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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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的领袖们总喜欢用
“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

来形容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
,

殊

不知其生于斯长于斯的 自然生态环境当时也发生了非同寻常的重大变异
,

最显著的标志就是

日趋严重的自然灾害
。

年 月 日 申报》社论在评述其 时的灾害状 况时即曾慨叹

“

夭下事固有莫之致而致
,

不期然而然者
,

今水旱饥懂之所以为患者
,

或者其天下古今一大变局

乎
”

当代中国从事灾害学研究的 自然科学工作者则将其称之为
“

清 末自然灾害群发期
”

或
“

清

末宇宙期
” ,

并与历史上另外三个重大灾害群发期即夏禹宇宙期 约四千年前
、

两汉宇宙期 前

一公元 年
、

明清宇宙期 一 年 相提并论
。

这样的 自然灾害势必要给在同一

时期兴起和 发展的洋务运动以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

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它的历史进程
。

如

何深入地探讨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

对于进一步认识和把握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特点
、

规律

及其竭跃顿挫的历史动因
,

无疑将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理论意义
。

鉴于灾害学界对
“

清末灾害

群发期
”

的论述 比较简略而史学工作者对此又知之难详
,

这里还有必要首先作一番更具体的考

证
,

以求 明了洋务运动究竟遭遇到了怎样一种严重的生态危机
。

就中国灾害史 目前的研究深度来看
,

对
“

清末灾害群发期
”

的起迄时间
,

人们的看法尚有很

大的分歧
,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
,

这就是它的巅峰阶段正处在十九世纪中后期
,

特别是三十余

年的洋务运动时期  一 年
。

对此
,

可以从各种 自然灾害成灾的频次
、

面积
、

强度及后

果等方面找到大量证据

证据之一 灾害发生频次急剧增 加
,

持续时间显 著拉长
。

这里所说的灾害
,

包括水
、

旱
、

蝗



疫等诸多类型
,

但最突出的还是水灾
。

可以说
,

自嘉道以来
,

全国各主要流域的洪涝灾害即相

继进入 加速度发展阶段
。

如徽辅水灾
,

其根源之一就是横贯其境
、

素有
“

小黄河
”

之称的永定

河
。

据统计
,

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清朝 灭亡 的 余 年间
,

永定 河共漫决 次
,

而从 到

 ! 年共漫决 次
,

约占总数的
,

其中的 至 年
,

更创下了连续 九年决 口 次

的历史记录
。

黄河河道
,

嘉道年间已是
“

无岁不溃
,

无药可治
” ,

年 自河南铜瓦厢改道北趋

后
,

也没有像魏源早年预期的那样
“

因败为功
” ,

成为
“

不幸中之大幸
” ,

而依 然是溃决频闻
。

据岑仲勉 黄河变迁史》统计
,

晚清时期黄河发生较大决 口 的年份共 年
,

计决 口 次
,

其 中

 至 年间发生决 口 的年份就有 年
,

计 次
,

均 占其中的一半 以上 而且从

到  年
,

黄河也曾连续九年发生漫决
,

滔滔黄水始终浸淹着黄河下游数省的广大地区
。

由

于新河道大部分河段均流经山东省
,

山东也因之而成为黄患最严重的地区
,

据统计
,

该省在改

道后的 年中
,

决口成灾 的年份就有 年之多
,

大小决 口 总数共达 次
,

平均 每年决 口

次
,

相 当于 改道前的 倍 决 口成灾面积共计 “ 县次
,

年均 县次
,

为改道前的

倍
。

但黄河故道经行的豫
、

皖
、

苏广大地 区也并没有随之就减轻 了黄水的压 力
。

自改道后至

清亡
,

黄河曾先后发生 次重大南泛
,

而且均集中在本文所要论述的时期
。

更何况由于黄河夺

淮的长期影响
,

淮河流域的生态环境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

水系紊乱
,

河道淤塞
,

出海无路
,

入

江不畅
, “

大雨大灾
,

小雨小灾
,

无雨旱灾
” ,

淮河变成了一条名 闻于 世的
“

害河
” 。

至

年间
,

江淮地区竟发生了连续 年的洪水
,

有的学者称之为我国历史上洪水年持续时间最长

的一次
。

水患原本较轻的长江流域
,

明清以来也逐渐沦为灾害多发区域
。

至魏源生活的嘉道

年间
,

长江水患更是骤然加剧
, “

数十年来告灾不辍
,

大湖南北
,

漂田舍
,

浸城市
,

请贩缓征无虚

岁
” ,

结果极大地改变了以往全国范围内自然灾害区域分布高度不平衡的状况
,

从一个
“

历代以

来有河患无江患
”

一变而为
“

几与河防同患
”

的新格局
。

差不多与此同时
,

珠江流域的水文 环

境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
。

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在 年 月 日的一份奏折 中
,

曾经这

样概括了当时珠江水患加速度发展的态势
“

查广肇两府水害
,

考诸省志
,

以前每数年
、

数十年

而 一见
,

近二十余年来
,

几于无岁无之
” 。

我们根据 清代珠江韩江洪涝档案史料 对该流域广

东
、

广西两省 一 年间洪涝变化趋势所作的统计 见下表
,

可以 为张之洞的结论提

供一个铁证

年年 限限 一  !!! 一  !!! 一 一   一

洪洪涝 次数数  

平平均 间隔 年

受受灾州县数数    !!∀∀∀ # ∃∃∃  ∃∃∃

年年均 受灾县数数 4
.
9222 5

.
1444 9

.
5777 11

.
1999 7

.
3 111

证据之二
:
灾害的地区分布 日趋扩散

,

成灾面积空前广大(下表 )
。

此表数字是根据李文海等编著的(近代 中国灾荒纪年)的资料统计而 得的
,

《纪年》缺载的

个别省区或个别年份的灾况则依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附表《黄河流域六省历

年灾况表)暨(长江流域六省历年灾况表)补充之
。

由于原始资料本身的限制和 统计过程中某

些技术性的处理所带来的欠缺
,

此表并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此一时期灾害的真貌
,

但《纪年》涉

及的资料毕竟十分丰富而且 富于连续性
,

包括同光两朝的实录
、

清代档案
、

官书和时人的笔记



至 1895 年间各省区受灾县数(以年次为单位)综计衰0

议议议
1861一186555 1866一187000 1871一187555 1876一1880001881一188555 1886一1890001891一189555 分计计

