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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湖南省常德地区水灾概述 ①

易海琼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湖南省常德地区的自然灾害种类繁多，影响各异。然而在这些自然灾害中，发生最为频繁危害最为巨大的莫
过于水灾。民国时期常德地区的水灾频繁发生，不同地区发生的水灾类型不同，如环洞庭湖区多发江洪灾，山地多发山洪

灾，洪水发生的原因各异，涝灾的发生往往与江洪灾、山洪灾同时发生，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水灾的发生带来巨大的破坏

力，往往造成人畜死亡、房屋冲毁、垸田冲溃，从而造成农作物减产绝收，严重影响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因此考察民国时

期常德的水灾对于在当今常德地区的建设过程中减灾防灾，保障人民的生活、财产和生命安全，具有积极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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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德是湖南建城最早的城市之一，历史上先后有临沅
县、武陵县、常德县等名称。到民国时期，常德地区所管辖

的行政区划包括常德县、汉寿县、桃源县、石门县、安乡县、

临澧县、澧县、津市、慈利县等。常德地区位于长江中游荆

江沿岸，湖南西北部，沅水、澧水两水中下游，西枕武陵山

脉，北邻鄂西南，南倚益阳，东濒洞庭湖。境内地势自西向

东倾斜，西部崇山峻岭，群峰叠起；自北向南有五峰山、武

陵山、雪峰山等余脉；中部丘陵密布；东部为西洞庭湖区，

河网纵横，大小湖泊堤垸分布各地。因而地形为“西高东

低”。再加之位于亚热带季风区，具有明显的季风气候的

特点，降雨集中在夏季，极易酿成水灾。

常德地区是湖南发生水灾、特大水灾最多的地区之

一，其频率在不断加快，到了清朝时期，平均每两年就有一

次。而在民国短短３８年的历史中，几乎年年发生范围不
等、程度不一的水灾。

一　民国时期常德地区水灾灾况
据常德地区各县志、《常德自然灾害录》、《湖南自然灾

害年表》及当时各种报刊记载，民国时期常德地区的水灾

概况如下（以大水灾为例）：

１９２２年，慈利“交夏以后，霪雨经旬。据八九四三等都
团绅先后呈报旧历五月十九日大雨堤溃，洪水奔腾。沿河

一带，屋舍田庐漂没殆尽。哀鸿嗷嗷。”汉寿“连日水势大

涨。自佳日起。属县东北各乡，共溃决大连、大和、汉兴等

三十六垸，各灾民露宿风餐。哀鸿震野。”安乡“查属县自

前月二十七日荆襄水发，据各乡团闻先后报告溃垸三十有

奇。经知事先电呈报在案。惟水势太烈。比较去年高度超

过一尺余。近据属县官
&

。羌口、长寿、永大、梅景，城中各

属具报到县。因水涨浪大。陆续溃决者不下八十余垸。男

女老少间有淹毙，田园庐墓，概付洪流。劫后余生，哀鸿

遍野。”

