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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拉关系·

华工问题与中墨建交始末 Ξ

·董经胜

内容提要 　19 世纪中后期 , 墨西哥出口经济的增长和现代化的启动 , 带动了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与阿根廷、巴西等国不

同 , 墨西哥的海外移民绝大部分不是来自欧洲 , 而主要是来自遥远的中国。正是出于引进华工的需要 , 墨西哥政府主动与

中国清朝政府接触 , 导致了中墨两国在历史上首次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来自中国的华工为墨西哥的矿业、农业以及商

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 , 在迪亚斯政权末期 , 墨西哥政府对于华工的政策开始转变 , 并在 1910 年后发生了多次

排华运动。本文在参考西方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 结合中国清政府的档案资料 ,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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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19 世纪中后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1850～

1875 年至 1914 年) , 拉美各国逐步摆脱了独立后政

治混乱、经济停滞倒退的局面 , 进入了一个政治相

对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新阶段 , 出口经济获得极大发

展 , 工业化开始起步 , 社会和政治变革也接踵而

至。这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 一个“向现代性

迈进的阶段”。①在墨西哥 , 这一时期恰恰是波菲利

奥·迪亚斯执掌大权的 35 年 (1876～1911 年) 。② 迪

亚斯政权在“以一切代价保持政治稳定”③ 的前提

下 , 大力吸引外资 , 发展经济 , 迎来了“墨西哥的

第一次现代化浪潮”。④

经济的增长带动了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 , 这是

一个海外移民大量流入拉美的时期。但是值得注意

的是 , 与阿根廷、巴西等国不同 , 墨西哥的海外移

民绝大部分不是来自欧洲 , 而主要是来自遥远的中

国。墨西哥政府在试图引进欧洲移民的努力失败

后 , 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来吸引华工。正是出于引进

华工的需要 , 墨西哥政府主动与中国清朝政府接

触 , 导致了中墨两国在历史上首次建立了正式的外

交关系。两国的建交推动了中国人大量移居墨西

哥。这些来自中国的移民为墨西哥的矿业、农业以

及商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迪亚斯政

权末期 , 墨西哥政府对于华工的政策开始转变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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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10 年后发生了多次排华运动。这一转变的过

程是如何发生的 ? 对于这样一个中拉早期关系历史

中的重要问题 , 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未见专门的论

述。国外学者做过一些研究 , ⑤ 但他们依据的主要

是西方的相关材料。本文在参考西方学者研究的基

础上 , 结合中国清政府的档案资料 , 试图对这一问

题做出一个较为明晰的分析。

一

殖民地时代跨越太平洋的大商船贸易不仅给墨

西哥带来了丝绸等各种中国物品 , 也导致了中国最

早向墨西哥的移民。16 世纪 , 在马尼拉大帆船的

终点阿卡普尔科 , 有相当数量的亚洲人杂居在这个

港口 , 其中也包括中国人。在墨西哥城也有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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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 第 1 辑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4 年 , 第 245～2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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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 , 并出现了“唐人街”。① 这一贸易结束于

