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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的早期栽培稻问题

宾川白羊村和元谋大墩子等云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发现了炭化稻谷
、

稻穗凝块或陶制器具上的谷壳

及穗芒压痕
。

据鉴定均为粳稻
。

这些稻谷的时代不超过四千年
。

由于无水田作业器物的遗存
,

推测云南史前

稻谷属陆稻而非水稻
。

这些史前稻谷是云南新石器时代的最显著特征
。

云南和一些 日本的学者认为云南是亚洲栽培稻的发源

地
,

在 日本
,

还掀起了达 年之久的
“

云南寻根热
” 。

然而
,

我们要指出
,

从公元 万年前至公元 年前
,

云南发生了一场极其巨大的气候上的变化
,

即大理

冰期 砂 的活动
,

这是第四纪晚更新世期的最后一次冰期活动
,

当时在海拔 千米以上都是十分寒

冷的气候
,

云南不可能进化出亚洲栽培稻
。

另外
,

文明的条件也不允许云南是亚洲栽培稻的发源地
,

因为中国内地发现了 万年前的栽培稻
,

千年

以上的栽培稻也发现多处遗址
,

在印度则发现了九千年前的栽培稻
。

而据考古发掘
,

云南的新石器时代到

千年前才姗姗来迟
,

那时出现了早期农业
。

所以
,

即便云南有野生稻也不具备驯化稻谷的文明条件
。

云南栽

培稻种植技术明显是从外地传人的
。

过去
,

一些日本和中国学者从野生稻种类的丰富论证栽培稻起源于云南
。

然而
,

应往意的一个基本常识

是 野生稻和栽培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

不应以云南野生稻品种的丰富性去证明栽培稻的原始性
。

、

农业生产技术

远在新石器时代
,

云南已开始了农业生产
。

出土的众多农具证明
,

当时已发展到以种植为主的农业
。

白

羊村遗址住房附近的储粮窑穴
,

竟有 个之多
,

说明已有较多的剩余粮食作为储备
。

西汉的《史记 》说滇国一带有耕田
。

在农产品方面
,

西汉晚期
,

云南已有种稻的记载
。

到东汉时期
,

水稻栽

培技术也从内地引人了云南
,

农业生产技术出现巨大的变化
。

在贮贝器上
,

我们看到
,

滇国经常举行各种盛大

的仪式来庆祝农业丰收
,

如
“

祈年
” 、“

播种
”

和
“

丰收
”

等仪式
。

稻田养殖技术也出现于大理和昆明等地
,

在大理和呈贡发现一些东汉时期的水田模型
,

这些模型养殖有

鱼
、

泥鳅
、

青蛙
、

莲花等动植物
,

由于中原地区稻田养殖技术的普遍性
,

这项技术应来自中原
。

现在这项技术已

成为一项国际性的课题
。

犁耕技术也见于三国时期的云南
,

《三国志
·

蜀志 》和《华阳国志 》记载
,

至迟到公元 乃 年
,

云南的滇东北

和滇中地区已使用牛耕
,

这使云南原先以锄耕为主的农田建设
,

转变为犁耕为主的农田建设
,

从而极大地提高

了农业生产力
。

南诏是一个重视农业的国度
,

史称
“

专于农
,

无贵贱皆耕
” 。

南诏出现了水稻梯田法
,

《南诏德化碑 》说
“

高原为稻黍之田
,

疏决破池
”

这是我国最古的关于梯田种植水稻的记载
,

《云南志 》卷七又说
“

水田每年一熟
,

, 作者 朱霞
、

李晓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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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月获稻
,

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
,

便于稻田种大麦
,

三四月即熟
,

收大麦后
,

还种粳稻
。 ”

这是中国有关稻麦复

种制的最早记载
,

这两项技术对中国农业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南诏梯田技术水平很高
,

史称
“

蛮治山 田
,

殊为精好
” ,

今哈尼族
、

白族等民族
一

也有很高水平的梯田技术
。

耕田技术则采用从中原地区传来的
“

祸犁
、

二牛

三人法
” ,

并使用长直辕的犁
。

南诏时期
,

云南还广泛采用象耕
,

樊绰《云南志 》卷四记茫蛮诸部时说
“

象大如水牛
,

土俗养象以耕田
,

仍

烧其粪
” ,

卷七说
“

开南已养象
,

大于水牛
,

一家数头养之
,

代牛耕
一

也
。 ”

又说
“

象
,

开南以南多有之
,

或捉得
,

人家

多养之
,

以代耕田也
。 ”

这说明当时德宏和西双版纳都用象耕田
,

这是极有特色的一项农业技术
,

在中国没有发

现第二例
〕

当时还以象运物
,

《岭表录异 》说
“

余有亲旧曾奉使云南
,

见彼中豪族各家养象
,

负重致远
,

若中夏

之畜牛马也
。 ”

