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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薯《农书 》经营管理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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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陈茅《农 书 》成书 于江南农业 开发 日盛之 时 ，是 继《齐民要术 》之后 又一 部农 

业技术与经营管理并重的古农书，蕴藏 了丰富的管理思想。在经营管理 中坚持“因宜”的 

指导 思想 ，主张 营田规模 需与财力 相特 ，田地要规 划利 用 ，重视 经济作 物 生产 ，提 倡 计划 

消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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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宋之交 出现了一位平生读书、不求仕进 ，依靠“种药治圃以自给 ”的经营地 主一一 

陈萼。他根据 自己经营实践和平生所学 ，著成《农书》三卷，不仅总结了水田作业拄术，而且对 

家庭经营管理经验作了归纳概括，实乃 一部综合·眭的农家经营管理著作。 

陈寡生于北宋后期熙宁九年(107 6年)，正值江南农业开发 日盛之际 。自魏晋南北朝至 

北宋时期 ．战争割据基本上在北方地区展开，于是不断有大量人 口南迁于相对稳定的江南地 

区，加速 了江南水田的开发进程。而陈薯撰成《农书》是在南宋初绍兴十九年 (1149年 )，即建 

都临安(今杭州)后不久。可以说陈萼《农书》是在全国经济重心和政治中心南移后的产物。也 

就是说经济开发、技术进步、文化交流等社会现实为陈薯撰著《农书》提供 了基础和必要 。 

陈薯《农书 》总共一万多字 ．分上、中、下三卷，涉及农家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是继 

《齐民要术》之后 又一部技术与家庭管理并重的著作，虽然篇幅远不及《齐 民要术 》，但却“有 

着很高的经营方法与技术安排”[1]。这些经营方法与技术安排 ，经过陈薯的精心排 比和整理 

归类 ，在《农书》中呈现出一种有章可循的、系统的家庭经营组织方法和管理原则 ．其经营管 

理思想 及其价 值实不 当轻视和低 估 。 

1．“园宜”—— 经 营管理 的指导思 想 

因地制宜，顺应时宜 是人们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自然规律 ，先秦时期就已为思想 

家所提倡 ，要求农业生产必须与土地的 自然状况和时令运行规律相适应。陈薯则从家庭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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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把。宜”作为管理诸种事务所必须遵循的尺度。这种强烈的思想意识 ，以致于使他在设置 

《农书 》篇章时，都不忘于篇名上冠之于“宜”，比如。财力之宜”、“地势之宜”、“耕耨之宜”、“天 

时之宜 ”等 。这的确是 前所未有 的 。在 以往 的农书或 思想 家 言论 中 ，园地 、因时制 宜经常 提到 ． 

但多是针对 天 、地两大 因素 。而陈蒡把经 营决策 ，土地 利用 ，耕种粪 田，甚至 于居宅 选择等 纳 

人“宜”的体系之中，以“宜”为尺度进行思虑、决策、行事 ，贯穿于家庭管理诸事务、全过程之 

中 这充分反映了“宜”在家庭管理 中的重要地位和陈弊所坚持的“因宜”的指导思想。 

宜”作为事物处于合适、相称状态的尺度指标 ，无疑是管理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也是衡量管理活动是否有序、是否符合相应规律的标志。管理活动的根本任务也在于通过人 

的影响和干预 ，使事物运作处在有序的状态下，亦即在符合事物运行 自身规律的条件下．求 

得效率和效益的提高。所以管理本身的意义也就是设法使人的诸种行为按照规律办事 ，符台 

规律要求 。显然陈蒡是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陈蒡。因宜”思想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既来源于他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经历 ，叉来源于他 

“耕读相兼”所取得的知识积累和理论修养 。这种思想不是前人“因地制宜”或天、地 、物“三 

宜 ”的简 单 重复 ，而 是被 赋 予 了新 的意义 。首先 ，陈 薯对 “宜 ”注人 了明显 的经济 学 意义 ，以 

“宜”作为衡量经济效益最佳状态的指标。其。粪药”说尤为突出地体现了这种思想 。他说： 

土壤 气脉 ，其 类不 一 ．肥活硗 埔 ，美恶不 同，治之各 有 宜也 。”也就 是 说 ，施肥 应该 “相视 其 土 

之性，以所宜粪之，斯得其理矣”。“俚谚谓之粪药，以言用粪犹用药也。”[2](《农书 ·粪田》) 

