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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自然灾害史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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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灾害频发，自然灾害史研究成为热点。通过对大陆地区辽、宋、西、夏、金时期自然灾害史研究
的总结得出，这一时期自然灾害史的研究中，关于宋代自然灾害的研究较多，其他政权的研究成果较少;宋代
灾害研究成果以荒政为主，各类自然灾害研究中生物灾害、海潮灾害等研究较少; 还有不少使用自然科学研
究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有利于提高灾害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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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即使
是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影
响依旧深远。辽、宋、西夏、金时期，自然灾害频
仍，对各个政权的内部政治结构、各政权的关系变
化以及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催化作用，对这一特殊
时段自然灾害的研究能够使人们对这一历史时期
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1 宋代自然灾害史研究现状

1. 1 宋代自然灾害史研究现状总述
对于辽、宋、西夏、金时期自然灾害史的研究，

所基于的史料有地方志和记录灾异、灾情、救灾等
的相关官私文献。近人对古代灾害文献进行整
理，出版了许多灾害史料汇编，从各代方志中整理
灾害史料的有来新夏主编的《中国地方志历史文
献专辑:灾异志( 全 90 册) 》( 学苑出版社，2010) 、
贾贵荣，骈宇骞选编的《地方志灾异资料丛刊》
(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 、李德龙根据中央民
族大学图书馆的收藏所编成的《云南气候与灾异
资料辑录》( 学苑出版社，2011) 等;还有很多区域
性的自然灾害史料整理著作，如《广东省自然灾
害史料》(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1999) 、《山东历
代自然灾害志》(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情报资料室，
1979) 、《海河流域历代自然灾害史料》( 气象出版
社，1985) 等。近人还根据古代自然灾害编成了

各种年表，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2 年出版的《中国
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及异常年表总集》、张秉轮、方
兆本主编的《淮河和长江中下游旱涝灾害年表与
旱涝规律研究》(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江苏省
革命委员会水利局 1976 年编印的《江苏省近两
千年洪涝旱潮灾害年表》等。近年来，电子资源
快速发展，灾害史数据库应运而生，如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中国自然灾害数据库、
历史自然灾害数据库; 方修琦等建立的历史时期
气候变化影响与适应数据库等等。

有关宋代自然灾害史的通史性研究著作有邓
云特( 邓拓) 的《中国救荒史》［1］，该书通过对中国
远古至中华民国时期历代自然灾害演变趋势和特
征的探讨，清晰地揭示了中国历代救荒思想的全
貌和发展脉络; 陈高佣主编的《中国历代天灾人
祸表》［2］将秦朝至清朝 2000 余年的天灾人祸以
年表形式予以记载，资料丰富、内容翔实; 张剑光
著《三千年疫情》［3］对秦朝至清朝的传染病的史
实和规律进行了总结;李文海、夏明方主编的《中
国荒政全书》收录了宋及以后朝代士人著录的救
荒书。这类著作还有宋正海主编《中国古代大自
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张兰生教授主持编绘
《中国自然灾害地图集》、张波等编《中国农业自
然灾害史料集》、李向军著《中国救灾史》、高文学
主编《中国自然灾害史·总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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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断代自然灾害史的整体性研究著作中，
袁祖亮和邱云飞的《中国灾害通史·宋代卷》［4］

专论宋代灾害，探讨了宋代自然灾害的具体情况、
时空分布等，阐述了宋人的灾害思想及宋代社会
的防灾救灾理念; 石涛的《北宋时期自然灾害与
政府管理体系研究》［5］上编对北宋政府赈灾投入
和灾害管理思想进行深入探讨，下编重点研究管
理系统本身;在宋代自然灾害史的研究论文中，罗
先勇［6］对灾后宋政府采取的一些弥灾措施以及
灾害对宋代虑囚制度、官员仕途和言谏制度进行
了探讨;邱云飞、孙良玉［7］认为宋代的农业自然
灾害程度相当严重，并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
个方面分析了其形成原因; 金蓓蕾［8］分析了南宋
时期的自然灾害及灾害意识和减灾救荒思想。

