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福 建 师 大 学 报 》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 年 第 期

契 约 华 工 制 的 历 史 分 期 问 题

王 启 民

契约华工制是西方殖民者招募骗掠我国劳动力的一种形式
。

从 世纪末到 世纪初
,

实

行 了一百多年
,

出国契约华工约三百万人
。

殖民者在招募骗掠契约华工的过程中
,

使用了极其卑鄙残暴的手段
,

在国外又对契约华

工进行非常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

这在资产阶级文明史上
,

是继奴隶贩卖之后 的 又一 罪 恶行

径
。

在国外的契约华工和国内人民对此曾进行过长期的斗争
,

并成为中华民族反对殖民主义

斗争历史的组成部分
。

学术界对契约华工制的历史分期问题
,

还没有展开过讨论
,

木文拟作一些初步探讨
,

以

就正于同志们
。

契约华工制开始出现于 世纪末
,

到 年鸦片战争前
,

大约半个世纪
,

是契约华工制

的第一阶段
。

这时欧美一些国家
,

产业革命先后开始和发展
,

殖民国家对亚非拉人民的掠夺
,

从资本

原始积累阶段转上商品大进军阶段
,

即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变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

地
, 殖民者迫切需要大量劳动力

。

这时候
,

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
,

政治腐败
,

土地兼并严

重 , 社会治安不宁
,

广大农民
、

手工业者及其他下层人民
, “ 终岁勤的

,

十不获五 ” , “ 又

困于摇役
,

财产窘乏
,

大异夙昔 ” , ①许多人被迫出洋谋生
,

以广东福建人最多
。

东南亚地区是殖民侵略的一个重点
。

英国在加紧掠夺印度的同时
,

逐步扩大在马来亚的

殖民势力
。

荷兰东印度公司于 年解散 , 印度尼西亚归荷兰政府直接统治
。

东南亚盛产热

带和亚热带经济作物
,

其中如香料
、

咖啡
、

蔗糖等都进一步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

随而种

植园经济 日益扩大
,

矿山也开采起来
,

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

在殖民者看来
,

华工工资低
,

能吃苦
, 是很好的剥削对象

。

他们不仅从当地华侨中招工
,

而且还进一步直接从中国国内招

取劳动力
。

契约华工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

西方殖民者中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采用契约华工制
。

世纪末
,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殖民

地庇能 槟榔屿 的总督 “ 连年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代表招雇中国工匠和农夫
,

用

公司的船只送往庇能 ” 。

② 年庇能总督乘当地华侨甲必丹 了 回华的机会
,

委托他在广东



省招雇华工
,

并且函嘱公司驻广州代表为他准备资金
。

④

运到庇能的华工是什么待遇呢 是什么性质的华工呢 “ 中国 移民们乘帆船来到本

岛 属庇能管 —引者
,

他们把自己的身体 ‘押当
’

