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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日

序

《广西农业(史〉丛书》在深化农村改革和

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中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我
区农业科学史上的一件夫事 p 将对发展全区农业
生产、援兴广西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借此机
会.我谨代表《丛书》编委会自参加编篡、出版
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表示感谢，并深切地缅怀已故

的编委副主任胡方胡同志为《丛书》的出版而忘
我工作的精神。

这套丛书是在广西区党委、区人民政府的领
导和关怀下，于去年开始，由我区部分农业专
家、学者和农村工作者着手编寨的。它为求较为
全面系统地汇集有史记载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
和留成立以来我区丰富的农业资样，加以分析研

究，按照不同学科、不同专业分册编写 p 计划分
3D册出版，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全区各级党政领导

干部、农村工作者、农业科研人吴三农业生



序 言

产和经营人员以及关心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人

们。

我区地处亚热带，四季常青，适合多种农作

物生长，南且蕴藏着相当丰富的地下资源和水利
资源，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商品经济具有灵好的
客观条件。我区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历代劳动

人民和科学家在长期的生产、科研实践中，逐步

揭开了我区自然界的奥秘，认识和掌握其规律，

探索出一套适合各个时期生产力水平的耕作最i

度、栽培技术和饲养方法，不断提高我区农业生
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
贵的农业史料和生产经验，其中有很多东西至今
仍然有其实用合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区广大农
民、农立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工作者继往开来，

为发展我区农业进行了不攘的努力，把我区农业
生产水平和农村经济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持

躬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坚持改革、 开

放 v 搞活的方针，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努
力按黑自然兢律和经济规律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



序言

农业种植结构，逐步加强农业技术改造，使我区
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局

苗。我们应该承认，建届三十多年来，我区农业
生产和农村经济确实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有
许多发人深省的教训，但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我区现在的农业生产和农
村经济水平还很低，与我区比较优越的自然条件
和比较丰富的自然资源不相称，因币发展潜力很

大。只要我们认真吸取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

验，吸收现代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先进经营管理

办法，端正指导思想，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

大力挺好开发工作，我区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一
定得到较快的发展，目前落后的状况一定得到较

快的改变。为此，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目的在予
借鉴历史，挂动未来。
这套丛书的集写，本着详今略古、熔古铸

今、古为今用、温故创新的精神，对古代农业史
进行适当的记载~并为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给予科学的评价。编写的
重点放在建国以后时期 p 对三十多年来农业发展



序言

历史进行比较系统的叙述和分析。它的出版发行，
可以帮助广大读者了解广西农业发展的茄史，从

中得到启示:可以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制定发展

规划和正确决策提供依据z 可以为农业科研单

位、大专镜校进行研究、教学提供历史借鉴。同
时，它将作为我区农业科研王作的一项重要成

果，载入我区农业史料宝库，传诸于后世乡为建
设具有我这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为发展

我区农业商品经济发挥作用。

我这农业历史漂远流长 有许多丰富的经验
值得总结、记载，从主观愿望来说，我们编委会
希望东广百农生〈史〉丛书》能够深刻地反映我
区农业历史发展的全部亩貌 g 但是，由于我幻编
委会的知识水平有攘，缺陷在所雄免，希望读者

提出拉评意见 p 使这套丛书在出版发行过程中进
一步得到补充、完善。

锦羡美

1988年 10月 l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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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建国前农村能草草概玩 2 

第一章

建国前农村能源概况

能摞是社会生产和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重要资料。人

类对能源的利用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最初，人类是利用自己

艇肉的力量劳动，商后发现了火，利用燃烧草木释放的热能来为

生产和生活服务，后来又辛苦用畜能以及风能、水能等能源。摇着

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能摞利用的范围越来越扩大。人

类利用能嚣的历史就是人类认识盎然和征服自然的历史。

第一节火能的利用

，在远古时找，人类生息于"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①的

环境里e 生活蔚资是 α食草本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

毛"。②他们穴居巢娃， G冬则居营窟，夏员1)居稽巢" 0 @当时

人类进行采集和赞猎所需的能源，主要靠储存在食物中的"化学

能"，遥过自身的劳动，将食入的食物中的化学能释放出来，、转
变成对人体有昂的必机械能芳。这样的用能水平，并没有明显地

超出动物界。后来人类在长期同自然的斗争中，不断改造和利用

周围的条件，开始懂得用火，他们把雷电燃娃树枝的天然火弓i到

岩溺里，尽力耐它不灭，以保持火种。经过长黯使窍，人类在劳
毒草中逐渐懂得了取火的方法。"钻木取火"，就是用两块于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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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头长久地用力摩擦而产生火的方法。

