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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1924 年美国排日运动析论

祝曙光 张建伟

摘要：美国排日运动始于 1883 年，是排华运动的延续。排外主义者从经济、政治、种族歧视

等各个方面阻止日本人进入美国，并通过设置多种障碍迫使日本移民离开美国。移民问题成为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20 年代影响日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排日运动兴起与高涨的背后，隐藏

着非常复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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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移民问题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20 年代影响

日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由排日运动直接引发

的 “日本移民问题”在日美两国政府和民众中引起

了巨大反响，两国曾围绕移民问题进行了长期交

涉。排日运动始于 1883 年，是排华运动的延续。
1882 年 《排华法案》通过后，日本移民逐渐成为美

国西部民众排斥的对象，排外主义者从经济、政

治、种族歧视等各个方面阻止日本人进入美国，并

通过集会、宣传、抵制和暴力等多种方式迫使日本

移民离开美国。本文拟对美国排日运动的兴起、高

涨及其原因进行初步探讨。

一

日本不是一个具有移民传统的国家，江户时代

由于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不许日本人出航海

外，所以除了个别渔民以外，日本人谁也没有去过

外国。19 世纪 40、50 年代渔民中浜万次郎和浜田

彦藏先后因海难事故而漂流到美国。中浜万次郎在

美国生活了 11 年，改名叫约翰万次郎。1851 年他

驾舟回国，担任了幕府的英语翻译。浜田彦藏来到

美国的时间略晚于中浜万次郎，他在美国生活了 8
年，曾被某税务官雇佣，充当仆人。浜田彦藏于

1858 年加入美国籍，在一家商贸公司工作，并改信

了天主教。1864 年，最早的日文报纸 《海外新闻》
在横滨发行，该报纸的新闻消息由当时回到长崎的

浜田彦藏提供，然后由本间潜藏和岸田吟香用明白

易懂的日文写出刊载。

进入明治时期，日本政府为了推行经济现代化

政策，实行地税改革，通过牺牲农业和榨取农民的

手段积累资金，使得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或承受高额

地税的重压，生活窘迫。同时明治时期，人口出生

率急剧上升，社会矛盾激化。严酷的社会现实迫使

一些日本人，尤其是农民不得不向海外寻求生路。
而政府为了缓和国内人口压力及其他社会矛盾，也

鼓励国人向海外移民，于是美国就成了日本人向外

迁移的重要国家。
1868 年，在夏威夷驻日本总领事尤金·范·里德

的招募下，来自横滨的 148 名移民从日本出发去往

夏威夷首府檀香山。他们在日语中被称为 “元年

者”，意即明治元年首批移民。①他们以合同劳工的

形式在夏威夷的蔗糖种植园中劳作，每月薪水为 4
美元。1869 年，在德国商人赫尔·施奈尔的带领下，

来自会津县若松市的 13 个日本人前往萨克拉门托

附近的一个叫金山的地方定居，创办农场。他们把

定居的农场命名为 “若松”，以纪念自己的故乡。
但是在 1885 年前，日本向美国移民仍是无计划和

随意性的。
1876 年美国与独立的夏威夷王国签订了互惠条

约，允许蔗糖进入美国市场，极大地刺激了夏威夷

甘蔗种植业的发展，种植面积扩大，甘蔗产量猛

增。于是蔗糖种植园主便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招募劳

动力以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起初，大量的中国

人来到夏威夷甘蔗种植园充当雇佣劳工，但他们在

劳动合同到期后往往选择离开，使得种植园主不得

不寻找日本移民作为替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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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威夷驻日本横滨总领事同时又是美国商人