1815 年。② 但墨西哥获得独立后 , 许多墨西哥领导

人寻求恢复与中国的贸易 , 作为刺激该国停滞的经

济的一种手段 , 并试图促进中国向墨西哥的移民。

例如 , 1865 年 1 名葡萄牙商人从墨西哥政府得到

特许建立一家公司 , 介绍亚洲移民到墨西哥。③ 19

世纪中叶中国人开始进入美国西部太平洋地区后 ,

陆续有少数中国人从加利福尼亚南部越过美墨边界

流入墨西哥 , 做工或经营小本商业。“1864 年间 ,

墨国中央铁路局由美商承办开筑 , 召华工南下 , 由

美国之巴梳入墨国周省呵利市以南一带 , 此批华工

为最先向墨国移植者。”④ 但墨西哥政府有意识地

吸引中国移民是在迪亚斯上台之后的事。

独立后的半个世纪中 , 墨西哥绝大多数政治精

英对于国家的发展形成了一种共识 , 他们认为 , 墨

西哥是一个潜在的富国 , 其潜力能够通过建立秩序

和安全、交通体系的发展 , 以及成功地吸引移民而

得到发挥。刚刚获得独立后的几届政府都做过几次

努力以吸引移民 , 主要是吸引欧洲移民 , 但是收效

甚微 , 这促使一些墨西哥领导人对于强调吸引欧洲

移民的方案进行反思。发展部长比森特·丽塔·帕拉

西奥在向墨西哥国会提交的 1876～1877 年的报告

中指出 , 刺激欧洲移民的计划受到了政府缺乏资金

和国家交通设施不完善的阻碍。更重要的是 , 欧洲

人将不会接受墨西哥劳工的生活方式。而且 , 欧洲

移民希望定居在人口中心 , 而这些地区恰恰不需要

移民。⑤合乎逻辑的结论自然是非欧洲移民可能更

适合墨西哥的需要 , 这一结论首先由马蒂亚斯·罗

梅罗公开宣传。罗梅罗写了一篇分析移民问题的长

篇文章 , 于 1875 年 8 月 20 日发表在墨西哥城的

《世界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 , 罗梅罗注意到吸

引欧洲移民的困难 , 并得出结论 , 即使欧洲移民来

到墨西哥 , 也将被吸引到气候温和的高原地区。但

是 , 他指出 , “不能怀疑 , 我们最迫切需要移民的

地区是沿海地区 , 不仅因为这些地区人口最少 , 而

且这些地区生产的农产品在国外市场上的价格最

高。”由于气候原因 , 欧洲人将不会在那里定居 ,

印第安人也不会移居到那里。“在我看来 , 惟一能

够在我们的沿海地区定居和工作的人是亚洲人 , 主

要是中国人 , 他们来自与我们的气候类似的地区。

那个庞大帝国的众多人口、他们中大多数是农民的

事实、他们挣得的相对较低的工资 , 以及我们的沿

海地区与亚洲的接近度 , 意味着对我们两岸而言 ,

中国移民将是最容易和最方便的。”为了将其建议

付诸实施 , 罗梅罗提议向中国派出代表 , “专门负

责研究与移民有关的所有事宜”。⑥1876 年 , 罗梅罗

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向中国和日本派遣墨西哥外交

使节的好处》的文章 , 除了重复上述观点外 , 还讨

论了与中国和日本建立商业联系的问题。

在迪亚斯的第一任期内 , 没有做出与中国建立

联系或者吸引中国移民的努力。然而 , 1880 年后 ,

曼努埃尔·冈萨雷斯和他的精力充沛的发展部长卡

洛斯·帕切科首次试图与中国建立联系。1881 年 3

月 , 发展部给外交部长伊格纳西奥·马里斯卡尔的

信中说道 : “随着通向太平洋的铁路修建的特许将

被授予 , 本部相信与中华帝国和日本建立商业联系

的时机已经到来。”马里斯卡尔回信说 , 外交部希

望在这两个国家任命领事代办 , 但与此同时 , “促

进和刺激贸易”的最佳途径是发展部鼓励建立“一

条或几条”通往亚洲港口的轮船线路。他建议政府

资助这样的线路。⑦1882 年 , 马里斯卡尔还指示在

华盛顿的罗梅罗与那里的中国和日本外交人员建立

联系。同时 , 帕切科的发展部正在实施马里斯卡尔

的建议 , 结果是成立了墨西哥太平洋航运公司。

1884 年 3 月 , 该公司与发展部签订合同 , 开通墨

西哥与东方的定期航线。每一次航运结束后 , 公司

确保得到一笔补贴 ; 每引进一名亚洲劳工 , 将得到

另外一笔补贴。从一开始 , 华工的引进成为公司赢

利的关键。

墨西哥太平洋航运公司的成立导致了墨西哥、

英国以及中国之间复杂的外交交涉。1884 年下半

年 , 该公司的一艘船试图从香港载运中国旅客赴墨

西哥 , 但被阻止。公司求助于墨西哥外交部 , 马里

斯卡尔代表公司进行调解。由于中国对于其公民前

往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或者没有领事代理的国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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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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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Kennett Cott , “Mexico Diplomacy and the Chinese Issue

1876 - 1910”,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167∶1 , Feb.

1987 , p164 , p166 , p1671

陈匡民 :《美洲华侨通鉴》, 见陈翰笙主编 : 《华工出国史

料汇编》, 第 6 辑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84 年 , 第 268 页。

Iyo Iimura Kunimoto , Japan and Mexico 1888 - 1917 , Ph. D.

diss. ,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 1975 , p123.

