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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研究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从粮食安全角度研究

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朝代盛世及更替的影响，有助于从过程和机理的角度客观评价气候

变化在朝代兴衰更替过程中的作用，从也可为深入认识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提供历史案例。

本文首先界定了 210 BC—960 AD（西汉至五代）期间中国社会的朝代更替及盛世时期，并以

重建的温度序列和农业丰歉序列为据，研究了西汉至五代时期朝代更替及盛世与气候变化和

农业丰歉的对应关系。西汉至五代，朝代更替多发生在冷期 / 寒冷阶段或者气候由暖转冷，农

业收成相对歉收；朝代盛世多发生在暖期 / 温暖阶段和气候由冷转暖的位相上，农业收成相对

丰收。从分裂到统一的朝代更替往往出现在百年尺度冷期末暖期初，气候由冷转暖、农业由

歉转丰为乱世的结束提供了有利的气候条件和物质基础。而治世的结束、统一王朝的分裂则

往往出现于百年际尺度的气候由暖转冷和农业由丰转歉。百年尺度及以上的气候冷暖交替和

农业丰歉波动，对应着治世与乱世的更替。朝代治乱随气候变化的交替，一定程度上揭示出

随气候变化的社会敏感时段，往往出现在由暖转冷的气候波动阶段以及百年际尺度上的气候

由暖转冷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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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imatic and harvest backgrounds of dynastic flourishing ages and transitions in 
China during 210 BC to 96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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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Geogra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Climate change and research of its impact is a current global issue that draws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Studying the impact which Chinese ancient climate change had on dynastic flourishing ages 
and transitions from food safety perspective is helpful for objective evaluation on the mentioned effect 
through its process and mechanism. It also provides previous reference for deep understanding of 
climate change in the future. This essay first defines the periods of dynastic change and prosperity from 
210 BC to 960 AD and studies the relations among dynastic prosperity, climate change and agricultural 
harvest. From 210 BC to 960 AD, dynastic climate change mostly went through cold ages or the period 
from warmness to coldness when farming was relatively poor. The transition from division to unification 
often came with a period from coldness to warmness when grain harvest increased, which provided 
materialistic and climatic condition for the end of social turbulence. Interestingly, the conclus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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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研究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

关注的全球性问题。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揭示了

历史时期中国、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文明兴

衰、朝代更替、战争爆发、人口增减等社会经济

变化，都有着深刻的气候变化背景（Haug et al，
2003；Zhang et al，2007，2011；Fan，2010；Lee 
and Zhang，2010；Büntgen et al，2011；Hsiang et 
al，2013；Su et al，2014）。例如，玛雅文明的崩

溃恰逢多年的持续干旱（Haug et al，2003）；欧

洲大陆主要的不稳定时期对应着气候异常寒冷阶段

（Büntgen et al，2011）。一般认为，农业社会中

历史气候变化主要是通过直接影响粮食产量的波

动、进而影响人口增减、王朝统治等各种社会经

济变化（葛全胜和王维强，1995；许靖华，1998；
章典等，2004；葛全胜，2011；Lee and Zhang，
2010；Zhang et al，2011；Fang et al，2013；葛全

胜等，2013；方修琦等，2014；Su et al，2014）。

中国拥有几千年的朝代更替史。在过去两千多

年中，有数十个统一或分裂的大小政权出现在历

史舞台上，每个朝代都经历着由弱变强、再由盛

转衰的过程。除了受社会、经济等因素影响外，气

候变化也被认为是影响历史时期朝代兴衰与更替

的一个重要原因（章典等，2004；Lee and Zhang，
2010；Zhang et al，2011；葛全胜等，2013）。在

中国朝代兴衰更替与气候变化关系的认识方面尚

存在许多分歧，其中一个代表性的例证是对中国

唐朝灭亡与气候变化关系问题的争论（Zhang et 
al，2006；Yancheva et al，2007a，2007b；Zhang 
and Lu，2007；张德二，2008a，2008b；Zhang et 
al，2008；Cheng et al，2010；Fan，2010；Zhang 
et al，2010a，2010b）。解决争论的途径，除减少

