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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ｎ
“

海外移民竣ｉ

”

的屬史回頋、 特征及影响

蔡 清 辉

（ 厦 门 市文联 ，
福建 厦 门 ３６ １００５ ）

摘 要 ： 金 门是个移 民社会 ， 海外移民具有悠久的 历 史 ， 从明 朝 中后期 到 １９４９年 ， 先后 四次大规模的
“

海外

移 民潮
”

，
掀起了 闽 台历 史少有的人 口 大迁徙运动 。 本文通过对金 门 移民潮历 史的概要回顾 ， 分析 了其四 大主

要特征 ， 即 ：
爆发式 、 规模大

，
更 多缘于逃难避祸 ；

男性青壮年贫民是海外移 民的主要人群 ，
知识分子更 多是

内 迁
；
属 于

“

结伙抱团
” “

投亲靠友
”

型 的集体性移 民 ；
移民 目 的地主要是东 南亚 ，

从事职业大 多 与 种植 、 矿业

和 贸 易 有关 。 阐 明 了 其对 当代金 门经济 、 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 即 ： 促进 了金门 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 ；

强化 了金 门 与海外 的联 系和 多元文化的认 同
；

加剧 了金门 优质人 口 的流失和社会发展的
“

空心化
”

；
冲 击

了金 门传统家庭结构和正常的社会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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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 ，
旧称语洲 、 浯江 、 浯岛 、 沧浯等 ， 由金门述其对当年乃至当代金门产生的历史性影响 。

本岛 、 烈购诸岛组成 ， 面积仅 １５２平方公里 ； 位处福一

、 金门
“

海外移民潮
”

的历史回顾

建南部九龙江 口 、 厦 门湾外 ， 内捍漳厦 、 外制 台澎
，金 门人海外移民始于何时 ，

至今尚无确切文献

海洋战略地位重要 ， 历史上有
“

固若金汤 ， 雄镇海可考 。 从明 中期 以来 ， 金 门海外移民前后大致可分

门
”

之誉 。 金门常住人 口 不足６万
， 而散布在东南为五个阶段 。

亚、 日本等地的金门籍华人华侨却达７０多万
，
在台 （

一

） 第
一阶段 ： 明末清初 （ 约 １ ６２ ７

—

１ ６ ８４

湾和大陆也多达 ３０万一４０万
，内外悬殊之大 ， 实属罕年 ） 。 金门海外移民记载 ， 最先出 自 《金门华侨

见 。 长期 以来 ， 金门人海外移民的相关研究 ， 除了志 》 ：

“

有谓 自 明隆庆 、 万历以后 ， 倭寇就歼 ， 海

县志及一般侨社文章记载与提及之外 ， 鲜有学术成上安澜 ， 闽人与安南 、 暹逻 、 吕宋交通频繁 ， 浯民

果发表 。 本研究试图在搜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 探自不例外 ， 其余斯时附海舶远涉重洋者有之 。 证以

讨金门
“

海外移民潮
”

的历史 ， 归纳其特征 ， 并阐南洋之物产 ， 如蕃薯等 ， 明时即已移植本岛 ， 良足为

收稿 日期 ： ２０ １ ６
－

０５
－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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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清辉金 门
“

海外移民潮
”

的历 史回顾 、 特征及影响

信 。

”

