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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跨区域农学知识传播方式的个案研究
“

—
以欲辅地区的水稻推广为例

杜新豪

摘要 由于交通不便与地 理空间的 隔 阂
,

古代跨区域农学知识 的传播方式很难被观察到
,

而 明清时期 钱

辅地 区水稻种植的推广 由于保存 了大量的原始文献
,

可视为考察长时段跨区域农业知识传播的一个经典案

例
。

本文详 细分析 了明清钱辅地 区 水稻推广 中的技术传播主体及传播方式
,

并对跨区域农学知识传播的优缺

点进行 了 简短的评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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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时期
,

绝大多数的人

都依赖土地里生产 出的粮食来过活
,

农业毫无

疑问是 当时整个社会最为倚重的生产部门
,

施

用的农业技术水平的优劣直接影响农业产量的

高低
,

先进农业知识的传播因此也成 为传统社

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

传统村域或镇域的近距离

农业知识传播模式较为简单
,

基本分 为以下两

种情况 即乡邻之 间横向的人际传播与官方或

乡绅精英 自上而下的对先进农业技术的纵向推

广
,

其 中乡邻之间人际传播农业技术在当时占

有绝对主要的地位
,

由于当时识字率偏低
,

官方

的劝农文书在乡村野夫眼中只是 , 于行蛇叫字

相续
” ,

根本就无从读懂
,

所以造成
`

是州皆有劝

农文 父老听来似不闻
” ' 」̀卷一 '

怕勺情形 在农业

技术传播方面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

与短距离农业知识传播不 同
,

由于古代交

通的不便与各地方的相互隔阂
,

加之跨区域农

业技术传播大多是零散
、

无序的个人行为
,

使得

跨区域的农业传播的案例难于考察与寻觅
,

如

尽管成书于华北的 《齐民要术 》中就记载了某些

江南水稻品种和农业生产技术
,

但是我们却无

从 了解这些农业知识是经由何种途径在南北两

个区域间流动的
。

明清两代江南赋税重
,

水稻种

植寸土无间
,

而北方土地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利

用
,

所以南方的士人或官员就开始在北方尤其

是首都附近地区 即箭辅 推广水稻种植
,

以希

望 解决北 方的粮食 自给
,

改变仰 食江南 的局

面
。

这场延绵明清两代的水稻推广活动在正史
、

实录
、

地方志和个人文集中留下了大量印记
,

这

些资料给我们观察传统时代长时段跨区域的农

业技术传播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理想样本
。

在 明清的跨区域稻作推广中
,

稻作技术是

通过何种途径从江南传播到北方的 哪些人是

这次技术传播的主体 文本知识传播与人际师

承 传播在稻 作技术传 播中各 自起 了怎样 的作

用 这种长距离技术传播的优缺点是什么 这就

是本文所力图解决的问题
。

一
、

文本知识传播方式

宋代以降
,

由于印刷业的兴旺发达
,

书籍流

通日广 大大改变了传统的知识传授方式
。

以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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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为例
,

通过阅读医学经典
,

越来越多自学成医

的医家开始出现
,

数量超过了以往 占主流的师

承与家族传授的方式
。

如名列医学
“

金元 四大

家
”

