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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大旱与北方地区的食物等资源的争夺〔∗〕

○ 温震军,赵景波
(陕西师范大学　旅游与环境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２)

〔摘　要〕崇祯年间,北方地区出现了以连年大旱为主的气候灾害,导致大部分区域

粮食歉收或者绝收,野外动植物资源越来越少,人们对食物等资源的争夺现象不断出

现.粮食严重短缺和粮食替代品的减少是争夺出现的客观因素.据争夺人群规模划分

为个体以及小群体之间的争夺和跨省区的大规模的争夺,据争夺人群个体组成状况划

分为部落之间和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争夺.争夺引发的武装冲突使自然生境受到破

坏,也使生境中的人(消费者的主体)大量死亡,缓减了生态环境的压力,但争夺带来的

环境破坏是主要的环境效应.争夺使众多饥民的生存希望建立、生存需求得到满足,挽

救了当时劳动力的主体.争夺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并使社会逐渐有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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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代崇祯年间的社会变迁,虽然已有众多学者在多个层面对此作过研

究,〔１〕但关于这一时期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对食物等资源的争夺现象研究,学界

尚处空白.笔者视崇祯年间的整个北方生态系统为一体,把人既作为生态系统

的组成部分,又作为社会系统的主体,追溯这一期间特大旱灾导致的人们对食物

等资源的争夺现象,并研究其生态环境效应和社会效应.本文以食物等资源的

争夺为主线,探讨争夺的原因、动力和争夺的表现形式以及造成的社会、环境效

应.对于同时存在的政权争夺等将在另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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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崇祯年间的大旱对食物等资源的影响

(一)北方地区的旱情

崇祯年间(公元１６２８至１６４４年),王土北方地区出现了以连年大旱为主的

气候灾害.黄河流域和海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在多个年份旱灾严重,东北地区

多种气候灾害连年发生,〔２〕整个北方地区的食物资源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连续

干旱较长的时段主要包括两个阶段:天启七年至崇祯三年(１６２７－１６３０)陕西地

区连年干旱,崇祯十年至十四年(１６３７－１６４１)北方大部分地区连年干旱.
据«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３〕陕西地区天启七年(１６２７)３县有旱灾的

记录,崇祯元年(１６２８)有１６县,崇祯二年１２县,崇祯三年２３县.陕西大部分地

区处于森林和西北草原的交界地带,生态环境脆弱,〔４〕连年大旱使这里的生态环

境首先遭到破坏.据文献记载,“崇祯改元之岁,秦中大饥,赤地千里.”〔５〕由“赤
地千里”可以说明崇祯初年的陕西地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据«明史»记载,崇祯十年(１６３７),“夏,两畿,山西大旱.七月,山东、河南蝗,
民大饥.”〔６〕“十一年,两畿及山东、山西、陕西旱.十二年,畿南、山东、河南、山
西、浙江旱.十三年,两畿、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十四年,两畿、山东、河
南、湖广、及宣、大边地旱.”〔７〕

表１　崇祯十年至十四年北五省旱灾县域数量统计表

资料来源:张德二:«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５６３－
１６２３页.

由以上文献及统计数据可知,从崇祯十年到十四年,黄河流域、海河流域的

多个区域连年大旱,其灾情逐年累积.崇祯十四年,北方部分地区的降水增加.
崇祯十五年,北方地区气候恢复正常.

(二)干旱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连年干旱对粮食生产造成了重大影响,大部分地区粮食歉收或者绝收.河

南郑县,“崇祯八年至十三年,每至夏,亢旱,飞蝗蔽日,禾枯粮绝.”〔８〕兰考县,“十
一年秋七月至十三年六月十二日方雨,麦尽干枯.”〔９〕汲县,十一年“秋不雨,麦未

播种.”〔１０〕北直隶永清县,十一年 “七月,蝗飞蔽天,食禾殆尽,饥民皆捕食

之.”〔１１〕崇祯十二年,山西灵石县,“十一年旱,十二年旱,田园尽赤,民食树草,榆
种断绝,斗米七钱,饿死载道者不可数计,人亦相食.”〔１２〕从以上文献得知,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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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严重,有的地域未能播种,有的地域禾苗枯死或者被蝗虫食尽,农作物生长

