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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山水相依

地球上存在着两种力量
:
内力和外力

。

内力趋向于造山
,

外力趋向于把 高山夷为平地
。

这两

种相互矛盾着 的力量
,

联合作用
,

塑造着地球的外貌
。

-

河流作为地球外力作用的一个因素
,

它有三种作用
,

即侵蚀
、

搬运和淤积作用
。

它是一种移

山填海的巨大力量
。

河之源在山
,

山与河流有成因上的联系
。

俗语说
:

一

“ 山青水秀” 、 “ 童 山恶水
” 。

这些浅显

的话
, 正确地说明了山和水的内在关系

。

治水必须治山
,

治山才能治水 , 而治山的关键
,

在于保土
,

保土必须保水
。

水和土是地球陆

地生态系统的最基本的支持条件
。

因此
,
管理好一个国家的水土资源

,

保持生态系统 的 良 性循

环
,

是关系国家兴衰
、

民族繁荣的大事
。

这个道理
,

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
,

也已被历史经

验所证实
。

二
、

外国的经验启示

日本是个多山的岛国
,

山地丘陵 占国土面积 81 %
,

又是世界人口最密的国家之一
。

山 高坡

陡
,

河流短急
,

岩石破碎
,

火山地震多
,

还不断受台风和暴雨的袭击
,

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

繁
。

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
,

又加上二次大战的破坏
,

他们从沉痛的经验教训中
,

得出
“
治水

在于治山
片 , “

治山才能治 国
”
的结论

。

举国上下形成治山爱林 的思想
。

从 1 9 5 7年起
,

开始执行

第一个治山治水的五年计划
,

现在 已进入第六个五年计划
。

1 9 6 。年颁布 《治山治水紧急措施法》 ,

把治山治水结合起来
,

经过 30 多年来不懈的努力
,

现在 已成为无山不绿的国家之一
。

目前森林覆

盖率已达 68 %
。

每年通过森林抑制住的泥沙量为56 亿立方米
,

相当于全国河流流失泥沙 量 的 10 0

倍
,

有效地保护了国土
,

改善了环境
,

减少了水早灾害和泥石流灾害
。

据 1 9 78年测算
,

森林防护

效益总额为23 兆 l ,

30 0亿日元
,

相当于国民生产的 n %
。

日本非常重视森林的国土保安和水源 涵养作用
,

而把木材生产放到次要的位置
。

尽管日本的森

林覆盖率已达 68 %
,

他们仍把木材的采伐量
,

由七十年代的 4 , 6 00 一 4 ,

70 0万立方米
,

降到现在的

3 ,

00 0万立方米
,

以进 口 65 % 的木材
,

来保护国内的森林资源
。

岩平县葛卷叮
,

森林覆盖率为8 4%
,

木材产值只占生产总值的 7 %
。

美 国是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之一
,

每人平均占有耕地 12 亩以上
。

但美国从三十年代起
,

就重

视水土保持工作和山地治理
。 1 9 3 3年罗斯福执政期间

,

就成立 了水土流失检 测局
, 1 9 3 4年

“ 黑风

暴
” 之后

,

又成立了自然资源部
; 1 9 3 5年

,

国会通过 《水土保持法 》 ,

开始大规模治理
。

从 1 9 3 3

一 1 9 4 9年期间
,

美国广泛开展地方资源养护队活动
,

高潮期间
,

有 2 ,

65 2个营
,

每个营由2 00 名青

年组成
,

多数驻扎在森林地区
,

进行森林养护和山区治理
,

对保护资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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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总统 193 7年写给各州长的信中说
: “ 毁坏 自己土壤的国家

,

最终必然毁掉 自己
” 。

经过 40 多年

的治理
,

美国的水土流失大有好转
。

例如
,

密西西比州的耶祖河流域
,

50 % 为山地
,

治理前每平

方公里土壤流失量达 1 0 , 0 00 吨 ; 治理后降到原来的 : %
。

密西西比河流域面积是长江的 1
.

