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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云南大饥荒 (1815 —1817)

与坦博拉火山喷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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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中心 ,上海 　200433 ; 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 北京 , 100101)

　　[摘 　要 ] 　1815 —1817 年云南地区发生长达三年的大饥荒 ,是云南前近代有记载的波及范围最大、

最严重的一次。其灾害类型 ,是典型的夏秋季低温导致水稻、荞麦等主要农作物的大幅欠收引起的。这

次连续三年的低温冷害以 1816 年为高峰 ,其 8 月的平均气温在昆明可能要比多年平均气温低 2. 5 —3 ℃。

其原因主要是坦博拉火山喷发造成火山云减弱了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辐射能 ,太阳活动可能也有一定影

响。这次低温在全国范围内都存在 ,但在东部地区虽有一些极端低温事件 ,并未造成大范围的灾害。

[关键词 ] 　气候突变 　饥荒 　坦博拉火山 　云南

[中图分类号 ] 　K903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0257 0289 (2005) 01 079 008

一、问 题 的 提 出

在目前对历史气候与灾害的研究中 ,气候突变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对历史上曾经发

生的使气候系统从一种均态转为另一种均态的突变的重建和研究其诱因 ,不仅可以提高对现代气

候的可预报性 ,认识气候系统如何产生这些突然变化 ,而且还可以对现代社会如何应对由此引发的

重大灾害提供有益的借鉴 ,因此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对这一类问题的研究中 ,对可能导致突变的

一些气候极端事件的研究 ,显得尤有意义。嘉庆二十年 ———二十二年 (1815 —1817) 在云南地区发

生的大面积饥荒 ,就是由于火山爆发导致的气候极端事件的典型的例子。

嘉庆云南大饥荒持续时间长达三年 ,波及范围广 ,当时云南除了土司地区以外 ,设有厅、州、县

等县级行政区划约 88 个 ,而 1816 年灾情达到高峰时有记录的有 28 个 ,到 1817 年 ,有记录的竟达 29

个① ,是前近代有记载的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灾害。而考虑到云南地方文献的不充分 ,即使在清代

能建立起较完整的灾情系列的地区 ,也不过只有昆明等少数地方 ,因此 ,我们完全有充分的理由相

信 ,灾害的波及地区还远较有记载的多。在 1816、1817 年间 ,还出现了大面积的人口死亡、逃亡 ,并

在很多地方出现了云南历史上罕见的争吃“观音土”的事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嘉庆大饥荒是云

南在前近代时期有记载的规模最大、最严重的一次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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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云南饥荒 (1815 —1817)记载分布图

三、对灾害种类及程度的分析

如前述 ,过去多将 1816、1817 年的大灾归为大旱灾。实际上 ,在 1816 年有饥荒记载的 28 个县

级区划内 ,仅有楚雄、禄劝、浪穹、他郎 4 处有旱的记载 ,并且对旱灾的记载都不是很强烈。而同年 ,

有涝灾记载的有云南、蒙化、邓川、浪穹等 4 个地区 ,其中浪穹 :“秋大涝 ,禾不登。”(道光《浪穹县志》卷 11

《祥异》)在旱灾之后复有涝灾。在 1817 年有灾情记载的 29 个县级区划中 ,有旱灾记载的只有楚雄、

浪穹、禄劝、腾越 4 地 ,而有水灾记载的则有曲靖、邓川、大姚 3 地。可以认为 ,过去对 1816、1817 两

年大旱的判断 ,主要是根据大饥荒来定的。另外 ,云南灾害中“水灾一线 ,旱灾一片”的原则也起了

作用。[4 —p36 ]但是 ,在多达近 30 个县级地区的灾害记载中 ,仅仅根据 4 个地区的记载来判断其为旱

灾 ,显然是不够的 ,应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对云南影响最大的旱灾 ,是由于雨季推迟而造成的夏季大旱 ,使栽插无法进行。笔者主要依据

清宫档案中的降水资料 ,对清代以昆明为标志的云南雨季开始的早晚情况的恢复方法进行了初步

研究[5 ] 。利用这个方法 ,对 1816、1817 两年的档案资料进行分析。

嘉庆二十一年 (1816)在档案中共存留降水资料 18 条。据云南巡抚陈若林奏 :“五月份据各州

县上中二旬 (27/ 5 —15/ 6)俱经得雨。下旬 (16/ 6 —24/ 6)亦甘澍普沾。”[6 —卡片号181653005 ]后有各月的降

水情况 ,定为正常 ,即 5 月 5 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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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的孕穗期和抽穗期。而使水稻安全齐穗的保证温度 ,十日平均气温大于 18. 5 ℃,无低于

