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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 世纪 60 年代，俄国迎来大改革时期，并结束了漫长的

高加索战争。在此背景下，大批俄国农民从内地省份迁往北高加索，形成了

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的移民潮。至 20 世纪初，外来移民已占据北高加索大

部分地区。北高加索移民运动并非自发，而是沙皇政府殖民扩张的重要举

措。它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俄罗斯帝国在北高加索的统治基础，亦给当地社

会经济带来了根本性变化，实现了将北高加索地区纳入全俄政治经济一体化

之目的。同时，外来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给当地少数民族带来了强大

冲击。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引发了严重的民族矛盾，这成为日后影响俄

罗斯历史进程的不安定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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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加索位于欧亚交接处，以大高加索山脉为界分为北高加索和南高加

索。① 北高加索西濒亚速海和黑海，东临里海，地理范围包括今俄罗斯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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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学科建设计划俄罗斯东欧史重点学科项目、中国社

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创新工程大型学科奠基性项目“社会主义史: 理论与实践新

探”的阶段性成果。
南高加索，亦称外高加索，指今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三国所在区域。

*



加索联邦区及南部联邦区的部分区域，① 总面积约 25. 8 万平方公里。历史

上，高加索乃大国必争之地，俄国、土耳其和波斯的角逐持续了几个世纪。
到 19 世纪下半叶，俄国确立了在高加索的统治地位。然而，北高加索一直

是民族斗争和武装冲突的频发地，令俄国统治者头疼不已。苏联解体后，北

高加索成为俄罗斯的“动荡之源”，先后爆发了两次车臣战争和多次恐怖袭

击。从历史角度看，北高加索地区安全问题与沙俄时期的移民政策有着紧密

的联系。
围绕 19 世纪下半叶俄国农民向北高加索迁移问题，国外学者进行过比

较深入的探讨。苏联学者伊斯梅尔－扎杰 ( Д. И. Исмаил-Заде) 在分析高

加索移民运动时强调，俄国农民与当地土著民族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二者结

成了反抗沙皇专制的统一战线。② 俄罗斯学者科巴希泽 ( Е. И. Кобахидзе)
指出，沙皇政府推动北高加索移民意在实行俄罗斯化政策。但是，他偏重于

论述该政策的积极作用，而淡化了其负面影响。③ 西方学者通常将移民视为

俄国征服土著山民的一种方式，但对移民运动的内在原因及社会经济影响鲜

有提及。我国学界对北高加索移民问题的关注微乎其微，仅少部分论著略有

涉及，尚未开展专题研究。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利用俄

国法律文献、官方统计数据和国外研究成果，系统梳理 19 世纪下半叶俄国

农民向北高加索迁移的历史进程，客观分析移民运动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及

遗留问题，以期为深入解读北高加索地区乃至俄罗斯的历史与现状开辟一个

新视角。

一、移民运动的背景与动因

在世界历史上，移民运动是许多大国对外殖民的手段及解决政治、经济

和社会问题的方法，在沙皇俄国对外扩张过程中同样伴随着移民现象。然

而，正如俄国著名经济学家考夫曼 ( А. А. Кауфман) 所言: “俄国移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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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高加索覆盖 9 个联邦主体，即阿迪格共和国、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卡巴尔

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北奥塞梯－阿兰共和国、印古什共和国、车臣共和国、达吉斯坦共

和国、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此外还包括罗斯托夫州、卡尔梅克

共和国的部分区域。
参见 Исмаил-Заде Д. И. Из истории пересе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на Кавказ в
конце XIX-начале XX в.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977. Т. 99. С. 336。
参 见 Кобахидзе Е. И. Переселен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на Северном Кавказе как
средство упрочения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и гражданственности / / Восток. Афро-азиатские
общества: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16. №2. С. 45－55。



与其他国家相比有本质不同，俄国移民通常并不迁往其他国家或者海外殖民

地，而是选择在俄国境内迁移，其目的地往往只是出发地的直接延伸。”①

换言之，俄国移民现象的一个基本特征即表现为从内地到边疆的迁移运动。
北高加索当属俄国移民运动最典型的目的地之一。

北高加索移民运动是俄国殖民政策的必然结果。拿破仑战争后，维也纳

体系确立了新的欧洲均势局面。俄国暂时确保了西部边疆的安定，转而将精

力放在对北高加索山民的征服上。俄国意图控制北高加索，进而向南高加索

推进，以实现对里海地区和亚洲内陆的扩张，这与大英帝国为巩固其全球霸

主地位而向亚洲各国的扩张形成了直接利益冲突。因此，英国基于保卫印度

与围堵俄国等现实利益问题，而俄国则基于传统的南进政策与扼住大英帝国

要害等考虑，两大强权在亚洲内陆展开了激烈的争夺。② 克里米亚战争失败

后，俄国控制黑海海峡的希望落空，其战略目标转向中亚和远东地区。这

时，高加索变得更为重要，因为该地区的稳定是确保俄国深入亚洲腹地的基

础。英国统治阶层深明这一点，因而将北高加索视为遏制俄国势力的重点

区域。
俄国对高加索的夺占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1800—1830 年，俄国与土

