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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天水马铃薯种植历史初考

蔡培川

�天水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马铃薯 ��
�

���。 �。 ����为茄科茄属植

物
，
原产于南美安第斯山山区的智利

、

秘鲁

一带
。

约于����年由西班牙海员首先将其带

回西班牙和葡萄牙
，
然后在欧洲各地种植

。

中国广东
、

福建至今仍称马铃薯为
“
荷

兰薯
” 。

有关资料记载是荷兰殖民者于明朝

万历��年至清康熙元年����������年�盘距

台湾时带来种植的
。

福建松溪县于清康熙��

年 �����年� 完稿的 《松溪县志》 中
，
把马

铃薯作为蔬菜作物进行了描述
。

我国于明末

清初在台湾及东南沿海地区就开始栽培
。

位于陕
、

甘
、

川交界处的甘肃天水
，
马

铃薯种植面积从����年的��
�

�万亩
，
发展到

����年的��
�

�万亩 �占全国马铃 薯 总 面 积

����万亩的 �
�

��
，
占甘 肃 省 ��� 万 亩 的

��
�

���
，
占粮食作物总面积的��

�

��
，
仅

给产地合格证
，
建立档案

，
有计划供种

，
保

证质量
。

�
�

层层加强组织领导
，
搞 好 技 术 培

训
。

盟
、

旗县
、

乡层层由分管领导挂帅
，
吸

收农业
、

科技及种子
、

推广等业务部门的领

导
、

技术骨干参加
，
组成攻关领导小组及其

办公室
，
做到统一计划

、

分级实施
、

上下结

合
、

纵横协调
，
有部署

、

有检 查
，
一 抓 到

底
。

每年按攻关任务组织 �次统一行动
，

春

季层层鉴定完成任务的责任状 �盟与旗县
，

旗县与乡
，
乡与农户�

，
一直落实到每个繁

殖农户� 夏季结合栽培管理
、

拨除病株及田

间检验等工作
，
由攻关办公室组织科技人员

深入田间进行检查指导
，
把保种技术措施真

正落到实处� 秋季召开预产评估会
，
制定调

剂供种计划
，
组织种薯调运

、

实 施 逐 级 供

种
。

为了切实把好攻关质量关
，
求得实效

，

�年 中始终突出了脱毒种薯知识的普及与繁

育技术的传授
。

盟编写了 《脱毒种薯栽培技

术操作规程 》 、 《种薯质量检验定级标准》

等技术资料
，
发到旗县执行

。

旗县还编印了各

种技术小册子提供给繁殖农户学习
。

盟攻关

办公室的领导和技术千部亲自到攻关旗县进

行技术讲课并放映脱毒种薯幻灯片培训技术

骨干
。

在农忙季节又组织农民技术员到一
、

二级种薯田进行现场操作
，
再逐级向农户传

授
， �年中 �个攻关旗县抽组技术 干 部 ���

人
，
举办技术培训班��期

，
培训人员 �����

人
。

不仅普及了脱毒种薯的科技知识
，
还为

农村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
。

按照乌盟承担的攻关任务
，
����年 �月

��日至�� 日
，
攻关主点县卓资县通过了国家

鉴定验收
，
积累了

“ 一级种薯不 出乡
，
二级

种薯不出行政村
，
三级种薯就地 串换

”
的经

验
，
其作法为县级单位建体系提供了模式

。

卓资县的经验有力地指导了副点县的工

作
，
又经过两年的协调 攻 关

，
����年 �个

副点县 �察右后旗
、

察右前旗
、

丰镇县� 都

通过了验收
，
圆满地完成了攻关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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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于小麦
、

玉米
。

那么
，
天水何时开始种植

马铃薯�

笔者地编写 《天水市科学技术志》 查阅

资料时
，
发现了有关马铃薯的记载

�
胡攒宗

于清光绪��年 �����年�重修的 �秦州直隶

州新志》 的 《艺文四
·

诗歌》 里 ，
见到林之

望 《留别秦州》 ，
诗中提到了赖以充作军粮

的马铃薯
。

这就为我们考证马铃薯在甘肃天

水地区最早种植的时间和地方 提 供 了 可靠

的文字依据
。 《留别秦州》 诗

，
是先任巡道

林之望
，
于清同治 �年升任甘肃按察使后

，

率军平定
“
发 匪之乱

” ，
于同治 �年 �月离

开秦州 �天水� 去兰州赴任时写的
，
其诗井

�首
，
在第三首中写到了马铃薯

，
原诗甘

�
�

“
滇粤群凶势并张��年��月

，

发逆赖章英
、

曹灿章
，
分寇西和

、

三岔
，
众 �万余�

，
孤

军决战出仓皇
。

鸣茄月夜边声苦
，
磨剑霜天

冻指僵
。

唉鹤万家闻寇警
，

蹲鸦一窖是军粮

�时道路梗塞
，
军中缺粮

，
四 日 以 羊 芋 充

饥
，
累战皆捷�

。

五旬两度搀枪扫
，
泪洒吴

磷旧战场 �西和
、

三岔皆有宋宣抚使吴磷故

垒�
。 ”