的罗伯特·埃尔文的协调下，夏威夷很快和日本政

府达成了移民协议。首批由政府组织的 944 名劳工

移民于 1885 年 2 月 8 日到达了夏威夷。1885—1894
年间，共有 26 批、数量近 3 万人的合同劳工在政

府的组织下前往夏威夷及其周边岛屿，主要在当地

的甘蔗甜菜种植园中工作。1894 年，日本与夏威夷

签订的移民合作协议到期，夏威夷政府不再委任埃

尔文负责移民招募事宜，标志着政府作为组织者的

移民模式宣告终结，日本的私人移民公司开始接管

移民事宜。
日本人移民美国本土的时间要晚一些，截止

1891 年，在美国本土的日本移民仅为 2637 人。进

入 19 世纪 90 年代，移民美国本土的日本人显著增

加，1900 年达到 24326 人，1910 年达到 72157 人。②

1910—1970 年间日本移民成为美国亚裔移民中最大

的移民群体 （包括美国本土和夏威夷）。③

日本政府担心本国移民过多、过快地涌入美国

本土，将会进一步刺激美国的排外主义者，于是在

1900年 8 月采取了限制性政策，限制日本人前往美

国大陆和加拿大。1901—1907 年间，日本政府共发

出了前往美国大陆的 36995 张护照，其中只有 5316
张护照发给了劳工，而且是那些在美国做过劳工并

一度返回日本的人。但是日本政府的限制性移民政

策的成效并不大，在当时合同劳工供需两旺的形势

下，催生出了一种新的移民途径———曲线入境方

式。由于政府通过拒发护照的方式严格限制合同劳

工移民直接从日本前往美国本土，于是移民通过转

道夏威夷的途径 （1898 年夏威夷正式并入美国）达

到进入美国大陆的目的。
这种曲线入境方式引起了美国政府和民众的不

满。1907 年 3 月 14 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颁布了

第 589 号行政令。他在解释颁布第 589 号行政令的

原因时指出： “商务与劳工部提供的证据使我确信

日本国民、朝鲜人中的劳工，无论熟练或非熟练，

他们持有由日本政府颁发给其前往墨西哥、加拿大

和夏威夷的护照，而利用这一点，这些护照持有人

却借此达到进入美国大陆的目的，他们的行为损害

了美国劳工的工作环境。” “我在此正告那些持有

前往墨西哥、加拿大或夏威夷护照的日本、朝鲜国

民，即那些熟练或非熟练的日本、朝鲜劳工，他们

将被拒绝获准进入美国大陆境内。”罗斯福要求：

“商务与劳工部长，通过移民与规划局，直接采取

措施制定和实施必要的规则与条例以使此项命令得

以施行。”④

第 589 号行政令的出台使日本政府感到问题的

严重性。随即日美两国政府开始长达一年的谈判，

于 1908 年 2 月达成了著名的绅士协定，协定规定：

日本同意不向劳工发放前往美国的护照，但可以向

曾在美国定居后返回日本的日本移民及其父母、配

偶、子女发放护照，美国则允许这些人入境。绅士

协定签订以后，日本移民进入美国的数量逐渐减

少。据美国移民局统计，1908—1923 年进入美国本

土的日本移民为 120317 人，而离开美国本土的日

本移民为 111636 人，进入美国本土的移民比离开

的移民多 8681 人，年均仅增长 578 人。⑤但是这一

时期日裔人口的数量却增长较快。1910 年加利福尼

亚人口为 2377549 人，其中日裔人口为 41356 人，

占 总 人 口 的 1.73%；1920 年 加 利 福 尼 亚 人 口 为

3426861 人，增长了 44.1%，而日裔人口为 70196
人 ， 增 长 了 69.7%， 占 总 人 口 的 比 率 也 提 高 到

2.04%。这是由于 “照片新娘” （照片新娘，这是男

性日本移民娶妻的一种方式。男性移民来到美洲

后，到了婚龄阶段，往往向留在日本的亲属写信，

央求他们为其在家乡物色适龄女青年，如若找到合

适的，他们就向女方寄去自己的照片和一些钱，如

果女方同意，就将自己的照片寄给男方，如果双方

都满意，男方就向女方寄去一张船票，待女方来到

