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卷!第#期

!$$%年#月

地!!理!!研!!究

&’(&)*+,-.*/!)’0’*).,
1234!"!524#
6784!!$$%

!!收稿日期"!$$"9$#9#:#修订日期"!$$"9#$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66<=,!>:%#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国家重点学科

资助项目 $055?,&$:$#:%

!!作者简介"张力仁 $#@A;9%!男!陕西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文化地理与环境变迁研究&

清代陕南秦巴山地的人类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张力仁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A!%

摘要!对人类行为空间特征认识的不足!是 地 理 学 人 地 关 系 理 论 与 实 践 研 究 的 主 要 障 碍&本

文以文化’风俗’政策等影响人类行为 的 人 文 因 素 为 切 入 点!运 用 时 空 剖 面 分 析 法!考 察 了

清代陕南流民空间行 为 选 择 的 基 本 取 向&结 果 表 明!人 类 空 间 选 择 行 为 遵 循 风 俗 相 近 原 则!
而不是地理环境最优原则&追求单位时间 上 效 果 最 大 化 是 流 民 行 为 选 择 的 普 遍 趋 势&人 类 空

间行为的选择性强化了自然差异的等级 和 水 平!不 同 区 域 人 类 行 为 结 果 的 外 部 关 联 性!指 出

传统的仅从区域内部或某一种人类行 为 来 寻 求 简 单 的 (人)地*因 果 关 系 的 缺 陷&从 系 统 或

流域的观点来考察人类环境行为的相互影 响 关 系!是 认 识 和 把 握 人 地 关 系 实 质 与 机 理 的 重 要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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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人地关系!多年来!学者们借助于协同论’耗散论’熵论等

对人地关系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建立了有关人地关系的模型’方案&但由

于 (例外*的出现!使模型’方案都难以具备实践性!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的人地关系研

究 (几十年来没有理论发展!流于哲学观念而缺少实践力量*+#,&因此!认识和把握人地

关系中主体 (人*的空间行为特征!就成为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关键&从人类行为 本 身 来

看!由于受到自然’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成为人类行为

的基本特征&而传统的人类活动和环境变化关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类情感’习

俗等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从而导致了难以解释的观察&本文尝试运用当代学术界提出

的 (有限理性人*理论+!,和历史地理学的剖面分析法!从人类因素角度探讨清代陕南流民

行为与环境的关系!为认识人类如何适应环境’改造环境提供历史依据+>,&

!!始于清乾隆初年止于道光后期的陕南政策性流民潮!早已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学者们

在陕南人口变迁’山区开发’环境恶化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由于研究者几乎

遵循相同的思维模式!即在流民垦殖活动 $事件7%与环境变化 $事件B%之间寻找 (简

单*的因果关系!在逻辑推理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排斥或忽略了事件7的社会性行为!排斥

或忽略了事件7发生的前提和内在影响因素!从而降低了我们捕捉事物发展变化本质的可

能&基于此!本文以影响人类行为的文化’风俗等人文因素为切入点!分析清代陕南流民



#%!!! 地!!理!!研!!究 !"卷

空间行为选择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及环境变迁条件下流民的行为取向&

!!地理环境的多样性与人类行为选择的差异性

!!陕南!习惯上是指陕境秦岭以南区域!大致上包括今汉中’安 康’商 州 三 市 所 辖 范

围!面积约为"万平方公里!其中丘陵山地约占@$C&处于我国南北方过渡带的自然区

位以及由秦岭山地’汉水谷地和大巴山山地等自然资源迥异的三大地理单元组合!为人类

行为空间选择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清代陕南自然差异与人文差异的关系

!!差异性是地球表面事物分布的基本特征之一!差异性也从空间上规定了事物联系的方

式和强度&人类活动由于各自文化模因的不同!使千差万别的自然差异通过社会组织’结

构’规模等系统转化为地域人文差异&反过来!人类活动的空间选择性又强化了自然差异

的等级和水平!二者的交互运动构成了区域之间既有摩擦又相互依赖的发展态势&陕南秦

巴山地’河谷平原’丘陵山地相间分布!不同的地形地貌’水热组合形成了陕南区域内部

的自然差异!这种自然差异从一开始就影响到流民的区位选择&而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人

口在地域上的集结分布!又加大了陕南区域内部的空间差异&

!"!!清代陕南流民行为选择遵循人文阻力最小原则

!!人类行为的决策并付诸实施!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人类所接受的环境信息的影响!它包

括人类对空间的感知以及所形成的地方观念&不同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环境映像不同!人

类行为取向因而也不相同&

!!由巴山北坡山地’汉水谷地和秦岭南坡山地等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构成了陕南秦巴

山地既有水平地带性展布又有垂直方向的分异&由南至北!由下趋上!依 次 分 布 有 亚 热

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亚寒带等景观类型!多样而又彼此镶套的自然资源组合为人

类活动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但在清康熙’雍正时期!由于地方习惯以及政府政策’制度的

