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希的林业发展观及其时代价值①

刘海龙

摘 要：梁希对林业发展问题具有深刻和高远的认识。梁希认为林业是不能包含在农业之中的，

林业具有更加基础性的地位；认为林业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还具有生态功能；主张通过调动全民

积极性发展林业。在大力建设生态文明的今天，梁希的林业发展思想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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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希先生既是一位林业科学家，担任过国家林业部部长，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其关

于林业发展的思想观点认识深刻、高屋建瓴，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我们不妨

将梁希先生关于林业发展的思想概括为梁希的林业发展观加以认识。何谓林业发展观，

顾名思义就是对林业发展的根本认识和总体看法，其中关涉到林业是什么、林业在社会发

展中的地位、林业发展的取向、林业发展的动力等诸多问题。梁希先生关于林业发展的思

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由于对梁希先生进行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对其有全

面、系统、深入的把握，只选取其中几个重要的方面加以阐释。

一、林业发展的地位：大林业思想
林业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何种功能，即“林业何为”的问题，是林业发展观的第一个

重要问题。对于其功能的认识直接决定了其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进而影响其发展的趋

势。梁希先生对此有深刻的见解。

先从当前流行的关于林业发展地位的话语说起。当前人们普遍把林业作为农业的一

部分认识，林业被包含在农业之中，即“大农业思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述，就是毛泽

东所说的“所谓农者，指的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②，即认为农业包含林业、牧业、副业

和渔业。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这个论述习以为常，不加反思，自然地接受了这种“大农业

思想”，把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并列，认为它们都属于大农业的范畴。实际上，这种观点

只是从一定角度阐发了农、林、牧、副、渔五业的密切关系，而将其理解为一种包含关系就

值得商榷了。

① 收稿日期：2013-12-28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文明视域下我国工业化道路内涵的转变与拓展研究”

（2012SJB710011）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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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回到梁希先生的认识。我们可以把梁希先生的观点概括为“大林业思想”，即

认为林业的范畴实际上超越了农业的范畴，林业不是与农业、牧业、副业、渔业相并列的关

系。“第一个时代：森林是人类的发祥之地。人类之所以能够发达到现在的地步，都是森林

的功劳。⋯⋯第二个时代：林业与农业分工合作，农业管着衣和食，林业管着住和

行。⋯⋯第三个时代：森林不但管着住和行，并且管着衣和食的一部分。”①“有森林才有水

利，有水利才有农田。”②可见，在梁希先生的论述中，显然林业是不包含在农业之内的。

梁希先生的论述启发我们反思流行的观点。事实上，林业相对于农业更具基础性地

位，是农业、牧业、副业和渔业的支撑，没有林业，农业、牧业、副业和渔业都会受到很大的

影响，反过来，林业倒不需要农业、牧业、副业和渔业支撑。

观念不仅仅是观念，它可以转化为一种社会秩序。“大农业思想”生成了一系列不利于

林业发展的话语和秩序。这里我们用后现代思想家福柯的观点来分析这个问题。福柯曾

经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不是你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你。”福柯的这句话是用来揭示现代

人如何生成为现代人背后的观念话语背景的，其中蕴含的道理非常深刻，对于我们认识话

语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福柯的观点非常深奥难懂，当用其分析一件

具体事情时，其中道理就一目了然，并且能够使我们洞察事态背后的复杂关联。在大农业

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诸多对林业不利的话语，并且固化成一种社会秩序。比如中央一号

文件每年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林业附带其中；林业与旅游业并列，其部分价值转移到旅游

业，林业部门栽树旅游部门收钱；林业管理部门级别地位相对低于农业管理部门级别地

位。与此同时，还形成了林业学科在知识体系中的不利地位：综合大学很少开设林学，林

学在农业院校中相对弱势，学部归属于农学部等。

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些社会秩序的成因完全归结于大农业思想，也要看到其中有社会

历史背景和产业之间内在关系的影响，但毫无疑问，大农业思想对于这种秩序的形成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而当这种秩序形成以后，任何一种在此种秩序中的努力对于林业摆脱现

有处境都是非常困难的。因而，我们需要借生态文明建设之机，立意“森林是人类家园”阐

释林业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地位，重构林业话语，改善固化的秩序，为林业发展争取更大

的空间。

二、林业发展的取向：生态林业思想
从前述可见，林业在各种产业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功能自然是多方面的。这里又产

生出关于林业发展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我们发展林业的目的和取向是什么？即“林业为

何”的问题。在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演化的不同阶段林业发展应该有不同取向，林业发展

