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湖广填四川
”

与四川流民问题

刘 源

发生在清代初期至中叶的
“

湖广填四川
” ,

乃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流民迁徒活动之一
。

在

它开始的时候
,

作为民间 自发的谋求生计方式与政府恢复社会生产的政策相结 合
,

这一活动

曾经使凋敝的川省经济迅速得到复苏
。

但是
,

当它继续发展到清代中叶
,

由于在川省出现了

严重 的人多地少的矛盾
,

由此又导致了严重的流 民问题
。

本文试图根据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所藏的清代档案等有关 史料
,

分析该活动对清代四川地区的政治经济的影响
、

发展及其结果
。

一
、
“

湖广填四川
”

的源起及其人员构成

“

湖广
”

一般 指湖南
、

湖北二 省
。 “

湖广填四川
”

这一活动是指湖南
、

湖北
、

陕西
、

甘肃
、

广东
、

广西
、

江西
、

浙江
、

福建等省移民进入四 川开垦荒地
,

因以湖南
、

湖北二省的移民为最多
,

故称
“

湖广填四川
” 。

这一活动原是 自发的移民活动
,

即以此处无生计之 民
,

去开垦彼处荒芜之地

于此地可济之 民哑腹之苦
,

于彼地可增纳粮之力
。

清朝初年
,

被战火浩动过后的四川地 区
,

人 口锐减
、

土地荒芜
、

经济调敝
,

在全国范围来

讲
,

已经是遭受战争摧残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

据载 四川地区
,

百姓苟存的不及一二
,

而可

拼的沃土 良田荒芜的则达十之八九
,

这就造成了流民大量向四川地区流动的历史可能性
。

流

民大量进入四川的原因是多样的
,

从其人员成份及构成方面分析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一 大西农民军失败后其余部留住四川

明末
,

当李自成率军从河南
、

湖北入陕西
,

并直迫北京时
,

农民大起义的另一位领袖—
张献忠

,

则率兵在西南方活动
。

 年由楚入川
,

在成都建大西政权
,

年号大顺
。

采取
“

暂取

巴蜀为根
,

然后兴师平定夭下
”

的作战方略
。

张献忠由于长期在湖广地区作战
,

兵源 由初起的

二万余人
,

发展到入川时的四
、

五十万 人
。

其中除少部分将领是起义初期的陕西等省人士外
,

大部分为湖广一带地 区的农民群众
。

年
,

在清兵的残酷镇压下
,

张献忠遇伏而亡
。

大西军

即宣告失败
。

其余部在孙可望
、

李定国等人率领下退往云贵坚持斗争
,

但也有许多被打散的义

军战士留住四川
,

成为清初流民留住四川的一个组成部分
。

二 湖广人为逃避荒欠入川
自明代中期以来

,

湖广地区不断发生水
、

旱
、

蝗等自然灾害
,

加之瘟疫流行
,

民不聊生
。

接

踵而来的便是米价上涨
,

地主官僚肆意盘剥敲诈
,

穷苦百姓无以生存
。

而四川地区 自古以来
,

一向被认为是 富庶地区
,

很早以前
,

就有
“

天府
”

之称
。

当时流传着许多传说
,

更增添了湖广等

省份人对
“

天府之国
”

的想往
。

他们搭帮结伙
,

进入四川
,

这批人主要是为了躲避荒欠
、

瘟疫
,

因而他们进入四川是盲 目的
。

三 清政府
“

招民垦荒
”

在经受了长期以来战争摧残的四川
,

其情形 已不可言状
。

史料记载
“
川省自经明季兵

变
,

地广人烯
。 ”

人 口 已降到了四川地 区历代人 口总数的最低线
。

到处是有可耕之田而无可



耕之民的荒凉景象
。

清政 府为巩固发展其封建统治
,

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在客观上有

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措施
。

一方面实行
“

镯免赋税
”

