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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自仰者的.克与通..-1.1的'.、罐‘'腿"是"不亮的'吧
'院知这"情~. • .. 拿同志早筝在西卑"大附中H时，键是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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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画胞分不开的

斌... .这椰纳工" 并不是..慢慢-个人筐可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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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鹰'"企恼这'鲁大争雹才…107 他饥不是..~.. 翻111:11:'‘
-..小...~人，他们..于拉舍的.，匠，畏'晨的，略亡.生民之

立命的这~文网..-甸馅。傲，间隙..为了~&:1I:t停用"嗣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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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140 万字的书恰好著成于发展开放东南之后人们自然而然想到l

继之而发展开放大西北之时，这"经世济用"的作用.不是格外

明显吗?

为了这部书，作者花费了 6 年的精力，不声不吭地查阅着情

茸的志书旦真他资料，精细地做出若干统叶表、核算值、和值得

信赖的许多单擂。目不锐，志不坚. 'L'不细，阅览不广，是做不

出这些成果的 .

我有幸.在 80 年代得到童林同志做我的助手，历三、四年。

我们曾一起南到昆明.直到苏、萨，与当时的各种不同年龄档陡

的才学之士，交班学术. 而今我者了，眼看着章林同志卓然有成，

确确实实感到比我自己得到什么荣蕾还更加光影，是为序.

赵俑生七十八F

1994 年 3 月 12 日大雪中写于兰大 22 楼之 209 童

.-鄙"'-4



前目

人类归属于大自然，生存于大自然，既受到自然界的恩惠.卫

查到自然界惩罚，水早风雹，地震滑坡，山崩海啸，瘟疫虫害，不

一而且，自费灾害使人类付出了众多的生命和财产，有人说，人

类创造的物质财富有一半耗损在各种虫害之中。这种说法可能有

些过分，但损失确实是巨大的.据联合国估算，主世界每年大约

宜生 20 起严重的自然宽害.平均造成经济损失 40 亿费元，死亡

约 83000 人 . 最近的二十年中，全世界查自然灾害影响的人口1<

达 8 亿 z 千万人，财产损失近 1000 亿莞元。其中一些大的自然灾

害使数十万人在生. 1970 年 眈强旋风使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

国〉近 50 万人丧生. 130 万人无直可归 1976 年 7 月 28 日唐山

大地震致死 24 万 2 千人，致伤 16 万 4 千人 s 八十年代波及非洲

三十汽个国家的旱宽，仅在 1983 和 1984 年就导致 66 万人饿死，

约寄 1 亿 7 千万人肚子饥饿收态， 1000 多万灾民施离失所，逃亡

在外. 自然灾害是多么严酷啊'

我国是一个竟事灾重的国家，自古以来.吏喜不断.解放以

后.每年都有各类自然J!<:害发生，全国约有→半以上人口和占圭

国总产值三分之二四上的工在业址于洪水相其它灾害的威胁之

下. →般年份.农作物受灾面积达 6-7 亿亩，成宽面积(躏严 3

成以上的播种面积)近 3 亿亩，因灾少收粮食近 2∞亿公斤，因



灾倒损唐屋 300 万间左右，仅此同理.年直接经济损失达 100 亿

元左右.每年曼宽λ 口 2 缸~ . 除地震虫害外，每年国芷死亡

5000-10000 人，而在上-个地震高潮期 0966-1976 年).我国

死于地震的人数占全球地震死亡人数的 63Yo.除此而外，灾害给

城市工业、吏通运输、第三严业和乡镇企业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十

分巨大 .

值得垃童的是，进入本世纪下半期以来.无论在全世界还是

在中国，自然虫害部呈现增多趋势. 就世鼻革围而吉.自六、 t

十年代以来，大范圄灾害的量生频率增任了 10%. 据瑞典红十字

舍的不完全统计，本世纪穴十年代全球死于自然灾害的人数量 z
万人.七十年代为 14 万人.八十年代增加到 98 万人. 在中国，情

况则更为严重.据中国科学院生态耳境研究中心预曹小组 1989 年

完成的《中国资源、生态环境预警研究》 等资料称 ， 解放以后，灾

害宜生眈披增多，频率加快.危菁加重. 据统计资料 .195←1959

年我国农田平均年费支 3.34 亿亩，年成宽 1.39 亿亩，而 1912-

1981 年年平均受主 6. 3 亿亩.成宽 Z.19 亿亩， 两者相比 . 分别蜡

桂 88.6 Yo相 57.6 %. 仅就.贯而富 .195移-1988 年三十年间，每

年均有，真中重阜和次重思宜生频率为 6S Ye .即每三年重阜两年.

