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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两汉时代华北平原与渭河平原

盐碱土的分布及利用改夏
*

文焕然 林景亮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福建农学院)

近年来有关华北盐碱土的特点
、

分布
、

发生和演变规律及利用改造等方面的研究
,

不

仅丰富了盐碱土的科学理渝
,

同时对华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也有很大的意义
。

为了进一步

掌握华北盐碱土的发生和演变规律
,

不仅要加弦现代盐碱土的研究 ;还应探究历史时期的

分布情况
、

演变规律以及利用改良的握盼与教rlI 等
。

为此
,

我俩将文献中有关周秦两汉时

代华北平原与渭河平原盐碱土的分布及利用改良的查料
,

初步整理
,

以供参考
,

并希批抨

指正
。

一
、

古代中国人民对盐碱土的概念

本文所指盐碱土是广义的盐碱土
,

包括现代土壤分类中的盐土
、

碱土
、

一般袒度到中

度盐碱化的土壤等
。

这些土壤的性状和成因虽有很大的差异
,

但是在表层或较深的土层

中均舍有大量易溶性盐类
,

或一定量的交换性纳
,

在发生上有密切的联系
,

在一定的条件

下
,

可以互相斡化
,

因此通常将这些土壤归钠为盐碱化的土壤
,

本文一概称为盐碱土l)o

周秦两汉时代虽无盐碱土这一概念
,

但是古籍所载一些土壤的某些特征及其与农业

生产的关系和利用改良的方法等
,

可以作为确定古籍所载土壤是否属于盐碱土的重要标

志
。

根据上述原nlJ 和标准来衡量我国古籍所载周秦两汉时代的土壤
,

可属于盐碱土的大

致有
“卤 ,’( 或作

“
油 ,’)

、

或
“斥 ” ,

爵惧
《
魏文解字

》
12 篇上

《卤部
》中靛

: “卤
,

西方碱地也
。

⋯⋯

安定(汉郡名
,

抬所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有 卤斟
。

束方稠之彦(斥 )
,

西方翎之卤
”。

关于
“卤

”《
左传

·

襄二十五年
》
有

“
表淳卤

” ,

贾蓬注
: “
淳

,

触也
” 。

杜预
《
左传集解

》 : “

淳卤
,

纳薄之

地
”。 刘熙《

释名
·

释地
》 : “

地不生物曰 卤
”。“
卤

”
或加水旁为

“

油
” z )。“斥

”

或借用
“

鼎
” 。 “

屁
,,

又加水旁为
“
渴

” 3) 。 “
斥

”

或借用
“浑

” ,

且加
“

卤”

字
,

合成
“

深卤
” ‘)。 “

斥
”
或借用

“

柔
” ’)。

或

合称为
“
斥 卤

”。 ,

或合称为
“

易卤
” 7 ) ,

或作
“

渴卤
” ‘) ,

或合称为
“
碱渴

” ’) ,

或合称为
“

斥垃
” ‘
0)o

此外
, “白壤

” 11) 、 “黄唐
” ‘2) 亦为广义的盐碱土之一

。

粽观上述
,

可知我国古籍所戴盐碱土虽名洞不一致
,

合义不同
,

情况有差异
,

描述又简

略
,

无法进一步确定它们是盐土或碱土 ;但是这些土壤的特点往往都是
“
碱苦

” ,

或
“

熬毛
” ,

或
“

少五毅
” ,

或
“

不生五毅
” ,

或
“

地不生物
”
等

,

甚至是导致人民不能安居而
“
流徙

”

的原 因

.
本文曹蒙舞其硕

、

熊毅
、

夏肆瑛
、

姜子溜
、

榭石麟
、

孙承烈
、

刘蕙孙
、

汪安球
、

黄盛璋等先生帮助
,

并承夏庆恨同志

悄糟附图
,

特此志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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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

可兄这些土壤一般是盐碱土中盐碱化程度较甚者
。

不过从下述第二
、

三节所载我

国古代利用改良盐碱土的方法
,

往往采取灌溉
、

冲洗
、

放淤
、

排水
、

种稻等措施
,

郎可获得一

定的成效来看
,

可晃古籍所称周秦两汉时代华北平原与渭河平原的盐碱土大部分属于盐

土
。

二
、

周秦两汉时代华北平原与渭河平原盐碱土的地理分布

(一 ) 周秦两汉时代华北平原盐碱土分布概况

就文献所载
,

周秦两汉时代华北平原盐碱土的分布大致可概括为滨海和 内陆两个地

区
。

1
.

