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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对
“

土壤地理
”

的研究和贡献

强 漠 涂

祖国具有极优秀的文化传枕
。

古代人民从生产实践中
,

特别是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开

始了的农业生产实践中
,

积累下来的关于土壤地理方面的知敲异常丰富
。

在我国古代的文

献中
,

有不少对土壤的颜色
、

性质
、

种类
、

分布及其与植物生长的关系和土壤变异的完述
。

这是一份极其宝肯的文化遣产
。

本文就就禹胃
,

周礼
,

管子等对古代土壤地理的研究与贡

献
,

作一梗概的介貂
。

一
、

禹育对古代土壤的犯述与研究

街书中禹胃篇为祀述我国古代地理的最大著作
,

其中对于土壤的考舒尤祥
,

对于土壤

的色泽和性质甚至肥力等极都有群翩的豁述
。

九州土城的类属及其分布
“
禹霄

, ,

土壤的分类
,

根据颜色
、

性盾(或地形 )及肥力等

极和育斌的关系作为标准
,

以当时九州各地具休情况的不同
,

把全国土类作如下划分
:
冀

州 (今河北
、

山西 )之 白壤
,

肥力中中(第五 )
,

厥斌惟
,

上
_

E (第一 ) ;竞州 (今山东西部 )之黑坟

(坟指丘陵地而言 )
,

肥力中下 (第六 )
,

赋真作 (第九 ) ; 青州 (令山东半怠)之 白坟
,

海滨广

斥
,

肥力上下(第三 )
,

斌中
_

曰第四 ) ;徐州 (今苏北
,

皖鲁边区)之赤植坟
,

肥力中
_

卜(第四 )
,

赋中中 (第玉 ) ; 揭州 (今江
、

浙
、

皖南)之涂泥
,

肥力下下 (第九 )
,

斌下 E (第七) ;荆州 (今湖

南
,

湖北 )之涂泥
,

肥力下中 (第八)
,

斌上下 (第三 ) ;豫州 (今河南 )之壤
,

土下坟坡
,

肥力中
_

L (第四 )
,

赋
_

L中 (第二 ); 梁州 (今四川 )之青
、

青黎
,

肥力下
_

七(第七 )
,

赋下中 (第八 ) ;雍州

(今陕西 )之黄壤
,

肥力
_

E 七(第一)
,

赋中下 (第六)
。

黑
、

黄
、

赤
、

白
、

青黎
,

多表示土类之颜

色 ;壤
、

坟
、

坡
、

植
、

涂泥等表示土类之性盾或地形
。

其中以壤
、

坟和涂泥三种所占面积最

广
·

,

故有
“
九州三壤

, ’

之称
,

而馗
、

墟二种 BfJ 为混杂于徐
、

豫二州壤坟之简的土类
,

所占而积

很小
。

若根据
“
庶土交正

,

咸则三壤
, ,

来研究
,

禹胃所载土壤分布状况
,

似也握过相当的侧

定
,

且大致分为三大种
。

后人不察
,

兑州分为九
,
田斌等极也分为九

,

莲将土壤分为壤
、

黄

壤等九种
。

今将禹育所载之壤
、

坟
、

涂泥三壤及馗
、

墟二种
,

分布于九州的概况
,

以及古人

对于各字之释义分述如后
。

雍
、

冀
、

豫藉州以壤土为主
。

壤又分黄壤
、

白壤与壤三种
。

前人对于壤的解释很多
,

孔

颖达挽 : “无块曰壤
。”
视文解字称 : “

壤
,

柔土也
。”
意郎壤是一种柔软而无块的土壤

,

有的

古典中称这种土壤为
“
水去土复其性

” ,

即指土面一于
,

盐分复因蒸发而聚积
。

就其分布
,

“
雍为黄壤

” ,

今日之陕西
,

多为淡果钙土
,

系发育于原生黄土
,

就是现在的黄土 ; “冀为白

事
” ,

砚在的山西
、

河北平原
,

多盐清土
,

微呈白色
,

或为寒武耙的石灰岩
,

握风化桔果在冀

州流露
,

以致土色变白
,

所以古称白壤 ; 豫州为河南
,

除壤土外
,

杂有墟
、

坟等土
,

孔颖达称
:

