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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

载体, 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做出卓越贡献的标志。就古

典植物学文化而言 , 由于大多古代典籍中对植物形态习性的

描述比较粗糙, 且未标注学名, 加之历史变迁, 称谓嬗变, 同

物异名或同名异物皆有, 影响了古典植物学文化的传承与利

用[ 1 - 3] 。笔者采用训诂学与现代植物学相结合的方法, 对收

集到的茄科茄属植物古汉名46 个进行考证。它们为隶属于

茄科茄属的6 种植物。

1  天天茄( 龙葵)

天天茄古代又称救儿草、后红子、苦菜、苦葵、天茄子、水

茄、老鸦眼睛草、老鸦酸浆草、天泡草、天泡果、天茄苗儿, 即

今之茄科茄属植物龙葵, 学名为 Sol anum ni grum L. 。

《滇南本草》天天茄:“天天茄, 一名救儿草。性大寒, 味

苦。今滇中多有。昔张真人至南海, 得异传, 带来滇中, 一名

后红子。”[ 4]《救荒本草》天茄苗儿:“天茄苗儿, 生田野中, 苗

高二尺许, 茎有线楞。叶似姑娘草叶而大, 又似和尚菜叶却

小。开五瓣小白花。结子似野葡萄大, 紫黑色, 味甜, 采嫩叶

炒熟, 水浸去邪味 , 淘净 , 油盐调食。”[ 5] 《本草纲目》卷16 龙

葵:“[ 释名] 苦葵、苦菜、天茄子、水茄、天泡草、老鸦酸浆草、

老鸦眼睛草。[ 时珍曰] 龙葵, 言其性滑如葵也。苦以菜味

名, 茄以叶形名, 天泡、老鸦眼睛皆以子形名也。与酸浆相

类, 故加老鸦以别之。”[ 5]《陕西通志》卷 43 :“龙葵俗亦名苦

菜, 非荼也。所在有之, 关河间谓之苦菜 , 叶圆, 花白, 子若牛

李子, 生青熟黑, 一名天茄子, 一名老鸦眼睛草, 其子生青熟

赤者为龙珠。”[ 5]《植物名实图考》卷14 龙葵:“龙葵 ,《唐本草》

始著录, 李时珍以为《图经》老鸦眼睛草。俚医亦曰天泡果 ,

其赤者为龙珠, 处处有之。”[ 6]

龙葵别名中的“苦菜”一名, 与败酱科植物败酱( Patri ni a

scabi osaefoli a Fisch .) 、菊科植物苦苣菜( Sonchus oleraceus L .) 、

百合科植物川贝母( Fritill ari a cirrhosa D. Don) ( 名见《名医别

录》) 同名; 别名中老鸦眼睛草与葡萄科植物乌蔹莓( Cayrati a

j aponica ( Thunb .) Gagnep .) 同名 , 故《本草纲目》卷18 乌蔹莓 :

“[ 时珍曰] 五叶如白蔹, 故曰乌蔹, 俗呼五爪龙。”又《本草纲

目》卷16 龙葵:“五爪龙亦名老鸦眼睛草, 败酱、苦苣并名苦

菜, 名同异物也。”[ 5]

2  鬼目( 白英)

鬼目古代又称苻、谷菜、白草、排风、白幕、排风子、望冬

红、酸尖菜、鬼目菜、鬼目草、天灯笼、和尚头草等, 即今之茄

科茄属植物白英, 学名为 Sol anuml yrat um Thunb . 。

《神农本草经》( 以下简称《本经》) 草部上品记载:“白英 ,

味甘寒。⋯⋯一名谷菜, 生山谷。《尔雅》云: 苻, 鬼目。郭璞

注云: 今江东有鬼目草茎似葛, 叶圆而毛, 子如耳王当也, 赤色

丛生,《唐本草》注云, 白英, 此鬼目草也。”[ 7]《证类本草》卷6 :

“白英 , 味甘寒, 无毒。⋯⋯一名谷菜 , 一名白草。生益州山

谷, 春采叶, 夏采茎, 秋采花, 冬采根。”[ 4] 《本草纲目》卷 18 :

