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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政全书》的主导思想是“富国必以本业”，所以他把《农事》三卷放在全书之前。
其中《经史典故》引经据典阐明农业立国之本；《诸家杂论》则引诸子百家言证明古来以农为重；此
外兼收冯应京《国朝重农考》，其意皆在“重农”。
徐光启的“农本”思想，不但符合泱泱农业大国既往之历史，而且未必无补于今时。
当前，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仍然是国家决策的重要内容。
从这一点出发，徐光启的“农本”思想仍有合理素可取用于现时。
    《农政全书》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古农书，尤如一座含金量很高的富矿有待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所以
，岳麓书社适应形势发展之需要。
决定刊行以简体字排版的新校注本《农政全书》。
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既便于阅读与研究，又便于收藏的古典名著新版本，为弘扬优秀的优统文化做实
实在在的工作，这无疑是有益于社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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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古之圣人，畴不重农政哉①?垂于诗书者，彰彰也。
然其文烦，其旨约。
故经典之言，著其尤要者，以明所始。
  《汉书·艺文志》载农家者流，其书多不传。
今所采全篇者，惟《管子》、  《吕览》②。
其单辞杂说，诸子百家皆有之，如汜胜之之流最多。
然散见于诸书，不备论。
后之汇其全者，则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也③。
宋元以后为农书者，孟祺、苗好谦、畅师文、王祯之流也④。
国朝为种艺之书者，俞贞木、黄省曾之属也⑤。
外若冯应京《月令广义》虽纪岁时，李时珍《本草纲目》虽为医药⑥，而取材甚博，故多采择焉。
    夫金银钱币，所以衡财也，而不可为财。
方今之患，在于日求金钱而不勤五谷．宜其贫也益甚。
此不识本末之故也。
二祖列宗，明农知依，著于功令者惶惶尔，莫详于冯慕冈先生《重农考》，故全载之。
    井田之制，不可行于今，然训遂沟浍．则万古不易也：今西北之多荒芜者，患正坐此。
故玄扈先生作《井田考》⑦，著古制以明今用。
    内则关、陕、襄、邓、许、洛、齐、鲁，外则朔方、五原、云代、辽西，皆耕地也。
弃而芜之，专仰输鞔，国何得不重困?与语开垦播植之事，则疑骇而弗信。
不知古者列国之时，何以自立?岂皆倚籴于邻境耶?国家设官，多兼领营田、屯田之职，抚道皆载敕书
，今则挂壁耳。
然愚以为当专责之贤守令。
古之修厥绩者，史不胜书。
今列林侍御、诸葛令及玄扈先生之论⑧，以其近而切也。
 卷  之  九    农 事        开  垦下玄扈先生《垦田疏》曰：    京东水田之议，始于元之虞集。
万历间，尚宝卿徐贞明踵行之。
今良涿水田，犹其遗泽也。
职广其说，为各〈省直〉[直省]概行垦荒之议①。
然以官爵招致狭乡之人，  自输财力，不烦官帑，则集之策不可易也。
集之言曰：  “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北极辽海，南滨青、齐，萑苇之场也。
海潮日至，淤为沃壤。
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为限。
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之长。
千夫、百夫亦如之。
三年后，视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额，以次渐征之。
五年有积蓄，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不废。
得世袭，如军官之法。
”职按：集所言海滨之地，今斥卤难用，其可用者，或窒碍难行。
而海内荒芜之沃土至多，弃置不耕，坐受匮乏，殊非计也。
职故祖述其说，稍觉未安者，别加裁酌，期于通行无滞。
今并条议事宜，列款如左。
