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第 26 卷 第 2 期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Vol.26 No.2 
2005年 2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eb.2005 

 

 

伦敦城市人口迁入初探 1550 1750  
 

赵  煦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 上海 200062  

摘  要 伦敦的人口迁入是伦敦人口史和城市史的重要内容之一 研究该方面在 1550 1750 年这一社会转型的重要过

渡时期的变化发展 对阐明伦敦 英国经济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以及两者之间的重要联系颇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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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 是英国的首都 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也是当今世界上的最有影响的大城市之一 它位于不列颠岛东南端

扼泰晤士河出海口之要冲 地理位置极为优越 伦敦在英国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它的发展既与英国社会的多方

面变化有密切联系 又对整个英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1550 1750 年 是英国 历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 英国在政治 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变化 这个

时期 是工业革命在各领域的条件准备时期 是英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积累和过渡时

期 伦敦人口在此时期的巨大增长凸显出首都与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 而人口迁入是影响伦敦人口增长的重要

因素 是保证伦敦在这 200 年时间里 人口和社会结构相对稳定 人口大规模增长得以持续的一个关键性条件 它同样与英

国整体的社会变化相一致 并反映了该时期后者的一些具体特征 分析该时期伦敦城市的人口迁入情况 有利于对英国社会

转型历史和英国经济 社会史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一 
从 1550 1750 年 伦敦始终处于发展之中 并且越来越使其他城市相形见绌 它在 15 至 18 世纪成为了一座世界性的

城市 从 16 世纪中叶到 1750 年 它由 13 万居民发展到将近 70 万居民 几乎扩大 6 倍 伊丽莎白统治初期 它的人口仅占

全国人口的 4% 而到了 1750 年 则占到 12%之多 由一个国家的首都跃升为国际性大都市 伦敦人口的巨大增长 对英

国历史上形成以伦敦为中心的民族市场和经济一体化体系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对英国整体的人口与经济 社会变化发展起到

重要调节作用 甚至对世界经济体系亦有一定的影响  

但在研究该时期英国和伦敦社会历史时 笔者发现一个现象 伦敦由于受时代的环境 卫生条件诸多限制 人口自然增

长率非常低 例如 以 1619 23 年为例 伦敦 15 岁 当时的婚龄 以下存活者数量少于一半 又比如在 1690 99 年和

1710 19 年之间 尽管伦敦新生人口增长 11.7% 死亡人口增加 5.4% 但死亡数量仍比出生人口多 1/4 18 世纪上半叶

死亡率和出生率的差距要大于 10 仅靠伦敦低微的自然增长率根本无法抵消高死亡率损失的人口 更毋论带来巨大增长

了 那么伦敦不断增长的人口到底是从那里来的 答案只有一个——人口的大规模迁入  

西方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了人口大规模迁入伦敦的现象 并进行了相关的资料整理和研究 17 世纪 研究者主要是约

翰•格劳恩特 他论述人口大量迁入的意义是 弥补大量死亡带来的人口剧减 并使伦敦人口迅速增长 18 世纪 威廉•配第

与格雷戈里•金则对伦敦人口迁移的过程进行了一些解释和预测 有助于研究伦敦城市人口迁移的原始材料 根据笔者的查

询 大概有学徒和自由民登记簿 迁移准许证 教会法庭的证人自述记录 教区登记簿等等  

根据对材料的研究 学者们对伦敦人口迁移数的量进行了推算 但关于迁入伦敦的常住人口总量的具体数字 至今无法

确切的计算出来 约翰•格劳恩特根据教区登记簿不同名册的人员差额 计算出每年迁入伦敦的移民数是 6 000 人 格雷戈

里•金曾做出的估计是 每年迁入伦敦的人口大概有 12 500 到 15 500 人 他可能把一些暂住一年以内人口也算进去了

因此这个数字有些夸大 现代学者里格利用现代人口学研究方法进行了精确估计 他估计每年平均约 8 000 人左右 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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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 再加上一些暂住一年以上的人口 数量也不会超过 10 000 人 以伦敦人口的增长相佐证 这个数字应该是比

