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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僳济灾异简志》是由承济县档案馆编辑
的一本历史资料书。它较为详尽地述录了汞济

地区自汉景帝刘启后元二年(前1 4 2车)起

至今约两千一百妥牵间各种自然灾害和某些特

异的自然现象，记载了这些灾异发生的时间、

地域、规模和程度等情况?鲜对一些特大的灾

异作了专文撰述。这本书可为研究栽县的农业

经济提供比较翔实的参考资料。

人类社会是一部生存斗争的历史。在人们

向自然界索取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时，常常会

遇到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这些灾害不仅对农

业生产有严重危害，而且连接威胁着人民生命

财产的安全，甚歪造成祸害，严重阻碍和影响

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囱然灾害同时又是一



种客观存在，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它的产

生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有其发生发展白勺客观

原因和规律性。因此，只要我们科学地认识

宪、掌握它，就会在实践中防范它，消除或减

少宅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我们编辑这本资料的

目的之一就是希墼各级领导同志和各J、-j类科学

研究工作者能麴从中得到启发，利用历史积累

下的资料，研究探讨自然灾害的成因，努力掌

握它的规律，破除迷信，解放恩想，总结防灾

抗灾的经验，同自然灾害作斗争，为保障人民

生命财产不受损失，为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

为加快祖国的经济建设，贡献我们的才能和智

釜
，?￡、o

《汞济灾异简志》在编辑中，既注重历史

资料，又注重建国以来的资料；既是一本实

录，又是～篇调查研究学术论文；既注重广征

博引，又注重每个细节的言出有据。宅本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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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历史、尊重事实的精神，贯彻“古为今用”的

方针，分门别类，编撰而成。在编辑过程中，

县档案馆畲把有关章节分送有关职能部门征求

意见，经过补充、修改，又将全稿分别呈送县

委、县政府有关领导审核，最后，三易其稿，

而成今志。当然，由于编辑人员水平有限，时

间短促，虽则成书也难免会有不少缺点和错

误，希望专业工作者和广大干部荤众批评指

正．

永济县代县长砾暮晨

一九入六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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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 灾

旱 灾

豕济的地势南北高，中间低，甫为中条出

区、北为台塬区、中为河水冲积平原及峡谷平

川区，西为黄河川道区。总的地质属山西高原

涑永盆地(亦称运城盆地)，为黄土地质层。

地高土燥，寡水泽之润，十年先旱，故有“年

年防旱"之戒。同时，前人说， “豕元商贾

利，专依稼穑，而民之纾困，却j、于岁之丰

歉。"“蒲民以麦为常?它谷不多”。与斜地

外县相比，我县农业丰歉，农业收入委寡，对

，k民生活优裕或困乏影响显著。

传说，昔露旱七载。六岁孩不知下雨水

流。

，公元前1 4。2年，淑景帝后元二年， 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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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 7 4年，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十月，

蒲州饥荒。

6 2 0年，唐高租(李渊)武德三年，河
士旦州、十o

6 2 4年，唐高祖(李渊)武德七年，河

东复旱。

6 4 7年，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十一

年秋，蒲州旱。

G 5 0年，唐高宗(李治)汞徽元年河东

翠。

6 7 0车，

7 2 4年，

年，河东旱。

8 2 7年，

河中旱。

8 3 2车，

中复旱?

唐高宗咸亨元年，蒲州早。

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十二

唐文宗(李昂)太和元年夏，

唐文宗(李昂)太和：六年，j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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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5年，

河东旱。

8 8 1车，

河东早。

8 8 5车，

民贸。

唐文宗(李昂)太和九年秋，

唐僖宗(李馁)中和元年秋，

唐僖宗光启元年，河中甚早，

96 2年，宋太租(赵匡胤)建隆三年，河

东春夏大旱，攻年，69 3年，乾德元年蒲州饥。

96 4年，宋太租乾德二年，春至冬河中大
W

—t一矗

96 5年，宋太祖乾德三年，河中旱甚，四

月赈，河中锣L。

9 7 4年，宋大租开宝七年六月河中府

钥．，发粟三万石赈之。

99 2车，宋太宗(赵光义)淳化三年，河

中旱。

1 0 5 7年，宋仁宗(赵祯)嘉祜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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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久旱。

1062年，宋仁宗(赵祯)嘉诂七年，春曼

河东大早。
1064车，亲英宗(赵曙)治平元年春季，

河中府大旱不雨。

1142年，金熙宗皇统二年，河东大热。

1 163年，金世宗(完颜雍)大定三年二

月，河东大旱。

11 76年，金世宗(完颜雍)大定十六年河

赤旦
／J、’叶一0

1211 4，金卫绍iE(完颜汞济)大安三

年，河东早。

1 2 1 2年，金卫绍王(宠颜汞济)崇庆

元年五月，河东早，大饥，斗米饯数千，流殍

遏野。

：L 2 l 3年，金至宁元年复呔早。

l 2 i 4年，金宣宗(完颜殉)二年，河



东复旱。

l 2 6 1年，

年，河东大早。

1 2 7 0车，

早，人委饿死。

1 2 9 0车，

饥。

l 3 4 7年，

早，人多饿死。

1 4 7 2车，

旱，众民流徙。

旱 灾

元世祖(忽必烈) 中统二

元世租至元七年，河东大

元世翟至元二十七年，河东

元惠宗至正七年，河东大

骄宪宗成化八年，山陕荒

l 4 8 4年，明宪宗成化二十年，蒲州大

旱，民多易子而盒，死徙者不可胜数。

l 5 0 4车，明孝宗(朱佑槿)宏治十七

年，蒲州旱。

l 5 2 9年，明世宗嘉靖八年，大早，无
南-
瑟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6 旱 灾

