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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秦 植 物 文 献 评 述

邱 泽 奇

〔内容提要〕 距今六 七千年前的先人在各种内器上 刻画 植物 图案
,

是我国最早的有关植 物 的

记载
。

后 随着甲骨文字的出现
,

先人应 用创造象形文字表征植物
,

并产生 了植物
“

按形 分 类
”

的

分类思想雏形
.

自西周讫秦朝 前夕
,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
,

古人对植物 的认识 不断深化
,

因 而 出 现

了涉及植物品种
、

形态特征
、

生态环境及利 用方法的记述
。

尽管先秦植物文献杂散零 乱
,

作 为中

国古典植物学的萌芽为汉魏六朝中国古典植物学的形成莫定了基拙
,

尽管如此 又不得不承认它往柱

只是一种
“
附庸

” ,

或传情达意
,

或串堂作证
.

人类与植物的接触
,

由来已久
,

年代湮远
。

《 古三坟书》 日
: “

有巢氏生
,

傅 人居 巢

穴
,

积鸟兽之肉
,

聚草木之实
. ”

在中国原始社会扣期
,

人们就已采集
、

利用植物
。

相传神

农尝百草
,

一日而遇七十毒
,

说 明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
,

使人们认识了许多植物种类
,

获得

了许多有关植物的知识
.

从距今约七千年左右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 的 稻 谷
、

葫 芦
、

小

米
、

高粱等植物 的种子
,

可知
,

那时的人们已经开始驯化并栽培了某些植物种类
,

同一遗址

出土的陶器如釜
、

钵
、

盘
、

盆等上
,

有些刻刺有树叶纹
、

花草形状 ; 距今六千年左右的西安

半坡遗址的陶器上
,

也有不少象征草木或谷物繁生形态的绘图
.

可 以认为
:

人们在陶器上刻

绘植物图形是为了寄托某种愿望
,

而不是出于认识植物自然属性的需要
.

在原始社会时期
, “

植

物
”

是人们生活物质的第一来源
,

人们希望谷物繁生
,

希望获得一个好收成
,

以便创造一个

安定的生活条件
.

为了寄托这种愿望
,

人们便在常用的生活器具上刻绘下草木谷 物 等 的 形

象
.

因为所刻绘的并不是某一具体的植物
,

因此
,

在表现形式上具有粗犷
、

简单
、

模糊 的特

点
.

尽管这些绘图带有较浓郁的
“

宗教
”

色彩
,

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却仍然反映了人们对植

物自然属性的认识
,

因此
,

它仍然不失为 中国最早的一些与植物有关的文献
.

文字的出现
,

给人们积累知识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

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材料一一甲骨文

中就有不多有关植物的资料
,

最突出的是植物名称
,

如
:

禾
、

黍
、

粟
、

木
、

桑
、

祀
、

柏等
,

从图 2 可以看出
,

前四者 皆从
“

苯
”

(禾 ) 形
,

后四者 皆从
“

水
”

(木 ) 形
,

说明人们已经

认识到植物形
、

性的
“

草
’ 、 “

木
”

之分
.

这是我国古代有了
“

按形归类
”

的植物分类思 想 的

有力佐证
.

1 6 5



先 秦 植 物 文 献 评 述

中军杳六
1 23 4

入口米
? . 8

章争寺
1 2

咏 举丰
3

J

军玄女售
图 1中国最早的植物图形举例

( 1
.

2为河姆渡遨存
,

据 《考古学报> 19了8年第

1期
.

3
.

峨为半坡遗存
,

据 《西安半坡 》 图 12 2绘 )

只 6 7 8

图 2 殷代甲骨文中的部分植物名称

草 ; 2 禾; 3
.

麦 ; 4
.

黍 ; 5
.

粟 ; 6
.

木
; 了

.

桑 ;

9
.

柏
.