取向问题需要我们随着环境变化而不断思考并作出合理判断。

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林业发展的取向主要是木材生产为主，

① 《梁希文集》编辑组：《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7年，第1-7页、第194-206页、第357-358页、第217-230页。

② 《梁希文集》编辑组：《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7年，第1-7页、第194-206页、第357-358页、第217-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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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希先生正是生活在那个时代。但即便在当时的认识条件下，梁希先生对林业的发展还

是有不同于凡俗的看法（我们称之为“生态林业思想”）。梁希先生的“生态林业思想”在其

著述中的体现比比皆是，如“森林不仅是观瞻问题，而且是国民经济问题，并且是国土保安

问题”；“造林就是保持水土的最有效而且最经济的办法”；“发展林业，不仅可以满足国家

建设和城乡人民生产生活上对木材和林副产品的需要，同时还能减轻自然灾害，保证农业

丰收，美化环境，增进人民身体健康”；“森林是创造自己环境的树木整体。也可以说，森林

是森林本身和它的环境的统一体。正因为森林与它的环境起着相互作用，所以它对于水、

旱、风、沙有相当的控制能力”①。

即便梁希先生具有“生态林业”的思想，甚至当时有一些学者提出过“林业万能论”，但

囿于当时的国情，以生态为取向的林业建设未能实现。因为当时最需要解决的是百姓的

温饱问题。1956年，毛泽东听说林业部门每年给国家上缴利润5亿~6亿元人民币，高兴地

说：“林业真是一个大事业，每年给国家创造这么多的财富，你们可得好好办哪!”毛主席重

视林业的经济功能，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作为第一代国家领导人，他当时需要解决的是

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但也可以由此窥见当时发展生态林业之不可能。

我国林业由木材生产为主到生态建设为主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转向过程。黄河水患和

长江水灾频发、生态危机的日益严峻等现状，终于引发对林业功能取向的重新思考。200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确立：“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可持续发展

道路。”2009年6月23日，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中央林业工作会议指出：“林业在生态建设

中具有首要地位。”2013年前后，时任中国林业科学院院长江泽慧主持的《中国可持续发展

林业战略研究》提出本世纪上半叶中国林业发展的战略思想：确立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

可持续发展道路，建立以森林植被为主体的国土生态安全体系，建设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

社会。至此明确了生态林业的战略地位：生态文明建设中林业占首要地位，林业发展以生

态建设为主。

生态林业的战略提出了，其中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我们不妨据此

把思考林业发展取向的范围定为：保障生态安全、加强生态建设、扩展生态空间、提供生态

文化。配合生态林业建设战略，国家出台了系列措施，包括生态补偿、生态服务价值核算、

生态功能区、生态红线等，这对于生态林业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也是我们林

业院校师生应该重点关注的课题。

三、林业发展的动力：全民林业思想
“林业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哪里”，这也是林业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与从民生视角看待

林业地位相一致，梁希先生认为林业发展需要全民的动员。他提出“各级政府的正确领导

与负责干部的重视”、“干部的具体领导和英模的带头作用”、“群众积极的行动”、“组织群

众合作造林”、“军队造林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培养英模”以及“重视妇女儿童力

① 《梁希文集》编辑组：《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7年，第1-7页、第194-206页、第357-358页、第217-230页。

—— 71



量”①，主张在林业发展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林业工作中贯彻群众路

线，我们称之为“全民林业”思想。

调动群众造林、护林的积极性，有利于林业的发展和繁荣。众所周知，1958年以后的

林业产权向着国有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林场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这种运作方式在

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林业的专业化，但也存在群众积极性不足的问题。经过几十年的集体

化运作，集体林业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人的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导致林业发展的动

力不足。因而到了当代，我国又开始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给予群众一定的自主性，群众

可以从林业经营中获取一定利益，充分调动了社会的活力发展林业，这与梁希先生当年提

出的全民林业思想是吻合的。

上述为梁希先生林业发展观中的部分观点，难以做到全面系统，只能管中窥豹。即便

如此，这些观点仍然透视出梁希先生对林业发展认识的高瞻远瞩。梁希先生的林业发展

思想非常值得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

[作者单位：刘海龙，南京林业大学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张月红）

Liang Xi’s Thought of Forestry Development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Liu Hailong

Abstract: The thought of forestry development of Liang Xi is profound and lofty. He thought that forestry can t be
included in agriculture. The position of forestry is more basic. He thought that forestry not only has economic
function, but also has ecological function. He advocated that a country should mobilize all the peoples enthusiasm to
develop forestry. Liang Xi  s thought of forestry development has important valu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Liang Xi；thought of forestry development；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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