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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代以来，重庆是水灾十分严重的地区。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

先，水灾种类多，既包括洪灾、涝灾、暴雨型水灾、雪水融化导致的水灾，也包

括夏季常发性水灾、春秋季偶发性水灾；其次，水灾出现频繁，尤其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再次，水灾对农村的危害很大。 其灾荒救济，也因重庆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中国政治地位的“蹿升” （重庆行营所在地—行政院直辖市—国民政府

陪都），而备受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因此有着“解剖

麻雀”的典型意义。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重庆地区的水灾呈现出时间的连续性、灾荒发生的频

繁性和空间分布广泛的特点，给农业生产和城乡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在水灾打击下，饥民伤亡人数上升；水灾还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粮食生产大

幅减少；农村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也受到影响，水事纠纷等事件也时

有发生，严重影响重庆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 就重庆水灾原因来看，主要有

地理、地形、气候、水系、降雨等因素的影响。
面对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频繁水灾的沉重打击，政府和民众对水灾赈济和治

理活动高度重视，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 在救济中，政府进行全社

会、全方位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信息等资源的动员。 政府通过新闻报纸

的信息发布和宣传报道，政府、民众团体、民众个人之间在灾款募捐、灾害宣

传和灾害救济的具体实践方面进行了努力。 此时，政府试图将赈灾程序正

规化，制定和颁布了《赈务委员会助赈给奖章程》《勘报灾歉条例》《重庆市水

灾救济临时办法章程》等法规和条例，并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系列的赈务

机构，包括政府内相关部门社会局、民政局的创设，以及成立官民结合的专

门赈灾委员会或赈济委员会，使重庆的水灾救济体系得以初步创建。 救灾

体系建立后，依据相关条例的规定积极地进行勘报水灾。 而救灾宣传中，新



闻媒体、政府、民众团体、学生界都积极对外宣传灾情，使其呈现出了社会化

的特点；救灾物资的筹募则具有多样化的特点。 包括政府救灾物资的拨补、
救灾公债的发行、社会慈善机关团体的捐募，民众个人及民众团体的募捐

等。 以上诸多方面使重庆水灾的赈灾体系形成了新的格局，体现了以政府

为主导，社会积极参与，救灾专业化、层次化，手段多样化的现代救灾特点。
政府还在急赈、施粥、收容、工赈、农赈等具体赈灾实践方面也取得了较为显

著的成绩。 更为可贵的是，政府在税收大幅缩减的情况下，还主动豁缓赋

税、投入大量农赈款、进行农业技术改良，较快地促进了灾区农业生产的恢

复和发展。 为了提高救灾的效果，政府积极兑现奖惩措施，并严格监督救

灾。 尤其是社会监督方式，使得救灾的成效得到相应的保证。
政府还在急赈、棚户救济等赈灾实践方面努力探索，在税收大幅缩减的

情况下，政府还主动豁缓赋税、投入大量农赈款、进行农业技术改良、抢种粮

食作物，较快地促进了灾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在解决因水灾导致的

“水案”方面———水电厂筑坝导致的沿岸居民小作坊损失与公司的纠纷解决

方面，政府也成功地调解了双方的矛盾，并使双方认识到在抗日战争背景

下，公益与私利应两者兼顾，合理对待。 由于重庆是山城，当因下暴雨、大雨

形成水灾时，常常还伴随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

屋损毁。 对此，政府也采取了及时转移灾民、安置灾民，看望慰问伤病员，及
时拨发救济款以赈济灾民、修建房屋、恢复生产等救济措施。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重庆的慈善组织和民间救灾团体得

到了快速的发展，它们也积极投入水灾救济中。 社会各界对灾情与灾因给

予极大的关注与思考，并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各式各样的方案和办法。 当

然，在救灾中，国民政府、四川省政府、重庆市政府、巴县政府、江北县政府、
北碚管理局，全国性新闻报纸、四川省的新闻报纸、重庆市的新闻报纸，以及

民众团体和社会贤达出于不同的利益和目的，在水灾救济中相互合作的同

时，又互相博弈。
重庆在积极救灾、政府与社会协作救灾、募捐和筹拨救灾款等方面取得

了较大的成绩，作为社会稳定器和社会良性发展的“润滑剂”的灾害救济，在
化解社会风险，稳定重庆的社会秩序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并在物力、
财力方面为前方的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 但由于受当时政治、经济状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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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长期战乱、高额的地租押租和高利贷剥削、繁重的赋税的影响，民众社

