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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绿化与生态绿化的有机结合 
一 长江三峡植被恢复与三峡工程移民 

谢怀建 ，雷亨顺 
(I重庆交通学院．重庆 400067；2．重庆大学 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重庆 4OOO44) 

摘要：长江三峡植被恢复工程应考虑两方面的内容：嚣观绿化和生态绿化。实施号现绿化是 因为长江三峡 是世界著名的 

风景名胜区，号观绿化可促使三峡恢复过去曾有的原生植被美景，增强对辞人的吸引力，促进库区旅游经济繁荣；实施 生态绿 

化，是因为三峡两岸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生态绿化可有效遏制生态恶化，促使库区生态良性循环，确保库厦经济与社会特续发 

展 三峡植被恢复成功的关键在人工植树造林，而人工植树造林应与三峡移民结合一因此，景观绿化与生态绿化有机结合是 

长江三峡植被恢复工程唯一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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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lract：The Y~ tze Gorges veg~ation recovery engineering should it~lude making landscape green and making ecology g n．On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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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蛱是重庆旅游经济的生命线。作为世界著名的风景 

名胜区，长江三峡对游人的吸引 力源于它特有 的“景观素 

质”．这些“景观素质”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高山峡各； 

二是急流险滩；三是层峦迭嶂，植被丰富；四是动人的民间传 

说。然而，由于近现代以来人类不台理开发逐渐加剧，长江 

三峡所特有的“景观素质”13益弱化 ，今天的长江三峡，无论 

是山的螋秀还是峡的清幽，其景色已太不如前。随着三蛱大 

坝台龙蓄水．长江三峡有的景观将不复存在，有的将会弱化．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赋予三峡新的景观特色 ，那么，三峡将 

会因失去特有的 景观素质”而丧失世界著名风景名胜区的 

地位，失去对游人的吸引力，导致的结果是：建立在长江三峡 

旅游资源基础上的重庆旅游业(已被列人重庆产业发展的支 

柱产业)将难以形成规模和气候．最终制约重庆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 从最近几年 日渐式微的三峡游趋势中，不难发现这 

种后果即将产生的苗头；M 13蜥升温的地方政府对三蛙旅蝣 

经济寄予的厚望与三峡景观资源13渐削弱的矛盾中，不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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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这种苗头继续扩大化的可能 于是，严肃而又沉重的课题 

是：面对不可避免的三峡景观素质的消失，应当怎样培育它 

的新景观：面对 日渐消弱的三峡景观资源，应当怎样能恢复 

其可恢复的景观贤源。 

卜一) 

长江三峡位于我国中亚热带季风区，气候温暖湿润，降水 

量丰富，为相应的动植物生长提供了优越的气候条件。三峡 

地区土壤性质总体为微酸性土壤，宜林性能广，为绝大多数植 

树物的生长提供了必备条件 因此，在历 史上很长的时I司里， 

包括长江三蛱在内的长江上游广大地区曾 植被茂密著称 

从 目前已发掘的考古资料看，直到先秦时期，长江上游地区原 

始森林植被仍保持得相当完好，一些地区甚至生活着大型野 

生动物，如犀牛、亚洲象等⋯．=虽然秦汉时期已有北方移民进 

人四川盆地，但真正进人三峡地区很少，三峡地区植被仍然保 

持完好。唐代中后期，安史之乱导致中原移民人川，农业开发 

损毁蜀地森林，川l江水土流失 ．但就三峡地区而言，还没有达 

到破坏平坝、台地周边以及山地森林的程度，三峡广大地区的 

森林植被茂密，涵养水源的功能仍然很强。即使到了南宋中 

期 ．面对北方金国的咄咄进逼，中原移民不断人川．长江上游 

大规模人类活动已造成较大水土流失．但三峡地区．由于较之 

四川盆地开发晚，森林覆盖率仍然很高．其水土保持力仍然较 

好，植被景观仍深具吸引力，对此，可从这一历史时期的文献 

窥知一二=例如．郦道元的《水经注·江水》对三峡景观与植被 

的描述是“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黼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谳 

