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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乌县位于江西省东南部，东毗福建武平县、广

东平远县，南邻广东兴宁、龙川县，西连本省安远、定

南县，北接会昌县。因地处赣、闽、粤交界处，历史上

和闽、粤两省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本文从方志和其

它一些资料中对明清时期寻乌的人口迁入作一些探

讨和分析，希望对研究寻乌的开发和人口迁徙有所

裨益。
一、明清时期寻乌人口迁入的概况

寻乌历史上移民较为活跃，特别是闽、粤两省移

民，在明清时曾大批迁入寻乌。
据 １９８５ 年版《江西省寻乌县地名志》（以下简称

《地名志》）记载，全县共有 １５９９ 个自然村，移民 (包括

省外和江西本省县市移民 ) 建立或迁来定居的村子

共有 ２１６ 个，占 １４％ 弱。这些村落建立的具体时间一

般都难以考证。但《地名志》记载了大多数村落移民

开基或迁来居住到修志时的代数，因此大概的时间

还是可以推算出来的。如果一代以 ２０ 年来计算的话，

他们迁来的时间大约有 １５０ 年到 ５００ 年，也即在 １５
世纪 ８０ 年代的明中期到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的清中期。
在古代，人们认为“早生子，早得福”，“多子多福”，一

般多在十五六岁结婚，２０ 岁左右即生儿育女。因此以

２０ 年为一代基本上是可靠的。再引《地名志》载：竹园

头 (村 )，朱氏于明洪武年间由福建迁此已 ３０ 代 ， ３０
代历 ６００ 年，往前溯 ６００ 年即 １３８５ 年，与所载洪武年

间大致吻合。
在所有 ２１６ 个移民村落中，除少部分迁来时间不

可考外，大部分是可以推知的。历 ３０ 代以上或 ６ 代以

下的寥寥无几，即明代以前和清代以后迁入的居民

很少。本文根据《地名志》的记载，查寻出明清时期迁

入寻乌的村落，并据此列成表格 （见下表）。据此可

知，明前期，外地人口迁入寻乌的还是较少，明中后

期和清中期是外地人口迁入寻乌的主要时期。鸦片

战争以后，外地人口几乎停止了迁入。
在所有的移民村落中，来自本省的有：吉水曾氏

建立的上津村，会昌周氏建立的 ３ 个村落，会昌刘氏、
占氏、江氏、蓝氏、邹氏等各建立的 １ 个村落，吉安宁

氏建立的 ２ 个村落，土氏建立的 １ 个村落，瑞金刘氏

建立的 ３ 个村落。此外，还有上犹刘氏、信丰甘氏、定
南方氏、泰和尹氏、婺源江氏、万安袁氏、赣县王氏各

建立的 １ 个村落。省内移民主要来自安远，共有 ２４ 个

移民村落迁入，主要姓氏有刘氏、谢氏、赖氏等。来自

省外的移民除闽、粤两省外，还有浙江和江苏等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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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迁入寻乌境内的村落统计（单位：个）

