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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国时期河北省粮食作物种植

与农家食粮的考察＊

朱 汉 国

［关键词］民国河北；粮食作物；农家食粮

［摘　要］民国时期河北省的主要粮食作物是谷子、高粱、玉米、小麦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家生

活水平的提升，在主要粮食作物中高粱的权重在衰退，小麦的权重在逐年提升。民国时期河北省各地的粮

食作物种植对农家的食粮影响甚大。受商 品 经 济 影 响 程 度 的 制 约，各 地 反 映 的 情 况 也 有 所 差 异。北 部 地

区的粮食作物种植与农家食粮的关联度较高，北部农家的食粮基本依赖于所种植的农作物；南部和东部地

区的粮食作物种植与农家食粮的关联度较低。

＊ “民以食为天”，中国的这句古语，充分说明了

“食粮”在民众生活中的重要性。事实上，食粮不仅反

映了民众的生活状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国

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实态。本文所考察的是民

国时期河北省粮食作物种植与农家食粮状况①。

一　民国时期河北省粮食作物种植

在传统农耕时代，农家的食粮与粮食作物种

植紧密相连。民国时期河北农村商品经济仍欠

发达，农家食粮仍取决于其种植农作物的品类。
故考察民国时期河北农家粮食作物种植情况，对
探讨此时期河北农家食粮变化是很有必要的。

从２００４年开始，为研 究 民 国 时 期 民 众 的 生

活状况，我们曾多次到河北各地考察民国时期河

北省各地的主要粮食作物种植情况。根据我们

的考 察，河 北 全 省 种 植 的 主 要 粮 食 作 物 涉 及 谷

子、玉米、高粱、豆类、甘薯、燕麦、黍、稷、小麦、大
麦、荞麦、莜麦、马铃薯、稻谷等。在 这 些 众 多 的

农作物中，无论是种植面积，还是年总产量，位居

前列的是谷子、玉米、高粱、小 麦 等。在 此，从 粮

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两方面加以说明。

１．关于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金陵大学农经系主任卜凯教

授组织了覆盖２２个省１６８个样本点、３８　２５６个农

户的农村调查。在调查中，卜凯对中国的农作物

地带作了大体分类。根据卜凯的分类，地处华北

的河北省农作物地带属于“冬麦小米区和冬麦高

粱区”②。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统计资料引

证了卜凯关于河北粮食作物种植地带的划分。
表１　河北省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１９１４～１９３７年）③ 单位：千亩

作物 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
平均

１９２４～１９２９年
平均

１９３１～１９３７年
平均

稻 ２７００　 ５５４　 １６５４
小麦 ２４　９７０　 ２８　８８３　 ３２　２１１
玉米 １１　４００　 １４　２９３　 １４　２７１
高粱 ２３　２２０　 １９　９７０　 １３　０５１
谷子 ２３　９８０　 ２２　４３２　 １８　０４３
薯类 ３５０　 １００９（甘薯） ２５５７（甘薯）
大麦 ３５００　 ３６３５　 ５２３３

１０４６０（杂粮） ２４９１（蚕豆） ３１６（蚕豆）
１０８６（豌豆）

４６０（燕麦） ６１０（燕麦）

４１０５（糜子）
合计 １００５８０　 ９３７２７　 ９３１３７

·０８·

＊

①

②

③

＊ 基金项目：本 文 系 国 家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项 目“２０世

纪 前 半 期 北 京 周 边 农 家 生 活 变 迁”（项 目 编 号：

０８ＢＺＳ０４３）的阶段性成果。

关于民国时 期 河 北 省 粮 食 作 物 种 植 与 农 家 食 粮 的 研

究，是学术界较少关注的问题。在学人的研究中，只是

一些有关河北农村社会的论著涉及该问题。

卜凯著，金陵 大 学 农 学 院 农 业 经 济 系 译：《中 国 土 地 利

用———中国２２省１６８地区１６７８６田场及３８２５６农家之

研究》，成都成城出版社１９３１年版，第３１～３３页。

资料来源：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的数字来自《中国农业的发展》
（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３８～３４７页各表综合，合
计由作者得出。其中薯类包括甜薯、马铃薯及其他块茎作

物。杂粮包括豌豆、蚕豆、燕麦、荞麦。１９２４～１９２９年的数

字来自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
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５～１７页。其中，稻包括灿

粳稻和糯稻，蚕豆包括其他豆类和黑豆，合计由作者所得

出。１９３１～１９３７年的数字来自“农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

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４２４，案卷号：５８１。其
中稻包括籼粳稻和糯稻，合计数为各项相加所得。



