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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芡实是苏州“水八仙”之一，有悠久的栽培历史，并派生了丰富多彩的水乡文化。对苏州芡实栽培

历史、文化发展进行了阐述，分析了苏州芡实产业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就苏州芡实产业发展中文化利用层面提出了

建议，为充分挖掘苏州特色水生蔬菜芡实的文化资源，拓展、利用其休闲观光功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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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最重要的就是推动农村产业兴旺。2019年，《苏州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规划(2018-2022年)》正式印发，“都市农业发达”“水乡特色鲜明”是苏州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作为苏州水乡特色的水生蔬

菜产业，将在农村产业振兴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有力推动苏州乡村振兴、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助推器。 

“水八仙”(苏州八种地产水生蔬菜，芡实、莲藕、水芹、慈姑、菱角、荸荠、茭白及莼菜的统称)伴随着水乡苏州的发展，

已成为苏州人水乡情感的重要寄托，同时派生、传承了丰富多彩的“水八仙”文化。水八仙之一的芡实(Euryaleforox)，俗称

芡、鸡头米、鸡嘴莲等，是睡莲科芡属一年生大型水生草本植物，原产东亚。中国最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芡实的记载，

其被认为是延年益寿的上品，有“水中人参”和“水中桂圆”的美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进步，具有保健功能的芡实日益到

人们的重视，芡实销售价格也越来越高，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明代王鏊《姑苏志》卷十四“土产”描述：“芡实，叶似荷而大，俗名鸡头，状类鸡首也。出吴江者，壳薄、色绿、味腴；

出长洲车坊者，色黄，有粳糯之分”，说明芡实在苏州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本文通过对苏州芡实栽培历史、文化的挖掘，拟

更充分做好苏州特色水生蔬菜芡实产业在休闲观光方面的功能拓展，进而提高芡实种植户的直接收益和芡实产业的综合经济效

益，助推苏州乡村振兴工作。 

1 苏州芡实的栽培历史 

芡实按照其果实上刺的有无，分为有刺种和无刺种。有刺种俗称北芡或野芡，多野生，无刺种俗称苏芡或南芡，是经长期

选育而成的栽培种，原产于江苏苏州。明杨循吉《吴邑志》上记载有“芡，生黄山南荡，谓之鸡头，盖取其状似乌首，味甘，

食之补益，可以疗饥”。“南荡鸡头”由此得名。苏芡植株个体较大，地上部除叶背外无刺，便于分批采收，苏芡种子和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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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得规则近圆形，籽粒较大，性糯，但外种皮较厚，适应性差。 

《苏州市志》第二十七卷第二章第二节“蔬菜”描述了苏州早期两个苏芡栽培品种‘红花芡’和‘白花芡’，并记载了苏

芡在黄天荡栽培的情况。“芡实，系大型水生草本植物，俗名鸡头米。食用部分很多，其经济价值最高的是种子；细腻糯粘，

香气浓郁，美味可口，可食用、酿酒；又是重要药材，能补中益气，滋养强壮；嫩叶柄、花茎、果实皮均可炒食。茎含有淀粉，

煮食如芋。苏州当地栽种‘南芡’，黄天荡畔为芡实历史著名产地，‘南荡鸡头’为此得名。长期人工栽培，分早晚两个品种。

早种熟性早，又名‘红花芡’，寒露即采毕；晚种迟 7～10天，又名‘白花芡’，产量较早种高，亩产 25公斤左右。” 

《苏州郊区志》第七卷第二章第二节“水生蔬菜”记载，20 世纪 70 年代，苏州芡实遭受冲击，生产濒临绝迹，1977 年娄

葑供销社仅收购到 15kg(当时芡实均由供销社收购，自卖极少)。其中晚熟的‘白花芡实’近乎失传，幸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进

