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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历史上，洪涝、干旱、地震、瘟疫、蝗灾五种灾害为害最烈，足以造成人民生命财产巨大损失
，乃至社会经济一时濒临崩溃，引发社会剧烈动荡，甚至影响历史的进程。
作者根据大量史料，主要对北京地区上述五种历史灾害进行个案分析和综合研究。
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北京历史重大灾害个案研究，重点记述了北京地区曾经发生过的奇灾大难，
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探索灾害发生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帮助我们树立科学的灾害观，鉴往知来，
防患于未然。
下编为北京历史灾害编年，收入自西汉元凤元年（前80年）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北京及周边地
区发生的重大灾害资料，是关注或研究北京历史的读者案头必备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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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德源，男，1946年生。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从事北京地方史研究，著有《北京历代城坊、宫殿、苑囿》、《北京农业经济史》、《明清之际
北京历史波澜》、《北京漕运和仓场》、《北京历史灾害、灾荒纪年》；与他人合著《北京通史》第
一卷、《中国运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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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北京历史上重大灾害个案研究　　第一章 北京历史上的洪涝灾害　　第一节　北京历史上
洪涝概述　　据笔者统计，自西汉成帝鸿嘉四年（前17年）到清朝末年宣统三年（1911年）的近2000
年间，北京地区共有391个洪涝或偏涝的年份。
平均算起来，大致每五六年即有一次洪涝或偏涝的现象。
不过这个平均数还不能准确说明问题。
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都城建于长安、洛阳，后期才向东转移到开封、北京。
所以，有关北京地区灾情的记载，在封建社会前期，具体来说，在辽、金以前的记载较少；而在封建
社会后期，特别是金、元、明、清时期的记载较多。
所以历史上的平均间隔期五六年只是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只不过反映一个大致趋势而已。
另外，由于北京城市的地理位置位于华北平原中部靠北，三面被太行山、燕山山脉环绕，南面敞向华
北平原，东南邻近渤海湾，所以气候受季风影响很大。
春旱秋涝的特点十分明显。
即以前述历史上北京地区经历的391个洪涝和偏涝的年份来说，其中有不少是先旱后涝，即该年份实际
是旱、涝灾害兼作。
如西汉成帝鸿嘉四年（前17年）水、旱为灾，关东地区流亡者众，尤以山东、河北和今北京地区为甚
。
北魏孝明帝初年，裴延儁任平北将军、幽州刺史，驻蓟城（今北京），史书称“时水旱不调，民多饥
馁”。
又如明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年）七月，十三道御史以灾异上奏，说：“南、北直隶、山东、河南等
处，今年四月以前亢阳不雨，五月以后骤雨连绵，水势泛溢，平陆成川，禾稼淹没，人畜漂流⋯⋯皆
谓数十年来未有此况。
”这种水、旱灾害交加的灾害比单纯的春旱或秋涝危害更大，往往造成农民终岁颗粒无收，出现灾荒
。
　　北京地区历史上的洪涝灾害和气候变迁中的降雨周期有密切关系。
在湿润、多雨周期中。
降水量大且集中，容易发生洪涝灾害；反之，在干旱、少雨气候周期中洪涝灾害则相对少些。
但是，这也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
实际上，由于北京地区即使在少雨周期中的公历7、8月份降水量也是非常集中，这在水利设施不完善
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发生水灾。
明、清时代北京有些大水灾就是发生在少雨气候周期中的。
而且，洪涝灾害能否造成灾荒，除了和灾害的规模有关之外，还与当时地方政府的应对措施也有很大
关系。
所以说，北京地区的洪涝灾害及其造成的灾荒，一方面和气候变化周期有关，另一方面社会的因素在
其中也起着很大作用。
　　由于北京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前后时期所处的地位显著不同，所以有关灾害记载的详略也有很
大区别。
因此，简单地用秦、汉时期的数字和明、清时期的数字去进行比较，显然毫无意义。
考虑到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的过程中，其政治中心由长安、洛阳向开封、北京地区转移是发生在唐、
宋时期，笔者拟以宋、辽为一界线，将汉、唐时期的数字互相比较，将辽、金、元、明、清时期的数
字互相比较，或许这些数字还有一定的可比性，从而略窥北京地区历史洪涝灾害及由此造成的灾荒真
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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