1410 ℃的日数 ,且应使水稻最晚不得超过 8 月中旬齐穗[7 ] 。根据邹丽云新的研究 ,水稻抽穗扬花至

乳熟期是云南省水稻低温最敏感期 ,对产量影响最大。在这一时期 ,积温每变化 1 ℃,产量影响值

为1～2kg。在水稻生长前期各旬积温每变化 1 ℃产量的影响值只为 0. 2kg ,差别很大[8 ] 。嘉庆二十

年至二十二年的大饥荒 ,即是夏秋普遍的低温造成的水稻大面积的减产造成的。

从前面的灾害图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出 ,1815 —1817 年云南大饥荒的受灾地区 ,主要位于北纬

24 度以北的地区 ,这一地区日平均气温稳定 ≥18 ℃开始的时间基本在 5、6 月份 ,而气温稳定 ≥18 ℃

终止的时间则在 8 月到 9 月[9 —p70～71 ] 。而气温稳定 ≥18 ℃是水稻安全齐穗的保证温度。这也说明

这次大饥荒和夏秋季的低温紧密相关。在云南气候较热的滇南 ,除了他郎外 ,这几年就没有灾害和

饥荒的记录。在金沙江河谷地区的元谋等地亦无灾情记载。而他郎的灾情较特殊 ,“嘉庆二十一年

天大旱 ,至五月十三日 (27/ 6)方见雨 ,岁大歉 ,连四岁俱然。”(胡钟森 ,周雨苍等纂辑《墨江县志资料一 (乙) ·天

灾》)是雨季异常导致的旱灾。

当时云南山区主要的粮食作物是荞麦。荞麦对温度也有相当的要求。据现在荞麦的主产区内

蒙古的科技工作者的研究 ,荞麦在生育期间要求 ≥0 ℃以上积温约 1200～2000 ℃,从出苗到开花荞

麦需要 16 ℃上的温度 ,荞麦还畏寒 ,抗寒能力较弱 ,不能忍受低温。观察表明 ,当气温在 10 ℃以下

时 ,荞麦生长极为慢 ,长势也弱。气温降至 0～2 ℃时 ,荞麦叶片受冻 ,降至 - 2 ℃时 ,植株全部冻

死[10 ] 。虽然没有具体史料说明山区的受灾情况 ,但如此大面积的饥荒 ,说明山区粮食肯定也存在

大面积的减产情况。而这种大面积的减产 ,在没有严重干旱的情况下 ,主要也是低温造成的。

对于饥荒高潮的 1816 年夏季和秋季的气温 ,我们可以做一个估算。以昆明地区为例 ,前引李于

阳“去岁八月看年丰 ,忽然天气寒如冬。多稼连云尽枯槁 ,家家蹙额忧飨饔。”水稻在有的地区可能绝

收 ,在昆明的大部分地区可能只为平时收成的 3 成 ,如此才可能造成如此大的饥荒。以 1974 年的低温

冷害为例 ,昆明地区 7 月 8 日开始出现低温 ,日平均气温低于 16 ℃的日子 ,7 月份出现 8 天 ,8 月份出现

15 天 ,造成水稻 40 —65 %的空秕率。[1 —p254]根据昆明农业气象试验站的研究 ,空秕率每增加 10 % ,产量

减少 12 %左右[7 ] ,则当年水稻产量由于品种和栽插时间不同 ,减产在 25 % —54 %左右 ,可能平均减产

会在 36 —40 %之间。而该年 8 月平均气温在 18. 0 ℃,较昆明多年平均气温 (1971 —2000) 19. 4 ℃低

114 ℃,而当年 8 月气温较多年平均气温相差最大的是昭通 ,达到了 118 ℃[8 —p102]。从灾害的情况来看 ,

1815 —1817 年的低温明显超过了 1974 年的水平 ,在 8 月这一水稻温度敏感期内 ,低于 16 ℃的日子可能

会有 25 天左右 ,日均最低气温可能只有 10 —12 ℃左右 ,月平均气温可能会较昆明多年平均气温

(1971 —2000) 19. 4 ℃低 2. 5 —3 ℃,即 8 月的平均气温约在 1614 —16. 9 ℃之间。实际上 ,1978 年 8 月 23

日就出现过 9. 9 ℃的最低气温。[11]大理等出现了夏雪、秋雪和　霜的地区 ,气温的降幅会比昆明还要

大。1817 的低温情况可能会和 1974 年的情况差不多。

四、大饥荒与坦博拉火山爆发

历时如此之长、造成后果如此之严重的 1815 —1817 年的云南夏秋季的低温 ,自然不会是一孤

立的事件 ,而是有着广泛影响的极端气候事件的结果。

在欧洲和北美 ,1816 年被广泛地称之为“无夏之年”。环境学家阿尔·戈尔生动地描述了发生

在新大陆和欧洲的一系列惨况 :在新英格兰 ,1816 年 6 月下雨 ,整个夏天都有霜冻 ,7 月份还出现了

