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四川移民

地名空间分布和移民的省籍比例探讨 

黄 权 生 1,杨 光 华2 

【摘  要】: 移民地名是历史上移民活动的投影, 浓缩了大量的移民信息。 四川地名对明清之际的“ 湖广填四川”这一

段历史有较强的反映。 四川移民地名空间分布规律是:战乱影响剧烈地区, 前代土著遗存较少, 移民地名较多, 反之战乱影响

较少, 土著遗存较多, 移民地名较少;移民首选移居地是交通便利、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 故四川移民地名沿江及平原地区高于

边远山区;四川移民省籍来源由于自然环境、社会文化背景与空间距离的因素湖广籍占了约 60%, 与重庆、四川地区流传的“ 湖

广填四川”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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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对地名影响巨大 ,移民史研究为地名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而地名研究也为移民研究弥补了文献资料的空白 ,两

者可以相得益彰 , 共同进步[ 1]。地名可以较直接反映移民空间分布 ,既可悟又可视 ,能指示历史上的政治 、经济文化变化 ,

从地名可透视无限丰富的文化内涵 [ 2] 。因此地名变迁中移民因素是不可忽视的 , 地名变迁过程中也反映了移民本身的变迁

状况 [ 3] 。在任何时候 , 地名标志着某一个时代 ,反映着这个时代的某种特征 [ 4] 。“湖广填四川”在四川地名中有较强

的反映 。本文以原四川(含今重庆)行政区域为范围 ,对明清时期的移民地名进行探讨 。在我国古地名中 ,县级以上的行政区

域名有史可证 、有章可据 , 而今县级以下的镇 、乡级及乡级以下的地名则文献记叙相对较略 ,甚至没有记载 。在明清之际 , 

整个四川因战乱造成“土著仅十之一二”之说 。据研究 ,动乱之后 ,整个四川只剩下 50万人左右[ 5]。由于居民的剧烈减少 ,

甚至整乡整村的消失 , 一些乡村地名也随之减少或消失 。在后来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中必然产生大量新的地名 ,这些

地名反映了大量的明清移民情况 ,地名成为“湖广填四川”的历史见证。 

笔者以 20 世纪 80 年代原四川省编修地名录为基础进行统计研究 ,按时间划分为明代移民地名和清代移民地名 。明代移

民地名如 :荣县文昌乡伍家冲“元末明初 , 荣境多为湖广人流迁入籍谋生 , 此为伍姓占地 , 故名”[ 6]。 清代移民地名按

移民信息分为三个层次 ,清代一级移民地名 :其地名信息中移民籍是非四川籍 ,注明移民后所在地及命名缘由 。如垫江县谢家

坪 :“湖广进四川 , 姓谢的在此为业 。”[ 7]二级移民地名 :此类地名没有移民来源地 , 时间是明之后 , 或是没有时间信息

但有插占 、迁移信息 , 其地名是移民而产生的则为二级移民信息 。如 :北碚区马家沟“清初 , 马家迁此沟内定居 ,故名”。

北碚区东阳乡袁家湾 :“袁家迁来此湾定居 ,故名”[ 8]。三级移民地名 :会馆地名 , 如 :简阳县石桥镇江西街 :“清朝时 ,

迁居此地江西人建一会馆而得名 。” [ 9] 另外还有其他相关地名 , 如反映明清战乱的与张献忠有关的地名 ,如 :三台县八洞

乡仁和桥 :“传说 , 明末八大王(张献忠)剿四川 , 此桥下二人未被杀 ,故名 。”[ 10]及战乱后移民恢复经济的川主及城镇地

名等 , 本文只作辅助参考 。本文希望通过对四川移民地名的空间分布规律探讨分析研究 , 移民地名籍贯比较 ,以及移民地名

蕴藏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动态信息试析 ,进一步认识明清两次“湖广填四川”这个特殊历史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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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川移民地名空间分布探讨 

笔者所凭借 20 世纪 80 年代四川省各区(市)县地名录有 200 多个 ,不便一一列举 , 由于篇幅之限 , 四川移民地名数量

众多 ,所含信息量大 ,非一文所能及, 本文时间以清代为主着重分析整个“湖广填四川”移民地名分布空间分布规律与特点 。

四川省和重庆直辖市相关地名统计结果列表如下 : 

 

  说明:上面各表资料来源四川省 80 年代编纂的各市(州)县(区)地名录(合川至今还没有编录地名录, 笔者以合川方志

办和政协所藏地名卡片为统计数据), 其中缺城口县、峨边县、得荣县、炉霍县、龙泉驿区, 一共有 211 个县(缺 5 区县)。除

重庆、万县、涪陵地区政区以 80 年代市或地区为统计区划以及今眉山市含原乐山地区, 资阳市在内江地区统计外, 其余按今天

行政区划统计, 其中遂宁地区原为绵阳地区, 绵阳地区的广元、旺苍、剑阁、青川加上南充的苍溪县成立广元市单独统计。大

英县为后增设县, 80 年代所统计地名录故无。 

  如表 1 所示明代移民地名 160 个 , 清代一级移民地名共有 1 344 个 ,二级移民地名共 720 个 ,会馆地名 59 个 , 

一共有移民地名 2 283 个 , 以统计的 206 个区(市)县求平均数为县均 11 .08 个 。地名是时代的标志 , 是历史的见证 , 陈

正祥先生认为地名不仅能反映当地的地理环境 , 更能反映古代民族迁移或征战的痕迹 , 是文化遗产 , 有似化石 ,有文化层

的指标作用 [ 11] 。葛剑雄先生认为 :“ 在原始地名出现大规模的 、系统的转移的情况下 , 这种方法(地名学方法)就 更加 

有 效 , 有 可 能 据 此 复 原 整 个 移 民 过程 。” [ 12] 表 1 是整个四川移民地名总概 , 并不能直观看出其分布规律 , 

下面表 2 就可较直观的看出移民地名空间分布规律与特点 。 



 

