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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分析了１９３５～１９３７年的川渝大旱。结果表明这是气候相对温暖期中１００ａ一遇的极端
干旱事件。它持续时间长、危害重，使群众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抗旱能力低下是灾情十分严重的

重要原因。在全球气候正在变暖时，川渝地区要加强抗旱减灾工作。

关键词：１９３５～１９３７年；川渝；旱灾
中图分类号：Ｐ４６８．０＋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８－１４；改回日期：２００９－１１－０５
　　基金项目：干旱气象科学研究基金项目（ＩＡＭ２００８０４）和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专项（ＣＣＳＦ－０９－１４）资助
　　作者简介：董安祥（１９４４－），男，江苏南京市人，研究员，主要从事气候变化研究．Ｅ－ｍａｉｌ：ｄａｘ－２３６４＠１６３．ｃｏｍ

引　言

四川位于中国内陆西部腹地，是中国同纬度地

带自然条件最优越的省份，属亚热带温湿气候，自古

以其富饶的物产、秀美的山川被誉为“天府之国”。

该省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处于重要位置，是中国

稳定可靠的粮食和副食品基地。

四川号称“千河之省”，水资源居于全国前列。

然而，在１９３５～１９３７年四川中、东、北部旱情突出，
特别是东部地区发生了１００ａ一遇之旱灾。持续时
间之长，受灾范围之广，灾情之严重为该省历史罕

见。据统计，全省有 １２６个县（市）受灾，灾民达 ３
５００余万人，受灾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 ７５％以上。
这是一次２０世纪相对温暖期的旱灾，分析这次旱灾
的特点，研究其成因，对于川渝地区抗旱减灾工作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　旱　情

在１９３４年，四川省有９０余县出现干旱。川东
大旱，重庆市４月下旬，川江水位陡退，大轮不能行
驶，重庆猪贩停运，肉价大涨［１－２］。

１９３６年６月起川渝就未下过大雨，田土开裂，
颗粒无收，一直到１９３７年５月才降大雨，历时３００
余ｄ。据当时大足县征收局向行政督察专员呈称：

“计自去夏迄今，天久不雨，匪特水田干成焦土，即

河流池沼，亦成赤地，谷粟鲜收，麦菽失望。蔬菜蒺

藜，槁枯以死，家无储蓄，野无青草，人民之生机尽

绝，老弱之死亡枕藉矣，凄情苦状，目击心伤，奇灾惨

剧，亘古未有。”［１－２］

王绍武指出［３］，１９３６年是近１００ａ来中国的严
重干旱年（表１），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为－１０．４％。
而四川的干旱最严重，危害最大。

表１　１９３６年全国四季与年降水量距平（单位：ｍｍ）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ａｎｄａｎｎｕ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１９３６ｉｎ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ｔ：ｍｍ）

冬 春 夏 秋 年

２１．３ １０．７ －５６．５ －８５．２ －１０９．８

　　川渝大旱的中心在川东，重庆的降水量资料
比较完整，表２为川渝代表站（重庆）１９３５～１９３７
年年季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可以看出，这次干旱

从１９３４年１２月开始，当月降水量距平百分率为
－５６％ ，在１９３７年秋季结束。１９３６年秋季干旱
最严重，该季降水量距平百分率为 －７４．８％ 。王
绍武规定［３］，以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９％ 为严重
干旱年，≤ －１５％ 为异常干旱年。按此标准，１９３５



年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为 －１０．５％，是严重干旱
年；１９３６年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为 －３４．４％，是

异常干旱年。这场大饥荒从１９３５年熬到１９３７年
上半年，几场雨后才逐步缓解。

表２　重庆１９３５～１９３７年和２００６年年、季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单位：％）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ａｎｄ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ｉ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３５－１９３７ａｎｄｉｎ２００６（Ｕｎｉｔ：％）

年份
冬季

（上年１２月至当年２月）

春季

（３～５月）

夏季

（６～８月）

秋季

（９～１１月）
年

１９３５ －１２ －１６ －２１ １４ －１０

１９３６ －２８ －１６ －２１ －７３ －３４

１９３７ ３３ －２ ２７ ４４ ２４

２００６ ３４ １ －４３ －３９ －２６

　　由国家气候中心编写的“２００６年全国气候影响
评价”指出，２００６年夏季（６～８月），重庆、四川持续
高温少雨，２省（市）夏季平均降水量为３４５．９ｍｍ，
只有常年同期的６７％，为１９５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最
少值。持续高温少雨导致土壤失墒快，伏旱迅速发