据 《辞海》 � “
鹅

�
即鹤鹰

” �

“
蹲鸥

�

大芋头
，
因状似蹲伏的鹅鸟得名

” 。

又据 《农业辞典》 � “
薯芋类蔬菜

�

马铃

薯
、

芋
、

姜
、

菊芋
、

山药
、

豆薯
、

草石蚕

等
” 。

民国��年 �����年�
，

贾攒绪总纂的

《天水县志 》 、 《物产
·

蔬菜类》 记载 � “ 马

铃薯俗名羊芋
，
又 名 蹲 鸥

” 。

看 来
， “

蹲

鸥
”
或

“
羊芋

”
即洋芋

，
亦马铃薯无疑

。

“
蹲鹉一窖

”
在何地� 据第一句诗下所

注
，

当在西和
、

三岔
。

西和位于北秦岭以南

的西汉水上游
，
距天水市���公里

。

宋为西

和州治
，
明改州为县

。
����年 �月前隶属天

水地区所辖
。

三岔即今天水市北道吴寨村
，

其城堡筑在北秦岭北麓山脚
、

渭河南岸的台

地上
，
距天水和陕西宝鸡等远

。

据 《天水县

志》 记载 � “
三岔之有城由来久矣

，
宋吴磷

屯兵时所筑也
，
故有吴寨之称

。

南控秦岭
，

北跨渭河
，
为陕

、

川咽喉
。

自元
、

明以来
，

��

视为重镇
。

清乾隆时
，
改为厅治

，
分秦州直

隶州州判住之
。 ”

管辖州境东南 乡 之 党 家

川
、

吕家集
、

三岔镇
、

利桥
、

胡店
、

北峪

沟
、

官庄
、

吴寨等 �� 村 ���� 乡户
。

西和在

天水西南
，
三岔在天水正东

，
中间相隔北秦

岭
，
相距 ��� 公里

。

那么
， “

蹲鸥一窖
”
究

竟在西和还是在三岔�

虽然 《秦州直隶州新志》 中的 《戎政
·

发匪之乱》 一文，
只字未提吃饭

、 “ 军中缺

粮
” 一事

，
但却简述了 “ 发匪之乱

”
和平息

“
发匪之乱，，的全过程 ，

这对于分析
“
蹲鹅

一窖是军粮
” 一句诗下所作的

�

时 道 路 梗

塞，
军中缺粮

，
·

四目以羊芋充 饥
，
累 战 皆

捷”
�

的浊娜核为重要
。

据嗽费址之乱》 二

一文记述
，
清同治�年

，

一支 城赓崖拼�予�阴 �月 取 道 成 县围西和

城
。

当时稿兵夫禾的巡道林之望
，
遣护西宁

镇张华率都首麻沿河赴援
，
在严家沟

、

卢家

河
、

棒旗寨连故皆捷
，

�

于�� 日在 城 外 战败
“
发匪匆解护酋和之围

。

文中没有关于
“ 时

道路梗塞拼时记途
。

《发匪之乱》 一文还记述 �

清同治�年
，

“
发匪

” 兵分西
、

北二路
，
北 自太阳寺

，
经

利桥于��月 �日攻陷三岔厅
，
州判

、

把总战

死
。
西和之围解除后

，
林之望急命张华回剿

三岔
，
由党家川进

，
另遣把总陈得胜率 ���

人在距三岔厅 �� 里的双辘轴驻扎 � 他 还 亲

自率劲勇由康家崖进军
，
后进 驻 葡 萄 原

。

“
发匪

” 西犯铁岭关
，
被关军伏兵所击

，
后

由白花川来劫营
，
在窄峡子南沟口被打败

。

“ �� 日
，
贼突双辘轴别屯

，
陈得 胜 据 险 再

击
，
败之

。

张华次延丰坝遣兵
，
伐木开径

。

��日
，
抵秦岭沟攻贼大垒

，
不克

。

乘夜
，
由

双辘轴直捣八亩园
，

轰毙守垒贼八
、

九百
，

平逆垒��余
。

�� 日四更后
，
官兵分三路抵城

下
，
发巨炮轰城

，
克之

。 ”
三岔厅所辖党家

川
、

白花川 �今百花川�
、

利桥等地
，
全为

秦岭 以南的小陇山林区
，
山大沟深

，

森林茂

密
，
道路崎岖

，
人烟稀少

。

要打三岔城
，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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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秦岭沟
，
翻越秦岭梁

