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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形态，农业是古代中国社会经济贡献率最大的生产部门，从古至

今，对农业的认识不绝于史册。农史是以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的观点研究农业生产与技术、农业经

济、农村社会及农业思想历史演进及其规律性的一门交叉学科1。农业历史的综合研究需要贯通自然

科学尤其是农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且在农史学理论、农业科技史、农政史、农业经济史、农业考古、

农业文化史等诸多领域有专精的造诣和功力，因而，有能力对中国农业历史进行多视角、多领域的综

合性研究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张履鹏教授数十年耕耘在中国现代农业科技和农

业历史的沃土上，是当今农史学界为数不多的既有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又在农史学研究领

域笔耕不辍、多有创获的著名学者，他曾担任首届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的副理事长和河南省农史研究会

会长。2016 年 9 月先生的《中国农业历史研究》专著由花木兰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2，该书是先生几十

年如一日辛勤创作硕果的结集，其学识之渊博，视野之开阔，学问之精妙，均集于此著。周肇基先生在

为此书作序中指出：“《中国农业历史研究》内容广泛，各篇内容都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科学性，该著作出

版乃农史研究的大事”3。因此，我们深感有责任向学界介绍这部中国农史研究的力著，以飨同仁。

张著 40 余万字，分上、下两册，是花木兰文化出版社近年来重点推出的《古代历史文化研究辑刊》

第十六编的第二十四册和二十五册。上册包括序言、农业开发史篇、农业经济史篇、农业技术史篇、农

业遗产与考古篇、农田制度史篇等，下册包括农业财税金融史篇、农业商贸旅游史篇、农业社会史篇

等。尽管张著是作者的论文汇集，但由于作者研究问题的整体性、宏观性、贯通性思维特点，加之张著

所收录论文选题从史前一直延伸至当代，内在逻辑是贯通的，使得张著又可以看作是一部体系较为完

整、内涵丰富的中国农业历史研究专著。

渊一冤农业开发史篇

张先生从不把考虑农业问题的思路局限在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而是着眼全局，从根本上观察

和分析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国策带动了农业开发和综合利用的高潮，但农业资源

的开发质量关系到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黄淮海平原横跨七省区，农耕历史悠久，自古至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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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思明：《农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农史》200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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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张先生很早就开始关注黄淮海平原的农业开发问题，这一地区虽然农业

历史悠久,但是农业生产效率却低而不稳,当时还存在旱、涝、沙、碱等问题，研究其农业发展历史，找出

规律，如何避免开发的盲目性，这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本篇收录《黄淮海平原垦殖史略》（曾刊载于叶中
国农史曳1983 年第 2 期）一文就是其思考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成果，文章将黄淮海平原的农垦历史分

史前、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和明清等七个历史时期，在分析每个历史时期国

家统一和分裂等局势，以及人口的数量等因素的基础上，重点以黄河等主要河流的灾害和治理、作物

种植结构调整为中心展开论述，指出了地理条件及生态环境与农作物种植发生变化的关系。文中用较

大篇幅对黄淮海平原各个历史时期的水利建设、作物布局和粮食产量进行系统分析，进而总结出黄淮

海平原农业开发的经验和教训，提出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维护，作物布局采用多种作物轮作制是先

民较为成熟的耕作方法，而如今应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注重发挥开发的综合效益，从而实现区域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为黄淮海平原农业的开发提出了镜鉴。由于先生这篇论文研究区域范围较广，并且贯

通古今，提出的很多观点被不少学者引用和参考1。

农业开发的基础是对农业资源的准确评价，农业资源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或农业经济活动所利

用或可资利用的资源，包括农业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其中农业自然资源包含农业生产可以利用的自

然环境要素，如土地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和生物资源等。本篇收录的《魏晋南北朝农业资源开发利

用概述》（曾刊载于叶中国农史曳1990 年第 3 期）重点讨论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业自然资源的开发

