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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国时期四川农业的变迁

内容提要 民国时期 ,在 动荡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下,四 川农业生产曾一度迅速

而畸型地向前发展,土地开发和粮食生产都取得了很大成就 ,并 形成了农业生产的地

域特色。究其原因,在 于因地制宜发挥地区条件优势、市场需求量增大、回民政府的大

力提倡等等。

关键词 民国时期 四川农业经济 耕地 人口 农业地域特色

民国时期是四川E1彐 历史上风云变幻的时代 ,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 ,不稳定的经济条件 ,不仅

制约了这一时期四川农业经济的发展速度 ,而且也规定着农业生产的地域布局。特别是8年抗战

时期由于四川国防的重要性 ,四 川农业生产还一度迅速而畸型地向前发展。这一时期土地开发在

过去的基础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全 省普遍地扩大了耕地面积 ,改善了耕作条件 ,增 加了复

种指数和产量 ,提高了社会生产力 ,特别是成都平原已被开拓为全国性的基本农业经济区,其 他
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而农业中的粮食生产的发展更为突出,其赋粮额竟占全国总数的三分

之一[2〕 。尽管如此 ,由 于外患内战频繁 ,经济莉益屈从于国防和政权利益 ,加上封建势力依旧强

大 ,而战争又造成环境恶化 ,天灾人祸不断 ,所有这些都严重地干扰了四川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

农业经济大发展和农业环境大动荡交织在一起 ,共同构戍了当时四川农业的基本特征。

一 民国时期四川农业生产的环境和基础

民国时期四川省农业生产的发展情况 ,可以分为民国前期和民国后期两个阶段 ,前期从辛亥
革命后1912年“

四川省军政府
”
建立起至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为止 ;后期从1937年末国民政府

由南京迁至重庆起至1949年全国解放为止。

人口和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先看四川的人口条件。据《修正民国元年内务部汇选宣统年
间四川人口统计表》记载,1912年 ,四 川全省人口为43狃 2815人 r3彐

,占 全国总人口的10.77%,自

此以后四川∵直保持约占全国人口1/10的人口笫一大省的地位。但是这并非四川的实际人口 ,

因为按统计资料计算 ,当 时男女之比高达 l。 31,说 明统计时至少漏记了不少女性。当然相对于前

期其它人口数据 ,这一数字还是清末民初最全面的户口统计资料 ,因 为这一人田数系四川总督根

据清廷民政部1908年颁布的统一章程亲自督办的全省性户口登记 ,以 县屯为基本统计单位进

行 ,其人口登记范围包括全省146县 3屯 (含少数民族),并列出省会成都的人口、军队、驻防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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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船户人口,比较接近实际。经过 25年的发展 ,到 1937年 ,四川人口已达到 50468211人 [‘彐。可见

前期四川人口净增率为 16.17%,年均增长率为 5.8%0,相 应的全省人口密度由 76。 46人/km2上

升到 88.3人 /km2。 但是民国后期人口数量起伏较大 ,从 1937年到 1941年 由 5047万 降至 4900

万左右,19dd年 又回升为 5000万 ,1047年 再度降为 4976万 ,1948年 仍增至 5012万 E5]。 从 1937

年到 1948年 四川人口总数大约减少了 34.9万 ,即人口下降了 0.7%。 8年抗战和 3年内战时期 ,

四川省虽然不是主要战场 ,没有因战乱损失大量人口,但是四川每年数以 10万 计的男性青壮年

人口被征入伍 ,开赴前线 ,又有大量农村青年为了
“
躲壮丁

”
而逃匿,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四川人

口的大量减少。同时由于正面战场节节失败 ,国 民政府又西迁重庆。这样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行政院各部委以及大批沦陷区难民、学生也先后乘船入川 ,这些入川者中非农业生

