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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主垦宣. 1 

作者感言

当我们回顾历史上的灾害、灾荒时，就会发现人类社会实际是在

和形形色色的灾害斗争中前进的。在这过程中，人类曾经经历了巨

大的灾难，一场瘟疫就会造成一个城市一半以上人口的死亡。但是

人类社会仍然在灾难中前行，并取得辉煌的成就。

这些灾害的发生主要是由于自然界的异常运动造成的，有其固

有的规律。在瞬间就毁掉一座城市的如日本东京大地震和中国唐山

大地震面前;在突然而至的、排山倒海、高达数十米的东南亚大海啸

面前，人类显得是如此的渺小和无奈。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上，连年

连续洪涝和干旱，周而复始地降临到世界的不同地区，呈现出周期性

的变化，人类除了筑堤抗洪或开渠引水之外，无法避免，也不可能改

变这种全球性的大气候的变化。对于灾害，就像对待其他自然现象

一样，人类只能通过对灾害现象不断地认识和总结经验，尽量减少灾

害造成的社会损失;同时，通过不断加深对灾害的认识，克服恐惧和

无所作为的思想，积极面对各种灾害进行防御，减少灾害带来的各种

次生灾害。要想完全避免灾害的发生是不现实的幻想，过去不可能，

将来也永远不可能。但是，在灾害面前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的态度也

是错误的，也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数千年的人类发展史证明，人

类有能力抵抗住任何巨大规模灾害的打击，并在灾害中生存、发展。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中，人类的社会行

为对自然环境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人类的某些活动改善和保持了自

然界的良性循环，减少和减轻了灾害发生的机会和程度。但是，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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讳言，在人类缺乏对自然界规律性认识的时候，其为了改善自己生存

条件和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同时，却也不自觉地严重破坏了人类赖

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人类的生

产技术水平愈高，对自然环境影响的能力就愈大;人类的某些短视行

为，在构成灾害形成因素中占有的比重已经愈来愈大。

因此，人类在探索灾害的时候也应当反省自已。 2∞6 年 1 月 12

日《南方周末》刊载记者采访钟南山院士的报道。记者问道"人们

吃果子狸已经很多年了，为什么在 2003 年会引发 SARS?" 钟院士回

答"这很难说清楚。就像禽流感一样，其实就是鸡瘟。它存在几千

年了，为什么今天会大规模暴发并感染人?我想，人的生存环境的变

化、气候的变化等等因素，都会造成病毒的变异，产生适合在人体内

存活的病毒。"记者心中的疑问也正是亿万人们心中的疑惑"为什

么过去对人类根本不构成危险的东西，今天突然成为全球人类生存

的巨大威胁?"钟院士的回答很正确"人的生存环境的变化、气候的

变化等等因素，都会造成病毒的变异。"正是在这里，人类需要深刻

反省自己:造成病毒变异，以致威胁到人类生命的生存环境变化和气

候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难道纯粹都源于自然界的周期性变化

吗?难道和人类自身的行为没有丝毫关系吗?已有记载的历史事实

和现代科学都表明，能够改变人类生存环境和全球气候的自然周期

性变化是十分缓慢的，但工业化社会中人类的行为活动却能够在极

短的时间内对环境发生影响。如果我们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人类

自身某些非理性的行为、生活方式，使得原本只适应在动物体内存活

的病毒，变得也能够适应在人类体内存活，由此祸及人类的话，这恐

怕应该是一种合理的推测。在市场经济日趋全球化的时代，人类社

会在拼命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和享受的时候，付出的是对自身生存

环境的最大牺牲。

例如，无论艾滋病的病源地是在何方，其在世界上的迅速蔓延青

定和性乱及吸毒有密切关系，这已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人类中一部

分人对腐朽放纵生活方式的毫无限制的追求和享受，给整个人类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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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灾难，并且由此伤及数以百万计的无辜人群。 SARS 和禽流感

