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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乳 流域人口与天不烤舒冷系的

历史变迁

张迪样 孙平

长江流域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占居着十分重要的位置
,

从遥远的旧石器时代早期起
,

我们的

祖先就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劳动
、

生息
、

繁衍
,

留下了丰富的古文化遗存
。

发现于云南滨中高原上的元 谋人

化石
,

据测定距今已有 。万年
,

就是说
,

长江流域人口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至少巳持续了 万年
。

这里简

要探索封建社会时期 包括近代半殖民地
。

半封建社会时期 长江流域人口与环境关系的发展变化史
。

一
、

长江流域历代人 口 总盘的变化

我国历代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及分配租税
、

劳役
、

兵役
,

对于人口问题都有调查记载
,

因而留下了 丰

富 的人口统计资料
。

可惜的是
,

秦以前的人口记录均 已散佚
。

自西汉元始 年开始
,

才有较完整的人口资

料
,

在长达 。。。多年的时间内
,

长江流域人 口发展总的趋势
,

经历了三个时期 从战国至明代
,

人口

长期缓慢增长的时期 期间 又呈现周期性大起大落 , 清代鸦片战争前
,

人口大幅度增长 的 时 期 ,

近代人 口呈马鞍形徘徊的时期 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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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 公元
年

人口 戴
万人

占全国摹人口的 ⋯年 代 ⋯夕咨 ⋯恕只 ⋯占全一誉人口的

洲 、
,

, 、 ,

八
产

西汉元始 年

东汉永和 年

西晋太康元年

南朝宋大明 年

隋 大 业 年

唐 开 元 年

北宋元丰 年

北宋祟宁元年

南宋嘉定 年

元 至 顺 元 年

。 一 一

日。 一

。 一

明洪武 年

明万历 年

清乾隆 年

清弃庆 年

清道光 年

清道光 年

清光绪 年

清宜统 年

民 国 年

民 国 年

一

一 一

一 。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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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人口 与环境关系的历史变迁

根据长江流域人 口活动及其与自然生态的关系
,

我们初步将战国至民国时期的 。。 多年划分为三个时

期进行研究
。

一 战 国至 六 朝
,

农田 生 态系统 创建的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
,

长江流域尚属蛮夷之邦
,

秦汉之际
,

依然是中原帝国的偏郊僻地
, “

江南地广
,

或 火

耕水褥
,

民食鱼稻
,

以渔猎山伐为业
”

《汉书
·

地理志 》
。

足见当时长江流域土地广阔
,

自然资源 丰

富
,

人民过着狩猎
、

采集或火耕水褥的农耕生活
,

生产力水平低下
,

但好在人 口稀少
,

食物仍很充足
,

商

品交换并不很重要
,

所谓
“

果饭赢蛤
,

不待贾而足
,

《史记
·

货殖列传 》
。

这些可视为 当时长江流域

人口生态的概貌
。

那时的长江流域
,

到处是苍郁的森林
,

茂密的竹林
,

夭艳的沼泽
,

《禹贡 》关 于 扬 州

厥草惟天
,

厥木憔乔
”

的记述
,

就是这种植物被覆状况的写照
。

这对于从事采集狩猎的部落 人 们 的 生

活
,

无疑是极为有利的
。

战国时期
,

长江流域 万 的土地上生活着约 万以上的人口奋 这在采集狩

猎时代是自然生态系统所无法承受的
,

幸而这时本区巳出现农业
,

从而大大提高了环境的承载能力
。

长江流域在新石器时期便出现以种稻为主的农业文化
,

楚国
、

吴国
、

越国进一步发展了水利灌溉和水

稻种植
,

如据《吴越春秋 》记载
,

越部族的前期
,

人们
“

随陵陆而耕种
’ , ‘

逐禽鹿以给食
’ ,

从事狩猎

活动和迁徙农业
。

越王勾践时期
,

越部族的活动中心已由山区迁入平原
,

人们开始砍伐森林
,

进行垦殖
,

兴修水利
,

改造利用沼泽平原
。

到了秦代
,

长江流域在水利工程建设方面更不乏杰出之作
。

汉代在兴建农

田水利工程
、

推广牛耕技术等方面皆已取得相当成就
。

但是
,

直至西汉末年
,

长江流域的发展程度
,

依然

远逊于中原地区
,

人口增长十分缓慢
, “

江南卑湿
,

丈夫多夭
’