“白英,《本经》上品。校正并入《别录》鬼目。[ 释名] 谷菜、白

草、白幕、排风 , 子名鬼目。[ 时珍曰] 白英谓其花色, 谷菜象

其叶文 , 排风言其功用, 鬼目象其子形。《别录》有名未用, 复

出鬼目 , 虽苗子不同, 实一物也, 故并之。”[ 5]《植物名实图考》

卷22 白英:“白英,《本经》上品。《尔雅》: 苻, 鬼目 , 即此。一

名排风子 ,《吴志》曰鬼目菜,《齐民要术》误以为岭南鬼目果 ,

湖南谓之望冬红。⋯⋯雩娄农云: 白英有毛而酸, 贫者食之 ,

滇人呼为酸尖菜。”[ 6]

又《本草纲目拾遗》卷7 白毛藤:“白毛藤亦名天灯笼, 又

名和尚头草。白毛藤生人家墙壁上, 茎、叶皆有白毛, 八、九

月开花藕合色 , 结子生青熟红, 鸟雀喜食之。《百草镜》白毛

藤多生人家园圃中墙壁上, 春生冬槁, 结子小如豆而软, 红如

珊瑚, 霜后叶枯 , 惟赤子累累, 缀悬墙壁上, 俗呼毛藤果。采

其藤干之浸酒, 云可除骨节风湿痛。”[ 10] 据考证, 此处的白毛

藤亦即现代植物学上茄科茄属植物白英。

古代被称作鬼目的植物除白英( Sol anum l yrat um Thunb .)

外, 还有蓼科植物羊蹄( Rumex j aponicus Houtt .) (《本经》草部

下品:“羊蹄, 一名东方宿, 一名连虫陆, 一名鬼目。”[ 7] ) ; 紫葳

科植物凌霄( Ca mpsis grandifl or a ( Thunb .) Schum.) ( 《太平御

览》卷992 :“《吴氏本草》曰 , 紫葳, 一名武威, 一名瞿麦, 一名

陵时, 一名鬼目, 一名茇华。”[ 5] ) ; 苦木科植物臭椿( Ail ant hus

altissi ma ( Mill .) Swingle ) ( 《图经本草》:“樗木疏而气臭, 膳夫

亦能熬去其气, 北人呼樗为山椿 , 江东人呼为鬼目, 叶脱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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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如樗蒲子, 又如眼目, 故得此名。”[ 5] ) ; 蔷薇科的石楠( Pho-

ti ni a serrul at a L.) (《本经》草部下品:“石南 , 味辛苦。主养肾

气, 内伤 , 阴衰, 利筋骨皮毛。实 , 杀蛊毒, 破积聚, 逐风痹。

一名鬼目。生山谷。”[ 7] ) 。此外,《本草纲目》卷31 麂目:“[ 释

名] 鬼目。[ 集解] 藏器曰, 此出岭南, 状如麂目, 故名。”[ 3] 此

种不知为何物。

3  蜀羊泉( 青杞)

蜀羊泉古代又称羊泉、羊饴、漆姑、漆姑草、�,泉等, 即今

之茄科茄属植物青杞, 学名为 Sol anum septeml obum Bunge 。

《本草纲目》卷16 蜀羊泉:“蜀羊泉 ,《本经》中品。[ 释

名] 羊泉、羊饴、漆姑草。”[ 5]《救荒本草》卷1 青杞:“青杞,《本

草》名蜀羊泉, 一名�,泉, 一名羊饴, 俗名漆姑。生蜀郡山谷

及所在平泽皆有之。今祥符县西田野中亦有, 苗高二尺余 ,

叶似菊叶稍长, 花开紫色, 子类枸杞子, 生青熟红, 根似远志 ,

无心有糁, 味苦 , 性微寒, 无毒。”[ 5]《植物名实图考》卷11 蜀羊

泉:“蜀羊泉 ,《本经》中品。《救荒本草》谓之青杞, 叶可炒食 ,

今从之。”[ 6]

青杞分布于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新疆、山东、江苏、

安徽、河南及四川等地, 生长于山坡向阳处。夏、秋季割取全

草, 洗净, 切段, 鲜用或晒干, 有清热解毒之功效。

4  洋芋( 阳芋)

