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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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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20

蕓蕓 葑葑 6

20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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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30

57 176

蓼蓼 蒡蒡 ．

藿藿 薤薤

藿藿 薤薤



  

16

夏季是我國古代的蔬菜供應淡季，“園枯”現象時

有發生。在我國本土蔬菜尤其夏季蔬菜比較緊缺的

情況下，主要通過引進的方式增加夏季蔬菜品種，

以解決“夏畦少蔬供”的情況。明代以前，雖有引

進，但仍難以滿足人們對夏季蔬菜的需求。明清以

來，隨著美洲蔬菜作物的引進，加之充分發揮本土

蔬菜作為夏季蔬菜的潛力，最終在清代形成了以茄

果瓜豆為主的夏季蔬菜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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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秦
漢

魏
晉
南
北
朝

隋
唐
五
代

宋
元

明
清
、
民
國

苜
蓿

（
〔

西
漢

〕

司
馬

遷

《
史

記
．

大
宛

列
傳

》
）

茴
香

（
〔

三
國

魏
〕 

嵇
康

《
懷

香
賦

》
）

萵
苣

（
〔

唐
〕

杜
甫

《
種

萵
苣

》
）

胡
蘿

蔔
（

〔
南

宋
〕 

常
棠

《
澉

水
志
．

物
產

門
．

菜
》

）

辣
椒

（
〔

明
〕

高
濂

《
遵

生
八

箋
》

）

土
豆

（
清

光
緒

《
渾

源
州

續
志

》
）

豌
豆

（
〔

東
漢

〕

崔
寔

《
四

民
月

令
》

）

蒔
蘿

（
〔

晉
〕

顧
微

《
廣

州
記

》
）

菠
菜

（
〔

唐
〕

段
公

路

《
北

戶
錄

》
）

絲
瓜

（
〔

南
宋

〕

杜
北

山

《
詠

絲
瓜

》
）

番
茄

（
〔

明
〕

王
象

晉

《
群

芳
譜

》
）

西
葫

蘆
（

清
順

治

《
雲

中
郡

志
》

）

胡
蔥

（
〔

東
漢

〕

崔
寔

《
四

民
月

令
》

）

莙
薘

菜
（

〔
南

梁
〕 

陶
弘

景

《
名

醫
別

錄
》

）

西
瓜

（
〔

北
宋

〕

歐
陽

修
《

新
五

代

史
．

四
夷

附
錄

》
）

苦
瓜

（
〔

南
宋

〕

普
濟

《
五

燈
會

元
》

）

南
瓜

（
明

嘉
靖

《
福

寧
州

志
》

）

筍
瓜

（
清

乾
隆

《
大

名
縣

志
》

）

魔
芋

（
〔

東
漢

〕
許

慎

《
說

文
解

字
》

）

扁
豆

（
〔

南
梁

〕

陶
弘

景
《

名
醫

別
錄

》
）

刀
豆

（
〔

唐
〕

段
成

式

《
酉

陽
雜

俎
》

）

洋
蔥

（
〔

元
〕

熊
夢

祥

《
析

津
志
．

物
產

》
）

菜
豆

（
明

萬
曆

《
雷

州
府

志
》

）

結
球

甘
藍

（
〔

清
〕 

楊
賓

《
柳

邊
紀

略
》

）

—

黃
瓜

（
〔

北
魏

〕

賈
思

勰

《
齊

民
要

術
》

）

球
莖

甘
藍

（
〔

唐
〕 

孫
思

邈

《
備

急
千

金
要

方
》

）

蠶
豆

（
〔

北
宋

〕

宋
祁

《
益

部
方

物
略

記
》

）

花
生

（
〔

明
〕

方
以

智

《
物

理
小

識
》

）

萊
豆

（
清

同
治

《
上

饒
縣

志
》

）

—

豇
豆

（
〔

三
國

魏
〕 

張
揖

《
廣

雅
．

釋
草

》
）

—
—

—
西

芹
（

清
末

農
工

商
部

農
事

試
驗

場
檔

案
）

—
大

蒜
（

〔
晉

〕
張

華

《
博

物
志

》
）

—
—

—
花

椰
菜

（
民

國
七

年

《
上

海
縣

續
志

》
）

—
香

菜
（

〔
晉

〕
張

華

《
博

物
志

》
）

—
—

—
豆

薯
（

清
乾

隆

《
順

德
縣

志
》

）

—
胡

椒
（

〔
晉

〕
司

馬
彪

《
續

漢
書

》
）

—
—

—
—

來
自
域
外
的
主
要
蔬
菜

註
：

本
表

所
列

典
籍

為
最

早
記

錄
該

蔬
菜

的
文

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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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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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1978

2006

18

眚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