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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
文献资料是研究 中 国 历 史气候 变化研究 的重要依据 ，我 国相 关领域学者对此历 时 几十

年研究 已取得重要成果 。 本文按照 历 史气候研究 的 内容 对资料的拓展 、温度 变化研究 、千湿 变化研

究 、极端气候事件以及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 影响等五个方面 的成就加以 述评 。

【 关键词 】 中 国历 史气候 变化 极端气候事件 社会历 史影响

历史气候研究一直是历史学 、地理学尤其是历史地理学研究 的重点内容 。 过去几十年的发展 ，

我 国历史气候研究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 ，资料选择 、研究方法 、研究手段也更加多样化 。 对此 ，周书灿

曾 以时间为线索 ，
对 世纪中国历史气候研究划分为三个不同 的发展阶段 ，进行过总结 。 但因历

史气候变化研究涉及不同 的研究领域 、包含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 、采用不同 的技术手段 ，要想进行全

面概述着实不易 。 本文以文献资料为 中心 ， 以时间为纬 ，
以研究 内容为经 ，对我国历史气候研究领域

内 的学术史作
一

述评 。

一

、文献资料的拓展

自 世纪 年代开始 ，

一

些学者就开始陆续利用 国 内历史文献记载研究我 国 的历史气候变

化 ，并着手整编文献中 的历史气候记载 但限于人力 ， 这类资料的收集工作一直进展较慢 。 进入

年代 以后 ，资料收集与整编工作得到了充分重视 ，并在全国范围 予以 展开 。 其中最主要的工作有 ：

在中央气象局 的主持下 气候工作者们进行了全国性协作 系统地整编了 以地方志为主要来源的

我国近 多年的旱涝记载 。 （ 各省气象局在 年旱涝记载基础上 有关资料进行了补充 整

理了各省的历史气候记载 。 （ 系统地整编了我国 个地区的 《 晴雨录》 。 （ 系统地整理和摘录了

中国古代文献 。 （ 整理了我 国 个地区近 年的受灾县次记录 。 （ 系统整理和摘录了我 国

的清代档案 雨雪分寸 、农业收成 、粮价等 ） 和民 国档案 、报纸 。 （ 整理了
一

系列的 明清 日 记 。 （

摘录了我国历史时期降尘记载等 。

②
目前

，
对历史文献资料收集整理的最新

一项工作是张德二主编

复旦大学九八五工程三期项 目
（

研究成果 。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青年项 目 （ 。

① 周书灿 ： 《 世纪 中 国历史气候研究述论》 ， 《史学理论研究 》 年第 期 。

②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 、国际地圏生物圈计划中国全国委员会 《过去 年 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 》 ，

年 ，第 — 页 （ 未出版 ） 。



	

中国历史气候研究述评

的《 中 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 》 ，其以地方志资料为主 收集到有关气象记录 万条
，
并考订了 出处 、

时间和地点 。 经过数十年的挖掘整理 ，
已开发出大量的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信息 。

伴随着收集和整理 有关文献资料价值的研究也全面展开 。 王绍武等通过对 中国 东部地区

年旱涝情况的分析 认为利用历史文献资料重建的集 中旱涝分布类型 ，与现代利用器测资料分析 出

来的旱涝分布类型高度
一

致 ，完全可以衔接 ，从而证明 了方志资料 中相关记载 的可靠性 。

② 张瑾瑢 、

简慰民等分别对清代和 民国时期 的档案中的气候资料的价值做过专 门研究 认为其资料基本翔实可

靠 。 而龚高法等则在 《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方法》 中 专门就历史气候资料的可靠性和使用方法

进行了讨论 。

④

历史文献中气候资料的价值是毫无疑问 的 ， 但也存在许多问题 如资料的来源不同
，
可靠程度不

同 ，分辨率不同 传抄过程 中出现的错记 、漏记等偏差 资料在时空分布上 的不均匀等 。 如果这些 问

题不能得到正确处理 那么就不可能得 出科学的结论 。 因此 对资料本身存在的 问题 、
如何处理和怎

样运用的研究也随之展开 。 葛全胜 、张丕远根据历史信息 的特点 设定 了
一

套公式 ，据此认为 ：就史

料的准确性而言 ，官方记载 私人笔札 地方志 。 而最重要的结论则是对于文献资料中的信息的提

取和利用 ，
是欲求其精 ，反得其粗 。

⑤ 邹逸麟 、
张修桂针对历史资料整理中存在的问题 ，

提出了整理资

料要收集第一手资料 摘抄资料信息要完整 对历史地名要考订后才可使用 。

⑥ 满志敏 、葛全胜等针

对历史记载 出现的错误进行了分类 ，
进而提出 资料使用 的四个原则 ： 原始优先 、校勘优先 、价值优先

和互相参照 。 满志敏还对历史旱涝灾害资料的分布问题做专门研究 ，认为历史上的旱涝资料不仅

在时间上 、在空间分布和频率分布上均表现出特定的特征 并且在不同 的资料系统 中也有系统之间

的差异 。 重要 的是这种特征与旱涝在时间和空间是叠加在
一

起 ， 即构成现有资料时间和空间分布的

原因有两个 ，旱涝差异和资料差异 。 因此在利用这些资料讨论旱涝演变和空间变化 中需要考虑到这

种资料的分布特征 ，
并设法消除这个影响 。

⑧ 其后 满志敏又对官私文献 、地方志 、档案和 日记中 的气

候资料和存在 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说明 。 杨燈达则专门 以云南地区为例 讨论了清代档案中气象资

