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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崇祯!松江府志"卷 '!物产"有徐宗伯玄扈!告乡里文"一则*是

关于徐光启和中国农史的重要史料*对于研究徐光启的生平事迹&农学思想的形

成&传统农业对于灾害的应对*乃至农学知识的传播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迄今为止*!告乡里文"尚不见于!徐光启集"等文集之中*也不见有学者的引证

和研究+ 文章首次将其揭橥学界*对其加以点读&释注*并结合其产生的背景进

行初步的解读*期待国内外同好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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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雄生*"('$ 年生*江西新干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

!

!本文所据版本为!崇祯松江府志影印本"$!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 年%+ 以下凡

引自该书*均注以'影印本aa页(+

10$告乡里文%释注

明崇祯!松江府志"

!卷 '!物产"有徐宗伯玄扈!告乡里文"+ 徐宗伯玄扈*即徐光启+

徐光启文集在明朝即刊刻有!徐氏庖言"和!徐文定公集"两书+ 清光绪二十二年$")('

年%李禞$问渔*")&*)"("" 年%所编!徐文定公集"& 卷出版-光绪三十四年$"(*) 年%徐

光启 "" 世孙徐允希在李禞的基础上重编!增订徐文定公集"b 卷-民国二十二年$"(##

年%徐氏后代徐宗泽编!增订徐文定公集"b 卷+ "('$ 年*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下两

册$中华书局*"('$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新版%凡辑录文 $*& 篇*诗 "& 首*是迄今

徐氏文集最完备的整理本+ 尽管如此*王重民说#'徐光启的遗文是很多的*这里所搜辑

的当然不够完备*以后应该随发现*随补充+( $."/*#( 页%该书出版后*徐光启著述又有

若干新发现*多已收入!徐光启著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 以上两书可以说汇

集了徐光启的大部分传世文字*但可能还有遗漏+ 近年*汤开建&马占军又发现了保存在

!守圉全书"中的徐光启&李之藻佚文.$/

+ 但现行文集和学者的研究似都未提及崇祯!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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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府志"中所收录的徐光启!告乡里文"+

崇祯!松江府志"由方岳贡修*陈继儒纂+ 他们都与徐光启及其著作的整理出版有

着不少的联系+ 方岳贡$0 )"'&& 年%*字四长*谷城$今湖北省谷城县%人*明代天启

二年$"'$$ 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兼东阁大学士+ 在任松江知府时*他曾属意徐光启

的学生陈子龙进士编辑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使该书在作者身后得以出版+ 陈继儒

$"bb))"'#( 年%*字仲醇*号眉公*又号麋公*是徐光启的同乡*明代著名学者*工诗

文*善书画*'博学多通(*深得黄道周等人的称道*朝廷多次下诏征用*皆以疾辞*甘做

隐士*自称'布衣(*为松江一代名流+ 为!松江府志"重修作序的董其昌也是徐光启的

同乡好友+ 万历十六年$"b)) 年%徐光启曾和董其昌&张鼐&陈继儒同到太平$今安徽

当涂%去应乡试+ $."/*"& 页%

!松江府志"全书共 b) 卷*完成于崇祯三年$"'#* 年%*此时离徐光启去世还有 #

年+ 作为从松江走出去的大学士*自然备受家乡人们的关注*他的入志自是在情理之

中+ 比如*卷 ''物产(中就提到'近海上徐玄扈劝人蚕桑*自植桑百本于家园+ 然习俗

难化*蚕事未兴*贸丝皆他郡+(卷 b&'著述(也有关于!农遗杂疏"等徐光启著作目录的

著录+ $影印本 "&$% 页%除此之外*卷 ''物产(中还直接引述了徐著!农遗杂疏"等文

字*!告乡里文"即其中之一$影印本 "&&)"&' 页%+ 其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毋庸

置疑+

原文影印$图 "%并点读&释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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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明崇祯!松江府志"所载徐光启!告乡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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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宗伯玄扈!告乡里文"时年庚戌!