展加重，重庆遭受了１００ａ一遇的特大伏旱，四川出
现１９５１年以来最严重伏旱。从表 ２看出，用重庆
１９３６年和２００６年的降水量相比较，２００６年比１９３６
年的夏旱严重；但是２００６年１～５月降水偏多，而
１９３６年前期干旱严重，冬季降水量距平百分率为 －
２８％，春季为－１６％，秋季降水量也比２００６年偏少，
就全年而言，１９３６年比２００６年的降水量明显偏少。
因此，就一年而言，１９３６年遭受了１００ａ一遇的特大
干旱，而２００６年不是。

自１９０５年以来，中国年平均温度呈明显的
上升趋势，其中之 ２０世纪 ３０～４０年代和 ８０年
代中期以后是 ２段温度明显升高的时期［４］。与

１９６１～１９９０年的平均值相比，重庆２０世纪３０年
代，温度偏高 ０．８７℃，在异常干旱的 １９３５～
１９３７年期间，温度偏高 ０．６～１．０℃（表 ３）。
１９９４年川渝发生了严重夏、伏旱，四川省农作物
受灾面积达５２６万多ｈｍ２，有１３７个县受旱，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受旱面积最大的一年［１］。

１９９４年重庆的年降水量为 ９８２．５ｍｍ，而 １９３６
年重庆的年降水量为 ７５４．５ｍｍ，１９９４年仍比
１９３６年多２２８ｍｍ。上述分析表明，１９３５～１９３７
年在川渝发生了相对温暖期１００ａ一遇的异常旱
灾。

表３　重庆１９３１～１９４０年年平均温度距平（单位：℃）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ｆｒｏｍ１９３１ｔｏ１９４０（Ｕｎｉｔ：℃）

年份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２ １９３３ １９３４ １９３５ １９３６ １９３７ １９３８ １９３９ １９４０ 平均

温度距平 １．４ ０．５ １．６ ０．４ ０．６ １．０ ０．７ ０．８ １．０ ０．７ ０．８７

２　灾　情

２．１　江河干涸
１９３５年夏季，盆地中、东、北部已有不同程度的

干旱，特别是东部的万源、南江、梁山、邻水、大足、达

县等，夏季２月无雨，秋田收获不足２０％。自１９３５
年夏秋到１９３６年春，１９３６年夏至秋冬，１９３７春夏又
连旱，亢阳无雨，井泉干涸，田地龟裂，许多地方人畜

饮水困难。《资中县志》记载：“自春徂秋无甘霖。

阴云布而飚骤起，烈日照而草木焦，垄田跑马，溪涸

泉竭，豆麦空穗，稻禾难播。”，沱江三江口“二百余

年滔滔东去，至此河中晒衣。”［５］，“重庆市荣昌县清

流河干涸，几十里河床可跑马，吴家铺镇上居民要到

七八里外去找水吃。”［２］

２．２　灾民生活困苦
灾害本身具有自然和社会的两重属性，干旱如

果发生在荒无人烟的地区，也就不成其为灾害。因

此，在某种意义上，研究灾害的社会属性的重要性要

超过其自然属性。

１９３６年四川饥饿，饥民争草根树皮充饥。７月
１１日，川东各县２月没下大雨，米价较前上涨１倍。
铜梁从夏至１９３７年５月３日大旱，田土干裂，稻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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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成不足三、四成，谷价每老石２５块银元，灾民吃草
根、树皮、白泥度日，不少饥民因吃白泥致腹胀而死，