料的系统偏差问题 并总结了针对单
一

资料系统的理证 、对证和本证三种检验方法 。

⑩ 刘炳涛等对古

代诗歌 中所蕴含的气候信息及其运用 中需要注意 的问题也进行 了详细的说明和论述 。

① 张德二主编 ： 中 国 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 》 凤凰出版社 年版 。

② 王绍武 、赵宗慈 《近五百年我 国旱涝史料的分析 》 ， 《地理学报》 年第 期 。

③ 张瑾瑢 ： 《清代档案中的气象资料 》 《历史 档案》 年第 期 ；简慰民 、袁凤华 、郑景云 《 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藏有关民国时期

气候史料》 ， 《历史档案 》 年第 期 。

④ 龚高法 、张丕远 、吴祥定等 《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方法 》 ，科学 出版社 年版 。

⑤ 葛全胜 、张丕远 《历史文献中气候信息的评价 》 ， 《地理学报 》 年第 期 。

⑥ 邹逸麟 、张修桂 《关于历史气 候文献资料 的收集利用和辨析问题》 ， 《历史 自 然地理研究 》 ， 年 ， 第 一 页 。

⑦ 张丕远主编 《中 国历史气候变化 》
，
山东科技出 版社 年版 ，第 — 页 。

⑧ 满志敏
： 《历史旱涝灾害资料分布问题的研究 》 ， 《历史地理》第 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 第 — 页 。

⑨ 满志敏 ： 《传世文献中的气候资料 与问题》 ， 《面向新世纪 的中 国历史地理学 年 国际 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 ，

齐鲁 书社 年版 第 — 页
； 满志敏 《 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 》 ，

山东教育出版社 年版 第 — 页
。

⑩ 杨握达 ： 《清代档案中气象资料的系统偏差及检验方法研究——以云南 为中心 》 ， 《历史地理》第 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

版 第
— 页

。

刘炳涛 、满志敏 《古代诗歌中的气候信息及其运用 》 ， 《 中 国历史地理论丛》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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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文献资料的收集 、整理
，

以及对资料存在问题的处理和运用等工作 ，使得运用文献进行

历史气候变化研究的工作不仅更加方便 而且更加精确 和科学 大大提高 了 历史气候变化研究的

水平 。

二
、温度变化研究

温度的变化 ，是我 国历史气候变化研究开展较早且研究成果较为显著的
一个内 容 。 从 世纪

年代开始 ，地理学家 、历史学家就着手对我 国历史时期的气温变化作 了研究 ，虽然这一时期资料和

方法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但是这样的研究为 以后我国历史气候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不少帮助 。

到 了 年代初 ，
竺可桢积数十年之研究 ，发表了 《 中 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 这

一经典

论文 。 该文根据我 国资料的特点 ，
划分为考古时期 、物候时期 、方志时期和器测时期等 四个时间段 ，

主要运用物候学的方法重建了我国近五千年来温度的变化 ，从而奠定 了 国 内历史气候研究的基础 ，

而物候学方法也因之成为我 国历史气候研究中最基本方法之一 。 继竺可桢之后 学者们的研究亦对

物候学方法进行了不断拓展 。
②

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
对资料本身也提出 了新 的挑战 。 进人 世纪 年代 ，

一个以深入考

证和分析气候史料为特征的新阶段 出现了 。 尤其是对竺可桢 的工作 陆续发表评论性文章 ，其中最

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牟重行的 《 中 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 的再考证》 。 他评说竺文 ：

“

由于时代条件限

制 在分析使用历史文献中还存在不少缺陷和问题 ， 主要问题有 ： （ 对文献误解或疏忽 ； （ 所据史

料缺乏普遍指示意义 ； （ 推论勉强等 。 由于选择的气候证据本身存在不确定性
一致勾勒的 中 国

年温度变化轮廓大体上难以成立 。

”

其结论虽显言过其实 ，但提出 的问题使得历史气候研究在

资料的运用上更加谨慎和科学 。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满志敏通过对史料的再发掘和科学运用 ， 对

隋唐温暖期提出 了质疑 认为唐中后期气候转 向寒冷 同时还提出 中国存在中世纪温暖期 ， 并进

一

步总结了物候学方法 ， 阐述了利用物候方法研究历史气候的均一性原理 、限制 因子原理 、气候影响

① 竺可祯
： 《 中 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 的初步研究》 《考古学报》 年第 期 。

② 于希贤 ： 《苍山雪与历史 时期气候冷 期变迁研究 》 ， 《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 年第 期 。 该文是在 年发表在 《 昆明师范

学院学报》 同名 文章基础上修订的 ；
张福春 、龚高法 、 张丕远等 ： 《近 年来柑桔冻死南界及河 流封冻南界 》 ， 中央气象局研

究所编
： 《气候变迁和超长期预报文集》 ，科学出版社 年版 ’第

— 页
；
文焕然 、徐俊传 ： 《距今约

—

年前长

江 、黄河 中下游气候冷 暖变迁初探 》 ， 《地理集 刊 》第 号 科学出版社 年版
， 第

— 页 。 作者在 年 月 中国

科学 院地理所油印的
“

近六 、七千年来中 国气候冷暖变迁初探 （ 提纲 ）

”
一文 中初步提出过这方面 的问题 龚髙法 、简慰民 《我

国植物物候期 的地理分布 》 ， 《地理学报 》 年第 期 ；龚高法 、张丕远 、吴 祥定 ： 《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方法》 ， 科学出版

社 年版 。

③ 牟重行 ： 《 中国进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 》 ， 气象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 作者 曾在 年 《贵州 气象》 的
一

