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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收集到的古今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比对和分析推断，就芹菜的地理起源及其在世界各地传播

利用的基本情况试作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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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sorting out,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collected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tures, 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the geographical origin of celery (Apium graveolens L.) and its dissemination and 
utilization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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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芹菜(Apium graveolens L.)是伞形科芹属二年生草本植物，富含营养，兼有多种药用价值，目前在很

多国家和地区作为重要叶菜类蔬菜被广泛种植。本文根据相关文献对芹菜的起源与传播利用试作探讨。 

2. 芹菜的起源 

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芹菜起源地应该是地中海沿岸地区[1] [2]。公元前 9 世纪古希腊荷马创作的

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有多处提到沼泽地上生长着野生芹菜[3]，说明那时芹菜就在位于地

中海沿岸的古希腊地区自然分布。考证发现，古希腊人喜欢将芹菜当作神圣之物，或编成花环用在葬礼

上[4]，或做成花冠用来嘉奖竞技比赛获胜者[5]。考古人员在埃及法老图特卡蒙(死于公元前 1323 年)陵墓

中也发现有用芹菜叶和花序做成的花环[6]。另外，《牛津英语词典》通过对芹菜现代英文名“celery”进

行历史考证，确认“celery”一词衍生于法语“celery”，“celery”又是从意大利北部 lombard 地区的一

个词“seleri”转换而来，“seleri”则源自古希腊语“selinon” [7]，在用古希腊语写成的荷马史诗中“selinon”
就是专指芹菜。这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芹菜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地区的观点。 

俄罗斯人 Vavilov 曾对欧洲南部、非洲北部等地中海沿岸地区进行考察，发现该地区有野生芹菜自

然分布[8]，这成为芹菜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直接证据。不过，此前还有人在欧洲的瑞典、非洲的阿

尔及利亚、埃及、埃塞俄比亚、亚洲的高加索、巴基斯坦和喜马拉亚山等地[9]。甚至在南美洲的阿根廷、

北美洲的加利福尼亚和大洋洲的新西兰也发现有野生芹菜分布[4]。有人据此认为，芹菜的起源地目前还

不能下定论[10] [11]。 
Rubatzky & Quiros [12]列出了世界各地已经发现的芹属的野生芹菜种类及其分布区域(表 1)。对表 1

所列野生芹菜种类做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其实在地中海沿岸地区以外分布的野生芹菜与现在栽培的芹

菜并不是一个植物种，而栽培芹菜的原始野生种 A. graveolens 恰恰分布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由此可见，

瓦维洛夫[13]将地中海沿岸地区列为芹菜起源中心还是有道理的。 
 

Table 1. Wild celery species & the distribution areas [12] 
表 1. 野生芹菜种类及其分布区域[12] 

野生芹菜种类 分布区域 

A. annuum 澳大利亚，新西兰 

A. australe 阿根廷 

A. chiense 智利 

A. commersonii 阿根廷 

A. fernandizianum 阿根廷 

A. graveolens 地中海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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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A. insulare 非洲南部 

A. inundatum 非洲南部 

A. nodiflorum 欧洲、智利，非洲南部 

A. panul 智利 

A. prostratum 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非洲南部 

A. repens 不详 

A. sellowanium 阿根廷 

A. uruguayense 乌拉圭 

 
我国有学者推测，芹菜可能是由原产于我国和东南亚的野生水芹(Oenanthe javanica (Bl.) DC.)，经长

期引种于园圃驯化而演变来的[14]，并列举了古籍《齐民要术》[15]关于“芹，收根，畦种之，常令足水”

以及“性并易繁茂，而甜脆胜野生者”等记述，来说明这一驯化过程[16]。刘义满[17]根据芹菜和水芹在

植物学上分属于两个亲缘关系很远的不同属这一事实，推断芹菜不是由水芹演化而来，本文赞同此观点。 

3. 芹菜的传播利用 

芹菜从最初分布的地中海沿岸地区传播扩散到现在的世界各地，至少经历了大约 2500 年的漫长岁

月。在这个过程中，芹菜先是作为医药植物被人们认识、接受并传播种植，数百年之后，人们才又认识

到芹菜作为蔬菜的利用价值，而在世界很多地区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利用[18]。 
据记载，在古希腊、古埃及和古罗马等地区，人们很早就用芹菜种子给人治病，最初用的都是野生