“19 世纪初 , 拉丁美洲掀起民族独立运动。1813 年 , 阿卡

普尔科港毁于战火。1815 年 , 最后一艘马尼拉大帆船从墨西哥返

航 , 早期中拉贸易结束。”见洪育沂主编 : 《拉美国际关系史纲》,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1996 年 , 第 496 页。

吴凤斌 :《墨西哥早期的中国移民》, 载《华侨华人百科全

书·历史卷》, 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 , 2002 年 , 第 345 页。另可参

阅罗荣渠 :《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历史联系》, 载《美洲史论》,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7 年 , 第 3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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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疑惧 , 墨西哥表示 , 在墨中两国建立正式的外

交联系之前 , 允许英国外交人员代表中国 , 保护在墨

西哥的中国人的利益。但是 , 中国拒绝了这一方案。

墨西哥太平洋航运公司不是惟一一家对引进华

工感兴趣的企业。1885 年 , 圣弗朗西斯科的温沃

公司为了促进移民 , 建议罗梅罗与中国签订一项条

约。1890 年 , 两家在美国的中国公司也提出了同

样的要求。在这些公司和其他一些私人以及发展

部 , 可能还有冈萨雷斯 (以及 1884 年重新当上总

统的迪亚斯) 的压力下 , 外交部试图与中国建立联

系。1884 年 3 月 , 墨西哥在香港任命了商业代理。

8 月 , 外交部指示罗梅罗在华盛顿就签订一项商业

条约的事项与中国驻美大使郑藻如接触。1885 年

11 月 , 罗梅罗被授权参照巴西与中国签订的条约 ,

与中国就签订通商条约问题进行谈判。郑藻如将此

事报告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 并指出 ,“‘墨西

哥系无约之国 , 未与立约 , 将来保护 (华工) 无

权’, ‘与其于 (华工) 既受凌虐之后始行设官挽

救 , 害大而事难 , 不若乘其未往之先 , 妥订章程 ,

设法经理 , 事易而害小’, 主张与墨西哥立约建交

以利于处理华工问题。但总理衙门鉴于广大人民强

烈反对洋人拐骗与虐待华工 , 而保护华工问题又不

易交涉 ⋯⋯因而这次仍指示使臣予以婉拒 , 此事遂

寝。”① 但是 , 直到 1889 年 , 罗梅罗继续不断地进

行努力 , 但是仍受到挫折。对此 , 1886 年 (光绪

十二年) , 中国出使美、日、秘国大臣张荫桓给国

内的信中有如下记述 :“墨西哥公使罗墨 (罗梅罗)