#水灾$近日水灾#低田淹没% 今水势退去#

禾"已坏烂#凡我农人#切勿任其抛荒% 若寻种下秧#时又无及#六十日乌#可种#收成

亦少% 今有一法#虽立秋后数日#尚可种$稻#与常时一般成熟% 要从邻近高田#买其

种成晚稻&虽耘耨已毕#但出重价#自然肯卖&每田二亩#买他一亩#间一科%

#拔一科&

将此一亩稻#分莳&低田五亩&多下粪饼#便与常时同熟&其高田虽卖去一半#用粪接

力'

#稻科长大#亦一般收成% 若禾长难莳#须捩(去稍叶#存根一尺上下莳之% 晚稻

处暑后方做肚)

#未做肚前尽好分种#不妨成实也% 若已经插莳*+,

#今被淹没#又无力

买稻苗者#亦要车*+-去积水#略令湿润#稻苗虽烂#稻根在土#尚能发生#培养起来反多

了稻苗#一番肥壅#尽能成熟% 前一法是江浙农人常用% 他们不惜几石米#买一亩禾#

至有一亩分作十亩莳者% 后一法#余常亲验之% 近年水利不修#太湖无从泄泻#戊

申*+.之水#到今未退#所以一遇霖雨*+/

#便能淹没#不然已前何曾不做黄梅*+0

' 惟独今

年#数日之雨便长得许多水来% 今后若水利未修#不免岁岁如此% 此法宜共传布之%

若时大旱#到秋得雨#亦用此法#不信问诸江浙客游者% 凶年饥岁#随意抛荒一亩地#

世间定饿杀一个人% 此岂细事#愿毋忽也%

下面再就该文内容*结合其背景*做如下解读+

.0$告乡里文%的写作背景

!告乡里文"作于 "'"* 年*三年前*即 "'*% 年 b 月 $# 日*徐光启的父亲卒于京邸+ 徐

光启扶柩归葬*回籍守制+ "'*) 年夏*江南地区遭遇特大水灾+ 这次江南水灾的特点是#

水势大*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损失惨重+ 水灾过后*并伴有蝗灾和社会动荡的发生+

灾害达到 $** 年一遇的程度+ 并且*这次大水灾的影响并没有很快消除*由于水利失修*

水位迟迟没有退去*一遇持续降雨*便又涨起水来+ "'"* 年的情况便是如此+ 水灾原本

就是困扰江南水乡农业生产和人们生活的最大不利因素*持续三年的大水*更让人不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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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戌*公元 "'"* 年*也即万历三十八年*时年徐光启 &( 岁+

禾*禾本科作物的植株*这里指稻+

六十日乌*水稻品种名+ 生育期约 '* 天左右$实际可能稍长%*谷壳为黑色*故名+

种*指播种*此处当为移栽+

科*也做'窠(*丛+ !农桑衣食撮要"卷上#'插稻秧#芒种前后插之*拔秧时*轻手拔出*就水洗根去泥*约八&

九十根作一小束*却于犁熟水田内插栽*每四五根为一丛*约离五&六寸
"

一丛*脚不宜频那*舒手只插六丛*

却那一遍*再插六丛*再那一遍*逐旋插去*务要窠行整直+(这里的一丛*即为一科+

莳*移栽+

接力*追肥+

捩*拧+

做肚*孕穗+ 稻麦等作物在抽穗前杆子呈现粗大饱满之状*俗称做肚+ 这里指水稻+

插莳*插秧移栽+

车*水车+ 此处当动词用*指用水车排水+

戊申*公元 "'*) 年*明万历三十六年*时年江南大水+

霖雨*连绵大雨+ !说文"#'霖*雨三日已往(*意思是说雨连续下三天以上*称为霖+

黄梅*又叫'黄梅雨(&'梅雨(或'霉雨(*指春末夏初江淮流域持续较长的阴雨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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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 因此*文中除了开门见山地提到'近日水灾*低田淹没(之外*更提到'戊申之水*到今

未退*所以一遇霖雨*便能淹没*,,数日之雨便长得许多水来*今后若水利未修*不免岁

岁如此+(

始于 "'*) 年的这次水灾给徐光启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他在!甘薯疏序"一文中也提

到*'岁戊申*江以南大水*无麦禾(+ 甚至他的某些学术观点的形成也可能与这次水灾的

遭遇有直接的联系+ 比如他在!农政全书"中提出的'蝗虫为虾子所化(的观点+ 有学者

对于徐光启提出这样一个没有科学依据的观点表示怀疑.#/

+ 其实*徐光启自己说得很明

确*'或言是鱼子所化*而臣独断以为虾子(+ 在徐光启之前早就有蝗为鱼虾所化的观点*

如明万历二十五年$"b(% 年%陈经纶在一篇题为!治蝗笔记"的文章中提到#'因阅!埤雅"

