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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卷为隋唐五代时期的移民史。在这一时期，始终存在着周边民族向中原地区的迁移，其中多数内迁
人口在中原定居，并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自唐安史之乱开始的北方人口南迁，一直持续到五代，成
为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北人南迁运动之一。《中国移民史(第3卷)(精)》即以上述两方面的移民为重点
，详细论述了各民族各次迁移的具体背景、迁移过程、定居过程、分布状况和造成的影响。对同时发
生的其他移民，如汉族迁往边疆、中原地区内部的迁移、其他地区间或民族间的迁移等，也占相当大
的篇幅。附有统计表格22个和地图6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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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松弟，1954年生，浙江泰顺县人。1982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次年考取复旦大学中国历史
地理研究所研究生，1986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留所工作，1992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该所副教
授。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和历史经济地理。著作有《无所不在的伟力——地理环境与中国政治》、《
中国古代都城》、《移民与中自》（与人合作）、《简明中国移民史》（与人合作）、《北方移民与
南宋社会变迁》等著作和有关宋代经济史与中国东南地区历史地理的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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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隋唐五代移民的社会与自然背景　第一节　隋帝国　第二节　唐帝国　第三节　五代十国　
第四节　自然环境的变迁第二章　周边民族的内迁：迁移背景、北方民族　第一节　周边民族内迁的
背景    一　边疆环境和唐的胡化流风    二　移民的安置    三　迁移阶段  　第二节　突厥族的内迁    一
　迁移过程    二　移民分布　第三节　铁勒诸部的内迁    一　迁移过程    二　移民分布　第四节　稽
胡的迁移第三章　周边民族的内迁：西方民族　第一节　青藏高原民族的内迁    一　吐谷浑的内迁    
二　吐蕃族的迁移　    1.不断向北扩张  　  2.移民陇右、关内    　3.迁入中原地区　　三　党项族的内
迁　　　1.第一次内迁（隋代）　    2.第二次内迁（唐安史乱前）  　  3.第三次内迁（安史乱后）　第
二节　西域胡人的内迁    一  丝绸之路上的西域移民  　  1.商胡逐利而来    　2.教徒传教东土　    3.王族
入充侍卫  　  4.各国进献入华    　5.被迫内迁    二　经草原和海路迁入的西域移民    三　移民分布    四
　小结　第三节　云南民族的迁移第四章　周边民族的内迁：东北方民族　第一节　朝鲜半岛人民的
西迁    一　初唐时期高丽和百济人民的西迁　　　⋯⋯第五章　周边民族的内迁：移民影响（上）第
六章　周边民族的内迁：移民影响（下）第七章　汉族人民向边疆的迁移　第八章　唐后期五代北方
人民的南迁：迁移过程第九章　唐后期五代北方人民的南迁：移民分布（上）第十章　唐后期五代北
方人民的南迁：移民分布（下）第十一章　唐后期五代北方人民的南迁：移民影响（上）第十二章　
唐后期五代北方人民的南迁：移民影响（下）第十三章　其他迁移卷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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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不断向北扩张　　从唐初起，吐蕃不断向北扩张。贞观十二年（638年），进攻吐谷浑，“吐谷
浑不能支，遁于青海之北，民、畜多为吐蕃所掠”，接着又进破党项、白兰诸羌，部众20万屯于松州
（治今四川松潘县）之西境。高宗龙朔三年（663年），灭吐谷浑，可汗诺曷钵被迫内迁河西。乾封二
年（667年），破诸羌12羁縻州。咸亨元年（670年），陷西域18州，唐被迫罢安西四镇。永隆元年
（680年），攻占茂州西南之安戎城（在今四川马尔康县东南），“由是西洱（今云南西部洱海）诸蛮
