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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问粮系列之六：传统中国的粮食安
全 一个“高水平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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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二十四史就是一部灾荒史，灾害和饥荒的记载充盈其间。翻阅中国
灾荒史，久而久之又会感到中国的灾荒史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民族在饥饿
中艰难挣扎的生活史。 
 
  粮食安全是一个现实问题，更是一个演进了几千年的历史问题，在回
顾中国粮食安全的历史时，诸如自然灾害、生态环境、人地矛盾、交通运
输、整饬吏治等与现实情况交叠的词汇反复出现，增加了历史研究的现实
意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历史与文化研究所副教授、经济历史学者卜风
贤指出，一个矛盾的局面交织在几千年的中国农业生产史上：长期领先世
界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与粮食供需经常性失衡的两极现象，使我国的传统
农业生产始终挣扎在安全与危机之间。 
 
  我国的农业技术曾经改变了欧洲农业生产 
 
  在卜风贤看来，我国高水平的农业生产技术是维护我国粮食安全的一
种重要因素。传统农业时代，中国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长期处于世界领先
地位，隋唐以前国家粮食生产能力持续上涨，完全能够应对可能发生的饥
荒，而且还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 
 
  中国近2000年的传统农业生产中，最大的技术进展是宋代以后在北方
旱作农业技术体系基础上确立的江南稻作农业技术体系。这是中国农业史
上一个重大转折，不但农作物产量得到大大提高，而且还进一步影响到中
国传统社会的转型和变革，因此被称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在此阶段，中

国传统农业单产水平从春秋战国时期的亩产90多市斤，上升到江南地区稻

谷亩产量337市斤的高水平上。 
 
  尽管在考察我国粮食单产数字时，由于古代度量衡的变化，文献资料
中粮食产量的单位、田亩的计量单位存在实际数量的变动与差别，历史学
家们在确定具体产量数字时，产生较大的分歧和争议。但我国古代的粮食
生产水平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依然具有明显的优势。单位面积粮食产量

长期居世界领先地位，以1950～1951年的水平计算，同为世界文明古国

的印度谷物单产只有当时中国的52％。 
 
  19世纪随同英国使臣晋见清朝乾隆皇帝的乔治·斯当东对当时中国社会
的诸多弊端都有批评，但在论及农业技术时还是称赞有加。当中国宋代南

方稻谷平均亩产量达到343市斤时，英国的农业生产水平仍然极为低下，

混合作物亩产量约合亩产76市斤。17世纪后，中国农业技术的西传才打开
了欧洲农业革命的大门。欧洲的传教士、科学家和商人从中国带回了曲面
铁犁壁的犁、种子条播机和中耕机等农具和中国的播种方法，催生了欧洲
的农业机械化，彻底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农业生产水平的停滞局面。 
 
  因此，卜风贤认为，传统农业生产为古代社会提供的粮食数量在过去2
000年时间里不断增加，农业生产不但是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是维持
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性因素，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生产技术体系对我国历
史饥荒的发生产生了积极的制约作用，“如果不是依赖于高水平的传统农
业技术，中国古代的灾荒危害将会更加严重”。 
 
  自然条件：致命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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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我

我以农史为业，入得此门迨缘于两方
面的机缘巧合。首先，我本农家子，

1962年11月生于江西新干农村。世
代业农，种稻、植棉、树橘。自幼随
父母行走畎亩之间。对农业生产、农
民生活和农村社会有切身的体会。虽
然现在我生活和工作在城里，但我仍
然与农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的父
亲母亲还生活在乡下，我有空去看望
他们的时候，也总要跟他们到田间地
头地走一走，看一看，偶尔还下田去
干点农活。我对古时候地方官员在劝
农时经常说的一句话印象非常深刻，
“太守特识字一农夫耳”。我非太
守，但作为“识字耕夫”应是无愧。
其次，我在大学期间学的是历史。虽
然生长在文化相对落后的乡村，但少
喜属文。年十七，入省城师范大学，
习史学，授学士，后执鞭庐陵之白鹭
洲中学，教的也是历史。记得大学期
间，老师在讲商代盘庚迁殷之前，屡
屡迁都，并把迁都的原因与当时的农
业生产状况联系起来，印象深刻，并
萌生了以农业看中国历史的最初想
法。 我曾经对我的那些面临高考选
择志愿的学生说过，作为一个有良好
教养的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一定
的历史知识，但是把历史当作职业却
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劝他们如果
不是对历史特别有兴趣不要去报考历
史系，而我却不幸端上了历史的饭
碗，在中学教过两年历史之后， 又
考入杭城浙江大学，受业游修龄氏门
下，专攻农史，授硕士。这人生上最
重大的一步，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我农
与史结合的理想。现供职京师之中国
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平日无所好，唯读书、上网、写作而
已，自第一次正式发表相关文章，至
今已有近二十载，屈指数来有《中国
农学史》等著作多种，并农业史、稻
作史和科学文化史论文多篇，其中充
数的不少，满意的不多。又创办并主
持“中国农业历史与文化”网站，

agri-history.net。我会不断地把我
自己，以及同行们最新研究成果介绍
到网上来，敬请您的关注，并期待与
您交流。 



  然而，高水平农业技术并没有把中华民族从长久的饥饿中拯救出来，
相反中华民族的持久性饥饿与高水平的农业技术同时并存于历史时期，卜
风贤称之为中国农业史上的“高水平陷阱”。 
 