《汉书
·

地理志 》
,

人 口的身体素 质

也相当差
。

既然本区之出现农业文化
,

为时相当地早
,

为什么其技术水平和建设成就却远不若黄河流域呢 从人
口生态学的角度看

,

并非因为本区生态环境较黄河流域逊色
,

恰好相反
,

本区广阔的土地
,

暖湿的气候
,

丰饶的物产使人们有足够的空间从渔猎和采集中获取所需的生活资料
,

正是因为自然资源的丰足
,

滞缓了

东南地区乃至整个
一

长江流域农业发展的速度
。

加之
,

秦汉两代的政治中心在北方
,

统治者经营发展重点自然

倾注在北方
。

因此
,

直至孙吴之前本区农业基础始终十分薄弱
,

渔猎
、

采集始终是人们主要的谋生方式
。

在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中
,

北方人口的迁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

而这种人 口的大量迁移流动始于

西汉末年
,

并在东汉时期促成了长江流域经济开发步伐的逐步加快
,

我国人口分布也开始出现北降南升的

局面
,

如据《后汉书
·

郡国志 》所载东汉永和 年 公元 。年 官方人口统计资料分析
,

在当时全国人口

仍较西汉为少的情况下
,

江南 包括荆州
、

扬州和交州地 郡国却增加了 多万人
。

自三国孙吴在建康建都
,

经东晋
、

宋
、

齐
、

梁
、

陈六朝 多年间
,

由于北方人口的南移
,

带 来 大 盘

劳动力及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
,

再与长江流域适宜的生态条件结合
,

促使我国东南地区农业经济出

现长足的进步
。

随着长江流域户口增加
,

人民
“

华路槛褛
、

以启山林
” ,

森林生态系统日益为农田生态系

统所代替
,

本区人口与环境关系出现了革命性进步
。

据史载当时的情形是 大量山林川泽得到开发
,

大小

水利工程星罗棋布
,

牛耕普遍推行
,

粪肥投入使用
。

孙吴时有牛耕和水利灌溉配套的精耕细作的 稻田
,

每亩

可收 一 解
。

农产品加工也随之发展起来
,

麻织业丝织业大为兴盛
,

终于把一个卑湿偏远 之地
,

转变为

中国最重要的财富之区 ① 必须指出
,

从人口的移入和经济发展的实绩看
,

六朝时期江南的 人口应该较前

代有较大增加
,

但当时经过登记的户口 编户 少
,

在编户以外的非编户多
,

因此官方统计 严重失实
。

二 隋代至明中叶
,

人 口 与环晚关系由和谐共存到 日 见 紧张的时期

隋唐时期
,

长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在六朝巳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

