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灾百姓看着被冲毁的家园，茫然无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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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1917年水淹京畿

� � � � 1917

年入汛以后，北京、天津、直隶一带突降暴雨，致使河
流决口，京畿很快成为泽国。

城墙边被大水淹过的农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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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年
7

月，北京、天津、直隶
（今河北省）天降暴雨，连下旬余，各处河流水

位猛涨，京畿一带很快成为一片泽国。

直隶境内主要有五条大河
,

历来以永定河水患最为严重。

7

月
23

日至
25

日，大雨昼夜不断，永定河河水上涨至二丈四五尺，几
乎与堤坝持平。此时，上游山洪暴发。到了

28

日，永定河已经有多处决口。

与此同时，其他四条河流也是险象环生。 一时间大水泛溢，京畿一带田禾被
淹、房屋垮塌，淹死人口不计其数。

雪上加霜的是，

8

月底
9

月初京畿一带接连遭遇两次台风， 华北大部分地区普
降暴雨。 一些地方趁

8

月大雨稍停之际抢种的秧苗，再次被淹。 此时，农民们不但收获
的希望化为泡影

,

连仅剩的一点粮种也损失殆尽
,

受灾百姓被逼上了绝路。据《民国六年京
畿水灾善后纪实》记载，京畿地区受灾地方总计达

103

个县
,

受灾百姓达
500

多万人。

此时，北洋政府政争不断。 先有府院之争、张勋复辟
,

后有冯
(

国璋
)

段
(

祺瑞
)

争权、对南用
兵。军阀们忙着争权夺利，无暇顾及灾情。直到当年

9

月
29

日，大总统冯国璋才任命熊希龄
为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督办，办理一切救灾事宜。 此时，大批流离失所的难民涌入北
京城区。 北京警察厅在京师开办了

6

处粥厂，据记载每天早晨到粥厂领粥的灾民不下千人。

由于北洋政府发放的赈灾款有限， 熊希龄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中外各慈善团体身上。

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济生会、京直奉水灾义贩会、顺直同乡会等组织迅速组织起来，在全国
展开了广泛的募集工作。 据《申报》报道，仅上海一地至

10

月中旬就募集到
50

余万元赈
灾款。 这些慈善团体的工作人员，不但积极开展募捐，而且深入灾区，直接向灾民发放
救灾物资。

这场大水灾，给京畿百姓造成极大损失。 当时就有研究者指出，这场水灾既
是天灾，也为人祸。 “直隶五大干河此次同时为灾，虽由一时之霆雨，实则河底
淤塞所致”。 明代以后，统治者为营建皇宫，大量砍伐京畿一带的树木，造
成水土流失严重，河道淤塞，最终酿成了这场大水灾。

当时， 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就职北大的历史学家
邓之诚正在京畿一带。 他用自己手中的照相机和历史

学家独有的视角， 为后人记录下这次大水灾
的珍贵镜头。 （据《北京日报》）

眼看就要收获的庄稼，被大水冲得七零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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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灾百姓在水中等待发放救援物资。当时虽然民国已
经

6

年，但许多人还留着辫子。

红十字会在村里发放救灾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