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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大规模蝗灾有804次

蝗虫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迁徙害虫
又是资深的“吃货”，中国这个农业大
国简直就是它们的天然食堂。据 《中
国飞蝗生物学》 一书统计，中国古代
大规模蝗灾有804次，平均每3年发作
一次，可见蝗灾之猖獗。

更可怕的是，蝗灾往往是祸不单
行。蝗虫天性喜旱，因此总是旱灾、蝗
灾并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庄稼，顷刻
间就“食苗尽”“田无遗穗”“禾麦尽
空”。这一折腾，至少两三年都没收成，
靠天吃饭的农民只能成为流民，背井离
乡逃荒，甚至揭竿而起。陈胜吴广起
义、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白莲教起义
等，背后都能看到蝗灾的影子。

唐太宗曾生吞蝗虫

蝗灾多让古代统治者头疼。为了
调动全民战蝗的积极性，唐太宗李世
民甚至还生吞过蝗虫。

唐贞观二年（628 年），唐朝国都长
安一带发生了大旱。不久，蝗灾开始闹
起来。一天，唐太宗走进农田了解受灾
情况。见到满地蝗虫正肆无忌惮地吃
着庄稼，唐太宗很心疼，便弯下身子捉
了几只蝗虫放在自己手里。

唐太宗对着手心的蝗虫愤愤说
道：“粮食是百姓的根本，你吃了粮
食，百姓就会挨饿。百姓如果有什么
罪过，是我这个一国之君没有做好，
应该由我来承担。如果你能显灵的话,
就吃我的心吧，把粮食还给百姓！”说
罢，他就要吞下蝗虫。群臣急忙阻
拦，怕皇上吃了生病。李世民说：“我
愿意承担百姓的所有灾难，小小的疾
病怕什么？”没等群臣再开口，他就将
蝗虫生吞了下去。

唐太宗生吞蝗虫这事实在“重口
味”，但他给官吏们表了决心、做了榜
样。经过官民努力，此次蝗灾终于得
到了控制，“蝗不复成灾”。

不过，唐太宗吞蝗还有个“小心
思”。从西汉董仲舒之后，天人感应的
观念便被深刻印在每个帝王的脑子
里。当时，人们认为水灾、旱灾、蝗
灾、地震甚至日食等都是上天在警示
世人。而天降异象，作为“天之子”
的皇帝自然是第一责任人，所以唐太
宗得摆出承认错误的姿态。

黄淮一带的蝗神信仰

这种对蝗灾的敬畏从帝王延续到
了民间。于是，黄淮一带就出现了让
现代人很难理解的蝗神信仰。

京剧里有一出戏叫《八蜡庙》，八

蜡庙正是古代民间祭祀蝗神的庙宇。
八蜡的祭祀非常悠久，可追溯到周
代。按照周礼，每到农历十二月农事
完毕之后要祭祖敬神，这个活动周代
叫“蜡”，秦代叫“腊”，“腊月”之名
正是由此而来。

八蜡是负责农业工作的八种神，
它们分工各有不同：有的守护农田，
有的守护田间庐舍道路，有的守护吃
野鼠野兽的动物，有的守护堤防水渠。

农桑是古代的国之根本，因此祈
求农事顺利的八蜡之祭非常隆重。直
到汉唐时期，全国仍在流行八蜡之
祭。后来明朝进行礼制变革，八蜡之
祭退出了官方的名录，渐渐落寞。

但百姓早已养成习惯，每到秋成
之后、农闲之时，仍会到八蜡庙祭
祀。官府倒是没有制止，只不过,八蜡
庙的“业务范围”从此大大收缩，成
为专业祭祀蝗虫或驱蝗神的民间庙宇。

驱赶蝗虫的将军

受气候变化影响，唐代之后，北方
越来越旱，蝗灾频发，明清时期甚至平
均每两年就发生一次蝗灾，治蝗成了大
事。清雍正初年，“虫王”刘猛将军迎来
了春天，作为唯一的驱蝗正神被载入国
家的祭祀仪式，得到国家承认。

