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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937年河南灾荒性移民与社会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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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1920 年～1937 年间,河南水旱灾害迭现,兵燹匪患频仍, 由此引起的移民潮频繁而剧烈。灾荒性移民是这一时

期河南最为重要的人口迁移类型,它体现了河南移民问题的特殊性。社会救助以有组织的灾民移送最为成功, 救助团体在移

民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新铁路线的开通也使跨省际的远距离迁移更加容易实现, 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移民的运送工

作, 使人口迁移由此进入到更为深远的地区。虽然这一时期河南的社会救助取得了局部的成功, 但还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

要。

　　关键词: 　河南; 灾荒; 移民; 社会救助

　　中图分类号: 　K29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3969/ j. issn. 1673-1646. 2013. 02. 007

Calamity-driven Migrations in Henan and Social

Assistance from 1920 to 1937

CHEN Peng-f ei1, AN Jie-sheng2

( 1. L ibra ry , Fudan Univer sity ,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Institut e of Chinese Histor ical Geogr aphy , Fudan Univ ersit 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Subject to the f requent str ikes of droughts and f loods, of w ars and banditr ies fr om 1920 to

1937, Henan prov ince experienced a severe cont inuous out-f low o f populat ion. T he calamity-dr iv en

migr ations w ere the most important types o f m igrat ions dur ing this period, w hich reflected the

part icularity of Henan mig ration problems. Organized migrat ion was the most successful w ay o f social

assistance and r elief gr oups play ed a piv otal role in the m ig rat ion process. T he opening of the new railw ay

line made inter-provincial and long-range migrat ions easier, w hich g reatly facilitated the delivery of

migr ations. Since then, migr at ions could reach far -reaching areas. Social assistance achieved part ial

success in Henan province, but it w as far f rom being able to meet the r eal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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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荒性移民研究, 是我们探讨灾荒与国家治理、

社会应对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1 ]1920年～1937年期

间,河南水旱灾害迭现,兵燹匪患频仍,由此引发了

大规模的灾荒性移民潮。为此,官方和一些民间组织

进行了积极而艰苦的社会救助活动,体现了灾荒救

助的时代特点。对于灾荒性移民的社会救助问题,学

术界以往的研究或是着眼宏观的通论, 或是简单归

之于所谓“流民”问题,缺乏较为细致全面的论列。正

基于此,本文试图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探讨

民国时期河南灾荒性移民运动状况, 以及相应的社

会救助的举措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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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南灾荒性移民状况

