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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地震災害及其因應一一以嘉靖三十

四年晉俠大地震為例

雷家聖

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 1555)十二月發生於山西、挾西、河南的大地

震，這場地震，在當時造成了八十餘萬人死亡，災情之慘重，實屬空前。

然而，當時的朝廷，因為討伐優寇的戰事不絕，導致財政括掘，無法對災

區進行有效的救濟，因此災區治安的維持，災後的重建，都必須仰賴地方

官府與士紳百姓的合作，才能度過難關。在眼災的過程中，一些地方(如

挾西滑南縣)可能採用了「以工代脹」的方式，使災民透過參與官方機構

的重建工作，賺取自己生活所需與自家重建的費用。但這種措施並未推行

於所有的災區，一些地方仍然要徵調百姓從事勞役，甚至加徵加派，增加

了人民的負擔。

關鍵字:地震脹災以工代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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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占
=
口

1999 年九月二十一日，台灣南投地區發生大地震，造成二千五百多

人死亡，八千餘人受傷。一時之間，地震災害的預防與災後重建的種種問

題成為累所關心的話題。不過，地震的災害自古不絕，有史以來對地震災

害的記載也不少。翻查史冊，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地震災害，應該首推明世

宗嘉靖三十四年(1555) 十二月發生於山西、挾西、河南的大地震，這場

地震，在當時造成了八十餘萬人死亡，災情之慘重，實屬空前。究竟明朝

面對這樣一場大災難，採取了哪些應對措施?有何侷限?這是本文所欲討

論的重點。

中國古代史書對地震的記載，一般列於「災異」、「災祥」、「五行」的

範圍之中。關於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的大地震，即載於《明史〉卷三十(五

行志三〉之中，將其視為上天所降之異象。由於重視的角度不同，<明史〉

及其他史書所載的地震史料，未必皆符合我們進行天然災害史、地震史之

研究所需。尤其在災後救濟與重建方面，顯然不是「災異」、「災祥」、「五

行」諸志的重點。因此本文除正史、實錄之外，並參考明人筆記、文集與

山西、挾西、河南各地地方志的相關記載，以補史料之缺略不足，並對此

次地震的相關問題，作一初步之探討。

二、地震的災情

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二月王寅，在山西、快西、河南等地

同時發生地震。據〈明世宗實錄〉卷四百三十的記載:

去寅'是日，山西、放西、河南同時地震，聲如雷，雞犬鳴吠。快西

j買南、華卅、朝色、三源等處，山西蒲州等處尤甚。或地裂泉湧，中

有魚物，或城嘟房屋陷入池中，或平地突成山車，或一日連震數次，

或域增房屋陷，河、謂(清〕泛張，華兵〔岳〕、終I青山鳴，河清數

日，壓死官吏軍民奏報有名者八十三萬有奇。時致仕南京兵部尚書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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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奇、南京光祿寺卿馬理、南京園子祭酒王維禎同日死焉，其不知名

未經奏報者復不可數計。 l

由上述記載可知，地霞的主要區域，是以山西蒲州、俠西的 i胃南、華州、卜

朝皂、三源等地為主。由於河南的洛陽，未見嚴重災情之記載，故可知此

次震災，大致是以山西蒲州為中心，以山西的中南部，俠西的關中平原東

部為主要範圍。至於河南，已屬次要災區。

在山西地區，據明人李開先〈閒居集〉的記載:

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夜半，山、陵地震，而山西似猶過之;山

西地震，而平陽似又過之。遠近同時，起西北，直往東南，後雖屢震

不止，止有初次為災。平陽所屬蒲、解、鋒、嘿、霍、吉六卅， ...一

十八縣，壓死軍民四萬二千九百六十五名口，塌毀房屋一十五萬六千

五百六十七間，土窯二萬六千六十七笠，頭畜三萬一千三百九十五頭

巴。其蒲卅、縈河、安皂、臨晉十去八九，數難盡查，大約不過十數

萬。較之有名可直者，損傷多矣。止蒲卅一處，鄉士夫及遊宣死者，

如劉大參、白少參、楊、苟二合憲，楊尚書因驚病死，白參一門共死

七人，楊卅判亦七人。宗藩尤為可憫，壓是山陰王一位，輔團將軍四

位，承國將軍一位，鎮國中尉十七位，輔圈中尉三位，庶人五位，縣、

主一位，郡君一位，淑人一，夫人四，宗儀儀賓、半倖儀賓共七員，

未請名封子女並宮人一百八十六名口，宮室、需廟、宗學五百九十餘

間，其城牆城樓壞者在處有之。 2

震央似乎是在平陽府西北，而平陽府轄下六州一十八縣，死亡而名可考者

四萬二、三千人，名不可考者叉至少有十餘萬人，估計死亡人數當在二十

萬上下，宮吏、宗室亦在其中。明人張瀚《松窗夢語〉亦去:

山西椅氏、蒲卅、路村、商城等卅縣、地震四五日，有一日四五動者。

平地儉忽高下，中間一裂，延袁數丈，惟聞述:壽奔激聲，近裂處人畜

墜下無算。 3

1 {明世宗實錄> (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55 年 9 月初版)卷

430 '頁 3a-b 0

2 明﹒李開先(平陽哀〉序，收入(李中麓閒居集> (清三十六視居藍格抄本，

台北:國家圖書館藏) ，卷一(五言古詩) ，頁 12a-13b 。

3 明﹒張瀚〈松窗夢語} (北京:中華書局， 1985 年 5 月初版)卷五(災異紀) ,
頁 100 。



42 雷家聖

由「平地候忽高下，中開一裂，延衰數丈」的情形看來，在山西是有相當

大規模的斷層垂直位移。在蒲州，據明人王士性〈廣志繹〉卷三所載:

地震峙，蒲卅左右郡色，一時半喪有聲，室廬盡塌，壓死者丰屬夢寐

不知。恍似將天地掀翻一遍，磚牆橫斷，井水倒出，地上人死不可以

數計。自後三朝兩旦，尋常搖動，居民至在露宿於外，即;有一二室廬

未塌處，亦不敢入臥其下。人如坐舟船行波浪中，真大變也。4

在臨晉縣，據《臨晉縣志〉的記載:

地震，有聲如雷，自西北來，地裂井溢，城郭廬令盡傾，壓死人畜無

算，制徵震不止。5

在襄陸縣，據《襄陸縣志〉載:

壞居民廬舍，壓死者九十餘人。清河兩岸，地裂成渠，寬尺餘，或湧

沙，或湧水。自後頻震無峙，累月乃息。6

從「井水倒出」、「地裂井溢」、「地裂成渠，寬尺餘，或湧沙，或湧水」的

情形來看，地層因受斷層擠壓而造成地下水湧出。此外，由上述〈松窗夢

語〉與〈廣志繹》的記載可知，較大規模的餘震大概維持了三到五天。而

由《襄陵縣志} r 自後頻震無時，累月乃息」的記載看來，餘震一直持續

了一個月左右。 7

至於挾西方面，據明人秦可大〈地震記)所記:

j冒南之城門陷於地中，華卅之堵無尺豎， i:童閥、蒲阪之城垣淪j久，則

他如民庶之居、官府之舍可類推矣。'"受禍大數，渣、蒲之死者什七，

同、華之死者什六，清南之死者什五，臨渣之死者什四，省城(按:

即西安)之死者什三，而其他卅縣、以地之所剝，別近遠分深淺矣。中

間受禍慘者，如韓尚書(按:即韓邦奇)以火廂坑，而最燼其骨;i捧

4 明﹒王士性〈廣志繹>(北京:中華書局， 1981 年 12 月初版)卷三〈江北四

省) ，頁 62 。

5 民國﹒俞家聽修〈臨晉縣志>(民國 12 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民國

65 年台一版)卷十四〈記三﹒舊聞記)，頁 1b 0

6 民國﹒李世祐修、劉師亮事《襄陸縣志} (民國 12 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

影印，民國 65 年台一版)卷二十三(舊聞考﹒祥異) ，頁 1b 。

7 另外，武鄉縣也記載地震「至次年(即嘉靖三十五年)正月中方靜。」參閱清﹒

自鶴修、史傳達賽輯〈武鄉縣志> (清乾隆 55 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

民國 57 年 8 月台一版)卷三(災祥) ，頁 2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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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中陷入水穴者丈餘;馬光祿(按:即馬理)深坦土窟，而搶屍甚難。

