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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方志是记载一个地区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历史和现状的综合性著作，苜蓿作为民国时期的重要物产资源被

许多方志记录在册。本研究试图以植物考据学原理与方法，对华东、华北和西北等地诸省的５６个方志中的苜蓿进

行考查。结果表明，民国时期我国华东、华北和西北都有苜蓿种植，主要分布在安徽、江苏、山东、察哈尔、河北、山

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和新疆；许多方志还对苜蓿植物生态学特征进行了描述，对苜蓿种分的较为清晰，在民国

时期河北种有紫花苜蓿（犕犲犱犻犮犪犵狅狊犪狋犻狏犪）和黄花苜蓿（犕．犳犪犾犮犪狋犪），而山东既种有紫花苜蓿与黄花苜蓿，还种有南

苜蓿（犕．犺犻狊狆犻犱犪）；苜蓿常常被种于碱地进行肥田；苜蓿不仅是饲喂牛马的重要牧草资源，而且也是重要的蔬菜资

源，还是很好的蜜源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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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亦称地方志，是我国重要的文化典籍和史料资源。我国自明代提倡编纂方志，清代便昌盛起来［１］。到

了民国时期，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对方志的编纂都十分重视，民国６年（１９１７年），山西省公署下达了编

写新志的训令，并颁布了《山西各县志书凡例》，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年）国民政府颁布了《修志事例概要》，这些措施

促进了民国时期方志的纂修［２］。苜蓿（犕犲犱犻犮犪犵狅）作为重要的物产资源，被民国时期的许多方志记录在册，如河

北《景县志》［３］、山东《莱阳县志》［４］、甘肃《重修灵台县志》［５］和《新疆志稿》［６］等，这些方志对我们了解和考查民国

时期的苜蓿生产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然而迄今为止，对民国时期方志中的苜蓿考查研究尚属少见。

本研究试图在收集民国时期方志的基础上，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与技术［７９］，对我国民国时期的苜蓿种植分布、苜

蓿植物生态学特性，乃至栽培利用等进行考查，以期对我国民国时期的苜蓿生产状况有个大致的了解，为苜蓿史

研究积累一些资料。

１　方志源

以华北、西北、华东等地区诸省民国时期的方志为基础，通过方志收集整理、查证方志记载、爬梳剔抉和排比

剪裁等手段，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甄别归纳，再回溯史料，验证史实，重点对５６个地方志中的苜蓿进行了考查

（表１）。

２　考析

２．１　苜蓿种植分布

从所考方志看，民国时期我国华东、华北和西北都有苜蓿种植，主要分布在安徽、江苏、察哈尔、河北、山东、山

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和新疆等省（表２），其中安徽５个县、江苏６个县、察哈尔３个县、河北１３个县、河南１

个县、山东１１个县、山西７个县、陕西３个县、宁夏１个道、甘肃５个县、青海１个县和新疆伊犁，共计５７个县

（道）。从表２可知，民国时期苜蓿种植以华北地区最多，达３５个县，占所考苜蓿种植县的６１．４０％，其次华东，达

１１个县，占所考苜蓿种植县的１９．３０％，西北为１１个县（道），占所考苜蓿种植县的１９．３０％。

２．２　苜蓿种植状况

在有些方志中对苜蓿的种植状况还作了记述。民国１２年（１９２３年）江苏的《邳志补》
［１５］记载：“苜蓿《群芳谱》

一名木粟、一名怀风、一名光风草、一名连枝草、一名牧宿。张骞自大宛带种归，今处处种之。……史记·大宛传

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唐书·百官志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又为饲马。邳人多于

树边种之，以饲牛马，亦间有?为蔬者。”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年）山西的《新绛县志》
［４８］亦记载：“苜蓿各乡村皆种之，

为最佳之牧料。《植物名实考》、《述异记》谓张骞使西域始得苜蓿，则苜蓿非我国有也可知。”民国２１年（１９３２年）

河北的《徐水县新志》［２５］指出：“苜蓿一名木粟，一名怀风，一名光风草，一名连枝草，出大宛国，马食之则肥，张骞

使西域带种归，今到处有之。徐水各村隙地种苜蓿者最多，用以饲马。”民国２３年（１９３４年）《续修陕西通志稿》
［５５］

亦记有 “此（苜蓿）为饲畜嘉草……种此数年地可肥，为益甚多，故莳者广，陕西甚多。”民国２４年（１９３５年）甘肃的

《重修镇原县志》［６１］记载：“草之属茜草、马蔺、苜蓿其最多也。”

２．３　苜蓿生态植物学特性

在有些方志中对苜蓿生态植物学特性作了详细的记述。在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年）河北的《威县志》
［２４］记载：“苜