耳其和波斯分别发生两次战争，占据了南高加索大部分区域，但对北高加索

山民的征服却直到高加索战争 ( 1817—1864) 结束才得以完成。高加索战争

期间，英国人曾在山民地区从事间谍活动，希望推延战争以拖垮俄国军队。
战争结束后，英国间谍仍旧活跃于北高加索，煽动当地山民反抗俄国统治。
此外，英国渴望占据高加索市场，尤其是黑海沿岸的贸易港口及阿纳帕

( Анапа) 至库班平原的贸易线路。为此，英国在北高加索黑海沿岸的港口

设立领事馆并开展贸易活动。1856 年，时任高加索总督巴里亚京斯基 ( А.
И. Барятинский) 在给内务部大臣戈尔恰科夫 ( А. М. Горчаков) 的报告

中谈道，英国商船经常出现在黑海东岸并与当地山民频繁往来。巴里亚京斯

基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外国船舶和人员与当地居民保持商业联系，而此地又

少有俄国海军部署，这无疑会助长山民反抗势力的信心。③ 因此，俄国统治

者急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以确保北高加索的安全与稳定。按照沙皇政府

的考量，推动农民移居北高加索，将山民的土地归入俄罗斯人的直接控制，

是防止外部势力渗透的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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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ауфман А. А. Переселение и колонизация. СПб.，1905. С. 6.
参见张锡模: 《圣战与文明: 伊斯兰与西方的永恒冲突》，三联书店 2016 年版，第 188 页。
参见 Бадерхан Ф. Северокавказская ∂иаспора в Турции，Сирии и Иор∂ании(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XX века) . М. :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2001. С. 15－16。



北高加索移民运动与欧俄农民的生存状况息息相关。废除农奴制后，

俄国进入资本主义快速发展阶段，但地主仍掌握大片土地，农民获得的份

地很少。在欧俄地区，随着农业人口的持续增长，人多地少的状况愈发突

出，大量农民因缺少土地而难以维持生计。据统计，在改革后，3000 名贵

族保有 9500 万俄亩的上好土地，而 2000 万被解放的农奴仅得到了 1. 16 亿

俄亩土地。其中，有 13% 的农奴获得了足够的自由土地，45% 的农奴获得

的土地可以维持自己家庭的生计，42% 的农奴没有获得足够的土地。① 因

此，中部黑土区和乌克兰北部的许多农民被迫选择迁移到土地资源丰富、
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等地谋生。当然，仅靠农民的一厢情愿难

以形成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沙皇政府推行移民政策以巩固边疆统治才是

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与英、法等开拓海外殖民地的国家不同，俄国对外扩张

的特点是基于本国领土向外延伸。西伯利亚、高加索和中亚等边疆地区实质

上属于俄国的国内殖民地，在地理位置上与俄国本土连成一片。沙皇政府长

期以来希望通过殖民方式在这些非东正教地区站稳脚跟，进而实现俄罗斯

化。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的北高加索是俄国殖民扩张中最难攻克的 “屏障”
之一，近半个世纪的高加索战争极大地触动了俄国统治者的神经。战后，

沙皇政府并未将山民纳入全俄统一的行政司法体系，而是采用军事管理的

方式将地方行政权集中在俄军长官手中。军事管理的实质是为了严密监督

穆斯林山民的日常活动，这反映出俄国统治者对当地伊斯兰反抗势力的忌

惮。实际上，高加索战争期间，穆斯林武装力量正是在伊斯兰穆里德教派

的引导下日益壮大的，山民开展的反俄战争则被视为同东正教徒之间的

“圣战”。这样，伊斯兰教就成为联结北高加索穆斯林民族抵抗沙皇统治的

精神纽带，穆里德思想更是山民反抗势力长期存在的基础。因此，俄国统

治者清楚，武力征服只能保证北高加索在政治层面上归属俄国，而如果不

能使该地区在文化层面上与俄国有机融合，放任其成为一个被伊斯兰文化

主导的区域，那么俄罗斯帝国的这片南部疆域将时刻处于危险的境地。推

动俄国内地农民迁移至北高加索正是在该地区构建俄国文化空间、提升东

正教影响力的前提和基础。
此外，俄国统治阶层视山民为野蛮和危险的民族，甚至一些知识分子也

毫不 避 讳 对 山 民 的 鄙 夷。俄 国 著 名 思 想 家 达 尼 列 夫 斯 基 ( Н. Я.
Данилевский) 曾公开指出: “高加索山民是天生的强盗和罪犯，他们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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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 《俄罗斯史》，杨烨、卿文辉、王毅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53 页。



