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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860 年清廷开禁东北之后，移民大规模涌入东北，同时东北的近代社会文明也开始有了大规模的发展。

在 1860—1911 年期间的东北的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中，移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移民增加了东北的人口，推

动了东北农业的进步，并且在近代工业、城市的发展等其它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建设近代

社会文明的特殊要求和移民自身特点的限制，移民在这一时期的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的过程中始终不是

主导力量，也不是主要动力。不过，移民使得这一时期的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具有可塑性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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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是近代东北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有清一代，清政府对东北的政策从奖励

移民到封禁，最后又开禁，但是关内居民向东北的移民则从未停止过。尤其是清代后期东北

开禁后，移民迅猛增加，大大加速了东北开发的脚步。毫无疑问，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

与移民是密不可分的，将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对于东北移民问题的

研究，在上个世纪 20 到 40 年代曾出现过一个高潮，先后有萧一山、稻叶君山、吴希庸等国

内外学者发表或出版了有关的论文和著作；1980 年以后，这方面的著述又逐渐增多，如近年

来出版的葛剑雄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移民史》和路遇主编的《中国人口史》都有东北移民史

方面的内容。东北师范大学张士尊博士的毕业论文《清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 1644—1911》
收集了丰富的清代东北移民史料，是笔者所见到的近年来关于清代东北移民问题的比较全面、

详细的著述2。关于东北的近代化问题，一般的东北近代史著作中都有所涉及，不过这方面的

专著笔者尚未看到过。在涉及这一研究领域的论文中，衣保中有关东北农业近代化问题的论

述富于卓见，非常值得注意。至于将移民与东北的近代化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则到目前

为止还没有专门的论著，这个领域目前可以说还基本上是空白的。笔者不揣浅陋，谨以此文

为芹曝之献，期收抛砖引玉之效。 

笔者在本文中使用“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这个概念时，将其完全等同于“近代化”。之

所以在题目和文章中的大部分地方采用前者，是因为本文并未全面分析东北近代化的所有方

面，只是选取了其中最主要的几个方面结合移民的因素进行分析，使用“近代社会文明的建

构”这个说法，更能体现出笔者的解构分析的意图。笔者在本文中使用“近代化”和“近代

社会文明的建构”这两个概念时，对它们的界定是这样的：首先，近代化或称近代社会文明

的建构，是一个过程。“最好把现代化看作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一种过程。”3（这里所说的

                                                  
1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王先明教授的悉心指导，笔者向王先生深表谢意。 
2 这篇论文可在“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网站上阅览，提交日期为 2003 年 4 月 1 日。 
3 《中国的现代化》，（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本文的写作得

到了王先明教授的悉心指导，笔者向王先生深表谢意。 
3 这篇论文可在“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网站上阅览，提交日期为 2003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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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和我们所说的“近代化”是同义的。）尤其在中国，这个近代化的过程是异常艰

难而缓慢的。其次，“近代化”不等同于“西化”、“工业化”或“资本主义化”，它的内涵比

这三个概念都要大。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一切向着符合近代社会的特点的方向的进步，

笔者都视其为近代化倾向。具体说来，以下一些因素被笔者在本文中用来作为近代化过程或

称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过程中的界定性因素：近代科学技术的引进和应用，商品化的增长，

国际依存的加强，非农业生产——主要是（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率

的增加，近代机器、农具的引进和应用，城市化倾向，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和发展，经济发

展中的区域化、专门化倾向等等。 

中国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应该是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具体到东北地区，则是在 1860
年清政府开禁之后，近代社会文明才开始有了大规模的发展。这个发展过程在民国继续进行，

但是由于精力和材料的限制，笔者无法将民国这一时段也包括在本文的研究中。基于以上几

点，本文拟主要概述 1860—1911 年这一时段内的东北的移民和近代社会文明的发展的情况，

并分析移民在这一时段内的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中所起的作用。 

 

 一．东北开禁与移民的增加 

  1．东北开禁 

    清初定鼎北京之后，清政府在东北实行了 23 年（顺治元年至康熙七年）的鼓励移民的政

策，之后转而对东北采取封禁政策。不过从顺治元年至咸丰九年（1644—1859），在二百多年

的时间里，无论清政府开禁还是封禁，向东北的移民从来未停止过。 

    从 1644 年至 1859 年的二百多年中，移民使东北发展的脚步大大加快了。人口大大增加

了，耕地面积也在不断扩大。但是尽管人口、耕地面积的绝对数字增加了很多，相对于内地

的其他省份来说，这一时期的东北仍是很落后的。1851 年直隶的人口是盛京的 9 倍，耕地面

积是盛京的 6 倍4，而直隶省的面积不过比盛京稍大。1851 年全国人口数为四亿四千多万，

而东北地区的人口尚不到三百万人5。 

咸丰十年（1860 年），吉林将军景淳奏请开垦吉林乌拉、阿拉楚喀、双城堡等禁荒，容纳

流民，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6。这是清代后期东北开禁放荒之始7。紧接着，黑龙江将军特普钦

于咸丰十一年奏请仿照吉林章程，出放所属呼兰、绥化、通肯等处民荒，也得到了清政府的

批准8。 

    清代后期东北的开禁，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3 《中国的现代化》，（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

出版社 1995 年 8 月第一版，第 4 页。 
4 《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美）德·希·珀金斯著，第 274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 
5 《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 314 页。 
6 《大清会典事例》卷 167。 
7 在此之前清政府也曾数次在东北移民屯垦，放垦禁地，但是移民活动都是针对旗人组织的，放垦禁地则都

是被迫承认已成的禁地被垦的事实，并且每次放垦之后，都会重申禁令，对已放垦的禁地，则强调维持现状，

不得增加移民、增垦土地。而景淳奏折被批准后，清政府除了针对一些的特殊情况以外，再未重申禁令，并

且放荒的频率与规模都是之前所无法相比的。前辈东北史学者亦多以景淳奏折为清代后期东北正式开禁放荒

之始。 
8 《大清会典事例》卷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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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1860 年到 1895 年，是东北的局部开禁时期。在这一时期，清政府对东北的开禁一直