蓿：汉书作目宿；尔雅翼作木粟；郭璞作牧宿，谓其宿根自生；李时珍谓种出大宛，汉张骞带入中国；《西京杂记》曰，

乐游苑自生玫瑰，树下多苜蓿，一名怀风，时人或谓光风草，风在其间萧萧然，日癤其花有光彩故名怀风，茂陵人谓

之连枝草。”民国２２年（１９３３）河北的《顺义县志》
［３３］指出：“苜蓿菜叶似豌豆，可茹，其苗春生，一棵数十茎，一茎三

叶，紫花，秋结实似郘入药。”民国２４年（１９３５）河北的《张北县志》
［２２］记载：“苜蓿茎长二尺余，平卧于地上，叶羽状

复叶，叶腋出花，轴花小黄色，发芽时坝下清明，坝上立夏立秋后收割，坝下多产之作为喂养牲畜之用。”民国２３年

（１９３４）河北的《怀安县志》
［２３］记载：“苜蓿茎长叶小花黄，生于山野，亦有成亩播种者。以饲牛马。”民国２１年

（１９３２年）河北的《景县志》
［３］记载：“苜蓿种出大宛，汉时张骞始带入中国，分紫黄二种。据《群芳谱》张骞所带入

者即紫苜蓿，今则处处有之，种后年年自生。”民国２８年（１９３９）河北的《广平县志》
［２７］记载，“苜蓿，李时珍曰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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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民国时期记有苜蓿的方志

犜犪犫犾犲１　犔狅犮犪犾狉犲犮狅狉犱狊狅犳犪犾犳犪犾犳犪犻狀狋犺犲狆犲狉犻狅犱狅犳狋犺犲犕犻狀犵狌狅

方志名称Ｌｏ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 成书年代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ｇｅ 记载之处 Ｍａｉ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宁国县志［１０］Ｎｉｎｇｇｕｏ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６ 卷七物产志·植物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ｎａｌｓ（ｖｏｌ．７）：ｐｌａｎｔｓ

蒙城县志［１１］Ｍ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１５ 卷四食货志·物产Ｆｏｏｄ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ｎａｌｓ（ｖｏｌ．４）：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涡阳县志［１２］Ｇｕｏｙ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２４ 卷八物产·草类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ｎａｌｓ（ｖｏｌ．８）：ｇｒａｓｓｅｓ

歙县志［１３］Ｓｈｅ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７ 卷三食货志·物产Ｆｏｏｄ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ｎａｌｓ（ｖｏｌ．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芜湖县志［１４］Ｗｕｈｕ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１９ 卷三十二实业志·物产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ｎａｌｓ（ｖｏｌ．３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沛县志咸丰邳州志［１５］Ｐｅｉ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Ｐｉｚｈｏｕ

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ｉｇｎｓｏｆＸｉａｎｆｅｎｇ

１９２０ 卷三风俗Ｃｕｓｔｏｍｓ（ｖｏｌ．３）

卷之一疆域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ｖｏｌ．１）

邳志续编［１６］Ｐｉ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２３ 卷二十四物产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ｖｏｌ．２４）

江阴县续志［１７］Ｊｉａｎｇｙｉｎ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２１ 卷十一物产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ｖｏｌ．１１）

栖霞新志［１８］ＸｉｘｉａＮｅｗ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０ 第九章物产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ｈａｐｔｅｒ９）

吴县志［１９］Ｗｕ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３ 卷五十物产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ｖｏｌ．５０）

阜宁县新志［２０］ＦｕｎｉｎｇＮｅｗ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２４ 卷十一物产·植物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ｖｏｌ．１１）：ｐｌａｎｔｓ

宣化县新志［２１］ＸｕａｎｈｕａＮｅｗ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２１ 卷四物产志·植物类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ｎａｌｓ（ｖｏｌ．４）：ｐｌａｎｔｓ

张北县志［２２］Ｚｈａｎｇｂｅｉ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６ 卷四物产志·植物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ｎａｌｓ（ｖｏｌ．４）：ｐｌａｎｔｓ

怀安县志［２３］Ｈｕａ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４ 卷五物产志·植物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ｎａｌｓ（ｖｏｌ．５）：ｐｌａｎｔｓ

景县志［３］Ｊ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２ 卷二物产品类·蔬类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ｖｏｌ．２）：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威县志［２４］Ｗｅｉ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２９ 卷三舆地志下·物产ＹｕＤｉＺｈｉＩＩ（ｖｏｌ．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徐水县新志［２５］ＸｕｓｈｕｉＮｅｗ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２ 卷三物产记·植物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ｒｅｃｏｒｄｓ（ｖｏｌ．３）：ｐｌａｎｔｓ

新城县志［２６］Ｘｉｎｃｈｅ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５ 卷十八地物篇·庶物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ｖｏｌ．１８）：ｔｈｉｎｇｓ

广平县志［２７］Ｇｕａｎｇ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９ 卷五物产志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ｎａｌｓ（ｖｏｌ．５）

束鹿县志［２８］Ｓｈｕｌｕ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７ 卷五食货·土产Ｆｏｏｄ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ｖｏｌ．５）：ｌｏｃ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柏乡县志［２９］Ｂａｉｘｉ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２ 卷三户口物产实业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ｖｏｌ．３）