代用指标对气候的指示意义的不确定性问题外，

另一重要方面是加强气候变化与朝代兴衰之间的

中间环节的研究，即过程—机制的研究。在以农

立国的古代中国，农业生产是理解气候变化对社

会经济影响过程和机理最关键的环节之一（方修

琦等，2014），在重建历史时期农业收成变化的

基础上，从粮食安全角度研究中国历史时期气候

变化对朝代盛世及更替的影响，有助于从过程和

机理的角度客观评价气候变化在朝代兴衰更替过

程中的作用，也可以为深入认识气候变化影响的

过程和机理提供典型案例。

中国历史悠久、拥有长期连续的、丰富的历史

记录和文献，是研究历史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极好的

代用资料，可转化为量化的代用指标。本文以“过

去 2000 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变化序列（Ge et 
al，2010）”和“西汉至五代（210 BC—960 AD）

10 年分辨率的农业丰歉序列（Su et al，2014）”为

基础，选择两者重合的 210 BC—960 AD，探讨气候

变化、农业丰歉与中国盛世及朝代更替之间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时段及区域

本文选取的研究时段为西汉至五代时期，具

体为 210 BC 至 960 AD，历时 1170 年，经历了西汉、

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

等朝代。该时期主要的政治和农业经济活动区均

主要集中于中国东部的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下游地

区（图 1）（邹逸麟，2007；韩茂莉，2012）。

1.2 气候和农业丰歉序列的选用

温度序列选择“过去 2000 年中国东部冬半年

温度变化（Ge et al，2010）序列”（图 2a）。该

序列是利用历史文献等资料定量重建的过去 2000
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距平值，分辨率可达 30
年。受季风气候的影响，中国年均温度变化更多

地体现在冬半年温度变化上（竺可桢，1973；Ge 
et al，2010）。序列所覆盖的中国东部地区（105°E 
以东，25°~40°N）历史上一直是全国经济、政治、

文化中心所在地和进行社会生产活动的主要区域

（图 1），在本文研究的时段尤其如此。利用东

部冬半年温度变化分析我国过去 2000 年的温度变

化与农业及社会兴衰变化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好的

空间代表性。

an ordered dynasty and the division of unified dynasty often came with downing temperature after a 
centurial warmness and poor reaping after harvest. The fluctuation of grain harvest and climatic change 
corresponds with the transitions between a turmoil society and an ordered one, which reveals social 
sensitivity on climatic change.
Key words: dynastic transitions and prosperity; impact of climatic change; grain harvest fluc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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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西汉至五代农耕区扩展示意图（邹逸麟，2007；韩茂莉，2012）及
温度序列研究区（Ge et al，2010；Su et al，2014）

Fig.1 Expansion of the cropland (Zou, 2007; Han, 2012) and the region covered by
the temperature sequence (Ge et al, 2010; Su et al, 2014)

农业丰歉序列选择重建的“西汉至五代（210 
BC—960 AD）农业丰歉序列（Su et al，2014）”

（图 2b）。该序列是利用《二十四史》（许嘉璐

和安平秋，2004）中 210 BC—960 AD 各朝代有

关我国农业丰歉的证据，采用基于语义差异的方

法重建的中国 10 年分辨率的农业丰歉序列（Su et 
al，2014）。序列中，农业丰歉等级从 1 级至 5 级，

分别代表了农业收成相对状况的歉收、偏歉、一般、

偏丰及丰收。该时期主要的农业区（图 1）、作

物种植品种及熟制相对一致，社会反馈调节机制

变化不大，农业生产对于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较高。

温度序列与丰歉序列在空间上大体重合，均

覆盖了西汉至五代中国东部主要农业区及各王朝

统治的核心区域（图 1）。

1.3 朝代更替及盛世的界定

自秦汉以来，中国历史上一个显著特点是“治

世”和“乱世”的交替出现（葛全胜，2011；葛全

胜等，2013）（图 2d）。西汉至五代（210 BC—
960 AD），各个朝代都经历了兴衰更替的过程。

王朝发展的巅峰，即在一个朝代的统治时期内，

政治、经济、民生等社会的诸多方面到达了相对

较高的水平，所谓“国泰民安”。而王朝衰落到

极点，即一个旧王朝灭亡而被另一个新王朝所取

代，所谓“改朝换代”。不论是“国泰民安”还是“改

朝换代”，其实质都可看作是一种持续一定时间

的或好或差的社会状态及其之间的相互转换。

本文参考《二十四史》（许嘉璐和安平秋，

2004）、《中国通史》（白寿彝，198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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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西汉至五代（210 BC—960 AD）中国朝代更替及盛世与温度和农业丰歉的变化
（a）西汉至五代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距平（Ge et al，2010）；

