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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移民文化的历史演进与当代价值
杜 有

( 延边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摘要: 中国东北是一个移民社会，由移民带来的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长期碰撞和交融，逐渐形成了东

北移民文化。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东北移民文化在实践中创造转化，在创新中不断发展。东北移民文化

有利于促进多元文化交融，强化东北地区各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 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互助，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有利于促进文化繁荣兴盛，推动东北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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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北移民文化演进的历史脉络

东北移民文化的形成与演进是区域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文化现象，是多民族、多地域文化交流

互动的结果。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移民活动对地域文化的深刻塑造，也体现了移民在迁徙与定居中的

适应性与创造性，为理解东北地域文化的多元性、连续性与开放性提供了重要视角。东北移民文化的

演进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 古代移民与东北移民文化的初步形成

先秦至清代前期，向东北地区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主要有如下几次: 一是先秦时期。《汉书·地理

志下》记载: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① 这是见于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向

东北地区的移民活动。箕子率领一部分商民向东北迁移，一路传播殷商文化。二是秦汉时期。秦朝末

年，天下动荡，关内居民为避战乱纷纷逃往东北，“燕、齐、赵人往避者数万口”②。据统计，西汉末

东北地区汉人达百万人，这些人口大多是从中原迁移过来的。③ 东汉末年，刘虞为幽州牧，管辖范围

包括今辽宁大部分区域和朝鲜大同江流域，“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④。三是魏晋南

北朝时期。慕容鲜卑政权劝课农桑，苦于地广人稀，曾派人到中原招募汉人辗转迁入东北，辽东

“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⑤。四是隋唐至宋辽金时期。唐昭宗天复二年 ( 902) 秋七月，辽太祖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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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阿保机“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 十一月……俘其民徙内地 ( 东

北) ”①。根据《辽史·地理志》的记载，辽朝有 40 个州县居住的都是汉人，每个州县的人数从 500
户到数千户不等，总人口大约达到了 20 万，这些汉人大多为移民。② 女真族在东北建立金政权后，

把中原地区的汉民大量迁到东北。据《金史·地理志》记载，上京会宁府繁荣时有人口约 30 万，而

在金开国之初“地方数千里，人口仅十余万”③。由此推知，金迁徙中原人口进入上京会宁府一地的

数量当在 20 万左右。中原人口被迁徙到东北后，金统治者将其分布在北京路 ( 今辽西、内蒙古东

部) 、东京路 ( 今辽东) 、成平路 ( 今辽北) 、上京路 ( 今吉林省及黑龙江省) ，总数约达 200 万。④

五是清前期。清初，曾一度用“柳条边”限制汉人流入东北，但后续政策却鼓励汉人进入东北开垦

荒地。顺治元年 ( 1644) 、六年 ( 1649) 、八年 ( 1651) ，清政府多次发布诏令，鼓励汉人进入东北开

垦荒地。顺治十年 ( 1653) ，正式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以官职之授予及口粮种籽耕牛之资

助，为之奖励”⑤。据《开原县志》记载: “开原自康熙三年设县以来，招民开垦，向无原额。”⑥ 在

招民开垦政策吸引下，东北出现了移民迁入的小高潮。此外，还有大量犯人被 “遣戍”东北。据统

计，康乾年间被遣戍到东北地区的就有四五万人，加上家属和随从足有十几万之众。⑦ 移民的迁入，

使东北地区人口不断增长，从乾隆十四年 ( 1749) 至道光二十年 ( 1840) ，东北人口从 40 余万增加

到了 273 万。⑧ 先秦至清代前期的移民，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手工业技艺、礼仪制度和文化习

俗，促进了东北经济的繁荣和多民族文化融合，逐渐形成兼具多元性与包容性的地域文化，为后续东

北社会文化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
2. 近代移民进一步丰富了东北移民文化的内涵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沙俄的侵略使东北边疆危机日益加剧，清政府派吴大澂前往吉林，随同吉

