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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 4 月编篡的《定远县志》第三章“人口”记述：
“明洪武年间，本县人口稀少，洪武十四年（1381年），一部
分江南移民移入本县。旧县志记载：‘明初以县遭兵乱，民
户稍减，乃迁江南常、松、苏、杭、严丝、金华处，八府民居
之，名曰填实。故县三十三里，十九里为土民，十四里为迁
民。’”按此核算，明初移民占全县总人口比例的42.42％。
定远县的这些移民究竟在何时？从哪里迁移过来多少
人？又是否如后人所说的，定远人祖先都是从“江西瓦屑
坝”移徙过来的？我们还是从历史典籍中来慢慢探寻这些
定远历史之谜。

一

清代康熙年间重臣、桐城人张廷玉主编《明史·太祖本
纪》记载：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二十四日，迁移苏州、松江、
嘉兴、湖州、杭州民无业的人临濠耕种田地，给钱、粮、牛、种
子，免除三年的赋税。明清之际史学家谈迁著《国榷》卷四记
载：洪武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迁移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
州的富人四千余户到临濠府耕种田地。《明史·食货志》记载：
明初，曾经迁移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民众中无田的人
家四千余户，去往临濠府耕种土地，给牛、种子、车辆、粮食，
以资助他们到达那里开展农业生产，三年不征其税。《明史·
地理》记载：临濠府：元代设置濠州，属于安丰路。太祖吴王
元年（1367年）晋升为临濠府。……洪武六年（1373年）九月
改为中立府，洪武七年（1374年）八月改为凤阳府。统领五个
州，十三个县。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编入的人家有七万九
千一百七户，人口有四十二万七千三百三人。

依据这些数据可以测算出：当时人口5.397人/户。移
徙来临濠府耕种土地的“四千余户”，人口至少在21588人
以上。临濠府共有十八个州县，平均可分配移民 1200
人。这次的移民都是江南人，地点明确，没有江西人来。

按现代历史学家吴晗著《朱元璋传》观点：“（朱元璋）
用残酷的手段，消除不肯合作的旧地主，惯用的方法是强
迫迁徙，使地主离开原有的土地……釜底抽薪，根本消除
了他们在地方的势力。”所言有据，也极是。《明史·食货志》
记载：明太祖朱元璋统治之时，曾经命令户部管理的浙江
等九布政司、应天十八府州的富民一万四千三百户，用皇
帝召见恩赐的方式，迁移这些人家用，用来充实京城南京
的劳动人口，创造财富，称赞他们都是富户人家。明成祖
统治之时，再次挑选应天、浙江的富民三千户，充实到北京
郊区的宛县和大县做里长，编户加入到北京城进行管理，
但仍然要完成本来需要担负的徭役。另外，还有一层特殊
的原因，就是朱元璋特别痛恨江南一带的豪族和富户，用
繁重的赋税来惩罚他们。《明史·食货志·赋役》记载：明太
祖之时，只有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民众被朱元璋痛恨，痛
恨的原因是：他认为这些民众一直支持和帮助对敌张士诚
固守城池，同明军对抗到底。于是命令把属于当地豪族及
富民的田没收做官田，然后再作个人返租种，只是稍稍减
一点税额。可是，做司农卿官的杨宪又凭借浙江西部的土
地肥沃，增加他们的赋税，每亩田增加到原来的两倍。

所以，这次移民应该如历史学家谈迁记载，主要是富
户人家，少数是无田者，否则移民也没有多大作用，更不利

于迁出地和国家威慑社会稳定的作用。

二

《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洪武三年四月，迁移山后民众
三万五千户到内地耕种。据有关历史地理资料记载，“山
后”是指山西省东西横亘的山脉——中条山的北面地区，就
是当时的平阳府（今山西省临汾市）所领的州县，共计有28
个州县。山西省《洪洞县志》记载：明代洪武、永乐年间，多
次迁移山西民众到滁州、和州、北京、山东、河南、保定等地
方耕种土地。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当时是山西地区移
民的汇聚之地，远去他乡的移民都记得从“大槐树”那儿走
来。然而，此次移民数量按当时人口户均比，计算出大约有
188895人，没有移入凤阳府，更没有分配到定远县来的。

谈迁《国榷》卷五记载：洪武六年（1373年）十月初八日，
迁移山西地区的弘蔚、丰云、东胜、安定、武朔、天城、白登等
处的民众八千二百三十八户，到中立府耕种土地。是因为这
些地方的民众，屡次不断地被边境外的少数民族抢劫。当地
的官府送给车辆，赐给钱、盐、布、衣服等生产生活物品。我
们由“白登”这个地名可知，被迁移的民众大约是从今天山西
省大同市周边一带的古地名过来的。按比例测算，移民人数
大约有44460人，中立府（后来改为凤阳府）十八个州县平均
可分配移民2470人。这次也没有洪洞县大槐树的民众。

