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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徽州的雹、冷、风与地震灾害概述

吴媛媛

(江南大学 商学院旅游系，江苏 无锡214122)

摘 要:除水旱灾害以外，明清以来徽州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自然灾害种类还有雹灾、冷灾、风灾与地

震，这四种灾害发生的频率均不高，时当地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不产生根本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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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徽州地区现存明清方志的记载，除了最为

常见的水、旱灾害外，当地历史上还发生过雹灾、低

温、风灾与地震等自然灾害。这些灾害类型与当地的

水旱灾害相比，无论是发生的次数还是危害的程度

都要轻得多，但历史上究竟发生的状况如何，对当时

的农业生产与社会生活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迄今为

止还没有专门的论述。笔者拟主要依据方志资料，对

明清以来徽州的雹、冷、风及地震诸灾概况作一初步

介绍，以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至于在传统社会人

们是如何应对这些灾害的，传统社会的做法对于今天

的防灾抗灾有怎样的借鉴与启示，限于篇幅，本文仅

在相关处作少许议论，具体情况另篇论述。

一、雹 灾

    雹灾是一种固体降水，产生在空气强烈对流作

用下形成的积雨云体中。[l卿 冰雹灾害局地性强、季

节性明显、来势急、持续时间短、因其降落时的重力

作用对农作物破坏严重。由于明清时期，对冰雹发生

无法预测，因而冰雹的发生对农业生产威胁十分严

重，甚至人、畜、鸟兽、树木、房屋都受其害。
    徽州地区明清时期关于雹灾的记载如下:

表1 明清以来徽州地区雹灾发生统计表

公元

纪年
年号 灾情描述 资料出处

1545 嘉靖二十四年二 婆源大风雨雹。是年又大饥。 康照《婆源县志》卷12通考外志·饥祥

1563 嘉靖四十二年 休宁雨雹。 康熙《休宁县志》卷8通考·饥样

1576 万历四年 三月雨雹。 康照(休宁县志》卷8通考，饥祥

1653 顺治十年 夏，大雨雹，鸟集俱顶，二麦坏。 道光《婆源县志》

167 8 康照十七年
六月，东乡龙关大雨雹禾稼皆损。 康照(婆源县志》卷12通考外志·饥祥

九月十八日大雷雹，伤禾稼，祠琦倾纪，寝楼损坏。 《济淡游氏宗语》卷27外纪·饥祥

1686 康熙二十五年 九月二十二日大雷雹，伤禾稼。 《济澳游氏宗语》卷27外纪·饥祥

1687 康照二十六年 三月十二日大风雷雹，损二麦.折松林巨木十股之七，压毁
居骸无数。

《济澳游氏宗谙》卷27外纪·饥祥

1755 转隆二十年
三月大风、雷电、雨雹。 嘉庆《绩澳县志》卷12杂志·祥异

绩澳等七州县偏被雹水。 《清奏折》P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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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2 乾隆二十七年 四月二十一日，冰雹。里中创建六角亭，功将告成，为风雨坍场无
存，至闰五月重建。(毅县沙澳)

《沙澳集略》卷2祥异

1793 乾隆五十八年 大雨雹无麦。 嘉庆‘绩澳县志》卷12杂志·祥异

1806 嘉庆十一年 五月初六日大雨雹，东狱庙西诸司座尽坏，大木拔者无算。 嘉庆《绩澳县志》卷12杂志·祥异

1851 成丰元年

三月十二日，大风雹伤麦，拔树无算。 民国《激县志》卷16杂记·祥异

春行秋令，菊圃含英;夏，雨雹。 同治《才卜门县志)

