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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以及地方志等清代文

献!文章全面梳理和统计了清末新疆蝗虫灾害的概况!并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初步分析了清末天

山南北各地蝗灾发生的时空分布规律"讨论了光绪#宣统年间受灾损失程度以及政府救济的相关

措施!论述了清政府对新疆救灾的力度及其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进国家治理的独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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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灾是我国古代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是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重要话题之一$但是迄

今为止#相关的讨论更多集中在华北%江南等地#对于广大的边疆民族地区总体而言则多有忽

视#特别是对有清一代新疆天山南北各地的蝗蝻发生%蔓延%成灾以及政府的救灾等关注较

少$

! 本文将在总结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档案%地方志等清代文献#重新

梳理清代光绪至宣统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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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各地蝗虫灾害发生状况#查找前期研究成果中没

有收录的灾害事例#探讨清政府对蝗灾的应对$有误之处#请方家教正$

一%清末新疆蝗灾发生概况及其分布规律

相对于新疆其他灾害而言#文献收录的蝗灾要少很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候历史史料(

记有光绪朝
&

次#宣统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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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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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新疆卷*记有光绪朝
$$

次#宣统朝
$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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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通志,民政志(收录了光绪朝
)

次#宣统朝无收录+

$而'新疆通志,气象志(和'新

疆灾荒史(对蝗灾均无收录$

% 事实上新疆蝗灾频发#其灾情远没有被学界正确认识$兹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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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近年所见只有王鹏辉对清代新疆蝗虫灾害的时空分布和新疆蝗神信仰与蝗灾治理做了分析探讨$参见王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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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献入手#对以上蝗灾记录进行核查增补#并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如下&

!一"光绪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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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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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塔拉%乌苏蝗灾$'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载#光绪元年#博尔塔拉

)精河*%车排子等处!禾苗被蝗#屯田官兵粮食缺乏#以致用草根树皮充饥"$

!

'中国气象灾害

大典()新疆卷*亦称#!光绪元年#乌苏县蝗害"$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候历史史料(收录了

'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中的这段史料#

#还将此次蝗灾的受灾等级定位
2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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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年#吐鲁番%托克逊%焉耆%喀什蝗灾$'新疆图志(载#光绪二年#!南路)吐鲁番%

托克逊%焉耆%喀什等地*今岁旱蝗为灾#收成歉薄"$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候历史史料(收

集了'左文襄奏疏续编(中蝗灾概况#并将此次蝗灾定位为
)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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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年#呼图壁蝗灾$'呼图壁乡土志(载#光绪三年#呼图壁!是岁及四%五六等年#旱

蝗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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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

日#'申报(也刊登了左宗棠奏稿#亦称#上年迪化各属厅被旱蝗灾#尤

其是呼图壁县旱蝗严重等内容$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候历史史料(收录了'昌吉县呼图壁

乡土志(中的这段材料#将此次蝗灾定为
2

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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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五年#精河蝗灾$'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载#光绪五年#!旧土尔扈特东西两

盟%精河遇蝗灾#人众纷纷逃亡#精河贝勒散吉赍部下被灾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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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候

历史史料(收录了这段史料#将此次蝗灾定为
2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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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新疆卷*也言及这

次蝗灾#但没有注明资料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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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五年#巴里坤蝗灾$'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新疆卷*称#!光绪五年#巴里坤县#蝗虫

危害严重#豁免田赋"$

*+/但并没有注明资料来源$

#3

光绪五年#阜康蝗灾$'清代新疆档案选辑(所收档案记载#光绪五年八月十一日#镇迪

道属之镇西厅%迪化州%吐鲁番厅及关内外之安西玉门%敦煌等各州县并各营局文武陆续禀报

!本年夏间少雨#胡泽芦草中虫孽滋生#当经分饬督率兵民协力依法扑治#惟阜康报虫灾伤稼约

百余户地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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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八年#巴里坤蝗灾$'镇西厅乡土志(称#陈晋藩于光绪七年任官镇西)巴里坤*#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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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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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偏涝*#

(

级)正常*#

2

级)偏旱*#

)

级)旱*#根据史料中有关雨情%旱情的描述#按实情出现的时间%范围%严重程度

等评定历年等级$

2

级指春或夏有旱情#或春夏局地旱或成灾较轻的旱#或邻近地区单季旱及严重旱情记载等)包括蝗*$

此乌苏蝗灾为
2

级$

)

级指凡旱情记载严重#或较大范围严重干旱饥疫)包括蝗*$)四*旱涝划分等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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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发生蝗灾#!因驱蝗并诸善政#民不忍忘"$

!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新疆卷*也言及此次

蝗灾#称!光绪八年)

$&&%

年*#巴里坤县蝗虫危害惨重"$

" 但并没有注明资料来源$

&3

光绪十二年#吐鲁番蝗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所藏清代档案中#收有光绪十二年

甘肃新疆布政使司的一篇札文#内中提到&!新疆全境本年尚称丰年#唯吐鲁番属间#夏禾地亩

忽生虫#夏禾小麦%大麦均被虫食$"

#

'新疆通志,民政志(也提及此次吐鲁番蝗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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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八年#乌苏蝗灾$'续修乌苏县志(载#乌苏知县陈纯治任职期间#!光绪十八年#

即下乡会派兵勇扑捕#愚民以为神虫#则痛斥其妄齐戒默祷於神一二日蝗飞入草湖不伤稼人#

以为德感人云"$

%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新疆卷*也言及此次蝗灾$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

候历史史料(收录了'续修乌苏县志(中的这段材料#还将此次蝗灾定为
2

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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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九年#乌苏蝗灾$'续修乌苏县志(载#光绪十九年至二十年#乌苏甘河子%车排

子等处蝗灾#!派勇往捕$有鸟形如鸲鹆#首尾皆
!

