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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研究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对美国
水土侵蚀和治理的关注及其影响＊

高国荣

【摘　　要】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对美国水土侵蚀及其治理有较多关注。国

内通过多种形式，对美国大平原的干旱、沙尘暴等农业灾害进行了报导，从生产方式转变、
战时国际需求、机械化等方面分析了农业生产扩大及随之而来的水土侵蚀的原因，从立法、
机构和措施三个方面介绍美国水土保持的经验。中国知识界对１９３０年代美国水土侵蚀及其

治理的关注，作为中国水土保持宣传和准备阶段的重要内容，提高了人们对水土保持重要

性的认识，为中国开展水土保持试验提供了重要参考，推动了水土保持运动在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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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环境史及其对史学的创新研究”（１６ＺＤＡ１２２）、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１９３０年代美国

大平原土地沙化及其治理研究”（１４ＢＳＳ０３７）的阶段性成果。

①　１９３０年代初创刊于上海，每日出版，关注国外时事，稿件主要为世界各大报纸的译稿。

②　《美国旱灾之原因》，《外论通信稿》第１５９４期，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７日。

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７日，上海的 《外论通信稿》① 刊登了一则关于美国旱灾的简讯。该简讯称：美国

中西部１９３６年春季以来出现严重旱灾，堪与１９３０年、１９３４年灾情相比，尤以北达科他、南达科他、
明尼苏达、蒙大拿、怀俄明、密苏里、内布拉斯加及堪萨斯等州为甚，“产麦地带之耕地面积一亿英

亩已成为不毛之地”，“本年美国公路上复有大队由被灾区域逃出之寻找工作者。旱灾区域之农户均

出卖财产，将家属载于旧汽车上沿途乞食”。该通讯称，美国中部各区近年旱灾频仍，“乃因耕地方

之强夺性所致。最近数十年各区域之农户，因世界市场麦粉价格相当提高之故，乃将此前之牧场改

种小麦”，过度垦种 “尤以战后为甚”。②这则简讯译自英国 《泰晤士报》，是一则关于１９３０年代美国

尘暴重灾区 （Ｄｕｓｔ　Ｂｏｗｌ）的典型报道，对尘暴重灾区的严重灾情与形成原因都有涉及。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对美国水土侵蚀及其治理有较多关注。这得益于那一时期中美

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南京 国 民 政 府 自１９２７年 建 立 后 就 奉 行 亲 美 外 交，积 极 寻 求 美 国 支 持 中 国 抗

日，并得到了美国对中国抗日道义上的支持。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逐步扩大，中美为遏制日本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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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扩张加强了合作，在太平洋战争之后还结为反法西斯联盟。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中国

知识界普遍对美国持有好感，视其为学习榜样，甚至寄望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为中国主持公道。① 正是

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界关心美国事务，对美国的水土侵蚀及其治理也有一些关注。中

国知识界关注美国的水土侵蚀及其治理，也是因为水土侵蚀在中国比较严重，而美国在１９３０年代已

经建立了水土保持的基本体系。１９３０年代，美国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侵蚀，大平原地区尤为严重，被

称为 “尘暴重灾区”。美国联邦政府以此为契机，将水土保持从宣传与试验阶段推进到立法与实施阶

段，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水土保持，并取得明显效果。在 “实业救国”和 “科学救国”的时代口号下，

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农林水利界，将水土保持视为振兴农业、强国兴邦的重要手段，并努力学习借

鉴美国水土保持的先进经 验。他 们 关 注１９３０年 代 美 国 的 水 土 流 失 及 其 治 理，并 主 要 通 过 《农 业 周

报》《农学》《林学》《农报》《农业推广通讯》《林讯》《农林新报》等农林类期刊发表他们的观察与

思考。他们的努力也的确推动了水土保持在中国的发展。

从既有研究来看，民国时期的水土保持近年来受到了国内外一些学人的关注。② 已有研究或侧重

于美国对中国水土保持事业的贡献，或侧重于那一时期水土保持的初步实践及其意义。但据笔者所

知，国内外尚无学者探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对美国水土保持的关注及其对中国水土保持

事业的推动。有关民国时期水土保持的史料，除见之于 《蓄水保土浅说》《中国森林史料》《水土保

持学概论》等民国图书外，绝大多数散见于各类报刊。③ 笔者主要借助 《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和 《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考察该时期国人对１９３０年代美国尘暴重灾区的关注，并探讨这些活

动对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水土保持事业所产生的影响。

一、对尘暴重灾区的报道

在１９３０年代，中国知识界对美国当时出现的农业灾害有较多关切，并不时通过报刊报道美国中

西部亢旱、风灾、沙暴等农业灾害。这些报道呈现如下特点。

其一，有关尘暴重灾区的报道在１９３０年代很常见。国内报刊对１９３０年代美国中西部旱灾的报

道始于１９３０年。１９３０年８月，有数家国内报刊刊登了美国旱灾的通讯。《国闻周报》发布 《美国发

生大旱灾》消息称，美国 “受旱灾影响者，凡百万人”；密西西比河 “若干支流均完全干涸”，其干

流航运 “几全停顿”；牲畜饲料 “极大缺乏”，“各公私机关均在致力解救西方干旱”。④ 另有一则简讯

称，“美国全国苦旱”，“产粮各州农人”将麦子用作饲料，“用麦喂猪，割麦为刍”。⑤ 如果说以上简

讯还只是泛泛提到西部，此后几年的一些报道则更具体地指明了大平原地区或者该区域的某州。比

如，《农林新报》１９３１年６月的一则报道称，美国 “自威斯康辛直至太平洋海岸，天气干旱，灾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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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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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美仍恪守九国公约尊重我国主权领土》，《国际言论》１９３７年第３期，第１１１页。

许国华：《罗德民博士与中国的水土保持事业》，《中国水土保持》１９８４年第１期，第３９～４２页；莫世鳌：《四十年代的黄河流域

水土保持工作》，《中国水土保持》１９８８年第８期，第５５～５７页；罗桂环： 《２０世纪上半叶西 方 学 者 对 中 国 水 土 保 持 事 业 的 促

进》，《中国水土保持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第１０６～１１０页；林志晟：《国民政府农林部水土保持实验区的设置与发展 （１９４２—

１９４６）》，《国史馆馆刊》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６９～１１７页；李荣华：《民国时期水土保持学的引进与环境治理思想的发展》，《鄱阳

湖学刊》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８６～９３页；王广 义、张 宽： 《民 国 时 期 中 国 水 土 保 持 事 业 理 论 与 实 践 探 析》， 《自 然 辩 证 法 通 讯》

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５４～６１页；刘亮：《“农、林、水、土”之争：民国时期的防灾与土壤保持》，《中国农史》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

８５～９５页；Ｍｉｃａｈ　Ｓ．Ｍｕｓｃｏｌｉｎｏ，Ｗｏｏｄｌａｎｄｓ，Ｗａｒｌｏｒｄｓ，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ｆｕｌ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１９２０ｓ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６１ （３），２０１９，ｐｐ．７１２－７３８．
农林部林业司：《中国之林业》，农林部林业司１９４７年版；水利部水利示范工程处： 《蓄水保土浅 说》，水 利 部 水 利 示 范 工 程 处