三月，大雨雹，大如鸡印，婆比、龙腾等处多被灾。 民国《重修婆源县志》

据徽邢府属数县、婆源县先后案报，三月十二日(4月13日)，大
雨狂风，并下冰雹，菜麦间有打坏，房屋不无坍损，尚无伤毙人口
之事。

《清代长江流城西南国际河流洪
涝档案史料》:1851一11

1879 光绪五年 六月十六日雷火焚常平仓;太子桥等处雨雹损禾稼;秋冬大疫。 民国《重修婆源县志》

1919 民国八年 六月二十呀日，大风雨雹，倾堵倒屋，砖瓦皆飞，披大木四十余株，
祠堂大柱有吹移盈尺者，田禾大损。

民国《重修婆源县志》

下面对这14年次的雹灾记载作一简要分析:

1.降雹季节

    表2 明清以来降雹季节统计表

，灾月份 发 生 年 份 合计

三月
万历四年(1576年)、康熙二+六年(1687
年)、乾隆二十年 (1755年)、成丰元年
(1551年)

4

四月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 1

五月 嘉庆+一年(1806年) 1

六月 康照+七年 (1678年)、光绪五年(1879
年)、民国，\年(1919年)

3

夏天 顺治+年(1653年) l

九月 康照十七年 (16招年)、康照二十五年
(1686年)

2

不同季节 备靖二+四年(1545)、嘉靖四+二年(1563) 2

    以月份而言，以三月降雹最多，占到总季数约

113，若以季节而言，则夏季最多，有6次，占到有明

确记载的雹灾的50%。根据吴滔对明清以来雹灾分

析，明清时期降雹的季节以春夏和早秋为多，农历

三月至八月为全国范围降雹的主要时段，冬季则极

少发生降雹。冈徽州的小样本完全符合这个时间。降

雹季节往往正值农作物生长、成熟阶段，因此对农

业生产的损伤往往比较重。降雹多由中、小尺度的

天气系统所决定，一般而言，地形复杂的山区冰雹

多于平原，中纬度地区的降雹多于高纬度地区，内

陆多于沿海，冷空气活动多的地区冰雹也多。徽州

地处万山之中，在这种复杂的立体气候系统下降雹

的次数当不仅仅这么几次，作为灾异而记人地方志

中的当是成灾的降雹，这里就涉及到降雹与是否成

灾的问题。

    2.雹灾范围

    雹灾受地形影响较大。小范围降雹区的雹击路

径基本上呈带状、块状和跳跃状，“雹打一条线”、

“降雹蛤蟆跳”和“雹走老路”等农谚即形象地说明

了雹暴活动的一些特点。如咸丰元年(1851)，婆源

县“三月，大雨雹，大如鸡卵，婆北龙腾等处多被灾”;

