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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各类史料载述的内容为西方社会所震惊。从《周礼》、《
墨子》、《尔雅》、《国语》这类传统经典，到各类荒政考、荒政议、荒政汇编、社仓考等类史料的
相关载述中，几乎可以整理出一部完整的中国救灾史。其中，有关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问题、官员选
任与管理问题、各类监察制度的变迁问题，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自然灾害与灾害的管理问题
等，事无巨细，一一记录在案，算是一种另类的中国经济发展史。所有这一切，对于研究现代社会保
障法律制度、研究中国官僚制度与荒政之关系以及相应的灾患防治措施等，都具有相当的补益作用。
涉及传统社会的河患治理、粮食调剂、义仓制度、原始生态意识与资源保护，以及皇帝与士大夫共治
天下之政治架构方面，无论专业研究人员还是普通读者，读来都是十分新鲜有趣的。灾害频发的自然
与社会现实，不仅制约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对古代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政策方针的制定产
生了重大影响。帝制中国的统治者多认为，灾害是上天对自己的警告和对自己行为过失的惩罚。因此
，在筹备减灾物资、建造流民安置场所的同时会不断检讨自己在生活和为政过程中的得失，力图用一
系列手段来杜绝或消除灾害的发生。阅读本书可以了解到，中国古代政府有关灾害管理的措施和办法
是现代灾害管理学理论所不能完全涵盖的。“减灾”固然是古人灾害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中国人
对灾害暴发原因的认识却是在“天人感应”等类观念影响下产生的。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中有
“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的说法，认为灾害由君主、官吏做
事之不当所引发，是上天给予人间的警告。这一观念经过长时间的演化，逐渐从观念的层面转化为一
整套相对完善的运行方式，借以展开消除灾害的活动，并由此催生出一个甚为严密的专门的系统结构
，这一点在世界范围的减灾历史过程中是颇为个性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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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考察北宋时期自然灾害的发生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在危机环境下，政府应对危机的思路、措
施及工作流程问题。书中综合运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对北宋灾害进行全面统计的
基础上，分析北宋灾害的时空分布、水旱灾害与饥馑的关系，并对政府减灾投入问题进行了量化分析
，进而揭示北宋时期灾害发生的基本特征进而以灾害管理学的理论为框架，将北宋政府灾害管理分为
“三级四层”分别进行论述。

Page 3



《北宋时期自然灾害与政府管理体系研尽�

作者简介

石涛，山西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南开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硕士生导师，山西省高等学
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

