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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代 湖 广 人 口 变 迁 论

张 建 民

流 民客户众多是明代湖广地区人 口变迁运动中的普遍现象
,

以至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

会经济问题在各有关地方文献中反映出来
。

遗憾的是
,

遗留下来的当时记载多属一般性定性

描述
,

可资以为统计数据者相对缺乏
,

给定量分析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

为了说明问题
,

只能择要将各地记述摘录如下

江汉平原地区
“

湖多易淤
,

土旷易垦
,

食物旋给
,

他方之民聚焉
,

而江右为甚
。

强者 侵 产
,

弱 者 就

食
,

故客常浮于主
。 ·

“ 一聚落 日蕃
,

尽为通蔽
”

①据康熙《潜江县志 》卷三记载
,

成化二

年 由于流移客户的附籍
,

曾经增编新附一乡
,

分为五里
。

汉川县属地刘家隔
, “

其始

居民十数家
,

宣德
、

正统间
,

商贾占籍者亿万计
。

生齿 日繁
,

贸迁益众
,

卒成巨镇
。

今编氓

六里
” 。

②

洞庭湖周边地区
“

土 民 日敝而客民 日盛矣
。

客户江右为多
,

膏腆之 田
,

湖泽之利
,

皆为彼所据
,

捆载以

归
,

去住靡常
。

固有强壮盈室而不入版图
,

吁陌遍野而不出租粮者矣
” 。

⑧澄州则是
“

迩溪

桐而郡
,

杂军 民而处
” ,

因而
“

地旷而土有遗力
” , “

土有遗力则客寓恒多
·

一 一遂傅客浮于

主
” 。

④湘阴县
、

益 阳县情况尤其突出
,

湘阴
“

土著之 民耕而食者仅四五 客户无征摇之及

而坐收 田 园山泽之利者殆居其半
” 。

⑥益 阳是
“

益 邑居 民大都来 自江西
,

洪武时移居斯土
,

遂为世业
。

宋元以前 旧族什不及一
” 。

⑥

湘中南地区

汪辉《湘潭脱难录 》云
“

历朝鼎革
,

茶毒生灵
,

惟元明之际为惨
。

湘潭土 著 仅 存 数

户
,

后之人多 自豫章来
” 。

酸陵
、

浏阳与湘潭接壤
,

情况大致相似
。 “

古老相传土著亦仅存

十八户
,

余皆无复存者
。

洪武之初招集流亡
,

皆来 自他省
,

而豫章人尤众
” 。

⑦据民国《酸

陇 县 志
·

氏 族 表 》统计
,

在全县明确落业世居地点的 族姓中
,

可知迁移来定居时代的

有 族姓
,

其中宋代米者
,

元代来者
,

明代来者
,

清代来者
。

有明一代来 者 占

总数的 肠
。

又据光绪《邵 阳县乡土志 》的不完全统计
,

该县有移居时 可考的 个族姓

中
,

来 自宋代以前的有
,

元代
,

清代
,

明代则有“
,

占各时代总数的 肠
。

可见明代

流移落居者之多
。

其它如玩 陵
、

衡 山
、

常宁
、

武冈
、

城步
、

靖州等地亦以明代流移落居者为

多
。

⑧ 明代流移落居此地
,

奠定了本地区的人 口基础

鄂东北地区

罗 田县在明初是
“

老故之家少
,

流集之徒多
” ,

其后
, “

生齿 日繁
,

流集 日众
”

⑨史载

邵豫交边的大别山区
“

山谷盘阻
” ,

为
“

穷民通匿腌寇为奸
”

⑩ 之地
。

安陆一带土著经元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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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
,

流亡殆尽
, “

民匿 山寨仅数十家
。

五方杂集
,

地广民稀
” ,

以致后来 占籍者多非土著

鄂西北荆襄 山区

荆襄 山区是当时全国闻名的流 民渊蔽
,

明前期曾经屡次剿抚
,

仍集聚如故
。

成化年间
,

都御史项忠奉命清洗该区流民
,

有
“

流贼啸聚 山谷百五十余万
” “

两月之间散出复业者九十

三万余人
”

之记载
。

⑩其后
,

历经原杰
、

何鉴
、

孙需等多次抚治
,

续查出流民一百多万 口
,

附籍者众多
。

先后增设郧阳府
、

竹溪
、

郧西
、

保康诸县统治
。

⑩
“

地多闲旷
,

流道 日集
”