( 《据甲骨文编》 19 6 5年版选描 )

西周以降
,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
,

铁器的使用
,

农业
、

手工业及医药等都得到了飞速的发

展
,

人们对于植物 的达识也在不断加深
,

到秦为止
,

这一时期的植物文献不仅仅限于记载植

物名称
,

依形造字区分植物类型
,

而是逐步发展了植物品种
,

形态特征
、

生态环境及利用方

法的记载
,

较突出的有 《诗经》
、 《 夏小正 》

、 《 周礼 》
、 《 管子 》 、 《 尔雅 》 和 《 吕氏春

秋 》 。

1
. 《 诗经》

《 诗经》
,

是西周至春秋的 一 部诗歌总集
,

共 30 5 篇
,

记述的区域 以黄河流域中下游及

长江流域为限
,

涉及植物 13 2 种
.

《 诗经》 中没有
“

植物
”

的专门篇章
,

涉及植物的诗句要

么是描述采集活动的
、

要么是记述农事生产的
,

更多的却是文学修饰描写
.

下面略举数例
:

《 周南
·

辈管》 (三 ) 『` ’

采采苯首
,

(车前子哟采呀采
,

薄言桔之
.

快点把它揣回来
.

采采荣营
,

车前子哟采呀采
,

薄言撷之
.

快点把它兜回来
.

)

这是一群妇女采集车前草 ( lP an at ga 二 gat `ca L
.

)时随口所唱的短歌
,

颇有今江南 采 茶

季节妇女结伴而歌之韵味
,

但没有任何植物学方面的描述
.

又如
:

《 周南
·

葛覃 》 (二 )

葛之覃兮
,

(葛藤枝儿长又长
,

施于中谷
,

蔓延到
,

谷中央
;

维叶莫莫
,

叶子青青密又旺
.

是刘是值
,

割了煮
,

自家纺
,

为稀为裕
:

细布粗布制新装
;

服之无教
.

穿不厌
,

旧衣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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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
”

是蝶形花科植物 u P盯 ar 沁 thun bc gr ai na Bne h t
,

是中国纺织植物原料最早见于古

籍记载者之一
。

这首诗的前三句描写了葛藤生长茂盛的状态
, 《 诗经 》 大部分关于植物形态

的记述均与此类似
,

比较模糊
、

笼统
,

具有更多的文学描写色彩
,

而较少带有科学描述的严

谨
、

准确与具体
。

后三句是有关纺织的记述
,

反映了一定的纺织技术水平
。

葛皮上有一层较

牢固的胶质
,

用于纺织之前必须脱胶
,

使纤维能分散
,

这里的
“

漫
”

就是把鲜葛皮放在水中

煮
,

是中国关于葛
、

麻等植物纤维初处理最古老的方法
,

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
,

也是最恰

当的方法
. “

稀
” 、 ”

裕
” 、

二字说明当时的纺织品已有了粗
、

细品质之分
,

又如
:

《 幽风
·

七月》 (六 )

六月食郁及莫
,

(六月里野李葡萄尝
,

七月亨葵及寂
.

七月里煮葵烧豆汤
。

八月剥枣
,

八月把那枣儿打
;

十月获稻
,

十月收割稻米香
.

为此春酒
,

把它酿成好春酒
,

以介眉寿
.

祝贺老爷寿命长
.

七月食瓜
,

七月采瓜食瓜瓤
,

八月断壶
,

八月葫芦吃个光
,

九月叔直
。

九月麻子好收藏
,

采茶薪搏
,

挖些苦菜砍些柴
.

食我农夫
。

是咱农夫半年粮
.

)

《 七月》 共八首
,

叙述了劳动人民一年十二个月的生产活动
,

是一篇著名农事诗
.

这里

的
“

郁
” , “

莫
” 、 “

葵
” 、 “

款
” 、 “

枣
” 、 “

稻
” 、 “

瓜
” 、 “

壶
” 、 “

直
” 、 “

茶
” 、 “

檐
”

等均是与人们生活密切有

关的植物
,

既有粮食作物也有蔬菜及水果
。

从每月人们从事的生产活动可以体会到
,

人们对

这些植物个体生长发育规律是比较熟识的
。

譬如
“

八 月剥枣
” ,

夏历八月即今农历八月
,

中

秋时节正是北方大枣 ( iZ 刁 p h us j uj 动 a
M ill

.