洋芋古代又称山药蛋、羊芋、扬芋、回回山药等, 即今之

茄科茄属 植物阳芋 , 俗称 马铃薯、土豆, 学名为 Sol anum

tuberosum L . 。

阳芋起源于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区, 为印第安人

驯化, 后传入我国。最早记载马铃薯的是将其称为“羊芋”的

四川《江油县志》和《绥靖屯志》。由于当时马铃薯尚属初始

传播 , 志书编纂者不理解乡民呼“洋芋”之意, 依音记录, 因

此, 志书中就有了“羊芋、扬芋、洋薯”之称 , 如四川《雷波厅

志》的“扬芋”、《山西通志》的“阳芋”等[ 9] 。现在公认最早明

确记载马铃薯的农书为1848 年吴其浚著的《植物名实图考》,

卷6 记载:“阳芋, 黔、滇有之。⋯⋯山西种之为田, 俗呼山药

蛋。”[ 6] 另外, 在一些县志中也有记载, 如四川《城口厅志》卷

18 :“洋芋, 厅境嘉庆十二三年始有之, 贫民悉以为食。”陕西

《孝义厅志》载:“洋芋, 俗传此种系嘉庆时杨大人( 遇春) 自西

洋带来 , 高山民以为主食。”[ 10] 又《马首农言》种植篇记载:“凡

五谷皆有花, 畏雨。⋯⋯回回山药花白 , 回回白菜花黄。此

二种近年始种。”据考证,“回回山药”即指阳芋[ 11] 。

古代被称作土豆的植物, 指的是现在植物学上薯蓣科植

物黄独( Dioscorea bulbifer a L .) 和豆科植物落花生( Arachis hy-

pogaea L.) 。如《本草纲目》卷27 土芋:“[ 释名] 土卵、黄独、土

豆。”[ 5]《本草纲目拾遗》卷8 土芋藤 :“土芋即黄独 , 俗名香

芋。肉白皮黄, 形如小芋, 一名土卵。”《群芳谱》:“土芋, 其根

一颗而已, 故名黄独。”[ 8] 书中表明土豆就是蔓生的黄独。又

《乾隆台湾府志》载:“土豆, 即落花生。蔓生花开黄色, 花谢

于地即结实, 故名。一房三四粒。堪称果品, 以榨油, 可代

蜡。北方名长生果。”该书又引南明《赤嵌笔谈》曰:“田中艺

稻之外, 间种落花生, 俗名土豆, 冬月收实。”[ 10] 由此可知, 明

中叶后至清前期文献中的土豆, 并非现在阳芋的俗称。1930

年《吉林通志》是迄今所知最早将马铃薯称为“土豆”的志书。

此外, 我国较早的马铃薯书中记载的农家种名只有东北称土

豆, 因此土豆一称是东北最先用于马铃薯的[ 9] 。

5  天茄子( 刺天茄)

天茄子即今之茄科茄属植物刺天茄, 学名为 Solanu m in-

dicum L . 。

《滇南本草》刺天茄:“刺天茄, 即天茄子。味苦甘, 性寒

⋯⋯。”[ 6]《植物名实图考》卷22 刺天茄:“刺天茄, 滇、黔山坡

有之。长条丛蔓 , 细刺甚利。叶长有缺, 微似茄叶, 然无定

形。花亦似茄, 尖瓣黄蕊, 粉、紫、淡白, 新旧相间。花罢结圆

实, 大者如弹。熟红, 久则褪黄。自春及冬, 花实不断。《滇

本草》: 刺天茄味苦甘, 性寒⋯⋯”[ 6] 刺天茄在我国主要分布

于云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台湾等省, 生于

海拔180～1 700 m 的林下、路边、荒地或灌丛中。全草入药 ,

有清热解毒、消炎止痛之功效。

6  落苏( 茄)

落苏古代又称伽子、昆仑瓜、昆仑紫瓜、草鳖甲、酪酥、渤

海、小菰等, 即今之茄科植物茄, 学名为 Solanum mel ongena L. 。

《酉阳杂俎》:“茄子, 茄字本莲茎名 , 革遐反 , 今呼伽 , 未

知所自。成式因熟节下食有伽子数蒂, 偶问工部员外郎张周

封伽子故事, 张云 : 一名落苏, 事具《食疗本草》, 此误作⋯⋯”