在直隶
、

奉夭
、

四川
、

浙江
、

福建
、

广

东
、

广西
、

云南
、

贵州等省免征
“

地亩银
” 、 “

人丁银
”

和
“

历年旧 欠
”

另一方面实行了
“

奖励垦荒
”

政策
,

在此期间
,

清政府下令招民垦荒
。

顺治十四 年经户部议准
“

督
、

抚
、

按
,

一年内垦至二千

顷以上者
,

纪录
,

六千 顷以上者
,

加升一级 道
、

府
,

垦至一千顷以上者
,

纪录
,

二千顷以上

者
,

加升一级 州
、

县
、

垦至一百顷以上者
,

纪录
,

三百 顷以上者
,

加升一级 卫
,

所官员
,

垦

至五十顷以上者
,

纪录
,

一百 顷以上者
,

加升一级 文武乡绅
,

垦至十顷以上者
,

现任者纪

录
,

致仕者给扁族奖
。

其贡
、

监生
、

民人有主荒地
,

仍听本主开垦 如本主不能开垦者 该地方

官招 民给与印照开垦
,

永 为己业
。 ”

根据这项政策
,

川省邻近各 省民人纷纷被招入 川垦荒
,

由于有
“

招民授职
”

的规定
,

因而地方官的积极性颇高
。

又因开垦荒 田可
“

永为 己业
” ,

故湖广

民人亦踊跃入川
。

到了康熙七年
,

招民授职之例已经停止
,

但因四川情况特殊
,

故政府采取了

特殊的照顾政策
。

康熙二十年旨
“

今湖广
、

江西
、

福建
、

广东
、

广西
、

既 已荡平
,

俱属内地
,

其招

民议叙
,

不准行
、惟四川

、

云
、

贵招来流移者
,

仍准照例议叙
。 ”

众多无生的湖广穷若百姓
,

在

此政策的刺激下
,

继续涌入四川
。

四 寄居他 省的 回籍 川人

明末清初 许多四川人为躲避战争
,

流入他省
。

清政府规定地方官查令回籍
。 “

蜀中民寄

居邻省者
,

现在查令 回籍
。

而山川险阻
,

行李艰难
,

地方各官
,

有捐资招抚
,

使归故土者
,

请

救议叙
。 ”

这样做
,

使许多在外 省投奔亲友的四川人
,

重回故土
。

五 湖广人入川经商

随着流民大量地流入四川
,

带来了他们本地的农业及手工业
、

商业的经验
,

谏四川地 区

的小农经济 活跃起来
,

手工业和商业也随之恢复和发展
。

不少专门从事小商小贩的湖广
一

人
,

入川从事手工业劳动和经营商业 贸易
,

一些人便长久地在四川居住下来
。

这些商人
,

有的一

人投资或合伙投资在四川地区兴建了
“

会馆
” ,

这种会馆创办的最初 目的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

保护商人的经济利益
,

具有
“

行会
”

的性质
。

二
、

清政府鼓励流民人川及
“

湖广填四川
”

政策的终止

清政府对各省入川的民人开垦田土给予了较大的优惠政策是 岁劝垦升科 开 垦

荒田永为己业 入川民人准存入籍 给开垦者以 口粮
、

牛种 等等
。

湖广人入川的 目的

是 为了谋求生路
,

但这些优惠政策大大吸引了湖广人
,

更加刺激了湖广人入 川的行为
,

即成

为流 民入川不可遏制的动力
。

流民纷纷入川
,

一传十
、

十传百
,

人们搭帮结伙
,

以陆路
、

水路向

四川涌来
。

康熙三十一年
,

四川巡抚噶尔图疏言
“

清查四川户 口 田粮
,

除补足原额外
,

计所

增产名十九万七 千九百六十五 口
,

田地八万八千五百顷有奇
,

,

应征地丁银两等项十二万五千

九百九十二两零
,

米三千六百三十三石零
。 ”

由此可见
,

入川民人之规模和垦荒成效
。

流 民的大量流入
,

一改过去四川
“

地广人稀
”

