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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唐宋时期湖南地域的少数民族移民主要有三类 ,一类是少数民族战俘在湖南的安置 ,二类是湖南溪洞首领在内

地的安置 ,三类是溪洞之民迁移省地 ,且人数最多。少数民族移民对湖南民族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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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唐宋时期的湖南移民研究 ,谭其骧先生所撰《湖南

人由来考》[ 1 ] ( P163 - 233)
、曹树基《湖南人由来新考》[ 2 ]和葛剑雄

等撰六卷本《中国移民史 》[ 3 ]对之都有所涉及 ,而对这一时

期湖南少数民族移民则皆无论及 ,本文在广泛搜集各类资料

的基础上 ,对当时湖南区域的少数民族移民及其影响做一初

步考察。

　　一、少数民族战俘在湖南的安置

唐宋时期中原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不时发生战争 ,

所获战俘有时安置于湘地 ,见于史载者 ,唐宋各有一例。

一是唐元和时的吐蕃战俘罗没等十七人。《旧唐书 》卷

17上《敬宗纪 》:宝历元年五月 ,“丁卯 ,湖南观察使沈传师

奏 :‘当道先配吐蕃罗没等一十七人 ,准赦放还本国 ,今各得

状 ,不愿还。’从之。”[ 4 ]据此可知罗没等配湖南当在宝历元

年 (825年 )五月之前 ,但具体时间不详。今考韩愈诗《武关

西逢配流吐蕃 (谪潮州时途中作 ) 》:“嗟尔戎人莫惨然 ,湖南

地近保生全。我今罪重无归望 ,直去长安路八千。”[ 5 ] (卷

344)再考两唐书韩愈本传 , 韩愈贬潮州当在元和十四年

(819年 ) ,即宝历元年前六年 ,他在武关西所遇见配流吐蕃

之人可能为罗没等一行 ,如是则罗没等来湖南的时间当在元

和十四年。

二是北宋元符二年 ( 1099年 )西夏战俘额伯尔。《续资

治通鉴长编 》(以下简称《长编》)卷 516载 :元符二年闰九月

丙子 ,“诏新擒西界监军额伯尔 ,送潭州编管 ,给官屋居住 ,

月支钱十贯 ,米麦三石 ,委都监监管 ,无令失所。”[ 6 ]

　　二、湖南溪洞少数民族首领在内地的安置

将湖南溪洞首领安置于内地 ,以防止其聚众为乱 ,是宋

政府的一贯作法 ,“盖沅州等处 ,昔皆用兵诛锄首领 ,或徙置

内地 ,荡平巢穴 ,故所置州县久远得安。”[ 6 ] (卷 447,元祐五

年八月丙辰 ) [ 7 ] (卷 44《论渠阳蛮事札子 》)而之前的唐五代

时期未见记载。宋代所安置的溪洞首领有 :

彭允足、彭允贤。《长编 》卷 8载 ,乾德五年 ( 967年 )十

月 ,“丁丑 ,以溪州团练使彭允足为濮州都指挥使 ,义军指挥

使彭允贤为卫州都指挥使 , ⋯⋯允足等溪峒酋豪 ,据山险 ,持

两端 ,故因其入朝而置之内地。”

魏进武。《长编 》卷 83载 ,大中祥符七年 (1014年 )十一

月 ,“戊戍 ,以辰州溪洞都指挥使魏进武补三班借职、监房州

税 ,仍给装钱赴任。进武自言房州接归、峡山路 ,颇近蛮界 ,

乞移他所 ,遂改淮南。”

李顺同等八百余人。《长编 》卷 91天禧二年 ( 1018年 )

正月乙卯条下注云 :“乙卯 ,二十一日也 , ⋯⋯此月二十七日

辛酉 ,又入下溪州 ,闰四月四日始奏到 ,今并书之。《史方

传 》:‘下溪州蛮寇辰州 ,杀巡检王文庆。引兵入溪峒讨捕 ,

降其党李顺同等八百余人 ,散处安、复间 ,阴诛其尤恶者杜忽

等十九人。’即此役也。”彭仕汉、彭儒霸和彭儒聪。《长编 》

卷 91载 ,天禧二年 ( 1018年 )闰四月 ,“戊午 ,补下溪州招降

蛮人彭仕汉为右班殿直 ,儒霸、儒聪并为三班借职 ,监许、陈、

郑州盐税 ,各赐衣冠、缗帛。”后彭仕汉逃归 ,宋廷迁其家属

于京师。同书卷 100载 , 天圣元年 (1025年 )三月乙酉 , “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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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言 :‘下溪州刺史彭儒猛子右侍禁仕汉状称 ,向以父老兄

