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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二人具名写了一份揭帖，遣人
匆匆投往大内。

外廷所有奏章条陈，均需经过司礼
监方可到达小皇上手中， 这次也不例
外。 冯保也是一大早就赶到了司礼监值
房。 昨天半夜里他就得到了张文明去世
的消息，他本想赶早进入大内，把这一
消息向李太后与小皇上禀报，转而一想
又不妥，此类事情，照例应由内阁开具
条陈禀奏。 他若提前奏闻，心细的李太
后就会怀疑他与张居正的关系。 所以，

当他心急火燎等到了两位辅臣写来的

揭帖后，便急匆匆赶到了乾清宫。
已年满十五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

虽然已于春上举行了订婚大礼 ， 在两
宫皇太后的主持下， 为他选聘了锦衣
卫千户王伟的女儿为妻， 但他仍在生
母李太后的严密监控之中。 乾清宫正
寝之室， 摆了两张床， 一张是朱翊钧
的，另一张则为李太后所用，她与儿子
对面而寝，怕的是儿子学坏，不能当一
个英明君主。

这天早上李太后与朱翊钧二人刚

用罢早膳，正在叙茶，冯保禀报一声跑
了进来，跪下奏道：

“启禀太后和皇上，阁臣吕调阳与
张四维有紧急揭帖呈上。 ”

“说的什么？ 念。 ”李太后令道。
冯保展开揭帖读了下来：
〖启禀皇上：臣等于昨夜得首辅张

居正府中报信，得知张先生令尊张文明
大人已与本月十三日病逝于湖广江陵

城家中，张先生闻讯哀恸不已，已穿孝
服在家守制。
内阁辅臣吕调阳张四维伏奏〗

乍一听到这道讣告， 李太后一愣，
旋即便见大滴大滴的清泪溢出她的眼

眶。 朱翊钧已好长时间没有见过母亲的
眼泪了，他忽然感到莫名的恐惧，微微
颤抖着喊了一声：

“母后！ ”
李太后眼中蓦地闪现出五年前在

这乾清宫中隆庆皇帝驾崩的一幕。 那三
位顾命大臣 ，高仪已死 ，高拱被逐 ，剩
下的这一位张居正，又突然遭此大厄。
她心头一阵惊悸， 她习惯地想把坐在
身边的朱翊钧揽在怀中， 但一见到朱
翊钧已长成英俊少年， 再非当年的孩
子，她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这当儿，贴
身女婢赶紧上来替她揩拭眼泪，但眼泪
越揩越多。

“太后 ，请节哀 。 ”冯保跪在地上
哀奏 。

朱翊钧不知如何安慰母亲才好，但
经过五年的训练，他已习惯于在任何时
候不忘皇上的尊严。 因此，尽量压下心
中的慌乱，问冯保：

“大伴，两位辅臣的揭帖中，言及张
先生在家守制，这守制是什么意思？ ”

“守制是洪武皇帝爷订下的规矩，”冯
保小心翼翼地奏道，“凡在职官员，遭逢
父母大丧，必须除去官职，回家丁忧三
年，然后再复职，这一制度就叫守制。 ”

“这么说，张先生要回家三年？ ”
“按朝廷大法，是得这样！ ”
朱翊钧这才感到事态严重 ， 忙问

李太后 ：“母后 ，张先生一定要回家守
制吗？ ”

李太后微微点了点头，刚刚止住的
眼泪又夺眶而出，她忧伤说道：

“钧儿，你想一想，眼下的万历王朝，
如果没有张先生，那会是什么样子？ ”

“这不可能，我是皇上，我不放张先
生走。 ”

看到朱翊钧执拗的样子，李太后叹
了一口气，说道：“张先生的去留是大事，
也不是这一会儿半刻议得出结果来，眼
下当务之急，是赶紧给张先生安抚。 ”

“大伴，这安抚可有章程？ ”朱翊钧
问冯保。

“有 ，皇上应颁谕旨抚
恤，遣太监到张先生府上宣
读，尔后再送些礼品去。 ”

熊召政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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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为为何何陷陷入入““车车轮轮战战”” 是是否否梅梅雨雨在在作作怪怪
六问近期南方强降雨为什么持续这么久强度这么猛

6 月以来，我国南方迎来持续强降雨，呈现出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极端性强、局地强降水重叠度高等特点。 7 月 4 日至 10 日，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出现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 记者就此专访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王永光、国家气候中心气候变化室研究员黄磊、国家气候中心
副研究员翟建青等专家，多角度详解近期南方强降雨之凶猛。

一问：近期南方暴雨有多暴烈？

从 6月 2日至 7月 12日 6时，中央
气象台连续 40 天发布暴雨预警， 成为
2007年开展暴雨预警业务以来历时最长
的一次。 近期南方暴雨之强可见一斑。

气象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 根据国
家气候中心统计，入汛以来，截至 7月 10
日，我国南方共出现 15次大范围强降雨
过程。 其中，自 6月 11日至 7月 10日，
主雨带北抬至长江中下游一带， 多雨中
心位于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
安徽南部、浙江中部等地，浙江、安徽、江
西局地累计降水量超过 800毫米。

多地日雨量突破历史极值。 比如在
7 月 4 日至 10 日的强降雨过程中，湖北
黄梅、浠水，江西吉安、峡江，湖南隆回
等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日雨量突破极值。

6 月 1 日至 7 月 9 日，湖北、安徽、
江苏、贵州、浙江、重庆、湖南、江西、上
海、广西、四川等省份共计 85 站累计降
水量超过年降水量的一半。

暴雨给长江流域防汛带来了压力，
6 月 1 日至 7 月 9 日， 长江流域平均降
水量达到 369.9 毫米，较 1998 年同期偏
多 54.8 毫米， 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
最多。