影响!陕南秦巴山地是地荒人稀!处于事实上的 (边荒*地区&清乾隆六年 $#":#%!以

晚征’少征’免征为核心内容的陕南徕民政策调整为标志!!爆发了波及全国的流民入徙

浪潮&乾隆’嘉庆时期陕西地方官毕沅和严如煜对流民入山情形都有大致相同的描述"流

民之入山者!(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
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掾!上复 茅 草!仅 蔽 风 雨&借 杂 粮 数 石 作

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 屋 数 板!否 则 仍 徙 它 处&*" 结 合 家 谱 及 碑 刻 铭 文 等

有关资料可知#!在涌入陕南的流民中!除少部分是通过家族或区域内个体的先期试探性

迁移而作出的迁移行为外!大部分则是受间接感知信息的驱动&其信息主要来自 两 个 方

面!一是康熙至雍正时期零星进入陕南垦殖而又移出的人口所扩散的陕南地广人稀的环境

信息#二是乾隆年间政府的优惠徕民政策&但由于间接感知信息是经过第三方的扩散而与

实际环境信息具有一定的差距!据此而作出的迁移行为就带有随机性’预设性和易变性&
早期流民在陕南不是随遇而安!就是通过占卜或以打狗棍’碗筷掉落之地的方式来决定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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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实录.卷#:A乾隆六年七月陕西巡抚张楷奏疏#乾隆 -商南县志.卷:4
+清,严如煜D-三省边防备览.卷###-皇朝经世文编.卷>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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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A#陈良学著 -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4三秦出版社!#@@A#李启 良 等 编 著 -安 康 碑 版 钩 沉.4陕

西人民出版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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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地!&我们依据 -汉中碑石.’-安康碑石.以及 -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等书对陕南流

民情况进行了统计!在有关的!"部族谱和#"通碑石铭文中!有明确迁移目的地的流民家

族仅有A例!高达@成的流民家族是以占卜或随遇而安的方式进入陕南的&流民徙入陕南

的这种盲目性和不确定性!使其与环境的关系表现为复杂而多样&

!!从社会环境方面来看!清代陕南地域行政建置的滞后与社会控制的松懈!也为流民空

间 (自由*选择提供了社会环境&如镇坪地方!在顺治康熙时 (在此实无一人一民出作其

间!因山未垦林未开!为户役全书所不载之地&乾隆中!江南湖广人来此渐事开垦!来者

日众!于是设巡检缉捕盗贼!仍不知赋役之谓何*"&乾隆年间陕抚毕沅在 -兴安升府奏

疏.以及嘉庆时期的严如煜在 -三省边防备览.中!都曾因所辖地方 (官司耳目难周*而

建议析县置厅!从后来清政府采纳他们的建议先后增置留坝’佛坪’定远等A厅县的行政

举措来看!乾嘉时期流民进入陕南不仅自然空间是 (自由*的!而且社会空间也 是 (自

由*的&而由先期流民对环境的感知以及所形成的社区小环境对后续流民空间选择行为产

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文献中所谓的 (依亲傍友*’(遇乡惯便寄住写地开垦*即是明证&流

民空间选择的这种指向性表明!人类迁移行为遵循人文阻力最小原则!即文化地域认同以

及消除迁入地的陌生感和不安全感是流民首要考虑的因素&而这种以家族’乡惯及同籍人

群的集结分布所形成的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流民地域共同体)))从地域和文化方面为流

民提供了认同感!如 (客头*(客懂*所代表的区域#&即使在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

流民按风俗相近原则所形成的地域集结分布痕迹&如洵阳县赵湾区枫树乡南坪村!一条山

沟内全部居住着湖南崇阳人!汉阴县蒲溪区田禾’龙门’庵梁等乡则聚集 着 大 批 湖 南 长

沙’湘潭’宁乡等地的移民&

!"$!清代陕南流民空间选择遵循机会成本最低原则

!!就一般意义而言!人类空间迁移遵循经济成本最低和文化可进入原则!清代陕南流民

亦不例外&如临近四川的巴山山地多为巴蜀流民入居!陕南西部的略阳’宁羌因与甘肃地

界相连!因而成为甘陇流民的首选区域&同理!位于陕南东部的商州’安康等地!因与河

南’湖广等地犬牙交错!而多豫楚江南流民分布!处于秦岭山地的佛坪’宁陕’孝义 $今

柞水%等地因与关中临近!因而成为秦岭以北秦晋之人徙居之区域&

!!清代陕南流民对空间的差异性选择!是与陕南在西’南’东 方 向 上 分 别 与 甘 陇’巴

蜀’楚豫犬牙交错的地缘形势密切相关&不同行政控制区域之间所形成的交界地区!其经

济’社会’风俗相对于各自行政中心而言都具有离心现象!而与临近区域却具有更多的同

一性!交界地区因而也成为临近区域人口相互流动的过渡带和适应区&清代陕南流民迁移

也往往是以交界地区为基点!由近及远!扇形楔入&这种空间迁移趋势!正是人类遵循迁

移经济成本最低和文化可进入度原则的具体体现&而在局部区域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如褒