亡 ,遽留家属西京 ,潜归本道 ,与父钤束溪民 ,欲乞放还家

属。’诏河南府遣人部送赴阙 ,以官舍居之。”

彭儒素等九十二人。《长编 》卷 103载 ,天圣三年 ( 1025

年 )七月 ,“丁未 ,荆湖北路转运使孙冲言 :‘下溪州刺史彭儒

猛攻杀知忠彭州彭文绾 ,其子儒素率其党九十二人来归。欲

补儒素为复州都知兵马使 ,余官并月给钱粮。’从之。忠彭

州 ,今忠顺州也。”据《元丰九域志 》[ 8 ]卷 10《羁縻州 》及《武

经总要》[ 9 ]前集卷 20《边防 》荆湖北路条下载 ,忠彭州乃北江

羁縻州。

彭师晏等十八人。《长编 》卷 270载 , 熙宁八年 ( 1075

年 )十一月丙戍 ,荆湖北路转运使孙桷言 :“下溪州刺史彭师

晏等十八人内附。”同书卷 272载 ,熙宁九年二月己卯 ,“于

是师晏等十八人赴阙。诏授师晏礼宾副使 ,京东州都监 ,不

签书兵马事 ,余皆补班行有差。”

舒光勇。《长编 》卷 283载 ,熙宁十年 ( 1077年 )六月 ,

“甲午 ,允州蛮舒光勇为三班奉职、安州监当 ,以知沅州谢麟

言‘光勇先纳土而逃 ,今诣州自陈 ,乞依南江溪峒例补授 ’故

也。”自崇宁、大观以后 ,宋政府遵循成法 ,安置溪洞首领到

内地。绍兴初 ,臣僚上言 :

臣窃见溪洞归明官应湖南边郡及二广皆有 ,自崇、观以

来 ,员数浸多 ,当时朝廷务要优恤远人 ,于是添差为诸州郡指

使 ,及添差监酒税之类 ,意在资以俸给以活其家 ,本不取其才

任。⋯⋯归明官有自归明至今已及十年、十五年、乃至二十

年未尝罢去。[ 10 ] (卷 76《相度归明官任满轮易奏状》)

南宋初 ,此法仍被沿袭。李纲言 :

潭、衡等州见管添差监当、指使 ,并係广西、湖北管下溪

洞酋首 ,初以纳土补官 ,次则注授差遣 ,迁徙出离巢穴以安边

面 ,依条不厘务 ,亦不差注替人 ,本州常切羁縻。[ 10 ] (卷 76

《相度归明官任满轮易奏状 》)

　　三、溪洞之民向省地①的侵占 (迁移 )