行水生蔬菜品种资源调查时，在太湖中寻得，得以繁衍保存。20世纪 80年代，芡实生产有了较快恢复。到 20世纪 90年代，栽

种的大多是早熟的“紫花芡”，分布于太湖湖滨水网地区和低洼荡田。娄葑乡群力村常年利用太湖水域种芡实约 266.67hm2，产

量最高达 65.3t。 

目前，江苏沿太湖地区和里下河、洪泽湖周边地区大面积栽培芡实，芡实栽培还可与鱼塘养鱼进行合理套作、轮作，实现

一定范围内的生态良性循环。近年来苏州市蔬菜研究所开展了苏芡和野芡之间的杂交育种及苏芡种间的杂交育种工作，通过系

统选育获得了优质高产芡实新品种，并在苏州地区进行了推广工作。 

2 芡实文化的内涵 

2.1芡实作为经济作物 

芡实作为一种经济作物，营养丰富，具有食用和药用价值。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芡实作为粮食的记载：《古今注》对芡实描

述为“叶似荷而大，叶上蹙绉如沸，实有芒刺，其中如米，可以度饥，卽今蔿子也”；《周礼·天官·笾人》有“加笾之实：菱、

芡、㮚、脯”；宋代冠宗奭的《本草衍义》卷十八有“鸡头实，今天下皆有之。河北沿溏泺居人采得，舂去皮，捣仁为粉，蒸

炸作饼，可以代粮”。芡实种仁芡米营养价值高，美味可口，是秋季滋补的佳品。由此可见芡实的经济价值值得肯定，且产生

了芡农这一专属类型的农业生产者。目前苏州芡实栽培面积在 666.67hm2，芡实在苏北宝应、金湖等地也有栽培种植。随着时代

的发展、历史的进步，芡实种植的发展也逐渐吸纳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原有的芡实种植业基础上又发展出芡实加工业，芡米

除食用外，还可酿酒及制作副食品，又入药，补脾益肾，为滋补强壮剂。芡实全株还可做堆肥，也可成为农村生活燃料或家畜

的饲料。芡实外壳还可作染料，嫩叶柄和花柄剥去皮后则可作蔬菜食用。 

芡米近年在国内外市场上十分畅销，特别是苏芡的种仁，以其粒大、性较糯、品质优而闻名各地，在市场上供不应求。苏

芡属苏州“水八仙”的重要类型，其产品(种仁)可根据需要按不同成熟期分批采收，加工成“冻鲜米”和“干米”等商品，是

卫生部公布的“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保健型蔬菜种类。 

2.2芡实饮食层面的文化 

芡实食用部位为嫩叶、茎、根和成熟种仁。 

唐苏恭《唐本草》有“作粉食，益人胜于菱也”，清代赵学敏引嘉泰《会稽志》有“芡，一名鸡头，山阴梅市产之最盛。

有数等，小白皮最佳，大白皮、中白皮其皮甚坚难啮，黄嫩者太软，皆不逮也。造粉与藕、菱同法”。说明芡实在中国古代就

是重要食材。芡实叶又名鸡头盘、刺荷叶。取芡实的嫩叶如用荷叶即可，如芡叶粥、芡叶荷包鸡、鱼等。明《本草纲目》引《经

验后方》有“鸡头粥：益精气，强志意，利耳目。鸡头实三合(煮熟去壳)，粳米一合煮粥，日日空心食”。花梗又名鸡头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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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芡实的花茎，于花蕾未放时采取，过则老不能食用，能止烦渴、除虚热，生拌、热拌、爆炒、配菜皆宜。芡实根以新鲜白嫩

者为佳，能补脾益肾，治无名肿毒，煮熟切片，盐醋调食，炖鸡亦佳。芡实茎，即埋在池塘淤泥部分的白色茎，可以切成小段，

加青椒、盐等佐料爆炒，做法与爆炒通菜杆一样，味道鲜美。常见以芡实茎、叶为原料制作的菜肴有：芡实羹、芡实炖老鸭、

芡实莲子肉汤、芡实糯米粥、芡实粉核桃粥、芡实馄饨、芡实猪肉汤、凉拌芡菜、芡实猪肚汤等。 

芡实米仁加工成粉，可以供食用或药用。中式烹饪中常说的“勾芡”所用到的“芡粉”，本意就是指芡实的粉末，后来也

泛指其他主要成分为淀粉的替代品。芡实还可以用于制作芡实粥和芡实糕，或者夏季做鸡头米汤，有防暑降温的功效，为苏州

地区的传统消暑时令美食。 

2.3药用层面的芡实文化 

芡实的干燥成熟种仁，在中国中医学里属于一味中药，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常用于遗精滑精，遗尿尿频，脾虚久泻，白

