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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至 1 8世纪的中国农业革命

薛 国 中

近代先进国家经济的起飞
,

是沿着
“

工业革命
”

这条跑道升空的
,

而这条跑道是在相应发

展的农业基地之上铺设 的
。

欧洲各国工业革命以前
,

农业在 1 6。。一 1 8 0 0年间有一个明显的突

破
,

结束了甲世纪长期停滞的状态
,

西方学者称之为
“

农业革命
” 。

意大利的契波拉将
“

农 业

革命
”

的内容归纳为六个方面
: “

休耕地逐渐消失并且由连续不断的作物轮栽所取代
” ; “

新作物

的引进或推广
” ; “

传统农家工具的改 良与新工具的引进
” ; “

种子的挑选与家畜的饲养
” , “

可

耕地的拓展与改 良
” , “

使用马匹担任农场劳作的推广
”

①
。

农业革命促进了农业产量的提高
,

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

中国的农业一直持续发展
,

其水平本来就超过同时期的西方
,

居世界 前 列
,

16 至 18 世

纪又新有跃进
,

大大超过了同时期西方农业革命的内容
,

不 仅 农 业 生 产 技 术 有 新 的 进

步
,

产量增加
,

而且经营方式也发生深刻的变化
。

对此
,

我们也不妨称之为中国的
“

农 业 革

命
” 。

了 ~ 今伙 农业生产受着 自然条件及其变化的影响
。

耕地与人 口是农业的两个基本因素
,

I 一 了人 口 增长使耕地面积扩大
,

促进农业发展
,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

人口 压 迫 生 产

瓦~ ~ j 力
” 。

但是
,

耕地扩大是有限度的
,

而人 口增长却是无穷
,

相对人口过剩
,

可以通过人

口分布的调整以得到暂时的解决
,

而最根本的办法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和调整城乡产业结构
。

中国疆域辽阔
,

人 口众多
,

分布极不平衡
。

明万历年间 ( 1 5 73 一 16 19)
,

每平方公里人口
,

有的省份达到 56 人
,

有的只有二三人②
,

这是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形成的
。

人 口密

度不同
,

人均占有耕地面积 自然不等
。

一般来说
,

南方少于北方
,

尤以东南地区为最
。

以万

历六年的统计为例
,

全国人均耕地为 1 1
.

56 亩
,

南直隶 (包括今江苏
、

安徽 ) 只有 7
.

37 亩
,

所属

18 府
,

不满 10 亩者 14 府
,

苏州等 4 府不及 5 亩
,

浙江 9
.

06 亩
,

江西 6
.

85 亩
,

福建 7
.

72 亩③
。

早在宋元时期
,

东南人民曾以毁林开荒和围湖造田的办法来扩大耕地
,

`

形成所谓
“

梯田
” 、 “

围

田
”

等
,

虽一时增加了农业收入
,

却破坏了生态平衡
。

后来有人批评说
: “

与水争地
,

贪尺寸之

利
,

而遂遗无穷之害
” ④

。

中国古代农民和农业科学家
,

乃至政府
,

认识到最根本的出 路 必

须是在有限的耕地上下功夫做文章
。

他们仔细观察研究 自然条件及其变化
,

注意总结农林牧

渔各业的生产经验
,

改进生产技术和耕作制度
,

在此基础上撰写出大量农业科学技术著作
。

王毓瑚先生所著《中国农学书录》 ,

收编了从先秦到清末有关农林牧渔的著作共 54 0余种
,

其中

明至清代前期 ( 15 一 18 世纪 )共 2 50 余种
,

将近总数的一半⑤
。

此外
,

还有大量农学著述散见于

杂著及方志之中
,

难以数计
。

明清两代农业著作大为增多
,

是这一时期农业新发展的表现
,

可视为
“

农业革命
”