皆降于吐蕃。吐蕃尽据羊同（约在今西藏西北部）、党项（约在今四川、甘肃、青海三省交界的地区
）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治今甘肃武威市）、松、茂（治今四川茂汶县）、嶲（治今四川西昌市）等
州，南邻天竺（今印度）、西陷龟兹（今新疆库车市）、疏勒（今新疆喀什市）等四镇，北抵突厥，
地方万余里，诸胡之盛，莫与之比”。　　武周长寿元年（692年）十月丙戌，王孝杰率军大破吐蕃，
复取安西四镇，并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从而遏制了吐蕃在西域的扩张。但吐蕃在东方的
扩张仍在继续。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吐蕃通过赂买鄯州都督杨矩，以为和蕃的金城公主作汤沐地
之名，获得九曲之地（今青海东南境黄河曲流处）。九曲地区靠近中原，土地肥沃，牧草丰美，便于
屯兵放牧牲畜。吐蕃占据九曲之后，不断“率兵入寇”中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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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移民史》是目前国内外最完整、系统的中国移民史，论述了自先秦时代至20世纪40年代发
生在中国境内的移民，对其中主要的移民运动，一般都说明其起因、迁移对象、迁移时间、迁入地、
迁出地、迁移路线及方向、定居过程和产生的影响，并尽可能作定量分析，总结其规律。全书约260万
字，共分6卷：第一卷为全书导论和大事年表。导论界定移民的定义和全书的研究范围，确定中国移
民史的分期、移民的类型和特点，阐述研究中国移民史的意义，并介绍研究中国移民史的基本方法和
手段。大事年表则列出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1949年间可考的主要移民及有关大事。第二卷至第六卷
分别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金元时期、明时期、清和民国时期的断代论述，均列
有大量统计表格和地图。各卷的后记对相关的学术史和作者的研究方法作简要的说明。各卷按统一的
体例撰写，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中国移民史》可供历史、人口、地理、社会、经济、文化、民族
、地方史等学科的专业人员，政府有关部门，大专院校的教学和科研人员使用，也可作为相关学科研
究生的教材。第一卷可作移民史概论教材和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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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还要细细看，比我想象中的后，6本书我很重的一大垛
2、一共无册，就买了这一册，隋唐部分的，下次有机会凑齐
3、价格不贵，其他还行。
4、如果你对自己的来处很感兴趣,想追踪自己祖先踪影,可以买来慢慢读
5、因为阅读的缘故，对历史地理越来越感兴趣，葛剑雄无疑是国内在该领域的权威，而这个系列就
是由他来主持编撰的。
6、我买的一套六本，其中第三卷，品相很差，有很多渍迹，像是锈斑一样，封面也很脏。一套书里
边，其它几册都很好，唯独这本比较差，感觉很郁闷。
7、在研究中，资料收集要尽可能完备。“竭泽而渔”可能是苛求，但相关的最基本、最关键的资料
不应有疏漏。魏晋南北朝时，有许多西域僧人内迁。作者将《高僧传》中的的内迁“西域僧人”列出
。揆诸作者之意，似乎是想尽可能收集因佛教传播而进入中原的西域僧人。但是，《续高僧传》中也
有不少这样的人物，作者未列。再如，关于清代八旗驻防，作者对相关史料没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以
致造成了一些本可避免的失误，而对八旗制度的隔膜，更导致了作者在研究“满洲八旗的分布”中出
现了一些根本性失误。首先，作者对各地八旗驻兵的人数，主要依据的是“乾隆《八旗通志》”和《
清史稿·兵志》的记载。有关八旗的记载，最为集中的还有《八旗通志》《清会典事例》。两种《八
旗通志》相较，《二集》虽然增加了乾隆朝的内容，但对此前的有些内容，反不如《初集》详实。
8、史料挖掘到这个程度，不容易。不过要是能用上新出土的墓志就更好了。另外，关于墓志多引《
唐代墓志汇编》及《续编》，错误不少。
9、移民史不好写，因为迁入和迁出是同时的，能从繁杂的史料（正史、杂史、墓志碑文等）中梳理
出移民的主流，已经很不容易。只是在讲到移民带来的文化影响方面有些力不从心。  
10、内容很全，应该收入囊中，10多年前印刷的，已经有岁月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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