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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玉米种植制度的形成与地域差异

韩茂莉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北京%$$G7%%

摘要!农作物种植制度是作物生理特征与 生 态 环 境 等 多 重 因 素 相 互 结 合 的 产 物!玉 米 作 为 外

来作物进入中国境内!在同传统作物的 竞 争 中!通 过 环 境 适 应 与 文 化 认 同!一 方 面 形 成 以 山

区为优势的土地利用形式!另一方面则通 过 产 量 优 势 取 代 了 谷 子 等 作 物 的 种 植 空 间!加 入 到

作物轮作系统中!并在空间上形成北方一 年 一 熟 制 春 玉 米 轮 作 区’北 方 两 年 三 熟 制 夏 玉 米 轮

作区’南方丘陵山区玉米’杂粮轮作区&

关 键 词"近6$$年#玉米#环境选择#种植制度

文章编号"%$$$5$"G"$!$$#%$#5%$G65%6

!!玉米起源于南美洲!7$$$年前美洲的印第安人已开始种植玉米!哥伦布$%H"%"%"$#
年%发现新大陆后!把玉米带到了西班牙!随着世界航海业的发展!玉米逐渐传到世界各

地&大约%#世纪中期玉米传入中国!在玉米进入中国的"$$年中!近6$$年是这一作物

实现环境适应并建立种植制度的重要阶段&!$世纪"$年代以来针对玉米传入中国的路径

以及社会与环境影响中外学术界相继展开讨论(%!!)!其论述要点集中在由玉米高产而导致

的人口增殖与山区环境逆转两个方面!而对于玉米在传播过程中建立的种植制度却有所忽

略!本文旨在通过玉米种植制度及其空间分布两方面论述与之相关的农业地理问题&

!!种植制度指一个地区作物种类选择和相互搭配组合的总体安排!依播种期与成熟期分

类中国主要有春播玉米与夏播玉米&春播玉米多早熟品种!中国北部地区农历三月中下旬

至四月上旬播种!七月中下旬成熟!全生育期为8$"%!$天&夏播玉米农历五月中下旬播

种!八月下旬成熟!全生育期为8$"%$$天&春’夏播玉米 品 种 不 但 具 有 不 同 的 生 态 属

性!而且也为土地利用与作物组合创造了条件!近6$$年以玉米为核心形成的作物种植制

度与空间分布区主要有"北方一年一熟制春玉米轮作区’北方两年三熟制夏玉米轮作区以

及南方丘陵山区玉米’杂粮轮作区&

%!北方一年一熟制春玉米轮作区

!!北方一年一熟制春玉米区范围比较大!几乎从松花江流域延伸到黄淮地区!在这一区

域内种植的玉米品种主要为春玉米!且以一年一熟形式与其他农作物轮作&

#$#!东北地区一年一熟春玉米种植区玉米生长期与种植规模

!!东北是玉米传入最晚的地区之一!从清代中后期才开始种植玉米!由于自然条件的局

限!这里属于一年一熟春玉米种植区&东北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差异较大!各地春玉米的

播种期与收获期并不一致&民国 *锦县志+载",清明种玉蜀黍--小暑玉蜀黍熟&.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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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县志+",包谷播种期谷雨!成熟期大暑&.民国 *辉南县志+",谷雨种玉蜀黍--白

露刈玉蜀黍&.民国 *安图县志+",立夏后旬日种包谷等类.&民国 *桦川县志+",沿江谷

雨种!寒露收#腹地立夏种!寒露收#山里谷雨种白露收&.上述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东北

地区玉米播种期’收获期的信息!锦县等地播种期均在清明前后!收获期约在小暑!全生

育期为8$多天!属于早熟品种#铁岭等地播种期为谷雨!收获期或为大暑或为白露!全

生育期8$多天至%!$多天!为早’中熟品种#安图’桦川则出现立夏播种!寒露收获等

情况!全生育期在%"$多天!为晚熟品种&现代农学认为玉米早’中’晚熟品种的地理分

布与热量条件相关!全生育期日数为%$$天以下的早熟品种需要"%$I积温!!$$I!全

生育期日数在%$$"%!$天之间的中熟品种需要!!$$"!#$$I!全生育期日数在%!$天以

上的晚熟品种需要!#$$I (6)!事实上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热量条件与品种的对应关系与上

述文献中提供的玉米种植信息正相反!沈阳以南地区普遍种植的是早熟品种!沈阳以北至

辉南附近为中熟品种!自此再向北为晚熟品种!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现代农学提出的热

量与品种对应关系是指早’晚熟不同品种显示的地理特征!而玉米扩展过程若为同一品种

北上传播的结果!那么随着由南向北的传播进程!生育期会逐渐延长(H)&因此从玉米传入

东北之初所呈现的全生育期自南向北逐渐延长的现象推测!应与同一品种北上传播相关&

!!玉米传入东北初期未被视为主要粮食作物!因此其土地占用地段基本属于闲地’瘠地

两种类型!其中民国 *开原县志+的一段记述 ,惟东境有在田间种植者!他处则于园圃内

杂菜蔬种之.!代表了当时玉米未入主流粮食作物!从属于园圃闲田的特点&玉米传入东

北初期今辽宁一带是玉米的主要种植区!民国 *辽阳县志+明确指出 ,县东稍偏南!山地

硗瘠!宜包米.!,县东南全境山岭重复!山坡河滨砂土硗瘠--谷宜包米.#!这些记述

均说明当地农民利用玉米环境适应性强的特点!选择硗瘠土地种植玉米为通常的举措&

!!玉米为喜温作物!受东北地区气候条件限制!传入之初尚未形成适宜性品种!不属于

主流作物&据民国 *锦县志+记载!当地玉米种植量约占粮食作物总占地面积的!$J$!
这是东北各地玉米占地份额最大的一处!其他地方均远远低于锦县!宣统年间修撰的 *奉

