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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地区历史时期水旱灾害与城市迁移重建研究

张钰敏，殷淑燕
（陕西师范大学 旅游与环境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６２）

摘　要：通过对历史文献记载的安康地区水旱灾害系统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对灾害的时间和等级进 行 了

研究，并将水旱灾害与安康城市迁移重建进行相关性分析，探讨了影响安康城市迁移重建的各种自然与人

文因素。结果表明，安康地区自５００ＢＣ—２０００ＡＤ的２　５００ａ中，共发生旱灾７９次，平均３１．６５ａ发生一次；

洪灾１４０次，平均每１７．８６ａ发生一次。５００ＢＣ—１０００ＡＤ间水旱灾害较少，此后增加，至１４００ＡＤ后，水旱

灾害发生频繁。特大洪灾是影响安康城市迁移重建的主要因素；多次迁回旧城，则是受到水运、农业、文化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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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旱灾害与人类活动和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密切

关系，前人提出了许多方法对没有准确器测的古代水

旱灾害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使用参考古代文献和记

录来对古代水旱灾害进行估测是一种重要且有效的

方法［１－２］。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汉 江 上 游 又 作 为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对其水旱灾害的研究十分

必要。位于汉江上游安康河谷盆地内的安康市，地处

我国内陆中心和川、陕、鄂交接地带，位于国家区域经

济发展战略中的东西结合部前沿和成渝、关中、武汉

三大经济区的几何中心，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

富，历史时期以来就是人口密集、贸易发达的区域经

济中心之一。但历史时期以来，安康城饱受水旱灾害

影响，曾发生过多次的迁移和重建。人们在研究该地

区时多注重其环境变迁、旱涝灾害的研究［３－４］，或者从



政治、文化等 方 面 探 讨 其 城 市 选 址 迁 移 与 重 建 的 问

题［５］，而鲜有城市选址、迁移与自然灾害的相关性研

究。本研究对历史时期以来安康地区水旱灾害的文

献资料进行了整理与统计分析，着重分析历史时期以

来影响安康城市选址、迁移、重建的各种自然与人文

因素，以期更好地认识人地关系的演变过程，以促进

人地关系和谐发展，也为今后城市区位选择和城市建

设提供参考和一定的历史借鉴。

１　研究区概况

安 康 市 位 于 东 经 １０８°３０′—１０９°２３′，北 纬

３２°２２′—３３°１７′，北依秦 岭 山 麓，南 沿 巴 山 余 脉，河 谷

盆地居中，属于汉江上游河谷地带。境内河流纵横，
沟溪密布，属于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为摄氏１５．５℃，年降雨量８００～１　１００ｍｍ。受东南

季风及西南季风自沿海向内陆逐渐推移及秦岭、巴山

山脉阻挡的影响，暴雨集中在６—９月，且呈现出先南

后北、南部多于北部的特点。汛期汉江上游各站暴雨

量大，且各支流洪水汇集汉江时洪峰重叠，易形成较

大洪水，往往造成水库土坝溃决，严重危及城市安全。
其中８月下 旬 受 到 副 热 带 高 压 控 制，又 易 遭 受 到 伏

旱，导致水旱灾害频发［６－７］。安康地区历史文化悠久，
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定居，战国时期就在安康地区有

建置［６］。安康 城 大 约 在 公 元１０６８年 就 位 于 现 今 位

置，已有近千年历史，但自明代以来的近６００ａ中，饱

经水旱灾害影响，城市两度迁移、多次重建。
自然灾害严重影响了安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以

及城市建设，历史上旱涝灾害的记录也较多，为研究该

地区的旱涝灾害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本研究所统

计的资料 主 要 根 据《安 康 地 区 志》［６］，《安 康 县 志》［７］，
《二十四史》，以及《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８］，《陕西历

史自然灾害简要纪实》［９］，《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陕西

卷》［１０］，《陕西省志·气象志》［１１］，《陕西通史》［１２］，《陕

西省志·水利志》［１３］等，选取的资料都是史料中有明

确记载的灾害事件，力求真实地反映出水旱灾害的发

生情况及其对城市的影响。如《陕西通志》记载［７］，明
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年），“夏四月，兴安州猛雨数日，汉

