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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河环境与水患》分析统计了黄河中游公元2年至公元2000年之间耕地和人口的发展情况，并将
这一人文背景的变化同黄河下游水患灾害的发生过程联系起来进行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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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5.1游牧民族人口 前节指出，西汉晚期南匈奴五千余落南下内附，所谓一落即一个
家庭，总数约3.5万人。
 东汉初年，南单于的部众于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内迁，在西河郡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
北）建单于庭，从此长驻于此。
其部族分布在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等广大地区，王尚义先生估计当时南匈奴
内迁者约有4万～5万人。
 据《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永元二年（公元90年），南匈奴接连获得俘虏和归降人员，“
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
葛剑雄认为：南迁的匈奴人并没有全部归于南单于，还有的被安置在汉朝管辖地区，所以人口总数应
该更多。
他又指出：从每户平均高达近7口看，匈奴的户显然不是真正的核心家庭，而已经包括各种附属人口
。
 王尚义则认为，南匈奴人口从公元50年到公元90年，40年间翻了两番多，平均年递增率高达4％，显
然不是自然增殖，而是有塞外北匈奴大量回归。
 从公元90年（永元二年）到本书统计的公元140年（永和五年），又过了50年。
参照文献估计，年平均递增率4‰，这批匈奴人的后裔可增加22％，达到29万～30万人；而到东汉末年
，即黄巾起义爆发的光和七年（公元184年），总人口估计将增加45.6％，达到34.5万人。
 再据《十六国春秋·前赵录》（亦见于《太平御览》一百四十二）：东汉末（公元196年—公元220年
间）曹操把河东之南匈奴“分其众为五部”，分居今汾河中游、吕梁山中段及忻州市一带，总人口
约21万人，此数比公元90年内附者还少，故我们估计只指居住在黄河东岸者，而黄河西岸的南匈奴后
裔也应有20万人以上，两岸合计约40万～50万人。
 除了匈奴族之外，东汉时期黄河中游尚有羌族人在此进行活动。
羌族原居今青海省，西汉时有部分迁入陇西，到东汉时人口众多，其势力扩大到陇东。
公元116年汉兵曾击败先零羌于今庆阳马岭（泾河北支马莲河中游）。
《后汉书·西羌传》载：“无虑顺帝时胜兵可二十万人。
”又据《后汉书·匈奴传》，公元90年时南匈奴人口23.73万人，胜兵5.017万人，平均每4.73人出一胜
兵，则羌族应共有将近100万人（文献估计为80万人，似乎偏少）。
 羌族活动的范围，东入河北、山西、西抵河西走廊，南逼西安近郊，但其主力先零、虔人、牢姐、沈
氐、全无、烧何、罕种、牢、巩唐等9部在公元107年—公元169年间一直活跃在黄河河口镇一一龙门区
间及泾、渭、北洛河上游。
另有12部活动在黄河、嘉陵江上游及河西走廊，因此王尚义先生估计约有40万人以上在黄河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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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河环境与水患》可供从事地理、历史、环境变化等方面的科技人员和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阅
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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