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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明末大旱及其对河南社会的影响∗

苏 新 留　 　 　 邢 　 祎

摘　 要：明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河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灾害十分频繁，尤其在

明末崇祯时期，河南省大范围发生旱灾，其严重程度、涉及范围和持续时间在历史上罕见，严重破坏了当时的农业

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从而国力削弱，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加速了明代的灭亡。 研究崇祯时期河南旱灾对河南社会

的影响及社会应对，能够为当今的抗灾备荒提供借鉴，对促进河南农业生产和经济等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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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明代灾荒史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

焦点，史料记载丰富。 主要散见于明史、明实录、地
方志、官方文献、典籍等资料当中。 先行研究成果不

少，例如，温克刚主编的《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邓拓

的《中国救灾史》对明代灾荒都有所记载，有关河南

的灾害研究论著也不断增多，邱云飞、孙良玉的《中
国灾害通史·明代卷》，李克让的《中国干旱灾害研

究及减灾对策》，河南省水文总站编写的《河南省历

代旱涝等水文气候史料》（包括旱、涝、风、雹、霜、大
雪、寒、暑），马雪芹的《明清河南自然灾害研究》，向
安强、贾兵强《略论明清以来河南旱灾》，鞠明库的

《明代河南旱灾与社会应对》和《灾害与明代政治》，
刘志刚的《天人之际：灾害生态与明清易代》，李永

伟《明代河南流民的来源及其成因探析》等，①都对

明代河南地区灾荒进行了较为宏观的论述，虽然一

部分学者已经或多或少地涉及了晚明河南的灾荒与

荒政研究，但具体到崇祯时期的河南旱灾研究，相关

成果还不多，而且，崇祯时期河南遭受大旱，对河南

社会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 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倍

关注，对崇祯年间河南大旱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崇祯时期河南旱灾

明代在我国历史长河中是一个灾害多发的时

期，自然灾害频繁，可以说是无年、无地不灾，呈现级

别高、范围广、频发等特点。 邓拓的《中国救荒史》
对明代灾害进行了统计：“当时灾害最多的是水灾，
共 １９６ 次；次为旱灾，共 １７４ 次；蝗灾，共 ９４ 次；雹
灾，１１２ 次；地震，１６５ 次；另有风、疫、霜、雪等灾，灾
害之多，竟达 １０１１ 次。”②对于明代旱灾，竺可桢在

《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迁》中描述：“除晋和南北朝，
雨量之特别少者为明代，当时旱灾之总数为各世纪

之冠。”③可见明代旱灾频发。
据史书记载，明代仅河南地区就发生旱灾 ２８

次，其中，崇祯年间最为频繁和严重，其程度、涉及范

围和持续时间历史罕见。 如“庚午（１６３０ 年）旱、辛
未（１６３１ 年）旱、壬申（１６３２ 年）大旱，野无青草，十
室九空。 于是有斗米钱者， 有采菜根、 木叶充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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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夫鬻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
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而

相残食者”④。 崇祯六年（１６３３）起，河南旱灾从豫

北开始逐步向东部及全省范围扩展，大范围严重干

旱，且持续多月，蝗灾接连出现；崇祯七年，河南全省

转入一个大旱期；崇祯十一年至十四年，除汝宁府

外，河南全省连续特大旱灾。 《明史》有载：“崇祯八

年七月，河南蝗。 十年七月，山东、河南蝗。 十一年

六月，两京、山东、河南大旱蝗。 十三年五月，两京、
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蝗。 十四年六月，两京、
山东、河南、浙江大旱蝗。”⑤ 《崇祯实录》中载：“六
月甲申，河南大旱，密县民妇生，旱魃，浇之乃雨。”⑥

崇祯十年至十四年，河南发生连续 ５ 年的干旱，其中

１６４０ 年最为严重，涉及河南 ８４ 个县。 崇祯年间有

关蝗灾的记载也很多，例如，新郑“崇祯元年六月，
两畿、山东、河南大旱蝗。 崇祯十二年六月，畿内、山
东、河南、山西旱蝗。 崇祯十三年，两畿、山东、河南、
山、陕旱蝗，人相食。 崇祯十四年六月，两畿、山东、
河南、浙江、湖广旱蝗，山东寇起”⑦；洛阳“大旱，赤
地千里，蝗蛹集地厚寸余”⑧；登封“旱蝗，人相食”⑨