光绪五年(1879)，“太子桥等处雨雹损禾稼”;乾隆二

十年(1755)，“绩溪等七州县偏被雹水”，都说明雹灾
的范围一般不大。婆源龙腾村背倚山脉，以村后山陵

宛如苍龙腾空而名，现位于婆源县境中部的思口地

区，区内山地面积占区总面积的约80%，I3P太子桥

现位于婆源县境中部偏南的丘陵地带，今景白公路

(景德镇— 白沙关)南侧的山坞口，Pll肠雹灾发生

的地点皆在山区，同时这两个地方又是产粮区和人

口相对稠密的宗族聚居区，可见历史上记载的雹

灾，除了灾害的损失程度，亦和发生地点相关。

    3.雹灾的危害

    冰雹的直接砸伤力主要取决于雹块的大小、重

量，其中雹块的大小最直接地决定灾情的轻重。现

代农业灾害学研究表明，根据雹块大小，可将雹灾

分为三类:1.轻雹灾— 雹粒如豌豆，降雹时有的冰

雹覆盖地面，有的随下随融，作物的叶片被打落或

打成麻斑，茎秆折断或打成秃茬子;II.中雹灾— 冰

雹大如杏桃核，积雹较普遍，树木细枝被打折，树干

皮层被打裂，作物茎叶被打断成茬子;m.重雹灾—

雹块大过鸡蛋、拳头，积雹较深，各种作物地上部分

被砸光，地下部分也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当然，也

不是一概而论，豌豆乃至枣、栗大小的雹粒一般虽

不易使农作物受害，但如果雹粒硬度大，降雹稠密，

持续时间长，也能造成一定灾害。文献里如“鸟巢俱

陨，二麦坏”、“禾稼皆损”、“祠墙倾纪，寝楼损坏”、

“大雨雹无麦”的不同记载，即是不同程度的雹灾的

写照。①

    降雹常常伴随风、雨、降温、打雷等阵性天气，

又称“雹暴”。雹暴砸坏作物的茎秆和枝叶，打落花

果，造成植株机械性损伤，大风还会造成建筑物、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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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的损失，雨量大时亦有发生山洪的可能。如“康熙

二十六年 (1687年)，(婆源县)三月十二日大风雷

雹，损二麦，折松林巨木十股之七，压毁膺骸无数”，

又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休宁县)四月二十一

日，冰雹。里中创建六角亭，功将告成，为风雨坍塌

无存，至闰五月重建”，再如“嘉庆十一年(1806)，

(绩溪县)五月初六日大雨雹，东狱庙西诸司座尽

坏，大木拔者无算”，“咸丰元年(1851)，(款县)三月

十二日，大风雹伤麦，拔树无算”，“民国八年

(1919)，(婆源县)六月二十四日，大风雨雹，倾墙倒

屋，砖瓦皆飞，拔大木四十余株，祠堂大柱有吹移盈

尺者，田禾大损”等等。

    造成冰雹灾情轻重的因素还取决于作物的种

类、品种以及生育期。一般说来，玉米、高粱、棉花等

高秆作物比水稻、小麦等矮秆作物受害重，地上结

实作物比地下根茎类作物受害重。明清许多地方志

在记录雹灾灾况时

损”，有时用“伤、残

                        2008年

，有时用“死、尽坏”，有时用“杀、

”来形容，正反映出各类农作物

作物在抽穗至灌浆成熟的抗雹能力的差异。另外，峨

期遭雹砸后难以恢复生长，

期受灾后作物恢复能力较强

受害较重，但营养生长

，受害相对轻些。

二、冷 灾

    冷灾又为寒潮，是来自北方的强冷气向南方猛

烈侵袭的现象，具有影响范围广、强度猛、时间较长

等特点。由于气压突然上升，温度急剧下降，并伴有

风速较大的偏北风或雨雪、冻雨。11声

    表3中关于冷灾的归纳包括以下几类:

    1.陨霜的时间较旱，如“九月初，陨霜伤禾稼”;

    2.寒冷天气结束的时间较晚，如“春大雪，路有

僵死者”;

表3 明清以来徽州地区冷灾发生统计表

公元

纪年
年号 灾情描述 资料出处

1576 万历四年 夏五月初七日午未时，七、八都雨雪，项刻山歼皆
白。(绩澳);三月雨雹。(休宁)

嘉庆《绩澳县志》卷12杂志·祥异;康熙《休宁县志》
卷8《通考·饥祥》

1579 万历七年 秋场，冬木冰。 (绩澳) 嘉庆《绩澳县志)卷12杂志·祥异

1593 万历二十一年 旱。九月初，限霜伤禾稼。(婆源) 康熙《婆源县志》卷12通考外志·饥祥

1595 万历二十三年 春大雪，路有任死者，秋冬早，池井涸，民汲澳水入
市成之。(休宁)

康照《休宁县志》卷8通考·饥祥

1607 万历三十五年 十月，大雷电;十二月雪二十余日。(婆源) 康熙(婆源县志》卷12通考外志·饥祥

1641 索城十四年

春大雪，任死相望，又大饥，斗来五钱，人相食。(欲
县);时黄山产竹实数十石，乡民到木皮掘地庸以

活。(毅县);春大雪，秋垃自宁国来境，摘集障天，至
雄路临澳止，后因春雨自灭。(绩澳)

