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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占候是古人对未来某一特定时间或一段时

期内晴雨、水旱及其导致的农业丰歉情况的预测，人

们希望通过占候来趋利避害地安排农事活动，获得

农业生产的良好收益。它是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实

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经验汇集与智慧结晶，历来被

视作一种重要的农业民俗与技术手段而受到学界的

重视。对农业占候的既有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其科学

性来展开的。民俗学者认为，农业占候中有关占天

象、测农事的部分包含一定的科学因素，可对农业生

产起指导作用；其中关于占卜农事丰歉的部分尽管

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非科学成分，但也是民众心理的

合理折射。①科学史学者关注农业占候的目的是对

其中的气象科学知识进行挖掘，在整理《田家五行》

这本农业占候古籍时，他们就利用现代气象科学知

识对该书进行释读，这样元明时代太湖流域庶民百

姓关于农业占候的乡言俚语就被对流、锋面、气旋、

云层等专业性术语所替代，其中能用现代气象学解

释的部分被称为群众性科学经验，解释不通的则被

视作封建迷信糟粕。②其实，关于农业占候的准确性

历来就饱受质疑，北宋王巩根据民间历日记载，推测

崇宁四年(1105)为十一龙治水的大旱之年，但该年在

事实上却是“自春及夏，及秋，皆大雨水”。③明人谢肇

淛对利用云气来进行农业占候的方法提出质疑，认为

“云气倏变，一岁四占，倘吉凶互异，当何适从耶？”④当

代学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根据明代建阳书肆刻印

的《三台万用正宗》中的《年岁荒熟歌》来验证其中所

载农业占候应验与否，他通过推算否定了该占验歌

诀的准确性，如根据推算万历二十八年(1600)本该是

个旱魃为虐的年份，但实际当年福建地区却是雨势

磅礴，暴雨甚至冲垮了当地的城墙和桥梁。⑤

既然农业占候的准确性值得商榷，为何它们在

传统社会中却深受人们的推崇，尤其是在明代中后

期的江南等地，农业占候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

盛状况。正德《姑苏志》中记载当地“农既专力，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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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自精，占测气候，详密多验。由元旦至于岁暮，凡

风云旸雨之变，潦旱丰歉之兆，趋避弛张之宜，咸有

口诀韵语，汇类极繁”。⑥江南农民不但有丰富的农

业占候经验，他们还会根据占候的结果来调整农事

安排，如“唯太仓、嘉定东偏，谓之东乡，土高不宜水

稻，农家卜岁而后下种，潦则种禾，旱则种棉花、黄

豆”；⑦明代后期的经营地主沈氏也倾向于认为，对于

如何种植不同品种的水稻来获取丰收这个问题，“卜

其吉者而多种之”就是一个解决的办法。⑧彼时江南

地区农业占候的兴盛在民间书肆售卖的日用类书中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日用类书这种包含民间生活所

