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13 － 05 － 11

作者简介:芦敏(1981 － )，女，河南信阳人，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韩关系史。

① 本文主要论述辽、金、宋时华人移民高丽的活动，不涉及蒙元与高丽之间的移民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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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辽、金、宋与高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造就了大量华人移民入居高丽。为了追求国家利益，高丽政府的移民政策

逐渐由初期的限制走向放开。在这种宽松的环境里，华人移民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在农业、手工业、商业、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等领

域，为高丽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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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0 至 13 世纪，中国呈现多个政权并存的
局面，辽、金、宋等政权都与高丽有交往，并存在着大
量的人员往来活动①，其中相当数量的华人留居当
地成为移民［1］1224。

一、华人移民高丽的背景
在 10 世纪初，中国处于五代十国的分离状态，

而在北部边疆却兴起了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契
丹;与此同时，朝鲜半岛也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建立起了统一的高丽政权。处于上升阶段的契丹和
高丽，为了争夺疆土，开始交恶。960 年，北宋建立，
逐渐扫除割据，使当时的格局演变为以宋、契丹、高
丽为主的三方共存局面。

由于北宋和高丽直接继承了唐和新罗的友好关
系，双方在文化方面渊源很深，彼此都有加强联系的
需求。962 年，高丽派遣广评侍郎李兴祐等入宋朝
贡;次年，宋太祖降制册封高丽国王，自此，北宋与高
丽确立了朝贡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却受到了契丹
军事打击的抑制。契丹军队经常侵扰北宋和高丽的
边境，屡屡获胜，如 1004 年，契丹大举南侵，迫使北
宋与其订立澶渊之盟;993 年、1010 年、1014 年，契
丹接连三次发动了对高丽的大规模战争，迫使高丽
向其称藩纳贡。在契丹的威慑下，北宋与高丽的关
系逐渐式微。985 年，北宋遣使高丽，希望与高丽结
盟共同抗击契丹，可高丽予以婉言拒绝;994 年，高
丽遣使入宋乞师，以抵抗契丹入侵，结果北宋也回绝
了高丽的请求。究其原因，是利益权衡上的不同步，

使双方终难达成共识。从 1031 年开始，北宋与高丽
的官方交往彻底断绝，直到 1070 年，在宋神宗和高
丽文宗国王的授意下，北宋和高丽才恢复了交往，双
方互通使者，关系异常亲密。

到了 12 世纪初，由于女真族在东北迅速崛起，
东北亚局势发生剧烈震动。1115 年，女真建国，迅
速开始扩张，北宋随即开展对金积极外交，与其订立
“海上盟约”，意图收复被辽占据的幽云诸州。此
时，高丽几次提醒北宋不可相信女真人，“宜早为之
备”［1］1224，可这条建议并未引起北宋注意。1127 年
金灭北宋，赵构率领流亡政权在杭州定都，史称南
宋。南宋与北宋一样守内虚外，在外交方面却更趋
软弱。1141 年，南宋与金订立了和约，向其称臣;同
时，高丽也在重重压力下，向金称藩纳贡。慑于金的
军事实力，南宋与高丽始终未能结盟，反而渐行渐
远。1173 年，双方断绝了官方往来，直至 1279 年南
宋灭亡。

总体看来，两宋与高丽的文化距离较近，双方均
存在加强人员往来的内在需求，当官方交往受挫时，
民间经济、文化交流依然相当活跃。辽、金与高丽地
理距离较近，虽然缺乏共同的文化基础，但是在辽、
金的强权控制下，双方的官方联系却非常密切。这
种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使辽、宋、金与
高丽之间的人员往来非常频繁，移民活动比较丰富。

二、高丽政府对华人移民的政策
建国之后，高丽政府对待华人移民的态度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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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高丽非常清楚自身在辽、宋两强并立中的微
妙处境，因此只接受“本国边民曾被蕃贼所掠、怀土
自来者与宋人有才艺者”［2］史部第159册，206。也就是说，
高丽政府初期的移民政策比较保守，除了被契丹人
掠走、因怀念故国又主动回来的高丽边民和有才艺
的宋人之外，其他人等概不许入;而在实际执行中，
高丽的华人移民政策要宽松许多。

