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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坻劝农书》与明代后期江南农学知识的北传＊

杜新豪 曾雄生

摘要:《宝坻劝农书》是中国古代记载农业技术最详实的州县级劝农文书，成书于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

相分离的明代，袁黄在宝坻任知县时，企图把家乡江南的农业知识引入到其所任职的北方宝坻地区。《劝农

书》共八篇，从其中的田制、灌溉、粪壤三方面便可看出江南农学知识向宝坻的传播过程，江南农学知识一定

时期内在宝坻产生了比较大的成效，却未能长时间维继，其原因既有袁黄个人的因素，也与南北地理环境迥

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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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赋税是维持封建帝国运作

的重要物质基础，农业活动的成败与国家安定有着密切

的关系，劝课农事历来是天子、百官的重要使命之一。宋

代以降，州、县守令在每年稻、麦将植之时，都会去乡间

劝农，发布劝农文书是劝农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历

代劝农文书多流于形式，着重记载君王的德意，间杂孝

悌等道德教化，对于最重要的农业技术部分，却表述的

甚为模糊，南宋吴泳在劝农活动中提及农业技术时说:

“如谷之品，禾之谱，踏犁之式，戽水之车，辟蝗虫法，医

牛疫法，江南秧稻书，星子知县种桑等法，汝生长田间，

耳闻目熟，固不待劝也。”但他却对道德教化甚为重视，

认为农民要“孝悌与力田同科，廉逊与农桑同条”，劝农

的目的并不是传播农业技术，而是“太守惧尔未必能家

孝廉而人逊悌也，故躬率僚吏申劝于郊”。 [1 ] ( P652 ) 劝农文

对农业技术的漠视致使学界对劝农文的研究长期停留

在政治史、制度史的层面，而以科技史为进路研究劝农

文中技术的成果则寥寥无几，近年来，白馥兰 ( Francesca

Bray) 关于耕织图中农器图谱的研究 [2 ] ( P521 － 567 ) 与曾雄生

对于徐光启《告乡里文》中水利、稻作技术的解读 [ 3 ]，为从

科技史视角系统分析劝农文书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农业生产活动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不同地区的自

然环境决定其农业活动有别于其它地区，江南有着水田

漠漠、饭稻羹鱼的农业景观，而华北却是旱地白田、污莱

遍野。白馥兰在做劝农文研究时似乎没注意到中华帝国

内部在不同自然条件下产生的不同农业区，曾雄生关注

的是徐光启在松江所进行的区域内部、小范围的技术传

播。明代万历年间北直隶宝坻知县袁黄所撰的《宝坻劝

农书》( 以下简称《劝农书》) 或许称得上中国农业历史上

内容最详实、记载技术篇幅最详尽的一本州县官吏所撰

的劝农文书，它记述了一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在北方传

播农业技术的设想与措施，横跨江南、华北两大农业区，

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对于《劝农书》，前辈学者已经有

所涉猎，王永厚的《袁黄及其 ＜宝坻劝农书＞ 》，认为此

书全面总结了当时北方地区主要是宝坻县的农业生产

经验以及所达到的水平; [ 4 ]郑克晟的《袁黄与明代的宝坻

水田》则从畿辅水利史的角度切入，分析了袁黄在宝坻

水田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 5 ]本文拟从技术传播的角度

出发，以《劝农书》为文本，来分析江南农学知识向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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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播。