直直隶隶 13444 26444 32222 36444 31666 29777 31444 201111

山山东东 36333 37666 35000 39222 38555 37555 40777 264888

河河南南 22333 32555 30444 38666 40777 34000 26999 22 5444

山山西西 l777 2333 2000 23555 9999 9888 14 111 63333

陕陕西西 666 14666 8333 21111 15666 7222 10777 78111

甘甘肃肃 4000 111 lll 2lll 3000 2999 6333 18555

江江苏苏 21888 30666 29555 27555 32777 32333 26999 20 1333

浙浙江江 6555 29666 32444 21777 26555 33888 34444 184999

安安徽徽 6777 23222 22444 25111 20999 16111 17333
_
131777

江江西西 4000 13777 10888 12666 15222 12888 10666 79777

湖湖北北 11000 13000 10666 12666 14333 13111 12888 87444

湖湖南南 10000 9555 6333 4999 6999 6000 4888 48444

四四 川川 000 l444 333 2555 7lll 9666 8000 28999

贵贵州州 888 llll 555 2lll 777 lll 1444 6777

云云南南 666 111 6222 777 2444 4000 9888 23888

广广西西 3999 6666 4666 2000 6222 7888 4999 36000

广广东东 2777 000 666 2000 5444 4666 2111 17444

福福建建 333 444 l555 2999 2444 l777 l888 11000

东东北北 1000 l666 2666 l666 2999 5lll 4666 19444

总总计计 147666 244333 236333 279111 282999 268111 269555 1727888

信札
、

报刊杂志以及部分地方史志和今人编辑的灾害史料等等
,

因而还是可以用来为当时的灾

情勾勒一个基本的轮廓
。

据表可知
,

从 18 61 到 189 5 年的 35 年间
,

全国各地 (今新疆
、

西藏和

内蒙古 自治区不计)共有 17
,

2 7 8 县次发生一种或数种灾害
,

年均达 493 县次
,

按全国省区当时

县级行政区划 (包括县
、

散州
、

散厅等)的总数约 1
,

6
06 个计算。

,

即每年约有 31 % 的国土笼罩

在各种 自然灾害的阴霆之下
。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

各种灾害还呈现出稳定发展的趋势
,

其中

最严重的 18 81 至 1885 年间甚至高达 2
,

8
29 县次

,

平均 5% 县次
,

其打击面不可谓不大
。

当然
,

仅凭此表 尚不足以显示其突出的地位
,

我们不妨从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中寻找旁证
。

本世纪七十年代
,

国家气象局曾系统地搜集了大陆收藏的 21 00 余种明清地方志 中有关旱
、

涝

的记录
,

并依据成灾面积大小按涝
、

偏涝
、

正常
、

偏旱
、

旱五等级的旱涝级数序列对全国 12 0 个

站点的旱涝状况进行整理
,

绘制出 147 0 年以来全国 10 年平均旱涝振动曲线
,

从 中可知
,

约从

181 0 年开始
,

中国的洪涝灾害范围逐渐增大
,

至 18 40 年达到一个峰值。 。

八十年代
,

中国科学

院地理研究所的张王远教授又组织大批人力对有关资料再次进行整理
,

同时补充了包括散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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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近 10 00 余种方志
,

并增加了旱
、

涝之外的饥谨
、

霜灾
、

雪灾
、

雹灾
、

冻害
、

蝗灾
、

海啸
、

瘟疫等 8 个项 目
。

据其重新编制的 1470 一1950 年 间涝灾
、

雹灾
、

雪灾等 10

年平均振动曲线显示
,

有清一代的 自然灾害约在 1650 一16 70 年(1660 年为峰值年 )
、

1 7
30 一

175 0 年(17 40 年左右为峰值年)形成两个较大的高峰期
,

但从 18 20 年后却明显增多
,

且一直保

持大幅上升趋势
,

并在 18 80 年左右达到最大峰值0 。

李向军先生在其近著 (清代荒政研究)

中
,

则根据清代各种官书如实录
、

圣训
、

通典
、

通志
、

会典事例及方志
、

档案与部分清人笔记
、

文

集中有关水
、

旱
、

雹
、

虫
、

风
、

霜雪
、

地震
、

疫等灾情资料
,

统计 了 1644 一1839 年历年受灾州县数
,

并制成清代灾况变动图
。

据该图显示
,

清代灾害先后在 167 4 年(康熙十三年)和 17 44 年(乾隆

九年)分别形成两个高峰期
,

以后又趋下降
,

至乾隆末嘉庆初出现一个小小的升降波 动后便一

直上升
,

在 1839 年达到最高峰。
。

这与张王远的研究成果有着惊 人的相似
。

尽管作者没有对

此后的灾情进一步作出统计
,

但这种上升趋势很显然是不会随之戛然而止的
。

从某种意义 上

来说
,

它与本文已经描述的 18 61 一1895 年的灾害状况实属于同一变化阶段
。

证据之三 :
各种特大灾害继起迭至

,

交相并发
,

具有明显的多样性
、

群发性和整体性等周期

性集中爆发的特征
。

—
特大洪涝灾害频频发生

。

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
,

我国各省市 自治区的水文工作者

在水利电力部有关单位的组织指导下
,

按统一的技术要求
,

调查搜集了全国约 6
,

0 0 0 个主要河

段的洪水资料
,

取得 自1482 年以来 2 万多个大洪水数据
,

并在此基础上选择全国有代表性 的

即
“

量级大
,

灾情重
,

对国民经济有较大影响
”

的 91 场历史大洪水进行场次洪水汇编
,

其中发生

在十九世纪的共有 巧 次
,

除 1801 年 7 月海滦河洪水外
,

其余 14 次均集 中在 1843一1895 年

间
,

而本期又 多达 9 次
,

占总数的 3/5
,

况且都是百年数百年一遇的特大型洪水
。

它 们分别是
:

1867 年汉江全流域性大洪水
、

18 70 年 7 月长江上游大洪水
、

1 8 7 5 年晋西大洪水
、

1 8 8 2 年 6 月

皖浙大洪水
、

1 8 8 5 年珠江流域大洪水
、

1 8
86 年 8 月直隶滦河大洪水

、

1 8 8 8 年 8 月奉夭大洪水
、

1 8 9 2 年 7 月晋北大洪水以及 18 95 年 8 月山西南部大洪水
,

其中 1870 年的长江大洪水是该流

域 830 余年来最大的一次洪水
,

长江干流宜昌段洪水位比 19 54 年还高 10 米
,

四 川合川
、

涪陵
、

丰都
、

忠县
、

万县
、

奉节
、

巫山至湖北宜 昌等沿江城镇均遭灭顶之灾
,

宜昌至汉 口 间平原地 区受

灾范 围约 3 万平方公里
,

远较 19 31
、

1 9 3 5 和 1954 等洪水年为大 ;1885 年的珠江洪水还造成 1

万余人的死亡
。

。至 于其他一些洪水
,

其洪水量级或许不算太大
,

造成的损失却同样惊 人
,

如

1865 年长江下游数省大水灾
,

江浙居民即
‘·

淹毙十余万
”

. ;
18 84 年江西浮梁县

、

景德镇等地 山

洪爆发
, “

淹毙人口 不下两万
” 。 ;1 8 8 5 年湖南大水成灾

, “

常 (德)
、

遭 (州 )一带淹毙万余人
” 。。

18 88 年永定河大水决 口
,

卢沟桥一带竟
“

淹死居 民二万有奇
,

为 自来北边所未有
” 。 ; 18 90 年

,

永定河再次决 口
, “

横溢东安
、

武清等县
,

直趋津郡
” , “

淹毙之 人
,

据办理娠务各官所拟
,

总在 1

万五千至二万之谱
’,

。 ;此前的 1887 年
,

黄河在河南郑州发生晚清最后一次重大决 口
,

豫
、

皖
、

苏
“

三省地面约二三十州县尽在洪流巨浸之中
” 。

,

据估计约有 93 万人 (一说 200 万人 )沦为鱼

腹。
,

可以说这也是近代中国人 口 损失最严重的一次洪水灾害
。

—
旱荒奇重

。

一般来说
,

水
、

旱两种灾害之间本有很强的互斥性
,

但在本期 由于降水变

率极大
,

以致与上述大范围
、

高强度的洪涝灾害相伴随的往往是因长期降水不足造成的严重干

旱
,

如北 京地 区 19 世 纪 曾有 7 年年降水总量超 过 1000 m m (180 1
、

1 8 7 1

、

1 8 8 6

、

1 8 9 0

、

1 8 9 1

、

18 93

、

18 9 4)

,

同期又有 10 年的年 降水量不到 40 0 m m
,

其中又 有 4 年 出现在本期。
。

1 8 7 6 至

1879 年间发生在黄河流域的特大旱灾即
“

丁戊奇荒
” ,

竟饿死病死 1
,

3 0 0 余万人
,

灾情之惨酷
,

7 3



不仅为有清一代所仅见
,

在中国几千年的灾害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

而 当时受灾较轻的晋北

地区
,

十三年之后即 1892一1894 年终于再催浩劫
,

两年之中就有 100 万人沦为饿俘. ,

自代州

以北至 口外七厅
, “

村店居民或逃
、

或俘
、

或育
,

十室九空
”。

。

长江流域的旱情相形之下要轻得

多
,

但较之前一个世纪也明显加重
。

从韩渊丰等学者根据(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整理

出的材料来看
,

十九世纪长江流域盆地平原地区共形成旱灾 70 年次
,

是十八世纪的 1
.
4 倍

,

其

水旱之 比也由十八世纪的 1 :0
.
59 上升到 1 :0

.
82 . 。

而且就局部地 区而言其破坏性 也极强
,

1
86

1 和 187 7 年分别在贵州盘江和 四川仪 陇
、

l’N 中发生的旱荒中
,

各 自都有 1 万余 人饥饿而

死 。 ;不少年份甚至 出现
“

人相食
”

