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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對明末動亂的影響評估 
制度方面 

遠因—黨議和閹禍 

就明朝的滅亡來說，動亂實在是一項重大的因素，事實上動亂的發生原因有

許多原因，如果稅制和其他問題是這場明末動亂的導火線，而明朝政治的腐敗是

這場動亂的遠因。 

自從明太祖廢立宰相，而設立大學士這一個職位時，內閣大學士的職權地位

一直博扶搖而直上。到了明代後期，首輔幾乎就像過去的宰相了。但是這一些都

是自然演進的過程，在國家體制上並沒有明文的規定，大學士在事實上要大權獨

攬，領保群僚，是很容易力不從心的。因為這樣一來很容易就受到外廷官員的攻

擊，尤其是明代的言官，他們大多是地位低，職權範圍卻很廣泛，幾乎是樣樣都

得管轄，而本身卻受到言論的保護權。過去的經由言官和一般官吏形成彼此相角

力的情形，到了張居正死後，黨爭問題很明顯的黨爭就越演越烈。到了後來，朝

廷中的官吏並非以國家利益為重心，而是以個人私欲而結合成黨彼此互相攻訐。               

其中也包括了閹宦的勢力捲進，讓整個黨爭事件顯的更無法收拾。這些亂事讓國

家的重心並非放在政治上，無法改革政治上的弊端，加上皇帝的昏庸，如神宗和

熹宗等。等到思宗上台後，朝政的混亂，社會的不安，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

思宗雖欲改革，但是他的性格實在剛愎多疑，如他在位時候，大學士前後共換過

五十位；而偏偏這時又遇上了流寇的猖獗及滿州人的興起，於是明朝便邁向了沒

落。 

社會問題--稅制的問題 

    就明朝的稅制分為兩個時期來說，一個是以張居正改稅制一條鞭法及一條鞭

法後兩個時期。 

    在明代尚未實行一條鞭法以前，明朝所編制的稅役包括了賦稅及徭役兩個方

面。賦稅主要是以田地為課徵的對象，徭役則為人民對於政府的應盡的力役義務。

就明朝的稅制問題一項就和其他朝代比較起來，人民的負擔都較為沈重，在明代



的賦稅徵收表，可以看到在明朝前期的稅制就相當的沈重，甚至在明朝初期因為

對外及對國家內的軍費動用，而稅制高於整個帝國時代，其間說明了整個帝國再

一開始便有因國家入不入敷出，而向人民多增加收稅的習慣（見表一） 

    明代官吏的收入相低低薄，亦是歷代官吏中最少的。在明初官吏尚可維持清

明，但是至了中葉，正德、嘉靖之世，當時的稅制已經發生很大改變了：第一個

是徭役負擔日漸沈重，官漸不能清而漸不能安；第二個是社會風氣日漸奢侈浪費，

人人以追逐財富為最大目標；第三是官吏的財富累積日漸增加。由這三種現象可

以看出，官吏多貲，正是侵食漁民的結果，其所使用的手段之一，便是藉由差役

以遂行其營私舞弊的目的。而且在明代後期的政治可以看出，在鄉居宦仕大多關

說之以人情、主說公事已獲取私利，可知當時除了上層決策的政治混亂以外，連

帶地連下層政治都不為清流，政治成了一個的利益團體。因此反映在明末的各地

地方志中的記載，一是明代中葉以後的差役項目之日漸膨脹；二是明代中葉以後，

驛遞差使之日漸靡費。所顯示的意義在，即是人民在差徭項目下所擔負的義務日

漸沈重，其所忍受程度亦越來越難受，老百姓整天為了完糧納稅及應付差徭而奔