往还未晤 , 遽来照会 , 请示期商定通商条约。荫桓

复以未奉有廷谕 , 不敢遽与商定云云。⋯⋯查墨国

通商之意 , 志在招工。”张荫桓同意前述总理衙门

的看法 , 认为 ,“惟该国土人 , 亦厌恶华人之甚 , 恐

将来仍蹈美西故辙 , 不能不慎之于始。”②

二

1891 年 , 在华盛顿的清朝驻美公使伍廷芳与

罗梅罗接触 , 就友好和通商问题进行磋商。谈判开

始于 1893 年并持续到 1894 年。同时 , 1894 年清政

府新任驻美使臣杨儒奉命接受墨西哥政府邀请 , 派

员赴墨西哥考察 , 具体了解当地实况。随后杨儒将

考察情形呈报总理衙门 , 并指出居墨华侨对“通商

一事 , 盼望綦殷”。1895 年 , 墨西哥因故中断了谈

判。1896 年 , 伍廷芳与罗梅罗重开谈判 , 经过协

商 , 互作让步 , 共同拟定了条约文本。次年 , 当准

备签署条约时 , 罗梅罗突然病故。1899 年夏 , 墨

西哥新任驻美公使阿斯皮罗斯又与伍廷芳再次会

商 , 最后修订条约共 20 款 , 于同年 12 月 14 日正

式签署《中墨通商条约》, 在两国历史上首次建立

了外交关系 , 这离墨西哥首次要求两国签订条约已

整整过去了 15 年。清政府的立场之所以发生转变 ,

是由于中国的对外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激化 ,

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清政府为了维护统治 , 考虑向

墨西哥“疏通华民去路”, 以收“广开利源 , 隐消

患黎”之效。总理衙门的奏折指出 , “近年因美国

禁工过严 , 不得不借以 (指通过与墨西哥建交) 疏

通华民去路。且以该国居民即少 , 矿土尤多。⋯⋯

非徒为通商招工 , 并欲招致华民授田开垦 , 与从前

古巴秘鲁等处招工情形迥不相同。前接杨儒奏称 ,

华民赴墨 , 工值虽廉 , 而土客可以相安 , 商税虽

重 , 而开垦之人可以迩免。且一经认垦 , 即为永

业。⋯⋯此约一定 , 于出洋华民生计不无裨益。”③

对于这段过程 , 伍廷芳在向清廷的奏折中做了如下

说明 :“光绪甲申、乙酉间 , 该国以立约招工来请 ,

久无成议 , 经前任使臣杨儒派员赴墨察看情形 , 拟

定约款 , 电总理衙门奏明筹办。旋以墨政府久无确

音 , 复由墨约暂难定稿缘由 , 奏明在案。⋯⋯臣接

任后 ⋯⋯驻美墨使阿斯比 (皮) 罗斯来美 , 复与议

谈 ⋯⋯现经厘为二十款。”④

根据这项条约 , 墨西哥得到了最惠国待遇和治

外法权。对于保护华工利益而言 , 最为重要的是条

约的第五款、第六款和第十七款。⑤

其实 , 早在 1899 年中墨立约订交之前 , 尽管

受到中国政府的阻止 , 但中国向墨西哥的移民一直

没有停止 , 且人数逐年增加 , 到 1895 年大约有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墨通商条约》、《出使美、日、秘国大臣伍廷芳奏墨西

哥约款已妥订情形折》, 载陈翰笙主编 :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1 辑 , 第 3 册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84 年 , 第 1241～1242 页。

《出使美、日、秘国大臣伍廷芳奏墨西哥约款已妥订情形

折》, 载陈翰笙主编 :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1 辑 , 第 3 册 , 北

京 , 中华书局 , 1985 年 , 第 1241 页。

《出使美、日、秘国大臣伍廷芳奏墨西哥约款已妥订情形

折》, 转引自沙丁、杨典求 :《清季我国和一些拉美国家的首次建交

及其影响》, 载《拉丁美洲史论文集》,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 1986

年 , 第 343 页。

《出使美、日、秘国大臣张荫桓咨呈总署告以墨西哥欲订

约而意在招工函》,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1 辑 ,

第 3 册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85 年 , 第 1239 页。

沙丁、杨典求 : 《清季我国和一些拉美国家的首次建交及

其影响》, 载《拉丁美洲史论文集》,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 1986 年 ,

第 3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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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0名中国人居住在墨西哥。两国签订商约后 ,