一是对宋移民不仅优待，而且还主动招徕。进
入高丽的宋人，若实属人才，便会被高丽政府“诱以
禄仕或强留之终身”［3］2560。1091 年，高丽宣宗国王
下制曰:“宋人田盛善书札、陈养有武艺，敦请留止
且加职秩以劝来者。”［2］史部第159册，223在这种政策的指
导下，宋人移民在仕途上晋升极快，如周佇初到高丽
时，被授予礼宾省注簿，“不数月除拾遗，遂掌制诰
……交聘辞命多出其手，恩遇无比”［2］史部第161册，423。
像周佇这样得到重用的宋人还有很多，有些甚至高
居相位，如参知政事慎修、尚书右仆射刘载、枢密使
林光、门下侍中平章事郭镜。对此，内议令徐弼曾上
表讽谏曰:“今投化唐人择官而仕，择屋而处，世臣
故家，反多失所。臣愚诚，为子孙计，宰相居第非渠
所能有也，及臣之存，请取之。臣以禄俸之余，更营
小第，庶无后悔。”［4］37 － 38可见，高丽政府非常厚待两
宋仕人移民。另外，由于高丽王室特别倚重宋商以
获取海外文物，因此也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措施笼络
和挽留宋商:凡前往高丽贸易的宋商，皆入住于国宾
馆，并享受王室赐宴和观礼的优待;在高丽重大庆典
八关会上，宋商可与高丽君臣、各国使节共同列席;
高丽王室与宋商交易时，常常“以方物数倍偿
之”［5］卷6。如此优厚的条件吸引了很多宋商定居高
丽，以其作为开展东北亚贸易的据点。

二是对待辽、金移民，严格限制渐渐褪变为放开
接纳。高丽旧制规定，只有“本国边民曾被蕃贼所
掠、怀土自来者”才能入境，可是执行中，高丽朝廷
并未恪守祖训。1017 年，“东女真盖多弗等四人来
投”［2］史部第159册，108，高丽政府准许其入境;1029 年，
“东女真大相哙拔率其族三百余户来投，赐渤海古
城地处之”［2］史部第159册，122;1030 年，“契丹奚哥、渤海
民五百余人来投，处之江南州郡”［2］史部第159册，124。可
见，高丽政府逐渐解除了对辽、金人的限制移民政
策。这种放开到文宗国王时期正式得到朝廷确认，
“后有投化者，可招谕而来”［2］史部第159册，193，如仅 1073
年，高丽就相继接纳了两批大规模的女真移民，涉及
总人数在 10 000 人以上。高丽移民政策之所以悄
然变化，是因为国家利益的驱使，因为接受更多的移

民，既能补充劳动力以促进生产，又能实边以备防
御，拓展疆土。

三、华人移民在高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高丽王朝时期，迁移到朝鲜半岛的华人数量众

多，人员构成复杂，有些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
有些人经商，有些人从政，有些人从事技巧之术，他
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为高丽社会的发展贡献出了自
己的才智和力量。

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移民多为迁入高丽的
契丹和女真族人;因与高丽接壤，辽、金治下的契丹、
女真人一旦遭遇社会动荡，就极易通过陆路大规模
迁入高丽境内。对于这些移民，高丽政府通常采取
统一安置的方式，如在 1030 年，契丹奚哥、渤海民
500 余人来投，高丽将之安排于江南州郡;1031 年契
丹王守男等 19 人来投和 1078 年女真高麻秀等 14
人来投，均被安置在南界州县。移民所处州县一般
与高丽原有州县分开，属归顺州。1073 年，女真三
山、大兰、支栉等村 1 238 户请求内附，高丽着有司
奏定州名，且赐朱记［2］史部第159册，194;接着，又有 11 个
东女真村落请求内附，高丽为此设置了 11 个州，
“各赐朱记，仍隶归顺州”［2］史部第159册，195。在归顺州
中，居住的华人移民与高丽原住民一样从事农业和
家庭手工业生产，承担国家的租赋和劳役。1219
年，高丽攻陷江东城，俘虏了很多契丹人，于是，高丽
将军赵冲将契丹俘虏分送各道州县，使之聚居，“量
给土田，业农为民”［4］15。大量的人口为高丽带来了
充足的劳动力，增加了土地垦辟数量，并引入了先进
的生产技术和工具，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充实了政府
的租赋收入，促进了高丽社会农业的全面发展。

移民中还有很多手艺精湛的匠人。据史籍记
载，“契丹降虏数万人，其工伎十有一，择其精巧者，
留于王府，比年器服益工”［5］卷19，仅在契丹俘虏中，
就存在着大量的手工匠人。他们将高超的手工技艺
传入高丽，带动了整个高丽手工业的发展。在代表
高丽手工业最高水平的王室手工业部门中，华人移
民的贡献巨大，使高丽的手工业向精细化的方向发
展。比如在丝织业中，华人移民通过推广先进的丝
织技术，一举改变了高丽丝织业落后的状况。高丽
建国初期，不善蚕桑，然随着契丹人迁入高丽，契丹
人“精绝天下”［6］217的丝织技术也在高丽社会广泛
流传，使高丽也能织造文罗、花绫、锦罽等高端丝织
品，这些丝织品后来均成为朝贡的重要礼物。