水溢，黄洋河口水壅高城丈余，全城淹没，公署民舍一

空，溺死者五千余人，阖门全溺，无殓者无算”；清康熙

三十二年（１６９３年）《安 康 县 志》记 载［８］，“五 月，汉 水

暴涨，西从天圣寺东南入万春堤，东从惠家壑石佛庵

南流，东西交汇于郡城之南，冲破南门，直入城中，大

部被淹，北面堤岸崩塌，全城俱倾。居民多由万柳堤

避水，城 中 数 十 年 生 聚，尽 赴 巨 波”。《陕 西 通 志》
（１６９３年）“汉水溢，兴安州（安康）城圮”［７］。

２　历史时期安康地区自然灾害统计分析

２．１　水旱灾害阶段划分

安康地区年均降水量较大，降水日数多，连阴雨

出现较频繁，秋涝几乎年年发生，由于大雨暴雨日数

较多，洪水灾害相当频繁，是西北水涝灾害最多的区

域之一［６］。旱 灾 相 对 洪 涝 较 少，但 往 往 持 续 时 间 较

长，对农业影响大。据统计，５００ＢＣ—２０００ＡＤ共发生

旱涝灾害２１９次；其中水涝１４０次，约占６４％。
据统计，５００ＢＣ—２０００ＡＤ的２　５００ａ中，安 康 地

区共发 生 干 旱７９次，平 均３１．６５ａ发 生１次；洪 水

１４０次，平均每１７．８６ａ发生一次。图１是以５０ａ为

单位统计安 康 地 区 发 生 干 旱 和 洪 水 的 频 次。由 图１
可知，５００ＢＣ—１０００ＡＤ的１　５００ａ间，共 发 生 干 旱５
次，平均每３００ａ发生１次；洪水１６次，平均每９３．７５
ａ发 生１次，是 旱 涝 灾 害 发 生 频 率 较 低 的 阶 段。

１０００ＡＤ—２０００ＡＤ内 共 发 生 干 旱 ７４ 次，平 均 每

１３．５１ａ发生一次；洪水１２４次，平均每８．０６ａ年 发

生１次。旱灾与洪灾的发生频率明显增加。尤其是

在１４００ＡＤ—２０００ＡＤ的６００ａ中，发生干旱６２次，洪
水１０７ 次，分 别 占 整 个 统 计 阶 段 的 ７８．４８％ 和

７６．４３％，是旱涝灾害发生最频繁的阶段，且洪水频次

明显多 于 干 旱。在１４００ＡＤ—２０００ＡＤ的６００ａ中，
仅安康城决堤淹城的灾害性洪水有１７次，平均３４ａ
发生１次；其中毁灭性的特大洪水有１０次，即１４１６，

１４７２，１５８３，１６９３，１７２４，１７７０，１８３２，１８５２，１８６７ 和

１９８３年，近６０ａ发生１次。安康水文站自１９３５年以

来的记载，汉江洪峰超过１．１０×１０６　ｍ３／ｓ的 成 灾 洪

水，平均每年发生１次［６］。

图１　历史时期（５００ＢＣ－２０００ＡＤ）安康

地区水旱灾害的发生频率统计

为了更清楚地揭示水旱灾害的时间变化特征，对
此２　５００ａ来 的 水 旱 灾 害 序 列 做 出 频 次 距 平 图（图

２），以更直观地表示水旱灾害在各阶段的频率高低。
距平值为正，说明灾害发生比平均情况频繁，反之，则
说 明 不 如 平 均 情 况 频 繁。从 图 ２ 中 可 以 看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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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ＢＣ—１０００ＡＤ的前１　５００ａ的干旱和洪水的距平