 

  说明 :上面各表资料来源四川省 80 年代编纂的各市(州)县(区)地名录(合川至今还没有编录地名录, 笔者以合川方志

办和政协所藏地名卡片为统计数据 , 其中万县含万县市 , 叙永县有 12 个 , 没统计到表上。 为统计之便, 其中几个县是跨

区域(流域)或两区域之间如中江县、开江县 、蓬溪县、安岳县、乐至县等, 宜宾县不属沱江流域 。 

  上述重庆直辖市 13 区县有 432 个 , 占了所统计的重庆直辖市 40 区县(缺城口)548 的 79 %;会东县 、宁南县 、盐

源县 、西昌县 、德昌县 、汉源县 6 县共 207 个移民地名 , 是雅安地区 、凉山地区 、渡口地区 、阿坝地区 、甘孜地区 60 

余州县川西高原及峡谷山区 246 个移民地名中的 84 .15 %;上述 47 个区县一共有移民地名 1 682 个占 206 个 县 级 所 统 

计 移 民 地 名 2 283 个 的 比 例 达 到 73 .67 %, 上述县均 35 .8 个 ,其他许多县只有几个 , 甚至没有 , 其中阿坝地区 

13 县才 11 个移民地名 , 1 县不足 1个 , 甘孜 地区 18 县一 共才 2 个 移民 地名 。 大 大低 于 11 .08个县均移民地名

数 。 整个大四川各地区移民地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巨大差距呢 ? 下面结合 表 1 和表 2分析其成因 。 

首先 , 明清战乱 多 、持续时 间长的 地区 , 人口耗 损大 , 地名更替较多 , 移民地名就多 。其中人们对“八大王屠

四川”之说是妇孺皆知 , 今所见县志及家谱也都有记载 。 光绪十一年《大宁县志》引《蜀碧》“崇 祯十二年 八月 , 张献忠

寇蜀 , 官军败绩于汤家坝” 。族谱载“ 经献贼之乱 , 避难返楚 , 清初复来蜀 , 仍居故土”[ 13]。潼南《萧氏族谱》《入

川各支脉派氏考》 :“明末清初 , 时代变迁 , 崇祯十七年甲 申岁 , 西 蜀之 道八 大王 张献 忠 , 兵 焚烟 灭„„(清初)

吾族随令入川 „„”[ 14]涪陵县城郊黄旗口 :“ 明末 , 张献忠义军经此 , 曾在河边插黄色军旗 , 故名 。”蔺市老房子 :

“传说此房屯驻过张献忠的义军 。” [ 15] 前面笔者已讲到张献忠义军并没有乱杀人 , 但战争必然使人口耗损 , 故有 :“相

传明末清初张献忠在此与官军激战 ,双方及百姓死亡上千人 , 故名 。” [ 16] 明清战乱地名很多 ,笔者统计与张献忠有关地

名 161 个 , 其分布全在张献忠大西军主要活动的区域 , 重庆直辖市现有 43 个与之相关地名 , 成都平原及周边有 40 余

个 , 南充地区 7 县就有 35 个 , 县均最高 。 故有“ 自明季丧乱遭献贼屠孑遗流换 ,土著稀简” [ 17] 。巫山县“土著人

甚鲜” [ 18] 等说法 。 任乃强先生称 :“至顺治 七年时 , 蜀人 大体已尽 „„叙 、泸 、重 、涪 、万 、遵 义与 松 、

茂 、雅 州保 宁一 带 , 略 有 人迹 而已 。” [ 19] 而大量移民地名对战争的破坏和人口耗损有较强说明 。 如 :江津李市

熟田沟“早年耕耘过 , 明末清初因兵患 , 荒芜 , 后为湖广入川者发现 , 故名 。”[ 20]奉节河水田 :“湖广填川此地无人烟 , 

野兽在此喝水 , 谐`喝水' 为河水 。”奉节蒿治坝 :“明清时 , 湖广移民入川 , 此地荒无人烟 , 坝里长满蒿子 , 谐音得名 。”

[ 21]以上地名中所含信息 , 说明明清之际战乱对四川破坏是空前的 。康熙年间陈祥裔《竹枝词》 :“芳树烟笼闻豹啼 , 汉

家陵寝草萋萋 。”反映战乱后的环境状况故有 :“崖悬青石接猫坪 , 一片荒山虎豹生 。”在顺治三年“ 疫复有虎患 , 重庆当

流贼残杀之后 , 几不遗民 , 五年戊子大旱 , 群虎白日出游” [ 22] 。 而正是由于战乱人口锐减 , 土地荒芜 , 造成“ 有

可耕之田 ,而无种田之民”[ 23]。 需要大量移民补充四川地区 。 胡昭曦先生认为移民入川动机有三 , 一是迁出地灾荒 , 而

迁入地则有两点 :首先是明末张献忠 , 残破四川后田园荒芜资源弃地 , 其次是巴蜀之富庶 [ 24] 。从上表 2 可看出移民地



 

