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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 历史文蔽资料的搜集
、

整理
、

分析
,

对唐代 浸河流城洪涝灾害进行 了研究
。

结果表明
,

唐 代浸 河流

城洪涝灾害共发生 82 次
,

平均每 3
.

52 年发 生一次 ;在唐 中期的 703 一 840 年间
,

共有洪涝灾害 51 次
,

平均 2
.

69 年

发 生一次
,

占洪涝灾害次数的 62
.

2% ;在唐代早期的 6 18 一 702 年间和唐代晚期 的 8 41 一 907 年间 洪涝灾 害平均分

别为每 5
.

60 年和 4
.

13 年发生一次
,

分别 占 18
.

3 %和 19
.

5%
。

唐代诬 河流城洪涝灾 害可 分为 3 个 时期
,

中期 为洪

涝灾害多发期
,

早期和晚期为洪涝灾害较少发生期
。

唐 代浸 河流城一级轻度涝 灾共发生 37 次
,

占洪涝 灾害发生 次

数的 45
.

1 % ;发生二级洪涝灾害 34 次
,

占 41
.

5% ; 发生 三级 大 洪涝 灾害 8 次
,

占 9
.

6% ;发 生 四级特大洪 涝 灾害 5

次
,

占 6
.

1%
。

磨代 还河流城持续时间长的 大涝 灾和特大涝灾的发 生主要是 当年降水黄的明显淆加造成的
.

是 当年

降水圣淆加或气候短哲变湿润 的结 果 ; 持续时间短的轻度和 中度 涝灾的发生 主要是降水童的 集中和幕雨 引起 的
,

一般不代表年降水贵的增加
。

初步认为
,

唐代中期 降水童较多
,

气候较早期和 晚期 湿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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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地区与资料来源

径河流域唐代洪涝灾害文献记录基本反映了洪涝灾

害的实际情况
。

径河是渭河 的较大支流
,

为黄河 的二级 支流
。

径河发源于宁夏六盘 山东麓〔’ 〕 ,

是一 条以降水为主

要补给的河流
。

径河流域面积为 45 4 2I k m
2 ,

包括

宁夏东南部
、

甘肃陇东
、

陕西关中中北部等 35 个县

市
。

流域内地貌有山区
、

丘陵
、

高原
、

平原四种类型
。

径河流域属大陆性气候
,

雨量和气温 由东南向西北

逐渐递减
,

年平均降水量约 5 00 一 6 00 m m
,

年平均

气温 10 ℃左右〔’〕 。

降水季节分配不均
,

极易产生历

时短
、

强度大的暴雨
,

且易形成暴涨暴落的大洪水灾

害
。

径河流域黄土广布
,

物质松散
,

暴雨洪水常引起

严重水土流失和 生态环境退化
。

径河洪水突发性

强
,

破坏性大
,

常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非常不利

的影响
。

本文研究所用资料来 自袁林先生编著的《西北

灾荒史 》z[J 和张德二先生编著的《中国三千年气象记

录总集 》川两本著作
。

这两本著作中全面收集了西

北地区唐代等时期的灾害记录
,

是进一步定量化深

入研究洪涝灾害的重要资料
。

为证实径河流域唐代

洪涝灾害记录的可信性
,

我们还统计 了关中平原唐

代洪涝灾害记录
,

得出的结果与径河流域相近
,

表明

2 洪涝灾害等级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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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 的历史文献记载往往定性描述较 多
,

定量

描述很少
。

根据这些定性描述
,

我们按 照洪灾持续

时间
,

受灾范围以及受灾程度将唐代径河 流域洪涝

灾害划分出 4 个等级序列
。

第一级是轻度涝灾
。

文献 中常常有小范围
“

大

水
” 、 “

大雨
” 、 “

大雨水
”

