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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与明清时期贵州的农业开发

李景寿

摘要院随着移民的迁入和中原农业技术的传入袁明清时期贵州落后的农耕制度发生了彻底变化遥 明清时
期移民对贵州的农业开发袁 以水稻品种的激增为标志袁 在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河流沿岸一带首先得到了开
发袁然后又以玉米等域外农作物及本土杂粮的推广为标志袁山区渐次得到了开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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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卫所屯田尧 贵州建省和清代贵州改土
归流袁加速了贵州内地化的进程袁而大量中原移
民的到来袁在引入中原传统农业技术的同时袁促
进了贵州水稻种植的发展和玉米等域外农作

物尧本土杂粮在山区的推广遥
目前袁学术界对明清贵州经济史的研究袁侧

重于探讨明代的卫所屯田尧 明清时期贵州不同
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开发等问题袁 而关于移民对
贵州农业开发问题则探讨得较少遥因此袁本文拟
从移民引起贵州农耕方式变革及农作物传播的

角度袁 探讨明清时期移民对贵州的农业开发问
题遥
一尧 中原农业技术的传入与本地落后农作

方式的改变

贵州历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袁 直
到明代当地众多少数民族的农作方式仍然较为

原始遥甚至移民入黔之初袁也由于受贵州特殊地
形尧 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而一度放弃了原先精耕
细作的农作方式袁 转而选择了粗放的农作方
式遥 对此袁史载院野明初设流官袁中原人士稍稍民

之袁初变其俗噎噎元以前无税亩袁明始征秋粮遥
然欲清丈不得遥 盖地多硗确袁复削山而耕之遥 一
易再易袁三易莱田等说不得而加之遥耕山者宜新
垦袁新垦者草少袁久之积莽生焉遥 复辍不耕遥 冶 眼员 演
渊卷二十二 叶风俗曳冤 显然袁 这非常符西周时期中原地区
野田莱制冶的特征遥移民的耕作方式尚如此落后袁
众多少数民族农业生产的落后程度便可想而知

了遥 其中袁有些少数民族甚至尚外于渔猎阶段袁
如明代如铜仁府的野杨黄冶人野男不耕女不织袁出
则执雀萝袁以渔猎为业遥 冶 眼 圆 演 渊卷三叶风俗窑铜仁府曳冤

不过这种落后农作方式袁 随着移民的增多
和中原农业技术的传入而逐渐发生了变化遥 而
这大概又源于牛耕的推广遥
自古以来袁贵州少数民族大多饲养着牛尧马

等家畜袁但大多不将其用于农耕袁如明代金筑司
的克孟苗和牯羊苗 野耕不挽犁袁以钱誨发土袁謆
而不耘遥 冶 眼猿 演 渊卷五十九叶诸夷窑苗人曳冤此外袁程番府境内的
少数民族在农业生产中也不用牛耕袁 如史载院
野岁时杀牛祀鬼袁击腰鼓为乐遥耕不用牛具袁以木
锹播殖冶遥 眼 圆 演 渊卷三叶风俗窑程番府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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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袁随着中原移民的迁入袁牛耕日益受到
重视袁 如道光时期遵义府的百姓甚至普遍认为院
野农之本在牛强冶遥 眼源 演 渊卷十六叶农桑窑农具曳冤后来由于牛耕
的普及袁 人们日益重视耕牛的饲养问题遥 对此袁
史载院野黄牛畏寒袁水牛畏热袁牯牛喜触斗遥 母牛
爱眠袁息饲之袁当其时审其方冬欲热时袁錺以谷
豆錼糠袁夏秋之间饮以汗水袁沃草以盐汤袁以取
其凉遥 毋令饮水袁饮之则錻袁久之则虺遥 若耳根
湿袁湿其牛无病遥 耳燥鼻干袁水莫倦喾是必病也袁
即按方治之遥 冶 眼 缘 演 渊卷四叶食货志窑农事曳冤

后来袁 秧马也传入了贵州并逐渐得到推
广遥如道光时期袁遵义百姓已经使用秧马了遥对
此袁史载院野吾乡治秧田袁刈戎菽等密布田内袁用
秧马践入泥袁俟烂袁则播种袁其力倍于粪袁且不
蠹遥秧马制袁以纵木二袁为端菑四袁横长倍广袁下
旁杀令上平袁 如足榻状遥 底如四履齿袁 用柔条
一袁 或绳贯两端为系袁 高接手踏时袁 足各履一
马袁手提系袁錽行茎叶好袁深陷之袁名踩青袁甚便
且速遥 冶 眼 源 演 渊卷十六叶农桑窑农具曳冤