需各类知识的盈利性家庭日用百科全书向来是以图

书市场为导向，编纂者试图从读者需求出发来囊括

庶民日常生活中所需的各种知识，而农业占候就是

其中颇为重要的一种。本文绕开以现代人观念中的

科学性或准确性来审视古代农业占候的先验性视

角，试图回归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以社会史的进路

来考察明代中后期日用类书中的农业占候，挖掘促

使其刊刻与流行市肆的社会背景，厘清其中农业占

候知识的类别及其主要内容，分析这些农业占候条

目的文献来源以及创新之处，并尝试以其中所载农

业占候的具体内容来间接推测它们的潜在读者。

一、小冰期：农业占候进入日用类书的契机

农业是一种以自然再生产为基础进行的经济再

生产活动，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古人认为

“夫稼，养之者天也”，农业生产必须顺应天时才能获

得丰收。⑨国家通过颁布历法来向民间授时，人们也

普遍认为“天气变于上，人物应于下矣”，⑩所以试图通

过观察飞禽走兽与草木荣枯等自然现象来获取关于

气候变化的信息，这类信息对古代农耕社会至关重

要，以至于《管子》中记载：“民之知时，曰岁且厄，曰某

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汉

代就有《杂阴阳》《师旷占》《子赣杂子候岁》等诸多包

含农业占候的专书出现，成书北魏的《齐民要术》中就

对它们进行了些许转载，如“欲知岁所宜，以布囊盛粟

等诸物种，平量之，埋阴地。冬至后五十日，发取，量

之。息最多者，岁所宜也”，“欲知五谷，但视五木。择

其木盛者，来年多种之，万不失一也”；唐代韩鄂也将

“占八节之风云、卜五谷之贵贱”的农业占候术法写

入其所撰《四时纂要》中。但总体来说，农业占候在这

些中古时期的农书里仅占极小篇幅，散见各处且时有

时无，这种情况在元明时期发生了重大改变。

元明时期，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一改之前温

暖的局面，开始变得日趋寒冷，不单在中国，同一时

期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气候也开始变冷，气象学家称

之为小冰期。尽管迄今为止科学家们对于小冰期的

起止时间及其引发的确切气候现象仍各抒己见，但

许多权威科学家却倾向于认为它大约开始于 1300
年，结束于1850年，这与中国气象学家认为的小冰

期开始于元代中期(1320年前后)，历经5个世纪的时

间节点基本相似。卜正民对小冰期的起始时间及

其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冷有如下描述：

元明两代正值气候异常时期，历史学家称之为

小冰河期。大约自 1270年起，地球与之前的四分之

一世纪(即所谓的小适宜气候期，亦称中世纪暖期)相
比变冷了。1370年左右，是第一个降温阶段的最低

点，此后的一个世纪内气温略有回升。1470年左右，

全球变冷的进程再次开始，气温进一步下降，一些从

不下雪的地方也开始降雪。1494年，佛罗伦萨的积

雪厚得吓人，当时的执政家族竟委托雕塑家米开朗

琪罗堆一个巨型雪人。16世纪，气温变得更低，尽管

这一变冷趋势偶尔会被短暂的回暖期打破。1630年

左右，气温再次下降，终于在1645年达到了千年以来

的最低点，这一极寒温度一直持续到1715年。

这种气候转冷的趋势在农书中也得到反映。以对气

候冷暖变化敏感的柑橘种植为例，元初政府编纂的

《农桑辑要》中记载河南、山西等地有栽培橘树，“西

川、唐、邓，多有栽种成就；怀州亦有旧日橘树”，而

在稍晚成书的《农书》中作者王祯提及“橘，生南山川

谷，及江浙、荆、襄皆有之……北地无此种”，从中可

看出柑橘生长界限有着明显的南移。在王祯生活的

年代，太湖的洞庭东西山是全国最主要的柑橘产区

之一，王祯曾称赞道：“橘有数种：有绿橘，有红橘，有

蜜橘，有金橘，而洞庭橘为胜，今充土贡。”洞庭橘因

处于“四面皆水”的小环境中，“水气上腾，尤能避

霜”，故从来无须担心霜冻，但在成书于弘治七至十

四年(1494-1501)间的《便民图纂》中，撰者邝璠却对

该地橘树能否安全过冬感到惴惴不安，他谨慎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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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读者建议橘树“冬月须搭棚以蔽霜雪，至春和撤