明末
，
由于明朝政府忙于同清军和农民民签订契约卖身 ，

以出 国后的工资为抵押 ，
利用他

起义军作战 ， 无暇顾及东南沿海情势 ，
以致闽南人们取得的特权肆无忌惮地贩卖华工。 《金门县志 》 记

颜思齐 、 郑芝龙 、 郑成功的武装海商集团逐渐坐载了这一次大规模南渡集中于同治年间 ：

“

地不足于

大 ， 先后纵横海上数十年 ， 其活动范围遍及我国东耕
， 其无业者 ，

多散之外洋… …同治间灾害频仍 ，

南沿海
，

也到达 日 本 、 吕宋 、 交趾 、 苏 门答腊 、 柬连年荒歉 ， 饿殍载道 ， 饥驱浪走 ， 又大批相率逃

埔寨 、 暹罗等地 ， 金门人参与其中 ， 往来台澎 、 日荒
，
南渡觅食

， 是为灾荒迫人之
一

次大规模移植

本和南洋者 ， 络绎不绝 。 到了清兵入关 、 郑成功据者
”
＾６

。 １ ８４５年３月 ７ 日
， 从厦门开 出第一艘苦力

金厦两岛抗清 ， 金门人高举反清复明旗帜 ， 纷纷加船 ， 装了 ２００名苦力 ， 开往法属波旁岛 （ 即留尼汪

入明郑军队 ；
郑成功在金门誓师 ，

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岛 ） 。 １ ８４６年
， 厦门英商德记洋行包揽苦力贸易 。

了 台湾
；
金门人随之东渡 ， 大规模迁移台澎地区 。德记洋行老板德滴身兼葡 、 西 、 荷三国驻华领事 ，

然而 ， 随着郑成功英年早逝和明郑政权多次内讧以依仗权势 ， 无视中 国政府禁止贩卖人 口 的法令 ， 雇

及同清军的拉锯战 ， 台海烽烟此起彼伏 ， 尤其康熙有大批打手 ， 收买拐子 、 人贩到乡下掳掠苦力 ， 送

二年 （
１６６３年 ） 十月 ， 清军攻陷金门 ， 焚屋毁城 ，到厦门的巴拉坑 （ 集中收容苦力的地方 ） ，

待船运

疯狂屠杀 。

“

清兵入岛 ， 遗民 尚数十万，
多遭兵刃

” ［
２

］出 。 巴拉坑内
，
对苦力施以酷刑 ，

强迫他们签定到外

（

“

遗民 尚数十万
”

指的是金厦两岛的数字 ， 如果以国劳动的卖身契约 ， 并在华工胸前烙上运往 目 的地

金门诸岛而言 ，
估计十 万人以上 ［

３
］

） 。 随后 ， 清政府的标记。

ｍ
Ｉ８６０年

，
清政府与英国 、 法国等国家陆续

残酷实施 了
“

迁界令
”

， 使金门人生活无以为继 ，签订了北京 《续增条约 》 等 ， 清政府正式确认华人

越来越多金门人不得不逃离家 园远涉重洋谋生 。出洋的合法化 ， 致使包括金 门在内 中 国沿海移民人

１ ６８３年 ， 清军攻占台湾后 ， 郑克爽降清 。 明郑虽亡 ，
其数激增 。

魁杰不愿人内地 ， 仍留 台湾
，
而赫赫为清人注 目者 ， 均（ 三 ） 第三阶段 ： 民国初期 （ １ ９ １ ２

—

１ ９２ ９年

乘船赴小 吕宋 ，
转至爪哇 、 马六甲等处

［
４

１

。 清兵攻取台间 ） 。 民国初期 ， 随着中 国经济 、 航运业的发展 以

湾后，

一

群达三千多人的反满志士 ， 携同眷属 ， 分搭九及军阀混战 、 政局动荡 ， 海盗活动猖獗 。 在 １９ １ ９
一

艘帆船开往东南亚各地 ， 其中三艘开抵吕宋 ，

一

艘到１９ ２６ 年间 ， 《 申报》 报道了大量海盗抢劫案 。 据不

暹罗 ，
三艘到爪哇 ，

两艘到马六 甲
１５ １

。 明郑余部出走完全统计 ， 民 国九年 （ １ ９２０年 ）
， 《 申报 》 有关海盗

南洋 ， 其中有多少金门人 ，
不得而知 。事件的报道为三次 ；

民国 十年 （ １９２ １年 ） ， 有十八

（
二

） 第二阶段 ： 清后期 （
１ ９世纪 ４０

—

６ ０年件相关报道 ； 民国十
一年 （１９２２年 ） ， 有五件 ；

民

代 ） 。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之后 ， 中国东南沿海民生凋国 十二年 （
１ ９ ２ ３年 ） ， 有十 四件 ；