会承灾力低，以及救灾工作的主观和客观问题等的影响，重庆地区水灾救济

实效表现出较大的局限性。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重庆地区的水灾救治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对当今

的水灾防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比如，政府应建立比较完善的灾害保障

体系、充分发挥社会慈善组织在救灾中的积极作用、加强对救灾资金的监督

和合理利用、加强生态建设，以及全民动员，全民参与，才能更好地抗击特大

水灾，为和谐社会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

３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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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导　 论

古语有云：“天有四殃，水旱饥荒。”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重庆因所处特殊的

地理位置、地理特点（丘陵为主，溪流众多）和复杂的气候条件，成为水灾频

频光顾的地区。 从 ５００ 多年来重庆的旱涝等级级差累加图也可以看出，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是重庆多水灾发生的时期①。 而有水灾的发生，必然伴有政府

和民间的灾荒救济，这种灾荒救济在中国历史上多被称为荒政、救荒、救灾，
包括救济饥荒的法令、制度与政策、措施、救灾实践和具体办法等。

１．１　 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开展对现代中国水灾史的研究并进而探讨灾害、
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重庆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区

域之一。
首先，民国时期重庆在中国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的历史发展中占有比较

重要的地位。 在此阶段，重庆经历了由商埠—省辖市—直辖市—国民政府

的永久陪都的过程。 尤其是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重庆更是成为国民政府的陪

都，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文化中心。
重庆开埠后，因其地理优势和区位优势，重庆进口货物成倍猛增，逐渐

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商品集散地。 鉴于重庆在西南地区的重要

地位，１９２５ 年 ７ 月，北京临时政府中央政务会议决定设置重庆商埠督办公

署，次年该公署正式成立。 １９２７ 年 ９ 月，重庆商埠督办公署呈 ２１ 军部：“窃
查国民政府区域内，上海、南京、广州、杭州等商埠地方，均经先后改市，成绩

① 四川省气象局资料室．四川省近五百年旱涝史料［Ｍ］．成都：四川省气象局资料室，１９７８：
２５０⁃２５３．



昭然，本埠改隶革命旗帜之下，似应援照改市，俾划一而免分歧，请改埠为

市”①。 １１ 月，获 ２１ 军部批准，重庆从此成为以“市”命名的城市。 １９２８ 年 ７
月，国民政府颁布《市组织法》，重庆向国民政府呈请成立重庆市政府，获批

准。 此时，重庆市是省辖市。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７ 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１０ 月 ３０
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 １２ 月 １ 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新址办公，党、
政、军机关和各国使、领馆相继迁渝；内迁的工厂、银行、商号、学校和各种文

化单位也大多以重庆为落脚地；大批难民也不断涌入，从而使战时重庆的人

口猛增。 １９３８ 年 ９ 月，经行政院 ３８４ 次会议议决批准重庆市组织机构“暂准

援照直属市组织”，除原有警察局外，增设社会、财政、工务、卫生四局；除营

业税外，所有税收划归市财政收入，“会计应行独立”，会计主任由国民政府

主任派员充任②。 １９４０ 年 ９ 月 ６ 日，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③。 随着中国

在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地位的提升，战时陪都重庆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成为与伦敦、莫斯科、华盛顿齐名的城市。 即使国民政府还

都南京后，重庆仍为直辖市④

其次，近代重庆是水灾频繁，灾害损失较大的地区，既沿大江大河又多

山区丘陵，水灾类型众多。 既有江河型洪灾的特点，又有山洪的特点；既有

积雪融化造成的水灾，又有暴雨造成的水灾。
重庆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处中纬度，南北季风常交汇于此，带来了