城县 (其声音山南近蜀则如蜀!山北近秦则如秦*!设置于嘉庆八年的定远厅则是 (烟户

渐多!川人过半*$&而位于陕 南 东 部 的 洵 阳 县 (今 流 寓 日 多!大 抵 皆 荆’扬 之 人 也*%&
流民按地域临近度集中分布表明!其空间选择行为遵循的是风俗文化相近原则!而不是自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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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 -紫阳县志.卷#4
民国 -镇坪县乡土志.卷!4
光绪 -孝义厅志.卷#4
+清,卢坤 -秦疆治略.4
乾隆 -洵阳县志.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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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地理环境最优原则&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地理学上作为我国自然地理南北分界线的秦

岭山脉!同样也是陕南与关中等北方地区重要的自然人文分界线!但自元代陕西行省跨越

秦岭将汉中’安康等地纳入管辖范围之后!由于行政区域对人文事象的整合作用!使其地

(风俗类秦*!!秦岭山脉的文化界线意义已被淡化&而陕南与巴蜀分界的巴山山地其北坡

地形 (类蜀*!为四川及江南流民的入居提供了较为 (熟悉*的地理环境!如位于巴山腹

地的定远!(地形大概类蜀!每越一二大梁即有平坝*"&因此!与其说巴山山地是陕南与巴

蜀差异的分界线!还不如说巴山山地强化了陕南与巴蜀空间联系的方式和强度&

!"%!交通因素对清代陕南流民行为选择的影响

!!由于地理空间的相对有限性以及区域之间通达性的影响!流民在空间区位选择上往往

具有更大的主动性&陕南最大的河流为东西走向的汉江!由汉江及其谷地构成陕南东西方

向联系的天然通道!学术界通用的 (汉江走廊*应该说形象地表达了汉江在群峰耸峙’交

通不便的陕南东西方向的交通地位&从南北方向来看!发源于秦岭南坡山地和巴山北坡山

地的汉江各级支流!构成了陕南南北方向联系的重要通道!北方流民借此南往巴山等陕南

南部地区!而来自于南方的流民亦由此进入秦岭山地&湖广江浙一带流民则循汉江及其支

流而上!分布于陕南秦巴山地各个地方!由此形成了清代陕南不同风俗文化的流民插花状

分布格局&但相比较而言!汉江谷地及交通线延伸区域!流民地域色彩更为多样!如西乡

县!(居川边者多杂川音!邻石泉县者多杂楚音&大体而论!既异于城洋等邻县!尤与川

音迥殊*#!其原因是 (盖川民之由西而东!楚民之由东而西!皆以邑为尾闾!故邑虽弹

丸而五方杂处*$&而宁羌’略阳由于地处川陕交通咽喉!所以是 (风气兼南北!语音杂

秦蜀*%&总括而论!秦岭山地多秦晋等北方擅长旱作农业的流民入居!而巴山山地则以

巴蜀等南方流民为主!汉江谷地因介于二者之间!为南北各地流民混合分布区域&

!"&!清代陕南人文差异的区域效应

!!清代陕南流民大集中小分散的分布格局!不但强化了陕南区域内部差异!也在文化上

规范和界定了流民行为选择!当时人们对此就有明显的感受!道光时期卢坤在 -秦 疆 治

略.安康县条就对此有较为详细的区分"(此地山内情形与山外不同!近郊地方与远乡迥

异*!其西乡山不甚高!土沃水美宜稻谷麦黍!因而 (风气淳厚*#而北乡皆崇山峻岭!土

地瘠薄!因而 (风俗亦甚浇薄!鲜知礼让!斗恨轻生!繁兴讼狱*&再如洋县!(老民者即

城乡各村镇土著之户!语音衣服风俗仪节近乎秦川!其所谓新民人者即南北二山中乾隆以

前外省迁来之户//语沿其乡之音!事循其乡之礼!零星而居因地成市!其所招佃尽属川

北棚民!年丰则添!岁歉则减!此来彼往!罔非蜀人气象!衣冠宛然巴里&虽皆汉户!与

土著严二类矣&*& 这里指出了叠加在自然差异上的人文差异!并在事实上对不同风俗人

群进行归类与认同&

!!不仅如此!当时在城镇及土客混合分布的区域还存在一种感觉界线!如镇安县!(土

著呼客籍为下河人!客籍呼土著为本地人*’!而习惯上更多的是以 (老民*与 (新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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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 -洋县志.卷>4
光绪 -定远厅志.卷>4
民国 -西乡县志0民俗志第四0方言.4
-西乡县乡土志不分卷0户口.4
嘉庆 -汉南续修郡志.卷!$4
-洋县乡土志不分卷0人类.4
民国 -重修镇安县志.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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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与 (侨户*(客籍*来加以相互区分和认同&由于不同人群 (性情各异!风俗亦不

同*!其间摩擦’争斗’融合在所难免!如嘉庆时安康砖 坪 地 方 (川 楚 流 户!比 屋 杂 处!
奸诈日滋!其俗贪利轻生!好勇斗狠*!#道光 以 前! (石 泉 土 著 寥 寥!四 方 商 旅 聚 而 成