一、《劝农书》的成书背景

元代及明代成祖以降，中华帝国一直定都在华北平

原上的北京，而帝国赋税所依赖的“基本经济区”( Key E-

conomics Area) 却在遥远的江南，这种帝国政治中心与经

济中心的偏离，加之人口的迅速增殖，使得京师粮食供

应无法依赖于周围的落后农业地区，只能采取漕运办

法，从江南来获取漕粮以满足京师统治者、百官及驻扎

军队的需求。这不但所费不赀，而且还造成了江南赋重、

漕重、民困的局面，关于江南地区重赋，明臣丘曾有过

精辟的论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

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

两浙十九也。”[ 6 ] 沉重的漕粮负担使江南百姓苦不堪言，

令江南地区地竭民贫，在某些地区甚至出现盛者衰，登

者耗，富者贫，贫者死或徙的局面。这使得许多江南籍官

吏、士人对神京北峙，而财富全仰赖东南之漕的现状甚

为不满，从而促使他们试图在农业落后的华北地区发展

农业生产，希望提高京畿粮食自给能力，以相应减轻压

在江南人民头上的漕粮负担，因为“惟西北有一石之入，

则东南省数石之输，所入渐富，则所省渐多。”[ 7 ] ( P124 )元代

的宰相脱脱、虞集、郭守敬等人就开始提倡发展京畿农

业，明代中后期，此股潮流更盛，更多的官员，如徐贞明、

汪应蛟、董应举等，都参与到此项事业中来，《劝农书》的

著者袁黄也属于其中的一员。袁黄曾作《皇都水利》六卷

来号召在畿辅地区发展农垦、农田水利事业，认为发展

京畿水利益处甚广，“可以生财足食，可以容民蓄众，可

以限戎御寇，可以宣化致治”。 [8 ] ( P681 )