交河县志［３０］Ｊｉａｏｈｅ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１６ 卷一舆地志·物产ＹｕＤｉＺｈｉ（ｖｏｌ．１）：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霸县新志［３１］ＢａＮｅｗ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４ 卷四风土·物产Ｃｕｓｔｏｍｓ（ｖｏｌ．４）：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清苑县志［３２］Ｑｉｎｇｙｕａｎ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４ 卷三风土·物产Ｃｕｓｔｏｍ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ｖｏｌ．３）：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顺义县志［３３］Ｓｈｕｎｙｉ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３ 卷之九物产志·植物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ｎａｌｓ（ｖｏｌ．９）：ｐｌａｎｔｓ

大名县志［３４］Ｄａｍ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４ 卷二十三物产志·自然物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ｎａｌｓ（ｖｏｌ．２３）：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洛宁县志［３５］Ｌｕｏｎ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１７ 卷二土产Ｌｏｃ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ｖｏｌ．２）

齐东县志［３６］Ｑｉｄｏ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５ 卷一地理志·自然物产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ｎａｌｓ（ｖｏｌ．１）：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高密县志［３７］Ｇａｏｍｉ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５ 卷二地舆·物产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ｖｏｌ．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莘县志［３８］Ｘｉｎ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７ 卷四食货志·物产Ｆｏｏｄ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ｎａｌｓ（ｖｏｌ．４）：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阳信县志［３９］Ｙａｎｇｘｉｎ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２６ 卷七物产志·植物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ｎａｌｓ（ｖｏｌ．７）：ｐｌａｎｔｓ

昌乐县续志［４０］Ｃｈａｎｇｌｅ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４ 卷十二物产志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ｎａｌｓ（ｖｏｌ．１２）

夏津县志续编［４１］Ｘｉａｊｉｎ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２４ 卷四食货志·物产Ｆｏｏｄ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ｎａｌｓ（ｖｏｌ．４）：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德县志［４２］Ｄｅ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５ 卷十三风土志·物产Ｃｕｓｔｏｍｓａｎｎａｌｓ（ｖｏｌ．１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莱阳县志［４］Ｌａｉｙ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４ 卷二之六实业物产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６，ｖｏｌ．２）

陵县续志［４３］Ｌ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６ 卷三第十七编物产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７，ｖｏｌ．３）

胶澳志［４４］Ｊｉａｏａｏ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２８ 食货志·农业Ｆｏｏｄ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ｎａｌ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济阳县志［４５］Ｊｉｙ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４ 实业·农业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临晋县志［４６］Ｌｉｎｊｉｎ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２３ 卷三物产略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ｎａｌｓ（ｖｏｌ．３）

襄垣县志［４７］Ｘ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２８ 卷之二物产略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ｎａｌｓ（ｖｏｌ．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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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ａｂｌｅ１

方志名称Ｌｏ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 成书年代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ｇｅ 记载之处 Ｍａｉ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新绛县志［４８］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２９ 卷三物产略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ｎａｌｓ（ｖｏｌ．３）

介休县志［４９］Ｊｉｅｘｉｕ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０ 谱第二卷七物产谱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ｌｉｓｔｓ（ｖｏｌ．２）

翼城县志［５０］Ｙｉｃｈｅ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２９ 卷八物产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ｖｏｌ．８）

太谷县志［５１］Ｔａｉｇｕ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１ 卷四生业略·物产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ｖｏｌ．４）：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虞乡县新志［５２］ＹｕｘｉａｎｇＮｅｗ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２０ 卷之四物产·草种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ｖｏｌ．４）：ｇｒａｓｓｓｐｅｃｉｅｓ

神木乡土志［５３］Ｓｈｅｎｍｕ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７ 卷三物产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ｖｏｌ．３）

重修咸阳县志［５４］Ｘｉａｎｙ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２ 卷一物产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ｖｏｌ．１）

续修陕西通志稿［５５］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ｏｍｐｉｌｉｎｇ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４ 卷一 Ｖｏｌｕｍｅ１

澄城附志［５６］Ｃ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２６ 卷一 Ｖｏｌｕｍｅ１

朔方道志［５７］Ｓｕｏｆ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２６ 卷三舆地志风俗物产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ｕｓｔｏｍ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ｎａｌｓ（ｖｏｌ．３）

华亭县志［５８］Ｈｕａｔ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３ 卷一物产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ｖｏｌ．１）

重修灵台县志［５］Ｌｉｎｇｔａｉ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５ 卷之一方舆图·物产ＦａｎｇＹｕＴｕ（ｖｏｌ．１）：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新修张掖县志［５９］ＺｈａｎｇｙｅＮｅｗ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１２－１９４９ 地理·物产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民勤县志［６０］Ｍｉｎｑｉｎ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２６ 物产·草类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ｇｒａｓｓ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修镇原县志［６１］Ｚｈｅｎｙｕａｎ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５ 第一卷地舆志上·物产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ｎａｌｓＩ（ｖｏｌ．７）：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大通县志［６２］Ｄａｔｏ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１９ 第五部物产志·植物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ｎａｌｓ（ｐａｒｔ５）：ｐｌａｎｔｓ

新疆志稿［６］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ｎｎａｌｓ １９３０ 卷之二畜牧Ａｎｉｍａｌ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ｖｏｌ．２）