受到严重影响.
(三)干旱对野生食物资源的影响

干旱使多个地域的野生植物大量死亡.崇祯十二年,山东泗水县,“十二、十
三年,蝗害稼,野无遗草.”〔１３〕阳谷县,“旱,蝗食禾草树叶一空.”〔１４〕河南济源县,
“九月,草尽树赤.”〔１５〕鄢陵县,“岁大旱,草木为焦,百谷无所入.”〔１６〕崇祯十三

年,山东临沂县,“蝗遍野盈尺,百树无叶,赤地千里.”〔１７〕河南襄城县,“大旱,蝗,
秋禾伤,野菜青草尽皆枯.”〔１８〕许昌县,“大旱,秋禾尽伤,青草皆枯.”〔１９〕从以上

文献可知,干旱使植被枯萎,与此同时,与旱灾伴随的蝗灾使草和树叶大量被食,
于是野外的植物食物越来越少.

干旱使河流、湖泊干涸.十一年河南嵩县,“大旱,川竭井涸.”〔２０〕崇祯十二

年,河南沁阳县,“旱,沁水竭.”〔２１〕崇祯十三年,河南安阳县,“岁终无雨雪,井皆

涸,长河有断流者.”〔２２〕偃师县,“洛水深不盈尺.”〔２３〕直隶安新县,“旱,白洋淀

竭.”〔２４〕“旱,九河俱干.”〔２５〕山西临晋县,“至六月不雨,赤地如焚,五姓湖水尽

涸.”〔２６〕山东鱼台县,“大旱,湖尽涸.”〔２７〕崇祯十四年,河南郏县,“县西北,水泉

皆竭.”〔２８〕由以上记载可知,严重干旱导致多个地方的井泉枯竭,河流断流,湖泊

变干.河湖干涸使鱼虾等水生动物死亡,野外草木枯萎迫使大量食草动物迁徙

或者饿死,这样导致野外缺少动物食物.

二、食物等资源争夺的原因及表现

崇祯年间,北方地区的多个地域连年灾荒.崇祯元年、二年、三年,陕西地区

连年干旱,〔２９〕灾荒严重的陕西一带小规模的义军四起,〔３０〕于是群体之间食物等

资源争夺不断.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和十四年的连年严重干

旱,〔３１〕导致黄河流域和海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多个地域粮

食歉收或绝收导致严重的饥荒,〔３２〕于是规模较大的争夺现象不断出现.东北地

区在崇祯年间已被建真女真族统一,但在饥荒的年份,他们多次组织强大的武装

力量越过山海关掠夺粮食和牲畜,下文中的史实能够证实.崇祯年间王土多个

地域食物等资源的争夺现象较为普遍,北方地区尤为严重.当时的争夺现象遍

及范围广、形式多样,显示了人们之间激烈的生存竞争.
(一)粮食严重短缺和粮食替代品的减少是食物等资源争夺的客观因素

崇祯十年(１６３７)至十四年,北方多个地域粮食严重歉收和绝收,大旱使野生

食物资源大幅度地减少,导致人们的食物严重短缺.陕西、山西、北直隶、山东和

河南的多个地域有食物严重短缺的相关记载.
崇祯十年,陕西西乡县,“大饥,谨者相望,居民采草根食之至尽.”〔３３〕崇祯十

一年,山西稷山县,“十一年至十三年频旱,野无青草,斗米千文,草根树皮采食殆

尽,甚至人相食.”〔３４〕陕西高陵县,“人以荞杆、榆皮为食.”〔３５〕崇祯十三年,北直

隶衡水县,“大旱,人食梨核、枣核、树皮、草籽,四境多殍.”〔３６〕山东安丘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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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斗粟至千余钱,人刮木皮,挑草根而食,间亦有饿死者.”〔３７〕崇祯十四年,北直

隶新河县,“岁饥人病,民穷财尽,初杂糠秕,继食草籽、剥树皮.”〔３８〕山东峄县,
“蓬蒿遍四野,民间鸡豚之类亦荡然无存,实数百年未有之奇变也.”〔３９〕由以上文

献得知,崇祯末年北方地区人们食物短缺很严重.
表２　崇祯十年至十四年北五省直接记载“食物严重短缺”的县域数量统计表

资料来源:张德二:«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５６３－

１６２３页.

