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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歌劳动在成土过程中的作用

5 9极学生 肯体仁

甲司匕
,

飞

卜 . 阅、

一
、

我国土壤 科学正处在大革命的时期

一九五八年是我国土壤科学不平凡的一年
,

也是土壤科学得到空前 繁 荣 的 一

年
。

这一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
,

特别是群众性的深翻和土壤改夏运动以及土壤普查

谧定运动
,

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土壤科学
。

同时也拾土壤科学提出了一系列新 的筒

题
,

而土壤科学没有能拾予很好的间答
。

这一事实
,

振动了土壤学界
,

人们强烈地感

到土壤学的研究方向
、

观点
、

方法都必镇加以改变
。

于是
,

土壤科学进入了大革命

的时期
。

这一革命 的实臀是土壤科学镇域内雨条道路 的斗争
,

亦 郎晚离 生 产
、

脱

离群众 的道路和桔合生产
,

桔合群众的道路的斗争
。

通过这一斗争
,

无疑的土壤科

学将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

中国的土壤学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世界
。

我国的土壤科学是一朋年青的科学
,

但在解放后短短的十年简就轻历了雨次深

刻的革命
。

解放初期的第一次革命使中国土壤学由西欧查产阶极地霄学派 的歧途蒋

向苏联先进的发生学派正确的道路
。

土壤发生学派在中国的确立
,

使我国土坡科学

在近几年取得了亘大的成就
。

但是
,

由于查产阶极学术观点
、

研究方法并未彻底清

除
。

不少研究者走上了脱离生产实际
,

脱离群众的另一歧途
。

同时
,

发生学派一些

重要 的观点
,

特别是威廉士关于 “ 土壤也是劳动的产物
” 的观点

,

在我国并未得到

应有的重砚
。

这个重要的观点长期以来仅仅得到一般的挽明和原则的肯定
。

这种现象

最明显的表现是
: 至今还汽有把人类劳 动正式列为成土过程的独立的重要 的因素

,

人俩热哀于对土壤 自然形态的描述
,

热衷于对土壤在钝 自然力作用下发生发育规律

的追求
,

而对土壤在人类劳 动影响下肥力变化的规律
,

对农业生产中有关土坡方面

的实际简题却是很少或根本没有过简
。

特别是把土坡科学神秘化
、

玄妙化以及由少

数寡家墩断的现象
,

不仅妨碍了土壤科学对生产应起的贡献
,

而且也妨碍了土壤学本

身的发展
。

我以为
,

这就是我国土壤学瘫桔之所在
。

因此
,

目前土壤科学所进行的

第二次革命是完全必要的
,

其桔果必将造成我国土坡科学的进一步飞跃
。

中国土坡

学跃居世界先进水平的简题 已轻提到 日程上来了
。

二
、

人类劳动应当被正式列为成土过程的独立的因素
,

并且应 当成为我国土坡

学的指导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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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土坡学发展历史
,

我俩可以看到 : 人俩对成土因素有过各式各样的理解
,

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学挽
。

其中以苏联先进的生物发生学挽最为完善
。

发 生 学 派 孰

为 : 土坡是由以生物为主导的五种成土因素 (郎母霄
、

地形
、

气候
、

年龄和生物 )