等模糊或轻微记载
,

但未记载

对人民生产
、

生活产生的影响
。

如公元 68 9 年
,

唐武

则天垂拱五年
,

夏六月
,

宁周大水
。

公元 7 00 年
,

唐

武则天圣历三年
,

宁周大雨水 三“
一

3」
。

第二级为中度涝灾
。

常记载有降雨持续时间较

长
、

局部范围受灾
、

河水涨溢
、

民田被淹
、

淫雨害稼
、

减免某地水灾额赋等
。

如唐玄宗开元十二年
,

径阳
,

久雨害稼
。

公元 7 32 年
,

关中水害稼
。

公元 7 57 年
,

秋
,

关中大霖雨
,

害稼六旬乃至
。

公元 77 7 年秋
,

关

中京钱大雨水害稼
。

公元 7 88 年
,

八月连雨
,

溺水暴

涨
,

溺杀渡者百余人
。

公元 8 43 年
,

西安
,

咸 阳
,

九

月
,

以雨霖免京兆府秋税险
3 〕

。

第三级是大涝
。

常记载有受灾范围较广
,

大量民

田被淹
,

城垣倒塌
,

有人畜死伤
。

公元 7 53 年
,

西安八

月
,

京城连雨二十余 日
,

米涌贵
,

令出太仓米十万史
,

减价巢与贫人
。

公元 7 64 年
,

九月
,

自七月霖雨未止
,

京城料值一千丈
。

公元 703 年
,

宁州大霖雨
,

山水暴

涨漂流二千余家
,

溺死者千余人
,

流尺东下仁2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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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级是特大涝
.

表现为降雨时间长
,

强度大
,

波及范围广
,

并对人 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危害
.

如

公元 7 1 0一 7 11 年
,

西 京霖雨 六 + 余 日
。

公元 7 5 4

年
,

秋霖雨 6 0 余 日
,

京城垣屋倾颓殆尽
,

物价暴贵
,

人多乏食
,

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
,

开场贱果
,

以及贫

民〔2
一

3]
。

公元 76 9 年
,

自四月霖雨至九月
,

京师料八

百文
,

官出太仓米残案
,

以救饥人
。

公元 895 年
,

唐

昭宗乾宁二年
,

关中
,

是时
,

晋军渭北遇雨六十 日
。

按照以上的等级序列
,

我们将清代洪涝灾害进

行了逐年等级划分
。

结果 ( 图 l) 显示
,

在唐代 289

年中
,

一级轻度涝灾 37 次
,

占 45
.

1% ; 二级中度涝

灾 34 次
,

占 41
.

5% ; 三 级大涝灾 发生 8 次
,

占

9
.

6% ;发生 四级特大洪涝灾害 5 次
,

占 6
.

1%
。

大

涝灾主要发生在 7 0 3 年
、

7 5 3 年
、

7 6 0 年
、

7 6 1 年
、

7 6 4

年
、

8 13 年
、

8 16 年
,

特大涝灾主要发生在 71 0一 71 1

年
、

7 5 4 年
、

7 6 9 年
、

5 9 5 年
。

这表明
,

唐代径河 流域

涝灾多属于一级轻度涝灾和二级中度涝灾
,

三级大

涝灾和四级特大涝灾较少
。

从不同等级洪涝灾害在

时间上的变化 (图 l) 可知
,

唐代中期径河流域涝灾

发生次数较多
,

而且特大洪灾和大洪灾也较多 ( 图

l ) ,唐代早
、

晚期涝灾次数较少
,

涝灾等级低
,

大多数

属于轻度涝灾和中度涝灾
,

大涝灾和特大涝灾很少
。

由于科学技术手段不发达
,

史籍中关于洪灾的

记录难免有缺漏不足
,

不过上面引述的这些史料已

足以说明唐代径河流域洪涝灾害的总体情况和变化

特点
。

3 涝灾害在时间上的变化

3
.

1 洪涝灾容年际变化趋势

根据《西北灾荒史尹 1和《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

总集户 1中对洪涝灾害的统计
,

我们对其进行了详细

的分析整理
。

统计结果表明
,

自唐代公元 61 8 年至

公元 907 年
,

径河流域共发生涝灾 82 次
,

平均每

3
.

