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周井田制与农业发展

刘玉娥

摘要院西周初期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袁实行裕民政策袁推行井田制袁使用牛耕和改进生产工具袁农业经济
得到很快发展袁国家富裕袁人民安居乐业袁礼乐教化盛行遥 短短四十年袁就出现了令邻国向往的成康盛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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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前期注重发展农业袁实施裕民尧富民政
策袁 中央至地方袁 自上而下设置专司农业的职
官袁负责督导农业生产遥 在土地制度上袁有效实
施和完善井田制度袁国人平等分配土地袁改良农
业工具袁推广种植技术袁使用牛耕袁深翻土地袁培
育优良品种袁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袁粮食连年
丰收袁经济繁荣袁社会稳定袁国泰民安袁被史学界
誉为成康盛世遥
一尧井田制度的推行袁使人有其田袁安居乐

业袁衣食无忧
西周灭商后袁统一了天下袁由于生产力的提

高袁疆域的扩大袁大量土地闲置遥 为了有效利用
土地袁增加粮食收成袁对原来殷商时期的井田制
度进行了完善袁由原来一夫授田七十亩袁增加到
一百亩遥 只要愿意耕种袁不分周国百姓袁还是被
迁到洛邑的殷商遗民袁一视同仁袁都可以分到土
地遥 每夫授田百亩袁以井字方块划分袁中间为公
田袁八方为私田袁八方各家共耕公田袁向政府交
粮袁而私田归自己所有遥 这种土地分配制度袁是
深受当时农户欢迎的遥 叶诗经曳有野雨我公田袁遂
及我私遥 冶 眼 员 演 渊叶小雅窑大田曳孕猿缘员冤孟子也说院野公事毕袁乃
敢敢治私事遥 冶 眼圆 演渊叶孟子窑滕文公上曳源源圆冤从西周创国初期
形势看袁 当时土地多袁 人口稀袁 虽然不像 叶商君

书曳中所描述的那样院野昔者昊英之世袁以伐木杀
兽袁人民少而木尧兽多遥 冶 眼 猿 演 渊叶画策曳孕圆圆冤但西周初年人
口也不过数千万袁土地供应是没有问题的遥 根据
叶孟子曳书中所述院野百亩之田袁勿夺其时袁数口之
家可以无饥矣遥 冶 眼圆 演 渊叶孟子窑梁惠王上曳孕猿源缘冤一夫耕私田袁
可供八口人家衣食饱暖遥 所以袁推行井田制是比
较适宜的遥 这种制度能使人人有地种袁土地不是
被少数人吞并袁 百亩私田虽然不如现在的百亩
面积大袁但八口之家只要勤于耕作袁粮食桑麻足
供衣食袁无寒馁之忧遥 西周初年的井田制不仅期
限较长袁 相对稳定袁 疆界划分可以沿袭使用几
代袁维持数十年遥 井田之间的疆界也比较宽袁可
以通车马袁方便耕作通行遥 井田制的实行将百姓
稳定在固有的土地上袁做到家家有其田袁使民安
居乐业袁无衣食之忧遥 这对当时新建不久尧大战
之后的周国恢复元气袁扭转殷纣弊政袁解民倒悬
是有利的袁 也从源头上遏制了官吏对财产的侵
占和贪索袁更从根本上断绝了权贵剥夺农民尧霸
占土地的途径遥 井田制的推行袁尤其私田的大量
开垦袁是有利于推动当时农业发展的遥
我国的井田制始于何时钥 从古籍记载看袁早

