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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民要术》农业经济管理思想探析
颜玉怀　惠富平

(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 ,陕西杨陵 712100)

　　摘　要　揭示了《齐民要术》的农业经济管理思想成就和价值 ,从五个方面总结了其基本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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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胡寄窗先生认为
[1 ]

: “学者一向将《齐民要术》仅看作是一部伟大

的古代农书 ,忽略了它所涉及的范围不止于农业生产技术 ,对于指导地主阶级如何经营管

理他们的田庄也是它很重要的内容。将《齐民要术》看作是封建地主经济的经营指南 ,远比

将它仅看作农书要恰当得多。”在科学尚不分化的古代 ,许多学科及其知识是交织综合为

一体的 ,《齐民要术》正是如此。从农学角度看 ,它引经据典 ,调查实验 ,使北方旱农技术形

成体系 ;从经济学角度看 ,它吸收前人经验 ,总结和提出了不少重要的经济管理主张 ,并融

会贯通为一定的思想体系。只不过长期以来 ,人们多从农业科技角度来认识和研究它 ,致

使该书的经济管理思想内容及其价值至今未被充分揭示出来。故本文拟就此展开讨论 ,以

探明《齐民要术》的经济管理思想成就 ,为现代农业经济管理提供历史借鉴。

1　“用力少而得谷多”的管理目标

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的统一。在一定条件下 ,人的干预能力增强 ,劳

动投入增加 ,产量收入亦随之上升。因此先秦时期就十分重视农业劳动力的投入 ,提倡“勤

谨治田”和“强力疾作”。《齐民要术》撰者贾思勰对此似有同感。他引用多种传统说法和文

献记载表达了自己的思想 ,如“人生在勤 ,勤则不匮。”“力能胜贫 ,谨能胜祸。”“四体不勤 ,

思虑不用 ,而事治求赡者 ,未之闻也。”“惰者釜之 ,勤者钟之。”“朝发而夕异宿 ,勤则菜盈倾

筐。”等
[2 ]

,这说明贾氏完全赞同“勤劳”的主张。因为 ,“谷非地不生 ,地非民不动 ,民非作力

毋以致财。天下之所生 ,生于用力。” [3 ]也即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但是 ,劳动是人的生产行

为 ,劳动过程是人的体力与智力的综合体现 ,人的个体差异 ,必然导致等量劳动投入不一

定能够取得相等的收入。在方法、措施得当的情况下 ,较少的劳动投入可以获得较多的收

入 ,而方法、措施欠妥时 ,劳动投入再多 ,收入也不会很高。因此 ,贾思勰在赞同勤劳的同

时 ,并不一味追求劳动投入的增加 ,而是要考虑投入与产出的比率关系 ,以最少的投入得

到最大的产出。贾思勰以极通俗的语言“用力少而成功多”或“用力少而得谷多” [2 ] ,把这个

经济学原理揭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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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 ,经济管理的目的和意义正在于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和措施 ,包括有效地组织劳

动力 ,合理地配置生产要素 ,在投入相等的情况下提高收入。所以 ,“用力少而得谷多”不仅

是一条经济原理 ,而且是地主、自耕农或其它形式的生产单位力求的管理目标。

2　“顺天时 ,量地利”的方针

不违农时和因地制宜自古便是农业生产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但贾思勰的认识更进

一步 ,把它们与投入和产出联系起来 ,作为达到“用力少而得谷多”目标的前提条件。他指

出: “顺天时 ,量地利 ,则用力少而成功多 ,任情返道 ,劳而无获”
[2 ]

。就是说 ,农业生产只要

能顺应天时变化规律 ,根据土壤所宜安排生产项目 ,就可以用较少的劳动投入获得较多的

产出。如果任凭主观违反自然法则 ,就会白费劳动 ,没有收获。他还把后者形象地比喻为

“入泉伐木 ,登山求鱼 ,手必虚 ;迎风散水 ,逆板走丸 ,其势难。”
[2 ]

。

其实 ,要实现“用力少而得谷多”的目标 ,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学习种田之法 ,采取合

