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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我国南方地区遭受百年不遇的冰雪冷冻灾害，灾之烈、害之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研究探讨自然灾害及其防范措施，一时成为社会各界的热点焦点。
汪志国的著作《近代安徽：自然灾害重压下的乡村》恰好在这时候成稿出版，可谓巧得其时。
　　作者以近代安徽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自然灾害及其打击下的农业经济、农村
社会危机与冲突、农民的生存环境与生活状况，以及官府与民间的灾荒应对机制与救荒措施等诸多问
题。
书中涉及灾害学、生态环境学、农业经济学、农村社会学、人口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
一部兼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融汇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的著作。
作者在详尽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为自然灾害研究贡献了新的成果。
　　承作者嘱托，让我写个序。
我个人没有研究过灾害学，以往在读史的过程中，零散接触过一些关于中国自然灾害的史料史事，偶
尔也浏览中外时贤关于灾害成因及其防御的一些论著，由此也引发过一些思考。
趁此机会，略陈于下，谨向作者和读者切磋就教。
　　我们通常说的“灾害”，实际上是将“灾异”与“危害”合称而成。
灾异指自然界的异常变化，危害则指社会、经济和个人遭受的破坏和损害。
这么分开说，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有些自然界的剧烈异常变化并不都成“害”，比如远洋深处的地震
、荒山僻壤的滑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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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安徽：自然灾害重压下的乡村》以1840年至1949年安徽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作为研究对象
，探讨自然灾害及其打击下的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危机与冲突、农民的生存环境与生活状况，以及官
府与民间的灾荒应对机制与救荒措施。
研究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历史学的实证考察为基本工作方法，理论与实证相结
合，综合运用比较分析法、计量研究法、归纳研究法等，同时，还借助于灾害学、灾害经济学、灾害
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广泛收集和占有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贯通
，构建研究体系。
在结构安排上，以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既有对近代自然灾害打击下乡村社会的整体描述，又
有典型性灾害的个案分析；在行文过程中，以文字叙述和图表表述相结合。
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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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志国，男，1963年生，安徽省枞阳县人。
1987年7月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6年6月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
会科学学院，获理学博士学位。
1997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2004年破格晋升为教授。
曾任池州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主任，现为池州学院教务处处长、安徽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安徽省高
校学科拔尖人才、安徽省级重点学科“专门史”学科带头人。
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2项、主持省级科研（教研）课题8项，独（合）撰论著与教材《周馥与晚清社
会》、《中国历史与文化》（下册）等6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被《新华文摘》、“中国人
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全文转载近10篇。
多次获得省级奖励，2004年被评为安徽省模范教师；2005年获安徽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安徽省社
会科学奖（2003-2004）著作三等奖；2006年被评为安徽高等学校省级教学名师，主讲的《中国近现代
史》被评为安徽高等学校省级精品课程。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区域社会经济史、自然灾害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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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特点与成因分析第一节 自然灾害特点一、自然灾害种类繁多二、自然灾害发生频繁三、自然灾害具
有明显的季节性四、自然灾害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第二节 自然灾害成因一、自然原因二、政治原因三、
社会经济原因第三章 自然灾害打击下的农业经济第一节 重灾下农业生产的凋敝一、晚清时期大水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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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秩序的紊乱第四章 自然灾害与农村社会的危机第一节 灾害与人口变动一、灾害与人口数量的变
动二、灾害与人口的迁移变动三、灾害与人口的素质状况第二节 灾害与秩序的崩坏一、人伦关系的颠
乱二、社会秩序的混乱第三节 灾害与社会冲突一、因水资源而引起的冲突二、因粮食资源而引起的冲
突第五章 自然灾害与农民的生活状况第二节 灾害重压下的乡村生活环境一、水灾对乡村生活环境的
破坏二、旱蝗之灾对生活环境的破坏三、地震对生活环境的毁坏四、瘟疫流行与乡村生活环境第二节 
灾害与农民的物质生活一、重灾后食物的严重匮乏二、农民生活的悲惨境况第三节 灾害与农民的精神
生活一、祈神求丰的宗教信仰二、灾害与农业民俗三、灾害与农民文化生活第六章 官府对灾害的抗救
措施第一节 防灾减灾措施一、兴修水利二、植树造林三、农业推广四、举办仓储备荒五、兴办农村合
作事业第二节 救灾赈济举措一、赈济灾民二、蠲免税赋第七章 民间对灾荒的自救与赈济第一节 农村
社区的自救与互助一、建立民仓，进行灾害自救二、筹资集款，开展社区互助第二节 民间组织的赈济
义举一、华洋义赈会的建设救灾二、宗教团体的赈济善举三、安徽灾区筹赈会的灾赈举措结语参考文
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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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被淹没，人畜、房产被洪水冲走者无法计算”。
和县东南沿江各圩完全沉没，“慨田禾之淹没，民食何依，望田庐而漂流，民居无所”。
舒城县大小百余圩，冲没无遗，“灾区田地淹没者，纵横不下数百里”。
五河县“堤圩尽伏，一片汪洋，顿成泽国，全境几无一片干土”。
凤阳县此次大雨，“平地水深数尺，秋禾尽被淹浸。
而临淮因逼近淮河，地势低洼，水深之处，过及丈余，居民房舍，被雨水冲倒二千余户”。
寿县“城乡一片汪洋，漂没田庐人畜无算”。
颍上县“岸溃堤决，全县尽成泽国。
而沿淮之赵家镇、润河集、秋稼湖、灵台湖等处，屋庐冲没不下五千余户”。
宿县先雹灾后水灾，5月31日自西北而东南，宽约十里，长约百里以上，狂风暴雨，骤降冰雹l小时之
久，小如鹅卵，大如饭盆，且有大似足球者，平地深至数寸，“农民损失甚巨。
此次暴雨连降数日，昼夜不息，街市水深尺许，房屋倒塌甚多，而第一区许坡集平地水深3尺，舟行
无阻”。
蒙城县境涡、肥、芡3河同时泛滥，“冲倒房舍，不可胜数，田禾尽被淹没”。
此次特大水灾，不仅淹没田地，损毁农作物，冲塌房舍，而且洪水还冲断了津浦铁路，交通中断。
　　近代安徽水灾对生活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应是1938年黄水南侵的灾害。
此次黄泛灾害，皖北地区有阜阳等18个县（市）受灾，被淹土地2345万亩，田庐牲畜等直接损失
达25564多万元。
阜阳县“村墟庐舍、禾稼牲畜，顷刻尽付洪波”。
凤台县“平地水深三尺左右，庄稼被淹光，房屋全部倒塌”。
此次水灾，不仅仅是毁坏了农民的乡居生活环境，更为严重的是破坏了淮河流域水利生态系统，产生
了极其严重的生态后果，直接给1950年和1954.年的淮河流域大水灾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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