#翅上项下黄白色#千数成群#飞啄食之立

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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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候历史史料(收录了这段材料#将此次蝗灾定为
2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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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

象灾害大典()新疆卷*也言及此次蝗灾#然没有注明资料来源$

*+,

$$3

光绪二十二年#迪化蝗灾$'清德宗实录(载#光绪二十二年十月#谕军机大臣等#!本年

新疆迪化%疏勒二属被蝗被雹"$

*+-

'清史稿(对此次蝗灾亦有记载#称光绪二十二年#!是秋新

疆蝗灾"$

*+. 又'清德宗实录(载#光绪二十二年九月#署甘肃新疆巡抚饶应祺要求!著派员覆勘

被灾轻重#分别抚恤"$

*+/ 这次蝗灾也见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的

档案资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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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新疆卷*也曾言及此次蝗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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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二年#绥来)玛纳斯*被灾$'清代新疆档案选辑(所收档案载#据吐鲁番同知

朱冕荣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称#绥来!本年六月二十六日有大股飞蝗从东北入境//惟安集海

一处#距城一百八十里#系飞蝗初落之地#户约禀报过迟#内有三十八户二角春麦地亩被灾十

分"$吐鲁番同知朱冕荣通过勘查#赏给每户食量一石五斗#还派乡约据实查造粮名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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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三年#呼图壁蝗灾$据饶应祺奏#光绪二十三年据呼图壁巡检永清具报#该处

西北乡若草湖等处#于六月初间#忽有飞蝗入境#势如疾风#骤雨顷刻落集田野#而附近草湖地

内小麦#多被齿伤#查明成灾地九千二百七十九亩五分等$

*+2 此次蝗灾收录于'清代新疆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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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牍汇编($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中也有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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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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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申报(亦刊登了饶应祺奏稿#称呼图壁县遇蝗灾#酌量赈恤等$

#

$23

光绪二十三年#绥来蝗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中#收

有光绪二十四年甘肃新疆巡抚臣饶应祺的一份报灾奏折#内称#新疆绥来%呼图壁%乌什等属上

年被灾地方#分别按轻重恳蠲缓粮草等内容$

$

'新疆巡抚饶应祺稿本文献集成(中记载更为详

细#称#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据署绥来县知县罗经史禀报#该县查明被灾地二十二户#成灾七

八分不等$

% 此次蝗灾收录于'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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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三年#塔城蝗灾$'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补遗卷中#收有光绪二十三年十

二月新疆布政使丁振铎的一份奏稿#称#光绪二十三年#塔城属草湖及新耕地亩被蝗颇重#收成

歉薄#分别酌借籽种食量#以资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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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四年#迪化蝗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中#收

有光绪二十四年甘肃新疆巡抚臣饶应祺的一份报灾奏折#内中提到#新疆各地!本年夏秋收成

尚称中稔"#只有!迪化县先后被水被雹被蝗成灾//迪化%镇西二属地内夏秋禾苗均经受

伤"$

( 因请清廷分别酌借食粮籽种#以资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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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申报(亦刊登了巡抚饶应

祺奏报上年迪化遇水蝗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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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新疆卷*也曾言及此次蝗灾$

*+,

$"3

光绪二十四年#伊犁蝗灾$'新疆巡抚饶应祺稿文献本集成(载&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

九日#伊犁局第三十四号来电称#地方官将蝗蝻勘验一周#已经各营扑除大半#再有二十日可期

灭役#蝗地均有野草#已饬营割取俟遗孽能飞#黑夜用草焚烧#以期净灭#麦苗甚茂#受伤无

几$

*+-

'新疆通志,民政志(也收录此次伊犁灾情$

*+.

$&3

光绪二十五年#伊犁蝗灾$'新疆巡抚饶应祺稿文献本集成(载#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

五日下午三点三十分#伊犁局寄来的第三十一号电报称#塔勒奇梁%广仁等处蝗虫#皆有多寡不

一#当即督率民夫扑捕焚埋#仍不时亲往察勘情形等$

*+/

$'3

光绪二十六年#哈密蝗灾$'新疆巡抚饶应祺稿文献本集成(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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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正%阿拉腾奥其尔编&'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补遗卷上卷'呼图壁西北蝗灾请旨蠲缓钱粮片()光绪二十三年

七月二十六日*#新疆人民出版社
!%$2

年版#第
!'#2

页$

$

'奏为新疆绥来呼图壁乌什等属上年被灾地方赈恤完竣分别轻重恳思蠲缓粮草以纾民力恭折()光绪二十四年八

月初九日*#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朱批财政#档案号&

%)!;%$%&

$

'新抚饶奏为呼图壁西北乡飞蝗为灾酌量赈恤片(#'申报(

$&'"

年
$%

月
(%

日$

'绥来乌什两属境内先后被蝗被水成灾奏请蠲缓钱粮片(#'新疆巡抚饶应祺稿本文献集成(#第五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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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二十三年九月十六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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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初十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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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巡抚饶应祺奏为遵旨查明新疆被灾地方来春酌筹调剂事()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第一历史档案

馆#宫中朱批财政#档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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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抚饶奏为吐鲁番迪化等厅县水蝗偏灾赈抚情形片(#'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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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迪抚藩臬宪禀蝗蝻滋生情形并扑楠事宜()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五*#'新疆巡抚饶应祺稿本文献集成(#第
!"

册#第
#)

页$



九日下午五十分#哈密寄来的第十八号来电#陈署据报黄芦岗%大泉湾蝗蝻甚多仅持民力治之

难$

! 之后连续来电发文称#!大泉湾蝗蝻过多#陈署协督合队合民夫#实力扑捕需时竣役//

余容续报"$

"

!%3

光绪二十六年#奇台被灾$'奇台县乡土志,政绩录(载&光绪二十六年#!是时蝗蝻为

灾#庄稼未收颗粒#陈光明禀请开仓救济#疏适上下粮道#民不啼叽#并捐市斗义仓粮一百石#以

备荒歉"$

#

!$3

光绪二十八年#阜康蝗灾$'清德宗实录(载#光绪二十八年十月#!甘肃新疆巡抚饶应

祺奏//北路阜康县被蝗#受灾轻重不一#已先后饬司道委员确勘#筹办赈抚//著饬属详细

查勘#分别轻重妥为抚恤"$

$ 可见#当年阜康地方应是遭遇了较为严重的蝗灾$

!!3

光绪二十八年#玛纳巴什厅)巴楚县*蝗灾$'新疆巡抚饶应祺稿文献本集成(载&光绪

二十八年五月二十日#玛纳巴什厅来电称#该厅下!五台草滩内小蝗甚好#连日扑打已灭三分之

一"#政府令!应饬文武极力扑除并诚心禳祈#务绝民患"$

%

'新疆通志,民政志(收录了光绪

二十八年六月#南疆玛纳巴什厅属八台蝗灾#

&此次蝗灾因扑打干净未成灾#故未统计到灾

况中$

!(3

光绪二十九年#绥来%阜康等地蝗灾$'清德宗实录(载#光绪二十九年九月#!甘肃新疆

巡抚潘效苏奏绥来%镇西两县被蝗被冻#委员赴该厅县会勘确查#并将被灾极贫各户#妥为抚

恤$著查明被灾轻重#分别蠲缓抚恤#毋任失所"$

' 这次蝗灾也见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

藏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中的一则材料&!据署绥来县知县任兆观申称#该县五六月间#蝗虫滋

