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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的兴起
!

邓绍兵

摘
!

要!农书写作在近代早期英国的兴起是英国农业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近

代早期的英国在人口$农业$教育和观念等方面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为农书写作的兴起提

供了有利条件#于是"近代早期英国农业作家的人数和新农书的数量不断增加#农书写

作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尽管近代早期英国的农书中仍然存在可疑的或荒谬的内容"但

是它们包含了大量实用$易懂的内容"且在乡绅中拥有较多的读者#据此可以认为"近代

早期英国的农书具有实用价值"在一些地方充当了传播农业技术的媒介#农书写作的兴

起也因而对近代早期英国农业技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关键词!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

农书*

270D<8

:

R11Q4

+是传播农业技术的一种重要媒介#在英国"目前已知最早的由

英国农业作家写作的农书出现于
!(

世纪"其中"沃尔特.德.亨利*

O7A>3093M38A3

?

+的

(农书)*

b3 <̀>393M143R1890<3

+最为有名#不过"此时农书的数量极为有限"而且之后

的两个世纪英国人没有写作农书!

#到近代早期"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英国涌现了许

多农业作家"这些作家写作了大量的农书#这无疑是英国农业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

现象#

在英国农业史研究的初期"英国学者就已经注意到了上述现象"即近代早期英国农书

写作的兴起"并详细考察了农书写作与出版的情况"

#关于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兴起

的原因"学者们普遍认为其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变革有关"如琼.瑟斯克认为"近代早期英

国农书的增多是由人口增长及其所导致的食物需求的增长而引起#

#至于农书对近代早

期英国农业技术发展的意义"学界则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厄恩利勋爵对近代早期

英国农书的价值持否定态度"而瑟斯克则肯定了近代早期英国农业作家写作农书的能力

和他们所写作的农书的价值&

#二者的观点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分歧迄今未能解决#

鉴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背景$表现和意义三个方面着手对近代早

期英国农书写作的兴起做进一步的考察"进而加深对近代早期英国农业技术发展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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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绍兵!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的兴起

一$农书写作兴起的背景

近代早期是英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过渡的重要时期#期间"英国在人口$农业$教育

以及观念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为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的兴起提供了有利条件#

首先"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人口呈现出了迅速增长的趋势#根据人口史家
VNXN

里格

利和
dN5N

斯科菲尔德的研究"

!+)!

年英格兰的人口约为
#''

万"

!*&!

年约为
)!&

万"

!*+!

年约为
+##

万"

!'&!

年约为
+&+

万"

!'+!

年约为
+''

万!

#与中世纪晚期相比"近代早期英国人口增长了大约
#

倍#随着总人口的迅速增长"英国的城市人口也不断地增长#

!+#)

年"人口超过
)&&&

的城市有
!&

个"

其中"仅有伦敦和诺里奇两个城市的人口过万#到
!*""

年"

"

个城市的人口过万"

##

个城市的人口介于

+&&&

到
!&&&&

之间#在近代早期英国的诸多城市之中"伦敦的人口增长尤为显著!

!+(%

年"它拥有大

约
*

到
"

万人口%

!*&+

年"它拥有大约
#&

万人口%

!*%+

年"它拥有大约
+'N+

万人口"

#同时"英国乡村

地区非农业人口也不断地增长#根据里格利的研究"

!+#&

年"英格兰乡村地区非农业人口约占总人口

的
!"k+j

%

!*&&

年"约占
##j

%

!*'&

年"约占
#*j

%

!'+&

年"约占
((j

#

#

由于人口*尤其是城市人口与乡村地区非农业人口+的增长"英国国内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

加#例如"

!+()

年"伦敦在面包和饮料方面消耗了
!+

万夸特谷物%

!*&+

年$

!**!

