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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唐代中国移民活动的类型 

谢国先 

（三峡大学长江三峡发展研究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摘  要：唐代中国的移民活动就移民方向可以分为中国与外国以及中国内地与中国边疆地区之间的移民、中

国内地各地区之间的移民两个大的类型。前一类型的移民包括军事移民、政治移民、文化移民、商业移民、人口

买卖等；后一类型的移民包括生态移民、战争移民、政治移民、人口买卖等。两个类型中有同样的项目，如政治

移民、人口买卖，但其移民方向和性质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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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国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这与各种形式

的移民活动所带来的文化交往和民族融合有密切关

系。吴松弟①葛承雍②等对之有深入研究。本文仅在

移民活动类型划分方面，略陈管见，以求概观；单

列生态移民、文化移民类别，以显示这两类移民活

动的当代价值。 

唐代中国的移民活动涉及不同流向，具有多种

性质。就移民流向而言，唐代中国的移民活动可分

为中国与外国之间的移民活动和中国国内的移民活

动两个部分。但因为唐代疆域在各时期均有变化，

为求简便，本文将唐代中国与外国、与边疆地区的

移民活动归为一类，将中国内地的移民活动归为另

一类。 

唐代中国与外国、与边疆地区的移民活动大致

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一、军事移民 

军事移民首先是指战争胜利者对所获俘虏进行

的异地安置。这里所谓俘虏，不仅包括参战的军人，

还包括未参战的平民。唐代战争中，擒获战俘和掳

掠平民都是胜利者的常见行为。唐代中国与边疆地

区和外国均有多次战争，有胜有负。胜利后安置俘

虏，获得移民；失败后往往被掳掠俘虏，丧失人口。

胜利记录很多，略举数例： 

太宗贞观（627-649）初，突厥诸部离叛。李靖、

李勣征讨。贞观四年，李靖俘突厥男女十馀万（《旧

唐书·卷六十七》）。③李勣虏突厥五万馀口而还（《旧

唐书·卷六十七》）。④ 

贞观十九年（645），太宗亲征高丽，获胜，简

选酋长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迁之内地（《旧唐

书·卷一百九十九上》）。⑤ 

二十二年（648），王玄策攻破帝那伏帝国，获

其王阿罗那顺及王妃、王子等，虏男女万二千人，

牛马二万馀，诣阙献捷（《旧唐书·卷三》）。⑥ 

贞观二十二年（648），阿史那社尔降处密、处

月，破龟兹大拨等五十城，虏数万口，执龟兹王诃

黎布失毕以归（《旧唐书·卷三》）。⑦ 

高宗总章二年（669），“五月庚子，移高丽户二

万八千二百，车一千八十乘，牛三千三百头，马二

千九百匹，驼六十头，将入内地，莱、营二州般次

发遣，量配于江、淮以南及山南、并、凉以西诸州

空闲处安置”（《旧唐书·卷五》）。⑧ 

高宗咸亨元年（670），受吐蕃袭击，“吐谷浑全

国尽没，唯慕容诺曷钵及其亲信数千帐内属，仍徙

于灵州界”（《旧唐书·卷五》）。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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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征讨叛奚，“移其部落

于幽州界安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⑩  

武宗会昌（841-846）初，张仲武破回鶻，“前

后收其侯王贵族千馀人，降三万人，获牛马、橐驼、

旗纛、罽幕不可胜计”（《旧唐书·卷一百八十》）。! 