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 林术高茂，略尽冬春”；袁山松的 

描述则是“叠鄂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弥习弥佳．流连信 

宿，不觉忘返．、”南宋时《人蜀记》第六仍说 蛮江水碧瘴花红。” 

丰都当时仍是 满山古柏大数围”，有着“人与麂鹿相戏”的境况 

(参见《是船录》、《方舆胜览》卷61)。尽管我们不能从无限的历史 

典藉中完全查阅古代先人对三峡景观丰富而叉生动的描述， 

但却可 从长江三峡的气候条件、土质状况以及上述文字描 

述设想到原始状态下的三峡两岸，植被是何等丰富，色彩是何 

等斑 ⋯·-然而，今天的三峡则景观j回异：无论瞿塘峡、巫蛱、 

还是西陵峡，过度的农业开垦使长江三峡两岸的景观呈现斑 

剥陆离的惨状，“素湍绿潭”常常被某些境外媒体所称谓的“黄 

瀑布”取代。整个三峡库区水土流失面积已达 80％强，年人江 

泥沙量约为4(XZO万吨，河流泥沙含量居世界第四位 。面对 

如此严峻的形势，即使从维护生存的角度出发，也不能不进行 

植被恢复以遏制水土流失。目前三蛱库区正在进行的长江上 

游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中德台作造林工程等，正 

是在这样的生态背景下展开的。但退耕还林、绿化山川却有 

不同的思路，在不同思路下进行的绿化建设，将会产生截然不 

同的效果。 

我们应以什，厶思路指导长江三峡两岸的退耕还林和植 

树被恢复? 

(二) 

就植被恢复产生的效果看 ．至少可以反映在三方面：一 

是保持水土，谓节气候，涵养水源，实现生态效益；二是生产 

绿色果品，培育牲畜草场，实现经济效益；三是产生视觉美 

景，实现景观教益 推行第一种植被恢复思路所产生的林木 

可谓之生态林；推行第二种植被思路产生的林赤可谓之经济 

林(草) 推行第三种思路所产生的林术可谓之景观林。虽然 

三种类型的植被恢 复都能 同时产生互动效益——经济林 

(草)和景观林可产生生态效益．生态林和景观林可产生经济 

效益．但其侧重的确各不相同。对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环 

境，其植被恢复的重点理所当然应有所不同 

长江三蛱两岸的山地植被恢复的重点应当有二 ：景观绿 

化与生态绿化。实施景观绿化与生态绿化有机结台．促使景 

观效益与生态效益同时产生，不仅是长江三峡景现建设与生 

态建设的需要，也是长江三峡两岸的土质结构和气候条件对 

长江三峡植被恢复的要求。三峡两岸的土质结构和气候条 

件为长江三峡的景观绿化与生态绿化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可 

能实现的条件。三峡地区微酸性质的土壤为众多适台在这 

类土壤生长的植物提供了土壤条件，丰富的降水和温和的气 

候为众多的乔灌草植物群落的生长提供了气候条件 ：另一方 

面，由于森林植被毁损，长时间的水土流失使三峡两岸的一 

些坡地土质贫薄．这类土地实施植被恢复，已不适台种植乔 

木，而只能种植灌木和草本植物。这迫使我们开展工作时必 

须从最大限度维护生态平衡 ，遏制水土流失的乔灌草结台的 

角度思考问题和实施绿化 这种乔灌草的综台种植，叉为景 

观绿化的色彩搭配、组合造型、植物气味 及不同植物在不 

同季节发芽开花产生的视觉效果优化提供了可能。因此，景 

观绿化和生态绿化有机结合，是长江三峡两岸植被恢复工程 

的唯一正确选择 

实现景观绿化与生态绿化有机结台，就是要以满足视觉 

美感为出发点的植被恢复工程 ，与以遏制水土流失为出发点 

的植被恢复工程统一起来，达到既产生视觉美感，叉遏静l水 

土流失的双重效果。而要达到职重效果同时产生的 目的，人 

们在实施长江三峡植被恢复工程时，应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坚持选择植物的色彩、根须、嗅觉、形状、生长周期五大因素 

