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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为实现四个现代先的宏伟自标，实仔有计划的生育，并

制订出河北的人口规划，需要广泛、深入的研究南北人口诸

方面问题。今 E河北人口，是由过去千百年来的历史人口不

眠发展变化而来，是长期历史袁展的产物。国商研究当今的

向北人口问题，对商北人口规划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为振兴

词~t作出应有的贡献，必须首先探讨历史上的人口发展变住

状况，探索向北人江的发展规律，这是振兴河北的一项基础

工作。河北人只是全国人口的组成部分?必须把商北人口置

于全国人口的范畴之中，才能得出正确结论。每一历史时期

的人口发展，都是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

人口发展史，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开当时的历史、地理条件。

河北地处伟大祖国首都的周围，面积约十九万平方公里，人

口五千三百多万 (1982年)。并且是全匮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

具有悠久的历史。因雨，研究柯北人口的发展变化，不

但可以揭示出勤劳智慧的河北人民对全昌历史发展厨傲的贡

献，而且对全国人口问题的研究也具有徨重要的地位和作

用。

研究中医古代人口的变迁，特别是封建社会人口发展变

化的历史，中国在世界上具有极为拉越的条件。因为中国不

但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多更重要的是保存了十分丰富的人

口历史文献资料。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许多著名的人口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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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至少从西汉王朝(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5年)起， E否

代封建王赣均有人口统计资料保存了下来。中国人口资料，

时间之早和资料乞丰富，在世界各国首屈一指，是其他国家

所不能相比的。研究中国古代人口发展变化的历史，可为全

人类人口发展变化的研究提供最直接可靠的历史拣据，为今

天研究古代人5发展提供极为重要的原始资料。

人口统计和户籍制度，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视

的重大问题。历代封建王朝的戴税徨役制度中，人头税始终

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赋f是征收均以人丁或人口为准。战国

以后的历代王朝均有德沉重的户税、口税的征收。秦朝有口

娥γ 户黯之征。汉朝实行口藏、算贼制度，均按户、按人征

收。北魏至唐朝的租庸调制度，仍是以人丁为准。藉中期以

后的两载洼，虽然法律上不再规定交纳入了税，但仍以人丁

和财富两者为准来划定户等，按户等交纳黯税。因此，人了

但是征收两挠的重要依据之一。并且唐朝及以后的封建王朝

均仍有沉重的怪役征收，直到清朝实行"地丁合一"制度

后，中国历史上的人头税负捏才算基本上取消。所以，统

计户口、人了是历代封建王朝极为重视的不可缺少的一项政

珩工作。历朝亦均有自己的户籍制度，设法将人口登入国家

版籍，以便于榨取更多的黯税。因此才得以保存下来大量的

极为珍贵的人口历史资料。为今天研究人口的发展，龙其是

古代人口变迁及各省区的人口发展变化，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

件。

虽然人口统计对历代封建王朝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但

由于种种社会原因，历代的人口统计又存在不少问题。一般

都是较当时的实际人口数目有大量的减少。主要原因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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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建的薪级压迫、阶级剥削政策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

和劳役负担极为沉重，始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而广大贫

苦λ民为了反抗和逃避沉重的贼役剥削，总是想方设法隐重

人口。同时，大多数人则是被逼破产逃亡，或技充地主豪绅

门下的依附农民。土地兼并激烈时期尤为严重。这些人口大

多脱离了封建政府的户籍控制。所以，各JJj史时期虽然都有

户口统计， {旦却都有不同程度的服籍人口存在。第二、战乱

或灾荒时期，贫苦人民大量苑亡或逃往他乡，正常的社会秩

序遭到破坏，提本无法统计准确。豫地两个主要黑因之外，

其他使人口统计不确者尚有很多。如与当时官府具体的户籍

制度是否详尽，戴役制度能否严搭执行等均有直接关系，又

如地方官员敷衍塞责等等，都是造成当时人口统计不很准确

的原因。

尽管历代中国人口的统计不够精确，但它并不妨碍且是中

找出人口发展的基本状况相基本发展麓律。因为现存的历史

资科都是当时人口攘况的原始记录，具有十分宝贵的史料价

值。探讨、分析各历史时期人口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情况

的人口数字虽然不是十分精确，{!!仍然可以说明问题的本盾。

人口统计是一项十分复杂雨又琅巨的任务，在古代社会的历

史条件下不可能做到准确无误。在今天运用现代化的手器和

措施方能基本完成的任务，要求吉人也必续做到，员i阿三免有

求之过苛之嫌!

