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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林业志》是在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办公室指

导帮助下，山西省林业厅党组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编纂的。

《‘山西林业志》记述了I 84卜1985年间山西林业的历史和

和现状。对山酉森林的变迁、森林的自然地理环境、森林资

源、树木种类-山林权属，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林业方针政策

和机构设置均作了叙述。由于山西的森林饱受历代封建统诒者

和官僚地主阶级、帝国主义的肆意破坏，以及各种人为的摧

残，到全省解放时，童山遍地，森林覆盖率只剩2．4％。为使

后人永远铭记这一7惨痛的历史并引以为戒，我们还对森林保护

和森林灾害的防治，以及护林的经验教训，作了系统的记述。

《山西林业志》还用较大的篇幅记载了各个革命根据地进

行林业建设活动的概况．因为从抗日战争开始以来，中共在山

砥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三大革命根据地，曾先后成

立了林业机构。在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中，一手拿枪

迎击敌人，一手拿镢植树造林，既发展了生产，繁荣经济，改

善了人民生活，支援了神圣的战争，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

建国后发展与建立社会主义林业建设事业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山西林业志》详今略古，对建国以来的营林事业，从采

种育苗植树造林到采伐利用，以及在林业科学研究和教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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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与现状，均作了详细的记述。

通览全志，今昔对比，即可明了山西林业事业在中共领导

和重视下，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建设，三晋大地森林覆盖率已

达1 3．8％，不少地方已起到改良气候和保障农田丰收的作用，

为我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

《山西林业志》，由山西省林业厅副厅长李慧培主编，翟

旺、王国祥、李万章、温贵常、白剑效、何佩理、乔俊、梁和

印、林业勘测设计院、高才云、范天凤、景载肃、王玉琴、刘负

米、杨明亮、李慧培、刘海江、丁文学、李中立、王玉田、刘

学勤、龚大绶、唐仁远、金佩华等分工撰写，经温贵常统纂，

并进行了补充修改，经送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刘纬

毅同志审阅后付印，以广泛征求意见。

在收集资料过程中，承蒙中国历史第一、第二档案馆、山

西省档案馆、公安厅档案馆、林业部、农牧渔业部、山西、北

京、陕西、甘肃、四川、湖北、广东、上海、南京、太原等省

市图书馆及北京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农业大学，南京大

学、山西大学等有关单位大力支持和协助，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纂人员水平不高，加之经验不足，资料残缺不金，

错漏之处肯定不少。请各位专家、学者，同行批评指正。

编 者

1987年lo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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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森林的变迁