《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初
七日，迁移山西地区和河北真定府地区没有家产的人到凤
阳耕种土地。《国榷》记载：太祖洪武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迁移山西地区、河北真定府地区民众到凤阳垦荒种田。这
里的“凤阳”不是指县，而是指府，洪武七年已经改为“凤阳
府”。这两部文献都没有明确记载移民的数量与移出的地
点，只记载从山西与真定府（今河北省正定县一带）迁移出
的民众。可能是因为数量较少，不足以记载，估计每州县
最多可分配移民约200人左右。本次移民有可能有从老
地方山西洪洞县“大槐树”那迁移来定远的移民。

《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夏四
月，迁移江南平民到淮河以南地区耕种土地，官府赐给钱，
配备农具，免除三年赋税。《明史·食货志》记载：又再次迁
移江南平民十四万人到凤阳府耕种土地。谈迁《国榷》卷
九记载：洪武二十二年四月，皇帝命令苏州、杭州、湖州、温
州、绍兴、松江等地没有土地的人家，迁往淮河以南，以及
滁州、和州垦田。官府送给钱，免除三年赋税。这里的“凤
阳”当然是说“凤阳府”，因为成化二十三年（1479年）编纂
的《中都志》记载，凤阳县人口仅有三万三千零七十六人。
移民都是从江南来的，迁出地点很明确，没有江西与山西
来的。如果移民都分配到凤阳府，按凤阳府十八个州县计
算，平均分配移民到定远县7777人。

明代天顺二年（1458年）至成化二十三年（1479年）柳瑛
编纂的《中都志》记录了定远县人口：“定远县，户三千九百
二十一，口三万五千一百五十七。”其中就包括洪武年间平
均分配来的总移民数11647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13％。

明代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编《定远县志》卷三“里甲”
记载了移民与原住民在全县的分布情况：全县设三十三个
里。在城四个坊有四个里：第一坊有一里，第一图，原住民

众。第二坊有一里，第二图；第三坊有一里，第三图；第四坊
有一里，第四图，都是迁移来的民众。在城外的乡村六个乡
有二十九个里：千秋乡有七个里——第一图、第五图、第六
图、第七图，都是外地迁移来的民众；第二图、第三图、第四
图，原住民众。拾紫乡有三个里——第一图、第二图都是原
住民众；第三图是迁移来的民众。东城乡有五个里——第
一图、第二图、第四图、第五图，都是原住民众；第三图是迁
移来的民众。凤停乡有三个里——第一图、第二图都是原
住民众；第三图是迁移来的民众。昌义乡有八个里——第
一图、第二图、第三图、第五图、第八图，都是原住民众；第四
图、第六图、第七图，都是迁移来的民众。《明史·食货志》记
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诏告天下编纂赋税黄册（黄纸做封
面的册页），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每个里人家情况编辑为
一个图册，在图册的首页编辑一个总图，这个里总图就算作
一图。其实，“图册”编辑的是一个里中110户人家的人丁、
土地、赋税等数额的情况，“图”就是编排的一页目录顺序。
又如“第一图”是指某乡第一里人家情况的黄页图册，依此
类推，定远县在嘉靖三十八年，迁民占42.42％。当时全县
总人口有“户4400，口66561”，测算得出迁民有“户1866，口
28235”。迁民在经过170年后（最后迁民的洪武二十二年
【1389年】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人口增加了6588人，
比当初迁移到定远县时的总人数1167人增长了56.56％。

三

《明史·食货志》记载：自从洪武、永乐年间移民以后，全
国迁移的人就非常很少了。不仅不移徙了，而且还苛刻控
制移民与原住民的流动，不存在民众自我零星迁移的事
情。吴晗《朱元璋传》记述：朱元璋在洪武十九年手令“要人
民相互知丁”，就是相互监视的意思。明代《大诰续诰·互知
丁业第三》记载：“一、知丁之法：某民丁几，受农业者几，受
士业者几，受工业者几，受商业者几。且欲士者志于士，进
学之时，师友某氏，习有所在，非社学则入县学，非县必州府
之学，此其所以知士丁之所在，已成之士为未成士之师，邻
里必知生徒之所在。庶几出人可验，无异为也。庶几出入
可验，无异为也。二、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
之道互知焉。三、专工之业，远行则引明所在，用工州里，往
必知方。巨细作为，邻里悉知。巨者归迟，细者归疾，出入
不难见也。四、商:本有巨微，货有重轻，所趋远近水陆，明于
引间。归期艰限，其业邻里务必周知。若或经年无信，二载
不归，邻里当觉之询故。本户若或托商在外非为，邻里勿
干。”民众稍有不慎，就会招致杀身之祸。据历史记载，再后
来的清朝一代，全国极少再有官府实施民众迁移的政策了，
定远县也极少再有官府移民迁入的人了。

