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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历史时期我国沙尘暴发生的特点进行初步总结的结果显示：自汉代之后，沙尘暴发生的范围开始向东扩

展，至元明清时期，其发生范围扩展到几乎整个华北地区。这一发展趋势虽与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密切相关，但农

业经济开发活动向西北地区的转移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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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一般称沙尘暴为“霾”、“黄雾四塞”和

“雨土”等。根据我国史料记载研究沙尘暴的演化特

点和发展规律，可为我国沙尘暴的综合防治提供新

的科学依据。

! 历史时期我国沙尘暴发展的演化趋

势

! ,! 我国最早的沙尘暴记录

晋张华《博物志》中有关于公元前 !$ 世纪的沙

尘暴追述：“天乃大风扬沙，一夕填此空谷”，有学者

考证其发生地点约在今豫、秦、晋交界地区的山西夏

县，这是有关我国历史时期沙尘暴的最早记录［!］。

从公元前 ! 世纪的汉代开始，有关沙尘暴的记载屡

屡见诸文献，其发生范围多在甘肃等西北地区。实

际上，在汉朝通西域之前，甘青地区、宁夏南部、河西

走廊、新疆南部绿洲都普遍分布着新石器时代和青

铜时代的文化共同体，其中分布在甘青两省交界地

区、其年代为+ +"" 0 & """ 1 2. 的马家窑文化和齐

家文化，都属于典型的原始农业文化。由于西北地

区自古干旱少雨，地表之下又广泛沉积着丰富的沙

物质，加之受西北利亚 蒙古高压的影响，推测在马

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时期，我国西北地区当已开始

出现因粗放型农业活动引发的沙漠化和沙尘暴。

! ," 两汉到五代时期沙尘暴的发生范围

汉武帝驱逐匈奴后，在河西地区广置郡县，力倡

农垦。张骞通西域以后，有组织的农垦活动的范围

更扩大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绿洲。汉代在西北地

区所推行的大规模的粗放型农垦活动，必然会严重

破坏西北地区脆弱的植被和水源，导致沙漠化和沙

尘暴的扩张［(］。另外，从汉代开始，我国的史书记载

更趋于丰富和翔实，这在客观上为今人研究历史时

期的沙尘暴提供了较多的信息。

《汉书》卷 (-《五行志》对汉成帝建始元年（公元

前 )( 年）发生的一次沙尘暴作了如下描述，“四月辛

丑夜，西北有如火光。壬寅晨，大风从西北起，云气

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着地者黄土尘也”。此所

谓“夜”应指黄昏时分，符合沙尘暴多起于午后的规

律，其形式也符合“沙尘暴壁”的光学特征［)］。又《汉

书》卷 ++《霍去病传》中记述了“大风起，沙砾击面，

两军不相见”的情形；《后汉书》卷 *&《列女传·董祀

妻》中有“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之述；

从敦煌汉简也可以看到“日不显目兮黑云多，月不可

视兮风非（飞）沙”（((+)）的简文。两汉时期这些“大

风从西北起”、“黄雾四塞”、“霾雾弊日”的记载，反映

出当时频繁发生的沙尘暴已经危及黄河中游的京师

地带［&］。当然，汉代崇尚“天人感应”学说，上述某些

记载难免带有附会的色彩。

两汉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内蒙古中部及

山西雁北一带开始出现沙尘暴。如北魏孝文帝太和

十二年（公元 &** 年），“十一月丙戌，土雾竟天，六日

不开，到甲夜仍复浓密勃勃如火烟，辛呛人鼻”，说明

那里的沙尘暴持续了 $ 天，而且到第 * 天尘霾仍很

严重［+］。

北京周围地区较早的沙尘暴记录始见于北魏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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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真君元年（公元 !!" 年），“春二月，上谷郡，黑风