袁黄字坤仪，号了凡，浙江嘉善人，万历十六年

( 1588) 起任宝坻知县。宝坻地势低平，农民所耕种的土

地多贫瘠、低洼、斥卤，每年胼手胝足尚不能自给，得谷

五六斗、七八斗在当地已然是高产。此邑农业生产完全

依赖天时，三月时如风调雨顺冬小麦才能顺利成熟，六

月时如若雨水过多便会淹没庄稼，斥卤、盐碱地只有等

到秋天的降雨冲洗掉盐分后才能种庄稼有所收获，该县

仅有的适宜耕种的膏腴土地在明代也被划入皇庄，为皇

亲国戚所私有，农民的生活极为困苦。 [ 9 ] (卷七 P2 )作为一个

从最典型的江南“饭稻羹鱼”的鱼米之乡来北方地区做

官的官员，袁黄很容易便能感觉到南北农业的差异，袁

黄惊诧于该地农业的落后: 该县农民大多种植春小麦，

而在冬天则把土地随意撂荒; 该地农民在农业生产上单

纯依赖于天时，而不通晓灌溉、水利之法; 该县滨海一带

的土地与沙田多数废弃不耕，简直就像把黄金随意扔掉

那样浪费; 已耕种的田地坦平无岸，多雨之时不能挡住

外水，干旱之时又不能蓄水溉田，导致旱涝皆苦; 前代在

此地修建的水利工程大多已经“日久废驰”; 此地猪、羊

等牲畜多散养，到处散落的粪便使得该邑街道卫生极

差。 [ 10 ] ( P5 － 27 )袁黄在刚抵达宝坻赴任之时，便遭遇大雨为

灾而使得民不聊生，在《到任祭城隍文》中，他便立下誓

言，农业上要“兴民之利而辟其荒芜”与“防民之患而修

其沟畛”，[11 ] ( P310 ) 鉴于在袁黄之前，元代农学家王祯在其

《农书》中已对江南先进农业技术做过详细的介绍，为了

发展宝坻的农业生产，袁黄开始在王祯的基础上摘选、

增删，加上自己的农学心得与新知，来撰写他的《劝农

书》，企图以其家乡江南先进的农业技术为蓝本来改造

宝坻的农业。

二、《劝农书》与江南农业技术在宝坻的传播

《劝农书》篇幅很小，分天时、地利、田制、播种、耕

治、灌溉、粪壤、占验八篇，虽主要是辑录古农书中相关

内容编纂而成，但并不是对古农书的刻板摘录，作者对

先前农书中的内容进行了仔细筛选，所收集的部分都为

发展北方农业所迫切需要的; 而且在论述到具体情况

时，都能结合其家乡嘉善的经验及宝坻的实际情况来加

以说明，从而使该书具有较大价值，特别是其中的田制、

灌溉与粪壤三篇，对江南农业技术在北方的传播起到重

要的作用。

宋代以降，随着江南农业的发展，江南人多地少的

矛盾开始凸显，劳动人民向山要地、与水争田，因地制宜

地建造围田、梯田、葑田等田制，在《劝农书》田制部分，

袁黄向宝坻父老介绍了围田、涂田、沙田等江南常见田

制，根据宝坻的实际情况，“惟举现可通行者数种，各绘

图立说，相与酌而行之”。[10 ] ( P6 )江南田制中最为重要的是

在低洼地筑堤挡水的围田。围田的出现解决了“江淮之

间，地多薮泽，或濒水，不时淹没，妨于耕种”[ 12 ] ( P597 ) 的难

题，使江南地区变得水旱有赖、常稔不荒。而在北方宝坻

地区，田地却是“坦平无岸，潦则不能御水，旱则不能蓄

水”的状况，[ 10 ] ( P9 )为此，袁黄亲自在邑东南的壶芦窝及县

城的周边地区设水田之制，“各为长堤大岸，以成大围，

岸下须有沟以泄水”; [ 10 ] ( P9 ) 对于实在低洼多水没法种粮

食的土地，也“教令种芦植苇以尽其地力” [ 11 ] ( P351 ) ; 针对

该县东部濒海地区低地潮水往来、咸草丛生的状况，袁

黄建议应挑沟筑岸或用木头做桩子来抵挡潮汛，然后把

土地分为中间高四周低的小块，以便排水，“教令开沟引

水以泻其碱气”[ 11 ] ( P351 )，然后可以用来种植水稻; 针对近

水被抛荒的沙田，袁黄建议当地农民可以在田围种芦

苇，里面中稻秫，稍高的沙田也可以种棉花和麻。同时，

袁黄倡导在宝坻的山坡和高亢地上开区田，既可以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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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所用，又可以限制胡马侵犯。袁黄还在宝坻大开荒地，

从任知县之初便去调查县邑四境的荒地并亲自规划，

“凡草茂土肥者，皆令种谷，其余则豆、麦、黍、稷，各随其

便”。 [ 11 ] ( P351 )