船资和为数约西班牙银洋二十元的伙食

费
,

这笔钱由种植园主垫出
,

而从工人的工资中按月扣还 ” , ⑤并称这样的劳工为

契约工
。

但根据其它材料
,

这二十元应是指船资和伙食费的 合计 数
,

而 不 是单

指伙食费
。

年庇能市上已出现转让契约华工
,

每个立有佣工一年契约的华人可值西班牙

银洋三十元
。

⑥这种华工与出国华侨以及当地招雇的华工有什么区别呢 第一
,

他们的船费

和伙食费是由东印度公司代表筹垫的
,

而不是自交的 第二 , 他们到达 目的地后
,

与华侨不

同
,

无选择职业的自由
,

甚至没有人身自由
,

必须按照合同在种植园或其它企业做工满一定

的期限 , 第三
,

种植园主或其他雇主付还东印度公司所垫的费用
,

华工的船费和伙食费则在

工资中技月扣除 , 第四 ,

公开行情是每个契约华工值三十银元
。

可见
,

除了船费
、

伙食费外

还有十元左右的身价
,

雇主付还所垫的船费
、

伙食费并付出身价
, 另付少量工资

,

这是奴役

他们的经济前提
。

再从人数来说
,

根据 当时市上已出现转让行情
,

可断定不是少数
,

连年载

去
,

应有相当的数 目
。

总的说来
,

具备契约华工制基本特点的历史上的契约华工制出现的时间是在 世纪 世

纪之交
,

出口地点最早是广州
,

到达地点首先是在马来亚的庇能
。

最早采用这种劳力招募形式

的是英国殖民者
。

由于清廷实行闭关政策
,

外国在中国招募工人
,

是违法的
,

殖民者只好 偷 偷 摸摸 地进

行
,

好象早期的鸦片走私一样
。

运载契约华工的次数多了
,

必将引起清政府的注意
,

地方官

吏又乘机勒索
,

增加招募的麻烦
。

因此
,

英国东印度公司除广州外
,

还利用葡萄牙人盘据下

的澳门 ,

而且澳门后来居上
,

成为运出契约华工的中心
。

庇能不仅本地使用契约华工
,

而且

由于其他地方也急需劳力
,

它成为一个转运站
。

它和以后的新加坡 年被英国占领 遂

成为契约华工的转运中心
。

就在第一阶段
,

契约华工所到的地方
,

除庇能和马来亚外
,

世

纪初爪哇也有了契约华工
。

拿破仑 年被流放到大西洋上圣赫伦那岛时
,

岛上已有该岛英

国总督运去的中国契约工人
。

此外西印度群岛
、

巴西等地区也都有了契约华工
。

还必须指出
,

在契约华工制的第一阶段
,

世纪二十年代
,

出现了卖 “ 猪仔 ” 的事
。

卖
“ 猪仔 ” 是契约华工制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

。

在这阶段它还不是契约华工的主要形式
,

但

它标志着招募华工进一步走上骗掠拐绑的道路
。

有的把 “猪仔 ” 与契约华工完全等同
,

把所

有的契约华工都叫 “猪仔 ” ,

是不精确的
。

卖 “猪仔 ” 是契约华工的一种形式
。 “ 猪仔 ” 是

契约华工的一类
。

二

从 。年鸦片战争到七十年代末
,

是契约华工制的第二阶段 , 是它的高峰时期
。

为什么会出现契约华工制的高峰呢

从国内来说
,

鸦片战争后
,

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
,

自然无法阻止人口 汹涌出去
。

同时清

政府也看到不许人民出洋
,

而人民又无以为生
,

反而会激起更大的不满和反抗
。

它虽然没有

公开取消禁令
,

实际上却听之任之 ,

所谓 “前例已不废而自废 ” 。

② 年的 “ 天津条约 ”