除了农民和手工业者之外，商人也是华人移民
中数量较大的群体。高丽与辽、金以及两宋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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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频繁，华商经常出入高丽，尤其是掌控着海上贸
易的宋商受到了高丽王室的特别倚重，在高丽获得
了很高的社会地位。因此，相当多的华商留居高丽，
成为移民。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记载，大概仅王
城开京就聚集了数百华人［3］2560，其中多为商人。华
商在高丽主要从事的是东北亚区域内的进出口贸
易。一方面，他们经营着辽、金、宋与高丽之间的双
边贸易往来;另一方面，他们还以高丽为据点，从事
转口贸易，经营着辽、金、宋与日本列岛之间的贸易
往来。通过华商的活动，高丽的对外贸易获得了长
足发展，一跃而成为东北亚地区重要的贸易目的地
之一。与官方交往相比，华商的活动更为持续，当官
方联系中断时，华商又成为中国与高丽文化交流和
政治联络的使者。1068 年，江淮发运使罗拯委派宋
商黄慎传递神宗的旨意:“高丽古称君子之国，自祖
宗之世，输款甚勤，暨后阻绝久矣。今闻其国主贤王
也，可遣人谕之。”［2］史部第159册，187黄慎完成任务后，得
到了高丽文宗的器重:文宗命礼宾省将牒文付与黄
慎带回。南宋时，宋商经常充当宋丽官方交往的使
者，传递各种牒文，如《(宝庆)四明志》提到:“本府
与其 (高丽) 礼宾省以文牒相酬酢，皆贾舶通
之。”［7］卷6

移民中还有一类特别群体，即官员和士人。他
们属社会上层精英，虽然人数不多，但却在智力、能
力等方面超越大众，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后周末年，双冀随册封使到达高丽。在他的建议下，
高丽王朝开始设立科举制度，以诗赋颂与时务策取
进士，同时开设医、卜、地理、律、书、算等科，自此以
后，科举考试制度就成为韩国历代王朝选拔人才的
主要方式，对社会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周 佇［2］史部第161册，423、慎 修 父 子［2］史部第161册，473、刘
载［2］史部第161册，473、 胡 宗 旦［2］史部第161册，473、 章
忱［2］史部第159册，245、林光［8］等人，有学识，善书札，主持
起草了很多内政和外交文书;戴翼［2］史部第159册，103、张
廷［2］史部第159册，162、卢寅［2］史部第159册，178、陈渭［2］史部第159册，179

等人，因饱读诗书，任秘书校书郎，负责校勘典籍;朱
熹曾孙朱潜［9］卷52、孔子门人宾牟贾后裔宾于光［10］

等携带大量珍贵藏书入居高丽，在当地进行传播教
育。这些活动首先影响了上层社会，使其开始注重

文化教育，进而也在大众心里树立起了读书重要的
意识。此外，移民还参与了高丽社会的制度建设，如
海州吴氏始祖仁裕，本宋朝学士，入居高丽后，成宗
国王以其知华制超迁检校军器监，任官期间，他屡次
上奏改革武器制造，并请求按照宋制建立五庙、社
稷、国子监。在轰轰烈烈的高丽成宗改革过程中，像
吴仁裕一样的华人移民，进入了改革的核心层后，为
高丽的制度建设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译语、医者、匠人等怀有特殊技艺之人也是高丽
政府力图吸纳的人才，如张琬擅遁甲三奇法、六壬
占［2］史部第159册，174，江朝东擅医药［2］史部，159，陈养身怀武
艺［2］史部第159册，260，陈 高、 俞 坦 精 通 高 丽 语
言［2］史部第159册，260，萧 鼎、萧 迁、叶 盛 通 晓 音
律［2］史部第159册，179。他们都被高丽国王委以官职，发挥
各自所长，以聪明才智服务于高丽社会。

辽、金、宋时，大量华人移民迁入高丽，在众多行
业内辛勤奋斗，为高丽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了贡献。
这种现象是此前移民活动的继续，它反映了高丽社
会对中华文明的渴慕，希望借由移民负载的先进文
化来推进国家的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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