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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龠 喜
嗣 舌

《山西农业志》是《山西省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有助于了

解和研究山西农业的历史，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农

业，加速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建设。因而编写本志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光荣任务。

本志是从一九八一年根据省委、省人民政府的安排，按照省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统一制定的志目与要求，在厅党组的直接领导下组织编

写的。开始，由省农委组织农口各单位编写包括农业、林业、畜牧、

水利、气象、农机、科研在内的《山西农业志》。我厅担负农业、畜

牧两部分的编写工作。一九八二年九月写出了约二十五万字的初稿。

一九八三年机构改革中，省农委撤销，修志工作归省地方志编委直接

领导，委托我厅编写包括农业、畜牧、农垦在内的《山西省志·农业

志》，并制定了比较详细的志目(关于农业教育、科研、机构、财

政、劳动模范及大事记等另行安排)。一九八五年五月写出了三十七

万字的第二稿。经有关领导和专业人员审查修改，于一九八六年底，

写出了第三稿，即现在的这个丛稿。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原厅党组书记、厅长苗佩芳亲自过问修志工

作。省志编办主任李希孟曾两次审稿，编审处董双印、陈又新等同志

多次与我们共同研究志目，修改内容。范履端、阴发祥、李广耀等老

同志也极其关切，进行指点。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支持和鼓励。

本志曾参考了我省部分旧志和史书、农书、年鉴、年报等书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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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部，汇集资料一百二十余卷，约五百余万字。参加编纂和撰稿

的计三十六人，其中有领导干部，有高级农艺师、主任农艺师、农艺

师、畜牧师、工程师，有专业人员。大家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众手

成志，是集体智慧的成果。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山西省档案馆、山西省图书馆、山西

省统计局、山西省粮食局、山西省财政厅、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轻

工业厅、山西省对外经济贸易厅、山西省气象局、山西省水利厅等兄

弟单位的热情帮助，特此深表谢意。

本志的编写，虽然历时六年，三易其稿，但由于编者水平有限，

仍然有不少缺点。主要是史料仍有短缺，章节不够均衡，文字尚欠精

炼。我们将继续收集史料，广泛征求意见，再次进行修改，使其更臻

完善。

山西省农牧厅《山西农业志》编写组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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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山西农业发展概述

第一章古代农业

山西省位于黄河中游，山川环抱，地势险要，气候温和，土地肥

沃，物产丰富，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之一。
j

第一节 远古时代

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炎黄子孙就劳动、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相

传，黄帝元妃嫘祖教民养蚕予夏县。 “嫘祖为我国最早养蚕的人，自

南朝宋元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设先农坛，皆祀嫘祖为先蚕”(见

《辞源55修订本第七百六十八页)。后稷教民稼穑于稷山。 “稷山又

名稷神山，在山西省稷山县南五十里，后稷始教稼穑地也。俗呼稷王

山”(见《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香港版第一千一百八十

五页)。后稷是我国最早的农师。根据司马迁《史记》本纪记载：

“后稷名弃” “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

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

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夏县西阴村曾

发现“半割的茧”化石。襄汾县“丁村人”的发掘，更证明了这些传

说的可靠性。

尧都平阳(临汾)、舜都蒲坂(永济)、禹都安邑(夏县、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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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均在我省南部。足见，早在远古时代。山西就已成为当时政

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见《晋南文物》晋南文物管理委员会一九五

九年编印，第一页)。

第二节 春秋战国

《国语。晋语》提到祭祀宗庙的牛，可以“畎田之勤”。晋国有

个力士叫牛子耕，说明用牛耕田，那时已是人们所喜见的事物了。

(见《中国古代史常识》，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三月版，专题

部分，第五十七页)。

早在公元前五百一十三年，晋国就最先用铁铸造了刑鼎。所用的

铁是从民间征收的，可见那时山西人民使用铁器己经很普遍了(见郭

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一百六十四页、)。铁制农具的使用，畜耕的

推广，生产技术的改进和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使农作物的产量逐渐

提高，入口日益增多，在农业发达、人口密集的河谷盆地兴起了绛邑

(新绛)、安邑、平阳、晋阳(太原)等著名的城市(见孙敬之《华

北经济地理》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七月出版，第二十八页)。农业

经营范围由此向东南部，然后又向西部和北部逐渐扩展，使晋国成为

春秋时代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之冠。秦孝公时，商鞅变法曾竭力招

徕农业先进、地狭人稠的三晋之民入关垦田，(见《商君书》卷四)，

对秦国的富强和统一中国大业，作出了贡献。

第三节 秦及两汉

秦始皇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在山西境内者有河东、上党、太原、

代郡、云中、雁门等郡(见康基田《晋乘搜略》卷六，第五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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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辛末版，．霞阴堂藏版)，足见当时山西之地位。