“
高者为壤

,

下者坟坡
。 ” 思融传胡

: “
豫州地有三等

,

下者坟墟也
。 ”
郑注锐

: “
坡

,

疏也
。 ”
薛

旗我文解字栽 ; “
墟

,

黑刚土也
。”
由此可知

,

豫州士壤的分布
,

壤在其西
,

坟在其东
,
中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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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

因地有三等
,

所以士壤也有三等
。

孔颖达豁 : “豫州言壤不言色
,

盖州内之土不钝一色
,

故不言色也
。 ”
豫州土壤之复杂

,

由是可知
。

搜与坟告为
“

壤
, ,

之底层土
。

城士坚刚而色

黑
,

或指分布于河南低地石灰性冲积土底层之深灰猫土与石灰拮核而言
,

拮核多速拮成

层
,

今日的河南
、

山西
、

山东等省农民还有称为
“

墟土
”
者

,

也称
“

砂葺
” ; 稚为丘陵土与次生

黄土所掩复
,

也就是格拉西莫失院士所称之
“
潜育褐色土

” 。

无萧就地区而言
,

或就土层排

列言
,

着与今日相符合
。

此外
,

所胡豫州之
“
壤

, ,

土
,

即为今 日河南平原部分的石灰性冲积

土
。

无希盐清士
,

或石灰性冲积土
,

告为黄河冲积的次生黄土
。

竞
、

青
、

徐褚州以坟土为主
,

分布在黄河下游和淮河北境一带
。

坟又分黑坟
、

白坟
、

赤

馗坟等
。

坟为丘陵地肥沃的土壤
,

早被古人所肯定
,

如禹融传称 : “坟
,

有膏肥也
。”
王阅运

笺中轰 : “坟
,

肥
,

声斡通用字
。

人治为壤
,

自肥为坟
,

土告黑肥
,

所鹉沃地
。 ”
但这类土澳因

分布在黄淮下游地带
,

堆积泥沙很多
。

竞州坟土的黑色
,

系因腐殖盾较多的椽故
,

正如离

胃称竟州为
“
厥草惟徽

,

厥木惟条
” ,

当时草木之盛可想而知
,

因壤中腐殖盾多
,

或于古代为

灰棕壤
,

即所称之黑坟 ;靓文中解释
: “
竟字本作洗

,

古文作智
,

山简陷泥地
,

从口
,

从水败

儿
,

⋯⋯九州之逼地也
, , ,

可知黑坟为山林简低凹地区溶积而成的土壤
。

古竟州为现在山

东西部一带
,

丘陵地分布着淋溶褐色土及山地棕色森林土
。

古代黑坟之分布
,

恰与其相吻

合
。

青州之白坟
,

分布于山东半岛
,

为今日山地棕色森林土分布处
,

惟在古代也多森林
,
所

积腐殖厦 因沿海湿消而较丰
,

但为酸性
,

成为灰壤
,

多在海拔较高之地分布
,

或即当时所称

之 白坟 ;至于青州的斥土
,

胡渭首箫靓过 : “登莱二府
,

东西长八九百里
,

三面滨海
,

告可以

食盐
, ‘

海滨广斥
’

