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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历史上汉民族迁徙的大势及其与方言发展演化的关系龙

述了历代移民及其对汉语方言地理的影响
。

首先
,

从先周时代到西晋末年几次重要的南向移

民行动产生了南方各方言的最初渊源 ; 其次
,

西晋宋年以后由北面的三次汉族人民迁移决定

了汉语方言地理的基本格局 ; 第三
,

元代以后的末西向移民以及清代以来对东北和台琦的移

民对汉语方言地理作 了重要的补充
。

美健词 中国 历代移民 方言地理 影响

中国历代移民活动对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地理分布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

这一点正在创起

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共同注意

究工作做得还很不够
。

除了其他原因 以外
,

。

不过直到目前为止
,

对于移民和语言关系的研

重要的一条是移 民史本身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

尽

管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人 口迁徙活动
,

但是历史文献对此从不予以重视
,

那

怕是规模很大的移民过程
,

有时也只留下极为简咋零星的记载
, 造成了深入研究的困难

。

本

文将在前人和自己对移民史研究的基础上
,

探讨中国历史上汉民族迁徙的大势
,

及其与权语

方言发展演化的关系
,

以就正于方家
。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
,

上溯先秦
,

下及近世
,

代代不绝
。

人 口迁移的方式大别之有两类
,

一是人民自动的流 徙
,

一是政府有计划的移民
。

前者多由于战乱
、

灾荒
、

饥谨或人口弃膝所

引起
,

后者则是为了某种政治
、

军事或经济上的目的
。

纵观历史上所有的移民活动
,

其迁徒

大方向主要是由北而南
,

其次是 由东到西
,

反向而行的例子则比较少
,

这一重要地理特点产

生了汉语南方各方言的最初源头
,

并形成今天汉语方言地理的格局
。

现代汉语的北方方言自然是古代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及其后身汉族所用语言
,

盈过

数千年长期发展受周围少数民族语言影响的直接结果
,

而分布在中国南方的汉语其他方育翻

其源则发端于历史上黄河中下游地 区人民的几次南下移民活动
。

在南方昊
、

湘
、

粤
、

闽
、

翰
、

客六大方言中
,

要数吴方言的源头最为久远
。

据 《史记 一

吴大伯世家》 记载、 周太王之子太伯
、

仲塞为了让贤于其弟季历 (周文王之父 )
.