由文献描述及数据统计可知,崇祯十年至十四年,北方大部分地域的人们出

现食物严重短缺现象,于是人们想方设法寻找多种类型的粮食替代品.农作物、
树、草等多种植物体的残留有机体是人们采集的目标,家畜等家养动物被食尽,
人相食是多个地方可以见到的现象,石粉是一些区域人们采集的目标,等等,当
时的人们在环境中竭力寻找可食的东西.当环境中粮食替代品越来越少的时

候,人们出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于是谋求新的生存方式是他们的必然选择.比

如,众多的人聚集和迁移并向城镇的富户、官府以及王府抢夺食物,在当时的条

件下这是谋求生存的一种办法.
人们在争夺食物的同时也争夺其它物资.由于大范围干旱的持续,棉花种

植受到严重影响.棉花产量的不足,导致织布的原料短缺,与此相随的是衣物短

缺.当天气变冷的时候,衣物短缺能够导致人们生活的恐慌,因此,衣物也是人

们争夺的主要物资.饥饿的人们,最急需的是食物,保暖御寒的衣服也是急需

的,其它物资以及金银财宝也是他们抢夺的对象.比如李自成义军在崇祯十四

年正月二十一日攻下洛阳以后,“没收了福王府中的大批粮食、金银财货和物资,
发布告示大赈饥民,令饥者远近就食.”〔４０〕于是,“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者如流

水,日夜不绝.”〔４１〕当时正好是严冬,人们不仅需要食物,而且还需要过冬的衣

物,还需要其它生活物资.以上事实说明,处在生存危机中的人们既争夺食物,
又争夺其它生活物资.

(二)依据争夺人群规模划分的食物等资源争夺

个体以及小群体之间的食物等资源的争夺.崇祯初年,北方地区人口众

多,〔４２〕由于食物严重短缺使民间出现了抢夺食物的现象,起初多表现为个体之

间以及小群体之间的食物争夺.个体之间抢夺食物往往出现在偏僻的区域,小
群体之间抢夺食物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因为组成集体能够发挥群体的优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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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旱灾盛行和旱灾刚刚过后,一些饥民群体出现在食物短缺的生态环境中寻

