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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ps Introduction and Spreading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HAO Kanet al  ( College of Humanities ,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 Yangli ng , Shaanxi 712100)
Abstract  In Mi ng and Qi ng dynasties many newcrops spread to China . The ecological adaptability , reproductive capacity and communicative compe-
tence of newspecies were strong . So they robbed other livingthing’existing space . They also destructedthe ecological equilibrium, and had long-termad-
verse effect on the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 Taking the sweet potato as an example ,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the grai n
crops’introduction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re discuss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origi n, spreading way , character and function of the sweet
pota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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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引入中国的作物品种多源自美洲, 总数接近30

种。其中甘薯、玉米等粮食作物的引入和推广不仅在当时的

救荒减灾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及

多方面的影响。甘薯是明万历年间引进的, 明清时期陆火翟的

《甘薯录》、陈世元《金薯传习录》、徐光启《甘薯疏》、李遵义

《种薯经证》等讲述甘薯种植和救荒的著作接连出现, 显示了

甘薯种植在当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1  甘薯的来源及其传入

根据甘薯的植物学特征、近缘植物的分布、细胞遗传学

的研究, 结合考古学方面的资料, 一般认为甘薯起源于美洲

的秘鲁、厄瓜多尔、墨西哥一带。20 世纪60 年代末, 从秘鲁

智尔卡峡谷的洞穴里发掘出的甘薯块根遗物, 经鉴定已有

8 000 ～10 000 年的历史。16 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 甘薯在

世界各地迅速传播。其路线主要有两条: 一是葡萄牙航海家

V·大革马的航迹, 自美洲和欧洲将甘薯引入非洲、印度、东南

亚等地; 二是哥伦布从美洲新大陆携甘薯至西班牙, 后由西

班牙水手再将甘薯携带至菲律宾( 古称吕宋) 的马尼拉和摩

鹿加岛 , 再传入中国、日本、朝鲜等地。

甘薯于明朝万历年间( 16 世纪末叶) 传入我国。传入的

途径大体可分水陆两条道路。陆路主要由印度、缅甸、越南

引入云南和广东。早在明嘉靖41 年( 1563 年) 《大理府志》就

有“紫蓣、白蓣和红蓣”的记载。1979 年, 当代著名史学家何

炳棣先生根据3 500 多种地方志考证 , 认为此即甘薯。清乾

隆年间 , 广东吴川县医生林怀兰, 曾为安南( 即越南) 北部守

关的一位将领治好了病 , 这位将领将他推荐给国王, 替公主

治好了顽疾 , 一天, 国王赐宴, 请林怀兰吃熟甘薯, 林觉其味

美可口, 便请求尝一尝生甘薯, 后来, 他将没有吃完的半截生

甘薯带回国内, 这块种薯在广东很快繁殖起来 , 后人修建了

林公祠以示纪念。正如《词源》中记载:“番薯种本出于交趾 ,

吴川人林怀兰尝得其种以归, 遍种于粤因不患凶患, 电白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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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怀兰祠, 题曰番薯林公庙。”海路则由吕宋、安南传入广东

和福建。明万历8 年, 广东东莞县人陈益, 通过安南当地“酋

长”奴仆的关系, 将甘薯带回国, 小心翼翼地培植, 取名“番

薯”。据《东莞县志》( 1911 年) “物产引风岗陈氏族谱”说:“万

历庚辰客由泛舟之南安者。陈益皆往。比至。酋长延礼宾

馆。每宴会。辄飨以土产薯。美甘。以觊其种。购于酋奴

获之。未几伺间遁归。以薯非等闲。栽种花坞。久蕃滋。

掘� 念来自酋。因名番薯云。嗣是播种天南。佐粒食。人

无阻饥。”