天全省农业调查书+中列举了%!个州县玉米占当地农作物总产量的比例!其中约一半州

县产量所占份额不足%J!其余州县平均#4"J左右&培育适应东北地区自然条件的玉米

品种!扩大种植量则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8"8年编撰的 *东北地区经济地理+列举了

%8"!年’%8"7年两组东北地区主要农作物数据!其 中%8"!年 玉 米 占 农 作 物 总 播 种 面 积

%GJ!低于高梁’谷子约%个百分点#%8"7年玉米播种面积所占比例已跃居各类农作物

之首!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847J!其产量则占粮食作物总产量的6!4#J(")&

#$%!华北地区一年一熟春玉米种植区玉米种植规模

!!华北地区一年一熟春玉米种植区包括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大部分!以省区而论即今山

西’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的部分地区&

!!山西大部分属于一年一熟春玉米种植区!为了了解这里玉米种植规模的变化!我们查

阅了6$$多部地方志!涵盖了山西%$!个府州县!其中只有6"个府州县方志中记载了玉

米&在这6"个府州县中首次记载玉米的时代各不相同!!$世纪有%G个府州县记载了玉

米!占"%J#%8世纪G个!占!6J#余者为%8世纪以前!很显然%8世纪以来的一百多

#
$

民国 *辽阳县志+卷二七 *实业志+&
民国 *锦县志+卷一二 *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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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玉米在山西的主要扩展时期&经过百余年的扩展!至!$世纪前期虽然山西境内有大

约%06左右的州县方志中记述了玉米!但实际种植面积却远远低于这一数值&据%868年

编撰的*$中国%分省地志1山西+载!当时玉米在全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中仅占74%J!次

于小麦’莜麦’小米’高梁等作物(#)!这一时期正值玉米在山西扩展的盛期!其种植规模

尚且如此!此前的种植规模更不会超越这个比例&当然玉米在山西境内并非平均分布!其

主要种 植 地 在 晋 东 南 的 山 区 及 山 间 盆 地!!$世 纪H$年 代 这 里 玉 米 占 大 秋 作 物 的

!!4!J#!"$年代中玉米播种面积占地区粮食作物总面积的!$4#J!而这一时期全省玉米

平均种植比例仅为""GJ(7)!形成这一比例与玉米传入后这里的种植传统有着直接关系&

!!与山西的情况 相 近!%8世 纪 以 来 的 百 余 年 内 也 是 河 北’陕 西 等 地 玉 米 的 扩 展 时 期&

!$世纪前期陕西以玉米为主要食粮的人口已占总人口!G4!J$!由于陕西玉米主要分布

在陕南’关中两地!陕北种植量不大!因此在一年一熟区域内玉米尚未成 为 主 要 粮 食 作

物!以此为主食的人口要低于全省平均值&河北境内的玉米以东部太行山区与冀东’冀中

为多!民国 *顺义县志+载",食!玉米为大宗!谷’麦’高梁’菽次之&.民国 *香河县

志+",居民日三餐食品!以小米’玉蜀黍’杂豆为重要&.民国 *南皮县志+",农民常食

以玉蜀黍’高梁’谷子’豆类为主食&.这些记载都道出了冀东北’冀东’冀中等地偏重

种植玉米的现象&至!$世纪H$年代冀东春玉米占大秋作物!$4#HJ!冀中占!74#HJ#!
一反清初 ,土不多种!惟园圃间有之.的寥落状况%&

#$!!北方一年一熟春玉米分布区作物轮作嬗替形式

!!历史文献很少记载春玉米与其他作物轮作中的嬗替关系!为了对这一问题形成认识!
我们只能凭借农业生产方式存在继承性的特点!利用当代农学研究成果!推测玉米传入初

期北方一年一熟春玉米分布区轮作与作物嬗替关系&

!! *中国耕作制度区划+指出当代东北地区存在的主要轮作形式为"
!!!!大豆#高梁#谷子#玉米 大豆#玉米#玉米#高梁

!!!!大豆#玉米#玉米#甜菜#谷子 春小麦#春小麦#大豆#玉米(G)

表#!%"世纪中期辽宁主要旱地

粮食作物种植比例 "&#$’%

()*$#!+,-.-,/0-1-23,-.4-15,67)1501
80)-1019+,-:013;"&#

年代 %8H8 %8"! %8"7 %8"G

谷子 %H4$ %!48 %$4#

高梁 664H 6%4% !"4# 84$

玉米 %747 %%48 %H4% 6%4"

!!这几种轮作形式中!第H种轮作形式与玉

米传入东北初期情况出入较大!玉米对丘陵岗

地的环境适应性往往导致人们将种植玉米作为

瘠地的利用方式&与玉米不同!小麦是对土壤

要求较高的作物!能够种小麦的土地!往往不

会安排玉米!因此 在 最 初 不 易 形 成 轮 作 关 系&
前三种轮作形式与玉米传入东北地区初期情况

比较吻合!尤其高梁’谷子等作物在生态属性

上与玉米近似!因此农家无论考虑环境利用还是空间选择!都会将玉米与这些作物进行轮

作&东北地区玉米传入后虽然不存在作物之间的嬗替取代!但随着玉米种植面积的扩展!
高梁’谷子种植面积必然减少&这种此长彼消的情况在表%中显示得十分清楚!这也从一

方面证明了这几种农作物之间的轮作关系&

!!与东北地区不同!农学家针对当代华北’黄土高原等地旱地农作物研究指出!这些地

#
$
%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 *华北典型村调查 $%8H8年度%+&
2日3东亚同文会 *新修支那省别全志! 陕西省+!"G!""88页!*支那省别全志+刊行会!%8HH年&
乾隆 *献县志+卷三 *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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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玉米连作现象比较普遍!此外一些地区也存在"
糜子#谷子#高梁或玉米 玉米#大豆#谷子