族!其间冠婚丧祭之仪!岁时伏腊之 习!各 不 相 同!互 相 揶 揄 矣*"&清 代 陕 南 社 会 存 在

的这种现实界线与意象界线!在风俗文化上界定和规范了不同流民行为的选择!如南郑县

汉江以南称为南坝!多系四川湖广江西等处外来客民佃地开荒!而北坝人民聚族而居!民

俗素称敦朴!南坝 (五方杂处民气最为嚣陵!一应命盗奸拐赌博案情出自南坝者 十 有 八

九*#&而不同风俗人群的插花状分布形态!使得以地域为属性的各种人群之间的隔阂难

于消弭!举凡土地租佃纠纷’水利纷争等都在客民与客民!土著与客民之间经常发生!且

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国年间&如安康 (民多客籍!与土著不相关顾!庆吊鲜通*#山阳 (乡

里械斗之习!视为故常!固于僻处山陬!亦土客之势积不相能有以酿之也*$&

!!因此!基于自然差异的人文差异!反过来又强化了自然差异的等级和水平!并从时空

层面上割裂了清代陕南区域文化的整体性!由此也加剧了清代陕南各种地域社会矛盾&

>!人类行为对环境的合理性选择

$"#!环境可能性与清代陕南流民行为的选择

!!人类对土地的开发!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利用一整套生物技术!对土地进

行长期的和多样化的经营&清代陕南流民对秦巴山地的开发活动!依据迁入地域的不同而

采用了不同的开发方式!如在汉水谷地!流民利用水’热’土匹配的自然优势!发展了以

灌溉’深翻土壤’套种’轮作等为主的精耕细作农业!而在低山丘陵地带则以休耕制为主

导的粗放耕作农业!中高山地广为流行的耕作方式则是刀耕火种&人类对环境利用’改造

方式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环境响应&汉水谷地经过流民用 (南方渠堰之法*的开发!不

但 (风景绝似江南*!而且使当地的人文环境为之一变!(地虽属陕而服食’器用’文字’
语言实有南方风气*%&而刀耕火种则不同!从清代到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流民在陕南秦

巴山地刀耕火种是陕南环境趋于恶化的主要原因!而且是终极原因&何以会形成截然不同

的结果和看法!除客观原因而外!人类主观认识的偏颇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清代陕南刀耕火种与环境的关系

$"!"#!有关 "刀耕火种#的讨论! (刀耕火种*是唐宋以后我国山地开发的一种普遍的

生产方式!直到现在刀耕火种还是我国西南山地民族采用的耕作形式&但长期以来!(刀

耕火种*这种生产方式受到的 (非议*要远远多于对其的 (理解*!人们过多地关注于刀

耕火种本身及其环境效应!(而对于从事刀耕火种的民族及其相关的社会和文化!则置之

度外*+:,&尹绍亭在 -人与森林.一书中!运用人类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云南山地少

数民族刀耕火种进行实态分析后认为!(刀耕火种是山地民族的一种生计!是他们对森林

环境的适应方式!是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是一个山地人类生态系统!是一个文化生态体

系*&本人赞同尹文的观点!从 (了解之同情*以及 (他者*的观点来看待刀耕火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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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存在所谓的 (落后*与 (先进*’ (原始*与 (现代*的评判&当然!我们也应该看

到!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位置的不同!以及在人地矛盾尖锐条件下进行的刀耕火种!是与

森林茂密’人口稀少’人地矛盾不尖锐而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区进行的刀耕火种还是有本

质区别的&任何盲目的肯定或否定 (刀耕火种*都可能带来我们认识上的混乱&清代陕南

刀耕火种是在特定社会背景条件下发生的!有目的的社会群体行为!因此!其含义更为复

杂!其与环境的关系也更耐人寻味&

$"!"!!清代陕南的 "刀耕火 种#形 式!按 照 乾 隆 -洵 阳 县 志.卷#’道 光 -紫 阳 县 志.
卷"以及民国 -镇安县志.卷@的记述!清代陕南刀耕火种与宋代陕南的刀耕火种形式并

没有多大差别!其式 (大抵先斫山田!虽悬崖绝岭!树木尽仆矣&其干且燥!及行火焉&
火尚炽!即以种播之&*而 (播种时!备鸡黍先 约 曰"某 家 某 日 有 事 于 畲 田!如 期 而 集!

锄随焉&至则行酒啖炙!鼓噪而作!援桴者勉励督责之!语若歌曲然&更互力田!人人

自免&*!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刀耕火种是一种以人力为主要手段!以互换工值!相互

协作为主要内容的耕作组织形式!它可有效解决山区地广人稀!劳动力相对不足的问题&
由此我们也不难明白陕南秦巴山地的刀耕火种从宋以迄明清!且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年间

的原因所在&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同样方式的刀耕火种!清代与 其 前 的 结 果 何 以 会 不

同1严重的水土流失以及所引起的陕南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也成为清代及以后学者指责’
非议陕南刀耕火种的直接证据&难道仅仅是如研究者所认为的!清代陕南刀耕火种的规模

和强度超过了陕南生态环境的容许度!但持此论据者却忽视了清代陕南的实际情况&也就

在清嘉庆年间!由于白莲教动荡而陕南人口锐减!流民开发活动受阻!秦巴山地植被有所

恢复!(三省教匪之乱!依林为巢!人莫敢入!木益蕃*"!但此时陕南水旱灾害频率却趋

于加大!达到了清代!A"年的最高值&同样!在同治年间!由于太平天国运动!陕南发生

了类似于明末清初的人口锐减!而此时陕南的旱涝灾害频次却比其前的咸丰年间高&如此

情况均提示我们!陕南生态环境的恶化可能与流民刀耕火种并不存在必然联系+;,&

!!在此!我们无意进行就事论事或从原因到结果!由结果反溯原因的争论&之所以造成

上述看法的差异!其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认识刀耕火种!以及我们判断刀耕火种与环境关系