民 国 十三年

敝 ， 人民流离失所 ， 加上连年灾荒 ， 金门紧张的人 （１９２４年 ） ，

二十件 ；
民 国十四年 （１ ９２５年 ） ， 十

地矛盾 日 益突出 ，
许多人食不果腹 ；

与此同时
，
东二件

；
民 国十五年 （１ ９２６年 ）

，
二十件 。

？ 当时的

南亚国家大多沦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 ， 为了开发东海盗 ， 并非只在海面劫持船只 ， 海盗常假扮旅客上

南亚
，
急需大量廉价劳动力 ， 由于奴隶贸易被法律船 ， 在船至公海上再展开劫持 ， 造成海盗与良民难

普遍禁止 ，
他们便把 目光转向了 中国 。 在殖民主义辨 。 这对当时在中 国有重大贸易利益的英国等西方

者的重利 弓 丨诱和外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 外国的投国家 ， 威胁很大 ， 由于 中国政府打击不力 ， 英国 以

机商人和招工贩子纷纷涌向 中 国 ，
澳门 、 香港 、 厦香港为基地出动皇家海军甚至航空母舰来进剿海

门 、 宁波 、 福州的外国洋行及各通商 口岸陆续设立盗 ， 由于英军残酷的无区别杀戮 ， 造成东南沿海渔

专为等候装船的猪仔馆 。 各 口岸外 国洋行 、 领事相民不敢外 出
“

讨海
”

。 而此时的东南亚相对于中 国

互勾结 ， 采用拐骗 、 绑架等手段 ，
诱迫生活无着的贫国 内 ，

商业发达 、 治安良好 ，

一些先期 出洋的华侨

－

７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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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发财的消息也传到家 乡
，
引 发 了村民的羡县人 口汗分男女）

的十分之
一＾１

２＾２０５

。 加上金门医疗条

慕 。 尤其是 １ ９２ ５年文莱诗利亚地区发现第
一

座油件差 ， 社会环境恶劣 ， 瘟疫流行 。 据金门县户 口统

井 ， 极需大量人力开发 ， 从而掀起金门人又
一

波移计资料 ， 在 １ ９４６年 １月 至 １９４７年 ３月
一年零三个月 的

民文莱盛况 。 在致富梦想的诱发 、 刺激之下 ， 在南时间里 ， 共有 １ ０８６人死亡 ，
其死亡原因除了老年性

洋亲友的鼓动和资助下 ， 金门大批青壮人口 纷纷再疾病居于高位外 ， 伤寒 、 鼠疫 、 猩红热 、 各类疼病

下南洋谋生 ，
致使人 口统计锐减了百分之六十 ［＿

。都是导致人 口死亡的主要病因 。 在 １ ９４８年 １
－

６月
，

这些从 《金门县志 》 记载得到了证实 ：

“

民元至十八共有４４８人死亡 ，
其中 １

一

３月 鼠疫和霍乱这两种流行

年时 ， 南洋群岛商业 ， 有如 日 丽中天 ，
而国 内则初病就吞噬 了 １ ０ １个生命 ， 占 同期死亡总数２９ ２人的

创之局 ， 政治建设 、 地方治安 ， 间多未臻完善 。 盗１ ／３以上 。 抓丁和痕疫 ， 使许多华侨不敢回 国探亲 ，

贼蠢起 ， 劫掠时闻 ， 岛 民既感不安
， 而南洋又较易青壮人 口被迫纷纷出逃至南洋各地 。

谋生 。 当时出 国既无须任何手续 ， 南洋群岛亦无入二 、 金 门历史上
“

海外移民潮
”

的主要特征

境之限制 ， 交通便利 ， 来往 自 由 ， 衹需若干费用 ，历史上
“

海外移民潮
”

的形成 ， 大多是由特定

购买船票 ， 即可乘风破浪 ，
放洋而去 。

” “

民 国四年的 国际 、 国内环境决定的 ， 金门地区地处闽南偏僻

人 口总数为七万九千三百五十七人 。 至十八年之人海疆 ， 自然条件恶劣 ， 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更是

