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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源

人口调查影响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有一种说法在当时很流行———

“五万万同胞”，而更早的时候流
行的说法是“四万万同胞”，也就
是说，当时我们对于自己国家的
人口究竟有多少，只有一个大致
的概念。

等到1953年进行全国第一次
人口普查后，统计出来的结果让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只算大陆地
区，中国人口是5 . 826亿，差不多
比估算的多了1亿。问题随之而
来，一个国家的人口突然之间“增
加”了1亿，政府该如何应对呢？由
此可以看出，如果不了解人口的
历史，不了解历史上究竟有多少
人口，对一个国家的影响是非常
大的。

西晋学者皇甫谧编撰的《帝
王世纪》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数据，
大禹时代“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
三千九百二十三人”，直接精确到
了个位数。还记录了周成王时代

“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
二十三人，多禹十六万一千人”，
同样精确到了个位数，比大禹时
代多出十六万一千人。所以很多
书都讲，中国在大禹时代就已经
进行了人口普查，并且有精确到
个位数的确切数据。

但是，在葛剑雄看来，这个数
字不可信。因为大禹时代绝不可
能进行人口调查，更不可能留下
这么确切的数据。从技术上讲，夏
商周时代还做不到全国性的人口
调查。大规模人口调查是需要物
质条件的，最基础的是统计上的
难题，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还
没有找到当时统计人口的工具和
记录。

从时间上看，公元前2世纪，
能够直接调阅皇家档案的史官司
马迁，在他的《史记》中都没有提
到过早期的人口数量，后来修《汉
书》的班固对此同样也未作记载。
那么公元3世纪生人的皇甫谧，又
怎么会得到夏禹时代确切的人口
数据呢？从史料学的角度来讲，皇
甫谧记载的这一数字是来历不明
的，即便不是他本人伪造的，至少
其信息的来源也是伪造的，因此
并不可信。

《中国人口三千年》认为，推
测出的中国历史上人口调查的出
现，最早也要到商朝，即公元前17
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人口调查
的能力来自国家机构的支撑，需
要一批专职的人负责实施，商朝
已经具备这个条件。商朝已经出
现了甲骨文，同时在甲骨文中出
现了复位数，大大提高了统计能
力。在甲骨卜辞中，不止一次发现

“登人”达到一二万的记录，“登
人”即调查人口，“一二万”即数量
可观。而当时无论是军事征伐、征
收赋税，还是分配俘虏或奴隶，都
离不开人口登记和统计，说明在
商朝时，既有统计人口的需求，也
有这个能力。

目前确切可证的第一次全国
性的人口调查完成于秦朝，因为
早在秦献公十年(前375)，便已开
始实行“为户籍相伍”，即对民众
进行户籍编制，说明户籍制度已
经落实。商鞅变法后实行“五家为
保，十保相连”，在废除井田制后
又规定“既收田租，又出口赋”，其
中口赋是以人口为标准收税的，
如果没有对户口的基本统计，根
本做不到有效的征收。

海量资料不可靠

历朝历代人口问题，始终是
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人口
不仅关系到战争兵力，还与粮食
生产、财政税收、赋役数量等密不
可分。从秦朝开始一直沿用的重农
抑商政策看似迂腐，实则是为了保
证国家人口增长；唐朝之所以能够
迅速缔造盛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吸纳了数百万外族人口；破亿的人
口数量，让南宋可以在蒙金夹缝中
生存152年之久；明朝多达20万的宗
室人口拖垮财政，加速了明朝灭
亡。游牧民族与中原战争不断，究
其根本，是他们必须通过战争获得
战俘，补充人口……

不过，葛剑雄认为，中国历代
留下的海量户口资料中许多并不
可靠。

黄册，明清为征派赋役编造
的户口册籍。清朝顺治十三年
(1656)，有个叫朱克简的官员向皇
帝上奏了一篇题为《停造无益之
黄册事》，要求停止继续编造黄
册。因为他去查了明朝留下的黄
册，结果查到在明朝崇祯十五年
(1642)时已经有人在预先编造崇
祯二十四年的户籍了。

《中国人口三千年》认为，集

中到皇帝那里的数字绝大多数都
是有隐瞒的，而且是层层隐瞒。这
是因为，确切的户口数字，意味着
相对比较高的赋税与负担，这也
是明朝朱元璋晚期第二次、第三
次修黄册时，对调查户口的要求，
已经从派军队去逐户调查转为

“务求不亏原额”了。调查的本身
是为了保证财政收入不能下降，
原先的赋税额度不能亏损。既然
这样，地方官员何必再挨家挨户
辛苦调查？只要让这个数字较上
一次略有增加就可以了。

更何况，以古代的条件，统计
会不可避免存在误差。中央集权
制度表面上要求全国行政统一，
实际上在这样辽阔的疆域中，各
地情况千差万别，地方却没有自
主权，结果反映在户口上往往就
是产生各种误差。