的标志
。

这些著作内容广泛
,

包括农田规划
,

气象测报
,

水利建设
,

作物

播种
,

林木栽培
,

动物饲养
,

田间管理
,

农具制造与使用
,

土壤改良
,

肥料收集
、

酿造与使



用
,

病虫防治
,

抗灾救荒
,

多种经营的协调发展
,

尤其是对农业经营思想及方式的重视和改

变
,

更是前所未有
。

关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

这里先略加陈述
。

兴修水利
。

作沙
,

农业命脉的水利
,

中国一 直非常重视
,

明清尤然
。

徐光启著《农政全书》
,

以 9 卷篇幅引
一

占论今
,

详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及水利的开发利用
。

据统计
,

明代兴修水利全

国共 2 2 7 0余处
,

清代 3 5 0 0余处⑥
,

形成排灌网络
。

民间使用的提水机具 20 余种
,

随水势地形

分别以人力
、

畜力
、

水力和风力为动力
。

有了良好的水利设施
,

虽不能说
“

世间无不救之田
” ,

但只要不是大旱大涝
,

保收增产是完全可能的
。

把振季节
。

农作物生长的季节性强
,

所谓
“

四时 /又节之行
,

气侯有盈缩畸赢之度
,

……故

农事必知天地时宜
,

则生之蕃之
,

长之育之
,

成之熟之
,

无不遂矣
”

⑦
。

明清农书中常 列 出

详细时间表
,

将一年的农事活动按节令安排
,

不敢懈怠
。

实行复种
。

复种包括轮作 (倒茬 ) 与间作 (套种 )
。

自公元前 7 世纪以来
,

轮作就逐渐代替

休耕
。

14 世纪以后
,

休耕制基本废除
,

间或有之
,

也多是种植绿肥以增加土地肥力
,

或水田

冬泡以防治虫害
。

轮作是耕种制度的一大变革
,

不仅相对扩大耕地面积
,

而且能加深土壤耕

作层
,

提高土壤肥力
,

防治病虫害
。

为解决轮作中抢季节争茬 口的矛盾
,

又采用了移栽法
,

如麦稻轮种
, “

中秋前下麦子于高地
,

获稻毕
,

移秧于田
,

使备秋气
”

⑧
。

间作是在主要作物

行距间和田边套种其他作物
,

不仅相对扩大 了耕地面积
,

且有助于促进主要作物的生长
。

优选 良种
。

中国农业对良种的认识是多方面的
。

有的种子在生长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能增

加产量 ; 有的成熟期短
,

便于复种
; 有的耐干早抗倒伏

,

减少收成丰欠的波动
。

总之
,

这些

措施都能达到增产保产的目的
。

(美国的 )德
·

希
·

拍金斯根据 中国南部若干省县地方志记载

的稻米产量统计
, 1 5 0 0一 17 40年

,

因优选 良种
,

产量年平均增 长 18 一 20 % ⑨
。

改 良土壤与施肥
。

这是优化作物生长条件的重要措施
。

与西方比较
,

中国对肥料功能的

认识要早得多
,

早在公元前 3 世纪
,

荀子就说过
: “

多粪肥田
,

是农夫众庶之事也
” , “

田肥以

易
,

则出实百倍
”

L
。

明清时期
,

不仅肥料种类多
,

肥源广泛
,

而且根据所含化学成份 和 功

效
,

在不同季节
,

对不 同土质
,

视禾苗生长状况
,

分别施用
,

即所谓时宜
、

土宜
、

物宜@
。

明代还出现有机物与无机物混合制成的
“

粪丹
” ,

肥效很高
, “

每一斗可当大粪十石
”

L
。

由休

耕变为轮作
,

必须以肥料的应用为基础
。

精耕细作
。

精耕细作是中国农业的传统
,

尤其是集约式经营更是中国农业生产的特点
。

汉代创立的
“

区 田法
” ,

在明清之际发展为
“

亲田法
” 。

其办法是将一片耕地 (如 100 亩 ) 中 之 一

部分 (如 20 亩 )进行精耕细作和管理
,

防治一 切自然灾害
,

其产量必与其余部分相等
,

甚或超

过
,

次年再拨出另一部分耕地如法经营
。

久之
,

不仅能保证常年产量增加
,

而且改进了全部

耕地L
。

这虽然只是在试验阶段
,

尚无条件推广
,

但为农业经营近代化积累了经验
。

引进国外作物和生产工具
。

15 世纪 以前已引进了早熟占城稻
、

高粱
、

棉花等
,

16 世纪以

后引进更多
,

有玉米
、

甘薯
、

花生
、

烟草
、

马铃薯等以及排灌工具
。

16 一 18 世纪中国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

显然超过了同时期西方的农业革命
。

粮食作物的种植是农业的中心
。

在 中国广裹土地上
,

随地理位置
、

气侯
、

土壤
、

水源之所宜
,

种植有多种谷物
,

如稻
、

麦
、

粟
、

粱
、

黍
、

寂等类
,

各类又分若千种
,

统称
“

百谷
” 。

水稻主要种植于南方
,

麦类及其他旱作物多分布于北国
。

自10 世纪以

后
,

政府注意将麦粱等北方作物向南方移植
,

将水稻在北方推广
,

改变
“

江北之民杂植诸谷
,

江南专种杭稻
”