综上所述，定远县明初移民主要来自江南的苏州、杭
州、湖州、温州、绍兴、松江等地，少部分来自山西与河北的
正定一带，占全县总人口比例接近一半，是定远县后来建
设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很遗憾，没有江西“瓦屑坝”移
民到定远县的历史记载；也没有明确记载，有来自山西“洪
洞县大槐树”的移民，如果有，也是数量极少。这也是本人
一孔之见，敬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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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czrbxjzk@126.com

文化 动态

贡发芹文史随笔选集
《史林拾荒》出版发行

明光市政协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主任贡发芹先生文史随笔选集《史林拾荒》一书
2021年3月由安徽文艺出版公开出版发行。

该书是贡发芹继《明光史话》之后又一本明
光政协文史专辑，全书 34 万字，包括“帝里流
韵”“淮右风云”“他乡采石”“故园抛砖”四辑，多
视点、多角度地记述了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
化的皖东名城明光（嘉山）及滁州的地域特色、
历史沿革、古今名人、山川风物、民间风情、时代
风貌，尤其是大明帝王朱元璋及其亲属后代的
逸事遗迹，封疆大吏吴棠的生平事迹及历史影
响，一代名相李鸿章与明光的特殊关系，王茂
荫、薛时雨、李絜非、汪雨相、汪道涵等古今名流
的人生亮点与故乡情结，以及明文化的内涵、古
迹保护重建、明光抗日战场回溯、江淮省的昙花
一现、津浦铁路修建史事等，都着眼地域文化、
名人风采、历史时空、当下发展，作了深入浅出
的背景挖掘、本事介绍、意义阐发，既有探源溯
流、客观分析，也有合理建议、殷切希望，字里行
间洋溢着作者对故土文化的如数家珍、对家乡
发展的念念之情。同时，作者还记述了考察外
地印象、阅读文史书籍随感、明光当代名家的闪
光点等。作者视野较开阔，占有的地域史料较
充实，行文朴实流畅，书稿较好地反映了明光及
滁州地区的历史遗迹、文化风貌及特有魅力，具
有特定的史料和传承价值，具备相当的适用性
和可读性。该书的出版将推动明光市政协文史
资料研究部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将在一定程
度上提升明光地域文化的品位、丰富明光地域
文化的底蕴，对繁荣明光的文化事业、增强明光
人自身的文化自信、发挥政协文史“存史、资政、
团结、育人”等社会作用、打造明光“山水田园生
态休闲旅游宜居”城市，更好地建设美好新明
光，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冯 笑）

浅说定远明初移民往事
○董书冰

3月15日和3月16日晚上，由中国评剧院推出的优秀评剧
《狸猫换太子》《祥子与虎妞》两部大戏在滁州大剧院上演，并受
到热烈欢迎。

《狸猫换太子》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许多剧种如京剧、
越剧等都曾将其搬演于舞台。中国评剧院的创新评剧青春版

《狸猫换太子》在剧本、音乐、舞美等方面都做了新的尝试，可谓
别出机杼，大胆革新。剧本集众多演出版本之长，立主脑、剪枝
蔓，集中“生子、救子、认子”的主线，情节简练、矛盾突出。该剧
在音乐设计方面，既有充满磅礴气势的侠肝义胆，又有令人荡
气回肠的人性呼唤。在舞台设计上，两扇宫门随着剧情从歪斜
到中正的转换既保持了舞台的空灵感，为表演提供了充足的空
间，又突显了弘扬真善美的精神内涵。该剧特邀国家一级导演
李学忠老师担任编剧并执导，首演至今，演出数十场，先后参加
了“中国评剧艺术节”“京津冀戏曲院团新春演出季”“‘中国精
神·中国梦’北京优秀青年戏曲演员展演”等，得到了专家和观

众们的热烈好评。
改编自老舍小说《骆驼祥子》的评剧《祥子与虎妞》跨越京

剧版、话剧版和电影版《骆驼祥子》的经典“障碍”，摘除了原著
中其他较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情节，将重心定位于虎妞与祥子的
婚姻发展过程，并将虎妞作为剧中的核心人物，着重表现人性
的光芒，表现主人公们对生活、理想的执着追求。

据悉，滁州演艺集团常年与中国评剧院有文化交流活动，
这也是中国评剧院第二次来滁演出。此次两部剧中多位国家
一级、二级演员入木三分的舞台表演、行云流水般的唱腔，展现
了深厚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实力担当，让观众领略“角”的艺术。
精湛的舞台表演受到了滁州观众的热烈追捧和一致好评。有
观众说：到底是国字号的剧团，唱念做打俱是甚好，多年未曾看
到这么高水平的传统戏剧，感谢滁州市政府、滁州演艺集团。
建议滁州以后多引进不同类型的剧目，让大家开眼界，陶冶情
操，丰富文化娱乐生活。

中国评剧院优秀剧目巡演火爆滁州
○全媒体记者 张 瑜

《狸猫换太子》剧照 《狸猫换太子》剧照 《祥子与虎妞》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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