这是利用畜力从事生产
。

这一时期
,

云南的农业仍有较高的水平
,

宋人来到大理国买马
,

进入洱海地区
, “

见土 田
,

生苗稼
,

其山川风

物
,

略如东蜀之资 资中 荣 荣县
”闭

,

农业生产接近内地
。

元人郭松年在《大理行记 》中描述了他看见大理一

带居民揍集
,

禾麻蔽野的景象
,

《元一统志 》说威楚 今楚雄 地区土壤肥饶
。

水田治理也很发达
,

李京《云南志

略 》说云南各民族多水田
,

称五亩为一双
。

赛典赤也推广过种植粳稻等农作物的先进技术
。

但技术发展是不平衡
,

明洪武年间的《百夷传 》说
“

地多平川沃土
,

妇女用镬锄锄地
,

事稼稿
,

地利不能

尽
。 ”

又说
“

地多平川
,

土沃人繁
,

村有巨者
,

户 以千百计
,

然民不勤于务本
,

不用牛耕
,

惟妇人用镬锄之
,

故不能

尽地利
” 。

这是明初的记录
,

但也反映了元代时傣族地区仍然没有传人牛耕
,

还处于锄耕阶段的实际情况
。

而

在一些落后地区
,

如叙州南的
“

土撩蛮
”

则更是处于
“
山田薄少

,

刀耕火种
”

的粗放农业状况
。

明代
,

大量的汉族军民来云南屯田
,

他们带来大量的中原地区的耕牛的农具
,

史载
“

⋯⋯精兵二万五千

人
,

给军器农具
,

即云南品甸之地屯种
。 ”“

往四川市耕牛万头
,

时将征百夷
,

欲令军士先往云南屯田
。 ”阁从而带

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
,

对云南农业生产的提高有积极意义
。

傣族地区农业发展是不平衡的
。

《西南夷风土记 》说
“

五谷惟树稻
,

余皆少种
,

自蛮莫以外
,

一岁两获
,

冬

种春收
,

夏作秋成
。

孟密以上
,

犹用犁耕栽插
,

以下为耙泥撒种
,

其耕犹易
,

盖土地肥腆故也
。 ”

所以
,

孟密以上

的地方采用的是犁耕
,

农业较发达
,

孟密以下则处于
“

耕泥撒种
”

的粗放阶段
。

晚明时期
,

徐霞客进入云南富源

的黄泥河一带
,

曾记载了当地的米价问题
。

刘慰三《滇南志略 》
,

说滇池一带的农田有多种
,

这段记载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云南的农田类型
,

我们全文引

用于下
“ 田 分上

、

中
、

下三则
,

滨海之田
,

沟洽流通
,

如牌在水者谓之萍田 凿地开沟
,

引水溉灌者谓之渠田 建闸筑

堤
、

籍资干御宣泄者谓之坝 田 高原之地
,

雷鸣雨沛始得播种者
,

谓之雷鸣田 海边涸 出可以耕种者
,

谓之海田

积水为塘籍资灌溉者
,

谓之塘田 水道田脸俱皆现成的 而现在抛荒者
,

谓之熟水 田 其地有水可引
,

宜种稻谷
,

始经开垦者
,

谓之生水田 只种杂粮
,

不能开为水田 者
,

谓之旱田
,

其形如梯级
,

如冰裂
,

其址如初 月
,

如断核
,

央

凹 曲折
,

非直方 易治
,

此类之田
,

培揍补稗
,

役工尤拒
,

而 收成尤薄
,

统谓之山 田 。 ”

云南由于地理地貌的关系
,

历来梯田建设都相当发达
。

梯田可改变地形坡度
,

拦蓄雨水
,

增加土壤水分
,

防治水土流失
。

云南的少数民族中
,

以哈尼族的梯田耕作水平最高
,

清嘉庆《临安府志
·

土司志 》记述哈尼族的

梯田耕作情景是
“

依山麓平旷处
,

平凿 田园
,

层层相间
,

远望如画
。

至山势峻极
,

镊坎而登
,

有石梯蹬
,

名曰梯

田
。

水源高者通以略约 涧槽
,

数里不绝
” 。

哈尼族的梯田
,

层层叠叠
,

用涧槽引灌
,

极为壮观
。

被誉为
“

云南

亚热带山区传统农业的最高典范
” 。

一些发达地区在农业上已逐渐形成一整套精耕细作制度
,

例如农时安排趋于科学化
“

二月布种
,

三月收

豆
,

四月收麦
,

五月插秧
,

六
、

七月耘
,

凡耘必三遍
,

否则茶寥滋蔓
,

九
、

十月获稻种豆
,

十一月种麦
,

每岁仅得两

月隙
。 ”

当时施肥的经验是
“

将犁
,

必布以粪
,

粪少则柯叶不茂
,

多则骤盛而不实
。 ” 。

清康熙年间
,

内地人来

到大理
,

称赞太和城
“

土脉肥饶
,

稻穗长至二百八十粒
,

此江浙所罕见也
” 。

元江等地还有再生稻的种植
。

在云南各民族的农业技术中
,

傣族的稻作种植尤有特色
,

有一整套完整的制度
,

如稻稻连作制
、

稻油轮作

制
、

稻麦轮作制
、

稻豆轮作制等
。



、

农作物

在剑川海门口 出土了一些农作物
,

据报导有稻
、

麦
、

稗子等
,

其中稻粒经过中国以及 日本的专家进行的科

学鉴定
,

为栽培粳稻

农业品种不断增多
,

云南郡一带
, “

土地有稻田畜牧
” ,

公元 世纪的《南方草木状 》记兴古郡 今文山一带

出产甘薯
、

霍香
、

棒生
、

橄稻等多种农作物
,

其中
“

甘薯
”

