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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
·

上农 》等四篇之农业管理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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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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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吕氏春秋
·

上农 》等四篇论文
,

通过行政制约
、

技术督导
、

知识传授等手段
.

构

筑了古代农业管理的基本模式
;
形成了以重农

、

三才思想为核心的农业管理 思想体系
;
体现了

以任地
、

贵志为宗旨的农业管理 目标
。

吕书是我国古代农业管理的经典性著作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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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农 》等四篇
,

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农业文献
,

在中国农学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
,

被视为传统农」E科技奠基之作
。

《吕氏春秋 》之编撰
,

目的是对以往和文化学术

进行系统总结
,

进而构建一个能贯通天地人的庞大理论体系
,

以便为行将统一的封建帝国

提供完整的理论学说和治国蓝图 ` ’ 万。

其中的《
_

仁农 》等四篇
,

也是为治国和农业管理需要探

讨农业问题的
。

它侧重下农业理论与政策
、

农业技术原理与原则
,

具有明显的宏观性
、

综合

性和指导管理的意图
。

因此从管理角度挖掘《上农 》等四篇 (以下简称吕书 )的思想内蕴
,

不

仅有助于全面理解和认识其学术思想价值
,

亦对现代农业管理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

1 吕书农业管理模式

农业管理模式
,

即农业管理的标准形式
,

包括管理方式
、

方法等方面
。

吕书四篇论文之

结构设置
,

体现了以 天
、

地
、

人为基本管理要素的三才模式
。

《上农 》位列四篇之首
。 “

上农
”

即重农
,

旨在解决人的认识问题
。

在论述重农 目的意义

之后
,

即提出对人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要求
,

以及相关保证措施
。

其次为《任地 》
。 “

任地
”

即尽力扩大土地产出
,

与《上农 》紧密衔接
,

提出任地的十大技

术 目标
,

以及耕作原则
、

措施方法
。

再次是《辩土 》
。 “
辩土

”

即视土性而耕种之意
。

其内容并不仅此
,

还有田间管理等
,

涉

及农业生产全过程
,

实为《任地 》之续
,

补充它未尽详述之原则和措施
。

最后以《审时 》而终
。 “

审时
”

即识时令而农作
。

此篇述论农业生产又一重要因素即天

时
,

指出必须顺从而不能违背它
。

该篇用
“

三才
”

思想阐明农业与天
、

地
、

人之间的相互关

系
,

似为四篇之总结
。

这四篇论文整体上构成了完整的结构体系
。

《上农 》
、

《审时 》是对农业与社会
、

农业与

自然关系的总体把握
,

要求生产者重农趋时 ; 《辩土 》是对农业生产的场所— 土壤进行改

良
、

耕作
,

以及田间管理的原则
、

措施和要求
; 《任地 》是要求技术措施达到的总体 目标和结

果
。

尽管诸篇 内容有交错
,

但始终围绕天
、

地
、

人这种结构模式
。

由此可见
,

吕书农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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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对象
,

通过政策制约人
.

使之重农 力田 ;通过技术 要求人
,

使之精于农道
; 通过知识

教育人
,

使之尊重夭时
。

达到人尽其 力
,

术得其道
,

时得其宜
,

地尽其利
。

其管理方式是
,

国

家宏观调控
,

各级官吏督导
。

其方法是
,

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
,

然后确定 目标和要求
,

以及

相关政策措施
。

这种管理模式
,

把握了农业生产的特点和最基本问题
,

体现了农业是经济

再生产和 自然再生产相统一的本质特征
;它以农业生产经验和原理为指导

,

并围绕农业生

产过程而设计
,

因而对管理者具有可操作性
,

对生产者具有指导性
。

2 吕书农业管理目标

农业生产是人类衣食之源
,

土地乃农业生产之母
。

因此
,

地尽其利是农业管理的根本

目标
。

农业生产涉及天地人三大因素
,

必须协调彼此间关系
,

以充分调动人力
,

充分利用天

时
,

充分发挥地力
。

地 力之发挥又与人的生产技能密切相关
。

因此农业管理的具体 目标就

是
,

调控生产行为
,

使人尽其力
; 督导生产技术

,

使耕稼有道
;
传授农时知识

,

使时得其宜
。

《上农 》规定
: “
上田夫食九人

,

下田夫食五人
,

可以益不可损 ;一人治之
,

十人食之
,

六畜皆

在其中矣
〔 3〕 ” 。

这是作者确定的生产标准
。

《任地 》提出了农业生产十大问题
,

其前四项是整

治土地之要求
:

平土整地除水患
,

适当耕作保墒情
,

灌水洗碱持水土
。

五
、

六项是 田间管理

要求
:

通风透光除杂草
.

后四项从作物角度提出要求
:

茎节短粗
,

穗大籽匀
,

粒饱糠少质好
.