名分布十分密集的川东 、川中的沱江和嘉陵江流域及川西平原地区正是明清之际张献忠义军活动频繁地区 , 是战乱破坏的空

前区域 , 也是移民集中地区 , 移民地名分布就必然多 。 

其次 , 自然条件优越的平原和平坝是移民迁移地首选 。康熙时陆箕永《锦州竹枝词》 :“村虚零落旧遗民 , 课雨占晴半

楚人 。 几处青林茅作屋 , 相离一坝即比邻 。”其注云 :川地多楚民 , 绵邑为最 。地少村市 , 每一家即傍林盘一座 , 相隔

或半里或里许 , 谓之一坝 , 由此可见移民迁移地选择趋向 。 从表一和表二可看出 , 川西平原和“嘉 、涪 、岷 、沱”四

江及长江沿江发达地区移民地名非常多 ,且相当的集中 。 德阳地区 5 市县 208 个 , 县均 41 .6 个 。川西平原被誉为“ 天

府之国” , 是西南经济最发达地区 ,有“ 地沃土丰 , 奢侈不期而至”之说 , 德阳县 :“山原肥沃 ,有渔泽之利 。”明清移

民迁入量必然多 。 故德阳县有 52个 , 广汉县有 137 个 。内 江地区 338 个 , 9 县市 , 县均 37 .56 个 。明代四川经济

重心东移南迁 , 成渝东大道形成 , 内江成为川东与川西交通的中枢[ 25]。 自贡地区(自贡市 、富顺县 、荣县 3 县市)共 313 

个 , 县均 104 .33个 , 为各地区单位量之首 。 自贡地区以产盐闻名于世 , 如富顺产盐“为全省盐场之冠” ,形成“县境富

饶甲于全省”的局面 [ 26] 。川东北地区山地约占总面积 80 %左右 [ 27] ,因其地处大巴山 , 不利垦殖 , 故巴中地区 4 县

才 14 个移民地名 , 广元地区 5 县才 1 个移民地名 。 

从一个区域横向比较也可看出 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对移民选址的巨大影响 。例如整 个重庆直辖市地理空间横向看 , 重

庆地区明代移民地名 33 个 , 一级移民地名 182 个 , 二级移民地名 158 个 , 会馆地名 10 个 , 合计 383 个 。老重庆地区

统计的 21 个行政区县 , 平均每区县移民地名 18 .24 个 , 如果将渝中 区 、沙坪坝区 、大渡口区 、南岸区 、九龙坡区 、

江北区作为整个大市区 , 与涪陵地区 、万县地区统一统计口径 , 则平均每区县移民地名为 23 .94 个 ;万县地区明代移民地

名 6 个 , 一级移民地名 86 个 ,二级移民地名 22 个 , 会馆地名 3 个 , 合计 117个 。以 10 个行政区县计算 , 平均每区

县 11 .7 个 ;涪陵地区明代移民地名 10 个 , 一级移民地名 27 个 , 二级 11个 , 合计 48 个 , 平均每区县 4 .8 个 。 而

老重庆市土地面积 22 341 平方公里 , 比万县的 29 483 平方公里与涪陵的 29 526 平方公里面积要少[ 28]。从上面分析可

以看到无论是从绝对数量还是区县平均值重庆地区一个地区比万县地区 、涪陵地区移民地名多得多 , 出现这种差距的原因是

历代老重庆经济较万县 、涪陵地区发达 , 自然条件优越 , 以丘陵平坝为主 , 水利耕作方便 , 人口承载量大 , 有较好的农

业基础 , 人类活动的趋利性使后来的移民自然选择平坝缓丘开垦拓殖 , 容纳移民数量多 , 移民地名也就相对较多 , 聚居移

民人口较多 , 因移民而命名的地名概率相应亦高 , 反观万县 、涪陵地区 , 自然条件不如老重庆 , 不仅平坝缓丘较少 , 而

且多高山 、峡谷 , 不利灌溉 , 在移民吸纳量上就较少 。巴县“水陆交通 , 商务繁盛 „ „皆以本境为中心 , 而转输上下

游各埠” [ 29] 。 故巴县一县有 73 个移民地名 , 而明代移民地名 15 个 , 清代一级移民地名 56 个 ,都居直辖市 41 区

县之首 。 万县地区和涪陵地区行政区县数 、土地面积 、人口数量都几乎一样 , 最具可比性 。 前者 117 , 后者 48 , 相

差两倍多 , 原因也在于前者较后者经济相对比较发达 , 云 、开 、万 、梁等平坝地区在唐宋时期就是农业相对发达的地区 , 

人口承载量相对较多 , 该地又处于水陆交通线上 , 是入川门户 , 万县元代后一直是川东第二大港口 , 在明清时已成为川东

商品第二大集散地[ 30]。另一方面 , 笔者前 已讲到黔江地区明清战乱影响相对较轻 , 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地 , 地区开发较晚 , 