是一种块茎植物
,

可能是指山药
。

百果芋每亩产百解
,

另外
,

产于叶榆的百子芋
、

产于永昌的魁芋等都很有名
。

重小豆
“

一岁三熟
” ,

堑甘白豆和刺豆也是云南常见的

食物
,

朱提和建宁郡的柜豆可作为面食
。

作为面食的还有机榔树
,

这是当时云南极有特色的食物
,

历史上多有记载
,

如《华阳国志
·

南中志 》云南的

兴古郡
“

有桃榔木
,

可以作面
,

以牛酥酪食之
,

人民资以为粮
,

欲取其木
,

先当祠祀
。 ”

《云南志 》卷七对桃榔树也

有记载
。

这种树就是今做桃榔粉的桃榔木
。

其他的农产品也相当丰富
,

如《云南志 》卷七记载当时南诏已有麻
、

豆
、

黍
、

翟
、

水稻
、

大麦
、

小麦等作物
。

同

书卷二又记载了滇西北产慧茵
。

蔬菜和水果也很丰富
,

菜有葱
、

韭
、

蒜
、

著
,

果有桃
、

梅
、

李
、

奈
’。, 。

唐韦齐休

说
“

南诏遣使致南国诸果
,

有椰子
,

状如大牛心
。

破一重粗皮
,

刮尽 又有一重硬壳
,

有小孔
,

以著穿之
,

内有浆

二合余
,

味甘
,

色白
。 ”

又说
“

云南多椰子
,

亦以蜜渍之为掺
”〔’‘ 。

说明当时已用蜜把椰子渍之作为蜜饯
。

当时

还有甘蔗
、

甘桔
、

橙
、

袖
、

梨
、

蒲桃
、

杏等经济作物
。

元代
,

在农产品方面
,

种植的农作物有水稻
、

麦
、

麻和蔬果等侧
。

明清时期
,

云南的农作物品种激剧增多
,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 》
,

上记载云南有
“

林
” ,

其处理方式明显是高梁
。

据嘉靖《大理府志 》记载
,

当时云南的农作

物已十分丰富
。

如稻有 类
,

糯有 类
,

黍类有 类
,

麦有 类
,

豆类有 类
,

菜类有 类
,

瓜有七类
,

主要

的品种都已齐备
,

与现在相差很小
。

中甸的藏族则
“

种青棵
” , “

青棵
,

质类熬麦
,

而茎叶类黍
,

耐雪霜
,

可墩子及高寒之地皆种之
,

经年一熟
,

七

月种
,

六月获
。

夷人炒而春面
,

人酥为糟把
” ,

至今青棵仍是中甸
、

维西一带藏族的主粮之一
。

、

外来作物

云南很早就与国外有科技上的交流
,

在农作物方面
,

交流更为广泛
,

外来作物传人云南对云南的农业有很

大的影响
。

西瓜
,

最早产生于非洲
,

至迟到明初已引人云南
,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 》卷二说
“

圆长如枕样
,

俗呼为枕头

瓜
,

其味甜美
,

非他郡所产可比也
” 。

原产美洲的玉米早在明代就 已传人云南
,

其中李元阳的嘉靖 大理府志 》 年 和万历《云南通志 》

年 的记载为最早
,

《大理府志 》说
“

来麦之属五 大麦
、

小麦
、

玉麦
、

燕麦
、

秃麦
。 ”

万历《云南能志 》则谈到

云南全省有云南府
、

大理府
、

永昌府
、

鹤庆府
、

蒙化府
、

姚安府
、

顺宁府
、

景东府以及北胜州
、

菠粟州等八府二州

产
“

玉麦
” 。

这里说的
“

玉麦
”虽然没有性状描述

,

但据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 》说
“

玉蜀黍
,

于古无微
,

云南志曰

玉麦
,

山民恃以活命
” 。

所以
, “

玉麦
”

就是指玉米
。

以上嘉靖《大理府志 》和万历《云南通志 》所记
“

玉麦
”

也是我

国关于玉米的较早记载之一
。

以后如万历《赵州志 》 年 记载赵州 今下关
、

凤仪一带 有
“

玉麦
” ,

天启《滇

志 》 年 说云南府
、

蒙化府产
“

玉麦
” 。

美洲的甘薯也于明代传人云南
。

其最早记载于嘉靖年间李元阳的《大理府志 》 年
,

其中说
“

薯孩

之属五 山药
、

山薯
、

紫裁
、

白菠
、

红莎
” ,

以上
“

紫祯
、

白预
、

红茵
”

即今 日之甘薯 番薯
。

甘薯是高产农作物
,

很

适宜于山地种植
,

在云南很受欢迎
,

明万历《云南通志 》 年 卷 就曾谈到姚安州
、

景东府
、

顺宁州产红薯
,

在清代还常作为云南灾年救饥荒的主要粮食
,

甘薯的引进
,

对云南农业经济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

清初
,

原产美洲的花生亦引种到云南
,

雍正《宾川州志 》上就有
‘

她松
” ,

乾隆时期成书的《滇海虞衡志 》说
“

弥勒大种落地松 花生 与草麻
,

以榨油
,

故其民俗渐丰裕
,

将来广行于全滇
,

亦大利益也
。 ”