前往墨西哥的移民有了进一步的增长。1902 年后 ,

由伍学晃、黄兴国等开设茂利及中华轮船公司 , 先

后正式运载华人到墨西哥。除此之外 , 葡萄牙、法

国、英国的招工者也大量参与了将华工运至墨西哥

的活动。“斯时墨国口岸未有移民局之设 , 外人入

境 , 并无限制。”由 1902 年 3 月至 1921 年商约期

满 , 计入墨之华侨不下三四万人。① 虽然 1899 年的

中墨条约中加进了防弊条款 , 但是中国人出洋去墨

西哥的时候 , 仍然不免被外国招工商人的金钱诱惑

和虚假诺言所骗。去墨西哥的中国人有很多不是自

出旅费 , 而是由别人资助的。隐蔽的、但是组织很

严密的赊单办法暗中存在。1906 年间中国的三都

澳、福州和上海三处通商口岸 , 差不多同时都查获

法国和英国商人为墨西哥的罗莎利亚·宝琉铜矿诱

骗中国人出洋做工的案件。② 抵墨中国人一般在墨

西哥的太平洋沿岸港口登陆 , 然后被引导到劳动地

点。华工一般受雇于修建铁路和热带地区的农业

中 , 以及墨西哥北部的矿山中 , 工作契约规定的时

间通常为两年 , 工资很少超过每天 1 比索。

在墨西哥的契约华工的景况常常是惊人的糟

糕。1891 年 , 埃伊·劳伊公司的代理人向修建特乌

安特佩克铁路提供劳工 , 他向迪亚斯抱怨 , 他的

1 000名工人被分散在地峡两岸 , 很多人居住在难

以进入的工棚中 , 自从他们到来后就从未领到过工

资 , 他们还在挨饿。1899 年 , 差不多 500 名华工受

雇于墨西哥中央铁路的圣路易斯波托西 - 坦皮科支

线 , 他们向驻美国的中国外交官寻求救助。这些华

工反映 , 他们是被昂倭公司征募来的 , 开始以为将

受雇于英属哥伦比亚的维多利亚。但是到那里后 ,

他们被关在铁路机车内并被转运到蒙特雷 , 然后又

到坦皮科。他们每月只有 26 比索的工资 , 其中

5125 比索被扣除以偿还昂倭公司 , 12 比索支付饭

费 , 8 比索支付“衣服、靴子和鞋子”。他们抱怨 ,

“不论晴雨 , 我们都要辛苦劳作 , 要忍受各种各样

的困苦 , 不敢睁一下眼睛”, 一些华工被殴致死。③

华工境遇最差的地方是在尤卡坦 , 他们或者被

私人公司雇佣来修建铁路 , 或者受雇于龙舌兰种植

园。那里的条件如此之差 , 以至于在 1905 年墨西

哥城的中国领事到该半岛调查华工受虐待的情况。

1910 年 , 墨西哥罗莎利亚·宝琉铜矿公司发生虐

待、迫害在铜矿内做工的华工案件。受害华工分别

向中国外务部和中国驻墨西哥及美国使馆提出呼

吁 , 中国与墨西哥为此进行了长期交涉。④

三

在迪亚斯时期 , 华工对墨西哥的经济发展做出

了贡献。然而 , 进入 20 世纪后 , 墨西哥开始重新

考虑其对中国移民的政策。对华工的虐待招致了国

际舆论的批评和外交上的交涉 , 这自然使墨西哥政

府感到难堪。而且 , 中国移民也对墨西哥的法律和

秩序带来了一定的问题。例如 , 虽然中国移民的犯

罪率低于墨西哥的平均犯罪率 , 但是墨西哥外交部

经常得到中国移民进行赌博和开鸦片馆等犯罪活动

的报告。对此 , 中国驻美国公使梁诚在 1903 年

(光绪二十九年) 至外务部的信函中也有提及 :“今

墨国华侨已有数万 , 种种恶习 , 势所必有。”他说 ,

“其最著者 , 如开设烟馆 , 华洋男女群聚吸食一也。

开设赌场 , 日夕喧嚣 , 显干巡警禁例二也。私立堂

号 , 每因小嫌 , 辄行械斗三也。卫生不讲 , 疾病丛

生 , 衣服饮食 , 安于秽恶四也。不检细行 , 败俗伤

风五也。”⑤

但是 , 促使墨西哥政府对于中国移民政策转变

的最重要的原因 , 还是墨西哥国内对于中国移民的

敌意日益增强。最初 , 到墨西哥的中国移民绝大多

数是劳工。然而 , 许多劳工积累了少量资本后 , 转

而从事其他职业 , 如流动出售水果和蔬菜 , 或者开

洗衣店、旅馆、餐馆、商店等。1904 年 (光绪三

十年) 驻美国公使梁诚在给外务部的信函中提到 ,

“举沃克丹埠之华侨生业言之 , 共有商店七八间 ,

皆运中日杂货 , 销于华人最巨之店。⋯⋯洗衣间约

十间 , 餐馆约十间 ⋯⋯”⑥ 同年中国驻墨西哥参赞

兼总领事梁洵也写到 : “米利达 , 系于加敦省会 ,

地在墨都东南 ⋯⋯华侨人数 , 由二千五百以达三

千。大商店七家 , 其三牟外利 , 其四牟华旅 , 其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使美梁诚为祥陈华工在墨情况事致外务部函》, 载陈翰笙

主编 :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1 辑 , 第 3 册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85 年 , 第 1245 页。

《使美梁诚为墨西哥驰禁华人登岸事致外务部函》, 载陈翰

笙主编 :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1 辑 , 第 3 册 , 北京 , 中华书

局 , 1985 年 , 第 1243 页。

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6 辑 , 北京 , 中华

书局 , 1984 年 , 第 289 页。

Kennett Cott , “Mexico Diplomacy and the Chinese Issue 1876 -

1910”,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167∶1 , Feb. 1987 , p171.

