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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绪初年，一场特大灾荒洗劫北中国。
《丁戊奇荒》全方位地再现山西地区的灾情时空分布特征和民生图景，以及社会救济的动员和实施机
制。
在大灾面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民间绅商，外国传教士，各种社会力量的救济行为、心态及
其效果，均得以完整呈现。

作者综合运用档案、报纸、歌谣等各方面文献，生动细致地刻画了晚清社会的特殊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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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平，1968年生，山西大同人，历史学博士。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山西高校青年学术带头人。
主要从事近代中国社会史、灾荒史研究，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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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冀宁道 （一）太原府 光绪四年，意大利人、太原教区主教艾世杰写给家人一
封信，详细描述了本地的灾荒，其中就提到了人们的食物，饥民被迫以“野草、树叶、草根、骨粉（
一种石头，有甜味，磨成粉吞下去）”为食。
饥民实在找不到食物时，就想方设法吃起了人肉。
开始还有所顾忌，白天不敢搬动尸体，到了晚间就出来寻找尸首。
有一晚，艾世杰看见有个妇女路过他家门口，因饥饿而跌倒死去，他的一个邻居在夜间把她拉回去全
家食用。
有饭店里出售人肉包子的，街上有假称猪肉实际是卖人肉的事情。
在太原他发现了三次卖食人肉的事情，其中一个是扛着满担的肉被逮捕的，押解到衙门后，被绑在衙
门院内活活饿死。
 在太谷县“白燕村至阳邑乌马河经流处，忽生蒲草，甚茂”，饥民纷纷掘食蒲根，感觉“味颇甘”，
他们将蒲根磨成屑，做成饼充作饭食。
邻县饥民听说后也纷纷前来挖掘，蒲根帮助当地部分饥民度过了荒年。
光绪五年旱情缓解时，人们发现蒲根成了空心，与先前不同，不可再食，便传言说这是上天特别恩赐
当地饥民的。
 光绪四年，榆次县滨河居民争相掘取蒲根充饥。
冬季青草野菜难觅，饥民多以人肉为食，人骨做薪。
 （二）汾州府 光绪三年春，临县斗米不过五百钱，因为地里的麦苗长势茂盛，一派丰收的景象。
不料四五月间，天气亢旱，将近大暑，才落微雨，“节近寒露，谷未半实，倏降黑霜，每亩收成三五
升不等，而且三米七糠，从此 粮价愈昂”。
收获的粮食不足，“初则磨糠秕、剥树皮、挖草根，渐且瓜蔓麦茎，亦靡不磨而食矣”，临县饥民能
以“瓜蔓麦茎”为食，当地还不至于“赤野千里，地无草色”。
然饥民同样是“剥树皮而树皮已尽，磨糠秕而糠秕已空，鬻产则无主可售，质子则无人肯收，或匍匐
街衢，移时就毙，或投奔亲友，半途已亡”的凄惨景况。
 民国《临县志》中的《救饥辟谷诸方》还记述了两个较为特别的救饥方法，颇耐人寻味。
该方称：“用黑大豆五升，即乌壳毛豆，淘净，蒸三遍去皮；大麻子三斗，水浸一宿，蒸三遍，去壳
存仁，每蒸后用布袋盛悬井中，去水五寸许。
过夜即开口易剥，各捣为末，团如拳大，再人甑内蒸之，从戌时至子时止，寅时出甑，午时晒干。
如逢阴雨用炭烘，令燥，一共为末，停三日以消火热之气。
先一日不吃夜餐，清晨缓缓干服之，如觉干燥难服，可稍稍润之冷水，以饱为度，服后禁食一切物。
第一顿得七日不饥，第二顿得四十九日不饥，第三顿三百日不饥，第四顿后虽不再服亦永不饥，如渴
则煎大麻子汤细细饮之。
若要重开饮食，用冬葵子三合，研末煎汤冷服，便下药色如金，任吃诸物无害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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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丁戊奇荒: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从公元前18世纪以来，灾荒记录不绝于史，历代政府虽对
防灾救荒表现各异，但“荒政”作为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是无可争议的，各类典籍志书中
留下了前人大量有关灾荒情状以及救荒防灾的记录，为研究灾荒提供了基础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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