。

而从党家川延丰坝

�即今烟粉坝
，
在党家川北 �公里处� 去秦

岭沟的
“
道路梗塞

” ，
不能进军

。 ·

毕华只得
不顾

“ 指冻僵
” 的��月寒天广 于�� 日派兵砍

伐树木
，
另辟新路

，
即

“
伐木开径

” ，
绕过

了 “
梗塞

”
的

�

形道路
” ，

才得以 进 抵 秦 岭

沟
，
并于�� 日夜直捣八亩园

，
两天后三路官

军合围攻克三岔城
， “

旱战皆捷
” 。

从上分

析可知
， “

蹲哈一窖
” 之地

，
确在党家川延

丰坝 �今烟粉坝�至秦岭沟 �今 利 桥 乡 秦

岭
、

苗家川
、

董家等村�的途中
，
即今天水

市北道区党川乡
、

利桥乡一带
。

“ 蹲鸥一窖
”
在何时�从上文可知

，
在

清同治 �年 �����年�
。

何时开始种植马铃

薯� 我们从至少有数百官军
， �天内以窖藏

马铃薯当作军粮充饥的事实
，
不难看出当时

当地种植面积 已大
，
并达到了一定的生产水

平
，
且又有相当丰富的打窖

、

窖藏经验和较

长时间的种植
、

窖藏历史
。

这里距渭河沿岸

尚有 �天路程
，
山大沟深

，
森林茂密

，
道路

崎岖
，
加上马铃薯需种量多

，
耳又繁殖系数

低
，
由此推知

，
党家川至利桥一带

，
当比位

于渭河南岸
、

与陕西接连的吴寨 �三岔厅�

一带
，
晚种数��年， 因直隶秦州知府费廷珍

等于清乾隆��年 �����年�纂修的 《直隶秦

州新志》 没有记载马铃薯
，
故吴寨一带也不

会早于����年
。

此外
，
党川

、

利桥当时属三

岔厅管辖� 至天水
、

两当的路程
，
更比去三

岔的路程远
，
而且更加难走

。

因此
，

所种马

铃薯
，
可能由三岔传入

。

总结上文
，
天水开始种植马 铃 薯 的 时

间
，
确在����一����年之间

，
很可能在��世

纪初期或稍早
，
比福建省松溪县 晚 百 年 左

右
，
距今近���年� 开始种植的地方

，
当在

天水以东渭河流域的吴寨 �三岔�一带
，
先

是 由陕西沿渭河西上传至吴寨一带种植
，
再

逐渐遍及天水各地栽培的
。

本文为探研马铃薯引进天水的时间
、

地

点等问题
，
不能不引用 《留别 秦 州 》 诗及

《发匪之乱》 一文的一些情况
，
不涉及林之

望镇压太平军余部的性质
。

�上接��页�

理的比叶重也高
。

没有发现象凋萎那样明显

的水分协迫迹象
，
然而处理进 行 两 周 后

，

����年的����
�

和����年的 ����
�

小区的

绿色叶片数量和面积急剧减少
。

� 讨 论

砂质土壤中的马铃薯各处理间地上部的

形态差异
，
在处理实施后的两周内就表现出

来
。

灌水量小的处理由于严重缺水使得植株

矮小
，
生

一

长缓慢
，
������� 也发现了同样

结果
，
这就为植物受水分协迫时绿色叶片和

面积小
、

比叶重高作出了解释
。

大多数受水

分协迫的作物下午呈现调萎
，
而本试验砂质

土壤中的马铃薯却未出现此症状
。

严重缺水

加速了植物组织的成熟
，
从而降低了恢复的

可能性
。

如果作物在生育初期受早以致植株

矮小
，
死叶多势必减产

。

干旱处理期间的降

雨不能产生大薯
，
但发现了干早时死亡茎杆

所产生的块茎的生长现象
。

通常
，

多数作物灌水量 小时干物质生产

率高
，
这是由于随着土壤水分降低

，
光合作

用减弱呼吸加快
，
但它们并不成比例

，
且年

际间尚有差异
。

马铃薯受水分胁迫时地上部
和块茎生长率低

，
这是因为此时碳水化合物

消耗增加
，
合成作用降低

，
从而导致干物质

严重减少
。

各处理的同化率随灌水量的增加
而降低

，
但未必与减产同步

。
����年由于马

铃薯受水胁迫时死叶的损失
，

使地上部生长
率成为负值

，
生育调查时尚未恢复

，

但其同
化率仍最高

。

同化率高只是马铃薯高产的必
要条件

，

但只有����同时高才能高产
。

结论
�
从履盖地面至块茎成熟阶段适量

灌溉是马铃薯优质高产的必要条件
。

在砂质
土壤中过量灌溉不能增产又不能 改 善 其 品
质

，
因而建议灌水量不要高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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