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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显清，1937年3月生，原籍河北省兴隆县。
196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
196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导师吴晗。
研究生毕业后，留历史研究所工作，先后为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历史研究所党总支副书记、明史研究室主任。
1992年6月至1993年12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级学术秘书。
1994年1月至1997年7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
1997年7月至2000年11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
2002年1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曾为中国史学会理事。
曾为中国明史学会秘书长、常务副会长，现为会长。
现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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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粮食作物结构和耕作制度的变革    1.新品种的引进    明后期，耐旱高产粮食作物新品种玉米、甘薯
、马铃薯等的引进和传播，为增产粮食、满足人口增长和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开辟了新的途径。
    玉米原产美洲。
我国对玉米的记载，最早见于正德六年(1511)所修皖北《颖州志》；明后期的农书、方志和史籍对玉
米的记载逐渐增多。
大约在嘉靖、万历年间，玉米的种植已传播到今天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
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甘肃等南北诸省，至清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生活在嘉靖、万历时期的杭州人田艺衡说：“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曰‘御麦
’。
干叶类稷，花类稻穗，其苞如拳而长，其须如红绒，其粒如芡实大而莹白，花开于顶，实结于节，真
异谷也。
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
”成书于万历初年的《本草纲目》及成书于明末的《群芳谱》、《农政全书》等都有关于玉米的记述
。
    甘薯亦原产美洲。
16世纪末期即万历前期传人我国，一种由海路传人广东、福建，进而传人长江下游江苏、浙江；一种
由陆路传人云南。
甘薯具有适瘠壤、抗干旱、产量高、口味好、营养强、耐贮存等优势，因此颇受欢迎，至万历后期，
已成为福建、广东劳动民众的重要食粮。
“一亩种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闽、广人以当米谷”。
“闽、广人收薯以当粮，自十月至四月，麦熟而止”，“闽、广人赖以救饥，其利甚大”。
万历年间，闽人何乔远著《甘薯颂》，对甘薯救灾利民的贡献加以颂扬；徐光启总结出“甘薯十三胜
”，即十三项优点。
徐光启指出，东南沿海高埠地区，既不堪种稻，用来种薯，“亦胜稻田P192十倍”，且能改良土壤，
“是不数年间，邱阜将化为平畴也”，“此亦任土生财之一端耳”；长江以北，“土更高，地更广，
即其利百倍不啻矣”，更应推广。
可见，甘薯、玉米的种植，对于提高粮食亩产量、增加粮食总产量起到了革命性作用。
P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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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共选录了三十六篇文章，内容包括：明代社会经济史、明代政治史、明代思想文化和明末农民战
争史，在研究中，注重把对思想文化的研究与对社会经济政治的研究相结合，把对社会思潮的宏观研
究与对思想家的个案研究相结合。
较早提出了明清“实学思潮”的命题，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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