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
“

土
” 、 “

壤
” 、 “

土壤
”

科学要义

王 云 森

(江 西共产主义劳动 大学总校 )

了极其丰富的认识土壤经验
。

认识到了
“

土
” 、 “

壤
”
和

“
土壤

”

的实质
。

土集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资料
。

世界上 自土集成为

一门独立学科后
,

土坡学者们对于土壤有着不同的看

法和论点
。

而怎样认识好土壤
,

还无一个比较适当统

一的概念
。

有的认为
: “

土
” 、 “

集
”
两字

,

现在世界上

还不知道它的来源
, “

土坡
”

这个名词不是科学术语
,

投有科学内容
。

这正说明了
“

土城
”

的正确认识
,

不

是主观的
、

片面的和静态的看法可以了解
,

而是与民

族科学文化
、

生产劳动
,

不断经受实践检验
,

才能形

成
。

我中华民族科学文化
,

开化很早
,

是世界上最古老

的国家之一
。

我国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
,

农业

人 口众多
,

历史悠久的国家
。

距今七千多年的新石器

时代早期
,

进入母系氏族社会
,

生产上已由狩猎生活
,

进入农耕生活
,

认土间题
,

就有萌芽
。

1 9 7 3年我国南方

地区
,

发掘出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
,

有

炭化稻谷和完整的稻粒
。

证明了我国距今约七千多年

前
,

长江流城已有人工栽培的水稻 (晚粕稻 )
。

作为农

业生产基本资料的土壤
,

早为人们所重视
。

三千多年

前
,

周朝文献记载
,

有专管水稻土的专业官员如
: 《周

礼》 〔2 〕 指出
, “

稻人掌稼下地
,

(
“

稻人
”

就是专门管

理水稻土种植水稻的宫员 )
。

《周宫》指出
: “

草泽所生
,

可种茫种
”
(茫种是稻种名 )

。

可知周朝时代
,

已重视水

稻土的认识
,

有了水稻土的研究 (可能更早时期就有 )
。

又北方地区
,

西安半坡村出土的仰韶文化遗址里
,
发

现一个加盖陶堆里盛满了粟
,

证明六千年前左右
,

我国

黄河流域
, 已有粟的种植

。

到了商朝
,

果已普遍栽培
,

而且产 t 不低
。

春秋时代 《管子
·

地员篇》 〔 5〕中
,

有
“

粟土
,

研究
, “

粟土
,

成为一个土类
。

可知古人为着
“

粒

食
” ,

生产劳动
,

与土集是息息相关的
。

所谓
“

日出而

作
,

日入而息
,

凿井而饮
,

耕田而食
” ,

我华裔子孙
,

世世

代代在辽阔的土地上耕种生息
。

历史上各王朝为发展

经济
,

搞好农业生产
,

重视土镶间题
,

从而农业科学

技术
,

是以土壤科学为中心
。

正如《管子
·

立政篇》 〔 5〕

指出
. `

地者政之本也
,

辩于土而民可富
即 。

又云
: “

五

谷不宜其地
,

国之贫也
” 。

因而劳动人民在漫长时间里

利用土城
,

改良土坡
、

培肥土壤的过程中
,

创造和积累

有的土壤学者说
: “

世界上各民族的语言
,

不论如

何贫乏
,

土壤这两个字
,

在所有的言语中
,

都可遇 到
,

但

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它的来源
。

土壤这个名词
,

就其

本身最初来源而言
,

就不是某种科学创立的术语
,

起初

并不具有某种科学术语的性质
,

也就是说
,

没有严格

的局限性和内容
。

当土城不仅是农民的对象
,

而且也

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时
,

土壤这个名词
,

才有了比较局

限性的解释
,

因而这个名词 出现得很晚
” 〔 7〕 。

这说明

了
,

世界土壤科学史上对于
“

土
” 、 “

壤
”

和
“

土坡
”

认识
,

是无前例的
。

自
“

土壤
”

成为一门学科后
,

学者们也是不

清楚的
。

而我国早在土壤成为一门学科远久 之前
,

就有

所认识
,

有所创立
,

并且科学概念正确
,

意义很深
。

(一 )
“

土
”

字的来源和意义

什么是
`
土

.