周秦两汉时代华北平原滨海地区的盐碱土

周秦两汉时代海岸与现今不同
,

各段情况也不一致13)
,

当时华北平原的海岸核一般处

在现阶段的内陆地区
,

也就是轰周秦两汉时代以来华北平原滨海地区大多有向渤海和黄

海延伸的趋势
。

正由于周秦两汉时代以来华北平原的海岸核有变迁
,

因而与平原海岸有密切联系的

滨海盐碱土的分布也必然有所变化
。

就目前所知
,

这主要表现在过去滨海盐碱土分布的

外限一般在今海岸核以内
,

至于滨海盐碱土内限的古今差异
,

目前所收集的查料尚难确

定
。

有关周秦两汉时代华北平原滨海地区盐碱土分布的豁载虽少
,

甚至秦代还没有豁载
,

但是根据少量的豁载
,

精合当时形成盐碱土的某些自然条件
,

仍可看出周秦两汉时代华北

平原滨海地区盐碱土分布的趋势
。

以渤侮南岸而萧
,

它是周代齐国的一部分
。

当时渤海

南岸有盐碱土存在
, 《
史昆

·

货殖列传
》 : “

太公望封于誉丘
,

地渴卤
,

人民寡
”。 《汉书 : 地理

志
·

齐地
》
靓

: “

太公以膺地食海息卤
,

少五款
,

而人民寡
,, 。 《
管子

·

枉重乙篇
》
称齐植公时境

内
“

值菜
、

触卤
、

斥洋
、

⋯⋯不为用之壤
” ,

从
“
息卤

”、 “
嫩卤

、

斥泽
”l4) 等土壤均可看出周代渤

海南岸有盐碱土存在 ; 从
“

少五毅
,, 、“
少人民

” 、 “

不篇用之壤
, ,

等洞句也可知这些盐碱土所

舍的盐分颇高
。

当时这一带盐碱土的面积怎样呢 ? 这可从着秋战国时代人著的
《
尚书

·

禹

霄
》
一书中所稍青州

“
海演魔斥

,,

一斋看出来
。

青州大致包括今山东泰山以北
、

渤海以南地

区
,

亦郎包括渤海南岸的华北平原
,

这就是周代齐国的一部分
。 “

海溶魔斥
”

是指当时这地

区滨海盐碱土面积广大
,

这与
《
管子

》 、 《
史昆

》 、《
汉书

》的靓载可以互相印征
。

由于齐国在

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这样一个特点
:
滨海盐碱土区发展农业生产困难虽多

,

但发展捅盐生产

却十分有利
,

因而
,

提倡憔盐生产
,

这是齐国富弦的物质基础之一
。

汉代渤海南岸滨海地区仍为产盐地区之一
,

据
《汉书

·

地理志
》
所载当时的盐官有二

个
,

昔在这地区
。

就是北海郡的都昌县(治所的在今山东昌邑县治 )和寿光县(治所豹在今

山东寿光县东北二十里)
。

滨海盐官的毅置
,

不仅魏明这一带为当时产盐区之一
,

也可反

映汉代这一地区有盐碱土存在
。

渤海西岸
,

在春秋战国时代处于黄河 (当时黄河由今天津附近入渤海)
、

济水 (豹相当

今黄河下游的干流)之简
,

当时属于竟州
。

这里缺乏盐碱土的文字豁载
,

但考锗
《
汉书

·

地

理志
》
在汉代时这一带沿海地区分别属千乘(汉郡名

,

辖境相当今山东北部滨县
、

博兴等县

地
,

治所为千乘县
,

在今山东博兴县西北 )和渤海(汉郡名
,

辖境相当今河北文安
、

宁津等县

以东
,

山东乐陵
、

无棣二县以北地
,

东汉辖境逐渐缩小)二郡的一部分
,

西汉在千乘郡和勃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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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的章武县(治所在今河北沧县东北
,

亦郎黄滕县西北 )都靛有盐官 ;同时根据这一带地势

低平
,

在海水与海潮特别是在大海潮与大风的影响下
,

可形成滨海盐碱土是毋庸青疑的
。

今天津一带以北渤海西部的华北平原海岸
,

周秦时代的盐碱土缺乏文献配载可考
,

古

籍亦无明文昆载汉代这地区有盐碱土存在
。

但
《
汉书

·

地理志
》
称这一地区为燕地的一部

分
,

燕地号称
“
有捅嚷类栗之镜

” ; 又从这一地区的沿海郡县有二个盐官
,

郎派阳郡的泉州

县(豹在今河北旧武清县东南 40 里)和辽西郡的海阳县(豹在今河北澡县西南) ; 同时根据

平原海岸的特点
,

可晃这里滨海在汉代有盐碱土分布也是可以肯定的
。

至于今江苏北部华北平原滨海地区在周秦时代的盐碱土亦缺乏文献查料作根据
,

无

法推渝
。

汉代亦无盐碱土的明确史料可考
,

但江淮简沿海地区为
《
汉书

·

地理志
》
所称吴地

的一部分
,

汉志称 ,’( 吴地 )束有海维
”。

且根据植竟
《
盐铁萧

·

通有第三
》 : “
若各居其虑

,

盒

其食
,

刻橘袖不禽
,

胸卤之维不 出
,

⋯⋯”。

可兑东海郡之胸县 (治所在今江苏东海县南)15)

为西汉产盐较多地区之一
。

又根据临淮郡的盐演县 (治所在今江苏盐城县西北 40 里) 以

盐命名
,

可显欲地也可能是产盐较多地区之一
,

今江苏境内在两汉时代滨海地区有盐碱土

存在
。

.

由上所述
,

可知周秦两仅时代华北平原 (包括江苏北部的平原在内)有面积相当大的

滨海盐碱土分布是可以肯定的
。

根据 目前所存的文献寮料它们具体的分布范围
、

界枝及

面积等尚无祛确定
。

2
.

