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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酒泉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新石器时代

酒泉农业形成以后，世世代代的酒泉各族人民在这块土地

上辛勤耕耘，创造了一部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史。

纵观酒泉农业发展史，呈现出四个显著特征:

一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织发展。

酒泉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决定了宜耕、宜牧，农牧

兼营的农业经济结构，孕育了独具特色的农耕文明和游牧

文明。随着各个历史时期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统治地位

和主体的变化，种植业与畜牧业的主导格局也在不断变

化"各领风骚"若干年。但这两种农业生产方式一直同时

存在，交织发展。新石器时期酒泉农业文明形成后，一直

保持着以种植业为主的发展格局。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气

温的持续降低，原住人口的大量东迁，月氏、乌孙等游牧民

族的大量迁入，酒泉农业转变为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形

态 O 西汉王朝统辖酒泉后，实施大规模的移民实边，迁中

原数十万人来酒泉进行农业开发，汉民族农耕人口迅速成

为主体，酒泉农业又转到了以种植业为主的格局。此后，

酒泉农业一直保持着以种植业为主、兼营畜牧业的经济形

态。吐蕃统治时期、甘州回鹊统治时期、西夏统治时期、蒙

元统治时期以及清朝统治时期，尽管统治民族变为游牧民

族，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发生过激烈交锋，但酒泉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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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依然是农耕民族，种植业的主体地位不仅没有动摇，

而且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农耕文明与移民文明逐渐融

合，共同发展。‘

二是移民屯田贯穿酒泉农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

酒泉历史上，几乎每个朝代都进行过移民屯田。每次

大规模的移民屯田，都推动了农业的大发展。西汉时期大

规模的移民屯田，掀起了酒泉历史上的第一次农业开发高

潮，促成了酒泉农业的第一次大发展;魏晋南北朝、隋、唐、

元、明、清各代，酒泉农业的大发展，都是伴随着移民屯田

而实现的。每个历史时期，随着人口的大量外流、损减，屯

田的废弃，酒泉农业就会进入衰落期 O

三是水利的兴衰决定着农业的成败。

酒泉是典型的灌溉农业区。境内年降水量只有

42.4 - 87.8 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 2005.2 - 3523. 9 毫米，

绿洲水源补给和农业生产完全依赖祁连山冰雪融化。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祁连山冰川，就没有酒泉绿洲;没有

水利，就没有酒泉农业。敦煌遗书 S.5894{渠规残卷》曾记

载"本地，水是人之血脉。"水利兴则粮仓盈，水利兴则百

业兴。为此，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建设了大批

水利工程，形成了完备的水利体系和水利管理体制 O 这些

水利设施，是酒泉灌溉农业得以存在、发展的基础条件。

四是科学技术始终是推动农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农业的发展历程，本质上讲，就是一个农业科学技术

不断进步的过程。酒泉历史上每一次农业的大发展，都是

伴随着农业科技的大飞跃而实现的。诸如西汉、唐代、清

代以及新中国等农业的大发展，都是农业先进生产工具、

农业技术、农作物品种大量引进、推广的结果 O



农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农业是指传统的种

植业;广义的农业，则是包含了种植业、畜牧业、水利、林

业、渔业的大农业。《酒泉农业史》立足于广义的大农业，

全面论述了自农业起源到 2010 年，酒泉各个历史时期农业

的演变历程、发展规律及其成因，是酒泉有史以来的第一

部农业史专著。相信本书一定能对认识酒泉农业发展的

规律、推动酒泉农业持续发展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

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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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先秦时期的酒泉农业

酒泉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农业文明白号发祥地之

一。远古时期，酒泉人类经历了一个以采集和持猎为生的漫长

的原始农业的演变过程。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酒呆

人类进入了农业文明社会。夏离西周时期，酒泉以种撞业为主

的农业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主体人口和

气候变化，酒泉经历了由以种植业为主商畜牧业为主的经济

转型。

第一节农业的起源

一、原始农业的演变

农业起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在人类凡百万年

的历史中，绝大多数时间以采集渔猎为生，这种为谋取人类生存

厨必需的食物而进行的活动，疆是广义的原始农业。而严格意

义上的农业，周是从种撞业和养畜业的出现开始的，只有 1 万年

左右的历史。当然，农业的起源并非是一种人类所能预见的过

程和向往的吕标，也非某些先知人物的发明和发现。它是在人

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人口和自然资源平衡失谓的压力下，人

类改造生存环境的结果。

广义能农业起摞于荒远的太古时代。由于没有文字记载，

我们只能从古代神话持说和考古挖握发现中寻找其演变踪迹。

在我自古史传说中，有一位有巢氏，他在树上梧宿，以采集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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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果实为生;有一位键人民，他发明钻木取火，教人吃熟食:又

有一位伏毒民，他发明网罢，领导人们从事大规模渔猪活动。伏

毒草氏之后，出现了棒农民，他是农业的发明者。在这之前，人们

吃的是飞禽走兽、果菜螺蚌，后来人口逐渐增翅，食物不是，迫切

需要开辟新的食物来源 O 神农民为此遍尝百草，他多次中毒，又

幸运地找到解毒方法，历经千难万险，终于选择出可供人类食用

的谷物:接着又观察天时地利，创制斧斤(斤I!P斧类，两者都是砍

伐林木的工具〉来藉，教导人们种植谷物，于是农业出现了。显

商易见，农业的出现不可能是神农氏或者某个神仙的恩赐，而只

能是原始人类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的集体创造。由于原始社会

没有文字记载，人类生存、发展的业绩只能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

被后代传述，在这传述的过程中被集中和法缩，并揉进原始人类

的某些愿望租幻想，从商凝结成缉部多彰的创宦神话故事。实

际上，有巢氏、键人民和伏善民反映了原始社会采集渔猎经济由

低级向高级载次发展的几个酷段，神农民则代表了中国农业的

发生和确立的整个时代。从中可以窥见，中华民族的祖先如坷

在采集经济的发展中，为开辟新的食物来源丽发明在业的理辛

历程。

真正能够揭示农业起源的实证，来自于 18石器时代后期和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大量农业遗迹考古发现。 18石器时代，原始

人类以近亲血缘关系组成单元群体，生活在气候相对温暖湿润、

植物茂密的草原和森林中，这里有可供人类采集的大量植物果

实、块根、茎和种子，其中栖息的大量野兽、鱼、每等动物，又为人

类提供了大量的肉食来摞。旧石器时代早靡，人类食物的来摞，

可能主要依赖采集盘。树上结的叶子、果实可以直接攀树捷取，

或以木棒敲击;而埋在土中的一些含淀粉量较高的植物根茎、块

茎，则需要挖据获得;地面和山谷中生长的一些撞物的籽粒，可

直接采摘。到了 18石器时代中、晚期，随着人类制作、使用石器

技术的增强以及群体协作能力的提高，持猎业的地位越来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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