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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国土开发利用

与管理中的生态学思想

张迪祥　王克陵

　　现代生态学研究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规

律及其机理。马克思在其不朽巨著《资本论》中多次提到的人类

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便是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

作用, 只不过这里的生命系统不是指植物和动物的群体, 而是

指组成社会并从事物质生产的人类。而环境系统则是自然界的

光热、空气、水分、土地及各有机和无机元素相互作用所共同构

成的空间, 在这里, 我们也可把它理解为国土。

现代生态学产生于 19 世纪中叶, 但是在长期对自然斗争

的生产活动中, 人类很早就开始认识生物与环境以及生物与生

物之间的关系, 积累了丰富的生态知识。本文所探讨的先秦时

期的生态学思想, 作为一个较低级社会 (主要是封建社会) 制度

下的文化形态, 其根源深植在当时国土开发利用与管理的事实

中。

本文研究的主要是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期的生态学思想, 依

据的史料主要是《管子》、《周礼》以及孟荀等人的言论和著作。

春秋末期, 中国封建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发展起来, 中国古

代的历史发展进入封建时代。封建社会中的一切经济活动, 无

不同土地和农业联系着, 因此, 土地肥硗、天时变化等与农作物

生长的关系, 对整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因

而人们对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关系的认识不断积累、加深,

生态思想空前活跃, 并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资源环境系统的重视

11 重地。从字面理解,“重地”就是重视土地, 但这里的“地”

非指一般意义的土地, 而是从政治的含义来限制的土地, 也即

国土。历来人们都把“重地”视为立国的根本大计, 用今天的话

说就是国策。

在先秦时期的典藉中,《管子》的政治、经济与地理思想, 历

来都为史学家看重, 其“重地”的思想则为论说的基础。《管子·

制地篇》说:“理国之道, 地德为首”, 并指出:“君臣之礼, 父子之

亲, 覆育万人, 官兵之藏, 强兵保国, 城郭之险, 外应四极”等政

治、财政、军事大事,“具取之地”。《水地篇》也说:“地者, 万物之

本源, 诸生之根菀也”, 反映了《管子》对国土资源的极度重视。

《度地篇》说得更透彻:“以其天材, 地之所生, 利养其人, 以畜六

畜, 天下之人皆归其德, 惠其义”, 这段话可说是对“地者, 政之

本也”(意为国土乃为政之本) ①的最好诠释。开发利用和管理好

国土资源, 关系到国家的财政收入, 关系到富国强兵, 关系到国

家的防卫以及人民的安居乐业, 当然是为政之本。是故《乘马

篇》说:“政地可以正政也”, 日本人有句环境生态方面的名言,

谓“能治山者能治国”, 其义正合于此。

先秦时期的另一部典藉《周礼》也有着如同《管子》一样的

“重地”思想, 而在对国土资源规划管理方面更见出色。《周礼》

是一部管理国家的计划兰本, 其开篇第一句话就说:“惟王建

国, 辨方正位, 体国经野, 设官分职, 以为民极”(大意是说, 王者

建立都城, 辨别方向, 制定宫室居所的位置, 分划城区与郊野的

疆域, 分设官职, 治理天下的人民。) , 这句话的核心是“体国经

野”, 指分划土地田野, 这是建国立都设城邑的重要基础工作,

也是按国家意志开发利用国土资源的先期步骤, 这之后方能设

官分职进行管理。值得指出的是, 在《周礼》所记三百五十六个

官职中, 几乎每一个官都论及国土, 其模式是: 立国→国土资源

→开发利用→贡赋→立国, 设官分职则是以国家政府形式进行

管理的一种方式, 从而构造出一个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与治理保

护的相当严密的管理体系。这之中的一切, 都离不开国土, 离不

开人与国土资源的关系, 反映了农业经济时期的国土经济与生

态经济思想, 并以“重地”为主要特征。

21 任土。自然资源是人类劳动过程中必须的物质条件, 重

视环境条件, 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土地资源谓之“任土”。在这

里, 土地是指地球表面一定的地域空间, 它是包括自然要素和

与土地形成、性质有关的经济要素在内的自然经济综合体。“任

土”是《管子》与《周礼》并重的思想。《管子》说:“桑麻植于野, 五

谷宜其地”②。“不务地力, 则仓廪不盈”③。“力地而动于时, 则国

必富”④。这是管子对作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主体的人们同

生态环境关系的精辟见解。

《周礼》记述《地官·大司徒》(按: 地官是管理土地、山陵川

泽、矿产水利资源、人口及组织经济活动的国家机关, 大司徒是

这一机关中的最高长官) 的任务之一是:“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

等, 制天下之地征”(大意是用分类分级的科学方法, 调查辨别

五种地形和九种土质, (五物即五种地形) , 以便定出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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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征赋的高低)。又《地官·戴师》中“戴师”的任务是:“掌任土

