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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中国古代人口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一般情况下，气候温暖时期，人口数量增长，纬度较高的边
疆地区适合耕种，大批汉民迁至边疆地区开展农业生产; 气候寒冷时期，人口数量减少，少数民族南迁，掠夺粮食和土地; 为躲避战乱，中
原人口也大量南迁。气候变化可直接对人口产生影响，如人口被冻死或被迫迁移; 也可以通过导致农业减产、诱发战争、促进瘟疫的传
播等途径间接地对人口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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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Climate Change to Ancient Population of China over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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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to ancient population of China over history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general，during warm
climate，population goes up and lands at the high-latitude frontier become fit for farming，a good number of Han Chinese migrate there to re-
claim for farming; when climate becomes cold，facing lower population，the national minority moves southward，amid which，pillage and con-
flict often inevitably break out，resulting that a growing population living in the central plain of China also migrate southward． Therefore，cli-
mate change can exert direct influences on demography，such as human death and migration． Furthermore，in the consequence of agricultural
reduction，potential war and spread of plague，it can bring indirect influences on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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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的气候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经历冷暖干

湿的交替变化。已有研究表明，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如农业

丰欠、人口增减、民族迁徙、战争爆发、文明兴衰等的发生和

气候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1 －5］。王会昌研究指出，气候温暖

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与内地封建王朝和平共处; 气候寒冷时

期，游牧民族向南迁徙，掠夺粮食和土地，甚至爆发战争［3］。
王铮研究指出，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人口的增减、经济重心

的移动、政治疆域的变化均会产生重大影响［20］。王俊荆对

气候变化与我国古代战争史之间的关系分析指出，绝大多数

的战争都发生在冷期内，寒冷的气候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

应，给封建社会的中国带来了饥荒、动乱和战争，导致人口的

缩减和迁移流动［6］。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历史

时期的中国人口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该文将对历史时期

气候变化对中国古代人口的影响进行分析，以期为现今人们

深刻地认识气候变化的影响提供历史借鉴。
1 秦汉以来人口变化特征

竺可桢先生“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

发表，极大地推动了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研究。近年来，在

对过去 2 000 年气候信息重建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7 －10］。
葛全胜等根据文献资料重建的我国东部冬半年平均温度变

化状况表明［9］，我国自秦汉以来共经历了 4 个暖期和 3 个冷

期: 即秦汉暖期( 暖期 I，0’s ～ 200’s) ; 魏晋南北朝冷期( 冷

期 I，210’s ～ 560’s) ; 隋唐暖期( 暖期 II，570’s ～ 770’s) ; 唐

后期至五代冷期( 冷期 II，780’s ～ 920’s) ; 宋元暖期( 暖期

III，930’s ～ 1310’s) ; 明清冷期( 冷期 III，1320’s ～ 1910’s) ;

20 世纪暖期( 暖期 IV，1920’s 以后) ; 此外，在每个冷、暖期

中也存在着次一级的冷暖波动。
1． 1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气候比较温暖，冬半年平均气温

