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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的国土和自然灾害想到的
中国这片土地，有非常多的优点和独特

之处。
我们先说优点。
第一点是从海拔上看，我们的国土从沿

海的海平面一直到全球最高点的青藏高原，
垂直的高度高达数千米。

全球的制高点青藏高原掌握在中国手
里，我估计如果有一天外星人来到地球的上
空，他们肯定会观测这个星球最高的地方是
被谁掌握的，并且认为这个种族很可能是地
球上的优势种族，毕竟人类似乎对于最高有
一种崇拜，不管是皇帝的皇权还是宗教的神
权，都是权力最大的人在最高点，而其他人
都是在较低点匍匐拜倒在脚下。

我和我老婆的蜜月旅行就是走川藏线，
这条线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景观随着海拔而
迅速的变化，尽管最后我们没有到西藏而是
到云南去了，但是仍然对川藏线的美景留下
了很深的印象，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川藏线沿
线景观是世界顶级的，在世界其他地方实在
太难以找到这样的超级景观路线了。

美国的电影《2012》里面，全世界都被淹
没了，唯独中国的西藏成为了幸存人类登船
的地点，因为地势最高嘛。

我们南边的印度，一直就对西藏是中国
的国土耿耿于怀，中国人在山上居高临下，
地理上的战略优势太大了，就不说军事上的
优势了，就说河流的走向吧，雅鲁藏布江就
是从中国流向印度，所以印度人老是担心中
国人修水电站影响印度。

由于我国高低落差的特殊地势，给中国
带来了巨大的水力优势，我国成为了全球可
开发水力发电资源最多的国家，也顺理成章
的成为了全球第一水力发电大国，长江上游
金沙江上，装机容量超过 1000万千瓦的水
电站就有溪洛渡，白鹤滩，乌东德。

第二点是中国拥有辽阔的温带可适宜
居住的国土，不要小看可适宜居住这一点，
很多国家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在面积上超过 900万平方公里的加拿
大和俄罗斯，大部分地方气候寒冷，无法进
行农牧业生产，不适合人类大规模居住；面
积超过 700万平方公里的澳大利亚，大部分
地方干旱少雨，形成了面积广大的沙漠或者
荒漠，人口高度集中在沿海尤其是东南沿海
地区。

我们总是觉得中国的人口高度集中在
胡焕庸线以西，以为我国的实际适宜人类居
住的国土面积不大，其实和同样面积辽阔的
俄罗斯（国土面积全球第一），加拿大（面积
全球第二），澳大利亚（全球第六）一比较，就
觉得还可以了，这也是我国能够容纳超过10
亿人口的原因。

从实际陆地面积来看，俄罗斯，加拿大，
中国，美国，巴西，澳大利亚是全球前六位，
但是其中俄加澳三国不适宜居住的土地面
积太大，因此按照可适宜人类居住面积排名
的话，全球最大的是美国，第二就是中国，巴
西可以排在第三位。

土地辽阔，并且可适宜居住的土地还十
分辽阔，这个就好处很多了。

别的不说，我国的国土从低纬度到高纬
度跨度很大，因此我国发射大推力火箭，就
可以在海南岛发射，因为纬度低，地球自转
快，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的速度将物体送
入太空。像欧洲的维度总体就高，所以欧洲
航天发射中心其实不在欧洲，而是在南美洲
的法属圭亚那，这里维度低，离赤道就很近，
是不是万万没想到。

第三点是中国拥有漫长的超过 1万公
里的海岸线，拥有很多世界一流的良港，这
使得中国可以同时成为陆权国家和海权国
家。

大航海时代之后，全球化开启，到现在
全球的能源，原材料和商品都主要靠海洋运
输，人类逐渐从陆权向海权发展。

近代帝国主义很喜欢在中国抢占港口，
英国夺取了香港，德国占领了青岛，俄国和
日本争夺旅顺，这些港口在天然条件上都是
优越的良港。

其实近代以来的世界强权，并不是所有
国家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优良的港口，像
德国、俄罗斯都被认为是陆权国家，但是自
然条件限制了这些国家海洋力量的发展。

