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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殖民统治时期的马来亚劳工移民 ,是导致今天的马来西亚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社会

形成的主要原因。本文拟分析英殖民统治下的马来亚印度人移民的由来、印度劳工的境遇以及印

度移民社会的变迁等 ,并通过与同期的马来亚华人作比较 ,以揭示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马来亚印度

人移民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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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的印度人是在数量上仅次于华人的第二大移民群体 ,而马来西亚的印度人又是在东南

亚所有国家里 ,人数最多、比例最高 ,系马来西亚的第三大民族。关于对马来亚①时期印度人的专

题研究 ,目前国内仅见肖宏飞硕士的《英属马来亚种植园的劳工》(载《东南亚纵横》2006 年第 3 期)

一文 ,该文主要介绍了英殖民时期马来亚种植园里印度人的经济状况。在国外对其的专题研究也

不多见 ,主要有 Sandhu , Kernial Singh 的 Indians in Malaya :Some aspects of their immigration and settle2
ment (1786 - 1957) ,该研究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来亚的印度人移民。但与同期情况类似的华人移

民群体进行比较 ,以揭示马来亚印度人移民的一些特点的研究更是不曾见到。有鉴于此 ,本文旨在

抛砖引玉 ,希冀引起对作为东南亚的第二大移民群体、马来西亚的第三大民族集团的印度人的更多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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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殖民统治时期马来亚印度人移民由来

印度人与马来半岛接触的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初年 ,此后的 1 000 多年里 ,印度大陆就不

断有商人和僧侣涉足此地。尽管如此 ,在英国人干涉半岛事务之前 ,马来亚的印度人并不多见 ,只

有一些少量的印度商人和高利贷者在马六甲活动。由于人数少 ,在马来亚的印度人不得不操新居

地的语言 ,努力适应当地的社会和经济环境 ,同化在此悄然进行 ,造成今天马来西亚为数众多的印

度人却是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人移民及其后裔的结果。

早在 18 世纪末 ,英国人已开始将其贸易利益从印度延伸至马来半岛。从 19 世纪 20 年代初开

始 ,随着马来亚锡矿的大量开采 ,大种植园的兴旺以及橡胶种植业的兴起 ,马来亚急需大批廉价劳

动力 ,但当地马来人却不能满足这种对劳工的巨大需求。根据有关资料显示 ,1850 年马来各邦只

有大约 30 万人口 ,这么少的人口显然无法满足半岛开发的人力需求。[1 ]何况马来人本身拥有土地 ,

相对喜欢闲散的生活 ,因此极难说服他们到这些粗重及报酬低的工作领域里来。[2 ]华人主要为改善

经济地位而来 ,尽管欧洲的业主不断试图控制华人 ,但他们很快发现自己无法超越文化的障碍 ,华

人劳工组织的影响力使欧洲人的企图屡遭挫折。[3 ]欧洲和非洲的劳工因成本太高而不切实际 ,近在

咫尺的爪哇人则在荷兰人的掌控之下。而英国本土在 1833 - 1834 年废除奴隶制以后 ,劳动力不足

问题更显突出。基于上述原因 ,为填补劳动力不足问题 ,英殖民者便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印度 ,在此

情况下与马来亚仅一水之隔的印度人几乎成了不可或缺的劳工队伍之源。

19 世纪后半叶 ,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确立以及马来半岛殖民统治的进一步巩固 ,为印度人

的大量移居马来亚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透过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地机构 ,大批印度劳工有组织地被

征募到马来亚 ,充当种植园以及各项市政工程的劳工。胡椒、甘蜜和咖啡种植园经济的兴起直接刺

激了对印度劳工的第一次大需求。大量的印度劳工在“契约制度”与“凯加奈制度”的协助下涌入马

来亚。① 1907 年 ,因汽车充气橡胶轮胎的发明而导致橡胶价格大涨 ,马来亚橡胶园经济的蓬勃发展

再次刺激了对印度劳工的巨大需求 ,以至于殖民政府直接卷入印度劳工的移民事宜 ,并于 1907 年

直接建立了“泰米尔人移民基金”,以加速印度劳工移民的速度。[4 ]对劳工需求的与日俱增和移民基

金卓有成效的运转 ,马来亚的印度劳工移民从 1909 年的 21 963 人次猛增至 1913 年的 91 236 人

次。[5 ]