芹菜种子[19] [20]，公元前 400 年前后，野生芹菜实现了人工栽培[12]，古希腊著名医师希波克拉底(公元

前 460 年~公元前 370 年)曾对当时人工栽培芹菜的利尿效果有过记载[21]。人工栽培的成功促进了芹菜作

为药用植物的传播扩散。根据文献推断，在公元 5 世纪的中国[22]，9 世纪的德国[4]，都先后有了药用芹

菜种植。 
1536 年，法国植物学家 Ruellius [23]在其著作《De Natura Stirpium》中，最早记录了芹菜根可以作为

美味用来烹饪或生食。德国植物学家 Rauwolf 于 1575 年曾记载，在现在的的黎波里和阿勒颇地区，有许

多人很喜欢吃芹菜根[24]。意大利生物学家 Targioni-Tozzetti 考证发现在 16 世纪芹菜根已经作为一种食

物上了人们的餐桌[25]。18 世纪早期，有人从埃及的亚历山大(Alexandria)将这种吃根的芹菜(即根芹)引种

到英国，后来在欧洲大陆很多国家和地区，如法国、德国、波兰、比利时和斯堪的纳维亚一带逐渐传播

开来[12]，19 世纪初，根芹传到美国，之后甚至传到印度洋岛国毛里求斯[24]。 
芹菜真正作为一种蔬菜进行人工栽培，是从 16 世纪的意大利开始的[19]，早期的芹菜叶柄都是空心

的，经过意大利人的长期栽培驯化，到 16 世纪末，终于选育出了实心芹菜[26]。1548 年，芹菜从意大利

传入英国[2]，但在英国反复出现退化现象[27]，后来经过不断驯化和再引种，直到 1776 年芹菜才成为英

国的一种辛香蔬菜[12]。法国芹菜也是从意大利传入的，1612 年就有人工栽培的记录，从 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法国也对芹菜进行了品种改良，使叶柄变得肥厚脆嫩了，药味减轻了，1778 年法国威马(Vilmorin)
公司首次推出了 2 个全新的芹菜品种[19]。芹菜品种改良后，很快就在周边的英国、瑞典，甚至美国等地

区得到推广普及[4]。 
美国的芹菜在早期是由一位法国人于 1687 年从法国带到南卡罗莱纳州 Charleston 地区开始种植的，

1856 年，又有一位苏格兰人从英国再次把芹菜带到密歇根州 Kalamazoo 地区种植，后来由移居当地的荷

兰人开始商业性生产[28]，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州开始商业性芹菜生产的时间稍晚些，大约是在 19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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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末[12] [29]。正是在这个时期，法国先后育成了一系列非常优良的芹菜新品种，他们将这些新品种的种

子大量销往美国，并大获成功[19]，这两个州后来发展成为了美国最大的芹菜产区[30]。 
据记载，芹菜传入印度很早，之后又传到中国、朝鲜和南洋各岛[2]。20 世纪 30 年代，芹菜再次从

法国引入印度，专门用于生产芹菜种子，并加工成调味用的种子油，近年来印度每年可生产这类芹菜种

子 5900 吨[18]。 
在日本，16 世纪末，加藤清正出兵朝鲜时将源自中国的芹菜种子带到日本，进入江户时代(1603 年

~1868 年)后，荷兰商船把欧洲的芹菜种子带到长崎，开始小规模种植 
(https://www.yasainavi.com/zukan/celery.htm)。明治 7 年(1876 年)，随着开拓使引进欧美改良品种，日本

芹菜栽培开始扩大[3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农林省去美国调查了芹菜产地土壤气候条件后，选择在

北海道和长野县试验栽培芹菜(https://storys.jp/story/8956)，后在静冈、千叶、兵库、冈山、爱知等县市推

广种植[32]。据浜松情報记述[33]，静冈县的芹菜是二战之前引入的，1943 年以后，该地区芹菜面积逐步

扩大，1953 年后开始利用塑料大棚进行芹菜栽培。JapanCROPS 网站数据显示，2017 年日本芹菜栽培面

积大约 585 公顷，主要分布在长野、静冈等 10 个县。 
在中国，很早就有大量古诗词文献提及芹菜，如春秋时《诗经》有“思乐泮水，薄采其芹”，战国

时《吕氏春秋》有“菜之美者，云梦之芹”，唐代杜甫《崔氏东山草堂》有“盘剥白鸦谷口栗，饭煮青

泥坊底芹”，等等。后经考证，诸如此类文献中所指的芹菜均为水芹[16] [17]，唐代《新修本草》[34]和
明代《救荒本草》[35]明确指证当时文献中的芹菜就是水芹。而真正的芹菜(Apium graveolens L.)因为最早