的传统格局@
,

充分利用地利
、

水源
、

气侯等 自然条件
,

实现谷物两年 三 熟

或一年两熟的愿望
。

水稻是高产作物
,

产量大
,

食用广
,

明清时期大力推广
。

据 17 世纪上半



叶宋应星的估算
,

稻米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70 %L
。

利玛窦说
: “

作为中国食谱上主要食品的

大米
,

产量远比欧洲富稻得多
。 ”

L此非妄言
。

一般而言
,

这时中国的水稻单产少者 1
.

5石
,

多者 3 石以上
,

有的达到 5
.

6石
,

平均不下

2 石 , 小麦单产 1 石左右
。

南方水稻与麦或豆轮作
,

一年两收
,

合计每亩可产 3 石无疑L
。

稻 田每亩用种 8 升
,

产量仅以 2 石计
,

收获比例 (种子与产量比例 )为 1 : 2 5 ; 小麦每亩亦用种

8 升L
,

产量以 1石计
,

收获比例为 1 : 12
.

5 ; 南方稻麦连作
,

收获比例为 1 : 18
.

7
,

广东达到

l : 3 0
。

同时期
,

整个欧洲谷物收获比例
,

大部地区在 1:7 以 下
,

少 数 地 区 为 1 :8 一 ll)
,

极

个别肥沃地方
,

17 世纪 以后才达到 l : 15 L , “

对于大部分欧洲的农民来说
,

要是收获是 播 种

的三四倍
,

他们 已经会满意了
”
L

。

显然
,

中国粮食生产能力
,

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
。

16 世纪从美洲经东南亚和西亚引进了玉米和甘薯
,

推广于全国
。

15 1 1一 1 7 1 8年
,

玉米在

南北 20 个省广为种植
。

16 一 18 世纪
,

甘薯遍及 18 省份@
。

两者均是高产粮食作物
,

而一有广

泛适应性
,

凡不堪种水稻或棉花的瘩土砂砾之地
,

皆可栽培
。

甘薯
“

一亩收数十石
” , “

胜稻田

十倍
” , “

南人专食
,

以当米谷
”

@
。

这两种作物引进推广
,

进一步增加了全国粮食的总量
。

粮食产量的增加
,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马克思指出
: “

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

动生产率
,

是一切社会的基础
。 ” “

社会一部分人用在农业上面的全部劳动
, … …为那些不从

事农业的劳动者生产必要的生活资料
; 让那些从事农业的人和那些从事工业的人有进行这种

巨大分工的可能
;
并且让那些生产生活资料的农民和那些生产原料的农民有进行 分 工 的 可

能
”

L
。

这里所说的
“

必要的生活资料
” ,

首先和主要的 是 粮食
,

只有在农业劳动者及 其家庭

消费和交纳租税之后
,

剩余粮食增多了
,

才能促进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和农村手工业 日益脱离

农业的附属地位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
,

才能促进农业中经济作物的生产
,

为工业提供更多的

原料
,

并且粮食也能成为工业原料
,

扩大了市场
。

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

16 一 18 世纪
,

中国农业可提供若干剩余粮食
,

无现成统计
,

只能利用史籍所载的 一 些有

关数据进行合理的估算
。

这些数据有
:

耕地面积
、

人 口
、

每亩用种量和收获量
、

人均一年 口

粮
、

田赋等
。

它们之间的关 系如下
:

耕地面积
x
每亩产量

二 总产量
。

耕地面积 X 每亩种子量 = 总种子量
。

人 口数量 x 人均年 口 粮 = 总口 粮量
。

总产量 一 田赋 一 总种子量 一 总口粮量
二 余粮

。

这里没有计算饲料粮
,

因为中国历代农民是以秸秆和青草为粗饲料
,

以糟城鼓皮为精饲料
,

很少用米麦
,

只在农忙时饲 以少量豆类
。

据此
,

且以万历九年苏州府为例估算
。

该郡耕地面

积为 9 2 9 5 9 5 1亩
,

田赋为 2 0 9 2 5 6 0石
,

人口 2 0 1 1 9 8 5人L
。

每亩种子 0
.

0 8石
,

产量 2 石
,

人 均

年 口粮一般为 3
.