与此同步.全国革土流失面积M.解放初的 116 万平方公里精亘目

前的 160.3 万平方公里.增佳 38 Yo . 抄漠化土地以哥华 1560 平方

公里的速度扩展曹.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科学辈们卫撞出了严峻

的警告 ， 1989 年 5 月于北京召开的全国近期重大自然竟事预测且

防帽措施研讨会指出 我国在未来十年中.将处于自然虫害频繁

发生时期，井可能直生墓些将大主害，战略重点应放在对特大地

震、特大洪水、持续大阜相特大风虫的防御工作上.

面对这种现实. 1987 军第 'Z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1 69 号决

议.决定把 1990 年开始的 20世纪最后十年定名为"国际减径自

然武警十年飞 1989 年第 .4 届联合国犬垂直通过了 g国际蜡轻自



然灾害十年》的决议及其附件《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国际行动

纲领L 明确指出，国际减灾十年活动的"目的是通过一致的国际

行动.特别是在蛊展中国家，减轻由地震、风灾、海啸、水灾、土

崩、火山爆发、森林火灾、蚌握和锺灾、旱灾和沙漠化以及真他

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相社会经济失调这个活动具有

极真重要的意义，官反幌了世界各国人民防灾救灾、躏轻自然吏

害的共同愿望相章志，使人类抵榈自然宽喜的活动第一次成为目

的明确、方向一致的国际行动，必将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浓重的→

革.
为了自己的生存相宜展，人类必须战胜自然灾害，必须使未

来监生的自然宽害所造成的损提下降到最低程度 ，:ll么办才好呢?

我国政府所制定的布关且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较好政策。这个政

髓的且方针是"以防为主，防教结合"，官包吉三个内容.①积极

防虫。一方面必须改善生态环境，拥强防宽设施建设，提高防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搞好植树造林、水土保持、江词治理、农田水

利建设以及处于虫害危险区城内的城市的抗灾设防等项工作，厚

可能避免租减少虫害的发生. 另一方面，必须加强灾害科学的研

究，不断揭示各种宽害的成因和盎展规律，逐步建立和完善灾害

信息革统，提高宽害预测水平，同时做好应付重大自然灾害的预

章制定工作，以便在灾害来临时及时做出有效反应.随轻灾害所

造成的损失。②坚持抗灾. 必须建立健全抗灾敬灾队伍，加强最

备，制定完善的抗灾措施，一旦灾情出现，就能及时出动.圭力

以是抗灾抢险，有力控制自然灾菁的危害程度。③大力救吏. 在

灾害已经形成时，应"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生产自救，互助互

济，辅之以国家必要的教济和扶持"，竭力将灾害造成的社会问题

解决峙，避免饥荒的发生.

属轻自然宽害的关键是"防而实现这一点的最佳、最重要

逮径是对灾害发生相发展的预测，如果能够准确预测灾害，则其



他H切防究、抗宽、救究工作都可以进行得相当完费而有姓. 遗

憾的是，直到今天，人类还不能较好地做到这一点。由于自然灾

害的特殊性，迄今为止， λ类对自然灾害发生发展的机制、规律、

成因等等的了解还但不茸分. 天文学对待天体运动，根据其初始

收况便可以相当准确地预知未来.量于为学对待微观粒子.可以

通过掌握其统计规律而准确预测某甜运喃状况发生的几率，而古

害学距离这种事平还相当矗远旷 在这种.件下.除了进一步深入

开展自然宽害机制研究而外.还应当求助于统计的研究，即通过

对历史上各种自然束害时空分布、虫害程度、相关因章等等内容

的研究，寻找其宜生发展的统计规律川圄此蜻未来虫害发生情况

作出具有一定概率性内曹的统计预测.向时直为虫害机制研究提
供更丰富的素材和思路. 统计的研究和机制的研究结告起来，必

然会大大促进灾害学研究的发展，进一步提高把握牵来的能力.正

是由于这个原因，黄荒历史学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用价值，应当

大力开展研究.

