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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农书的起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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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系统分析了农书起源的过程和因素
,

抬出农书萌芽于夏商周
,

形成于战国

时期
.

并论述了农书起源的文献意义和对传统农学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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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书的起源以农业生产知识的积累为基础
,

以斗
J
籍载体的出现为前提

。

原始农业时

期
,

人类种植牧养的经验仅限于 口 传手授
,

只有在文字和书籍产生之后的商周时期
,

农事

知识之记载才成为可能
。

由于农时掌握在早期农业活动中居于首要地位
,

有关的技能和经

验便最先累积为一定系统并被汇编成书
,

作为指导生产的知识体系
。

商周时的《夏小正》可

看作农书萌芽的标志
。

春秋战国时期
,

传统农业逐步确立
,

土壤耕作的原理原则和技术措

施有了很大发展
,

加之当时学术环境优宜
,

专门农书最终形成
。

农书的起源
,

不仅对我国历

代农学著作的内容
、

体例有深远影响
,

而且可由此探知中国传统农学的特征及渊源
。

1 农书的萌芽

原始农业时期
,

人类农业生产知识潜育在植物栽培和动物驯养之中
,

没有从农事活动

中分离出来
,

后来因农业生产的需要和文字的发明
,

有关各种知识便按一定顺序从某些领

域摆脱生产过程而独立出来
.

恩格斯 [l] 指出
: “

首先是天文学
,

游牧民族和农业 民族为了定

季节
,

就已经绝对需要它
。”

显然农时掌握的知识优先得以发展
,

农书起源以此为生长点
。

1
.

1 农书萌芽的条件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若干原始农业遗址中曾出土了大量粟米
、

稻谷
、

家畜骨骼及农业生

产工具
,

表明当时农业 已达到一定水平
,

人们在长期的采猎
、

栽培驯养过程中掌握了许多

生产
、

生活知识
,

一些历史文献的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
。

从这些文献中还可看到当时耕播

收获经验的传播方式
。

《周易
·

系辞下》
: “

神农氏作
,

所木为招
,

揉木为来
,

来粕之利
,

以教夭

下
。

叹淮南子
·

修务训 》也有神农
“

教 民播种五谷
,

相土地宜
”
之事

。

《史记
·

周本纪 》则有周始

祖后被擅长农耕
, “

民皆法则之
”

的记载
,

还说帝尧得知后援事迹
,

遂推举他为农官
,

教民稼

稿
。

在没有文字
、

书籍的情况下
,

先民们农业生产实践的知识和经验只能汇聚
、

寄托于
“

农

神
” ,

并依靠这种带有神话色彩的方式传播交流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这是后来农书的远源
。

农书起源以书籍的产生为前提
。

《尚书
·

多士 》载
: “

惟殷先人
,

有典有册
。 ”

甲骨文和青

铜铭文都有
“

册
”

字
,

其形状很像是用绳子串起来的竹木片
,

而
“

典
”

字则为双手捧册之形
。

“

册
”

实际上就是早期书籍—简赎
。

虽然战国秦汉简腆才有实物证据
,

但其出现无疑要早

收稿 日期
: 一9 9 3 一 0 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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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承业师张波教授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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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多
,

许多文化史专家都认为我国至迟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期就有了书籍
。

农书起源具备

了物质依托
。

农书萌发更要有系统的农业生产知识和经验作为其材料来源
.

商周时的农业生产水

平和人类的认识规律决定了有关农时掌握的知识首先丰富起来汇成一定体系
。

上古农业

生产力水平低下
,

人们主要依靠简陋的木石工具开垦
、

种植和收获
,

农业技术措施十分薄

弱
,

提高作物收成的能力极其有限
,

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天时恩赐
;
加之当时天文历法还

不成熟
,

农时掌握在农业活动中便显得最为突出
。

夏商周三代的主要活动地区在黄河流

域
,

其四季分明的气候特点愈加显示出适时播植的重要性
.

生产的需要促进了农时知识的

普及和历代王朝对农时的重视
。

其一
,

商周之时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人民对于农事活

动有关的物候和星象很熟悉
。

《诗经》中可见到很多草木荣枯的记载和观星经验
,

《诗经
·

那

风
·

七月》还涉及到一年四季各种农活的安排
。

其他先秦文献亦不乏有关物候和天象形象

而准确的描述
,

它们显然都是劳动人 民的经验总结
。

明末进步思想家顾炎武曾说
: “
三代以

上
,

人人皆知天文
。 ”〔幻可见根据物候和星象把握时令季节是夏商周的一项基本生产

、

生活

常识
,

这无疑为农书起源积累了材料
。

其二
,

三代王朝将农时掌握看作为政的重要内容
。

相

传黄帝
“迎 日推策

”[31
,

帝尧
“

敬授 民时
。 ”[3] 夏代有掌夭地四时之官

,

而且唯对这一官员要

求甚严
, “

先时者杀无赦
,

不及时者杀无赦
。 ”
《尚书

·

溉征》也确有历官
“

废时乱 日
”

