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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屾的园圃经营思想略探 
龚阔英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陕西咸阳  712000） 

摘要：杨屾作为清代中期陕西地区著名的农学家、理学家，一生重视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教育，形成了丰富的农业思想。以《知

本提纲》《豳风广义》中的“树艺”条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杨屾的园圃经营理论，明确了杨屾对园圃重要性的认识，指出了“阴

阳说”及“三才论”是其园圃思想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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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屾（1687—1785），字双山，陕西兴平人。关中大儒，终身不

事科举，“自髫年即抛时文，矢志经济，博学好问，凡天文、音律、

医、农、政治，靡不备览。学宗孔孟，以圣贤之心为心”。[1]杨屾无

意于功名利禄，终身不事科举而着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一生重视农

业生产和农业技术教育，是清代中期陕西地区知名的农学家、理学

家，成就斐然。杨屾平生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强调农业的重

要性，研究并推广农、桑、树、畜“四端”，在农耕蚕桑等方面贡

献突出，其著作流传下来的主要有《知本提纲》《豳风广义》《修齐

直指》等。关于杨屾的农业思想及实践活动，学界研究成果颇丰[2-9]。

然而，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杨屾“经世致用”思想及其关学

地位的研究，或者对杨屾以耕、桑为代表的农业理论的研究等方面，

仅有个别文章涉及了《知本提纲》中所反映出的杨屾的畜牧思想，

而对于杨屾大农业思想下所谓“四端”之一的“树”，也就是园圃

经营，尚缺少足够的讨论。基于此，本文拟对杨屾的园圃经营理念

及实践活动作一简单探讨，以期对丰富杨屾的农业思想研究有些许

帮助。 

一、杨屾对园圃重要性的认识 

杨屾的园圃经营思想主要体现在《知本提纲》和《豳风广义》

之中。《知本提纲》全书共 10 卷，分 14 章，是杨屾开馆教学的讲

义，可谓其理学和农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该书“正文止提大纲，

而其详且细目全在注解”。[2]书的注解是在杨屾的指导下由其学生郑

世铎完成，可以说是其思想的直接体现。《知本提纲》的《修业章·农

则》部分专讲农业生产技术知识，其中有“树艺”一条，是杨屾对

园圃经营的集中讨论。《豳风广义》则是杨屾恐《知本提纲》申言

未详，著之专言桑蚕事，以在北方推广养蚕之道的书籍。书的末尾

附有《养素园序》《园制》《养素园图》，既是杨屾对其园圃经营思

想的申述，又是对其亲身实践的记录，具有较高的价值。 

对于园圃的认识，杨屾在《知本提纲·修业章》“农则前论”

开篇即言“四农必务其大全。耕以供食，桑以供衣，树以取材木，

畜以蕃生息”，将“树”列为“四农”中的重要“一端”，视为农业

生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农则树艺”条中，杨屾对“树”的

重要性作了更为详细的阐述：“夫材木者民事之助，树艺者生材之

原。宫室、器其赖以成，果、蔬、花、药因以生。”在杨屾看来，

人们固然需要耕桑供给衣食以安身立命，但宫室可以为人们提供遮

风挡雨的藏身之所，器具则是人们高效从事生产、生活活动的重要

依凭，而这些民事之资本皆赖“树艺”之功。至于园圃所产的水果、

蔬菜、鲜花、药草之类，更是与田耕相辅相成，既可自食以改善生

活，又可货买以获得资财，粮产不足时还可补给口粮，可谓一举多

得。若“树艺不讲”，园圃不兴，“则宫室、器具之需，果、蔬、花、

药之用，亦何能皆备乎？是树艺之方更不可不急明也”。 

同时，杨屾还认为园圃是贤哲隐士的修身养性之所和文人学士

的畅达襟怀之地。“帝王以之养圣聪而同民乐；富贵家以之识稼穑

而为游息之所；文人学士以之畅达襟怀，焕发神采；高人逸哲以之

作助道之资，托为隐处；农家以之树桑麻，布果蔬，为衣帛之薮，

且逍遥其中。”在杨屾的认识中，隐逸之士应当自给自足、自娱自

乐，为了生计而与市贾天天打交道，并不是可取之方，“如韩康之

鬻药，老莱之织屦，君平之卖卜，常常交易，日日营物，以之养素，

岂能纯白乃衷？” “何如园圃之事，得之分内，无欲自足”。如果

置一园圃，耕、桑、树、畜布置得法，再加以细心经营，岁可获大

利，人人可以丰衣足食。故而，“古者人皆有园以为乐利之本”。 

二、以“阴阳说”“三才论”为核心的园圃经营哲学 

（一）阴阳说 

在杨屾的农业哲学体系中，阴阳相对与统一是促成万事万物生

长的先决条件。《知本提纲》“一本帅元章”有“阴阳显迹，有物成

体”，郑世铎注解道：“阴阳，谓清浊动静对待之体也。”又说：“气

之清而动者，是为天火之阳；气之浊而静者，是为地水之阴。” [10]