研究某一省亘的古代人口发展的历史更有较大困难，如

各历史时期的地理沿革，特男号是现在各雀区交界的边缘县，气

经常变化不定。此一时在本窑，镀一时则划归了另一省。因

此，人口统计数字至少应该详细到县一缀，才有可能将增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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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减少的县的人口统计进去。但是，县一级的人耳统计资料，

现在即使是能查到一些，也只能是个弱的县或个别时踞的记

载，不是所有县均有连续不断能历史记载。这对研究一个省

区的人口历史发展是很大的缺陷。由于缺少县一级的完整历

史资料，只好采用估算的办法作为弥补措施，虽与各县当时

的具体数吕有些出入，但却是从中找出人口的历史发展规律

的唯一途径。

本书基本上是以现在南北省的省界为基准，上期至各个

历史朝代。为能比较更符合历史情况，古代、近代部分仍包

括今北京市租天津市。与其他省区韬关的个别县也以今省界

为准，某一时期是否属于河北，以该县县治是否在今离北为

准。民国时期因有同北省、察哈东省、热坷害等建量，情况

更为复杂，基本上先以这些省辖县为准，然后，再以今河北

省界内属县的人口数，按每个时期进行计算。

以今到北省界为基准，可对各个历史朝代的商北人口作

出比较，又可看出其发展变化状况。这种处理办法，也杳其

不尽完善之处。河北有几千年的历史，历朝称谓不一，面积

各异，以现今窝北省界去上套各历史朝代，欲求十分准确，

几乎是不可能的。现以当时各郡、 e 府人口数求出每一县的平

均数作相E空调整。因雨，某历史时期的人口也基本霹于大概

数字。除此之外尚未找到其它办法。虽然是摄数，仍可反映

泻北人口发展变化规律。

本书现代史部分写到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二年以后，河

北省的行政区划又经变动，各历史时期的地理区划沿革

至今所处的区黯位置是指一九八二年河北省的行政区划商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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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序言、第一、二、三、四、五章和小结部分由高树

林撰写。第六、七、八章由宋永先、徐振安联合撰写初稿，

由高梅林修改、定稿。第九章由王铁明撰写。张华参加了第

五章的编写工作。

向北人口史的研究，尚处韶始阶段，是以前极少有人问

津的领域，研究基础薄弱。还有许多问题需待进一步研究、

探讨。加上我们自己的学识浅簿，水平奋限，缺点和错误在

所璀免，恳望拉i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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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远古至春秋战国时

期河北人口概况

第一节 远古时期的河北人口

河北地处华北大平原北部， .~巳接内蒙古自治区，南到河

离省.东擞渤海，西至太行山与山西省梧连，东北和辽宁省

为界，东南与鲁西北接壤。由部辑、邢台、衡水、石家庄、

保定、沧炜、 f每坊、唐山、承德、张家口十地区和石家庄市、

唐山市组成J) 院时，北京、天津南中央直辖市也在此地域

之内。历史地理沿革虽因时而异，f1:!仅限于边境地带一些县

份的变动，绝大部分地区一直属现在的商北省革畴c 这里撞

处北温带，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尤其是远古时期的吉然条

件更适宜于人类生存和发展，在考古发摇中早已得到了证

实。

早在人类韧期龄段的摄入时期，坷北地区就有了人类的

存在。早期人类社会遗迹有几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及其文化

遗址。还有距今一、二万年新人阶段的山顶洞人及其文化遗

址的发现。另外，河北省还发现了更旱的文化遗址， f!P西北

部用原县小长梁文化遗址，这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

r}) 行政区削截止到 1982 年底。按地区作人口统计时，将石家庄市并入石家

fU也反和E雪山市并入唐山地区.不做单独统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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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己三百万年以上。撑鹿县以菌的泥河湾也发现了 18石器

早期的文化遗址①。说明远古时期河北北部有着十分适宜于

人类生存程发展的自然环境，为人类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物质

条件。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龙也文化、结石器文化和

其它文化的遗址，在河北省境内也均在大量发现。

这些早期人类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河北地区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人民远古祖先劳动、生息的地方，并在此富饶的土

