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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治理视域拓展灾害史研究

　　近年来，灾害史研究不断深入、日益精进，但其瓶颈也愈发明显，模式化趋势日渐突出。学界关注重点多是

自然灾害，而忽略了人为灾害及其与自然灾害联动引发的大灾、大难和大乱；研究视角多为“荒政”“救灾”视

域下的灾害应对研究，而未真正形成多学科交融互通的整体性研究取向。这种学术理路既忽略了灾害的扩散性、

易变性和复杂性特征，也忽略了灾害治理的公共性、政治性和综合性特征。鉴于此，借助“国家治理”这一宏大

理论视域，尝试开展“灾害治理史”研究，或许是创新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可行之道，也是开展国家治理史研究的

可靠依据。

　　具有学理依据

　　灾害一旦发生，其巨大的破坏力、影响力即会引发强烈的政治反应。从受灾区域到整个国家、从应急救灾到

恢复重建，在灾害发生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均有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参与，都存在国家治理机制、社会治

理力量的联动运作，体现浓郁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国家形象。可以说，灾害治理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是国家

治理的集中体现，也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考验。

　　中国灾害治理史研究要依据自然灾害、人为灾害及其“混合灾害链”，通过分析灾害灾变程度、灾害破坏损

失、灾害风险程度、灾害治理能力等指标体系，厘清历代灾害治理的生成机制和演进轨迹，考察历代灾害治理的

观念认知、经济基础、政治生态、制度体系、生态保护等综合治理要素，总结历代灾害治理的路径模式、能力水

平和经验教训。

　　中国灾害治理史研究要从灾害政治治理、社会治理、经济治理、生态治理、文化治理等层面，长时段、大空

间、多角度深入研究历代灾害治理体系，总体把握灾害治理中的防灾备灾、社会赈济、制度调控、信息沟通、法

律保障、资源配置、官员管理、民众动员、灾后重建等能力，以整体观察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治灾能力的总体表现

和实际效果，深刻揭示“大灾而后大乱、大乱而后大治”这一复杂多变、往复循环的历史现象，动态考察中国历

代国家治理能力日益进步、逐渐提升的总体趋势。

　　中国灾害治理史研究要突破“荒政”及灾害环境、灾害社会、灾害应对等传统研究路径，将“应对”转变为

更具系统性、整体性的“治理”，将“政府”扩大为更具整合性、统筹性的“国家”，让政府、社会和个人等多

元主体作为“国家”的构成要素，参与到灾害治理的宏大场景中。如此，方能呈现灾害治理的真实历史画面。

　　阐明三个问题

　　中国灾害治理史研究旨在重新审视历代灾害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构建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灾害

治理机制和治理体系，而其关键则需阐明三个问题。

　　一是历代灾害治理的发展脉络。即以历史主义的研究路径，贯通描绘历代灾害治理的动态图景及阶段性、区

域性特征，充分彰显国家、政府、民众在灾害治理中的不同角色和各自功能，并借助一系列国家治灾行为和指标

体系，客观评判历代灾害治理的能力水平。其间，既要独立考察各时期灾害治理的重要举措和成效意义，也要比

较分析各时期灾害治理的传承发展和历史联系，还要全面总结各历史时期灾害治理的突发应对性、国家专制性、

经验依赖性等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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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历代灾害治理的综合体系。灾害治理是历代政府和广大民众共同关注的焦点，灾害治理的方法路径、策

略模式因时而异，因地制宜，而及时、有效的国家政策是灾害治理的有力保障。中国历代王朝依靠中央集权的政

治体制，利用社会政治组织的形式和优势，通过政权力量对各类自然灾害、人为灾害进行预防干预、抗灾救灾，

逐渐形成包含政治治理、社会治理、经济治理、生态治理、文化治理的综合性治理体系。这种治灾体系对于巩固

政治统治、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有时也会暴露出历史时期国家灾害预防能力、动员能

力、应急能力、救济能力、建设能力有限等时代局限性。

　　三是历代灾害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中国灾害治理史研究就是要突出国家作为、政府权力、社会力量在灾

害治理中的角色和效用，体现灾害治理中的组织安排、制度设计、法律保障和政策应对。唯其如此，通过灾害治

理史的系统研究，方能全面洞察重大灾害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客观了解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的联动

