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间的关系 ) ) ) 林木畅茂可以言水利。 /西宁在万山
中,树木丛翳,数百里不见峰岫,广人皆薪蒸其中,以

小车输载,自山巅盘回而下, 编簰乘涨, 出于罗旁水

口,是曰-罗旁柴 .。其古木数百年不见斤斧, 买田

者必连柴山,山近水者价倍之。西宁稻田所以美,以

其多水, 多水由于多林木也。凡水生于木, 有木之

所,其水为木所引, 则溪涧长流。故 5易 6曰: -木上

有水, 井。.从化流溪之地, 万山绵亘, 林木蓊郁, 居

民以为润水山场, 二百年来,斧柯不入。万历季,有

奸民烧炭市利,尽赭其山,木既尽无以缩水, 于是泉

源渐涸, 田里多荒。故知川竭由于山童, 林木畅茂,

斯可以言水利。0 [ 1 ] ( P574)
岭南人从西宁的具体历史总

结出水利、树木、植被之间的关系, 富含朴素的科学

认识,对于保护山林和水利, 维护生态的良性发展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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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日记所见江南地区的水运

吴  滔
(中山大学 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迅速

推进, 以 /水乡0著称的长江三角洲 (即传统时代的

/江南0 )的地理景观受到极大程度的破坏。由于大

规模地建设公路和厂房,很多河道被人为地填埋、阻

断,原本四通八达的水网渐成 /死水0。水运逐渐淡
出人们的视野,不再成为这一地区最主要的交通方

式。在这一背景下,了解历史时期的水运,不仅可以

增进后人对 /水乡 0风貌的历史记忆, 亦可反思近代

以来现代交通工具对传统社会所带来的正负面影

响。相对于江南区域社会史其他领域的研究, 有关

水运和船只的研究显得非常薄弱。日本学者松浦章

利用船只停泊时遭遇盗贼的相关史料, 分析了清代

江南的水路交通网及水运对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

性,他专门提到船舶传送私信的特别职能
[ 1]
。冯贤

亮亦通过舟船的分类和功能的介绍, 展现了江南水

乡的独特景观、文化意蕴和城乡网络
[ 2] ( P341- 374 )

。笔

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主要运用清人日记的相

关记载,勾勒江南水乡的航运, 并呈现船只在明清江

南地区作为联络城乡的工具和出行的临时居所的

功用。

一、航道与百姓日常生活

对于江南地区各水道在航运上的利用价值,学

术界以往多利用明清时期几种商业书和商业路程手

册如 5水陆路程6、5一统路程图记 6、5士商要览6等

所含的商旅行止资料做大致勾勒。事实上, 散见明

清时人所记有关人员往来的路线远不止商用书所提

供的那几条。不仅如此, 商业书反映的多是镇与镇

之间的交流,中间偶尔提及的村落名称,不过是作为

一个航行标识的功用。实际上,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 往往会选择更为实用便捷的线路进行城乡之间

的沟通。

一些住在城镇里的家族,祖墓还在乡下,为避免

祭扫时走错线路,在家谱里有时会留下 /路引 0、/路

由0之类的扫墓指南, 提醒后人时时牢记祭扫路途。

居苏州城内的卜姓,其第三世卜家乾的墓地,在吴县

十九都上十一图谷字圩潭西西碛山麓。在光绪5卜

氏谱略6中就保存了通往卜家乾墓地的 /路引 0:
  舟由胥江、横塘、木渎, 入谢桥、灵岩山、前

塘湾、穹隆山下, 进福里桥、上庵、光福镇, 出虎

山桥、下庵、铜坑, 进铜坑桥, 由太湖过上窑、下

窑, 盘过西碛, 址约三里许, 泊舟上岸, 即墓

门也。¹

这些扫墓指南的记载远较普通商业书详细, 不

仅记录扫墓所经线路里程, 对沿途村镇关卡亦多有

介绍。昭文县东张市的郑氏家族, 有祖坟坐落在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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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洞庭西山甪里,为便于致祭, 在族谱中专门撰写了

5路由记 6, /将所经之地,所晤之族,猎笔志之, 以备

后之赴祭者参考 0 [ 3] ( 5杂著 6 )
。

路由记
[ 3 ] ( 5杂著 6 )

