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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绪论*

林业史研究的当代意义是晓显的，它可以促进林业适应时代

要求，加速由传统林业肉现代林业转变;可以剑新林业发展战略

的理论与方法，为丰富和发展现代林业理论提供借鉴;可以充分

发挥林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主体能动作用，有效改善生态环

境。林业史研究还有一个重要作用，那就是文化传承，形成知识

体系向下延伸。整个中华民族林业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一个知识

体系，断江区域林业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是一个知识体系。为构建

林业史的这个知识体系，理论界和实务界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同的

知识单元层面展开了讨论。

学术界对林业史的研究较为充分，但对区域林业史的研究明

显不足。区域林业史研究的检值在于:一是可弥补全国林业史徨

*著者曾在《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月2008 年第 i 期上发表《从浙江

林业史谈区域林业史研究的意义与前糖》一文。 此处对该文略作修改，作为本着的绪

论。

1 



浙江林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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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注意到区域差异性雨导致的不足，以补充和丰富全国史，挂动

全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二是实现区域通史研究与区域生产部门

史研究、区域农业史研究与区域林业史研究分离，以求区域林业

史研究得到强化与细化。区域林业史研究总体思路为:以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现有1方法论，应体现浓郁的地方

特色、鲜明的时代特色、博大精深的专业特色和强烈的现实指导

意义，把区域林业历史变迁过程的分期、分区域、分内容研究和林

业变迁各种机理研究结合起来。

一、研究史回顾

中国传统林业并非站立之行业。浩瀚古籍中不乏林业史料，

却克林业史专题研究。 20 世纪初老一辈林学家开能林学及其

各分支学科，林业史研究得以起步，部分论著较科学、系统地穰括

了中国森林发展的历史取得如步研究成果。① 1949 年新中国成

立以来，部分农史学者对农林古籍进行了发据与整理，为林业史

研究提供了基础性工作。《中国森林史料》②等论著较科学而又

系统地棋括了中国森林发展的历史;南京材、学院林业遗产研究室

(成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 ，从林业科技史的角度，辑录与林业

生产有关部分，出版了《中国林业技术史料拐步研究》飞一些文

史与市史地理学者也从各自的学术角度，发表过有关林业史论

著③。这些都为中国林业史及区域林业史的研究起到了开创和

① 参{恩戴宗槌:{中国森林历史概论)，载《金陵光)1918 年第 1 期;高秉坊:(中

国森林之回顾) ，载《森林)1921 年第 2 号:陈蝶:(历代森林史略及民园林政史料) ，中

华农学会 1934 版。

② 炼味:(中国森林史料)，中国林业出版社 1951 年版。

③ 干锋:(中离林业技术史料初步研究) ，农业出版社 1964 年版。

③ 潭其嚷:(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吟，载《学术月

刊)1962 年第 2 期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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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的作用。但是，在 20 世纪 70 年我中后期之前，学界对林业

史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深度，进展缓慢。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以来，林业史的研究日益被人们所重

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基础研究得到加强，多学科探

讨不断深入，专题研究丰富多彰。②中嚣林学会林业史学会(成

立于 1987 年)对林业史研究起到了组织租推动作用。《中国林

业五十年(1949-1999) }②、载于《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林业卷》

的《中国林业大事年表》③等一批林业史的工具书相继出版;{中

昌森林的历史变迁》、《中国林业史上《中雷近代林业史上《中国

古代林业史·先秦篇》、《中国林业概辑》、《中华民罢林业法制

史》和《中国林业经济史》③等一批材料题实的林业史专著与综合

林业史籍出版，研究涉及林业史学科建设、林业史研究摄况、中国

古代林业思想和传统文化、林业科技史和经济史、近现代林业史

等领域，这些论著的出现将林业史研究推向系统化。《中国林业

教育史》⑤、《中国林业传统引论》⑤等对林业科教史和林业文化方

击进行了较为扎实的研究;{中医森林史资斜汇编》⑦则对各自才段

①萌坚强:{中国林业史研究概述)，载《浙江林学院学报}2002 年第 3 期。

② 国家林业局:{中国林业五十年( 1949-1999汗，中国林业出版社 2(湖年艇。

③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编辑部:{中国林业大事年表) ，载〈中国农业百科全书·

