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王宜强，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博士生，210023; 赵媛，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0023。本

文为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林国平、邱季端:《福建移民史》，北京: 方志出版社，2005 年，第 8 页。

②林汀水:《福建人口迁徙论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 年第 2 期。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Jul． 2014 /No． 4

封建社会福建外省移民开发时空演进与特征分析

王宜强 赵 媛*

［摘 要］ 封建时期，大量北方南迁移民定居于福建各地，人口迁移活动促进了当地各个时期的

开发进程，对福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通过探索福建外省移民开发空间进程，总结

得出封建时期福建外省移民开发格局的形成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 唐代之前初步开发阶段; 唐、五代

全面、大规模开发阶段; 宋元跻身全国先进地区之列以及明清开发的尾期阶段。在总体开发方向上形

成福建特有的规律，即移民开发呈现出近似环形开发轨迹，实践了从内陆到沿海再到内陆的开发模

式，并经历了沿河谷开发向平原、台地开发再向山地丘陵开发的转变。此外，福建移民开发还呈现出

点轴发展的模式。
［关键词］ 封建社会; 移民开发; 空间进程; 模式; 特征; 福建

封建时期，福建社会经济发展与移民开发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福建的古代史本身

就是一部移民开发史。①目前，移民开发也是福建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因此，把移

民开发作为一条主线，研究其与福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彼此联系有其独到之处。福建偏居祖国东

南，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从而造就了其特有的历史，即历史上入闽移民对福建地区开发、经济的

发展以及文化的振兴与传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②考察福建外省移民开发的历史与空间进程，对于认

识和研究福建社会、经济、文化地域格局的形成与演变仍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对这一进

程进行考察。

一、文献回顾

对于移民开发的研究，近几十年来相关学者已取得较多研究成果。移民开发进程及其规律研究

是当前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如许维勤分析认为东南开发的动力来自华夏农业文明的南移，其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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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特征非常明显。① 王文英根据阶段性战略，将日本区域开发总结为 4 个阶段。② 移民开发的模式、

性质和目的等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如刘佳研究认为黄龙山地区的移民开发性质为明显的武装屯垦

以及行政区建立。③ 阚耀平研究认为，清初政府采取行政移民的方式移民固边，从而充实伊犁地区的

防务力量。④ 区域移民开发的兴衰及其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是其研究的重要方面，如周建

明研究指出古代湘桂走廊地区移民开发活动对当地农业、交通、戏曲等社会经济活动产生了积极影

响。⑤ 类似的其他研究文献在研究的内容与形式，方法与结论上大同小异，但都体现了不同区域的特

殊历史现象。⑥ 以福建移民开发为主题的研究成果目前还不多见，相关研究内容多散落于有关福建

移民研究以及福建古代文化格局研究之中。如林建华研究了明清时期福建省内移民从先开发区向

后开发区迁徙的现象并探析了其动因。⑦ 林拓研究了宋代以前福建文化地域格局的演变，指出移民

的地域开发是推动早期福建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⑧ 相关研究成果表明，移民开发有助于促进

开发地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促使其摆脱落后局面，同时又对开发地区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多

元化增添动力。因此，以福建移民开发为主线探讨其空间进程和规律有助于揭示福建古代经济与文

化地域格局形成、发展及其演进规律，从而为福建省内诸多经济与文化现象的形成提供解释参考。

二、福建外省移民开发格局的时空演进

按照历史界限，将研究范围限定在鸦片战争前的整个封建社会。根据福建外省移民开发的显著

程度，可将封建时期福建外省移民开发活动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元代以前的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

萌芽与发展时期的明清两代。前一阶段是福建移民开发最为显著的历史时期，大量北方汉族移民成

为福建人口剧增的主要来源，后一阶段是福建外省移民开发的尾期，有效弥补了闽西和闽北山区劳

动力的不足。

由于中国历来只有疆域沿革史与地方行政制度史，并没有专门的行政区划史，⑨因此封建时期，

福建历代县域行政界线难以做出准确界定，为此本文应用当代福建县级行政区界来表征历史时期福

建县级行政区的先后建立，以反映福建外省移民开发成就在不同地理空间上的推进过程。虽然当代

福建县级行政区划不能完全反应古代福建相关行政设置，但当代福建县级行政区划是对历史政治界

限的一种传承和延续，从而能够反应历史时期福建政治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图 1 基于此而得。