盖箫此也
。 ”
这就很明显的指出

,

就是今 日山东半岛沿海的盐清土
。

徐

州以赤植坟为主
,

今日的苏北及皖鲁边区
,

为古徐州地
,

土色赤是因地层关系
,

砚在宅的表

土多为黑色或棕色
,

而心土是杠色 ;古代的赤色
,

可能是现代杠色心士所显露
。

植为砧土
,

孔颖达葫 : “土孙曰馗
, , ,

徐广能 : “植为私
” ,

由此可征
。

此外
,

徐州坟土的分布也不少
,

和

竞
、

青之坟土相同
。

所以徐之丘陵地
,

每为发育于第四耙
、

洪积
、

杠色私土层之灰化棕坡及

普通棕壤
,

即所称的
“
赤坡坟

, , 。

荆
、

揭
、

梁褚州以涂泥及青黎为主
。

涂泥分布于荆揭
,

爵角弓称 : “如涂涂附
, , ,

毛奇龄

传没
: “
涂

,

泥也
, , ,

轰文解字称
: “
按

_

L
‘

涂
,

稍泥
,

下
‘

涂附
’ ,

速浪葫著
, , ,

孔颖达葫 : “

洲尼
,

地

泉湿也
” ,

张著禹育惫断称 : “土推涂泥
,

韶卑湿也
, , ,

土湿如泥
,

其厦扣柔
,

晃水AlJ 化
,

显指翁

盾湿土而言
。

古荆锡二州
,

为今日的湖北
、

湖南
、

江西
、

江苏
、

浙江及皖南一带
,

与我国现在

湿土(水稻士
,

南方沼泽士等)分布地正相吻合
。

梁州以青及青黎为主
,

禹胃上不言其厦地

与地形
,

而惟豁其色泽
,

可能因当时的四川开发不久
,

情况欠明之故
。

傅同叔称 : “梁州独

言色之青黑而不及其性
,

则非壤非坟
,

为土之刚膺可知
。 ”由此可知

,

梁为刚土
,

而荆锡则为

柔土
,

但在肥力
,

七
,

梁为第七
,

荆揭列为第八九
。

若就利用状况及斌之高下而言
,

荆列第

三
,

揭列第七
,

而梁别列为第八
。

古称青黎
,

告指黑色
。

截就成都平原及沿各河流域而言
,

今仍为深灰色无石灰性冲积土
,

并有一定肥力
,

应为柔土
,

但当时面积较小
,

与今 日情况正

相符合
。

所葫刚土郎指今 日四川盆地丘陵的黄壤型紫色母岩上的侵触土 (紫色土)而言
。

当时山林竹木蔬果通野
,

土壤中腐殖盾丰富
,

故色泽黑
,

大部为沃盾壤土
,

故其肥力列为第

七
,

BlJ 较荆揭为高
。

古人所称梁州刚土赓薄
,

是指丘陵地的紫色土开发利用较晚之故
。

从利用
,

上看
,

禹胃列
“

荆为斌上下
,

揭为斌下上
, ’ ,

剧溺乎
“
梁州斌下中

”
之上

,

其理不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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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
。

但成都平原的青黎
,

其开发利用
,

刻较荆揭为早
,

仍属柔土
,

并不包括刚土之列
。

土城肥力的括别与利用情况 古代人民对士壤肥力之蟋别
,

具有一定的科学脱点
。

它俩从实践中知道作物产量的多寡是和土壤之肥瘩分不开的
。

因此
,

古代人民区别土壤

肥赓
,

就成为一件重要事情
。

左丘明国藉中就曾这样靓 : “松柏之地
,

其土不肥
” ,

用生长着

的植物来判断土壤之肥膺
,

在数千年前
,

已被中国人民所应用
,

并显示了植物在成士过程

中所起的主导作用
,

特别是
“
松柏之地

”的灰化作用
,

其肥力当然不高
。

禹贡 七对土壤肥力

之蹬别犯载更为祥尽
,

例如淋溶较袒微之
“
黄壤

, ,

(黄土 )
,

列为
“田上 F

, ,

肥力最高 ; 淋溶适

度之
“
赤地坟 ,’( 灰化棕壤或普通棕壤)

,

列为
“田

_

L 中
” ,

为普通肥壤 ;含盐之 内陆
“白壤

, ,

(盐

演士)
,

列为
“田中中” ,

为较膺士壤 ;淋溶稍挂之
“黑坟

, ’

(灰化棕壤或普通棕壤 )
,

列为
“田中

下
” ,

为较膺土壤
。

这样与今 日类此
,

大致不差
。

至于梁
、

荆
、

揭各州之
“
青黎

”与“
涂泥

, ,

(无

石灰性冲积土
、

水稻土等 )
,

分别列为
“田

_

L下” , “田下中” ,

而
“ 田下下”为最赓薄之土壤

。

这或爵因当时灌溉与排水毅施尚未发达
,

不能利用
,

或利用很少
,

以至视为无用之故
。

古

代人民每以土壤利用状况来定赋额
,

所以
“
任士作胃

, ,

莫善于禹霄之靓载
,

而利用情况又视

水利开发之难易来决定
。

禹霄祝述田地赋额之高下
,

并不与土壤肥力之
_

上下相吻合
,

可知

赋额为代表当时土地利用之情况
。

利用状况也视水利条件来决定
,

故 “白壤
, ’