对宋代自然灾害史的区域性研究中，庄华峰、
王先进［9］分析了宋代长江下游圩区自然灾害的
特点、成因以及政府和民间的灾害应对; 李晓
康［10］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探讨了宋金时期山东
地区灾害频发的原因及其社会影响和救灾措施;
魏华仙、徐瑶［11］统计了宋代四川地区发生的饥
荒，指出其范围广、饥民多、危害大等特点，认为造
成饥荒的主要原因是水旱等自然灾害以及赋役繁
重等人为因素; 徐瑶、田锐［12］概述了南宋临安的
火灾状况、致灾观、致灾原因、火灾应对意识与举
措以及火灾的影响，肯定了南宋临安防火救灾认
识及举措的突破。同类文章还有张可辉的《两宋
时期南京自然灾害考论》、金城的《宋代两浙路农
业灾害初探》。

在宋代的气象灾害研究中，研究水灾的比例
较大。程民生［13］将宋代气象预报分为朝廷、军
队、官员个人和民间等系统，认为在具体生活中真
正起作用的是民间单纯实用的气象预报; 董煜
宇［14］通过对两宋水旱史实的统计分析和对相关
法律制度、机构设置、职官选任等史料的分析梳
理，探讨了两宋灾害应对的组织结构和体系特征，
以及危机管理应对机制; 刘恒武、金城［15］概述了
宋代两浙路海洋灾害防御工程的概况，指出防御
工程的资金来源有朝廷拨付、州县筹措和民间捐
助，在防海限潮设施投入使用后，官方还会进行后
期的维护和修治。同类研究还有邱云飞《宋朝水
灾初步研究》、张吉寅《水灾、狄青与宋仁宗朝立
储之议》、王玉华《两宋太湖地区的水灾及防
治》等。

在关于宋代地质灾害的研究中，张维［16］概述
了宋代地震的时间分布、空间分布，指出宋代地震
有着地域集中、时段集中、次生灾害严重、破坏力
巨大等等特点;刘双怡［17］统计和分析了宋代的地
震灾害的基本情况，指出宋政府在灾后积极展开
救灾和论证; 同类研究还有王仁康的《宋嘉佑二
年“雄州北界幽州大地震”考释———兼谈有关北
京的一次古地震》、张世民等的《公元 1038 年定
向地震的地质、地貌遗迹的研究》等。

动物灾害、虫害和疫病也是宋代自然灾害史
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代生物灾害研究
中，尹美霖［18］概述了宋代动物灾害的具体情况、
时空分布，探究了动物灾害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影
响以及政府和民间的防灾救灾措施;陈鑫［19］从蝗
灾灾情、时空分布特点及其防治措施和灾后救济
等方面对北宋时期的蝗灾进行简要的论述; 李铁
松等［20］认为随着两宋时期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
瘟疫灾害的重灾区也从开封迁移到杭州，受灾次
数从东南向西南逐渐减少;李董男［21］运用医史学
方法结合理论分析方法，探究了宋代对疫病病因、
病机的新认识、新观点; 同类研究还有很多，如金
城《北宋时期的蝗灾及治蝗措施———以神宗朝为
中心的考察》、张建东的《虎猛诚可伤: 论宋代的
虎患治理》、李立新的《疫病与两宋东南社会》等。
1. 2 宋代荒政研究

荒政伴随着灾荒而产生，是政府对灾荒的补
救措施，灾荒往往发生在灾害之后。在关于宋代
自然灾害的研究中，关于荒政的研究是相对深入
而全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以学术论文为众，
本文仅选取其中一部分进行介绍。在著作方面，
李华瑞［22］剖析了宋代自然灾害的概况和特点，从
人文因素和社会因素分析了灾害发生的原因，还
深入探究了灾害死亡人数、救灾管理体制、救荒管
理思想;张文［23］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政府救济上，
系统论述了政府对灾荒人群的救济、对社会贫困
人口与社会弱势群体的救济、以及对特殊群体
( 官员、士人、学生、皇族、“归正人”、少数民族) 的
救济;关于荒政的著作还有王德毅的《宋代灾荒
的救济政策》等。

在研究论文中，魏伟［24］重点对宋代荒政灾前
备荒措施中的仓储制度和具有宋代时代特色的荒
政思想进行了具体深入的论述;张文［25］将两宋赈
灾救荒分为三类，其中南宋对市场性措施的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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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社会性措施大规模应用意味着国家职能的转
变，也是中国古代传统荒政的重要转型; 石涛［26］

