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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龚志强，男，1976年生，江西南昌人，历史学博士。
现任南昌大学旅游管理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省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江西省旅游规划专家库
成员；兼任南昌大学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旅游规划所所长、江西省文化旅游协会副秘书长。
近年来，主要致力于庐山开发史、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史的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合作出版专
著和教材7部，参与国家课题2项，主持省部级课题4项，主持各级政府和企业委托的横向课题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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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值得注意的是，明中晚期德化县户的数量增长较为明显，这反映了当地人口有较快
增长的真实状况。
梁方仲在其研究中认为，明天启年间全国户均人口数为5.25。
天启三年（1623），德化县有5，584户。
如果根据梁氏确立的标准计算，当时德化县的实际人口规模应达到29，316人左右，较洪武二十四年
（1391）增长了约80％。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按照明朝户籍管理制度，军户人口是不包含在地方官府统计数据中的。
也就是说，如果加上军户人口，明中晚期庐山地区人口较明初将有更大幅度的增长。
 因此，无论从星子县或是德化县的情况来看，明中晚期庐山地区人口均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
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地区土地开垦趋于饱和，人地关系紧张，由此将不可避免地使劳动边际产量递减
，从而出现经济的“内卷化”现象。
在此情况下，地方百姓生存压力增大，一部分人口逐渐向外分迁。
九江县《吴氏宗谱》便记载： 德化之吴氏，惟荆林路西尤著，但人稠地僻，又自分迁。
其迁居河南宿松、蕲州、广济、黄梅、德安、星子等州县不少，即同化邑，亦多迁居他镇他乡，居处
星散。
 前文述及，吴氏系明初从德安县车桥乡迁入德化县楚城乡。
上文显示，吴氏家族在德化县繁衍十分迅速，后来由于“人稠地僻”，其族人不断向外分迁，除部分
迁往河南、湖北等地外，还有不少人迁往本县其他乡镇和星子县。
显然，是地区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人地关系紧张，使人们不得不向外迁徙。
 又据星子县《甘德堂魏氏宗谱》记载： 伯启，字子贤，号文显，生于元至正十八年戊戌十月十一午
时。
⋯⋯于永乐四年，由南昌奉新县徙星子县下八都麻源山居焉。
 上文显示，魏伯启明初从南昌府奉新县（今江西奉新县）迁入星子县麻源山。
此外，据其族谱记载，永乐七年（1409），魏伯启的堂弟魏伯暹亦从奉新县迁入星子县五都圹山坳。
从此，魏氏家族在星子县繁衍生息，至嘉靖年间，魏氏发展至第四世，族谱上登记的男丁共计18人，
其中魏济坤由八都麻源山迁往八都樟树下村定居。
至万历年间，魏氏发展至第六世，男丁增加至31人。
至清康乾时期，魏氏家族男丁更达到113人之多。
可见，明中晚期，庐山地区地方宗族的人口繁衍速度非常快。
这一情况印证了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观点，即“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
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
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地区宜农土地开垦日趋饱和，必将导致地方百姓的生存压力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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