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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清时期烟草的传入和传播问题, 一直以来就是国内学术界比较关心的问

题。建国以来,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 其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七个方

面: 烟草是否我国本土原产作物、烟草的传入时间、烟草的最早传入地、烟草的传

入途径、烟草在全国的传布状况、烟草在我国迅速传播的原因、烟草的传入对我国

社会各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虽然烟草的传入和传播问题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 但

与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和传播问题的研究相比, 还存在着很大差距, 仍然需要学者

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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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一批美洲作物, 包括粮食作物

如玉米、番薯、马铃薯等, 和经济作物如烟

草、花生、辣椒等, 陆续传入中国, 并迅速

传播开来, 给当时乃至当今中国的社会各方

面带来了一系列重大而广泛的影响。因此,

明清时期美洲作物的传入和传播问题, 一直

以来就是国内学术界比较关心的问题。有关

这方面的研究, 国内开始研究的时间比较早,

也出现了诸多的研究成果。然而在研究的初

始阶段, 学术界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美洲粮

食作物的研究上, 而对于经济作物烟草的研

究, 则是从 1959年吴晗 5谈烟草6 一文的发
表才正式开始的。[ 1] 吴晗的这篇 5谈烟草6 对

于研究中国烟草历史来说具有较高的学术价

值, 也成为了烟草的传入和传播问题研究的

奠基之作, 他的观点被诸多的烟草研究后来

者引用和证明。但是, 随着对烟草传入和传

播问题不断深入的研究, 学术界也出现了越

来越多异样的声音。在此, 本文拟对建国以

来该方面的研究作一下简单的概括和总结,

以期对今后该课题的深入研究有所帮助。

  一、研究概况

对于明清时期烟草的传入和传播问题,

根据已经形成的研究成果, 可以将国内学术

界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59 年 ) 1986 年。1959年

10月 28日吴晗在人民日报了发表了 5谈烟

草6 一文, 揭开了明清时期烟草传入和传播

问题研究的序幕, 国内学术界开始了研究这

一问题的学术之旅。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是

烟草传入中国的时间和途径。吴晗提出烟草

是在明朝万历年间通过三条路线传入中国

的。[ 2] 伊洛 5淡巴菰传入的确切年代6 一文

根据吴晗和郑振铎的研究, 认为烟草传入中

国的时间在明末无疑。
[ 3]
郑超雄 5广西合浦

明代窑址内发现瓷烟斗谈及烟学传入我国的

时间问题6 一文则将考古发现引入到这一问

题的研究之中, 推断烟草应当是在明朝嘉靖

年间传入到中国的, 对吴晗的明朝万历说提

出了质疑。[ 4]由于条件所限, 这一阶段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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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数量有限, 而且研究内容也只是停留在烟

草传入中国的时间和途径上。

第二阶段: 1986年至今。1986 年叶依

能 5烟草: 传入、发展及其他6 一文不再将
目光仅仅局限在烟草传入中国的时间和途径

问题上, 而是发掘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如烟

草在中国的种植和发展状况, 烟草的传入在

中国引起的社会反应等。
[ 5]
此文的发表, 标

志着对于明清时期烟草的传入和传播问题的

研究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相比,

这一时期出现的论文数量要远远多于前者。

而且就其研究范围而言, 这一时期除了继续

对烟草的传入时间和途径深入探讨之外, 学

术界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态势, 即开始

将烟草问题置于整个社会环境中予以考察,

逐渐走出偏重史料考证的限制, 开始多角

度、多层次、综合全面地研究问题。如陶卫

宁 5明清时期我国烟草生产迅速发展的原因

探析6, 蒋慕东、王思明 5烟草在中国的传
播及其影响6, 李晓方 5烟草生产在清代赣

南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6 等论文。[ 6]