咸丰《邓川州志 》亦

有关于花生的记载
。



马铃薯这一著名的美洲作物在清代也传入了云南
。

但记载的时间似较迟
。

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 》

年出版 说
“

阳芋
,

黔滇有之
,

绿茎青叶
,

叶大小疏密长圆形状不一
。

根多白须
,

下结圆实
。

压其茎则根

实
,

繁如番薯
。

茎长则柔弱如蔓
,

盖即黄独也
,

疗饥救荒
,

贫民之储
。 ”

咸丰《邓川州志 》对洋芋也有记载
“

阳芋
,

细白松腻
,

羹之可比东坡之玉掺
,

其花四时竟秀
,

清如腊梅
” 。

而美洲的番茄传人云南则晚至 世纪 年代
,

可能是美国飞行员带人
。

当时称为
“

洋辣子
”

美洲传人的农作物中
,

玉米和马铃薯对提高云南的人口有很大的影响
。

这些作物中迅速传播于云南广大

山区
,

使云南各民族得以大量向山区迁移
。

云南由于气候的复杂性
,

农业有多样性的特点
,

使得云南历史上从未产生过大规模的饥荒 内地其他省则

有此种危险
。

这对现代农业具有启示作用
。

、

农业生产工具

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

对古滇国的考古发掘出大量的青铜农具
,

全部采用铸造制成
,

有各种

起土器和中耕器等
。

在
“

滇
”

人的墓葬中出土的农具有起土器 如攫
、

斧
、

插等
、

中耕器 铲
、

锄
、

收割器 镰 等
,

但尚未出现犁

耕具
,

绝大多数为青铜农具
,

全部采用铸造制成
,

并往往是成批的出土
,

数量之大
,

超过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农

具总和
。

表明当时云南农业生产水平不低于内地
。

铁农具也开始出现了
,

但数量极少
。

到东汉后
,

云南的铁

制农具则大为增加了
。

云南的水资源相当丰富
,

云南在农业上早已懂得充分利用水碾
、

水磨
、

水车等水力机械
。

大理地区尤其

多
,

在明代的文献中就记载了云南的传统水力机械
,

如明代史料记载
“

春礁用泉
,

不劳人力
,

石家金谷园最夸水

雄
,

此地独多
。 ” ’

李元阳曾记载
,

当时在大理地区
,

仅太和一县就有水雄
、

水磨数百所
,

所谓
“

春雄用泉
,

不劳

人力
” 。

哪 清代
,

《滇系
·

物产 》载
“

水利
、

水碾
、

水磨
、

水雄
,

皆巧于用水者也
,

惟之为利尤溥
,

滇亦多此
” 。

今在

云南的大理
、

丽江
、

腾冲
、

罗平等地仍然随处可见这些水力机械
。

以下我们简要介绍云南的主要水力机械
。

水滩 大理地区的水雄很多
,

过去的下关水雄村
、

磨涧村都有一些水雄
,

现已不存
,

笔者在大理喜洲的凤阳

村见到三台水雄
,

其具体构造和工作原理是
,

木槽将水流引人立式水轮上端
,

水流冲动巨大的水轮转动
,

从而

带动轮轴上的木杆转动
,

木杆拨动雄梢
,

在雄房中的 个稚头即一起一落春捣
。

水磨 在我国的唐代
,

水磨已广泛得到应用
,

明代的《农政全书 》并绘有水磨的工作图
,

但并没有指出其技

术细节
。

笔者在云南很多地方见到水磨
,

如大理磨涧村
、

鹤庆灵地村
、

中甸白水台
,

这些水磨的工作原理完全

一致
,

只是一些细节有很小的差别
。

现以中甸白水台的水磨为例进行介绍
。

中甸白水台是纳西族的聚居地
,

为东巴教的发源地
,

这里水源相当丰富
,

至今尚有六七台水磨在使用
,

这

些水磨的制作很精良
,

其水力传动部分全部是卧轮式水磨
。

工作原理是木槽将急水引至水轮处
,

冲击叶片
,

水

轮和上磨盘旋转
。

下磨盘固定不动
,

与立轴间形成滑动轴承
。

振动棒抖动时
,

粮食抖落在进料孔中
,

从而磨成

粉粒
。

筒车 据清许赞曾《滇行纪程 》说
,

云南的农家
,

先在溪旁筑石成隘
,

上流水到隘
“

势极奋迅
” ,

就在这里设筒

车两个
,

转水人田
,

转上的溪水
,

一路上因有大竹连筒不断接引
,

虽然是很远的土地
,

也可以“

毕溉
” 。

笔者曾在

腾冲的和顺乡和罗平多依河见到筒车
,

这些筒车为木制
,

直径 米
,

为水力筒车
。

其构造是 在水流急湍处建

一水轮
,

水轮底部没人水中
,

顶部超出河岸
,

轮上倾斜绑置若干竹筒
。

此竹筒与水轮成一斜角
。

水流冲动水

轮
,

临流的竹筒取水并随水轮转至轮顶时
,

将水自动冲倒人木槽
,

再流人田间灌溉
。

在云南
,

我们还常见到桔棒
,

这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的人力提水机械
,

如清代《白盐井志 》就记载了用
“

桔

棒
”