刘猛将军是个神奇的存在，他并
不是一个叫刘猛的将军，而是由一群
刘姓的猛将军演化而来。

南宋景定六年 （1265年），蝗灾从
北方蔓延至江淮地区。江淮民众将南
宋初年在当地抗金的名将刘锜奉为神
仙，祈求刘将军显灵，驱逐由“敌
境”南侵的蝗虫。此举将宋金战争中
的民族意识与驱除蝗灾结合起来，培
养出了第一代刘猛将军。在他之后，
刘宰、刘锐、刘裕等名将也摇身一
变，成为驱赶蝗虫的刘猛将军。

不过，真正得到官方认可的刘猛
将军是刘承忠。金朝与清朝都是女真
族建立的，因此清朝入关后，再由抗
金名将担任刘猛将军就不太合适了。
清朝官方便把刘猛将军的“真身”，从
抗金的刘锜改成了忠于元朝的刘承忠。

刘承忠是元末的江淮指挥使，曾
赴江淮剿除群盗，大获全胜。当时江
淮一带久旱不雨，田地干裂；蝗虫像
一团黑云，霎时罩住一片庄稼，大肆
侵食稻麦薯豆，使庄稼颗粒无收。刘
承忠带领军民日夜奋战田间，扑灭了
这场历史上罕见的特大虫灾。随后他
又指导百姓恢复生产，使江淮百姓安

居乐业。元朝灭亡后，刘承忠投河而
死，以身殉国。

这样一个忠义无双又有战蝗事迹
的人物，在清廷眼中堪称完美。因
此，清雍正二年 （1724年），雍正下令
江西等省建立刘猛将军庙，神主就是
刘承忠。到了乾隆年间增修 《大清会
典》 时，刘猛将军成为驱蝗正神，祀
礼规格与护国神、关圣大帝相同。从
此，清朝各省、府、州、县均建立了
刘猛将军庙，香火鼎盛。

实际上，蝗虫至今仍是我国农业生
产的潜在威胁。据农业农村部资料显
示，虽然近30年来中国未出现大规模蝗
虫起飞危害，但蝗虫常年发生面积仍有
2.8亿亩次、覆盖20个省（区、市）。

中国治蝗的目标是“飞蝗不起飞
成灾、土蝗不扩散危害、入境蝗虫不
二次起飞”，最近这场震动世界的亚非
蝗灾告诉我们，尽管有了科学的技术
手段，“以蝗为神,神不可犯,犯之害将
益重”早已成为过去，但对蝗灾仍不
能有丝毫松懈之心。

据《齐鲁晚报》

20世纪40年代中原大蝗灾期间，晋
冀鲁豫边区政府应该是治蝗最积极也最
有效的政权，从1944年到1946年，边区
政权用两年多时间成功控制住了河南北
部与河北南部的蝗灾。当时是怎么做到
的呢？

首先是发挥了强大的动员能力。边
区有剿蝗总指挥部，各行政公署有剿蝗
分部，各县、各区、各乡、各村都成立
了剿蝗队。县与县之间，区与区之间，
乡与乡之间，村与村之间，也有联合剿
蝗组织，杜绝以邻为壑。村民本来一盘
散沙，在边区政府领导下，都成了半军
事化的组织，一个大村组成一个中队，
一个小村组成一个小队，相邻的村合成
一个大队，每个剿蝗队都有明确分工。
太行军分区还派出八路军 129 师与村民
并肩作战，义务灭蝗。到了捕杀蝗蝻的
季节，在县城上班的行政干部纷纷下
乡，中小学的师生也暂时停课，拿着小
铲子和小扫把，下地翻找蝗蝻。

其次是摸索出了比较科学的灭蝗方
法，包括烟熏、火烧、挖沟、填埋、灯
光引诱，甚至还动用了从日军手中缴获
的生化武器。为了避免被蝗虫的分泌物
熏晕，为了避免感染疾病，青壮劳力都
用湿毛巾堵住口鼻，老弱妇女负责用大
锅烧水，为毛巾消毒。每个剿蝗大队还
配备一名军医，有人呕吐或晕倒，马上
送到帐篷里救治。

再次，边区政府开展宣传，破除迷
信，拆除虫王庙，对积极灭蝗的妇女予
以重奖，对捕捉不力和漏报灾情的干部
予以重罚。从成人到小孩，都可以凭借
捕杀的蝗虫和蝗蝻换取奖励，比如一斤
蝗虫可以换一斤小米，一斤蝗蝻可以换
两斤小麦。