１９４７年版；陈嵘：《中国森林史料》，中华农学会１９５１年版；陈恩凤：《水土保持学概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９年版。
《美国发生大旱灾》，《国闻周报》１９３０年第７卷第３２期，第６页。
《美国全国苦旱》，《通问报》１９３０年第１４０９期，第１６页。



于去年，田禾无收，农家苦甚”，因近期罕见热浪而 “直接或间接”死亡者，“共达５００人……芝加

哥一埠竟死１２６人，有数州牲畜纷纷倒地而死，田禾多呈枯萎象”。①

据不完全统计，在１９３０—１９３９年间，国内关于美国中西部干旱、风灾、沙暴的报道在１９３０年

为４次，１９３１年６次，１９３４年２０次，１９３５年６次，１９３６年１０次，１９３７年１次，１９３９年３次。② 干

旱如此严重，以致降雨都成为新闻。《农业周报》１９３５年５月的一则简讯称，１９日得克萨斯州终于

迎来 “豪雨”，“旱象得以稍停”，“农民欣喜过望”。③ 在整个１９３０年代，关于大平原农业灾害的报道

持续不断。据 《气 象 杂 志》１９３６年７月 的 一 则 简 讯：过 去 一 周 多 来，美 国 “中 西 各 州 连 日 奇 热”，
“因热浪为患，死亡人数仍继续增高”，“全国２／３地方，温度均在华氏１００度以上”，“灾情最重之十

一州在过去五星期内 已 有 农 民５００万 人 沦 于 赤 贫”。④ 《农 业 周 报》报 道 称，１９３６年，美 国 中 西 部

“亢旱严重”，科罗拉多和怀俄明的降雨 “仅及平时１／３”；达科他州 “过去两个月内降雨甚少”；在蒙

大拿州，麦苗 “萎谢”，“多数地方之草原，均已焦黄”，牧户只能将牲畜运往他处避灾。⑤ 《气象杂

志》１９３７年８月的另一则消息提到：得克萨斯州以北的大平原地区，雨量稀少，全区已呈亢旱景象，
而以俄克拉何马州西部 “及新墨西哥西北为最甚”。⑥ 直到１９３９年，还有刊物对美国大平原的严重旱

情不止一次地进行较为详细的报道。《经济丛报》于当年９月刊文称，受旱灾影响，１９３９年 “农产荒

歉的严重性，比较１９３４年和１９３６年的大旱灾来得更厉害”，“干旱的祸患”已经影响到得克萨斯州

和俄克拉何马州部分地区的棉花生产，导致堪萨斯及西南部冬小麦的 “生产衰落”；西北部的冬小麦

将 “受到极度的损害”。⑦ 同年１２月，该刊再次就美国大平原严 重 旱 情 刊 文。文 章 提 到，旱 灾 尤 在

“主要冬季产麦地带来得厉害”，堪萨斯州 “情形最坏”，俄克拉何马州７５％以上的冬小麦种植区来年

的收成很 “渺茫”，得克萨斯州北部和西部 “也是破历来最坏情形的记录”。内布拉斯加、新墨西哥

州的冬季作物也都受到影响。对农民而言，因 “产量稀少”，或许根本就 “无货可卖”。⑧

其二，农业灾害报道以旱灾为主，其他灾害都属于次生灾害。从相关报道来看，１９３０年代，美

国大平原出现了旱灾、风灾、沙尘暴、蝗灾、火灾等各类灾害。
在１９３４年，国内关于大平原农业灾害的报道不少于２０条。１９３４年５月中旬到６月初，《农业周

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两次集中发布美国农灾简讯。从这些报道来看，灾情主要集中在

美国中西部地区；多种灾害往往同时出现，但以旱灾为主。《农业周报》在１９３４年５月１８日刊登的

《美国空前灾情汇志》就提到了亢旱、飓风、沙尘暴及虫害等多种灾害：１９３４年的旱灾，“为美国４０
年来所未有”，实 乃 “１８９４年 以 来 最 惨 重 之 旱 灾”，美 国 五 大 湖 区 以 西、落 基 山 脉 以 东 的 广 大 区 域

“一片荒芜，到处尘土飞舞”，“害虫为灾”；“大风将田中尘土吹去”，作物 “因失土而萎”，“大受损

害”，“以致中西部田地荒废，小麦及其他农产品每日之损失，竟超过１００万袋之多”。⑨

１９３４年６月１日，《农业周报》再次刊登包括多种灾害在内的 《美国农灾汇志》。从这组简讯来

看，美国大部分地区遭受旱灾影响，中 西 部 灾 情 尤 为 突 出：落 基 山 脉 以 东３５州， “皆 因 久 旱 不 雨，
情势严重……雨量之少，为从来所未有……尚有其他十州，情形与此略同，有数处温度极高，灾情

愈重”；密西西比河 “上游两岸”，田地 “一片荒芜”。在中西部广大区域，植物 “行将枯萎，而飞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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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北部旱灾》，《农林新报》１９３１年第８卷第１９期，第１１页。

数据系笔者通过查询 《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所得，２０２０年１月。
《美塔克萨斯州得雨》，《农业周报》１９３５年第４卷第１７期，第２８页。
《美国奇热》，《气象杂志》１９３６年第１２卷第８期，第４５９页。
《美国之大雨亢旱与虫灾》，《气象杂志》１９３６年第１２卷第７期，第３９０～３９１页。
《美国南部亢旱》，《气象杂志》１９３７年第１３卷第９期，第５９４页。
《今年美国旱灾的影响》，《经济丛报》１９３９年第１卷第１６期，第２３～２４页。
《美国西南旱灾于产业上的影响》，《经济丛报》１９３９年第１卷第３０期，第２０～２１页。
《美国空前灾情汇志》，《农业周报》１９３４年第３卷第１９期，第１３～１４页。



蝗祸及其他灾害，则遍布西美矣”。这里所谓飞沙，实际上就是指沙尘暴天气。干旱造成了严重的农

业经济损失。由于持久亢旱，西部 “诸州农产与畜牧咸有摧毁气象”。在艾奥瓦州，“小麦在土壤中

未发芽者，达１／３”。在落基山脉以东的广大地区，“田中禾苗经烈日爆炙数星期之久，其收成无望者

达数百万亩之多”，大片麦田 “已眼见颗粒无收”；据有人估计，１９３４年 “小麦收成，将为１９０７年后

最少之一年，多数农人将完全破产”。在美国中西部地区，谷类损失达 “数百万元”；亢旱导致饲料

严重不足，“牲畜因野无青草，而饿死者数以万计”；各州农牧业损失，“每日达３００万元”。①

除以上包含各种灾害的综合报道外，关 于 大 平 原 林 火、虫 灾 等 灾 害 的 专 门 报 道 也 不 罕 见。 《农

报》１９３４年６月报道，亢旱导致密苏里等州出现农林火情；在伊利诺伊州，由于酷暑高温，“稻田竟

亦起火自燃”。② 《农业周报》１９３５年８月的一则简讯称，由于久旱不雨，蒙大拿、爱达荷、俄勒冈

三州毗连处数千亩森林出现林火，“火势猛烈，不宜控制”。③ １９３５年，该地区再次出现林火。④ 蝗灾

在报道中也多次提及。据 《农业周报》１９３６年７月的报道，蝗灾在美国１８州出现；中西部各州尤为

剧烈，艾奥瓦、密苏里、内布拉斯加、科罗拉多、怀俄明、俄克拉何马等州，“据闻衣服及器具之受

损亦属不少”。⑤

其三，关于沙尘暴的报道占突出地位。从前文有关农业灾害的集中报道来看，１９３４年沙尘暴天

气在大平原就已经频繁出现。１９３５年以后，国内关于该地区沙尘暴天气的报道明显增多。仅以１９３５
年的 《农业周报》来看，大平原南部地区的沙尘暴天气被一再报道。该报在１９３５年３月２９日的一