　　从表１中我们可以看出，河北省的粮食作物

种植 面 积，如 果 按 从 多 到 少 排 列 的 顺 序，１９１４
年～１９１８年为 小 麦、谷 子、高 粱、玉 米、杂 粮、大

麦、稻等。１９２４～１９２９年为小麦、谷子、高粱、玉

米、大麦、蚕豆、甘薯、燕麦等。１９３１～１９３７年为

小麦、谷子、玉米、高 粱、大 麦、糜 子、甘 薯、稻、豌

豆、燕麦、蚕豆等。
由表中不难看到，１９１４年到１９３７年间小麦

的种植面积一直居第一位，谷子一直居第二位，
高粱和玉米列第三或第四位。

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从 翰 香 等 人 在 河 北 等 地 做

过调研，也认为河北农家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前

五位的作物，依 次 是 小 麦、谷 子、高 粱、玉 米、杂

粮①。因此，我 们 大 体 可 以 认 为，民 国 时 期 河 北

农村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从多到少依次是小麦、
谷子、高粱、玉米、大麦等。

２．关于粮食作物的亩产与年总产量

小麦为民国时期河北种植最广的粮食作物，
似乎很少有人质疑。但小麦是否是民国时期河

北粮食作物中权重最重的作物呢？应该说，还不

能。这其间还涉及到农作物的亩产量、总产量等

问题。
从现有资料 来 看，关 于 河 北 省 粮 食 作 物 亩

产量的 记 载 向 来 存 有 争 议。民 国 版 河 北 井 陉

县的 县 志 有 关 于 农 作 物 亩 产 的 零 星 记 载：
“粟———全境种粟之地约二十余万亩，每亩产量

约一百四五 十 斤。黍———俗 名 黄 米，全 境 种 黍

之地约一万余 亩。每 亩 产 量 约 一 百 四 五 十 斤。
稷———每年境内种 稷 之 地 约 一 万 六 七 千 余 亩，
每亩产量约 一 百 三 四 十 斤。麦———小 麦，为 民