年和
!*%*

年"伦敦在

这两方面所消耗的谷物量分别达到了
+&

万夸特$

!!+

万夸特和
!(#N+

万夸特&

#受不断增加的市场需

求的影响"近代早期英国农产品的价格也明显上涨#&假如把
!)+&

至
!)%%

年这个时期看作起点*价格

指数定为
!&&

+"到
!*)&

至
!*)%

年这个时期"农产品的平均价格指数已经上涨到了
*))

#'

'跟
!+&&

至

!*+&

年这个时期相比"

!*+&

年以后的一个世纪中"谷物和畜产品的价格指数分别下降了
!#N!j

和

)k%j

"而牲畜的价格指数则上升了
!'N*j

(

#考虑到前一时期英国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后一时期

谷物和畜产品的价格虽有所下降"但依然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上#英国农业在近代早期日益商

业化"逐渐从谋生型转向谋利型#在这样的农业环境中"英国的农业生产者渴望获得新的农业技术"提

高农业产量满足不断膨胀的市场需求"从而增加收入#

其次"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的兴起"还得益于发生在农业领域的其它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方面"

由于土地是一种比较安全的投资渠道"不仅可以带来财富"还可以提高威望和社会地位"所以"在近代早

期的英国"许多从事商业或制造业的人$担任律师或公职的人$或从事其他职业的人都会购买土地)

#

例如"&都铎王朝初期最富有的商人理查德.格雷沙姆*

d<C6709S03467D

+花费
!N!

万多英镑购买方

廷斯修道院*

XRR3

?

12@1E8>7<84

+"据说在其去世时土地的年度价值是
"&&

英镑#'

*

!+*&

年伦敦商人

约翰.艾沙姆*

H168T467D

+购买了北安普敦郡的兰波特庄园*

D781012b7D

F

10>

+

+

#购买土地之后"这

些原本从事非农业职业的人希望通过妥善经营手中的地产来达到自己购买土地的目的#但是"&他们不

久意识到"除非他们最大程度地依赖仆人"否则他们必须再次上学"学习怎样管理新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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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妥善经营手中的地产"他们也渴望获得关于农业的知识#例如"塞缪尔.考克斯*

57DE3A[1L3

+"威尔

特郡的一个教区牧师"在
!*+#

年
"

月给塞缪尔.哈特利布*

57DE3AM70>A<R

+写信#他告诉后者他已经做

农夫五个月了"还说自己以前从未做过农夫#他想知道廉价地购买到三叶草种子的最佳时间"并已给

克雷西.戴莫克*

[0344

?

`

?

D1CQ

+写信寻求建议!

#另一方面"近代早期英国的农业技术受社会经济

变革的影响和低地国家农业的影响而不断革新#根据英国农史学家埃里克.克里基的研究"近代早期

英国的农业技术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草4田轮作农业$湿地排水$肥料$灌水草地$新休耕

作物的引入与牲畜饲养"

#农业中新技术的出现与改良"不仅促进了英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还为当时倡

导农业改良的作家提供了农书写作的素材#

第三"农书写作的兴起要求较多的人具备读写能力"而近代早期英国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这一条件#

在近代早期的英国"用于教育的资金明显增加"新建学校也较多#&据估计"在
!+*&

年至
!*)&

年之间"

个人提供的用于建立文法学校的资金超过了
#%N(

万英镑"而且5英国6在
!*&(

年至
!*)%

年之间建立了

!)#

所新的文法学校#'

#近代早期英国人的读写能力因此而不断提高#根据社会史家的研究"&

!*

世纪

中叶"

#&j

的男人和
+j

的妇女或许能够写他们的名字%到
!'

世纪中叶"

(&j

的男人和
!&j

的妇女具备

了这一能力%到
!'!+

年"该比例已各自上升到
)+j

和
#+j

%而到
!'*&

年"大约
*&j

的男人和
)&j

的妇

女能够写他们的名字#'

&乡绅是近代早期英国农业作家的主要来源#就乡绅阶层来看"他们的读写能

力提高得更快#例如"&在达拉姆的教会法庭中"

!+*+

至
!+'(

年间"

(&N+j

的绅士证人是文盲"但这些

文盲绅士大部分是老人#到
!*#*

至
!*(!

