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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粪耧种发明于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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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010 )

  摘  要  用于施肥的农业机械 ) ) ) 下粪耧种, 前人据王祯 5农书 6所载, 多

以为是元代发明,今在宋人韩琦 ( 1008~ 1075年 )诗中发现了与之相关的记载,

以此证明下粪耧种当在宋代即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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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¹ 据东汉崔寔5政论 6的记载: /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教民耕殖。其法: 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

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0 [ 1]这里所说的 /三犁共一牛 0,即后来的三脚耧。耧车由耧斗、耧脚等

构成,耧脚直通耧斗,斗贮种子,使用时,前面由畜力牵引,后由一人控制,种子顺着耧脚播种到地中。

 º 三国时魏国人皇甫隆任敦煌太守时,在当地推广耧车使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西方

以丰。0 [ 2]

中国农具史上最了不起的发明之一当属耧车。耧车,又称耧犁,系由汉武帝时搜粟都

尉赵过发明的一种畜力条播器
¹
。耧车能够一次完成开沟、下种、覆土等作业,大大地提

高了播种的效率,同时还能保证行距一致,深度一致,疏密一致,便于出苗后的通风透光和

田间管理,使得播种的质量得以提高
º
。同类的农具在英国是由杰思罗 #塔尔 ( Je thro

Tu ll)于 1731年发明的, 它被看作是欧洲农业革命的标志之一。更重要的是耧车的原理

启发了后续诸多同类的发明,为农业机械化开辟了一条道路。宋元时期就出现了用于施

肥的下粪耧种。

已知的下粪耧种的最早记载见于元代的王祯5农书 6,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近有创制下粪耧种, 于耧斗后, 别 (有的版本作 -另 . )置筛过细粪, 或拌蚕沙,耩

时随种而下覆于种上,尤巧便也。0 ( [ 3] , 212页 )

据此,一般学者都认为下粪耧种是元代发明的
[ 4 ]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此中的 /近有0

自然确指的是元代,但不排除在宋代就创制出来
[ 5]
。

现在有证据表明,这种猜测是正确的,下粪耧种的确是在宋代发明的。北宋人韩琦在

5祀坟马上6一首诗中提到:

/二茔逢节展松楸,因叹农畴荐不收。

高穗有时存蜀黍,善耕犹惜卖吴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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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干几处闲机硙, 雨过谁家用粪楼。

首种渐生还自喜, 尚忧难救赤春头。0 [ 6 ]

诗中提到的粪楼,即粪耧, 也就是下粪耧种。清初学者陆世仪说:

/中土有耧车制, 状如三足犁,中置耧斗藏种,以牛驾之,一人执耧, 且行且摇,种

乃随下。又有用粪耧者,用筛过细粪,或蚕沙, 随种而下。按: 此器可用以种麦,然于

耙耖之尾用之为佳。0 [ 7 ]

这段文字可能源于王祯 5农书6,只不过将 /下粪耧种0简称为 /粪耧 0。如同耧车或

耧犁, 也可以写成楼车或楼犁一样。在指农具时,耧和楼经常是通用的 ¹。宋代这样的例

子尤为多见。宋人李 等撰5太平御览6卷八百二十三、宋王钦若等 5册府元龟 6卷六百七
十八、宋人髙承撰 5事物纪原6卷九等书中皆如此。宋人范浚也有 /潭渔下罜 ,陇种行楼

犁 0 [ 8]
这样的诗句。

北宋时期即已使用的下粪耧种, 何以在元代王祯5农书6中,仍然称为 /近有 0, 以至于
有学者认为, /近有0自然确指的是元代。其实, 王祯 5农书 6只是沿袭了前人的说法。早

有学者指出,王祯 5农书6中的 /农桑通诀 0和 /百谷谱 0两个部分, /基本上是就以前的几

部农书改写的0 ( [ 3], 校者说明, 2页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王祯 5农书 6中的 /农器图

