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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1清实录2等清代档案文献为主要历史信息源" 挑选华北地区清代盛期!$#;= A$#;; 年$和晚期!$B#@ A

$B#B 年$分别发生的两次典型旱灾" 对灾害气候背景和灾情( 政府措施!特别是政府主导的跨区粮食调度$( 社会

后果!人口迁徙和动乱$等信息进行整理并分别对比" 可以发现 $#;= A$#;; 年旱灾期间政府的粮食调度体现出粮

食数量大( 来源渠道广( 调度效率高等鲜明特点" 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而 $B#@ A$B#B 年旱灾则反之" 粮食

数量及来源有限" 且转运效率极低" 由此引发严重社会后果% 这种转变" 发生在主要余粮产区农业凋敝( 南北粮

食运道!大运河$阻断( 漕运及仓储制度衰败的时代背景之下" 重灾区空间分布带来的交通通达性差异" 也在客观

上影响了粮食调度的效率%

关键词! 华北# 历史旱灾# 社会响应# 粮食调度# 1清实录2

中图分类号! 1;;<8;!!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 AB$$?#"%$"$%$ A%$%$ A%@

!!在当前及未来气候急剧变化的背景之下" 各

类极端气象灾害!如干旱( 洪涝( 霜雪冰冻等$的

频繁发生" 给人类社会的气候适应性带来严重威

胁# 考虑到灾害的严重程度远非分散的自救行为

所能抵御" 政府如何对自身掌握下的公共资源进

行有效管理和调配" 使其在维护粮食安全( 稳定

社会秩序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是社会响应机

制的关键一环*$+

% 对历史时期典型案例的重建"

不仅对防灾救灾实践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也可加

深极端气候情景下人地互动机制的理解*"+

%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清代华北地区发生的两次

典型极端旱灾事件!分别发生于 $#;= A$#;; 年和

$B#@ A$B#B 年$" 围绕两次灾害!特别是后者$的气

候背景*= A<+

( 灾情程度*@+

( 救灾活动及社会后

果*# A>+等方面" 前人研究已取得丰富的成果*$% A$"+

%

本文拟利用1清实录2

*$=+等档案史料中的相关记

录" 重点对两次灾害期间中央政府!朝廷$向灾区

的粮食调度措施进行重建" 对其力度和效率进行

评价和对比" 并结合自然( 社会背景对其取得的

不同效果进行分析%

#"资料与方法

本文主要历史信息源为1清实录2" 1清实录2

又称1清代历朝实录2" 是清代官修的编年体史料

长编" 共 ; ;== 卷" 其资料来自内阁及各部院衙门

所存档案( 清史馆所藏资料和著作" 以及皇帝的

文集( 御笔等" 是清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原始文

献资料%

1清实录2中包涵丰富的灾害( 荒政史信息"

特别是清廷主持下的大宗赈济资金( 物资!主要为

粮食$的筹集( 调度( 分配等相关原始记录很少遗

漏% 本文主要提取了两次灾害中清廷历次跨区域

粮食调度的资料" 对各条记录反映的命令下达时

间( 粮食数量( 来源渠道( 接收地区( 用途" 以

及执行情况!如运输方式( 抵达时间$等信息分别

进行辨识和统计" 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两次灾害中

政府粮食调度的力度( 效率的直观认识和一定程

度上的量化对比% 同时" 结合其他历史信息源!如

1光绪朝朱批奏折2等历史文献及相关研究成果$对

1清实录2记录进行了校订和补充%

两次灾害的气候背景信息主要来自前人研究%

本文对灾害引发的社会后果以人口迁徙和社会动

乱两方面进行衡量" 历史信息来源除了1清实录2

中的原始记录之外" 还包括部分灾荒史( 人口史

及沿革史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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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灾情对比

$#;= A$#;; 年旱灾始于 $#;= 年春季" 当年夏

秋连旱# 伴随干旱出现遍及华北数省的炎夏天气"

可能是近 #%% 年中最严重的一次高温事件" 日最高

气温达 ;;8; w" 超过现代的气温极值*=+

% 在1中

国近 <%% 年旱涝分布图集2

*$;+中" 华北 < 省!河北(

山西( 山东( 河南( 陕西$境内 "@ 个站点受旱 $@

站!旱涝等级为 ; 和 <$" 其中大旱!< 级$$" 站!北

京( 天津( 唐山( 保定( 沧州( 石家庄( 邯郸( 安

阳( 洛阳( 郑州( 德州( 济南$% 重建的黄河中下游

$# 站点年降水量序列显示" 该年全区降水约

;<% HH" 较多年平均值偏少 "<i" 仅次于 $B## 年"