则消息称，堪萨斯州西南部 “发生大风暴，沙土蔽空”。⑥ １９３５年４月６日，该报又刊登了两则关于

沙尘暴的消息。一则消息提到：“美国２１日狂沙蔽日，为该地有史以来所未见”，堪萨斯、内布拉斯

加、俄克拉何马、密苏里诸州与得克萨斯州北部 “皆为被灾区域”，“肥沃农地上之黑土皆被吹走”，
“城市与乡间完全陷入黑暗达数小时之久”。另外一则消息称：“美国西部平原因沙暴为灾”，“前所罕

有”，科罗拉多、怀俄明、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得克萨斯与俄克拉何马 “六州农田受灾”，“畜牲亦

多死亡”，据有关统计，“损失以千百万计”，而 科 罗 拉 多 州 “东 南 境 数 千 万 亩 （土 地）在 今 后 百 年

内，恐不能作农田或牧场之用云”。⑦

《农业周报》在１９３５年４月２６日再次刊登三则有关大平原风灾和沙尘暴的消息。其中两条介绍

了堪萨斯的风灾沙暴及其造成的损害：在堪萨斯州，大风 “几有酿成大灾之势，风中挟有灰沙，咫

尺之间东西莫辨”，“商店及各机关，均闭门停业，人民不得不以纱布掩护面部，农产物之损失，未

可胜计”；科罗拉多、内布拉斯加、新墨西哥以及艾奥瓦诸州，“受灾均极惨重”；“灾区人民离家逃

避者，有百余家之多”。有关得克萨斯州的那则消息则称：得克萨斯州北部 “复大降尘土，该处已屡

降尘土，并久旱不雨”，据估计，“若再无甘霖，该处全部农产将完全枯死”，“按此次旱灾尚为去年

大旱之余波，而尘土之来，亦为因旱而起云”。⑧ 《农业周报》在１９３５年５月３日和５月３１日也都提

到，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的西北部均属于 “亢旱区域”，遭遇 “风沙之灾祸”。⑨ 还有一份报纸

将近期出现在美国中西部的沙尘暴 视 为 天 谴，称 大 风 将 尘 土 “吹 到 高 天，弥 漫 空 际”，能 见 度 仅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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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三百尺”，尘土降落在 “路上及屋顶上，如同积雪一般”，甚至出现沙压屋塌的情形。①

其四，关于１９３０年代美国农业灾害的报道，大部分只刊登文字消息，但也有漫画、照片等其他

形式。《国闻周报》在１９３６年８月９日刊载了一组题为 《美国今年大旱灾》的漫画，共计６幅，其中

《旱魃为虐》《皜皜日出》两图展现了炎炎赤日和滚滚热浪，《理想的避暑方法》一图则通过居民在水

中架床展现酷暑难耐。② 有刊物刊登美国旱区民众祈雨的照片，照片说明文字称： “今夏酷热奇旱，

环球皆然。美国威斯康辛省之乡间，因农产歉收，乡民男女跪求上帝早沛甘霖，与我国农民迎神乞

雨颇相类也。”③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时兆月报》所刊 《美国大旱》一文，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该文详

细介绍了大平原所遭遇的亢旱、蝗灾、风灾、沙暴等农业灾害，及由此而来的歉收、失业、死亡等

苦难，并采用了４幅图片，以形象展示失业、风灾、乡村破败等数种天灾人祸。④ 另外，还有刊物以

图片形式报导了艾奥瓦州用飞机喷药灭蝗的情形。⑤

二、对美国水土侵蚀原因的解读

民国时期，国内有学者结合自然因素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分析大平原出现水土侵蚀的原因。毫

无疑问，大平原的水土侵蚀与该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和１９３０年代严重的旱灾有关，但主要是盲目向

西部干旱地带扩大生产、破坏天然植被的结果。盲目扩大生产在经济上加剧农产品过剩，在生态上

则导致土地资源的破坏。美国农业部长华莱士在 “新政”初期提到，“生产统制”、减少产量是美国

当时应对农业危机的唯一办法。⑥ 因此，民国知识界对１９世纪末期以来美国扩大农业生产缘由的反

思，在很大程度上或许可被视为对美国水土侵蚀原因的认识。在民国时期，国人从多个角度分析了

美国扩大农业生产的原因，有的强调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有的归结于机械化，并结合资本主义制

度来探讨美国农业存在的问题。
（一）自然条件与生产方式：对水土侵蚀的直接讨论

张乃凤在１９４７年对美国大平原水土侵蚀有过深入论述。他联系该地区的自然环境，并结合该区

域土地利用方式 的 变 化，解 释 尘 暴 重 灾 区 的 形 成。张 乃 凤 作 为 农 林 部 中 央 农 业 实 验 所 土 壤 肥 料 系

（组）负责人，在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曾就美国的水土保持进行过实地考察，考察的重点区域就是美国大

平原中部和南部。期间，他曾与美国水土保持局副局长罗德民 （Ｗ．Ｃ．Ｌｏｗｄｅｒｍｉｌｋ）、内布拉斯加州

立大学农学院柏院长 （Ｗ．Ｗ．Ｂｕｒｒ）交流，拜访得克萨斯州阿马里诺 （Ａｍａｒｉｌｌｏ）水土保持实验站站

长芬尼尔 （Ｈｏｗａｒｄ　Ｆｉｎｎｅｌｌ），并在其陪同下参观该站。⑦ 张乃凤提到，美国大平原南部和中部在土

壤和气候方面与我国西北地区 “相仿”；大平原的开发可分为 “三个时期”：“在１８６０年以前只有游

牧”；１８６０—１９００年间，“只有局部的垦殖”，移民将 “东部和中部惯用的农具、种子和栽培方法移到

一块新的土地上”，其 “尝试”不断遭遇失败；⑧ １９００年之后，大平原农业在政府大力扶植下得以发

展。在１９３０年代，这里成为 “黄沙窝”（Ｄｕｓｔ　Ｂｏｗｌ），“每遇大风季节，风沙飞扬，天昏地暗，日色

无光，比日蚀还暗”。⑨ 在张乃凤看来，移民将适用于东部湿润地区的耕作方式简单地套用到干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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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导致农业经营不断遭 遇 失 败。美 国 西 部 土 地 利 用 方 式 的 转 变，即 用 农 业 大 规 模 取 代 畜 牧 业，
是导致该区域土壤侵蚀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一战与农业生产过剩

