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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丛书·明代以来太湖南岸乡村的经济与社会变迁：以吴江县为中心》分为三
大部分，第一编四章主要论证农业结构的转变。
　　第一章，首先从农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条件，考察明初太湖南岸湖地自然环境的变迁，其中包括气
候、土壤、地形、交通以及生等方面。
分析自然环境的变迁与桑蚕业兴起的关系。
　　第二章，从农业内部发展的逻辑需要，考察明代以来以肥料为代表的太湖南岸地区农业的发展水
平。
认为，以粮食种植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效用已难以提高。
　　第三章和第四章，从道义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农民的生存经济伦理，分别考察了“安全第一”的
经济原则与“回避风险”的经济原则在农民经济活动中的体现及其造成的影响。
　　第二编第三章主要考察由农业结构的转变所带动的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变。
　　第五章 考察桑蚕业兴起之后所带动的一系列产业链及其在区域内的分布特征，从而论证在明清时
期，这一地区已逐渐形成一个经济特色鲜明、产业结构完整、地域分布合理、相互联系有序的经济系
统。
　　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考察了区域经济中具有鲜明特色的绸领和市镇。
对绸领这一角色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乡村手工业的性质；对于若干典型市镇内涵的剖析有助于我们
客观展望江南市镇的发展前景。
　　第三编四章主要论述由经济结构转变所引发的乡村的社会变迁。
　　第八、九、十、十一章分别从家族人口、土客关系、区域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若干侧面考察了太
湖南岸地区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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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农业生产的种类和地域分布特征　　考察一个地区农业的生态适应性，必须从该地区农业生
产种类、自然生态环境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进行。
我们先来看一下，明代以来吴江农业生产的种类和地域分布特征。
　　明代以来，吴江逐渐形成了以谷物种植和桑蚕植养两大部类为主体的农业生产格局。
吴江素称“鱼米之乡”，宋室南渡前，以一年一熟中籼稻为主；南渡后，为了满足东南地区不断增加
的人口需要，逐渐增加小麦种植面积，形成了稻麦（或油菜）两熟的耕作制度；直至民国时期，两熟
制面积虽然逐渐增加，但仍以一熟水稻为主。
民国年间的统计，“全县稻田13000余顷，丰稔之年产米200万石，除县内48万丁口之民食外，实绰有
余裕。
每年外销白米在100万石以上”。
由同里运出的白粳，在上海米市特标以“苏同白”，其销售量约占当时上海全年食米供应量的十二分
之一。
　　吴江的桑树种植兴盛于明初，“洪武二年诏课民种桑，吴江境内凡18033株，宣德七年至44746株
。
近代（清乾隆时）丝绵日贵，治蚕利厚，植桑者益多，乡村间殆无旷土。
春夏之交，绿阴弥望，通计一邑无虑数十万株云”。
植桑和养蚕往往是相互联系的两项农业生产活动，农蒙饲蚕极为普遍，全县桑树的产叶量“自给不足
，每年向吴县之洞庭山及浙省之乌镇等处购入桑叶”　　种植粮食和植桑养蚕成为人们从事的两项主
要的生产活动，就连农家娶妇也必须试以育蚕和拔秧，如《盛湖竹枝词》中唱道：“荆布苗条新嫁娘
，花蚕看罢又分秧。
落田羞被旁人笑，不敢回头偷觊郎。
”沈云解释为“农家娶妇必大育蚕，谓之看花蚕，拔秧多妇女，为之名日落田。
”农家年成的好坏也是由谷物的丰歉和桑蚕的好坏决定，正如明代庄元臣哀叹道：“三春谷断谁遗种
，二月桑枯那有丝。
”栽桑育蚕和种植谷物在人们心目中是同等重要的生产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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