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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地方社会中移民与原著民的关系
李登辉

摘 要 在迁移的过程中，一般将离开原住地到另一地定居的人称之为移民，而迁入地原有的居民称之为原著民。这两部

分人原先是不生存在同一个区域的，那么到了同一个地方生活后，必然会因为文化、习俗、生产活动方式的不同而产生各方

面的矛盾。因为他们不可能在相同的区域里独立的生活，所以他们必然会产生碰撞的。但是移民和原著民不会一直处在

一种对立的局面，他们内部有自己的一种机制能够使双方的关系得到融洽或者达到稳定。而本文希望通过对双方的关系

行为进行分析，找出合理解决这种社会关系的方式，希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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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移民与原著民之间存在的几种社会关系分析

第一种社会关系是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移民作为一部分

外来人口而到达原著民的生存地区，这显然会造成原著民的不

满，因为移民的到来掠夺了他们有限的生存资源。在对资源的争

夺中，双方会发生直接的冲突，为了达到控制生产资料能够获得

生存空间的目的，说的明白一点是因为利益上的冲突。移民团体

可能会与原著民发生械斗和武装冲突，而因为人口的增加这种矛

盾只能一直延续下去，而发展成为村落团体之间的世仇。时常会

因为农业耕作中的一些关于水资源或者山林资源的争夺而发生

冲突，有的移民因为借助强大的外部力量和人口优势甚至将原著

民消灭的一干二净，当然这种现象存在古代乱世。但是在争夺对

基层行政权力的控制中，移民和原著民就不仅仅是生产资料上的

冲突。那一边掌握了绝对控制权，那一边就会对所有的资源有充

分的控制权。那么移民与原著民关系的冲突，将始终会停留在一

个敌对的状态，不利于稳定的社会进步，也不利于资源的合理开

发，而这种对立关系的存在恰恰又是双方关系中代表着的绝大部

分。像闽南一带的客家人，就是典型的移民对立，他们与原著民

显然是合不来的，而且在客家人达到闽南的时候，一定经常因为

利益上的冲突而遭受到原著民的攻击。当然这个推理不是凭空

而来的，每一种社会现象必然有一种现实社会中的文化符号与之

相对应。客家土楼正是这种移民对立关系的代表物，这种客家土

楼一般呈环形，很多的只有一个大门，而且高大坚固，有很多的垛

口，这种居住设施不仅是用来居住，同时又是用来进行防御的，可

以想象出当年原来的客家人与原著民发生的冲突是多么的激烈。

第二种社会关系是双方融洽和睦的一种形式。有的移民到

达一个地区后，会遇到比较热情或者能够开放较为接受外来人口

的原著民。当然这是一种最为理想的模式，移民也会与之融洽的

相处，两部分人口会根据各自的需要来共同享用生活资源。同时

为了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关系，还会采用类似的通婚和盟誓的方式

来增加对彼此的信任感。但是这种关系的存在是有两个前提的，

一是移民本身不具有较强的占有欲望，还有就是原著民有很强的

包容与开放的品质。如果移民的占有欲过强的话，必然会抢夺原

著民的财富，或者将其驱赶出去。这如同古代的北方彪悍的游牧

民族一样，养成了独自民族占有一个区域的习惯，那这就不好处

理了。如果原著民太过强悍，也不行，所以这种怀柔的形式存在

很少，面对利益的冲突是没有理性的。而只有真正能够容纳对方

的人才能够被别人所容纳，这种融洽的存在形式也是比较的被提

倡的。在河南省《商城县志》中记载，江西迁来的汪氏移民因为不

能够正常生活而得到原著民刘氏的帮助，而两个宗族结尾世代姻

亲，并有碑盟为誓。一种融洽的方式不仅能够很好的促进资源的

开发和利用，也会保持社会的稳定，从而对区域的进步做出贡献。

而双方也会因为频繁的交流产生文化上的交流，使得地方文化和

人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

第三种是一方在绝对优势而另一方处于被压迫境地的社会

关系。这种绝对的优势是基于双方不同势力的分布而决定的：一

种是移民的势力过于强大，当然移民作为一种外来人口而基于强

大的势力。有三个原因：一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二是十分的团

结；三是原著民势力很弱小。这样以来移民就会因为自身的优势

和力量而要在新迁入的区域保持着统治地位，比如说西晋世家大

族迁往江南，他们是整个一个家族或者一些地方军阀整体迁往他

们口中所谓的“教化未开”之地。然后凭借自身的家族势力和私

人武装疯狂的扩张，霸占原著民的山川河流，当然这和新航路开

辟后的殖民掠夺是有类似的地方。势力单薄的原著民，就被这些

北方世家大族移民而来的人口所欺压，有的甚至沦落为奴隶和贱

人。一些势力强大的移民，像当时的王、谢、张、桓等氏居然占有

山川上百里，河湖良田众多，而且养有自己庞大的私人武装。王

氏因为拥立有功，甚至可以拒绝交税，政府的放纵使得移民的势

力更加强大，原著民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国外也有类似于

这种一边倒的关系存在，世界近代史上很著名的“血泪之路”，讲

了美国早期对西部的开发是伴随着血泪的。东部的白人移民在

按照政府的相关法令，凭借武力上的优势，屠杀大量的印第安人，

从而达到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地位，而这种屠杀几乎对印第安人造

成了灭顶之灾。一方的弱小必然会导致另一方的欺压，受到打击

而不能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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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民与原著民之间社会文化上的博弈与融合