6 倍
,

但年输沙量只有长江的一半
。

三
、

历史的经验

我国先秦时期
,

特别是西周时期
,

非常重视山林保护
。

那时就设有专职的官吏
, “ 山虞

” 和

“ 泽虞
” 来管理山川

,

并制订很多保护山林 的禁令
。

如 《逸周书》 说
: “

禹之禁
,

春三月
,

山林

不登斧斤
” 、 “ 山林非时

,

不升斧斤
,

以成草木之长 , 川泽非时
,

不入网署
,

以成鱼鳖之长
” 。

《荀子
·

王制》 篇说
: “ 污池

、

渊
、
沼川

,

蔽谨其时禁
,

故鱼鳖优多
,

而百姓全用也
,
斩伐养长

不失其时
,

故山林不重
,

而百姓自材也” 。

据科学家的考证
,

那时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很高
,

水草丰美
,

郁郁葱葱
,

千里如碧
。

诗经中所描绘的
“
周 原脱脱

” 、 “ 河水清且涟漪
” ,

正是生动的

写照
。

到了战国时期
,

破坏山林的现象
,

时有发生
,

不过还限于大都市附近
。

如齐国首都近郊的牛

山
,

原是林木葱笼
, 野兽 出没的场所 , 后因不断地采伐

、

放牧
,

使它变成了童山秃岭
。

孟子在齐

国看到此种情况
,

分析牛山被破坏的原因说
: 因为牛山 “ 以其郊于大国也

,

斧斤伐之
,

可以为美

乎? 是其日夜之所息
,

雨露之所润
,
非无萌莫之生焉

,

牛羊又从而牧之
,

是以若彼灌灌也”
。

管仲

在齐国执政
,

他看到山林破坏给国家带来的危害
,

他指出
: “

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
、

范泽
、

草莱
,

不可以为天下王 ” ,

把保护山水草木
,

提到能否治理国家的高度
。

他提出要封山育林
,

并

制订严厉的法令
。

他说
. “

苟山之见荣者
,
谨封而为禁

,
有动封山者

,

罪死不赦
。

有犯令者
,

左足

入
,

左足断 , 右足入
,

右足断” 。

他还对当时一些王公贵族大造宫室
,

采伐无度
,

提出警告
,

他

指出
: “ 山林虽近

,

草木虽美
,
宫室必有度

,

禁发必有时
。

春政不禁
,

则百草不生
;
夏政不禁

,

则五谷不成
,, 。

正是由于重视山林的保护
,

那时的黄河
,
也不像现在这样浑浊

,

含沙量也不像现

在这样多
。

遗憾的是
,

先秦时期重视保护山林
、

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
,

、

没有得到应有的继承和发扬
。

秦

汉以后
,

重视治水
,

忽视治山
。

而治水又偏重于在下游修堤筑堰
,

`

裕塞防百川
” , 重工程措施

,

轻

生物措施亩缺乏全局观点
。

随着上游山林的破坏
,

生态恶化
,

下游的水早灾害
,

也日益频繁
。

以

黄河为例
,

据历史记载
,

公元前二世纪至六世纪
,

平均每 9
.

3年发生一次水灾
, 7

.

9年一次阜灾
。

七

世纪至十二世纪
,

每 4
.

7年一次水灾
, 3

.

9年一次早灾
。

十三世纪至十九世纪
,

每 1
.

4年一次水灾
,

1
.

8年一次旱灾
。

长江流域的山林破坏较黄河流域为晚
,

主要破坏是在宋代和宋代以后
。

东汉以前
,

平均千年才有一次水灾
,

唐代 89 年一次水灾
,

元明清三代平均 8 年一次水灾
。

这些统计数字
,

可

能受历史资料的局限
,

不十分准确
,

但水阜灾害频度的升高
,

与山林的破坏和土壤流失的进程的

一致性
,

不应是偶然的巧合
。

四
、

三十多年的经验教训

解放后
,

我们面对着这个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多灾多难的国土
,

党和政府对水利建设给予极大

的关怀和重视
,

花了大量的投资兴修各种水利工程
,

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

3 0多年来
,

整修
、

新

修堤防 16 万公里
,

大
、

中
、

小水库 8
.