（b）西汉至五代中国农业丰歉等级（Su et al，2014），红色曲线为 30 年滑动平均；

（c）西汉至五代中国治乱交替（白寿彝，1982；张绍良和郑先进，1983；许嘉璐和安平秋，2004；葛全胜，2011）；

（d）西汉至五代中国朝代盛世（白寿彝，1982；张绍良和郑先进，1983；许嘉璐和安平秋，2004；葛全胜，2011）；

（e）西汉至五代中国朝代更替（白寿彝，1982；张绍良和郑先进，1983；许嘉璐和安平秋，2004；葛全胜，2011）

Fig.2 Change of agriculture grain grade, temperature and dynastic transition

国农民革命斗争史》（张绍良和郑先进，1983）、《中

国历朝气候变化》（葛全胜，2011）等资料，对

西汉至五代的“朝代更替”及“盛世”进行时间

上的界定，结果见表 1。

朝代更替，即一个朝代的灭亡和另一个朝代

的兴起。本文将“朝代更替”界定为旧王朝的灭

亡及新王朝的建立，在时间上采用新王朝建立的

时间为朝代更替的时间，如隋朝和唐朝的更替，

采用唐朝建立的 618 AD 为隋唐更替时间。朝代更

替中，新朝（9—25 AD）出现于两汉之间，但由

于持续时间太短，故将西汉新朝更替以及新朝东

汉更替合并为西汉东汉更替。

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

达到较高水平时，往往称之为“盛世”、“大治”

或者“中兴”。本研究中将西汉至五代各朝代出现

的“盛世”、“大治”或者“中兴”统称为朝代

盛世。依据历史学界认定的结论，朝代盛世往往

以某位在位皇帝的名称命名，如“文景之治（179—
141 BC）”，或者以在位皇帝的年号命名，如“贞

观之治（627—649 AD）”。朝代盛世的时间界定

采用相应盛世在位皇帝的统治时期及年号的时间，

并进一步统计持续 20 年以上的朝代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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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西汉至五代时期，中国