林业卷)，农业出版社 1989 年版。

③ 参阅陶炎:{中国森林的历史变迁}，中层林业出版社 1994 年版;焦菌模:(中

国林业史)， [台北]渤海堂图书公司 1雪99 年版:熊大根:{中国近代林业史上中国林

业出版社 1989 年版:张钧成:(中国古代林业史·先秦篇)，[台北]五商图书出版公司

19雪5 年版;辛业江:(中国林业概貌)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87 年版;吴金赞:{中华民国

林业法制史机〔台北〕正中书局 1991 年版;王长富:{中国林业经济史上东北林业大

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⑤栋业部教育司:(中雷林业教育史)，中厘林业出版社 19雪8 年版。

⑤ 张钧成:(中国林业传统引论)，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2 年版。

⑦董智勇、佟新夫:(中国森林史资料汇编)，中国林学会林业史学会 1993 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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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国森林变迁史料进行了就理。近年有不少年轻学者致力于

林业史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樊宝敏的博士论文《中国清代

以来林政史研究)(北京林业大学，2∞2 年)对林政史问题进行深

入研究。一批林业史专家正在编著《中华大典·林业典}，{林业

典》是《中华大典》所规划的 22 个典中第一批开始编篡的典，全

书将收入林业吉籍和史料约 15∞多万字。这一典著的编写将使

中国林业史的研究水平进一步提高并向纵深方向发展。

区域林业史的研究也已铺开，地方林业志的编寨也为林业史

的研究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珉，体现当代林业史研究水平的综合论

著正在编篡并己陆续出版。区域林业史的研究方面取得可喜成

果，代表性论著有:{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现《西勇至

元代陕西地区蚕桑事业》②、《云南晓清和民国时期林业碑刻探

述》②、《北京森林史辑要》③、《太岳山区森林与生态史》④、《费清

时期环北京地区的林业政策》③、《湖北林业史》⑤、《东北近代林

业经济史》⑦等，沈文嘉的博士论文《清水江流域林业经济与社会

变迁研究口创4-1911)}C 北京林业大学，2006 年)对清水江流域

特定时段的林业经济史问题做了阐述;各地林业部门在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了地方林业志的

① 参阅史念海:(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 ，载{河山集)，兰联书店 1963

年版;史念海:(西周至元代陕西地区蚕桑事业) ，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7 年第 4

期。

期。

②李荣高:(云南明清和民国时期林业碑刻探述)，载《农业考古)2∞2 年第 1

③ 王九龄、李荫秀:(北京森林史辑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吉2 年版。

④霍匠、段贵书:(太岳山区森林与生态史)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 年版。

⑤樊宝敏、董源:(碗清时期环北京地区的林业政策)，载《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去年第 1 期。

③冯袒祥、漆根深、赵天生:(湖北林业史)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5 年版。

⑦王长富:(东北近代林业经济史)，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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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篡。已出般的省一级的地方林业志主要有: {北京林业志上

《湖北林业志》和《四川林业志》①等，市县一级的林业志不胜枚

举。

对浙江林业史研究目前取得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浙江省

林业志》上，此志历时 8 年编篡而成，是浙江省历史上第一部记述

林业门类与历史的专业志书。全书共 206 万字，配有近百辐噩

片，前列序、凡伊!、综述、大事记，后设丛录、索引，中间主捧部分分

设十篇四十七章，搜集整理了吉今浙江林业各种文献资料，全面

系统地记述浙江林业的发展历史，以及古今森林兴衰、地域变迁

的历程。另外，还有一大敦市、县林业志向世，如:(温娟市林业

志》、《临安县林业志)，等等。陈替驿等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

浙江林业史展开研究，取得丰硕成果。②

对林业史的研究特别是区域林业史的研究取得了一批成果，

并且呈现出良好的势头，但已有的成绩还远远不够。从浙江的情

况看，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凡个方面:第一，已有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全国，尤其是集中在研究环北京地区、东北地区的林业史，有

关浙江和中国其他地区的研究较少。第二，已有研究成果主要表

现在《浙江省林业志》上。而志与史在内容、成书方法、社会功用

① 参阅北京林业志编委会:(北京林业志)，中雷林业出版社 1993 年版;湖北林

业志编辑委员会:(湖北林业志)，武汉出版社 1989 年额;因)11林业志编委会:(四川栋

业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年版。

②参阅陈桥驿:(历史上浙江省约山地垦殖与山林破坏)，载《中国社会科学》

1983 年第 4 期z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载《地

理学报)1965 年第 2 朔:陈桥驿、减威霆、毛必林: (浙江省地理)，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潭其骥:(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一一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民国