期 连续 以

《中国气候变迁与史实——对竺可桢 〈 中国近五千年来 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
的甄议 》为题发表本书的初稿 。

④ 满志敏 ： 《唐代气候冷 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 ， 《历史地理》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一 页

； 《关于唐代气

候冷暖问题的讨论》 ， 《第 四纪研究 》 年第 期 。

⑤ 满志敏 ： 《 中国东部中世纪暖期 （ 的历史证据和基本特征的初步分析》 ，载张兰 生主编 ： 《 中国生存环埦历史演变规律研究
一

） 》 海洋出版社 年版 第
— 页

； 满志敏 《黄淮海平原北宋 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 》 ， 《历史地理》第 辑 上海

人民出版社 年版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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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同步性原理 、人类影响的差异性原理和模式 以及生物相应气候冷暖变化的不对称原理 ， 从而使得

这
一

方法更加规范和科学化 。

物候方法分辨率虽不高 ，但是物理机制 明确 资料考订若明确 ，其可靠性较高 。 因此 ，
该方法成

为考察长时间尺度气候变化的主要手段 。 但是随着明清时期大量地方志资料和档案资料的 出现 ， 气

候资料的数量也明显增加 ，如何处理庞大的气候资料 便对相关的处理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 经学

者们的不断探索 ， 目前主要有三种 比较成熟的处理方法 。

其一 ， 比值法 即统计给定时段的冷 、
暖时间发生次数或频率 然后根据冷 、暖事件发生频率的

高低来指示温度变化 。 如张丕远等根据 年来 的寒冬次数 ，
统计出每十年寒冬出 现的次数 ，

以

此建立起 年来 的冷暖变化 。

② 如果说每十年寒冬次数构成的序列代表了偏冷的
一个方面 那

么历史记载中 还存在
一些偏暖方面的记载 ，此外还应存在一定的缺失现象 。 如果综合考虑这两个

因素所建立的冷暖序列可能会更接近历史的事实 。 张德二等做的工作正是这样 ，首先定义寒冬年

和冷冬年 ，然后拟定
一

个冬温指数的计算公式 ，
从而建立我 国南部 年分辨率的温度序列 。

③ 用

寒冷指数和冬温指数建立的温度序列 ，虽然 已 经固 定到 以 年为单位 并且可以 较准确地 比较

出各个十年之间的冷暖差异 ， 但它们毕竟是
一种代用指数 ， 尽管与气温髙低有

一定关系 ，但还没

有说明指数与气温 的直接联系 ， 因此 ， 下
一

步问题就是寻 找 文献记载资料如 何复原成气温的

方法 。

其二 ，等级法 ， 即根据文献中的冷暖程度描述予 以 判定 、分等 、定级或确定 指数 并通过与现

代资料的对 比 进
一

步将等级 、指数转换为相应的温度距平 。 王绍武据此建立 了华北和华东两个

区域的 四季气温距平序列 首先对不 同地区的各种寒冷指数进行定义 ，然后确定历史记载中冷暖

事件相应 的寒冷指数 ，进而订正到
—

年的平均值上 ， 由此得到两个地区冬季气温距平

序列 。

④ 该序列虽然将文献记载资料直接与气温发生联系 但是 由于文献资料本身的缺陷 在复原

温度的过程中精度只能达到 年的尺度 要提高温度序 列 的分辨率就只能依靠更详细 的档 案

资料 。

其三
，
线性回归法 ，根据

一

些天气的气候现象 如冬季降雪 日数 ） 与温度要素的物理机制联系及

统计关系 ，利用现代气象观测记录建立两者之间的关系方程 ，然后运用该关系方程将历史时期某些

特定的天气气候现象反演为温度记录 。 如周清波等清代档案 中的
“

雨雪分寸
”

资料 ，对合肥地区的降

雪情况和冬季平均气温间 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据此建立了 降雪 日 数和冬季温度的单因子回归方程 ，

重建了合肥地区
—

年冬季年平均气温序列 郑景云等用 同样的方法重建了清代陕西西安

① 满志敏
： 《用历史文献物候资料研究气候冷暖变化的一个基本原理》 ， 《历史地理》第 辑

，
上海人 民出版社 年版 第 —

页
。

② 张丕远 、龚高法 《十六世纪 以来 中国气候变化的若干特征 》
，
《地理学报》 年第 期 。

③ 张德二 、朱淑兰 《近五百年我国南部冬季温度状况的初步分析》
，
《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文集 （ 》

，
科学出版社 年

版 第 — 页 郑景云 、郑斯中 《 山东历史时期冷暖旱涝状况分析》 ， 《地理学报 》 年第 期 。

④ 王绍武 、王 日 昇 《 年以来我国华东 四季与年平均气温变化的研究》
，
《气象学报 》 年第 期 ；王绍武 《公元 年 以来

我国华北气温序列的重建》 ， 《 中国科学 （ 辑 〉 》 年第 期 王 日昇 、王绍武 《近 年我国东部气温的重建》 ， 《气象学报》

年第 期 。

⑤ 周清波 、张丕远 、王铮 ： 《合肥地 年年冬季平均气温序列 的重建 》 ， 《地理学报 》 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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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汉中两地的冬季年平均气温序列 ； 杨煜达利用冬季降雪和干季降水等级双 因子回归方法重建了

昆明地区 年以来冬季年平均气温 。 这样的研究使得对温度变化的研究精确到年 而且可 以和

现代器测资料直接衔接 对于近 以来气温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

最近对温度序列的重建方法的新动向则是集成研究 ， 即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 发展集成方法 ，重