又《天中记》卷46 云:“落苏, 美茄也。钱王有子 , 跛足, 以声

相近, 故止呼落苏。”[ 5]

《本草纲目》卷28 茄:“[ 释名] 落苏、昆仑瓜、草鳖甲。时

珍曰: 陈藏器《本草》云, 茄一名落苏, 名义未详。按《五代贻

子录》作酪酥, 盖以其味如酥酪也, 于义似通。杜宝《拾遗录》

云, 隋火易帝改茄曰昆仑紫瓜。又王隐君养生主论治疟方用干

茄, 讳名草鳖甲, 盖以鳖甲能治寒热, 茄亦能治寒热, 故尔。

⋯⋯时珍曰, 茄种宜于九月黄熟时收取 , 洗净曝干, 至二月下

种, 移栽。株高二三尺, 叶大如掌, 自夏至秋开紫花, 五瓣相

连, 五棱如缕, 黄蕊绿蒂, 蒂包其茄, 茄中有瓤, 瓤中有子 , 子

如脂麻, 其茄有团如栝楼者 , 长四五寸者, 有青茄、紫茄、白

茄, 白茄亦名银茄 , 更胜青者, 诸茄至老皆黄。苏颂以黄茄为

一种, 似未深究也。王祯《农书》云 , 一种渤海茄, 白色而坚

实; 一种番茄, 白而扁, 甘脆不涩 , 生熟可食; 一种紫茄, 形紫 ,

蒂长, 味甘 ; 一种水茄, 形长, 味甘, 可以止渴。洪容斋随笔

云, 浙西常茄皆皮紫, 其白者为水茄 ; 江南常茄皆皮白, 其紫

者为水茄, 亦一异也。”[ 5] 又钦定续通志卷175 :“茄一名落苏

( 五代贻子录) , 一名小菰( 见晋书) , 隋火易帝改为昆仑紫瓜( 见

大业拾遗录) , 民间呼昆味( 见清异录) , 王隐君名为草鳖甲

( 见养生主论) 。《酉阳杂俎》曰, 钱王有子跛足, 以茄声相近 ,

故呼落苏。”[ 5]《陕西通志》卷 43 亦云:“茄子 ,《衍义》曰出新

罗国, 味甘冷, 不可多食, 一名落苏, 又名昆仑瓜。茄有紫白

二色。”[ 7]《植物名实图考》卷 4 茄:“茄,《开宝本草》始著录。

《本草拾遗》一名落苏, 有紫、白、黄、青各种, 长圆大小亦

异。”[ 6]

茄子原产东南亚, 也有人认为原产阿拉伯。该种因长期

栽培而变异极大, 花颜色及花的各部数目均有出入, 一般花

的颜色有白花和紫花, 花各部数目为5 ～7 数。果的形状有

长或圆 , 颜色有白、紫、红、青等。现我国各地均有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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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成功经验的同时, 结合农业生产本身的特点 , 加强有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的研究制定。同时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 ,