丰富的降水，在全国降水分布图上，处在降水偏丰区的边缘部分。 季节分布

情况是夏季最多，春夏之交和秋季均为夜雨。 降雨量每年平均为 １ ０００ 公厘

（１ 公厘＝ １ 毫米）以上，最多一日间曾达 ７９ 公厘（据北碚科学院测候所二十

四，五两年之报告）⑤。 因此水灾频繁，损失较大。 据统计，清同治五年（１８６６
年）至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 年）的 ８１ 年间，重庆江北县接近主城的地区（现
重庆江北区）约发生 １６ 次暴雨灾害，灾害发生时，“风雹大作，房屋多倾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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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重庆商埠月刊》第 ９ 期，１９２７ 年 ８ 月。
重庆市档案馆藏档：魏道明为行政院通过重庆市准援照直辖市组织案至重庆市政府函。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原载《新重庆》一卷三期。
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档案（第一卷）［Ｍ］．重庆：重庆出版社，
２００８：１８３．
黄子裳．嘉陵江三峡乡村十年来之经济建设［Ｊ］．卢作孚研究，２００６（２）．



“岩石崩塌，街衢成河”，“平地水深数尺，田禾房屋悉被冲毁” ①。 据史料记

载，巴县自公元 １５２０—１９４５ 年的 ４２６ 年中，发生大雨洪涝灾害的 ４９ 年②。
《华西日报》报道：“民国二十六年七月连日大雨，长江上游支、干各水大涨，
重庆水位上涨数丈。 沿江各处多被水淹，渝、梁间电报、交通断绝。 嘉陵江

沙水暴发，重庆朝天门木船被撞沉数只③。”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１５ 日的《新蜀报》也
对水灾进行了报道：“（１５ 日）晨拂晓，果然大雨，下降日夜不止，沿城江流水

势大涨，漫郊遍野洪水泛滥。 ……计城厢顺城近郊之房屋被淹毁者，占城厢

三分之一，漂没家俱牲畜无算。 计被水灾重者不下五六百户。 田畴农作物

被淹没近日者，亦占三分之一，损失约计四五万。 沿江而下，各场淹没农作

物尤多，诚十年来未有之水灾也④。”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 年）七月七月二十

日至二十四日，连日暴雨，三峡实验区灾情严重。 七月，重庆连日大雨，江水

骤涨，沿江各处多被水淹，渝梁间电报、交通断绝。 八月三峡实验区河水暴

涨，大水淹至齐家巷丁市街。 九月四日，十七乡镇呈报淫雨成灾，灾情严重，
受灾面积为一万三千零一十二亩，损失为九千六百二十三元⑤。

由于长江自重庆西南向东北贯穿全市，还有嘉陵江等主要支流，水系发

达。 每年夏季暴热暴雨，地面水流泛滥，洪水成灾，江河水位陡涨陡落，地质

灾害相伴发生。 山多、河多的特殊地形，坡度陡，暴雨能快速汇集，易于形成

山地洪灾、崩塌、滑坡、泥石流。 在长江、嘉陵江河谷形成过程中，岸坡崩塌、
滑坡起了重要作用。 比如，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 年）六月初八，南纪门外望江地

厢地陷五六丈（１６．６５～１９．８８ 米）。 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 年）６ 月临江门洪崖

洞崩塌，伤亡百余人，毁房数十间，成为轰动山城的惨案⑥。 尤其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重庆市每年的雨量充沛，且雨季多集中在 ５、６、７、９ 月，平均月降雨

总在 １８ 次以上（表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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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重庆市江北区志编撰委员会．重庆市江北区志［Ｍ］．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３：１２８．
四川省巴县志编纂委员会．巴县志［Ｍ］．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４：８７．
《华西日报》，民国二十六年八月七日。
《新蜀报》，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马力．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重庆卷）［Ｍ］．北京：气象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２３．
重庆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总编辑室． 重庆市志（第一卷·地理志）［Ｍ］．成都：四川大学出

