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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明 孙辰龙

土豆归来已姓“洋”

土豆传入中国的时间无史料
考证，据说在明末清初有最早土豆
的文字记载。相传明万历年间，土
豆是漂洋过海的稀罕之物，一般老
百姓还没有这个口福。直到1650年
(清顺治七年)，荷兰人斯特儒斯乘
船到访当时被荷兰占据之下的中
国台湾，他注意到，荷兰人引进的
土豆已经在台湾有种植。但在海峡
对面的浙闽地区，并没有留下记录
这种作物种植的痕迹。在康乾年
间，直隶京津地区的方志中，偶然
有“土豆”或者“地豆”的身影。但是
从19世纪开始，各地的方志中，关
于土豆的记载突然开枝散叶，在西
南、西北、两湖等地区扩散开来。这
时，它的身份变得有些“高大上”起
来，有了“洋身份”。

在四川城口厅(今重庆城口)，
1807-1808年(清嘉庆12-13年),洋芋
开始出现在贫民的餐桌上(《城口
厅志》)，江油、绥靖屯(今四川金川
县)、石柱厅(今重庆石柱县)等四川
各地，洋芋或者阳芋，出现得越来
越频繁，而且特别是穷人“赖以为
粮”(《大宁县志》)、“全恃此矣”(《奉
节县志》)。在19世纪的贵州多地，洋
芋或者阳芋也屡见不鲜。

在西北地区的陕西和山西，人
们也记录了各种各样的洋芋引种
来源。在山西，人们把它叫作“回回
山药花白”，“近年始种”(清·祁隽藻

《马首农言》)；在陕西孝义厅(今陕
西柞水)，俗传是在嘉庆时，由驻兵
陕西的名将杨遇春自西洋带回
(《孝义厅志》)。洋芋被人们种植在
各处高山之上，“山民藉以济饥者
甚众”(《宁陕厅志》)，或者五谷不继
时的救荒之物。

1848年(清道光二十八年), 一
个名叫吴其濬的官员，在他总督或
巡抚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福建、
山西等各省的宦游之路上，画下了
中国第一幅土豆素描图。在他的描
述中，这种作物能像番薯一样压茎
种植，开紫花或白花，可以煨烤，可
以做羹，味道比芋头甘甜，比番薯
略淡，在陕西、山西、贵州、云南等
地都有种植，而且已经是“疗饥救
荒，贫民之储”(清·吴其濬《植物名
实图考》卷六“阳芋”)。

也就是说，在康乾盛世人口快
速增殖的时期，土豆其实并没有大
规模地扩大它的领地，而是要到嘉
庆、道光时期，数以亿计的人口，而
对难以再扩大的耕种面积，才将土
豆带往偏远的崇山峻岭播种，以求
生存。而这种作物在中国名称的变
化，或许也正说明，19世纪在中国传
播的“洋芋”和大明京师出产的“土
豆”，已经不是同一个栽培品种。

事实上，欧洲人最早从美洲带
回的土豆，被称为“安第斯亚种”，
经过100年到150年的驯化选育栽
培，才普遍开始大田种植。而吴其
濬笔下的“阳芋”，恰好符合欧洲人
培育的普通栽培品种特征。

认为土豆可以“疗饥救荒”的
吴其濬可能并不知道，此时此刻，
在地球的另一端，却有数百万人正
在陷入由土豆引起的大饥荒中。
1845年，在爱尔兰岛的土地上，农田
里的土豆叶子突然干枯成了褐色，
地底的土豆块茎也开始凹陷。这种
状况就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迅速
席卷了爱尔兰，致使土豆这一爱尔

兰人赖以维持生计的唯一主粮绝
产，在长达5年的饥荒中，让爱尔兰
人口锐减1/4，罪魁祸首就是致病
疫霉带来的土豆晚疫病。

土豆为啥拯救不了明清

既然土豆可以“疗饥救荒”，
为啥没见土豆在明清时代的历次
饥荒中发挥大的作用呢？我们不
妨从一本书的命运中寻找原因。

明代宋应星写成了3卷18篇的
《天工开物》(《天工开物》中没有记
录土豆)。1637年(明崇祯10年)五月，
在同窗兼亲家涂绍煃的资助下，

《天工开物》正式出版，但令人不解
的是《天工开物》自此就在乱世中
一路飘摇，似人间蒸发一般，不知
所踪。清朝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编
纂时，也被束之高阁。

一直到1929年，民国藏书家借
助日本的旧刊本，才重新刊行了新
版《天工开物》。这部集萃了农工实
业精华的专著，在中国历史的字里
行间，就这样凭空消失了300年。可
以想见的是，土豆这种能够活民无
数的作物，即使能够被宋应星了解
到并记录下来，那么它也会随着

《天工开物》的“被消失”，而被遗忘
在历史和记忆的尘埃中。

从另一方面来说，《天工开
物》的遭遇，实际上正反映出当时
的中国对探索和应用科学技术的

“选择性失明”，这是最可悲的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明朝后期开
始，至少在农业这个最重要的部
门，已经陷入了技术发展停滞阶
段。“元代忽必烈所颁发之《农桑
辑要》内中图释之农具，几个世纪
之后再无增进”，“无意于节省劳
动力和不注重以探索知识为其本
身之目的，可能为停滞的原因”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一个值得细细体味的细节
是，即使是宋应星本人都曾认为，
如果计算耕牛和草料的花费，还
不如用人力来耕田更划算(明·宋
应星《天工开物》)。