唐代中国人在战争中被掠者，也常见于记录。 

万岁通天元年（696）突厥首领默啜“尽抄掠赵、

定州男女八九万人，从五回道而去，所过残杀，不

可胜纪”（《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  

代宗永泰元年（765），仆固怀恩领回纥、吐蕃、

羌、浑等众号二十万进犯京师。吐蕃等大掠居人，

焚烧舍宇，驱男女数万而去（《旧唐书·卷一百二十

一》）。# 

德宗贞元三年（787）九月，吐蕃大掠汧阳、吴

山、华亭等界人庶男女万馀口，悉送至安化峡西，

将分隶羌、浑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下》）。$ 

文宗大和三年（829），南诏陷戎、巂等州，进

成都，大掠蜀城玉帛、子女、工巧之具而去（《旧唐

书·卷一百六十三》）。% 

被俘中国人作为吐蕃军队的一部分参加对唐战

争，并因此改变吐蕃战术。“先是，吐蕃入寇，恒以

秋冬，及春则多遇疾疫而退。是来也，方盛暑而无

患。盖华人陷者，厚其资产，质其妻子，为戎虏所

将而侵轶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下》）。^ 

元结为道州刺史。“初，西原蛮掠居人数万去，

遗户裁四千，⋯⋯”（《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三》）。& 

德宗贞元年间（785-804），张公谨参与经略突

厥，论可以攻取突厥的理由：“华人入北，其类实多，

比闻自相啸聚，保据山险，师出塞垣，自然有应，

其可取六也”（《旧唐书·卷六十八》）。* 

唐朝军队战胜后有时夺回以前被俘中国人。 

代宗永泰元年（765），郭子仪联合回纥进攻吐

蕃。“收其所掠士女四千人，获牛羊驼马，三百里内

不绝”（《旧唐书·卷一百二十》）。( 

战争中掠夺的人口，和平时期往往会归还一些，

以示友好。这是军事移民的发展，构成后文所述政

治移民的一部分。 

军事移民还包括戍卒常留不归的情况。 

开疆设治，需驻军防守，于是有调兵屯戍。太

宗贞观十四年（640），灭高昌，“更置安西都护府，

岁调千兵，谪罪人以戍”（《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

上》。) 

“贞观中（627-649），李靖破吐谷浑，侯君集

平高昌，阿史那社尔开西域，置四镇。⋯⋯于是岁

调山东丁男为戍卒，缯帛为军资，有屯田以资糗粮，

牧使以娩羊马”（《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上》）。_  

也有官员带领所部人口长途迁居。刘澭为刘济

的异母兄弟，任瀛洲刺史，因与刘济发生矛盾，“澭

既怒济，遂请以所部西捍陇塞，拔其所部兵一千五

百人、男女万馀口直趋京师，在道无一人犯令者。

德宗宠遇，特授秦州刺史，以普润县为理所”（《旧

唐书·卷一百四十三》）。+ 

二、政治移民 

政治移民指为政治目的而进行的人口迁移，移

入人口涉及归顺、入学、和亲、朝贡、战俘返还等

活动。 

唐朝在开拓边疆的过程中往往将归附的民族首

领安置在内地。 

高祖武德三年（620），突地稽所领靺鞨部落被

迁移到幽州昌平城（《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1 

太宗贞观四年（630），突厥颉利可汗被生擒至

京师，“仍诏还其家口，馆于太仆，廪食之”（《旧唐

书·卷一百九十四上》）。2 

“时突厥亡，帝遂欲怀四夷，诸部降者，人赐

袍一领、帛五匹，首领拜将军、中郎将，列五品者

赢百员。又置降胡河南”（《新唐书·卷九十九》）。3 

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后，“其智盛君

臣及其豪右，皆徙中国”（《旧唐书·卷一百九十

八》）。4 

武后垂拱（685-688）后，西突厥阿史那氏六七

万人徙居内地（《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下》）。5 

玄宗天宝元年（742）八月，“丁亥，突厥阿布

思及默啜可汗之孙、登利可汗之女相与率其党属来

降”（《旧唐书·卷九》）。6 

武宗会昌二年（842），六月，“回纥降将嗢没斯

将吏二千六百馀人至京师。制以嗢没斯检校工部尚

书，充归义军使，封怀化郡王，仍赐姓名曰李思忠；

以回纥宰相受耶勿为归义军副使、检校右散骑常侍，

赐姓名曰李弘顺”（《旧唐书·卷十八上》）。7 

会昌二年（842）冬、三年（843）春，回鹘七

部落，“共三万众，相次降于幽州，诏配诸道”（《旧

唐书·卷一百九十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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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大中（847-859）时，“突厥残种保特峨山，