日报)(杭州) ,1947 -10 -4;胡坚强:(浙江森林旅游文化源流)，科学出版社 2∞4 年

版;浙江植物志编辑委员会:(浙江植物志)，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 年版;浙江森

林编辑委员会:{浙江森林立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3 年版。李群: (太湖地区农业史

稿)，农业出版社 1师0 年版:缪启馀:(太湖塘满好E史研究)，农业出版社 198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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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都是有区别的，即"史远市志近、史专而志广，史以议论为

主、南志以记叙为主"。志书不是个人著作或论文，而是用于一个

地区或一个行业的大型的历史性的书，是代表→个地区或一个行

业的，要忠实地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反映客班事实，要撇开个人强

点。单纯修志对浙江林业史的研究还不够，认识历史不单要反映

历史规律，雨旦要探索历史规律。第三，缺乏理论指导。林业史

研究涉及历史学、哲学、考古学、环境生态科学、林学、社会学、人

口学、经济学等众多学科，采用什么理论和方法对于推进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史就是→部森林文化史。从类人

猿到人的转变，是在森林中完成的。人类至今钙留恋森林，许多

民族都有祭祀山林的习俗，形成了特有的森林文化。例如每奴人

秋天有大会路林的习俗，所谓蹄林按摄师古的注释，即"绕林木而

祭也"①。保护森林就是保护陆地生态环境，森林的存在制约和

影响其他生态系统，森林也是陆地最重要的生物基因库。森林具

有储存水分、调节干湿度、齿风盟沙的巨大生态功能。丰富的森

林资源是先袒们得以世代生息繁衍的重要因素。过去，我幻受狭

义的文化观点的影响，认为文化是社会意识影态以及与之相适应

的制度、组织机构。人们习惯于只把森林看成一种自然资摞，把

林业仅仅看或是产业，即物贵时富部口，对森林资源只是一味索

取，这造成对森林资摞掠夺性破坏。研究区域的林业的变迁历

程，从中判萌区域森林延续至今的历史原齿，探究其中的成功经

验与失败的教训，对于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和加块林业的玫革

① 司马迁:(史记·卷 110. 匈奴歹IJ传).中华书局 1975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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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手口可持续发展，对于擂导开展"盛世兴林"事业，对于推动中国 21

世纪绿色文明可持续发震的伟大进程提供可资借鉴的绿色文化

资源，对于把握现代林业发展中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具有重

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区域林业史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尽管也有一些学

者批评一味追求区域史的研究，史学有"失落"和把历史缰化的

危险。①但从整体来看，区域史研究扔是研究者比较接受的做

法。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吕各地区之间差别甚大，必须对区域展开

研究方可获得正确百深入的认识;另一方面是因为各个地方都有

它自己发展的可能性与活力，寻找一个"跨区域"对象并不容易，

历史人物和事件总是容易局限在某个固定的区域，一旦这些事件

和人物跨出其所固有的区域，则徨容易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人

物和事件，雨使之很难把握和理解。将林业与特定区域文化之间

联系起来，以埂更好地揭示它们的发展和变化。从地方性的逻辑

出发，并将之置于全国林业发震的历史发展背景之中，就可有效

地从整合宏观进程与微观进程、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角度来认

识区域林业的历史变迁。林业史作为一个生产部门史，其研究扮

值也是不容忽视的。已有的综合史研究更多的是将林韭史故在

农业史里噩，研究不够细致;更多的是注重有关历史资料的阐释

布林立Ik.开发过程的分析，很少将过去开发的重点和难点与当今的

林业开发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整体性研究，没有深入到林业

的各个层面，尤其是有关林业生产力层次的探计比较薄弱。区域

林业史专题研究，就林业与社会变迁课题进行深入研究，遥过考

察历代特定区域林业体系影成中行业区位格局整合的茄史过程，

及其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揭示赞定区域林业发展的内在

①王先明:("区域化"取向与近代史研究)，载《学术月刊)2(脱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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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关系、菌素及其作窍，客现评价特定区域林业变迁的性质、