贵 重 食 品，每 年 约 二 十 三 万 八 千 余 亩，每 年 产

量约六七十 斤。大 麦———约 二 千 余 亩，每 亩 产

量约一百五 六 十 斤。荞 麦———山 中 多 有 种 者。
高粱———每年 境 内 种 高 粱 之 地 约 二 万 四 千 余

亩，每亩产量 约 一 百 四 五 十 斤。玉 蜀 黍———棒

子，每 年 约 六 七 千 亩，每 亩 产 量 约 为 一 百 三 四

十斤”②。根据 这 一 记 载，井 陉 县 农 作 物 中 亩 产

量和总产量最高者为粟（谷子），而小麦在井陉的

农作物中仅居第四位。
下表是一些文献资料有关河北省主 要 粮 食

作物（小麦、谷子、高粱、玉米、大麦）亩产的数据

统计。

　　表２　河北省主要粮食作物亩产统计表③ 单位：斤／亩

年度 小麦 谷子 高粱 玉米 大麦

１９１４　 ７２　 ９３　 １０１　 ６７

１９１５　 ６４　 ８７　 ８６　 ５９

１９１６　 ７１　 １７１　 ９９　 ６０

１９１８　 ８０　 ９２　 ９２　 ９４　 ５５

１９２４～１９２９　 １２７　 １７６　 １５２　 １７１　 １５８

１９３１　 １２０　 １８２　 １５９　 １７８　 １３５

１９３２　 １１４　 １７４　 １６７　 １８１　 １３３

１９３３　 １４１　 １５５　 １４８　 １６２　 １４２

１９３４　 １１６　 １６９　 １３３　 １６０　 １３１

１９３５　 １０１　 １６８　 １５０　 １６９　 １１７

１９３６　 １０３　 ２０３　 １９６　 １７５　 １３７

１９３７　 ８８　 １３８　 １２６　 １３５　 １３３

１９４６　 １２７　 １５２　 １４０　 １１１　 １２２

１９４７　 ８７　 １８２　 １５５　 １６０　 ８０

　　从表２中我们可以看到，就其亩产量而言，
直到１９４７年，小麦在河北主要粮食作物 中 并 不

是最高的，在许多年份，小麦的亩产都不及谷子、
高粱和玉米。为了方便对河北省主要农作物总

产量的综合分析，我们把上表２与表１记载的年

份及种 植 面 积 相 对 应，按１９１４～１９１８、１９２４～
１９２９、１９３１～１９３７三个时期加以分析，见以下表

３、表４、表５。
表３　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河北省主要粮食作物总产量表

单位：斤／亩

农作物 年均面积 年均亩产量 年均总产量

小麦 ２４　９７０　０００　 ７１．８　 １　７９２　８４６　０００

谷子 ２３　９８０　０００　 ９２　 ２　２０６　１６０　０００

高粱 ２３　２２０　０００　 １１０．８　 ２　５７２　７７６　０００

玉米 １１　４００　０００　 ９５　 １　０８３　０００　０００

大麦 ３　５００　０００　 ６０．２　 ２１０　７００　０００

·１８·

①

②

③

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５４～２５５页。
《井陉县志》第十编“风土民情”，天 津 义 利 印 刷 局１９３４
年版，第１～２页。

资料来源：许 道 夫《中 国 近 代 农 业 生 产 及 贸 易 统 计 资

料》，第１２～１７页。其 中１９１４～１９１５年 数 据 参 见《第

四次农商统计表》（１９１７年刊行）；１９１８年数据参见《中

国年鉴》第一回（商 务 印 书 馆１９２４年 发 行）第１１４３～
１１６０页；１９２４～１９２９年 数 据 参 见《统 计 月 刊》１９３２年

１～２月合 刊“农 业 专 号”；１９４７年 数 据 见《中 华 年 鉴》
（下册）（中华年鉴社１９４８年版）第１２７２～１２７７页。



表４　１９２４～１９２９年河北省主要粮食作物总产量表

单位：斤／亩

农作物 年均面积 年均亩产量 年均总产量

小麦 ２８　８８３　０００　 １２７　 ３　６６８　１４１　０００

谷子 ２２　４３２　０００　 １７６　 ３　９４８　０３２　０００

高粱 １９　９７０　０００　 １５２　 ３　０３５　４４０　０００

玉米 １４　２９３　０００　 １７１　 ２　４４４　１０３　０００

大麦 ３　６３５　０００　 １５８　 ５７４　３３０　０００

表５　１９３１～１９３７年河北省主要粮食作物总产量表

单位：斤／亩

农作物 年均面积 年均亩产量 年均总产量

小麦 ３２　２１１　０００　 １１１．８　 ３　６０１　１８９　８００

谷子 １８　０４３　０００　 １６９．８　 ３　０６３　７０１　４００

高粱 １３　０５１　０００　 １５４．１　 ２　０１１　１５９　１００

玉米 １４　２７１　０００　 １６５．７　 ２　３６５　２０１　８００

大麦 ５　２３３　０００　 １３２．５　 ６９３　３７２　５００

　　从表３、表４、表５中可以看到，１９１４～１９１８
年的年亩产平均数从高到低排列为高粱、玉米、
谷子、小麦、大麦。１９２４～１９２９年为谷子、玉米、
大麦、高粱、小麦。１９３１～１９３７年为谷子、玉米、
高粱、大麦、小麦。

就其总产量 而 言，１９１４年～１９１８年 年 均 总

产量从高到低排列为高粱、谷子、小麦、玉米、大

麦。１９２４年～１９２９年年均总产量从高到低排列

为谷子、小麦、高粱、玉米、大麦。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７
年年均总产量从高到低排列为小麦、谷子、玉米、
高粱、大麦。