印度人移民马来半岛浪潮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全世界的经济大萧条才逐渐停顿下来 ,移民进

入马来亚受到殖民政府的诸多限制。此时正值经济大萧条时期 ,移民限制法的实施反而略显多余

了。那时的马来半岛印度人口所占的比例有了明显的变化 (见表 1) ,到二战结束时马来半岛的印

度人已达 140 多万人。[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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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契约制度 (the indentured system)是由印度的私人劳工招募机构负责的。他们与应招者签订种植园劳动的契
约合同 ,一般最短期限为 3 年。由于合同期限太长 ,而且招募的劳工很多是城镇居民 ,不适应种植园的工作环境 ,

因而这种制度并没有得到大规模推广。从 19 世纪末开始 ,凯加奈制度 (the Kangani System) 开始盛行。“凯加奈”即
“监工”(overseer)之意 ,他从自己的村子里招募劳工 ,为他们付旅费 ,然后再带领他们到自己的种植园里劳动。19 世
纪末以后 ,大部分印度劳工都是经由这种方式进入马来亚的。1907 年 ,由于橡胶种植园对印度劳工的需求猛增 ,马
来亚政府与种植园主联合设立了一项印度移民基金以资助招募工作 ,同时允许所有申请入境的印度劳工自由迁
入。1922 年 ,在印度与马来亚都设置了官员来管理印度人移民事务。这些措施采取之后 ,凯加奈制度就衰落下去
了。参见陈晓律等 :《马来西亚 ———多元文化下的民主权威》,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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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来亚殖民当局在战后试图努力恢复印度劳工的输入 ,以弥补在日据时期的劳工损失①,

但 1947 年印度的独立使得马来亚殖民当局的努力化为泡影。独立后的印度政府热衷于国内外的

政治和社会的变革 ,他们认为劳工移民有损整个印度民族的尊严 ,因而禁止向海外移民劳工。而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 ,即将取得独立的马来亚亦开始对移民实施严格的限制 ,踏上马来亚的印度

移民仅仅限于那些专业技术人员。至此 ,印度劳工移民马来半岛实际上完全被中断了。[7 ]

表 1 　印度人在马来亚所占总人口的比例 (1891 - 1957)

年份 1891 1901 1911 1921 1931 1947 1957

占总人口比例 ( %) 5. 0 (a) 6. 6 (a) 10. 1 14. 2 14. 3 10. 3 10. 6

　　注 :字母 a 表示该数据为大约数。

资料来源 :Sandhu , Kernial Singh , Indians in Malaya : Some aspects of their immigration and settle2
ment ( 178621957) , London : Cambridge U. P. , 1969 , P. 200.

二、马来亚印度劳工移民的境遇

种植园劳工移民是马来亚印度人最为显著的特征。集中在各类种植园里的印度劳工构成了马

来亚印度人社会的主体。在 1931 年 ,80 %的印度人属于劳工阶层 ,即便在 1947 年 ,所占比例也高

达 70 % ,其中 ,绝大部分又集中在种植园里。[8 ]尽管殖民政府不断声称工资和待遇要比在印度好得

多 ,然而各种证据表明印度劳工受尽非人的待遇。

种植园主们尽可能地压低工人们的工资 ,这种做法既是为了攫取最大利润 ,也是为了达到控制

劳工流动的目的。[9 ]印度移民的工资待遇普遍低下 ,一个种植园里的成年印度劳工的平均月收入很

少超过 10 - 15 马元 ,但从事相同工作的华工却能每月赚取 30 - 35 马元。[10 ]这点微薄的收入也只能

维持基本生计 ,略有一点节余。即便劳工能够度过各种难关 ,到最后也仅能挣够回家的路费而已。

劳工持续不断的流入阻止了工资提高到本应有的高度 ,直到政府意识到有义务为劳工移民立法的

时候。1912 年和 1923 年分别通过的两部劳工法典在保护劳工方面做了一些努力 ,然而法律从未得

到认真执行。[11 ]从 1920 年开始 ,劳工们收入虽有所改善 ,但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衰退使种植园的就