不会让自己的邻邦得到安宁。”① 沙皇政府一方面鼓励北高加索山民向土耳

其移民，另一方面推动内地居民迁入该地区，以削弱山民势力，将北高加索

彻底变为俄罗斯人的土地。正如美国学者奥斯汀·杰西尔德 ( Austin Jersild)

所说: “如果这些严重阻碍帝国发展进程的土著山民既野蛮又懒惰，他们能

做的仅仅是补充民族志素材的话，那么最好让那些精力充沛、勤劳能干的俄

国移民取而代之。1850—1900 年，帝俄对北高加索的殖民政策正是朝着这

个方向推进的。”②

综上可见，19 世纪下半叶俄国内地农民向北高加索迁移运动绝非偶然。
表面上，移居北高加索是农民谋求生计的自主选择。然而，沙皇政府引导和

利用内地移民推行俄罗斯化政策才是这场移民运动背后的真正动因。实际

上，加速移民是俄国统治异族地区的典型模式，北高加索移民运动不过是帝

俄边疆殖民规划的一部分。

二、移民运动的兴起与高涨

农奴制改革初期，沙皇政府对待移民问题的态度表现出两面性。一方

面，为了维持贵族地主经营土地所需的劳动力资源，沙皇政府对农民出走有

着严格的要求和限制条件。比如，规定农民在离开村社前须偿清所欠税款和

债务，并将份地无偿交还村社，另外还需要提供移居地出具的同意接收证

明。③ 不仅如此，对未经允许、不符合要求的移民行为，政府还制定了惩罚

措施，根据具体情况处以相应期限的监禁。另一方面，沙皇政府又希望欧俄

农民向边疆迁徙，以巩固帝国在当地的统治根基。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沙

皇政府陆续制定了相关移民法令，俄国内地农民向北高加索迁移运动正式拉

开帷幕。
1860 年，沙皇政府取消了高加索军事防御线，并在其左右两端分别成

立库班州和捷列克州。在高加索战争基本结束的情况下，沙皇政府着手对北

高加索地区尤其是库班州进行经济开发和移民安置。1862 年 5 月 10 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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Бобровников В.О. Юг Россиив проектах импер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военно-народ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на Кавказе( 1860－1917) / /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рное насле∂ие 5ƨа России(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а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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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нижный мир. 2015. С. 117.
Austin Jersild，Orientalism and Empire: North Caucasus Mountain Peoples and the Georgian
Frontier，1845 －1917，Montreal ＆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2，p. 137.
参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обрание второе. Т. 36. Отд-ние 1. №
36657，С. 160。



皇政府通过了《关于库班哥萨克及其他俄国移民在高加索山脉西部山麓地带

定居的条例》① ( 以下简称 1862 年条例) 。根据该条例，沙皇政府计划在六

年内将大批库班哥萨克、顿河哥萨克及其他哥萨克军团官兵迁往北高加索西

部地区。需要强调的是，1862 年条例首次对组织俄国国有农民以及其他社

会阶层人员移居北高加索作出规定，因此通常被视为北高加索移民运动兴起

的标志。
按照 1862 年条例，国有资产部每年指定 300 ～ 500 个国有农民家庭移

民，这些国有农民须在当年 5 月底之前到达斯塔夫罗波尔省。国有资产部需

将这些国有农民的家庭名册递交库班州军队司令部，然后由军方将移民安置

在新建立的村镇。另外，库班州军事统帅可自行决定接收自愿迁入的移民，

包括国有农民和其他阶层人员。但是，此类移民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其一，

愿意携带家人一同加入库班哥萨克部队; 其二，每个家庭的男性不得少于两

名; 其三，需要提供个人证件和当地部门或村社出具的准迁证。1862 年条

例对国有农民和其他自愿移民者的相关规定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定程

度上体现了沙皇政府对北高加索移民问题给予的密切关注，有力地促进了

19 世纪 60 年代俄国农民向库班州等地的移民进程。
1862 年条例出台后，俄国内地省份的农民开始源源不断地向北高加索

迁移。库班州因地理环境优越而成为移民最多的地区。根据 1874 年全俄人

口普查资料，库班州总人口为 79. 526 万人，其中哥萨克人口约为 47 万人，

外来移民超过 11 万人 ( 不包括城市人口和其他国家的外来人口) 。与 19 世

纪 50 年代 ( 外来人口大约为 5000 人) 相比，外来移民数量大约增长了20
倍。② 1861—1870 年，沙皇政府在库班州新建了 75 个居民点，有 93000 人

在这里定居。库班州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了 21. 3 个百分点，其中 1865—
1870 年人口增长数为 42600。③ 1861 年库班州总人口为 393081 人，其中外来

人口为 5243 人，占 1. 3%。到 1869 年，库班州总人口增至 468455 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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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人口为 24819 人，占总人数的 5. 3%，增加了 3 倍多。① 不难发现，19
世纪 60 年代北高加索的外来人口虽有所增加，但数量有限，并未形成大

