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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为今用的心意 
(中文版自序) 

 
    本书的英文版，由其开始构思，至成稿交卷历5年之久。1972年将草稿交给华盛
顿大学的“汉代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又因该计划的人事及经费问题，耽搁了五
六年，始得付印。出版至今，也已有25年。此书曾有中文译本，但只译了论述部
分，而资料部分及相关的讨论均未适译。这次出版的中文版，完整地保留了英文本
的原来面目。经北京大学阎步克教授推荐，译者王勇先生译成此书，尽心尽力，并
多费劳，谨向他们师生致谢! 
    此次将昔日著作译成中文，倒也不全是敝帚自珍，而是因为对中国近年经济发
展的情况有所感触。中国20年来的经济成长十分迅速，但是伴随而来的“三农”问
题，相形之下，又令人担忧。农民、农村及农业，三个环节，扣扣相连，自古以
来，是中国经济命脉所系，社会基础及其功能均随“三农”荣枯变化。本书论述，
主要是指陈汉代农业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及其特色。自汉代农业定下这一基调，两
千年的中国农业，中间虽有起伏变化，但其基本形态，经一次一次折移，又总是回
到市场经济的格局。中国曾有中古时期(魏晋南北朝时代)自然经济，但其市场交换
功能仍未消失。中国局部地区，如开拓之初的边区，也曾有一段自给自足的农业，
但一旦边区纳入主流经济，市场功能又会变成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 
    从汉代以来，成为中国文化特色的农业，其重要特征有四：其一，精耕细作，
以技术与劳力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其二，农村中有农舍工业，生产的商品价值足
以补充农田作物价值之不足，这种农工结合，提升了农村的收入；其三，国家机器
承担起调节的功能，政府提供土地，也提供技术，乃至以减税与赈济、救济农村的
危难，更重要者，汉代政府维持了长期的社会安定；其四，则是汉代在战国至秦代
发展的道路上逐渐建立了全国性的交通网络。这一网络，加上长期稳定的治安，将
全国经济融合为一个区间互济的整体，市场资讯兼商业运作，均能顺畅周转流通。
汉代农业的市场特色有赖于这一回转机制。本书英文版成稿后，中国考古发现中，
甘肃武威出土的《寇恩爱书》记载了边地商品的长程运送，湖北凤凰山出土的《中
舨共侍约》则反映了农村集资从事运输与贩卖的市场行为。这两件汉代出土文献均
在本书撰稿之后出现，足以说明汉代农业的市场特色。 
    当代中国的农业问题，在农村公社时期，国家权力强制分配，实施农村社区的
自给自足，其政策背离了两千年来中国农业的市场传统。今日中国工商业的发展，
遵循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的途径，却将“三农”抛置一旁。解决“三农”问题，当仍
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特色中寻求答案。 
    我以为，虽然汉代农业已是遥远的过去，古为今用，汉代农业发展的各项特
征，仍可为今人之借鉴。第一，公私单位应该为农业提供现代的科技，使农业生产
得生物科技之赐，致力发展有价值的经济作物。第二，费孝通先生当年提出的乡土
重建的方案，在于农业为工业配套。近年来，内地农村也不断尝试建立农村工业，
然而绩效未彰。如果参考台湾地区“日据”时代建设制糖工业的经验，则在农村建
立农产品加工业，必须是先有相当规模的工业，再指定生产特定的农作物由工业保
证收购，至由工业负责整个农业生产过程的技术指导与资金流通。第三，公私有企
业及学术单位，均须不断提供市场资讯作为农民决策的依据，应使农民不致有“赚
一次，亏三年”的痛苦。第四，国家必须注意建设农村交通设施及建立供销网络，
使农产品迅速进入市场。 
    凡此四端，其实均在农业推广的工作范围内。美国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各
州均有负责农业推广的单位，包括农学院、农村信用贷款、农村道路建设、农业杂
志、广播电台及农业机械维修站……均深入农村，处处有之。台湾地区土地改革的
成功，不仅是土地产权的转移，还有上述农业推广及其配套设施。有了农工相辅的
生产机制，农民不须离乡外出，流为城市的贱价劳力。农村富了，一切农村建设也
就有了财源，农村当可重获生机。“三农”问题的解决方向，端在三者的配套。中
国人口众多，农村尤占人口之大半。中国不能又走工业化为经济发展的唯一路子。
将一些工业纳入农村，将农业与工业作有机的结合，发展现代的农村工业，始是改
进农民生活的途径。 

酌彼行潦，可以锛僖。几千年来，中国发展了举世无双的精耕农业。这一传统还



是可以作为农业发展的参考。我在撰写英文版时，心中常存对中国农民的敬意。在
中文版的序文中，我再次向中国广大农村中众多的农民送上一片诚挚的敬佩! 

 
    许倬云谨序于匹茨堡 

2005年3月21日春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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