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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移民史（第1卷）（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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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卷）（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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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卷为全书导论和大事年表。
导论分别界定《中国移民史（第1卷）（精）》所用移民的定义和涉及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划分
中国移民史的阶段，归纳出历代移民的类型和特点，从移民对中国历史重大贡献的角度阐述研究中国
移民史的意义，介绍研究中国移民史的基本方法和手段。
这是对移民史理论和方法论的总结，可作为中国移民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也可作为移民史概论的教
材。
大事年表列出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1949年间可考的主要移民及有关大事，既可查对全书的内容，也
可单独用作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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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树基，1956年4月出生，江西南昌人。
1982年获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1984年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学硕士学位，1989年获复旦大学历史
学博士学位。
1984-1986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工作，1989-1996年在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工作
，1996年9月起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工作；1992年任副教授，1993年曾任美国洛杉矶加州大
学（ucLA）历史系客座教授。
从事中国农业史、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史和中国传染病流行史的研究，先后在《历史研究》、《
历史地理》等刊物上发表。
论文20余篇，代表作有《对明代初年田土数的新认识》、《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
）》、《湖南人由来新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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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卷　导论第一章　移民的定义和本书研究的范围第二章　中国移民史的分期、历代移民的类
型和特点第三章　研究中国移民史的意义：移民对中国的伟大贡献第四章　研究中国移民史的基本方
法和手段大事年表（约公元前21世纪一1949年）第二卷　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第一章　先秦时期第二章
　秦汉三国时期移民的社会与自然背景第三章　秦朝：大移民时代第四章　汉代的关中和洛阳第五章
　西北地区的移民第六章　匈奴、鲜卑、西域和东北地区的汉人移民第七章　少数民族的内徙和西迁
第八章　汉人南下的序幕和分裂中的内聚迁移第九章　晋南北朝时期移民的社会与自然背景第十章　
永嘉乱后的人口大迁移第十一章　汉族向西北、东北和北方的迁移第十二章　少数民族的进一步内迁
第十三章　十六国和北朝的移民第三卷　隋唐五代时期第一章　隋唐五代移民的社会与自然背景第二
章　周边民族的内迁：迁移背景、北方民族第三章　周边民族的内迁：西方民族第四章　周边民族的
内迁：东北方民族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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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地区的人口迁移第四卷　辽宋金元时期第一章　辽宋金元时期移民的社会与自
然背景第二章　辽北宋西夏时期华北地区的人口迁移第三章　辽金时期东北地区的人口迁移（上）第
四章　辽金时期东北地区的人口迁移（下）第五章　金代华北地区的人口迁移&hellip;&hellip;第五卷　
明时期第六卷　清　民国时期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移民史（第1卷）>>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移民的定义和本书研究的范围　　本章所要论述的移民的定义，主要是用之于本书。
但由于迄今为止国内在移民研究中也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笔者自然希望这一定义能推广到中国移
民史的研究领域，为同行学者和有关的研究人员所接受。
　　第一节&ldquo;移民&rdquo;一词现有的解释　　一古籍中的&ldquo;移民&rdquo;及其同义词的含义
　　&ldquo;移民&rdquo;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middot;秋官&middot;士师》中：&ldquo;掌士之八成
：&hellip;&hellip;八日为邦诬。
若邦凶荒，则以荒辩之法治之。
令移民通财，纠守缓刑。
&rdquo;①本意是在列举士师一职所负对士进行考核督察的八个方面，并作具体的阐述。
在其中第八种情况下说明：如果邦中发生谷物歉收引起饥荒时，就应该采用救济的特殊措施，一方面
可以让受灾百姓迁往谷物丰收、价格较贱的地区，另一方面可以从丰收地区调运谷物来救灾。
这里的&ldquo;移民&rdquo;还不是一个专名，而是作为动词，即迁移人口。
　　另一处见于《管子&middot;七法》：&ldquo;不明于决塞，而欲殴众移民，犹使水逆流。
&rdquo;①大意是说：一个当政的人如果不懂得疏导或堵塞河流的道理，却要调动人力或迁移人口，那
就等于要让水倒流：因为如果不懂得堵塞河流的道理就进行了堵塞工程，并且让百姓迁入了河流堵塞
后形成的耕地，那么除非能让河水倒流，否则难免不出事故。
这里的&ldquo;移民&rdquo;也还是迁移人口的意思。
　　《周礼》与《管子》的成书年代至今还没有一致的说法，但一般都认为不会晚于战国后期，因
此&ldquo;移民&rdquo;成为迁移人口的动词来运用，至少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
　　与&ldquo;移民&rdquo;同义的一个词是&ldquo;徙民&rdquo;。
&ldquo;徙&rdquo;，也是迁移的意思。
此词同样首见于《周礼》。
　　《周礼&middot;地官&middot;小司徒》：&ldquo;五家为比。
&rdquo;《比长》：&ldquo;比长各掌其比之治。
&hellip;&hellip;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
若徙于他，则为之旌节以行之。
若无授无节，则惟圜土纳之。
&rdquo;②按郑玄等人的注释，这段话的大意是：每五家编为一个比。
比长的职责就是负责这五家的管理。
如果所管的居民感到不便，要从城里迁到郊外，或从郊外迁入城中，可以给他们办一个手续，向迁入
地的官员说明他们并没有犯罪，只是感到不便而迁移的。
如果居民要迁到其他地方去，就得给他们办一个旌节作为证明。
如果迁移的人既没有办手续，也没有证明，当地的官员就应该将他们送到圜土中监禁。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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