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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浙江罂粟种植考述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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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晚清是鸦片泛滥的时期，罂粟的种植也大量增加。浙江地区也不例外，其罂粟种植有一定的历史。宋朝已
经作为花卉来栽培，清末罂粟再一次涌入并且大面积种植，其中以温州、台州地区种植面积最大。温台人在本地种植罂

粟的同时，也到其他地区开地种植，把罂粟种植方法传播到其他地区。罂粟的大面积种植也对浙江的经济产生一定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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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罂粟原产于地中海东部、伊朗、埃及等地，唐朝时传
入中国。唐《新修本草》中记载：“底野迦，味辛、苦，平，无

毒。主百病……出西戎，云用诸胆作之，状似久坏丸药，

赤黑色。胡人时将至此，亦甚珍贵，试用有效。”［１］根据其

用处和分类，其物名称也不尽相同，《古今图书集成》第一

百二十二卷记载，罂粟又名莺粟（种树书）、罂子粟（宋开

宝）、米馕子（宋开宝）、御米（宋开宝）、象?（李时珍）、阿

芙蓉（纲目）、阿片、鸦片［２］。罂粟大致有９个名称。苏志
云在《罂粟正名考》中指出，罂粟历代使用的正名，有?子

粟、樱粟、米囊花、罂粟、罂粟花、莺粟、莺粟花、
!

粟、罂子

粟、?粟、?粟花、米囊、御米花……此物之正名当用“罂

粟”，因为它是唯一宜于古而适于今的用名［３］。在浙江地

区，罂粟的主要名称则是莺粟、御米花、?粟、米囊花等。

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罂粟是作为观赏性的

花卉植物来种植的。在一些花谱里也很是常见，如《群芳

谱诠释》记载了罂粟的特征：“青茎，高二、三尺，叶如茼

蒿。花有大红、桃红、红紫、纯紫、纯白，一种而具数色。

又有千叶，单叶，一花而具二类。艳丽可玩，实如莲

房。”［４］罂粟花花色鲜艳，具有很高的赏玩价值。人们对

于罂粟花的普遍认识并未达到应用制成鸦片的程度。罂

粟初进中国是作为观赏植物，进而作为食物、补品和药物

而被中国人所接受的。明代由于罂粟进口增多，对罂粟

开始征税。罂粟最为人所熟知的还是能制作鸦片，现代

学者对其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一块。但是对于浙江罂粟

种植历史渊源、温台人对于罂粟的传播等一些问题还没

有具体的分析，本文在查阅地方志、医药著作、诗人文集

以及报刊资料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归纳、总

结，得出浙江罂粟种植的一些具体状况，为研究近代浙江

鸦片问题提供一个有力参照。

１　浙江罂粟种植的历程
清代浙江部分罂粟的种植有重要的历史源流。宋代

浙江已经出现罂粟的栽培了。“宋开宝四年，置市舶司于

广州、杭州、明州等处……大食国于唐宋时来中国通商，

故亚拉伯人航海至广州等处海口，携来象牙……罂粟亦

或在药材中，揆厥情形彼时之先中国殆未尝有罂粟花

也。”［５］杭州是对外交流港口，置有市舶司，来中国经商的

阿拉伯人在药材中夹带有罂粟，作为安神的药品带到江

浙地区。在南宋时，浙江台州已有罂粟，嘉定《赤城志》记

载?粟：“似状如瓶，?其中似粟，故名。”［６］赤城即是台

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浙江地区罂粟种植的主要

目的有两个，除了作为花卉欣赏，还能作为药物治病。罂

粟在宋代又被称为鼓子花，宋代杭州已经种植罂粟，陈师

道《后山诗话》：“张子野老于杭，多为官妓作词，与胡而不

及靓。献诗云：天与?芳十样葩，独分颜色不堪夸。牡丹

芍药人题
"

，自分身如鼓子花。”［７］当时的人对此甚少了

解，只知道是装饰园庭所用。南宋董嗣杲《罂粟花》一诗：

“红白花开委暮尘，野粮能疗野居贫。长腰可抵丰年米，

苍玉难资食肉人。石钵柳槌研乳细，春苗秋实荐香新。

马前见此羁怀恶，强饭应钟万里身。”［８］宋永嘉诗人潘柽

诗云：“梁苑花消去，黄台草自薰。不同罂子粟，自是石榴

裙。婀娜才胜掌，参差莫梦云。玉郎寻水竹，驻屐几殷

勤。”［８］罂粟除了作为花卉欣赏之外，其壳“则宋时已入

药”［９］。而划破罂粟壳提取汁浆加以炼制成鸦片的方法，

最先见于１４８２年王玺所着的《医林集要》中，“罂粟花花
谢后三五日，午后于壳上用大针刺开外面青皮十余处，次

日早津出，以竹刀刮在瓷器中，阴干，每用小豆大一

粒。”［１０］虽已知用罂粟制作鸦片的方法，但是并没有形成

广泛的制作现象。明代地方志中，罂粟一般还是是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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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类中，如永嘉人姜准《岐海琐谈》卷十一之二载：“丽

