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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地域广大，自然条件复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
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消减了社会财富的积累，从而加深了社会矛盾，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推迟了社会
发展的进程。
因此，在我国数千年传统社会里，在防灾、救灾问题上，上自最高统治者的君主，下至最下层的平头
百姓，利益是一致的。
不过统治阶级的目的实为求其统治的稳定，而广大百姓则仅求有一线生路而已。
统治阶级因有权力在手，在推行防灾、救灾工作上有主动权，并在进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
的禳灾、减灾制度，是我国传统政治体制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20世纪八九十代以来，灾害史的研究，成为历史学的一个热门领域。
对我国历史上灾害的类型、频次，灾后的自然和社会影响，以及历代的减灾效果等问题，都有不少专
著和论文问世。
但是对历代禳灾制度却谈得很少。
这恐怕是对禳灾制度认识上的一种偏见，即认为它是一种迷信，是唯心主义的无效行为，不值得去深
入研究。
事实恐非如此。
禳灾从个别行为到形成一种制度，是人们对防灾、消灾观念上升化和加强的反映。
虽然这种行为对消灾未必有实际意义，但客观上却在防灾上起过一定的作用。
这至少说明统治者对灾害有一种敬畏感，不敢肆无忌惮地对待自然界。
从这一点而言，禳灾应该．有其积极的一面。
　　禳灾行为大约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
”杜预注：“祭以禳除之。
”秦汉以后，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使禳灾成为一种国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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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禳灾与减灾：秦汉社会自然灾害应对制度的形成》围绕禳灾与减灾两大方面，对秦汉社会自然
灾害应对制度的形成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与分析。
近代以来，学者多注重于研究古代中国历史中的减灾方略和措施，而对于带有迷信色彩的禳灾则关注
不够。
禳灾行为作为祈福祛灾的表现形式，在中国古代，长期以来是应对灾害的重要措施，对稳定社会有极
其显著的作用。
《禳灾与减灾：秦汉社会自然灾害应对制度的形成》突破了以往研究的窠臼，将禳灾作为秦汉社会自
然灾害应对制度不可分割的部分，与减灾并列，进行研究。
全书首先简单介绍了秦汉时期的自然灾害，并与其他时期自然灾害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其次详细阐述
了禳灾制度的由来与形成过程，提出禳灾可分为文化禳灾与政治禳灾两种；再次从灾害预防、灾害控
制、资源配置三个方面对减灾制度作了细致分析；最后探讨了禳灾制度与减灾制度在秦汉社会自然灾
害应对中相互交替、互为补充的关系和各自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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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人对自然的盲目博弈：禳灾制度的变迁　　第二章 秦汉时人对灾害爆发原因的理解　　第
一节 秦汉时人理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自然灾害作用于人类，破坏了生产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
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先民没有足够的知识去认识自然界，更不用说去改造自然界。
所以，当灾害降临时，先民内心极度恐惧，从而极尽想象力，将灾害与想象中的天帝神怪或一些超自
然的东西联系起来，逐渐形成了以非科学方式消减灾害的制度。
这种制度的形成源于我国古代的天人一体观念。
　　华夏文明的天人一体观念，将自然环境的变化和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融入社会价值观和社会结
构的构成中，形成了《礼记＆8226；王制》意义上的“制度”，同时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相协
调的社会价值观和行为准则逐渐演化成了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即我们在绪论中所说的非正式制度
。
非正式制度安排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协调性，与宗教、祭祀、习俗和禁忌的相关
性，具有道德约束性。
　　先秦时期，儒家和墨家并为当时的显学，在汉代，经过董仲舒等人的大力提倡，儒家思想取得了
“独尊”的地位，并因此影响了整个社会。
儒家学说对先秦讲究天人之际的思想阐述一直没有中断，所以，天人感应思想因其影响巨大，从而在
秦汉时代决定着人们对自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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