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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感县与孝感乡

) 也谈 /湖广填四川 0中的 /麻城孝感乡0现象

夏 日新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楚文化研究所 , 湖北 武汉 43 00 77)

摘要:随明玉珍入蜀者是元末明初最大的移民集团,他们以 /麻城孝感乡0作为自己祖籍的身份认同"由于四川

社会数百年来剧烈变迁所导致的社会动荡,在历史记忆的重构中,这种现象不断放大, 形成 了在川渝两地大多数人

认为自己是 /麻城孝感乡0移民后裔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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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填四川0是指元末以来 , 大量湖广地区的人移居到

了四川 ,然而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

自己来 自于麻城孝感乡 , 以至今 日的川渝两地 , 来自麻城孝

感乡的移民后裔竟达十之六七 "何以一个乡的移民 ,竟成为

一省一市移民的共同祖先?于是有人认为孝感乡是孝感县之
误 , 也有人认为孝感县的设立与孝感乡有关 "下面 ,试就孝感

县与 /湖广填四川0移民运动中的 /麻城孝感乡0现象之间的

关联作些探讨 "

一 !孝感县设立的原委

孝感县本名孝昌县 ,始设于南朝刘宋时期 " 5宋书 #州郡

三 6邹州江夏太守条载 : /孝昌侯相 , 5永初郡国 6!何 5志 6并
无 ,徐 5志 6有 , 疑是孝武世所立 " 05宋书 #州郡志 6之成书 ,据

沈约在 5宋书 #州郡一 6中谓 :/地理参差 ,其详难举 ,实由名号

骤易 ,境土屡分 , 或一郡一县 , 割成 四五 , 四五之中 , 巫有离

合 ,千回百改 , 巧历不算 ,寻校推求 ,未易精悉 "今以班固马彪

5二志 6, 太康元康定户 !王隐 5地道 6!晋世 5起居 6!5永初郡

国6!何徐 5州郡 6及地理杂书 ,互相考覆 "05州郡三 6江夏太守

条所引 /何 5志 60/徐 5志 60, 也就是 5州郡一 6中的说的 /何徐

5州郡60"据5宋书 #自序6载沈约上表谓:/宋故著作郎何承天

始撰 5宋书 6,草立纪传 ,止于武帝功臣 ,篇犊未广 "其所撰志 ,

唯5天文6 !5律历6, 自此外 ,悉委奉朝请山谦之 ,,大明中 ,

又命著作郎徐爱踵成前作 "爱因何 !苏所述 , 勒为一史 ,起 自

义熙之初 ,讫于大明之末 "0故钱大听 5廿二史考异 6谓 :/休文

志州郡 ,大较以孝武大明八年为正 ,盖因徐氏之旧" 0姗 沈

约字休文 , 即 5宋书 #州郡志6所述为孝武帝大明八年(464 )时

政区设置状况 , 5永初郡国 6是载宋武帝永初年间(42任一422)

政区设置情形 , 何承天为宋文帝时人 , 5宋书 #恩悻 #徐爱传 6

载 :/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创国史 ,世祖初 , 又使奉

朝请山谦之 !南台御史苏宝生踵成之 "(大明)六年 ,又以爱领

著作郎,使终其业 "爱虽因前作 , 而专为一家之书 "0则何志所

载当为文帝时(424一453) 政区状况 "徐志则是指徐爱在宋孝

武帝时(454 一464 )所修史书 ,此时始有孝昌县 ,故 5州郡志 6

怀疑孝昌是在孝武帝时设立无疑是对的"不仅如此 ,从孝昌

县名来看 , 定在孝武帝时期也是最可信的"

宋孝武帝刘骏 ,本宋文帝第三子 , 为江州刺史"后文帝太

子刘韵轼文帝 自立 ,刘骏乃与荆州刺史刘义宣 !雍州刺史减

质起义兵 , 以孝为名 , 即位后 ,改年号为孝建 , 即欲以孝为号

召来平祸乱安天下 "并在始起兵之地邹州西阳郡设孝宁县 , ¹

孝昌县同属郧州 , 距孝宁县不远 , 当也是为此而设立 "在孝感

当地 , 流传着一个传说 ,说刘骏起兵后 , 曾梦见一位老翁 ,让

他以 /为父行孝 0作旗帜 , 刘骏于是令全军将士身着白衣白

甲 ,果然 , 每到一处 , 都得民众支持 ,终于打败刘助 ,夺得帝

位 "而这位老翁便是孝子董永 , 于是孝武帝在相传为董永故

里的地方设孝昌县 "l21( P1协167)所谓刘骏梦见老翁的传说当源自

于 5南史 #宋本纪 6所载:/(刘骏)建牙于军门 "是时多不悉旧

仪 ,有一翁斑白 , 自称少从武帝征伐 , 颇悉其事 , 因使指靡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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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 ,忽失所在 "0胡三省早已指出过这传说之不可信 , 2更与董

永无关 "当是后世好事人所托 ,但也说明孝昌设县与孝武帝

举兵之间有关联 " 5湖北通志 6谓: /孝武本以伐逆即位 , 故改

年曰孝建 ,其名县曰孝昌, 当亦以此" 0

孝昌改名孝感 ,在后唐同光二年(924 )(5大清一统志 6),

以避后唐太祖李克用父李国昌名讳而改"麻城县由梁所置信

安县改名而来 ,叱其置县在孝昌之后 ,其下四乡之一的孝感乡

当也在设县后所置 ,可见孝感县的设立与孝感乡无关 "

