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王祯生活的时代
   
王祯，字伯善，生于公元 1271 年前后，山东东平人，是我国元代著名的

农学家。
王祯生活的时代，正逢元朝的前期和中期。
1271 年，正是王祯出生的时候，忽必烈废除了“蒙古”国号，取《易经》

中“大哉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即“大的开始”的意思）。1272
年，迁都今北京，当时叫大都（也叫汗八里，即“大汗之城”）。1279 年灭
亡南宋，中国复归于统一。

元朝的疆域，“北踰阴山，西极流沙（今新疆白龙堆沙漠），东尽辽左
（辽东），南越海表”，比汉唐盛时更加辽阔。有些地方还超出了今天的国
界，如辽阳行省就统辖着包括库页岛在内的整个东北地区。

元朝的中央统治机构有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中书省是最高行政部
门，设中书令，右、左丞相，平章政事，右、左丞，参知政事等，统称丞相。
中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枢密院掌兵权，设院使、副使。
御史台掌司法，设御史大夫。

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为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大都附近的河北、山西、
山东地区叫“腹里”，其他地区（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
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等）设立行中书省，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这些
“行省”，后来发展成行政区的名称，初步奠定了明清乃至今天省区的规模。
行省长官设置同中书省，有右、左丞相，平章政事，右、左丞，参知政事等。
行省之下为路、府、州、县，设总管、府尹、州尹、县尹；又都各设“达鲁
花赤（管民官）”，由蒙古人担任。

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设有宣抚使司、宣慰使司、安抚使司，或宣慰使都
元帅府，下设万户府、千户府等。

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加以
提倡。这是因为蒙古人所建立的国家横跨欧亚，其中民族成分复杂；宗教信
仰各异，故对于各种宗教兼容并蓄，以便维护自己的统治。元朝统治时期，
上述各种宗教在中国都有了很大发展。

忽必烈封吐蕃喇嘛八思巴为国师，成为掌握吐蕃政教事务的首领。
1279 年，八思巴卒，得赐号为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他的后

继者也都称帝师。元统治者在修寺院、作佛事方面，每年都要花费大量钱财。
1291 年，全国估计共有佛教（包括喇嘛教）寺院 4 万余处，僧尼 20 余

万人。僧侣们不仅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还经常得到元政府的赐予。
元代道教的地位仅次于佛教，在北方广为流传的是道教三大派别之一的

全真教。1276 年元军攻入南方后，对正一教（天师道）也注意加以利用，曾
召其天师到大都。

伊斯兰教徒在元代称为“答夫蛮”，多为大食人，善经商。元朝政府就
利用这一点让他们为自己经商贸易，有时还任用为负责财政的官吏。

元代有所谓“也里可温”（意为信奉基督教的人，属“罗马派”），在
蒙古军西征后陆续来到中国。忽必烈时，南北各大城市都有他们居住。

元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十分尖锐。元统治者以少数民
族入主中原，统治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采取了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他
们把各民族人民划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以制造民族矛盾，



分而治之，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
蒙古人为第一等，包括原来蒙古各部的人。他们是占统治地位的民族，

拥有种种政治、经济、法律上的特权。但实际上，蒙古族的下层人民同其他
各族人民一样，同样受着蒙古贵族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生活十分贫困，有些
甚至被卖为汉、回之家的奴婢。

色目人为第二等，包括西夏人、回回人、西域人和留居中国的一部分欧
洲人。他们归附蒙古较早，故最得信任，政治地位仅次于蒙古人。

汉人为第三等，包括契丹人、女真人和原来在金统治下的北方汉人。
南人指南方的汉人和其他各族人，地位最低，属第四等。元朝统治者把

汉族分汉人和南人，是为了分化瓦解他们，削弱他们的反抗力量。
各级统治机构的长官和掌实权的人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其次才是汉

人，南人则极少有这种机会。地方上的达鲁花赤一般由蒙古人担任，而以色
目人当同知，汉人当总管。同知、总管互相牵制，都要服从达鲁花赤的指挥。
在刑法上规定蒙古、色目、汉人分属不同机关审理。量刑上也不平等，如规
定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蒙古人打死汉人，只判流放充军，而汉人
打死蒙古人则要抵命。经济上规定政府括马（强买民间马匹），蒙古人不取，
色目人取三分之一，汉人、南人全取。此外还有汉人、南人不得私藏兵器等
种种不平等的禁令。

元代的军事制度，是在蒙古政权军事制度的基础上日趋完备的。专门卫
护皇帝的宿卫诸军，如怯薛军、五卫（左、右、前、后、中五卫）亲军等，
是中央禁军。怯薛军由贵族子弟充任，设怯薛长，归皇帝亲统。五卫亲军隶
于枢密院，设亲军都指挥使。此外，大朝会用的围宿军、大祭祀用的仪仗军、
巡幸护驾的扈从军、守卫皇帝财产的看守军、夜间巡逻的巡逻军、保护漕运
的镇遏军等，也都属于宿卫军。

镇守地方的是镇戍军，归枢密院调遣。其中，蒙古军由蒙古、色目人组
成，屯驻“腹里地区”；探马赤军由契丹、女真人组成，其间杂以由北方汉
人组成的汉军和南宋投降过来的新附军。在一些地方还有不出戍的乡军，如
辽东的乣（jiǔ）军、女真军、高丽军，福建的畲（shē）军、云南的寸白军
等。各地驻军都有屯田。军户另编户籍，子孙世袭。

元代在全国各地遍设驿站，签发民户为驿卒，叫站户（即站赤）。驿站
有使用马、牛、狗、引车等的陆站和使用船的水站。站户的户籍也是独立编
制的，“北地”的归通政院统领，“汉地”的归兵部统领。与一般驿站相辅
而行的又有急递铺，用来传送紧急文书。

在元代，蒙古皇帝、王公、贵族、色目商人、寺院僧侣和一部分汉族大
官僚地主组成为统治集团，剥削和压迫各族劳动人民。蒙古贵族在进入中原
以后，都得到了皇帝赏赐的大量土地，从而变成了大地主。寺院也经常得到
赏赐土地，大都的大护国寺有水陆田多达 10 余万顷。色目商人和汉族大官僚
地主也都占有大量土地。他们就以这些土地作为剥削农民的手段。

元代北方农民负担的赋税名目有二：一为税粮（丁税、地税），以丁口
和土地纳税。但丁税多地税少；一为科差，以户为单位征收。在江南，主要
征两税和科差，这是正税。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附加税和强派勒索，如括马
（强买民间马匹）、和买（官取民物只给很少的钱）、和雇（强派劳役）等
等。