周秦两汉时代华北平原 内陆地区的盐碱土
‘
肯书

·

禹贡
》
称冀州

“

厥土惟白壤
,

⋯⋯田中中
”。

这反映战国时代的冀州内陆多盐碱

土
,

当时所胡冀州大致指今河北的大部分和山西一带
,

亦郎包括华北平原的北部
,

盐碱土

为重要的土坡类型之一
。

周秦两汉时代华北平原北部的内陆盐碱土
,

其分布的具体地点可考的始于战国时代

魏国郑县(治所在今临漳县西 40 里三台村)的盐碱土
肠)。 骸县本有

“

斥 卤
”
地区

,

不能栽种

稻粱
,

周代就有盐碱土分布
。

魏文侯时 (公元前 4 24 一前 38 7 年 )
,

西阴豹治郑引 漳水灌

溉
,

化
“
斥卤

” 为良 田
,

土地生产力因而提高
。 《
史祝

·

河渠书
》

称
: “
西阴豹引漳水溉都

,

以

富魏之河内
” ,

就是指此
。

其后灌渠等可能又渐湮废
,

因而土壤复趋盐碱化 ;魏襄王 (公元

前”4一前 31 9 年)派史起稚修水利
,

又成沃土17)
。 《
吕氏春秋

·

先款觉
·

乐成篇
》
所翎

“
郡有

赞令
,

待篇史公
。

决漳水
,

灌郭旁
。

籽古斥 卤
,

生之稻粱
。”
意郎指此

。

汉代可能水利失修
,

又可能有盐碱化阴题
,

也曹修理
,

因此仍为肥沃区域18)
。

郑成为周秦两汉时代黄河流域政

抬趣济上要地的条件之一
,

与西阴豹
、

史起等兴修水利和改良盐碱土是分不开的
。

仅代华北平原内陆盐碱土
,

除前远魏郡都县在战国时代已晃靛载有盐碱土
,

迄汉代又

可能盐碱化外
,

矩鹿郡堂阳县(治所在今河北新河县西南 )附近亦可能有盐碱土
,

据
《
汉书

·

地理志
》 ,

矩鹿郡堂阳县有盐官
,

这虽不能反映敲地一定产盐
,

但其附近有盐碱土
,

有产盐

的可能性
,

并非过希
。

河内郡汲县(治所豹在今河南汲县西南 25 里)本有
“薄 卤之地

” , “

不殖五毅 ,’; 东汉顺

希时(公元 1 26 一14 4 年 )
,

县令崔缓
“
篇阴簿澹

” ,

始
“
更篇沃竣

” ,

种植水稻 l0)
。

可兑汲县本

有盐碱土
,

忽过改良
,

才成沃壤
。

气 广年国的斥章县(治所在今河北 曲周县东南)一带在汉代亦为盐碱地区
,

据应锄注
《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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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

