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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民史》

内容概要

《中国流民史》"流民与移民的含义并不一致,本书尝试把对于流民史的研究从移民史的研究中分离出
来,进行单独的分析、论述。时代起于先秦，讫于民国，对于解放之后发生的流民潮资料适当选录引用
。努力完整展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流民现象，揭示其特点及其他的方方面面，使读者从中增加对于中
国流民史的整体了解，同时也给有关研究者提供较为丰富、全面的资料，促进中国流民史课题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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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书本目录
引言
第一章 潮起潮落：古代流民潮回眸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流民
一、夏代的流民
二、商代“众”的逃亡
三、西周时期下层民众的逃亡
四、春秋战国时期的流民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流民
一、秦朝的流民
二、西汉时期的流民潮
三、东汉时期的流民潮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流民
一、三国时期流民潮的短期回落
二、西晋时期的流民运动
三、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流民潮
四、南北朝时期的流民运动
第四节 隋唐五代时期的流民
一、隋朝与唐朝前期的流民
二、唐后期流民问题的日趋严重
三、五代十国时期的流民
第五节 宋元时期的流民
一、北宋的流民
二、南宋的流民
三、元朝的流民
第六节 明清时期的流民
一、明朝前期的流民
二、明朝中后期的流民
三、清朝前期的流民
第二章 生存与期望：古代流民的发生机制
第一节 流民生成之“原”
一、古代政治家的认识
二、流民生成之“原”——土地兼并
第二节 自然生存环境的恶化
一、自然灾害——天灾篇
二、自然灾害——人为篇
第三节 社会环境的恶化
一、兵灾、匪祸
二、“苛政猛于虎”
三、吏治腐败
第四节 多子未必多福：人口压力
一、超载的土地
二、人为因素造成的“超载”
第三章 路在何方：古代流民的流向
第一节 流向丰稔、稳定地区
一、流向丰稔地区
二、流向稳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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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次大规模南迁浪潮
第二节 流向统治力量薄弱地区
一、避重就轻
二、进深山
三、赴边陲
四、入蛮夷
第三节 流向地广人稀地区
一、狭乡流向宽乡
二、明代流民聚集荆襄
三、湖广填四川
四、“闯关东”
第四节 流向城镇
一、流迁者的类型
二、流迁规模
第五节 跨出国门
一、向海外流移的源与头
二、规模与分布
第四章 困境与抉择：古代流民的生活方式和归宿
第一节 乞讨与流浪
一、乞讨生活
二、流落迁徙途中
第二节 打家劫舍
一、落草为寇
二、建立武装组织
第三节 未离黄土地的生存之道
一、重新成为编户齐民
二、沦为豪门大户的私属
三、当雇农、成“浮户”
第四节 弃农趋末
一、在城镇从事工商业
二、从事矿产开采
三、农村的职业转移
第五节 僧道及其他
一、遁入空门
二、沦为奴婢及其他
第五章 无序与整合：古代流民的影响
第一节 生产力布局的调整及其代价
一、人口地理分布的改变
二、土地的开垦与耕地面积的扩大
三、经济中心的南移
四、山区和边疆的开发
第二节 城市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兴衰
一、城市的发展
二、城市社会问题的出现
三、农村经济的变革
第三节 民族的融合与文化的整合
一、民族的融合与统一民族国家的发展
二、“客家人”的形成
三、文化的碰撞与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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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治安恶化与社会危机
一、土客间的冲突
二、治安的恶化
三、冲击政权体制
第五节 政府的财源、兵源萎缩
一、国家户籍管理失控
二、流民与财源的萎缩
三、兵源的枯萎
第六章 治标与治本：政府的对策
第一节 均田限田、整顿吏治——治本对策之一
一、抑制兼并
二、兴修水利、奖励农耕
三、轻徭薄赋
四、整顿吏治
第二节 整顿版籍、强化户籍管理——治本对策之二
一、户籍登记
二、什伍编制
第三节 备荒救荒——抚之于未流之先
一、备荒
二、救荒
三、济荒、农贷
第四节 救助与控制——辑之于既流之中
一、对流民的赈济与留养
二、以工代赈
三、控制与镇压
第五节 流民的还籍政策——善后举措
一、吸引还籍
二、强制还籍
第六节 招抚政策——控制流民的影响
一、附籍安置与招募入伍
二、组织迁移与招徕
结语：反思与启示
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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