受到严惩

的记载
。

显然农时掌握在当时生产中具有决定意义
。

现存我国最早农历书《夏小正》的基本

内容在这时 已经具备大约不会虚妄
。

商周时期更加重视设官观测星象
,

掌管农时
,

天文历

法有较大进步
,

明确提出
“
食哉惟时

”

的观点
,

为农书萌芽创造了条件
。

随着书籍的产生
,

商

代或商周之际便整理夏代历法而成以时系事的政典《夏小正》
,

作为指挥平民和奴隶按时

进行农业生产的依据[’j
,

农时有了系统记载
,

农书由此萌芽
。

1
.

2 农书萌芽的标志

《夏小正 》全文 46 3字
,

明确区分一年为十二个月
,

并将物候和天象结合起来表示时令

季节
,

特别是几乎每月都标有一定的农事
,

其中包括修理农具
、

春耕
、

饲养小羊
、

修剪桑树

枝条
、

养蚕
、

种麦等各种生产活动
。

其农时记载具体
、

系统
,

被公认为我国最早的农历书
,

而

且和《诗经》一起被称为研究春秋战国前中国社会历史和农业史最可靠的文献资料
.

[’]

从农业史的角度完全有理 由将《夏小正》看作农书萌芽
。

第一
,

近代大多学者认为《夏

小正》成书于春秋之前
;
夏纬瑛先生考证说其经文成书年代可能是商代或商周之际

,

最迟

也是春秋以前居住在淮海地区沿用夏时的祀国整理记录而成的[e]
。

原始社会末期直到春

秋前期
,

确定农时以随时观测星象出没
、

物候变化为依据
,

观象授时
、

物候指时与农事紧密

结合在一起
,

有关知识经过长期积累和 传沿最终形成文字作品
。

《夏小正》的出现及其内

容
、

体例正说明这一点
。

第二
,

《夏小正》只在一竿的农忙季节逐月标明群众最熟悉的若干

星象为定时标准
,

并非每月都有天象
,

其天象
、

物候显然是为农事安排服务的tsj
。

第三
,

上

古时期
,

学统于王官
,

《夏小正》只能以政典形式 出现
,

作为统治者督管农业生产的依据
。

这

似乎和后世官方农书是一脉相承的
。

第四
,

后世月令体农书以及综合性农书的体例可上溯

至《夏小正》
。

总而言之
,

《夏小正》的时代
、

结构
、

内容及作用均表 明它的农书性质
,

如果系

统考察
,

《夏小正》只是农书的萌芽状态并未完全成形
。

因该书毕竟是春秋之前社会的产

物
,

当时的农业生产状况和人们的认识能力决定了其天文历法部分占较大篇幅
,

所记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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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一般性描述
,

缺乏技术细节
,

形式上是一种农事历
;
作为一种政典

,

其中又夹杂了一些

有关政事方面的记录
。

《夏小正 》距真正的专门农书还有一定距离
。

2 农书的形成

文献表明
,

农书产生于战国时期
,

这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
.

从现存的《吕氏

春秋》
“

上农
”四篇

、

《管子
·

地员 》等农学论文来看
,

战国农书的内容和结构与农书萌芽时相

比已有很大进步
,

但也不无联系
,

体现出农书由萌芽到形成 的完整过程
。

2
.

1 农书出现的时代

班固《汉书
·

艺文志》始设
“
农家类

”

著录农书九种
,

其中指明《神农》
、

《野老》是战国时

代的著作
。

据班固附注
,

《神农》为
“

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
,

道耕农事
,

托之神农
”
的作

品 ; 《野老》
“

在齐楚间
” ,

其余七种或为汉时人所作
,

或说
“

不知何世
” ;
现代农史学家研究认

为其
“
不知何世

”

者多为汉代著作
。

有不少学者根据战国和汉代农书的引述
,

认为战国时还

有一种《后援农书》
,

它的产生要比《神农 》
、

《野老 》为早
,

有的甚至将其时代上推至春秋川
,

并说因为该书早已亡佚
,

故《汉书
·

艺文志》未见著录
。

石声汉等前辈学者则对先秦是否有

过《后援农书》持存疑态度
。

可见农书至迟在战国时已经产生
。

农书产生与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学术背景分不开
。

当时铁农具的推广
、

牛耕的

使用使社会生产力有了大幅度跃进并促进了社会制度的变革
, “一夫挟五口

,

治田百亩
”

的

个体农户得以巩固和发展
,

出现新兴封建地主经济
,

以精耕细作为特色的传统农业 由此确

立
。

围绕土壤耕作
,

传统农业技术全面形成
,

为专门农书的出现积累了大量素材
。

另外
,

春

秋战国时期列强呈雄
,

诸候争霸
,

文化思想领域也空前活跃
,

对于社会大变革 中遇到的一

系列政治
、

经济问题
,

人们各执其说
,

争论不休
,

并涌现出不 同学派相互辩难
,

著书立说
。

值

得注意的是战国时期士人大增
,

身份降低
,

已归入
“

四民
”

之列
,

在求取功名的同时
,

亲自参

加农业劳动以谋衣食已不足为奇
.