１９２４年，７月津市“天雨淋漓，雨势甚大。河边之水，
陡涨七八尺，河边居民同登楼避水。附近田土被水淹没

者，殊为可悯。四处均为一带汪洋。房屋倒塌极多，西门一

带，船划子均为之捞救什物。”汉寿“此次被灾亦重。平地

水深二丈余，冲溃田园四十六障，人畜死亡，不计其数。

……汉寿洪水暴发，致大连十障、南赶十障、七荆三障、丰

垣四障、万春三障，暨张家、蔡家、积庆、三星、谢家、泰平会

障、青鱼等四十六障告溃。”常德“近以天宇不修，河水暴

涨。本埠前后河因水势日增，所有各低洼障垸，均成泽国。

兹闻县署据各乡报告：（一）崇孝乡一二两村障垸。已于昨

夜被水冲决，一望无际。第二障亦岌岌可危。（二）建安镇

所属之下六家溶。沙港驼牯等垸。及水平堤，虽为垸民日

夜施救，如水再涨，即当冲决云。（三）善卷村亦于昨被水

冲溃云。（四）白马湖所属之各小障，及脚盆障、保城障，亦

于昭溃决云云。本城因水增涨，城门紧闭各节，已志前报。

近两日来，水势更涨，以城外水平线观测，城外之水，已高

于城内一丈余深矣，上下南门，已上闸板八块，北门已上闸

板四块，其余城中最低之处，如警察局、东园、公共体育城

等地方，均被水浸淹，约数尺深，而城中雨水又不能流出，

水势因亦有增无已云。”

１９３１年，夏淫雨，湘、资、沅、澧诸水同时漫溢，滨湖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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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悉成巨浸。……其中以滨湖各县灾情最重。溃决田亩，

每县约五、六十万亩。汉寿“汉寿县本年入夏以来，淫雨连

月，荆江、沅、澧、资、湘洞庭湖水势暴涨，日夜丈余。如东区

之大户、洁廉、射美、交利等乡大小六十余垸；北区之大酉、

文蔚、善同、六合等乡大小八十余垸；新北区之禹贡、粒蒸、

同福、全护、全固、大成、新成等大小七十余垸；西南区滨临

山汊之处，大小武氏余垸，均相继倾溃，全县三百三十余

垸，无一存留。淹没田禾四十八万三千三百余亩，损失稻

谷一百九十三万三千四百余担。游巡塘、欧阳港、毛家滩、

毓德市、高汊障、小泗障一带堤上素称人烟稠密，今皆被水

冲洗无屋无堤，唯一二古木低昂水际而已！乡村完全被洗

者五十余处，人口牲畜随波逐流，城中水势高与檐齐，漂流

之物，触目皆是。

１９３３年，常德“本年六月十五日至十六日两天，大雨倾
盆，计一昼夜之间，河水几陡涨二丈，幸大雨之后，随放晴

光，水亦随之退落。各乡障垸之溃决者，尚不到十分之二

三。不意十七日午后，暴雨骤下，继之以十八十九两日大

雨，较前益大，水势狂泛，澎湃汪洋，计一日之内，全城之被

淹没者，达十分之五六。”临澧“本年入夏大雨，河水陡发，

水势暴涨丈余，沿河两岸之田禾，多被淹没，县城亦进水数

尺，加以澧县所属之毛李湖及西湖一带，水位增高，无从宣

泄，致该区所属九十两保之禾田，俱遭淹没，汪洋一片，均

可行舟。”石门“本年夏雨连朝，山洪暴发，河溪陡涨，水位

增高，益以河身浅狭，潴量不多，水溢横流，遂成汜滥，田庐

被淹，牲畜漂流。”

１９３５年，湘、资、沅、澧四水并涨，加上荆江同时暴发，
水位较１９３１年高出二尺有余。常德“六月下旬至七月中，
阴雨连绵，沅澧两水同时暴涨，洞庭水满无从宣泄，遂致高

涨较二十年水位超过一尺有余。且历时两旬，时涨时退，

至再至三，障堤塍外受洪涛冲刷，相继崩溃。未决者亦皆

为渍水淹没。田禾可望收获者渍垸尚不能得十分之三。”

澧县“六月下旬，大江水由太平口南溢与沅水支流汇灌县

境，水满河面。七月三日，大雨倾盆，四日晚水陡八尺余，黄

昏时山洪涌发，澧水挟涔黄澹道，诸流由西北东驰，顷刻间

全县尽成泽国，五六两日，风雨更烈，人畜未及逃走者，多

被溺毙，房屋付之漂流，溃决二百三十七垸，渍淹三十一

垸，灾情惨重，空前未有。”