    一、垦荒足食，万世永利，而且不烦官币。
招徕之法，计非武功世职如虞集所言不可。
或疑世职所以待军功，今输财力以垦田而得官，与事例何异?则职尝辩之矣。
唐、虞之世，治水治农，  禹、稷两人耳，  而能平九州之水土，粒天下之丞民②。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政全书(上下)>>

  当时之经费，何自出乎?盖皆用天下之巨室，使率众而各效其力，事成之后，树为五等之爵以酬之。
  《禹贡》一篇，所以不言经费，第于则坏成赋之后③，终之曰锡土姓而已④，故曰建万国以亲诸侯
。
若必以军功封，则生民之初，何所事而得万诸侯乎?后来兼并之世，乃以武得官。
则生人而封，比之杀人而封者，犹古也。
况虞集尚言世袭如军官之法，职所拟者，不管事，不升转，不出征，  空名而已。
田在爵在，去其曰，去其爵矣，即世袭，又空名也。
名为给之禄，禄其所自垦者，犹食力也。
事例之宫，为天下之最大害者，为其理民治事管财耳。
卫所之空衔，安得与事例比乎?今之事例，岁不过六十万。
此法行不数年，而公私并饶。
即事例可罢，欲重名器，尤宜出此。
但恐空衔无实，人未乐趋，故必以空衔为根著，而又使得入籍登进以示劝。
凡狭乡之人才必众，进取无因，以此歆之，  自然麇集。
又疑土著之民不能相容，则另立屯额科举乡试⑤，不与土人相参也。
以此均民而实广虚，甚易矣。
或又疑举额加增，则仕途壅滞。
不知今之壅仕途者，非科贡也，事例也。
今垦田入学，其中式以渐增加⑥。
若增至百名，则垦田已得千万亩，岁入至轻，亦得百余万石。
而藏富于民者，更不可数计矣。
此时渐革事例，以单人入选，犹患其少耳，何壅滞之有!   刮车  上水轮也。
其轮高可五尺，辐头阔于六寸。
如水〈颇〉[陂]下田，可用[具].先于岸侧,掘成峻槽,与车辐同阔.然后立架安轮,轮轴半在槽内。
其轮一端，擐以铁钩木拐，一人执而掉之，车轮随转，则众辐循，刮水上岸溉田，便于车戽。
    玄扈先生日：此必水与岸相去止一二尺，方可用。
若岁用以出水圩外尤便。
若并流水，便可激轮出入，则不烦人畜，其利甚博也。
    桔槔  挈水械也。
《通俗文》日：桔槔，机汲水也。
《说文》日：桔，结也，所以固属。
槔，皋也，所以利转。
又日：皋，缓也。
一俯一仰，有数存，不可速也。
然则桔其植者，而槔其俯仰者与？
《庄子》日：子贡过注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圊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然用力甚多，而见功
。
子贡日：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
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
又日：非引人者也。
故俯仰不得罪人于人。
今波濒水灌园之家多置之。
实古今通用之器，用力少而功多者。
    辘轳   缠绠械也。
《唐韵》云：圆转木也。
《集韵》作犊辘，汲水木也。
井上立架置轴，贯以长毂，其顶嵌以曲木，人乃用手掉转，缠绠于毂，引取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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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用双绠而顺交转。
所悬之器，虚者下，盈者上，更相上下，次第不辍，见功甚速。
凡汲于井上，取共俯仰则桔槔，取其圆转则辘轳，皆挈水械也。
然桔槔绠短而汲浅，独辘轳深浅俱适其宜也。
    玄扈先生日：此太拙，不如吸法为妙。
吸法有二：一用人力，工费力省。
一不用人力，作之少费工料，用之却甚利益。
    三已曰壶    炼铜以为壶，壶之容，半加于双筒之容。
其形椭圜，腹广而上下龛之。
龛之度，视广之度杀其十之二。
当其龛而设之盖。
壶之底，为椭圆之长径，设两孔焉皆在其径。
孔之椭圜，其大小也与管之上端等。
融锡而合之。
壶之两孔，各为之舌而斡之。
舌之制，如筒中之舌也。
壶之内，  当两孔之中而设之纽，两舌之枢悉系焉而开阖之，左右相禅也。
当盖之中，为圜孔焉，而合于中筒。
盖之合于壶也欲其无罅也。
既咸，以铁为双环，而交缠束之。
当其合而锢之锡，以备缮治也。
夫水之入于管也，左右禅也，而终无出也。
水从管入者，以提柱之逼之也，则上冲而壶之舌为之开，以入于壶。
水势尽而彼舌开，则此阖矣。
是代入于壶也，而终无出也。
其代入也，壶为之恒满而上溢。
其终无出也，而有筒之容，以俟其底之入也。
故曰壶者水之总也，水所由续而不绝也。