汲卤
,

它在横杆的一端系提水桶
,

用手操纵横杆另一端的升降以取水
。

云南还多见辘护
,

这是一种起重机

械
,

利用了轮轴原理
,

一端装有曲柄
,

用人力转动曲柄
,

即可 自井中提水
,

徐霞客《滇游日记 》记载安宁盐井用辘

护汲卤
。

我们在石屏和澄江还看到龙骨水车
,

其方法是用手或脚力转动曲柄
,

带动众多木片沿木槽上升
,

从而

把水从低处提升到高处倾倒
。



、

水利建设

东汉时期
,

云南出现了一些水利工程
。

王莽政权派来的官吏文齐积极在朱提郡
、

益州郡大兴水利
,

推广水

稻种植技术
,

史称当时焚人地区
“

穿龙池
,

灌稻田
,

为民兴利
”“ , 以及

“

造起赃池
,

开通灌溉
,

垦田二千余顷
” 。 ”

当时在滇东北有
“

千顷池
” 。

这是关于云南最早水利建设记载
,

以上所述的
“

破池
”

还是云南记载所见最早的水

库
。

南诏时大兴水利
,

在南诏水利专家晨君的主持下
,

修筑有苍山高河蓄水工程
,

引导苍山溪水灌溉数万顷良

田
,

史称
“

民得耕种之利
”

《南诏野史 》
。

引磨用江水至鹤庆城的
“

横渠道
” ,

用以灌溉东郊和城南的田
,

然后与

龙完江合流人洱海
,

称为
“

锦浪江
” ,

另外还有邓川罗时江分洪工程等
。

这些工程对后世的水利建设产生了积

极的影响
。

大理国时
,

修了很多水利灌溉工程
,

如在大理地区修筑了清湖 在今样云县
、

赤水江 在今弥渡县
、

神庄

江 在今大理市凤仪 等水利工程
,

段思平还主持修建了祥云段家坝堤防工程
。

它们的灌溉面积均有数千上万

顷
。

通安州 今丽江 的
“

珊碧外龙山
”