或因挖取白泥引起岩崩而遭压死。“渝市各小巷饿

殍横卧”。［１－２］

据１９３７年４月《四川月报》报道：当时，南充、
武胜、潼南一带，“往往佃农辞退，沦为饿殍，地主沦

为贫民”。当时灾区草根树皮食尽，采挖白泥充饥

的灾民不绝于路，死者填沟壑，生者四处逃荒。《资

中县志》载：“丙子（１９３６年）米贵如珠，迨丁丑
（１９３７年），市场断五谷，原野无瓜果，哀鸿遍地，嗷
嗷待哺者不可胜数。”，“饥民摘桑叶，采柏实，挖丝

茅草根、灰苋菜根、面根藤、构树叶、水苋菜、鱼鳅串、

蛇莓果、狗尾巴草籽，切碎捣绒，杂合糠粑饔餐，更有

掘仙米（观音土）磨细作饼吃者……”，沿路灾民弯

腰弓背，蓬头垢面，直射视人，“悲哀乞讨，惨不忍

睹”。另据《川灾勘察记》载述：重庆的苦力阶级，本

来不少……各地逃来重庆的灾民，又是不绝于途

……因此，城区各街上路死之灾民，每日多者至几百

之多，平时亦在数十近百之谱。故每月统计，至为可

惊，以致埋不胜埋，葬不胜葬。从前曾用木船运至下

游乡间聚而坑之，近乃在重庆对岸江北县郊外修火

葬炉，采用火化方法，以求省便［１－２，５］。

重庆市合川钱塘镇，居民数百人，集中到陈姓老

院子园林中，掘剥梧桐树皮充饥，仅数日将满园千余

株梧桐树掘剥十之六七。各地设坛祈神求雨之事多

起，抢米、划口袋之风盛行，鬻妻卖子者有之，甚而饥

民争吃尸肉，父母惨烹子女之事亦有发生［１－２］。

２．３　灾民死亡惨重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站报导，１９３６～

１９３７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
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

川北旺苍县是重灾区。黄洋乡当年１６０户５８７
人，就饿死７１人，占总人数的１４．８３％。大量饥民
涌向市镇乞讨以求生机，但饿死街头巷尾的比比皆

是。据７２岁的老人谌洪发回忆，丙子年（１９３６年）
有一天在王子珍锅厂外，他亲眼看到饿死４８人。饥
荒使人性泯灭、变态，令人发指的“人吃人”的悲剧

层出不穷。

１９３７年３月１０日《新蜀报》报道：武胜县每日
饿死人数在４００人以上。据记载：南江县２日饿死
２０００人，万源全县人口灾后骤减１／３，綦江县人口
原５０万，灾后减至３７万。

据当时民国政府财政部视察曹仲植到重庆市调

查灾情后电称：“渝市各小巷饿殍横卧，遗弃之灾

童，奄奄待毙，饿死者因掩埋费太多，只用席卷好便

埋，……。”，“重庆一二月死亡流民二千余人，三月

上旬路毙七百人”。潼南县太和周智慧一家３２人，
当年饿死２９人。荣昌县总人口３７．０２１３万人，因灾
死亡 １．０３８４万人。该县于民国二十六年（公元
１９３７年）七月初旱象又起。延续到民国二十七年
（公元１９３８年）六月初，前后历时两春三秋，加之苛
税徭役，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１－２，５］。

据夏明方统计，１９３７年四川全省灾民多达 ３５
０８７３４８人［６］，受灾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 ７５％以
上［１－２］。

３　评　述

无论官府还是民间，在严重灾害发生后，都会面

对苍生，程度不同的采取救灾措施。民国二十五年

（公元１９３６年）川东发生１００ａ仅见的旱灾，国民政
府除派人视察外，还多设粥厂、收容所，救济灾民。

“巫溪县秋大旱，受灾面积四万七千六百亩，旱后又

连阴雨四十八天，农田大多无水，百姓流离失所，民

众断粮，草根树皮吃尽，省赈济一万四千元”。“城

口县春大旱，六七月又伏旱，米价上涨一倍，各地放

赈、放粮，募捐、平粜、发农贷，以济灾民”。

但是，当时的民国政府和社会的抗旱能力低下。

据报导，当时四川省政府任职的甘典夔回忆：为赈

灾，省政府好不容易向银行借入１３１万元，又由民政
厅筹款１０万元，共１４０余万元。区区赈款，如按灾
区１２０余县平均分配，每县仅１万元；如按受灾人口
３０００余万人平均分配，每人仅能得４分钱。更可恶
的是，一些办赈人员丧尽天良从救命钱中揩油，如蓬

溪县公安局长陶子国竟吞食赈款１万多元。
综上所述，１９３５～１９３７年川渝大旱是气候相对

温暖期中百年一遇的极端干旱事件。它持续时间

长、危害重，使群众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抗旱能

力低下是灾情十分严重的重要原因。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展望未来，全球气候正在

变暖，干旱灾害会重复出现。以史为鉴，川渝地区抗

旱减灾工作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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