表中数据告诉我们，高粱、谷子、玉米乃是民国

时期河北农家的主要粮食作物。其中，高粱在粮食

作物中的权重在衰退。小麦的亩产量虽在不断提

高，但仍不及传统的高粱、谷子、玉米。不过，随着

种植面积逐渐扩大，其在农作物中的权重在加大，

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７年间，其年产总量已位居首位。

二　河北粮食作物种植的地区差异

以上所述的只是民国时期河北全省 粮 食 作

物种植的整体观感。事实上，河北省境内由于地

形、气候、环 境 的 差 异，各 地 的 粮 食 作 物 种 植 情

况，南部和北部间，东部和西部间，存有一定的差

异。一般地说，南部和东南部，地处华北 平 原 的

腹地，小麦在农作物种植中所占权重较大；北部

山区 和 西 部 地 区，小 麦 的 种 植 权 重 明 显 不 如 谷

子、玉米和高粱。
金陵大学农学 院 在１９２２年４月 到１９２３年

３月对位于河北省东部、毗邻渤海的盐山进行了

一次调查，此次共调查了１５０户。结果显示，１５０

户主要农作物种植之亩数及其比重为：“种小麦

的农场面积为１８７８亩，在总作物亩中所 占 之 百

分率 为３５．９％；种 高 粱 的 农 场 面 积 为１０３４．５
亩，在总作物亩中所占之百分率为１９．８％；种玉

米及黄豆（两种套种）的农场面积为６４１亩，在总

作物 亩 中 所 占 之 百 分 率 为１２．２％；种 黄 豆 的 农

场面积为５７３亩，在总作物亩中所占之百分率为

１０．９％；种谷子的农场 面 积 为４７０亩，在 总 作 物

亩中所占之百分率为９．０％；种玉米的农场面积

为４０７亩，在总作物亩中所占之百分率为７．８％
等等”①。这 说 明，民 国 时 期 河 北 东 部 盐 山 的 小

麦种植占较大优势，谷子的种植权重不到１０％。

盐山的种植大体反映了河北东部、东南部沿海地

区的种植情况。

河间县位于河北的中部，地 处 华 北 大 平 原。
根据我们的调查，民国时期河间农家选种的粮食

作物，依次是谷子、高 粱、玉 米、小 麦。２００４年８
月我们曾走访了河间的卧佛堂村若干位老人②。

以下是我们对卧佛堂村杨银老人采 访 的 对

话记录③。

解放前您家的这些土地都种植哪些作物？

———谷子、高粱、小 麦。谷 子、高 粱 为 主，相

比较而言谷子最多。
它们的产量如何？

———地头壮 的 收 二 百 多 斤，一 般 收 一 百 多

斤。麦子每亩才收七八十斤。

以下是我们访问卧佛堂村张根群老 人 的 对

话记录④。

解放前您家的土地都种植哪些作物？

———谷子、棒子（玉米）、高粱、山药、小麦、棉
花等。

什么作物种的最多？

———谷子、棒子最多。

这些作物的产量如何？

———谷子每亩可收两百斤，高粱一百七八十

·２８·

①

②

③

④

卜凯著，孙文郁译：《河 北 盐 山 县１５０农 家 之 经 济 及 社

会调查》，“金陵大学农林科农林专号”（第５１号），１９２９
年刊印，第５５页。

参与调查的有北京 师 范 大 学 历 史 学 院 研 究 生 李 自 典、

黄家友、田莉等。

杨银，男，时年７９岁，河间卧佛堂人。２００４年８月６日

我们在卧佛堂调查。

张根群，男，时年８０岁，河间卧佛堂人，家有３０亩土地，

属于自耕农。２００４年８月６日我们在卧佛堂调查。



斤，棒子很小。麦子，种 的 少，老 斗，一 斗３０斤，

每亩好麦子收四斗、三斗半。那时没水，没肥料，

品种也不行。

以下是在卧佛堂采访时钱会老人的 一 段 对

话记录①：

解放前您家的这些土地都种植哪些作物？

———谷子、高粱、棒子、豆子、麦子。

这些作物的产量如何？

———高粱每亩可 收 一 百 多 斤，谷 子 多 点，可

收二百多斤，小麦可少了，每亩才收五六十斤，二
斗麦子，六十斤。

从以上几段对话中，我们不 难 发 现，河 北 河

间的粮食作物种植最多的是谷子、高粱、玉米，而
小麦虽有种植，但权重并不大。

定县与河间同处于华北大平原，其粮食作物

情况与河间类似。李景汉当时曾 在 定 县 作 过 调

查，１９３３年定县全县各种主要农作物种植情况及

全年产量情况如下：“农作物种植情况，谷子种植

３５４　２６６市亩、小麦种植３４０　８０２市亩、黑豆１６３　５１９
市亩、甘 薯１４２　３５３市 亩、高 粱８８　９２６市 亩、大 麦

８５　１７３市亩、荞麦７６　４６８市亩、棉花７４　９３２市亩，其
它的依次减少；全县全年各类作物产量分别为，谷
子６　１１９　５６３公 斗、小 麦４　３４７　６１０公 斗、黑 豆