是

本地区的共同特征
,

也成为当地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

四方流移集聚两湖之过程
,

自明初已经开始
,

有些山区甚至可追溯到元末
。

这次人 口流

动的大背景是元明之际的战乱
,

导致全国性的社会不安定
。

流移到两湖地区的
“

客民
” ,

大

多从事农业垦殖
,

或山区
“

专 以种山为事
” ,

或平原湖区多筑堤围烷
。

也有从事手工商贸采

矿诸业者
,

即所谓
“

商游工作者
” ,

典型的如汉川刘家隔
,

因其
“

吭扼雍梁
,

腋引吴越
,

为

商舶之转
” ,

商贾 占籍者亿万计
,

而
“

卒成 巨镇
” 。

由于 当地土著多数
“

皆务本食力
,

非

有商贾之资
、

工艺之事也
” “

民不 习技艺而拙于封殖
”

⑩
“

耕稼之外
,

并无商贾别业
” ,

这就给外来流移从事工商业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以至有些地方成
“

工匠无土著
,

率四方

来者
,

取相通而食
。

凡开张百货
、

通盐利者又皆三吴徽款之人
”

⑩
“

工商之利率归他省
” ⑩

的局面
,

各山区采矿之徒
,

多为外地流人 自不必言
,

在洞庭湖区
,

连
“

江湖渔利
,

亦为吴蜀

人侵夺
” 。

⑩从流移来 自籍贯而论
,

以江西人为最多
,

前引诸资料已可见到许多例证 再如

武冈州
“

兹称大姓望族
,

自元末明初 由江右迁来者十之七
”

又如浏阳
, “

浏鲜土著
,

比闻之内
,

十户有九皆江西之客民也
” 。

可以说
,

人 口史上所谓
“

江西填湖广
”

之人 口运

动与此不无关系
。

那么
,

明代湖广各属流移客户何以如此普遍
、

如此众多 一般说来
,

趋利避害是人 口 自

发流动
、

迁移的基本规律
,

是利是害乃原居地和迁入地各种条件相较的结果
,

社会人 口从谋生

条件恶劣的地区流向谋生条件优越的地区
,

其间起主要作用的因素不外乎经济的
、

社会的
、

政治的
、

人 口本身的诸方面
。

某种因素的作用
,

在人 口迁出地表现为
“

推力
” ,

在人 口迁入

地则表现为
“

拉力
” 。

具体到明代湖广地区而言
,

其吸引流移人 口的优势约 有 下 述 诸端

其一
,

较为优越的自然生存环境
。

在两湖区域内包括着著名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
,

平原上河流纵横交错
,

湖泊星罗棋布
,

交通发达
,

湖区有着面积广大
、

肥沃的淤积滩地
。

此

外
,

周 围山区由于开发较晚
,

亦存在着大片尚未利用的山林草地
,

山内各种土特产品种多
、

产量大
,

因此
,

农业之外
,

渔猎山伐各有所宜
,

食物易足
,

为谋生提供 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成为
“

流 民渊数
”

的荆襄 山区便是典型
, “

其地多崇岗丰餐
,

川险林深
,

中间仍 多 平 旷 田

地
,

可屋可佃 更产银矿砂金
,

可淘可采
” 。

正是其 自然资源优势对各地流 民有着极强的

吸引力量
。

其二
,

人 口相对稀少
,

闲田旷土易得易垦
,

为吸引流移的最重要因素
。

本地区本来开发

程度较低
,

加上宋元以来长期战乱
,

人 口 密度一直处于偏低状况
。

据《江汉 旧闻 》记载 元

末
“

川污一带
,

烟火寂然
” 。

至明初仍
“

土旷赋悬
,

听客户插草立界
” 。

⑧前 引汪辉 《湘潭

脱难录 》及 《醋陵县志 》所云湖南情况亦略相似
。

再 以辰州府玩陵一带为例
“

辰郡生齿阔

稀
,

独玩陵称最
,

崇山深谷
,

甚至百里无烟
,

十里无艺者
”

⑩桃源
、

安陆诸地方志中皆有

关于
“

元末兵资
,

土著几尽
”

⑩的记载
。

虽然明初大力招徕
,

各地流移纷纷落居
,

但直至明

中叶
,

这里的人 口密度仍然不高
。

于慎行在《谷山笔尘 》中综 论全国人 口地理分布时
,

还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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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列为江南人 口 密度最低之地 方
。

⑩丘浚亦曾指 出
“

荆湖之地 田多而人少
”