以千帐度河自归，诏商绥定。商表处山东宽乡，置

备征军，凡千人”（《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三》）。9 

玄宗开元五年（717），奚、契丹各款塞归附，

诏于柳城筑营州城，且“开屯田八十馀所，追拔幽

州及渔阳、淄青等户，并招辑商胡，为立店肆，数

年间，营州仓廪颇实，居人渐殷”（《旧唐书·卷一

百八十五下》）。0 

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党项羌之拓拔部落

为吐蕃所侵扰，“遂请内徙，始移其部落于庆州，置

静边等州以处之”（《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 

降户安置之后，或有重新安置的情况。 

唐初，颉利可汗亡国。“颉利之败也，其部落或

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来降者甚众。”唐朝官员对

于如何处理这些降人争议很大。最后，唐太宗采用

温彦博的建议，“于朔方之地，自幽州至灵州置顺、

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

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其酋首

至者皆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

百馀人，因而入居长安者数千家。”后来，入居长安

者被迁到河北（《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 

“初，咸亨中（670-673），突厥诸部落来降附者，

多处之丰、胜、灵、夏、朔、代等六州，谓之降户”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Q也谓之“河曲六

州降人”（《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上》）。W 万岁通

天元年（696），契丹首领李进忠、孙万荣反叛，突

厥首领“默啜遣使上言：‘请还河西降户，即率部落

兵马为国家讨击契丹。’制许之。”默啜不仅得到契

丹人口，还从朝廷得到了六州降户数千帐。（《旧唐

书·卷一百九十四上》）E玄宗开元十年（722），张

说平定降胡叛乱，“于是移河曲六州残胡五万馀口配

许、汝、唐、邓、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里

之地”（《旧唐书·卷九十七》）。R 

外国和边疆民族向唐朝皇帝朝贡，是一种经常

行为。朝贡留京者，也时见记录。 

“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

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

上》）。T  

武后天授（690-691）中，“四夷质子多在京师”，

“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并被奖遇，官戎秩，

步黉门，服改毡罽，语习楚夏，⋯⋯”（《新唐书·卷

一百一十二》）。Y 

“天宝（742-755）末，西域朝贡酋长及安西、

北庭校吏岁集京师者数千人。陇右既陷，不得归，

皆仰廪鸿胪礼宾，月四万缗，凡四十年，名田养子

孙如编民。至是，锷悉籍名王以下无虑四千人，畜

马二千，奏皆停给”（《新唐书·卷一百七十》）。U 

唐代和亲虽然也有境外公主嫁入者，但主要是

唐人公主嫁出。唐人公主和亲，建城建牙，自有唐

人随从。 

贞观十五年（641），太宗以文成公主入吐蕃嫁

其赞普弃宗弄讚。弄讃为公主别筑一城（《旧唐书·卷

一百九十六上》）。I 

中宗景龙三年（709），金城公主嫁吐蕃赞普弃

隶蹜赞。“公主既至吐蕃，别筑一城以居之”（《旧唐

书·卷一百九十六上》。O 

德宗贞元四年（788），咸安公主嫁回鶻可汗，

“帝又尽建咸安公主官属，视王府”（《新唐书·卷

二百一十七上》）。P  

和平期间战俘返还构成政治移民的一部分。 

“武德（618-626）初，（高丽国王）再遣使入

朝。高祖下书修好，约高丽人在中国者护送，中国

人在高丽者敕遣还。于是建武悉搜亡命归有司，且

万人”（《新唐书·卷二百二十》）。{ 

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唐朝将蕃俘五百人归

还吐蕃（《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下》）。}德宗建中

三年（782），吐蕃“放先没蕃将士僧尼等八百人归

还，报归蕃俘也”（《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下》）。q 

宪宗元和二年（807）“没蕃僧惟良阐等四百五

十人自蕃中还”（《旧唐书·卷十四》）。w 

文宗太和五年（831），五月“戊午，西川李德

裕奏：南蛮放还先虏掠百姓、工巧、僧道约四千人

还本道”（《旧唐书·卷十七下》）。e 

也有用金帛将被俘中国人赎回的情况。 

太宗贞观五年（631），“夏四月壬辰，⋯⋯以金

帛购中国人因隋乱没突厥者男女八万人，尽还其家

属”（《旧唐书·卷三》）。r  

三、文化移民 

文化移民指因宗教传播和文艺演出而产生的移

民活动。 

从外国进入中国、从边疆进入内地的宗教人士

中，被称为胡僧的西方各国来华僧人的活动特别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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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注目。 