蔓#伤害夏禾#虽经竭力如法扑除#势难一律殄灭//成灾已在六七分不等$"

(这份档案破损#

阅读困难#也未明示时间#但从档案内容分析#档案记录的绥来%镇西两县被蝗被冻与'清德宗

实录(卷
)!$

所载绥来被蝗%镇西被冻是相吻合的$

$'%2

年
)

月
!"

日#'申报(亦刊登了该两

县遇蝗灾的情形$

) 此次绥来%阜康等地蝗灾严重#庄稼受损较多#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

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中#收有甘肃新疆巡抚潘效苏对

阜康%绥来二处报灾请贷的一份奏报$

*+, 本文在统计中#按阜康%绥来被灾各一次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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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疆的蝗灾与政府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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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饬玛厅文武加攻督扑小蝗()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日*#'新疆巡抚饶应祺稿本文献集成(#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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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总督菘蕃奏报新疆绥来镇西等处被蝗被冻伤害禾情形片()光绪二十九年九月
$

日*#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

朱批财政#档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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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光绪二十九年#乌苏蝗灾$'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新疆卷*称#光绪二十九年!乌苏县境

内飞蝗如云#庄家被吃一空"$

! 该书没有注明史料出处$

!二"宣统朝

$3

宣统元年)

$'%'

*#镇西等处蝗灾$'宣统政纪(载#宣统元年三月#!蠲免新疆镇西%宁远%

莎车%阜康%孚远等府厅县被蝗被雹被水地方粮草"$

"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新疆卷*言及是

年镇西)巴里坤*!蝗虫蔓延成重灾"$

#

!3

宣统二年#吐鲁番处蝗灾$'清代新疆档案选辑(所收档案记载&宣统二年四月#胜金乡

约艾子八亥等为禾苗地内忽生蝗虫吃伤禾苗请予急救$

$

综上可以发现#见诸文献的蝗灾#光绪朝至少
!#

次#宣统朝
!

次#总共
!&

次$列表如下&

清末新疆各地州县蝗灾发生统计表

塔城 伊犁 精河 乌苏 迪化 绥来 呼图壁 阜康 奇台 镇西 吐鲁番托克孙 焉耆 喀什 总计

光绪
$ ! ! 2 ( ( ! ! $ $ ! $ $ $ !#

宣统
$ $ !

总计
$ ! ! 2 ( ( ! ! $ ! ( $ $ $ !&

需要说明的#此处统计的是成灾性蝗虫为害情况#一般是清政府已采取救济措施及豁免或

缓征过的$至于各地发生蝗虫以及蝗蝻滋生#但已扑打未成灾的#并未收录$

从时段上来看#光绪%宣统年间#应为新疆蝗灾最频发时期之一#平均每年发生
$

次以上#

光绪中后期更趋频繁$据学界的相关研究#此时间段也是清末旱灾的高发期#史料中多记有

!旱蝗频"#!旱蝗灾"#!今岁旱蝗为灾#收成歉薄"等$

% 旱蝗并发的概率如此之大#表明干旱是

蝗灾发生的主要条件之一$

就年内分布而言#清末新疆蝗灾发生月份集中在
2

月至
'

月#其中
#

月份较多#

)

月和
"

月次之#

2

月和
'

月发生较少$有学者在最新研究成果中分析了新疆历史时期蝗灾发生月份

特点#认为新疆蝗灾主要集中在
(

月到
'

月#特别是夏季的
2

%

)

%

#

月#尤其以
#

月为最$

& 本文

的研究与这一结论大致吻合$

清末新疆蝗灾的分布范围与民国迄今新疆蝗灾的空间分布规律也大体一致$

据研究#影响新疆的蝗虫主要是亚洲飞蝗%意大利蝗和西伯利亚蝗等#其中亚洲飞蝗是一

种繁殖力极强%具有迁飞危害的爆发性害虫#主要发生在呼图壁%塔城和阿勒泰等地$意大利

蝗则分布在天山北部#即巴里坤盆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塔城和阿勒泰等地$此种蝗

虫也是新疆主要的草原蝗害之一#很容易在局部地区造成灾害$

' 也有学者认为#亚洲飞蝗主

要分布在新疆的沿湖地区)包括博斯腾湖%艾比湖%艾丁湖%乌伦古湖等*#河流两岸)包括额尔

齐斯河%玛纳斯河%伊犁河%塔里木河等*及沼泽苇草地带$

(

本文的统计表明#清末新疆蝗灾发生的重点区主要是&北疆塔城%伊犁%精河%乌苏%呼图壁

和迪化一带+东疆阜康%吐鲁番和巴里坤一带+南疆焉耆%喀什噶尔一带$民国时期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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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政纪(卷
$$

#宣统元年三月乙亥$

'胜金乡约艾子八亥等为禾苗地内忽生蝗虫吃伤禾苗请予急救事禀吐鲁番厅文()宣统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清代

新疆档案选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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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间#新疆蝗虫的发生地基本与清朝时期蝗灾区相似#这与上述学者有关新疆蝗虫分布

特点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其中北疆地区的蝗虫灾害比南疆地区多#且很严重$

! 如乌苏县#

据前表#共发生
2

次#占总灾害的
$23!E

$事实上#有关民国新疆蝗虫灾害等统计也发现乌苏

发生了几次严重的蝗虫灾害#如民国二十八年)

