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法斗争和我国古代的土壤科学

陈 震

( 山 西 农 学 院 )

儒法斗争
,

是春秋战国以来
,

我国古代历史上两条思想政治路线的激烈斗争
,

对当时

土壤科学的发展也起 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

我 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所创建的土壤

科学
,

是我国和世界土壤科学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 ! 认真研究儒法斗争和我国古代土壤

科学的关系
,

对于普及
、

深入
、

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

落实毛主席

关于
“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顿城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 的专政
”

的

伟大指示
,

推动土壤科学领域里 的社会主义革命
,

支持新生事物的成长
,

有着重要的意义
。

儒法斗争和我国古代土壤科学的发展到底有些什么关系呢? 概括起来
,

主要有下列

三个方面
:

一
、

法家进步的政治路线推动了古代农业生产和土壤科学的发展
,

毛主席指出
: “

一

定的文化 (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 )是一定杜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

又给予伟大影晌和作

用于一定杜会的政治和经济
; 而经济是基础

,

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 ”

春秋战国时代
,

我国正处于奴隶制社会全面崩溃
,

封建制社会形成和确立 的时代
。

儒家代表了没落奴隶

主阶级 的利益
,

推行了一条复辟奴隶制度的反革命政治路线
,

千方百计地妄图恢复奴隶制

社会 的井 田制度
,

把土地牢牢掌握在奴隶主手中
,

叫嚷什么
“

夫仁政
,

必 自经界始
。

经界不

正
,

井 田不均
,

谷禄不平
”

(《孟子
·

滕文公上》 )
。

扼杀广大劳动人 民的生产积极性
,

束缚生

产力的发展
,

因此
,

土壤科学也就没有发展 的可能
。

儒家甚至杀气腾腾地宣称
: “

善战者服

上刑
,

… … 辟草莱
,

任土地者次之
”

( 《孟子
·

离娄上》 )
。 “

奇技奇器以疑众
,

杀
”

(《礼记》 )
。

法

家代表了新兴的地主阶级
,

主张用封建制生产关系代替腐朽的奴隶制生产关系
,

提倡
“

废

井田
” 、 “

开吁陌封疆
” 、 “

农分 田而耕
” ,

承认新兴地主阶级
“

私 田
”

的合法性
,

向私 田收税
,

推

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

鼓励
“

垦草
” 、 “

重耕战
” 、 “

尽地力之教
” ,

提倡
“

辟田野
、

实仓察
,

便备

用
” ,

从而促进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和土壤科学 的繁荣
。

当时的土壤科学知识
,

是在政治

斗争的推动下迅速地发展的
,

密切地服务于阶级斗争 的需要
。

战国时期的《禹贡 ))( 注 )一书
,

是我国和世界上最早 的土壤地理著作
,

就是为了适应当时土地制度的变革和国家的渐趋

统一
,

必须对全国的土壤进行分类
,

按照土壤肥力等级收税
,

这是法家进步的政治路线促

进生产和土壤科学发展的明显例证
。

战国末期
,

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 的奴隶主阶级夺权与反夺权
、

反复辟与复辟的斗争更

加激烈
,

儒法两家的斗争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

新兴地主阶级 的杰 出政治家秦始皇
,

崇

尚法家
、

反对儒家
,

适应人民群众要求改革和统一的愿望
,

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

注
: 《 禹贡》 为战国时期的著作

,

见新华社记者述评
: 《新沙皇的梦吃 》 一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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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封建国家
,

法家取代了儒家
,

完成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
。

公元前二二一年
,

秦始皇在全 国范围内颁布了
“

令黔首自实田
”

的法令
,

确认新兴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

权
,

根据占有的土地数量交纳赋税
。

又鼓励和组织刚获得解放的奴隶和 自耕农民
,

到边疆

垦荒
。

新的生产关系的确立
,

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

广大劳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高

涨
,

生产工具和农业 技术有 了很大提高
。

秦代
“

盐铁之利
,

二十倍于古
”

((( 汉书
·

食货志》 )
.