的情况
。

与人

口稀少相对应的正是闲田旷土的较多存在
。

明人包汝揖曾在其《南中纪闻 》中发 过 如 下 感

慨
“

襄江道中
,

沿堤上下
,

芦荡不知几千顷
,

土色青黄相错
,

地形亦 不 洼
,

此 吾 乡腆田

也
。

不识何故
,

弃不树艺
,

竞作樵渔汤沐 邑
。

海内旷土总不如湖广之多
,

湖广真广哉
”

遭

州
、

污阳
、

监利等地方志讲到本地流移众多的前提时
,

往往离不开
“

土旷易垦
” “

地旷而土

有遗利
”

这一重要因素
。

其三
,

楚地某些习俗传统有利于流移客民落居谋生
。

如湖广各州县志书中记载的
“

楚

俗漂轻
,

鲜思积聚
,

于是四方流 民失业者多赴焉
”

⑩
“

楚地百姓愚而且惰
,

自耕稼之外并无

商贾别业
”

荆楚
, ⑩

“

渔米薪颇饶
,

民不 习技艺而拙于封殖
” , “

民俗 俭 陋
,

居 常 自

足
”

长沙
、

岳州
,

⑩
“

田务广而耕褥之功未逮也
,

习 尚惰而生息之术犹狭也
”

常德
,

“

地有遗利
、

民有余力
,

甘为惰农
,

衣食多窘
”

衡 阳
。

无论从生产习俗或生活习俗来

看
,

这里皆尚处于较为淳朴的低水平阶段
,

这样的社会环境无疑有利于外来流移 的 立 足 生

存
,

明后 期本地区普遍出现
“

客户间主
” “

客浮主瘩
”

。 现象
,

正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
,

也正是支持上述解释的有力论据
。

后文还将论及
,

大量的流移客户的到来
,

也给这里的社会

习俗带来了不可仪估的影响
。

就外来的流移
、

客户而论
,

他们的流移
,

具体原因有很多
,

在此不加深究
。

必须指出的

是
,

明政府早期的流移人 口政策 —
以遣返原地为 目的

,

一般不允许在新居住地落居编户
,

在一定程度上支持 了人 口 流移的行为
,

因为没有编户便没有赋役
,

正是各州县志书所载
“

丁

壮盈室而藉 口客丁
,

免于编列
”

②
“

强壮盈室而不入版图
,

吁陌遍野而不出 租 粮 者
”

的 情

况
,

如此
,

流移客户 的负担要 比编民轻松
,

难怪
“

客浮主瘩
, ’ “

土民 日敝而客户 日盛
” 。

如

此
,

引发编民逃移之思
,

导致土著外流便在情理之中
。

流移客户的大量落居给湖广地区的经济
、

社会
、

文化造成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
,

显而

易见的首先是实际人 口 的增长 其次是经济的
,

如湖区
、

山区土地的垦辟
,

粮食 生 产 的 增

长 再次是社会的
,

各地流移与土著之间的相互影响
,

尤其是社会习俗的改造
、

融合
,

进步

意义不可低估
,

对此
,

后文还将论及
。

二
如前所述

,

明代的湖广为各地流移集聚落居的重要地区
,

常理而论
,

统计人 口数量应该

有大幅度增长才是
。

退而言之
,

即使没有外来流移落居
,

如时人所说
,

明代
“

累叶升平逾二

百祀矣
,

其滋殖庶阜宜什佰于草创之初
”

的 ,

自然增殖也是必然的
。

但历史文献留给我们的

统计数据却大多是
“

背道而驰
”

的
。

这个问题在当时已为人们注意
,

嘉靖《澄州志 》就曾指

出
“

国家熙洽益久恬养滋息宜以万倍
,

乃今州无全里
,

里无全 甲
、

甲无全户
,

属 邑皆然 ,

其故何哉
”

同时期所修 《常德府志 》亦云
“

版籍每十年一更制也
,

吾乡屡更屡油者
,

何

哉
”

⑧

要 回答这个疑问
,

我们不能不首先考虑到当时户 口 登记统计的真实性这个因素
,

众所周

知
,

由于户 口 与赋役负担的直接关场
,

封建时期人 口 登籍时的隐漏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
,

时

空之间的差别仅仅存石 于程皮之不同而 已
。

明代湖广地区人 口登籍中的弊端 可 从
“

咫 尺 之

书
,

百蠢穴焉
”

八个字中得到体现
,

更具体的记述请看万历《慈利县志 》所论
“

吾闻慈

户 口攒造
,

巨奸蟠穴于其中
,

固有族繁
一

千一
‘

而户悬数 口 ,

又有家无孑遗而册载儿丁
”

