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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首先是生产者晦历史。人类文明，是无数劳动人

民经历了若干年代集体创造的结晶。不认识劳动人民祖先集体刨

遣的各方面成就，便无由了解人类的真正饧史。我国过去怕’的历

史书籍，浩吱0烟海。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围绕着统治阶级来写作

的。有关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活动的史实，记载独少，或者载而太

略。特别是涉及古代事物的创造和发明，每每归功于个剐人物；

甚至远嫁名于荒古不可知之人，并从而加以夸饰，描绘为智周万

物的“圣人”。这便淹没了劳动大众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更无

由认识到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两三千年间，封建社会的学者

们‘，一向瞧不起劳动大众，轻蔑地称呼他们为“野+人"、 。贱

役”，不是没有原因的。
’ ‘1

‘所谓“劳动创造。切玑，首先是在集体的条件下，才能创造

物质财富。人们观察问题时，每每只注意刭目前和周围一切事物

的现象，把集体的含义，局限于空间的联系——横的联系；而忽

略了它的时间的联系——纵的联系。．所以对劳动人民的集体创

造，便很自然地只认识到一方面j+而忽略了另一方面。只认为同

时同地、鸠集了若干人分工合作，共成二事，1谓为集体刨造；而

不知上下数千年问，．前人有所创造而未竟功，后人继续去做，在

原有基础上，发展它，丰富它，以至于无穷，也是一种伟大的集体

创造过程。事物总是不断前进的，因之继续发展，也没有停止；

所以集体创造，也从来没有间断。在这漫长的过程中，虽涌现出。

不少优秀人物，发明了或者创造了一些东西，但是毫无疑问，在

他们以前，必然继承了前人已取得的成果，然后有着力处’在他

们以后，叉必有赖于后起者凭藉这·新的成就，再向前发展与提



高。如果认真从人类历史进程的整体来看，那些所谓发明家和创

造者的个别人物，也不过是集体创造申的一员而已。所以说：个

人是渺小的，集体力量是伟大的。这却不是一句空话!

，我本着鎏种看法，近年来在历文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努力宣

传和考证劳动人民祖先集体创造的伟大成就。在谈到今后历史研

究工作的方向时，垫就强调，了考证劳动人民祖先生活活动．的重

要6．平日深深感到：．硌须有人在这方面做深入而广泛的研究整理

工作，而后才有真jY_合乎理想的中国文化史可言。否．则前后相

因，、死守着已绎过时的旧体例来从事编述，虽加上许多新名词、

新术毋，用来装璜门面，充实篇幅，仍然是无济于事的。

。 我虽有意撰述·部有关阐述我国文化的书籍j俾人们由此得

以系统地认识祖国，．以启发其爱国心，但终感到兹事体大，非一

时所能成。。便暂时先将中国历史上的集体创造总结下来，先从生

产方面写起，以次涉及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在撰述

过程中，．深深感到祖先们创造精神的伟．大，在于能经常改进、发

展，而不是F成不变；在于能不断吸取外来文化提高自己，而不

是故步自封。我们应该继续发扬这种精神，努力学习先进国家的

科学技术，来改变我们的现状，丰富我们的生活。发挥集体创造

的力量，-，努力建设，使中华民族能以高度文明出现于世界，这自

终是劳动冬民祖先所深切属望于我们的。

一九五六年除夕．张舜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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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r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成就
_

’