为清代又一大旱年份*$<+

% 旱情一直持续到 $#;; 年

春夏" 随着 @月下旬各地连得透雨" 旱灾结束%

根据1清实录2中的赈灾记录" $#;= 年秋冬 A

$#;; 年春夏旱灾期间获得政府救灾物资!特别是粮

食$最多的重灾州县主要集中在直隶东南部的天

津( 河间等府!"# 个州县$" 河南北部的怀庆( 开

封等府!"$ 个$" 以及山东西北部的武定( 济南等

府!$" 个$!图 $$%

$B#@ A$B#B 年旱灾是清代华北地区最为严重

的一场旱灾" 又称&丁戊奇荒'!以 $B## 和 $B#B 年

的农历天干合称$% $B#@ 年华北 < 省 "@ 站点受旱

"< 站" 大旱 $; 站# $B## 年受旱 "< 站" 大旱 ""

站# $B#B 年受旱 $B 站" 大旱 $= 站" 任意一年范

围都超过 $#;= 年" 几乎无县不灾*$;+

% 黄河中下游

降水序列显示" 旱灾持续时间为 $B#@ 年春季到

$B#B 年春季" 跨越 < 个作物生长季" 其中 $B## 年

降水量 ==< HH" 偏少 ;<i" 为清代最低*$""$<+

% 旱

!!

灾中心集中在河南( 山西两省" 晋南至豫西大片

区域 $B## 年长达 "%% c"<% Q滴雨不降*<+

%

图 $!$#;= A$#;; 年旱灾重灾区及政府粮食调度!行政区划据

$B"% 年 $

!

%$%"粮食调度对比

&调粟'为历代荒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赈

灾方式繁多" 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缓解自然灾害

所导致的区域粮食供需关系的失衡" 政府能够筹

措的粮食数量及运输( 发放的效率" 会在相当程

度上决定整个赈济活动的社会后果% 两次灾害期

间" 清政府都竭尽所能地进行了跨区域粮食调度"

但其效果则大相径庭%

$B 世纪中期为清代的鼎盛时段" 在 $#;= A

$#;; 年旱灾期间" 清政府的粮食调度活动" 以数

量大( 来源广( 效率高为突出特点!表 $$%

!

!

根据禹贡网!LTT̂) hhZPW6:W8[PQ9:8MQP8J:hQM[9P7T89Ô$数字底图绘制

!!

!表 $! $#;= A$#;; 年旱灾清廷调拨华北灾区粮食清单

编号 数目 来源 接收地 用途 原始记录出处

$ 米 $% 万石 通州仓 直隶灾区 赈济 清实录3$#;= A%B A%>!六月二十日$

" 米 ;% 万石 通州仓 直隶灾区 赈济 清实录3$#;= A%B A"@!七月八日$

= 谷 $< 万石 直隶仓储 直隶灾区 赈济 清实录3$#;= A$$ A$<!九月三十日$

; 米 ;8" 万石 直隶仓储 直隶部分灾区
!

赈济 清实录3$#;; A%" A"$!一月九日$

< 谷 B 万石 登州( 莱州 山东灾区 赈济 清实录3$#;= A$" A$$!十月二十六日$

@ 米 B 万石 山东漕粮 山东灾区 赈济 同上

# 米 =% 万石 通州仓 直隶灾区 赈济 清实录3$#;; A%; A%$!二月十九日$

B 米 ;8# 万石 陵糈
!!

山东灾区 赈济 清实录3$#;; A%; A%@!二月二十四日$

> 米 $ 万石 鲁豫漕粮 山东灾区 赈济 同上

$% 米 "% 万石 南方漕粮 山东灾区 补仓 同上

$$ 米 $% 万石 鲁豫漕粮 直隶灾区 赈济 清实录3$#;; A%" A%;!十二月二十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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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

编号 数目 来源 接收地 用途 原始记录出处

$" 米 B 万石 奉天 直隶灾区 赈济 同上

$= 谷 $< 万石 河南彰德( 卫辉 " 府 直隶灾区 赈济 清实录3$#;; A%< A";!四月十三日$

$; 米 = 万石 口外 直隶灾区 赈济 同上

$< 高粱 # 万石 奉天 直隶灾区 赈济 同上

$@ 米 <% 万石 南方漕粮 直隶 补仓 清实录3$#;; A%< A"@!四月十五日$

$# 麦 @8< 万石 河南 直隶 补仓 文献*#+" 1$@%

$B 麦( 高粱 $;8# 万石 直隶( 河南( 山东 直隶 补仓 文献*#+" 1$@%

$> 谷 $< 万石( 麦 $< 万石 河南 灾区 备用 清实录3$#;; A%< A"#!四月十六日$

"% 米 "% 万石 四川 灾区 备用 同上

"$ 米麦 "% 万石 江苏( 安徽 灾区 备用 清实录3$#;; A%@ A"#!五月十七日$

"" 米麦 "% 万石 湖北 灾区 备用 清实录3$#;; A%# A%>!五月二十九日$

!!