$'('

*七月#乌苏县三苏木三里图蝗虫食尽田

苗+民国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间#乌苏县连年飞蝗#危害牧草和庄稼$

"

$')%

年至
!%%%

年间#

该地也发生了
"

次严重的蝗灾$

由于地理位置和地形和气候的影响#迪化常发生的有洪水%干旱%地震等灾害#洪水灾害更

是占据首位#但蝗灾也不容忽视$民国时期依然如此#如民国二十九年蝗灾空前#政府使用飞

机二十余架次灭蝗+

#民国三十五年也发生了重灾$

$ 可见#从清至民国时期迪化都是易发生

蝗灾的区域$在乾隆朝%嘉庆朝以及光绪时期#该地曾设置供百姓祭祀的刘猛将军庙和八蜡

庙#亦见其蝗灾为害之严重$

%

$'2#

年#苏联专家认为&在中国新疆省艾比湖和赛里木湖地区与苏联接壤地带#具有对亚

洲蝗虫大量繁殖非常良好的自然条件$

$&"2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2

年和
$'!$

年等曾有成群的蝗虫从新疆飞进苏联哈萨克共和国塔尔迪库尔干州地区$苏

联档案还称&根据来自哈萨克共和国农业部的信息#

$'2);$'2#

年又观察到一大群一大群的

亚洲蝗虫从中国飞过来#那些年在新疆省的西部有许许多多蝗虫出现#当地居民用极其简单的

方法与蝗虫做斗争$

&

据上文文献考证与其他记载#可见这些年代相关地区确实发生了蝗灾#并且引起了邻近国

家的关注#如
$&"2

年塔城蝗灾#

$&"&

年精河蝗灾#

$&'(

年乌苏蝗灾#

$&'#

年迪化蝗灾#

$&'"

年

塔城%玛纳斯和呼图壁等地蝗灾#

$&'&

年迪化蝗灾#

$'%(

年乌苏%玛纳斯和阜康蝗灾#

$'$2

年

塔城及北疆地区干旱等$

$'(!;$'2'

年#北疆地区遭受严重的干旱和部分地区蝗虫$

$'2'

年

呼图壁县五户地%丹坂地等遭受旱灾#庄民流离失所$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调查统计#从
$')%

年至
!%%%

年的
)%

年间#新疆各地区共

发生
$%$

次灾情较为严重的蝗灾#其发生地与清末和民国时期蝗灾区基本一致#主要包括塔

城%乌苏%博尔塔拉)精河一带*%阿尔泰%伊犁%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和玛纳斯一带*%巴音郭

楞%哈密和喀什地区$

(

二%清政府对蝗灾的防治

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经济落后的情况下#频繁发生的蝗灾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巨大的危

害$清末担任新疆巡抚的刘锦棠在得到镇西厅蝗蝻复生%几于无处不有的奏报后#即曾感叹

)%$

清末新疆的蝗灾与政府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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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甫经收复#民气尚属凋残#何堪受此灾害"#并令!所属各州县速严行查勘#毋得稍存玩忽#

殆害地方"$

!

事实上#清政府非常重视蝗灾的危害#早在康熙朝时期就有了完整的捕蝗法规$乾隆十六

年)

$")$

*#清政府加大了防治蝗灾的力度#规定!凡有蝗蝻地方#文武员弁合力搜捕#应时扑灭

者#应行文该督察明具题#准其记录一次"$乾隆十八年和三十五年#又接连两次颁发上谕&一

称!嗣后州县官遇有蝗蝻#不早扑除#以致长翅飞腾#殆害田稼者#均革职拿问$著为令"$一称

!嗣后捕蝗不力的地方官#并就现有飞蝗之处#予以处分#毋庸查究来踪#致生推诿$著为令等

因"$

" 可见清朝廷对于蝗灾防治有严格的规定#对相关官员的要求也很高$

清朝统一新疆之后#大量内地百姓移入新疆#带来了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对新疆地区农业

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推动了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新疆建省之后#清政府对各类

灾害的发生采取了更加有效的应对措施#特别是对蝗虫灾害#把内地的捕蝗%除蝗和灭蝗等主

要方法及治理方式运用到新疆#以致天山南北各地官员#上到伊犁将军%都统%巡抚%布政使司#

以及同知#下到乡约和普通百姓#每至蝗虫发生之时#均纷纷投入!留心督察"!速加扑灭"的热

潮之中#往往取得显著的成效$下文依据相关史料#对除蝗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环节以及政府官

员的作用进行论述$

!一"灾情的及时奏报与勘验

蝗虫一旦发生#如不及早扑除#则可蔓延变成巨灾$清政府对此比较重视#要求各地官员

一旦发现蝗蝻#均须及时奏报$光绪初期新疆蝗灾频发#地方各级官员对蝗虫出现之地格外

重视$

在哈密#有哈密郡王%台吉和乡约及时奏报$光绪四年六月二十四日#鲁克沁台吉迈引上

报了由大尔瓜发来的信息#称&!陆布沁色尔开皮西%安工火望克尔等处#于本月二十四日#忽有

蝗蝻$"

#同年七月九日#台吉迈引又发出奏报#称!现有蝗蝻于上月二十七八日俱已走去#今又

蝗蝻入境"等$

$ 说明地方官随时报告蝗蝻的出现$

地方百姓对蝗虫的出现也非常担心#因为如不及早发现灭尽#不仅本家庄稼受损#而且蔓

延全村#造成颗粒无收#故随时观察#及时反应$光绪五年四月#托克逊伊拉湖汉民乡约田生春

向吐鲁番厅报告#!伊拉湖一带草湖内蝗虫振振于飞#甚是繁衍#幸而尚未食我禾苗$近日小麦

被热风吹伤#又生贼虫#聚集满身#恐其有啃禾稼不浅"$

% 上引迈引台吉七月九日的奏报#也

是来自地方乡约来买子和桔八尔呈报的信息$

在档案资料中时有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饶应祺#新疆布政使丁振铎#甘肃新疆巡抚潘效