产人口占有很大比重。据民生公司所办《新世界》(半 月刊)记载 ,自 抗战爆发到 1938年 7月 该公

司承载抵渝人员 12万多人 ,其 中公务人员占 50%,即 6万余人 ;难民难童约占 硅5%,即 5.在 万

人 ;学生占 5%,约 6000余人【6彐 。此外 ,由 于战事频繁 ,四川农户承担大量夫役兵差。省内各行政

督察区均设有战时运输处 ,负责配合军队的调动 ,以 便及时征集民夫、征购粮食和运送食盐等物

资。据统计 ,到 1942年止 ,四川农户在征调兵役后 ,完全没有壮丁的占 16.2%,因 征调工役而完

全失去壮丁的家庭占 14.9%E7彐 。这样看来 ,后期四川人口结构有两个特点 ,一是从事军事活动人

口比重较大 ,一是消费人口比重较大。

再看四川的耕地条件。耕地是农业之母 ,一个地区开发程度的高低除与人口密度直接相关

外 ,亦与耕地面积大小和垦殖指数相联系。民国时期四川地区的耕地一直没有进行清丈 ,仅 30年

代初在部分县份实行过
“
土地陈报

”
,因而各种数据之间轩轾悬殊。1922年 ,农商部刊行《农商统

计表》称 191准 年四川耕地约 124.8849万 顷,而 1939年四川省政府编《四川省概况》又称 1937年

全省(包括雅、宁两属)耕地约 108万顷(尚缺数县),西康省政府编印《西康概况》时估计西康耕地

o。 4万多顷。由于 1937年的统计数字是在南京政府控制了四川政局之后 ,省政府遵照
“
国民政府

军事管制委员会行营
”
颁布

“
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条例

”
时进行的土地详查 ,当 然更符合实际。

即便如此 ,仍 然存在相当数量的民间隐田(其 中亦有
“
步弓法

”
土地测量失实的成分),如 1985年

四川按标准亩概查全川耕地 132万 顷,但国家区划局利用卫星摄影 ,采用
“
成图法

”
进行耕地计

算 ,得 出全省实际耕地约 171万 顷匚8〕 ,为上报耕地的 1.3倍 。以此校正 1937年 四川地区实际耕地

应为 141万 顷(10s.4× 1.3),考 虑到 1937年的耕地数尚缺仁寿、屏山、古蔺、巫山、靖化、盐源、宁

南、灌县和三峡实验区(在今重庆北)的 统计数据 ,今按人均 2,2亩估算 ,应补耕地 4.3万顷,因 此

1937年四川地区实有耕地 145.3万顷。至于民国后期的土地数字 ,可以根据 1953年全国第一次

土地普查资料倒推而得 ,当 时四川耕地有 116万 顷
[9],再结合 1937年统计的 108.4万 顷,使用

“
内插法

”
,得 出 1948年 耕地为 113.6万顷;同 样以实际耕地为上报耕地的 1.3倍 较正 ,可 知

19吐8年耕地实有 147.7万顷。四川耕地从 18⒛ 年(嘉庆二十五年)95万顷到 1937年的 145.3万

顷,再到 1948年的 1砝 7.7万 顷,反 映了四川耕地垦殖仍以年均 3.64‰ 或 1.5‰的速度增长着。民

国后期 ,虽 人口下降了 0.7%,但耕地面积却增加了 1.6%。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政府为增产

粮棉和安置难民而大力提倡开荒垦殖、扩大耕种面积。1938年 2月 ,四川省政府通过了《公共坟

地地面种植杂粮规则》,规定在文至第二个月内,各县市即将境内公共坟地尽数招佃垦种作物。同

月又制定颁布了《四川省督垦荒地大纲》,划通、南、巴、城口、万源 ;北 丿刂、平武 ;松 、理、茂、汶 ;天、

芦、宝 ;酉、秀、彭水、黔江 ;东西山;南 川金佛山;雷 、马、屏、峨 ;昭 觉、宁南、盐源、盐边 ;华蓥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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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广、剑阁等 11个 区域内之官荒为垦殖范围。1939年 12月 又制定了《四川省垦务委员会难民
移垦实施方案》指导难民开垦「1°彐。自此四川开荒运动如火如荼 ,到 19妞 年 ,在全国 153个公私垦

殖单位中,四川占 53个 ,居第一位·垦民 24834个 ,次于陕西 ,居全国第二位 ;是年全川垦殖面积
达 29万亩"]。

正是耕地面积的持续增长 ,奠定了四川农业经济缓慢发展的物质基础。

二 农业生产的地域特色

(一 )粮食作物的地域分布

四川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 ,地质土质宜于作物生长 ,谷地夏季多水稻 ,冬季多小麦 ;岗地则产