等；《崇祯实录》中也有：“山东、河南飞蝗蔽野，民大

饥。”⑩可见当时河南旱蝗灾害的连续出现以及对社

会生活造成的严重影响。

二、崇祯时期旱灾对河南社会的影响

旱灾是明代河南自然灾害中发生次数较多的灾

害种类。 “灾荒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破坏社会经

济，加深社会矛盾。 轻的灾害会造成粮食减产，人民

生产、生活条件受破坏，影响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

行。”“至于重的灾荒，就会导致田地大量荒芜，人口

流徙死亡，经济衰退，甚至引发社会动乱。”崇祯时

期旱灾严重且频发，可谓大旱，对晚明时期河南农业

生产和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１．对农业生产和民众生活的影响

旱灾的连年出现，庄稼无收成，蝗虫四起，直接

导致粮食绝收，饥荒、疫病随之而来。 旱饥导致人相

食、民变、盗贼流寇现象频频出现。 崇祯年间，旱灾

连续出现且扩大至全省范围，灾情异常严重而逐步

上升，有很多人逃往外地或因饥致死，人吃人的现象

时有发生，形成惨不忍睹的饥荒，死亡无数。
旱蝗相因。 久旱必出现蝗灾。 崇祯大蝗灾确切

说始于崇祯九年，这一年，蝗灾出现于开封黄河两岸

地区，形成范围广泛的蝗灾区。 之后，蝗虫继续增殖

扩散，范围扩大，在崇祯十一年形成西起关中平原，
东至徐州一带长达上千里的分布区。 《灵宝县志》
中记载：“崇祯十一、十二、十三年天道亢旱，赤地千

里，寸粒不收，民饥死者十之四五。” 《许昌县志》
中记载许州崇祯十三年的旱灾：“大旱蝗，秋禾尽

伤，青草皆枯。 斗来易钱二千文，人相食，饿死者大

半，时民争採桑槐等叶为食。 是冬及次岁春，妇女自

驾于市，无有收者，有夫妻相食者，甚有易子而食者。
有全家饿死者十分之七，逃亡者无算。” 《伊阳县

志》中记载：“崇祯十一年戊寅旱蝗。 十二年己卯春

不雨、夏四月蝗、秋八月缘生，井水臭秽不可食，民有

数日不举。”“河南天饥，人相食，卢氏、嵩、伊阳三县

尤甚。”崇祯十三年，河南襄城县等地也因发生旱

蝗灾害而造成粮食绝收，数百万民众因灾荒而死或

相继逃亡，社会生产力被破坏而降到最低点，社会经

济陷入绝境。
久旱致瘟疫。 《国史旧闻》中载：“明代从 １４０８

到 １６４４ 年春，有一二十次大疫。” 《阳武县志》记

载崇祯六年， “春夏汝州属县俱大疫，有阖户死

者”；开封府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

无数”；荥阳县与阳武县相似，“春大疫，民死不隔

户，三月路无人行”。 《新郑县志》记载：“崇祯十

三年秋，旱，缠崎徧野，食苗几尽。 七月始雨，八月二

十四日大霜，荞麦尽枯。 九月后人相食。 十四年春，
饥甚继以，瘟疫死者十七，五月麦熟收获无人，夏蝗

食秋未荞麦种，每斗价钱五千文。”商水县“崇祯

十四年春大疫，抵秋方止，死者无数。 初犹棺敛，继
买薄卷，后则阖门皆死，竟无一人能敛者。 至六月

间，街少人迹，但闻蝇声，薨薨而已”。 由此可见，
此时期河南旱灾及其引起蝗灾、瘟疫的频繁发生给

河南社会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与破坏。
２．对晚明社会政治的影响

崇祯八年开始，河南连续发生大蝗灾，对晚明社

会政治造成很大影响。 “所谓灾荒者，乃以人与社

会关系之失调为基调，而引起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

之失败所招致生活上之损害与破坏也。”崇祯年

间，豫北获嘉县经历旱蝗侵袭之后，瘟疫的肆虐和当

地战争的摧残，使这里完全丧失了抵抗灾害的能力。
“民死于灾，死于兵，死于疫者，百不存一、二。 存者

食草根树皮，以至父子、兄弟、夫妻互相蚕食，尸骨遍

郊野，庐舍丘墟。” “崇祯十三年，旱趁大饥，野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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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草。 斗米银二两九钱，以树皮、白土、雁矢充饥，至
以柿蒂、蒺藜、牛马为食，骨肉相食死者相继，十室九