一战所推动的美国农业扩张及农产品过剩，在民国时期的报刊中被数次提到。美国农业具有高

度商品化的特点，高度依赖世界市场。美国谷物生产的扩大与萎缩，完全以世界市场谷物需求变化

为转移，① 因此，世界农产品市场的波动会直接影响美国农业的发展。最早从世界贸易的角度探讨美

国农业危机的中国学者是陈瀚笙。他在１９２５年发文指出，受世界经济的影响，美国农民在 “战时设

法增加产额”，“改换多年的牧场”为耕地，“非天然的扩张，自然在战后有多少反动”，导致土地价

格下降。② 在１９２９年美国出现大萧条后，国内有更多学人探讨导致美国农产品过剩的外部因素。何

声清提到：“当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为了要供给联合军的需要”，“极端扩张农业生产，所以农业在

战时，达到了极点。但是战争一旦告终，农产物、家畜……便陷入过剩”。③ 李芳谱指出：自一战爆

发以来，欧洲 “必须仰赖美国的出产”，美国耕地面积因而 “大为增加 （较战前约多４０００万英亩）”，
“同时还采用集约经营”，但在一战结束后，“这种巨额的需要顿行减少”，农产品严重过剩。④ 杜修昌

提到，“世界大战时”，欧洲多国 “均苦于农产物的不能自给，而有向美国讲求输入的必要，因此美

国的农业生产，受了一种刺激，益为繁荣”；随着战争结束，美国农业顿 “遭厄运，农家经济亦随之

而破产”。⑤ 以上学者所论，都表明美国农业扩张受到了一战的推动。
（三）机械化与生产过剩

除外部因素外，也有一些学者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来讨论美国农业生产的扩大。农业生产的

扩大既表现为农业向西部干旱区的 扩 展，同 时 也 包 括 机 械 化 集 约 生 产 带 来 的 农 业 增 长。董 直 提 到，
伴随着农业科技进步，尤其是水利灌溉的发展，西部干旱土地就 被 扩 充 为 “耕 地”，１９０２—１９１６年

间，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带开垦土地约８００万亩。⑥ 在一战后，尤其是１９２０年代，农业机械化在美国

迅猛发展，在中西部尤为明显；堪萨斯、科罗拉多、内布拉斯加、俄克拉何马、得克萨斯及新墨西

哥等州，争相使用收割机和拖拉机等；耕种效率大大提高，耕种面积不断扩大。王文元将机械化视

为美国大平原农业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提到 “美国耕地多在中央平原”，平坦开阔，盛行单一化种

植，“于机器之使用，尤多便利”。⑦ 机械化不仅使农业 “实现最大限的生产”，而且还使农业能突破

环境的一些限制，种植业向 “不毛的大平原”地区扩散。⑧

机械化所导致的美国农业危机的加剧，在１９３０年代也有所论述。在肯定农业机械化推动农业生

产力发展的同时，有一些学者提到农业机械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有学者认为，“农业机器化”
是一战后美国 “农村社会分化过程之一切内部的基因”，造成 “农村资本集中和大众贫乏化、失却土

地以及农村生产力衰落与破产”。⑨ 伴随着机械化， “农业对于资本的依存程度愈愈加深”，瑏瑠 在农业

繁荣的背后，则隐藏着 “土地集中” “农 民 贫 困”等 种 种 危 机。瑏瑡 还 有 人 提 到，美 国 农 业 起 始 就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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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产论而没有消费论和分配论”，机械化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基础更加 “雄厚”，但盲目的扩大生产

反而使 “农人陷入生产过剩的经济恐慌状态”。①

总的来看，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已经有学者对美国水土侵蚀的原因进行 直 接 讨 论，
在关于美国农业经济危机尤其是有关美国盲目扩大农业生产的讨论中，实际上就已经触及水土侵蚀

缘何出现的问题，甚至有比较多的讨论。在探讨１９３０年代以前美国农业生产盲目扩大的原因时，国

内学者主要从内外两方面加以讨论。外部因素主要指一战以来国际旺盛需求的刺激，内部因素则主

要指美国农业机械化的推动。也有一些学者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资本主义制度下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入手，探讨美国农业经济危机的制度根源。这种探讨无疑较前者更为

深入，但对危机影响的讨论主要限于阶级分化、农村贫困等社会层面，基本未涉及农业危机的生态

层面，未能转向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与自然之间紧张与冲突关系的探讨。

三、关注水土保持政策及其实施

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中 国 知 识 界 对 美 国 如 何 治 理 水 土 侵 蚀 予 以 了 较 多 的 关 注，主 要 侧 重 于

１９３０年代美国防治水土侵蚀的立法、机构和措施三个方面。在政策方面，聚焦于 《农业调整法》及

相关法案的分析；在政府机构方面，集中于对水土保持机构的介绍；在技术层面，则全面介绍了综

合防治水土流失的诸多措施。
（一）以 《农业调整法》及其修正案为基础的法制建设

在民国时期，中国知识界密切追踪美国 《农业调整法》及其不断修订。以经济学界为主的国内

学人侧重该法在经济层面对克服农业生产过剩危机的作用与成效，而对其在生态保护方面的作用总

体而言还只是略有关注。

１９３３年颁布的 《农业调整法》，是罗斯福政府为应对农业经济危机所出台的主要农业立法。该法

通过提供津贴，换取农民休耕，解决农产品过剩，进而防止水土流失。因津贴来自对农产品加工商

收取的加工税，加重了中间商的税负而遭到反对，导致该法被判违宪。１９３６年美国政府出台的 《土

壤保护和生产配额法》，是 《农业调整法》的一种变通形式，改由公共经费对水土保持进行补贴，引

导农民调整生产结构，鼓励农民多种 “增加地力”的作物，而减少 “消耗地力”的作物。该法的推

行，在缓解农产品过剩问题的同时，也能减少水土流失灾害等问题，通过水土保持实现经济目标和

生态目标的双赢。
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大多肯定 《农业调整法》在缓解生产过剩方面的作用，同时

也意识到了 《农业调整法》及 《土壤保护和生产配额法》在水土保持方面的作用。李芳谱以 《农业

调整法》为中心，重点探讨了罗斯福政府的农业救济政策。在他看来，《农业调整法》虽然有成效，
但 “只不过是临时的治标的办法而已”，治本的办法有两种，一是所谓 “自足小农制度”，即为城市

工人提供口粮田；二是 “边际以下土地之收买”，即让非宜农土地退出生产并通 过 购 买 收 归 国 有。②

尽管这两种方法可能都过于理想化，但依然能体现出他认可通过资源保护解决农业危机。杜修昌分

析了 《农业调整法》出台的背景，系统介绍了该法的内容及修正变通。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将农业

用地的 “风水害问题”（即土壤侵蚀）视为美国农业危机的主要表现之一，特别说到了 “黄尘万丈的

风害”（沙尘暴）使大平原１０００万英亩土地受到破坏，他对土壤侵蚀的危害、农田土壤保护的施行、
非宜农土地的收购有所提及，指出美国立足国内解决农业危机，《土壤保护与国内配额法》实现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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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减产与土壤保护的统一。① 白羽从生态保护的角度对该法进行了专门 讨 论，在 他 看 来，美 国 农 业