一般来说 ,中央王朝强盛时 ,溪洞蛮夷多向化归顺 ,

省地扩大 ,汉民迁入溪洞的机会就增多 ; 中央王朝衰弱

时 ,溪洞蛮夷倾向于各据一方 ,蚕食省地 ,向省地迁移。

湘西和湘南溪洞之民向省地迁移在唐五代时期也多有存

在 ,戎昱《澧州新城颂并序》言 ,“吴楚风俗 ,夷僚蛮好乱相

寇。”[ 11 ] (卷 619)可见唐代溪洞蛮入寇为常有之事。如元

和五年 (810年 ) ,“有溆州蛮首张伯靖者 ,杀长吏 ,据辰、

锦等州 ,连九洞以自固 ,诏 (严 )绶出兵讨之。绶遣部将李

忠烈赍书晓谕 ,尽招降之。”[ 4 ] (卷 146《严绶传 》)其所据

省地时间并不长。唐末五代天下大乱 ,溪洞蛮乘机大肆

侵略省地 ,至长期占据唐故州郡 ,自署刺史。“溪洞蛮僚 ,

自唐末之乱不供王赋 ,颇恣侵掠 ,为居民患。”[ 6 ] (卷 4, 乾

德元年八月甲申 )乾符六年 ,武陵蛮雷进陷朗州 ,石门蛮

向环陷澧州 ,
[ 12 ] (卷 9《僖宗纪 》)是为唐末五代溪洞蛮徭

大规模入侵省地之始。唐代于湘西所置辰、锦、溪、巫和

叙等州 ,唐末后“蛮酋分据其地 ,自署为刺史。”后晋天福

中 ,马希范承袭父业 ,据有湖南 ,“时蛮徭保聚 ,依山阻江 ,

殆十余万 ,至周行逢时 ,数出寇边 ,逼辰、永二州 ,杀掠民

畜无宁岁。”[ 13 ] (卷 493《蛮夷一》)

北宋时溪洞蛮向省地侵占、迁移略见几例 :

梅山蛮侵占潭邵省地。《长编 》卷 16载 ,开宝八年

(975年 )五月甲申 ,“梅山峒蛮闻江表用兵 ,乘间寇潭、邵

州。”同书卷 238熙宁五年 ( 1072年 )九月丁卯条下载 ,

“梅山蛮素凶犷 ,数出抄掠汉界。”又《忠肃集》卷 12《直龙

图阁蔡君墓志铭》言 ,“潭邵间所谓上下梅山 ,其地千里 ,

马氏以来 ,徭人据之 ,号莫徭。国朝有厉禁 ,制其耕垦出

入 ,然岁久公然冒法 ,又稍招萃流浪。”[ 14 ]潭邵间上下梅

山自马楚以来为莫徭占据 ,宋初以来不时侵掠、耕垦省

地 ,至熙宁时 ,朝廷议开梅山 ,后徭人纳土 ,设新化、安化

二县 ,梅山蛮始平。

澧州慈利县蛮侵汉土。《长编 》卷 78大中祥符五年

(1012年 )八月己亥条下言 ,“澧州慈利县蛮人侵扰汉土 ,

荆湖北路转运使陈世卿率兵逐之 ,因请复置澧州、武口等

寨控之。⋯⋯先是 ,澧州民四十七家诉蛮侵其地 ,诏閤门

祗候开封史方乘驿往 ,与转运使同案视。于是自竹疏驿至

申文崖复地四百里。”可见慈利蛮曾至少侵省地四百里。

下溪州彭氏对省地侵占。《长编 》卷 215熙宁三年

(1070年 )九月庚寅条下言 ,“下溪州刺史彭仕羲 ⋯⋯颇

黠骜 ,数侵盗省地 ,边民不安 ,即辰州界石马崖下喏溪置

铺据守。嘉祐初 ,雷简夫、窦舜卿数遣人招谕 ,令归侵地 ,

不听。以兵丁逐之 ,暂去复来 ,后才归喏溪下明溪一寨而

止。八年 ,知州段继文复遣指挥使曹振等以众数千攻之 ,

不克。至是 ,仕羲为其子师彩所杀。⋯⋯其兄师晏结同

巡检彭仕选、都指挥使周允荣等攻围师彩 ,杀之 ,并诛其

党田忠财等三十余人。纳誓表 ,上其父平生鞍马器械 ,仍

归喏溪地。”关于雷简夫等于嘉祐初收复省地之事 ,《长

编》卷 187载 ,嘉祐三年 ( 1058年 )八月 ,“庚申 ,荆湖北路

转运司言 ,已招安彭仕羲 ,省本路军马。始 ,雷简夫受命 ,

体量仕羲未可专用恩泽诱化。至则督诸将进兵 ,筑明溪

上下二寨 ,据其险要 ,拓取故省地石马崖五百余里。”据

之 ,石马崖、喏溪等地原为省地 ,被下溪州彭长期侵占 ,朝

廷于嘉祐初开始着力收复 ,至熙宁三年九月始得其地。

渠阳军蛮侵扰省地。《宋史》卷 494《蛮夷二 》:“元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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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唐宋史料之中 ,于民族关系中使用“省地”一词始见于《长编》,前后使用 42次 ,后来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与《宋史》分别使用 11次

