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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试析丁戊奇荒时陕西受灾状况

邸二宝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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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丁戊奇荒席卷了中国北方地区并且波及到了南方部分地区&虽然当时的重灾区主要是河南和山西$但是陕西省的受

灾程度也较为严重$人口大量死亡与逃荒$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并且关中平原土壤肥沃$农工商业发达$是陕西的富庶

之地$也是陕西人口的集中居住地$当关中平原出现灾情后$势必会加重陕西的整体灾害程度&本文从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两个角度探讨了陕西与山西'河南两省同为重灾区的原因$从而对丁戊奇荒时陕西灾情能有更深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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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E$

年至
#AE@

年$中国北方出现了特大自

然灾害$史称丁戊奇荒&对丁戊奇荒的研究$史学界

已有一定探讨&刘仰东等著*灾荒史话+$康沛竹著

*灾荒与晚清政治+$李文海等著*中国近代十大灾

荒+$主要对丁戊奇荒进行整体性研究!刘凤翔*浅析

(丁戊奇荒的原因)+论述了山西发生灾荒的原因!王

鑫宏*河南(丁戊奇荒)灾情与社会成因探析+分析了

丁戊奇荒时$河南灾情严重的社会原因$从中可看出

学界多关注河南'山西'直隶以及中国整个北方地区

的灾害性研究$而对陕西灾情关注度较少&同时有

些学者认为这次旱灾的重灾区在山西和河南两省$

但是笔者认为陕西应与山西'河南两省同为重灾区&

本文主要从光绪初年陕西旱灾持续时间'范围'旱灾

严重表现以及其形成原因多个角度对其受灾状况进

行分析$认为陕西应同为重灾区&

一$光绪初年中国北方大旱灾概况

光绪初年的这场大旱灾从
#AE$

年到
#AE@

年整

整持续了四年之久&其中主要是以
#AEE

年和
#AEA

年旱灾最为严重&以天干地支纪年来说$

#AEE

年为

丁丑年$

#AEA

年为戊寅年$因此人们将这次大灾荒

称为丁戊奇荒&这次灾荒波及范围相当广$不仅包

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直隶"今河北#等北方五

省$还波及到了苏北'皖北和北川等南方地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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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统计$从
#AE$

年到
#AEA

年$仅山东'山西'直

隶'河南'陕西等北方
>

省卷入灾荒的州县总数为

@>>

个&而整个灾区受到旱灾及饥荒严重影响的居

民人数$估计约在
#<$

亿3

!

亿左右$约占当时全国

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疫病的人数$至少也在

#"""

万以上&)

-

#

.

>E康沛竹在*灾荒与晚清政治+一书

中根据旱区范围的大小'时间长短'旱情轻重$把晚

清时期的旱灾分为三个等级$包括一般旱灾'大旱'

特大旱灾&而她给出的特大旱灾的定义则是%(旱区

超过一省甚至遍及几省$其中重灾区受旱面积超过

一半以上$干旱持续二年或二年以上$有(赤地千里)

(人相食)等描述$就应属特大旱灾)

-

!

.

@

&显然光绪

初年的这次旱灾应属于特大旱灾&

二$陕西旱灾严重表现

虽然有些学者认为这次旱灾的重灾区在山西和

河南两省$但是(陕西省的旱灾在时人看来是和晋豫

两省同等严重的&)

-

%

.

@!何炳棣甚至认为%(近代最严

重的旱灾之一发生在光绪三年至四年"

#AEE\#AEA

#

之间$祸 及 北 方 四 省$而 以 陕 西'山 西 受 害

尤烈&)

-

C

.

!E"

&一'农作物收成减少

随着旱灾的持续恶化$农作物所需灌溉水量减

少$必然影响到农作物收成&在光绪三年时$(陕西

省由于全年干旱$夏秋普遍歉收$冬麦多未下种$即

使有少数地方勉强播种了冬麦$也大多苗色萎

黄&)

-

%

.

A>在陕西省的地方志中多有记载$泾阳县在

(光绪三年大旱$无麦苗)

-

>

.

!同样$灾区粮食价格的

飞涨$也反映出了粮食数量减少&周至在光绪(三年

夏$二麦丰收$五月后大旱成灾$粟腾贵$四年春$民

剥树皮'掘草根殆尽$道馑相望&)

-

$

.泾阳(四年大旱$

民饥$斗麦易钱二千有奇&)

-

>

.从武功县来看$(光绪

四年岁大饥$自岐山以东至县北乡?土$白腻类麦

面$乡人呼为石面$争取食之$多病癃闭或以此)&

-

E

.

