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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完岳琛等窍志所写《中国农业经济史>> ，徨受启立。下

面是我凡点体会F 也可说是读后惑。

一、全书把农业生产力由主震交化内题放在首要地位，每

章列育专节p 市旦占着很大第蝠，诸如农业生产工具及耕作技术

的改造F 农产品种在;扩大，耕地百辑的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增

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伴边这再发展变化而出现·的商业性

农业的友展等，部进行了详组论述。鸦片战后p 农业生产更列为

专章。的菇，在封建社会时期，中嚣的农业生产远远走在世界其

它各吕前亩。在地主经济时jtF 农业生产高度发展，变成为中华

文明所出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是F 在经济支研究方亩，这个

重要问题长期被人们忽略了。本书并不单纯停留于农业生产力的

论逞，商是更着重阁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后问题。一方

面论证F 在某一历史时费农业生产力的支展对整个社会历史发展

的是终决定作渭z 同时着重分轩在一远的生产关系既己形成之后

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

作后问题，尤其生产力发震作蜀问题，过去人们虽一再进行论

述， f旦多窍留于哲学理论方面的模摇。本书黯列举具体事剖，并

根据大量新发摇的历史文物F 结合历史记载， 在出沦靡，读后给

人以十分清晰的印象z 在某一历支时期，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反击

但进社会历史的友展z 在另一历史时期F 是生产美系束夺了衣.ill'.

生产的支展。这在农业经济支研究方面不能不说是一个贡献。夫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于具体字坷，跟于篇摇，这里不一一列举。

二、关于古代史的社会性窍，如原始公社及奴隶能问题，历

史学界意见分坟。各章作者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角度

进有论断，银有说瑕力。我对中国原始公社问题一向很少接勉，

逗读第一章，关于原始在业替作技术的分桥，一方面引汪古籍，记

载，同时列举中国解放前少数民族具体事锦互相印汪，指出中国

古代传说中的井吕制就出瑛在中国农材公社除霞，这一论断很有

见地。关于中国古代原始公社史的发展交化?使读者一目了然。

关于西周茄史F 该章作者;在论证西离京隶社会性贵时F 引用大量

史料F 经过充分论逗，指出历史上策次发展的不同生产方式，是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物员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z 生产力是生产

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姆是它的社会形式，要判;新一个生产方

式属于什么性质，必须将二者综合起来考察，然垣作出结沦。夏商

局一章的作者就是这样论证的。如作者所指出的，东方奴隶制是

与使用青铜工具，尚不能排挤掉石器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z

而封建哀奴制别是与铁器普遥使用并有较大攻造的生产力水平榻

适应的。作者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联系起来考察，论汪西周和夏

商相同，都是奴隶制?就方法论高言无疑是正确的，颇具倡觅p

不能不使持西周封建论者为之折服。夫于西坷的社会性或单尚未

作出最后结论p 但本书在对西黑社会性质的研究方面是由前推选

一步了。

三、关于秦汉至萌清二千年农业经济的论述F 在分绍农业生

产发展的同时，更着重中国地主经济体制发展变化的分析p 即生

产力在不期发展F 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也在不蓝白发展变化。这

种变住F 一方百反陕为各种所有制的捐长F 诸如宫公司地逐渐缩

小F 各种私有制逐渐发展F 如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尤其

值得注意的是封建地主所有剖本身的变化。t.t占主导形式均程姐

夫系w论F 从各幸的论注可以看出=在分配夫系方面F 地主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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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农民的全部藕余劳动， liP 占产量50%左右的地租，自秦汉至

明清变化不大E 百农民和地主的相互关系 F 部封建依附夫系F 则

发生了较大变佳。关于陆农称谓，秦汉时我称贫民1m 户 F 魏晋南

北朝时代则称奴客、徒靖、部曲，南唐宋元主要称锢客，至明清时代

支生更大变化，一般契约租锢农已占握统治形式。由以上不雨时期

的不!可称谓，反映出11国农的社会地位在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发展变

化和地投集中程度以及商品经济发展状况固然有联系F 尤其徨

得注意的是同地主身份地位的变化紧密联系在→起。由秦至两

汉，地权由分散型j集中，封建怯府关系逐渐发震千百形成;由东汉末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伴疆地权集中与世族地主发景，封建依附关系

