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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之际的气候变化与边境战争
——

兼论突厥社会生态韧性

唐尚 书 郑炳林

（
兰 州 大学 ，甘肃 兰 州７３００７０

）

摘 要 ：
隋唐时期 ，

突厥时常制造边界冲 突和发动战争 ，

一度对 ｔ原产生严重威胁 。 吊诡 的是
，
突厥与 中原政权斗争过程 中发生

的 多 次盛衰转折都与 当 时境 内发生的 气候异常 突变和 自 然灾难有极大关连 ，
凸显其 面临危机干扰时社会生 态韧性脆弱 的

一面 。

本文试 图通过探讨隋唐时期 的气候变化与 突厥战争成败和社会发展兴衰之间 的 互动关 系
，
重新审视突厥社会发展变迁中 的社

会生态初性与适应性等相关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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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
？
是历史上 中 国北方的 一个 尚武的游牧 民

族 ，公元 ６ 世纪 中后期 ， 突厥 打败茹茹 （
柔然 ）政权

并逐
一

统治北方草原各部族 ，发展成为与中原抗衡

的强大力量 。 隋唐之际突厥多次南下中原并制造边

界冲突和发动 国家战争
，
但最终在中原政权的抵抗

和反击下遭遇失败并且政权迅速衰亡 。 关于突厥兴

衰变迁及其原 因等问题
，
学界 已经从政治 、 经济 、 军

事 、文化和 民族关系等方面进行过大量详实深入 的

研究 ，从现有成果 的 整体上而言 ，
以往研究主要集

中和体现出历史 的社会性 因素方面 ，
而较少将外部

生态环境因 素纳人到突厥变迁进程 的考察中 。 本文

试 图通过探讨 以气候变化为主 的 自然环境 因素在

历史社会进程中能动作用 的发挥机制 ，
重新审视突

厥发展史上 的社会生态軔性与适应性等相关问题 ，

弄清和分析隋 唐时期 的气候变化与 突厥战争成败

和社会兴衰之间的互动关系 。

一

、 边境冲突与 战争

隋唐时期 ，从隋文帝即位之初 （５ ８ １ 年 ）突厥政

权雄霸北方草原 ，抗衡华夏再到唐太宗擒获颉利可

汗
，东突厥国灭 （ ６３０ 年 ） ，

突厥社会经历 了 由强而弱

再兴后衰旋起旋落的 发展轨迹 。 通过整理史料记

录
，
这段时期突厥与 中 原发生的边境冲突和战争列

表如下 ：

本 文 系 国 家社科基金重 点项 目 《汉唐 问疏勒 河党 项 河 流域环境 演变研 究 》 （批准号 ：
１ ３ＡＺＳ００２

） ；
国 家社科基金西 部项 目 《黑水城

出 土唐卡与敦煌壁画 比较研 究 》 （批 准 号 ：
１ ７ＸＫ９０ １ １ ）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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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隋唐时 （
５８ １