6万座
,

总库容 4
.

0 00 亿立方米
。

灌溉面积 由2
.

4亿亩扩 大 到

6
.

7亿亩
,

保证 了黄河 30 多年没有决口
。

这是近代史上
,

水利建设了不起的成就
。

这样做是完全必

要的
。

但是无可讳言
,

由于历史的原因
,

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思想的影响
,

没有把治水治 山有



机地结合起来
,

重工程轻生物
,

重下游忽视上游
,

依然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

生态环境没有得到

根本的改善
,

一些巨大的隐患依然存在
,

而且有发展的趋势
。

1 、

黄河虽然 30 多年没有决口
,

但输沙 t 并未见有减少的趋势
。

每年 16 亿吨
,

有 4 亿吨停积

在下游河床里
,

使河床每年升高 1 0厘米左右
。

现在的河床 已普遍高出地面 3一 5 米
。

最高达 10 米 以

上
,

达到历史上从未达到过的高度
。

30 多年
,

河堤 已三次被迫增高加固
,

耗资几十亿元
,

一次比

一次难度大
,

耗资多
,

时间长
,

形成愈加愈险
,

愈险愈加的恶性循环
。

长此 以往
,

终有不能再加

的时候
。

2 、

自然灾容 .J 多
。

以最近 1 0年和解放初期 10 年相比
,

虽然年平均水灾受灾面积减少 1 2
.

5%
,

成灾面积减少 36
.

1% , 但平均每年旱灾受灾面积却增加 1
.

4倍
,

成灾面积增加 1
.

5倍
。

3 、

植被破坏严盆
,

森林 . 旅率低
。

由于土地失掉植物的保护
,

土壤流失严重
,

特别在山区

丘陵地区
,

有逐年扩大的趋势
。

如福建省土壤流失面积
,

由解放初期的5
, 4 00 平 方 公 里

,

扩 大

到 1 1 ,

00 0平方公里 ; 江西省 1 , 6 50 万亩
,

扩大到 5 ,
7 54 万亩

。

据贵州普安县十二个公社的调查
,

从
19 5 8年到 1 9 7 8年

,

平均每年有 3 ,

14 0亩土地 因土壤流失而变成石 山
。

全国每年流失的土壤 50 亿吨 (一说 10 0亿吨 )
,

大量的泥沙停积在湖泊
、

水库和河床里
。

据

北方 23 座大中型水库的统计
,

每年淤积泥沙约 10 亿吨 , 映西省 1 9 7 3年前建成的 192 座水库中
,

41 座

已被泥沙填满了
,

其余 的也淤积了 40 % , 四川大渡河龚咀水库
, 1 9 7 1年建成

,

不到 10 年 库 容减

少 32 % ; 江西省兴国县龙下水库
,

建成后 10 年全部淤满报废
。

4 、

河床升 离
,

航程编短
。

1 9 6 0年
,

全国内河航程曾达到 17
.

2万公里
,

现在只 有 1 0
.

8万 公

里
,

缩短 37 %
。

据江西省资料
,

兴国县的平江
、

宁都的梅水
、

于都的页水
、

广昌的盯江
,

建国以来

河床普遍升高 1 一 2 米 , 赣州地区解放初期
,

34 条河流通航里程 1 , 5 42 公里
,

现在只 通 航 7 43 公

里
,

缩短 5 1%
。

四川省 1 9 7 5年和 1 9 5 8年相比
,

通航里程减少 3 3
.