从灾害学的角度论述了北宋时期的地方灾害评估
系统及其运作效果，指出北宋时期的人们已经认
识到了灾害评估的重要作用;魏华仙［27］认为宋代
在灾民住房安置上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指导思想
与行为措施;郑颖［28］认为制度和人为因素导致了
灾害信息传递过程中存在着弊病，阻碍了对灾害
的及时处理和救恤; 王晶、张兰芳［29］按照时间顺
序，对灾前预防和灾后救济中所涉及的法律制度
进行了梳理、研究; 同类研究还有石清秀的《宋时
期的灾患及防治措施》、周浩《北宋中期水灾处置
研究》、康弘《宋代灾害与荒政叙述》等。
1. 3 宋代灾害与社会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学的兴起，出
现了一些关于宋代自然灾害与宋代社会的研究成
果，方燕［30］分析了宋代灾害流言的传播心理，认
为事件的重要性和信息的模糊性是滋生流言的主
要原因，文章还论述了宋代各级政府针对灾害流
言的应对策略;张文［31］认为宋人对灾害的以及有
明显的阶层性———士大夫与民众，反映出两者对
灾害导致的社会紧张与文化创伤采取的宣泄途
径，其终极目标分别指向国家权力重建和地方社
会共同体重建;杨晓红［32］认为政治上灾异常为政
府制定或改变政策的重要依据，经济上灾异破坏
了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以及经济政策的推行，文
化上与灾异相关礼仪活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自然
科学的发展; 同类研究还有张静《从 ＜夷坚志 ＞
中雷电灾害看宋代民间雷神崇拜》、薛胤《宋代江
西的灾害与社会》、黄繁光《蝗灾对宋代社会的影
响》等。
1. 4 宋代灾害与文学研究
“灾害文学”在宋代已经发展成为了成熟的

文学题材和主题类型［33］。李朝军［34］在中国文
学史和灾害史的背景下，分类考察了两宋诗、
文、赋、词中有关自然灾害的文学书写，并对灾
害题材创作的文学意义、社会功能、创作动机及
其相关创作规律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李璐［35］认
为蝗虫诗的出现具有浓重的社会责任意识和鲜
明的针砭时弊的风格; 同类研究还有李朝军、周
敏《论宋词的灾害书写》、李朝军《论宋代的地震
诗》、周倩如《宋代祈雨诗研究》、王焕然《宋代
辞赋的灾害书写》等。

1. 5 宋代灾害思想研究
杨晓红［36］指出宋代君臣百姓崇尚祥瑞虽然

稳定了民心，但导致耗费巨大、世风日下，而灾异
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问题加重了各种矛盾，但
灾异迫使皇帝反省自己、大臣上言直谏，对于宋朝
君臣的好处或许大于祥瑞;赵全鹏和袁得［37］指出
王觌、范仲淹、朱熹等人已经认识到商人对于救荒
积极的一面，并利用商人求利的特性，满足他们的
利益以借助他们进行救荒;陈安丽［38］论述了宋代
灾害预防思想的三个突出点是重视治水、重视灭
蝗和完善仓储制度，指出宋代灾害预防思想注重
源头治理、制度建设和生态保护;关于人物的灾害
思想研究有王宇［39］，认为王安石的“天变不足
畏”没有否定天人感应理论，相反，王安石试图利
用董仲舒以来的传统灾异观保护自己，以反击反
对派用自然灾害为口实对新法发起的进攻。同类
研究研究还有张希清的《王安石的赈济思想与 ＜
上龚舍人书 ＞的真伪》、赵妍《王安石救荒思想研
究》、孙世平《二程荒政思想发微》、邹枋《朱熹的
救荒论与经界论》、刘军英《救灾与发展: 范仲淹、
刘晏救灾思想的现实意义》等等。
1. 6 宋代自然灾害长时段与对比研究

在宋代自然灾害研究中，不仅有仅就宋一代
的自然灾害的研究，还有将宋代放在唐宋或者宋
元这样的长时段中进行的自然灾害研究，此类研
究有苏筠和郑圆圆［40］通过统计分析得出，唐宋时
期我国东部地区灾害发生具有阶段性及“较少
发 －高发 － 少发 － 较高发”的循环特点; 金勇
强［41］以宋元时期中国东部政治经济核心区为考
察对象，集中探讨救荒行为中的政府应对与区域
关系;关树东［42］从水旱灾害和水利建设的角度考
察经济重心的转移问题; 同类研究研究还有刘洪
升《唐宋以来海河流域水灾频繁原因分析》、宋祎
晨《宋元时期甘宁青地区的自然灾害研究》、金
城，刘恒武《宋元时期海溢灾害初探》、马瑞江《宋
辽金元时期西北地区涝灾大幅减轻的原因探
析》等。