“新政”，“其目标以沃土保存为主，而造成农村经济之巩固、及国民衣食来源之保障为副目标”，也

就是说，美国通过水土保持促进农 业 经 济 健 康 发 展。水 土 保 持 的 推 行，离 不 开 农 民 的 参 与，为 此，
要促进农业教育，并扶植乡村经济。② 董时进将 《土壤保护与国内配额法》视为美国资源保护运动的

重要立法，称该法 “奖励农民实行土壤保存的 土 地 利 用 和 耕 种 方 法”，他 对 该 法 宗 旨 有 很 透 彻 的 理

解，指出该法 “实有两种作用，一是为保存土壤，一是为救治生产过剩”。③

从 《农业调整法》及 《土壤保护与国内配额法》可以看出，美国在１９３０年代用水土保持来解决农

业生产过剩问题。实际上，水土保持不仅可以用于限制农业生产，也可以用于促进粮食生产。在粮食过

剩的时候，通过休耕或改种牧草，在减少主要农产品生产的同时，保护和提高土壤肥力。在粮食不足的

时候，这些土地的生产潜力可以充分释放出来，迅速增加农产品的供应。总之，水土保持是保护农地资

源永续利用的有效途径，可以视不同情况灵活调节农业生产，是适用于不同地区、可用于克服不同农业

困境的通用良方。这也是水土保持在国情迥异的中美两国都受到重视的重要原因。
（二）以水土保持局为核心的机构建设

在民国时期，已有学人对美国水土保持的管理与实施机构进行简要介绍。美国联邦政府在全国

范围内推行水土保持，是在罗斯福 “新政”时期。美国联邦政府在１９３３年还成立了下属内政部的侵

蚀防治局，在１９３５年将其改建为隶属于农业部的水土保持局。
在侵蚀防治局成立的 翌 年，周 国 华 撰 述 了 该 局 的 使 命、主 要 负 责 人 及 其 试 验 站 在 全 国 的 分 布。

文章提到：“保土防塌局”致力于 “防止山坡土壤崩塌，减轻洪水之为患，防止良田之湮没，与河道

之淤塞，以及其他土地利用问题”；该局副局长罗德民曾在金陵大学任教并在山西及淮河流域做过水

土侵蚀试验，探索适宜各地不同环境的 “保土防塌方法”。④

在美国水土保持局成立次年，沈在阶介绍了这一 “美国保土事业之神经中枢”的概况，包括机

构设置及各部门的工作职责、水土保持科研与实施工作及各自具体开展。据作者称，在当时，我国

“保土工作在农林水利方面亦渐列入业务之一”，对美国保土局的工作及其组织概况进行介绍，“或可

藉资借鉴也”。⑤ 美国水土保持局局长本内特 （Ｈｕｇｈ　Ｈ．Ｂｅｎｎｅｔｔ）简介该局的一篇文章被翻译过来，
该文概述了美国水土保持 局 的 源 起、职 责 范 围、水 土 保 持 示 范 区 的 工 作、民 间 资 源 保 护 队 的 参 与、
该局开展的研究工作等。⑥ 吴清泉译介的一则消息则概括了美国保土局１９３５年的工作业绩，具体包

括：在全国大范围开展侵蚀调查、本局及４７处实验区接待２５万人参观、与１．２万名农场主签署水

土保持合作协议。⑦

在１９３０年代，美国民间资源保护队是依据以工代赈政策而成立的临时机构，从事造林、修路、
防火、病虫害防治等工作。董时进高度 肯 定 民 间 资 源 保 护 队 所 创 造 的 巨 大 的 经 济 效 益 和 社 会 效 益，
指出水土保持的成效在未来会 “继续增长”，更加彰显。⑧ 吴清泉的两则简讯也对该机构的工作情况

进行了介绍。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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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具体措施

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积极传播水土保持知识，将美国水土保持的方法大量介绍过

来。在此过程中，本内特、罗德民等世界知名水土保持专家的一些成果自然备受青睐，最先被介绍

到了国内。《农业推广通讯》自１９４２年起还开辟专栏，刊登了１０多篇文章，从不同方面介绍美国的

水土侵蚀试验和水土保持方法。
本内特作为美国 “水土保持之父”，是美国首任水土保持局局长并长期担任此职务，也是当时世

界最知名的水土保持权威。他 的 成 果 受 到 了 中 国 同 行 的 青 睐，并 有 少 量 被 译 介 过 来。据 笔 者 所 见，
本内特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被翻译过来的成果一共有三篇。其中一篇即为前文提到的关于美国水土

保持局的扼要介绍。另外一篇则系统深入地梳理了美国南部大平原综合防治土壤侵蚀的一些成功措

施。这些措施包括：（１）利用梯田、等高种植等方法，提高土壤涵养水分能力；（２）培植牧草，农

作物收割时留茬；（３）因地制宜，灵活耕作；（４）建防风林；（５）牧区种草，合理放牧；（６）通过

种草和庄稼固定流动沙丘。还有一篇文章是傅焕光等人参照本内特的一篇文章编译而成，该文详细

阐述了水土保持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步骤。从该文可以看出，本内特将水土保持视为 “一种新的农业

技术”，① 这种实用技术既要考虑土地的自然特性，同时也要考虑农民的需要。本内特所倡导的广义

的水土保持，包括 “一切可能增加土地生产力”与维护土地长期持续生产的方法，需要多领域的专

家合作。编者傅焕光时任农 林 部 水 土 保 持 部 门 负 责 人，他 对 本 内 特 推 崇 备 至，称 该 文 是 大 家 手 笔，
“把水土保持工作的价值和进行步骤说得很透彻”，“值得我们细读”。② 本内特的著述，尤其是 《水土

保持》③ 一书在民国时期被中国同行广泛参考。
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任承统、凌道扬等人的建议下，国民政府邀请美国水土保持专家罗德

民、寿哈特 （Ｄｏｎ．Ｖ．Ｓｈｕｈａｒｔ）来华指导农业工作。在此过程中，中国相关领域专家积极参与，认

真学习，大力宣传和介绍美国专家的考察活动和学术成果，从而使美国水土保持的经验和技术得到

了广泛传播。中国农林工作人员参加罗德民组织的培训，在罗德民的指导下学习 “土壤冲刷初步调

查”“护土植物观察”“水土保持试验场整个之设计”“等高宽埂宽沟防冲试验”“截水堰之构筑与囊

沙坝之设计”等专业知识。④ 罗德民将水土保持工作分为三类，“一为增加渗漏；二为控制溪流之急

流；三为减低河水之含沙”，⑤ 并按类别列出了１３种措施方法。罗德民关于水土保持工作的分类及相

关措施，得到了中国知识界的广泛认可。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罗德民的不少著述都被翻译过来，
多数都是其有关中国水土侵蚀的研究，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