在黄帝时代就有了井田划分遥 叶唐太宗与李靖向
对曳中记载院 野太宗曰院 耶数起于五袁而终于八袁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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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设像袁实古制也袁卿试陈之遥 爷靖曰院耶臣案皇帝
始立丘井之法袁因以制兵袁故井分四道袁八家处
之袁其形井字袁开方九焉遥 爷噎噎靖曰院 耶周之始
兴袁则太公实缮其法袁始于岐都袁以建井田遥 爷冶可
见井田制是古已有之袁并非周氏创制袁周代只是
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袁 把已废弃的井田又恢复
完善袁并在全国加以推行遥 孟子也曾提到三代分
配制度袁说院 野夏后氏五十而贡袁殷人七十而助袁
周人百亩二彻袁其实皆什一也遥 冶 眼 圆 演 渊叶孟子窑滕文公上曳
孕源源员冤 商以夏礼袁周因商制袁井田制应是黄帝至三
代时期都曾使用过的土地分配制度遥 宋代儒学
大师朱熹也曾提到过商尧 周时期的井田制遥 野朱
子曰院商人以六百三十亩之地化为九区袁区七十
亩袁中为公田袁而不复税共私田袁周制一夫授田
百亩袁而与同沟共田之人袁通力合作袁计亩均分袁
大率民得其九袁公取其一遥 冶 眼源 演 渊叶春秋左传窑宣公十五年曳
孕圆愿源冤这说明商周时期确实推行过井田制度遥
另外袁 我们从古文字构造上也可看到井田

存在的轨迹遥 耕字由野耒冶和野井冶组成袁野耒冶是一
种用于犁田尧 耙田的农具袁 据说是神农氏发明
的遥 井是井田袁 中间为公田袁 周边为八家的私
田遥 什么是耕钥 以耒在井田中犁地尧 松土就叫
耕遥 野公冶和野私冶也源于井田遥我们从野公冶与野私冶
二字的字形袁 可以窥见远古公田与私田的耕作
情况遥 公字的构成袁是将井田中间的公田袁一个
方格分成八等份袁 在阴字中以米字形交叉划分袁
形成八等份厶袁将上下 野八冶和 野厶冶组合袁形成
野公冶字遥 每块自营厶田加上禾袁形成私字遥 汉代
许慎在叶说文曳中说院野公院平分也袁从八从厶袁八
犹背也遥 韩非曰院背厶为公遥 厶院筭袁萊也遥 韩非
曰院 仓颉作字袁 自营为厶袁 凡厶之属袁 皆从厶
渊私冤遥 冶 眼 缘 演 渊孕圆愿冤野厶野形如三角袁正是井中的公田方
格阴形袁被米字由中分为八等份袁平分之后形成
的八个三角厶遥所以袁八厶为公遥而厶袁三角形为
私 渊厶冤袁 又表明自有自营的井田周边八家私田
收获禾归自己所有遥 古诗有院野雨我公田袁遂及我
私渊厶冤冶的话袁成语也有院野先公而后私冶袁大概都
是源于此遥 先公后私是一种品质袁 是一种境界袁
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中华文化之绵长袁 同时也体
现出中华道德之高尚和可贵遥

疆界二字的构造袁 应该也是出于井田制时
代遥 疆由土尧弓尧? 组成袁土指土地袁弓指古代丈
量器袁? 由块块土田被三渊道路田中界冤隔开遥 界
字由田尧介组成袁 野介冶交接于二者之间袁即田块
之间的边限遥 所以袁疆界二字也应产生于古代井
田制遥孟子曾说院野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冶袁 眼 圆 演 渊叶孟子窑公
孙丑下曳孕源员缘冤也可作为佐证遥 井田可以说是产生于原
始社会袁 是原始社会公社公共财产共享的遗风
遗存遥
周代的井田土地权归君王所有袁 野普天之

下袁莫非王土袁率土之滨袁莫非王臣遥 冶 眼 员 演 渊叶小雅窑北山曳
孕源远猿冤 个人不得买卖袁 只可继承袁这无形中限制了
地主兼并土地的现象袁百姓生活有来源袁客观上
缓和了阶级矛盾遥 对不遵守国家法纪袁反抗君王
者和不忠不孝及犯有十恶不赦大罪者袁 要削夺
他们的土地田亩袁野殊厥井疆冶 眼 远 演 渊叶尚书窑毕命曳 孕圆源缘冤袁以
法律形式强力维持井田制的正常推行遥
二尧 执政者的高度重视袁 官吏的勤政廉洁袁