迁入的代数 ２６ － ３０ 代 ２０ － ２５ 代 １７ － ２０ 代 １０ － １６ 代 ６ － ９ 代

相当于历史时期 明朝前期 明代中期 明代晚期 清朝前期 清朝后期

建立的村落数量 １０ ７１ １２ ３７ １３

移民。但大多来自闽、粤两省，计有福建移民 １９ 个姓

氏建立的 ４３ 个村落，主要的姓氏有钟氏 （１０ 个村

落）、张氏（６ 个村落）、朱氏（４ 个村落）；来自广东的有

３７ 个姓氏建立的 ８８ 个村落，主要的姓氏有刘氏（９ 个

村落）、钟氏（８ 个村落）、黄氏（５ 个村落）。闽、粤移民

特别是粤籍移民构成了寻乌移民的主体。
移民在寻乌县境内分布如下：长宁镇 ４ 个村落，

罗塘乡 １７ 个村落，水源乡 １４ 个村落，澄江乡 ２０ 个村

落，二标乡 １３ 个村落，剑溪乡 ６ 个村落，文峰乡 １９ 个

村落，吉潭乡 １９ 个村落，项山乡 ４ 个村落，中和乡 １５
个村落，南桥乡 ２４ 个村落，菖莆乡 ７ 个村落，留车乡

２６ 个村落，岑峰乡 ２１ 个村落，桂竹帽垦殖场 １１ 个村

落。
二、寻乌迁入人口的分布格局

迁入寻乌的移民，主要分布于寻乌江及其支流流

域。粤籍移民多分布在寻乌县南部地区，沿河上溯到

澄江、吉潭等乡镇；闽籍移民多是通过山岭间关口进

入寻乌县境内的，多分布于该县的东部地区；安远移

民多分布于该县西北部；会吕移民多分布于该县北

部。这种分布体现着地缘分布的原则。东部剑溪、项
山两乡外籍移民较少，这是因为寻乌县东部为武夷山

南端余脉延伸，山脉呈南北走向，多在 １０００ 米以上。
无疑，山高路险，阻碍了该地和闽、粤两地的交往与交

流。该县西部的情况也类似，西部与九连山连接，也

多海拔在 ７００ 米以上的南北走向的山脉，成为寻乌、
安远、定南间一天然屏障。在交通落后的当地，移民

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在古代社会，地理环境对于人口

迁徙是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对于人口的分布，意义

更大。
在封建社会，家族或地方势力在地方事务中往往

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一个地方如果地方势力强，外

地人是很难站稳脚跟的。寻乌是人口迁徙频繁的地

区，既有人口迁入，也有人口迁出。这种人口流动性

大的地方本身也不利于家族力量的形成与发展，这有

利于境外人口迁入。所以在明朝人口大量迁入以前

及以后一段时间内，寻乌县家族势力都没有大的发

展，更不普遍。但家族势力在以后时间内还是漫漫发

展起来了。即使是移民也要培养他们的家族势力，以

求保障和巩固他们固有的利益。一旦家

族势力发展到足够强大时，就对人口迁

徙分布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罗塘乡的

上津村，曾顺震从吉水县文江村迁此 ２８
代，现有 ２０８ 户 １１５４ 人，是个大村落，又从上津村陆

续分出樟树塘、?项、下屋、罗衣坳、老屋场等若干个

曾氏家族的村落，是罗塘乡的一个大族。该村落群位

于罗塘乡北部与会昌交界处不远。同样，二标乡甲子

乌为首的谢姓村群，澄江乡大墩、凌富为首的凌姓村

群，家族势力都很强大。这些显姓均位于寻乌北部，

所以北部会昌迁来的移民显著偏少。同样位于寻乌

县北部的水源乡就不同，这里没有大姓聚居的现象，

来自安远赖氏、吉安宁氏、赣县钟氏，会昌江氏、占氏、
周氏，万安袁氏，福建武平林氏、钟氏、朱氏等相继迁

入落居。说明家族势力是对移民有影响的。在寻乌县

南部地区，如留车乡、晨光乡、南桥乡等乡镇，由于没

有占绝对多数的大姓，容易接纳外地移民。因而南部

移民就较北部活跃。在东部项山、剑溪两乡，是潘姓

聚居的地方，外地移民进入也有一些困难。因而在移

民分布因素中，既有地理方面的因素，也有社会方面

的因素。
当然，地方上士绅、地主把持着地方的大权，但他

们的能量毕竞是有限的。他们借助官僚集团的影响

和力量来强化家族力量。据《长宁县志·仕宦志》记

载统计，在明朝，仕宦者排在前几位的姓氏有：凌氏

１２ 人，刘氏 １０ 人，谢氏 ７ 人，罗氏 ５ 人，王、潘氏各 ３
人，其中凌氏、罗氏、潘氏为纯土著，刘氏、谢氏既有土

著，也有移民。说明土著人在明朝时期占有较大的优

势。但移民家族力量发展较快，到了清朝，情况就变

了，仕宦者排在前几位的姓氏有：曾氏 ５０ 人，刘氏 ２５
人，曹氏 ８ 人，凌氏 ８ 人。移民来的曾氏占了绝对地

位，说明曾氏力量在当地是非常强大的。凌氏己远不

如昔了。仕宦者一方面体现了家族势力的大小，反过

来又维护本家族在地方的利益。因此可以作为评价

地方势力的一个指标。
三、寻乌县人口迁入的社会背景

在历史上，促使人口迁移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

既有政治的、经济的因素，也有军事的、自然方面的因

素，有时甚至是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人口的

自然流动总是趋利避害，从生存条件差的地方流向生

存条件好的地方。就整个赣南山区而言，南宋前人口

不多，南宋人口迅速增加，元代又大幅度下降，每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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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仅 ８． ９ 人。据《长宁县志· 名宦志》载：“杨霄远，