民国《毅县志》卷16杂记·祥异;康照《毅县志》;嘉庆
《绩澳县志》卷12杂志·祥异;康熙(休宁县志》卷8
通考·饥祥;道光《徽州府志》

1654 顺治十一年 冬.奇寒，大木皆稿，河水合，月余不解。(婆源) 康熙(婆源县志》卷12通考外志·饥祥

1670 康焦九年 冬大雪，深数尺，有冻死者。(休宁) 康熙《休宁县志》卷8通考·饥祥

1690 康焦二十九年
婆源、郊门奇寒，大树尽枯。
冬奇寒，大木尽稿。(婆源)
大冻，河冰经旬不解，人可负担往来。

《重修安徽通志》;民国《重修婆源县志》;(济涣游氏
宗语》卷27外纪·饥祥。

1732 雍正十年 五月大水，洋峭记。冬大寒。(婆源) (济澳游氏宗语》卷27外纪·饥祥

1737 乾隆二年 三月初七日，大寒风，行人、樵夫冻死多人。(绩澳)嘉庆(绩澳县志》卷12杂志·祥异

1761 乾隆二十六年 冬大冻。(婆源) 《济澳游氏宗谙》卷27外纪，饥祥

1790 乾隆五十五年 冬木冰，花果竹木多冻死。(绩澳) 嘉庆《绩澳县志)卷12杂志·祥异

1796 嘉庆元年 春，霜雪寒冻，麦枯。(才弃门) 道光(祁门县志》

18《刃 嘉庆五年 正月十五，大雪连四、五日，平地三尺，山中高至丈
余，康鹿、好琴毙者无数。(绩澳)

熹庆《绩澳县志》卷12杂志·祥异

1809 嘉庆十四年 立夏后一日大寒雨雪;夏大水。(郊门) 道光《郊门县志》

1840 道光二十年 春严霜，麦苗尽英。复抽叶华，结实如故。(教县)民国《毅县志》卷16杂记·祥异

1841 道光二十一年 冬大雪，次年麦丰收。(毅县)
冬大雷，月余不止，竹木多冻死。(祁门)

民国《毅县志》卷16杂记·祥异;同治《那门县志》

1842 道光二十二年 冬雨木冰。(徽州) 《晚典类编》

1852 成丰二年 正月大雪，瓦结冰架，三月天雨豆。(祁门)
冬大雪，平地二尺许，雨木冰。县署竹生米。(徽州)

同治《祁门县志》;《重修安徽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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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大雪，平地深五尺，时大乱，未己饥寒交迫，死

样异;同治《郊门县志》;光
18611成丰十一年 ;洲要域骥狱羁鬓笋;‘愧耸

月 ，入 ’母硕r，巴二‘声‘，王 币卜李刀二不调 入 月、，紧 云小 月二 八 刁守】

钾政·服饥;民国《重修婆

源)

    3.下雪时间较久，如“十二月雪二十余日”;