和 年的 “
北京条约 ” ,

迫使清政府正式取消了关于出洋的禁令
,

殖民者取得合法招运中

国人出洋的特权
。

契约华工出国与一般华侨出国有区别又有联系
,

契约华工制的高峰就是在

出国人口高潮的形势下出现的
。

从国外来说
,

殖民主义对亚非拉的侵略
,

仍是 自由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时期
。

产业革命

在有些国家巳经完成
,

在有些国家正在迅速开展
。

越来越多的地区
,

包括广大亚非拉地区 ,

被拉入资本主义市场
,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终于完全形成了
。

无数的矿山和种植园
,

许多的建

设工程
,

都急需大量劳力
。

如拿律大锡矿
、

印尼的锡矿
、

烟园
、

胡椒园
、

棉园 , 加拿大英属

哥伦比亚
,

澳洲维多利亚
,

新西兰的奥托沟
,

都发现了金矿 , 美国加里福尼亚的金矿
,

美国

太平洋铁路的修筑 秘鲁的矿山和鸟粪层 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的古巴
、

特立尼达
、

马丁尼

克
、

圭亚那等地的蔗糖园
。

⋯ ⋯都急等着输入劳力
。

同时
,

奴隶制的逐渐衰落以至最后废除也是影响契约华工的一个重要因素
。

中美南美一

带原来都盛行奴隶制
。

奴隶不断的反抗和斗争
, 给奴隶制以沉重的打击

。

拉丁美洲外的其他

地区的奴隶也以英勇的怠工
、

破坏和暴动
,

猛烈地冲击着奴隶制
,

使奴隶制经营成为不一定

合算的事情
。

到 年间
,

英国
、

法国
、

秘鲁
、

美国
、

荷兰
、

西班牙先后宣布废除奴隶制
。

奴

隶制废除后
,

急迫需要大量劳力
,

而自由劳工不能满足需要
,

特别是 自由华工工 资 要 高 一

些
,

来去自由
,

又常常搞工人组织
,

闹罢工 , 比较起来还是使用契约华工最为有利可图
,

因

为他们工资低
,

在合同满期以前是不能离开的
,

还可 以施以种种超经济的强制和剥削
。

合同

满期后
,

还可 以采用种种手段使他们无法离开本种植园和矿场
。

契约华工出国的高峰也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的
。

在这阶段
,

契约华工制是如何发展的 它有什么新的特点

鸦片战争后
,

华工出口岸已从澳门
、

广州扩展到香港
、

海 口
、

广州
、

汕头
、

厦门
、

福州
、

宁波等地
。

在早期阶段巳成为转运点的庇能和新加坡
,

现在仍然是重要的转运点
,

特别是新

加坡的重要性已远远超过了庇能
。

这里有两种情况 一是从中国出口 的契约华工运到新加坡

或庇能后 ,

再转贩到东南亚各地 , 一是从中国出国的自由移民
,

到新加坡或庇能后才沦为契

约华工
,

运到别地
。

这样
,

形成了契约华工的出口管
,

管口分插到北自宁波南达新加坡的各个口岸
,

殖民者

从中源源不断地抽取中国的劳力
。

以厦门为例
,

年运走 名契约苦力到布尔邦岛
。

年运走 名契约华工到澳洲悉尼
。

年运走第一批前往古巴的契约工 名
。

年运走

第一批前往秘鲁的契约工 名
。

以后又连年从厦门等地大批运去
。

— 六年中
,

有记

载可查的从厦 门出国的契约华工是
,

人
,

平均每年约二千人
。

鸦片战争前
,

契约华工所到地区
,

主要是东南亚
,

次为秘鲁
、

澳大利亚
、

美国
、

西印度

群岛等
。

鸦片战争后
,

除上述地区的人数继续扩大外
,

契约华工又进一步到达古巴
、

加拿大
、

英属圭亚那
、

夏威夷群岛等地 区
。

足迹所至
,

越来越广
,

即在同一地区也愈益深入于穷乡僻

壤
。

从 至 年的 年间
,

共有
, ,

名契约工 出国
。

其中到马 来 半 岛
,

名
,

东印度群岛
,

名
,

美国一 ,

名
,

古巴
,

名
,

秘鲁
,

名
,

澳大利亚
,

名
,

菲律宾
,

名
,

加拿大
,

名
,

西印度群岛及英属圭亚那
,

名
,

夏威夷

群岛
,

名
,

南美哥伦比亚
、

巴拿马地区
,

名
,

新西兰
,

名
,

其它地区
,

名
。



出国契约华工人数的猛增 ,

出国口岸的增多
,

到达地区的更为广泛 , 成为这一阶段的主

要特点
。

鸦片战争后
,

还有一个显著特点
,

就是在第一阶段已经出现的 “ 猪仔 ” 制
,

恶性大发展

成为契约华工的主要形式
。

当时关于 “猪仔 ” 的记述是很多的
,

其所以称为 “猪仔 ” 者
,

第

一
,

从其来源来说
, “或被骗

,

或被劫 ” ,

是 “略卖人口 ” 。

第二
,

在运输途中
, “关闭仓

底 ” , “一入番舶
,

如载豚苏 ” 。

第三
,

到国外后
,

受尽各种虐役
, “ 其惨有不可言状者 ” 。

当时 “猪仔 ” 人数很多
, “ 动辄数十百人 ” ,

卖至各处
,

近在南洋
,

远达秘鲁
、

古巴诸国
。

“

猪仔
”

