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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问题的源流 

读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 

袁晞 

稿件来源：《博览群书》 

 

  上个世纪的后几十年，人口问题一直严重地困扰着中国，二十一世纪依然如此，沉重

的人口负担制约着国家的发展，影响着政府的决策。人口问题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

重要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要寻求解决的良策，考察问题的源流是必要的。

美籍华人学者何炳棣先生1959年写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就明清

以来六个世纪的人口问题做了精彩论述。费正清先生对本书予以很高评价：“他致力于钩

稽有关人口和各种相关因素的资料，以此为基础写成的这本著作对这一专题此后的研究者

作出了贡献。”遗憾的是这本海外汉学研究的经典之作1989年才由葛剑雄先生译出了中译

本，在琼瑶金庸盛行的年代，仅仅印了一千册。去年三联书店又新版葛译本，印了七千

册，使这一著作多了一些读者。  

  讨论人口问题大概首先要做的是考证各个朝代的人口数据，何炳棣的著作就是从研究

官方的人口记录入手。何先生认为，他这本书研究的起始年代明洪武年间是中国人口问题

研究的重要时期，按明太祖指示修订的“黄册”和编成的“鱼鳞图册”尽管主要用于劳役

和赋税，但同时有效地调查和统计了人口。通过分析明代官方较为可信的人口记录和各地

方志，何先生认为“至十四世纪末，中国的实际人口大致至少超过了6500万”。明初以

后，由于货币经济的腐蚀、官员的营私舞弊等原因，明代的人口数据离事实越来越远。在

没有可靠的人口普查数据和政府统计报告的情况下，何先生研究多种史料后说：“尽管明

代官方的人口数据显示出人口停滞，实际上从洪武元年（1368年）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前后中国的人口始终是或多或少直线上升的。”  

  清朝也有多次人口登记，一些研究清代人口的学者认为从1741年以后中国的人口数据

已经包括全部人口，何炳棣用例证说明：自乾隆六年至四十年间（1741～1775年）的人口

统计数字尽管在理论上说是代表了全部人口，但实际上全国人口申报肯定不足，某些省份

还严重不足。从乾隆四十一年至道光三十年（1776～1850年）期间，保甲户口登记制度看

来已得到忠实的施行，但登记的缺漏依然无法避免。经过对资料的研究和计算，何炳棣得

出的结果是：全国人口从乾隆四十四年的2.75亿增加到道光三十年的4.3亿。困扰着近代

中国的人口过多和普遍贫穷的问题到道光三十年已经存在。何先生认为，清朝最后几年的

人口普查是失败的，国民党二十年统治期间，官方认为全国人口总数在4.3至4.8亿之间，

完全是揣测的，而不是普查得来的。  

  人口激增，使中国的资源变得极其窘迫，以至经济陷入了困境。何炳棣认为，从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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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三藩之乱和结束台湾明朝残余势力到太平天国之前，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持续和平和

繁荣时期，和平年代和统治者的“开明专制”，使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造成人口迅速增

长。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地区移民也是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多产稻的大面积推广，玉

米从国外的引进，使同样的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结果是出生率提高和死亡率降低，人

口激增。旱地作物玉米的推广，使水稻产区过多的人口大规模向西部移民，移民在丘陵和

山地种植玉米，又使大量的人口得以生存和繁衍。何先生说，今天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植被

破坏引起的水土流失“可能应归咎于十八世纪种植玉米的农民对山地的无情榨取”。我们

现在面对的洪水、干旱、沙尘都有历史的原因。  

  何先生写道：有理由相信，在清代中国当时的技术水平下，最佳状态 “人口产生最

大的经济效益”的点 似乎是在乾隆十五年到四十年（1750～1775年）间达到的。直到十

八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人们还将人口持续的迅速增加视为无比的福祉，但到该世纪的最

后二十五年时，深思熟虑的一代中国人已开始为从该世纪最初数十年来已习以为常的生活

水准明显的下降所震惊。如果说从高度繁荣到经济越来越紧张的转变比较突然，那可能是

由于到十八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大概已在2.5亿上下，这样的人口数字已经超过适度范

围，进一步增长会使增加的总数大得可怕。  

  人口越多，人均收入越少；人口越多，劳动力越不值钱；人口越多，人民维持生计越

难……十八世纪以后，尽管因此起彼伏的天灾，因军阀混战、日本侵略这样的人祸减少了

很多人口，但中国的总人口仍大大超过了“适度人口”。到1953年人口普查，已达到5.83

亿。到何先生写成这本书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工业化的开始，卫生水平的提高，使和平

时期的中国人口又迅速增加了，甚至比十八世纪还快得多。何炳棣先生在书的最后写道：

“是历史重演，还是新中国取得比目前的人口增长率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还有待分晓。”

遗憾的是，就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倡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什么人间奇迹也能

创造出来，在经济低增长的同时，人口急剧增长，历史惊人地重演了。  

  一个到二十一世纪初才读到何炳棣先生著作的中国人，掩卷时回首历史，怎能不感慨

万端。  

  葛剑雄1989年译本名为《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000年译本经何炳棣先生建议，书名改为《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由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葛剑雄先生在三联版“译后记”中说，何炳棣先生亲自校阅了全

书，改正了译文的错误，并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葛剑雄写道：“将用英文撰写的有关中

国古代史的著作译为中文，本来就非易事，何况作为译者，我只能按照字面的含义来揣摩

作者的本意，即使词义无误，也未必符合作者的原意。现在由何先生自己校定，无疑为此

书提供了一个最可靠的中文文本，其意义自无需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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