这些人在劳动过程中必然要 了解和掌握有关春播秋收

的知识
,

但除督导农业生产的农官外
,

能出于一定 目的对当时甚至以往的生产经验加以全

面 总结的
,

仅有被称为
“

鄙者
”

的农家学派
。

班固认为
“

农家者流
,

盖出于农被之官
, ”

前者

已成为劝勉耕桑
,

研讨农学的主体
。

农家在传统农业技术知识长期积累的基础上
,

结合自

己 的实践经验
,

编定出能表达本学派思想见解的专 门农书
,

并将之托始于
“

神农
” 、 “

后被 ”

等传说中与农业有关的人物
。

同时
,

春秋之后各国均强调农为邦本
,

而重农就要讲农作之

道
,

这是农家学派之立足点
,

其
“

君臣并耕
”主张亦可能由此衍发

,

因而在农业技术措施记

载之前冠 以重农说教或政治观点便成为农书的基本结构
,

其 目的在于抬高农书身价
.

总

之
,

诸子之一的农家学派以讲求农业生产技术为基点
,

从重农劝耕方面立言发论
,

阐述其

政治经济主张
,

农书应运而生
。

2
.

2 战国农书内容的进步

先秦专门农书悉已亡佚
,

只可在现存战国末期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
“

上农
”

等四篇

农学论文和其他先秦文献中略 见一斑
。

《吕氏春秋》系秦相 吕不韦门客集体编撰
,

其中有
“

上农
” 、“
任地

” 、 “

辩土
” 、 “

审时
”

四篇有关农业的篇章
,

特别是各篇 并非互不相关
,

而是联

成一个体系
〔? 〕

。

向来被看作现存最早的农书
.

虽然其作者 已站在儒家立场上
,

撕去 了农家

的政治标帜
,

但是却继承了农家学派所总结的农业技术知识
,

故由这四篇农论即可考察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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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农书内容之端绪
,

其他文献可与之相辅
.

首先是战国农书中土壤耕作和作物栽培技术有很大进步
.

《禹贡》
、

《周礼 》
、

《管子
·

地

员》等战国文献均对土壤色质及土壤与农作物的关系有详细分析
。

《吕氏春秋》
“

任地
”

诸篇

则进一步提出土地整理
、

土壤改 良等农业生产的十大重要问题及其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

技术措施
,

如针对土壤性质的
“
力与柔

,

息与劳
”

等五种矛盾关系
,

提出五条耕作原则及
“

上

田弃亩
,

下田弃吠
,

五耕五褥
,

必审以尽
”

等具体耕作方法
;
对耕作栽培不 良造成的

“

地窃
” 、

“

苗窃
” 、 “

草窃
”

尤为注意
,

提倡中耕除草和条播以防止此
“

三窃
”
的发生

.

这些均是农业生

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

表明人们的农业活动已由顺应夭时逐渐转向改善土壤条件及

作物生长环境方面
。

从《夏小正》到《吕氏春秋》
“

上农
”

四篇
,

农书内容有了突破
。

其次
,

战国农书对农时的认识趋于深入合理
。

《吕氏春秋》
“

上农
”

诸篇始终贯穿着重视

农时的思想
,

在耕种
、

收获的各个技术环节上都强调农时掌握的重要性
。
‘上农

”

篇将
“

敬时

爱 日
” ,

防止
“

为害于时
”

作为扩大土地生产力的关键措施之一
; “
任地

”
篇前 10 句有关土壤

耕作原理
、

原则
,

而后面 15 句则讲了
“

耕种收获之时
” ,

并用节气和物候将之标示出来
; “

辨

土
”

和
“

任地
”

相互提携
,

主讲土壤耕作
,

不过仍很重视时宜
。

据夏纬瑛先生研究
,

原文中
“
夫

四序参发
”

该是讲种地应有的时宜的起语
.

但是下文脱失
〔幻 ; “

审时
”

篇则专论农时
,

起篇就

开宗明义
: “

凡农之道
,

候之为宝
” ,

接着讲述了得时
、

先时和后时对作物产量及品质的影

响
。

可见四篇农论 中有关农时的记载仍占较大比例
,

与农书萌芽有内在联系
,

不过农时掌

握已不作为其重点内容
,

文中只强调耕播收获要适时并将之与庄稼丰歉联系起来
.