汉高祖灭秦并楚，统一全国，分封功臣，把河东这块膏腴之地，『

封赐给绛侯周勃，并封其中子刘恒为代王，先都晋阳后迁中都(今

平遥县西北)，作为蓄粮财：养兵马的食邑。后来成了平靖吕氏之

乱，振兴汉世邦业的重要基地，文景之治，实始于此。汉武帝时，为

了发展生产和铸造兵器，大量冶铁，全国设铁官四十处，而河东有安

邑、绛邑、皮氏(河津)、平阳四处，‘为全国各郡县中设铁官最多的

一郡(见《中国农学史》，第一百一十七页)。汉代牛耕更加普遍，

而且有所改进。我省平陆县一座西汉末年墓的壁画上，有一幅牛耕

图，生动地刻划了汉代普遍采用的一人扶犁、二牛抬杠的牛耕方法。

在汉代已发明了能同时播种三行的“三脚耧”，又叫耧车，就将开沟、

下种、覆土的任务，一次完成。大大提高了播种质量和效率(见《中

国古代史常识》专题部分，第六十页)。由于推行了J代日法和区种

法，创造了耧、犁(见《中国农学史》上册，第一百五十四页)等先

进工具，兴修了大型水利．T-程．如曾开番系渠引汾河、黄河水基。灌溉

皮氏、汾阴(万荣)和蒲坂三县土地五十万亩，每年可得固赋二百多

万虿(见《汉书》鞫洫志)。粮、麻、木、竹、果品，都很攀臻。‘。j河

东郡人口曾达九十六万，是北方各郡中人口较多的一郡(见《汉书》

地理志)。安邑千树枣，名闻全国。文水、清源、太谷的葡萄酒，视

为珍品。 “元初三年修理太原旧沟灌溉公私田，⋯⋯上下成沽，岁获

有收。禾稻之美，甲于通省”(见《晋乘搜略》卷九，第七十六页)。

河东、上党、太原等郡，已有大批粮食，由汾入渭，漕运京师(西

安)(见《晋乘搜略》卷八，第六十八页)。



第四节 两晋及南习匕朝

晋统一三国后，为时不久，就出现了J'＼3i之乱，五胡十六国的分

裂局面。晋室被迫南迁，山西地处北方，首当战祸之冲，人民遭受涂

炭，延至南北朝时，由于长期战乱，饥荒频仍，、并州一带， “白骨横

野”， “荆棘成林”(见《晋书》卷六十二)，户口流徙，田园荒

芜，生产凋零，成为南北魏王朝由河西向洛阳徙牧战马之地(见《魏

书》卷一百一十)。但雁北一带的农牧业生产却大有发展，平城(大

同)则成为北魏拓跋氏的首都(见《简明中外历史辞典》)。我国古

代农业技术的经典著作——《齐民要术》就是这个时期的高阳太守贾

思勰撰写的。书中，还总结了我省并州等地许多农业生产经验。

第五节 隋唐五代

唐王朝的肇基之地就在太原((见晋乘搜略》卷十五，第七十二

页)。早在隋朝就封李渊为唐公。李渊与其子李世民把山西作为立业

兴邦的根本，认为“河东殷富，是京城财源”(李世民语，1见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极力经营，置屯田，劝农桑，兴水利，先后兴

修水利三十五次之多，居全国第三位(见史念海《河山集》)。引汾”

河水灌溉绛州农田一百三十余万亩(见《晋乘搜略》卷十七，第八

页)。引文峪河水灌溉文水县农田数十万亩(见《晋乘搜略》卷十

六，第五十六页)。贞观四年(公元六百三十年)，并州大稔，斗粟

三钱，流散者咸归故里(见《晋乘搜略》卷十五，第五十九页)。当

时，金国以粟米接济京师长安的有二十一州，山西就占了四州(见

《河山集》)。名产麦秸扇、龙须席、墨、蜡、漆、麝香、人参等，被

列为贡品(见《大唐六典》卷三)。娄烦马政“甲天下”为唐朝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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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取地之一。