后，两者结婚并在一起生活。） 的到来，导致在美

日本移民出生率有了很大提高。1900 年在美国本土

（不含阿拉斯加，下同） 的日本移民为 24326 人，

其中男性移民为 23314 人，占日裔人口的 95.8% ；

1910 年在美 日本移民数量 增 长 了 2 倍 ，达 到 了

72157 人，男性移民为 63070 人，占日裔人口 的

87.4%，也就是说男性移民占绝大多数的人口结构

依然没有改变。但是到了 1920 年，男性移民数量

为 72707 人，女性移民为 38303 人，男性移民占日

裔人口的比率下降到 65.5%。⑥ 女性人数的激增不

仅从人口结构上改变了日本移民以单身男性为主的

情况，平衡了不对称的性别比例，而且从社会生活

的角度解决了男性日本移民的婚姻问题，使广大男

性移民选择在美定居，生儿育女，改变了以往的寄

居者心理。20 世纪初，在美的日本第二代移民数量

不足 300 人，1910 年达到了 4502 人，1920 年增长

了 5 倍，达到 29672 人。⑦

二

由于国土辽阔、人口稀少，美国长期以来一直

欢迎外来移民。移民在美国西部经济开发过程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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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了重要作用。但白人仍对亚裔移民充满了偏见，

认为亚裔移民争夺了白人劳工的饭碗。1882 年美国

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十年内禁止华工进入美国。
该法案成为美国移民史上的分水岭，标志着美国传

统的自由移民政策的终结。⑧ 随后排外主义分子将

矛头对准日本移民。美国排日运动可以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主要以排斥日本劳工和禁止日本学童

进入公立学校学习为目的；第二阶段主要是借 “照
片新娘”的婚介形式抨击日本移民的婚姻，以达到

防止二代日本移民数量增长的目的；第三阶段主要

是阻止日本移民获得土地，设置不利于日本移民在

美生产和生活的条件，迫使日本移民离开美国。美

国国会于 1924 年通过新的移民法案，剥夺了日本

移民归化入籍的权利，彻底堵塞了日本人移民美国

的渠道，排日运动终结。以上三个阶段的排日运动

在时间上有先后、内容上各有侧重，但不能截然分

开，内容上往往有交叉。
1888 年 6 月 25 日，一份名叫 《岸边水手杂志》

的刊物上刊登文章，警告读者 “关于蒙古人种问题

最近又发展到了另一阶段”。⑨ 1892 年春旧金山

《呼声报》接连登载了 5 篇文章，这些文章尽管谈

到日本移民 “面带微笑，彬彬有礼”，但主旨还在

于 “他们抢走了我们的工作，并预计到世纪之交将

会有年均 12 万日本人涌入。”⑩ 一些政客借移民问

题进行炒作。与此同时，各地还发生了针对日本移

民的暴力事件。
1893 年 6 月，旧金山教育委员会通过一项决

议，令 “所有意图进入公立学校入学的日本人必须

去华人学校就学。”闻知此事，日本驻旧金山总领

事珍田捨巳立即致信当地媒体，称在公立学校系统

就学的日本学生不过四五十人，这些年轻人都是行

为得体、举止恰当之人。在信的结尾，珍田呼吁加

州应当体现自由主义精神，随信签名请愿的还有白

人学生、牧师、教育工作者、商人等。旧金山教育

委员会主席海德也表示 “将日本人排除出公立学校

既是不合情理的，也是对日本人不必要的侮辱。”
最后教育委员会通过投票，取消了该项决议。輥輯訛

1900 年 5 月，旧金山劳工组织在市政厅前举行

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对日本移民的集会。
会议要求将日本移民也纳入到排华法案的排斥范围

