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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依据物候
、

动物分布
、

抱粉
、

雪线和海平面等相关资料
,

对隋唐时期气候冷暖特

征进行了深人研究
,

重新肯定了竺可祯关于中国近 5 000 年来气候变迁研究的基本结论
,

并对

隋唐温暖期的起讫时代作了修正
。

在此基础上
,

对这一时期气候波动状况也作了相应探讨
。

结果表明
,

隋唐时期气候冷暖特征是以温暖为主
,

如与现代气候相 比较
,

则当时年平均温度高

1 ℃左右
,

气候带的纬度北移 1
“

左右
。

包括南北朝晚期
、

五代
、

北宋中前期在 内的隋唐温暖期

(55 0一 10 5 0 年 )存在由温暖一寒冷一温暖的气候波动
,

其中的寒冷期持续时间约为 150 年左

右 (50 0 一 ? 5 0 年 )
,

第 l 个温暖期 (5 50一 800 年 )和第 2 个温暖期 (9 5 0一 10 5 0 年 )则分别为 2 5 0

年和 100 年左右
。

这一现象反映了在持续时间约 500 年的隋唐温暖期中有渐趋寒冷的趋势
,

而这正 与中国近 5 000 年来气候总体上由暖转寒的趋势相吻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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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学术界对历史时期气候变迁问题的普遍 关注
,

是从本世纪 70 年代初竺可祯发表
。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

1[] 一文后肇始的
。

在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名

论文中
,

竺可祯应用考古材料
、

物候资料和方志文献首次勾勒 了中国近 5 0 00 年来气候变

迁的基本状况
,

提出了中国气候变迁的四暖四寒模式
,

其研究成果 已为气候学界和历史地

理学界广泛采用 2[, ’ ]
。

不过近些年来
,

由于新资料的发现 以及分析研究方法的改善
,

有不少

学者对竺可祯提出的中国近 5 000 年来气候变迁的四暖四寒模式提出了疑 间
,

相应发表了

多种修正方案 14,
5」

。

最为引人注意的是
,

还有学者对学术界普遍认 同的隋唐温暖期也产生

了异议
,

认为
“

这个温暖期的结论尚值得进一步加以讨论
”
6[]

。

这一新论点不仅已被有些学

术专著 5[] 所采用
,

而且还被称作是近 10 年来历史 自然地理研究 的新进展之一 7[]
。

隋唐时期

是 中国近 5 000 年来气候变迁的重要 阶段
,

对这一时期气候冷暖特征的论证
,

直接关系着

中国近 5 00 0年气候变迁模式 的复原 以及今后气候变迁趋势的预测
,

因而有必要作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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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研究
。

2 隋唐时期气候冷暖特征

.2 1 物候证据

在文献 【11 中
,

竺可祯将 中国近 5 0 0 0年来的气候变迁划分为 4 个温暖期和 4 个寒冷

期
,

其中第 3 个 温暖期 为 600 一 10 0 0 年
。

这个温 暖期一般称为 隋唐温暖期 12, 8 ]
,

也有学者

称之为小高温期 9[] 或普兰店温暖期 [ ’ 。 ]
。

竺可祯的依据是唐都长安在 65 0 年
、

669 年和 6 78

年出现的无雪无冰的 暖冬
,

以及这一地区当时梅树
、

柑橘的生长情况
。

唐时长安皇宫和

南郊 曲江池都 种有梅树
,

玄宗妃 江采 苹因其所居遍种梅树而获
“

梅妃
”

之称
’ ) ,

曲江 池的

梅花也为这一名胜游览 区大增异彩
”