!

天津( 肃宁( 故城( 宁津( 大城( 束鹿( 深州( 饶阳( 安平( 衡水( 新城 $$ 州县#

!!

本年陵糈!供皇陵工程及驻防官兵粮食$应由山东输运" 截留赈灾后" 由口外买米拨补#

!!!

$> A"" 各条" 后因灾情缓解" 并未起运%

"

!

清实录3$#;= A$$ A$<!九月三十日$

!!将表 $ 中的&谷'按 ") $ 的比例折合为米" 统

计本次旱灾中清政府筹集调拨的赈粮达 =$B8@ 万

石" 除去未经起运的 $> c"" 各条" 直接动用的

"=@8$ 万石" 其中直隶省获得 $>B8; 万石%

在直隶 "# 个重灾州县" 大规模赈粮发放可分

= 批) 乾隆八年!$#;=$十一月!农历$开始的&大

赈'!分区域和对象发放 " c< 个月口粮不等$以及

次年四月和五月的&加赈' !赈期各延长 $ 个月$ !=

批分别对应表 $ 中编号为 $ c;( # 以及 $$ c$<$"

连同大赈之前对所有灾民发放的八月 $ 个月口粮

!&普赈'$" 灾民最多可获得 B 个月的口粮# 到次

年麦收为止" 直接发放赈济的口粮达 $"#8" 万石"

平均每县近 < 万石# "# 州县接受赈粮的灾民 $B>

万余人"

" 平均每人可分配口粮约 $%B 斤!按 $ 石

米j$@% 市斤折算$# 这次旱灾中赈粮的发放力度

之大" 在清代荒政史上极为罕见%

""批次的粮食主要来源可分为@类!表$( 图$$)

!

运河末端的通州仓储!编号 $( "( #$" 经大

运河水运灾区" B% 万石#

"

灾区省份常平仓储!编

号 =( ;( @$" 就地发放" $<8# 万石#

#

运河沿途

截留的漕粮 !编号 <( B( >( $%( $$( $@$" >=8#

万石#

&

直隶( 山东( 河南未受灾地区采买粮食

!编号 $=( $#( $B( $>$" 短途水运或陆运" <$8" 万

石#

-

边外地区!热河( 奉天$采买粮食!编号 $"(

$;( $<$" 先经海路和陆路" 再沿运河航道进入灾

区" $B 万石#

.

长江流域各省采买粮食!编号 "%(

"$( ""$" 通过长江( 运河航道逐次输送" @%万石%

跨区粮食调度必然受到交通通达性和运费的

制约" 在交通不发达的清代" 最为便捷经济的大

宗货物运输方式是水运% 由于此次旱灾的重灾区

基本分布于内河航道的干线两侧!黄河( 运河$"

特别是位于大运河沿线的直隶( 山东灾区" 可以

根据需要灵活截留( 就地卸载北上漕粮" 并抽调

大批漕运机构下辖的漕船投入赈粮运输" 从而极

大提高了调度效率并节约了运输成本% 尽管此次

旱灾期间筹集的赈粮批次多( 来源广" 却从无延

误" 如 $#;; 年春季的两次加赈" 均为临时决策"

但粮食的运输和发放均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第一次

为 $ 个半月" 第二次仅半个月$完成" 以大运河为

中心的水网运输系统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比之下" 发生于晚清时段的 $B#@ A$B#B 年