林将军铭安“妥筹一切事宜”。⑨ 吴大澂提出 “移民实边”主张，获清政府认可，在吉林全面实施且

成效显著。�10 在“移民实边”政策的推动下，东北各地人口快速增长。据 《吉林通志》载: 光绪十

一年 ( 1885) 珲春三岔口居民有 600 多户，到光绪十七年 ( 1891) 增至 1403 户、10 043 丁口。整个

珲春地区新增加垦民 4410 户、19 940 丁口。�11 吴大澂描述昔日东北 “六十里中无人烟，膏腴一片空

弃捐”，而移民实边后呈现“朝出藕耕锄便，从此垦辟相蝉联，鸡犬家家相毗连”的新气象。�12

清朝末年由于关内自然灾害频发以及东北封禁解除，出现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

移民现象——— “闯关东”。关内移民“以黑龙江省为目标而北进者，日有增加”�13。 “奉吉之民至者渐

众”，每年移民“不下十余万”。�14 据统计，咸丰元年 ( 1851) 辽宁奉天地区有人口 258. 2 万，到光绪三

十四年 ( 1908) 已增至 471 万。�15 据赵中浮统计，从中华民国成立到九一八事变前的 20 多年间，东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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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总人口从 1440 万增至 2995 万，增加人口超过 1500 万。① 这些增加的人口大都是“闯关东”的移民。
此外，因日本、俄国、欧美国家的殖民侵略，朝鲜人为谋求生存，纷纷迁到中国东北地区。不同地域、
民族的文化在东北地区碰撞、融合，为东北文化注入了新活力，丰富了东北文化的内涵。②

3. 现代移民与东北移民文化的新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更好、更迅速地建设祖国、发展边疆、巩固国防，党和政府曾有组织、有

计划地进行了一系列人口迁移，这些举措对东北地区的移民格局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时

期大的移民举措大致有三类: 一是成立生产建设兵团，移民垦荒支援边疆建设。据统计，自 1950 年

至 1982 年的 33 年间，黑龙江净迁入垦荒援边移民 733. 7 万，年平均净迁入人口 22. 23 万。③ 大批移

民响应国家号召，奔赴东北边疆地区，参与到生产建设兵团的垦荒工作中。他们不畏艰难，拓荒垦

地，不仅为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进一步凸显了东北地域文化坚韧不拔、艰苦奋斗

的精神品质。二是政府以企业内迁、移民支边等形式，支援三线建设。吉林自 1950 年至 1982 年的 33
年间，净迁入的工业移民人口总数就达 100 万。④ 辽宁自 1950 年至 1982 年的 33 年间，工业移民人口

也是不断增加，尤其是 1950 年至 1960 年间，净迁入人口 175. 4 万。⑤ 这些移民带来了先进的工业技

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了东北地区工业的快速发展。在工业建设的过程中，不同地域的移民与东北当地

居民共同工作、生活，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东北移民文化在吸收了现代工业文化元素后，焕发

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东北地区的文化繁荣注入了强大动力。三是在党中央的号召下，知识青年开展

“上山下乡”运动，大批知识青年来到东北农村和国营农场。⑥ 据统计，东北三省 1968 年至 1979 年

间共接收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省市的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50 余万人。⑦ 这些知识青年

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他们在农村和农场的生活中，与当地居民相互学习、相互影响。一

方面，知识青年将现代知识和文化理念传播到东北农村，促进了东北农村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另一方

面，知识青年也深受东北文化的影响，吸纳了东北人民热情豪爽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这一时期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东北移民文化的新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从 “乡土中国”向 “迁徙中国”的转变⑧，人口迁移流动日益

频繁。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施，进一步促进了人口向东

北地区迁移。这些新移民带来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以及现代科技和管理经验，为东北文化的创新发展提

供了新的契机。

二、东北移民文化的当代价值

从历史维度考察，东北移民文化的形成经历了多民族跨地域迁移与互动的过程。不同族群携带的

异质文化要素通过历时性碰撞与调适，最终完成文化涵化，演化为具有超地域特征的文化复合体。这

种文化转型使其突破了原生地域的局限性，形成具有普遍适应性的价值体系。东北移民文化成为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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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各民族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精神纽带，为东北地区在新时代的全面振兴注

入了持续的精神动力。
1. 促进多元文化交融，强化了各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

人是文化传播的载体，“移民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迁移”①。移民带来的不同文化与东北当

地土著民族的渔猎、游牧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相互融合，逐渐生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东北

