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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AF_BC_c34_634820.htm 农学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发达

的农业。河南新郑裴李岗、密县莪沟和河北武安磁山以及浙

江余姚河姆渡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掘证明，七千多年

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在黄河流域种植粟等农作物，在长江流

域肥沃的土地上开田种植水稻。三千多年前的殷代甲骨文中

，已经有稻、禾、稷、粟、麦、来（大麦）等农作物名称，

还有畴、疆、、井、圃等有关农业生产土地整治的文字。我

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十多篇专门叙述农事的诗，

说明周代的农业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悠久的农业历史

积累了丰富的农学和农业技术知识理论。从很早起，我国就

出现了不少农学的专著，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在向大自然进军

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成果。传到现在的最早的农学论文和农

书，距今至少有两千多年。两千多年来，据不完全统计，我

国的古农书，包括现存和已经散失的，总数共有三百七十六

种。这三百多种农书，大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综合性农书

，一般以作物栽培、园艺、畜牧和蚕桑作为基本内容，而又

以大田生产为主。有的还包括水产以及农具、水利、救荒、

农产品加工等等。另一类是所谓专业农书，包括关于天时、

耕作的专著，各种专谱，蚕桑专书，兽医书籍，野菜专著，

治蝗书等。综合性农书又可分三种：第一种是农家月令书，

它创始于公元三世纪东汉崔实的《四民月令》，以后的如《

四时纂要》、《农桑衣食撮要》、《经世民事录》、《农圃

便览》等等，层出不穷。这类书是我国农书的一个特殊体例



，把一年十二个月每月需要进行的农业生产操作事项，按照

缓急，分别先后，依次序排列写成。第二种，以公元六世纪

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作为代表，着重于农、林、牧、

副、渔各项技术知识的系统记述。第三种是通书性质的农书

。所谓通书，主要是指民间的日用百科全书。如元代的《居

家必用事类全书》，明代的《便民图纂》、《多能鄙事》，

都属这一类。下面介绍几部在我国农学史上、甚至在世界农

学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的农书。现存几篇最早的农学论文据

《汉书艺文志》记载，战国时期的专门农书有《神农》、《

野老》两种，可惜它们早已散失了。只有《吕氏春秋》中的

《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是专讲农

业的，它们可以说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农学论文。《吕氏春

秋》是秦相吕不韦手下的门客集体编写的一本书。有人考证

它成书于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上农》等四篇虽不

是独立的专门农书，但是它们联成一个体系，已经是一套完

整的论文。战国时期，作为新生产关系的体现者地主阶级，

认识到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提出了“上（尚）农”的理

论，推行以农业为本、工商为末的“崇本抑末”政策。《上

农》篇中提出的重农理论和政策，383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