￣６３ ０
）
突厥与 中原的冲突与战争事件

时间 地点 冲突事件

开皇■

二年
（
５８２ 年

）
马邑 五月 己酉 ，

突厥人长城 。 六月 己酉 ，
破突厥于马 邑 。 （ 《隋书 》卷 １ ）

开皇三年 （
５８３ 年

）
凉州

二月 癸丑
，
突厥寇边 。 夏四 月 庚午 ，

吐谷浑寇临洮 。 五月 壬戌
，
破 突厥及 吐谷浑于凉州 。六

月 丙寅 ， 突厥遗使请和 。 庚辰 ，
破吐谷浑于尔汗山 ， 斩其名 王 。 （《隋书 》卷 １

）

开皇四年
（
５８４年

｝

二月 丁未
，
突厥苏尼部男女万余人来降 。 庚戌 ，

突厥可汗阿史那玷率其属 来降 。 （ 《隋书 》

卷 １ ）

开皇五年
（
Ｓ８Ｓ 年

） 秋七 月壬午 ，
突厥沙钵略上表称臣 。 （ 《

隋书》卷 １ ）

开皇十九年 （
５９８ 年 ）

夏 四 月 丁酉
，
突厥利可汗 内 附 。 达头可汗犯塞 。 冬 十月 甲 午 ， 以 突厥利可汗为启人可汗 ，

筑大利城处其部落 。 （ 《檐书 》卷 ２ ）

开皇二十年
（
５９９ 年

）
夏四 月 壬戌 ，

突厥犯塞 ，
以晋王广 为行军元帅 ，击破之 。 （ 《隋 书》卷 ２

）

大业十一年
（
６ １５ 年

）
雁 门

八月 戊辰
，
突厥始毕可汗率骑数十万 ，

谋袭乘舆 。 壬申
，
车驾 驰幸雁门 。 癸酉

，
突厥 围城 。

九月 甲辰 ，
突厥解围而去 。 （《陏书 》卷 ４ ）

大业十三年 （ ６１７ 年 ） 五月 甲子突厥犯边
，
高祖遣刘文静使突厥

，

约连和 。 （ 《
新唐书

》
卷 １ ）

武德五年 （６２２ 年 ） 山 东 、 大震关

六 月辛亥
，
刘黑 闼与突厥寇 山东 。 癸丑 ，

吐谷浑寇洮 、旭 、ｆｔ三州 。八月 辛亥
，
葬隋炀

帝 。 甲寅 ，
吐谷浑寇岷州 。 乙卯

，

突厥寇边 。 己 已
，

吐谷浑陷洮 州 。 戊寅 ，
突厥陷大震关 。

（ 《新唐书》卷 １ ）

武德六年 （６２３ 年 ）

朔州 四 月 己 酉 ，
吐蕃 陷芳州 。 五月 庚寅 ，

吐谷浑
、
党项寇河州 。

六月 丁卯
，
突厥寇朔州 。 十

月 丁卯
，
突厥请和 。 （ 《

新唐书 》
卷 １ ）

武德七年 （６２４ 年） 绥 州
八月 己 已

，
吐谷浑寇鄯州 。 戊寅 ，

突厥寇绥州
，
刺史刘大俱败之 。 壬辰突厥请 和 。 （ 《新唐

书 》
卷 １ ）

武德八年 （
６２５ 年

）
太谷 、灵州

八月 壬申
，
并 州行军 总管张瑾及突厥战于太谷

，
败绩 。 甲 申

，

任城郡王道宗及突厥战于灵

州
，
败之 。 丁亥

，
突厥请和 。 （ 《新唐书 》卷 １ ）

武德九年 （ ６２６ 年 ） 凉州
三月 丁 已

，
突厥寇凉州 。 八月 丙辰 ，

突厥请和 。 壬戌 ，
吐谷浑请 和 。 甲子皇太子即皇

帝位 。 （ 《新唐书卷 １ ）

贞观四年 （６３０ 年 ）
阴山

二月 甲辰
，
李靖及突厥战于阴 山

，
败之 。 三月 甲午

，
俘突厥颉利 可汗以 献 。 四 月 戊戌

，
西北

君长请上号为天 可汗 。 （ 《
新唐书 》卷 ２ ）

隋朝开 国伊始
，改变 了之前北齐与北周 向突厥

委 曲求全 ，依靠和亲 、献物等屈辱手段换取和平的

办法 ，直接触动了 突厥在中原的利益 。

“

时佗钵控弦

数十万 ， 中 国 惮之 ，周 、齐争结姻好
，
倾府藏以事之

，

佗钵益骄
，
每谓其下 曰 ，我在南两儿常孝顺 ，何患贫

也 。

… …及髙祖受禅
，
待之甚薄

，
北夷大怨 。

”
１
１
］于是

突厥利用 隋朝边郡髙宝宁叛乱之际 ，又打着替北周

公主向 隋朝复仇的旗号南下进图 中原 ，

“

沙钵略妻 ，

宇文氏之女
，

曰千金公主
，
自伤宗祀绝灭 ，

没怀复隋

之志 ， 日 夜言之于沙钵略 。 由是悉众为寇 。

”
１
２
３

突厥进军中原之初 ，沿途大肆掠夺边郡人 口财

物
，

“

于是纵兵 自 木硖 、石 门两道来寇 ，武威 、天水 、

安定 、金城 、上郡 、弘化 、延安六畜咸尽
”

，

Ｐ］对中原西

北边郡造成严重损失 。 隋文帝随即组织和部署有效

军事抵抗
，
很快成功击退突厥进攻 。

“

以河 间王弘 、

上柱 国豆卢勣 、窦荣定 、左仆射高類 、右仆射虞庆则

并为元帅 ，
出塞击之 。 沙钵略率阿波 、贪汗二可汗等

１４０

来拒 战 ， 皆败走遁去
”

。
１
４

１

而此时突厥国 内爆发饥荒和瘟疫 ，

“

时虏饥甚 ，

不能得食
，
于是粉骨为粮 ，又 多灾疫 ，

死者极众
”