综台考虑的原则 

色彩因素，指造林绿化时，应当考虑植物色彩的变化与 

色彩的搭配。例如马尾松、枫香树 、蓝桉、香樟、小叶榕、杜鹃 

等适合在长江三峡两岸的山坡上生长，但若在造林绿化时只 

图方便省事，全都种上马尾松，显然违背了考虑色彩因素的 

原则，因为马尾松是常绿乔木，一年四季缺少变化，统一种植 

马尾松会使三峡两岸既无层次感，叉无色彩变化 如果再种 

植枫香、蓝桉、香樟、小叶椿、杜鹃等，其色彩搭配会使三峡两 

岸的植被景观更富有层次感；其色彩变化会使三峡两岸在植 

被景观随季节变化而绚丽多姿 

根须因素，指造林绿化时要根据土质状况、立地条件，选 

择与之相适应的植物种类， 达到有效保土固土，避免水土 

流失的目的。例如，在土质贫薄的高山坡地，应广植杜鹃、马 

桑之类的灌木；在山体塌方带及多石少土的山地，应种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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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丰富、固土固石力的黄桷树、刺桐之类的乔木；在公路护坡 

段及个别垃圾堆土岸，可种植香根草，以形成根网，筑起“生 

物混凝土”(巫山县城』己门桥拐弯处．是巫山的垃般颂倒场，在约7O 

度的坡度上．堆放了大量垃辍．延绵一百多米，在这种土质和立地条 

件下．一般植物无弦存活，唯有香根草能够 自下而J：起到护坡护岸作 

用。这种l}1中科院华南研究所培植的植物，很适合在垃垃辍土壤中 

生{圭．报长可达 3 5米，报撤相连，形成报同，对土质坡、坝的保护女lI 

同“生物混凝土“)。如果仅从美观效果出发，用人工种植大量 

的摈榔树，其结果必然导致水土流失，违背了景观绿化与生 

志绿化有机结台的原则。 

嗅觉因素指在造林绿化时，要充分重视利用植物开花时 

散发的气味来美化香化三峡，例如，梅、桂、兰等花卉都能在不 

同季节散发浓烈香气，种植它们也同时能保持水土遏制生态 

恶化，因此，应在特江两岸土质适合地段大力种植梅、桂、兰之 

类的灌乔木与草本植物，使三峡两岸一年四季花开不败，香气 

袭人。 

形状因素指在绿化造林绿化时．对重要地段的景观树、 

标志树，要特别注意这些树的外观形状 ，使游人望到它们永 

难忘怀。对因水淹线上升而不得不搬迁的文物单位(如云阳 

张飞庙)，不仅应整个建筑完整搬迁，而且还应包括文物建筑 

周围的树赤也应完整搬迁。 

生长周期因素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指造林绿化时要注意 

速生林和一般林赤的有机搭配；二指在造林绿化时要注意落 

叶乔木与常绿乔木的合理搭配。种植速生林的目的是要使 

长江三蛱两岸尽快绿起来．迅速遏制三峡两岸的水土流失． 

迅速改变三峡两岸不良的“秃山景观”，但无论从遏制水土流 

失而言还是从改善景观而言，速生林的种植仅是权宜之计 ． 

要真正遏制水土流失，改善三峡植被景观．还必须同时大量 

种植长江三峡两岸的原生林木．使更多的原生林木和一般林 

赤(有些林术虽然不原生在三峡地区 但却适宜在三蛱生长．有利于 

改善三蚨地区生态环境 ．优化三峡植被色彩景观．也应 1种到三峡两 

岸)替代速生林木。落叶乔赤和常绿乔木的有机搭配，从植物 

学的角度说，有利于防止森林病虫害，因为混交林为鸟类提 

供了天然的家园，鸟类又是森林病虫害的天敌，且混交林中 

各类植物散发的气休，也对害虫的漫延有着抑制作用，从而 

避免云阳数万亩柏树林惨遭病虫害侵害的事件重演；从固土 

保土效果的角度说，混交林中的不同植物形成了探饯各异的 

根须，它们之间形成的“根网”能较之单一树种的相同根须更 

好地保持水土：从景观美学的角度来说，落叶乔赤和常绿乔 

木的有机搭配，能更上层楼地体现森林植物的色彩美和层次 

感 ，倘若都是漫山遍野的马尾松，人又怎能肮赏到当年 无边 

落木潇潇下 的壮观景象呢? 

(三) 