的惨象
。

—
低温冷害异常突出

。

竺可祯先生根据十四至二十世纪长江流域江湖冻结年代和十六

世纪以来热带地 区降雪落霜年份所作的统计
,

发现 18 40 一1890 年是过去 500 年间三个最寒冷

的阶段之一。
。

其寒冷程度总的来说仅次于十七世纪 (即 16 20一1720 年)
,

在许 多地 区 和年

份
,

甚至超过了十七世纪
。

如 1892 年至 1893 年冬季
,

据考证即是过去 1700 年来我国东南沿

海地区最寒冷的年份
,

整个淮河以南特别是东部沿海地 区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因此受到严

重的影响0 。

至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

从近 500 年霜冻演变的趋势来看
,

也在 18 40一1910 年出

现 了一个较为严重的多霜冻时期。
。

另据有关资料披露
,

1 8 7 9 年新疆喀什人 民在逃往弗尔干

途 中遭遇奇寒
,

结果有 10 万余人被冻死。
。

—
地震活动相当强烈

。

从 1840 年到 19 12 年
,

我国共发生 7 级以 上的地震 14 次
、

死亡

千人以上的地震 n 次
、

死亡万人以上的地震 2 次
,

而本期即分别占有 6 次
、

5 次和 1 次。
。

其

中尤可值得注意的是 1879 年 7 月 1 日在甘肃阶州(今武都)发生的里 氏 8 级大地震
,

仅震中的

阶州
、

文县有数据可查的就有 4 万余人被压毙或被有可能是地震引起的洪水吞没。
,

其波及范

围
“

东至西安以东
,

南过成都以南
,

纵横几二千里
” 。

,

甘肃
、

山西
、

陕西
、

河南
、

四 川
、

湖北等地至

少有 14 4 个县市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坏和影响。
。

其破坏程度
,

在近代中国 110 余年的历史中
,

仅次于 1920 年的海原大地震
。

由于此次地震紧随着那场可怕的大旱灾
,

并且恰恰处在荒旱 区

域内
,

其给当地 人民带来的打击也就更为沉重
。

从地震发生的频度和周期的角度来考察
,

这次

地震还在全国范围内揭开了一个相当长的地震活跃期的序幕
,

据历史资料分析
,

从 1880 年开

始至 今
,

是我国近 500 年来继 1480一 1780 年之后 出现的第二个地震活跃期. 。

阎志德的研究

也表明
,

从 1879 年至今
,

是西北地区 7 级以上的大地震 自 1654 年以来出现的第二个成 串爆发

的高潮期。
,

华北震 区则从 1816 年开始了历史上有资料记载以来的第四个 6 级以上地震活跃

期
,

而其中的 1882一1898 年又是此前持续时间最长
,

应变释放最大的一个活跃幕。
。

除此之外
,

特大风暴潮灾害和流行性疾疫也在同一 时期频频袭击神州大地
,

而且各 自都有

7 次造成万 人以上的人 口伤亡
,

死亡总数分别为 20
.
6 万人和 30 万 人

。

其间 1862 年吹过广东

番禺
、

清远
、

广州等沿海地区的咫风
、

1 8 8 4 一1886 年云 南昆明和 189 4 年广东的疫灾
,

都 曾使当

地 10 万余人丧于 非命
,

前者是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风暴潮灾害
,

后两者则是晚清最严重的瘟

疫 (不包括并发性疫病 )。
。

以上的举证清楚地表明
,

大约从十九世纪初叶开始
,

我国各地的自然灾害即相继呈现加速

度发展的态势
,

至三
、

四十年代显著增加
,

而且愈演愈烈
,

大洪水
、

大地震
、

大旱灾
、

大瘟疫
、

大

风
、

奇寒似乎不期而遇地汇聚在一起
,

交相并发
,

并在七八十年代达于极点
。

当然我们并不否

认此前此后中国各地的灾害也非常严重
,

但这并不能改变 自然灾害这种在时 间上不均匀分布

的事实
。

我们在前面曾有意识地罗列了此一时期导致万人 以上人 口 死亡的重大灾害
,

综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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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计有 27 次
,

死亡人 数 巧
,

7
76

,

4
42 人

,

而从 1840 年到 19 11 年的 72 年 中这样的灾害共 48

次
,

死亡总数为 17
,

2
75

,

6
34 人

,

也就是说其灾次和死亡人数分别有 56 % 和 91 % 强集中在洋务

时期。
。

再往前追溯到公元前 18 0 年
,

则死亡万人 以上的巨 灾截至 1839 年也不过 16 1 次
,

死

亡人数也只有 9
,

9
36

,

9
94 人。

,

尚不及
“

丁戊奇荒
”

的死亡人 数
。

虽然这仅是一个不完全的统

计
,

但足以提醒我们不应该忘记曾国荃在评述山西
“

丁戊奇荒
”

时所说的一句话
:“

茫茫浩劫
,

亘

古未闻
,

历观廿一史所载
,

灾荒无此惨酷
” 。

。

一般而言
,

自然灾害都是通过 自然过程和人文系统的相互作用而发生和实现的
。

同样
,

此

一时期 自然灾害的群发现象
,

也是当时天
、

地
、

生
、

人相煎交迫的结果
,

是天体异常
、

环境破坏和

社会危机共同作用的产物
。

当代灾害学理论指出
,

各种 自然灾害
,

就个别情况来说无不具有极大的偶发性
、

不确定性

和区域局限性
,

但从长时段看
,

从整体上看
,

通常又有着明显的相关性和独特 的韵律性
。

它们

的产生
,

特别是重大 自然灾害群的产生
,

首先往往是包括天文 系统在 内的 自然变异的产物
,

是

自然界运动不可逆转的一环
。

这是因为我们生活的地球表层
,

实际上是由大气圈
、

岩石 圈
、

水

圈和生物圈等四大圈层组合而成的庞大的物质系统
,

其各圈层之间固然复杂多样
,

千差万别
,

但又相互联系
、

相互制约
,

组成一个息息相关的有机整体
。

一旦某一圈层发生异动
,

势必会破

坏地球表层系统原来的和谐与统一
,

引发或加剧其他圈层的异常变化
,

从而给人类带来更大的

灾难
。

尤其是我国
,

位处世界上最大的大陆
—

亚欧大陆和最大的大洋
—

太平洋的交接地

带
,

海陆分布 巨大的热力差异诱导出的强烈的东亚季风
,

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板块碰撞挤压引起

的频繁强烈的地质活动
,

再加上起伏多山的地形
、

西高东低的阶梯状地势和复杂的地表物质构

成等等
,

使其成为世界上著名的灾种多
、

灾次频和灾度强的灾害多发区域之一
,

成为洪水
、

干

旱
、

地震
、

霜冻
、

台风
、

海啸
、

滑坡
、

泥石流等各种灾害汇集的地 区
,

结果使得我们的祖先从大禹

治水
、

女蜗补天等英雄神话 中所表达出来的对普天之下风调雨顺的向往
,

也就一直成为千百年

来其子子孙孙祈之祷之孜孜以求的永恒而又常新的共同 目标
。

因此在这样一种独特的环境背

景下
,

某种 自然灾害特别是重大灾害一经发生
,

往往极容易借助于 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相互依存

相互制约的关系
,

产生连锁效应
,

由一种灾害引发出一系列众多的灾害
,

由冲击力较轻的灾 害

扩大为冲击力较大的灾害
,

由一个地域空间扩散到另一个更广阔的地域空间
,

形成灾害的并发

续发局面
。

所谓
“

大灾之后有大疫
” 、 “

大水(旱)之后有大蝗
”