规模移民。笔者认为，这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农奴制改革初期移民

法令尚不完善，农民外出受到严格限制，移民 的 权 利 也 难 以 得 到 保 障;

其二，北高加索战事刚刚结束，当地社会政治状况和管理制度较为混乱，

不利于移民的妥善安置。此外，内地农民对北高加索缺乏了解，加之路

途遥远、交通落后、环境艰苦等，这些都是制约北高加索移民运动的消

极因素。
沙皇政府对北高加索山民实行军事管理，主要依靠哥萨克驻守南部边疆

并镇压民众反抗。为此，沙皇政府给予哥萨克许多特权并赏赐大量土地。随

着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越来越多的人定居在哥萨克的土地上，从而逐渐形

成一个特殊群体———非哥萨克人。他们无权获得私有份地和房屋等不动产，

也无法参加村社大会并表达意见。为了维持生计，他们只能向哥萨克租赁土

地和房屋，每年按照一定标准缴纳相应费用。这种状况明显制约了北高加索

地区的移民运动。1868 年 4 月 29 日，沙皇批准了一项新法令 ( 6 月 18 日国

务会议公布) ，其中规定: “俄罗斯非哥萨克民众有权在哥萨克土地上定居

并获得房屋等建筑物作为私有财产，无须经过当地军事长官或者村社的同

意。”② 这项法令为俄国内地农民移居北高加索提供了法律保障。于是，接

下来的整个 70 年代成为 19 世纪下半叶俄国农民向北高加索迁移的黄金

时期。
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铁路作为地区之间的经济纽带显得愈加重

要。为了稳固边疆，并加快移民进程，高加索总督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

奇于 1869 年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呈送了一份报告，历陈在高加索地区修建

铁路的必要性。同年，沙皇正式批准修建罗斯托夫—弗拉季高加索铁路线。
该线路于 1875 年竣工并正式投入运营。铁路建设的飞速发展为北高加索移

民提供了极大便利。此前北高加索地区没有铁路，移民只能乘坐马车或步

行，路途遥远且条件艰苦。即使搭乘驿站马车，从莫斯科到斯塔夫罗波尔

省也至少要耗时半个月之久。这样的交通条件既给移民活动造成困难，亦

不利于中央对边疆地区的掌控。随着铁路的快速延伸，北高加索与俄国内

地省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从内地到边疆的时间大大缩短。这在很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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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方便了俄国其他地区的居民向南部边疆迁徙，并促进了北高加索的经

济社会发展。
在移民条件不断改善和国家法令日趋成熟的背景下，19 世纪 70 年

代，帝俄南部边疆的人口迅速增长。十年间，迁往北高加索地区的移民总

数约为 35 万，主要来自波尔塔瓦、切尔尼戈夫、沃罗涅日、库尔斯克和

哈尔科夫等省份。该时期，北高加索的人口再生产水平仅次于顿河军区，

移民迁入的地区主要为斯塔夫罗波尔省和库班州。据统计，1871—1881
年斯塔夫罗波尔省人口自然增长率提升了 16. 7 个百分点。① 高加索统计委

员会的数据显示，捷列克州人口总数由 1876 年的 53. 098 万增至 1882 年的

60. 653 万。库班州是外来移民最多的地区，1876 年人口总数为 83. 174 万，

到 1882 年增至 108. 45 万。② 1861 年库班州农民人 口 还 未 超 过 总 人 口 的

1. 3%，而 1881 年该州农业人口比重已达到 30%。③ 到19 世纪末，库班州

农民数量已经超过了哥萨克。需要指出的是，库班州和斯塔夫罗波尔省之

所以能够吸引大量移民，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区域拥有大面积农业用地。此

外，库班州临近黑海，斯塔夫罗波尔省则直接与俄国内地相连，两地对控

制整个高加索地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也是沙皇政府引导移民迁入的重

要因素。

三、移民运动的政策调整

1881 年 3 月 13 日，“解放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谋杀。新

登基的亚历山大三世 ( 1881—1894 年在位) 坚决维护专制制度，对其父推

行的“大改革”采取抑制性政策。1882 年，极端保守的德·安·托尔斯泰

继任内务大臣，“他对农民迁移持反对态度，甚至认为经过政府批准的大规

模农业人口迁移活动是后患无穷的”。④ 当时，严重的农业危机加剧了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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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闲置国有土地移民的倾向，这使得沙皇政府在 19 世纪 80 年代的农业政策

调整中重点关注移民问题。
19 世纪 80 年代，沙皇政府对待北高加索移民问题的态度趋于保守，一

个重要原因是外来移民与哥萨克之间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早在 19 世纪 60
年代移民运动兴起之际，北高加索的哥萨克就对外来移民表示不满。随着农