是零星的、逐块的、被动的。说它“被动”是因为基本上每块土地的开禁都是因为移民“私

垦既久，驱逐不易，惟有升科而已”9，也就是首先由汉族移民在违法的情况下造成了垦种的

事实，然后清政府才被迫加以承认。 

    东三省之中，盛京10的开发一直远远超过吉林和黑龙江，到 1860 年，盛京境内肥沃、平

坦的土地大多已有汉族人民耕种，所余的禁荒主要是围场、牧场和东边外禁荒。盛京东边外，

即东六边门（威远堡、英额、兴京、碱厂、瑗阳、凤凰）之外，到鸭绿江与图们江之间的广

大地区，是清朝的“祖宗发祥之地”，一向是封禁的重点，但东边外流民禁而不能止，同治六

年，“盛京将军都兴阿派员勘丈边外各地亩，于近边一带，准升科熟地五十余万亩”11。这是

最早的开禁。东边外地区中地处滨海的大东沟，是流民聚众伐木的基地，光绪元年，清政府

“派道员陈本植、知府恒泰、记名提督左宝贵等率领各委员逐地行绳，除上则之地，按亩升

科外，其余中则以两亩为一亩，下则以三亩为一亩，通共折算，并将军都（兴阿）所办升科

五十余万亩之地，统计熟地一百八十三万三千余亩有奇”12。由于折算的缘故，实际放出的数

字比这个数字多许多。光绪三年，设东边道，驻凤凰城，至此封禁了二百余年的东边外地区

基本全部开放了。同治二年，御史吴台寿建议清政府开放奉天官荒马场，以开利源，清政府

饬副都统恩合查复此事，后按恩合的建议，将大凌河以东牧场全部放垦，以西牧场则封禁如

故。 

    吉林“禁地独多”13，咸丰十年景淳奏折得到批准后，“乌拉、阿拉楚喀围场蜚克图站、

双城堡、恒产各荒共地二十二万余垧”14先后丈放给流民垦种升科。同治二年又开放了伊巴丹、

孤拉库等七处废弃围场的可垦地三万八千六百六十八垧15。同治九年，又续开围荒地二万垧16。

光绪六年，吉林将军铭安奏请将“阿（拉楚喀）属围场正身大青背山一带佃民开垦碍围之地，

一律清丈，给照升科”17，也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 

    黑龙江开禁的情况反映了这一时期清政府在开禁东北问题上的消极与犹豫。特普钦奏折

于咸丰十一年得到批准后，呼兰地区弛禁放荒，至同治七年，八年间共放出毛荒二十余万垧。

但不久黑龙江将军德英以“新荒续领未能踊跃，拟请暂时停放”18。此后，屡放屡停。光绪十

年、十三年，清政府两次下令永远封禁黑龙江。 

    从咸丰十年开始开禁到光绪初年，清政府对东北开禁的态度始终是犹豫的，朝野上下对

此争议不休，大量荒地还在封禁之列。 

                                                  
9 《清代通史》，第 1663 页。 
10 今天的沈阳市在明代为沈阳卫，清天命十年迁都于此，天聪五年尊为盛京，顺治元年清朝迁都北京之后，

以盛京（即今沈阳市）为留都。顺治十四年移原辽阳府于盛京，改为奉天府；乾隆初设盛京将军，驻盛京城，

辖地相当于今辽宁省（光绪三十三年改为奉天省）。因有盛京将军和奉天府尹同城叠置，故乾隆以后往往以奉

天和盛京混称盛京城，再后来更有以盛京和奉天混称该省省名的情况。但是在清代顺治以后却没有以沈阳称

呼盛京城的情况，盛京城改称沈阳是在民国初年。现在的许多历史著作在提到清末的奉天（城）时，往往称

其为沈阳，这是错误的。又：此处的盛京指的是盛京将军辖区。 
11 《清代通史》，第 1657 页。 
12 《清代通史》，第 1657 页。 
13 《清代通史》，第 1681 页。 
14 《大清会典事例》卷 167。 
15 《大清会典事例》卷 167。 
16 《大清会典事例》卷 167。 
17 《吉林通志》卷 29。 
18 《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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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 年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之后，东北面临着空前的被侵夺的危险，在这种情况

下，清政府再也不能在开禁东北的问题上犹豫了。1895 年以后，清政府虽未正式发布过废止

封禁东北的上谕，但是它通过一系列放荒济用、招民实边的行动，宣告了东北封禁政策的全

面破产，从而使东北地区进入了全面开禁的新时期，开始了移民和开发的新阶段。 

    盛京放荒：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开始办理海龙、东西流水等围场和养息牧、大凌

河牧场放荒开始，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为止，盛京（1907 年后为奉天省）先后 16 次

放荒，丈放围场、牧场等荒地 1078 万余亩，丈放蒙荒191839000 垧（合 1893 万亩），总计放

荒 2917 万亩，征收荒价银 800 余万两20。 

    吉林放荒：光绪二十一年以后丈放的荒地有 1593 万余亩21。 

    黑龙江放荒：1895—1911 年放荒 6917 万余亩22。 

    1895 年—1911 年 17 年的时间里，东三省放荒的面积比 1860—1895 年的 30 年的时间

里大大地增加了。吉林增加的数字最少，也在四倍以上；盛京增加了十倍以上；黑龙江最多，

增加了三十余倍。 

    2．这一时期的东北移民 

    ⑴移民的增加 

    东北开禁是移民不懈斗争的结果，开禁又大大加快了东北移民的脚步。 

表 123  

 

 

 

别 

1851 年 1911 年 

 
省 

口 

人 

限 

年 

2，582，000 人 11，018，517 人奉天 

327，000 人 5，538，405 人吉林 

200，000 人 1，858，792 人黑龙江 

3，109，000 人 18，415，174 人总计 

 

                                                  
19 蒙古哲里木盟十旗在清代分属东北三将军辖区，各旗被封禁的荒地，称为“蒙荒”。 
20 《清代东北史》，第 445 页。 
21 《清代东北史》，第 446 页。 
22 《清代东北史》，第 446 页。 
23 据《清代东北史》第 450 页及《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 274 页所载数据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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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2 来看，60 年间，东北地区的人口增长了 5 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 83.3‰。吉林、

黑龙江的人口增长尤其迅速，60 年内分别增长了 15 倍和 8 倍。1851 年以后，由于战乱、灾

荒、贫困等原因，中国的人口总数长期徘徊在四亿左右，增长率基本为零，而东北地区这一

时期的人口增长却如此迅速，这显然是大规模移民的结果。当然东北地区在这一时期的自然

人口增长率应该要高于国内其它地区，但是自然的人口增长绝不可能在六十年的时间里给一

个地区带来数倍的人口增长。我们可以假定这一时期东北的自然人口增长率为 4.9‰，那么以

1851 年的东北人口作为基数，按这个增长率，到了 1911 年东北的人口总数因该是 4，023，
046 人，这个数字比 1911 年东北的实际人口少了 78%。4.9‰是 1819—1851 年中国人口的

