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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移民与沅水中上游山区的开发 *

罗运胜

（湖南文理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摘要：明清时期，湘西少数民族无疑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以汉族为主的外来移民大量

迁入，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扩大交往，才明显促进了湘西沅水中上游地区的农业开发和手工业生产，商业也

获得空前的发展，并因此逐步扩大了对外经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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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水中上游山区原是苗蛮族群聚居之地。但在

先秦时期，就有楚秦人民入居此地，建立黔中郡。汉晋

时期，继设武陵郡，增置县级政区，对这一区域的开发

有了一定的规模。唐宋以后，入迁的北方移民逐渐增

多，至元代，汉族开始占居人口多数，而苗蛮族群或者

逐渐被压缩到沅水两侧的雪峰山区与武陵山区，或者

外迁。明清时期，由东向西的移民大潮一波又一波地

席卷湘西山区，不仅改变了沅水中上游地区的社会状

况，而且对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空前深刻的影

响。众所周知，传统经济的发展动力之一就是人口的

增加。大量移民迁入沅水中上游地区，无疑对这一地

区的经济开发进程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探讨历史时期沅水中上游山区的经济发展状

况，揭示人力资源、民族交往与经济融合对多民族杂

居地区的经济开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迄今为

止，学术界对这一区域的社会经济探讨主要局限于

狭义的苗族区与土家族区域，对大湘西的社会经济

发展历史做出整体探讨的论著尚很少见，因此笔者

从外来移民的视角入手，试撰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农业开发成效显著，手工业生产水平明显提高

农业是与人口密不可分的。在传统生产方式中，

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是完成地区农业开发的决定条

件。沅水中上游地区在宋元明清时期接纳了大量的

移民，以至于区域人口密度与全省平均水平逐步接

近。在自然条件与湖南东部区域差别很大的情况下，

这样的人口密度表明沅水中上游地区的农业开发在

历代移民的推动下，趋向完成。下面先略述在汉族移

民影响下沅水中上游地区农业开发的具体表现。
1.农业开发大规模展开

(1)土地开垦成效显著。在汉族移民的带动下，

沅水中上游地区的可垦地被垦殖殆尽，耕地面积普

遍增加。由于人口稀少，宋代的辰州尚呈现“农作稍

惰，多旷土，俗薄而质”等状况（元·脱脱等：《宋史》卷

八十八《地理四》，中华书局，1977）。自南宋至明清时

期，由于移民大量迁入，入居沅水中上游地区，他们

大力开垦沅水中上游的河谷盆地，导致耕地面积大

增。如沅陵“自元明以来，他省避兵者率流徒于此，今

之号称土著者，原籍江西十之六七，其江、浙、豫、晋、
川、陕各省入籍者亦不乏，衣服言语皆华人，亦固其

宜山谷”（清·刘曾等：《沅陵县志》卷三十七《风俗》，

同治十二年刻本）。麻阳的民户“勤于垦荒，劳于耕

耜，壤狭田少，山麓皆治”（清·刘士先等：《麻阳县志》
卷五《风俗》，同治癸酉年刊本）。溆浦由于移民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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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到清同治时已“无旷土，少游民”（清·齐德五等：

