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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高高约约约约拿拿拿拿    

    

ＩＩＩＩ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1.1  本文本文本文本文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在近几年的世界基督徒受逼迫的程度排行中，朝鲜可以说是连续的蝉联了数届的

“冠军”。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迹，相反乃是要为之迫切祷告的。主要是因

为现今朝鲜政府所施行的高压政策，对外是施行不开放的不友好政策，对内则是

完全的封锁和封闭，以至给人一种穷兵黩武的感觉，再有甚者也是因为近来几年

朝鲜一直在进行核试验。这一举动无疑是在世界敲响了警钟，使得世界各国人民

都开始对朝鲜问题展开始关注。近来的福音宣教使团也开始努力的对朝鲜这个地

方开展事工，但是同样也因为其关閉政策的原因而步履维艰。求上帝带领我们，

求上帝使我们能充满宣教的使命感，明白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大使命。在我们

高度集中的定睛在朝鲜本国的同时，我们不要忘记朝鲜民族并非是只是生活在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罢了，同样也不只是生活在朝鲜半岛罢了。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东北三省（即黑龙江、吉林、辽宁），同样生活着 200 余万的朝鲜族。他

们能与朝鲜半岛上的那些人奈斯同根同源，但是却在异国他乡过着完全不同的生

活。我们从现如今盘踞在朝鲜半岛南部的韩国来看，朝鲜民族对于福音的接受并

非是一件困难的事。相反的，我们通过这韩国教会的复兴也看到福音的种子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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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民族当中散播乃是有神带领的。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破口，韩国可能是其中一

个，但是同样的在中国的朝鲜族也不无可能。因此本文的目的在于借助对散居东

北三省的朝鲜族的研究，进一步的开展和发展对于整个朝鲜民族的福音事工。为

的是能够推动福音的工作能在日后更有效的在朝鲜半岛上进行，使得我们这些蒙

受神福音大恩的人，能够完成主交托我们的大使命。 

 

1.2  钥词解释钥词解释钥词解释钥词解释 

• 朝鲜民族朝鲜民族朝鲜民族朝鲜民族 

关于朝鲜民族的起源和定义，各派的学者乃是有着较为丰富的推测的：1
 

其一，有部分日本的学者认为，朝鲜半岛上居民本来是从日本岛迁移的，因此他

们认为朝鲜民族实际上和日本民族是同根同源的。讽刺的是这一点恰巧被日本的

好战份子所利用，成为了日本真征服和侵略朝鲜的“理由”。也是因为如此，日本

在战国时期，在丰臣秀吉的提议下下就开始谋划侵略朝鲜，并且在甲午中日战争

时开始占领朝鲜，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现了对朝鲜半岛的占领。 

其二，韩国和朝鲜的史学家猜想，朝鲜人乃是亚洲与北部大陆的阿尔泰语系各民

族，在向着朝鲜半岛北部不断地迁徙中形成。根据朝鲜内部的神话传说，朝鲜的

历史可以追溯到檀君建国。传说在公元前 2333 年，天神桓雄和熊女的后代檀君

王俭在今天的朝鲜平壤建立了王俭城，并且建立了古朝鲜国—檀君朝鲜，而朝鲜

本身的含义就是“宁静的晨曦之国”。而神奇的是在 1973 年朝鲜平安南道的德川

郡胜利山发现了旧的石器时代的遗址—德川人遗址（距今约有 4-10 万之前）和

胜利山人遗址（距今约有 3-4 万之前），而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神话传

说的可信度。但是由于在古朝鲜，当时并没有任何有关的文字存在。因此对于当
                                                      
1
 高洪雷，《另一半中国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23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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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历史可以说是一片漆黑的天空，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寻得几颗