当然，根据古代的户籍资料
进行人口研究，还是有必要的。葛
剑雄指出，户口数字本身比较完
整正确时，可以根据户籍登记的
对象占总人口的比例，来推算出
大致的人口总数。比如西汉时期，
赋税对象覆盖了大比例的总人
口，七岁以上的男孩、女孩都需要
计算进去，这种可调查对象占总
数比例高的情况，所计算的人数
就比较接近总人口数。

他认为，在研究人口的过程
中能够比较有把握的，是确立上
限和下限，比如至少已经有多少
人，至多不超过多少人。这样的估
计表面看起来不是很精确，其实
恰恰比较符合实际。

这种数据仍然是具有重要价
值的。据估计，公元元年中国人口
占世界人口的比例范围在18 .35%～
35 .29%，如果取高值的话，中国人口
在当时超过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
一，取低值的话也已经接近世界人
口的五分之一。后面的数据看下来
也基本在这个幅度内，这说明中国
人口历来在世界人口中就占有很
高的比例，甚至是压倒性的。

在工业化以前，一个国家的实
力很大程度上就反映在人口数量
上。有多少人口，就能生产多少粮
食与物资，动员多少军队。了解中
国人口历来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
比重，才能正确理解中国在世界历
史中的地位，以及中国这么多的人
在当时世界上起到的影响。更进一
步讲，才能认知中国在世界历史上
到底是先进还是落后。这些都离不
开基本的人口数据。

理性看待很重要

清朝的人口发展问题，一直

是学术热门。许多研究清史或者
中国人口史的学者，都认为清朝
曾经出现过“人口爆炸”，也就是
人口在短时间内爆发性地增长。

这一现象连乾隆皇帝自己都
对他治下臣民的突然增加感到不
可思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

“高宗谕内阁曰：‘朕查上年各省奏
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
倍。’”他同内阁大臣说查阅去年各
省上报的人口数，发现比其祖父康
熙年间增加了十余倍。国家人口能
在几十年时间内增加十余倍，这当
然可以视作一种人口爆炸。

但是，葛剑雄直言，这个数据
是统计的口径不同导致的，需要
理性看待。

清朝疆域辽阔，开始实行改
土归流，对今天的云南、贵州、湖
北、湖南、甘肃等许多长期没有建
立行政区的地域都进行了直接统
治。清朝的人口登记范围是空前
的，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变
相导致了人口增加。

当然，在一段时间里，清朝人
口确实增长比较快。康熙年间的

“永不加赋”、雍正的“摊丁入亩”，
让百姓不再需要为了逃避赋税去
当流民，也不再需要隐匿户口。这
些手段有利于出生率的提高，百
姓可以安居乐业，不用流离失所，
人口数量自然随之提高。

《中国人口三千年》认为，清
朝改土归流，不仅是设立新的州
县，更在于大批汉族人口迁往了
西南及其他边疆地区，从此这些
地区变为了农业区。原来还停留
在狩猎、采集或半农半牧的地区，
在得到大量移民注入后，农业生
产力大为提高，总人口也得到了
更快的增长。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从明朝
后期到清朝前期，源自美洲的新农
作物被引进，并且在西南山区得到
了广泛推广，玉米、土豆、甘薯、花
生、辣椒纷纷落户。这些新作物的
引进使土地得到了更多的利用，能
供养的人口也逐渐增长。

道光三十年(1850)，中国的总
人口达到了4 . 3亿，这是历史上新
的高峰。这一纪录一直到清朝结
束都没有被打破，原因是太平天
国运动等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
亡。统计下来，清朝到同治四年
(1865)又进入新的人口谷底，其间
的人口损失高达1 . 12亿。

《中国人口三千年》指出，应
以估计顺治十二年(1655)1 . 19亿
人口为基准，那么到道光三十年
的4 . 3亿，年平均增长率为6 . 6‰，
甚至都算不上高增长。到宣统三
年(1911)，人口又跌到了4亿。如果
再以这个来计算，从顺治十二年
到宣统三年，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4 . 7‰，远远低于西汉，也不见得
比历代高。因而，清朝只是在一段
时间里面保持着持续增长，也谈
不上人口爆炸。

拿到记载的户籍人口数后便
认为那就是当时的实际人口，会
导致看历史或听历史时很多内容
是错的，这也说明研究中国人口
史的意义所在。更何况，今天面临
的诸多人口问题，很多都是历史
上早已有之并延续到今天的。比
如中国人口是否到了拐点这个问
题，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比
如破解生育意愿下降的问题，可
以关注古代人的生育意愿是什么
样的，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在
了解了人口史以后，能从历史中
吸取经验和教训，从而更加从容
地面对未来，使人口的发展、人口
的变化，向着有利方向发展。

(作者为书评人)

【相关阅读】

葛剑雄，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从博士论文开始，他就长期致力于历史中人口问题的研究，曾
带领复旦学术团队完成400万字6大卷的《中国人口史》。而他的新作《中国人口三千年》，则以更
加接地气的形式，详解了不同朝代的关键事件与人口之谜。

纵观人口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史，人口是掌握真实历史的一把钥匙。它不仅影响
了中国的过去，更将决定未来的走向。了解中国人口的历史，不仅是我们了解中国史和世界史
的需要，也是我们怎么面对今天中国人口问题的需要。

人口那些数，关系古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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