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很强，除交纳地租外，还必须忍受严重的超



经济剥削。地主可将佃户随田转让，甚至干预其子女的婚姻。
比佃户身份地位还低的是驱口。法律规定他们“与财物同”，可以公开

买卖，如在大都即设有人市。驱口不能与“良人”通婚，而且“所生子孙，
永为奴婢”。元代驱口主要来自战争俘虏，也有因犯罪、贫困自卖或被拐卖
等情形而成为驱口的。



二、《王祯农书》的写作
   
元朝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开始重视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

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
1260 年，忽必烈上台不久就设立了十路宣抚司，以通晓农事者充劝农

官。次年，设劝农司，置劝农使。
1270 年，成立了专门负责农桑水利事宜的政府机构司农司，它可以派遣

劝农官到各地巡视农业生产的情况，还有权申报地方官在农事方面勤惰的材
料。攻下南方后，1288 年在江南又设立了行大司农司和营田司。

司农司等机构的设立，对元初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
为了使农民掌握生产技术，提高农产量，忽必烈还派人遍求古今农书，

组织写作，于 1273 年编成了《农桑辑要》一书。这部书在历代农书（如《齐
民要术》等）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生产经验，记载了新作物的推广情况。元
朝政府把它颁行全国，命令各地宣传推广，对指导农业生产发挥了很大作用。

元朝政府还在全国农村推行村社制度，以 50 家立一社，选年高晓农事者
一人为社长，督促农民及时耕作，开垦荒地、修治河渠，经营副业等。农民
都要在田旁立牌，书明属某社某人，以便社长随时检查。

元朝政府在兴修水利方面也做了很大努力，设置了都水监和河渠司以掌
水利。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是凿通南北大运河。

大运河于隋代开通后，至元初已经年久失修，不能贯通，由南方北运大
都的漕粮只好水陆两运。为了解决漕粮运输问题，元朝在 1289 年开会通河，
即自须城（今山东东平）到临清的一段运河，长 250 余里；1292 年又开通惠
河，引大都西白浮泉等水穿过大都，东至通州入白河，长 160 余里，为运河
最北段。这样，从杭州到大都的南北大运河又畅通了，它对漕粮北运、南北
物资交流和沿岸农田灌溉都起了积极作用。此外，如江南三吴地区的淀山湖
工程、陕西关中地区的泾水工程、西夏地区的水利工程等，也都是很重要的。

由于元朝政府在忽必烈时期采取了这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在广大
劳动人民的辛勤耕作下，农业生产逐渐得到了恢复。从垦田面积看，元朝中
叶，江浙行省已有官、民田地 99 万余顷，河南行省有 118 万余顷；今内蒙、
云南、新疆等边地亦有屯田 15 万余顷。

河南由于荒地大都垦辟出来，流民纷纷回籍，竟使地价涨至原来的十倍、
百倍。其他如两淮、四川等受战争破坏严重的地区，土地也大都得到了开垦。

人口增加的数字见下表
年代 户数 口数

1235 870000余户 4750000余口

1271 近 2000000户

1290 13190000余户 58830000余口

1293 超过 14000000

垦田面积和人口的增加标志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棉花的种植在元代得到了推广。
宋代，棉花还仅在闽广和陕西等少数地区种植，到元代就向江南和北方

许多地区普及了。
1289 年，元朝政府在浙东、江南、江西、湖广、福建等省置木棉提举司，

年征木棉 10 万匹，以后成宗（1295—1307 年）时又定江南夏税折征木棉等



物，说明棉花已广泛种植。这对改变中国人民的穿衣习惯，有很大意义。
王祯的家乡——山东东平，在元初已是封建文人荟萃的地方，早在窝阔

台时代（1229—1241），万户严实就曾经在东平“兴学养士”。当时的名士，
如李昶、王磐、徐士隆、李谦等都曾在东平先后设帐授徒，培养了一批为封
建王朝服务的人才，著名的有徐琰、申屠致远、孟祺等人。其中孟祺在 1270
年曾任山东西道劝农副使，曾参与编写过《农桑辑要》一书。

王祯可能受孟祺的影响而开始接触农学，他在《王祯农书》中曾引用许
多《农桑辑要》的资料。

王祯在 1295 年任宣州旌德县（今安徽旌德）县尹，任职6年，后于1300
年调任信州永丰县（今江西广丰）县尹。他在旌德县尹任内，一直过着极为
俭朴的生活，从未搜刮过民财。不仅如此，他还捐出自己的部分薪俸，办学
校、建坛庙、修桥梁、兴办了不少造福于民的公共事业。此外，他还兼施医
药，救济穷苦有病的人，深受当地人民的称赞。

王祯不仅是廉洁奉公的县官，而且是劝农兴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的农
学家。他认为作为地方官，如果不熟悉农业生产，不懂得农业知识，就难尽
到劝导农桑的责任。他不仅搜罗以前的历代农书，孜孜研读，而且经常注意
观察各地的农事操作和农业机具，从而为他撰写农书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对
那些只知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进行了无情的抨击：这些人自己都不懂“农作
之事”，“安能劝人”。他们常以劝农为借口，前呼后拥地下乡敲诈勒索，
名为“爱民”，实是害民。他还说，这些当官的只以“骄奢为事”，从来不
想一想所享用的一寸丝、一口饭都出自“野夫田妇之手”，他们横征暴敛，
尽力搜括民脂民膏来养肥自己。他的言行充满了对穷苦人民的深切同情。

《王祯农书》大约是王祯在做旌德县尹期间开始编写的，经过十几年时
间，直到调任永丰县尹后才完成，1313 年刻印发行。

王祯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农学家之一，同汉代的氾胜之，北魏的贾思
勰、明代的徐光启齐名。

氾胜之是西汉山东人。他的先人本姓凡，在秦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为躲
避战乱，举家迁往氾水，因此改姓氾，氾水是济水支流，位于今山东曹县北
20 公里和定陶县分界处。

氾胜之在汉成帝（前 32—前 7）时，出任议郎。他曾在包括整个关中平
原的三辅地区推广农业，教导种植小麦，而且颇有成效，许多热心于农业生
产的人都前来向他请教，关中地区的农业因此取得了丰收。他因为推广农业
有功，被由议郎提拔为御史。在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基础上，他写成了农书
18 篇，这就是《氾胜之书》。

贾思勰是公元 6世纪前半叶，南北朝北魏人，曾任高阳郡（治所在今山
东高阳）太守。他平时关心农业生产，具有丰富的农业知识。他从文献中搜
集了许多古代和当时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知识，又访问老农，在 533—544 年左
右撰成《齐民要术》一书。全书分为 10 卷，共 92 篇，分别论述各种农作物、
蔬菜、果树、竹木的栽培和育种；家畜家禽的饲养；农产品加工及副业等。
他在《自序》中说：“起自农耕，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这是
我国古代的一部很有价值的农业科学著作。