走道路、伺候官府，嚴重的荒廢本業，而由於徭差的負擔不公，整個社會結構出

現變動失序現象，對於國民生計的影響，有舉足經重的角色。 

 制度的影響--經濟秩序的震盪 

第一個是土地兼併與大地主莊園的膨脹。隨著至明朝中期政治的腐敗，中央

政府對社會控制力不斷的下降，過去的小農經濟受到了嚴重的破壞，土地的兼併

日益擴大。首先除了皇族以及貴族的的裡用特權兼併土地以外，另外的仕紳以及

商人兼併土地，是明朝中葉的土地佔有關係變動的主要因素，農民在這種情形下

大多毫無半分土地，，可是賦稅卻是有增無減，形成不是佃農就是流民的問題： 

方今地畝人丁日漸減少，且額外增役，有加無已。細訪其故，或富豪併吞土

地，或勢要強佔戶丁，或飛灑於詭奇，或漏網於影射，有司坐視，莫敢誰何。遂

至閭閻小民甘心拋荒田地，逃移四方。又何怪呼丁糧漸減而賦役愈重耶？…….. 
第二點就是流民的去向。明朝中葉的流民活動，在引起農村社會變動之後，

還帶來了山區開發和商品生產發展的客觀經濟。明朝中葉的流民的流向是多方面

的，除了進入山區活動以外，其實更多方面是有不少的流民從農村進入城市，從

優點上來說，或許是他們可以比較自由的選擇職業，解放農民生產力，促成遷居

地的商業及手工業的發展；但實質上，這些流民造成更大的問題，形成當地的社

會問題，並起容易造成暴動都情形。在這一時期的社會現象，便是一個封建政治

趨向腐敗，土地兼併惡性發展，明初以自耕農的局面以完全的打破。 

：『作威作福，肆行武斷，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則架搭橋樑，則善立關

隘，則出給票帖，則私刻關防。凡民間撐駕車舟，放牧牛馬，採捕魚蝦螺蚌莞蒲

之利，糜不括取。而相鄰的地上，則展轉移築封堆，包打界至，見畝爭銀。本土

豪滑之民，投為莊頭，撥置生事，幫助為虐，多方刮克，獲利不貲。輸宮闕者曾



無十之一二，而私入囊者蓋不啻什八九矣。是以小民膏脂允削無餘，由是人民逃

竄，而人口消耗，里分減併，而糧差越難。卒致    之下，生理寡遂，閭閻之間，

貧苦刻骨，道路磋怨，里邑蕭條。』 

本來，萬曆初年張居正推廣一條鞭法，但即使是實行一條鞭法，有改善了人

民的賦稅制度，雖然就將徭役和賦稅合編以減低對人民的負擔。但各地的附加徭

役擾民亦相當的嚴重，而且明末制度在民初本就不輕鬆，隨著政治的腐敗，則越

來越加的使人民無助。 

腐化的呈現 

1、社會問題的並現 

天啟、崇禛年間，隨著明朝政治敗壞和社會性的問題，國家財政危機發生了

前所未有的危機，人民的負擔日益的沈重，社會經濟出現了衰敗的局面。龐大的

軍費支出，又造成了明末國家財政危機的一項重點。萬曆末及至崇禛年間對後金

的先後用兵，國家的財政日漸支拙，而皇帝又不願開國庫以充用，於是為了應付

日益增多的軍費開支，名地方和中央政府只好再增田賦加派。天啟、崇禛年間的

除了大量加派田賦以外，還有關稅、鹽課的加派以及其他雜項的徵收與收刮。至

於雜稅的徵收，其項目相當的複雜，其稅目相當的複雜，諸如房產稅契銀、典鋪

酌分銀、抽分工食銀等。 

天啟、崇禛年間隨著政治路線的日益的腐敗，土地的集中性越來越高，農民

紛紛的破產，鄉村地區以致破產邊緣。而即使是嘉靖、萬曆年間，得到長期經濟

發展的工商業城鎮經濟，在官府及地主的階級的層層剝削和摧殘下，某些地區也