利用，从气候资源利用知识的发展、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利资源的开发、生物资源的利用等四个方

面分析了该时期我国农业资源开发利用的方式和方法。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但该

时期农业继承了汉代农业技术进步的基础，农业生产力不断发展。而在先生发表该文之前，20 世纪 80

年代大陆学界研究该历史时期农业历史的文章数量很少2。该文所提出的观点是对这一时期农业发展

的整体性概括，对后来学者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农业史具有借鉴意义3。

张先生是原河南财经学院建校五大教授之一，是河南省农业经济区划和土地评估规划的知名专

家。本篇收录的《河南省农业经济区域历史发展简述》和《河南省黄河故道和滩地开发研究》分别于

1984 年和 1993 年在《河南财经学院学报》发表。其中《河南省农业经济区域历史发展简述》一文重点

论述了各个经济区的形成历程，并提出各个经济区互相结合发展的重要意义。《河南省黄河故道与滩

地开发研究》一文，是运用实地调研方法的力作之一，张先生不辞辛苦亲自带领河南财经学院 1986 级

和 1987 级本科同学，深入农村基层开展实地调研持续时间长达三年，在新乡县黄淮海开发办、原阳县

计委等九个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对黄河滩地和故道开发的自然和经济环境有了切实的了解，认为开发

具有多方面的优势，进而提出开发的指导思想、原则、总体规划、具体开发方案和治理措施，并对开发

的经济效益进行了科学评估，这些都有力指导了当时河南省的农业土地评估和区域经济开发。由于该

项成果实地考察调研成果显著，可操作性强，在生产实践上具有重要指导价值，该文曾荣获河南省社

科院优秀论文奖、河南省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1 吴忱：《河北平原旱地农业环境原理初探》，《河北农学报》1985 年第 4 期；苏全有：《河南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

述》，《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 年第 2 期；李开封：《中世纪暖期豫北地区水灾灾害研究》，《自然灾害学报》，

2007 年第 2 期；杨海蛟：《明清河南林业研究》，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朱永亮：《元明清时期南运

河流域水环境影响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年。

2 黄惠贤运用传世文献和考古材料于 1985 年在《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 期发表《魏晋南北朝时期农耕方

式及农业生产水平试探》一文。

3 秦冬梅在《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候异常与农业生产》（《中国农史》2003 年第 1 期）一文中在该时期物候知识

研究方面参考了张先生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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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农业经济史篇

广义的农业经济包括土地制度、农业政策、农业生产、农村组织、农民的身份地位和生活状况等方

面内容。粮食问题是农业经济史研究的核心课题，该篇收录的《西汉文景时期的粮食生产水平刍议》一

文，对历史时期粮食作物生产水平进行了理论概括，并把研究内容归纳为六点：该时期劳动力的垦田

亩数、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农业人口平均口粮数、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所能提供的剩余产品数量及

其分配状况等。这些简洁而精到的归纳概括，如果没有深厚的积累和敏锐的洞察，是提炼不出来的。在

先生发表本文之前，国内学界关于西汉粮食生产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 1，该时期粮食研究主要集中在

粮食政策和粮食供给方面，先生此文关注该时期粮食生产水平，并且用严格的考据方法，对比各种史

籍记载的文景时期的粮食产量数据，同时结合最新的考古学资料，得出的结论可信度较高。

耕作制度是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利用方式以及有关的技术措施的总称，主要包括作物种植制度

和与种植制度相适应的技术措施 ，其中种植制度是耕作制度的中心和主体。该篇收录的《我国农田耕

作制度的发展史》一文提出：“在人类农业史上，有两种耕作制度，即浅耕粗作、广种薄收和深耕细作、

少种多收。一定的耕作制度，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在农业生产中的具体体现；不同的耕作制度，反映着不