的主要粮食产区及经济中心位于北方，对期间南

北分裂时期朝代更替及盛世的时间界定以北方朝

代为主。

根据以上标准，西汉至五代，朝代更替共出

现 7 次，朝代盛世共出现 15 次，其中持续 20 年

以上的朝代盛世共出现 7 次（表 1）。

1.4  气候变化、农业丰歉与朝代更替及盛世的关

系分析

从粮食安全的角度看，气候变化通过改变生

长季水热资源条件影响农业生产，而农业收成又

成为一个朝代统治的物质基础（Fang et al，2013；

方修琦等，2014）。将西汉至五代中国气候变化、

农业丰歉、朝代更替及盛世进行对比分析，探讨

相互关系，包括：

（1）朝代更替与气候变化、农业丰歉的对应

关系。通过计算朝代更替时期对应的温度距平均

值，以及更替时期对应的农业丰歉等级均值，分

析西汉至五代朝代更替与气候变化、农业丰歉的

对应关系。

（2）朝代盛世与气候变化、农业丰歉的对应

关系。通过计算朝代盛世时期对应的温度距平均

值，盛世持续长度与温度距平的拟合关系，以及

盛世时期对应的农业丰歉等级均值，分析西汉至

五代朝代盛世与气候变化、农业丰歉的对应关系。

（3）基于气候变化、农业丰歉与朝代更替及

盛世关系的社会对气候变化敏感时段，计算温度

距平及同期 30 年（30 年为温度距平序列分辨率）

农业丰歉等级均值的拟合关系，对比各朝代更替

及盛世出现的时间，及相应时期的农业丰歉等级

水平，讨论西汉至五代朝代治与乱随气候冷暖期

变化的交替，并辨识社会敏感时段。

2 结果分析

2.1 西汉至五代中国气候、农业丰歉变化阶段及       

     王朝的治乱分期

西 汉 至 五 代（210 BC—960 AD）， 经 历 了

210 BC—180 AD（ 两 汉 暖 期 ） 和 541—810 AD
（隋唐暖期）两个相对温暖期，分别较今（1951—
1980 年）高 0.28℃和 0.48℃；181—540 AD（魏晋

南北朝冷期）和 811—930 AD（晚唐五代冷期）两

个相对寒冷期，分别较今低 0.30℃和 0.28℃（郑

景云等，2010；Ge et al，2013）。西汉至五代每

个冷暖期内存在次级的冷暖波动，30 BC—30 AD
为两汉暖期内的相对寒冷阶段；241—270 AD 以及

361—390 AD 为魏晋南北朝冷期内的相对温暖阶

段；600—630 AD 为隋唐暖期内的相对寒冷阶段；

841—870 AD 为晚唐五代冷期内的相对温暖阶段

（郑景云等，2010；Ge et al，2013）。

210 BC—960 AD 农 业 丰 歉 具 有 明 显 的 阶

段 性， 大 致 可 以 划 分 出 三 个 阶 段（Su et al，
2014）。第一阶段（210—51 BC），农业收成整

体偏丰为主，丰歉等级的平均值为 3.8；第二阶段

（50 BC—590 AD），农业收成整体偏歉为主，

丰歉等级的平均值为 2.7；第三阶段（591—960 
AD），总体偏丰，丰歉等级的平均值为 3.4。西

汉至五代每个丰歉阶段内存在次级的丰歉波动，

120—81 BC（西汉中期）为第一阶段内的相对歉

收 阶 段；31—120 AD（ 东 汉 前 期），201—290 
AD（三国至西晋前期），361—460 AD（东晋后

期至南北朝前期）为第二阶段内的相对丰收阶段；

761—890 AD（唐后期）为第三阶段内的相对歉

收阶段（Su et al，2014）。

根据历朝历代的政治局面、社会秩序和治乱

水平，可将西汉至五代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两汉、

魏晋南北朝、隋唐、唐后期至五代 4 个阶段（图

2d）。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紧接统一的秦王朝

（221—207 BC）之后出现的封建大一统时期，相

继出现了“文景之治”、“昭宣盛世”、“光武中兴”、

“明章之治”等治世时代。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

从 220 AD 东汉王朝灭亡开始持续近 400 年，中国

一直处于分裂及政权频繁更迭的非统一时期。隋

唐时期自 589 AD 起结束分裂状态并建立统一王朝，

此后相继出现了“开皇之治”、“贞观之治”、

“开元盛世”等鼎盛局面。唐后期黄巢起义（875 
AD）起至北宋王朝建立（960 AD），中国再一次

进入大割据时代，社会动乱，四分五裂。

两汉治世与魏晋南北朝乱世的更替，出现在

暖期（两汉暖期）末冷期（魏晋南北朝冷期）初，

气候在百年际尺度上由暖转冷，农业也从偏丰阶

段转入偏歉阶段，农业丰歉等级累积距平开始下

降。与两汉治世内仅出现 1 次朝代更替相比，魏

晋南北朝乱世朝代更替次数明显更多。另一方面，

虽然魏晋南北朝乱世与两汉治世同样出现了 4 次

盛世，盛世持续时间却远不及两汉治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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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西汉至五代朝代更替和盛世（白寿彝，1982；张绍良和郑先进，1983；许嘉璐和安平秋，2004；葛全胜，2011）及其
对应时期的温度距平及农业丰歉等级均值

Table 1 Dynastic replacement, prosperity and its temperature anomaly and grain harvest fluctuation index at the same time

朝代及更替 朝代更替 / 盛世时间
朝代盛世

（持续时间 / 年）
温度距平

均值
气候特征 (b) 农业丰歉

等级均值
农业特征 (c)