旱灾期间" 政府的救灾活动已被大大削弱" 并突

出体现在粮食调度方面!表 "$%

$B#@ A$B#B 年旱灾的持续时间( 成灾面积均

远超 $#;= A$#;; 年旱灾!$B#@ 年华北 < 省成灾州

县 """ 个# $B## 年 ;%" 个" 几乎全境受灾" $B#B

年 ==$ 个$

*$$+

" 而清廷调度下拨的赈粮则远远少于

后者" 受灾最重的山西省" $B## 年 B" 个( $B#B 年

<@ 个州县受灾" 总共仅获得 =B 万石粮食" 完全不

能满足赈灾所需%

从赈粮来源看" $#;= A$#;; 年旱灾中占据突

出位置的仓粮和采买余粮基本消失" 主要依赖各

省当年漕粮% 由于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之后" 漕

运体系基本瓦解" 除山东漕粮尚能通过北运河河

运( 江浙部分漕粮改为出长江口海运至天津之外"

大部分漕粮均已停止征收!折银$

*$@+

" 向灾区转运

漕粮的时间及运费成本大大增加" 粮食调度效率

随之大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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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B#@ A$B#B 年旱灾清廷调拨华北灾区粮食清单

编号 数目 来源 接收地 原始记录出处

$ 米 $8;@ 万石 奉天 直隶 清实录3$B#@ A%@ A">!闰五月八日$

" 不详 山东末批漕米 直隶 清实录3$B#@ A%@ A">!闰五月八日$

= 米 ; 万石 江安漕米 山西 清实录3$B## A$% A%@!八月三十日$

; 米 ; 万余石 江安漕米 河南 清实录3$B## A$% A%@!八月三十日$

< 米 B 万石 山东漕米 河南 清实录3$B## A$% A$<!九月九日$

@ 米 B 万石 山东漕米 山西 清实录3$B## A$% A$<!九月九日$

# 米 @ 万石 江鄂漕米 山西 清实录3$B## A$" A$<!十一月十一日$

B 米 = 万石 直隶平粜余米 河南 清实录3$B#B A%" A""!一月二十一日$

> 米 B 万石 南方漕米 山西 清实录3$B#B A%= A""!二月十九日$

$% 米 B 万石 南方漕米 河南 清实录3$B#B A%= A""!二月十九日$

$$ 米 $% 万石 通仓 河南 清实录3$B#B A%= A"=!二月二十日$

$" 米 $" 万石 江苏漕米 直隶 清实录3$B#B A%; A";!三月二十二日$

$= 米 ; 万石 江北漕米 直隶 清实录3$B#B A%; A";!三月二十二日$

$; 米 " 万石 南漕末批米 河南 清实录3$B#B A%< A%@!四月五日$

$< 米 $" 万石 山东漕米 山西 清实录3$B#B A$% A$"!九月十七日$

#

!

清实录3$B#B A%= A"=!二月二十日$

&

!

清实录3$B#B A%" A$#!一月十六日$

-

!

清实录3$B## A$% A$%!九月四日$

.

!

清实录3$B## A$" A"%!十一月十六日$( $B#B A%= A%#!二月四日$

/

!

清实录3$B#B A$% A$"!九月十七日$

0

!

清实录3$B## A$" A"=!十一月十九日$" 涉及江苏( 安徽( 江西( 浙江( 湖南( 四川( 广东( 广西等省" 计银 <% 万两%

1

!

如江西指定 @ 万两" 仅拨出 = 万两!清实录3$B#B A%" A$>!一月十八日$$# 湖南指定 @ 万两" 仅拨出 $ 万两!清实录3$B#B A%" A"%

!一月十九日$$%

2

!

清实录3$B#B A$% A%=!九月八日$

!!例如此次旱灾 = 年间惟一一次试图动用通州仓

米的命令!编号 $$$" 因仓中无米而无法立即执行"

需等当年夏秋浙江漕粮抵达后方可划拨#

" 前后相

距近半年# 编号 <( @ 的 $@ 万石山东漕米" $% 月

下达命令" 至次年 " 月方起运&

# 而编号 #( >(

$%( $"( $= 等来自南方各省的漕米" 均为冬春季

下达命令" 待至当年秋季漕粮抵达天津之后再行

转运灾区" 完全失去了赈济的时效%

相比 $#;= A$#;; 年旱灾灾区紧邻运河" 运输

便捷" $B#@ A$B#B 年旱灾的重灾区!晋南( 豫西$

远离政治( 经济中心" 交通不便" 运道不畅% 特

别是山西灾区" 地处黄土高原" 有太行山与黄河

阻隔" 由直隶( 河南向其运粮历来十分艰难" 越

过太行山井陉等口的粮食输送线路" 运费可达粮

食价格的 $% 倍以上*$#+

" 这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清

政府本已十分有限的救灾活动%

山西获得的第一批截留漕米 ; 万石!编号 =$"

清政府指定来自当时已经运达的江南漕米 B 万余

石" 同时由河南获得剩余部分# 然而命令下达时"

河南应得的 ; 万余石漕米已然运京" 考虑到山西运

输艰难" 经办大臣将本应运往山西( 储备于天津

的 ; 万石漕米运往河南" 而再从下一年漕粮中补划

给山西-

% 这便意味着" 灾情最重的 $B## 年" 清

!!

