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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楚国水利研究》为“荆楚文库”之一。
“世纪楚学”选题严谨，内容宏富，研究范围包括楚简册、政治、法律、礼仪、思想、学术、文学、
地理、农业、水利、交通、饮食、服饰和名物等，大都是楚学研究中十分重要且“楚学文库”未曾涉
及或涉而不深的议题。
因此，“世纪楚学”既是对“楚学文库”的赓续、丰富和完善，又是对“楚学文库”的延伸、拓展和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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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群鸟耕田”，亦称之为“鸟田”。
“鸟田”自然包括着水田和旱田。
其生产功能大体上是人们经过对鸟的训练，使之有利于农田除草、灭虫、杀鼠、增肥，减轻劳动力和
保护农作物的生长。
近年来，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具有6000年前的动物遗骸中，能辨认出是鸟类的就有8种。
即可看出这一地区的先民，率先在此开创“鸟田”是有条件的。
但是，越地先民从事“鸟田”，也并非完全不以人力去耕种。
《论衡·书虚》对鸟田的耕种程序曾作了这样的解释：“天地之情，鸟兽之行也。
象自蹈土，鸟自食苹。
土蹶草尽，若耕田状，壤靡泥易，人随种之。
”可见，越地所谓的鸟田只是辅助性耕种，主要还是依靠人去播种、保养和收割。
鸟的作用不过是对农田生长植物的保护和“拔草根”。
而农田灌溉和生产工具，仍然是从事鸟田耕种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尽管如此，这也是我国南方东部地区越地先民在发展原始农业生产中的一项了不起的创造。
 事实证明，吴越地区的先民不仅擅长“鸟田”，而且直至汉魏时期这一地区的人们仍然将鸟类视作一
种可以从事辅助性劳动的动物。
《水经注·浙水》说：“浙江又东迳乌伤县北，王莽改曰乌孝，《郡国志》谓之‘乌’伤。
《异苑》曰：东阳颜鸟，以淳孝著闻。
后有群鸟⋯⋯故致慈乌，欲令孝声远闻，又名其县曰‘乌’伤矣。
” 《博物志·异鸟》说：“有鸟如乌，文首，白喙，赤足，曰精卫。
故精卫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东海。
”又说：“越地深山有鸟如鸠，青色，名曰冶乌。
穿大树作巢如升器，其户口径数寸，周饰以土垩，赤白相次，状如射侯⋯⋯越人谓此鸟为越祝之祖。
”《吴越备史》说：“中和辰巳问，越中兽有圣经云，有罗平鸟主越人祸福，敬则福，慢则祸，于是
民间悉图其形以祷之。
”看来吴越人与鸟的不解之缘由来已久，他们将鸟视作一种神灵，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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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楚国水利研究》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楚国水利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