而趁地至今

江苏无锡一带
。

这个记载暗示三千年前的先周时代
,

在经过一场政治变动后
,

有一文移民从

映西渭水流域迁到江南太湖流毓 这支移民的文化比当地的荆蛮文化要高 , 衡以太伯
、

仲班



成了新居地的首领
,

建立了吴国
。

移民们所带来的语 言可能成为后来昊 方言的最早 渊源
。

比吴方言稍晚的是湘方言
。

湘方言来源于今天已不存在的古代楚语
。

操古楚语的楚族本

来居住在中原
,

一说在楚丘 (河南淡阳西南 ) 一带
,

一说以娜 (许昌东北 ) 为中心
。

在殷末

中原动乱的时候滋人由其首领幼解担领南迁至江汉流域
,

因此楚语被带到了湖 J比区
。

战国

时期
,

楚国南进占有湘资流域
,

古楚语又扩散到湖南
,

成为湘方言的源头

战国时期结束
,

秦代一统海内
, `

并且南逾五岭取得两广地区
。

岭南原是百越民族居住地
,

为

了防止他们的反抗
,

秦始皇派遗五十万军队戌守于地
。

这些戍卒所用的语言
,

成今 日的粤方

言的先声
。

福建本是 阂越族的家园
。

西权在此仅设一县以管理阂越人
。

东 汉末年
,

军阀混战
,

大量

派来移民从陆路和海路进入福建
,

于是从建安年间到西晋初年的八十年中
,

福建西北山地和

东部接连出现十三个新县
,

原始闽语应即 萌发于这一时期
。

翰
、

客语的出现最晚
。

江西地区古称袅头楚恳 应当是古吴语和楚语的交汇处
,

因此汉

代以前没有原始翰语的痕迹可寻
,

扬雄 《方言》 在江西也独留下空白滋西晋永嘉以后发生的

汉族人民大南徙的浪潮中
,

有部分北来移民达江西东部
,

他们带来的语言可以看成是赣
、

客

语的最早前身
。

·

上述所谓各方言的渊源
,

当然是指从历史文献方面所能追溯到的最早源头
,

、

并非说当时

已经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南方方言
。

现代汉语南方各方言是在上述 渊源的基础上
,

经过千百年

来多次移民活动所带来的新方言的不断冲击
,

发生取代
、

交融
、

渗透
、

混合而向前发展演化

的绪果
。

因此除了提及与方言渊源有关的移民外
,

更重要的是分析与现代 汉语方言地理分布

有关的重大移民过程
。

今天南方地区的汉语方言地理格局大致如下
:
吴方言在苏南 (除镇江以西 ) 浙江地区

、

衡方言在湖南湘资流域及广西东北角
,

粤方言在广东中部
、

西部和广西东南部
,

闽方言在福

敏除 闽西 )
,

粤东南和台湾大部
,

赣方言在江西北
、

中部
、

客方言在翰南
、

粤东北
,

闽西及

川石桂
、

台部分地区
,

北方方言中的下江官话在苏皖二省的江北地区 (除徐州
、

蚌埠一带 )
,

西甫官话在湖北 ( 除 东 南角 )
、

四川
、

云南
、

贵州及湘西
、

桂西北
、

河南南缘
。

一

本文所说的南方
,

在大多数场合下指的是淮水秦岭一线以南地区
,

而不专指江南
。

秦

淮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分界
,

在中国移民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汉人三次大南徙大致

是此线以北即中原地区的人民迁至此线以南
,

元代以后从东到西的迁徙活动也主要是从此线

以南的东部迁到此线 以南的西部
。

与移民史相对应
,

在方言地理上
,

秦淮一线自然具有同等

重要的意义
。

晋代以前
,

此线或许可以看成是南北方言的大致分野
,

西晋以后发生的三次

南下大移民才使北方方言大规模越过此线进入南方
,

从而逐渐改变了南方方 言 地 理的 布

局
。

L

第一次汉人移民大浪潮发生在西晋永嘉以后至南朝宋泰始年间
。

由于西晋末年的八王

之乱导致撇 . 少数民族的入侵
,

因此而压迫中厚大量汉人向南流徙
,

在永嘉元年至泰始二

年 ( 3 07 一 466 ) 的一百五十年间
,

从河北
,

山西
、

.