  出常熟翼京门 (即南门 ) , 入元和塘九里,

至先贤言子故里碑亭 (即俗呼十里亭也 )九里,

过湖荡 (夜防盗贼 )十二里, 至张家殿 (村市也 )

九里,至吴塔镇 (有釐卡, 遇夜课可收市河停

泊 )十八里, 至野长泾 (河面最阔, 人烟绝少 )十

八里,至蠡口镇 (有釐卡, 夜能停泊 )九里, 至陆

墓镇 (产窑货,以方砖为大宗 )六里。至苏郡齐

门 (夜防水贼 )六里, 至阊门 (夜防水贼 )六里,

至胥门,过万年桥,进大日晖桥 (日晖桥堍有西

山金庭码头,凡系山船,均停泊焉 )九里。至横

塘镇 (有釐卡, 若由阊门运河过枫桥亦通, 是

镇 ) ,进五福桥, 过东西两跨塘桥, 共十八里。

至木渎镇 (镇长三里,有县丞、千总文武两衙门

驻扎,团防局稽查,铺户整齐,人烟稠密,省垣首

镇,名不虚也。横有山塘一道, 直抵灵岩山麓,

家居更多,有钱端溪花园, 乙亥曾随先君游,宽

宏雅丽,曲折精工,与留园实堪伯仲,惜今已废

矣。直河系山船出入要路, 可在该镇守雇之 )

六里,至胥口镇 (上有张常卿, 名家良, 系郑氏

竹卿之婿,甚富, 爱兰蕙,开信成油坊,甪里寄信

最为妥当 ), 出胥定桥 (湖口有伍相国祠, 颇灵

应 ) ,入东太湖三十里,至凤凰山 (又名长沙山 )

九里,过叶山 (风浪最险,南首即是西洞庭山鼋

山嘴 )六里, 过横山 (山门均出南首, 即东村

口 ) ,望西傍洞庭北山。脚行过赵山, 共二十三

里。收甪头郑泾河北口, 统计水程二百三里。

若从南湖行过车山嘴、石公山嘴、鼋龙山嘴,收

甪头南河口,远约廿余里矣。

立山公晚字衡山,墓在马王山,水路由甪头

北河口出湖,超西南傍山, 脚行转南, 收衙湾口,

约六里。

5路由记 6的价值在于不仅记录了扫墓必经的
吴塔、蠡口、陆墓、横塘、木渎、胥口、甪头等镇的简单

情况, 而且强调了沿途的注意事项: 在湖荡要 /夜防

盗贼0, 在苏州的齐门、阊门须 /夜防水贼 0; 吴塔、蠡

口则比较安全,可以夜泊。对照 5士商类要 6中所记
/苏州由常熟县至通州水路 0, 不过以下三十二字:

/齐门搭船, 五里陆墓, 二十里蠡口巡司, 二十五里

吴塔, 五里李王庙, 二十里常熟县 0, 5路由记 6中的

相关记载要翔实得多。通过这篇文献,我们多少可

以对 19世纪晚期常熟至洞庭西山沿途的乡镇有一

个粗略的印象:吴塔、蠡口、横塘设有釐卡,陆墓出产

建筑材料,作为苏省首镇的木渎镇,驻有分防县丞和

千总,且店铺整齐, 人口稠密, 胥口镇则是郑家的亲

戚张家良开油坊的地方, 与郑氏家族有着非常紧密

的联系。尽管这一切都建立在郑氏家族扫墓沿途所

闻所见这一特定的场景之下, 但时人出行以市镇作

为 /参照系 0的倾向已昭然若揭,这一方面或许是因

为市镇比较安全、方便, 常被作为停船歇脚的首选地

点, 另一方面则表明,市镇景观相对于乡村的独特性

已被人们所认知。

二、船 ) ) ) 联络城乡的工具与出行的临时居所

在传统时代, 江南密如蛛网的水道深刻地影响

着城乡之间的联络。所谓: /江乡水国, 惟舟楫是

利。小河支港,屈曲旁通, 故货物不艰于负戴, 老稚

不劳于步涉,所谓舟楫为车马是也。然车马劳苦而

舟楫平稳,行卧住坐如意所适,遇风雨寒暑, 亦无所

患也。0¹功能各异的各种船只, 名称亦各自不同。

/夫湖泖之船大小不齐。运石者谓之山船, 运货者

谓之驳船,民家自出入者谓之塘船,卫所巡司所用者

谓之巡船,乡夫水兵所驾者谓之哨船,往来津口者谓

之渡船。0 [ 4] ( P263)