甜薯、玉蜀黍、高梁、黄豆之属 ,均 以粮食作物为主。据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统计 ,1939年至 19妞

年 ,六年平均夏季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 72.2%,冬季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耕地总

面积的 46.1%E1z]。 作为四川农业精华的水稻更出尽风头 ,民国时水稻布局在盆周地区迅速扩大 ,

并随着梯田化的浪潮涌向丘陵山地高处 ,遍布全省每一个县份。如川北丘陵区在民初人口增长的

形势下拓垦成为农业之急务 ,“有暇就谋农场之扩张 ,于是山隈土角 ,锄痕殆遍
”
,到处

“
有长不及

丈 ,宽仅盈尺的稻田
”E13彐 。特别是盆地内部稻海麦浪 ,纷纷呈祥。1931年 ,董时进考察四川

“
由渝至

蓉所经山坡 ,远望一似荒岭 ,及接近 ,始知其由脚至顶 ,无一非耕地。龙泉驿山坡可谓高而急 ,然半

山之上 ,犹不乏水田,山顶之上 ,不乏旱田
”n叼 ,成为四川稻谷的集中产区。即使是西康地区到民

国后期水稻种植亦有很大发展 ,宁属 (即今凉山、攀枝花两州市)的安宁河谷地已成为西南屈指可

数的谷仓 ,年产大米 zO0余万石巳5]。
然而 ,由 于四川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军阀割据和混战之中,军

阀的掠夺和封建地主的剥削 ,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仂日之交通不便 ,社会经济大大落后于我

国沿海地区;而且缺乏高产品种 ,双季稻推广面积有限,全年平均亩产不过三四百斤(如表 D。

表 1。 民国时期四川水稻生产的官方统计表

年代 播种面积 总产量 平均亩产 资料出处

1914-ˉ 1918 碴8.84万 顷 14946.7万担 306 农商部 1922年《农商统计表》

1931·-1938 35.73万 顷 12484.2万担 348 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

1939-ˉ 194硅 31.54万 顷 12486.9万担 396 19厶 6年《四川经济季刊》第 3卷

1949 51.54万 顷 18560.0万担 360 1984年《四川省情》

四川产稻闻名全国,历年外销他省,但是 30年代以来却每年进口湘米D6彐 。1932年 ,四川总产量为
15207万 担,1933年 则为 12405万担 ,“大部分中下层人民全年多食杂粮 ,少 食稻米 ,除 高梁多用

于制酒外 ,玉米、甘薯等杂粮悉为民间主要食品
”「1刀 。到 1939-19狃 年 ,红 薯、大小麦、玉米、豆类、

马铃薯等杂粮种植面积较之稻谷年均种植的 2907。 4万亩大得多 ,如玉米年均种植 1327万亩 ,红

薯亦达 998.7万 亩 ,小麦 1731万亩 ,豌豆 967万亩 ,蚕 豆 926万亩。尽管杂粮因粗放经营 ,亩产

低 ,但总产量亦达 1.1亿担(红薯、洋芋以 2公斤折合 1市斤计),与稻谷年产 1.13亿担持平
「1:1。

小麦在四川是最重要的杂粮作物 ,在 低谷平地常与稻谷复种 ,丘陵山区则成为主要的食物 ,

一直是四川播种面积最大的冬季作物 ,平均亩产 200斤上下 ,播 种面积 18万顷左右 ,总产量约

3600万担 ,具体情况列如表 2Γ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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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民国时期四川小麦生产的官方统计

年代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2 1949

播种面积
(万 顷)

18.44 16.22 17.82 19.50 17.92 17.61 18.98 22.57 10

总产量
(万担 )

