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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概论　　从公元前2l世纪开始，地处黄土高原的中原地区首先跨入了文明的门槛，相继建立了夏
、商、周国家政权，这个政权的经济基础就是相当发展的农业以及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的高度发达的
青铜铸造业。　　与原始农业相比较，夏商周农业的最大特点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劳动者不再是为满
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劳动，而是被迫为少数统治阶级从事无偿的劳动，那些监督劳动的耤臣、田峻们
的斥骂声在田野中回荡，他们手中的皮鞭在人们的头上挥舞，生机盎然的田间农活开始成为死气沉沉
的痛苦劳动。不管学者们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有何不同的认识和判断，夏商西周已经进入阶级社会
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一时期的农业被打上阶级烙印也是理所必然的。　　由于商周贵族在公田上是采
用大规模的集体耕作方式，经常要征调成千上万的农民和奴隶在农田中劳动，需要有耤臣、田唆之类
的大小管家来安排农活和监视督促，这些是专门从事农业劳动管理的人，职责所在，就要经常考虑生
产技术和管理上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从而也促进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商周时期的主要农
业劳动者中有一部分是与统治阶级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具有人身自由、领有一份私田的平民阶级。他
们除了交纳十分之一的贡赋外，剩下的产品归自己支配，具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他们会努力改进生
产技术以提高产量，以满足自己家庭的需要，因此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至于奴隶们
，虽然是被迫为奴隶主们进行无偿的劳动，最没有生产积极性，但却是公田上的主要劳动力之一，在
艰苦繁重的耕耘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也会推动农业技术的发展。　　再加上商周已经进入
青铜时代，青铜工具的出现使得农具的制作和改进更加容易，也会提高劳动效率，有利于开辟更多的
农田，扩大耕地资源。　　因此，比起原始农业，夏商周时期的农业显然已经跃上一个新台阶，具有
鲜明的时代特征。本书所指的周，是指西周和东周的春秋时期，之所以将春秋和夏商周合在一起叙述
，是因为本书的编委会和作者本人都认为春秋的社会性质是与夏商西周相同，即都属于奴隶社会，而
将东周的战国时期与秦汉合在一起放在第三卷中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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