俄罗斯在远东的港口就是海参崴，每年
有几个月的结冰期，这也是俄国人很喜欢中
国的旅顺港的原因。

相比之下，摩尔曼斯克虽然是北冰洋的
港口，但是因为北大西洋暖流，却是不冻港，
成为俄罗斯异常珍贵的港口。

俄罗斯的黑海舰队要想离开黑海进入
大洋，要经过土耳其控制的博斯普鲁斯海
峡，我国当年为了把购买的瓦良格航母从黑

海开出来，可是和土耳其费了不少劲，我国
只是买航母，这件事搞定了就完了，可是俄
罗斯的海军可是一直要面对这件事情的，可
见俄国人在土耳其方向真的很憋屈。

至于德国，不用说了，看下下面的地图
就明白了，德国的“头上”长了个犄角，就是
丹麦，挡住了德国很大一部分海岸线，不过
好在德国还有汉堡和不莱梅两个大港口，不
需要经过丹麦，可以直接从德国的海岸线出
大西洋，不过总体来说，出海还是很狭窄。

跟德国人出海被丹麦挡住有点像，我国
虽然大陆海岸线辽阔，但是有个台湾省挡在
中间，也是很影响我国海洋力量的发展的，
所以即使单单从海洋力量发展的方面来看，
国家统一也是必须要做的工作。

第四点是我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其实这一点我放在最后，是因为我一直有个
观点，那就是自然资源其实不值钱，这个观
点可能和很多人的印象是不同的。

全球单纯靠自然资源致富的国家当然
有，典型的就是澳大利亚和挪威，但是他们
的特征都是人口非常少，而自然资源又非常
丰富。

我国国土上蕴藏的自然资源，对于我国
的最大意义是保证国家战略安全，其次才是
赚钱，其实看我国每年的GDP，自然资源开
采的占比非常低了，第一大行业是制造业，
然后是服务业中的各种类别，采矿业的GDP
占比在10%以下。

接下来我们再说下我国国土的一些“缺
点”，我记得刘慈欣曾经写过一篇科幻小说
叫做《超新星纪元》，简单的说就是宇宙中超
新星爆发了，导致地球上 12岁以上的人都
会在一定时间内死去，全球各国都会只剩下
儿童，于是各国政府都开始培训孩子们从事
生产，军事和政府组织活动，以便于在大人
死去后国家还能继续运转，孩子们还能继续
生存下去，最后有个情节就是中国和美国互
换了国土，总之这个情节让人感觉有点纠
结。

但是我个人认为，单纯从自然条件的角
度来讲，美国可适宜居住的国土面积，大平
原，耕地面积大，沙漠小，自然灾害程度等来
看总体是优于我国的。

由于气候条件和地形多种多样，我国自
然灾害可以说是非常多。

我们就跟欧美比较的话，实事求是的
说，中国遭受的各种自然灾害的规模是非常
大的，再加上人口众多，因此会造成非常大
的伤亡。

就拿地震来说：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死亡人数在

1000人以上的地震就发生过两次，
一次是 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死

亡失踪八万多人。
还有一次是 2010年 4月在青海玉树发

生的地震，这次地震截止当年 5月 30日 18
时，经青海省民政厅、公安厅和玉树州政府
按相关程序规定核准，玉树地震造成 2698
人遇难，失踪270人，这个死难人数也不少。

再往前 1976年的河北唐山大地震，死
亡二十多万人。

以及 1975年创造了地震预测奇迹的辽
宁海城 7.3级地震，这次地震可以说是人类
历史上唯一一次成功预测并且组织了撤离，
极大的减轻了损失的大地震，但尽管如此仍
有一千多人遇难。

在民国年间，1920年的甘肃海原大地震
（今天属于宁夏）死亡人数也高达二十多万
人。

相比之下欧洲和美国的地震灾害要轻
的多，美国的加州算是地震高发地区了，
1994年的美国洛杉矶6.7级地震只死了几十
个人，因为震中都是位于人迹罕至的区域。
美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是 1906年
的旧金山大地震，死亡人数被认为在 3000
人以上。

而欧洲只有南欧地区的葡萄牙，意大利
等国家位于欧亚地震带上，2016年意大利中
部就发生了 6.2级地震，两天内政府公布有
296人遇难。

欧洲历史上伤亡最严重的地震发生在
1908 年的意大利 Messina，死亡了 75000~
82000人左右，这个 7.1级的地震震中在海
底，其产生的海啸和地震一起造成了严重的
伤亡。

而跟地震相比，水灾也是造成中国人自
然灾害死亡的一大凶手。

我们都说长江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
亲河，这实际上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说法，这
两条巨河在历史上造成的自然灾害不计其
数。