当时历

法的进步和二十四节气的发明使人 们只要观看历本就可知晓农时
,

随时观察物候和星象

似无多大必要
,

顺应农时只作为安排农业生产的必要前提而被随时提及
,

农业活动的中心

转向土壤耕作改 良
, “

上农
”

四篇的名称和排列也反映出这一点
。

3 农书起源的意义

农书起源是系统总结我国传统农业技术知识之开端
,

此后我 国古代农学著作层出不

穷
,

内容
、

体例时有创新
,

成为中华民族一大类颇具特色的科技文献
。

今天可从农书的源流

探知我国古代农业的发展脉络
。

3
.

1 从农书 自身看

《夏小正 》原有的农事历作用随着春秋末期天文历法的进步而逐渐消失
,

但作为农书

萌芽
,

其体例却在后来的农书
、

文献中不断沿革
。

比它晚出的《礼记
·

月令 》
、

《吕氏春秋
·

十

二纪》和《淮南子
·

修务训 》等都有沿袭《夏小正 》以时系事的部分
,

只是内容复杂多了
,

还夹

杂了一些迷信的浮言虚辞
。

这些月令 书又成为以后许多农书的资料来源和结构依据
.

石声

汉先生曾肯定《夏小正 》和《礼记
·

月令 》是农家 月令书的基础 [7]
。

其他类型的农书也与《夏

小正》体裁有联系
,

如综合性农书《农政全书》
、

《授时通考》
、

《沈氏农书》
、

《三农纪》等在有

关卷首设专篇讨论时宜问题
。

《齐民要术》未列时宜项
,

但书的各部分对前人月令书的材料

大量引用
。

专业性农书同样不乏时事相系的体例
。

石声汉先生的
“

农书系统图
”

对上述源流

关系有明确反映
。

由《夏小正 》到《管子
·

地员》
、

《吕氏春秋 》
“

上农
”

四篇
,

农书逐渐成形
。 “

上

农
”

诸篇以重农说教发端的体例为后世农书所沿用
,

其土壤耕作部分的总论性质也对后来

农书有深远影响
,

其中记载的耕作原则
、

播种方法
、

中耕技术和重视农时的观念等直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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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农书继承
、

发展
。

文中提到的
“

凡耕之道
” 、 “

凡农之道
” 、 “

耕之大方
”

等精辟的语句以

及天
、

地
、

人三才一统的思想亦被历代农学著作不断阐发
。

《犯胜之书》所见的
“

凡耕之本
,

在于趣时
、

和土
、

务粪泽
,

早锄早获
” ; 《齐民要术 》中的

“

顺天时
,

量地利
” ,

以至明清农书论

述的
“

三宜
”
理论无不是

“

三才
”

思想的再现
。

《管子
·

地员》对土壤以及土壤和植物关系的专

门研究则成为后代农书有关作物地宜分析的源头
。

3
.

2 从传统农学的角度看

农书随我国传统农业的逐步确立而形成
,

集中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科学技术水平
,

是探

索传统农学思想和技术渊源的凭据
。

《吕氏春秋》
“

审时
”

明确提出
: “

夫稼
,

为之者人也
,

生

之者地也
,

养之者天也
。 ”

联系
“

任地
”

篇
“

地可使肥
,

亦可使棘
”

的观点可以看出当时 已注意

到人力难以改变天时
,

只要掌握春生夏长
、

秋敛冬藏的规律不失时机地耕耘
、

收获即可
,

提

高作物产量主要依靠人力以一定手段进行合理耕作栽培来实现
。 “

三才
”

理论成为中国传

统农学思想的核心
,

指导中国农业形成 自己独特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
。

《吕氏春秋 》农业篇

仅论及作物种植
,

虽提到蚕桑和家畜
,

但对有关技术只字未谈
,

可见中国农业在那时已形

成 以种植业为主体的生产结构
,

至今未有根本变化
,

这是中国农业区别于西方农业的显著

特征之一
。

中国农业的诸多优 良传统可上溯《管子
·

地员》
、

《吕氏春秋》
“

上农
”

四篇等农业

文献
。 “

因地制宜
”

可在
“

地员
”

篇初见端倪
; “

任地
”

诸篇深入探讨了土壤耕作技术
, “

耕褥
”

连称
,

对中耕除草尤为关注
。

《吕氏春秋 》四篇农论所总结的垄作方法和理论是后世垄作的

基础
,

其中提出的
“

上 田弃亩
”

等土地利用方式则成为后世畦作
、

区田的先驱
,

农史学家对

此多有论述
。

农书起源奠定了中国传统农学成长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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