版社，１９９２：５６１．



表 １．１　 重庆市 １９４４—１９４９ 年月平均雨量（公厘）表①

月别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雨量 １６ ２０ ３５ １０２ １４１ １８１ １４３ １３１ １４７ １１５ ５０ ２２

在水灾的发生原因方面，重庆有一个比其他地方特殊的情形，那就是每

年夏季可能暴发多次水灾，一方面是因为在夏季，受喜马拉雅山脉积雪融化

的影响，重庆易发生水灾；其次，重庆是嘉陵江、长江的汇合处，即使重庆夏

季不下雨，但又容易受嘉陵江上游、岷江、金沙江涨水的影响，导致发生水

灾。 其三，当重庆夏季持续下雨，特别是某一天或几天遇风暴雨时，以山城

的地形，也容易遭受洪灾。 其四，重庆的天气在夏季，有时由连晴高温的天

气，转为一周或十天的下雨天的情况。 比如，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 年），自 ６
月下旬（五月下旬）后，重庆气候发生突变，从久旱不雨转而成淫雨连绵，江
河暴涨，洪水泛滥，大旱继之以大水，使人民没有一点喘息的机会。

１．２　 民国时期重庆行政建置的变动

１．２．１　 重庆的概念界定及行政建制

民国时期，重庆市的范围经历了不断扩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巴县、
江北县的许多地区先后划归重庆，在抗日战争时期，北碚也作为重庆市的迁

建区，纳入重庆市管辖的范围。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广大的难民、军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人员的

迁入，重庆城区不断扩大。 １９３８ 年 ９ 月重庆市申请行政院直辖市，获得批准。
但是，由于日机对重庆的轰炸，以及外来人口的增多，１９３９ 年 ２ 月，重庆市政府

划定璧山、巴县、綦江、江北为疏散区。 １９４０ 年 ９ 月 ６ 日，国民政府宣布重庆为

“陪都”，将成渝、川黔公路两侧周围 ８０ 公里范围划为重庆市区和重庆卫戍区，
范围包括巴县、江北、綦江、璧山等县②。 又据重庆市档案馆材料记载：“自二

十八年大轰炸后，纷向四郊疏散，于是北达北碚，南至南温泉，东迄大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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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档案馆．解放重庆［Ｍ］．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２００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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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１９９２：１５９ ⁃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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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达大渡口，法定市区约达 ３００ 平方公里，迁建所及，则约 １ ９４０ 平方

公里①。”
从以上行政区域变迁史我们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重庆市与附近的江

北、巴县和北碚管理局联系紧密。 其中，江北县位于重庆主城北部，长江北

岸，嘉陵江下游东岸的三角地带，辖区面积 １ ４５２ 平方公里，有耕地 ６２ 万亩。
民国时期巴县辖区包括现重庆的南岸区、沙坪坝区、大渡口区、巴南区

和北碚区的广大地区（在历史发展中，这些地区的一些地方也先后划归重庆

市），包括四区，３１ 个乡镇（图 １．１）。

图 １．１　 民国时期的巴县全图（１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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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总论（１９４７ 年）∥中华民国战时首

都档案（第一卷）［Ｍ］．重庆：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８：９４．



北碚管理局：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前身是江巴璧合特组峡防

团练局（１９２３ 年 １１ 月成立），该区署成立于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管辖地区有朝阳

镇、黄桷镇、白庙乡、文星乡、二岩乡、澄江镇、龙凤乡、金刚乡等八乡镇。
１９４２ 年 ３ 月，在原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基础上组建北碚管理局，管
辖区域不变。

１．２．２　 民国时期重庆城市疆域的演变

１９２７ 年 １１ 月，潘文华以重庆商埠督办为北洋政府所核定为由，请改重

庆商埠为重庆市，改督办公署为市政厅，暂定重庆上下游南北岸各 １５ 公里为

市政区域。 第 ２１ 军军部准其所请，并改委潘文华为重庆市长。 下设公安局、
民生局、工务局、财政局、总务处、江北事务处、土地经理处等机构。 从此，重
庆成为以市为名的市建制城市。 １９２８ 年 ８ 月，国民政府颁布《市组织法》，
“市”正式成为一级行政区划。 鉴于重庆为西南重镇，潘文华召集各局、处长