和 13次。他们所使用之“省地”一词 ,大都用在与西南溪洞少数民族的关系上 ,并常与“溪洞”一词相对使用 ,主要区别于下 :一是从宋

政府的管辖形式来讲 ,省地是宋政府直接管辖之地 ,溪洞为宋政府羁縻之地 (或完全不受控制之地 )。二是省地并非一成不变 ,政府拓

边 ,溪洞之民纳土 ,省地随之扩大 ;蛮徭侵扰 ,政府弃边 ,省地随之缩小。三是在省地生活的蛮徭称为熟徭 ,著于图籍 ,纳二税役钱 ,生活于

溪洞的蛮徭称之为生徭 ,偶有贡献。溪洞之蛮夷向省地迁移 ,其地理距离相对较小 ,但其所跨越的文化距离相对较大 ,在促进少数民族汉

化与各民族融合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故本文亦将溪洞之民向省地的迁移 (侵占 )纳入移民之内。虽然在唐五代时并无“省地 ”之观

念 ,本文在分析唐五代之情况时 ,仍然借用这一概念。



二年 ( 1087年 ) ,改诚州为渠阳军 ,罢两州兵马及守御民

丁。有杨晟台者 ,乘间寇文村堡 ,知渠阳军胡田措置亡

术 ,蛮结广①西融州蛮砦粟仁催 ,往来两路为民患 ,调兵屯

渠阳至万人 ,湖南亦增屯兵应援 ,三路俱惊。朝廷方务省

事 ,议废堡砦 ,撤戍守 ,而以其地予蛮 ,乃诏湖北转运副使

李茂直招抚 ,又遣唐乂同措置边事讨之。后以渠阳为诚

州 ,命光僭之子供备库使昌达、供备库副使杨昌等同知州

事 ,而贯保、丰山、若水等砦皆罢戍 ,择授土官 ,俾乂间毁

楼橹 ,撤官舍 ,护领居民入砦。”《长编 》卷 479元祐七年

(1092年 )十二月丙子荆湖北路都钤辖唐义问言 :“渠阳

蛮连年作过 ,朝廷发近兵讨荡 ,已画江立定边面 , ⋯⋯。”

渠阳蛮连年作过为乱 ,朝廷虽发兵讨荡 ,但最终还是弃地

废砦。

北宋时 ,溪洞蛮徭除通过侵占而迁来省地外 ,还通过

归附而被安置在省地。《长编 》卷 184嘉祐元年 ( 1056

年 )十一月庚寅条下言 :“(梅山蛮 )酋长四百余人皆出听

命 ,因厚犒之 ,籍以为民 ,凡千一百户。”同书卷 290言 ,元

丰元年 (1078年 )六月癸卯 ,“权知邵州侍其瓘言扶竹水

山猺梁义等愿附招纳 ,籍为省民 ,隶邵阳县 ,输丁身钱米。

诏荆湖南路安抚司问义 ,如不愿往湖北 ,即邵州安存之。”

以上所举北宋蛮徭侵省地事例大都在北宋前期 ,而

自熙宁后 (哲宗时除外 ) ,蛮徭所侵省地大都被收复 ,蛮徭

归附迁省地亦见于此时 ,大概与神宗和徽宗时期开拓边

境而徭人相继纳土有关。

靖康乱后 ,溪洞蛮徭也乘机侵占省地。首先是武冈

军徭人杨再兴父子对省地的侵占。《要录 》卷 154绍兴十

五年 (1145年 )十月乙酉条下载 , “直秘阁、知潭州刘 　

言 :‘武冈军徭人杨再兴父子自建炎中侵占省地 ,几二十

年 ,近准御前处分 ,令 　措置 ,遂遣安抚司干办公事王历

谕以祸福 ,愿还省地及民田共六十余亩 ,已招民归业 ,欲

乞永免赋役。’从之。”武冈徭人杨再兴父子利用建炎乱而

占有省地 ,至是朝廷招谕安抚 ,杨氏即归还省地。但事隔

不久 ,杨氏再举侵夺 ,史云 :“再兴既还建炎初所侵省地 ,

⋯⋯犹抄掠不已。”绍兴二十四年 ( 1154年 ) ,鄂州都统制

田师中发兵擒捉杨氏父子 ,此事乃告终结。[ 6 ] (卷 166,绍

兴二十四年三月壬申 )另据《要录》所载 ,杨氏父子所侵占

省地在稍后设立的新宁县界。[ 15 ] (卷 168,绍兴二十五年

四月丁亥 )隆兴初前后 ,湖南溪洞徭人通过与省民“擅自

易田”而占得省地 ,朝廷不得不下今禁止。[ 13 ] (卷 494《蛮

夷二 》)乾道六年 ( 1170年 ) , 卢阳西据獠夺省户地。[ 13 ]