 ［
５
１突

如其来 的 自 然灾难造成社会经济和人 口 损失 的 同

时 ，
也加剧 了其政权内部的严重分裂 ， 遂形成东 、 西

突厥两部分势力相互攻讦 。 隋文帝及时利用 突厥社

会的 困顿情形进行 国内思想动员 ，进一步采取政治

分化和军事打击等手段削弱并制服突厥 。 各怀心思

的东 、西突厥也为达到保全 自身 ，意 图拉拢隋朝 力

量消灭对方的 目 的 ，
先后主动向 隋朝请和 臣服 ，于

是突厥进攻 中原的企 图意志在 隋文帝 的有效抵制

和反击下得以遏止消沉 。 大约从开皇五年 （
５８５ 年 ）

沙钵略可汗向隋臣服到仁寿四年 （
６０４ 年 ）隋文帝去

世的二十年时间 内 ，突厥与隋朝 的边界很少再出现

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 双方关系在整体上保持和平

稳定的局面 。 这对开启 隋文帝开皇之治的黄金时代

提供了安全有利的外部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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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隋后期 ，

“

值天下大乱 ， 中 国人奔之者众 。

其族强盛 ，东 自契丹 、室韦 ，
西尽吐谷浑 、高昌诸国 ，

皆臣属焉 。 控弦百余万 。 北狄之盛 ，
未之有也

，
髙视

阴 山
，
有轻中夏之志

”

严突厥趁 中原混乱之际再度

崛起 ，
不仅再次征服 了北方草原的各游牧政权

，
中

原地 区 的部分割据势力也纷纷投靠依附 ，

“

隋大业

之乱 ，始毕可汗 咄吉嗣立 ，华人多往依之 ，
契丹 、室

韦 、吐谷浑 、高 昌 皆役属 ，窦建德 、薛举 、刘武周 、梁

师都 、李轨 、王世充等崛起虎视 ，悉臣尊之 。 控弦且

百万
，
戎狄炽强 ，

古未有也 。

”
１
７

１

隋唐换代鼎新之际
，
突厥再度进 图 中原 。 唐髙

祖鉴 于国内政局甫定 的形势 ，
对突厥来犯大多采取

防守策略和隐忍态度
，

“

颉利初嗣立 ，
承父兄之资 ，

兵马强盛 ，有冯凌中 国之志 。 髙祖以为中原初定 ，
不

遑外 略 ，每优容之 ，
赐与不 可胜计 ，颉利言辞悖傲 ，

求请无厌 。

”

叫＆这种克制和退让的政策也并不意味

着唐朝
一

直消极避战不作为 ，

一旦 出现有利时机 中

原也会果断出手 。 武德五年 （
６２２ 年 ） ，

突厥境内发生

饥荒
，
唐高祖接受大 臣建议主动反击 ，

但遭遇失败 。

“

五年春 ，李大恩奏言突厥饥荒
，
马邑 可图 。 诏 大恩

与殿 内少监独孤晟讨苑君璋 ， 期 以二月会于马 邑 ，

晟后期不至 ，大恩不能独进 ，顿兵新城以待之 。 颉利

遣数万骑与刘黑闼合军 ，进 图大恩 ，
王师败绩 ，大恩

殁于阵
，
死者数千人 。

”
［
９

］

唐太宗即 位之初
，
突厥 国 内再次发生雪灾 ，

“

其

国大雪 ，平地数尺 ，羊 马 皆死 ，
人大饥 ，

乃惧我 师出

乘其弊 ， 引兵人朔州
，
扬言会猎

，
实设备焉 。

”
？１但太

宗没有选择当时立即 出兵 ，
而是通过继续利用 突厥

内部纷争 ，实施系列 的反间心理战术和政治招 抚等

措施 ，
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稳定和巩 固执政基础

以及恢复国力 的考量。 不久唐太宗听取代州都督张

公谨再度上言突厥
“

塞北霜旱
，
猴粮乏绝

”
Ｍ等六条

可取建议后
，
便开展有效军事行动 。 终于在贞 观四

年 （
６３０ 年 ） 中原政权取得决定性胜利 ，

击溃并擒获

突厥颉利可汗 ，

“

四年正月 ，李靖进屯恶 阳岭
，
夜袭

定襄 ，颉利惊扰 ，
因徙牙于碛 口

，
胡酋康苏密等遂以

隋萧后及杨政道来降 。
二月

，颉利计窘 ， 窜于铁山 ，

兵 尚数万 ，使执失思力人朝谢罪 ，请举 国 内附 。 太宗

遣鸿胪卿唐俭 、将军安修仁持 节安抚之 ， 颉利稍 自

安 。 靖乘间袭击 ，
大破之 ，

遂灭其国 。 颉利乘千里马 ，

独骑奔于从侄沙钵罗部落 。 三月
，
行军副总管张宝

相率众掩至沙体罗 营 ，
生擒颉利送于京师 。

”
［
１
２

１经过

这次严重打击
，
东突厥灭 国

， 突厥及其他追 随势力

纷纷 臣服中原 并尊称太宗为天可汗 ，

“

自 是西北诸

蕃咸上尊号为
‘

天可汗
’

