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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值得我们每个人引以为豪。在中
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出现了数不胜数的奇人、奇事、
奇物，它们经纬交织、互为表里，形成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
年的灿烂文明。

本套丛书共分１６册，包括《奇案》《名人名画》《建筑殿
堂》《民间艺术》《古代典籍》《历代兵书》《著名战争战役》
《军事名家》《锦绣山河》《古代农业》《古代教育》《古代陶
瓷》《古代服饰》《古代诗歌》《民族语言》《帝王》。它以中华
民族的灿烂文明为主要内容，以旅游的形式带领读者全方
位地感受中国，用最生动的文字抒写最特别的人物、讲述
最经典的故事、描绘最别致的事物，让读者轻轻松松就可
了解我国历史，足不出户就可欣赏中华美景。

本套丛书除正文外，还设有“请跟我来”“我是擂主”
“挑战擂主”“幸运擂台”四个版块，它们可以帮助读者多角
度解读作品，引导读者在短时间内掌握作品的精髓。“请
跟我来”文字简练，提纲挈领，它以导游讲解的形式让读者
了解本章要讲述的内容，给读者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阅读通
道。“我是擂主”“挑战擂主”“幸运擂台”三个版块具有拾
遗补漏之用，是对正文的拓展和补充。它们让读者既见树
木，又见森林；既享受了历史所带来的审美快感，同时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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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到历史中隐藏的智慧。
为了充分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便于读者更轻松地理

解作品，本套丛书配有大量精彩的图片，做到了图文并茂。
相信并希望本套丛书可以成为读者们的好帮手和好

朋友。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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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耕火种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农业古

国，农业历史源远流长。“社”与“稷”原本分别

指土神和谷神，因古代君主都祭祀社稷，故以

“社稷”象征国家。首先我来介绍我国最古老

的农业耕作方式———刀耕火种。

刀耕火种是原始农业的耕作技术。所谓“刀耕火种”

就是山民在初春时期，先用石刀、石斧之类的工具将山间

树木砍倒，然后在春雨来临前的一天晚上，放火烧光，用作

肥料，第二天乘土热下种，以后不做任何田间管理就等收

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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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进行刀耕火种的时候，首先所要面临的就是土

地的选择。从我国南方从事刀耕火种的少数民族的情况

来看，初期原始农业的土地都是选择在林地上。根据独龙

族、怒族和佤族老人的追述，他们的祖先在使用石斧、竹刀

进行耕种时，对大规模的原始森林无能为力，当时选择土

地一般不是草地，而是选择森林的边缘、隙地或林木比较

稀疏的林地进行砍种。这种说法在新安寨的苦聪人中得

到证实。苦聪人在定居前刚刚由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过

渡，铁器虽已传进，但数量极少，仍以木质工具为主，他们

就是选择在森林的边缘或树林比较稀疏的地方耕种的。

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

刀耕火种一般不施肥，也不中耕，所以种植两三年之

后就要另寻新地重新砍烧种植，农史学家称之为“游耕”。

但从新石器时代所出土的一些实物来看，我国一些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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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农业似乎在六七千年以前就脱离了刀耕火种，已由原

始生荒耕作制的阶段进入了所谓“锄耕”或“耜耕”的熟荒

耕作制的阶段。

　
为什么人们不选择草地而选择林地进行耕

种呢？

拔除草地上植被的地上部分虽然比较容易，但没有翻

土工具的原始农人却难以清除其纵横交错的地下根茎，而

且草地不能提供足够的灰烬。这些都对作物的生长极其

不利。在斧斤还没有大量使用的洪荒时代，即使是林间隙

地或边缘地带，也有较厚的腐殖黑土。人们还可以把灌木

和小树砍倒，甚至可以把周围的枯枝败叶扒过来，晒干焚

烧后再作肥料。这就决定了人们选择林地而不是草地去

作为土地。

　
畬耕与刀耕火种有什么关系？

畬耕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耕种田地。可见畬耕实际

上就是刀耕火种。南宋范成大在《劳畬耕》一诗中说：“畬

３



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砍山，众木尽蹶。至当种

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借其灰以粪。明日雨作，乘

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反是。”

　
大开眼界

独龙族主要分布在我国云南省西北部怒江傈僳族自

治州的贡山独龙族自治县西部的独龙江峡谷两岸、北部的

怒江两岸以及相邻的维西傈僳族自治县齐乐乡和西藏自

治区察隅县察瓦洛等地。此外，缅甸境内也有不少独龙人

居住。独龙族的族称始见于《大元一统志》，被称为“撬”，

明清时期称为“俅”或“曲”。１９５２年，依据本民族的意愿，

正式定名为“独龙族”。独龙族有自己的语言，无文字。过

去多靠刻木结绳记事、传递信息。以刀耕火种的粗放农业

为主，采集和狩猎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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耜耕的出现