自然增长率24，这是个相当高的增长率，应该不会比东北的实际的自然人口增长率低。（东北

地区在 19 世纪 90 年代以后连续遭受了甲午战争、沙俄入侵、日俄战争等战乱，这些战乱对

东北的自然人口增长率应该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可以比较肯定地说，清末东北居民中至

少有 78%以上是 1851 年以后来到东北的移民。 

    其实，以上的估计还只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还有两个因素没有被计算在内：一是东

北的自然人口增长中也包含有移民的因素，即自然的人口增殖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移民的生

育繁衍。二是临时性的移民未被包括在表 2 的人口数字中。临时性移民，类似于我们今天所

说的流动人口，他们在东北停留的时间或长或短，但是最后都不会在东北入籍、定居，而是

要返回家乡。由于资料缺乏，笔者无法统计出这种移民的确切数字和其在东北移民中所占的

比例。但是由于往返东北的交通还不象民国以后那样便捷，因此这一时期临时性的移民在东

北移民中所占的比例比民国以后应该要小得多。不过这种临时性移民多为青壮年男性，在生

产中所起的作用很大，在某些行业，如采矿、筑路等行业所雇用的劳力中，这种移民甚至占

了绝对多数。在这一时期的东北地区的人口构成中，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存在。临时性移

民是东北地区贯穿于近现代史的一个重要现象，他们在建设和开发东北中的作用是不容被忽

视的。 

    ⑵移民的来源、构成、地域分布和职业分布 

    开禁之后的东北移民，与以前一样，主要来自山东、直隶、山西、河南四省；其中山东、

直隶两省移民最多；两省移民之中，又以山东移民为主。“诚就三省住民一一考询其原籍，似

有十分之八九为山东”25。山东移民占东北移民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直隶移民占百分之七、

八，其余为山西、河南及它省移民。 

    山东移民如此之多，其主要原因在于山东的人口压力和灾害问题。清代后期山东人多地

狭的矛盾极为突出。1851 年山东省人口为 23，266，000 人，比直隶、河南、山西的人口都

要多出一千万以上26。而山东的耕地面积却和直隶、河南相差无几（1873 年山东耕地面积为

127 万市亩，直隶为 120 万市亩，河南 125 万市亩27）。这一时期山东的自然灾害也很严重。

比如 1901—1904 年，黄河连续四年，年年在山东决口；1905—1909 年山东没有一年没有水

灾，水灾之外，还间有旱、蝗灾；1910 年黄河在山东寿张决口，加上夏初干旱，后又阴雨连

绵，使山东受灾面积达 90 州县。28十年间山东竟然无一年没有天灾。加以战事连绵，盗贼蜂

起。在如此的人口压力与天灾人祸的交乘袭击之下，山东的贫苦农民大量破产逃亡。清末山

                                                  
24 《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 274 页。 
25 《清代通史》，第 1704 页。 
26 《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 274 页。 
27 《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 316 页。 
28 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91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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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往往“数十里不见树木人烟”，有的村庄出亡人口占一半以上，甚至一村人全部走光，其去

向主要是东北。29  此外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隔海相对，最近处海上直线距离还不到 300 华

里。取道水路由山东前往东北很便捷。   

从身份构成上来看，各省移往东北的移民，几乎全部都是贫苦的农民。 

    1866 年以前，清政府禁止汉族妇女进入东北，1866 年后取消了这项禁令，但在东北移民

的性别构成中，男女比例仍严重失调，男性远远多于女性，只身而来的移民远远超过了举家

前来的移民。这是因为持传统观念的中国农民不到实在是走投无路的时候，决不会举家背井

离乡；若为了生计，家庭中必须有人外出，那么这个任务一般是由男子来承担的。此外男子

要比女性更加适合艰苦的移民生活，在艰苦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女性要生存下来都很困难，

男性却可以进行生产活动。而且清末东北对劳动力需要最多的各种产业如开荒、伐木、筑路、

采矿等所需要的也主要或只是男性。最后，对移民来说，单身移民要比举家移民更容易生存，

单身男性移民更容易找到生计，养活自己，但如果加上家眷的拖累，生计就会艰难许多。据

编纂于民国初年的《安图县志》记载，民初安图人口中男性为 14，349 人，女性仅为 8，301
人。另据同时期编纂的《铁岭县志》和《辉南县志》，铁岭县民初人口中男性 157，972 人，

女性 126，977 人；辉南民初人口中男性 51，741 人，女性 31，346 人；男性均远远多于女

性。这些显然都是移民中男女比例失调的结果。 

    从年龄构成上看，东北移民以青壮年为主。据清末民初的调查，东北移民中少年占 41.4%，

壮年占 54.7%，老年占 4.4%。30这当然也是由于移民生活的性质所决定的。东北移民几乎全

为讨生活而来，而当时东北所能提供给移民的工作，又绝大多数是垦荒、采矿等极为艰苦的

重体力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青壮年移民更适合生存下去。 

东北移民多为青壮年男性，这为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设提供了劳动力。 

    移民到达东北之后，他们的分布，由南而北，奉天（盛京）最多，吉林其次，黑龙江最

少。但是吉林、黑龙江的移民增加很快，在增长率上远远超过了奉天（参见表 2）。尤其是黑

龙江，1907—1911 年 3 年间移民平均每年增加 10 万以上，渐有取代奉天成为移民的主要去

向之势。三省内部，在清末也有由南向北移民之势，即由奉天向吉、黑两省移民。这是因为

当时奉天的开发已远远超过了黑龙江和吉林，吉林，尤其是黑龙江相对奉天来说，更加地广

人稀，机会更多。 

    这一时期的移民到达东北之后，最多的是从事农业。移民中也有许多人在各地的农村和

城镇里从事各种手工业。在营口、奉天、大连等大城市，则有许多移民从事力役和服务业。

此外移民还是东北洋务工业和其它近代工业、产业的主要劳动力来源。人数众多的移民大军，

为东北的各行各业提供了最廉价的劳动力来源，东北的各行业均从中补充廉价劳动力。 

 