    4.典型记载，如“冬，奇寒，大木皆稿，河水合，月

余不解”，“冬大雪，深数尺，有冻死者”，“冬奇寒，大

木尽稿”等等。

    在中国历史气候的研究中，公元1550至1850

年间的寒冷气候被称为“明清小冰期”，其间又有不

同的冷暖时段。明代仅嘉靖隆庆年间较为温暖，其

余大部分时间寒冷，万历末年、天启、崇祯年间尤为

寒冷;清代则顺治与康熙年间特别冷，雍正、乾隆、

嘉庆较为温暖，晚清又转为寒冷。②在这21年次的

冷灾记载中，明代占6次，其中万历年间5次，崇祯

年间1次，与明清小冰期中的明代的冷暖分段相

符。清代15次，其中清初至康熙年间3次，雍、乾、

嘉三朝共7次，之后的道光、咸丰年间记载有5次，

虽然在次数上，温暖期与寒冷期相比关于冷灾的记

载次数只少了一次，但是从寒冷程度上看，清初与

清末的寒冷期记载多用 “奇寒”、“河水合，月余不

解”和“有冻死者”等语，而清中叶相对温暖期的记

载则为“冬大寒”、“冬大冻”等语，可以看出与清代

的冷暖分期亦基本相符。

三、风 灾

    风灾是一种激烈旋转的空气旋涡，影响范围较

小，维持时间短，从开始到消失不过几分钟，但由于

风力极大，树或房屋都会被强风吹倒。IJlj叫肠记载中

“大风拔木”、“大风坏民庐舍”的语句比比皆是。风

灾中破坏性最大的当属龙卷风，龙卷风是大气中最

表4 明清以来徽州地区风灾发生统计表

公元

纪年
年号 灾情描述 资料出处

1574 万历二年 东南乡大风拔木。(休宁) 康照《休宁县志》卷8通考·饥祥

1575 万历三年 偷村大风坏屋。(休宁) 康熙《休宁县志》卷8通考·饥祥

1609 万历三十七年 大风拔木。(休宁) 康照《徽州府志》

1647 顺治四年 东南乡大风坏民庐舍。(休宁) 康照《休宁县志》卷8通考·饥样

1664 康熙三年 四月大风雨，明伦堂古桂高百尺，忽拔。(毅县) 康熙《徽州府志》

1672 康熙十一年 六月东南乡大风拔木、坏民庐舍。(休宁) 康熙(休宁县志》卷8通考·饥祥

1755 花隆二十年
三月大风、雷电、雨雹。绩澳等七州县偏被雹水。(绩

澳)
嘉庆《绩澳县志》卷12杂志·祥异;《清代奏折汇编:
农业·环境)l47

1763 乾隆二十八年 三月二十二日大风，拔木惬屋压死人畜无算。自浮
梁起至杭州皆瞬息间事。(数县)

民国《傲县志》卷16杂记·祥异

1856 咸丰六年 六片，大风雷雨，婆南高安等处大木尽拔，太子桥有
软童被风吹入云中。(婆源)

民国《重修婆源县志》

1871 同治十年
三月二十二日午后，风雨雷电交作，有龙自西北角
过县东南乡，所过之处，拔木坏反，居民多有伤者。
(浮声门)

同治(矛挤门县志)

1911 宣统三年 除夕大风。 (救县) 民国(欲县志)卷16杂记·祥异

1919 民国八年
六月二十四日，大风雨雹，倾堵倒屋，砖瓦聋飞，拔
大木四十余株，祠堂大柱有吹移盈尺者，田禾大损。
(婆源)

民国《重修婆源县志》

强烈的涡旋现象，寿命很短，范围很小，但因风速常

达100米/秒以上，故破坏性很强。乾隆二十八年三

月，歇县遭大风，“拔木堰屋压死人畜无算。自浮梁

起至杭州皆瞬息间事”，咸丰六年婆源太子桥有“牧

童被风吹人云中”，从描述来看，都颇似龙卷风。

    从当地风灾发生的时间来看，时间多在夏季，

这是因为皖南地区夏季大气层极不稳定，空气的强

烈对流上升，四周空气向中心汇合，由冷锋、地线等

天气系统造成的气旋所提供的强烈辐合上升的旋

转流场，导致灾害性大风产生。

    从这12次关于大风天气的记载中，常有“风雨

雷电交作”的描述。从现代气象学的角度来解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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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大风是强雷暴伴有的灾害性天气之一。雷暴大风