民国时期常德地区水灾统计表

年份 被灾县数（个）年份 被灾县数（个）年份 被灾县数（个）

１９１２ ２ １９２５ ０ １９３８ ４

１９１３ ０ １９２６ ５ １９３９ １

１９１４ ３ １９２７ ２ １９４０ １

１９１５ ７ １９２８ ２ １９４１ ２

１９１６ ３ １９２９ ８ １９４２ ３

１９１７ ５ １９３０ ３ １９４３ ３

１９１８ ６ １９３１ ９ １９４４ ２

１９１９ ３ １９３２ ４ １９４５ ２

１９２０ ４ １９３３ ９ １９４６ ５

１９２１ ４ １９３４ ３ １９４７ ３

１９２２ ９ １９３５ ９ １９４８ ６

１９２３ ２ １９３６ ２ １９４９ ７

１９２４ ５ １９３７ ６

１９４８年，大水成灾，滨湖各县尽成泽国。５月，全省大

水，汉寿县溃堤垸二十余个。常德县二十九乡溃二十乡，

受灾田亩五十三万余亩。澧水上游津澧一带的堤垸亦多

溃决，尤以澧县、安乡受灾最重，水淹面积约该县总面积的

五分之二，从津市、沅江以下大围垸、七里湖、茅里湖、民康

垸，安乡的羌口、安陆垸等，三百里内尽成泽国，仅有少数

树梢、屋顶和堤面露出水面，为灾民栖身之所。澧县大小

溃垸一共有八十多个，全县共淹没田地八十多万亩，溺毙

人口六百多名，冲毁房屋五千栋。常德溃垸一九个，淹没

田亩四万八千多亩，损失稻谷十九万多石，棉花三千八百

石，牛三十一头，猪八十六头，房屋一百一十八栋。

二　水灾特点
１．环洞庭湖区多发江洪灾
江洪灾多指长江洪水由荆江倒灌洞庭湖或资、沅、澧

与长江、荆江同时涨水，互相顶托，抬高水位而发生的灾

害。因而每当江洪灾发生的时候，多是大范围的大水灾。

１９２６年夏，澧县淫雨大作，河水陡涨，南北江流同时并发。
县属东南北三乡垸田，非溃即淹。万顷良田，尽成泽国。人

畜房屋，俱付东流。其余凡属垸区皆溃水数尺或丈余不

等。稼苗淹毙，秋收绝望，盖滨水区分。又为洪水莽去十之

五六矣。数万刁余。露立水中。哭声震野。惨不忍状。悬

命待哺。１９３５年汉寿“夏季，天作淫雨，兼旬不休。该县当
沅、澧二水之冲，加以五口倒灌，湖水陡涨。”１９４８年５月，
全省大水，湘、资、沅、澧四水同时猛涨。滨湖十一县多数堤

垸相继溃决。

２．近山地区以山洪灾为主
山洪灾主要是指由于暴雨或持续大雨造成山洪暴发，

资、沅、澧及各支流河道因宣泄不及而造成水位陡涨。其

波及面一般比江洪灾小，在一县或局部地区的山区、丘陵

区或沿溪流江河两岸平原发生。但是虽然波及面小，但因

其的突发性，带来的可能是毁灭性的破害，严重威胁人民

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还极易容易造成山崩、泥石流等地

质灾害。如１９２９年，石门九月二十二日因大雨淋漓，山洪
暴发，浮桥（县城）冲断，渡河维艰；１９３２年８月，津澧八九
两日大雨倾盆，山洪暴发，酿成水泛，全县低地尽成泽口，

澧州城厢内外，九、十、十一三日水势最高，街巷可以行船；

１９３３年桃源因天雨连绵，山洪暴发，凡三资、沅水及北河流
域，地势低洼之处，禾稻湮没无存；１９３５年澧县水灾过后，
复以山洪暴发，沿涔两岸之闸口、王家厂、大堰

&

、孟津市、

周公渡各市镇田园庐舍多付波臣，禾稻摧毁亦甚惨剧。

３．洪水发生的原因各异
常德地区发生水灾的原因有很多。一是由长江水、荆

江水或五口倒灌洞庭所致，如１９１６年津市发生水灾就是由
荆河水倒灌引起的。１９４８年８月，澧县近因澧水续涨及江
水倒灌，水势更增，东自焦坼、西至县北九店，百里之间，除