之首的刘完素就是通过阅读医书而成为一

代名医的
。

但在农学领域 文本对知识传播的作

用要小得多
,

清代提倡北方水稻种植的吴邦庆

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

后世农勤未耗
,

而士习章句
,

判若两途 故

农 习其业
,

而不能笔之于 书 士鄙其事
,

而 未由

详究其理
。

即今世传有 《齐民要术 》
、

《农桑辑要 》

诸书
,

亦不过供学者之浏览
,

于服田力墙者毫无

稗补也
。 。 」

尽管对文本传授农业知识的方式持消极态

度
,

但吴 氏在提倡兴修箭辅水利
,

发展营田种稻

的事业中
,

却又十分重视前人的文本资料
,

并孜

孜不倦地进行搜集
。

他幼年时就曾多次查访陈

仪撰写的 《直隶河渠志 》
,

但惜而未得
,

继而在编

纂 《箭辅河道水利丛书 》时
,

打算
`

访诸乡郡藏书

家
,

如有先辈遗编谈斯事者
,

及留心水学之营

宿
,

片羽碎金
,

皆当续人
” “」` 并对文本知识在

农学技术传播 中的作用进行了不同的评价
,

转

而认为古农书所记载的水稻浸种
、

插秧等方法
,

如果
`

加意讲求 河为树艺灌溉之助
” 。 。 」̀

在明清两代箭辅地区水稻种植 中
,

尽管文

本知识传播并不 占主导地位
,

但书籍等文本知

识仍然在把江南先进的制田
、

稻作技术传到箭

辅地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我们以 《宝纸劝农

书 》与 《泽农要录 》为例
,

来分析文本知识在 向箭

辅地区传播农业技术所起的作用
。

《宝纸劝农书 》是明代袁黄在任宝纸知县时

所撰
,

意在向宝纸县农 民介绍南方先进的农业

技术
,

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

该书分为天时
、

地利
、

田制
、

播种
、

耕治
、

灌溉
、

粪壤
、

占验八篇
,

该书并不是对古农书刻板的摘录
,

在论述到具

体情况时
,

都能结合宝纸与嘉善 袁黄的家乡
,

浙江嘉善县 等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加以说明
。

在

《田制第三 》篇 中
,

袁黄介绍了井田
、

区 田
、

围田
、

涂田
、

沙田等田制
,

还对南方最为娴熟而北方不

能掌握的好田技术做了详细的介绍
,

对斥卤地

种稻的技术知识也做了说明
。

在第四
、

五篇中他

介绍了北方水稻泡种方法与南方水田的耕治方

法
,

在第六部分中
,

他论述了水利灌溉的方法
,

`

脸农书所载灌溉之法
,

备示我 民
,

相与循而用

之
” ,

对水闸
、

翻车
、

筒车
、

连筒
、

水转高车等加以

概述
,

并附有图画
,

以便使农 民直观认识
。

袁黄

广泛传播其 《劝农书 》
,

并且动用行政力量和奖

赏刺激的政策
, `

里老之下 人给一册
。

有能遵行

者
,

免其杂差
。 ” 」̀ 所以其技术传播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 史称
“

民尊信其说 踊跃相劝
。 ” 」̀ ”

《泽农要录 》为河北霸州人吴邦庆从古农书

中选辑有关开垦水田
、

艺享稻诸法并加上他在

江南的见闻所辑成
,

分为授时
、

田制
、

辨种
、

耕

垦
、

树艺
、

耘籽
、

培奎
、

灌溉
、

用水
、

获藏十部分
,

对北方人种植水田大有裨益
。

但由于相关史料

阅如
,

不知道此书在多大程度上被箭辅水田开

垦与水稻种植者所参考及其在指导实践中的作

用
。

但依靠文本来传播农业技术的方法是有缺

陷的
,

有些农业器具如水车等结构十分复杂
,

即

使有详细的文字介绍与绘制插图也并不保证能

够被复制出来
,

像结构复杂的龙尾车
,

就让吴邦

庆感到十分迷惘
,

他感叹道
`

其龙尾车 … …有

图有说
,

然按图求之
,

既不能了其制作之法
,

且

行历东南
,

观览灌溉之器
,

亦无仿佛斯制者
,

世

或有公输
、

马钧之流
,

微会悬解
,

仿而制之
,

亦齐

民利用之一端也
” 。 “ 」̀ ,袁黄也意识到了这一

点
,

在谈及翻车之时
,

袁氏告诫宝纸农民
`

准七翻

车之制
,

关键颇多
,

必用木匠
,

可易成造
” , 」̀

这种 复杂的知识就需要工匠传统的参与
。

同时
,

在传统社会中
,

多数农夫并不识字
,

文本知识很难对其产生直接的影响
。

在大多数

情况下
,

官员或士人通过阅读文本来学习农业

知识
,

他们又通过一定方式传授给农民
,

这就是

文本知识间接起作用的方式
。

如袁黄就曾在宝

纸县葫芦窝等村亲 自指 导村民如何种植水稻
,

这里还以吴邦庆为例
,

在为 《泽农要录 》的序中
,

他写道

余家世农
,

未通籍时
,

颇 留心耕稼之事
。

客

岁 以假旋里
,

松椒附近
,

缘连年积水
,

颇有艺治

稻吐者
,

问询其种艺之方
,

则有与诸书合者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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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诸书所载而彼未备者
,