地理志
·

广平国
·

斥章县
》
条 : “其圃斥卤

,

故 曰斥章
”。

应劫所翎
“圃” 是指广平国

,

鼓国

为王国之一
,

面积毒勺与当时的郡相类似
。

据
《
汉书

·

地理志
》 ,

西汉广平国辖 16 县 (豹包括

现今河北省南部的曲周
、

鸡译
、

永年
、

任县
、

南和等地 )
,

斥章是其中之一
。 “

其圃斥卤
”
并非

指广平国全部为斥卤
,

很可能是指鼓国有
“
斥卤

”
之地

,

其中以斥章县为较多
,

因而装县是

以
“斥卤

”
而得名的

。

娜郡的斥丘县(治所豹在今河北成安县东南 35 里 )在汉代亦可能为盐碱土区
,

据颜师

古注
《
汉书

·

地理志
·

魏郡
·

斥丘县
》引阴胭的轰法

,

斥丘县
“
地多斥卤

,

故曰斥丘
”。

可觅敌县

也是由于
“斥 卤

”
而得名的

。

按朋胭为南北朝时人
,

其视虽不能肯定是汉代事 ;但是
《
汉书

·

地理志
》
载

,

魏郡有斥丘县
,

靓明斥丘之名在汉代已有之
,

可兑朋胭的靓法
,

可为斥丘可能

有盐碱土分布的希据之一
。

黄河下游泛谧区域的部分地区
,

据西汉哀帝时(公元前6一1年 )育赴的眺法
,

有内陆盐

碱土存在
。

赴上书哀帝尉翁治理黄河的办法
,

提到当时黄河下游泛谧区域
, “

水行地上
,

澳

润上撤
,

民AlJ 病湮氛
,

木告立枯
,

卤不生毅
” , “
若有渠溉

,

RlJ 篮卤下隔
,

填淤加肥
,

故核禾姿
,

更篇杭稻
,

高 田五倍
,

下田十倍
。 ” 助 贾赴所称黄河下游泛澄区域盐碱土不仅分布广

,

而且

严重
,

如灌溉得当
,

HlJ 可以改良利用
,

有利于农业生产
。

这些视法虽然不能如现今的科学

分析
,

不免略有些夸大
。

但是据熊毅等近年来的深入研究
2。 ,

华北平原的一般河流
,

特别是

黄河与其两岸土坡的盐碱化关系密切
,

可以征实育能的貌法大致是正确的
,

在将近 2
,

0 0 0

年前能提出这样的看法
,

足晃我佣祖先对盐碱土研究的深刻
。

贾能所称黄河泛谧区域为

东郡
、

平原
、

济南
、

千乘
、

清河
、

信都
、

勃海等郡
,

的当黄河
、

卫河之简一带
。

这一地区有盐碱

土存在是可以肯定的
。

粽上所远
,

可晃周代华北平原内陆地区的盐碱土可考的集中在北部 (如冀州
、

娜) ; 汉

代亦集中北部
,

郎当时的黄河
、

济水之简的黄河下游泛澄区域的部分地区
,

及黄河下游干

流的偏西北地区
。

(二) 周 . 两汉时代渭河平原盐碱土分布概况

周秦两汉时代渭河平原为内陆地区
,

当时敲区虽有
“
陵海

” 、“
近蜀

” 、“
土膏

” “
沃野

”
等

称呼
,

其实平原东部的郑国
、

龙首
、

白及樊惠四渠灌既地区都曾有盐碱土存在
。

如郑国渠

的灌概区域在战国末期有
“
浑卤之地四葛躲顷

” 功
。

龙首渠的灌概地区在西汉也有卤地万

余填Z3)
。

关于白渠灌区的情况
, 《
汉书

·

沟恤志
》虽未提到有盐碱土分布着

,

但据葛洪
《
抱朴

子
》

卷 48
《
外篇

·

豁鲍,: “白渠朋而斥卤膏壤
” ,

可觅白渠灌区在西汉兴修水利以前
,

也有盐

碱土存在
。

樊惠渠在东汉号称
“

土氛辛垫
,

嘉毅不植
,

草策焦枯
” , “
卤田

”的区域
,

不适盐碱

土的作物难以生尸
幻。 靓明上述四个灌区在周秦两汉时代有盐碱土存在

。

此外
,

汉代在渭河平原凿治的灌概渠和运渠尚多
,

虽未明言兴修水利与治理盐碱土

(其中有的不是盐碱土)有关
,

但是从汉代稍后的曹魏初年开成国渠
,

渭北济
、

洛之简
,

还有
“
篇卤之地三千除填

” ’, )。 《
晋书

》
卷 16

《
食货志

》
能

: “
青能元年(魏明帝年号

,

公元 20 3 年)
,

阴成圃渠
,

自陈食(在今陕西宝鸡市东 )至槐里(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 10 里)
,

筑临晋陡
,

引

济
、

洛溉息卤之地三千躲顷
,

团以充臂焉
”。 可觅汉代在渭河平原修的灌渠与运渠中有些

可能有盐碱土存在
,

只是缺乏文献可考罢了 !

由上所述
,

可知周秦两汉时代渭河平原自p有盐碱土存在
,

大多分布在渭河以北
,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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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考周秦时代渭河平原盐碱土的分布虽不广
,

但是据文献祝载汉代盐碱土分布地域却相

当广大
。

粽上可知
,

周秦两汉时代流传到今的有关当时盐碱土分布的配载较少而商短
,

且多座

缺不全 ;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古籍看出当时华北平原与渭河平原盐碱土分布的概况 (图

1 )
。

当时不仅这两个平原都有盐碱土分布着
,

且在滨海与内陆亦均有盐碱土分布着
。

华

北平原内陆地区的盐碱土集中在北部
,

特别是当时黄河干流与济水简的黄何泛滋的部分

地区
,

以及黄河千流偏西地区 ;渭河年原的盐碱土亦集中在渭河以北地区
。

这一分布概况

的形成及变化
,

不仅可反映华北内陆地区盐碱土的分布
、

形成及变化与河流
,

特别是与黄
、

漳二河河道变迁及河流泛滥过程中所形成的地貌和地下水的状况有密切联系 ; 同时与本

区一些地上河河床的不断抬高
,

河水向两岸侧渗也有很大关系
。

并且靓明水利失修
、

灌溉

不恰当
,

等等
,

也会导致次生盐碱化
。

其他尚待进一步探尉
。

、 牛o 粉阳
, 飞 /

均
、

叫韶
, /

哪
厂 /

一

了

/

、
.

2

协
、

(

祥 载
一

。 .

娜.

乳粼
·

滋

压
气

尽
。

触
尸

) 凡
卫曰 妞卜了、补

一

,
.

术子乡
尹

一甲 七尸 浮县 , 仁} 厂补、

穷卜
‘

、勺
/ 巴

一
周t 两汉时 。周杂两汉时代县 今汉代有挂官的

. 二

一 团汉贫河故玻
.

代有盆喊上分作的 境肉成用进有位峨 共
盆梁撰t杀的具体 土分饰及可能有趁

地 盛谁吠在. 上表 喊土分仲的其
.

云1

0 3 0 0公 .

‘. . ~ 白~
. . d . . . . 山曰. . 曰目. . . 日

卜
,

图 1 周秦两汉时代华北平原与渭河平原盐碱土分布示意图

(本图的底图系根据砚行通用的地图)

三
、

周秦两汉时代华北平原与渭河平原盐碱土的利用改夏

从上所述
,

可知大豹在两千年左右以前的周秦两汉时代
,

我国人民在利用改良盐碱土

上就已趣采用了灌溉
、

冲洗
、

放淤
、

排水和种稻改良等措施
。

这些措施不仅富有科学价值
,

而且有实践意又
。

我们在上述基础上
,

按照利用改良的方法
,

加以考靓
,

取其精华
,

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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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为今用