现在我们回看这段历史，应该可以
总结出一条也许并不新鲜的结论：在应
对大规模灾害的时候，有一个科学、负
责、拥有强大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的政
权，实在是非常重要。 晚综

近日，沙漠蝗已从东非蔓延至印度
和巴基斯坦。专家根据沙漠蝗虫的生活
环境判断，此次肆虐全球多个国家的沙
漠蝗灾影响我国的几率较小。

3月5日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不失时机抓好春季
农业生产工作情况。会上，农业农村部种
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介绍，专家分析认
为，沙漠蝗迁飞入侵我国的几率很小。

沙漠蝗主要分布在非洲和西南亚热
带沙漠地区的河谷和绿洲，它喜高温耐干
旱，迁移的适宜温度在 40 度。我国西南
边境有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天然屏障
的阻隔，沙漠蝗很难越过高海拔的山脉迁
入，寒冷地区一些高湿地区的生态环境和
气候也不适宜沙漠蝗的生存。即使沙漠
蝗迁入，我国也有能力去应对。 晚综

现在网上流传的那些治蝗秘现在网上流传的那些治蝗秘
方方，，一些手段民国时期都用过一些手段民国时期都用过，，包包
括出动鸭子抗击蝗虫括出动鸭子抗击蝗虫，，北洋时期和北洋时期和
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曾积极推广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曾积极推广。。

比如说比如说，，19201920年秋年秋，，天津东部各天津东部各
乡闹蝗灾乡闹蝗灾，，当地乡民赶紧养鸭当地乡民赶紧养鸭，，有的有的
中小地主甚至养至几千只中小地主甚至养至几千只，，为的就为的就
是让鸭子捕食蝗蝻是让鸭子捕食蝗蝻，，以免第二代蝗以免第二代蝗
虫大量繁殖虫大量繁殖，，引发下一轮蝗灾引发下一轮蝗灾。。

集体出击的成年蝗虫是有毒集体出击的成年蝗虫是有毒
的的，，鸭子绝对不会吃鸭子绝对不会吃，，但蝗虫幼但蝗虫幼
虫却能成为家禽的美食虫却能成为家禽的美食，，不仅鸭不仅鸭
子爱吃子爱吃，，鸡也爱吃鸡也爱吃。。

如今短视频平台上的那些用如今短视频平台上的那些用
鸡鸭大军出击蝗虫的镜头鸡鸭大军出击蝗虫的镜头，，实际实际
上只有可能出现在成年蝗虫过境上只有可能出现在成年蝗虫过境
以后以后、、幼年蝗虫长成以前幼年蝗虫长成以前。。也就也就
是说是说，，第一轮蝗灾已经暴发过第一轮蝗灾已经暴发过
了了，，该损失的都已经损失了该损失的都已经损失了，，人人
们痛定思痛们痛定思痛、、亡羊补牢亡羊补牢，，放出鸡放出鸡
鸭捕食蝗蝻鸭捕食蝗蝻。。蝗蝻不会飞蝗蝻不会飞，，跑不跑不
远远，，相对容易对付相对容易对付。。如果是遮天如果是遮天
蔽日的飞蝗蔽日的飞蝗，，鸡鸭是不敢吃的鸡鸭是不敢吃的，，
也根本来不及吃也根本来不及吃。。 晚综晚综

吞蝗虫祭蝗神

古人治蝗花样百出
近期，一场大范围蝗虫灾害

席卷了从西非到东非、从西亚至
南亚等大部分地区。联合国粮农
组织表示,此次蝗灾对农作物的破
坏力是东非地区25年之最,是肯
尼亚70年之最。蝗虫成灾到底有
多可怕？1平方米的范围内,蝗虫
密度能达到数千只、上万只,密集
的蝗虫遮天蔽日,顷刻间就会让庄
稼尽毁、颗粒无收。而蝗灾也一
直是影响中国农业生产的最大灾
难之一，先民们也一直在与虫灾
作不懈的斗争。

蒲松龄在蒲松龄在《《聊斋聊斋
志异志异》》里曾写了一个里曾写了一个
关于蝗神的故事关于蝗神的故事。。

鸡鸭大军鸡鸭大军
只能吃掉蝗虫幼虫只能吃掉蝗虫幼虫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曾成功治蝗

这次蝗灾会危及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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