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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自然灾害发生比较频繁的国家，灾害种类多，分布区域广，发生频率高
，造成损失重，而中华民族抗灾救灾的思想意识同样也是源远流长、极为丰富的，并贯穿于数千年中
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
中国传统救灾思想深深植根于抗灾救灾的伟大实践之中，成为中国古代日渐完备且至今仍然具有借鉴
作用的救灾政策和措施即所谓荒政的理论依据。
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思想显示了中华民族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和无穷智
慧及其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谱写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英雄凯歌，
证明了中华民族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1998年我国军民在抵御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特大洪水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伟大的抗洪救灾精神
，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时全国上下所展现出来的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等，都与中国传统救灾
思想息息相通、密不可分。
关于中国传统救灾思想，海内外学术界以往的一些论著如邓云特（邓拓）《中国救荒史》等已有论及
。
为适应社会进步、文化演进和学术发展的需要，有必要进一步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传统救灾思想的
发展轨迹、主要特点和基本规律。
　　中国传统救灾思想总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但在大体上则可以分为先秦、两汉
、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几个历史阶段，其高潮又分别出现在汉代、宋代和清代。
每一阶段特别是高潮时期，都有一些著名人物及著作提出关于抗灾救灾的重要的思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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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把中国传统救灾思想（1911年以前）的发展划分为远古三代、春秋战国、秦汉、魏晋隋唐、
宋元、明清六个阶段，而战国、两汉、北宋和清代为四大高潮。
作者对中国传统救灾思想进行了广泛考察和系统梳理，遵从以人为本、以人物为核心的传统学术理念
和著述原则，精心撷取典型人物的典型思想，全面分析和总结他们关于防灾救灾的思想主张及其深刻
影响，从而形成了一部以救灾思想为线索的中国思想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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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夏代是史书记载的中国第一个世袭王朝，是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进程中的高级阶段。
它脱胎于父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制度在夏代继续发展成为集族权、神权于一身的宗法式王权。
随着这一时期世袭制度国家化，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人类理性思维开始萌发，对天人
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初期天道观念形成，出现了崇拜祖先和自然的原始宗教，等等。
　　殷商王朝建立后，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种变化在思想意识方面最为显著的反映就是宗教思想的变化。
在商代，崇拜上帝和祖先的一元神宗教取代了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
殷人把神的世界叫做“上”的世界，在“上”的世界里，有一个至上神是最高统治者，这就是“帝”
或“上帝”。
在“上”的世界里，上帝有许多臣吏分管各种事物。
自然神如日、月、山、河等神灵都失去了独立性，成为执行上帝意志的工具。
这种对上天和祖先的崇拜无疑进入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并开始成为社会生活的道德规范。
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大自然是神秘莫测的，万物生长，众庶繁殖，都是自然的恩赐，而一切灾害，都
是神降祸。
每当灾害发生，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通过祈祷和祭祀，以求禳灾。
此即天命主义的禳灾说。
这也是殷人在应对诸如旱、水、蝗、雹、震等频发自然灾害时主要的指导思想。
实际上，水、旱、雹、蝗等各种灾害是自然界的自然现象，但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技术手
段落后，人们对自然的控制能力极其微弱，面对自然灾害，更多地是被动接受。
他们不了解这些灾害产生的原因，而是把它们都归结到上帝、自然神以及先祖的操纵上。
因此，每逢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殷人首先要祈求于神、祖。
从殷墟甲骨文资料中可以得知，殷人用占卜的方法，卜问农事和与农事有关的自然现象如风雨等，并
祈求佑护。
卜辞记载：“庚戌卜贞，帝其降堇”、“我其巳宾，乍帝降若；我勿巳宾，乍帝降不若”、“贞舞允
从雨”等等。
现在看来，这种思想的出现与当时人们对自然灾害的有限认识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带有盲目的迷信
色彩，对救灾的积极意义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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