１　３４４　２８６公 斗、甘 薯２９９　９８３　３８０市 斤、高 粱

９５６　３１６公斗、大麦１　３１５　５４３公斗、荞麦９７６　８６２公

斗。”②无论是种植面积，还是年总产量，谷子都要

高于小麦。这说明河北省部分中部地区的粮食作

物仍是以谷子为主。

河北的北部地区多山。其农 家 选 种 的 粮 食

作物基本上多为抗旱耐寒的谷子、高粱、玉米，而
非小麦。

下表是我们对房山农家的调查。③

表６　民国时期房山县小麦亩产调查统计④

编号、姓名、
年龄、性别

住址 本人叙述
折合
（斤）

０１白绍祥

７１岁 男
张坊镇
张坊村

每亩５斗，合７５斤 ７５

００３李大妈

８２岁 女
南尚乐村

水地种麦子（靠 拒 马 河
河水 灌 溉），每 亩 可 收
一百多斤，比 全 村 任 何
一家都多

１００

００４刘才

８１岁 男
南尚乐村

好年份不 过１５０斤，一
般一百斤

１００

００６王　金

７４岁 男
长沟镇
长沟村

每亩几十斤

００７余勇滋

８４岁 男
长沟镇
太和庄

每亩三四十斤 ３５

００８李先生

７６岁 男
瓦井村 每亩一百多斤 １００

编号、姓名、
年龄、性别

住址 本人叙述
折合
（斤）

０１０李玉坤

９２岁 男
大懂村

麦子没有 雨，籽 都 收 不
上来，没有多少种的

有效数字平均亩产 ８２

　　房山县地处河北省的北部，位于燕山山脉脚

下，它的北部、西部均为山区，东部和南部的部分

地区是山脚平原，地形复杂多样。在我们采访的

十几个村中，只有几个村属于山脚平原，可以种

小麦，所 以 采 访 的 人 中 对 小 麦 亩 产 能 记 起 的 很

少。北部和西部山区的山坡地多种玉米和高粱，
很少种麦子，更谈不上小麦亩产。

以下是我们在房山县张坊镇张坊村 对 魏 福

贵老人的一段访问记录⑤。
解放前你们家都种植哪些作物？

———小麦、棒子（玉米）、谷子、豆、白薯。
种植面积最多的作物是什么？

———最多的是 棒 子 和 谷 子。棒 子 和 谷 子 要

各占一半。
小麦种植情况怎样？

———小麦种的不多，浇不上水。
这些作物的亩产情况怎样？

———玉米地好地每亩一百五六十斤，一般的

百十来斤。谷子一百二三十来斤。
以下是我们在房山县长沟镇太和庄 对 余 勇

滋老人的访问记录⑥。
解放前你家都种植哪些作物？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钱会，男，时年７９岁，河间卧佛堂人。２００４年８月６日

我们在卧佛堂调查。

李景汉：《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河北省县政建

设研究院１９３４年版，第７页。

２００４年７月 我 们 到 房 山 进 行 了 一 次 乡 村 田 野 调 查。

房山今属北京市管 辖，民 国 时 期 隶 属 河 北 省。我 们 实

地走访了房山县近２０个村庄，采访了近３０位老人，其

中成功的个案１２例。调查围绕民国时期乡村的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组织、民俗、家庭结构等。调查的重点