6石
。

按上列公式计算出
:

苏州府年总产量为 1 8 5 9 1 9 0 2石
,

减 去 总 种 子 粮

7 43 6 7 6 0石
、

总口粮 7 2 4 3 5 9 0石
、
田赋 2 0 9 2 5 6 0石

,

余粮 8 5 1 2 5 2 0石
,

占总产量的 4 5
.

7%
。

这一估

算是否合理
,

可以清嘉庆一道光时期包世臣对苏府所了解的情况进行验证
。

他说
: “

苏民精于

农事
,

田常收米三石
,

麦一石二斗
,

以中岁计之
,

亩米二石
,

麦七斗抵米五斗
,

当岁产米二

千二三百万石
。

苏属地窄民稠
,

商贾云集
,

约计九属有人四五百万 口
,

合女口 小口牵算
,

每

人岁食米三石
,

是岁当食米一千四五百万石
。

加完粮七十万石
,

每岁 仍 可 徐 米 五 六 百 万

石
。 ”

O 这虽是 19 世纪上半叶的情况
,

但 2 00 多年来苏郡耕地面积并无大的变化
,

田赋虽 较 明

代减少 139 石
,

而 口粮却增加 6 75 石
,

尚且有余粮五六百万石
。

可见
,

本文上述对苏郡余粮的

估算大体上是合理的
。

我们可以同样方法估算出下列各府余粮在总产量中的百 分 比
:

松 江



3 6
.

3 %
,

常州 c i
.

c%
,

杭州 7 5%
,

嘉兴 5 2%
,

湖州 7 3%L
。

苏
、

松
、

常
、

杭
、

嘉
、

湖六府
,

位于太湖周围和长江三角洲
,

自然条件好
,

粮食产量高
,

但人 口密集
,

耕地不足
,

不少耕地

又用于栽培桑棉麻等经济作物
,

粮田减少
,

而且负担全国最重的赋税L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六府 尚能提供 40 一 70 % 的剩余粮食
,

其他地区更是不成间题
。

尤其是湖广
,

乃鱼米之乡
,

人

口 43 9万
,

仅苏郡 2
.

1倍
;
粮食年产量不下 4

.

4亿斤 (估算 )
,

为苏郡 23
,

8倍
; 田赋 21 6万石

,

儿

与苏府相等
。

该省每年可提供余粮 4 亿斤左右
,

为总产量的 90 %
,

是全国最重要的粮食基地
。

其他省份如江西
、

广西
、

四川
、

河南
、

山东
、

北直隶等
,

也可提供总产量一半以上的余粮
。

自 16世纪以来
,

广西粮食运销广东
,

江西粮食运销浙省
。

安徽山多田少
,

全省产粮不多
,

但

其庐州
、

安庆两府仍有不少商品粮运销江苏
。

两湖更是以大量商品粮供应南北各地
。

明末艾

南英说
: “

今 自九江而下
,

仰给武黄长沙
,

自池州而下
,

仰给江广
,

自金陵而下
,

仰给安庆
、

庐

州
。 ” L 吴应箕也说

、 “

江南地阻人稠
,

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粟
。 ”