钻木取火是人在劳动过程中将且是民运动的机械能转变成熟能

的过程.患格斯指出..在实践上发现机械运动可以转化为热是很

吉的事情，甚至可以把这种发现看作人类历史的开端。即使是工

具和动物事11养的发明在先，但是人们只是在学会了摩擦取火以

后，才第一次迫使某种无生命的吉然力替自己服务Q " ( ((自然

辩证法)} ) "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从而最终把

人同动物界分开。" ( <<反杜林论)} )此后，人类不再象动物那

样单纯从食物中获得能量，而是可以用人王取火的方法，从燃料

一一最早是树枝、子草一一中取得能量。这样，人类在能源利用

上超越了动物界的水平。

火的利用，是人类一个很了不起的创造。开始用火来煮熟食

物、取暖、照畴，防御猛兽侵袭，随着社会的发展，火被用来烧

造掏瓷、砖瓦、冶炼金属，不断拓宽它的用途。

-、鼓煮

人类发现用火以后，懂得熟食。先是烧烤，后来蒸煮。而生

火所用的燃料都是薪柴。由于古代人口稀少，森林面积大，薪柴

撞处可得，不存在"能源"问题。即使如此，薪柴的砍伐和搬运

也是费力费时的，因此很平的时候起，人类就注意了如何合理地

利扉能握和节约能摞。如蒸煮饭菜房的锅，设计成噩底，便于大

西裂接触火娼，容易受热F 架釜镜的支撑，做得空旷高敞，便于

供足氧气，使薪柴获得充分燃烧.再后是发明灶，将火围起来，使热

力更加集中。人类开始是掘地为灶，然后才制造可以移动的灶。

地灶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到了汉代，广西寂村己普遍使用明

灶。从汉墓中发现的灶模型来看，汉代的灶大都有灶门，蛙额、

灶台、火眼、烟窗五个部分。灶门供添薪柴，灶额可以挡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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焰，灶台上安火眼，火眼上放置放煮用的釜、锅、蝠，有的灶台

商壁还嵌置缸、罐，灶门口有人看火，灶台上有人操作，设置相

当完备。在合捕、贵港、梧州、照平、平乐等地西汉晚期至东汉

时期的墓葬中就常发现三眼灶，灶舍上分别置两个釜和一个酶，

形髓大致都差不多。合捕望牛岭一座西汉晚期墓还出土了一件键

灶模型〉也有三只火眼，前菌那只火眼和后面那只火眼都摆釜，

中间那只火眼量.. .釜是煎妙用的，班是蒸煮用的.④梧州云盖出

西汉魏期基出土一件陶灶模型，灶台上只有二只火珉，重大小釜

各一个，其中小的那个釜内盛有一只鳖，可能是煮来吃的重灶门

堆柴二堆，柴的一端伸入灶撞内，灶台上有两个人，一个人跪在

左髓，身徽内弯，保头向着灶门，在灶膛内添柴，一个人蹲在左

铺，右手拿着勺子，往釜内捣持。这些泣的灶身都设计成长方

形，灶面设计二跟、三眼，同时可以对二三个放器如溢，说明当

时已懂得利用余热，节省薪柴了。

黄港东汉墓还出土 1 件黯灶模型，灶台上有 4 只火眼，上画

搁置2釜2 锅，主主壁两~ø各嵌两只大黯缸，其中靠近灶额的大海缸

边各站 1 人，伸手向缸内捣拌s 灶门口看火的人双手还拥拖 l 个

小孩。这类灶，如国人的塑像辑比，足有 1 米多高~4 米多长，

规模之大，不难想见。这样大型的灶，又有那么多人民时操作，

肯定不是一般家庭款煮所用，应与某种蒸煮加工工业作坊有

夫。

两千多年前就普遍使用的灶，一亘延续至今。灶所居的燃

料，一直都是薪柴。

二、黑萌

原始社会，人类居住在黑暗的洞穴里，自从发明后火，就用

火来照费。古时的照明的燃料最拐是薪柴，蹲班谓火把、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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