映西及 淮水以北的河南
、

江苏
、

安徽和

黄河以龙助山东等地
,

向南方拥来的流民达九十万人之众
。

这个数目约占西晋北方人 口的八

分之一
,

又 占到南朝刘宋人口的六分之一
,

换句话说
,

北方每八人就有一人南迁
,

而迁徙的



结果
,

又使南方人 口 中每六人就有一人是北方侨民
。

这么大数 目的移民并不是均衡地分散到南方各地去
,

而是集中分布在淮水 (在山东是河

水 ) 以南至太湖
、

那阳湖
、

洞庭湖以北地区及秦岭以南至四川成都之间
。

具体而言
,

在北方

偏东部的河北
、

山东 (黄河以北 ) 人民侨离在黄河以南的山东地区
,

黄河以南的山东
、

苏北

(及部分河北
、

皖北 ) 移民则更往南迁至江北杨州
、

雍阴及江南南京
、

镇江
、

常州一带; 同

时淮水以北的河南
、

安徽 (及部分河北
、

苏北 ) 移民则流向淮水以南
,

或更进一步到那东
、

皖南芜湖
、

九西九江一带
。

在北方偏西的山西及部分河南移民迁到湖北江陵
、

松滋
、

湖南安乡一带
,

陕西及介西北

流民则侨寓于 以襄阳为中心的那豫两省的汉水流域
,

而甘肃
、

陕北人民主要流向映甫汉中及

通向成都的川映通道上
。

更进一步而言
,

上述地域中
,

有些 区段的侨民呈高度集中状态
。

例如健康 (今南京 ) 是

东晋南朝的首都
,

自髓集以洛阳为主的履 j肪衣冠士族
,

而南京拼东的镇江一带
,

也竟

有北方侨民二十二万余
,

占到江苏全省侨民的十分之九
,

甚至比当地土著居民还多
。

由于迁

徙时间集中
,

侨寓地区集中
,

而且侨民的居住方式往往是聚族而居
,

不杂土著
,

在这种情况

下
,

侨民所带来的北方语言必然要对土著语言发生深刻影响
。

我们可以想象
,

在江淮之间
,

当时的北方方言已取得优势
,

在南京
、

镇江一带
,

北方方言恐怕已与当地原有的吴方育颇顽

奠定了今天下江宫话的最初基础
。

当时北方侨民语言和吴语的巨大差异在 《世说新语》 和 《

颜 氏家训》 等书中有很生动的描写
。

唐代人士也注意到这种由于移民活动所引起的语言变化

现象
,

诗人张籍的 《永嘉行》 写道
: “
北人避胡多在南

,

南人至今能晋语
” 。

所谓
“
晋语

”
显然

指的就是晋代北方移民带来的语言
。

在湖北地区
,

北方的
“
晋语

”
必然也对楚语发生冲击

,

而产生西南官话的最初端倪
。

因为东晋南朝采用侨置郡县的办法安顿北方流民
,

因此从侨州郡县的名 目和所领户籍数

可以推知侨民的原籍和 大致人数
,

从而对西 晋永嘉以后的第一次移民情形才得以有比较详尽

的了解
。

但是研究后来的两次大移民都没有这个便利条件
,

因此情形也就暗昧得多
,

以至于

中唐安史之乱引起的汉族人民的第二次南徙
,

就几乎没有人提到过
。

安史之乱发生在唐天宝十四年 ( 75 5 年 )
,

历时八载
,

战祸遍及黄河中下游地区
.

由于

这次叛乱还带上点民族斗争的色彩
,

并且由此向南英延
,

所以再度引起中原地区 (在唐是河

北
、

河东
、

关中
、

河南四道 ) 人民的向南流徙
。

湘唐书
·

地理志 》 耗
“ 目至德后

,

中原多故
,

襄
、

邓百姓
,

两京衣冠
、

尽投江
、

湘
、

故荆南井邑
,

十倍其初
,

乃置荆南节度使
。 ”

中原多故指的正是安史之乱
,

至德元年即安史

之乱的第二年
。

这一记载表明安史之乱不但的确引起北方人民 (包括长安洛阳的上族和鄂北

豫南的百姓 ) 的南迁
,

而且移民规模很大
,

致使湘匕江陵到湖南常德一带的户口增加了十倍
, .

并因而设立荆南节度使辖区 ; 同时移民的迁徙路程也比一次大移民走得更远
,

到达 洞庵湖以

南的湘水流域
。

北方移民不但到达洞庭湖流域
,

在东部还到达太湖流域
。

((I 日唐书
.

权德舆传》 续
:

.

两市蹂玻放胡骑
,

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
” 。

大约由龄江东人 口的增加
,

所以至德二年分润州
(今镇江 ) 置异州 (今南京 )

,

几年以后
,

又分宣州置池州
。

在南方中路的江南
,

更有大量北方移民的到来
,

这一点史籍虽无明确记载扩
`

祖从安史之

乱前后户 口的对比看来
,

却十分明显
。

“ ”
’

唐代后期发书的 ((k 和郡县图志》 保盯唐代相当一部分州府在` 元年喊
( 汉

.

于741



年 , 下班安史之乱 14 年 ) 和元和时期 ( 助 6 一 8 20 年
,

上距安史之乱 43 年 ) 的户数
。

从全国

范围着来
,
由于中唐以后地方 豪强隐占户口的现象十分严重

,

因此元和时期各地户数比开元

时期普迫下降
,

其绝对数不全可信 (实际数也许要多上近 一倍 ) ①
,

但从相对数来看
,

却很

能说明问题
。

’