在
#AE$

年的*申报+中同样也有所报道$(陕西省自

闰月中旬以后$两月无雨$杂粮难以播种)&

-

A

.在

#AEA

年的*申报+中也有记载%(同州府所属九县男

女因饥而死者约已大半$麦米价钱前年每担三千五

六百$今则每担须四十五六千$甚至有钱而无司买

也&)

-

@

.甚至(卖妇女有一二百钱者$有一二饼易之

者&)

-

#"

.这都说明了在灾荒下陕西农作物达到了严

重减产的境地&

&二'人口锐减,甚至还出现人吃人惨象

旱灾持续的时间越长$粮食越少$人们为了自救

而吃树皮'观音土'野菜$最后连这些也吃光了$人们

则只有等待死亡的来临&从陕西当时的死亡人口来

看$(以光绪丁丑'戊寅奇灾$道?相望$大县或一二

十万$小县也五六万$其凋残殆甚于同治初年&)

-

##

.

从陕西地方志上也可以佐证$从蒲城县人口来看$

(咸丰十年户六万五千五百六十六$口三十万九千三

百六十八$光绪八年户二万六千六百八十五$口十一

万四千六百三十四&)

-

#!

.从
#A$"

年到
#AA!

年$在
!"

年的时间里蒲城县人口减少了
#@CE%C

人$减少幅度

之大$而光绪初年的灾荒必定也是蒲城县人口减少

的重要原因之一$光绪(三年大饥$人相食$至四年夏

饿毙者三之二)

-

#!

.

&从礼泉县来看$在这次灾荒中

更是惨不忍睹$(饿死者山积治城东门外$掘两坑埋

之$俗号0万人坑1$始尤以席卷之$继一席卷两人$终

至无席)$(城隍庙'保安寺两处稚儿毙者填井为满)$

(城隍庙设粥场$每日妇女老稚争先恐后$拥挤毙命$

日必数十)

-

#%

.

&

当死亡迫近时$人们为了生存$其伦理道德也将

不受约束$继而出现人吃人的惨象&在光绪三年时$

陕西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是岁$山'陕大旱$人相

食)

-

#C

.

A>A

&例如%渭南光绪(三年四年大旱$无麦禾$

斗麦四五千钱$道?相望$人相食$剥榆皮屑而咳吟

啖之$人多黄瘦死$有坐守空屋待毙者&)

-

#>

.泾阳县

光绪四年时$(人食榆皮槐叶殆尽$饿殍盈野$人至相

食&)

-

>

.由于人口的大量死亡以及灾时逃荒$出现了

大量无主荒田$(陕西省
#AA"

年荒弃的土地约占全

省民田的
%

,

#"

)

-

#

.

>A

&通过这些旱灾现象$我们不难

得出$陕西在光绪初年的旱灾中同样遭受了重创&

这种持续性旱灾$一年中的春夏连旱以及和下

一年的春夏旱情连接起来$尤其是春夏秋连旱危害

更大$会使夏粮歉收$冬春未能播种$影响粮食产量&

而(

#AE$

年陕西夏'秋干旱$自
#AE$

年冬至
#AEA

年

夏连旱$冬无宿麦$春夏赤地千里$至
#AEA

年夏饿死

者三分之二&)

-

#$

.

@由此可知陕西的灾情在当时也不

容乐观&

三$陕西全境重灾情形

&一'陕西旱灾持续的时间

在光绪元年"

#AE>

#时旱情已经波及到了陕西$

在谭嗣同作的*刘云山传+写道%(光绪初年$山西'陕

西'河南大饥$赤地方数千里&句萌不生$童木立槁$

沟渎之?$水邕莫前$殂夕横辙$过车有声$札疠踵

兴$行旅相戒&)

-

#E

.

#@而在光绪三年"

#AEE

#时旱灾最

为严重$几乎波及全省&在
#AEE

年
#"

月
%

日的*申

报+报道%(秦中自去年立夏节后$数月不雨$秋苗颗

粒无收$至今岁五月为收割夏粮之期又仅十成之一$

至六七月又旱赤野千里$几不知禾稼为何物矣22

目下同州府所辖之大荔'朝邑'阳'澄城'韩城'蒲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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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及附近各州县$民有菜色$俱不聊生&饥民相率抢

粮$甚而至于拦路抢劫$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

饿难当八字&)

-

#A

.进入到
#AEA

年时$整个地区的旱

灾程度已经大大减轻了$(陕西'山东'河南'直隶等

省及其他地区的旱情从春到夏次第解除)

-

#

.

>C

$此时

灾荒的最高峰已经过去$然而在这年$(陕西蓝田等

五十余厅州县有水'雹灾害)

-

%

.

