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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粮仓的起源、发展与演变在中国历史

上与农业生产、建筑技术，乃至政治制度、经济政

策、交通发展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粮仓系

国脉，民心定乾坤”。历 朝 历 代 粮 食 问 题 都 是 国 家

的头等大事，西周时 期 的 《礼 记·王 制》中 论 述：

“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 急；无

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春秋时期，齐国政治

家管仲较早地论述了粮食生产和储备对于国计民生

的重要性。《管子·牧民》开篇就讲：“凡有地牧民

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

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强调治理国家务必注重农时安排和农业生产，巩固

国家的关键则在于粮食储备；国家财富充裕，远方

的人们就会前来归附，土地得到普遍垦辟，农业生

产发展，人们就会安居乐业，仓廪里的粮食储备充

实，百姓衣食富足，礼义荣辱等道德观念便能够得

以提倡。管仲的这段话，精辟地阐述了物质生产对

于精神生产的决定性影响，阐述了粮食生产以及粮

食储备的重要性。西汉前期，政论家晁错向汉文帝

上 《论贵粟疏》，提出了贱金玉而贵五谷的 “贵粟”

建议，主 张 “贵 粟 之 道，在 于 使 民 以 粟 为 赏 罚”，

民众向 官 府 交 纳 粮 食， “得 以 拜 爵，得 以 除 罪”，

“如此，富 人 有 爵，农 民 有 钱”，粮 食 价 格 就 会 上

升，从而推动粮食生产的发展，这就是当时著名的

“入粟拜爵”制度。唐 太 宗 李 世 民 说： “国 以 民 为

本，人以 食 为 命。若 禾 黍 不 登，则 兆 庶 非 国 家 所

有”。宋太祖赵匡胤在 《宋太诏令集》中明确规定：

“自今百姓广植桑枣，开荒田者，便为永业，只纳

旧租，除税三年，积粟济荒，足兵守土”。明 太 祖

朱元璋也说：“若年谷丰登，衣食给足，则国富而

民安。此为治世之先务，立国之根本”。

由此可见，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对粮食种植和

储备极为重视，因此，历代王朝大多积极实行国家

粮食储备政策，广建官仓，广储粮食，设置专官负

责管理，多数王朝还制定了明确的官仓法规。粮仓

不仅能够应对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等意外情况的

发生，也能对市场供需起到调节作用。特别是在中

国古代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大环境下，仓储更重要

的角色是承担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的职能。古代社

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战胜灾害和克服意外事故

的能力很差，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和社会秩序，人

们需要在丰年和歉年之间调剂余缺，“储粮备荒”、

“以丰补歉”的思想和主张便应运而生。在这种储

粮备荒思想影响下，中国出现了一种救荒、济贫的

重要政策措施———仓储制度，即建立专门的粮仓。

粮仓作为专门用于储藏粮食的建筑物，在我国

起源 很 早，早 在 原 始 农 业 后 期 （迄 今 约７０００多

年），由于出现了剩余 粮 食，我 国 先 民 就 开 始 想 办

法储存剩余的粮食。在河北磁山和河南裴李岗遗址

（见图１），考古发掘有储存粮食的窖穴，浙江的河

姆渡遗址出土了 “杆栏仓”和碳化谷物，陕西的半

坡遗址和姜寨遗址都发现大量的储存粮食的地下窖

穴，窖穴一般都很小，储粮很少，主要分布在地形

较高的大 茅 屋 民 居 周 围，地 下 挖 窖 穴 用 草 拌 泥 涂

抹，并用火烤干后储粮，地面搭小茅草棚顶防雨。

在一些古籍文献中曾记载古人储存粮食的 “窦窑”，

其实就是这种地下窖穴。这种地下储粮方式一直得

以传承，隋唐时期全国最大的粮仓洛阳含嘉仓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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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型地窖形式储藏粮食，见图２。

图１　姜寨民居与窖穴复原图

图２　含嘉仓及其断面图

但是窖藏粮食受地形、防雨、防潮以及出仓粮

食不便等的限制，逐渐由地下发展到地上，据资料

记载，至迟到殷商时期，我国已经开始在地面上修

筑简陋的粮仓。仓在我国古代的名称很繁杂，主要

的名称有仓、京、囷、窖等。《说文》中曰：“方者

曰京，圆者曰囷”。 “窖”在 《荀 子·富 国》中 注

云：“掘地藏谷”，在王祯 《农书》中云：“夫穴地

为窖”，可见，“窖”即储粮的地窖。“仓”在古代

是专指存放未加工的粮食，即：现在所说的原粮，

而 “廪”是专指存放加工好的成品粮。《说文》中

“仓：谷藏也，廪：米藏也”。《吕氏春秋·季春纪》

注云：“方仓伟，积粮甚”，意思是高大的方形房式

仓能够多储存粮食。河北省青县发现的战国粮仓遗

址和陕西省华阴县发现的京师仓遗址，仓房均为长

方形地面建筑。从春秋战国开始，各诸候国为了储

粮备战，都纷纷修筑粮仓囤积粮食，直到秦始皇统

一中国后，农业经济繁荣，粮食产量迅速增加，官

府开始修建规模较大的粮仓，又称官仓，这种官仓

制度经过汉、唐的不断完善，一直沿袭 到 宋、元、

明、清各代。自西周以来，仓储制度延续历朝历代

而不衰，只是名称各异、做法有别罢了。如战国时

期叫平籴仓；汉代称常平仓；隋代设义 仓、社 仓；

唐代设常平仓和义仓；五代后周设惠民仓；宋代推

广惠民仓、广惠仓、丰储仓；明代有预备仓、济农

仓；清代州、县设常平仓，市、镇设义仓，乡村设

社仓等等。由于各朝代对粮食储备和修建粮仓的重

视，从西周开始在发掘的墓葬中随即开始出现了陪

葬品明器粮仓模型，到了注重厚葬的汉代，陪葬的

明器粮 仓 从 数 量、质 量、形 式 等 方 面 达 到 了 鼎 盛

期，直到明代中期以后才逐渐消失。从出土的历代

明器粮仓看，时代特征都十分明显，基本反映了当

时实用粮仓的建筑风貌和特点，把粮仓作为明器陪

葬也是当时人们祈求逝者在地下仍然衣食无虞的心

理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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