代宗时（763-779），“胡人官至卿监、封国公

者，著籍禁省，势倾王公，群居赖宠，更相凌夺，

凡京畿上田美产，多归浮屠”（《新唐书·卷一百四

十五》）。t 

胡僧在唐朝中国的文化生活中影响很大。胡僧

咒人 y、胡僧祈雨 u、胡僧识宝 i、胡僧入朝 o，均

有传说。胡僧或被神化，或被丑化，说明他们已经

成为唐代中国人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外国来中国的文艺表演者有朝贡进入者，也有

自发流入者。 

文宗大和九年（835）五月，“辛酉，太和公主

进马射女子七人、沙陀小儿二人”（《旧唐书·卷十

七下》。p 

开元时（713-741），康、米、史、俱蜜等都曾

向唐朝进贡胡旋舞女、侏儒（《新唐书·卷二百二十

一下》）。[ 

南海岛国诃陵“咸通（860-873）中，遣使献女

乐”（《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  

苏门答腊岛上的室利佛逝也曾向唐朝献侏儒、

歌舞（《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A 

代宗大历十二年（777），渤海靺鞨“遣使献日

本国舞女一十一人及方物”（《旧唐书·卷一百九十

九下》）。S  

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南诏献奉圣乐舞；十

八年（803），骠国王来献本国乐。（《旧唐书·卷第

二十八》）D 

所谓献乐、献舞，自然是由表演者完成的。这

些演员就这样进入中国。入居中国的外国演员也有

进入政界者。 

高祖拜舞胡安叱奴为散骑常侍，官至五品（《旧

唐书·卷六十二》）。F 

胡人音乐及其表演者还通过中国进入南诏。 

贞元十九年（803），祠部郎中袁滋为使，册封

异牟寻为南诏王。异牟寻“有笛工、歌女，皆垂白，

示滋曰：‘此先君归国时，皇帝赐胡部、龟兹音声二

列，今丧亡略尽，唯二人故在’”（《新唐书·卷二百

二十二上》）。G 

中国的文艺表演者也流入外国。长庆二年

（822），以大理卿刘元鼎为盟会使入吐蕃。“唐使者

始至，给事中论悉答热来议盟，大享于牙右，饭举

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

胡渭、录要、杂曲，百伎皆中国人”（《新唐书·卷

二百一十六下》）。H 

四、商业移民 

商业移民指经商所产生的人口移动。其中较多

见于记录者是商胡，即经商的西方胡人。商胡在中

国人数多、分布广。向达已指出，唐代广州、洪州、

扬州、洛阳、长安是商胡集中之地。J 

上元元年（760），刘展作乱，田神功征讨。“神

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

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旧唐书·卷一百一

十》）。K 

“开元（713-741）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

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新唐书·卷二百二十

一下》）。L 

胡人不幸成为袭击对象，或与其财产有关：“定

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

专以袭胡为业，赀财巨万。”: 

商胡纳钱为官，也见于记录。 

“先是，胡人康谦以贾富，杨国忠辅政，纳其

金，授安南都护，领山南东路驿事，吏疾之，诬其

通史朝义”（《新唐书·卷二百九》）。| 

商胡慧眼识宝，成为唐人叙事的重要模式。有

僧为官员做法，冀获厚赏。“斋毕，帘下出彩篚，香

罗帕籍一物如朽钉，长数寸。僧归失望，惭惋数日。

且意大臣不容欺己，遂携至西市，示于商胡。商胡

见之，惊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货此不违价。’僧

试求百千，胡人大笑曰：‘未也，更极言之。’加至

五百千，胡人曰：‘此值一千万。’僧访其名，曰：

‘此宝骨也’。”a 

五、人口买卖 

中国人购买外国人口，或可视为唐代移民的特

殊内容。 

穆宗长庆元年（821）三月，“平卢薛平奏：海

贼掠卖新罗人口于缘海郡县，请严加禁绝，俾异俗

怀恩。从之”（《旧唐书·卷十六》）。s 

长庆三年（823）正月，“敕不得买卖新罗人为

奴婢，已在中国者即放归其国”（《旧唐书·卷十

六》）。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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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国内地的移民活动大致包括以下几种情