明亮的星光。 

其三，在中国汉朝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我们得知在公元前 12 世纪，

周武王姬发发动了对商纣王帝辛的战争。这一点使得存在了近 600 年的商超处于

风雨飘摇的困境当中，因此当时纣王的大臣箕子带领商朝首都朝歌的 5000 遗民

逃出了朝歌城。他们一路溃逃至了遥远的朝鲜。由于在商朝积累的政治经验和治

国方略，箕子一族的人被当地的居民所接纳，并且被他们尊奉为首领。在武王伐

纣成功之后，武王建立了封邦建国的封建诸侯制度。这是武王发现了箕子的存在，

并且赐予了他一个此等的公的称号（周朝的爵位制度依次而下：公、候、伯、子、

男），并且封他为朝鲜候，在历史上被称为箕子朝鲜。而朝鲜之名则源于《诗经》

之中，其意为“朝阳鲜明”。而箕子一族的人认为朝鲜地理位置在中原之东，能更

早的看到太阳东出，故此视朝为鲜，故名朝鲜。并且在朝鲜的史书《三国遗事》

之中，檀君的后代在箕子到来之后，带领族人南迁，形成三韩（高句丽、新罗、

百济）的祖先。 

• 散聚人口以及散居宣教散聚人口以及散居宣教散聚人口以及散居宣教散聚人口以及散居宣教 

散居人口的定义：背井离乡，迁徙移居的人。散居宣教的定义：从差传学的角度

有系统的探讨和研究人口散居的现象，为求明白及参与神在散居人口中的救赎工

作。2
 

 

IIIII I I I 中朝两国历史渊源中朝两国历史渊源中朝两国历史渊源中朝两国历史渊源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得知的是，中朝两国的历史渊源可谓是源远流长。早点春秋战

国之前，在周武王建立西周的时候，两国就已经有過联系。跨过中国那段混乱时
                                                      
2
 温以诺，《散居人口福音事工》，（期刊：大使命，2011 年 10 月，第九十四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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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跨过秦汉的明月和长城，再跨过魏晋南北朝的战乱纷纷，又經過了隋唐盛世

时代……为何会提起这个时代？本来朝鲜和中国一直都是没有什么隔阂的，两国

之间也并不存在任何领土纠纷。然而，就是在这隋唐时代却打破了本来的安静祥

和，而其中的原因乃是因为中国出现了强大的大一统王朝，并且出现了那几位野

心勃勃的霸主君王。在公元 598 年，也就是开皇十八年的时候，隋文帝兴兵 30

余万挥师进攻当时朝鲜半岛上最强大的国家高句丽。但是隋文帝却遭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惨败，而其子杨广也就是日后的隋炀帝，认为其父之所以战败的原因是因

为战线太长，导致隋军得不到良好的供给和支援。因此隋炀帝以举国上下之力，

开凿一条震惊世界的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但是讽刺的是，纵使又有大运河的支

持，却因为不熟悉地形和高句丽举国的众志成城，隋炀帝先后三次征辽东失败。

这失败对高句丽是庆幸的，但是却拖垮了隋朝，随着王薄的一首“无望辽东浪死

歌”的流传，各地英雄揭竿而起，最终由唐高祖李渊埋葬了他世侄杨广的大隋江

山。然后得胜的高句丽却做到未雨绸缪，在公元 631 年开始在扶余城到渤海沿岸

效仿中国人修建一条千里长城。但是因政变而登台的高句丽将军淵盖苏文，在当

时与蒙古部落和百济结成了联盟。并在在当时攻击了唐朝的保护国新罗，并且还

劫持控制了唐朝委任在新罗的官员。因此当时心高气傲的唐太宗李世民赴了他表

哥隋炀帝杨广的后尘，三次出兵讨伐高句丽。但是唐太宗这样的雄才霸主亦能如

何呢？尽管有先人的失敗教训在提醒他，在辽东唐軍撇下的尸体比隋炀帝更多。

有人推测唐太宗 51 岁便英年早逝，也是因为他三次远征朝鲜失败有莫大的关系。

雄才霸主且不能成就之事，却因着他的窝囊儿子而出现了转机。继位的唐高宗生

性懦弱，但是实际却是个扮猪吃老虎的角色。也是因为他表面的隐忍，迷惑了各

国的君主。从而使得高句丽对唐朝放松了警惕，唐朝也是利用了内部倾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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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了朝鲜内部的斗争，老掉牙的远交近攻却在此时显得无比有效。终于在公元