故较万县地区少则在情理之中 。 

川西南会 东县 、宁南县 、盐 源县 、西昌县 、德 昌县 5 县共 187 个移民地名 , 其大都分布在气候温暖 , 土地肥沃

的安宁河谷 、邛海低地和长江沿岸 。 早在唐宋时安宁河冲击平原已有熟田地 , 故史载 :“ 地宽广 , 多水泉 , 可灌粳稻 。”

[ 31]元代 其地是 “山 清水 秀 , 土 广人 稀 , 田地 膏腴” [ 32] 。 乾隆时王廷取《盐源 竹枝词》“收 获无多岁 亦荒 , 

马蝗堡下别炎凉 。 县官不是栽花手 , 要垦山田 种杂粮 。”讲的是盐源官员带头垦殖情况 。清郑知同《(宁远至雅州)途中竹

枝词》 :“越嶲六日始经过 , 边缴由来弃地多 。 纵有良田皆汉姓 , 教他蛮子种高坡 。”其注 云 :凡有平原大抵汉人占籍 。 

第三 , 交通便利是重要因素 。 从表 2 可看到自川江下游向上 , 有奉节县 、云阳县 、万县 、涪陵县 、南岸区 、巴

县 、江津县 、永川县 、荣昌县 、璧山县 、宜宾县 、泸县 、会东县 、宁南县都是沿江县市(区)或离江非常近的市县移民

地名非常 多 , 14 区 县共 474 个移 民地 名 , 县 均 33 .86 个 ;非沿江的巫溪 、开县 、梁平 、垫江 、石柱 、武隆 、

彭水 、黔江 、酉阳 、南川 、秀山 、大足 、綦江 、铜梁 14 区县的移民地名为 62 个 , 县均 4 .43 个 。 二者比较 , 沿



 

