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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丽娜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成书于明朝万历
年间，是中国古代五大农书之一，集前人农
业科学之大成，总结了清代之前的农业科
学技术。

徐光启（1562年—1633年），字子先，
号玄扈，上海人，生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卒于崇祯六年（1633年），明末杰出的
科学家。

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至三十八年
（1610年），徐光启在为他父亲居丧的 3年
期间，在家乡进行农业试验，总结出许多农
作物种植、引种、耕作的经验，创作了《甘薯
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
种竹图说》等农业著作。

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秋至四十六
年（1618年）闰四月，徐光启又来到天津垦

殖，进行第二次农业试验。天启元年（1621
年）又两次到天津，进行更大规模的农业试
验，写出了《北耕录》《宜垦令》和《农遗杂
疏》等著作。这两段比较集中的时间里从
事的农事试验与写作，为他日后编撰大型
农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天启二年（1622 年），徐光启告病返
乡，他不顾年事已高，继续试种农作物，同
时开始搜集、整理资料，撰写农书。崇祯元
年（1628年），徐光启官复原职，此时农书
写作已初具规模，但由于上任后忙于负责
修订历书，农书的最后定稿工作无暇顾及，
直到亡于任上。后来，这部农书由他的门
人陈子龙等负责修订，于崇祯十二年（1639
年），即徐光启死后的6年，刻版付印，并定
名为《农政全书》。原刻本版心下方刻有

“平露堂”字样（平露堂是陈子龙的堂号），
所以叫做“平露堂本”。

全书按内容大致上可分为农政措施和

农业技术两部分。前者是全书的纲，后者是
实现纲领的技术措施。整理之后的《农政全
书》“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全书分
为12目，共60卷，50余万字。12目中包括：
农本3卷、田制2卷、农事6卷、水利9卷、农
器4卷、树艺6卷、蚕桑4卷、蚕桑广类2卷、
种植4卷、牧养1卷、制造1卷、荒政18卷。

全书最有学术价值的是“树艺”“种植”
等目所记载的植物及其栽培方法。据统计，
《农政全书》目录上记有栽培植物159种，皆
国人千百年来衣食住行取资之源。徐氏以
其慎审之科学态度，广征历史文献，加之实
地调查，乃至亲自实验，因此书中所记植物
之形态、特征、价值及栽培方法，大多信而有
征。根据历史文献，发掘濒临绝种的珍稀植
物，总结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有用植物的
栽培方法，至今仍为农学研究之重要课题。
从这一点来说，《农政全书》这部历史文献的
实用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收藏
徐光启《农政全书》1639年刊印本，也是该书
最早版本——“平露堂本”，极其罕见。这部
《农政全书》颜色发黄，字体周正，有部分已经
残缺，但基本保留《农政全书》的整体结构。

《农政全书》 集清代前农学大成

□鱼子涵

《水经》是我国第一部记述水
系的专著。著者和成书年代历来
说法不一，争议颇多。《水经》简要
记述了137条全国主要河流的水
道情况，原文仅1万多字，记载相
当简略。

《水经注》则是郦道元在《水
经》基础上扩充撰成，记载河流水
道1252条，30余万字，40卷。

郦道元，北魏地理学家、散文
家，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出身于
官宦世家。他自幼好学，博览群
书，爱好游览，每到一地，留心勘
察水流地势，探溯源头，阅读大量
地理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地理知
识。郦道元引征430多种文献资
料,以及亲自在各地考察的记录,
采用对《水经》作注的形式,记述
了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方面的丰
富内容,弥补了自古以来地理类
书籍过于简略的不足，完成了《水
经注》这一地理学巨著。

《水经注》从河流的发源到入
海，记载详细。所记湖泊、沼泽
500余处，泉水和井等地下水近
300处，伏流 30余处，瀑布 60多
处。所记地貌高地有山、岳、峰、
岭、坂、冈、丘、阜、崮、障、峰、矶、
原等，低地有沃野、平川、平原、原
隰等，仅山岳、丘阜地名就有近
2000处，喀斯特地貌方面所记洞
穴达70余处，植物地理方面记载
的植物品种多达 140余种，动物
地理方面记载的动物种类超过
100种，各种自然灾害有水灾、旱
灾、风灾、蝗灾、地震等，记载水灾
共 30多次，地震近 20次。同时
还记载了大量农田水利建设工程
资料，以及城郭、风俗、土产、人物
等。