促进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推广。还要注重国际交流与合作 ,

学习发达国家在农业清洁生产方面的成功经验。

3 .2 清洁施肥和施用清洁肥料  第一, 做到科学施肥, 推广

配方施肥。要根据土壤的供肥能力、作物的需肥特性和肥料

的性质及利用率确定适宜的施肥量、肥料种类、施肥时期和

相应的施肥技术, 以避免盲目施肥, 减少浪费 , 降低化肥对环

境的污染。第二, 大力发展和施用微生物肥料。我国目前已

开发出根瘤菌肥、磷细菌肥、钾细菌肥、固氮菌肥和有机复合

肥等, 这些肥料具有无污染、提高农作物品质、改良土壤、增

加土壤肥力等优点, 应大力推广和施用。第三 , 增施有机肥。

有机肥不仅能够供给植物营养, 而且能够改善土壤理化性

质。应广辟肥源, 搞好城肥下乡, 无害化处理施用, 抓好粪肥

堆、沤积造 , 实行有机固体废物化学处理和秸杆还田等, 增加

有机肥料 , 提高土壤肥力。第四, 推广平衡栽培技术。平衡

栽培技术是充分利用当地养分、水分、大气、温度、光照和空

间6 大资源, 在时间上合理搭配的农业栽培措施。这种措施

把土壤、空气和水中微生物、杂草和害虫平衡调整到不影响

植物正常生长和作物产量的状态, 是避免土壤污染, 保护环

境的有效措施, 应大力探索和应用。

3 .3  使用绿色农药 , 开展综合防治( IP M)  首先 , 化学农药

应向高效、低毒、低残留、多样化作用机制和缓释的化合物及

其剂型方向发展, 停止使用剧毒农药。其次 , 利用微生物本

身或其代谢产物, 制成防治病虫害的微生物农药, 其优点是

选择性强, 对人畜及农作物安全无毒, 能专一地杀死标靶生

物, 对非标靶生物无害, 不会使害虫产生抗性, 无残留, 不污

染环境 , 是非常理想的无公害农药。同时, 加强生物防治技

术的研究, 如加强生物基因工程包括作物的转基因抗虫策

略、害虫的转基因遗传防治策略和天敌的转基因增效策略在

防治作物病虫害中的应用, 利用自然天敌来防治虫害等。再

者, 要采用科学、合理、安全的农药施用技术。

3 .4 改进地膜的生产与使用  ①开发应用优质地膜, 提高

地膜的强度和耐老化性, 保证其在使用后仍可大块清除。②

加强研制和推广使用对环境温和的可降解地膜( 生物可降解

地膜、光可降解地膜和光、生物双降解地膜) , 使其降解和灰

化后的产物对环境和农产品无害。③利用天然产物和农副

产品的秸秆类纤维生产农用薄膜, 可部分取代农用塑料, 这

是一种根治残膜污染的很有前景的途径。④利用适期揭膜

回收技术处理废旧地膜 , 其实质是从农艺措施入手, 将传统

的作物收获后揭膜改为收获前揭膜, 筛选出作物的最佳揭膜

期, 即适期揭膜。适期揭膜回收技术既能提高作物产量 , 又

能提高地膜的回收率 , 防止地膜污染。⑤制定相应的政策法

规和地膜残留标准[ 7] 。

3 .5 加强对污水灌溉的管理  要制定灌溉用城市污水、工

业废水中的重金属、有毒害有机物及酸碱度等标准。

3 .6 积极防治畜牧业污染 第一, 提倡畜牧业回归农村, 与

种植业相结合, 真正做到以农养牧, 以牧养农。第二, 科学生

产配合饲料 , 开发生态营养饲料配方, 提高畜禽对营养物质

的利用率 , 从而减轻环境污染。第三 , 在饲料中添加酶制剂、

酸制剂、抗生素、微生物制剂、激素制剂和丝兰属植物提取物

等, 能够更好的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或提高有机物的消化

率。另外, 有些中草药饲料添加剂, 如艾叶、大蒜、秸秆、苍术

等, 不仅能促进畜禽生长发育, 而且还能提高畜禽对饲料的

利用率, 提高生产性能, 它们为取代部分抗生素、化学合成药

物、微量元素饲料添加剂提供了新途径。第四, 加强对畜禽

粪便的处理及综合利用。具体措施有: ①畜禽粪便为优质的

有机肥 , 有利于改良土壤。利用畜禽粪便可以制作颗粒肥、

花肥等商品肥, 还可以用作食用菌的培养基质。②生产沼气

是畜禽粪便利用最为普遍的一个方面, 可以开辟能源, 改善

环境。③将鸡粪、鸭粪发酵处理后可作猪饲料 , 用猪粪喂鱼、

喂牛、喂羊效果也很好。④用作燃料, 如牛粪晒干后可以直

接燃烧煮饭, 是牧民们的燃料来源之一。⑤其他措施。如加

强畜禽舍卫生管理, 提高饲养管理的技术水平 , 走生态养殖

之路等[ 8] 。

4  结语

农业的清洁生产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在

现有的条件下 , 走清洁生产的道路是为人类社会的必然选

择。农业清洁生产是对传统污染防治方式的突破 , 可以从根

本上减轻农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是促进农业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大力推行农业清洁生产必

将有助于我国农业经济高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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