是关于民国时期的农民生活状况等。

资料说明：１．采访者 编 号 是 根 据 采 访 时 间 的 先 后 顺 序

而编，为了不至于混 乱。折 合 数 字 是 根 据 采 访 者 叙 述

而主观确定，由 于 采 访 者 大 多 数 数 字 是 约 数，不 易 计

算，故采取之。折合时 多 采 用 中 间 数，如００７号“三 四

十斤”折合为３５斤，其余均这样计算。２．００６号和０１０
号很难换算成具体 数 字，故 在 计 算 时 排 除。由 于 个 案

很少，这必然影响到亩产平均数，造成了山地亩产比冀

中平原亩产还高的不正常现象。

魏福贵，男，时年８５岁，张坊镇张坊村人。２００４年７月

１５我们在房山调查。

余勇滋，男，时年８４岁，房山县长沟镇太和庄人。２００４
年７月１６日我们在房山调查。



———玉米、小麦、高粱、豆子。
种植面积最多的作物是什么？

———玉米种的最多。
这些作物的亩产怎样？

———玉米每亩可收百二三十斤；小麦三四十

斤。
以下是我们在房山县大懂村对李玉 坤 老 人

的访问记录①。
解放前你们都种植哪些作物？

———玉米、谷子、麦子。
种植面积最多的作物是什么？

———玉米、谷子。
它们的亩产情况怎样？

———玉米每 亩１００～２００斤，谷 子 每 亩２００
斤上下。

小麦亩产怎样？

———麦子没有雨，籽 都 收 不 上 来，没 有 多 少

种的。
由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出，房山县在民国时

期主要种植玉米、谷子、高粱和小麦等。尤 其 是

玉米、谷子，单位亩产很高，一 般 在１５０斤 以 上，
依其高产、稳产、耐旱而被广泛种植。在 长 期 缺

粮、温饱还不能保证的情况下，农民种植作物的

关键是要保证收获足够多的粮食而不至于挨饿。
因此 种 植 何 种 作 物，农 民 主 要 看 作 物 产 量 的 高

低，而不是看粗粮还是细粮。玉米、谷子、高粱这

类在北方高产、稳产、耐旱、耐寒的作物成为农民

们的首选是理性的。小麦不是房山县的主要粮

食作物，麦子不仅播种的面积受到山地的限制，
而且亩 产 很 不 稳 定。好 地、好 年 头 亩 产 一 百 多

斤，遇到灾年，亩产三十来斤，甚至颗粒无收，出

现“没有雨，籽都收不上来”的情况。
总体说来，民国时期的河北 粮 食 作 物 种 植，

东部和南部种植小麦的居多；中部种植谷子、玉

米、高粱、小麦者大致相仿，小麦在其间的权重并

不占 优 势；北 部 的 种 植 大 多 选 种 抗 旱 耐 寒 的 谷

子、玉米、高粱，选种小麦的居少。
值得一提的是，在河北南部 的 部 分 地 区，民

国时期已有不少农家选种稻谷。磁县位于河北

的南部，在１９３１年的《新修磁县志》中，关于稻谷

的种植曾有详细的记载：“吾磁县产稻区域多在

滏河两岸，尤以东西二闸附近为多，盖以其地田

低水足地质肥美于稻特宜”②。滏河西闸各村水

田种稻“村庄共５２村，共４４７顷８３６亩”③；东闸

各 村 水 田 种 稻“村 庄 共３１村，共６７１顷３４０
亩”④；磁县南区（靠裕华渠道灌溉）种稻“村庄共

２８村，共３９８顷７５亩”⑤。三区共有１１１村有水

稻种植，种植面积达１５００顷之多，这说明稻谷的

种植在河北省磁县，只要有水源，已很普遍。

三　粮食作物种植与农家食粮

中国有句农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反

映了农家的农作物种植与农家食粮的关系。就

民国时期的河北农家而言，农家的食粮大体靠所

种植的粮食作物。但随着商品经济的渗透，各地

的农家食粮与所种植的粮食关系也有所差别。
在河北北部地区，农家的食粮基本上靠所种

植的作物。据我们走访的河北房山县的几十位

老人回忆，他们基本上是种什么吃什么。
以下是我们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６日 对 房 山 县 长