所载*蝗为鱼子所化*得水时则为鱼*失水则附于陂岸芦荻间*燥湿相蒸*变而成蝗+( !埤

雅"为北宋陆佃$"*&$)""*$ 年%所作*因知宋代已有此说+ 明人谢肇膌$"b'%)"'$& 年%

亦言#'相传蝗为鱼子所化*故当大水之岁*鱼遗子于陆地*翌岁不得水*则变而为蝗矣+

雌雄既交*一生九十九子*故种类日繁+(

.&/徐光启的发展在于将鱼子确定为虾子+ 而这

种观点的提出和接受可能与他经历的 "'*) 年的水灾有关+ 因为当年在水灾过后*并发了

蝗虫$荒虫%*而且蝗虫过后*鱼虾特多*于是很多人都将蝗与虾联系起来*认为虾为蝗虫

所化!

+ 在此基础上*徐光启推断出蝗为虾子所化的观点*认为虾蝗为一物*'在水为虾*

在陆为蝗(+ 这也是当时多数人的看法+

面对 "'*))"'"* 年的特大水灾*在家丁忧的徐光启一方面'建议留税金五万赈苏&

松&常镇+ 发仪真盐课及税金各十五万赈杭&嘉&湖+ 诏从之*全活甚众(

.b/

*一方面设法

生产自救*故于农事尤所用心+ 徐家有双园$桑园%在南门外*又有农庄别业在法华南徐

家汇+ 因'江以南大水*无麦禾*欲以树艺佐其急*且备异日(+ 树艺指的就是大田作物之

外的种植+ 徐光启认为*'方舆之内*山陬海遖*丽土之毛*足以活人者多矣+(在稻麦等大

宗粮食作物因水灾而歉收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粮食问题*以保证灾民不因饥饿而死*他试

图通过引种新作物来解决粮食问题*'每闻他方之产可以利济人者*往往欲得而艺之*同

志者或不远千里致*耕获*时时利赖+(闻闽&越引种甘薯利甚溥*特托友人自福建莆

田'三致其种*种之*生且蕃*略无异彼土(+ 于是*'欲遍布之(*撰!甘薯疏"*广为宣

传+

.'/还积极试种从北方引种的芜菁&旱芋等*专门撰写!芜菁疏"一文*对芜菁作介绍*并

在!农遗杂疏"对旱芋加以记载+ $影印本 "b# 页%还在家乡陆家浜其父眆四周*栽植女贞

树数百本*拟养白蜡虫+ 又'自植桑百本于家园(+

.%/

徐光启试图通过'树艺(*来解决水灾之后百姓的饥荒问题+ 即便是试种女贞树放养

白蜡虫也与此有关+ 他认为利用荒山隙地种植乌桕&女贞等经济林木*制造照明燃料*可

以减少麻&菽&荏&菜等常规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腾出更多的土地用于生产粮食+

.)/之

前*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就曾提出过类似的主张*对于不适合于生产粮食的土地*要因地制

宜*通过种植果树&林木及其他一些经济作物*如枣&榆&柳等*加以合理的利用*以充分发

挥土地的生产能力*做到地无遗利+ 但徐光启也知道*种植桑树&女贞&乌桕*并不能解决

!

如*崇祯!吴县志"卷 ""'祥异(#'六月*有虫如蚊而大*抵暮聚集空中*望之如烟雾*声响成雷*经月忽不见*于

积水中生细虾无数*饥民取以为食*或云即虫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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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饥荒*甘薯&芜菁&芋等虽然丰产&易种*但由于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还受到风土论

的影响*一时难以接受*而且对大多数的江南百姓来说*也缺少相关的知识和种子*推广起

来也有相当的难度+ 要真正解决百姓的粮食问题*当务之急还在于恢复和发展当地的水

稻生产+ 所以徐光启还是在水稻种植上做文章*这也是江南人民所最擅长的活计+ !告

乡里文"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炉的+

20$告乡里文%解读

!告乡里文"是针对 "'*) 年至 "'"* 年三年江南连续水灾的现实写作的+ 江南水灾的

发生往往与梅雨有关+ 农历的四&五月间*长江中下游的许多地区持续阴雨连绵*此时正

是梅子黄熟的季节*故称梅雨*因较长时间的闷热潮湿*阴暗多雨*湿度大*室内物件易发

黑*故又称'霉雨(+ 梅雨季节正是江南地区水稻育秧移栽&小麦成熟收获的季节+ 长时

间的雨水浸泡*不仅使水稻播种难以进行*勉强播种下去之后*也可能导致烂秧*即使是移

栽之后*也有可能被大水淹没而坏死+ 而对于黄熟期的二麦来说*也同样面临着因浸泡而

腐烂的危险+ 梅雨一般持续一个多月的时间*到农历五&六月份*芒种节$' 月 b 日%前后*

梅雨停止*大水回落+ 水退之后如何抓住有利时机*恢复水稻生产是徐光启!告乡里文"