的标准是什么1本文认为!判断一种开发方式与环境的关系!应坚持合理性标准&所谓合

理性标准!即技术 $工具%的合理性’环境的合理性以及目的的合理性&据此!我们来分

析清代陕南刀耕火种与环境的关系&

$"!"$!清代陕南刀耕火种存在的自然规定性!刀耕火种在陕南长期存在!并在清代被来

自精耕细作地区的流民所采用!除习俗影响而外!自然的规定性应是人们放弃集约农业转

而采用粗放耕作方式的主要原因!(山坡地土!原系瘠薄!种植之后!必须歇力!间年耕

种!方能有收*#!此其一&其二!陕南秦巴山地!群峰耸峙!山高坡陡!农业活动中的

水利灌溉’施肥等受到极大限制!即使以畜力为动力的深翻土地也难以施展!所谓 (仅恃

一人一锄之力与瘠地争功*$ 即是指此&其三!从垦殖效率来看!刀耕火种在初期往往能

够获得较好的收益!按严如煜的说法就是 (往往种一收百*%&因此!毁林开荒所带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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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收益符合 (佃而耕*的流民在山地开发中所期望的阻力最小和收益最大原则&但依

靠草木灰为主要肥力支撑的刀耕火种!随着地力自然衰减及水土流失的影响!往往三四年

后便不堪再种!而 (俟其草木茂 密!砍 伐 烧 灰!然 后 再 行 耕 种*!&因 此!拥 有 数 倍 的 后

备适耕地和相应的森林环境是刀耕火种依存的前提条件!这一点在清代的陕南是完全具备

的&早期地旷人稀!山深林密自不用说!即使在清后期依然是 (山地多于平地十倍!农民

旷地甚多*"&而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土地极易获得而劳动力资源较为稀缺的条

件下!通过提高单产的途径来增加农业产出一般比较困难!而通过扩大耕地面积的途径则

要相对容易&因此!清代陕南秦巴山地地广人稀!森林茂密!适耕地资源丰富是流民主动

选择刀耕火种粗放耕作方式的客观因素&

$"!"%!清代陕南刀耕火种依存的社会条件!从社会环境方面来看!乾嘉时期政府有关徕

民垦殖政策’措施几乎全部鼓励’支持流民毁林开荒&尤其是嘉庆时期!嘉庆皇帝甚至连

续两次下达谕旨给地方政府" (朕意南山内既有可耕之地!莫若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
其地亩既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次年 $嘉庆五年!#%$$年%再次谕令"(将南山老林等

处可以耕种之区!拨给开垦!数 年 之 内!免 其 纳 粮!俟 垦 有 成 效!再 行 酌 量 升 科*#&而

陕西地方政府甚至走得更远!乾隆年间陕西巡抚陈宏谋即申饬地方各属开垦山地!(如一’
二年后无收!仍可歇耕!另垦另处*$!嘉庆年间汉中知府严如煜更提出砍尽老林以收兴

利除奸之效%&对陕南颇有调研的严如煜之所以提出让后人不可思议的主张!应该不仅仅

是出于政治考虑!当时的农业生产情况确实不可能预见到后来的发展&嘉庆年间是清代陕

南农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以汉中’西乡盆地为例!稻谷单产嘉庆中期比乾隆中期增加一倍

以上!亩产可达>石!水田冬小麦亩产可达#4>石&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当时!2>的劳力

从事农业生产可以养活全部人口+A,&从这个角度来看!刀耕火种是与陕南秦巴山地自然人

文相适应的!至少在乾隆以及嘉庆时期是合理的&

$"!"&!清代陕南刀耕火种与水土流失!刀耕火种等粗放耕作方式必然带来山地水土流失!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是陕南秦巴山地石杂土中!易冲易崩!即使没有人类活动的扰

动!水土流失以及由此形成的自然灾害依然存在&以水灾为例!康熙朝A#年间陕南共发

生水灾A;次!而大规模徕民垦荒的乾隆朝A$年间仅发生水灾:#次&!水灾频次远远低于

康熙时期&然而!同样是处于寒冷时期!同样是处于灾害高发期!同样是流民大规模垦殖

时期!嘉庆时期与道光时期情形就迥然不同!以农业生产为例!道光初期 与 嘉 庆 中 期 相

比!稻谷单产下降#A(>>C!小麦和玉米单产下降>"(A$C+A,&当时以及后来人都将此

时期陕南生态环境的恶化归结于流民刀耕火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卢坤 -秦疆治略.
所说的"(南山一带!老林开空!每当大雨之时!山水陡涨!夹沙带石而来!沿河地亩屡