及市参事会召开联席会议，拟按照市组织法成立市政府。 会议一致通过，并
将修改条例呈请第 ２１ 军军部。 １９２９ 年 ２ 月 １５ 日，经第 ２１ 军军部批准，重庆

市政厅正式改组为重庆市政府，至此，重庆正式建市。 １９２９ 年重庆正式建市

以后，进行了区划和市区扩张。 依 １９２７ 年 ３ 月市政当局《暂行简章》１４ 条的

规定进行：“以南纪门至菜元坝一带为第一区，临江门至曾家岩一带为第二

区，曾家岩经两路口至菜元坝一带为第三区，通远门至两路口为第四区，南
岸玄坛庙至龙门浩一带为第五区，江北嘴至香国寺一带为第六区。 次第开

辟，分期进行。”１９３０ 年 ２ 月，２１ 军军部召集审定市县权限委员会办理戡划

市县界事宜，并由重庆市政府与江北、巴县县政府组织市区测量委员会。 规

划结果：上自嘉陵江西岸的磁器口、红庙子，下至黄沙溪、黄桷堡过江达南

岸；又自火烧坟起，横经涂山，沿山脉达于铜锣峡北渡；经江北大万坪起，至
黄葛凼，直抵江北岸。 巴县拟划入市区 ２７２．５ 平方里，江北拟划入市区 ２５２．５
平方里，市区面积为 ５２５ 平方里①。 １９３２ 年冬，二十一军军部又会同江北、巴
县商量重划界址，又经数月争执及多次踏勘，于 １９３３ 年划定市界。 这次划

界，巴县的县城（今市中区）全部及城郊的两路口、姚公场、南坪、海棠溪、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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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石等场镇 ４３ 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了市区。 江北县划入市区的有弋阳、宝

盖、金沙、上关、樱花、下石梁、上石梁七厢，溉澜溪、相国寺两码头以及县城

全部，共计 ３．７５ 平方公里。 重庆市全部面积为 １７８．５８ 平方公里①。 范围除

巴县城区（今渝中区）外，还包括江北县城附近，并由江北办事处改为江北市

政管理处，因南岸居民渐多，又增设南岸市政管理处，从而开启了现代重庆

以主城半岛为核心，地跨两江、三足鼎立的先河②。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经国民政

府批准，重庆为四川省辖的乙种市③。 市政府内下设有：秘书处、财政局、工

务局、公安局、社会局、教育局、土地局、团务局、市金库、南岸管理处、江北管

理处④。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行政

院通过《重庆市准援照直属市组织案》：“查重庆市位于扬子、嘉陵江二江合

流之口，当水陆交通总汇之冲，经济上原属西南之重要商埠，近更成为后方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剧增，事务繁庶，殊有充实其机构，以资应付特殊

情形之必要”。 参政员胡景伊等人建议改重庆市为甲种市一案，经参政会议

决呈由国防最高会议交院参考，重庆市享受直辖市待遇，但是仍暂隶属四川

省政府。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 ５ 日，国民政府改重庆市为直辖市令：重庆市，著改为

直隶于行政院之市。⑤随着大批迁川厂矿、机关部门、学校等单位内迁重庆，

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对外交往等方面来看，重庆市政区域势

必再次向巴县县域扩展，由于大量单位迁渝，市区人口急剧增加，加之日机

的不断轰炸，在变幻振荡的形势下，国民政府划江北、巴县以及璧山、合川、

綦江为疏散区，将大量机关、学校、工厂迁入该区。 １９３９ 年 ３ 月国民政府有

关部门组成迁建委员会，统一指挥单位迁移，安排疏散区内房屋营造和人员

安置。 迁建工作对重庆人口与部门的合理分布，拓展城市区域，形成一些环

７第 １ 章　 导　 论　

①

②

③

④

⑤

重庆地方史资料组邓少琴，等．重庆简史和沿革［Ｍ］．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１：８５．
重庆地方史资料组邓少琴，等．重庆简史和沿革［Ｍ］．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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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市区半岛的新城镇起了推动促进作用。 不少机关、学校、工厂以及部分居

