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袭
徐光启在这方面

,

和以往的农学家
,

很不相同
,

他既尊重并采用前人的研究成果
,

但不

是照单全收
,

而是实事求是地分析
,

论证
,

批判地继承
。

下面是这方面的部分例证

元朝王祯《农书 》是徐光启最服膺的农学著作之一
。

《农书 》的主要内容
,

基本上都已录入

《农政全书 》
。

徐光启对《农书 》的内容
,

即使是收入《农政全书 》的
,

也不是全盘肯定
,

而是以

批判的态度
,

肯定其成就
,

指明其错误
。

最出名的
,

是徐光启对风土说的批刊
。

王祯《农书 》的《地利篇 》根据前人的说法
,

提出
“

随地所在
,

悉知风土所别
,

种艺 所 宜
,

虽万 里而遥
,

四海之广
,

举在目前
,

如指掌上
,

庶乎得天下农种之总 要 与 国 家 教 民 之 先

务
” 。

田

对王祯这个风土不变的说法
,

徐光启毫不含糊地指出
“

若谓土地所宜
,

一定不易
,

此则必无之理
。

立论若斯
,

固后世惰窥之 吏
,

游闲 之

民
,

愉不事事者之 口实耳
。

古来蔬果
,

如颇棱
、

安石榴
、

海棠
、

蒜之属
,

自外国来者

多矣
。

今姜
、

孽葬之属
,

移栽北方
,

其种特盛
,

亦向时所谓土地不宜者也
。

凡地方

所无
,

皆是昔无比种 或有之而偶绝
,

果若尽力树艺
,

殆无不可宜者
。

就令不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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