粽合作用下的产物
。

而威廉斯院士还曾特别强调过人为的作用
。

但是至今人类劳动

的亘大的特殊的作用往往被忽砚而仍然没有被正式承孰为独立的成土因素
。

有人以

为 : 人类的作用已被包括在成土过程的生物因素之中
,

因此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
,

这是一种有害的想法
。

因为
,

由于劳动
,

人已超出一般生物的范围而成为社会的动

物
。

人和自然的互相关系与一般生物和自然的互相关系有着本贸的差别
。

苏联哲学

家米丁院士曾指出 : “ 攫取自然界物臂是由人
、

动物和植物来实现的
,

而在这里有

深刻的
,

原 lRJ 性的差别
。

动物和植物攫取的只是那些在自然界中以本来 面 貌 存在

的对象 ; 而人在樱取 自然界物臀的时候
,

则是改造着自然界
,

要使自然界适合于自

己的 目的和需要
” 。

由此看来
,

我俩如果把人和 一般生物混淆起来 ; 如果把人的实

熨理解成为一般生物的实霄
。

那么
,

人的亘大的特殊作用就要被抹煞
,

土壤科学联

系生产
,

联系实际将成为不可思敲的了
。

事实士
,

今天地球上一般的现象
,

包括土

坡这个自然历史体在内
,

都直接闭接受到人类的影响
。

这种影响甚至不尽是程度上

的
,

而且常常是方向性的影响
。

因此
,

在研究土壤学的时候必填注意到人类影响这

一个成土过程 的重要方面
。

否 lllJ
,

将阻碍土壤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

三
、

人类劳动如何影响土壤形成过程 2

当人类开始懂得从事农业劳动的时候起
,

被耕种的土壤却解脱了钝自然力的擦

制
,

而按人和自然因素粽合作用所确定的方向变化着
,

这种变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

展和自然条件的变迁 日盘加深
。

当然
,

在不同地区
,

不同时期各种因素所发挥的作

用是不相同的
。
人们在劳动过程中逐渐敲歌了土壤逐渐掌握了土壤的发生发育规律

,

从而加以更有效的利用和改夏
。

在这方面我仍祖国得天独厚的悠久农业历史是最育

力的征明
。 户

远在公元前二千二百二十一年大禹治水后郎分天下 为 九 州
,

而 当 时 对 九 州

土壤就有祀载和阴述
。

从这些昆载中我俩可以看出人摺不仅敲积了土壤的外貌即色

泽
,

贾地等等物理性状
,

而且对土坡的臂的特征— 肥力已有初步的歌靓
。

据
“
周

礼
”
纪载

,

在周朝时杭治者没寡官掌管土地
,

所渭
“ 司徒 (官名 ) 有五 土 之 辨 草

人 (官名 ) 掌土化之法
” 。

此外还有 : “ 地相其宜而为之种
。 ” “

地广 大 荒 而 不

治
,

士之辱也
”
等等挽法

。

这反映人仍已深刻孰靓到土坡和作物的关系
,

人仍已短

.

刁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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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合理利用土壤和改夏土壤的重要性
。

春秋战国时管子的
“
地且篇

” 中对地形
,

地

下水
,

土性
,

土宜的互相关系等等告有群尽的豁载和阴述
。

这一切都挽明 : 当人类

文 明还在萌芽时期
,

人们就初步敲职了土壤
,

有惫靓的利用和改夏着土坡
。

现以陕西黄土高原在耕土壤为例具体分析人类劳动对成土过程的影响
。

陕西是我国古代中原之地
,

是我国文明的发祥地
,

也是我国古老的农业区
。

根

据最近西安半坡村出土的陶器器皿中
,

发现装有五千年前的谷子
。

考古材科征明 :

黄土高原的非灌溉农业至少已有二千五百年历史
。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
,

人俩的各种

轻济活动己彻底改变了高原的自然面貌
,

今 日之 自然景观决不同于昔 日
,

高原之土

坡 己轻受到人俩程度上和方向上的干涉
。

而这种干涉是通过人类道接的耕种和通过

人对 自然条件的改造而简接实现的
。

应含锐明的是这种直接简接干涉的因子是粽合

作用的
,

为了技述方便
,

加以分述如下 :

( 1 ) 由于人类垦殖
,

破坏了自然植被
,

而代之以栽培植物
。

这个过程在陕北

一带尤为明显
,

以致于 目前我们很难发现那怕是一小片完整的 自然植被
。

这样就打

破了土壤在自然植被为主导下的发生发育程序
。

土壤失去了自然植被的影响而被迫

接受栽培植物的影响
。

而栽培植物的演变通常决定于人的需要和当地轮作制度
。

由

于人对作物利用的桔果
,

作物每年遣留拾土壤的有机臀大大的减少
,

因此
,

通常都

需要依靠施肥来补充
。

这些特点不能不影响成土过程
。

( 2 ) 由于不合理的垦植
,

导致土坡严重的侵触
,

原来平坦的地形
,

被割切成

为 沟谷杖横的 “ 梁
” “ 卵

” 地带
。

而地形变化无疑会影响成土过程的
。

( 3 ) 由于植被
,

地形的变化
,

无疑气候和水文条件也会发生变化
:

气候趋于“ ~ `

~
研 ,

~
’

