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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四)!I (包括今重庆市〉是一小吉移民组成的省份，无论是

从一个史学研究者前专业角度，还是击于一个"海广填1m )1尸'

移民后裔的感情，我对自)!I移民史的研究，一直都非营关注。

全自移民史研究的兴盛，已经有近二十多年的时词。可惜的是，

四川的移虱历史并未寻i起研究者幻的足够重视。在全雷性的移

民史专著中，有关于四川的章节;在关于因此历史的专著中，

也涉及移民的内容;在许多专史性的著作中，也都讲到了移民

的影喘;当熬还有不少研究四 )11 移民史的专题论文。但是，就

是没有一本全面、系统地论述自 )11 移民史的专著。罢此，在几

年以前，当一些中青年学人来邀请我做《己蜀移民史》这样一

个课题的腰间时，我非常乐意地接受了。

三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我看到他们的结题或呆一一一部

具有开创意义的四 )11 古代移畏史，在课题评审会上被专家的

认为"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飞我感到十分成慰。

记得在第一次课题开题提告会以及课题中期成果汇报会

上，我都表述过这样的意见，四川的移民历史时间长，头绪

繁，涉及广，影响大，在我有研究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也多，

医此，这一课题的研究价值是不言商喻的，但闰时这也意味

着课题组另哥哥 i远的任务是艰巨的。月号以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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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运用薪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要去发据新的史料。其他的腰

间也提供了许多好意见。从今天课题组写挠的文稿来看，对

明朝以前传统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详摇科屑，对明清以来

档案、家谱等新材料的合理吸纳，对多学科新理念的运患，

使本书成为跨学科、多层次研究巴蜀移民史之重要著作。本

书作者较为深入地揭述了移民入 )11 对自 )11 古代社会发展的多

方茧影响，探讨了移民对于 119 )11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巨大作

用，萌代卫所移民等方苦的研究也提出了一些具有新意的见

解，研究者侣的这些努力确实取得了突破，值得肯定，整体

水平也达到了预期目标。当然，我更寄希望于课题组，能百

尺竿头更进一步，以更大的努力去继续探索这次课题研究中

尚未来得及深入研究解决的问题。须知，史学研究正是依靠

这一程一程地跋涉，去接近明了事实、重构历史的主峰的。

重庆市移民局和重庆市文化局在负责主持三峡移民工程

的同时，能够与西)1[大学的史学工作者合作，将此课题立项

并给予资菊，极有眼光。从对历史上自 )11 移员的研究中，我

苦:可以获得对今天的移民工作负有借鉴意义的经验教训，对

于在移民区建立和谐社会的努力不无掉益。在课题研究的过

程中，移民局进行了严格的管理、检查和审核，这才子保证

课题研究的盾量，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措施。与此词时，

移民局又根握研究工作的特殊娃和具体进展情况，适当社宽

了原定的起吃时间，在课题形成书稿后得以较为从容地修改。

我相信，这种做法符合史学研究工作的实器规律，也会使课

题成果更趋完善。

i监窗草此，以为序言。

器蔬涛

2005 年 8 月 21 B于国JII大学桃林村



绪论

移民作为人类的迂链现象，对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四)IJ (为了叙述方便，本书所指的囚)11

包捂今西)11省和重庆市〉作为一个移黑省份，在茄史上出现了多

次移虱高攘，尤其是民间广泛流传的"湖广填四川"规模大，

时闰长，影响深远，当今)11 摇过两省市 70%以上的人都是那批移

民的后代。当前，重庆市正在进行举世闻名的三峡工程百万大移

民，历史上的移民对西川的社会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对当今的

三峡移民能否有所借鉴，四川大学的史学工作者与重庆市移民局

都对此产生了兴趣，于是决定共同协作研究。本研究课题子

2001 年获得重庆市移民局正式立项，并纳入西}II大学社科横向

课题管理。课题组成员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工作，形成六十余万字

的研究成果，最终以《巳蜀移民史》为书名出版，以期与广大的

史学爱好者交捷，并作为当今移民工作者的参考资料。

一、课题研究的意义

自东汉末年以来，四J1/就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它以其优

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成为先民世世代代的劳动生息之地。

外省移民入}I/是四川人口史的一大特点，从秦汉至萌洁的两千年

间有多次颇具规模的移民人刑。其中尤以清代前期发生的"湖广

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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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四)11"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商影响最为深远，这次移民使地荒