二．移民与 1860—1911 年的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 

1860—1911 年这段时间是清代东北移民运动的高潮期，下面我们将从最重要的，同时也

是与移民关系最为密切的几个方面来概述一下这一时期中的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的情

况，并分析移民在这几个方面所起的作用。 
                                                  
29 王海波：《东北移民问题》，中华书局民国 24 年版，第 18、19 页。 
30 《东北移民问题》，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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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移民与东北农业的进步 

大量移民涌入东北，使东北的农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首先，移民的到来使得对粮食的需求大增，同时移民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劳力，于

是第一个明显的结果就是东北的耕地面积成倍增长。1873 年吉林耕地面积 200 万亩，到 1911
年达到 33，121，450 亩，38 年增加了 15 倍31。1911 年东北耕地面积总数达到 10，266 万

亩以上，是 1840 年的耕地面积总数 2，864 万亩的 3.58 倍32。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粮食的

产量也不断增加。 

其次，移民带来了内地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提高了东北的

农业生产水平。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在清代后期进步极为迅速。在道光以前，东北大部分地

区的农业生产仍属于典型的粗放经营；道光以后，这种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清末民初，

在稻谷、小麦、玉米、薯类、大麦、高粱、谷子等一些主要粮食作物的单产量上，奉天省的

水平相当或略高于全国的平均数字，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水平相当或略低于全国平均数字，

这其中除了有劳动力投入增加的原因之外，当然也有技术进步的原因。 

在传统农业生产进步的基础上，清代末期，东北农业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和趋势，体

现出了传统农业向近代化农业过渡的趋势。 

首先，随着农业生产的进步，清代末期东北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大

豆是清代末期东北农业生产商品化的典型。大豆是东北最大宗的经济作物，也是东北最大宗

的出口农产品，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的需求量都很大。东北的大豆外销量在整个清代后期一

直呈迅速增长的趋势，据《满洲评论》20 卷第 2 号所统计的数字，经营口港输出的大豆和豆

制品（包括国内和国外市场），1895—1901 年间的年平均额比 1872—1881 年间的年平均额

增长了 2.8 倍。出口国外的大豆的增长尤其迅速，据《满洲事情》第 2 辑的统计，1909 年输

往欧洲的大豆比 1908 年增长了 10 倍。清末东北本地的榨油业发展也很快，豆油、豆粕等豆

制品的产量增加得很快。巨大的产品市场和产品的高度商业化刺激了东北的大豆种植，1910
年种植大豆的耕地占东北耕地总面积的 20%，年产量高达 19，991，000 吨33。中国大豆的出

口量在清末已居世界首位，而其中东北大豆的出口占全国总数的 90%以上34。东北的大豆生

产，在清末已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商品原料作物生产。 

除了大豆之外，清代末期东北其它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也有了很大的提高。1911 年吉林、

黑龙江两省的粮食总产量为 1，015，560 多万斤，扣除种子、食用、酿酒、榨油、牲畜饲料

用粮 769，860 万斤，剩下的都是供市场交换之用，占粮食总量的 22.5%35。奉天省辽阳县

1910 年有耕地 230 万亩，当年输出大豆 20 万石，高粱 15 万石，杂粮 10 万石，还有用大豆、

高粱加工制作的豆油 300 万斤，豆粕 77 万枚，烧酒 200 万斤36。1909 年东北北部新垦区小

麦输出率为 80%，大豆输出率为 70%。37

                                                  
31 《清代东北史》，第 448 页。 
32 《清代东北史》，第 448 页。 
33 杜修昌：《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史略》，第 230 页，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34 《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史略》，第 230 页。 
35 《清代东北史》，第 452 页。 
36 以上为《辽阳县志》的统计数字，转引自《清代东北史》第 453 页。 
37 《北满洲经济调查资料》，第 55—57 页，转引自衣保中、吴祖鲲《论东北农业近代化》，《社会科学战线》

1997 年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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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商品化是近代化农业的特点。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在清末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商品

化趋势，尽管商品化的程度离真正的近代化农业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这是一种先进的趋势。 

这一时期东北的农业生产还出现了一定的专业化和区域化的倾向。“清末东北出现了“南

豆北麦”的格局，辽河流域的大豆和松花江中下游地区的小麦皆已成为当地居于优势的作物。”
38此外奉天南部山区的柞蚕业在清末业已经也颇具规模。“南豆北麦”格局的形成，主要是受

市场需要的影响，清代东北大豆主要由营口输出，因此距营口港较近，经济上受其辐射较强

的辽河流域就成为了大豆的主要产区；而东北的小麦在清代主要是向俄国出口，北部地区种

植小麦向俄国出口比南部要近便得多。奉天南部山区柞蚕业的繁荣，则主要是因为当地多柞

树，自然环境比较适合养蚕。 

在农业生产进步的基础上，清末东北的农业中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经营方式，其突出的表

现是一批新式的农牧垦殖公司的出现。这些垦殖公司有商办的、官办的，也有官商合办的。

它们雇佣农业工人，使用农业机器，多实行股份制，具有一些近代化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和经

营的特点。 

清末东北兴办的农牧垦殖公司主要有： 

兴东垦务公司，广东资本家陈国圻于 1907 年集资在黑龙江省汤原县兴办。该公司采用了

先进的农业技术，购置了火犁、收割机等农机设备。公司还购置面粉加工机器，建立面粉厂，

将所产粮食就地加工，并兼营畜牧业。当时的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对兴东垦务公司给予了很高

的评价。39

瑞丰农务公司。为了振兴垦业，黑龙江将军程德全一手操办，于 1907 年成立了官商合办

的瑞丰农务公司，承领官荒 2 井（每井合地 16.2 万亩）购进火犁两具。40

长岭县天利公司，属官商合办性质。额定资本为吉平银 10 万两，吉林地方官府出一半，

另一半由众商集股。公司承领放剩瘠荒 8 万余垧，以“野无旷土，开辟利源”为经营宗旨，

在适于耕作的荒地上筑庐凿井，种植五谷，在沙岗地栽植各种树木，养草茂盛的盐碱地则引

为牧场，是一个进行多种经营和综合开发的经济实体。41

到 1912 年，奉天省已有农牧垦殖公司 12 家，已缴资本 324，375 元。其中包括股份公

司一个，有公积金 9，150 元；股份有限公司 7 家，有公积金 3，085 元；合资有限公司 3 家，

有公积金 2，865 元；其余一家不详。吉林省到 1912 年有农垦公司 8 家，已缴资本 630，995
元。42

这些农垦公司，是东北历史上的新事物，是东北农业中的新生的近代化因素。 

清末东北地方政府为了振兴地方经济，提倡并引进传播近代农技。为此，东北各地方政

府除了提倡和扶植私人创办农牧垦殖公司，并直接出官款设立农牧公司外，另一方面还以官

款设立农业试验场，引进和研究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奉天省农业试验场是清末东北官方设