其事變之異者，或湧出朽爛之志L板，或湧出赤毛之巨魚;或山移五里，

而民居儼然完立;或奮起土山，而迷塞道路;其他村樹之易置，仟陌

之更反，蓋又未可一一數也。 8

可見挾西的損失亦甚慘重，不但死傷甚多，城垣房舍倒塌，而且地形上也

有相當大的變化。「城門陷於地中」、「或奮起土山」大概是斷層上下移動，

「或湧出朽爛之拍板，或湧出赤毛之巨魚」則是因斷層上下移動而將地下

沈積物帶至地上， r 或山移五里，而民居儼然完立」、「村樹之易置， ~千陌

之更反」則可能是斷層的水平位移，亦即所謂的「走山」。

挾西出現斷層，在其他史書中亦有記載，張瀚〈松窗夢語〉記云:

乙卯冬，地震清南、華卅等處，于自蜀出歧，經清南縣，中街之南北

皆陷下一二丈許。東郭外舊有赤水山，山甚高大，清水旋繞山下，每

出郭峙，沿山帶水而行。今山岡陷入平地，高處不盈尋丈，清水北徙

四五里，渺然望中矣。過華卅、華陰，覺華嶽亦低於往昔。陵谷之變

遷如此。 9

明人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記曰:

南學憲喝谷軒，俠西清南人， ...述其乙卯遭關中地震云:從地訴中出

廬舍不必言，即山川移易，見之紀載者，已不勝書。...地裂深者至二

三十丈，然其中或有破沙鍋、西瓜皮，及敝衣壞器之屬無算。豈真大

地之下，復有地耶? 10

《新續 i胃南縣志〉亦云:

乙卯季冬十二日子友，地大震，聲如轟雷，勢如最蕩，一時公私廬令

城坦盡土巴，死者數萬人，地裂數十處，水;勇有薪、有船板、有鮮黃瓜，

縣東十五里原移，路凸城中，人和街北自縣、治至西城陷丈餘。 II

8 明﹒秦可大〈地震記) ，收於清康熙七年黃家鼎編〈咸寧縣志〉卷八(藝文) ,
轉引自宋正海主編〈中國古代重大自然災害和異常年表總集) (廣州、I :廣東教

育出版社， 1992 年) ，頁 112 。

9 張瀚〈松窗夢語〉卷五〈災異紀) ，頁 100 。

10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 (北京:中華書局， 1959 年 2 月初版)卷二十九

(融祥﹒地震) ，頁 744 。

11 清﹒嚴書麟、焦聯甲〈新續滑南縣志> (光緒十八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

影印，民國 65 年台一版)卷十一(雜志﹒種祥) ，頁 lOb 0



44 雷家聖

這些都是快西因斷層水平或垂直位移，導致地貌改變，甚至地下沈積物湧

出於地上的景象。

由於地震所造成的死傷過於慘重，劫後餘生的百姓，在突然面臨如此

巨大的浩劫，不禁質疑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災難?而他們只能從民間信仰

中取得解釋。因此在地震過後，許多與地震相關的鬼神之說廣泛流傳。例

如，張瀚〈松窗夢語〉說:

余聞先期居民夢天庭放榜，首湘陽王(按:應為山陰王) ，次韓司馬，

次楊尚書、王祭酒、劉參知，共數萬人，後皆壓死，是兆端已先見矣。

又云:黑夜居民見關雲長騎赤兔馬大呼: r 急隨我行! J 有隨之向東

行者，得免。豈西北之奉事惟謹，而雲長亦為之效靈耶? 12

叉如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去:

南(軒)自云:若有人呼之令起，其太夫人亦瀕危無忌，幼子師仲，

聞空中，宣云:此下尚有大責人!忽提出門外，視之尚甜睡也。 13

百姓將困地震死亡，視為「天庭放榜 J '而得以存活，則視為平日祭拜關

雲長甚謹，或有其他神明保佑所致。

三、朝廷的反應

明世宗時代的朝廷，上有嚴嵩亂政於朝，在治海有優寇之亂。因此面

對這麼大的災難，可以做的實為有限。嘉靖三十五年二月圭辰，世宗皇帝

同意禮部奏陳: r 如例修省，九卿科道許極言時政得失，凡可以救災恤民

者條奏。其被災地方遣大臣一人祭告境內名山大川、河洛之神，及兩巳典所

載神祇，其死者收瘟，為厲壇以祭之。」 14 世宗對於地震的處理，似乎只

是將之視為上天降災示警，因此世宗僅僅按照歷代帝王的往例，自我反省

一番，允許臣下直言極諜，派遣戶部左侍郎鄒守愚前往祭告天地神祇並收

12 明﹒張瀚〈松窗夢語〉卷五(災異紀) ，頁 100 。

13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九(磯祥﹒地震) ，頁 744 。

14 {明世宗實錄〉卷 432 '頁 1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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痊死者。 15 這種形式化的舉動，對實際救災工作沒有太大幫助。而且，據

〈新續i胃南縣志〉記載:

天子遣大使祭告員長帥，大使不能宣布德意，抵會城死。 16

可見鄒守愚並沒有達成祭告、振濟的任務便死了。過了兩天(甲午) ，世

宗「以地震，發銀四萬兩，目辰山西平陽府、快西延安府諸屬縣，並獨免稅

糧有差。」 l7 這是朝廷最早撥發的一筆脹災款項。

四月丙申，世宗叉「以快西地震，詔發太倉銀萬兩于延餒，一萬兩于

寧夏，一萬五千兩于甘肅，一萬兩于固原，協濟民屯兵齣。仍令所司亟竅

被災重者停免夏稅，并將先發內需銀及該省備脹、贓罰、事例、茶馬、折

穀銀脹救貧民。」 lB 在這道詔旨中，由戶部撥給延緩、寧夏、甘肅、回原

總計四萬五千兩的款項，是用於「協濟民屯兵飾 J '而非救濟災民之用。

這可能是因為運往西北供給軍隊的糧飾，困山西、快西的地震使得交通受

阻，運輸中斷，故特撥給款項以應急需。至於實際救災，則免除災區夏稅，

准許山西、快西兩省動用該省的備脹、贓罰、事例、茶馬、折穀銀，用來

脹救貧民。而朝廷本身所撥發的款項，係「先發內需銀 J '亦即是兩個月

前(二月甲午)由皇帝內廷所撥發的四萬兩，並無增加。

因此，朝廷所撥發的服款對八十三萬以上的死者與無數尚待救助的災

民而言，實屬杯水車薪。但明朝朝廷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在前一個月(三

月)庚午，戶古巴還以國用不足， r 奏請推廣闊納事例，凡內外生儒吏農軍

匠及文職罷閒官，俱得入財論敘，以濟邊儲。」 l9 可見朝廷正為了籌措對

優寇與蒙古戰爭的軍費，而不得不擴大捐納賣官之例，面對此一突然而慘

重的震災，財政上捉襟見肘的情形更為嚴重。地震過後三、四個月，明朝

官方所能提供的救援是十分有限的。

五月丙寅，世宗叉下詔: r 以地震，免山西蒲、解、臨晉、安皂、夏、

的同上。

16 清﹒嚴書麟、焦聯甲〈新續j胃南縣志〉卷十一(雜志﹒種祥) ，頁 lla 。

17 {明世宗實錄〉卷 432 '頁 la 0

18 {明世宗實錄〉卷 434 '頁 3a 。

19 {明世宗實錄》卷 433 '頁 4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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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城、猜氏、平陸、榮河九州縣去年秋糧。而於平陽湖安，及扮、緯二州