建有更好空间代表性和时间分辨率的温度序列 。 葛全胜 、郑景云等人对此进行了大量探索 ，将研究

区域划分为若干个点 ，

以物候方法为基础 ，将古今同种 物候的地区差异和 日期差异转算为站点 的温

度差异 再根据计算出 的各个站点的温度变化对区域温度变化的贡献率 ，再换算 出整个区域较现代

气温的距平值 ， 由此建立整个研究区域内有更佳确定性的温度序列 。 重建了过去 年 中 国东部

冬半年温度变化序列 ’
时间分辨率为 年 ，部分时间精确到了 年 随后又重建 了 中国过去

年的温度序列 。

④ 这两个温度序列 的建立 标志着经过 年的努力 ，
在温度重建方面较之竺可桢的

研究 ，分辨率和确定性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

三 、干湿变化研究

干湿变化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即旱涝和降水状况的研究 。

运用文献进行旱涝变化研究首先遇到 的问题便是 如何将文字描述转化为可供参考比较的数

值 。 到 目前为止 历史旱涝资料参数法主要有三种 ：旱涝等级法 、湿润指数法和差值法 。

世纪 年代 ，汤仲盡通过对河北保定地区历史旱涝情况的研究 ，探索了将历史旱涝灾情和现

代降水资料对比分析从而分级的办法 ， 即旱涝等级法 。 他主要利用空间分布较好的地方志资料 ，
以

器测资料的历年降水量统计为基础 ，将地方志 中对旱和涝 的记载根据语言描述的轻重分为二十余

类 ，
归并为 个等级 ，用 以建立起逐年的旱涝等级 从而对 年来的旱涝状况进行探讨 。

⑤ 这
一方

法的提出很快得到诸多学者的肯定 ， 国家气象局等部 门利用地方志等文献资料 ，对我 国 个站点

的旱涝情况进行了分级 得出 了这些站点 年来的旱涝等级序列并绘制成 图集 张德二等又将这

一

序列进
一步延长至 年 。

⑦

与此同时 郑斯中等人在探讨我国东南地区 年的湿润状况时 ，提出 了湿润指数法 。 这种方

法是从概率统计观点 出发 ，把所研究地区在某时期 内 的若干府州 （县 所发生的水旱次数看作水旱事

件的整体 ，而把收集到的水旱记录次数看作是总体的样本 。 历史资料本身存在的漏记 、短缺 、散失等

情况看作是随机的 现存的水旱灾害记载看作是历史上发生的水旱灾 中 的
一

个随机样本 ， 由此统计

① 郑景云 、葛全胜 、郝志新等 《
— 年西安和汉 中地区冬 季平均气温序 列重建 》 ， 《地理研究 》 年第 期 ， 第 —

页 。

② 扬煜达 ： 《清代昆明地 区（

— 年 ）冬季平均气温序列 的重建与初步分析》
，
《 中国历史地理论抵》 年第 期 。

③ 葛全胜 、郑景云 、满志敏等 《过去 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 变化序列重建及初步分析 》 ， 《地学前缘 》 年第 期 。

④ 葛全胜 、王顺兵 、郑景 云 《过去 年中国气温变化序列重建》 ， 《 自 然科学进展 》 年第 期
。

⑤ 汤 仲鑫 ： 《保定地区近五百年旱涝相对集中期分析》 ， 《气候变迁与超长期预报文集 》 ，科学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⑥ 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 院主编 ： 《 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 图集》 ， 地图出版社 年版 。

⑦ 张德二 、刘传志 《 〈 中国近 年旱涝图集 〉续补 （

— 年 ） 》 ， 《气象》 】 年第 〗 期
；
张德二 、李小泉 、梁有 叶 《 〈 中国近

年旱涝图集 〉 的再续补 （

—

年 ） 》
，
《应用气象学报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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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的水旱灾害的比值可视作总体水旱 比值的统计值 。 得出公式 ：
，
为湿润指

数 ， 为某地区某时间段的水灾记载次数 为相应的旱灾次数 。 这
一

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消除资料的时间分布不均匀的问题而得到了经常性的应用 。

第三种方法是差值法 即以某
一 区域内受涝县次和受旱县次的差 ，作为指标来建立参数体系的

方法 。
② 其后 郑景云等也采用某年次旱涝县分和研究时段内旱涝县次平均值的距平百分率来重建

旱游指数 ，建立了北京地区近 年的七级旱涝指数序列 。

③
但这种方法受历史文献资料中水旱记

载的影响较大 ，不易消除其中的误差 。

以上无论是旱涝等级法 、湿润指数法还是差值法 ， 仅仅反映的是旱涝状况 。 降水变化的研究则

是干湿变化研究的另 一主要表现 ，但需要分辨率较高的资料 。 世纪 年代 中央气象局研究所的

研究人员最早利用清代逐 日记载的晴雨录资料 用逐步回归 的方法重建了
—

年的北京降

水 。
④ 随后有学者利用同样的资料却得出不

一

样的降水序列 。

⑤ 直到 年 张德二再次利用故宫

晴雨录资料对
—

年的北京降水情况进行了 多因子 回归 ， 重建了北京降水量序列 ， 使得重

建结果更加科学和完善 。 之后 张德二等又利用该方法对 世纪南京 、苏州 和杭州的年 、季降水量

序列进行了复原，该复原成 了 目前利用清代档案的降水资料所进行的降水量反演中精度最高的

研究 。

晴雨录资料仅有北京 、南京 、苏州和杭州 四个区域保存较为完整 ’为扩大研究 学者们把 目光转

向分布较为广泛的雨雪分寸记录 。 因雨雪分寸记录使用的是
“

入土几分
”

