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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毓庆

张青先生拿着一本不薄的《洪洞大槐树移民志》清样，嘱我写篇序。这是

一本关于大槐树移民的专书，由此使我想起了一件事⋯⋯

1986年初夏，我到南京图书馆查资料，住在了一个不大的旅馆里。旅馆

守门的一位约60岁左右的老头儿，操着一口山西晋南霍州方言，回答我的问

话。我以为遇上了老乡，于是亲热地问老人家什么地方人。回答是：。南京

人。。我再叮问：“老人家您老家是哪儿的(}～老家就南京的。”这使我非常吃

惊。第二天我到一家商店买衬衫，当售货员将衬衫递给我时，脱口说了一句：

“你说话很像南京人。”同时我发现南京城内及市郊早餐摊点大多是绿豆粥、

馍馍、饼子之类，这与山西的习惯也很相似。这件事引起了我久久的思索。

我想起了唐人张籍《永嘉行》诗中的一句话：“北人避胡多在南，南入至今能晋

语。”这里的这个“晋”字，很多人以为是“西晋”的“晋”，但我更倾向于指山西

的“晋”。南京居民的祖先，应当有相当多的一批都来自于山西或与山西为邻

的陕西。否则，南京、山西相距数千里，其方言何得相似如此?

移民，这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一个主要渠道。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华

民族。历史学家们曾不止～次地说：“山西是中国文明的摇篮之一。”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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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但我更倾向于“中国文明起源于山西”。我们知道，食物是人类文明

发生的支撑点，只有食物问题相对获得解决，礼仪文明才有可能发生。中国

文明发生的黄土高原上的居民，其早期最主要的食物是小米，而山西是盛产

小米的地方。在山西晋南、晋东南一带，自然气候自古以来就是很适宜小米

生长，因而中国历史的第一篇——《尧典》，便从这里开始写起l中国文明扉

页的第一件大事——治理洪水，也从这里开始(见《禹贡》)i传说中中国文明

始点上的三个圣王尧、舜、禹都建都在这里。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根在山西l

然而如果没有移民，这里的文明靠什么向外传播呢(7据早期的记载，尧都平

阳，即今山西的临汾。可是《帝王世纪》又说：“帝尧氏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

(河北唐县)。”《无和郡县志》又说：“定陶故城，尧所居也。”同样关于舜，也有

生于诸冯(山东菏泽)、都于蒲坂、卒于鸣条或九嶷之说；禹有建都平阳、安邑、

阳城等地之说。其实这种种歧说，都与移民有关。对于上古移民情况，因书

阙有间，我们不好随意猜说，此地可以《汉书·扬雄传》大文豪扬雄自叙的谱谍

作一例证：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晋

之杨(即大槐之故乡洪洞境内)，因氏焉⋯⋯扬在河、汾之间。周衰而杨氏或

称候，号日扬侯。会晋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而范中行、知伯弊。当是时逼扬

侯。扬侯逃于楚巫山(今湖北境内)。因家焉。楚汉之兴也，杨氏溯江上，处巴

江州(先谦补注：江州今重庆巴县西)。而杨季官至庐江太守l庐江在安徽}。

汉元鼎问避仇复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日郫(四川郫县)⋯⋯

扬雄家仅是上古从山西迂徙出来的无数移民中的一支，在不到四百年的

时间里，就辗转五个省市，迁徙路线少数也有七八千甚至上万里。在古代因

逃避灾难、谋求生存，像这样不断迁徙的家族何至干百j而发祥于山西的古

代文明，正是通过这样成百上千的移民，在成千上万里的迁徙过程中，源源不

断地传向四方的。因此可以说，山西这片古老的土地，为中国历史做出了巨

大贡献，山西移民也为中华文明的传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不过我们要知道，山西及山西移民，并不只是在中华文明的靡页上有过

辉煌。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有其一定的地位。山西古名晋，《释名》说：。晋，进

也。其地在北，有事于中国则进而南也。’言外之意，中原诸国诸侯向北犯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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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却是十分不易的。山西东有太行之险，西有吕梁之阻，南有大河之堑，北有