L全汉升先生据清雍正十二年

( 17 3 4) 湖广总督迈柱的报告估算
,

该省是年运往浙江的粮食约 10 0 0 万石L
。

另据 17 3 1年和

17 3 3年的清廷资料
,

这两年分别有 10 万石和 1 50 0艘粮船 (粮约 60 万石 ) 由湖广载往北方⑨
。

从估算来看
,

各省
、

府均有相当数量的余粮
,

但苏浙闽广却从外地输入大量谷米
,

如广

东在 18 世纪上半叶每年输入一二百万石L
,

苏州在 19 世纪上半叶每年输入数百万石L
。

这是

因为这些地区工商业最为发达
,

有不少外来流动人口
,

故本 邑余粮不足供应
。

这正好说明余

粮的增减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

剩余粮食不断增加
,

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

16 一 18 世纪
,

农

业 日益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
,

使之由自给自足逐渐成为商品性生产
,

改变农业生产

结构
,

导致农业中生活资料生产与工业原料生产的分工
。

变化最早也最显著的是作

为纺织工业原料的蚕丝和棉花
,

竺麻生产也有发展
,

但处于次要地位
。

蚕丝生产是我国传统的农村家庭副业
,

有几千年的历史
。

10 世纪以前
,

生产的目的只是

自给
。

其后
,

尤其是 16 世纪 以后
,

除纳税和 自给外
,

越来越多的是为了出售于国内外市场
。

为提高桑蚕的生产力
,

经营日益园林化
。

东南沿海地区
,

如苏州府属吴江
、

震泽
,

嘉兴府的

嘉兴
、

秀水
、

崇德
、

桐乡
、

海盐
,

湖州府之乌程
、

归安
、

德清
,

均是蚕桑生产最集中的府县
。

四川保宁府之间中
、

剑州
、

苍溪
、

巴州
、

通江
、

南江
,

广东广州府之顺德
、

南海等也是蚕桑

生产的重要地区
。

全国有多少桑地
,

年产若干蚕丝
,

均无法统计
,

从个别地区桑蚕生产繁盛的情况看来
,

16 一 18 世纪生丝产量是很大的
。

吴江县明初有桑树 1
.

8万余株
,

15 世纪 20 一 30 年代增加到 4
.

4

万余株
,

17 世纪后半叶到 18 世纪上半叶
,

增至 10 万余株⑨
。

震泽县
“

桑所在有之
,

西南 境 壤

乌程
,

视蚕事紊重
,

故植桑尤多
,

乡村间殆无旷土
,

春夏之交
,

绿荫弥望
”

L
。

桐乡也 十 分

依重于桑蚕
,

该县有水田 43 万余亩
,

旱地仅 8
.

8万余亩
,

不及水田 20 %
,

但 70 % 的农民 以 蚕

代耕
。

崇德县 (清改称石门 )在明万历九年有桑田 6 2 30 8
一

亩
,

当时有人记其盛况云
: “

石门 地 饶

桑田
,

蚕丝成市
,

四方大贾岁以五月来贸丝
,

积金如山
” L

。

康熙五十二年 (1 71 3)
,

桑 田 扩

大到 2 0 7 0 8 6亩
,

增加了 3
.

3倍L
。

湖州桑蚕居浙省首位
, “

富者田连吁陌
,

桑麻万 顷
”

L
,

势

家大者
,

收蚕茧百万
,

次者半之
,

丝绵之多
,

精甲天下粤
。

官僚地主茅坤一家就有桑树万余

株L
。

归安县是湖州桑蚕重点产区
,

每年所收蚕丝汇集于菱湖镇等待各地商贾收购
,

四 乡农

民在四五月间载丝而集的船只
,

排比而泊
,

长达 30 里⑧
,

可见其蚕丝产量之大
。

海盐县在明

末已是
“

桑拓遍野
,

无人不 习蚕
”

L
。

保宁府的丝产地主要是间中
、

剑川
、

苍溪三县
,

巴州
、

通江
、

南江间有之
,

统称水丝
, ` ’

精细光润不减湖丝
” 。

清《潞安府志》说
,

明代
“

长治
、

高平
、



潞州卫三处
,

共有绸机一万三千余张
” , “

其登机鸣杆者
,

奚音数千家
” 。

他们的生丝原 料 主

要由间中供给
。

广州府顺德
、

南海两县的蚕桑业在明清之际已相当发展
,

据统计
,

1 5 80 一 15 90

年输出海外生丝在 3 0 0 0担 以上@
,

迄 1召世纪
,

桑田达一千数百余顷L
。

棉花是宋元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纺织原料
,

开始也是农民用以交纳赋税和自给
。

明代中

叶
,

南北十余省大面积种植
,

而且生产面 向市场
,

其产地多集中于长江三角洲
、

山东
、

河南
、

河北
、

湖广
,

有的地方棉田 占全 邑耕地半数 以上
。

松江府上海 县 农 田 2 00 万 亩
, “

大 半 种

棉
” L

,

有人说占70 %
。

苏州嘉定县耕地共计 13 2万余亩
,

其中棉田为 103 万 余 亩
,

几 乎 占

9 0%
。

顾炎武说
,

嘉定
“

地产棉花
” , “

种稻之田不能什一
” , “

是以其民独托命于木棉
”

@
。

归

有光说他的家乡昆山
“

不宜五谷
,

多种木棉
”

L
。

长洲县
“

郊原四望
,

遍地皆棉
”