，
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 ，

则兼称之
”

。

【
１ ３

］唐朝对突厥 的巨大胜利为
“

贞观之治
”

盛世局面的形成 ，
创造 了有利 的条件 ，

同 时也促使

唐朝 繁荣强盛的 国家形象得以树立 并在西北游牧

地区乃至丝绸之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 中散播开。

纵观隋唐时期突厥南下 中原的 冲突与战争 ，
最

终以 突厥政权的衰亡为结局 ，但期间大部分军事行

动都是 由突厥主动发起 。 吊诡的是 ，突厥南下 中原

时曾多次 占据上风 ，
也能在军事上取得多次胜利 ，

甚至一度兵临长安城 ，但最终它并没能像后世的蒙

元和满清一样入主中原
，
反而是遭遇到 中原反抗至

衰落消亡 。 这其中固然有突厥 内部分裂严重和 中原

对手强劲难敌的缘 由 ，但作为历史环境背景 的气候

变化等深层 的 自 然 力量也是加剧该时期 突厥社会

巨 变的催化剂 。

二
、 作为历史背景的 自 然气候

学界一般将气候划分为
“

冷 、暖 、干 、湿
”

等 四个

类型 ，
隋唐时的气候处于竺可桢学说中的温暖期 ，

但隋唐温暖期并非一直稳定 ，仍存在波动 。 该时期

又称为隋唐温暖期
＠或普兰店 温暖期 ，

其温暖程度
“

如与现代气候相比较 ，则 当时年平均温度高 左

右 ，气候带的讳度北移 １

°左右 。

”
［
１４

］可见 ， 中古突厥社

会变迁的这段时期 （
５ ８ １

￣６３０ 年 ）气候寒暖类型应以

温暖为主 。

另外对于北方干旱和半干旱地 区而言 ，
气候干

湿情况 的影 响相 比冷 暖类型的影响更为重 要与深

刻 ，
干旱时期

“

可导致荒漠扩 张 ，
风沙强盛 ， 内流水

系或湖泊干涸 ，
水资源短缺 。 而当气候变得湿润时 ，

荒漠就会收缩 ，
草原植被恢复

，
水系 和 湖盆又恢复

生机 。

”
［
１５

］—般认为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变迁与季风

活动有关 ，受到季风影响和控制的区域一年 中气候

呈现 出暖湿和冷干交替特征 ，
而 内 陆西风控制 区域

则出现冷湿和暖干气候 。

【
１６

＞从隋唐间 突厥与 中原冲

突或战争频发区域来看 ，
马 邑 、雁门 、朔州 、凉州 、阴

山 等地大多位于 内蒙古高原东南边缘和黄土高原

北部 的农牧交错地带 ，而农牧交错地带与东亚季风

活动边缘区域基本重合 。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 突厥

与 中原 的边境上 冲突与战争与东亚季风变化之间

或许有某种互动关系 ，但突厥主体大部分位于东 亚

季风影响以外的北方草原 ， 则受 到内 陆西风控制较

多 ，
气候类型偏 向

“

暖干
”

。 文献 中直接记录突厥气

候类 型的材料并不多见 ，
笔者只能对史书 中 同 时期

出现的旱涝灾害等记录做个初步统计 ，
主要用 于对

１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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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隋唐间 （
５ ８ １