这实际上对整个生产过程确定了十大技术目标
。

《审时 》强调
, “
凡农之道

,

厚 (候 )之为宝
” 。

并通过不同作物得时
、

先时
、

后时之结果 比较
,

告诉人们适时耕稼之重要性
。

然 吕书农业管理
,

不仅只为地尽其利
,

而
“

贵其 志也
” ,

即更为看重农民之志
。

所谓
“
志

” ,

就是农 民思想意识
、

思维方式
、

价值观念等文化范畴的东西
,

也即《上农 》所言的质朴

易用
、

奉公守法
、

安土重迁等内容
,

是为农业民族独特的文化特征
,

对社会稳定和发展颇为

重要
。

因此作为国家宏观管理
,

其目标不单是为了发展生产
,

而且要通过农业
,

为社会的稳

定和发展创造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
,

是经济 目标和社会 目标的统一
。

3 吕书农业管理的手段和措施

行政制约
、

技术督导
、

知识传授是 吕书农业管理的主要手段和措施
。

行政制约方面
,

通过制定禁令和措施
,

来约束人的生产行为
,

使之趋农 力田
、

不误农

时
。

其禁令有三
:

首为
“

时禁
” ,

正当农作之时
, “
不兴土功

,

不作师徒
; 庶人不冠弃

、

娶妻
、

嫁

女
、

享祀
,

不酒醋聚众
;
农不上闻不敢私籍 (藉 )于庸

” 。

次为
“
野禁

” , “
苟非同姓

,

农不出御
,

女不外嫁
;… …农不敢行贾

; 不敢为异事
” 。

三是
“

四时之禁
” ,

要求伐木
、

戮草
、

渔猎不得正

值动植物繁育之时
。

采取的措施有二
:

一是加强劳动强度
, “
非老不休

,

非疾不息
,

非死不

舍
” ; 二是采取惩罚措施

,

民若不趋农力田
,

就
“
墨 (没 )乃家畜 (蓄 )

。 ”

技术督导方面
, “

告民
”

耕稼之道
,

规范其技术行为
,

使之达到十大技术 目标
。

土地作为

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
,

直接参与作物生产过程
,

其状况优劣与作物产量和品

质密 切相关
。

欲使作物高产优质
,

首先须为其创造 良好的土壤条件
。

所以使农 民掌握
“

耕

方
” 、 “

耕道
” 、

是技术督导第一要务
。

凡耕之大方
: “

力 者欲柔
,

柔者欲力 ; … …
”
凡耕之道

:

“
必始于庐

.

必厚 (后 )其勒
” 。

耕作办法是
, “
上 田弃亩

,

下田弃吠
” 。

亩的标准为六尺为广
,

吠

以八寸为宽
。

耕作要求
“

五拼五褥
.

必审以尽
” ,

其深度
“
阴土必得

.

大草不生
,

又无螟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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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之形成
,

最终依赖于作物状况
,

精细种管是保证其健壮生长的又一重要方面
。

其

次便是督导农民掌握稼墙之术
。

播种时选择
“
尘坚

”
(即致密细软 )之土

,

播期应
“
见生而树

生
” ,

种量依土壤肥烧而定
,

播种应使
“
茎生有行

” ; 覆土薄厚均匀
; 定苗要

“

去其弟长其 兄
” ;

除草应不致根虚
;收获

“

见 (草 )死而获死
” 。

农业生产不仅需要人 力
、

技能
,

而且需要一定的知识
。

吕书设置《审时 》篇
,

旨在传授农

业生产的基本知识
,

指出
: “

夫稼
,

为之者人也
,

生之者地也
,

养之者夭也
。 ”

揭示了农业生产

的本质特征
,

告诉人们进行农业生产必须协调处理天
、

地
、

人之间的关系
。

上述不同手段和措施
,

着眼于人的思想
、

行为
、

生产技能和生产知识
,

形成了不同层次

的综合与配套
,

使管理活动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

4 吕书农业管理思想及其特点

总体而论
,

吕书是探讨农业生产及其本质的具有哲学品位的著作
,

试图提供农业生产

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

并从社 会
、

自然因素入手
,

构建了农业发展与管理模式
。

它涉及到了农

业生产与管理的最基本问题
,

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农业管理思想体系
。

重农
、

注重提高人的

素质
、

因地制宜
、

不违农时
、

精耕细作
、

保护农业资源等思想是其主要内容
。

其核心是以重

农和三才思想作指导
,

管理
、

协调农业生产各因子及其相互关系
。

它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

.4 1 重农思想独特

吕书之重农 思想极为鲜明
,

且有独到之处
。

《上农 》曰 : “
民农非徒为地利也

,

贵其志

也
” 。

在这里作者将农业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统一起来
,

表明农业不仅是经济活动
,

而且

是培育社会文化的土壤
,

是为吕书重农的根本出发点
,

此其一
。

吕书之重农以农治为 目的
,

即通过农业管理
,

发展农业
,

富民安 民
,

稳定社会
,

治国兴邦
。

体现在农政方面
,

就是一切为

农业生产让路
,

保证其不受干扰
。

这与商鞍农战政策把重农作为扶持战争的手段
〔`

」 ,

有着

本质 区别
,

此其二
。

吕书之重农思想
.