户口迅速增长
,

耕地 面 积 大 大 增

加
,

自然资源的广泛开发与利用
,

又拓展了扩大人口容量的前景
。

特别是隋代大运河的开凿
,

沟通 了 黄

柯
、

长江两流域的联系
,

自此以后
,

运河的畅通与否
,

牵系着国家的盛衰
,

显示了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发

展中的重要地位
。



人口增多
,

劳动力随之增加
,

意味着人们拥有了更大的生产能力
,

需要更多的土地和其他资源作 为其

劳动对象
。

历代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总是先从治水着手
。

唐代长江中下游的水利工程建设 堪称规

模大
,

数量多
,

中小型破塘广泛修凿
,

围湖造田流行
。

湖田的开辟
,

扩大了耕地面积
,

粮食产量大增
,

水

利灌溉效益十分显著
。

据《权载之文集 》记载
‘

江淮 田 每 一 岁善熟
,

则旁资数道
。

故天下大计
,

仰于

东南
” 。

足见南方农业生产在全国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

粮食的富余
,

反映了环境承载人 口的巨大潜力
。

盛

唐时全国的人口 ,

据学者们估计为 。。。万
,

按此
,

则
一

长江流域应不少于 。。万
。

当时长江流域人口密度大

增
,

西汉时
,

区内益
、

荆
、

扬三州在每
,

一 人之间
,

而唐代与之相应的剑南 南道
、

山南西道
、

山

南东道
、

江南西道
、

江南东道和淮南道均在每 。人之间
,

增加一倍至 几倍
。

②

唐天宝 年 公元 年 的安史之乱
,

致使黄河流域人口大量流徙
,

苏南浙北太湖平原
,

都阳 湖软

抚河流域
,

湖北汉西一带
,

皆有大量流民徙入 这是自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以来的第二次人口全国性南移
、,

它促成了我国人口 地理分布的一次突变 此后
,

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我国人口地理分布的重 心地区
。 ,

五代十国时期
,

南方战乱较少
,

政局较稳定
,

社会经济和人口都得到一定的恢复
。

南唐统治的江淮地

区
, ‘

旷土尽辟
,

桑拓 满野
” , 吴越统治的浙江地区

,

不再有闲散的土地
,

农田水利有了显著的进步 , 各

国都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
,

河湖水网地区的好田也在这时创造出来
。

茶的栽种遍及南方各地
,

栽桑养蚕也

巳盛行
,

蜀锦
、

吴绞
、

越锦的织造闻名全国
,

原来不事蚕桑的湖南
,

此时已是
‘

民间机抒大盛
即 。

此时期

内
,

南方人口得到一定的增长
,

北方人口亦不断南移
。

生产的发展
、

技术的进步
,

提高了 环 境 的 人 口 容
,

也有利于迁移人口 的安置和人口 的繁衍
。

北宋时期
,

我国社会经济出现了新的繁荣景象
,

人口亦得到很大发展
,

据官方统计
,

北 宋 元 丰 年

公元 。年
,

长江流域有人口约近 万
,

许多学者根据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估计
,

认为当时全

国的总人口应可超过 亿
,

③ 按此
,

则长江流域人口应在 。。万以上
,

有关北宋时期长江流域人口与环澳

关系的研究
,

可为此提供良好佐证

第一
,

当时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

耕作技术的进步
,

提高了环境的人口容量
。

北宋耕地面积增加
,

是

生产规模扩大的重要标志
,

据《文献通考 记载
,

宋初全国垦田数为 万多顷
,

到宋真宗时增加到 万多

顷
。

扩大耕地的主要途径有二 一为与水争田
,

一为与山争地
。

水田主要包括坪田
、

湖田
,

集中分布在长

江沿岸 此时牙田 已由下游推广到中游 及太湖流域
,

另有通过修建捍海堤
,

改造沿海盐碱地而形成涂田
。

我国是世界主要稻米生产国之一
,

而水稻生产的大发展时期正是北宋
。

由于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
,

加

上早熟高产水稻良种的普遍推广
,

龙骨水车
,

高筒转车等灌溉工具的广泛使用
,

推动水稻单位面积产遥和

总产量迅速提高
,

稻米产量上升到全国各类粮食作物产量的首位
,

水稻成为我国首要的粮食作物
。

成都平

原
,

湘江流域及太湖平原成了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区
。

农作物产量的提高
,

大幅度地提高了环境对人口 的承

载能力
,

长江流域在当时全国 个人口最密集的行政区中占有 个
,

其中四川的成都平原人口 密度最大 ,

江浙太湖平原以及湘鄂赣盆地的平原河谷地区
,

则为人口数量增长最快的地区
。

人口承载力的提高
,

促进

了农业内部的分工
,

出现了专门种蔗制糖的
“

糟霜户
’

