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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和目的

1.1　研究背景

利津县历史悠久。早在周秦时代，县境西南部已

有古陆地存在，属齐国。汉代属千乘郡漯沃县、蓼城

县地。东汉后，黄河在此地入海，随着黄河三角洲的

形成和发展，域地不断向渤海湾扩延。利津县位于古

代黄河三角洲核心，黄河频繁改道泛滥，既塑造了其

独特的自然风貌，又带来了资源机遇，还引发了自然

灾害。不同时期移民为寻求更好的生活来到利津县，

带来了不同文化、技术和风俗，与当地文化融合，共

创出丰富的历史文化。如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城

市化进程加速，利津县历史文化面临诸多挑战。研究

古代移民历史脉络与文化传承意义重大。学术上，可

为了解古代黄河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文化交流

融合提供线索依据。在现实中，能为当地文化旅游开

发和经济发展提供新思路。利津县有古代移民遗迹、

历史文化老街等丰富资源，可转化为文化旅游产品，

促进经济发展。传承移民文化还能增强居民文化自信

和认同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

研究的课题。

1.2　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全面梳理利津县古代移民的历史脉络，

深入探讨移民对当地文化传承的影响，为利津县的历

史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通过对利津县

古代移民的来源、迁徙路线、历史时期以及对当地文

化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揭示移民在利津县历

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期为保护和传承利津县的历

史文化遗产提供有益的参考。

2　利津县古代移民的历史渊源

2.1　早期移民踪迹

2.1.1　煮海制盐的移民开端

在春秋时期，利津县就有煮海熬波的先人活动。

据考古发现，利津县南望参出土了大量的制盐器物，

如煮盐罐、盐勺等。这些器物不仅是当时盐业生产

的重要见证，也暗示着早期移民与盐业紧密联系。当

时，一些周边地区的移民来到利津县，他们带来了先

进的制盐技术，推动了当地盐业的发展。

盐业在古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利津县

丰富的海盐资源吸引了众多移民前来。这些移民不仅

带来了制盐技术，还促进了当地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

流。他们与当地居民相互融合，共同创造了利津县早

期的繁荣。

2.1.2　齐国养马带来的移民因素

齐国在利津养马也对移民进入利津县产生了推动

作用。《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至国，修

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

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国为了发展军事力量，

在利津等地设立了养马场，吸引了大量的人口前来从

事养马及相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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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马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专业技术人

员，这也吸引了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这些移民带来

了不同的文化和技术，促进了利津地区的经济和文化

交流。他们与当地居民共同生活、共同劳动，逐渐形

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①。

2.2　金元时期移民涌入

金代黄河泛滥频繁，利津县等地的土地得到了大

量开垦。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移民的政策，如减

免赋税、提供土地等，吸引了百姓前来垦荒制盐，促

进了利津县人口的增长。移民的到来为利津县带来了

先进的农业技术，如灌溉技术、施肥技术等。他们开

垦荒地，种植农作物，推动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同

时，移民也促进了商业贸易的繁荣，他们将当地的农

产品和盐产品运往其他地区，换取所需的物资②。

元代虽然是大一统王朝，但在其统治期间，也存

在着一些局部的战乱和灾荒。利津相对来说位置较为

偏远，受战乱的影响较小，而且有黄河的庇护，在灾

荒时期，黄河的淤地还能为灾民提供一定的生存资

源，因此成为了许多人躲避战乱和灾荒的理想之地。

3　利津县古代移民的历史发展脉络

3.1　先秦至秦汉时期：移民活动萌芽

在先秦时期，利津县地处黄河入海口附近，拥有

丰富的自然资源。随着煮海制盐技术的不断发展，一

些掌握制盐技术的先民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定居，开启

了利津县移民活动的先河。齐国在利津县发展养马

业，进一步吸引了一些从事养马及相关产业的人口迁

入。这一时期的移民规模虽然相对较小，但是为后来

的移民活动奠定了基础。

秦汉时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得到了一

定的发展。利津县作为黄河三角洲地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逐渐凸显。虽然目前关于这

