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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农业与盛唐景象
简评李钊 《唐代 四 川 农业发展 与 社会变迁研 究 》

黄剑华

内容提要 ： 本文从四 川 地 区农业的 重要性 、 巴 蜀 农业研究 尚存 的 薄弱 处 出 发 ，

对 《唐代四 川 农业发展与社会 变迁研究 》
一 书进行 了 评介 ， 认为 该著作 弥补 了 唐代

四 川 地 区农业研究的 不足 ， 特别是对天府农业的 重要性和社会 变 迁 问题进行 了 深入

探讨 ， 研究思路与理论方 面有所创新 。

关键词 ： 《唐代四 川 农业发展与社会 变迁研究 》
；
四 川 农业 史 ；

巴 蜀 农业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是中华文明 的摇篮 。 我 国 的农业起源甚早 ，

在原始社会长江流域就出现了稻作农业 ， 黄河流域已 出现了旱作农业 。 原始农业不仅提供了

粮食 ， 也促使了人 口繁衍 ， 衍生 了丰富多样的文化习俗 。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 ， 农业的作

用是非常关键的 ， 对文明的繁荣 、 国运的 昌盛 、 社会的兴旺 ， 都至关重要 。 最近读了李钊的

新著 《唐代 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 》 ， 就对长江上游四川地区 的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

做了深人探讨 ， 提出 了许多卓有新意的见解 。

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 自古以来被称为天府之国 ， 是个富庶 而又神奇的地方 。 上古时期蜀

山 氏就以养蚕闻名于世 ， 《说文解字 》 解释蜀字的 由来就与蚕有关 。 传说蚕丛建 国 ， 被后世

尊崇为青衣神 。 《史记 ？ 五帝本纪 》 记载黄帝娶西陵氏女嫘祖为正妃 ， 又为儿子 昌意与蜀 山

氏联姻 ， 将养蚕纺织技术传播到 了华夏和九州 。 古蜀不仅是最早植桑养蚕和纺织丝绸的发祥

地 ， 也是出产优质稻谷的膏腴富庶之区 。 《 山海经 ？ 海内经 》 记述说 ：

“

西南黑水之间 ， 有都

广之野 ， 后稷葬焉 。 爰有膏菽 、 膏稻 、 音黍 、 膏稷 ， 百谷 自 生 ， 冬夏播琴 。

”

都广之野 ， 就

是成都平原 ， 由此可见地理环境的膏腴与五谷的丰饶 。 常璩 《华 阳 国志 ？ 蜀志 》 说 ：

“

其山

林泽渔 ， 园 囿瓜果 ， 四节代熟 ， 靡不有焉 。

”

又说杜宇取代鱼凫成为蜀王后 ， 以农业兴 闰 ，

使古蜀 国的繁荣达到 了 鼎盛 ， 获得了西南地 Ｉ
Ｘ：各部族的拥戴 ， 被尊崇 为

“

杜主
”

。 这些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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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古蜀时期农业的兴旺 ， 秦并巴蜀之后便充分利用 巴蜀地区的人力物力 ， 为后来秦始皇统
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 在李冰为蜀守的时候 ， 大兴水利 ， 建造了都江堰 ， 于是蜀沃野千里 ， 水

旱从人 ， 不知饥馑 ， 成都平原从此成了名副其实的物产富庶 、 安居乐业之地 。

四川 的农业经过秦汉时期的大力发展 ， 渡过了两晋之际的战乱 ， 到了唐代进人了新的繁

荣发展阶段 ， 获得了
“

扬一益二
”

的称誉 。 四川是唐代最重要的絹产地 ， 据 《大唐六典 》 卷

二十
“

太府寺
”

记载 ， 四川的绢产地有 ２ ８ 个州 ， 约 占当时全国 ８ ７ 个产绢州 的三分之一 。 成

都的商贸与文化也非常活跃 ， 加上经济的快速增长 ， 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 。 得益于农业的富

饶与织造业的兴旺 ， 成都在唐代已发展成为一座全国最繁华的商业都会 ， 当时能和成都相 比

的只有长江下游和大运河交汇处的扬州 了 。 《元和郡县图志 》 说 ： 扬州
“

与成都号为天下繁

侈 ， 故称扬 、 益
”

。 但成都代表的是源远流长的繁华 ， 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是超过扬州 的 。 唐

宣宗时有个叫卢求的文人 ， 在 《成都记序 》 中就分析比较说 ：

“

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

者曰扬 、 益 。 以扬为首 ， 盖声势也 。 人物繁盛 ， 悉皆土著 ， 江山之秀 ， 罗锦之丽 ， 管弦歌舞

之多 ， 伎巧百工之富 ， 其人勇且让 ， 其地腴以善 ， 熟较其要妙 ， 扬不足 以侔其半 。

”