  二、研究内容

总体而言, 有关明清时期烟草的研究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烟草是否我国本土原

产作物、烟草的传入时间、烟草的最早传入

地、烟草的传入途径、烟草在全国的传布状

况、烟草在我国迅速传播的原因、烟草的传

入对我国社会各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下面本文

将对这些问题存在的诸多观点予以一一述评。

(一) 烟草是否我国本土原产作物

长期以来, 烟草引种说在农史界居主流

地位, 一般认为烟草原产美洲, 1558 年哥

伦布带回欧洲后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 并于

16世纪末 17世纪初传入我国。但也存在不

同意见, 有的研究者提出我国有自己的烟草

起源, 综合其理由有三: 一是从我国古诗词

里提到的 /烟草0 推断; 二是从我国古文献

和民间传说上提到的烟草上论证; 三是从我

国的野烟考察上引源。匡达人认为, 这些研

究者不是误用了史料就是误解了史料。
[ 7]
其

实, 有关这个问题, 学术界至今已经基本达

成共识, 即烟草是于明清之际从外国引进的

美洲作物, 所以有关烟草是否为我国本土原

产作物的讨论很少, 只有很少的几篇。
[ 8 ]

(二) 烟草传入的时间

虽然多数学者认为 1558年哥伦布将烟

草种子传到欧洲后, 烟草开始向世界各地传

播, 但对于传入我国的具体时间国内学术界

一直众说纷纭, 存在不同观点。

当前最流行的观点是明万历年间, 以吴

晗为代表。吴晗认为, 烟草最早传入中国的

时间是 17世纪初, 由福建水手从吕宋带回

来烟草的种子, 再从福建南传到广东, 北传

到江浙。他的依据是明末名医张介宾在他的

著作 5景岳全书6 中首次提到的有关烟草的
历史和故事。[ 9]

近年来, 一些研究烟草史的学者对吴晗

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郑超雄根据广西合浦

县一座明代龙窑遗址的考古新发现, 认为烟

草应该早于万历而在正德至嘉靖 28 年间

( 1506 ) 1549) 从广西率先传入我国。
[10]
这一

观点既刷新了关于烟草传入我国时间的历史

旧见, 又具体了烟草传入我国的地点以及最

早传入华北、东北的途径, 自然让海内外史

学界, 特别是研究烟草的学者欣喜。但同时

也有存疑者。匡达人依据 /烟草种子是 1558

年前后从美洲带到欧洲, 由殖民者传入中国

的时间应当在 1558年之后0 而否定此观点。[11]

也有人结合以上万历说和嘉靖说, 提出烟草传

入中国的时间应该在1558 ) 1575之间。[ 12]

(三) 烟草的最早传入地 [ 13]

有关烟草最早传入中国的哪一地区, 学

术界讨论的也非常激烈, 总体来说, 主要有

以下三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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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福建说:

吴晗将烟草种子的最早传入地定位到福

建, [ 14] 有学者认为这一说法还不够明确, 福

建省那么大, 到底是哪一具体地区呢? 赵明

春则明确指出, 烟草传入中国始自福建漳州,

并解释了烟草为什么最先传入漳州的原因。[ 15]

21 广东说:

陶卫宁 5论烟草传入我国的时间及其路
线6 一文不同意烟草最早传入福建漳州, 其

论文 5论烟草传入我国的时间及其路线6 指

出 /在正德至嘉靖年间由南洋入广东0 是
/烟草传入我国最早的一条途径0, 即烟草的

最早传入地应当在广东省而非福建省。[ 16]从

这篇论文发表至今, 学术界公开表示同意此

种观点的论著还很少。

31 广西合浦说:

随着 1980年广西合浦明代窑址的考古

发现, 在烟草最早传入地上出现了广西合浦

说的观点。郑超雄通过考古发现的三个瓷烟

斗, 认为广西合浦地区是烟草种子最早在我

国登陆的地方。[ 17]如同在烟草的传入时间问

题上一样, 这一说法也引起了某些人的质

疑。蓝日勇认为瓷烟斗的出土, 只能说明吸

烟习俗的存在, 无法进言广西合浦沿海为我

国最早种植烟草之地。
[ 18]
蒋慕东、王思明

5烟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6 更是从逻辑
上证明 /广西合浦率先传入烟草0 观点难以

成立。因为仅凭出土的一件背面刻有 /嘉靖

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造0 十三个字的压槌
和 /宣德铜钱0 一枚, 就断定遗址是在 /嘉

靖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0 以前, 这是完全

错误的。撇开压槌所刻时间真伪不论, 即使

是真的, 也只能断定发现压槌处的遗址是在

这个时间 /之后0 而不是 / 之前0。遗址时

间定位不准, 也就无法据此证明 /广西合浦

率先传入烟草。0 [ 19]

(四) 烟草传入的途径

学术界在烟草传入我国的途径的看法上

可分为两条说、三条说和四条说, 而且在具

体传入路线上也存在很多争议, 主要有以下

几种观点:

11 三条说
吴晗将烟草传入我国的路线总结为三

条: 第一条是由日本传到朝鲜, 又传入我国

东北的; 第二条是从非律宾传到福建、广

东, 又从闽广传到北方; 第三条是由南洋输

入广东。[ 20]对于吴晗总结的这三条路线, 在

研究的初期阶段, 大多数学者都持完全赞同

的观点。
[ 21]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 有学者在

/三条说0 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蒋

慕东、王思明 5烟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

响6 赞成吴晗先生关于烟草传入路径的看

法, 只是在各条路线传入时间上有不同意

见。[ 22] 陶卫宁 5论烟草传入我国的时间及其

路线6 则在具体路线和各条路线传入的时间

上都做了修改, 他总结的三条路线是: 在正

德嘉靖年间由南洋入广东是烟草传入我国的

第一条路线, 也是最早的一条途径。由东南

海上传入福建漳州和泉州一带是烟草传入我

国的第二条途径。烟草传入的第三条路线是

由俄国经蒙古传入我国新疆地区的西北线。[ 23]

21 两条说
叶依能 5烟草: 传入、发展及其他6 一

文认为烟草传入我国分南北两条路线, 南

线: 一是由吕宋直接传到我国福建漳、泉二

州; 二是自吕宋先传入澳门, 再经台湾于十

七世纪初才传到内地; 三是自南洋或越南传

入广东。北线: 由朝鲜引进我国东北, 由朝

鲜 ) 辽宁 ) 蒙古 ) 渐则西北 ) 乃至俄罗斯。[24]

31 四条说
汪银生、张翔 5明清时期福建烟草的传

入与发展6 认为烟草传入我国有四条路线:

一是由菲律宾首先传入台湾、福建, 再向广

东、江西等省传播; 二是由越南传入我国广

东, 并东传到江浙一带; 三是由葡萄牙人将

烟草带到日本, 再传入朝鲜, 然后由朝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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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我国东北; 四是由俄国传入蒙古, 再传到

新疆。[ 25]陈松峰 5关于烟草传入我国的路线

与时间6 也认为有四条路线, 与汪银生、张

翔总结的大致意思差不多, 表述略有不同。
[ 26]

另外, 在我国东北一线的传播路线上,

各位学者意见分歧很大, 讨论得也最激烈。

吴晗认为我国东北的烟草是由日本经朝鲜传

来的。王元春等 5明清之际烟草在中国的传
播和影响6 则从语言学、历史史实以及考古

挖掘三方面认为烟草传入东北的最初途径应

该是通过明代万历时朝鲜战役中来自广东的

嗜食烟草的官兵带入, 而并非吴晗先生所说

的由朝鲜传入。[ 27]丛佩远 5烟草传入东北的

途径与年代6 一文则认为东北烟草传入有两

条路径: 一条经由朝鲜, 由其使臣传入; 一

条经由中国内地, 但是烟草首先是由中国内

地传入后金地区的。[ 28]

(五) 烟草在全国的传布状况

就烟草在全国的传布状况, 姜静波 5烟
草史话6 指出烟草自万历年间传入中国一直

到崇祯末年的一百五十多年间, 烟草一直在

南方种植, 直到康熙末年才在北方开始普遍

种植。[ 29]大多数学者将研究的目光放在了各

个地区的烟草生产与分布上。如关于福建烟

草, 有林仁川的 5明清福建烟草的生产与贸

易6[ 30]
, 汪银生、张翔的 5明清时期福建烟

草的传入和发展6[ 31]、郭霞的 5明清时期福

建烟草生产的历程、原因及对策6[ 32] ; 关于

山东烟草, 有陈冬生的 5山东烟草种植业古
今变迁述略6[ 33]、 5明清山东运河地区经济

作物种植发展述论 ) ) ) 以棉花、烟草、果木

的经营为例6[ 34]
, 李令福的 5烟草、罂粟在

清代山东的扩种及影响6[ 35]
; 关于赣南烟

草, 有李晓方的 5清代赣南烟草生产的迅猛

发展及其原因探析6、5烟草生产在清代赣南

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6[ 36]
; 关于安徽烟

草, 有汪银生、刍健的 5安徽烟草的起源与

发展6[ 37] , 汪银生的 5安徽烟草起源探

究6[ 38]
; 另外还有学者讨论到曲沃、新疆、

陕西等地的烟草生产和分布。[ 39]

