锭

四贯二百五十五文。和顺县枣三百六十八斤、牛黄等药三两三钱、羊一十四只、课

钞二百五十锭三贯三百八十文。 i
．

．榆社县枣三百六十八斤、皮一十八张、羊二十六只、课钞四百八十锭四贯一百

四十文。黄芩等药九十二斤、羊二十四只、课钞一千七百五十一锭七百二十文。高

平县柿饼一千斤、羊二十三只、课钞四千五百四十七锭二贯一百三十文。陵川县柿

饼五百斤、酸枣仁一斤、羊一十四只、课钞二干五百四十三锭一十文。阳城县柿饼

六百一十斤、羊一十七只、课钞二千八百一十二锭二贯八十文。沁水县柿饼四百六

十斤、羊一十一只、课钞八百三十锭二贯一百五十二文。‘
’

运司岁办盐三十万四千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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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通志
明．．|杨宗气修周斯盛纂
嘉靖四十三年(1 5 64)刻本

书存山西省图书馆
‘

物产

‘山西土瘠多寒，无嘉生丰品以厚我民，所产惟服食耳。考之周礼冀州，其利松

柏，畜宜牛、羊，谷宜黍、稷。并州其利布帛，畜宜五犹，谷宜五种。今亦仅若此是：虽

视四方不殊，而民用最钜，莫得而略，若其他同于四方者不载。载其稍异者，多者以

为方物之辩云。- 。

谷之属
’

’
．·。

．黍(有软硬二种，软者宜酿酒，又有丹黑二色。丹黍皮赤，米黄。黑黍谓之箱：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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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以租鬯二卣；诗日，维租维崧，皆黑黍也。潞安志日，稆黍之生，足以召大稣，定大

乐)。稷(有大小二种，视他方味美。图经日，稷米即裸米也。吕氏春秋云，饭之美者，

山阳之獠。高诱日，关西谓之糜，冀州谓之聚)，。粱(粒细而色白)。麦(有二种来牟，

迤南多宿种，迤北多春种。荞麦，迤北多种，以其易熟)。豆(有黑、录、黄、豌、豇、匾、

小七种。其黑豆、小豆、晋人多作汤以代茶。以上山西境内俱出)。稻(有粳、糯二种。

糯者宜酿酒，忻、汾、蒲、绛等州及太原、清源、交城、文水、太谷、定襄、汾西、襄陵、
曲沃、闻喜诸县俱出，惟阳曲县之三角村出者，粒长而性温、味为尤美)。芝麻(出

绛、解、蒲、三州及襄陵、洪洞、赵城、稷山、安邑、闻喜、临晋、荣河、猗氏诸县。又有

大麻，桕可绩布者，全晋地俱出)。

菜之属

胡萝f、(晋地皆有之，出大同者茎大而味美)。芸台(出蒲州，其根经冬不死)。

、苛蓝(出繁峙，其叶似蓝)。羊肚(五六月生，身白顶上紫花如羊肚故名，其味香美，

各处间有惟，静乐为广)。苦艾(出石州)。菘菜(出蒲州，与芜菁相类) 猴头(出临

县) 小椒(出河津，形小而味大) 龙牙(出静乐，河曲亦有之) 香菜(出蒲州，叶

如薄荷差小，其气甚香)。天花(出五台，形如鸡冠，花味极美，为北方第一菜，所产

处多蛇窟。采之甚难，以其珍异难得故名) 黄鸡(出河曲，花黄形似鸡，) 甘露子

(出蒲州，形如连珠，色如白玉，至春不种而自生长，一二寸味甜美，若甘露然) 赤

苋(出交城，视他方独美) 香蘑茹(出五台) 荠菜(出蒲州，生水中，叶可作菹羹)

马兰(出河曲)芜菁(出盂县，又名诸葛菜，以诸葛行军令人多种此菜) 瓠(处

处有之，惟曲沃者佳，潘安仁日，河汾之宝有曲沃之悬匏焉)

果之属

枣(有红、黑二品，惟曲沃最广，间酿为酒，古晋城内产者投水则沉)奈(出汾

州者颗大味香美) 李(出汾州者名日玉黄，味独美) 葡萄(平阳境内多出，安邑、

夏县最盛) 梨(出平定者佳)；松子(境内俱出，惟五台县一种名目长松子，能愈

病) 柿子(平阳、潞、泽、平定俱出，惟平阳有重台昧美) 樱桃(出阳曲、太原等

县，潞安府及泽州间有) 石榴(蒲、解州及芮城、河津县俱出) 栗(垣曲、夏县、蒲

州、广昌问俱出) 桃(出代州者最大) 杏(出襄陵者名目银杏，昧独美)

木之属
‘

松、柏、桦(以上四府四州俱出) 桑柘(太原、平阳、潞安、汾、沁、辽、泽境内俱

出，惟高平县有万条桑) 檀(平定等州出) 椴、烂(太原府、泽州俱出) 竹(襄

陵、洪洞县、蒲、泽州间出) 赤木(出太原府境) 漆(吉州、乐平县俱出，孟县间

出)

药之属

黄芩(本草载潞州) 瞿麦(即石竹花穗，本草载绛州)芍药(本草载泽州)

防风(本草载蒲、解二州) 知母(本草载解、隰州)茵陈(本草载绛州) 黄精(本

草载解州二种)梨芦(本草载解州二种) 茅香(本草载岢岚军) 秦艽(本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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