6%
。

5 、

山区滑坡
、

泥石流灾容严 ,
。

如陕西省略阳县
, 1 9 8 1年夏季发生 山地灾害 5 , 0 00 余 处

,

其中较大的 8 00 余处
,

大量农田
、

公路
、

工程设施被毁
。

四川省五十年代有泥石流灾害的县 76 个
,

现在增加到 1 09 个
。

无论南方或北方
,

山地灾害有增无减
。

据不完全统计
,

最近几十年来
,

被洪

水
、

泥石流冲垮破坏的水库就有 3 ,

00 0多座
。

特别是 1 9 8 3年 3 月
,

发生在甘肃省东乡县洒 勒 山的

大滑坡
,

一个约 4 , 0 00 万立方米的山体突然崩塌
,

掩埋了 4个生产队
,

造成 20 0多人的死亡
,

破坏

耕地 z , 2 0 0多亩
。

五
、

开创我国治山治水的新局面

我国 2 ,

00 0多年来的经验
、

外国的经验 以及解放后 30 多年的经验都一再说明
,

治水不治山
,

事

倍功半 , 即使取得一时的成效
,

也只能治标
,

不能治本
。

只有把治山治水结合起来
,

搞好水土保

持
,

搞好国土保安
,

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

国家民族才能持续繁荣
。

古代两河流域的巴比伦王国
,

曾经创造了辉煌的文化
,

繁荣一时
,

对世界文明做出过巨大的

贡献
。

但由于只重视治水
,

忽视治山
,

终因山林破坏
,

土壤流失
,

生态环境恶化而衰亡
。

其它文

明古国
,

尼罗河流域的古代埃及
,

恒河流域的古代印度
,

和当初相比
,

那里的生态环境也极大地

恶化了
。

重视治水
,

忽视治山 , 重视下游
,

忽视上游
; 重工程措施

,

轻生物措施
,

这一指导思想
,

在

我国一错就是两千多年
。

加上人口的不断增长
,

山林不断破坏
,

森林覆盖率 日益下降
,

土壤流失

也一天比一天严重
。

尽管我们的先人在治水上做过很多努力
,

付出沉痛代价
,

也取得很多成效和

经验
,

但是从总体上来说
,

黄河流域这个中华民族的摇篮
,

现在却变成 了中华民族的忧患
,

我 国



的经济中心
,

也逐步 由西北向东南方转移
,

由径渭流域
,

转向长江三角州
。

其中固然 有很 多 因

素
,

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
,

生态环境的恶化
,

国土质量的下降
,

不能不是基本的原因
。

现在长江

流域的生态环境正在恶化
,

国土质量下降
,

土壤流失面积扩大
,

河流 含 沙 量 增加
,

洪水频度上

升
,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
,

当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也恶化到黄河流域的程度
,

中华民族将何以 自处 !

治水必须治山
。

要想水秀
,

首先得山青
。

治山治水相结合
,

是搞好国土保安的关键
,

应作为

国土整治的原则之一
。

治山的关键是保土
。

保土既需要工程措施
,

也需要生物措施
。

森林植被
,

有保护土壤
、

涵养水源
、

调节空气和改善环境的多种功能
,

被誉之为
“ 国土的卫土 ” ,

它们本能

地保卫着国土不受 自然
“ 敌人

”
的侵袭

。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

破坏一个国家的森林植被
,

也无异

于 “
自毁长城

” 。

党中央发出种草种树的号召
,

这是国土整治上有历史竟义的决策
,

是提高国土质量
,

扭转生

态环境恶性循环向 良性循环转化的开端
。

把这个方针坚持下去
,

必将开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新

局面
。

飞豪索嵘夸室;蚕安室聋室室圣夸紊紊安蛋室或安室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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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仃质量不好
,

白边
、

毛边
、

卷页较 多 ;

切 边时没有垫纸保护
,

有不 少封 面留有一道道脏痕 ; 有部分 封 面纸

不是原用的 120 克维纷胶印纸
,

色泽印得不 匀
。

谨此道歉 ! 我们 和印

别厂一起作了检查和研究
,

采取 了措施
,

保证今后不再发 生类似错

误
。

您收到有装错的期刊请寄回 本刊编样部调换
。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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