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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尽地力之教”

古人很早就意识到，粮食生

产关系到国家兴衰，凡粮食充裕

的时期，国家就容易实现稳定，相

反，粮食生产如果出现问题，出现

粮荒、饥饿，政权就会出现危险。

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之

所以爆发，很多时候都与粮食有

关，饥民、流民增多，就容易形成

史书上经常提到的所谓“民变”。

发展粮食生产、保障粮食供

应是古代统治者关心的大事，因

而很早时形成了以农为本的治国

思想。周宣王时，卿士虢文公提出

“王事惟农是务”的观点。战国

时，商鞅把“耕织”视为本业，把

农业视为国家富强的根本，强调

“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南北

朝时，贾思勰进一步论述了农业

生产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食

者，民之本；民者，国之本；国者，

君之本。”贾思勰还认为：“盖神

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

敬 授 民 时 ，舜 命 后 稷 ，食 为 政

首。”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经济工

作的首位，甚至放到国家治理的

首位，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很早

就形成了共识。

为发展粮食生产，古代统治

者推出了很多鼓励、促进的措施。

周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意

思是穿着粗布衣服，亲自平整田

地、参加劳动。周朝以后，天子率

诸侯亲自耕田的“籍田”成为定

制，还有历代通行的劝农制度，以

及在国家祭祀中普遍设有的“祈

谷”仪式，这些都显示出对粮食生

产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人们对风

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渴望与追求。

促进粮食生产，需要有具体

的政策保障。战国时，李悝在魏

国变法，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尽

地力之教”，为此采取了多种措

施来鼓励和促进粮食生产，增加

对土地的投入，促进了亩产的提

高。李悝算过一笔账：如果亩产

由一石五斗增加到三石，每百里

以耕地 600 万亩计算，每年就能

增收 180 万石粮食，千里之地就

能增产1800万石。这一目标是否

在魏国得到实现？史书没有明确

记载，但魏国因为重视粮食生产

而国力变强，成为战国时期第一

个称雄的国家，是不争的事实。

历代统治者都想尽办法促进

粮食生产，有的奖励耕织，有的改

革土地分配政策，有的开展军屯、

民屯，有的减轻赋税，多策并举，

务求实效。历代统治者都认识到，

只有粮食产量提高了，百姓的生

活才有保证，国家也才能稳定。

粮食流通：“贩谷粜千钟”

远古时期，受制于生产技术、

工具、种子等因素，粮食产量不

高，人们生产出粮食如果还有富

余，一般会存储起来，以备荒年。

后来粮食产量提高了，人们手中

存储的粮食多了起来，可以用粮

食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物资了，

于是出现了粮食流通和贸易。

“粜”和“籴”是两个形象的汉字，

一个指把粮食卖出去，一个指把

粮食买进来。《史记·货殖列传》

记载：“贩谷粜千钟。”《商君书·

垦令》记载：“使商无得籴，农无

得粜。”

但粮食不是普通物资，在春

秋战国争霸争雄时期，各国都把粮

食作为管制对象，对粮食贸易设置

了很多限制。春秋时期的齐国以商

业发达著称，但多次推出过禁止粮

食出境的政策，管仲还以此为武

器，对多国发起“粮食战”。

汉朝，各郡县已普遍设有集

市，东汉王符在《潜夫论》中描述

当时集市的繁荣情况：“天下百郡

千县，市邑万数。”也就是说，每

个县平均下来都有数个至十数个

大大小小的集市。魏晋南北朝时，

慢慢形成了“逢会”的制度，《水

经注》记载，平都“县有市肆，四

日一会”，还记载鱼复“治下有

市，十日一会”。在这些集市上，

所交易的商品中粮食是重要物资

之一。为促进粮食流通，魏晋以后

还出现了专门出售粮食的市场。

南北朝时，建康也有“谷市”，这

种专业市场的增多，显示出粮食

交易的繁荣。

东晋以后经济重心出现南移

趋势，至唐宋时完成了南北经济

重心的转换，但政治中心仍在北

方。南方盛产粮食，北方粮食需求

量大，对粮食运输提出了更高要

求，漕运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漕运

泛指利用水道调运粮食的专业运

输方式，通常由朝廷组织，所运的

以税粮为主。隋唐以后，各代均高

度重视漕运工作，为此不惜耗费

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了规模宏大

的运河体系并定期疏浚，形成南

粮北调的水运网道。

粮食储备：“仓人掌粟入之

藏，辨九谷之物，以待邦用”

粮食不仅受地域不均衡的影

响，需要流通起来才能保证粮食

安全，而且粮食生产对气象条件

有着严重依赖，丰年、歉年时常交

替出现，存在时间上的不均衡。为

此，需要在丰收时将一部分粮食

储存起来，歉收时再拿出来弥补

不足。对一个家庭来说，做这件事

应该不太困难，但上升到国家层

面，这又是一项复杂而浩大的工

程。

河南裴李岗遗址的考古发

掘，发现储存粮食的窖穴，浙江河

姆渡遗址也出土有“杆栏式”粮仓

和碳化的谷物，还有陕西半坡遗

址，发现有储存粮食的地下窖，这

些都显示，由集体实施的集中粮

食储备早在数千年前就出现了。

到了夏商时期，粮仓的建立及管

理实现制度化，甲骨文中就有商

王命臣下巡查仓廪的记载。西周

以后，国家粮食储备制度逐渐完

善，中央设有专司粮食管理的官

员，通常由大司徒领导，下面有遗

人、廪人、仓人等，地方上设有各

层级粮仓，《周礼·地官》就记载：

“仓人掌粟入之藏，辨九谷之物，

以待邦用。”

春秋战国以后，国家建立的

粮仓规模不断扩大，《战国策》记

载，齐国“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

万，粟积为丘山”。根据记载，秦、

齐、燕、赵、楚等强国都很重视粮

食储备，在它们最鼎盛的时候，粮

仓里的粮食都够本国几年之用。

秦汉时期出现一些超大规模的粮

仓，如栎阳仓能储备二万石粮食，

咸阳仓超过十万石。汉代最著名

的粮仓是敖仓，建于河南荥阳东

北方的敖山上，朝廷将中原地区

征调上来的粮食集中于此，必要

时可向不同方向调拨，极具战略

地位。

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李悝

的平籴思想，创立平准法，朝廷设

平准令，当市场上的粮食等物资

价格下跌时，凭借国家掌握的钱

币或其他物资进行收购，待其价

格上涨时抛售，以保持物价稳定。

该办法施行后收到很好的效果，

不仅打击了市场上的投机行为，

而且为朝廷实现了创收。

（据《北京日报》）

古人如何
储备粮食？

中国自古就是人口大国，对历代统治

者来说，保证粮食安全不仅是出于仁政的

需要，更是维护统治稳定的重要措施。历

代政权均把粮食生产放在突出位置，同时

加强粮食流通，并有目的地开展粮食储

备，以此保障最基本的粮食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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