無災之處加徵補之。」20 也就是說，蒲、解、臨晉、安皂、夏、丙城、猜

氏、平陸、榮河九州縣去年的秋糧雖可謂免，但山西全省須上繳的稅額卻

不能減少，因此須由山西其他無災的州縣加徵補足。在這種情形之下，山

西地方官府在運用各種款項救災的同時，也必須考慮上繳的賦稅不能短少

的問題，這實際上已使四月份准許動支「該省備脹、贓罰、事例、茶馬、

折穀銀脹救貧民」的詔旨大打折扣。朝廷連受災省分的賦稅都一分不讓，

可見明朝在對外戰爭的影響之下，財政似乎已經十分措掘。因此山西、挾

西想要再從中央得到脹款，似乎是不大可能了。在〈明世宗實錄》卷四百

三十五(即嘉靖三十五年五月)之後，即再也沒有朝廷撥下大筆，眼款的記

載。

四、災後的處置

在朝廷無法提供有效援助的情況下，災區的地方官府與百姓們，必須

靠自己從事救振與重建的工作。在治安的維持方面，由於許多地方官府也

在地震中震毀，官吏死亡，因此許多災區都出現治安無人維持，不法份子

到處打劫的情事。在俠西滑南縣，據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載:

清南民困地震行劫，為學惠(南軒)父憲副修吉(快西按察副使南修

吉)手斬二人而止。2l

〈新續i胃南縣志〉則記載:

是時色令亡，惡少肆掠，幾大亂，賴中丞下方略裁定之。2

另外，在山西，據(臨晉縣志〉記載:

天寒民露處，搶掠大起，時流言拘刷童男女，不越月，民間嫁娶殆盡。

23

20 {明世宗實錄〉卷 435 '頁 3a 。

21 明﹒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九〈磯祥﹒地震> '頁 744 。

22 清﹒嚴書麟、焦聯甲《新續 j胃南縣志}卷十一(雜志﹒種祥> '頁 10b-lla 。

23 民國﹒俞家聽修《臨晉縣志}卷十四〈記三﹒舊聞記> '頁 1b 。



明代的地震災害及其因應一一以嘉靖三十四年晉峽大地震爵例 47

可見在山西臨晉縣，不但有搶劫的情事發生，更有流言要「拘刷童男女」。

何謂「拘刷童男女 J ? <武鄉縣志〉謂:

訛傳刷還室女，民間一時嫁娶殆盡。泊

在〈沁源縣志〉中有較詳細的記載:

三十四年十二月地震，至次年正月中方止。官民街令多傾壞。是年終，

民間訛傳選室女，取紅鉛，一時嫁娶殆盡。 25

可見所請「拘刷童男女 J' 實際上應為「刷選室女 J' 其目的在於「取紅鉛」。

何謂「紅鉛 J ?據明人李時珍〈本草綱目〉的記載:紅鉛即月經， r 邪術

家謂之紅鉛'謬名也。」 26 取紅鉛的目的，可能是因為地震造成大量傷亡，

使得藥材不敷使用，而紅鉛即是治療創傷的藥材之一。〈本草綱目》記載:

月經衣，主金香血湧出，炙熱獎之。又主虎狼傷及箭蟻入腹。 27

叉稱:

今有方士邪術'鼓弄遷、人，以法取童女初行經水，服食。謂之先天紅

鉛。...遷、人信之。 28

在方士邪術的渲染下，原本用熱敷的方式治療創傷的月經衣，變成了取童

女初行經水的服食藥物，而且更強調要用童女的「初行經水 J '才是「先

天紅鉛」。而百姓受其蠱惑，因此才會在地震之後，有「刷選室女」的謠

言產生，使得百姓紛紛將女兒嫁人，以免被歹人當成「室女」而據走。

在災後重建方面，山西臨晉縣人王光宇曾撰〈重修儒學記〉一文記載:

迺者己卯(按:應為乙卯)歲季冬十二日夜，秦晉地大震，凡色之廳

事廳舍，公館城垣'瞬息傾兒，而廟學為甚，覆而死者幾千人，雖賢

惠貴賤弗分也。噫!此豈非曠世未睹之大變也典文? ...歲在 T 巳(嘉靖

三十六年) ，我色俱龍岡李公，以名進士奉命蒞止，即自竭廟， ，撫然

興歎曰: r 學校風化之所自出，士類之所甄陶，而顧就敵如此，斯固

24 清﹒白鶴修、史傳遠賽輯{武鄉縣志〉卷二(災祥> '頁 2的。但時間係於嘉

靖三十五年冬，似誤。

25 民國﹒孔兆熊、郭藍田修，陰國垣事〈沁源縣志> (民國 22 年刊本，台北:

成文出版社影印，民國 65 年台一版)卷六(大事考> '頁 1b 。

26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 (明萬曆金陸初刻本，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影

印， 1993 年)卷五十二(人部﹒婦人月水> '頁 1的。

27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五十二(人部﹒婦人月水> '頁 17a 0

28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五十二〈人部﹒婦人月水> '頁 17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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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責也。」遂謀及寮佐判簿張君自成，而亟為之辨黨，慮材提土，計

費厄徒，工出於募'不徵調於夫家，財出於勸，不支費於公帶，特簡

謹厚者掌之，易材之良，程工之龍，輸數月迄用告成。"

由「財出於勸，不支費於公蒂」一語看來，興建儒學的費用是出於向百姓

勸募，而不是出於官府。在俠西的耀州，也有類似的情形。據喬世寧(耀

州修學碑〉所記:

卅學自弘治乙卯之後，不f學者六十餘年。頃又以地震，故乃日益傾敵，

煞有司卒未有處也。...改闢學垣'改建射圍廳事，..-始嘉靖三十九年

四月，至四十年七月，蓋自以罰讀〔贖〕充費，力則用班夫為之，故

官常無損，民無加役，茲不可為興事者鑑哉?叩

所謂「自以罰贖充費」、「官帶無損J '也可見重修學校的開支是出自官吏

的罰款，而非朝廷的經費。連官方機構的重建都如此，百姓民居的重建就

更難得到官府的資助了。

不過，從上面的引文中可看出，在i胃南重修縣學時， r 工出於募，不

徵調於夫家J '這也反映了地方官府的眼災，可能係採用「以工代振」的

方式。亦即使災民透過參與官方機構的重建工作，賺取自己生活所需與自

家重建的費用。但在耀州重修州學時，r 力則用班夫為之J' 意即重修工作

係由百姓服差役擔任。可見各地進行重建的方式並不相同，r 以工代振」

的方式也並末在各地普遍推行。甚至在一些地方，災後重建所需的經費與

人力叉要從百姓的賦役中加徵加派，李開先〈平陽哀〉詩中，即有「遠路

無輕擔，窮民反重差，徵求及雞狗，刑罰及嬰孩」之句川在其〈地震〉

詩中，亦有「民間差己重，額外賦仍加」之句32 ，可為官府加徵加派賦役

的證明。百姓既得不到官府的救助，反而要負擔比平常更多的賦役，對於

自己身家財產的重建與恢復，便顯得力不從心了。舉例言之，據顧炎武〈天

下郡國利病書》的記載:

29 民國﹒俞家贖修〈臨晉縣志}卷十五〈選二﹒文選>'頁 13a一 ISb 0

30 明﹒李思孝修{挾西通志> (明萬曆三十九年刻本，日本內閣文庫藏) ，卷三

十二(藝文> '頁 16a-17a 。

31 明﹒李開先(平陽哀> '收入{李中麓閒居集}卷一〈五言古詩> '頁 17b a

32 明﹒季開先〈地震> '收入〈李中麓閒居集〉卷二(五言律詩> '頁 1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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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西清南)縣東關北崖下，昔有稻田數百故，恆穗，未且佳，蓋崖

下有泉十餘，叉開穿井，井只一丈，可用桔桿'取水溉田，嘉靖中，

余猶目睹其盛。乙卵，會地震，泉半漫，而桔桿亦廢。又嘗見首河西

涓人，恆築堪作祟，自風門達之西關，北至塊街，計溉田數十頃，間

亦作桔桿以濟旱涵。乃地震後亦盡廢不理矣。謂非人力情而生計疏

邪? 33

其實，堪渠不修，田地荒廢，未必是因為「人力惰 J '既沒有朝廷的有力

振助，甚至還要負擔加徵加派的賦役，災民百姓如何能夠從事水利工程的

重建呢?