出现于雷暴云成熟阶段，是强雷暴云中高速下沉气

流冲到地面附近时向四周辐散而造成的强阵风，又

称“跑”。雷暴大风持续时间一般只有几分钟至十几

分钟，风速可由静风突然增至大风以上，随着雷雨过

境，风速渐小。雷暴大风过境时，风向由强雷暴云体

前部的气旋式辐合上升，转为后部的反气旋式下沉

辐散，风向突变，风力猛增。雷暴天气是由水汽条件、

不稳定层结条件和拾升条件综合作用而形成的。lql傲

    风灾对当地社会和农业生产不无影响，但不论

是次数还是危害性上，都不是很大。不过偶而罕见

的大风常会给当地人留下深刻的记忆。《潭滨杂志》

是款县文化名人黄崇惺所写的一本小册子，记家乡

潭滨的趣事见闻，其中有“暴风”条，栩栩如生地描

述了当地一次罕见的雷暴天气:“予十许岁，居许宅

之蒲园，以事来(?)里中。时当夏月，天宇清澈，忽恶

云自东南来，霹雳一声，怪风骤至，空中树枝如吹

灰，瓦片如飞鳞，声如山崩海怒，观者无不震憾，须

臾雨过，则排墙拔木，不计其数。闻起自富亭塘，是

地有大蛇雷电追击，由塘逸通向东而去，当其风者

无不披靡。予虑衡宇必遭风卷，幸只拔木数株及颓

垣一堵而已。，，In

四、地 震

    徽州明清方志中关于明清以来六县发生地震

的地点、次数及灾情的描述如下:

    依据下表，可以统计得出明清以来徽州地震记

载有19年次，其中明代共发生地震5次，清代13

次，民国1次。在这19年次的记载中，并无一例人

员伤亡的记载，可以推测地震的震级应不高。

    对地震发生的月份进行统计，则不明时间者两

表5 明清以来徽州地区地霞发生统计表

公元

纪年
年号 灾情描述 资料出处

1475 成化十一年 地震，生白毛。(徽州) 康熙《徽州府志》

1560 嘉靖三十九年 二月甲子申时地震自西而东。(毅县);二月二十入日，
申时地襄隐隐有声。(绩澳);地震从西而东。(休宁)

康熙《欲县志》，康熙《徽州府志》;嘉庆《绩澳县志》
卷12杂志·祥异;康照《休宁县志》卷8通考·饥
祥，康照《徽州府志)

1604 万历三十二年
十一月地震。(婆源);十一月初九日申时地震。(婆源)康熙《婆源县志)卷12通考外志·饥祥;《济澳游氏

宗语)卷27外纪·饥祥

1642 崇祯十五年 七月地皮。(绩澳) 嘉庆《绩澳县志》卷12《杂志·祥异》

1644
崇祯十七年

顺治元年
七月地震。(绩澳) 康熙《徽州府志》

1户52顺治九年 二月，地震从西而东。(绩澳) 嘉庆《绩澳县志)卷12杂志·祥异

1659 顺治十六年 七月+六日声卜门地震声如雷。(才卜门) 康熙《徽州府志》

1665 康照四年 星变地发，钦奉恩赦，免顺治十八年以前钱推。(休宁)康熙《休宁县志》卷3御政

1668 康照七年
六月十七夜，六邑地震。(徽州六县);六月十七日夕，
地震。(婆源);六月地震。(休宁);六月地震。(珍县)

康照《徽州府志》;康熙《婆源县志》卷12通考外
志·饥祥;民国《重修婆源县志》;康照《休宁县志》
卷8通考·饥祥;鑫庆(珍县志》卷11玫事志·祥异
两服

1674 康照十三年 七月十三日地震。(婆源) 康照《婆源县志》卷12通考外志·饥祥

1688 康熙二十七年 六月地震。(绩澳) 嘉庆(绩澳县志》卷12杂志·祥异

1702 康熙四十一年 正月二日辰时地震，声如雷。(婆源) 《齐澳游氏宗语》卷27外纪·饥祥

1756 乾隆二十一年 冬+月地震。(绩澳);秋，地震，屋宇皆动。(才昨门);十
月十六夜地震，十七夜又震。(婆源)

嘉庆《绩澳县志》卷12杂志·祥异;道光《布门县
志》;《济涣游氏宗讲)卷27外纪·饥祥

1757 乾隆二十二年 十一月十六日，戌时地震，次日寅时复小震。(数县) 乾隆《报县志》卷20杂志下·祥异

1764 乾隆二十九年 五月二十八日地发。(婆源) (济澳游氏宗谙》卷27外纪·饥祥

1769 乾隆三十四年 十二月地震。(绩澳) 嘉庆(绩澳县志》卷12杂志·祥异

1850 道光三十年 十月，地震，有声如雷。(婆源) 民国《重修婆源县志》

1852 成丰二年
六月二十入，大水沱川出坟坏田庐。十一月初二日，城
东北乡地震。(婆源);冬大雪，平地二尺许，雨木冰。县
署竹生来。(救县)