1． 唐之前: 移民开发的初步阶段

唐以前，北方汉人入闽后的定居点以及开发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一些自然环境比较优越的地区，

其特征表现为沿河流迁移向沿海平原迁移推进。战国时代越国人入闽，经过长时间的民族融合，最

终形成闽越族和闽越文化，这支越人主要集中在闽江下游的福州地区。秦末至汉初，闽越族的活动

范围相对而言集中于闽江上游两大支流—建溪流域、富屯溪流域的闽北地区和闽江下游的福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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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因此，自然环境比较优越的闽江流域成为福建最早被移民开发的地区。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前

后经营闽中数十年，基本建立和巩固了对福建的统治，并在福建设立了建安郡。当时，建安郡辖下有

建安、南平、将乐、建平( 建阳) 、东平( 松溪) 、邵武、吴兴( 浦城) 以及侯官八县。这表明，孙吴时期开

垦的重点是闽北闽江上游地区。东晋时期，闽中户口大量增加，于太康三年( 282 年) 立晋安郡，中心

在原丰( 后福州闽县) ，其辖地包括闽东北、闽东南的木兰溪、晋江流域和九龙江流域的今漳州市区以

北地区。在此广阔的地区设置 8 县: 原丰、侯官、同安、温麻( 霞浦) 、晋安( 南安) 、新罗( 上杭) 、罗江

( 或说今罗源、或说今宁德) 、宛平( 无考) 。南朝宋、齐、梁、陈时期迁到福建一带的人民数量众多，至

陈，福建又增丰州、南安郡( 地兼兴、泉、漳，中心在今南安市) ，这表明，南渡的北方汉人不仅定居在闽

江流域，而且已有不少又南迁至晋江两岸，并将福建的土地开发推至到九龙江流域。到此，福建有州

一、郡三、县十四。此阶段，闽江上游地区开发面积最广，力度最强，形成以闽江上游地区为主的内陆

经济、文化带; 开发方式以沿河开发为主，内陆移民由上游而下逐步推进，海陆移民以闽江、晋江等河

口地域为基地由下游而上不断拓进。但总体来看，移民开发区域人口密度仍然较低，开发强度较弱，

在经济与文化领域远远落后于北方先进地区，然此阶段福建人地关系却最为宽松。

2． 唐、五代: 全面、大规模开发阶段

唐代是北方汉人入闽并促进福建开发的一个重要时期。唐以前，北方汉人入闽后的定居点以及

开发的区域还仅局限在一些自然环境比较优越的地方，不少地区仍然是荒原野岭。据载，隋代福建

人口仅 12000 户，到唐中期的开元、天宝前后 ( 713—755 年) ，福建人口上升到 93535 户，为隋代的 7

倍多，由此可见唐代北方汉人入闽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福建开发的进步( 表 1) 。由于北方人口不断

南迁，并且逐渐深入到闽南、闽西等许多未开发的区域，政府的行政设置也势必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

加。唐初仅有泉、建、福三州( 郡级) ，下辖十县: 闽县、长乐、连江、长溪、建安、邵武、建阳、南安、莆田、

龙溪。其后，又陆续新置了漳州、汀州，以及沙县、漳浦、将乐、浦城、福唐、仙游、侯官、晋江、长汀、龙

岩、宁化、尤溪、古田和永泰，计 14 县。合计，福建有 5 州 24 县。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唐亡。至此，福

建全境开发的格局已经形成。自汉至唐，唐代是设县最多的时期，最终形成了一个遍及各地的多层

次结构的行政管理网络，表明唐代晋江上游、九龙江流域、闽西闽中山区等偏僻荒凉之地，均已列入

开发范围，而唐以前经济已有不同程度发展的地区，也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元和二年( 807 年) ，宰相