新疆地理志［６３］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 １９１４ 第二章地文地理·第七节动植物之分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ｅｃｔｉｏｎ７，ｃｈａｐｔｅｒ

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ｌａｎｔｓａｎｄａｎｉｍａｌｓ

表２　民国时期方志中的苜蓿种植分布
［３６，１０６３］

犜犪犫犾犲２　犃犾犳犪犾犳犪狆犾犪狀狋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犻狀犾狅犮犪犾狉犲犮狅狉犱狊狅犳狋犺犲犕犻狀犵狌狅

省地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县（道）Ｃｏｕｎｔｙ

安徽Ａｎｈｕｉ 宁国县、蒙城县、涡阳县、歙县、芜湖县Ｎｉｎｇｇｕｏ，Ｍ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Ｇｕｏｙａｎｇ，ＳｈｅＣｏｕｎｔｙ，Ｗｕｈｕ

江苏Ｊｉａｎｇｓｕ 沛县、邳州、江阴县、栖霞县、吴县、阜宁县ＰｅｉＣｏｕｎｔｙ，Ｐｉｚｈｏｕ，Ｊｉａｎｇｙｉｎ，Ｘｉｘｉａ，ＷｕＣｏｕｎｔｙ，Ｆｕｎｉｎｇ

察哈尔Ｃｈａｈａｅｒ 宣化县、张北县、怀安县Ｘｕａｎ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ｂｅｉ，Ｈｕａｉａｎ

河北 Ｈｅｂｅｉ 景县、威县、徐水县、新城县、广平县、束鹿县、柏乡县、交河县、蔚县、霸县、清苑县、顺义县、大名县Ｊ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ＷｅｉＣｏｕｎ

ｔｙ，Ｘｕｓｈｕｉ，Ｘｉｎｃｈｅｎｇ，Ｇｕａｎｇｐｉｎｇ，Ｓｈｕｌｕ，Ｂａｉｘｉａｎｇ，Ｊｉａｏｈｅ，ＷｅｉＣｏｕｎｔｙ，ＢａＣｏｕｎｔｙ，Ｑｉｎｇｙｕａｎ，Ｓｈｕｎｙｉ，Ｄａｍｉｎｇ

河南 Ｈｅｎａｎ 洛宁县Ｌｕｏｎｉｎｇ

山东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齐东县、高密县、莘县、阳信县、昌乐县、夏津县、德县、莱阳县、陵县、胶澳县、济阳县Ｑｉｄｏｎｇ，Ｇａｏｍｉ，ＸｉｎＣｏｕｎｔｙ，Ｙａｎｇｘ

ｉｎ，Ｃｈａｎｇｌｅ，Ｘｉａｊｉｎ，ＤｅＣｏｕｎｔｙ，Ｌａｉｙａｎｇ，Ｌ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Ｊｉａｏａｏ，Ｊｉｙａｎｇ

山西Ｓｈａｎｘｉ 临晋县、襄垣县、新绛县、介休县、翼城县、太谷县、虞乡县Ｌｉｎｊｉｎ，Ｘ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Ｊｉｅｘｉｕ，Ｙｉｃｈｅｎｇ，Ｔａｉｇｕ，Ｙｕｘｉａｎｇ

陕西Ｓｈａａｎｘｉ 神木县、咸阳县、澄成县Ｓｈｅｎｍｕ，Ｘｉａｎｙ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ｇ

宁夏Ｎｉｎｇｘｉａ 朔方道Ｓｕｏｆａｎｇ

甘肃Ｇａｎｓｕ 华亭县、灵台县、张掖县、民勤县、镇原县 Ｈｕａｔｉｎｇ，Ｌｉｎｇｔａｉ，Ｚｈａｎｇｙｅ，Ｍｉｎｑｉｎ，Ｚｈｅｎｙｕａｎ

青海Ｑｉｎｇｈａｉ 大通县Ｄａｔｏｎｇ

新疆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伊犁Ｙｉｌｉ

大宛，张骞带入中国（本草纲目）；叶似豌豆，紫花，三晋为盛齐鲁次之，赵燕又次之（群芳谱）。又一种花黄色，宿

根。”考证《河北植物》［６４］可知，民国时期河北种植的２种苜蓿应该是紫花苜蓿（犕犲犱犻犮犪犵狅狊犪狋犻狏犪）和黄花苜蓿（犕．

犳犪犾犮犪狋犪）。

民国２３年（１９３４）山东的《昌乐县续志》
［４０］记载，“苜蓿叶小花紫。”民国２４年（１９３５）山东的《德县志》

［４２］记载：

２２２ ＡＣＴＡＰＲＡＴ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１０



“苜蓿，大别有二种，一曰紫花苜蓿，茎高数尺，叶羽状复叶，夏初开小紫花，春日苗芽
!