民国《重修婆源县志》;重修《安徽通志》

1917 民国六年 正月初二地震，崖壁响丰时始定。二月初一日午刻天
暗地又震。(婆源);春地大震，途月复徽震。(珍县)

民国《重修婆源县志》;《攀县四志》卷1纪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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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1475年和1665年;正月两次，1702年和 1917

年;二月两次，巧60年和1652年;六月两次，1668

年和1688年;七月四次，1642年、16闷4年、1659年

和1674年;十月两次，1756年和1850年;十一月三

次，1604年和1757年;十二月一次，1769年。从地

震发生的月份分布来看，没有明显的集中和规律，

基本上平均分布于全年，只有七月份略显集中。

    我国的地震活动主要分布在5个地区的23条

地震带上。。徽州地区并不处于地震的活跃地带，历
史上地震发生次数很少，对当地社会生活的影响不

大。

害。风灾对当地社会和农业生产的不无影响，但不

论是次数还是危害性上，都不是很大。偶而发生的

罕见风灾常给当地人留下深刻记忆。

    关于地震的记载共有19年次，其中明代共发

生地震5次，清代13次，民国1次。在这19年次的

记载中，并无一例人员伤员的记载，可以推测发生

地震的震级不高，这也与徽州当地不处于我国地震

活跃地带的事实相符合。

五、小 结

    雹灾的记载共有14年次，根据现代科学对冰

雹的研究以及当代徽州地区发生雹灾的现状，历史

时期降雹的次数决不仅于此，可能因其未能成灾而

不曾记载。以降雹月份而言，以三月降雹最多，占到

总数约1/3，若以季节而言，则夏季最多，占到有明

确记载的雹灾的半数。冰雹灾情的轻重与雹块的大

小、雹块密度、降雹量多少、出现季节、持续时间长

短和当时风雨等有关，同时也取决于作物的种类、

品种以及生长期。

    历史时期关于“冷灾”的记载可分为4种情况:

陨霜的时间较早、寒冷天气结束的时间较晚、下雪

时间较久和诸如“冬，奇寒，大木皆稿，河水合，月余

不解”的典型记载。徽州当地的冷灾发生时间基本

上与学术界所提出的明清小冰期内的冷暖分期相

一致。

    风灾发生的时间多在夏季，这是因为夏季风向

流变不定，大气层不稳定，产生强烈对流形成灾害

性大风天气。当地的大风常是雷暴天气的伴生灾

注释:

①有时农作物受雹灾危害除砸伤外，也受雹块的冷冻害。重
  冠灾时，由于雹块温度低，地面积雹有时经久不消，积压成
  大冰块，对作物可造成压伤和严重冻害。
②明清小冰期有不同的冷暖阶段，此处引用周翔鹤、米红归
  纳的竺可祯先生说，将该阶段分为4次冷期与3次暖期。4
  次寒冷期分别为明成化六年至正德十五年 (1470一1520
  年)、明泰昌元年至清康熙五十九年(1620一1720年)、清道
  光二十年至光绪十六年(1840一1890年)和1945年以后。3
  次温暖期分别是明嘉靖二十九年至万历二十八年 (1560一

  16(X)年)、清康熙五十九年至道光十年(1720一1830年)和
  1916--1945年。

③这5个地区是:(1)台清省及其附近海域;(2)西南地区，主要
  是西藏、四川西部和云南中西部;(3)西北地区，主要在甘肃
  河西走廊、青海、宁夏、天山南北麓;(4)华北地区，主要在太
  行山两侧、汾渭河谷、阴山一燕山一带、山东中部和渤海清;

  (5)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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