春花，罂粟类也。其花单瓣，瓣常飞舞，俨如蝶翅扇动，亦

花草中之妙品也。”［１１］万历三十三年（１６０５）《温州府志》
卷五载：“罂粟，丽春，莺粟之别种。”［１２］可见浙江在明代

罂粟已被人所熟知，并有一定的种植面积。

及至清中后期，罂粟大面积种植，此时种植的罂粟有

一部分是历史种植的结果，如宋代种植罂粟遗留的结果，

但是大部分还是清代增加种植的。罂粟的大面积种植与

其能制作鸦片牟利有关。据记载，道光年间大量的“鸦片

趸船尽徒之零丁洋，其地水路四达，凡福建、江、浙、天津

之泛外海者，就地交兑，其销数之畅如故也。”［１３］与以前

的罂粟种植相比，其目的有很大不同，此时的种植主要是

为了制鸦片以获利。种植也因此随之而起，覆盖整个浙

江地区，“象山自道光后广植之，名象浆”［９］。象山在道光

后才广泛种植，罂粟很快适应了象山的地理环境，形成象

浆。大量的鸦片进入浙江地区，巨大的利益诱使小农种

植罂粟，熬制土烟，“不肖棍徒，往往于山僻处所，开辟成

畦，偷栽罂粟。”［１４］一些人在偏僻之处，开垦荒地，偷偷种

植以谋利，《黄岩县志》记载：“中人以下多为所惑，由是种

莳
"

邑境矣。”［１５］取罂粟汁浆制作鸦片已被广泛熟知，如

在诸暨县，“邑前无种者，今以其汁可用作鸦片而种始

盛。”［１６］种植的兴起也跟其能制作鸦片有关，同治九年

（１８７０）的《嵊县志》记载：“自鸦片兴而人多种矣”［１７］，又
如在玉环厅，“自鸦片兴而种植者多”［１８］。罂粟的种植与

其浆能制作鸦片，获得巨大利益有关。

２　温台人对罂粟的种植及传播
温州地区种植罂粟也与其土地有关，温州靠海边，

“地广而土性碱，不宜五谷，惟每年所植罂粟，出浆不下数

十万石。”［１９］罂粟比较适合浙江的地理环境，台州是整个

浙江罂粟的发源地，罂粟在台州扎地生根，生长出有独特

浙江特点的罂粟。当时有台土之说，“臣前折叙述陕、甘、

云、贵、山西、四川等省，栽种罂粟情形，沿西数千里之地。

日肆蔓延，内而江南之滁州，浙江之台州，亦皆种植罂粟，

有滁土、台土之名。向皆销行内地。”［２０］而同一府内的各

县种植面积也有所不同，以台州为例，“台属栽种地方，以

临海、黄岩、天台为最，太平、宁海、仙居次之，自道光初年

起，几于无处不有。”［２１］可见道光以后浙江地区罂粟种植

甚是常见，无处不有，台州府的临海、黄岩、天台最多。

１８３９年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在奏折中说，台州府属铲去的
罂粟花亩即有１３６０余亩［２２］。但是两府种植状况却丝毫

没有减少的趋势，已呈现无法禁止的局面。在道光十九

年，“台、温两府私种罂粟，劾罢台州知府潘盛。”［２３］１８７７
年光是台州府罂粟之年产值计达３００万银两，温州府也有
１８０万银两［２４］。政府虽有禁止，却无法真正绝种。