、

北方各州户数元和 时期是锐减状态
,

普遍不足或只有开元时期的五分之一 (实际上也许

没有这么低 )
,

说明战争破坏的严重
。

相对而言
,

南方大部分州府户数减少得不太多 (也许

实际上不减 )
,

部分州府基本不减 (实际是增 )
,

有些州府则有所增加 (实际大增 )
,

个别

州府甚至大幅度增加 (实际激增 )
,

这个情况 暗示 了南方有些州府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北方的

移民
。

江 西地区在安史之乱以后
,

户数增加最为突出
,

其中最异常的是位于赣东北信江
、

娜江

流域的饶 州
。

该州户数净增四倍之多
,

从一万 四千户 (江西六州中最低 ) 激增至七万户左右
,

业因此 分置一个新州一箱州
。

稍次是赣江下游的撰洲
、

净增三分之二
,

再次是 赣江中游的

吉州
,

增五分之一
,

洪州以南的抚州户数则基本不减 (说明实际上也有所增加 )
。

由此我们

可以推知江西北部和中部在安史之乱 以后接受了大量的北方移民
,

所谓客家的先民
,

当以此

次移民运动最为重要
,

可 借这 一点未被那怕一位研究客家源流的学者所留意
。

江西在中唐接

受 大量移民后
,

经济上 加速发展
,

以至人 口增加很快
,

五代时已向湖南输 出移 民 (详后 )
。

江西而外
,

由襄州 (今襄樊 ) 沿汉水南下经郑 (今钟祥 )
、

复 ( 夭门 ) 至鄂 (武昌 )
,

诸州

户口却有不同程度增加
,

移民路线斑斑可辩
。

由上面的分析
,

可 以看出安史之乱引起的移民运动规模不小
。

移民比较集中的新居地主

要是襄阳
、

江陵
、

武 昌之间的湖北腹心地么 湖南西北角
、

苏皖二省南部以及江西的北部和

中部
。

而且这次移民走 得比上次移民 要远
,

已经到达 洞庭湖
、

都阳湖以南
,

其前锋甚至到达 岭

南和福建
。

这种情况 使北方方言再次对南方方言发生冲击
,

而且对南方方言地理格局的形 成

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

首先
,

在湖北加速 了北方方言对湖北方言的同化作用
,

奠定 了这一地区西南官话的基础
。

江陵至常德一带由于移民对土著人 口 的压倒优势
,

当地因有方言或许已被移民方言取代
; 更

往南
,

长沙衡阳一带的湘语受到北方方言的侵蚀
,

而消弱了其固有特征
,

新湘语 的最初 萌芽

大约 在 此 时出现
。

同时
,

粤方言也受到了移民方言一定程度的影响
。

在江西北
、

中部
,

北部移民带来的语言形成 了今日赣语的主要基础
,

业为日后客家话的

形成准备了条件
。

进入江西的移民语 言像楔子一样
,

把吴语区和湘语区永远分隔开来
,

业且

把闽语 限制在福建地区
。

因此可 以说
,

今 日南方方言地理的雏形在中唐以后即已出现
。

此外

江淮和 江南地区也要受到一些移民语言的影响
,

但程度比较浅一些
。

有些学者未注意到安史之乱引起的大移民
,

却误认唐末黄巢起义造成了汉人 由北到南的

一次大迁 徙
,

其实这个看法没有足够的证据
。

黄巢起义军的最大特点是流动作战
,

方向飘忽

不定
,

两年内南下北上数 十省
,

不可能引起北方人民大规模由北到南定 向地迁徙
,

至多只能迫

使人们就近分散避乱而已
。

但是这一特点却对客家方言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
,

因为它引 起

部分江西北
、

中部人民进入 闽西和赣南山区
,

使这部分人的语言与北方方言区相隔离
,

走上

独立发展 的道路
,

因此今天他们 的后裔保留了较多的中唐以前北方方言的特征
。

在移民 的影响之外
,

还必须着重提到的是
:

从中唐以后形成的藩镇害!据 局面 到五代十国

的分裂状态
,

历时达二百年
,

对方言地理的形成起 了强化的作用
。

也就是说
,

北方移民对南

方不同地区的方言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

这种地区差异性又由于各地人民长期生活在各自



为政的分裂局面 当中而更形加强
。

吴越
,

吴 ( 南唐)
、

楚
、

闽
、

南汉等及其前身的各有关节

度使辖区对促进 吴
、

翰
、

湘
、

闽
、

粤方言区的形成显然有不少的作用
,

而且这种作用一直还

续到统一后的宋代
。

③
, ’

:

第三次中原 汉族人民的大规模南迁发生在北宋靖康年问到宋末蒙兀的南浸
, ,

大约也历时

一百五十年左右
。

其中特别要强调的是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二年 ( 1 126 一 1 142 年 ) 之 间的移

民活动
。

这次移民的原因和西晋末年一样
,

由外族入侵所引起 ;
.