趋于强化皇甫唐至宋元，持黯世族地主的衰落和一般官假以及庶

窝边主的发嚣，封建依照关系趋向削弱F 明清时代，伴随土地关

系的变化及商品经济的发费，封建法附关系趋向松解。以上这种

发展变化，从各章封建剥削及土地关系变化中可以得到反映。丛

这方西皮陕出三、四、五、六各章之间的有机联系F 也反映出地

主经济发展的捞毒性。

四、本书用了更大篇幅分绍帝国主义λ侵以后中国农村经济

半疆民地半封建住的发展过程及对中国人畏造成的严重灾堆，作

者分析帝国主义经济短路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半建

民地半封建土地制度的特点，分析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下商

业技农业的发展及资本主义农业的兴衰，揭露商业资本、高利费和

封建税提对农民的残酷器时，以及种种压迫捷夺对农业生产庆造

成部道主11，材料丰富，分提深?飞关于这一段历史，过去人1f1论述

较多F 发震变住过程线索比较清楚，但作者能在前人已经研究的

基础上向前准进一步乡把近代表业经济发展过程更加条理化、系

统住F 这使读者加深了对中国农村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发震

过程的认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性的理解也大有禅益。

五、这部《中国农业经济支L 时前断珉，上起黑始公社P 下

3 



至中华人畏共和自成立。上下悠悠十数万年，时期如此之长，市古

文献记载又不甚完备，歪理j睽其发生发展演变的臆络不是一件简

单的事。为解决好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好历史分期问题。社会经

济发震有其延续性，农业经济的发展变化在历史上经历者绵长百

曲折的过程F 如何划分历史阶段，以什么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志，

如何突出不同时期的不同重点，都是比较困难的，本书很好地解

决了这个问题。在诠这方法方面本书也具有自己的特点。研究中

国农业经济史涉及西较广，本书不局眼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夫系

的梧互关系，市旦着重经济布政治的相互关系的论述，在考察问

题时能放宽跟异，并严格按照历史年代牍序级述史实，从商能显

示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总面貌，并突出每个历支时期的重点F 这

是难能可贵的。

总之，这部农业经济史，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捂导商材料

丰富内容充实的佳挥，对许多问题作了深入市细致的分析，提供

了完备市准确的基本知识F 银适立作高等学校的教材及丛事中国

经济支研究的参考。

立治瑾识

1988字5月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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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系在原1980年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受中华人民共布

茵农业部委托主编的《中国近代农业经济支》试用教材的基础上修

订攻攘的。定名为《中国农业经济史轩昂由中国新1-t农业经济

虫F 改编为中国农业经济通史〈从先秦至1943年中华人民共和犀

成立为止〉。本次修订之所以作这样的变动，目的是为了使习研

者能够更全国、系统和接摄地了解中国从亘古至近世表业经济的

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基本黠络。

二、本书的编写方法、采取了编年与专题相结合的方式以加

强近代部分的阐述。

三、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有〈按姓氏笔却为序 h 王希贤教

授〈南京农业大学农经系〉、岳琛副教授〈中昌人民大学农经

系人郑庆平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陈振中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体文益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贸

易系〉、黄希ìl、教授〈中南财经大学在经系)、间万英讲师〈北

京哀业大学农经系〉等同志。主编为岳琛，副主编为郑庆平、黄

希踪。

四、本书各辜的执笔人有z 第一、二章一一民据中z 第三、

囚车一一jß寻万英F 第五草一一栋文益z 第六、九章一一郑庆平z

第七、人、十章一一岳民第十一幸一一王希贵，第十二幸一一

黄希摞。

五毛本书在定稿时F 由岳琛、郑庆平政全书作了结攻。各章

5 



引文由作者进仔了责在查核。

六、本书定稿前承蒙中国社会科学蔬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

室研究员李文治同志事部并作序?在此特表衷心的惑谱。

七、由于本书作者的水平有限F 漏误之娃在所堆兔，敬希读

者给予提评指IE.，主l便修订。

~著者

198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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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原始公社制社会

的农业经济

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

最抵阶段，但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又是有很重要意义的阶段。恩格

;lPr说 (l这个 4太古时代'在一切情况下，对一切未来的世代来

说，总还是一今最有趣的历史时1-t乡因为它建立了全部出后的更

高的发展的基础。"①原始社会包括了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99%

以上的时酶，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它经历了一个形成、发晨和

挥体的过程。

第一节 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

一、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与组织结构的变化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幅员广大的国家之一。从很旱的古