关注的重点+ 据此估计*!告乡里文"的成文时间当在五&六月份*更确切的可能是在立秋

前后+

徐光启之前*江南地区的农民在应对水灾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宋元以来*江

南民间所流行的一本名为!田家五行"的占候书中就有'重种二禾(之说!

+ 所谓'重种二

禾(*是指水稻播种&移栽之后*由于遇上水灾*稻田淹没*禾苗坏死*需要重新播种&移栽+

北宋苏辙有诗提到由于连雨江涨*引发水灾*以致'东郊晚稻须重插(

.(/

+ 南宋叶绍翁也

有'田因水坏秧回放(的诗句."*/

+ 这样的情况大都发生在五月+ 如*乾道六年$""%* 年%

闰五月十一日诏*'浙西州军大水*,,官为贷其种谷*再种晚稻*将来秋成*绝长补短*犹

得中熟+($.""/*b)$b 页%淳熙九年$"")$ 年%五月十六日诏*'近者久雨*恐为低田有伤*

贫民无力再种*可令浙东西两路提举常平官*同诸州守臣*疾速措置*于常平钱内取拨借第

四&第五等以下人户*收买稻种*令接续布种+( $.""/*b)$) 页%+ 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

诏*'江东提举司行下*,,将被水人户*优加存恤*,,劝谕人户*用心补种被水去处田

亩($.""/*b)$( 页%+ 这就是所谓'重种二禾(+

!告乡里文"所要讨论的就是如何'重种二禾(+ 徐光启提到两种方式#一是'寻种下

秧(*二是'买苗补栽(+ 灾后恢复生产最先遇到的便是种子问题+ 大灾之年*种下去的种

子没有收获*被白白浪费-即使在播种之前*准确地预见到了当年可能颗粒无收*未以播

种*或者是播种之后剩余的部分种子*也会随着饥荒的来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充当粮食*

等到要恢复生产时却发现种子阙如+ 在'稻不遗种(的情况下*恢复生产必须从置办种子

开始*于是有'寻种(之举+ 这也是当时地方政府和民间所共同关心的问题+ "'*) 年水灾

!

该书卷上!四月类"载#'朔日*值立夏*主地动-值小满*主凶灾-大风雨*主大水*小则小水-晴*主旱+ 老农咸

谓#此日最紧要*若雨*有重种二禾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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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发之后*时任吴中巡抚的周孔教$怀鲁%所提的救荒要领之一就是'贷种(

."$/

*在无种可

货的情况下*时任嘉兴桐乡县令胥之彦$日华%'出帑金三百两*委尉遄往江右买籼谷*颁

发民间*即下谷种*,,是秋*远近大*桐乡再种者*亩收三石*民乐丰年+(

."#/明末清初

桐乡人张履祥详细地记载了当年从外地引种赤米品种*进行抢救性补种的情况#

万历戊申夏五月#大水#田畴淹且尽% 民以溢告#公抚慰之#劝以力救% 不得已#

则弃田之已种者而存秧% 浃日雨不止#度其势不遗种#乃预遣典史赍库金若干#夙夜

进告#籴种于江西(或云江北泰州)#而己则行水劝谕#且请于三台御史#乞疏免今年

田租#以安民心% 十余日#谷归#分四境粜之#教民为再植计% 月余水落田出#而秧已

长#民犹疑之#将种黄*赤豆以接食% 公曰$+无为弃谷也%,益劝民树谷% 其秋#谷大

熟#赋复减十之七#民以是得全其生者甚众#他郡邑弗及也% $."&/* 集 "#((*$)"

页%

这是采用购买种子*恢复生产*进行自救*取得成功的一个例子+

寻种下秧所遇到的另外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时间+ 水灾过后*再行播种*季节偏晚*