苏等多次及时奏报蝗灾的情形$这些奏稿多数得到清政府的批准$驻疆大臣#不仅奏报及时#

而且督率蝗虫发生地的官府极力扑打#以减少灾害的发生$

地方官要详细汇报灾情#重大的责任由巡抚%派员等共同承担$乡约%台吉等非官小吏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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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有一定的威望#在报灾过程中最先了解灾情#也能及时报灾$勘验现场等系列程序由巡

抚%委派官员和知县等来处理$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各地方官在奏报灾情%亲往灾区勘验中起

重要的作用$在蝗灾严重%蝗虫蔓延时#新疆巡抚也派官兵帮助民夫扑灭虫灾#说明了巡抚对

蝗灾的重视$

! 勘查%审户工作决定了灾后豁免%缓征和借贷等#是救灾的基础$因此地方官

在勘灾中的角色与灾民生活息息相关$

"

对于蝗灾的发生蔓延#新疆巡抚刘锦棠一再强调#各地方官及各善后局#须督率员役分投

前赴各乡村#将荒辟处所逐细覆勘#并责成约保回目随时巡查$凡讳匿灾情且不认真遵办的#

均予治罪#断不稍示姑容$

#

当然#那些不及时奏报灾情的官员#也受到严厉惩罚$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吐鲁番地区发

生蝗灾#继而出现大风#灾情严重#并涉及多个地方$由于吐鲁番厅同知龙魁没有及时报告#没

有动员官民采取预防措施#造成严重的后果$后有镇迪道申核委员候补知县龚钧以及地方人

员复审勘验#查出托克逊%伊拉湖%胜金和二堡等
$'

处村庄受灾#共有
!!%

户灾民$布政使魏

光涛详细汇报了此次灾情#并以该同知身任地方#却于例制毫不经心#甚至隐瞒和拖延灾情#对

龙魁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提请记大过三次#以示惩警$与此同时#将吐鲁番属
$'

庄被灾地亩进

行了相应的豁免和带征$

$ 吞侵赈粮的官员同样受到清政府的惩罚#如光绪三年#迪化各属厅

被旱蝗灾#尤其是呼图壁县旱蝗严重#经!该营委员勘明#分别轻重发给赈粮籽种以拯残黎而资

耕垦"$但据后署巡检江景曜禀报#前署昌吉县厅呼图壁巡检王瑜圃侵蚀政府发放赈粮麦面#

短交三千余斤$最后清廷给予王瑜圃!即行革职#以示儆戒"$

%

光绪中后期#新疆各地设立电报局#给及时报灾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条件$光绪二十六年五

月十九日下午五十分#哈密寄来的第十八号来电&!据报黄芦岗%大泉湾蝗蝻甚多#仅恃民力治

之#难期得力#已令曾营派队#如法扑捕$"

&之后在二十三日%二十五日和三十日相继来电#说

明了东路扑蝗的工作进展$

' 陈廷珍通过四次来电#汇报了哈密地方蝗虫的发生#民夫扑蝗以

及申请民夫的食量及营勇车脚犒赏等$相比以前#有关灾害情形的奏报效率更高了$

!二"官民扑捕与扑蝗方法

驻疆大臣及各级官员得知蝗虫灾情后#一方面立即奏报上级#另一方面须动员官民#带领

民夫与乡约亲往现场勘验#及时扑捕$

据文献记载#光绪元年至光绪五年#乌苏%精河%昌吉%绥来%阜康%吐鲁番%托克逊%焉耆%喀

"%$

清末新疆的蝗灾与政府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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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等地具报虫灾$尤其镇迪道是被灾最重之处#禾稼无收$针对此次蝗灾#光绪五年十一月十

九日#镇迪道札文要求地方官会同文武督率兵役#妥筹速办#务绝孽种#不得稍有玩忽$

!

由于蝗虫不分界地#忽来忽起#吐鲁番厅一再强调#传知各处户民时时察看#同力合扑#设

法扑灭$

" 地方官员亦要求督夫及百姓不分界地#同力合打$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日#吐鲁番

各地蝗虫发生#经过扑打之后没有成灾#但!在东四十余里之苏骆驼#于七月十一%十二两日#忽

有蝗蝻一群飞来#地方官随即派差督同户扑捕#一面行香祷叩未伤庄稼#忽然一夜承风飞去#不

知去向何方"$之后地方官日夜守在两村地界#!近旬仍时时察看"$吐鲁番巡检得知此情后#

!即便遵照传知各处户民时时察看#如有蝻子入境#不分地界#同力合扑#仍报本府"$

#

从光绪元年至光绪五年#新疆各地报蝗灾的奏稿很多#政府一面下令积极扑打#又下文说

明治蝗方法$光绪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吐鲁番善后局就防治蝗虫指出多种扑蝗之法&

)

$

*!飞蝗猝至#下集庄稼#急于上风处所#堆积草茂際火
$

烟#蝗畏烟虫#当即飞起$此救

急之法也$外次则莫如挖
$

//"$

)

!

*!用木条驱蝗入坑#下土埋之法#或夜间驾干柴于坑内#焚
$$

"$

)

(

*!火光即自扑入#如飞蛾之扑灯#旋自焚毙"$

)

2

*!又一法趁翅
$$

瞮露濡湿#不能飞动时#集众猛扑也#可除害"$

$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伊犁发生蝗灾#官兵用多种方法扑打#其中用的就是黑夜用草焚烧和

用土掩埋法$

%

从清末新疆文献中可知#当时的捕蝗方法简单#一般使用放烟法#驱赶法%火光法%沾湿法%

黑夜用草焚烧法和引粉红椋鸟生物防治法等$我们还可以从乾隆%嘉庆朝时期的文献中查阅

到当时民间的!古岁烧之"和!八蜡庙祭祀"等驱蝗方法$

&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绥来县知县禀称#!本年六月二十六日有大股飞蝗从东北入

境#当经卑县#照案会营率带兵役捕除净尽#仰蒙宪福庇#四乡庄稼均收保全"$

' 并称#!至于

关外地面辽阔草湖淖尔极多#本无扑蝗善法"$知县访问了当地老农请教捕蝗法#老农回答#每

年冰雪融化#蝻子始出聚成团#不能飞跃时#会同各厅州县督率兵役在境内到处搜寻#掘坑聚

烧#可期一举尽灭遗孽$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较为省力省费的好方法$

无论是哪种灭蝗方法#必须投入大量的捕蝗人员#协调配合%分工明确#才能有效除灭$在

这一过程中#地方官吏和乡约的组织工作至关重要$清廷充分意识到此一点#因此将扑蝗规定

为地方官的重要任务#任何官员有责任承担#治理好的都有奖赏$这些相应的机制亦为组织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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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灭蝗起到了重要作用$