西汉
179—141 BC 文景之治（39） 0.50 暖 3.72 偏丰

87—48 BC 昭宣盛世（40） 0.54 暖 4.10 偏丰

西汉东汉更替 (a) 25 AD −0.40 冷 1.00 偏歉

东汉
25—57 AD 光武中兴（33） 0.09 暖 2.94 偏歉

57—88 AD 明章之治（32） 0.11 暖 3.32 偏丰

东汉三国更替 220 AD −0.30 冷 3.00 一般

三国两晋更替 280 AD −0.70 冷 3.00 一般

两晋 280—289 AD 太康盛世（10） −0.70 冷 2.00 偏歉

两晋南北朝更替 420 AD −0.30 冷 3.00 一般

南北朝

424—453 AD 元嘉之治（30） −0.34 冷 3.67 偏丰

483—493 AD 永明之治（11） −1.00 冷 2.27 偏歉

502—519 AD 天监之治（18） −0.90 冷 2.00 偏歉

南北朝隋朝更替 589 AD 0.30 暖 3.00 一般

隋朝 590—600 AD 开皇之治（11） 0.30 暖 4.82 偏丰

隋朝唐朝更替 618 AD 0.00 暖 1.00 偏歉

唐朝

627—649 AD 贞观之治（23） 0.17 暖 4.83 偏丰

650—656 AD 永徽之治（7） 0.20 暖 3.29 偏丰

713—741 AD 开元盛世（29） 0.36 暖 4.38 偏丰

806—820 AD 元和中兴（15） −0.67 冷 2.33 偏歉

840—845 AD 会昌中兴（6） −0.10 冷 3.50 偏丰

847—860 AD 大中之治（14） −0.10 冷 3.29 偏丰

唐朝五代更替 907 AD −0.50 冷 4 偏丰

(a)：新朝（9—25 AD）出现于两汉之间，但由于持续时间太短，故将西汉新朝更替以及新朝东汉更替合并为两汉交替。

(b)：根据朝代更替和盛世对应时期的温度距平均值，定义朝代更替和盛世对应时期的气候特征；温度距平均值≥ 0，气候特

征定义为暖，温度距平均值＜ 0，气候特征定义为冷。

(c)：根据朝代更替和盛世对应时期的农业丰歉等级均值，定义朝代更替和盛世对应时期的农业特征；农业丰歉均值＞ 3，农

业特征为偏丰，农业丰歉均值 =3，农业特征为一般，农业丰歉均值＜ 3，农业特征为偏歉。

魏晋南北朝乱世与隋唐治世的更替，出现在

冷期（魏晋南北朝冷期）末暖期（隋唐暖期）初，

气候在百年际尺度上由冷转暖，农业也从偏歉阶

段转入偏丰阶段，农业丰歉等级累积距平开始上

升。同样的，魏晋南北朝乱世朝代更替次数明显

多于隋唐治世；而在盛世方面，魏晋南北朝乱世

的盛世数量及持续时间均不及隋唐治世。

隋唐治世与唐后五代乱世的更替，出现在暖期

（隋唐暖期）末冷期（晚唐五代冷期）初，气候在

百年际尺度上由暖转冷，农业则在偏丰阶段内出现

丰歉波动，农业丰歉等级累积距平开始下降。

西汉至五代（210 BC—960 AD）期间，中国

由治世转入乱世，往往出现在百年际尺度上气候

由暖转冷，农业从偏丰转入偏歉的时期，而由乱

世转入治世，则往往出现在百年际尺度上气候由

冷转暖，农业从偏歉转入偏丰的时期。中国西汉

至五代（210 BC—960 AD）治世与乱世的更替对

应着百年尺度及以上的冷暖交替和农业丰歉波动。

西汉至五代朝代治乱随气候变化的交替，一定程

度上揭示出随气候变化的社会敏感时段，往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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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由暖转冷的气候波动阶段。

