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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

我国志书浩如烟海，但以树为志者鲜见。明朝在洪洞古

大槐树处迁民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范围最

广、．意义深远的一项重大国策。古大槐树处迁民后裔已遍及

国内外，特别以北方诸省数百个县最多，千百万人民怀乡思

土，寻根访祖，古大槐树处已成为人们向往的怀祖胜地，．故

不能无志。 一
’

．一九二一年、一九三一年洪洞人景大启，柴汝祯曾先后

汇集古大槐树志二册，除序跋之外，多为怀乡诗词之作。此

次新编古槐志只选用部分诗词与序跋，以资存考。
‘

本书博采史籍、方志、碑刻、牒谱、．传说。特别是二十

一个省市近四百个县的古槐后裔寄来族谱，墓碑、词堂碑

文，以及其它统计综合资料，其热忱之情，至为感动。谱牒

与碑文资料除标点外，其中有个别字句，大约因辗转传抄之

故滞涩难读可能有误，一时难以考订，故暂存录。本书酌收

部份非洪洞迁民的谱序与碑文，以资佐证。 -?

本书中所列各省移民县份，均按笔者现有资料和现行区

划统计，其它移民县可能还有，监非只限书中所列县份，望

读者继续联系，再版时予以增补。 ．

一研究我国历史上的迁民问题，是历史研究和民俗学中的

一大课题。．这对激发千百万人民爱家爱国、振兴中华、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均有积极意义。本书只是弓i玉之砖，还望迁

民研究、民间谱膘研究逢勃继起，以使我国历史领域更加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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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繁荣。

我国著名的方意学者傅振伦同志对碑文和谱牒资料进行

了校订，监撰写了序言，特此表示感谢。

·2。



．u+我国历代编史修志，从未中断。先泰至清

朝宋车的古籍约井有f八万一千七百余种；。流
传至今者仅七：八万种-，今就史志而论，种类很
多，大一统的朝代有总志；省至县有方意，乡
有乡土志，人有传记，家有谱牒。保存了很多

的重要资料。又是凝聚人民精神意志，奋发图
强的推动力量。再就氏族谱牒而论，历代备加

重视。《世本》叙黄帝以来祖世所出。 《周

官》小史9奠世-系，’辨昭穆，述德行。 《春

秋》学者有年历图谱。汉有帝王年谱、官谱、
氏族篇等著作。魏置九品中正．之官，各有谱
状，以备选举。其后大族各有百家谱i：撰写谱
录i记其所承。江左以来，谱籍渐兴，‘唐代谱
学尤盛6‘刘知几讨论史意，也以谱牒之书，允
宜入史。’．+后世家有其谱，记得姓之因，与夫祖
宗世玖及人伦之纪o’ ．- i’ ·，

一‘

’封建社会的家谱，‘：有家训0乡规；虽为巩
固封建势力而服务；r但推求木本咏源使．-人，传．



续世德，见贤思齐，于维护善良风俗，发扬美
德，强民富国，不力无功。，

今日修志，都有姓氏、民族之篇，以记述

-．人民的由来、j霉移、．现状。并详载兄弟民族在
?各个地区生息-、蕃衍；i开疆拓生缔造文明，防
．御外侮广形成了：强大的．内聚力量。我国经历了
五千年，-至今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栋，、这是主

。要的原因。 j ．1 -：． ‘．．一
。●

■
一

●
一

． 、．，美国有犹太学会；收藏我国家谱j’方志五

千余种，用以研究我先民姓氏来源、迁徙、发
展、体质寿限，作必历史学’彳优生学等依据。

．．-今我国新修方志必历叙各地的囱然地理之山
川、，土壤、民俗、‘物产二衣盒佳行之所需及生

·活习惯，意在以人文而结合自然，作综合的研

究，以推动社会的发展，，．立意完善! 一

． ’当今感世修志，山西洪洞县志办公室，就

一国人传颂的洪洞迂民资料，博采史籍、方志、
，：碑刻j谱牒、传说；．辑为《洪洞古大槐树志》，
达_部谱学专门史志，否是封建．士族的家谱，

。而是移民之史，人民之史6据，查，．从明初

一’至汞乐十五年五。七年间，．。疏散山西两府五十



二县之民，遣送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

徽、江苏、湖北、陕甘、几遍于神州。其展转
迁徒而至海外者又不知凡几。其中资料具有人

民性、科学性，是非常珍贵的。读其书者可免

数典忘祖之诮，又可使凡来自洪洞者知道国人
在五百年前都是一家，’推而上之，在五千年前

都是同胞，都是炎黄子孙。藉此可以推动精诚

团结，由爱家爱乡的精神而爱国家，携手前
进，致中国于富强康乐之域。古语，日： “兄弟

阋于墙外御其侮"。愿台湾海峡两岸同胞，共

体此义，万勿萁苴相煎。
。

．

我家世居河北新河城召村，十二世祖傅百

万’、宝成三兄弟于成化十一年从洪洞迁来。以

爱桑梓之情，韭喜此书资料丰富，翔实可信，
可补旧作《新河县志·洪洞移民考》之缺，因

厦命序于简端。
’