口数 ， 只存四万九千六百五十人 ，
锐减至百分之四贫乏 ， 出于生存需要以及各种历史时期的主客观条

十 。

”
ＷＭ ９２９年 ， 世界经济危机爆发 ， 大萧条波及件 ， 导致移民海外的

一

次次高潮 ， 在概要 回顾这些

南洋各地 ， 这股移民热潮才稍退 。
“

海外移民潮
”

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时 ， 不难发

（ 四 ） 第四阶段 ： 抗战与国共内战期间 （
１９３７
—

现 ，
其具有显著的四大主要特征 ：

１９４９年 ） 。 金厦历来是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战略门（

一

） 爆发式 、 规模大 ， 更多缘于逃难避祸 。

户
， 为了从海上进

一步侵人我国 内地 ，
１ ９３７年 １ ０月由于与台湾一水之隔 、 四面环海和得天独厚的海上

２６ 日
， 在飞机和战舰炮火的掩护下 ， 日本海军陆战交通条件 ，

历史上的金门 ，
不仅是商家海上贸易的

队进攻金门 。 守卫在滩头的 １００多名保安队员 、 壮丁要地 ， 更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塞之一 。 海盗 、 倭寇

队员 ，
全部壮烈牺牲 ， 金门沦陷 。 日军占领金门期的侵扰和一次又

一次的台海战争 ， 加上土地贫瘠和

间 ， 疯狂杀戮掠夺 ， 强奸妇女 ， 强征民工 、 物资及天灾不断
，
为了躲避战争 、 灾荒以及瘟疫 ， 历史上

土地
，
金门居民时时面临死亡恐怖威胁 。 如 １９４４年强金门的海外移民 ， 并不是人们想像中 的缓慢式 、 小

征 民工开辟安歧机场 ， 十三岁以上 、 五十五岁以下
，

规模的上升趋势 ， 而是呈现 出一种爆发式 、 大规

每 日三千名 ，
日 军在场监工， 对民工酷虐鞭笞 ，

至头破模 ，
呈阶段性高潮 的迁移趋势 。 当然 ，

空前的生存

血流 。 机场以湖南为中心 ， 长五里 、 宽二里 ， 跑道七压力也是驱使金门人海外谋求发展的一个重要原

千尺 、 宽五百尺 ， 范围 自安歧至湖尾两村之间
，
耕地因 ； 另外

一

些移民 ， 则因家庭的突然变故而陷入绝

被毁甚多 ｜
１ （）

１

。 金门百业萧条 ， 人民生活极端困苦 ，境 ，
不得不到海外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 同时 ， 由 闽

许多青壮年不愿沦为 日 军的阶下囚 ， 纷纷逃至南洋商主导的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 良性互动 ， 也是推动

投靠亲友 。 即使
一

些已经衣锦还乡 的归侨们也不得了 闽金门人海外移民的
一

个原因 。

不再次携家带 口返回海外 。 １ ９４５年抗战结束 ， 但情（
二

） 男性青壮年贫民是海外移民的 主要人

形并没有改变 ， 抢劫绑架依然盛行 。 在此后 四年内群 ， 知识分子更多是内迁 。 金门落番客基本上是缺

战期间 ， 随着国民党军在大陆的节节败退 ， 为了补地失地的农民 、 破产的小手工业者 ， 大多属于
“

活

充兵源和财源 ， 他们到处抓壮丁 、 征钱粮 。 当时抽不下去
”

那批人。

“

去三两年仔 ， 就着倒来
”

在金

丁制度为征集二十至四十岁之间的男丁 ， 名额为各门很流行 ， 当时金门男孩子只要年满 １６
—

１７岁 ， 大

－ ７７ －



统战理论与实践研宄


蔡清辉金门
“

海外移民潮
”