” o

(一 ) 引水洗盐

这一措施从周秦到两汉是逐渐由比较商单发展到比较完善的
。

在周代郎采用引淡水

从事灌概洗盐
,

到了西汉时代HlJ 发展为开凿支渠
、

沟洽
,

枯合排水放淤和种稻洗盐等粽合

措施
,

这样便取得了更大的成效
。

《
吕氏春秋

》 、《
史靓

》 、《
汉书

》
等书中有关战国时魏国兴修水利

,

化斥卤为良田的配载
,

貌明了古代人民已把兴修水利
、

发展灌溉事业
,

作为改良盐碱土的必要手段
。

当时西阴豹

凿渠引津水洗盐的灌排毅施可能未加彻底解决
,

以致初期收效大
,

到了后期由于灌渠湮

废
,

地下水位提高
,

土块复趋于盐碱化
。

后汉安帝元初二年(公元 1 15 年)正月
, “
修理西阴

豹所分漳水篇支渠
,

以溉民田
”玩助

。

这些事实砚明了引水灌概洗盐必复精合相应的灌排

系枕 ; 否RlJ 后期效果不大
,

战国初期迄东汉屡次修理都渠
,

可能与水利失修等而导致土坡

又趋盐碱化有关
。

古代人民是在摸索过程中逐渐地掌握了引水洗盐枯合灌排系挑的技术

趣验 ;这是显而易晃的
。

到了战国末年
,

特glJ 是两汉时代
,

灌排毅备渐趋合理化
。

根据不同地区
,

不同环境
,

采

取不同措施
,

如龙首渠所握地区
,

黄土深厚
,

岸善崩
,

乃凿井
3

3)0

东汉顺帝时(公元 1 2 6一14 4 年)
,

汲县(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 25 里)
“
有泽田

” ,

大致

是沼泽性盐碱土
, “
不殖五毅

” ,

当时县令崔缓改良利用这种盐碱土所采取的措施之一为
“阴请洽

” ,

收效颇大
。

史称
, “
薄 卤之地

,

更焉沃壤
” 工8) ,

就是指此
。

根据夏律瑛的研究
,

开

凿
“

漪潜
” ,

并不始于东汉
,

在战国末年以前已有之
。

如战国末年的著作
《
吕氏春秋

·

任土

篇
》
靛过 : “子能使吾士(? 土 )靖而驯浴士(? 土)乎?’’ 夏樟瑛孰为这句钻的意思是

“
你能

够镶我们的土淑泽(不含遇量的鲤瀚)而用港wll 来洗土喝? ”
换句器能

,

就是利用大小沟所

构成的排水系扰以冲洗土中所含盐碱
,

可兄
“
簿wjI

”
是战国末年以前我国劳动人民改良盐

碱土的措施之一
。 “
漪恤

” 、“
簿潜

”
与

“
清刚

”
的基本意义和作用是相同的

,

都是指大小沟构

成的排水系扰
,

达到改良盐碱土的目的 ;其主要差异在于wII 最窄最浅
,

血较宽较深
,

潜最宽

最深等而已肠)。 根据流传到今的历史文献来看
,

华北地区劳动人民利用
“
礴训

”
等排水系

就来改良盐碱土虽在战国末年以前已翘进行
,

但是东汉顺帝时汲县用
“

阴沸潜
”

以改良
“
泽

田
” ,

为进一步的发展岁是毋庸置疑的
。

当然
,

战国末年到两汉
,

电于扩大了灌排的系挑和范围
,

不仅洗盐的面积扩大
,

范围较

广
,

而且收效亘大
。

如郑国渠灌溉洗盐的面积豹四万余填
,

白渠
、

樊惠渠等的开凿目的也

都是为了引水灌i阮洗盐
。
凡是趣过灌溉洗盐改良的盐碱土

,

不仅可种植作物
,

而且产量

高
。

有的达到
“

收告献一锤
” ,

不无夸大
,

但是盐碱土改良后
,

产量大为提高
,

仍是符合实际

情况的
。

古代引水洗盐的基本方法与现在的科学根据相符
,

主要是以淡水溶解可溶性盐类
,

从

土壤中排除
,

因而脱盐过程短
,

效果大
。

但我佣也从古代文献中发现
,

凡是采用开渠灌水

洗盐而未注意排水系枕
,

或枝节地解决灌排简题
,

nlJ 未能使地下水位降低和地下水淡化
,

都会造成返盐现象
,

这是我佣今天要深刻注意的
。

(二 ) 放淤压盐

除了灌概洗盐外
,

汉代也采用了放淤压盐的改良办法
,

如《
汉书

·

沟恤志
》
称

: 白渠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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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巡水灌帆
, “巡水一石

,

其泥数斗
,

且冀且溉
,

是我禾黍
。”
这观明当时湮水合泥砂量很高

,

引湮水放淤
,

不仅可以肥田
,

还可相对降低地下水位
,

起xll 改良盐碱土的作用
。

又据
《
汉书

·

沟恤志
》
载

,

西汉哀帝时 (公元前 6一 1 年 )
,

胃赶称黄河下游泛谧区域
, “

木

智立枯
,

卤不生款
” , “

若有渠溉
,

RlJ 继卤下呢
,

填淤加肥
,

故核禾姿
,

更篇杭稻
,

高田五倍
,

下

田十倍o’’他献为如灌概得当
,

精合填淤加肥
,

改良利用的效果更显著
。

他还欲为在枯合琪

淤加肥的同时
,

应注意到人工开掘排水河道及渠道
,

以降低地下水深度
,

而减桩土壤的盐

碱化过程
。

这些看法在将近二千年前提出
,

到如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三) 种稻洗盐

淹水种稻洗盐是利用改良相桔合的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

这一措施早在战国
、

秦汉时代

已被采用
。

如战国末期魏国史起治邦的次生盐碱土时
,

采取修理灌渠
、

引水洗盐外
,

并种

植
“
稻粱

”
17)

。

东汉顺帝时崔缓改良汲的
“
泽田

”时
, “阴沸洽

”

以引水洗盐外
,

并桔合
“

造稻

田 ” ,

因此使
“斥卤之地

,

更篇沃壤
”19)

。

东汉灵帝光和 5 年(公元 12 8 年)治樊惠渠灌区的盐

碱土时
,

除采取灌渠
、

沟潜以引水洗盐外
,

并枯合种植
“
粳黍

”
功

。

此外
,

西汉末年胃赴建激

哀帝对黄河下游泛溢区域的盐碱土
,

可采取兴修灌渠以引水洗盐
,

放淤压盐及种植
“

杭稻
”

等措施
,

以期利用改良幼
。

这都反映了当时我国劳动人民治理盐碱土的宝青握盼
。

在有丰

富水源的低洼地区
,

土厦较粘
,

且具备了水稻栽培的爵多有利条件 ; 加以种稻期简土壤长

期受淡水淹灌
,

舍盐量显著降低
,

因此在华北平原与渭河平原具备上述条件的低洼地区
,

可枯合放淤
,

排水种稻改良盐碱土
。

总之
,

周秦两汉时代我国人民在利用改良盐碱土方面
,

就采用了引水洗盐
、

放撇压盐

及种稻洗盐等措施
,

主要是依靠着边生产边改良的方针
,

和采用粽合措施而兄效的
。

因

此
,

我们研究古代盐碱土的改良利用握盼
,

对今天改良和利用华北和渭河平原的盐碱土
,

具有现实的意义
。

1) B
.