去”，弘治十四至十六年，气候变得更为寒冷，该地区

“连岁大雪，山之橘毙”，至此当地柑橘种植业走向

衰落。除柑橘种植的萎缩以外，《便民图纂》中随处

可见气候变冷的其他证据。如书中所记载的早稻已

远非明代初年所谓的早稻，仅是早熟的晚稻而已；

葡萄树也要在冬季“将藤收起，用草包护，以防冻

损”。气候转冷给当地农业生产带来很大隐患，根据

陈家其的研究，明代太湖流域的气候变化使得该地双

季稻种植面积减少，粮食复种指数下降；水旱灾害频

发，粮食产量下降；柑橘、茶树等经济作物的越冬受到

威胁。频仍的自然灾害及其导致的粮食减产使当地

人们对天气状况更加关注，元末明初的吴中人娄元礼

编纂了一本农业占候书《田家五行》，该书因适应了当

时人们的需要而得到迅速传播，弘治年间吴县令邝璠

将其大量引入到自己所撰的《便民图纂》中，专辟“杂

占类”与“月占类”两章来详述，至此，农业占候知识

大量汇入农书并成为其中的一个单独部分。

现存最早的日用类书是由南宋福建崇安人陈元

靓编纂的《事林广记》，而陈元靓本人同时又是另一

部岁时节日类文献《岁时广记》的编纂者，在该书中，

他对卜晴雨、占丰歉、观云色、占果实、祈蚕福等民间

农业占候知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所以在《事林广

记》的“天文类”部分，陈氏也向他的读者介绍了有关

天象、历候与节序的三种知识，在历候部分还对六十

甲子、元旦杂占、岁首杂占、岁节晴雨等农业占候知

识有过简单的叙述。但陈氏开创的这种写作方式并

未被后世书商所效仿，成书于元代和明代早期的日

用类书中皆没有包含农业占候知识，只有到了明代

中后期，随着气候的持续变冷，农业占候这种以往在

占候专书或农书中特有的知识才被又一次纳入日用

类书中，并成为当时日用类书中诸类知识的重要一

环。不单是日用类书，明代中后期南方很多地区的

新修方志中也首次出现了有关“气候”的条目或门

类，这是此时气候变冷的另一个反映。此时在同处

于小冰期笼罩下的西欧，关于农业占候的书籍和技

术手册也开始大量出现并流行起来，一些注重实干

从不迷信的农场主也开始根据占星家的预测来种植

农作物。可见在小冰期笼罩下的那个年代，中西方

的人们皆无力抵御恶劣天气及其对农业的消极影

响，都不得不依靠农业占候来提前预测以趋利避

害。可以说，小冰期及其带来的气候变化为农业占

候大量进入农书、日用类书提供了一个契机。

二、日用类书中农业占候的类型及其主要内容

明代中后期日用类书中的农业占候一般在“时

令门”章节中，有些没有“时令门”的日用类书则将它

置于“天文门”中，从现存诸种明代中后期刊刻的日用

类书来看，至少有 13部中包含农业占候(详见表 1)。

书名

新刊理气详辩纂要三台便览通书正宗

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

新锲燕台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宝万卷星罗

新刊翰苑广记补订四民捷用学海群玉

新刻群书摘要士民便用一事不求人
鼎锓崇文阁汇纂士民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
新刻全补士民备览便用文林汇锦万书渊海

新刻邺架新裁万宝全书

新刻搜罗五车合并万宝全书

新刊天下民家便用万锦全书

新刻增补士民备览万珠聚囊不求人

新刻艾先生天禄阁汇编採精便览万宝全书

新刻眉公陈先生编纂诸书备采万卷搜奇全书

卷名

九卷

卷之三时令门

四卷时令门

时令四卷

时令门第四卷
卷之四时令门类
一卷天文门

卷之五时令门

卷之五时令门

第一卷天文类

一卷天文门

时令三卷

时令门第十卷

主要内容
岁时纪事、岁旦求龙治水法、四
时占候等
四时训释、四时八节
岁时纪事(占节、占日、占风云、
断四时)
岁时纪事(占节、占日、占风云、
断四时)
岁时纪事、日辰占论
岁时纪事俱全
天文占察
岁时纪事、气候本始、节令详
明、天文占察
岁时纪事、气候本始、节令详
明、天文占察
天文备览、天文考占
天文祥异、太极图说、星象缠
度、风云占察

岁时纪事、天时琐占

岁时纪事、杂占天时

出版年份与出版者

万历戊戌林绍周辑

万历二十七年余象斗编

万历二十八年徐会瀛编

万历三十五年武纬子补订

万历年间陈允中编
万历三十五年阳龙子编
万历三十八年徐企龙编

万历四十二年朱鼎臣编

万历四十二年徐启龙编

万历年间不著撰者

万历年间葆和子编辑

万历末崇祯初书林三槐堂王泰
源梓
崇祯戊辰存仁堂陈怀轩梓

表1 明代中后期日用类书中所载农业占候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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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书籍多为福建建阳书坊所刻，其余氏、熊氏、积