和专事种茶
, ‘

采茶货卖
,

以充衣 食
,

的
“

园户
’ 。

第二
,

山田的出现
,

是局部地区出现环境压力的信号
。

山田是与山争地的成果
,

北宋时湘
、

邻
、

梭
、

川等省农民缘山导泉
,

以泉溉梯田
,

在山岭上种植水稻
,

梯田层层往上
,

可直达山顶
。 “

百 级 山 田 带 雨

耕
,

驱牛抉来半空行
” ,

是宋代农民垦辟梯田
,

山耕水符情景的真实写照
。

人们从水田转移出来
,

作开拓

新空间的努力
,

这与其说是山地丘陵的吸引力
,

倒不如说是已经感受到人口压力的平原河谷地区的推力所

致
。

广大地区人口容量的提高和局部地区入口压力的出现这一情况告诉我们
,

万人口这一估计数
,

只

不过是北宋时期长江流域人口的下限
。

宋金对峙期间
,

南方社会处于相刘稳定的状态
,

社会经济在原有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

在农业生

产方面
,

湖田
、

好田继续大力发展
,

精耕细作的太湖流域成为南方的产米中心
, “

苏湖熟、 天下足
”

的谚

语即自此时开始流传
。

由于大量南迁的北方移民习惯于吃面食
,

小麦的需求量大增
,

稻麦复种制因而得到

普遍推广
。

耕作制度的改进
,

表明人们具有了更广泛地利用资源的能力
,

扩大了资源的拥有量
。

南宋时期
,

我属棉花的种植也已由闽粤间推进到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
,

由于遍植棉花
, “

江淮川蜀
,

均获其利
。 ‘

母



继唐朱之后
,

元明时期长江流域人口 又有所发展
。

据官方统计
,

元代有人口 万
,

明代有人口 。。

多万
。

据胡焕庸等的研究
,

明代全国人口应可达到 万以上
,

按此
,

则长江流域人口当在。 。。万以上
。

人口的发展
,

必须以农业生产的相应发展来支撑
。

元代农业生产中
,

发展最快的是植棉业
,

江南植棉起于

朱代
,

而干元代获大发展
。

到了明代
,

棉花生产进一步推进到黄河流域
,

商品率也不断增加
。

作为主要食

物来源的粮食生产在明代也得到 了较大的发展
,

这一方面表现在亩产量的提高
,

另方面表现在高产区面积

的扩大
。

当时湖广
、

江西
、

四川等地已有大量商品粮食供应市场
,

特别是两湖地区
,

自明中叶以后
,

随着

烷田的兴起
,

昔日井庐寥廓
,

原野荒芜的沮柳之地
,

变而为肥饶的农田
,

从而继太湖流域之 后
,

得 到 了
‘

湖广熟
、

天下足
”