的历 史回顾 、 特征及影响

多都要背井离乡下南洋讨生活 ， 寄回钱财安家 ， 关（ 四 ） 移民 目的地主要是东南亚 ， 从事职业大

耀门楣 。 出去时 ， 为减轻负担 ， 己婚的不敢带家多与种植 、 矿业和贸易有关。 金侨绝大多数集 中在

眷 ，

一

去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 ，
每到送别时 ，

妻子东南亚
，
其中又以新加坡 、 马来西亚 、 印尼 、 文莱

总会掩面哭泣 ， 但因当时风俗保守含蓄 ， 旁观者众和菲律宾居多 ； 文莱大部分的侨民来 自烈屿 （ 小金

多的情况下 ，
又不好意思跟丈夫话别 ， 此时父母就门 ） 。 金门人移居南洋 ， 因血缘和地缘关系 ，

移民

会对儿子说 ：

“

去三两年仔 ， 就着倒来
”

， 勉励儿子同一地区 、 从事同
一

职业的情况相当普遍。 先期移

必须下决心吃苦奋斗 ， 早发财 、 早荣归 ， 这句话后民去海外的多以从事种植业和矿业居多 ， 其次是商

来流传成训勉人上进的话语 。 自古以来 ， 金门文风贩 ， 其他职业较少 ；
后期的职业 ，

则 比较多样化 ，

鼎盛 ， 先后出了 ４３位进士 ， 有过
“

人丁不到百 ， 京以工人居多 ， 其他商贩 、 手工业者 、 店员也到处可

官三十六
”

的美誉 。 当地殷实人家或知识分子 ， 大见 。 相比之下 ， 从事田间农业的较少 。 在国内 曾经

多热衷功名 ， 即使逃难避祸 ，
也大多跑往内地 ， 不是个农民的金门人 ， 到南洋之后都变为种植园或大

屑海外移民 ， 因此鲜有知识分子移民海外的记载 。小市镇里的劳工 。 少数人通过奋斗还成了店主 、 农

（ 三 ） 属于
“

结伙抱团
” “

投亲靠友
”

型的集体场主 、 工厂主 ， 个别人甚至还成为资本家 、 大富

性移民 。 自古以来 ， 金门人的宗族观念极强 ，
村落翁 。 根据 １９７ １年的统计

，
海外金侨约有 １ １万余人。

大多以宗亲之别聚合 ， 各姓宗族大事往往都有族谱返乡定居的归侨 ， 在 １９６６年户籍统计中有２２４ １４人 ，

记载 。 金门的出洋客当然也不是盲 目地漂洋过海 ，其中男性占绝大部分 ， 有 １９０５４人 ， 侨居地则以新加

当先期 乡亲开辟出迁移路线后 ， 同族 、 同乡 的人便坡的 １ １４３３人最多 ， 印尼的 ４６５７人居次 直到今

会随之过来投靠 ，
通常都是追随已经在海外发展的天

， 据非正式估算 ， 海外金侨人 口约有七十余万人，

亲戚 、 乡 亲等 ，
由最初的零零落落 ，

逐渐形成了群远多于岛上现有居民ｐ ］
１ ６７

。

体 ， 并成立会馆等民间组织 ， 在侨居国创业过程中三、 金门历史上
＂

海外移民潮
”

的影响

相互提携
，
合抱成团 。 后来初到的 ，

也需仰赖早到的与我 国其它地区的
“

海外移民潮
”
一

样 ， 移民

同族 、 同乡 ，
协助安顿 、 寻找工作和争取权益 。

一 在海外的金门人 ， 无一例外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

些创业成功的金侨 ， 在他乡开店办厂 ，
也乐于雇用与爱国爱乡情感 ， 他们

一

方面积极融人当地社会 、

乡亲作为职员 ，
这种

“

结伙抱团
” “

投亲靠友
”

型的与移居国民族并肩开发经济 、 为当地社会发展进步

集体性移民特征 ， 从金门地方志 、 族谱或侨刊乡讯作出 了巨大贡献 ； 另
一方面 ，

“

洋装穿在身 ， 我心

中 ， 随处可见 。 金门人出洋的路线通常从厦门 出依然是中 国心
”