中国历史上记载的黄河流域各种河堤

决口次数众多，在河南省开封市的官方网站
上写道：“开封受黄河水患最深，有记载以来
黄河开封段决口 338次，开封城先后七次被
黄河淹没毁城又原址重建。”，以至于今天开
封形成了黄河成为地上悬河的景象。

华北的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
地，长期的为了生存和洪水搏斗，从《史记》
《汉书》《晋书》一路下来，各种史书中都有关
于黄河流域大洪水的记录。

在长江流域，1931年的江淮水灾，由于
长江流域连续下暴雨，加上堤防年久失修，
造成长江流域多个堤防崩溃，尤其是江苏省
高邮的高邮湖堤坝崩塌，造成的损失巨大，
水灾以及之后产生的瘟疫遍及安徽，江苏，
湖北等多个省份，在不同的资料记录里面死
亡人数在三四十万人左右，而实际估计未被
记录的死亡人数甚至可能达到 200万人，使
得1931年江淮水灾成为20世纪人类死亡人
数最多的自然灾害（不计算饥荒）。

长江在 20世纪发生的全流域大洪水就
有三次，分别是 1931年，1954年和 1998年，
就说 1998年那次长江大洪水吧，再加上松
花江和嫩江的水位也达到了历史峰值，这个
时候的中国其实已经相当程度的机械化和
现代化了，但是仍然要竭尽全力和洪水搏
斗，可见水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挑战性。

水灾之外，旱灾虽然不会立即的直接造
成人员伤亡，但是却会造成粮食大面积绝
收，从而发生大饥荒，“人相食”，活不下去的
农民又会发动战争，带来的间接死亡人数极
为惊人，可以说旱灾以及衍生而来的蝗灾，
是中国人面对的第一大自然劲敌。

电影《1942》体现的河南大饥荒，就是由
于大旱灾的情况下，又遭遇了蝗灾，造成粮
食大量绝收造成的，再加上国民党救灾不力
横征暴敛，河南省因此死去了数百万人口。
当时的“水旱蝗汤”四个字，体现了老百姓的
痛苦与无奈，河南人民求生存的手段，就是
坐火车前往陕西逃荒。

中国由于国土三分之二是山地和丘陵，
也是全球泥石流灾害分布最广的国家之一，
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区，2010年 8月 7日
甘肃舟曲县城东北部山区突降特大暴雨，降
雨量达97毫米，持续40多分钟，引发特大山
洪地质灾害，截至 2010年 9月 7日，特大泥
石流灾害中遇难 1557人，失踪 284人，下图
是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以前我国每
年因为地质灾害（滑坡、崩塌、泥石流）死亡
人数都在500人以上，2010年因为舟曲全国
超过了 2000人死亡。由于我国国力不断增
强，灾害防治越来越科学化，死亡人数到
2019年下降到了211人。

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制度，往往受到地理
和气候条件的重大影响，有时候甚至是决定
性的影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无神论国家，
世俗的皇权在面对神权时始终占据着优势
的地位，对宗教进行中国化改造。

我觉得这跟中国人从古至今都在和水
灾、旱灾、蝗灾、地震顽强的战斗有很大关
系，中国人很早就体会到靠神没有用，必须
要靠自己。

中国在 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建造大
型水利工程的经验，著名的郑国渠，其实不
是郑国这个国家修建的水利，而是当时的韩
国想让秦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修建水利以

“疲秦”，所以派了个水利工程专家名字叫郑
国，派他到秦国游说并且主持修建大型灌溉
工程，试图消耗秦国的国力，结果没想到秦
国从公元前246年开始修建，消耗了大约10
年完工绵延三百余里的郑国渠（“并北山东
注洛三百余里”—史记《河渠书》），反而大大
增强了秦国的国力。

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不仅已经有了像郑
国这样有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经验的专家，而
且不管是韩国国君还是秦国国君，对于水利
工程的浩大和艰巨，以及利弊都是很了解
的。

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有人写了本书
叫《易传》，这是一本解读《易经》的著作，里
面的《象传》中有一句话流传至今，叫做“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想这是中国人内
心思维的真实写照，这也构成了中国思想在
全球的一种独特性。

从政治制度上来讲，自然灾害的多发也
加强了对中央集权的需求。

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是很恐惧发生灾
荒的，也很非常重视救灾工作，因为灾害带
来的饥荒，往往会产生农民起义，对朝廷的
统治构成重大威胁，也不得不耗费大量财政
支出来镇压，那这样还不如把钱拿来救灾更
划算。