代起，中华民族始祖先就劳动、生患、繁衍在这块广大的土地

上。曾经垒历了若干万年无阶级的原始公桂生活。其民经历了原

始群、血缘家庭、母系民族、父累民族、农持公社按次发展的社

会组织和酌段。在民族组织之上高层次的则为抱族、部落和部落

-一一G 也马竞恶思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披挂1971 年版第127页. ---
主



联盟。其组辑结持的变化F 是与发展着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坦

的。

.@:始群也称原始游群，是指哥4月4服离动物界的原始人共同生

产和生活的集团F 是原始社会最裙一个基本社会单位。·在人类学

上属猿人黯段F 在考古学上属!日石器:ÐJ期。中国是人类发展的重

要地区之一。大约从170万年以前起，在广阔的国土上己经有了

最原始的人类-一猿人和最原始的人类社会。考古友据中，在云

离元谋、陕西兰田、北京题口店、山西芮坡、贵州i黔西班音溺、

friJ离三门峡和湖北大冶等地F 都发现有猿人化石或其遗物，揭示

了我国人类早期历史的大致情景。猿人最初的社会组织就是原始

群，大约是由几十个人结成一群，两位间是原始的杂乱关系，在

习俗上还不可能对两性关系加以在何限制。当时人类认识和支配

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生产力非常保下F 他fl1只会给取自然石块

来如工制作是粗笨的石器F 或使用木棍等最简单的工具来猎取野

兽p 挖掘野生植物的根块p 采集野生植物的果实来裹搜充饥。开j

如此简单的工具F 单个的人无法进行生产、生活，无法抵御猛兽

的侵袭F 国自然界作斗争F 囡商只有如恩格斯所说的，"以群的联

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①写作于公元

前二千多年的《吕民春秋·得君览》追述中嚣远古人类生活时说

道"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法不足议开寒暑，筋骨

不足时从莉避害F 勇敢不足以却远禁悍，然且我裁万物、;:过禽

兽、 HIt狡虫，寒暑燥i显弗能害，不准先古其备，币以群聚罪?群

之可聚也，相与军IJ之也，利之由于群也。"历阐发的历史唯物主

义原理与恩格斯所言正相符合。

出于群居并共同劳动，必须势同有动，需要交夜思想，语言

运步完善。生产劳动经验的单结，知识的相互传授，人类开始短

① 《马丁立思思:，~t好全集》第21 卷，人只tl:i板子主 1965年版第45页.

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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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保留火种，熟食食物，侄进了大辅相思维能力的发展，能造工

具的能力也逐渐有了进步。这一切使装人的生产门路增多，生产

在国扩大，生活资科的获取较萌为易F 人口的增建繁m加快，同

时生产中的分工也出现了经常化。

由于制造工具的芳却要求有一定的技术在1经验，老年人往往

劳工担任此项任务，而青壮年黯主妥捏任狞猪，这种按年龄的分

工F 就自然地形成不同年龄的集团，年龄相近的经常在一起劳动

生活，于是年龄相近的辈分中，一群女子与一群男子枭体地结成

夫妻夫系，币运渐排除不同辈命之间的杂乱在支状态。对两性关

系开始有了某种程度上的结束，禁止前辈与后草之 i司的通婿。这

一段段，丑弟与提妹fl丁共同互为夫妇，夫妻JZj高共同的血缘。这

种家庭形态1lL\鼓血缘家族，马克思称它是"第一个‘社会远织形

式F 。"①中盟一些民族中广泛流传着远古时代元弟姐妹连摇的

辛辛话传说，伏毒草和女娟兑妹商人，建成夫主p 生儿育女，使人类

径以笨衍。这正是中国远古曾经经历过一个血缘家在社会组织彭

式的折无反睬。

在原始群和血缘家族阶段，特别是前者F 人们的经济生活是

w.采集为主F 苦苦猪虽已友生，缸主要是获取鱼类租小动物，是前

属于采集的。有人把这种经济称之为采集为主的混合经济。这时

岳捧内部游离性很大，很不稳固F 丽且各群体之间一般是现立道

衍生产活动声被比银少支生联系。

随着人类同自然界斗争智慧和力量的增长，人们开始浩取较

大的野兽雹周期性出现的冻河期，使人们长期载以为生的徨大一

部分野生植钧凋芋，迫使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食锡来源，更便进了

苦苦浩大动物的迫切性。于是弱'猪就从以采集为主的混合经济中突

击起来成为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在猪取大动物持别是猪取大兽

〈辛 马觅思<(摩尔被( tî1~社会 )-v摘妥)> ，人w:每股达19均主F妖第 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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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过程中，大窥模围猪方式出现并s益发震起来。这类生产活动