是从西域胡文化地区经丝绸之路传入的，因此在古代多称为胡芹[36]。到了近现代以后，这种胡芹及其改

良后代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占绝对优势的主要蔬菜作物，其影响力远超过了水芹，“芹菜”一词也自然而

然地归属了这种芹菜，不再指水芹。 
有学者记述芹菜最早于汉代由高加索传入我国[37] [38]，也有说是 15 世纪由高加索传入的[39]，但

具体详情已难直接考证[16]。《后汉书·五行志》[40]记：“(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

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其中的胡饭在《齐民要术》中有“细切胡芹、蓼下酢中为飘齑”的具体制作描述。

由此推断，芹菜在东汉后期就已经传入我国中原地区。在《齐民要术》“羮矐法第七十六”至“作菹藏

生菜法第八十八”的 12 卷中，有 20 处提到了胡芹，说明在北魏时期芹菜主要用作菜肴辅料和辛香调味

品[41]。 
据《册府元龟》[42]记述，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 647 年)，芹菜再次经由泥婆罗国(今尼泊尔)传入我

国。成书于唐贞元年末期(公元 800 年之后)的《封氏闻见记》[43]确切记载“胡芹、浑提葱之属，并自西

域而来，色类甚众”。宋元时期，芹菜还算不上主要蔬菜[44]，元代重要农书《农桑辑要》[45]和《王祯

农书》[46]的“芹”条目只讲了“水芹”，而没有“胡芹”，《饮膳正要》[47]也没有胡芹相关饮膳介绍。

不过，从一些方志记述可以发现，芹菜在宋元时期在某些地方还是得到一定发展，如河南柘城县胡襄镇

的胡芹，封丘县的封芹，都作为地方特色物产，从宋太祖时开始作为供应朝廷的尚品，得到历代皇帝嘉

赏。柘城胡芹在上世纪 30 年代还传到开封，通过杂交改良育成新品种实秆青[48]，70 年代实秆青又进一

步与西芹杂交育成我国第一代大规模推广的实芹品种“玻璃脆”[49]。进入明清以后，芹菜种植逐渐普及，

如山西忻州、崞县、河曲、阳城等多地在明清时期就有芹菜种植[50]。据宁夏《西吉县志》记载，西吉芹

菜是在明末清初由山西传过去的。甘肃《崇信县志》记载，明嘉靖年崇信当地就有芹菜种植。在山东，

象平度马家沟芹、日照岚芹、商丘鲍芹这样的芹菜名品，种植历史都可以追溯到明清时候。据《沂源县

志》记载，沂源县鲁村芹菜种植始于元朝，明洪武年间已有零星种植。莱芜高庄芹菜在明嘉靖年《莱芜

县志》中有记述。天津白庙芹菜在清乾隆《天津县志》中有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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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pium graveolens L. 
(From <An Illustrated Book of 
Plants>, 1848) 
图 1. 旱芹(摘自《植物名实图

考》，1848) 
 

西洋芹菜(现俗称西芹)是指欧洲在 17 到 18 世纪对传统芹菜进行长期改良后出现的株型紧凑、叶柄肥

厚的芹菜类型，最早传入我国是在明朝[37] [51]。《植物名实图考》(初刊于 1848 年)所绘旱芹即为典型

西芹(图 1) [52]。到清末，清廷中央农事试验场先后从意大利和德国分别引进数个西芹新品种进行种植

[16]。民国期间出版的我国第一批蔬菜专著，如《蔬菜栽培各论》[53]、《蔬菜大全》[54]、《蔬菜园艺

学》[55]等都专门收入了芹菜章节，详细介绍了当时引进的西芹品种。但 50 年代以前，我国西芹栽培还

不是太普遍[56]。从 70 年代后期开始，我国西芹引进数量急剧增加，最初十年引入西芹品种超过 50 个[39]。
目前我国芹菜生产面积约在 65 万公顷以上，稳居世界第一，其中西芹种植比例占绝对优势。 

4. 结语 

芹菜经过至少 2500 年广泛传播，现在已经遍布世界各地，受到各国各族人民的喜爱，其种植面积和

产量逐步上升，已成为很多国家非常重要的蔬菜作物之一。在长期传播过程中，芹菜经过复杂的人工选

择和自然选择，在不同地区衍生出许多不同的品种类型，种植利用方式也多元化，这种情况在我国表现

尤为突出。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食用要求和栽培习惯各不相同，芹菜经过长期选择和适应，逐渐形

成了熟性、抗逆性、株型、叶片和叶柄颜色、形状、实心性等外观特征差异明显的不同栽培类型，从而

满足了各地各具特色的芹菜生产需求，也为我国芹菜育种工作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种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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