2646.3 3115.3 3839.5 2860.2 4943.8 攻187。 4 3566.8 3687.2 5572。 o 2000。 O

舻
⒄

144 237 254 234 2O3 194 247

同时由于人口增加 ,灾害战争频仍 ,时有饥馑发生 ,大麦作为各荒杂粮 ,在丘陵、山区的种植又有

发展 ,全省总产量常居全国第二位,30年代年均播种面积为15.9万顷,产量约1586万担。特别在

抗战时期更是大力发展,1942年 产量即达到2922.3万担 ,居全国首位E2°彐。不过 ,大麦的分布常在

小麦的种植圈之外 ,因 此其分布主要集中在川北地区。玉米的总产量在杂粮中仅次于红薯和大小

麦而居第三位 ,1931、 1936、 1941、 1949年播种面积分别为12.75、 9.96、 11。 42、 ⒛。41万顷;产量依

次为2219、 ⒛22、 2574、 2560万 担 ,其 中盆周山区的玉米播种面积占当地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两

成以上 ,仅次于水稻 ,是 四川玉米的集中产区,此外盆东平行岭谷区也是四川玉米主要生产

区Ezl□ 。红薯布局刚好相反 ,在盆周山区种植较少 ,而在盆地中部低山丘陵地区种植普遍 ,占 红薯

总面积的80%左右 ,一直栽培2万顷以上。由于红薯是亚热带作物 ,宜于温暖潮湿地区生长 ,而盆

周区气候偏冷 ,致使红薯很难收藏过冬。由于红薯这一致命弱点 ,以致它极少传入川西。抗战中

为各战各荒 ,红薯成为垦荒的先锋作物 ,在川西南等中山区得到推广 ,使得全省红薯的总面积由

1936年 的6.56万顷,增 加到19狃 年的9,31万 顷,1949年 的13。 ⒛ 万顷 ;总 产量亦由1936年 的

4604万担 (居全国第二位),增 加到1941年 的7401万 担,1949年 的12433万 担「22],成为我国红薯

生产的第一大省。

为了进一步说明四川前期与后期粮食作物产量的详细变动情况 ,下面列如表3。

表 3。 民国前后期四川粮食作物年均产量变动表   (单位 :万担 )

釉 稻 糯稻 小麦 大麦 玉 米 甘薯 高梁 小米 燕麦 荞麦 豌 豆 蚕 豆 合 计

1931-ˉ 1937 4367￡ l1089 36335 27吐 80 27383 53587 l1971 1523 ld096 14601 3吐 1240

1938-ˉ 19逆吐 0789凵 9189 39561 24517 29462 61507 1229吐 731d 16076 13986 32吐 375

(资料来源:《 战时四川粮食生产》,《 四川经济季刊》19娃 6年第3卷)      ·

从表中可以看出,甘薯、小麦、豌豆、高梁、玉米等五种作物后期产量高于前期 ,其中以甘薯增长幅

度最大 ,而水稻、大麦、糯稻、蚕豆、小米、燕麦则全部减产。若以稻谷、杂粮而论 ,则稻谷后期较之

前期减少37681万担 ,杂粮反而增加⒛716万担。造成主杂粮这种反常比例的出现 ,固 然与四川的

租佃习惯相关 ,地 主皆稻谷租 ,杂 粮则归佃农 ,因 此佃农多不愿意增加稻谷而致力于杂粮种

植
E23]。

但是 ,当 时四川粮食产量的增加主要是靠扩大种植面积和提高复种指数来实现的,作为
“
一身系天下(粮食)之安危

”
的水稻 ,单位产量反而下降 ,如 1942年和1943年籼稻平均亩产为303

斤和281斤 ,糯稻平均亩产为278斤和287年 ,均低于1936年的332斤和316斤匚2‘彐。这说明本省粗

放的耕作并未改观 ,反而加剧 ,最终导致了水稻总产量的下降。

(二 )经济作物的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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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四川农业中经济作物较为发达 ,其 中木棉、蚕桑、茶叶、烟草等种植业都已在局部地区形

成专门化商品生产区,这在四川农业发展史上还是十分重大的事情。

民国四川油菜籽产量常居全国之首 ,菜油输出量为各省之最。现将民国四川油菜籽生产情况

列表如下E25]∶

表 4。 民国时期四川油菜生产的官方统计

年份 1931 1932 1936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面积 (千亩 ) 4600 1在 430 12545 7477 8366 12558 8909 6758 6795