山西在上古时曾经是森林茂密，气候适宜，生态环境良好的地方。我们中华民

族的祖先一一夏族，在很早以前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相传尧都平

阳(今临汾)、舜都蒲坂(今永济)、禹都安邑(今运城北)，周的祖先后稷教民

檬穑于稷山j黄帝妃嫘祖养蚕于夏县。襄汾“丁村人”的发现，证明了这种传说的

可能性。森林养育了人类，山西是古人类发祥地之一。文化与开发最早，素有“古

代文化摇篮”之称。

题≯山西的森林在历史时期的变化，由于史籍关于森林记载极为缺乏，其记述也不

系统。今以社会发展顺序分段略述如下t

从考古发现所见，汾涑流域的新石器遗址中有木炭，可知那时平原地区有大片

森林。《山海经》记载：传说尧舜之时q}不山襄秀、草木畅茂，万山丛绿，古木参

天”，说明山区都是茂密的森林。《中山经》记述中条山西部“其上多扭木”，历山

“其上多框，多枥木”，簿山“其上多竹”，霍山“其木多毂”。说明山西全境绝

大部分都有森林。覆盖率较大。

当时的人类先以围猎采集为生，随即以猎耕并行，以后转向耕殖为主。围猎耕

殖都要毁林。甲骨文就有开拓农田的记载，早期“麓”宇就是林下烧垦的象征。当

时遍地丛林莽莽，要种农田必然放火烧林。《孟子》说： “舜曾使益掌火，益烈山

泽而焚，禽兽逃匿”，就是森林开始消蚀的记述。殷商建国后，山西大部分被各部

族(如戎、赤狄)占据。如晋北一带的土方、辔方，晋南的召、稷，晋东南的黎，

各部族的活动，使山西森林受到影响。这个时期，平川的森林由于人口的增加，已

开始被毁为农田，但丘陵和山区的森林仍然完好。

战国以前平JlI还有大片森林，田、园、林相间并存。战国以后，人口增殖，

已有“三晋地狭而民众”的说法，山西的中南部平川大片森林已基本上被开垦为农

田，丘陵的森林还很广泛。中条山西部，吕梁山南部的丘陵区田、桑、林、草都有，

森林仍为主体。北部因人口较少，华夷杂处，开垦较少，森林、草原相间并蓄，森

-林更多，山区的森林就更为深广。如中条山西部的森林，在运城盆地就能看到，且

留下了记载。东部至今还有不少森林，当时中条、太岳、吕梁山南段之间是晋国的

土地，晋国诗人屡次提到山上的林木，有枢(刺榆)。栲(山樗)、漆，杠、、檀、

竹、毂(楮)、祚、槐等。《山海经》载：太岳之谒戾山以多松柏而著名，沁河

支流丹河的源头有丹林(杂木混交林)。《周礼》说霍山“其利松柏”。《左传》，

《史记》说晋文公火烧绵山，即今介休，灵石间的山区的森林。可见当时太岳

山两侧也密布着森林，太行山的森林也很多。《诗经》中提到安阳西部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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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陟彼景山，松柏丸丸”。《孟子》提到黄土高原东南部广大山区和丘陵时

说“斧斤以时人山，材木不可胜用也”。都足以证明森林之多。

这个时期对于森林的破坏，以平川区最为明显，耕地逐渐扩大，就说明森林逐

渐减少，终至消失。由于拓垦的扩展和战争，丘陵区的森林也受到轻微的破坏，山

区森林除极个别的灾害外，还未触及。全省森林覆盖率虽有下降，森林草原覆被良

好，气候调匀，山清水秀，既无水旱灾害，黄河也处于长期安澜状态。

汉魏以后 由于战争频繁，民族的迁徙与融合，不可避免地使山西的森林受到

严重的影响。

这时，平川只剩下些散生林木，已无森林可言。丘陵区的森林凡交通方便之处

已开始遭到破坏，远地山区还保留着大片森林。吕梁山脉以西的晋西租晋西北直至

黄河沿岸的广大地区，至两晋以前还广布着茂密的森林。《水经注》述到西山黄土

丘陵区是“杂树交荫，云垂烟接”， “翠柏烟蜂，清泉灌顶”， “层松饰岩，列柏

绮望”，吕梁山东侧的丘陵上，仍有良好的森林。太行山的黎城．平顺等县“山林

丛密，取材甚易”，可见丘陵区森林也很多，山区仍满布着森林，太行山、吕梁山

森林都很茂密。曹操于公元206年(建安11年)在《北上太行苦寒行》中述“树木

何萧瑟⋯⋯”，南北朝对，北魏迁都洛阳，建造规模宏大的新宫，所需本材都取自西

河(离石、汾阳-．带)；东魏在邺(河北临漳)建都，大造宫殿，“取大材于上党”