民向市区四周疏散，致使郊区也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一批以厂矿企业、机

关学校聚集的卫星城镇。 当时市区范围即将市中心至青木关到北碚的公路

沿线地带划为了迁建区。

到 １９４１ 年年底全市的范围包括：江北方面，自大兴场对岸的梅子岗岚垭

江边起到上游的沱江边止。 包括郭家沱、唐家沱、黑石子、寸滩、头塘、江北

城、溉澜溪、廖家台、相国寺、石马河等地；南岸方面，市区越过了涂山，自大

兴场起到金沟岩止。 包括放牛坎、大田坎、大佛寺、弹子石、玄坛庙、龙门浩、

清水溪、崇文场、海棠溪、南坪、铜元局等地；西郊方面，北起嘉陵江渡溪沟，

经歌乐山背斜层，南达长江边的余溪浩处，包括詹家溪、磁器口、沙坪坝、小

龙坎、新桥、歌乐山、金刚坡、上桥、石桥铺、九龙坡等地。 加上原来的市区，

全市面积达到 ３２８ 平方公里。

市区扩大后，重庆市调整区以下行政组织，将全市划为 １８ 区，４０８ 保，

７ １７７甲。 １９４１ 年 ２ 月，巴县划入的新丰、高店两乡建为第十三区；龙隐乡先

设沙磁区临时办事处，此时建为第十四区；划入的崇文、大兴两乡建为第十

五区；划入的石桥乡先于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建为石桥直辖镇，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改建为第十七区；江北县划入的龙溪乡一部分（香国寺、猫儿石、

陈家馆等地）和石马乡并入第十区；划入的回龙乡及恒兴、石坪两乡各一部

建为第十六区。 １８ 个区的辖区范围如下：

第一区辖龙王庙、太华楼、马王庙、镇江寺一带；第二区辖桂花街、大阳

沟、蹇家桥、北坛庙一带；第三区辖段牌坊、东华观、东昇楼、五爷庙一带；

第四区辖观音岩、骡马店、安乐洞一带；第五区辖石板坡、金马寺、菜园坝、

宝善寺一带；第六区辖张家花园、大溪沟、曾家岩一带；第七区辖上清寺、两

路口、中二路一带；第八区辖化龙桥、复兴关、李子坝、黄沙溪一带；第九区

辖米亭子、木关街、四方井、体仁堂、三洞桥、五里店一带；第十区辖香国

寺、刘家台、陈家馆、猫儿石、石马河一带；第十一区辖龙门浩、玄坛庙、弹

子石、窍角沱一带；第十二区辖海棠溪、南坪场、铜元局一带；第十三区辖歌

乐山、高店子、山洞、新桥、上桥一带；第十四区辖磁器口、金沙街、童家桥、

沙坪坝、小龙坎、红槽房一带；第十五区辖黄桷垭、大兴场、清水溪一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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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区辖寸滩、溉澜溪、唐家沱一带；第十七区辖石桥铺、歇台子、鹤皋岩、
九龙铺一带。 加上以朝天门、千厮门、香国寺、弹子石、海棠溪、黄沙溪、磁
器口等码头水上居民为主建立的水上区，重庆市辖 １８ 区。 １９４２ 年，重庆