。

另外
,

当时扶风县界也可见梅花
3) ,

可证当时梅树

在关 中比较普 遍
。

至于柑橘
,

有资料 记载 说唐 玄宗天 宝十年 ( 7 51 年 )
4 )和 唐武 宗 时期

( 8 4 1一 8 4 6 年 ) ’ )长安宫中橘树都 曾结出味道鲜美 的果实
。

梅树只能抵抗 一 14 ℃ 的最低

温度
,

柑橘只 能抵抗 一 8℃ 的寒冷
,

而 现在 西安地区每年的绝对低温几乎都在 一 8℃ 以

下
,

在 19 3 1一 1 9 5 0 年期 间还有 3 年 ( 1 9 3 6 年
、

1 9 4 7年和 19 4 8 年 )降到 一 14℃ 以下
,

所以现

在西安难见可正 常结实 的柑橘
,

梅树也生长不好
。

龚高法等根据历史文献中有关亚热带

植物如柑橘
、

竹子
、

梅树的种植界 限和生长状况以及某些水生动植物的资料研究了亚热

带北界的位置及其推移情况
,

也证实了隋唐温暖时期的客观存在 8[]
。

.2 2 动物分布资料

隋唐 时期 比较温暖
,

这在动物分布方面也有反 映
。

鉴于植物 (包括人工栽培作物 )的

变异能力以及其受人为环境 因素干扰明显 的事实
,

近些年来学者们似乎对研究野象 (亚

洲象 )等某 些珍稀动物 的分布变 迁所 反映的气候变迁规律 更为着力
。

有 系统的资料表

明
,

从南北朝后期至北宋初年野象在淮北
、

江北诸地频繁活动 1[ ’ 〕
,

文焕然据此认为
: “

从近

八千年来气候变迁看
,

此时期为 隋唐暖期
,

野象分布的最北地 区主要属于北亚热带
,

气候

带向北 移动
,

这与野象的北返相 吻合
”
l[ ` ]

。

这一论点已 为众多学 者 8[,
’ 2]所接 受

,

并为更深

一步 的研究工作 [’ “ ]所证实
。

.2 3 抱粉证据

段万调等根据辽宁南部第 3 个花粉带
、

燕山南麓泥炭第 3 个抱粉带
、

南 昌洗湖泥炭第

3 个抱粉带
、

黑龙江省 三江平原第 3 个袍粉带
、

京津平原钻孔 中最上部的抱粉组合等相 关

资料
,

研究了最近 3 0 00 年的气候变迁
,

认为
“

上述各地的植被类型与现在当地的天然植被

相似
,

或植被带稍偏南
。

当时年平均气温大致地 与现在相仿或稍高
,

我们称它为普兰店温

l) 曹 邺
. “

梅妃传
” .

见
:

陶宗仪
.

《说邪 》 ,

卷三 十八

2) 元 植
. “

和乐天秋题曲江
” .

见
:

曹 寅
.

《全唐诗 》
,

卷四百零一

3) 李商隐
. “

十一月 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
” .

见
:

曹 寅
.

《全唐诗》 ,

卷五百三十九

4) 段成式
. “

广动植之三
·

木篇
” .

见
: 《酉阳杂姐》

,

卷十八

5) 李德裕
. “

瑞橘赋
·

序
” .

见
:

董 浩
.

《全唐文》
,

卷六百九十七



1期 吴宏岐等
:

隋唐时期气候冷暖特征与气候波动 33

暖期
,

包括公元 600 一 1000 年和公元 12 0 0一 130 0 年 的温暖期和其间的寒冷期
”
l[ 。 }

。

另外
,

在西藏东南部易贡附近的若果冰川
,

最新冰期的冰硫下为古代山地黄棕壤型土
,

植被类型

为针阔叶混交林
, ’ 4

C 年龄为 1 S OO a B
.

P
.

前后
。

这表 明在此之前曾有一段时期较温暖
,

不久

出现大规模冰进
,

从而温度急速下降
,

进人一个寒冷时期 14[]
。

.2 4 雪线和海平面证据

于希贤曾细致研究了云南大理点苍 山积雪的变化与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关系
。

据写于

86 2 年前后 的《蛮书》记载
,

点苍山仅
“

冬中有时堕雪
” ” ,

说明当时云南地区气候温暖
。

这与 9

世纪前后我国北方温暖
,

梅花
、

柑橘都能种植于长安并能结实
,

在时间上大致相吻合
。

另外
,

在 日本
,

9 世纪是樱花平均开花 日最早的一个世纪
,

冰岛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雪线上升得很

高 [ ,’ ]
。

杨怀仁等研究 了 2 0 0 0年以来的气候波动与海平面升降的关系
,

认为近 2 000 年来海

平面的变化大致以 11 世纪为界可划分为两个时期
:
11 世纪之前为相对高海面时期

,

之后

转入相对低海面时期
,

其间各有过数次海平面升降
。

海平面上升的峰值年代约在 4世纪
、

9

世纪和 16 世纪
,

下降的峰值年代约为 6 世纪
、

12 世纪和 18 世纪
。 “

在小高温期 (公元八一

十世纪 )中
,

海面 曾明显上 升
,

从而在太湖流域造成三江倒灌
,

湖面扩大
,

在上海地 区海水

人侵约 15 公里
,

海面上升幅度约在 1
.