的美称
。

商品性农业的发展
,

是由经济作物的增长带动的
,

随着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出

现
,

长江流域棉麻丝茶等生产开始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

如松江
、

上海
、

嘉定
、

太仓等滨海沿江 地区成为全

国重要产棉区
。

嘉兴
、

湖州
、

吴江一带
“

地必栽桑
,

户以丝为业
” 。

经济作物产区的农户虽然并未能摆 脱

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的束缚
,

但巳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商品粮的供应
,

一熟而天下称足的太湖地区变而为 缺

粮区
,

江苏嘉定
‘

县不产米
、

仰食四方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册
,

整个苏南亦
‘

半仰食于江

楚庐安之粱
口

吴应箕《楼山堂集 》卷
。

于是我国的粮食消费除了继续保持潜运京师即南粮北运的 格

局外
,

又出现了由长江巾上游运往下游的西粮东运
。

这种初步的区域分工
,

大大提高了环境的社会生态经

济效益
。

生产的发展
,

总是以某种程度的资源消耗为代价的
,

我们追求资原消耗趋于合理的限度
,

以便保护生

态平衡
,

保待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

而当资源的消耗超过了生态系统的支付能力时
,

人口一环境关系就会

出现许多不利方面
,

长江流域农业开发的情形就是如此
。

自新石器时期以来
,

人们就开始砍伐森林
,

开垦

土地
,

种植谷物
,

栽培植被逐步扩大
,

天然植被日益缩小
,

当天然植被的变迁仅限于平原河谷地区时
,

人

类创造的农田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尚能保持和谐共存的关系
,

自隋至五代
,

情形大率如此
。

自北宋至

明中叶
,

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

随着人口的增加
,

生产规模的扩大
,

易垦的平地迅速减少
,

围湖造田造成了

水域生态的紊乱
,

苏南浙北太湖流域水灾频率数 倍 于 前 朝
。

人们原来创造的耕作系统的食物支持能力 日

益满足不了需要
,

在技术进步又不足以提高环境承载能力的情况下
,

唯一的出路便是开拓新的空间
,

人们

开始步入丘陵山地开发垦种
,

于是在北宋时期便出现了山田
。

到了南宋
,

长江下游的苏南浙北平原及其附近地区
,

由于北方人日大量徙入
,

移民充斥对扩大耕地的

迫切需要
,

竟使绍兴鉴湖被围垦湮废
,

林木茂密的会稽山地也已开始出现
“

有山无木
”

的情形
。

湘 江中下游地区
,

古代广泛分布着由楠
、

桂
、

化香木
、

梓等树种组成的亚热带森林和毛竹林
。

虽然本

区采伐和耕作的记载见于各代
,

平原和山地的天然植被都发生了变迁
,

但整个植被的面貌并未改观
,

本区

天然植被较大规模的变迁
,

始于靖康之乱以后
,

因为北方人口大量南迁
,

促使木区户口增加
,

生产发展
,

至峪世纪末
,

湘江沿岸丘陵已是荒凉相属
,

与唐时气象不可同年而语
。

④

豫鄂川陕四省交界地区
,

古代是一片亚热带森林
,

并且直至宋代仍保持完整
。

本区天然植被的变迁始

于元代
,

加速并扩大于元末明初
。

当时
,

由于社会扰攘
,

大批在封建压迫下无以维生的农民
,

从外地涌入

土地较多的本区
,

进行垦殖
,

开始加速了本区天然植被的变迁
。

到了明代中叶
,

进入郧阳山区的农民即达

。。万人以上
,

偏僻的山区出现了
“

山坞之中
、

民庐相望
,

沿流稻畦
,

高下鳞次
”

的现象
,

原来的夭然植

被开始成为梯田密集的栽培植被
。

⑥

上述地区的植被变迁
,

在明中叶以前
,

还曾有过若干反复
。

及至 世纪玉米和甘薯传入我国
,

以其适

应性强
,

产量高
,

很快就在长江流域得到传播
,

成为山地丘陵的重要粮食作物
。

自此
,

山地森林植被的变

迁和破坏便成无法逆转之势
。

三 明中叶至民国
,

人 口 与环晚关 系严重恶化的时期

明代中叶以来
,

长江流域人口经济过程和地理环境之间的联系开始出现质的转变
,

明代玉米和甘薯的

上山和清代人口的巨大增长
,

是促成这一转变的两个重要因素
。

早在南宋时期
,

长江流域就已有杂粮入山的记载
,

但当时引入的限于豆科和禾本科作物
,

这些作物对



生态环境的选择性较强
,

一般不适于陡坡种植
,

因而山区的垦伐还不至于漫无限制
。

玉米
、

甘薯的上山
,

打破了原有作物品种对耕作方式的制约
,

等高种植和缓坡种植发展到陡坡种植
,

森林垦伐由点扩大到面
。

技术上的可能
,

再结合上人口膨胀的需要
,

形成了对环窦的巨大破坏力且
。

清代长江流域人 口的膨胀
,

根 原于清王朝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

康熙 年 公元 年 开始冻

结人头税
,

宣布
“

盛世滋生人丁
,

永不加赋
” ,

并在此基础上于雍正 年 年 普遍推行
‘

丁 随 地

起
, , “

摊丁入亩
”

的地丁合一制度
。

至此
,

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来的人头税基本被废除
,

封建国家对农民

在经济上的束缚也进一步松驰
。

结果
,

长江流域人 口从明末清初的低谷 即 年的约 。万人 中迅速

回升
。

乾隆 年人 口 巳突破 亿
,

嘉庆 年已接近 亿
,

道光 年达到 亿
, 。年 之 间

,

人口 增 长

倍
,

平均每年递增 编
,

这种速度在整个封建社会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

掌握了陡坡种植技术的巨大数量的人口 ,

造成了对环境的猛烈冲击
。

历史文献不乏这样的记载 由于

玉米
、

甘薯等作物的普遍推广
,

垦殖地域迅速扩大
,

秦巴山地地区巳经到了
“

蚕丛峻岭
,

老林邃谷
,

无土

不垦
”