业人口的持续增加，移民与哥萨克部队之间的关系愈加紧张。外来移民不但

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还要受到地方哥萨克的排挤。面对这种情况，沙皇政

府起初并没有决定通过限制移民以缓和矛盾，而是试图对移民法令加以调

整。比如，国务会议曾提出由内务部和高加索民事总长官共同制定法令来规

范和引导农民移居北高加索。但是，考虑到哥萨克的利益问题，高加索民事

总长官东杜科夫 － 科尔萨科夫 ( А. М. Дондуков-Корсаков) 拒绝了该提

议。沙皇政府通过此事意识到当地哥萨克的强硬态度，此后便着手制定针对

北高加索的限制性移民政策。
1883 年 5 月 13 日，沙皇政府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在未经村社和当地

军事长官同意的情况下将哥萨克的土地和房屋出售给外来移民。后来，沙皇

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限制移民权利的规定。比如，针对当时外来移民土地租

金拖欠严重的情况，准许出租者无条件追缴欠款，甚至可以清算和变卖负债

人的财产。同时，未经当地政府同意，非哥萨克人不得新建、修复或改造房

屋。另外，外来移民在公共牧场放牧的权利也受到限制，地方部门规定的放

牧限额从原来的 15 头牛和 30 只羊削减为 4 头牛和 6 只羊，如果超额则需要

向村社缴纳一定费用。土地租金的上调同样是政府限制外来移民的方法之

一，个别地方的租金价格甚至涨到每俄亩 120 卢布。① 这对外来移民来说无

异于雪上加霜。
1885 年，在叶卡捷琳诺达尔成立了以库班州行政长官为主席的特别委

员会。该委员会修订了“1868 年 4 月 29 日法令”并推出一系列新规，包括

禁止非军事阶层的人在部队和村镇土地上获得不动产，限制外来移民在公共

牧场上免费放牧的牲畜数量，禁止常住农民未经村社同意建造房屋，增加各

种税收和土地费用，等等。翌年，沙皇政府下令禁止将村镇公用土地划分成

份地，并且每年对哥萨克私人耕地进行重新分配。1891 年，沙皇政府颁布

了新的哥萨克村镇社会管理条例。该条例严格限制外来移民的土地租期，并

禁止非哥萨克人参加村社大会。这意味着外来人口必须绝对服从村社的决

·911·

娄益华 王晓菊: 从内地到边疆: 19 世纪下半叶俄国农民向北高加索迁移运动

① 参见 Матющенко П. П. Аграр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царизма и иногородне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Кубани
и Терека в период контрреформ в России / /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ƨо
развития. 2014. №2. С. 184。



定。由于土地租金和税收的增加，外来移民无力承租土地，加之个人的基本

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许多人被迫选择为哥萨克和企业主打工，或者离开村社

前往城市谋生。
需要注意的是，沙皇政府对不同类型的外来人口区别对待。首先，对富

有的农民和企业主，地方政府非但不限制，反而持欢迎态度，因为他们有足

够的资金支付高额地租，从而增加哥萨克的收入。其次，部分移民在农忙时

节来北高加索务工，到闲暇时节便返回原住地。这类季节性移民同样得到当

地政府的支持，因为他们满足了富农和企业主的劳动力需求。由此可见，沙

皇政府移民政策的调整完全以哥萨克和富有阶层的利益为中心。上述限制法

令使北高加索常住外来移民的生活举步维艰，却为殷实的富农、企业主和倒

卖土地的投机商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为北高加索资产阶级的壮大创造了

条件。
沙皇政府的限制性移民政策使外来移民的境况更加恶化。但是，尽管

有诸多不利因素，俄国内地农民向北高加索迁徙的步伐却没有停歇。此外，

农业危机和 19 世纪 90 年代初的粮荒导致欧俄农民的生存状况异常艰难。
1894 年，沙皇政府又禁止将欧俄南部省份的国有土地分配给移民。这些情

况迫使内地农民只得选择移民高加索、西伯利亚和中亚等地。可以看出，

沙皇政府的政策调整主要表现为限制移民在迁入地的社会权利，却并未明

令禁止内地农民向北高加索迁移。这足以说明俄国统治集团并不想彻底阻

止移民进程。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俄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人口

从事边疆地区的资源开发。内地省份居民向边疆地区移民符合俄国社会经

济发展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为抑制伊斯兰教的传播，北高加索地区的

稳定仍需依赖信仰东正教的俄国移民。因此，北高加索的外来移民数量一

直保持增长趋势。19 世纪 70—90 年代，欧俄中部和乌克兰北部地区共有

58. 32 万人迁往北高加索。① 库班州是北高加索外来移民最集中的地区，捷

列克州和斯塔夫罗波尔省次之。根据 1897 年全俄人口普查资料，库班州总

人口达到 197. 64 万人，其中外来人口数为 94. 64 万。捷列克州和斯塔夫罗

波尔省总人口数分别为 93. 39 万和 87. 33 万，其中外来人口数分别为 34. 57
万和 29. 47 万。②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北高加索许多地区已出现农业人口过剩现象，

这种情况在山区地带尤为严重。按照当时俄国的标准，每名男性应拥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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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50 俄亩适用土地。而在奥塞梯地区，平均每名男性仅拥有 6. 5 俄亩土地，