推动了农业的大发展

周自文王至康王几代国君袁 都十分重视农
业生产袁 始终把百姓的温饱当做头等大事来
抓遥 文王当政时袁与商朝正相反袁禁止饮酒打猎袁
实行裕民尧 富民政策遥 野惟文王之敬忌袁 乃裕
民冶遥 眼远 演 渊叶尚书窑康诰曳 孕圆园缘冤文王关心农民的生活袁常常
担心做不好富民的事情遥 周公也曾训诫成王说院
野文王卑服袁即康功田功遥 徽柔懿恭袁怀保小民袁
惠鲜鳏寡遥 自朝至于日中昃袁不遑暇食袁用咸和
万民遥 冶 眼 远 演 渊叶尚书窑无逸曳孕圆圆圆冤文王勤俭爱民袁生活节俭袁
穿着普通人的衣服袁到田地上劳作袁以便了解下
情袁关心民生疾苦袁自日出到日偏西袁忙的顾不
上吃饭遥 叶诗经曳 中对成王躬耕的情况也有明确
记载院 野噫嘻成王袁既昭假尔袁率时农夫袁播厥百
谷遥骏发尔私袁终三十里遥亦服尔耕袁十千维耦遥冶
眼员 演 渊叶周颂窑噫嘻曳 孕缘园远冤从诗篇中可看出当时的场面是近
万人与成王同耕袁 三十里外的农民都从私田那
里骑马前来袁与君王一起播种百谷遥 重农尧爱农尧
亲农袁体贴农夫的辛苦袁可以说是西周初期几代
君王的优良传统遥 周武王灭纣后袁在国师姜尚的
辅佐下袁将井田制推行至全国各地袁从 野无如天
如地冶尧野以建井亩冶尧野殊厥井疆冶等处记载袁可以



得到证明遥 成王临政袁辅佐大臣周公为使后代周
王袁不忘先代诸王亲农尧爱农的优良传统袁作叶无
逸曳篇袁谆谆告诫袁循循善诱袁真是苦口婆心遥 野成
王初政袁周公惧其知逸而不知无逸也袁故作是书
以训之袁言则古昔袁必称商王者袁时之近也袁必称
先王者袁王之亲也遥举三宗者袁继世之君也遥详文
祖者袁耳目之所逮也袁上自天命精微袁下至畎亩
艰难袁闾里怨诅袁无不具载遥 冶 眼苑 演 渊叶尚书窑无逸曳孕员园源冤列举
商代贤王和周先王爱农则国安袁轻农则国危袁以
历史教训告诫成王遥 指出院野君子所其无逸袁先知
稼穑之艰难袁乃逸袁则知小人之依遥 冶 眼远 演 渊叶尚书窑无逸曳
孕圆圆员冤在叶尚书曳其他诰体文中亦多有告诫遥 叶诗经曳
野七月 野篇袁据传为周公所作袁从正月到腊月袁一
年四季袁严冬酷暑袁白天黑夜袁风里雨里袁历陈农
夫的艰辛劳苦袁 野地耕作尧 井里下情遥 野八月在
宇袁九月在户袁十月蟋蟀入我袜下袁穹窒熏鼠袁塞
向? 户袁嗟我妇子袁曰为改岁袁入此室处袁冶野七月
流火袁 八月萑苇袁 蚕月条桑袁 取彼斧萐袁 以伐远
扬袁以彼女桑袁七月鸣萒袁八月载绩袁载玄载黄袁
我朱孔阳袁为公子裳遥 冶野一日之觱发袁二日之栗
烈袁无一无褐袁何以卒岁袁三日之于耜袁四日之举
趾袁同我妇子袁萔彼南亩遥田畯至喜遥 冶 眼 员 演 渊叶豳风窑七月曳
孕圆员猿冤诗歌描述农夫尧织妇尧老人袁小儿袁野地为家袁
与蚂蚱尧蟋蟀为伴袁与稼鼠为邻遥 妇女沿树缘攀袁
细枝采桑袁暑天昼夜织梭不停袁夜深人静与之为
伴的只有伯劳夜鸟鸣叫遥 尤其冬尽春至袁忙于备
耕袁老少齐上阵袁为了不误农时袁播种下地袁连饭
都顾不上回家吃袁妇女送饭到田头袁一家人吃住
在田间遥 从叶七月曳记述的季节尧物候及各种鸟兽
昆虫看袁如若不是长期亲身耕作袁且有较高的文
化修养袁 怎么会写出如此深切而有韵味的诗
篇钥 这些早期的文籍与诗篇袁集中反映了西周历
代帝王重农尧爱农尧亲农的指导思想袁并将其视
为国运久长尧 社稷安危的头等大事遥 作为国策袁
不单是挂在口头上和发布在政令上袁 而是落实
在行动上遥 上自天子袁下至基层田官袁各级齐抓
共管遥 这种重视农业的思想袁 一代一代继承发
扬袁国君重农政策制定以后袁自上而下袁迅速贯
彻落实袁常抓不懈袁持之以恒袁十年尧二十年尧三
十年袁一直抓下去袁永不松懈遥 叶七月曳诗中有野田