较今约高 0． 3 ℃，其中，西汉初年( 前 210 ～ 前 180 年) ，冬半

年平均气温较今约高 1． 2 ℃。据史料记载，秦、西汉时，竹子

在黄河流域广泛分布，比现在分布要偏北 2 －3 个纬度［11］，可

见当时气候的温暖。秦汉时期，气候温暖，国家统一、强盛，

社会相对安定，这些都为人口的增长创造了条件，秦朝人口

达到 2 000 万。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平帝元始二年( 公

元 2) ，西汉总人口达到 5 900 多万，史称汉之极盛。东汉人

口最多时，在 6 500 万以上［12］。气候温暖，有利于纬度较高

的北方边疆地区发展农业生产，秦汉时期，政府多次移民到

边疆地区，如秦始皇三十六年( 公元前 211) ，徙三万户去北

河( 今河套地区) 、榆中( 今内蒙伊克昭盟东部地区) ，从事农

业生产，开发边疆。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迁移 70 余

万人至陇西、北地、西河、上郡等地垦种［1］。
1． 2 魏晋南北朝时期 秦汉暖期之后，中国进入了魏晋南

北朝冷期，这一寒冷时期持续了将近 400 年。当时我国中东

部地区冬半年平均气温比现代要低 0． 4 ℃以上。这一时期

气候的寒冷在史书里面也有记载，如北魏著名农学家贾思勰

的农书《齐民要术》中记载的华北地区物候现象和农作物生

长时间均比现在晚 15 ～ 28 d。我国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少数

民族以游牧、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寒冷的气候对于游牧民

族来说，无疑是一种致命的打击，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纷纷

大规模南下掠夺粮食和土地，导致战争的爆发。在三国鼎立

的几十年时间里，就发生了 71 次战争。气候寒冷，农业歉

收、战争频发，国家分裂，社会动乱，这些条件均不利于人口

的增长。据史料记载，三国末年，三国统治区内的汉族人口

有 1 700 多万，惠帝永康元年( 300) ，西晋统治区人口数量达

到高峰，约 3 004 万，南北朝末期，南北方人口合计约 4 130
万，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处在中国人口发展历史的低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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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12］。这一时期，大量少数民族人口南迁，其中匈奴迁到内

地约 70 万［13］。西晋时期，关中地区的人口中，有一半是氐族

和羌族。此外，为了躲避战乱，大量汉族人口南迁，西晋末年

以来，先后迁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就有 70 多万人。在四、五
世纪之交，全国七分之一的人口由黄河中下游迁往江南［14］。
1． 3 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气候比较温暖，我国中东部地区

冬半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要高 0． 2 ℃以上，尤其是在 691 ～ 720
年，气温比今天高 0． 5 ℃。隋唐时期，国力强盛，突厥、回纥

等游牧民族遁居塞外，北方边疆地区相对安宁。此外，这一

时期，气候温暖，国家统一、社会相对安定，农业大发展，中原

王朝出现了如“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等繁盛局面，这些

因素均促进了人口的快速增长。隋大业五年( 609) ，人口达

到高峰，隋朝统治区内人口约 5 032 万。玄宗天宝末年，唐朝

人口达到极盛，约 7 695 万［12］。温暖的气候环境使得高纬度

的北方边疆地区适合发展农业生产，隋唐时期，大批汉民迁

至边疆地区开垦农耕，河西走廊地区的绿洲农业得到大规模

开发; 宁夏北部引黄灌区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甘肃的某些

地区，如宁县、庆阳一带甚至出现小麦丰收，“无处可卖”的

现象［15］。
1． 4 唐后期至五代时期 唐朝中期以后，气候开始变冷，并

持续至五代时期，当时我国中东部地区冬半年平均气温比今

天要低 0． 5 ℃左右。寒冷的气候又一次引发了人口的大迁

移，北方少数民族大举南下。公元 9 世纪初，陇东至陕北一

带被吐蕃和党项族所占据［1］，宁夏固原至天水一线以西也被

内迁吐蕃人占领，而在今山西应县、河北阳原、蔚县一带成为

内迁的吐谷浑、党项、沙陀等游牧民族的居住地［16］。五代十

国时期，北方人口为了躲避战乱，大量南迁到闽粤湖川［17］。
五代末年，北方人口约1 160 万，南方为1 728 万，南北合计约

2 828 万［12］。这是继魏晋南北朝冷期之后，中国再次进入人

口发展历史的低谷之中［12］。同时不难看出，中国人口发展

的格局，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就是南方人口超过了北

方。这是因为在东汉末年、魏晋南北朝时期、唐后期至五代

时期，战乱主要发生在北方，人口损失最严重的也是北方，大

量人口为了躲避战乱而迁到南方，南迁的人口不仅为南方的

开发提供了劳动力，还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促进

了南方经济的开发，此外，南方战乱少，社会比较稳定，这些

都为南方人口的增长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1． 5 宋元时期 北宋至元中叶，气候温暖，这一时期我国中