产量 (千担 ) 4570 14877 8791 7883 10928 6556 5697 5764

抗战以来由于植物油需求量增加 ,油 菜籽的价格首先上涨 ,故 1939年和1940年 种植面积大为增

加。但是自1940年起 ,粮价上涨速度快于菜籽 ,故 1941年油菜种植面积较1940年减少360万亩 ,

产量亦减少90万担。1943年虽略有增加 ,但仍不明显。到19准9年 ,油 菜生产跌到低谷 ,播种面积

仅3。 狃 万顷,产量仅309.9万担。这反映出油菜生产的兴衰与市场供求相始终 ,其生产布局围绕

着市场供求关系而盈缩。

四川糖料作物只有甘蔗。民国时甘蔗种植区已遍及各大河谷地带 ,尤其是沱江流域的内江、

简阳、资中、资阳、威远一带已发展成为四川的重要甘蔗生产基地 ,如 内江全县耕地面积共527307

亩 ,其 中水田⒛9912亩 ,旱地317395亩 ,旱地除一部分种杂粮外 ,其余俱种甘蔗 ,平均每户作物面

积约43.3亩 ,而种蔗面积则达24.9亩 ,计种蔗面积约占作物面积的57.5%E26彐 。在1930年 ,仅资

中、内江、简阳3县种植面积就占0.53万 顷 ,相当于全川的一半匚27彐 ,故农户多以植蔗为生。民国时

代四川种蔗业极盛期是在辛亥革命时期 ,主要由于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发展 ,市场交易活跃 ,蔗价

提高 ,刺激了蔗农积极性。以后由于军阀混战 ,糖房地主剥削 ,国 民政府苛捐杂税及外糖输入等社

会原因又严重地抑制了甘蔗生产的扩大。抗战以后沿海各省的蔗糖区域相继沦陷,四川便成为战

时蔗糖的唯一产区,1938、 1939、 1940、 19狃 、19妮 年四川甘蔗种植面积分别为135、 122、 143、 96、

72万亩 ,产量相应为4126、 1711、 2343、 1412、 929万担E2:]。 1939年 ,不仅种植面积比1938年减少

10万亩 ,而且因遭受特大虫害 ,产量锐减 ,仅 1711万担。同时因战区扩大 ,食糖进口困难 ,而 省内

食糖消费增加 ,价格上涨,1940年 ,面积产量均显著增加。自此之后 ,亦与其它特产同受粮价上涨

的影响 ,加之食糖专卖 ,以 至1941、 1942年面积和产量又形减少。自此川蔗生产一直处于不景气

状态 ,到 1949年 ,全 省甘蔗栽培面积竟只有30.6万亩。

四川茶业 ,自 古已盛。《茶经》载 :“剑南以彭州上 ,绵 州、蜀州、邛州次 ,雅州、泸州下 ,眉 州、汉

州又下。
”
可见李唐时期四川产茶已名闻宇内。宋元以降 ,实行榷茶制度 ,四川尤为专卖实施重点

地区,川茶业更茁壮成长。洎乎辛亥鼎革 ,川境因军阀盘踞 ,连年构兵 ,川 茶在旧引茶制束缚下难

敌国际市场上 日本、印度、锡兰茶的打击而一蹶不振,产量由30余万担骤减为10余万担。1938

年 ,贸易委员会负责管理茶叶产销后 ,曾 竭力提高茶质 ,改善茶商组织 ,使战时川茶稍有恢复。然

而好景不长 ,1939年 ,划 出西康省后 ,四 川茶法因地而异 ,朝令夕改 ;官僚政府亦奋力渔夺 ;再加

上1942年太平洋战争使香港、仰光相继沦陷,外销中断 ,茶业再度陷于衰落之中。尽管如此 ,但川

茶毕竟甲于西南各省 ,外销虽已不占重要地位 ,但边茶销售事业却长盛难衰 ,所 以四川茶业除湘

浙两省外绝无其匹,即 皖赣两省,以产地分布而论 ,亦无出其右。当时全省产茶县多达90个 ,占 总

县数的75%。 其中30余县还分布有专业茶园,以 灌县为中心的西路茶区,以 名山、邛崃、西康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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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南路茶区,以 屏山、峨眉、夹江为中心的下河茶区,以 万县、达县、忠县为中心的东路茶区,其