徐光启（1562—1633），上海人，是明代卓越的科学家。他在数学、天
文、历法和农学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多贡献。而在农学方面，他给我们留下
了一部巨大著作——《农政全书》。该书 60 卷，约 70 余万字，内容比以前



所有农书都要全面，对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都有详尽的记录，特别对于蕃薯
和棉花的种植技术作了重点的介绍，又对屯垦、水利工程及备荒三项作系统
的叙述。书中大量地保存了《王祯农书》中的农器图谱，并且还有所增补，
这是很可宝贵的。这部书不仅整理总结了古代农书，而且反映了农业生产实
际经验，富有实践的科学精神，是一部实用性很强的科学书。



三、《王祯农书》的特点
   
《王祯农书》在中国农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继承了前人在农

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总结了元朝以前农业生产实践的丰富经验，全面系
统地解释了广义农业生产所包括的内容和范围。

中国先秦的农书，只在《吕氏春秋》中保留了《上农》、《任地》、《辩
土》、《审时》四篇。如《任地》：

“《后稷》（古代书名）曰：“子能以窐（洼地）为突（高地）乎？子
能藏其恶（干燥的土）而揖之以阴（湿润的土）乎？子能使吾士（土）靖（干
净）而甽（垅沟〕浴士（土）乎？子能使保湿安地而处（存在）乎？子能使
雚（生长于旱地的小苇子）夷（茅的始生者）母淫乎？子能使子之野尽为泠
风（小风，和风）？子能使藁（禾杆）数节而茎坚乎？子能使穗大而坚均乎？
子能使粟圜（同圆）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疆呼？无（为）之若何。

凡耕之大方（基本原则）；力者（坚硬的土）欲柔（柔软的土），柔者
欲力；息者（休耕的土地）欲劳（频耕的土地），劳者欲息；棘者（贫瘠的
土地）欲肥（肥沃的土地），肥者欲棘，急者（因干燥而过于实着的土壤）
欲缓（因湿润而过于松软的土壤），缓者欲急；湿者（潮湿的土地）欲燥（干
燥的土地），燥者欲湿；上田（高旱地）弃亩（垅台），下田（下湿的田）
弃甽；五耕五耨（锄草），必审以尽，其深殖（植）之度，阴土（湿润的土
层）必得；大（杂）草不生，又无螟蜮，泛指损害庄稼的害虫），今兹（年）
美禾，来兹美麦，是以 6尺之耜（6尺长的耒耜，6尺相当一步），所以成亩
（耕地成垄）也；其博（耜面的宽度）8寸，所以成甽也；耨（锄草的农具）
柄尺（耨柄长为 1尺），此度也。其耨6寸（耨刃宽为 6寸），所以间嫁（在
苗间耕田）也。⋯⋯。”

汉代的《氾胜之书》只残存了 3700 字，已经无法见到它的全貌。
北魏的《齐民要术》虽然具有农业全书的性质，但在整体性和系统性上

不如《王祯农书》，它在总论方面，只有“耕田”和“收种”两篇，在粪田
和灌溉等方面都没有专篇论述。也没有“农器图谱”。

南宋时有一部《陈旉农书》，是陈旉（1076—1149）在 1149 年完成。分
上、中、下三卷，12 篇，连序跋共计 12000 余字。

《陈旉农书》虽然在理论体系方面有重要发展，但是囿于地区的局限性，
只述及了南方地区的水稻种殖、耕牛和蚕桑，尚不具备《农业全书》的性质。

元代的《农桑辑要》比《王祯农书》早 40 年成书，是元初官撰的农书，
主要摘录元代以前农书的资料编辑而成，新的创造较少，并且主要是适应北
方需要的农书。

《王祯农书》有两种版本：
第一种：37 集本，包括“农桑通诀”6集、“百谷谱”11 集，“农器图

谱” 20 集。
第二种：22 卷本，包括“农桑通诀”6卷，“谷谱”4卷、“农器图谱”

12 卷。
《王祯农书》有四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对广义的农业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
《王祯农书》中的“农桑通诀”部分，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农业（农桑）

总论（通诀），它比较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广义农业的内容和范围。



“农桑通诀”以“农事起本”、“牛耕起本”、“蚕事起本”这三个题
目，叙述了农事和蚕桑的起源，把元代的农业同自古以来的农业联系了起来；
把元代的农业作为历史农业的一部分，使元代农业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的纽带。

然后，“农桑通诀”以“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这一“天、
地、人”的三才理论为指导思想，全面、系统地对狭义农业的各个方面进行
了论述。

开始，它以“授时”和“地利”两篇探讨对农业生产客观环境的复杂性
和规律性进行了探讨，强调了“时宜”和“地宜”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
在尊重天时、地利等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对人事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
的阐述：其中包括垦耕、耙劳、播种、锄治、粪壤、灌溉、收获等专篇，对
农业种植中的各项问题进行了概述。

“农桑通诀”还分列了“种植、畜养、蚕缫”等专篇，对林、牧、副、
渔等广义农业各个方面的内容进行阐述。

“农桑通诀”还以“孝弟力田”、“劝助”、“蓄积”等遍，对封建官
府的重农思想和劝农措施进行宣扬。

读完“农桑通诀”之后，使人们对广义农业的内容和范围，以及农业生
产中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清晰明了的认识。这是《王
祯农书》的一大特色。

第二：兼论南北农业，分析和比较了南北农业的异同。
《氾胜之书》主要总结了以整个关中平原三辅地区的西北农业生产经

验。
《齐民要术》主要总结了华北地区今河北、山西、山东、河南一带的农

业生产经验。
《农桑辑要》成书于元灭宋之前（1279 年灭宋，1273 年成书），主要总

结了以金朝旧地为中心的北方农业生产经验。
《陈旉农书》偏于南宋半壁江山，主要讲以东南为主的南方农业。
《王祯农书》则能兼论南方和北方农业。它深入细致地分析和比较了南

北农业技术以及农具的异同、功能，这是它的又一重要特色。
王祯在我国古代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黄河下游齐鲁之地成长，后来又长

期在南方做地方官，他具备了对我国北方和南方的农业生产都比较熟悉的客
观条件，所以他能从全国范围全面系统地阐述农业生产。

第三：有比较完备的“农器图谱”。
唐代的陆龟蒙写了中国最早的一部农具专著《耒耜经》，记载了江东犁、

耙、砺 和磟碡 4种水田耕作农具，但没有图。
南宋曾之谨写了一部《农器谱》（该书已经失传），书中所收的农具，

在数量上没有王祯的“农器图谱”多，而且也没有图。
《王祯农书》以后的《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重要农书中的“农

