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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史研究萌芽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直至20世纪40年代以前，中国农
史研究的重点在于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其中以万国鼎主持的456册、3700万字的
《中国农史资料》为代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70年代末，中国农史研究的重点
在于农书的整理和研究，其中以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农学史》为代
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农史研究的重点在于农业科技史的研究，其中以梁
家勉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为代表。大约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中
国农业文化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出现了一大批成果。如我所主编的《农业考古》
杂志开始辟有“农业文化研究”专栏，10多年来陆续发表了一大批研究文章。 
    我是从上述的第三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介入农史研究的。1978年，我
在江西省博物馆从事考古工作已经有20来年，当时受组织委托主持了《中国古代农
业科技成就展览》，受到国家科委和农委的重视，该展览于1980年被国家农委调到
北京展出，获得广泛好评。当时的农委主任(后来的农业部长)何康同志主动拨款资
助我创办《农业考古》杂志，从此我就正式走上专业研究农史的道路。因为我是考
古出身，又在博物馆工作，所以我的重点是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角度来研究农史，
配合当时的科技热，我的研究重点也是放在农业科技史的研究方面，先后出版《中
国古代农业科技简明图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论农业考古》、
《中国稻作的起源》等著作。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大陆学术界掀起一股文化热，
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甚至是烟文化都非常活跃，这无疑开阔了农史研究的新
视野，《农业考古》也经常收到研究农业文化的文章，在编辑的过程中自然会受到
教益和启示，使我将目光转移到农业文化问题上来。 
    就在这时候，我读到西北农业大学邹德秀教授于1992年出版的《中国农业文
化》一书，虽然只是一本10几万字的小册子，很多问题只是点到为止，没有展开论
述，但却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中国农业文化史的发展轮廓，并涉及了农业文化的一些
理论问题。更为不易的是该书还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农业文化”进行尝试性的总
结，对“未来的工农综合文化”进行大胆的预测。在当时来说颇有新意，对我很有
启发，觉得自己也应该在这方面做一点研究。也在这时，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在组织
“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编写工作，丛书的编委金冲及先生来信，推荐我承当《中国
农业文化史》的编写任务。于是我就开始留心资料的收集和全书体例的构思。并且
以《中国农业文明史》的名称作为199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办公室中报，而且荣幸地获得批准，很快的就收到了科研基金。 
    1995年春天，农史界在杭州开会，我特地将全书的目录草稿带到会上，召开专
门会议，征求与会专家们的意见，获得了大家的很多帮助，有的专家回去后还写了
很长的意见书寄来，提出许多很中肯的意见，供我参考。同时，我还用通信方式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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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了其他专家的意见。这些，对本书的编撰工作都有很大帮助，至今我还深深地感
激他们。 
    最初的计划是全书30万字，用两年的时间写完。但是当我正式动手写作时，才
发现我原来想的太简单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内涵是何等的深厚，不管是哪一章节，
只要投入进去，便会发现是一座座蕴藏无限的宝山，很难收住在键盘上跳舞的手
指，看来区区30万字是很难包容得下的。而且要在两年内写完它也是不可能的。再
加上编辑事务、社会活动、出国访问以及一些临时突击任务的冲击，时写时停，结
果一直拖到2003年底还未完稿，此时接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通知，如果
半年之内再不能完稿的话，将取消课题。于是我下狠心，放下一切工作，在2004年
春节期间，一个人躲到故乡厦门，闭门撰写40多天，每天夜以继日，在键盘上敲打
到深夜三四点钟，居然一口气敲出了20多万字，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工作，在规
定的期限内上交。剩下的就是等待专家们的鉴定意见。承蒙专家们的错爱，鉴定的
结果，被评为“良好”，总算获得通过(我将专家们的鉴定意见摘要附录于书后，供
读者们参考，也顺便向这些匿名的专家们表示谢意)。 