一

／

由于考古学家发掘与研究的结果，证明了五十万年以前i。在

祖国的土地上，便已有人类居住着。他们的生活，起初是靠采掘

野生果实球根和捕鱼打猎为生：一直到定居以后，石器的制作渐

精，才开始有能力伐掘树木，垦辟土地，来集体进行植物的栽

种，解决食的问题。大约在五千年以前，我们祖先便已进入农业

生产的社会。在这五千年长期生产斗争的过程中，．对于田亩的开

垦，工具的制造，粮食的选种，水和的兴修，以及对蔬莱、果树

的种植，不断有所创造和发明，并随时改进和提高，”向前发展，

来丰富人民的生活。今天在祖国版图内，拥有广大的肥沃田亩和

雄厚的物质财富，不是偶然的事情。现在就最显著的成就，分几

方面来谈： ：‘
．

(一)发明了生产工具

··。我国古代传说中的所谓“神农"，仅仅是代表着祖国历史上

二个进化的阶段j而不是什么智周万物的圣人。“神”是治理的

意思二‘(《尔雅·释诂》“神、治也。”)“神农”二字，自然可以解

释为“治田”。治田的开始，必然先有拓荒辟土的大规模烧山。’‘

所以有些古书，’也称“神农氏”为倒烈山氏”，这便是《孟子》

所去“烈山泽而焚之”的意思。先把山泽中的杂树、荆棘以及其．

他障碍物用火力清除以后，才有可能进去开垦。这是远古进行农

业生产的先决问题。 ‘： ．

。‘

；

_‘1‘烧山以后，，我们袒先在垦荒和耕种的过程中，．便发期了农

具。‘岱周易系辞》所说：．“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束：彬1

_ 1．-√



大约进入农业生产的社会以后，原始农具也就出现了。最初只可

能用木来做耒和耜。耒是用曲木制成的；耜是耒端所附加的硬

木，把它斫成很尖锐的形状，以利于刺地。大约最初的耒，只是

～种手耕所用的曲木，用木端的尖锐部分来刺地。由于这尖锐部

分容易折断；所以不久便加上较硬的木料，名之为耜。至于附加

铜或铁于耒端，乃是后来的事。
。

．甲骨文中有“褚"字，其形作越或作瑰，象人手持耒柄而用

足踏耒端之形。我们祖先最初耕地，便是这种形式。．今天用锹取

￡的人，手持锹柄，用足力压其锹，也还保存了古代耕地的遗意。

在没有发明牛耕以前，我们祖先单靠自己的手足来进行工作，是

多么辛苦的事!《淮南子·主术》篇所说：，一入跖耒而耕，不

过十亩。?跖就是用脚踏履的意思。这样的工作效率，当然是很

低的。
一

．j ．

，当人类社会进入使用金属工具以后，我们祖先也就附加铜或

铁于末端。这种附加了金属物的末端，也就出现了专门名词，．叫

．做“铫”。《管子·海王》篇所说：“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

铫。"三者并举，同为刺土之具j但略有不同。耒是手耕陷木；

末端附加了硬木，便成为耜；后来宋端有了铜和铁的装置，才称

为“铫"’。由于各人物质条件不同，因之使用工具也不能归于一

致：大约这三种工具并行不废，有着很长的时期。-不过在《孟

子》书中已出现厶铁耕”二字，可知到了周末，在农业生产上，

使用铁器工具已很普遍了。

农家把地耕好了，才能播种。播种不久，’苗出生了，’又必勤

除苗问杂草，才能有利于它的成长和繁殖。这种除去苗间杂草并

且把土锄松的工作，叫做“耨’’．。古人经常是拿它和“耕?字并

提的。所谓“深耕易耨”，便指出了农作方法，耕地要深，锄土

要浅二当我们祖先没有发明金属锄翅以前，便只能利用天然蚌壳

来进行除孳和锄土的工作。《淮南子．·汜论：蛩篇历谓“古者剡耜

母2’～



而耕，摩蜃而耨’’；这是关手±古用蚌制器从事耕作的最早记

载。“餍”的初文，当是“辰”字。金文中“辰”字作田(父乙鼎)，

或作蘑：(盂鼎)；甲骨文中作啊，完全是象蚌壳之形。由于耕

作之具为辰，因之“媵”、“辱，，、“耨”诸字也都从。辰”i在

造字时，便已保存了真实史料。·． ．

农家除了耕地除草的工具以外，还应有收获的工具。，《管