关于宋代自然灾害的对比研究中，许小涛［43］

分析了唐宋时人对蝗虫生活史的观察和蝗灾成因
的认知上的变化以及当代治蝗措施以及所带来的
问题的变化;何彦超［44］以木兰陂的修建与维护过
程为主干，重点分析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陂田制
度和木兰陂文化，反映出了水利工程与周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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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关系。

2 辽、西夏、金自然灾害史研究现状

与两宋同时存在的辽朝、西夏、金朝等少数民
族也是古代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宋代相比，
对于辽、西夏、金自然灾害史的研究显得单薄而
不足。

关于辽朝自然灾害史的研究有，蒋金玲［45］综
合考察了气候环境、地理位置和辽政府的防灾措
施等因素，认为辽政府的防灾措施不力也是引发
自然灾害的重要原因;辜永碧［46］认为辽中后期自
然灾害频仍，但统治集团内部在救灾方面也有严
重的分歧，影响了辽朝中后期的统治和社会稳定;
同类研究成果还有方世勇的《从水灾防治看辽代
的赈恤机制》、张国庆的《辽代的自然灾害及其赈
恤措施》等。

有关西夏政权统治区域自然灾害的研究有杨
蕤［47］对西夏王朝的自然灾害进行了梳理，论述了
西夏政权主要的防灾、赈灾措施、自然灾害对西夏
社会的影响等问题;王东［48］通过分析夏州党项自
然灾害概况、特点以及夏州政权的应对政策，认为
自然灾害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对外扩张的欲望; 王
东［49］认为自然灾害在宋夏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影响着双边关系; 同类研究还有徐婕、胡祥琴
的《西夏时期的自然灾害及撰述》。

关于金代自然灾害的研究有，武玉环［50］指出
金代自然灾害的发生具有鲜明的季节性和地域
性，并分析了其规律特征和趋势; 武玉环［51］指出
金代防灾救灾措施既有沿袭又有创新，既有积极
的应对措施，也有消极、迷信的因素; 同类研究还
有彭传怀的《金代社会灾后的赈济特点》、武玉环
的《论金代自然灾害及其对策》、周峰的《金代的
蝗灾》、孙荣荣《金章宗时期的旱灾及赈灾措施》、
仉惟嘉《论金代的河患》等。

3 关于辽、宋、西夏、金自然灾害史研究现
状的思考

在辽、宋、西夏、金时期自然灾害史的研究成
果中，首先，以宋代研究成果为众，涉及的范围也
较广，气象灾害、生物灾害、地质灾害都有不少研
究成果。在宋代自然灾害史的研究中，大部分是
关于荒政的研究，对于自然灾害本身、自然灾害与
社会、自然灾害与经济、自然灾害与文学等方面还

可以进行深入研究。其次，辽朝、西夏、金朝与两
宋同时存在，空间上接壤，其领域的大部分为我国
现有国土，对这些地方自然灾害的研究同样很有
意义，现有的涉及这些地方的研究不足，今后在关
注宋代自然灾害的同时，应该给予辽朝、西夏、金
朝同样的关注。最后，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自然
科学的研究方法被应用在灾害史的研究之中，不
同学科研究方法的广泛使用加深了灾害史研究的
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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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Natural Disaster History Research in the Song Dynasty

Liao Yufeng
( Song History Research Center，Hebei University，Baoding 071002，China)

Abstract: Disasters happen frequently in recent years，and natural disasters history has become a hotspot in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Through summarizing the natural disasters in the periods of Liao，Song，Xixia，and Jin in
mainland China，we found that there are many studies on natural disasters in Song Dynasty，but the results of other
periods are less． Among the disaster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the Song Dynasty，there were the largest number of
famine relief policies researches and few researches on natural disasters，such as biological and marine disasters．
Moreover，there were also many research achievements by using natur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which we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depth and extent of disaster history research．
Keywords: Song Dynasty; natural disaster history; research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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