起，坏屋庐，杀人”。上谷郡辖地相当于今张家口、小

五台以东以及延庆、怀来、涿鹿一带［#］。但此后有关

北京周围地区的沙尘暴记录很少。

! $" 辽金至近代沙尘暴的发生范围

辽金时期，北京周围开始频频发生沙尘暴。如

海陵王贞元三年（公元 %%&& 年）四月初一，北京地区

“昏雾四塞，日无光，风十有七日”（《金史》卷 &《海陵

王纪》）。此外，金世宗大定十二年（公元 %%’( 年）、

大定二十三年（公元 %%)* 年）、金章宗承安五年（公

元 %("" 年）、贞祐四年（公元 %(%& 年）等都有类似的

沙尘暴记录［’，)］。

辽金之后，文献所记沙尘暴的发生区域几乎遍

及我国北方地区，甚至连山西、河北与河南等地也频

频发生，如，至治元年（公元 %*(% 年）三月“大同路大

风，走沙土，壅没麦田一百余倾”；雍正元年（公元

%’(*年）三月“邢台、元氏大风霾拔木”；成化六年

（公 元 %!’" 年）二 月，开 封“ 昼 晦 如 夜，黄 霾 弊

天”［)，+］。

# 自然因素分析

沙尘暴的发生一般需要丰富的沙尘源、风力和

不稳定的大气层结 * 个基本条件。

中国的沙漠和沙漠化土地大致以贺兰山为中

心，呈“,”字型向东北、西北延伸。其西北一翼多以

地质时期形成的沙漠为主，其东北一翼则以人类历

史时期形成的沙漠化土地为主。西北地区的沙漠为

沙尘暴的发生提供了丰富的沙物质；而东北一翼的

下垫面大多为河湖相沉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草地生态系统非常脆弱。一旦农业活动破坏了草地