市的辖区范围东至大兴场（今南岸区峡口乡），北至石马河（今江北区石马

乡）嘉陵江边的堆金石，西至歌乐山，南到马王场（今九龙坡区九龙乡大堰

村）和川黔公路二塘（今九龙坡区花溪乡二塘村）以北。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市工

务局测定市区面积为 ２９４．３ 平方公里，１９４４ 年 ９ 月，第十一区的弹子石、窍
角沱、鸡冠石地区分建为第十八区。 １９４６ 年，重庆市水上区撤并，其所属

基层保甲组织，改隶附近陆上区。 重庆市仍辖 １８ 区。 同年，江北县的龙溪

乡一部（观音桥地区）划入重庆市第十区。 １９４６ 年观音桥地区划入后面积

为 ２９５．７８ 平方公里①。

１．２．３　 水灾、灾害救济的概念

水灾泛指因久雨、山洪暴发、河水泛滥等原因对人类社会造成的灾害。
一般所指的水灾，以洪涝灾害为主。 水灾威胁人民生命安全，造成巨大财产

损失，并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不良影响。 水灾分为“洪”和“涝”两种。
“洪”，指大雨、暴雨引起山洪暴发、河水泛滥、淹没农田、毁坏农业设施等。
“涝”，指雨水过多或过于集中或返浆水过多造成农田积水成灾。

水灾多发生在夏天，雨多的时候。 在高海拔的地带，很少出现水灾。 水

灾大多发生在低海拔的地区，如我国东南部。 从水灾发生的原因来看，水灾

可以分为人为水灾和自然水灾两种。 基于洪水水体与生命财产的直接接触

与否，洪灾损失可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两种类型。 直接损失是指洪水

直接造成的财产、人员伤亡以及自然资源和农作物等方面的损失，间接损失

是指因洪灾造成的直接损失给灾区内外带来影响而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
包括地域性波及损失和时间后效性波及损失。

水灾与降水量过多不能画等号。 其一，降水量多在一些地区一般是长

期的现象，而水灾却不同，它只是属于偶发性的自然灾害，在降雨量稀少的

地区也会因一时的气候异常而导致水灾。 比如，甘肃省榆中县水灾处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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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勇．重庆通史（第三卷·近代史（下））［Ｍ］ ．重庆：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１５７．



国降雨的缺水区，但是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上旬，却发生了洪灾。 其二，即使降水

多，假如能及时给以疏导，也不会形成水灾。 比如，英国的年降雨量非常多，

但是并没有形成大水灾。 其三，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对自然界本身而言

无所谓的水灾，水灾是以人及社会为标准的价值判断，而降雨量多是一种自

然现象。

不同学科从自己的理论体系出发，对灾害救济的解释不同①。 邓拓在

《中国灾荒史》中认为，救荒史者，乃历代人对自然控制关系发展之具体事

实及防止、挽救因此等关系破裂所生之灾害之一切思想与政策之历史也。

故救荒史之范围，并非仅限于历代灾荒之实况与救济理论及政策等之叙

述，并须及于历代社会经济结构形态与性质之演变及其对于灾荒关系之说

明②。 本书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灾害救济牵涉灾害的发生、运动与各种关

联，包括灾前准备、灾中应急和灾后恢复三个重要的核心环节。 “灾前准

备”不能减小灾害发生的可能性，但却可以使灾害造成的危害大大降低。

“灾中应急”是在灾害发生后，政府和民众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

采取积极措施，从死神嘴里抢夺人类的生命和财产。 “灾后恢复”是在灾

害平息后，人们从灾后生产的恢复、灾后民众的安家乐业等方面来提高抗

灾能力。

本书所谈的水灾救济，更多地从社会科学层面，以历史学、政治学和社

会学结合的角度来探讨救灾。 它主要包括临时性的急赈、收容、工赈、购粮

平粜和调粟、移民垦荒、农赈和作物改良、防疫除（虫）害、仓储建设和兴修水

利等重要举措，以及贯穿其间的相关思想、制度、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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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子平在《灾害社会学》 （湖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一书中指出：灾害救济可以理解

为，政府和社会以人为中心，通过一系列手段和措施，限制、阻遏以致消除造成人的需要

环节中断的自然和社会因素，强化人及社会的抗灾能力，保持人的需求的顺畅有力；张建

民、宋俭在《灾害历史学》（湖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一书中则认为：从历史学来说，灾
害救济更多地倾向于从历史上发生的灾害中，探讨、总结灾害发生、演变的规律及其教

训，为现实灾害研究及减灾决策参考，并提高人们对灾害的认识水平。
邓拓．中国救荒史［Ｍ］ ．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４．根据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７ 年版复印，第 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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