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214 

近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 
李扬 

（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省大连市  161400） 

摘要：近代以来，关内向东北移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可谓“全部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它对东北地区的

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而，东北移民问题，历来是人口史、社会史领域一个值得注意的重大问题。关于东北移民问

题的研究早在 20 世纪初即已发端，历经一个世纪，其间虽不乏高质量的成果问世，但与其他地区的移民史相比，近代东北移民史的

研究仍十分薄弱，研究成果不多，而且多为- -些零星研究，到目前为止尚无一本全面、系统的东北移民史专著问世。在已有的研

究成果中,学者们大多还停留在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上，对移民与东北社会的互动关系做专门探讨的尚属罕见。本文对这一时期

(1860~1931)移民运动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过程、动态特征、性质等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了移民与东北社会的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互动关系，以补充、深化东北移民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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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移民潮涌——近代东北移民概观 

关内向东北移民由来已久，具体始于何时?有人认为，“在有清

以前，无籍可考”1，“移民数目亦莫得而考”2。由于无确切史料

记载，因而各家说法不一，目前尚无定论。从所见著述来看，大致

有以下几种观点。陈彩章先生认为，周、秦以前，东北已有关内汉

人之足迹;黄锡惠指出:“中原人较大规模地进入东北地区是在战国

末年”4。而刘含若、池子华则认为，辽代才是向东北移民的开始。

这里，过多地去探讨东北移民究竟始于何时，似乎已没有太多的必

要。但可以肯定的是，关内向东北 

移民的历史无疑是悠久的。汉人迁徙东北虽久远，但于清代之

前，迁往东北者究属少数。究其原因，盖因满清之前，汉人一般由

北向南迁徙，由南向北迁移者较少。而且，即便是迁到东北地区的

汉族移民，由于战乱、游牧民族的压迫等原因，不断地迁徙、散灭，

大抵又都迁回中原了。如，“北魏和唐代东北的汉人曾大量减少，

这些减少的汉人则又大体是迁回中原了”6。这几乎成为清代以前

东北汉人消长的规律。诚如孙进己所说，汉族最终成为东北地区的

多数民族是在清代，“但这- -时期东北汉族的增加，也并非由于原

来东北地区汉人的繁殖，而主要是由于中原汉人的不断迁居”7。

因而，自清兵入关之后，关内汉人流徒东北者才逐渐增多，尔后，

经过清末民初的大移民，汉族才最终成为东北的主体民族。 

1.1 清前中期东北移民的历史回顾 

清朝入关后，在对东北的开发上，对他们的“龙兴之地”，始

终存在着开发与封.禁的双重矛盾心理。他们想开发东北，使之成为

经济富庶地区，又怕关内汉人的移入，破坏满人的固有风俗，影响

旗人的生计。这样，在东北移民问题上，左右摇摆，走了一条招垦

封禁-开放的 “之”字形道路。根据清朝在不同时期的的移民政策，

可以将清代东北移民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清初的开禁、中期的封禁和

后期的开放三个阶段。具体来讲，1644 至 1667 年(顺治元年至康熙

六年),为招民开垦时期: 1668 至 1859 年(康熙七年至咸丰九年)，为

封结东北时期， 即禁止汉民自由.进入东北时期: 1860 至 1911 年(咸

丰十年至宣统三年),为开禁放垦时期，即东北地区从局部开禁到全

部开放时期。在论述近代东北移民之前，有必要对清前期、中期的

移民情况作一回顾。 

1.2 清末社会危机与移民东北 

清末封禁政策的废弛与移民实边政策的出台咸丰以来，清朝社

会危机日益严重，内优外患，加之纲纪松弛，政治腐败,经济困难，

给清朝执行传统的东北封禁政策带来了巨大困难。到 1860 年(咸丰

十年)清廷在东北移民问题上，开始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逐渐

地在东北部分地区开禁放垦，允许移民进入。咸丰及其以后清廷在

移民政策上的转变,绝非偶然。 

2.移民东北的原因 