理的技术措施、高效率的农具等来实现。他摘录《汉书 食货志》一例: “边城、河东、弘农、三

辅、太常民 ,皆便代田 ;…用力少而得谷多。” [2 ]他对各种作物栽培技术等问题详为记述 ,其

目的也在为生产者提供“用力少而成功多”的一整套方案。但无论如何 ,不管采取什么样的

方法 ,首先必须“顺天时量地利” ,只有坚持这个基本方针 ,其它技术和方法才能有好的效

果。所以 ,贾氏对天时、地利问题的认识 ,已经不再囿于农业生产自然规律本身 ,而是作为

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提出来的 ,即从投入、产出的比率角度看待自然规律 ,把是否尊重自

然规律与经济效益大小联系在一起 ,突出了自然规律的作用和经济价值。

3　“量己力”与“少好”原则

贾思勰在提出“不仕则农”的治生之道后 ,紧接着提出农家经营决策的一项重要原则。

他说: “凡人家营田 ,须量己力。宁可少好 ,不可多恶。” [2 ]也就是说 ,凡是经营耕种田地的人

家 ,必须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 ,宁可少一些把它经管好 ,也不要贪多而使其经营不善。这是

从一个家庭角度首次探索经营规模问题。先秦时期曾有“人地相称”的主张 ,认为人口和土

地之间应当保持一个合适的数量比率 ,以使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皆得到充分利用。为了达

到人地之间的平衡 ,也采取过“民胜其地务开 ,地胜其民者事徕” [4 ]的政策和措施。但这仅

着眼于人口与土地之间的数量关系 ,且作为一项宏观经济管理主张而提出。司马迁在《货

殖列传》中提出了“富无经业”的观点 ,意在根据自身特长和实际择定职业 ,并倡导专业化

的大规模经营 ,列举了许多“素封”之家的经营实例。可以说秦汉以前人们已经初步觉察到

劳动力与土地之间的平衡关系 ,以及规模经营方式的经济意义 ,但遗憾的是没有触及到经

营规模的核心问题 ,即确定规模大小的原则和依据。这一点 ,贾氏不但注意到了 ,而且提出

了正确的主张:经营规模必须与“己力”相适应。当然“己力”是一个家庭经济状况的综合体

现 ,包括劳力、智力、物力、财力等 ,而不是单纯指劳动力的数量。

贾氏提出这个原则 ,既出于他对经营规模与家庭自身条件相互关系的深入考察 ,也源

于他在农业经营方式
[2 ]
上所持的正确态度。由粗放经营、广种薄收转变为精耕细作、集约

经营 ,是农业经营方式的进步 ,也得到思想家的大力倡导。先秦时期李悝曾就“尽地力”问

题指出: “治田勤谨 ,则亩益三斗 ,不谨则损亦如之。” [2 ]这说明人们早就对精耕细作与粗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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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作过比较研究 ,认识到了前一种方式所具有的较高效益。贾氏无疑也是赞成精耕细

作、集约经营方式的。他认为谚语“顷不比亩善” ,即是说“多恶不如少善也” [2 ] ;区田收粟亩

可过百石 ,“少地之家 ,所宜遵用之。” [2 ]既然精耕细作有利可图 ,那么为什么还会存在粗放

经营呢?贾氏显然是看到了经营规模与经营方式之间的因果关系: 超过自身力量的经营规

模 ,必然导致经营方式粗放化。故劝告农家营田须量己力 ,“宁可少好 ,不可多恶”。

由是观之 ,贾氏对土地经营规模问题的认识 ,不仅从经济管理角度 ,而且从具体的生

产方式角度进行了考察 ,提出确定土地经营规模遵循“量己力”和“少好”原则的依据 ,称得

上是古代农业经济管理思想中非常重要的观点之一。

4　发展商品农业

从《齐民要术》内容来看 ,贾思勰十分关注商品性农作物生产 ,把它看作治生富家的重

要途径之一 ,具有显明的发展商品农业的思想。

他对城郊地区的生产经营项目作了如下规划: “如去城郭近 ,务须多种瓜、菜、茄子等 ,

且得供家 ,有余出卖。只如十亩之地 ,灼然良沃者 ,选得五亩: 二亩半种葱 ,二亩半诸杂菜。

似校平者 ,种瓜、罗卜。其菜 ,每至春二月内 ,选良沃地二亩 ,熟 ,种葵、莴苣。”
[2 ]
从这里可以

看出 ,贾氏已经认识到了地理位置与商品农业的相互关系。城市居民众多 ,蔬菜需求量较

大 ,这样的城郊就有了发展商品蔬菜生产的有利条件。故应该选择肥沃之田大量种植蔬

果。其要求之高 ,比率之大 ,足见对商品农业的重视。

他对林木生产项目的安排 ,亦主要是基于商品化考虑。榆树“能种一顷 ,岁收千匹”
[2 ]

