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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转型期英国人口迁移以 17 世纪中叶为界先后形成了生计型迁移和改善型迁移两种模

式。17 世纪中叶以前, 随着人口快速增长而出现乡村人口过剩, 许多人为生计所迫, 在原住地推力

和城市拉力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了生计型迁移模式。这一时期人口迁移具有相当的盲目性和不确定

性。17 世纪中叶以后, 人口增长减速, 经济地理布局日趋均衡, 城市拉力作用减弱, 人口迁移走向

地方化和有序化, 从而形成了改善型迁移模式。转型期英国人口迁移模式的变化深刻影响到向近代

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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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时期 (16 世纪初至 18 世纪中叶) ,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始终

保持着较大规模。从迁移的类型看, 前期和后期存在两种不同的模式。本文拟就这一时期人口迁移模式的变

化做一探讨。

一、两种迁移模式的不同特点

16 世纪以来, 随着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 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日趋紧张, 英国人口迁移规模不断扩大。

据统计, 16 世纪 20 年代, 全国每年的迁移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 15% , 17 世纪上升到 30% 以上。[1 ] (P8- 9)

17 世纪中期以后, 人口增长减缓, 但迁移规模没有减弱。休斯顿估计, 在 17 世纪, 一些乡村教区的人口每

12 年的变动率在 50% 以上。[2 ] (P47) 克拉克通过对 1660 至 1730 年坎特伯雷、诺里奇、剑桥、索尔兹伯里、

格洛斯特、考文垂和利奇菲尔德等主教区法庭的 70047 名作证人所作证词的研究, 发现城市人口有近 2ö3 属

于迁移人口。[3 ]

在整个转型期英国人口迁移模式发生了变化。17 世纪中叶以前大多数迁移者迁移的目的是为了生计, 这

是一个以生计型迁移为主的时期。17 世纪中叶以后迁移者理性成分增加, 大多数人的迁移属于改善型迁移。

生计型迁移一般是指对原居住地的推力作出反应的人的迁移, 即以改变居住地点为维持生存手段的迁

移行为。16 世纪和 17 世纪早期英国的人口迁移大多属于此类, 特别是 16 世纪 90 年代和 17 世纪 20 年代至

50 年代是生计型迁移的高峰期。从迁移目的看, 大多数人具有生计倾向, 他们是乡村人口过剩的受害者,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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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自身的生存, 为能在城市得到就业机会和施舍, 而进行迁移; 从迁移距离看, 基本上是长距离的。因为

他们大多是因各种原因失去生产资料而被排挤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迁移活动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从迁移

者的身份地位看, 大多数人属于贫穷的劳动者, 其中一部分人还成了流浪者; 从迁移者的地位与迁移距离的

关系看, 有一定经济实力、社会关系和技术的人, 以及社会上层贵族和乡绅子弟的迁移距离一般比较短。社

会下层迁移者迁移频率高、距离长。据统计, 手艺人或农场雇工是绅士与约曼迁移距离的两倍, 仆役是绅士

与约曼迁移距离的 3 倍。[4 ] (P30) 无以为生者或极度贫困者为获得某种生存手段频繁地从一地迁徙到另一地,

迁徙距离最长, 许多人迁移一二百英里; 从迁移方向看, 大多数人的迁移带有相当的盲目性。对他们来说,

第一选择是离开原居住地, 因为在那里他们的存在和发展已经受到威胁, 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其次才是选择

迁移的去向。正如克拉克指出, 16 世纪和 17 世纪早期的人口迁移“具有相对不确定和无序的特征。更加基

本的、地方化运动隐藏于长距离移动中。生存本能或推力因素是迁移发生的极其重要的因素。”[5 ] (P32)