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二 

该时期英国之所以会发生人口大规模迁入伦敦的现象 原因是十分复杂的 从人口学理论的解释 迁移的动力机制

— — “需求拉力” Demand pull 和“供应推力” Supply push 的相互作用 — —是引发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人口迁移变动要

得以进行 必须存在有引起人口发生迁移变动的因素 对于移出人口的地区来说 必须存在有促使人口向外扩散的一种推力

而对于移入人口的地区来说 又必须具有人口向此集中 聚集 的一种拉力 否则 人口迁移就不会发生 这种引起人口迁

移变动的主要动力 是由特定的经济 政治和社会诸多因素构成的 并且是一个时间和空间上逐渐变化的过程 下面我们结

合上述理论 探讨一下该时期人口大规模迁入伦敦的主要原因  

英国经济社会的变化 是伦敦人口大规模迁入的推力因素  

首先要看到 英国人口的急剧增加造成土地资源匮乏 从 16 世纪开始 英国摆脱了 1348 年黑死病爆发后人口锐减的状

况 人口开始上升 以里格利 英格兰人口史 中所列数据可以看出 自 16 世纪后半期到 18 世纪中叶 英格兰人口增加近

两倍 在大部分时间里 都呈现高速增长的势头 从土地方面来看 由于人口的巨大增长 使土地资源供不应求 从消费

品来看 人口增长使物价飞涨 据估计 从 1540 年到 1640 年 粮食价格增长了 400 其它产品如建筑材料增长了 300

金属和纺织材料增长了 200 加上 16 世纪和 17 世纪前期 全国许多地方农业歉收 人们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 据资料

显示 该时期英国农业灾害和歉收平均每 4 年发生一次 更为严重的是连续 2 3 年的歉收 造成大量人口挨饿 所以大量

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区迁出 背井离乡 寻找出路  

而以“圈地”为标志的农业生产经营结构变革和以农业改良为标志的农业生产技术变革对人口外迁也造成重大的影响

“圈地”对人口迁移的第一个影响是“强制性外迁” 即以强迫暴力方式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 从而使农民流离失所 迁往他乡

这是圈地对人口迁移的直接影响 这种方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 在都铎王朝时期大多是变耕地为牧场 用野蛮手段

驱逐农户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时 多塞特侯爵为圈占沃里克郡威丁吞庄园的 200 英亩耕地而驱逐了 60 个农民 托马斯·彼

科特在白金汉郡共把 269 个农民从庄园中赶走 伊丽莎白时期 出现新一轮圈地狂潮 圈地重点地区北安普敦郡在 1578

至 1607 年期间 被圈围的土地已达全郡面积的 4.3 被迫迁移的人口为 1444 人  18 世纪时拥有 3000 公顷以上土地的

贵族 乡绅占有了至少 25 的土地 比 17 世纪末时增加了 15 20 大量小土地所有者在被夺走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

料的情况下 别无它法 只得外迁他乡 “圈地”对人口迁移的第二个影响是“结构性外迁” 这是圈地对人口迁移的间接影响

“圈地”引发的生产经营结构的变革如大农场制 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等 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 从而使使得大量农村劳

动力过剩 它在 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表现的较为明显 在农村特别是那些乡村工业发展薄弱的地区 没有其它太好的渠道

消化这些劳动力 留给他们的只有一条出路——外迁  

其它的一些社会因素也给英国人口迁移带来影响 如长子继承制 学徒制与仆佣制等等 由于这些社会因素在 16 世纪

以前亦存在 也不是英国的特有 所以不把它们视为该时期主要原因 仅仅是助增推力的因素 此处不再赘述  

以上几项原因只能解释英国人口为何会发生迁移 为何会从农村流向城市 从一城市流向另一城市甚至流向海外 但却

不能解释为何其中的大量人口会迁入伦敦 它们只能解释了伦敦城市人口迁入的“推力”机制 而没有解释“拉力”机制 伦敦

所具备的不断巩固和增强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地位 形成了人口迁移动力机制的两要素之一的“拉力”机制 对外地人口

