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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是社会和经济最基本的问题。 没有人口，就没有社会;离开人口，无论是经世

济民，还是国民经济，都既走，对象，又失去了基础。因此，要做好甘肃的各项工作，把握

甘肃人口这个基本的"量"的概念就非常重要。这是很多在甘肃工作的窍志都有的深

切体会。方荣、张25 兰窍志著《甘肃人口支》一书，就为我但提供了从公元，前二十万年到

公克 1949 年甘肃各个历史时期人口的量的概念及其发展变化的存、国和规律，具有五个特

点:一是系统完整。从公元，前二十万年甘肃有人类活动开始，一直写到公元.1949 年，全面

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甘肃人口的发展变化的历史:二是用甘肃历史结合得紧密、贴切。

全书不是就人口谈人口，品是把甘肃人口支注哥甘肃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各个历

史时期的人口，又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这种撰著人口史的方法，是一种刽

新。这种刽新，不仅使人口发展历史变化显得自然，更加清晰，而且大大增强了专业性

很强的人口史的可读性，使全书读起来如行云流水，引人入胜，既获得了甘肃人口发展

史的种种信息，又加深了对甘肃历史的了解;三是资料来源广泛，信息丰富。作者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搜集了各种历史典籍、碑枯、蜀书、文物、档案、资料中有关甘肃人

口史的资料一千余万字，经过考订、选择、浓缩成这部近 100 万字的《甘肃人口史} ，犀

积薄友，内容充实;四是研究深入，学术性很强。作者曾参加国务院"六五"重点科研项

目《中国人口》丛书〈甘肃分册〉、《甘肃人口志》等书的编写，并编基出版了《甘肃历史

人口资料汇编)(第一、二辑) ，历时 20 余年，终于撰著成这部《甘肃人口史} ，堪称"二十

年磨一剑五是文字通俗，可读易懂。该书虽然专业性、学术性很强，但作者采用深入

浅出的笔法成书，蜀而显得通俗易懂，可读性很强，可说是雅俗共具，人人皆宜。

据我所知，全面研究和阐述甘肃人口发展历史的专著，方荣、张这兰窍志所著《甘

肃人口支》还是第一部，既是填补学术空白之作，又是从人口角度向社会介绍甘肃的力

作。所以，凡在甘肃工作和生活的人幻，读一读《甘肃人口史} ，对工作、学习和生活都

将大有梓益。

钞林豆丁
二00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于兰 :N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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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1. 

绪论

一、甘肃人口发展历史的生态因素

甘肃是我国古代文明揭发祥地之一，人口发晨的历史悠久，并因甘肃自身各种人o

生态因素的相互作用商独具特色。

甘肃疆域形态狭长，两头稍宽，呈如意状，按西北至东离走向，横卧于祖国中西部北

倒，适当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吉高震等三大高原的交汇之处。境内主要出脉均呈

西北一一东离走向，是一个山地型高原省区。东临陕西，南接四川、青海，西邻新疆，北

界内蒙古和蒙古人民共和匾，东北连宁夏。自东南至西北长 1655 公里，南北最宽处

530 公里，最军赴仅 25 公里，全省总面积 42.58 万平方公里，仅次于新疆、西藏、青海、

黑龙江、四川和内蒙，居全国第七位。境内地形复杂，景象万千。东南为海拨 15∞米~

35∞来的陇南出地，东、中部是海拔 12∞米 -18∞米的捷中黄土高原，西声部是海拔

35∞米~钝∞米的甘南高原，西部离锵是海拨 30∞米 -4500 米的祁连山地，西部北

倒是海拨 15∞米 -25∞米的~~山山地，祁连山地和北山山地之间是长达 1000 公里、

自东南向西北倾斜的河西走靡。全省境内Jj(系复杂多样，以乌黯iIf专为界，东部为外流

区，分布着长江流域的嘉陵江水系租黄河流域的黄河干流水系、渭河水系、泾河水系;西

部为内流区，有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租哈勒腾河等四个内陆河水系。由于远离海洋，地

影复杂，气候的纬度和垂直地带性明显，大部分地区气候干燥:冬季漫长寒冷，夏季短暂

温热，春季长于秋季 3年平均气温从祁连山地如甘蓓高原的 4't以下递增至陇南南部的

14't左右:全年元霜冻期，珑事 220 天，陇中 180 天，河西 160 天，其他地lR均很短，最短

的仅 20 天:祁连白地海拔 40∞米以上地带终年积雪;年均降水量 30 -860 毫米，地区

分布和时间分布都很不均匀。

综观甘肃，存在着多种人口发展的生态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有三大生态因素:

〈一)多元，化的宜人自然条件

今天，甘肃全省有耕地 5330 万亩，宜农荒地 12!∞万亩:天然森林和人工林 3450 万

亩，宜林荒地约 1 亿亩:宜牧草山、草坡 7棚多万亩。合计 2.698 {，乙亩，括合 17.9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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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42.24lj毛，这是经过漫长的自然变迁和人类开垦碟坏

的结果。

远古时代，甘肃大部分地区宜草、宜林。宜草之地，为自然草原:宜林之地，为原始

森林和灌丛。草原有草茂丰美的草原、荒漠草原、沙漠草原等多种生态状况。草茂丰美

的草原主要分布在珑东黄土高原商半部的宽阔塘区、陇西黄土高原离半部、泻西走廊的

东部和中部，以及甘南高原的部分地区:另在捷南山地和祁连山地还有一些高山草原和

高出草筒;荒漠草原主要分布在陇东黄土高票秸陇E黄土高原的北半部，在海西走黯西

部、祁连IlJ地、北山山地也广有分布:沙漠草原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西部和北山出地。

原始森林主要分布在珑离白地，陇东黄土高原的河谷，)11地，陇西黄土高原南部的河谷、

山坡和北部的石质也地，河西走廊的绿洲;另在甘南高嚣的山地花坡、祁连山地也广有

分布;高出灌丛主要分布在祁连山地的东段。这些草原和森林，适宜于原始采集和狞

猎，为甘肃原始人类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广泛的活动条件。

原始的自然草原和森林对甘肃人口发展历史的影璃十分深远。海拔较链的草原租

森林地带，如珑南山地的河谷、山坡，陇中黄土高原的河谷、平1日和较为平坦、肥沃的草

嚣，以及有天然水摞的地方，如河西走廊的绿棋和部分草原，均可开垦为农业耕地，从商

形成大西积草原和相当数量农业耕地与森林并存的生态格局，造成宜牧、宜农、宜林的

新的生态因素。宜农宜林地形成甘肃农业人曰:宜牧地不仅形成如羌人这样的潜牧人

口，丽且吸引着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游牧人口商甘肃境内的大量迁移和混动，为甘

肃成为多民族省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河西走廊是祖国东部通往新疆、中亚、以至欧洲的唯一天然通道。这种自然交通条

件，使甘肃在海上交通发展以前长期成为东西商人来往的必经之地，丝绸之路正是在这

种条件下形成的。由此，甘肃又成为宜商之地，成为能够形成和容纳商业人口的重要地

区，并西此影确甘肃人5的文化素贵和数量的发展。

此外，甘肃的地下埋藏着丰富的蝶、铜、铁、铭、镇、鸽、磷、石油等矿产资源达 61 种，

各水系蕴藏着水力资费、总量达 1420 万千瓦，还有地r水、太阳能、野生动物等多种资

摞c 早在周朝之前，人钉就利用铜和其他矿产资摞开展青铜冶炼、，使用青铜器，造就了

古代周人这样高素蚕的人口;后来人们又利用水力资源发展水硅，7.K磨如水车，促进了社

会生产和人口的发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资摞潜藏着形成和容纳大量工业人口的能力。

如此多元化的宣人自然环境条件，使甘肃成为宣牧、宜农、宜林、宜商、宣工的地方，

进商使甘肃成为能够产生、形成和容纳多种成分人写的重要省区之一，这正是甘肃在

历史上多次成为大规模移民地区和吸纳中原战乱时期大量避难人口的最基本的自然

原因。

〈二〉重要的战略地位

甘肃从东茧的秦州、平凉、宁州到西面的凉州、甘翔和肃州，自北部的庆州到南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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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州、成州和徽州，处处是可以"且耕且屯，以守以战"的战略要地。从整捧上看，陇右

又是"关中上游处于拱卫关中和控扼握国东西咽喉的战略地位，形成东可下关中、进

中原，西可出薪疆和中亚的战略形势。因此，历史上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论是为了保

卫京最和中嚣的安全，还是"方董市远路"开发西域和保卫边疆，无不范甘肃作为战略保

障地区进行着力经营。于是乎"移民实边"、实行"屯戎从秦代到清代，甘肃都是必受

惠泽的重要地区。至于推行马政，大养军马:大搞水和建设，开发农业，屯储粮株，以及

其他种种开发措施，也是自古有之。直至新中国在甘肃进行大规模的"三线建设都

与甘肃的重要战略地位密切相关。其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使甘肃人口发生机械性

增长，并进商随着人口基数的增大和经济的发展，使甘肃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加快。同

