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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口移动是人口变迁的主要方式，也是社会变迁的基本形式。中国的人口迁移是与中国历史同时开始
的，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规模庞大，分布广泛，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举凡
中国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巩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奠定、中国经济开发与经济重心的转移等，无
不深刻地打上了移民的印记。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各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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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玉春，女，1965年生，广西灌阳人，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湖北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并
先后前往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访学。现为广西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明
清史、中国移民史和历史文化地理的教学和研究。先后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江汉论坛》、《
广西民族研究》等刊物上发表20多篇论文，代表作品有《明代广西的军事移民》、《论大一统格局下
的文化异端》、《以槟榔为礼：岭南婚姻习俗的文化地理学考察》等，专著有《走进历史深处的新路
径》（合著）。

Page 3



《移民与中国文化》

书籍目录

导　论1第一节　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和基本史料1第二节　移民与中国移民史研究8第三节　文化与文
化扩散21上编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第一章　从北方到南方：汉族人口迁移之一27第一节　汉人南
迁的第一次高潮：永嘉南渡及其余波27第二节　汉人南下的第二次高潮：安史之乱后北方汉人的南
迁33第三节　汉人南下的第三次高潮：靖康之乱后北方人口的南迁48第四节　客家人：在迁徙中形成
的特殊民系62第二章　从内地到边疆：汉族人口迁移之二69第一节　明清时期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移民
垦殖70第二节　湖广填四川84第三节　汉族移民对台湾的开发88第四节　闯关东·走西口98第三章　
少数民族的内聚迁徙111第一节　两汉时期匈奴的内迁112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胡”内迁115
第三节　隋唐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的再次内徒122第四节　蒙古族和满族的迁移126第五节　回回东迁与
回族的形成和分布13l第四章　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142第一节　近代以前中国人口国际迁移的历史回
顾142第二节　近代中国海外移民的高潮152第三节　中国海外移民的地理分布(一)159第四节　中国海
外移民的地理分布(二)169第五章　城镇化移民与中国人口的城市化179第一节　中国近代城镇的兴衰
与城市人口的增加180第二节　中国近代城镇人口的来源187下编　移民与中国文化的时代性演进和地
域性展开第六章　移民与汉文化的扩散191第一节　汉族分布区的风俗整合与趋同191第二节　人口迁
移与少数民族的汉化198第三节　移民与明清时期地方剧种的形成204第七章　现代汉语方言地理及其
移民背景210第一节　现代汉语方言的地理格局210第二节　移民与南方汉语方言的渊源215第三节　移
民特征与方言演化的关系218第四节　移民方式与方言地理分布类型222第八章　移民与宗教的扩散226
第一节　佛教和道教的传播227第二节　伊斯兰教、基督教和摩尼教的传播234第三节　民间信仰的跨
地域性流布238第九章　汉族民俗中的“胡化”因子247第一节　食物、作物和饮食方法247第二节　服
饰与家具249第三节　汉语中的“胡言胡语”252第四节　音乐与舞蹈255第十章　移民与中国文化中心
的转移260第一节　政治中心的转移与文化重心的变化260第二节　历代文化名人的地理分布变迁264第
三节　历代科举人才的地域分布变迁268第十一章　移民与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之一277第一节　移民
与东亚汉文化圈的形成277第二节　移民与海外汉语方言社区的由来和分布289第三节　独特的文化风
景线——唐人街295第十二章　移民与综合文化区划——以广西为个案305第一节　文化区划的主要原
则和广西综合文化区划305第二节　广西综合文化区划的移民背景312参考书目320后记325