A
.

柯夫达著(席承藩等钾) : 《盐清土的发生与演变
》 ,

上册
,

科学出版社
,
19 5 7 牟

。

2 )
“
油

”
兑

《
尔稚

·

释言 .: “
油

、

矜
、

鼓
,

苦也
”。

郭璞注 : “油
,

苦地也
。

⋯⋯苦即大雌、
3 )

“
斥

”
兑

《
倚书

·

禹贡
》 ,

称青州
“

梅演魔斥
”。

郑玄注 : “斥梢地雌由
” 。

“

斥
”
或借用

“
息

”
(或作

“
召

”
)

, 《
史靓

·

夏本祀气
《
汉书

·

地理志
》
弓卜偷书

·

禹置
》 , “

斥 ”
都作

“

渴
” 。

李善注
‘
文选

·

(木华)海斌
·

盛陵广篇
, 中歌 : “倚书⋯⋯叉日海滨魔斥

。

史配
,

斥为焉
,

古今字也
”。

‘
篇

”
土的意思

,

据
《
管子

·

地员篇 .: “
般土之次日五亮

。

五兔之状
,

垦而不骼
” 。

郭沫若
、

阴一多
、

聆推通 :’管

子集校
》
(9 5 3一 9 5弓胃) 弓!孙抬肚和张佩输的貌法

,

均生张
, “
兔

”
当为

“

息
” ,

按这一靛法是正确 的
。

王 充
《
胳

衡
,
卷 28

《
书解篇

》
貌 : “地热毛AlJ写谓

,

⋯⋯泪土熬五毅
”。

所峭
“
地燕毛

” ,

是指地面缺乏植被的意思
。

万国鼎

队为篇土是盐清土(
《中国古代对于土坡种类及其分布的知栽

》 ,

南京农学院李报
, 1 9 5 6 年 l 期

,
1巧 夏)

,

我们

同意这一轰法
。

幻
“

泽阂
”
晃于

‘
史誉已

·

河渠书
》 ,

其中栩秦开郑国渠
, “

概泽囱之地四离赊填
,

取告献一翅
”。

司属真
《
史配案隆

》
跳 : “泽一作

‘

息
’ ,

⋯⋯本或作
‘

斥
, ,

⋯⋯ ”。

徐广注
《
史能

·

夏本耙
·

青州
·

海滨皮斥
》

中 : “(淇)一作泽
,

叉作斥
”。

5)
“
架土

”
兑于

《
管子

·

地具篇
》 : “五亮之次日五粱

。

五荣之肤
,

甚雌以苦
,

其物写下
。 ”
汪裕培队为 : “ ‘斥

’‘

架
,

音亦

相近
”。

(晃郭沫若等
《
管子集校

》 9 , , 夏)万国鼎队为
“
戏文: ‘

荣
、

碟也
,

叉
‘

碟
、

辜也
, 。

周祖掌戮 : ‘

毅王之视着

辜之
,

哪玄注 : ‘辜之言枯也
, 。

莱土可能是取它的枯府的意思
。 ‘

甚触以苦
’

指盐幽程度很高
。

因此是下等的土

奥
” 。

由此可兄
, “

荣土
”
是盐碱土中含盐比较多的土奥(晃

《中国古代对于上壤种类及其分布的知默
, ,

1 15 胃)
。

6)
“
斥幽

”
兑于

‘
吕丘春秋

·

先藏兜
·

乐成篇
》 : “胳古斥卤

,

生之稻粱
”。

7)
“

篇卤
”
兑于

《
汉书

·

地理志
·

齐地
》 : “太公以商地亘海恩阂

,

少五毅
,

而人民寡 :..
·

⋯”。

幻
“
消幽

”
兑于

《
史能

·

货植列传
》 : “大公望封于誉丘(按在今山案益都麟四北)

,

地确幽
,

人民寡
” 。

外
“

雌谓
”

觅于
《
周礼

·

地宫
·

司徒下
·

草人
》 : “凡冀核

, ⋯ ⋯触渴用拒
” ,

郑玄注 : “

调
,

阂也
。

粗
,

揣也
” 。 《貌文

·

由

部
, 中 : “雌

、

街也
,

北方味也
”。

万国鼎队为
“
纵渴

”
是盐碱土 (

《中国古代对于土缓种类及其分布的知款
, ,

1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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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
。

我们同意这一戏法
。

10 )
‘
斥谊

”
兑于

t
管子

·

地员篇
》 : ‘斥遮宜大获典多

,

⋯⋯(其民)流徙
”。

万国慕队为 : ‘斥谊就是盆的性的粘土
。

盆

的性高的
,

不范赞作物生长
,

以致人民不能安居而流徙
”

(. 中国古代对于土城种类及其分布的知蔽
, , 11 3 直).