值为负，说明水旱灾害发生相对较少，１０００ＡＤ以后，
距平为正值数增加，至１４００ＡＤ后，距平值虽有波动，
但主要为正，说明水旱灾害发生频繁。

图２　历史时期（５００ＢＣ－２０００ＡＤ）安康地区水旱灾害发生频率距平变化及６次拟合曲线

　　注：Ａ　５００ＢＣ—４５１ＢＣ；Ｂ　１５０ＢＣ—１０１ＢＣ；Ｃ　２００—２４９年；Ｄ　５５０—５９９年；Ｅ　９００—９４９年；Ｆ　１２５０—１２９９年；Ｇ　１６００—１６４９年；Ｈ　１９５０—

２０００年。

２．２　水旱灾害发生频次的拟合

２．２．１　方法简介　经典的最小二乘法在数理统计分

析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在此可以利用它来进行数

据拟 合。具 体 作 法 是：对 给 定 数 据（ｘｉ，ｙｉ）（ｉ＝０，１，
…，ｍ），在取定的函数类Φ中求ｐ（ｘ）∈φ，使误差ｒｉ＝
ｐ（ｘｉ）－ｙｉ（ｉ＝０，１，…，ｍ）的平方和最小，即

∑
ｍ

ｉ＝０
ｒ２ｉ＝∑

ｍ

ｉ＝０
〔ｐ（ｘｉ）－ｙｉ〕２＝ｍｉｎ

从几何意 义 上 讲，就 是 寻 求 与 给 定 点（ｉ＝０，１，
…，ｍ）的距离 平 方 和 为 最 小 的 曲 线ｙ＝ｐ（ｘ）。函 数

ｐ（ｘ）称为拟合函数或最小二乘解，求拟合函数ｐ（ｘ）
的方法称为曲线拟合的最小二乘法。在曲线拟合中，
函数类Φ可有不同的选取方法。其中，选取函数类Φ
为高次多项式的方法称为高次多项式拟合。