666 年的时候，高句丽的护国柱石淵盖苏文突发病死。他的三个儿子开始抢夺权

势，借着这次的内讧，两年后高句丽君主的项上人头被送到李世民的墓前祭奠，

了却了那位霸主的夙愿。同时 30 余万的高句丽居民被移居到了中原地域，但因

为中原文化的强大征服性和朝鲜人民一直以来对中原文化的认可，朝鲜人民并没

有对唐朝持有亡国之恨，相反的还纪念唐朝的诸位将领。并且唐朝平壤城建立了

“安东都护府”，并且扶持了新罗王成为朝鲜的国王，使得朝鲜王朝尽力了 200 余

年的太平盛世。也是在这个时候，汉字开始传入朝鲜并且广泛使用。还以极为重

要的一点便是朝鲜人民开始拥有的自己的姓氏，而其中的姓氏几乎都为中国之汉

姓。并且查考朝鲜当时父子五代之内的行列字，可以看到是按着五行的金木水火

土来交替使用的。3
 

 

III 战争因素的影响战争因素的影响战争因素的影响战争因素的影响 

3.1 壬辰卫国战争壬辰卫国战争壬辰卫国战争壬辰卫国战争 

但是可惜美梦并没有持续太久，打破这美梦的就是朝鲜的另一个邻居—日本。日

本本身拥有的国土面积着实不大，但是可怕的是他的人口却是在不断的增加。加

上自身的资源也是有限，因此日本就好像是“顺理成章”的走向一条对外扩张的道

路。但是日本所期待的土地无论是美国和澳洲都对其而言难度太大，因此日本看

到一块最合适的土地—中国。但是中国太大，难度也很高，而初步最好的方向就

是朝鲜。因此在 1592 年日本著名将领丰臣秀吉悍然发动了对朝鲜的战争，朝鲜

史称壬辰卫国战争。起初日本军队可谓是势如破竹，因为当时的朝鲜陷入士林党

的斗争当中，武备废弛无力抵抗。因此日军轻易的攻陷了平壤、汉城以及平城等
                                                      
3
 高洪雷，《另一半中国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238-240。 



 6 

重要城市，王室都不得不退守到鸭绿江附近的义州。但是讽刺的是本来擅长水军

的日本军队，虽然在陆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确实在水军上栽了大跟头。

当时率领朝鲜军征战的就是朝鲜著名的将领、伟大的民族英雄李舜臣。他使用一

种新式的战舰，其名为“龟船”。利用这种新式的装备武器，李舜臣在第一战中大

败日本军，摧毁其战船 200 余艘。同时作为明朝的附属国，朝鲜也向明朝皇帝发

出了求救。明朝当时的国力虽然每况愈下，但是作为宗主国，明朝深知唇亡齿寒

之道理。因此明神宗万历皇帝发兵 5000 支援朝鲜，但是明朝真的是太小看了当

时的日本，这五千人被以逸待劳的日本军尽数消灭。因此次年万历皇帝不得不再

次发兵五万再次支援朝鲜，在明朝和朝鲜两国的众志成城之下，日本军一路败退

至釜山。但是明朝并没有借机占领和吞并朝鲜，而是助朝鲜王室归都复国。这乃

是朝鲜王室万万没有想到的。但是可惜再长达四年的谈判无果之后，明军撤回中

国。在此同时日本军队也在此发动了对朝鲜的战争，并且可悲的是悍将李舜臣更

是受到日本反间计的影響，被宣祖大王囚禁。因此朝鲜再一次被打得一败涂地，

以至朝鲜险些亡国。此时又是万历皇帝的果断出兵，再一次救朝鲜脱离苦海，可

谓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并且李舜臣也被玄宗大王释放，重新开始领

兵征战。并且协同明军一同在 1598 年发动了对日本的总攻。72 岁的李舜臣身先

士卒，和明朝将领邓子龙一同捐躯为国。用他们的牺牲激励了两军将士，从而大

败日军，彻底击碎了丰臣秀吉的美梦。因此宣祖大王曾有言曰：“中国者，父母

也。我国与日本皆为子也，然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并且在万历之役（中

国史称）后，在宣祖大王的摩崖石刻上乃是“再造番邦”四个大字，并且至今保留

在韩国境内。尽管朝鲜是保住了，但是日军对朝鲜造成的伤害乃是短时间难以抚

平的。因此不计其数的朝鲜人民开始流亡中国，而这也是朝鲜人民开始大规模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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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东北的开始。4
 

 