内。同年 12 月，劳联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召开

大会，大会宣称 “太平洋沿岸、洛基山脉和内华达

山脉间各州正在遭受来自中国和日本廉价苦力劳工

的侵袭”，要求国会 “重新制订排华法，增加排斥

所有蒙古人种劳工的条款。”輥輰訛 随后在 1901 年蒙大

拿州和爱达荷州的州议会也要求国会排斥日本劳工

及其后代。在此背景下，1902 年 4 月 29 日，西奥

多·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一项永久性的 《排华法案》。
排日运动暂时消退了。

但是排日运动在日俄战争之后再度高涨。日俄

战争是日美关系的转折点。因为经过日俄战争，日

本不仅维护和扩大了在远东的殖民利益，而且确立

了在西太平洋海域的海上优势 (来自俄国的海上威

胁不复存在，日本海军实力由战前的世界第四位上

升为第三位)，这不能不引起美国的不安和嫉妒。
1905 年 2 月 23 日 《旧金山记事报》登载了 9 篇专

栏文章来讨论日本移民的危害性。该报甚至打出了

一个整版的大幅标题———“日本人入侵———时间问

题”，声称 “一旦日本战胜俄国，日本移民棕色

（美国人当时称日本人为棕色小矮人———笔者注）

的涓涓细流就会化为汹涌的洪水，而目前就已经至

少 有 10 万 之 众 在 美 ， 且 比 华 人 更 难 同 化。”輥輱訛

1907—1908 年美国黄色报刊登载了大量排斥日本移

民的宣传报道，煽动各地排斥日本移民。这种狭隘

的民族主义宣传迅速从加利福尼亚蔓延到美国中部

和东部， “成长为不易控制的怪物”。1905 年 5 月

7 日，排斥日韩人同盟在旧金山成立。1906 年 3 月

7 日，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通过了关于限制日本移民

的决议案。同年 10 月 11 日，旧金山市当局决定对

中国人和日本人开设隔离学校。10 月 15 日发布了

禁止日本学童与白人一起就读以及日本学童进入唐

人街东洋人学校学习的命令。輥輲訛 根据 1907 年 2 月

20 日制订的移民法，美国总统拥有禁止那些不以美

国为目的地签证而想要进入美国本土的移民入境的

权力。3 月 14 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禁止

持有目的地为墨西哥、加拿大和夏威夷签证的日本

或韩国劳工入境的命令。这样通过夏威夷进入美国

本土的移民渠道被彻底堵塞。
美国排日运动的高涨使得日本人的亲美热情迅

速冷却下来。日本在 1907 年首次制订的 《帝国国

防方针》中，以俄、美、法为假想敌国，建设一支

以最新式战列舰和最新式装甲巡洋舰各八艘为主力

的强大舰队。1907 年的 《帝国国防方针》构筑了日

本海军政策的三大支柱，这就是美国为假想敌国、
建设 “八八舰队”和维持对美七成的海军实力。

美国政府对移民问题引发的美日矛盾十分重

视。罗斯福总统为解决隔离日本学童问题，要求国

务卿卢特起草一个备忘录，分析问题的严重性及后

果。卢特在 1906 年 10 月 27 日的备忘录中指出，

移民问题将引发美日战争。日本有可能在美国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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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拯救亚洲舰队和巴拿马运河完工前采取行动。在