Page 4



《北宋时期自然灾害与政府管理体系研尽�

书籍目录

目　　录
序　一⋯⋯⋯⋯⋯⋯⋯⋯⋯⋯⋯⋯⋯⋯⋯⋯⋯⋯⋯⋯⋯⋯⋯⋯⋯⋯⋯⋯⋯⋯⋯阎守诚／1
序　二⋯⋯⋯⋯⋯⋯⋯⋯⋯⋯⋯⋯⋯⋯⋯⋯⋯⋯⋯⋯⋯⋯⋯⋯⋯⋯⋯⋯⋯⋯⋯刘建生／1
绪　论⋯⋯⋯⋯⋯⋯⋯⋯⋯⋯⋯⋯⋯⋯⋯⋯⋯⋯⋯⋯⋯⋯⋯⋯⋯⋯⋯⋯⋯⋯⋯⋯⋯⋯⋯1
上　编　北宋时期的自然灾害与政府应对措施
第一章　北宋时期灾害统计的方法及特点⋯⋯⋯⋯⋯⋯⋯⋯⋯⋯⋯⋯⋯⋯⋯⋯⋯⋯⋯⋯31
第一节　灾害统计的原因及统计古代灾害的方法⋯⋯⋯⋯⋯⋯⋯⋯⋯⋯⋯⋯⋯⋯⋯31
第二节　统计标准及不规范问题的处理方法⋯⋯⋯⋯⋯⋯⋯⋯⋯⋯⋯⋯⋯⋯⋯⋯⋯38
第二章　北宋时期灾害概述⋯⋯⋯⋯⋯⋯⋯⋯⋯⋯⋯⋯⋯⋯⋯⋯⋯⋯⋯⋯⋯⋯⋯⋯⋯⋯44
第一节　北宋时期灾害频发的原因⋯⋯⋯⋯⋯⋯⋯⋯⋯⋯⋯⋯⋯⋯⋯⋯⋯⋯⋯⋯⋯44
第二节　北宋时期气象灾害的时空分布及烈度描述⋯⋯⋯⋯⋯⋯⋯⋯⋯⋯⋯⋯⋯⋯47
第三节　生物灾害及伴生性灾害⋯⋯⋯⋯⋯⋯⋯⋯⋯⋯⋯⋯⋯⋯⋯⋯⋯⋯⋯⋯⋯⋯67
第四节　地质灾害与火灾⋯⋯⋯⋯⋯⋯⋯⋯⋯⋯⋯⋯⋯⋯⋯⋯⋯⋯⋯⋯⋯⋯⋯⋯⋯79
第三章　灾害影响与北宋灾害管理思想⋯⋯⋯⋯⋯⋯⋯⋯⋯⋯⋯⋯⋯⋯⋯⋯⋯⋯⋯⋯⋯87
第一节　北宋政府减灾管理投入分析⋯⋯⋯⋯⋯⋯⋯⋯⋯⋯⋯⋯⋯⋯⋯⋯⋯⋯⋯⋯87
第二节　灾害与北宋军事：以黄河水患为例⋯⋯⋯⋯⋯⋯⋯⋯⋯⋯⋯⋯⋯⋯⋯⋯⋯101
第三节　北宋灾害管理及思想述评⋯⋯⋯⋯⋯⋯⋯⋯⋯⋯⋯⋯⋯⋯⋯⋯⋯⋯⋯⋯⋯107
下　编　北宋灾害管理体系及其运作
第四章　中央灾害管理系统⋯⋯⋯⋯⋯⋯⋯⋯⋯⋯⋯⋯⋯⋯⋯⋯⋯⋯⋯⋯⋯⋯⋯⋯⋯⋯129
第一节　“弭灾”管理子系统⋯⋯⋯⋯⋯⋯⋯⋯⋯⋯⋯⋯⋯⋯⋯⋯⋯⋯⋯⋯⋯⋯⋯129
第二节　“减灾”管理子系统⋯⋯⋯⋯⋯⋯⋯⋯⋯⋯⋯⋯⋯⋯⋯⋯⋯⋯⋯⋯⋯⋯⋯151
第五章　北宋路级灾害管理与提点刑狱司⋯⋯⋯⋯⋯⋯⋯⋯⋯⋯⋯⋯⋯⋯⋯⋯⋯⋯⋯⋯181
第一节　北宋路级机构灾害管理职能及运作模式⋯⋯⋯⋯⋯⋯⋯⋯⋯⋯⋯⋯⋯⋯⋯182
第二节　提点刑狱司的建立沿革⋯⋯⋯⋯⋯⋯⋯⋯⋯⋯⋯⋯⋯⋯⋯⋯⋯⋯⋯⋯⋯⋯195
第三节　中国古代灾害理念与提点刑狱司的设置⋯⋯⋯⋯⋯⋯⋯⋯⋯⋯⋯⋯⋯⋯⋯207
第四节　提点刑狱司与减灾管理⋯⋯⋯⋯⋯⋯⋯⋯⋯⋯⋯⋯⋯⋯⋯⋯⋯⋯⋯⋯⋯⋯219
第六章　州县灾害管理系统⋯⋯⋯⋯⋯⋯⋯⋯⋯⋯⋯⋯⋯⋯⋯⋯⋯⋯⋯⋯⋯⋯⋯⋯⋯⋯237
第一节　州县减灾管理系统⋯⋯⋯⋯⋯⋯⋯⋯⋯⋯⋯⋯⋯⋯⋯⋯⋯⋯⋯⋯⋯⋯⋯⋯238
第二节　州县“弭灾”管理系统⋯⋯⋯⋯⋯⋯⋯⋯⋯⋯⋯⋯⋯⋯⋯⋯⋯⋯⋯⋯⋯⋯266
结　语⋯⋯⋯⋯⋯⋯⋯⋯⋯⋯⋯⋯⋯⋯⋯⋯⋯⋯⋯⋯⋯⋯⋯⋯⋯⋯⋯⋯⋯⋯⋯⋯⋯⋯⋯275
附　表　北宋自然灾害统计表⋯⋯⋯⋯⋯⋯⋯⋯⋯⋯⋯⋯⋯⋯⋯⋯⋯⋯⋯⋯⋯⋯⋯⋯⋯280
附　录　北宋赈灾、放税、蠲免等减灾管理措施编年⋯⋯⋯⋯⋯⋯⋯⋯⋯⋯⋯⋯⋯⋯⋯369
参考文献（典籍类）⋯⋯⋯⋯⋯⋯⋯⋯⋯⋯⋯⋯⋯⋯⋯⋯⋯⋯⋯⋯⋯⋯⋯⋯⋯⋯⋯⋯⋯411
参考文献（今人论著类）⋯⋯⋯⋯⋯⋯⋯⋯⋯⋯⋯⋯⋯⋯⋯⋯⋯⋯⋯⋯⋯⋯⋯⋯⋯⋯⋯418
后　记⋯⋯⋯⋯⋯⋯⋯⋯⋯⋯⋯⋯⋯⋯⋯⋯⋯⋯⋯⋯⋯⋯⋯⋯⋯⋯⋯⋯⋯⋯⋯⋯⋯⋯⋯426