此外袁 移民传入贵州的生产工具还有龙骨
车尧牛打脚等袁农具则还有蒲辊尧犁辕尧捷耙尧浪
耙尧水耙等遥 眼 源 演 渊卷十六叶农桑窑农具曳冤

显然袁 这些由中原移民传入的牛耕等中原
农耕技术袁 直接改变了贵州原先落后的农作方
式遥
二尧水稻品种激增与河流沿岸的农业开发
明清时期袁源源不断进入贵州的移民袁大致

首先定居在土壤肥沃尧 灌溉条件较好的河流沿
岸一带遥 移民定居这些地方后袁根据各地气候和
自然条件袁 先后从内地传入或培育了许多水稻
品种遥 因此袁水稻品种的激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河流沿岸地区农业开发的状况遥
明代袁 封建中央政府对贵州的农业开发以

卫所屯田为主袁移民数量还相对有限袁许多农业
生产条件较好的河流沿岸尚未得到开发遥 因此袁
由于移民迁入数量的不同袁 各地农业的发展也
出现了差异袁 主要表现在有些地方水稻品种增
多袁而有些地方则尚未增多遥 例如袁弘治时期贵

州宣慰司由于移民较多袁 风俗内地化的特征很
明显袁如史载院 野士君子秀而文袁其氓勤而务本袁
人多气节袁不异中州遥 文教丕振袁风气和平袁不喜
争讼袁乐于恬退遥 冶 眼 远 演 渊卷一叶贵州宣慰司上窑风俗曳冤由于稻种
植较多且水平较高袁 这里开始出现了香稻和匾
稻两个品种遥 眼 远 演 渊卷一叶贵州宣慰司上窑土产曳冤此外袁程番府移
民也比较多袁风俗内地化的特征也较明显袁如史
载院野八番子者袁服食居处与汉人同遥冶 眼远 演渊卷八叶程番府窑
风俗曳冤 同样袁 由于水稻种植较多且水平较高之故袁
这里出现了香稻尧 一枝箭两个水稻新品种遥 对
此袁史载院野香稻袁郡田膏沃袁故多佳稻遥 炊之香白
异常遥 一枝箭袁附地而生袁叶如牛膝袁背有白毛袁
能愈疮疡遥 冶 眼远 演 渊卷八叶程番府窑土产曳冤

相反袁移民迁入较少的地方袁由于缺乏内地
先进水稻种植技术的推动而尚未出现水稻新品

种袁 表明这些地方的农业开发进程较慢遥 例如袁
都匀府一些少数民族的糯稻种植历史比较悠

久袁 而且早已形成了以糯稻为主食的饮食习
惯遥 对此袁史载院野平州尧烂土等处四时常暖袁土宜
糯袁恒炊食之遥 冶 眼 远 演 渊卷八叶都匀府窑风俗曳冤由于没有大量移
民迁入袁 这些少数民族原始的风俗保存较完
好遥 对此袁史载院野人重廉耻袁勇于战斗袁治丧不用
浮屠遥 俗颇竞利袁地多岚瘴遥 出入戴笠袁夷俗恶
陋遥 冶 眼远 演 渊卷八叶都匀府窑风俗曳冤因此袁其糯稻种植的水平普
遍较低遥 对此袁史载弘治时期都匀府 野土产冶有
野芝麻尧杨梅尧韭尧檀木尧紫竹尧海棠尧方竹尧厚朴尧
枳壳冶袁 眼 远 演 渊卷八叶都匀府窑土产曳冤显然袁糯稻未被列入当地
的野土产冶之中遥
这说明袁 虽然都匀府的糯稻种植历史较悠

久袁 甚至还是当地一些少数民族的主要粮食作
物袁但由于迁入的移民较少袁内地先进水稻种植
技术尚未获得推广袁 致使这里的糯稻种植既少
量的扩张袁更无质的变化遥 因此袁在这种糯稻既
没有地域特色又没有出现新品种的情况下袁 也
就未被列入当地的野土产冶之中了遥
清代袁早在康熙尧乾隆时期随着大规模改土