对于常规的水稻品种而言*有效的生产时间太短*不足以完成正常的生产过程+ 只有个别

生育期特别短的品种才能够完成一个生产周期*徐光启提到'六十日乌(这一品种即是+

'六十日(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水稻早熟品种*据考证西晋时即已有之*唐玄奘!大唐

西域记"中提到了'六十日而收获焉(的异种稻+ 宋代!琴川志"&!玉峰志"&!澉水志"&

!赤城志"&!会稽志"&!新安志"等方志中都有记载*明清方志中提到'六十日(的就更多

了+ '六十日(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并不表示其生育期一定就在 '* 日内+

."b/但它作为一

个极早熟的品种是可以肯定的+ 由于生育期短*可以在水旱灾害来临之前或之后*完成生

产的全过程+ 但一般情况下*播种面积可能不会很大*主要原因在于产量不高+ !新安

志"载#'有斧脑白*有赤芒稻*并早而易成*皆号为六十日*然不丛茂*人不多种+(

与六十日稻相类的还有黄瞤稻和乌口稻等+ 黄瞤稻也具有晚种而早熟&生育期短的

特点*根据!陈
#

农书"记载*黄瞤稻自种至收不过六&七十天*而!王祯农书"记载则更短*

只有不到六十天+ 其他文献记载也可证实*黄瞤稻的全生育期不会超过 (* 天+ 加上其具

有耐水的特性*所以一般都被选择用来作为水灾过后补种的水稻品种+ 南宋!陈
#

农书"

说#'今人占候*夏至小满至芒种节*则大水已过*然后以黄绿谷种之于湖田+(这是针对灾

后补种而言+ 也有时候在水灾来临之前种植+ 元!王祯农书"说#'黄瞤稻自种至收*不过

六十日则熟*以避水溢之患+ 如水过+ 泽草自生*糁稗可收+(这是针对灾前抢种抢收而

言+ 由于其生育期短*有时也用作双季晚稻品种*'大暑节$% 月 $# 日前后%刈早种毕而

种(+

."'/

乌口稻也是这样的品种+ 该品种最早见于南宋宝$"$b#)"$b) 年% !重修琴川

志"

!

*元代江阴人曾隐居上海乌泥泾的王逢也曾在诗中提到这一品种"

+ 因其具有'色

黑而耐水与寒(的特点*又称乌谷子&冷水结&冷水稻&黑稻&晚乌稻+ 然而其最大特点便

是生育期短+ 它在农历七月*甚至秋过已久*亦可播种+ 如果按照一般晚稻的收获期*九&

!

"

$宋%宝!重修琴川志"卷 (#'乌口稻*再莳晚熟*米之最下者+(

!梧溪集"卷 &!乙未八月避地前湖三首"#'数畦乌口稻*满待熟天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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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计算*则乌谷子的生育期只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因此有些方志中把它与'六十日(

这一品种相提并论!

+ 徐光启所说的'六十日乌(*可能指的就是这个乌口稻+ 晚种而早

熟的特点*使乌口稻可以用作双季晚稻品种来种植*这便是方志中所说的'再莳晚熟(+

而明清时期*它更多的是作为夏秋水灾过后的补种品种"