~
’ ` 山

, 丫 ` , “

~
` 以 ’ / “ ~

” ’
二

` 曰 ` J 、

~ 小 ” 山一 ~ 一 ~
’

路
“ ’叭 ~

J

干燥
,

水分的下渗和通流的比率大大诚低
。

淋溶过程被削弱
,

土壤 的其他物理
、

化

学
、

生物性状也相应改变
。

( 4 ) 由于施行灌溉 (古代黄土高原水地不多
,

仅渭北郑 白渠一带局部地区有

水地分布 )
。

加强了淋溶过程
,

加强土体风化
,

因而也改变了土壤的物理化学
、

生

理性状
。

应孩指出的是 : 由于人类灌溉多在干旱季节进行
,

此时蒸发强烈
,

土壤水

分活动频繁
,

这无疑会加强成土作用
。

( 5 ) 长期 的施肥也严重的影响了成土过程
,

第一
,

施肥影响土坡化学成份的

歇变
,

并月
.

述可能加入一些原来土壤中浪有的成份
。

第二
,

由于施入有机肥或无机

肥都会引起土壤宜地
、

桔构
、

以及水分热状况的改变
。

第三
,

由于长期施用土粪的

钻果
,

在自然土壤上造成人工伏盖层
,

这一层的出现
,

使埋藏的土壤热状况发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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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

成土过程受到严重的干涉
。

( 6 ) 由于人码进行各种土壤改夏措施
,

直接改变土坡各种性状
,

土壤肥力不

断场长
,

自然也影响了成土过程
。

( 7 ) 由于人俩进行土地基本建投 (如修梯田等 ) 和各种耕 作 措 施 (如 拿
、

耙
、

掩等 ) 道接改变了地形和水热状况
。

( 8 ) 更值得注惫的是 :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深翻地运动
,

其影响是如此

之深
,

以致于自然界在千百年简所建造的土壤剖面瞬息之简即遭破坏
。

这个运动可

以搅明人类对成土过程的影响己轻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

即到了向深撇发展的阶段
。

应孩强绸指出 : 根据中央关于深耕和改夏土坡的指示
,

这个运动将要在全国一切适

宜深翻的土地上进行
,

而且这个任务将在最短期内完成
,

每隔三年左右还要重复一

次
。

这就惫味着深翻地的互大影响将要在最短期内扩展到极大的范围 : 意味着深翻

地对成土过程影响的强度扭速加深
。

难道这一切还不足以挽明人的亘大的威力嘱 ?

难道还不足以挽明人类劳动确是成土过程一个独立而重要的因素嫣?

当然
,

人类劳动对成土过程的影响决不仅有这些方面
, ’

也决不是每一地区土壤

都必须受这些方面的影响
,

简题总是需要具体分析的
。

还需要挽明 : 截至 目前为止
,

全世界耕地总面积仅占地表陆地总面积百分之七

左右
,

加上人对林地和其他土地的影响
,

其比例也不是很大的
,

这羡明人类劳动的

道接影响在空简上还有一定的狭溢性
。

但这并不惫味着劳动这个成土因素的重要惫

义被创弱
。

因为在今天的情况下
,

可以挽地球上没有任何角落不受到人类道接或简

接的影响场 同时
,

更重要的
,

我们应孩考虑到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

人们对土壤

的利用和改造无渝从空简上
、

强度都会愈加扩展和加深
。

可以予料
,

随着时简的进

展
,

人类必将以各种方式参与土壤形成过程的
。

另一个极重要的朋题是 : 作为一个重要的成土因素
,

劳动是决定与社会发展境

律的
。

换句括挽
: 人类劳动对成土过程的影响

,

应当归桔为社会制度的影响
。

这不

仅因为社会制度决定科学技术的发展
,

因而也决定人俩对土壤孰靓的程度
,

而且更重

要的是社会制度决定了人们对土地的态度
,

在阶极社会中
,

特别是查本 主 义 社 会

中
,

大部分土地为地主和农业查本家占有
,

由于他俩食婆的利憋
,

决定了他们对土

地进行惊夺式的轻营
,

致使土壤肥力急剧下降甚至趋于病态 (盆清化
、

沼泽化等 )