被冲压*&但此问题在嘉庆时期就已经存在!何以会在道光时期成为人们关注和关联的焦

点1严如煜在 -三省边防备览.卷@中就说"(老林开垦!山地挖松&每当夏秋之时!山

水暴涨!挟沙拥石而行!各江河身!渐次填高!其沙石往往灌入渠中!非冲坏渠堤!即壅

塞渠口&稻田正含胎扬穗!待泽甚殷&而挖筑之工!所费不赀!民颇病之&*多数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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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引用严氏此话的前半段!而忽视了后半段所暗含的逻辑关系!即山地与平原 的 一 体

性!山地人类行为与平原地带人类行为的关联与互动&一方面!随着山地人口不断增多!
导致刀耕火 种 范 围 扩 大 和 土 地 复 垦 率 提 高!按 严 如 煜 的 说 法 就 是 (停 种 三 四 年 始 一 耕

获*!&而据地理学的有关调查!这种刀耕火种所撂荒的土地需#$年方可恢复草灌植被!

#;年可恢复杂灌植被&因此!嘉庆以后陕南刀耕火种土地复垦率的提高!土地轮歇周期

缩短!在降低土地肥力的同时!也加剧了山地水土流失!这也是道光时期人们不断抱怨土

地瘠薄与水患频繁的直接根源&另一方面!从平原来看!人类不合理的垦殖行为又放大了

灾害的 (负效应*&下文的分析支持我们的这一观点&

$"$!清代陕南不同区域人类行为之间的环境互动效应

!!在清代以前!陕南的水利灌溉工程主要分布在平原盆地区域&但乾嘉时期!善于水田

的湖广’安徽’四川流民大批进入秦巴山区以后!用 (南方渠堰之法*!将水利工程的修

筑推进到丘陵山地等河流中上游地区!如兴安府属平利县 (凡傍山小田!能引水 灌 溉 之

处!均由乡民自行修浚!移徙无常*#汉阴县据卢坤 -秦疆治略.记载!(其渠堰之在官者

十九处!民河私堰不下数百处*&而傍山夹沟修筑的民渠私堰与山地环境并不适应!嘉庆

-汉南续修府志.卷!$就指出这种垒石溪中!筑堤障水所带来的危害" (然至夏秋山涨!
田与渠尝并冲淤!故不得名水利也*&光绪年间兴安知府童兆蓉论及安康黄洋河渠工程利

害时曾总结道"(凡各处开渠!类从山涧截流!壅沙抬高水势!日积月累!河身遂高*"&
与各小渠堰的存废无常以及无法避免的冲淤废弛相对应!平原内的一些大的水利工程受其

影响!灌溉面积也是赢缩不定!如城固三分堰!嘉庆年间册载灌溉面积A%$$余亩!但到

同治年间册载灌溉面积仅为>%$$亩!失额达::C之多!并由此引发水利工程修浚费用矛

盾#&类似现象在五门堰’山河堰’汉阴凤亭堰等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因此!平川地带人类不合理的生产行为!加剧或放大了刀耕火种所带来的环境负 (效

应*!其中违背山地水文自然规律!各图一己之利而修筑的民渠私堰对山地河流性状的改

变!是民间反有水患而无水利的根源所在&而失去了水利支撑的平川地带的农业生产又从

根本上排挤相对较密的人口存在!农田地亩不是因水灾被冲压!就是因灌溉失时而减产或

绝收!失去土地或无地佃耕的人口只能向山地寻求生存资源!导致刀耕火种范围扩大!垦

殖高度节节 上 升!甚 至 到 了 令 人 难 以 置 信 的 高 度!如 巴 山 西 部 宁 羌 州 的 青 木 川!海 拔

#%$$米左右!道光年间有为数众多的流民在其间垦种老林$#而海拔近!!$$米的平利县

化龙山西侧地名 (千家坪*者!嘉道时亦聚集了以种植马铃薯为生的流民%&从族谱及方

志记载的情况来看!平川地带人口向山地移动是清代陕南区域内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
光绪九年孝义厅 $今柞水县%的人口调查也显示了这种趋势 $表#%&来自陕南东部山阳

县康熙’嘉庆时期的人口空间分布数据也支持了本文的上述观点’&据萧正洪研究+",!清

代陕南人口由低海拔向高海拔的扩展!主要是由外来流民所致&而无论是流民中低山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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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马铃薯种植!还是高寒山地以药材’漆树采割以及木材采伐为主的经济活动!都对

陕南山地生态环境带来了根本性的破坏!致使山地水土流失加剧!并由此引起平川地带生

态环境的连锁反应&这就是在此需着重强调的!也是长期以来所忽视的!山地与平川是一

个系统!是相互依存的动态系统!仅仅看到山地对平川地带的影响!而忽视川坝平原人类

活动对山地的作用!是不科学的和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表#!秦岭山地人口分布与海拔的关系 $光绪’年%孝义厅&

()*"#!(+,-,.)/0123+04*,/5,,24146.)/012703/-0*6/012)27)./0/67,02802.029:162/)02-,9012
$(+,202/+-,0921;<6)29=6%>0)1?0(029&

