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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叙述了何谓《隋书·经籍志》及其内容、体例 , 对《隋书·经籍志》中的农业著作进行了研究 ,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唐朝以前农学著作的
概况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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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 , 农业文化积淀丰厚, 传留至今的农

学著作尚有400 多种, 这在世界农业史上绝无仅有。如果要

从《隋书·经籍志》看中国唐朝以前农学著作的话 , 应注意以

下问题。

1  《隋书·经籍志》的内容及其体例

1 .1 何谓“经籍志” 首先把“经籍志”分开来讲。“经”字 ,

《康熙字典》第1711 页, 有关“经”字的第5 个意项这样解释 :

音(jīng) 又( 南北的方向, 南北的道路) [ 1] 。《周礼·天官·冢

宰》:“体固经野”;《注》: 渭为之星;《疏》:“南北之道渭之径 ,

东西之道渭之纬”。“籍”字 ,《康熙字典》第1663 页有关“籍”

字的第1 个意项这样解释: 音( jī) ( 书籍凡着于竹帛皆渭之

籍) [ 1] 。《玉篇》:“书籍”。《尚书序疏》:“籍志, 借也 , 借此简

书以记录政事, 故曰籍。”《左传·昭十五年》:“王渭籍淡曰: 昔

而高祖 , 司晋之典籍。”“志”字,《康熙字典》第612 页有关“志”

字的第7 个意项这样解释: 音( zhì) 又( 记事的书或文章) 记

也, 与“�<”同, 或作“识”( 识) [ 1] 。《周礼春官》:“小史常邦国

之志”。《前汉书》有十志 , 师古曰“志, 记也, 积记其事也。”

《后汉·刘骏传》:“博见强志”。其次,“经籍志”3 个字合起来

在《辞海》第3306 页这样解释:“我国古代史书中记载图书的

目录,‘详见艺文志’”[ 2] 。于是在《辞海》第1584 页“艺文志”

中这样解释:“中国记传体史书、政书和方志中记载图书的专

名”[ 2] 。班固《汉书》如著“艺文志”分六艺略、诸事略、兵书

略、数术略、方技略等, 其后从《新唐书》、《宋史》、《明史》中相

继编纂“艺文志”, 而《隋书》、《旧唐书》中设《经籍志》。

从以上分析可见,3 个字单独理解, 没有目录之意, 组合

在一起却有了目录之意。可见《辞海》中也没有详细解释何

谓“经籍志”。因此 , 笔者认为经籍志是以历史为线索, 对古

代各种书籍的纵向记载, 并以类目分析。《隋书·经籍志》总

序中说:“古者史官既司典籍, 盖有目录以为纲纪”。可见目

录的产生是由于纲纪群籍的社会需要。

1 .2 《隋书·经籍志》的作者、内容及其体例  《隋书·经籍

志》以魏徵为主所撰。完成时间大概在公元 637 ～644 年。

《隋书·经籍志》根据柳巧的《隋大业正御书目》, 并参考阮孝

绪的《七录》分类体系编成。利用隋代遗书14 466 部 ,89 666

卷与《隋大业正御书目》核对, 删去重复, 按经、史、子、集4 部

40 类 , 著录存书3 127 部,36 708 卷 ; 佚书1 064 部 ,12 759 卷; 后

附佛道二录。有总序、大序、小序, 简要说明诸家学术源流及

其演变。类下著录书名及卷数, 又常附以简要之注释, 指明

著者, 记其时代爵衔, 间或注明书的内容及存之残缺。如“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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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梁有或王”, 并以夹注, 附入亡佚书目[ 4] 。《隋书·经籍志》

分经、史、子、集4 个大部,4 部之下又分为40 类内容如下。经:

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纬书、小学( 共10 类) ; 史: 正

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

理、谱系、簿录( 共13 类) ; 子: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

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天文、历数、五行、医方( 共14 类) ;