⑩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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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少
、

无中生有的情 况相当普遍
,

不止于慈利
,

亦不止于湖广
。

那么
,

是否可以说登籍人 口 减少就是由于统计不实单因所致
、

湖广人 口事实上不存在流

失呢 恰恰相反
,

在 明代的湖广地区
,

一方面是大量的外来流移客民落居
,

另一方面却又有

不少土著民户逃流他乡
。

如华容县
,

早在洪武时由于赋税过重
,

居民的逃徙已经开始
,

其后

又因水灾诸因素致使当地人 口
“

轻其地去之
,

有连数里为贩脱者矣
” 。 “

民益死徙
,

数十里

无鸡犬声
” 。

同时
,

县境又有不少江苏
、

山西等外省流移落居
,

至万历年间
,

为维持 日益减

少的人 口数字
,

不得不
“

取客民以补足
” 。

⑩再如承夭府
, “

四方极负 日至
”

的同时
,

亦有
“

土著之民
,

贫者或通窜转徙物故
”

现象的存在
。

⑩在澄州
, “

本乡土著之家外逃实多
,

而

游
、

客之户莫肯佃种 逃户遗留耕地
”

所有这些
,

都表 明外来流移落居和土著逃流两种

人 口 现象在湖广地区的同时存在
。

综观导致湖广各州县居民逃流的原因约可别为下述诸方面 军户众多
、

客户众多
、

差役

繁苛
、

赋税沉重
、

洪涝灾害
。

客户众多而引起土著居民外流
,

主要是由于存在着主客户之

间人的素质和负担的差别
,

因此出现了不少经济实力压倒主户的客户
,

有力客户对主户的盘

剥 以及主客户间不同的负担和处境引发了主户外逃之情思
,

甚至迫使土著不 得 不 外 流
。

在

常德
, “

土民 日敝而客民 日盛矣
。

客户江右为多
,

膏腆之 田
、

湖泽之利皆为彼所据
” 。

在岳

州
, “

客浮主瘩
”

在河阳
,

客民
“

强者侵产
,

弱者就食
· ·

一聚落 日蕃
,

尽为通羲
” “

江左

右黯商贾逞逞朋呼党聚
,

杂编贮与处而夺之业
” 。

在安陆府
, “

沮枷之乡淤水成腆
,

而浮

食奇民操其重货乘急贯贷
,

腾踊其息
,

积重累困
,

夺居民之业并其身而有之
” 。

嘉靖《茶陵州

志 》
、

《天下郡国利病书 》等对客民致富而后盘剥
、

倾夺土著的过程有详尽记述
,

有
“

指大

如臂
,

遂起夺心
”

的共同表现
。

时人童承叙在嘉靖《河阳州志 》中则 明确指 出了客户和 民户

赋役负担的差别是导致客户富强民户贫弱的关键所在
,

主张
“

客丁必登籍
” “

湖田必税亩
”

以求均平
。

至此
,

我们也不难理解前述湖广地区人 口变迁中
“

外来
”

和
“

外流
”