找可食的东西.入室抢劫和拦路抢劫现象屡见不鲜,如果打进豪宅、官宅,一般

情况下能够抢到更多的粮食.如崇祯十二年,河南安阳县有“遍地盗起,号曰‘打
粮’,肆其抢掠,讫无官法矣”〔４３〕的记载.猎杀过路人,喝血、吃肉也能解决食物

问题.如崇祯十三年,山西潞城县有“岁大饥,人相食,偏僻荒郊无人敢独行”〔４４〕

的记载.无论个体还是小的群体,他们在一些地域有一些临时据点,但没有能力

占地盘,寻找食物和生活必需品才是他们的目的.这种小规模的争夺现象,食物

与资源争夺是当事者的目的,不伴随政权的争夺.
跨省区的大规模食物等资源的争夺.崇祯末年,北方大部分地区发生特大

干旱,而南方多个地域维持了正常的生态环境.特大干旱对一些地域的社会环

境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如果另外一些地域受灾少,生态环境依然保持正常,可以

成为大灾后的缓冲地区,这也成为规模较大的跨省区食物争夺的基础条件.
李自成义军南下湖广是一次跨省区规模特大的食物等资源的争夺.〔４５〕崇祯

十年至十四年的连年大旱灾使河南等地赤地千里、饥民遍野.十三年秋天,李自

成义军的到来,使官府、衙门的余粮被迫拿出,解救了众多的饥民.十五年河南

一带降水条件较好,农业生产有一定程度的恢复〔４６〕,但由于兵荒马乱,很多土地

未被利用.到十五年冬,河南富人以及官府的余粮基本都分发了,而十五年生产

的粮食非常有限,在这个时候,整个河南等北方的其它地区出现了严重的食物短

缺.因此,十五年闰十一月,李自成统帅四十多万大军南下湖广.〔４７〕他们在粮食

等物资供应不足时走出了河南,到达了粮食、物资充足的湖广,达到了预期的目

的.这次跨省区的大进军,是义军生存的需求,是整个队伍供给所需的被迫选

择,是义军再发展的一种选择.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几十万人马南下湖广,是拯

救众多饥民的又一次大行动,是走出生态恶化区,寻找衣食资源的远距离的大迁

移.如果义军当时向北进发,北方严重崩溃的生态环境会使几十万大军溃散.
因为当时北方的乡下是青黄不接,而多个官府、重镇早已被义军拿下,已经没有

存粮较多的地方了,因此,义军大规模南下是正确道路的选择.
崇祯年间,满族军队曾几次大规模进入关内,直接到达京辅地区,这也属于

跨区域规模较大的食物等资源的争夺.“崇德三年(１６３８年)九月,出师复掠内

地,兵锋南达济南府,克７０余城,掠人口４６２３０３,其它财富珠宝尚不焉.”〔４８〕“崇
德七年(１６４２年)十月,命将出师,入掠明朝内地,此次计掠人口３６９０００,牲畜

３２１０００”.〔４９〕从文献得知,这几次进犯,其主要目的是抢夺食物和其它财产.在

当时,他们的整体实力较小,明王朝的实力很强大,他们也认为消灭明王朝是不

可能的,但为了度过荒年,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完全可以依

靠武力取得争夺战的胜利,消弱明王朝的势力.
规模较大的跨省区的食物等资源的争夺,需要强大的集体武装力量作为前

提条件.满族军队进入关内,靠的是集中优势兵力.李自成义军南下湖广,也是

依靠集体力量的强大优势.如果单靠个人或者少数人组成的队伍,无论跨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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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或者南下湖广,都会遇到自然、人为的种种障碍,是很难达到目的的.此类

争夺的目的是得到粮食、得到其它军需补给、壮大队伍、占领更多的地盘以扩充

势力范围,为建立政权奠定基础.
(三)依据争夺人群个体组成状况划分的食物等资源争夺

部落之间的食物等资源的争夺.在牧区或者林区,当食物等资源短缺时,多
表现为部落群体之间的争夺.东北女真族世代居住的地方———松花江流域,是
气候条件较为恶劣的地方.在明末,他们的卓越首领努尔哈赤,带领众多狩猎的