乡民平日罱河泥、运肥料、买柴米,均离不开船

只, 所以, 他们往往 /以舟楫为艺,出入江湖,动必以

舟, , ,老稚皆善操舟0 [ 5 ] ( 5第 6卷 6 )
。农船是江南农民

生产所不可或缺的运输工具,种类主要有扒河船、划

条船、脚踏船、乌鸦船、桨船、满江飞等, 它体积小,构

造简洁,几乎每家都有。没有船的农户,如需用船,

要向邻近的农户租赁,租前订立5租船文契6:

租船文契 º

  立租船文契, t t t 为因无船生理, 央中

t t t 等, 今租得 t 处农船一只, 约载几十几

担。船上一切物件另开于后。当日三面言得,

时值租价每月几仟几百文正,立折按月交楚,不

致短少。每年上岸修葺, 一应愿当承办。倘有

损坏物件, 凭中公佑赔偿。无有异言, 欲后有

据,立此租船交契存照。

除了农船还有运载乘客的专门的客船, 亦称

/航船0。在苏州一带, 有一种航船叫 /苏州航船 0,

其船头方形微翘,而艉高于船艏。船棚较坚固,能避

风雨。船棚中间置设活动桅杆,顺风时可驶帆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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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艉有艄棚,棚架覆盖三五张芦席遮荫。船艄甲板

上架一动大琵琶橹,由两名船工摇橹向前。还有一

种 /苏州丝网船0,系太湖鱼船改造而成, 船体分前、

中、后三舱, 中舱为客舱,能容七八人,后舱是炊饮之

处,可承办膳食, 收费略高于一般客船
[ 6] ( P27- 38)

。

航船有夜航船、快班船之分。夜航船穿越县境

达邻近城镇, 航途较远, /小者近在百里之内, 大者

直通江河,千里而遥0 [ 7 ] ( 5第 6卷 6 )
,故速度较慢,为解旅

途寂寞,乘客往往相互攀谈, 因此成为传播社会新

闻、民间传说的场所。快班船是指乡村到县境内主

要城镇的航船, 方便农民进城赶集早出夜归, /班
船,喻其往来有定、更番为代也0 [ 8] ( P8)

。昭文县东张

市 /向有自乡至城之航船, 以后塘岸南石桥为码头,

挨班来往0¹。这些快班船虽有专门的停泊埠头,但

以便民为宗旨,在荒郊野地、桥头岸边均可随时停靠

搭客。吴江县还有一种无固定航线的载客船, 称

/摇客船 0。可载客 3~ 5人, 船主在街上兜生意,俗

称 /跑街先生 0。摇客船价格高于固定航线的客船,

一般赶不上班船的旅客者坐此船
[ 6 ] ( P31)

。乘坐航船

要付一定数额的船资,根据里程远近而定,若要包一

节船舱则须另外酌量加钱。光绪二十二年 ( 1896

年 )三月十六日, 吴江人沈廷镛搭乘盛泽至苏州的

载绸船回盛泽, 全程一百一十里, /搭附者, 每人四

百文, ,,三人包一中舱, 加一人赀 0 [ 9]
。船资计算

还要结合时间早迟、河道难易、船只大小等因素,即

使在同一条线路上, 按照里程计算的应付费用也不

见得完全相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往往选择最近

的航线以节省船资。吴江人至苏州府城, 从水路走

多间道浒稍桥而不走江南运河,风顺时更是抄由吴

县境内的鲇鱼口直抵五龙桥的近路。究其原因,是

因 /航船承乏其间, 容人众价省, 故贫人往来率附

之 0,当然也有 /好安静与迅速者或附便舟 0的情

况
[ 10] ( 5杂记补 6 )