茶业经营都已走上专门化道路 ,这在当时茶叶价格普遍低落 ,且又饱受政府和茶商压级压价百般

勒索的情况下能发展到这一步 ,的 确是极不容易的。

四川种烟以红花烟草为主 ,抗战前川烟年均播种面种约2.5万 顷 ,产量30O余万担 ,均居全国

之首。集中产区在成都平原 ,什邡一县即年产烟30万担左右 ,常居全省总额的一成以上 ,其次是

郫县、绵竹、新都、温江 ,这五县年产烟多达70万担 ,占 全川总额的23.3%。 抗战开始后 ,政府提倡

粮食种植 ,烟草生产规模得以控制 ,这一状况在表5中足以反映出来。

表 5。 战时四川烟草生产官方统计

年份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面积 (千市亩 ) 姓7 927 1002 904 777 1035

产量 (千市担) 49 1425 1306 953 884

(资料来源:《抗战以来四川之农业》,《 四川经济季刊》1943年第1期 )

1938年 ,全 省种烟仅4.7万亩 ,产量不过准900担 。其后因战区扩大 ,后 方烟草销量增加 ,烟 价上

涨 ,植烟面积随之扩大,1940年 ,全省烟田达90万亩 ,产量增至140万担。1941年 ,烟草面积继续

增加 ,但产量因收成欠佳而回减,1942年 以后 ,因受粮价上涨影响更加快了衰减步伐。特别值得

注意的是在民国四川农业地理变化中鸦片已成为当地一种重要的农作物 ,在 1906-190s年 ,四

川年产鸦片分别为5113⒋ 、57463、 狃519担 ,一直稳居全国榜首〔29彐 ,按每亩产鸦片50两计算 ,估计

四川每年约有100万亩鸦片烟田。民国初年四川政府表面上严厉禁止罂粟的种植 ,但川西南、川

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在军阀地主和土匪烟贩的鼓动之下鸦片生产阔步发展 ,所 以到了⒛ 年代 ,

即使在盆地内部亦无一县不种鸦片,每年鸦片产量在40万担以上 ,鸦 片田约8万 顷,大大超过烟

草种植规模。烟草、罂粟的泛滥不仅严重地危害了四川人民的身心健康 ,同 时也给四川农业带来

了不良后果 ,致使广大良田沃野被挤占,粮食减产 ,地力下降 ,就连过去产量较高的玉米 ,这时不

仅种植面积缩减 ,而且亩产也不过二三百斤 ,从而大大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 ,对本省社会

经济结构的畸型变化起着巨大的催化作用。因此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厉行禁止 ,当 然对

于西部山区仍力有未逮 ,特别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
“
代购烟种

”
,号 召大种鸦片 ,使得川西地区鸦

片生产一枝独秀 ,更加变本加厉地发展起来。

川省气候多湿 ,产棉区域较小。抗战以后 ,随着产棉区域减少 ,而棉花需求量日殷 ,价格逐渐

高涨。1940年初 ,每市担棉花价格不到⒛0元 ,年底便达1000元 ,上涨在倍。到1942年 3月 更涨至

1500元 ,棉花价格持续上扬 ,棉花成为囤积居奇最理想的商品之一。为此棉花成为抗战期间重点

发展的农作物 ,其历年生产概况见表6。

跤 1931-ˉ 1939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产量 691 763 1280 1129 952 956 1244 1123 1452

(资料来源:《 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及周开庆《四川经济志》)

虽然当时川省棉产极不稳定 ,但各年均较战前七年间的平均年产有所增加 ,多数年份增产的幅度

还比较大。主要产区集中于涪江、沱江、岷江、嘉陵江及巴水河川地区的87县 ,其 中遂宁、射洪、仁

寿、三台四县最为集中 ,为川省棉花生产基地 ,棉 田面积常占全省的50%。 其次为盐亭、南部、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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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仪陇四县 ,形成了以嘉陵、涪、沱、岷四江为重心的棉花分布格局[3°彐。其原因不外乎 ,一是棉花

