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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名称：东北汉族人口史研究课题 

主持人：孟广耀 

主持人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课题的设计与论证（摘要） 

1、同类课题在国内外的研究状况评述： 

  至今为止，在国内外，大体还没见到专门的，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这一课题的专著。然而在某些论著中，常有片段的，零星的
记载和论述；还有旁及性和附带性的内容。如日本学者稻叶岩吉：《满洲发达达》、金毓黻：《东北通史》、佟冬主编：《中国东北
史》……  

  国内某些论著中的有关部分，不仅零碎、散乱、缺环、断裂，而且存在许多问题。多从史学角度论及东北汉族人口史，缺少人口学
的要求和必要的内容；许多相关乃至重要资料没有，也不可能充分利用；对许多关键问题不予解决，或置之不问，或反驳外国学者的歪
曲不够有力；某些提法含混，或不准确，或值得商榷……除个别外，多处在浅层次中。 

但却提出一些线索，可资参考的论述，揭示某些资料……这些也是可贵的。 

２、本课题研究的主要问题（研究的重点）： 

  根据时间顺序，尽量探求东北地区汉旗人口的来源、迁徙、发展变化、数量统计、质量素质、分布密度、家庭婚姻，性别比例和户
籍管理……  

  揭示双向融合（少数民族融合原汉族，汉族融为少数民族）的历史现象，并寻索其历史规律。 

  探讨人口思想和人口政策。 

  诠释与人口相关的史地现象。 

  从人口学角度切入，揭示汉族人口与其他民族人口的关系，在建设、开发、保卫边疆中的重要作用。 

３、本课题研究将在哪些问题上有所突破： 

  东北地区汉族人口，决非都是客户。其实，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土著，即土生土长者，就地汉也者。早在商周时期，东北地区就有好
几支汉族先世华夏族人口生息蕃衍，开发边疆，创造历史文明。“客户非客”的情况，很多。 

  在东北地区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中，汉族曾几度，长时间保持第一大族的地位。不仅文化等发展水平较高，而且人口数量也是较大
的。 

  东北各少数民族建立的边疆政权，一般都能容纳大量汉族人口。在该政权的民族构成中，汉族人口常常成为多数。 

  历史上，在东北地区，不仅仅少数民族汉化，而且在某些环境中，大量汉族少数民族化。前者是历史的进步，后者并不是历史倒



退。充分反映，即使在血胤上，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东北地区汉族人口分布的发展，大体以辽宁为基地，随着历史进程，北上幅度越来越大，直至吉林、黑龙江及其以北。然而从商代
起，就有一支华夏人口进入朝鲜半岛中部偏北。其后，汉族人口一直将该半岛中部偏北与东北连在一起，作为一个完整的活动区。 

  历史上，东北地区汉族人口的发展，并非直线上升。有时也在减少，甚至跌入低谷。但总的趋势是增加的，发展的，甚至攀登上几
个高峰。东北地区，在西汉末、前燕、高句丽王国末，辽朝等几个标准时间里，对汉族人口数量做了有据有理的蠡测。 

４、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以朝代或大的历史时期为顺序，逐次研究汉族人口的有关情况。采取系列分论的十六字方针：“分则为文；合则为书，前后照应，
书文结合。”文，指系列性论文，每篇立足于一时一事之缕述，阐述详明，求深求真，各篇论文又有玉贯珠连的属性。书，着眼于多元
之整合，内蕴成体，构成研究同一课题之专著。如此，既可保证专著的系统性、统一性之长处，又可发挥文的深度、力度之特点。 

  三个有机结合：微观透视与宏观鸟瞰相结合；考证辨析与理性衡评相结合；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相结合。 

  履践三段式途径：先收集资料——再撰写系列性论文———最后合成专著。强调二度与三性：深度与力度；针对性、系统性和全面
性。 

论文中的大中小标题，大体上是专著里的章节目标题 

５、本课题研究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很多人将东北广大地区视为少数民族的地域，将东北历史习惯认定为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似乎该地区没有汉族。即使有些汉族，也
是后来迁入的，数量并不多，是中国长期扩张的结果。对此，国际上日本的“满蒙学派”、俄苏的“黄俄罗斯学派”和半岛的“泛朝鲜
主义学者”尤为突出。“长城以北非中国论”、“两江地带无主权论”。“朝鲜半岛一贯事大论”……至今仍然泛滥，或以不同形式表
现出来。他们中除少数外，绝大多数之目的非常明显，那就是分裂中国领土，肢解中国版图制造舆论。对此，我国许多学者或缄默无
言，或随声符合，长期处于麻痹状态。随声符合之原因，多数是受陈旧的民族观，边疆观之影响。 

  深入探讨这个课题具有重要意义。既是人口学、民族学、社会学的重要内容，又是边疆史 人口迁移史、民族关系史不可或缺的部
分。可揭示其历史真实面貌，从而补县缺，正其事，匡其讹。有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巩固，各民族共同繁荣。  

６、本课题的结构设计（主要章节）： 

绪论 

孤竹国释论——一支华夏化的东北夷 

商周时期华夏族人口北上东徙东北地 

区战国至秦东北华夏人口的增长 

西汉东北第一大族——汉族———攀登该地区汉族人口发展史第一高峰 

东汉东北汉族人口及人口数字之分析 

公孙氏割据及三燕时期的汉族人口 

北魏北齐时期东北汉族人口及其减少 

隋代东北的汉族人口——高丽王国对四十万隋军俘虏的安置 

唐代东北汉族人口的增减——渤海国汉族人口 

高句丽王国中的汉族人口 

辽朝是以汉族人口为多数的政权——东北汉族人口发展史的第二高峰 

金朝是东北汉族人口发展史的第三高峰 

元代东北汉族人口的“两化”运动 

明代东北汉族人口的几个重要变化 

清代东北汉族人口进入发展的高峰时期（上）——兼“移民实边” 



 

清代东北汉族人口进入发展的高峰时期（下）——兼现今汉族人口格局 

东北汉族人口发展变化总论 

后记 

本拟有大中小即“章节目”三级标题，但因表格空间有限，故只列出大标题即“章”级标题，中小标题省略。 

成果名称：东北汉族人口史研究 

成果形式：专著卷（册）数：一 

字数（万字）：25万外加图片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回到顶部]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您是第 访客   - -  招聘信息  - -  投稿热线  - -  意见反馈  - -   联系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版权所有,请勿侵权

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联系电话：85195663

农村发展研究所网络室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