海拔 $E% ;$$(A$$ A$$(%$$ %$$(#$$$ #$$$(#!$$ #!$$(#:$$ #:$$(#A$$

人口数 $人% #:"" !#>@ :#!% #:$:: !#@% !>

所占比例 $C% A4! %4@ #"4! ;%4; @4! $4#

!!资料来源"整理自参考文献 +",

:!环境变迁与人类行为的指向性选择

%"#!社会 "位置#与清代陕南流民行为取向

!!人类行为都是一定社会目的驱动下的行为!不同社会角色下的人类对环境利用’取舍

态度也因而有差异&上世纪>$年代何庆云在考察秦巴山地后就指出"(南郑秦巴山中各森

林!向称最富!只以佃户居住不定!无久远经营心!只知砍伐!不愿培植!故林木茂密之

庄!多系自耕农!反之!童山濯濯者!一 望 而 知 其 为 佃 农 区 域&*! 这 里 事 实 上 指 出 了 土

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对流民行为选择的影响&而清代陕南流民大部分处于 (佃而耕*
的状态!有 (开荒种地多属寄籍*之说"!即使买地落业之户!也是 (婚姻必择同乡!丧

葬多回原籍!亦难必其永为编氓&*# 这种流移和 (寄籍*的心态!使得短期收益以及追

求效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成为清代陕南流民普遍遵循的行为原则&

!!但在不同时段’不同区域!流民行为呈现了不同的选择态度&如在山地!流民行为更

多地受到环境所提供的可能性的限制!所谓 (刀耕火种*’(今年在此!明年在彼!迁徙靡

常*!都反映了流民行为是环境压迫下的有限选择&而流移和 (寄籍*的心态!使流民行

为随着环境的波动而变化!(年丰则添!岁歉则减*&与山地垦荒流民行为不同的是!在平

川地带!流民行为更多地体现为主动的逐利行为&如在乾隆年间!流民以自己的技术优势

在陕南辛勤劳作!并因之而致富!这在当时就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所谓 (今新民十人九

裕!土著十人九窘*$ 即是指此&但到了道光年间!随着流民人口的机械性增加!佃争的

加剧!佃农小型化’贫困化趋势日益明显!流民为了获得最大效益!转而展开了对社会公

共资源的争夺和占据!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就是对水利资源的争夺&

%"!!环境压迫与清代陕南流民主动逐利行为

!!按照现有文献的说法!在南方流民到来之前!陕南水利事业是处于停滞或倒 退 状 态

的!所谓 (秦俗又不谙沟泄之法*即是指此&乾嘉时期!擅长水田耕作的湖广江南流民的

徙入迅速改变了陕南土地利用形态!尤其是将旱田改水田就成为当时流民普遍的一种行为

!
"
#
$

+民国,何庆云 -陕西实业考察记.4台北"文海出版社!#@"A4:;4
道光 -石泉县志.卷:4
嘉庆 -山阳县志.卷#!4
+清,赵祥!郝英 -安康县兴贤学仓志.4



#@$!! 地!!理!!研!!究 !"卷

趋向&张鹏飞 -来鹿堂文集.卷>就记载!安康著名的千工堰以北西沟河以东的大片地区

(地平如掌!国初均种粟稷!近自乾嘉以来!民习水利!均鳞次改田*&汉中府属南郑县利

用班公堰水利工程!嘉庆中一次即改旱为水达@:$$亩之多!&但水资源的有限性!大规

模的旱地改作水田!必然打破原有的用水定例!进而引发用水冲突&到了嘉庆末年!汉中

知府严如煜还曾发布禁令"(各堰各洞所灌田亩均有定数!射利之徒!间有将旱地开作水

田&垦田日增!需水亦多!往往不循旧例!恃强争水//再有将旱地开作水田者!立即查

究&*" 即使如此!依然难于阻隔那些 (射利之徒* (恃强争水*&而到了道光年间!随着

佃农 (永佃权*的丧失!地租的大幅度上升!流民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对水利资源的争夺

已不限于旱田改作水田!而是延伸到水利灌溉的方方面面&道光二十五年的 -南山保甲书

保甲应行查禁善后事宜示.对此做了多方面的严厉示禁"(近来人心不古!或将塍边旱地

私改水田!占用渠水!或堰头私开新渠!窃水归己!或与邻田不睦!将余水掘沟泻放!不

许下接!或于渠水两分之处!暗地抛佃沙石!使之侧注己田*等等&然而在利益驱动下!
人们依然置公共利益与政府禁令于不顾!屡屡挑起争端!道光至咸丰年间发生在沔县泉水

堰的改水’霸水事件就具有代表性&该堰创自明代!原为#!家军户所修私堰!沿河两岸

支流汛泉!外 人 不 得 开 地 作 田!阻 截 上 流&据 说 一 直 (无 敢 违 者*&但 到 道 光 十 一 年

$#%>#%!(有客民陈正秀开地作田!违例霸水!被堰长投约!处明具结!永不得拦截堰水&
十四年!又阻拦堰水!亦具有结&又十五年!张 文 兴’李 普’王 修 德 等 估 截 此 堰 上 流 之