产生了一股巨大的吸引力 促使了外地人口源源不断的涌入 保证伦敦城市人口增长的稳定性 下面 我们就分析一下伦敦

因素的拉力——伦敦作为英国中心的吸引力和需求力  

拉力因素中 最主要是伦敦作为英国经济 贸易中心的需求力和吸引力 根据笔者分析 伦敦在经济 贸易方面吸引外

地人口的主要因素有 第一 做为商业贸易和制造业中心 伦敦需要大量劳动力 伦敦庞大的经济系统与低微的人口自然增

长率形成了城市内部劳动力供求的巨大矛盾 需要吸收大量外地劳动力来弥补自身的供应不足 这造成了大量外地人流涌入

伦敦的局面 第二 工资水平较高 伦敦经济环境的优势决定它的工资水平 先就英格兰东南部而言 相同工作的工资水平

在伦敦和南部之间存在差异 根据对 1590 1750 年伦敦和南部其它地区建筑工人工资水平的调查结果可知 伦敦工人在这

一时期对南部其他工人的工资最高比例要多出 67 在 1745 49 年时达到过 最低时也要多出 43 1690 1702 年 同

英格兰其它部分的差距也很明显 17 世纪末时 工资劳动者在伦敦工作 300 天 平均挣 25 镑 在英格兰西部 同样的时间

只有 17 镑 而北部更少 只有 11 镑 但同时期 伦敦的粮食价格有比其它城市偏高一些 根据对 1693 1700 年伦敦和南

                                                   
 Wrigley, E. A. , & Schofield, R. S. ,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 pp528-529, London, 1981. 

 Slavin, A. J. , The Tudor Age and beyond, p.34,.Florida , 1987, 

尹虹 十六 十七世纪前期英国流民问题研究 60 61 页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  

陈曦文 英国 16 世纪经济变革与政策研究 46 页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Slavin, A. J. , The Tudor Age and beyond, p. 32,.Florida , 1987. 

 [英]R•杜普莱西斯 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 234 页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Beier, A. L. , & Roger, F. , London 1500-1700: the making of the metropolis  p. 171, London , 1986. 

 Kitch, M. J. , Capital and Kingdom: Migration to later Stuart London., p. 239, London,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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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两城镇 威科姆 Wycombe 和圣奥尔本 St. Albans 小麦和面包价格的对比史料显示 伦敦的粮食价格要偏低一些

上述统计的材料并不完整 也许不能涵盖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 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 当时英国各地人口外迁至城市寻找

生计时 伦敦是一个主要的选择 因为相对较高的劳动力价格与相对偏低的粮食价格对劳动力的生存更为有利  

郊区制造业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同样吸引外地人口前来 制造业在郊区的发展与当时英国和伦敦经济变化有着密切

