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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唐宋移民对湖南经济的影响 

薛政超
1, 2 

(1.云南大学 历史学博士后流动, 云南 昆明 650091； 

2.邵阳学院 湖南省魏源及湘西南文史研究基地, 湖南 邵阳 422000) 

【摘 要】在唐宋时期, 移民不仅加快了湖南地域传统农垦地带的开垦, 而且促进了原来较少开发的边僻地区

的开垦,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在移民的鼓励与倡导下, 铸造、丝织和制茶等手工艺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商

业在特定时期也得到了较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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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唐宋时期的湖南移民研究, 谭其骧先生所撰《湖南人由来考》[ 1] (P163 -233)、曹树基《湖南人由来新考》[ 2] 和葛剑

雄等撰六卷本《中国移民史》[ 3]等皆有涉及, 但关于这一时期的移民对湖南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目前尚无专论。本文试从农

业、手工业和商业三个方面简要论述唐宋移民对湖南经济的影响。 

一、移民与湖南农业 

(一)移民对传统农耕地带的开垦。 

湘江流域和洞庭湖地区是湖南传统的农垦地带,这里土壤肥沃, 迁徙方便, 对于一般民户移民而言, 只要条件允许, 他们

都会优先考虑迁入这些地区, 这一点在氏族资料上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 如洞庭湖区的岳阳, 唐代移入2例, 五代移入7例, 宋

代移入13例；平江唐代迁入16例, 五代7例, 宋代45例；湘阴唐代1例, 五代14例, 宋代23 例。湘中之长沙唐代3例,五代16例, 宋

代28例；湘潭唐代4例, 五代2例, 宋代20例；湘乡唐代2例, 五代6例, 宋代49例。湘南之衡阳, 唐代2例, 宋代22例, 衡山唐代

3例, 五代2例,宋代19例。[ 4] 这些移民的迁入, 肯定会促进对土地的利用与开发, 而在战乱后迁入者之作用尤其明显, 如南宋乾

道四年前后, 湘北地区因受战乱影响而人口稀少的“常德府已耕垦及九分以上, 澧州及七分以上, 其余州郡亦五分以上下。”[ 5] 

(卷258)其原因在于“江南狭乡百姓, 扶老携幼, 远来请佃。”[ 6] (卷174 《食货上》)同期之“(荆湖)南路有袁、吉壤接者, 其

民往往迁徙自占, 深耕穊种, 率致富饶”。[ 6] (卷88《地理四)他们的到来使本地农业耕作得到很快恢复和发展, 有的移民还通

过精耕细种而致富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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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民对边远地区的开发。 

唐宋湖南移民不仅迁入传统农垦地带, 而且还迁向原来较少开发的边僻地区。在唐前期, 郴州北岭山谷中有移民迁来“种

田烧险谷, 汲井凿高原” 。[ 7] (卷274, 戴叔伦《桂阳北岭偶过野人所居, 聊书即事呈王永州邕李道州圻》)唐柳宗元居永州时(永

贞、元和间), 亦见有人进入偏僻山区“芟山而更居”。[ 8] (卷29《钴鉧潭记》)在唐代有多少人户如上述两例农民一样逃入湖南

山区刀耕火种、开垦生息, 尚难估计, 但毫无疑问, 这已经成为唐代湖南移民之重要去路。五代至宋代时, 移民开始大量迁往

西部与西南沿边州县与溪洞。如梅山地区原为蛮徭所据, 开发程度不高, 五代时有14例移民迁入, 宋代时这一地区迁入移民个

案达133例。[ 4] 北宋熙宁时宋政府在此设安化、新化二县,应与先期迁入的移民对这一地区的开垦与开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设

县后又吸引了更多的移民前来开垦。北宋熙宁后, 随着宋政府开边拓境政策实行, 湘西地区迁入移民数量增多, 如“徽、诚蛮

多典卖田与外来户”。[ 9] (卷345, 元丰七年五月己酉)沅州等地因“官田并山畬园宅等荒闲甚多”, 有“全、永、道、邵州人户

往请射”。[ 9] (卷274, 熙宁九年四月庚寅)又沅州等地“拘籍地土, 拨充屯田, 作营田, 其余召人请佃, 租米约有万计。”[ 10] (食

货2之7)南宋绍兴时, 沅州等地继续“将空闲田土召人承佃纳租, 补助岁计。”[ 11] (卷11《辰州议刀弩手及土军利害扎子》)边

境地区之地方政府为增加收入而召人请佃土地, 对边境州县与溪洞的开发无疑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北宋政和之后至南宋时, 鼎、