  在面对“中国古代发达的农业为什么没有为古代的中国人提供足够的
食物？农业技术的进步为什么不能遏制饥荒的发生？”这样的质问时，自
然地理环境的局限突现出来。 
 
  从气候条件上看，我国农耕地区自然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极为不利。
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有相同的看法。我国粮食生产的节气
与自然条件往往不相符，春夏时期当北方需要雨水浇灌，南方作物需要光
照的关口，而夏季风集中于南部沿海地区，致使北旱南涝；夏秋时节北方
作物需要充足光照，南方作物需要充裕水分的时节，雨带却又推移到北方
地区，往往出现北涝南旱的不利局面。因而在传统农业时期，自然灾害的
高风险性构成了对我国粮食安全的最大威胁。 
 
  综观2000年来中国粮食安全的历史进程，饥饿并没有随着生产技术水
平的提高有所缓解，甚至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加剧了饥荒的范围和程度，卜
风贤认为：“中国历史上灾荒的发生危害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而更加严
重。” 
 
  我国尽管幅员辽阔，但可耕地面积相对狭小，在粮食生产水平提高的
同时，人口往往会随之增长，卜风贤说：“解决人口增长与粮食产量之间
同步异幅增长问题的有效途径是扩大耕地面积。”于是，“人地矛盾”这
个很现实的字眼较早地出现在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中，也是传统社会
解决粮食安全的主要手段。 
 
  对我国的人口究竟什么时候增长到1亿的问题，争议颇多，最早的说法

是宋代，到了清代人口增加到3亿～4亿。为了适应人口日益增长的社会形
势并缓解由此带来的人口压力问题，从宋代起中国境内适宜农垦的土地基
本得到开发垦殖，明清时期农业开发的范围和幅度大大超过此前任何时
期，山林湖沼悉数垦辟为农田，甚至开垦到了自然条件极其严酷的边地、
山谷、高寒地带以及荒漠化地带等此前荒无人迹或人迹罕至的地区。 
 
  到了清末，耕地面积基本上达到16亿亩，与现有耕地面积18亿亩十分
接近，但耕地面积的急剧增长并没有缓解饥荒的压力，相反“入清以后由
于人口增殖过快，人口压力剧增，粮食供应空前紧张。清代中国人均粮食

占有量倒退到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的水平上，饥荒的频繁发生已经呈
现出不可避免的恶化趋势”。 
 
  在耕地不足的情况下，历代中国农民主要通过垦荒毁林扩大耕地面

积，这种现象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存在，汉代中后期因为大量森林被垦辟
为农田，以至于政府再也无力像汉朝中前期那样给无地流民发放公有林地
和皇家园林。此后的农业资源开发逐渐向边荒地带扩展，为了生存人们不
得不进入自然条件异常严酷的高寒地区和山谷地区继续拓展生活空间，脆
弱的生态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水土流失、土壤沙漠化等环境灾害因
此日渐加剧。 
 
  据统计，公元1世纪至9世纪，每百年旱灾的发生频次都在100次以内

徘徊，到了17～19世纪增加到300～500次。在传统农业的后期阶段人口
压力达到鼎盛状态，因为技术进步而增加的粮食产量在不长的时间内被大
量人口消耗殆尽，于是饥荒以更大的规模、更频繁的次数发生。 
 
  农民的贫困加剧了危机 
 
  每年春季，古代帝王都要举行仪式，象征性地亲自耕种。经济历史学
家李根蟠认为，无论从这种仪式的举行，还是从实际措施上看，中国历代
政权对粮食安全问题是相当重视的，而且有一系列制度对粮食安全进行保
障。从土地政策上说，汉代早期，政府曾给无业流民发放林地，供其耕
种、安居；从经费支持上说，很多朝代都有减免赋税的政策，并发放贷款
给农民购买耕牛、种子等农用品；从技术上说，政府组织编写图书推广农
业技术，发展水利等，从土地到资金到技术，都推出了保障粮食安全的措
施。特别难得的是，在传统自然经济的时代，政府就开始有意识地对粮食
市场进行调节和干预。在丰年，以平价收购粮食进行储备，到荒年以较低
的价格出售给农民，以平抑危机。 
 
  由于我国农业受自然条件制约，灾荒频繁，粮食供需间的平衡相对脆
弱，因此，古代中国很早就重视粮食的储备，从中央仓库到地方各粮食仓
库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粮食储备制度，以应对粮食危机。 
 
  与很多研究当今粮食安全的学者的看法一致，“我国的粮食安全问
题，很大程度上是农民问题。”李根蟠认为，“在我国古代也是如此。”
除了由于自然条件导致的年度和区域间粮食分配的不均衡外，人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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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的人际间粮食分配不平衡，也加剧了我国粮食安全的脆弱性。 
 
  据卜风贤统计，在传统社会中自耕农的赋税等各种负担占总收入的3
0%～50%，而佃农的各种负担则占到了总收入的50%～70%。1922～
1925年，金陵大学开展了一次对全国6省11县区13个调查点2370家普通
农户的调查，结论是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事实上已低到极限。在这种极限
的生存条件下，我国大多数人口在应对粮食的阶段性危机时，显得相当无
力。 
 
  “尽管我国历代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制度还是不错的，但传统中国的
吏治一直是一个不可靠的因素。”李根蟠说，“吏治的腐败往往使好的政
策未必能很好地实施下去。” 
 
  此外，运输一直是我国应对粮食危机的一个瓶颈。卜风贤认为，交通
不便常常导致灾情加剧，甚至通过饥荒灾情的放大效应而威胁封建政权的
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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