长江三峡的植被恢复、人工造林应与三峡工程的移民相 

结台。长江三峡的植被恢复，其人工造林所使用的劳动力应 

是三峡工程移民。通过移民推动长江三峡植被的恢复，通过 

长江三蛱植被的恢复促进移民。其具体理由是： 

第一，长江三峡两岸地势陡峭，人工造林必须选用熟悉 

当地地形和习惯于当地气候条件的人。而长江三峡两岸的 

农民长年生长生活在峡区，他们是人工植树造林最理想的劳 

动力。倘若使用外地 民工，将可能因不熟悉地形而发生事 

故，或因不习惯于当地气候而发生疾病。 

第二，长江三蛱 的植被恢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植被恢 

复，因为它是世界著名的风景名胜区，既是景观绿化又是生 

态绿化。只要我们确认它具有景观绿化的性质，就不能以一 

般退耕还林的经费预算，而应按城市绿化的标准预算，至少 

应尽量参照城市绿化的经费预算和投人，这为解决移民劳动 

力提供经费支持 对移民有了吸引力。 

第三．原就近后靠的移民中，由于所择地点大多都是在 

人们的自然选择中淘汰了的地区，在给他们的人工所造的耕 

地中，有的不符合标准，如土层不足够 2o公分，土质贫脊，缺 

乏有效的灌溉系统等等。因此 ，他们中的一部份，在三峡大 

坝蓄水发电而失去现有靠江边的肥沃耕地后，仅凭政府提供 

的人造耕地可能难以维持生存。目前他们中有的人 已思想 

不稳定．成了三峡工程移民的隐忧．使用这批移民中的一部 

分作为绿化工人．可以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从而消除三峡 

移民的隐忧。 

第四，长江三峡植被恢复工程是系统工程，从景观的恢 

复看，既需种植速生林，使长江三峡两岸尽快绿起来，同时， 

又要种植混交林．使长江三峡逐步展示其曾有的色彩、层次 

和形象，不仅要种植，而且要养护，考虑到长江三峡曾特有的 

动物景观，还需要有人引进与保护动物，⋯⋯这段时间大约 

要持续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十几年后，三峡景观更美了．吸 

引的游人更多了，重庆、奉节、巫山等市县的经济必将更发 

达，̂ 们的生态意识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这时，过部分人也可 

以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消化吸引，或者作绿化工人，或者靠种 

植花卉为生。 

长江三峡植被恢复工程，从维护生态平衡，遏制水土流 

失的角度理解，是生态工程；从恢复三峡景观，发展旅游的经 

济的角度理解，是景观工程；从爱国爱乡、保护文化遗产的角 

度理解，是文化工程。因此，投资渠道也应当多方面。当前， 

具有现实意义的操作手段是，重庆湖北两地应中央或三建委 

申请 ，将三峡发电后每度电提取的一分钱投人一部分到长江 

三峡的^工绿化；湖北宜昌和重庆的旅游公司，凡有经营三 

蛱旅蝣热线的，也应向政府交纳一定的“绿化费”；凡出人长 

江三峡的旅游船和客船，均应交纳一定数量的“人峡费”(既 

然风景名胜区的各大名山都收山门票，大名鼎鼎的长江三峡 

也应当考虑收人峡费)；货船则交一定数量的排污费。 

由于三峡是世界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大坝蓄水发电后， 

又是世界最大的高蛱平湖区，它的吸引力全在于它的特有景 

观，保护与恢复它的景观，就是保护它对游人的吸引力，从而 

保护它的经济利益。因此，对三峡的管理应是政府行为，政 

府可考虑设立长江三峡风景管理处．其政绩以对三峡景观的 

保护、优化的好坏为唯一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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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称他“是代表的布尔乔亚诗人,,klo J等．对他表现出极度的不 