L
。

河南
,

据

万历年间钟化民调查
, “

中州沃壤
,

半植木棉
” L 。

该省南阳一个姓李的大地主
,

有棉田千亩
,

收获后运往湖广货卖L
。

山东全省六府广种棉花
, “

以东昌府尤多
” 。

棉花种植之所 以如此大

面积推广
,

一是工业需要量大
,

二是有商品粮食的增加为条件
。

例如嘉定县
,

既然以 90 % 的

农田栽种棉花
,

所需口粮势必买之他境
。

每到
“

夏麦方熟
,

秋禾既登
,

商人载米而来者
,

舶舫

相嘟也
” L

。

其他地方能 以 50 一 70 %农田种植棉花
,

也是以余粮的增加为保证的
。

与纺织业密切相关的染料作物
,

16 一 18 世纪的陕西
、

四川
、

江西
、

安徽
、

福建等省都大

量种植
。

陕西径 阳县石桥镇
,

是一种叫做
“

红花
”

的染料作物集散中心
,

每年五六月间
,

贾客

云集
,

争相收购L
。

四川新都县一个姓杨的官僚地主
,

种红花千余
一

亩
,

每年获利八九百银两
。

江西
、

福建种植的染料作物叫蓝
。

江西赣州所产之蓝
,

制成靛
,

销往西北
,

成为该郡一大经

济收入
。

福建所产靛蓝
,

利布四方
。

福建在清初引进靛青
,

获利数倍
,

后来由于种者 日多
,

产量过剩
,

价低利微
,

种者渐少②
。

安徽有专种靛青的农户
,

所产由商贩收购运销他处
。

茶和甘蔗是中国固有的两种经济作物
。

茶产于陕西
、

四川
、

山东
、

湖广
、

江西
、

安徽
、

浙红
、

福建
、

广东诸省
,

16 一 18 世纪已成为民间普遍饮用的商品
。

茶园
、

茶户和茶叶产量 日

增
。

安徽庐州霍山县城附近百里皆种茶
,

每年春耕大忙时节
,

男女往往弃农桑采茶L ,

盖其

利重所致
。

富商大贾来此收购
,

茶农赖以为生
。

安庆府太湖县农民植茶收入不亚粮食
。

福建

武夷山下崇西县
, “

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
,

岁产数十万斤
” L

。

明中叶
,

芽茶一斤只值银 一两
,

明末清初一般茶叶每斤价亦二三两⑨
。

17 一 18 世纪
,

中国茶叶大量销往欧洲
,

在英国每磅价

初时高至 6一 10 英磅
,

后降至 16 先令L
。

国内外广大市场和高额价格
,

刺 激 了茶农的生产
。

作为食糖原料的甘蔗
,

盛产于闽广两省
。

广东东莞
、

番禹
、

增域一带
,

蔗田以千顷计
,

几乎与禾 田相等
。

福建漳南
,

甘蔗遍于 山谷
。

由于稻利薄于蔗利
,

闽广均有改稻 田为蔗田者L
。

17 世纪下半叶
,

上海也引种甘蔗
,

甚获厚利L
。

蔗糖也是 16 一 18 世纪的大宗外贸商品
。

烟草原产美洲
,

明万历年间引入我国福建
,

后逐渐推及其他地区
。

据说烟草有避湿驱寒

的功效
,

上至公卿士大夫
,

下逮舆隶妇女
,

无不嗜吸
,

一斤售价高至一两二三钱
,

因 此
“

田

家种之连珍
,

颇获厚利
”

@
。

明代渐传至西北地区
,

清代陕西汉中府
“

固城婿水 以北
,

沃土腆

田
,

尽植烟苗
” ,

收割后 由商贾收购
,

顺汉江运抵襄樊
, “

舶妒相接
,

岁糜数千万里
” L

。

18 世

纪初
,

全国各处都栽种烟草
,

政府虽禁令再三
,

但
“

法轻利重
,

民不奉诏
” 。

19 世纪上半叶
,

“

各处膏腆皆种烟叶
,

占生谷之土 已为不少
”
砂

。

福建
“

烟草之植
,

耗地十之六七
” 。

经济作物的发展
,

使一部分土地和劳动力从粮食生产中转移过来
,

调整 了农业结构
。

但

是
,

经济作物生产必须与粮食生产协调一致
,

并受到粮食增产幅度的制约
。

在制约限度之内
,

发展经济作物必然会产生积极效果
,

能为农业提供生产资金
,

增加农户收入和完 纳 国 赋 田

租
,

密切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和促进手工业独立发展
,

扩大粮食市场
,

促进商品粮的生产
。

单



一地进行粮食生产和过度的发展经济作物
,

都有悖于农业经济运动的规律
。

、
. ,州卜 .. 州卜闷 。

滋

16 一 18 世纪
,

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
,

由于突破了自然经济的藩篱
,

生产面向市

场
,

农业的经营管理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引人注 目的变化
,

不是凭借封建权势而是

遵循商品经济规律
,

明显表现如下
:

第一
,

市场需求促使农业增加产品
。

前面列举 的那些经济作物的生产
,

无不与市场需求

有关
。

这些作物的生产
,

虽然开始时是为了 自给 自足
,

但后来生产活动日益繁忙
,

生产规模

迩渐扩大
,

产品种类及产量不断增加
,

因而不能说不是市场需求所引起的结果
,

不只是作为

工业 原料的经济作物是如此
,

其他农副产品
,

如水果
、

蔬菜
、

家禽
、

家畜
、

鱼类等等
,

以及

花卉
、

香
、

蒲葵亦是如此
。

以水果而言
,

闽广两省的荔枝
、

龙眼成为市场上的大路货
,

许多

农户争相种植
,

甚至有弃稻田 以种者
,

成为
`

龙荔之民
”
; 有的地方龙眼

、

荔枝树
“

弥 山遍野
” ,

叶蔽百里
,

夹道交荫
; 有的不待成熟 已由吴越商人来果园下订金预购

;
鲜果焙乾远销各地

,

“

其为拷箱者
,

打包者
,

各数百家
” ,

不少果农籍此
“

以致末富
” ,

甚至富坍千户侯
。

苏浙地区

的枯抽
一

也大宗生产
,

太湖中诸山
,

以桔袖为业
,

有多至千树之家
。

浙江衙州的桔林
,

傍河十

数 `牡不绝
。
步行育这样大片的桔林

,

无疑是为了向市场提供大量水果@
。

随着经济作物区域扩

大和 L商人口增加
,

对余粮的需求也相应增加
,

从而激励了粮食生产的发展
。

第二
,

利润调整着农业生产结构
。

在农本 自然经济支配下
,

以粮食生产为主
,

其他均为

副业或末业而处于主业的附属地位
。

人们没有想到要改变这种格局
,

也不容许调整这种主副

关系
。

但是
,

利之所在人必趋之
,

在商品经济的利润诱引下
,

一部分农户开始了新的选择
,

放弃作为主业的粮食生产
,

专门或主要去从事他种农业
,

或植桑养蚕
,

或种植棉花
,

或培植

茶叶
、

甘蔗
、

水果
,

等等
,

成为蚕农
、

棉农
、

茶户
、

果农
、

蔗农
。

一部分地主也分拨出相当

数 鼠的土地为市场生产粮食 以外的其他农产品
。

无论农民还是地主
,

他们新的选择完全是从

赢 利出发的
,

并为此作了精细的计算
:

如果植桑养蚕
, “

地得叶盛者
,

亩可养蚕十数筐
,

少亦

四五筐
,

最下者二三筐 (二三筐者即有豆熟 )
。

米贱丝贵时
,

蚕一筐可当一亩之息矣
; 米甚贵

丝甚贱
,

尚足与田相准
”

@
。

如果种桑不养蚕
,

专售桑叶
,

一 亩桑地
,

只要粪多力勤
,

可收桑

叶 80一 1 00 个 ( 16 0 。一 2 0 0 0斤 )
。

母个常年售银一 钱
,

叶贱之年亦可卖价五分
,

一亩可得 银 少

则四五两
,

多则八到十两
,

除去工食肥料共二两
,

净赚二三两或六至八两L
。

耕种水稻
,

亩

可三石
。

当时米价每石银一两
,

共值三两
,

还要扣除工食肥料等成本
,

赢利显然不及蚕桑
。

所 以他们得出的结 沦是
, “

蚕桑之利
,

厚于稼墙
” , “

多种田不如多治地
” L

。

植棉者亦然
,

五

谷之利不及其半
。

古人总是把植棉业的发展归因于地理条件
,

认为许多地方因地势高亢
,

不

宜种水稻
,

只宜种棉花
,

完全忽视两者经济效益的比较
,

失于片面
。

种植经济作物为获得最

大的利益
,

宁愿增加投入
。

如种烟草
,

尽管用肥力为水稻的 6倍
,

费工为水田的5一 6倍
,

为

早地的 4倍L ,

然而
,

种烟的人越来越多
,

令禁不止
。

盖因肥工虽多而获利更多
。

19 世纪
,

有的地方 (如四川 )
,

烟草获利超过稻麦 3倍
。

市场的需求
,

改变着传统的农业结构
。

第三
,

核算成本和利率
。

进行商品性农业生产
,

目的在于赢利
,

力求以最低的成本
,

取

得最大的利益
,

理所 当然地要进行成本和利率的核算
。

农业中一项大的投入是肥料
,

当时在

肥料也成为商品的地方
,

农业经营者密切注视肥料价格的涨落
。

浙江嘉湖一带
,

每年 4 月及

10月农忙时
,

粪价贱
,

他们便
“

并工多买
” 。

施肥也须讲求效率
,

如种桑
,

先以便宜的垃圾为

底肥 ; 清明边追施大粪
, “

浇一钱多二钱之叶
” ; 剪桑毕再施一次

, “

浇一钱多一 钱之叶
,

毫不

亏本
”