光绪时期有不少对扑蝗有力%成绩显著人员给予奖励的记载$'清德宗实录(记有!已故提

督王化成事迹宣史馆立传#并附祀英翰金连昌专祀一折"#称#已故王化成#其在新疆屯垦祭蝗

各事#皆职守内应办之事$

! 所载之事即当时提督王化成在新疆屯田驱蝗工作中表现突出#但

清廷认为驱蝗工作是他工作范围之内#无需立传$由此可见清政府对地方官有很高的要求#认

为扑蝗原本就是官员必须承担的重大责任之一$不管清政府是否史馆立传及专祀附祀#像他

这样为了灭蝗呕心沥血的地方官员在地方志中记录不少$

清政府还经常奖励捕蝗得力人员$光绪二十五年七月#甘肃新疆布政使司因组织民众灭

蝗奖励吐鲁番厅#并奖赏了伊拉湖和都岗湖等庄#为其分配新开垦地$

"

!三"政府设厂设局收购蝗虫

古人在灭蝗过程中通过实践认识到除了扑打蝗虫的几种简单方法之外#还有一种更有效

的扑蝗活动#就是政府设厂%设司收购蝗虫$历代政府深知蝗灾一旦发生#会严重影响农业生

产#加重农民的负担#也对国家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在历代荒政文献中#谈论设厂的内容较多&

如!宋熙宁八年#昭有蝗蝻处#委县令佐躬亲大朴#如地里广阔#分差通判职官监司提举$仍募

人#得蝻五升或蝗一斗#给细谷一斗+蝗种一升#给细谷二升+给价钱者#作中等实直"$明万历

四十年#!御史过庭训山东赈饥疏&捕蝗男妇#皆饥饿之人#不论远近大小男妇#但能捉到蝗虫与

蝻子一升者#换饼三十个$如无#不许准给"$

# 这种方式不仅使灾民免于饥饿#又能在平时扑

打的基础上#有效治蝗#控制蝗虫的蔓延$

清代政府吸取了前代的经验教训#在扑蝗过程中有了更为丰富的治蝗方法$清代荒政文

书中就有不少总结前代的经典之作#如陈芳生撰'捕蝗考(%俞森著'捕蝗集要(%王勋撰'扑蝗历

效(%陈仅编'捕蝗汇编(%佚名辑'捕蝗要诀(%顾彦辑'治蝗全法(%李炜撰'捕除蝗蝻要法三

种(等$

$

由于蝗灾爆发正是农忙之际#人手不够#就要雇人扑打或筹议设局#收买蝗虫$清政府规

定&其雇募人夫#每名计日酌给银数分#以为饭食之资$许其报明督抚#据实销算$凡换易收买

蝗蝻#及捕蝗兵役人夫#酌给饭食#俱准动支公项$

% 此种方法颇具系统性#从雇人扑蝗到购买

蝗虫#都立足于蝗蝻及时扑除#缓解蝗灾压力$在政策推行过程中#农民可因此得到额外的收

入#各地的扑蝗效率也得以提高$

新疆至少在光绪初年就有设局收蝗的规定$光绪五年十一月#镇迪道就扑治蝗事札吐鲁

番厅#文中提到#凡所各处地方#不管是当地人疑为蚂蚱#还是蝗虫#无论有无虫孽遗种#!各属

文武须一体遵照#详细查勘其湖地草场#尤其为虫子孽息之所#亟应挖掘遗种#以期尽灭#由官

设局或给价或给粮#出示收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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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买蝗虫#新疆布政使李滋森称#!据鄯善县禀现往鲁克沁地方督扑飞蝗#议交蝗虫三

斤#给麦一斤#由仓粮项下支"#并由布政司转饬各道遵照#至收买蝻子#称!尚系好法"$

! 可

见#新疆布政使也鼓励各道设司收买蝗虫$

"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布政使李滋森又谈及#!本年蝗虫到处皆是#卵育必多#应通饬各属派

发居民分途踹看$遇有蝻子落土之交#挖取净尽#毋使稍留余孽#凡缴子一升#即给麦粮一升$

其在荒山戈壁#草湖中寻踪挖取#距离城较远者#即酌量加给麦粮#亦无不可#惟均不得掺和沙

土耳$统限文到一月内收"$

# 此类记载#表明雇夫计日给麦方法的普遍实行$

笔者在梳理史料中#未发现乾隆朝至光绪朝之前新疆有关收购蝗虫的记载#亦未发现南北

疆各地设司收购的相关内容$而在内地#清初就有换易收买蝻子的方法$如在乾隆十八年七

月#!至州县捕蝗#需用兵役民夫并换易收买蝻子#自有费用"$

$ 而新疆至光绪时期#即有布政

使在吐鲁番厅%辟展%哈密%呼图壁等地设局买蝗#给捕蝗人员日给食的详情$

至于收买蝗虫的费用#地方政府买蝗钱粮从何支出#民夫工价又如何呢3

据档案资料记载&光绪十八年六月#吐鲁番胜金大尔瓜阿五牙斯回乡约奏报了胜金东乡忽

起蝗蝻的情况$其中提到了地方官!乱雇民夫#扑打蝗蝻#每蝗蝻一)壹*斤#发工银一)壹*钱#

连日搜灭已尽//民夫工价#蒙杨大老概行发给等"$

% 可见地方收蝗由仓粮项下支出#民夫

工价由地方官自行办理#或从其他资金或民捐办法处理$

另有一份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吐鲁番鲁克沁郡王扑蝗收购的资料#该文献内容残缺#字体