出現了縮退的關係。城鎮經濟的萎縮，不僅加劇了城鎮居民的社會矛盾，而且使

農村的流民失去了謀求其他職業的可能性，這樣更增添了社會的動亂因素。 

2、流寇的亡明 

明朝自從衛所兵制破壞以後，萬曆中期以來，改行募兵。募兵大多是鄉間遊

手好閒之輩，素質本來就欠佳，又未受過嚴格的訓練，加上朝廷的經費有限不能

按時給予糧餉，因此軍隊逃亡以及化變的情形相當的嚴重；流寇既起，官兵遇戰

潰敗，或因缺餉譁變，往往加入了流寇造反的陣營，在這種情形下，官兵加入叛

亂的一方往往會讓變亂有了制度化以及秩序性。在神宗萬曆十年三月時，在蘇杭

地區便有人民因為稅制而發生叛變，而最重要的是，在這個時候，因為軍隊拿不

到糧餉以及糧餉兌換（貨幣更新的問題）的問題，亦在這個時發起義，兩個變亂

的團體於是便合為一氣，成為一個很有秩序的組織，讓民變越發越不可收拾。 

天啟、 崇禎之際，後金在遼西不斷發動攻勢的同時，我國的晉陝兩省，連年

遭逢到旱慌，陝北尤其為嚴重，延安一帶由於長久不下雨，草木都焦枯了，甚至

有人民食觀音土的記載，在這一種情形下，於是飢民群起而鋌而走險，形成了寇

亂。他們流竄於各地，愈演愈盛，終於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明末的流寇除了飢

民以外，還包括了白連教徒、驛卒、礦徒、以及逃兵幾種份子；在這其中有關於



裁減驛卒更是有助於流寇竄起的一因。崇禎二年正月，給事中劉懋請補發兩年軍

隊缺餉，並賜內庫銀送延綏賑災，思宗不應。於是劉再請裁減驛卒，將每省所省

下的數十萬充軍用，思宗立刻同意了。晉陝一帶，原是土地貧瘠，當地壯夫大多

靠著擔任驛卒，操作舟軍，以養家活口。這些驛卒都是一些手提肩挑、筋強骨健

的人，一旦流離失所，加上連年飢荒，生計艱維，就只有參加教匪（如白連教）、

流匪；後來在山陝、河南所捉到的匪寇，很多是原來的驛卒，從他們肩上的挑痕

可辨。 

各地飢民、逃兵驛卒礦徒、教匪，他們一旦彼此節事進而煽惑百姓，裹脅良

民，其勢遂不可當。而明朝政府的財政拮据，剿撫失宜，加上清軍一再地入犯，

亦使情況惡化，不復能制。 

流寇初起於陝北的時候，勢力最大的要推進『闖王』高迎祥與張獻忠，當時

三邊總督楊鶴力主招撫，受撫者給免死碟，一時情願受撫的人相當多，不久他們

又背叛，竄入山西。朝廷改以洪承疇代楊鶴，所向皆捷。流寇在山西不能自立，

便東向京輔，南向豫鄂，轉入陝南。崇禛七年，高迎祥受困於車廂峽。時陳奇諭

出任五省總督，專職辦賊。高迎祥用其甥李自成之計，詐降於奇諭，既出陝，復

叛。朝廷詔令逮陳奇諭，以承疇代替。兩年後，迎祥為陝撫孫傳庭擒殺。自成繼

為闖王，率部入川，為承疇、傳庭所敗，時為十一年。同年，張獻忠在豫鄂一帶，

亦屢為總兵左良玉所敗，投降。但後來兵部尚書一意招撫，給予流賊苟延殘喘的

機會，於是死灰復燃，氣焰大勝。此後數年，流寇在陝、豫、鄂各省之間流竄；

獻忠既陷襄陽、武昌，入四川，於十七年下成都，自號為大西國王，先後征服四

川各省，殺戮極慘；自成亦陷洛陽、開封，入陝西，於十六年下西安，次年稱為

大順國王。自成渡河攻打太原、大同，一路勢破如竹，遂進陷居庸關，三月二十

八日，攻陷北京，稱為『甲申之變』，明朝亡國，歷年兩百七十七年。 

 

 

 

 

 

 

 

 

 

 

 

 

 

 



 

 

 

 

 

 