立的最大的农业试验场，1906 年始设于奉天（城）大东门外，选用官地一千亩，分设苗圃、

                                                  
38 衣保中、吴祖鲲《论东北农业近代化》，《社会科学战线》1997 年 1 期。 
39 衣保中：《中国东北农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6 页。 
40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 11，《实业·黑龙江省》。 
41 《中国东北农业史》，第 357 页。 
42 （本段）以上各数字均引自《中国东北农业史》第 3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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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园艺、畜牧、蚕丝五区。试验场从全国各地和外国选用并试验农作物新品种，仅在 1907
—1908 年就试种了 185 种外国农作物新品种。试验场曾运用西法对当地的各类土壤进行了化

学分析，还对磷酸质肥料的性能及外国新式耕作法进行了实验。试验场还引进和试用了许多

外国新式农具。43各官办农业试验场对清末近代农技、农具在东北地区的应用和推广起到了一

定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它们体现了清末东北地方政府在农业方面的一些近代化意识。在

清末的最后几年里，各个地方都有官吏都表现出了一些近代化意识，并且表现在施政的各个

方面，东北地区也不例外。 

移民的增加促进了东北传统农业在清代最后五十年中的进步，随着传统农业的进步，清

末东北农业中又出现了新的少许的近代化的趋势。尽管只是不起眼的少许趋势，但是由于中

国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中国的近代化需要的是一个长期的、缓进的过程，因此这种发生在基

础层面上的并不醒目的变化，却正是近代化进程中所非常需要的，对于建构近代社会文明具

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清代的东北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因此农业中的近代化趋势，对

于整个的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来说就更显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过，在这个时期的东北

的农业的近代化趋向中，移民的作用从总体上来说是有限的。农业生产中的区域化和专业化

倾向如前所述主要是因为市场和自然环境的原因。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的提高的直接原因是

粮食产量的增加，而粮食产量增加又主要是因为移民的增加，因此在这一点上移民是主要的

原因和直接的动力。但是新式农牧垦殖公司和农业试验场相比之下最能体现出近代化的特点，

而它们是绅商、官府创建并引导发展的。更重要的是，绅商和官府的这些行为是主动的、有

意识的，因此是有意识的近代化行为。而移民虽然直接推动了东北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的提

高，却并非有意为之。所以，在 1860—1911 年这段时间里，移民尽管直接推动了东北农业生

产的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却并非东北农业近代化趋势中的主导力量。也不能仅凭对农业生产

商品化的推动就说移民是这段时间中东北农业近代化趋势的主要动力。 

不过，上述 1860—1911 年间东北农业的进步，是这一时期东北的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的

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2．移民与近代工业的发展 

⑴近代工业的兴起 

1877 年李鸿章试筑京奉铁路，是东北洋务运动的开始，也是东北近代工业的开始。东北

洋务工业的重点是军火工业，1883 年建成的吉林机器制造局耗银 28 万两，生产新式枪炮弹

药，产品主要供应吉林、黑龙江两省的练军，是清代东北最大的军火工厂44。军火工业之外，

洋务派在东北所办的矿业规模也很大。黑龙江漠河金矿由李鸿章和黑龙江将军衙门共同垫支

官款白银 13 万两，于 1888 年设局开采，是东北官办矿业中规模最大的。李鸿章委任吉林候

补道台李金镛为金矿会办。李金镛招流民数千为矿工并募练护矿防勇一营，不但开矿，而且

屯种、招商，使得漠河金矿屯牧并兴，兵民商贾辐辏，很快发展成为边陲重镇。漠河金矿至

1890 年产金即达 62，000 两，还清了公私积金，提存了余利，还解充了黑龙江的军饷。但是

总的说来，东北洋务工业与内地一样，重军工，轻民生，弊端很多，发展不快。 

清末东北的外资工业和民族工业发展很快。东北的外资和华资企业均兴起于甲午中日战

争之后。列强凭《马关条约》可在东北投资设厂，华商设厂的限制也被清政府取消了。在这

                                                  
43 《中国东北农业史》，第 331 页。 
44 张万鑫：《洋务派创办的吉林机器制造局》，《南开史学》1986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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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下，东北的外资和华资企业的发展都很迅速。清末东北新式工业中有几个行业的发展

特别显著。机器面粉厂 1900 年开始在东北出现，到 1911 年已有 11 家，资本总计 1，505，
000 元，占当时全国机器面粉厂总资本的 22.4%45，东北成为当时全国的两大面粉工业基地

之一。东北地区盛产大豆，榨油业很早就已兴起，清末更迅速发展，在传统手工业作坊的基

础上发展起了新式机器油坊。新式机器油坊首先兴起于营口，最初采用以蒸汽力将黄豆压碎，

用手推螺旋式铁榨榨油的方法，后来则采用机器水压法。到 1911 年，在营口，华商开办的新

式机器油坊达到了 14 家，各厂资本均在炉银（营口炉银）万两以上，雇用工人计一千余人46。

1907—1911 年，大连的华商又相继开办新式机器油坊 8 家47。当时全国新式机器油坊总计 42
家，而东北就有新式机器油坊 24 家，占一半以上48。东北纺织工业的发展，以奉天为中心。

1907—1911 年，仅奉天（城）与辽阳两地就新建了 5 家新式机器纺织工厂，资本总计 109.1
万元，织机 315 台49。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清朝末年，东北的近代工业形成了军火、采矿、

面粉、榨油、纺织五大支柱行业。这五大行业，当时在全国也占有一定的地位。“根据《中国

近代工业史资料》等不完全统计，东北地区到 1911 年为止，资本在万元以上，部分或全部使

用动力机器生产的厂矿企业，总计有 70 家”50。这集中反映了清末东北近代新式工业的发展

水平，比上海、天津等发达地区虽有不如，但是和当时国内其他一般的地区相比，已经毫不

落后了。 

  ⑵移民与东北近代工业的发展 

    近代工业的发展，是东北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标志。在清代前期和中期，东北荒凉落后，