+ 明清时期*梅雨覆盖的长江中

下游地区各地方志中几乎都有这一品种的记载*可能与此有关+

徐光启还曾推荐过一些特别适合水乡种植的品种*如

一丈红#徐玄扈云$+吾乡垦荒者#近得籼稻#曰一丈红#五月种#八月收#绝能$古

'耐(字)))笔者注%水#水深三*四尺#漫散种其中#能从水底抽芽#出水与常稻同熟#

但须厚壅耳% 松郡水乡#此种不患潦#最宜植之%,$影印本 "&$ 页%

但'六十日乌(这一类生育期短的品种*往往产量很低*而且食用品质欠佳*意义不大+ 徐

光启更推荐'买苗补栽(的方式+

买苗补栽的出发点和选用'六十日乌(等短生育期品种重种是一致的*也是与水灾过

后留给水稻的有效生产期太短有关+ 对于遭水淹浸的稻田*等到水退之后*再利用常规水

稻品种重新育秧移栽*时间上已经来不及+ 很早的时候*江南低洼地区的稻农就采取了一

种'寄秧(的办法*即在水淹不到的地方$高田*或高亩%种秧*等水退之后将这些在高田上

育好的秧苗移栽在水退过后的稻田中*既可以保证有足够的生育期*又可以减少二次移栽

所致种苗浪费+ 这种做法在宋代即已出现+ 苏轼说#'苏&湖&常&秀皆水+ 民就高田秧

稻*以待水退+ 及五&六月*稍稍分种+(

."%/它是人们为了应付稻田长期雨水浸泡*不能及

时种插而采取的一种主动的措施+ 明代宋应星$"'#% 年%说#'湖滨之田*待夏潦已过*六

月方栽者*其秧立夏播种*撒藏高亩之上*以待时也+(

.")/这种做法至今还在南方一些水稻

栽培区使用+ 与寻种下秧相比*买苗补栽可以争取更多的有效生产时间*因而也就有可能

获得更高的稻米产量和更好的稻米品质+

但是*寄秧也有一定的风险*如果当年没有发生水灾*寄秧可能就是一种浪费*浪费的

不仅是稻种*也包括土地和劳力+ 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由于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稀

少*耕地已非常宝贵+ 与水争田的结果*使稻田不断向湖心进发*泄洪能力下降*一些原来

不被水淹而能按期栽插的稻田也偶尔被淹*因而使原来在高田准备的秧苗更显不足+ 况

且像嘉湖这样的一些地区'四平无山陵($."&/*集 "#((*$)" 页%*没有更多的高田可以用

来种秧+ 此外*对于'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的农家来说*此时又是劳动力最

紧张的时候+ 因此*不是每户人家都愿意在'高田寄秧(*甚至也不是每家都有高田可供

寄秧+ 因此*当不幸遇上水灾的时候*加上这里的商品经济相对发达*买秧$苗%补种就成

为一种很现实的选择+

既是买秧$苗%*就要涉及买卖双方的利益+ 需要注意的是*徐光启说的还不是等待

移栽的秧*而是'买其种成晚稻(*是已经移栽到大田中间的苗*这就使买卖的难度加大+

如何买到自己所需*同时又尽量兼顾到对方利益*实现双赢*是买秧补种取得成功的关键+

!

"

$清%康熙八年$"''( 年%!靖江县志"卷 ''食货(#'初秋可莳*曰六十日&曰乌口稻+(

$明%弘治十二年$"&(( 年%!常熟县志"卷 "'土产(#'乌口稻*皮芒俱黑*以备水涝*秋初亦可插莳*盖因晚熟

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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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买卖双方各自采取措施*在保证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尽量减少损失也就成为徐光启

论述的重点+ 徐光启认为*只要买方愿'出重价(*卖方'自然肯卖(+ 卖方可以'每田二

亩*买他一亩*间一科*拔一科(*实际上也就是二亩田中的稻苗只剩下了一半+ 买方在买

到之后*'将此一亩稻*分莳低田五亩(+ 也就是原来二亩稻田中的苗最后被分到了七亩

稻田中*稻田密度降低*其中二亩只有原来密度的二分之一*而五亩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一+

据嘉靖年间的马一龙推测*江南地区的水稻种植密度*'疏者每亩约七千二百科*密者则

数?于万(+

."(/以亩一万科为计*间一科拔一科之后*只剩下五千科*比原来疏者还疏*而

要用买来的五千科稻秧去分莳低田五亩*则意味着每亩只有一千科+ 如何使这密度只有

原来二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的稻田获得和原来密度一样的产量0 徐光启提出多施肥的主

张*通过提高水稻的有效分蘖*来弥补稻田植株的不足+ 这对于买方尤其重要*因为其稻

田密度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一*因此要'多下粪饼*便与常时同熟(*而对于卖方'其高田虽