模糊#年代不清#但反映了该地收买蝗虫的详情$如&

署鄯善县知县何象称$鲁克沁郡王叶明和卓汇报了今年六月!有飞来蝗虫约二十余石地之多!派民夫

扑打!收买蝗虫三斤给麦面一斤!约需
$$$$

粮项下支数"由于该处蝗虫仅食高粱叶!不食棉花!该郡王于

二十五日来城庆祝并连日扑捕!每日约得七八百斛
$$$$

等"

&

通过资料#可知地方收蝗费由仓粮项下支出#组织的各地民夫扑打按日记工#民夫工价由

地方官自行办理$

政府出面收买蝗#不仅扑灭蝗虫#而且使百姓能获得日食或工价#更重要的是使灾民齐心

协力#恢复生产#一举三得#在当时扑蝗的紧要关头确实起到了积极效果$

当然#也有收买蝗虫价格不符的情况#如镇迪道称鄯善县地方官!暴敛横征#甚有任意浮

滥"#收买蝗虫价格不符$档案资料中未说明收买蝗虫中弄虚作假的详细内容#但对鄯善县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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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官严厉申斥#称!再不洗心除虑#仍蹈前辙#毋稍有宽容"$

!

!四"民间的祭祀及刘猛将军庙在新疆的出现

刘猛将军庙和八蜡庙是我国古代社会中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庙宇#是我国农民专门

驱蝗的保护神$目前有诸多学者对此有专文研究$

" 以下#本文在前人基础上#以蝗灾应对为

例#对清代新疆刘猛将军庙和八蜡庙如何传入新疆#中原文化传入新疆天山南北演变成适应地

方民族文化的祭祀景象的历史做一简单论述$

据记载#乾隆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谕军机大臣等#闻内地农民#皆祀刘猛将军及八蜡

庙$伊犁虽系边豰#其耕种亦与内地无异#理宜仿效内地习俗$著传谕明瑞等#令其建祀设立

供奉#亦不必特作一事声张办理"$

# 可见#刘猛将军庙在乾隆年间已在伊犁设立$此后同治

时期祭祀活动更为频繁$笔者在梳理文献资料中#仅收集到同治时期
$

次蝗灾情形#说明灾情

记录不多#但在档案中有同治四年七月二十日#伊犁将军明绪奏伊犁地方神灵感应不为灾情#

请将刘猛将军晋加封号等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同治时期蝗灾频发#灾民烧香磕头#刘猛将军显

灵发挥作用#扑灭了蝗虫#感动了百姓#因此伊犁将军奏请为刘猛将军晋加封号$

$ 第二年#同

治五年三月#明绪又上了为刘猛将军灭蝗有功请加封号的奏稿$

%

到了光绪时期#刘猛将军庙和八蜡庙在天山南北各地都有设置#范围广泛$北疆地区在多

处设立#有官方修建的#也有民间捐修的$如伊犁惠远%乌鲁木齐%塔城%玛纳斯%奇台%乌苏%精

河和吐鲁番等地都有设置$而在南疆和田%喀什噶尔%库车%新平和焉耆等地也有设立$这些

地区都是蝗虫常发之地$

'焉耆县乡土志,兵事录(载&!南疆诸城#多建庙宇#地方官以其能捍患御灾#有益民生#每

于所望行香#为民祈福#尚未请赐封号#以答神庥$"

&如焉耆的刘猛将军以及列入祀典诸神#和

田的刘猛将军庙均按时恪恭将军$

' 吐鲁番档案文献中有蝗虫过境之呈文#该呈文虽前几行

残缺#但后半部分讲述了刘猛将军除蝗威力和给百姓带来了战胜天灾的喜悦$

(

清政府采取的屯垦移民政策#使大批百姓进入天山南北#广大百姓同甘共苦#为了生存保

护庄稼#共同祈祷$将军庙的信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传布到了天山南北#并且形成了具有浓厚

地域特色的地方文化传统$可见#中原文化的传播和当地民间的互动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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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唐有伯研究#同治四年#因刘猛将军在新疆伊犁城神灵显应#加封号!普佑"$此时刘猛将军的

全称为!保康普佑刘猛将军"$光绪十三年之后#驱蝗正神刘承忠的御封全称就是!保康普佑显应灵惠襄济翊化灵孚刘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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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也促进了我国多元文化的发展$

在新疆地区不仅是刘猛将军庙和八蜡庙#城隍庙的祭祀也是护佑农业生产的重要信仰活

动$据'清代新疆档案选辑(所收一件档案记载#光绪十八年八月六日#吐鲁番首士德生堂%居

仁堂以及乡约邓保东%赵廉芳等#恳详请加封神衔颁神印件#称&!今秋胜金台几处蝗蝻振启#民

人惶恐//上宪奏请加封神衔#颁发神印#以招神德而隆烟祀#神人均沾#恩便于世世矣$"