可觅
“
斥坡

”
属于广义的盐碱土

。

1 1)
“
白级

”之名兑于
‘
倚书

·

禹置
》 ,

其中称冀州(大致指今河北的大部分和山四二哟
‘
撅土恨白城

, “
·

⋯田中中
” 。

孔安国解释: “水去傀其性
,

色白而城
”。

陈恩风解释: ‘水去而傀其性
,

斯指土面一千
,

盆分傀因燕懊而聚债
” ;并

脱 : “冀写今之河北
、

山四
,
平原每月盆演土班

,

微呈白色
,

或即所摇白城
”
(. 中国土奥地理

, ,
132 胃

, 19 5 1 年)
。

万国鼎引伪孔传及陈恩风等的双法
,

歌为
“
白胶

”
是盐碱土(. 中国古代对于土缝种类及其分布的知我

, , 107 胃)
。

我们同意这一双法
。

12 )
“
黄唐

”之名觅于
《
管子

·

地员篇.: “
黄唐

,

燕宜也
,

催宜黍称也 ;宜杯潭
、

行彼落
,

地涵欺毁
,

睡以立邑里粉 ; 其草

宜口口典茅
,

其水宜翻
、

被
、

桑 ;兑是土也
,

命之日三施
,

三七二
一

卜一尺而至赞泉
, ⋯⋯其泉黄而奥 :其民流徒

”

(夏

释瑛校释 : ‘
管子地晨篇校释

·

地员篇校正后的原文
》 , 中华书局

,
1夕5 8年第一版

,
108 夏)

。

根据夏林瑛的愈

觅
, “
黄唐

”
是

‘
黄而应脆的土

” ,

是盐碱土之一卜管子地食篇校释
, ,一10 夏)

,

可觅
.

黄店
”
是广义的盐碑土之一

。

1 3) 天津一带的古渤梅四部海岸筱的变迁情形
,

据李世瑜: ‘天津一带古代海岸故沮迹的翎查.( 河北 日报
, 19 6 2 年

3 月 3’日与 4 月 l 日)与
‘
古代渤梅清西部梅岸遗迹及地下文物的初步翻查

,
(考古

,
1 , 62 年 12 期)及声之 : ‘也

救天津一带古代梅岸城固翅~ 一对李世瑜同志文章的几点补充与商榷.( 河北日报
,
19 62 年 5 月 29 日)

,

就目前
确定的双

,

大致可以三道蛤划堤为标志 :

从东向四的第二激蛤荆堤为战国以前的渤海四部梅岸袋
,

已确定的为从宁河县的赵李庄
,

迄黄璐县的苗

庄子- 韧
.

第三道蛤咧堤据目前确定的为从夭津市的育奥堂
,

至翻梅县的四小屯一扭
,

它的时代吸第二道蛤划堤为
早

,

不过具体时代街难肯定
。

第一道蛤俐堤为唐代以前的渤梅四部梅岸技
,

据已确定的为从宁河县芦合镇附近的两口
,

到天津市南郊区

的上沽林 ;至于上沽林以南还有蛤划堤存在
,

不过具体情况偷待深人研究
。

关于周案与两汉渤梅四部的梅岸袄虽无法严格确定
,

但是从上远可知 故国以前梅岸技在第二滋蛤咧堤以

四
,

秦与两汉梅岸抽眼U在第一道与第二道蛤荆堤之简
。

关于今苏北平原与渤梅南部
、

今山东境内华北平原的周秦两汉梅岸袄
,

目前了解不够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14 )
‘
管子

,
各篇著作时代不一

,

但这条资料所指时代最晚不会迟于四汉
。

巧) 关于
《
盐铁抽

·

通有第三
,
所称

“
胸幽之级不出”的胸地的解释

,

目前所知有两种 :

一为东梅晌县戏 : 据王佩睁
t
盐铁拾札能.: “

胸解故城在东梅熊甫
,

兑
《
歌史方典纪要户 (l 7 耳

,

万有文率

本)( 在今江苏)
。

另一为北地郡栩衍县戏 :据黄季刚砚 : “ ‘

胸
,

即
‘

胸衍
, ,

觅
‘
匈奴伶

》。 心地理志
,
作

‘

脚衍
, ,

北地拐
。 ‘

自
’

即
‘

大幽
, ,

此曾戎盆也
”。

(王利器
《
盐铁脸校注

》
胃 18 弓!

,

古典文李出版社
,
1 9 5 8牟 今月出版)

按东梅郡胸县与北地郡晌衍县虽都为四汉产盐地区之一
,

值从当时的握济发展情况看
,

AlJ 东海郡胸县较为

重要
,

因此
,

我佣队为
《
盐铁脸

》
的

“
胸幽之盆

”
的

“
响

”
很可能是指东梅郡狗县

。

“) 关于成城可能有盐碱土分布周皿
。 《
左传

》
三次提到咸城(在今河南渡阳县东南 6。里)

, 《
左传

·

落十三年气
‘
左

传
·

文十一年
, 、‘
左传

·

定七年
》
虽均未明确指出鼓地有盐碱土分布

,

或以盐碱土而得名 : 但从地名来看
,

可能

以盐碱土而得名
,

瑰附录待考
。

17)
《
吕氏春秋

·

先歇完
·

乐成篇
》、《
史能

·

河渠书
, 、《
史能

·

滑待列传
·

褚先生补四阳豹传
, 、 《
汉书

·

沟改志
,
等

书能我有关战国时代魏国兴修那的水利
,

化斥卤为良田一本
,

饭有歧异
。 《
汉书

·

沟泣志
,
与

‘
吕氏春秋

》
签本上

相同
,

而与
《
史能

》
峨异

。

关于这个周翅
,

晋左思
《
魏都斌

,
队为

“

四阴溉其前
,

史起滋其俊
”

(萦枕
‘
文选

,
卷6)

。

陆

翻
‘
娜中犯

,
私为

“
赏魏文侯暗

,

四阳豹写娜令
,

堪引津水溉娜
,

以畜魏之河内
。

俊史起方娜令
,

引津水十二渠
,

滋

溉那田数百顷
,

魏益必贵
。”
大致以四阴豹开其端

,

史起进一步发展
.