政府没有向山西调运任何一批大宗赈粮%

此后" 尽管清政府竭力筹措赈粮" 但其面临

的运费问题始终难以解决% $B#B 年初山东截留的

漕米 B 万石水运至河南道口" 估算运至山西需运费

"% 余万两.

# 而到当年 $% 月筹办次年截留 $" 万石

山东漕米事宜时" 估计运费竟超过 $%% 万两/

# 连

同其他渠道购运的粮食" 都只能由清廷出面" 代

山西向各省借款充作运费0

" 各省不仅百般推阻"

且多不能足数1

# 以至旱灾即将结束的 $B#B 年 $%

月" 仍有大批赈粮积压在保定等处2

% 正是由于中

央政府粮食调度的不力" 使其在此次旱灾救济中

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灾区赈粮主要依赖地方政

府和民间的分散筹集和发放" 赈济规模和效率均

无法与 $#;= A$#;; 年旱灾期间清廷直接组织的赈

灾活动相比" 赈济形式也以最为经济的煮赈为主"

极少直接发放钱粮%

%$&"社会后果对比

$#;= A$#;; 年旱灾中" 尽管直隶东南( 山东

西北部的旱情一度十分严重" 但随着大力调度和

发放粮食" 失衡的粮食供需很快得以平衡" 随着

$#;; 年灾区秋粮的丰收" 旱灾的影响逐渐消除%

旱灾引发了一定规模的难民迁徙" 特别是向

北进入京师( 或是进一步越过长城进入丰收的热

!!!

;%$



!$ 期 萧凌波" 等) 华北 $#;= A$#;; 年与 $B#@ A$B#B 年旱灾中的政府粮食调度与社会后果对比

345

!

清实录3$#;= A%B A$<!六月二十六日$( $#;; A%" A"#!一月十五日$( $#;; A%= A%B!一月二十五日$

346

!

清实录3$#;; A%$ A$;!十一月三十日$

河( 盛京地区就食者甚多% 清政府为此放松了刚

刚于 $#;% 年收紧的封禁政策" $#;= 年秋季和 $#;;

年春季两次默许流民于喜峰口( 古北口( 山海关

等地出境345

" 并在京城加强了难民收养% 该年在京

越冬的难民 = %%% 余人346

" 出边者约数万" 相比以

百万计的灾民总数" 所占比例很小% 由于救济及

时" 灾区社会秩序十分稳定" 没有发生动乱事件%

而 $B#@ A$B#B 年旱灾在历史上以人口损失巨

大著称" 据估计华北 < 省旱灾期间人口减少约

" ">%万*$B+

% 除去死者" 还有相当一部分为向外迁

出" 由此出现了清代历史上空前的难民跨区迁徙

活动" 其中尤以向东北迁徙的规模为最% $B#@ 年

秋" 在奉天牛庄靠岸的灾民" 一天就达 B %%% 余

人" 估算整个旱灾期间仅山东省向东北输出难民

数量可达 =%% 万*$%+

% 清代的东北地区自康熙年间

长期处于封禁状态" 至 $B@% 年才有所放松*$> A"%+

%

$B#@ A$B#B 年大旱引发的&闯关东'浪潮" 大大加

速了封禁的解除" 根据东北清代政区沿革资料*"$+

统计" 灾中和灾后的短短 # 年!$B#@ A$BB" 年$间"

东北 = 省新建行政单位!厅( 州( 县$$; 处" 超过

之前封禁时期 $>% 年!$@#% A$B<% 年$的总和!$=

处$%

与难民迁徙的失控同步的" 是灾区社会秩序

的崩溃% 虽然没有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 但根据

对1清实录2的统计" 旱灾 = 年间" 华北 < 省有 <%

余处地点曾出现成股盗匪" 聚众至数百人( 上千

人的 B 起" 抢粮( 抗税等民变事件更成为普遍

现象%

&"讨论与结论

与 $#;= A$#;; 年旱灾相比" $B#@ A$B#B 年旱

灾中政府大宗赈灾粮食跨区调度能力的严重削弱"

直接导致了政府赈灾活动的捉襟见肘% 从本文研

究来看"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 主要可以归结为

以下几方面)