。有了航船作为保障, 使很多偏僻乡

区,也可通过航路与发达的城镇连为一体。

吴江县 /滨太湖, 其最近处仅二三里, 为入郡经

行之路。此外, 湖荡或广十余里, 或广三四五里者,

以数百计。小民生长波涛中,其行舟便利巧捷,他处

不能及 0 [ 11] ( 5风俗 6 )
。在这种水道纵横、湖泊连绵的地

理环境下,吴江人 /使船如使马0的出行特征在当地

方言中有极形象的反映。 /吾乡呼买船唤渡为拨
船, , ,附舟谓之趁船 0 [ 12] ( 5趁船 6 )

; 不善乘船谓之

/苦船0 [ 12] ( 5注船 6 )
。在该县芦墟、八坼一带, 操舟者

群聚码头, /乡民皆业此,无虑以万计。,,一日夜

行二百五十里,南至杭州,北至镇江,近且渡河淮,而

至北通州, 此他处所无者 0
[ 13] ( 5生业 6 )

。 /至如丝网鱼

船, 远涉他境, 大江淮泗贻山高宝等湖, 鸣榔如织,听

之皆江乡土音也0
[ 14] ( 5杂记六 6 )

。

更多的船只要担任运货任务,使城乡物流得以

畅达。主要的货船有满江红、无锡快等, /往来江浙

间也 0 [ 8] ( P5 )
。吴江有一种米商专用的 /荐粜船 0,

/贩卖稻粱,往来轻便,不越千里之内,计其赢余, 以

给衣食0 [ 7 ] ( 5第 6卷 6 )
。不少船只并不单具一种职能, 载

人、运货视具体情况而定,不遵一规。洞庭西山的船

户, /小本经营, 自驾船只, 往来近地。,,其装载

客货乘搭便人 0 [ 15] 5第 7卷 6 ( )
。

对于大户人家来说,船只还具有出行时作为临

时居所的功用。尽管不是每一富户都有专门的船只

以备出行,但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租雇一艘船,供

其较长时期内使用º。这些大户人家出门驾舟, 船

上备有被褥,如果连续几日, 晚上一般就宿在船上,

白天膳食也多不下舟,日常时蔬可在路过的乡镇中

购置 »。据叶昌炽的 5缘督庐日记 6记录, 同治十年

( 1871年 ) ,出于编撰 5苏州府志 6的需要,作为总纂

的冯桂芬吩咐叶昌炽等人下乡采访。叶昌炽一行于

四月初一日午后登舟,离开苏州城,先后进行了两次

采访,第一次四日, 第二次五日, 除了在袁钟琳家借

宿一夜外,其他几晚均在船上渡过,即使路过枣市和

木渎镇这样的有住宿条件的市镇也不例外; 四月初

三晚, 遇到雨后船漏的意外, 虽 /衣被俱湿, 披衣跧

伏, 达旦未寐0,仍身不离船 [ 16] ( 5P6b- 9a6 )
。

每逢收租时节, /三限 0一过, 城居地主或城里

的租栈往往会派遣账房 (席 )到乡下催租, 账房出行

多驾驶专门的账船。账船船身较一般航船小些, 中

间搭有木结构的梢棚,里面有木榻、茶几,两厢坐人,

既可读书写字,又可对饮小酌,装饰得极为舒服。在

催租过程中,账房晚上多住宿舟中,白天才上岸到乡

镇里的茶馆里与催甲、佃户打交道。宣统二年

( 1910年 )岁末,苏州某租栈的账席陆凤初先后四次

下乡催租,除了第三次去车坊、甪直因风阻坐火车回

的苏州外,其他时间均宿在船上, 账船成为他的临时

居所,白日或登岸喝茶等待催租消息,或在舟中以抄

曲消遣,晚上则宿舟中。十二月初一, /催租已毕 0,

陆凤初意欲从甪直镇开舟返回,不料饭后刮起南风,

这样很难经水路走车坊、独墅湖到达葑门,只好推迟

一日动身,改走北线, 经历了数小时的跋涉, 才撑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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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光绪三十二年 ( 1906年 )八月廿二日,叶昌炽 /子沂星台同舟进城,雇一小舟,八百文0。 (参叶昌炽: 5缘督庐日记 6卷十二,第 86a、86b页 )