!可

见#在蝗灾防治中#祭祀城隍庙同样是重要手段之一$

文献中有地方发生蝗灾#头目带领民众行香祷叩#大搞祭祀#刘猛将军显灵#蝗虫忽然飞去

等记载#如光绪年间#吐鲁番厅有蝗蝻由北山飞来#大众当即扑打#并行香祷叩#蝗虫未伤庄

稼$

" 光绪二十八年#玛拉巴什厅发生蝗灾#该厅称&经过扑打#!已灭三分之一#现在能飞者

少#不能飞者尚多"$

# 后又来电称#!本厅依法扑减并设神位致祭三日#现未伤禾稼#请释廑

念"$

$ 说明各地不仅是政府督促及时扑打#而且地方官率民夫设神位致祭#把此项行为做为

重要的驱蝗方法$在地方志中也称地方官为了扑蝗!日夕不敢宿#惨淡泪沾渎#警将虫贼逆$

斋戒谒神祠#长跪虔祷祝"$

%

除了地方官的祭祀祈祷成为除蝗手段之一#在地方百姓的除蝗活动中#还有一些依靠巫术

神灵的传统方法#如在农田中!杀牲放血"#或!烧食油放油烟"#或!做饭)圣人粥*"#或!念经祈

祷"等$

& 蝗虫发生时#地方官与百姓举行祭祀等各种活动#在今天看来是封建迷信活动#但在

当时紧急关头#具有特殊的意义$

三%清政府对新疆被蝗灾区和灾民的救济

清政府对发生自然灾害的地方救济方式很多#有缓征%豁免%借贷%平粜等#对每一种自然

灾害都有相关的救灾措施#但还要根据灾情的轻重来考虑减免%缓征和赈济$

比较清代新疆各类自然灾害发生后救济情况#朝廷对蝗虫灾救济的力度并不大#全体豁免

或缓征内容较地震%洪水和旱灾少$但是#清末新疆蝗灾发生频发#甚至年年有蝗#对于天山南

北地区造成过极大的危害#因此#清政府对于灾区也进行了相应的救灾活动#以稳定社会秩序#

恢复生产$

光绪二十二年八月#据迪化县知县黄袁报#该县北乡上下梧桐与%沙梁子将家湾等处发生

蝗灾#据勘验%审户之后#查出该处地内小麦多被啮食#计成灾十分地二千三百四十八亩一分#

应完额粮九十五石七斗三升二合#成灾八九分地九百四十三亩三分#应完额粮三十九石五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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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南疆调研过程中咨询过去对蝗灾的预防和扑打问题时#回答的是烧%四周挖沟法%烧羊粪成灰洒灾地以及民

间祈祷等$不过#当地人也明确说明#最终去除害虫只有依靠民力#动员全村人员奋力扑打#才能驱赶灭尽$



升五合$灾后知县黄袁呈请赈恤$清廷要求#查明被灾轻重蠲缓粮草#分别极次贫户#散给

口粮$

!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塔城被蝗颇重$新疆布政使丁振铎认为塔城地方耕地既收成歉薄#

牧场复孽生不旺#边民生计艰难$清政府得知灾情后#饬令被灾各属#清查贫户#分别酌借籽种

食量#以资调剂$

"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清政府对绥来和呼图壁进行了一次大的蠲免和缓征$据载&绥来县属

西四渠#被蝗成灾七八分地二千八十二亩二分五厘#应完额粮七十三石六斗九升六合一勺$其

结果是&将绥来县成灾七八分地亩上年应征额粮分作二年带征$呼图壁巡检所属芳草湖桑家

渠等处#被蝗成灾十分地九千二百七十九亩五分#应完额粮三百七十四石粟八升八合#其结果

是&呼图壁巡检成灾十分地亩#应完粮草照例悉数蠲免#以纾民困$同时#这些灾区#各该处被

灾贫户均经酌借籽种食粮#定期归还$

#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阜康县属东乡二道河等八处被蝗#成灾上%中%下三地八千五百八十三

亩一分一厘#恳缓至次年带征$

$

缓征在灾后的关键时刻#具有缓解灾情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对灾后的重建%恢复生产就有

重要意义$清政府在多次的蝗灾救济中#常用这一措施来缓解灾情$

在救灾过程中#地方官也担心#救灾不及时会造成灾民流失#故以赏给食粮之法以做救济$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吐鲁番蝗灾严重#吐鲁番同知朱冕荣通过勘查和乡约禀报#有三十八户春

麦地亩被灾十分#朱冕荣及时赏给每户食粮一石五斗#并称!此处自光绪二十年以迄于今叶被

蝗三次#灾黎困苦异常"#如仍不救济恐怕!户立脚不住#陆续潜外#枉费从前百计招安之力"$

%

清廷对天山南北各地发生蝗灾地方的救济#一直不断#甚至在清灭之际#从宣统元年到宣

统二年#还对各类灾害包括蝗灾进行了救济$宣统元年三月#!蠲免新疆镇西%宁远%莎车%阜

康%孚远等府厅县被蝗被雹被水地方粮草"$

& 宣统二年四月#胜金禾苗地内发生蝗虫吃伤禾

苗#地方政府立即给予相应的赈济$

'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清代晚期的光绪%宣统年间#新疆蝗灾频繁#其发生数量和波及地方远比我们过

去认识的要多$为应对蝗灾#清政府以妥为安抚灾民#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其流离失为救灾之

($$

清末新疆的蝗灾与政府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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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为新疆绥来呼图壁乌什等属上年被灾地方赈恤完竣分别轻重恳思蠲缓粮草以纾民力恭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

初九日*#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朱批财政#档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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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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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标#要求各道会同文武督率兵役#对蝗灾妥筹速办#务绝孽种#不得稍有玩忽$在清廷的

引导下#驻疆大臣和地方官进行有效的发动和组织#动员大批人员防蝗治蝗#采取各种驱蝗救

灾措施#灭蝗治蝗也有其成效$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应对蝗灾过程中#虽然某些地方有龙魁那样不管灾情蔓延%报喜不报忧的贪官#但不管

怎样#清朝在新疆的蝗灾应对和救助中#充分发挥国家职能#有灾必救+并将中原救灾机制融入

地方基层#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其督促地方官员组织人力设局设司收买蝗虫等灭蝗措施#在

新疆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举措$这些都是与清政府对新疆行使管辖权和积极治理分不

开的$

我国对治理蝗灾有丰富的经验#甲骨文中就出现!蝗"字#历朝历代政府和劳动人民在治蝗

实践中掌握了很多灭蝗方法#这些都记载于历朝荒政全书#并成为指导官府和民间进行蝗虫防

治的重要依据$新疆档案馆馆藏
$'$)

年迪化道尹公署为喀什%塔城祥报预防蝗灾的档案#提

到了古代地方官必读书之一的'牧令全书(#其中就有治民%赈灾%救荒策%荒政备览等救灾方面

的内容$

! 另外#从镇迪道多次转饬的扑蝗之法以及'蝗虫过境之呈文(

"和镇迪道转发乾隆时

期中原治理灾荒年间民政奏折#等#也可以看出驻疆大臣及甘肃新疆布政使%巡抚等清代新疆

地方官员在吸取传统治蝗经验方面的努力$

在抵御和防范蝗灾的过程中#通过继承我国传统的扑蝗方法和驱虫祭祀的传统#吸取中原

人民的聪明智慧#并与当地民间知识结合#新疆各族人民形成了多元化的救灾知识$这种中原

与西域的知识交流#以及中原文化与西域地方文化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各民族共同生产%共同

开发建设的多元文化#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融$

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下#清代后期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在防灾减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其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梳理和研究#必将为今日的防灾减灾%民族团

结和边疆安全建设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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