江的区县移民地名为非沿江地区的区县为 7 .65 倍 , 二者差距甚大 。当时移民拓荒垦殖 , 插占为业为主要目的 , 故清人陈

谦《竹枝词》“五方杂处蜜如罗 , 开先楚人来更多 。 闽人栽蔗住平地 , 粤人种芋住山坡 。”就是讲的移民垦殖 , 而交通便

利易到达目的地是 重要条件 。 这在移民地名 释名中也是体现明显的 , 如巴县侯家堡 :“ 清初 , 侯某移民入川在此堡插占

为业故称 。” 巴县杨家湾 :“ 清初湖广移民入川时 , 在此插占为生 , 故称 。” 巴县罗家湾 :“ 清初 , 罗姓移民入川 , 在

此插占为业 , 故称 。” [ 33] 荣昌余家后湾 :“ 清初 , 余姓从湖 广来 川插占 此湾 。” 荣 昌兰 家坝 :“ 清初 , 兰姓

入川时插占此坝 , 名兰家坝 。” 荣昌何 家大湾 :“清初 , 何姓入川时插占此湾”等 [ 6] 。嘉陵江有北碚区 、合川县 、

遂宁县 、安岳县 、乐至县 、蓬溪县 、南充县 、南部县也是移民地名分布较多地区 。 原因同长江沿江区县 ,有嘉陵江之利

也 。清人张乃孚《巴渝竹枝词》“ 谁言蜀道青天上 , 百丈牵船自在游 。”即言水道之便 。 即使邻水和开江县虽不邻江 , 但

其近江 , 地偏南 , 是陆路要道 。沱江流域有富顺县 、隆昌县 、威远县 、内江县 、荣县 、资中县 、资阳县 、简阳县等

是移民地名分布最多地区 。 清人顾印愚《府江棹歌》 :“锦城南下寄篷舸 , 可爱磷磷石底江 。行尽青衣三百里 , 白沙翠竹

日推窗 。”可见明清时成都东行多泛舟南下 。黎小龙先生指出 :“明末张献忠率数十万大军(以湖广籍为主)入川 , 清初`湖广

填四川' 的大规模移民 , 都主要由峡路(包括水道及沿江陆路)进入西南四川的 。 沿江 上 行 , 成 为 众 多外 省 移 民 选 

择 的主 要 通道 。” [ 34] 整个四川涪 、沱 、岷 、嘉等河流为移民提供了交通方便 。明代 四川经济重心 东移南 迁 , 成

渝东 大道形成 , 内江成为川东与川西交通的中枢[ 25]。 沱江流域地处明清重庆和成都两大经济中心之间 , 而其水陆都十分

畅通 , 不似川北有秦岭大巴山之阻 , 明清移民往返其间 ,移民活动更易在地名中沉积成为历史的见证 。 

第四 , 中心城区地名更替相 对较快 , 移民地名非常少 , 而其郊县数量则激增 , 而到边远郊县又递减的趋势 。这不仅

体现在成都重庆大城市 , 中等城市也是如此 。如泸州市才 1 个移民地名 , 而郊县泸县有 23 个 ;万县市有 5 个 , 郊县万县

有 18 个 ;宜宾市 2 个 , 宜宾县 37 个 ;南充市 1 个 , 南充县 17 个 ;绵阳市 2 个 , 三台县 34 个 ;自贡市 2 个 , 富

顺县 94 个 , 荣县 218 个 。 以整个老重庆市为讨论范围看 :渝中区 、沙坪坝区 、南岸区 、大渡口 、江北区和九龙坡区

的城区移民地名非常少 , 而其郊县的巴县 、北碚 、璧山则激增 , 再向郊县的铜梁 、大足和长寿又大幅度减少的趋势 。 如

原涪陵地区 , 城关镇无一移民地名出现 , 而城郊 、龙潭坝 、珍 溪和蔺市区都 各有三个 移民地名 。而到周边的整个丰都

南川则仅有一 、两个移民地名了 。而其西南的彭水 、秀山则几 乎没有移民地名出现 。其原因 :首先是战乱后川东地区中心

城镇仍保留了一部分原明土著人口 ;其次是城镇人口流动大 、各地人杂居 、商业发达 , 地名更替相对较快 , 造成移民地名

少 ;第三与移民主体的湖广移民的目的和其特点有关 , 当时官府招民拓垦 , 其主要是针对荒芜的农村 。 而湖广移民特点主

要也是以占田地 , 开荒拓业为主 , 这种移民特点也造成市镇的移民地名相对较少 , 但中心城镇的郊县移民地名又特别密集 , 

而再到 边远区县则又 降低呈三级 分布趋势 。这从会馆地名和川主地名也可 看出城镇地名较农村更替更快 。会馆地名主要

分布在城镇如 :江津县江西街“ 清康熙年间 , 盐商郭姓捐资建万寿宫 , 郭以祖籍江西名街” 。重庆市中区桂花园 :“清末 , 

此外有江西会馆 , 馆周围有桂花树 , 因此得名 。” 市中区陕西路六巷 :“ 原名赣江街 , 因江西省会馆设此而得名 , 后改

现名 。”[ 35]江北区浙江亭 :“ 清代浙江省旅渝同乡在此修建会馆 , 馆前修有亭子 。 故名 。” [ 36] 均在城区 。 清定

晋岩樵叟《成 都竹枝词》 :“会馆虽多数陕西 , 秦腔梆子响高低 。”另“三山馆本苏州式 , 不及新开四大园 。”另“石狮称

为石马巷 , 江南馆住宁波人” 。 所描述的会馆都在城市 。川主庙则主要在乡村 , 綦江珍溪区回龙庙 :“ 清乾隆时 , 建川

主庙于象龙回转的小山冈上 , 故名 。”城郊区行驰庙 :“ 清代后期建的川主庙 。”赶水区川主庙 :“ 此处建有一庙 , 庙中

塑有川主神像 , 故名 。” [ 37] 康熙对陈祥裔《巴渝竹枝词》“川主祠前卖戏声 , 乱敲画鼓动荒村” 。其诗所讲川主祠(庙)

是在“荒村” 。笔者所统计川主地名 314 个 , 蓝勇先生所统计有 325 个川主会馆 [ 38] , 笔者所统计会馆地名 59 个 ,蓝

勇先生所统计会 馆 1 400 个[ 25](p524) 。蓝勇先 生认为川主庙体现了古代乡土文化信仰及传承 , 是土著人口保留较多的

结果 。 笔者 认为移民对四川乡土信仰 文化的认同 , 加速了移民(以及土著)彼此信仰的趋同性 , 打破了省籍间的阻碍 , 使

四川文化得以整合 , 这种整合是建立在移民相互交流 , 经济交往频繁的基础上 , 反过来文化的认同又促进了经济的共同发

展 。   

二 、移民地名中移民的省籍统计分析 

全川一共有明清省籍移民地名 1 038 个(含山东 、青海 、河北各 1 个), 湖广籍有 832 个(都含明代移民地名)占整个省



 

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 80 .15 %。广东 53 个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约 5 .11 %。 江西 51 个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

数的 4 .91 %。 陕西 23 个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 2 .22 %。 四川 19 个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 1 .83 %。 贵

州 16 个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 1 .54 %。云南 12 个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 1 .16 %。 由此可见四川移民是多

省籍构成 , 一共有 18 个不同省籍移民地名(湖广算 2 省), 几乎包括清代所有省份 。嘉庆时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 :“大

姨嫁陕二姨苏 , 大嫂江西二嫂湖 。”另“ 北京人雇河间妇 , 南京人佣大脚三 。西蜀省招蛮二姐 , 花缠细辫态多憨 。”六对

山人《锦》又称“ 北人馆异南人馆 , 黄酒坊殊老酒坊 。 仿绍不真真绍有 , 芙蓉豆腐是名汤 。”都描述了四川各省移民杂处

省籍众多的情形 。 其中省籍 移民地名多者为湖广和广东及江西三地移民 , 与曹树基先生所认为的人口多者省份相同 [ 39] 。

故道光时王正谊《达县竹枝词》 :“广东湖广与江西 , 客籍人多未易稽 。”从这里也可证明从四川地名研究四川历史上的“湖

广填四川”是有一定的客观性 。 湖广籍移民地名最多 , 占了绝大多数 。 而其他省籍分布也相对集中 , 一些省籍移民地名

少 , 但几乎分布在一个区域 。下面参照各省籍移民地名列表 , 探讨其产生的原因 。 

蓝勇先生在研究影响移民籍贯 地理分布的地理和社会因素有三点 :一是地理位置反映的距离递减规律 ;一是移民来源的

社会历史因素 ;一是移居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状况 [ 25] (p57) 。 