少有的降雪天气 ,大量的粮食和蔬菜作物被冻死。在欧洲 ,从爱尔兰经英格兰直到波罗的海沿岸各

国 ,从 5 月至 10 月几乎不中断地下雨 ,气温很低 ,造成了广泛的农作物歉收 ,结果使欧洲几乎每一

个国家都出现了“粮食骚乱”,激发了席卷欧洲大陆三年的革命 ,从不列颠群岛到欧洲 ,社会几乎崩

溃[12 ] 。对这一场灾难的气候背景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普遍认为是 1815 年春天印度尼西

亚松巴哇岛上的坦博拉火山 (Tambora)的喷发导致了这一场历史上罕见的气候灾难。

38

© 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815 年坦博拉火山喷发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火山喷发 ,其 VEI 达到了 7 级 ,1982 年美国圣

海伦斯火山喷发的 VEI仅为 5 级 ,著名的 1883 年喷发的喀拉喀托火山喷发的 VEI 也仅为 6 级。根

据美国学者 Jihong Cole2Dai 等和中国学者秦大河对南极冰芯中火山喷发物的联合研究 ,1991 年强

烈喷发的皮纳图博火山与 1963 年的阿贡 (Agung) 、1883 年的喀拉喀托 ( Krakatoa) 火山喷发强度相

当 ,但仅为 1815 年的坦博拉 (Tambora)的 15 %[13 ] 。坦博拉火山喷发 ,为数多达 150 立方公里的火山

灰进入大气 ,对气候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火山喷发物被抛入大气后 ,在平流层形成饱含高反射率

的亮白粒子的 SO2 云 ,随着大气环流散布到全球各地 ,大大降低晴空的太阳辐射透射率 ,从而导致

全球性的气温下降。根据徐群对 1991 年皮纳图博火山对气候影响的研究 ,该火山的喷发致使年际

间平均气温下降 013 —014 ℃,最大的降温阶段出现在火山喷发的第二年 7 —9 月份 ,平均可下降

016 ℃。而由于大气环流的经向扰动 ,火山云的纬向分布并不平均 ,造成的降温情况也不一致[14 ] 。

坦博拉火山喷发对气温的影响的高峰也是体现在了喷发的第二年即 1816 年夏季 ,其强度比皮纳图

博火山高一个数量级 ,对气温的影响也较皮纳图博火山强得多。而根据目前新的研究 ,1816 年北

美和欧洲的夏季低温 ,其直接原因当然是 1815 年坦博拉火山的喷发 ,但也和太阳黑子 11 年左右的

活动周期及太阳位置有关系 ,当时都处在低谷期 ,几个因素的叠加共同导致了这一场大灾难。[15 ]

从导致云南嘉庆大饥荒的夏季低温冷害的情况来看 ,无疑也是受到了坦博拉火山爆发的直接

影响。1815 年的低温冷害 ,首先在高黎贡山以西的腾越、龙陵等地和滇西、滇中部分地区造成影

响 ,到 1816 年就在几乎全部的滇西、滇中、滇西北和滇东地区造成了广泛的伤害 ,使这些地区夏秋

多雨、低温 ,甚至出现夏季雨雪和飞霜这样的极端天气 ,从而造成了大面积的粮食歉收。到 1817 年

夏秋 ,低温冷害天气还在继续 ,但程度显然较 1816 年有所缓和。从档案记载的降水资料和文集、方

志中的有关史料来看 ,这几年每年冬季全省多数地区都有降雪。如昆明这三年都有降雪记录 ,滇西

一向冬无冰雪的永昌 (今保山)更是在嘉庆二十二年 ,“冬十二月大雨雪 ,山林城市皆满。”(光绪《永昌

府志》卷 3《灾祥》)这些严寒事件实际上也说明了这几年的低温 ,远不止是夏秋季的低温 ,只不过是由于

云南低纬高原的特殊气候 ,使夏秋低温大大影响到了农作物的生长。到 1818 年 ,由火山喷发导致

的直接影响基本结束 ,云南气候开始恢复正常。这也和欧洲北美的灾害结束是同步的。

实际上 ,坦博拉火山喷发造成的影响在东北、山西北部农牧交错带的附近 ,由于对夏秋气温的

敏感度较高 ,档案中也留下了有关的痕迹。据嘉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的上谕 ,对吉林将军富俊等