乾隆
‘
形德府志

》
卷 7 ‘

宦裁
》
亦甘进行考派

。

我们基本上同意左思
、

陆翻等的意兑
。

15) 汉代娜县盐碱土的情况
。

据
《
后汉书

·

安帝纪
,

元初二年(公元 1巧年)正月
, .

修理四凹豹所分沐水乌丈维
,

以溉

民田
”。

修理哪渠的原因
,

可能与水利失修等原因而导致土奥叉发生盐碱化的砚象有关
。

李燕
t
旅资治通鉴长

福
,
卷 1 04

‘
夭圣四年(公元 1 02 6年)八月辛已条

》
砚 : “先是奋刑院常曦官太常博士馆陶王沿上疏 : ‘河北乌天下

根本
,

其民偷杳勤苦
,

地方擞千里
,

古鱿盆交
。

⋯⋯ 魏史起必十二渠
,

引津水漱斥自之田
,

而河内跳足
。

店至德

后
,

渠班
,

而相
、

跪
、

磁
、

铭之地业津水者度1 决盛
,

今曾斥幽不可耕
。 ”
介宋史

,
卷 200

‘
王沿传

,
大致相同)可为明

肛
。

19 )
‘
后汉书

》
卷 82

《
崔缓传

,
仅称缓任饭令

, “
胃人两稻田数百顷

” ,

未提到改良盐碱土
。

但
‘
北堂书妙

,
巷 89 与

《
大

平御览
,
卷 2 68 及卷 咭65 引崔鸿

《
崔氏家传

》
却有缓改良吸县盐碱土的誉已载

。

20 )
‘
汉书

·

沟恤志、

21 ) 熊毅
、

席承藩
、

张同亮
、

王遵亲
、

赵仲武 :’黄河流域土奥研究
, 11. ,

土奥学报
, 6 卷 1 期

,

38 育
,
19 5 8 年

。

22 )
《
史靓

·

河渠书
》
称故国末

,

郑国为秦凿淫水自中山四邸饥口(中山
、

抓 口二地智在今陕四淫阳县四北)为渠
, “

业

北山案注洛三百除里
” , “

渠就
,

用注境两之水
,

溉泽幽之地四离除顷
,

收智献一翅
。

龄是两中写沃野
,

级凶年
,

秦以富舜
,

卒井甜侯
,

因命日娜团渠
”
(. 汉书

·

沟恤志
》
艳大部分同)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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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
史靓

·

河渠书
,
称 : “其俊驻熊熊言 : ‘晚晋 (治所韵在今陕四朝邑杯)民颐穿洛以溉重泉(治所豹在今陕西蒲城

森束南 50 里)以束离爵顷故卤地
。

藏得水
,

可令敞十石
, 。

放是焉登卒离除人穿渠
,

自戳(治所构在今陕西澄城

既西南 25 里)弓!洛水至商硕山(构在今陕四大荔麟北 10 里)下
。

岸善崩
, 乃奚井

,

深者四十纷丈
。

往往焉井
,

井

下相通行水
。

水旗以艳商颜
,

案至山徽十除里简
。

井渠之生自此始
。

穿渠得能骨
,

故名日魂首渠
。

作之十除

命
,

渠胡通
,

猫未得其俊
”
(
《
汉书

·

沟恤志
》
艳大部分同)o

24 ) 蔡岂
《
京兆樊惠渠烦

》
貌 : “险陵燃 (在今陕西高陵盔四南六十里)束

,

厥地衍噢
,

土气辛鳌
,

嘉敦不植
,

草莱焦枯
。 ”

为盐碱土区
,

又貌东汉灵帝光和五年(公元 1 82 年)
,

樊陵兴修水利
,

引淫水灌溉阳陵县东盐碱土
, “
清流浸溯

,

泥

潦浮游
,

通之幽田
,

化写甘缝
,

粳黍稼检之所人
,

不可腾算
。 ”

25 ) 成国渠始凿于西汉武帝时(
《
汉书

·

沟恤志
》

)
,

稚修于三国魏明帝青龙元年(公元 2 03 年) (
《
晋书

》
卷 16 《

食货

志.)
, 魂
汉书

》
未提到

“
息卤之地

” ,

而《
管书

》
却有

“

篇卤之地
”
的靓载

。

关于成国渠所在
,

大致西汉仅引渭
,

到曹魏更引济
。

西汉的成国渠自今陕西旧廊县治东北的渭水北岸
,

引

渭水东流
,

担今兴平
、

咸阳之北
,

至淫渭合流处注入渭水
。

其在整尾县北一段哄灵帜渠
,

也吟蒙苑渠(; 汉书
·

地

理志
·

右扶风
·

郡县下本注气
《
水趣

》
卷 19

‘
渭水注

》、

王先冻
《
汉书补注

》
)
。

曹魏袱修成国渠时
,

更自陈仓引济

水东流
,

和汉成国渠相接(
《
汉书

·

沟恤志注引如淳甜 .)
,

总称成国渠
。

26 ) 夏樟瑛 : 《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 ., 农业 出版社
, 1 9 63 年 2版

,

30 一37 育
,
1 24 一 126 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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