地上创造出了极为光辉她烂的古代文化，生产出丰盈的物质

财富，为祖国的文化宝库增添了异彩。

北京猿人和小长梁、泥湾湾文化是人类初期的原始群居

时期，他们聚居于太行山边缘的今拒马河支挠和桑干挥畔。

西北是高由、丘陵，东南则是一望无垠的大草原，都是原始

人类持猎奇采集的优越场所，可以获取人们必须的生活资

料。一直到民族公社时期，这一地带仍是人类聚居的良好地

区。同时，随着人类的繁街，社会的发展、前进，原始人群

不断扩大，活动地域逐高由北向南移动。因而，发展到民族

公社时期，沿太行山东麓的曲阳、乎也、正定、石家庄、韩

城、邢台、永年、武安、部单虱磁县及燕山南部的唐山市等

地，均有新石器文化遗址发现说明原始人群是沿111麓、，河

流逐黯向南部、东部平原地区移动。父系民族公社时期，坷'

北地区不但有文化遗址的发现，雨且也有了文献记载的传说

历史故事。《史记·五帝本纪痛黄帝与唆帝战于阪泉之野>>

黄帝"与量尤战于挥鹿之野，遂禽杀量尤"的记载等。挥鹿

① 均见汤英俊等 ，{1i在~t lIfl原、童音县几个早更新世哺我动物化石及 i臼石器地

点A>. 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981 年 7 月号 t 第 19卷第三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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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今张家口地区的部鹿域稿甫的地方，阪泉在今天的露鹿城

东南，黄帝部落当时就活动在这一地区。阪泉旦是黄帝部落

的中心地带。此后，黄帝部落逐海离移，进入广大中原地区，

成为黄河流域最强大的部落联盟。传说中的禹定九蝉，南北

是其九判中冀州的一半@。这些俱己充分说明湾北地区在华

夏族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二节 夏、商、周至春秋战

国时期的河北人口

中国奴隶社会，历经夏、商、周各代，皆自部落发展而

来。其中夏部落发展较快，首先建立了奴隶制国家一一夏朝。

它不担统治了麦部落本身，同时还统治了商、周等其他部落。

各部落之间已产生因交换而爆发战争的现象，夏毒草帝世统治

时期，离汤的七世祖亥，曾经赶着牛群、牛车到北方的易水

流域进行交换，却被当地有易氏的茜长藤臣杀死，夺取了牛

车、牛群。这就是《出海经·大荒东经》所记的"王亥记于

有易，河f自倭牛，有易杀王亥，取键牛"。注寻I {竹书纪年》

日..殷王子亥宾于有易丽莲焉，有易之君藤臣杀面鼓之押。后

有亥子上甲徽发兵复仇，"殷王甲微假剪于河{告，以钱有易，

灭之，遂杀其君握臣毡"②，都是发生在河北易水流域的事

件。说明夏朝统治下的离部落也已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

商和周，是我国奴隶蘸社会的发达时期。富朝的中心地

① 冀州包括今向北省和山西省σ

② 均见《山海经队《大荒东经>> .第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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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是需南省北部、东部，山东省西南部和河北省南部一带。

西属的统治中心区远远大于商朝，旦西周较高朝社会有了很

大的发展，社会生P力进一步提高，政治统治更加巩固。但

是，西周最发达的地区街是以河南为中，令及其周围的广大地

域。今河北的南部地区即处于离、周的中心地带，河北的其

余地区也是商、周的统治范围。商朝在河北的封国有"苏"

位于今邢台市院近J易"在今雄县附近..孤竹"在今卢龙县

周围的广大地匡①。这些都是离朝在各地的统治据点。离朝

的文化遗址，到目前为止，南从磁县、悔辑，北到丰宁、卢

龙的许多县份均有发现。说明河北地区均在离朝的统治之下。

1972 年在石家庄地区囊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中，还发现了我

国到吕前为止出土最旱的铁器一一镶嵌在铜钱上的铁刃奋，

已经使用铁制工具。说明了商朝时期河北地区的社会生产己

经十分发达。

西周是我匿奴隶制度更如发展的时期，广封诸侯以藩卫

西周中央政权。分封在河北的诸侯国，~史记·周本纪》记有

"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帝尧之后于菌，……封召公

寞于燕"。此外，还有邢、孤竹等岳。属朝的文物在涉县、部

鄂、邢台，北至大厂因族自治县等地也均有出士。

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走向封建割的大变革时

攘，各诸侯国之间，争霸称雄，互相吞并，不新战争。

春秋时期，词北地区有大诸侯国"燕圈"，都城先设在商

(今北京市) ，后改在i路易{今雄县慰近) ，以后又迁回酶。小

① 锯唐兰-: <<:从河海郑州丘H: 商代毒草窥1t铜器谈起:1> ( ~文物>> 1973 年第二期)