两现实同时

并存的矛盾现象
,

来者和走者的目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

即摆脱繁重的赋役负担和其它束缚
。

差役繁苛在湖广有两个含义
,

其一乃基于其
“

道通九省
,

冠盖辐揍
,

邮骚苦之
” ⑧之上

的通常供役繁多
。

如潜江
, “

地接襄那
,

通景河
、

荆江
,

四通之途
,

差使往来
,

络绎不绝
。

养马之家
,

什九仆死
,

什八逃移
,

一岁数易
,

给募更替
” 。

④再如 巴东
, “

当楚蜀咽喉
、

云

贵要道
·

”一冠盖络绎
、

轮蹄交错
、

朦艘如织
·
“ 一遥兼险阻

,

疲苦不 堪
” 。

⑩又 如 岳 州
、

常

德
, “

地当水陆之冲
,

冠盖之会
,

迎送供馈
,

殆无虚 日
,

一有不备
,

谴责立至
” 。 “

水陆之

交
,

接递迄无虚 日
,

而各边粮运艰阻 ⋯⋯
” 。

各州县对此皆叫苦不迭
。

其二则 是 非 常 摇

役
,

如采运木材
,

供应宗藩需索等
。

所谓采木之役主要指永乐年间的几次大规模行动
,

不少

州县地方志都特别记载了采木之役对本地人 口的影响
。

同治《鄙县志 》卷 十 一
“

永 乐 七

年
,

起民夫伐木万阳山
,

户之死而逃者殆半
” 。

同治《茶陵州志 》卷二十载明 知 州 夏 良胜

《民情疏 》称
“

永乐二年
,

三丁抽一
、

五丁抽二编起万阳山砍木人夫
,

居民逃亡
” 。

同志

卷二四又载
“

明永乐七年
,

起 民夫伐木万阳山
,

户之死而逃者及半
” 。

同治《彼县志 》卷

七载
,

明
“

永乐二年
,

取木于都 邑万阳山
,

三丁抽一
” ,

枚县里 甲亦因此由五十二里缩减至

四十四里
” 。

万历《慈利县志 》卷八
“

洪武二
一

三年招 民复业
,

人户虚悬
,

赋役繁重
,

人

民逃半
。

况兼调征采木之苦
,

户 口 多耗
” 。

采木之苦如是
,

宗藩供应亦不轻松
,

有明先后建

落湖广的王子近二
一

人
,

郡王更多
,

分布在武昌
、

长沙
、

荆州
、

安陆
、

襄阳
、

衡州
、

德安
、

常德
、

武冈
、

薪州诸府州
,

此外又有安陆 ‘承天 的帝王陵寝
,

向称
“

宗藩棋布
” “

费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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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 ,

宗藩王室及阉校人等贪得无厌
,

他们除
“

夺民田
、

侵公税
” “

横夺民田子女
”

外
,

还

肆意加征加派各种名 目的租税差役
。

以长沙府境的吉王府为例
,

长沙府属有拨与吉王府鸡鹅食

田近十三万亩
,

始初亩征银四分
,

其后私加征至九分四厘
,

此外又勒素
“

煎销火耗
,

供给纸札

及柴菜之类
,

愚 民有被骗至一钱三五分者
” ,

⑩负担几乎为原来的四倍
。

寿王府内官军校则在

汉阳府属强行设厂
,

私征水面钱
、

拦江税谙名 目
。

⑩百姓不堪重负
,

逃流隐匿乃势所必然
。

斌税沉重导致人 口逃移主要指洞庭湖周边州县
,

这一带元明之际为陈友凉部占据
,

在朱

陈交战时支持陈部抵抗
,

激怒了朱元璋
,

因此上加重科则
。

据文献记载
“

湖广长沙府属地

土国初时因陈友谅窃据
,

我太祖高皇帝削平之后
,

刑用重典
,

故税亩特为加重
。

比时军民逃

窜
” ⑩ 《华容县志 》所载华容县被科以每亩三斗五升重税

,

致使
“

民皆逃窜
” ,

后经疏请

减半征收
, “

仍弗堪
,

逃徙如故
” 。

益阳
、

湘乡
、

常德
、

湘 阴
、

平江等县情况大略相似 。

茶陵县的说法又有不 同
“

明祖怨吴楚各属之运米都阳济友谅者
,

照数派粮
,

时茶陵运米四

万零
,

照石派粮
,

数亦如之
” 。

在浏阳更是加倍惩罚
,

给陈友谅部运米四万石
,

加科赋至

八万石
。

。 各州县说法虽不尽一致
,

加重科征却是基本可信的
,

有的州县遗留问题拖至清代

乾隆时尚未彻底解决
。

明代湖广地区赋税负担一般言之并不算重
,

尤其与江浙相 比 悬 殊 甚

大
,

只是上述州县属特殊情况
,

较本省其它州县负担特重
,

因此而引起百姓逃流似乎并不足

为奇 不过
,

总体而论
,

本地区流 出人 口似不及流入人 口规模大
、

数量多

洪涝为害湖广
,

特别到明后期愈演愈烈
,

由此导致的人 口流徙随之严重
。 “

水患无岁无

之
” “

洪水泛滥岁 以为常
” “

民穷年版筑无休
,

复不免于漂溺
,

流移者十之六七
” “

至有百

里无人烟者
”

之类的记述在史志中俯拾皆是
,

限于篇幅
,

此不赘录
。

与户 口 数减少相对应的是里 甲缩减
。

明臣马文升在其 抚流移以正版籍疏 》中针对明中

叶人 口逃移这一问题曾经指出
“

南方州县多增其里图
,

北方州县大减其人户
” ,

他所指的

南方包括湖广
、

四川
、

南直隶诸省
。

。 这里我们并不排除湖广有里图增加的地方
,

但增加里

图的绝不是多数州县而是相反
,

多数州县的里 甲都有所缩减
。

正是由于登籍户 口 流失才导

致了里 甲的缩减
,

不仅如此
,

至 明后期尚存的里甲
,

有不少又是有名无实
、

残缺不全的
。

在

遭州
、

慈利是
“

今州元全里
、

里无全 甲
、

甲无全户
,

属 邑皆然
” “

有一都而不能五六 甲
,

有

一 甲而不能二三户
,

又有名存而实亡者
”