空。”也就是说，灾害严重与大规模频发，人民无法

生存，如果政府统治无力，必将导致大量流民、盗贼

出现，必将导致农民起义等，加重了社会秩序的混

乱。 崇祯旱灾大规模群发，灾情愈演愈烈，面对荒政

制度的衰败，河南百姓在痛苦之中挣扎并被迫起来

反抗，不容置疑削弱了明朝的国力，促使晚明政府面

临严重的统治危机。

三、崇祯时期河南旱灾的社会应对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政府应对自然灾害所采取

救灾措施和制度的记载，《周礼》的“荒政十二篇”是
最早的荒政论著。 崇祯年间河南自然灾害造成的影

响十分严重，政府和民间对赈灾工作都采取了一定

的措施。 面对旱灾，由于崇祯朝政治腐败、统治者剥

削残酷以及战争等原因，国家救灾能力相对其他时

期有所减弱，河南的荒政制度衰落，政府和民间也采

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救治灾荒，包括中央政府、地
方官员和民间百姓。 旱灾发生后，河南丧失向国家

缴纳赋税的能力，中央政府指挥河南布政使司、州、
县对河南灾区给予救助，地方州、府、县救助百姓恢

复生产，并“召九卿科道于平台，问御清、救荒、安民

三事，各以次对”。 千方百计对河南的赋税和徭役

进行减免，采取施粥、平粜等救灾办法对旱灾实施赈

济，以免流离失所。 崇祯十五年“免开封、河南、归
德、汝州去年田租”。 地方政府在灾害面前，对灾

害地区有地缘上的便利条件，在赈灾、抗灾上发挥着

直接的作用。 一面向中央报灾，一面勘灾，想方设法

研究救灾策略。 《汝南县志》中记载：“王建和知汝

宁，甫下车，见属邑涝旱不均，即细勘灾状，上其事于

诸司因得疏闻蠲其田租，民赖以不困。”地方政府

采取多种救灾方式，例如，通过求雨祭祀从心理上安

抚受灾百姓，同时采取开仓放粮、施衣物药品、赈粥

等方式，将救灾款和物资分发给灾民，使灾民得到基

本的生活保障。
由于朝廷财政困难和旱灾空前严重，崇祯时期

地主阶级和普通民众的自救对灾荒救治起到不容忽

视的作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的赈济压力，同时

弥补了政府赈济中的不足。 “民间个人及民间组织

在官府的倡导下积极展开救灾，乡绅积极地协助官

府办理赈务，官府借助士绅势力办理灾务以有效的

实行对灾时的基层社会控制，民间百姓也依靠乡绅

为自己上通官府报告实际灾情以求得切实的官府赈

济，官民、官绅、绅民之间在抗灾和救灾目标下进一

步相互联结，相互交融。”也就是说，地主阶级作为

民间的自救力量，虽然他们对灾害的救治大多出于

防止饥民暴动的目的而不得不参与灾荒救治，但他

们与政府、平民百姓共同参与救治，对救灾起到一定

的作用。 “郡邑有富家，固贫民衣食之源也。 地方

水旱，有司令出钱粟，均粜济饥，一遇寇警，令助城堡

守御，富家未尝无益于国。”他们大多会主动捐献

医药、棺材和棉衣等救灾物资，向官府请求赈济灾

民，还通过减免灾民借贷等途径减轻民众负担，协助

官府恢复社会秩序等，在救灾中发挥了独到的作用。
崇祯时期荒政制度已经衰落，仓储衰败，政府救

灾的弊端也开始暴露，此时，地主阶级的灾荒救治一

定程度上减少了灾民的逃亡和转化为流民、盗贼的

可能，同时维护了社会秩序，弥补了官府救灾能力的

不足。 另外，随着旱灾日益严重，在政府救灾措施不

得力、无法保证充足的救灾钱粮的情况之下，普通民

众自发的救荒日渐活跃，成为当时政府荒政的必要

补充。

四、结语

明代河南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地区，崇祯时期出

现的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其波及范围广，持续

时间长，破坏性大，对河南农业、人口、经济和社会政

治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在旱灾治理上，河南作为

一个灾荒多发地域，曾得益于明代较细致、完备的荒

政制度，但由于崇祯时期的政治腐败，财政投入萎

缩，衰败的荒政制度已无力救助，加之河南地处中原

战乱之地，受旱蝗灾害与饥荒折磨的百姓被迫逃亡，
成为流民、盗贼，或参与到埋葬大明王朝的农民起义

当中，加速了明王朝的覆灭。 可以说，崇祯时期旱灾

对河南社会的影响是严重的，晚明政治危机也是当

时自然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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