卢求说

得很客观 ， 也很中肯 。 之后扬州遭遇了唐末五代时的连年战乱 ，

“

江淮之间 ， 东西千里扫地

尽矣
”

。 只有成都依然保持着安定和繁荣 ， 为战乱后的 中 国继续提供着农业粮食与丝织品 ，

给予了经济方面的滋养和保障 。 每次在历史的重大转折之际 ， 天府农业都做出 了重要贡献 。

学术界对于巴蜀农业的研究 ， 关注者较多 ， 但以往的研究成果却较为薄弱 。 其原因倒不

是因为农业的话题过于简单 ， 主要还是由于文献史料与考古出土资料的不足 ， 所以使得一些

研究者浅尝辄止 ， 而未能做深入的钻研和探讨 。 其实巴蜀农业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

域 ， 无论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突出作用 ， 或是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巨大功绩 ， 都值得认

真细致地论述 。 尤其是巴蜀农业和地理环境 、 民族构成 、 文化经济 、 社会生活 、 民俗民风等

方面的密切关系 ， 以及在漫长的各个历史阶段中的发展与变迁 ， 更需要深入透彻地梳理和研

究 。 以史为鉴 ， 可以知兴替 。 通过对巴蜀农业的研究 ， 不仅有利于了解古代 ， 也有益于改善

现在和开创未来 ， 对四川农业的兴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李釗正是有感于此 ， 所以在这个领

域进行了长期而深人的探讨 。 他在四川大学师从彭邦本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 ， 就选择了

唐代四川农业作为论文选题 ， 为此而潜心钻研 ， 广泛收集资料 ， 经过数年的辛勤坚持和不懈

努力 ，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博士顺利毕业后 ， 他执教于西华大学 ， 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 ， 又

在巴蜀农业研究领域继续开拓 ， 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做了大幅度的充实 。 从著述框架的构

思 、 学术理论的构建 、 多学科相结合研究方法的使用 ， 到具体章节的安排 以及资料的选取 ，

他都反复斟酌 ， 精益求精 ， 又付出 了大量的心血 ， 终于完成了这部厚重之著 。

这部新著有几个显著特点 ，

一是对唐代四川农业进行了综合阐述 ， 对行政区划的历史演

绎 、 人文地理特点 、 从古蜀秦汉以来的发展 ， 做了精练的分析 ， 从而揭示了 四川农业深厚的

发展底蕴 。 二是对四川农业物质生产资源的演进 、 四川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演变 、 四川农业生

产技术资源的推进 ， 分别用专门 的章节进行了细致的探讨 ， 提出 了精到的分析看法 。 三是对

唐代 四川农业与商业经济的关系 、 四川农业发展与农民家庭的分化 、 四川农业发展与民俗民

风的形成 ， 以及四川地区民族交往与农业经济的状况 ， 包括西南边境戍边驻军与农业发展的

情形 ， 做了深人的历史考察 。 可 以说李钊的学术探讨既是综合的 ， 也是立体的 ， 书中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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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也 比较细致而周全 。 在研究资料引用上 ， 既有众多的传世文献记载 ， 又有大量的考古资

料 ， 还有相关领域学者们的文章论述 ， 李钊都仔细引用 ， 并都详细注明 了 出处 ， 充分显示 了

严谨的学风 。 在研究方法上 ， 李钊 以史学为主 ， 并采纳 了考古发现 、 地方志与 民族史等诸多

方面的资料 ， 相互印证 ， 深人探讨 ， 采用 了 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取得 了非常好的效

果 。 在理论方面 ， 书中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 ， 全面考察和深人剖

析了唐代四川地区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 内容与规律 ， 做了很好的论述与归纳总结 。 这

些都难能可贵 ， 值得肯定和称赞 。

李钊这部新著的 出版问世 ，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了唐代四川地区农业研究的不足 ， 特别是

对天府农业的重要性和社会变迁问题进行了深人探讨 ， 提出 了很多真知灼见 ， 在研究思路与

理论方面都有所创新 ， 真的是可喜可贺 。 这部新著不仅在学术研究领域值得称道 ， 同时也为

当前成渝地 ＩＸ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理论思考 。

（作 者单位 ：
四 川 省 文 物考 古研 究 院 、 四 川 省人 民 政府 文 史研 究 馆 ）

相关链接 ：

李剣著 《唐代 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 》 ， 新华出版社 ２ ０２ １ 年 １ ２ 月 第 １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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