等轮作方式(G)!但由于轮作不占主流!作物间空间盈缩关系不明显&农学家这一研究给我

们认识历史问题提供了一个基准!以此为基准回到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

期!可以肯定近6$$年内种植在北方山区的春玉米在连作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也存在与

高梁’谷子等作物的轮作’换茬&

!!北方两年三熟制夏玉米轮作区

%$#!北方两年三熟夏玉米种植区玉米种植规模

!!近6$$年以来华北平原大部分地区以及陕西关中均实行两年三熟制!由于两年三熟制

是冬小麦与旱地杂粮的交错组合!玉米只从属于旱地杂粮之中!故清代这一区域内玉米种

植比例很低!杨一臣 *农言著实+’蒲松龄 *农桑经+等农书可为一证&这两部农书分别

记述了清代关中地区与山东淄川一带农业生产情况!其中 *农言著实+重点记述了小麦’
谷子’豌豆等作物的种植技术!*农桑经+记述了数十种农作物!但这两部农书均没有提

及玉米!可见这一时期玉米在这里种植比例很低!没有成为主流农作物而被列入记载&另

外孔府档案也提供了类似证据!*雍正三年曲阜县齐王庄麦秋租粮总册+记述了当地佃户

纳租情况!其中提及的粮 食 包 括 小 麦’豆 子’高 梁’黍’稷’谷 子’荞 麦’芝 麻 等 农 作

物!仍只字未及玉米(8)&民国年间各地有了玉米种植情况的量化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确切

地了解种植比例 以 及 相 关 问 题&!$世 纪 前 期 整 个 陕 西 省 玉 米 种 植 面 积 占 耕 地 总 面 积 的

747J!若取关中一带玉米仅占耕地比例的H""J#&据%86!年国民政府统计河南玉米种

植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47J$&至!$世纪前期山东一带玉米种植比例低的现象变化

似乎没有多少缓解!%86"年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志1山东+称",玉蜀黍--山东种植面

积无几!产地以南部为多&.(%$)与这一描述吻合!这一时期统计数据证明山东玉米种植面

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74%J%!这一比例不能算作太低!但省内各区域之间差异比较悬殊&

!!!$世纪"$年代两年三熟制夏玉米种植区内玉米的种植比例又有了新的变化!%8"7年

陕西全省玉米种植面积在总耕地中所占比例已提升到%H4%J!其中约%06种植在关中平

原!若将陕西省依陕南’关中’陕北三大区域而论!关中平原的种 植 比 例 应 接 近 这 一 数

值(%%)&同样是!$世纪"$年代河南玉米的种植比例为#"7J!不仅种植比例低!而且地

区分布极为不平衡!,60H以上分布在京汉铁路以西地区!山区多数县份玉米占作物面积

!$J以上"但在豫东陇海铁路以南地区则极为稀少!多数县份玉米占作物面积不到%J!
甚至接近于零&.这一时期山东省玉米在全省作物总面积中占746J!与!$年前相比略有

上升!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北地区与胶东丘陵的西北部(7)&

!!从上文所列两年三熟地区玉米种植比例变化显示!在!$$年左右的时间序列中!各地

#

$

%

2日3东亚同文会 *新修支那省别全志! 陕西省+!第""#G""#8页’#$$"#$%页!*支那省别全志+刊行会!
%8HH年&
*实业部月刊+第一卷第四期!!$7"!%!页!*河南省农户及耕地统计 表+$其 中 耕 地 资 料 来 自 于 *国 民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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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并不统一!其中关中地区呈上升趋势!山东变化甚微!惟河南整体趋于下降&由于自

然条件的差异!虽然各省内部均存在种植比例的差异!但河南境内地区差异最为突出&

%$%!北方两年三熟制地区作物组合与轮作形式

!!各地玉米种植比例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玉米在农作物轮作中的地位&两年三熟地区玉

米与其他农作物轮作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为冬小麦收获后以夏玉米为后作#另一种形式

为春玉米!这时春玉米或为冬小麦的前作!或以一年一熟形式与其他旱地作物轮作&
!表%!%"世纪<"年代华北各地两年三熟制与

玉米用地比例 "&#

!()*$%!+,-.-,/0-1-23-,1),;))15-/=;,3,-.4.7)1/;5

!/=,;;3,-.4.;,/>-6;),401?-,/=@=01)01#A<"4"&#

地区
两年三熟制在各类

熟制中所占比例

春玉米占

大秋作物比例

夏玉米占

冬小麦后作比例

冀东 "4H! !$4#H !4"!