魏源《湖广水利论 》 的程庵 资
、

况
、

澄屯水的中 游
,

皆因流民的开发
,

森林植 被迅逮破坏
,

出现了
“

山渐童
”

乾隆《永顺府志 》卷
, “

尺寸隙土
,

无不垦辟
”

乾隆《直隶渔州志 林 》卷

的情况
。

湘江中下游
,

曾是森林茂密的效县在 世纪初残存的森林巳不到该县山地 面 积 的 十之二三
。

⑧

随着长江中 上游进入全面
、

大规模垦殖的时代
,

到清中叶时
,

不少地方已是牛山泄泪
,

荒山 秃 岭 随 处 可

见
,

木料
、

燃料俱缺
。

与此同时
,

清庭朝野关于
“

人满为患
” , “

百病以人多为首
”

的议论之声日离
,

整

个社会经济生态系统都已 感受到人口过多的沉重压力
,

人类自己创造的经济圈与生物圈之间交融和谐的 根

基巳经动摇
,

长江流域人口与环境的矛盾正在激化
。

从清代后期到民国时期
,

社会生产力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

人 口规模与经济发展严重不协调
,

人与自

然关系的紧张状态有增无已
,

历史上延续下来的森林资源减少的趋势越来越严重
。

森林资源遭受 破坏的直

接后果是水土流失
,

中度到强度水土流失区分布在滇北高山峡谷区
,

四川盆地周围山地丘陵区
、

奉巴山地

土石山区
、

湘赣红壤丘陵区
、

鄂东北大别山区
。

据解放初期调查统计
,

水土流失面积共达 ”万

与水土流失相关
,

江河湖泊日见淤浅
。

新中国成立前
,

长江年输沙量巳达 亿吨以上
。

清 咸 丰 年

年
,

荆江马林堤决
,

形成藕池口 ,

同洽 年 年
,

荆江黄家铺堤决
,

事后堵塞不坚
,

年

后复决
,

形成松滋 口
。

藕池
、

松滋两口形成以后
,

荆江四 口 包括虎渡
、

调弦两 分流局面形成
,

从此

荆江泥沙的 肠叙上通过四 口排入洞庭湖区
,

长江水沙入洞庭湖量倍增
,

与此同时
,

人们盲目与水争地
,

湖

区围垦达到极盛阶段
,

致使拍世纪中叶还是汪洋浩渺
,

面积达 。。 多 的洞庭湖
,

到 年时湖面巳迅

速减至 , 。

长江流域降水变率大
,

旱洪交潜为患
,

由于森林生态失调
,

生态效益下降
,

更加重了水早灾情
。

年前
,

长江中下游 万 , 的平原地区
,

洪水频率由每 年一迁发展到每 年一迁
,

每次洪灾 都造成修皿

损失
。

与洪水为伴的还有涝灾
,

汛期江水水位高出地面
,

由于排灌设施有限
,

而围堤筑烧又漫无标准
, 以

致演水渲泄不畅
,

每每是先溃后洪
,

大水年受演面积一般都在 。。。万亩
。

再以旱灾而论
,

据苏
、

皖
、

赣
、

鄂
、

湘五省及豫西地区不完全的资料统计
,

平均年份受早田亩约 。。

万亩
。

年一迁的早灾田亩约 。。 万亩
。

综合上述可见
,

由于人口众多
,

自然资源耗用不合理
,

造成资源衰退
,

环境恶化
,

巳经严重地动摇了

长江流域发展生产力的自然基础
。

这就决定了 中国人民在推翻三座大山
、

赢得自身解放以后
,

又不得不

在背负人口和环境双重压力的情况下踏上建设现代国家的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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