)成熟的季节
, “

剥枣
”

是指收获
.

如果没有熟

悉这些植物个体生长发育的规律
,

是很难想象人们能把一年的农事安排得如此井井有条的
.

从以上所举三例可 以看出
,

农事诗句中的
“

植物
”

只是作为采集
、

利用这些生产活动的

对象出现的
,

虽然提到不少的植物种类
,

却很少有植物学方面的内容
.

在与植物有关的文学

修饰句中更是如此
, “

植物
”

只是起点缀或衬托作用
,

如衬托某一场景
、

某种事件或某种心

}青
。

如
:

《 周南
·

樱木》 ( 一 )

南有樱木
,

( 南边弯弯树枝娅 )

葛蔚累之
,

野葡萄藤攀缘它
.

乐之君子
,

先生结婚真快乐
,

福履绥之 ! 上天降福赐给他里 )

这是一首贺新郎的诗
。

这里的
“

葛慕
”

是葡萄科的植物 (犷ilt’ :
f le 二 “ as o T hun b)

. ,

攀缘 他

物生长本是葡萄茎 的生长习性
,

《 诗经》 记述是对的
.

但在这里却不是记述这种事实本身
,

而是用来比喻女子嫁给
“

君子
” ,

以表达恭贺新郎的心情
。

《 周南
·

葛覃 》 (一 )

葛之覃兮
,

(葛藤枝儿长又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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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于中谷
;

蔓延到
,

谷中央 ;

维叶萎萎
。

叶子青青盛又 旺
.

黄鸟于飞
,

黄雀飞
,

来回忙
,

集于灌木 , 歇在丛生小树上 ;

其鸣嘈嘈
。

叫喳喳
,

在歌唱
。

)

这一首与前面所列
“

葛覃
”

系同一篇
,

描写的是一位女子准备回家探望娘爹
。

这第一首

描写白握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

目的是为下二首作铺垫
:

女子看到葛藤长得旺盛繁茂
,

知道是

该采葛纺织了
,

所以第二首就接着写女子割葛纺织 , 又看到黄雀聚鸣
,

想起做好衣裳后 当该

回家 与父母 团聚
,

所以第三首描写女子整装准备回家
。

显然
“

植物
”

在这里只是起了一种点

缀作用
。

又如
:

《 召南
·

采菜 》 (一 )

于以采菜? (要采白篙到南方 ?

于沼于址
。

在那池里在那塘
.

于以用之 ? 什么地方要用它 ?

公候之事
。

为替公候养蚕忙
。

)

这一篇是写蚕妇为公侯养蚕的事
。

之所以 提 到
“

菜
”

( A r et m l’:s’ o s
v̀e

e
sr i a an 研 “ dl

.

)是

为了说明蚕妇为了给公侯养蚕在到处采摘蚕食这样一个事件
,

这里没有对菜作任何形态等的

记述

综上所述
, 《 诗经》 虽然提到了许多种植物

,

涉及了植物的名称
、

生长 环 境
、

生 长 状

态
、

以及利用等等
,

但这些描述零散杂乱
,

不成系统
,

也不完整
,

且
“

植物
”

在其中只是表

达有关主题的辅助
,

所有与植物有关的诗句并不是为了表达植物本身
,

而是 作 为 一 种
“

陪

衬
” ,

起辅助
、

修饰作用
。

2
.

《 夏小正 》

《 夏小正 》 的经文存在于 《 夏小正传》 中
, 《 夏小正传》 载于 《 大戴礼记 》 之中

。

一般

认为 《 夏小正 》 是春秋末战国初的儒生所作
,

它用夏历分别在十二月中记述了各 个 月 的 物

候
、

气象
、

天文及政事如渔猎
、

农耕
、

桑蚕
、

制衣
、

养鸟等
,

类似于月令
.