援华专家寿哈特来华期间，就美国水土保持的技术知识进行了广泛介绍。寿哈特大力倡导 “盖

草肥田”方法，即用杂草覆盖地面。该法简单易行，曾在美国南部大平原 “‘飞沙蔽天’之地”（即

尘暴重灾区）广泛使用，⑥ 既能防止水土流失，又能肥田改良土壤。寿哈特 强 调 水 土 保 持 要 因 地 制

宜，并开展跨部门合作。在１９４５年中国水土保持协会成立大会的发言中，寿哈特指出：“水土保持

之工作原理虽中外完全一致，但所用之方法，则随地制宜”，水土保持具有综合性，要 “荟萃许多有

关学科……于一个组织之下，共同从事”，要综合利用耕作、工程与地表保护等手段。寿哈特着重介

绍了美国农村水土保持计划的编制：在此过程中，“精诚合作，实为成功要诀，不特工作干部须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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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焕光、沈在阶：《水土保持事业的特性及实施》，《林业通讯》１９４８年第７期，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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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报筹办水土保持训练班经过情形由》（民国３２年１１月９日），农林部档案，转引自林志晟：《国民政府农林部水土保持实验区

的设置与发展 （１９４２—１９４６）》，《国史馆馆刊》２０１２年总第３１期，第１００页。
［美］罗德民：《行政院顾问罗德民考察西北水土保持初步报告》，《行政院水利委员会月刊》１９４４年第１卷第４期，第４５页。
［美］寿哈特：《珠江流域之水土保持》，夏之骅译，《林讯》１９４５年第２卷第４期，第１２页。



密切合作，凡有关机构亦密切联系，政府与农民间之同情合作尤为重要”。① 在另外一次演讲中，寿

哈特重点介绍了美国水土保持局如何与农民合作，建设农田水土保持示范区的流程。②

在１９４０年代，国内已经开始有组织地系统介绍美国水土保持的相关知识。当时，水土保持的重

要性已经得到了社会和政府的认可。在水土保持起步之际，中国知识界对水土保持还缺乏研究，翻

译国外的有关成果，无疑可以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水土保持的方法和措

施被不断译介过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农林部主办刊物 《农业推广通讯》刊载的系列译文。该刊自

１９４２年２月后一年多里连续刊登有关水土保持技术的译文共计１１篇。据 “编者按”称，水土保持直

接关乎 “农业建设甚至民族生存”，但它却常常为人们所忽视。在这种情况下，黄河水利委员会林垦

设计委员会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合作从事有关水土保持文献的选译，由黄瑞采、徐学训两先生 “共主

其事”。《农业推广通讯》对此举深表赞同，经与有关方面商议，自该刊１９４２年第２期开始，陆续发

表部分译文。刊物希望通过宣传，推动我国土地资源保护，“根据水土保持的原则与方法，切实指导

各个农家改善其土地使用之配置、地块之区划、作物种类及面积之调整、与夫坡地排水沟道之保护

等等”。③ 此后一年间，该刊先后发表译文１１篇，着重介绍了美国水土保持技术的诸多重要方面。这

些译文大多侧重各类实用水土保持技术，有的将种植牧草和豆类作物作为最佳方案；有的强调植树

造林为防治土壤侵蚀的首选方法，突出枯枝败叶所形成的地表腐殖层的作用；有的阐述修建梯田所

带来的良好收益；有的警告滥用资源所造成的严重后果。④ 这些译文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从多个方面

引入了美国水土保持技术的最新成果，更重要的是，这些译文体现了农林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金

陵大学农学院等重要机构在水土保持方面的精诚协同合作，而这种合作对水土保持事业的顺利推进

至关重要。
此外，《农业周报》《农报》等报刊也就美国治理大平原水土侵蚀登载过一些简讯，介绍美国专

家在中国和中亚搜寻抗旱牧草、从东亚引种葛藤等速生植物。⑤ 《农业周报》还就美国大平原防护林

工程方案发布简讯，称美国将营建防护林，北起加拿大边境，向南经过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内布

拉斯加、堪萨斯、俄克拉何马，至得克萨斯， “计长１０００英里，宽１００英里，分为１００段，每段相

隔１英里，每段之中，分为７行，总计种树面积，共达２０００万英亩。此项计划，在预防旱灾、暴雨

与暴风，免致产麦区域变为沙漠，经费预定为７５００万美元”。⑥

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通过翻译、编译或书评的形式，及时将美国水土保持的一些

８２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美］寿哈特：《推进中国之水土保持工作》，周映昌译，《农业推广通讯》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５期，第３９～４０页。
［美］寿哈特：《美国水土保持之实施及在中国进行之方法》，韩安译，《林讯》１９４５年第２卷第４期，第６～７页。
《编者按》，《农业推广通讯》１９４２年第４卷第２期，第６６页。
［美］Ｈａｒｒｙ　Ｇｏｒｄｎｅｒ：《农场地块规划法》，《农业推广通讯》１９４２年第４卷第２期，第６６～６９页；［美］Ｇｅｏｒｇｅ　Ｃｏｌｌｉｅｒ：《田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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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果介绍到国内。在１９３７年，《农报》就介绍了美国学者爱兰司１９３６年刚出版的 《土壤剥蚀及

其防止》一书，称该书详细探讨了 “引 起 土 壤 剥 蚀 之 因 子，防 止 之 方 法 与 设 计 等 问 题。所 述 诸 点，
学说与实用并重”。① １９４５年之后，该书由我国知名水利专家张含英编译出版，译 “序”提到， “我

国对防制土壤之冲刷，虽需要至 切，但 迄 未 着 手。欲 事 探 讨，只 得 借 助 他 山”，而 美 国 人 鄂 礼 士 著

《土壤之冲刷与控制》一书，“推理精详，叙述简明，堪供参考”。② 该书也成为陈恩凤编著 《水土保

持学概论》一书的重要参考。１９４２年，任美锷以书评的形式向国人介绍了 《土壤与人生》一书。该

书实际上就是１９３８年的 《美国农业年鉴》③，由美国农业部组织上百位专家集体编撰而成，梳理了美

国的土壤侵蚀及其原因，阐述了土地利用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汇总了当时美国水土保持科学技

术的最新进展。任美锷对 《土壤与人生》一书予以高度评价，称该书 “诚为英文中讨论土壤问题的

最完备的文献”。他提到，“作者介绍本书，以供他山之错；同时并提出土壤侵蚀问题，以唤起国人

的注意。本书所述虽大部限于美国的情形，但许多原则和经验很可供我们的参考”。④

在１９４０年代中期前后，为了更深入地学习美国水土保持技术，傅焕光、任承统等水土保持专家

还被派往美国考察，并将他们的观察思考写成报告。在这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乃凤。张乃凤在

美国实地考察后完成的考察报告中，提到了少耕、免耕、休耕、雨后耙地、耕地作垄、轮作、保存

地表覆盖物等在美国采用的保护性耕作措施，并指出这些实用方法在水土保持方面的良好效果。他

提到，随着这些方法的采用，沙尘暴如今 “已逐渐绝迹”，成为 “一个不可抹杀的事实”。⑤

总的来看，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对美国水土侵蚀及其治理的观察和思考在１９４０年前