之法, 以物地事, 授地职, 而待其政令”(大意是说, 掌握因地制

宜地开发利用土地资源之方法, 依土地的性状、肥薄、地势高

下, 相其宜而任之以生产之事, 按农林牧渔等农事分工, 组织生

产, 以完纳国家规定的赋税)。《地官·草人》:“掌土化之法 (改

良土壤之法)以物地, 相其宜而为之种”。《地官·司稼》:“掌巡

邦野之稼⋯⋯周知其名, 与其所宜地”, 并作为法规而颁告人

民:“以为法而县于邑闾”。上述种种, 都是在运用整套行政手段

和法律机制进行管理, 使因地制宜地生态原则得以贯彻执行。

31 任时。“任时”是指把握季节, 不违农时。农业生产的季节

性, 要求农林牧渔各业不能丧失动植物生长的时机。先秦时期

人们根据经验和当时的自然科学与哲学的认识水平, 将对生态

规律与经济规律关系的认识和把握贯穿于任时思想的各个方

面之中。

《管子》说:“不务天时, 则财货不生”⑤, 反之,“力地而动于

时, 则国必富”⑥ (是说百姓下力气耕作而又不违农时, 则国家没

有不富的)。孟子则说:“鸡豚狗彘之畜, 毋失其时”, 主张“斧斤

以时入山林”, 以达“林木不可胜用也”之目的⑦。荀况也说:“春

耕、夏耘、秋收、冬藏, 四者不失时, 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

也”,“渔池渊沼川泽, 谨其时禁, 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

斩伐养长不失其时, 故山林不童, 而百姓有余材也”⑧。荀子还把

“罕兴力役, 毋夺农时”作为“以政裕民”的重要内容之一⑨。

以上反映的是封建自然经济下的时间观念, 其意在强调不

误农时, 以增加整个社会农牧林渔产品的产量, 以便以最少的

投入, 获得最大的产出。所以, 任时和任土一样, 都是当时人们

在农业生产中遵循的生态经济原则 (即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统

一的原则)。值得指出的是, 把依附于地权的政治和社会权力摆

到应有的高度, 是“重地”思想的核心, 在这里, 人与地的关系表

现为政权与土地的关系, 正是对土地的这一社会特性的独特认

识, 推动人们把开发利用和管理国土资源提到与治理整个国家

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处理人地关系方面采取种种理性的政策和

措施, 在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条件下, 闪烁着农

业生态经济思想乃至持续发展思想的智慧之光。

二、对生态平衡的认识

11 从食物链谈起。在生态系统中, 各种生物之间最本质的

联系是通过食物链来实现的。食物链是指生物群落中各种动植

物之间由于食物关系所形成的一种联系。我国古代有个“螳螂

捕蝉, 黄雀在后”的故事, 即是这种食物链关系 (这条食物链继

续延伸, 则其一端是蝉吸食的植物的汁, 另一端是黄雀背后的

猎人。食物链是生态系统中物能流转的渠道, 它不仅把自然界

许多现象有秩序地联系起来, 而且也把人类社会网络在一起。

让我们来看《管子·七法篇》中的一段话:“地不辟, 则六畜不

育, ⋯⋯则国贫而用不足, ⋯⋯则兵弱而士不厉, ⋯⋯则战不胜

而守不困, ⋯⋯则国不安矣!”这在逻辑上是通过食物链 (草—

畜—人) 关系, 把土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国家的安定联系起

来。这不能不使我们联想起英国科学家赫胥黎的幽默, 他曾说:

“英国海军的强大, 应该归功于那些养猫的老小姐!”海军、老小

姐、老小姐养的猫, 它们之间是怎样联系起来的呢? 原来英国盛

长三叶草, 它是牛的主要饲料, 三叶草繁茂得益于野蜂, 野蜂为

三叶草传播花粉, 但野蜂深受田鼠之害 (捣毁峰房、偷食蜂密和

幼虫) , 而老小姐好养猫, 猫吃掉田鼠, 所以三叶草生长良好, 这

就为养牛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牛肉罐头多了, 海军给养充

足。由此可见, 赫胥黎的这番谐谑是从生态学角度讲的, 而上引

《管子》的话, 虽然并非出自自觉, 但就其生态学内涵而言, 与赫

胥黎的话可说是毫无二致。

21 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度”。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就是广

义的物质代谢。一个正常运行的生态系统中, 各种对立因素通

过食物网 (多条食物链彼此联系交错成网称之) 相互制约的作

用, 可使其能量的输入与输出之间, 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

状态, 这就叫生态平衡。生态平衡意味着生态系统本身具有自

我调节的机能, 这种自我调节的机能使生态系统能经受环境变

动的压力, 自我调偕到平衡、稳定的状态。但如环境的变动超过

了生态系统所能耐受的限度, 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机制就降低

或消失, 生态平衡就会被破坏甚至使系统陷于崩溃。先秦时期

人们当然不能从生态平衡的理论高度去认识问题并调整和控

制自己的行为, 但显然他们已经懂得必须注意国土资源开发利

用中的“度”。

《管子·八观篇》说:“山林虽近, 草木虽美, 禁发必有时; 国

虽充盈, 金玉虽多, 宫室必有度; 江海虽广, 池泽虽博, 网罟必有

政”。孟轲提出了“网罟不入氵夸池”和“斧斤以时入山林”的著名

论点βκ。荀况也主张“草木荣华滋硕之时, 则斧斤不入山林, ⋯⋯

鱼鳖鳟鱼孕别之时, 网罟毒药不入泽。”βλ《管子》还把立法守禁保

护生态系统提到“立天下”的高度, 谓“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

林菹泽草莱, 不可以立为天下”βµ。《周礼》中则谈到山虞、林衡、

泽虞、迹人等职官的设置, 旨在持法守禁, 掌握资源开发利用中

的“度”, 可说是《管子》护禁思想的形式化和具体化。

31 人类早期的景观生态设计。地学界早已注意到《管子·

地员篇》对山地植物群落和湖沼植物群落分布的生态系列结构

的记叙。《地员篇》还具体提出因水土而择种植物,《管子》中的

这一思想归纳起来有如下表所示:

水土组合 (平原地区)与栽培作物的适宜关系

土壤名称 地下水
(深度)

水质 (以
“五行”评说)

自然植被
(指示植物) 宜种作物

11 黑埴 七尺 黑而苦、含碱
多 蒿类、白棠木等 稻、麦

21 赤埴 十四尺 赤而咸 香附子、芦苇、杞柳等 大豆、
小麦

31 黄唐
二十一尺
(透水性好、
积水易排除)

黄而糗 茅草、木熏、木尤、桑 黍、秫

41 赤土户 二十八尺 白而甘、含碱少 白茅、赤棠等 五谷

51 渎田
(冲积土) 三十五尺 苍 (色) 楚棘、杜松等 五谷

　　资料来源:《管子·地员篇》。

上表所反映的材料是《管子·地员篇》对华北平原地区的

土壤所作的分类。《管子》作者结合地形、地下水位、土壤母质、

原生植被等因素对这几类土壤作了深入的分析, 如赤土户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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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 地下水位低, 盐碱不易为害, 通气透水性好, 质地疏松, 而