前言： 

歷經長時期的歷史演變，中國史學家上歸納出，傳統的中國平民百姓具有相

當明顯「安土重遷」的個性。過往中國政權，在中央集權的君主制度下，即便是

生活過得再痛苦，環境變化得再惡劣，只要勉強能餬口，多數的百姓還是能在安

份地在自己土地上過日子，不輕易的離開自己的故土，只求死後能有一塊葬生之

地。 

但事實是，歷史的記載，卻明明白白的顯示出一個不爭的事實，即便是在過

去中國傳統的君權制度下，仍有百姓敢起來對抗被認為不可抗拒的皇權，歷史上

所記載的許多朝代的民亂，即顯示出這樣的一個事實。明末的動亂（民亂與流寇

四起），百姓被迫離開故土，起而叛亂，又是明顯的一例，亦是這篇報告所要討論

的地方。到底是怎樣的因素，促使這些向來謙卑屈從於皇權的百姓，被逼迫致抗

拒皇權，甚而聚起叛亂？ 

歷史對於明末的動亂，大多認為是人為影響、制度不彰所導致。很多歷史學

家對於歷史事件的討論，往往皆強調著重於人為因素的影響。也許，很多的歷史

事件，人為的影響，佔有著絕對的影響性。但我們不可否認的是，有時影響的因

素並不單純，必然其它因素的配合才導致這樣異常的人禍。 

而在明末這樣亂世中，除了人為的影響因素外，其實明末的文獻資料記載，

亦些許透露出，有別於人為因素的環境影響因素。『旱災動輒赤地千里，寸草不生；

飛蝗幾蔽蒼天，稻糧食之一空；氣候寒冷，夏雪連年。以致百姓無以為繼，人人

相食的悲慘情境。』，這樣的字句裡，及隱隱約約的透露出當時異常的氣候環境狀

況，而這也是這份報告中所要探討的。 

所以，除了原有的人為影響因素之下，相信必有外在大環境背景因素的附加

影響，才會造成明末在外患的入侵下，人民仍然揭杆起義，起而對抗明朝政權，

形成大規模的民亂與流寇。 

 
歷史記錄所透露的端倪 

事實上在明朝末年的歷史記載裡，除了有相當的資料記載有關人為制度方面

的影響外，亦記載了許多相關的自然環境資料，而這些自然因素都是促成明末動

亂的重要因素，只是過去大家住重的多半是人為制度的影響，對於這些間接促使

影響人為活動的背景因素卻可能忽略了。對於當時明末所處的整個氣候環境背景

的瞭解，將有助於我們去探究造成明末動亂的真正因素。 



以下將列出許多有關明末文獻記載中有關氣候異常的資料，從這些明末記錄

當時中，我們將可以初步、概略的了解到當時氣候環境。然後，在下一段裡，我

們會將這些明末氣候變異的歷史文獻記錄作為依據，加入現今科學的解釋，指出

氣候環境背景的變遷，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 

寒冷的明末 

明代的氣候上承元代為一個寒冷的時期，整個時期皆相當的寒冷。明末冬天

嚴寒，沒有「冬無雪」的紀錄，甚至連夏季都下雪，更有甚者，還有「夏雪」連

年的狀況，這些皆在在顯示出，明代以至明末，整個寒冷的狀況。 

在明代氣候異常寒冷的紀錄相當的多，以下及舉列出幾個較為明顯的地方作

代表，並標示出記錄的文獻： 

☉廣東通志：『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西元1618年）十二月冬，廣東雪，時恆陰，

寒甚，白晝雪下如珠，次日復下如鵝毛，力六至八日乃已，山谷之中鋒盡壁立，

林皆瓊挺，父老俱言，從來未有，以後連歲皆稔。』 

☉廣東通志：明武宗正德元年（西元1506年）冬，廣東瓊州府萬州雨雪。 

☉廣東通志：武宗正德年間，廣東潮州隕雪，厚尺許。 

廣東即今日之廣東省，我們都知道廣州的緯度比台灣還來得低，甚至還有

北迴歸線越過，已屬於亞熱帶、熱帶氣候。即便是在今天，在亞熱帶的山區，

即使有冬天有強烈的寒潮爆發南下，都還不見得會降雪，頂多也只是結霜、或

降霰（類雪，但不算是真正的降雪）；而在文獻中所記載的，廣東地區不但下雪，

而且降雪甚厚，更甚者，連瓊州（位於今日海南島地區），已屬熱帶地區，且受

到海洋的調節，竟然也下起雪，可見當時氣候之嚴寒。 

 