《溆浦县志》卷八《风俗》，同治十三年刊本）。靖州“自

宋初纳土输贡，始列版图，元明以降，地辟民聚”（清·
吴起风等：《靖州直隶州志》卷四《赋税》，光绪五年刊

本）。这几县都是开发较早之地垦殖也早。至于苗疆

和土司改流地区，开垦虽晚，但在移民浪潮推动下，

速度特别快。改土归流后，保靖县令王钦命晓谕民

众：“平地坡地可以垦殖杂粮，自应勤耕稼，至于土埠

高岗，尽可种桐。”他要求“凡尔民人，务遵教导，急为

遍植，此乃尔民成家之法，根本之事，各宜踊跃，奉行

毋违。”（清·王钦命等：《保靖县志》卷四《艺文》，雍正

九年本）到同治年间，保靖县已经“野无旷土”（清·罗

经畲：《保靖志稿辑要》卷四《风俗》，同治己巳年刊

本）。古丈坪在光绪时已有熟田二千七百七十四亩，

其中“水田居十分之三，熟地居十分之四，旱地居十

分之一，岩山荒地居十分之二”（清·董鸿勋：《古丈坪

厅志》卷十一《物产》，光绪丁末年刊本）。除了一般民

众垦田外，清政府组织的屯田也遍及各地。仅在古丈

的本城屯田达七百多亩。再以著名的嘉庆均田为例，

清政府从嘉庆二年至十五年，先后在永绥、凤凰、乾
州、保靖、古丈、泸溪、麻阳等七厅县实施“均田”，即

强夺农民田地，安设屯田。永绥厅“寸土归公”，凤凰

厅“均七留三”，乾州厅“均三留七”，以少部分给屯军

耕种，大部分以恩赐形式给予农民佃耕，共均出十五

万二千多亩田地。可见开垦的耕地之多。直到清末，

垦田仍在一些地方进行，如永绥厅，“厅中向称山多

田少，近年开土作田者甚多，故田日加增”（清·董鸿

勋：《永绥厅志》卷六《风俗》，宣统元年刻本）。
(2)耕种技术明显提高．在汉族移民的影响下，

沅水中上游地区农业的粗放经营局面得到改变，先

进生产工具大量传入，生产技术水平提高了。大量的

铁制农具由移民传入，牛耕更为普及。如古丈“民间

全恃牛力，故牛为民之生命，所持农具铁器同内地各

处”（清·董鸿勋：《古丈坪厅志》卷十一《物产》）。各地

积极兴修水利，绥宁“其蓄积灌田，平壤处各自为堰

塘，以资灌溉，高处以山泉流灌，近溪田蚯砌坝润灌，

近河田垃安设水车辘轳转运灌济”（清·方傅质：《绥

宁县志》卷七山川水利，同治六年刻本）。溆浦在同治

年间已有塘坝二百五十六处，以至当时人惊叹“邑水

利大矣”（清·齐德五等：《溆浦县志》卷四《水利》）。少

数民族地区在农耕中广泛推广施肥，保靖县“近日开

辟广而地瘠薄，田土种植，俱不可少粪”（清·罗经畲

等：《保靖志稿辑要》卷四《风俗》）。种种史实表明，沅

水中上游地区在移民开发的推动下，农业生产由刀

耕火种向精耕细作转变。
(3)优良农作物广泛种植。汉族移民传入了许多

农作物品种，改变了沅水中上游地区原来的作物品

种结构。由于移民来源广泛，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农作

物品种。如湘西的水稻品种日益繁多，溆浦县的水稻