万历21 年福建长乐县人陈振龙到吕宋经商, 从土人手

中, 弄到几只曹藤, 并学会了栽种、收获、藏种的办法。回国

后, 就在住宅旁空地上, 繁殖起来。值闽中早饥, 其子陈经纶

上书巡抚金学曾倡议种植, 收益显著, 可充谷食之半 , 于是广

为传种。当时人们称其为“金薯”, 称颂金学曾推广甘薯有

功。甘薯的适应能力很强, 在一般小麦、水稻难以种植的沙

质土壤中都宜种。这种救荒品种很快传播到浙江、山东、河

南等地 , 通过当地人民的努力使甘薯在北方寒冷的冬季里也

能留种。地方志中记载灾荒年度靠种甘薯而度荒的事例是

很多的。

据清周亮工的《闽小记》中说, 甘薯是“万历中。闽人得

之外国”。清陈世元《金薯传习录》中援引《采录闽侯合志》中

的记载说 :“按番薯种出海外吕宋。明万历间闽人陈振龙贸

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子

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

半。自是硗确之地遍行栽播。”陆火翟的《甘薯录》中也提到 :

“明季有闽人陈经纶彳复自吕宋移其种归。巡抚金公曾劝民树

艺。闽人德之 , 号为金薯。”徐光启《甘薯疏·叙源》中亦有 :

“薯有两种, 其一名山薯, 闽广故有之 , 其一名番薯, 则土人传

云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 海外人亦禁不令出境, 此人取薯

藤绞入汲水绳中, 遂得渡海, 因此分种种植 , 略通闽广之境

也。”又据《甘薯考》:“陈振龙六世孙陈世元及其子陈云。先

后以甘薯传种于鄞州胶州青州豫州各地。渐次在浙江各地

传播。时为清乾隆20 年前后”。鄞州就是现在浙江宁波一

带, 胶州、青州是现在山东青岛和益都一带, 豫州是指河南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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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镇一带。此外, 明何乔远的《闽书》, 清黄叔王敬的《台海使槎

录》, 以及《闽政全书》、《福州府志》、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 ,

都有类似的记载。另据《甘砅考》记载: 顺治18 年( 1661 年)

郑成功到台湾时, 尚无甘薯, 迄道光初年( 1821 年) , 由大陆引

至台湾 , 乃栽培甘薯。

综合各种历史记载资料, 甘薯传入我国栽培迄今已有

400 年左右的历史, 其传入途径可能不止一处, 但于广东、福

建栽培最早, 而后向长江、黄河流域及台湾等地传播。也充

分说明, 前人在引种和推广甘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如明代

广东的陈益、林怀兰 , 福建的陈振龙、金学曾及陈振龙的后

代, 上海的徐光启以及清代山东的李渭等人, 为发展我国甘

薯生产作出了很大贡献, 如《甘薯录》中提到的 :“甚少前任布政

使李公渭尝举以教山东之民。”他们在当时条件下, 能够不辞

劳苦, 历尽艰辛 , 克服困难 , 引进甘薯并坚持试验、推广, 这种

精神实难能可贵, 值得人们称道。

2  甘薯的性状和救荒减灾功用

在我国许多古籍中, 还有关于甘薯的性状、功能等详细

记载。如徐光启《农政全书》有“番薯十三胜”之说 ;《金薯传

习录》陈述了甘薯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的好处; 明王象

晋的《群芳谱》, 清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等亦记载了甘薯

的优良性状和医学上的功效。有的古籍还收集载录了有关

赞颂甘薯的歌谣诗赋, 如《金薯传习录》中的咏“薯栽”一律 :

“嘉植传南亩, 垂闽第一功。纤罗牵叶碧, 嫩粉裹绡红。雨足

分农隙 , 秋深佐岁丰。海邦金姓字, 乐利颂无穷。”