☉四川通志：『明熹宗天啟三年（西元1623年）夏五月，四川天降大雪，積數尺，

樹枝禾莖盡折。』 

四川位於盆地地形之內，四面為高山所圍繞屏障（北有大八山），不受北方

寒冷氣流的影響，因此，冬天氣溫較同緯度地區來的高且溫暖，故有天府之國

的美稱，物產豐富。可是向來以冬暖著稱的四川，在明代文獻記載當中，不但

下起了雪，而且是在炎炎夏日，下了數公尺的雪。這不但證明了，氣候的異常，

亦顯示出當時氣候的異常寒冷。 

☉雲南通志：『明神宗萬曆二十九（西元1601年）年九月，雲南大雨雪』 

☉雲南通志：『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西元1610年）四月壬寅，貴州暴雪，形如

土磚，居民片瓦無存者。』 

☉明史記載：『夏六月，雲南臨安大風甚寒，民多有凍死者，鳥雀亦多凍死。』 

      雲南的氣候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向來以四季如春而聞名，常年冬天不下雪，

但在明末異常的氣候狀態下，九月晚秋裡，連雲南亦下起暴雪，損壞房舍不說，

竟然寒冷至凍死人，可知當時氣候之寒冷。 

明末大旱 



    明末除了氣候寒冷之外，整個環境亦呈現出相對乾旱的狀態。早在明末之前，

明朝中期（明世宗起）已出現了所謂的大旱狀況，而且幾乎連年都有，情況也愈

來愈嚴重，一直延續到明末。如下即是乾旱的記載的記載： 

☉明世宗嘉靖二年（西元1523年）湖廣大旱，殍流無算；騰衝亦旱。嘉靖五年（西

元1526年）浙江、江西、福建各省大旱。嘉靖七年（西元1528年）華北各省

大旱；湖北亦大旱，饑人相食；四川亦大旱。嘉靖十七年（西元1538年）河北、

山東、陝西、福建、湖北、湖南大旱，各處饑民流聚京師。嘉靖二十四年（西

元1545年）浙江、湖北大旱。福建兩年大旱，民饑死載路。 

☉明神宗二十九年（西元1601年）京房大旱，貴州旱；雲南省城大旱，民饑。萬

曆三十七年（西元1609年）山西大旱，民饑；懷慶、延安、沔陽大旱；浙江台

州旱，井泉皆涸。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黃安及廣州大旱，民饑，南寧尤甚，

死者白骨疊立。 

☉明熹宗天啟四年（西元1624年）山西靜樂旱，廣西陽朔縣旱饑，民變。 

☉明思宗崇禎六年（西元1633年）山西大旱；陝西西安旱饑，餓殍遍途，米脂大

旱，斗米千錢，人相食。崇禎十三年（西元1640年）山東連歲大旱，天下大饑，

人相食，盜賊破邑城；浙江嘉興、紹興旱蝗，諸暨旱。 

承接著明朝中期而來的乾旱狀況，在明末持續惡化，就如上記載所代表的，

明末動輒乾旱的情形，不但造成飢荒，更有甚者，持續大旱的狀況使得原有因飢

荒而產生的流民，反而成為盜賊四起作亂，衝破城邑。明思宗崇禎年間，約莫從

崇禎六年至十六年間（西元1633∼1643年），共出現了八次的大旱，其中崇禎十

三年（西元1640年）更出現了持續時間最長的乾旱，這樣的嚴重情況在中國歷史

上並不常見，但在明末卻產生了，這樣的現象造成明末民不聊生，人相食的悲慘

狀況，之後，民亂四起，盜賊更四處破城掠奪，終導致明朝政權的滅亡。 

現代科學的解釋 

在上一段裡，藉由明末相關的文獻記載，我們已概略地瞭解到，明朝末年正

處於一個氣候異常的狀態。氣候處於相對低溫的寒冷狀況下，很多原本幾乎不下

雪的地方出現了冰雪連年的現象，甚至還出現了「夏」雪的罕見氣候。而除了氣

候轉寒外，明代更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大旱現象，造成飢荒遍野，流民四起。 

    也許，很多人對於明末這樣的異常氣候會感覺疑惑，為什麼會有這樣糟糕的