冀中 !84#H !74#$ %64%6

京西 74%6 %G488 %48"

冀西 !H4$% %%46" G4"6

冀南 6$4%! %!4%H %$4HH

晋东北 $4G8 %%4"" $4$%

晋西北 $4#G $477

晋中 %4#! %!4"! $4!H

晋西 %4!% #4H%

晋南 74#H %$4GH %487

晋东南 H4G6 !!4%8

新乡 6846# !4H6 !"4H#

聊城 "64$# !4G% 6646H

菏泽 "#4G# "4!G #4"G

!资料来源"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农 业 部 *华 北 典 型 村 调 查$%8H8
年度%+!第H$""H页&

!!光绪 *乐亭县志+载",玉蜀黍--
岁可收两次!有早晚之名&.# 光绪 *束

鹿乡土志+载" ,玉 黍 秫--本 境 近 来

种此者颇多!早晚皆宜&.$ 这两处方志

中提到的玉米早晚两收!很可能指春玉

米与夏玉米!光绪 *兴平县乡土志+也

有类似的记载" ,玉 麦--皆 五 六 月 和

八九月收!谓之秋田&.% 八九月成熟属

夏玉米无疑&我们在肯定清代从河北东

部到陕西关中地区均存在夏玉米种植区

域的同时!最重要的是了解夏玉米在各

类冬小麦后作中占有的份额&对于这一

问题!%8H8年的一份调查提供了华北地

区相 关 信 息&表!为%8H8年 的 调 查 数

据!这组数据所显示的信息对于认识两

年三熟制实行区域以及春’夏玉米的种

植比例有着重要价值&华北地区实行两

年三熟制的地域以山东比例最高!多为

"$J以 上!河 北’河 南 多 数 地 区 则 在

!$J以上&在这些实行两年三熟制的区

域内!夏玉米只是各类后作之一!表!提供的信息表明!除菏泽外!凡是两年三熟制推行

范围广的地区夏玉米在后作中占有的比例就高&总体上看!两年三熟区域内夏玉米的比例

呈现自南向北递减的趋势!河南新乡为!"4H#J!冀南为%$4HHJ!冀 中%64%6J!至 冀

东一带仅为!4"!J&华北平原之外的关中地区也属于两年三熟制区域!!$世纪"$年代的

调查只记述了 ,关中平原’汉中盆地玉米多在夏季播种!与小麦’蚕豆等越冬作物进行复

种.(%%)!至于夏玉米在冬小麦后作中占有的比例却无明确记载!推测应与河南’山东一带

接近&

!!此外两年三熟区域内!不仅夏玉米!春玉米也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农作物一年一熟制

以插花形式分布在两年三熟制区域内!因此春玉米的轮作就出现两种情况!一种出现在两

年三熟区域!以冬小麦前作形式构成轮作!其轮作次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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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 *乐亭县志+卷一三 *食货志+&
光绪 *束鹿乡土志+卷一二 *物产+&
光绪 *兴平县乡土志+卷六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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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三月下旬!春玉米或其他作物!七月下旬
$

!!八月中下旬!冬小麦!

!!!!五月中下旬
$

!夏玉米其他作物!八月下旬
$

在玉米’小麦的轮作次序图中!凡注有 ,$.号的月份均为农作物的收获季节#另一种则

属于一年一熟制度下的轮作换茬&但无论哪一种情况最终都落实到春玉米的总种植比例

中!通过表!提供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同一地方春玉米与夏玉米的种植比例相反!
即凡是春玉米种植比例高的地方!夏玉米比例就低#反之夏玉米种植比例高的地方!春玉

米比例往往 偏 低!如 冀 东 春 玉 米 占!$4#HJ!夏 玉 米 为!4"!J#聊 城 春 玉 米 占!4G%J!
夏玉米则为6646HJ&表!的 数 据 除 菏 泽 外!其 他 地 方 春’夏 玉 米 间 的 对 比 虽 然 互 有 出

入!但总的对应关系基本如此&春’夏玉米种植比例之间的对应关系!反映的正是作物轮

作换茬的基本特征!即已经实行以春玉米为冬小麦前作的年份!一般不会再以夏玉米为后

作#同样以夏玉米为冬小麦后作的年份!也不会继续以春玉米为前作&当然在农作物的轮

作中!不但不会出现春玉米’夏玉米在同一年度中互为冬小麦前后作的情况!一般也不会

连年将玉米选作前作或后作!正由于这样的原因!表!的调查数据中!春玉米在大秋作物

中占据比例最高为!74#J!夏玉米在冬小麦后作中占有比例最高为6646HJ!占据其余份

额的应是其他参与轮作的农作物&

6!南方丘陵山区玉米’杂粮轮作区

!!南方丘陵山区是玉米的重要产地之一&明清时期南方各地平原河谷等自然条件优越的

地方!早已为水稻’小麦等作物所占用!玉米不但无法取代这些传统农作物的地位!而且

在旱地作物轮作中占据的份额也不高!尽管这样!玉米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南方这片种植空

间!原因在于南方的自然环境比较复杂!平原’河谷之 外!丘 陵 山 区 所 占 面 积 很 大!据

%87#年统计江苏下辖7#县中县域地貌属于丘陵山区的有%H个!占全省%G48J!浙江县

域地貌属于丘陵山区的占全省G!4$J!安徽占"#4HJ!江西为G"47J!福建为8H4$J!
广东为7%47J!广西为8H4%J!湖南为GH4"J!湖北为7"47J!四川8%4!J!云南’贵

州均为%$$J(%!)!范围如此广大的丘陵山区为玉米等旱地杂粮发展提供了空间&明清两代

既是中国人口大幅度增长时期!也是山区进入全面开发时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玉米

虽然没有在平原大面积推广!却伴随人口从平原流向山区的开发历程!逐渐成为南方丘陵

山区的优势作物!广泛分布于各地&

!!当然!玉米植根于南方丘陵山区并非一帆风顺!其间的竞争与挑战除来自于粮食作物

外!主要为经济作物&因经济作物效益好!凡适宜茶’蓝靛’苎麻’甘蔗’油桐’油茶等

经济作物生长的丘陵山区!均被人们首先占用!因此明清以来这些省份的丘陵山地在少量

种植包括玉米在内的粮食作物外!多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随着自南向北进入北亚热带以

