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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古籍汗牛充栋，复杂纷繁，难以厘清，于是有“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的俗语。
就史论史，廿四史或廿五史，无非是围绕几十个朝代讲述改朝换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历史，加上几千年
积累起来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四库全书》将它们分成经、史、子、集四大类，著录的书籍多
达10254种，172860卷。
可是这样浩如烟海的史料，对于为这场波澜壮阔的历史演出提供物质基础的农民和农业的发展脉络，
留给后人的则十分有限，在《四库全书》的子部只据有一个小小的农家类的位置而已。
　　为了挖掘、整理中国的农业遗产，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2002年出版的《中国农业古籍目录》正
编，收录的农书存目共有2084种，比原北京图书馆主编的《中国古农书联合目录》收录的643种，多
了1441种。
《中国农业古籍目录》还有四个副编，所收的中国农业古籍佚目加上台湾省、日本、美国收藏的中国
农业古籍目录，总共得3705种。
这个数字较之《四库全书》的浩瀚卷帙亦显得不成比例。
这就是从事农学史研究者面临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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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绪论之下分四大编展开叙述，即是很好的说明。
本书第一编先秦时期的农学，第二编为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学，第三编为隋唐宋元时期的农学，
第四编为明清时期的农学。
这个分法合乎中国农学史内在发展的规律。
先秦时期，农学还处于萌芽期。
秦汉魏晋南北朝是关键时期，因为这一时期是中原的农耕民族与西北的游牧民族进入反复融合的时期
，《齐民要术》是典型的代表。
隋唐宋元时期则是北方农业开始停滞，南方农业大发展的时期，大量反映南方农业生产和农学思想的
农书，都产生于这个时期。
明清时期则是传统农业生产和农学思想步人高峰然后停滞不前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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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论    一、中国农学发展的历程    二、中国农学的基本内容    三、中国农学概念的演变    四、农家和
农书    五、中国农学史研究的现状及本书的写作思路第一编　先秦时期的农学　第一章  中国农业的起
源及原始时代的农学知识　　第一节　中国农业的起源    　一、农业起源神话    　二、考古所见的中
国史前农业　　第二节　原始农业技术    　一、原始耕作技术    　二、原始动物驯养　第二章　夏商
西周时期的农学知识　　第一节  甲骨文、金文中所反映的农业知识　　第二节　《诗经》中的农学
知识 　　 一、《诗经》中所反映的农业经济　　  二、《诗经》中所载农具耕作方式　　  三、《诗经
》中的农时　　  四、《诗经》中的土地利用和土壤耕作　　  五、《诗经》中作物栽培及田间管理-　
　  六、《诗经》中的园艺、畜牧和蚕桑　　  七、天命主宰的农学思想　　第三节　《尚书》中的农
学内容　　第四节　最早的土壤学著作：《禹贡》　　  一、“土”与“壤”　　  二、《禹贡》的写
作时代 　　 三、《禹贡》中的土壤学知识　　第五节　最早的农业历书：《夏小正》  　　一、农时
概念的出现  　　二、《夏小正》 　　 三、《夏小正》中的农业　　第六节　《周礼》关于农业的论
述　　  一、《周礼》中的农官　　  二、五谷、六畜及其分布　　  三、谷物种植业（三农稼穑）　　
 四、畜牧兽医　　  五、农产品的加工与储藏  　　六、园艺和山林 　　 七、《周礼》对农学发展的
影响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传统农学的形成　附录：“却走马以粪”解第二编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的农学　第四章  秦汉时期的农业　第五章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学著作　第六章  《齐民要术》第
三编  隋唐宋元时期的农学　第七章  农学与社会　第八章  私人农学传统　第九章  《陈募农书》　第
十章  官方农学传统的形成　第十一章  元代的三大农书　第十二章  专业性谱录类著作的农学成就第四
编  明清时期的农学　第十三章  明清农学发展的背景　第十四章  官方农学传统的发展　第十五章  地
方农学传统的发展　第十六章  农学专业化趋势的发展　第十七章  农学理论的深化　第十八章  徐光启
和《农政全书》　第十九章  中外农学的交流与融会结论和讨论附录：古农书出版情况（1954—2005年
）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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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编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学　　第四章　秦汉时期的农业　　第一节、秦汉时期的农业
政策与技术　　二、贾谊和晁错的农业思想　　由于秦朝的统治过于短暂，继起的汉朝，汲取了秦朝
苛政暴敛的教训，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尤其是注重发展农业生产。
在汉初农业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有两个特别关键的人物，一是贾谊，一是晁错。
他们是文帝时期的政治家。
贾谊曾上书文帝，主张积贮：“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
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
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
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
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
”晁错上书文帝主张贵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
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
”　　贾谊和晁错的主张对当时和后来中国的农业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汉文帝和景帝统治时期就采取过入粟拜爵、减租免税等惠农政策，直接推动了汉初社会经济的繁荣
。
也为汉武帝施展其雄才大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汉武帝即位初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业生产高潮。
《史记?平准书》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
，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
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居官者以为姓号，人
人自爱而重犯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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