畯至喜野的句子袁野田畯冶就是基层抓农业的官遥
田畯不单单是监督农民生产袁 还负责组织管理
和农业技术指导袁处理农民耕作中的纠纷袁解决
农耕中的技术难题和农民生活中的困难以及掌

握农时等遥 从叶诗经曳大量诗篇可以看出袁如果不
是上层深入民间袁和群众打成一片袁甚至是长期
相处袁 怎么会对直接与土地接触的农民一年四
季的衣食住行如此了如指掌钥 怎么会知民情如
此深刻钥 民以食为天袁国以民为本袁这是关乎国
家存亡袁任何政权组织都不能忽视的大问题遥 古
代如此袁当代又何尝不是如此钥 周代统治者的重
农思想是很值得后人思考和借鉴的遥
民饱尧民安则国治曰民饥尧民劳则国乱遥 野惟

十有三祀袁王访于箕子遥王乃言曰院野呜呼浴箕子袁
耶惟天阴骘下民袁 相协厥居袁 我不知其彝伦攸
叙遥 爷箕子乃言曰院野我闻在昔袁鲧堙洪水袁汩陈其
五行遥帝乃震怒袁不畀洪范九畴袁彝伦攸萕遥鲧则
殛死袁 禹乃嗣兴袁 天乃锡禹洪范九畴袁 彝伦攸
叙遥 初一曰五行袁次二曰敬用五事袁次三曰农用
八政袁次四曰协用五纪袁次五曰建用皇极袁次六
曰 用三德袁 次七曰明用稽疑袁 次八曰念用庶
征袁次九曰向用五福袁威用六极遥 冶 眼 远 演 渊叶尚书窑洪范曳孕员愿愿冤

武王灭纣后袁为了有效治理天下袁亲访商遗臣箕
子袁请教治国法则遥 箕子追述夏禹时期的 野彝伦
攸叙冶国策遥 彝袁是常规法则袁以野米冶和野丝冶组
成袁 以示米粮尧 蚕丝衣料是治国的首要和常规袁
须臾不能忘记遥 野彝伦攸叙冶 中提到的 野农用八
政冶袁其中 野食冶是放在首位的袁体现了民以食为
天的重农治国原则遥 箕子所引夏禹重农治国原
则袁 对周武王制定国策起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
用遥
西周历代君王为了保证农业发展袁 特别重

视农官的选拔和任免遥 在用人标准上袁严格坚持
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袁用人得当袁领导得法袁所
以成效特别明显遥 实践证明袁 治国光有好的理
想袁任失其人袁结果会适得其反袁历史上这种血
的教训是屡见不鲜的遥 西周注重吸取历史经验
教训袁 紧紧抓住农官的用人标准袁 使贤能在位袁
有力推动了农业大发展袁 为政权的稳固打下了
扎实的经济基础遥 在叶周易曳和叶尚书曳中多处记

西周井田制与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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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西周统治者任贤和励精图治的指导思想和具