人稀的国J!I起死回生，出现了社会经济的再度繁荣。这是清政府

照应历史%势的明智之举，也是康乾盛世的政绩之一。移民作为

西)11开发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自J!I地远的社会经济逐

步恢复和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对移民入川的历史

背景、移民的来源和动挠，历代政府对移民的鼓励或限制的政

策，以及迂徒的过程和移民的效果等方方面匪的问题作深入的研

究和探索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当代中雷人口的迁徙和流动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莹的关系

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广大贫困地区打硅封闭，摆脱人口困

境，保证人口长期稳定健康发黑以及我国城模化等诸多方面的问

题，是政府部门和学术界面临的重要任务和新兴课题。本课题在

掌握了大量的较为系统的移民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四)1 J历代移

民，特别是费请移民问题的深人考察研究，多角度、全方位地揭

示其人口迁徙产生的动因及过程，人口迁佳与当时的政治局势、

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状况、文化交流、风倍变迁及民族融合等方

面的关系，总结其经验教说，并力犀从改革发展稳定的高度对当

找人口迁键问题进行探索与思考，以期对当前三峡库区移民的有

序流动和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国商本课题具有十分重

要的现实意义。

古代的己国与蜀国在地域上相互毗邻，在文化上也相互渗

透，巳蜀文化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概念绵延几千年，至今仍产生

着巨大的影响力，最新的考古发掘也再次证明了巳蜀文化深厚的

历史渊摞。"四JII" 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己有千年的历史，本课题

出吉ft四JIJ地IK有史料记载的移民活动为研究主线，以明清两代

移民活动为研究重点，贯穿各个时期与移民迁链活动相关的政

治、经济、社会和风俗文化等方面的内容，通过对纷繁的移民历

史现象和事实的梳理、分析和深入研究，充分认识历史，寻求规

律，总结经验，摄取教训，使我的能移从历史的高度清楚地看到



社会的变迁和进步，审挠四}II作为一个移民省份存在的优势和劣

势，为我们今后社会发展的瓶畅通达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内容。

作为一个有关四周移民问题的研究课题，虽然在浩如烟海的史学

研究成果中只是沧海一粟. {13到目前为止，在史学界还没有一部

系统阐述四川移民茄史的专著，说明这一研究内容极为丰富的领

域尚未得到充分开发，课题组成员正是以科学的态度和求实的精

神勉力完成了这个韧始的研究工作。因此，作为第一部较为完整

地论述四川地区移民历史的逗史性质的著述，本课题的研究是具

有开创意义的。

二、课题研究的范围和方法

本课题时间跨度从先秦巴蜀王国时期延续至清代中叶，即从

四)11历史上有记载的移民活动开始，至2清代的大移民进程接近尾

声之时。应该说弱的是，本课题没有给移民一个定义是囱为其本

身的含义丰富丽又有诸多不磷定因素璀以界定，妇人口数量问

题、迂徙距离问题、迁移的目的性问题、是否落籍或何时落籍的

问题，以及有无职业或谋生茅段等等问题，因此，课题组达成共

识，确定了一个最为宽泛前移民摄念，并以此为原则进有史料的

黯选、研究和写作，事实上，在研究中似乎并没有因移虱概念不

确定市影嚼了写作进程。课题研究旨在捷理出一个明断的四川移

民历史的线索，以历代大量的外省籍移民人)!I为主要研究内容，

将各个砖房移民迁链的原西、移民的地域来探、移民的迂徒路

线、移民的分布，以及移民的组织管理方式和相应移民政策的实

撞情况等作了较为全面的叙述和分析，在此基础上着重论述了移

民人)11对四川社会经济发展新起的推动作用和产生的深远影响。

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历

史上移民人口的流动和移民潮的兴起元外受朝代更替、政局不

稳、社会动荡、战争额繁、自然灾害等诸多医素的影响。商且一

般都是社会和自然两方面的原因雨时作用，才会造成一个时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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