归流的完成和大量移民的迁入袁 贵州内地化的
进程明显加快遥 这些移民进入贵州之后袁大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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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定居在河流沿岸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地方遥
由于灌溉条件便利袁 这些地方的水稻生产很快
发展起来袁导致水稻品种迅速增加遥 例如袁贵州
东部尧东南部的思州府袁明代早尧晚稻合计才有
九个品种袁即杉板红尧六十日尧白露早尧班稠糯尧
香禾米尧猪毛糯尧洗杷早尧金吾钗糯尧罗裙带遥 眼 苑 演 渊卷
三叶田赋志窑土产曳冤康熙时期袁思州府的水稻品种已增加
到了十三个袁其中早稻四种院六十日尧白露早尧洗
杷早尧麻粘四种袁晚稻九种院香根糯尧绿稠糯尧黄
匾糯尧都匀糯尧香糯尧红谷糯袁红毛糯尧过冬青尧矮
筒禾遥 眼 愿 演 渊卷四叶赋役志窑物产窑谷类曳冤贵州西南部的安南县袁
雍正时期共有七个水稻品种袁 即黑粘谷尧 白粘
谷尧黄毛谷尧红毛谷尧黑毛谷尧黄糯谷尧红糯谷 眼怨 演 渊卷
二 叶物产曳冤袁 光绪时期已经增加到了二十一个品种袁
即黄波粘尧白粘尧北风粘尧冷水粘尧矮粘尧黑毛谷尧
瓜粘尧羊瓜粘尧银梗粘尧黄毛谷尧红毛谷尧扫帚谷尧
早稻尧晚稻尧黄糯尧白糯尧红糯尧矮脚糯尧黍糯尧猪
屎糯尧六谷米 眼 员园 演 渊第三编叶乡土格致窑一物产曳冤遥
明代袁 在少数民族众多而农业生产条件又

较差的永宁州袁 数量有限的移民不仅未将当地
的少数民族内地化袁 他们反而被当地少数民族
化土著化遥 例如袁这些移民普遍野人性强悍冶尧野牧
羊为产冶 眼 远 演 渊卷十六叶永宁州窑风俗曳冤遥 由于普遍只适宜种植
大麦尧苦荞尧荑稗袁当地少数民族历来 野酿大麦尧
苦荞尧夷稗为酒冶 眼 远 演 渊卷十六叶永宁州窑风俗曳冤遥受其影响袁这
些移民也只种大麦尧苦荞遥 对此袁史载院野风气刚
劲而多寒袁 故錿稻难艺袁 卫人所资以生者惟荞尧
大麦而已遥 冶 眼 远 演 渊卷十六叶永宁州窑风俗曳冤然而道光时期袁随
着移民的增多和生产经验的积累袁 永宁州不仅
已经种植水稻袁 而且还出现了多个品种遥 对此袁
史载院野稻袁有药尧白尧糯尧旱各种遥 又羊毛黏袁米粒
坚细袁舂白如玉遥 冶 眼 员员 演 渊卷五叶食货志窑物产曳冤

三尧 本土杂粮及玉米等域外农作物的推广
与山区的农业开发

贵州世居少数民族原本落后的农业生产状

况袁 不仅表现为农业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较落
后袁而且还表现为杂粮种类较少遥 因此袁明清时
期贵州农业生产的发展袁 还表现在随着移民的

增多和扩散袁 本土杂粮及玉米等域外农作物的
推广遥
明代袁贵州一些移民较多的地方杂粮种植已

较普遍遥例如袁在普安州一些农业生产条件较好
的地方袁由于移民较多袁居民风俗内地化的特征
较明显遥对此袁史载院野尚文重信袁军卫戍卒多系中
土袁习俗相沿袁崇礼让袁士习诗书袁农勤稼穑袁服食
居处与腹里无异遥冶眼 圆 演渊卷一叶舆地志窑风俗曳冤这里种植的杂
粮种类较多袁主要有粱尧粟尧稷尧大麦尧小麦尧燕麦尧
甜荞尧苦荞和豆等遥 眼员圆 演 渊卷二叶食货志窑土产曳冤再如袁铜仁府
由于移民较多袁居民风俗内地化的特征也较明
显遥对此袁史载院野山川秀特袁风土爽垲袁力本右文袁
士知向学袁郡属各司汉夷杂居袁有土鍀苗仲袁种类
不一袁习俗各殊袁迨今渐被华风袁洒然变易遥冶 眼 员猿 演 渊卷
二叶方舆志窑风俗曳冤同样袁其杂粮种类也较多袁主要有粱尧
黍尧稷尧大麦尧小麦尧甜荞尧苦荞尧黄豆尧绿豆尧红豆尧
赤扁豆尧白扁豆尧刀豆尧蚕豆尧红豆尧豌豆尧茶褐豆尧
胡麻尧苏麻等遥 眼员猿 演渊卷三叶食货志窑物产曳冤