时亦可食，北方多种之。史

记·大宛列传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始种苜蓿，《群芳谱》谓即苜蓿南方无之，有一种野苜蓿亦曰南苜蓿或

称金花菜，茎铺地，叶为三小叶合成，小叶倒卵形，顶端凹入，花小色黄，形似蝶，荚作螺旋形，有刺，入药者即此，南

方随处有，北方地无之。”从上述记载可知，在民国时期德县种植的苜蓿有２种，一是紫花苜蓿，二是南苜蓿（犕．

犺犻狊狆犻犱犪）。民国２４年（１９３５）山东的《莱阳县志》
［４］记载：“苜蓿有紫苜蓿、黄苜蓿、野苜蓿３种。”考证《植物名实图

考》［６５］和《山东植物志》［６６］可知，莱阳县所记载的３种苜蓿分别为：紫花苜蓿（犕犲犱犻犮犪犵狅狊犪狋狅狏犪）、黄苜蓿（犕．

犺犻狊狆犻犱犪，南苜蓿）和野苜蓿（犕．犳犪犾犮犪狋犪）。

２．４　苜蓿改碱性

在民国时期，人们对苜蓿治理碱地的特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民国２１年（１９３２年）河北的《景县志》
［３］记

载，“邑人往往与碱地种之（苜蓿），宿根至三年以上则硗瘠可变肥沃。以碱地其下层有硬沙坚如石，水不能渗，故

泛而为卤。苜蓿根长而硬，且直下如锥，宿根至三年以上则其根将硬沙触破，而水得渗下。”民国２１年（１９３２年）

河北的《柏乡县志》［２９］亦记载：“苜蓿硗地不殖五地间或生之，亦物之有主权者。”民国２３年（１９３４年）山东的《济阳

县志》［４５］记载苜蓿，多播种于碱地。

２．５　苜蓿可食可饲性

苜蓿的食用性与饲用性，在民国时期的华东、华北和西北等地区亦得到了较好的利用。在山东除记载苜蓿作

为饲用和食用，并有苜蓿是很好的蜂源植物的记载。民国１５年（１９２６年）山东的《阳信县志》
［３９］记载，“苜蓿为畜

牧药品，
!

叶可食。”民国２３年（１９３４年）山东的《夏津县志续编》
［４１］记载，“苜蓿味甘甜，可饲牲畜。”民国２３年

（１９３４）山东的《昌乐县续志》
［４０］记载，“苜蓿叶小花紫，可蒸食，亦可饲畜。相传自汉时其种来自西域。”民国２３年

（１９３４年）山东的《济阳县志》
［４５］记载苜蓿，“为畜产要品，

!

叶可食，且蜜源级富，附近宜于养蜂。”民国２４年（１９３５

年）山东的《新城县志》［２６］记载：“史记·大宛列传马嗜苜蓿，汉史取其实来；元史·食货志世祖初令各社种苜蓿防

饥年；群芳谱一名木粟，一名怀风，三晋为盛齐鲁次之，赵燕又次之；葛洪·西京杂记，乐?苑树下多苜蓿，一名怀

风，时人或谓之光风，风在其间萧萧然，日照其花有光彩，故名苜蓿为怀风。茂陵人谓之连枝草。苜蓿宿根，根最

长入土最深，初生时人多?食之，一岁三岁割以之饲牲畜，杜甫诗云：宛马总肥春苜蓿”。此外，民国１２年（１９２３

年）江苏的《邳志补》［１５］记载：“唐薛令之为东宫侍读官作苜蓿诗以自乐，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

苜蓿长阑干。元史·食货志 至元七年，颁农桑之制，令各社布种苜蓿，以防饥年，则古人所常食也。唐书·百官

志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又为饲马。邳人多于树边种之，以饲牛马，亦间有?为蔬者”。民国１４年（１９２５

年）安徽的《涡阳县志》［１２］亦对苜蓿的可饲性作了说明：“苜蓿：尔雅作木粟，言其米可炊饭也；郭璞作牧宿，谓其宿

根，可牧牛马也”。

民国５年（１９１６年）河北的《交河县志》
［３０］记载：“苜蓿或作牧蓄，可饲牛马。”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年）河北的《威

县志》［２４］记载：“尔雅翼作木粟，言其米可炊饭也；郭璞作牧宿，谓其宿根自生，可牧牛马也。”民国２１年（１９３２年）

河北的《景县志》［３］记载：“苜蓿……刈苗作蔬，一年可三刈，亦可饲牛马。苜蓿原系蔬种植物。尔雅翼作木粟，言

其米可炊饭也。陶宏景曰长安中乃有苜蓿园，北人甚重之，南人不甚食之，以无味故也。今见邑人种苜蓿者于春

季
!

时偶然?作蔬用，其大宗全作饲牛马，并无专种之以作蔬者。”民国２１年（１９３２年）河北的《徐水县新志》
［２５］记

载：“苜蓿 ……出大宛国，马食之则肥，张骞使西域带种归，今到处有之。徐水各村隙地种苜蓿者最多，用以饲

马。”民国２３年（１９３４年）河北的《清苑县志》
［３２］记载：“苜蓿初生叶可食。”民国２８年（１９３９年）河北的《广平县

志》［２７］记载，“六月种，
!

苗杂面蒸食，罧叶以饲牛马。”另外，在民国９年（１９２０年）山西的《虞乡县新志》
［５２］记载：

“苜蓿可作牲口细草，
!