的状况
。

人们可以插地为界
,

开垦荒地
,

即归

己有
。

且开垦越多
,

还给予奖赏
。

经过数十年的开垦至康熙末年
,

四川的荒地已基本开垦完

毕 史料载
“
前云南

、

贵州
、

广西
、

四川等省
,

遭叛逆之变
,

地方残坏
,

田亩抛荒
,

不堪见闻
。

自

平定以来
,

人民渐增
,

开垦无遗
,

或沙石堆积
,

难于耕种者
,

亦间有之
。

而 山谷崎岖之地
,

已

无弃土
,

尽皆耕种矣
”

此时
,

四川的 田土 已基本开垦完毕
,

可是流 民依然纷纷前往
,

人 口 还



在持续增加
。

康熙皇帝于五十一年谕曰
“

嗣后湖广民人
,

有往四川种地者
,

该抚将往种地民人

年貌
、

姓名
、

籍贯
,

查 明造册
,

移送 四川巡无
,

令其查明
。 ”

对入川的湖广流民有 了一定的约

束力
。

可以这样说
,

清政府的
“

招 民垦荒
”

政 策到此 已告结束
。

清代
,

在全国被称为最的移民活

动
“

湖广填四川
”

到此亦应告终结
。

三
、 “

湖广填四川
”

的作用

流民入川及时地解决了四川地区迫切需要劳动力
、

开垦了荒地
、

解决了人民温饱的问题
,

同时还刺激了四川地区经济的开发
。

这些来自不同地 区的人们
,

不管从思想
、

意识
、

语言
,

还

是生 活习惯
、

习俗
、

生产方式
,

都在四川地区大融合
、

大交流
,

使得四川地区的生产经济迅速

恢复和发展
。

不仅如此
,

这些人还往往是农商并举
,

不仅开垦荒地
、

种植农作物
,

而且还从事

商品作物的栽培
,

如在河岸种植烟草
、

甘蔗等
。

他们还参与了矿业 的开发
,

如灶场
、

煤矿等其

它行业部门的活动
。

清政府实施以
“

湖广填四川
”

的政策是大见成效的
。

流民曾作为主要的劳动拓荒者
,

解决

了当时四川地 区极端缺乏劳动力的问题
,

使大量 已经荒芜的田地得以 垦种
,

农业生产得以复

苏
。

这对 当时四川地区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起着重大的积极和推动作用
,

并对四川地区的

政治
、

经济的 日后发展奠定 了基础并带来深远影响
。

四
、

流民人川继续发展及其后果

“

湖广填 四川
”

尽管对四川地 区的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
,

但随着土地分配的完

毕
,

这项政策 已告停止
。

最初
,

清政府号 召并鼓励湖广人入川垦荒
,

但对此既无组织也无计

划
,

所以说
“

湖广填 四川
”

从一开始就潜藏着危机
,

它的盲 目性直接导致 了此项活动的混乱
,

特别是乾隆 中后期
,

流民问题 日益恶化
。

康熙末年
,

土地 已基本分配完毕
,

这一时期
,

川省人口 与土地 占有 比例是基本平衡的
,

如果清政府能够果断地采取相应措施
,

控制流 民的发展
,

那么情形会好的多
。

可是到了雍正

时期
,

各省又在纷纷传说
“

谓川省之米
,

三钱可买一石
。

又有一种包揽棍徒
,

极言川省易于

度 日
,

一去入籍
,

便可福饶
。 ”

湖广等省民人继续盲 目地进入四川
,

出现了失控局面
。

乾隆时

期
,

四川的流民间题变得尤为突出
。

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务张广泅在奏章中说 川省
“

因前明

兵变之后
,

烟户凋敝
、

田土荒芜
。

兹惟我国家定鼎以来
,

德泽涵濡
,

百年之间
,

休养生息
,

人民

已极蕃庶
,

田土已尽垦间
。 ”