(卷 494《蛮夷二 》)乾道七年 ,前知辰州章才邵向朝廷报

告说 :“卢溪诸蛮以靖康多故 ,县无守御 , g w 乘隙焚劫。

后徙县治于沅陵县之江口 ,蛮酋田仕罗、龚志能等遂雄据

其地。沅陵之浦口 ,地平衍膏腴 ,多水田 ,顷为徭蛮侵掠 ,

民皆转徙而田野荒秽。会守倅无远虑 ,乃以其田给靖州

g w 杨姓者 ,俾佃作而课其租 ,所获甚微。杨氏专其地将

二十年 ,其地当沅、靖二州水陆之冲 ,一有蛮隙 ,则为害不

细。”[ 13 ] (卷 494《蛮夷二》)蛮徭开始大规模侵占省地 ,导

致省户流移。

南宋中后期 ,溪洞民对省地侵占日益严重 ,尤以湘西

为剧。绍熙二年 ( 1191年 )有臣僚言 :“辰、沅罗鬼之族 ,

皆尝深入省地 ,摇动边陲。”[ 16 ] (卷 1《论雷雪之异为阴盛

侵阳之证疏》)次年又有臣僚言 :“辰、沅、靖三州之蛮 ,粗

知曲折 ,大抵散居诸洞 ,莫相统摄 ,初无背叛之意。只缘

沿边州县作过之吏与夫奸滑小人 ,因事逃入洞中 ,多方扇

诱 ,遂致侵扰省地。”[ 17 ] (卷 139《乞申严谋入溪洞人法 》)

可见在绍熙前后 ,湘西辰、沅、靖三州多有蛮徭侵扰省地。

嘉定元年 ( 1208年 )后 ,曾提举湖北路常平的曹彦约说 :

“辰州旧有四县 ,今亡其一 ;徭地旧在会溪之外 ,今已在北

江之内 ;蛮僚日张 ,省地日削。”[ 18 ] (《昌谷集 》卷 11《辰州

议刀弩手及土军利害札子 》)另外 ,湘南溪洞也有蛮徭侵

犯省地 ,如庆元五年前后 ,永兴县有“蛮徭犯省地 ”。[ 17 ]

(卷 72《参议董君昌裔墓志铭》)

以上三类少数民族移民中 ,以第三类移民人数为最

多 ,当为影响湖南民族关系之最大者。

　　四、少数民族移民对湖南民族关系之影响

少数民族移民对湖南民族关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从积

极的一面来讲 ,移民在促进少数民族汉化上具有重要的作

用 ;从消极的一面来讲 ,移民会造成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紧

张 ,从而给边境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带来破坏性的影响。这些

不同的作用和影响又往往与特定的移民类型相联系。

(一 )促进少数民族汉化

这是溪洞蛮徭向省地移民所产生的一种影响。溪洞蛮

徭向省地迁徙主要有二种形式 ,一是直接侵占 ,二是归明安

置 ,无论那种形式 ,都会使其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如

溪洞首领被安置于内地后 ,“广田宅 ,结婚姻 ”,
[ 10 ] (卷 76《相

度归明官任满轮易奏状》)与汉官无异。又《默记 》卷中载 :

(郑 )毅夫既没 , (其弟郑猷 )求监安州酒税。安州其乡

里 ,以便亲养也。久之 ,湖南招降得蛮首舒光勇者 , ②溪洞生

黎 ,面色如漆 ,声音侏離 ,如鬼物然。朝廷不杀 ,以三班差使

亦来监安州酒税 ,与猷同官。猷以其素茹蛇馅蛊之人 ,每于

其家送食 ,必作两分 ,与之对飧。然光勇终不快意 ,盖未尝知

中国士大夫家常 (本作尝 ,当是避讳 ,今改回 )馔也。每食馔

毕 ,必令拦头辈于务前饼店以四钱买胡饼二枚。光勇既取

食 ,必大称味之美 ,以谓平生未尝知此味也。一日 ,又以对猷

言如前。猷因语之曰 :“汝本溪洞腥臊生蛮 ,不知有饮食 ,乍

得此至下之物食之 ,以为未始有也。”猷谓所善曰 :“此事固

小 ,可以喻大 ,凡不知而妄作者 ,皆舒光勇之类也。”[ 19 ]