5 米左右
。 ”

l9]

.2 5 年平均温度和气候带情况

上述证据表明
,

隋唐时期气候的冷暖特征总体上讲 比较温暖
,

这是毫无疑义的
。

不

过隋唐时期的气候究竟温暖到何种程度
,

尚需与现代气候进行比较
,

才能清楚地反映出

来
。

竺可祯通过对中国近 5 000 年来气候变迁的研究
,

曾得出如下结论
:

l) 在近 5 000 年中的

最初 2 00 0年
,

即从仰韶文化到安 阳殷墟
,

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 2℃左右
。

1

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 3一 5℃
。

其间上下波动
,

目前限于材料无法探讨
。

2) 在那以后
,

有一系

列的上下摆动
,

其最低温度在公元前 1000 年
、

公元 400 年
、

1 200 年和 1700 年
,

摆动范围为

1一 2℃
。

3) 在每一个 400 一 800 年的时间里
,

可以分出 50 一 1 0 0 a 为周期的小循环
,

温度范围

是 0
.

5一 1℃
。

4) 上述循环中
,

任何最冷的时期
,

似乎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
,

寒冷波动

向西传布到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
。

同时也有从北 向南的趋势川
。

在竺可祯上述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
,

另有学者对隋唐时期年平均温度和气候带情况作了相应探讨
。

杨怀仁
、

谢志仁

依据大量历史和方志资料 以及近年来有关单位所作 的年轮学分析
,

认为近 2 000 年来
,

我国

最主要的冷期出现在 17 一 19 世纪
,

相 当于北半球新冰期第 4 期
,

一般称为
“

小冰期
” ,

当时年

平均温度较今低 2一 4℃
。

此外
,

在 13 世纪及 5一 6 世纪也曾出现过冷锋
。

2 0 0 0年来最主要

的暖期出现在 8一 10 世纪
,

当时年平均温度较今高 l℃左右
.

这一暖期实际是新冰期第 3 期

与第 4 期之间的暖期
,

也称为小高温期9[]
。

另外
,

段万调等依据
“

普兰店温暖期
”

植被带分布

情况
,

推测 当时年平均温度大致与现在相仿或稍高 l0[]
。

龚高法等则依据梅树分布于黄河中

l) 樊 绰
. “

山川江源
” .

见
: 《蛮书》

,

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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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地 区
、

长江 中下游地区柑橘基本无冻害
、

春季物候期较今早 10 一 巧 天等物候证据
,

认为

隋唐温暖时期亚热带北界位置与现在相比
“

北移 1个多纬度
”
8[]

。

综合上述研究成果来看
,

我

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
:

如与现代气候的情况相 比较
,

则隋唐时期年平均温度高 1℃左右
,

气

候带的纬度北移 1
“

左右
。

3 隋唐温暖期的起讫时代与其间的气候波动

.3 1 隋唐温暖期的起讫时代

在竺可祯建立的近 5 000 年来气候变迁模式中
,

第 3个温暖期 为 6 00 一 1000 年
,

持续时

间 4 0 0 年
。

6 00 年是 隋开皇二十年
,

10 0 0 年是北宋咸平三年
,

其间跨有 隋
、

唐
、

五代和宋初
,

但主要为隋
、

唐两代
,

故一般称为隋唐温暖期
。

应该指 出
,

在竺可祯的模式 中
,

由于只是粗

线条的研究
,

又 以百年尺度 为划分依据
,

故而并不十分精确
,

近几年 已有学者对隋唐温暖

期的结束时间提 出了另外的论证
。

文焕然
、

徐俊传在
“

距今约 8 0 00 一2 5 00 年前长江
、

黄河

中下游气候冷暖变迁初探
”
4[] 一文 中

,

认为 中国近 8 000 年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的总趋势大

致包括以下 4 个阶段
: l )约 8 0 0 0一 2 5 0Oa B

.