而要做到有效的救灾，中央必须要做到
对地方的强力领导和控制，救灾并不是盈利

性行为，甲地受灾，乙地花费人力物力去救
灾，在利益上是不符合地方利益的。

如果没有强力中央集权的存在，各地派
系林立，即使是将粮食和物资运送到灾区这
样看起来简单的工作，中间都要遭受各个地
方截流和收取税金以充实自己利益。

就以民国时期为例子，“苛捐杂税”横
行，这四个字真的是生动形象，各地军阀都
要收钱养自己的军队，没钱可不行，无一不
在自己统治区大肆收税，他们不对过路的救
灾物资，粮食和资金截流揩油就已经很难
了，更不要指望他们还会有很大动力去对另
一个军阀的统治区开展救灾工作。

《让子弹飞》里面汤师爷说我们来晚了，
鹅城的税都收到 90年后了，其实在民国这
是真实发生的事情，2012年 11月 4日《湖北
日报》报道了武汉税收博物馆开馆的新闻，
其中提到馆藏文物中，有民国时期四川省一
位叫周玉顺的农民的收税凭单，从 1915年
起，28年间他家至少纳税47次，其中至少有
7年被两次以上重复征收。更离谱的是，其
家庭税款甚至被预征到 80 年后，也就是
2012年。民国时期的国民政府由于没有真
正的实现大一统，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使
得在全国范围救灾这种工作根本无法有效
开展，每次一来自然灾害，苦的就是老百姓。

这跟中国自身的情况有关系，中国历史
上对抗频繁的自然灾害，必须要有强大的组
织才行，单靠农民自救是不行的，这就催生
了对政府能力和责任的天然需求，老百姓很
自然的会对政府有很高的期待，毕竟关系着
自己的生死存亡。

像全球最大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
可以把南方的粮食和各种物资运送到北方，
京杭运河跨越多个省市，总长度上千公里，
直到今天还是我国南水北调工程的东线，这
种需要消耗海量人力物力的超级工程，如果
没有隋朝的大一统和中央集权，是难以建成
的。

从中国历史上看，只要中国的中央集权
能力削弱了，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国
内各地方派系林立，有利于国家的改革无法
顺利推行，军队得不到军饷发生哗变，各地
发生灾害后赈灾能力大大下降，灾民频频起
义，不断消耗国力。

国力的削弱又会导致抵抗外敌入侵的
能力下降，往往导致异族的军队进入中原核
心地带。

分裂，灾荒和农民战争成为中央集权衰
弱后的标准副产品。

我始终觉得，一个国家最终采取什么样
的制度，产生什么样的文化，其实和这个国
家的具体国情真的是息息相关。

最简单的从居住地的角度出发：
居住在海边，河边，人往往就成为渔民；
居住在草原，人往往就成为牧民；
居住在平原地区，人往往就成为农民；
居住在山区，人往往就成为农民或者猎

户。
不同的生活方式会发展出不同的技术，

渔民会发展出渔网、鱼叉、造船、海上导航、
识别海洋气候的各种能力；

而农民则会发展出锄头、犁耙、耕牛、种
子培育、施肥、灌溉等能力；

牧民则会发展出马背上长大的能力，往
往战斗力很强，但是由于没有定居，难以发
展出高水平的建筑和技术制造能力。

自然灾害和瘟疫也对人类有重大影响。
中国人天天和各种自然灾害搏斗，环境

决定了中国人必须自强不息，无神论在中国
就始终是主流，都跑去信神，到寺庙当和尚
了，什么种田、水利工程、运河之类的活谁来
干？

欧洲本来处于黑暗的中世纪，宗教权力
和神权达到顶峰，然而一场肆虐欧洲的黑死
病，死亡人数惊人上亿人死亡，虔诚的信仰
在疾病面前并没有什么用，使得很多人开始
对宗教产生了怀疑，促进了欧洲的宗教改革
和文艺复兴，教会的力量逐渐衰退。

同样是国家，单一民族的国家和多民族
的国家，面临的压力也是不一样的，前者面
临的国土分裂的压力要小得多。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社会主义国家巨
变，向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转型，苏联、南
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就解体了，而波兰、匈
牙利、保加利亚之类的却保持了国土完整。
可见多民族国家更需要中央集权保证国家
的统一和完整，每个国家在集权与民主之
间，都是有一个合适自己的点的。

再比如纵观中国历史，与北方少数民族
的战争和融合始终在不断进行。

而从实际的结果来看，
（下转第5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