? 为什么叫
“

土
”
?它有没有科学意义 ?

是怎样来的? 历史告诉我们
:

马融说
: “ `

土
’

犹吐也
” 。

这是说
, “

土
”

能生长出植

物
。

《说文解字》 〔3〕云
: “ `

土
’

者
,

是地之吐生万物者

也 ; `

二
’ ,

象地之下
,

地之中 , `

l
’ ,

物出形也
” 。

这是

说
: “
土

”

能生长植物
,

有
“
土

”

之地方
,

就有植物生长
,

有

植物生长的地方
,

就有
“

土
”

之形成
。

指出了
“

土
”

与植

物的自然存在
,

是
“
土

”

与植物相互间的自然规律
,

萌发

出了土壤发生学的概念
。

也正如《管子
·

地员篇》 〔5〕中

指出
“

草土之道…… ” ,

和威廉斯的土壤之生物学观
。

并

以
“

二
.

形象
“
土

”

的层次
,

植物地上部分与地中部分的

意义
。 `

I
, ,

说明植物 出土生长直立向上的形态
。

以

一直
、

二横创立出
“
土

”

字
, “

土
”

的来源和意义
,

形象化

了
。

说明了
“

土
”

的逻辑
。

(二 )
“

坡
”

字的来源和惫义

什么是
“

壤
”
? 为什么叫

“

坡
”
? 它的来源和科学意

义
,

历史上亦有说明
:

郑玄指出
: “

坡亦土也
,

变言耳
” 。

又云
: “ `

坡
’ ,

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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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地上部分

表土层

植物地下部分

底土层

道
,

世界上土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后
,

土城学者们对

于土坡虽有许多不同逻辑性的解释
,

也起了认识土坡

的作用
,

而认识土集的迷
,

还是没有揭开出来
。

恩格斯说
: “

科学的发生和发展
,

一开始就是 (便 )

由生产 (所 )决定的
。 ”

〔的中国古代土城的认识
,

是从事

农业的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实践中
,

不断利用

土城
,

改良土坡
,

培肥土坡
,

经受许多成功与失败的检

验而产生出来的
,

是亿万人民和科学家智慈的结晶
。

土 字 示 意 图

土也
,

无块日
`

集
’ ” 。

这是说
: “

城
”
是由

`
土

.

熟化变来

的
,

是
“
土

”

的质变
。

但
“

城
”
的性状

,

是柔软而不板结
,

投有固结的土块
一

与
“

土
’

的性能
,

有所不同
。

《农雅》 〔们指出
: “ `

镶
’

是
`

腆
’

也
, `

膜
’
是肥意

也
” 。

这是说
: “

壤
”

不仅有骨
,

而且长了肉
,

变肥了之

意
。

因
“

腆
”

左旁的
“

月
” ,

是肉义
,

故
“

坡
”

言
“

滚
” 。

壤的

肥力比土好
。

《 禹贡 》〔 1〕马融注
: “ 坡 ’

天性和美也
” 。

《周礼》 〔 2〕地官大司徒郑玄注
: “ `

集
’ 、

和缓之貌
” 。

又
“

坡
” ,

是在
`

土
”

右旁加一
“

襄
”

字
, “

襄
”

是助意
,

(人工培育意 )
,

指出
: “

土
”

变成
“

壤
” ,

是由外力协助
,

与

人为条件饮关的
。

这是古人寓意于
“

壤
” ,

形象
“

镶
”

的

逻辑
。

以上几点
“

镶
”

的解释
,

看法基本一致
,

意义相似
。

指出了
.