在浏阳
, “

或十甲之内绝一二 甲甚 至 六 七 甲

者
,

或一 甲之中绝三 四户甚至六七户者
”

。 在岳州府
, “

户 已亡而里亦不能独支
,

均里 甲

以实版图
,

此其所最急者
” 。

。 难怪有人认为此时的里 甲制度已经崩溃在即
。

流移客户的大

量存在及其对当地居 民的影响
、

里 甲组织的瓦解诸现实促使明政府改变其逃流人 口政策
,

允

许流移在新居住地落籍入编
。

前述人 口 变迁状况一大量的迁入和迁出并存
,

对湖广地区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

的
。

从理论上讲
,

人 口 的迁移
,

有促进人类交往
,

推动文明传播
,

扩大生产地理空间
,

促进

人种和 民族同化融合等重大意义
。

具体到两湖地区而言
,

可指出者如实际人 口 基数的增大
,

农业垦殖的扩张及对当地社会变迁的影响等等
,

限于篇幅
,

这里仅就其对社会风俗及社会秩

序的影响略加评述
。

外地流移来 自不同的省区
,

南北东西皆有
,

除以江西人居多之外
, “

江浙豫晋川陕各省

入籍者亦不乏
” 。

人 口的五方杂处
,

必须开始生产
、

生活 习俗
、

社会风气 的交流
、

改造
、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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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过程
, “

民以杂处而习变
”

是也
。

其初当是
“

五方杂寓
,

家 自为俗
” ,

经过 相 互 的影

响
,

逐渐发生擅变
,

正如嘉靖《衡州府志 》所载该地状况
,

在衡山
“

客户渐多
,

主俗颇变
,

健讼之风近年骚长
”

在衡阳
, “

卫 邑杂处
,

武弃之家世享厚禄
,

以饮食宫室器 用 仆 马 相

高
,

邑人化之
,

渐流于侈
”

在常宁则是
“

客户问主
,

军 民相杂
,

耳濡 目染
,

以讼为能
” 。

岳州府
“

湖乡多北人
,

言语气质仍其本俗
。

其城陵逐末地
,

迩亦有儒风
”

湘西
、

鄂西少数 民族聚居的山区也有不少流移之 民进入
,

即所谓
“

民有矫黯不逞
,

窜身

荒徽
”

者
,

如容美土司地方
, “

江浙秦鲁人俱有
,

或 以贸易至
,

或以技艺来
” 。

母 又如镇草

苗民地区
“

俱系麻 阳
、

辰溪
、

玩陵及邻近隔省流民
,

或躲避粮差
,

或脱罪亡命
,

寄寓于此
”

“

人多住久
” 。

。 民族间的杂居
,

久之亦必相互影响
,

发生融合
、

同化
,

流 民 或
“

勾 苗 肆

害
” ,

或
“

饵苗规利
” ,

导致土
、

苗
、

瑶社会逐渐发生变化
。

容美宣 慰 司 所 在
, “

当明盛

时
,

百货俱集
,

细肆典铺无不有之
”

靖州地方
, “

在昔议弃之地
,

皆今 日贡赋之域也
”

玩陵
, “

山谷瑶俗今不存矣
” 。

民俗的变化和民族问的同化是显而易见的
。

各地流移之 民
,

流移他乡的原因不一
,

流移的成份也很复杂
,

记载中有
“

或 因 逃 避 粮

差
,

或因畏当军匠
,

及 因本处地方荒早
” “

其杂之以四方来者
,

东南人 以觅利至
,

西北

人以避地至
” 晒

“

又有近年荒困
,

流移趁食未归者
,

又有逃军逃匠
,

避罪不还者
” 。

无

论是什 么情况
,

敢于逃
、

流本身就意味着流移者较之一般
“

安土重迁
” “

皓首不入城市
”

者

具有更多的闯劲和开拓精神
,

甚或说
“

不安分
”

意识
,

富商大贾
、

工矿匠徒亦不例外
。

前述

各地流移客户在与土著的竞争中往往能够取得优势
,

当与具有此等素质不无关系
。

更何况其

中不乏
“

骄黯不逞
” “

脱罪亡命
”

之徒
。

因此
,

从另一方面讲
,

流移集聚之处
,

社会不安定

因素随之增多
,

若加之相应的地理环境条件和社会契机
,

往
‘

往易生发
“

绿林
”