南下的路线和方法也和第二
二次移民相近似

。

但是有关的历史记载十分零散
,

这 次移民的详情不免有一定程度的模糊
,

因此只能作一基本轮廓的描述
。

具体而言
,

今江苏南部和浙江地区接受了北方最大量的移民
。

南宋临时首都由杨州而建

康
,

最终定于杭州
,

因此 两浙路 (今苏南浙江 ) 自然吸引众多 的北方士族和百姓
。

以是 《建

炎以来系年要录 》 说
: “ 四方人民

,

云集二浙
,

百倍常时
” 。

又说
: “

平江 (苏州 )
、

常
,

润
、

湖
、

杭
、

明 (宁波 )
、

越 (绍兴 ) 号为士大夫渊蔽
,

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 ”
其中当然

以临安 (杭州 ) 城里的北方移民最为高度集中
,

其成份是以开封为主的城肪各地的人物
,

从

文官武将直至僧尼商贾
,

在在皆是
。

江淮一带在北宋末年本来集中了许多北方移民
,

缘州 (风阳 ) 与中唐时一样
,

成为移民

者的乐 土
,

但南宋初年金兵南侵之后
,

这 些移民又流向江浙地区
。

江西的情况 比较暗昧
,

只能推测有相当一部分河南人及部分河北
、

山东人移入
。

但值得

注意的是金兵曾经 由湖北南侵至江西中部
,

必然迫使一部分北来移民进入翰南以至粤北
。

西湖地区依然是重要的移民目的地
。

虽然湖北地近宋金边睡
,

本地人口向南迁徙
、

但同

时它也容纳了更北的山西
,

一

河北
、

陕西
、

河南等地 的移民
。

一

湖南常德地区则再次接受大量移

民
,

如 《夷坚志》 所载
: “

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难
、

多絮家南寓武陵 (常德 )
、

。 ”
同时

,

又

有部分移民更往南行
,

到达湘水流域
。 ·

「 ’

…必须引 起注意的是
,

这次移民比第二次移民更加深入南方石 福建
、 .

广东
、

’

广西都接爱了

一定数量 的移民
。

其中广西 尤为突出
,

南宋绍兴三十二年 (
t

i l 62 年 ) 比北未元年 ( l哪匆
的户数竞争加一倍

,

为各路中增加最多者
,

暗示广南西路确有相当数 t 移民进入
`

毯
.

两宋之际的移民情形大体如此
。

其特点是除 了江浙尸带外
,

移民的分布较均衡
、 :

因此对

南方方言的影响从总的方面来看不如第一
、

第二次大
。

最显著的影响在苏南浙北
,

使苏州和

杭州都一度出现苏音与北音 、 杭音与北音对立 业存的现象
。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演化
,

苏州的北

音已经消融
,

但杭州的北音显然顽强保留着
。

故明代 郎阴瑛的 《七修类稿》 说
: “ (杭州 )

城中语音好于他处
,

盖初皆汁 (开封 ) 人
,

馗宋南渡
,

遂家焉
,

故至今与作音颇相似
。 ”

今

天杭州市区的方言依然带有明显的北方味
,

然而一出杭州则仍是纯 粹吴语的天下
。

江浙地区

的北方移民最多
,

其影响不过如此
,

其他地区的北方移民至多也仅是加强第二次移民所形成

的方言地理特征而 已
,

·

不可能发生方言的取代作用
。

”
江淮地 区是北来移民的中继站

,

湖南常德再次接受北方方言的影响
,

南京
,

尤其是
`

愉江
集中数量较大的移民凶

,

这些地 区此时应已成为北方方言的次方言区
。

具有特殊愈义的
二

是客家方言的逐渐形成
。

由于两宋之际和宋末金人与蒙古人的两次南侵引起中唐或后届到杠
’