体做法遥 野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遥 冶 眼 远 演 渊叶周易窑颐曳孕源园冤野天
地之大德曰生袁圣人之大宝曰位遥 何以守位曰仁
渊人冤遥 何以聚人曰财遥 理财证辞袁 禁民为非曰
义遥冶 眼 远 演 渊叶周易窑系辞下曳孕愿远冤在严格要求各级官吏和选贤
任能上袁成王尧康王都是很认真的袁善于用人御
下袁领导艺术很高明遥 野王曰院呜呼袁凡我有官君
子袁钦乃攸司袁慎乃出令袁令出惟行袁弗惟反袁以
公灭私袁民其允怀遥 噎噎居宠思危袁罔不惟畏袁弗
畏入畏遥推贤让能袁庶官乃和袁不和政 遥举能其
官袁惟尔之能遥称匪其人袁惟尔不任遥 冶 眼 远 演 渊叶尚书窑周官曳
孕圆猿远冤成王告诫官吏要保持清廉不贪的品性袁敬守
个人岗位袁做到令行禁止袁大公无私遥 凡事要野罔
不惟危冶袁小心谨慎袁认真负责袁粗心疏忽是十分
危险的遥 各级官吏要推贤让能袁团结协和袁选用
人才袁使其能胜任称职袁举得其人遥 如果所选官
吏不能称职负责袁 要追究推荐者用人失明的责
任袁以渎职尧失职论罪遥 这样一方面使推荐者对
被推荐者时时进行督责袁 发现问题袁 及时纠正袁
防止造成大的损失遥 另一方面袁使被推荐者时时
提提高警惕袁不能做有污推荐者清名的事情遥 这
就从根源上杜绝了买官卖官的渠道袁 使那些无
德又无才的庸人很难混入官员队伍袁 无法滥竽
充数毁坏国家栋梁机体遥 任得其人袁这对西周农
业和和谐小康社会的建设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遥
西周统治者不仅对官吏任免实行问责制

度袁 而且对各层官吏中不称职官员的清除也是
很严格的遥 野国则罔有遥 立政用萖人袁不训于德袁
是罔显在厥世遥 继自今立政袁其勿以萖人袁其惟
吉士袁用励相我国家遥 冶 眼远 演 渊叶尚书窑立政曳孕圆猿圆冤在各级政
府中把好用人官袁 绝不允许无德庸才混入干部
队伍袁发现一个清理一个袁决不姑息迁就遥 除此
之外袁还要求各级官吏做到收支分离袁固定支出
数量袁掐断政府官员贪污的钱财来源袁从财务制
度上杜绝官员贪欲之求和非分之望遥 野文王不敢
羦于游田袁以庶邦惟正之供遥 冶 眼远 演 渊叶尚书窑无逸曳孕圆圆圆冤统
治者带头节俭袁自觉克制自己的私欲遥 文王尚如
此袁 各级官吏谁还敢不严格要求自己呢钥 所以袁
孔子说院野为政以德袁譬如北辰袁居其所而众星共

之遥 冶 眼 圆 演 渊叶论语窑为政曳孕怨员冤统治者的榜样作用是很重要
的袁官员贪污成风袁要求社会清明是不可能的遥
三尧农具的改良和良种的推广
关于西周农业生产的具体状况袁 因年代久