(六) 烟草在我国迅速传播的原因

陶卫宁从全国范围的角度讨论了烟草在

我们迅速传播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自然

因素, [ 40]并且指出在烟草的传播过程中, 军

旅将士的携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偶然

性, 而商人的贩运在其中则起着更为广泛和

重要的作用。[ 41]蒋慕东、王思明 5烟草在中

国的传播及其影响6 总结了烟草在中国传播

的七大动因, 认为烟草在中国迅速传播和扩

展是自然条件、人类需求和农业种植技术三

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42]另外, 汪银生、张

翔 5明清时期福建烟草的传入与发展6 一文

分析了明清时期烟草在福建地区迅速传播开

来的原因, [ 43]李晓方 5清代赣南烟草生产的

迅猛发展及其原因探析6 则分析了清代赣南

地区烟草生产迅速发展的原因。
[ 44]

(七) 烟草的传入对我国社会各方面的

影响

烟草的传入, 对我国的社会各方面都产

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学术界将之分为积

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方面:

11 积极影响:

蒋慕东、王思明的 5烟草在中国的传播

及其影响6 讨论了烟草对我国社会经济与文
化的积极影响, 尤其是烟草对中国农业经济

的影响, 如增加了农业的功能, 烟草种植总

量快速增长; 促进经营性农业出现, 提高中

国农产品商品化率; 丰富了中国农业种植制

度, 提高了土地利用程度; 形成一批著名的

农产品产区和品牌; 带动了国内农产品加工

业发展。
[ 45]
李晓方 5烟草生产在清代赣南区

域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6 对烟草在推动中国

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做了肯定的评价。[ 46]

21 消极影响:

陶卫宁对烟草生产的消极影响做了专文

论述, 认为烟草种植主要对农业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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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作物生产和农村经济和社会带来巨大的

消极影响。[ 47]李令福 5烟草、罂粟在清代山

东的扩种及影响6 认为烟草种植和生产不仅

严重地污染了社会风气, 危害了人民的身心

健康, 而且也给种植业带来较大的不良影

响。首先, 种烟占用了大量耕地, 而且多是

较肥沃的良田。其次, 烟草种植又与粮棉生

产争劳力, 粪肥。
[ 48]
蒋慕东、王思明 5烟草

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6, 梁四宝、张新龙

5明清时期曲沃烟草的生产与贸易6 等也对

烟草的消极影响做了阐述。
[ 49]

综上所述, 近三十年来, 尤其是近十年

来, 国内学术界在 /烟草的传入和传播0 研

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若与美洲粮食

作物的传入和传播问题的研究相比, 对 /烟

草的传入和传播0 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以下问

题: 一是综合性研究略显不足, 目前的研究

多停留在单独一个方面, 很少有综合性和全

面性的研究。二是在烟草的传入与社会发展

方面, 研究不够深入, 多数研究者还没有跳

出史料求证的圈子, 还没有将烟草的传入与

社会发展结合起来的意识, 因此很少有这方面

的全面而深刻的研究成果出现。三是至今还未

见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综述出现。展望未来研

究, 我们应该不断拓宽思路, 将烟草的传入与

社会发展结合, 进行整体探讨, 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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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 ew on the Study of the I ntroduction and the Spread

of the Tobacco in Mi ng an d Qin g Dynasti es

Yan Min

( College of H istory & Civ ilizat ion, Shaanx i Normal University, Xi. an, Shaanx i 710062)

Abstr act: T he importance and disseminat ion of tobacco in China in Ming and Q ing Dynast ies

is the issue w hich has been more concerned about by domest ic academia1 Since 1949, the

study of this issue has made signif icant prog ress1 There ar e seven aspects about the re2
search: w hether the tobacco cr op has lo cal or ig in, the t ime that tobacco w as imported, the

first place of China w hich tobacco w as impo rted, the w ays to impor t tobacco, the spread

and distr ibut ion of tobacco in China, the reasons for the rapid spread of the tobacco in our

countr y, it s impacts on various aspects o f our so ciety1 Though the study has been made so

many has achievements, compared w ith the study of the int roduct ion and spread of Ameri2
can fo od crops, there is st ill a big gap, and scholars still need to do more in2depth stud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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