２．２．２　水旱灾害序列拟合曲线　利用在最小二乘法

意义下６次多项式的拟合及其图像表示，可以更加清

楚地显示水旱灾害频次变化在５０ａ尺度下的变化特

点，并分辨出水旱灾害的阶段性。
干旱的拟合曲线（图２）方程为：

ｙ＝２Ｅ－０７ｘ６－２Ｅ－０５ｘ５＋０．００１　１ｘ４－０．０２７　５ｘ３＋
０．３１９　６ｘ２＋１．５２０　４ｘ＋１．９４７　３　（Ｒ２＝０．７０２　８）

洪水的拟合曲线（图２）为：

ｙ＝１Ｅ－０７ｘ６－１Ｅ－０５ｘ５＋０．０００　７ｘ４－０．０１６　４ｘ３＋
０．１７６　３ｘ２－０．７２３　３ｘ＋０．８４３　１　（Ｒ２＝０．８２９　５）

由图２可以看出，历史时期安康地区水旱灾害呈

现明显的波动变化，旱涝灾害变化曲线表现为明显的

“平稳—上升—迅速上升”的阶段性变化趋势。

３　历史时期安康市城市选址迁移及其

原因分析

３．１　安康市历史上多次迁移重建概况

安康市是一 座 古 城，新 石 器 时 代 出 土 文 物 表 明，

远在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ａ前，汉江两岸已形成原始聚落［７］。

今位于 汉 江 南 岸 的 安 康 老 城 初 建 于 北 周 天 和 四 年

（５６９ＡＤ），为吉 安 县 治 所 在。之 后 自 北 周 末 年 至 民

国，分别曾改建置为魏兴郡、西城县、西城郡、金州、安

康郡、兴元路、安康县等，多为郡治或州治所在。老城

区西、北、东 三 面 临 水，“枕 流 而 城”，屡 遭 洪 水 洗 劫。

宋元以前皆为土城，明洪武四年（１３７１ＡＤ）建今老城，
“始甃以砖”，高５．７ｍ。自明代以后的近６００ａ中，曾

经历了多次重建，两度迁城，饱经水灾祸患，迁城和重

建情况详见表１。

３．２　水旱灾害对安康地区的影响

３．２．１　水旱灾害与安康城市迁移的相关性分析　无

论是旱灾 还 是 洪 灾，都 对 人 民 的 生 产 和 生 活 威 胁 甚

大。“水旱不 适，米 价 腾 贵”，春 秋 旱 导 致“夏 季 失 收，

秋粮未登，灾情严重，流亡载道”，水灾“流民庐，坏桥

栈，死者甚众”［６］等。１４７２—１７９７年 安 康 地 区 历 史 上

经历过 多 次 迁 城 重 建，根 据 统 计 的１４７２—１７９７年 每

年有无旱灾、洪灾和迁城或重建的情况，利用ＳＰＳＳ软

件做相关性分析表明，干旱与洪水呈显著负相关（Ｒ＝
－０．２７５，ｐ＝０．０１），与 安 康 城 市 迁 移 重 建 呈 负 相 关

（Ｒ＝－０．１２７），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洪水与安康

城市 迁 城 和 重 建 有 显 著 的 正 相 关（Ｒ＝０．２５１，ｐ＝
０．０５）。由此可见，安康地区的迁城和重建主要是洪水

灾害导致。

３．２．２　洪水对安康城市影响表现　安康地区的暴雨

洪水一方面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补 给 了 社 会 和 经 济 发 展 所

需要的水资源，同时城市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

的中心，人口、财 富、公 共 设 施、交 通、通 讯、水、电、气

等生命线 系 统 及 枢 纽 都 比 较 集 中，一 旦 城 市 遭 受 灾

害，对人类社会和城市的发展建设带来了一系列不利

的影响［１６］。洪水灾害对安康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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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主要表现在３个方面：（１）城市建设方面。冲毁

房屋、道路、河堤。安康地区的洪水由于突发性强．灾

害强度大，且人们对于水涝灾害预防不充分，住往造

成严重损失，动辊导致数百上千间房屋倒塌［１２，１７］。据

调查［１８］，洪水成为影响公路交通的最主要自然灾害，
其破坏力和 影 响 范 围 居 各 种 公 路 灾 害 之 首。严 重 的

洪涝灾害常常造成城市被淹没，阻断交通，房屋倒塌，
城市建设遭 到 严 重 破 坏。如１５８３年，“猛 雨 数 日，汉

江溢，黄洋河水壅，高城丈余，全城淹没，公 署 民 舍 一

空，古 老 寺 庙 荡 涤 殆 尽”［１２］。１６９３年，“汉 水 暴 涨，
……全城俱倾”［７］。１９８３年，安康老城被淹，９．０×１０４

多间房屋冲毁殆尽，冲毁公路１９４ｋｍ，桥梁６４座，河

堤７１ｋｍ ［６］。（２）人 民 生 活 方 面。洪 水 灾 害 还 会 造

成人畜的大量死亡，原来赖以生存的环境被水淹没，

灾民流离失所，同时水灾引起疾病蔓延，严重影响人

民的生活［１９］。安康地区在１５８３年时，大概有２～３万

人口，但仅当时一次洪水就“溺死者五千余人，阖门全

溺，无殓者 无 算”［１２］。１６９３年 安 康 地 区 洪 水 导 致“城

中数十年生聚，尽赴巨波”［７］。１８５２年，安康地区大水

造成“兵民 溺 死 者 三 千 数 百 名”［１０］。１３９０年，洪 水 泛

滥，“庐舍 人 畜 漂 没 无 际”［６］。（３）社 会 生 产 力 方 面。
洪水泛滥 导 致 大 面 积 的 积 水，农 作 物 长 期 被 浸 泡 受

害，粮、棉、油等作物和轻工业原料严重减 产，甚 至 绝

收［１０］。生产力严重破坏，农民损失严重、工商业经济

受到打击，这些都给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生产力

发展带来巨大的破坏作用和消极影响［２０］。如１８２３年

“居民庐舍田禾被冲毁”［７］，１９３８年“秋稻收获时，阴雨

连绵，谷多生芽，包谷、洋芋收获仅一、二成”［６］等等。

表１　历史上对于安康市城市迁移及重建年份的受灾情况记载

年 份　　　 洪水淹城情况 城市影响 史料来源

明成化八年
（１４７２年）

“八月汉水涨溢，高 数 十 丈，淹 没 州 城 居 民”，“八 月，汉 水
涨溢，城郭淹没”，“明成化年间，重修城高增为２丈”