城
’

的基本性能
,

与
“
土

”
不同

,

是在
“
土

”

的基

质上
,

有所质变
,

肥力有了提高
。

它的质状柔和
,

有似

海绵状
。

古人这样追溯
“

土
,

和
“

族
”

的意义
,

从而奠定

了认识
“

土壤
”

的基础
。

(三 )土滚饲的创立和科学涵义

什么是
“

土坡
”
? 从上面

“

土
”

字
, “

坡
”

字的说明
,

可

以得到初步的理解
。

它的科学概念
,

蕴蓄着朴素的辩

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

总结劳动人民认识土镶的经 验
,

引出了认识
“

土壤
”

的规律如
: 《周礼》 〔 2 〕明确提出

: “

万

物 自生焉则日
`

土
’ ,

以人所耕而树艺焉则日
`

壤
’ ”

(树

艺
,

种植技术意 )
。

那么
, “

土坡
”

是合
“

土
,

和
`

坡
”

二者

之成而命名的
。

其所谓
“

土
”
(万物自生 )代言了现称的

`

自然土城
” , 其所谓

“

壤
,

(以人所耕而树艺 )代言了现

称的
.

耕种土壤
”

(农业土集
、

耕作土集 )
。

只因历史条

件
,

受着自然科学知识的限制
,

对于自然现象不能理

解
,

而从客观事实中了解
“

土壤
” ,

意识到所谓
“

自然土

城
”

与
`
耕种土城

.

是一整体
,

其形成和性能虽有不同
,

但它们是不可分割的
,

深入体会
,

有它的深远意义
。

这

是我国科学文化有关土壤科学上之一 大创立
。

人们知

农业上有些科学名词如作物
、

肥料等
,

是外来语
。

中国古时只有庄稼和粪名
,

施肥亦日
“

粪坡
” 。

而土城

名词是地地道道 自己创立的
。

特别
,

古时把
“

土
”

与
“

壤
”
两宇分别作出解释

,

说明
“

土
,

与
“

城
”

有不同性能
。

从
“

土
”

的自然本质
,

代言
“

自然土壤
” ,

以
“

坡
.

的人为性

能
,

代言
“

耕种土壤
” ,

并指出了
“

土
”

与
`

坡
”
二者有 t 的

差别和质的变化
,

土城运动
,

是不断变化的
。

又在
“

土
”

与
`

城
”

的荃础上
,

合二者之成
,

定名
“

土壤
” ,

这不仅揭

开了世界上对于认
`

土
, ,

认
“

坡
”

和认
“

土坡
”

的谁
,

而且

启示 了
“

土坡
”

形成之又一指导思想
,

打破了五种成土

因素的局限观点
。

认为
.

土
,

可以变为
“

坡
” ,

而
“

城
”

是

在
“

土
”

的基质上经过人为耕种熟化过程而形成
, “

土
”

与
“

坡
”

是密切结合的
。

犹如
, “

自然土城
.

与
“

耕种土

集
” ,

是有机的自然结合
,

界线是不易划分的
,

它的形

成和生产能力
,

不是孤立的静态的
。

土集单因子的研

究固有需要
,

但认识土壤
,

研究土坡
,

利用土坡
,

更须有

综合性的方式和方法
,

来促使土城生产性能的发 展
。

古人以
“
土

” ,

以
“

壤
” ,

以
“
土壤

”

说明此点
,

其用意深处
,

是符合于客观实际的
。

学术上
,

对于土镶发展规律
,

大

有它新的一面
。

生产上
,

对于利用土坡
,

改良土坡
,

培

肥土壤
,

提高土壤肥力
,

促使农作物高产稳产和平衡

增产
,

有着积极意义
。

总之看来
,

中国古代
“
土

, 、 “

坡
”

和
“
土集

”

的科学概

念
,

涵义深远
,

归纳三个方面
。

( 1) 从
“

土
”

言
,

认识到了
“

土
”

与植物的客观存在
,

是一自然的规律
,

是土坡学说之生物学观点
。

( 2) 从
“

壤
”

言
,

在
“

城
”

的形成过程中
,

突破了土壤

形成五种成土因素的局限性
,

指出了人为因素 (耕种 )