团伙或
“

流而

为寇
” 。

荆襄 山区便是一个典型例区
。 “

四方流移杂处
,

醇梗相半
” “

其地多崇岗丰餐
,

民

事漂悍而恒拘押
。

虽岁时群处
,

往往以财才相雄长
,

有侠风
。

四方游民其琐尾批离与挺而走

险者多逸其中
,

久而滋煽
,

因易为乱
。

承平以来
,

剧盗数起
” 。 “

岁丰则火耕 水 种 以 避

差
,

岁饥则啸集争夺而 为盗
,

其来非一旧 矣
” 。

从事农垦者如此
,

采矿冶铸者更甚
, “

常

宁
、

桂阳地产铅锡多利
,

富商大贾贸易其中
,

四方亡命之徒往往依之
,

凭 山 阻 险
,

实 为 盗

蔽
” 。

。 荆襄 山区之外
,

大别 山区
、

幕阜山区
、

湘南 山区不少的
“

深 山穷谷
、

幽脊丛林
”

为
“

盗贼奸究
、

神出鬼没
、

盘踞 山险
” , “

皆比为招寇之蔽
” ,

以至屡剿复聚
。

山区之外
,

大泽重湖之区亦是如此
。

鄂黄一带
“

上接洞庭
,

下通彭舍
,

又故盗燕也
。

倏

而鸟翔
,

倏而兽逸
” 。

武汉一带
, “

汉洒之间
,

湖泊辽旷
,

雀苇茂密
,

盗贼窜匿之区也
。

正德间
,

丘仁
、

杨清

倡乱于汉川之同家
,

啸聚万人
。

⋯⋯嘉靖间
,

汉川风门河一带
,

上下数十百里
,

群盗 出没
,

截没商船
”

洞庭湖区
“

波涛浩渺
,

往往寇盗乘之
,

操舟啸聚
,

莫可洁御
” “

洞庭据东南都会之上

流
,

巨寇据以为乱
。

故今五岭三湘之间
,

皆长蔽大泽
,

寇每乘之啸聚奔驶
” 。

江汉平原
“

湖破数泽
,

不下数百这
,

且与武
、

汉
、

荆
、

岳为北邻
,

而 白螺
、

洞庭之寇

常啸聚于此
” 。 “

四维湖 山相半
,

如沙洋等处
,

素称盗贼渊数
” 。

邵洲脑
“

联络九真白湖
,

四望一壑
,

黯寇潜匿枝浦
,

伺商舶经由劫掠为梗
” 。

。 这些以广阔的水域
、

便捷的水道为行

动依托的
“

盗贼
” ,

组成了有特色的两湖
“

江湖盗
”

群
。

明代中后 期
,

尤其遭遇 自然灾害的年份
,

两湖各地
“

盗寇
”

到处生发
、

此伏彼起
,

,

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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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人 口状况有密切关系
。

检阅当时有关地方文献
, “

盗蔽
” “

盗贼啸聚
”

之区随处可见
。

仅《天下郡国利病书 》中载明者即不下数十处之多
,

如此社会秩序
,

对明清之际以至清代社

会有着重大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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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 《沉陵县志 》等
。