今玉龙雪山 则
“

山半数泉涌出
,

下注成溪
,

灌溉民田万顷
” 。

昆明的

春登堤则
“

筑土石为二堰于河之要处
,

障其流以灌田
,

凡数十万亩
” ,

以后元代回回人赛典赤对此堤又再增

修
。

南诏大理时期
,

印度僧人来到大理
,

带来了印度先进的水利工程修造法
。

史籍中常常记载了这些印度僧

人在大理
“

降龙治水
” 、“

命水行地中
,

使不为患
” 。

印度有 年的水利建设史
,

水利技术极为发达
,

印僧来大

理修建水利工程是可信的
。

但记载的年代太晚
,

也影响了文献的价值
。

元代
,

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和劝农使张立道还对滇池水利进行了大规模的治理
,

并挖筑了松花坝水库
。

这是云南水利史上的一件大事
。

松花坝水库是在昆明东北滇池上源盘龙江上修建的
,

具有灌溉
、

城市供水和

防洪等多种功能
。

松花坝始建时为拦河坝
,

系木框填土堆筑而成的大坝
。

渠南行七十余里
,

尾水亦人滇池
。

灌溉面积号称万顷
。

明清时代云南大修水利
。

大理祥云地区出现了地龙水利工程
。

这是一种地下蓄水池和灌溉网
,

方法是挖

出许多互相连接的鱼鳞坑道
,

夏天将雨水积聚起来
,

平时不易蒸发
,

早时备灌溉之需
,

有的地龙水利工程在地

下绵连达数里
,

极类似于新疆地区的坎儿井
。

这种地龙水利工程现在在祥云仍有遗留
。

万历 年 年
,

云南府水利道水利金事朱芹重建松花坝的渠首
。

在盘龙江中修建分水闸
,

闸 口 宽

米
,

高 米
,

闸身长 米
。

全长 米
,

高 米
。

闸系大条石砌筑
。

史载
“

皆选石之最坚厚者
,

长

短相制
,

高下相纽
,

如犬牙
,

如鱼贯
,

而铃以铁
,

灌以铅
。 川助其特点是以闸门控制干渠配水

、

泄洪
,

闸堰结合
,

设

施完备
。

是古代无坝引水工程的典型
。

明代
,

大理也修筑了一些水利工程
,

如穿城三渠
“

一 以防备火灾
,

一以灌溉城东之田
” 。

著名的有弥直江

堤和宝泉坝
,

这些堤坝直到近现代仍在发挥作用
。

大理还出现了《河工图 》和《河防志 》等水利著作
。

傣族的水

利建设也很发达
,

并在灌溉方面形成比较完整的系统
。

傣族比较有名的水利工程是明代景东文哈水利工程
。

傣族的灌溉技术也相当卓越
,

突出表现为试水筏和分水器的科学使用
,

农史工作者研究发现这些装置具

有巧妙的灌渠质量检验技术和严格的配水技术
,

并运用了有压 自由出流涵管引水技术
。

清代
,

水利技术有更大的发展
,

清雍正年间出现了黄士杰《六河总分图说 》一书
,

书分八部分
“

六河总图

说
” 、“

盘龙江图说
” 、“

金汁河图说
” 、“

银汁河图说
” 、 “

宝象河图说
” 、“

马料河图说
” 、“

海源河图说
” 、“

昆阳海口 图

说
” 。

此书是关于云南滇池流域水利法规和技术规范的重要著作
,

在各河的防洪与灌溉的关系方面也有深人

的分析
,

对以后滇池流域的治理有很大的影响
。

在利用水利资源方面
,

世纪云南有一项中国大陆第一的成绩
。

位于昆明西郊的海 口 的石龙坝电站始

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 如 年
,

年建成投产
,

装机 台
,

总容量为铭 千瓦
,

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座水力发

电站
,

标志着中国人开发利用水 」 挥源发电的开端
。



、

畜牧业

在农业初步发展以后
,

家畜的饲养和驯化业也产生了
,

白羊村和大墩子出土的猪和狗的骨头经鉴定已被

驯化
,

当时还饲养黄牛
、

羊和鸡
。

这也是史前时期极为重要的科技成就
。

畜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

剑川海门口 遗址就出现了狗
、

猪
、

牛
、

马等家畜遗骨
,

祥云大波那遗址 已有牛
、

鸡
、

马
、

羊
、

猪
、

狗六畜模型
,

表明当时六畜兴旺
。

大铜棺上还饰有许多野生动物和各种鸟类的图像
。

在晋宁石寨山遗址
,

更是出土了大量的牛
、

鸡
、

马
、

羊
、

猪
、

狗的形象
。

据考古工作者研究
,

在滇国的墓葬

中
,

只发现黄牛的形象
,

至今尚未见到水牛
。

有人认为
,

云南发现的水牛形象与印度的野牛有亲缘关系
。

马的

形象也较多地出现在青铜器上
,

滇国还大量把马用于骑兵
。

考古工作者还观察到具有马橙功能的绳圈
。

青铜

器上有放养的图像
。

其他
,

养羊业也有了发展
。

滇国已对猪进行了训化
。

青铜器图像上有野猪和家猪
。

南诏的畜牧业也很发达
,

西羌和吐蕃来交易的大羊多达三千二百 口
,

境内以磨些蛮养羊最为突出
。

《云南

志 》卷四说
“

磨些蛮 ⋯ ⋯土多牛羊
,

一家即有羊群
。 ’,

《云南志 》卷四已记望蛮部
, “

其地宜沙牛
,

亦大于诸处牛
,

角长四尺 以来
,

妇人惟嗜乳酪
。 ”

韦齐休的《云南行记 》也记载云南有
“

酪
” 。

说明奶酪也产生了
。

大理国内有
“

牛马遍点苍
” ,

大理马十分有名
,

这是云南引进的一种西北的高大马种
,

并进行科学合理的喂

养
。

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 》说
“

南方诸蛮马皆出大理国
,

罗殿
、

自祀
、

特磨岁以马来贩之
,

大理者也
。

⋯ ⋯闻

南诏越贼之西产善马
,

日驰数百里
,

世称越账骏者
,

蛮人产马之类也
。 ”

所以大理马可 日驰数百里
,

是一种极能

奔跑的骏马
。

马可波罗曾大大赞叹
“

这个省繁殖许多最好的马匹
” 。

在宋朝抗金时
,

大理马也投人了战斗
,

大

理马还远销到印度出售
。

元代
,

云南一年贡献给梁王的马就达二千五百匹
。

彝族地区也是
“

地多健马
” ,

每年祭祀时
, “

宰杀牛羊动以千数
,

少者不下数百
”
幼

。

而傣族地区的牲畜则

有牛
、

马
、

山羊
、

鸡
、

猪
、

鹅
、

鸭等
。

大理国又有一种有名的长鸣鸡
, “

长鸣鸡
,

自南诏诸蛮来
,

一鸡值银一两
,

形矮

而大羽
,

毛甚泽
,

音声圆长
,

一鸣半刻
。 ”

总之
,

当时的畜牧业是兴旺发达的
。

明代
,

云南本地的土产马比较小
,

如清《滇行纪程 》说
“

滇中多良骑
,

质小而蹄健
,

登危蹬若平地
,

故水西之

骏
,

滇黔多贵之
。 ”

今天所见云南的马
,

也以小马为主
。

、

茶叶生产

目前
,

有的学者认为
,

茶叶起源于云南
,

云南是栽培茶的故乡
。

证据只有一个 云南发现野生大茶树
。

但是
,

云南发现的野生乔木型茶树无论在植株形态上
,

还是在茶叶的成分上
,

都与栽培灌木型茶树有着重

大的差异
。

多数专家认为
,

以野生乔木型茶树的资源分布为依据来证明栽培茶的起源是不合适的
。

由于近来中国农科院在湖北神农架已发现野生灌木型茶树
,

而湖北一带饮用茶的历史记载比云南早近

〕年
,

从而使在中国茶的起源问题上
,

湖北拥有比云南更加优越的地位
。

云南在南诏时出现了关于茶叶生产的记载
,

蒙舍蛮从
“

银生城
”