南的大批北方移民后裔及唐末迁到闽西
、

赣南的人民再度迁移到闽
、

粤屯
`

较女界的面区
,

这

一带地理环境的闭塞
,

使移民方言终于与北方方言完全隔开
,

形成了独特的唇获分育
,

浦且
`

运梅县止带成为客家方言的核心地区
。



元代以前中国最主要的移民活动就是上述的三次北南方向的大迁徙
,

元代以后
,

自北而

南的大规模移民不再出现
,

转而发生由东到西的移民浪潮
。

在东西向移民运动中
,

首先要提到的是从江西到湖南的移民
。

这一移民过程从五代开始
,

直到明清之际
,

持续七
,

八百年之久
。

移民的原因是自发的经济要求
。

江西翔工中下游地区由于中唐以后接受 了大 t 移民
,

开

发程度比湖南高
,

到唐末五代在河 谷地带已经人满土满
,

于是逐步向西邻的湖南地区转移以

解决生计问题
。

所 以 《宋史
·

地理志》 说
: “

而 (荆湖 ) 南路有 袁 (江西宜春 )
、

吉 (吉安 )

壤接者
,

其民往往迁 徙自占
,

深耕溉种
,

率自富饶
。 ”

这一移民活动由宋至元渐具规模至明

代而大盛
,

移民的结果使得湘东地区的百姓几乎尽为江西原籍
,

甚至僻在湘西也有江西移民

的 足迹
。

这种情况 自然使湘语发生质的变化
.

由近而远带上程度不 同的翰语特征
。

其次要提的是东部各省向西南地区—
即四川和云贵地区的移民

。

四川人 口在历史上经过几起几落的大变化
。

今日四川人大部分是 清代以后移民的子 孙
,

少部分是元末明初移民的后裔
,

元代以前的土著则是凤毛麟角
,

所以明初移民后代早已被当

成土著
。

元代末年
,

湖北地区发生红巾军 起义
,

不少人避乱或随红 巾军入川
,

因此入川之湖

北 尤其是麻城人最多
。

明初政府对四川进行移民
,

也 以湖北籍人为主
。

明末清初
,

四川经受

二
、

三十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破坏
,

元气大伤
,

人口大减
,

以致康熙二十四年 l( 68 5 年 ) 全

川 的在册户口数还不足二万(T 丁略当户计 )
。

于是清政府采用军屯
,

招集外省人 口
,

勒令

川人 还籍等方法
,

积极向四川移民
,

使得四川人 口在不到 四十年时间内剧增到五十七万户
。

外 省入川的移民以明代湖广 (两湖地区 ) 籍人为大多数
,

所以有
“
湖广填四川

”
之说

。

加上

本来所谓四川土著也主要来自湖北
,

因此今日四川方言实际上是两湖地 区的西南官话向西迁

移的结果
,

虽然在民国初年四川有些地方的方言由于移民原籍的复杂还呈现五花八门的状态
,

但通行的已是 以两湖的西南官话为渊源的四川官话
。

云南地 区 自从唐代中叶南诏独立 以后
,

在长达六百年的时间内处于中原王朝的版图之外
。

到元代初年重新统治云南以前
,

这里已经没有 汉语的地位
。

元明两代及 清初接连不断向云南

贵州地区派去大量军队
,

实行 屯田制度
。

据研究
,

包括随军家属在内
,

四百年内
,

移入云贵

地 区的人达百万之多
。

其中最 负盛名的是明初名将沐英 的军 屯
。

今天 西南地区留下的带有屯
、

堡
、

旗
、

营等
二

却勺地名就是当时军屯的遗迹
。

虽然进入云贵的移民籍贯十分复杂
,

但其中明

代从南京 (今江苏安徽二句 来的军人
,

地位相对重要
,

加上明太祖在军 屯之外还迁 徙富民

大姓到云南
,

因此使得十七世纪初的昆明地区在风俗习惯
、

方言
、

衣着方面都与下江地区十

分 相似
,

今天 人们依然可 以在昆明话中发现与南京话相似的成份
。

清代中期在四川人 口逐渐增加以后又有大批移民在政府鼓励下来到云贵地区
,

他们的籍

贯 比较单纯
,

主要来自江西和湖南
,

其次是 四川
,

总人数在二百五十万左右
。

两次移民使云贵地区纳入 西南官话的体系中
,

但与四川
,

湖北方言又不尽一致
,

有些地

区甚至带有下 江官话的特征
。

东西向移民值得一提的还有迁往汉水上游睐南地区的一支
。

该地区
.