在清朝统治的两百多年间，北方各省向黑龙江地区移民的汉族

人口大约在两百万左右。据计算，嘉庆十七年（1812 年）省内人

口近四十五万人，而到 1911 年省内人口则达到三百几十万人，增

加了近三百万人。除其自然增长外，应有二百余万人是北方关内各

省的移民[2]36- 37。当然，移 

民的原因有很多种，下面就几个主要原因进行分析。首先，最

主要的就是经济原因。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

经济来源就是土地。而清末时期的土地兼并使大部分人们失去土

地，被迫出走，成了流民，这是移民的一个主要原因。1644 年清军

大规模入关，清军家眷及奴仆也“从龙入关”，整个东北地区几乎

“罄国入关，尽族西迁”。入关的人数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

但有人推算过，大约有“九十万进入关内”[3]而在这些入关的人中，

除了满族外，还有其他民族随之入关。但清朝入关后生计比较困难，

为笼络八旗将士以及满足满洲贵族对土地的要求，清政府于 1645 

年（顺治二年）正式颁布了圈地令，直到 1669 年（康熙八年）才

最终因为人民的强烈反抗而废止而这二十四年正是与清初辽东地

区的招垦时期相对应的。清政府一方面在关内大肆圈地，另一方面

又在东北地区进行招垦，这也就导致了大多数在圈地的过程中失去

土地的农民不得不离开家乡，成了流民，并且流入了黑龙江地区。

其次，自然灾害和战争危害也是移民的重要原因。进入黑龙江地区

的移民大多是来自山东、河南、河北、安徽等地。而这些地区在历

史上就是灾害频发地区，特别 

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最为突出。据顺治年间的不完全统计，黄河

大的决口就有十五次之多。康熙年间河患更加严重，从 1662 年到

1677 年黄河大的决口达六十七次[1]39，造成的损失是相当严重的。

另外，还有旱灾、虫灾等自然灾害。在自然灾害波及的地区，灾民

相继出走，向灾害较少的黑龙 

江地区迁徙。清入关后，各地的武装抗清斗争频发。清中、后

期，帝国主义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也大多数是在关内北方各省

进行，更是给这些地区的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在战争打起来之

后，还有部分百姓被抓，充当劳役。这就迫使大量的居民迁徙，远

离灾难。再次，清政府对东北地区实行了移民实边和放荒筹饷的政

策。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为加强对边疆的控制，抵制沙

俄侵略，在东北地区采取了移民实边政策。除了采取招民开垦的奖

励措施之外，还采取了催垦、抢垦、自由垦殖等一系列的实质性措

施，并且在经济上对移民给予一定的资助，这在当时对移民是有一

定的促进作用的。清末，为了弥补财政的不足，清政府于光绪三十

年（1904 年）在黑龙江地区采取了放荒筹饷的政策。即只要是代

垦民户亩垧土地缴纳京钱六吊三百文，或是银一两三钱，便发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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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土地即归代垦民户所有[2]42。后来发展到了“旗民兼收”的程

度，即无论是旗人民人，只要缴纳押租，便可报领土地。这一做法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也促使大批移民进入黑龙江

地区。最后，东北地区具有吸引移民的有利条件。黑龙江地区最大

的特点就是地大物博，人口密度较低，土地比较容易获得，自然是

贫苦农民的向往之地。此外，黑龙江地区还有金矿、森林等丰富的

自然资源，再加上中东铁路的修建以及 1905 年后哈尔滨、齐齐哈

尔等地成为了国际性的商埠，各项事业的开发都对劳动力产生了极

大的需求，这也给黑龙江移民提供了重要的生活出路，客观上为移

民的迁徙带来了便利的条件，促使移民走向高潮。 

3.东北移民的概况与类型 

清末黑龙江地区的人口已经有三百万之多，而在这三百万人当

中除了少数土著居民外，大部分都是从关内北方各省迁徙而来的汉

族移民。而这些移民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错综复杂的，大致上可

以概括为流人、流民、垦民这三种类型。顺治中期以后，清王朝为

维护其统治，“凡旗民杂犯重罪载在刑律者，或以免死，或以加等

发遣兹土分管束安插”①这种被发遣到边地的“罪人”，历史上称

为流人。流人当中除一般百姓外，还有许多的官宦。所谓“流民”，

就是指突破封禁偷渡出关的汉族移民。 

清代长时期地实行封禁政策，不准移民出关，但人们仍想尽办

法冲破封禁，另觅生路。后来，清政府已无法控制大量涌入的流民

及增多的垦地，因而光绪年间被迫采取了“就地养民，增租裕深”