的进行，一方面要求原始人有较巩固的群体，另一方面还必须有

几个原始人群体之间的协作，被i这配合。不同群体之间在生产中

的长期通力合作，形成不同群体成员坷的密切接触商导致大量始

接夕阳昏配。从族外嬉理所获得比较健，攘的理秀后代与族内婚配生

育弱智甚至畸形子女的对比中p 人的运营开认识到"男女同娃，其

生不蕃。"①的道理。原始人群体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F 于是

逐步排除族内婚剖，代之以族外婚郁。恩格斯摇出z "自一切兄

弟和嬉妹闰，甚至母方;最远的旁系亲属阔的住交夫系的禁倒一经

确立F 上述的集团使转化为民族了。"②

民族社会前黯是母系民族公社，或称母校制民族公社。按崽

格新的说法，大致产生于蒙睬时民的中级阶段，主苍生于野蛮时代

的中提防窍，在考古学上相当于自石器3古 代中期边新石器时代中

期y 在中国内地大约距今五、六万年前开始至u六、七千年前结

束。此后到距今四千年前别离父系民族公社和哀材公社时期F 为

民族公社后期的社会彭态。

从原始群和血缘家族转变为民族公社p 之5号J;t首先经历母系

民族公社除段，是与当时的生产发展水平梧适应的，是由妇女所

娃的经济地位与应绿Jt系}fJr次运的。在这一阶段，人们钙然实行

着按住到年龄均自然分工?青壮年男子主主·从字狞辑、捷鱼和防

御运兽等 ií!i .s/J ，妇女主主:从事采集毛{蓓在保管生t~必需品、需ú作

食物、缝制衣服、养老主运动等活费，后来又经营原始在业。男子

用简题工具反从事的猎猪的成果，带有偶然惶y 雨妇女所从事的

采集和原始农业7 可以比较远远可草地取得生活资;r4， 并捏任经

济事务的管理和分配生需资将y 这就使妇立在经济生洁中纯于主

(j) 、王左{号》徨公二十三年，郑国权建活e

② 《马哀思思洛二玩~j美>)，'fSZl 恙，人民 i主i 法达 1935 字i反哀 53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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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地位，握有重要权力，

另外方面p 民族的形成是以实行族井群婿为起点的。这势婚

娼的特点是=同~f巳族内部的成年男女禁止通婚，不同民族之路

的成年男子和女子互为婿茧，共夫共妻。开始是走婚剖，即男子

丑女子民族走访嬉盟，晚去早归?一个男子可以与许多女子嬉

配，这些女子也可以和其他许多男子同居，谁也不能独占谁，谁

也不先许别人独占自己。这样，男女各羁不同的民族，没有共爵

的经济生活。 野生子女，但知其母9 不知l其父。因此，世系只能

按母方确定。这样，就形成了妇女在原始公社中处于领导地位，

普通受到人侣的尊敬，从商也就决定了必然豆母系销商不是别

的。《吕lf:若秩·转君览》谤z"苦太古，尝无君矣，其~-聚生群处，

如母不知父。纱《庄子·盗距》篇说z "掉农之世，臣FP!可居居，起

剪子于3 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露鹿共处，耕市食，织而衣，

无有梧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9 这是对中国远古存在过的母系

民族公社生活的追棋。

母系民族公社有其发生发展过程，明显地可这分为前后两大

段。前段生产工具以 !S石器为主，生产部门为采集业和清浩业，

并以后者为主。后段生产工具使谓新石器，生产乌有较大发震，
特别是发明了农盘。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票，对集体劳动要求的

规模和范围大为缩小，这时已不需要围猎兽群那样大规模的集

体行动和集体之间的协作，而在许多环节上较小的集体也能进

行生产活动。与此同时，母系民族不断发展商人臼显著增加，

民族内部按血缘亲族关系又分为若干母系民族的分支〈有人

称为母系亲族) ，很多生产活动开始以这类分支为单位进

行。

陪着生产力的提高，农业经济的发震，人口密度增大，员族

问来往频繁，许多男子的来访，对一个肩负重担的妇女果说，是

一个玩重的fþ.. 担，尤其是对子女多、家务笨重的成年妇女。她们追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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