如果说康熙末年
,

四川田土 已基本开垦完毕的话
,

雍正时期仍

保持开垦势头
,

那么到了乾隆时期
,

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
。

湖广地区早些进入四川的人大都获得了每户三十亩水田或五十亩旱 田
,

还配有牛具
、

籽

种
、

口 粮等 由于那时
,

既没有现俄化信息工具
,

也没有现代化通讯设施
,

人们的信息传送 只

停 留在口 头上的传闻
,

人们争相传送着四川地区易度 日的消息
。

此外
,

湖广地区的人们还认

为
“

川省地土 广衍
,

年 岁丰熟
,

纵无荒土可垦
,

尚可墉工佃种
,

易于觅食 ⋯⋯
”

这样
“

易于觅

食
’,

的地方
,

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湖广等省民人
,

就连一些本来就很富足的湖广地区的大户人家
,

或家族
,

也携家带 口
、

远涉山水
,

进入四川安家
。

除此外
,

湖广地区灾害不断
,

亦造成 民人外

流的直接原因
。

仅乾隆八年贵州镇 远镇总兵冷文瑞奏报楚粤民人迁移入川情形时描述
“

自本



年间四月十二 日起至五月十七 日止
,

合计所过 民人男妇大小共一千八百三十六名 口
。

内有被

灾搬移就食者 有穷苦无业技托亲识开垦者 有先年在彼置有产业今始搬移就彼落业者 又

有在彼贸易回家后去者 ⋯ ⋯
”

一个月左右时间
,

就有这么多湖广人经此入川
,

那么湖广人

大量入川的规模即可想而知了
。

人 口的迅速增加
,

必然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

很多后期入川的

湖广人 自然而然地沦为佃农或成为无业游 民
。

这些人 由于不得温饱
,

便开始
“

聚众闹事
” 。

这些

被官府称为
“

不法奸民
”

三五成群
、

什人结伙地会集在一起
,

自发地在 山间
、

林中拦路抢劫
、

袭

击大户
、

抢夺富家资财
,

以求生存
。

他们从一开始 自发地结合在一起
,

无 口与
、

无 目标
,

发展到

后来的推举 自己的首领
,

起立 自己团伙的名称
,

有组织地在一起活动
。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以

湖广流 民为主要成份的咽噜党
。

四川巡抚纪山在一份咨文中说
“

川省地方
,

有湖广
、

江西等

省外来无业之人
,

学 习拳棒
,

并能符水架刑
,

勾引本省奸棍
,

三五成群
,

肆行乡镇
、

集场之 间
,

名曰
‘

咽噜子
’ ,

强索酒饭
、

盘费
、

行凶抢夺
,

往来招示
,

羽党浙多
。 ”

咽噜常常聚集一起
,

学

习拳棒
,

自制刀剑
,

打击富豪
,

进而抗拒官兵
,

与散居 四川各地的贫苦农民的反抗斗争 自然

地结合在一起
,

成为共同对抗封建地主豪绅
、

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一股势力
。

五
、

清政府对日益严重的四川流民问题所采取的措施

清政府
“

湖广填四川
”

政策的实施
,

接踵而至的
,

却是清政府始料不及的后果
。

面对愈演

愈烈
,

日趋严重的流民问题
,

迫使清政府采取措施控制流民问题的发展
。

其实在流民问题发

展过程中
,

清政府 已注意到了流 民问题
,

并采取许多属于
“

疏通
”

和
“

防范
”

的措施及办法
。

例

如 乾隆二十年
,

当四 川总督黄廷桂奏报川省湖 广流民聚集会馆
,

地方官员前往查
‘

办时
,

乾

隆 只在折子上批道
“

知道了
。

刁 风固不可长住
,

因浮言轻举妄动
,

以致酿成事端
。 ”

此时
,

乾隆的心态非常 明了
,

他十分俱怕地方起事
,

因为
“

川省 自瞻对用兵而后
,

继 以金川之役
。 ”