￣６ ３０年
）
旱涝 自然灾害统计表

时间 千旱 洪涝 饥荒 文献记录

开皇二年
（
５８２年

）
有 五月 己酉

，
旱

，

上亲省囚 徒 。 （ 《隋书 》卷 １ ）

开皇三年
（
５８３ 年

）
有 夏 四月 甲 申

，
旱

，
上亲祀雨师于国城之西南 。 （《隋书 》卷 １ ）

开皇 四年
（
５８５ 年

）
有 京师频旱 。 时迁都龙首 ，

建立宫室 ，
百姓劳敝

，
亢 阳 之应也 。 （ 《隋书 》卷 ２３ ）

开皇五年
（
５８６ 年

）

有 有 八月 甲 辰
，

河南诸州 水 。 （ 《陏书 》
卷 ２４ ）

开皇六年 （５８７ 年 ）
有 二 月 乙酉

，
山南荆 、浙七州水 。 秋七 月 辛亥

，
河南诸州水 。 （《

隋书 》卷 １ ）

开皇七年
（
５８８ 年

）
有 秋八月 丁未河北诸州饥 。 （ 《隋书 》卷 ２ ）

开皇十 四 年
（
５９５ 年

）
有 有 五月辛酉关 内诸州旱 。 八月 辛未关中大饥 ，

上率户 口就食洛 阳 。 （ 《隋书 》卷 ２ ）

仁寿二年
（
６０２ 年

）
有 九月 壬辰

，
河南 、北诸州大水 。 （ 《隋书 》卷 ２ ）

仁寿三年 （
６０３ 年

）
有 十二月 癸酉河南诸州水 。 （ 《隋书 》

卷 ２
）

大业四年
（
６０８ 年

）
有 有 燕 、代缘边诸郡旱 。 百姓失业

，
道瑾相望 。 （ 《

隋书 》卷 ２４）

大业八年
（
６ １ １ 年

）
有 天下旱

，
百姓流亡 。 （ 《隋书 》卷 ２３

）

大业十三年
（
６１ ６ 年

）
有 天下大旱 。 （ 《隋书 》卷 ２３ 页 ）

武德三年 （６２０年 ）
有 夏

，
旱

，
至于八 月 乃雨 。 （ 《新唐书 》卷 ３ ５ ）

武德四 年
（
６２ １ 年 ）

有 四年 自 春不雨
，
至于七月 。 （ 《

新唐书 》
卷 ３５ ）

武德七年
（
６２４ 年） 有 秋 ，关内河东旱 。 （ 《新唐书 》卷 ３５ ）

贞观元年
（
６２７ 年

）
有 有 戛

，
山东大旱 。 关内饥 。 （ 《新唐书 》卷 ３５ ）

贞观二年
（
６２８ 年）

有 春
，
旱 。 六 月京畿旱 ，

蝗食稼 。 （ 《新唐书 》卷 ３５
）

贞观三年
（
６２９ 年

）
有 有 春 、夏 ，

旱 。 秋 ，
九州水 。 （《新唐书 》卷 ３６ ）

贞观四年
（
６３０ 年

）
有 有 春

，旱 。 秋 ，
三州水 。 （ 《

新唐书 》卷 ３６ ）

表 ３ 晴唐间
（
５ ８ １

￣６３０ 年
）
自然灾害与战争冲 突统计表

（
以＋年为尺度

）

年份 干旱 洪涝 饥荒 冲突与战争

５８ １
￣

５９０ 年 ３ ２ １ ４

５９ １
￣６００年 １ ０ １ １

６０ １ ￣６ １０年 １ ２ １ １

６１ １ ￣６２０ 年 ３ ０ ０ ２

６２ １ ￣６３０年 ６ ２ １ ６

当 时的 自然气候变化的大体趋势做出推断 。

列表中 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数据来源于 《隋书 ？

帝纪 》 、 《隋书 ？ 五行志 》 、 《隋书 ？食货志 》 、 《
旧 唐书 ？

本纪 》 、 《旧 唐 书 ？ 五行志 》 、 《新唐书 ？本纪 》 、 《新唐

书 ？ 五行志 》等有关旱涝灾害的记录 ，再结合
“

湿润

指数公式
”