改善型迁移通常是指对目的地拉力因素作出反应的人的迁移。迁移者不是非迁移不可, 而是经过思考才

作出迁移的决定。从迁移的目的看, 主要是出于经济的期望, 是受迁入地更优越的生活条件和更美好的前程

吸引。迁移者包括那些渴望在社会和经济上得到改善而决意迁往城市的迁移者, 其中有带着家眷去寻找发财

机会的商人和富裕工匠, 有企望在城里受雇于家庭服务性劳动的年轻女性, 有期盼经过学徒生活获得自由人

身份, 进而在市政和行会中取得一席之地的青少年; 从迁移距离看, 短距离迁移所占比例较高。从有关资料

看, 当时的迁徙大多发生在本郡, 有一半以上的人迁移距离不超过 10 英里, 长距离迁移明显减少。如伦敦,

据对 280175 名学徒和自由人的调查, 16 世纪初平均迁徙距离是 212 英里, 到 18 世纪中期仅为 111 英里, 减

少了一半。[6 ]迁移者一般依赖于城市与其腹地之间的经济关系和亲属纽带, 城市与某些村庄有着固定的联系,

如诺里奇纺织行业与诺福克织布村庄间的联系。布里斯托尔与北部和西部的高原地带的联系。在格洛斯特主

教区, 1595 至 1640 年间出现在教会法庭上的居民近 1ö4 (2311% ) 出生在教区外。1688 年王政复辟后, 降

为 17%。克拉克通过对 1691 至 1740 年间梅德斯通市持有定居证的 345 名男性和 247 名女性迁移者的调查发

现, 一半以上的人迁移距离不到 10 英里, 只有大约 15% 的人迁移超过 50 英里; [3 ]从迁移者地位看, 虽然社

会下层民众的生计型、长距离迁移也存在, 但屈从于严厉的定居法, 人数大为减少。社会上层的迁移人数明

显增多; 从迁移者的地位与迁移距离的关系看, 与前期相反, 此时是迁移者地位越高迁移距离越远。克拉克

通过对 1660 至 1730 年间坎特伯雷等 6 个主教区法庭作证人的研究发现, 职业人员 (律师、教士和医生) 迁

徙距离最远, 为 6414 英里; 其次是食品饮料商和乡绅, 分别为 4214 和 3818 英里; 约曼的迁徙距离最短, 仅

为 1819 英里; [3 ]从迁移的方向看, 大多数人都是迁往附近地区的城市。17 世纪中后期移民的主要方向是北美

殖民地和西印度群岛。格默里估计, 1630 至 1700 年间约有 38 万移民越过大西洋, [7 ]而里格利估计约有 50 万

人。[8 ] (P224) 其中大多数人外迁是为了寻找理想的职业和追求更好的生活, 也有一部分人是为了摆脱宗教

迫害, 希望能按他们所选择的祈祷上帝的形式建立教会。

二、生计型迁移模式形成的原因

17 世纪中期以前, 大规模生计型人口迁移的出现既有人口因素, 也有经济和社会因素。首先从人口角度

看, 英格兰人口 1525 年约有 220 万, 1541 年达到了 277 万, 人口的年均增长率约为 1135%。1541 年以后,

增长的势头有所减慢, 但是在整个 16 世纪, 除 16 世纪 50 年代末期出现过暂时的下降, 人口一直保持持续稳

定的增长。据历史人口学家里格利和斯库菲尔德利用“逆向推导法”推算, 英格兰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在 16 世

纪的第三个 25 年, 年增长率将近 1%。英格兰 1601 年有 411 万人, 1651 年达到 523 万。[8 ] (P528- 529)

如此快速的人口增长, 必然对土地资源造成巨大压力。1884 年,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一书中提出了“两种生产”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产的理论, 认为作为生产力首要因素的人在生产

时需要与生产资料相结合, 要与物质资料的生产保持适当的比例。[9 ]转型期英国基本上还属于农业社会, 绝大

多数人与之结合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因此, 人口与土地之间的比例关系就成为衡量两种生产是否相互适应的