五、結論

從嘉靖三十四年的這一場大地震中，可以看出明世宗嘉靖年間，因為

討伐優寇的戰事不絕，導致財政括掘，無法對災區進行有效的救濟，因此

災區治安的維持，災後的重建，都必須仰賴地方官府與士紳百姓的合作，

才能度過難關。在眼災的過程中，一些地方(如俠西滑南縣)可能採用了

「以工代脹」的方式，使災民透過參與官方機構的重建工作，賺取自己生

活所需與自家重建的費用。但這種措施並未推行於所有的災區，一些地方

仍然要徵調百姓從事勞役，甚至加徵加派，增加了人民的負擔。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明代的山西商人，財力極為龐大。在

此次地震中，山西商人應該會對家鄉的重建，提供相當大的資助。不過由

於資料上的限制，本文無法對山西商人在此次地震後重建工作中所扮演的

角色，加以分析討論，尚待日後作深入的探討。

33 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 (影印原抄本，台北:藝文印書館，出版年份

不詳)原編第十八冊(映西上卜頁 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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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季開先〈閒居集〉中關於晉俠大地震的懷詠詩

(平陽哀〉

地震今方定，平陽有客來，向予泣且訴，就食行當迴'

去歲冬之夜，古今無比災，有如地維掠，忽然鳴急雷，

屋傾同拉朽，牆塌類崩崖，物畜不足恤，民命等萬萊，

豈獨民遭困，宗藩半劫灰，土高約丈餘，火似焚油柴，

大車成深潤，平地起隆堆，湖湘天決裂，快右地震摧，

秦晉災相似，人情尚喧]臣，四方多變異，誼止平陽哀，

戶曹候降火， ~胃流卻逆潤，山崩兼泉湧'彗見復風霾，

犬育在雞卵，蛇出由人懷，雨豆血淋漓，妖鳥羽種種，

虎產於豬腹，人生自鱉胎，李樹忽結瓜，多而更且魁，

夜見火城出，蓮從土董聞，遠路無輕擔，窮民反重差，

徵求及雞狗，刑罰及嬰孩，優寇今熾盛，慈豁餘燼喂，

兵戈逼杭郡'風聲震江准，訛言亦可畏，藏機不易猜，

吾病且無謀，何以保形骸'久以個為慮，兼以老見催'

一二有經濟，不見起朋儕，致祥氣必和，致異氣必乖，

聖人今在上，自能平泰階，天心見仁愛，災奏司天台，

春秋聊紀異，身愧廣川才。

一一見〈李中麓閒居集〉卷一(五言古詩)，頁 l丸 -18a 。

(地震一韻十首〉

(一)

地震連山快，殘傷億萬家，室廬盡倒塌，骸骨亂交加，

占必陰偏盛，兆或政有差，平生三老友，一夜委泥沙。

(二)



明代的地震災害及其因應一一以嘉靖三十四年晉映大地震為例 51

家全或失主，主在卻無家，土裂火從出，山崩水更加，

天時非錯造，人事有參差，一望炊煙斷，風吹滿目沙。

(三)

萬姓已遭劫，宗藩亦破家，憂勤天語切，眼恤國恩加，

朝政原無缺，歲行定有差，內安無外患，永不起風沙。

(四)

一方嗯一命，氣數係邦家，事驗千年遠，法 2頁一倍加，

是則從頭是，差還到底差，願天生虎將，萬里掃龍沙。

(五)

天網從天降，不分積善家，民間差己重，額外賦仍加，

效取千方少，棋因一著差，昔年歌舞地，慘淡月籠沙。

(六)

雲開湧出月，今夜照誰家，轉徙繪難盡，哀傷文不加，

有誰為鄭俠，獨自塊夫差，不必重感傷，人生一聚沙。

(七)

召災由吏致，民欲訴官家，痛哭情難達，強行力不加，

誼知千里謬，原是一毫差，掃斗彗星現，推古用撥沙。

c/\ )

架薪難作家，趁熟早移家，雨必渾身濕，愁從兩鬢加，

盈虛原定數，推算必重差，世變岸為谷，有時水見沙。

(九)

棲燕今無主，忙忙犬喪家，分爭難自保，苦楚叉何加，

柱史疏疑過，遣官勘不差，夜來一失手，親友類搏沙。

(十)

一城千萬戶，祇剩一千家，天地情何慘，生靈禍莫加，

貧為雙口累，富只一肩差，南北還交困，胡塵與海沙。

一一見{李中麓閒居集〉卷二(五言律詩> '頁 15b-17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