， 在海外努力保持和维护中华民族

发 ， 然后乘船南下经越南到达新加坡 ， 随后以新加文化与社会传统结构 ， 为祖国的繁荣富强 、 家乡 的

坡为中转站 ， 再辗转至马来西亚 、 印尼等地 ， 所以经济发展而弹精竭虑和不懈努力 ， 也在
一

定程度上

新加坡就成了金门人主要的海外聚集地之
一

。 新加逐渐改变了家乡经济和人文生态 ， 对家乡的社会发

坡金门会馆创立于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 ， 已有 １４０多年的历展产生了历史性的深远影响 。

史 ，
１ ９ ４９年以前 ， 在原乡 与异地之间 ，

在战争动（

一

） 促进了金门经济的发展和居 民生活水平

乱 、 治安败坏的特殊背景下 ， 新加坡金 门会馆的跨的提高 。 过去 ， 金门华侨家庭
一般都是青壮年男子

境运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 其联络出洋谋生 ， 父母弟妹 、 妻室儿女大多留居国内 ， 侨

感情 、 敦睦宗谊 、 兴办公益 、 共谋福利的宗旨
一

直汇 自然而然成为他们对家乡眷属尽孝尽责的
一

种赡

延续至今 ， 比较著名的还有湖峰社浯江公会等 。 金养行为 ； 经济许可的侨胞 ， 还会把这种资助惠及叔

门人是新加坡一支重要的侨民力量 ， 他们为这个国伯 、 姑姨 、 侄甥等范围更为广泛的亲族 ；
事业有成

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 了卓越的贡献。的 ， 更会通过在家乡造洋楼 、 捐献 、 投资等多种方

－ ７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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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以光宗耀祖 、 资助公益事业和发展生产 。 金门地社会
，
需要克服许多困难 ，

诸如移居国的语言 、 风

历史上多次移民潮 ，
在促进接收 国经济发展的同俗习惯 、 行为方式 、 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 。 而这

时 ， 也使大量的侨汇源源不断流人金门 ， 不仅提高些移民很容易把这些文化带回 国内 ， 在
一定程度上影

了 当地居民生活水平 ， 也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 华响了对金门本地的文化认同 ，
也可能造成社会关系的

侨在金门 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修公路 、 办运输公司等紧张及冲突 。

交通事业以及批信局 、 商业 、 金铺 、 当铺、 房地产（ 三 ） 加剧了金门优质人 口的流失和社会发展的

等传统行业 ，
工业生产方面的投资相对较少 。 可以

“

空心化
”

。

“

六亡三在一回头
”

， 揭示 了金门海

说 ， 金门早期的建设 ， 基本上依靠当年的出洋客和外移民中极其惨烈的现象 。 海外移民中 ， 绝大多数

回乡归侨所作的贡献 ， 就连金 门最经典的几大聚落都是当地的青壮年男子 ，
基本是以农民 、 小手工业

都是由著名 的归侨设计捐献 。

一

份统计显示 ，
１ ９４９者 、 小商贩和渔民为主的劳动者 ， 尽管文化程度不

年前后 ， 在侨汇总数中便有多达 １５％
－

２０％ 的款项高 ， 但就当年金门社会来说 ， 他们还是当地的
“

优

是用来兴建或改善家乡 的学校 、 图书馆 、 庙宇以及质人 口
”

。 迁移路上的高死亡率和在移居地的滞留

公共设施 。
ｆ
１ ２ １

从当时
一份记载详实的侨刊 《显影 》率 ， 不仅造成金门当地优质人口 的严重流失 、 人口

来看 ，
当时的金门华侨对于教育启蒙 、 防疫与公共性别比严重失调 、 人 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