沟镇太和庄对余勇滋老人的访问记录。
种植面积最多的作物是什么？

———玉米种的最多。
日常三餐吃的食物有哪些？

———早饭喝粥，中午吃窝窝头，晚上喝粥，粥
里都放野菜，当地人叫和和粥。

以下是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７日 对 房 山 县 大 懂 村

李玉坤老人的访问记录。
种植面积最多的作物是什么？

———玉米、谷子。
日常三餐都吃什么？

———早上，菜粥，树叶，野菜；中午，玉米饼掺

菜叶、椿树叶、柳树叶；晚上，喝粥。
平谷县与 房 山 的 情 况 大 致 相 仿，也 多 为 山

区。平谷县“人民食料以粟米（谷子）为大宗，高

粱、玉蜀次之，黍稷又次子。豆类供佐食物，稻麦

为上品，专备供客之需，人稠地窄且多山河，丰年

农产 可 供 全 县 需 用，一 遇 凶 荒，辄 有 饥 饿 扰

之”⑥。北部的古北口“一般农家之生活，以小米

玉米高粱等为主要食品”⑦。
在河北的中西部等平原地区，农家所种植的

·４８·

①

②

③

⑥

⑦

李玉坤，男，时年９２岁，房山县大懂村人。２００４年７月

１７日我们在房山调查。
《新修磁县志》第８章，１９３１年铅印版，第８～１０页。

④⑤　《新修磁县志》第１０章，第３～４、５～６、７～８页。
《平谷县志》卷３，１９３４年铅印，第３页。
《古北口县志》，热河省公署古北口办事处印行（油印），

第２７页。



粮食作物中，其小麦的权重虽不断加重，但由于

白面价高，农家把小麦主要用于外销，自家仍以

传统的谷子面、玉米面为其主食。
民国时期日本人山本斌、杉铺贯一曾对河北

省顺义县第四区临河村的农作物产量和消费情

况进行过调查，见下表。
表７　河北省第四区临河村农作物产量、消费、出售情况①

名称 产额 剩余 足与不足 销售场所

黄玉米 ３０００斗

白玉米 １０００斗
２０００斗 足 顺义市场

高粱 ６００斗
自村消费
（牲畜用） 不足５０斗 顺义市场

粟 ４００斗 自村消费 足

黄豆 ４００斗 自村消费 足（豆腐用原料）

小豆 ３００斗 自村消费 足

大麦 ４０斗
自村消费
（牲畜用）

小麦 ４００斗 １００斗 足 顺义市场

黑豆 ５０斗
自村消费
（牲畜用） 足

　　其调查显示，临河村的农作物主要有黄白玉米、
高粱、粟子、黄豆、小豆、大麦、小麦、黑豆等。小麦的

产额４００斗，其中有１００斗剩余进入了顺义市场。
我们在河间的走访中也了解到，河间虽不乏种

植小麦的农家，但农家的主食仍舍不得食用白面。
以下是我们２００４年８月６日对河间卧佛堂

村杨银老人的采访记录。
解放前您家的这些土地都种植哪些作物？

———谷子、高粱、小麦。
……
您日常吃的食物有哪些？

———谷面饼子杂面汤呗！

以下是我们２００４年８月６日对卧佛堂村张

根群老人的访问记录。
解放前您家的土地都种植哪些作物？

———谷子、棒子（玉米）、高粱、山药、小麦等。
您日常吃的食物有哪些？

———“二八米”、棒 子 饼 子、小 米 饼 子。谷 子

不是有壳吗，过去把谷子在碾子上碾，一见米就

叫“二八米”，在一块儿磨成面，掺黄豆，用它贴饼

子吃。三餐全一样，早上，大饼子，喝粥；中午，大
饼子，杂面汤（高粱面）；晚上，粥，饼子。菜 是 萝

卜条，老咸菜。
以下是我们２００４年８月６日在卧佛堂采访

时钱会老人的一段话记录：
解放前您家的这些土地都种植哪些作物？

———谷子、高粱、棒子、豆子、麦子。

您上午、中午、晚上吃什么？

———谷子、棒子、麦子掺和着吃呗，早上吃棒

子饼子、谷面饼子，中午，汤、绿豆磨点面包饺子，
晚上吃剩饽饽（饼子），就是好的了。

从卧佛堂村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卧佛堂村的

主要作物是谷子、高粱、玉米、小 麦、豆 类 等。从

村民们日常的饮食看，吃麦面的情况则更少。
在河北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尽管种植小麦已

很普遍，但以白面为主食的农家仍很少。
金陵大学农学院曾对盐山的农作物 消 费 作

过调查，见下表：
表８　盐山１５０家农作物销售及自用者之比较②

农作物种类
１５０农家之平均价值（元） 价值百分率

出售（或备售） 自用 出售 自用

玉蜀黍（玉米） ０．８８　 １０．７０　 ７．６　 ９２．４

小麦 ７０．７６　 ３．８９　 ９４．８　 ５．２

黄豆 ０．６８　 ６．０８　 １０．０　 ９０．０

绿豆 ０，０８　 ０．２７　 ２２．９　 ７７．１

高粱 ３．１９　 １４．０５　 １８．５　 ８１．５

谷子 ３．４３　 １２．３２　 ２１．８　 ７８．２

枣 ２．１４　 ０．２２　 ９０．７　 ９．３

菜蔬 ０．３４　 ０．５１　 ４０．０　 ６０．０

黑豆 ０．１４　 １００．０

甘薯 ０．０１　 １００．０

总计 ８１．５０　 ４８．１９　 ６２．８　 ３７．２

　　从上表中我们发现，盐山小麦自用的比重从

价值方面看也仅占总量的５．２％，而高粱、谷子、
玉米、黄豆、绿豆自用部分占总量的３／４以上，黑
豆和甘薯则全部自销。

河北省 东 部 的 沧 县“邑 之 产 麦 为 田 产 十 之

四，而食麦者不及百之一。城镇大商乡村仕富备

庖厨以制面食而卖馒首馎饦者多售之街市及行

人，中等以下之农食者甚少”③。
河北南部的磁县，农家广种 小 麦，部 分 地 区

已种稻谷，但“普通民食均以小米为大宗，而佐以

高粱、玉蜀黍及黍菽等粮”④。
（下转第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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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农村 惯 性 调 查 刊 行 会 编：《河 北 顺 义 县