%@@

$而雨水并未浸透

土地$反而使经过旱灾0洗礼1的陕西人民雪上加霜$

光绪五年"

#AE@

#之后$旱情才得以慢慢缓解&因此

本次灾荒在陕西持续的时间也相当长&

&二'陕西几乎全境出现旱灾

陕西省自古以来就旱灾频发之地$而旱灾的重

灾区主要集中在陕北和陕南两个地区$(陕西省灾害

性天气主要是干旱22关中多伏旱$陕北多春

旱)

-

#@

.

@

&据
##

月
C

日"九月二十九日#上渝$陕西

(被旱地方)包括蒲城'大荔'朝邑'韩城'阳'白水'

澄城'径阳'三原'高跋'宫平'同官'耀州'肤施'甘

泉'定边'保安'延长'安定'靖边'延川'宜川'安塞'

葭县'怀远'府谷'榆林'神木'乾州'永寿'武功'

州'洛川'中部'宜君'绥德'米脂'清涧'吴堡'沔县'

州'三水'长武'淳化'留坝'褒城'溜关'渭南'临潼

四十九州县&

-

!"

.

%EC

#AEA

年
#

月
@

日"十二月初七#上

谕又称$另行咸宁'长安'孝义'宁陕'咸阳'醴泉'銩

屋'兴平'兰田'华阴'华州'凤翔'宝鸡'扶风'歧山'

阳'陇州'南郑'城固'西乡'略阳'宁羌'佛坪'凤

县'安康'平利'紫阳'白河'浔阳'石泉'砖坪'汉阴'

商州'商南'雒南'慎安'山阴等厅州县有被灾地

方&

-

!"

.

%EC\%E>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光绪初年陕西省的旱

灾不仅波及到了陕南和陕北多旱灾区$关中平原这

次受灾也较为严重&

&三'关中平原灾情较为严重

拥有(八百里秦川)美称的关中平原也是重灾区

之一&当关中粮食减少后$在为陕北与陕南的粮食

调剂方面则出现更大的困难$势必会使整个陕西灾

情更加严重&关中平原即渭河冲击平原$南邻秦岭$

北接北山$西起宝鸡峡$东至潼关东西长约
%$"

公

里$约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d

&根据最新的陕西省

行政划分$包括了潼关'华阴市'华县'渭南市'西安

市'蓝田'户县'周至'眉县'宝鸡市'大荔'蒲城'富

平'三原'泾阳'礼泉'乾县'兴平市'武功'扶风'凤

翔'岐山'高陵'咸阳市共
!>

个县'市&自古以来关

中平原$土壤肥沃$农工商业发达$是陕西的富庶之

地$号称(八百里秦川)&由于关中平原特殊的地理

位置$政治'经济优势$关中平原的人口数量占整个

陕西的比例是最高的&由于没有古代关中人口比例

资料$我们可以从解放后做的三次人口普查"

#@>%

年'

#@$C

年'

#@A!

年#和
#@C@

年做的人口调查数据

推算出这样的结论%(在陕北黄土高原'关中盆地和

陕南秦巴山地中$人口的地理分布比重的波动大致

是%陕北黄土高原在
#%<>#d?#C<#Ad

之间!关中

盆地在
>%<"@d?>A<#"d

之间!陕南秦巴山地在

!E<@@d?%%<%!d

之间&)

-

!#

.

!$从中可以了解到$在

整个陕西地区$关中平原人口波动是最平稳的$人口

数量也是较多的&当关中平原遭受旱灾时$关中平

原的损失显然要比陕北和陕南大&

四$关中平原干旱成灾原因

关中平原干旱成灾原因$不仅决定于形成干旱

的自然地理条件$还与社会的发展水平等因素有关&

&一'自然原因

干旱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缺水$包括大气降水'地

表水'地下水'土壤保水量的减少&而判断干旱的的

主要准则则是一个地区'一段时间内蒸发量与降水

量的差值$差值越大$干旱程度越大&

#<

降水量减少

"

#

#雨量分配不均

陕西地处东南湿润地区到西北干旱地区的过渡

地带$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其气候特点南北差异大&

而关中平原则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这种气

候的重要特点是雨量分配不均%冬季寒冷$夏季炎

热$春多升温较快$秋多降温迅速!冷空气活动频繁$

日温差较大$干湿季节分明!而在降雨方面则是秋末

冬春少雨$夏季'初秋多雨&(春季雨量约占全年雨

量的
#>d?%"d

)$(夏季降水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Cd?$>d

)

-

!!

.

$

$(秋季降水量约占全年的
!"d?

%>d

)

-

!!

.

A

$冬季(雨雪稀少$雨雪量仅占全年的
#d

?>d

)

-

!!

.