善堂、树德堂等书坊名称明显展示了它们的建阳性

质。建阳刻书业萌生于五代，繁荣于南宋，到明中后

期达到鼎盛，但建阳版日用类书质量差且错讹甚多，

有时甚至同一本书籍里各卷的名字竟会不同，如万

历年间刊刻的《新刻邺架新裁万宝全书》卷1为“龙头

一览学海不求人卷之一”，而记载农业占候的卷5却
又题作“新刻搜罗五车合并万宝全书卷之五”，是一

个极为典型的拼凑本，其中所载农业占候与《新刻搜

罗五车合并万宝全书》完全雷同，极有可能直接使用

了前者的雕版。有些日用类书中的农业占候即便有

自己的特色，但其中的某些部分也明显抄自于其他

日用类书，这极大拉低了日用类书的原创水准，但也

在客观上为考察其中的农业占候提供了诸多便利，

下文将对明代中后期日用类书中所载的农业占候类

型及其主要内容进行简要概述。

明代中后期日用类书中所载的第一类农业占候

是根据天干地支对一年中雨水、蚕桑等涉及农业生

产的因素进行预测的推算方法。如推算该年几龙治

水的方法是“自岁旦日数去，遇辰日则为龙治水，如

正月初一日遇辰即为一龙治水，初二日遇辰即为二

龙治水，余仿此”，即从农历新年的第一天算起，第

几天碰到辰(辰为龙)日，该年就为几龙治水；辰日并

不是一个特定的日子，但根据干支纪日法，每隔12天
会出现一次，所以每年最少为一龙治水，最多则为十

二龙治水，参与治水龙的数量与当年的雨水状况成

反比。与这种方法相类似的还有从岁首算起，以第

几天遇丑日来推算当年为几牛耕地的方法。蚕桑业

是江南农家的主要经济支柱之一，蚕神在民间被称

作蚕姑，对蚕事吉凶的占卜在日用类书中被称作“求

姑把蚕”法，即“四孟年一姑把蚕，四仲年二姑把蚕，

四季年三姑把蚕。……四盂年乃寅申巳亥，四仲年

乃子午卯酉，四季年乃辰戌丑未”，根据民间的说

法，“大姑多损伤，二姑最吉，三姑则吉凶无定”。社

日是古代农民祭祀土地神的节日，每年有春秋二社，

社日对农业生产甚为重要，许多作物的种植都以它

为标准，如王祯在谈及种麦时就说：“八月社前，即可

种麦；经两社，即倍收而坚好。”春秋两社也是举行

社祀祈报的日子，祈报的内容就是期望农事顺遂丰

收，即“春祭祈谷之生……秋祭报谷之熟也”，所以推

算二社的日期在民间显得颇为重要，方法为“自立

春、立秋后数至第五个戊字便为社也”，也有另一种

说法是“六戊为社”，原因在于立春或立秋的具体时

刻之不同，“在午前定五戊为社，如在午后即六戊为

社”。江淮地区每年农历三至五月间出现的梅雨天

气对农业有重大影响，梅雨期过早会阻碍冬麦的收

割，梅雨期偏长可能会导致水稻有“重种二禾之患”，

空梅或少梅也会给农业生产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古

人十分重视对梅雨日期的推算，日用类书里关于对

梅雨期的推算方法是“以立夏后逢庚日入梅，芒种后

逢丙入小暑后逢未出”。此外，明代中后期日用类

书中还有推算三伏日、液雨日等特殊日期的方法。

这些推算类的农业占候术法在民间社会流传甚广，

以至于“求龙治水，求牛耕地，几日得辛、求二社，则

人皆知，不必细言矣”。先前文献多将其视作在民

间流行的占候知识而未予以记载，仅在黄历中可以

看到，甚至处于小冰期影响下创作的《田家五行》与

《便民图纂》等书中也未涉及相关内容，明代中后期

日用类书的编纂者第一次将该类农业占候知识进行

系统化记载，从侧面体现了日用类书这类文本的民

间属性。

明代中后期日用类书中第二类农业占候是根据

每年某些月份中的特定日期(如节气或节日)来进行

占候预测的一系列方法，被古人称之为“月占类”。

旦日是一年中的第一天，当天的天干状况可以反映

出诸多农事信息，若该日为甲，当年便会稻米价贱；

若是丙日，就会连续四十天干旱；值巳日则“米贵蚕

凶，多风雨”。立春为二十四节气之首，古人认为在

此日占卜农事也甚为灵验，如断定当年农业丰歉的

《年岁荒熟歌》就是通过立春日当天所属日期的天干

来判断当年的总体状况，即“阴阳一气先，造化总由

天。常看立春日，甲乙是丰年。丙丁遭大旱，戊己损

田园，庚辛人不静，壬癸水盈川”。立春日所属的五

行状况也可用来占卜农事，《立春歌》中就提及“立春

见金果木稀，低田水灾高禾宜”。立春日的气象状况

同样也关系到当年的天气与收成，如“立春天气晴，

百物尽收成。立春一日雨，四时雨均平”。根据正月

上旬的天干情况也能占卜当年的总体情况，即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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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丰年丙子旱，戊子蝗虫庚子乱。惟有壬子水滔

滔，只在正月上旬看”。立冬日也是实施农业占候的

良辰佳日，《新刊翰苑广记补订四民捷用学海群玉》

将立冬当天的农业占候编成歌诀：“立冬属火来年

旱，逢水来春水必多。遇金来夏豆麦好，遇木次夏水

旱灾。值土来年五谷盛，处处田禾足丰盈。”此外，

一年中的其他节气或节日也是进行占验的好时机，

日用类书里最常提到在“八节”时实施占候最为灵

验，这八个节气分别是元旦、春分、立夏、夏至、立秋、

秋分、立冬与冬至。明代中后期日用类书中“月占

类”的主要知识来源是《田家五行》，但其撰者们在它

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新鲜知识，以旦日占验为例，它

增加了通过该日所属的天干地支来对农事进行占候

的方法；再如立冬占候，《田家五行》中仅能通过该天

的晴雨与风向来进行占卜，而明代中后期日用类书

的撰者们却将当天的天干地支与五行状况都纳入实

行占验的范畴中，这皆是对以往农业占候知识的进

一步丰富与发展。

天时占候也是明代中后期日用类书中农业占候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包括天文类与气候类