等地散收来茶
, “

以椒
、

姜
、

桂和烹而饮

之
” 。

《全唐诗 》中还有一首题为《西县途中 》的诗讲到大理的散茶
“

野色从肥羊
,

乡仪捣散茶
。

梯航经杜宇
,

烽

火彻直洋
。 ”

元代
,

云南的茶叶生产有了发展
,

在傣族地区
,

人民以毡
、

布
、

茶
、

盐互相贸易
。

有的少数民族 土僚蛮 还

常以贩茶为业 翻
。

在云南各民族中
,

布朗族对茶的栽培有很大的贡献
。

明代
,

茶叶生产相当发达
,

明代大理以感通茶较有名
,

正德《云南志 》卷三说
“

感通茶
,

感通寺出
,

味胜他

产
” 。

这种感通茶在今大理的上未杨家仍有生产
。

《滇游 日记
·

六 》说鸡足山有
“

初清茶
、

中盐茶
、

次蜜茶
”

的三

道茶
,

这是白族传统三道茶的首次记载
,

现在已成为白族旅游业中的标志性产品
。

明代
, “

普洱茶
”

也见于记载
,

明《滇略
·

产略 》说
“

士庶所用皆普茶也
” 。

清代
,

普洱成为云南著名的产品
。

《滇海虞衡志 》说
“

普茶名重天下
,

此滇之所产而资利者也
” 。

白族的沱茶也是云南的驰名产品
,

它在大理早已存在
,

到 年左右由白族著名商号
“

永昌样
”

定型成批

生产
,

工艺经过选级
、

揉制
、

蒸热
、

紧捏成形制得
。

沱茶有多种牌号
,

在四川
、

西藏
、

青海都有很高的声誉
。



在云南各民族中
,

保留有各种各样的饮茶习俗
,

如白族的
“

三道茶
” 、

彝族的
“

烤茶
” 、

纳西族的
“

油茶
” 、

傣族

的
“

竹筒茶
” 、

藏族的
“

酥油茶
” 、

哈尼族的
“

土锅茶
”

等
。

、

制糖技术

南诏时
,

云南有了榨糖业
,

韦齐休《云南行记 》说云南有糖
,

这可能是在西南石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

明清时期
,

云南的蔗糖生产较发达
,

明正德《云南志 》记载干崖 今云南盈江 的土产有干蔗
。

天启《滇志 》

卷 说临安府的物产中甘蔗最佳
,

取其精华以为糖
,

供全省需用
。

徐霞客《滇游 日记
·

六 》说鸡足山
“

此间石蜜

最佳
,

白若凝脂
,

视之有肥腻之色
,

而一种香气甚异
。 ”

《滇游 日记 》记纳西族有一种发糖
, “

白糖为丝
,

细过于发
,

千条万缕合揉为一
,

以细面拌之
,

合而不腻
。 ”

傣族地区还有一种用树头酒熬白糖的方法
。

清《滇海虞衡志 》说
“

蔗糖
,

名 目至多
,

而合子糖尤盛
,

元谋
、

临安之人多种蔗
,

为糖霜
,

如雪之白
,

曰 白糖
。

对合子之红糖也
,

其买卖大矣
。 ”

达到
“

如雪之白
” ,

说明蔗糖的精制工艺水平相当高
。

至今在傣族地区仍保留

有土法榨糖的工艺
。

笔者在励海县的励打火寨曾见傣族的土法榨糖装置
。

这是利用杠杆原理来达到榨压作用的木制压榨机
,

有两个榨筒
。

压榨时把甘蔗切人榨槽
,

两个榨筒上的梢进行挤压
,

从而把甘蔗汁榨出
。

这种压榨机在云南傣

族和壮族中很流行
。

、

经济作物和食品科学

奶制品 《华阳国志
·

南中志 》记载表明
,

兴古郡一带的
“

鸿僚 ,’壮族先民 等民族已懂得食用牛奶酪
。

这是

对奶制品的成功应用
,

云南很多少数民族都有食用奶制品的习俗
,

如藏族
、

白族
、

彝族
、

纳西族等
。

明《大理府

志 》记载白族地区的奶制品有
“

酥
” 、 “

酪酥
” 、“

乳腺
”

等
。

馒头 馒头的起源可能与云南少数民族有关
,

宋代高承的《事物纪原 》说
“

诸葛亮南征
,

将渡沪水
,

土俗杀

人首祭神
,

亮令以羊家代
,

取面画人头祭之
,

馒头名始此
。 ”

这虽然是传说
,

但却表明馒头的发明可能与云南少

数民族有关
。

以后明朗瑛的《七修类稿 》也说
“

馒头本名蛮头
” ,

馒头在现代食品中具有重要地位
,

它的发明是

食品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

米线 米线可能起源于明代
,

在嘉靖《大理府志 》中记载了
“

米缆
” ,

并说其
“

粉粳作蝙
,

圆细如灯草
,

引长不

绝
,

脆润不粘
,

盘结成团
,

经汤则解
。 ”