澧、辰、沅、靖、邵、永、道、郴、衡、桂阳等州(监)搜括土地以招募亦兵亦农的刀弩手, 因设刀弩手的主要目地是防御溪洞

蛮徭, 则其屯驻之地应是靠近溪洞一带的边境地区。刀弩手人数众多, 如鼎、澧、辰、沅、靖五州在北宋末时共有刀弩手1万3 千

人, 若将其家庭人口(平均以五口计)计算在内, 总计应超过6万余人。其他六州亦应有相当之人数。这些“无事则耕作自赡, 有

警则集而用之”的刀弩手及其家属应募迁来, [ 12] (卷44, 绍兴元年五月戊午)同样也会大大促进边境地区的开发。 

由于自唐初开始、尤其唐天宝后有大量移民迁入湖南境内, 湖南土地开发与生产技术水平也随之不断提高, 到唐元和时, 

湖南之湘中与衡州被称为“奥壤”之都府, [ 13] (卷500, 权德舆《尚书度支郎中赠尚书左仆射正平节公裴公神道碑并序》)湖南之

地成为唐朝廷“每岁赋入倚办”之江南八道之一。[ 14] (卷14《宪宗纪上》引李吉甫《元和国计簿》)唐太和三年时又被人称之为

“地称沃壤, 所出常倍他州”[ 13] (卷966, 阙名《请令孟琯兼往洪潭存恤奏》)之地, 所有这些都标志着湖南已成为重要的粮食

生产基地, 但其中又以湘中、湘南(衡州)地区(即湘水流域)为主。宋代时, 湘水流域在移民不断迁入的背景下得到持续开发, 而

湘西与湘西南等地之边远区域的也因移民的大量迁入而使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发展较快。[ 15] 

二、移民与湖南手工业 

移民对手工业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唐末五代时马楚移民政权对手工业的发展上。一是铸造技术。马楚国于乾化元年(911年)

“开冶铸天策钱, 文曰天策府宝, 铜质浑厚, 径寸七分, 重三十铢二参。”[ 16] (卷67《武穆王世家》)后晋天福五年(940年)楚

王马希范与溪州刺史彭士愁以立铜柱为盟, 其柱“高一丈二尺, 入地六尺, 重五千斤” [ 17] (卷末之248《艺文》)无论是所铸铜

钱, 还是所铸铜柱, 都表现出了较高的铸造工艺水平。二是丝织业。马殷时, 采用扬州人高郁的建议:“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 

大大提高了民间种桑养蚕的积极性, “未几, 民间机杼大盛”, 完全改变了“湖南民不事桑蚕”的生产局面。[ 18] (卷274, 后唐

同光三年闰十二月)三是制茶业。开平二年(908年), 马殷听从高郁建议, “听民自采茶卖于北客, 收其征以赡军”, [ 18] (卷266, 

后梁开平二年七月)湖南种茶业得以迅速发展, 制茶工艺也随之有很大提高, 出现了“枕于茶”等名茶, “皆甘香不减顾渚”。
[ 17] (卷61《食货六》) 

另外, 北宋神宗时, “潭州浏阳县永兴场采银铜矿所集坑丁, 皆四方浮浪之民”, [ 9] (卷 293, 元丰元年十月己未)这些浮

浪之移民对湖南采矿业的发展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移民与湖南之商业 

唐宋移民对湖南商业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马楚移民政权当政之时。史载:“初, 楚王马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 由是四方商

旅辐凑。”[ 18] (卷274, 后唐同光三年闰十二月)马殷不仅用免税等开放政策吸引各地商人来湖南做生意, 还派人到各地去经营



 

 3 

买卖, “于汴、荆、襄、唐、郢、复州置回图务, 运茶于河南、北卖之, 以易缯纩、战马而归, 仍岁贡茶二十五万斤”, 马氏

的这些措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湖南由是富赡” 。[ 18](卷266, 后梁开平二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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