而且落番

卫生 、 实业发展 、 治安 ，
乃至于进步思想的提倡上 ，者的婚期大多推迟

，
婚后又长期分居

，
这必然影响社

均有很大的贡献 。
｜
１ １ １

１ ５９＿２ １ ６尤其在辛亥革命和抗 日战会生育水平 ，导致金门人 口增长率的不断下降 ， 使金

争期间 ， 金门华侨筹集大批钱财 、 物资 、 枪炮 、 药门人 口锐减 。 人 口
 （
劳动力

）
作为重要生产要素之

一

，

品资助革命和支援抗 日 ， 不少人甚至亲 自 回 国参加 直接关系到金门 当地经济活力与发展 。 金门人 口大

战斗 ， 不惜牺牲报效祖国 。规模外移 ， 短期 （ 数十年内 ） 虽然可以得到可观的

（
二

）
强化了金 门与海外的联系和多元文化的认侨汇 ， 但随着时间流逝

，
第一代侨民 的去世和第

同 。 金门本是我国东南沿海的
一个偏僻岛屿 ， 历史二

、 三代与原乡联系的减少和感情的淡漠 ， 侨汇来

上先后五次的大规模移民 ， 无疑大大强化了金门与源也会逐渐枯竭
；
更为严重的是 ， 由于青壮年劳力

海外的联系 。 尤其是第
一代移民 ， 他们大多拥有浓的对外输出 ， 留在村里的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越来

重的原乡情结 ， 对祖国的认同意识比较强烈 ， 与家乡越多 ， 农田耕作和渔业生产缺乏劳力 ， 直接造成了

之间的人员来往和经济联系也比较密切 。 金 门侨乡金门经济发展的持续落后
，社会基础不断被削弱 ，

严

社会的形成 ，
不仅促进了金 门跨国和全球性网络的重制约了经济发展潜力 、 实力和竞争力 ， 加剧了金

形成 ，
也促进了金门文化与输人国文化的融合生长 ，

门社会发展的
“

空心化
”

、 贫困化和边缘化 。

对于文化全球化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 ， 同时也（ 四 ） 冲击了金门传统家庭结构和正常的社会体

有利于加强金门与海外的联系 。 金门海外移民是金系 。 安土重迁思想在金门一直深人人心 。 早期金门

门民 间外交的一支重要力量 ， 是与移居 国政府和人移民 ， 绝大部分都是未婚的男性青年 。 尽管他们在

民相互沟通的重要桥梁之
一

， 这对于促进金门与移异国他乡打拼 ， 但他们的 目 的还是想赚够了钱回家

居国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与友谊 ， 加强金门与海外的娶妻生子 、 盖房以光宗耀祖 ， 很少有人愿意呆在异

对话与合作以及促进金门的发展与繁荣 ， 维护台海乡奋斗终老 。 等到好不容易攒够了钱 ，
回家成婚生

甚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 都具有重要意义 。 金门海子 ， 可没有几年 ， 又要抛妻别子重新出来谋生 ， 留

外移民潮 ，
也带来了多元文化及多重认同的问题 。在家乡的老人 、 妻子和儿女 ， 不仅加重了他们的生活

大量移民带来不同的文化 ， 使移人国民族的同质性负担 ， 还使他们的身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
一些人

和共同 的价值观遭到挑战 。 同时
，
金门移民要融人当耐不了寂寞 ， 常会在海外再行结婚 ， 配偶

一般是土

－

７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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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清辉金 门
“

海外移 民潮
”

的历 史回顾 、 特征及影响

著妇女 ， 这就形成了 国内和海外的双边家庭 。 这种参考文献 ：

家庭为当年金门社会所认可 ，
经济许可的话

，
丈夫［

１
］

金 门 县文献委员 会．金 门县志 ： 卷七 华侨志
［
Ｍ

］

．金 门 ：

通常在间隔两三年或几年的时间 回家一趟 ， 与结发妻１ ９６ （１

子和儿女团聚 。 在东南亚新娶的土著妻子 ，

－

般不
［
２

］

１ ９８２ ：５ ２ ．

会干预丈夫的 国 内生活 。 而在原乡金门 的 留守妇＾八 、 甘 ／ 八
［
３

］
杨彦 杰 ．历史上大陆 向金门的 移民及其人口 分析〇］

．橘建

女 ， 不仅备受牵挂丈夫安危和思念之古 ，
上要服侍论坛

（

人文社会科 学版 ）
，
２ ０００

（
１

）
：３０

－

３６ ．

老人 ， 下要抚养子女 ， 又要 田间劳作 ， 而且还要直
［
４

］

温雄飞 ． 南 洋华侨史
［
Ｍ

］

．上海 ： 东 方 印书馆 ， １ ９ ２９ ：９ １ ．

面丈夫另立家庭的痛苦 。 金门人传统重视长子 ，
长子

［
５

］
颜清煌． 星马华人与 辛亥革命

［
Ｍ

］
． 台 北 ：文海出 版社

，

一

般是家庭和家族的
“

顶梁柱
”