农业尚落后于国内其他地区，更谈不上有什么近代工业。随着移民对东北的开发，东北的农

业有了长足的进步，提供了一定的发展近代工业的基础。因此，东北近代工业的兴起，首先

是建立在移民所带来的农业进步的基础之上的。 

    东北近代工业的兴起，是在 1860 年以后。这段时间，正是清代东北移民的高潮期，大量

涌入的移民，对东北近代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最主要的就是移民为东北的近

代工业提供了工价低廉的劳动大军。移民如潮般涌进的清末东北，到处聚集着大量的待业移

民，迫切需要首先解决生存问题，其劳力之丰富与工价之低廉都是国内所少有的。这些构成

了在东北开办企业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对私营企业的吸引力尤其大。东北本非棉花产地，纺

织工业却成为了它的五大工业之一，这其中不能不说有劳力资源和工价对企业主的吸引力的

因素。 

不过，移民对东北近代工业的作用，主要的也只是体现在提供劳动力这一方面。移民并

不是东北近代工业的发展中的主导力量。东北的近代工业由洋务派开创，以后的发展，也主

要是由洋务派、外国资方和民族资本家来主导。 

移民也不是东北近代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移民固然是为东北近代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劳

动力和对资方有吸引力的工价，但这只是东北近代工业发展中的有利因素，并非决定性的因

素。早期洋务派在东北所开办的企业基本上没有或很少考虑这种因素。外资在清末东北的近

代工业中占很大的比例，但是外资在东北开办企业时，考虑的因素很多，包括政治、地理、

                                                  
45 《清代东北史》，第 470 页。 
46 《清代东北史》，第 470、471、472、463 页。 
47 《清代东北史》，第 470 页。 
48 《清代东北史》，第 471 页。 
49 《清代东北史》，第 463 页。 
50 《清代东北史》，第 463 页。 

 10 



原料等因素，而其中政治的因素往往是最首要的因素，因为清末东北的外国资本的工业企业

主要是日本和沙俄的企业，这两个国家当时对东北都有政治方面的重大图谋，因此非常鼓励

本国资本到东北开设企业，并且还直接由国家政府出面在东北开办企业，经营项目。比如南

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就是由日本政府出面组织成立的；而中东铁路则是由沙俄政府出面和清政

府签订章程和合同，然后成立东省铁路公司修筑、经营的。这样的企业和项目，在开办时是

不会首先考虑移民之类的因素的。对于私营企业来说，移民所带来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工

价低廉的因素是很有吸引力的，属于这些企业在开办时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但是也不是唯

一重要的因素。清代后期各地的劳动力资源都比较丰富，近代工商企业在开办时一般在雇佣

工人方面不会遇到太大的困难。工价的差异对于资本相对较小的私营企业来说虽然是很重要

的因素，但也不至于绝对化，还是要和其它因素一起综合考虑。私营企业在开办之时一般是

要综合考虑建设厂房和购买机器的成本、原料、交通、销售、雇工、工价等因素。不过尽管

如此，也不能抹煞移民对于东北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的作用。若没有移民改变东北的荒凉

局面，若东北仍然像过去那样缺乏人口和劳动力，开办工厂和企业就根本无从谈起。此外丰

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低廉的工价毕竟仍然是在东北近代工业的发展中起作用的影响因素之一。 

    我们说移民不是东北近代工业发展中的主导力量，还因为移民都是下层的贫苦民众，一

般只能进入工业企业作工人、店员之类的低级工作，很少有担任高级职位或自己开办工厂的。

当然在工业企业的开办者、经理、董事之中不乏外地人，但是这些外地人中有许多很难被看

为是移民。他们手中有资金，看中了东北，来这里开办企业，谋取利润。他们与下层的移民

不同，来去很自如，家也不一定随同本人搬来东北。有的人在家乡或是别的地方还有其它的

产业。如果把这样的人也看为移民，那么周学熙在天津开厂，徐润在上海开厂就也都要算作

是移民办厂了。所以，只有自己是移民，在东北当地起家办厂，这样的人我们才能把他算作

是东北的移民实业家。再宽泛一些，东北移民的第一代后裔在东北开厂，也可以看作是移民

办厂。这样的移民实业家，与在东北开办近代工业企业的洋务派、外国资方以及其他的民族

资本家相比较起来，在人数上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其资本所占的比例就更小了。 

    3．移民与东北城市的发展 

    清代前、中期，东北地区已经兴起了一批城市。其中盛京有奉天、辽阳、开原、兴京、

铁岭、抚顺、牛庄、凤凰、熊岳、岫岩、金州、复州、盖州、广宁、宁远、锦州、义洲等；

吉林有吉林、宁古塔、三姓、伯都讷、阿勒楚喀、拉林、双城堡、珲春等；黑龙江有齐齐哈

尔、瑷珲、墨尔根、呼兰、海拉尔、布特哈等。这些城市，就其形成来看可以分成三种类型：

“一是移民后在原有军事堡垒和政治中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一是移民后在移民所形成的聚

居点基础上发展起来；一是由于经济活动频繁而自发地形成。”51实际上第三种城市的人口来

源也主要是移民。 

    1860 年以后，移民继续在东北的城市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移民为城市提供人口，但

是决定城市的分布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却已经不是移民了。 

    1860 年以后，东北发展最快，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首先是营口。营口本是盛京沿海

的一个小渔港，1858 年被《天津条约》规定为开放港口。此后，营口作为东北地区对外贸易

的主要港口，迅速地发展起来，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东北地区的商业、金融中心。由于营口

是东北大豆和其它农产品的主要输出港，因此带动了辽河航运业蓬勃兴起，并由此推动了整

个辽河流域的一大批中小城市的发展。这些城市，原来多是农村小集镇，随着农产品集散功

                                                  
51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毕业论文《清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 1644—1911》，作者张士尊，第 3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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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加强吸引了移民大量涌入而迅速发展。如奉天的新民，原来是一个农村集镇，嘉庆 18 年