特别是金 川之役
,

乾隆大动干戈
,

耗 费巨款
、

调兵遣将
、

兴师动众
。

战争过后
,

创伤未平
,

他无

论如何也不愿再投入更大 的精 力对待流民这一问题
,

仅 以地方官 出面办理即可
。

乾隆中期
,

地方官屡屡上奏
,

强烈要求禁止各省民人川
,

可是乾隆在处理流民问题上
,

总是显得比处理

其它问题温和的多
。

三十二年
,

乾隆在答付阿尔泰禁止各省民人赴 川时的谕中说
“

所奏 尚于

事理未协
。

前因岳钟演奏
,

外省民人入川
,

往往习为匪类
,

应请设法稽核
。

曾降旨阿尔泰
,

令

其详酌经理
,

特为地方剔除咽匪起见
,

初非为各 省民人强分较域
,

多方防禁
,

徒滋扰也
。

况此

等无业贫民
,

转徒往来
,

不过以川省地广粮多
,

为 自求口食之计
。

使该省果无余田可耕
,

难以

自赡
,

势将不禁 自止
。

若该处粮价平减
,

力作有资
,

则生计所趋
,

又 岂能概行阻绝 且邻近该

地之湖广
、

江西等省
,

均属朝廷子民
,

抚绥本无异视
。

即如 口外各处
,

向来直隶
、

山东等属贫民

前往垦荒糊 口者
,

亦难尽行驱逐
,

又何论蜀中腹地耶
”

所以
,

在乾隆所实施的措施主要以

防范滋事
、

稳定流 民为主
,

而对流 民中的
“

不法奸民
,

咽噜党的措施更加严厉和强硬
。

其措施

的基本内容是
‘

一 整顿入川流 民

对于来川的流民规定
“

外来流丐
,

保正督率丐头稽查
,

少壮者递 回原籍安插
,

其余归入

樱流等所加以管束
。

自是立法益密
” “

遇有入川民人
,

领有印照者
,

验明放行
。

未有印照者细

加盘谙
。

若实系 良民
,

即问明姓 氏
、

人 口 数 目及原籍村庄住址
,

并现住川省何州县落业
,

有何

田产
,

倚何亲友
,

逐一查明登入档册⋯⋯
”

使出入均有所稽核
。

这样一来
,

地方官按档册巡



察
,

如有不相符合之处
,

立即勒令回籍
。

二 实行保 甲之制

清政府认为对于控制流民
,

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实行保 甲之制
,

并 多次重 申
,

严格保甲
。

四川按察使仓德奏陈
“

查州县挨编保 甲
,

自第一家至十家为一牌
,

立一牌头
,

稽查十家
。

自

第一牌至十牌为一 甲 立 一 甲号
,

统室十牌头
。

自第一甲至十 甲为一保
,

立一保正
,

统率十甲

号
。

日须 由城为厢
,

由近而远麟次编联⋯⋯
,

乃能井然有条不紊
。 ”

四川大面积地推行保甲

制 控制流民的出入
。

不仅如此
, “

凡甲内有盗窃
、

邪教
、

赌博
、

赌具
、

窝逃
、

奸拐
、

私铸
、

私销
、

私

盐
、

晒抽
、

贩卖硝磺
,

并私立名色敛财聚会等事
,

乃面生可疑之徒
,

责令专司查报
。 ” “

其外来

流丐分散
,

各保 甲稽查约束
” 。

三 查禁 咽噜

清政府对以湖广地区流民为主所组成的咽噜党进行了镇压
。

乾隆帝颁发上谕
“

倘有流为

盗贼
,

如川省咽匪之类
,

则实力惩治
,

毋使养奸贻累
。

既不绝小民觅食之路
,

又可清间阎之

源
,

斯两得之
。

著将化传谕湖广
、

江西
、

四川各督抚
,

令其妥协办理
。 ”

又谕
“

此得搬移入川

民人
、

,

其不法奸徒及往来唱噜子等类 固应尽法究治
,

并伤一切卡隘加意稽查
。 ”