器图谱”是从《王祯农书》中抄来的，没有增加多少新内容。所以说，《王
祯农书》中的“农器图谱”是王祯在古农书中的一大创造。

“农器图谱”约占全书篇幅的 4／5，有 200 多幅插图，涉及105 种农具，
称得上丰富多采、洋洋大观和别开生面。

第四：在“百谷谱”中描述了植物的性状。
《王祯农书》中的“百谷谱”，对各种作物栽培进行了分论。其中包括



谷属、蓏（luǒ）属、蔬属、果属、竹木、杂类等内容。这一部分比其他古农
书，多了植物性状的描述，这也是《王祯农书》的一项创举。如谷属中的梁
秫，他的描述是：“其禾、茎叶似粟，其粒比粟差大，其穗带毛芒。”谷属
中的蜀黍，描述为：“茎高丈余，穗大如帚，其粒黑如漆，如蛤眼”；蓏属
中的冬瓜，描述为“其实生苗蔓下，大者如斗而更长，皮厚而有毛，初生正
青绿，经霜则白如涂粉，其中肉及子亦白”；蓏属中的芋，描述为“叶如荷，
长而不圆，茎微紫，干之亦中空，根白，亦有紫者，其大如升，食之味甘，
旁生子甚多，拔之则连茹而起；蓏属中的芡，描述为“叶如荷、皱而有刺，
花开向日，花下结实；蔬属中的薤，描述为“叶似韭而阔，本丰而白深；”
蔬属中的韭，描述为“丛生，丰本，叶青，细而长，近根处白。”



四、南北耕作体系的新概括
   
王祯为了在农业生产中贯彻“时宜”的原则，创制了“授时指掌活法之

图”，简明总结了历法和授时问题。与此同时，他又指出：不要依照历书所
载的月份，而要用节气定月，这样就可以正确代表季节性的变化；其次，图
中所列的各月农事，只适用于一个地区，其他地区应该按照该地区所处的地
理纬度和其他因素来变更。如果各地都能斟酌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这样一个
农事的月历，在当地的农业生产中，对贯彻“时宜”原则将会有重要的帮助。

王祯为了在农业生产中贯彻“时宜”的原则，还创制了一幅《全国农业
情况图》。这幅图是王祯根据全国各地的风土和农产知识绘制的，它能够帮
助人们辨别各地不同的土壤，以便能遵循“地宜”的原则，实行因土种植和
因工施肥。可惜原图已经佚失。

王祯强调在北方旱地耕作中要深耕细耙。他认为，只有“深耕易耨”才
能“岁可常稔”。他不仅仅认为“犁深为功”，而且强调“耙熟为全功”。
又说：

“耙劳之功不至，而望禾稼之秀茂实栗难矣”。
他还总结了先浅耕灭茬，然后再细耕多耙的新经验。
王祯对北方旱地和南方水田的耕作体系作了新的概括。他把北方旱地的

耕作体系概括为“耕、耙、劳”。所谓“其耕种陆地者，犁而耙之，欲其土
细，再犁再耙，后用劳，乃无遗功也”；所谓“犁耕既毕，则有耙劳，耙有
渠疏之义，劳有盖磨之功”等，都是对北方旱地翻耕法耕作体系的概括。与
此同时，王祯对南方水田的耕作体系概括为“耕、耙、耖”。即所谓“南方
水田，耕毕则耙，耙毕则耖，故不用劳”。



五、总结北方旱地实行套耕的新经验
   
王祯提出：
“所耕地内，先并耕两犁，垅皆内向，合一陇谓之浮疄，自浮疄为始，

向外缴耕，终此一段，谓之一缴，一缴之外，又间作一缴，耕毕，于三缴之
间，歇下一缴，却自外缴耕至中心，作一墒，盖三缴中成一墒也。其余欲耕
平原，率皆仿此”。

这是王祯总结的北方旱地采行内外套翻法，减少开闭垄，提高耕作质量
的一个新经验，从而将北方旱地耕作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六、总结南方稻田旱作开疄作沟的新经验
   
南方一向有“水乡泽国”之称，因此，南方稻田在收稻之后复种旱作时，

“最忌水湿”，这是实行稻麦两熟的一大障碍。经过人们的长期探索，大约
在元代，才创造了“开疄作沟”，整地排水的经验。

王祯在他的《农书》中首先总结了“开疄作沟”的经验。
“高田早熟，八燥耕而熯之，以种二麦。其法：起拨为疄，两疄之间，

自成一畎，一段耕毕，以锄横截其拨，泄利其水，谓之腰沟，二麦既收，然
后平沟畎，蓄水深耕，俗谓之再熟田也。”

王祯这一经验总结，为南方稻田实行稻麦两熟，夺取稻麦双丰收，做出
了重要贡献，时至今日仍然是南方稻区夺取二熟高产的关键措施之一。



七、强调秋耕为主春耕为辅的原则
   
北方旱地的气候特点是春旱多风，夏秋多雨，为了适应这个气候特点，

以便保墒防旱，王祯引用《韩氏直说》中总结的经验：
“凡地除种麦外，并宜秋耕。秋耕之地，荒草自少，极省锄功，如牛力

不及，不能尽秋耕者，除种粟地外，其余黍豆等地，春耕亦可。”提出了秋
耕为主，春耕为辅的原则。

王祯还指出，对于土地的翻耕，要区别生地和熟地，熟地要相对耕得浅
一些，这样不致把生土翻上来。他还引用北方农谚说，春宜早晚耕，夏宜兼
夜耕，秋宜日高耕。

早晚耕和兼夜耕是为了防止跑墒，日高耕的目的是提醒人们在深秋要抓
紧土壤化冻的机会及时耕地。

在《播种篇》，王祯还介绍了选种和播种的方法。
王祯吸取前人的经验，特别强调了良种的选择和保存。书中指出每年挑

选好的穗子割下来挂在高处，或把种粒窖藏，播种前晒干种子，或者进行浸
种处理，以促它发芽。

在播种方法方面，王祯介绍了漫种（撒播）、耧种（条播）、瓠种（点
播）等几种方式。其中介绍的砘车和耧车配合使用的播种方法，增加了播后
镇压工具，比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的单纯耧种法进了一步。

除了对生产技术进行介绍，王祯在《锄治篇》里，还介绍了当时北方农
村中出现的“锄社”。这是贫苦农民的农忙互助组织。它的办法是：

“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
各家田皆锄治。自相率领，乐事趋功，无有偷懒，间有病患之家，共力锄之。
故苗无荒秽，岁皆丰熟，⋯⋯名为‘锄社’。甚可效也。”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有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早在
600 多年前就创造了依靠集体力量战胜农具劳力不足和病患等困难，取得好
收成的成功经验。但是，在地主阶级统治下，这种可贵经验同劳动人民创造
的其他许多先进技术一样，不可能得到广泛推广。