浊，带下。味甘，气平，无毒。入脾、肾二经。主湿痹，止腰膝疼痛，益精，令耳目聪明，强志补中，除暴疾，久食延龄益寿。

视之若平常，用之大有利益。可君可臣，而又可佐使者也。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芡实”记载有：“释名：鸡头、雁喙、雁头、鸿头、鸡雍、卯菱、蒍子、水流黄。气味：

甘、平、涩、无毒。”“主治：小便频数及遗精，白浊。附方：芡茎，亦名鸡头菜，菜能止烦渴，除虚热。生食熟食均可。芡

根，能治偏坠气块。”此外，关于芡实药用功能，在汉代《神农本草经》、南朝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唐孙思邈《备急千金

要方》、唐孟诜《食疗本草》、宋刘跂《暇日记》、宋苏颂《本草图经》、明陈嘉谟《本草蒙筌》、明杜文燮《药鉴》、明钱允治《雷

公炮制药性解》等中都记载。 

芡实的医用保健功能近年来也有新的发展，研究人员在芡实及其提取物的抗氧化活性和抑菌功能、降血糖及降血压、胃粘

膜保护等方面都有大量的研究报道。 

2.4芡实诗歌 

在文学艺术方面，芡实因其独特的气质被众多文人雅士所喜爱，多有赋诗赞美，对其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赞美芡实自然之美的古代诗歌不可枚举，宋代诗人姜特立的《芡实》“芡实遍芳塘，明珠截锦囊。风流熏麝气，包裹借荷

香”，唐代韩愈的《城南联句》“远苞树蕉栟，鸿头排刺芡”，唐代徐凝《侍郎宅泛池》的“莲子花边回竹岸，鸡头叶上荡兰

舟。谁知洛北朱门里，便到江南绿水游”，都描写了芡塘的美丽景色。宋代著名词人苏轼在《轼始于文登海上得白石数升如芡

实可作枕闻梅》中写有“愿子聚为江夏枕，不劳麾扇自宁亲”，宋代王洋的《偶得上饶芡实颇佳分荐同邑以诗送》中“明珠宝

簿藏贝宫，嫦娥取置空明中”，清代郑板桥的《咏兴化》中，“最是江南秋八月，鸡头米赛蚌珠圆”，均体现了古代文人骚客

对芡实的喜爱。此外，宋代许及之《芡曲》的“湖边谁摘芡，轻度藕花风”，清代沈朝初的《忆江南》“苏州好，葑水种鸡头。

莹润每疑珠十斛，柔香偏爱乳盈瓯，细剥小庭幽”，则生动而具体地描写了古代劳动人民种植芡实的景象。 

3 现阶段芡实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1种植面积逐年减少，高素质从业人员缺乏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苏州市原有近郊水生蔬菜基地面积正逐年锐减，苏州市的芡实种植面积逐渐减少。许多原本设施条件

好，排灌渠道畅通，土壤熟化程度高的蔬菜基地现已被城市建设所征用。如苏州南芡原产地“黄天荡”，现已成为市中心，距

离苏州工业园区 CBD一步之遥，而当年的芡实著名产地群力村，现在也是毗邻高架，高楼林立。截至 2019年苏州市芡实栽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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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只有 666.67hm2，相比 2010年减少了一半。 

芡实的栽培、采收都在水中、栽培需要特殊的水土环境，种植产业劳动强度大，目前尚没有可替代的劳动方式，由于种、

收芡实非常辛苦，容易形成老一辈芡实种植人员退休后芡农减少的窘况，种植人员减少、高素质从业人员缺乏的问题长期存在。 

3.2对芡实文化的挖掘和利用存在不足 

目前苏州大面积的芡实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吴江、吴中等地，虽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由于水生蔬菜生产的特殊性，在

