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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fare Ministry 
Secretary, “We urge 
Indonesians to kick theirIndonesians to kick their 
habit of eating rice. We 
need to diversify our 
diets ” “Indonesiadiets.   Indonesia 
produces 66 kinds of 
other carbohydrates, such 
as corn sago cassavaas corn, sago, cassava, 
sweet potato, potato and 
others.”

Andi Santoso, a 23‐year‐
old student:
“I eat rice for breakfast, ,
lunch and dinner.” 
“If I don’t eat rice, I feel 
like I haven’t ea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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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村井兄弟商戶於1904年出品的煙畫‘切薯乾’日本村井兄弟商戶於1904年出品的煙畫‘切薯乾’



海南島一戶家庭內（2012年攝）海南島 戶家庭內（2012年攝）



1729年（雍正七年），廣東巡撫傅泰上奏：「廣東民
間所種除早晚二禾及麥豆之外，兼種蕃薯 芋頭，窮間所種除早晚二禾及麥豆之外，兼種蕃薯、芋頭，窮
民藉以日食，以補米穀之不足。」

1752年（乾隆十七年），兩廣總督阿里袞、廣東巡撫
蘇昌合奏：「查粵東情形，民間於米穀之外，廣栽芋蘇昌合奏：「查粵東情形，民間於米穀之外，廣栽芋
薯等雜糧，山海貧民大率藉以克食。」

1751年（乾隆十六年），福建巡撫潘思榘便說：「興
化、漳[州]、泉[州]三府，惟莆田一邑水田居其六七，化、漳[州] 、泉[州]三府，惟莆田一邑水田居其六七，
村落田疇似浙省之山陰會稽，其餘各縣，山海交錯，
村落田疇似山東之沂袞，水田僅止二三，山地居其七村落田疇似山東之沂袞，水田僅止二三，山地居其七
八，漳泉貧乏之戶多以番薯為糧，故山地之種番薯者
居其六七，亦相土之所宜也。居其六七，亦相土之所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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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2012

《宋史》：「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五月戊辰，帝以江、淮、兩浙稍旱即水田不登，
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為種，擇民田之高仰者蒔之，蓋早稻也。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為種，擇民田之高仰者蒔之，蓋早稻也。

傳統稻米成熟期150天，占城稻60‐100天!



培秧：爭取時間

廣東/福建：一年兩造（占城早稻+本地秈米）+番薯
江南：一年一造：小麥+（本地粳米）



消費模式：

外省廉價秈米進入沿
海市場海市場

湖南‐‐〉江南
廣西 〉廣東廣西‐‐〉廣東
台灣‐‐〉福建

不是自給自足，而是不是自給自足，而是
沿海城市富裕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