的办法。这样，以黑龙江地区流民的合法化为终点，清政府维系了

数百年的封禁之地，也就荡然 

无存了。1861 年部分开禁后，特别是日俄战争爆发后，黑龙

江地区的移民急剧增加。清政府从移民实边的角度出发，在黑龙江

地区开始招垦移民。吉林、黑龙江两省都设立了招垦局，统一管理

移民事务，因此关内北方各省的贫苦农民更加“蜂攒蚁聚”，聚族

而居。而且清政府还在 1904 年以后采取了许多有利于移民的措施，

致使移民数量在清末的一时间里达到了高峰。从清代黑龙江移民的

状况看，在时间上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也即初期的招

垦时期（1644- 1667 年），初、中时期的封禁时期（1668- 1860 年）

以及后期的开禁放垦时期（1861- 1911 年）。在这三个阶段当中要

数封禁时期历时最长，大约持续了二百年左右，极大阻滞了黑龙江

地区的早期开发，不过后期开禁放垦时间虽然较短，其意义与产生

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但是，清初鼓励向东北移民的政策仅仅实

行了二十四年（1644- 1667 年）。为了维持满洲固有的风俗以及保

护满洲旗人的生计，1668 年康熙皇帝下令永远停止在辽东招民授

官，这也就使得东北地区进入了封禁时期。更甚至清政府勒令流民

入籍，妄图想通过所谓的“清边”之策来阻止流民出关，但是其洪

流已不可遏止，到乾隆年间关外流民人口已达数万。纵观清政府开

禁放垦政策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而开

禁政策的实施只不过是清政府迫于无奈而采取的办法而已。 

4 移民文化所产生的社会变迁 

虽然开禁政策只不过是清政府迫于无奈而采取的办法，但是不

可否认的是汉族移民以各种形式进入黑龙江地区，并且带来了先进

的文化和物质文明，这对黑龙江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移民

文化的渗入也促使当时的东北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变迁。首先，

移民文化促使了商品经济的渗入。 

商品经济最初渗入到黑龙江地区是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当时北方各族人民进行贸易交流的集市被称作是“楚勒罕”，

黑龙江地区的各族人民就是通过每年参加“楚勒罕”大会，与汉族

人民加强了接触和了解，并且通过这一渠道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

产、生活资料引入到自己的社会生活中，这对少数民族的发展起到

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表现主要是：这种物物交换的商品经济的出

现冲击着原有的自然经济，加速了少数民族地区私有制的产生和发

展。再者，生产工具的传入也使得少数民族内部以及各民族之间出

现了社会分工，从而产生分散的个体劳动。而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

展，少数民族对交换猎物的价值观念也有所增强，并且逐步产生了

货币价值观念。其次，移民的先进技术在黑龙江地区传播。清初时

期，黑龙江地区的少数民族都是以渔猎采集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后

来移民将大量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以及农作物的品种带入黑

龙江地区，致使一部分少数民族在生产形态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甚至有部分民族定居下来并由过去的狩猎采集经济转为了半农、半

牧、半定居或定居的社会形态。这些都与汉族移民的文化影响有着

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说，汉族移民带入先进生产技术的社会意义

是十分重要的。再次，移民的语言文化对当地的影响。清代以前，

黑龙江地区少数民族的语言是比较庞杂的。随着移民的流入，更多

的汉文化通过民间的汉族移民 

流传了过来，出现了许多民族同时应用本民族语言和汉语两种

语言的情况，后来汉语才逐步演变成了一种流行的通用语言。汉语

词汇的渗入，最明显的体现就是那些至今仍然可以比较容易区别出

来的地名。今天黑龙江地区的许多地名，都应该视为汉族文化影响

的一部分。此外，内地民间文学作 

品的传入也是汉族文化渗入较多，影响较大的表现之一。最后，

移民文化对当地的风俗习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汉族移民把一种

迥然不同的外乡文化习俗带进了黑龙江地区，其先进的物质与精神

文明，影响并同化着周围的少数民族，促使当地的风俗习惯也发生

了一系列的变化，如服装上的变化、饮食上的变化还有宗教信仰上

的变化，可以说移民使中国北部边疆汉化了。 

5 小结 

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多年里，黑龙江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汉族移民

先进文化的影响下，在社会形态、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发

生了极大的变化，边疆地区的发展也逐渐地接近内地文化水平。这

虽然不能完全归功于汉族移民，但汉族移民作为边疆地区社会变迁

历史合力中的一支分力，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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