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最早的土壤学著作──《禹贡》 

 

一  《禹贡》的主要内容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禹贡》。《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被收在“虞夏书”中。书序说：“禹别九州，随
山浚川，任土作贡。”该篇内容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讲区域地理的，另一部分则是讲山川走向的。它是中国古
代地理学的经典之一。其中与传统农学关系密切的是第一部分。《禹贡》把当时的中国划分为九州，叙述了各州的
地理位置，重要山川，交通路线，土壤植被，物产贡赋和土地的等级，以及“少数民族”等。它对当时全国的土壤
作了相当科学的分类，并论述了各地区不同的土壤及其相应的物产。因此，它虽不是专门的农学著作，但包含了关

于土壤学和农业地理的丰富内容。英国学者李约瑟称之为“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土壤学著作”
[1]

。
 

 

二  关于《禹贡》的写作时代 

关于《禹贡》的有关农学方面的内容，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在这里简单谈一谈与《禹贡》的写作时代相关的问
题。《禹贡》旧说为大禹或虞夏时代所作，这种说法已为近世学者所摒弃。但学界对它的成书年代判断不一，有断

为西周的
[2]

，有断为春秋的
[3]

，有断为战国的
[4]

。其中战国说是主流，信从者较多。战国说的主要理由之一是

《禹贡》将全国领土划分为“九州”，但“九州”之说是战国时代才出现的。最近又有人对战国说进行反驳
[5]

。
他们指出《禹贡》中的“九州”纯系依自然条件分区，不是行政区划。《说文》川部州字云：“水中可居曰州。昔
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一曰州，畴也，各畴其土而生之。”是知《禹贡》“九州”的州字不过是在
治水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块块民众居住地的意思。如果《禹贡》成书于战国，孔子就不可能把它收到《尚书》中
去。《禹贡》语言古朴，不似战国时人语，但与《周书》的《康诰》《大诰》等也大不相同。推测是平王东迁后某
一大家利用有关历史档案资料写成的。其时在西周末或春秋初。 

上述说法似乎是有道理的。我们还可以从《禹贡》自身找到判断其写作时代的某种线索。《禹贡》所述九州中
田和赋各有等级（分上中下三等，每等中又分上中下三级，共九个等级）。以前的学者一般把田的等级视为耕地肥
瘠程度的等差。《禹贡》所载九州田的等级依次为雍（上上）、徐（上中）、青（上下）、豫（中上）、冀（中
中）、兖（中）、梁（下上）、荆（下中）、扬（下下），这并不符合各地土壤肥瘠的实际情况。而且，如果田等
确系反映土地肥瘠的等级差别的话，为什么赋等和田等不一致呢？如雍州田为上上等，而赋则为中下等；荆州田为
下中等，赋却为上下等。这是难以解释的。其实，东汉郑玄早就指出《禹贡》中的田等是按“地形高下”划分的；

后来西晋王肃认为田等标准是土地肥瘠，才把问题搞乱了。
[6]

近来一些中外学者已经肯定《禹贡》田等只有理解

为按地势高下划分才符合实际
[7]

。从大禹治水的历史背景看，首先注意到的是各个地区的地形高下，也是顺理成
章的事。我们如果把这一点确定下来，《禹贡》九州的赋等与田等不一致就容易理解了；这里的赋等应该大体代表
了《禹贡》写作时代或其所反映的时代各地经济发展的状况。请看下表： 

 

表1                                                   《禹贡》九州的田等和赋等 

 

如果上述判断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它并不反映战国时代的状况，而是反映了战国以前 

的状况。例如，战国时代西方的秦国和东方的齐国都已迅速强大起来，但在《禹贡》中，秦国所在的雍州赋等为
“中下”，齐国所在的兖州赋等为“下下”。 

九州名  冀  兖  青  徐  扬  荆  豫  梁  雍  
田  等  中中  中下  上下  上中  下下  下中  中上  下上  上上 
赋  等  上上  下下  中上  中中  下上  上下  上中  下中  中下 



总之，《禹贡》虽不是虞夏时代的作品，但不排除它包含了长期以来有关资料的积累。它的成书似在战国以前的某个时期，其时秦

国和齐国尚未强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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