    注日：半加容者，如之又加半焉。
如双筒共容四升，则壶容六升也。
弁，敛也，腹广而上下弁，如本篇二图，  甲乙丙丁形是也。
盖者，戊己庚辛也。
椭圆之长径，底图之乙丙是也。
二孔者，未申也，酉戌也。
皆在其径者，二孔之心，在乙丙线之上也。
二孔椭圆者，如酉戌短，乾亥长，  以合于一图之未申己庚也。
二舌者，寅卯也，辰午也。
纽者，子丑也。
以枢合纽，令寅卯之板，恒加于未申孔之上，  向丙而开阔之也。
辰午加于酉戌，亦如之，左右相禅也。
盖之圆孔，庚辛是也。
盖合于壶者，  己戊加于甲丁也。
双环缠束者，本第三图之角亢氏房是也。
既锢之又束之者，水力大而易渫也。
        砻  磨破谷不致损米。
就用拐木，窍贯砻上。
掉轴以绳悬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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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力运肘以转之，日可破谷四十余斛。
方谓之木碣，石凿者谓之石木碣。
砻、礓字从石，初本用石，今竹木代者亦便。
又有废磨，上级已薄，可代谷砻，亦不损米。
或人或畜转之，谓之砻磨。
复有畜力挽行大木轮轴，以皮弦或大绳，绕轮两周，复交于砻之上级，轮转则绳转，绳转则砻亦随转
。
计轮转一周，则砻转十五余周。
比用人工，既速且省。
    辗  《通俗文》曰：石硝轹谷曰辗。
《后魏书》曰：“崔亮在雍州，读《杜预传》，见其为八磨，嘉其有济时用，因教民为辗。
”玄扈先生曰：后魏臣工，最多留心民事者，将上意所先耶?抑两汉遗人也?今以粝石，瓷为圆槽，周
或数丈，高逾二尺。
中央作台，植以箕轴，上穿干木，贯以石砥。
有用前后二硝相逐，前备撞木，不致相击。
仍随带搅杷，畜力挽行。
循槽转辗，日得米三十斛。
近有法制辗槽，法制：用沙石、芹泥，与糯粥同胶和之，以为圆槽。
下以木棰缓筑实，直至干透可用。
轹米特易，可加前数，此又辗之巧便者。
玄扈先生曰：亮为仆射，奏于张方桥东，堰毂水，造础磨二十区，其利十倍，国用便之。
    海青辗  辊辗  世呼日海青辗，喻其速也。
但比常辗减去圆槽，就干栝以石辊。
加辊径可三尺，长可五尺。
上置板槛，随辗干圆转作窍。
下谷不计多，旋碾旋收，易于得米。
较之辗，过数倍。
故比于鸷鸟之尤者，人皆便之。
    玄扈先生日：江右木作槽辗，山右石作摇辗，皆取机势，倍胜常辗。
    连磨   连转磨也。
其制：中置巨轮，轮轴上贯架木，下承。
复于轮之周回，列人磨，轮辐近与各磨木齿相间。
一牛转，则八磨随轮辐俱转，用力少而见功多。
后魏崔亮在，读《杜预传》，见其为八磨，嘉其有济时用。
刘景宣作磨，奇巧特异。
策一牛之任，转八磨之重。
窃谓此虽并开载前史，然世罕有传者。
策一牛之任，转八磨之重。
窃谓此虽并载前史，然世罕有传者。
今乃寻绎搜索，度其可用，述此制度，既图于前，复叙于后，庶来者效之，以广食利。
图见水利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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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农政全书》，作者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先生，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出生于上海，进
士出身，先后任翰林院检讨、内书房教习、翰林院纂修、左春坊赞善、少詹事、洞南道监察御史、礼
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终于宰相位。
《明史·徐光启传》称：“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
及柄用，年已老。
值周延儒、温体仁专政，不能有所建白。
”这是对徐光启一生政治生涯的简要概括。
    徐光启政治上虽然无所建树，但却以其杰出之科学成就彪炳于中国历史上。
他是我国明代末年杰出的科学家，也是我国近代科学先驱者之一。
他在数学、天文历法、军事方面都有著述，但其平生用功最勤、影响尤为深远的，是对农业和水利的
研究。
诚如陈子龙所言：“其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
至于农事，尤所用心。
”其中主要代表作就是《农政全书》。