卖去一半*用粪接力*稻科长大*亦一般收成(+ '买其种成晚稻(作秧还可能遇到一个问

题*这就是'禾长难莳(*即植株太高*移栽困难*因此徐光启提出'须捩去稍叶*存根一尺

上下莳之(+ 徐光启将晚稻移栽的临界点定在孕穗$做肚%阶段*'未做肚前尽好分种*不

妨成实也(+ 而江南地区的'晚稻处暑后方做肚(+ 这就使得原来一般以'立秋(为水稻移

栽的截止日期又向后推移了半个月+

徐光启说*买苗补种是'江浙农人常用(的应对水灾的一种方法*'他们不惜几石米*

买一亩禾*至有一亩分作十亩莳者+(无独有偶*明末浙江湖州沈氏在其所著!农书"中也

提到了'买苗补种(一事+ !沈氏农书"就提到#'湖州水乡*每多水患+ 而淹没无收*止万

历十六年&三十六年&崇祯十三年*周甲之中*不过三次耳+ 尝见没后复种$指重新移栽%*

苗秧俱大*收获比前倍好+ 盖淹后*天即久晴*人得车戽*苗肯长发+ 今后不幸*万一遭此*

须设法早车&买苗&速种+(这里的'买苗&速种(是指水退过后*买苗&移栽+ 不过*沈氏更

注重的是买家买苗时的注意事项和买苗的技术要领+ 为了保证移栽后的秧苗能够迅速成

长*沈氏说#'其买苗*必到山中燥田内*黄色老苗为上+ 下船不令蒸坏*入土易发生+ 切

不可买翠色细嫩之苗*尤不可买东乡水田之苗*种下不易活*生发既迟*猝遇霜早*终成秕

穗耳+(

.$*/不过沈氏的方法与徐光启的方法稍有不同+ 沈氏买来的是山中燥田内的寄秧*

移栽后*'种下只要无草*不可多做生活*尤不可下壅+(而徐光启买的是人家'种成晚稻(*

称栽后*要'多下粪饼(*'用粪接力(+

买苗补种的前提必须是有人有苗可卖*有人有钱可买+ 倘若无钱又无苗*则最好的办

法莫过于尽早车去田中积水+ 车水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未插秧的稻田*淹过之后*为了

及早地插上稻苗*必须尽可能地排掉田中积水-一种是插秧过后*再受淹的稻田*要通过车

水来保苗+ 徐光启说的显然是后者*'若已经插莳*今被淹没*又无力买稻苗者*亦要车去

积水*略令湿润*稻苗虽烂*稻根在土*尚能发生*培养起来反多了稻苗*一番肥壅*尽能成

熟+(这种方法经过徐光启的亲自试验+

水稻具有再生性+ 车水保苗实际上就是对水稻再生性的利用+ 历史上利用再生稻的

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双季再生稻*早稻收获之后*其茎基部的休眠芽萌发抽穗结实+ 宋人

诗中所谓'田收长稻孙(

.$"/的诗句就是对此种现象的描述+ 宋代的再生双季稻遍及两

浙&江淮*甚至于荆湖等许多地区.$$/

+ 另一种是单季再生稻*水稻受淹或受旱失收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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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其残存的根部休眠芽再生结实*实现一收!