实际上这是合理用肥、经济用肥的思想主张。关于施肥技术 ，汉代已出现基肥 、种肥 、追肥等 

不 同施肥方法 ，南北朝在蔬菜栽培中有粪大水勤之法，但如何经济台理地用肥 ，当时却未见 

明确记载 。可见 ，陈薯不但 注重施肥 ．而且从 施肥经 济效 益角 度 ，要求 经 济合 理 ，也 就是“治 之 

得宜”，充分发挥肥料效益 。土壤过于肥沃 ，则苗茂而实不坚，故不宜再施加粪肥，“当取新生 

之土以解利之”[2](《农书 ·粪田》)；贫瘠之土，粪壤滋培，则苗茂 而实坚 ，就能取得显著的投 

资效果，显然这种施肥方案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观点。其次 ，陈蒡把“宜”的范 围扩大到经营 

管 理所有的方法、技术措施之 中，认为各有所宜，皆需遵循 。凡是“治之得宜，皆可成就 2] 

【《农书 ·财力》)。他对各有所宜的分析和阐述 ，亦远比前人深刻透彻得多 ，无疑前进 了一大 

步．是农家经营管理思想深化的体现。 

2．营 田规模必 须与财 力相 称 

贾思勰曾说 ：。凡人家营田，须量 己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E33(《齐民要术 ·杂说 》看 

来 陈蒡完 全接受 了这个观 点。他说 ；“凡从 事于 务者 ，皆 当量 力而为之 ，不可苟 且 ，贪多务 得 ， 

以致终无成 遂也 。”其基本精 神与贾思 勰一致 ，只不 过范 围广 至一切 事务 在概 括出这 个一般 

性 原则后 ，他进一 步指 出．农 业生产 尤为艰难 ，“讵可不先度 其财 足以赡 ．力 足以 给 ”。故必须 

先考察 自身财力状 况丽“后为之 ”。他 认为假若 财力不济 ，“而贪 多务 得 ”必 然导致 “苟 简灭裂 

之患，十不得一二”。“幸其成功 ，已不可必矣。”[2]《农书 ·财力》确定营 田规模，这是农家经 

营管理需要 解决 的首要 问题 一般来 说 ，规模太小是依 自身需求 (包 括 家庭 生 活资料 和完租 

纳税之需 )的多少而定 。但这不 能不受到 家庭劳动 力和财力 的限制 。在 家庭 财 、力许 可的范 

围 内，扩大营 田规模 ．其收 人也会 同步增加 但超过财 、力所 限 ，营 田规模 的扩大 ．总 收人不一 

定就能获得 同步增 加 ，反而可 能 出现总 收入的减少 。道理 显然 不 言而喻 。这必 定导致 粗放经 

营 ，有 “苟 简灭裂之 患”。再从 租税 负担角度考察 看 ，地主营 田规模 的扩大 ，必然 意味着 土地税 

的增加。所以除了豪族地主一般庶民地主或经营地主都倾 向于谋求单产 的提高 ，而非土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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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扩大，也就是倾向于内涵性增长方式 。对于与地主结成租佃关系的农民来说，同样企望 

在尽 可能少 的土 地面积上 ，通 过勤谨治 田，精耕 细作 ，来 达到收 益的增加 。 

然而营田规模既不是愈大愈好 ，也不是愈小愈好，它与收益之间必定存在对应关系。毫 

无疑问，人们在决策时所要追求的 自然是收益最大化的营田规模 。一般来说 ，劳动力数量、土 

地面积 、财力状 况是影 响 产量多少 的最直 接 因素 。假定 劳动力 、财力 和其 他条件 一定 ，土地面 

积多少就成为总产量高低的决定因素 。土地面积小 ，总产量一定就少 ，既有的劳动力 、财力投 

有充分发挥作用 ，造成人力、财力浪费。随着土地逐渐增加 ，总产量亦随之增加。但超过一定 

限度，就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是“广种狭收”，产量反而降低 ；二是“收不抵支”，即增加的产 