业率和工资待遇重新降至低谷 ,直到 1936 年经济复苏才有所好转。尽管如此 ,与同行的华工工资

水平相比依然存在 50 - 100 %的差距。②

每部移民劳工法律都规定雇主有义务为劳工提供住宅、医疗设施和卫生措施 ,但印度劳工的健

康和住宿条件通常得不到充分关注。因贫困而背井离乡前往马来亚的旅程中印度劳工己饱受各种

疾病侵害折磨之苦 ,他们中的幸存者发现迎接他们的是难以忍受的高强度劳作、低劣生活及各种致

命的疾病。根据有关资料 ,1911 年在森美兰州印度劳工的死亡率高达 19. 56 % ,整个马来亚的印度

劳工死亡率为 6. 29 %。[12 ]1786 - 1957 年 ,有多达 120 万的印度人因疾病、劳累过度或营养不良而导

致非正常死亡。[13 ]由于在职业的选择上殖民政府所设的种种限制 ,印度劳工即使没有债务缠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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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见 KSSandhu & A Mani ,Indians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ed) . Singapore :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3 ,p166. 关于华工工资普遍比印度劳工高 ,这点在郭威白的《马来亚中国人在发展当地经济中的作用》(载《中山
大学学报》1959 年第 4 期)一文中也得到证实并有详细的解释。

日本占领马来亚不久 ,即将 6 万名印度劳工送去修筑“死亡铁路”,生还者甚少。参见陈晓律等 :《马来西亚
———多元文化下的民主权威》,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第 99 页。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束缚也很少有机会改变自己处在社会底层的命运。非人的待遇、黯淡的前景 ,致使许多印度人将所

剩无几的工资因成天沉迷于醉酒而挥霍一空 ,以至于回家的路费不够而滞留在马来亚 ,种植园里的

印度劳工也因而被冠以“酗酒”的刻板成见。[14 ]在英国殖民统治下 ,印度劳工似乎很难逃脱此等悲

惨命运的轮回。

三、马来亚印度人移民社会的变迁

英国殖民统治下初到马来亚的印度人 ,明显携有移民社会的一切特征 ,流动性和不稳定性是其

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从 1786 - 1957 年间 ,大约有 420 万的印度人进入马来亚 ,但同期离开回国的却

高达 300 万人 ,约占其总数的 70 %左右。而在 1925 - 1957 年间 ,返回率更是达到了 80 %。[15 ]这主

要是因为印度人多为短期劳工 ,即使是那些非劳工移民很多也没有久留之意。这股返乡的浪潮随

着马来亚经济的兴衰而起伏不定。

尽管如此 ,殖民统治下的马来亚印度人 ,1786 - 1957 年已彰显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发展的趋

势。我们从以下 3 个方面就可以明显感知这种趋势的存在。

表 2 　1921 - 1957 年马来亚华人、印度人土生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变化

1921 1931 1947 1957

印度人 12 % 21 % 51 % 65 %

华 　人 21 % 30 % 63 % 76 %

　　资料来源 :陈晓律等著 :《马来西亚 ———多元文化下的民主权威》,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第 52 页。

第一 ,土生印度人数目不断增加。从表 2 可以很清楚地察觉印度土生人口的变化。从该表中

我们或许可以认为 ,那就是不但是印度人 ,甚至连华人也开始由移民种群变为定居的种群。随着时

间的推移、时局的变化 ,很多人开始视马来亚为第二故乡。土生土长的印度人与华人 ,自然已经培

育起对马来亚的认同感 ,对他们来说 ,马来亚已是故乡而非客土。由于本地人口已经可以提供可观

的劳动力 ,对移民劳工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 ,这也是印度劳工移民逐渐减少以致最终停顿的一个重

要原因。

第二 ,女性移民日渐增多。由于没有合适工作 ,以及居住设施简陋和时间上的限制 (早期以契

约制度移民马来亚的印度人工期较短 ,一般为 3 - 5 年) ,早期通过契约制度进入马来亚的印度人几

乎系清一色的男性。例如 ,根据 1891 年的人口调查发现 ,当时马来亚印度人的男女比例仅为 1000 :

18。此后 ,随着马来亚殖民地经济的急速扩张 ,更多的印度人蜂拥而至马来亚 ,致使马来亚印度人

社会男女比例失调问题更为突出。由于长期没有家人的消息 ,或随着年龄的增长 ,很多印度人因此

不能组建家庭 ,造成马来亚印度劳工的工作积极性大幅下降 ,这也是导致印度劳工早期的性犯罪率

高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期待性别平衡问题的解决 ,可谓是广大马来亚印度人众望所归的事了。从