谱 0部分也是在宋曾之谨5农器谱 6的基础上补苴而成的
[ 9]
。关于 /下粪耧种 0, 很可能是

沿用了宋人的说法。就像后来 5农政全书 6卷二十一和5授时通考6卷三十四沿袭王祯 5农

书 6的说法一样, 仍称 /下粪耧种 0为 /近有创制 0。

韩琦 ( 1008~ 1075年 ), 字稚圭,相州安阳 (今属河南 )人, 仁宗天圣五年 ( 1027年 )进

士,著有5安阳集 6。5祀坟马上6一诗收录于5安阳集 6卷十九中,这卷所收集的诗大多为

宋神宗熙宁七年 (即甲寅年, 1074年 )所作, 而王祯 5农书 6约成书于 1300年前后。
[ 10]
据

此,下粪耧种的发明时间至少可以提前 2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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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闵宗殿教授指出,耧字原为楼字,形容耧车上耸起的种子箱, 高耸如楼,后来为了表示它是农具, 便将楼字的

木旁改为耒旁,而成了耧字。笔者赞同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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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vidence for the Invention of Fertilizer-drill in SongDynasty

ZENG X iongsheng

( In st itu te for theH istory of Na tural S cience, CAS, B eij ing 100010, Ch 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F ert ilizer-drill( fen lou) , formerly thought to be invented in

Yuan Dynasty ( 1279~ 1368), had been already used in the Song dynasty, according to new ev-i

dence found in H an Q ips( 1008~ 1075) poetry.

K ey words Fertilizer-drill( fen lou), Song Dynasty, H anq,i W ang Zhenps agricu ltural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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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在慕尼黑举行
2005年 8月 15~ 20日,第 11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在德国慕尼黑举行。来自东亚、北美和欧洲的

近 130位学者参加了这三年一度的学术研讨会, 其中来自中国大陆、港台地区的学者有 30余位。

本次会议由慕尼黑 Ludw ig-M ax im ilians大学医学史研究所承办 ,在德意志博物馆举行。开幕式上,

德意志博物馆研究部负责人 H e lm uth T r isch ler教授、国际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学会主席刘钝教授、慕

尼黑 Ludw ig-M ax im ilians大学副校长 Re inhard Pu tz教授, 以及大会组委会主席、Ludw ig-M ax im ilians大学

医史研究所所长 Pau lU. Unschuld教授分别致辞, 巴伐利亚州政府科学研究与艺术部部长 Thom as Gop-

pel博士发来贺信。

东亚是世界文明的重要来源之一。由国际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学会主办的该系列性学术会议,

旨在提供全球性论坛 ,在东亚文化与文明的视野下, 探讨东亚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发展过程、文化基础、

现状, 以及东、西方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交流,并以此更加深入地理解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对世界科学技

术与医学发展的贡献。这一学术主旨充分体现在本次会议的 7个大会报告 (参见附录 )和 90余个专题

报告中, 新的研究成果、有价值的心得和宝贵的信息在这里得到广泛的交流。

召开会员代表大会进行新一任学会主席团成员的选举,是每一届研讨会期间的一项重要内容。经过

会前全体会员的充分酝酿与提名,本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由 Chr istophe r Cu llen(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

究所 )担任主席, 张柏春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为副主席,范发迪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为秘书,

V era Do ro feeva-L ich tm a(法国国家科研中心 )为司库;学会刊物 EASTM 主编仍由 H ans-U lrich. Voge l(德国图

宾根大学 )担任; 学会的新一任中国大陆地区秘书兼司库将由田淼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担任。

在会员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修改会章和增加荣誉会员的两项提案。新增加的 4名荣誉会员包括法

国的谢和耐 ( Jacques Gerne t)、日本的山田庆儿、中国的潘吉星和李迪。连同原有的何丙郁、席文 ( N athan

S iv in)、席泽宗、中山茂和全相运, 学会现在共有 9名荣誉会员。

颁发 /竺可桢科学史奖0, 是本次会议的一项新亮点。该奖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捐款设
立, 面向全世界研究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的学者, 分为优秀论文奖与优秀青年学者奖两项。颁奖仪式

上, 优秀论文奖获得者李贞德博士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和优秀青年学者奖获得者雷祥麟

博士 (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 )到会领奖并致谢词, 另一位优秀青年学者奖的获得者林宗台博士 (韩

国科技高等学院 )因故未能到会。

在出色地提供学术交流平台的同时,为促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们之间更好地相互

了解与沟通, 会议组织者还精心安排了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 并且全部活动都围绕着历史这个主题。例

如, 会场上举办了以四川自贡的传统井盐生产技术为专题的古代文献与现代摄影展,而在 8月 17日, 与

(下转第 27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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