以 乡语告之
,

彼则跃然

试之
,

辄有效
。

始知古人不我欺
,

而农家者流诸

书为可宝贵
。 。 」

他还热切地期望其他士人或有志于此的读

书人能够效仿他的做法
,

把古农书中记载的农

业知识向普通 目不识丁的乡民详加演说

留心斯事者
,

得是书而 考之
,

暇时与二三父

老
,

课晴问雨之余
,

详为演说
,

较诸招募农师
,

其

收效未必不较捷
,

而 于古士农合一之制
,

亦藉以

少存余意云
。 。 」 一

二
、

文本知识以外的传播方式

除了文本传授之外
,

还有许多其他方式使

得稻作技术在箭辅地区传播开来
,

这些方式包

括官员传授技术
、

招募南人来传授技术 农师
、

学习当地已有稻作生产地区的技术等
,

下文中

将对此逐一展开叙述
。

一 官员传授技术

关于地方官员通过劝农或躬亲示范的方式

来传播稻作技术的事例很多
,

从侧面反映了官

授技术是明清两代箭辅地区稻作技术的主要来

源之一
。

如万历年间 袁黄为宝纸令时
, `

开疏沽

道
,

引库潮流于葫芦窝等邮
,

教民种稻
,

刊书一

卷
,

详言插漪之法
” 。 “ 」̀ 明代隆庆年间

,

河间

府知州秸巅
`

教民淤田种稻
” , 」̀卷五 清人许天

馥
,

原籍江南
,

在任文安知县的时候
,

曾教民修

治水田
,

取得 良好的效果
,

使得 恤七数年文安水

田 胎且半县
” 。 “ 」 “ , “

官员不但 自己传授农民稻

作技术
,

还通过张贴告示
、

劝农文等其他方式提

醒农 民不误农时
,

如陈仪就曾
“

出示晓谕各地户

泡种养秧 预备耕治
' , 。 。 」

二 招募南人传授技术

明清时期
,

南方有着高超的水利与植稻技

术
,

南方技术是箭辅种稻实践中最主要的技术

来源
,

而南方农业知识之所 以能够传到箭辅地

区
,

主要是得益于政府和官员在南方招募懂稻

作技术的人来箭辅地区种稻或传授技术
,

明清

文 献中一般称此 类传授南 方稻作技 术的人 为
`

农师
”

或
`

佃师
” 。

早在元代 还相脱脱和大学士

虞集就 开始计 划招募浙 闽人士来发 展箭辅 稻

作
,

当时
, `

午江南招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之

人 洛 一千名为农师 岁乃大稳
” 。 」下编 , 。

在明

代时
,

徐贞明
“

乃之蓟州招南兵之习农者
,

画地

耕作
,

垦田 以亿计
,

亩收一踵
” 。 “ 」 徐光启万

历
、

天启年间在天津屯田之时
,

曾聘请松江一带

的老农亲 自帮忙
,

在他的著作中还 留下如 田师

孙彪等人的名字
,

应该是他聘请的江南种稻高

手
。

清代一位已经佚名的知县 眉到完县神南村

的滩地能够种稻
,

而北人不知
,

于是他
`

乃函致

蜀之老农数人来此
,

教 以种稻之法
” , “」卷九 从

而使滩地变为膏腆
。

三 学习当地 已有稻作生产地区的技术

尽管当时南方有着发达的稻作技术
,

并且

南 方稻 作技 术是箭辅 水稻种植主 要的技 术来

源
,

但当时还是有些人提出箭辅营 田不必全部

仿效南方技术
,

如清人朱云锦认为
`

至各书所

载
,

多云招江南之农佃
,

愚谓淀泊沿海
,

则东南

之法
,

而附近西山水泉之乡
,

开渠分流
,

则一仿

西北 非西北之农人不可也
” 。 “ 」 ,

甚至有人主

张聘请箭辅地区的种稻老农来新种稻区传授水

田技术
,

如桂超万认为
`

农者必召南人 … …抑

或募玉田
、

磁州等处种稻之农
,

风土略同者
,

往

来较便
。 ”