芡实实际生产中苏州芡农目前仍以单家独户、小规模生产、精耕细作、独立经营为主，如苏州澄湖芡实生产基地，芡实种植面

积为 133.33hm
2
，而其中经营农户超过了 120户，没有形成整体规模产业，也缺乏有影响力的龙头企业。这就使目前苏州芡实产

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对外宣传力度不够，没有充分利用好苏州芡实知名度的问题。对现有芡实文化资源挖掘、利用存在严重不

足，严重制约了芡实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4 乡村振兴背景下利用芡实文化的建议 

苏州是苏芡的原产地，芡实栽培历史悠久。经过历史的沉淀，芡实的文化渗透到人们的饮食、风俗习惯、思想意识中。虽

然现代化的发展已经淡化了很多风俗习惯，但是秋天一碗鸡头米，仍然是寄托了无数苏州人的水乡情怀，而这种依恋情感为芡

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契机。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就是产业的振兴发展。芡实文化的挖掘和利用，可以拓展芡实产业的

休闲观光功能，通过媒体、网络报道、直播，提高产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拓宽农产品销售路径，使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不仅

如此，传统水乡芡实文化的挖掘还可以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之魂，从而形成全面振兴农村的合力，为乡村振兴插上“翅膀”，

使传统乡村文化转化创造美好家园的强劲动力。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我们应以史为鉴，大力培育芡实产业，发展芡实文化。 

4.1拓展芡实产业的休闲观光功能 

在苏州芡实栽培面积减少的情况下，要做精做强芡实产业，拓展其休闲观光方面的功能。休闲农业已成为了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区域休闲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当地的农业自然资源、景观资源、旅游资源等要素的数量和丰度，更

有赖于当地人文资源的积淀以及被挖掘和开发的程度。苏州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水乡文化内容丰富。抓住了水乡文化特色，就

是抓住了休闲产业的龙头，芡实种在水里，长在水里，抓住了芡实产业，就抓住了苏州休闲观光农业的特色金字招牌。可加强

包括芡实在内的苏州水生蔬菜主题公园建设，引导游客深度参与芡实采摘、籽粒剥壳、饮食制作等活动，同时在包括芡实在内

的水生蔬菜集中种植区域，可以为外来游客提供如特色芡实餐饮、水乡住宿、芡田导览等服务，从而提高经济效益，扩大特色

产品影响力，由此推动芡实产区休闲农业的发展。 

4.2加强芡实产业科研投入 

芡实作为药食同源的蔬菜，促使人们进行了广泛的开发，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先后开发了芡实酒、芡实糕、药用芡实切

片等产品，但目前苏州市场上芡实消费仍然以冻鲜米为主，高效益高附加值的拳头产品仍然缺乏，因此要加大对芡实的科研投

入。首先，要因地制宜，加强对现有地方资源的保护，利用现有芡实资源。加强加快芡实栽培技术研究和新品种选育，为芡实

产业开发提供必需的资源。其次，要根据芡实用途不同特点，开发系列产品，如可即食的鲜食口籽品种、利于鲜米剥壳的薄壳

品种等，同时依托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大力发展的机遇，加强苏芡在医药、保健方面的功能开发研究，带动芡实产业发展。此外，

还应利用现代技术，建立通畅的物流体系，形成芡实产、供、销一体化，积极开拓芡实产品的国内外市场。 

4.3加强文化宣传，扩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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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该加强引导，鼓励农户保留当地芡实文化传统，宣传本地芡实种植特色，向外介绍本地与芡实相关的风俗习惯。从

农户角度进行的宣传，会更加贴近生活，更容易为人们接受。芡实文化活动主体主要是政府、园区、企业或者三者之间的合作，

一方面，芡实文化活动能提高当地的知名度、增加收入，从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也使当地居

民与游客对芡实有进一步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传播芡实文化的作用。如之前姑苏晚报举办的“芡实开花遍芳塘”摄影

随手拍活动、苏州工业园区娄葑街道在苏州工业园区党群服务站举办的“南荡芡实文化节”活动，都吸引了大量群众参与，取

得了不错的效果。通过芡实主题文化活动的举办，有利于发展芡实(包括芡实文化)相关产业，可实现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

合，从而促进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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