其中包括 0. 4 俄亩耕地、1. 4 俄亩草场、0. 6 俄亩林地和 4. 1 俄亩牧场。印

古什和车臣地区的土地短缺更为严重，每名男性平均占有的土地分别为 5. 8
和 5. 2 俄亩。① 由于人口过剩和土地不足，沙皇政府强制北高加索部分居民

疏散到其他人口稀少的边疆地区，如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然而，许多无

地山民并不愿意远离家乡，因而选择向附近的弗拉季高加索平原区搬迁。在

政府的管控下，这类山民只能以临时居民的身份在当地落户。到 19 世纪末，

在弗拉季高加索平原区逐渐形成了两类移民，一类是北高加索山民，一类是

俄国内地移民。在双方利益发生冲突时，政府通常优先满足内地移民的需

求，有时甚至剥夺山民的土地以供内地移民使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当

地山民同俄国内地移民以及政府之间的矛盾。

四、移民运动的成效与影响

在近代世界殖民体系中，资本主义从宗主国向殖民领地横向发展是颇为

普遍的现象。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俄国资本主义具有强

烈的扩张目的和浓厚的赶超型色彩，并且表现出深度、广度双向发展的特

征。② 19 世纪下半叶，位于帝俄南部边陲的高加索地区因丰富的土地和矿产

资源被纳入全俄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移民运动，到 19 世

纪末、20 世纪初，北高加索的俄罗斯人口数量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俄国

内地农民的迁入不仅为北高加索补充了大量农业人口，而且为该地工业发展

与城市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资源。移民运动给北高加索经济社会和文化

面貌带来了根本性变化。
首先，随着外来移民的涌入，北高加索地区耕地面积迅速扩大，粮食产

量大幅提高，以库班州和斯塔夫罗波尔省最为突出。1880—1884 年，斯塔

夫罗波尔省平均土地播种面积为 74. 8 万俄亩，而 1895—1899 年，平均土地

播种面积已达到约 103. 8 万俄亩。1864—1913 年这 50 年里，北高加索人均

粮食净产值增长了 462. 3%。③ 1898 年，北高加索地区小麦的种植面积占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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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种植总面积的 56. 4%，其中冬小麦是最主要的种植品种。据苏联学者

估计，到 20 世纪初，北高加索冬小麦的产量占全俄总产量的三分之一。①

北高加索一改往日荒凉贫瘠的景象，成为俄罗斯帝国最重要的粮食产区之

一。得益于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俄国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加之临

近黑海的地缘之便，北高加索的农产品贸易得到长足发展。据统计，19 世

纪 90 年代初库班州年平均粮食销售量达到 5640 万普特。② 国内外农产品市

场的拓宽吸引了大批富有农民来到北高加索从事农业生产，这在很大程度上

刺激了北高加索富农经济的活跃。富农们大量雇佣劳动力，促进了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的发展。北高加索地区大部分农业劳动力为中部省份和乌克兰北部

的外来移民。据统计，在北高加索 20. 22 万名农业劳动力人口中有 12. 78 万

人属于外来移民，占比达 63. 2%。③

其次，北高加索的手工业和工业生产因外来移民增加而焕发生机。当地

较为著名的产业是毛皮制造业，尤其是山区地带的毛皮制品种类丰富且产量

可观。当时，一种主要由山羊毛制成的毡披风备受当地人的青睐，毡披风也

成了北高加索产量最高的毛皮制品。据统计，1889—1899 年，卡巴尔达 －
巴尔卡尔地区生产的毡披风由 2. 6 万件增长到 3 万件。1881 年车臣地区生产

的毡披肩只有 7400 件，而到 19 世纪末其年产量已达 2. 1 万件。④ 此外，北

高加索坐拥丰富的石油和矿石资源，至 19 世纪末，石油和矿石开采业已达

到相当大的规模，主要分布在库班州、捷列克州和达吉斯坦部分地区。最著

名的石油产区是格罗兹尼地区，1893 年至 1894 年间平均石油开采量为 660
万普特，到 1900 年开采量增至 2800 万普特。⑤ 奥塞梯地区矿产资源丰富，

这里分布着许多金属矿场，其中以萨东矿场最为著名。工业的兴盛往往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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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北高加索主要的工业劳动力资源依然是不断迁入的外

来农业人口。1897 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北高加索 43651 名工业劳动人口中

有 30778 人是来自内地省份的外来移民，约占总劳动人口的 70%。① 显而易

见，外来移民的到来推动了北高加索的工业化进程。同时，随着当地资产阶

级的逐渐壮大，作为雇佣劳动力的无产阶级群体也在孕育成长，并成为日后

北高加索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最后，移民数量的增长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北高加索地区城市的雏形是