温台人对于江浙地区的罂粟种植起到了一定的指导

和传播作用。江浙其他地区的罂粟则是由温台地区客民

带来的，传入先后时间亦有不同。鸦片战争之前温台地

区已有罂粟的种植，鸦片战争后，罂粟的种植逐渐由温台

人传播到其他的府县。道光时，虽禁种罂粟，但温台地区

仍多种。由于温台地区有限，而以此牟利的人甚多，因

此，温台人便流走他乡，开垦荒地，植罂粟以牟利。永嘉

县的种植状况，“初自台州来，近多畦种，刮取液，制鸦片

烟，虽有禁拔之令，而种植益繁，岂运会变迁，甚美者必有

甚恶耶故特着于录以示儆焉。”［２５］而温台人传播罂粟种

植是在鸦片战争之前，早在嘉庆时，温台人已经开始传播

和种植罂粟。嘉庆十五年（１８１０）《于潜县志》记载：“自温
台人至后，连阡盈陌。”［２６］但是温台人传播罂粟多是在鸦

片战争后。如在安吉县，“向来甚少，兵革后，温台人来种

此者，甚多矣。”［２７］孝丰县也是在“兵后，温台人客民多种

之”［２８］。在浙江中部的金华县内，也是客民传播过去的，

“婴粟一物名列群芳，而为害最烈。兵后，客民入垦魿膏

腴而私植之，割浆为鸦片，此农圃一大防也。”［２９］与最初

种植地点不同的是，金华府的外来客民多是选择较为肥

沃的土地种植罂粟，这与最初在贫瘠之地种植有很大不

同。温台人不仅把罂粟带到浙江其他地区种植，还把种

植之法授予当地人，如在余姚，清季“罂粟种自台传入，初

植此者不识收制之法，多雇用台人，后则习其法，日渐广

种”［３０］。而到清末，姚北罂粟种植地已发展到１．３万余
亩，年产量达到７．５万余斤，值银２２万余元，浆捐每元为
３分，每年抽捐６７００余银元［３１］。可见台州人把罂粟传播

到在余姚地区后，余姚的罂粟种植面积扩展到很大。

温台人还把罂粟的种植传播到江苏的一些地区。光

绪八年《宜兴荆?县新志》记载：“土人莫有种者，温台客

民居南山，种之连畦接畛，用以射利，官禁所不及也，其别

种为丽春及虞美人。”［３２］温台人到宜兴之后，种罂粟来

牟利。

３　罂粟种植的影响
在栽种方面，罂粟较其它农作物为易，不会花费较多

时间，少费人力，还能获得巨大的利益。在巨大的利益驱

动下，种植鸦片面积日广。据《益文录》记载：“浙东台郡，

田家春熟，概种罂粟，豆麦则十居一二，每五月后，罂粟收

获，始下谷苗。”［１９］在台州，农田里豆麦占作物的十分之

一二，而罂粟则占十分之八九，种植以罂粟为首要作物。

一些地方，罂粟种植成为了当时农业生产的一部分，记载

在秋季作物里。罂粟的种植也产生了与其他作物争地的

情况。如在余姚县，“至若罂粟，原在花品，今则收浆植

利，且与菽、麦、棉花争尺寸土言呼。”［３３］罂粟原本是在花

卉里记载的，因为能比其他作物获利，于是更多土地种植

罂粟。大多罂粟与蔬菜、小麦夹杂栽种，一方面不易被官

府发现，另一方面可以节省地方，提高作物产量，罂粟与

其他作物双收成。罂粟种植更甚至成为农业之一，如在

于
#

县，罂粟“与菜麦同栽俟，其结实取浆，以售人，为生

产之一种矣。”［３４］在光绪年间浙江地区罂粟种植尤多，在

上虞县，“今则遍野，皆是几与禾稼相
$

，可慨也”［３５］。

“与菽粟棉花争尺寸土，产量至锯，自清季禁烟令下，次第

铲除，今虽废种，不能不于方物书中缀此。”［３０］罂粟种植

面积远远大于其他农作物的种植面积，成为农业生产

之一。

从清代一些文人的诗中，也可以看到种植罂粟带来

的影响。同治时期，温州各县罂粟的大面积种植导致物

价高升，适时任温处兵备道仪征方鼎锐在《温州竹枝词》

中说：“由来逐未易妨农，乡曲频年赋不供。可惜米珠腾

７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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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价，良田半种阿芙蓉。”［３６］戴文俊对种植罂粟也深有感

触，他在《瓯江竹枝词》中云：“水心初唱桔枝词，新谱红花

百首诗。近日连畦种婴粟，他年有客费吟思。”［３６］在宋

代，文人把罂粟作为花卉来欣赏，在清代透露出的却是无

奈，对于大面积种植罂粟的状况十分担忧。罂粟的大面

积种植对于浙江地区的一些土产也有影响，如制纸业，

“浙江土产，各种粗细纸张，年来销行日畅。而中山纸料，

如嫩竹细薪等日少，盖因绍属诸山，多半改种罂粟。”［３７］

绍兴地区的诸山本来种植竹子，后来多半都改种了罂粟，

导致纸张的价格上涨。从长远来看，种植罂粟不但没有

带来巨大的财富，反而使贫困地区更贫困，远远不如种桑

麻。“又以种烟之地，与种桑之地较贫富，就江浙两省言

之，若浙江之象山，江苏之徐州，产烟非不富，利亦非薄

也，以视湖州，其民则有原颜陶漪之殊，何也，种桑之害

少，种烟之害多也。”［３７］越是种植罂粟的地方越穷，越是

穷的地方越是种植罂粟，如此便形成了恶性循环。

总的来说，最晚在宋代已经出现罂粟的培植。明代

开始对罂粟收税，但是对于罂粟的广泛认识还未达到取

浆制作鸦片的地步。到了清朝由于鸦片的的大量涌入，

种植罂粟带来巨大利益，于是引起了广泛的种植。温台

人不仅在本地大面积种植罂粟，还把种植罂粟和取浆制

作鸦片的方法传播到浙江的其他地区。从长远利益来，

种植罂粟不仅没能带来富贵，反而加速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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