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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笔谈
宋代江西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口许怀林
  宋代在我国古代的经济文化发展史上，达到鼎盛的阶段，其中不少领域有江西民众做
出的贡献。
  在生产技术领域，农田水利中的陂堰堤坝工程建设成绩突出，熙宁改革大兴水利时期
，官府从江西调工匠支援北方地区。比较江汉平原，陆九渊在湖北荆门说：江东西无旷
土，此间旷土甚多。江东西田分早晚，早田者种早禾。晚田种晚大禾，此间田不分早晚
，但分水陆。此间陆田，若在江东西，十八九为早田矣，“江东西陂水多及高平处，此
间则不能，盖其为陂，不能如江东西之多且善也”。稻田拔秧、插秧工具的秧马，苏轼
在吉州泰和首先发现。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录水稻品种的专著《禾谱》，也是泰和人曾
安止在北宋哲宗时期写出的，他的侄孙又将水田耕作所用的农具率先写成《农器谱》。
  手工制造业中，冶金生产技术达到最高水平。德兴、铅山开采铜矿的人们，利用铜矿
山含有硫酸铜的泉水——胆水，浸入铁片，使铜与铁的分子产生置换反应，获得纯铜，
这叫“胆水浸铜”。这是他们总结汉代以来的炼金术知识经验，臻于“讲之精，虑之熟
”的程度。哲宗时期，德兴张潜把自己写的《浸铜要略》献给朝廷，使这项技术在江西
德兴、铅山，广东韶州，湖南潭州的铜矿中推广运用。张潜是胆水浸铜专家，他的子孙
继承其业，经南宋至元朝后期二三百年问，都专注于浸铜生产。浸铜技术的成熟与应用
，是我国古代人民在世界冶金技术和化学史上的重大贡献。景德镇烧制出“色白花青”
的青白釉瓷，著行海内，形成庞大的青白瓷体系，涉及江西、安徽、湖北、广东、福建
等地众多瓷窑，由宋及元，盛烧不衰。吉州永和窑在南宋烧出精美的紫黑釉瓷器，存世
的剪纸双凤梅花纹碗、木叶纹碗，是永和窑贴花工艺的独特作品。宋代江西普遍兴起刻
印业，吉州刻印了《文苑英华》一千卷；周必大于绍熙四年（1193）用胶泥、铜板移换



摹印成《玉堂杂记》，是我国在12世纪时期使用泥活字印书的两个成功事例之一（另一
个事例是西夏用泥活字印佛经）。
  经济学领域中，南宋抚州布商陈泰，春天把钱币预付给崇仁、乐安、金溪以及吉州的
农户，夏秋时收回他们织的麻布，获得了充足的货源保证，而农户也不愁生产资金和产
品销路。这种没有先例的包买商经营方式，是旧生产关系土壤中长出的新幼芽。
  思想学术与文学方面的成就巨大，贡献多样。婺源朱熹、金溪陆九渊是理学（道学）
两大学派的领袖，永丰欧阳修、南丰曾巩、临川王安石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中的三家，修
水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临川晏殊是北宋前期词坛的一个代表者，吉水杨万里的
“诚斋体”诗风使他进入南宋四大家。吉安文天祥以爱国诗抒发忠义正气，在文化宝库
中留下了千古绝唱。“廿四史”中，欧阳修贡献了一部半（与宋祁合撰《新唐书》，独
撰《新五代史》）。高安刘恕、新喻刘敛都是《资治通鉴》的主要撰稿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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