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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毛志辉先生约请我写作一本《中国稻作史》的学术著作。
我回答说，这个著作不用写了，因为恩师游修龄教授已有一本同名的著作出版在先，如果可能，利用
这个机会将原书修订出版倒是最好不过了，毕竟该书出版已经有十多年了，且市面上也已难觅此书踪
迹。
出版社方面表示很有兴趣。
我把这个主意告诉游先生，游先生表示他不想承担此事，一是年事已高，二是最近十多年来，有关原
始稻作的发掘报告很多，一些含地方色彩的论述，处理起来很困难。
经我主动请缨提供协助，游先生方才答应下来。
　　我之所以希望游先生修订《中国稻作史》并自荐协助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十多年来这本《中国稻
作史》是我翻阅次数最多、参考量最大的著作，在涵泳于书中精彩内容的同时，也发现该书一些出版
上的硬伤，以及个别史料上的误引。
我想如果该书有机会修订再版，必将使之更臻完美，惠及更多的读者。
但在商量修订的过程中，也感觉如果只是简单的修订，不足以体现近十余年来学术的进步；出版社方
面则觉得原书过于偏重科学技术史的内容，我们也有同感。
而回顾《中国稻作史》出版后的最近十多年间，游先生一直致力于农业文化史相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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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中国历史上稻的起源、传播和分化、古代稻的品种资源、稻作技术、稻谷的贮藏加工、北方的
水稻种植、中国稻作文化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作者把稻作史和稻作文化史、农业科技史相结合，在阐述中国稻作文明的辉煌的同时，也兼顾稻作文
化对于中国文明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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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游修龄（1920－），浙江省温州市人。
1943年7月毕业于前国立英士大学农学院。
历任同校及浙江农业大学农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系副主任、教务处处长、图书馆馆长等
，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理事长等。
在从事现代农学教学和科研的同时，致力于中国农业史的研究，出版有《稻作史论集》、《中国稻作
史》、《农史研究文集》、《中国农业通史。
原始社会卷》等。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原始农业卷》主编兼撰写人，《中国大百科全书。
农业卷》农史分支主编。
在与农史、考古、语文、饮食等有关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二百余篇。
　　曾雄生（1962－）.江西省新干县人。
1983年7月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史学学士学位。
1985年考入浙江农业大学（现浙江大学）游修龄教授门下，研习农学史，1988年7月毕业并获农学硕士
学位。
同年起供职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现为该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从事中国农业历史与文化研究，参与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通史卷”和《中国农业通
史》“宋元卷”等项目的研究与写作，并有《中国农学史》等多种论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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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导言第一章　中国稻作的起源、传播与分化第二章　中国古代对稻的认识和利用第三章　稻种第四
章　稻田第五章　稻作技术第六章　稻文化与粟文化的语言文字第七章　稻文化与神话传说及民俗民
风第八章　稻文化与饮食第九章　稻文化与人口第十章　中国稻文化对国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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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表明，黄河流域各地也有水稻的遗址，那时的水稻主要靠天然湖泊和河水的
灌溉，稻田的分布有限而且分散。
史籍记载的资料也表明，黄河流域水稻栽培一直没有中断，但与南方截然不同，其特点是：受自然条
件变化（雨量、温度）的制约，没有持续性；同时也受人力、水利条件的制约，导致稻区呈分散性，
缺乏如南方稻区的整体性；这就带来生产的不稳定性，稻田面积和产量受灌溉系统的兴衰而大幅度升
降，加上水利灌溉还要服从于漕运，北方稻米生产既然不能满足北方消费，统治阶级上层社会所需稻
米消费量便转而依靠南方漕运，漕运经常与水利灌溉发生矛盾，水利一概让位漕运，抑制了稻田生产
。
加上北方人民习惯于麦食和杂粮，水稻的田间操作远较旱作费力且辛劳，没有非种不可的驱动力。
其中雨量、温度等自然条件又是决定性的制约因素。
　　黄河流域的水稻栽培面积虽然有限，产量也不多，但稻的地位却最高，被称为“嘉谷”，是上层
贵族享用的高级膳食。
春秋时规定子女为父母守丧期间，不得吃稻米饭，不得穿彩色的锦衣。
孔子的弟子宰予却居丧而照样食稻衣锦，遭到孔子的批评：“食乎稻，衣乎锦，于汝为安乎！
”　　黄河流域受上述自西而东的气候干旱化影响，其后果出乎人们意料的深远：历史上每隔三四百
年的温度冷暖交替变化，在华夏大地上左右着畜牧和农耕交错地带的相互消长，也是导致游牧族和农
耕汉族屡发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
现代研究指出，年平均温度每下降1℃，北方草原将向南推延数百里。
三国、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多年间，北方年平均温度较现在约低1.5℃，北方草原日渐萎缩，鲜卑拓跋
大举南下，成功地建立起北魏政权，同时也陷入强大的汉族农耕文化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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