2 .1  性状 徐光启《农政全书》中记载有“番薯十三胜”:“一

亩久收数十石 , 一也。色白味甘, 于诸土种中, 特为賘绝, 二也。

益人与薯蓣同功, 三也。遍地传生, 剪茎作种, 今岁一茎, 次

年便可种数百亩久, 四也。枝叶附地, 随节作根, 风雨不能侵

损, 五也。可当米 x , 凶岁不能灾, 六也。可充笾实, 七也。

可以酿酒 , 八也。干久收藏, 屑之旋作饼饵, 胜用肠蜜, 九也。

生熟皆可食, 十也。用地少而利多, 宜于灌溉, 十一也。春夏

下种, 初冬收入 , 枝叶极盛 , 草�1不容, 其间但需壅土, 勿用耕

耘, 无妨农耕, 十二也。根在深土, 食苗至尽 , 尚能复生, 虫蝗

无所奈何, 此十三也。”系统概括了甘薯具有高产稳产、抗逆

性强、适应性广、栽培容易、风味良好、用途广泛、繁殖甚快等

经济性状。另外 , 在《金薯传习录》中提到:“薯传外番, 因名

番薯。形如王瓜、如藕臂、如拳、如指、如卵、如枣, 大小不一。

实同种别 , 皮有紫、有白、有深浅红、有浓澹黄, 肉亦如之, 蒸

熟匀腻如脂, 甘平益胃, 性同薯蓣。”

2 .2 功用  甘薯的功用主要体现在救荒减灾方面, 如《甘薯

录》中记有:“夫以一物之微, 足以备荒疗疾, 而又不费工力 ,

其为功于民食实不浅。”由其生物学特性所决定, 甘薯具有广

泛的适应性, 不畏水、旱、虫灾, 产量大, 并且可治疗一些疾

病。徐光启《甘薯疏》中专设“救荒”部分 , 其中记载有:“番薯

扑地传生, 枝叶极盛, 若于高仰沙土 , 深耕厚壅, 大旱则汲水

灌之, 无患不熟, 闽广人赖以救济, 其利甚大。”首先, 甘薯种

植不畏水旱灾。“其种宜高地, 遇旱灾可导河汲井灌溉之, 在

低下水乡, 亦有宅地园圃高仰之处, 平时作场种蔬者 , 悉将种

薯, 亦可救水灾也。其种既在高地, 可救水灾, 若旱年得水 ,

涝年水退 , 在7 月中气后, 其田遂不及艺五谷荞麦, 可种又寡

收而无益于人计, 惟剪藤种薯 , 易生而多收。”其次, 甘薯对虫

灾亦有十分强的抵抗力。《甘薯疏》中是这样写的 :“蝗蝻为

害, 草木无遗, 种种灾伤 , 此为最酷 , 乃其来如风雨, 食尽即

去。惟有薯根在地, 食不及, 纵令茎叶皆尽 , 尚能发生, 不妨

收入, 若蝗信到时, 能多并人力, 益发土遍壅其根节枝干 , 蝗

去之后, 滋生更易 , 是虫蝗不能为害矣。故农人之家, 不可一

岁不种 , 此实杂植中第一品, 亦救荒第一义也。”第三, 甘薯产

量很大,《金薯传习录》中提到:“海隅人以供 , 蔓延极速, 节节

有根, 入地即结。每亩可得数千斛, 胜种五  x 几倍。”我国

一些古书中还多处提到甘薯的医药功用。如清赵文敏《本草

纲目拾遗》中写到 :“气味甘平无毒。主治补中和血。暖胃肥

五脏。白皮白肉者。益肺气生津。中满者不宜。多食能壅

气。煮时加生姜一片。调中与姜枣同功。红花煮食。可理

脾血。使不外氵曳。”《李时珍本草集解》中也提到 :“甘平无毒。

衤甫虚乏, 益气力 , 健脾胃, 强肾阳, 功同薯蓣。”在《金薯传习

录》中更是全面记载了其医药功用。

3  粮食品种引进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3 .1 解决粮食供给问题 明清时期正是我国人口高速增长