在清代时有陇粘、祁阳粘、城步粘、桂阳粘、云南粘、
长沙粘、南京粘及广西的麻粘等许多品种。又如玉米

(俗称包谷)传入湘西后被广泛种植。沅州在乾隆时

已“遍艺之，凡土司新辟者，省民率挈孥入居，垦山为

陇，列植相望”（清·王唐珠等：《沅州府志》卷 24《物

产》，乾隆二十二年刻本）。辰州府也广种玉米，“今辰

州旧邑新厅居民相继垦山为陇，争种之以代米”（清·
席绍保等：《辰州府志》卷十五《物产》，乾隆三十年刻

本）。此外，乾隆时的泸溪县境内已是“高坡侧壤，广

植荞麦、包谷、高梁、米产子诸杂粮”（清·顾奎光等：

《泸溪县志》卷八《风俗》，乾隆二十年刻本）。由于国

内市场对桐、茶等需求大增，桐、茶等树广泛种植，如

古丈县在光绪时“全赖桐、茶、杂粮以补不足”，其中

“罗依溪市水田亦美，种植桐、茶为大宗，商贩聚于溪

口”（清·董鸿勋：《古丈坪厅志》卷二《舆图》）。各种经

济作物的推广种植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2.手工业生产水平显著提高

沅水中上游地区的手工业技术水平原本较低，

从而为外来移民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光绪时古

丈县的“木工在城只三数人，……大兴作，必至辰

(州)、常(德)一带觅木工方能有成。岩匠为数亦少，

大役必由头人往永顺等处觅人。铁匠在城仅二、三
家，……铁器多来自他郡县”（清·董鸿勋《古丈坪厅

志》卷十一《物产》）。辰州、常德、永顺等地都是外地

移民集中的地区，因而古丈人到这几处地方寻觅的

工匠想必多为身怀技艺的移民。同治时沅陵县也“工

多外至者，技艺较土人为稍巧。近日彼此相习，技亦

渐精”（清·刘曾等：《沅陵县志》卷三十七《风俗》）。表

明在外来移民工匠的影响下，沅陵的手工业者技艺

逐渐提高。永顺县也是“自改流后，百务咸兴，于是攻

石之人、攻金之人、砖植之人、设色之人皆自远来矣。
且靖州冶氏、桃源木作有在此安居落业以世其家者”

（胡履新等：《永顺县志》卷十二《会厂》）。由于移民工

匠的技艺较土人为稍巧，“近日彼此相习，艺亦渐

精”，到民国初年，永顺的手工艺水平已经很高，“若

攻木者雕镂刻画，攻金者铸枪炼刃，及一切农器莫不

精致坚牢，其他各艺亦皆日新月异，不但足供地方之

用，且有输至远方者”（胡履新等：《永顺县志》卷六

《风俗》）。永顺的外来手工业者还结成了一些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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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成衣有轩辕会，……木作有鲁班会，以及孙膑