本文所涉及的引发大规模移民的“灾荒”,主要

包括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 即天灾,同时也包括战

乱、匪患等“人祸”。民国期间,河南地区灾荒之频仍,

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极为突出的, 几乎无年不灾, 无灾

不荒。而每次灾荒肆虐之时,都有大批河南百姓选择

外出求食作为自救的主要方式, 从而引发规模惊人

的灾荒性移民潮。

1920年,中国北方地区发生了一场特大旱灾,

被称为“四十年来未有之奇灾”
[ 2]
。河南无处不旱,尤

以豫西、豫北最为严重,因此有“饥民数千逃入山西,

每日由各路来者, 千百成群,彼等以为山西为丰饶之

省,其实在直、豫伯仲之间”
[ 3]
。林县“西接太行山,有

花园梯者为由邺入山西孔道, 逃荒灾民络绎不

绝”[ 4]。据《大公报》1920年10月6日报道: “灾民中

往山西者已数万人。”[ 5]豫省灾民“乘京汉火车而入

湖南、湖北者亦以万计”
[ 5]
。

1928年～1930 年河南又连续三年罹患灾荒,

“最近十六七八三载,几乎无县无灾, 不过畸轻畸重,

略见等差。灾可分为六种,兵、匪、旱、蝗、雹、风, 遂使

中州　区,赤地千里⋯⋯而得到赈款者,仅寥寥十余

县耳!”¹ 关于受灾人数,“豫西、豫南各县, 灾民约占

人口总数十分之八、九以上, 豫东北各县, 约占十分

之六、七。”
[ 6]
豫西孟津 “统计一年之中, 逃亡山西、

河北、东三省者, 达六千三百五十余户,困死于境内

无力迁徙者,更不知其几千家矣!”[ 7]豫北滑县, “民

国十五六年间天灾人祸并集一时, 加以红会之倡乱

大肆抢劫, 互相烧杀, 村落为墟, 十室九空, 虽有孑

遗,而地方元气已大伤矣。故民富者变而为贫, 贫者

变为极贫,转徙流离,散于四方。观民国十七年户口

调查表,有他往人数男女总计共九千三百九十余人。

至十八年六月间, 迁往东三省就食之民,又达六七千

人之数,民生之状况亦可概见矣”º。

1930年秋,安阳“洪水为灾,境内无家可归之难

民,均由政府及慈善家协济运往东三省, 以实边陲。

据城内某街调查, 流亡东三省者,有三十余家。乡间

某小村,亦有百余口他往。此次出境户口, 虽无全盘

统计,要必为数甚巨”»。

1933 年黄河大水灾,是民国以后罕见的一次大

水,时人叹之为“八十年来未有的巨灾”[ 8] 211。据黄河

水灾救济会河南查放处调查各县被灾详情,统计水

灾面积共一万二千五百零一方里,淹没房屋五十四

万五千九百二十七间,被灾人口达八十万四千九百

五十四口。¼ 其中,滑县受灾尤重。据行政院农村复

兴委员会1934年调查日记所得: “因滑县人多地少,

一个长工只可得十元,所以都向外面跑。长垣、封邱、

阳武、延津诸县,为黄河古道所经之地, 多沙土,产量

微薄, 所以往山西去的亦很多。”
[ 9] 93
长垣亦是“整批

的贫农, 每年成群结队的往山西跑⋯⋯”[ 9] 101。濮阳

南司马集一带大批灾民,因遭水患, 无法生活, 路经

邯郸, 向武安以西谋生。“连日推车挑筐, 扶老携幼

者,相继不绝,数日间过去者, 已达八百余人。”[ 16]

1934 年, 河南东部因旱灾水患, 人民多荡析离

居。“最奇怪的是一向以灾荒著称的陕西,现今也会

变成河南灾民的避难之地。七八月间,西华、扶沟、鄢

陵等县大水为灾, 哀鸿遍野;农民扶老携幼,步行西

进。”[ 11 ] 79潼关县城内有“难民男女数千名, 用慢车满

载十余列车,或去渭北,或去省西⋯⋯”[ 12]。1934年

11月间,豫东难民一批400余人“由河南移民协会以

车载送绥省归绥、包头一带屯垦谋生”[ 13]。

1936年～1937年间,河南复遭大旱。1936年,

河南春荒严重, 自夏至冬,又亢旱无雨, 赤地千里, 秋

禾枯槁,麦种失时;兼之虫毁雹伤, 收成绝粒。全省被

灾之区, 竟达百余县, 待赈饥民近千万人。1937年,

河南西部20 余县又遭春旱, 夏收绝望,灾民外出逃

荒者甚夥。据时人调查, 仅登封一县,灾民逃亡者即

达三万二千余人。[ 14] 500-501

战乱匪患是导致大批河南居民外逃的另一社会

乱源。20世纪20～30年代,先是直、皖、奉角逐于此,

继之北伐战争,蒋、冯、阎、桂各军争夺不止,河南政

权频繁易手,而与之相伴的自然是无休止的混乱。战

乱之外,民国时期,河南也是“土匪的孳生地”, 豫西

更是“土匪王国”的典型。1924年和1925年以前, 豫

中和豫北诸县相对来说尚未受到土匪活动的骚扰,

后来,土匪出身的军阀把战乱带给全省。不久以后的

一项调查表明, 河南省的土匪人数居于各省之首。这

些最大的“土匪王国”包括豫西和豫西南落后地区的

登封、嵩县、宜阳、临汝、鲁山、宝丰、郊县;尤其是那

些交界的“放任地区”。另一个地区是豫东,包括柘

城、鹿邑、夏邑和永城。第三个地区是豫北卫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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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衰败地区, 包括滑县、浚县、内黄和汤阴。最后是围

绕南阳的白河流域的衰败地区。[ 15] 58土匪盘踞的地

方,所有的农田往往荒芜起来,从而恶化了当地的经

济状况,亦造成了大批民众的流离失所。据1934年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邓县人口的减少,真

是惊人。清乾隆时人口八十多万,现在只有四十万左

右, 差不多减少了一半, 这完全是受土匪的影

响。”
[ 16] 108

“镇平以南的邓县,土匪闹得异常厉害。西

乡因多山, 为土匪盘踞了三四年, 荒地有一万一千

顷, (占全县半数)野草长得高出人头, 野兔出没,住

房都为土匪及军队烧毁,人民都逃跑。”[ 16] 109

通过以上的简要论述不难看出, 灾荒可谓是

1920年～1937年间河南农民离村的主要动因, 如果

没有灾荒的发生,有些原因就不可能促使农民离开

家乡去远方。灾荒性移民是1920年～1937年间河南

最为重要的人口迁移类型。
[ 17]

