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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随着全球极端天气增加， 自然灾

害频发， 对我国经济， 特别是农业生产造成严

重影响。 因此， 探讨我国古代应对洪涝灾害的

丰富经验， 及其对现代灾害管理的借鉴意义，

至关重要。

古代洪涝灾害呈现出

明显的时空分布规律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洪涝灾

害多发的国家。 自公元前 1766 年

至公元 1937 年， 我国水灾共发生

1058 次。

先秦时代， 由于生产力水平低

下， 人们对洪涝灾害的认识和防御

能力有限， 洪涝灾害往往会造成巨

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孟子·

滕文公上》 中记载： “当尧之时，

天下犹未平， 洪水横流， 泛滥于天

下。”

进入秦汉时期， 随着中央集权

制度的建立和巩固， 国家开始建立

制度化灾害治理体系。 政府修建水

利工程， 如堤防、 水闸等， 以应对

洪涝灾害。 然而， 由于技术水平限

制和自然灾害的不可预测性， 农业

生产仍面临周期性的洪涝威胁。

洪涝灾害在中国历史上呈现出

明显的时空分布规律， 这些规律不

仅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还受到气

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从时间分布上看， 洪涝灾害在

中国历史上呈现出一定周期性。 例

如， 从公元前 602 年到公元 1938

年， 黄河共决溢 1590 次， 较大改

道 26 次， 平均三年两决口。 频繁

的决口改道不仅对沿岸农田和村庄

造成破坏（如沿岸的山西荣河县载

“按邑西滨黄河， 近河滩地坍， 涨

靡常坍”）， 还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 据历史记载， 从公元前

206 年到公元 1911 年， 长江共发

生大范围洪灾 214 次， 平均 10 年

一次。 这些周期性特征可能与气候

变化、 降雨模式， 以及河流的自然

变化有关。

从空间分布上看， 洪涝灾害主

要集中在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 海

河流域和淮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

这些地区地势低平、 河流众多、 降

水充沛， 因此成为洪涝灾害的高发

区。 例如， 黄河流域的决口改道多

发生在中下游地区， 长江流域的洪

水也主要集中在中下游地区。 此

外， 由于地势低洼、 排水不畅， 海

河流域和淮河流域也频繁遭受洪涝

灾害侵袭。 据明清史料统计， 海河

流域在 540 多年中， 共发生水灾

360 次。 17 世纪以来， 共发生 19

次大水灾， 平均 20 年一次， 受灾

一般均在 100 个县以上， 淹没耕地

少 则 2000—3000 万 亩 ， 多 则

6000—7000 万亩。

除地理环境、 气候变化外， 过

度开垦、 乱砍滥伐等人为破坏植被

的行为， 也会造成水土流失加剧，

使河道泥沙含量、 淤积程度增加，

降低河道行洪能力。 例如， 清代曾

任湖北按察使的赵仁基在 《论江

水》 中提到： “水溢由于沙积， 沙

积由于山垦。”

古代洪涝灾害的预防

与应对

灾前预防与准备

古代先民深谙防灾备患、 防患

于未然的方略。 灾前预防与准备，

既可以减少社会恐慌和混乱， 又可

以减少灾害损失， 增强社会应对能

力， 保证抢救工作有条不紊地进

行。

古人通过观测天象和水文变化

来预测洪涝灾害。 他们观察星辰运

行、 云雨变化， 以及河流的水位和

流速等， 判断灾害是否临近。 《吕

氏春秋》 载， 古人将云分为“山

云、 水云、 旱云、 雨云” 四种， 通

过云的形式对降雨进行占卜。 一旦

预测到灾害可能发生， 预警信息就

会通过特定的传递机制迅速传播。

比如， 明朝著名治河专家潘季驯曾

总结出一套方法， 如果出现险情，

要立即悬旗、 挂灯、 敲锣， 发出紧

急抢救信号， 提醒抢修， 并安排群

众转移。 这一做法在古代被广泛应

用于洪水预警中， 以便民众及时采

取防范措施。

水利工程在防洪排涝中至关重

要。 都江堰、 大运河等， 是中国古

代水利工程典范， 其“因势利导”

的设计理念， 开创性地解决了灌

溉、 运输与防洪排涝难题。 其“旱

则引灌、 涝则疏导” 的调节机制，

在促进农业灌溉和交通运输发展的

同时， 也构建起可持续的防洪排涝

体系。 《王祯农书》 载， “沟洫之

于田野， 可决而决， 则无水溢之

害； 可塞而塞， 则无旱干之患”，

通过修建堤防、 疏浚河道、 设置溢

洪道等措施， 洪涝灾害的发生频率

和民众损失显著降低。

古人通过选育抗涝作物与创新

耕作技术应对洪涝灾害。 《史记·

夏本纪》 载， “禹令益予众庶， 稻

可种湿”， 说明水稻具有耐涝的特

性。 《吕氏春秋》 《齐民要术》

《马首农言》 等古代文献详细记载

了轮作、 深耕细耙、 中耕除草等耕

作措施， 以及因地因时耕作的规

律、 翻耕与免耕相结合的轮耕方

式、 水田整地排水技术等。 此外，

古人还积极推广抗涝作物种植技

术， 如选育耐旱、 耐涝的品种等，

北魏《齐民要术·种谷篇》 中提到：

“种谷必杂五谷， 以备灾害。”