据上可知 ,舒光勇本溪洞生黎首领 ,因招降置内地 ,监安

州酒税 ,并且很快喜欢上了汉人胡饼之类的生活钦食 ,但对于

士大夫家之食馔习俗不甚快意 ,此亦应是迁汉地之溪洞首领

的共同经历。不仅溪洞首领因置内地而逐步被汉化 ,一般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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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宋史》此处本无“广”字 ,融州属广西 ,此处有“西”,当是漏“广”字 ,今补之。

据《武经总要》前集卷 20《边防》荆湖北路条下载 ,允州乃南江羁縻州 ,《默记》所载湖南应为湖北之误。



民也因迁省地而改变生产方式 ,《忠肃集 》卷 12《直龙图阁蔡

君墓志铭》载 :

潭、邵间所谓上下梅山 ,其地千里 ,马氏以来 ,徭人据之 ,

号莫徭。国朝有厉禁 ,制其耕垦出入 ,然岁久公然冒法 ,又稍

招萃流浪。

又《长编 》卷 290载 :

(元丰元年六月癸卯 ) ,“权知邵州侍其瓘言扶竹水山徭

梁义等愿附招纳 ,籍为省民 ,隶邵阳县 ,输丁身钱米。诏荆湖

南路安抚司问义 ,如不愿往湖北 ,即邵州安存之。”

又《宋史 》卷 494《蛮夷二 》载乾道七年时 ,前知辰州章

才邵说 :

沅陵之浦口 ,地平衍膏腴 ,多水田 ,顷为徭蛮侵掠 ,民皆

转徙而田野荒秽。会守倅无远虑 ,乃以其田给靖州 g w 杨姓

者 ,俾佃作而课其租 ,所获甚微。

瑶族侵掠、佃据省地 ,或归附后迁省地 ,耕垦纳税交租 ,

当与汉民之生产方式趋同。

随着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变化 ,溪洞之民归化后还主动

接受儒学教育。《要录》卷 151绍兴十四年丁亥条下载 :

靖州乞依旧置新民学 ,教养溪洞归明子弟 ,以三十人为

额。从之。

靖州在绍兴十四年 (1344年 )之前就曾设有教养溪洞子

弟的新民学 ,至是由朝廷批准复设。又《宋史 》卷 34淳熙元

年四月条下载 :

壬申 ,许桂阳军溪洞子弟入州学听读。

沿边州军设学以教化归明溪洞子弟 ,此乃为蛮徭移民汉

化之重要途径。

(二 )不利于边境稳定 ,并对省地之民的生产造成破坏。

蛮徭向省地迁徙 ,往往采取强行侵占的方式 ,对省地之

民的生产造成破坏。如唐末之时 ,溪洞蛮僚乘乱“颇恣侵

掠 ,为居民患”。[ 6 ] (卷 4, 乾德元年八月甲申 )北宋时 ,澧州

蛮侵占汉地达四百里 ,汉民不得不向朝廷申诉。[ 6 ] (卷 78,大

中祥符五年八月己亥 )南宋时 ,沅陵之浦口 ,本是地平土肥、

多水田之地 ,为蛮徭侵略后 ,“民皆转徙而田野荒秽 ”。[ 13 ]

(卷 494《蛮夷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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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Hunan’sM inor ities Imm igrants And Their Impact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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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w ere three types of m inoritties m igrants in Hunan region in Tang and Song D ynasties: the m inori2
ties p risoners of w ar that w ere resettled to Hunan; the Hunan xidong’s heads that w ere resettled to the M ainland; the

largest num ber of xidong’s peop le that transfered to official p laces. Hunan’s m inorities imm igrants had a significan t

impact on ethnic relations in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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