效应及其巨大破坏力，充分诠释灾害在天下盛衰、王朝嬗替中近乎规律性乃至决定性的巨大影响力。

　　　具有完整独特的知识体系

　　“灾害治理史”是集灾害、灾害治理和国家治理为一体的综合性学问，自有一套完整而独特的知识体系，大

体包括以下三点。

　　一是构建历代灾害治理的综合体系。即将灾害治理置于国家治理的视野下，总结历代灾害治理体系的构成要

素，包括：灾害治理结构体系，即政府、官员、社会、民众等分工协作，构成灾害治理的多元主体；灾害治理功

能体系，即国家发挥社会动员、组织、监管、服务、配置等灾害治理功能；灾害治理制度体系，即形成法律制

度、监督制度、协作制度、激励制度、官僚制度、赋税制度等治灾制度体系；灾害治理方法体系，即运用法律、

行政、经济、道德、教育等手段，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协同治灾模式。

　　二是总结历代灾害治理的总体成就。即将灾害治理置于现实历史的场景中，阐述在天下一统、政治昌明、社

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人心安定、吏治清明，抑或战乱割据、党派纷争、经济衰退、技术落后、民族冲

突、世风浇薄等不同历史时期，国家灾害治理理念、举措、能力的时空差异及不同影响。通过合理设定一系列指

标体系、文献依据、典型史实等，全面总结历代治理灾害的总体成就和历史地位，并借助现代灾害治理中的政治

权力一体化、联动机制系统化、应急反应主动化、社会参与大众化等新趋向，深刻反思中国历代灾害治理的经验

教训。

　　三是研判历代灾害治理的整体能力。即将灾害治理置于复杂的灾害系统中，探寻中国历史上灾害类型、致灾

因素、孕灾环境、承载体、灾情等重要信息及其时空差异和历史影响，重点探究历代王朝灾害治理的历史基础、

治国方略、内外动力、制度体系、经济保障、社会资源、生态环境、社会力量、能力体系等治灾路径，以期阐述

历代国家灾害治理的主动作为和被动应对、有效作用和有限能力，总结历代灾害治理的过程、手段、成就和意

义。

　　坚持四个研究路径

　　“灾害治理史”是中国灾害史研究的范式转换和视角转变，其研究路径表现为如下四点。

　　一是坚持整体史的研究视角。即将“灾害”与“治理”结合起来，纵向厘清历代灾害及灾害治理的发展态

势，揭示灾害及致灾因子的变化规律，分析历代社会经济发展及对灾害、灾害治理的潜在影响，阐明历代灾害治

理中资源配置、权力博弈、民间力量等复杂机制，梳理历代灾害治理水平的提升进程、灾害治理经验的积累过程

及其时空差异。并通过对一系列重大灾害治理案例的深入分析，形成对大型政治实体主导下的国家灾害治理体系

的整体思维和总体认识。

　　二是坚持跨学科的研究视角。从历史学视角，研究中国历代灾害治理的历史过程和基本趋势；从政治学角

度，研究历代灾害治理中的政治实践和制度保障；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历代灾害治理中的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及

其角色、行为和作用；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历代灾害治理的经济基础、经济措施及经济效益；从地理学角度，研

究历代灾害治理的时间变化和区域差异；从生态学角度，研究历代灾害对生态的影响及生态治理的意义；从文化

学角度，研究历代灾害治理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行为。



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崔蕊满）

　　三是坚持从实证到思辨的学术路径。通过分析研究灾害发生发展的程度指标、风险指标、破坏指标以及国家

灾害治理中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综合能力指标，微观探究中国历代灾害治理的体系构成、评价方法

和时空差异；综合运用灾害治理、国家治理等理论方法，宏观认识中国历代灾害治理的理论基点、战略要点和时

代难点，形成“历史·社会·环境·国家”的分析框架。

　　四是坚持从治灾到治国的思维路径。中国自古就有“治灾如治国”“治灾即治国”的观念，灾害治理研究治

理史研究亦即通过灾害看灾害治理，通过灾害治理看国家治理；灾害治理研究是考察中国历代国家治理的出发

点、切入点，国家治理是灾害治理研究的落脚点、根本点。这种运思理路将历代自然灾害、人为灾害纳入国家治

理的视域下，为重新认识历代灾害和国家治理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总之，灾害的特殊性决定了灾害治理的特殊性。灾害治理史研究就是要在灾害、灾害治理、国家治理的递进

关系中，系统考察历代灾害治理能力，集中评判历代国家治理能力；围绕灾害系统和治理系统，深入探讨灾害治

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学理性联系，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灾害治理理论；探寻中华民族治理灾害的价值取向和人文

关怀，总结历代治理灾害的实践路径和国家作为，为当今灾害治理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

　　

　　（作者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黄河文明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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