年"达拉姆乡绅完全具备了读写能力#'

'可以说"教育的发展

既为英国农书写作的兴起提供了更多潜在的作家"又提供了更多潜在的农书读者#

最后"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的兴起还跟当时英国人的观念有关#夏普认为"在乡村社区中"&尽管

存在关系紧张的证据"但显然人们对他们的同类有一种相互的责任感$邻里感和关爱#'

(这种观念也在

农业作家的观念中得到了体现#如瑟斯克分析的那样"&人文主义与共和理想融合在对一个政治目标的

支持中!5农业6作家认为"假如来自国外的新耕作方法与新农作物得到更好的宣传"他们的同胞将从土

地中谋得更好的生计#'

)农业作家约翰.史密斯的一番话作了更好的诠释#他说!&既然没有什么比农

业更有用"那么王国与政府的繁荣主要取决于对乡村事务的良好管理%5我6把向国人提供越来越多的可

以改进他们的诚实劳动和产业的方法的指导看作是我对国家应尽的一种必要的责任#'

*伯斯利特

*

]30>6A3>

+在(农书)*

Z63]1Q312ME4R7890

?

+

!+()

年的版本中说"菲茨赫伯特*

@<>UM30R7093

"即

@<>U630R30>

+编写该书是出于&对这个最高贵的共和国的仁慈与热忱'

+

#可见"近代早期英国人的观念

也对农书写作的兴起有重要影响#

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农书写作在近代早期英国社会中兴起并不断发展#

二$农书写作兴起的表现

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的兴起较为直接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作家的人数跟中世纪相比明

显增多#根据唐纳德.麦克唐纳提供的英国农业文献索引进行粗略的统计"

!*

世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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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绍兵!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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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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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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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播种时用点播代替撒播"并介绍了四种点播谷物的方式#

!**%

年约翰.沃利奇在其撰写的(系统农业)中推出了一款用于点播谷物的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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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杰思罗.塔尔

出版(新马拉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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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了自己设计的条播机!

#由此可见"

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的内容非常丰富#

总之"无论是近代早期英国农业作家的人数和新农书的数量"还是农书写作的形式和农书写作的内

容"都反映出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的兴起#

三$农书写作兴起的意义

那么"农书写作的兴起对近代早期英国农业技术的发展到底有何意义呢-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

弄清楚另一个与之密切相关$尚存分歧的问题"即农书在近代早期英国社会中是否具有实用价值"亦即

农书在近代早期英国社会中能否充当传播农业技术的媒介#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因为相关史料的匮乏"目前我们尚不清楚在近代早期的英国有多少人阅读过农书"也不清楚有多少人将

农书作为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技术指导#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尝试着从农书的内容$农书的读者和

农书的再版情况判断近代早期英国的农书是否具有实用价值"进而探讨农书写作兴起的意义#

关于近代早期英国农书的内容"厄恩利勋爵认为"农业作家关于农业改良效果的&许诺常常言过其

实"令人难以置信%一些有用的建议与其它荒谬的或者令人生疑的建议混在一起'

"

#不可否认"某些农

书确实存在上述问题#例如"农业作家阿道弗斯.斯皮德说"在伦敦周围
!+

英里以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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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亩

土地的年租金是
#&&

英镑#这些土地用来饲养兔子"可以实现
#&*+

英镑的年利润#

#利润如此丰厚"

这在近代早期的英国简直不可思议#又如"塞缪尔.哈特利布介绍了一种预防绵羊与马的肝蛭病*

>63

d1>

+的方法!&握住大毒蛇或者蝰蛇"切掉它们的头与尾巴"然后将剩余部分晾干变成粉末#将这种粉

末与盐混合"然后偶尔给你的马和绵羊喂几粒如此混合而成的颗粒%这能有效地预防它们的大多数疾

病"尤其预防脂肪肝蛭病#'

&该方法是否真的有效"不得而知"但它着实让人生疑#或许正是因为早期

的农书中还存在诸多类似的内容"经济史家
VNbN

琼斯也较为悲观地看待
!*+&

年以前英国农业作家写

作的农书#他说"

!'