后!在气温条件制约下!喜温经济作物逐渐减少!玉米在丘陵山区的优势越来越大!这样的

优势分布区将湖北’四川北部和陕西南部联为一片!形成三省交界地带的玉米集中种植区&

!!南方丘陵山区自然条件较复杂!适应自然条件变化!各地不仅没有形成统一熟制与轮作

形式!而且将各类种植制度与技术手段交织在一起!构成在空间上相互交错的分布格局&

!$#!川&陕&鄂三省交界地带玉米种植区

!!川’陕’鄂三省交界地带 ,由陕西之略阳’凤县迤逦而东!经宝鸡’ 县’周至’洋

县’宁陕’孝义’镇安’山阳’洵阳!至湖北之郧西!中间高山深谷!千枝万派!统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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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老林&由陕西之宁羌’褒城迤逦而东!经四川之南江’通江’巴州’太平’大宁’开

县’奉节’巫山!陕西之紫阳’安康’平利!至湖北之竹山’竹溪’房县’兴山’保康!
中间高山深谷!千峦万壑!统谓之巴山老林&.被称为南山老林与巴山老林的秦巴山地均

为移民的主要开垦地!来 自 ,江’广’黔’楚’川’陕 之 无 业 者!侨 寓 其 中!以 数 百 万

计.!主要从事种植业!而 ,老林之中!其地辽阔--所宜包谷’荞’豆’燕麦.#&山中

种植的农作物之中!玉米为大宗!故清人述及这一地区时!屡屡提及",南山绵亘二千余

里!跬步皆山!土著本少!率系川楚等省贫民!或只身前往!或携眷而来!开垦荒山!种

植包谷杂粮.$&正由于玉米是秦巴山地种植量最大的粮食作物!三省交界地带各县山民

几乎都将玉米视为主粮&,南山地方!民食向以包谷为重.%&,郧阳亦属崇山峻岭--山

农所恃以为饔餐者麦也’荞也’粟也&总以玉黍为主.&,川北’保宁所属沿边州县--山

农以包谷’杂粮为重.&&

!!清人文献述及三省交界地带玉米种植情况均为文字描述!究竟玉米占据什么比例!这

是认识这一地区玉米集中程度的重要问题&据!$世纪6$年代的调查资料显示!三省交界

地带属于陕西省的 紫 阳 县 玉 米 种 植 面 积 占 总 耕 地 的84"J!宁 羌 占84"J!略 阳84"J’
洋县%"4GJ!石泉#4GJ!洵阳84"J!佛坪846J!凤县84HJ’&显然这组数据与文字

描述形成较大差距!即统计数据似乎比文字描述少了很多&统计数据低于实际种植面积对

于秦巴山地是十分正常的!这里以移民为主的社会环境!不但为官方管理带来极大困难!
而且山中地形复杂!零星耕地更难以纳入统计之中!若排除疏漏部分!玉米实际种植面积

以及在耕地中占有的份额应高于此值!况且长期种植玉米引起的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也会

影响种植规模&!$世纪"$年代的调查就十分明确了!,陕南是全省玉米种植最多的地区

--巴山山区玉米种植面积占全省6$J以上!秦岭山区玉米种植面积的绝对数量虽然不

及巴山山区!但却是该区最主要的农作物!在该区作物组合中玉米约占H$J!当地农民

均以玉米为主要粮食.(%%)&

!!玉米进入三省交界地带后!与之竞争最大的农作物是粟&粟耐旱’耐瘠!对环境的适

宜程度比玉米强!但产量不如玉米高!!$世纪6$年代陕西省的调查显示玉米每亩产量为

%H8斤!粟则为%!#斤(!正由于此!各地移民进入秦巴山地从事开垦时!以追求产量为

目的!尽量利用自然条件种植玉米&秦巴山地已属于亚热带地区!热量与降雨都能满足玉

米的生长需要!惟在粗放经营下没有施肥的习惯!人们利用这片无人触动的土地地力尚足

的优势!往往采取易田形式满足作物对肥力的要求&人们 ,熙熙攘攘皆为苞谷而来也!数

年地薄!则又转徙而之他.)&经过一番努力!玉米在川陕鄂三省交界地带扩展很快!而

在扩展过程中首先伴随的就是与粟的竞争!如清人严如熤所言",数十年前!山内秋收以

粟谷为大庄!.然 ,粟利不及包谷!近日遍山漫谷皆包谷矣.*&玉米未传入之前!三省山

区种植量最大的农作物是粟!由于这两种作物对环境条件的要求相近!因此玉米每扩展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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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3严如熤 *三省边防备览+卷一四 *艺文+!卓秉恬 *川陕楚老林情形亟宜区处+&
2清3托津等 *平定教匪纪略+卷三八&
2清3托津等 *平定教匪纪略+卷三六&
同#
各县耕地面积来自于%86#年 *实业部月刊+第%卷H期!玉 米 种 植 面 积 来 自 于%867年 *实 业 部 月 刊+第!
卷%期!两个数据的统计年代均为%86H年&
2日3东亚同文会 *新修支那省别全志! 陕西省+!"#G""#8页!*支那省别全志+刊行会!昭和%G年&
同治 *洵阳县志+卷一一 *物产+&
2清3严如熤 *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一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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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就意味着粟的种植面积缩减一分&正由于这两种作物存在彼此之间的嬗替关系!最终

玉米所占的全部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取代粟的结果!严如熤等所指陈的粟谷曾为大庄!其