的联系 16 17 世纪时 英国的行会已进入衰落阶段 城市行会对郊区的经济控制已经鞭长莫及 日益扩展的郊区率先摆

脱了行会的控制 获得巨大的制造业发展空间 兴盛繁荣起来 纺织工场和船舶修理厂大部分位于尚德威尔 Shadwell 和

莱姆豪斯 Limehouse 之间 制蜡 酿酒 钟表 砖瓦 木材和金属加工业大都位于东郊 外地的人口受到这一受束缚较

少的制造业中心之吸引 在迁至伦敦时往往先定居于郊区  

其次是伦敦作为英国政治 法律中心的吸引力 中央政府常驻伦敦 使贵族领恩和讨职有了集中和固定的去处 导致地

方政客 贵族不断涌向伦敦 在伦敦居住的贵族 拥有永久房产的 从 1560 年的 30 个增加到 1630 年的 90 个 在 1632

年时 政府调查发现全国有 25 的贵族和 1 的乡绅居住在伦敦 这些贵族和乡绅和迁入伦敦人口总数相比也许人数不算

多 但其所带的家眷 仆从加起来总人数却相当可观 议会在伦敦的活动也会吸引人口 威斯敏斯特长久以来就是英国的司

法中心 16 世纪和 17 世纪初期 随着土地利润的增加 人们为争夺土地及其附带的许多权利 在土地方面的诉讼日益增加

特别是随着英国宗教改革后 1540 11660 年间修道院土地大批出卖 土地买卖更加频繁 最终敲定其并需在伦敦办理的法

律手续增多 使得更多的人涌向伦敦  

还有 伦敦作为英国教育 文化中心对全国人口的吸引力 当时的英格兰只有两所大学 — —牛津和剑桥 而伦敦及其周

边则成为为英格兰高等教育输送人才以及实行基础教育的中心地区 威尔士几乎没有什么学校 初等教育在伦敦蓬勃发展

17 世纪时 在基督教知识促进会的倡导和推动下 伦敦通过公共认捐建立起大量适合社会下层学习的慈善学校 中等教育

亦在英格兰处于中心地位 16 到 17 世纪 英格兰先后有将近 700 所文法学校 伦敦及周边地区就占上百所之多 而且规模

和影响较大 其中最重要的有圣保罗 威斯敏斯特和泰勒文法学校等 虽然英格兰各地都有不少文法学校 但外地社会的

中上层一般还是愿意送子弟到伦敦及其周边来上学 因为这里的学校教学设备良好 师资力量雄厚 然而最主要还是由于这

里一些颇具规模的文法学校与大学关系密切 便于升学 根据当时的一份调查记录 在 1558 — 1603 年间被调查的 1438 个伦

敦文法学校学生中 有 692 人升入牛津和剑桥深造 这个比例数字在全国来讲是最高的  

在文化娱乐和休闲服务方面 伦敦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就是伦敦作为文化中心的标志 伦敦

剧院众多 为文化活动在该城市的繁荣提供了重要条件 伦敦还拥有数量众多的旅馆 酒馆和咖啡馆等 这构成了良好的服

务氛围 是吸引外地贵族 乡绅和商人等的重要因素  

 

三 

    在伦敦城市人口迁入的过程中 有几个较为明显的特征 首先是迁移人口的就业状况变化  

不管是前工业时代还是现代 人口迁移都有一个特征 迁移人口主要是青年人 而在 17 世纪中叶以前 迁入伦敦的青

年人中 占相当部分比重的的人群所选择的职业是学徒 学徒制度在 16 17 世纪前半期的伦敦 不仅仍有效 而且是入行

的常用手段 学徒占伦敦人口的比例一度接近 20 而其中大部分是由迁入人口充当的 据统计 16 世纪中期 每年进入

伦敦的学徒大约有 1500 人 1600 年在 4000 5000 人之间 但是 17 世纪后半期以后 情况出现了变化 迁入人口中选择

做学徒的比例开始下降 学徒占伦敦总人口比例由 1600 年时 13.6 17.0%跌落到 1700 年时的 4.0-4.8% 格拉斯则根据 1692

年 40 个教区征税数据计算 学徒只占伦敦总人口的 4.2% 两者的计算结果大体上是一致的 确实很能说明该阶段学徒比

例的严重下降 即使考虑到伦敦总人口的增长 学徒人数还是比以前大为下降了 而我们前文又提到 迁入人口是学徒的主

要组成部分 所以 可以看出该时期迁移人口就业模式的一个较大的变化 与此同时 迁移人口在其它方面的就业比例开始

上升 如 仆佣的比例就上升的比较快 尽管从 1540 年到 1700 年 依附劳动者在伦敦城市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下降 但

是由于伦敦人口是在迅速增长之中 所以依附劳动者的绝对数量实际上是在增长的 同时由于依附劳动者中学徒在伦敦总人

口中的比例不断减少 我们就可以得出 依附劳动者的另一组成部分 — —仆佣的比例和绝对数量都在增加 雇工等工资劳动

者不断增加 例如 从 16 世纪末到 18 世纪初 仅伦敦海员的人数就增加 10 倍 11官员及仆从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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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文已有详细的论述  

上述人口就业状况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从英国历史发展上来看 城市行会与学徒制的衰落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