量不能抵销因土地面积增加而带来 的租税负担的增加 。三是“幸其成功”，也 即侥幸获得收益 

增加，但只不过是偶然现象 ，“已不可必矣”。如此看来 ．陈蒡“虽多其田亩，是多其患害 ，未见 

其利也”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因此他认为 ，古之“不易、一易、再易”之制 ，是“抑欲其财力优 

裕，岁岁常稔，不致务广而俱失”[2](《农 书 ·财力》)。营田规模的确定，实际上就是如何合 

理组配生产要素 ，使效益最大化。一般而言，家庭劳力、财力是一定量 ，而营田规模可大可小， 

是一变量 ，变化幅度必须以前者为依据 ，与之相适应、相匹配。在陈蒡看来这是家庭经营中极 

为重要的原则 ，故置于《农书》首卷开篇予以强调 ：“农之治 田，不在连 阡跨箔之多 ，惟其财力 

相称 ，则丰穰可期也。”[2](《农 书 ·财力》) 

3 田地规划 利用 思想 

农业生产实质上就是对土地资源 生物资源、光热水气资源的开发利用 由于后者是用 

之不竭且人工难 以施加影响的资源，故长期以来 ，人们一直致力于土地 资源和生物资源的开 

发利用 。扩大耕地面积，进行土壤改 良，选育高产作物等皆为充分开发利用土地和生物资源 

的基本措施 。然土地作为一种 自然物 ，并非完全是整齐划一、十分理想 的农业场所 。人们面 

对的可能是山JII原隰、江湖薮泽、高下肥瘠皆不相同的土地景观。显而易见 ，土地的 自然状况 

不同，其开发利用方式也应有别。这是因地制宜原则的科学理论基础，也是土地规划思想产 

生的 自然基础 。陈蒡认为，土地“高下之势既异，则寒燠肥瘠各不相同。⋯⋯故治之各有其 

宜”[2](《农书 ·地势 )。这就充分说明了根据土地 自然状况不同而采取不 同的开发利用方 

式的必要性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就必然产生对土地进行规划利用的思想 。 

土地的规划利用 ，实际上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根据 自然地势等状况 ，确定如何整治 田 

块 ，安排种植何种作物等，其 目的是充分利用各种土地资源。二是根据土壤肥力状况 ，确定土 

地利用频率。其 目的是充分挖掘土地生产力。陈蒡根据 自然地势 ，把土地分为五种情况，介 

绍了规划利用方案。一 日高田。高田一般常风寒旱干，蓄水保水 当为治 田关键 。陈蒡指出， 

可视其地势 ，在“高水所会归之处，量其所用丽凿为陂塘，约十亩田即损二三亩以潴蓄水 ” 

[2](《农书 ·地势 )这样就可 以在春夏之交雨水较多时归人陂塘 ，“不致于弥漫而害稼”，而 

在旱时又得 以”决水以灌溉”。高田种植的早稻 ，即使干旱少雨 ，也不过灌溉四五次，即可“致 

其 常稔 ”。在 跛塘 岸边 ，疏植 桑树 ，用 以拴 牛 ，可 一举数 得 ：“牛得 凉萌而 遂 性 ，堤 得牛 践 而坚 

实，桑得肥水而沃美。”[2](《农书 ·地势》)二日下地 。下地撮易被水淹没，而应“必视其水势 

冲突趋向之处”[2](《农 书 ·地势 )，按其流 向筑起高大圩岸 ，环绕包 围。三日欹斜坡陀之地。 

这些坡地 ，“可种蔬茹 、麻 、麦 、粟、豆 ，傍亦可种桑牧牛”。“牛得水之便，用力省而功兼倍也。” 

[2](《农书 ·地势 )四日深水薮泽 ，则有葑田 这可以说是人工造 田 方法是用木头做成术 

排 ，浮于水面，在术排上放置“葑泥”而种艺之 其好处是随水高下浮泛 ，自不淹薅。五日湖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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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芒种时节大承已过的时候 ，可以把“黄绿谷”种在湖田里 。因”黄绿谷”自种至收不过六七十 