远袁又加之竹筒刀笔书写袁多有毁坏袁直接传下
来的史料很少袁 只能从先秦经书和诸子著作中
窥见端倪遥 叶周易曳文字是最接近周代风貌的袁其
中保存了一些西周时期的珍贵资料袁 是研究周
代社会的重要参考书遥 叶周易曳之外袁叶尚书曳尧叶周
礼曳和 叶诗经曳也较多地记载了西周的农业生产
情况遥 另外先秦诸子著作中也可以找到西周农
业生产和农民耕作的片段资料遥 从这些古书记
载看袁西周的农业是繁荣发展的袁无论土地制度
还是生产技术袁都比夏尧商时代要先进很多遥 这
一方面是得力于西周历代君王对农业的重视袁
政策尧措施得当遥 另一方面袁周氏族本身就是靠
农业起家的袁积累有丰富的农耕经验遥 周始祖后
稷在唐尧时代就是农官袁野昔我先王袁世后稷袁以
服事虞夏冶遥 眼愿 演 渊叶国语窑周语曳孕圆怨冤叶诗经曳也有记载院野诞
后稷之穑袁有相之道遥茀厥丰草袁种之黄茂遥实方
实苞袁 实种实萡袁 实发实秀袁 实坚实好袁 实颖实
粟遥 即有邰家室遥 冶 眼 员 演 渊叶周颂窑生民曳孕源圆缘冤可见周是靠农
业发家的遥 后稷之后袁周代列祖不断继承尧光大
农业技艺袁开疆拓土袁发展农业生产袁积累了丰
富的务农经验袁 建立了稳固的经济基础遥 野后稷
子孙袁 实为大王袁 居岐之阳袁 实始剪商袁 至于文
武袁缵大王之绪遥冶 眼 员 演 渊叶鲁颂窑? 宫曳孕缘猿远园冤周灭纣后袁武王
专心于巩固政权和社会的安定袁 把发展农业生
产摆在了首要地位遥 野善为国者袁取于人事袁故必
使遂其六畜袁辟其田野袁安其处所袁大夫治田有
亩数尧妇人织纴有尺度袁是富国强民之道也遥 武
王曰院善哉浴 冶 眼 怨 演 渊叶六韬窑农器曳孕猿源怨冤从中可以看出袁武王
灭纣后建设富强国家的愿望和决心遥
为了推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袁 周人在前人发

明的基础上袁 对生产工具有较大改进遥 野神农氏
作袁斫木为耜袁揉木为耒袁耒耨之利以教天下遥冶 眼 远 演
渊叶周易窑系辞下曳 孕愿远冤耒耜是神农时代发明的农具袁是犁
耙的前身袁当初是由树枝做成袁到周代改变成为
按有铁尧铜配置的犁铧耙齿袁犁铧耙齿是用铜铁
制成的袁非常锋利遥 叶诗经窑载芟曳篇有院野有略其



耜遥 冶叶良耜曳篇有院野萣萣良耜遥 冶野略冶和野萣冶都释
为锋利遥 野萣萣冶 是锋利的刀刃割东西时发出的
声音袁形容刀刃的锋利遥 中原地区民间至今还保
留这样的说法袁对刀刃磨得很锋利袁说 野萣萣冶袁
如镰刀刃磨得很锋利时说萣萣真利遥 叶国语窑齐
语曳记载管仲对齐桓公说院野美金渊铜冤以铸剑戟袁
试诸狗马袁恶金渊铁冤以铸锄尧夷渊割草器具冤尧斤
渊砍木刀冤尧? 袁试诸壤土遥 冶有锋刃而且锋利的农
具应是金属制造的遥 在西周初袁青铜尚属贵重金
属袁多用于制造彝器礼器及贵族的生活器皿袁在
农具上虽还不能够普遍推广袁 但是在主要农具
上采用青铜铸造袁 或采用青铜嵌口是完全可能
的遥 叶诗经曳中就已经有镰尧掀尧锄尧斧尧锤的应用袁
如野命我众人袁萩乃钱礵袁奄观繧艾遥 冶 眼 员 演 渊叶周颂窑臣工曳
孕缘园缘冤野萩冶是准备好袁野钱冶是铁锨遥 战国前钱币像
冉字形袁 即木锨形袁 就是受当时农具的启示遥
野礵冶袁即锄袁主要用于锄草遥 野繧冶是小镰袁可以砍
削小树枝遥 野艾冶袁? 渊刈冤之借袁是一种芟草的大
剪刀遥 从野钱冶尧野繧冶尧野礵冶三字的偏旁都从金袁可
以看出在西周时的一些主要农具已经是用金属