移民在迁徙的过程中会把自己的文化行为带到迁入地，而原

著民的文化会与之有很大的差异，两者不同的文化必定会产生碰

撞，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文化的交流和碰撞，这种矛盾最终会

消失，伴随而产生的是一种新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就是两

种文化博弈之后的文化产物。

在官方组织的移民中，最出名的要数明代的大移民。这一时

期的移民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

从现在看来以上这些涉及到移民的省份，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

异。单就语言上来说，湖北属于“江淮官话”而四川属于“西南官

话”。我们可以看出，移民的地区语言是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正

是移民与原著民文化相互碰撞的结果。因为移民到达新的地区

定居后，不管与当地原著民关系如何，但总要产生交流的。就算

是矛盾激化了，发生了争斗，那么在争吵的过程中语言上的差异

会成为他们的障碍，必然会为了解决矛盾来了解或者学习对方的

语言，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学习的过程，那么原来的语言口

音就会因此发生变化。随着两个群体之间在同一片空间里的生

产生活交流的日益密切，语言的障碍自然会消失。有的人是考虑

到是不是可以用文字来沟通，但是很清楚的一点，移民多为农民

手工业者，他们的文化程度是相当有限的。所以要么是一方学习

对方的语言，要么是经过交流后形成一种新的能够被双方都接受

的语言表达习惯。至于是向着那一方面的语言习惯来发展，这种

语言的融合，因该是根据人类的表达习惯形成的，当两个群体彻

底融合稳定以后，那么一种新的语言表达方式就形成了。其实这

些移民与原著民关系的交流还体现在民间的生活方式和信仰上。

移民进入一个地区后会带来一种新的生活模式，而这种生活

模式会与原著民的有所差异，对于移民来说这种影响是相互的。

双方会彼此学习，彼此交流，吸收对方的长处，这就能够在生活生

产中做出较大的贡献，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和农业生产技术水

平。江西省境内除了鄱阳湖平原外多为山地丘陵地区，但是江西

是水稻的重要产地，因为江西人根据自己的智慧将很多的丘陵改

造为梯田，用来种植水稻。当他们有一部分迁入到湖北以后，就

把这项技术带到了湖北北部的大别山地区，这样以来开垦了大量

的梯田，湖北当地水稻的产量也因此而提升。原著民也从移民的

身上学会了如何将山坡上的旱地改造为水田，借此来增加自己的

主要粮食收入。这正是移民和原著民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和学习

的一种方式，利用先进的技术来发展自己。

在信仰上这种表现更加明显，移民会带入新的信仰习惯。最

早西欧的殖民者到全世界去拓土的时候，就会带着一个宗教目

的，虔诚的基督教徒必须在新的地区发展基督徒才可以得到上帝

的赎罪。这样的一个信念会使得殖民者尽自己的能力去发展传

教事业，以达到使更多的当地人来信仰基督教，这就是为什么中

国近代有那么多的外国传教士深入中国传教的原因。当他们定

居下来以后，宗教习惯有的会被原著民接受，一些原著民受到感

染也会直接或者间接的成为基督教的信徒。但在中国侧有着不

同的宗教交锋模式，移民到一地后会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带到当地

的，因为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里，人们坚信自己的宗教信仰必须是

虔诚的而且持久的才能够得到灵验，所以他们即使迁移到新的地

区宗教信仰是不会丢的。原著民也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且他们

会有很多自己的宗教庙观之类的场所。移民为了解决这种对上

天和神灵的崇拜和表达虔诚之心，必然也会建造属于自己的宗教

场所。

在宗教上的较量也会成为双方矛盾激发的导火索，因为一方

的信仰和忌讳可能在另外一方面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或者有着相

反的意义在里面。比如一方因为生产活动会破坏另一方庙观的

风水，会惹怒神灵，这在中国人的眼里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双方甚

至会因此升级为暴力冲突。但这种冲突总得解决，要么就是采用

纯的武力手段逼迫弱小的一方遵守自己的信仰，要么就是相互妥

协，达成一种新的宗教共识，即有一些新的约定和习俗在里面，这

样以来可能会增加各种条款的麻烦，但是对于更加崇尚和谐观念

的中国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移民和原著民正是

在这种相互交融，相互博弈中不断吸收，从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

丰富的地方文化，当然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会有一部分古老的

文化行为消失，但是也会有新的文化产生，所以移民与原著民的

这种博弈为文化的进步也做出了贡献。

三、结语

移民问题在存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社

会问题。从古到今都是政府国家和学者的重视的焦点，我们通过

分析移民产生的原因，分析移民与原著民社会关系的几种类型，

站在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这种移民造成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

社会影响，并对双方文化的博弈展开了分析，找出造成差异和同

化的原因。就解决移民与原著民的社会关系提出一些合理的意

见和见解，希望对移带来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做能够做出一定的贡

献和帮助。现代社会中，移民问题尤为突出，随着人口的大规模

增长以及交通条件的更加便利，人们的移民范围更加扩大，移民

频率也更高。而移民与原著民的关系也成为一个必须分析和研

究，又不能够回避的问题。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社会文化变迁

的加快，研究移民与原著民的关系问题，更加具有社会现实意义，

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构建和谐社会都至关重要。我国现在社会

矛盾冲突加剧，人口流动性较大，社会关系尤为复杂。国家重大

工程项目，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都涉及到大规模的移民，所以更

好更快的解决移民关系问题能够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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