重 建
《陕西通志》，《安康地区志
·大事记》，《安康县志》

明万历十一年
（１５８３年）

“全城淹没，公 署 民 舍 一 空，溺 死 者 五 千 余 人”，“洪 水 漫
城，翌年建新城”。“洪水毁老 城，改 筑 新 城 周 三 里 一 百 一
十六步，金州治所迁新城，易名兴安州。”

建新城（兴安
州），迁城
（１５８４年）

《陕西通志》
《安康地区志》
《安康县志》

清顺治四年
（１６４７年）

“汉水涨溢，，淹没州境田舍 人 畜”，“兴 安 州 署 迁 回 老 城”，
“续建旧城，城墙缩小至肖家巷口，城高增至２丈２尺”

重建，
迁回老城

《兴安府志（嘉庆１１年
本）》，《安康地区志》

清康熙三十二年
（１６９３年）

“汉水溢，兴安州城圮”“五月，汉水暴涨，西从天圣寺东南入
万春堤，东从惠家壑石佛庵南流，东西交汇于郡城之南，冲
破南门，直 入 城 中，大 部 被 淹，北 面 堤 岸 崩 塌，全 城 俱 倾。
居民多由万柳堤避水，城中数十年生聚，尽赴巨波。”

重 建
《陕西通志》，
《安康县志》

清康熙四十五年
（１７０６年）

“汉水溢，冲毁 州 城，州 署、文 庙 及 仓 库 再 移 新 城。”“州 治
复迁回新城”

迁至新城
《安康地区志》
《陕西省志·水利志》

清嘉庆二年
（１７９７年）

巡抚修北城，恢复老城东段，重建已弃西段，恢复了明代城
堤规模，并将东关白龙堤、长春堤和惠壑堤连为一体，称东
城。重新迁回老城，对城堤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加固，城堤
增高至二丈六尺，堤顶宽一丈八尺，前后费时１４年。

重建，
迁回老城

《安康地区志》

嘉庆十三年至十六
年（１８０８—１８１１年）

嘉庆七年（１８０２年）洪 水 导 致 城 墙 多 处 毁 坏，嘉 庆 十 三 年
至十六年（１８０８—１８１１年）重 修，“（１８０８年）重 修 兴 安 老
城，经 四 年 竣 工。周 长１２９３．６６丈，城 顶 添 墁，排 垛 墙

１７６５堵，城高２．６丈，垛高１．８５丈，城台加高５尺。”

重 修 《安康地区志》

同治六年
（１８６７年）

“九月十五日，大 水 决 堤 入 府 城，冲 毁 民 房 官 舍。冬 季 修
补六堤，至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夏竣工，历１４年”。

重 修 《安康地区志》

光绪十五年
（１８８９年）

（１８８９年）二 月，补 修 安 康 旧 城，至 光 绪 十 七 年（１８９１年）
竣工。

重 修 《安康地区志》

１９８３—１９８７年

经１９８３年毁城洪水后，１９８３年１０月国务院批准了《安康
重建规划》。总原则为“合理 利 用 老 城，适 当 发 展 新 城，逐
步建设江北新区”。用 了５ａ时 间，重 修 城 堤、护 岸，发 展
新城，建江北 新 区。到１９８７年 底，基 本 按 规 划 完 成 了 重
建任务。

重 建

　　注：洪水淹城情况记载来源于参考文献［６－１５］。

３．２．３　１９８３年特大洪水对安康地区的危害与灾后重
建　１９８３年７月下旬，由于中亚高脊东移发展，在西

藏高原上迅速形成强大高峰，脊前冷平流加强，造成

高原锋生。冷 锋 经 过 汉 江 上 游，导 致 陕 南 普 降 大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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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雨洪同步，汉 水 及 其 主 要 支 流 河 水 暴 涨，汉 江