清—浊、动—静、天火—地水，既相互对待又合理统一，共同促成

了“有物成体”。农作物的生长也依赖于阴阳相合，“盖阳生为变，

阴成为化；变则启其端绪，发其新机，化则脱其本根，易其故形。

阳变阴体，阴化阳气，阴阳和，造化成，而品汇繁昌。此耕道之大

端也”。[10]也就是说，阳变阴化能够持续“滋润”农作物，使其焕发

新机，脱去其故有的形态而不断生长。 

在园圃作物的生长机制方面，杨屾同样运用“阴阳说”来阐释

其生发原理。杨屾认为，草木乃是倒生，“头根向下，吸乎地阴；

枝梢向上，接乎天阳。天阳摄其头根，地阴滋其枝梢。上下对待，

根梢并长”。对此，郑世铎进一步解释道：“上统下曰摄，下养上曰

滋。草木依土倒生，故天阳摄于上而贯于下；地阴滋于下而达于上。

阴阳互济于上下，而头根枝梢一时并长，实有对待之势矣。”[10]所谓

“天阳”即草木生长所需要的光、热、气，“地阴”即草木生长所

需要的土、水、肥，草木生长，上靠“天阳”，下赖“地阴”，上下

对待，通达互济，草木根梢并长。草木的果实也是阴阳对待的结果，

“盖上摄者包于外而为皮壳，下滋者凝于内而为肉核，故谷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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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皆含天地之象”。[10]草木的移栽也要符合阴阳对待的原则，需要达

到阴阳的平衡。草木既然以根部吸收“地阴”，以枝梢接收“天阳”，

那么在移植时就要注意枝梢与根部数量的均衡，“或根多枝少，阳

不足以摄，则多枯萎；或枝多根少，阴不足以滋，则多阻遏”。又：

“体本植产，依阴土而寄生，木向春荣，得阳和而伸性。”郑世铎

注解说：“木体定植，必有所附；故依乎阴土，即无根梢，亦可寄

生。日行黄道，进热退寒，而草木因之为荣枯。故秋冬，日道南行，

阳和不足，木叶凋零，生气内敛。至春月，日道渐北，阳和渐盛，

生气亦渐发，凡木值此，皆有向荣之象。盖既得阳和，其性始伸，

方为裁栽之时也。” [10]大意是说，植物依阴土而生存，得阳和而枯

荣。秋冬之时，太阳南移，阳气不足，草木凋零，生气内敛，此时

不宜移栽；到了春天，日道渐北，阳气渐盛，草木生长，生气萌发，

是移栽的好时节。可见，在杨屾看来，阴阳相济，均调和平，才是

万物化生的基础，只有将天时地利相结合，才能有效促成草木的生

长。 

（二）三才论 

“三才论”是我国古代人民基于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所得出的

农业理论。农业“三才论”最早见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其

中有专论农业生产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审时》

篇中首次阐述了农业“三才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

养之者天也。”[11]将天、地、人作为促成作物生长收获的重要因素。

明代马一龙拓展了“三才论”的内涵，提出“合天时、地脉、物性

之宜”之论。农业“三才论”为杨屾所继承，并贯穿于《知本提纲·农

则》中，成为其农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杨屾主张，从事农业生产，必须遵循天时、地宜和植物生长发

育的规律，进行有效的、正向的人为干预，做到“天人合一”，才

能获得成功，即所谓“盖禾，生之者地，养之者天，而成之者人。

日进其功，所获无穷”。农业生产中，由于“土脉异其宜，风气殊

其致，天星之钟育不一，物候之参差多端”，往往会使作物的生长

不尽如人意，而人的作用即在于调摄天地人物，了解和掌握“土宜、

风气、星育、物候”，“相土而因乎地利，观候而乘乎天时”，达成

天时、地利、物情、人事的和谐与统一。 

杨屾“时宜、地宜、物宜”的“三才论”不惟体现在其粮食作

物生产方面，在其园圃经营理论中亦有反映。如关于花草树木的种

植，杨屾明确指出：“风土各有攸殊；大法贵相阙宜。”郑世铎进一

步补充道：“日行三道，地分五带，其风土各有所殊，而所产之物

亦异。即如荔、龙、波萝不能逾岭，橘、柚、橙、柑仅在淮地，栀

子、瑞香产于川汉，茉莉、桂花盛于湖襄，以及晋之大枣，秦之柿、

栗，燕之苹果，各甲于天下之类，不一而足，惟贵相土制宜，以收

树艺之利，方为大法。若执拗不通，见闻有碍，强风土之所不宜而

概为树艺，无异胶柱鼓瑟、按图索骥矣。” [10]各地风土、气候不同，

物产亦有所不同。倘若不相土制宜，强行栽植，死板而不知变通，

是难以收到好的效果的。由于“物候之参差多端”，所以“种贵适

宜，栽亦趋时”。[10]比如桃、杏宜在五六月连肉种；桑宜小满后种；

榆宜春三月种；椿、槐春秋皆可种；枣、梨、白果、海棠皆宜根分，

春、秋、冬皆可移栽。物种不同，栽种的时间和方式也有所不同，

只要符合“物宜”，经营各乘其时，“其利自兴矣”。园圃经营不仅

要充分考虑到植物的种类、栽种的方式是否符合“物宜”，其栽植

过程也要充分考虑“时宜”。所谓“春栽切忌叶生，秋栽务令叶落”，

也就是说，栽植之时，均以春秋为限，“但春栽宜早，迟则叶生，

内气已泄；秋栽宜迟，须候叶落，生气始敛”。[10]如果不顾及时间而

强行栽植，这两种情况下植物均难成活；即便是成活了，也不会旺

盛茂密。总之，杨屾强调栽植草木，要依据当地的气候、土壤以及

生物的遗传特性（物性）而定，不能盲目种植，只有如此，才能获

得成功。 

综上所述，杨屾作为清代中期陕西地区知名的农学家，对园圃

的重要性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其将“树艺”列为“四农”中的重

要“一端”，视为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杨屾还将

园圃视为贤哲隐士的修身养性之所和文人学士的畅达襟怀之地。杨

屾的园圃经营思想主要包括“阴阳说”和“三才论”两个部分，这

也是其农业思想的根本所在。杨屾的园圃经营思想是其大农业理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一些观念，尤其是“时宜、地宜、物宜”

的“三才论”及具体的实践活动，对于现在园圃种植和发展综合性

“大农业”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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