一根标尺。人多地少, 两种生产比例严重失调, 意味着相对过剩人口的大量存在。据统计, 1520 至 1600 年

农村农业人口增长了近 60% , 而新开垦的土地数量很少, 直接后果就是造成边际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和大量剩

·83·
© 1995-2004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余劳动力。英国农村的经济结构、生产经营方式特点决定了剩余劳动力不能像其它国家那样通过耕作方式的

集约化、租佃规模的缩小而作为隐性失业者继续留在农村。失去土地的小农只能是或充当农业工人, 或舍弃

家园, 移居他处。充当农业工人是破产者的主要出路。据统计, 17 世纪, 农村中有 2ö3 的劳动力生活和工作

在主人家中, 充当仆从或为主人从事耕作。向外迁移, 城镇是他们的首选落脚地。当然, 也有一些人选择去

有大量的荒地或公地的林区。

从农村经济变革角度看, 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 这一时期英国农村爆发了圈地运动。荒地和公地被圈占

的直接后果是造成无数自耕农和茅舍农等小土地所有者被迫迁移。盖伊根据 1517 年、1549 年和 1607 年政府

组织的几次圈地调查委员会的调查资料统计, 从 1455 到 1607 年的 150 年间, 被调查的 24 个郡共圈地

5160673 英亩, 占总耕地面积的 2176% , 驱逐农民约 3 至 5 万。[10 ] (P55) 圈地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材料并不全

面, 统计数据是保守的, 实际情况可能比这更严重。

圈地运动还引发了农村经济的变革, 主要表现在: 大农场制的建立, 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生产技术的

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等方面, 大农场的规模化经营不仅冲垮了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结构, 而且也荡击了以

小农个体生产为基本模式的封建生产组织和经营方式, 加速了小农与土地的分离。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产

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16 世纪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生产走的是一条农牧混合制的道路。由于畜牧业对劳动力需

求量大大低于种植业, 据瑟斯克估计种植业与畜牧业所需劳动力之比是 100: 20, [11 ] (P104) 所以, 随着养

羊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提高, 对劳动力的需求反而减少。另外, 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改善,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也使农村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

从社会因素看, 英国的财产继承制与学徒制也对人口迁移产生了影响。从 13 世纪开始, 英国大多数地

区实行财产不分割的长子继承制, 尤其是社会上层由于怕家庭社会地位下降更是如此。16 世纪时乡绅和贵族

的余子经常还能得到小块土地, 作为终身的礼物。到 17 世纪他们通常只能得到维持基本生计的终身年金。因

此, 如果他们选择停留在家乡, 就会下降为茅舍农。为了求得生存, 没有继承权的贵族子弟大多受父母资助

离开家乡去城市接受教育, 或谋求教职、官职和军职。平民子弟则往往去城市充当学徒和佣工。在 16 世纪,

充当学徒是农村中下层家庭出身的人跻身于手工业行会, 成为师傅和作坊主的唯一途径。关于学徒、仆役的

人数, 据贝福德郡 6 个教区的统计, 1599 至 1796 年间, 15～ 24 岁在外充当仆役、佣工的人占该年龄段人口

总数的 33% , 也就是说, 该年龄段的孩子有 1ö3 出门作佣工。[12 ] (P256) 著名学者怀特的估计与此基本相同,

认为 16、17 世纪, 当过仆役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1ö4 到 1ö3。[13 ]

与此同时, 城市工商业发展产生的拉力也不可忽视。这种拉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雇佣机会多。城市是工商业中心, 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各种专门职业、行政机构、

家庭服务等众多行业的发展都需要大量劳动力, 这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 二是工资收入