原始的刀耕火种只能是广种薄收，而且经

过多次种植的土地日趋贫瘠，收获量也越来越

少。这时，部落只得迁徙到另一个地方。为了

改变这种现状，先民们发明了耜，从此开始了

耜耕。

随着农作技术的发展，先民们在掘地用的尖木棒的靠

近尖端的地方，装上一根便于脚踏的短横木，用来翻地，这

就是单齿木耒。单齿木耒翻地面积小，效率低，后又加以

改进，变单齿耒为双齿耒。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又将耒

齿改为板状刃，称作“耜”。《易经·系辞》中有“耜”“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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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反映的便是这两种农具的制作情形。耜冠最初是木

质，后来改由石、骨、蚌质制作。耜冠形状有长方形、桃形

和舌形等，耒柄仍为木制。耜类似今天的锹，已经是一种

复合工具了。

用耜翻地能疏松和改良土壤结构，扩大耕地面积，延

长土地使用年限，提高农作物产量。由于耜耕可以实行定

期休耕，在几块土地上轮换种植，因而使人类的定居生活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耜和复原图

成为可能，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河姆渡遗址

中，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大量的骨耜、骨锥、骨镰，其中骨耜

就有７０多件。这说明当时的原始先民们已经摆脱了刀耕

火种的原始生活方式，进入了耜耕农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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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骨耜？

骨耜是用偶蹄类动物的肩胛骨制成的。其上端厚而

窄，是柄部；下端薄而宽，是刃部。柄部凿一个横孔，刃部

凿两个竖孔。横孔插入一根横木，用藤条捆绑固定。两个

竖孔中间安上木柄，再用藤条捆绑固定。这样，一件骨耜

就制造出来了。使用时，手持骨耜上的木柄，用脚踏插入

横孔的木棍，推耜入土，然后手腕一翻，就能掀起土来。骨

耜比石器轻便灵巧，而且表面光滑，不容易沾泥，适宜在江

南水田里使用。

　
耜相传是谁发明的？

耜相传是神农氏发明的。《易经·系辞下》：“神农氏

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这是关于

神农氏发明耒耜的最早文献记载。《白虎通义》说，到了炎

帝时代，“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氏因天之时，分地

之利，制耒耜，教民耕作”，进一步说明了耒耜这种生产工

具产生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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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开眼界

河姆渡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镇，是我国目前

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

河姆渡遗址发现于１９７３年，遗址总面积达４万平方

米，叠压着４个文化层。经测定，最下层的年代为７０００年

前。通过１９７３年和１９７７年两次科学发掘，出土了骨器、

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质料组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

装饰工艺品以及人工栽培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动植

物遗骸等文物近７０００件，全面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母系

氏族时期的繁荣景象。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当时的

农业、建筑、纺织、艺术等东方文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

物佐证，是我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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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农作物的栽培

人类最初靠采集野生植物的芽叶、果实或

地下根茎为生。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末期，人们

逐渐掌握了这些可食用的野生植物的生长规

律，开始驯化和人工栽培，将野生植物变成真

正的农作物。

农业的产生是以粮食作物的栽培为标志的。根据考

古发掘资料，可知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已经种植了粟、黍、

稷、麦、稻等粮食作物。大体上，黄河流域以粟、黍、稷、麦

等旱作物为主，长江流域以水稻为主。

粟是禾本科一年生草本作物，喜温暖，耐旱，对土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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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不严，适应性强，可春播和夏播。它是从野生的狗尾草驯

化而成的。粟原产于我国北方，一直是黄河流域普遍种植

的粮食作物。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辽宁、黑龙

江、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了

炭化粟粒、粟壳，说明早在原始时代，粟就已成为主要的

粮食。

大汶口遗址出土的粟的炭化颗粒

黍、稷为禾本科一年生草本作物，生育期短，喜温暖，

抗旱力极强，特别适合在我国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种植。

黍、稷本是同种作物，农学界一般将圆锥花序较密、主穗轴

弯生、穗的分枝向一侧倾斜、秆上有毛、子实黏性的作物称

为“黍”，将圆锥花序较疏、主穗轴直立、穗的分枝向四面散

开、秆上无毛、子实不黏的作物称为“稷”。甘肃省秦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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