会则为皮鞋店，欧冶会则为铜铁铺。此外一切匠作莫

不有会”（胡履新等：《永顺县志》卷十二《会厂》）。《永

绥厅志》也记载：“工役多有外至者，技艺较土人为巧，

近日彼此相习，技亦渐精。”保靖县手工业工匠也以

“外县人居多”。可见，手工业移民对本地区手工业生

产水平的提高发挥了很大作用。

二、商业获得空前的发展

商业的发展与人口的流动密不可分。没有贸易

贩卖的商贾深入城乡，商业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在

明代中后期特别是清代全国商业走向繁荣的情况

下，沅水中上游地区也被卷入商业大潮之中。蜂涌而

来的商业移民大大促进了沅水中上游地区商业的发

展。
移民对沅水中上游地区商业发展的影响主要表

现在市镇的发展、长途贸易的兴起和大商镇的繁华

这三个方面。
1.市镇的兴起

沅水中上游地区的商业市镇在清代开始广泛兴

起。如溆浦县，“往时（指乾隆以前）溆邑之场不过桥

江、底庄三四处，近年 （指同治之时） 添开十余所

（市），逐末渐多，食用亦侈”（清·齐德五等：《溆浦县

志》卷六《街市》），说明商业发展很快，使得集市数量

大增。为了说明各地市镇的发展状况，笔者收集了若

干州县志中的材料，列表如下：

说明：表内资料均采自当时的各州厅县志

上表说明，清代沅水中上游地区市场普遍增多，

11 个州县的市场共 118 个，平均每县有 10.7 个市

场。其中商业较发达的有溆浦、保靖、龙山、靖州、会
同等州县。这几个县都是接受移民较多的地方。表中

的古丈、麻阳、乾州、永绥、绥宁等县主要属于苗疆地

区（绥宁与城步连成一片，苗族聚居），汉族移民相对

少得多，故市镇较少。另外，交通位置也是制约市场

发育的重要因素，而交通位置较优的地方，移民特别

是商人就相应增多，因此还是移民起着重要作用。
在这些市镇里，商人来自各省各地，因而商品多

种多样，数量也较大。在古丈坪厅的市场上，有油商

经营桐油、茶油、盐等；其药材商多江西客民；至于绸

缎则岁有行贩，“所卖皆川产”；当地木商多来自外

境，向称巨商；蜡商，每年立夏后，泸溪浦市人来收买

蜡子；麻商，湖北人来龙鼻嘴一带收麻，而以夏布来

贩；牛商，以贩牛为商者多永顺、保靖人。其中以油商

最巨，“岁入数万金，占古丈坪商业之十八”。（清·董

鸿勋：《古丈坪厅志》卷十一《物产》）在靖州，光绪年

间外运有稻谷、杉木、松板、五倍子、金、牛、梨、杨梅、
茶油、桐油、爆竹、白蜡、皮箱、板鸭、樟脑等物产，从

外地运入销售的则有黄豆、麦、棉花、药材、脂麻、茶
叶、海菜、盐、布、绸缎、大呢、羽毛、糖、牛皮、纸、烟、
油等。不仅商品种类多，而且数量大，充分反映了商

品流通之活跃。
2.大商镇的繁荣

各地市场的普遍兴起与长途贸易的兴盛，离不

开沅水干支流上起中转吞吐作用的商镇作支撑。在

本地物产的外运和外地货物的输入过程中，各地商

业移民必然聚居于交通便捷的要道上，遂在沅水中

上游出现了若干“巨镇”。康熙时会同之“洪江，烟火

万家，称为巨镇”；泸溪之“浦市称巨镇，廛舍稠密，估

舶辐辏，十倍于洪江”。（清·徐炯：《使滇日记》，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61，263 页）这是沅水中

上游干流上的大商镇。沅水支流上也在明清兴起了

一些大商镇。酉水上游的龙山里耶，花垣河上的永绥

茶洞，与洪江、浦市并为湘西四大名镇。此外，酉水岸

边的永顺王村和古丈罗依溪、武水沿岸的乾州、辰水

沿岸的麻阳高村、溆水上游的溆浦桥江、潕水上游的

晃州龙溪口、渠水上游的靖州等都是大商镇。在沅水

中上游，这些商镇又以洪江、浦市为南、北之总汇，洪

江、浦市又以下游的常德为依托，共同构成了沅水流

域外引内联的货物集散和商贸运输网。
浦市是大商镇的典型。它位于泸溪县南六十里，

因“据水陆之会，百货所集，四方商贾辐辏焉，屋宇栉

比，街衢纵横，居民率弃本逐末”，“其货以油、蜡、铁、
板为多，沅陵、泸溪、辰溪、麻阳诸县杂处”，“上自洪

江，下至常德府，浦市居中为大镇矣”。（清·顾奎光

等：《泸溪县志》卷五《坊市》）浦市的形成是在清初，

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清政府将辰州府通判移驻

此地，专门办理粮捕。因苗民常来骚扰，于是市绅康

县份 时代 场市 镇数

古丈 光绪 8 0
泸溪 乾隆 0 1
麻阳 同治 5 0
溆浦 同治 17 0
乾州 光绪 8 0
永绥 宣统 11 0
保靖 同治 15 0
龙山 光绪 19 1

靖州 光绪 13 1

绥宁 光绪 10 0

会同 光绪 12 1

合计 118 4

表 1 清代沅水中上游地区部分厅县的市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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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璨倡仪捐建了城堡，周长达十二里。“浦市最繁荣