东部地区冬半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要高 0． 2 ℃ 左右，其中，

1201 ～1290 年，气候更为温暖，较今约高 0． 6 ℃。宋元时期，

尽管宋金、宋元的多次战争造成了巨大的人口耗损，但温暖

的气候环境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徽宗大观四年

( 1110 年) ，北宋人口达到 9 346 万，南宋人口最多时期为

11 017 万，不管是北宋还是南宋，南方人口均多于北方［12］。
宋元时期，在温暖的气候条件下，大批农业人口向北迁移，发

展农业生产。据何凡能等人研究，宋元暖期中，我国北方农

业种植区可延伸至今宁夏同心以北、内蒙口温脑儿一带［18］。
1． 6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气候寒冷，当时我国中东部地区

冬半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要低 0． 4 ℃ 上下，其中 1861 ～ 1890
年，气候更为寒冷，冬半年平均气温较今约低 0． 7 ℃。明清

时期，农业生产技术得到大的改进，此外，耐寒、耐旱农作物

品种( 如玉米、马铃薯等) 的引进与推广，提高了粮食总产量，

这使得明清虽然处于寒冷时期，但农业生产并没有受到太大

的损失。此外，明清时期，国家统一、强盛，社会相对安定，封

建经济的发展达到高峰，这些均有利于人口的增长。嘉靖末

年，人口达到 16 630 万。清朝人口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据

《咸丰东华录》记载，咸丰元年( 1851 年) ，我国人口约 43 216
万［12］。明清时期，寒冷的气候引发了人口的迁移，长城以北

的农耕经济难以为继，在今内蒙古东南部设置的开平卫、全
宁卫等卫所被迫迁到长城以内［19］。明朝末年，气候的寒冷

再加上连续的干旱，造成灾荒不断，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清军

南下入关，建立了清朝，大量满族人口迁入内地［6］。明末和

清初，为了躲避战乱，中原人口大批南迁，部分人口甚至迁往

台湾、云、贵地区［17］。
2 气候变化对人口的直接影响

我国历史上不乏气候寒冷导致人口冻死或引发人口迁

移的事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萧梁武帝天监十四年( 公元

515 年) ，“是冬又寒甚，淮、泗尽冻”，正在修筑淮水堰的军民

“死者十七八”［20］。1453 年冬天，山东、河南、浙江、直隶淮、
徐大雪数尺，淮东之海冰四十余里，人畜冻死万计”［21］。气

候变化有时也会引发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如《资治通鉴》记述

魏都南迁时说:“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将迁

洛阳”，南迁时，大批人口跟着迁往洛阳。
3 气候变化对人口的间接影响

3． 1 对农业的影响

3． 1． 1 气候变化对农业区边界变化的影响。农业严重依赖

于气候条件，根据各地气候条件的差异，必然会形成不同的

农业区域。如我国南方地区，水分和热量充足，雨热同期，适

合种植水稻，而我国北方地区水分和热量条件都比较缺乏，

适合种植小麦。已有研究表明，我国今天的各主要农业区

域，大约形成于 18 世纪，在此之前则有多次变动［22］。一地的

农业区域会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根据倪根金的研究，对

于中国而言，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某地年平均温

度降低 1 度，就相当于把这个地区向高纬度推移了 200 ～ 300
km［23］。张家诚指出，在年雨量增加 100 mm 时，我国东部农

业区将会向西北方向扩展 100 km 左右; 如果年雨量减少 100
mm，则农业区又会向东南方向退缩 100 km 以上，在山西和

河北西部则为 500 km［24］。在我国华北地区，气候变化对农

业的影响尤为突出，这个地区大致处于北纬 35° ～ 40°之间，

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对气候变化的反应也特别敏感。而在历

史时期，华北一直是我国的人口稠密地区，气候的变化往往

会对人口数量的增减和人口流动产生显著的影响。气候变

冷变干，会导致部分原有农业区不适合发展种植业，使得大

量耕地被迫放弃或弃农就牧，农业区范围缩小，粮食总产量

下降，大批人口的生存受到威胁; 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寒

冷，北方农业大幅度向南退缩，牧业甚至扩张到华北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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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束皙传》中记载，“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