世纪中叶以前"&尽管开始出现劝告农民改良其技术的小册子"但是可能还没有关

于农业问题的科学知识#'

'

厄恩利勋爵和琼斯的确看到了农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然而"事实上"近代早期英国的农书并不是

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糟糕#早在
#&

世纪
)&

年代"研究英国约曼农的美国史家米尔德里德.坎贝尔就已

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对近代早期英国的农业作家及其农书的内容做了较为乐观的评价#她说!&根据

现代的农业知识"他们的许多想法显得离奇古怪"甚至荒谬%尽管如此"他们的5农6书包含大量的实用信

息#'

(从已经取得的农业技术史研究成果来看"近代早期英国的农书中确实包含了大量关于农业技术

的实用信息#例如"巴特里斯和丹尼斯发现许多农书提供了改良谷物种子的技术%富塞尔发现英国都铎

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农书提供了许多用于提高土壤肥力的实用技术)

#而且"近代早期的英国

人所留下的文字材料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近代早期英国的农书实际上比厄恩利勋爵和琼斯所说的好

得多#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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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关于各种新播种技术的细节"可以参阅拙文(近代早期英国农作物播种技术的改良)"载(中国农史)

#&!(

年第
)

期"第
#%

$

(+

页#

b109V08A3N@#

'

,".%:986"#

'

!

B9.19#4B8+.+#1

"

F

N!!!N

参阅
X91A

F

6E45

F

339N3496&)1&

5

@4+#Nb18918

"

!*+%

"

FF

N#

$

+N

57DE3AM70>A<RN<".!+

'

90

2

&

5

<).T9#48

2

Nb18918

"

!*++

"

F

N#*"N

VNbNH1834N

&

V9<>10

1

4T8>019EC><18

'"

<8VNbNH1834

"

394N3

'

8"0),1)8+9#4@0&#&6"0?8&G1%"#@#

'

,9#4UbZXYÛ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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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位学者在他们的文章中仍然对农书中所介绍的实用技术的应用程度持保留态度#



邓绍兵!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的兴起

教师在那里教学%并教男孩们阅读$抄写塔瑟的农书*而不是识字课本+"且背诵它"为达到此目

的"重印$分发该书%别让人反对它是古英语%我们不是教授字词"而是观念%我确信"该书是以

往出版的关于好农业和家务的最佳英文书"适合下层人$农民和普通家庭之用#

!

从这条材料中不难看出!莫尔斯沃思子爵认为塔瑟的农书是一本内容非常好的农书"适合用作农业

学校的教材"读者不要太在意该书所用的语言#应当指出的是"塔瑟的农书是以诗歌的形式写成"不易

理解"以致提到该农书的历史学家都称其为&蹩脚诗歌'#实际上"像塔瑟这样用诗歌的形式写作农书的

例子在英国十分罕见"绝大多数农业作家都会尽可能地把农书写得容易为读者理解和接受#瑟斯克是

研究近代早期英国农业史的专家"她对近代早期英国农书的肯定性评价也说明了这一点#她说!&当英

国人在
!*

世纪中叶开始写作他们自己的农书时"他们用准确实用的英语写作#几乎从一开始"他们的

著作就极其新颖"或以经验为基础,,而且"作家们迅速学着尝试一种容易为所有人理解的朴实的写作

风格#'

"例如"杰维斯.马卡姆便是如此#他的书目编制人
@NaNbN

波因特*

@NaNbN/1

?

8>30

+如是说"

马卡姆&写得既仔细又清楚"而且似乎总是意识到他的写作所面向的读者不习惯于从书籍中获取指导"

而习惯于得到口头上的指导'#结果"&马卡姆的书在他生活的时代是如此受欢迎"以致它们几乎被读得

破破烂烂#'

#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一个关于农书内容的初步认识"即近代早期英国农书中存在大量实用的内

容"且农书易为当时人所理解#内容实用$易懂是农书具备实用价值的一个基本前提#虽然近代早期英

国的农书已经具备了该前提"但它们毕竟只是农业技术知识的载体"他们在当时的社会中是否具有实用

价值"还取决于其是否拥有读者#那么"近代早期的英国存在一个愿意阅读农书并采纳其中建议的读者

群体吗-

坎贝尔认为"&即便作最乐观的估计"约曼农也不过是拙劣的读者"再说他们就不是那种习惯于从书

本中学习种田的人#'

&根据社会史家的研究"

!*

世纪中叶大约
)&j

的约曼农具备读写能力"到
!"