日．亦可避承溢之患。 

至于土地利用频率 ，陈鼻不赞成地力衰竭的说法 ，因而主张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土地利 

用 率 。他说 ：“或谓土 敝则 草木 不长 ，气 衰则 生物 不遂 ，凡 田土种 三五年 ，其力 已乏 。斯语殆 不 

然 也 ，是未深思 也 。 ‘若 能时加新 沃之土壤 ，以粪治 之 ，则益精 熟肥 美 ，其力 当常新壮 矣 。抑何 

敝何衰之有?”“何患收成不倍厚?”[2](《农 书 ·粪田》可见陈旁主张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前提 

是粪田培肥地力 ，在此基础上实行多熟种植 。“早 田获刈才毕 ，随即耕治晒暴 ，加粪壅培，而种 

豆、麦、蔬茹 ，因以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来岁功役，且其收又足以助岁计也 。”[2](《农书 ·耕 

耨 》)这是陈鼻主张粪 田、增加复种指数来提高土地利用率思想的明确体现 。此外，为了提高 

土地利用率 ，陈薯还主张“知时宜 ，不违先后之序什[2](《农 书 ·种 莳》)，合理地安排种植计 

划 ，做到“种无虚 日，收无虚月”，使土地绵绵不断地供给衣食生活所需 。 

陈鼻的田地规划与利用 ，主要是针对南方水田作业实际的，具有一定 的局限性。但主张 

田地需统筹计划、台理利用 的思想却是辉煌的，无疑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土地规划与利用 ，在 

我国发育相当早，且备受重视。三代疆理土地 ，平治原隰 ，以及撂荒休闲耕作制，皆含有对土 

地进行规划利用的意义。后来 由于生产经验和技术知识 的积累 ，农具的改进 ，人们 的注意力 

转移到耕作制度、生产过程诸环节的完善方面 ，但仍然是有规划地利用土地 ，或实行定期休 

闲、轮换耕种 ，或实行连种制度 ，复种 、问套制度 ，草莱之地也 不断得到开发利用 。但是到了南 

宋时期 ，南方人 口的迅速膨胀，使人地矛盾趋于尖锐 ，人们不得不加大土地开发利用的深度 

和广度 。一方面与山争地、与水争田；一方面则必须提高土地利用率。陈薯《农书》所记完全 

就是这种 社会现实 的反 映 。这 也是我 国历史 上 系统地 集 中讨论土 地规划 与利用 问题 的首次 ． 

并且是作为家庭经营管理的重要问题提出来的，其精详细致程度远是前人无法 比拟的。尤其 

是对不 同类型土 地的规划 利用 设计 ，以及粪 田复 种主张 ，表 明经营管 理思 想 已 由土 地的平 面 

开发 向立 体 开发 、深度 开发转 变 。 

4．重视 蚕桑等 经济作 物生产 

确定作物种植结构也是经营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 。长期以来形成的作物结构 ，在人宋后 

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全国范围讲 ，原来以粟 、麦为主的粮食作物结构为稻 、麦结构所代替，经 

济作物的比重亦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提高。作物结构及其比重的变化 ，是人们对农业经济活 