P
.

为温暖时代
; 2 )约 2 5 0O a B

.

P一 10 5 0 年

为相对温 暖时代
; 3) 约 10 50 一 14 50 年为相 对寒冷 时代

; 4) 约 145 0 年至现在为寒冷时代
。

上 述 模 式 中 的温 暖 时代很明显 是 包括 传统所 说的 隋唐温 暖期 在 内 的
。

当然 也有 学

者 5[] 对隋唐温暖期持否定态度
,

而将隋唐时期一并划人
“

魏晋至五代寒冷期
”

中
。

为何要将

相对温暖时代 由竺可祯确定的 1 0 0 0 年向后延至 10 50 年
,

文焕然
、

文榕生从梅树
、

荔枝
、

桃

榔
、

野犀
、

野象的分布变迁以及 《宋史
·

五行志》中所记载的北宋寒冷情况等方面进行了论

证
,

认为
“

n 世纪初气候尚暖
,

而 11 世纪末气候已冷
,

气候由暖转冷应在 11 世纪中期
,

而

公元 105 0 年前后确实显示 出气候的重大变化
。 ”

1[ 6〕

经过对史料的深人研究
,

我们认为隋唐温 暖期的上限也不应在 600 年前后
,

而在 55 0

年前后
,

理 由如下
:

( l) 殷商时期野象最北的分布区在黄河流域
,

但秦汉 以来气候转寒
,

野象分布区向南

退缩
,

黄河流域 已不再有 关于象的记载
。

可是到了东魏孝静帝天平 四年 ( 537 年 )八月
,

南

充杨郡 (今安徽杨山县— 笔者 注 )却发现了巨象
’ ) 。 另外

,

南朝梁承圣元年 ( 55 2 年 )十二

月
,

淮南有野象数百
, “

坏人室庐
” 2 )

。

有 关研究者认为
: “

这样的巨象显然并非 当地土产
” ,

“

象的北来正可说明淮北气候 已渐转暖
,

故 自然流窜至此
。 ”

l[ 2]

( 2) 从寒冷事件角度分析
,

有研究证实
,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寒冷过程
“

大约延续到六世

纪二十年代
”
l5]

。

结合上述野象北返的趋势及时间来看
,

可以 认为大约在 6 世纪 中期
,

即

5 5 0 年前后
,

中国气候确已 由寒冷转向温暖
。

上述论证说明
,

所谓 的隋唐温暖期应从南北朝后期算起
,

至北宋中期基本结束
,

持续

时间约 5 0 0 年左右 (5 50 一 105 0 年 )
,

比竺可祯所界定的时间要长一个世纪左右
。

l) 魏 收
. “

灵征志
”

下
.

见
: 《魏书》

,

卷一百一十二下

2) 李延寿
. “

梁本纪
”

下
.

见
: 《南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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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隋唐温暖期中的气候波动

持续 时间约 50 0年左右 的隋唐温暖期并非一直温 暖
,

而是存在明显的气 候波动
,

竺

可祯对此未 曾进行深人研究
,

但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显示
,

在隋唐温 暖期 中
,

是有 一个相

对寒冷期 的
。

有 学者 1[ 7〕认为
, “

隋至初唐
,

我国气候仍然寒冷
,

是第二个寒冷期 的末尾
” ,

“

中唐 以 后气温有 所 回暖
” 。

这种 观点
,

缺 乏对相 关史料 的认真分析
,

是 不合历史 实际

的
。

在对唐代气候进行综合研究之后
,

满志敏认为
,

以百年尺度而论
,

有唐一代 3 00 多年

中
,

气候冷暖可划分为两期
,

其中以 8 世纪 中叶为转折点
, “

前期 1 50 年气候冷暖的总体

特征 与现代相 近
” ,

而 后期
“

气候带要 比现代南退一个纬度
。 ”