!$$仓储及漕运体系的衰落

清代京( 通仓!中央$( 常平仓!地方$( 社仓h

义仓!民间$的三级仓储制度" 以及由南向北的漕

运体系的正常运转" 是清政府保障粮食安全( 防

灾抗灾的基础% 当 $#;= A$#;; 年旱灾发生时" 仓

储与漕运制度已十分完善" 每年 ;%% 万石以上的运

京漕米" 使京( 通 " 仓贮米常年保持在近千万石"

其中通州仓在 $%% 万石以上*$@+

# 各省常平仓储额

保持在 = %%% 万石左右" 其中受灾的直隶( 山东(

河南 = 省储额均超过 "%% 万石*""+

" 可满足借贷(

平粜所需" 并承担部分赈粮发放% 旱灾中" 赈粮

来自通州仓储和截留漕粮计 $#=8# 万石" 占动用总

数!"=@8$ 万石$的 #=8@i# 直隶灾民无偿获得的

$"#8" 万石赈粮中" 通州仓米占近 "h=%

而到 $B#@ A$B#B 年旱灾发生时" 漕运已严重

衰落" 京通仓储随之大减" 晚清通州仓米经常不

到 $% 万石*$@+

" 以至无米可拨# 常平仓储全国合计

不过数百万石" 华北各省储备数万至数十万石不

等" 形同虚设# 政府粮食调度除了拨款买米" 只

能仰仗已严重不足额的漕粮%

!"$周边地区余粮输出的减少

境外采购余粮在 $#;= A$#;; 年旱灾中同样发

挥了重要作用% 直隶以北的承德地区!古北口外$

及东北盛京!辽宁$地区的农业此时已相当繁荣"

成为重要的余粮输出地% 此次旱灾期间" 第一批

拨出的通州仓米 $% 万石即为上年!$#;" 年$在古北

口外采办# 当年秋收后" 直隶拨款在口外再次买

米近 B 万石" 其中 < 万石左右用于抵充陵糈" 剩余

= 万石则直接赈灾!表 $$# 在奉天分两次采买粮食

$< 万石" 其单价连同运费不超过 $ 两h石*#+

% 在旱

灾未波及到的华北其他地区" 也向灾区提供了大

批余粮" 如 $#;; 年冬小麦丰收" 在直隶南部及豫

东( 鲁西各地采买新麦数十万石" 均价不超过 $8<

两h石!表 $$

*#+

% 长江流域各省采办的粮食数量亦

十分可观" 虽未动用" 也可见当时农业之盛( 余

粮之丰%

$B#@ A$B#B 年旱灾发生的 $> 世纪中后期" 由

于人口激增( 农业衰落" 各省人地矛盾均十分激

烈% 在华北各省几乎全境受灾的情况下" 周边地

区如热河此时已由余粮区转为缺粮区" 东北及长

江流域各省余粮供给能力亦大不如前" 这使得赈

粮来源渠道大为减少%

!=$重灾区交通通达性不佳

在 $#;= A$#;; 年旱灾中" 位于运河沿线地区

的直隶( 山东灾区获得了绝大多数清廷调拨发放

的赈粮" 而距运河较远的河南灾区" 则基本依靠

自身仓储及采买粮食来调度赈粮" 由此可见运河

在此次旱灾粮食调度中的突出地位% 分布在运河

航线上的大量漕船漕粮" 有力保障了粮食调拨(

发放的高效% 而在 $B#@ A$B#B 年旱灾中" 漕运的

衰落使运河对沿线华北各地的补给功能基本丧失"

大批赈粮需从陆路转运" 而山西( 河南重灾区地

形复杂" 交通不便" 极大地增加了运输成本" 降

低了调度效率%

<%$



灾!害!学 "# 卷

尽管在 $B#@ A$B#B 年旱灾中" 民间救助!义

赈$和来自国外的援助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由于

政府救灾强度和效率的低下" 灾害仍造成极其惨

重的社会后果# 对比 $#;= A$#;; 年旱灾中政府主

导下高效的粮食调度" 一正一反的两个案例生动

说明" 当极端自然灾害发生时" 来自政府的响应

是整个社会响应机制中不可替代的环节" 其采取

的救灾措施( 特别是对粮食安全的保障是否得力"

将对灾害的走向产生关键影响%

参考文献!

*$+!R1..ES6VKI:WWV6P^ RRVM̂6VT) RĤ9JTO" 9Q9̂T9TI6: 9:Q YP7:MV9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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