的接踵而至也不是偶然的，虽然直至今日具体原因也尚不明朗，但笔

者认为，肯定是人类的社会行为在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关于在欧

洲猖獗的疯牛病，已经查明，其得以迅速蔓延原因与饲料加工厂使用

患有疯牛病的死牛制作牛饲料有关。那么，家禽养殖业为了追求最

大利润，毫无顾忌地采用各种激素以缩短饲养期;为了防止损失，大

量使用各种抗生素;在饲料生产方面，任意使用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

添加剂，这些行为对家禽体内流感病毒的变异难道没有影响?工业

国家对大气层大量排放二氧化碳使得全球气候变暖，造成地球不同

地区频繁发生罕见的洪涝、干旱灾害和台风灾难，这已经是科学界的

共识。但是，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人们对此似乎毫

无所视，大量排放二氧化破的汽车等工业，仍然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

重要支柱在毫不犹豫地快速发展着。人类为了今天的前进，似乎忘

记了明天将面临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并没有普遍成为人类奉行的行

为法则，这在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世界上

少数工业发达国家，以邻为垫，以技资为诱饵，将势必带来严重环境

污染的工业项目迁到不发达地区，更加重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生存环

境的恶化。

世界上少数军事强国和经济强国凭借着自己的所谓实力，不顾

天下之大不题，任由其卑鄙的贪欲肆意膨胀，公然到处进行侵略战

争，抢夺发展工业和军事的战略资源。世界由此动荡不安，数百万人

死于战争。饥饿、瘟疫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世界的局部地区，笼罩在非

洲、中亚、欧洲等地域的国家上空，这无疑是一种更危险的灾害。被

侵略国家的人民无疑遭到颠沛流离、死亡、饥饿、瘟疫之苦，但肆意侵

略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强国也逃脱不了战争恐怖和战争后遗症的灾

难。因此，人类首先应该学会用和平协商、外交的手段处理彼此之间

的关系，这应该是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如果我们说世界上的某些

人的观念还没有进入文明社会，这可能会被有些人视为刻薄，但当今

人类社会中确实有某些势力总是习惯使用野蛮社会的方式来处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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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社会的问题。这是极其危险的倾向。因为，局部地区的灾难毕竟

也就是全世界灾难的一部分;局部地区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毕竟也

就是全世界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一部分。历史经验表明，环境的恶

化可以会导致各种意想不到的次生灾害的产生。到那时，那些到处

贪婪和野蛮地霸占和攫取世界资源的军事、经济强国将为自己愚蠢

的侵略行为付出代价，并因此祸及包括本国百姓在内的亿万无辜世

界人民 O

笔者呼吁，当人类进入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人类在努力发展本国

经济的同时，必须重视保护人类凭以生存的环境。人类社会当然要

发展，人类当然有理由要求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特别是世界上还有

数以亿计的人口仍然处于食不果腹的悲惨境地的时候，但是我们在

追求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时候不能以恶化、牺牲自已的生存环境

为代价，不能受少数损人利己的工业强国的利诱，不能饮妈止渴。

科学的发展无疑可以增强人类抵御灾害的能力，但是我们应该

看到，发达的现代科学并不能使人类完全避免灾害的袭击。而且恰

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现代社会似乎变得更加脆弱。例如，在现代社

会中，一旦电力切断，就会给现代城市的居民生活制造巨大的麻烦，

给工业生产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计算，而这只要是一场暴风雨，或者

洪水，甚至钻入变电器中的一只小动物就可以造成如此巨大的灾难。

当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越是发展时，人类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越是

深深地依赖现代科学技术时，人类社会就越容易受到灾害的袭击，保

护人类生存环境的任务就更加艰巨 O 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悖论，但

情况确实是如此O 因此，灾害就是值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永远研

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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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确切地认识北京地区在宋、金州千余年
内自然灾害的规律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当时

北京地区远离封建统治中心的关中、关东地

区，史书中关于本地区的记载比较少，有关历史灾害

的记载更少。所以，很难通过准确的统计来探讨其发

生周期。不过，对于研究北京灾害史来说，这一点的

影响相对小些。因为对于当时边远的地区，必定是巨

大、严重的自然灾害才会载人史册。也就是说，宋、

金以前史书中记载的本地区的自然灾害，必定是已经

造成了严重灾荒的重大灾害。

纵观北京历史，造成灾荒的原因不外乎自然灾害

和战乱两个因素。此外，封建统治者役民元度，剥夺

了人民基本生活条件和简单再生产的能力，也是造成

灾荒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这种情况往往和自然灾

害和战乱混合在一起，成为灾荒形成的共同原因。

中国古代本是把自然因素造成的破坏叫做"灾"。

如《左传》宣公十六年(前 593 年)记载"夏，成

周宣橱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日火，天火曰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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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凡是人为因素引发的火灾，在古籍中记做"火"凡自