李吉甫上《元和国计簿》，指出在藩镇割据的局面下，朝廷“每岁赋税倚办止浙江东、西、淮南、江西、鄂

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①。福建在唐统治者心目中地位的提高，表明其开发确实卓有成效。此

阶段，福建沿海地区开发力度高于内陆地区，滨海狭长的平原地带已成为当时福建的农业重心，以滨

海平原为依托的经济、文化带发育起来。由此，福建沿海与内陆两个经济、文化带已相继发育，呈现

出双向推进的基本态势。② 整体来看，此阶段福建移民开发区域人口密度不断提高，开发强度不断增

大，但人口与土地在数量上仍然保持在一个较为理想的均衡状态，为此福建人地关系相对较为和谐。

3． 宋、元: 经济繁荣，文化振兴，跻身全国先进地区之列

宋元时期，北方汉民入闽后落居于福建各地，其中相当一部分落居于闽西、闽西南及闽北地区，

带来了这一时期该区域人口数量的显著增长，进而促进了当地山区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

闽西，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是北方汉民入闽后较晚涉足的地区，原因在于福建沿海、沿江一带自然

条件较为优越，区域人口逐渐膨胀，已接近或超过土地承载的极限，为此后迁汉民向闽西山区拓展，

从而促进闽西山区的迅速开发。表 2 为福建唐代和两宋人口密度数据，在此期间可以明显的得出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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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西部和北部的汀州路和邵武路在人口密度较低的情况下表现出较快的增长速度，这间接反映了两

地区移民开发活动的活跃。宋代闽西、闽西南及闽北的汉民入迁人数有比较明显的增长，政府在这

些地区的行政建置势必随之加强。宋代福建共增设十县，其中怀安、惠安、福安三县地处沿海，而其

余七县，即崇安、政和、光泽、上杭、武平、清流、莲城( 后改为连城) ，均属闽西、闽北山区。由此亦可见

宋代汉民迁居闽西、闽北地区的大体趋势。元代，北方人民及其他外省人民迁入福建后定居较为集

中的地区是闽西南的山区地带。闽西汀州府和漳州西北部的南靖、平和、诏安等县就成为新移民的

主要落脚点。此阶段，福建沿海、沿江一带生产力高度发达，其经济、文化水平开始赶上全国先进地

区，①但随着人口的膨胀和移民的继续涌入，导致这些较早开发地区，土地的人口承载力达到极限，人

地关系紧张的局面逐渐显现出来。

表 1 唐天宝元年( 742 年) 福建人口分布表

政区 县数( 个) 户数( 户) 口数( 人)
每县平均
户数( 户)

每户平均
口数( 人)

占总人口
比重( % )

人口密度
( 人 /km2 )

全国诸道总计 1570 8973634 50975543 5715． 69 5． 68 － －
江南东道 97 1101450 6615977 11355． 15 6． 01 12． 98 －

福建 25 91186 410587 3647． 44 4． 5 0． 81 －
长乐郡( 福州) 10 34084 75876 3408． 4 2． 23 18． 48 2． 21
建安郡( 建州) 5 22770 143774 4554 6． 27 35． 02 3． 85
清源郡( 泉州) 4 23806 160295 5951． 5 6． 73 39． 04 10． 97
临汀郡( 汀州) 3 4680 13702 1560 2． 93 3． 34 0． 56
漳浦郡( 漳州) 3 5846 17940 1948． 67 3． 07 4． 37 1． 38

注: 1． 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第 86 ～ 95 页整理。2． 原注:
有的道、郡只记载户，无口，平均计算时把这部分郡的户数剔出。