设厅，光绪二十八年改设新民府，到清末，城市人口达到了 5 万余人，工场、商店分 37 行，

计 1313 家，资金约计 116 万余两，从事工商业者万余人52。又如辽源，在道光年间还只是一

个不大的蒙古部落居地，是东蒙地区的牛马贸易集市，只有 30 余家商店，经过 40 多年以后，

就发展成为居民 16，000 余人，工场、商店 536 家的城市了53。 

    到了清末，东北的铁路建设开始后，铁路又上升为对东北城市发展影响最大的因素。随

着中东、南满、京奉等铁路的修建，在铁路沿线很快就兴起了哈尔滨、满洲里、绥芬河、海

拉尔、长春等城市。其中哈尔滨和长春发展最快。沙俄在建设中东铁路时，以哈尔滨为中心

点，在哈尔滨设立了铁路工程局，从哈尔滨向绥芬河和满洲里方向同时开工。从此哈尔滨迅

速兴起，它的早期居民以俄侨和中国铁路工人为主，到清末时已有居民 6 万多人。各国纷纷

在此开设领事馆，开办银行。哈尔滨工商业繁荣，市面兴盛，有“小巴黎”之称，成为了东

北北部的金融、商业和交通中心。长春在南满铁路通车后迅速发展，很快就取代了吉林，成

为吉林省的中心城市。 

大连本来是个名为青泥洼的小渔村。它先是于 1898 年被沙俄“租借”，日俄战争后又被

日本侵占，日本政府在这里设立了“关东州”进行殖民统治。南满铁路通车后，它很快就取

代营口，成为东北的最主要的海港。 

    奉天从清初起就一直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在南满、京奉铁路相继通车后也得到了更

加迅速的发展，人口至清末超过了 20 万，仍然是东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和重要的商业城

市。 

    根据 1909 年出版的《满洲评论》第 20 卷第 15 号，1911 年编的《东三省政略》以及《满

洲地方志》、《满洲事情》第 5 辑等书的调查统计，清末东北万人以上的城市共计有 50 座，其

中 20 万人以上的城市 1 座，5 至 10 万人的城市 4 座，3 至 5 万人的城市 9 座，1 至 2 万人的

城市 36 座。这 50 座城市中，1860 年前已有的老城市有 22 座，占 44%；其余的 28 座城市，

都是在 1860—1911 年间兴起的新城市，占 56%。这 50 座城市中有 33 座在奉天省，占 66%；

17 座在吉林、黑龙江，占 34%。在这 50 座城市以外，还有许多人口在 4 千至 1 万之间的城

镇，包括瑷珲、复州、熊岳、墨尔根等，也在不断的发展之中。54

    在 1860—1911 年这一段时期中，营口的发展与开埠有很大的关系，而在哈尔滨、大连等

少数几个城市的发展中，俄、日的建设则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总的来看，在这一时期中，

影响东北地区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的三个最主要的因素是移民、经济活动和交通。 

    移民对这一时期的东北城市的发展的影响是明显的。在整个清代，东北城市在 1860—
1911 年间发展得最为迅速，这与清代东北移民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城市和城市人口的分布，

奉天最多，吉林和黑龙江次之，这也与移民在东北地区的分布情况一致。移民是这一时期中

城市人口的主要来源，即使是主要是受交通和经济活动因素影响而形成和发展的城市，其人

口来源也主要是移民。比如大连和营口就都大量吸收山东移民为城市人口。1914 年大连华籍

居民有 10 余万人，其中 95%以上籍贯为山东55。 

                                                  
52 《清代东北史》，第 436 页。 
53 《清代东北史》，第 437 页。 
54 本段所引用的各种调查和统计数据均转引自《清代东北史》。 
55 《东北移民问题》，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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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同样也很明显的是：在这一时期影响东北的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的三个主要因素中，

影响最大的因素并非移民，而是交通。营口率先取得了最大的发展，是因为开埠，也是因为

它是港口。大连的发展也得利于它是港口的天然优势。尤其是铁路建设开始之后，铁路又成

了城市的兴起和发展的决定因素。在这一时期中，港口城市和铁路沿线城市的发展速度，大

大超过了其它城市，从而使东北地区在清末形成了以沿海和沿铁路线为主的新的城市分布格

局。交通因素决定了城市的分布格局，同时也决定了城市移民流向的格局和经济活动中心的

分布。因此在交通、移民、经济活动三个因素中，是交通因素在对这一时期的东北城市的发

展起主导作用。 

    最为明显的例子是中东和南满铁路。沙俄从自己的战略目的出发，在建设这两条铁路时

都是尽量取直线，并未特意考虑去连接既有的城市，结果是黑龙江和吉林原有的主要城市几

乎都不在这两条铁路线上。这两条铁路通车后，铁路线上新兴起的城市迅速发展，取代了原

有的城市的地位（如前述长春之取代吉林）。 

    在这一时期的城市的近代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也不是移民。奉天、大连、哈尔滨、

营口是清末东北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几个大城市，这些城市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各种先进的西方

近代物质文明，同时也是东北地区的文化和教育中心，清末东北新建的新式学堂和报馆等新

式文化机构集中于此。这些城市，是传播近代文明的窗口，它们由近及远地带动着各自周围

的地区，领导着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设的潮流。有的学者将营口、大连、奉天和辽南地区

与上海和长江口地区等其它五个地区并列为清末中国六个以口岸城市为中心的近代文明较为

发达的地区56。但是这些城市的较高的近代化程度，却主要是得益于它们的开埠和通火车等交

通方面的便利条件，交通的优势使得这些城市比其它城市更方便沟通外界，获取信息，因此

可以得风气之先；交通的优势也使得洋务派和中外资本家多选择在这些城市里开办企业。此

外这些城市的近代化程度较高也是得益于居住于这些城市之中的开明官绅、知识分子和外籍

人士的带动和引导，他们是东北城市近代化过程中的主导力量。移民对于城市的近代化，仍

然只是起到了提供人口基础的作用，既没有成为东北城市近代化的主导力量，也不是这一过

程中的主要动力。 

     

三．总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 1860—1911 年这一段时期中，在东北的农业的近代

化趋势、近代工业的发展以及城市的发展和近代化这三个方面，移民均不是主导力量，也不

是主要的动力。以上三个方面均属于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的最重要的物质要素。如前所

述，这一时期的东北移民几乎全都是贫苦的农民，在建设近代文化方面他们不可能起到主导

作用，也不可能是主要的动力。所以笔者以为以上的分析虽并不全面，但已经大致能够说明

在东北这一时期的全部的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中，移民不是主导力量，也不是主要动力。 