民众,同连年的雪灾、冻灾、旱灾抗争,向周围的部落抢夺食物等资源.在抗争中

一次又一次取得了胜利,他为众多追随者解决了衣食来源,创造了生存的条件.
追随者的胜利信心在不断地增强,他顺应民心,统一了周围多个部落.据王景泽

研究,从万历末年到天启年间,努尔哈赤在抗击灾害中建国,在抗击灾害中发动

对外战争.〔５０〕他们依靠强大的武力打败了其它部落,维持了本民族的生存,扩大

了势力.天启七年,皇太极继位,在崇祯年间,他们威胁并求助于朝鲜,远征蒙古

和明王朝,继续以征战的方式度过一次又一次的饥荒,国力继续扩大.〔５１〕女真族

的首领能够一呼百应就是因为在他的周围有很多为饥饿所迫的狩猎人,这些人

响应号召最主要原因是他们想生存下来.因为只有追随队伍,在食物等资源的

争夺中才有优势,才能找到可食的东西.在生存道路上女真族势力不断壮大,成
为最终的胜利者.这种部落之间的争夺,包括了食物之外的土地资源及其它财

物的争夺,也包括了政权的争夺.
不同阶层的人们之间的食物等资源的争夺.劫取富豪和官府的粮食等资源

是灾年饥民得到食物等物资的主要途径,争夺往往在穷人和富人两个阶层之间

进行.崇祯年间义军四起,他们在多个地域劫富济贫.义军攻下官府、衙门,其
储存的粮食等物资被迫拿出,拯救饥民.义军得到了军需补给,也解决了众多饥

民的吃饭问题.饥民响应和加入义军,在当时的生态条件和历史条件下,是一种

最佳的灾民自救方式.只有他们集体行动,才有能力拿到富人和官府的余粮和

其它生活物资.
从崇祯十一年(１６３８)至十四年,河南连续四年旱灾,十三年旱灾最重.〔５２〕李

自成义军于十三年秋天进入河南.当时特大干旱造成的灾情还在延续,在河南

大地上流窜着大大小小的饥饿的人群,但是他们没有能力进入官府、衙门,还是

找不到可吃的东西.义军到来,使他们看到了生存的希望.加入义军使他们心

里有了归宿,食物等生活物资有了来源.李自成义军一呼百应,首先以豫西地区

为落脚点,攻克了多个县城,夺取了洛阳重镇.到十五年冬天,河南大部分区域

已在义军的控制之下.〔５３〕李自成义军在特大干旱的后期进入河南,向官府、王爷

夺取了众多余粮和其它生活物资,拯救了数十万灾民,这已成为历史事实.从这

一事实得到的启示是,在食物严重短缺的期间,只有组织纪律性较强的、有实力

的群体才有能力从对立的阶层中夺取食物和其它资源,以维持本群体成员的生

存.此类型的争夺,既包括食物等生活物资的争夺,也包括其它财物、地盘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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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争夺.

三、食物等资源争夺的环境和社会效应

(一)食物等资源争夺的环境效应

崇祯年间发生了形式和规模不等的食物等资源的争夺现象,导致了多个地

域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大的变化.食物等资源争夺的环境效应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一方面,争夺导致的冲突和战争使自然生态环境进一步遭到破坏;另一方面,
通过争夺,使生境中的消费者(人)大量死亡,缓减了生态环境的压力.

争夺导致的武装冲突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在整个崇祯年间,义军接连不

断地在各地兴起和流动,义军和官军之间大大小小的流血冲突不断.清军多次

入侵关内和最后大规模的入关,导致了多次战役的发生.在当时和后世的文献

中,很难找到关于明末的战争破坏自然生境的相关内容.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战

争的地域和规模推知战争对自然生境的大破坏.
从天启七年(１６２７)到崇祯十七年,义军有整整十八年的发展历史.在发展

的中后期,他们的作战经验不断成熟,进退有方,进则攻打官府、衙门,退则进入

山中.如果从时间上来说,义军在山区停留时间较长,这样利于隐蔽.而众多人

马在山区需要取暖和煮食,一定消耗大量的草木.大规模的人群进入森林,大量

动物被人捕获,因为野生动物是战争中人们的一种食物来源,一些动物被人们惊

吓被迫迁移.人们之间的厮杀、人马的践踏等等对生态都具有大的破坏.在当

时的冷兵器时代,制造兵器需要很多木料,修造船只与修筑桥梁需要木料,建造

攻城的架梯需要木料等等.
在义军发展的中后期,规模很大.如李自成第一次攻打开封,“带精兵三千,

步卒三万”.〔５４〕他率部南下湖广时,“率主力四十万人”.〔５５〕而张献忠等其他义军

也有较大的规模,明官兵的数量在较长时间内一直很大,因此,崇祯年间的持续

时间较长且规模较大的战争必然会破坏森林、草地,动物被捕杀或者被迫迁徙,
使自然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的破坏.这种争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较快速的,是
争夺造成的环境效应的主要方面.

争夺造成的人口死亡减缓了生态环境的压力.在明清小冰期的大气候背景

下,明末气候变冷变干趋势更加明显.〔５６〕当时的北方地区以农耕和畜牧为主要

行业,其经济类型较为单一.当气候变冷变干时,特别是当特大气候灾害发生

时,绿色植物创造的有机质迅速减少,人们的食物越来越少,单位土地上的人口

承载力大幅度降低.而明代多年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导致明末人口数量

众多.〔５７〕当特大干旱发生时,人口众多的生态系统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状态.
由于食物等资源的争夺,出现了自然和社会两种人口淘汰的方式,而两种方

式往往结合在一起.饥荒年间人口优存劣汰的过程是一种人口自然淘汰的方

式.当一群群饥民奔波于找食的途中,一些老弱病残等弱点较多的人由于得不

到食物而死亡,而生存下来的人有自己的优势,这种优存劣汰的规律体现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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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大规模的武力冲突和战争是一种人口社会淘汰方式.当武力冲突和战争出

现的时候,常常都要死伤很多的人,而参战的多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众多人死于瘟疫是人口的自然和社会两种淘汰方式相结合的表现.单考虑

瘟疫使人口死亡这一事实,应该属于人口的自然淘汰方式.但导致瘟疫大规模

流行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大规模地流动.从崇祯十三年到十六年,由于社会动荡,
人口流动规模大,使瘟疫迅速在北方地区蔓延扩张,很多人因此而死亡.因此,
众多人死于瘟疫是人口的自然淘汰和人口的社会淘汰两种方式的结合.