虽然承认农业对工商业的本末关系
,

但并不完全禁抑

工商业
,

而是主张
“

农攻粟
.

工攻器
,

贾攻货
” .

各专其业
,

不得相僧
,

以维持三业之平衡
。

反

映出作者对农工商关系有正确的认识和把握
,

此其三
。

4
.

2 管理有章可循

农业生产
,

其实质是对土地之改造和对天时之利用
,

人在其 中起主导作用
,

改造和利

用效果均与人的生产知识
、

生产行为
、

生产技能密切相关
。

故如何管理以提高生产者农技
、

农识水平
,

便是管理者的要务
。

吕书精心策划设计的《上农 》诸篇
,

即是为各级官吏提供的

农业技术知识手册和基本管理模式
。

在农政方面
,

《上农 》为管理者确定的根本指导方针和任务是
,

政务
、

军事
、

工程兴建等

不得有损农时农事
; 督促劳动者趋时农作

,

不为异事
。

在农技
、

农识方面
,

为管理者制定了

教民稼墙的基本技术知识纲要与管理规范
。

既规范管理者的管理活动
,

又 规范生产者的生

产活动
。

4
.

3 精耕细作以技术集约为特征

增加农产品的基本途径有二
,

一是扩大土地耕种面积
,

一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前者

以广种薄收为特征
,

后者以精耕细作为基础
,

吕书农业管理更为看重后者
。

由于当时铁器

的出现和运用
,

以及农业技术的发展
,

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

它与扩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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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相比
,

似为更加省力
、

有效的增产途径
。

当然
,

长期战争割剧导致人 口减少
,

劳动力不

足
,

亦为广土辟地的限制因素
。

然无论当时社会背景如何
,

作者用 3/ 4 篇幅长论农业技术
,

绝不是炫背其政治家的渊博学识
,

而显示出了作者管理农业生产的一种思想主张
,

这就是

以技术任地的精耕细作思想
。

这种观点的形成
,

大致是对先秦农家学说
,

特别是后樱学派

的继承和发展
,

主张以技术任地
,

精耕细作
; 同时亦受法家思想的影响

,

主张加强劳作
,

勤

谨治田
。

李惶最早在魏国曾
“
尽地力之教

” ,

也具有精耕细作的特点
,

但以劳动集约为特征
,

而 吕书强调的精耕细作
,

则以技术集约为主要特征
,

两者存在本质差异
。

它标志着农业管

理思想由要求人尽其力向人尽所能的重要转折
。

5 结 语

《上农 》诸篇
,

首次构 建了完整的农业管理模式
,

形成了相对科学的农业管理思想体

系
,

奠定了国家宏观农业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基础
。

它对后世农业发展与管理影响深远
,

时

至今日
.

其影响犹存
。

我国目前实施的
“

一靠政策
.

二靠科技
”
的农业发展战略

,

从 《上农 》诸

篇 中大致可以找到其史影或思想渊源
,

因此
,

研究 吕书农业管理思想不仅具有学术价值
,

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

特别是在当前农业基础地位薄弱
、

农业生产不稳
,

农业
、

农村
、

农民问

题 日益突出之际
,

研读此书或许不无启迪和借鉴价值
。

致谢
:

本文承蒙樊志 民博士指导
.

邹德秀
、

张波教授审阅指正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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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e e h n ie a l s u p e r v i

-

5 i o n a n d k n o w le d g e i m p a r t a t i o n ,

w h i e h e o n s t i t u t e s t h e id e o l o g ie a l s y s t e m o f a g r ie u lt u r a l

m a n a g e m e n t w i t h s p e e i a l e m p h a s is o n f a r m in g a n d t h e e o m b i n a t i o n o f m a n a n d h i s e n v i
-

r o n m e n t
, a n d m a n i f e s t s t h e o b j

e e t i v e s o f a g r i e u l t t l r a l m a n a g e m e n t a im i n g a t o b t a i n i n g

m a x i n l u m y i e ld
,

g o o d f a r m e r s a n d s o e i a l s t a b i l i t y
.

T h is b o o k 15 o n e o f t h e e l a s s ie s o n a -

g r i e u l t u r a l m a n a g e m e n t i n a n o i e n t C h i n a
.

K e y w o r d s L o s h i C h u n q i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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