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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关系的问题! 就灾害的影响
而言" 不同历史时期人口规模
不一"其活动范围大小不一"因
而同等程度的灾害" 其所造成
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先秦时
代灾害少" 但由于人口总体规
模小"活动范围有限"故而对当
时的人类而言" 其危害程度相
对而言"要比今天大得多!死亡
一千万人的大饥荒" 在先秦时
代可以消灭中国文明好几次 "

而在光绪年间" 则只能延缓人
口增长的态势! 这是其一! 其
二" 就灾害的成因而论" 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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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竺可桢先生就以其
对直隶永定河水灾的讨论 "非
常圆满地解答了葛教授的疑
问! 他说# 直隶水灾为什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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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以后越来越多 %

不是因为它靠近都城" 也不是
文献记载有问题" 毕竟三个世
纪的记录都是同一处" 而且始
终处于天子脚下" 而是因为人
口越来越多!宋元时期"永定河
周边的人口很少" 即使河水很
丰盛"也不见得形成洪水"更不
见得对人造成危害" 因为那里
根本就没有人去住! 但是后来
这个地方人口越来越多" 同时
不停地开垦沿河的土地" 离永
定河越来越近" 而且为防止水
患"又不断地筑堤建坝"将河水
束缚在狭窄的河道之中! 灾害
自然越来越多!故此"灾害的形
成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自然
界的力量" 另一方面则是人对
自然界的改造带来的后果! 它
是人和自然的相互纠结的产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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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谭其骧先生对王
景治河之后黄河的所谓 &八百
年安澜'给出的解释"遵循的实
乃同一逻辑!

重大自然灾害对近

代社会的影响

自然灾害对社会的影响是
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涉及环
境$人口$经济$社会 $政治 "乃
至心理$ 文化或民族素质等方
方面面!

我曾经在著名灾害学家高
建国等人的研究基础上" 对近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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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造成万人以上人口
死亡的灾害进行重新统计 "结
果发现 "这样的灾害 "包括水 $

旱$震$疫$风$寒$饥等"共发生
了
!!"

次"平均每年在
!

次以上"

死亡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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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 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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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 这在当时的总人口中所
占比重或许不算太大" 但对受
灾严重的地区" 所造成的损失
实在不可低估! 尤其是不少特
大灾害"更是惨绝人寰!

比如 &丁戊奇荒 '之后 "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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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河南郑州黄河决口 "

整个河道又向南方摆动! 铜瓦

厢决口后" 黄河在南北之间如
此来回摆动"多达四五次"每一
次都是巨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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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山西北部地区又发生
了一场持续两年的旱灾" 大约
又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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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 山西
省曾经是中国历史上人口比较
密集的地方之一" 明代曾有大
量的人口输出" 故而在华北各
地至今仍流传&洪洞大槐树'的
传说! 但是经过晚清光绪年间
的两场大饥荒" 其人口规模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就都未曾恢复
过来! 今日山西省人口的数量
还是要比其他各个省要少得
多"可见其影响之深且远!

到了民国时期" 这样的特
大灾害更是接连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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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华北大旱灾" 大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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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人
因饿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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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川$湖北$

江西等地 " 大约死了
)$$

多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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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华北$西
北又是大旱灾"适逢蒋介石$阎
锡山$冯玉祥中原大战"又造成
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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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人的死亡! 紧接
着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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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长江大水灾"死
了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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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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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
争的前夕" 四川省发生了一次
少为人知的大旱灾" 死亡人口
)$$

多万!接下来是众所周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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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河南大旱 "也
就是所谓的中原大饥荒" 仅河
南国统区就死了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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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

如果将日本占领区和抗日边区
包括在内" 死亡人数显然要大
得多! 与此同时" 在华南的广
东"也发生了旱灾"估计死亡人
数
*$

多万"也有人估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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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万人!在中国历史上"由饥荒所
导致的人口的大规模死亡 "简
直是司空见惯!