高。据经济史家索罗尔德·罗杰斯和吉尔博统计, 伦敦手工工匠和雇工的工资大致比英国南部地区高 50% 以

上, 有些年份高达 70%。[14 ] (P171) 英国南部地区同其它地区相比, 工资还算是比较高的。由于存在如此大

的收入差异, 利益趋高机制不能不令人趋之若鹜; 三是救济水平高。16 世纪中叶, 伦敦、诺里奇和约克等城

市就进行了为救济贫民而强制征收地方税的尝试。多尔切斯特和索尔兹伯里等城市则建立酿酒厂等作坊, 将

所得利润用来经常救济贫民。据统计, 1480 至 1660 年伦敦人的慈善捐款达 50 多万英镑, 仅 1660 年其慈善

基金就支持了 117 万人。[15 ] (P125) 所以, 大量在农村无以维生的贫困者流向城市, 希望在那里得到救济; 四

是文化生活的诱惑力。城市有学校、剧院、书店和咖啡馆等文化和娱乐设施, 非农村所能相比。因此, 饱尝

田耕之苦、单调无味生活的农民, 对城市深为羡慕。

另外, 城市的吸附力还源自城市本身人口增长的特点。17 世纪中叶以前, 英国的城市由于居住拥挤, 卫

生条件恶劣, 加上瘟疫频繁侵袭, 人口死亡率明显超过出生率。从教区登记册的记录看, 大多数城市, 人口

死亡率经常高达 50‰, 婴儿死亡率更是高达 200‰。1580 至 1650 年, 城市死亡一人平均只出生 0187 人。[16 ]

(P59) 所以, 如果没有外来移民的迁入, 许多城市人口不仅不能增长, 反而会不断下降。

·93·
© 1995-2004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三、迁移模式改变的原因

17 世纪中期,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英国人口迁移模式发生了变化, 开始了改善型迁移为主的时期。其

改变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 17 世纪中期人口增长的减速。前期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口压迫生产

力”。英格兰人口 1525 年左右大约只有 220 万, 1656 年达到 528 万, 130 年时间人口增长了近 2 倍半。如此

快速的人口增长, 必然对土地资源造成巨大压力, 使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17 世纪中叶以后人口的增长

减缓甚至下降, 特别是北部和西部地区人口生育率降低, 使这个移民主要迁出地人口对土地资源的压力明显

减轻。

二是西北部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 使雇佣机会增多。16 世纪, 北部和西部各郡属于贫困地区, 畜牧业生

产难以吸收更多的劳动力。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 生计危机频繁发生, 造成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低地迁移。

17 世纪中期以后, 这里牧区村庄的贫穷局面被日益增长的工业和畜牧业产品加工业所缓解。同时, 也成功地

吸收了大量剩余的劳动力。人们不再像以前一样涌入南部的农耕地区或工商业城市。1660 年以后, 虽然有些

地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 但像 16 世纪 90 年代和 17 世纪 20 年代那样席卷北部的大规模生计危机基本不再发

生。而这种生计危机是推动内战前西部和北部地区人口进入南部城市的巨大动力。

三是北部和西部城市经济的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16 世纪, 北部地区城市数量很少, 工商业

经济不发达, 吸纳劳动力有限。17 世纪, 约克郡、英格兰西北部和米德兰地区的羊毛纺织、采煤、金属制造

和玻璃制造等工业迅速发展, 新纺织业和金属制造业城镇的发展, 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 大

大减弱了伦敦等南部大城市对他们的诱惑力, 使原来由北而南的长距离迁移浪潮基本停息。如伦敦鱼商、木

工公会的学徒内战前大约 40～ 50% 来自高原地带, 17 世纪末仅为 20%。而来自伦敦和京畿地区的比例从内

战前的 20% , 上升到 1700 年的 50% , 1750 年达到 70%。[17 ] (P31)

四是南部城市的拉力也在减弱。拉力的减弱一方面表现在城市人口危机数量的减少和程度的减轻, 对外

来人口的需求减弱。王政复辟后, 虽然大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仍保持负数, 但很少出现因大规模的死亡危