集: 楚辞、别集、总集( 共3 类) ; 附道经、佛经。

1 .3 对《隋书·经籍志》的简单评价  《隋书·经籍志》是我国

现《隋书·经籍志》存最古的第2 部史志目录, 在历史上第一

次以经、史、子、集类目名称, 直接影响了后世公私家书目的

分类体系。《隋书·经籍志》既反映了隋朝时期的一代藏书 ,

又记载了六朝时代图书变动情况 , 显示了在编制方法上的新

特点。《隋书·经籍志》记载的魏晋六朝及隋代存书情况大致

与《汉书·艺文志》相互补充, 对唐朝以前的存书作了一次全

面的总结。《隋书·经籍志》的总序、大序、小序、注释, 至今仍

不失为考见唐代以前古籍概况的重要资料[ 5] 。

2  有关农学著作的几点说明

2 .1  农学著作的概念  著名农史学家石声汉教授认为农书

是“专门谈农业生产或至少以农业生产为主题的才是农书”[6] 。

另一著名农史学家王毓湖教授也在《中国农学书录》中提到农

书:“是讲述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农业生产直接有关的著作”[7] 。

而《中国农书概说》中说农书是记载我国传统农业生产知识的

著作, 其内容以农业生产技术经验为主, 兼及农业经营思想和

农本思想, 历数千年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业历史文献体

系[ 8] 。上述三者的叙述基本上概括了古代农学著作的内容和

本质, 皆认为农书就是介绍有关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技术及农

业经营思想的专门著作。但是, 笔者认为农学著作不仅包括上

述3 个方面的内容, 只要与农业有关的相关论述篇章也是农学

著作。因此, 该文所述农学著作的概念就是记载古代农业生

产、介绍农业生产技术、体现农业经营思想的专书以及有关农

业内容论述的相关篇章。

2 .2  农学著作的范围  历代史志目录都在子部农家类加以

著录, 无论是古代学者还是近代学者介定农学著作的范围都有

不同。石声汉先生认为农书范围大致有3 类: ①“整体农业”,

即包括农耕、园艺、蚕桑、畜牧、渔业; ②“专业农书”, 选取整体

农业的一两项或相连几项为题材, 但也可能涉及其他方面; ③

现存的著作, 已佚的书不做评价。而王毓湖先生对农书的范围

则是广收, 将各种“正史”、“杂史”、“艺文志”、“经籍志”以及和

家目录中“子部农家类”范围内之书纳入。但这些农书的范围

有标准———以讲述农业生产技术以及与农业生产直接有关的

著作为限, 属于农业经济、农业政策的书一概不收。除专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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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著述之外, 有的并非农书, 但其中包括有专谈农业生产的部

