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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山东人“闯关东”对东北地区的影响 
◆雒纬昕 

（内蒙古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蒙古包头市  014010） 

 
摘要：十九世纪中期，清朝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加之山东地区因

人多地少、连年遭灾造成人民食不果腹、哀号遍野，于咸丰十年(1861

年)清政府正式将山海关以东地区解禁，山东地区大批灾民相继涌出关

内，这一规模宏大的移民浪潮，历史上称为“闯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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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关东”在东北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移民范围涵盖整
个东北地区，移民数量更是远超当地原住居民。这其中山东无疑
是持续时间 长的，他们占“闯关东”的绝大多数，所以将移民
后的东北社会称之为是山东社会的延伸，这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山东移民迁入东北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此时列强正威胁着东
北，大量的移民提供了充足的兵力与劳动力以保卫边疆的安全，
并为边疆的开发做出了贡献。“山东人实为开发东北之主力军，
为东北劳力供给之源泉。荒野之化为田园，大半为彼辈之功。其
移入东北为时既久，而数量又始终超出其他各省人之上”。[1] 

一、移民使人口合理分布 
“闯关东”进程中，大量的人口迁移，改善了以前全国人口

分布不均的情况，平衡了东北地区的人地差异局面。自 1861 年
开禁以来，大批山东灾民、难民出关谋生，“闻风景附，益至蚁
聚蜂屯，势难禁遏。”[2]从同治元年到宣统 3 年共 60 年，东北三
省人口增长了 1，525 万人。这其中除自然出生人口外包含大量
移民。据估计，宣统三年(1911)东北人口共 1，841 万人，“其中
约 1，000 万人是由山东、河北、河南省先后自发涌入的流民，
而其中以山东为 ，约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由此推断，清代
山东移往东北的流民约在七百至八百万人之间”。[3]在 1860 至
1911 年这一时期“来东北垦荒的主要是山东流民”，[4]大量的山
东移民涌入东北，使得东北地区真正意义上成为山东社会的延
伸。 

二、移民促进农业、工商业发展 
“闯关东”进程中，农业、工商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使

东北地区经济面貌得到改善。山东移民的大量涌入改变了东北传
统由渔猎、采集业为主的生产模式，并逐渐向农业转变，原来不
从事农业生产的少数民族也开始兼营农业。随着东北地区的自然
资源日益减少，当地人和移民不断的接触，频繁的交流，这种趋
势越来越明显。移民进入东北，带去了很多中原地区的作物品种，
不仅使农业素称发达的辽沈地区五谷俱全，就连边陲僻地也广泛
种植各类作物。因山东受孔孟思想影响，“重本抑末”根深蒂固，
因此农业相较发达。他们“观汉人之务农，年年余盈，不胜企羡，
近年来亦从事于耕植，凡设郡县之区，类皆农业重于牧，操作亦
仿汉人。”[5]山东人“一年种荞，一年种麦，三年种粟。且知审定
地味之干湿，区别农作物之种子，使地力不虚耗，秋获时无不收
美满之结果”。[6]他们移民东北也将这种先进的轮作方法带到关东
大地，通过这种方法，土地得到休息，利于更加合理利用耕地，
也促进了东北农业的发展。养蚕缫丝是山东地区的传统农业，这
种技术同样也伴随着移民的到来在东北地区推广开来。东北三省
土地肥沃，自然条件优厚使得柞蚕业在东北地区发展迅猛，并间
接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新型农业的发展也使工业应运而生。先是从轻工业开始，移
民将原有技术带进东北，创办了诸如榨油、缥丝、烧酒等行业。
重工业则先是从成为工人开始，近代东北地区重工企业大都是日
资工厂，虽然山东工人促进了这些企业的壮大并间接为其侵略中
国的图谋提供了经济支持，但在客观上它促进了东北重工业的产
生，为全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其修建的铁路，为以后东北
地区工业，农业和商业产品的运输提供了保障，有力促进东三省
地区的发展。民国建立初，关东地区已经完成了自身经济的一体
化。“东北重工业基地”地位的确立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工业发
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与物质保障。 

商业也伴随农业和工业而出现。随着大量移民的进入，山东

的资本业随之而来，资本的涌入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再次基础上，
资本积累也有助于扩大生意网。山东移民成为商人并从事的商业
活动，帮助东北的经济发展，他们逐渐扩大实力，成为“山东帮”。
“来东北之经营商业者，多系内地各省之客籍商人。以直鲁晋三
省之人为多”。[7]移民的商业活动对于推动当地经济生活的变化起
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不仅繁荣了城镇经济，而且提高了当地人
的生活水平。 

三、移民促进了民族融合 
“闯关东”进程中，来自中原地区的汉族移民同东北原住的

少数民族一起生活、生产，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促进
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开禁之前，关东地区是满族人的大本
营，但清王朝腐朽堕落，很多满洲贵族已不会劳作，山东人肯吃
苦，又受孔孟教化，觉得种地当农民才是正经营生。他们与当地
的满族人成为朋友，共同推进着东北大地上的民族融合。他们不
仅接受当地的风俗习惯，也带去了属于自己的家乡风俗。生活在
东北土地上的原住民大都是少数民族，移民在与其生活的过程
中，帮助彼此学习，促进彼此的了解，他们共同将东北土著文化
与山东移民文化相结合，形成并促进了东北地区新的经济文化的
发展。不仅要接受外来更要入乡随俗，所谓“满、汉旧俗不同，
久经同化，多已相类。现有习俗，或导源于满，或移植于汉”。[8]

汉人来到东北后，“从人学射猎，驱马试讴吟”，[9]。东北地区原
以满语满文为主，后逐渐被汉语汉文所取代，东北原有风俗习惯
逐渐汉化与汉族趋同。“久沉异域，语言习俗，渐染边风”。[10] 

四、移民提升了精神文化 
“闯关东”进程中，山东文化也毫无疑义地随之进入了东北，

来重新孕育一种新的别具一格的地区文化景观。原有的文化接受
外来的文化，本身就是二者互相生活、交流与学习中慢慢同化的
过程。民间信仰与民间艺术便是二者相融强有力的说明。两地信
仰原本有着千差万别，山东地区固受孔孟儒家思想影响，东北满
族人则信奉萨满教。但因着两地人民的集体生活与劳作，东北人
民的习俗逐渐发生转变，直至形成了新的易于双方接受的文化信
仰。山东的底层人民将自己的民间艺术带到东北地区，与当地民
间艺术互相融合，并对其产生深深地影响。随着山东移民一同进
入东北的还有山东传统的剪纸艺术。在与东北土著剪纸艺术相互
磨合的过程中，一种新的剪纸艺术便在东北大地扎下根来并迅速
得以传播。东北地区的二人转在发展道路上也深深地受到山东戏
曲的影响，大量的山东移民带着自己喜爱的吕剧、柳剧等戏曲来
到东北地区，受此影响，结合东北传统戏曲，二人转便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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