对当 时的气候干湿状况作出趋势推断
，

ｉ
＝—＞０ ．５

ｈ＋ａ

该公式中 的 ｉ 表示湿润指数 （
ｉｎｄｅｘ

） ，
ｈ 表示湿润

数值 （
ｈｕｍｉｄ ）主要通过洪涝灾害出 现的频次加 以表

达
，

ａ 表示干旱数值 （
ａｒｉｄ

）
主要通过干旱灾害出 现的

频次表现出来 。 公式结果的指示意义在于当湿润指

数 ｉ＞０ ．５ 时 ，则表示 区域气候类型偏 向 于湿润
，
反之

当湿润指数 ｉ＜０ ．５ 时 ， 则表示区域气候类型趋于干

旱 。 附表三中将隋唐间 的洪涝灾害 出现的次数等做

了统计 ，并以十年期为尺度 ，利用湿润指数公式
￥
分

析该时期气候干湿类型的整体趋势 ，这样就可 以弥

补 史料中 因人为主观性等 因 素造成 的气候数据记

录不足所带来的认识偏差 。 具体数值分析如下 ：

．

＿２＋２＋２〇
Ｊ

（５８１

－

６３０ ）

＝￣
一＂

：

一̄

３ ＋１＋ １ ＋３＋６＋２＋２＋２

结果表 明 隋唐间 （
５ ８ １

－

６３０
） 的气候整体偏干 ，

但情况并不稳定 ，在
一

定时期 内仍有波动起伏 。 关

于该时期描述突厥气候的材料大体有三次 ，

一

是隋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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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初 年在突厥境 内发生 的干旱 和蝗灾事件也可 以

印证该时期气候偏干 的推断 ，

“

去岁 四时 （
５ ８ １ 年 ） ，

竟无雨雪 ， 川枯蝗暴 ，丼木烧尽 ，饥疫死亡 ，
人畜相

半 。 旧居之所 ，
赤地无依 ，

迁徙漠南 ，偷存晷刻 。 斯盖

上天所忿
，
驱就齐斧 ， 幽 明合契 ，今也其时 。

”
［
１７

）再是

唐武 德五年突厥发生饥荒
，
但史书 中未有说明气候

缘由 ，
另外是唐贞观年间 的雪灾

“

其 国大雪
，
平地数

尺
，羊 马 皆 死

，
人大饥

”

以及霜旱灾害 ，

“

塞北霜旱 ，

糇粮乏绝
”

。 通过 以上材料基本可以推断突厥当 时

的气候背景 以温暖为主偏干旱 ，
而其境 内发生的饥

荒也与干旱有关 ，从开皇 、武德 、贞 观年间 的军事动

员 和战前舆情来看
，
甚至部分边境冲突与战争的直

接发生也受到这些 因素的影响驱动 。

三
、 社会生态韧性与恢复适应

正如前文分析那样 ， 隋唐时期突厥的迅速衰亡

变迁过程 中气候突变及 自然灾 害起到催化加剧作

用 。 这也反映出突厥在承受和适应极端气候突变和

自 然灾难 中显得社会生态韧性脆弱 。 社会生态韧性

强调 的是社会系统在应对不确定性干扰事件和突

发危机中调整适应和恢复重组的能力 。 韧性系统主

要有六个方面的特征即
“

动态平衡特征意味着组成

系统的各个部分之间具有强有 力的联系和反馈作

用 ；兼容特征指 的是外部冲击可以被多元的系统组

成部分带来的选择性所削减
；
高效率流通特性可以

通过系统 内资源的及时调动 和补充 ，填补最需要的

缺 口
；

扁平特性意味着 比等级森严的系统具有灵活

性和适应能力 ；缓冲特性要求系统具备一定的 超过

自 身需求 的能力 ，
以备不 时之需 ；

最后冗余度通过
一

定程度的功能重叠以防止系统的全盘失效 。

”
［
１８

］以

此理论反观突厥社会变迁历程 ，其应对 自 然危机时

社会生态韧性脆弱和适应不足 主要体现 在于 以下

方面 ：

第一 ， 突厥松散 国家治理体系导致社会组织动

员和凝聚能力不足 。 突厥政权虽然也建立了草原帝

国并有相对完备的行政等级体系
“

官有叶护 ，
次设

特勤
，
次俟利发

，
次土屯发 ，

下至小官
，凡二十八等 ，

皆世为之
”

。
［
１９

］但是突厥的基层组织仍以家族部落为

主
，依然遵循和保持 旧有 原始部落运作机制 ，具有

独立的政治和经济职能 。 突厥政权本质上更接近于

部落联盟帝国 ，

“

同时包含着部落与 国家等级制度 ，

两者各 自具有独立的功能 ，
它们在对外事务上是像

国家那样独裁 的 ， 但内 部组织则是协商与联盟化

的 。

”？ 国家对地方的影响建立在利益共享基础之

上
，

“

地方层面上的部落组织从未消失过 ，但其角 色

在集权化时期被局限在内部事务上 ，

一旦制度崩溃

及地方部落首领得以 自 由行事 ，草原就重 回混乱之

中 。

”Ｐ １
］

因此 ，从社会组织 网络体系和 民众动员能力

而言
，

“

地方层面上 国家结构变化甚小 ，
无法最终确

保将草原上掳掠成性的当地人联合起来
”