而土豆的栽培恰好需要依赖

农业栽培技术的不断进步。土豆的
物种特性决定了它的育种周期漫
长而又艰难，薯块繁殖也很容易携
带病害。在过去的100多年间，尽管
育种家选育了很多土豆抗病品种，
但是一旦推广到大田种植，很多品
种往往撑不过5年就会丧失抗病
性。土豆的种植，就是要不断地通
过选育，与品种退化作斗争。一直
到20世纪80年代，全球还爆发过一
次土豆晚疫病的世界级大流行。

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下场，
岂是几个土豆能涵盖得了的。研究
中国科技史的英国专家李约瑟，曾
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
了一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
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
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机
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从

《天工开物》的遭遇可见一斑。

“土豆革命”领路人

1932年，一个名叫杨洪祖的
21岁四川小伙子，考进了南京金
陵大学理学院。由于希望改良家
乡的柑橘品种，他选择转科到了
园艺系。1936年，杨洪祖顺利毕
业，南京中央农业试验所农艺系
管家骥博士，将这个有志青年推
荐给了四川省稻麦改进所所长杨
允奎。没想到，杨所长却指派杨洪
祖去负责土豆和番薯的科研。

杨允奎的这个决定，或许正和
管家骥博士的术业相关。1934年，中
国才真正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土豆资
源引进和品种改良工作。时任南京
中央农业试验所农艺系技师的管家
骥博士，从英、美等国引进土豆良
种，和中国地方品种进行试验选种。

郁郁不得志的杨洪祖，在工
作几个月后，就心生赴美深造的
想法。此时，正好来到成都筹建农
业改进所的著名水稻专家赵连芳
得知了这个消息。在赵连芳的建
议下，杨洪祖向美国明尼苏达大
学研究生院提交了申请。而这所
大学，正是以土豆育种而著称，他
的导师是国际著名的遗传育种学

家海斯博士，以及著名的土豆育
种专家克兰茨博士。1939年，在战
火纷飞中，28岁的杨洪祖学成，毅
然从美国归来，回到大后方成都，
从事土豆、番薯的相关研究。

这个川籍青年和他的老师们
的经历，或许正是那个日寇入侵
践踏、灾害频繁的年月里，中国农
业的一个侧影。管家骥博士、戴兹
创博士、杨洪祖……在这些中外
农业科技专家的带领下，中国军
民于抗战中生产自救，而土豆也
在全国各地得到了大力扩种。

小土豆重获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百废待兴、百业待举，1950年2月，当
时的农业部就制订了土豆的“五年
普及良种计划”。同年，全国土豆种
植面积达到了2300多万亩。而杨洪
祖等众多农业专家也全力投入土
豆的选种育种研究中。1952年，在包
括杨洪祖在内的众多科技人员的
努力下，中国土豆栽培史上第一个
对晚疫病表现免疫的优良品种“巫
峡”选育成功。就是当年那个因为
被派去种土豆而闷闷不乐的年轻
人杨洪祖，后来也被世界誉为“中
国薯类作物育种的开拓者”。

新时代新起点，自2015年我国
农业部启动土豆主粮化战略，建立
大粮食、大农业，土豆成为继稻米、
小麦、玉米之后的第四大主粮。今
天，土豆种植面积扩大到1亿亩以
上，中国名副其实是世界上排名第
一的土豆生产国，适宜主食加工的
品种种植比例达30%以上，主食消费
占土豆总消费量的30%。为了打破土
豆育种周期长、难度大的障碍，中国
还发起了“优薯计划”，酝酿着一场
新一轮真正的“土豆革命”。

土豆，从初现明代京师，到消
沉于乱世之中，又在清代以“洋
名”重回中国，再到民族危亡之际
成为自救的种子之一，而真正在
这片土地上开枝散叶，是在等到
民族解放和科技振兴时。

小土豆的历史就是中国农
业发展的沧桑巨变史。止步于小
农经济的自给自足，只会在世界变
局中手足无措。只囿于依赖有限的
土地资源和劳动力的密集投入，而
不是通过科技创新来提高生产效
率，获得增长的新动能，食物圈子
将越来越小而窄。只有那些心怀家
国天下的人们，和无数勤劳的中国
农民一道，摸爬滚打，一代又一代
砥砺前行，深埋在土地之下的小
小块茎，才真正地迸发出强劲旺
盛的生命力和热量。

土豆已成为我国重要农作物，图为邹城市看庄镇土豆喜获丰收。

哈尔滨人亲切地称南
方人为“小土豆”，既有深
厚的历史渊源和地域特
征，也有丰富的文化寓意，
同时在现代也成为了地域
和旅游文化的一个特色符
号和雅称。这个称呼源于
东北地区“闯关东”移民历
史。在这一过程中，东北人
与南方人的交流渐多，东
北人便用“小土豆”来形象
地富含善意地称呼南方
人，既便于记忆，也带有亲
切亲昵感。“小土豆”这个
称呼还承载着东北人对南
方人的细微观察和认知。
东北人认为南方人精明能
干、细腻且小巧玲珑，这与

“小土豆”这一形象气质有
一定的相似之处。东北地
区黑土地肥沃，气候寒冷，
适宜种植大豆、玉米等农
作物，而土豆是当地的主
要粮食来源之一。东北人
将土豆视为朴实、实用的
象征，因此在称呼南方人
为“小土豆”时，也隐含着
对南方人生活习性和秉性
的认同。那么，作为实实在
在长在地里的土豆，到底
是什么来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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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

首都都柏林

街头的大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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