字云鹤……洪武初为安远典史，邑小民寡，四郊多旷

土”，杨霄远即今寻乌人，所在的山区荒凉，人烟稀少，

为人口的迁移创造了条件。但是，我们发现，寻乌在

明前期人日迁入较少，这是因为其周边地区如赣南山

区、闽西山区、粤东山区的情况与寻乌大致相似，皆

“民寡”而“多旷土”，在人地矛盾不突出时农民们还是

能勉强生存下来的，他们安土重迁。所以这时并没有

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再则，明初对人口的控制也

是很严格的。洪武十四年，开始在全国编造黄册，以

更严密的制度登记掌握人口。据《弘治会典》卷 １３０ 记

载，早在洪武年间，明王朝就开始推行“路引制度”，
“凡军民等往来，但出百里者，即验文引”，“沿途各地

巡检司对过往行人加以盘查，对无文引者要擒拿送

官，进行查究”，又据《大明会典·户部》载：“其各里甲

下或有他郡流移者，即时送官，给行粮押赴原籍州县

复业”。老百姓当然难以自由流动。因此，明初移民在

法律上是不许可的，也没有十分必要的经济原因。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繁衍，人地矛

盾在赣南山区渐渐严重起来。因为赣南山区和整个

闽西、粤东、粤北山区，耕地资源都十分有限，“万顷山

冈一线田而己”。如寻乌县“邑处万山，山无生息，所

恃以谋生者，止山罅之田。故从事南亩者，披星戴月，

无地不垦，无山不种，无待劝也。地之所出，仅足敷

食。今户口益稠，倘遇歉薄，则仰给他处甚廑”。土地

有限，生齿日繁，人地矛盾日益尖锐。农民在无地可

耕的情况下，只有四处流徙。他们有的迁到了寻乌。
成化二十二年南赣地方官称：“南赣一府，地广山深，

居民颇少，有等富家大户不守本分，吞并小民田地，四

散置为庄所。邻近小民，畏避差徭，携家逃来，投为佃

户或收充家人。迁徙而来的除邻近安远等县移民，也

有闽、粤籍流民。如隆庆《福宁州志·户口》指出：“吾

州之籍，以嘉靖以视洪武，户减二之一，口减五之

二。”这些人大多成为流民，流落各地，特别是临近的

赣南地区。面对日益严重的流民问题，明政府也相应

地改变了政策，明《英宗实录》正统六年十一月庚戌条

载：“先是行在户部奏：宜令各府县备籍逃去之家并逃

来之人，移交互报，审验无异，令归故乡。其有不愿归

者，令占籍所寓州县，授以田亩，俾供租税。则国无游

食之民，野无荒芜之地矣。上命下廷臣议。至是，金以

为便，从之。”明政府对既成事实的移民，只好让他们

落籍，向他们收取租税，人口迁徙成为合法的了。明

代中后期，东南沿海海盗倭寇骚扰日炽，沿海地区部

分百姓内迁，也从而迫使闽粤山民向内地迁徙。正是

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明中后期闽粤向寻乌的人口迁

徙相当活跃。
明清之际，由于清军人关后的烧杀劫掠和武装镇

压，导致人口亡徙和田园荒芜，接着而来的“二藩之

乱”对江西破坏更大。时人指出：“（江右）自遭诸逆变

叛，人民死徙，田地荒芜，伤残蹂躏之状，荡析仳离之

惨，什倍他省……杀戮逃亡丁七十余万口，抛荒田地

一十七万余顷”。寻乌县也不例外，“二藩之乱”波及

寻乌，死难乡勇就有几百人之多。政府下令招垦，各

山区招来垦荒的流民绝大多数为闽粤之人。这是因

为粤东、闽南自明以来地狭人稠的状况依然存在。
“粤东人稠地窄，米谷不敷”，或言“而粤又地狭隘，人

众多”，闽西大体相似，如上杭“杭邑田少山多，民人稠

密”。另外，清初实行的迁海和长时间的禁海政策，也

促使闽粤两省流民向西部迁徙。可是到了嘉道以后，

赣南山区人口趋于饱和，人均耕地仅在一亩左右，粮

食问题日渐突出，接纳流民的能力迅速萎缩，再加上

清中期以后海外移民规模日益扩大，就使得他们对赣

南山区的移民活动逐渐停止。
明清时期寻乌县人口的大量迁入，正是上述政

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影响所致。明清时期寻乌人人

口迁入的大致时间印证了有关研究中“明代嘉靖以后

到清代前期，赣南各地不断有闽粤无业难民相继迁

入”的表述，也和研究者的研究认为：“就整体情况来

看，由闽粤迁入的客民主要分布于周围的山区，其中

尤以寻乌、全南、定南、龙南以及上犹、崇义两县西北

部最为密集，占居民总量的 ５０％— ７０％”相吻合，寻

乌人口的迁入是该时期闽粤客家人倒迁江西的缩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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