又具有一定粘性, 为赤色刚土, 原生植被为茅、赤棠木之类, 良

好的水土组合, 使之成为一种适宜种植五谷的肥沃土壤。应该

指出, 按五行把水色解释为黑、白、赤、黄、青 (苍) 五色并不很科

学, 但作为语言符号, 将其予以区别, 仍然是意义深长的。《管

子》因水土而择种植物的思想与现今通过对自然结构的调查研

究来设计土地利用结构颇为相似, 它深刻影响人类经济活动与

环境生态条件的协调程度。

《周礼》也多次提到农业地貌与土壤的调查。《地官·土

训》:“掌道地图, 以诏地事”,“以辨地物而原其生, 以诏地求”,

这是说“土训”这个职官是专司调查全国土地形势与物产资源

情况的, 他还要将土地资源情况绘成地图, 供王者咨询。又“以

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βν , 这是一般的土地评价, 又说:“以土会

之法辨五地之物生”βο , 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指在农业地貌与

土壤调查基础上, 按景观生态差异设计生产结构, 建立起五种

类型 (即将土地分为山地、丘陵、坟衍、原隰、川泽五类) 的农业

生态系统。从其包括土地资源调查、评价、到生产布局结构设计

的全过程看, 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人类经济活动必须符合某些

原则 (即今天所说的生态学原则) , 以便由人与自然共同创造既

合乎人类愿望, 又符合自然规律的土地利用方式。果真如此, 则

上述应可视为人类早期的景观生态设计。

三、对人地关系——生态与

经济的统一联系的认识

　　11 人地关系认识中的生态经济思想。农业是整个古代世

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 土地是财利的本源, 因此,《管子》强调

必须由国家政府设置官吏, 管理土地、农事和财赋,“万乘之国,

兵不可以无主, 土地博大, 野不可以无吏”βπ,“野不辟, 地无吏,

则无蓄积”βθ , 直接点透财赋和土地以及国家政府职司的关系。

那么, 各级政府官吏具体管哪些事呢?“不失天时, 毋旷地利, 其

数多少, 其要必出于计数”βρ , 说的是顺应自然规律管理财赋。这

里的“不失天时, 毋旷地利”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管自然也即管

地。又“谷非地不生, 地非民不动, 民非作力无以致财”βσ, 可见管

地的同时又要管民, 这道理很简单, 因为“天下 (财) 之所生, 生

于用力, 用力之所生, 生于劳身”。威廉·配第把土地称为财富

之母, 把劳动称为财富之父。《管子》时代的人们也从“地”和

“力”两方面说明“财”的来源, 并认为“力地而动于时, 则国必

富”βτ。管理土地, 管理老百姓的生产劳动, 使人们在辛勤耕作中

同时重视遵循自然规律, 则国家必然会富, 这是《管子》立农政,

务地利, 驭民以敛财税的生态经济思想。

《管子》作者的生态观念是那样强烈, 以至于每到一个地方

他都要用生态眼光进行观察,“行其田野, 视其耕耘, 计其农事,

而饥饱之国可知也”;“行其山泽, 观其桑麻, 计其六畜之产, 而

贫富之国可知也”χκ。笔者认为, 这可以视为是从属于上述生态

经济思想的生态经济观察法。《管子·立政篇》还具体讲到区别

贫富之国的五项标准: (1) 山泽草木是否蕃茂, 防火救火有无保

证; (2) 沟渠修治及蓄水排水的状况如何; (3) 五谷桑麻的种植

情况如何; (4) 牲畜是否蕃育, 瓜果菜蔬的品种数量是否充足;