3.2  清军侵朝战争清军侵朝战争清军侵朝战争清军侵朝战争 

如果说之前朝鲜移民问题在战争因素的影响还不显著，那么接下发生的一切就是

一部触目惊心的血泪史了。如果说明军在万历年间的征战拯救了朝鲜，那在一定

程度上也是拖垮明朝的国力，虽然明朝本身早就存在较大的问题了。当时女真部

落崛起，为首的便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后来的清太祖。但是其

国号仍旧为后金（史称），后金为了避免与明朝和朝鲜的两面作战威胁，就要求

朝鲜保持中立。但是再造番邦之恩怎能忘怀，这一要求被朝鲜当局严词拒绝了。

并且朝鲜当局还出兵支援明朝，但是无奈明朝已是行将就木，在明军战败后，朝

鲜军队也主动投降了。为了断绝后患，1627 年努尔哈赤开始主动出击朝鲜，朝

鲜史称“丁卯胡乱”。这一役迫使朝鲜王室不得不迁都江华岛，并且和明军保持了

战略上的合作关系。但是这一役之后，朝鲜人民也有数万人被后金掳回了东北。

在 1636 年时，清军再一次出兵朝鲜，朝鲜史称“丙子胡乱”。这一役朝鲜彻底战

败，王室被迫无条件投降，并且出城向皇太极行降礼。并且依照后来签订的盟约，

世子及东宫必须被迁往大清作为人质，而且当时主战派的官员近十万军民都被迫

被大清掳回东北。在三次朝鲜与清军的作战中，流落朝鲜的人民不仅被残忍地杀

害和贩卖。有一部分则成为女真贵族的奴隶，并且一些战俘还被编入了满洲八旗，

并且拥有自己的番号。5
 

 

3.3 甲午中日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甲午中日战争 

                                                      
4
 高洪雷，《另一半中国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241-243。 

5
 高洪雷，《另一半中国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24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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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此强盛的大清也有其没落之日，满足于天朝上国的美梦着实是愚蠢的行

为。在经历鸦片战争和二次鸦片战争的惨痛经历后，中国人终于开始反思一些问

题。因此也作出了一些的改变和改革，但是可惜终究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虽然

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富国强兵了，但是内里的腐朽却是没有涉及丝毫。此后的事件

可以说是彻底击碎了中国人春秋大梦，终于开始反思内里的问题了。那就是甲午

中日战争的战败，中国被一个自己瞧不起的弹丸小国彻底击溃，并且还需要赔偿

巨额的白银。当然这一切的起源乃是从朝鲜开始的，因为日本对朝鲜的野心是从

未消散的。1875 年日本在江华岛附近滋生两国矛盾，在冲突爆发后更是借机出

兵朝鲜，从而迫使朝鲜签订了《朝日修好条约》，这个条约否定了朝鲜和大清的

宗藩关系，为日后战争出兵提供了理由。而后就是朝鲜的东学党人民起义，清军

作为宗主国便出兵援助，日本利用否认其关系而出兵朝鲜。在叛乱镇压之后，本

来可以安静祥和的朝鲜却成为了中日两国的战场。战争一路从朝鲜打到了中国本

土，最终在黄海爆发的大规模的海战，史称黄海海战。整个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果

是中国的惨败，并且还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但是也是藉由这次战争，

朝鲜开始正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保守战争摧残的朝鲜居民也又一次开始向中国

的东三省移民。 

 