同的生产社会性质和技术状况。”2 作者把我国农作制发展过程概括为生荒及熟荒耕作制、休闲耕作

制、轮作制度、精耕细作等四个阶段，这多为学界所认同。

作物布局是指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生产单位内种植作物的种类及其面积比例与区域配置

或田块配置，作物布局是种植制度的主要内容。近年来全球变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而导致全球变暖

的主要原因就是大气层中含有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多，农作物是重要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源,也具有强

大的碳汇功能，气候与作物布局的关系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我国历史上作物布局与生态环境关系的

研究能够为当今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提供历史鉴戒。张先生是较早关注这一学术领域的学者之一，该

篇收录《我国历代作物布局的演变》一文于 1983 年 2 月在《农史研究》发表，作者通过长时段深入考察

我国历史时期的作物布局，认为生态环境、作物品种及其种植和加工技术是影响作物布局的最重要的

因素。比如在生、熟荒耕作制阶段，由于农作条件很差，杂草容易滋生，中原地区主要粮食作物是黍类

占首要地位，因为黍类作物生长旺盛且生长期短，而且只需较少的水分，很适合与杂草竞长。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北方旱地耕作技术成熟和南方水田农业技术发展迅速的时期，有重要的

农书《齐民要术》问世，该时期的农业生产状况是农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该篇收录《魏晋南北朝

区域农业生产概况》这篇名文中关于该时期几个农业区 3的形成过程的论述在学术界影响较大，被学

界同仁多次引用参考4。作者认为由于魏晋南北朝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结合自然条件特点，此时期

形成与其他朝代不同的区域农业生产特点，最终形成不同的农业区。在作物种植方面，认为魏晋南北

朝时期大田作物种类基本是汉代的延续，但大田作物的搭配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泛采用禾谷类和

豆科轮作，并往往在轮作中加入绿肥作物，形成用地养地结合、灵活多样的轮作体系。在适应和改造自

然方面，文中探索性地将农耕技术的进步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候干旱化的趋势相联系，为了应对气

候变化及农业自然灾害,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旱作农业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耕—耙—耱为

中心的抗旱保墒技术，这些观点都是很中肯的。

1 2013 年刘志平先生运用《焦氏易林》这部大致成书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的特殊文化典籍对西汉时期粮食亩

产量进行了分析。

2 张履鹏：《中国农业历史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 年 9 月，第 63 页。

3 江南农业区、淮河农业区、黄河北部农业区、北部牧业区、巴蜀农业区、西北旱农区等。

4 其中代表性的有：李文涛《气候视野下的北朝农业经济与社会》，华中师范大学 2009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145 页；

王玉珊《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 2016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4 页。

农史研究的执著追求与广域探索

137- -



渊三冤农业技术史篇

技术史是研究人类控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农业技术史是阐述农业技术从低级向高级、由经验形

态的技艺向理论形态的技术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农业技术史研究长期处于农史研究的核心地位，其

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对于历史上各项农业技术措施作出符合实际的考察、鉴别与科学的评价。如分析

“畎亩法”“代田法”“区田法”等技术如何产生及适用的地区范围及推广情况等。

“代田法”亦称“代田”，是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总结西北地区的抗旱经验所推广的一种耕作方

法，它所包含的先进技术因素被后世继承和吸收，对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国内关于代田法相关的研究成果，以通史性成果居多 1，张先生是国内较早发表专题论文

研究“代田法”的学者，该篇收录了《汉代推行“代田法”在农业技术改革中的作用》一文 2 ，该文对代田

法的概念、产生背景以及推广价值概括得简洁而确当。作者写道：“由于在同一地块上作物种植的田垄

隔年代换，所以称为代田法。代田法首先体现了耕作制度的改进。代田的技术改革的综合表现，反映了

汉代牛耕和农具改革的发展。代田法在用地养地、合理施肥、抗旱保墒、光能利用、改善田间小气候和

防倒伏诸方面多有建树3。张凤博士在其《“代田法”再认识》一文中强调张先生关于代田法中“一亩三

甽”的观点独辟蹊径 4。

《氾胜之书》是现存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一部农书，书中记载了一种利用马骨汁、羊粪等处理种子