2　针对河南灾荒性移民的社会救助

传统时代对于灾荒性移民的救助,往往仅限于

蠲免赋税,或临时施粥等措施。时至民国时期, 官方

与民间的救助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体现了时代的

特点。

2. 1　河南省内官方与民间的饥民赈济与移民救助

信阳在豫省向属富庶之区, 谋生较易, 亦成为一

灾民流入区。“街头巷尾乞丐虽多,大都来自北方,讯

其籍贯,本地人百不获一。田家收获平稳之年居多,

荒歉较少,是以各县灾民恒到此地就食。⋯⋯(民

国)十年秋霪雨成灾,北来难民满道。旅长冯玉祥演

电影戏募振捐, 商会、红十字会并分途劝募振济之,

信义中学柏校长出美国捐寄之款办工振成西关外马

路。”½

对连续逃至南京就食的河南灾民,豫陕甘振灾

委员会主席冯玉祥氏曾派戈定远、许骧云协同该会

常务委员刘定五氏,前往调查救济,并向南京市政府

交涉救济河南灾民之办法, 约分为四项: “第一, 谋

居,使灾民不受露宿之苦, 妥觅庙宇或空房安插;第

二,谋食, 与灾民以相当之充饥食料,卫生方面亦应

注意;第三,谋衣, 现着单衣者,设法补充棉衣;第四,

谋教, 灾民中青年居多, 可使受相当教育。”
[ 18]
对此,

南京市政当局相关负责人允诺积极设法安置灾民。

1934 年, 为筹措滑县移民就食经费, 河南赈务

会主席杜扶东赴上海请来梅兰芳来豫义演11天。虽

然由于此次义演开支过大, 最后所筹救灾款项不足

万元,梅兰芳亦将3000元酬金悉数捐出。[ 19] 167

2. 2　就食地区的赈济活动

城市社会秩序相对安定, 且多有慈善机构所设

之粥厂,较其它地方更易活命。因此,每遇灾荒或匪

患战乱,民众遂相率逃奔城镇。省内的开封、洛阳、信

阳, 省外的南京、上海、天津等都是豫省受灾民众流

入较为集中的城市。

1928年11月, 计有十余批河南难民逃至南京,

除数批难民被“分往镇江等县逃难外,尚有难民数千

余人”
[ 20]
。至1929年1月中旬, “对于豫省来京灾民

已陆续收至一千四五百名,先后在南关外、雨花台及

城内城隍庙设立收容所三处”[ 21]。部分难民代表与

市政府社会处接洽, 使难民能够尽可能被收容,并送

往工务局作工, 实行以工代赈,各灾民均甚满意。

河南北部诸县, 遇有灾荒则多逃往京津地区。

1929年,北平大雨成灾之后,有“河南流落灾民四千

余人雨后露宿, 饥寒交迫,嗷嗷待毙”
[ 22]
。中国济生

会不得不设法赈济, 以重民命,当即散放急赈, 全活

甚众。1934年, 河南西华县水灾奇重, 居民无法谋

生。10月22日,“该县难民五百余人,乘平汉路加车

抵石,由难民代表姜明海、胡华国率领多人到商会请

求发给食物充饥。该会即协同公安局派员到站照料,

并发给饼子千余。闻于日内将乘车赴平,转赴门头沟

做挖煤小工,以谋生活云”
[ 23]
。

2. 3　灾荒之后的有组织迁移

有组织迁移以1929年～1930年河南灾民移垦

东北最为典型。

20世纪20年代后期,河南遭逢严重的水、旱、蝗

灾,旅居北平的河南同乡睹此惨状,遂于 1928年底

倡议成立了旅平河南赈灾会, 并公推曾一度受过张

学良拜谒的汲县晚清进士李敏修为会长。“因念古人

救荒政策, 或是移民,或是移粟,均系要图。”
[ 24]
时值

张学良有移内地之民充实边防之意, 加之东北较内

地谋生为易, “关东各省土壤肥美, 所差者就是人

工”
[ 24]

,故赈灾会的主要任务便是移民到东北了。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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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河南赈灾会一度称为河南赈灾移民委员会,盖源

于此。赈灾会的主要任务是将河南的灾民移往东北

三省垦荒和安置就业, 或自行出卖劳动力为生。然而

到1930年夏,蒋、冯、阎南北战争爆发, 赈灾会便停

止了活动。[ 25]