况。 

1. 生态移民 

广义而言，生态移民指人口从生态环境较差的

地方向生态环境较好的地方流动。中国古代移民属

宽乡，实际上是人们从人多地少的原居住地向人少

地多的新地方流动。唐代国内移民也多属这种情况。

例如，天授二年（691）“秋七月，徙关内雍、同等

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旧唐书·卷六》）。f  

狭义而言，生态移民指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人口

移动。“其凶荒则有社仓赈给，不足则徙民就食诸州”

（《新唐书·卷五十一》）。g 

高宗咸亨二年（671），“是岁，天下四十馀州旱

及霜虫，百姓饥乏，关中尤甚。诏令任往诸州逐食，

仍转江南租米以赈给之”（《旧唐书·卷五》）。h  

高宗开耀元年（681）“八月丁卯朔，河南、河

北大水，许遭水处往江、淮已南就食”（《旧唐书·卷

五》）。j 

李义琛永淳（682）初为雍州长史。“时关辅大

饥，高宗令贫人散于商、邓逐食。义琛恐黎人流转，

因此不还，固争之”（《旧唐书·卷八十一》）。k 

2. 军事移民 

唐代藩镇叛乱和农民起义都导致内战。战争迫

使人们逃离家园。 

昭宣帝天祐元年（904），朱全忠遣牙将寇彦卿

表请迁都洛阳。“全忠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彻屋木，

自渭浮河而下，连甍号哭，月馀不息”（《旧唐书·卷

二十上》）。l  

战争与人多地少的矛盾形成大量流民。这些流

民或伺机返回故地，或永久定居他乡。 

德宗贞元（785-804）初，李皋为江陵尹、荆南

节度等使，“规江南废洲为庐舍，架江为二桥，流人

自占二千馀户。自荆至乐乡凡二百里，旅舍乡聚凡

十处，大者皆数百家”（《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一》）。; 