的办法，这是一种古老的种子处理方法，万国鼎先生称之为“溲种法”5。本篇收录《溲种法研究》一文在

《农业遗产研究集刊》6（1958 年第 2 册）上发表，据先生介绍，文章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万国鼎先生的指

导。吴存浩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农业史》一书中对张先生《溲种法研究》给予很高的评价7。本文是作者

亲自试验的总结，种子的处理方法参照了《氾胜之书》的记载，并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实际操作。从试验

的结果看，发现溲种法是“表现增产的”，至于增产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溲种法在种子周围的

拌种材料中含水分较多，促进了种子萌动，提早出苗；二是溲种处理的幼苗强健，幼苗生长快；三是溲

种法起到施“种肥”作用，给幼苗创造了良好的发育条件。在文章结论部分，张先生指出溲种法也存在

一定缺陷，比如种子处理比较麻烦，播种也比较困难，不如现在所采用的一些种肥办法方便快捷。

在汉代农学史中，区田法占居特殊的地位，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改造土壤环境以夺取丰产的重

要创造，是抗旱栽培有效的耕作方法，现在旱区在抗旱播种时还可根据这样的道理创造性地应用。张

先生是农史界率先在田间对“区田法”进行实验研究的学者。杨庭硕先生指出：“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

末，石声汉先生的《氾胜之书今释》和万国鼎先生的《氾胜之书辑释》可谓‘区田法’研究的开山之作。除

了在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之外，‘区田试验’在这一时期也非常盛行。‘区田试验’的试验点大

多集中在河南、甘肃等地，其中以张履鹏先生在河南辉县的试种影响最大”8。本篇收录了《古代相传的

1 代表性著作有：闵宗殿《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简史》（农业出版社，1983 年）；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

1985 年）；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 年）。

2 张履鹏：《汉代推行“代田法”在农业技术改革中的作用》，《中国农史》1988 年第 1 期。

3 张履鹏：《中国农业历史研究》，第 97 页。

4 张 凤：《“代田法”再认识》，《古今农业》2015 年第 4 期。

5 详见万国鼎：《氾胜之书辑释》，中华书局，1953 年，第 45-61 页。

6 1955 年 7 月，经有关部门批准，在南京农学院（即现在的南京农业大学）农史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农业遗产研

究室，该室创办了我国农史学科最早的学术刊物《农业遗产研究集刊》和《农史研究集刊》，至改革开放前只出版

了两辑。

7 具体参阅吴存浩：《中国农业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 年 5 月，第 388 页。

8 杨庭硕：《中国农史研究必须正视环境差异———对汉代关中“区田法”的再认识》，《中国农史》2016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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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田栽培法》一文，在论文写作之前，作者进行了广泛的资料收集和实验准备，尤其重视流散在民间的

材料，如河南流传的清代的《区田解说》及河南淇县冯绣所写的《区田试种实验图说》。在遍览关于区田

的书籍后，作者发现区田的栽培方法各书记载并不一致。为了掌握运用区田种植的第一手资料，他于

1956 年在河南辉县试用区田办法种粟一亩，生长的结果是没有倒伏现象，亩产 314.6 斤，在该年雨水

成灾的情况下，比一般耕作法产量为高。通过“区田法”种粟的实验，结合当时各地的区田栽培实验，发

现区田栽培的产量与古代书中所载有出入。这又激发了作者对区田法在生产上作用的探讨，在翻阅古

籍资料后，发现我国北方自古以来旱灾史不绝书，当时较适合点种的秋粮高杆作物较少，古代旱田最

主要的作物为粟，但是粟植株较小，每亩株数多，如行条播，抗旱点种和浇水保苗都有困难，采用“区田

法”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经过反复实验和对农史文献的认真分析，并向农史学家王毓瑚先生虚心求教，

