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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
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
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起源于中国的水稻，种植面
积世界排名第二，总产量世界排名第一，单产水平高于
世界平均水平，是名副其实的水稻强国。

中国农民丰收节将至，带你穿越千年历史，了解
水稻的前世今生以及不同时段的粮食产量统计。

中国是世界栽培水稻起源地之一

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人们发现 4粒稻谷壳，距
今约1万年，可以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
家之一。

截至20世纪末，我国共发掘出180余个稻作遗址，
大多分布在长江流域。

而统计，则伴随着人类的生活足迹，最早可追溯到
上古时期的结绳记事。《周易·系辞下》曾有记述：“上古
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夏商周至汉
稻的身影一直都在

夏商周的政治、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因此当时的
粮食结构以旱作谷物为主。甲骨文和考古材料来看，
商代的粮食作物主要有黍、栗、麦、稻、菽、麻等。

西周是我国奴隶制度的全盛时期，为适应国家统
治与管理的需求，设立了统计组织，创建了统计报告制
度，统计工作已扩展到民族、粮食、赋税等方面，产生了
统计调查、统计分组、统计预测、统计平均数等思想。

如《周易·系辞上》有“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统计
分类思想，《尚书·夏书》提出了“关石和钧”的统计平均
概念。

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最早的粮食产量的统计资
料，魏国宰相李悝，深入研究农民种地的情况，把种地
的收成，按年景分为孰年、饥年，每种又细分为上中下、
小中大三种。

然后推行“平籴政策”，相当于农产品价格保护，官
府根据年景的类别，决定收购或出售粮食。

取有馀以补不足也，防止“谷贱伤农，谷贵伤民”。

唐朝
建成了天下第一粮仓

史料显示，公元 749 年的唐朝，全国粮食总产为
1260多石，在洛阳的含嘉仓就保存了 580多石，被誉为
唐代的天下第一粮仓。

唐代规定，每年年终，各户须把全家人的姓名、年
龄及所有田产数量填报乡、里；乡、里将其汇编为册，称
为乡账；然后由县、州、户部逐级汇编，最终编成全国的
人口与土地资料，作为课税征夫的根据。每份手实调
查表的最后都印有一段话，要求百姓报告时要保证如
实填报。

宋朝
稻作技术成熟 生活富足

宋朝是中国传统稻作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太湖
流域的水稻单产约为2-3石，约为209-314斤/亩，而这
一时期的人口达到了4亿人，文明的追求往往建立在富
足的生活上，因此宋人将雅文化发挥到极致。

宋代婺州、漳州等地曾经丈量各地土地时，标明其
面积、坐落，绘成图样，编造鱼鳞图册，是宋代土地统计
的一项重要发展，但未广泛推行。

元明清
农业科技迎来高峰

湖广熟、天下足，已经成为共识，双季稻、麦稻两熟
的轮作制都在这个时代被推广开来，农业科技达到高
峰，粮食亩产量小农经济的高峰。

《明史·食货志一》：“洪武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
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
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
鳞，号曰鱼鳞图册。”

明代，鱼鳞图册编造更为成熟，并在全国范围内推
广，标志着这一时期的土地统计新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
粮食监测的几次变更

水稻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新中国成立后我国
水稻单产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跨越：据中国农业统计
资料，1970 年我国水稻单产水平达到 453 斤/市亩，比
1950 年的 281 斤/亩，每亩提高了 172 斤。1990 年我国
水稻单产水平达到 763 斤/市亩，与 1970 相比，每亩多
了 310 斤。2021 年我国水稻单产水平达到 948 斤/市
亩，与1990年相比，每亩多了185斤。

而粮食监测也伴随着新中国水稻单产的跨越实现
调查方式方法一次又一次的发展。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感谢你跟随
小米粒的足迹，完成了这次关于粮食监测统计的前世
今生之旅。期待您下次品尝大米时，能够尊重劳动，珍
惜丰收。 （湖州调查）

一粒米带你认识从古
代走来的农产量统计茂名非遗里

的丰收节
今年9月22日为农历秋分，将迎来第7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广东省庆

祝2024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活动将在茂名化州举办。

茂名作为农业大市，农耕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多地保留了极具特

色的庆丰收传统活动或习俗，精彩纷呈。今天，带你沉浸式感受茂名非遗

里的丰收节，感受茂名农民的丰收喜悦。

跳花棚又称跳棚舞或高
棚舞，是流传于化州民间的一
种庆丰收的歌舞戏剧活动，属
于傩舞的一种，主要盛行于化
州市石湾街道办事处长尾公
村、卷塘尾村。

据历史分析，傩舞很可能
是两宋明末大移民时，从中原
传入广东。“傩”源于原始社
会图腾崇拜的祭祀仪式，以
戴木制面具，手执道具表演
为 共 同 特 征 。 举 行 跳 花 棚
时，百姓头戴面具，手执道具
跳棚，可见其保留了“傩”的
特 征 ，因 其 集 当 地 山 歌 、木
偶、歌舞等戏于一棚，又具地
方特色，故称跳花棚。