八、粪壤理论的新发展
   
汉代的《氾胜之书》在农业总论部分没有谈到增肥和灌溉问题，在各论

部分记载了基肥、种肥和追肥 3种施肥方法。
基肥结合整地，起到“和土”的作用，主要用之于枲、芋、瓠等作物；

种肥结合播种，可以起到防虫、御旱、忍寒的作用，主要用于禾麦等粮食作
物，追肥则是结合田间管理，以促进作物生长，主要用于种麻，这是中国文
献上有关追肥的最早记载。在各论部分还叙述了作物的灌溉次数和用水量，
在种稻部分记述了水温调节法，在种瓜部分记述了地下灌溉法。

水温调节法，主要用于种稻，即水稻生长初期，对水的温度要求较高，
可将稻田的出水口和进水口，安排在田边的同一侧，使水在田的一边直线穿
过，整田的水流动不大，保持原有水温。夏至后，水温过高不利水稻生长，
可将出水口和进水口错开，水流斜穿过田面，田中的水换动较大，从而相对
地降低水温。另外，用井水浇麻，可以将汲起的井水在太阳下晒一晒，以提
高水温。

地下灌溉法主要用于种瓜，方法是将一口容积为三斗的瓦瓮埋在四棵瓜
苗中间，瓮口与地面平，瓮中盛满水，然后用瓦盖住瓮口，水减少了又添加，
经常保持瓮中水满。这种方法通过瓮的渗透作用，可使作物得到均匀的水分
供给，减少地面蒸发，提高水的利用率，特别适用于干旱的北方。

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的总论部分也没有谈到增肥和灌溉的问题。
在各论部分谈到了踏粪法和使用绿肥方法。

踏粪法是：
“凡人家秋收后，治粮场上，所有穰谷稖等，并须收贮一处。每日下 3

寸厚，每平旦收聚堆积之，还依前布之，经宿即堆聚。计经冬一具牛踏成 30
车粪。至 12 月、正月之间，即载粪粪地，计小亩亩别用5车，计粪得6亩。”

使用绿肥的方法是：
“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穰种，七八

月犁馣杀之。为春田则亩收十石，其美与蚕矢熟粪同”。
《齐民要术》在个论部分还谈到了冬灌问题。总之，肥水问题在农业增

产中仍然没有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南宋时的《陈旉农书》设立了《粪田之宜》专篇论述增肥问题。他认为，

如果能常给农田施用肥料，则可使土壤越来越“精熟肥美”，地力将“常新
壮”。

《陈旉农书》的不足之处是，《粪田之宜》专篇重在理论阐述，实践性
较差。

《王祯农书》不仅仅是将“粪壤”和“灌溉”摆在《农桑通诀》这个总
论的重要位置上，而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新的发展。

农业土壤的本质特征，体现在“粪壤”二字的深刻含义中。因为，自然
土壤和农业土壤有本质的区别，这种本质区别就在于自然土壤只具有自然肥
力，而农业土壤不仅仅具有自然肥力，并且具有人工肥力，而“粪田”则是
人工肥力的主要内容。

王祯从理论上论述了从自然土壤到农业土壤的转化问题：
“田有良薄，土有肥硗（qiāo，地瘠薄的意思），耕农之事，粪壤为急，

粪壤者，所以变薄田为良田，化硗土为肥土也”。



王祯还继承和发扬了《陈旉农书》中提出的“地力常新”理论，他指出：
“所有之田，岁岁种之，土敝气衰，生物不遂，为农者，必储粪朽以粪

之，则地力常新壮，而收获不减”。
王祯还首先阐发了施肥是化无用为有用的思想，他说：
“夫埽除之猥，腐朽之物，人视之而轻乎，田得之为膏润，唯务本者知

之”。



九、广辟肥源的新努力
   
必须广辟肥源，才能增施粪肥。
王祯得到的肥源有苗粪、草粪、火粪、大粪、小便、泥粪、旧墙土、草

木灰、糠秕、谷壳、腐草，败叶、泔水、马蹄羊角灰，沃鱼水、沟泥水、淘
米水、禽兽毛羽亲肌之物等，比以前农书中得到的肥源大为增加了。

王祯不仅仅对绿肥的应用特别重视，而且首次对绿肥进行区分，把栽培
绿肥称之为“苗粪”，把野生绿肥称之为“草粪”。



十、积肥沤粪的新措施
   
为了增积粪肥，王祯提出了设置常年积肥车的新措施。他说：
“农圃之家，欲要计置粪壤，须用一人一牛或驴，驾双轮小车一辆，诸

处搬运积粪，月日既久，积少成多，施之种艺稼穑倍收”。
为使粪肥腐熟，提高肥效，王祯提出了田头汇粪的主张：
“南方治田之家，常于田头置砖槛窑，熟而后用之，其田甚美。北方农

家亦宜效此，利可十倍”。



十一、对农田灌溉的新认识
   
王祯在《农桑通诀》中专辟《灌溉篇》，把农田灌溉摆在重要地位。他

通过对古代治水和修筑沟洫情况的追溯，说明兴修农田水利是我国自古以来
的优良传统；还通过对古代水利工程遗迹以及难以计算的中小型水利工程的
列举，说明“兴废修坏”是发展农田水利的重要途径；又对多种引水方法进
行了介绍，指出了各种地势引水灌溉的方法；并对围田和圩田的经验进行了
总结，指出了南方“水乡泽国”兴水利，除水害的途径。

王祯在《农器图谱·灌溉门》中还对翻车、筒车、牛转翻车、水转翻车、
高转筒车、水转高车、戽斗、刮车、桔槔、辘轳等水利灌溉的工具和器械，
以及水栅、水闸、陂塘、水塘的效用和做法进行了介绍，并且指出，这些设
施不但可以灌溉农田，而且“又得通舟楫，转激碾磑，”陂塘“又可畜育鱼
鳖，栽种菱藕之类”，实现综合利用水资源，做到灌溉、航运、水力、水产
的结合。



十二、沤田法的重要变化
   
汉代的《氾胜之书》介绍了一种沤种法，又叫沤田法，其基本原理就是

“深挖作沤”，在沤内集中使用人力物力，加强管理，合理密植，保证充分
供应作物生长所必需的肥水条件，发挥作物最大的生产能力，提高单位面积
产量，同时扩大耕地面积，把耕地扩展到不易开垦的山坡地。