终于完成《古代相传的区田栽培法》一文，发表在 1957 年的《农业学报》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刘驰先生

在《区田法在农业实践中的应用》一文中指出：解放后张履鹏和杜豁然两位先生对区田法试验和调查

的记录，“远较前人的详尽可靠”1。我国古代先民留下了丰富的农业科技文化遗产，尤其在大力发展生

态农业的今天，很有深入挖掘和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要，而要做好转化和创新工作，就

离不开农业科技人员等的大田实验，张履鹏先生当年为了摸清古代农业技术真谛而深入田间地头进

行耕作试验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只有把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和现代农业科技相结合并付之

于生产实践，才能不断焕发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强大的生命力，为发展现代化的生态农业做出贡献。

渊四冤农田制度史篇

田地是经过人耕种的土地，田制是统治者管理土地的制度。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根据各个历

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历代统治者均制定、施行了一定的田地制度。近年来张先生在农田制

度史领域陆续有三部专著出版 2，其中《宋代奠定的佃耕制及其后世沿革》是目前所见国内学者出版的

唯一一部关于宋代佃耕制的研究专著，《两汉名田制的兴衰》同样是目前所见国内唯一的关于名田制

的研究论著。名田制和佃耕制是中国历史上两种重要的的农田制度，可见先生在中国农田制度史领域

的地位和影响力。这在《中国农业历史研究》一书中有充分的体现，农田制度史篇所收录的七篇文章，

与名田制相关的有两篇，研究佃耕制的有三篇。其中的《历代田制的分期回眸与展望》一文，将中国的

田制史划分为井田制、名田制与豪强庄园制、均田制、佃耕制和集体制等五个阶段。在分析各个历史阶

段田制特点的基础上，作者提出：纵观中国历代田制的发展变化，推动变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主导

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田制是随着社会发展，遵循着规律，有一定的发展阶段，而且难以逾越；总之，田

制对于农业生产至关重要，需要不断改革，以适应经济发展。

本篇收录《汉初名田制执行情况探讨》一文中，先生认为近年来由于“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

以及一些重要文献、文物、遗址的出现，对汉初名田制的执行的研究有了更为可靠的材料。结合汉代正

史《汉书》等的相关记载，文章得出结论：汉初名田制已经日臻完善，处于基本成熟期，推行名田制已成

为汉代四百余年土地制度的基本国策。

本篇收录的《庄园制与佃耕制不同时期土地改革问题的差异》一文，探讨了佃耕制千年不衰的缘

由，先生认为佃耕制的实现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社会综合发展的结果。佃耕制使土地买卖频繁，土地

地权经常转换，使一些人利用经济手段亦可获得土地所有权，减少了用暴力夺取土地的可能性。作者

还重点剖析了宋代较普遍实行佃耕制的原因：当时出现了许多庶族地主；土地零细化、土地买卖频繁、

劳动力自由化，导致大量的雇工出现等。先生这些贯通古今的通透洞察力和独到的学术见识，对当今

1 刘驰：《区田法在农业实践中的应用》，《中国农史》1984 年第 2 期。

2 三本专著分别是：《中国农田制度的变迁与展望》，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宋代奠定的佃耕制及其后世沿革》，花

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 年；《两汉名田制的兴衰》，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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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的调整和完善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渊五冤农业遗产与考古篇

农业文化遗产是我国的宝贵财富，目前我国农业面临的很多问题都能在我国重要的农业遗产中找

到解决对策。本篇收录《漫谈研究继承农业遗产》一文于 1963 年在《河南日报》发表，文章认为我国古代

的农学著述不但数量较大，而且质量很高，比如《氾胜之书》《齐民要术》《王氏农书》和《农政全书》等著作

的很多内容至今仍然使我们感到惊奇和自豪，深入研究和继承古农书的有关农业理念和生产技术在现

今仍有必要。他还提出研究我国古代农学遗产，同时需要重视研究总结农家谚语和地方志书等。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由于中国农业考古学的奠基人陈文华先生的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动，农业