代宗大历（766-779）中，张延赏曾为扬州刺史、

淮南节度观察等使。天旱歉收，有人逃亡，吏或拘

之。张延赏一方面具舟楫而遣之，另一方面又修其

庐室，已其逋债，结果来归者比原有人口更多（《旧

唐书·卷一百二十九》）。~ 
3. 政治移民 

唐代中国内地的政治移民主要包括为官迁居、

诸王之国、罪犯流放等。上述三种流动行为不一定

构成永久定居，但其中确有终身移民的情况。为官

迁居情况复杂，诸王之国自有成规，现仅就罪犯流

放略举数例。 

文宗开成元年（836），卢钧任广州刺史、御史

大夫、岭南节度使。“自贞元（785）已来，衣冠得

罪流放岭表者，因而物故，子孙贫悴，虽遇赦不能

自还。凡在封镜者，均减俸钱为营櫘椟。其家疾病

死丧，则为之医药殡殓，孤儿稚女，为之婚嫁，凡

数百家”（《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七》）。Z 

也有来自西北的少数民族官员流放南方。凉州回

纥、契苾、思结、浑四部，世为酋长，被怀疑谋叛而

流放。“于是瀚海大都督回纥承宗流瀼州，浑大得流

吉州，贺兰都督契苾承明流藤州，庐山都督思结归国

流琼州，⋯⋯”（《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三》）。X 

流人数量之多，虽无准确记录，但大约可以推

测。 

武后广宅元年（684），裴炎被杀，其子裴伷先

初流瀼州，岁馀逃归，再流北庭，以财自雄，广有

门客。时补阙李秦授为武后谋曰：“谶言‘代武者刘’，

刘无强姓，殆流人乎？今大臣流放者数万族，使之

协乱，社稷忧也”（《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七》）。C  

武后长寿二年（693），万国俊至广州调查流人

谋反，滥杀三百余人。则天又派刘光业、王德寿、

鲍思恭、王大贞、屈贞筠等分往剑南、黔中、安南

等六道审讯流人。“光业杀九百人，德寿杀七百人，

其馀少者咸五百人。亦有远年流人，非革命时犯罪，

亦同杀之”（《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六上》）。V 

唐代中国的政治移民还可包括数量不大的人口

进贡，但因为进贡的人口往往是当作商品买来的，

所以也可以将其放入下一项，即“人口买卖”中考

察。 

4. 人口买卖 

制度性、习俗性的人口进贡和买卖，构成唐代

内地移民的特殊内容。这些移民数量可能不大，但

其移民身份是可以确定的。宫女进京，太监入朝，

既是政治活动，也可能是商业行为。奴婢进贡似属

政治，奴婢买卖可算商业。这类人口因是特殊贡品

和商品，可以单独考察。 

德宗时（780-804），阳城曾为道州刺史。“道州

土地产民多矮，每年常配乡户贡其男，号为‘矮奴’。

城不平其以良为贱，又悯其编氓岁有离异之苦，乃

抗疏论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贡，民皆赖之，无不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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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B 

武后时（684-704），朝廷从荆、益二州买奴婢。

（《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八》）N 

京师权要多托在南海为官者买南人为奴婢。宪

宗元和十二年（817），孔戣任岭南节度使，“至郡，

禁绝卖女口”（《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四》）。M 

除了进贡和卖往首都，地方也有人口买卖。 

元和元年（806）朱忠亮任泾原四镇节度使。“泾

原旧俗多卖子，忠亮以俸钱赎而还其亲者约二百人”

（《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一》）<。“袁州之俗，男女

隶于人者，逾约则没入出钱之家。”（《旧唐书·卷一

百六十》）。> “柳州土俗，以男女质钱，过期则没

入钱主⋯⋯”（《旧唐书·卷一百六十》）。?这两个地

方的类似习俗分别被韩愈和柳宗元禁止。通泉尉郭

元振，“前后掠卖所部千馀人，以遗宾客，百姓苦之。”

（《旧唐书·卷九十七》）z  

人口买卖、收养人口为奴婢、以人口作物品赠

送等，都曾被朝廷禁止。 

高宗咸亨四年（673），“诏咸亨初收养为男女及

驱使者，听量酬衣食之值，放还本处”（《旧唐书·卷

五》）。x  

宪宗元和八年（813）九月，“乙丑，诏：‘比闻

岭南五管并福建、黔中等道，多以南口饷遗，及于

诸处博易，骨肉离析，良贱难分。此后严加禁止，

如违，长吏必当科罚’”（《旧唐书·卷十五》）。c 

唐代移民数量大，类型多。本文略加分类，举

例说明，以求简明扼要。其中的文化移民对今天民

族地区发展文化产业应有启示；而生态移民或可有

助于我们探索以人为本、正确处理人地矛盾的多种

途径。 

                        

注 释： 

① 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三卷），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② 葛承雍：《唐代移民与社会变迁特征》，《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0 年第 4 期。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_+1245678 

0-=QERIOP}qwerpSDFKsdfhj

kl;~ZVBM<>?zxc（后晋）刘昫等撰《旧

唐书》，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1672、1676、3623、40、

41、63、64、3643、3184、3516、2371、3575、2906、3576、

1691、2352、3562、2651、3645、3509、3604、3530、144、

402、3548、3274、3601、3511、3515、3515、2066、3553、

3557、4657、3568、3569、286、369、28、380、3647、

710、1605、2248、331、341、81、65、73、1864、526、

2475、2454、3125、3294、3491、2787、2756、2862、2870、

2059、66、303 页。 

&)39WTYU{t[]AGHL|gXCN（宋）欧阳

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3679、

4723、3144、3333、4602、3402、3319、4008、4700、3578、

4737-4744、4779、4780、4758、4643、4751、4516、883、

3578、3370-3371、3379 页。 

y（唐）韦绚撰：《刘宾客嘉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

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809 页。 

ua（唐）段成式撰《酉阳杂俎》，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

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588、758 页。 

i（唐）张读撰《宣室志》，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

记小说大观》（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88-990

页。 

O:（唐）张鷟撰《朝野佥载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

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65、44 页。 

J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

社 2009 年版，第 25 页。 

          