是土镶形成之一重要因素
,

提出了土坡形成学说又一

新的论点
。

( 3) 从
“

土壤
”

言
,

根据
“

万物自生则日 土
” , “

以人

所耕树艺则 日壤
”
的原理原则

,

把
“

土
”

与
“

壤
”

结合起

来
,

定名
“

土坡
” ,

引出了认识
“

土集
”

的规律
,

概括了土

城形成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
,

并重视土壤耕作技术
,

发展 土壤生产性能
。

同时指出了 自然土坡与耕种土壤

二者是一个整体
,

是不可分割的内容
。



从上看来
,

古人把土壤科学要义
,

寓意于
“
土

” 、

“

城
,

和
`
土族

”

的涵义中
,

既一分为二认识
“

土壤
” .

而又

辩证的综合起来说明土壤
,

利用土镶
,

其用心之处
,

造

诣很深
。

几千年前
,

有此认识
,

是很可贵的
。

溯往知来
,

承先启后
,
可以发人深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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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稻 氮 肥 施 用 技 术 的 探 讨
,

张 增 巩

(浙江 省玉环县 陈的区农技站 )

我县过去早
、

晚稻都推广
“

重肥攻苗
”

施肥法
,

即

90 % 以上的氮肥作基肥和苗肥施下
,

仅留不到 10 %的

氮肥在中
、

后期捉黄塘 (呈现缺肥的地方 )
。

此种施肥

法虽能夺得足够的苗数
,

为多穗高产打下基础
。

但往

往会形成
“

笑苗哭稻
’

产量不高的现象
,

为此
.

设计了几

种水稻施肥法
,

进行了多年试验对比
,

经小区试验和大

田生产实践证明
,

以
“

两攻一保
”

施肥法为优
。

试验结

果如下
:

表 1 不 同 施 肥 法 对 产 , 的 影 响 (斤 /亩 )

增一
.

一
渭

(基 肥 2 0 )

(追 肥 3 0 )

(荃肥 2 0 )

(迫肥 3 0 )

(荃肥 3 0 )

(追肥 3 0 )

19 6 6

晚 稻
(羞肥 3 0 )

(追肥 5 0 )

1 9 7 3

早 褶
(基肥 3 5 )

(迫肥 4 0 )

1 9 7 4

晚 胭
(基肥 2 0 )

(追肥 3 0 )

1 9 7

晚
(基肥
(迫肥 (% )

两 攻 一 保

少肥一攻一保

盛典期攻苗

早 期 攻 苗

8 0 1

8 00

7 6 9

7 65

6 3 3

6 3 0

6 2 0

6 0 4

8 6 6

8 6 0

8 0 8

8 3 1

7 6 5

7 1 3

6 7 5

6 9 8

7 3 0

6 9 0

6 3 7

7 1 3

蕊一 {
7 6 3

7 2 5

7 3 5

3
。

7

一 1

注
:

基肥单位是栏肥担 /亩
,

追肥单位 是硫酸按 斤 / 亩
。

表 2 不 同 施 肥 t 和 施 肥 法 对 产 份 的 影 响 (斤 /亩 )

一

—
甲甲下一矿一矛一

犷不厂下一福于荀
.

一处 理 甲

}

—
-一厂

.

一
一一一币
一一

甲一一
-

-

一

—
}一兰}

一 3。
一

{
一 `

生一!-
5。 -

{
“ , 2

}
8 5 3

)
“ 8`

{
“ 0 0

” : “ : “ : ’
}

78 `

}
“ 2 6

1
召5 4

!
“ 吕4

7 : “ : ` : ”
}

7 4 2

}
7 7 9

!
8` 9

}
平 均 } 7 7 8 }

吕 19 }
“ 5 2 } 名8 1

增 产 ( ,̀ )

7
。

8

4
。

6

“ 。。

{
-

8 3 3
! 一

* 是墓肥 : 苗肥 : 穗肥 : 粒肥的比 例
。

. 本文写作过粗中承桨台州农科所伴效 良
、

刘 绍寿两位 同志指导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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