氣候災變產生，以致於明末動亂四起，中導致明朝正統政權的結束。而以下將列

出現代科學對於明末氣候異常的解釋，說明出到底是怎樣的關連性，導至明末如

此的氣候災變。 

氣候影響的背景因素 

（1）小冰期帶來的寒冷 

其實，明末之所以會產生寒冷的氣候，以及會有「夏雪」的文獻記載，正是

由於當時正處於中國歷史氣候上，最寒冷的小冰河期裡。 

近代學者的研究歸納出，中國在歷史氣候上曾經歷四個寒冷期，其中包含了



六個小冰期。而這六個冰河期的出現，影響不緊只是氣候而已，更連帶地對中國

政治的變動產生相當的影響。事實上，從明太祖創立明朝開始，中國即進入了歷

史氣候上的第四個寒冷期（自明太祖洪武元年至清德宗光緒六年，亦即西元1368

∼1880年，約莫長達500年的寒冷期，其中更包含第四、五、六個小冰河期），所

以，明代從創建至結束，就是處於一個漸趨寒冷的態勢之下。只不過到了明代末

葉，這個漸趨寒冷的態勢正好處於最低峰的情況下（附件1），亦即這個時候的氣

候最寒冷。而這段最寒冷的時間，即是歷史氣候上最寒冷的第五個小冰期（約莫

從明神宗萬曆二十八至清聖祖康熙五十九年，即西元1600∼1720年） 

明末（西元1600年起）剛好處於第五個小冰河期的前半段，屬於最冷下降階

段，而此正好解釋了明末文獻記載中，由於寒冷氣候各地出現異常大量的降雪，

甚至出現「夏」雪的現象。 

（2）隨著小冰期而來的乾旱環境 

    明末的文獻記載顯示出，當時氣候不但寒冷，而且還相當的乾旱。其實，這

兩個看似不相干的氣候現象，背後還有著相當連的帶關係。 

現代的科學研究證明，當地表的平均溫度每下降攝氏3度時，則大氣中凝聚

的水分將減少百分之二十（20%），而導致嚴重旱災。所以，明末之所以氣候寒冷

又嚴重乾旱，是由於氣溫的下降，連帶導致水汽的減少，而造成的乾旱。 

（3）漫無止盡的「蝗害」，蝗蟲過境 

在明末的歷史紀錄中，曾出現相多的蝗害記錄，蝗蟲對農作物而言是害蟲，

當其數量少時，還不算有太大的危害，可是一旦其數量遽增之時，則對能作物將

產生相當大的破壞，常能在短時間內吞食大量的農作物，造成糧食的歉收，甚至

毫無收成可言，進而造成飢荒的發生。 

事實上，明末多次發生蝗害，其實與當時的氣候有關。氣候的異常，導致蝗

蟲大量繁衍。有研究指出，乾旱的環境，非常有利於蝗蟲的幼蟲的生長，故當一

地發生大旱之後，蝗蟲的數量將會增加，而這多半會引起蝗害。所以，明末有蝗

害的發生，多半被認為與當時的乾旱氣候有關。另外，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氣候

環境的變遷影響害蟲的移動。此種看法認為，由於乾旱的環境，使得環境的負載

量降低，害蟲無法取得足夠的食物，故迫使其大規模移動，往他區掠奪食物，即

類似所謂的蝗蟲過境。但無論最後的結論是什麼，其結果多與當時氣候的乾旱有

關。 

結論  氣候造成的惡性循環 

由上面所提的種種因素，我們可以瞭解到，明末之所以會產生大規模的民亂，

其實與當時的氣候環境背景有關。我們都知道中國是以農立國的，農民佔了人口

的多數，農作的收成的好與壞，事關多數的農民百姓的生計，如果人民連自己的

生計都無法維持，則民亂是必然且無可避免的，因為只有靠掠奪才能謀求溫飽。 

明末正處於一個寒冷的小冰河期裡，故氣候寒冷，而氣候寒冷將導致水汽減

少，形成乾旱。我們都知道冷、乾對於一般農作物而言，是一個相當不利的因素，



會阻礙作物的成長，造成作物的歉收。而我們又知道，乾燥的環境適於蝗蟲這類

害蟲的生長，故當大旱之後，每每多有蝗害的發生，而導致農作物的歉收。這些

彼此有連帶關係的惡性循環因素，皆會造成農作的歉收，而嚴重地影響一般農民