2.2 西汉至五代中国朝代更替与气候变化、农业

丰歉的对应关系

从朝代更替时期的气候与农业收成组合特点

来看，西汉至五代朝代更替，主要发生在冷期 / 寒

冷阶段和气候由暖转冷的位相上，以及农业收成

偏歉阶段。210 BC—960 AD（西汉至五代）7 次

朝代更替中，4 次出现在冷期，2 次出现在暖期的

寒冷阶段，另 1 次出现在暖期；6 次发生在气候由

暖转冷的位相上，1 次发生在气候由冷转暖的位相

上；5 次出现在农业收成偏歉阶段，2 次出现在偏

丰阶段。

4 次出现在冷期的朝代更替主要以分裂告终。

东汉三国更替（220 AD）、三国两晋更替（280 
AD）和两晋南北朝更替（420 AD）均出现在魏晋

南北朝冷期内（181—540 AD），3 次更替时的温

度距平分别为 −0.3℃、−0.7℃和 −0.3℃，均处于气

候由暖转冷的位相上；农业丰歉等级均为一般（3
级），但处于整体歉收阶段内，其中更替前 5 个

年代的农业丰歉等级均值，东汉三国更替为 2.4（有

2 个歉收年代），三国两晋更替为 3.6，两晋南北

朝更替为 3.2。另 1 次为出现在晚唐五代冷期（811—
930 AD）的唐朝五代更替（907 AD），温度距平

为 −0.5℃，亦处于气候由暖转冷的位相上；农业

丰歉等级为偏丰（4 级），处于农业整体丰收阶段内，

但更替前的 5 个年代的农业丰歉等级均值为 2.8，

有 1 个年代是偏歉，3 个年代是一般。

2 次出现在暖期的寒冷阶段的朝代更替均是统

一王朝间的更替，分别为西汉东汉更替（25 AD）

和隋朝唐朝更替（618 AD）。西汉东汉更替（25 
AD）出现在两汉暖期（210 BC—180 AD）内的寒

冷阶段，温度较两汉暖期平均温度低 0.68℃（Ge 
et al，2013），且处于气候由暖转冷的位相上；农

业丰歉等级为歉收（1 级），农业处于整体歉收

阶段（50 BC—590 AD）内，更替前的 5 个年代

的农业丰歉等级均值为 2，有 3 个歉收年代。隋

朝唐朝更替（618 AD）出现在隋唐暖期内的寒冷

阶段，温度较隋唐暖期平均温度低 0.48℃（Ge et 
al，2013），亦处于气候由暖转冷的位相上；农业

丰歉等级为歉收（1 级），是农业整体偏丰期（591—
960 AD）内的歉收阶段，更替前的 5 个年代农业

丰歉等级均值为 2.6，有 3 个歉收年代。

由分裂的南北朝到统一的隋朝更替（589 AD）

出现在隋唐暖期（541—810 AD）内，温度距平为

0.3℃，且处于气候由冷转暖的位相上；农业丰歉

等级虽然为一般，但处于整体歉收阶段的末期，

其后农业丰歉转为偏丰。

2.3 西汉至五代中国盛世与气候变化、农业丰歉

的对应关系

从朝代盛世时期的气候与农业收成组合特点

来看，西汉至五代朝代的盛世多发生在暖期 / 温暖

阶段和气候由冷转暖的位相上，农业相对丰收的

时期。210 BC—960 AD（西汉至五代）15 次朝代

盛世中，9 次出现在暖期，6 次出现在冷期，冷期

内的盛世有 2 次出现在冷期的温暖阶段；11 次发

生在气候由冷转暖的位相上，4 次发生在气候由暖

转冷的位相上；9 次出现在农业收成偏丰阶段，6
次出现在偏歉阶段，偏歉阶段内的盛世有 3 次出

现在偏歉阶段内的较为丰收阶段。

9 次 出 现 在 暖 期 的 盛 世 有 4 次 出 现 在 两 汉

暖 期（210 BC—180 AD）、5 次 出 现 在 隋 唐 暖

期（541—810 AD）。 两 汉 暖 期（210 BC—180 
AD）中的盛世包括西汉的文景之治（179—141 
BC）及昭宣盛世（87—48 BC）、东汉的光武中

兴（25—57 AD）及明章之治（57—88 AD）。文

景之治（179—141 BC）处于气候由暖转冷的位相

上，其余三次均处于气候由冷转暖的位相上。文

景之治及昭宣盛世时期农业丰歉等级均值分别为

3.72 和 4.10，均为偏丰；东汉的光武中兴（25—57 
AD）及明章之治（57—88 AD 均处于农业偏歉阶

段（50 BC—590 AD）内的较为丰收时段，前者

农业丰歉等级均值为一般（2.94 级），后者均值

为偏丰（3.32 级）。出现在隋唐暖期（541—810 
AD）内的盛世包括开皇之治（590—600 AD）、

贞观之治（627—649 AD）、永徽之治（650—656 
AD）、 开 元 盛 世（713—741 AD） 及 元 和 中 兴

（806—820 AD）。除元和中兴（806—820 AD）

外，其余 4 次盛世均处于气候由冷转暖的位相上；

除元和中兴农业丰歉等级为偏歉（2.33 级），是

丰收阶段（591—960 AD）内的较歉时期，其余 4
次盛世农业丰歉等级均为偏丰（分别是 4.82、4.83、

3.29、4.38 级）。

出现在魏晋南北朝冷期（181—540 AD）内

的 盛 世 包 括 太 康 盛 世（280—289 AD）、 元 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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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治（424 —453 AD）、 永 明 之 治（483—493 
AD） 及 天 监 之 治（502—519 AD）， 其 中 永 明