两种形式，主要是根据日常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

自然现象来推测未来天气或农事状况的方法。如

“论日”条目曰：“日若生晕者主有雨，日抱耳不晴，南

耳晴，北耳雨，断风绝雨，乌云接日次日必雨。”这条

占候透露出三则信息：一是出现日晕是要下雨的征

兆；二是日珥可预测天气，日珥出现在太阳南侧就会

天晴，出现在北侧将会有雨；三是若日落时乌云遮

日，第二天必定会下雨。此外日用类书中还有“论

月”“论星”等条目，即通过观察日月星辰来对天气情

况进行预测。“论风”是以当天的风量和起风时间来

推算未来刮风或晴雨寒暑的情况，如刮东风是降雨

的预兆，冬天连续三天刮南风就要下霜。云朵移动

的方向也可以预示晴雨状况，即所谓的“云行东，马

头通；云行西，马溅泥；云行南，雨涨潭；云行北，好行

客”，这是一种古老的占候术法，在汉代崔寔的《四

民月令》中即有类似的表述。明代中后期日用类书

中的天时占候部分主要采自《田家五行》，但日用类

书的编撰者对内容进行了筛选与简化，使其便于携

带与降低印刷成本，同时更适合于庶民百姓的阅

读。值得注意的是，一种以图像形式出现的天文占

候术法首次被载入日用类书中，这些图像很难追踪

其来源，极有可能是某种在民间流传的秘密知识。

如图1中的 a表示天空中没有乌云却在降雨，这种天

气的出现预示着未来会发生旱灾；b代表如火焰状的

日出景象，预示今后三年皆为大旱；c代表彗星入亢，

主五谷大熟、天下丰登。此类通过图示来占卜天象

吉凶与农事丰歉的方法在当时的若干部日用类书

中皆有记载，且经常被编纂者放置在卷首上半栏的

最显眼位置，从侧面反映出它在日用类书编纂者、

书商甚至是他们认为的潜在读者心目中有着重要

的意义。

图1 《新刻群书摘要士民便用一事不求人》中
一些关乎农业占候的天文图示

三、农商并用：日用类书中农业占候的阅读群体

农业占候最初起源于民间，由居住在市井乡野

的百姓所创造，在民间社会广为流传。宋代邢昺《耒

耜岁占》中所载的农业占候知识就皆为“牧童村老岁

月于畎亩间揣占所得”。明代文献《公余日钞》对农

业占候的起源有过如是分析：“村社占年之说，自古

有之。如雨旱验生草，如麻麦验雪，往往无爽，有不

待求之天文书者。盖耆旧之在乡井，阅世久、历时

多、观化广、见事熟，必有所试而云，言非孟浪也。”

庶民大众对农业占候自然较为熟悉，这些知识通过

口耳相传的方式在民间社会进行传播。明代中后

期，随着市民经济的繁荣与商业出版的兴盛，农业占

候的传播途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除传统的口头传

播渠道外，它还开始进入日用类书，其知识通过文本

的形式进行扩散。明代中后期日用类书的编纂者多

用“四民利用”“四民捷用”或“四民要览”等作为标题

来宣扬该类书籍的读者对象是以士、农、工、商为代

表的庶民大众群体。现代日用类书的研究者们却倾

向于认为，虽然当时整个社会的识字率确实比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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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较大提升，但这种四民皆读者的阅读盛况只是