等等 民谚
,

就是人们对水
、

旱等气

象灾害与疾病或蝗患等生物灾害之间存在的因果相循
、

相互触发的链式关系的最朴素的经验

总结
。

如前述之
“

丁戊奇荒
” ,

即是以干旱灾害为主体
、

由随之而起的蝗患
、

疾疫
、

狼灾
、

鼠灾等

多种灾害组成的灾害系统
。

在整个灾荒期间死亡的人 口 中
,

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 由并发的

疾疫大流行造成的
。

如河南安阳
,

死于瘟疫的饥 民即占旱荒期 间死亡人 口 的半数以上。 ; 山西

省更是
“

瘟疫大作
” ,

以致全省人 民因疫而死的达
“

十之二三
” 。

。 疫势如此之猛
,

很显然是 与长

期干旱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因极度饥饿导致的灾 民体质严重下降紧密相关的
。

就连随后发生

的甘肃武都大地震
,

也和它存在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触发机制
。

从 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观察
,

这种

旱震交织并发的情况
,

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偶然的巧 合
,

而 只是孕震过程中造成的气象效应
,

是

地震引起的气象变异
。

据耿庆国统计
,

从公元前 231 年到公元 19 71 年的 2202 年间
,

华北及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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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区发生的 69 次大地震
,

除了 1337 及 1368 年河北
、

山西的两次地震外
,

其余 67 次
,

都是旱

震震例
。

0 换言之
,

此一时期该区域发生的大地震无一例外地都在震前引起了大旱
。

此后
,

郭

增建等人根据地气藕合原理又进一步指出
,

大地震不仅与大旱灾有关
,

也与大洪大涝有关
,

不

仅可以影响震前气候
,

也能影响震后气候
,

不仅属于同域相关
,

即大地震与大旱大涝在同一范

围内发生
,

而且存在着异域相关
,

即大地震和大旱大涝位置各异
,

如蒙新甘交界地区的大震与

黄河流域的大旱大涝
、

滇缅地区的大震与长江珠江的巨洪之间
,

在地震前后形成的地气祸合过

程的有效时段内(一般是一年)均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
。

据其研究
,

1 8 4 2 年 6 月 11 日新疆巴

里坤 7 级地震与 1843 年黄河下游特大洪水
、

1 8
76 至 1879 年华北大旱与 1879 年甘肃武都大

地震
、

1 8 8 8 年 6 月渤海湾 7
.
5 级大地震与随后辽河流域发生的大水灾等

,

都有可能是震前
、

震

时或震后大范围的地质构造运动造成的水汽逸出或闭合以诱致或加强的大尺度天气过程的结

果
。

通常的情形是
,

大旱时期往往是大震进一步孕育的时期
,

而大洪则往往与大震相伴随
。

.

不过
,

基于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所形成的灾害多发性
、

普遍性
,

反映的只是中国灾害的常态

特征
,

基于灾害系统之间的反馈机制产生的灾害并发性
、

扩散性
,

也 只是揭示了一个较短的时

间内或者局部范围的灾害成因规律
。

因此
,

要想弄清楚此一时期灾害群发性
、

整体性的成因
,

还需要将地球作为一个整体
,

从一个更加广大的时空范围即天文系统的变化来进行探讨
。

因

为从根本上来说
,

大气和海洋的运动以及生命运动
,

其能源都直接 间接地来 自太 阳辐射
,

因此

太阳异常活动对地球的影响极有可能引起灾害的发生;另一方面
,

地球的各大圈层都是地球表

层的组成部分
,

它们被整个地球拖带着在宇宙空间作各种各样的运动
,

使地球的不同半球
、

不

同纬度
、

不同季节以至全球接受太阳的辐射量发生改变
,

并导致各大 圈层发生变化
,

从而孕育

着灾害的发生
。

由于 我国地处中纬度地区
,

既是地球 自转产生的地应力最集中的地带
,

又是高

空大气行星波和大气旋涡发育地区
,

同时也是行星风系的西风带和信风带季节性进退的地区
,

因而其对于夭文系统变异的反应又格外敏感
。 。据任振球的研究

,

当夭文上九大行星汇合发生

在冬半年
,

且地心张角小于 70 度时
,

其前后大约 30 一50 年的时段北半球就会出现一个 自然灾

害的相对频繁期
,

若地心张角小于 45 度
,

则会 出现更为严重的灾害群发期
。

近 1000 年来
,

共

发生 6 次九星会聚即公元 1126 年
、

1 3 0 4 年
、

1 4 8 3 年
、

1 6 6 5 年和 1844 年
、

1 9 8 2 年
,

其中前 5 次

均对应着竺可祯中国物候温度曲线所显示的 5 个低温期 (即十二世纪上半叶
、

十四世纪初
、

十

五世纪末
、

十七世纪中叶和十九世纪中期)
,

并且和中国近五百年旱涝曲线变化以及华北地区

6 级以上大地震的活跃期有 良好的对应关系. 。

巧合的是
,

这种 140 一180 年的灾害群发周期

又与太 阳黑子活动 17 0一180 年的行星周期大致吻合
。

据张先恭的研究
,

从太阳黑子和大气中

放射性碳(C1
4)含量的变化来看

,

近五百年的寒冷期正好是太阳活动处于低水平的时期
,

第一

次冷期对应着 1460 一1550 年的史波尔极小期 ;第二次冷期是五百年中最冷的时期
,

因而也对

应着太阳活动最弱的时期即 1645一17 15 年的蒙德尔极小期 ;十九世纪中后期所在的第三次冷

期
,

同样对应着一个较弱的太阳活动期
。

0 除此之外
,

太阳活动次一级周期如黑子活动 22 年磁

周期
、

11 年周期以及其他天体运动
,

也制约 着地球表层系统的变异
。

大量的研究表明我国长

江和黄河流域的大水和大旱大都发生在太阳活动的谷年或峰年及其前后
,

而且其活动强度的

变率越大
,

引发的灾害越严重
,

范围也越大
,

只是由于地理位置不同
,

南北地区表现出旱涝各异

的现象
。

1 8 7 0 年太阳黑子相对数值为 139( 随后的两年也高达 111
.
2 和 101

.
6 )