猪、牛、马，牧布其境内［25］。气候变暖变湿则会使农业区范

围扩大。如秦汉是一个气候相对温暖的时期，农业种植北界

向北推进至河套以北地区，农业区范围扩大，可以生产出更

多的粮食，有利于人口的增长。
3． 1． 2 气候变化对作物兴废与耕作制度的影响。在我国，水

稻在种植规模与耕作制度方面受气候影响较大。北方地区，

水源条件较为缺乏，历史时期水稻的种植规模出现盈缩的变

化; 南方地区，随着温度条件变化，耕作制度也会随着气候的

冷暖波动发生相应的变化。
( 1) 北方水稻种植的兴废。秦汉时期，气候温暖，水稻在

种植规模上比先秦时期有了较大的突破。建元三年( 公元前

138) ，汉武帝在长安周围狩猎时，《汉书 东方朔传》中载有:

“驰鹜禾稼稻粳之地。”可见，在北方地区，当时水稻种植已相

当普遍［26］。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寒冷，水稻种植区域缩

小，日趋衰落。
( 2) 南方稻作制度的变迁。双季稻是指一年中种植和收

获两季水稻的一种稻作制度。历史时期，随着气候的冷暖波

动，我国单季稻和双季稻的种植地区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据

张养才研究，历史时期气候冷暖的波动，可引起单季稻、双季

稻种植区域南北变动约两个纬距［27］。隋唐暖期，南方地区

出现了轮作复种的一年二熟制。《太平御览》引《新唐书》
曰: 扬州有“橹生稻二百五十顷，再熟稻一千八百顷，其粒与

常稻无异。”说明扬州地区当时已种植双季稻。
唐后期至五代时期，气候转冷，生长期缩短，除个别地方

偶有“稻再熟”的记载外，南方大部分地区已无双季稻种植。
南宋时期，我国气候再度转暖，南方地区不仅广泛普及了一

年二熟制，而且还出现了轮作复种的一年三熟制［28］。
3． 1． 3 气候变化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年平均温度升高( 降低) 1 ℃或降水量增加( 减少)

100 mm，我国粮食单位产量将分别有10%的增产( 减产) ［24］。
可见，气候环境与农作物产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据何凡

能等人对北方小麦单位产量的研究，除明清外，气候寒冷时

期，我国北方粮食单位产量呈下降趋势，如魏晋冷期的单位

产量比秦汉暖期下降了 1． 5%，南北朝冷期的单位产量在魏

晋的基础上又下降了 13． 3% ; 而气候温暖时期，粮食单位产

量则呈上升趋势，如两汉暖期的单位产量比前一朝代提高了

9． 7%，隋唐暖期时的单位产量比北朝上升了 10． 3%，元朝单

位产量比宋时则提高了近 40% 。随着气候的冷暖波动，我

国北方粮食单位产量也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反映了历史时期

气候变化对我国古代北方粮食产量的重要影响。明清冷期

时我国北方粮食单位产量继续继续上升，这可能与农业生产

技术的提高和粮食新品种的引进有关。
根据郑斯中［29］和王铮［30］等人的研究，在历史时期，就中

国而言，一般情况下，寒冷期与干旱期是一致的，而气候温暖

期往往同时也是气候湿润期。这就导致气候恶化期和适宜

期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对人口产生更加显著的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般情况下在气候温暖时期，农业

种植区域向北扩展，农作物生长期增长，熟制增加，粮食单位

产量提高; 气候寒冷时期则恰恰相反，农业种植区域缩小，农

作物生长期缩短，熟制减少，粮食单位产量下降。可以看出，

暖期利于农业发展，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有利于人口的增

长; 冷期则相反。在“民以食为天”的古代社会，一年中粮食

总产量哪怕只有 10% 以上的减少，就会引起大量人口的死

亡［5］。
3． 2 气候变化对战争的影响 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大

多居住在中纬度的干旱、半干旱地区，逐水草而居，以游牧、
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和生活资料来源，那里生态环境脆弱，