生产受市场价格制约 ,具有商品性 ,因 此大规模种植必然要临近水路交通线 ;二是这些地区多属

丘陵山区,地势崎岖 ,灌溉困难 ,不适宜于稻谷的大规模生产 ;加上民国前期四川的军阀割据和经

济封锁 ,而后期则对外交通常常受阻 ,这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外国棉纺织品的输入 ,有利于四

川植棉业的发展:即便如此 ,由 于川棉多属土种或退化美棉 ,纤维粗短 ,适合手纺而不宜机纺 ,加

之四川气候阴雨连绵 ,而优良棉种的推广面积仍很有限 ,因此川棉仍不能满足本省的需求。1932

-1934年 ,四 川进口货物价值中,棉 纺占65.8%,匹 头占8.8%E:1],即 是明证。

四川是中国重要的蚕丝产地之一。1880年 ,生丝产量已达6000担 ,占 全国的第五位E32彐 。桑树

成为四川分布甚广的经济作物 ,性喜温暖,在 四川盆地内部大部分地区均适宜于种植 ,其 品种有

鲁桑、湖桑、嘉定桑三种。自1891年英商太古洋行从重庆、万县水路输出川丝568担后 ,外国开始

了大规模的掠夺四川蚕丝原料的活动 ,蚕 丝在川省各种外贸品中居于首位。在外贸需求急剧增长
′的刺激下 ,四川农村掀起了一股

“
蚕桑热潮

”
,各地大力推广养蚕新法 ,引 进良种桑树 ,开辟新的桑

·
园,改进家蚕品种 ,四 川农村植桑养蚕走出副业性生产的狭隘范围,出现了大面积的纯桑园 ,使得

植桑养蚕朝着专业化生产方向发展。在1918年 ,日 本技师明弘经实地调查 ,认为
“
四川生茧产量

已达64万担 ,仅次于浙江、广东而居全国第三位
”匚33〕 。1925年 ,川 茧总产量达70万担(折丝4.5万

担),创历史最高纪录。1930年 ,生丝总产量仍达准至5万市担 ,输出2.3万市担 ,达历史上最高水

平。在产区分布上以川北最集中,桑树常与其他作物大块间作 ,多数平坦的冲积台地广植桑株 ,纵

横排列 ,行绪井然 ,水 田埂上亦栽植成行 ,其他地区也零星分布 ,其产量几占全省的1/3。 盆东次

之 ,年产茧约6万担 (合丝1000担 )以上者有三台、南充、阆中、乐山、合川、万县、巴县、长寿、涪陵

等县 ,其 中以三台产丝量最丰 ,而以乐山茧质量最优。再次是川西南地区 ,以 嘉定为中心 ,邻近十

数县皆为蚕丝生产区域 ,其中以井研、仁寿、青神、眉山、夹江、峨眉、洪雅、丹棱、犍为等县尤饶 ,鼎

盛之秋 ,年产丝5000担 以上 ,与川北、川东蚕桑区成三足鼎立之势 ,以 蚕丝之品质而论 ,尤冠于全

省 ,缘气候温暖”土质膏腴 ,为川北、川东所不能及。然而自30年代中期即遇世界经济危机 ,丝价

惨跌 ,川 丝生产日趋衰落。1936年 ,全 省年产丝仅8000市 担 ,出 口数额不过400O余 担E3,彐
,尚 不及

30年代的18%。 全川丝厂亏损3000余万元 ,倒闭停业者比比皆是。蚕茧上市 ,无人问津E35彐 。蚕农

乃将大块桑园改植其他作物 ,仅剩路旁、田边与住宅附近隙地之少许桑株 ,栽培方式多听其自然

施 ,肥管理很少注意E3δ ]。
据估计当时四川60%的桑树遭砍伐 ,90%的丝业劳动者失业[37彐 。抗战后

江浙主要丝产区沦陷 ,鉴于蚕丝为重要的传统创汇作物 ,国 民政府致力于重振四川蚕丝事业。由

于四川土蚕种系农民历代相传而未经科学方法选择 ,品 质已濒临退化 ,为此四川丝业公司就江浙

原种培育品种 ,每年春秋各一次。因蚕体强 ,收效较有把握 ,而且颗粒大 ,茧层厚 ,丝质条纹一致 ,

可以织高级生丝,深受蚕农喜爱:3:3。 1938-1945年 ,四川推广改良蚕种及丝产概况表明改良蚕种

工作取得了一定成就,1938年 ,改 良蚕种180778张 ,此后三年逐步增长,1939— 19狃 年 ,分 别改

良蚕种608352张 、6961O6张 、7OO582张 ,19妮 -1945年 ,仍 具有一定规模,4年 共改良蚕种

1909002张 。抗战8年 ,四 川改良蚕产量达32848吨 ,改 良丝产量为43755关担(1关 担=119市