制造了遥
从 叶诗经曳和 叶尚书曳记载看袁周初已开始使

用牛尧马耕田和驾车经商遥 野妹土袁嗣尔股肱袁纯
其艺黍稷袁奔走事厥考厥长遥 肇牵车牛袁远服贾
用袁孝养厥父母遥厥父母庆袁自洗腆袁致用酒遥 冶 眼 远 演
渊叶尚书窑酒浩曳 孕圆园远冤野农户在农闲时节袁子弟以牛车到外
地经商袁赚取钱财以奉养父母遥 西周时期袁农户
饲养牛马是普遍的袁 牛主要以用于拉车尧 拉犁
耙袁 还兼有长途运输任务遥 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袁
武王 野归马于华山之阳袁放牛于桃林之野袁示天
下弗服遥 冶 眼远 演 渊叶尚书窑武成曳孕员愿源冤这里的牛马是驾战车使
用的袁说明牛马可以驾车袁当然农户也可以用于
拉车和拉犁耙遥 牛耕之用于农业袁是当时社会经
济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遥 叶小雅窑黍苗曳 写道院
野我任我辇袁我车我牛遥 冶严杰在叶经义丛钞窑牛
耕说曳中说院野合人耕袁则牛耕可知遥 闾师掌六畜
之数遥 冶可见当时牛已运用于负重和耕作遥 周代
不仅使用牛耕袁还十分重视整修土地遥 当时犁地
多用 野耦冶和 野耒冶袁 野耦冶在 叶诗经曳尧 叶论语曳尧 叶孟
子曳等书中多处出现遥 耦最初也是一种农具袁犁

地可达一尺宽袁耒犁地仅有五寸宽袁当然不可能
太深遥 耒是一个人拉袁如现在农村的捞锄袁而耦
铧大尧宽袁必须要两个人拉遥 所以叫耦袁耦即偶袁
为二人袁双数袁这是词义的演变遥 叶诗经曳中有野亦
服尔耕袁是千维耦遥 冶 眼 员 演 渊叶周颂窑臣工曳孕缘园缘冤叶论语曳中也
有野长沮桀溺耦而耕冶的记载遥 叶周礼曳野以岁时合
耦于锄冶袁 更是要求深耕细作袁 深耕细作也是提
高产量的有效措施遥 在叶孟子曳中有野深耕易褥冶
的记载袁是古代深耕细作的影子遥 野深耕冶是指深
犁袁野易褥冶是指多次锄袁反复锄袁遍数多遥 叶甫田曳
写道院野今适南亩袁或耘或耔遥 黍稷萫萫袁攸介攸
止袁烝我髦士遥 冶 眼员 演 渊叶小雅窑甫田曳猿源怨冤野耘冶袁是在苗根培
土遥 种子发芽之后袁在苗根壅土以坚固禾苗的成
长袁是保护禾苗的一种方法遥 野载芟载柞袁其耕泽
泽遥千耦其耘袁徂隰徂畛遥噎噎播厥百谷袁实函斯
活遥驿驿其达袁有厌其杰遥厌厌其苗熏绵绵其萬遥
载获济济袁有实其积袁万亿及秭遥 冶 眼 员 演 渊叶周颂窑载芟曳孕缘员怨冤

诗歌记述了耕作尧收获的具体过程袁犁铧翻土掩
下荆棘条袁翻过的新土有光泽袁种子下土袁孕育
新苗袁收获时节庄稼多袁大车小车全装满袁大垛
小垛堆成山遥 这些都是农人在生产实践中总结
出的经验袁是保证粮食丰收的重要条件遥
由于庄稼与天气关系密切袁 周人很注意天