处于秦岭和大 巴山之

间
,

清代 以前一直是人口稀少的地区
,

康熙三十二年 ( 16 9 3 年 )的人 口不过十五万人多
,

平

均每平方公里才二人
。

康 乾之际开始有流民进入此地
,

乾隆以后蜂拥而至
,

以至嘉庆二十四

年 ( 18 19 年 ) 时人 口已达三百五十万之多
,

百年之间人 口增加二十来倍
,

可见移民数量之巨
。



移民原籍以四川
、

湖北二省为主
,

此今天 陕南地区的群众喜爱汉剧

因此这 里的语言自然与川
、

楚通行的西南官话相近
。

也因

( 以武汉为代表 ) 的程度胜过秦腔 (以西安为中心 )
。

四

与北南方向和东西方向相反的移民在中国历史上 比较少见
。

但在清代后却有很重要的两

次
,

一次是清朝康熙以后由大陆向台湾的移民
,

另一次则是清朝后期以至现代由关内向东

北的迁 徙
。

康熙二 十二年 ( 1 68 3 年 )
,

台湾入清朝版图
。

此后海禁遂开
、

福建及广东人民开始向台

湾移民
。

到 18 11 年时
,

台湾人 口 除土著少数民族外已有一百九十万人
,

四分之三世纪 以后更

达 到二百二十万人之众
。

这 些 移民主要是来自闽南沿海的福 佬人和来自粤东山地的客家人
,

这些 的比例在日本占领初期是四比一 这就是今日台湾方言以闽南方言为主
,

并杂以客家方
言的原 因

。

东北地 区是清王朝的
“
龙兴 之地

” ,

康熙以后辟为禁区
,

不准移民出关
。

其实在这之前

很少有汉民移居关外
,

东北一直地广人稀
。

倒是在禁令发布以后的年代
,

由于灾荒和饥谨
,

不断有流民 潜入东北
。

沙俄侵略黑龙江地区刺激清政府移民以实边
,

东北于是逐步开放
,

人

口 迅 猛增加
。

据估计 19 04 年时
,

东端聪 人 口已达一千七百万
。

但东北人 口增加最快的时期还

是在本世纪前期
,

到得 拍30 年
,

东北人 口已增加到三千四百三十万
,

与 1904 年相比
,

四分之

一世纪中翻了二番
。

因此东北方言是语言大面积移转的典型例子
。

这 里不发生移民与土著语

言相互取代或融合的问题
,

而纯 粹只是占据和势卜
,

由河北和山东方言去晰卜东北的空地
。

今天在辽宁省可以观察到的辽东和 辽西方言的差异
,

大致就反映了山东与河北方言的分 歧
。

而且也反映了山东移民渡海进入辽东半 岛和河北移民出山海关进入辽西的历史事实
。

最后还要附代提一下后期客家人的多方向分散移民活动
。

宋末以来
,

在风 粤
、

氛交 界

山地长期生息的客家人 由于人 口 膨胀产生的压力
,

到明末清初以后
,

不得不向外迁徙
,

以求

发展
,

他们或向东渡海到达 台湾
,

或 向西迁移
,

一路到达湘翰交界诸县
,

远者更到达四川
,

又一路到广东西南沿海
、

远者进入广西
,

因此在这些地区造成了许多客家方言岛和方言小区

注释

① 《唐要会》 卷 85 《定户等第 》 记 载
: “

元和六年正月
,

衡州刺史吕沮奏
,

当州旧顺一万

八千 四百七 … … 臣到后
,

团定户税次检责出所由隐藏不愉税户 一万六千七……又二十余年
,

都不定户
·

“ 一
。 ”