L
。

为降低成本
,

尽量多积厩肥
。

他们计算
:

养羊的费用完全可以出售羊毛和羊 羔 的

收入抵偿
;
单养肉猪亏本

,

若兼养母猪
,

则完全可从出售肉猪和仔猪的收入中抵销
, 两项 合



计
,

多养猪羊除收回成本外
,

一年可净得肥料八九百担
。

对于获利极微的家禽
,

也进行成本

与利润比较
:

鸡 以米麦为饲料
,

成本高
,

鹅以草谷为饲料
,

成本低
;
鸡长一年不及 5 斤

,

鹅

养 3个月即有 6 、 7 斤
; 两相 比较

,

养鸡不如养鹅
。

但若鸡饲料用猪碎骨和杂虫代替米麦
,

本少而鸡肥
,

亦甚有利L
。

真可谓精打细算
。

第四
,

对 自然资源充分开发
,

全面规划
,

综合利用
。

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

可以看到

这样一些被称为
“

有心计
”

的农业经营者
,

他们力求在有限土地上充分开发利用 自然 资 源
,

因地制宜进行规划
。

嘉兴桐乡小业主邹行素
,

仅痔田 10 亩
,

水池一方
,

种粮不能自给
。

其友

张履祥为之规划
,

视市场所需随土地所宜
,

进行多种经营
; 3 亩种桑

,

收丝 30 斤 ; 3 亩种豆
,

豆收种麦或麻
; 2 亩种竹

,

收笋; 二亩种果
,

桑果树下栽培蔬菜
;
池中养鱼

,

塘泥以肥竹果

桑麻
。

所产丝麻竹笋果鱼蔬菜等
,

主要作为商品投入市场
,

收入供一家生计有余⑧
。

严州桐

庐吴荣让
, “

度原限使 田
,

度山林使种树
” , “

积薪水浒
,

以岁市之
” ,

二十年致富巨万L
。

湖

州乌程农民
,

将一块芦苇滩地
,

因势利导
,

充分开发
,

修塘养鱼
,

筑堤植桑
,

以致厚富@
。

最值得注意的是
,

苏州地区的谈参
、

谈晓兄弟
,

他俩以低价买下数万亩被遗弃的低注地
,

雇

人开发
, “

凿其最洼者为池
,

余则周以高膛
,

辟而耕之
,

岁入视平壤三倍
。

池 以百计
,

皆 畜

鱼
。

池上架以梁为羡舍
,

畜鸡泵其中
,

鱼食其粪又易肥
。

胜之上植梅桃诸果属
,

其沼泽巾则

种孤龙菱芜
。

可畦者以艺四 时诸蔬
,

皆以千计
。

凡鸟鬼 昆虫之属悉罗取而售之
。

室中置数 10

柜
,

且以其入分投之
,

若某柜鱼入
,

某柜果入
,

盈乃发之
,

月发者
,

数焉
,

视 田 之 入 又三

倍
” ,

如此经营
, “

累紫数十万
” 。

据说二谈之前还有金氏兄弟
,

均效陶朱之术
,

弟金吾 尉 以

低价购买湖滩地
,

雇人耕治
, “

越二岁而熟者万亩
”
@

。

这样的经营方式
,

不仅古代少见
,

今

亦不多
,

应该说是农业经营现代化的典型
。

16 一 18 世纪的中国
,

在农业基础上
,

手工业
、

商业和海外贸易都有相当的发展
。

亚当
·

斯密认为中国这时己具备了走上工业革命道路的可能性L
。

他显然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
: “

只

有得到我们统称为权力的那些机构的保护与促进
,

经济才能得到发展
”
贫

。

最高权力均 代 表

是国家政府
,

中国正是缺少 与其历史进程相适应的政府及政策
,

—
这就是中国己具有近代

化条件而未能实现近代化和落后 于西方 的根本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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