日军席卷菲律宾、夏威夷甚至美国太平洋沿岸各州

以前，美国无力阻止日本人进攻。虽然美军最终会

把日军赶出北美大陆，却无力进一步报复日本，美

国将失去其太平洋贸易并且威信扫地。輥輳訛 鉴于移民

问题的严重性，1907 年 8 月 13 日，罗斯福总统在

牡蛎湾召集卢特和陆军部长塔夫脱开会，研究如何

改善因美国排日运动而导致的美日关系恶化问题，

并派遣塔夫脱前往日本。塔夫脱通过与日本最高领

导人 （包括天皇）的接触，确信 “如果强行执行去

年 12 月 28 日卢特国务卿向 （日本）驻美大使青木

周藏所提议的日美互相禁止移民的条约，那只会给

这个国家 （即日本）的骄傲的国民以侮辱，有害无

益；并且确信，日本政府是极力要避免与美国开战

的。” 塔夫脱的意见对于后来罗斯福政府的对日政

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日本也想极力避免因移民问

题导致日美关系的恶化。伊藤博文于 1907 年 11 月

6 日致信林董外相，指出： “日美友谊的障碍在于

劳动问题和移民问题”， “不能让日美关系象今天

这样放任自流。”輥輴訛 在此背景下，从 1907 年 11 月

16 日到 1908 年 2 月 18 日，日美之间通过一系列往

返外交文书，达成了 “绅士协定”， “日本移民问

题”以日本主动限制对美移民而暂时得以解决。
绅士协定签订以后，尽管日本移民进入美国的

数量逐渐减少。但是，1908—1923 年间在美国的日

裔人口却增长较快。这是由于 “照片新娘”的到

来，导致在美日本移民出生率有了很大提高。根据

绅士协定，日本政府可以向在美日本移民的父母、
配偶和子女发放护照，美国则允许这些人入境。因

此 许多男性移 民 就 选 择 了 所 谓 的 照 片 新 娘 的 方

式———日本女性移民借此进入美国。这种婚介方式

与传统的日本风俗是不冲突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弥漫着排外和不

宽容的氛围，一度消退的排日运动又重新高涨。战

争期间所产生的对外国人存在的不安和对异端少数

派的不宽容态度，战后延续了下来，出现了要求严

格限制移民的舆论。基于 “绅士协定”的自主限

制，进入美国的日本移民数量一直在减少。但是如

果包括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子女，则日裔人数有了

很大增长，十年间增加了约 70%，所以排外主义者

指责日本人没有遵守 “绅士协定”，掀起了以加利

福尼亚州为中心的要求全面禁止日本移民的运动，

尤其对日本人的 “照片结婚”方式进行抨击，认为

日本人凭借非道德的、不人道的结婚方式进入美

国，导致在美日本人数的增长。利用 “照片结婚”

方式进入美国的日本女性平均每年为 600 人。1906
年在加利福尼亚的日本妇女的生产数为 134 人，而

1917 年在加利福尼亚出生的日本婴儿达到了 4100
人，从 1906—1917 年的 12 年间加州的日本妇女年

均生产婴儿 1745 人，由此引起了加州排外主义者

的嫉恨，担心日本移民比例将在加州居第一位，认

为日本婴儿数量增加的根源就在于 “照片结婚”方

式，煽动民族主义情绪，鼓吹 “照片结婚”方式是

无视妇女人权的奴隶风俗，要求予以禁止。輥輵訛 1919
年 9 月 29 日加州的排外主义者成立了排日协会，

中心议题就是日本移民的 “照片结婚”方式。为此

驻旧金山的日本领事向政府建议： “有必要立即禁

止照片结婚妇女前往美国”。11 月 18 日，外务省次

官埴原正直召见美国大使莫利斯，表示日本政府将

采取措施禁止 “照片新娘”赴美。1919 年 12 月 8
日，日本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向美国国务卿兰辛表