树林屋顶外，尽属汪洋。二是由诸水并涨所致。常德境内

主要有沅水和澧水两条河流，因而每当这些河流同时涨水

就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水灾。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河流

的支流也流经常德地区。如１９３１年，慈利七月六日大雨倾
盆，七日河水暴涨，澧会合之水安渡，一片汪洋。除此之

外还有一些人为的水灾发生。１９４３年，为了战争需要，中
日双方军队纷纷挖溃堤垸，亦造成了水灾。

４．江洪灾、山洪灾往往伴随着涝灾
涝灾是由于长期阴雨连绵，渍水无法排泄所造成的灾

害。但是它的来势比较缓，一般不会带来特别大的损害。

但是涝灾往往不是单独发生的，而是与江洪灾或山洪灾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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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生。如１９３３年，汉寿自六月十七日起，不数日间，冲溃
堤垸，达三十余处之多。其余因水渍成灾者，竟达六十七

障垸。

５．有时一年中连续出现多次水灾
在有些年份里，水灾发生不仅仅只有一次，而是接连

发生多次水灾，这种水灾带来的损失更为巨大。如 １９３１
年，常德自五月下旬至六月中旬，大雨如注，昼夜未息。后

乡障垸分秧未久之稻尽被淹没，屋宇间多倒塌，幸堤塍未

溃，河水高出街面二丈余，城门闸板全闭是为第一次；水灾

自七月五日起至十五日止，大雨复作，沅、澧同时暴涨，城

外尽成泽国是为第二次；七月十九日起，接连大雨八日，上

列各区久已一片汪洋，堤塍溃决殆尽，此为第三次水灾；八

月六日至十二日，大雨倾盆不息，更兼狂风凶猛，全县第一

富庶之门板州卒被风浪打溃，垂熟之稻丧失无余，灾民来

城逃生者数以万计，死亡者一百五十二人，斯为第四次

水灾。

三　水灾的影响
水灾给人民的生活带来的巨大的破坏力是毋庸置疑

的，一方面淹毙人口、冲毁房屋，给人们的生命带来巨大的

威胁；另一方面变“良田”为“泽国”，造成农作物减产或绝

收，影响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

１．淹毙人畜、冲毁房屋
水灾往往都是事发突然且来势凶猛，极易造成人口淹

毙、房屋冲毁的情况。文献中多记载为“溺死者众”、“漂民

畜无算”、“人多溺死”、“人畜蔽江而下”等描述性词语。民

国时期，大多年份还有死亡人数的统计如：１９３３年的水灾
中，据当时省政府调查统计，常德灾民八万五千余人，汉寿

灾民十一万五千人，澧县灾民十一万三千五百四十余人，

桃源灾民三万余人，此外，临澧、石门等县三四千人不等；

１９４６年澧县“本年入夏以来，淫雨连绵，渍水弥涨，五月底
复以山洪暴发，人畜饱鱼鳖等甚多，财产付东流更难计。”

人口的死亡往往带来的是生产力的锐减，为农业生产的发

展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房屋是人民的安身立命之所，而大水来临总是能无情

的将它们冲毁。在文献多记载为“漂室屋”“坏民舍”“冲毁

房屋无数”“漂荡民居”“民舍尽淹”等。也有很多资料有房

屋损毁的数字的，如１９１５年汉寿因大雨兼旬，上河水涨，致
全城俱被淹没，人民迁居西城堤上，冲毁房屋无数，城内外

交通断绝，城门关闭，水距墙顶仅二尺许；据１９４８年６月４
日《中央日报》记载，澧县水灾毁房屋二二五栋，到了６月
１８日，冲毁房屋的数量就增加到了五千栋。房屋一旦被冲
毁，要想重新恢复是非常困难的，以致于在有些落后地方