后则遍山皆包谷的现象!就是三省交界地带作物的嬗替过程&遗憾的是严如熤等述及玉米

与粟的嬗替关系!仅限于文字描述!从中很难洞悉玉米以及粟等作物的盈缩程度!并就这

一问题形成科学认识&!$世纪6$年代的调查为我们留下了陕南各县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

的资料!从中可以看出各类作物种植面积最大的为玉米与小米 $粟%&虽然这两种作物的

种植面积互有高低!但均在第一’第二之中!如紫阳’镇巴’略阳’洋县’石泉’宁陕’
佛坪’留坝’凤县小米种植面积位居第一!玉米位居第二#洵阳玉米种植面积居于第一!
小米为第二#!若 将 两 种 作 物 种 植 面 积 的 总 和 视 为%$$J!那 么 第 一’第 二 的 差 别 只 在

"$J强与"$J弱之间&了解这一数据后!我们就不难想象为清人所描述的 ,遍山皆包谷.
的玉米种植盛况!不仅不是一种作物占据绝对空间优势的场面!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仅取代

了小米 $粟%原有种植面积的%06强!此外还会少量取代糜子’高梁的种植空间&

!!玉米与其他作物之间在种植空间上的分配份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山区自然地理条

件&山区自然条件复杂!由高度变化而带来的气温变化直接决定了作物种类!此外山地的

阴坡’阳坡之间也形成一定的温度差别&玉米属于喜温作物!在山区的环境背景下!其环

境选择幅度略逊于粟!在高梁’黍与荞麦’燕麦之间&对此文献中留下许多记载!清人严

如熤称",汉川--山内溪沟两岸及浅山’低坡!尽种包谷’麻’豆!间以种大小二麦#
山顶老林之旁!包谷’麻’豆’清风不能成!则种苦荞’燕麦’洋芋&.$ 与 严 如 熤 的 记

载类似!秦巴山区各县作物环境选择方式基本相同&这些文献将玉米对山区环境选择记述

得十分清楚!浅山低坡属于玉米的环境适宜地!高山则因温度降低不适宜玉米生长!取而

代之的是相对耐旱的苦荞’燕麦等!当然浅山低坡之外的河谷平坝多种植水稻’小麦等对

自然条件更苛求的作物&山中不同地形与高度之间具有各自的作物组合形式与环境选择特

征!正由于山区自然条件复杂!一种农作物的生态属性不能适应所有的环境差异!故每种

作物只能在适宜自身生存的地带生长!进而在整体上形成作物种植空间各成一方的局面!
其实这也是玉米在山区种植虽盛!却不能更大幅度取代其他作物的原因&

!!受自然条件制约!川陕鄂三省交界处多实行一年一熟种植制度!并以春玉米为多!少

数地方种植夏玉米并与冬小麦轮作&佛坪一带 ,包谷收八月.%!四川太平 ,早包谷清明

时种!至迟以芒种为限&.& 这些记载提供的三月播种’八月收获的信息显示!这里种植

的玉米均为春玉米&但山区自然条件复杂!山上’山下气温的变化往往会导致同一作物品

种的生长期有所差异!对此严如熤在 *三省边防备览+中就留下这样的记载",包谷种平

原’山沟者六月底可摘食#低山熟以八’九月#高山之熟则在十月&’ 成熟期推迟显然与

海拔高度提升有关!这种现象正如农学家指出的那样",由低海拔向高海拔!由南向北引

种!生育期延长#反之生育期缩短&.(H)正由于山区海拔高度的影响!一些地段玉米的生育

期往往会延长&

!!山区自然条件复杂!如何利用环境而获得理想的收成是山农时刻思考的问题!因此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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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7年 *实业部月刊+第!卷%期!数据的统计年代为%86H年&
2清3严如熤 *三省边防备览+卷八 *民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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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这类环境适应性较强的作物!往往被安排在低山或中山&问题论述到此!我们涉及的

只是通常的惯例!实际在山农对作物的选择过程中!也不乏一些变通或因倒茬的需要!而

将玉米加入到多熟制的轮作序列中!四川万源就有这样的情况!这里 ,四月内收获冬粮!
俗称小春!跟即种包谷!无论如何忙!迨夏至节后几日均需种毕.#&这里提到的小春后

种玉米!就是玉米作为冬粮的后作而实行年内两熟的事例!虽然这样的事例不多!但在一

年一熟春玉米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却显得十分重要&

!$%!其他南方丘陵山区

!!南方山区以川陕鄂三省交界地带玉米种植最为集中!其他地方虽然也种植玉米!但集

中程度与种植面积都比这一地区逊色&由于南方各地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背景的差异!又

可将玉米在南方山区的分布分为西南山区与东南山区两部分!西南山区包括四川中部’南

部!贵州’云南全省以及湖北’湖南’广西三省西部!东南山区包括广东’海南’福建’
浙江’江西’台湾等省全部以及江苏’安徽的南部!广西’湖南’湖北东部!为了分析方

便!下面就这一问题分区进行论述&

!$%$#!西南山区!西南山区在海拔高度与地理位置的影响下!不仅旱地农业占有重要地

位!而且因高程变化而出现的垂直地带性也十分突出!面对这样的农业生产环境玉米表现

出良好的生态适应性!成为当地重要粮食作物之一&

!!山地丘陵与盆地平坝相交是西南山区基本的地貌特征!由于山地与盆地平坝自然条件

的差异!人们往往将水稻等作物安排在盆地’平坝!旱地作物则种植在山地!与西南山区

自然环境适宜的旱地作物主要有粟’高梁’豆类等!明清以来随着移民大量进入!在传统

农作物之外!玉米种植范围的扩展!根本改变了山区农作物的种植结构!时至清中后期!
种植面积最大的旱地作物已由传统作物中的粟’高梁等让位于玉米&清代文献留下很多山

区广植玉米的记载!四川峨眉等地 ,山居则用玉蜀黍为多.$&而 ,云南地方辽阔!深山

密箐未经开垦之区!多有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穷民往搭寮棚居住!砍树烧山!艺种包