    本书的撰写从中报项目到结项再到出版居然历经10年，是当初意料不到的。在
如释重负之后，自然感慨万端。作为第一部全面描述中国农业文明史的专著，从文
化与文明的角度来审视农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意蕴与文明价值，所涵盖的内容实在
太深太广，它既包括诸子百家、文人雅士、宫廷贵族等精英文化，又涵盖大众文化
的民间风俗、信仰、价值观念、性格特征等，真是包罗万象，千头万绪，要爬梳出
一个头绪来自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同时，中国古籍汗牛充栋，考古材料也多
如繁星，如何搜集、整理并加以消化，也须下一番工夫。如今，十年磨一剑，也许
还是一把钝剑，但多少还是揭开一点古老文明的面纱，终于认识到中华文明实际上
就是农业文明；早期的科技、文艺、宗教、哲学等，都与农业生产有关，或因其需
要而产生，或来源于农业劳动，或从中汲取营养，或从中提炼升华；我们民族的思
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性格特征，具有典型的农耕社会特色。因此与源于游牧社会的
西方文明有着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至今仍然存在)，从而为中西人文传统的差异找
到了真正的源头。 
    本书原定的书名是《中国农业文明史》，原计划是一直写到当代社会主义时期
的农业文明，但是最后决定改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一来是写到明清时期字
数已经超过60万字，如果要把当代的农业文明写完，全书恐怕要超过100万字，这与
申报课题时所预定的30万字相去太远，这么大篇幅的历史著作，也会使出版社感到
为难。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是当代社会主义的农业文明到底应该怎么写，心中实在没
有把握。因为现实的变化实在太快，新事物层出不穷，没有经过一定时间的历史沉
淀，有许多问题是难以认识清楚的。不要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以“破四旧”名
义，破掉了多少传统文化遗产，即以农业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事节日”来
说，过去一些地方政府以“移风易俗”为名，轻易地将一些祭祀祖先的民间习俗视
为封建迷信的“陋俗”而强行废除，并没有认识到民间风俗是历史遗传下来的文化
行为，只能是因势利导，而不能用行政手段去禁止，更何况，这种禁止的理论根据
并不怎么正确。最典型的例子要算是鞭炮的禁放问题。燃放鞭炮本是一种健康的中
华民俗，它起源于远古时期农民燃烧竹筒以爆裂的响声来吓唬糟蹋庄稼的野兽，后
来演变为燃放鞭炮，以表达人们对祖先、神明的怀念和对生活的美好愿望。但是有
一段时期，许多地方的政府却纷纷立法禁止，燃放者即为违法。但这是违背民心的
做法，实际上是禁而不止。本人曾经在八届、九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连续写了4篇书面
发言，批驳禁放鞭炮的种种不足为据的理由，呼吁开禁。许多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
也在会议讨论期间呼吁开禁。结果在浙江省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努力下，杭州
市首先开禁，获得普遍赞扬。其他地方也陆续改行政禁止为疏导，作出不同程度的
调整。又如这些年来，在类似情况的误导下，许多青年已经淡忘了祖国的传统节日
而热衷过西方的洋节。传统的春节年味越来越淡，圣诞节却热闹非凡；不知牛郎织
女的七夕相会，却陶醉于西方的情人节。这样的现象已经引起文化界许多有识之士
的忧虑，纷纷起来呼吁对中国传统节日应该给以正确的评价，甚至建议将清明、端
午、中秋等节日作为法定的节日。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的农业文明应该如何建设，
对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应该如何正确地界定，还须有个认识和实践过程。想要对
它作出准确的描述，就得等它相对成熟之后才有可能，勉为其难，就会经不起时间
的考验而被淘汰。因此我决定本书只写到清代末年为止，而将当代农业文明史的撰
写工作寄望于有志于此的后来者。 



    由于农业文明涵盖面之广泛，在写作过程中就必须吸收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幸
运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文化热兴起以来，涌现了一大批论文和著作，尤其是民
俗、饮食文化方面的成果特别突出，如陈高华、徐吉军主编的12卷本《中国风俗通
史》等，都对本书的撰写有很大的帮助。凡被引用的论著，我都在书中一一注出，
以表示谢意。实际上，本书应视为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只不过做了一点综合加工而
已。功劳应该归于大家。 

因为写作的时间拖得太久，上海人民出版社早已结束“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出版
工作，虽然他们表示有价值的著作还是愿意出版，我最后还是将它交给了江西科技
出版社。因为在本书尚未写完之际他们就决定要出版，这对我是个莫大的鼓励。该
社在11年前曾经出版过我的《中国农业考古图录》一书，还获得第九届中国图书
奖。如今又将拙著作为重点图书出版，使我深受感动。责任编辑涂水香编审，学农
出身，又在博物馆搞过考古，对中国农业文明史颇为熟悉，在编审本书时仔细认
真，纠正不少笔误，严把质量关，为此付出很大的心血，才能使本书以现在的面目
与读者见面，为此，我要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5年4月10日于南昌青山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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