出现特大洪峰。上游石泉洪水流入安康地境后，与石

泉至安康的洪流形成雨洪同步，７月３１日副冷锋经过

安康地区，８月１日１时３０分，汉 江 水 位 达２５９．２５
ｍ，洪峰流量３１　０００ｍ３／ｓ，形成了安康地区历史上罕

见的、４００年一遇特大洪水。这是建国后陕西省损失最

大的一次洪灾事件，安康市老城被淹，城堤基本丧失抗

洪能力，先后６处决口，决口总长５４４ｍ，据不完 全 统

计，有８９　６００人受灾，８７０人遇难，倒塌房屋３．０×１０４

余间，冲毁耕地２　０００ｈｍ２，各项市政公用设施均遭毁灭

性破坏。全区直接经济损失达７．２×１０８ 元［６－７］。
经毁城洪水后，１９８３年１０月国务院批准了《安康

重建规划》。由 陕 西 省 城 乡 规 划 设 计 院 与 安 康 地、县

共同制订了安 康 城 市 重 建 规 划 方 案，总 原 则 为“合 理

利用老城，适当发展新城，逐步建设江北新区”。历经

了５ａ时间，重修城堤、护岸，发展新城，建江北新区。
到１９８７年底，基本按规划完成了重建任务［１５］。

３．２．４　安康地区洪水等级划分　以洪水成灾状况为

依据，对自１４００年以来的洪水进行了等级的划分（表

２）。特大洪水进 城 易 造 成“民 房 官 舍 冲 毁 殆 尽，兵 民

溺死”［６］人畜严 重 伤 亡，给 居 民 生 活 和 城 市 建 设 带 来

严重损失；大洪水为洪水进城，往往“漂没庐舍淹没仓

粮”［６］，个别年份会造成人口死亡，对城市建设有影响

但损失不是很大；其他等级洪水虽有淹没农田但未进

城的则属于普通洪水。历史上１４７２，１６９３和１９８３年

安康城市重建均是发生特大洪水导致，１５８４年迁城由

１５８３年特大洪水导致，１６４７年重建，１７０６年迁城均由

大洪水导致，１８０８年重建由１８０２年普通洪水导致。

表２　公元１４００－２０００安康地区洪水等级统计

洪水级别 发生年份 成灾状况

特大洪水 １４１６，１４７２，１５８３，１６９３，１７２４，１７７０，１８３２，１８５２，１８６７，１９８３年
城区被淹造 成 房 倒 塌，均 有 死 亡 发 生
且死亡惨重。

大洪水
１４１０，１４１２，１４４６，１４９８，１５０７，１５１９，１５２３，１５３２，１５７０，１６４７，１６７４，
１６７６，１７０６，１８２８，１８３５，１９２１，１９３３，１９３５年

城区部分被淹，损失不大，个别年有死
亡发生。

洪 水

１４７６，１５３６，１５３９，１５４６，１５５５，１５７０，１６４７，１６５０，１６５３，１６５８，１６６２，
１６６８，１６７６，１６７９，１７１３，１７３６，１７４７，１７５０ ，１７７９，１８０２，１８０６，１８２３，
１８２６，１８４３，１８４９，１８８１，１８８９，１８９５，１８９６，１８９７，１８９８，１９０３，１９０９，
１９１０，１９１１，１９２５，１９３１，１９３８，１９４９，１９７４年