(清乾隆《潞安府志·物产篇》卷八)。中条山、太岳山也有同样森林，《水经注》

记述垣曲一带山区“峰次青松⋯⋯悬岩有强柏生焉”；述太岳山区的森林是。沿流

上下，步径栽通，小竹细笋，被于山诸，蒙笼茂密，大为翳荟”。隋炀帝大兴土木

曾派人到霍山伐木，可知当时的太岳山是属于控制下的林区。另沿汾水穿经霍山之

处，俗称雀鼠谷，数十里间道险隘水⋯⋯其间生长着稠密的森林，直至现在山上林

木仍未断绝。秦汉时河东人口最多，曾多次向北部移民屯垦，构筑边防工程，晋北

森林和草原就遭到破坏。因此水土流失逐渐严重起来，黄河有了水患，开始出现水

旱灾害的记载。总之，这个时期，平原森林将尽，丘陵区的森林已开始遭到严重的破

坏，IU区的森林大体完好。森林覆盖率约在40％一50％。山西境内虽有水旱灾的记

载，但次数很少，八百多年中也只有五六次，大小河流仍然清澈。汉武帝(公元前140

--'87年)北巡时乘坐很大的楼船，由汾河泛游河东，足见当时汾河水量是相当大的。

唐宋辽金元时期 平原地区除有些散生树木外，已无森林了。丘陵地区不论晋

西、晋西北、雁北，在唐朝时还有不少森林，至开元(713—741年)间，因“近山无

巨木，求之(岢)岚、胜(准格尔旗)间”(《新唐书·裴延龄传》167页)。宋

真宗(998—1022年j)大兴土木建造遭宫，又砍伐了“岚(包括今岚县、静乐、兴

县一带)万(今万荣西北)汾阳(今汾阳西离石一带)之柏”(宋·洪迈《容斋随

笔·三笔》卷11《宫室土木》条)；1038年(辽重熙七年)在西京(今大同)建华

严寺，!056年(清宁二年)在应州(今应县)造释迦大木塔，都耗费大量木材，均在

附近的采凉山、黄花梁砍伐而来。经此浩劫，这一带的森林就所剩无几，山区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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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开始遭到破坏，但较偏、较高的山上森林还很多；如吕梁山东侧唐朝时仍是主要

林区，芦芽山密林繁茂。宋《太平寰宇记》载： “火山(保德)、宁化(宁武)之间，

山林富饶、财用之数也，自荷叶坪、芦叶雪山一带，直至瓦窑坞，南北百余里、东

西五十余里，林木薪炭足以供二路”。北宋在开封建造宫殿，用材主要取之吕梁

山，经文峪河，汾河运出。因浅山已无大材，只得向深山伐取了。元朝(1217—

1368年)在西安修建王府时，又在吕梁、芦芽等山大肆砍伐，顺汾河、黄河编成木

筏运出，称为“万木下河汾”(金·赵秉文《泼水文集》卷6《芦芽山》)。这都

说明在这对吕梁山的深山地区还有很多森林，北宋时太原的东西两山仍是“古柏苍

槐，树木荫翳”，有“锦绣岭”之称(1979年郝树侯《太原史话》)。中条山的森

林虽很广阔，但林相不及吕梁，所以免于遭难。太行山在北宋(960一112 7r年)时，

也是主要林区，树种很多。南段的林县、陵川、壶关，中段的和顺、昔阳，都有很

多密林，北段接近辽金，森林定比南段为好。雁北山区在辽金时山上的乔林巨木仍

然很多。由元朝绘制的《运筏图》考证，以芦沟桥大量运输木材的情况，得知当时

永定河上游的木材很多，桑干河两岸山区森林就更多。

这段对期，对森林的破坏较前为烈，范围也广。唐都长安，宋都开封，辽修平

城，元建大都(北京)，都在山西取材，所以森林遭到严重破坏。黄河水患日益频

繁，汾、沁、漳、浍、永定等河到本期末也开始浑浊，不仅平川已无森林，丘陵除

极偏远之处还保留一些外，大部森林也被破坏完了；山区森林遭到严重破坏，但高

山深处还留下不少，覆盖率又有下降。

明清民国时期 由于人口大增，拓垦已进入山区，使森林受到毁灭性的破坏，

平川地区不仅森林被砍光，就连散生树木也很少见。丘陵在前半期还有小片森林，

如吉州(今吉县)的管头山，大宁的龙泉山，蒲县的翠屏山，宁乡(今中阳)的风翅

山，保德的赤山，偏美的柏杨岭等到后半期就被毁灭。山区在明初还留有一些大片

森林，如芦芽山及内长城勾注山一线，太岳山、昔阳的奇峰山，太行山北段的森林

都还可观，估汁覆盖率约30％；到中叶经摧残性的破坏后，覆盖率显著减少，下降

为约15％j清代又继续摧毁，再经阎锡山及日军毁灭性砍伐和掠夺，剩下的残林就

为数极少了，并都是次生林，林相很差，森林覆盖率明、清两代越乏下降，民国

(1949年时)则降为2．4％。

建国以后全省森林由历来的破坏和逐代减少的状况，出现了森林面积逐渐增

加，林业建设欣欣向荣的景象。

五十年代初成立了林业专业机构，到八十年代，省林业厅宜属各有关行政、事

业等单位已相继建立健全。同时各地(市)、县的林业机构也逐渐设立。为保护好

全省森林，全面开展植树造林，扩大森林资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49年---1956年

是我省林业建设的奠基时期，1956年后转向重点在北部营造小叶杨防护林和全面

封山育林阶段，六十年代起，全省很快形成植树造林高潮。晋南盆地的农田林网建

设蓬勃发展，中条林区、安泽、陵川等县大面积营造针叶林成功。中共十一届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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