的生計，進而促成民亂的形成。 

惡性循環的結果是（附件2），小冰河期導致寒冷，而寒冷又導致乾旱；乾旱

本身即使得作物歉收，而乾旱又有利於蝗蟲的生長，更加導致作物的嚴重歉收，

甚至毫無收成。而歉收將導致民亂的產生，進一步地去掠奪資源仍然豐富的地區，

就如同蝗蟲過境一般，最後造成整個地區的動盪不安，形成更加不可收拾的民亂，

終導致明朝的滅亡。 

 

 結論 
    在看過之前的資料呈現後，其實我們會發現不管是從制度面，或是氣候上的

原因評估，我們看到了是，兩者都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那到底孰重孰輕呢？我們就先再看一下遼餉的問題，在明末處理遼餉問題

時，有史書記載了這樣的一句話”竭天下之力以安遼，遼未必安而天下已危矣！” 
這句話正點出明朝遼餉問題是政策問題，民生潦困，為何還要打仗，仍然窮兵黷

武，又因制度問題而引起兵變，所以天下才動盪不安，遼問題都還沒解決，更大

的問題卻可能發生，政策錯誤的責任與影響是不容抹滅的。 

     另外在自然災害上，我想提一下蝗災，蝗蟲災害算是蠻嚴重的自然災害，常
使數千里的良田，一瞬間荒蕪掉，然而在現在，我們卻不必太擔心，因為科技可

以幫我們解決蝗災的問題，用以殺害蝗蟲的除蟲劑，已經越來越方便、無副作用

了，不過這些都是近數十年的事情，在古代並沒有如此科技。此時，就有一點值

得我們去思考，在現在蝗災的發生，已經是不可允許的了，因為我們有能力去預

防，不可因疏忽，而使蝗災發生，可是在古代，有時真的不是政府不做，而是人

力難以與天災抗衡。 

可能有人會問，那到底什麼程度的天災，是人力所無法抗衡的呢？這個我們

待會再討論，先再看一個明末動亂的狀況。 

    陝西一帶，小麥等作物收成，一年只能一穫，故氣候的變動，很容易造成糧

食問題。不幸的，明末陝北發生大水，小麥收穫大減，此時又有奸商囤積糧食，

使得糧荒十分嚴重，而本來陝北都會從山西進口糧食，卻因黃河河道氾濫，晉以

防河之名，禁運糧食，如此使得陝北大亂。 

    上面這個情形，很難讓人去評定，到底是氣候還是制度的疏失大，如果人力

可為，還讓它發生，當然制度政策的責任，反之，則是自然問題，談了這麼多，

我們終究要面對一個問題，就是自然氣候所帶來的天災，是否到了人力所不能為

的地步。 

    為了瞭解氣候的重要性，我們不得不從整個歷史宏觀來看，明代進入了中國

歷史上的第四個寒冷期，而在明末，更是歷經了最酷寒的第五個小冰期，是歷史



上最寒冷的時期，不管是服飾、建築物、使用器皿、飲食習慣或日常生活習慣等，

都可以為明末是極為寒冷的時期作佐證。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個人是傾向於認為，

氣候變遷是造成明末動亂頻仍的主要原因。 

    影響評估，其實只是要我們去瞭解事情發生的原因有哪些，孰重孰輕不是重

點，重點在於有哪些地方，是我們要努力，或者說是我們可以努力的。 

    就像是在棒球場上，一支因場地不規則而形成的安打，有時紀錄台，也很傷

腦筋，到底是要記安打，還是記失誤，這時見仁見智，但是對於守備的九個人而

言，爭安打爭失誤是無意義的，因為接下來要做的，要努力的事，盡快把跑者封

殺出局，避免被得分。 

    我對於做這份報告的態度，也是一樣，做完評估後，瞭解了有什麼樣的原因，

而哪些是要盡人事的，我去努力，之後就聽天命吧！做這報告的最大收穫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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