达了同样的意思。輥輶訛 禁止 “照片新娘”赴美使排外

主义者失去了攻击日本移民的根据，随即他们把禁

止日本移民获得土地作为下一个目标。
19 世纪末期兴起的排日运动给日本移民以很大

的压力，尤其在城市，因政界、媒体和劳工组织不

断宣传，排斥日本移民成为城市社会的主流，日本

移民被迫选择离开城市而生活在乡村。居住在乡村

的日本移民渴望拥有自己的土地。而排外主义者则

通过地方立法的手段，为在美国定居的日本人及其

后代设置各种障碍，特别是禁止日本移民拥有土

地，以限制日本移民的活动空间并达到最终驱逐日

本移民的目的。
居住在乡村的日本移民从事当地人不太愿意干

的农业。1913 年，在爱达荷州，日本人种植甜菜的

面积就达 8000 多公顷，占了整个州的三分之一，

而他们还种植了 10000 多公顷的其他作物。1914 年

在犹他州，日本农业经营者占据了近 4500 公顷的

甜菜种植面积，相当于整个州的十分之一。同年在

科罗拉多州，日本移民在 12500 公顷甜菜种植园中

劳作，还有一些人从事其它作物的种植。1914 年，

在科罗拉多州，500 多公顷土地为日本移民所有，

近 9000 公顷为现金租赁，另有 16000 公顷以上土

地以参股方式租赁。輥輷訛 由于绝大多数日本移民具有

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加上勤俭节约，几年后就积

累了一笔资金并利用资金购置土地而成为有产者，

很快摆脱了雇佣劳动者的角色。日本移民在农业上

的成功引起了白人农业经营者的嫉妒，视其为不公

平的竞争对手。加州司法部长，同时也是第一部外

籍人土地法起草者之一的韦伯公开宣称： “该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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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就在于通过剥夺他们 （指日本移民———笔者