《氾胜之书》先用一亩地为标准对沤田法作了一般性的介绍，然后又根
据作物的种类和土地的肥脊对沤田作了具体的说明。

沤田法的沤深和沤间距离一般为 1 尺。但沤深往往因作物而异，从 0.5
尺到 3尺不等，大致上植株大而蔓长根深，或者是块根作物要求深，植株较
小的须根作物要求则相对浅些，沤间距离则因土而异，从 0.9 尺到 3尺不等，
土地肥则小些，瘠则大些，与种植密度有一定的联系。

《王祯农书》中所载的沤田法，与《氾胜之书》所载的沤田法相比较，
有三个重要的变化：

第—：《氾胜之书》中所载的沤田法有带状沤田和方形沤田两种方式，
而《王祯农书》中所载的沤田法，只有方形沤田一种方式。

第二：氾胜之所说的方形沤田有上、中、下三种方式，而王祯的方形沤
田已经简化为一种方式，并将氾胜之时 6至 9寸见方的小沤改为 1尺半见方
的大沤；同时缩小沤间的距离，扩大了土地利用面积。

第三：元代的沤田还增加了间套复种的内容。



十三、南方特殊土地利用经验系统总结
   
南宋时，由于民族矛盾的关系，北方人民不愿在女真贵族的统治下生活，

纷纷流入南方，使南方人口大为增加。
“建炎（1127—1130 年）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

人遍满”。
据 1159 年统计，南方有16840000 人。而到1179 年，南方则有29540000

人。20 年间，人口增加了 1000 多万。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非常突出，迫使
人们开展了“与水争田”和“与山争地”的斗争。因此，自宋代以后，在南
方各地出现了围田、圩田、柜田、涂田、架田、沙田、梯田等几种特殊的土
地利用方式。

及至元代，王祯在他的《农书》里，首次对这些特殊的土地利用经验系
统地进行了总结，这是王祯在农学上的重要贡献之一。



十四、新创制的耕耘器具
   
《王祯农书》中《农器图谱》部分最有特色和价值。这一部分卷帙最重，

占全书篇幅的 4／5，是农书的重点内容。
王祯在研究农学的过程中，深感农具的重要意义，认为“田非器不成”，

没有好的农具，就不能发展农业生产。因此他以“至纤至细”的精神，极其
详尽地介绍了当时和古代的以及他自己创制的各种农具、农业机械和生活用
具，共达 257 种，并且逐一绘制成图谱 306 幅，图后附有文字说明，介绍各
种农具的构造、发展演变的过程、使用方法和功效，并且做诗吟咏。这种内
容丰富、特色鲜明的农学巨著，在元朝以前没有哪一部农书可以和他相比。

元朝以后的一些重要农学著作中，农器图谱部分也多转录或引据《王祯
农书》。

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新农具的创制和发明层出不穷，但
是往往不能推广，甚至年久失传。这除了社会原因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没有图谱和缺乏文字记载。

王祯利用图文并茂的表达形式，把这样浩繁的农器，分门别类，绘成图
谱，这对交流和推广先进农具，的确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并且为我们
今天了解和研究我国古代农具发展情况，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农器图谱》共分田制、耒耜、䦆臿、钱镈、铚艾、杷朳、蓑笠、筿箦、
杵臼、仓廪、鼎釜、舟车、灌溉、利用、 麦、蚕缫、蚕桑、织纴、纩絮、
麻苎等 20 门。不仅仅工具的种类繁多，而且还包括了土地利用、农舍建筑、
灌溉工程、运输工具和纺织机等方面的内容。

（犁）刀：这是一种形似短镰而刀背比较厚的工具。在开荒的时候和
耕犁配合使用，先用 刀把草根割断，然后再用耕犁翻耕，这样就可以节省
人力、畜力，是我国农业机械史上一项别出心裁的发明。

铁搭：适应南方水田土壤的耕垦工具，一般具有 4—6个铁齿。
秧马：能坐在上面行于泥中，便于水田作业的插秧专用工具。
耘荡：适于水田中耕除草的耕耘工具。
耘爪：用竹管加上铁尖套在手指上，用以耘田的工具。
耧锄：华北平原用于畜力耕耘的器具，一天可耘田 20 亩，工效很高。
镫锄：用于中耕除草的工具，由于它没有两刃角，在锄草时不容易伤到

禾苗。
粪耧：在耧车上附加施种肥的装置，用来施种肥。
瓠（hù）种：在瓠上安木柄，瓠下安木嘴，用于垄畔播种的工具。
砘车：在耧车后面配上石制砘车，能沿耧角所开的沟进行镇压，能使种

土相亲，有利于发芽出苗。
汉朝赵过发明的耧车，下有三个开沟器，播种时，用一头牛拉着耧车，

耧角在平整好的土地上进行条播。到元朝，人们对古代耧车作了两项大的改
进；一是在耧车上附加上粪耧，把播种同施种肥结合起来；二是在耧车后面
配上砘车，把下种同镇压结合起来，使土和种子紧密接触，有利于保墒和种
子发芽。这种播种工具结构简单，使用方便，一直延续到今天才逐渐被现代
播种工具所淘汰。



十五、新创制的收获农具
   
推镰：这种用木做成横架及长柄，并安上小轮，收获荞麦用的农具，在

割前可以把禾秆聚拢，割倒后能使禾秆向左摊成一行，便于捆束，而且不损
籽粒，比一般的镰刀可提高工效好几倍，是当时一种很先进的收获工具。

麦绰：是将长镰形的麦衫装置在一个簸箕形的麦绰上面，在木柄和轴上
系以绳索，一手执绳，一手执轴，收割麦子既整齐又快。在麦绰的后面带着
4 个小轮的麦笼及拖把。使用这种收割器，一人一天可以收麦十几亩，也是
一种节省人力、功效很高的收获工具，并且很适合在较大的地块上工作。

䥽：收割水稻的工具。
捃刀：割麦稻用的工具。
鉴刀：割谷穗用的工具，半月形，北方也称“爪镰”。
这些农具对提高收割工效也起了重要作用。



十六、新创制的灌溉机具
   
在《王祯农书·农器图谱》中，可以看到几种新创制的灌溉机械：
翻车：又叫龙骨水车，是一种重要的往高处提水的灌溉工具，也称为脚

踏翻车。
水转翻车：这是王祯在前人设计的翻车基础上设计的。王祯在编绘《农

器图谱》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对农机具进行临摹，而是本着“既述旧以增
新、复随宜以制物”的精神，进行了大量创造性的工作。水转翻车以水力作
为动力，由一套复杂的机械装置组成。当水冲击立轴下面的大卧轮的时候，
和卧轮同轴的上面的大齿轮同时转动，并且拨动水平轮轴上的小齿轮，这样
就带动翻车，使它连续刮水而上，既节省了人力、畜力，又大大提高了工作
效率。