四川省(含重庆直辖市)区县地名录中注明移民省籍的移民地名统计如下 : 

 

  以上资料来源于四川省八十年代编纂的各市(州)县(区)地名录(合川除外), 其中缺城口县、峨边县、得荣县、炉霍县、

龙泉驿区, 一共有 211 个县(缺 6 区县)。以上各市或省辖地区均简记为某某市, 政区以八十年代市或地区为统计行政区划与表 

1 略有不同, 甘孜州还有青海籍一条, 成都市有山东、河北各一条没有列入表格。孝感(含麻城)、湖北、湖南籍为湖广籍重复

统计, 故不记入有省籍贯移民地名统计总数。 

  川西平原和德阳 、绵阳地区省籍移民地名 , 三市有 174个有省 籍 移 民 地 名 。 湖 广 籍 有 121 个 , 所 占 比 

例 为 69 .54 %;陕西籍 15 个 ,所占比例为 8 .62%, 占整个陕西籍 23 个的 65 .22%;江西籍 14 个 , 所占比例为 8.05 %;广

东籍 13 个 ,所占比例为 7 .47%。有 12 种不同省籍移民地名 。川东北(原 80 年代南充达县地区 , 含今天广元 、广安 、巴

中)省籍移民地名 , 有 171 个 ,湖广籍有 155 个 ,所占比例为 90 .64%, 广东籍 8 个 , 其余都不足 5 个 ,四川 4 个 , 江

西 3 个 , 陕西 2 个 。有 5 种不同省籍移民地名 。 



 

川中地区(原内江地区 , 含今自贡 、资阳市)省籍移民地名 329个 , 湖广籍 301 个 , 所占比例 91.49%, 广东籍 9 个 ,

江西 5 个 ,四川 4 个 , 陕西 3 个 。 贵州和福建各 3 个 。有 8个省籍移民地名 。 

川东地区(今重庆直辖市)有省籍移民地名共 230 个 ,湖广籍 196 个 , 占比例的 85.22%, 江西 14 个 , 广东籍 8 个 ,

贵州 5个 , 四川 4 个 ,陕西 2 个 , 浙江 2 个 , 河南 1 个福建 1个 。有 9种不同省籍移民地名 。 

川东南地区(含宜宾 、泸州 、乐山市)省籍移民地名 76 个 ,湖广籍 57 个 ,所占比例 75%, 广东籍 8 个 , 江西 4 个 ,

贵州 6个 , 云南 1 个 ,四川 1个 , 浙江 1 个 , 福建 1 个 。有 8 种不同省籍移民地名 。 

川西南和川西北高原(含凉山 、甘孜 、阿坝州 ,雅安和渡口市)省籍移民地名 53 个 , 湖广籍 2 个 ,所占比例不足 4 %,

江西 11 个 , 所 占 比 例 20.75 %;云 南 9 个 , 所 占比 例 16 .98 %;广东籍 8 个 ;西蕃 6 个 ,全川一共 7 个西蕃籍 , 

此居 6;贵州 5 个 ;江南 3 个全川一共 5 个江南籍此居 3;四川3 个 , 陕西 2 个 ,浙江 2 个 , 福建 1个 。青海 1个 , 有 

12 种不同省籍移民地名 。 

湖广籍最多 , 有 832 个 , 占整个明清 省籍移民地名 1 038 个比例的 80 .15 %,川东北 、川中 、川东地区最为集中 。

蓝勇先生研究指出明代 160 个移民地名应当作为土著人口计算 ,笔者所查明代 160 个移民地名绝大多数是湖广籍 , 这样计

算清代湖广籍所占比例为 76.51 %, 广东籍为 6.04 %,江西籍为 5.82 %, 陕西籍为 2 .62 %,但对湖广籍的主体地位影响不大 。

清人对湖广移民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有记叙 ,如康熙时陆箕永《锦州竹枝词》 :“村虚零落旧遗民 , 课雨占晴半楚人 。”乾隆时

合州张栋《合州竹枝词》 :“气候不齐连六诏 ,土音错杂半潇湘 。”清人胡用宾《旌阳竹枝词》 :“楚歌那得多如许 ,半是湖

南宝老官 。”笔者所见四川竹枝词惟有湖广籍有半楚 ,半潇湘之说 。在清人直观看来湖广籍在整个四川移民中当在 50 %以上 , 

而川东 、川中近楚其比例更高 ,胡昭曦先生据族谱和采访资料得出合川 107个族氏中有 80个是湖广籍 [ 24] (p161) , 占合

川的 75 %;曹树基先生认为湖广籍在川东几近 80 %,全川则为 60 %[ 39](p100) ;张国雄 、梅莉以氏族比较研究认为“川东湖

广籍为 62%, 川中为 56 %,川西为 53%” [ 40] 。学界所统计的是明清两代湖广籍移民比例 , 而蓝勇先生认为对清代湖广移

民在川东应占半数以上 , 而全川清代湖广籍为 35%[ 38](p271) , 虽显偏低但应是清代湖广籍移民比例底线 。 

湖广籍移民地名比例偏高原因 :(1)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绝大部分移民是湖广籍 ,明玉珍所率将士几乎全是湖北籍故有