(5)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是用于生产奢侈品还是用以生产必需

品。这五项标准既考虑了生态系统的现状, 又考虑了社会环境

系统的调控手段, 即使是在今天, 也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 这话虽出于《管

子》χλ, 但它却反映了先秦时期许多重要思想家的共同认识, 由

此形成了他们“富国”、“富民”的经济思想。如孟轲相信, 只要按

照他的主张施行“仁政”, 就可使“民富”, 富到“使有菽粟如水

火”的“至足”地步χµ。荀况则明确主张统治者“节用”, 以让老百

姓多占有一些剩余产品,“节用裕民⋯⋯裕民则民富, 民富则田

肥以易, 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 民贫

则田瘠以秽, 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χν。在这里, 荀况把富民问题

统一在富国问题中来讨论, 带出了老百姓有了剩 余就可以扩

大再生产的问题, 并从而把对于生态经济问题的认识推进到他

的前人所未曾达到的高度。

先秦时期的许多思想家 (包括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 ,

对生态与经济的统一联系虽有过很多论述, 但由于受着其自然

观与经济观的局限, 使他们的生态经济思想只能停留在一个较

初始的水准上。荀况与他的前人却不同, 他是个有着人定胜天

思想的思想家, 他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 人能够利用自然、改造

自然, 不断增殖财富, 他关于“民富则田肥以易”的思想可以用

今天的语言作如下的表达: 人民富有了, 就有资金对农业生产

增加投入, 人为地调控和优化农田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

系, 建立一个高效能的良性循环的生态经济系统, 获得“出实百

倍”的收获; 反之, 民贫则无力追加物质投入, 生态系统就会陷

于贫瘠和产出低的恶性循环之中。荀况还说:“土之生五谷也,

人善治之, 则亩益数盆”, 主张“量地而立国, 计利而蓄 民, 度人

力而授事”χο , 并且认为:“用国者, 得百姓之力者富”χπ。由此而不

难看出, 荀子已经冲破了“自然的自然”观, 向“社会的自然”观

迈进了一大步, 他的生态经济思想代表了战国时期所能达到的

高峰。

21 人地关系认识中的人口生态思想。在《管子·八观篇》

中有这样一段话:“国域大而田野浅狭者, 其野不足以养其民;

城域大而人民寡者, 其民不足以守其城”, 并且把前者叫做“人

满”, 后者叫做“土满”,《管子》作者在这里提出了土地载荷和人

口容量的问题, 这是现今人口生态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在先秦文献中,“国”一般指由诸侯居住, 有贵族、有手工业

作坊及贸易民的“国都”即都城, 上述引文中“国”与“城”为上下

对文,“国”即“城”的同义语, 引文译成今文应为:“城市大而农

田小, 农田就养不活那些人民; 城区大而居民少, 居民就防守不

了那个城市”。故其上句说的是城市与农田的相对比例, 下句说

的是城区与居民的比例, 属于人口与环境关系的范畴。

人口生态学研究的是人口与环境的关系, 先秦时期许多思

想家的思想言论, 如商鞅的“农战论”, 孟轲的“恒产论”,《管子》

的“富国富民论”, 荀况的“富国论”、“重农论”等都包含了许多

人口与环境关系 (主要是人口与土地关系) 即人口生态学的思

想材料。

秦国商鞅在《商君书·算地》中提出了一个配合其推行农

战政策、处理人地比例关系的“任地待役之律”, 他认为人口数

量必须和土地数量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 以满足农和战二者的

需要, 做到“兵出粮给而财有余, 兵休民作而蓄长足”。他致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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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秦国人土不称矛盾, 在土地和人力资源的利用方面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思想理论。他把人多地少叫做“民胜其地”, 把地广

人稀叫做“地胜其民”, 并说:“地大而不垦者, 与无地同; 民众而

不用者, 与无民同”, 而不论哪种情况, 都将使得国力不足, 妨碍

农战政策的推行, 为了解决人地比例不适合的问题, 他提出了

一条原则, 即“民胜其地者务开, 地胜其民者事徕”, 显然这是在

当时并未出现土地资源短缺的情况下的人口生态思想。

如果说体现在《商君书》人土相称思想中的土地承载力问

题还不很明晰的话,《管子》则通过人口和土地间量的关系的细

致研究, 对土地人口容量作了精彩的论述。《管子》作者以丰歉

年平均亩产粮食一石为标准进行计算, 认为每人如有 30 亩地,

就可保证“国有余藏, 民有余食”χθ。孟轲也从使民有“恒产”, 从

而有“恒心”的思想出发, 提出了“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作为

保证八口之家获取生活资料, 即“八口之家可以无饥”χρ的基准

水平线的著名观点。荀况提出的人地比例关系与孟轲同, 在他

看来, 只要善治土地, 使其“出实百倍”, 则“家五亩宅, 百亩田,

务其业而勿夺其时”χσ, 就可使国富民亦富。如前所述, 他还主张

封建统治者节用而减省赋税徭役, 使民有余裕用来改进和发展

生产, 从而提高土地产出, 使财货“浑浑如泉源”, 此即所谓“强

本节用”, 可见, 荀况看到了提高环境人口容量的巨大潜力。

四、山泽禁发之政——资源环

境系统的管理调控手段

　　前已述及, 资源环境系统即是国土。从对国土开发利用与

管理的角度看, 反映在《管子》“制地”、“立政”、“七法”、“八观”