的地表结皮层，河湖相沉积的沙地基质同样可以为

沙尘暴的发生提供丰富的沙物质。而作为联系西北

一翼和东北一翼的河西走廊地区，两汉以后不断出

现的沙漠化土地，既为沙尘暴的东向扩展提供了新

的沙源，也打开了阻止沙尘暴向东扩张的屏障。

晚全新世时期，我国北方经历了西汉中叶至东

汉末的温暖期、魏晋南北朝的寒冷期、隋至盛唐的温

暖期、中唐至五代初的寒冷期、五代中至元代前期的

温暖期、元后期至清末的寒冷期［%"，%%］。在干旱寒冷

时期，蒙古高原上的冷高压气团势力增大，不断向南

和东南方向推进。欧洲大槽的东移、欧亚经纬向环

流的转变等所诱发的冷空气南下所形成强冷锋天气

活动，为沙尘暴的发生提供了动力条件［%(］。不仅如

此，气候条件还作为诱发条件，通过影响人类社会系

统的经济形态，间接地影响沙尘暴的发生与发展。

如中全新世以来，每当气候的温暖湿润期，中原农耕

民族凭借自身的强大势力纷纷北上，变北方草原区

为农耕区。这也在客观上为沙尘暴的东渐提供了沙

源。

" 人类活动对沙尘暴向东扩展的作用

机制

沙尘暴首先是一种自然现象，只要具备足够强

劲的风力和大量的地表干燥沙尘，沙尘暴就不可避

免。但历史上我国沙尘暴的东渐趋势却与中央政府

对西北地区的经略密切相关。

自秦代以来，历代中央政府都十分重视对边疆

的开发。汉武帝最早在内蒙古河套地区实行大规模

的屯垦戌边，兴办了许多大型国营农场［%*］。甘肃的

河西走廊、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和黄土高原的晋陕峡

谷地区等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之地，是当时屯垦戌

边的重点。这些大规模的农业开发活动一方面增强

了中央王朝的国力，有利于巩固中央对西北地区的

统治，同时也使广大西北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遭受

到前所未有的破坏。

沙尘暴可谓是沙漠化的空间表现形式，其与沙

漠化的东渐过程当相一致。从考古发现来看，在今

内蒙古河套地区曾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说明

这里古来即适合人类生存。汉代于此设立五原郡和

朔方郡，建立了临戎、三封等城池，并留下了许多村

庄和连片的墓地。《汉书·匈奴传》说，当时这里“数

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非但不见

沙漠 踪 影，而 且 还 成 为 汉 族 移 民 屯 垦 的 重 要 地

区”［%!］。但汉代以后这里却渐被流沙覆盖，城池废

弃，杳无人迹。另外，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上的统万

城，始建于汉代，名奢延城。五朝十六国时期匈奴首

领赫连勃勃加以“改筑”。然而到了唐朝时，这里不

仅受到风沙威胁，而且开始出现沙漠化。《新唐书·

五行志》载：“长庆二年（公元 )(( 年）十月夏州大风，

飞沙为堆，高及城堞”；又唐咸通（公元 )#" - )’! 年）

年间许棠所作《夏州道中》一诗云：“茫茫沙漠广，渐

远赫连城”。此后又经过 %"" 多年，即 %" 世纪末叶，

统万城已经“深在沙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

了。

从上述两例可以看出，自汉代以来，我国的沙漠

化也快速呈现出东渐之势。而沙漠化的东渐趋势，

必然相应地带来或促进沙尘暴的东渐。二者具有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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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因果，推波助澜的关系。

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开始制造铁制农具［!"］，西汉

时期铁制农具已经达到普及的程度［!#］。应该指出，

铁农具的广泛应用对我国北方地区历史时期的生态

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尤其是对“地表结皮层”的

破坏。

地表结皮层是指地表经过多年的成草作用、降

水作用及自然压实作用等所形成的一层厚约 !" $
%& ’( 的地表层。它不仅可为地表植被提供有效养

分，还如同一层厚厚的“地毯”常年保护着地表免遭

风蚀和水蚀。传统的游牧活动很少破坏地表结皮

层，因为当草原上的优质牧草不足时，牧民便会“逐

水草而居”，迁徙他方。而汉代采用铁质农具在西北

地区推行的粗放性农垦活动则不然，它是以彻底破

坏地表结皮层为前提的。地表结皮层被破坏之后，

沙质草原地区地表之下巨厚的沉沙、黄土高原地区

的松散黄土在冬春干旱季节便裸露无遗，极易遭受

风蚀和水蚀，从而为沙尘暴的东渐提供丰富的沙尘。

公元 )*# 年，鲜卑拓拔氏在平城（今山西大同

市）建立北魏政权。大同盆地及周边地带作为京畿

之地，开始出现农耕活动。公元 +,) 年，孝文帝力排

众议，毅然迁都洛阳。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

“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将迁都洛

阳”［!-］。可见，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之外，平城周围

生态环境退化所造成的沙尘暴肆虐，也是导致北魏

首都南迁的原因之一。

辽金时期，随着北京地区政治经济中心地位的

提高，环北京地区的农业开发活动也随之强化。北

方少数民族入驻中原后，开始一般都不重视农业，而

是延续传统的以牧为主的生产方式，这在客观上起

到了恢复生态环境的作用。但随着汉化程度的不断

加深和“重本抑末”政策的推行，他们又会逐步开始

重视农业。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农业的产出量比牧

业大、周期短；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相对固定，有利于

社会财富的积累。所以，环北京地区特别是长城沿

线以北的草原地带就成为当时农业开发活动的首选

之地。

史籍有关沙尘暴的记载一般发生在北方少数民

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约 )& 年以后。例如，大同地

区在北魏建立政权 "+ 年后洋河谷地始有沙尘暴记

录；!!"" 年之后是金代沙尘暴最为频繁和强烈的时

期，这时距女真人统治燕京也恰 )& 年；明朝 !+&) 年

迁都到北京，而北京地区至 !++& 年方有沙尘暴记

录；清兵 !#++ 年入关后，到康熙十五年（公元 !#-#

年）沙尘暴便肆虐北京城［#］。

! 小结

（!）先秦时期我国沙尘暴主要限于西北地区。

自两汉以后，沙尘暴的发生范围开始东扩。到了元

明清时期，其发生范围逐渐影响到整个华北地区。

（%）历史时期沙尘暴的东渐之势与历代王朝对

北方地区的经略密切相关。我国西部地区存在四个

主要沙尘暴源区，即河西走廊与阿拉善高原区、内蒙

古中部农牧交错带、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区、蒙陕宁

长城沿线旱作农业区。这四大源区恰恰正是汉代以

来历代中央政府主要的屯垦戌边区。

（)）沙尘暴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是不可阻止的，

但是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尤其是粗放型农垦活动与

脆弱的生态环境的耦合，可以扩大和加剧其发生范

围和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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