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95

能源评论 / ENERGY REVIEW 2021 / 10

菏泽东明县、临沂沂水县被誉为“中

国西瓜之乡”，德州西瓜中的喇嘛瓜

更是被誉为“瓜中之珍”。除此之

外，新疆下野地沙甜瓜、海南黑美

人、陕西大荔瓜、广西南宁闻名的长

花瓜、小麒麟、黑麒麟等也都是有名

的西瓜品种，其中北京大兴种植西瓜

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辽代太平年间。

作为世界种植和“吃瓜”大国，

虽然已经立秋，但由于我国的地理及气

候条件，海南品瓜时间可以从每年的4

月份持续到10月，广西的“黑麒麟”

甚至一直到12月还能让食客“消暑”

解馋。

清朝著名才子纪晓岚，除了抽旱

烟、喜肉食和美女，再就是饭后爱吃

水果，因此才有他诗兴大发赞誉西瓜

的《咏西瓜》：“种出东陵子母瓜，

伊川佳传种莫相夸。凉争冰雪甜争

蜜，消得温暾倾诸秦。”文天祥也有

诗云：“拔出金佩刀，斫破苍玉瓶。

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下咽顿除

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长安清富

说邵平，争如汉朝作公卿。”

文／石头

如果不是看到一幅17世纪意大利

画家Giovanni Stanchi的静物作品，我

是万万没想到，最早的西瓜切开来，简

直是一颗“怪物”！绝不是我们所熟悉

的“消暑神器”原本应该有的样子。

关于西瓜原产地，李时珍在《本

草纲目》中记载：“按胡峤于回纥得

瓜种，名曰西瓜。则西瓜自五代时始

入中国；今南北皆有。”这一点，在

1976年，广西贵县西汉墓椁室淤泥出

土的西瓜籽；以及1980年，江苏省

扬州西郊邗江县汉墓随葬漆笥中发现

的西瓜籽，其墓主卒于汉宣帝本始三

年，这些时间点有力地证明了史料所

记载的可靠性，李时珍也认同“盖五

代之先，瓜种已入浙东，但无西瓜之

名，未遍中国尔”，也就是说西瓜最

早是契丹人从中亚带回中国的。

这点京西门头沟于1979年发现

辽代古墓中的壁画《仕女图》提供了

佐证，据考证此墓系辽代晚期贵族墓

葬。壁画中两个侍女捧着托盘，盛着

石榴、桃子等瓜果，还有一样就是西

瓜，色彩异常鲜艳。

五代十国那会儿，印度还叫古印

度，罗马也还是拜占庭帝国，英国也

还被称作英吉利，而在英文字典上，

西瓜这个词也是1615年才出现，也就

是我们的明朝万历四十三年。

据记载，中国自西汉便开设了与

非洲大陆之间的海上贸易通道，自非

洲大陆出发，途经斯里兰卡及南洋诸

岛，最终从福建沿海登陆。在西汉时

期，西瓜正是沿着这条线路漂洋过海

被带到了中国。南朝医学家陶弘景在

《本草经集注》里曾描述，“永嘉有

寒瓜甚大，可藏至春”。李时珍认

为，陶弘景提到的这个寒瓜，就是西

瓜。在《本草纲目》记载：西瓜又名

寒瓜。皮甘、凉、无毒。另有《农政

全书》记载：“西瓜，种出西域，故

之名。”所以基本上可以确定西瓜是

由外来物种慢慢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生

根并逐渐繁茂。

我国农业大省山东，在潍坊昌

乐、安丘、高密、青州，济宁泗水，

临沂沂水，菏泽东明、单县、曹县等

地都有大规模的西瓜种植田，特别是

西瓜的进化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