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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具有特殊的推动作用，司马迁在 《史

记·河渠书》中说 “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兴水利除水害成为历

代统治者关心的头等大事，因此借鉴先贤的治水理念变得更加重

要。也许水利史研究大致发轫于此吧。早期的水利史研究侧重于

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随着各类文献的丰富与增多，具有水

利工程背景的史学家们从工程技术史、历史地理的视角去研究水

利的利害。今天水利史已成为水利科学与技术史学一个重要的交

叉学科，同时杂糅着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遗产学

等等，成为技术史学的万花筒。

今天的水利史研究大致包含水利科学技术史、水利制度史、

水利社会经济史、水利遗产保护、水旱灾害史等研究内容，它们

相互交叉，相互影响，成为一个复杂网络。这既是水利史研究的

优势，也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发掘、保存、整理、资政是水利

史研究的社会责任，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资料成为当今水利史研

究者的重要资料，读懂这些资料并为当前的水利建设服务是水利

史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质性研究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常见方法，在实践的环境中，

通过资料整体性把握，归纳总结，理解历史进程中水利管理者的

考量与心思，而水利史研究恰恰是质性研究在工程技术领域的实

践。笔者从事水利史研究以来主要关注水旱灾害史和水利遗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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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技术等内容。在社会史或技术史的语境中，去研读灾害事件或

工程建设背后的东西，总是让笔者意犹未尽。

本书主要包括水旱灾害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水灾害社会学

研究、水旱灾害调查实践和水博物馆与水利遗产保护等四方面内

容，将笔者近年来一些研究心得呈现给读者。由于水平有限，不

足之处，刮垢抛光，端赖诸君。

２０１６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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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水旱灾害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我国清代干旱灾害时空变化研究

提　要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旱灾时空格局研究受到政府和学术界
的高度重视。利用清代故宫旱灾档案建立清代旱灾数据

库，运用 ＧＩＳ技术重建了１６８９—１９１１年中国旱灾时空格
局。研究表明：（１）从旱灾发生的时间上看，受灾范围呈
现３次较大波动，出现了９个干旱灾害典型年；（２）从旱
灾发生的空间上看，旱灾频发中心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

即西北地区的甘肃、宁夏，华北地区的山东、河北、河

南、天津，以及江淮地区的安徽、江苏；（３）从干旱灾
害发生的季节上来看，夏季旱灾是清代干旱灾害的主导

类型。结果分析表明利用故宫旱灾档案复原的清代旱灾

时空格局基本符合史实。①

自古以来，中国旱灾频发，因旱造成的经济财产损失占自然

灾害损失总和的１５％以上［１］。据 《中国水旱灾害公报》公布数据，

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年中国农业年均因旱受灾约２１５６万ｈｍ２，年均粮食损
失约１６１亿ｋｇ，占自然灾害造成粮食总损失的６０％以上。在全球
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北方地区的持续干旱在未来１０多年内不
会有效缓解，南方地区季节性干旱也将日益凸显

［２］。加之社会经

济快速发展和人口膨胀，水资源短缺现象日趋严重，旱灾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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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

旱灾时空格局的研究，历来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文献
［３］
回顾了近３０年来旱灾空间格局研究的主要进展，并认为历

史文献资料是研究历史时期旱涝灾害的重要依据。Ｚｈａｎｇ［４］进一步
指出历史文献较树轮、冰芯和沉积物等更好地刻画特定区域、特

定时间段气候变化情况。Ｚｈｅｎｇ等［５］
利用历史文献重建过去１５００

年华北平原、江淮平原和江南地区旱涝的时空变化情况，并按照

ＩＰＣＣ标准［６］
确定３个区域重大干旱灾害事件时空分布。刘毅等通

过对历史文献的整理，分析了公元前１８０—１９４９年间重大自然灾害
发生的频次的时空格局特征，认为灾害频次空间格局与灾种存在

显著关系，且分省统计表明历史时期重大干旱灾害主要发生在北

方地区
［７］；王静爱等

［８］
利用１９４９年后省级报刊资料和灾情报告，

以县为基本单元绘制中国近５０年的干旱灾害时空格局。
目前，中国历史时期旱灾格局研究主要以方志、史书、近世

观测资料或灾害年表等为基础。本文首次以清代故宫旱灾害档案

为主要信息源研究清代旱灾事件的时空格局，以县 （２０００年行
政区划）为统计单元整理档案中旱灾信息，重建了 １６８９—１９１１
年间中国不同季节的旱灾时空格局。本研究为中国优化农业生产

格局，减轻极端气候事件对粮食增产、稳产的不利影响，寻求有

效的防御措施，保障农业持续增产和粮食长期安全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范围
本研究整理了清代１６６２—１９１１年间故宫旱灾档案。资料包括