后出现过一些变化：在１９３０年代侧重于水土侵蚀灾害及水土保持政策，进入４０年代之后则明显转

向水土侵蚀治理，尤其是水土保持技术。以农林水利科技人员为主的国内知识界有关美国水土保持

的撰述，主要出现在 《农业周报》《农学》《林学》《农报》《农业推广通讯》《林讯》《农林新报》等

农林类期刊上。大体来看，这些报刊的主办单位或者是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林业实验所等

政府部门下设的研究机构，或者是中国农学会、中国林学会、金陵大学农学院等学术机构。这些报

刊均以研究和传播农业科学技术知识为主旨，面向关心农业的社会各界，尤其是农业技术人员和管

理人员。在引入美国水土保持科学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译介一直占重要地位。

四、对中国水土保持事业的重要影响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对美国水土侵蚀及其治理的关注，作为中国水土保持宣传和准

备阶段的重要内容，提高了人们对水土保持重要性的认识，为中国开展水土保持试验提供了重要参

考，推动了水土保持在中国的发展。
（一）提高全社会对水土保持重要性的认识

由于中国知识界的努力，美国学界关于中国水土侵蚀的一些看法被介绍到国内，至少在两个方

面改变了国人对水土流失问题的看法。
其一，水土侵蚀后果严重，对国计民生构成重大威胁，甚至影响到文明存续。美国援华水土保

持专家罗德民一再强调水土流失的严重后果，并提出了水土流失导致我国西北地区乃至世界多个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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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中心衰落的重要观点。在此之前，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都认为，古文

明的衰落，主要是由于气候的暖干化，主要是自然因素作用的结果。但罗德民基于在中国多地就地

表植被、雨季径流与水土流失之间的关系所开展的勘测试验，并结合对西亚、北非古文明中心的考

察，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观点，认为中国西北的衰落，乃至西亚北非古文明的衰落，主要是人为所

致，是人为 “加剧侵蚀”的结果。他在１９３５年发表的 《文明与土壤侵蚀》一文中提到，“著者足迹

曾及中国西北部，深感丰美茂盛之区变为贫乏荒凉之地，人为之力，远较气候更易为甚也。”① １９４３
年，他再次提到：“西北 之 衰 落，人 们 多 归 之 于 气 候 之 变 化。然 事 实 之 证 明，则 近 千 年 来 气 候 之 变

化，固不足以左右之也。泥土之被风水之冲蚀，足以造成此区社会秩序之不安，盖以土地生产力之

减低也。”② 也就是说，水土流失后果严重，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乃至文明存续。在２０世纪三四十

年代，由于中国知识界的译介，罗德民的这一观点在中国广为人知，警醒人们关注中国严重的水土

流失问题。
美国以中国案例为借鉴开展资源保护的情况，也通过罗德民进一步在华传播开来。此前，我国

林学界先驱在宣扬振兴林业时曾对其有所提及，但流传不广。罗德民的有关论述则引起了人们更多

的重视。在华期间，罗德民多次提及中国环境破坏在美国被作为反面例子，用以推动美国资源保护

运动。他提到，“美国进行护林，基于中国森林砍伐事例为借鉴”。③ 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美国来

华探险家目睹了中国北方地区森林滥伐所引起的恶果，他们的所见所闻被美国政府用作宣传森林保

护的重要依据。在美国水土保持运动兴起的过程中，罗德民于１９２２—１９２７年间在中国黄河、淮河两

大流域进行的水土侵蚀调查，为美国推行水土保持提供了历史和经验的依据。罗德民提到，“本人于

１０余年前曾到山西实地研究水的冲刷问题”，在 “美国特设水土保持局”之际，“将本人在中国所得

之材料，作美国前车之鉴”。④ 罗德民对中国农民修建梯田来保持水土的称道，虽然让国人感到自豪，
但与此同时，美国基于中国的教训开展水土保持宣传，颇能引起国人返躬内省，很多人由此对中国

水土侵蚀的严重性有了更加深切和清醒的认识。
其二，严重水土侵蚀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在２０世纪初期，国内水旱灾害连年发生，尽管也有

不少人倡导造林为防治水旱灾害的根本之策，但人们还很少将水旱灾害同水土流失联系起来。即便

人们认识到中国存在水土侵蚀，但也往往认为水土侵蚀主要存在于中国北方黄河流域，而中国南方

则不存在这类问题。但美国援华专家寿哈特的调查，改变了人们的这一认识。１９４４年，寿哈特 “视

察粤、桂、黔、滇等省”，对中国南方地区的水土侵蚀进行调查。⑤ 在此之前，“中国南部，水土冲刷

现象，并不严重”的言论，时有耳闻。寿哈特的调查却否定了这一传统认识。寿哈特指出，珠江流

域的水土侵蚀非常严重。珠江三角洲属于冲积平原，是水土侵蚀的直接产物。粤省有 “南海一县”，
从地名可知，“该地在昔原为海滨，而今则距海不下数百华里”。珠江三角洲 “实为本流域内有农垦

之事以后，始逐渐形成，故洲上之土壤，均自上游曩时本甚肥沃之各区山地，充荡流徙而来”。由于

侵蚀，流域上游可以垦用的土地，“今日仅”余 “极小面积”，而且 “表土瘠薄”。开垦山坡、过度放

牧，致使 “地面覆蔽植物既尽”，土壤 “冲刷极端严重”。⑥ 而１９４０年代前后的一些调查，也都表明

严重水土流失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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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播科学知识，推动水土保持调查和试验

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对美国水土保持的观察和思考，促进了水土保持科学知识在

我国的传播和应用。尽管中国传统农 业 以 精 耕 细 种 闻 名，积 累 了 一 些 历 代 相 传 的 宝 贵 经 验 与 方 法，
“如梯田轮种等，已深合水土保持之原则”，但它毕竟只是一种朴素的经验，并没有上升到科学理论

层面，“我国过去对于水土保持工作实未遑顾及”。① 西方水土保持知识的引入，为这些现代科学知识

在中国的应用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农业的若干经验方法就有望经过科学的手段加以改

进和完善。
中国知识界对美国水土保持的观察和思考，还推动了国内就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开展调查和试

验。在１９３０年代中期 以 后，尤 其 是 进 入１９４０年 代 以 来，国 内 开 展 的 水 土 保 持 调 查 逐 渐 增 多。在

１９３０年之前，金陵大学农学院在国内率先开展水土侵蚀调查。在１９２２年９月至１９２７年４月间，罗

德民带领学生，数次在华北、西北、黄淮流域就水土流失问题进行考察，并发表过一些成果，他所

培养的一些学生也逐渐成 长 为 水 土 保 持 方 面 的 专 家，并 在 相 关 部 门 担 任 要 职。从１９３０年 代 中 期 开

始，水土流失进入政府部门的视线，黄河水利委员会、农林部林垦处等政府机构都开始涉足西北地

区水土保持考察和试验工作。

１９３３年成立的黄河水利委员会非常重视水土保持工作。李仪祉、张含英两位负责人都曾留学欧

美，他们改进了历来依靠堤防和疏浚来治理黄灾的传统做法，将上中游地区的水土保持视作治理黄

河水患的关键。李仪祉认为，导治黄河宜注重上游，河患 “症结所在之大病，是在于沙，沙患不除，
则河恐无治理之一日”。② 张含英也指出：“黄河之患在泥沙”，“应从治理泥沙入手”，但这方面以往