已相当广泛地使用铁犁耕作
,

促进了土地深耕和精耕细作
,

提高了耕作质量
。

秦代大力发

展灌溉事业
,

开展了大面积的水利土壤改良
。

据《史记
·

六国表》记载
: “

始皇帝元年… …

作郑国渠
。 ”

该渠横穿关中地区
,

东西长三百余里
。 “

溉泽卤地四万余顷
”

((( 史记
·

河渠

书 )))
, “

未凿渠之前
,

皆斥卤挠确不可 以稼
,

自破浸潜
,

遂为沃野
”

((( 径阳县志 )))
。

即用径水

洪淤和冲洗压盐 的办法
,

改良了低产瘩薄盐碱地
,

建成大片旱涝保收的肥沃农 田
,

灌溉面

积达二百八十多万亩
,

使八百里秦川随成为富饶之区
。 “

收皆亩一钟
”

((( 史记
·

河渠书 )))

即每亩收谷 24 5 斤
。 “

于是关中为沃野
,

无 凶年
”

((( 史记
·

河渠书》 )
。

群众总结洪淤改土的

经验是
: “

举雷 (指铁锹 )为云
,

决渠为雨
。

径水一石
,

其泥数斗
。

且溉且粪
,

长我禾黍
。

衣

食京师
,

亿万之 口
”

((( 后汉书
·

班彪列传 )))
。

此外
,

还开凿灵渠 (又称秦凿渠 )
,

使湘水和漓

水相连
,

沟通了长江珠江水系
,

便利 了农田灌溉
,

提高了土壤肥力
。

在宁夏一带又兴修了

秦渠
,

全长一百五十里
,

灌溉土地十一万亩
,

改 良了大片干早清薄土壤
。

秦代还十分注意

按地形部位确定土地的利用改良措施
,

如洼地采用高垅种植
,

高地采用沟内种植
,

因地制

宜夺取丰收
。

秦王朝推行了法家革新路线
,

全面地促进 了经济
、

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

在
“

焚书坑儒
”

的斗争中
,

烧毁了儒家宣扬复古倒退 的反动书籍
,

而完整地保存了农书和医

书
,

正说明法家是十分重视农业科学 的
。

从秦朝到西汉期间
,

在法家政治路线的推动下
,

出现 了农业生产蓬勃发展和土壤科学

欣欣向荣的局面
。

战国以后
,

秦朝至西汉之际出现的《管子
·

地员篇》
,

是以法家先驱管仲

为名的一篇土壤科学著作
, `

它阐述了秦汉主要农业地区及全国的各种土壤类型和地形部

位
、

地下水
、

植物的关系
,

详细介绍了和土壤相适应的自然植被
、

农作物
。

显然
,

这是为满足

当时开垦荒地和发展农业的要求而写成的杰出的科学文献
。

西汉的《记胜之书 》 ,

系统总

结了关中地区耕作施肥的技术经验以及培育高产稳产农田— 区田的土壤科学知识
,

这

是为 了指导当时农业的发展和巩固经济基础而写成的农业科学著作
。

它生动地体现 了
“

科

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
”

(恩格斯
: 《 自然辩证法 ))) 伟大真理

,

集中地反

映了法家进步的政治路线对生产和科学的巨大推动作用
。

二
、

法家朴素的唯物主义 自然观武装 了古代的土壤科学

恩格斯指出
: “

不 I 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

他们还是褥受哲学的支配
”

((( 自然

辩证法》 )
。

古代的儒家
,

妄图维护奴隶主的罪恶统治
,

他们就竭力宣扬唯心主义形而上学

的反动世界观
,

鼓吹天命
,

效法先王
,

因循守旧
,

复古倒退
,

胡说什么
“

顺天者存
,

逆天则亡
” ,

反对用 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
、

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
,

阻碍 自然科学的发展
。

而法家适应了

时代的潮流
,

重视生产实践
,

主张科学技术的革新
,

力图掌握自然规律
,

相信人定胜天
,

达

到
“

天地官而万物役
” ,

这种人定胜天 的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
。

先秦法 家

荀况在《天论 》中明确主张
: “

大天而思之
,

孰与物畜而制之
;从天而颂之

,

孰与制天 命而用

之 ;
望时而待之

,

孰与应时而使之
;
因物而多之

,

孰与聘能而化之
; 思物而物之

,

孰 与理物 l而

勿失之也
;
愿于物之所以生

,

孰与有物之所以成
;
故错人而思天

,

则失万物之情
。 ”

则更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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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发挥了与其敬天
,