考古学这一新的学科在我国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张先生也是农业考古与农业历史研究相结合研究

的积极参与者。他十分关注各地出土的农业考古资料。河南内黄三杨庄遗址自 2003 年被发现以来，引

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相关领域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遗址的性质、成因、聚落形态及农业耕作

技术等有关问题进行了多学科、多方面的探讨。本篇收录的《国内首次发现保存完整的汉代村落遗址》

一文是国内学者中较早把三杨庄遗址考古材料与农史文献相结合并加以互证的力作。由于张先生多

次到三杨庄遗址实地考察，并与该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刘海旺研究员合作研究、深入研讨，论文材料

翔实，论证透彻，改变了以往单纯依靠文献、图像资料和模型明器来研究汉代农耕文化和农业生产的

状况，使人们对《汉书·食货志》等文献对“代田法”的记载有了新的直观的认识。

张先生是我国谷子起源问题的早期探索者，本篇收录《谷子的起源与分类史研究》一文发表于《中

国农史》1986 年第 1 期。关于谷子的起源问题，文章主要运用史前文化遗址出土实物加以证实，并对

谷子在史前农业生产的主要生态环境进行了探索，认为该时期谷子的生产地并非完全是干旱地区。粱

与粟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作物分类上所关注的问题，该文参照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粮食和陶仓上的

粮食名称，运用名物学的研究方法，对粱与粟的异同进行了分析。张先生这篇文章发表以来，目前该文

的主要观点被引用超过 20 余次1。张先生不但是谷子起源问题的早期探索者，在谷子育种方面同样有

有杰出贡献。据先生介绍，1949 年春，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先生刚满 20 岁，和那个时代众多爱国进

步青年一样，他带着火一样的热情来到了当时刚成立的位于菏泽的冀鲁豫行署农业试验场，带领三位

学员开始了杂交谷物的育种工作，从此走上了农业科技的探索之路。由于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科学

研究必须自力更生，先生自学农业科技知识，经常深入到农村搞调查研究，不知疲倦地在田间进行反

复耕作、栽培实践，终于在 1958 年培育出我国第一个定型的谷子杂交新品种，成为农学界公认的我国

历史上第一个谷子杂交种的培育者2。当时正值国内三年困难时期，这项成果及时解决了粮食增产问

题，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和各级政府的充分肯定。 图 1 是当年先生在河南新乡农科所工作期间当地

媒体的报道配图，图中先生读书专注的神情使我们有机会看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高度敬业和执着追

求的精神风貌。先生是我国第一个谷子杂交种的培育者，1963 年 2 月 25 日《人民日报》发表《知识分

子深入农村，劳动农民钻研科学，河南涌现一批优秀农业科学人才》的评论员文章，文中对张先生深入

农村，总结谷子栽培能手的种田经验，并进行科学实验的态度和方法给予高度评价。

渊六冤农村社会史篇

随着近年来社会史研究的蓬勃开展，农村社会史开始在农史研究领域占有一定的地位，张先生对

1 文章引用情况有：王星光、贾兵强和李秋芳等众多学者发表的学术论文 16 篇；李凯学、李艳红和芦宁等硕士学位

论文 3 篇，何红中、吴文婉和朱正西等博士学位论文 3 篇。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名录·1992 年卷第 1 分册》（国家人事部专家司编，1995

年）记载：“河南财经学院张履鹏教授为全国谷子育种研究主持人，开创谷子杂交育种，培育品种 20 个，推广效益

达 11.1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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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史方面的研究特色很是鲜明，尤其社会关怀色彩极其浓厚。