“鲜有注意”，“亦素无人研究”。③ 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三四十年代多次在黄河上、中、下游进行水土流

失勘查，先后成立了林垦组、林垦设计委员会等水土保持专门管理机构，在１９４１年还设置了陇南、
关中水土保持实验区。

进入１９４０年代之后，国民政府农林部也积极投身水土保持事业，并逐渐在全国水土保持事业中

占据主导地位。农林部在１９４０年首次成为一个单独的国家部级单位，这里荟聚了凌道扬、任承统、
陈嵘等众多知名水土保持专家。他们大都曾在美国接受过农林教育，同时也是民国时期水土保持宣

传的旗手，是我国水土保持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在这批知识分子的推动下，水土保持工作

在该部受到高度重视。农林部通过设置机构、颁布条例、培养人才、开展调研等举措，努力推动水

土保持事业。在机构设置方面，隶属农林部的中央林业实验所下设水土保持系 （组）；１９４２年成立农

林部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在 此 开 展 “保 土 植 物 实 验 与 繁 殖、坡 田 保 土 蓄 水 试 验、径 流 小 区 试 验、
土壤渗漏测验、沟冲控制、柳篱挂污示范、荒山坡造林”等各种试验；④ 农林部在１９４３年接管了黄

河水利委员会陇南水土保持实验区，在广西柳州、广东龙川、江苏南京与福建莆田设立了另外四个

水土保持实验区；在华北、华中、华南均成立了水土保持田间工作队。⑤ 在建章立制方面，农林部先

后颁布了 《农林部水源林区管理处实施管理须知》 （１９４３）、 《农林部水土保持实验区管理处组织条

例》（１９４６）、《农林部国有林区管理处组织条例》（１９４６）、《防沙林场组织规程》（１９４８）等规章制

度。在人才培养方面，农林部中央林业实验所在１９４７年举办了为期３个月的水土保持人员训练班。
训练科目包括：“水土保持理论与实施、土壤分类及土地利用、森林与水土保持、牧草与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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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艺与水土保持、农田水利工程与水土保持等”。① 在１９４０年 代 中 期，农 林 部 还 选 派 傅 焕 光、任 承

统、张乃凤、蒋德麒等多位水土保持专家赴美深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农林部在１９４０年代还制定过跨区域的大型水土保持规划。农林部与黄河水

利委员会等机构在１９４２年邀请罗德民来华，主持西北水土保持专项考察。考察历经７个多月，行程

１００００余公里，考察团成员均为水土保持相关学科的知名专家。在这次考察之后，罗德民提交了较为

详细的中国水土保持发展规划。该规划的部分内容，包括人才培养、设备购置等，很快就得到了落

实。１９４７年，农林部中央林业实验所还 “参考美国南部大平原如得克萨斯、新 墨 西 哥、科 罗 拉 多、
堪萨斯诸州沙地防治之成功方法”， “斟酌当地情形”，在豫皖两省黄泛区开展防沙造林保土活动。②

同年，农林部还制定了 “西北防沙林建设计划”，拟建横贯北方数省、长约万里的防护林，期望该工

程能像美国大平原防沙林一样取得成功，“防止沙漠迁移，并把沙漠变成良田”。③ 从这些规划即可看

出，美国水土保持的理论和方法在国内被广泛参考并被投入实际运用。

结论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得益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在实业救国、尊崇科 学 的 时 代 氛 围 中，
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农林水利界，基于国内水土流失的严重现状，较为关注１９３０年代美国的水土侵

蚀及其富有成效的防治，通过多种形式向国人传播美国水土保持的相关知识。中国技术专家认可美

国的水土保持技术，肯定这些技术在美国 “大规模的应用”，已经取得了 “辉煌的效果”；主张学习

借鉴 “先进各国”在水土保持方面 “新的成就”，“来作为我们理论上的修正和工作上的参考”。④ 中

国知识界关注美国的水土保持，是为了解决本国严重的水土侵蚀问题。通过知识界的努力，美国有

关中国水土侵蚀的一些认识被介绍到国内，国人由此对中国水土侵蚀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有了更

加清醒的认识。与此同时，美国的水土保持体系被介绍到国内，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农林部开展水

土保持工作提供了一些参考。
中国知识界对美国水土侵蚀及其防治的关注，实际上也是民国时期国内水土保持宣传和筹备阶

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壤被视为一种珍贵的经济资源，是 “立国的骨干”。⑤ 水土保持的重要性，甚

至被提到了国家安全与民族存续的高度。有人警告说，土壤侵蚀问题关乎中国前途，“倘使仍旧视若

莫睹，听若惘闻”，中国农业 “很快就要没落了，以致建筑在农业上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就要沦亡

了”，“中华文明将会成为历史的陈迹”；在此紧要关头，要 “用全部力量来对付这将制我于死命的侵

蚀作用，也许还来得及转危为安，避免民族的文化的消灭”。⑥ 与此同时，水土保持还被视为国家经

济建设的重要手段，被视为西北建设的重中之重。凌道扬从多方面宣传水土保持之于西北建设的重

要性：不仅关乎抗战大后方的农业 “增产”，而且也是 “治河之根本对策”；不仅是 “抗建期间之解

决建设之核心”，而且也是 “整个西北社会问题、民族问题解决之唯一途径”。⑦ 在水土保持的宣传活

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的知识分子，如凌道扬、铁明、傅焕光、任承统、张含英、韩安等人，都曾在

美国留学。他们对美国水土保持的关注，其目的都是要通过学习美国的强国之道，解决中国的现实

问题，要将水土保持从民间的随意行为提升到国家政府的必要职责，将水土保持纳入政府的监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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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从今天来看，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对美国水土侵蚀及其治理的观察，总体而言较为全

面，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国内学界往往将水土保持仅仅视为一种技术，而对保障水土保持技术发挥

作用的土地产权制度、农业信贷制度等社会环境因素缺乏讨论。由于国情不同，再加上水土保持毕

竟是新生事物，对美国水土保持的不准确理解 也 多 少 存 在。 《农 业 周 报》就 《农 业 调 整 法》发 表 社

论，称农业减产津贴 “扭自然之趋势”，未必为 “优良政策”。① 这种看法也许是囿 于 中 美 国 情 的 不

同，其背后逻辑大概是津贴应该用于鼓励而非限制生产，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偏颇认识。但无论如何，
民国知识界对美国水土侵蚀和治理的观察和 思 考，对 推 动 水 土 保 持 在 中 国 的 发 展 起 到 了 积 极 作 用。
然而囿于抗战和内战的整体形势，水土保持在民国时期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其贯彻实施则是在新中

国成立之后。

（责任编辑：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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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１

高国荣：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对美国水土侵蚀和治理的关注及其影响

① 仲：《社论：美国农整法被判违宪》，《农业周报》１９３６年第５卷第７期，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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