作为一名江南人，袁黄高度评价江南的水利灌溉技

术，认为“江南之田，全资灌溉”[10 ] ( P14 )，但来到北方后，他

对该地水利的衰败失修感到痛心疾首，认为北方前代有

很多闻名的水利工程，如督亢渠、戾( 陵) 堰，都曾发挥过

巨大的作用，即便在元代，由虞集、郭守敬倡导，丞相脱

脱兴修的京东水利也使北方获得巨大利益，而宝坻县就

有元代遗留的堤，如若兴修北方水利，必定会对农业生

产大有裨益。因此在《劝农书》中袁黄便“检农书所载灌

溉之法，备示我民，相与循而用之”[ 10 ] ( P15 )，并且自身努力

学习各种水利器械的知识，以便给宝坻乡民起一个模范

作用。袁黄重点向宝坻农民介绍了水栅、水闸、水塘、翻

车( 包括人力翻车、水转翻车、牛转翻车)、筒车、连筒、架

槽、戽斗、水转高车等水利器械并加以概述。此部分虽然

大都摘自《王祯农书·灌溉门》，但还是针对宝坻的实际

情况有所挑选与补充，对于北方农民所熟悉的水井与桔

槔，袁黄就没有做介绍，只是拣北方发展水利最需要的

器具来加以说明。在讨论到水转翻车之时，袁黄认为尽

管据他考察，北方的密云、遵化、玉田、顺义、平谷等县有

山泉的地方都可以用，但水转翻车在宝坻却派不上太大

用场，因为宝坻没有山泉，但他认为，在本县潮水冲入之

处，也可以用得到水转翻车，只是其功效比不上用山泉

而已。

在袁黄生活的年代，江南地区的肥料技术在积肥、

制肥、施肥等方面都有明显突破，有学者甚至认为从明

代 中 期 至 清 代 中 前 期 江 南 地 区 出 现 了 一 场“肥 料 革

命”。 [ 13 ] ( P53 － 57 )在《劝农书》中，袁黄积极把当时江南的肥

料技术向宝坻父老传授。在肥料种类方面，他对苗粪、草

粪、火粪、毛粪、灰粪、泥粪等南方常用肥料逐一进行说

明，并仔细解说江南农民是如何使用这些肥料的，“火粪

者……江南每削带泥草根，成堆而焚之，极暖田”、“灰粪

者，灶中之灰，南方皆用壅田，又下曰水冷，亦有用石灰

为粪，使土暖而苗易发。”他还进一步结合江南做法直接

给北方施肥以建议，“泥粪者，江南田家，河港内乘船，以

竹为稔，挟取青泥，锨拨岸上，凝定裁成块子，担开用

之。北方河内泥多，取之尤便，或和粪内用，或和草皆妙”
[ 10 ] ( P27 ) ; 在积肥方面，江南在明代已十分注重养猪积粪，

《沈氏农书》就用农谚来说明养猪、养羊积肥的重要性，

“古人云: 种田不养猪，秀才不读书，必无成功。则养猪羊

乃作家第一著”。[ 14 ] ( P62 )而在宝坻，农民却把牲畜散养，丝

毫没有注意到其对积攒肥料的意义，袁黄对此批评道:

“南方农家凡养牛、羊、豕属，每日出灰于栏中，使之践

踏，有烂草、腐柴，皆拾而投之足下。粪多而栏满，则出而

叠成堆矣。北方猪、羊皆散放，弃粪不收，殊为可惜。”[ 10 ]

( P27 ) 在制肥技术上，袁黄给传统的制粪方法以命名并加

以介绍，首次把制肥技术归纳为踏粪法、窖粪法、蒸粪

法、酿粪法、煨粪法、煮粪法，在谈及窖粪时，袁黄认为南

方对粪爱惜如金，而北方却不注重收集散落在街上的粪

便或其他可作肥料的杂物，以致造成“街道不净，地气多

秽，井水多盐”的后果。他建议在北方“须当照江南之例，

各家皆制坑厕，滥则出而窖之，家中不能立窖者，田首亦

可置窖。”[ 10 ] ( P27 )把一切有肥效的废弃物全部投入地窖中

发酵，等到粪熟之后再用，并仿照江南建造粪屋; 在施肥

方面，袁黄向宝坻农民介绍了江南称之为“接力”的追肥

技术，这对于施肥技术落后的宝坻来说，是个重要突破，

但袁黄多在强调重视基肥，对追肥的作用没有太在意，

认为追肥虽然可以滋苗，但也会导致“徒使苗枝畅茂而

实不繁”[ 10 ] ( P28 ) 的后果，所以他告诫父老在使用追肥时要

仔细斟酌这可能与当时江南追肥使用技术亦不高的现

实有关。除此之外，袁黄还向宝坻农人传授一种他得自

“方外道流”的煮粪之法，方法是把各种动物的粪与其骨

头同时煮，“牛粪用牛骨，马粪用马骨之类，人粪无骨则

入发少许代之，”[ 10 ] ( P8 ) 然后把鹅肠草、黄蒿、苍耳子草三

种植物烧成灰同土、熟粪搅拌，最后把混合物中洒上煮

粪的汁，晒干了就能当肥料用，这种经过人工介入用火

煮熟的粪比在自然界中缓慢发酵的堆肥成肥速度快，而

且还避免了堆肥在自然腐熟过程中的养料损失，再加上

其中动物骨头及其他物质的加入，所以肥效极其高，袁

黄亲自试验，一亩可收粮食三十石。

与此同时，袁黄还把江南其他农业技术传入宝坻，

但他意识到华北平原农业区与江南环境状况的不同，在

宝坻传播江南技术时十分谨慎，针对南北方环境的不同

特点，把江南某些农业技术在形式上加以变动，以更适

合北方的实际情况。在论述天时的时候，袁黄认为南北

方气候不同，所以宝坻种田不必拘泥于古农书里提及的

农时，而应该根据本地物候状况来因地制宜; 谈及保存

种子之时，袁黄认为南方地卑多湿，所以种子必须通风

悬挂，而北方在冬季十分寒冷，所以种子更宜窖藏; 在水

稻浸种方法上，袁黄认为北方不宜直接采用南方“浸水

中三日，漉出纳草篱中，晴则暴暖，溢以水日三数”的方

法，而应该根据北方地冷阴寒的环境“浥以温汤，候芽

出，然后下种。”[ 10 ] ( P13 ) 在最具有低于差异的农业占卜方

面，袁黄避免了引用《陈农书》这种代表江南小区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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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典籍，而是转而引用成书于北方自身的古老农书