二 !孝感县与 /湖广填四川0移民运动

康熙(孝感县志 6卷六载: /(明)玉珍率兵袭重庆 , 称夏

主 ,孝感人多随之人蜀" 0明末曾任四川总督的朱燮元谓在

永宁土司奢崇明叛乱时 , /是时上下荡然 ,无复法纪 "有一群

人怒目向余日: -成都自古不守 ,不见元人 , 以不蚤迎 , 望帝

遂无遗种乎!凡今生齿 , 皆黄破 !孝感人也 ,切勿迂阔误我生

灵! 0 卜直到明代末年 ,当时的本地居民仍然认为自己是孝

感移民的后代 ,可见孝感移民之多 "因此 , 明代蜀人追述 自己

先祖时 ,多谓自己是孝感人 "在清嘉庆 5四川通志 6中,所载祖

籍来自孝感的有六例 , 弘治八年(1495) 王鳌所撰丰都杨大荣

墓记日: /杨世家孝感 0,嘉靖三十九年(巧60) 卞邦漠所撰垫

江县杨朝墓志铭谓 /其先湖广孝感人0, 同年熊过为吴方泉所

撰墓志铭谓 :/吴初自孝感来 0,隆庆三年(1569) 曹洋为杨宗

震所撰墓志铭日:/其世籍传自楚孝感0, 万历十五年(1587)

王世贞为铜梁张佳)tL 所撰墓志铭谓:/公张姓 ,楚之孝感人0,

崇祯十年(16 37) 吴羽英为侯文才所撰墓志铭也谓:/公,其

先 ,楚孝感人也" 0这些记述多比较含糊 , 或谓 /湖广孝感0 !

或谓 /传 自楚孝感0,或仅曰 /孝感 0,而明确记载来 自麻城孝

感乡的 , 只有一例:万历四十年(16 13) 程源为程大酞所撰墓

志铭谓:/酞 ,其先河南人 ,宋南渡 ,家徽州 ,复 自徽迁楚之麻

城孝感乡"徐寿辉兵起 , 始祖程 !辛二府君 ,避乱人蜀"0叫良显

然 , 自谓来自孝感的 ,远多于孝感乡"

据谓元末随明氏人川的移民人口有 40 余万 , 甚至超过

四川土著人口"防l格1均明玉珍在重庆称帝 , 国号夏 "卒后 ,其

子明升继位 , 至明将汤和征伐 , 明升投降 , 被迁徙于高丽 ,而

相从人川的人则仍留在蜀地 ,然以随明氏人川为耻 , 于是或

谓避红巾之乱而人川 ,或谓明初洪武时(1368一1398) 奉诏迁

蜀 "与明玉珍同籍者 ,不愿登籍随州 ,而孝感则在以孝治为先

的儒教之国,则不失为美名 ,于是多谓出自/楚孝感 0, 孝感则

成了随明氏人川者的身份认同"

然仅谓孝感仍不免嫌于含糊 , 随之人川中也有麻城孝感

乡者 ,则籍贯完整 , 于是渐相随以麻城孝感乡为祖籍 , 麻城孝

感乡遂成了随明氏人川者共同的身份认同 ,民国5资中县志6

载:/本境分五省人 , 一本省 , 二楚省 , 三粤省 , 四闽省 , 五赣

省 "本省当元之季 ,伪夏明玉珍据蜀 ,尽有川东之地 , 蜀号长

安 "玉珍为楚北随州人 ,其乡里多归之 ,逮今五百余年 ,生齿

甚繁 "考其原籍 ,通曰湖广麻城孝感人为多"0这在明代即已

形成 "咸丰 5云阳县志 6卷二载:/邑分南北两岸 ,南岸民皆明

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奉 旨徙来者 , 北岸民则康熙 !雍正间

外来寄籍进 ,亦惟湖南北人较多 "0民国5荣县志 6载: /明太祖

洪武二年(1369) ,蜀人楚籍者 ,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 ,

人人言然 "0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洪武二年(1369) 四川还是

明氏立国,无疑这些人就是随明氏人蜀者的后裔"

随明玉珍人蜀者作为明代最大的移民集团 , 以 /麻城孝

感乡0作为 自己的身份认同, 无疑对社会有重要的影响"不仅

明代 , 甚至后世人川的湖广移民, 也以麻城孝感乡作为 自己

的原籍"民国5南溪县志6载:/今蜀南来 自湖广之家族 ,溯其

始 , 多言麻城孝感乡,,(孝感乡)人众势强 , 土民或他兵冒

籍以自求庇"0民国5沪县志6也载:/自外省移实者 , 十之六七

为湖广籍(麻城孝感乡), 广东 !江西 !福建次之 " 0实际上 , 自

明清以来 , 以麻城孝感乡作为自己的祖籍现象一直在不断放

大 , 乃至在川渝两地 , 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是 /麻城孝感乡0

移民的后裔 "如著名作家艾芜曾在 5我的童年6中说到他的祖

先汤氏/这位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 ,原是生长在湖北麻城孝

感乡的 " 0而上世纪八十年代 ,根据新征集的清光绪二十年

(189 4 )5汤氏族谱 6, 才确认艾芜的真正祖籍是湖南宝庆府武

冈州(今湖南武冈县)"艾芜关于自己的祖籍则是来源于自己

的童年记忆 , 即幼年清明祭祖坟时听到的祖先的故事 "卿

为什么这种身份认同的现象被不断放大 ,根本原因还是

存在于四川社会 自身数百年来的剧烈变迁所导致的社会动

荡之中"清人王楷在光绪简州 5施氏族谱 #序6 中谓:/国初

,,惟是鼎革之际 , 天下大乱 , 蜀地尤甚 "土著遗黎 , 以兵资
余生 ,仅延一线 ,至问其家谱 ,则大都灰烬矣" .,阴正是在这种

历史记忆断裂的重构中,形成了/麻城孝感乡.,现象 "18淤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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