虽肥力
“中

中” ,

但斌额
“ _

七 E
, ,

而
“
壤

, ’

虽肥力
“中

,

E
, ,

但赋葫为
“ _

上中” ,

而
“
涂泥

, ’

及
“
海滨斥卤

”
褚土

,

智为肥力低而斌额较高者
。

这些土壤昔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平原及两湖平原
,

沿海低地
,

地

势低平
,

水源充足
,

灌溉便利
,

所以种植称盛
,

赋级较高
。 “
赤植坟

, ’

与“
黄壤

”多分布于地势

较高
、

水源不足
、

灌溉不便之处
,

所以种植较稀
,

斌额因而较低 ;江浙之
“
涂泥

” ,

四川之
“
青

黎
” ,

山东丘陵之
“
黑坟

” ,

因分布地区偏于东南或西南
,

虽属平原低地
,

但因当时水利尚未

开发
,

或系地势较高
、

水源不足之丘陵地
,

根据当时的生产力
,

还不可能采用水利灌溉
,

故

种植最稀
,

因之斌额也最低
。

‘

二
、

周礼和管子对古代土续的犯述与研究

周礼中的草人篇
,

对土壤性厦的研究较有成就
。

如草人能 : “草人掌土化之法
,

化之后

美
, , ,

并根据土性把土壤划分为 : “醉刚
、

赤提
、

坟壤
、

渴泽
、

咸渴
、

勃壤
、

植墟
、

疆集
、

视盈等
, ’

;

且已注意到土壤对植物生长方面 的影响
,

如周礼地官篇曾载有
“
以士会之法

,

辨五地之生

物
” ,

这也可轰是我国植物生态地理学思想的开始
。

草人所掌
,

在于辨别士性
,

以便种植和

施肥
,

对于土壤的合理利用和改良方面巳樱注意到
。

公元前七世耙末
,

齐国的管仲对土壤

之肥膺曾作过研究
,

因他曾废除公田制
,

改为按土地的肥膺来定斌税的袒重
,

因此
,

自战国

到汉初
,

有很多人靓管仲之名而写作了管子
,

其中地具篇
,

对土壤的豁述与研究相当群尽
,

既有条理
,

又有科学性
,

宅曹就土壤肥沃性的高下
,

将土壤分为
_

七
、

中
、

下三大类
,

每一大类

又分为六小类
,

共爵十八种
“
赤墟

,

黄唐
,

斥坡
,

黑坡
,

赤壤
,

白壤
,

灰壤
,

栗土
,

沃土
,

位士
,

隐

土
,

壤土及上
、

中
、

下等十八土
。 ”书中不但对土壤有所描述

,

且巳注意到土壤的拮构和质地
。

例如称中土中的
“镜土

, ,

为“弦力刚坚
” ,

即指其土性弦硬而言 ;并以
“
继土

, ’

为下土中最末的

一种
,

锐它是
“
甚咸以苦

” ,

便是今 日的盐清土
。

可兑当时对土壤的分类
,

并非毫无标准
,

而

是依据拮构的优劣来区别士壤肥沃性的高下
。

地具篇能载着我国江淮河济大平原
_

L的士

壤与植物的关系
,

瀚明各类士壤的性盾和地下水位
,

各种土壤上生长那些草本植物和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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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