理解，甚至是错误的批评，这大概也是他坚决要求并再次申 

明“要你们记得有一种天教歌唱的鸟不到呕血不住口⋯一诗 

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 

口里不住地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 

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 
一 片。”⋯ 的缘故吧! 

在思想意识方面．徐志摩始终认为人生不过沧海一粟， 

但即然为人，就得 认真来扮演我们的名份 [《新月的志度》(全 

集卷4)]．因此．他从来以爱祖国爱人民为本份，以推进民主科 

学为己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期冀相互沟通．理解互助．共 

同升华 ．为国家为人民为真正的正义做勇士。 

四 

时至今日，中华民族正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大步走向 

民主、科学、繁荣。应该怎样正确评价棘志摩其人其诗对中 

国新文化诗史的贡献 ．笔者以为，当从以下三方面引鉴。 

第一，lg32年 1月 28日淞沪事件 ．日本陆战队及飞机首 

当其冲破坏的是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暨南大学等文化 

部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主要方面是文化侵略和精 

神侵略 如果不能正确认识我们的文化遗产．实事求是地评 

价，就是文化自毁，这种自毁是旁人无法做到的。 

第二，胡适 1922年 4月 t0日在天津写了一首小诗云： 

“开的花还不多；且把这一树嫩黄的新叶当作花看罢。叫 

第三，中国当代大中学生普遍能背诵《再别康桥》，而诗 

人徐志摩认为“万谈不到什么久长的生命的⋯破破烂烂”l 

却是具有如此诱人的艺术魅力】如此诗作在中国现代诗史 

上实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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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由于三峡的著名于世源于它的特殊景观而非农牧产品， 

因此长江三峡两岸的景观状况，从经济角度说，关系到重庆旅 

游经济的兴衰；从文化角度说 ，关系到我们对历史文化和遗产 

的态度；从生态角度说，关系到整个三峡库区和长江中下游地 

区的可持续发展。一言以概之，长江三峡的经济利益、政治利 

益、文化利益，全归结在它的景观，失去了景观 ，也就失去了长 

江三峡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所以，我们决不应为小利而 

失大利，为局部而丧整体。反之，如果坚持以景观绿化和生态 

绿化有机结台的方式对长江三峡两岸实施植被恢复，那么我 

们坚信，十数年之后(甚至要不了这么长的时间)，长江三峡将 

会有极为迷人的崭新景观展现在游人面前。不仅有高峡平 

湖，更有色彩斑拦的峡峰对峙：春有山花烂漫，夏有群峰争翠， 

秋有层林尽染，冬有暗香浮动(宋代隐士林逋有《山园小梅》：“疏 

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此两句人们誉为咏梅最佳诗句，故 

“暗香”被人们通指梅香)。三峡将恢复它曾有的原始风貌。届 

时，“告别三峡游 将变为“重返三峡游”，当重返三峡成为全世 

界众多游人的实际行动时，重庆成为世界旅游名城的目标还 

愁不能实现吗? 

由于重庆有了长江三峡．重庆有成为世界旅游名城的条 

件．问题在于重庆人是否有这个愿望、决心和切实的行动把这 

种基础条件优化为现实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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