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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语 

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古今中外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我国长期是农业大国，各地区的农业经
济发展极不平衡。《汉晋唐时期农业》粗略探索了祖国大地从秦、汉之交以迄唐、宋之际
千余年间各地区农业发展不平衡及其变化之轨迹，尽可能挖掘祖国大地更多角落的生产状
况，限于篇幅，有意适当压缩若干热点地区的某些内容．为了探索农业生产的发展变化，
笔者力求密切关注各个地区在不同时代农业发展酌渊源流变。 

分区讨论农业经济，必不可免地要谈到一些古地名与政区称号；又因中国是多民族国家，
周边诸地散布众多少数族人，因民族迁徙，内地也不免族类繁杂。笔者对地理与民族史均
无认真研究，书稿尽力所及，随地括注今地名，藉此约略窥知该地的方位及其变迁发展梗
概；又因地而提及当地若干古民族的称号，凡此等等，限于水平，书稿一定存在不少纰漏
与错讹，热忱期待读者批评与指正。 

笔者年轻时，学习秦汉六朝史，写过一束秦汉史论文，已在“文革”中丢失。其后，学习重
点下移，兴趣且由政治史转向经济史。多年来，《明史》而外，系统通读了历代诸正史以
及其他相关典籍，摘抄资料卡片数十万张，深感祖国历史资料太丰富了．然而，一俟讨论
某一地区历史或某一具体问题时，仍是突出感受文献不足征，现存资料很不够用。近几十
年的 
考古发现表明，向大地探索，祖国的大地本身就是一部历史，地下遗迹提供了很多无价的
证据，使人们能够较好地还原历史的真实，因而必须善待中华民族祖先们的成就，重视考
古学成果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拙稿对此虽有所注意，但做得很不够。 

土地制度与农业生产密切攸关，近二十年前，笔者曾着手写过土地制度史部分篇章，因故
戛然中止。其后，只在别的论著中从侧面有所涉及，已是有悖初衷。 

回顾既往，个人资质鲁钝，学习根底差，加以客观环境的制约，本人所做研究实在太少



了。阴翳初开后的1977年秋冬，笔者独自结束《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立即着
手拟定分三步走的写作方针，准备逐步认真做点工作，孰料1978年伊始，冠心病、心梗、
脑血管病旋踵而至，此后，只能缓慢而零散地进行写作，并采取上联下挂方式处理历史资
料。近几年来，目疾术后视力很不理想，脑血栓后记忆力锐减，正常工作更难了。《汉晋
唐时期农业》只是将往日积累的部分资料加以串连补缀而成。动笔前，设想通过史事，简
要而动态性地体现出时代特征和各地区农业发展的特色，突出重点区，兼顾周边欠发达地
区，力求避免重复，尽可能做到相关内容在不同章次具有互补性。实践表明，限于本人识
见，文字写得冗长，诸章体例颇有参差，资料取舍不精，分析论述薄弱，自是重大缺陷。
为了不使全书过于膨胀，笔者将初稿所写诸章大多作了删节，其中云贵高原章删节尤多，
它是利用已发表论文稍作修补，藉以减少目前自身所能承担的工作量，事非得已。 

贤惠的老伴黄静文，多年来含辛茹苦，分外操劳，我几次重病，她更是劳累异常。她原是
学数学的，竟克服重重困难，帮我抄写了不少篇章，没有她的帮助，我是很难较快完成这
项工作的。 

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明确说：“庆幸自己得到不少前辈学者的青睐与指导，且获得同辈
同行的鼓励与支持，成了同龄人中的幸运儿。……取得目前现有的点滴成果，若不是师友们
的督促与支持，肯定是很难得到的。”本稿的个别篇章或段落曾请华林甫、张弓、辛德勇、
李斌城、李锡厚、陈高华、余太山、韩茂莉、谢桂华(按姓氏笔划)诸位先生审阅，提了些
具体意见。涉及侨州郡时，有几处直接援引胡阿祥先生的研究成果，我衷心地感谢他们。 

张泽咸 
2001年2月于北京 

完稿后，获得美国罗杰伟先生研究基金赞助出版。罗新先生多方支持，并负责对书稿提了
些中肯意见。责编冯广裕先生审阅书稿严谨细心。对诸位先生的再一次帮助，谨致深忱的
谢意。 
2003年2月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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