制恶性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
“

猪仔
”

馆的大量出现
。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
、

五

十年代初便 巳有一些类似
“

猪仔
”
馆的拘留集中所了

。

到六十七十年代
, “

猪仔
”

馆象毒菌般地

发展起来
。

年时
,

仅汕头一地
,

就有
“

猪仔
”

馆二三十家
,

新加坡
、

庇能和印尼一些地

方也都有好些
“

猪仔叹馆
。 “

猪仔
”
馆的出现和增多

,

表明
“

猪仔
”

需求量的大扩大
、

大增长
,

只有通过
“

猪仔
”

馆及其爪牙和运输网
,

才能诱拐到必要的
“

猪仔
”

数
。

它也表明
,

对
“

猪仔
”

的诱骗胁迫
、

绑掠私刑的罪行更加严重了
。

以开设
“

猪仔
”

馆牟取暴利之徒
,

都是些不 择 手

段无恶不作的市侩流氓
。

他们唯利是图
,

惟洋人之命是听
,

对自己的 “猪仔 ” 同胞使用最卑

鄙最野蛮的欺诈和迫害手段
。 “

猪仔
”

馆的出现和蔓延也表明
,

不顾政府的禁令
,

贩卖
“

猪仔
”

已是公开的半合法的行动了
。

为什么在鸦片战争后
, “ 猪仔 ” 制会这么猖撅起来

从国外方面说
,

第一
,

对中国劳力的需要猛增
,

招募中国劳力的一般契约方式
,

已远不

能满足需要了
,

而
“

猪仔
”

制可 以大大加快供应的速度
,

扩大供应数量
。

第二 , 用
“

猪仔
”

