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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北元农业概况  

   

  元代曾在岭北行省的五条河、称海，辽阳行省的大宁路、浦峪路、肇州万户府，甘肃行省的肃州、甘州、亦集乃（额济纳）路和

瓜州、沙州等水源充足的地方实行过屯田。主要种植粮食作物和解决军队的马匹草料问题。 

  1368年元朝汗廷北迁以后，蒙古地区农作物的种植虽然面临劳动力、家具和种子等来源的困难，但是从未荒废。从《华夷译语》

一书中所记载的蒙古语词汇可以知道，当时已经有小麦、大麦、粟、粳米、豆和甜瓜、西瓜、梨、杏、桃以及茄子、葱、蒜、萝卜、

葫芦等作物。1424年，明成祖对北元蒙古作战，在通津戌一带就看到"其地平广多糜子"（《明实录》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据肖大亨

的记载，16世纪时，蒙古人的农作物种植"与塞下不甚相远，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种子有麦有谷有豆有黍……但其耕种，惟藉天下藉

人，春种秋敛，广种薄收，不能胼胝作劳，以倍其入"。这说明，蒙古地区的粮食作物品种和瓜果蔬菜已经基本齐全，居住在塞外的蒙

古人和"塞下"地区汉族的农业发展水平已经"不甚相远"，所不同的，是蒙古地区的农作物种植是"春种秋敛，广种薄收"。这大概可以

算作蒙古地区农作物种植的特点了。 

  16世纪初期开始，由于大批汉族农民流入蒙古地区，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时，大批汉族农民流入蒙古地区，是迫于明朝

政治腐败，土地被地主强行兼并，庞大的军费负担和各种苛捐杂税摊派。明朝守边的士兵，生活也极其贫困。明朝大同守边士兵曾两

次哗变，白莲教的领袖和教徒也揭竿而起，反对暴政。汉族农民、士兵纷纷流入蒙古兀良哈三卫、土默特和鄂尔多斯地区。 

  16世纪末，仅土默特万户领地内，就已流入汉族农民10余万之多。由于这些流入的汉族农民的辛勤劳动，土默特万户领地内已

经"开良田千顷"、"村连数百"。农作物的种植出现了繁荣景象。在内喀尔喀五鄂托克领地内，很多首领驻帐周围三四十里地以内，也

都出现了汉族农民居住的板升村落。正如明朝史料所表明的那样，"东西板升，徒聚耕牧者，皆我黔首"（肖大亨《北虏风俗》）。这

里的板升系明朝中后期蒙古人对迁徙到蒙古地区从事农副、手工业生产，向领主交租纳税的汉族兵民及他们所聚居的村落的称谓。东

板升系指兀良哈和左翼地区汉族农民聚居的板升村落，西板升系指土默特等右翼地区汉族农民聚居的板升村落。这些汉族农民在蒙古

地区经营农业，"岁种地不过(纳)粟一束，草数束，别无差役" （《筹辽硕画》卷1）。只是缴纳一些象征性的赋税。这种轻薄的农业

税，恰恰成为促进蒙古地区农业发展的推动力。 

  汉族农民在开发蒙古地区农业的同时，也很快地从一无所有的贫困中摆脱了出来。据记载，定居在土默特万户领地内的白莲教首

领丘富，由于致富快，"起室屋三区，治禾数千顷"。赵全曾"有众万人，骑五千，牛羊称是，积谷二万斛"，还建筑有方圆五里的城堡

一座。明朝士兵刘天麒逃入土默特万户地区几年，便"筑土堡一座，可二里，有马牛五千，糗粮五千余石"（瞿九思《万历武功录·俺

答传》）。很多汉族农民，不仅从事农作物生产，还学会了蒙古人的牧业技术，使农牧业相结合，生产发展快，生活很快富裕起来，

过上"产畜饶富"（《明实录》隆庆二年八月）的殷实生活。正如当时的一首诗《塞上谣》所描写的："人言塞上苦，侬言塞上乐……时

雨既降沙草肥；丁男释甲操锄犁……筚门鸡犬皆相依。"1571年，土默特万户阿勒坦汗同明朝达成和平互市协议以后，明朝的士兵和百

姓，纷纷举家迁居长城以外蒙古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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