机而急需农村人口在短期内大规模迁入来填补情况。

另一方面表现在城市旧有的吸引力之一——慈善救济——消失了。1601 年“济贫法”的颁布, 确立了各

教区对本教区贫民的救济责任。各教区设救济员一职, 负责征收济贫税, 接受贫民救济申请, 进一步加强对

贫民救济的管理。此后, 农村不仅救济金数额不断增加, 16 世纪初在 3 到 4 万英镑之间, 1650 年为 1818 到

25 万英镑, 1695 年达 35 万英镑, 18 世纪中叶达到了 69 万英镑, [4 ] (P174) 而且救济水平迅速提高, 城乡间

的差别缩小。

此外, 城市学徒制的吸引力也在下降。17 世纪后期, 北安普敦、诺里奇、南安普敦和伦敦等城市, 学徒

出身从原来以小土地所有者 (约曼、庄稼汉和工资劳动者) 为主向以手艺人和小商人的儿子为主转变。随着

城市郊区和乡村工业的发展, 行会制度逐渐走向瓦解, 学徒制不再成为进入工业行业的主要途径, 因而失去

了先前的吸引力。

五是人口大量向海外迁移。这些迁移者是一个特殊群体, 17 世纪中叶以前虽然不乏为寻找发财致富的捷

径和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外迁者, 但相当一部分人是为了摆脱宗教的迫害。玛丽血腥统治时期, 就有许多新教

人士纷纷逃离英国。16 世纪 60 年代, 清教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派别。由于它主张在国教会内部清洗天主教

的影响, 在理论上和组织上主张民主, 因此对国王的政教权威提出了挑战。80 年代中叶政府开始采取断然措

施迫害清教徒, 许多人流亡美洲。据估计, 1620 至 1642 年的“大迁徙”约有 518 万人越过大西洋, 来到北

美和加勒比地区。[18 ] (P21) 17 世纪中叶以后, 大多数迁移者是为了发财致富。50 年代至 60 年代是海外迁移

达到高峰, 年均移民达 70000。其中不仅有清教徒, 而且有天主教徒, 还有因犯罪或仅因流浪 (尤其在 17 世

纪 50 年代) 受到惩罚而被强迫运往国外的人。1656- 1686 年英格兰人口从 528 万下降到 486 万, 大约 58%

是直接由于海外迁移造成的。1650- 1780 年间有 30 万到 40 万人前往殖民地。[8 ] (P228) 这极大地减轻了国

内的人口和经济压力, 也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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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原因, 17 世纪中期以后, 人口迁移逐渐走向地方化和有序化。进入城市的迁移者大多来自城市

经济辐射区内, 他们在迁移前对迁入地有一定了解, 也有相应的物资和精神准备。流浪汉数量大为减少。

四、迁移模式改变产生的影响

迁移模式的变化本身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同时, 它又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影响。16 世纪和 17 世

纪早期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积极意义表现在部分缓解了农村的就业压力和生计压力, “起了缓解地方饥馑

危险的安全阀作用”。[4 ] (P31) 同时, 迁移也有利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良和农场制的形成, 保证农业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 从而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但它产生的消极影响更为明显。

首先是城市居住条件急剧恶化。由于人口大量涌入城市, 而住房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增加, 结果居住拥挤

问题日益严重。如 17 世纪初, 在伦敦富裕的威斯敏斯特地区五六个人挤在一间房的事不少, 贫困地区更不

用说。许多人把已有的房屋分割成若干小开间, 或在老房子的院落里, 在远离大街的角落偷偷修建棚屋。还

有的人被迫到市郊搭建临时性栖身之所, 形成了一个个贫民窟。由于居住和卫生条件恶劣, 人口死亡率很高。

其次是出现贫困问题。大多数迁移者都是抱着寻找工作或获得救济的愿望移入城市的, 城市发展尚不能

完全容纳他们, 再加上工资的增加落后于物价的上涨, 许多人找不到工作, 而陷入贫困境地, 流浪汉随处可

见。他们由于离开了原居住地, 失去了原先享有的地方性保护, 为了生存常常被迫组成各种帮派, 从事偷窃

和抢劫活动, 对社会公共治安秩序和政府的统治造成严重威胁。

17 世纪中期以后, 虽然迁移造成的城市居住拥挤、卫生条件恶劣和贫困等问题依然存在, 但对社会经济

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增大。

首先,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推进了人口的城市化进程。转型期英国大多数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均为负数,