5 2 年发生一 次
。

我们以 10 年为单位
,

统计各时

段洪涝灾害发生的频次
,

并作出涝灾随时间的变化

图 ( 图 2)
。

由图 2 可以看出
,

唐代洪涝灾害在时间

上的分布特征十分明显
,

可分为早
、

中
、

晚 3 个时期
。

在唐早期 ( 6 1 8一 7 02 年 ) 的 85 年间
,

径河流域共

发生洪涝灾害 15 次
,

平均 5
.

6 年 1 次
,

占洪涝灾害

次数的 18
.

3%
;
在唐中期 ( 7 0 3一 5 4 0 年 ) 的 13 7 年

里
,

共发生洪灾 51 次
,

平均 3
.

52 年发生 1次
,

占洪

灾次数的 6 2
.

2% ;
在 唐 晚期 ( 8 4 1一 9 0 7 年 ) 的 6 7

年里
,

径河流域共发 生涝灾 1 6次
,

平均 4
.

1 3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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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

唐代径河流域洪涝灾害研究 1 1 1

生 1 次
,

占洪涝灾害次数的 19
.

5%
。

可见径河流域

涝灾在唐代早
、

中
、

晚期分布很不均匀
,

唐代中期涝

灾发生频率较高
,

为涝灾多发期
,

而唐代早期和晚期

涝灾发生频率较低
,

为涝灾较少发生期
。

为更清楚地表明唐代涝灾变化
,

我们作出了洪

涝灾害距平图 ( 图 3 )
。

从该图可以看出
,

径河流域

唐代早期和晚期洪涝灾害距平值多为负值
,

表明洪

涝灾害低于平均值
,

而唐代中期的洪涝灾害距平值

多为正值
,

显示 洪涝灾害明显高于平均值 ( 图 3 )
。

该图也较为清楚地显示唐代径河流域洪涝灾害可分

为 3 个阶段
。

和晚期存在明显的波动变化
。

3
.

3 洪涝灾害季节变化

3
.

2 洪灾频次的拟合

通过资料〔2
一

,〕统计
,

可以得知唐代径河流域洪涝

灾害在季节上的分布也呈现出不均等的特征
。

在农

历 1 月
、

10 月
、

12 月未发生过涝灾
,

11 月
、

3 月仅各

有涝灾 1 次
,

4 月仅有 4 次
,

表明唐代径河流域在春

季和冬季发生涝灾的频率相当小
。

在农历 5 月有

1 0 次
,

6 月 1 1 次
,

7 月 1 5 次
,

8 月 19 次
,

9 月 1 2

次
。

按季节划分
,

夏季则多达 36 次
,

秋季达 31 次
。

可见唐代径河流域洪涝灾害主要集中于夏
、

秋两季
,

这是该区洪涝灾害的显著特征之一
,

这一特征是径

河流域的降水多集中于夏秋两季决定的
。

应用在最小二乘法意义下的 5 次多项式拟合
,

能够显示唐代径河流域洪涝灾害频次在 10 年尺度

下的变化特点 (图 4 )
。

拟合方法 的优点是能够更清

楚地反映涝灾的变化趋势
,

还能够分辨 出洪灾变化

的阶段性
。

拟合图表明
,

从唐代早期到晚期径河 流

域洪灾发生特点是呈现明显的波动变化趋势
,

洪灾

变化可分为中期高和早
、

晚期低 3 个时期
,

但在早期

4 洪涝灾害成因

对洪水发生起作用的因素较多
,

包括流域内的

气候
、

水文特征
、

地形条件等以及人类的社会经济行

为等
。

下面我们讨论对洪水发生起主要作用的气候

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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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涝灾害的发生首先是以气候条件为背景的
。