分, 这些也作为农学著录, 如《管子·地员篇》等。

2 .3 农学著作的分类  单从目录学的角度来说, 农书分类

既符合图书类目细分的历史趋势, 又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对

于初学目录学的人来说意义更大。比如, 要从古代书籍中找

出一些农学著作, 要是没有具体分类的指导, 即便有了大的

农书范围做向导, 也如大海捞针, 亦无章法可循。尤其农书

著录历来分散, 以《隋书》为终点来看, 以前农家类收书要么

寥寥可数, 要么失之杂滥 , 导致农书分类似乎无从下手。从

汉至隋 ,“农家类”均作为子部的二级类目 , 其下再不细分, 部

次不清, 使古代农学日见散乱。加上农书的流失和农书在民

间流传的隐匿性, 对其研究有很大的困难。因此, 把农家类

二级类目下的三级类目细分更应多加关注。根据农书的内

容、体裁等,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类。

( 1) 石声汉先生认为分以下几类 : ①整体农书, 专业性农

书。整体性农书分农家月令型、农业知识全型, 以综合前2

种类型的通用型; ②按撰修者分官修农书和私修农书; ③按

地域性分为全国性农书、地区性农书。

( 2)《中国农书概说》里提到按农书的体裁和内容分以下

几种类型: ①综合性农书; ②农家月令型; ③通书型农书; ④

天时, 耕作农具农田水利专著; ⑤各种专谱; ⑥蚕桑全书; ⑦

畜牧兽医类; ⑧野菜专书; ⑨治蝗书。

( 3) 王毓湖先生所编的《中国农学书录》的索引把农书分

为14 类: ①农业通论; ②农业气候、占侯; ③土壤耕作, 农田

水利; ④农具; ⑤虫害防治; ⑥农作物( 粮食经济作物) ; ⑦蚕

桑; ⑧竹木; ⑨园艺通论; ⑩蔬菜和野菜; �瑏瑡果树; �瑏瑢花卉; �瑏瑣

畜牧兽医; �瑏瑤水产。

从整体性来说, 王毓湖先生对农书的分类较为细致。因

此按其分类, 把《中国农学书录》中隋以前的农学著作体现出

来就是《隋书·经籍志》中的农学著作。

3  《隋书·经籍志》中的农学著作

3 .1 《隋书·经籍志》各类目中的农书 

( 1) 隋代存书。①子部农家类目 :《汜胜之书》2 卷, 汉议

部汜胜之撰《四人月令》1 卷, 后汉大尚书崔萛撰 ;《禁苑实录》

一卷, 没有朝代及撰者,《齐民要术》十卷, 贾思勰撰, 没有年

代,《春秋济世六常凝议》五卷, 杨瑾撰 , 没有年代。②经部·

礼类:《夏小正》1 卷, 戴德传 , 无年代。③诗部·谱系类:《竹

谱》1 卷, 无姓名、年代。④子部·五行类:《田家x 》12 卷, 无

姓名、年代。⑤子部·医方类:《疗马法》1 卷,《治马经》4 卷 ,

《治马经目》1 卷,《治马经图》2 卷, 以上均无撰者、年代以及

《马经孔穴图》1 卷,《杂撰马经》1 卷,《治马驼骡 经》。

( 2) 隋已亡佚农书。①子部·农家类:《陶米公养鱼法》、

《卜式养羊法》、《月政畜牧栽种法》、《伯乐相马经》、《阙中铜

马法》类: 各1 卷 , 无撰者、年代; ②子部·五行类:《齐候大夫

宁戚相牛经》、《王良相牛经》、《高堂隆相牛经》、《相鸭经》、

《相鸡经》、《相鹅经》各2 卷, 无年代,《相鸭经》、《相鸡经》、《相

鹅经》无撰者。

以上所搜寻到隋存农书共计16 部,45 卷 ; 亡佚农书11

部,17 卷; 两者合计27 部。

3 .2 搜检原则  笔者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①按照王毓湖先

生对古农书的定义与分类; ②以《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存

佚农书为限。隋以前有的农书 , 但没有在《隋书·经籍志》中

体现, 便不予记载 , 评注, 如 ,《中国农学目录》记载《汉书·艺

文志》中农家类的《神农》10 篇,《神农教田相土耕种》14 篇 ,

《宰氏》17 篇,《野老》17 篇( 相传六国时期) ,《董安国》16 篇 ,

西汉武帝时期,《尹都尉》14 篇和《赵氏》5 篇,《蔡癸》1 篇( 汉

宣时) ,《王氏》6 篇( 汉, 不详) , 刑法类有《相六畜》38 卷,《昭明

太子钓鱼鮛》8 卷( 杂占类, 两汉时) ,《种树藏果相x 》13 卷

( 杂占类, 汉) ; ③以独立成书的著作作为其他书中的农业专

篇, 如《管子》之《土容论》中的《地员篇》,《吕氏春秋》中的《上

农》、《任地》、《辩土》、《审时》4 篇等。这些都是我国古代农学

著作中的佳篇, 含有丰富的农业思想和农业技术。

3 .3 《隋书·经籍志》中农学著作的分类  《隋书·经籍志》中

的农学著作按照《中国农学书录》对农书的分类可分为以下

几种: ①林业通论 :《汜胜之书》、《月政畜牧栽种法》、《齐民要

术》、《春秋济世六常凝》、《夏小正》、《四民月令》、《田家x 》;

②竹木 :《禁苑实录》; ③农具:《竹谱》; ④水产:《陶朱公养鱼

法》; ⑤畜牧兽医:《相马经》、《相牛经》、《养鸡经》、《疗马法》

等17 部。

3 .4 《隋书·经籍志》中农学著作的特点  ①大多未著录撰

者和年代。隋所存农书只有2 部有撰者及时代,3 部只有撰

者无年代 , 剩下11 部既无撰者, 也无年代。梁有隋王农书虽

有5 部有姓名, 但无1 部有年代, 为进一步探究古农书增加

了困难。②就农书著作数量而言, 畜牧兽医类居多。③与

《汉书·艺文志》相比,《隋书·经籍志》中的农书呈减少之势。

④缺少农具类、竹木类、花卉类著作。古代中国农业一直蚕

桑并重, 虽然有的农书介绍养蚕技术, 但隋以前少有蚕桑专

书。唐宋以后, 大量养蚕专书才大量出现。⑤多为黄河流域

的北方农书, 南方的农书没有, 并且多为旱作技术的农书。

⑥隋以前农书, 除收存子部农家类之外, 还散见于经部、诗

部、子部中。

4  对唐以前农学著作的评价

( 1) 唐以前出现了空前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 率先总

结了北方旱作农业的技术与经验 , 为后世农书的发展提供了

榜样与素材, 是当今保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

( 2)《汜胜之书》对耕作原理所提出的“趣时 , 和土, 务粪

泽, 早锄早获”, 至今还影响着人们。

(3) 《夏小正》、《四民月令》为我国农家月令书的发展做

出了榜样。

( 4) 从后魏的《齐民要术》一直到隋末, 黄河流域出现了

农书断层的现象, 值得人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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