子·轻重乙》篇说： “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j’一镰、一

耨、一椎、一鲤，然后成为农i"这分明反映了战国时期农业生

产工具的～般情况。其中所指的镰和鲢，便是收获的工具a镰形

如钩，．锋刃向内，可装上短柄。较大的镰，柄可长至七八尺，以便

收割和刈草之用。钰是镰的较短小者，无柄，专供割穗用的。我

们祖先在没有金属工具以前，一般是用石制或蚌制的镰和鲤。．安

阳小屯出土的古器物中，便有蚌镰、蚌鲤和石镰、石鲤一类的东

西。特别是石镰，为数甚多。尽管青铜器在殷代已很发达，但在

当时只是专为王室贵族服务；是一种特殊工艺，、不可能大量地来

铸造农具。当时即使已经有了金属农具，．也不会是直接生产者所

能普遍使用的。我们祖先在殷代时，‘还是运用这些蚌制、石制的

粗糙工具在劳动着。 ·

农业和手工业的严格分工是从铁器成为普遍农具才开始

的。在《诗》三百篇里有“序乃钱簿"和·“奄观锤艾”这÷类的

话。可知周代在农业生产方面，‘已普遍使用金属工具(当时以铜

为主要材料)。到了周末冶铁术盛行以后，才直接普遍用铁作

为剽造农具的材料，自然是农业生产史上一种大的划肘代的变革

和发展。．+ ·

尽管进入了用铜铁制造农具的阶段，但是在东厨以前，我们

祖先耕地．还是采用两人并力发一耜的“耦耕”方法。专凭入的

努力l，工作效率是有限的。特别是出现金属工具以后，耕地可以

更加深入，自非利用兽力不可6—直列春秋竣国之际，。才渐渐创
● ● 、

一 3．，。



造7牛耕法。然而这种先进的耕作方法，在当时并没有普遍通行j

～般偏僻地区和穷苦人家，还是采用耦耕法。， 、

‘

，

‘。
人们每每以为牛耕的事实到汉代才有明确的记载，以为汉代

才是实行牛耕的开始；这种论断j是不芷确的。首先从古代事物

的起源来看，每每是某一事物通行若干年以后，才形诸记载，断

不可认为记载开始之日，便是事物创始之时。其次从耕作方法来

看，战国时期既盛行了铁耕、；又提倡深耕，非人力所克胜任i那

时普遍使用牛耕，实属可能。考之历史文献的记载：。《国语·晋

语∥九所录窦肇的话，已言、‘‘宗庙之牲，为吠亩之勤刀j0’有人认

为这是当时实行了牛耕的证据。而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

字子牛，古人名、字相应，更有力地说明春秋时已用牛耕地了0

既用牛耕，那就促使工具也起了改变，，’必然要创造出犁来代替未

耜。所以犁的使用，又是我们祖先在公元前五世纪时的‘杰出发

期。1 ”．

：
．

一‘ 到了汉代i有人把犁改良，做成三脚犁，也叫做“三脚耧”；。

或称“耧车”j：这J制作最奇特的地方，‘便是车上安置有制种子

‘的斗，用牛驾之而行，随着犁的摇动，‘种子也跟着散落下来。这

样，一面进行了耕地的工作，同时又完成了播种的任务，1不但节

省了入力，同时可使生产量也存所增加：《三国志j魏忘·仓慈

传》。注引《魏略》记载：皇甫隆为敦煌太守时，“教作耧犁，、：其

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其实这种方法，．早在西汉时便已应

用，不过后来皇甫隆把它介绍到西北地区去了。．· 。 ‘：‘

“7．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方面，．经常强调精耕细作的+劳动方法喾

犁便是用来深耕的。后来我们祖先又创造了耙细泥土的农具，；‘这

就是流传劐现硅爵久字耙和芳靶：在耗由的时候；‘，毕在前拉，人

：就站在耙上；使耙齿陷在泥土里j逐步把泥土耙细；，：这样把种子播

。F地i’才得很快地成长起来。犁耙并用；，在我国农村中-也有两千

·多年的历史了。oi!；o一-～：、一、o、、j、⋯．t，蕾屯．÷：oj ii：

、’：4～



(=)改进和提高生产粮食的方法1 11’