象的观察和经验的积累袁讲农时袁趋地利袁按时
令进行农业生产遥 叶诗经曳 里边不少篇章都以时
令尧季节开端袁反映了农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
对季节物候的了解和掌握遥 如 叶豳风窑七月曳写
道院野三之日于耜袁四之日举趾遥 同我妇子袁萔彼
南亩遥 冶野昼尔于茅袁宵尔索萭遥亟其乘屋袁其始播
百谷遥 冶 周王命农民在春播之前都要做好准备袁
白天割茅草袁晚上搓绳索袁抓紧时间修缮好农具
和房屋袁以便届时播种百谷遥 叶小雅窑渐渐之石曳
说道院野月离于毕袁惮滂沱矣遥 冶是说当月球靠近
毕星时袁 地球上观测区内就会出现大雨滂沱的
天气遥 说明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袁农夫很早就能
够根据自己的观察袁掌握天气变化的情况袁以用
于指导农业生产遥 叶逸周书窑周月曳 也记载说院
野惟一月既南至袁昏袁晶尧毕见袁日短极遥 微阳动于
黄泉袁阴降惨于万物遥 冶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
中袁由 野蟋蟀入我床下冶就会清晰地意识到岁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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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至遥 也知道立夏时放火烧荒以肥土播粟袁鸟于
此时开始鸣叫求偶袁 人们以此物候特征来辨别
季节的更换袁 以此安排生活和生产遥 野岁月日时
无易袁百谷用成袁? 用明袁俊民用章袁家用平康遥
日月岁时既易袁百谷用不成袁 ? 用昏不明袁俊民
用微袁家用不宁遥 冶 眼远 演 渊叶尚书窑洪范曳孕员怨圆冤天时与谷物收
成关系密切袁 且谷物的丰歉又直接牵涉到政治
的清明和国家的稳定遥 周人当时是很注重农时
和历法的袁 很形象地把观测用到农时上遥 野七月
流火冶是流传在百姓口中的传言袁也是老百姓在
劳动中对星象运行规律观测结果的描述遥 战国
时期的孟子也曾总结农耕说院 野不违农时袁 谷不
可胜食也遥 网罟不人垮池袁鱼鳖不可胜食也曰斧
斤以时人山林袁材木不可胜用也遥 冶 眼 圆 演 渊叶孟子窑梁惠王上曳
孕猿源缘冤这就更从农事进而涉及生态平衡了遥 这种重
视天时袁不违农时袁正确利用自然资源尧保持生
态平衡思想的提出袁 在世界上可能也是最早
的遥
在种子的运用上袁 周人已知道选用良种扩

大收成袁改善生活遥 野思文后稷袁克配彼天袁立我
烝民尧莫匪尔极袁贻我来牟遥 帝命率育袁无此疆尔
界袁陈常于时夏遥 冶 眼 员 演 渊叶周颂窑思文曳孕缘园猿冤野来牟冶是武王
时发现的一种高产小麦良种袁 很快在全国推
广遥 野时夏冶袁含有华夏四海之意遥发现良种来牟袁
朝廷命令农官 野率育冶 渊经营冤袁不仅在周地培育
使用良种袁 而且很快推广到整个华夏地区遥 野嗟
嗟保介袁维莫之春袁亦又何求钥如何新畲钥於皇来
牟袁将受厥明遥明昭上帝袁迄用康年遥 冶 眼 员 演 渊叶周颂窑臣工曳
孕缘园缘冤司农官田畯保介负责指导繁育良种袁亲临农
田监督种植袁抓住春季播种季节袁在 野新畲冶 渊熟

田冤播下好种子来牟袁加强管理袁争取获得来年
粮食大丰收遥
我国历史上的周朝袁 是国祚年代最长的王

朝遥 由于西周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袁实行裕民政
策袁推行井田制袁使用牛耕和改进生产工具袁农
业经济得到很快发展袁 国家富裕袁 人民安居乐
业袁礼乐教化盛行遥 短短六十年袁就出现了令邻
国向往的成康盛世遥 西周的治国经验和对农业
的重视袁 对当代建设文明富强中国仍具有重要
启示和借鉴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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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袁员怨愿苑援
眼缘演 渊汉冤许慎援说文解字 眼酝演 援北京押 中华书局影印

本袁员怨愿苑援
眼 远演 渊清冤阮元援十三经注疏 眼酝演 援北京 押 中华书局袁

员怨愿园援
眼苑演 渊宋冤蔡沈注援四书五经 眼酝演 援北京押中国书店出版

社袁员怨愿苑援
眼 愿演 渊清冤董增龄援国语正义 眼酝演 援成都 押 巴蜀书社袁

员怨愿缘援
眼怨演中国军事史编写组援武经七书注译 眼酝演 援北京押解

放军出版社袁员怨愿远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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