对生命的戕害是与对精
神的撞击联系在一起的 "这无
论如何也会给民族心理 $民族
文化打下深深烙印! 对于这个
问题 "早就有人关注过 "而且
做了非常有意思的讨论! 清末
在华活动的美国传教士明恩
溥 "写了 )中国人的特性 *(著
名的地理学家亨廷顿 "出了一
本书叫 )种族的特性 *"其中有
专章探究灾荒对中国人特性
的影响! 从美国留学归来的社
会学家潘光旦 "先是将亨廷顿
书中有关中国的内容摘出来
翻译 "名为 )自然淘汰与中华
民族性 *" 然后又将这部分内
容与明恩溥的著作合并在一
起 "再加上自己提出的解救之
道 "编成 )民族特性与民族卫
生*! 在他看来"中国人最大的
特性当然就是自私 "把生命看
得比什么都重要 " &只要能不
死 "什么都可以牺牲 $什么都
可以迁就'! 之所以如此"就是
因为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的饥
荒历练 "很多的优秀品质被丢
掉了 " 剩下的就是哪都无所
谓 $什么都可以的这种民族特

性 ! 所以最后 "他提出一个别
具特色的解决之道 "就是通过
优生学的途径 "对中华民族心
理和民族素质进行改造 "来提
升中国人对于灾害的防御能
力"所以他叫&民族卫生'!

每当看到潘先生的这种论
述"我总是生发一种联想"这就
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
家文化" 与频繁发生的灾荒到
底有没有关联% 又在多大程度
上关联在一起% 我在阅读四书
五经中的 )孟子 *时 "有一个非
常强烈的感觉"其通书所谈"很
大一部分内容都与防灾救荒相
关"尤其是开篇第一章&孟子见
梁惠王 '"更是把 &黎民不饥不
寒' 作为王权合法性建构的重
要内容之一!但是"我们也必须
看到"这样的儒家文化"它的最
根本目标还是要确立以统治者
为核心的等级秩序! 对此种等
级秩序进行文化上的论证 "在
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就是对有
限资源非平等分配体系的合法
化过程! 所谓资源有限或资源
短缺" 不光指的是日常生活下
的常态" 更指资源极度稀缺的
饥荒时期! 我们在相关的史料
中经常会看到正常状况下的社
会伦理秩序如何被日益严重的
饥荒逐步瓦解的" 但是另一方
面"即便是这样的瓦解过程"也
是遵循着日常生活中的道德逻
辑! 我们在)万国公报*上面发
现一则打油诗" 从中可以看到
饥荒打击之下一个家庭的度荒
之举#在饥荒开始之际"先是千
方百计卖东西" 卖光了一切就
想着卖人了!卖谁啊%首先是媳
妇"因为她是外姓人!接下来是
女儿"长大了就得嫁出去!然后
才是卖儿子! 这样一种以尊老
为中心的家庭决策过程" 充分
体现了儒家文化在应对饥荒过
程中的残酷!

我曾从首都图书馆找到一
份文献" 是唱戏的脚本" 题名
)买卖儿子*" 实则反映的是人
吃人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为
一对夫妇" 上有老母" 下有儿
子! 饥荒之中"母亲又饿又病"

眼看快要断气! 这对夫妇不忍
老母离去" 就和老母亲商量杀
掉孩子"让老母充饥!老母当然
不答应" 但这对夫妇还是坚持
己见"偷偷杀掉亲生儿子"救活
了老母亲! 这位老母亲活过来
之后见不着小孙子" 便到处打
听"从邻居那里得到真相之后"

一怒之下" 将自己的儿媳告上
了县衙!但是在审判过程中"所
有的邻居都替这对夫妇说情 "

说他们是为了尽孝" 这对夫妇
在回答县官审问时则给出了这
样的理由#母亲只有一个"死了
就永远不再有(可儿子呢%就像
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所
以在民间" 多生孩子往往是一
个家庭防备饥荒的手段! 所以

才有&添粮不敌减口'&卖一口"

救十口'的说法!

有关灾荒与儒家文化的关
联" 新一代杰出的美国中国史
家艾志端在她对光绪初年华北
大饥荒的个案研究中有过非常
精彩的论述 !见氏著 "铁泪

图#$"这里就不多说了!就灾荒
与社会政治秩序或王朝兴衰之
间的关系" 可以从地方和国家
两个层面来展开#

从地方的层面来讲" 灾害
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往往呈现出
错综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普遍
而严重的自然灾害" 在很大程
度上会抹平某一特定地域中社
会各阶层的差别" 形成一种相
互扶助$共渡难关的&天下沦落
人 '效应 "有人称之为 &灾害共
产主义'! 但是另一方面"灾害
打击的不均匀分布" 又会导致
不同阶层$ 不同行业$ 不同社
区$不同族群$不同区域之间利
害分布格局发生急剧的变动 "

又会导致相互之间的对立 $矛
盾和冲突" 造成社会的分裂和
对抗!前一种情况"借助于灾害
社会学的理论"可以叫做&共识
性灾害 '(后一种情况 "则属于
&分裂型灾害'! 旧中国横行各
地的&土匪'就是一个最典型的
例子! 他们平时为农" 灾时掳
掠" 而且总是 &兔子不吃窝边
草'"把抢劫的矛头对准邻近或
更远的社区!