注）在这里所享受的权利来限制他们的出现，因为

他们如果无法获得土地，就不会大批而来并想和我

们长期居住在一起。”輦輮訛

加州议会第一次尝试用立法手段限制日本人从

事农业是在 1907 年。起初这项法律是针对所有外

国人的。因此遭到了一些欧洲国家代表和外国投资

者的反对，使得该法律议案难以获得通过。立法者

随即调整策略，采用了 “禁止无资格获得公民身份

的外籍人士拥有土地”这样的概念。因为根据美国

移民法， “自由白人和非洲黑人及其后代享有归化

入籍权”，而日本人既不是白人也不是非洲黑人，

当然就不能拥有土地。但是该法案遭到了大农业经

营者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将土地出租给日本移民

要比自己耕种更加有利可图。为了安抚利益受损的

大农业经营者，加州参议院在法案中增加了允许日

本人租用土地三年的条款。1913 年 5 月 2 日和 5 月

3 日，该法案在加州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投票表决中

获得通过，即 1913 年加州外籍人土地法。輦輯訛

尽管加州外籍人土地法明确禁止没有归化权的

人拥有土地。但日本移民利用该法律的漏洞继续从

事农业生产。因而 1913 年以后，日本移民租赁和

拥有土地的面积不降反增，1913 至 1920 年的 7 年

间，所租赁和拥有的土 地分别从 155488 英亩和

26707 英亩增长到 192150 英亩和 74769 英亩。輦輰訛移

民通常通过以下方式来继续持有土地：由于在美国

出生的移民子女享有成为美国公民的权利，有些移

民就将土地所有权转移到子女名下，作为其监护人

继续持有土地；有些移民则借助白人朋友或者委托

代理人购买、持有土地，成为土地的实际拥有者；

还有些移民成立了空头公司，因为法律允许美国公

民占多数的公司持有土地，通常一对移民夫妇和他

们在美国出生的两个孩子再加一个白人律师就能成

立一家这样的公司，进而合法持有土地。輦輱訛

面对这种情况，加州的排外主义者自然不会善

罢甘休。他们通过各种排外组织提出以下建议：

（1）取消君子协定； （2）禁止照片新娘； （3）禁

止所有的日本移民； （4） 剥夺所有亚洲人获得美

国国籍的权利； （5） 修改宪法，即使是出生在美

国的人如果其父母属于没有归化权的种族，也不能

享有归化权。輦輲訛排外主义分子还提出修改外籍人土

地法，要求禁止日本移民占有、租用土地或成为公

司股东，也不允许作为监护人拥有和租赁土地。在

随后的公民表决中，通过了经修改的外籍人土地法

的动议。輦輳訛 随即外籍人土地法修正案在州议会获得

通过，即加州 1920 年外籍人土地法。加州 1920 年

外籍人土地法接受了排外主义分子的所有修改意

见，并且法律还对土地的拥有和转让程序进行了更

严格的规定。
加州外籍人土地法的制订和实施也带动了周边

各州制订类似法律。随后，美国西部各州如华盛

顿、俄勒冈、新墨西哥等多达 12 个州陆续通过了

外籍人土地法。1923 年，加州再度通过了一项更为

严厉的新外籍人土地法。上述法律几乎堵死了日本

移民占有土地的所有渠道，使得日本移民在美国的

生存愈发艰难。
1923 年末美国国会开始讨论新的移民法案。

1924 年 4 月，国会通过了新移民法，并在 5 月 26
日经柯立芝总统签署后生效。1924 年移民法将世界

划分为三大区： （1） 无资格区：远东各国及不属

美国管辖之太平洋各岛皆属之，此区人民一律无资

格入美籍； （2） 不加限制区：美洲各国及西印度

群岛均属之，此区内出生之人民，可以自由移入美

国。 （3） 定额分配区：欧洲、近东各国、澳洲、
非洲均属之。此区人民每年依照规定名额移民来

美。輦輴訛 根据该移民法，日本被列入无资格区。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非常严厉的 1924 年移

民法的通过？第一，1920 年代前半期美国国内弥漫

着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氛围。第二，美国出现议

会权力上升、行政权力下降的现象。威尔逊总统曾

长期控制国会，而在 1918 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共

和党获得了胜利，成为多数党，不大买总统的帐。
1923 年哈丁总统突然病故后，暴露了行政部门的腐

败现象，严重影响了行政部门的权威。由副总统接

任总统职位的柯立芝由于缺乏威信，为获得党内大

佬的支持而愿意在禁止移民问题上作出让步，所以

在国会讨论通过 1924 年移民法案时，柯立芝总统

未就此问题发表过任何意见。第三，1924 年是总统

选举年，柯立芝总统不想为移民问题而得罪太平洋

沿岸各州。輦輵訛

三

美国排日运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民众的怨

恨和排外情绪与政府的限制性立法和政策。在排日

运动兴起与高涨的背后，隐藏着非常复杂的原因。
首先，排日运动的兴起、高涨是白人至上的种

族主义观念在作祟。排日运动是排华运动的延续。
部分美国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对黄种人的歧视，将

其视为不可归化的族群，黄种人就是卑微、低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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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的代名词。日本移民最初是作为华工的替代者