牛转翻车：在没有流水的地方使用。下轮安置在车傍岸上，用牛拽转轮
轴，翻车就会随着转动。这种翻车的工效大于人力翻车一倍。

驴转筒车：就是水转筒车，但由于转轴外端另行制造竖轮，竖轮旁边的
岸上再安置卧轮，和牛转翻车的原理一样。这种水车适合于在“临坎井”或
“积水渊潭”处使用。

高转筒车：是王祯设计的另一种灌溉机械。它适用于田高水低的地方，
一般用人力或畜力转动，可以把水提高 33 米多，如果两台接运，提水高度可
以到 66 米多。

水转高车：遇到流水岸边，需用高车时使用，这种车也是高转筒车的制
做原理，但是要在下轮的轴端另外制做一个竖轮，旁边用卧轮拨动竖轮。“绝
胜人牛所转”，效率更高，是一种很先进的灌溉机械。

刮车：是一种用上水轮的水车，它的水轮高度为 1.67 米，幅头宽 0.2
米，在水陂下田处使用。

这几种水车的原动力：翻车和刮车用人力；水转翻车、水转高车和高转
水车用水力；牛转翻车和驴转翻车用畜力。可见在元代不仅已经利用人力、
畜力以及水力进行灌溉，更为难得的是，这一时期已经比较广泛地利用机械
原理，特别是对齿轮轮系的利用。



十七、新创制的农产加工机械
   
《王祯农书·农器图谱》中，对元代新创制的连二水磨、水转连磨、水

击面罗、水轮三事等高效率的农产加工机械进行了记载，如水转连磨：
“水转连磨，其制与陆转连磨不同。此磨须用急流大水，以湊（凑的异

体字，聚合、奔赴）水轮（意指聚水冲击水轮），其轮高阔，轮轴围至合抱
（两臂围拢），长则随宜。中列三轮，各打大磨一槃（同盘，此处用作量词）。
磨之周匝俱列木齿，磨在轴上，阁以板木（用木板载着，磨傍（通“旁”）
留一狭空，透出轮辐，以打上磨木齿，此磨既转，其齿复傍打带齿二磨，则
三轮之力，互拨九磨。其轴首一轮，既上打磨齿，复下打碓（duì，一种春米
谷的设备，也可用于捣碎茶叶等物品）轴，可兼数碓。或遇天旱，旋（随即）
于大轮一周，列置水筒，昼夜溉田数顷。此一水轮，可供数事，其利甚博。

尝到江西等处，见此制度，俱系茶磨，所兼碓具，用捣茶叶，然后上磨。
若他处地分间有溪港大水，仿此轮磨，或作碓碾，日得谷食，可给千家，诚
济世之奇术也。陆转连磨，下用水轮亦可。”

王祯这种一机多用的设计思想是十分可取的。
“水轮三事”是王祯创制的。他在普通水磨的基础上，通过改变它的轴

首装置，使它兼有磨面、砻稻、碾米三种功用。他在说明中指出：
“夫一机三事，始终俱备，变而能通，兼而不乏，省而有要，诚便民之

活法，造物之潜机。今创此制，幸识者述焉。”表明这是由他创制的，希望
别人推广。

以上这些创造和革新，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在生产斗争中所取
得的伟大成就的反映。

《农器图谱》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对这些新创制的农业机具进行了积极
的宣传和推广，对当时的农业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十八、复原古代机械
   
为了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对于一些当时已经失传的古代机械，王祯搜

集资料，刻苦钻研，千方百计加以复原。
史书中记载古代有人做过一种磨，只用一头牛就可以拉动八盘磨同时工

作，可惜已经失传。
王祯“寻绎搜索”，反复研究，终于复原出来，“既图于前，复叙于后”，

供人们效法。
王祯看到《后汉书》记载，东汉南阳太守杜诗，曾经制作过水排。
所谓“水排”就是利用水力推引鞴鞴鼓风的器具，用于冶金。
生铁的早期发明，是中国对世界冶金技术的杰出贡献。要获得液态生铁，

就需要较高的炉温。有风就有铁，鼓风技术对于生铁冶铸的发展有着极重要
的意义。

从商周以来，都用皮囊鼓风。子继父业，年轻工匠必须学会缝制皮囊的
技巧。说明早期冶铸匠师高度重视鼓风器具的制作。

鼓风装置由人力驱动（人排）发展到用畜力和水力驱动（马排、水排）
是东汉冶铁技术的重大创新。

由于杜诗的倡导，水排至迟在公元 1世纪上半叶于南阳地区已经比较多
地使用。水排的功效不仅比人排，就是比马排也高得多。

杜诗发明的“水排鼓风技术”，到元代时，“去古已远，失其制度”。
王祯想到，“铜铁，国之大利”，用水排鼓风炼铁，不惟国用充足，又

使民铸多便。于是多方搜访，反复研究，终于搞清了“水排”的构造原理，
并绘制图，载入《农器图谱》中。

在复原过程中，王祯还把原来用皮囊鼓风，改为类似风箱的木扇鼓风。
这样改既节省了费用，减轻了劳动强度，又提高了冶炼技术。

这项复制和改革在我国古代冶铁史上有重要意义，为我们今天了解和研
究我国古代冶铁技术上的这一发明提供了重要依据。

王祯对水的功用有深刻全面的认识。他认识到水不仅可以用来灌溉农
田，畜养水产、栽种菱藕、发展航运，而且可以作为动力，推动机械装置运
转，代替人力、畜力，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服务。为此，他除在“灌溉门”里
介绍了不少用水力发动的灌溉机械外，还专门列了“利用门”一节，系统总
结了我国在这方面长期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介绍了 14 种用水力推动的农业
机械和农产品加工机械，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广泛利用自然能源的高度智
慧。这对于我们今天开发利用水力资源仍有借鉴意义。

《农器图谱》还介绍了当时的养蚕用具、缫丝装置、丝织和棉纺工具，
如缫车、木棉弹弓、木棉搅车、木棉纺车等，反映了元朝纺织技术的发展情
况和成就。

从《农器图谱》的编绘和许多先进的机械的创制可以看出，王祯不仅是
一个学识渊博的农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机械制造家。书中记述的许多高
效率的机械装置，不仅运用了杠杆、滑车、轮轴等简单机械，而且广泛使用
了绳轮、齿轮、曲柄、连杆等传动、变速机件，显示了当时相当高的机械设
计和制造水平。同时说明王祯对机械零件和机械原理的研究有较深的造诣。