根据竺可祯先生对中国气候变迁史的研究 [’]
,

在隋

末唐初公元六世纪末期
,

由于受太 阳辐射变化的影

响
,

中国的气候告别了 自公元 四世纪 以来的
“
干冷

期
” ,

进人了
“

暖湿期
” ,

这种情况持续了 20 0 多年至

公元八世纪末
。

这一时期暖冬出现频繁
,

冬无雪之

年达 14 年之多
。

根据朱士光先生研究
,

关中地区隋

和唐前中期温暖
、

唐后期至北宋凉干川
。

这时期唐

代气温偏高
,

约高于现代 1~ 2 ℃
,

年降水量也多于

现在 61[
。

较多的降水必然引发各等级洪涝灾害的发

生
。

而在公元八世纪末的唐晚期之后则出现凉干气

候
,

降水量减少
,

因此这一阶段径河流域洪灾发生频

率较低
。

现代洪水发生时的降水条件表明
,

较低等级的轻

度和中度涝灾的发生一般是由短时间的大雨或短时

间攀雨造成的
,

而大涝灾和特大涝灾的发生一般都不

是短暂的降雨造成的
,

而是由于夏秋季降雨持续较

长
,

甚至在春季也出现霖雨而导致全年降水量明显增

加造成的
。

如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渭河发生 了 4 次

大洪水
,

1 9 54 年的大洪水主要是渭河上游陇东地 区

和渭北黄土高原降水增加造成的
,

19 81 年的洪水是

渭河中游两岸年降水量增加造成的
,

2 0 03 年的洪水

是渭河中下游年降水量显著增加造成的
。

2 0 03 年关

中平原几次大的降雨过程共持续了近 50 d〔
7
一

8]
,

这一

年关中平原的降水量由正常的 6 00 ~ 左右增加到

了 8 8 0

~
,

造成了大洪水及其灾害的发生
。

历史记

载中持续降雨达 50 d 或更长的年份
,

当年的降水量

至少达到了 8 00 多毫米
。

由于唐代特大洪水发生时

期持续降水多大于 60 d 或更长
,

根据 20 0 3 年关中平

原大洪水发生时期降水持续时间和年降水量可初步

确定
,

唐代径河流域特大洪涝灾害发生时的年平均降

水量为 900 ~ 1 000 m m
。

根据 近 50 年来年降水量

80 0 ~ 1 1 00 ~ 之间汉中地区 9 个县年连续降水最

长 日数为 20 d[ 9] 推断
,

特大洪涝灾害发生时的年降水

量达到 9 0 0 余毫米是完全可能的
。

关 中平原和黄土

高原径河流域大洪水发生时持续降水日数一般在 20

~ 3O d 之间
,

也代表了年降水量的明显增加
,

年降水

量也在 7 00 ~ 以 上
。

一级偏涝和二级涝灾通常是

小范围降水集中引起的
,

通常不代表年降水量的明显

增加
。

径河流域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
,

冬季干燥寒

冷
,

夏季高温多雨
,

降水量分配不均
,

在年降水量不增

加甚至略有减少的情况下偶尔也会有洪涝灾害发生
。

每 3
.

52 年发生一次
。

唐代径河流域洪涝灾害在时

间上的变化可初步分为 3 个时期
,

其中唐代中期为

涝灾多发期
,

早期和晚期为洪涝灾害较少 发生期
。

唐代径河流域洪涝灾害主要集中于夏
、

秋两季
。

( 2) 唐代径河流域洪涝灾害可划分为 4 个等级
,

以一级轻度涝灾发生频次最多
,

共 37 次
,

占发生总

次数的 45
.

1% ;其次为二级涝灾
,

共发生 34 次
,

占

总次数的 41
.

5 % ;三级大涝灾和四级特大洪涝灾发

生的次数较少
,

分别发生了 8 次和 5 次
,

各占洪涝灾

害发生总次数的 9
.

6%和 6
.

1%
。

( 3) 唐代径河流域大涝灾和特大涝灾主要是洪

水发生年降水量 明显增加 和气候短暂变湿润的结

果
,

轻度涝灾和中度涝灾主要是 降水量的集中和暴

雨形成的
。

( 4) 根据洪涝灾害发生频次和等级初步认为
,

径

河流域唐代中期的气候较早期与晚期降水量多
,

气

候较湿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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