在进行吏荒历史学研究方面.我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晶件a

我国是-个文明古国，历史记载与历史研究的传统源远班忙，历

史文献浩如烟海，其中蕴藏着极真丰富的灾荒史料，粗略估叶，不

下数千万字，这一批财富急待我们去野堂、利用。搜集、整理这

些贤相.于以克分、深入的研究，我俩就能从中获得许多极有价

值的结论，为灾事学的发履，为现实的防灾、抗灾、救灾工作·为

祖国经济的加速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西北地区〈陕、甘、宁、膏、新〉自古以来就是自然贸害商

量地区，旱、在、雹、捕、风等气靠贸害，地震、滑坡、地陷、泥

石班等地事虫害.瘟疫、病虫害、自R害等生物灾害，几乎是连智

不断.不仅使人民生命财产蒙受严重损失，而且一亘是制约西北
地区经济世展的重要因章. 一些重大的自然贺喜，曾经使西北地

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哇到毁灭性打击. 例如 1556 年 1 月 23 日发



生于陕西华县的 8 级大地震导致 83 万人死亡，人民财产蒙受巨大

损失 I 1928--1929 年〈民国十七、+八年〉西北地区大早束，使

数百万人饥饿死亡，社会经济多年萧条.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 今

天，西北人民正在改革开放、抓住时机、加速发展的方针指引下，

为撮具经济、迅速改变革乡面貌而努力工作者，但是不能忘记，自

然灾害始终是西北经济发展的潜在威胁，必须时刻提高警惕，做

好防灾工作，随时准备抵御自然灾害的袭击，把灾害造成的损失

降到最低限度，这祥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笔者出生于西北，成*于西北，对这片黄土地寄以深情，感

谢她的#育之盟，盼望她睿颜更加秀美，为了她光辉灿烂的明天，

愿意贡献绵薄之力，这是革者花费六年时间研究西北灾荒历史的

动力所在. 灾荒历史学是一块开且不久的土地，真中西北灾荒史

还挂于革葬之中，在这里耕作需要量k多自然科学专业门类制社会

科学专业门类的知识。革者惭愧，知识狭窄，学问浅薄，厚管努

力增补过知识，但错误以至"外行话"仍难以避免，于此敬祈识

者批评指教，也希望各专业有志者能联合起来，共同耕治这块土

地，使之变得窜花似锦，硕果罩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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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灾荒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西北柬荒史研究是对中国历史灾荒的一种区域性研究.它作

为一个部分包在于中国贯茸史研究的整体之中，因此，西北灾荒史

研究除了具有自己持殊的地区性内睿而外，当然也具有中国吏荒

史研究的-般内睿. 个性是共性的具体化、丰富化.但共性毕竟概

括和统辖了个性.区域性研究必须从整体研究中在得基本的幅在、

理论和方法. 由于这个原因，在具体研究西北宽荒史之前，有必要

简略探讨一下灾荒历史学研究的-般理论与万法.

一、灾荒的本质与特点

!.宜的本质。

灾.~称为宽害 . 一般所说的灾害都是指自然灾害，宫是一种

或数种真喜破坏性的自然力.通过非正常的.~~一般的方式释放出

来，在一定植围内.为害和破坏τ人类正常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

自然现靠.

显然，灾害有两个必须的因素或方面。一是自然界，它是通过

非正常、非一般方式择放破坏性自然力的主体，一是人类社会，宫

是接查这种破坏性自然力的受体.这两个国章是不可或融的，酷少

了任何一个因章或方面.究害都平可能形成。没有自然界择放的破

坏性自然力.灾害固然无且宜生，但如果没有相应的人类社会作为

幢挥性自然力的壁体.灾害也无}}..谈起.人类尚未产生前的地质时

代，由于没有人类社会作为壁体，因此，原曹宜生了类如中生代晚

期曾导致恐龙灭绝的巨大贡变，这也仅仅是竟变，而不是灾害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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