+ 宋元以来*江南地区一直是以单季稻种

植为主*对于再生双季稻一般都持否定态度+ 徐光启!农遗杂疏"云#'其陈根复生*所谓

稆也*俗亦谓之二撩+ 绝不秀实*农人急垦之*迟则损田力+($影印本 "&# 页%不过对于在

水灾过后*补种已不可能*买苗又缺少资金的农户来说*残存在田中的稻根就成了唯一的

希望+ 南宋时似乎就开始了对这种再生稻的利用*据朱熹$""#*)"$** 年%调查浙东台

州&临海等地*曾经因为干旱*早晚稻受损严重*不过在'得雨之后(*'晚稻之未全损者*并

皆长茂*可望收成(*而'早稻未全损者*亦皆抽茎结实*土人谓之1二稻2*或谓之1传稻2*

或谓之1孕稻2*其名不一+(

.$#/徐光启虽然不赞成利用再生双季稻*但对于利用水稻的再

生性来应对水旱灾害却大加肯定*因此他说#'今后若水利未修*不免岁岁如此*此法宜共

传布之+ 若时大旱*到秋得雨*亦用此法+($影印本 "&&)"&b 页%

从后来有关的记载来看*此法也的确在江南得到应用+ !沈氏农书"说#'盖淹后天即

久晴*人得车戽*苗肯长发+(又据张履祥的记载*崇祯庚辰年$"'&* 年%'五月初六日雨始

大*勤农急种插*惰者观望*种未三之一+ 大雨连日夜十有三日*平地水二&三尺*舟行于

陆+ 旬余稍退*田畴始复见*秧尽死*早插者复生*秋熟大少+($."&/*"%& 页%这次水没田

畴的日子是在五月十三日*但'十二以前种者*水退无患-十三以后*则全荒矣+( $."&/*

"#( 页%因为十二日以前插的秧已经扎根*所以水退之后还能再生+

徐光启还分析了 "'*) 到 "'"* 年江南水灾的原因+ 一般都是将江南水灾归之于梅

雨*"'*) 年梅雨持续时间长&雨量大的确是导致那次江南水灾发生的重要原因*但徐光启

认为*水利不修才是真正的原因+ 他说#'近年水利不修*太湖无从泄泻*戊申之水*到今

未退*所以一遇霖雨*便能淹没*不然已前何曾不做黄梅0 惟独今年*数日之雨便长得许多

水来*今后若水利未修*不免岁岁如此+(

何以徐光启要如此叮咛周至地向自己的乡亲们宣传上述内容呢0 这与徐光启的思想

是分不开的+ 人们在对徐光启所著的!农政全书"做过简单的统计之后*便发现!农政全

书"和先前的农书相比*有关水利和荒政所占篇幅最多+ 而在水利之中*以太湖为中心的

所谓'东南水利(又是关注的重点*总论之后*便以三卷的篇幅讨论太湖治水之策+ 这与

太湖水患和徐光启个人的经历不无关系+ 兴修水利是消弭灾荒的根本办法*而荒政则是

灾荒发生之后所采用的措施+ 徐光启更提出了'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的应对

灾荒的主张+ !告乡里文"便是徐光启这种关注点的集中体现+

考察徐光启学术思想之转变与形成*"'*) 年到 "'"* 年江南水灾可能是关键之所在+

"'*& 年徐光启中了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在翰林院学习+ 他把主要精力转移到科学研究

上来*'习天文&兵法&屯&盐&水利诸策*旁及工艺&数学*务可施于用者(+ 馆课之余*他也

关注政治&军事方面的改革*作'拟上安边御虏疏(&'拟缓举三殿及朝门工程疏(&'处置宗

禄查核边饷议(等+ 同时向利玛窦学习西洋科学*翻译西洋科学书籍+ 可见*其间农田&

水利&荒政诸项尚未成为徐光启关注的重点+ 改变始于 "'*% 年*父亲过逝*徐光启回籍守

!

$**( 年 "* 月 ' 日台湾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余淑美实验室发表论文'L,,5=0<2@4= [46F,<646

@,Pc.34< 2<= K;325W4:0S04<S.M11,8[0S4K44=10<36@,+,1452@4Q1,,=0<3(*发现水稻耐淹水的关键基因*揭开水

稻种子可在水中发芽及成长的秘密+



!" 期 曾雄生# !告乡里文"#一则新发现的徐光启遗文及其解读 ""!!! !

制*第二年便赶上了江南地区特大水灾*并且持续了三年*导致饿殍遍野*社会动荡+ 这引

发了徐光启对于农田&水利&荒政*以及相关应对措施的思考与实践+ 他所进行的甘薯&芜

菁&旱芋*以及女贞&桑树等试种活动*写作!甘薯疏"&!芜菁疏"宣传册子*发布!告乡里

文"等都是在这一期间进行的*目的在于'树艺佐其急(*以使更多的人免于饿死+ 故!告

乡里文"最后说#'凶年饥岁*随意抛荒一亩地*世间定饿杀一个人*此岂细事*愿毋忽也+(

这种思想*其实就是后来徐光启写作!农政全书"的指导思想+ 徐光启的荒政思想是在

"'*) 年至 "'"* 年的大水灾中形成的*而!告乡里文"便是这一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徐光启逝世于崇祯六年$"'## 年%*!农政全书"系徐光启身后第六年*即崇祯十二年

$"'#( 年%*由徐光启的门人陈子龙从徐光启的次孙徐尔爵处得到草稿数十卷*并受松江

知府方岳贡的委托*校刊修订成书+ 遗憾的是书中并未收录!告乡里文"*但!农政全书"

中所体现的学术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在这一篇短文中已显露无遗+ 这也或许正是

!告乡里文"这篇短文的价值所在+ 王重民指出#'研究徐光启的科举思想和成就*阅读他

的专门科举译著当然是最主要的*若是没有文集里所搜罗的这些文献互相参考*互相补

充*就不能看出徐光启科学思想的全部发展迅程*也不能看出他在科学成就上的全貌*所

以在某种意义上来看*运用集子里面的文献*有时比他的专门科学译著还重要+($."/*$

页%!告乡里文"的发现不仅可以弥补现有徐氏文集之遗漏*还为徐光启的研究提供了十

分宝贵的资料*对于研究徐光启生平事迹&农学思想之形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附!记!本成果属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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