书商为了售卖书籍而营造的一种夸张性说辞，他们

通过估算当时社会中民众的识字率来对此进行否

定，但关于这种识字率是指低层次的“功能性识字能

力”抑或更高层次的识字能力，学者们也莫衷一是。

本节试图绕开识字率的数字陷阱，通过梳理日用类

书中农业占候条目的具体内容来确认这些占候类文

本的潜在受众是谁，撰者在编纂日用类书时心中预

设的读者对象为何人，以及这些农业占候知识出现

的背后又有着何种社会需求。

农民是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主体，天气状况的

好坏直接关系着他们的收成，故而对农业占候也最

为关注。表1显示这批载有农业占候篇章的日用类

书大多是在 1599-1628年间被刊刻出来，此时正值

小冰期时代最寒冷的时段之一，气象学研究表明，长

江中下游地区在这些年份里属于偏冷的时段，且气

候常处于湿润甚至洪涝阶段，降雨明显增多，恶劣

的气候条件对农事活动造成诸多不利的影响，继而

导致作物减产与歉收。明代中后期南方地区水稻品

种繁多，大致分为早稻与晚稻两类，这些不同生长期

水稻品种的出现，使得双季稻在闽浙地区有了很大

发展。双季稻的种植对季节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

整地、育秧、移栽等环节需要迅速和按部就班地完

成，倘若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影响之后的整个栽

培进程。所以日用类书里有诸多关于早稻与晚稻收

成的占卜，成书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鼎锓崇文

阁汇纂士民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论电”部分就记

载：“大暑前后有电，早稻薄收，晚稻必大熟。”另外

江南地区于每年春夏间盛行梅雨，入梅与出梅时间

的早晚对稻作农业有巨大影响，会直接影响晚稻的

苗期成长和插秧等事宜，所以日用类书中农业占候

知识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关于梅雨的推算，其“求梅

雨”条云：“江南三月为迎梅雨，五月为送梅雨。《埤

雅》云：闽人以立夏后逢庚口入梅，芒种后逢丙入小

暑后逢未出，亦曰梅，故今之梅雨说者由此知之。”

值得注意的是，施威对唐代占候书籍《相雨书》的研

究显示，该书中预报当日气候的占候数量最高，表明

当时的占候是以即时观测和短期预报为主，而明代

中后期日用类书中的农业占候则主要以长时间占候

为主，“来年”等表示长时段的词语明显增多。如《立

冬荒熟歌》中说：“立冬属火来年旱，逢水来春水必多。

遇金来夏豆麦好，遇木次夏水旱灾。值土来年五谷

盛，处处田禾足丰盈。”这表明处于小冰期笼罩下的

农民迫切希望通过占候来提前获知有关来年的农业

信息，以趋利避害地安排农事活动。

对于日用类书的刊刻地福建和日用类书的销售

市场江南地区来说，明代中后期农业生产的最主要

特征就是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因为种植经济作物

带来的利润要远远大于粮食作物，所以此时桑争稻

田与棉争稻田的事例在各种地方文献中屡见不鲜。

当时江南很多地区的农民往往只注重经济作物的种

植，每年当地所需的基本口粮甚至都要从外地贩运，

他们利用经济作物获利的金钱来购买粮食，这就造

成了日用类书的农业占候在提及粮食作物特别是稻

米时，关注其价格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要超过关心其

丰收与否。江南地区的纺织业是仅次于农业的第二

大产业，当时的棉纺织业和丝纺织业比起前代在量

和质上均有了显著的提高，所以农民对其原材料棉

花和桑树的种植也更加重视。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

比粮食带来的收益更为丰厚，再加上经济作物的大

规模同质性种植取代了之前传统农业中杂种五谷来

备荒的策略，单一性种植使得农业对环境的敏感度

更高，如果稍有不慎遇到天灾便可能倾家荡产，处于

小冰期中的农民只能频繁通过农业占候来预测桑、

棉等经济作物的收成，而日用类书的撰者也瞬间就

捕捉到民间社会的这种需求，他们将关于桑、丝、棉

的占候放在日用类书的重要位置。譬如元旦当天若

为丁日，那么就会“丝绵并贵”或“丝绵六十日贵”，

三月三日如逢降雨，就会“蚕娘抽丝乐栩栩”；清明午

前一日如是晴天，那么该年便会“早蚕大旺不须

惊”。蚕桑情况如此重要，以至于民间每年都会通

过“求姑把蚕”来推测蚕事的状况，日用类书云：“四

孟年一姑把蚕，四仲年二姑把蚕，四季年五姑把蚕。

却以岁日数去，见木为蚕食之叶也。如正月一日属

木，便是蚕食一叶，余者仿此。四孟年乃寅申巳亥，

四仲年乃子午卯酉，四季年乃辰戌丑未是也。”由于

明代中后期民众识字率的提升，客观上使得一些农

民也有了基本的识字能力，如明代中期来华的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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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崔溥在其见闻录中写道：“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