来到美国的，也就承受着原来华工所遭遇的歧视。
排外主义者从排华延伸到排日乃至排斥所有蒙古人

种血统的人。1906 年，成立于旧金山的排亚联盟成

员向在日本人开办的饭店就餐的客户发放印有 “白
人男女们，请支持你们白人同胞 （企业）”标语的

火柴盒，甚至砸毁日本人饭店的窗户，殴打业主。輦輶訛

正如著名移民史专家罗杰·丹尼尔斯教授所言，反

日运动不过是始于 19 世纪 50 年代并长期存在的反

华情绪的延续。輦輷訛

其次，伴随中国移民和日本移民而来的所谓移

民恐惧症。 “外来种族一旦跨越国界就很难控制，

有可能成为安全隐患甚至威胁。”因此，移民与国

家主权及安全问题密切相关。輧輮訛 排日运动的兴起、
高涨与美日在远东太平洋地区逐渐发生摩擦和争执

的时间是吻合的。随着国力上升，日本通过甲午战

争、日俄战争，不断拓展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势力

范围，挑战美国的 “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原

则”。日美两国曾围绕夏威夷问题产生了激烈冲突，

互派军舰示威，差一点爆发战争。日俄战争后，日

本的大国心态急剧膨胀，引发了美国人对国家利益

与安全的担忧。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赫尔声称：

“一旦日本赢得与俄国的战争，就将为菲律宾与美

国展开一场血腥的战争。”輧輯訛 日俄战争导致了美国人

对于黄种人战胜白种人的恐惧感，尤其是在美国西

海岸地区，一时间 “黄祸论”甚嚣尘上。1906 年

12 月 20 日， 《旧金山观察家报》提出了更耸人听

闻的标题———日本人在监听我们的海岸线。几天

后，该报纸声称日本移民实际上都是由日本士兵伪

装而成的。輧輰訛 这种对日本移民数量和人口意义上不

安全的夸大，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情境。现居民对新

来的日本移民的过去缺乏了解，新移民有一个强大

并对美国怀有敌意的母国，使得他们对日本移民对

美国的忠诚度产生了强烈怀疑。这种认识含有三个

要素：其一，许多日本移民是非法的；其二，许多

日本移民忠于对美国怀有敌意的母国；其三，许多

移民是破坏分子。这种认识的逻辑是：如果许多日

本移民通过非法途径来到美国，其中不少移民忠于

美国的敌国，那我们还能天真地认为这许多人不会

成为破坏分子吗？輧輱訛 日本政府相当重视与海外移民

的联系。在美各地移民成立了日本人协会（Japanese
Association），日本人协会是一种半官方的社团组

织，被置于日本驻美各地领事的管辖之下，实际上

担当了日本政府和移民之间的中介。尽管移民已远

离母国，日本政府依然视其为本国的臣民，采用各

种方式对其加以管理。这种情况在其他移民团体中

是不存在的。由于移民母国的强大、不友好以及移

民与母国的密切联系， “移民接受社会中的移民恐

惧症可能会变得更严重，对紧急无政府状态的知觉

更敏锐，对移民意图的知觉更模糊。” “移民接受

社会中的一些人会把移民这个事实知觉为国家主权

的衰落，会对移民的意图产生猜疑，甚至会把个体

化的、正在融入新环境的移民团体看作是一个特异

的、隔膜的、同质的整体。在所有移民情境中隐含

的这些知觉使得人们即使在大部分的良性情况下，

仍会对恐惧和反移民敌意不可避免地夸大。”輧輲訛

第三，日美文化的巨大差异。与欧洲移民相

比，日本移民的母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差异要

大得多。这成为横亘在双方之间的一道无形障碍。
日本移民的一些行为在美国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
比如照片新娘，双方通过媒人或父母介绍以素未谋

面的方式便定下婚姻大事，这于西方男女双方先自

由恋爱而后结婚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自然遭到美

国人的反对。再比如，日本男性移民从事农业生产

时，往往将妻子和子女也作为劳动力来使用，这也

与当时美国人的传统不符，即由男性负责生产劳

作，女性料理家务。
1922 年加州司法部长韦伯在司法工作简报中谈

到之所以反对给予日本移民归化权，是因为 “美国

家庭按照我们美国传统由父亲处理农活、母亲主持

家务，孩子们上学，而东方人的妻子和孩子和丈夫

一起在田里干活，这使得我们没法和他们竞争。而

且他们也不会按美国的生活方式享受生活。”輧輳訛 日本

移民在异国他乡土地上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坚持与固

守使得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被成倍的放大了，从而加

剧了对日本移民的偏见与歧视。
第四，日本移民自身也对排日运动负有一定的

责任。他们对母国文化的强烈认同令美国人极为反

感。日本移民希望在政治和法律层面上成为美国公

民，在文化和心理上依然将自己视为天皇的子民，

这种只愿享受美国公民的权利而不愿承担相应义务

的做法自然使美国社会难以接受。初代日本移民深

受传统日本文化的熏陶，其思维方式、行为习惯都

保留了日本文化的浓重印记。每逢日本传统节日，

移民都会竞相纪念；几乎每个移民家中都挂有天皇

的画像，等等。所有这些都为排外主义者排斥日本

移民提供了直接证据。
综上所述，美国排日运动是排华运动的延续，

排日运动从酝酿、兴起和高涨，经历了三个阶段，

直至美国国会于 1924 年通过新的移民法案，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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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日本移民归化入籍的权利，彻底堵塞了日本人移

民美国的渠道，排日运动才告终结。在排日运动兴

起与高涨的背后，隐藏着非常复杂的原因。
注释：

① John E. Van Sant, Pacific Pioneers: Japanese Jour－
neys to America and Hawaii, 1850-1880, Urbana: Un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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