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6 辑 , 北京 , 中华

书局 , 1984 年 , 第 287～288 页。

陈匡民 :《美洲华侨通鉴》, 载陈翰笙主编 : 《华工出国史

料汇编》, 第 6 辑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84 年 , 第 2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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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则茶丝磁绣俱有 , 而尤以爆竹为首屈。”① 在索

诺拉和下加利福尼亚 , 他们很快控制了制鞋和制衣

业。例如 , 到 1903 年 , 索诺拉州 37 家鞋厂中 , 华

侨至少拥有 10 家 , 每年生产 10 万美元商品。② 到

1910 年 , 他们控制了墨西哥北部许多地区的小额

贸易。据报道 , 他们在墨西哥城拥有资本达 100 万

比索的钱庄 , 并在纽约和香港开有分号。中国移民

取得最大成功的地方是在托雷翁 , 他们拥有一家主

要的银行和该市的一条电车线路。

需要指出的是 , 中国移民虽然在工商业领域取

得了一定的成功 , 但仍不能与其他外国集团和墨西

哥土著人相比。例如 , 1897 年索思沃斯主持索诺

拉州商业考察 , 在按地区统计的所有公司中 , 只有

一家华侨公司 , 即隋福崇制鞋厂。德国、美国、法

国和墨西哥商行都是作为主要的零售商和批发商占

据显著地位 , 而北美人大多经营矿业。索思沃斯认

为 , 低水平的不值一提的沿街叫卖的小商业、杂

货、缝纫、洗衣、厨师等正是贫穷的华人所擅长

的。③但是 , 正是由于中国移民不像欧美人那样投

资于墨西哥人无力经营的资本密集型企业 , 而主要

是从事一些墨西哥人自信能够做到的中等程度的经

济活动 , 这使得墨西哥人难以接受。因此 , 随着中

国移民从劳工转向商业和服务业 , 并在这些领域与

墨西哥人开始出现竞争 , 对于中国移民进行种族主

义的攻击愈演愈烈。中国移民时常被丑化为罪犯、

懒汉和本性残忍、吸鸦片者、赌徒以及可怕的沙

眼、脚气病患者等。这种情绪很快导致了暴力事

件。1886 年在马萨特兰发生了一起针对中国移民

的暴乱 , 在墨西哥城发生了几起无缘无故地袭击中

国移民的事件。1891 年 , 在诺加莱斯 , 因一家木

材工厂雇佣中国移民而激起了罢工。1894 年 , 在

蒙特雷发生了针对中国移民的暴力事件。到 1900

年 , 此类事件已屡见不鲜 , 一些企业因此避免雇佣

中国移民。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 , 墨西哥政府加强了对于入

境中国移民的健康检查 , 目的在于限制中国移民的

进入。1902 年 , 在墨西哥城设立了最高健康委员

会 , 并在韦拉克鲁斯和太平洋沿岸主要港口设立了

机构对入境的人和物品进行检查、观察和隔离。

1903 年后 , 墨西哥内政部制定防疫章程 , 规定

“嗣后华民来墨 , 应即遵照下开各款办理”。

1907 年 , 内政部敦促最高健康委员会对中国

移民的健康要求进行强制性的管理。到 1908 年 ,

确立了管理移民的固定程序。当时 , 中国移民大都

通过萨利纳·克鲁兹入境墨西哥 , 在这里 , 专门健

康检查员对于前来的船只进行检查 , 只有具有健康

证明并看上去身体健康的人方可下船。被允许上岸

的人要被关在属于轮船公司的房子里 , 隔离 10 天 ,

对他们以及他们的物品进行消毒。任何表现出生病

迹象的人都要被送回船上。政府官员、船主、移民

和外交人员之间的冲突时常发生。

为了对华人入境问题提出一项政策建议 , 1903

年 , 墨西哥内政部任命了一个以格纳罗·拉伊格萨

为首的委员会 , 研究中国移民和日本移民的问题。

但是 , 直到迪亚斯倒台前 , 该委员会也没有提交一

份正式的报告 , 政府除了加紧健康检查外也没有什

么新的举措。大量的中国移民继续进入墨西哥 , 反

华情绪继续增长 , 特别是在北部各州。政府意识到

墨西哥存在着一个“华人问题”, 但是政府内部的

利益冲突以及政府的惰性使它最终没能提出一项解

决方案。最终 , 随着 1910～1917 年墨西哥革命的

爆发 , 发生了严重的暴力性的排华行动。

(责任编辑 　鲁 　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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