如光绪三十四年 ( 1908年 )九月十五日,叶昌炽 /开船六里,过蠡口,仆人登岸买鱼蔬 0。 (参5缘督庐日记 6卷十四,第 47 a页 )



到唯亭镇,在那里改乘火车回苏州,而账船仍停泊唯

亭镇¹。

陆凤初在甪直因遇大风不得不弃船改乘火车的

经历,暴露了在传统技术条件下船只的局限性。由

于没有机械动力,船的前行全靠手摇橹,船帆虽有借

助风向的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克服逆风航行的困

难。按照这一思路, 则商用书和前文所引的扫墓指

南中所记录的水路里程, 不过是两地之间的物理距

离,只具有相对的参考价值,两地之间的实际距离取

决于船的行驶速度,甚至是船上人的心理感觉。更

具体地说,顺风还是逆风就对乘船所花费的时间起

决定性作用,而如遇天寒地冻, 河道结冰, 船只甚至

寸步难行。下以叶昌炽的 5缘督庐日记 6为例略作

分析:

  光绪二年 ( 1876年 )正月十六日, (叶昌

炽 )开 (船 )行,以风逆, 不得进,仅行三十里,泊

唯亭镇。十七日,风顺,行百五十里, 泊黄渡镇。

十八日五刻,抵沪渎。,,十二月初八日,发行

李下舟,午后开至黄渡泊。初九日至赵屯港,阻

于冰,稍停, 复行三十里,至菉葭浜。初十日,至

车塘,冰厚尺许, 不能进, 一路停舟, 何止数百

号。, ,登岸,行十里,至昆山城外, 欲雇长轿,

价昂,未果。复回舟,泥泞满道。,,十一日,

稍进至青龙桥。十二日,打冰行十里,至昆山朝

阳门泊。, ,十三日, 行二十里, 至古信义城,

复为冰阻。十四日, 改由小路行, 午后抵

娄门。
[ 16 ] ( 5P65b, 82a, 82b6 )

叶昌炽光绪二年 ( 1876年 )年初自苏州到上海,

首日因遭遇逆风, 仅行 30里; 次日顺风, 航行 150

里,两者相较, 里程竟然相差 5倍º。到了岁末, 由

于车塘一带 /冰厚尺许 0, 不得不打冰而行, 效率甚

至不如逆风,最后改走小路才勉强归家。吴江县南

麻诸生顾参也有过类似经历, 他有一次入城输租,

/值 洹 寒 冰 壮, 舟 不 得 行, 乃 徒 步 百 里 而

归 0 [ 17] ( 5第 13卷 6 )
。吴江县周庄镇人沈廷镛在光绪二

十二年 ( 1896年 )十一月自苏州返回吴江的过程中,

更是同时遇到大风和冰冻, 本来只要航行大半日的

路程, 足足被耽搁了六七日。

  光绪二十二年 ( 1896年 )十一月半夜后起

风。十六日,阴雨, 晨发, 过觅渡桥, 风益大,舟

人非善操舟者进退失措,遂仍还入葑门。十七、

八日, /风仍大, 不得行 0。十九日,清晨开棹破

冰行舟, 括括有声, 风亦未尽息, 午分至同。

,,开舟至同里湖, 冰阻,折还。廿二日, 买冰

槌,打冰, 至家已午后。
[ 9]