不如管夭
,

与其坐等大自然 的恩赐
,

不如积极地改造自然
,

与自然作

斗争的唯物主义思想
。

北魏贾思裸在《齐民要术》中提出
: “

顺天时
,

量地利
,

则用力少而

成功多
。

任情往返
,

劳而无获
。 ”

形象地说明
,

要有效地利用 自然和改造自然
,

必须掌握 自

然界 的客观规律
;
如果违反 自然界 的客观规律

,

则如逆风泼水
,

徒劳无功
。

而
“

夫地势
,

水

东流
,

人必事焉
,

然后水潦得谷行
。

禾稼春生
,

人必加工焉
,

故五谷遂长
。

听其自生
,

大禹之

功不立
,

后樱之智不用
。 ”

则进一步阐明了发挥主观能动 的重要性
。

这些朴素的唯物主义

的自然观
,

是战胜儒家邪说 的有力武器
,

为古代土壤科学的发展开拓 了道路
。

在法家思

想影响下写成 的农书
,

有许多运用辩证法思想总结用土改土经验的生动事例
。

先秦法家

荀况早有
“

多粪肥 田
”

((( 富国篇》 )
、 “

格耕伤稼
”

((( 天论 ))) 等土壤肥瘦变化的辩证认识
。

西

汉《祀胜之书 》提出了
“

强土而弱之
” 、 “

弱土而强之
” ,

即用耕作措施调整土壤耕性的先进耕

作原理
。

《 齐民要术》 中有根据环境条件认识土壤肥瘦的观点
: “

观草木
,

而肥挠之势可

知
。 ”

还有根据土壤温度湿度而确定谷子播种深度及相应措施的论述
,

如
“

凡春种欲深
,

宜

曳重挞
; 夏种欲浅

,

直置自生
。 ”

明确指出
,

春种要深
,

并加重镇压
; 夏种要浅

,

播下即可出苗

的科学道理
。

在因土种植方面有
“

美田欲稀
,

薄田欲稠
” ,

关于耕作措施方面 的论述
,

有
`

湿

耕泽锄
,

不如归去
” , “

耕而不劳
,

不如作暴
”

等
。

所有这些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观

点
,

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 民生产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
,

它有力地批判 了儒家
“

畏天命
” 、 `

死

生有命
,

富贵在天
”

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反动观点
,

从而使我国古代的土壤科学获得 健

康而迅速地发展
。

三
、

劳动人 民是土壤科学 的创造者

历史雄辩地证明
: “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 。 “

卑赎者. 聪明 ! 高贵者最愚班
” 。

如果离

开了广大劳动人 民的生产实践
,

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科学技术可言
。

儒家出于奴隶主阶级

的本性
,

一贯把劳动人民诬蔑为
“

小人
” ,

宣扬
“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 ,

把他们一小撮寄生 虫

吹嘘为
“

圣贤
” ,

妄图将劳动群众永远当作奴隶
。

法家为了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
,

防止

奴隶制复辟
,

比较注意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
,

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

巩固新 的生产关系
。

在法家思想影响下写成 的许多伟大的农业科学和土壤科学著作
,

则把群众中丰富的经验

进行了系统整理
,

并初步概括成理论
,

奠定了我国土壤科学的基础
。

如北魏 《齐民要术》的

作者贾思舞
,

以鲜明的法家观点
,

批判了孔丘之流脱离生产劳动自称
“

圣贤
”

的贫人
. “

四休

不勤
,

五谷不分
,

孰为夫子 ?
”

作者在序言中还明确地指出
: “

智如禹汤
,

不如常耕
” ,

说明了

实践出真知
,

劳动出智慧的真理
。

他还表明 自己编写的 《齐民要术》 主要是本着
“

采裙经

传
,

爱及歌谣
,

询之老成
,

验之行事
” ,

即除搜集现有材料外
,

还亲自向劳动人 民请教的科学

态度
。

这就是《齐民要术 》
、

《祀胜之书》
、

《管子
·

地员篇 》等古代农业科学和土壤科学 巨

著产生的最基本条件
。

毛主席指出
: “

中国是世界文 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
。 ”

在劳动人民生产实践基础 1几产

生的我国古代土壤科学
,

是一个丰硕的宝库
,

为世界土壤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

概括起来有 以下 几个方面
:

(一 、总结了土壤的形成理论和地理分布规律
。

战国以后秦汉之际 的《管子
·

地员篇 戈

认为
: “

凡草土之道
,

各有谷造
,

或高或下
,

各有草土
” 。

说明了土壤和植物间的关系
,

存在

着一定的规律性
; 以及在不同的地形部位

_

L
,

分布着不同的土壤和植物的类型
。

同时它

列举了秦汉主要农业地区的土壤类型
,

强调指出了地形
、

地下水
、

植物
、

农业生产措施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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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性质的巨大影响
,

并指出了它们的肥力特性及适宜的农作物和草木
。

如
“

读田
” ,

又称为
“

悉徙
” ,

是灌溉淤积而形成的土壤
,

反映了秦代劳动人民运用水利措施改良土壤所取得的

成果
。

《管子
·

地员篇》还介绍了
“

九州之土
” ,

扼要地说明了各种土壤特性和相适应的作物
,

指出全国统一以后土壤改良利用的方向
。

这是一本有关土壤形成分布理论的科学 著 作
,

既反映了劳动人民丰富的用土改土实践
,

又是有系统的科学论述
,

在中国和世界土壤科学

史上闪射着夺 目的光辉
。

战国时期的《禹贡》一书
,

则是我国和世界上最早的土壤地理著

作
,

根据土壤的性质
、

颜色和肥力状况对九州的土壤作了区分
,

都是十分客观的科学叙述
,

在二千年前就有这样完整系统的土壤地理科学知识
,

充分说明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生

产实践中积累 的知识是多么宝贵
。

(二 )阐述了土壤的肥力状况和农作物
、

草木的土宜
。

在 《管子
·

地员篇》 中
,

有关于土

壤肥力的综合叙述
,

如
“

赤拍
”

的特性是
“

历
、

僵
、

肥
” ,

所谓历
,

指疏松
,

通气透水性强 , 所谓

强
,

指性粘而刚强 , 所谓肥
,

指养分丰富
。

同时还有关于土壤生物性
、

物理性
、

化学性的记

载
。

如
“

虫穿穴处
”

的沃土
,

生物较多
,

疏松多孔
,

较为肥沃
。

粒状结构较好
,

称为
“

如米以

葆泽
,

不离不诉
” ,

即能保蓄水分
,

不易分散
。

莱土
“

甚咸以苦
,

其物如下
” ,

即化学性质不

良
,

生产性差
。

据《祀胜之书》记载
,

在当时条件下
,

我国劳动人民已进行土壤宜耕期的物

理测定
。

《管子
·

地员篇》中根据土壤性状详细介绍了适宜生长的农作物和草木
,

这是我国

和世界上关于植物
“

土宜
”

的最早记载
,

说明我国土壤科学的研究很早就是结合农作物丰

产来进行的
。

它总结了劳动人民因土种植的经验
,

并为开垦荒地
、

发展农业生产提供科学

依据
。

(三 )提出了土壤培肥熟化和合理利用的原理和措施
。

荀况指出
: “

今是土之生五谷也
。

人善治之
,

则亩益数盆
,

一岁而再获之
。 ”

(《富国篇))) 在法家
“

人定胜天
”

思想的影响下
,

很

多古农书记载了劳动人民培肥土城和利用土壤的丰富知识
。

秦汉以来
,

法家就比较重视

深耕改土
,

《韩非子
·

外储说左上》说
: “

如是耕者且深
,

褥者熟耘也
” 。

《把胜之书》进一步指

出
: “

凡耕之本
,

在于趣时
、

和土
、

务粪
、

泽
、

早锄
、

早获
” 。

反映出当时已有一套比较科学的

耕作制
,

即以深耕为中心
,

耕
、

耙
、

磨
、

压
、

锄相结合
,

并配合施肥
、

灌溉的精耕细作措施
。

在

二千年前
,

我国 已建立了先进的绿肥耕作制
,

这是科学的生物养地措施
,

是我国古代劳动

人 民在土壤科学上的光辉成就
。

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写成的《齐民要术》
,

系统地介绍了种

植绿肥的经验
,

即
: “

凡美田之法
,

绿豆为上
,

小豆胡麻次之
。

悉皆五六月中模种
,

七月八

月
,

犁掩杀之
。

为春谷田
,

则亩收十石
,

其美与蚕矢熟粪同
” 。

这是世界上有关豆科绿肥的

肥力作用和大面积推广使用的最早记载
。

同时
,

《齐民要术 》
、

《祀胜之书》对于积攒和施用

有机肥的先进经验都有很多叙述
,

并已逐渐形成基肥
、

种肥
、

追肥配合施用的科学施肥制
。

其它有关轮作倒茬
、

复种多收的经验也有很多总结
。

由此可见
,

精耕细作
、

高产多收
,

用地

和养地相结合
,

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合理利用土地 的重要原则
。

(四 )初步具备了建设高产稳产农田的理论和实践
。

从战国至秦汉时期
,

我国群众创

造了一种
“

代田法
” : “

一晦三 Nll
,

岁代处
,

故日代田
。 ”