残唐五代，战乱频繁，天灾人祸，纷沓而来，人民饥寒交迫，或

残于战祸，或饿死于沟壑，土地荒芜，人民背井离乡。

第六节 宋元明及清朝前期

北宋时期，晋南一带，生产又有回升。宋仁宗时“河东路九州三

十六县农民，修浚水利田一万八千余顷。” “仁宗嘉祜(一。五六～

一。六三年)时，绛州正平县南董村农民，利用村旁马壁谷水淤浚田

五百余顷。原来亩收谷五、七斗，淤田后收到两、三石。神宗时，此

法推广，取得一定的成效”(见《中国通史》第五册，第六七三、六

i十八页)。

元灭金时， “两河(河东、‘河北)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

子女，牛马羊畜，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见《晋乘搜

略》卷二十五，第十二页)。同时，地震、水、旱、雹、霜、雪、风

沙、碱、蝗虫、疫病等灾害，又不断袭来(见《晋乘搜略》卷二十

六，第三十五、四十二、六十二、六十六页)，对山西的农业生产影

响甚大。元末，山西受战祸较少，汾河中下游和上党盆地，由于发展

农业自然条件较好，历来耕作比较精致，农产丰富，人烟稠密。又一

度成为北方的经济中心。

明朝建立后，实行了奖励开荒。移民屯田，兴修水利，推广植

棉，减轻赋税徭役等政策，发展了农业生产。明洪武十六年(公元一

三八三年)，仅平阳府就开垦荒田五十二万余亩(见孔经纬《中国经

济史略》第三页)。 “九边重孝÷”的首要城市，——大同、太原两

镇，屯田之兵即达十数万人(见《晋乘搜略》卷二十七，第一千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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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三页)。当时，修复和新建水利工程九十七处，超过豫、陕两省之

和(见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第十八页)。明初曾“迁ll-t西泽(

晋城)、潞(长治)民于河北，后复徙山西民于滁(安徽滁县一带)

和北平。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丁多圈少及无田

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嗣复选富民三千户充宛、大二县” (见《

晋乘搜略》卷二十九，第四十页)。这对恢复和发展华北平原的农业

生产，起过一定的作用。棉花种植和手工业纺织大有发展。明万历六

年，山西省“征实棉花十二万二千五百厅，棉布二十九万一千匹，全

国各司府中，位列第三”(见《中国棉花裁培学》上海科技出版社一

九五九年十二月版，第三页)。

从明末到清初，历经战乱，灾荒齐临，水利失修，生产下降，人

口锐减。明万历六年(公元一五七八年)金省总人口为五百三十二万

(见《明史》卷四十一)，到清顺治十八年(公元一千六百六十一

年)竟减少到一百五十二万八千人(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

料》第一辑)。短短八十三年中，竟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一点三。

清朝初期实行了“一条鞭法”(人民交纳一定赋税后，所有运输

徭役等费用由官自办，民不予闻)，免去杂徭，并推行了“丁随地

派”(废除了“人头税”，实行了按地亩征赋税)的制度，使无田人

民得到免纳丁税，田少的农民也可以安心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见中

国历史研究会一九五。年编《中国通史简编节本》下册)。我省农业

又有了发展。到嘉庆十七年(公元一八一二年)全省耕地达五千五百

二十六万七千六百亩，比顺治十八年(公元一六六一年)的四千零七

十八万七千一百亩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而人口的增加更为迅

猛，到嘉庆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一九年)，金省人口竟达一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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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三十二万五千入，比顺治十八年增加九倍之多(见李文治《中国近

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九页)。我省第一部农业专著《马首农

言》就是寿阳县平舒村的祁隽藻(公元一七九三年到-j＼六-六年曾任

吏部侍郎、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军机

大臣等职)，亲身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个朝代，

较系统地总结了晋中寿阳一带的农业生产经验而编著的。

第二章近代农业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山西人民深受

帝国主义入侵之害。由于政府腐败，官吏贪婪，致使民生凋蔽，人口

锐减，劳动人民仍陷于苦难之中。农业生产遭受很大影响。

第一节 赋税增加 粮田减少

．清廷以偿还赔款力名，指派捐款，增加赋税。庚子赔款，．淑太谷

一县就被“指派善后捐金十八万两有奇”(见《太谷县志》)。光绪

二十七年(公元一九0一年，即庚子事件的第二年)，给山西加派赋

银九十万两，以后每年加赋十万两， “必须筹足定额”， “不准稍有

短欠”(见《东华续录》卷一百八十四，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

料》第一辑第三百零一页)。 “固赋虽征诸地主，而负担实转嫁于佃

农”， “夫国中贫民，以农为唯一之职业。虽有永不加赋之祖训，而

官吏相沿，巧设名目，十年以来，田赋暗增于旧者，己不啻二三倍。

故负担此赋之小农，前此仅足自给者，今则岁暖而号寒，年丰而啼饥

矣”(见宣统二年《国风报》第九期，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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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第一辑，第二百零一页)。

清廷为了解决其内外交困、财政枯竭的难题，而采取了饮鸩止

渴， “招商种烟”(见光绪二十四年《农学报》第三期，转引自《中

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四百五十七页)，以征收赋税，将大

量粮圈改种罂粟(鸦片)， “裁种罂粟之地，一律照赋则二十倍徭

收”。光绪三十二年，我省鸦片产量达三万余担(见《国际鸦片委舞

会报告书》第二卷，第四百五十七页，一九O九年)，占用良田近百

万官。’粮田面积大为减少，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同时，吸食毒品的熵

民，无力耕作，倾家荡产，辗转沟壑，流为盗贼者不知凡几”(见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四百五十七页)。