1920 年开始 ,印度政府开始关注印度移民的男女比例失调问题。在多方的努力协调之下 ,1933 年

马来亚殖民政府开始实行新的外侨政策 ,这些政策没有限制妇孺的移入。这种情况下 ,印度劳工部

门开始招募女性劳工或安排劳工家属移民马来亚 ,种植园里也相应开始为其安排一些合适的工作。

马来亚印度人的性别比率因而大为改观 ,女性对男性的比率由 1891 年的 18 :1 000 变为 1957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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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 :1 000。[16 ]这说明已经有更多的印度人男女建立了核心的家庭 ,一个文化与种族更加趋于稳固

的印度人社会已然出现在马来亚的大地上。

第三 ,移民社区渐趋成熟。印度人的家庭与土生印度人的与日俱增 ,都说明了印度劳工的流动

性开始降低。初来乍到的种植园里的劳工 ,居住的是以棕榈叶、瓦片或波状的铁皮作为屋顶的单间

简陋居所。随着种植园里的印度人建立的家庭不断增长 ,1935 年后 ,这些房屋开始逐渐淡出 ,取而

代之的是村舍形的房屋 ———每个单元拥有 4 个单间 ,可供 2 个家庭使用 ,每家有各自的大门 ,彼此

可以完全做到隔离 ,以保护隐私和降低疾病的蔓延。[17 ]与此同时 ,为了稳固劳工队伍 ,回应外界对

印度劳工触目惊心的死亡率的批评 ,一些有条件的大种植园里开始修建医院 ,关注印度劳工的健康

状况 ,以降低其非正常死亡率。部分种植园的管理人基于欲吸引其种植园的工人家庭长期安顿下

来 ,泰米尔文小学亦开始在种植园里兴办。印度劳工普遍具有强烈的宗教意识 ,对宗教的狂热令他

们在异乡也感到若没有宗教的场所来实践自己的宗教信仰 ,心灵很难找到归宿。[18 ]因而 ,在印度人

的聚集地也逐渐开始出现了一些宗教的场所 ,如印度教寺庙、清真寺等。在潜移默化中 ,印度人已

开始扎根于马来亚。村舍、医院、学校乃至寺庙 ,一切都见证了马来亚印度人社区一个成熟的发展

历程 ,一个崭新的印度人社会在马来亚开始形成。

四、英殖民统治下的马来亚印度人与华人的比较

在英殖民统治下同期大量移民马来亚的华人 ,在许多方面与印度人极为相似。他们都远离故

土 ,一同沦为英国殖民统治者开发马来亚的廉价劳动力。他们饱受欧洲业主的剥削和摧残、欺骗和

压榨 ,受尽非人的待遇。外国侨民的身份使他们虽身在异乡 ,却依然心向祖籍国 ,热切关注祖籍国

的兴衰荣辱 ,积极支持本国同胞的革命斗争。他们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祖籍国的命运紧密相连 ,对

马来亚的政治并无多大兴趣。政治上认同祖籍国 ,视祖籍国为唯一的保护者 ,客居意识强烈。[19 ]尽

管如此 ,来自两个不同地域的移民群体 ,亦有诸多不尽相同之处。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马来亚的印度人与华人一样 ,鲜有扎根萌芽意识 ,一般都视马来亚为

暂时的寄居地。一般来说 ,橡胶园里的泰米尔劳工在马来亚只居住三五年 ,就要返回家乡。到

1921 年 ,土生的印度人占印度人总数的 12 % ,而同期在马来亚出生的华人就已达 21 %(参见表 2) ,

印度人的土生率几乎只及华人的一半 ,远比华人土生率低。这说明 ,在第二次大战前 ,马来亚的印

度人社会比华人社会更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

其次 ,社会结构的差异。印度人社会以宗教为团体、以民族为区分、以种姓为阶层的社会结构。

宗教色彩异常浓厚 ,宗教的认同往往超越对民族的认同。印度人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隔阂如