动和作物比较效益作出的反应和选择 ，体现了经营思想和策略的某种变化或转移。陈鼻在其 

《农书》三卷中，专列一卷谈叙蚕桑，无疑反映了在农业经营中给予经济作物 的特别关注。 

他在《农书》中介绍 了专靠养蚕为生的人家的经营情况 ：“十口之家．养蚕十箔。每箔得茧 

1 2斤。每斤取丝一两三分。每五两丝织小绢一匹。每一匹绢易米一硕四斗，绢与米价常相侔 

也。以此岁计衣食之给 ，极有准的也 。”随之他对这种经营给予积极评价 ：“以一月之劳 ，贤于 

终岁勤动，且无旱干水溢之苦，岂不优裕也哉?”[2](《农书 ·种桑》)显然陈薯由此看出了养 

蚕比植稻具有较高的比较效益 ，以致于他在专讲土地规划利用的《地势之宜篇》中，就连陂塘 

堤 岸上 也不忘 “疏植 桑柘 ”，以取蚕茧 之利 。 

为了集约利用土地 ，增加经济作物 比重和经济收入 ，陈鼻还规划了一种桑、苎套种 ，一举 

两得的种植方案 ：“若桑 圃近家 ，即可作墙篱，仍更疏植桑，令畦垄差阔，其下遍栽苎 。因粪苎， 

即桑亦获肥益矣。⋯⋯若能勤粪治，即一岁三收，中小之家 ，只此一件 ，自可了纳赋税，充足布 

帛也。⋯⋯诚用力少而见功多也 。”其经济效益显而易见，以致邻里“莫不叹异而胥效也”E2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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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书 ·种桑》)。这说明追求低投入高产 出，是作物结构及其 比重调整变化的根本动 因。对 

经济作物的重视，正是因为其所具有的高产出率和相对于粮食作物所具有的较高的比较经 

济效益，所 以增加桑苎作物种植的社会现实 ，其实是经营管理思想上看重经济效益 的结果 。 

5．主张计划 消费 的思想 

长期以来 ，不论在 国家管理还是家庭管理 中，均主张节用的消费原则 ，而且把是否节用 

看作是影响贫富的重要因素 陈萼对此完全赞同 他说 ： 惟俭为能常足用 ，而不至于匮乏 ” 

陈薯还要求对一年消费事先作出计划安排 ，既要考虑 日常用度 ，也要把防备突发事情之费用 

计算进去，也就是主张家庭应该实行有计划的消费。他说 ；“治家亦然 今岁计常用 ，与夫备 

仓卒非常之用+每每计置，万一非常之事出于意外 ，亦素有其备 ，不致侵过常用 ，以至缺乏。” 

[2](《农书 ·节用》)可见这种计划消费思想主要是针对意外开销而设计的 ，目的是为了避免 

因意想不到 而又必须 开支时 陷入财不敷 出的 困境 。 

显然，这种计划消费思想是与节用原则紧密相连的。计划不是对 日常费用的简单罗列， 

再加上所估算的意外之需，而是要按照一定的原则和要求 ，确定台理的消费项 目和消费用 

度 ，以捷消费之后有所剩余和积蓄 他对那些 目光短浅 、不计长远而侈费妄用的农家提出了 

尖锐批评，认为只能是“快一 日之适”，不能“给终岁之用”。这样的人， 衣食不给 ，日用既乏 ， 

其能守常心而不取非义者乎 ，盖亦鲜矣。”因此 ，应该“以礼制事 ，而用之适 中，俾奢不至于过 

泰，俭不至于过陋+不为苦节之凶，而得 甘节之吉。”这就叫做 ：“称事 之情而 中理者也。”[el 

(《农书 ·节用》)实际上这是陈薯为消费活动和消费用度确定的节俭标尺。 

由是观之 ，陈薯主张计划消费的目的是为了节用积蓄 但是 ，计划消费本身是对费用支 

出的事先 安排 ．是 用 以控制约束消 费活 动的具体措施 ，也就是 为保证 费用 开支 合理而采取 的 

管理手段 。 因此 不能把 陈薯的计划 消费思想与 一般 的节用 主张相 混 同。前者 是针对 管理 手 

段而言，后者则是针对消费行为所提出。不言而喻 ，前者在家庭经济管理上更具实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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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deology of Econom ic 

M anagement in Chenfu s Nong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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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enfu s Nongshu was completed in Song Dynasty，when the development of a 

griculture in the southern area of Yangtze River was flourishing lastly．It was another im 

portant book of agriculture in the ancient China Mter the publication of Qimin Yaoshu． 

Chenfu s Nongshu also pays attention to agricuhural techniques and management．It con 

tains rich ideology of management．In the aspect of management，the book stresses the im 

portanee of being appropriate ，holds that the scale of farming should be ln proportion to 

finance．a plan in land use should be drawn up，the production of economic crops should 

be valued，and the planned consumption should be advo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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