移民文化。不同文化的交融，既表现于语言、服饰、饮食等日常生活习俗之中，更深入到价值观念、
思维方式等核心文化认同层面。在东北，汉语、满语、蒙古语、朝鲜语等多民族语言并存，构建起丰

富的语言环境，这为东北移民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筑牢了根基，使其得以不断发展、枝繁叶茂。其

中“闯关东”而来的中原移民，更是将儒家的 “仁爱” “礼义”等价值观念与当地的勇敢、豪放、
仗义、乐观等精神品质融为一体，使东北各民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不断交往、交流、
交融，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各民族通过文化的交融，建立起了共同的价值

观，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沙俄的侵略行径，激起了黑龙江流域鄂温克、达斡尔等各族

人民的激烈反抗，他们团结一致并与清政府联合作战，保卫东北边疆。这种共同的奋斗经历和历史记

忆，进一步增强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东北各族人民积

极投身抗战。1931 年至 1937 年间，除了汉族外，满族、蒙古族、回族、朝鲜族、锡伯族、鄂伦春

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赫哲族、柯尔克孜族参加东北抗日游击队的人数超过 22 万。② 各族人民

在战斗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同为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而浴血奋战，进一步强化了各

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2. 促进民族团结互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东北移民文化促进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文化的交融是民族

团结互助的动力，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费孝通先生提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格局”理论，认为“中华民族是由多个民族和文化组成的有机整体”。③ 各族人民在东北的土地上和

谐共生，共同书写了东北历史，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促进了东北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体

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精神风貌，这是对国家统一的有力维护，也是对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诠释。④

东北移民社会各民族间的协作与生产实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塑造奠定了基础。清

末“东北封禁”政策取消之后，大量关内移民涌入东北，他们和土著民族一起生活，互相影响、互

相合作，形成了一种新的地域生活模式。光绪年间吉林将军辖区内的 “垦荒共同体”，就是由汉、
满、朝鲜族移民通过“牛犋合伙制” ( 共享耕牛与农具) 、“地邻互助制” ( 轮替耕作与灾害共担) 等

协作形式组织起来的。⑤ 这种以风险共担为核心的经济实践，构成了各民族交往的物质基础，并逐渐

扩展至社会文化领域。《吉林通志》中“汉满杂处，婚嫁互通，共祀山神，同守屯规”⑥ 的记载，清

晰地呈现了当时不同民族在社会生活各层面的深度交融。婚姻的缔结打破了族际壁垒，共同信仰仪式

的建构则催生了超越族群边界的精神共同体。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与地域环境下，不同民族通过经济合

作与社会互动，逐渐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共同体，这种物质交换与符号交换的双重互

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与巩固。
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深植于移民文化的历史土壤。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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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将清代“驿路文化”中的协作传统转化为 “边境守边共同体”建设; 辽

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依托 “移民垦荒记忆”，建构 “蒙汉文化共生示范区”。① 据统计，东北地区蒙

古族、满族与汉族的族际通婚率均超过 40%，② 这种血缘融合正是移民文化长期浸润的结果。
3. 促进文化繁荣兴盛，推动东北经济社会发展

移民文化作为东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基因，其精神内核与东北振兴战略具有深刻的现实关

联。从清初“辽东招垦”政策推动的农耕移民，到近代 “闯关东”浪潮下 2500 万移民的涌入，③ 再

到新中国成立后“一五计划”中百万技术移民支援重工业基地建设，移民群体始终是东北社会重构

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经济方面，清代移民垦荒使东北耕地面积从 1741 年的 80 万顷增至 1930
年的 2. 38 亿亩，④ 为东北现代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20 世纪 50 年代来自上海、山东等地的技术移民

带来的工业经验，助力沈阳机床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企业成为 “共和国长子”。在语言方面，

东北方言融合了山东、河北等地的方言词汇，如“咋整” ( 源自山东方言) 、“猫冬” ( 融合北方多地

表述) 等，这些词汇的融入丰富了东北方言的表达方式，使其成为汉语方言中独具特色的一种。在

民俗文化方面，山东移民带来的秧歌与东北本土的满族秧歌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东北秧歌文化。在