虽然每个月份中都有一些采集
、

利用或种植及植物生长发育的条文
,

但它仅是一种以时

系事的现象记述
。

如正月
, “

囿有见韭
” , “

韭
”

即今韭菜
,

是说园子里又看见韭菜长出来了
: “

柳

株
” ,

是说柳树生 出菜黄花序
: “

梅
、

杏
、

枪桃则华
” ,

是说梅
、

杏
、

野生桃都要开花了
。

正

月是春天的首月
,

万木复苏
,

这里所述既可以看作是一种物候
,

也可以看作是一 种 自 然 描

述
。

再 如 八 月
, “

剥 瓜
” 、 “

剥 枣
” 、 “

剥
”

同 《 诗
·

幽 风
·

七 月 》 “

剥 枣
”

之
“

剥
”

(音 p 幼
, “

收获
”

之义
。

八月仲秋
,

大部分的果实熟了
,

需要收获
,

所以这里所述只是一种农

事活动
.

看来
,

《 夏小正 》 的
“

植物
”

也是种附庸
,

比较 《诗经》 而言
,

具有更强的服务性
:

要

么是一种物侯
,

要么是一种农事
,

都是为生产实践活动服务的
,

谈不上把植物作为一门学问

的对象来记述
。

3
.

《 周礼》

《 周礼 》 一书
,

古文经学家以为是周公所作
,

实际上是战国时期齐国的阴阳家们所撰
,

其中与植物有关的条文更是东鳞西片
,

不成句章
,

但却是零金片玉
,

闪耀着朴素 的 科 学
J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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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

今天所谓
“
植物

”

一词
,

即源于 《 周礼
·

地官司徒 》
。 “

大司徒
”

之职文有曰
: “

以夭下

土地之图
,

周知九州地域广轮之数
,

辨其山林
、

川泽
、

丘陵
、

填衍
、

原限之名物
·

… …
”

这

里作者把
“

名物
”

分为五流
,

在
“

土会之法
”

中曰
: “

以土会之法
,

辨五地之物生
:

一曰 山

林
,

其动物宜毛物
,

其植物宜阜物
,

其民毛而方 ; 二 曰川泽
,

其动物宜鳞物
,

其 植 物 适 膏

物
,

其民黑而津 ; 三 曰丘陵
,

其动物宜羽物
,

其植物宜夏物
,

其民专而长
; 四 曰境衍

,

其动

物宜介物
,

其植物宜荚物 ; 其民哲而膺
;
五曰原爆

,

其动物宜赢物
,

其植物宜丛物
,

其民丰

肉而痒
。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
,

而施十有二教焉
。 ”

在这段文字中
,

不仅
“

物植
” 、 “

动物
”

二词为以前古籍所不见
,

其所描绘的俨然是一平衡
、

和谐的生态体系
,

反映了人们对植物与

环境关系的深刻理解
。

这里把植物分为五类
: “

阜物
”

是果实有壳斗的植物如柞树
、

栗树
,

一般生长在低山地带
. “

膏物
”

是莲
、

芡一类植物
,

其膨大的总花托将果实包于其内 (
“

膏
”

即指这种现象 )
,

一般生长在低湿地
. “

夏物
”

是梅李一类的核果植物
. “

荚物
”
是豆科植

物
. “

丛物
”

一致是茅草
、

芦苇类
.

这
,

一段文字的主意是说
“

物有所宜
、

地有所生
” 。

显然
,

“

五类
”

是以此原则来划分的
,

不是依据植物的自然属性
,

因此它在植物分类学史上具有一

定的的意义
.

夏纬瑛先生认为 《 考工记 》 是 《 周礼
·

冬官》 中的一篇
f幻

,

如果确是如此
,

则 《 周礼
·

冬官
·

考工记 》 “

橘逾淮而北为积
”

的记述第一次涉及了中国植物南北自然分布的淮河分界线
。

《 考工记 》 曰
: “

天有时
,

地有气
,

材有美
,

工有巧
:

合此四者
,

然后可 以为良
。

橘逾

淮而北为积
,

… … 此地气然也
。

天有时以生
,

有时以杀
;
草木有时以生

,

有时以死
,

… … 此

天时也
。 ”

“

橘逾淮而北为积… …此地气然也
”

是说橘子 ( C f t ur : s P
.