的表述方式 ’所以很难直接

反演为降水量 对此 ，郑景云等在石家庄利用土壤物理学与水量平衡模型反演 并组织进行了人工模

拟降雨的 田 间人渗试验 ，反复试验后得出 降水人渗公式 ，将土壤物理模型与 田 间试验法得出的结果

比较 ，说明二者可以较好地将清代雨雪分寸反演为降水量 。

⑧ 随后 ，
对清代雨雪分寸资料较好的华北

地区和福州地区的降水量重建工作有了很大进展 ，取得
一

系列研究成果 。 杨煜达则利用清代档案

资料 采用分段标定的办法 重建分为 级的 年以来的昆明雨季降水序列 。

① 郑斯中等 《我国东南地 区近 年来气候湿润状况的变化 》 ， 《气候变迁与超长期预报文集 》 科学出版社 年版 第
—

页
。

② 南京大学气象系气候组 《关于我 国东部地 区公元
—

年 年内的旱涝概况 》 ， 《气候变迁与超长期预报文集 》 ，科学出

版社 年版 第 — 页 。

③ 郑景云 张丕远 、周玉孚 《利用旱涝县次建立历史时期 旱涝指数序列 的试验》 ，
《地理研究 》 年第 期 。

④ 中央气象局研究所 《北京 年降水 》 ， 年印行 。

⑤ 张时煌 、张丕远 《北京 年以来降水量的恢复》 施雅风等 《 中国气候与海平面变化研究进展 一

） 》 海洋出版社 年版 ，

第
— 页 。

⑥ 张德二 、刘月 巍 ： 《北京清代
“

晴雨录
”

降水记录的再研究——应用 多因子回归方法重 建北京 （

—

年 ）降水序列 》 ， 《第四

纪研究 》 年第 期 。

⑦ 张德二 、刘月 巍 、梁有 叶等 《 世纪南京 、苏州和杭州年 、 季降水量序列的复原研究》 ， 《第四纪研究 》 年第 期 。

⑧ 郑景云 、郝志新 、葛全胜 ： 《重建清代逐年降水的方法与可靠性
——以石家庄为例 》 《 自然科学进展 》 年第 期 。

⑨ 郑景云 、郝志新 、葛全胜 ： 《 山东 年 以来诸季降水重建及其初步分析 》 ， 《气候与环境研究》 年第 期 郑景云 、郝志新 、葛

全胜 《黄河中下游地 区过去 年降水量变化 》 ， 《 中国科学 》 （ 辑 年第 期 ；葛全胜 、丁玲玲 、郑景云 等 《利用雨雪分寸

重建福州前汛期雨季起 始 日期方法的研究》 ， 《地球科学进展 》 年第 期 。

⑩ 杨煜达 、满志敏 、郑景 云 《
—

年昆明雨季降水的分级重建与初步分析》 ， 《地理研究 》 年第 期 ；杨煜达 、满志敏 、郑

景云 《请代云南 雨季早晚序列的重建与夏季风变迁 》 ， 《地理学报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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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降水方面 的研究上 ，梅雨是一个重要 的研究方 向 ，它 同样需 要具有较高分辨率的资料 。 张德

二和王宠贯最早通过清代 的晴雨录重建了 世纪长江下游地区 的梅雨气候序列 ，
证明 了 当时梅雨

活动仍然是长江下游地区重要的天气气候特征 ，其特点和现代梅雨近似 。

“

其后 ， 葛全胜等利用清代

档案 中的雨雪分寸资料重建 了长江中下游地 区 年以 来的梅雨序列 ，并讨论了 梅 雨活动 的年一

年代际变化特征及与东亚夏季风强弱变化和中 国东部季风雨带位置移动的对应关 系 取得 了重大突

破 近来 满志敏等 发掘 日 记资料中 的天气记载 分析了 世纪中叶两湖东部地区 的梅雨特征 ，进

一步开拓了研究梅雨特征的资料和方法 萧凌波等的研究同样利用 日 记资料 ，讨论了 世纪末期

聒 世纪初两湖东部地区梅雨雨带 的变动 而刘炳涛等则将利用 口 丨己资料研究天气系统演变的序

列 延长至明代的部分时段 。
⑤

四 、 极端气候事件研究

极端气候变化事件往往给人类造成灾难性 的后果 ， 此在历史气候变化中 受到特别关注 。 艽 中

又以水旱灾害的影响最为明显 ，
王涌泉曾对康熙元年 （ 年 黄河大水的气候背景 和水情进行过分

析 。 张德二对相对温暖气候背景下的旱灾 （ 年 ）进行了相关探 、 重建 了 ，灾的时空过

程 ，
并据此推断事件的气候极值 ，

分析旱灾发生 的气候背景 产 后
，
乂对 年中 国 东部的雨涝 參

件进行 了复原和研究 。
⑧ 满志敏则利用 记载详细的赈灾档案 ，

以 每县 的受灾村庄数和各村庄 的成灾

分黎加权后得 出各县旱灾指数 ，
以此重建了光绪三年北方大旱 ，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 其区域差异性 ，