时人亦好作吃。”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８年）山西的《翼城县志》
［５０］记载：“苜蓿喂马用，春季初生

!

苗人家亦多?食者。”

在西北苜蓿主要用于饲喂牛马，但人亦在食用。民国１５年（１９２６年）陕西的《澄成附志》
［５６］记载：“苜蓿各处

皆有，嫩叶作菜食，长大以喂牲畜，惟种者甚少，乡氏夏秋取。”民国２３年（１９３４年）的《续修陕西通志稿》
［５５］就说苜

蓿“此为饲畜嘉草，
!

时可作蔬，凶年贫民决食以代粮。”民国１５年（１９２６年）宁夏的《朔方道志》
［５７］记载：“苜蓿一

名怀风，一名连枝草，
!

时可食。”同在民国１５年（１９２６年）甘肃的《民勤县志》
［６０］记载：“苜蓿可饲牛马。”民国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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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９３３年）甘肃的《华亭县志》
［５８］记载：“苜蓿亦张骞西域得种，嫩叶作蔬，长苗饲畜。”民国２４年（１９３５年）甘肃

的《重修灵台县志》［５］记载：“苜蓿春初芽可食及夏干老花开俱喂牲畜。”１９４９年甘肃的《新修张掖县志》
［５９］记载，

“苜蓿可饲马，由外国?回，武帝种于离馆旁。”民国８年（１９１９年）青海的《大通县志》
［６２］记载，“苜蓿《群芳谱》一名

木粟，一名光风草，一名连枝草，春初芽
!

可食。”在新疆苜蓿饲喂牛马中认识到，牛食青绿苜蓿后会得鼓胀病，例

如民国１９年（１９３０年）《新疆志稿》
［６］记载：“（伊犁）秋日苜蓿遍野，饲马则肥。牛误食则病。牛误食青苜蓿必腹

胀，医法灌以胡麻油半斤，折红柳为枚卫之流涎。”

３　小结

考查民国时期华东、华北和西北等地诸省方志表明，苜蓿在这些地方得到普遍种植，共计有５７个县（道）种植

了苜蓿，其中以华北地区最多，达３５个县，占所考苜蓿种植县的６１．４０％，其次华东，达１１个县，占所考苜蓿种植

县的１９．３０％，西北为１１个（道），占所考苜蓿种植县的１９．３０％。苜蓿已成为这些地区的重要牧草资源和蔬菜资

源。在苜蓿栽培种植中，人们对其生态植物学特性亦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对苜蓿植物学有了较明确的描述和记

载，利用苜蓿的耐碱性和多年生性，进行碱地改良和肥田得到较好的效果。考查发现，民国时期方志中蕴含着丰

富的苜蓿历史信息，这些信息对研究和了解民国时期我国苜蓿发展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应加强这方

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１］　ＬｉＴＦ．Ｌｏ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Ｓｔｕｄｙ［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５．

李泰，方志学［Ｍ］．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

［２］　ＬａｉＸＸ．Ｔｈ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Ｓｔｕｄｙ［Ｍ］．Ｆｕｚｈｏｕ：Ｆｕｊｉ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８３．

来新夏，方志学概论［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３］　ＤｉＺＤ，ＺｈａｎｇＲＱ．Ｊ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７６．

耿兆栋，张汝漪．景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６．

［４］　ＷａｎｇＰＸ，ＬｉａｎｇＢＫ．Ｌａｉｙ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８．

王丕煦，梁秉锟．莱阳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

［５］　ＹａｎｇＱ，ＷａｎｇＣＪ．Ｌｉｎｇｔａｉ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７６．

杨渠，王朝俊．重修灵台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６．

［６］　ＺｈｏｎｇＧＳ．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８．

钟广生．新疆志稿［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

［７］　ＳｕｎＱＺ，ＬｉｕＱ，ＮａＹ，犲狋犪犾．Ｓｔｕｄｙｏ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ｒｓｏｆａｌｆａｌｆａｔｏＣｈｉｎａｉｎ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ｃｔａＰｒａｔ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６，

２５（１）：２４０２５３．

孙启忠，柳茜，那亚，等．我国汉代苜蓿引入者考．草业学报，２０１６，２５（１）：２４０２５３．

［８］　ＳｕｎＱＺ，ＬｉｕＱ，ＬｉＦ，犲狋犪犾．Ａｌｆａｌｆａｉ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ａｓｐｅｃｔｓ．ＡｃｔａＰｒａｔ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６，２５（５）：２０２２１３．

孙启忠，柳茜，李峰，等．我国古代苜蓿的植物学研究考．草业学报，２０１６，２５（５）：２０２２１３．

［９］　ＳｕｎＱＺ，ＬｉｕＱ，ＴａｏＹ，犲狋犪犾．Ｔｅｘｔｕ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ＺｈａｎｇＱｉ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ｆａｌｆａｔｏＣｈｉ

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ｃｔａＰｒａｔ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６，２５（１０）：１８０１９０．