世纪

初该比例上升到了
*&j

'

#这说明约曼农的读写水平并不差#但是"相关材料表明约曼农确实不大可

能是农书的读者#如厄恩利勋爵所说"农业作家常常招致农民的轻蔑"被看作是像&江湖药贩'一样的

人$&杂而不精的人'

(

#而且"农业作家并不期待农民会采纳他们提出的关于农业改良的建议#例如"

詹姆斯.唐纳森*

H7D34 1̀87A9418

+说农民很可能会这样回答他"&带着你的愚蠢想法离开%你的脑袋中

怪念头太多了#我们会使自己欣然接受我们的父辈迄今所采用的办法#'

)又如理查德.布拉德利所

说!假如我跟农民&讨论改良"他们会向我询问我是否会耕地"因为他们认为农业的全部秘密就在于

此'

*

#上述材料说明"当时的农民并不相信农业作家所提供的建议#这是厄恩利勋爵对近代早期英国

农书的价值持否定态度的另一个原因#

约曼农尚且如此"约曼农以下的社会阶层就更不可能阅读农书了#但是"不能就此认为农书没有读

者"因为近代早期英国的乡村社会中存在对农业知识的需求#坎贝尔和瑟斯克都认为"乡绅是农书的主

要读者+

#如果她们的看法属实"那首先意味着许多乡绅拥有属于自己的农书#根据瑟斯克对地方档

案的考察可知"许多乡绅在自家的图书馆中收藏了农书#例如"威廉.布罗克曼*

O<AA<7D]01CQD78

+是

东肯特郡的一个乡绅"

!')#

年他拥有一个图书馆#其中的农书包括!伊夫林的(森林)$杰维斯.马卡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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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的著作$伦纳德.米吉尔*

b318709 3̂7

:

30

+的(英国园丁)*

@#

'

,".%?984+#+8

"

!*'&

年版+和约翰.沃利

奇的(系统农业)*第
!

版"

!**%

年版+#又比如温德姆.纳奇布尔爵士*

5<0O

?

8967D \87>C6REAA

+"他

也是肯特郡的一个乡绅#

!'(!

年他拥有一些较好的农书"包括马卡姆的(乡村农场)*

-&)#18

2

:986

+$

理查德.布拉德利的新农书$约翰.莫蒂默的(农业技艺)*

381&

5

<).T9#48

2

"

!'&'

年版+和威廉.吉

布森*

O<AA<7DS<R418

+的(兽医的新指南)*

;%+:988"+8

1

.J+G?)"4+

"

!'#&

年版+等书!

#乡绅不仅收

藏农书"还研究农业$阅读农书#如
!*&!

年约翰.纽迪盖特*

H168a3B9<

:

7>3

+决定每天至少花两个小

时研究农业%他必定还读过古奇*

S11

:

3

+的通俗译本(四卷农书)*

;%+:&)8C&&D+.&

5

<).T9#48"+

+

"

#

又如"

!"

世纪
(&

年代后期"肯特郡的爱德华.菲尔默*

V9B709@<AD30

+爵士收到其种子商寄来的四种

豌豆和关于各种豌豆的建议#他对照埃利斯*

VAA<4

+的农书(奇屯山与山谷农业)*

-%",1+8#9#4_9,+

:986"#

'

+中的信息核对种子商的建议"并在他的账册中正确地记录了两套用法说明#

#可见"乡绅是

近代早期英国农书的主要读者#

而且"相关证据表明!农书中实用的建议在英国乡村中得到了采纳#例如"&

!'!"