它在中国农学史上，如同《诗经》之于古典诗歌，《本草纲目》之于古代医药一样，成为我国传统农
学的代名词，可与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同悬诸日月，并列为我国农学著述之两大丰碑。
    《农政全书》共60卷，内容宏富，计有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
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12目。
全书既大量考证收录前代有关农业的文献，又有徐氏自己在农业和水利方面的科研成果和译述，堪称
为当时祖国农业科学遗产的总汇。
    徐氏编撰《农政全书》的主导思想是“富国必以本业”，所以他把《农事》三卷放在全书之前。
其中《经史典故》引经据典阐明农业为立国之本；《诸家杂论》则引诸子百家言证明古来以农为重；
此外兼收冯应京《国朝重农考》，其意皆在“重农”。
徐光启的“农本”思想，不但符合泱泱农业大国既往之历史，而且未必无补于今时。
当前，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仍然是国家决策的重要内容。
从这一点出发，徐光启的“农本”思想仍有合理因素可取用于现时。
    本书《凡例》言：“水利者，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矣。
水利莫急于西北，以其久废也；西北莫先于京东，以其事易兴而近于郊畿也。
”因地制宜兴修水利，并以此与屯垦储粮、安边保民、增强国力等措施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徐光启
农政思想又一重要方面。
书中“水利”一目，根据“丙北”、“东南”地理之不同，提出一系列水利工程规划及措施，并引王
祯《农书》的水利图谱以及熊三拔口述、徐氏本人笔记的《泰西水法》，这都是我国古代水利建设的
经验总结，是值得认真发掘和利用的历史文化遗产。
    书中“田制”之目有《井田考》一卷。
本书《凡例》云：“井田之制，不可行于今，然川遂沟浍，则万古不易也。
今西北之多荒芜者，患正坐此。
故玄扈先生作《井田考》，著古制以明今用。
”徐氏征引历代文献，研究田亩制度，并引王祯《农书》，介绍各种“田制”的不同特点及其利用情
况，目的是为了提倡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以期富国利民。
这些历史的经验，于今仍然有启迪意义。
    书中“荒政”一目，约占全书1/3以上，可见备荒救灾又是徐氏农政思想的重要内容。
徐氏如此重视荒政，出发点虽然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但其主张“预弭为上，有备为中
，赈济为下”之救灾方针，于国计民生不无好处。
徐氏所录之《救荒本草》与《野菜谱》，无论是饥馑之岁，抑或丰穰之年，于拓展人世养生资源方面
，功德无量，意义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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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书最有学术价值的是“树艺”、“种植”等目所记载的植物及其栽培方法。
据统计，《农政全书》目录上记有栽培植物159种，皆国人千百年来衣食住行取资之源。
徐氏以其慎审之科学态度，广征历史文献，加之实地调查，乃至亲自实验，因此书中所记植物之形态
、特征、价值及栽培方法，大多信而有征。
根据历史文献，发掘濒临绝种的珍稀植物，总结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有用植物的栽培方法，至今仍
为农学研究之重要课题。
从这一点来说，《农政全书》这部历史文献的实用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诚如辛树帜、王作宾先生在《一百五十九种栽培植物的初步探讨》一文中所言：“徐光启氏生于明末
，汇集了诸家的栽培方法，又记载了当时群众与自己试种的经验。
我们若说《泛胜之书》为历史上作物栽培各论形成的开始，《齐民要术》为奠定基础之书，把《农政
全书》视为集大成之作是很合理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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