谷之类.%&贵州更是 ,山地遍种!民咸赖之以济食.&&至于 ,湖南一省半山半水--深

山穷谷!地气较迟!全赖包谷’薯 芋’杂 粮 为 生.’&与 湖 南 相 似!湖 北 ,山 田 多 种 玉 蜀

黍.!广西 ,蛮溪山峒!近皆为楚’粤’黔’闽人垦耕包谷’薯芋’瓜菜等物.(&对于这

些与玉米种植状况有关的描述!我们仍然需要数据进行准确评价!四川’贵州’云南为西

南山区的主要 部 分!从!$世 纪6$年 代 的 统 计 来 看!四 川 玉 米 种 植 面 积 占 耕 地 总 面 积

%$4#J!贵州占84#J!云南占%G4$J)!三省玉米种植比例都较高#至!$世纪"$年代

四川玉米种植面积在耕地总面积中已达%!4#J!贵州为!H4%J!云南为!64GJ(%%)!三省

均呈现不同幅度的上升&玉米在西南山区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在种植比例上!而且在旱

地作物中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表6列举了!$世纪6$’H$’"$年代云’贵’川三省主要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三省玉米种植面积虽然有所波动!但总的趋势表现为增加!至!$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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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云贵川三省主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亩##

()*$!!B,;)4-2C)013,-.401DE11)1’FE0G=-E
)15H03=E)1.,-:013;4

作物 年代 四川 贵州 云南

小麦 %86!年 %GH67$$$ !#H"$$$ HHH6$$$

%8H7年 !#!G"$$$ "!!6$$$ "GH%$$$

%8"7年 !$H$$$$$ H$"$$$$ "$%$$$$

玉米 %86!年 %!7"%$$$ 6%7#$$$ 6GGG$$$

%8H7年 %%"#$$$$ !76H$$$ H$6G$$$

%8"7年 !H#G$$$$ %%6%$$$$ %6GG$$$$

小米 %86!年 8GH$$$ #8%$$$ #H6$$$

%8H7年 "#6$$$ !%8$$$ %H6$$$

%8"7年

甘薯 %86!年 "8#6$$$ %G%$$$ !H%$$$

%8H7年 G6#6$$$ H%#$$$ 668$$$

%8"7年 %8"%$$$$ %%6$$$$ H7$$$$

"$年代玉米在三省均已发展为种植面积最

大的旱地 作 物 了&云’贵’川 三 省 构 成 了

西南山区 的 主 体!地 处 边 缘 地 带 的 湖 南’
湖北’广西 三 省 西 部 玉 米 的 种 植 比 例 相 应

缩减!仅以湖南为例!!$世纪6$年代湖南

全省玉米占用耕地比例仅为!J!但个别山

区县种 植 比 例 也 很 可 观!如 安 化’龙 山 均

在H$J以上!新化’古丈’乾城在%$J以

上!余者除两三县种植比例在"J左右!多

数都在!J或!J以下$&

!!这些数 据 为 我 们 认 识 玉 米 在 西 南 山 区

粮食作物 中 的 地 位 提 供 了 依 据!而 且 也 显

示了区域 内 部 的 空 间 变 化!总 体 上 玉 米 种

植比例在西 南 山 区 存 在 自 西 向 东 种 植 比 例

逐渐降低 的 现 象!而 决 定 这 一 现 象 的 是 自

然环境与社会经济 发 展 特 征 的 差 异!云’贵’川 三 省 中 云 南’贵 州 两 省 山 区 面 积 均 达

%$$J!四川也在8%J以上!这样的自然环境必然导致旱地粮食作物占突出地位!旱地作

物之中!玉米以其高产与环境适应性强自然占据了主要种植空间#湘’鄂’桂三省西部虽

然多属山区!但山间河谷地带为水田发展提供了条件!如湖南安化县玉米的种植比例固然

很高!但水稻种植面积仍然占76J!另外自明代闽浙’江西等地的移民相继进入湘’鄂

两省山区!主要从事经济作物的种植!这种经营传统也会影响旱地作物的土地占有量&

!!西南山区大部分地区采取一年一熟种植制度!少数地方存在与其他作物的轮作!并构

成一年多熟现象&据清代以及民国年间地方志记载!四川资州 ,玉蜀黍--六七月间开花

成穗如秕麦状.%&贵州平越 ,包谷!早者二月布种!六月即可成熟.&&云南景东 ,仲夏

之月--黄包谷始发.’&湖南 宁 乡 ,包 谷--六 七 月 开 花 成 穗.(&湖 北 恩 施 ,玉 蜀 黍!
七八月收.)&以上文献记述的多为三月清明前后播种!七八月收获的春玉米!当然同为

春玉米有些地方因地形导致的小气候也会将播种期提前或滞后!山区地形多变!因此而营

造的小气候也会有所差异!贵州普安 ,南里多暖!故种获较早!北里较寒!故种获较迟#
南里包谷成熟在五六月!北里包谷成熟在八九月.*!就是因地形而影响作物成熟期的事

例&与普安的情况相同!贵州平越’荔 波’麻 江’湖 南 古 丈’永 绥 二 月 播 种!五 六 月 收

获!而四川太平则存在五月播种的现象!所有这些都应是地形变化的结果&西南山区人口

与社会经济背景均不能与东部地区相比!一般春玉米收获之后多将土地闲置!少数地方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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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荞麦等短生长期作物&这里种植夏玉米!并与稻’麦等作物轮作的事例不多!上引民国