,

柘树“条直异于常材 ,十年之后 ,无所不任” [2 ] ;如植 2公顷 ( 30亩 )共 64 800棵杨柳 ,则“百树

得柴一载 ,合柴六百四十八载 ,载直钱一百文 ,柴合收钱六万四千八百文。” [ 2]

以上两方面明确地反映出贾氏主张发展商品农业的思想倾向。但是 ,贾氏的主张并不

是想真正以此来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 ,而是对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造成的高额商业

利润的一种反应。他仍然将比较利益偏低的粮食生产放在重要地位 ,只是依据因地制宜的

原则 ,主张在“白地薄地不宜五谷者” [2 ] ,或“下田停水之处不得五谷者” [2 ]等自然条件较差

的地方植树造林。这既充分利用了土地资源 ,又适应了林木不择地势的特性 ,可以“无牛犁

种子人工功之费 ,不虑水旱风虫之灾 ,比之谷田劳逸万倍” [2 ]。在城郊便于商品蔬菜种植的

地方 ,虽强调多务蔬果 ,面积也不过与粮食作物对分 ,不是完全的商品化生产。

由此可以看出 ,贾氏把商品农业生产只是作为增加家庭收入的辅助手段来看待 ,仍然

未完全摆脱自给自足思想的束缚。

5　生产管理与货殖管理并重

生产管理是农户家庭管理的重要内容 ,其实质就是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保证栽培和饲

养对象健壮生长发育 ,获取较多农产品。但无论采取何种手段 ,最终都在通过技术操作方

法和措施起作用。若果不懂得农业生产技术、组织方法、监督措施 ,其他条件再好 ,都难以

取得丰收。所以农户家庭的生产管理应当以技术措施为中心 ,把它作为夺取高的重要途

径。贾思勰对此是有深刻认识的 ,他认为不懂得技术要领是导致家庭日用缺乏的主要原

因。他警告说: “若昧于田畴 ,则多匮乏。” [ 2]基于这样的认识 ,他辑录了文献中的 ,以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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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询访而得来的大量农业技术知识 ,系统叙述了从耕地、整地 ,到播种、间苗定苗、中耕

除草、施肥、灌溉、收获等作物生产全过程的一系列技术方法和要求 ;全面记录了各种作物

的栽培、各种家畜的饲养乃至于养鱼 (包括选种、繁育、保护、管理、疗病等 )及其产品加工

利用技术。其范围之广、技术之详远超过前代农书。占《齐民要术》内容绝大部分的技术措

施和要求 ,除继承了《 胜之书》、《四民月令》等农书的内容和思想外 ,许多是《 胜之书》

中未曾记载 ,而通过广泛搜集其它文献和亲自调查实践后得来的 ,比如林木、畜牧技术 ,大

大扩充了技术记载范围 ,以便经营者根据实际需要选择采用。另外还弥补了《四民月令》中

只记操作时令而未记具体技术方法之不足。可见 ,贾氏对生产管理的要求 ,注重于操作规

范 ,技术措施的精细、适当、实用 ,明确地体现出技术决定产量和收入的思想。

除了生产以外 ,货殖也是增加家庭收入的另一来源。在货殖管理方面 ,贾氏基本上接

受了司马迁《史记 货殖列传》和崔 《四民月令》的经营谋略和管理模式 ,比如根据季节供

求关系选择经营时机 ,从而赚取季节差价 ;主张多种经营和规模经营等。

可以明确看出 ,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由贾氏融为一体 ,克服了以前或只重技术 ,或只

重经营的弊端 ,使生产与经营同为农户家庭管理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方面。

以上仅分析了《齐民要术》在经营管理方面的五个基本观点。其实在人、财、物、信息等

管理方面 ,是书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限于篇幅 ,不能一一举列。然仅此足以说明《齐民要

术》具有丰富的经营管理思想内涵及其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而且它的出现要早

于国外若干世纪 ,“称它为全世界最早最完整的封建地主的家庭经济学”
[1 ]

,诚不虚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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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alues and achievem ents of ag ricultura l economic management in

Qimin Yaoshu a re fi rstly put forw ard in this paper, and its essential ideas and view points

a re summed up as w 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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