相反袁在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或山区袁杂粮
种类就很少遥 如永宁州慕役长官司野所部皆白罗
罗也噎噎酿大麦尧苦詐尧荑稗为酒袁不刍缩筒吸
而饮遥 冶 眼 远 演 渊卷九叶永宁州窑风俗曳冤再如袁乌撒卫一带野錿稻
难艺袁卫人所资以生者惟苦荞尧大麦而已遥冶 眼圆 演 渊卷三
叶风俗窑乌撒卫曳冤 显然袁 这些地方的农业生产还较落
后遥 然而袁和如此落后的农业生产状况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袁 明和清前期这些地区的畜牧业却较
发达袁 如明嘉靖时期的乌撒卫 野土人多牧胡羊袁
岁两取其毛以为毡而资贸易焉遥 冶 眼圆 演 渊卷三 叶风俗窑乌撒
卫曳冤 还有袁 清乾隆时期普安州少数民族生活的地
区 野多高山袁有水草袁利养马噎噎故罗罗民人家
多畜马遥 冶 眼 员 演 渊卷二十二叶风俗窑畜牧曳冤

不难发现袁 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或山区
的永宁州和乌撒卫袁 杂粮的种类都明显少于中
原移民较多的地方袁 而这一类地方的畜牧业却
往往比较发达遥 若再结合有些少数民族尚处于
仍渔猎阶段的情况来推测袁 则可能意味着明代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和山区不仅杂粮的种类较单

一袁而且种植面积也较有限遥



清代袁早在平定贵州之初袁清政府就鼓励人
民开垦无主荒地袁发展农业生产袁如顺治六年
渊员远源怨冤时清政府下令院野噎噎察本地方无主荒
田袁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袁开垦耕种袁永准为
业遥冶 眼 员源 演 渊孕猿源愿冤顺治十五年渊员远缘愿冤时袁贵州道御史李
秀又建议朝廷鼓励垦荒遥对此袁史载院野迩来田土
荒芜袁财赋日绌袁臣以为劝垦荒田之典不可不
隆遥其州县土民暨现任文武各官并闲废缙绅袁有
能捐资开垦者袁请饬部从优分别授职升用袁则不
烦帑金之费而坐收额课之盈遥冶 眼 员缘 演 渊孕圆冤在这些政策
的鼓励下袁大量荒地逐渐得到开垦遥
此后袁康熙尧乾隆时期随着贵州大规模改土

归流的完成袁移民再次大量迁入贵州遥由于人口
激增袁在河流沿岸得到较充分开发的情况下袁农
业开发逐渐向山区推进袁本土杂粮和玉米等域
外作物随之也推广到了这些地方遥对此袁史载乾
隆四年渊员苑猿怨冤贵州古州镇总兵韩勋奏院野向来新
疆地方袁小麦尧高粱尧小米尧黄豆尧脂麻尧荞麦等
种袁素不出产遥自安设屯军之后袁地方文武设法
劝种杂粮袁今岁俱有收获遥冶 眼 员缘 演 渊孕缘愿员冤此后袁清政府
又再次在山区推广杂粮种植 袁如乾隆五年
渊员苑源园冤大学士九卿会议院野山土宜广行垦辟袁增
种杂粮遥查黔省山土既多未辟袁收获惟恃稻田遥
应如所议遥凡有可垦山土噎噎至劝民随时播种
杂粮之处袁应令地方官酌借谷种遥冶 眼 员缘 演 渊孕怨园园冤

玉米虽然是一源自美洲的域外作物袁 但早
明代在黔北一带就已经种植了袁 如绥阳院 野山间
民只种秋禾尧玉米尧粱尧稗尧菽尧豆尧大麦等物袁俱
不知种黍尧稷与小麦遥 冶 眼 源 演 渊卷十六叶农桑窑农候曳冤由于玉米
较其他农作物更耐旱涝尧耐肥瘠尧耐寒燠袁特别
适于在山区种植袁 所以咸丰时期其种植已经普
及到了山区遥 如兴义府袁史载院野包谷袁今全郡皆
产袁全郡多山袁包谷宜山袁故种之者袁较稻谷为多
噎噎郡之贫民袁多以代谷遥 冶 眼 员远 演 渊卷四十三 叶物产志窑土产曳冤