探讨了其气候背景 ，此外 ，郝志新等人也对
— 年华北大旱的 史实 、影响及气候背景进行 了

探讨 。

⑩ 他们还对过去 年 中国东部地区 的极端旱涝事件进行 了识别和分析 。

相对来说 ，
冷暖极端事件造成的灾难要远远低于水旱灾害事件 ， 但并非没有 ，尤其是极度寒冷事

件往往也给社会带来严重灾难 。 龚高法等就针对
— 年的寒冬及其影响做 了深 刻分析 。

张德二对我国历史上 的严冬和冷夏个例实况进行 了复原 其后利用在 欧洲新发现的传教士留下 的

① 张德二 、王苤贯 《 世纪长江下游梅雨活动 的 原研 究 》 ， 《 屮 科学》 （ 辑 ） 年第 期

② 葛全胜 、郭熙凤 、郑景 等 《 年 以来 长江 屮 游梅 雨变化 》 ， 《科 通报 》 年第 期

③ 满志敏 、李卓仑 、杨煜达 ： 《
王文韶 日记 〉记载的 丨 年武汉和 沙地 丨 梅 雨特扯 》 ， 《 卩 地理卞报 》 年第 期

④ 萧凌波 、方修琦 、张学珍 《 世纪后半 至 纪初叶梅雨带佗 置的初步推断 》 ， 《地珲 科学 》 第 期

⑤ 刘炳铸 、满志敏 杨煜达 《
㈠ 年 江 下游地 梅雨特 的重 迚》 ， 《 中 历 史地理论从 》 年第 期

⑥ 工涌 泉 ： 《康熙元年 （ 年 ） 黄河特大洪水的气候背景 弓水情分析》 ， 《历 史地珲 》 第 辑
， 丨 海人 民 出 版 丨 年版

，
第 —

页 。

⑦ 张德二
：
《 相对温暖气候背 景下 的历史旱灾

—— 典哨灾 例 》 ， 《地押
‘

报 》 年增

⑧ 张德二 《 年中 东部极端雨涝事件研究 》 ，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 年第 期 。

⑨ 满志 敏
： 《光绪 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 》 ， 《复 大学学 报 》 年第 期 ，

郝志新 郑景 云 、伍面凤等 ：

— 年华北大學 ： 史实 影 响及 气候背景 》 ， 《科学通 报 》 年第 期

郝志新 、葛全胜 、郑景 云 ： 《过去 年中国东部地 区的极端旱涝 彳 变化 》 ， 《 候 环境变化研究 》
】 年第 期

龚 高法 、张丕 远 ，张瑾瑢 《
— 年的寒冬及其影响 》 ， 中 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 ： 《地评认刊 》 第 技 ，

科， 出 版衫

版 第 —册页 。

张德二
： 《我 国历史上严 冬和冷夏个例的实况复原研究 》 ， 《 中 卞术期 刊文摘 》 （ 科技快报 ）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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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记录和历史文献记录结合使用 ，重建了 年华北的极端髙温天气 。 最近 郝志新等又对我

国南方过去 年的极端冷冻变化就行了研究 。
②

火山活动是驱动十年至百年尺度全球变化的
一

个重要 因素之
一

，所 以也属极端气候事件的研究

范畴 。 费杰曾就过去两千年全球三次大规模火山 喷发对 中 国的可能气候效应作 了分析 。

③ 除此之

夕卜 台风 、风暴潮等海洋灾害对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也有重要影响 也属极端气候事件 但 目前的研

究成果并不显著 。 胡昌新曾利用文献资料对上海 年历史风暴潮进行了初步研究 认为当年最

高潮位为 ，是黄浦江河 口 的历史特大风暴潮 。

五 、气候变化的影响

作为 自然环境中最重要和最活跃的
一个因素

——

气候 其变化必然会带来重要的影响 ，主要表

现在两个方面 即对 自 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影 响 。 前者包括气候变化对水文条件的影响 （ 如河流的流

量 、洪水水位 、河湖变迁 、海平面升降等 ） 、动植物分布的影响等 后者有气候变化对农业种植的影响

如耕作制度 、作物的分布 、收成等 ） 、土地利 用的影响 ，乃至人 口分布 的影响 、城镇和政区设置的影

响等 。

满志敏在 年就注意到气候变化对海平面上升的关系 ，专门就两宋时期的海平面上升做过

深人研究 其后又对中世纪温暖期我国东南沿海海平面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做了进
一

步探讨 。 龚

高法等人就历史时期我 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作了专门 的研究 。
⑦ 探讨气候变化与

动植物分布关系用功最多 、取得成就最大的莫过于文焕然 其两部专著均就许多动植物的分布变迁

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作 了探讨 。

⑧ 此外 ，何业恒对珍稀动物的变迁与气候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工作也非

常卓越 。 近来 李玉尚等又探讨气候变化与黄渤海鲱鱼资源数量变动的关系 。

⑩

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影响的表现要广泛得多 学者们从农业 、人 口 、 战争 、王朝的更迭乃至疾病 、

医学 、 日 常生活等都进行过相关研究 。

陈志
一

曾就气候变化对双季稻种植的影响做过大量工作 。 沈小英 、陈家其等就明清时期的气

① 张德二 、 年华北夏季极端髙温 ：

相对温暖气候背景下的历史炎夏事件研究 》 ， 《科学通报 》 年第 期 。

② 郝志新 、郑景云 、葛全胜等 ： 中国南方过去 年的极端冷冬变化 》 ， 《地理学报》 年第 期 。

③ 费杰 《过去两千年全球三次大规模火山喷发对中国的可能气候效应》 ，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年 。

④ 胡 昌新 ： 《上海 年历史风暴潮初步探讨》 ， 《上海水务 》 年第 期 。

⑤ 满 志敏 ： 《两宋时期海平面上升及其环境影 响 》 《灾害学》 年第 期 。

⑥ 满 志敏 ： 《 中世纪温暖期我 国华东沿海海平面上升与气候变化 的关系 》 ， 《第 四纪研究 》 年第 期 。

⑦ 龚高法 、
张丕远 、张瑾瑢 《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 的变迁及生物分布 界限的推移 》 ， 《历史地理》第 辑 上海人民 出版社 年