这种情况在美国
,

在旧中国以及其他查本主义国家是累免不鲜的
。

例如
,

由于不合

理轻营桔果美国灌溉地的百分之 五十四发生程度不同的盆渍化
,

而印度百分之六十

侧 J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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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灌溉地也发生盆清化
。

旧中国陕北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
,

风沙的侵袭
,

榆林城址

的三易是人尽替知的
。

相反
,

在社会主义的苏联由于消灭了私有制度
,

改变了对土地

掠夺式的径营
。

苏联盆清土面积从而占耕地百分之二十五
。

而我国在解放后对东北西

北和渭海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盆清土和雷地土壤改夏工作 ; 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以

及营造防护林
,

兴修水利
,

改造沙漠等工作正在迅速进展
。

这一切都羡明 : 人类对成

土过程的影响
,

特别是对土壤肥力的影响存在着好坏雨个方面的
。

而决定性的因素

是社会制度的不同
。

在这一点上
,

遗憾的是
,

目前国内某些研究者都有着片面的解
,

尝如
,

熊毅先生在 “ 土壤
”
月刊五九年第二期所发表的文章 中写道 : “

几千年
,

从未听到中国
.

土壤有因耕种而变坏的
” 。

这种观点显然是不能被接受的
。

它不符合实际情况
。

脱离了阶极观点
。

忽砚了土壤科学还是阶极斗争的 武 器
,

因为

因

释来

阳` 喃

奥

为
,

在今天
,

查产阶极的土壤学家还沿用着 “ 土壤肥力递减率
” 的伪科学原理为查

本家的可耻$lJ 削和帝国主义战争制造藉 口
。

我们的土壤科学
,

应 当根据科学的原理

抬予这种伪科学以双倍的打击
。

四
、

土壤形成过程 的实臀需要进一步探封
。

苏联学者对成土过程的实胃曾有过薛多不同的挽法
,

例如威廉斯指出 : 成土过

程的实霄是有机臂的合成和分鲜
。

而包列赛夫等敲为是地胃学大循环和生物学小循

环之简对立面矛盾斗争 的杭一
。

但是
,

当我们把人类劳动当做成土过程因素引入之

后
,

我就会发现这些锐法不绚确切了
。

因为第一
,

由于人类的影响
,

例如水土保持

的各种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等
。

则地宜大循环所鲜放的营养元素被人为 的 保 菩 下

来
。

这样看来
,

人似乎成了地霄大循环一个对立的矛盾了
。

第二
,

人类对成土过程

的影响往往不一定在地霄大循环基础上进行
。

例如
,

有很多还没有进入地霄循环的

岩石矿物
,

甚至大气圈中的氮素常常被人加以利用而进入成土过程
。

第三
,

人类对

成土过程的影响也不一定要通过有机鬓合成分解的途径
。

例如深翻
,

施用无机肥料

以及其他耕作和改夏措施等
。

因此
,

我觉得有对成土过程实贸重新探时的必要
。

而这种探豺是非 常 有 意 义

的
。

五
、

武功地区土坡分类地位需要进一步探豺
。

武功地区土坡分类地位
,

是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朋题
,

中外学者众貌粉耘
,

颇

有争渝
。

但是
,

如果同样把劳动这一成土内因素引入之后
,

我俩也可以发现这些争

脸也有很多不殉确切之处
。

第一
,

在研究武功地区土壤时
,

我们常发现
,

有人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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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厚达 40 一 80 厘米的人工复盖层撇开
,

而单钝探封埋藏性的自然土壤
。

显然
,

这忽

视了由于埋藏的桔果
,

该 自然土壤所处的水热条件己轻变化
,

土壤剖面特征己轻受

到了新的影响
。

第二
,

另一种情况是
,

有人总是企图从今天地貌
,

植被特征去为数

千年前的土坡形成过程寻找根据需知
,

如前所挽
,

这些条件己轻发生了改变
,

这样

作显然是徒劳的
。

总之
,

我以为 : 在研究武功土坡时存在着一种不夏的倾向
,

即是企图用钝自然

的观点去研究事实上己轻由人和 自然粽合作用
一

F的土壤
。

这就使很多简 题 难 以 肯

定
。

因此
,

武功土坡分类简题应孩须从砚有土坡剖面 (包括复盖层在内)特征出发
,

从自然历史和社会历史以及其相桔合的过程中去求得解答
。

. 刁护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