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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書由序言、正文 3 篇 14 章和餘論、附錄組成。筆者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

運用大量資料和新研究方法，探討了影響宋元江南農業經濟發展的因素、水利田與農業的發展

及其對社會經濟的影響，獲得了頗多足以顛覆前人之見的新發現和結論。茲擇要列舉如下：

1. 本書首次從人的內涵而非數量、遷徙等視角出發，探討分析了宋代兩浙人的特性、風俗

的變遷與形成，及內部不同地區文化的差異對經濟發展的不同影響。兩浙中部的蘇州和上海成

為全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和經濟中心不能說與此無關。

2. 筆者發現並指出蘇松等地田圍之圍並不等於圍田，澄清並糾正了長期以來中外學者的種

種誤解。

3. 發現「蘇湖熟，天下足」一語產生於北宋，而非歷來所認為的南宋。浙西、江東地區稻

米生產發展的動力主要來自以低田為主的水利田的開發。

4. 發現北宋末太湖地區的農業生產已達到宋代最高水平。有宋三百多年中，該地的農業經

歷了北宋和南宋兩個發展週期。

5. 對單產與勞動生產率的概念加以梳理和界定，指出以往用單產來衡量農業生產水平是值

得商榷的，而前人對江南單產的估算是根據部分資料和數據來推斷總體，存在方法上的問題。

筆者從糧食生產到本地消費、預留稻種、運儲損耗、稅米、外銷和餘糧的全過程出發，採用筆

者自創的新方法估算了宋元之際江南各地稻米的單產和勞動生產率，得出了不同於前人的新結

論。

6. 發現在蘇松杭嘉湖水網平原地帶大部分縣份，存在著一種以圩或圍（渭）為基本單元，

以千字文為號，按鄉、都、保、圖、某字圍的體系排列，包含農田、水利和賦稅諸因素在內的

獨特的田圍之制。這種田圍之制肇始於北宋末，大體形成於南宋，最終形成於元代，構成了太

湖地區農田制度上的一大特色。該發現顛覆了前人的認識。

7. 發現北宋時已形成農工商皆為本業的思想，歷史上三者的關係曾出現 2 次重大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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