奏报双城堡 (今黑龙江双城市) 屯田因被霜灾而致屯丁逃跑的事件进行了批示[16 —vol21～p497 ] 。批示

中虽未明确说明霜灾发生的具体日期 ,但肯定对农作物影响极大才导致屯丁无法生活而逃亡。在

十一月十一日的上谕中 ,提到了金州 (今辽宁金县) 的旗人风灾歉收[16 —vol21～p549 ]后来的上谕中又提

到了嘉庆二十一年晋北的岚县、静乐等地被霜 ,秋禾欠薄。[16 —vol23～p380 ]尽管由于这些地区文献资料

缺乏 ,但当年的气温异常 ,秋季冷空气南下较早 ,霜冻时间较往年早很多还是清楚的。

在我国东部的广大地区 ,这几年也出现了一些极端低温事件 ,如在台湾 ,嘉庆二十年 ,新竹、苗

栗皆“十二月雨雪 ,冰坚寸余。”嘉庆二十一年彰化“冬十二月有冰”。[17 —p7. 7 ]这是连续几年的冬季低

温。嘉庆二十二年在江西彭泽县 :“六月下旬北风寒 ,二十九日夜尤甚 ,次早九都、浩山见雪 ,木棉多

冻伤。”湖口县 :“六月低 ,天暴寒人。”星子县 :“七月初旬大风雨 ,寒甚 ,有衣裘附火者。”[17 —p5. 38 ]在安

徽东流 ,“七月二日雨雪 ,平地寸许。”[17 —p7. 75 ]这些夏季的异常低温事件是非常少见的 ,而同时在这

一大片地区发生 ,说明了这一次的降温绝不仅仅是局部地区的天气现象 ,而是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更

广大的区域内 ,只不过在这些地区表现特别异常而被记录了下来。而其它地区的降温天气没有留

下记载 ,主要原因在于东部地区夏季的气温较高 ,同样的降温幅度在敏感地区如云南、如北方农牧

交错带就可能引起大范围的农作物的减产 ,而在这些地区则不会对农作物造成强烈的影响 ,因此文

献中就很少留下记载。因此我们可以说 ,坦博拉火山和太阳活动造成的低温影响 ,并不仅仅局限在

云南一隅 ,而是影响到了中国的广大地区 ,只不过在东部地区未造成大范围的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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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论 与 讨 论

从上述分析来看 ,可得出以下结论 :

一 ,嘉庆二十年 ———二十二年云南大饥荒并非是旱灾造成的 ,而是典型的低温冷害导致水稻、

荞麦等主要农作物的大幅欠收引起的。二 ,这次连续三年的低温冷害以 1816 年为高峰 ,其 8 月的

平均气温在昆明可能要比多年平均气温低 2. 5 —3 ℃,在某些地方可能降温幅度还会超过昆明。

三 ,这次低温冷害主要是坦博拉火山喷发造成火山云降低了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辐射能引起的 ,太

阳活动可能也有一定影响。四 ,这次低温在全国范围内都存在 ,但仅在夏季气温较低的低纬高原地

区和对秋季霜降敏感的北方农牧交错带附近造成较大影响。在东部地区虽有一些极端低温事件 ,

但未造成大范围的灾害。

从前面的研究我们看出 ,在对历史气候的研究中 ,历史文献的记载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不同

的气候背景下留下的记载 ,常常存在着对具体天气事件的敏感性不同的问题 ,对之敏感的地区 ,则其

记载也就相对集中 ,而不敏感的地区 ,则相关的资料就少得多。在这样的地方 ,不加区别的统计变得

十分危险 ,考证的逻辑方法就变得很重要。尤其在对极端事件进行研究中 ,我们要注意这样的问题 ,

才能较好地揭示事件的本来面目 ,并进而探求其原因。就坦博拉火山爆发对中国气候的影响而言 ,我

们还有必要进一步收集东部地区更多的相关史料 ,以对其影响机制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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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rious Famine in Yunnan ( 1815 —1817) and the Eruption of Tambola Volcano
YANG Yu2da1 MAN Zhi2min1 ZHENGJing2yun2

(1.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hina , Fudan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433 ;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and Natural Resources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100101 , China)

Abstract : The three years’famine (1815 —1817) in Jiaqing Reign2Period of Qing Dynasty is a most serious
disaster in the recorded Yunnan pre2modern history. The typical microthermal climate in summer and autumn
resulted in a serious reduction of the production of paddy , buckwheat and other crops. In 1916 , the summit of
the typical microthermal climate ,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in August was 2. 5—3 lower than in other years in
Kunming. This thesis has illustrated that this microthermal climate disaster was mainly due to the cloud from
the eruption of Tambola Volcano , which weakened the solar radiation energy that reached the earth. Most areas
in China were involved in this microthermal climate , but disaster was not widespread in eastern part .
Key words : abrupt climate change ; famine ; Tambola Volcano ;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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