每当秋收后，长尾公村和
卷塘尾村的村民便在草坪和
土地庙或祖庙前搭棚，锣鼓齐
鸣，表演者戴上用樟木雕成的
面具，按“科本”一一上棚表

演，边舞蹈边吟唱，表演农事
耕耘，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
顺、物阜民安、五谷丰登等。

“跳棚”由入夜开始，演至凌晨
才结束。跳花棚的舞蹈程式
可分十八科，演员多达百人，
头戴面具，身穿古袍服，手执
道具，形象原始粗犷，表演时
配以击乐。跳花棚展现了当
地的传统民间礼仪习俗，既是
研究地方社会情况和生产力
发展情况的一个重要历史佐
证，也是研究化州民俗文化、
民间信仰的宝贵资料，其历史
价值和艺术价值弥足珍贵。

2011 年，跳花棚被列入第
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央电视台
多次到化州拍摄《跳花棚》，并
在央视播出。跳花棚还数次
被邀参加全省各种大型文艺
巡游、晚会演出并获奖。

跳花棚

跳禾楼
化州市的跳禾楼相传明末清

初从广西传入，并在民间演化为
起源于歌仙刘三妹的传说：当地
青年牛哥与云游至此的刘三妹相
爱，一起用歌声驱除了虫害，夺
得了丰收。村民为纪念歌仙，每
于农历六七月插秧完毕，便择吉
日在晒谷场搭起禾楼，唱起禾楼
歌，跳起禾楼舞。现主要分布于
平定、那务、播扬、合江等镇乡。

每年秋收之后，即农民收割
完 毕 后 ，村 民 们 便 在 打 谷 场 或
其他空地上用木条、竹竿、稻草
搭 成 一 个 高 脚 禾 楼 ，仿 似 如 今
的 小 舞 台 。 各 村 搭 楼 不 同 ，有

四 角 楼 、八 角 楼 ，甚 至 有 圆 形
楼。夜幕降临，灯火照耀，村民
们 吃 完 丰 收 酒 后 ，便 三 三 两 两
集中到禾楼前参加活动。有一
首禾楼歌便是 这 样 唱 的 ：登 上
楼 台 跳 禾 楼 ，风 调 雨 顺 庆 丰
收 。 喜 舞 欢 歌 太 平 世 ，众 执 穗
铃咏金秋。

2006 年 11 月，化州市文广新
局重新编导《禾楼舞》参加广东
省国际旅游文化节“岭南民间艺
术”汇演荣获优秀演出奖；2007
年，化州禾楼舞被列入第二批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

合江糍粑是化州地方传统特
色小吃，流行于中国南方地区，有
着悠久的历史。每年的农历十月
廿八日，俗称“禾了节”，是早期的
丰收节。聚居在合江同志堡村一
带的刘付氏族人在晚造收成后，

家家户户都会将当年新收的糯米
用来制作灰水糍粑，邀请亲朋好
友到家欢聚一堂，共庆丰收。

2023 年 合 江 灰 水 ( 碱 水 ) 糍
粑被列入茂名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禾了节”

电城镇麒麟舞流传于
茂名电城镇、麻岗一带境
内，现分布于电城镇楼阁
村和麻岗乡村。

“麒麟舞”属传统民间
舞蹈，具有自身的特点，
其造型靓丽，形状小巧玲
珑，生动活泼，以腾跃、翻
滚等动作为主要舞蹈语
汇，形成刚柔并济，粗犷
含蓄，人与麒麟共舞的新
颖独特的艺术风格。麒
麟舞一般由 4 人分别举着
金银色彩的双麒麟模型，
配以化妆表演的孙猴子、
土地公、笑面佛进行各种
腾跃、翻滚、戏逗，以及动
静交替，轻、重、缓、急的动
作表演。

加 上 古 色 古 香 的 旗
队、状元、博士扮演，寓意
献人才。加入果和谷模
型，寓意庆农丰。又增加
了小麒麟队，寓意代代兴
旺。舞蹈成员一般由男
性组成，大都来自本地的
村 民 ，有 从 事 各 行 各 业
的，如有养蚝的、务农的、
从事加工业的、经商的等
等。当中年龄最大的已
50 岁出头，最小的只有 10
多岁。这项舞蹈能在美
丽的渔村生根发芽，主要
得益于该村村民对麒麟
舞的喜爱和积极参与。

2009 年，麒麟舞被列
入茂名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麒麟舞

整理：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珍珍

合江村民做糍粑庆“禾了节”。

电城村民喜爱麒麟舞。

化州村民跳禾楼舞庆丰收。

跳花棚为国家级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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