3.4 中国抗美援朝中国抗美援朝中国抗美援朝中国抗美援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朝鲜终于摆脱了日本的统治。但是朝鲜似乎注定是

个战争频发之地，朝鲜内部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而之所以会爆发内战乃是因为

但是美苏两国的龌龊交易，按着他们的意愿将朝鲜分为美苏两国分区占领。真是

讽刺，朝鲜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胜国，竟然在完全不知情的的情况下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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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个部分，这真是个愚蠢的决定，从今天来看亦是如此。这一幕是否像极了当

初推行绥靖政策的英法，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他们的国

家拼入法西斯德国。因此在美国的授意和扶持之下，1948 年大韩民国成立，李

成晚出任韩国总统。针锋相对之下，苏联也扶持了朝鲜劳动党领袖金日成，在平

壤建立了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两国在 38 线的对立，持续至今。然三千里锦绣

江山真乃是非之地，1950 年朝鲜发动了意图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而这样的战

争在不同人的眼中看来立场是不同的，有人看他是统一，有人看他是侵略。因此

美国开始干涉其中，在仁川登陆。本来骁勇善战的朝鲜军队（因其原是中国抗日

朝鲜义勇军）将韩国军队已逼至釜山，但是在美国的介入下开始被反攻。美国甚

至还将战火引入了中国边界内。犯我领土者，虽远必诛！因此中国当时响起了一

句响亮的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美两国战斗之惨烈，已然不能用言语表

达。两国都因这场战争损失惨重，但是又有几人想过这对朝鲜半岛的人民也是极

大的伤害。本是同根同族的内部问题，锦绣江山却因他国之炮火满目疮痍，不禁

令人痛心疾首。此战在美国提出无条件休战后结束，这也是美国第一次签订一份

没有战胜的休战协议。战后大量的中国入朝志愿军留在了朝鲜，生儿育女。同样

的，也有大量的朝鲜人民跨过鸭绿江来到东三省，并且从此定居在这美丽的白山

黑水之间！6
 

 

IV 其他因素其他因素其他因素其他因素 

4.1 康熙年间推行移民政策康熙年间推行移民政策康熙年间推行移民政策康熙年间推行移民政策 

抛开战争的因素，政治同样也是影响朝鲜人民迁入中国的重要原因。其中最早可

以查考的内容就是清朝的康熙年间，也就是公元 1697 年至 1699 年之间。一方面
                                                      
6
 高洪雷，《另一半中国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25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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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顾念万历年间的救命之恩，因此朝鲜一直在默默支持和怀念着大明，以至崇

祯皇帝杀身殉国之后，朝鲜依旧在使用其年号，也就是“崇祯后 xx 年”的纪年法。

另一方面则是朝鲜无力抵抗清军的武力征伐，因此不得不成为大清的属国，并且

任其鱼肉。东北三省（关内）本是满洲的故乡，因此在满洲入关征讨天下的时候

是为自己留了后手的。他们关闭了嘉峪关，使得满洲成为了一片净土，不允许汉

人踏入其中，为的是他日可以退守。这样的政策使得东北三省成为了地广人稀的

肥美之地，其自然环境和资源得到了最大的保护。另一方面由于无人把守，也成

为他人觊觎的“迦南美地”。朝鲜就是其中之一，在上文提到的时间点上，朝鲜爆

发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和瘟疫。因此很多的朝鲜人选择了扶老携幼的来到了东北的

一片净土之上，在这里过上了安静祥和的日子。直至 1700 年时，已经有大量的

朝鲜人越境谋生，后来偷渡之人更是数不胜数。7
 

 