形式

可以把购买价
、

运输费用等压到最低限度
,

提高利润率
。

第三
, 以 “ 猪仔 ” 的身份到达 目的

地后
,

那就更没有丝毫自由了
,

雇主对他们的剥削和超经济强制更可 以达到极限
。

“ 猪仔 ” 制所以能在中国沿海广大地区盛行
,

这又与国内的政治和经 济 状 况 有密切关

系
。

中国劳动人民为生活所迫
,

走投无路
,

易于上当受骗
。

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独立 自主的

国家
,

是可 以加以制止或抑制
,

而腐朽的清政府害伯洋人
,

虽曾在个别情况 下 干 预 过 “ 猪

仔 ” 制
,

但总的说来是没有加以制止的
,

禁令只是一纸具文
,

而且许多官吏还参与分肥
,

从
“ 猪仔 ” 贩卖中捞到油水

。

世纪中期
,

到美国
、

加拿大
、

澳大利亚的华工
,

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赊单制下出国的 ,

称赊单工
,

如 一
一 年三年间共有 万 千人去美国

,

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赊单工
。

赊

单工究竟是自由劳工还是契约劳工 如果是契约劳工
,

与 “ 猪仔 ” 又 有 什 么 区别 对这问

题
,

曾有不同的说法
。

我认为赊单工是契约华工制的一种形式
。

赊单工的旅运费不是自筹
,

而是由资本家预付
,

旅运费的垫付是剥削赊单工的经济前提
。

赊单工到达后
,

必须订立契约
,

工作若干年
,

这笔旅运费不仅要还
,

而且 要 付 利 息
,

由华工的工资中按月扣还
,

这种本利

剥削甚至比一般高利贷还要严重
。

赊单工到达 目的地后
,

在偿付本利的期限方面是比较自由

些
,

不过
,

你欠得愈久
,

利息也愈多
,

这于华工并没有好处
。

赊单工在选择职业和工作地点

方面比 “ 猪仔 ” 是自由些
,

但也是相对而言
,

至多是半自由吧了
,

到后来
, 赊 单 工 越 来越

少
,

多数是自筹旅费赴美
,

这是自由劳工
,

而不是赊单工
。

后来美国排华
,

捏造了许多所谓

理 由
,

如反动分子加孙居然说 “ 彼等 指华工 —引者 来美
,

半为办华工入 口商会之产

物
。

其居留之时
,

即为该商会之奴隶
。 ” ⑧这完全不是事实

,

无论是赊单华工或自由华工 ,



从来都不是华侨商会的奴隶
。

三

从 世纪七十年代末
,

到 世纪末年
,

是契约华工制的第三阶段
,

也就是契约华工制开

始衰落的时期
。

这种趋势的表征是 第一
,

契约华工出国总数有了下降
。

从 一一 的

年间
,

出国契约华工只有
,

人
,

只 占前 年数的 肠左右
。

从地 区来说
,

有些地区
,

如古巴
、

秘鲁
、

圭亚那等地已停止了招募契约华工
。

第二
,

作为契约华工制高峰的重要标志

的 “猪仔 ” 制
,

在这阶段已受到严重打击
。

清政府迫于社会舆论已在沿海口岸比较严厉地制止

贩卖 “ 猪仔 ” ,

有的 “ 猪仔 ” 贩甚至被处死
。

有一些国家与清政府 签订的移 民 或 华 工条约

中
,

明文禁止 “ 猪仔 ” 劳工
。

葡萄牙于 年 月被迫声明
,

三个月后禁止从澳 门 装运 ,’齐

仔 ,, 出口
。

年马来亚颁布了移民条例
,

华工政务司有审查苦力订合同是否出于 自愿的责

任
,

不愿者立即遣回中国
,

工约 即合同 必须注册登记
。

第三 , 美国
、

加拿大
、

澳大利亚

等地区
,

国内情况有了变化
,

不再迫切需要华工
,

同时一些反动分子利用华工问题 以达到其

可鄙的政治 目的
。

美国和加拿大从 世纪八十年代起
,

澳洲从九十年代起
,

先后掀起排斥华

工的黑浪
,

赊单工制度也成为迫害和排斥华工的借口 ,

并实施种种限制华工 入 境的 苛 酷条

例
,

对华工进行残酷的驱逐和烧杀
,

契约华工和一般华工同 样 遭 受迫害
。

从此
,

在 这些地

区
,

契约华工制基本上不存在了
。

契约华工制为什么会开始转向衰落 “猪仔 ” 制为什么会受到打击 对此曾有不同的解

释
。

西方国家及外交官员
,

摆出人道主义的样子
,

说什么 “ 细思与贵国通商
,

贵在与民友好
,

所谓 己所不欲
,

勿施于人
,

待之以礼义 ” 。
⑨说什么马来亚政府同清被拐骗的华工

,

等等
,

这种伪善是骗不了人的
。

有的人夸大世界舆论的力量
,

把西班牙在古巴结束 “ 猪仔 ” 制说成

是 “ 由于激起全世界的义愤 ” 的结果
。

⑧舆论即使有些影响