两部分：一部分，１６６２—１７３５年 （康熙元年至雍正十三年）间的

史料采集自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及 《雍正朝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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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批奏折全译》等清档出版物；另一部分，１７３６—１９１１年 （乾

隆元年至宣统三年）间的史料采集自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

利史研究所保存的清代档案 （复制件）中的 “宫中” “朱批”及

“军机处录副”档。由于战乱、地方割据等原因，清代早期旱灾档

案资料较少，且康熙元年至二十七年 （１６６２—１６８８年）间档案中
缺乏旱灾内容，故实际整理的档案资料是从１６８９年 （康熙二十八

年）至１９１１年 （宣统三年），共２２３年。另外，１８５１—１８６５年发
生的太平天国运动波及长江中下游地区２３个州府，这段时间内被
占领地区的档案资料较少，但文献 ［５］指出这一时段江淮地区以
相对湿润为主。

１２　资料特点
清代中央政府十分重视灾害信息的收集，建立了系统的灾害

奏报制度，各省主要官员须定期向中央政府奏报属地灾害信息。

同时，为了防止虚报假报，清政府还建立了多信源的灾害核查制

度，如灾害奏报与雨雪分寸奏报进行交叉校验，保证了奏报信息

的真实可靠
［９］。此外，奏折档案所载灾害信息较地方志、私人笔

记等历史资料更具权威性和公信力，并可以与地方志、私人笔记

相互校验。因此，清代故宫灾害档案具有权威性、系统性、真实

性的特点。

１３　资料整理
整编方法： （１）收录依据为该条档案记录含有明确的旱情

（如 “亢旱日久”等）、灾情 （如 “二麦歉收”等）及灾后救济

（如 “以工代赈”等）等内容； （２）以年为单位，按省以奏报日
期 （转换成公历）先后将档案史料逐条整理编排，若奏报内容为

追述往年的旱灾则该件奏报放入相应年份；（３）剔除可信度较低
和有效性较差的资料；（４）按照季节将奏报中的受灾府州县转换
为２０００年行政区划，同季重复出现的只记录一次。

通过对故宫旱灾档案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得到清代各朝的旱

灾档案数量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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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６８９—１９１１年各朝选编旱灾档案件数

年号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宣统 合计

资料长度

（年）
３４ １３ ６０ ２５ ３０ １１ １３ ３４ ３ ２２３

件数 （件） ３８ ６２ ６０１ ３８８ ３３２ ５２ ５２ ９２８ ４１ ２４９４

年均件数

（件）
１１２ ４７７１００２１５５２１１０７４７３ ４００２７２９１３６７１１１８

表１显示，此次旱灾档案整理过程中选编出旱灾档案共２４９４

件，总字数逾９０万字，年均入选的旱灾档案件数为１１１８件，其
中光绪朝年均入选旱灾档案件数最多，达到２７２９件；嘉庆朝次
之，年均 １５５２件；康熙朝年均档案数量最少，年均仅为
１１２件。

本文应用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软件，以县 （２０００年行政区划）为统计
单元分年进行统计，共获得约８０万个数据。在此数据库的基础上，

应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编绘了中国旱灾时空格局图。

２　旱灾分布的时间特征

２１　总体分布特征
清代１６８９—１９１１年间中国年均受灾县数为 ７０个县，有 ５６

个年份受灾范围超过１００个县，１９个年份受灾范围超过了２００个
县，有９个年份受灾范围超过了３００个县，其中１８７７年受灾县
数最多为５９６个，１７８５年受灾县数为４１０个，１８７８年受灾县数
为４０８个，１８８８年受灾县数为 ３９９个，１９００年受灾县数为 ３６４

个，１８７６年受灾县数为 ３５８个，１８９２年受灾县数为 ３３９个，
１７５９年受灾县数为３２８个，１８３５年受灾县数为３２１个。表２给
出清代１６８９—１９１１年旱灾数据资料记载的年度受灾县数大于１００

个的时间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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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受灾范围下旱灾年分布

受灾县数阈值 数量 年份

１００—１９９县 ３７

１７２３、１７３７、１７３８、１７４４、１７７４、１７９４、１８０２、１８０３、
１８０７、１８１０、１８１２、１８１７、１８１８、１８２０、１８２５、１８２６、
１８２９、１８３２、１８３６、１８３８、１８３９、１８４０、１８４６、１８４７、
１８７５、１８７９、１８８０、１８８２、１８８４、１８８５、１８８６、１８８７、
１８８９、１８９０、１８９４、１８９８、１９０１