十九、对林牧副渔各业的论述
   
《农桑通诀·种植篇》首先通过对历史上发展林业成功经验的介绍，阐

述了发展林业是“利博”和“兴国”的大事，不可缓行。
王祯把他发展林业的重点放在栽桑、种果和材木等几个方面。
关于栽桑，王祯介绍了桑树的种类、性质、繁殖，以及施肥、修剪等管

理方法。
在种植材木和果树方面，王祯介绍了前人种植材木和果树的“明效”，

以及移栽树木的方法，并着重介绍了桑树和果树的六种嫁接方法：即身接、
根接、皮接、枝接、靥接、搭接。

王祯在《百谷谱·果属》中介绍了梨、桃、李、梅、杏、柰、林檎、枣、
栗、柿、荔枝、龙眼、橄榄、石榴、桔、柑、橙、银杏等南北果树的栽培方
法。

在《百谷谱·竹木》中，王祯介绍了竹、松、杉、柏、桧、榆、柳、柞、
楝、楮等林木的栽培管理方法，为发展林业生产提供了技术经验。

《农桑通诀·畜养篇》总结了养马、牛、羊、猪、鸡、鹅、鸭的经验。
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在叙述养牛马驴骡这些役畜时，强调在使用

时要量其力能，饮饲冷暖要求适其天性，总结出“食有三刍，饮有三时”的
成熟经验。

王祯在养马方面，继承和发扬了“食有三刍，饮有三时”的经验。
在养牛方面，王祯认为“养牛，必有爱重之心，”然后才能收效：
“视牛之饥渴，犹己之饥渴；视牛之困苦羸瘠，犹己之困苦羸瘠；视牛

之疫疠若己之有疾，视牛之孕育若己之有子也。”如果能这样，牛就一定蕃
盛，还怕什么田地荒芜呢？

王祯认为要养好牛，就要在“勿犯寒暑”、“勿使太劳”、“时其饥饱”、
“节其作息”等方面下功夫。同时还要准备充足的饲料，并及时为牛治病。

在养猪方面，王祯总结了不少新经验：
第一：江南水地可以“取萍藻及近水诸物”作饲料；
第二：江北陆地，可种马齿苋作饲料；
第三：山区可以用橡食或者药苗作饲料。
第四：创始了发酵饲料，即：
“用之时，铡切，以泔糟等水，浸于大槛中，令酸黄或拌麸糠杂饲之”。
在养鸡、鸭、鹅方面，王祯也总结了一些新经验。
在养蚕、养鱼、养蜂方面，王祯在《农桑通诀·畜养·蚕缫》中总结了

养蚕、养鱼、养蜂的经验。如养蚕，王祯总结了择种收保、保存蚕种，饲养
管理，调节室温，分抬簇蚕等经验。

在养鱼和养蜂方面，王祯也继承和发展了前人著作中所总结的养殖方
法。



二十、发明木活字印刷术
   
北宋时的布衣（平民百姓）毕昇（活动于 1041—1048 年）为了弥补雕版

印刷的缺点，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毕昇用胶泥刻字，一个字，一个印，用火烧，使活字陶化变硬。先预备

好一块铁板，铁板上面放着松香、蜡、纸灰等，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
铁框内密密地摆满字印，满一铁板为一版，拿到火上去热，药就熔化，用一
块平板把字压平就可以开始印刷。为提高效率，用两块铁板，一块铁板印刷，
另一块铁板又排字；这块板印完，第二块铁板又准备好了。这样互相交替着
使用，印得很快。每个单字，都有好几个印，像“之”“乎”“者”“也”
等常用字，则刻得更多，以备一版内重复使用。至于没有预备的生僻字，则
临时写刻，用草火马上烧成。把字印按照韵目分类，安放在木格子里。根据
毕昇的试验，只印两三本显不出便利，如果印几百、几千部，则极为迅速。

第一部用泥活字印的书是《玉堂杂记》，是南宋文人周必大（1126—1204）
仿照毕昇遗法自印的。

元代杨古也用泥活字印过朱熹（1130—1200）的《小学》、《近思录》
等书。

和雕版印刷术比，活字印刷工艺简便，使用方便，工效高，用料省，因
此活字印刷术的出现，是印刷技术史上一项重要的成就。

毕昇的发明比德国谷腾堡（1400—1468）发明铅活字（1454 年）要早400
多年。但是，在中国，由于活字印刷一次性投资大，一套活字常常需要刻 20
万个活字，一般人购置不起，活字印刷效果比雕版印刷差，容易出错，加上
其它的社会、技术条件，这项发明直到元代尚未得到推广，当时仍在大量使
用雕版印刷术。这种方法不但费时，而且所刻雕版一旦印刷完毕大多废弃无
用。

王祯为了克服胶泥活字“难于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的缺点，
经过反复试验，创用木活字 3万多个。同时，还发明了转轮贮字架。贮字架
分韵轮和杂字轮两个；韵轮按音韵次序排列活字；杂字轮排列一般常用杂字。
拣字工人坐在两个轮子之间，只要转动轮子，就可以很方便地取出所需要的
活字，使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公元 1298 年，王祯用这种新方法试印了由他主编的《旌德县志》。全书
6 万多字，不到一个月，就“百部齐成”。根据这次实际经验，他写了一篇
《造活字印书法》，并绘制了“活字板韵轮图”附在农书末尾，成为印刷史
上的珍贵文献。



二十一、诗人
   
王祯还是一位诗人。
王祯在《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部分，对各种农具都要做诗吟咏，后人

把这些诗摘编成《农务集》，并且编入《元诗选》。譬如：《咏水转连磨诗》：
昔闻圜绕磨相连，役水今看别有传。
一轴连轮方卧转，众机连体复旁旋。
要枢自假波涛力，哲匠谁偷造化权。
总道于人多饱德，好将规制示民先。
（圜绕：即环绕。圜，通环，这是绕的异体字。）
王祯不愧是我国 14 世纪伟大的农学家，《王祯农书》也不愧是一部有很

高的科学价值的农业全书。
王祯和他的《农书》在我国农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由于受到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的限制，《王祯农书》也存在某些不

足之处。譬如在书中《祈报篇》中，他把出现自然灾害的原因归罪于对神祭
祀不周到；《孝悌力田篇》中说士、农、工、商 4种人的社会分工是上天安
排好的，并认为“士为上，农次之，工商为下”。

王祯还认为只要让更多的人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并且注意兴修水利，节
粮备荒，就可以“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公私两裕，君民俱足”，农民
的悲惨境遇就可以改变，等等。

尽管《王祯农书》有这些唯心主义色彩和迷信落后观念，但是它仍不失
为我国古代农业科学的一份宝贵遗产。王祯也仍不失为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
农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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