’

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时年八十：
’

傅 振．伦 、．

’1 9 8 6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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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明朝洪洞大槐树处迁民纪略
’

r
t：

’‘

●

^

’‘

’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祖先故居Ⅱ垮

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数百年来这些民谣在我国广大地

区祖辈相传，妇幼皆知，甚至有只知大槐树而不识其始祖

者。时至今日，．洪洞迁民的后裔已遍及全国，而大槐树也就

1誉延神州大地了。 ．’ ．

。

·据+《洪洞县志》记载； “明洪武、永乐问，屡移山西民于

滁和、北平、山东、河南、保安等处，树下为荟萃之所”．。韭

·在“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奠．①。我国·些历史文

‘献，+如《明实录》、《明史》、(<续文献通考》，Ⅸ日知录

．之余》等书都有明初迁民记载，民间迂民记载更为丰富，

“晋、冀、鲁、豫、苏、皖、陕’’，甘等大量的民间牒谱与墓

碑：祠堂碑文也都有在洪洞县大槐树处迁民的记载，这些资

’料说明，明朝洪武i一永乐年间的移民，是我国历史上有组织

有计划的_二项重大决策i这次迁民对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
·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振兴中原、开发边疆、民族融合‘文

化交流以及尔后我国社会发展都真有重要的意义二‘明朝政府

以移民星荒为中心的振兴农业的措施，增进了社会经济的繁

r荣，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把我国封建社会推向更高的阶

段。研究明朝政府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措施，’对当前我国农

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j同时大量的资料证实明朝洪

洞大槐树处集中移民无疑是历史事实÷．‘“正史黟有记载，野

．’乘有反映，民间有传说，加之数百个县千百万人民记载的移

-民历史和誓正吏筇相印6为此，’明朝洪洞大槐树处迁民这一

· 1 ．_



历史事实应充分肯定。

第二节洪洞古大槐树处
‘

’
。

1

。

洪洞县位于山西省南部临汾盆地北端，西周为杨候国，

秦汉置杨县，晦改洪洞至今；是·个历史悠久的古老县城。

在洪洞县城北郊贾村的西侧，有一处公园式建筑，西面临近

汾河，东面围墙紧靠南同蒲铁路。多少年来不论是1严寒的

冬天，还是酷热的夏暑，游客络绎不绝，有的留诗题词，抒

．誓饮水思源力之情，有的仰望挺拔的大槐树，盘桓眷恋不忍

匆匆离去，这就是闻名全国的明代迁民遗址一一洪洞古大槐

树处；现已辟为古大槐树公园。 ·

． ． ．

据((洪洞县志》记载，明朝时，．这里是广济寺，’为唐贞

观二年所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济济，香客往来不

绝，再加唐宋以来，又建有驿站，房舍宽广，廊舍幽雅，常

驻驿官，办理四方来往的公差事务。在广济寺旁有一株．“树

身数围萌遮数亩”的汉槐，．阴关古道从树萌下通过_o一汾河滩

的老鹳在古树叉构巢垒窝，年长日久，特另n是到了冬季树叶

凋落之时老鹳窝星罗棋布，甚为状丽i明初迁民时，使在广

济寺和大槐树下设局驻员，集中移民编排队伍监发给“凭照

1川资”。当所迂之民起程时，．．依依惜别，不忍离去，走了好

远频频回首，只能看见天槐树上的老鹳窝，⋯为此f大槐树和

老鹳窝就成为惜别的家乡标志，几百年来传来传去，有的就

、将老鹳窝误传为村庄了。 ，
：～一．ji一． ：、'．

。，：+明朝盼广济寺和大槐树；早已被汾水冲毁；一．幸而在

·-占Jv-槐树的东旁同根孳生出第二代古槐，这就是现+在+干枯

． 二·2·



了的那操大槐树。二代槐树干枯后，1974年被巨风吹倒’，

政府拨专款整修，打了水泥座，树身用几道铁箍固定，．重新

竖立起来，作为迁民的见证，怀祖的寄托，’似迁民子孙世代

繁衍一样，第二代古槐的北旁又同根孳生出第三代古槐，现

在枝繁叶茂，茁壮成长，看到它，人们自然得到很大的安一

慰，真是嘉树延年，代代相接啊! ．

古大槐树处迁民遗迹，旧时人们监不十分重视，现在的

建筑是民国三年洪洞人景大启、刘子林倡仪募款而建，～说来

还有它的历史缘由。，．
。

!． ，

．清末，贾村景大启在山东曹州任散厅官史，交游甚广，

东昌，．济南均相稔熟，在宦游中，上至官吏下至平民，当知·

其为洪洞人时，倍觉亲切，殷勤招待，都说洪洞是老家，

“从大槐树老鹳窝迁来"，有的让荩观看家谱记载。是时洪