,

是 1778 年

(154
.
4) 至 19 47 年(151

.
6) 之间出现的唯一最大值

,

正是这一年及其以后
,

出现了长江大洪水

和华北的大旱灾
,

其间很难排除太阳活动的藕合作用
。

0 而且在此后太阳黑子数迅速衰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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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对我国气候有重大影响的厄尔尼诺现象也频繁出现
,

在整个十九世纪 13 个厄尔尼诺年 中
,

就有 6 个发生在 18 71 至 18 91 年的 20 年时间中
。

。

当然
,

上述所有的理论迄今为止还很不完善
,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修正
、

补充或验证
,

但毕竟

是建立在中国几千年丰厚的历史资料和现代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
,

而且对当代中国多次重大

自然灾害作出了相当成功的中长期预报
,

由此得出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灾害运动的客

观规律和真实面貌
。

它要求我们在研究此一时期的社会状况时
,

应该充分地估计到这种源于

大 自然的力量及其影响
。

对此持完全否认的态度或者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一切重大 自然灾害与

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背景绝对地联系在一起
,

不仅有悖于灾害周期性爆发的事实
,

还可能由此

推导出一系列荒谬的结论
。

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 人类活动在灾害的形成及其向社会的扩散过

程中所起的作用
。

从上面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
,

并不是所有的重大灾害都与太 阳活动的谷年

或峰年有关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自然灾害总的来说表现出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性变化
,

而不仅

仅是周期性的振荡 ;而且与历史上其他的灾害群发期相比
,

清末宇宙期是公认的 自然变异程度

较弱的时期
,

但其造成的后果却惨绝人 寰
,

无与伦比
。

这些现象很显然不是纯粹的 自然因素恶

化所能尽善尽美地予以解答的
。

事实上
,

在 自然灾害的形成过程中
,

人并不只是一个
“

受虐者
” ,

在很大程度上还扮演着一

个重要的
“

施虐者
”

角色
。

在当时的情况下
,

人们固然还不可能直接干扰大气运动过程
,

但通过

改变其下垫面如森林
、

植被
、

水体
、

土壤等性质
,

却可以极大地改变局地气候条件
。

人类不 自觉

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在地球表层造成的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
,

无 不成为引发或加剧 自然灾

害的重要因子
。

何况与环境周期性的异常变化不同
,

由人类导致的生态退化一般来说都具有

不可逆性
、

累积性和很强的滞后性
,

环境学者称之为
“

隐形的狼
” ,

一旦退化发 生
,

不仅很难恢

复
,

还可能永成一种加速度发展态势
,

以致来 自外界较小的干扰也会引起生态系统内部极为剧

烈的反响
,

造成的灾害也会更大
、

更频繁
、

更严重
。

不幸的是
,

正是在上述宇宙环境突变的前

后
,

清中叶以来因 人 口的爆发性增长而产生的人
、

地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

的规模和程度
,

两者相互叠加而形成的共震效应
,

自然使得此一时期的灾害来得异常的猛烈和

频繁了
。

与历史上中国人 口 发展比较典型 的周期性波动不同
,

清代中国 人 口 的数量一直处在不断

的扩展之中
,

并接连突破 2 亿
、

3 亿大关
,

在道光初年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超过 4 亿
,

最终奠定

了近代中国人 口 规模的基础
。

这样一种增长型 人 口 机制就决定了清代中国的人地关系及由此

导致的生态变迁有着以往所不曾有过的鲜明特征
。

因为人 口的剧增不仅导致某一地区人 口密

度迅速加大
,

也势必促使大量人口迫于持续不衰的生存压力而 由密集地区向地广人稀的地 区

源源不断的迁移和扩散
,

乃至 出现所谓
“

土满人满
”

的情况
。

即便是在固有的生态背景下
,

人类

活动在空间上的这种急剧的扩张和聚集
,

也意味着人类较之往昔可能要承受更多的灾害
,

意味

着更多的生命或财产要受到灾害的打击
。

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竺可祯先生即精辟地指 出
,

造

成十七世纪以来的三个世纪直隶水灾特多的原因
,

既不是史料记载的偏差(即直隶为首都所在

地
,

故水旱记载较详)产生的错觉
,

也不是永定河河道变更的结果
, “

比较的最圆满的解释
”

应该

是
“

人口 的增多和海河平原上农事的勃兴
” , “

因为以前即使有水
,

也不成灾
,

至此是有水非成灾

不可
” 。

0 何况人口并不等于人手
,

在技术
、

制度无何变动的前提下
,

不断增长着的人 口势必降

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粮食 占有量
,

限制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长
,

加深 民众生活的贫困程

度
,

使愈来愈多的人 口经常性地处在饥饿半饥饿状态
,

结果大大降低了人类抵御 自然灾害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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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光绪初年的华北大校 之所 以死了那么 多人
,

与该地 区 人 口 的持续增长不无潜在的关联
。

从人 口 变动的大趋势看
,

当时的北方地区和全国的情况大致相同
,

但与之相应的升降过程并不

是南北同步的
。

尽管陕西省 自 1856 年起人 口即急剧减少
,

河北省白的 年代开始也有所下降
,

可山东
、

山西
、

河南等省的人 口几乎一直保持 了缓慢增长的势头
,

因而到 187 7 年
,

北方五省人

口 总数仍高达 10 7
,

8 0 8

,

0 0 0 人
,

几乎接近 1851 年的水平 (10 8
,

3 5 2

,

0 0 0 人 )
,

只是在连续的大

提奇荒之后
,

北方人 口才急剧地减少
,

并跌至近代人 口 变动曲线的最低谷
。

。或许有人认 为这

不过是一种偶然的巧 合
,

然而当四
、

五十年后该区 人 口 已然恢复并超过 18 51 年的水平而同等

规模的特大灾荒又再次降临到这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时
,
。 任何治史者恐怕都不会对

“

人满

为患
”