里閈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这使得他们自

身成为了日用类书中农业占候部分的读者。最为重

要的一点是，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兴起了一批力田

致富的经营性地主，太仓南转村明代地主墓里出土

的明刊《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就暗示地主阶层是当时

日用类书的主要读者群体，这些经营性地主们所种

植的农产品并不是为了自给自足，而是出售到市场

以获取利润，故而对天气状况更为关注，且他们与普

通农民相比文化程度高，成为明代中后期日用类书

中占候知识的主要阅读者。

中国古代商人是士大夫以下受教育程度最高的

一个社会阶层，商业活动本身要求商人必须具备一

定程度的文化水准，所以商人大多能识文断字。明

代中后期随着大量市镇的涌现、非农业人口的增多、

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以及沉重的漕粮负担，使得江

南地区的粮食供应产生了危机，出现了一些缺粮区，

如苏州府嘉定县的居民“以花织布，以布贸银，以银

籴米，以米兑军，运他邑之粟充本县之粮”。当时的

粮食市场也颇具一定规模，有学者甚至认为明后期

最广泛的贸易消费品就是粮食。江南地区形成了

诸多大中城市以及沿海沿江的大型粮食市场和中小

城市的小型粮食市场，如苏州城郊的枫桥镇即为明

清最大的米粮中转中心，史称“大多湖广之米辏集于

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

南京、杭州等城市中也有诸多米谷市场。江南地区

粮食富余的地区开始向缺粮地区售卖粮食，如常熟

粮食产量颇为丰盈，“每岁杭、越、徽、衢之贾皆问籴

于邑”，而缺粮地区开始从外地买粮，如嘉定即“县

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

来者舳舻相衔也”，尤其随着弘治年间“湖广熟，天

下足”谚语的兴起，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成了江南

地区的重要商品粮基地，跨省区地域间的大规模粮

食流通成了有利可图的商贸活动，许多商船往来两

地之间，靠贩运粮食来攫取高额利润。在福建地区

也出现了类似状况，即当地开始“仰粟于外，上吴越

而下东广”。粮食贩运业的兴盛使得众多商人投身

其中，行商需拥有丰富的粮食贩运知识，懂得辨别各

种粮食的优劣，在《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

宗》(以下简称《三台万用正宗》)中，撰者教经商之人

如何辨别各种粮食的品级优劣，分为谷米、大小麦、

黑黄豆、杂粮食和芝麻菜子等类别。贩运粮食须具

备两方面知识：首先对行船及其所面临气候知识要

有所了解，因为在传统时代粮食贩运绝大多数是经

由水路，如当时苏州商人“去松江，客人先于阊门外，

搭双塔船而去。如去杭州，先搭人载而行，到于主

家，以候货船可也”。所以在《三台万用正宗》中关于

雇商船的知识被编纂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详细介

绍如何雇佣客船来运送粮食。商贾在奔赴各地行商

的路途中也是凶险万分，“长江有风波盗贼之忧；湖

泊有风水渔船之患；川河愁水势涌来，又恐不常之

变；闸河怕官军之阻，更兼走溜之忧……”所以商人

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气候占候知识，“若夫行船须看天

上之风云，停泊要知河中之水利”。占候是一门关于

气象学的学问，需要在长期观察中累积经验与知

识。商书编纂者则根据季节不同来说明气象的变

化，以求平安将货物运达销售地区。行船最忌大

风，所以日用类书中对风的占候甚为关注，书商按照

月令的格式将每月会遇大风的日子予以标注，称作

“逐月恶风日”，甚至日用类书中连对其他天象占候

的描述也是以风为中心，如在《鼎锓崇文阁汇纂士民

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等几本日用类书中的“论云”

部分只提及“云如砲车形，主大风起”，对于其他类型

的云象及其所蕴含的占候意义则予以省略，仅说“其

详亦见天文占云内”。贩运粮食须掌握的第二类知

识是对粮食价格的预测，商人只有在价格便宜或物

产丰足的时候购入和在粮食稀缺及价格昂贵的时候

售出才能通过价格差来赚取利润。余象斗在《三台

万用正宗》的“客商规鉴论”部分就建议商人“如贩粮

食，要察天时；既走江湖，须知丰歉”，并对如何通过

农业占候获取利润进行了详细说明，他通过具体例

子来告诉商人某个时节的降雨会引起哪些农作物歉

收，那么此时售卖这种农作物便会有利可图；同时他

还提到贩卖农产品的适宜时间，希望能做到贱籴贵

粜。当时的商人们将这种通过占候来预知丰歉的

知识看得颇为重要，认为“涨跌先知，称为惯手。壅

通预识，可谓智人。作牙作客，能料货之行与不行，

逆知价之长跌，而预有定见，是为真老成也”。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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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贾群体是农业占候篇章的重要读者之一，所以当