第二节+灾荒频繁 民不聊生

灾荒频繁尤以光绪三年最为惨重。当时， “晋省遭荒旱，赤地乎

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口之多，古所未见“(曾国荃《曾忠襄公奏

议》卷八，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七首四十一

页)ioi “光绪丁丑(光绪三年)，山西无处不旱，乎、蒲、解、绛、

霍、隰，赤地千里，太、汾、绛、潞、沁、‘辽次之。盂、寿以雹，省

北以霜，其薄有收者大同、宁武、平定、忻、代、保德，数处而己。

而河东两熟之地，自乙亥(光绪元年)以来，比四不登(连续四年歉

收)。丁丑五月以后，粮价日腾(一天比一天上涨)。⋯⋯被灾极重

者八十余区，饥口入册者，不下四五百万，⋯而饿死者十五六，有尽

村无遗者。小孩弃于道，或父母提而掷之沟中者。死则窃而食之，或

肢割以取肉，或大脔如宰猪羊者。有御人于不见之地而杀之，或食蠢。

卖者，有妇人枕死人之身，嚼其肉者。或悬饿死之人于富室之门，纛
一8—．



竟割其首掷之内以索诈者，层见叠出，骇人听闻。除殷实数家外，小

康之家，皆拆房屋取材木以售，肩负至城，斤一文，一人之力所负不

及半饱，闲官末秩及试用候补之员卖器具以食，而市肆典赊俱绝”

(见王锡纶《怡青堂文集》卷六，《丁丑奇荒记》，转引自《中国近

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七百四十一页)。

第三节 政府腐败 官吏贪婪

清廷也曾多次打算利用山西的丰富资源兴办民族Y--,／k，但由于政

府的腐败无能，官吏的昏庸贪婪，只能互相欺诈，结果毫无成就。如

慈禧太后遭受八国联军之乱，逃往西安路经晋南时，发现河东盛产棉

花，回京之后，便于一九oo年命山西巡抚胡聘之在绛州筹建纱厂，

历时七年，只盖了少量房舍，大部款项被承办人贪污。后被钦差查

觉，上报清廷，将巡抚撤职问罪，而承办人则焚帐潜逃，纱厂成为泡

影(见一九六。年《山西资料汇编》)。又如，为了发展山西的糖料

生产，光绪二十九年(公元一九。三年)， “托日本通用公司转美国

贸易商会由纽约转购到德国甜菜籽种二百磅，计海陆行程六万余里， 。

于二月间运达天津”， “派候补典史彭承虎赴津接运甜菜籽种，四

月二十二日返晋，已交五月节侯，其甜莱籽种并未装箱藏护，沿途风

干日燥，业已焦萎，虽即赶紧下种，并多方设法，终不免失时之虞，

⋯诚难如期收获，推其故，该委员接运籽种，无端逗留，未能如期返

晋，实难辞延迟之咎，自应详请，先行记过，以儆玩泄”(见《山西

农务公牍》卷三，第十三、十四页)。

总之，从一八四。年到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山西人民
由于遭受着帝国主义和昏庸无能的官府倾榨与封建剥削，加之连年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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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的自然灾害，大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减产，人口大为减

少。---／＼四。年(道光二十年)全省总人口为一千四百／＼-t-九万两千

人，刭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历时七十一年，山西省的总入口不

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到九百二十一万九千九百人，减少了百分之三

十八点零九。当时，山西农村经济衰落的情景可以想见。

第三章 现代农业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家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当时的山西政府虽

然也曾注意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倡导植棉、栽桑养蚕，但由于仍然

是旧的生产关系，农业发展速度很慢。

第一节 民国初期农业的发展

民国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年)山西曾成立“六政考核处”。首先

是发展水利，至民国七年终，恢复和新开水渠一百六十五道，溉田七十

一万三千亩，尚有一百一十四道未竣2T_者，渠成之后，可溉田八十万四

千二百亩，连同昔成之渠，共一千八百十四道，溉田四百五十四万零

八百亩(见民国八年《山西各县渠道表》序言，第一页)。其次是发

展棉花。民国六年，设山西棉业试验场于临汾，并颁布奖励政策，购

进美棉种籽，无价发给农民。民国七年，更由美国购进棉籽，分发各

县，又在太谷、文水、高平、定襄、解县、临汾等县，设立了棉业试

验场。植棉县都设立劝导机构，传播了植棉技术，增加了奖励金额。

棉花产量连年大增，到一九三四年面积达到一百七十九万六千亩，总

产皮棉三万零七十三点三五吨，每亩平均十四点三五公斤(见《中国

实业志。山西省》)。第三是栽桑养蚕。到民国八年，金省桑田面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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