*麻江县志+提到 ,旱年有至六月布种者.!从播种期看确属夏玉米!但文献中强调因旱年

而将玉米推迟到六月播种!说明六月播种不是前茬作物占地!而是天旱缺雨&当然我们也

不能借此断定西南山区不存在夏玉米以及与之相应的轮作形式!!$世纪6$年代的统计显

示!仅稻谷’玉米两种作物占用耕地已超过%$$J!很显然凡是这种情况都是在土地复种

前提下产生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世纪6$年代湖南西部山区存在水稻与玉米的轮作现

象!虽然轮作地段十分有限!但它却代表着另一种种植制度的存在&时至!$世纪"$年代

玉米参与下的多熟现象在西南山区逐渐增多!如四川因各地海拔高度的差异!玉米的 ,播

种’收获期与换茬情况差别很大!西部海拔三千米左右的高原于H月播种!G月收获#盆

地四周G$$"%"$$米山地于6月底播种!G’8月收获!均以一年一熟为主&平原’低丘地

区"月中种!8月收!生育期比山地’高原短半个月!这些旱地普遍实行一年两熟制.(%6)&
与四川相比!云’贵两省玉米参与的轮作现象比较少!虽然云南境内!HM"!"M1以南地区

的气候条件可以满足一年两季玉米成熟!但直至!$世纪H$年代后期玉米始终种植在这一

纬度以北地带!主要实行一年一熟种植制度&湖南西部山区 ,玉米常与大豆间作!少数实

行早晚玉米连作或作为早中稻的后作.(%6)!这一点与!$世纪6$年代的情况很相近&

!$%$%!东南山区!明清以来随着人口不断增长!东南山区陆续进入农业开垦阶段!进入

这里开垦的农民在种植各类经济作物的同时!也将玉米选作主要经营的粮食作物之一!遍

地栽种!如安徽徽州一带进山垦殖的棚民往往 ,因垦地成熟后!布种苞芦.#&最初 ,种

苞芦者!都系福建’江西’浙江暨 池 州’安 庆 等 府 流 民.$!后 来 ,垦 山 者 不 皆 棚 民!土

人垦者亦渐多.%!在棚民的垦殖推动下!玉米种植范围也从 ,民家惟菜圃间偶种一二以

娱孩稚.!而发 展 到 ,延 山 漫 谷.&&与 徽 州 的 情 况 相 近!浙 江 山 区 也 成 为 棚 民 主 要 开 垦

地&皖’浙两省之外其余各省种植规模都较小!在山区开垦中的作用也居于次要地位&!$
世纪H$年代的统计数据显示江苏玉米种 植 面 积 在 耕 地 中 占!4$J!安 徽 占%4GJ!江 西

$4HJ!浙江64$J!福建$4GJ!广东$4GJ!台湾$4!J’&从总体来看!玉米在东南山

区的种植比例明显低于西南山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甘薯的种植以及大量经济作物进

入山区直接相关&

!!东南山区以春玉米为多!如江苏松江 ,鸡头粟!四月种!八月熟.(!浙江慈溪 ,六

七月开花.)!江西抚州 ,三月栽种!四月扬花!八月结实.*!依照生长期来看这些均属

于春玉米&山区农业开垦初期!一年一熟制度占主要地位!春玉米比重也相应比较大!以

后随着山区农业开发力度加强!多熟制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夏玉米种植比例逐渐提升&至

!$世纪"$年代随着水 稻 一 年 两 熟 制 在 南 方 各 地 推 广!中 籼 稻 收 获 后 往 往 再 种 一 茬 晚 玉

米&广东虽属东南山区!但这里地处南亚热带地区!气候炎热!终年都可以播种或收获!
因此如同其他作物一样!玉米播种与收获期与长江流域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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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6$$年是中国人口急剧增加的时期!伴随着人口自平原向山区!自中原地区向周边

地区迁移!玉米不但形成了基本的种植制度!而且空间分布也表现出如人口移动同步变化

趋势!清代中前期玉米主要分布在明长城一线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地区!清末民国时期!
随着内地移民大量进入东北’西北地区!玉米分布不仅突破了原来的界限!而且形成自东

北’华北经秦巴山地至西南地区的玉米集中分布区 $见图%%&图%中白色与黑色分别代

表清’民国两代主要种植玉米的县份!灰色地带为种植面积低于"$亩的地区&

图%!清代’民国时期玉米主要种植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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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结语

!!农作物种植制度是作物生理特征与生态环境多重因素相互结合的产物!在玉米未传入

中国之前!中国北方依托小麦’谷子’豆类等!南方依托水稻’小麦’谷子等作物已形成

了完整的农作物种植制度!玉米作为外来作物在同传统作物的竞争中!不仅需要环境适应

与文化认同!而且更需要种植空间!而获得种植空间的途径在植根未垦旷土之外!必须加

入到作物轮作系统中!因此以玉米为核心的农业种植制度!一方面形成以山区为优势的土

地利用形式!另一方则通过产量优势取代了谷子等作物的种植空间!加入到作物轮作系统

中&本文所论及的北方一年一熟制春玉米轮作区’北方两年三熟制夏玉米轮作区’南方丘

陵山区玉米’杂粮轮作区就是建立在空间扩展与作物嬗替基础上形成的玉米种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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