这是云南少数民族的凉粉
,

为米线的前身
。

清代以后
,

以云南蒙自过桥米

线最为驰名
。

饵块 约起源于明代
,

清桂馥《滇游续笔 》说
“

大理人作稻饼
,

若蝶翅
,

呼为耳块
。

询其名义
,

云形似兽之两

耳
。 ”

这是云南的一种著名食品
。

高河菜 大理还有一种有名的高河菜
,

正德《云南志 》卷三说
“

高河菜
,

点苍山高河出
,

茎红叶青
,

叶甚辛辣
,

五
、

六月采之
,

土人相传凡采此菜登山约十里许
,

必投稻皮以识路
,

又须默行
,

若作声
,

则云雾便起
,

风雹卒至
,

盖高河乃龙揪也
。 ”

今人称高河菜为甘和菜
,

白族民间用于腌制
,

是大理有名的民间菜
。

橡胶 侧拓 年
,

盈江干崖傣族土司刀安仁赴日本留学
,

途径新加坡
,

引进橡胶树苗 千余株
,

栽培于盈江新

城后的凤凰山
,

这是我国第一次超越北纬二十四度种植橡胶
,

今尚存活一株
,

已有近百年的树龄
,

被誉为
“

北纬

二十五度的橡胶母树
” 。

烤烟 云南白族农学家徐天骋于 叫 年从美国引进了名贵的
“

大金元
”

烤烟籽
,

与此同时
,

植物学家蔡希

陶也托人从美国带来这种烟籽
,

从而开始了云南的烤烟种植
。

美烟
“

大金元
”

的引种
,

对以后云南的经济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

植物油 云南各民族有一些著名的植物油
,

如明《大理府志 》记载
“

红花油
,

即染大红膏子之实也
,

油香胜

诸品
。 ”“

核桃油
,

即核桃春泥榨油
,

香美与红花油等
。 ”

大理有名的还有桐油
,

这是晚清时期大理白族提取的一

种植物油
,

用桐树籽榨出
,

多用于制雨衣
、

帽罩
、

油布毯
、

油纸等
,

并可油刷房屋及木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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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种子公 司 已有三 种规格的包衣种子 出售即种子丸
、

种子带
、

种子板
,

使包衣种子生产规格化
、

商品化
,

对于促进生产起 了良好的作用
。

国外包衣种子试验推广只有三 十多年历史
,

而我国在

二千多年前即 已创造 了波种法
,

并在后世流传
。 ”

指出
“

此项技术推广和普及 的关键是加强滚

种机研制工作
,

使种子大粒化或包衣种子制作完全机械化
,

⋯⋯由各种子公 司监制生产
,

保质

保量供应农村
,

使古老的技术改造成为适合现代农业 的新技术
,

在农业生产中发挥更大的增产

作用
。 ”

第 页
一

在果树栽培上普遍应用的
“
环 割技术

” ,

古代称为
“

割
” 。

这是对植物体内物

质运输的认识和控制
。

书中认为
“

这种方法产生的年代应当更为久远
。

也就是说先民在开 山

林辟草莱的艰辛劳动中
, ‘

割杀
’

法应在更早的岁月里就发挥了原始农具难以匹敌的作用
。 ”

第

页 这是很有远见卓识 的
,

事实上这一技术关系到农业 的起源
,

应该是细 石器技术应用的

直接产物
,

大荔沙苑的形成或者就是这种技术被滥用 的结果
。

而人们一旦正确认识它
,

则又是

造福人类的有效手段 了
。

高大乔木如橄榄
、

银杏等果实的采集都比较困难
,

古人却有妙法
,

书

中一 一作 了介绍
,

使古老技术换发青春
。

树木的
“

连理
”

现象
,

封建社会视为样瑞
,

书中以现代

科学眼光
,

证 以作者丰富的亲身实践
,

指 出
“

自然接木现象直接启示嫁接技术的诞 生
。 ”

大量生

动有趣的事例叙述
,

令人大开眼界
。

这是以今证古
,

通贯古今
。

园艺在传统植物生理学中是一

大 门类
,

书中以相 当大篇幅描述和总结传统经验和应用技巧
,

一应园艺项 目几乎都可在书中汲

取各 自的所需
,

诚为园艺工作者的良师益友
。

该书也有些疏误 的地方
,

例如甲骨文作
“

有
”

解的
“

生
” ,

误作
“

生
” ,

而后者是
“

生
”

字
,

这或许

摹误所致
。

作者 已经注意到
,

将在再版中改正
。

总而言之
,

该书不仅是传统植物生理学史的百科全书
,

而且是大长 国人志气的
、

足 以引为

民族 自豪的科学 巨著
。

以作者积五 十年 虽 因工作关系时息时续 功力的《中国植物生理 学

史 》
,

相信必能如书中的期望
, “

以激励茶茶学子 的民族 自尊心
、

自信心
,

振奋爱国主义热情
” ,

为

建设祖国振兴中华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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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京《云南志略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 》
。

《华阳国志
·

南中志 说
“

平夷县
,

山出茶
、

蜜
” ,

有认

为平夷县即今贵州之毕节
、

大方一带
,

但笔者疑其

为云南的富源县
。

如此
,

则云南的产茶记载还可追

溯到公元 世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