时日用类书中的农业占候部分充斥着关于粮食价格

贵贱的信息，如：

“元旦”：值甲米贱人疫，值乙米贵人疫，值丙四

十日旱，值丁丝绵并贵，值戊麦粟鱼盐，值己米贵多

风雨，值庚禾熟人病，值辛麻贵麦贵禾大熟，值壬米

贱大豆贵，值癸禾灾人疫。

此外，在当时日用类书的其他部分，尤其是“天

文门”中的天气图像部分里，也充斥着关于对未来一

段时间内粮食价格预测的农业占候知识，这正是撰

者给商贾群体准备的阅读文本。这批绝大多数在万

历年间刊刻的日用类书及其包含的农业占候知识后

来被天启、崇祯年间的《士商类要》《士商要览》以及

清代乾隆年间的《商贾便览》等商书所引用，成为商

贾经商必备知识之一。直到清代的江南米市中，一

些米行的从业人员还需要借助农业占候来预测当年

的粮食收成，这也是商人为日用类书农业占候部分

读者之一的间接证明。

余论

明代中后期，伴随着小冰期的影响，无论是在日

用类书的撰刻地福建建阳抑或是其主要销售区域江

南，气候都有了显著的变冷趋势，此时方志、文集、笔

记等文献中记载湖泊结冰、冰冻以及降雪的次数与

频率与前代相比均有增加。除了对气候冷暖状况的

直接影响，小冰期还间接带来了旱涝的严重不均，使

得干旱、洪涝和与之伴随的饥荒以较高的频率出现，

接踵而来的自然灾害及其带来的农业减产与歉收，

导致以稻米为主的粮食价格大涨，明代前期，浙江等

地的米价一石约折银二钱五分；嘉靖时期，已是“五

钱者，江南之平价”。明代后期，随着自然灾害的持

续加剧，米价更是大幅度攀升，这更使得当时社会

中的各阶层尤其是生产粮食的农民、贩售粮食的商

贾以及购买粮食的城乡居民愈加高度关注农业生产

的气象和粮食安全问题，而商品经济作物的广泛种

植更加剧了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担忧。

小冰期笼罩下的糟糕天气状况及其导致的天灾

人祸使得人们在心理上极度依赖祈祷与占卜等安慰

性技术手段，当时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皆是如此，

人们连出门会客、行商立契甚至插禾种田都要选择

吉利的日子，时人谢肇淛对此表示极度震惊：“古人

事之疑者，质之卜筮而已；治乱吉凶，考之星纬而

已，未闻择日也。今则通天下用之矣，而凶吉祸福，

卒不能逃也。甚矣，世之惑也!”在这种社会风气

的带动下，人们比之前更加热衷于通过占卜来获知

有关未来天气状况的信息，以趋利避害地安排下一

步的农事活动。他们实施占候的焦点主要集中在

那些对农事丰歉产生直接影响且人力难以控制的

方面，如水旱以及飓风灾害等；而占候关注的主要

对象则是那些对传统农家生计最具有经济意义的

农事活动，如以棉花、蚕桑为代表的经济性作物和

水稻这种业已高度商品化的主粮作物。建阳地区

的商业出版者迅速根据民众需求刊印出一批带有

农业占候章节的新型日用类书，与前代《田家五行》

中的占候知识相比，这些日用类书中占候的重点偏

偏是忽略了其中最实在的民间经验总结或被民俗

学家称之为“民间科学技术”的部分，即通过现在

天气状况来判断之后天气情况的一系列农谚，而是

将重点放在对天干、地支及五行的推演上，而且在

某些时候它们还能与星象、择日等更加复杂的神秘

知识系统共同来进行综合性推演，如书商余象斗在

《三台万用正宗》中关于农业占候章节“时令门”的

卷首写道：“此卷宜与星命、克择门参看。”农业占

候不仅仅是民众对气象预测焦急心态的单方面折

射，在日用类书编纂者们看来，气象状况反过来也

能对人事进行警示，在《新锲燕台校正天下通行文

林聚宝万卷星罗》等若干部日用类书农业占候篇章

的结尾部分，撰者皆谆谆告诫读者：“常言天有不测

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又云天降之灾尤还可，

自作之孽实难逃”，试图劝说世人规范自己的道德

行为，可见在明代中后期农业占候是横亘在天人之

间的重要一环，既体现了人对天机的窥探与尝试性

的解读，也昭示了天对人的警示与告诫。传统农业

本身就是“为之者人也”与“养之者天也”的产业，而

农业占候又是一门关于“天人之际”的学问，通过对

日用类书中农业占候的深入考察，我们或许可以从

心态史的视角了解更多有关明代中后期农业发展、

农产品商业化兴盛以及庶民文化繁荣等宏大叙事

背后所涉及的微观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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