,

那也极其有限 , 殖民者唯利是

图
,

唯力是视
,

是不大把舆论放在眼里的
。

也有人归因于清政府与 外 国 谈判 的结果
。

他们

说
,

是清政府派了大员陈兰彬去古巴调查
,

发表了调查报告
,

西班牙政府只得与中国谈判
,

才导致古巴 “ 猪仔 ” 制的结束
。

儒弱腐朽的清政府何曾真正关心过契约华工的 命运
,

它的谈

判究竟能起多大作用
,

这是不言自明的
。

有的则归结为历史的趋势
。

这种说法十 分 空 洞 抽

象
,

不能说明问题
。

有的说是由于不再需要中国劳力了
。

这也没有接触到根本原因
,

有的地

区 ,

如美国
、

澳大利亚
、

加拿大
,

当时是暂时并不怎么需要中国劳力了
,

但它们的排华不仅

仅是这个原因
,

还有其它的政治和社会原因
,

这里暂不置论
。

还有好些地区 , 如古 巴
,

仍然

需要中国劳力
,

却为什么又结束了 “ 猪仔 ” 制呢 南非也蓝需中国劳力
,

为什么
一

也停止输入
“ 猪仔 ” 呢 后来由英国政府运去的契约华工到那边不久便都陆续运回中国

。

我认为
,

在探讨这问题时
,

有一个极为重要而又往往被忽视的因素
,

就是契约华工的反

抗斗争
,

包括怠工
、

破坏
、

逃亡
、

暴动等各种形式的斗争
, 也包括同当地人民联 介起来所进

行的斗争
。

契约华工制从它产生的时候起
,

便不断有契约华工的反抗
。

契约华工制的历史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也是契约华工的斗争史
。

到了这个阶段
,

契约华工的斗争比过去更激烈 了
,

更频繁了 , 规模更大了
,

并带有新的特点
。

因此它在打击契约奴役制中所起的作用
,

比过去



更大了
。

以古巴来说
,

在独立战争爆发前
,

契约华工曾不断反抗
。

年到 年爆发了第

一次独立战争
,

古巴的契约华工大批地积极地参加了革命斗争
,

与其它各族人民一道
,

流下

了无数鲜血
,

猛烈地冲击了西班牙殖民统治
,

从而也猛烈地冲击了殖民者实施和维护的 “ 猪

仔 ” 制
。

在战争过程中
,

许多 “ 猪仔 ” 已经自己解放了自己
,

糖厂蔗园纷纷倒闭
,

西班牙人

也无法恢复战前状态
, “ 猪仔 ” 的输入也就停止了

。

又如秘鲁
,

契约华工的反抗也从未停止

过
。

特别是 和 年两次大规模起义
,

与军警展开血斗
,

严重打击了契约奴役制
。

加上

秘鲁与智利战争
,

政局动荡
,

智利所产的硝石肥料又夺去秘鲁鸟粪肥料的国际市场
,

年

后秘鲁便停止从中国贩运 “ 猪仔 ” 了
。

南非契约华工的斗争也是十分激烈的
,

并与印度人
、

黑人等各族阶级兄弟互相支持
,

迫使英政府于 世纪初年陆续将尚未期满的契约华工遣送回

国
。

与此同时
,

国内沿海人民反对 “猪仔 ” 制的长期斗争
, 也给清政府以很大压力

,

并与国

外契约华工的斗争互相支持
, 更加强了反抗的力量和影响

。

正由于契约华工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
,

使雇主不能随心所欲地剥削和压迫
,

在一定情况

下
,

使用契约华工不比使用自由劳工带来更大的利润
,

加上一些地区经济情况的变化
,

劳力

供求情况的变化
,

产品销售市场的变化
,

遂使契约华工制从整个说来有开始转向衰落的趋势
。

必须指出 这里所说的开始衰落
,

是从总的趋势来说
,

但各个地区政治经济情况不同
,

其发

展变化也很不平衡
。

在个别地区 ,
这时期

,

契约华工的输入不仅没有减少
,

反而有些增长
。

但这是属于例外情况
,

不能代表总的趋势
。

此外
, “ 猪仔 ” 制虽已受到严重打击

,

却并没有

结束
。

唯利是图的殖民者在订约时可以信誓旦旦地表示决不参与
“

卖猪仔
” ,

可 以表明澳门不

准运出 “猪仔 ” ,

可以宣布要派员调查来新加坡的每一契约华工是否出于自愿
,

不过公告与

表态是一 回事
,

实际干的又是一回事
。

在这阶段
, “ 猪仔 ” 制最猖撅的时期虽已过去

,

但还

以偷偷摸摸的形式继续着
。

要结束 “ 猪仔 ” 制
,

还需要一段时间
, 还需要继续给以打击

。

四

从 世纪初年到二十年代末
,

是契约华工制的第四阶段 ,

也是最后一个时期
。

在这阶段
,

契约华工出国人数继续下降
,

上文提到的 — 的 年中出国契约华

工为
,

人
,

而 一 的 年中则为
,

人
。

而且在这 年期间
,

愈到后来
,

人数愈少 ,

年以后
,

那就更少了
。

以地区来说
,

