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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为何在清代发生“人
口大爆炸”？学术界认为，这与清
廷的人口政策有直接关系。在玄
烨（圣祖）当皇帝时，于康熙五十一
年（公元1712年）开始实行“摊丁入
亩”政策，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
不加赋。”人口与赋税分开，不再像
以往那样按成年人头收税，大大刺
激了每个家庭的生育欲望。

实际上，清朝人口剧增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而且是与世界人口发
展相适应的。当时全球人口都在
增加，“摊丁入亩”仅是刺激人口增
长的主要原因之一，许多以前大量

漏报的人口重新登记入册，也导致
“人口激增”；另外医疗水平的提
高、农作物产量和品种的增加，与
食物结构的变化，也不可忽视。

那么，在古代“人口大爆炸”时
代，中国人口资源在世界上处于什
么水平？

从古至今，中国都是世界公认
的人口资源大国。据公开的估测
数据，截至2014年6月底，中国总人
口 为 13.6 亿 ，约 占 世 界 总 人 口
18.8%。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最
少的时期是东汉末年，建安五年

（公元200年）全国仅0.25亿人，约
占世界总人口10%左右；中国人口
占世界人口比例最大的时期是北
宋末期，当时人口已超过 1.2亿，占
世界总人口40%上下。

可见，中国古代人口最多的
“人口大爆炸”时代占世界总人口
的比例反而不是最高。以公元
1850 年来算，当时世界总人口约
10.9至 14亿，而中国人口 4.3亿，中
国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在 39%至
31%之间；取平均数，“人口大爆炸”
时代的中国总人口占世界的比例
为35%。 （南国）

哪朝人口占世界比例最多？
北宋末期1.2亿占世界总人口40%

中国人口统计数据最早见于
西晋人皇甫谧所撰的《帝王世纪》
一书，书中记载上古禹时代“民口
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
三”，即0.13亿人。很显然，这一数
据并不可靠，当时连文字都没有，
何来人口统计？故《清文献通考·
户口考》认为，“古今户口之数，三
代以前杳远莫考”“后儒以意揣之，
未足深信”。

学术界认为较靠谱的是东周
庄王十三年（公元前 684 年）的数
字，当时已出现“料民”这一人口调
查统计活动，此时中国有“一千一
百八十四万七千人”。

先秦时，各诸侯国出于强国、
征战和称霸的需要，纷纷推出积极
的人口政策，鼓励生育。如东部齐

国，管仲治齐时，国内采取奖励生
育政策，对外推出移民政策，欢迎

“外国人”到齐国定居；被吴国打败
的越国，越王勾践尤重人口发展，
国内所有育龄妇女只要生孩子，从
医疗到护理，费用国家全包。

西部的秦国，秦孝公继位后也
赶紧调整人口政策，重用商鞅，实
施变法，对内奖励农耕，改善老百
姓生活，提高生育能力；对外“利其
田宅，免其兵役”，欢迎三晋百姓移
民秦国，为日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坚
实的人口基础。

到秦始皇时，秦国进一步加强
人口管理。公元前 231 年开始要
求男子登记年龄，即《史记·秦始皇
本纪》中所谓“初令男子书年”。据
《帝王世纪》，秦代时中国总人口达

“二千余万”，这是中国总人口首破
0.2亿。

汉朝，中国人口增长加速，形
成了中国人口史上第一个生育高
峰期。刘启（景帝）当皇帝末年（公
元前 141 年），中国总人口已超 0.3
亿；到西汉后期又翻近一倍，约0.6
亿人，中国首过半亿人。据《汉书·
地理志》：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
年），“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
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
百七十八。”

西汉人口增加如此之快与当
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力有关，更
重要的是，西汉朝廷采取了鼓励生
育的措施。据《汉书·惠帝纪》，汉
惠帝时“民产子复勿事二岁”，生了
一个孩子即可免徭役2年。

中国人口最早何时开始骤增？
西汉人口达0.6亿

明代，朱元璋对户口管理极为
严格，并于洪武十四年（公元 1381
年）进行全国人口大普查，同时以
这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编制了
全国《赋役黄册》。这次普查显示，
此时全国有10654362户，总人口约
0.6亿，基本上是汉平帝元始二年的
水平。但现代学术界对明代的人
口统计数据也不认可，认为漏洞很
多。一般认为，明朝人口最盛时在
朱厚熜（世宗）当皇帝时的嘉靖年
间，“户九百三十五万一千九百七，
口五千八百五十五万七千七百三
十八。”

明代陈全之在《蓬窗日录》中
称，民间人口统计“十漏六七”。

如果以此说法来推算，当时全国
总人口已过亿。路遇、滕泽之所
著的《中国人口通史》认为，明代
人口最盛时近 1.7 亿；葛剑雄主编
的《中国人口史》同样认为，明后
期虽然战争、瘟疫导致人口大减，
但仍有 1.5亿。