葛剑雄先生研究认为,明清之际,全国人口下降幅度达百分之四十,华北地

区人口下降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至少达到百分之五十.崇祯年间,仅直隶、
山西、河南三省死亡的人数达到７８０万左右.〔５８〕大量人口死亡,这是人们主观不

愿意看到的,但是客观上缓减了食物等物资短缺的压力,使争夺现象逐渐减少,
同时缓减了众多人口对当时生态环境的压力,加快了生态恢复的速度.总的来

讲,人口死亡减轻生态环境的压力这是对生态环境有利的一面,但这种环境效应

是次要的,要小于争夺对环境的破坏作用.
(二)食物等资源争夺的社会效应

食物等资源的争夺使生态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社会环境是建立在生态环

境基础上的,因此,社会环境必然发生大的变化.
食物等资源的争夺使众多饥民的生存希望建立、生存需求得到满足.人既

有生物属性,又有社会属性.当特大干旱导致原有的社会秩序紊乱时,当饥饿危

及生命的时候,人的意识和行为发生了大的变化,生物属性更趋明显.求生、求
存是当时人们的第一选择,此时人们对社会的诸多方面关注较少,食物在哪里?
生活物资在哪里? 这是最为关注的.在生存需求的驱动下,人们便进行食物以

及其它物资的争夺,于是多个地域的流浪的饥民进行小规模的争夺行动.当义

军到来,很多流浪的饥民加入了队伍,参与了更大规模的食物等资源争夺的行

动.同时这些饥民得到了维持生存的食物,他们有了归宿感,生存希望与信念开

始建立.
一些精英人物的出现,为何有一呼百应、百川归海的纳众效果,因为他们了

解民意,顺应了民意.明末义军领袖李自成出身社会下层,他了解民众,深知民

众的疾苦.他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只有顺民心,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李自成义

军凝聚人心的很响亮的口号是:“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

纳粮.”〔５９〕这样的口号,被饥渴困扰的民众听了,他们不仅生存的信念增强,而且

对以牛羊、酒浆为食的美好生活产生了憧憬.为了心中的信念,加入李自成的队

伍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由以上事实可知,渴望生存是饥饿民众当时的主要

意识,先想办法活下来是当时的生态、社会条件下人们的第一选择,其具体行为

表现为食物等资源的争夺,这些行为使众多饥民建立了生存希望,同时生存需求

得到了满足.
食物等资源争夺挽救了当时劳动力的主体.崇祯年间的特大干旱导致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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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地域出现食物严重短缺现象,而这个时候社会上的存粮集中在富人、官员等

少数人的手中.以义军暴动为主的食物等资源的争夺使富人、各级官府多余的

粮食被迫快速地拿出,拯救了众多的从事农业劳动的饥民.在封建文人的笔下,
在地主、官僚、王室的眼中,义军是流寇.因为义军的行动危及了他们的生命,损
坏了他们的多种利益.客观地来讲,义军的争夺食物等物资的行动,损坏了少数

人的利益,甚至把这些人置于死地.但这样的行动使更多的在生死线上徘徊的

饥饿的人得到了维持生命的食物,把这些人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而这些人群

恰恰是当时农耕社会的劳动力的主体.因此,在当时的生态和社会背景下,食物

等资源的争夺挽救了当时劳动力的主体,利于灾后农业以及其它行业的发展.
食物等资源争夺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并使社会逐渐有序化.食物等资源争