) 如果越过淮河 就会变成另

一种植物积 ( oP uc ir “ tr if of 记fo oR b
.

) 这是因为
“

地气
”

不适所致
。

言下之意 是 说
,

淮 河

南北的
“

地气
”

不一样
,

橘只能生长在淮河以南
.

所谓
“

地气
”

意义含混
,

这里可能主要是

指气温
。

在地理学上
,

秦岭
、

淮河是中国暖温带与亚热带 的分界线
,

许多亚热带植物如竹
、

茶叶
、

杉木
、

柑橘等都只能在这条界线以 南生长
。

可见 《 考工记 》 的记述符合现 代 科 学道

理
。

这里第一次涉及了植物南北分布以淮河为界线的思想
,

是难能可贵的
。

至于橘是否能变

成积
,

经科学考察与试验
,

说明不可能
。

这一事例说明
,

先秦时期
,

人们不仅对植物地理分

布的南北界线有了相当深刻的理解
,

而且认识到植物的地理分布差异取决于环境条件
.

遗憾的是
,

作者不是专门阐述
“

橘逾淮而北为积
”

这一问题
,

相反
,

作者是用此事实来

说明
“

天有时
,

地有气
,

材有美
,

工有巧
”

这一总的
“

天时地利
”

哲学思想的
。

由此
,

进一

步说明
:

先秦时期
, “

植物
”

在人们的头脑中尚末 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
。

4
.

《 管子 》

《 管子 》 二十四卷
,

相传是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所撰
,

实为战国初期人所作
。

原本八十六

篇
,

今存七十六篇
。

其中 《地员 》 篇中叙述的各种土壤适宜生长的植物
,

较之 《 周礼
·

地官》

记载要具体准确
.

《 管子
·

地员》 篇曰
: “

凡草土之道
,

各有毅造
,

或高或下
,

各有草土 (物 )
.

叶下于

夔 ; 樊下于览 (莞 ) ; 览 (莞 ) 下于蒲
; 蒲下于苇

, 苇下于苗 (曹 )
;
罄 (植 ) 下于篓 ; 萎

下于葬
,

葬下于萧
; 萧下于薛 (薛 ) ;

薛 (薛 ) 下于筐 ( 范 )
,

稚下于茅
。

凡彼草物
,

有十

二衰
,

各有所归
。 ” 〔” 这里叙述了从下往上不同生长水分条件下的十二种植物

。

根据夏纬瑛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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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研究
, “

叶
”

是深水中生长的
“

荷
” ; “

肇
”

可能是水生植物
“

菱
”

或
“

菱白
” ; “

览 (莞 )
”

是浅水中生长 l’:lJ 莞属植物
。 “

蒲
”

是香蒲属浅水生植物
; “

苇
”

是
“

芦苇
” ,

生长之地介乎

于水陆之间 ; “

蔺 (蕃 )
”

是旱生
“

苇
” ; “

萎
”

是篙属的一种 ; “

弃
”

可能是扫帚菜
; “

萧
”

是耐旱的篙草植物
; “

薛 (薛 )
”

是生长在较千旱的地带的莎草类植物
; “

崔 (布 )
”

是益母

草
, “

茅
”

是
“

白茅
” 。

这十二种植物从水生
、

湿生逐渐过渡到中生
、

旱生
,

说明那时人们 已

经开始从一个地段上综合全面地观察各种植物类型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的自然秩序
。

同样遗憾

的是
,

尽管这十二种植物的 自然秩序记述与实际相符
,

但作者用意是 以此作证据论述其
“

凡

草土之道
,

各有毅造
” 、 “

凡彼草物… … 各有所归
”

即
“

地物相宜
”

的哲学思想
。

此外
, 《 管子

·

地员 》 篇中还有一段文字值得注意
: “

山之上命之曰县泉
,

其地不干
,

其草如茅与走
,

其木乃柄 , 凿之二尺
,

乃至于泉
。

山之上命之曰复吕
,

其草鱼肠与获
,

其木乃

柳 , 凿之三尺
,

而至于泉
。

山之上命之曰泉英
,

其草薪 白英
,

其木乃杨
:

