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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湖南是中国南方的一个人口大省，2006年末全省总人口6778．25万人，在全国各省市中排名第七
位。
它以仅占全国2．22％的土地面积，养育着占全国5．09％的人口，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311人，是
中国人口最稠密的省级行政区之一。
今日湖南人口众多，是承载着历史上的众多人口发展而来的。
湖南气候宜人，土壤肥沃，河湖密布，灌溉便利，物产丰富。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使湖南成为中国古人类重要的发源地和繁衍地。
津市虎爪山、常德樟木桥、长沙张公岭等人类活动遗址，年代均在距今10万年以上。
尽管历史上湖南人口数量波动频繁，而且在唐代以前增长缓慢，但宋代以后湖南人口增长开始加速。
从有人类居住，一直到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湖南人口方突破1000万。
但到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湖南人口便突破了2000万，这中间只用了552年；而到民国十七年
（1928年）湖南人口突破3000万，更只用了86年。
　　我们常说，历史是人创造的。
人口的发展变化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与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有着藤附葛绕的密切联系。
湖南曾经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
澧县彭头山的稻谷、宁乡黄材的青铜器、长沙子弹库的楚帛书和帛画、龙山里耶的秦简、长沙马王堆
的汉墓、长沙走马楼的吴简等等，都能证明湖南在古代并非“寂寂无足轻重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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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五章。
第一章是对湖南历代人口规模的考证；第二章论述了湖南人口数量的变动过程；第三章论述湖南历代
人口的分布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湖南历史上的人口迁移情况；第五章论述湖南的民族构成与分布的
变化。
     希望通过对湖南历史时期人口变迁的探讨，将有助于研究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湖南地方人口发展
的特殊性，有助于全面深刻地认识当前湖南人口问题的由来并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同时也有助于从湖
南历代的民族融合中弘扬中华民族的团结精神，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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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湖南历代人口规模　　第九节　明代湖南人口规模　　三、万历六年（1578年）湖南人
口规模　　上表中的性别比是指男子数与女子数之比，亦即100个女性相应有多少个男子数。
人口学研究结果表明，婴儿出生时的男女婴数，各地方甚至国际间大体是平衡的，差别并不大，性别
比一般是105或106。
在永州府的分类数据中，男女性别比明显偏高。
而仔细分析，原因主要在于女童数量偏少，成人的性别比109尚属正常，儿童的性别比162则很不正常
。
毫无疑问，当时永州的户口统计中就存在对女童漏登的问题。
　　明代中后期，黄册不登记妇女小口的情况似乎已经制度化，《湖南通志》中万历六年的人口数应
该也不包括妇女小口。
依洪武十四至十五年永州府成年男女的性别比，当年漏登的女童有28078人，永州府女童应共86304人
，占全部人口的19．6％。
按照这一比例估算，万历六年今湖南境内未列人登记的妇女小口有46．7万人。
　　第四，最为严重的是户口隐漏问题。
万历六年与洪武二十四年湖南在籍人口的区别不大，主要还是与赋役制度的改革有关。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下》称：“户口隐漏为当今宇内通弊，不独东南然也。
乃东南隐漏所由独多者，又自有说：国初编审黄册，以人户为主，凡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里长之就役
以丁数多寡为次，是赋役皆以丁而定，丁之查核安得不明也？
后渐参验田粮多寡，不专论丁，而东南开垦益多、地利逾广。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湖南人口变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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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