晦为亩
,

Nl1 为垅沟
,

沟间为垅背
,

通过

牛犁耕而成
。

播种于沟内
,

然后经中耕逐渐塞土于根部而消灭垅背
,

第二年再轮换种植
,

使垅沟处变为垅背
,

便于深耕熟化土壤
,

有利于抗早保墒
。

在西汉期间
,

我国古代劳动人

民又进一步创造了建设高产稳产农田的新方法— 区田法
,

这是古代土壤科学的一项伟

大成就
。

《祀胜之书》对此作了详尽的总结
。

区田法是在农 田里按一定距离划出长条形的



沟或小方形 的区
,

进行深翻
,

注意
“

粪种
” , “

负水浇稼
” ,

并加强 中耕除草和田 间管理
,

加速

低产瘩薄农田的改良
,

达到培肥高产
。

《祀胜之书 》指出
: “

区田以粪气为美
,

非必须良田

也
。

诸山陵近 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
,

皆可为区田
。 ”

在当时条件下
,

充分发挥人定胜天的

作用
,

创造了高产稳产的肥沃农 田
,

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 “

土化之法
,

化之使美
,

若祀胜

之术也
” 。

二千年前
,

人工培肥土壤达到这样高的水平
,

是对世界土壤科学发展的重大贡

献
。

从儒法斗争和我国古代土壤科学发展的历史
,

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
“

思想上政治上的

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 。

法家进步的思想政治路线
,

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里的

变革
,

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

而儒家复辟倒退反动的思想政治路线
,

则是扼杀新的生产关

系
、

阻碍农业生产和土壤科学发展的绊脚石
。

林彪一类政治骗子
,

为了达到他们颠覆无产

阶级专政
、

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 目的
,

竭力鼓吹
“

克己复礼
” ,

反对继续革命
,

宣扬唯生产

力论
,

破坏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发展
。

因此
,

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

研究儒

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
,

深入批林批孔
,

将有力地推动农业生产和土壤科学的发

展
。

“

俱往矣
,

教风流人物
,

还行今朝
。 ”

历史在前进
,

斗争在发展
。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

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和土壤科学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

农业战线上出现

了大寨这面鲜艳的红旗
。

大寨贫下中农开辟
“

人造平原
”

建成高产稳产的大寨
“

海绵 田
” ,

生动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人
,

具有改造 自然 的伟大力量
;
明确地

指出了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自力更生
、

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光辉道路 ; 集

中地表达了我国劳动人民几千年认土
、

用土
、

改土的丰富经验 , 也概括了人工培肥土壤的

科学原理和技术知识
。

从封建小农经济的
“

区田
”

到社会主义大农业的
“

大寨 田
” ,

这是伟

大的历史性演变
。

我国的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
,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 占领科学

技术阵地
,

必将克服法家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
,

战胜儒家反动思想的反抗
,

推动土壤科学

的迅猛发展
。

在毛主席
“

农业学大寨
”

的伟大号召鼓舞下
,

全国各地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
,

认真

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和培育肥沃农田的先进经验
,

以大寨
“

海绵田
”

为样板
,

因地制宜地创

造了许多大寨式的高产稳产农田
,

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创造 了条件
,

也为 发展我国的土

壤科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这些光辉事实
,

宣告了林彪孔老二之流
“

上智下愚
”

反动谬论

的彻底破产
。 “

天生一个仙人洞
,

无限风光在险峰
” 。

我们坚信
,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

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

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
,

广泛开

展
“

农业学大寨
”

的群众运动
,

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
,

认真总结大寨和各地贫下中农建设

高产稳产农 田的经验
,

搞好土壤科学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
,

积极开展群众性土壤科学实

验活动
,

必将 促使我国土壤科学的大踏步前进
,

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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