然因素如雷击等原因引发的火灾，在古籍中记做"灾"。但是，实

际上即使是纯粹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灾害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社会

属性，例如火灾之所以叫做灾，那就一定是对人类社会的生命、财

产造成了损失。否则，又何灾之有?所以灾害社会学认为，自然灾

害天然地具有自然和社会的两重属性。现代灾害学则根据灾害发生

的主要原因，把灾害分为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两大类。自然灾害是

指由自然界破坏性的异常运动造成的灾害，如洪涝、旱虫皇、泥石

流、瘟疫、地震、风灾，等等。社会灾害则是指由人类的社会活动

和行为造成的灾害，如因行为不慎引起的火灾、交通事故，以及社

会动乱、战争，等等。无论自然灾害还是社会灾害，在不加控制或

防御措施不当的情况下，都会导致大规模灾荒的发生和蔓延。

不过，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的划分，也只是就其表面现象而大

致加以概括、分类，其实际形成原因要复杂得多。例如，我们近年

来已屡次常见的北方沙尘暴，其产生原因不但在于北方连续多年的

干旱气候，也还在于西北地区过度放牧、开垦造成的土地大批沙漠

化。也就是说，自然灾害形成的原因中，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

因素。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自然灾害天然地具有自然和社会两重属性

的第二层意思。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自

然灾害中人为因素还较少。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干预

自然的能力已大为增强，由此在自然灾害形成的诸种因素中人为因

素的比重逐渐增加。以北京永定河为例，其起源于山西，东南经北

京、河北境内，人北运河，从天津出海。在辽、金以前，这条河流

本是一条清水河。唐代以前该河流经北京的河段叫做清泉水，其故

河道即今大兴、通州区的凉水河、凤河一线。当时在今三家店及居

庸关以外，古木成林，郁郁葱葱，水土保持得非常好。但是自金朝

在北京建都以后，从西山砍伐大量木材营建宫室。海陵王末年，为

了发动对南宋的战争，又征调大批民夫砍伐潮白河中游今怀柔、密

云县境内的木材，使之顺河而下，汇集在北京东部的通州区，大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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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船。而早在此之前，金太宗之世，更曾大量砍伐拒马河西部今河

北蔚县山区的木材，汇集在河北雄县造成战船，准备南伐南宋。后

来因金太宗病卒而停止，砍伐的大量木材贮存在雄县北岸。金朝统

治者为了营建宫殿和建造战船，大规模地破坏了北京西北、东北、

西南部山区的森林植被，使得水土保持情况恶化。所以在金世宗之

世，永定河就已变成了一条浑河，史书称其"水性浑浊，峻则奔

流植在泪，啃岸善崩，浊则泥津淤塞，积潭成浅" [ 1] 。而且，自辽、

金起，永定河也自古清泉河河道向南迁徙到今天堂河与龙河之间，

由河床低于两岸地面的"地下河"变成了高于两岸地面的"地上

河"。仅史书中见于记载的，金世宗大定之世永定河就发生过两次

大的决口泛滥。永定河两岸筑堤防洪的记载也是始见于金代。元朝

为了营建大都城，更是广泛砍伐永定河上、中游的树木，编成木

夜，顺流而下，到卢沟桥西北岸后用马车陆运到大都城。在金末元

初时今居庸关外有一片茂密的树林，号称黑松林，不通车骑。蒙古

成吉思汗攻打金中都城(今北京)时曾借这片方圆数十里的森林

为掩护，突袭居庸关。但是，到了元、明之际，这片森林巳破坏砍

伐殆尽了。明朝初年，明成祖永乐初年迁都北京，营建北京宫室

时，竟不得不到南方云、贵、四川各地去寻找大木材。与这种状况

相联系的就是元、明、清时期今永定河的不断泛滥，由过去北京城

市赖以生存的清河大川变成了严重威胁北京城市安全和城郊居民生

命财产的→条害河。时人称其为小黄河确实不为过分O 明、清时期

北京地区由水灾造成的灾荒，十有八九是由于永定河的泛槛。所以

清朝前中期康熙、乾隆之世都把疏楼、规划永定河水道和加固永定

河堤坝当作治理京截水利的首要任务。

然而，无论何种因素造成的灾害，其形成的灾荒，都会给社会

带来巨大损失，危害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其一，人口大量死亡 灾荒使得人类的物质生活资料极度匮

乏，使受灾地区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居民顿时失去生存条件，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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