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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环境下的人与野生动物——华北根据地除害兽运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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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环境下的人与野生动物——华北根据地除害兽运动研究

作者：程森，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摘要：1937—1949年间,在频繁的自然灾害和连年战争环境作用下,华北各根据地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其表现之一即为

野生动物频繁异常活动,出入农耕区危害人畜和庄稼,被民众视为一种天灾。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华北各根据地纷纷开展了多

种形式的除害兽运动。该运动在当时被认为不仅保护了人畜安全、减少了农业损失,还增加了农民收入,间接支持了战争,从

而被持续性地执行下去,成为大规模的集体化行为。在严峻的战争环境和生态危机双重压力作用下,人们注重对野生动物的利

用和危害应对,而无法产生保护思想。华北根据地时期人对野生动物的这种生态观也延续至新中国成立之后。

本文从环境史角度考察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华北根据地内野生动物的异常活动及其对人的影响，以及人对野生

动物的认识与应对，以期进一步推进中共华北根据地史和环境史的研究。

一、兽害——生态危机下的野生动物活动

华北根据地自抗日战争以来灾荒不断，战争连年，在此背景下各大根据地为了生存又开展了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些因素

最终造成野生动物频繁出入农耕区，啃食庄稼，咬死、咬伤人畜，成为各根据地民众需要面对的一种天灾。

华北根据地自抗日战争以来除了应对战争危机外，还要面对在自然灾害和战争共同作用下的生态危机。全面抗战以来，

华北根据地旱灾、水灾、虫灾等各种自然灾害接踵而来，再加日军蹂躏，可谓祸不单行。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自然灾害仍然

未曾远离华北根据地。

自然灾害的发生，既有自然气候变化的原因，也与战争环境有关。

自然灾害频发之下，华北根据地的生态危机对人与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都造成了严重影响，最终引发人与野生动物关系

的紧张。华北根据地兽害频繁发生，以狼灾最为严重，其次是野猪、獾、松鼠等对庄稼的损害。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豫北狼

灾更重。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内的冀南区涉县，1947年6月以来全县各地狼患日益增多。野生动物的异常活动与干旱等自然灾

害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在华北根据地时期旱灾的发生频率最高，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力最强、总的持续时间又最长。由于食物

奇缺，野生动物也发生饥荒。大量而频繁的野兽活动严重影响了灾荒发生后“余留”的人的生产、生活和生命。于是，依靠

党和政府领导、民众支持，以保护生产、生命的消灭害兽为目标的除害兽运动在华北各根据地推行开来，这也使得人在灾荒

背景下的生态系统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二、除害、生产与练兵：抗日战争时期的除害兽运动

自全面抗战以来，华北根据地除害兽运动逐步开展，这一时期除害兽运动主要有两个目的和特点：一是除害兽与保护生

产。首先，频发的兽害威胁着民众生产、生活和生命，“除害”是除害兽运动最本质和最直接的目的。其次，在天灾和敌祸

的双重压力下，如何保障农业生产、获取更多的食物是生存下去的根本任务。除害兽是保障农业生产的重要举措。二是生产

与练兵。首先，抗日战争的持续性和艰巨性，给华北各大根据地军民带来了生存挑战，除害兽能获取野兽皮肉，也就成为一

种生产手段，被认为间接支持了抗战。其次，由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主要采取游击战，小规模的游击力量在华北根据地发挥

突出作用，除害兽运动又与游击队练兵结合起来，成为锻炼游击队员军事素养的一种手段。

三、以生产为中心：解放战争时期的除害兽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灾荒更趋严重，各地兽害频发。由于革命对象转变、运动战取代了游击战，这一时期除害兽

运动不再强调对民兵的军事训练，而是以生产为中心，以保护生产、扩大生产、支持解放战争为根本目的。其主要特点有三

个方面：首先，政府提倡除害兽以保护农业生产，通过发动民兵、群众和宣传除害英雄以推动除害兽运动。其次，除害兽也

是一种生产活动，是冬季副业生产、防止来年春荒的重要手段。最后，为更大规模地保护农业生产，华北各解放区政府颁布

了明确的奖励办法，并开展围山打猎运动，以及注重推广和交流除害经验、技术。

四、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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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生物治理理念研究

下一篇： 宋代大象的自然与社会生态

在天灾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下，吃饭、生存一直是新中国成立前基层民众始终要面对的主要难题和主要矛盾。战争时

期，在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压力共同作用下，除害兽运动在华北根据地逐步推进，至解放战争后期更由华北人民政府组织

全面施行。华北人民政府是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进行的一次成功的政权建设实践。党和民众对野生动物的

态度和生态观也延续至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中央号召、各地执行的除害兽运动，其内容和

形式与华北根据地时期是基本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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