版 第
— 页 。

⑧ 文焕然
： 《 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 》 ，

重庆 出版社 年版 文焕然 、文榕生 《 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 暖研究 》
，

科学出版社 年版 。

⑨ 何业恒 ： 《 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 》 湖南科技 出版社 年版 。

⑩ 李玉尚 、陈亮 ： 《清代黄渤海鲱鱼资源数量的变动
——

兼论气候变迁与海洋渔业的关系 》 《中国农史 》 年第 期 李玉 尚 、陈

亮 ： 明代 黄渤海和朝鲜东部沿海绯鱼资源数量的变动和原因》 《中国农史 》 年第 期 。

陈志
一

： 《江苏双季稻历史初探》
， 《 中 国农史 》 年第 期 《康熙皇帝与江苏双季稻 》 《农史研究 》第 辑 农业 出版社

年版 第 — 页 《江苏双季稻历史再探》 《农史研究 》第 辑 农业出版社 年版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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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地区的粮食生产和农业经济进行了分析 。 马立博也探讨 了帝制后期 （

—

年 ） 中 国南方的气候与收成之间的关系 。
② 王双怀曾专 门就气候变化对明代华南地区农业的影

响做过论述 认为气候变化是制约华南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

③ 近来 ， 郝志新等又对 年以来西

安气候变化与农业收成进行了相关分析 认为气候变化对农业收成的影响极为 明显 虽然温度的年

际变化与收成没有显著关系 但温度的年代际变化 即气候的冷暖阶段变化与收成的阶段性变化关

系密切 。

④
李伯重则 以松江地区为例 ，具体地观察了 世纪经济衰退 、气候变化和社会危机之间的

关系 ，
认为

“

道光萧条
”

的原 因之一就是 世纪初全球气候变化所引起的农业生产条件恶化 。

⑤
杨

煜达则讨论了嘉庆二十年至二十三 年的云南大饥荒 ，
认为并非 由旱灾造成 ， 而是典型 的低温冷害导

致水稻 、荞麦等主要农作物的大幅歉收弓 起 ，而这次低温则主要是坦博拉火山喷发引起 的 。

⑥ 王保宁

也就坦博拉火山喷发所引发的农作物结构变动进行了研究 。

⑦ 王业键等则对清代 中 国 的气候变迁 、

自然灾害与粮价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人探讨 。

⑧

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各地区的表现是有差异的 ，
在气候敏感地带表现尤为明显 。 如冬季寒冷对我

国亚热带地区的作物会有较大影响 龚高法等从长江中下游地区明清时期那些足以造成柑橘冻害的

寒冬年数分布 来看十年冻害频数的分布制约着北亚热带地区的柑橘栽种演变 。 满志敏也曾就历

史时期柑橘种植北界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作过研究 ，认为造成亚热带果木柑橘种植北界大幅度迁移的

主要原因与气候的冷暖变化有关 。

⑩ 我 国的农牧交错地带也是
一个对气候变化较为敏感的 区域 ，部

逸麟探讨了 明清时期我国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与气候冷暖变化之间的关系 满志敏等则从北魏

平城迁都 、元朝中叶岭北地区移民 、 世纪初科尔沁沙地演变 、 明初兀 良哈三卫南迁等四个历史实例

出发 讨论了气候变冷变干时 ，农牧过渡带变化以及相应的社会变化现象 ，
认为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

牧过渡带变迁 的影响是存在的 ，
同时气候变化对农牧过渡带的影响是通过人类社会系统起作用的 ，

不同的社会状态和组合会产生不同的农牧过渡带实况和相应的社会问题 。

方金琪论述了气候变化对我 国历史上人 口 迁移造成的影响 而李伯重则探讨了 我国历史上人

口几次大起大落与气候变化之间 的关系 。 方修琦等则根据
—

年东北地区逐年人丁增长

① 沈小英 、陈家其 《太湖流域的粮食生产与气候变化》 ， 《地理科学 》 年第 期
； 陈家其 《 明清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 流域农业

经济的影响 》 ， 《 中国农史》 年第 期 。

② 马立博 ： 《南方向来无雪一帝制后期 中国南方 的气候与收成 （

—

》
，

刘翠溶 、伊懋 可主编 ： 《中 国环境史论文集 》 ， 台

北
“

中 央研究院
”

经济研究所 年版 ，第 页 。

③ 王双怀 ：

《气候变化对明代华南农业的影响 》 中 国历史地理论丛》 年第 期 。

④ 郝志新 、郑景云 、葛全胜 《 年以来西安气候变化 与农业收成 的相关分析》 ， 《地理学报 》 年第 期 。

⑤ 李伯重 ： 《

“

道 光萧条
”

马
“

癸未大水
”
——经济衰退 、气候剧变及 世纪的危机在松江 》 ， 《社会科学》 年第 期 。

⑥ 杨煜达 ： 《嘉庆云南大饥荒 （

— 与坦博拉火山 喷发 》 ， 《复旦学报 》 （社会科学 版 年第 期
。

⑦ 王保宁 ： 《胶东半岛农作物结构变动与 年之后的气候突变 》 ， 《学术界 年第 期 。

⑧ 王业键 、黄莹珏 《清代 中国气候变迁 、 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 ， 《中国经济史研究 》 年第 期 。

⑨ 龚高法 、张丕远 《我国历史上柑桔冻 害考证分析 》 ，载 《 中国柑桔冻害研究》 农业出版社 年 版 第 一 页 。

⑩ 满志敏 ： 《历史时期柑橘种植北界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
， 《复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年第 期 。