洪水未进城，但堤外农田，房舍被洪水
毁坏。

３．３　城市迁移重建的其它原因分析

河流孕育了人 类 文 明，促 进 城 市 的 产 生，也 影 响

着城市的发展和变迁［２１］。中国城市的城址多数都在

河流沿岸，几 乎 少 有 例 外［２２］。安 康 地 区 位 于 汉 江 上

游，城市已有１　５００ａ的历史，汉江为安康城市的发展

提供着诸多优越条件。洪水泛滥成灾，淹没城市等危

害性的一面虽是促使安康屡次迁城的首要原因，但影

响安康城市选址还有其它诸多方面，所以安康地区的

发展对汉江的依附又使其屡次重建，离不开老城。

３．３．１　水运因素　古代城市交通大多以水运为主导，

水路运输为人类提供了最经济，最便捷的交通条件，水
道成为物 资 交 流，人 员 流 动 和 文 化 传 播 的 重 要 通 道。

特别是由于水运的载重能力大，因而运输尤其是粮食

物资的运输主要以水运为主［２３］。安康濒临汉江———陕

南水路交通线的干道，境内河流纵横，水运交通便利，

历来是人口聚居，贸易往来繁 忙 之 地，水 路 交 通 是 安

康地区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两度由于特大洪

水灾害导致安康不得不放弃老城到地 势 较 高 的 地 方

另建新城，以期远离洪水灾害，但是都因为远离汉江，

贸易转运 不 便，给 城 市 经 济 发 展 和 人 民 生 活 带 来 不

便，这是其不得不重新迁回老城的重要原因。

３．３．２　农业因素　城市人口聚居，面临着巨大的粮

食物资消费问题。因此，城市的选址必须要考虑城市

附近的自然条件能否不需外来助力而 满 足 城 市 军 需

民食。安康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源便利，自然条件

优越，农业灌溉方便，利于发展农业耕作，丘陵地区更

是粮油生产集中连片的鱼米之乡。而汉江上游，秦巴

山地内少有开阔地带，地势较 高 的 山 区 虽 远 离 洪 水，

但是少有宜于耕作的土地，且山区远离农业和渔业的

水源，所以历史上安康城虽饱 经 水 患，屡 次 遭 到 毁 灭

性的灾害，但是农民依然愿意居于旧城不愿远迁。

３．３．３　文化因素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

人情所愿 也”［２４］。中 国 人 素 有“但 有 生 路，绝 不 背 井

离乡”的传统观念，尤其是农民和老人 在 一 个 地 方 居

住习惯了就安于本乡本土的 生 活，不 愿 意 轻 易 搬 迁。

安康历史上因洪水两次迁城，新 城 远 离 洪 水 灾 害，但

因“怀土不 迁 者 十 之 八 九”［１２］，平 民 百 姓 仍 然 多 聚 居

在旧城，新城无法繁荣起来；同时，人们对于原来居住

地的一种文化认同感，使他们迁往新城后也需要一定

时间来适应，内心对老城有一 种 归 属 感 并 渴 望 回 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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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经过多年惨淡经营后，旧 城 逐 渐 得 到 恢 复，新

城无法发展下去，只得重新迁回老城。

４　结 论

（１）历史时 期 以 来，安 康 地 区 自 然 灾 害 频 发，自

５００ＢＣ—２０００ＡＤ的２　５００ａ中，共发生旱灾７９次，平
均３１．６５ａ发生１次；洪灾１４０次，平均每１７．８６ａ发

生１次。洪水次数明显 多 于 干 旱。５００ＢＣ—１０００ＡＤ
的前１　５００ａ水 旱 灾 害 发 生 相 对 较 少，１０００ＡＤ以 后

增加，至１４００ＡＤ后，水旱灾害发生频繁。
（２）安康市自固定在现在位置以来，城市饱受水

旱灾害影响，城市因自然灾害 而 经 历 了 多 次 重 建，两

次迁 城，分 别 在 公 元１４７２，１６４７，１６９３，１７９７，１８０８，

１８８９和１９８３年 重 建，１５８４和１７０６年 迁 城。其 中 洪

灾对城市迁移重建的影响最大。
（３）安康 市 在 几 次 迁 往 新 城 后 往 往 由 于 贸 易 货

运不便，缺少耕作土地以及居民安土重迁和文化认同

的心理，新城发展屡次受限，后都又重新迁回旧城，因
此可见，除洪灾外，水 路 运 输，农 业 耕 作，居 民 文 化 心

理等也是影响安康城市选址迁移的重要因素。
（４）本研 究 深 入 探 讨 了 安 康 历 史 上 几 次 主 要 的

迁城和重建与自然灾害尤其是与洪灾的关系，希望能

够为今后城市发展和建设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以期

更好地认识人地关系演变，促 进 人 地 关 系 和 谐 发 展，
也为今后城市区位选择和城市建设提 供 一 些 参 考 意

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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