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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清一代，作为清朝的“龙兴之地”，东北始终是最受清廷关注的地方。
人关前，努尔哈赤、皇太极都曾采取措施，增加其统治地区的人口。
入关后，清廷一度采取封禁政策，不许汉人迁入。
如顺治时，曾在明辽东边墙的基础上，“修竣边壕，沿壕植柳”，建立柳条边，阻止汉人出关垦种。
然而，政策所能干预到的永远局限在统治者能够观察和影响到的领域，而实际的社会生活则要复杂和
丰富得多，它往往会突破政策所能影响的范围。
事实上，康熙以后，不少汉民迫于生计，千方百计地赴东北谋生。
至乾隆中叶，山东一代航海赴奉天者日多，其中有携赀以为贸易者，也有不少无业贫民，到东北寻找
生计。
到乾隆后期，随着内地人地矛盾与社会矛盾的日益突出，清朝不得不对封禁政策进行调整。
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帝降旨：“山海关外盛京等处虽旗民杂处，而地广土肥。
贫民携眷出口者，自可藉资口食。
即人数较多，断不致滋生事端，又何必查验禁止耶？
”强调禁止之举“断断不可行”（《清高宗实录》卷1417，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癸丑）。
禁令的放宽，大量汉民的迁入，为清代东北的开发，以及内地和东北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的加速，
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前提。
至民国和新中国成立时期，伴随着时事变迁，东北地区人口的社会状况更呈现急剧变化的状态。
　　对清代东北人口社会研究，史学界已有涉及，然深入系统研究者不多，优秀成果更属寥寥。
赵英兰所著《清代东北人口社会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创新以及新的历史资料发掘、运用等
方面作了可贵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将清代东北人口社会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读后令人欣喜。
　　学术研究不能不讲视野和方法。
视野有多宽，学术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而方法则决定了你能走多远。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代东北人口社会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以清代东北人口为切入点，广泛发掘、运用东北区域特有的、翔实的文献资料，全面、系统地论
述了清代东北人口与环境、管理、数量、移流、结构、族群、素质、婚姻、家庭、家族及人口与城镇
化等问题，展示了清代东北区域人口社会的全貌。
本书运用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家庭学、统计学等理论方法，深入探讨了清代东北人口与环境的
关系，东北人口管理的特点，人口数量变迁周期与因素，各个时期人口迁移与流动的特点，人口年龄
、性别、职业与宗教结构，族群人口的分布、构成及关系，人口发展对城镇规模变迁的影响，人口文
化、身体素质对人口质量、规模的影响，以及东北人口婚姻、家庭、家族状况与特点，对清代东北自
身特有的规律与内涵，阐释了独到见解。
本书的出版对丰富中国人口社会史、东北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代东北人口社会研究>>

作者简介

赵英兰  1951年生，吉林省长春市人。
197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0年以来先后攻读吉林大学历史学科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中国古代史专业明清史方向博士
学位，并取得历史学硕士与博士学位。
曾在日本东京大学、福冈西南学院大学进行学术访问与研究。
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清代以来东北区域社会研究。
承担并完成国家、教育部、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日本学术振兴会基金项目、吉林大学社科基金
精品项目。
已出版《派系与外交——民国时期对日外交思想研究》等著作3部，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社会科学战线》、《史学集刊》、《东北亚论坛》、《人口学刊》、《亚洲文化研究》(日本)及《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关系论说资料》(日本)发表或转载论文50
余篇。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代东北人口社会研究>>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清代东北的人口与环境  第一节  东北自然环境的区域特征  第二节  生态环境对东北人口的
影响  第三节  东北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第二章  清代东北的人口管理  第一节  东北人口政策  第二节  
东北户籍管理制度  第三节  东北人口管理特点第三章  清代东北的人口数量  第一节  东北人口数量的变
迁周期  第二节  东北人口数量的空间分布  第三节  东北人口数量的变迁因素第四章  清代东北的人口移
流  第一节  东北土著人口  第二节  东北移民人口  第三节  东北移民群体的社会分析第五章  清代东北的
人口结构  第一节  东北人口的性别结构  第二节  东北人口的年龄结构  第三节  东北人口的职业结构  第
四节  人口结构中的职业群体透视  第五节  东北人口的宗教信仰结构第六章  清代东北的民族人口  第一
节  东北族群分布与移流  第二节  东北族群的社会管理  第三节  东北族际关系与发展第七章  清代东北
的人口与城镇化  第一节  东北城镇的变迁  第二节  东北城镇发展的历史特征  第三节  东北的城镇人口
第八章  清代东北的人口素质  第一节  东北人口的身体素质  第二节  东北人口的文化素质第九章  清代
东北的人口与婚姻家庭  第一节  东北人口婚姻状况  第二节  东北人口的家庭实态  第三节  东北汉族家
族的共同体结束语附：《清代东北人口社会研究》内容结构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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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关人口年龄结构的统计数据，就明显反映出东北人口年轻型的特点。
根据吉林省档案馆藏《光绪三十四年吉林省民政统计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吉林省驻防台丁
年龄构成统计，35岁以下男性人口占男性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
年轻人比重很高主要是受晚清时期东北地区青壮年人口迁入的影响，因为移人的男性青壮年属于生育
人口，育龄人群不断扩大，从而出现了生育高峰，新出生人口不断增加。
更重要的是清代东北作为广袤的新开发农牧区，迫切需要强壮的青年劳动力，致使大量青壮年人口涌
入。
　　东北人口的职业结构状况也和自然环境特征有直接联系。
东北平原土地肥沃宜于农耕，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
根据《东北乡土志丛编》及各县县志记载，至晚清东北士农工商人口中，农业人口占80％以上，清初
期、中期比例则更大，相当多的人以农为主，又兼牧业。
“民人以农为大宗，几于无人非农。
农以外之事业，有不肯为不敢为之势。
”随着东北新政的开展，文明的开化，“则始为工商，且有赴外洋习工业者。
”　　清代东北土著少数民族与汉族移民的大家庭组织形式一直延续着。
少数民族聚族而居，保持着联合家庭，很大程度是由于在工具简陋的情况下，他们要从事农业、渔猎
、游牧活动及与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抗争，须集体协作；汉族移民人口聚族、聚乡而居，也是与东北
特殊的自然环境有关。
在东北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单个小家庭的力量既不足以抵抗风雪雨雹、豺狼虎豹，也不足以形成开垦
荒山野岭的条件和规模。
他们因力量薄弱和生存需要而自发聚族、聚乡而居，以备自卫或集体生产与生活，从而增强了适应环
境、改造环境的能力，以至于大家族聚族而居的习惯反而保持了更长时间。
　　东北由于文明开化较晚，早婚早育以“东三省为最恶习”。
清代东北“男女每在十四五岁即已成婚”，且男小女大，直至清末民初一些少数民族仍盛行早婚早育
。
东北地区土地资源丰富，迫切需要大量劳动力进行开发，早婚既适应了农耕经济条件下家庭对劳动力
的需求，也满足了人们以婚姻生育来增加劳动力的欲望。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代东北人口社会研究>>

编辑推荐

　　《清代东北人口社会研究》以清代东北人口为切入点，广泛发掘、运用东北区域特有的、翔实的
文献资料，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代东北人口与环境、管理、数量、移流、结构、族群、素质、婚姻
、家庭、家族及人口与城镇化等，展示了清代东北区域人口社会的全貌。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代东北人口社会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