Page 5



《北宋时期自然灾害与政府管理体系研尽�

章节摘录

插图：宋朝政府对流民进行救济和安置，实施了让流民返还故乡、照顾流民中的老弱病者、招募流民
从军入伍等具体的救助措施。其中，以军代赈、以工代赈在宋朝赈灾措施中占有重要地位，熙丰变法
时期，工赈成为制度化的赈灾措施。工赈的组织者分官府和民间两种，民间工赈是宋朝赈灾事业中的
一个亮点。工赈救济的对象是流民中的少壮者。工赈所兴之役主要是兴修水利和修筑城寨，其经费主
要来自常平钱谷和转运司省仓、上供粮。疫病是灾害的一种，一般与其他灾害相伴生。灾害引起短时
间内人口在某一狭小地域的大量集中，也会导致疫病暴发。面对疫病的流行，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
包括求神祈祷、打击巫觋，颁布医方、施医送药，设置医疗救济机构，改善公共环境等，控制疫病的
蔓延。政府的这些措施，在疫病的救助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然而政府所实施的救济活动更多地体现
为一种仁政，虽然常设性救济机构已经建立并在社会上运行，但是官僚机构的效率低下以及强势阶层
的干预，使这些机构在运转中有时会出现偏差。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巫医的欺诈以及医药事业尚不发
达和不普及等原因，宋代民间“信巫不信医”的现象相当普遍，给当时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危害。因
此，两宋政府以及官僚士大夫对巫、医态度的变化及其禁巫兴医等措施的施行，使这一问题在总体上
较前代有所缓和。宋代被排斥出土地的劳动者与唐代相比有所增多，相应的，出路和机会也较唐代为
多。由此部分地改变了社会结构，传统的士、农、工、商范围进一步被冲破，社会结构趋于多样化，
同时促进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也使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宋代社会因为社会的流动性而不致郁积祸
患，所以虽小乱不断而未能酿成大乱，整体社会局势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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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0年，阎守诚先生因“中国古代灾害数据库”的课题把我招至门下，让我从事宋代自然灾害方面的
研究。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我基本掌握了灾害的研究方法，建立起论文的基本框架，提出了自己的
构想。先生首肯了我的总体思路，但就具体问题的把握指出了许多问题，并帮助我一一改正。由于我
资质鲁钝，能力有限，直到论文完成时也不能完全符合老师的要求。导师和师母犹如父母，三年的学
习生活里我时时能够体味到他们发自肺腑的关心和爱护。也许是上苍眷顾我，让我在34岁的时候，仍
在接受父母的恩泽。为了不使我上学分心旁骛，父母年逾古稀，仍然在辛勤工作，为我筹措充足的经
费。父母辛苦了一辈子，到了晚年仍然不能轻松地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感激之余，更多的是惭
愧。可以说，没有父母亲的支持就没有我如今的学业与事业。想起年少轻狂的岁月，哥哥把我从山西
大同接到了他工作的长治漳泽发电厂中学。在他略带另类的教育方式的培养下，我从一个人见人嫌的
混混，脱胎成为一名山西大学的大学生。进而在1994年忝列李裕民先生门下攻读道教史硕士学位，可
以说没有兄长的教诲，不可能有今天的我。我虽自幼体弱多病，也有过住院手术的经历，但这些没有
使我变得弱不禁风，这是因为有妻子和朋友的支持和鼓励。妻是日语专业的高材生，曾经在日本工作
两年，除了在生活上悉心照料我外，还为我翻译日文材料，为我论文的最后完成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的汪胜铎教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汪先生在2003年“非典”疫情最猖獗的时候
，冒着危险亲自来首都师范大学参加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在首肯我毕业论文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提出
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汪先生功力深厚，学识渊博，学风严谨，在审读过程中对文中引文出处
一一考证，甚至连错别字都不肯放过。答辩结束后，又将他亲笔修改过的论文送给我，为我论文的进