    移民未能成为这一时期东北近代社会文明建构的主导力量和主要动力，是由近代社会文

明的特点和这一时期的东北移民的特点所决定的。近代社会文明不同于我国的传统文明，它

产生于西方，以西方的近代工业文明、科技、思想文化、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为核心内容。

要在中国建设这样的文明，首先必须得接受和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技、制度和思想文化。在

中国建设和发展近代社会文明所需要的主导力量的成员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中的一个或是数

                                                  
56 陈振江：《简明中国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增订本），第 3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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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比较新的知识结构，比较先进的思想，比较高等的或者是比较新

式的职业，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一定的权势，比较好的经济和生活状况。具有以上

一个或数个条件的人，才有可能学习近代社会文明的知识或较主动地实践建设近代社会文明

的行为。而如前所述，这一时期的移民的实际情况却基本上都和上述要求正好相反。57移民几

乎都是来自农村的贫苦农民，他们所熟悉的小农经济和他们的思想意识与近代的生产方式和

思想意识想去极远，他们受教育的程度都很低，他们的生活又长期处于谋生的最低水平，这

些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机会去主动学习和接受近代知识，也不可能有意识地、主动地去实践

建设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行为。因此它们不可能成为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的主导力量。

他们一直是而且也只能是被动地由其他力量领导着建设东北的近代社会文明。移民的思想意

识和生活方式都仍处于传统的范围之内，而近代社会文明却与中国传统文明大相径庭，当移

民的生产、生活和价值取向还都完全处于传统的范围之内的时候，他们未能成为发展方向完

全不同于传统文明的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的主要动力当然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但这并不是说移民在建构东北近代文明的过程中不起作用，实际上，在 1860—1911 年期

间的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过程中，移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为东北近代

社会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基础。首先，清政府开禁东北以后，移民大量涌入，增加了东

北的人口，这为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提供了人口基础。其次，移民的涌入极大地推动了

东北农业的发展，而农业的进步是这一时期东北其它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和重要动力。最后，

在建构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过程中，移民在工商业等其它各个方面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种作用也主要体现在为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人口和劳动力的基础。 

    移民还给东北的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带来了独特的特点。那就是可塑性极强。与同一时

期中国其他地区的近代化过程比较起来，东北地区的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具有强得多的可塑

性。这是由于东北的移民社会的特点造成的。首先，由于东北在这一时期在地理空间、产业

空间上都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可供建设，而源源不断的移民又使得所有的建设都没有劳动力方

面的后顾之忧。这样就使得各种力量可以在东北大展身手，按着他们的设想在东北进行各种

建设，按着他们的意愿去塑造东北。其次，这一时期东北的人口构成中移民占了最大的比例，

而东北移民几乎全都是贫苦农民，受教育少，文化层次低。尤其是在安土重迁的传统中国农

村，农民一旦敢于离开故土，远走他乡去谋生，大都会变得富于开创精神，较少保守观念。

这些特点使得他们受传统文化的束缚比较少，容易接受新事物，在思想观念上比较容易被塑

造和重塑。由于是远离故土来东北谋生，因此移民对于职业和生活的要求都很低，基本上都

是能生存就行，因此在职业和生活上，他们也是比较容易被塑造和重塑的。对于一个以这样

的移民构成人口主体的社会，近代社会文明建构的主导力量可以非常容易地按着自己的设想

去塑造或重塑这个社会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职业构成，而这些又会很容易地影响和重塑

这一地区的风俗习惯、地域文化和居民的性格。最后，由于我们上面所说过的移民的特点，

他们自己也总能够较快适应新环境、新情况，对在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中出现的各种新

                                                  
57 从清初开始，在东北地区就一直存在着移民生产团体。移民们组织起来，以团体的形式在深山老林中从事

伐木、采参等生产。这是移民们在恶劣的生产环境及官方的封禁政策下，为了生存、自我保护和提高生产效

率而采用的一种生产方式。鸦片战争以后，黄金价值提高，东北大批移民转向采金，采金业中出现了许多移

民生产团体，其中最著名的是“韩边外”团体。移民生产团体在清代后期在东北大量存在。以“韩边外”团

体为代表的这些东北移民生产团体，大都以某一业为主，兼事多种经营，自给性很强。在管理上它们大都采

用把头制。各团体的社会生活都很封闭，“韩边外”集团甚至在团体内部私设审讯机构，并购买枪炮，组成了

一支上千人的武装，实际上成为地方割据势力。“韩边外”团体后来被清政府招抚改编。许多移民团体逐渐发

展成为村落。这些纯粹由移民组成的生产团体，在管理、生产经营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没能表现出近代

化的倾向。参见《韩边外》，李澍田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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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新局面，多能迅速适应并找到主动融入的办法。以上几点使得这一时期的东北近代社

会文明的建构呈现出极强的可塑性。在这一时期的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中，近代化所遇

到的阻力比在国内其它地区所遇到的阻力都要小得多，以铁路的建设为例，铁路在东北开始

建设后就一直没有遇到过内地初建铁路时所遇到的巨大阻力。面对着移民社会这样的一个社

会基础，近代化事业的主导力量总是能够比较容易地把东北按着他们的设想来塑造或重塑。

在这一时期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具有近代意识的官绅努力想把东北建成新式农业基地并初见

成效；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将东北将建成了榨油工业基地和纺织工业基地；随着近代交通的

发展，东北的城市分布格局迅速地由原来的传统格局转变为以沿海和沿铁路线分布为主；俄

国努力使哈尔滨俄国化，日本在旅大建设“关东州”，竟也都部分地达到了目的。事实上，从

东北社会变成为一个移民社会开始，东北的社会文明就始终具有强大的可塑性，这种可塑性

强的特点随着东北移民过程的持续一直保存着。在民国以后，东北也是被各种势力比较容易

地按着自己的意愿先后塑造成了民族工业基地、粮仓、重工业基地等等。各种势力的历史存

在也在东北的方言、生活习惯、地域文化等各个人文方面留下了印记。 

  最后还要提醒读者们注意的是，在 1860—1911 年期间，还有一些外籍移民也进入了东北，

他们主要来自朝鲜、俄国和日本。本文的探讨中并未涉及到他们。本文所使用的“东北移民”

这个概念，指的是中国籍移民，在文中各处所提到的东北移民均不包括外籍移民。不过，外

籍移民在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他们的情况是值得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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