时，这种战略地位在一般人幻看来，甘肃是东可透、西可出的生存活动因捷余地大的地

方;在统治者着力经营甘肃峙，甘肃还是有"金"可"淘"的去处。因此，关中和中原逃避

战乱的人口和一些敢于冒险寻求新出路的人口，常常又把甘肃作为可供选择的岳的地。

〈三〉人口生存空阔的有限性和自然气候锦非适宜性

甘肃在具有多科有利于人口发展的生态因素的同时，也存着诸多提约人口发展的

不利生态因素。

甘肃地域辽阔，但少雨、干旱、多风沙，是甘肃大多数地区的基本气候特征，尤以中

北部和泻西走霹、祁连山地、北自由地为最。由此，甘肃在远古时代就存在着大片的戈

壁、沙漠和不毛荒山，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的黑边地区、祁连山西罢和北山山地，河西走

廊的西部和东北部的戈壁、沙摸尤为密集，其臣棋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113 强，这就

在生存空间上大大摄制了甘肃人口的发展。更为严重的是，握着自然的变迁和人口发

展对绿拥、草嚣的农业开垦造成的自然植被破坏，戈壁、移、漠恋不毛荒山不新扩展，不少

内陆河靡流，湖治干酒，大量沙漠草原和荒漠草原完全沙化而成、沙漠，很多绿洲面朝缩

小以至完全沙漠化，使人口的生存空间臼益缩小。

陇中黄土高原本来就有南北生态状况的差别，且可开垦为农耕地的土壤相对贫穷事，

限制了经济和人口的发展。更由于长黯不黯扩展的农业开垦、采樵和"以板为罩"的种

种利用开发，草原和森林逐步遭到破坏以至殆尽，使厚达几十米上百米、以不能渗水和

储水为特点的黄土、寐土地震裸露在外，其表墨见本便软化成泥浆随水流动，水土流失

日益严重。于是，很多河琉模水干槽泾渭分明"变成黄流合污;原本宽爵的塘苗和大

片草坡，被沟望读割得支离破碎，到处是梁、菇、n要舰、沟谷。耕地面积随之不断缩小，气

候随之进一步恶化，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 E益频繁，恶性错环，使大面积的土地变成不

毛的荒山、荒塘、荒滩和荒沟谷，越是往北越严重，甚至使北部一些地方沙漠化。

迄今，全省的戈壁、沙漠、不毛荒出程其他无法利翔的荒化土地的面积已超过全省

土地总雷积的 2/3 ，并在继续发展。人口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少，严重地制约着甘肃人口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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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自古就是干旱、冰雹、霜冻、风沙、干热风、地震等吉然灾害较多的地区，随着生

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更日渐频繁和严重。既导致自然环境的恶化，又严重地制约着甘肃

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进而大大摄制甘肃人口的数量发展和素质的提高。

总的看，甘肃寒冷、干旱、多风沙，年平均气温较镖，且年较差和自较差大等诸多气

候特征，对于人口的生产和生活具有相对的不适宜性。再加上生存空间的有限笆，在历

史上还造成移民甘肃的人口和为逃避战乱而西入甘肃人口的"暂住性"心理，把吉肃视

为"虽非久安之地，足为苟全之所"。一旦雷家政令栓强和中原战乱平息，移民和难民

便纷纷离开甘肃而返盟中原票籍。这不仅使甘肃历史人口呈现迁移、流动的特点，商旦

使甘肃成为历史上全国人口的语节地区，从而使甘肃人口发展历史呈现与全国人口不

相一致的发展规律和不稳定性的特点，迄今未能发生模本性转变。

甘肃人E发展的历史，就是在上述三大人口生态因素梧互作用的基础上发生、发展

和演进的，因哥特色鲜明，个性突出。

二、古肃历史人口发展的历史大背景

约在公元前二十万年，甘肃东北部就有了古人类的活动。考古证明，甘肃古人类和

我国中原古人类一臆梧承。甘肃最罕的古人类是我自中原古人类向西发震商进入甘肃

的拓荒者，他们既要适应新的自然条件，又要在处女地上从零开始缸造自己的文化和文

明，这就必然与我国中原古人类的文萌发展水平拉开一定的差距。如果以传说中的三

皇五帝算起，我居中东吉人类至少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就由民族社会进入了部落联盟