古代中国注重修建与维护道

路、 桥梁、 堤防等基础设施。 早在

先秦， 中国就已经有了修建堤防以

防御洪水的做法， 《礼记·月令》

载， “循行国邑， 周视原野， 修利

堤防， 道达沟渎， 开通道路， 毋有

障塞”， 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

使交通运输效率大大提高， 也使地

区抗灾能力进一步增强。

灾时应对与救援

洪涝灾害发生时， 政府与民间都

迅速行动起来， 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应

对与救援， 以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

古代政府在灾时应对中发挥核心

作用。 洪涝灾害一旦发生， 政府会立

即启动赈灾政策， 派遣官员前往灾区

进行勘查和评估损失， 以及调配物资

进行救援。 例如， 万历年间， 面对温

州府“永嘉、 乐清、 瑞安沿江亦皆

没” 的洪涝灾害， 朝廷立刻“诏遣吏

部主事罗寔等至郡设祭， 赈恤被灾人

户”。 政府还会根据灾区的实际情况，

进行减免税收、 提供贷款等经济支

持， 帮助灾民重建家园和恢复生产。

又如， 通过救荒贷赈等方式， 对“有

田业而以匮乏不能自存” 的贫民或流

民实施救济。

此外， 政府还会组织力量进行抢

险救灾， 如加固堤防、 疏浚河道、 转

移受灾群众等， 以防止灾害进一步扩

大。

民间慈善组织与个人也积极参与

灾时救援。

在古代， 许多地方都设有义仓、

善堂等慈善机构， 这些机构会在灾害

发生时提供粮食、 衣物等救援物资给

灾民。 《唐六典》 载： “每有饥馑，

则开仓赈给。” 同时， 许多富商大贾

和士大夫也会慷慨解囊， 捐资捐物，

支持灾区救援工作。

灾后恢复与重建

面对洪涝灾害， 古代形成“政府

主导、 民间补充” 的协作救灾机制，

既确保救灾效率， 又充分调动社会资

源， 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为减轻受灾地区财政负担、 鼓励

灾民积极参与恢复工作， 政府往往会

实施蠲免赋税的政策， 同时， 组织官

员和专家实地勘查， 制定基础设施修

复、 农业生产恢复和灾民生活改善的

系统重建规划。 在此过程中， 政府注

重整合社会资源， 调动各方力量参与

重建， 并提供心理疏导与社会支持，

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宋史》 载， 宋太宗淳化四年 （993

年） 河水泛滥， 朝廷不仅给罹难者家

属提供丧葬用具， 而且向澶州、 涪州

灾民分别发放抚恤金， 同时开仓赈

济。

在灾后重建中， 民间力量同样发

挥着重要作用。 许多民间组织和乡绅

等， 通过捐赠物资、 募集资金等方

式， 支持灾区重建。 光绪 《嘉定县

志》 载， 道光二十九年， 嘉定遭遇空

前严重的水灾。 地方富绅秦溯萱主动

倡议动用义仓本钱， 发放临时救助

金， 以抚恤民众。

古代防洪智慧对后世

的深刻启示

中国古代在应对洪涝灾害方面积

累了丰富实践经验， 其防灾治水措施

历经长期探索与实践不断完善， 对于

有效保障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意义重

大。

应对洪涝灾害的措施借鉴。 都江

堰、 灵渠等古代水利工程， 以其精妙

设计， 实现了防洪、 灌溉、 航运等多

重功能， 其顺应自然、 注重功能协同

的理念， 为现代水利建设提供了借

鉴。 例如， 现代大坝工程在加固堤防

的同时注重河道疏浚， 正是对“治水

之道， 疏胜于堵” 这一传统智慧的延

续。

古代城市防洪体系中城墙、 护城

河及陂池的防洪智慧， 已被融入现代

防洪堤、 防洪墙及排水系统的规划建

设中。

此外， 古代水位标记、 雨量测量

等方法， 为现代卫星遥感、 雷达测雨

等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有助于提

升监测预警能力。 农业方面， 古代耐

旱耐涝作物种植、 播种时间调整等经

验， 在现代通过培育抗灾新品种、 推

广节水灌溉技术等得以转化应用， 提

升了农业的抗逆性和适应性， 为现代

洪涝灾害应对提供解决方案。 在借鉴

古代防洪经验时， 需秉持科学态度进

行甄别与创新。 例如， 祈雨、 祭神等

迷信防灾手段， 因缺乏科学依据， 无

法有效抵御洪涝灾害。 此外， 我们也

应避免盲目模仿古代防洪工程。 为保

证防汛工程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要

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和实际情况加以创

新、 优化。

应对洪涝灾害的思想借鉴。 中国

古代“天人合一” 的生态智慧， 强调

尊重自然规律、 减少人为破坏， 这一

理念与当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

现代化目标高度契合。 在防洪减灾领

域， 我们应践行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

展理念， 通过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系

统的干扰， 从源头上减少洪涝灾害发

生。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 也应注重融

入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措施， 构建可

持续发展的韧性社会。

我国古代社会应对洪涝灾害， 强

调社会协同和集体力量。 个体或组织

无法独自应对巨大的挑战， 政府、 社

会组织和民众之间的协同合作， 在古

代社会尤为重要。 因此， 需强化政

府、 社会组织和民众之间的沟通协

作， 形成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 公众

协同的现代防灾体系， 通过构建信息

共享平台、 整合多方资源、 优化协同

机制， 凝聚全社会力量， 共同应对洪

涝灾害挑战。

（来源： 人民论坛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