２００—２９９县 １０
１７４５、１７９２、１８１１、１８１３、１８１４、１８３７、１８７３、１８９１、
１８９３、１８９９

３００县以上 ９
１７５９、 １７８５、 １８３５、 １８７６、 １８７７、 １８７８、 １８８８、
１８９２、１９００

２２　受灾范围时间分布序列
由于历史档案中的灾异资料往往记 “异”不记 “常”，所以旱

灾历史档案资料往往在时间上呈现不连续的情况。已有研究
［１０］
指

出一个地区灾害档案中断在３年以内，可以认为这一段时间这一地
区气候正常，没有灾害发生；中断时间超过３年的话，则认定这一
地区资料缺失。据此规则整理出的１６８９—１９１１年清宫旱灾档案记
录为连续序列。

１６８９—１９１１年间，从受灾县数在年际分布上存在３个波动较
大的时期 （图１（ａ））。其中，１６８９—１７３０年间大范围受灾年数较
少，４１年中仅有一年发生 １００个县以上的大范围旱灾；１７３１—
１７６０年间大范围受灾年数较多，３０年中有４年发生１００个县以上
的大范围旱灾，其中１７５９年受灾县数超过３００个县；１７６１—１７８０
年间大范围受灾年数较少，２０年中仅有一年受灾县数超过１００个；
１７８１—１８５０年间大范围受灾年数较多，７０年间有２６年发生１００个
县以上的大范围旱灾，其中有７年发生２００个县以上的大范围旱
灾，有２年发生３００个县以上的大范围旱灾；１８５１—１８７０年间大
范围受灾年数较少，未发生大范围的干旱灾害；１８７１—１９００年间
大范围受灾年数较多，３０年中有２２年发生１００个县以上的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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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灾，有１０年发生２００个县以上的大范围旱灾，有６年发生３００

个县以上的大范围旱灾，其中１８７６—１８７８连续三年发生３００个县
以上严重旱灾；１９０１—１９１１干旱灾害较轻，仅１９０１年发生１００个
县以上的干旱灾害。

本研究成果与张德二
［１１］
利用地方志资料整理的年度受灾县数

结果 （图１（ｂ））在年际分布区趋势上存在良好的一致性。由于
故宫档案资料具有逐年的时间连续性和遍及中国各省区的空间连

续性，所以在年度受灾县数量上要多于地方志资料。但是故宫档

案等官方文献很容易因政局变化而造成资料短缺，如清初 （康熙

朝）和太平天国运动期间 （咸丰—同治时期）已有故宫档案资料

记载受灾县数分布与地方志资料就存在一定出入。政局不稳期间

故宫档案反应旱灾空间格局与实际情况可能存在不符，下一步的

工作就是用已有的地方志研究成果进行补充完善。但总体上讲，

图１　清代旱灾受灾县数

注１：红色块表示旱灾受灾县数波动较大时段，绿色块表示旱灾受灾县

数波动较小时段。

注２：ａ序列据故宫旱灾档案整理；ｂ序列据地方志整理 （文献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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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篇 水旱灾害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本研究进一步完善了清代旱灾史研究，提出了更为系统、权威的

清代旱灾时空变化序列。

３　旱灾分布空间特征

３１　总体分布特征
由于空间上受到政治、经济、社会、农业开发等多重因素的

影响，历史文献资料往往存在空间上的不均匀现象，故宫旱灾档

案也存在这种情况。现存档案中旱灾记录绝大多数发生在除青藏

地区、新疆地区和东北地区以外的地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

要归结于：

（１）清代前期，青藏地区 （含川西地区）是额鲁特蒙古和硕

特部的统治地区，后历经战乱，１８世纪中期，清政府在当地组建
地方自治政府。由此，清宫档中保留很少量灾害资料，且仅限于

青海东北部地区。

（２）清初新疆地区 （含内蒙古西部）战乱不断，１７５５年新疆
地区才完全归属清政府。而后，清政府组织在天山一带屯垦。至

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年），新疆地区耕地总面积扩大到 １１４８万
亩
［１２］。现有的档案资料中干旱灾的记载主要集中的天山两侧绿洲

地区及伊犁河流域。

（３）东北地区 （含内蒙古东部）在清朝前期一直禁止开发。

仅有辽河流域部分地区被开发。鸦片战争之后，东北地区逐步开

禁，移民数量逐步增加，伯都讷 （今吉林扶余）、宁古塔 （今黑

龙江宁安）、三姓 （今黑龙江依兰）等地成为移民主要聚集

地
［１３］，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开始。现有旱灾档案资料也主要始于

这一时期。

此外，云贵川滇地区的 “改土归流”对该地区灾害档案数量

可能造成影响，但诚如葛全胜
［１４］
指出清代中国处在一个相对湿润

的环境，且故宫灾害档案中对长江以南地区的记载主要是洪涝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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