为满足战时需要修建的军事要塞，通常分布在军事防御线上。战争结束后，

随着移民运动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发展，许多军事据点逐渐演变为城市，其规

模不断扩大，人口急速增长。北高加索较大的城市多分布于贸易往来频繁的

交通枢纽，特别是石油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和沿海地带。到 20 世纪初，

北高加索的城市基本上分为四类: 农业贸易城市 ( 叶卡捷林诺达尔、阿尔马

维尔等) 、工业贸易城市 ( 弗拉季高加索、格罗兹尼和新罗西斯克等) 、港

口城市 ( 彼得罗夫斯克、叶伊斯克等) 和一些旅游城市。② 城市的繁荣主要

表现为人口的快速增长。19 世纪下半叶，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多，北高加索

许多地区农业人口严重过剩。政府的限制政策和哥萨克的敌视态度使外来农

民的生活愈加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农业人口转而涌向城市，许多人在

城里从事手工业或在工厂里打工。1867—1914 年，北高加索的城市人口数

量增长了 350%，约 36. 76 万。③ 外来移民在城市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根据 1897 年人口普查统计，库班州城市总人口约为 15. 70 万人，其中哥萨

克只有 5722 人，占总人口的 3. 6%。④ 由此可见，外来移民成为城市人口的

主力军，这对北高加索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

要影响。
前文述及，俄国统治集团在其国内殖民地一贯推行移民垦殖政策，目

的是实现异族人的俄罗斯化。俄国农民向北高加索迁移，正是在沙皇政府

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俄罗斯化政策的背景下进行的。高加索战争结束

后，沙皇政府深刻认识到北高加索山民对俄国统治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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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巩固边疆统治成为困扰沙皇政府的一大难题。北高加索位于欧亚结合

部，自古以来就是不同民族聚居区和多元文化交汇地，又因山区地势复

杂，甚至近在咫尺的地区也可能互相隔绝。这种情况使北高加索地区形成

了众多民族及各异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另外，定居于北高加索的切尔

克斯人、卡拉恰伊人、卡巴尔达人、车臣人、印古什人等土著民族皆为伊

斯兰教信徒，显然与以东正教为基石的俄罗斯民族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
为使北高加索成为真正的俄罗斯土地，沙皇政府决定通过移民方式推行同

化政策。
俄罗斯化政策的基本特点是强制推广俄语、宣传东正教信仰、削弱土著

文化并增强异族人对俄罗斯民族的认同感。沙皇政府在北高加索实行俄罗斯

化政策，大力宣扬并传播东正教，积极创办宗教和世俗学校，广泛普及俄

语。在此过程中，内地移民成为俄国同化土著民族的主力军。随着时间的推

移，俄罗斯文化在北高加索逐渐占据统治地位。这首先表现在宗教信仰方

面。早在 1843 年，沙皇政府就已建立高加索主教区。高加索战争结束后，

由于俄国移民的大量涌入，东正教成为北高加索地区的第一大宗教，东正教

堂、修道院和神职学校遍布各地。据统计，1897 年北高加索东正教徒数量

约为 290 万，占总人口的 78%。① 其次，在俄罗斯化政策影响下，俄国世俗

教育体系在北高加索快速普及。1869 年，俄国教育部颁布 《关于异族人教

育问题条例与文件汇编》，此后北高加索学校数量和受教育人数显著增加。
19 世纪中叶以前，北高加索中小学校寥寥无几，而且只分布在斯塔夫罗波

尔省和库班州，山区地带几乎没有俄语学校。到 19 世纪末，达吉斯坦地区

已有 26 所俄语学校，阿迪格地区有 5 所，车臣和印古什等地有 3 ～ 5 所。19
世纪下半叶，在奥塞梯地区共建立了 38 所教区学校，共有学生 3828 人。②

根据高加索学区督学的统计，1903 年该学区 2086 所初级小学中有 1928 所采

用俄语教学，占比达 92. 4%。③ 然而，以上数据并不能说明俄国的宗教同化

政策取得了良好效果。事实上，北高加索东正教人口比例大幅提升的根本原

因是内地移民数量的持续增加。沙皇政府在穆斯林山民中开展传教活动的效

果实际上并不理想，以达吉斯坦地区为例，1915 年该州总人口为 70641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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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山民达 623081 人，占比约 88%。① 因此，北高加索地

区的宗教矛盾和冲突始终难以得到解决。
不可否认，移民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帝俄在北高加索的统治基础，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这片曾经属于异族人和哥萨克的土地已被俄罗斯人