1 5 3 2年，明世宗嘉靖十一年旱。

1 5 8 6年，】5 8 7年明神宗万历十四

年，十五年，河东大早，又疫，死者甚众。

1 5 9 9年，明神宗万历_-2十七年，大荒
甘手o

l 6 2 8年，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元

年，秋旱。

1 6 3 3年，明恩宗崇祯六年，夏麦未

登，秋大早。攻年大早大饥斗麦银六钱，人争

囱盒。

1 6 3 8年，明思宗崇祯十一年，频旱，

野无麦草，树度草报剥挖殆尽，人相贪。

1 6 4 0年，明思宗崇祯十三年，大饥，

树皮草梗剥掘殆尽，蒲州四门外掘深坑以埋死

者，人争就垅剐食其肉，郊野僻巷独行者，多

被鬻盒。甚至父子、夫妇相盒：蕾。次年春，斗

麦银价一两六钱，抛弃子女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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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6 4 5年，清世租顺治二年，三至七月

大早不雨。

1 6 55年，清世利顺治十二年，四至七月

大早不雨。

l 6 6 1年，清世宗顺治十八年六月，

早，极热，人有碣死。

1 6 7 1年，清圣租康熙十年夏，大热，

人多病，有竭死者。

上6 91年，清康熙三十车，大早，民饥。

1 7 2 1年，清圣租康熙六十年大饥馑。

1 7 52年，清高宗乾隆干_七年，大饥馑，

七月旱甚。

1 7 71年，清高宗乾隆三十六争，饥馑，

1 7 9 4年，清。高宗乾隆五十尢年，麦无

收，秋歉收。

1 8：l 0，清仁宗嘉庆-}一五年，饥馑。

】8 35年，清宣宗道光十五年，夏麦元



露 旱 灾
№___l： ．一———————————————————————————_

收，大早。

1 8 4 6车，清宣宗道光二十六年，秋大

旱，麦未种，秋无获。

1 8 4 7年，清宣宗道光二十七年， 无

麦，秋歉收。

】8 58年，清文宗成丰入年，早， 麦栽

收。

1 8 59年，清文宗咸丰九年，旱， 麦歉

牧，秋无禾。

1 8 6 2车，清穆宗同治元年，麦歉收，

秋未种。

】8 65车，清穆宗同治四年，早；同治六

年大旱无麦。

1 8 7 4车，清穆宗同治十三年， 春夏

旦
—P o

1 8々5年，清德宗光绪元年，秋旱。

1 8 7 6年，清德宗光绪二年，旱，麦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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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8 7 7车，清德宗光绪三牟，安彰：牧，

秋大早，麦未种，犬早，赤地千里j山童水

枯，人相贪，尸骸枕籍，跻遏道途，惟示邑尤

重。全县设八局(韩阳、晓里、汞乐、赵村、

陶城、黄龙、栲栳、赵伊)贱灾。当时受娠者

六万八千四百八十余人，光绪三年到五年共贩

十四攻。达就是“光绪三车年馑矽。光绪四年

又道大浸，人相食，流亡过半。光绪五年麦歉

收，这几车的上忙、下忙(税收)有蠲免，有

七征三，有只免上忙或下世者。

】8 8 1年，清德宗光绪七年，旱，麦歉

故。

i 8 8(；一曩清德宗光绪十二年麦秋歉

收。

l 9 o o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大早，人

相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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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 0 l车，清光绪二十七年，旱甚。

l 9 1 2年，民国元年，秋早，麦未种。

1 9 2 0年，民国九年，大早一年，麦未

收，秋未种，粮价大涨，每石由五银元涨到十

一银元。

1 9 2 2年，民国十一年，早。

1 9 2 8年，民国十七年，，大旱。

1 9 2 9年，民国十八年，大早，麦秋未

收灾情严重，旱区也大，赤地千里。粮价每石

麦一百四十干，银洋十入元多，卖儿卖女，

外出逃亡：者很多。饥饿而死者甚委，荤众畔做

“民国十八年年馑"。

1 9 3 o年，民国十九年，大早。

l 9 3 2年，民国二十一年，早。

1 9 3 4年，民国二十三年，早。

1 9 3 5年，民国二十四年，旱。

1 9 3 6年，民国二十五年，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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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1年，夏秋大早。

1 9 5 6年，秋冬甚早。

l 9 5 7年，夏秋大旱，棉、秋减收。

1 9 5 9～1 9 6 1年，连续三年大旱缺

雨，夏秋歉收，荤众以菜代粮，民众委饥馑。

1 9 7 3年，上半年两个多月无雨，影响

春播作物下种。

1 9 7 7年，夏秋早，小麦下种困难，党

和政府发动蕈众，抗旱浇水下种，种后才下雨，

麦苗出土不齐，荤众畔做“三世同堂”苗。

附录：

河东赈灾记(摘要)

乔光烈

⋯⋯河东地斥土燥，寡水泽之润，特恃雨

惕顺，若牟乃告成，或有亢烈，卸病歉获。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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