一般情况

下
,

对于捕获的咽噜递回原籍收管
,

永远不得出境
。

四 查禁会馆

对于湖广 人建立起的会馆严加查方
,

勒令关闭
,

并永远禁止开建会馆
。

对该地方印官和

失察各官
,

均予严行议处
。

’

五 查禁
“

邪教
”

咽噜在川的势力日渐庞大
,

他们频繁活动
,

搔扰了地方官府及其秩序
。

乾隆中后期
,

白莲

教徒在川陕楚三 省接壤的地方传教
,

立即得到咽噜的响应
。

地方官对此尤为慌恐
,

连连具奏
“

咽匪滋扰
,

邪教萌生
,

⋯ ⋯此时保甲比平时更为吃紧⋯⋯ 倘咽匪邪教潜匿境内
,

致生事端
,

即将该保甲分别惩处
。 ”

廖

由于清政府采取这些措施
,

使得 由流 民组成的民间组织的斗争形式发生变化
,

变得更为

隐蔽
。

他们散居于 四 川各地
,

发展 自己的 力量
,

行踪遍及整个川东北和川西北地区
。

咽噜 自制

武器
,

装备 自己的刀 量
,

活动渐成规模
。

他们常常攻入县城
,

捣毁 官役衙门
,

参预抗捐
、

抗税
、

闹娠
、

抢米
、

抗官
、

抗击清兵
。

乾隆末年
,

他们与日莲教汇合
,

形成强大的反清力量
。

,

纵观
“

湖广填四川
”

及其所导致的 四川流民问题的历史概貌
,

如同其它客观事物一样
,

它

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
。

清初
,

贯彻
“

湖广填四川
” ,

并能有效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

是因为它顺应了社会发展之需求
,

符合了当时几经战乱之后
,

社会经济巫待恢复
、

人 民欲求

安 定的愿望
,

使四川这块富庶之地从荒凉
、

凋蔽的状态中恢复了它的本来历史面貌
。

但是
,

“

湖广填四川
”

在贯彻执行过程中
,

出现了清政府始料不及的问题
,

它的演变和发展逐渐形成

了强大的
、

不可阻挡的流 民潮
,

这种势潮在一种惯性作用下延续
、

发展
,

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对

这一严重的四川流民问题采取措施来进行控制
。

清政府
“

湖广填四川
”

政策的改变
,

尤其是清

政府对由湖广流 民发展起来的咽噜进行 了
“

镇压
” ,

这又逼迫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民走上反抗
。

从而
,

我们可以得出一点 清代的流民问题
,

已经成为社会的大症结
。

简言之
, “

湖广填四川
”

这一政策的实施以及它的延伸和发展
,

不是孤立的
、

偶然的社 会

现象
,

它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
,

也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

由此证明 被人们一贯奉
‘ ,

为清代社会经济发展最高峰的
“

康乾盛世
”

所隐藏着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

这一



大批流民的反抗斗争
,

一次次地形成 向清政府王朝的冲击波
。

《清史稿 》卷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九
。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九十六
、

二十七
、

一百五十六
、

二百四十九
、

二百五十
。

《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六十六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以下简称一史馆 藏
,

张广泅奏折
,

乾隆八年六 月二十一 日

同上
。

一史馆藏
,

冷文瑞奏折
,

乾隆八年七月初 四 日
。

一史馆藏
,

张广泅奏折
,

乾隆九年四月二十四

一史馆藏
,

黄廷桂奏折
,

乾隆二十年二月二十七 日
。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二十五
、

七百八十四
、

三百六十七

一史馆藏 冯钦奏折
,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十二 日

一史馆藏
,

仓德奏折
,

乾隆九年十月二十八 日

一史馆藏
,

吴虎炳奏折
,

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一史馆藏
,

上谕档
,

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十四 日

一史馆藏
,

文缓奏折
,

乾隆四十年三月初二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