夺现象本身就是社会动荡不安的表现.天启七年,陕西的旱灾使众多百姓民不

聊生,为了生存,义军首先在陕西地区兴起.〔６０〕崇祯元年,陕西巡抚御史李应期

上奏皇上请求救灾,当时的朝廷没有回应,更没有实施救灾措施.〔６１〕随着旱灾的

延续,饥寒交迫的民众只能自寻出路,越来越多地涌入起义的行列.他们劫富济

贫,抢夺粮食等生活物资.崇祯三年,部分义军进入山西〔６２〕.崇祯四年至九年,
全国连年旱灾的区域较少,〔６３〕这一期间,义军同官军交锋不断,北方大部分地区

社会动荡不安.崇祯十年至十四年,黄河流域和海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连年持

续干旱,〔６４〕于是遍地的饥民为了争夺食物和其它生活物资而出现了规模不等的

冲突现象,食物等资源的争夺现象达到高潮.伴随着各地义军再次蜂拥而起,地
方豪强各居一方,收罗人马,保护地盘和扩充实力.一些强大的官军势力尽可能

保存实力,并不断壮大自己,等待进攻的时机.李自成义军在中原一跃发展成为

最强大的义军,张献忠义军在以四川为中心的地域占据一方.总的来说,崇祯年

间大小规模的食物等资源的争夺现象不断出现,北方地区的多个地域社会一直

动荡不安.
随着自然条件以及社会条件发生大的变化,人们之间争夺食物等资源的行

动逐渐被争夺地盘和争夺政权的行动所代替.从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开始,北方

地区气候条件恢复,〔６５〕十六年、十七年,大部分地域农业自然条件愈趋正常.〔６６〕

这一时期,几大军事集团之间大规模的武力冲突不断.十六年春,李自成义军在

湖北建立襄阳政权,随后北上.〔６７〕十七年正月,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６８〕十六

年六月,张献忠在武昌建立大西政权.〔６９〕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义军进入京

师推翻了明王朝.〔７０〕四十多天后,清军入关,随后清军同几支义军的余部和南明

势力继续战争.〔７１〕由以上史实可知,经过一段时期的食物等资源争夺战以后,大
多数人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这个时候,争夺地盘和政权成为食物等资源争夺的

后续行动.这些后续行动持续一段时间以后,新的社会秩序逐渐建立,社会趋于

有序化.

四、结　语

崇祯年间,王土北方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以连年大旱为主的气候灾害,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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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和海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在多个年份旱灾严重,东北地区多种气候灾害连年

发生,整个北方地区的食物等资源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连年干旱对粮食生产造

成了重大影响,大部分地区粮食歉收或者绝收.干旱使植被枯萎,与此同时,与
旱灾伴随的蝗灾使草和树叶大量被食,于是野外的植物食物越来越少.河湖干

涸使鱼虾等水生动物死亡,野外草木枯萎迫使大量食草动物迁徙或者饿死,这样

导致野外缺少动物食物.从崇祯十年至十四年,北方大部分地域的人们出现食

物严重短缺现象,于是人们想方设法寻找各种植物的残留有机体等多种类型的

粮食替代品.
粮食严重短缺和粮食替代品的减少是食物等资源争夺的客观因素.当环境

中粮食严重短缺和粮食替代品越来越少的时候,人们出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于
是谋求新的生存方式是他们的必然选择.众多的人聚集和迁移并向城镇的富

户、官府以及王府抢夺食物等资源是谋求生存的一种办法.处在生存危机中的

人们既争夺食物,又争夺其它生活物资.
依据争夺人群规模划分为个体以及小群体之间的食物等资源的争夺和跨省

区的大规模食物等资源的争夺两种形式.依据争夺人群个体组成状况划分为部

落之间的食物等资源的争夺和不同阶层的人们之间的食物等资源的争夺两种形

式.较小规模的争夺主要是食物等生活物资以及其它财物的争夺,规模较大的

争夺还伴随有地盘、政权等的争夺.
食物等资源的争夺导致了明显的环境效应,它引发的武装冲突使自然生态

环境受到破坏,是带来的主要环境效应.争夺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减轻了对生态

环境的压力,是带来的次要环境效应.食物等资源的争夺使众多饥民的生存希

望建立、生存需求得到满足.争夺挽救了当时劳动力的主体,利于灾后农业以及

其它行业的发展.争夺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并使社会逐渐有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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