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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农业史》

前言

2007年12月22日，举世瞩目的我国南宋商船“南海一号”在广东阳江海域打捞出水。根据探测情况估
计，整船金、银、铜、铁、瓷器等文物可能达到6万—8万件，据说皆为稀世珍宝。迄今为止，全世界
范围内都未曾发现过如此巨大的千年古船。“南海一号”的发现，在世界航海史上堪称一大奇迹，也
填补与复原了南宋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一些空白。不少专家认为“南海一号”的价值和影响力将
不亚于西安秦始皇兵马俑。这艘沉船虽然出现在广东海域，但反映了整个南宋经济、文化的繁荣，标
志着南宋社会的开放，也表明当时南宋引领着世界的发展。作为南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中心的
都城临安（浙江杭州），则是南宋社会繁华与开放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以临安为代表的南
宋的繁荣与开放，就不会有今日“南海一号”的发现；而“南海一号”的发现，也为我们重新审视与
评价南宋，带来了最好的注解、最硬的实证。提起南宋，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长期以来，不少
人把“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首曾写在临安城一
家旅店墙上的诗，当作是当时南宋王朝的真实写照。虽然近现代已有海内外学者开始重新认识南宋，
但相当一部分人仍认为南宋军事上妥协投降、苟且偷安，政治上腐败成风、奸相专权，经济上积贫积
弱、民不聊生，生活上纸醉金迷、纵情声色。总之，南宋王朝是一个只图享受、不思进取的偏安小朝
廷。导致这种历史误解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人们对患有“恐金病”的宋高宗和权相秦桧一伙
倒行逆施的义愤，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坐在历史的成见之上人云亦云。只要我们以对
历史负责、对时代负责、对未来负责的精神和科学求实的态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南宋进行全
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将南宋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放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放到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中进行考察，就不难发现南宋时期在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国计
民生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就不难发现南宋对中华文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此对南宋作出科学、客
观、公正的评价，“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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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农业史》

内容概要

《南宋农业史》内容简介：提起南宋，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长期以来，不少人把“山外青山楼
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首曾写在临安城一家旅店墙上的诗，
当作是当时南宋王朝的真实写照。虽然近现代已有海内外学者开始重新认识南宋，但相当一部分人仍
认为南宋军事上妥协投降、苟且偷安，政治上腐败成风、奸相专权，经济上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生
活上纸醉金迷、纵情声色。总之，南宋王朝是一个只图享受、不思进取的偏安小朝廷。导致这种历史
误解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人们对患有“恐金病”的宋高宗和权相秦桧一伙倒行逆施的义愤，
这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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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农业史》

作者简介

方健，1947年生。江苏苏州人。1968年大学毕业，现为苏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高级经济师。业余长期
从事宋史、茶史研究及以宋代典籍为主的古籍整理。现被聘为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杭州市社会
科学院兼职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曾当选中国商业史学会
副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被文化部评为全国优秀藏书（读书）家。撰有学术专著3部，合作编
写学术书、译作、古籍整理书若干部；在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70余篇。代表作为《范仲淹评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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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农业史》