概况》，《中国农村 惯 性 调 查》第 一 卷“概 况 篇”，岩 波 书

店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７～３８页。

资料来源：卜凯著，孙文郁译：《河北盐山县１５０农家之

经济及社会调查》，第６２～６３页。
《沧县志》卷１１“生 计 篇”，文 竹 斋 南 纸 印 刷 局１９３３年

印，第１４页。
《新修磁县志》第７章，第１页。



的宣泄与调剂”①，并能够“直接有力地焕发农民

的向上意识，而且还可以起到抒发情感、介绍常

识、改进农村语言的作用，同时还教会农民严守

秩序②。农民在看戏的同时，受到公民教育的训

练———例如必须要持票入场（因为乡土农民看戏

是不买票的），入场后“脱帽，沉静，守秩序”和“不
要吐 痰，不 要 抽 烟”等③，这 些 都 是“有 关 公 共 精

神的有意义的知识”④。
此外，通过台上台下沟通式、观 众 包 围 演 员

式、演 员 包 围 观 众 式 以 及 流 动 式 等“新 式 演 出

法”，农民的参与意识得到了很大的历练与提升。
凡此种种，都 可 视 为“作 育 新 民”的 部 分 内

容，当然这只是初步的内容。从长远看，这 一 实

验却并未育出多少“新民”来。究其原因，除了日

军侵入、平教会南迁，以及经费、人才、设备短缺

等问题外，根本还在于，平教会改造社会的立足

点存在问题，“愚、穷、弱、私”只是中国社会问题

的表象，而不是他们所说的“根源所在”。社会改

造，必须是启蒙者在深刻认识中国社会复杂问题

的前提下进行的全方位改造，而单独用所谓艺术

教育去治愚，势必会受到中国社会条件的限制，
也“绝不会获得所期望的成功”，最终“只不过是

平 教 会 实 验 的 理 想 而 已”⑤。显然，通过戏剧改

良是难以达到治“愚”的目的。时人病诟，谓戏剧

改革除了使农民“拿好奇的心去赏识外，别的他

们是感觉不到什么兴趣的”⑥。这种说法不能说

全无道 理。农 民 骨 子 里 依 然 被“束 缚 于 传 统 思

想，而不能自拔”，多数剧本也只是“站在人道主

义立场为一般被压迫同胞含冤”，而不是“站在革

命立场反抗帝国主义以及军阀，官僚政客，土豪

劣绅”⑦。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并不能解决农

民的根本问题，也无法长久地将农民动员起来。
所以，戏剧实验尽管一度使农民“痴迷”，但是随

着实验的结束，这种“痴迷”也迅速降温，离启蒙

乡村、作育新民的诉求还很遥远。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０—０６—１０
作者孙诗锦，历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

行政学院副教授。广东，广州，５１０６３１。
【责任编辑　公　羽】

（上接第８５页）
由上述资料说明，尽管河北 省 东 部、南 部 以

种植小麦为主，但农民日常的食粮仍以高粱、玉

米、谷子、豆类、甘薯为主。

由上述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民国时期河北省的主要粮食作物是谷子、高

粱、玉米、小麦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 农 家

生活水平的提升，高粱在主要粮食作物中的权重

在衰退，小麦的权重在逐年提升。诚然，因 地 区

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制约，河北各地粮食作物的种

植情况有所差异。一般地说，北部山区，粮 食 作

物种植的权重从高到低依次是谷子、高粱、玉米

和小麦。河北的中部和西部的平原地区，小麦的

权重在加大。河北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小麦的种

植权重已占绝对地位。
民国时期河北省各地的粮食作物种 植 对 农

家的食粮影响甚大。受商品经济影响程度的制

约，各地所反映的情况也有所差异。一 般 来 说，
北部地区的粮食作物种植与农家食粮的关联度

较高。北部农家的食粮基本依赖于所种植的农

作物。中部的平原地区，小麦的种植权重虽逐年

在加 大，但 由 于 传 统 饮 食 习 惯 和 生 活 节 俭 等 传

统，农家的食粮仍以谷子面、棒子面、高粱面等粗

粮为主，而白面一般舍不得作为主要食粮。南部

和东部地区的粮食作物种植与农家食粮的关联

度较低，如小麦的种植权重虽很高，但农家相当

多的把小麦作为商品外销。在日常生活中，主要

食粮仍是谷子、高粱、玉米等。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１—０９—１０
作者朱汉国，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

院教授。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责任编辑　公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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