年的一份地产账

册表明"剑桥郡奇彭纳姆*

[6<

FF

3867D

+的树篱栽种山楂"海棠树和榆树散布其间"正是遵循了约翰.莫

蒂默在(农业的全部技艺)*

;%+M%&,+381&

5

<).T9#48

2

"

!'&'

年版+中所推荐的方法#'

&由此说明"近

代早期的英国存在一个愿意阅读农书并将农书中的建议付诸实践的读者群体#

近代早期英国的农书是否具有实用价值- 答案已经明晰#不过"为了使前面考察所得到的答案更

加令人信服"还有必要对农书的再版情况进行分析#因为从社会认可的角度来讲"读者对某农书的需求

是证明其具有实用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尽管目前还无法确切知道近代早期英国的读者对农书的需求

状况"但是"考察农书的再版情况却是了解当时的读者对其需求状况的一个重要途径#

从西方学者的统计结果可知"近代早期英国的许多农书多次印刷出版#例如!菲茨赫伯特的(农书)

在
!+*&

年之前印了
'

次"到
!+%"

年时又印了
)

版#他的(土地测量与改良之书)到
!+++

年时印了
"

次#托马斯.塔瑟的(一百条农业好点子)*

XME8903>6S119/1<8>3412ME4R7890

?

+在内容扩充之前重印

了
#

次"而(五百条好农业点子)在
!*

世纪结束前重印的次数不低于
!!

次#到
!*(&

年时"伦纳德.马斯

科尔的(第一本关于牛的书)至少重印了
"

次'

#杰维斯.马卡姆于
!*#+

年初次出版(肯特郡威尔德地

区的土地改良)"到
!*%+

年该书已重印了
!!

次(

#约翰.沃利奇的(系统农业)在其一生中经历了
+

个

版本)

#从这些数字明显可以看出有农书曾多次再版#至于再版农书的种类多"则可以从各个时期各

种农书再版的总次数中略知一二#根据沙利文的统计"在英格兰"

!+#!

至
!++&

年农书再版的次数共计

*

次%

!++!

至
!*&&

年农书再版的次数共计
((

次%

!*&!

至
!*+&

年农书再版的次数共计
+&

次%

!*+!

至

!'&&

年农书再版的次数共计
''

次%

!'&!

至
!'+&

年农书再版的次数共计
'(

次*

#农书再版的总次数

不断增多"而
!'

世纪以后"随着农书种类的不断增多"大多数农书再版的次数趋于减少#与各个时期初

版农书的数量相比较"还可以发现!在各个时期出版的农书中"再版农书占了很大的比例#显而易见"近

代早期英国的读者认可了当时出版的农书并对其有较多的需求#这再次说明农书中包含了大量实用的

内容$农书读者的存在"同时也进一步说明农书在近代早期英国社会中具有实用价值#

既然近代早期英国的农书具有实用价值"那么"尽管如瑟斯克所说"&5农6书还没有多到司空见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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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绍兵!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的兴起

地步'

!

"但是"我们却不能否定农书写作的兴起对近代早期英国农业技术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农书写

作的兴起给英国的农业生产带来了许多具有实用价值的农书"这些农书在一些地方充当了传播优良农

业技术的媒介"推动了近代早期英国农业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为了更好地理解农书写作兴起的意义"有

必要在此对农书影响农业技术发展的途径做一个简要的说明#首先"或许像菲茨赫伯特劝告年轻绅士

时所说"乡绅应购买农书"阅读农书%根据一年之中的季节"将相关的章节读给仆人听"

#农书中的技术

便首先在乡绅的地产上得到了应用#接下来"则如瑟斯克所说!&乡绅通过实例$通过约曼农和农夫能够

看到并易于理解的田野示范传播5农书中的6信息#正是摆在他们眼前的这些示范说服农民模仿5乡绅

的农业6#'

#

四$结
!

语

综上所述"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即农书写作是在人口$农业$教

育和观念等方面发生变革的背景之下兴起#在农书写作兴起的过程中"农业作家的人数和新农书的数

量都不断地增加#同时"农书写作的形式多样化"写作的内容也日益丰富#尽管农书中仍存在诸多可疑

的或荒谬的内容"但这并不能掩盖近代早期英国农书中存在大量实用$易懂内容的事实#乡绅是农书的

主要读者"对农书有较大的需求#根据这些事实可以推断"近代早期英国的农书具有实用价值"在一些

地方充当了传播农业技术的媒介#农书写作的兴起也因而对近代早期英国农业技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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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贝尔认为"尽管约曼农指责农业作

家"但许多约曼农极细心地看护着他们的利益"并且与他们的地主一样急于学习如何提高他们的产量#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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