孙启忠，柳茜，陶雅，等．张骞与汉代苜蓿引入考述．草业学报，２０１６，２５（１０）：１８０１９０．

［１０］　ＬｉＢＬ．Ｎｉｎｇｇｕｏ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８．

李丙鹿．宁国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

［１１］　ＷａｎｇＣ，ＹｕＺＪ．Ｍ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Ｎａｎｊ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ｕＡｎｃｉｅｎｔＢｏｏｋ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８．

汪諶，于振江．蒙城县志［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２］　ＨｕａｎｇＰＬ，ＷａｎｇＰ．Ｇｕｏｙ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７０．

黄佩兰，王佩．涡阳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０．

［１３］　ＳｈｉＧＺ，ＳｈｅｎｇＲ．Ｓｈｅ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７６．

石国柱，承尧．歙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６．

［１４］　ＹｕＹＭ，ＢａｏＳ．Ｗｕｈｕ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９．

余谊密，鲍萛．芜湖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９．

［１５］　ＹａｎｇＪＹ．Ｐｅｉ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Ｐｉｚｈｏｕ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ｉｇｎｓｏｆＸｉａｎｆｅｎｇ［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ＡｎｃｉｅｎｔＢｏｏｋ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１．

４２２ ＡＣＴＡＰＲＡＴ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１０



杨俊仪．沛县志咸丰邳州志，邳志补［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６］　ＤｏｕＨＮ．Ｐｉ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Ｎａｎｊ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ｕＡｎｃｉｅｎｔＢｏｏｋ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０．

窦鸿年．邳志续编［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７］　ＣｈｅｎＳ，ＭｉｕＱＳ．Ｊｉａｎｇｙｉｎ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ＡｎｃｉｅｎｔＢｏｏｋ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１．

陈思，缪荃孙．江阴县续志［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８］　ＣｈｅｎＢＸ．ＸｉｘｉａＮｅｗ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ＷｅｎＨａｉ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８３．

陈邦贤．栖霞新志［Ｍ］．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３．

［１９］　ＣａｏＹＹ，ＬｉＧＹ．Ｗｕ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Ｎａｎｊ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ｕＡｎｃｉｅｎｔＢｏｏｋ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０．

曹允源，李根源．吴县志［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

［２０］　ＷｕＢＹ，ＰａｎｇＹＬ．ＦｕｎｉｎｇＮｅｗ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７５．

吴宝瑜，庞友兰．阜宁县新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５．

［２１］　ＧｕｏＷＣ，ＷａｎｇＧＳ．ＸｕａｎｈｕａＮｅｗ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８．

郭维城，王告士．宣化县新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

［２２］　ＣｈｅｎＪＹ，ＸｕＷＳ．Ｚｈａｎｇｂｅｉ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８．

陈继淹，许闻诗．张北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

［２３］　ＪｉｎｇＺＧ，ＺｈａｎｇＪＹ．Ｈｕａ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８．

景佐纲，张镜渊．怀安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

［２４］　ＣｕｉＺＣ，ＳｈａｎｇＸＢ．Ｗｅｉ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７６．

崔正春，尚希宝．威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６．

［２５］　ＬｉｕＹＣ，ＬｉｕＨＳ．ＸｕｓｈｕｉＮｅｗ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７６．

刘延昌，刘鸿书．徐水县新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６．

［２６］　ＨｏｕＡＬ，ＷａｎｇＳＲ．Ｘｉｎｃｈｅ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８．

侯安澜，王树鵞．新城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

［２７］　ＨａｎＺＺ．Ｈｕａｎｇ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８．

韩作舟．广平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

［２８］　ＸｉｅＤＡ．Ｓｈｕｌｕ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８．

谢道安．束鹿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

［２９］　ＮｉｕＢＳ，ＷｅｉＹＢ．Ｂｏｘｉ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７６．

牛宝善，魏永弼．柏乡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６．

［３０］　ＧａｏＢＱ，ＭｉａｏＳＦ．Ｊｉａｏｈｅ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８．

高步青，苗毓芳．交河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

［３１］　ＬｉｕＴＣ，ＬｉｕＣＢ．ＢａＮｅｗ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８．

刘廷昌，刘崇本．霸县新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

［３２］　ＪｉｎＬＪ，ＹａｏＳＣ．Ｑｉｎｇｙｕａｎ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８．

金良骥，姚寿昌．清苑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

［３３］　ＬｉＦ，ＹａｎｇＤＳ．Ｓｈｕｎｙｉ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８．

李芳，杨得声．顺义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

［３４］　ＣｈｅｎｇＴＨ，ＨｏｎｇＪＬ．Ｄａｍ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８．

程廷恒，洪家禄．大名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

［３５］　ＪｉａＳＥ，ＷａｎｇＦＸ．Ｌｕｏｎ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８．

贾毓鹗，王凤翔．洛宁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

［３６］　ＬｉａｎｇＺＱ，ＹｕＱＰ．Ｑｉｄｏ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７６．

梁中权，于清泮．齐东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６．

［３７］　ＹｕＹＬ，ＷａｎｇＺＱ．Ｇａｏｍｉ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８．

余有林，王照青．高密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

［３８］　ＷａｎｇＪＹ，ＹａｎＳＺ．Ｘｉｎ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７６．

王嘉猷，严绥之．莘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６．

［３９］　ＺｈｕＬ，ＬａｏＮＸ．Ｙａｎｇｘｉｎ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８．

朱兰，劳?宣．阳信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

［４０］　ＷａｎｇＪＨ，ＺｈａｏＷＱ．Ｃｈａｎｇｌｅ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８．