。 许多金侨 ，

一旦〗 ９８２ ：Ｉ６ ．

事业有成 ， 通常也会把与发妻所生的长子接到海外 ［
６

］
金门县文献委员会 ．金门华价志

［
Ｍ

］
．金 门

：
［
出版者＊详

］
，

继承家业 。 在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下，

一些缺少儿子
２ ＣＭ）２ ＇

［７］
刘敏．晚清华工 出 洋程序考 ［Ｊ １

．韩山师 范学 院学报
，

２０ １０

的家庭 ，
也会通过抱养或过继别人的儿子来延续香^

（
２

）
：４６

—

４８．

火和壮大家业 。 因此 ， 抱养孩子和招婿上门 ， 在金
［
８

］
王华锋．试论民 国初期 （

１９ １ ９
—

１ ９２６ ） 的 中 国 海盗问题

门十分普遍 。 由于长时间分离 ， 夫妻团聚 、 父子团Ｕ］

． 兰台世界 ， ２０ １ ２
（
２５

）

： ６２
－

６３ ．

圆在早期金门落番客那里 ， 都是十分奢侈的事 ，

一

 ［
９

］

江柏焊 ． 台 湾 研究的新版 图 ： 以跨学科视野 重新认识

些人尽管住上豪华洋楼 ，
心里依然空落 。 同时 ， 由于

“

金 门学
”

之价值
［
Ｃ

］
／／ 福建省 炎黄文化研究会 ， 中 国

男人外出落番或死亡 ， 在
一

定程度上也导致了盗匪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厦 门 市委员会． 守望与传承
一

第四

在金门的猖獗届 海峡两岸 闽 南 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ｉｎ ： 鸾＾ 出

四 ｉ语
版社 ，

２０ １０ ．

＇

 ［
１０

］
金 门县政府 ．金门县志 ： 卷九 兵事志 ［

Ｍ
］

．金 门 ：

［
出版者

历史上金门 四次
“

海外移民潮
”

，
与中 国的历不详

］ ，
１ ９９２

．１ ２３６

史命运息息相关 。 金门海外移 民潮所呈现出的数［
１ １

］
江柏许 ．侨刊 史料 中 的金门

（
１ ９２０ｓ

－

４〇Ｓ

）
：珠山 《显影 》

量 、 特征以及影响九体现了在祖国遭受不幸的前提（
ｓｈｉｎ ｉｎｇ）

之考察□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 ，
２００５

，１７
（
１

）
．

下 ，
民不聊生的老百姓 ， 为了 自 己 的生存 ，

不得不 自
［
１ ２

］
陈 达 ． 南洋华侨与 闽 粤社会

［
Ｍ

］

？长沙 ：商务印 书 馆 ，

行逃难 ，
以 自 己特有的方式走 向世界。 金门历史上Ｉ ９３８ ：Ｈ

海外移民潮
， 对金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随

着大陆实力的不断上升 ， 金门人 口开始向厦门等大ｔａ

陆城市迁翻趋麵細觀 。 金ｎ？酿駆ｍｍ

著名 的侨乡 ，
又是国 内移民流动最频繁的地区之

一

， 这方面的探讨今后尤其值得关注。 我们在回顾

金门海外移民潮历史的同时
，
台海两岸的地方政府应

高度重视这
一

人群能力之发挥 ， 在促进金门经济和

社会发展 、 实现祖国统
一

和振兴中华伟大事业中 ，

可充分发挥其优势和作用 。

－

８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