大漠、雁门之蔽，使此地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安全岛。。关中王朝都城所在。故

夕9兵家必争之地；-；o-J南、河北、山东则是战场所在，同时也是黄河洪水恒灾之

区。因此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原地区一次次地遭受到周期性的社会大

动荡与黄河大泛滥的冲击、摧毁，而山西赖有大山、大河作屏障，却获得了相

对稳定发展的机会。而且在每次黄河泛滥或中原逐鹿大战中，大批中原难民

便流向山西。山西地虽贫腾，但可以荞人，只要在山丘沟壑中找上一片荒地，

即可安居为生。大难过后，一部分流民再返回家园。这样山西就像～个调节

器，在灾难频发的古代中国，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调节作用。如汉末

社会大动乱，洛阳。城内扫地殆尽。，。关中无复人迹。。山东富室强族。还相吞

灭。。关东诸州。民人死者且半’，。州郡萧条，悉心为丘墟’，而山西却因有高山

大河之阻，破坏较小。营魏统一北方之后，这里便成了大后方，为曹魏政权及

西晋王朝培养了大批人才。象卫觊(曾为曹魏尚书，为魏之大手笔，著有《魏

官仪》、《孝经固》、《卫觊集》)、毋丘俭(曾为魏幽州刺史，封案邑侯，有集二

卷)、王昶(魏骠骑将军，著有《治论》、《兵书》、《家诫》等)、王沈(王昶之侄，曾

为征虏将军。著有《魏书>四十八卷，有集五卷)、王浑(壬沈之弟，曾为征东大

将军，有集五卷)、王济(王浑之子，曾为骁骑将军，有集二卷)、王浚(王沈之

子，曾为骠骑将军)、裴徽(魏冀州刺史)、裴楷(裴徽之子，曾任晋散骑常侍，河

内大守等)、裴秀(曾为魏司空，著有《禹贡地域图》、《易论》等)、裴颀(裴秀之
子，哲学家，当时御史中丞周弼谓其‘若武库，五兵纵横，一时之杰也。”)、孙资

(魏骠骑将军)、孙宏(晋南阳太守)，以及“天才英博。的孙楚及孙盛、孙绰、孙

统等，书法家卫恒等，主持编撰《晋令》的贾充允及才女李婉等，还有温峤、嚣

璞等。故杜佑《通典》说：。山西土胯，其人勤俭，而河东魏晋以降，文学盛兴。

闾井之间，习于程法。。这～大批才士，作为一种特殊的移民，将山西文化带到

了全国各地。

山西的特殊地理生态环境，不仅使山西在大乱中多次获得平稳发展的机

会，同时也保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柳宗元，在其《晋问》

中即日：。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阳，尧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士型之

度。故其人至于今俭啬；有温恭克让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让；有师锡佥日畴

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谋而深；有百兽率舞、凤凰来仪、于变时雍之美，故其

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训I，故其人至于今恢思而畏祸；有无为不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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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尧之遗风也。。朱熹在《诗集传》中言及

《魏风》时说：“魏，国名，本舞禹故都，在《禹贡》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

河曲，北涉汾水。其地狭隘，而民贫俗俭，盖有圣贤之遗风焉。”于《唐风》言：

。其地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思深远，有尧之遗风。”《大明一统志》亦日：“尧

之遗风，忧思深远；虞夏治迹，俗崇礼让；人多勇敢，其民勤俭，其性朴实，民淳

事简。’在中原各地遭受到灾难性的大破坏时，礼仪文明自然也遭到了大冲

击，而山西却将传统保存了下来。仅目前所知，山西古建筑遗址就达一万五

千余处之多，占全国总数的70％以上，古建筑的大量保存，是一种文化传统

得以持续的旁证。山西迁徙于各地的移民，不仅对于其时代的经济建设、对

于中国社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作用，同时也为中华文化传统的保持与

发展作出了贡献。这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

对于移民问题，我没有专门研究，可以说是门外汉。但在我的印象中，大

槐移民，是近古由官方组织的一次最大规模的移民，移民分布共18个省498

个县市，这恐怕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其对于中国历史及文化发展意义

之巨大，也是不言而喻的。张青等同志为此汗搜邱摸，整理有关家谱史乘，

而成此帙，这对于研究历史、方言、民俗及文化传播等，都是极有价值的。为

此，我在庆贺之余，谨识数言，以示对其为中国文化事业作出的努力表示感

谢。

2000年五一于山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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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童 山西洪洞古大槐榭处

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处是闻名海内外的明代移民遗
址，是海内外数以亿计的大槐树移民后裔寻根祭祖的圣
地。数百年来“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
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的民谣在我国广大地
区祖辈相传，妇孺皆知。洪洞大槐树，被封为“图腾”，被
当做“家”，被称为“根”，成为亿万人心目中神圣的故乡。