从国家的层面来说"饥荒"

起义"王朝更替"几乎已经成了
中国历史上的一条铁的规律!

就像邓拓所说的"&我国历史上
累次发生的农民起义" 无论其
范围的大小"或时间的久暂"实
无一不以荒年为背景" 这实已
成为历史的公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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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秦朝
的陈胜吴广起义" 到明末李自
成起义" 无不造成旧王朝的崩
溃!有清一代"特别是嘉道以来
的特大灾荒" 也曾引发多次大
规模的农民运动或农民起义 "

如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

义和团运动等等(民国时期"大
规模的农民起义已经少之又
少"但是灾荒期间规模不等$形
式多样的饥民暴动仍起伏不
断! 这些或大或小的农民反抗
运动"虽然没有像先前那样直
接颠覆清朝或民国的统治 "但
对它们的统治造成巨大的威
胁 " 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否认
的 ! 有学者往往列举历史上 "

特别是清朝 $民国期间一些看
起来与饥荒无关的农民起义
的例子来否定两者之间的关
联 "但他们往往又忽视了长久
以来根深蒂固的灾害政治文
化在其中所起的媒介作用! 实
际上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质疑
是不是所有的农民起义都与
灾荒有关联 "而在于为什么有
的大灾荒并没有引起大规模

的农民起义% 即便出现这样的
起义或反抗运动 "最后也没有
导致清朝或者民国政权的覆
亡或倒台 % 或者进一步追问 #

历经两千多年的王朝兴衰率为
什么在此时被打破%

另一方面" 即便这样的饥
荒"这样的起义"未曾导致王朝
崩溃" 但它们对于近代历史上
历次重大战争或政治革命到底
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也是一
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课题! 我的
导师李文海先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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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
叶倡导灾荒史研究时" 他和他
的研究团队投入较多的问题就
是这个" 并且撰写了一系列文
章" 为我们对近代中国政治变
迁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

我们除了从民族矛盾$ 阶级矛
盾的角度来理解中国近代历史
之外" 还需要从人与自然的关
系"或者天人关系$人地关系来
透视人类的活动! 这实际上也
就是当前新兴的环境史$ 生态
史的做法了!

人与自然的纠结 !

灾害成因一瞥

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 "按
其不同的物理动力及其来源 "

可以分为水旱等气象灾害 "地
震 $海啸等地质灾害 "蝗灾 $鼠
疫以及其他传染性疾病等生物
灾害"还有天外飞来的横祸"如
陨石撞击等天文灾害" 它们分
别源于组成地球大系统的大气
圈 $水圈 $岩石圈 $生物圈以及
环绕地球的宇宙圈等! 地球上
的各大圈层" 并不总是单独发
生作用"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相
互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一个圈
层出了问题" 就会引发其他圈
层相应的变动" 导致一系列链
锁式的灾害反应!

比如旱灾与地震" 亦即气
象灾害与地质灾害有没有什么
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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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在李文海先生
指导下撰写 )中国近代十大灾
荒*的一部分内容"隐隐约约地
感觉到华北的大旱灾总是伴随
着大地震! 例如光绪初年大饥
荒"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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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持续四
年"但就在即将结束之时"亦即
!(&"

年"甘肃发生八级大地震"

地震造成今天所谓的堰塞湖 "

一共死亡了
-

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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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华
北大旱"是年

'0

月"甘肃海原又
发生了一次八级以上的地震 "

按我们的考证" 总共死亡
,+

万
人左右" 比唐山大地震官方公
布的数据还要多(

'"0(

年华北$

西北大旱" 同样也有大地震出
现!当时很困惑"但也把它写在
文字之中!其后"随着自己对自
然科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了解得
越来越多"居然发现"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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