规模的扩大主要依靠农村人口的迁入。尽管城市化不单指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过程, 但人口向城市集中

是社会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基础和前提。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迁入, 17 世纪末, 许

多城市人口都在 1000 人以上, 而不是像 16 世纪 20 年代那样在 500 人左右。大城市的发展尤为迅速, 万人以

上城市 1520 年只有 3 个, 到 1700 年已增加到 7 个, 1750 年增加到了 20 个。1520 年 2 万人以上的城市只伦

敦一个城市, 1750 年已达 6 个。[19 ] (P126) 从城市人口所占比例看, 1520 年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612% , [20 ]

(P24) 到 1700 年, 5000 人以上城市的人口已占总人口的 17% , 1750 年占到 21%。[21 ] (P134) 城市的发展反

过来进一步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 相互促进, 使英国城市化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

其次, 促进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和文明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的核心是工商业的发展, 这些农村的廉价劳

动力进城, 无论是在工厂、手工工场或小作坊做工, 还是从事建筑、经商、家庭服务、做流动小贩, 无疑都

给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注入活力。农村迁移人口本身也是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 他们在城市衣、食、住、行

方面所形成的巨大购买力对拉动城市工商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另外, 城市不仅吸收来自各地的

苦力, 而且也从远近 (小城市从附近农村, 大城市从附近小城市) 挖走人才: 富商、技术高超的工匠、有经

验的水手和有名望的教师、医生、工程师、建筑师、画家等等。这些高素质人才聚集城市不仅会提高城市的

物质文明, 而且也必然带动城市精神文明的发展。同时, 来自各地的移民杂居在一起, 会带来人际交往范围

的扩大, 各种思想观念、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交流和碰撞, 必然会推动城市文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促进文

明水平的提高。

第三, 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变革。17 世纪中叶以后, 由于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 向城市迁移使农村人

口的绝对数量明显下降, 农村劳动力价格上升, 农场主为节省劳动力, 增加资本投入, 加强了资本集约化经

营, 加快了农业变革。到 18 世纪中叶, 以大地产主出租土地, 依靠有实力和经验的农场主经营的土地占有制

度盛行, 小自耕农基本上消失。随着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 一个以古典地主——租地农场主——雇佣工人的

社会结构逐步形成。同时, 迁移人口也充当了社会的强大粘合剂, 把城市和腹地的乡村结合起来。农村人口

向城市迁移使周围农村日益走向商品化生产, 依附于城市经济的发展, 成为城市工商业生产的原料供应地和

产品的销售市场。

第四, 海外移民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的殖民扩张。大量英国人背井离乡, 前往新大陆, 不仅为英国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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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财富, 促进了殖民贸易的发展, 造就了国家崛起的关键因素, 而且促进了大英殖民帝国的建立。英国在

美洲的殖民地主要是从欧洲其他国家那里抢夺来的。如加拿大、新苏格兰和路易斯安娜是 1713 年及 1763 年

法国割让的, 新阿姆斯特丹是荷兰 1667 年割让的, 西班牙所属的哈迈卡在 1655 年就落入英国人之手。英国

之所以在殖民地贸易上击败西班牙、荷兰和法国, 在殖民地的抢夺中获胜, 与英国高潮迭起的殖民浪潮是分

不开的。英国殖民移民还使英吉利民族的政治制度和语言文化远播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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