诸篇中的国土经济思想就相当系统而全面。《管子》强调“地者,

万物之本源”,“地者, 政之本也”; 因此提出资源开发必有度, 山

林草木禁发必有时, 池泽鱼鳖网罟必有政; 进而指出立法守禁

的意义在于立天下,“先王之禁, 山泽之作者”, 在于“博民于生

谷也”χτ。总之, 立法护禁, 保护国土资源乃为政之本。《管子》还

根据动植物生长规律, 策划四时政令, 如春季“出国衡 (山林守

护官) , 顺山林, 禁民斩木δκ⋯⋯”, 夏季“无遏水达名川、塞大谷、

动土功、射鸟兽δλ”等等, 所有这些, 都在告诫人们不要违背自然

规律, 要注意保护生态平衡, 否则就会遭到自然的报复, 招至

“阴阳不和”、“风雨不时”、“百草不生”、“五谷不成”等严重后

果。

《周礼》也很重视对国土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并设置职

官, 立法保护, 即所谓“禁”与“守”, 这里让我们来探讨《周礼》职

官体系中关于国土资源管理的职官系统。

《周礼·秋官·土师》:“掌国之五禁之法, 以左右刑罚”, 其

中一法就是保护土地资源的“野禁”之法。“秋官”为主管司法公

安的部门。

《周礼》所设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国土管理职官的职司中,

规定有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执“禁守”的职责, 如《地官

·大司徒》掌开放山泽禁令“舍禁”的批准之权;《地官·小司

徒》:“凡用众庶, 则掌其政教与其戒禁”, 这里的“戒禁”包括山

泽的禁守。《周礼》还设置了专门管理资源禁护的专业职官, 如

“山虞”、“林衡”、“泽虞”、“迹人”等, 分别掌山林、林麓、国泽 (湖

沼)、邦田 (田猎之地)之政令禁令。如《地官·川衡》:“掌巡川泽

之禁令, 而平其守, 以时舍其守, 犯禁者执而诛伐之”, 这是说

“川衡”这个官, 经常驻守江河湖沼, 执掌禁令, 任何人不得违禁

捕采水产, 违者给以严厉惩处。此外如矿产地、牧地等皆设有专

业职官进行管理。

《周礼》还在主管司法公安的“秋官”部中设有“雍氏”一官,

专门负责山川资源的保护与执法:“雍氏, 掌沟渎浍池之禁, 凡

害于国稼者。春令为阱护沟渎之利于民者, 秋令塞阱杜护。禁山

之苑, 泽之沈者”。这里“沟渎浍池”为大小不等的溪河与人工湖

池,“阱”为捕兽的陷井,“护”为捕兽的夹具之类,“沈”为沉于水

中以杀鱼类的毒药。全句的大意是: 凡是对国家农产方面有妨

害的, 应执掌禁令。春季、允许有利百姓的设置陷井与夹具之

类, 秋天则命令人们塞井和取掉捕兽器具, 禁止以山为苑囿, 禁

止用毒药毒杀湖泽中的鱼类”。

上述诸职官, 管理各类资源, 包括禁守、开放与征收贡赋,

即对资源环境系统“为之厉禁以守之”。所有禁令, 在一般情况

下恪守不移,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开放禁令,“大荒、大札、则令

邦国移民通财, 舍禁驰力”δµ,“舍禁”即开放山泽禁令。值得指出

的是,《周礼》对资源保护的重视甚至详细到不准以毒药毒杀鱼

虫, 以禁止灭绝性的开发, 同时这一任务由主管司法公安的部

门执行, 可见其资源保护中的法制观念是何等强烈。

综观上述可见, 先秦时期对国土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管理已

形成相当科学的体系。这既反映在《管子》及孟荀等人的生态经

济与国土经济的思想言论中, 也反映在《周礼》的国土规划管理

体制中。它有一个设置严密的职官系统; 有一套国土法规, 以立

法的形式, 把国土资源的管护置于法律机制之中; 而贯彻于山

泽禁发之政中的深厚的生态学思想基础, 是这一科学体系最具

研究价值的核心内容。

注释:
①《管子·乘马》。

②《管子·立政》。

③⑤χλ《管子·牧民》。

④⑥《管子·小问》。

⑦βκχρ《孟子·梁惠王上》。

⑧βλ《荀子·王制》。

⑨χν χο《荀子·富国》。

βµ《管子·国准》。

βν βοδµ《周礼·地官·大司徒》。

βπ《管子·权修》。

βθ βρ《管子·七法》。

βσχκχτ《管子·八观》。

βτ《管子·小问》。

χµ《孟子·尽心上》。

χπ《荀子·霸言》。

χθ《管子·某藏》。

χσ《荀子·大略》。

δκ《管子·五行》。

δλ《管子·七臣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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