官员俸禄制度是官制研究的重要内容，我国古代官员对社会发展有引领作用，因此官员俸禄制度

事关官员切身利益，不仅深刻影响政治发展，还必然对社会和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农业在我国古代

经济生活中一直居于支配地位，政府的税收来源于农业的比例最大，官员的俸禄均直接或间接取之于

农业。本篇收录张先生《农业状况与古代官俸关系》一文选题角度新颖，文章从历代农业政策、农业生

产方式、农业制度等方面与官员薪俸制定的关系进行探讨，指出古代官员俸禄的高低“一要看官员的

贡献；二要照顾农民的生活水平，”并认为“这是古代官府制定俸禄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指出俸禄对于

官员的廉政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增加俸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养廉防贪作用。

历史上我国人口多数居住在基层，基层稳则国家稳。我国古代基层政权的行政环境复杂，并且政

治敏感性强，因此古代农村基层行政改革是各个历史时期当政者保持基层稳定而重点解决的问题。本

篇收录《农村基层行政变革历程》一文是张先生在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变革”这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上的探索成果。文章以田制与基层行政的关系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了井田制、名田制、庄园制、均田制

和佃耕制下农村的行政组织的构建和变革。文章第二部分深入研究了历代农村基层行政的任务和特

点，认为“教化、治安、睦邻”为农村基层行政的主要任务，主要特点包括非正式官员开支低微、乡土气

息浓厚和官气小等。文章结论部分联系当前部分农村地区相对衰落的现实，提出农村要加快改变气氛

沉闷的精神状态，创造条件使大量的农村人才有用武之地，同时积极吸引人才回到农村安居和创业。

渊七冤其他篇章

其他篇章包括农业财税金融史篇、农村商贸旅游史篇等。农业财税金融史和农村商贸旅游史从宏

观上来讲可以纳入农业经济史的研究范畴，张先生将二者单独列出，足见二者在农史研究领域的特殊

价值。

农业财税金融史篇所收录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农税变革和货币起源与农业的关系领域，其中分别

以《历代农税改革探讨》和《农业生产发展与货币的起源》为代表。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古代社

会，关于历代农税改革问题属于我国古代政府财政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历代农税改革探讨》一文中，

张先生认为我国古代农税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并试图解决纳税不均和逃税

等问题。从几次农业税收改革都能实行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来看，这些税改措施基本上是符合古代农业

社会发展规律的。该文研究贯通我国历代的农税改革，从先秦一直到明清，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史

研究都颇有参考价值1。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研究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问题的开先河者是王毓铨先生，其代表

作是其专著《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2。随后关于我国古代货币起源的研究有更多的学者加入，

其中以复旦大学叶世昌教授在该领域成果最多且众多观点得到学界认同，叶世昌教授认为我国古代

货币的起源是多元的。张先生《农业生产发展与货币的起源》一文则是一篇从我国古代农业发展的角

度谈论货币的起源问题的重要文章，先生认为我国古代货币的形成和发展和农业发展是同步的，不但

货币的外形来源于农业生产，货币的职能也是随着农业的进步而不断扩大。这个重要观点丰富了我国

古代货币起源多元化的观点，因为中国古代长期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时期，货币的起源与发展自然与

主要经济形态相伴而生。

农村商贸旅游史篇所收录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商业的发展环境和宋代农村休闲旅游等领域，其中

1《历代农税改革探讨》发表于 2004 年，2005 年厦门大学历史系何世鼎和王万盈先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发表

《2004 年先秦秦汉经济史研究述评》一文，把《历代农税改革探讨》一文中先秦秦汉部分的内容列为 2004 年先秦

秦汉小农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文章。

2 王毓铨：《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科学出版社，195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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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以《重农政策与官工官商关系》和《宋代田园诗中所见的农村经济》为代表。国内学者关于古代中

国“重农政策”的研究较为透彻，而直接研究“官工官商”的成果较少，二者关系的研究成果更是凤毛麟

角，先生《重农政策与官工官商关系》这篇文章选题学术价值突出。文中提出：我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始