“以随州明玉珍 „„在蜀有治行 , 凭借乡谊 , 襁负从者如归市 。以故蜀人至今多湖北籍者”。 明初“洪武中 ,平明玉珍 , 以

楚入川 ,故蜀人多麻城籍”[ 41]。 郭声波先生所绘明初 、清初两次“湖广填四川”形势图 ,明初绝大部分是在湖广范围 [ 42] 。

(2)明初湖广省面积比今湖北湖南二省大的多 , 其行政区域包括今天贵州 、广东等区域 , 可能明初移民后祖籍认同仍为湖广 , 

明代绝大部分是来自湖广 , 加上清初“湖广填四川”一半以上是湖广籍二者叠加 , 湖广籍其比例就在 50%以上 , 以至明清两

代移民地名达 80.15%, 整个湖广籍占五分之四强 。(3)从移民本身来说 ,在湖广籍是主体移民情况下 , 其他省籍移民将祖籍假

称(误传)是湖广也是可能的 。民间所传“江西填湖广 , 湖广填四川”其本身也为其他省籍误认为是湖广创造了条件 ,其他省

籍移民大多沿长江水路入川 , 大都会滞留湖广一段时间 ,这为误记省籍创造了机会 。(4)移民是二次移民 , 其他省籍移民湖

广后 , 再移民四川 , 其溯省籍大都为湖广 。如笔者收录《孙氏家谱》序曰 :“ „„有巫邑(巫山)而上溯麻城 , 由麻城而上

溯江西远绍 „„”谱例曰 :“ „„由江西衍湖广 ,继继承承固非一世一代而已矣 , 然前代失传勿弗言矣 , 而宾公自湖广入

川 , 定孙氏始基之祖 , 今谱中所录 , 故宾公为断 。” 以“宾公为断”,宾公后代溯祖籍必“自湖广入川”。就如“江西填湖

广 ,湖广填四川”一样 ,笔者听现在孙氏后代所讲祖籍是麻城孝感而非江西远绍 。笔者收录《谭氏族谱》序 :“ „„所历江

西河南而及湖广耒阳 „„逢春公于国朝定鼎之初 , 由耒入蜀 ,插业璧江城西 , 迤今二百有余岁矣 。”其后所讲支系均言自湖

广入川 , 笔者舅家《袁氏家谱》 :“袁姓祖始由江西袁州迁于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洗脚河黄土坎 , 明时又迁大昌起阳坝

而基业焉 。时起阳坝之有袁氏由此始也 。”整个袁姓均言“湖广填四川”不知有“江西填湖广”也 。(5)“湖广填四川”是一

个泛指而非一定特指湖广移民四川 , 在地名释名中也有体现 , 如 :永川永郊广东院子 :“传说 , 清初湖广移民四川时 , 此

院为广东人居住 , 故名 。”[ 43]笔者 2003 年 7 月在巴中通江八家坪也听到当地老人将陕西移民四川讲成清初“湖广填四川” 。

这些原因造成其他省籍皆称“自湖广入川” 或“湖广填四川” 。湖广籍占全川一半以上无疑义 。总的来看 , 明清两代籍贯



 