我们祖先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作．中，首先对于选种，：是经历

了长期过程和慎重别择的。’．古书上面有所谓“百谷”、崔九谷‰．

“六谷”、j擘五谷?这·类的名词b“谷”是‘_切粮食的总称0

时代愈早，谷的名类数字愈多；到最后，才归结为“五谷鬈、6这些

数字的迭减，不是偶然的-|必然是经过长飙试种的结果，二-肯定某

些粮食最于人类有益；逐渐淘汰其他次要的，而留下比较好的品

种。农家世代相承，也就约定俗成了，。所以“五谷"在我国农村

中被人重视，有着几千年的历史。 0
·

“五谷"是几种什么粮食’?从来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解释。汉

代学者以为是麻、黍、稷、麦、豆(麻指脂麻，可以打油)'。有

人认为这里面不举稻，是因为古书作者多半起自西北韵缘故

(《天工开物》有此说·)．。．但是稻的产量和作用，就全中国范围来

说，究竟较任何粮食都要丰富而广泛。所以元代修《农桑辑要》·

时，便重新规定禾、麻、菽、麦。豆为五谷。这是符合我国农村

生产实际情况的。 。“ ．。 ： ．o． t．． 一．_

甲骨文中所可考见的谷名，已有禾、麦、稷、黍；、柜等字，

可知远在殷代的农产物，也不外经常被人重视的这几种粮食a，到

了周代，亦复相似。《诗经·、豳风。■七月》篇所谓。：黍稷重穆；l

禾麻菽麦"，只有誓重穆"二字，是先种后熟和：后种先熟的专

用名词。其所称举的其他几种谷名，也和五谷的，内容：太回小异

了。 ·

‘

， ■ ?一 ．■ ，__爻

五谷中以禾、麦为最重要j西汉学者董仲舒说过：。’“您春

秋》他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l：则书之6．以此见圣人予五谷；最

重麦与禾也。”这话是对的!证之古史所载；也确系事实。禾是

稻的别各。就我国自然地理条件来说，．北方宜王种麦，．南方宣哥

． 、鼻叠．巴



种稻。二者产量既丰，对人类的营养又好，所以我们祖先一直把

稻和麦看成最圭要的粮食。：i1 ：=_

农业生产方面，既以稻和麦为主要的粮食，于是便把其他各

类看成杂粮：虽然不那样重榭；。但是从来不抛弃它们。所以我们

祖先在生产实践中；除种稻麦以外，：还多种杂粮。《汉书·食货

志》便已指出这里面的原因： “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

意思是说恐怕稻麦遇着水旱虫伤，收获量不好，便全靠杂粮来救

荒：．我们只看今日农村中江南以种稻为主，河北以种麦为主，同

时还多种高梁．大豆、玉蜀黍之类，其范围有时超越五谷之外，可

知我们祖先广种兼收_：有备无患的优良传统，二直在农村中保存

着。
’

’

j· ‘‘。√

_ 稻是水佃产物。，。所以江南地区’为最宜，农家种稻所费的工夫

也最多j先年收获以后，：便应趁秋冬晴天把‘田耕过来，等到次年

春天水满，：再耕一次，然后用耙把土耙细；耕耙既毕，放水‘匀

停，然后播种；播种之前，先将种子浸入水中数日，俟其生芽，

撤入毋中；苗渐渐生长，其名为秧。秧生三十日，长达五六寸，

然后分秧移植于其他田亩，大约一亩秧，可移植二十多亩田j秧高

七八寸，又必抓紧时间，从事除草和壅本的工作，这叫做“耘"和

“耔"。土壤肥美的田，．从播种之日起，’经过一百天的时间，可

望收获。‘中间如遇亢晴不雨，．．恐菌枯槁，农民还须设法取水以御

旱灾。低田如雨水太多，又必设法排去渍水。在这一百天的过程

中；劳动人民总是日夜紧张地在工作着和伺候着。 --+1

蝴种麦较稻为易。’首先由于它不需大量雨水；且可种予高地j

冉秋播种，明年初夏便收。那时，正是农民缺乏粮食的季节，旧

谷已经吃光，新谷尚未成熟，恰好麦子在夏季登场，所以古人称它

为“接绝续乏之谷刀；、十分重视它。它在播种以后，没有耘耔的

工夫，不过勤耨两三次而已。但是当它结实快成熟时，最怕雨水

软根鲷茎，使麦粒尽烂予地；．又稿虫伤雀啄。农民忧劳之悔，略

．_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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