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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流移集聚与山区资源开发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例，着重考察明清时期长江
流域山区的人口过程、资源开发、经济增长、生态环境演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对与本主题相关的历史资料、历史事件、政策措施等，亦进行相应的辨证、分析、以期有助于理解、
认识历史上的人类活动与自然的互动。
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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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一、明清时期山区资源开发概说二、明清时期山区开发史研究回顾（一）主要研究成果
述评（二）研究前景展望三、关于明清时期的“流民”、“移民”、“棚民”、“客民”与“流移”
（一）明代的“流民”与“移民”（二）清代的“棚民”与“客民”（三）地方志中的《侨寓》或《
流寓》（四）流移人口四、明清流移开发之前的秦巴山区第二章  明代秦巴山区的封禁与流移集聚一
、从空山封禁说起二、流移集聚秦巴山区（一）成化十二年以前山区的流移集聚（二）成化十二年以
后山区的流移集聚三、流移在秦巴山区的附籍（一）成化十二年原杰主持的流移附籍（二）成化十二
年以前的流移附籍（三）成化十二年以后的流移附籍四、秦巴山区流移的区域分布（一）关于郧襄山
区的流移数量（二）关于陕南的流移数量（三）川东北山区也是明代流移积聚的重要区域五、明朝的
流民政策与秦巴山区的流移问题（一）明代的流民政策（二）流民政策的推行（三）抚民专官之设置
第三章　明代流移落居与秦巴山区资源开发一、人口增长与土地垦辟（一）秦巴山区的人口增长（二
）明代秦巴山区的土地垦辟（三）郧县：山区田地垦辟的个案分析之一（四）郧阳卫：山区田地垦辟
的个案分析之二二、多种经营与明代秦巴山区经济（一）经济林特产经营在秦巴山区的地位（二）陕
南、川东北山区茶种植的发展（三）木材采伐业第四章  明代秦巴山区的社会变化与社会控制一、饮
水井映出的社会变化二、地方志《风俗志》所见秦巴山区社会风俗变化三、社会风俗与秦巴山区环境
四、“插花地行政”：明代秦巴山区行政与社会控制（一）行政区划的变动（二）“插花地行政”：
明代秦巴山区的行政层次与事权总分（三）明代秦巴山区行政中的吏治第五章  清代秦巴山区的流移
集聚第六章  清代秦巴山区的土地垦殖与高产旱作物种植第八章  秦巴山区经济林特产与经济作物的种
植、经营第九章  秦巴山区手工业与竹木铁盐资源开发第十一章  明清秦巴山区的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
第十二章  结语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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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二、明清时期山区开发史研究回顾(一)主要研究成果述评傅衣凌先生较早关注明清时期
山区的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与社会控制。
早在1946年就发表了《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形态及其历史意义》一文，通过川陕湖三省交
边山区的木厂、纸厂、铁厂、盐井及炭厂、耳菌等手工业生产状况的考察，探讨了清代的工场手工业
问题，指出清代中叶中国手工业生产形态已开始有所变化，但由于封建政治统治、超经济剥削等因素
的存在，不仅限制其进一步发展，且引发劳动者的不断斗争。
②1947年发表了《明末清初闽赣毗邻山区的社会经济与佃农抗租风潮》，围绕福建、江西交界山区明
清时期频繁发生的农民抗租、暴动与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系统考察。
③20世纪50年代后，傅衣凌又先后发表了《略论我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规律——休休室读史札
记》、《清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一个探索——江西新城“大荒公禁栽烟约”一篇史料的分析》
等论文，④对中国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关于中国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生、
发展在山区，由山区再到平原的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方国瑜先生和陈桥驿先生亦是20世纪70—80年代较早关注山地开发与环境恶化问题的学者，方氏《清
代云南各族劳动人民对山区的开发》论述了汉、哈尼、彝、苗、瑶等民族劳动者(包括退役士兵、移
民)在云南山区的农牧业开发活动，涉及玉米、洋芋种植，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业佃关系，水土流失
等问题。
陈氏《历史上浙江省的山地垦殖与山林破坏》站在人口再生产和生态平衡关系的高度，对浙江省的山
地垦殖与山林破坏进行了历史探讨，指出：清代康熙以来，随着人口剧增和玉米、番薯的传入推广，
浙江山区经历了不断的垦殖扩张，增加了粮食产量，造成了山林植被的被坏和严重的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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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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