占据、渗透。东正教的传播和世俗学校的创办虽然大大提高了北高加索各民

族的文化教育水平，但是俄罗斯化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殖民政策。俄国移民和

俄罗斯文化的强制输入挤压了土著民族的生存空间，给其生活方式带来冲

击。许多山民难以接受外来文化，坚决维护本民族文化传统，反对沙皇政府

的同化政策。然而，沙皇政府提供给他们的却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屈服于俄

国统治，要么移居土耳其。② 这样的举措无疑使北高加索穆斯林陷于两难境

地。因此，沙皇政府推行的俄罗斯化政策激发了土著山民强烈的抵抗情绪，

给帝国统治带来巨大隐患。帝俄晚期，北高加索地区反抗俄国统治的起义和

暴动时有发生。例如，1877 年车臣和达吉斯坦山民掀起了一场持续半年之

久的反俄武装起义，遭到残酷镇压。1917 年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垮台之时，

北高加索山民与当地哥萨克结盟，创立 “高加索统一山民联盟” ( Союз
объединённых горцев Кавказа) 组织并建立山民共和国。山民共和国一度宣

布独立，但最终失败。总而言之，伴随着俄罗斯化政策的逐步深化，北高加

索土著民族同俄国内地移民以及沙皇政府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由此产生的

民族矛盾和分离主义倾向在北高加索地区长期存在，无论是对昔日的苏联还

是当今的俄罗斯，都构成了不容忽视的国家安全隐患。

五、结语

1861 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内地省份的大量农民迁往北高加索，形成

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移民潮。这场移民运动看似是农民寻求土地的自发行为，

实为沙皇政府强化边疆统治、维护地区安全的产物。到 19 世纪末，从内地

省份迁往北高加索的人数超过 160 万。1867—1897 年，北高加索总人口增长

了 172. 4%。③ 随着移民运动的兴起，来自欧俄地区的先进生产方式和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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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使北高加索融入全俄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移民运动成为边区开

发的催化剂，北高加索的社会经济由此产生质的飞跃: 农作物产量大幅增

加，工业生产日益繁荣，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与此同时，北高加索地区

的社会面貌也呈现出巨大变化。外来移民将俄罗斯的宗教、文化、生活习

俗和价值观念植入北高加索地区，在客观上提升了当地土著民族的文化教

育水平。
然而，上述情况仅仅是表面现象，并不能掩盖北高加索移民运动本身具

有的殖民性质。一方面，俄国政府利用移民中的劳动力人口加速北高加索地

区的资源开发，以满足欧俄内地工业生产的原料需求，并在当地拓宽产品销

售市场。另一方面，广袤的边疆区域和复杂的民族结构给俄国带来严重的安

全隐患。为了维护和巩固沙皇专制制度，俄国政府通常以移民垦殖与宗教传

播作为边疆殖民统治的重要方式。北高加索移民运动伴随的文化输入、教育

普及、传教活动等现象是沙皇政府俄罗斯化政策的具体表现。组织东正教人

口迁入的背后隐藏着俄国试图消灭伊斯兰势力、摧毁山民宗教文化传统的动

机。对许多穆斯林山民而言，俄国移民的到来意味着异教徒占领了他们的土

地，强行推广东正教和俄罗斯文化是沙皇政府的殖民压迫与文化洗脑。19
世纪下半叶，大量土著山民外迁土耳其与北高加索移民运动形成鲜明对比，

成为俄国政府殖民北高加索的动态背景板。时至今日，北高加索离散族群仍

旧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俄罗斯境外的高加索族裔群体多次呼吁国际社会关注

他们祖辈曾经遭受的苦难，并要求俄罗斯政府对这段历史给予回应。如今北

高加索地区的俄罗斯族人与穆斯林依然处于复杂的矛盾关系当中，民族纷争

和宗教冲突，以及中央政府与边疆地区之间的隔阂，并没有随着历史的演进

而消弭。总之，沙皇政府在引导移民运动和推行俄罗斯化政策的同时，也亲

手埋下了民族冲突和分离主义的种子———北高加索在俄罗斯历史上长期存在

严重的民族独立和分裂倾向。长远看来，北高加索的民族矛盾和分裂势力膨

胀仍将是颇为棘手的问题，它们就像不定时炸弹，成为俄罗斯发展道路上的

巨大隐患。

( 责任编辑: 张梦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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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Hinterland to the Frontier: Ｒussian Peasant Migration to the North

Caucasu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Lou Yihua Wang Xiaoju

【Abstract】 In the 1860s，Ｒussia ushered in a period of great reform and witnessed

the end of the long Caucasian War. Against this backdrop，large numbers of

Ｒussian peasants moved from the interior provinces to the North Caucasus，creating

a wave of migration that lasted for nearly half a century. By the early 20th century，

migrants had taken over large areas of the North Caucasus. This in-migration

movement was not voluntary，but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the colonial expansion of

the Tsarist government. This in-migration movement consolidated the ruling

foundation of the Ｒussian Empire in the North Caucasus to a certain extent，brought

fundamental changes to the local society and economy and realized the purpose of

bringing the North Caucasus region into the whole Ｒussi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At the same time，Ｒussian ideology，culture and way of life have

brought a strong impact on the local minorities. The russification policy of the

Tsarist government also caused serious ethnic conflicts，which became one of the

insecur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urse of Ｒussian history in the future.

【Keywords】 Ｒussian Empire; North Caucasus; the Emancipation Ｒeform; in-

migration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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