 （责任编辑：周娟娟） 

 

 



 

 147

ABSTRACTS 
 
Merge Changyang into Yichang Metropolis Circle and Accelerate Integration of Chanyang and 

Yichang ········································································································································  Ma Shangyun(1)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w economic situation confronted with Changyang County and expounds the key points in 

the following stage of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on the basis of Changyang’s integrating into the Metropolis Circle of Yichang 
with more efficiency. 

Keywords: Changyang County; local economy; industrial clusters; Qingjiang eco-cultural tourism; metropolis circle; Yichang 
satellite towns 

 
On Yidu’s Experience of Balance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Mei Zushou(4) 

Abstract: Balance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s the important strategic and basic requirement of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well-off society and promotion of modernization. Confronted with the lower historic starting point, insufficient 
conditions in the beginning, hard development and heavy reform tasks in local economy, the great task faced by all the committees 
and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i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plann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sugges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overall-plann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combing with the method and 
experiences of Yidu. 

Keywords: balanced development; local economy; problems; Yidu’s experience 
 
On New Mode of Urbanization of Southern Hun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  Long Xingchang(9) 

Abstract: Urbanization has been widely emphasiz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Southern Hun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has also made efforts in pursuing its efficient mode of local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first analys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local urbanization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ccording the local situation and conditions. 

Keywords: Southern Hun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new mode of urbanization; problems; solutions 
 

Types of Migration in Tang Dynasty·································································································· Xie Guoxian(13) 
Abstract: Migra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kinds including immigration from abroad and border areas 

to the inland and migration among the inland areas. Two kinds of migration are caused by various social factors and reasons, and this 
article makes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m figuring out the common causes and differences in nature. 

Keywords: Tang Dynasty; migration; types; cultural factors;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 Evolution and Adapt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During the Transition of the Livelihood of 

Minorities Reservoir Resettlement——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Ziyun Autonomous County 
and Luodian County in Guizhou province ··························································································Wu Zhengbiao(19) 

Abstract: During the transition of livelihood, different cultural groups will take the initiative to make the existing culture of the 
new society adapt to the living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be geared to the brand-new social environment. From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the evolution and adapt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during the transition of the livelihood of minorities reservoir 
resettlement in Huanghua power station located in Ziyun autonomous county and the Longtan power station located in Luodian 
county of Guizhou province, the article makes further thinking and discussion on the local tradional culture of minor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Keywords: minority; reservoir resettlement; livelihood transition; traditional culture 
 
Immigrant Population Survey of the Paoma Village in Project Construction Area of Baihetan 

Hydropower ········································································································································ Huangli(24) 
Abstract: Base on field visit and data of physical index investigation, the article makes research about immigrant’s Population, 

housing, education, age structure and occupation in Pao ma village which situates in project construction area of Bai he tan 
hydropower. Through studying the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of Pao ma village, the article wants providing the basi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resettlement. 

Keywords: Baihetan hydropower; Paoma village; immigrant 
 
Exposition of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western Minority Hydropower 

Immigrant ·····································································································································Cao Daming  Ma Xinqiang(29) 
Abstract: During the process of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western Minority Hydropower Immigrant, it’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minority hydropower immigrant and circumjacent communit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What’s more, it’s important to preserve the original village or community and reinforce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ulture of surrounding minority so as to maintain the original substratum and soil of the minority hydropower 
immigrant culture. In addition, it’s hoped that the reserving can be combined with innovation; transplant and enlarge the core cultural 
traits of minority on the basis of keeping the nucleus of minority culture and finally attain the goal to strenghten the minority binding 
force and achieve the protection as well as development of culture. 

Keywords: minority; hydropower immigrant; culture protection 
 
Induced Earthquakes Monitoring in TGR Areas ······························································Wang Rushu(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