表 2 唐宋时期福建人口分布

行政区 唐( 户 /km2 ) 北宋( 户 /km2 ) 南宋( 户 /km2 ) 北宋 /唐 南宋 /北宋

福州路 0． 99 3． 91 12． 76 3． 94 3． 26
延平路 0． 61 3． 10 8． 61 5． 08 2． 78
建宁路 0． 61 4． 87 10． 62 7． 99 2． 18
邵武路 0． 61 5． 73 25． 47 9． 40 4． 45
泉州路 1． 63 7． 54 19． 96 4． 63 2． 65
漳州路 0． 45 1． 29 6． 02 2． 87 4． 67
汀州路 0． 19 1． 22 7． 61 6． 38 6． 24
兴化路 1． 63 8． 29 15． 96 5． 09 1． 93

注: 根据《福建省志》整理所得。

4． 明、清: 福建开发的尾期

明清时期，福建地狭人密，“有可耕之人，无可耕之地”②。土地资源的严重不足促使福建人口逐

渐流向外省及南洋地区，为当地的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在人口外流过程中，福建也接纳了邻

省及其他地区的流动人口。福建接纳的外来人口主要落居于闽北、闽东等山区，虽穷乡僻壤，交通不

便，但自然资源丰富，如茶、漆、竹、木、果、药材、香菇等，自然条件较为优越，还有少数可供开垦的荒

地，是移民谋生之地。移民的到来促进了闽北、闽东的进一步开发: 赣、浙、粤人移居闽北，闽北山区

地处闽江上游，是福建古代经济发达之区，明清时期，分属建宁、延平、邵武三府，因其地处山区，人口

密度不高。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后期，福建沿海的漳州、泉州二府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是 320 人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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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而延、建、邵三府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还不到 120 人，属于福建地旷人稀的区域。① 江西、浙江、

图 1 封建时期各阶段外省人口迁移路线及区域开发空间

广东等省移民迁入闽北之后，因地制宜，各自

展开经济活动。

江西移民人数最多，主要种植茶叶，少数

人从事粮食生产和经商; 众多浙江人从事香菇

生产，少数人种植杉木; 广东人主要经营茶叶

等。赣、浙、粤汉民和畲民迁居闽东，闽东主要

是指今宁德地区，位于福建省东北部。明清时

期，自然资源如松、杉、竹、茶、香菇等不如闽北

丰富，但蓝靛种植占有一定优势，浙江、江西、

广东汉、畲民移居以后，分别种植香菇和蓝靛

等。此阶段，福建可供开垦的土地几近殆尽，

在人烟稠密的沿海地区尤为明显，农业的过密

化已经形成。耕地严重不足，人地矛盾越来越

突出，尽管这一时期闽北等地茶树、烟草等经

济作物种植得到推广，但能够容纳的人口不

多，且粮食无法自给，福建人地关系紧张的局

面较为严重。

三、福建外省移民开发的形式与特点

封建时期福建外省移民开发活动有多种形式，除经济因素以外，主要以军事性移民开发( 军屯)

和因躲避战乱而导致的移民开发( 民屯) 为主。军事性移民开发在移民开发活动进程的前一阶段尤

为常见，如西汉灭闽越国后，中央政府派遣大批军队入闽，并在闽中设冶县，东汉更名为东侯官; 三国

时期，孙吴崛起于江东，并向南发展势力，经营闽中，先后五次派遣军队入闽。唐代前期，朝廷派陈

政、陈元光携军队入闽平叛“蛮獠”，之后驻守漳州。唐五代，军阀割据一方，北方士民再次南迁，尤以

王潮、王审知兄弟率部入闽的数量最多。这些军事性活动完成以后，其军队往往会驻守当地，他们且

守且耕，拓徕流亡，就地垦殖，建立村落，为福建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战乱性移民开