郦道元在给《水经》作注过程
中，十分注重实地考察和调查研
究，同时还博览了大量前人著作，
查看了不少精确详细的地图。它
名义上是注释《水经》，实际上是
在《水经》基础上的再创作。全书
记述有关河流的历史遗迹、人物
掌故、神话传说等，比原著增加了
近千条，文字增加了 20多倍，内
容比《水经》原著要丰富得多，系
统地介绍了自然山水、民俗风情、
名胜古迹、神话传说等内容，描写
细致，词句隽永，不仅是一部地理
学巨著，还是一部恢宏的散文集，
在古代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
地位，后人称赞其为“古代山水文
学之祖”。

《水经注》完成于 1400多年
以前，当时雕板印刷尚未出现，书
籍的流传通过传抄实现。《水经
注》写成后不久，郦道元遇害，这
部著作有几种版本已不得而知。
襄阳市图书馆珍藏的这部《水经
注》是明嘉靖时期黄省曾刻本，
2014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
籍名录。

《水经注》
古代山水文学之祖

□秦延安

宋朝是中国经济文化教育开放繁荣的
时代。由元朝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
修撰的《宋史》，是二十五史中篇幅最庞大
的一部官修史书，让我们在丰富的史料中
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宋朝。

宋朝（960年-1279年）上承隋唐五代
十国，下启元、明、清，结束了一段纷争战
乱，开启了一个经济文化盛世，是我国历史
上非常重要的一笔。根据首都疆域的变
迁，又可分为北宋和南宋，合称两宋。经济
的繁荣，文化学术的活跃，雕版印刷的盛

行，以及统治者的重视和文官成群，让宋代
史学异常繁荣，《宋史》便是在宋朝国史的
基础上编撰而成的。

北宋开国昌盛记载详细，南宋中叶以
后没落罕所记载。《宋史》依葫芦画瓢前详
后略，头重脚轻。全书本纪 47卷，志 162
卷，表 32卷，列传 255卷，共计 496卷 500
万余字，可谓是最厚的史书。因为体系庞
大、叙事详尽便有些拖沓，又因为记载繁
芜、内容较多，给历史留下了真实的一笔。

主编者脱脱 1314 年出生于元朝一个
地位显赫的贵族家庭，曾任中政使、同知枢
密院事、御史大夫、中书右丞相等职。虽然
脱脱没有秉笔修史，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

编史总裁。辽、金、宋三朝同处一世，谁为
“正统”一直争论不休。脱脱打破争议，主
张三史分写，一律平等，反映出史学思想的
进步和中华多民族的融和。为了解决经费
问题，脱脱以江南三省前南宋的学田钱粮
为修史费用。他主修的《宋史·艺文志》8
卷，在宋朝《国史·艺文志》的基础上，删重
补漏，共著录宋代藏书9818部 119972卷，
可谓宋代藏书、著述的史志总目。

宋朝是中国历史中文化的繁盛时期，
为筛选官员而建立的科举考试推进了教
育发展，宋词直追唐诗，礼贤下士，名臣辈
出。唐宋八大家宋朝占了 6位，且 5个都
是同一时期。中国山水画和宋代瓷器发
展成熟，印刷品的广泛流传促进了文学的
交流和艺术的鉴赏。理学、文学、史学、艺
术以及科学技术都硕果累累。一般官员
兼具学者、诗人、画家、政治家的特质，老
百姓钟爱戏曲穿红戴花，酒家林立菜式繁
多，市场交易繁荣，农工商经济获得空前
发展。

宋朝在思想、经济、科学、农业、社会
上，都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现代拂晓期。
从鼓励开荒、屯田制度、租佃制度、海外贸
易、税收制度、货币制度等可以看出，宋朝
是从纯粹的农业经济向部分商品经济过渡
的发展探索期。宋朝的航海业、造船业取
得长足发展，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
中东、非洲、欧洲等 50多个国家通商。梯
田、淤田、排田、海田的出现，以及兴修水利
和农具的改进，让宋朝耕地面积大幅增加，
因而有了“苏湖熟，天下足”之说。

□冯丽丽 何砺砻

按照古典目录学分类方法，传统之“国
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以经学为
最尊。经学即为研究“经”之学说，“经”最早
指儒家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
六部书，后经秦火《乐》失传，只存五经。先
秦之后，儒家学说渐成主流，儒家经典的范
围也逐渐扩大。先秦大儒释经之作如《春秋
公羊传》《春秋毂梁传》《左传》《礼记》等被列
入经典，后《周礼》《论语》《孝经》《尔雅》亦入
经典之列。至宋，本属诸子之学的《孟子》亦
升格为经，故有“十三经”之名。十三经皆有
朝廷认定之权威注释，南宋时已编制成一部
卷帙浩繁之丛书，称《十三经注疏》，排列顺
序为《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
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毂粱
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经注
疏》之作者皆为历代第一流经学家，其在注
疏中引用了许多现在已佚失的古书，故被现
代学者视为资料宝库。