4.2  二战期间日本殖民政策二战期间日本殖民政策二战期间日本殖民政策二战期间日本殖民政策 

当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便开始进一步的侵蚀朝鲜。侮辱杀害朝鲜的明成皇后，

而朝鲜王却只能在一旁流泪，却无力阻止。当日本一步一步的蚕食朝鲜的时候，

朝鲜人民也没有坐以待毙，反抗势力更是群起相应。其中闻名中外的就是朝鲜族

义士安重根，在 1909 年的哈尔滨火车站前枪杀了当时的日本首相、明治维新的

功臣—伊藤博文。但是胳膊终究是拧不过大腿，在 1910 年《日韩合并条约》签

订时，朝鲜已经完全融进了日本的版图之内。8当朝鲜在二战期间彻底被日本通

知的期间，日本企图通过高压的政策逼迫朝鲜人民接受自己是大和民族的一个分

支罢了。想要抹杀这个民族的文化和自主性，使他们彻底成为内日本的一部分。

                                                      
7
 李青华，《朝鲜族》，（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12-15。 

8
 高洪雷，《另一半中国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24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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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并且由于日本企图要统治整个亚洲的野心，开始对中国和东南亚都发动了战

争。但是弹丸小地的日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其自身的资源是在是太有限，

因此战争对他们的损耗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日本不得不走上军国主义的法西斯主

义道路，施行以战养战的策略。故此日本對朝鲜大肆的掠夺资源，甚至掳掠朝鲜

女性成为他们的“慰安妇”，其暴行令人不忍直视。因此有许多的朝鲜人民移居中

国，躲避这般凶残的政策，甚至是在两国之间四处流窜，居无定所。10
 

 

4.3  中国民族自治区的政策中国民族自治区的政策中国民族自治区的政策中国民族自治区的政策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中国东北吉林省东南部，内辖延吉市（州府）、图们市、

敦化市、龙井市、珲春市五个县级市，和龙县、安图县、汪清县。其面积为四万

一千五百平方公里，山清水秀，享有“水稻之乡”的美誉。是中国朝鲜族最大的聚

居处，其中约有 75 万的朝鲜族，占中国朝鲜族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三。11但是若

是查看延边州的人口数据，共有人口 210 余万，其中朝鲜族只有 75 万，仅占人

口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1952 年 9 月 3 号，根据中共中央的推出《民族区域自

治法》的依据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正式成立，9 月 3 日更是定为了州庆日。首

任州长为朱德海，其更是作为中国朝鲜族的代表多次参加中国重要会议，为少数

民族争取的相应的权利。12而如今朝鲜族依然能在中国境内保留自己的文化和特

性，其中和中国推行的民族政策乃是息息相关的。其中就不乏推动当地商业、农

业等副业的发展，国家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13更是推行了很对保留其中文化特

色的政策，例如培养当地少数民族青年干部、尊重和保留其中的风俗和文字、坚

                                                      
9
 朴昌昱，《中国朝鲜族历史研究》，（延边：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101。 

10
 高洪雷，《另一半中国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248。 

11
 金东勋、金昌浩，《中国少数民族文库—朝鲜族文化》，（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1-2。 

12
 李明根，《延边朝鲜族史》，（延边：延边人民出版社，2012），3-6。 

13
 朴昌昱，《中国朝鲜族历史研究》，（延边：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104-106。 



 12 

持各民族的团结和平等等政策。14也正式这样相对开明的政策，导致了大量的朝

鲜人口再一次涌入中国，甚至因贫苦问题逃离朝鲜的人口在两国交界处也是数不

胜数。 

 

V 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影响散居在中国的朝鲜族迁徙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特别是

从两国的历史渊源，所处的国家状态，以及实行的政策。当然在特别的战争时期，

人口的往来和迁徙也是多方面的，甚至不可考证的。但是我们也不难得知的是，

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传播乃是重要的因素。正是因为朝鲜族对中国话文化的接受和

学习，才更进一步的促使了他们的迁徙。再有就是两国实力的对比，特别是在经

济发展的层面，自古都是如此。故此在当今华人要利用散居人口来讨论差传学的

时候，这两点的因素乃是至关重要。只有抓准时机和要素，才能更好地完成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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