西印度群岛
、

南美
、

澳大利亚
、

新西兰
、

美国
、

加拿大等
,

已没有契约华工入境
。

一 年
,

去马来亚的契约华工为
,

人
,

平均每年为
,

人
。

而 年以后
,

马来亚已基本停止契约 “华工的入口 ” ,

去印尼的契约

华工还是不少
,

但也有减少的趋势
,

年以后
,

则更少了
。

二十世纪初期
,

有个重要特点
,

即外国政府招募的契约华工数一时猛增
。

英国在烟台
、

秦皇岛共招了
,

名契约华工到南非德兰士瓦
。

一 年
,

德国从广州
、

青岛招了七

批契约华工共
,

人到太平洋的西萨摩亚岛
。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

后勤劳力严重不足
,

英法通过北洋军阀政府按 年招工章程条约招契约工 ,

英国招了十万名
,

契约年限三年 ,

法国招了五万名
,

契约年限五年
,

大部分送到欧洲战场作后勤劳动 ,

也有一部分送到工厂
。

法国所招契约华工中还有一部分送到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从事农业劳动
。

外国政府招募契约



华工 ,

形式上与贩卖 “猪仔 ” 有区别
,

因为它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同意
。

契约华工也非绑掠而

来
,

没有经过 “猪仔 ” 馆的贩卖
,

但在实质上并无多大差别
。

外国政府并没有真正按照合同

执行
,

契约华工不仅出卖血汗
,

有的还为战争送了命
。

这时期
,

外国政府大量招募契约华工 ,

能否表明契约华工制并不是处在末期呢 我认为
,

总的来说
,

契约华工制是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

因为 第一
,

如上述
,

出国契约华工总数是大

大下降了
,

许多地区不再入 口契约华工了
。

第二
, 从 至 年 万出国契约华工 ,

外国

政府所招募的竟占三分之一强
,

这是自从契约华工制出现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

这种特殊

的现象
, 正表明契约华工制由民间进行的正常过程

,

到此巳发生了重大变化
,

即契约华工制

快没落了
。

第三
,

主要是由于世界大战爆发等特殊情况
,

而且为时短暂
,

它是特殊的暂时的

因素
,

战争期间英法政府的招募便是外国政府最后一次在华招契约工
。

年 月 日英属

马来亚
,

全境同时废止契约华工制
,

惟吉兰丹得延期至 年 月 日
。

其它地 区 比马来亚

更早废止了契约华工制
,

只有荷属印度尼西亚拖得最久
。

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

还有几万名

契约华工
,

不过只能说是契约华工制的残余了
。

由于契约华工的斗争
,

国内国外广大人民的斗争
,

加上当地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变化
,

经历了一百二三十年的契约华工制
,

终于走完了它的历史进程
。

一百多年来
,

先后出国契约华工总数约三百万
。

他们忍泪离开了家乡和亲人
,

飘洋过海
,

迢迢万里
。

他们足迹所至
,

遍及各大洲
。

他们到的是荆棘篙莱之区
,

深山僻壤之处
。

他们栉

风沐雨
,

披星戴月
,

在最艰辛的条件下劳动
。

他们没有人身自由
,

其地位之低
,

受迫害之烈
,

生活之惨
,

实与奴隶相差无几
。

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开辟了多少的种植园
,

开采了多少的矿山
。

东南亚的锡矿
、

烟园
、

橡胶园
,

西印度群岛的蔗园
,

秘鲁的鸟粪矿区
,

南非的矿山
,

澳洲的

金矿
,

美国横贯大陆的铁道干线
, ⋯ ⋯那一处不是靠契约华工的血汗以至付出了他们的生命

所开发的 梁启超曾引用过美国议员摩顿在参议院的讲话 “ 近者太平洋沿岸该 省 利 源 日

辟
,

需用劳佣亦日多
,

然所以致此之由
,

实前此藉华人之力有以启辟之
,

其功决不可没
。 ”

不独美国如此
,

前述其他地区也是如此
,

华工的贡献甚至还要更大
。

这是谁也不能抹煞的历

史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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