。
１
２２ １这也能

解释隋唐 间突厥战乱或天灾等严重危机发生 时各

部落经常 以完整建置投降或 内附中原的原 因 。 古阙

特勤碑也记载
“

昏聰的可汗登位 ，
无能 的可汗登位 。

他们的梅录们也昏聩无能 。 由于伯克及普通民众互

相不 睦 ，
以 及汉人的诡谲奸诈 ， 由 于他们狡猾地制

造了弟兄们之间的分裂 ，
导致了伯 克和大众的相互

纷争 ， 突厥人遂使他们先前建立 的 国家走 向毁灭 ，

使他们先前拥戴的可汗趋于垮台 。 这也再次说 明

突厥组织动员能力 和社会凝聚力的松散虚弱 。

第二 ， 突厥发展途径兼容性有限 ，
以军事主导

性的发展路径增加社会风险成本。 由 于天然条件的

限制 ，突厥社会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游牧经济和文化

基础薄弱 ，在抵抗和应对极端 自 然灾害时调适与恢

复能力不足 。

“

其俗畜牧为事 ，随逐水草 ，
不恒厥处 。

… …善骑射 ，性残忍 。 无文字 ，
刻木为契 。 候月将满 ，

辄为寇抄
”

。
ｗ从寇抄习性来看

，
突厥应对社会生存

危机的 主要方式是通过劫掠他人和依靠战争获利

等途径缓解压力 。 但靠这种方式消 除危机的前提必

须是有支强大的军队而且保证能打胜仗 ， 因此将 国

运盛衰寄托在军事强大和不断胜利 的基础上 ，
无疑

是一种赌博性质的 冒险 。 所 以 ， 隋唐时期 突厥遇到

了 中原地区有力 的抵抗和反击 ，军事行动未能取得

顺利进展 ，
而频发的干旱 和雪灾使得经济基础遭受

重创 ，
再度加剧 了整个社会的全面危机 。 由于缺乏

应对社会风险和支撑社会发展的多元有效途径 ，突

厥很快在 中原 的打击下分崩离析
，
走 向 衰落和灭

亡 。

第三 ， 突厥社会资源的储存和调控能力不足 ，

严重制约社会的危机应急和恢复重建机制 。 突厥社

会的游牧帝 国性质更具流动性 ，
也没有形成一套有

效储存和调配社会资源的长效机制 。 突厥社会与 同

时期 中原地区开通运河 、建设仓储、兴修水利等稳

健型 内生性发展举措相 比 ，
其社会系统更多仰 仗的

外部供给 ， 缺少整合与调控社会资源的永续能力 ，

诸如扩大 和革新生产方式 、粮食存储机制 、开拓交

通运输等途径增加社会生态靭性资源存量 以减轻

和应对外来 冲击干扰 。 因此 ，从社会生态韧性的 角

度来看 ， 隋唐间 开凿联通 的京杭大运河和兴修含嘉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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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ｈｎｏ ｌｏｇｙ 詹 岛 举 却炳林
：
鱭唐之 际的 气候 交化 与 边境战争兼论突嚴社会生 态韧性

仓 、洛 口仓等大粮仓也是 中原能够及时调配和整合

资源 以 应对天灾和 战乱等危机 以及灾后迅速恢复

国力和重建社会的重要保障 。

四
、 结论

隋唐时期突厥 多次制造和发动战争 ，而战争频

发的 区域大多是农牧混合地带与是东亚季风边缘

区域重合
，
深受季风进退影响 。 突厥政权的衰弱与

灭亡
，
除 了其对手隋唐精英政治家们 的 高超手腕以

及突厥 自身始终无法调和 的 内部分裂因素之外 ，气

候突变及 自 然灾害在此过程 中起到催化加剧作用 。

从历史 中长时段的深层次解析 ，在当 时气候暖干的

宏大背景下 ，气候突变和灾害使得突厥社会生态韧

性脆弱 更加凸显 。 首先 ，突厥松散社会组织动员和

治理体系导致社会 内部的凝聚力不足 ，其次 ， 突厥

发展途径兼容性有 限 ，
以军事为主的发展路径使得

社会风险成本增加 。 最后
，
突厥社会资源 的储存和

调控能力不足 ，
也没有形成

一套有效储存和调配社

会资源 的长效机制 ，
严重制约社会的危机应急和恢

复适应能力 。

注释
：

①文 中 所提及 的 突厥主要是指 中 古 时 期公元 ６３０ 年 灭

国的 东 突厥汗 国 。 美 国 学 者托马 斯 ． 巴 菲 尔德称之为
“ 突厥第

一

帝 国
”