因为经常受洪水侵袭，甚至不建房屋，直接用芦苇和稻草

搭成简易房屋，随时准备弃屋逃生，以达到减少损失的目

的。而失去房屋的农民很多都各处流亡，成为流民，给社

会秩序的稳定带来一定的隐患。

２．垸田变“泽国”，良田变“水乡”
水灾所带来的巨大的破坏力不仅仅在于溺毙人畜、冲

毁房屋上，而且对农业生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田亩成

“泽国”。常德地区大多地区是在环洞庭湖地区，南高北

低，北部多为冲积平原，地势低洼，每逢洪水来临，这些地

方基本上都被洪水淹没，“尽成泽国”。如，１９２４年“（常
德）属县当沅水之冲。日前淫雨兼旬，洪水暴发。十障八

溃，十室九空。”１９３１年，安乡田亩淹没过半，顷又江水暴
涨，淹田约十余万亩，水仍续涨，各垸在危险中。１９４９年，
“滨湖九县灾情估计，滨湖连年遭水灾，灾民损失很大，今

年的水灾情况大体如下：常德全县遭灾田３１３９６５．５亩，占
全县的 ２２％；澧县淹田 １９８０００亩；安乡县遭灾田占全县
２８％。另据统计，１９４９年汉寿县水灾损失巨大：

１９４９年汉寿水灾损失统计表ｉｉ

乡别 种类
受灾

区域
亩数（亩）乡别 种类

受灾

区域
亩数（亩）

云台乡 渍灾 １４垸 １８５２５ 望橘乡 渍灾 ６垸 ２６６９２

永和乡 渍灾 ３垸 ４６０２７ 大同乡 渍灾 ９垸 ３１９５０

护城乡 渍灾 ４垸 ５３３３４ 鑫山乡 渍灾１至１１保 １３１１０

维新乡 渍灾 １３垸 ４８３３０ 福陶乡 渍灾 ７垸 ４２９６５

鼎山乡 渍灾 ５垸 ５４８５１ 乐三乡 渍灾１至１３垸 ２４７０４

合荆乡 渍灾 ３垸 ２６３５０ 大美乡 渍灾 １５垸 ３３２１０

汉太乡 渍灾 ２垸 １４７９０ 作新乡 渍灾 １垸 ５７９６

毓德乡 渍灾 １垸 ５７８９

３．粮食减收或绝望，带来饥饿和死亡
伴随着垸田、良田被水淹没，直接造成了农作物的减

产或绝收。大水一来，万顷良田、垸田变成泽国，有些甚至

大水过后，还会出现严重的渍灾，导致农作物减产甚至绝

收。１９２９年夏，汉寿连日大雨倾盆，低洼各垸禾尽被淹。
１９４８年，另据澧县水灾请愿代表读：该县水灾情形，计全县
损失粮食二六九六一八一担，又该县渍水不能外放，垸田

不能栽植晚稻。１９４８年６月，资、沅、澧洪水暴涨，汉寿境
内白浪滔天，被浸面积逾五十万亩，秋收绝望，二十余万灾

民嗷嗷待哺。

４．带来其他灾害
洪水还能引发其他的灾害。如 １９３０年，临澧大水之

后，虫灾又起，白穗、麻毁，充满田畴。１９３１年，汉寿山乡高
田因淫雨过久害虫滋生，禾穗皆白，颗粒无收者十之八九。

１９３５年，澧县苦于霪雨，连年多生螟虫。
总而言之，水灾是民国时期常德地区发生最多、危害

最大的一种自然灾害，只有对这一时期所发生的水灾情况

有基本的了解，准确认识水灾发生的原因、规律等，才能对

现今常德地区建设过程中注重减灾防灾，保障人民的生

活、财产和人生安全，战胜和制服洪魔提供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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