发是指因逃避战乱而发生的人口迁徙活动以及相伴随的对迁入地的开发活动。中国古代的战乱经

常发生，由此引起的移民浪潮也接连不断。然而古代福建的开发却有赖于此。如东汉末年，中原战

乱兴起，人民四外逃亡，然福建为人烟稀少的边陲之地，不少逃亡的汉民便开始批量入闽。两晋南北

朝时期，北方汉人陆续迁入闽中，出现了第一次北方汉人入闽高潮，时间主要发生在西晋末年的“永

嘉之乱”、东晋末年的“卢循入闽”以及南朝萧梁末年的“侯景之乱”期间。唐五代，中原战乱加剧，北

方汉民再次南迁，形成汉人入闽的第二次高潮。这些移民的到来不仅增加了闽中劳动力，而且还带

来了北方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以及先进的文化和管理理念，这些都为福建的开发以及落后面貌

的改变，甚至福建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封建时期福建外省移民开发有着显著的空间发展规律。其一表现为近似环形开发轨迹。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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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历史开发进程，在空间上表现为自西北向东，沿海岸线向南延伸，复折向福建西南和闽西、闽北地

区，最后向闽东发展，至此，福建的开发过程实现了从闽北的发端到闽东结束这一循环过程，整个过

程呈现出近似环形开发轨迹。这在郡县设置中得到反映: 三国时期，孙吴经营福建，沿闽江而下设建

安郡辖八县，除侯官外，其余七县都位于闽江上游地区，表明，三国时期，闽江上游是其开发重点。东

晋时期立晋安郡，辖闽东地区及整个东部沿海地区。南朝时期又增南安郡，其郡治在现南安市。自

此，自西北向东，后沿海岸线向南推进格局已见雏型。因福建东部沿海平原较多，土地肥沃，人口的

容纳量较大，移民多迁移于此，直到唐代，闽西南地区人口仍很稀疏，唐初置漳州、中期置汀州，建漳

浦、长汀、龙岩和宁化等县，但县制个数比闽北、闽东部沿海少。宋元时期，福建移民开发向闽西，闽

北地区拓展。宋代福建新增十县中，闽西、闽北十之占其七。到明清时期，福建移民开发主要集中在

闽东地区，全省新增 14 县，在闽东即有寿宁、宁德、福安、霞浦、福鼎以及屏南 6 县。政区设置能够综

合反映地方经济、财政、人口和社会文化水平。

其二表现为从内路到沿海再到内陆的开发进程。最先到达福建的移民主要来至于江浙地区，主

要由陆路和海陆两个途径进入福建境内，其中由陆路进入福建的移民占大多数，是当时移民的主要

路径。由陆路进入福建的移民最先到达闽江上游地区，而由海陆出发的移民则到达闽江下游的福州

平原地区，此外，一部分到达闽江上游地区的移民沿江而下到达福州平原地区，因此，闽江上游地区

以及下游的福州平原成为先期移民的主要开发地区。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以及移民的增多，需要有

大量的肥沃土地才能养活不断涌入的移民人口，所以土地生产力更高的福建东部沿海平原地区便成

为移民开发的理想之地。从晋代至宋元，福建较大规模的常规性移民主要从海路入闽，落居地从北

部的福州平原向兴化平原、泉州平原和漳州平原推进。元代以后，由于东部沿海、沿江一带自然条件

较为优越的区域人口逐渐膨胀，人口容纳量已近饱和，为此之后的移民开发逐步转移至穷乡僻壤，交

通不便的闽西、闽北山区。这样就完成了福建移民开发从生产力水平高的地区向低的地区，从沿海

到内陆的转移。

其三表现为沿河谷开发向平原、台地开发再向山地丘陵开发的转变。明代以前，福建的移民开

发过程基本上首先沿河流进行。在生产力较为落后、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古代，尽量顺地势、以舟楫通

过水路迁移，是相对陆路更为便捷的选择。河谷、盆地地带土地肥沃，生产力较高，能够养活更多的

人口，因此这些地区便成为移民最先开发的区域。之后，入闽移民沿海岸线自北向南先后开发福州

平原、兴化平原、泉州平原和漳州平原。这从闽江流域、晋江流域以及九龙江流域的开发可以反映出

来。明代以后，移民开发逐步向闽东和闽北山区拓展，这些地区土地生产力较低，且可耕之田较少，

人口承载力较低。所以，当地移民不得不以种植经济作物为生，如江西移民种植茶叶，浙江移民从事

香菇生产。而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无一不是在山坡、丘陵地带进行。以茶叶种植为例，道光四年建