二问：近期雨情与 1998年同期相比如何？

7 月 12 日零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
站星子站的水位井内，湖水漫过一道红
色标记———“1998 年洪水位 22.52M”，
这标志着我国最大淡水湖水位突破有

水文纪录以来的历史极值。
一个令人揪心的问题是， 与 1998

年我国南方特大暴雨事件相比，此次长
江中下游地区的降水如何？

“综合考虑范围、持续时间和雨量
发现，6 月 27 日以来（截至 7 月 9 日）的
我国南方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综合强

度 为 1961 年 来 第 五 强 （1998 年 第
一）。 ” 翟建青说。

与 1998 年洪水相比， 今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9 日的南方区域性暴雨天气
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等特
点。 从区域上来看，1998 年暴雨过程覆
盖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超过 250 毫米
区域集中在江南北部及广西东部等地；
而今年暴雨过程位置偏北， 集中在江
淮、江汉东部、江南大部及重庆、贵州等
地，超过 250 毫米区域集中在湖南西北
部 、湖北东南部 、江西北部 、安徽西南
部、福建西部等地。

三问：近期南方暴雨为何陷入“车轮战”？

6 月以来， 我国南方地区频繁出现
强降雨过程。 其频繁性不仅体现在强降
雨过程多， 而且强降雨一轮接一轮，间
歇期非常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马学款解释，这主要与今年 6 月以
来的大气环流形势有关。

对我国影响巨大的西北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简称副高），是一个稳定而少
动的暖性深厚天气系统。 其外围西北侧
的西南气流恰恰是向暴雨区输送水汽

的重要通道。
具体来说，今年 6 月以来，副高比

往年同期势力偏强，其外围的西南气流
将来自孟加拉湾或我国南部海区的充

沛水汽输送到我国南方；同时，北方的
冷空气活动也比较频繁，造成了冷暖空
气在南方地区持续交汇的局面，由此导
致强降雨过程频繁而持续发生。

四问：是否梅雨在作怪？

近年来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不断增

多，气候似乎越来越反常，那么此次持
续强降水背后是异常的气候在作怪吗？
据王永光介绍，引发此次强降水过程的
是一只“怪兽”———梅雨。 具体而言，入

梅偏早和梅雨锋偏强，是长江中下游梅
汛期降雨异常偏多的原因。

今年江南地区的梅雨比往年偏早

了 7 天，而梅雨的“主战场”———长江中

下游地区在 6 月 9 日就已经入梅。 原
来， 今年南海夏季风爆发时间偏早，并
且 6 月上中旬西太平洋副高脊线位置
偏北，二者共同导致长江中下游地区入
梅偏早。

此外 ，这只 “怪兽 ”还从其他地方
获取能量，导致梅雨锋偏强。2019 年秋
季发生了一次弱厄尔尼诺事件， 同时
北印度洋海温异常偏暖， 导致副高显
著偏强。 与此同时，中高纬度经向环流
发展、冷涡活跃，冷空气在向长江中下
游地区移动过程中爆发偏强。 由此，冷
暖空气在长江中下游交汇， 致使梅雨
锋偏强， 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也明显
偏多。

五问：未来雨带如何移动，防汛压
力是否会减轻？

7 月以来， 我国主雨带维持在西南
地区东部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7 月 11
日至 12 日，主雨带阶段性北抬。

短暂的间歇期之后， 根据中央气
象台预报，7 月 13 日至 16 日， 主雨带
又将南落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在此期
间， 主要强降雨区域会出现在长江中
下游地区，重庆东部、贵州北部、湖北、
湖南北部 、江西北部 、安徽中南部 、江
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
区还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马学
款提醒说， 这与 4 日至 7 日强降雨雨
带有较大的重合度， 需要关注降水的
叠加影响。

即使 7 月中下旬雨带东段北抬，长
江流域防汛的压力并不会减轻，长江中
上游地区的明显降水依然会给水位高

位运行的江河库湖带来威胁。

六问：未来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会愈
加频发吗？

每一次大暴雨、高温、飓风等极端天
气气候事件发生时， 都可能是大自然在
给人类发出警示信号。 那么一个引人深
思的问题是：未来，这样的极端事件会越
来越频发，甚至成为一种“新常态”吗？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IPCC）发布的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指
出，21 世纪全球部分地区的高温和暴雨
事件将趋多，干旱程度将加剧，威胁各
国粮食、水资源和能源安全。

“虽然目前很难将单独的一次天气
气候事件（比如南方暴雨）直接归因于
全球气候变暖，但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
背景下，一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确实在
增多增强。 ”黄磊说。

事实上 ，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 ，
1951 年以来，我国平均温度和极端温度
都呈显著升高的趋势，一些极端天气气
候事件呈现出强度更强、 发生更加频
繁、持续时间更长的特点。

气候模式的预估结果表明， 如果不
控制人为温室气体的排放， 未来全球范
围内一些极端事件的出现频率、 强度和
持续时间都将显著增加，到 21世纪末陆
地区域高温热浪事件的发生概率将是现

在的 5-10倍，极端强降水事件的发生频
率在全球的大部分地区也将有所增加。

因此，进一步增强我国应对极端灾
害的能力已经迫在眉睫，需要将应对极
端灾害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核心内容，
强化极端灾害的风险防范措施，加强极
端天气气候事件监测预警和气象灾害

风险管理，开展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
气候变化影响评估，强化生态和环境气
象服务，健全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
参与的防灾减灾机制。

（据《中国气象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