一步完善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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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宋时期自然灾害与政府管理体系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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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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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摘　　要　　10世纪末到12世纪初，是我国古代自然灾害频繁暴发的时期
，仅在北宋的167年间，就暴发了各类灾害900余起。较之前代，北宋自然灾害无论在暴发次数还是在
暴发频率上，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灾害的频繁暴发引发了北宋社会的诸多问题，同时也在客观上促
使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的南下，使北宋政府面临更为巨大的压力。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保障国家财
政收入，北宋政府更加重视对灾害的管理，灾害管理措施的制定也更加细致与成熟。　　与其他国家
不同，由于受到“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王朝的统治者更多认为，
灾害是上天对自己的警告，是对自己行为过失的惩罚。因此，在筹备粮食等减灾物资、建造收容流民
房屋的同时，王朝统治者不断检讨自己生活或为政过程中的得失，力图用避正殿、减常膳以及祈祷、
大赦天下等手段，从根本上消除灾害或杜绝灾害的发生。由此形成了两套性质不同的灾害管理体系，
即注重减少灾害损失的“减灾”管理体系，和侧重于探讨灾害暴发的根本原因与政策得失，力图用约
束自己行为、祈求上苍等方法达到根本消除灾害的“弭灾”管理体系。　　从“减灾”管理发展的历
史来看，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现在管理体系的三个行政等级和四个层次，即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
、操作层。决策层和管理层构成了国家级灾害管理系统，由帝王和政事堂等决策机构和三司（户部）
、工部、祠部、司农寺等专门的管理机构组成；路级监司机构处于“三级四层”的执行层，在全国灾
害管理大系统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州县是北宋灾害管理系统的操作层，是灾害管理大系统的基础
，直接指挥、组织当地的救灾活动，执行国家和路级机构的救灾对策和计划。单纯从管理体系的角度
出发，可以说北宋时期已经具备了现代灾害管理模式的雏形。　　本书以现代灾害管理学、灾害历史
学、灾害社会学和灾害统计学、农业灾害经济学等学科的相关原理为指导，对北宋时期政府在灾害治
理和救助方面的方法措施以及政府部门在灾害管理中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对更深入的研
究有所助益。　　全书分上下两编，六个部分，上编在对北宋自然灾害进行详细统计的基础上，对北
宋时期各类灾害发生的时空分布、烈度等问题进行研究，进而将饥馑与水旱灾害的同时段暴发频次相
比较，衡量国家管理的绩效和国家政策变迁所带来的影响。并通过合理假设，计算政府赈灾的投入量
，得出北宋灾害所造成损失的合理值。下编从“弭灾”和“减灾”两个方面分别论述北宋三级行政体
系在灾害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地位的不同，三级体系中各自的侧重方向也不尽相同。中央偏重
于“弭灾”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是“君权神授”的体现，而且为政策法规的调整以及大臣之间的相互
倾轧提供了舞台，对灾害管理而言，也能起到安定民心的作用。受“弭灾”思想的影响和“减灾”管
理的具体要求，提点刑狱司逐渐成为路级监司机构中灾害管理的主要部门。州县是灾害的承载体，灾
害影响程度与官吏政绩考核中的地方户口、税收的多寡息息相关，因此，地方灾害管理更注重减灾的
实际效果。　　关键词：北宋；灾害损失；灾害管理；“弭灾”；“减灾”；“三级四层”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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