以及适宜的农作物种类
、

作物品种及其生产力等 ;在丘陵地区
,

注意到地下水的深

浅 ;在山区又敲到植物垂直分布的状况
。

例如地具篇中曾有这段豁载
: “
赤墟

,

历
,

疆
,

肥
,

五种无不宜
。

其麻白
,

其布黄
,

其草宜白茅与罄
,

其木宜赤棠
。

兑是土也
,

命之 曰四施
,

四

七二十八尺而至于泉
。 ”
意思就是锐

:
赤城土的性盾是疏松而坚鼓的

,

构造良好而肥沃
,

种

植任何谷物没有不适宜的
,

所长的麻是白色的
,

而布RlJ 为黄色
。

在这种土壤
_

七长有白菜和

小芦草
,

木本植物有杜梨
,

这种士壤的地下水位是二十八尺
。

这样宅把土壤与农作物
、

草

本植物联系起来
,

特别是把植物的品盾与土壤性盾拮合起来 ;也可这样轰
,

当时就有把天然

草木作为农作物栽培的指示植物的含义了
。

书中又载着管仲劝告齐植公对于各种士壤合

理利用的一段韶
,

大意是
:有长着小蒲和蒲草的土壤

,

有长着竹林檀木和拓树的士壤
,

有遭

受沱滥成为沼译的地方
,

有生长焦能之类的地方
,

这四种土壤
,

如能善为利用
,

国家射富便

很充足
。

这不仅指出了各种土壤应孩如何合理利用
,

且已按着土地利用状况分为耕地
、

林

地
、

沼泽和可利用的水面四类
,

这可惫是我国土地利用最早的分类
。

地昌篇中曾这样写

到
: “
凡草土之道

,

各有谷造
,

或高或下
,

各有草士 (物 )
,

叶下于誉
,

聋下于览
,

览下于蒲
,

蒲

下于覃
,

草下于罄
,

罄下于妻
,

妻下于蒋
,

特下于箫
,

箫下于薛
,

薛下于崔
,

蓬下于茅
,

凡彼草

物
,

有十二衰
,

各有所归
。 ”
意思就是瀚

,

各种土壤和各种小地形
,

都直接影响着植物的生

长
,

在某种土壤和某种地形下就会生长适宜的植物
,

从平原的水边到陆地生长着荷
、

菱
、

莞
、

香蒲
、

芦草
、

小芦草
、

艾
、

蓬
、

惹
、

莎草科
、

盘母草及白茅
,

这十二种的草本植物
,

各有其生

长的地方
。

由此可知
,

在两千年前
,

我国古代人民已握注意到植物生态地理方面
,

各种土

壤和各种小地形对植物分布的影响已提出了研究的命思
,

这种观察方法和现在地植物方

面的“
样修法

”

很近似
。

三
、

尾 晤

我国古代人民远在数千年前
,

从他俩的实践中
,

充分发挥了智力
,

在土壤地理学的研

究方面
,

有着辉煌的成就
,

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

禹霄是我国历史
.

上最早的一部区域地理

志
,

它进行了第一次国家自然地理分区
,

总拮了 上古以至秦时的地理知兼
,

其中对土壤的

祝远最为可肯 ; 它叙述了黄河长江简各个区域士壤分布的概况
,

并在分类
_

七具有一定的科

学性
,

它就土壤的厦地
,

把各州土壤作了系兢的研究
。

它把土壤的性盾确定后
,

进一步就

各种士壤的颜色
,

加以翩分
,

如分
“

壤
, ,

为黄壤
、

白壤及壤等
,

更用
“
赤

’

字来年容
“

坡坟
, , 。

在

形态
_

上的描远更兑完备
,

并注意到各种土壤的肥沃性
,

按利用情况来定赋额
。

周礼地官篇

对士壤的研究亦有着一定的霄献
,

把土壤对植物的反应与影响
,

作了科学的挽明
,

为我国

植物生态地理学思想的开端
。

管子地昌篇
,

对于植物生态地理学因素的研究
,

更有着挥煌

的育献
。

它阴明了土壤与植物的关系
,

叙述了每类士壤的性盾和地下水位及其地面相应

生长的植物
,

靓载了山区植物垂直分布的状况
,

总桔了各种土壤
_

七适宜生长的作物种类
、

品种及其生产力
。

这些能载充分靓明
,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和丰富握阶
,

在当时的条件下
,

对

于土壤地理情况的这种深刻理解
,

再一次靓明我国几千年来在农业 卜的积累的握脸是多

么丰富
,

无疑的这一份宝青的历史遣产我俩应辣很好的裕承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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