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闯关东纪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闯关东纪事>>

13位ISBN编号：9787205066420

10位ISBN编号：7205066425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时间：辽宁人民

作者：杨春风

页数：164

字数：193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闯关东纪事>>

前言

　　闯关东，这一发生在东北地区的移民潮，以及移民们的落地生根，开发、创业，发展东北地区的
生产、经济和文化，使之繁荣发达的历史事件，的确应该好好写一写，以反映这段宏伟壮观的历史，
为先人立碑，为后人提供史篇。
这个人数众多、时间绵长的历史事件，是一首雄伟悲壮的人生与创业之歌，一幅宏阔生动、粗犷壮观
的历史画卷。
　　不过，依我狭窄的阅读范围看，至今除了片断的、个别的记叙之外，比较全面完整的叙述，还很
少见。
我只记得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的开篇，以粗犷的笔触，描绘了移民潮汹涌于仆仆道
途的场面。
刘文玉则以长篇叙事诗的方式，以一对闯关东的青年夫妇为主要人物，写了一个虚构的历史故事，来
予以艺术地反映。
　　现在，杨春风同志写了一本以“闯关东”为名的专著。
这本《闯关东纪事》，对“闯关东”这一以冀鲁穷苦农民为主体的巨大群众性历史行动，作了历史学
与社会学的解读，而它的表述方式又是文学性的，是一部历史性的散文纪实。
数种学科的性质与功能的汇融，无疑增加了这本著作的广度、深度与可读性。
　　从全书的构造与叙事方式看，它是全景式的，是涵盖多方面内容的，又有自己的观察、独到的分
析和独有的见解；而它的贯彻始终的叙事，从标题到正文，都是形象性、描述性的，具有浓重的感情
色彩和可感可读性，是一种富有文学色彩语言的感性历史一文学叙事。
就以上几个方面看，本书对于“闯关东”做了以前人们未曾做过和“未曾这样做过”的有益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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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闯关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移民活动，是世界移民史上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卷。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以轻松的笔调，从史学、社会学的宏观视角出发，对闯关东这一历史事件
进行了多方位的解读，着力展现了闯关东广阔而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闯关东人在东北特有环境
下形成的历史风貌、民俗风情、性格特点等。
本书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是一本全面、完整反映这一重大移民事件的通俗性历史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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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史学、社会学的解读与文学表述大背景：在对故土丧失信仰之前悄然膨胀的人口精疲力竭的土
地人地失衡的罹难难以为继的生活闯关东：生存权利的征求形式之一种当移植已成为生存的必需当东
北已然是唯一的去处当迁徙遭遇到梗阻当限制演化为封禁当针尖与麦芒迎头相撞当驱逐与迫返双双失
效穷则变：变通的只是对四季的追逐时移事易，唯有解禁被迫而为，扰抱琵琶带我离开，到你所在改
朝换代，民生依旧日月轮回，温暖得现旧路新途，旧俗新意人与地：我的福祉取决于你的肥瘠农业：
富足与对土地的感恩戴德工业：尚存秋季之处即繁华所在商业：兴起并发展于丰肥的热土城镇：追随
并繁茂着土地的四季关东风：奔突于黑土地上的中华血脉移民：古老的全球性血脉奔突文化：白山黑
水间的生命密码风俗：以地域的姿态得以独立语言：不易混淆亦不轻容相忘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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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摊丁入地”是中国赋税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改革，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就已在康熙的默许
下，率先于广东和四川两省试行，却并不曾推而广之。
所谓“摊丁入地”，即把丁银核入地亩，一切赋税皆由地出，丁随地起，丁地合一。
出发点在于使纳税人的赋税与其财产相匹配，从而杜绝事实上早巳存在的“富室田连阡陌，竟少丁差
；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之弊端，以此缓解无地贫民因无力缴纳丁银而隐漏逃亡的现象，以期达
成赋税得以顺畅征收的目的。
无疑这是一项相对科学又公平的征赋之法，却因严重有损于地主阶层与富户缙绅的利益（这些人向来
以地多丁少为集体特征），而于过程中遭遇到了强烈反对与百般阻挠。
难说康熙如何理解这样的阻力，总之在他有生之年没能将其全面推行。
即使是雍正在最终下定决心推广之前，也还在捡这样的用词骂人：“摊丁之议，关系甚重，岂可草率
从事⋯⋯观尔近来所奏，每多涉于孟浪”。
　　不过这份惹来指责的奏折，想来还是引发了雍正更为审慎的斟酌，使他很快就在再一份的同类奏
折上果断批示：此事“实可准行”。
这道朱批令各省督抚震动异常，却是事情已成定局。
雍正二年（1724年），“摊丁入地”在直隶正式施行，接下来陆续推广到福建、山东、河南和浙江等
十三省。
未竟的事业由其子乾隆代劳，18世纪末基本上完成了这项一波三折又困难重重的赋税改革（东北三省
因情况特殊，至19世纪中叶才开始实行）。
　　“摊丁入地”多被视为“惠于贫民”的恩政，起码理论上如此，毕竟无地有丁或地少丁多是底层
民众的一贯特点。
然而凡事架不住运作，运作手艺的高超精妙，足以令一切事情于进程中改头换面，无论其原本的脸孔
如何纯洁。
　　不管哪个朝代，土地持有者与土地劳作者向来不能画等号，堪画等号的自耕农向来只占很小比例
。
自清朝伊始，贫民以租佃方式劳作于并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就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随着时间的推
移，以雇工身份成为土地真正劳作者的贫民，也已越来越多。
当贫民必得依赖向土地持有者支付地租或支取工钱来维持生计的时候，心肠不怎么厚道的土地持有者
，也就总有机会使出万般花样，来尝试将核人土地的丁银重新转嫁给贫民。
　　只是无论如何，天下间也还是从此再无丁银之说了。
自古就紧箍咒般套牢在头顶上的正税之一，业已就此连根去除，且理论上将永不复现，不管以后的事
态将会扭曲到何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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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史上大规模人口迁徒中参与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伟大的壮举。
清朝中期，迫于生存压力，山东、河北等地的人们先后向尔北地区移民，开始了长达300年的闯关东历
程。
清政府的封禁、漫长的路途、上匪的幼掠、大自然的严酷和人烟稀少所带来的孤独感⋯⋯经历了种种
磨难后.往一片陌生而又全新的广阙天地中，这闯关东的人同时也完成了一次自身性格的重塑从面形成
了东北人这一特色鲜明的新群体和独其一格的尔北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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