旅平河南赈灾会首先对东北进行了实地考察,

之后经与东三省司令长官张学良、辽宁及黑龙江省

主席、屯垦署督办等商准,争取东三省尽量收容河南

灾民。后又呈准国民政府,“令行平汉、陇海、道清、北

宁(即京奉铁路)各铁路局, 灾民到站,即予挂车免费

起运, 自河南一直到达黑龙江, 数千里通行无

阻”[ 24]。1929年,河南省赈务会为使灾民移垦东北顺

利进行,还专门拟订了《河南省赈务会筹拟移民赴东

三省垦荒办法》。该办法规定:“凡系被灾良民, 确有

耕作能力,自愿前往就食者,须有该管区长或村长之

保证, 本会负移送安置之责, 携眷同往者一律办

理。”[ 26]此外,因中原地区民众安土重迁之观念一向

根深蒂固,为动员更多灾民迁移东北,当局借助报纸

之力,刊登《劝告各县灾民赴东三省就食文》
[ 27]

, 大

力宣传移民东北之益处。

为使河南灾民能够得到便利的接洽, 旅平河南

赈灾会又在河南境内设立招待处, 其中郑州为河南

难民的总招待处, 各地难民多集中在这里乘车出发。

此外,在豫东设开封、商邱、周家口、郑州、许昌、郾城

6处,豫北则有彰德、卫辉、新乡、沁阳 4 处,豫西有

洛阳、陕州、临汝 3 处,豫南有信阳、西平、南阳、潢

川 4 处, 其他如石家庄、丰台、打虎山、黑龙江均驻

专员招待。灾民随到随走,并无太多耽搁。但灾民动

身之前,需要先得到区长或村长的保证,然后到县政

府将名姓及男女老幼几口写到册子上,再要一张护

照,由各县政府召集就近送往各车站移民招待处,验

照以后, 就可发给口食, 坐着火车远赴东三省去

了。
[ 27]

1929年,河南灾民移送从5月1日正式开始,第

一批估计运送一千人, 以后陆续运送,至9 月17日,

前后共计运送灾民43批,人数共计35 004人。灾民

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和辽宁省属县。
[ 26]

1930年5月

中旬,豫民又出关10万, 黑龙江省容纳6万人,吉林、

辽宁两省各容纳2万人。吉林省政府决定派其中6千

往沿边各县, 并令吉海铁路局备车开赴沈阳接运到

吉,再分赴指定地点。[ 28]

至于此次移民之安置情形, 据20世纪30年代初

何廉先生之研究, 内地移民新到东三省者, 欲取得土

地所有权并不容易,故多沦为佃农及农工二者; 间亦

有从事小贩、伐林业或磨手者,但为数甚少。移民在

东三省得为佃农或农工之法有三:

1) 新到之移民, 在东三省有身为佃农或农工之

亲友同乡为之介绍, 故能获得同样之工作。

2) 东三省各处之地主或垦业公司,于中东路东

线各中心地点如哈尔滨、长春及一面坡等处, 均设有

经纪人, 专司选择移民中之壮丁, 以为佃农或农工。

此项经纪人,大率亦原系山东之移民。

3) 各慈善机关运送移民时, 先与地主作雇佣之

约定。
[ 29] 354

3　结　论

通过以上对1920年～1937年河南灾荒性移民

与社会救助情况的阐述, 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 1920年～1937年河南灾荒性移民的主导性

动因是水旱灾害、兵燹匪患等灾荒现象。移民是多种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此强调灾荒因素在河南人

口迁移中的重要作用,并未否认其它因素所造成的

影响。但是,如将所有因素不加区别地泛泛而论, 实

无益于我们认识民国年间河南移民问题的特殊性。

2) 较大规模的、较为成功的灾荒性人口迁移以

有组织的灾民移送为主。河南人移居东北的一向很

少, 所以河南难民要到东北去则非依靠有组织的移

送不可。其中,旅平河南赈灾会等救助团体在移民过

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 纵观1920年～

1937年间河南的灾荒性人口迁移与社会救助状况,

可以说, 无论在力度、涉及面与成功率上,民国时期

的社会救助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

3) 铁路等新兴交通运输方式的完善极大地促

进了移民的运送工作,铁路沿线县份移民明显增加,

如郑州、洛阳等地。虽然现代化的铁路于19世纪末

20世纪初即已渐次投入运营,但至20世纪20, 30年

代始得较为完善。1928年以后河南人大批地流向东

北,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铁路线的开通使得跨

省际的远距离迁移更加容易变为现实。不但如此, 铁

路的兴筑和延伸加强了各区域之间的沟通和联系,

使得人口迁移可以进入到更为深远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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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劳动平等, 牺牲平等。[ 10] 222”但日记资料透露的

信息则是,太原解放前夕不仅物资匮乏、物价飞涨,

而且官员贪污腐化、富商投机倒把、普通市民被盘剥

不止、贫富严重分化,根本没有任何平等可言,其政

策被虚化也就导致了民心尽失。因此,太原的解放不

仅对于当时的普通市民来讲具有迎接新生的社会意

义,而且对于当今社会思考如何使政策真正惠及民

生也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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