凿之五 尺 而 至 于

泉
。

山 之材
,

其草兢与蔷
,

其木乃格
; 凿之二十四尺而至于泉

。

山之侧
,

其草蓄与萎
,

其木

乃品榆
,

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于泉
. ” 〔` ’这里述叙 了五类山地的植物类群 的情 况

,

从 高到

低
: “

县泉
”

上生长禾本科与荷草科的草及落叶松林 ; “

复吕
”

上生长紫莞属草和柳属的丛

生灌木 ; “

泉英
”

上多生长伞形科
、

水首蒲以及山杨木
; “

材
”

上多生长稀签草和麦门冬
、

天门冬等以及概揪等树木
。

在最低的山侧
,

则以旋花属
、

刺榆为多
。

现代科学认识到植物垂

直分布的梯级差异主要是由气温差异所致
,

但作者却归结为
“

土物相宜
” 。

所以尽管作者如

实地记述了不同海拔植物种群类型的差异
,

也只是从属于他的哲学论证而已
。

5
.

《 尔雅 》

《 尔雅 》 是公元前五世纪至前二世间的一部字书
,

不是一时一 人的作品
。

今 本 共 十 九

篇
,

其中 《 释草 》
、

《 释木 》 二篇以训释各种植物的通名与别名为主
。

如
“

蕾
、

山韭
。

落
,

山葱
。

茹
、

山靓
。

摹
,

山蒜
。 ”

据研究
,

<<尔雅 >> 收入
“

草
, ’

2 2 0种
, “

木
”

9 3种 〔 5 , 。

值得注意的是 《尔雅》 在植物分类学上的成就
。

首先
,

《 尔雅 》 把 植 物 分 成
“

草
’ , 、

“

木
”

两大类
,

既朴素也很符合实际
,

奠定了中国古代植物自然分类 的 基 础
。

其 次
, 《 尔

雅 》 往往把相同属性的植物排列在一起训释
,

以现代植物分类学的观点来说
, “

蕾
” “

蓉
”

“

荪
” 、 “

蓄
”

都属于葱蒜属 ( A ill u m L
.

)
,

这就是一例
。

除葱蒜类外似
,

类似的还有十三

类之多
。

《 尔雅 》 把草木列出专篇进行解释
,

较之上述四种完全将植物作为陪衬附属于其他
、

服

务于其他而言
,

是 一个很大的进步
。

《尔雅 》 的
“

以类相从
”

的精细编排在中国植物分类学史

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

尽管如此
,

《 尔雅 》 只是一部字书
, “

草
” 、 “

木
”

二篇在十九篇中只

是极少数
,

依然带有附属的性质
.

6
.

《 吕氏春秋 》

《 吕氏春秋 》 是秦相吕不韦的门 客 所 作
,

其 中 《 上农 》 、 《 任地 》
、 《 辨土 》

、 《 审

时 》 在农学方面具有较高的成就
。

与植物学有关的仅有
“

地物相宜
” . 《 适威 》 篇说

: “

若

五种之于地也
,

必应其类而蕃息于百倍
。 ”

是说栽培作物
,

必须按着各种土地条件安排
,

才

能获得高产
.

综上所述
,

先秦植物文献表现得零散杂乱
。

与植物有关的所有资料都分散混杂在其他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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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之中
, 既没有系统完整的植物记述

,

更没有关于植物的专门篇章或著作
口

正是因为有了这

些零散的杂乱的积累
,

才有汉魏六朝古典植物学的形成和初步发展以及较系统的植物学文献

的产生
。

在一定意义上
,
这些杂乱东西

,

体现了中国古典植物学 的萌芽
.

尽管如此
,

由于当时社会文化及社会意识的局限
, “

植物
”

虽然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极

其重要的位置
, 且对植物的科学认识有一定的水平

,

但在人们 的头脑中却被认为是
“

雕虫小

技
”

之属
,

往往只能从属于其他
、

服务于其他
,

不能被摆到一种科学的地位
.

从这里我们难

道不可以反省一下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的根源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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