程度和局限，分析最i约特定区域林业变革的内在和外在因素，从

实际典型案棋中探讨和总结历代特定区域林业发展模式，总结特

定区域林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成功经撞，这不仅可以撞进渐次成

为热点的区域研究，填补林业史研究中的空白，将中国林业史的

研究水平提升至一个新的层面。

浙江林业史研究的重要性更是如此。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境

内地形复杂多样，陆域面积 10.18 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和丘霞

占 70.4% ，平原占 23.3% ，河流湖泊占 6.4% ，为"七山一水二分

田"的多山省份，林业生产历史悠久，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林区。

从古至今，商江人民在保护森林、绿化造林、经营林业、开发出区

的漫长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丰硕成就，为社会经济发

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①注重突出浙江的林业特色，挖掘新江林

业文化，必将为浙江森林今后的保护和林鱼的合理开发，尤其是

为兼顾生态、经济

用。浙江林业要在实现全噩绿化的起点上，开拓创新，需要学习、

借鉴历史经验。

通过对新江林业史的研究，使人妇对浙江文明发展史有更全

面更深毙的了解。对浙江全省林业的所有领域作动态的和系统

的讨论，对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境以内在林业方雷所取得的进

步作系统展示，有助于人们从历史中获得教圳和收益，有助于"绿

色新汪"建设。通过新江林业史的研究可填写缺少一部浙江林业

史专著的缺憾，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做出总体评论，在关照历史

的同时关照现实和未来，可以让人们看到新江林业变迁的全貌，

与《新江省林业志》影或学术系列 O

①浙江省林业志编篡委员会:(浙江省林业志~，中华书局 2∞1 年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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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范匮

浙汪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文明昌盛，历史悠久。

早在 45 万年前的中更新筐，安吉就有远古人类活动的踪迹，拉开

了溺江历史的序幕。在距今约 10 万年韵，原始人群"建德人"在

今天的浙江西部山区一带活动。新江境内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

址 1∞多处，有距今 80∞年的跨湖桥文化、距今 70∞年的河姆

渡文化、距今 60∞年的马家、洪文化和距今 50∞年的是清文化。

春秋时期，浙江分属吴、越两国。以会稽为都域的越国，在越王句

践时期曾经相当富强。战国时属楚。秦朝，在浙江设立会稽郡。

三国时期，新江富阳人孙权建立了吴国。据江有省的建制，自晚

窘略见眉吕 c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全国分为十五道，其中江南

东道辖今浙、闺药省。唐肃宗乾元元年，又从江南东道分出两浙

道，部浙江东道、浙江西道，渐或省级建锚的雏影。五代十国哥i自

安人钱谬建立吴越国。元代至元二十年，原来的两革开路，与福建、

赣东、皖南合井，同属江前仔中书省。明初改元击tl为活江承宣布

政使司，辖 11 府、1 州、75 县，省界区域基本定型。清康熙初年改

为浙江省，建制至此确定。①

"浙江"是钱塘江的古称，意为曲拆的江水G 磨1-t时，分江南

东道设立两斯道，是为"新"字第一次成为地方政府的名称"浙

江"之名由钱塘江流域，廷件至北起长江，高至平阁，西情茅山、天

吕白，东濒大海，囊括太湖、钱塘江、爵江、灵江、随江、董江等几大

流域的共同的政治和文化地理名称。

现今有关踊江林业史的研究起噩主要集中在"浙江"的主体

①浙江区划地名溯源编委会:(浙江区划地名溯源) ，浙江大学出版社 2∞7 年

版，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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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其实"浙江"的主体区域，一直以来是比较稳定的。这一

区域在春秩战望以前为越人聚居地，也是越国的本部，又曾被吴

国占领，后又成为楚国前→部分。秦统一中国后，设立会稽郡，属

扬辉。三国时属于东吴，两晋南北朝时期属于南朝。唐宋之际又

相继为两浙道、吴越自和两浙路的辖区，吴越国内并称"两浙十三

州"。明朝初年，设置"浙江布政使司" (初期不含太湖地区的期

炜府、嘉兴府) ，治抗舟，而一些靠近福建的地区以苍南金乡为界，

划人福建仔省。自此大致形成了延续至今的黯江省辖区域。

因"新江"的主体区域所指，一直比较稳定，所以将它作为一

个独立的林区来讨论，是可取的。本文在各章中，在讨论各该时

嚣的新江林业时，对今浙江以外的少部分区域，或涉及较少。如

吴越匮主要范围包括今斯江全境，还包捂了今上海和福建省北部

的建挂在、宁德、寿光，江苏省离部的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即为今

天吴越文化和吴语的占据主导的区域。本文在讨论吴越国时，并

不严格区分哪些是属于今浙江的，哪垫是今福建省主部或江苏省

南部的。何况，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

以确认，有最萌确的边界;丽自然区域是地理学家对自然环境进

行的这划，不同研究者有其不同的地理观点，形成互有差异的自

然区划方案。行政区划虽由现实的政治需要丽确定，不同时藏都

有所变化， {S要受制于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虽然自然区划有不

同的方案，徨其所根据的自然环境是确定的，故差异性不大。

E、研究的总体思路

区域林业史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作为茄史现和方法论，以对历史文献的准确运用、解释和考

