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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化人，指元明之際來到高麗，逐步融入高麗社會的中國人，包括中

國的漢族、蒙古族、維吾爾和其他民族。歸化人的產生與中國元明之際特

殊的雙邊形勢有關，這一現象對於兩國之間的交流產生了比較重要的影響，

值得深入研究。 

從現有史料來看，歸化人的產生有一些固定的路徑。元朝公主下嫁高

麗，其身邊的陪臣，成為首批定居高麗的歸化人。元末社會動盪，以偰氏

為代表，一些元朝官員為求自保，定居高麗，成為歸化人。明朝建立，一

些地方割據勢力被消滅，其後代如陳友諒之子、明玉珍之子明昇等，被流

放高麗，成為歸化人。另外，洪武十五年雲南蒙古宗王梁王及其家屬隨從，

在投降以後也被流放到耽羅（今韓國濟州島），成為歸化人。 

在此後的高麗和朝鮮時代，歸化人成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逐步融

入了高麗社會，成為高麗人。高麗和朝鮮政權對歸化人實行了優待政策，

政治上給他們提供仕宦的機會，經濟上免除賦稅徭役，這些政策有助於歸

化人生活的穩定，確保他們迅速融入高麗社會，歸化人的大部分後裔在朝

鮮半島落地生根，至今仍然可以發現其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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