曰 ` ,

在 《天启三年天津屯垦条例残

卷 》中
,

可找到一个营田种稻师承箭辅本地种稻

之乡技术的例子
,

在论及稻地耕作之时
,

作者写

道
`

冷卑职照依武安
、

永年
、

南和种稻地方
,

置

来犁铁木绳止重二十斤
,

用二牛一人耕之
,

自有

余地
,

比之往时一具分为两具相去甚远
,

若照样

行之
、

推之 事事岂不事半而功倍乎
” 。 」

四 移民等其他技术传播方式

移 民是历史上农业技术扩散
、

传播的力量

之一
,

尤其在 明清时期
,

南方地力几乎被榨尽

成为人多地少
、

人地矛盾突出的
`

狭乡
” ,

而包括

箭辅地区在 内的北方有些地方还尚有可供开垦

的土地
,

相对来说属于
`

宽 乡
” ,

所以有些农民为

了生存从南方迁入箭辅地区
,

如明代永乐年间

南方人迁入庆都县
,

因为南人不能服粟
,

所以他

们在东距 邑东十二里的德营村开渠种稻
。 」 下

编 , 一 ,

洪武二十二年九月
, `

上以山西地狭 民

稠
,

下令许其 民分丁于北平
” ,

州价肚 旧月成

祖朱棣时期又继续从山西移民直隶
,

如 《阜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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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记载
, `

其享稻之利 亦皆晋人擅之
' , 。 。 。」

直到晚清时期
,

河北地方志 中还记载晋人在此

地自营稻 田 历经十余年而不废
。 。 」水利

三
、

历史时期跨区域农业知识传播的优劣

分析

根据前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的栽培植物

起源中心说
,

农作物最初是在一个或多个 中心

起源的
,

而后 向四周传播
,

跨区域的长距离传

播
,

对今天世界上各种粮食的普及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
。

如小麦起源于西亚
,

距今五千年左右的

时候传入中国
,

在 中国内部也历经了一个始自

西北
,

自西向东
,

由北向南的传播过程
,

这也可

以看做一个跨 区域农业技术传播的案例
,

如今

小麦在 中国已成为仅次于水稻的第二大主粮作

物
,

可见跨区域农业交流在人类历史上所起的

作用
,

对跨区域农业交流所带来的益处
,

古人也

有所认识
,

在元代农书 《农桑辑要 》中
,

就有类似

的记载

兰麻本南方之物
,

木棉亦西域所产
,

近岁以

来
,

兰麻艺于河南
,

木棉种于陕右
,

滋茅繁盛
,

与本

土无异 … … 以古言之
,

胡桃
、

西瓜
,

是不 产于流沙
、

葱岭之外乎 以今言之
,

甘蔗
、

茗芽是不 产于徉柯
、

邓
、

榨之表乎 然皆为中国珍用 … … 。 一

以明清两代箭辅地区的水稻种植推广来说

这次跨区域农业知识传播确实产生了某些积极

影响
,

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当地农业景观
。

清

康熙年间蓝理在天津营田颇有成效 使得当时城

南洼地景观发生了很大变化 史称
`

雨后新凉
,

水

田漠漠 人号为小江南
” 。 ' 」卷十一 而且还在箭

辅特殊的水土环境下培育出一些优 良水稻品种

如京西稻
、

小站稻
、

保安稻
、

石窝稻等
。

但是
,

农业环境有极强的地域性
,

短距离的

农学知识传播由于所处 的地理位置大致相同

所以传播的农学知识大多能符合传入地的农业

地理环境 因而也就会易于被接收方所接纳
。

而

跨区域农业知识传播则不同
,

农业知识输出地

与输入地两个区域 距离太远而 自然基础不同

从而使得传播的新 农业知识 比较难于被接受

如江南水田技术传到箭辅地区后
,

就面临着水

源不足 以灌溉稻田
、

无霜期太短而不能支持晚

稻生长所需时间与土壤渗水严重而导致必须勤

加灌溉才能保持水稻所 需水量等严重的困难

而使得水稻这种被大力推广的高产作物没有在

箭辅地区扎根
,

水稻 占用耕地的比例始终不足

本区总耕地的
,

直至 民国时期
,

还是
`

北方只

有靠近水区之处种之
,

然亦系少数
,

若比南方则

有天壤之别了
”

的状况
。 ' 」̀ 州可见 与短距离区

域 内农业知识传播不 同
,

跨 区域农业知识传播

需要注意 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
,

而上文中提到

的朱云锦
、

桂超万提倡师承箭辅本地种稻 区的

经验
,

以代替江南传过来的稻作知识
,

就是人们

注意到跨区域农学知识 传播的地理条件限制

以试图避免此弊端的一个例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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