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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农业有万年以上的发展历史。
自有农业产生以来，它始终是我国国民经济最主要和最重要的生产部门。
&ldquo;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rdquo;成为国人的共识。
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发明创造很多，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科学技术经验。
17世纪以前我国的农业科学技术一直居于世界前列，l7世纪之后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仍向纵深发展。
19世纪西方实验科学传人我国，近代农业科学技术在我国得到发展。
总之，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历史悠久，农业遗产非常丰富。
学习中国农业科技史，就是要认识中国丰富的农业遗产，继承和发扬中国农业的优良传统，从而走出
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农业科技史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科学技术的起源、演变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
所以农业科技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农业科学技术。
它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武器，以现代自然科学和农业
科学知识为工具，探讨、分析和总结农业科学技术遗产，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中国农业科技史》的历史时期包括原始社会时期、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以及近代若干阶段。
当原始社会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其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产生了原始农业。
我国经营农业的历史，一般是从新石器时代初期算起的，原始农业与新石器时代相始终。
原始农业时期生产工具以磨制的石器为主，也广泛使用骨、蚌、木器，农业生产基本只有种、收两个
环节，实行撂荒耕作制，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阶级社会。
夏、商、西周时代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农业技术有了初步发展，精耕细作农业已经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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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原始农业的出现，是人类改造自然所取得的一个巨大成功。
文明的产生及发展与之息息相关。
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世界上农业出现最早的地区之一。
　　黄河流域已发现的最早的农业文化遗存是距今1.2万~1万年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从地层的花粉
分析发现有较多的禾本科植物。
出土有石磨盘、石磨棒、骨锥和直口罐等夹砂陶器，还有猪、狗的骨骼，可能已属家畜。
南庄头遗址是迄今华北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很可能已初步出现
了辅助性的农业生产。
　　黄河流域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主要有分布在河南中部的裴李岗文化、分布在河北中南部的
磁山文化和分布在陇中、关中的老官台文化（或称大地湾文化）等。
这几种文化距今约有七八千年之久，文化面貌上有许多共同点。
种植业已是当地居民最重要的生活资料来源。
出土的农具配套成龙，从砍伐林木、清理场地用的石斧，松土或翻土用的石铲，收割用的石镰，到加
工谷物用的石磨盘、磨棒，一应俱全，制作精致。
主要作物是俗称谷子的粟（如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了大量窖藏的粟）和俗称大黄米的黍（如甘肃秦
安大地湾遗址发现了迄今最早的、距今7000余年的栽培黍遗存）。
采猎业是当时仅次于种植业的生产部门。
人们使用弓箭、鱼镖、网罟等工具进行渔猎，并采集朴树籽、胡桃等作为食物的重要补充。
养畜业也有一定发展，饲养的畜禽有猪、狗和鸡，可能还有黄牛。
与这种以种植业为主的综合经济相适应，人们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其标志就是农业聚落遗址的出现
。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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