气温和降水的变化会严重地影响到牧草的产量和质量，从而

造成畜牧业比农业对气候具有更大的依赖性。气候变冷或

变干对于北方少数民族来说，无疑是一种致命的打击，他们

大肆南下掠夺粮食和土地，导致战争的爆发，同时，中原王朝

也会受到寒冷气候的冲击，农业歉收，经济凋敝，国力衰退，

难以与北方游牧民族相抗衡。此时，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

己的统治，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广大劳动人民不堪重负，纷纷

起义，中原封建王朝内忧外患，往往导致国家分裂，社会动

乱，大量人口在战争中丧生。
魏晋南北朝冷期中，战争频发，造成了巨大的人口伤亡。

已有研究表明，公元 156 年全国人口约 5 007 万，经过多年战

争，到公元 208 年赤壁大战后，中国人口下降到 140 万，公元

221 年人口只剩下 90 万［30］。五代十国冷期中，公元 907 －
959 年间，军阀混战，政权更迭频繁，年均战争次数达到了

1. 404 次。王俊荆等对气候变化与我国古代战争史之间的关

系研究后发现，绝大多数的战争都发生在冷期内; 张典等人

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历史时期的战争与气候变化之间联系

密切。战争会造成巨大的人口伤亡，同时为了躲避战乱，多

次出现人口的大规模南迁现象，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少

数民族人口南迁，西晋时的关中地区户口百万，其中有一半

是氐族和羌族［13］。同时为了躲避战乱，大量汉族人口也南

迁，西晋末年以来，先后迁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就有 70 多

万人［14］。
3． 3 气候变化对瘟疫流行的影响 历史时期，霍乱、天花、
鼠疫、黑死病等是比较常见的瘟疫，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

亡。据《续汉书·五行志) 记载，建安二十二年( 公元 217 年)

大疫，死人很多。大诗人曹植称“家家有死人，室室闻哭声，

或一门略尽，或举族皆亡”。此词描述的便是遭大疫危害后

的情形。仇立慧等人对我国古代黄河中游瘟疫的发生与气

候变化的关系研究发现，气候温暖时期，疫情共发生了 39
次，占 27． 9% ; 气候寒冷时期，共发生了 101 次，占 72． 1% ; 明

清时期，瘟疫发生了 93 次，占到了 66． 4%。她进一步指出，

瘟疫的发生与气候变化的关系非常明显，气候寒冷时期和旱

涝灾害多发时期瘟疫发生频率较高［31］。
布罗代尔研究指出，在古代社会，人们居住相对隔绝，交

往联系不多，各地居民对不同的病原体各有其适应性和抵抗

力。一旦相互接触和感染，便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32］。
历史时期游牧民族的多次大规模南下带来的瘟疫对内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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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骤减产生了重大影响。据麦克内尔、费克光、曹树基等

人的研究，在元初、元明之际和明清之际 3 个时期，随着游牧

民族的南下，多种传染病传到内地，对中国人口的锐减产生

了极大的影响。典型的事例如 1232 年，蒙古军队攻下了金

朝首都开封城，在之后的两个多月中，蒙古人带来的鼠疫在

开封城内肆虐，开封居民死亡多达 100 万以上。而游牧民族

的南迁大多发生在气候寒冷期，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我国古

代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的瘟疫的产生，往往也是气候变化的间

接结果。
4 结论

通过对秦汉以来气候变化对我国古代人口的影响分析，

可以看出，历史时期气候冷暖波动给我国古代人口的数量和

人口的迁移流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气候温暖

时期往往是人口大发展时期，纬度较高的边疆地区适合耕

种，大批汉民迁至边疆地区开展农业生产; 气候寒冷时期则

一般是人口减少，少数民族南下，掠夺粮食和土地，为了躲避

战乱，中原人口也大量南迁。气候变化可直接对人口产生影

响，如大量人口被冻死或被迫迁移，也可以通过导致农业减

产、诱发战争、促进瘟疫的传播等途径间接地对人口产生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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