船只的大小, 也会影响船行的速度。对于内河

船而言,船小则灵活轻便, 易于驾驶, 速度较大船要

快, 夜航船多为大中型船,速度较慢。光绪二十二年

( 1896年 )三月初九,沈廷镛与郑鬯厂曾陪凌定甫自

盛泽前往苏州就诊,沈廷镛与郑鬯厂坐一舟,凌定甫

夫妇和沈廷镛的岳母另坐一舟。初十清晨, 两舟同

发, 沈廷镛所坐舟较小, /行稍速, 傍晚先至盘

门0 [ 9 ]
。其实,单就速度来说, 水路不见得比陆路更

占优势。据 5了盦日记 6记载: 光绪十八年 ( 1892

年 )十月二十四日, 身在苏州的柳慕曾与某友约定

在光福相会,柳慕曾清晨解维,开船先行,其友另雇

舟后发。至傍晚两人几乎同时到达光福。这并非是

由于其朋友的船划得快, 赶上了柳慕曾。实际情况

是, 柳的朋友雇舟开行较迟, 午后方至离光福十三四

里的善人桥, 他向当地人打听, 知柳舟早已过去,

/恐追不及, 即换坐山轿, 冒风前进, 中途复步行二

里许,以息其力,始得同时至0 [ 18]
。山轿的速度显然

比船快得多。

以上,通过几部清人日记的形象描述,可以使我

们深入了解船只对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

实际上,作为联络城乡的纽带,在流动的水道上穿梭

往来的船只,所起的作用远远不止上面所举零零落

落的这些。例如, 航船作为江南水乡最重要的交通

工具,同时也是办理输送业务以及通信手段的代理

者, 在 /邮政通信局未设之处, 且为人寄递函件, 罔

或误 0 [ 8] ( P8 )
。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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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农业史研究新进展

) ) ) 第十届东亚农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谢  萍, 江  萍
(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广东 广州 510642 )

  2010年 9月 24) 26日, 第十届东亚农业史国

际学术研讨会在华南农业大学召开, 来自中国、日

本、韩国的 1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会议由中

国农业历史学会、日本农业历史学会、韩国农业历史

学会主办,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

承办, 主题为 /历史上的水稻、水利、水运0。

开幕式与大会主旨报告在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

报告厅隆重开幕,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理事长、华南

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副院长倪根金教授主持开

幕式。华南农业大学校长陈晓阳教授代表承办学校

对各国专家和各界朋友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

心的感谢,并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进一步推动东亚

农业史的研究与交流。中国农业历史专家代表团团

长、中国农业博物馆党委书记沈镇昭教授,日本农业

历史专家代表团团长、京都大学足立芳宏博士,韩国

农业历史专家代表团团长、韩国农业历史学会会长

具滋玉教授,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林有

能教授分别代表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广东省的农史

学界致辞,希望通过深入探讨与交流,进一步加强农

业领域的研究与合作。开幕式结束后, 浙江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郑云飞研究员、东京大学松本武祝教授、

韩国农业技术实用化财团全云圣教授分别作了大会

主旨报告。大会报告结束后,专家学者分成稻作史

组、水利史组和水运暨其他组三组,围绕稻作农业考

古与稻作农业发展历史、水利与水利社会、水运及江

河治安管理等内容进行广泛探讨与交流。期间,代

表还到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进行学术

考察。

此次会议共收到专题研究论文近 80篇, 内容丰

富。不少文章角度新颖,问题意识清晰,新见叠出。

下面,对这些论文进行分类介绍。

一、稻作史研究

稻作史研究是农史研究的重点。中外学者借助

这次交流会议的平台, 深入探讨稻作起源、水稻品

种、耕作技术与工具、稻作农业与社会发展等内容。

对于稻作起源问题, 郑云飞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 )的5长江下游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6结合考古

发掘,研究长江下游地区的稻作起源问题,认为长江

下游地区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栽培稻驯化历程和稻作

发展过程,是栽培稻和稻作农耕文化的起源之一。

丁品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的5余杭临平茅山遗

址发掘取得重要成果 6根据发掘材料, 认为这是一

处由生活区和稻作农耕遗迹区组成的新石器遗址。

赵艳萍、倪根金 (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 )的 5丁

颖教授在稻种起源问题上的探索及贡献 6一文根据

丁颖手稿及书信, 探寻其在中国稻种起源问题上探

索的脚印,展示其对这一历史难题的解答思路与贡

献。王星光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的 5气候变化与黄

河中下游地区的早期稻作农业 6阐述在全新世大暖

期影响下,气候变化与黄河中下游地区早期稻作农

业的关系,指出该区稻作发展随着气候起伏而波动。

冯孟钦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的 5珠三角稻作商

时期发生论 6以珠三角气候与环境特征为切入点,

论证其稻作农业最晚在商代出现。王柏中 (广西民

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的 5/雒田 0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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