四字无动于衷的吧
。

进而言之
,

随着人 口 密度的迅速增加和人 口扩散的规模 日巨
,

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也越来越

大
。

这种破坏主要是源于 人 口 对粮食
、

燃料
、

住房以及其他需求而通过开垦农田并辅之以放牧

牲畜
、

樵采薪柴等手段造成的
。

据葛剑雄等人的研究
,

清前期有迁移行为的人 口 仅
“

与明初移

民相当或略少
” ,

若按其占全国总人 口 的比重来衡量
,

其移民规模相对而言还要
“

小得多
” ,

但其

主流已迥然有别于 明代的主要基于中心地区人 口减少而产生的
“

内聚型
”

迁移
,

而是呈现出明

显的
“

离散型
”

特征
,

。即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南方人 口从农业开发最早的下游平原地区渐次

向中上游的湖南
、

湖北
、

四川
、

陕南
、

贵州
、

云南等省自东而西的迁移
、

北方人 口从黄河流域的直

隶
、

山东
、

河南
、

山西
、

陕西以及甘肃东部地区向东北
、

西北等地 区 自南而北的迁移以 及从人口

稠密的内地向沿海沿边地区的迁移
。

故此
,

与之俱来的便不仅仅是明代那样主要是战后荒芜

土地的再开发过程
,

而是在此基础之上展开的向众多未开发 自然生态系统四面推进的大范围
“

清剿
” ,

中国生态环境退化的逆流也随之而展开其全国范 围内从中心向四边的辐射式扩散进

程
。

而且随着 自然条件较好的平原
、

缓坡地和低丘地等宜农区域被逐渐垦辟净尽
,

成千上万的

流 民只能向原本不适于农业开发的环境脆弱带如丘陵
、

山坡
、

草原
、

水系进军
,

于是与农田生态

系统夭南地北平面式扩张伴随而来的
,

又是一波波势不可挡的从平原到山区
、

从陆地到水体
、

从沼泽到草原的立体式开发大潮
。

由于这些移民基本上是一个 自发的过程
,

而且大都是夭灾

战祸(清前期主要是 自然灾害)等偶发性
、

爆发性的因素激发而成的
,

其绝大部分是被剥夺了基

本生活资料之后 的破产半破产农民
,

因而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流动性
,

他们所从事的农业开发

活动也完全是一种急功近利的
、

原始的
、

落后的掠夺式的生产
,

由此造成的生态破坏远比 人们

想像的要严重得多
。

应该说
,

这种掠夺性的造田运动并不 自清代始
,

但无疑是在清代变本加厉

的
。

迄至十 九世纪前期
,

且不说丘陵
、

山地相对较少的黄河流域特别是 中下游地区 已经达到了

饱和状态
, ’ ‘

山峦海滩
,

开垦无遗
” ,

。丘陵山地占 3/ 4 的长江流域
,

从上游的云贵高原
、

中上游

川陕鄂交界区的南山
、

巴山老林到下游的浙赣皖山区
,

也无不惨遭浩劫
。

据统计
,

从清顺治十

八年(16 61 )至嘉庆十七年(1812 )18 0 余年间
,

整个长江流域耕地 面积增加 82 万多顷
,

增幅达

36 %
,

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丘陵山地的开发
。
。这些新垦地带坡度既峻

,

土层亦薄
,

且大都处于多

雨区
,

一般又缺乏保墒保土的人工措施
,

一经垦伐
,

随即形成大面积的水土流失
,

不仅使山地本

身
“

沃土无存
” ,

石骨峥嵘
,

无法继续耕种
,

还祸及邻近的平地 良田
,

变沃壤为晓确沙痔
,

同时因

沙石
“

随大雨倾泻而 下
,

由山入溪
,

由溪达汉
、

达江
,

由江
、

汉达湖
,

水去沙不去
” ,

以致洲诸 日高
,

湖底 日浅
,

严重地削弱 了河湖水系的蓄泄能 力
,

再加上近水之 民
“

又从而好之 田之
” ,

致使
“

湖

南
、

湖北
、

江南各省沿江
、

沿汉
、

沿湖向 日受水之地
,

无不筑抒捍水
,

成叶陌治庐舍其中
” ,

结果
“

下游之湖面江面 日狭一 日
,

而上游之沙涨 日甚一 日
,

夏涨安得不怒
,

堤坑安得不破
,

田亩安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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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灾
”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种因 山地或河流上游水土流失而 招致下游大规模围垦的现象在华

北及其他各地也普遍 存在着
。

直隶南部的东淀
,

至清 中叶
“

百数十年来竟已占去大半
,

丛芦密

苇
,

弥望无涯
,

不特难容多水
,

即淀中旧有河道
,

亦因而淤垫
” 。

。 河南
、

山东居民甚至 于 黄河大

堤之内
“

堵筑私捻
” , “

租种滩地
” ,

以 致
“

河身渐逼
,

一 遇讯六 涨发
,

易于 冲溃 汇注
,

堤根即成险

工
” ,

。 而且 由于
“

河堤以外均属 民 田
,

亦无隙地可以迁徒
’ ,

只能令其
“

各守旧业
”

; 。 珠江下游滨

江沿海各县
,

也
“

每于 沿海浅水
,

堵石筑坝
,

拦阻泥沙
,

淤成 田亩
” ,

进而
“

围外加坝
,

田外生 田
” ,

致使
“

河面 日整
,

出水 日艰
” ,

每逢
“

大雨 时行
,

各江盛涨
,

上流各属动遭水患
,

决围溃堤
,

间 岁相

望
” 。

。垦 山与围湖
,

这两种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农事活动
,

就这样通过大 自然的水文运动联结

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

并将全 国大部分地 区化成了一个息息相关而 又恶性循环的生态破坏链
。

至于长城 以北的农业开发
,

同样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

只是性质有所不同
。

如原系蒙古草地

的托克托城和 和林格尔等 山西 口外各厅
, “

从前开垦之始
,

沙性 尚肥
,

民人渐 见生聚
。

迫至耕褥

既 久
,

地 力渐衰
,

至 咸丰初年
,

即有逃亡之户
” ,

其原因就在于
“

承种地亩
,

均被沙债碱废
,

不堪垦

种
” ,

因此当所谓的土著农民后来因
“

收成荒歉
,

无计谋生
”

而
“

挚家他适
”

甚至
“

丁 亡户绝
”