终以“重农政策”为基本国策，总体上重农政策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官工官商”是我国古代君权专制在

经济领域的体现，中国历代政府依靠政治力量，“官工官商”始终占有优势，但对“官工官商”促进农业

发展的作用并不宜扩大，它却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妨碍农村商品化、区域化和专业化的进程。

田园诗在宋代出现繁荣之势，宋代田园诗是中国田园诗发展的高峰1，史料价值很大，尤其对宋代

农史的研究关联密切。张著收录的《宋代田园诗中所见的农村经济》一文，对宋代田园诗的盛行原因进

行了分析，认为一方面是文人的努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结果。文章主要从田园诗

反映的宋代农田水利建设、农村政治和经济状况以及对普通农家农业劳作等方面来探讨当时的农村

经济状况。

通观编入《中国农业历史研究》的 49 篇论文，可以清晰地看出作者的研究旨趣：选择中国农史发

展中具有整体性和基础性的重要问题去挖掘探研，涉猎广泛且力求深入，几乎将中国农史相关的研究

领域都囊括其中，尤其对农业经济史的研究多有建树。通过对中国农业历史纵向长时段的考察和横向

剖面的深刻分析，展示了一位资深学者的卓荦学识和精湛见解。如果从先生发表第一篇农史文章开始

算起，时至今日张先生已经从事农史研究将近 60 年 2，几近一个甲子的研究历程。张先生学术生涯的

高峰是参与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这个国家出版工程，该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张先生

排名第六，前五名分别是梁家勉先生、章楷先生、闵宗殿先生、李根蟠先生、游修龄先生等农史大家。张

先生主持编写魏晋南北朝农业科技史一章，是难度较大、分量较重的部分。因为该时期中国正处于民

族大分裂、大迁徙、大融合的动荡过程，千头万绪，材料收集和整理难度很大。张先生还是克服重重困

难如期高质量地完成了该章的撰写，这与他长时期持之以恒的治学态度和丰厚学养分不开。即使近年

来年事已高，先生仍然积极参与农史学会的活动，书中《河南省农史研究会三十年回顾与展望》也为我

们了解河南乃至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从中可见他在学会组织和农史人才培

育方面的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中国农业历史研究》一书围绕农业开发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技术史、农田制度史、农

业社会史等内容，就中国古代农业的众多学术领域展开了系统研究和大胆开拓，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

的观点，显示了张履鹏先生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勇于探索的可贵精神，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张

著彰显的求实致用、立足实验、敢于担当、大胆创新的精神和品格，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大力提倡

的。目前先生已是 89 岁高龄的耄耋老人，但他依然笔耕不辍，对当下的“农业历史与乡村振兴”和“乡

贤与农村风俗”等热点课题仍在孜孜以求，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究。正如闵宗殿先生为张著作序中所

言：“张先生的文章同为人一样，淳厚、朴实而又深沉。我喜欢他的为人，也喜欢他的文章。《中国农业历

史研究》的出版，我心中既高兴又激动”。张先生其人朴实淳厚、德劭望重，其文博学精湛、富于创新，令

人感佩不已。2019 年是张先生的 90 华诞之年，谨以此文向张履鹏先生表示我们最美好的祝福：恭祝

张先生健康长寿，颐享天年，不断有惠及学界及后辈学人的研究成果问世。

[2019 年是张履鹏教授 90 华诞之年袁谨以此文深表敬意和诚挚祝贺]

1 刘文刚：《繁荣美奂的宋代田园诗》，《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2 期。

2《溲种法研究》和《冬谷实验及调查报告》这两篇文章发表与 1958 年，《西汉文景时期的粮食生产水平刍议》《从柴

山保土地革命谈佃耕制》和《西汉名田制执行中的卖爵与赐爵》等三篇文章发表于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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