，
他 的分 期依据主要采用 突厥史 学 家普 列 布克 兰 的

学说模式 。 具 体可参考 巴 菲 尔德著 《
危险的 边嫌 ： 游牧帝 国和

中 国 》
，
南 京 ：

江 苏人民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１ 年

，
第 １６７ 页 。 有关 突厥

史及 其社会 变迁 专题方面 的研究
，
代表成果 有 ： 薛 宗 正 《 突厥

史》 ，

北京 ： 中 国社会科 学 出 版社
，
１９９２ 年 。 吴玉 贵 《突厥 汗 国

与 隋 唐 关 系 史研 究 》
，

北 京 ： 中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

１９９８ 年 。 刘

戈 《塞 尔 柱 突厥人兴衰的探 索 》 ， 《新疆 大学 学报 》 （ 哲 学杜会

科 学 版 ） １ ９９８ 年 第 １ 期
，
第 ３４

－

３８ 页 。
王 小 甫 《拜火 教与 突厥

兴衰——以古代 突厥斗 战神研 究 为 中 心 》 ， 《
历 史研 究 ＞２００７

年 第 １ 期
，
第 ２４－４０ 页 。 赵 云旗 《论隋与 突厥关 系 的 发展进

程 》 ， 《 中 央 民族 学 院 学报 》 １ ９９２ 年 第 ３ 期
， 第 １ ６

－２２ 页 。 徐培

锟 《突厥的 兴起与 唐朝 关 系 》
，
《史 学 月 刊 》 １ ９８４ 年 第 １ 期

，
第

１ ０７
－

１０９ 页 。 另 外
，

也有 关 于 中 古 时 生 态环境 变迁 与 突厥社会

变 革关 系 的 研 究 成 果
，

如 费 杰 《公元 ６２７ 年前后 气候 变 冷与

东 突 厥汗 国 的 突 然覆灭 》 ， 《干旱 区 资源 与 环 境 》 ２００８ 年 第 ９

期
，
第 ３７

－

４２ 页
。 李 军 《 灾 害 对古代 中原王朝 与 游牧 民族 关 系

的影 响 》
，
《山 西 大 学 学报》 （哲学 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４ 年 第 ４ 期
，

第 ９
一

１ ５ 页 。

②竺 可桢 关 于 中 古 气候寒 暖模式及
“

隋 唐温暖期
”

等 学

说可参见 竺可桢 《 中 国 近五千年 来 气候 变 迁 的 初 步研究 》 ，

《考古 学报》 １９７２ 年 第 １ 期 。 同时 满志敏 、葛 全胜 、朱士光等人

进一 步认为
“

隋 唐温暖期
”

并不是一个稳 定的 溫暖期
，

也存在

着 明 显 波动 。 大体 以 ８ 世纪 中 叶 为 界可分 两 个大 的 阶段 ， 隋

和唐前期是溫暖期 ，
唐后期 ■ 北 宋为寒冷期 。 参见 满志敏《

关

于 唐代 气候冷 暖问题 的讨论 》 ， 《第 四 纪研究 》１９９８ 年第 １ 期
，

第 ２０
－

３ ０ 页 。 葛全胜等 《 中 国 历 史 温度 变化特征 的 新认 识 》 ，

《
地理科学进展 》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 ， 第 ３ １ １

－

３ １７ 頁 。朱士光等 《历

史 时期 关 中 地 区 气候 变化 的初 步研 究 》 ， 《 笫 四 纪研究 》 １９９８

年第 １ 期
，
第 １

－

１ １ 页 。

③湿 润 指数公式是描 述 区 域气候 干湿 类 型 的 有 效表现

方式
，

该公式 的基本 思 想是将历 史记 录 中早 涝 灾 害事 件用 教
；

学 比值方 法来表达历 史气候的 干湿状况 ，
可 以较好的排 除 由

于人为 因 素所 造成的 历 史气候 资料记 栽详略 不 一 等情 况对

实 际早 涝情 况 分析的 干扰
，
使得描述更 为科学 可信 。 郑斯 中

、

张福春 、龚 高 法 、 张家诚 、谢煥 强 、李 并成 等人 曾运 用 该公式 。

参见 李 并成 《河 西 走廊 历 史 时期 气候 干湿状 况 变 迁 考略》
，

《西 北师 范 大 学 学报》 （ Ｄ 然科学 版 ） １ ９９６ 年 第 ４ 期
，第 ５ 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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