邹逸麟 ： 《 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
，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年第 期 。

满志敏 、葛全胜 、
张丕远 《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 》 ， 《地理研究 》 年第 期

。

方金琪 ： 《气候变化对于我 国历史时期人 口迁移 的影响 》 ，《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 年第 期 。

李伯重 ：

《气候变化与 中国历史上人口 的几次大起大落 》
， 《人 口研究 》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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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起科耕地面积 、相关政策与气候变化信息 分析了东北地区的移 民开垦与华北水旱灾害事件的互

动关系 认为气候灾害
一

移民开垦
一政策三者之间构成了

一个有机联系的响应链 ，体现 出气候变化

影响与政策响应的互动性 。

气候变化还会对政治发生重要的作用 。 曾雄生通过对北宋熙宁七年干旱的分析认为 原本来 自

于 自 然的雨水 ’
通过人的解读 以及随之采取 的措施 ，放大了其原本对于社会生活的实际影 响 ，某种

程度上导致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 。

② 章典等则通过气候变化与 中国 的战争 、社会动乱和朝代变迁的

对比后认为 ， 中国历史的朝代循环 、 以及大乱和大治 的交替 气候的波动变化时决定性因素之
一

。

③

葛全胜 、王维强就人 口压力 、气候变化和太平天 国运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认为人地矛盾激化 ，

以及在此基础上气候异常造成全国农业大范 围连年歉收 ，
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起着特别地激发作

用 。 近年 ，
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也不乏类似 的研究 例如 等在 《 自 然 》 （ 上发表

文章认为由于冬季风强大 ，引起赤道辐合带南移而发生的干旱是造成唐朝衰落的原因 其后 有学

者在 《科学 》 （ 上也发表文章认为东亚季风演变对 中 国历史朝代兴衰起关键作用 。 针对这

样的观点 我国学者张德二先生对于其所讨论的气候变化是否具有可靠性 与朝代更替是否具有关

联 ，曾撰文提出质疑并引发激烈的争论 。
⑦

现代医学研究指出 传染性疾病的发生除受到人群 、生物与生态因 素的影响外 ，也受到气候因子

的影 响 。 龚胜生 、梅莉等人的研究表明 ，较为寒冷的气候是 明清小冰期疫病高发的重要诱发 因素之

一

冷期伴生的旱灾经常引起饥荒并诱发疫病 。

⑧ 王飞也以 世纪北方的疫病与气候之间 的关系

做过探讨 认为大疫与天气异常有密切关系 ，基本上是由 天气异常所触动发生 ，或是 由于天气异常推

动了疫情的发展与蔓延 。

与此同时 气候变化对中 医的发展也就有重要影响 。 王侃等认为 ， 在 明代 中医学理论与实践

的发展过程中 ，气候 的嬗变 曾引起医学家对疫病诱因看法的变化 。 据学者统计 ，在 《全国 中 医图

书 目录 》所列 的
— 世纪专著 中 ，平均 年就有

一部伤寒著作问世 而在寒冷期间 隔期 中 ，

① 方修琦 、叶瑜 、 曾早早 《极端气候事件一移民开垦一政策管理的互动》 中国科学 》 （ 辑 年第 期 。

② 曾雄生 ： 《北宋熙宁七年的天人之 际——社会生态史的一个案例 》
，
《南幵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 。

③ 章典 、詹志勇 、林初升等 《气候变化与中国的战争 、社会动乱和朝代变迁 》 《科学通报》 年第 期 。

④ 葛全胜 、王维强 《人 口压力 、气候 变化和太平天 国运动 》 ， 《地理研究 》 年第 期 。

⑤
，

“ “

，

：

—

⑥ ，

‘‘

：

⑦
，

：

—

：

， ， ， ，
，

，
：

—

， ：

张德二 、李红春 、顾德隆等 《从降水的时空特征检验季风与中国 朝代更替之关联》 ， 《科学通报 》 年第

期 。

⑧ 龚胜生 《 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 的初步研究 》 ， 《地理学报 》 年第 期 ；
龚胜生 《中 国疫灾 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 》

年第 期 。 梅莉 、晏 昌贵 《明代传染病的初步考察》 ， 《湖北大学学报 》 （ 社科版 年第 期
。

⑨ 王飞 《
— 世纪北方气候异常对疫病的影响 》 ， 《社会科学战线 》 年第 期 。

⑩ 王侃 、秦霖 ： 《气候因素对中医学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
，
《 中华医史杂志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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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年才产生
一

部 。 还有研究进一步认为 处于不 同气候期 的中 医家所用的药也会有所差

异 。 时处寒冷期的明代医家 所用温热之药多于寒凉之药
；
而时处气候温暖期 的医家则多使用寒

凉之药 。

②

人们 日 常的生活中也随处可见气候变化所起到的作用 。 明代以来江浙的冰鲜渔业有了较大的

发展 ，与冰窖的扩展密不可分 ，邱仲麟在推求 明清时期浙东冰窖 的增长时便认为这很可能与气候转

冷有关 。

③ 在论及明代珍贵毛皮的文化史时 邱先生也分析了 由于南北气候之间的不 同所造成的皮

毛地域分布差异 。

④ 同样 气候的干湿变化也会对人们的正常生活 、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 曾雄生还通

过对 《告乡里文》的解读 ，分析了徐光启在
—

年江南的大水后在农业技术选择方面作出 的

一系列改革尝试 。

⑤
其他学者 ，则在讨论 日 常生活中也多少涉及气候变化在其中的作用 这里不再

一

—赘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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