Page 4



《移民与中国文化》

章节摘录

　　从北方到南方：汉族人口迁移之一　　汉族人口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向以长江流域为
中心的南方地区的三次迁移高潮最为重要。尽管这三次汉人南迁高潮都发生在少数民族内徙中原这一
相同的历史背景下，迁移方向都是由黄河流域向江淮以南地区推进，但由于具体历史环境的不同，这
三次南迁高潮又各具特点。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第一节汉人南迁的第一次高潮——永嘉南渡及其
余波　　一、中原战乱与北人南迁　　公元280年，西晋灭吴，重新统一了中国，晋武帝太康年间(280
—289)，西晋国力强盛，社会安宁，经济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史称“太康之治”。但是，这一局面并
没有持续多久。统治阶级的奢侈骄淫导致阶级矛盾渐趋激化，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皇位的斗争也日趋白
热化。290年，晋武帝死，太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惠帝。惠帝孱弱无能，母后杨氏勾结自己的父亲、辅
命大臣杨骏排斥异己，独揽朝纲，引起“公私怨望，天下愤然”。惠帝皇后贾氏密召都督荆州诸军事
的楚王玮入京，杀杨骏及其党羽，启用司马亮等，然后又指使惠帝杀司马亮、楚王玮等人。贾后滥杀
宗室引起朝臣和宗室的不满，赵王伦人京，杀贾后和太子，自己做了皇帝。齐王同、成都王颖、河间
王颐等起兵讨伐赵王伦，大战两个多月，死伤近lO万人。此后，长沙王义、东海王越等相继卷入争夺
皇位的战争。这场以争夺皇位为目的的战争持续了15年，波及地域也从洛阳、长安延展到整个黄河流
域，先后有8位宗室卷入，史称“八王之乱”。“八王之乱”不仅使黄河流域饱经战祸，人民流离失
所，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内乱加剧了西晋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削弱了西晋的统治力量，东汉以来人
居缘边地区的匈奴等少数民族公开起兵反晋，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成为西晋军队与少数民族军队
作战的主要战场。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爆发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旱、涝、虫灾频频，把饱受战祸
之苦的北方人民推向了死亡的边缘，人民流离失所，流民起义不断，黄河流域陷入一片混乱，极大地
动摇了西晋王朝的统治基础。　　东汉以来，北方地区渐趋寒冷，漠北草原水草枯萎，大量牲畜死亡
，导致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北方民族进一步南下。西晋统治力量的削弱正好为其南下提供了可能。当时
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还有匈奴、鲜卑、羯、氐和羌等，即旧史中所称的“五胡”。这些内迁民族打着
反晋的旗号，纷纷起兵，进人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等民族政权
。　　“八王之乱”、流民起义、少数民族的反晋斗争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争战使中原地区人
民饱受战祸之苦。异族入侵之初的疯狂屠杀和传统的“夷夏之辨”观念，使汉族统治阶级闻风丧胆，
纷纷南下。贵族、官僚、地主的迁移必然伴随着大量的宗族、部曲、附庸、奴仆人口的迁移，而一般
农民面对匈奴等族自北而南推进的压力，也只能选择南迁。这次以汉族官僚、贵族、地主为先导，以
大量宗族和奴仆为主体，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大规模人口南迁主要发生在西晋怀帝永嘉年间(307
—311)，所以历史上称为“永嘉南迁”。东晋政权在建康(今南京)建立后，南方更增加了对北方人士
政治上的吸引力。这次南迁肇始于永嘉年间，一直持续到南朝宋元嘉年间(424—453)，达150年之久。
　　汉族人口向南方地区的迁移与北方地区的战乱具有密切联系，每一次大的战乱都会引起大规模的
人口南迁，其中又有四次迁徙高潮。　　(1)永嘉初，匈奴公开反晋，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地
成为主要战场，上述地区以及江苏、安徽淮北地区的地主、贵族、官僚和农民相继渡过淮河。311年，
汉军攻陷洛阳，引发了第一次难民潮，“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316年，汉大将刘曜围长安，
愍帝出降，西晋灭亡，逃出京城的“四千余家奔汉中”。次年，宗室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史称东晋。
东晋立国江南对北方士人南下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中原冠带随晋过江者百余家”，其中琅邪王氏(
王导、王敦)、颍川庾氏(庾亮)、范阳祖氏(祖逖)、高平郗氏(郗鉴)、谯国桓氏(桓彝)、陈郡谢氏(谢安)
、渤海刁氏(刁协)、汝南应氏(应詹)、颍川苟氏(苟崧)等北方大姓巨族均在东晋建国前后渡江南下。　
　(2)东晋立国江南之后，曾先后派遣桓温、祖逖率军北伐，收复了黄河以南地区，但由于东晋政权内
部矛盾重重，北伐事业功亏一篑，晋军被迫退到淮南。晋军的军事行动带动了北方汉族的南迁，其中
既有晋军的强制迁移，也有移民的自发行动。如永和六年(350)，庐江太守袁真攻占合肥，“迁其百姓
而还”；十年(354)，桓温自关中撤退，也“徙关中三千余户而归”。王敦反晋时，江淮之间一片混乱
，淮南居民以及侨居在淮南的北方人民纷纷渡过长江南迁。　　(3)4世纪中期，前赵、后赵、前秦等
少数民族政权逐鹿中原，关中所受破坏尤其严重，来自关中地区和今甘肃境内的“秦、雍流民多南出
樊、沔，晋孝武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部分关陕移民进入四川盆地。　　(4)南朝宋文帝
元嘉年间，一度由宋武帝收复的中原地区重新失陷，淮北各州被北魏占领，大量中原人民再次渡淮南
迁。在关中，氏人的战乱迫使关陇人民再度南迁汉水流域和四川北部地区。　　以上是规模较大的四
次南迁活动，除此之外，其他零星迁移也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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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口迁移是人口变迁的主要方式，也是社会变迁的基本形式。中国的人口迁移是与中国历史同时
开始的，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规模庞大，分布广泛，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举凡中国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巩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奠定、中国的经济开发与经济重心的转移
等，无不深深地打上了移民的印记。　　本书从人口迁移与文化扩散的角度，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及其
文化诸要素的空间分布进行研究。本书将带您领略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各族人民是如何创造了辉煌
灿烂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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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学术的一本书。。好吧承认买来只是装逼而已 =.=
2、阅读时间：2006年12月
认识中国人口变迁以及社会变迁历史的重要书籍。
3、很不错
4、很好的资料书，作为研究文学对于既有资料的整合也蛮好，可惜没有太多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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