阳知县陈盛韶:“建阳山多田少，荒山无粮，以历来管业者为之主。近多租于江西人开垦种茶。其租

息颇廉，其产值颇肥。”由于过度开垦种茶，从乾隆五十六年开始至道光十二年，41 年中水灾、旱灾不

断发生，水土保持遭到严重破坏，殃及稻田，粮食减产，“其故皆由于茶叶日辟”①造成。这表明，明清

时期，福建移民开发多发生在山坡、丘陵地区，这也是地区自然环境对生产力发展制约作用的体现。

其四表现为点轴发展模式。封建王朝在福建的开疆拓土或开发过程往往首先是以军事行动武力占

领，然后在行军路线附近安置军民、开垦土地、建设城市，最后设置郡县，从而实现对该地区的统治。因

此，河流对军事、经济活动起很大的制约作用。而城镇在其建设初期多为军事据点，后由于统治的稳定

和经济的发展，其职能也相应的扩展到政治、经济功能，从而带动邻近地区发展，所以福建区域开发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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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点轴发展状态。即移民开发活动沿闽江、晋江、九龙江等河流及其支流开展，由点延伸成线，向两翼拓

展成面，若干个面相连成片。以闽江流域的开发为例，闽江各水系的开发起初出现在很多河谷盆地地

区，然后扩展为整个流域开发。这种发展模式的突出特点是，一个城市或一个发达地区，主要依靠交通

线把腹地延伸到周边以外地区，依靠腹地资源来壮大自己，在封建时期的福建，所依靠的交通线往往是

指贯穿东西的密布河网。再以泉州为例，泉州地处晋江入海口，陆向、海向腹地宽广，依托晋江深入内

地，至宋元时期泉州已发展成为世界级城市。现代，福建也依靠这种空间模式使一些地区摆脱资源限制

发展起来。如龙岩—漳州—厦门，即闽南九龙江流域经济轴线; 三明—南平—福州，即闽江流域经济轴

线。并且，这种发展模式也体现了福建省以河流为纽带的山海联动的发展战略。

四、历史影响与启示

移民开发是古代社会文化变迁的基本形式之一。福建的移民开发几乎是与福建历史同时开始

的，福建历史上的人口迁移规模庞大、分布广泛，对福建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福建

社会文化的发展及其地理分布无不深深地打上了移民的印记。在经济方面，移民开发在土地的垦

殖、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与传播、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商业的繁荣与城镇的兴起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社会文化方面，移民开发活动塑造了具有福建特色的文化现象，主要表现在福建民系、方言的形成，

地方宗教的传播以及家族、姓氏文化的兴起与传承等诸方面。同时，移民开发活动在文化的发展与

传播方面亦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此，历史时期福建外省移民开发的经济与文化响应应给与更多关

注，相关研究有利于更为深入的认识移民与古代福建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发挥的作用及其历史地

位，从而为福建历史文化研究做出贡献。

( 责任编辑: 蔡道通)

Immigration to and Development of Fujian in History:

Their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WANG Yi-qiang，ZHAO Yuan

Abstract: In history，a large population migrated to Fujian from the northern part of China． The im-

migration and exploitation activities there strongly promoted Fujian’s development in every historical

period，which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its social，economic and cultural growth． Through exploring

the migration and exploitation process in this region，we found that it underwent four stages: the initial

one was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the second was the Tang and Wudai dynasties when comprehensive

and large-scale development took place; the third was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when Fujia became

one of the developed region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last was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immi-

g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Fujian was also distinctiv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it followed a ring-

like development track，i． e． from the inland to the coastal area and then back to the inland; and sec-

ondly it took a route from along the valley area to the plain and the slopes and then to the hilly lands．

In addition，the immig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this area presented a point-axis development mode．

Key words: feudal society; migration and exploitation; spatial course; mode; characteristics; Fu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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