时
,

遗

留下来的只有
“

黄沙白草
,

一望弥漫
”

的沙漠化景观
。
。 人们在盲 目的改造 自然过程中固然暂时

满足了其 自身 目前的 口 腹之需
,

却招致了大 自然更大的报复
,

并将其后代带进一个危机四起
、

灾害频仍的生境之中
,

得耶 ? 失耶? 不言而 自明
。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 七十年代初
,

在长约四分之一 世纪 的战乱中
,

全国 人 口 特别是长江

下游地区的人 口 曾经大幅度减少
,

客观上缓解了战区及其周围的人地矛盾
,

但由于 已 然形成的

庞大的人 口基数
,

这种在其他历史时期足以
“

倾城倾国
”

的人 口 损失量
,

在当时的总人 口所占的

比重相对来说并不大
,

所以就全国范围而言
“

基本的 人 口 土地关 系依然故我
,

变化很 小
” ,

。 有

些地区如湖北应 山等县甚至 是
“

家有旷 夫
,

地无闲田
” 。

幼结果在不长 的时期 内
,

战乱制造的大

片荒地又逐渐被来 自人 口 损耗较轻或者持续增长的 长零
_
〔上中游山区和华北各地的棚民

、

农 民

所填补
,

。 而这些客民缘 二 积久 相沿的惯性
,

大部分继续
“

以垦 山 为事
” ,

致
“

山之荒 者尽转为

熟
” ,

。 战后许 多地 区的农业生态继 续遭到人 为的摧残破坏而未曾稍 止
,

历史上 曾经有过的那

种被盛世之际大规模农垦 活动破坏的 自然生态系统
,

在王朝交替之间因 人 口 损失过 巨而得到

相当程度之恢复的现象
,

已经一 去不复返 了
。

在 自然灾害的形成及其向社会扩散过程中
,

人类的活动还通过人与人之间在资源占有和

分配上的不平等关系以 及维护此种关系的政治制度而发挥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

从人类的发展过程来看
,

灾害确实是不可避免的
,

迄今为止还没有任 何一个 国家
、

任何一

种制度能完全避免灾害的袭击
,

但灾害的形成毕竟有一个过程
,

有一个孕育
、

发生和发展的过

程
,

有一个以直接灾害
、

衍生灾害到诱发灾害的过程
,

这就为人们的防灾
、

抗灾
、

救灾
、

减灾提供

了或长或短的喘息之机
,

尤其是像旱涝等渐变型灾害
,

更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缓慢积 累过程
,

而

其直接的破坏对象首先主要是农业生产所必须的自然条件
,

接着是农产品的歉收或绝收
,

继而

演变至粮食的不足和匣 乏
,

最后 才是饥谨
、

流离
、

死亡乃至社会经济
、

政治秩序的紊乱
。

只要政

治清明
,

经济稳定
,

灾前有充足的粮食准备
,

灾时有有效的抗灾救荒措施
,

灾后又能妥善的恢复

生产重建家园
,

那么即便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
,

也是可以尽量避免或最大限度地减轻

其对于人民生命财产的危害的
,

否则
,

灾与荒必然如影随形
,

相伴而生
。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

我们在考察
“

丁 戊奇荒
”

的时候
,

即把它看成是
“

这一 时期中国社会内部危机的一种特殊表现形

式
” , “

是近代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历史进程中经济凋弊
、

政治腐败等社会危机演化发展的必

79



然产物
” 。

。显然对于整个洋务 时期的灾害
、

特别是 由此引起的饥荒来说
,

这个结论也是适用

的
。

以上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对洋务时期自然灾害的状况及其成因作了一番具体细致的探

讨
,

其 目的无非是为了说明
,

在经过被时人称之为
“

有开夭辟地以来未有之奇愤
”

的两次鸦 片战

争之后
,

在经过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国内战争即太平天国暨捻军起义之后
,

中国历史上一个

比较重要的灾害群发期却进入高潮阶段
,

它从时空两个方面
,

将我们这个民族在这一时期所遭

受的种种苦难进一步无情地延伸了下去扩展了开来
,

对当时整个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十分

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

虽然内战外患等体现近代中国两大主要社会矛盾的人为因素在灾害的形

成和扩散的过程中至关紧要
,

但其后果毕竟是由自然因素所触发的
,

是以自然灾害的形式表现

出来的
,

因而也就与战争等直接的人 为破坏形式不同
,

有着它 自身的运动 特点和规律
。

而作

为中国工业化最早实践的洋务事业
,

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沉睡千年的中世纪老大帝国在汹涌

澎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潮冲击之下的一种应变反应
,

但毕竟也不是空中楼阁
,

毕竟要以整个国

家 固有的社会经济生活作为它的立足点和生长点
,

在一个以
“

靠天吃饭
”

的传统农业占绝对主

导地位的国度里
,

其社会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 又要受到生态环境等自然 力量的制约
。

借助

于这样的中介
,

洋务运动无论如何也脱不了自然灾害对它的影响
。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在提及

洋务运动的社会背景时
,

总不免要为其倡导者们错失了这样的历史机遇而扼腕叹息
,

即恰恰是

在这一时期
,

近代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难得的短暂和平和相对稳定时期
,

其长度或认为有 15 年

左右(包括 1878 年左宗棠收复新疆后直至中法战争爆发的 1883 年的 5 年时间和中法战争结

束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 10 年时间)
,

或认为约有 so 年
,

其间中法战争被看成是
“

时间不长
、

规模不大
、

不影响全国的局部战争
” ,

其立足点都在于此一时期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对内对外

战争
。

. 从近代中国两大主要社会矛盾演变发展的轨迹来审视
,

上述观点是无可非议的
,

但问

题是隐藏在这些迭荡起伏
、

浮光跃彩的政治表象背后的历史事实
,

远非这一结论所能完全概括

得了的
。

在总结洋务运动成败得失的历史教训时
,

如果仅仅强调这一点而忽视了制约着社会

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矛盾即人与自然的矛盾
,

大约也会失之偏颇的
。

不过
,

这已

是需要另文探讨的问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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