考证孤竹国包括今卢龙、迁安、青龙和辽宁的喀尔沁左旗一攒的广大地区。

@ 见《考古>> 1告 73年第五翔。是用损石铁打击而成，还不是冶炼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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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代"(今萧县东~t) 、"孤竹"、"那"等等。此外，公元

前六世纪，北狭、山戎等部落已进入河北地区，并建立了i详午

多小国。如

〈今襄城西〉儿、"鲜虞"飞(又名中山胃，在今正定东北)λ、"令支"

〈今迂西县一带)九，"无终"气(今玉困县一带)等等，都成了东

局的封国。敌人还曾伐"邢"、侵"卫"，接黄河南下侵"郑"

等等。齐桓公的霸绩之一就是出兵拉狄，保卫受诸捏小国，

还将部、卫人迁移，以避致人兵锋，深得诸国拥护。这些北

方部落，长期留居词北，和当地人民共同生活，共同生产、

互相学习、共同发展。所以，春秩时期除是奴隶制逐渐向封

建翻过渡之外，还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期。河北就是这

一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区之一。

战国时期，更是诸侯割据、群雄角逐的阶段。在离北地

亘主要有燕胃、赵国和中山等大诸侯霞。燕自地;域主要分布

在今、河北北部和辽东地区，都城设在商(今北京市) ，后建下、

部于武阳(今易县〉。燕为战医七雄之一，势力强大，成为北

方强国。赵国南自漳祠，北至易水，西北至阴出的广大地区，

包括今河北的南部、中部、西北部和出西的中部、北部，直

至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也是战国七雄之一。赵先建都于晋

用〈今太原市) ，公元前386年迁都于部韩。中山国原系春秩时

期白狄人黯建的鲜虞国，主要在今湾北省定县=正定、灵寿、

平出一带。先都于腰(今定县) ，后迁于灵寿。公元前323年和

燕、韩、 t 宋等匮同时称王c 中出国也曾强大一时，至公元前

296年被赵灭o

战菌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生产发展迅速的一个重要

时期，牛耕和铁制工具己比较普遍的应用，生产力有了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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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与之相应的人口也应有较大增长。然而，由于争霸战

争经常不断，众多入口死于非命，致使战国时期的人口大大

减少。所以《帝王世记》推断秦灭六国之前，仅有人口一千
余万①。

从北京猿人至秦朝统一全国之前的人口记载，仅仅在《后

汉书·郡国志》的注里弓i用了《帝王世记》的记载。但是，

《帝王世ia 却是晋人皇甫撞所著，所记数字当时必定会有

所据。但是，<<:帝王世记》及其提据，现在均已无存，无法再

进一步作判断与核实。然而，其所记λ口数字却成了现在

唯一可见的最早记载"禹平水……(当时)民口千三百五十

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飞商朝人口无记载，继之有西周或王

时"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万一

千人，周之极盛也"春秋韧期的东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

684年)"自世子公侯以下至于庶民，凡千一百八十四万七千人";

战国时期又无具体数字，只记有"秦及山东六国戎卒尚存五

百余万，推民口数揭当千余万"的推断数吕。这些数字虽有

很多可疑之处，如记载尚属传说的大禹治水时期，能有如此

具体详细的统计数字，实难令人确信无疑。虽有疑问，但并

不影喃它作为探讨中国古代人口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的价

值。

九州属传说中的古代好政区站，州名和各娟境界，各书

记载不一，皆无定说。现在依据《书·禹贡》大略撞出现今

向北的人口数比如以上引禹时人口 1355万余，接九分i平均

计算，每#1约为150万人，河北f吉为冀娟的一半，故有人口为

75万左右F 如以现今的省军为准，九州包括今河北、.山西、

① 见《后汉书·都离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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