一时期利津县移民的具体记载较少，但可以推测，随

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可能有一些人口逐渐向

利津县迁移，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

3.2　魏晋南北朝时期：移民活动缓慢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繁。利

津县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相对较为稳定。一些为

了躲避战乱的人口可能会选择迁移到利津县。同时，

这一时期黄河的改道和泛滥也为利津县带来了新的土

地资源，吸引了一些移民前来开垦。

此外，随着佛教的传播，一些僧人也可能来到利

津县传播佛教文化，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虽然

这一时期的移民活动相对缓慢，但是仍为利津县的发

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3.3　隋唐时期：移民活动繁荣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利

津县作为黄河三角洲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商业中

心，吸引了大量的人口前来。这一时期的移民主要来

自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大运河的开通，一些商人、手

工业者和文人墨客沿着大运河来到利津县，促进了当

地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二是由于黄河的改道和泛

滥，一些受灾地区的农民被迫迁移到利津县，开垦荒

地，重建家园。

隋唐时期的移民活动对利津县的经济和文化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方面，移民带来了先进的

生产技术和商业理念，促进了当地的农业、手工业和

商业的发展。在文化方面，移民带来了不同地区的文

化传统和艺术风格，丰富了利津县的文化内涵。

3.4　宋元时期：移民活动达到高峰

宋元时期，黄河泛滥频繁，利津县等地的土地得

到了大量开垦。金政府和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移

民的政策，对前往利津等地的移民给予一定的优惠和

支持，如减免赋税、提供农具和种子等，这也促使了

人口向利津迁移，吸引了大量的百姓前来垦荒制盐。

利津县的移民主要分为三类：煮盐灶户、请住户

和外地迁移户。煮盐灶户是专门从事盐业生产的移

民，他们在利津县建立了众多的盐场，推动了盐业的

繁荣。请住户是由政府招募而来的移民，他们主要从

事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外地迁移户则是由于各种原

因自发迁移到利津县的人口，他们带来了不同的文化

和风俗习惯。这三类移民在利津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煮盐灶户的盐业生产为国家提供

了重要的财政收入，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的商业贸易。

请住户的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奠定

了基础。外地迁移户的文化交流丰富了利津县的地域

文化③。

宋元时期的移民活动达到了高峰，对利津县的经

济、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经济方面，盐业

和农业的发展为国家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收入。在社会

方面，移民的到来增加了利津县的人口，促进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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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和发展。在文化方面，不同地区的移民带来各

自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形成了多元的地域文化。

3.5　明清时期：移民活动的持续与稳定

明清时期，利津县的移民活动持续进行。明朝政

府为了均衡全国人口分布，有组织地将山西洪洞、河

北枣强等地民众大规模地迁移到利津县，以恢复当地

的经济和社会秩序。这些移民在利津县建立了许多新

的村落，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文化传统。

清朝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利津

县的商业贸易和手工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些

外地商人来到利津县经商，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

同时，文化教育也得到了重视，一些移民带来了先进

的教育理念和文化知识，推动了利津县的文化发展。

明清时期的移民活动相对稳定，移民与当地居民

相互融合，共同创造了利津县的繁荣。这一时期的移

民活动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还丰富了当地的文化

内涵，为利津县的历史文化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6　民国及1949年后的移民

3.6.1　民国时期移民政策及影响

民国时期，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等原因，利津县

再次出现了人口外流的现象。当时国民党政府采取了

一些移民政策，试图吸引人口回流，但效果并不显

著。据《民国山东史》记载，“民国时期，山东各地

战乱频繁，自然灾害不断，人口大量外流。国民党政

府采取了一些移民政策，如发放移民补贴、提供土地

等，但由于政治腐败、经济困难等原因，这些政策并

没有得到有效实施。”

尽管民国时期的移民政策未能取得显著成效，但

仍有一些移民来到利津县。这些移民主要是为了逃避

战乱和自然灾害，他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思想和技术，

对利津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④。

3.6.2　1949年后的移民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军垦、农垦和石油

开发等事业的发展，利津县迎来了新的移民潮。这些

移民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为利津县的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军垦和农垦时期，来自部队和内地的移民来到