服饰方面，原来东北地区“男子到夏季穿长裤对襟短布衫”⑤，“劳动人民穿着多是青、蓝和白色的

粗布短上衣，或对襟或偏大襟的，下穿长裤系腿带”⑥，随着移民到来和时代的发展，逐渐形成单、
夹、棉、皮等各季服饰，并且覆盖了不同的性别和职业，在继承东北当地服饰风格的基础上融合了关

内以棉纱为主的穿衣习惯。⑦ 在饮食方面，据《黑龙江外记》记载: “满洲宴客，旧尚手把肉，或全

羊。近日沾染汉习，亦盛设肴馔。”⑧ 在移民影响下，满族亦开始用菜肴来招待客人，现如今的酸菜

汆白肉就是满汉融合的最好例证。同时，移民所带来的地方菜系也丰富了东北的饮食，为孕育新式特

色饮食创造了条件。在文艺方面，东北移民文化为文学、戏剧等艺术形式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莫言的

《丰乳肥臀》以山东移民家族在东北的经历为蓝本，展现了移民的苦难与坚韧; 迟子建的 《额尔古纳

河右岸》描绘了鄂温克族、汉族等各族民众在东北大地上的生活变迁。此外，东北二人转等民间艺

术形式，也是在移民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东北移民文化影响了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民俗

民风等诸多方面，是区域振兴独特的文化资本。
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释“文”为“象正立之人形”⑨; 文化学家金克木指出，人就是文

化。�10 可见，移民就是文化的流动。历史上 “闯关东”的关东风就是 “奔突于黑土地上的中华血

脉”�11。东北移民文化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血脉奔突的历史，它凝聚的是一种精神力量。马克思指出: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

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2 东北移民文化精神的核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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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的胆识、容的胸襟、创的智慧”，这种精神是东北移民文化的恒量。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

进，在东北全面振兴的时代，我们要以移民文化为基点，在弘扬移民文化的开创精神中，将历史移民

的“自在”转化为时代的“自为”，将移民的规律的“必然”上升为 “自由”，让人力资源的流动因

地制宜，让人才的配备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东北振兴所调动的一切人力资源，都要为因地制宜地

发展新质生产力服务。东北移民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系统，要在综合性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地

为东北振兴助力赋能。

三、东北移民文化发展的历史逻辑与新时代启迪

历史上人口向东北地区迁移，不外乎以下方面原因: 一是古代生产力低下，人们只能依赖土地生

存，中原地区人多地少，有限的土地资源养活不了不断增加的人口，人们为了生存自发向东北地区流

动; 二是王朝交替之际战争频发，人们为了躲避战乱，逃奔东北; 三是古代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

弱，每当有重大自然灾害发生，人们为了活命不得不向外迁移，求生于东北; 四是受官方实边戍边政

策的驱动，迁居东北。总之，历史上向东北移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都体现了移民的一种动态规

律。这种规律在今天仍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
改革开放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人力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

的，人们为追求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就业机会、更优的生活环境，纷纷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北京、
上海、广州等成为人口流入的热门地区，而东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口大量流出，这进一步加剧了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为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国家提出并实施西部大开

发、东北振兴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旨在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和具体措施，引导人力资源向不发达地

区流动。以东北振兴为例，国家通过提供税收减免、创业支持、住房补贴等优惠政策，降低人口迁移

的成本和风险，吸引大量人才流入东北，为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种人力资源流动

模式，不仅是对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积极响应，也是东北传统移民文化在新时代的升级版。这种升级

版的移民文化，强调国家需要与个人需要的平衡。人才的流入，不仅缓解了东北地区人口流失问题，

而且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创新动力。
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需深挖东北移民文化 “闯的胆识、容的胸襟、创的智慧”的内核，从哲学

高度去认识东北移民文化的精神实质，进而将其作为解决东北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文化密钥。移民是

问题的产物，同时也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从微观上说，移民旨在解决个体的生存与生活问题; 从宏观

上说，移民旨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每个时代总

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

断推向前进。”① 今日东北全面振兴有产业结构优化培育新动能的问题，有科技创新驱动新兴产业崛

起的问题，有通过区域协同构建东西联动发展格局的问题，有激活内生动力、加速新质生产力培育、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我们从东北移民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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