移民地名 80.15%, 清代为 76 .51%, 湖广籍都占绝对优势 。应考虑到湖广填民多为农业移民 , 形成地名的概率要大得多 。鉴

于以上缘由 , 清代湖广籍比例可下调 16 -17 个百分点 , 在 60%左右 。下面探讨移民籍贯地理分布的特点 。 

首先 ,我们看四川移民地名中地理位置反映的距离递减规律 ,湖广籍有 832 个所占比例 80 .15%。这湖广(湘鄂)距四川有

地利之便 , 外辅以长江水道交通之利有关 。前面讲到交通便利是移民地名分布多寡的重要因素 , 在这里也是湖广籍占绝对优

势的重要原因 。川西平原和德阳 、绵阳地区省籍移民地名湖广籍有 121 个 , 所占 174 个有省籍移民地 名 的 比 例 为 

69 .54%;较 川 中 91.49 %, 川 东 北 90 .64 %,川东 85 .22 %,都低得多 。宜宾 、泸州和乐山地区湖广籍所占比例 75 %,

较川中 91.49 %,川东北 90.64 %,川东 85 .22%也要低 。川西高原(含凉山 、甘孜 、阿坝州 , 雅安和渡口市)省籍移民地名 53 

个 ,湖广籍才 2 个 ,所占比例不足 4%, 反观云南 9 个 , 所占比例 16.98%, 仅次江西居第二 ;而川西成都平原和德阳 、绵

阳地区有陕西籍 15 个 , 所占比例为 8 .62 %, 仅次于 湖广籍 , 占整 个陕西 籍 23 个的 65 .22 %, 四川成都地区相比较而

言 , 因地理及地缘文化近陕西的缘故 , 陕西籍比例很高 , 故清末吴好山《成都竹枝词》 :“秦人会馆铁桅竿 , 福建山西少

者般 。”今重庆直辖市和凉山州各有贵州省籍的移民地名 5 个 , 川西南地区的泸州和乐山各 3 个 , 川中地区 3 个 , 16 个

移民地名全在毗邻贵州的区县附近 ,而川西和川东北 1 个都没有 , 这都体现了距离递减规律 。从上面分析与学界各省移民地

理分布成果基本一致 。即 :1.川西和川西南湖广移民较少 , 如 :成都 、德阳和绵阳地区为 69.54%, 宜宾 、泸州和乐山地区

为 75%, 而凉山 、甘孜 、阿坝州 , 雅安和渡口地区仅 4%。2.川西和川西北陕西移民较多 。3.川东地区湖广移民占大半以上 , 

广东和福建移民较少 ,而贵州移民相对较多[ 27] (p271) 。 

第二 ,移民来源的社会历史因素 , 四川文化与湖广文化比较接近 ,《华阳国志 ·巴志》叙 :“而江州以东滨江山险 , 其

人半楚 ,姿态敦重 。”今人学者研究巴楚文化由于巴楚先民长期毗邻杂居 ,战争引起文化交汇 , 通婚造成民族融合 , 习俗相

近形成文化认同 , 形成了巴楚文化 [ 44] 。此为人和 ;在当时清招募移民的主要目的是垦殖 ,政府鼓励改土造田 , 山地垦荒 ,

有四川“康雍复垦”和“ 乾嘉续垦”之说[ 42](p102 -109) ,而湖广移民擅长种植 , 尤其开荒 , 此为天时 。故康熙巴县陈

祥裔《竹枝词》:“渝江下与湘江接 , 怪道巫云尽楚云 。”清初湖广移民真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备 , 故其移民所占比例必

然独领风骚 。如 :开县岳溪区田冲子 :“湖广入川时唐姓将一片荒地开辟成一冲田故名 。” [ 45] 酉阳上下百地 :“据辰州

人(湖南)迁此 ,当地人送给他一坡荒地开垦 ,称为百地 。”[ 46]反观江西移民地名中绝大多数以经商开店为主 。云阳云安镇

江西街“ 清初 , 江 西人在此街经商故名 。” [ 47] 江津油溪区江西街 :“清康熙年间盐商郭姓捐资建万寿宫 ,郭以祖籍江

西名街 。” [ 20] 酉阳兴隆场 :“据传早年一江西商人安居在此 、生意兴隆故名 。”[ 46]重庆直辖市 14 例江西西移民地名

释名中从事商业与开店占了 9 例 , 超过一半以上从事非农业 。也正与江西商人擅长经商相符 。清中期嘉庆定晋岩樵叟《成

都竹枝词》 :“磁器店皆湖州老 , 银钱铺尽江西人 。”体现了江浙与江西人擅于经商 , 故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才会写

出 :“银色从来有定脭 , 元丝九五递加开 。怪他老表江西客 , 多认纹银是水汀 。” 

第三 , 移民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状况 。 前面讲到湖广籍移民以从事种植业为主 , 江西经商见长 ,在移民地名分布上 , 

湖广籍则多居丘陵和台地的沿江等区县 , 而江西 、福建 、浙江籍则居城镇 。 江西籍移民地名如云阳云安镇的江西街 、酉

阳兴隆场 、江津油溪镇江西街等地名 , 福建籍移民地名如沙坪坝茶亭 。重庆广东籍 8 例移民地名 ,除云阳上广 、奉节下广

地名外 , 其余都在永川和荣昌附近 , 如永川的广东院子 , 荣昌的骑龙穴 、广东坡 , 江津的广东湾 , 璧山的广东子等 。据

学者研究认为 , 广东移民多迁入川南地区 , 因盆地南部更适宜于种甘蔗和荔枝 , 永川地区与川南地区毗邻 [ 48] ,《华阳国

志 ·巴志》 :“江州县有荔枝园 。至熟二千石常设厨膳 , 命士大夫共会树下食之 。”《蜀志》江阳郡 :“东接巴郡 , 北接广

汉 , 有荔枝 „„”任乃强先生也讲到 , 江阳巴郡与巴东同属四川红盆地之长江河谷 , 均在北纬三十度以南 ,海拔三百公尺

左右 , 全年无霜雪 , 属亚热带气候 , 故物产大抵相同 [ 49] 。在古代重庆有荔枝园如汉晋重庆官荔枝园 ,宋元重庆荔枝圃 , 

宋元合川荔枝阁 ,宋宜宾定夸山园 ,宋泸州西园 ,宋泸州杜园 , 宋泸州母氏园 ,宋雅安安乐园 , 唐宜宾荔枝园 ,宋在这些园

内盛行荔枝宴[ 27](p164) 。到明朝时 , 荔枝完全退回到北纬 30°线以南 [ 42] (p287) ,而广东移民择适宜其原籍农副作物

生长的北纬 30°线以南的永川 、江津等地区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由于移民趋利性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区域是各移民

迁移地首选 , 富庶的成都平原尤为明显 , 嘉庆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描写成都 :“傍陕西街回子窠 , 中间水达满城河” 。

“康熙移驻旗人来 , 嘉庆八年旗学开 。”据自注称康熙六十年成都旗人由湖北荆州迁入 。 



 

总之 , 四川移民地名分布在明清战乱多持续时间长人口耗损大的地区 , 移民入川都选择交通便利且自然条件优越平原和

平坝丘陵地区 , 长江及其川中支流移民地名十分集中 。移民主要主体湖广籍移民占到 60%左右 , 移民籍贯地理分布与移民的

社会历史和移居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状况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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