说明衡州 户口 隐匿不报之数约与名义户 口相当
。

又从建中年间定两税户到元

和间正 是二十多年
,

很可能 《元和郡县图志 》 中元和时期的户数实际上是建中年间的旧额
。

建中元 年上距安 史之乱 只有十来
,

与开元时期户数相比较就更有意义
。

才元和时期衡州实际户数至 少有三万四千多 (参见注① )
,

比开元时期增加一点五倍
。

③宋代 一级行政 区划
“
路

”
的划分沿袭唐后期方镇的大势而有所改进

,

更加 符合人文地理

实际
,

因此今天方言地理 与宋代行政地理有不少相合之处
。

①元丰三年户数据 《 文献通考 》 卷 11
,

绍兴三十二年 户数据 《 宋会要辑稿
·

食货卯》
,

不

同出一 书
.

但可供参考
。

卜 - -
.

、
,

一

、

⑤镇江于绍兴二年
,

淮
、

汉 人民来 归者不绝
,

十一年海州人民又举吩迁来
、。 : 少 1. (

姆 63



代
·

日本大学地理系的人文地理学教育

— 兼论我国师范院校地理系教学改革的迫切性

张 文 奎

东北师大地理系

内容提要 本文根据在 日本大学的实际考察情况
,

分析了 日本大学的地理学的论点设

计状况
,

并且与我国师范大学地理系课程设计进行了比较
,

揭示我国师范大学地理系课程设计的

弊端
;

并对我国师范大学地理系的课程设计及教学计划的改变提出了参考性的意见
。

随着地理科学的人文化 、 行为 化
、

社会化与生态化
,

国外大学地理教育特别重视人文地

理学的教育工作
。

尤其是近几年来人文地理学在社会实践方面
.

一才孟域规划
,

厂址选择
、

开

发设计等等
,

取得重大成效
,

人文地理 学毕业生就职机会的扩大
,

使得人文地理学的教育工

作更加蓬勃发展
,

不继 扩充
`。

198 5 年 笔者访问了东京大学
,

京都大学
、

筑波大学
、

关西大学
、

冈山大学
、

爱知大学
、

奈良女子 大学等地理系
,

所见人文地理学教育状况
,

令人信服地承认
,

人文地理学是 日日本

大学地理教育的主导科 目
。

这种状况和我国大学地理系的课程设置和教育有根本不同
。

我 国

是吸收苏联阶年代教学计划的成果
,

把大学地理系办成自然地理专业
,

尤其是令人费解 的是

师范院校地理 系的教学计划也完全走自然地 理专业的道路
。

把普通 自然地理学的各分支全都

独立出来设课
,

土壤地理
,

地质学
、

地貌学
、

气象气候学
、

水文学
、

植物地理学
、

综合 自然

地 理学等主要者每门都达 工00 多学时
,

把属于人文地理学范畴的经济地理 学导论和中国和外

国经济地理学三「嘴暇压缩又压
,

合起来 15 8 学时
,

占师范院校地理系专业课程 的 ( 1 4
.

8% 、

而且有的地理系
,

把这三 门课进一步压缩至 100 学时左右
。

这样 既不利于学生全面掌握地 理

学全部知识
,

尤其是刁姚掌握人文地理学最新发展 的知识
。

也不利于地理系毕业学生参加社

会实践工作
。

有鉴于此
,

笔者简单介绍 日本大学地理系课程 设置和人文地理学的教学情况
,

可 供有关领导和同志们参考
。

一
、

人文地理学是全体大学生的基础课程

日本大学教育分 两个阶段 (筑波大学除外 ) 1 一 2 年级为教养阶段
,

学生全部在教养部

接受基础教育
,

上有关文
、

理 科目的教育 ; 人文地理学是所有学生必修的课 目
,

占 4 个学分
。

、 尸、 .o’ 、 尹、 产、 / 、 / 、 .o’ 、 / 、 了 、 了、 尹订 、 了、 尹、 , 、 , 、 产甘V 丸沙飞尹、 沙、 了
、 了 :.J 、 / V

、 厂 、 了 、 才、 了、 才、 .o’ 、 户材 、 尸 、了 、 了、 了、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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