从汉代至清代，经学始终是中国官方所
定之最高学问，在整个封建社会体制运行
中，其作用十分重要，历朝历代都涌现出诸
多大儒对经文进行解释、补充、阐释。宋代
以二程最为著名，即程颢和程颐。程颢字伯
淳，又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又称伊川
先生，曾任国子监教授和崇政殿说书等职。
二人都曾就学于周敦颐，并同为宋明理学的
奠基者，二者理学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南宋朱熹正是继承和发展了其学说。其理
学思想主要见于《遗书》《文集》和《经说》等，
均收入《二程集》中。程颐解释儒学经典的
著作汇编之一即《程氏经说》。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藏《程氏经说》八

卷，宋程颐撰，明南阳知府段坚刻本。四册
一函。版框高25.5厘米，宽16.5厘米；开本
27.7厘米，宽 17.4厘米；半叶 9行行 20字，
小字双行同；粗黑口，四周双边，四对黑鱼
尾；上对鱼尾中刻“经说”、卷数，下对鱼尾
中刻页码；卷首存《经说目录》。

《程氏经说》包括《易说》《书解》《诗解》
《春秋传》《礼记》(改正《大学》)《论语解》《孟
子解》《中庸解》，共八卷。程颐的经说，借
解经弘扬理学思想，反映出以义理解经的
特点。《经说》版本卷次不一，《书录解题》宋
刊本为七卷，《四库全书》收录本与之相
同。明徐必达编《二程全书》，并《诗解》为
一卷，增《孟子解》一卷、《中庸解》一卷，而
为八卷。

《程氏经说》版本众多，内蒙古自治区

图书馆藏本为明代成化年间南阳知府段坚
刻本。段坚 (1419—1484)，字可大，号柏
轩，又号容思，历任山东福山县知县、莱州
知府、河南南阳知府等，有《柏轩语录》《东
南园村吟稿》《容思录》传世。段坚在南阳
知府任内，先后修建书院3所，开明代南阳
地区修建书院之先河。其中成化八年冬十
月，创志学书院；成化十年，修复诸葛书院；
成化十六年，创豫山书院，聚秀民讲说《五
经》，及濂、洛诸儒遗书，以经制郡。为推广
儒学，成化十二年(1476年)左右，段坚主持
刻印《河南程氏遗书》二十五卷、《附录》一
卷、《外书》十二卷、《经说》八卷、《明道文
集》五卷等著作。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藏
段坚刻本版式风格古朴，且存本稀少，甚为
珍贵。

《程氏经说》 借经弘扬理学思想

《宋史》 最庞大的官修史书

□马小江

《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
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刻于东
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至
东汉光和六年（公元 183年），刻
成后立于当时的汉魏洛阳城开阳
门外洛阳太学所在地（遗址在今
河南偃师朱家圪垱村），所以人们
又称这部书为《太学石经》。

东汉时期，汉灵帝为了维护
统治地位，下令校正儒家经典著
作，派蔡邕等人把儒家七经——
《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
羊传》《仪礼》《论语》抄刻成石书，
一共刻了 8 年，200911 字刻在
46 块 3米多高、1米多宽的石碑
上。刻成后，竖立于太学门前，

“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
两（辆），填塞街陌”。造成交通
堵塞的热闹场面持续了很长时
间。

《熹平石经》是中国刻于石碑
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字体俱
为隶书，故又称“一体石经”。《熹
平石经》规模浩大，气势恢宏，是
东汉时期尊崇儒学、经学发达等
诸多社会历史原因所产生的文化
瑰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儒
家经典石刻本，对人们校对版本、
规范文字提供了准确的范本。同
时也对其后历朝历代以经典文献
为内容的大规模刻石具有一定的
启发意义。此外，石经精严端庄
的字体结构也是研究汉代书法的
珍贵资料。

《熹平石经》从某种意义上可
以理解为印刷术发明前的一种图
书编辑出版活动，无论在内容上
还是在形式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首先，它为读书人提供了儒
家经典教材范本；其次，它开创了
我国历代石经的先河。

《熹平石经》
观摩者阻塞了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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