王金获，赵文琴．昌乐县续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

［４１］　ＸｉｅＸＷ，ＸｕＺＨ．Ｘｉａｊｉｎ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８．

谢锡文，许宗海．夏津县志续编［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

５２２第２６卷第１０期 草业学报２０１７年



［４２］　ＬｉＳＤ，ＤｏｎｇＹＬ．Ｄｅ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８．

李树德，董瑶林．德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

［４３］　ＭｉａｏＥＢ，ＬｉｕＹＱ．Ｌ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８．

苗恩波，刘荫歧．陵县续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

［４４］　ＺｈａｏＱ，ＹｕａｎＲ．Ｊｉａｏａｏ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８．

赵琪，袁荣．胶澳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

［４５］　ＬｉＧＱ．Ｊｉｙ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４．

李国庆．济阳县志［Ｍ］．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４．

［４６］　ＹｕＪＸ．Ｌｉｎｊｉｎ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７６．

俞家骧．临晋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６．

［４７］　ＹａｎＹＣ，ＬｕＺＰ．Ｘ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７６．

严用琛，鲁宗藩．襄垣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６．

［４８］　ＸｕＺＪ，ＹａｎｇＺＴ．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７６．

徐昭俭 杨兆泰．新绛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６．

［４９］　ＺｈａｎｇＧＬ，ＤｏｎｇＣ．Ｊｉｅｘｉｕ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７６．

张广麟，董重．介休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６．

［５０］　ＭａＪＺ，ＪｉＴＹ．Ｊｉｃｈｅ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７６．

马继桢，吉廷彦．翼城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６．

［５１］　ＬｉｕＹＪ，ＨｕＷＮ．Ｔａｉｇｕ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７６．

刘玉玑，胡万凝．太谷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６．

［５２］　ＺｈｏｕＺＳ，ＬｉＷＹ．ＹｕｘｉａｎｇＮｅｗ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８．

周振声，李无逸．虞乡县新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

［５３］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Ｓｈｅｎｍｕ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７０．

作者不详．神木乡土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０．

［５４］　ＬｉｕＡＧ，ＷｕＴＸ．Ｘｉａｎｙ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２．

刘安国，吴廷锡．重修咸阳县志［Ｍ］．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２．

［５５］　ＳｏｎｇＢＬ．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ｏｍｐｉｌｉｎｇＡｎｎａｌｓ［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４．

宋伯鲁．续修陕西通志稿［Ｍ］．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４．

［５６］　ＷａｎｇＨＢ，ＺｈａｏＢＹ．Ｃ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８．

王怀斌，赵邦楹．澄城附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

［５７］　ＷａｎｇＣＺ．Ｓｈｕｏｆ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ｉａｎｊｉｎ：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ｕａｔａｉ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２６．

王臣之．朔方道志［Ｍ］．天津：天津华泰印书馆，１９２６．

［５８］　ＺｈｅｎｇＺＧ，ＸｉｎｇＢＬ．Ｈｕａｔ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７６．

郑震谷，幸邦隆．华亭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６．

［５９］　ＢａｉＣＨ，ＹｕＢＹ．ＺｈａｎｇｙｅＮｅｗ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９．

白册侯，余炳元．新修张掖县志［Ｍ］．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９．

［６０］　ＭａＦＸ，ＷａｎｇＺＣ．Ｍｉｎｑｉｎ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７０．

马福祥，王之臣．民勤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０．

［６１］　ＪｉａｏＧＬ．Ｚｈｅｎｙｕａｎ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７０．

焦国理．重修镇原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０．

［６２］　ＬｉｕＹＸ，ＬｉａｏＸＳ．Ｄａｔｏ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ｎａｌ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７０．

刘运新，廖苏．大通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０．

［６３］　ＺｈａｎｇＸＴ．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Ｍ］．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８．

张献廷．新疆地理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

［６４］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ＦｌｏｒａｏｆＨｅｂｅｉ．ＨｅｂｅｉＰｌａｎｔ［Ｍ］．Ｖｏｌｕｍｅ１．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Ｈｅｂｅｉ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

河北植物志编辑委员会．河北植物［Ｍ］．第一卷．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６．

［６５］　ＷｕＱＲ．Ａｎ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ＢｏｏｋｏｎＰｌａｎｔ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７．

吴其?．植物名实图考［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７．

［６６］　ＣｈｅｎＨＢ．Ｆｌｏｒａｏｆ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Ｍ］．Ｑｉｎｇｄａｏ：Ｑｉｎｇｄａｏ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２．

陈汉斌．山东植物志［Ｍ］．青岛：青岛出版社，１９９２．

６２２ ＡＣＴＡＰＲＡＴ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１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