的政治社会，并在公元前 21 1ft纪建立了奴隶能夏朝王国。茹苦肃直到公元前 16 世纪

左右才进入部落联盟自专政治社会，比中原地区晚了十余个世纪。是时，夏王朝已经灭

亡，商王辑已经建立。这斡差距，跑周人在营肃的兴起并入主中原市迅速缩小，徨并未

消失，直至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多次哉乱，大量中东人口进入甘肃，全面促进甘肃社会、

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甘肃才第一次掠去了与中原的差距。至隋蘑时期，甘肃一跃

部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 f旦经较落后的吐蕃民族的长期占领、磨末之乱和五

钱十国，尤其是北宋时西夏的兴起，丝缉之路长期握绝，甘肃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中

原拉开差距，到清末己成为"苦甲天于"的落后地豆豆。这种差距，在新中国成立后迅速

缩小，但至今仍未消失。

这就是甘肃历史人口发展的历史大背景、大前提。离开这个大背景、大前提来谈甘

肃人口发展的历史，不仅难以说清楚，再呈对有关历史资料尤其是先秦古文献和考古材

料的理解和揭释，必致人为地拔高或贬低，导致南辑~~辙的结果，甚至史论和史实、实物

证据相互矛震而无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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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甘肃各个历史时期人口统计资料的可比性

传说黄帝的孙子报颈，号高陪氏，其统治范围"西至于流纱，莫不藏属"当然包括

了甘肃全省在内。后来，大禹治水"新支渠，搜西戎， NPF子，西至于流沙，声教这于四

海"更是走遍了甘肃的出山东京。 f!!传说仅归传说，有史记载的甘肃境内设治，是在

周庄王九年〈公元前 688 年) ，秦武公十年"伐圭盯今天水)冀(今甘谷县城东南)戎，初

县之设置封县和翼县两个县，是甘肃境内在历史上设治之始。过了三百余年的建安

王十八年(公元苗 384 年) ，秦灭狄缆、二戎后，又设置了狄道、霖道二邑，设治起围扩大

到 4 个县。又过了一百余年，到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公元前 279 年)设置珑西郡;三十

五年〈公元前 272 年〉秦灭义渠戎后又置北地郡，开甘肃历史上设都治之始。其所辖革

自相当于今天的庆阳、平凉、天水、定西等 4 个地区，与今天甘肃全省区域相去甚远。甘

肃全省设治是在汉武帝元狞二年〈公元前 121 年)击败旬奴，设置张掖、武威、酒泉、敦

煌等河西 4 郡之后。但那时甘肃并不统一，西是分属于凉娟、益州、朔方等三个刺史部。

这种分治于两个以上一级行政区域的局西，直到元朝设甘肃行中书省后也没有结束。

苦肃统一治于一省是清朝建立以后的事情。 f!!清代的甘肃省却包摇了青海、宁夏季B薪

疆部分地区在内。比今天的甘肃省大得多。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民嚣建立后的 1928

年底，才将青海、宁夏划出去单独置省。此时的甘肃已基本具有今天甘肃的省域形态，

但仍辖有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西吉、噩原、建德、海京、泾震等 5 个县，直到 1949 年新

中国建立后的 1958 年成立宁夏民族自治区时才彻底划出去，甘肃今天的省域范围才基

本确定下来，只是后来也曾发生过 1969 年将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旗租向拉善右旗划

归甘肃，又于 1979 年还归回去的事情，为时短暂。所以，纵就甘肃历史，其行政区域的

变化不仅摄大，而且极为频繁，可说历代历朝从未稳定相一致过。

据史载，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 789 年) ，勇宣王曾亲自"料民子太累"。所谓"太

原"即今甘肃镇京、平凉、泾川三甚所构成的三角地带。这就是说，中国以至全世界最

早的人口统计是在甘肃境内进行的，可惜没有留下有关统计资料。甘肃有人口统计资

料记载是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 2 年〉。从此以后，戴个别历史时代以外，大部分历

史时期都有甘肃当时的人口统计资料记载。但这些人E统计史料，都是当时的中央王

朝按当时的仔政区划通过各级地方政府按"上计"制度进行统计、搜集并记载下来的。

串于各历史时代甘肃行政区域的不词，使这些统计资料所涵盖的地理空间就大不一致，

因而根本不存在纵向与璜向的可比性。这就发生一个闰题:所谓甘肃人口发展的历史，

究竟是何种空间范围的历史?如果这个自题不解决，仅就历史人口统计史料妄谈人口

的增长与消减云云，无异于胡说八道，所谓甘肃人口发展历史就什么也不是，仅废话一

串、废纸一蛙丽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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