证为最基本的方法，全面检搜方志等文献中有关林业的内容，再

佐以历代有关碑文、森林法、持猎法、历代正史、古农书、笔记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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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档案报刊，以及民国农业摄况报告和森林调查报告等其他有

关资料，力图按照历史的原貌，有根有据地、实事求是地发现、提

示、评论和评价，寻求客观规律性， ，总结出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谢。

担文献研究租吕野调查结合起来，在研究林业史料时，力求把林

业史料放在所在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历史、文化传统的大

背景上进行考查，探寻趣律性。

这域林业史研究应体现浓郁的地方特色，重视林业发展的自

然条件(包括地形、气候，71<.文、地质等) ，因地制宜纵深控掘林业

资摞的地方优势。区域林业史研究纵述历史、横陈现状，应具有

鲜睫的时代特色，较客观地反映本区域林业发展规律。林业史研

究从宏混上，可以用丰富、科学的专业资料，提高人们对发展林业

的重要现实意义的认识，树立"大林业"战略思想，推动全民重视

林业、发展林业，开拓林业经济;从微观上，起到深入具体传播林

业业务基本知识、科技发明和植、选、护、管等科学方法，提高林业

现代化水平的棋极作用。所以，区域林业史研究还应具有博大精

深的专业特色。区域林业史研究要成为精品，需要总结对以后有

指导意义的观点，预赣未来和今后区域林业发展的方向，理清区

域林业发展的基本融络。

历史研究必须立足于有据的史料，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出发

点。梁启超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其或不确，则无复

史之可言。"①研究区域林业史，须搜集各历史时期的特定区域林

业历史资科。在广泛搜集丰富史料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史学

理论为指导，对材料进仔理论思维加工，进而揭示隐藏于历史现

象背后的本质。区域林业史研究应选择通过内部自然环境程外

部社会环境的双重角度，透视区域林业与社会变迁;方法和手段

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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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除了采用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外，还要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

方法，广泛吸取其他梧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学科普及林

学、民族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在广泛

收集资料，认真借鉴吸纳大量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

国情，通过扎实的研究，依靠文献古籍、方志、民间散藏的各种文

书资料如林韭契约、族谱、碑刻等资料，运用多重学科知识进行综

合交叉研究，特别注意地域性的缉部研究和比较研究。

区域林业史研究还应采取利用历史文献及多学科研究成果

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历史人类学所倡导的田野工作

方法，对"地方性知识"的重视、希望对研究玲象的世界现和"历

史性"的把握，提供了让研究者产生"移情"的可能，从而更深刻

地理解区域性历史。对区域林业史的研究，可把特定区域林业页

史变迁过程的分期〈先秦时期、秦汉六朝时期、睛唐五代时期、宋

元时期、萌代与清中前期、晚清时期、民国时期、当代〉研究，分区

域〈平原、山区、海岛等)研究，分内容(森林资、源、生态、产业、学

术文化、管理〉研究，林业变迁各种机理(市场需求、科学技术、发

财致富的利益驱动、农业发展、工业发展、战争、人类踵习、人口增

长〉研究四个方西结合起来，以求全面展示特定区域森林的历史

变迁和林业建设的曲折历程。研究过程可分为三个阶嚣。第一

龄段是资料的调查、搜集与复制阶段，通过抄录、复制、制作缩教

授片等方式搜集有关区域林业史的原始资料。第二捞段是资料

却整理阶段。有关这域林业史方面的文献资料收藏分散，杂乱无

章。对各类档案文献进行系统整理、排列的工作。第三阶段是专

题研究与论著撰写阶段。

浙江林业有共性的一面，又有其自身特点，研究革开江林业史

不但要关注共性的一亩，更多的应重视对浙江林业的地方特色和

时代特点的掌握和记述，做到详特略同。"天下共有者，要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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