从 17 世纪后半期开始 学徒制在伦敦事实上濒于解体 与此同时 其它非学徒人员如雇工 工场主等迁入的数量相应增加

这是伦敦城市经济变化在人口迁移上的一个明显反映 需要指出的是 此类现象在英国其它城市也是存在的 只不过伦敦作

为全国学徒流向的中心 表现特别突出 变化是非常强烈的 最能反映英国社会经济此项重大变动 所以把它作为伦敦人口

迁移的一项重要特征  

其次 迁移的距离变化  

人口是在经济或地理的意义上进行的迁移 它是一个空间上的逐渐变化过程 16 世纪之前 英国人口的迁移距离是很

短的 或者说迁移情况很少发生 14 世纪时伦敦的少量移民基本来自于周边 40 公里之内 从 16 世纪开始 人口的迁移距

离日益增长 根据统计 1535 1553 年从伦敦学徒期满后被接受为自由人的那一批人 超过一半来自于特伦特 塞文 伯

恩茅斯一线的北部和西部 但从 17 世纪中叶起 情况再次发生了变化 迁移距离又日益缩短 此时来自伦敦周边的和英格

兰东南部的伦敦移民分别比 1580 年以前增加了 30 和 20 根据学者基奇在他的人口迁移密度与迁移距离关系表所进行

的分析 从距伦敦 185 公里到距 100 公里的地区 人口迁移密度下降了 54% 1711 13 年时 3/4 的人来自于距伦敦 150 公

里以内的地区以内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波三折的变化 这与英格兰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变化有密切关联 16 世纪之前 由于交通条件等限

制 人口的迁移比较困难 16 世纪至 17 世纪中期 英格兰北部经济比较落后 加之 17 世纪上半期 北部情况极其恶化

导致饥荒大面积发生 外迁人口相对较多 16 17 世纪时 全国除伦敦外的大部分城镇 特别是北部 发展势头并不佳

它们与伦敦的迅猛发展形成鲜明对比 而从 17 世纪后半期开始 这种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 随着英国市场需求的扩大和整

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家内制”的乡村工业适应潮流逐步集中 英国的工业中心也逐渐从东部 南部的城市 向边远的北部

西北部以原料产地为中心的地区转移 集中 使得原来一些规模较小的乡镇迅速跃升为为新兴的工业城镇 比如新兴的制造

业城市曼彻斯特 Manchester 伯明翰 Birmingham 等 新兴的港口城市赫尔 Hull 森德兰 Sunderland 等 这些

新兴的经济中心原来都是很小的村庄或市镇 例如棉纺业城市曼彻斯特在 16 世纪中叶时人口不过 2000 人 两个世纪后就达

到了 20000 人 增长了 10 倍 该城人口增加主要是迁移的结果 人口大都从附近诸郡而来 同样 钢铁业城市伯明翰在 16

世纪中期也只有 500 人左右 但随着西北面“黑乡”冶金业地区的发展 其逐渐成为英格兰金属加工工业主要基地 18 世纪

中期 它的人口已达到 30000 人 人口也主要是由周围诸郡迁来 以上事实说明 北方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容纳了当地

过剩劳动力 工业 城市和农业的发展 势必为当地潜在迁移人口创造就业的机会 减少当地对人口迁移的推动因素 使向

南迁移的人群明显减少 由上述史实可看出 伦敦人口迁移距离的几次大变化与英国的经济社会变化密切相关  

    以上 我们对 1550 1750 年的伦敦城市人口迁入情况做了一个初步 简要的分析 我们通过对资料的分析 整理 得

知了人口迁入的大概数量 从人口迁移的机制 — — “推力”和“拉力”的两大方面分析该时期人口大规模迁入伦敦的主要原因

并分析了人口迁入的主要特征及其原因 我们可以看出 伦敦的人口变化不是孤立的 它与英国整体的经济社会变化存在紧

密的联系 它是该时期伦敦和英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在人口层面的反映 考察 分析伦敦城市人口迁入 对进一步研究英国社

会转型历史 有重要的意义 借鉴伦敦城市人口迁入中的历史经验 也可以为现今的城市建设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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