利津县，他们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带来了先进

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水

平。在石油开发时期，来自全国各地的石油工人来到

利津县，为石油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带来了

先进的石油勘探和开采技术，推动了利津县石油工业

的发展。

4　利津县古代移民对当地文化的影响

4.1　移民文化与民俗特色

4.1.1　生产民俗中的移民印记

一是移民对利津县的传统生产民俗产生了深刻影

响。在农业生产方面，移民带来了新的种植技术和农

作物品种，丰富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例如，山西移民

带来的高粱种植技术，河北移民带来的小麦种植技

术，这些种植技术在利津县得到了广泛应用。

二是在渔业生产方面，移民带来了新的捕捞技术

和渔具，提高了渔业生产的效率。他们还带来了不同

的渔业文化，如祭祀海神、庆祝丰收等习俗，丰富了

利津县的渔业文化内涵。

4.1.2　生活民俗与酒俗的演变

一是移民也对利津县的生活民俗和酒俗产生了影

响。在生活民俗方面，移民带来了新的服饰、饮食和

居住习惯，丰富了当地的生活方式。例如，山西移民

的面食文化以及河北移民的饺子文化在利津县均得到

了广泛传播。

二是在酒俗方面，移民带来了不同的酿酒技术和

饮酒文化，促进了当地酒文化的发展。不同地区的移

民带来了各自的酿酒方法，如山西的汾酒酿造技术和

河北的老白干酿造技术，这些酿酒方法在利津县相互

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利津酒文化⑤。

4.2　移民与历史文化老街重塑

4.2.1　老街的历史文化价值

一是利津县的历史文化老街承载着丰富的移民历

史记忆和文化价值。老街保存了部分明清时期的建筑

和传统的商业店铺，见证了利津县的历史变迁和商业

繁荣。

二是老街上的建筑风格融合了不同地区的建筑特

色，也体现了移民文化的多元性。传统的商业店铺则

展示了利津县古代的商业文化和民俗风情。老街不仅

是利津县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当地居民的精神

家园⑥。

4.2.2　老街重塑的可行性与注意事项

对利津县历史文化老街进行重塑具有可行性，但

也需要注意一些问题。在重塑过程中，要注重保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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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特色，避免过度商业化和破坏性

开发。

要充分发挥移民文化的优势，打造具有特色的历

史文化街区。可以通过修复古建筑、展示移民文化、

发展特色商业等方式，吸引游客，促进当地经济的发

展。同时，要加强对老街的管理和保护，制定科学合

理的保护规划，确保老街的可持续发展⑦。

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总结

本文通过对利津县古代移民的历史脉络和文化传

承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利津县古代移民历史悠久，不同时期的移民

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春秋

时期的煮海制盐移民到金元时期的垦荒移民，再到元

末明初的大移民，以及民国和1949年后的移民，每一

次移民潮都为利津县带来了新的人口、技术和文化，

推动了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二是移民带来了多元的文化和风俗习惯，促进了

利津县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山西移民带来了晋商

文化、面食文化，河北移民带来了燕赵文化、武术文

化等，这些文化与当地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利津县

独特的文化风貌。在生产民俗、生活民俗和酒俗等方

面，移民文化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三是利津县的历史文化老街承载着丰富的移民历

史记忆，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对历史文化老街进行

重塑具有可行性，但需要注意保护历史风貌和文化特

色。通过合理的规划和开发，可以充分发挥历史文化

老街的历史文化价值，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5.2　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入：

一是对利津县古代移民的具体来源和迁徙路线进

行更深入的研究，以更好地了解移民的历史背景和文

化传承。可以通过考古发掘、家谱研究、历史文献分

析等方法，进一步确定移民的来源地和迁徙路线，为

研究移民文化提供更准确的依据。

二是加强对利津县移民文化与其他地区移民文化

的比较研究，探讨移民文化的共性和个性。可以将利

津县的移民文化与山东其他地区甚至全国其他地区的

移民文化进行比较，分析不同地区移民文化的特点和

差异，深入探讨移民文化的传播和演变规律。

三是深入研究利津县历史文化老街的保护与开

发，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和策略。可以借鉴国内外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的成功经验，结合利津县的

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保护规划和开发策略，实

现历史文化老街的保护与开发的良性互动，促进当地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利津县古代移民的历史脉络与文化传承是

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通过对这一课题的研究，

可以更好地了解利津县的历史文化，为保护和传承利

津县的历史文化遗产提供有益的参考。同时，也可以

为其他地区的移民文化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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