之治和天监之治处于气候由冷转暖的位相上。上

述 4 次盛世均出现在农业偏歉阶段（50 BC—590 
AD）内，除了元嘉之治（424—453 AD）时期农

业丰歉等级为偏丰（3.67 级），其余 3 次盛世农

业丰歉等级均为偏歉（分别为 2、2.27、2 级）。

出现在晚唐五代冷期（811—930 AD）内的温

暖阶段的盛世包括会昌中兴（840—845 AD）和大

中之治（847—860 AD），温度较晚唐五代冷期平

均温度高出 0.38℃，且均处于气候由冷转暖的位

相上。上述两次盛世时期，农业丰歉等级均为偏

丰（分别为 3.5 和 3.29 级），处于农业偏丰阶段

（591—960 AD）。

210 BC—960 AD 的 15 次朝代盛世中有 7 次

持续时间超过 20 年，分别是文景之治（179—141 
BC）、昭宣盛世（87—48 BC）、光武中兴（25—
57 AD）、 明 章 之 治（57—88AD）、 元 嘉 之 治

（424—453 AD）、贞观之治（627—649 AD）及

开元盛世（713—741 AD）。除元嘉之治外其余 6
次均出现在暖期，其中两汉暖期出现了 4 次，隋

唐暖期出现了 2 次。文景之治（179—141 BC）和

昭宣盛世（87—48 BC）是 15 次盛世中持续时间

最长的两个盛世，分别长达 39 年和 40 年，它们

均出现在两汉暖期内，平均温度距平分别为 0.50℃

和 0.54℃，也是西汉至五代期间最暖的时期。7 次

持续时间超过 20 年的朝代盛世中，有 6 次农业丰

歉等级均值大于 3，其中 3 次大于 4。

2.4　西汉至五代中国朝代治乱阶段与气候变化、农

业丰歉变化的关系

西汉至五代（210 BC—960 AD）期间，中国

治世与乱世的更替对应着百年尺度及以上的冷暖

交替和农业丰歉波动，由治世转入乱世，往往出

现在百年际尺度上气候由暖转冷，农业从偏丰转

入偏歉的时期，而由乱世转入治世，则往往出现

在百年际尺度上气候由冷转暖，农业从偏歉转入

偏丰的时期。

两汉治世与魏晋南北朝乱世的更替，出现在

两汉暖期末魏晋南北朝冷期初，气候在百年际尺

度上由暖转冷，农业也从偏丰阶段转入偏歉阶段。

与两汉治世内仅出现 1 次朝代更替相比，魏晋南

北朝乱世朝代更替次数明显更多。另一方面，虽

然魏晋南北朝乱世与两汉治世同样出现了 4 次盛

世，但盛世持续时间却远不及两汉治世时期。

魏晋南北朝乱世与隋唐治世的更替，出现在

魏晋南北朝冷期末隋唐暖期初，气候在百年际尺

度上由冷转暖，农业也从偏歉阶段转入偏丰阶段。

同样，隋唐治世朝代更替次数明显少于魏晋南北

朝乱世，魏晋南北朝乱世的盛世数量及持续时间

均不及隋唐治世。

隋唐治世与唐后五代乱世的更替，出现在晚

唐五代冷期，气候为百年际尺度冷期，农业则为

偏丰阶段内出现的偏歉时段。

3  结论

王朝发展的巅峰是盛世，而王朝衰落到极点

是朝代更替。从粮食安全角度研究中国历史时期

气候变化对朝代盛世及更替的影响，有助于从过

程和机理的角度客观评价气候变化在朝代兴衰更

替过程中的作用，也可以为深入认识未来气候

变化的影响提供历史案例。本文首先界定了 210 
BC—960 AD（西汉至五代）期间中国社会的朝

代更替及盛世时期。并以重建的温度序列和农业

丰歉序列为据，研究了西汉至五代时期朝代更替

及盛世与气候变化和农业丰歉的对应关系，得到

以下结论：

朝代更替多发生在冷期 / 寒冷阶段或者气候由

暖转冷，农业收成相对歉收时期。朝代盛世多发

生在暖期 / 温暖阶段和气候由冷转暖，农业收成相

对丰收时期。

从分裂到统一的朝代更替往往出现在百年尺

度冷期末暖期初，气候由冷转暖、农业由歉转丰

为乱世的结束提供了有利的气候条件和物质基础。

而治世的结束、统一王朝的分裂则往往出现于百

年际尺度的气候由暖转冷和农业由丰转歉时期。

百年尺度及以上的气候冷暖交替和农业丰歉

波动，对应着治世与乱世的更替。朝代治乱随气

候变化的交替，一定程度上揭示出随气候变化的

社会敏感时段，往往出现在由暖转冷的气候波动

阶段以及百年际尺度上的气候由暖转冷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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