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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朝福建台湾两地产生并影响自然灾害的地理、气象与人文社会诸因素 

略论清朝福建与台湾两地的灾害与防治 
 
 
(福建师范大学   徐心希) 
 
 
提要:清顺治朝以来，闽台两地成为自然灾害的多发地区。常见的灾害有水、

旱、风、震与瘟疫等。两岸人民为抗击自然灾害而做出共同努力，采取多项救灾措
施如蠲免、调粮、捐赀、赋予台湾官员独断财权以应付突发灾情等，并取得一定成
效。确凿的史实证明，台湾海峡两岸人民携手抗灾源远流长。  

 
 
所谓自然灾害，即自然力量的异常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危害的事件或过程。上

个世纪30年代以来，人们十分关注灾害史的研究，以邓拓《中国救荒史》为代表的
相关著作相继问世。但由于种种原因，均未对福建与台湾两地的自然灾害及相关问
题展开讨论。本文拟对清代200多年中在闽台地区所发生自然灾害的原因、种类及其
所造成的破坏，以及两岸地方官员与民众在抗灾赈济中的主要措施等作一初步的探
讨。不对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清朝福建台湾两地产生并影响自然灾害的地理、气象与人文社会诸因素 
 
1、地理因素   福建的地形主要以丘陵为主，除了沿海和沿江有一些狭小的平原

外，其余绝大部分都是山地和丘陵地。主要山脉有武夷山脉、杉岭山脉、鹫峰山

脉、戴云山脉、博平岭山脉、太姥山脉等。[1]而且土质多砂质土，雨后难以蓄水。
由于福建的地势一般是西北高而东南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因此每当西北山区降
雨量较大时，积水便会顺着山坡和河谷，急速向下游排泄。福建的河流，大部分短
小狭窄，但上游和中游受雨面积却很广阔。例如闽江，主要由富屯溪、沙溪、建溪

组成，在南平附近汇合而成。[2]这三条溪流域面积几乎占据了整个闽北山区，这些
地区下的雨水在很短的时间内都汇集到中下游的河道里来，造成水位突然猛涨。再
如闽南的晋江、九龙江也是发源于山区，下游为泉州平原和漳州平原，因而同样面
临类似的问题。河道短、倾斜急、河床狭，上游地区承雨面积广大，沙质土不易蓄
水，再加上历史上水利工程年久失修等诸多因素，这就是清代福建水灾经常发生的
主要原因。 

台湾与福建在地形构造方面颇为相似。台湾各河流的发源地大多在高山，因坡陡
而流急。而且其流域面积不大，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仅有高屏溪、浊水、淡水、大
肚溪4河流。同时流程又较短，均在200公里以下；主流长度在150公里以下仅浊水
溪、高屏溪、大肚溪及曾文溪。这就形成了台湾洪涝灾害的隐患。台湾的山地形势
决定了上游雨量特别多,且受台风的影响过度集中于夏秋之交，加之流程又短，中途
也没有蓄储之地；因此在夏季暴雨季节，极易造成洪水泛滥。反之枯水季节则因雨
量稀少，大多数河流迅速干枯，旱情肆虐，从而使得平时用水十分困难。闽台两地
均处于欧亚大陆板块地质断裂带，因而也是地震多发地区。 

2、气象因素   闽、台两地位于亚热带，是我国最东南的地区，纬度接近，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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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性气候。比如福建春季时因空气中的水蒸汽含量不多，虽然可能持久下雨，但
雨量相对较少，雷雨亦较少见。此前由于冬季气候干旱，土地含蓄水份较少，江河
水位干枯，因而春雨大部分被地表吸收，余下部分流入河流之中，春季的降雨均较
难以成灾。入夏之后，由于农历五月常出现雷阵雨天气，加之冷热气团接触的地区
主要在闽北山区；受山地地貌的影响，降雨量陡增。虽然下雨的天数不比四月多，

雨量却大为增加，可以达到全年降雨量的60-70%。[3]夏旱、夏涝或春旱、春涝均会
造成相当严重的后果。 
       3、人文与社会因素    酿成自然灾害的人为因素主要是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这与

人口的激增有很大的关系。从历史上看，福建人口的急剧增加始于宋代。面对人口压力，人们只

能加速向自然界的索取。宋代福建人民为了增加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只得在山区大量开发梯

田，破坏原始植被；此外即在江河入海口围垦造田。每年夏秋之交，雨量大增，山区的林地与梯

田无法在短时间内吸纳骤增的水量；闽江、晋江、九龙江、木兰溪等福建境内 的主要河流均

从上游带下大量泥沙，并淤积于下游平缓地带及入海口，形成了大片滩涂与洼地。
乡民就此筑堤障湖，开沟辟地，变咸卤洼淫之地为可耕之田。南宋淳熙年间修定的
《三山志》于此颇多记载，如“今沿海泥淤之处，不限寺观、豪势、民庶之家，与
筑捍为田，资纳二税。海田卤入，盖不可种，暴雨作，辄涨损，以故田家率因地势
筑捍，动辄数十百丈，御巨浸以为堤塍，又砌石为斗门以泄暴水，工力费甚。然地

泻卤，损多而丰少”。[4]这种与河争地、与海争田的举措是十分不明智的，严重削
弱了河湖防洪蓄洪和泄洪的能力。至明清时人口增长更为迅速，河滩、湖滩、海滩
开发更盛，所酿成的水患也就更为严重。嘉道以降，台湾人口激增，台湾的府志、
县志也载有许多开发河、海滩之事，同样也留下隐患。据有关学科论证，这个时期
是科学工作者已经发现的三个重大灾害群发期之一。许多因素作用在一起，造成清
代福建与台湾两地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破坏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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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代福建自然灾害的主要类型及其所造成的破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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