A

&

因此降水的季节性分配极不合理$一旦夏季出

现伏旱$那么其他季节雨水有限$很难对全年的旱情

有所缓解$况且是持续性的大旱&

"

!

#雨量分配不适宜

(但是雨量分配不平均$还不足以发生亢旱之

灾&惟有雨量分配不适宜$才成为遭受旱灾的

根源&)

-

!%

.

E!

光绪初年的陕西旱灾是一种持续性旱灾$(

#AE$

年陕西夏'秋干旱$自
#AE$

年冬至
#AEA

年夏连

旱$)

-

#$

.

@一年中的春夏连旱以及和下一年的春夏旱

情连接起来$这样使夏粮歉收$冬春未能播种$影响

粮食产量$尤其是这次大灾荒是春夏秋连旱$危害更

大&本来关中平原的气候是夏季气温高$并且降水

也多$也正是需要水分灌溉农田时$但是此时夏'秋

季节降水却反而少了$这必定会加重旱灾的程度&

A%



!

总
%!

卷 邸二宝%试析丁戊奇荒时陕西受灾状况

!<

蒸发量增大

蒸发量随着云量较少'降水减少'日照增多而显

著增加$这样气温会明显上升&尤其在干旱时期$日

照时间较长$云量较少$太阳辐射增强$气温会迅速

上升$蒸发量大&(吴堡沿黄河一带至潼关蒸发量为

#E""?!"""

毫米$黄河以西的陕北各地以及渭南'

西安和咸阳地区北部的大片地区蒸发量为
#%""?

#$""

毫米$宜君'耀县'富平等地稍大$为
#E""?

#@""

毫米$蓝田'户县'周至'兴平
#C""?#E""

毫

米$宝鸡大部分地区为
##""?#%""

毫米$商县'洛

南'柞水'商南为
#C""?#E""

毫米)

-

!!

.

>#

&相对来说

关中平原的蒸发量是较大的&

%<

河流干涸"影响农业灌溉

关中平原主要的灌溉河流是渭河&渭河是黄河

的最大支流$发源于今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鸟鼠山$

主要流经今甘肃天水'陕西省关中平原的宝鸡'咸

阳'西安'渭南等地$至渭南市潼关县汇入黄河&由

于光绪初年的干旱使得渭河出现了干涸现象$这样

主要依靠渭河进行农业灌溉的地区$农业产量会受

到很大的影响&(清光绪三年"

#AEE

#八月$泾渭几

涸'种麦时机又失$来岁麦收无望&)

-

!!

.

!">河流干涸

又使得人畜饮水困难$更加重旱情$(常因天久不雨$

河水干浅$人力畜力引吸不及$以致造成旱

灾)

-

!%

.

#!E

&

当重大灾害出现时$自然因素在灾害面前只是

起到加速剂的作用$而大灾产生的根本因素还归因

于社会方面&

&二'社会原因

一方面清政府的腐败加重了陕西人民负担!另

一方面在同治年间的太平军以及回乱战争影响下$

该地人口减少$土地荒芜$影响了农业的恢复和

发展&

#<

交通条件

(由于运输设备的缺乏$这场发生在闭塞的西北

地区的饥荒更加严重&)

-

C

.

!E#在广大的灾区$陕西地

处内陆腹地$山路崎岖$地势险恶$运行不便$以当时

的交通运输工具来看$仍主要以原始的人畜为动力

的陆路运输$由于灾荒$人们为缓解饥饿$大量牛马

等被杀$使得畜力严重缺乏$影响到物资的运输量以

及运输物资的速度&以水路来看$也常因天旱而导

致河道狭窄$舟行极慢&(而陕西省从湖北'湖南采

购的粮食$则因襄河浅阻$汉水可以徒涉$丹江久涸

不能同舟)$不得不改为车运'夫运$增加了粮运的艰

难&)

-

!!

.

##!?##%交通条件的限制$不仅使得大批粮食

无法及时送到灾民手中$而且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

和财力$造成粮物损耗$运费昂贵$在一定程度上加

重了旱情&

!<

植被破坏"加大水土流失"影响到了农业生

产"加重旱情

由于关中地区人口的增加$大量房屋的建筑'人

口取暖'饮膳$需要大量的植被$而且人们为了获取

更多的粮食$破坏森林来开垦土地&(陕北及关中平

原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自然植被逐

渐被农田栽培的植被代替)

-

#@

.

##>

&大量植被的破

坏$会使得水土流失加剧$土层变薄$土壤肥力降低$

使农业生产迅速失去基本的土壤条件!同时淤积水

利设施$影响灌溉$导致农业产量下降&(水土流失

是产生'加重干旱'洪涝'风沙等自然灾害和生态失

调的重要原因之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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