的时期，当推清代乾嘉之间，那时有‘小南京’之称。
各省来此经营商业的不可胜数，客籍会馆，竟有四十

八所”；到“民国初年，这里还有居民四千余户”。民国

的调查表明，在最繁荣的时代，浦市有三条主街：临

水的叫做河街，有二十多个泊船码头，里面的一条叫

正街，最里面的一条叫后街。其中正街长有三里，从

南到北，每隔一段，各有名称，依次是街口、天后宫

街、十字街、上正街、中正街、太平街、李家巷、万寿宫

街。（戴文秀等：《湘西乡土调查汇编》泸溪浦市篇，民

国二十八年刻本）从浦市的四十八所客籍会馆、二十

多个临河码头等来看，正是由于商业移民的萃居经

营，才有了浦市商业的繁盛。
3.长途贸易的发展

沅水中上游地区对外长途贸易的发达，使移民

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古丈，其民食以川盐为

主，“川盐自龙山之隆头入湖南境，过永顺之王村，十

里而至站塘口入厅境，五里之厅之罗依溪市起岸”，
然后行销厅境；古丈境内的“木商多来自外境，与山

主购定某山，自雇工伐木，趁春水由山涧放下，木至

罗依溪编牌，至辰州下沅，入洞庭”（清·董鸿勋：《古

丈坪厅志》卷十一《物产》）。泸溪县则有不少行商“挟

高资往来江湖间，下武汉，上黔蜀，多盐、铁、油、蜡、
鱼之利，舟楫相衔不绝”。（清·顾奎光：《泸溪县志》卷

八《风俗》）沅陵县“百货皆自下而上，……油、蜡、铁、
盐、鱼之利，往来舟楫相衔，获利者常厚”。（清·刘曾

等：《沅陵县志》卷三十七《风俗》）溆浦县的“桐茶油、
白蜡、甘蔗、橘柚及半夏、桔梗、香附之类皆货于远

域”（清·齐德五等：《溆浦县志》卷八《物产》）。靖州稻

谷“上至广西之长安，下至会同之洪江，销行皆系水

运，惟运广西，路至坪坦，改陆运，三十里至林溪，仍

由水运”；靖州杉木“由水路运出本境，在常德及湖北

各处销行，每岁运出之数约值银五万两，其由贵州、
广西及通道运过本境之木约值银十余万两”；靖州爆

竹则“运出本境者，由陆路运至会同、绥宁、通道及贵

州之黎平、古州各处，由水陆兼运至广西之长安、古
宜各处”。输入靖州的货物也是商路遥远，如棉花“自

他境运入者皆由汉口、常德或洪江水运至本境，每岁

约销一万斤，其转运黔境内销行者约一万斤”；海菜

“由汉口及常德运入本境，每岁销数约值千余两，其

转运贵州之黎平销行者约值银六百两”；布则“湖北

之黄州布、葛仙布、扣布、四印布，常德之漆河布以及

竹布、洋布，皆自汉口及常德、洪江等处由水路运入

本境，每岁销数约值银六万两，其转运至黔粤境内销

行者约值银十余万两，又宝庆之旱路布，由陆路运入

本境者每岁销数约值银一万两”；药材“自他境运入

者皆由常德或湘潭、洪江水运至本境，每岁销数约值

银二万两，其转至黔粤境内销行者约值银一万两”。
（清·金蓉镜等：《靖州乡土志》卷四《商务》）可见当时

的靖州不仅与汉口、常德、湘潭、洪江、宝庆等商业中

心都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还辐射黔、粤地区。受

汉商移民的影响，也逐渐涌现了少数民族行商。如永

顺“曩时土民不善贸易，列市廛、通货物者半属江右

之民，近则出口货财日形发达，交通便易，上至川、
陕、滇、黔，下至鄂、浙、闽、广，咸有永商踪迹，较从前

闭塞时代不啻天渊”。（胡履新等：《永顺县志》卷六《风

俗》）然而，永顺土家商人的远涉江湖，正可体现汉族

商业移民对少数民族地区商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有必要指出的是，与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其他商

业繁盛地区如江淮、江南、珠江三角洲甚至湖南东部

区域相比，沅水中上游地区的商业发展水平是很低

的。比如在商品的种类上，湘西输出的几乎全是本地

特产的农林业产品，如杉木、桐油、茶油、白蜡等最原

初产品；输入的则工艺水平较高的日用品如布、绸缎

等手工业品。这种商业的繁荣缺乏农业、手工业的发

展作基础，难以对本地生产水平的提高起到更大的

拉动作用。外地对本地生产水平的提高起到更大的

拉动作用。外地客商迁居沅水中上游各地，也只是从

事原始林特产品的收购外销与外地产品的输入，只

有造成商业的暂时的局部的繁荣。明清时湖南全省

的商品经济水平本来并不高，沅水中上游地区商品

经济的发展水平更是如此。
当然，由于具体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的限制，汉

族移民在沅水中上游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受到了

明显的制约。但宋明以后汉族移民的大量入迁对沅

水中上游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仍然是积极、巨大的，

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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