6[] 应该指出
,

满志敏 认为唐

代气候可分为两期
,

这是完全正确的
,

但 由暖转寒 的具体时间还需要更深人探讨
。

满志

敏 曾详尽统计了《全唐诗》 中宫廷 咏梅诗和 咏寒诗在卷数 中的分布
,

结论是有 关梅花 的

诗句 主要在唐玄宗 以前
,

此后虽然也有
,

但 已很少出现
。

相反
,

在唐玄宗 以后
,

咏寒的诗

篇却 连续不断地出现 6[]
。

这样 的统计和分析
,

显然忽略了安史之乱以后 国破家亡的政治

局面对唐代诗人心境 及诗风的影响
,

因而不能据之 认为 8 世纪 中期就是唐代气候由暖

转寒的分界点
。

笔者在研究 了唐贞元 十三年 ( 797 年 )前后唐都长安驯犀多次冻死的有

关史料后
,

认 为大约在 8世 纪末 叶或 9世纪初
,

即 80 0 年前后
,

唐代气候才有 了明显转寒

的迹象 [” ]
。

这一结论
,

与有关学者对河南省隋唐时期气候寒暖的研究成果互 为印证 I’ 8]
,

基本上是可信的
。

自 800 年前后开始的寒冷气候
,

大约在五代后期结束
。

从唐后期至五代霜雪极端 日期

与黄淮海平原沿海海冰现象的资料 51[ 中不难发现
,

大约在 95 0 年前后
,

从 800 年前后开始

的寒冷期基本结束
,

持续时间约一个半世纪左右
。

如果将这一寒冷期放在整个隋唐温暖

期中考察
,

只能视为其 间的一个气候波动而 已
。

从这一寒冷期中霜雪极端 日期与现代记

录的比较中可 以看出
,

8 0 0一 950 年间的气候冷暖特征总体上与现代近似或稍偏寒冷
。

这

样
,

以 800 年和 9 50 年为界线
,

整个隋唐温暖期的气候可分作 3 期
: 5 50 一 800 年为第 1个温

暖期
,

持续时间约 2 50 年
; 9 50 一 10 50 年为第 2个温暖期

,

持续时间约 100 年
; 以上两个温暖

期之间为相对寒冷期
,

持续时间约 150 年左右
。

4 结论

通过对隋唐时期气候冷暖特征的进一步研究和隋唐温暖期气候波动的深人分析
,

我

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

( l) 物候
、

动物分布
、

抱粉
、

雪线和海平面等相关资料显示
,

隋唐时期气候的冷暖特征

总体上 比较温 暖
,

如 与现代气候相 比较
,

则 当时年平均温度高 1 ℃左右
,

气候带的纬度北

移 1
“

左右
。

(2) 隋唐温暖期大致从 55 0 年开始
,

1 050 年结束
,

持续时间约 500 年左右
,

比竺可祯所

界定的 6 00 一 1000 年的温 暖期从时间上讲要长一个世纪左右
。

整个温暖期虽主要 与中国

历史上的隋唐时期相对应
,

但实 际上则跨有南北朝晚期
、

隋
、

唐
、

五代 和北宋中前期等时

代
。

( 3) 隋唐温 暖期 的气候特征虽 以温 暖为主
,

但却存在 明显的气候波动
,

其中 8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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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95 0年相对寒冷
,

气候特征 与现代近似或稍低
,

而 55 0一 80 0 年 和 95 0一 105 0 年则分

别为 隋唐温暖期 中两个温 暖期
,

气候比现代温 暖
,

其中第 l 个温 暖期持续 时间较长
,

为

25 0 年左 右
;
第 2 个温暖期持续 时间较短

,

为 10 0 年左右
.

这一现象反 映了隋唐温 暖期

中有渐趋寒冷的趋势
,

而 这也 正与 中国近 5 0 00 年来气候总体上 由暖转寒的趋势相吻
Z生
口

。

( 4) 竺可祯关于中国近 5 0 00 年来气候变迁的四暖四寒模式虽然基本反映了气候变迁

状况
,

但 隋唐温暖期 中气候波动的存在
,

昭示 了在其它各个暖期中也应有气候波动现象
,

即暖期中有相 对寒冷时期存在
。

当然
,

各个寒冷期中也必然存在相对温暖的时期
。

这些都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才能真正探明中国气候变迁的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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