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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就穷尽了地力，而中国农耕历经四千余年，土壤肥沃依
旧，且养活了数倍于美国的人口。原因何在？中国农耕文化的无穷魅力让富兰克
林�H�金认定，东方农耕是世界上*秀的农业，东方农民是勤劳智慧的生物学家
。如果向全人类推广东亚的可持续农业经验，那么各国人民的生活将更加富足。

本书记录了东亚农业生产者真实的生活环境，讲述了东方各民族好的耕作方法。
他们依靠小块土地和少量产品维生，几乎没有一块土地闲置，农民通常在土地上
实行轮作，养活了密集的人口。农耕是人类文明的基础，但是到目前为止，人类
还没有整理出全部农耕经验。富兰克林�H�金认为，农耕的首要条件是保持土壤
的肥沃，东方各民族早已遇到此类问题，而且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法。对此，西方
或许也能直接从他们的经验中获益良多。这是西方向东方学习保护自然资源的*课
。

 

内容简介

几世纪之前，东亚三国的农业已经足以支持起高度密集的人口，并且可持续发展
至今，并且这个势头还将保持下去。美国人十分推崇远东地区人们的原生态农耕
方式，认为推广中国、朝鲜和日本可持续农业经验对全人类都是有帮助的。

东亚民族主要依靠小块土地和少量产品来维生，却养活了密集的人口。在远东地
区，每一种可以食用的东西都被认为是人类或者畜禽的食物。而不能吃或者不能
穿的东西则被用来做燃料。各种有机垃圾混合在一起以及人类的或动物的粪便都
被细致地保存下来，在使用之前再将它们粉碎并烘干作为肥料。在这里，看不见
一块闲置的土地，见不到一点被浪费的资源。在现代农业耕作方式的弊端纷纷显
现的时刻，东亚传统的耕作方式再一次引起了世界人民的重视。“回归自然”重
新成为受人关注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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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2011年这本书第一版问世的发布会，是在浙江遂昌县的一个青山绿水的湖畔山庄里举行
的。翻译此书的我那两个立志务农的奇葩博士生之所以要到那里去办会，乃是要与当地
敢为天下先的奇葩书记的“壮举”做个呼应——这个县以人民代表大会决议的最高权威
形式通过了“本县三年之内禁绝化肥农药”的决议！
5年之后，不仅此书因畅销而有第二版问世，而且译者之一石嫣还在2015年成了达沃斯论
坛评选出的“世界十大青年领袖”、当选了世界CSA联盟的副主席，以民间力量为主在
北京筹办了世界社会化生态农业大会！在新世纪开初的十几年里，我们2005年提出的“
生态农业环保农村”已经被社会接受；我们2009年开始推行的社会参与式生态农业CSA
发展到数百家。天佑华夏！各地类似遂昌县官方的“壮举”，已经随着中央政府把生态
文明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而遍地开花！如今最值得关注的新形势：一方面产业资本危机爆
发在城市的压力下，到处是大学生的返乡创业和打工者的乡村回流；另一方面，已经有3
0个省市放开辖区内的城乡户籍限制，市民下乡、农业进城——广大市民与农民之间的融
合互动蔚然成风。
诚然，当前中央与各地政府应对危机的决策体现了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但也要看
到“形势比人强”！任何人违背客观规律都是要有巨大代价的，只不过代价往往被主流
转嫁给社会和环境。
不妨先简述生产过剩大危机压力下的资本下乡，合乎规律地造成农业过剩：
中国人在1998年遭遇到东亚金融风暴外需大幅度下降、迅疾转化成第一次“生产过剩”
大危机。此时的情况与美国人1929年遭遇生产过剩用工业资本改造农业、随之发生20世
纪30年代的农业过剩的情况如出一辙；中国也是工商业资本纷纷下乡，有关部门推出了
“农业产业化”政策服务于资本下乡；接着也客观上造成了新世纪以来的农业过剩。200
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诱发2009年全球危机之后，中国出现第二次“生产过剩”大危机，已
经处于恶性过剩压力下的城市资本再度涌入农村，不再顾忌甚至不做掩饰地直接圈占土
地、山林、水面、滩涂乃至农村地产和农民房产⋯⋯
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验过程，长期从事农村调研、强调“三农”问题的人才逐渐认识
到，并非百年前富兰克林�金博士关于东亚传统农业的真知灼见未被后来者重视，而是
世界上所有遵循农业直接与自然结合才能保障人类可持续生存规律的前辈和后人都属于
弱势群体，都不可能抗拒资本下乡对传统农业与资源环境的“摧枯拉朽”。如果说百年
前的金博士不可能通过介绍亚洲农业的正外部性而改变美国农业的资本深化、破坏资源
环境的大趋势；那么，百年后的我们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农业资本深化陷入困境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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