水!被堰长具禀在案!蒙县主李断令仍照旧例!立碑为记!外人不得紊乱*&讵料截水者

不仅未立碑!反而于道 光 二 十 年 $#%:$%’二 十 一 年 $#%:#%’咸 丰 九 年 $#%;@%先 后 有

陈’张’李族人多次恃强违例拦截堰渠上游之水!甚且反控堰长!聚众滋事&!$余年间!
虽经官府多次理断’禁令!但陈’张’李’王诸家 竟 五 次 拦 截 堰 水!直 视 官 府 禁 令 如 儿

戏#&光绪年间前后任兴安知府十余年的童兆蓉曾就安康县千工’万工两堰水争指出 (每

逢夏旱!民以争水灌田!纠众持械辄酿巨案!前此判斯狱者讫不能决&*$ 如此状况在陕

南各渠堰水利所在之处都有发生!如唐公车湃’凤亭堰’月河补济堰等都发生了不同程度

的霸水’改水’偷水事件&

!!然而!与此相对照的是!在维护和浚修水利工程问题上!流民的态度却截然相反!立

石于道光四年的褒城县 -荒溪堰条规碑.就记载有"(无奈时移事易!人心不古!竟有奸

诈之徒!拣好修者修之!至难修者遗之&*而光绪三十年立石的 -留坝厅水利章程碑.对

此分析说 (用水则争先恐后!修渠则退避不前!趋利避害!狱讼繁滋*%&这种情况并不

是个别现象!如五门堰’杨填堰’城固唐公车湃’安康大济堰’西乡金洋堰等都与此相仿

佛&(趋利避害*表面上看!是与清代陕南自然环境的恶化!水土流失的加剧!水患日益

增加!水利工程修浚费用不断上涨!用水成本与佃农期望的收益矛盾难于调和的结果&其

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流民追逐短期收益和效益最大化的行为价值取向使然&

%"$!流民逐利行为与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变化的关系

!!清道光以后!随着陕南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农业以及依附于农业生产的其他产业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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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陷入停滞’倒退甚至破产的边缘!无以为生或受日益稀缺的生存资源压迫的人口被迫

对社会公共资源展开争夺!甚至抢夺或占据他人的生存资源&其危害最大’影响深远’引

起连锁反应的行为表现就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对水利工程的失修’破坏!由此使得清代陕

南农业生产陷入恶性循环之中"一方面是旱涝频发’灌溉失时!一方面是公共水利工程失

修或修浚不力!甚至人为的毁坏水利工程!使水利工程失去了其灌溉’蓄洪的功能!&而

农业生产环境的不断恶化!也从根本上动摇了陕南地域社会稳定的基础&失去控制和规范

的人类行为反过来又加剧了陕南地域社会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这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所言!(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

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

;!结论

!!人类行为的社会性特征决定了其与环境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非线性的关系+@,&本文

研究结果表明!人类行为与环境处于相对较为(自由*状态的前提下!人类行为更多地表现

为人文因素的影响!而在环境变迁及环境压迫下!则体现为环境有限选择和被动选择&清

代陕南流民的空间行为选择!为我们认识人类行为与环境的关系提供了基本的出发点"

!! $#%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在大区域’长时段上决定了人类活动的空间差异!但在小区

域’短尺度范围内!由于人类文化模因不同!人类空间行为因而不同&清代陕南流民空间

选择行为表明!人类空间行为往往并不遵循地理环境最优原则!而是遵循文化风 俗 相 近

原则&

!! $!%人类行为效果的最大化原则&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需求!使追求行为效果的

最大化成为人类的天性!尤其是人类与环境关系较为 (自由*或环境作为一种无代价资源

时!利益最大化就成为人类行为的必然指向&清代陕南流民虽然依据不同的环境条件!采

取了不同的行为!但无论是山地刀耕火种等粗放耕作农业还是平川地带以水利灌溉为主导

的精耕细作生产方式!追求单位时间上效果的最大化是流民行为选择的普遍趋势&

!! $>%人类行为是有限选择&这有两层含义!一是人类任何行为的选择都受制于地理

环境所提供的可能性#二是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具有选择性&陕南秦巴山地空间类型多样!
既有平原河谷又有丘陵山地!环境在为流民提供多种可能性的同时!也从根本上规定和制

约了人类的行为选择&如在秦巴山地环境条件下!流民不得不放弃原有的技术形态而采用

适应山地生产条件的刀耕火种生产方式!体现的是环境压迫下人类行为的被动选择#而在

河谷川原地带!熟谙水利的南方流民则极尽可能发展以水利灌溉为主导的精耕细作农业生

产!人类行为则更多地表现出主动的逐利倾向&

!! $:%不同行为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地理环境的差异性使不同区域人类行为因而不同!
但人类活动的外部性效应往往使这些不同行为之间发生异地’异时影响&清代陕南山地与

平川地带人类不同的活动方式所产生的环境关联效应表明!传统的仅从区域内部或某一种

人类行为来寻求简单的 (人)地*因果关系存在认识上的缺陷!从系统或流域的观点来考

察区域与区域’山地与平原’河流上中下游之间人类行为的环境相互影响关系!必将从本

质上推动我们对人类行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

!!当前科学界的普遍认识是!要从根本上认识全球环境变化!就必须从人类因素的角度

! 光绪 -白河县志.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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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充分估计和重视人类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是我们正确认识历史时期人类

活动与环境关系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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