《齐民要术》，认为这更符合宝坻的现状。

三、《劝农书》中农业技术传播的效果及其影响

作为肩负训课农桑责任的宝坻令，袁黄在任期间大

力推广其所撰的《劝农书》，并动用行政力量和奖赏刺激

机制，“里老之下，人给一册。有能遵行者，免其杂差”，且

如若农民努力从事农耕本业，则“有事到县者必右力本

之农”，[ 10 ] ( P2 )经过袁黄的努力，这场农业技术传播在当时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史称“民尊信其说，踊跃相劝。”[ 7 ]

( P401 ) 袁黄在任的第三年，宝坻即已在开荒、引水、灌溉等

方面取得很大的成效，以致袁黄奏请把新开并业已成熟

的土地编入国家的黄册，依照律令“近民地者依民地起

税，近灶地者依灶地起税”，[ 11 ] ( P351 ) 但袁黄所开的良田在

袁黄卸任不久便“及袁公去而其迹废焉”[ 9 ] (卷十六 P9a )。清代

雍正年间，京东水利之议再次兴起，在怡亲王的鼓动下，

宝坻 ( 此时的宝坻已分为宝坻、宁河二邑) 又开始“疏涤

旧渠，建置闸洞，汲引浇灌”，[ 7 ] ( P240 ) 但与袁黄所倡导的发

展农业生产计划类似，该行动再一次失败，花了极大力

气经营的水田最后只能“改为蔬圃者六七，现存者十之

三耳。”袁黄传授的稻作技术也很快被宝坻乡民所忘记，

直到道光年间，县志中还有县宰乔邦哲因邑民不知水利

而教民种稻的记载。

对于在宝坻传授稻作、水利技术失败的原因，乾隆

年间的《宝坻县志》将其归咎为该县旱地农民不懂车戽

水利技术，以灌溉为苦; 靠近沿海的地方又素有渔盐之

利，邑人并不把农业当做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导致从

袁黄到雍正年间该县营田的失败。[ 9 ] (卷十六 P9b )其实袁黄自

身的农学素养及当时宝坻的生态环境状况也是致使南

方农学知识传入失败的原因，首先，袁黄生于医学世家，

自己参加直接农业生产的体验很少，仅仅靠平日里对农

事的间接观察，并阅读古农家的学说而积攒了并不丰厚

的农学知识而已，这在袁黄的《劝农书》水利部分大多照

搬王祯的《农书》并说明自己将努力学习这些知识的论

述中即可看出，这样袁黄所传播的农学知识也就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 其次，宝坻所在的华北地区平原降水极其

不均、河流淤积严重、盐碱地分布广等特殊因素使得江

南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无法在此地很好的发挥作用，这

是阻碍江南农学知识在宝坻运用的最基本因素。

袁黄任宝坻县令时，适逢京东水利在朝野上下激起

广泛的讨论，徐贞明上书开京东水田的建议因损害统治

阶级的利益而遭到诽谤，袁黄之后，左光斗、汪应蛟、董

应举等人也都著书立说甚至躬亲实践来提倡发展京东

水利，袁黄撰写《劝农书》，发展宝坻农业的行为也是发

展京东水利的一部分，袁黄本人在为宝坻新开田地入黄

册时就说，“见卤薄之地无不可化为良田，而京左开田之

议非浪谈也”[ 11 ] ( P351 )是他在宝坻开田的目的之一。但与其

他京东水利的倡导者不同，袁黄不主张在北方片面地发

展水田、种植水稻，而是全面地引进江南先进的农业知

识来改造北方农业，做到农业各方面的综合整治，正因

如此，薄薄的一本《劝农书》在畿辅水利史甚至整个中国

劝农史上都应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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