“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明洪武、永
乐间，屡移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保定等处，
树下为荟萃之所。”明政府在洪洞“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

凭照JlI资。”①《明史》、《明实录》、《续文献通考》等史书上
均有明初移民的历史记载，我国长江以北广大地区的地
方志，民间大量的家乘、祖碑都更为确切的记载了其先祖
从洪洞大槐树集中移民的“详于谱谍”的史实。据笔者查

① 民国六年《洪洞县志·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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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正史、地方志、历史笔记资料，及1982 if-到2000年19
年间收集的家谱、碑文、信函、资料，其接待来访人员共五
千余件次。据不完全统计，明朝大槐树移民姓氏共554
个，史书上大的移民历史记载18次，移民分布共18省市
498县市，其中河南106县市，京津冀129县市，山东92
县市，苏皖两湖6l县市，陕甘宁51县市，山西34县市，内

蒙8县市，辽宁10县市，吉林3县市，黑龙江3县市，广西
1县市，说明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
的移民，具历代移民之冠，洪洞大槐树移民后裔遍神州。

第一节 洪洞县历史沿革

洪洞县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交通便利，文化发达，是

山西省第一大县，"dz是全国著名大县之一。洪洞县位于
山西省南部临汾盆地北端。东隔霍山与古县交界，西靠
吕梁与蒲县相连，北与霍州、汾西为邻，南与临汾接壤。
南同蒲铁路和大(同)——运(城)二级公路及霍(州)——
侯(马)一级公路贯穿全境，距省城太原246公里。

洪洞县是原洪洞和赵城的两县于1954年合并而成，
县治在洪洞城。洪洞县名的来源根据传统的说法是取城
南洪崖城北古洞而得名。赵城为周缪王封造父之地，后
为赵简子食邑，故名赵城。在唐、虞、夏、商时代，洪洞、赵
城均为冀州之域。西周时洪洞为杨侯国，赵城当时为赵
国。春秋时，洪洞为悼公之弟干的食邑，号日杨干，后为
羊舌胖食邑。到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始为
杨县。赵城为赵简子食邑之地。洪、赵均属晋国。秦统

一中国，洪洞为杨县，治所在今范村。赵城属彘县治所在
今霍州，均属河东郡，西汉因之。东汉阳嘉三年(1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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彘县改为永安，洪洞仍称杨县。东汉末年三国鼎立，洪、

赵属魏。正始八年(247年)，置平阳郡，辖杨县、永安。西
晋因之。永安县治所曾一度在今赵城东北十五里仇池。
十六国时，两县均属平阳郡。北朝均属晋州总管府。北

魏仍属平阳郡，洪、赵属禽昌县。隋义宁元年(617年)始
置赵城县，义宁二年改杨县为洪洞县，两县均属临汾郡。

洪、赵二县自隋置县以来一直沿传当代。唐时，洪赵属晋
州，赵城县治迁今赵城镇0五代十国时，设建雄军节度
使，辖洪洞。赵城无考。北宋洪、赵属平阳府。其间熙宁
五年(1072年)，赵城曾并人洪洞为镇。元丰三年(1080

年)又复县。金代洪、赵均属平阳府。元代洪洞属晋宁
路，赵城属霍州。明清洪、赵属平阳府，府治在临汾。乾
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霍州为直隶州，领灵石、赵城二

县，州治在霍州。洪洞仍属平阳府。民国初，洪、赵均属

河东道，道治在运城。抗战爆发后，洪、赵属第六专属。
洪、赵沦陷后，洪洞县政府驻河西韩家庄，赵城县政府驻
罗云、双昌。日伪时期，洪、赵归冀宁道管辖。抗战初期，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敌后，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抗
日政权，1941年9月成立太岳行署，同时洪、赵抗日县政
府成立。洪、赵先归八专区，后归三专区。解放战争时期

洪洞归二专区，赵城归一专区管辖。1945年8月，洪、赵
两县铁路以西地区成立了洪赵联合县，政府驻万安，属晋
绥九分区管辖。日本投降后，洪、赵两县又成立民主政
府，洪洞驻师村，赵城驻兴旺峪。解放后两县政府各驻县
城，均属临汾专署管辖。1954年7月1日洪、赵两县合并
为洪赵县，县治在洪洞，属晋南专署。1958年10月洪赵

县与霍汾县合并，称洪洞县，县治在洪洞城。1959年9月
霍汾从洪洞分出，恢复原置。1971年临汾与运城专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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