再如安顺府袁史载院野近年山土多种包谷袁早者二
月布种袁六月即可收成袁较之高粱尧小米尧豆可早
月余袁安郡谚语谓院六月七月为青黄不接袁今青
黄不接在二三月矣遥 盖以前山土未辟袁所恃者田

禾之成熟而已袁六七月未熟故谓之青黄不接遥 比
年多种包谷袁贫民可以接济遥 冶 眼员苑 演 渊卷十四叶地理志窑气候曳冤

番薯也是一种来自域外的农作物袁贵州大约
在清乾隆时期开始种植番薯袁如史载松桃直隶厅
野栽桐尧茶诸树及种包谷尧番薯等物袁男女共之遥冶
眼 员愿 演 渊卷二十叶松桃直隶同知曳冤兴义府一带野高山陡岩宜种包
谷袁平地处宜种红薯冶遥 眼 员愿 演 渊卷二十七叶兴义府曳冤道光时期袁
在一些地方番薯甚至已经成为重要的作粮食作

物遥如贵州北部的遵义府袁史载院野甘鍁俗呼韶薯袁
声之转遥有红尧白二种遥山农广种者收多至三四十
石袁即煮以当粮袁亦可碎切和米作饭遥冶 眼源 演 渊卷十七叶物产窑
甘鍁曳冤还有思南府袁史载院野番薯袁红白二种袁居人广
种以左餐餮遥冶 眼员怨 演 渊卷三叶食货门窑土产曳冤据此估计袁道光时
期贵州的番薯种植已经比较普遍了遥
域外农作物马铃薯在贵州的种植袁大约始

于明清之际袁清中后期种植已经较普遍了袁如道
光时期大定府已经种植马铃薯袁 眼 圆园 演 渊卷四十二叶食货略第四
下窑经政志四窑农桑曳冤同治时期毕节县已经种植马铃薯遥
眼圆员 演 渊卷七叶物产志窑物产曳冤清末袁马铃薯已经成为贵州人民
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袁如湄潭县院野山坡上土
多石少袁气候无殊遥平地可以种詐麦尧包谷尧蕃
熟尧黄豆尧洋芋之属以佐饔飧遥冶 眼圆圆 演 渊卷一叶天文志窑气候曳冤

本土杂粮及域外农作物玉米等在贵州的推

广袁极大地促进了山区的农业开发遥对此袁史载院
野大约上田宜晚稻袁中田宜早稻袁下田稻旱粘遥山坡
硗确之地袁宜包谷尧燕麦尧黄豆袁而红稗尧水稗尧春荞
秋荞皆次之袁亦有种小米袁红麦尧绿豆尧芝麻者遥冶眼员愿演渊卷
一叶贵阳府曳冤再如袁普安直隶厅境内崇山峻岭袁极不利于
农业生产袁史载院野厅境山重岭复袁鲜平壤袁山多大
山袁岭多峻岭袁能兴云吐雾袁故多云多雾袁云多雨雾
多袁阴故多遥阴多雨袁阴则寒袁雨则寒袁故多寒遥冶 眼圆猿 演
渊卷一叶天文窑气候曳冤因此袁如前所述袁乾隆时期当地山区少
数民族尚以畜牧业为主袁但光绪时期已经普遍种
植了域外农作物和本土杂粮遥对此袁史载院野阖境多
杂粮袁鲜稻谷遥杂粮中首包谷袁次薯袁次荞麦尧洋芋袁
故民间多食杂粮遥冶眼圆猿演渊卷一叶天文窑气候曳冤

四尧结论
明代袁贵州农业生产还普遍较落后袁不仅几

移民与明清时期贵州的农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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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不使用牛耕袁 而且有些少数民族尚处于渔猎
业阶段袁 甚至在数量有限的移民进入贵州之初袁
由于受当地特殊地形尧 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而曾
一度实行较落后的农作方式遥
不过袁随着移民的持续增多袁明清时期贵州

农业生产最终既出现了量的扩张袁 又发生了质
的变化袁 从而彻底改变了原先落后的农业生产
面貌遥 首先袁水稻在河流沿岸等海拔较低地区的
普遍种植袁 本土杂粮及玉米等域外农作物在山
区的推广袁属于量的扩张遥 其次袁随移民而传入
的牛耕等内地农业生产技术袁 使贵州的农业生
产水平普遍提高袁则属于质的飞跃遥 两者结合的
结果袁 形成了贵州灌溉便利的河流沿岸等低海
拔地区普遍种水稻袁 无法灌溉的高海拔山区则
普遍种杂粮这种立体式的农业生产格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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