⑨祝翔 嘉靖 罗田县志 》卷二
、

卷六
。

⑩ ⑧ ⑧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 》卷七十二
。

函赓音布 光绪 《德安府志 》卷三 , 康熙 《德安安陆郡县志 》
。

项忠
‘

抚流民疏
,

载 明经世文编 》卷

参见《创治郧阳府记 》
,

载 嘉庆 郧阳府志
·

地理 》, 创置竹溪县治记 》
,

载 同治 竹溪

县志 》卷
。

⑥⑧ 隆庆 《岳州府志 》
,

卷十一
、

卷七
。

⑩⑩ 崇祯 《长沙府志 》
,

卷一及本文注 ⑥
。

⑧昊亮嗣 《论荆楚水灾疏 》
,

载 光绪 黄州府志 》卷三十六
。

曾维伦 《风教论 》
,

载 光绪 《黄梅县志 》卷六
。

杨舰 《复黄巡抚书 》
,

载 嘉靖 《常德府志 》卷十八
。

《武冈州乡土志
、

氏族志序 》
。

⑧ 同治 《浏阳县志 》卷六
。

⑧林祥缓 同治 汉川县志 》卷二二
。

⑥ 同治 《沉陵县志 》卷十
。

⑧于慎行 《谷山笔尘 》卷十二
。

⑧桂曹 《湖广图序 》
,

载《明经世文编 》卷一八二
。

参见童承叙 嘉靖 《污阳州志 》卷九及本文注 ⑧
、

⑥
。

⑧ 万历 《湖广总志 》卷十一
。

函参见本文注 ③④
。

陈光前 万历 《慈利县志 》卷八
。

⑧ 康熙 《增修华容县志 》卷一
、

卷三 , 乾隆 《华容县志 》卷四
、

卷十
。

⑧舀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 》卷七五
、

卷七六
。

明代湖广军户问题
,

另文专述
。

⑥ 康熙 《潜江县志 》录《万历旧志 》序文
。

⑧ 万历 《巴东县志 》卷三
。

隆庆 《岳州府志 》卷十一 , 嘉靖 《常德府志 》卷十八
。

⑧ 嘉靖十年户部尚书题本
,

转见《历史论丛 》第一辑页
。

参见本文注 ⑥及 同治 《平江县志 》卷十四 , 道光 《湘阴县志 》卷二
。

谭钟麟 同洽 《茶陵州志 》卷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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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嘉靖 《涌阳州志 》卷八 同治 汉川县志 》卷二二 , 同治 《武陵 县 志 》卷十六 ,

万历 《湖广总志 》卷三二 康熙 《潜江县志 》卷十
。

函《明经世文编 》卷六三
。

参见弘治《衡山县治 》卷 , 弘治《黄州府志 》卷 嘉靖《罗田县志 》卷 , 万历 《郴 州 志 》卷

嘉靖 《大冶县志 》卷 光绪 《桃源县志 》卷 , 同治《临湘县志 》卷 乾隆《华容 县 志 》卷 ,

同治《石首县志 》卷 同治《茶陵州志 》卷
。

⑩参见本文注 ④及 万历 《慈利县志 》卷二
。

同治 《宁乡县志 》卷二四
。

圆 顾彩 《容美纪游 》
。

⑧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 》卷七八
。

⑧马文升 《添风宪以抚流民疏 》载 《明经世文编 》卷六二
。

陈全之 《蓬窗 日录 》
。

⑩ 梁材 《议处郧阳流通疏 》载《明经世文编 》卷一 五
。

责任编辑 徐云鹤

上接 第 页 得了共识
。

另外
,

对于在收

入膨胀中起着恶性推动作用
,

造成极坏社会

影响的各种获取非法收入的腐败 与 犯 罪 行

为
,

要用法律与行政手段严历打击
,

并铲除

其滋生的土壤
。

第四
,

关于脑体收入倒挂的问题
。

主要

表现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机关
、

事业单位职

工工资远低于 以休力劳动为主的企业职工工

资
。

主要原 因是企业工资分配 已逐步引入市

场机制
,

而机关
、

事业单位工资却仍继续处

于传统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休制与行政调控

之下
,

其工资增长受到
“

财政否决权
”

的严

重约束
。

改革思路应是
,

机关
、

事业单位的

工资分配也要从计划经济的轨道转入市场经

济的轨道
。

但这不是主张机关事业单位也投

入市场
“

创收
” ,

而是指机关
、

事业单位的

工资也应以劳动力市场价格为基础 由国家支

付
,

它与企业工资的区别只在于劳动力需求

主体的不 同 企业或国家 与工资基金来源

的不同 企业成本或财政支出
。

作为机关
、

事业单位最基本支出的工资应在财政安排中

得到优先满足
,

保证大体相当于企业工资水

平的工资支付能力
。

当然
,

这要以机构与人

事制度的改革 精简机构
、

裁减冗员等 和

劳动力流动机制的形成作为配套条件
。

综上所述
,

现阶段双重体制下
,

我们首

先必须明确工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工资

体制
,

由此才能正确分析认识工资分配领域

存在的问题与选择
,

坚持正确的改革思路
。

两类性质的工资分配 问题正是过渡时期体制

碰撞与摩擦的结果
。

不能急功近利地企图解

决某些问题就把工资分配又拉回计划经济体

制中去
。

对于转轨时期难以完全避免和消除

的一些问题
,

我们必须将共看作体制改革的

成本或代价
。

为了减少这种成本
,

我们应加

大改革力度和加快改革步伐
。

总之
,

坚持市

场取向的工资改革思路
,

在此前提下正确认

识和妥善处理好双重体制时期的各类工资分

配 问题
,

把改革步步深入地推向前进
,

是实

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工资体制改革目标的唯

一正确途径
。

责任编林 曾德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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