洞人刘子林也在长山县任官吏，两人相商，遂起筹建古大槐

树古迹之意，监在山东募得纹银390余两、，寄回洪洞托人筹

建。第二年洪洞人贺柏寿从河南耙县告老还乡，言在豫也有

同感，回洪洞后又募得钱300余吊，便积极筹建移民古迹。 ’。

一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因大槐树庇护了洪洞人民的一

事i．更加引起人们对古太槐树处的重视。．． ’．-。 ’，二

原来，山西太原辛亥革命时，赵城(1954年与洪．洞合·

并)人张煌率从杀死巡抚陆钟琦，．不久袁世凯派新巡抚张

锡銮率三镇兵卢永祥部进攻山西革命军，‘卢率军顺古道南

下，，进军平阳，．所到之处肆意抢掠，尤以赵城县最为严重，

．赵城名士张瑞璜上书袁世凯与新巡抚，。对卢军的残暴写道：，

“无贫富贵贱，一律被抢、j。不余一家、不遗一物，‘冰雹猛雨，无．

此遍及”。。．，三日后，终载而南去也，车四百辆，：．野驼；百



头，马数千蹄，负包担囊，相属于道力。卢军过后赵城“城

无市、邻无炊烟、鸡犬无声、家无门户窗，箱笥无遗缕，盘

盖无完缶，书籍图画无整幅，墙壁倾圯。弛深三尺力(2)。

事后张瑞璇还铸卢永祥铁象于南门内，怀抱银锭，背铸卢贼

永群几字，人们见而唾之，以表愤恨之情。 ·

卢率军进入洪洞，仍有“半天不点名"之令，暗示还可

抢掠，可是军中士卒到了大槐树处都停步不前，下马罗拜，

不愿离去，原来卢军士卒多为冀鲁豫籍，柑互传言， “回到

大槐树老家刀，不忍抢掠，监将在别县抢得之钱供施于大槐

树，洪洞人民才避免了这次浩劫，人们沾了大槐树的光，托

了移民祖先的福，认为大槐树有“御灾捍患一之功③。，从1

此一9古大槐树处更引起人们高度的重视，19i4年修建牌坊。

时，’镌刻了“荫庇群生"四个大字。 ．

’

，由于上述历史缘由，促进了古大槐树处古迹的修建，’民．

国三年建成了碑亭、茶室和南面的牌坊。

．碑亭建在原来的古大槐树处，亭虽不大，但雕梁画榇，
‘

飞檐斗拱，’精巧玲珑。亭中竖立青石碑二座，．高·丈零五j=

宽二尺四寸，碑冠在盘龙细雕之中篆刻f‘纪念”二字，碑阳．

镑刻“古大槐树处劳五个隶体大字，碑阴刻有碑文，简述迁

民事略，碑亭后面的窑顶上石经幢高高竖立，上有金代承安五

年鳞刻的梵文，它是广济寺的唯一遗物，是迁民的历史见证。，
‘

在碑亭前靠西一旁，建有茶室兰伺，以备槐乡子孙小憩

片刻，。品啜乡味。．茶室四柱上刻有对联两付，其■：’茶可解!

烦碧乳澄清通世味，亭堪栖迹绿槐夹道识乡情，其二卜香挹“

行襟留快饮，荫清古道倚斜阳，碑亭楣匾为“饮水思源∥二一
’在碑亭南二十余步，建有牌坊二座，年代虽不久远，式。

●

‘

·4 p，



样却古色古香，四脚三门，飞檐斗拱，匾额诗风，牌坊横额．

雕刻着“誉延嘉树劳。阴面雕刻着“荫庇群生”，横匾两面

还刻有四首诗，。诗日：木本水源流泽长，依依杨柳认村庄，

行人还堕前踪记，遗爱深情比召棠。迁民往事忆当年．柱杖．

穿云省夕烟，嘉木扶疏堪纪念，犹留经塔耸巍然、古道青槐倚

夕阳，t浮屠突兀插云旁，窝名老鹳相传久，高建丰碑姓字香。西

汾北霍旧河山，碧翠青流四’面环，荟萃人文称乐地，云烟过

眼古乡关6： ，

’

j．’ ～．．一 ，

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古迹更为重视o．。一九五二年在碑亭：

．东倒建了烈士碑亭，使洪洞人民革命之英勇事迹与殖民遗迹．·

．监存。．．‘九五九年大槐树处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曾多次拔．．

款修葺，’．派专人管理，”育花植树。1一九八三年又建了-门楼与

围墙。现在这里已是一座翠榴绿槐，清静幽雅的公园了。．‘
’ ‘ 一 ’●

，、
’

，．

一一：二．第二节’迁民的原因：j：
．．，一 二‘：、I’ ．j 、 ， 、． ：．

一
．

．一．’

明朝洪i永年间大规模地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

因的f这自然要从元末的历史谈起。 ．．

’．

‘

、?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八十九年，虽然盛极一对j．’但口．

只识弯弓乞j大鹃办，到了元代末年，由于元贵族及封建地主．、

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农

民起义日益频繁，再加上黄、淮河多次决日泛滥．水旱蝗疫、

天灾人祸倾时而注·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ij河北．、皖北等

中原地区鼍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④。，‘从而导致了元朝的’．

垮台≮明朝建立后，洪武年间开始了大量移民，生产刚融有·“

所恢复；．．又发生了。g靖难之役一，战’乱四年i以致?靖难兵、j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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