书籍目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以杭州(临安)为例 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代序)序言绪论第一章 影响南
宋农业诸因素  第一节 从现代生态理念看南宋农业    一、大规模移民导致生态失衡环境恶化    二、气候
异常，水旱频作，灾害不绝  第二节 战争对南宋农业的影响  第三节 南宋政府对农业的政策干预    一、
重视农业 奖劝农桑    二、兴修水利 三级联动    三、赈荒救灾 济贫扶弱第二章 南宋土地制度及其经营
方式  第一节 南宋官田    一、官田的类别及来源    二、官田的数量及所占田亩比例  第二节 南宋屯田与
营田    一、屯田营田的地域分布    二、屯营田的经营方式    三、关于南宋屯营田的历史评价  第三节 南
宋官田鬻卖    一、南宋开创我国实封投状拍卖土地新模式    二、官田出卖中的弊端  第四节 南宋民田及
其经营买卖    一、鱼鳞图册不始于明而始于南宋    二、南宋经界    三、宋末公田法    四、南宋民田产权
转移中的若干问题第三章 衡量南宋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指标  第一节 南宋人口    一、“丁口说”，
抑或“男口说”?    二、所谓“宋代户口汇总发布系统”证误    三、宋代每户家庭人口数量探索  第二
节 南宋垦田数量探析  第三节 南宋稻米产量    一、认识论的误区：以租倍计定产量    二、两宋以太湖
流域为主与亩产有关的史料考辨    三、关于南宋粮食单产及总产的估测    四、南宋农业生产力领先于
当时的世界水平第四章 南宋农学遗产  第一节 南宋农书考略  第二节 南宋劝农文述略    一、重视农业，
关心农民疾苦，充分反映社会现实    二、宣扬天地人三才相维的朴素哲学观念及人力胜天因地制宜的
事农理念    三、针对不同经济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人文环境，提出有的放矢、因地制宜的发展农业
规划    四、总结不同经济区域的农事实践，强调学习先进地区的耕作技术及经验    五、推广稻麦两熟
为主的耕作制度，提高复种指数及增加粮食总产    六、水利、品种、农具、防治病虫害等农业技术推
广及其他“三农”问题无一不在劝农之列第五章 南宋耕作制度及农业技术的进步  第一节 南宋复种制
与稻麦两熟    一、南宋“种麦不输租课”说质疑    二、南宋稻麦两熟复种制的推广    三、其他形式的
复种制  第二节 南宋农田水利事业    一、南宋水利事业的技术进步及费用    二、南宋水利事业发展的原
因  第三节 南宋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一、农具史上划时代的进步    二、良种选育：提高粮食单产的关
键    三、“用粪犹用药”：合理施肥的新观念    四、“浙人治田”：宋代精耕细作的集大成第六章 南
宋商品性农业及经济作物的繁荣  第一节 江南植棉始于南宋考  第二节 油菜在我国大面积推广始于南宋
时期    一、南宋广种油菜考    二、南宋菜油压榨业考略  第三节 南宋园艺业的大发展    一、蔬菜    二、
水果    三、花卉  第四节 南宋茶叶的生产与消费    一、南宋茶叶生产不断发展的原因    二、南宋茶产地
和产量    三、茶树栽培中的技术进步编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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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农业史》

章节摘录

我只有从认真深入的学习起步。漆侠先生的《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988年）是绕
不过去的巨著，其上册与下册的22章、33章均与宋代农业史相关，因史料的关系，该书侧重于北宋。
华山先生是较早研究宋代经济史的学者，他的论文集《宋史论集》（齐鲁书社，1982年）中约有半数
篇幅与宋代农业史有关，尤其是《关于宋代农业生产的若干问题》是一篇罕见的力作。近年出版的梁
太济《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陈智超自选集》（安徽大学出版
社，2003年）中的相关论文，及其撰写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三卷第二、三、四章（齐鲁书社
，1997年）更是常置案头的必读书，从中获益匪浅。海外前辈学者周藤吉之教授《宋代经济史研究》
、《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分见东京大学出版会1963、1965年），曾我部静雄先生《宋代财政史》
（东京大安株式会社，1942年）、《宋代政经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74年），柳田节子教授《宋
元乡村制研究》（创文社，1986年）等是20世纪80年代末东渡扶桑时就已拜读过的名著。对日本学者
治学的认真，涉猎之广，视野之宽，功力之深，持论之精，深感震惊。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宋代
农业史的论文数以百计，我订有一份“人大复印资料（k23）”，凡相关论文多已检阅，堪称“选精
”、“集粹”，亦使我大开眼界。更重要的是：我在日本时，曾在名古屋图书馆借阅过大量的台湾影
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人文集，摘抄了大量卡片。近两年半来，我又通读了《宋会要辑稿》、《通考
》、《系年要录》及刚出版的《全宋文》（南宋部分）、《永乐大典》影印本等，从中搜集了大量资
料，制作了数以千计的卡片。四库全书电子版及李之亮编撰的系列工具书提供了极大检索和考证史料
的方便，省了许多翻检之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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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农业史》

编辑推荐

《南宋农业史》：南宋史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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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农业史》

精彩短评

1、助け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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