清代人口剧增，出现了人口增
长的第三个高峰期。从弘历（高
宗）当皇帝的乾隆年间开始，中国
人口数量一路增速，突飞猛进，有
学者称之为“人口大爆炸”。据《东
华续录·乾隆》，乾隆六年（公元1741
年）中国人口达143171559人，超过
1.4亿，这也是古代官方史料上人口
统计第一次出现9位数；到乾隆二

十七年（公元 1762 年），人口已达
200472461 人，这是中国人口首次
破2亿；到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
年），人口达301487115人，这是中国
人口首次破3亿。

清道光咸丰年间是中国古代
人口最旺盛期，道光十四年（公元
1834年），中国人口首破4亿，据《清
宣 宗 实 录 》，当 年 总 人 口 为
401008574人。咸丰元年（公元1851
年），达4.3亿。到载湉（德宗）当皇
帝时的光绪年间，“四万万”已成为
形容中国人口资源的惯用语。中
国古代人口从乾隆二十七年的2亿
到咸丰元年的 4.3亿，前后仅用 90
年时间。

古代人口最多时有多少人？
清咸丰元年人口突破4.3亿

电视剧《琅琊榜》已经完结，但
电视剧中“琅琊”这个词听来就挺
高雅且神秘，朋友们一定会心下有
了疑问：琅琊，是什么呢？

简单而言，琅琊就是个地名，
古代写作琅邪，亦作琅玡，主要指
今山东东南沿海地区。不过，这个
地名很不简单，怎么个不简单呢？

第一个不简单，琅琊这个地名
十分古老。最先的琅琊指琅琊山，
据说是周代初期，姜太公封齐时作
八神，其中四时主祠就立在琅琊山
上。西周建立于公元前 1046 年，
距今已经三千多年了。

第二个不简单，琅琊地名非常
多，不单有琅琊山，还有琅琊台、琅
琊邑、琅琊县、琅琊郡、琅琊国、琅
琊道等。琅琊台在《史记》中称观
台，明显就是对天文台的别称。其
起源跟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
有关，史载勾践为了争霸，迁都到
琅琊，“立观台以望东海”。后来秦
始皇在琅琊山上筑琅琊台，据说先
后有秦皇汉武等九位帝王驾临此
台。琅琊邑乃春秋时齐国所置，秦
朝又设了琅琊县，同时为琅琊郡的
治所。琅琊县、琅琊郡直到唐代才
消失。

东晋时还出现过侨置南琅琊
郡，所谓侨置是古代在战争状态
下，政府对沦陷地区迁出的移民进
行异地安置，为其重建州郡县，仍
用其旧名的行政管理制度。琅琊
国出现在西汉初年，是汉朝的同姓
诸侯国。两汉、两晋都有琅琊国，
晋朝的琅琊国尤其著名，不单出了
八王之乱里的赵王司马伦（始封琅
琊王），还出了包括东晋建立者晋
元帝司马睿在内的五位皇帝。

第三个不简单，琅琊是许多名
门望族的郡望。“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诗里提

到的王家就是琅琊王氏，这个家族
几乎主导了东晋到南朝的历史，名
人有王祥、王戎、王导、王敦、王羲
之、王献之等，无怪乎当时有民谚
讲“王与马（司马）共天下”。此外，
琅琊颜氏是孔子弟子颜回后人，琅
琊诸葛氏则出现了诸葛亮、诸葛
瑾、诸葛诞、诸葛恪这些名震三国
的牛人。

回到《琅琊榜》，这个榜又是
什么呢？据同名网络小说解释，
南朝梁时，琅琊阁位于琅琊山顶，
是天下最神秘的地方，备受江湖
景仰。为了回馈江湖儿女，琅琊

阁每年都会发行各大排名榜单，
是为“琅琊榜”。按说，小说是架
空历史，但多少还是有些历史影
子。这个琅琊阁不可能指琅琊
台，南朝只有刘宋短暂拥有过山
东，琅琊山和琅琊台不可能归属
梁朝。不过，梁朝版图内确也有
另一座琅琊山，在安徽滁州。传
说，西晋伐吴，琅邪王司马伷曾率
兵 驻 此 ，这 才 有 了 第 二 座 琅 琊
山。欧阳修写《醉翁亭记》，描写
的就是这座琅琊山。想来，这琅
琊阁大概跟醉翁亭相邻，呵呵。

（羊晚）

“琅琊”到底是什么

西汉开始人口骤增 清朝现人口大爆炸

看中国古代人口政策变迁

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普遍二
孩”政策，“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生政策成为历史。
其实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人口政策也是依据各个朝代国情
和发展的需要而适时做出调整的，随之呈现出了不同的人口
发展趋势和人口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