时期, 全国人口从明初的6 500 万～8 000 万人增加到1953 年

的58 300 万人 , 数百年间人口增加了9 倍, 而同期耕地只增

加了4 倍。人多地少 , 耕地不足, 给粮食供给造成了极大的

压力, 甘薯、玉米等粮食作物的引入则从一定程度上对此有

所缓解。甘薯、玉米等新引入的粮食作物都具有耐旱、耐瘠

的特性, 一般粮食作物难以生存的贫瘠土壤、深山苦寒地区

均可种植 , 而且产量高, 如玉米较之大麦和高粱产量高5 % ～

15 % 。同治《建始县志》记载 : 当地“居民倍增, 稻谷不给 , 则

于山上种苞谷、洋芋或厥薯之类, 深山幽谷 , 开辟无遗。”《植

物名实图考》也谈到:“山农之粮, 视其丰歉; 酿酒磨粉, 用均

米麦; 瓤煮以饲冢, 秆干以供饮 , 无弃物。”充分反映了甘薯、

玉米等新引进的粮食作物在农业生产和满足日益增长的人

口粮食需求中起重要作用。

3 .2  对农业生产结构的长期有利影响  玉米、甘薯等高产

作物的引进 , 不仅使原来不适于耕种的边际土地得到了利

用, 增加了粮食产量。又因为这些作物适于贫瘠和高寒地区

种植, 腾出了许多良田, 从而为当时经济作物的进一步发展

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 玉米、甘薯等作物的引进还为我国

增加了优良饲料作物的种类, 为畜牧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玉米子粒含热量高, 可消化性好, 是发展畜禽养殖业理

想的精饲料 , 除了玉米外, 甘薯等新引进的粮食作物也常被

用作饲料, 可见甘薯等作物的引进对促进我国畜牧生产的发

展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3 .3  外来物种引入带来一系列问题  外来物种的引进给引

入地带来了一系列的益处, 但同时具有一定的入侵性。如甘

薯等引入的物种具有生态适应能力强、繁殖能力强、传播能

力强等特点, 能够很快适应引入地的自然生存环境并逐渐扩

大其生存范围, 这对于引入地的资源环境来说 , 是一个比较

大的考验。最显而易见的是新引进的物种会抢夺其他生物

的生存空间, 进而导致生态失衡及其他当地物种的减少和灭

绝。例如 , 甘薯由于其适应能力强, 在很多山区广泛种植, 虽

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压力, 但破坏了很多原生的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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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实施可能会遇到的风险并做出相应的对策, 如在现实中

碰到假想的风险就可及时应对, 从而降低这种风险对企业的

冲击。客户关系管理的战略风险主要来自其实施过程中出

现的误区, 这些误区可分为以下几类:

4 .5 .1 实施工具。包括认为仅使用顾客关系软件就可提高

绩效; 互连网能最有效地提高顾客忠诚度。

4 .5 .2 顾客。包括认为顾客希望与企业建立良好的关系 ;

认为满意的顾客有较高的忠诚度 ; 认为长期顾客关系更有利

可图; 认为顾客生命周期价值可以估计。

4 .5 .3 企业。包括认为企业只需关注顾客关系进展情况即

可; 企业应将重点放在盈利能力较强的顾客上 ; 认为企业有

关顾客忠诚度的活动能提高顾客忠诚度; 认为新顾客的获得

和顾客关系管理是两个不相关的过程。

4 .6  企业经营管理行为  企业经营管理行为落实企业的经

营战略, 是企业哲学的切实体现 , 也是实现企业哲学的根基。

根据现有企业实施客户关系管理的实际情况, 可将客户关系

管理分成3 个类型 : 分析型、操作型、协作型。但无论是分析

型、操作型或协作型, 欲成功实施客户关系管理的企业需具

备以下要素:

4 .6 .1 以客户关系管理为中心, 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重组。

在客户关系管理时代, 企业的任何管理活动都必须为客户关

系管理服务。这就意味着企业内部须打破原有的等级层次

观念, 各组织部门应相互合作, 将获得的相关数据及时送及

客观关系管理中心 , 以供其进行分析确定对不同客户采取的

企业战略。这也是很多企业实施客户关系管理失败的原因

所在。

4 .6 .2 建立有效的企业网络分析系统。除原有的ERP、订单

管理系统、供应链管理系统、采购管理系统、分销网络管理以

及伙伴关系管理外 , 企业须具备能及时对顾客信息进行分析

并采取相应行动的系统。如系统获得某个客户购买信息后 ,

可结合该客户以往的历史记录对其特征进行分析和相应的

战略管理。

4 .6 .3 对行业以及客户特征进行分析, 确定对不同类型客

户采取的企业战略。企业首先应对该行业有很深刻了解, 并

对客户的一些关键指标( 如购买频率、购买数量、钱包份额)

进行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不断挖掘客户的深层信息 , 如根

据现有消费情况预测客户将来的消费倾向。在熟知客户特

征的前提下, 企业可根据一个或多个关键指标将客户分成不

同类型, 对不同类型的客户采取不同的企业战略, 如对消费

倾向大的客户通过增加接触和宣传活动将倾向转变为消费

行为。当然, 还可通过企业活动实现客户类型之间的转换 ,

如通过提供优质的服务提高客户的忠诚度, 增加其消费倾

向, 其最终目的还是实现客户生命价值的最大化。

4 .6 .4  良好的客户关系维护服务。加强服务是确保企业与

客户之间持续接触的重要环节, 是维护长期合作关系的手

段。通过企业的服务, 强化核心客户的形成 , 加强对客户的

跟踪管理, 来增加购买对象, 并使之转变为优良客户。

5  结束语

成功的客户关系管理必须将其提高到企业战略的高度 ,

通过实现整个价值链的完美结合以保证客户需求的满足、客

户价值的提升和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企业一旦决定实施客

户关系管理, 就必须切实反思自身, 以批判的眼光进行整改 ,

以满足其需要。否则 , 一切努力皆是徒劳。

参考文献

[ 1] 乔忠.顾客关系管理研究[J] .商业时代·理论,2005 ,35 :31- 35.
[2] 王永贵,董大海.客户关系管理的研究现状、不足和未来展望[J] .中国

流通经济,2004(6) :52- 56.
[3] 杨永恒,王永贵,钟旭东. 客户关系管理的内涵、驱动因素及成长维度

[J] .南开经济评论,2002(2) :48- 52.
[4] 黄劲松,赵平,王高,等.中国顾客重复购买意向的多水平研究[J] . 管

理科学学报,2004(6) :79 - 86 .
[5] 陈洪琪,周叶.关于现代企业顾客关系管理能力的思考[J] . 科技广场,

2005(9) :28 - 31 .
[6] 齐佳音,李怀祖.客户关系管理( CRM) 的体系框架分析[J] .工业工程,

2002 ,5(1) :21- 26.
[7] 段敏, 丁乃鹏.客户关系管理发展综述[J] . 经济经纬,2005( 2) :127 -

129 .
[8] 骆念蓓,徐培. 中国企业直面CRM[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2 ,16(3) :25 - 29 .
[9] 卞重宽,王方华.网络时代的客户关系管理[J] .上海企业,2001(8) :22-

24.
[10] 喻友平, 蔡淑琴.客户关系管理中的价值研究框架分析[J] . 经济与管

理,2005(19) :47 - 51 .
[11] 何荣勤.CRM原理、设计、实践[ 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 :341 .
[12] PEPPERS D, ROGERS M. Is your company ready for one to one marketing

[ Z] .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9.
[13] PAYNE A.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 centre for relationship maket-

ing[Z] . Centre for Relationship Marketing , 2000 .

( 上接第7003 页)

林木被砍伐, 给日后的水土保持工作带来很大压力, 也对当

地生态环境造成了长期的不利影响。同时 , 外来物种入侵

还会对植物土壤的水分及其他营养成份, 以及生物群落的

结构稳定性及遗传多样性等方面造成影响, 从而破坏了当

地的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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