斤)[3叼 。尽管如此,四 川蚕丝仍未恢复到⒛年代水平,到 19准9年 ,四川桑树仅存zO00万 株。

综上所述 ,我们不难发现,民国时期四川稻谷产量虽略有下降,但是杂粮和经济作物产量却

有所增加,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不仅保障本省战时人口的衣食之需 ,并为支援抗战作出了较大贡

献。那种认为民国时期四川农业生产
“
急剧衰退

”
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民国时期四川杂粮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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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巩固 ,经济作物生产的复兴 ,一些作物地域专门化的生产 ,其原因在于 :首先 ,因 地制宜地发挥

地区条件优势。如川西南各县位居川滇边境 ,交通不便 ,民风闭塞 ,生活艰苦 ,但是该区气候温和 ,

颇适宜于栽桑养蚕 ,民 国时这里破除陈法、改良蚕种 ,很快形成为包括筠连、高县、珙县、庆符、长

宁、宜宾、兴文各县的蚕丝生产中心 ,最盛时年产茧约40万公斤
E‘°彐。其次 ,由 于市场需求量增减 ,

引起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不一 ,带来作物结构的新变化。从四川省农民所得物价指数看 ,1937

年到1940年 ,油料作物上涨了5.8倍 ,工艺作物上涨了7.6倍 [刂 1]。
经济作物价格的增涨促使农民

扩大种植面积 ,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在整个耕地面积中的比率因而有所提高 ,从 1938年到 19硅0年 ,

四川油莱种植面积由10.5%上 升到15%。 黄豆绿豆种植面积由5.1%上升到7.7%,花生种植面积

由0。 4%上 升到 1,9%,芝 麻种植面积 由0.1%上 升为 1.2%,棉 花种植面积 由1.9%上 升到

4.7%E‘
2彐

。再次国民政府的大力提倡 ,这也是民国四川农业向前发展的重要原因。1938年 四川经

济部农本局扶助成立了农 田水利贷款委员会 ,从经济上扶持各县兴办水利工程 ,自 1938年 到

19狃 年 ,全 省工程贷款累计达3.75亿 元 E刂 3彐

,先后完成大型灌溉工程15处 ,灌 田30万亩 ;堵 水坝

227座 ,灌 田9.6万 亩 ;凿塘2826口 ,灌 田12.6万亩
E‘扌彐。这些农田水利建设都有益于四川农业经

济的发展。

注释

E1彐民国时期四川省的行政区划多次变动。1913年将大渡河以西、金沙江以东地区划为
“
丿叫边特别区”

。1939

年又将今甘孜、阿坝、凉山、雅安诸地区划为
“
西康省

”
,同 时改重庆为直辖市,与 四川省平级。为了不使政区变动

影响这一时期四川农业发展与分布的系统考察,本 文所涉及的四川农业地理范围以清末的省界为准(大致相当

于今天四川省的行政区划)。

E2彐《国民党政府田赋征实初探》,《 华东师太学报》1985年第5期。

E3彐施居父《四川人口数字研究之新资料》,成都民间意识社1936年版。

E4]据《四川省民国二十六年度保甲户查四川各县户口数日统计表》,载《四川经济参考资料》(1939年 ),尚

缺昭觉、盐边二县户口数。

E5口据《四川统计年鉴》(19吐 6年 )第 l册 ;《西康省民政统计》(19逆 6年 ),国 民政府内政部户口局《全国户口统

计总表》(1947年 )及《中国经济年鉴》(1948年 )。

E6□《抗战以来本公司的货运与客运》,载《新世界》1938年 13卷 2、 3、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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