此之深 ,以致有些印度人穆斯林宁愿把自己看作是马来人而非印度人。[20 ]印度人移民马来亚 ,印度

特有的种姓制度并没有因水土不服而消亡 ,它同样在马来亚的印度人社会生根萌芽。马来亚的印

度人移民的主体是来自印度南方的泰米尔人劳工 ,他们几乎都是欧洲人的橡胶园工人。印度人的

种姓制度 ,使属于低种姓的泰米尔劳工与来自印度北方、从事不同职业的锡克教徒、旁遮普人和古

吉拉特人之间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在泰米尔人内部又分为许多次种姓。泰米尔人劳工在

种植园内按照不同的次种姓分开居住。[21 ]这种与生俱来而又泾渭分明的社会地位观念在马来亚的

印度人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宗教的差异、种姓制度的横行 ,导致马来亚印度人上下层之间缺乏有机

联系 ,印度富人与泰米尔劳工之间的关系比较疏远 ,这些都造成马来亚印度人社会的四分五裂 ,形

同散沙。

华人社会则与印度人社会大不相同 ,华人社会远没有印度人社会来得复杂。华人社会是以方

言为类别、以血缘为纽带凝聚在一起。华人团体多为宗乡和宗亲组织 ,具有浓厚的家乡地域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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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帮派团体。华人虽也并非一个匀质的整体 ,但与印度人的种姓团体的区别是 ,“帮”是不同方言

集团的早期华人移民在没有可能获得政治和法律保护的情况下 ,为了维护各自集团的利益而自然

形成的。而民族意识才是维系华人社会的强大精神力量。华人宗教意识淡薄 ,纷繁的宗教信仰并

没有对马来亚的华人社会产生分化的作用。虽操不同方言 ,却都视自己为同一民族的成员。悠久

的历史与文化传统 ,共同的习俗与心理状态 ,使华人对本民族具有强烈的认同意识 ,社会上下之间

的关系比较紧密。[22 ]即使偶有冲突发生 ,也是利益博弈 ,绝非宗教使然。这些都与印度人社会形成

鲜明的对比。

最后 ,马来亚印度人缺乏共同的文化背景。种植园里的泰米尔劳工以泰米尔语作为他们通用

的语言。但城市里的泰米尔人则以英语作为通用语言。由于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别 ,使得印度穆

斯林、锡克教徒、旁遮普人与泰米尔人之间往来甚少 ,也导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马来亚各地出

现数十个印度人团体 ,甚至互相对抗 ,但会员极少。事实上 ,马来亚的印度人独立前后都没能组成

一个能代表全体印度人的全国性组织。[23 ]

与印度人恰恰相反的是 ,马来亚的华人与世界各地的华人一样 ,都对悠久的中华文化怀有强烈

的自豪感。即便是海峡殖民地的华人 ,土生比例高 ,多受过英语教育 ,但也程度不同地保存了中华

文化的影响。在马来亚殖民政府对移民教育采取漠视态度之下 ,华人举社上下 ,齐心协力兴办华文

学校。华语普通话在马来亚华人社会的流行 ,有效地消弭了各个方言集团之间的界限 ,华人社会更

加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华公会的出现 ,尽管是在马来亚复杂的政治背景下组建 ,但它以维护整个华

人社会的合法权益为其主要的政治目标 ,成为独立前后马来亚华人社会的一面旗帜 ,得到广大华人

的认可和拥戴。[24 ]

五、结语

总之 ,英殖民统治时期的马来亚劳工移民 ,是导致今天的马来西亚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社会形成

的主要原因。由于时过境迁、沧海桑田 ,马来亚的印度人开始由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型 ,认同也

从转向当地社会。他们与移居马来亚的华人一样 ,形成了东南亚的一个新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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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borer immigration during the British colonial time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formation of a multiracial and

multicultural society in Malaysia today. This article is just to identify Indian immigrants’characteristics by analyzing the origins ,

economic condition and social evolution of Indian immigrants , and also comparing them with the contemporary ethnic Chinese in

Mal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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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national emigration from Southern Zhejiang has a long history ,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migration flow

have shown a number of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insofar a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 is concerned. Based on fieldwork inter2
views and archival research ,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ransnational emigration originated from southern

Zhejiang with a focus on the causes and features exhibited in different stages. It further observes current emigration from this region

while probing into the different factors at work and the possible trend in the years to come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an empirical

case study for those who study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 , regional history , as well as those who work on the current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in governments of different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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