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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美国“排亚”
风潮中的中国与日本移民

梁 兴 莉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１－１９

　　［摘　要］１９世纪后半期，中国移民大量赴美为美国西部的开发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很快就遭遇了白人

种族主义者的排斥。１９世纪末日本移民继而 赴 美，白 人 种 族 主 义 者“排 亚”的 矛 头 又 指 向 了 日 本 移 民。随

着排日移民法案的通过，日本移民大量进入美国之路也被堵死。在美国社会的排 日 运 动 中，部 分 在 美 华 人

虽然由于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而对排日运动持嘲讽的态度，但华人舆论的主流还是同情日本移民

的遭遇，感叹本国国力衰微，呼吁中日两国移民共同携手对抗美国的“排亚”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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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上美国对亚裔移民尤其是中国移民和日本移民的不公正待遇，学界已有大量研究。但对

于美国“排亚”风潮中中国与日本移民的关系，未见深入研究。本文首先分别梳理了美国排华和排日的

情况，在此基础上考察了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美国排日风潮中中国移民的反应。

一、华人移民与美国的排华运动

近代以来华人大量赴美，始自１８４８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引发的淘金热。为了解决劳动力严重不

足的问题，美国资本家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招募华工。加之鸦片战争后，中国战火连绵，老百姓内外交

困，生活难以为继，不得不铤而走险远赴重洋到美国淘金，成为华工。
由于美国西部地区的开发急需大量劳动力，在这个时期美国朝野对华工这种廉价劳动力总的来说

是持欢迎态度的。但是，由于当时美国西部处于高度无政府状态，加上美国本来就存在种族歧视等原

因，华人很快就受到歧视和迫害。尽管如此，由于对劳动力的需要，尤其是后来修建横贯大陆铁路对劳

动力的需要，美国仍对华工来美采取鼓励态度。华人对美国最为杰山的贡献也在于此，但直到近年华人

的贡献才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全面承认。
但正是随着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建成通车，大批劳动力从东部涌入西部，西部劳动力奇缺的

状况有所缓解。１８７３年美国东部爆发经济危机，大量失业工人从东部到西部寻找工作。华工以工价低

廉、任劳任怨著称，是白人工人求职过程中的主要竞争者。政客为讨好选民，迎合社会上的排华氛围，鼓
动政府出台一项又一项排华律令。１８７９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规定到达美国的船只，所载华工不得超

过１５名。１８８０年美国 政 府 又 迫 使 清 政 府 签 订 了 以 限 制 华 工 赴 美 为 中 心 内 容 的《中 美 续 修 条 约》［１］。

１８８２年美国国会变本加厉，又通过了《关于 实 施 与 中 国 人 有 关 的 某 些 条 约 条 款 的 法 令》，即 排 华 法 案。
该法案禁止十年内一切华工来美。以后，排华法案不断增补，对华人入境限制越来越严，不仅新华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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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谋生之路被完全断绝，就连原来允许留居美国的华工，一经离去，也丧失了再回美国的权利［２］。
自此以后直至１９４３年排华法案的废除，在美华人数量不断减少。一方面因为原有的华工或回国或

死亡，另一方面华工中绝大部分为单身男性，很难在美国繁衍生根。

二、日本移民与美国的排日运动

排华之后，美国西部对劳动力的需求仍然很高。亚洲的另一个人口大国日本，地狭人稠，明治维新

后处于现代化初期，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由于美国的工资更高，对日本人吸引力

很大，日本政府也顺势放宽了对国民移往海外的限制。日本劳动力输出的首选地是夏威夷，１９世纪９０
年代才开始大规模进入美国本土，其中以加州为最。有些日本人投入农业当中，其中不少人逐渐拥有小

块土地。１９０４年加州的日本人已经租借或拥有耕地５万英亩，１９０９年日本人在美国共耕种土地１５万

英亩，１９１９年达４５万英亩。１９１９年日本人在美国的农作物产值达６　７００万美元［３］。
面对越来越多的日本移民，加州的排外情绪再度膨胀。这首先表现在日本人的受教育权 问 题 上。

１９０６年１０月１１日，旧金山市教育局命令所有华人、日本人、朝鲜人的子女都要进入专为东方人设立的

“远东学校”。随后，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该事件转变为美日间的一场外交纠纷。当时，老罗斯福总统不

赞成西部的排日运动，最后联盟政府与加州地方政府达成妥协：旧金山教育局取消限制日本人子女就学

的政策，老罗斯福也同意与日本谈判限制移民的问题。美日两国政府经一年多的谈判，于１９０８年初签

订了一份“君子协定”，规定日本方面同意严格限制赴美的移民人数，除非那些“定居在美国的日本人父

母、妻子、子女”［４］。
“君子协定”并没有化解美国的排日情绪，美国司法界通过“小泽高男诉美国”一案剥夺了一代日本

人加入美国国籍的权利。１９０６年美国司法部长就命令各地方法院不得授予日本人公民权，但各地方法

院各行其是，有些仍准许日本人加入美国国籍。小泽高男生于日本，后到美国留学并居住。他要求加入

美国国籍，在屡次被加州地方法院驳回之后他起诉到最高法院。１９２２年最高法院判小泽高男败诉［５］。
面对加州的日本移民在农业领域的成功，排日主义者釜底抽薪，制订了一项又一项严厉的限制亚裔

移民拥有土地的法案。加州民法６７１条规定：凡居住本州者，盖有权取得、所有或处分一切动产或不动

产。而１９０７年２月加州众议院通过 “唯无公民权之日本人不得购置田地”的修正案。后来此修正案被

老罗斯福总统制止［６］５０－５１。之后加州众参两院又屡次提出对民法６７１条的修正案，终于在１９１３年加州

正式签署了“外国人购买土地禁令”。但日本移民利用该法案的漏洞，仍能够获取土地。随后，１９２０年

和１９２３年加州又通过了两个更为严厉的“外国人购买土地禁令”，彻底堵死了日本人在加州获得土地的

可能性，其他各州纷纷效仿，日本移民的美国梦被彻底摧毁［７］。
然而美国的排日主义者觉得这些还不够，１９２４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类似于“排华法案”的“排日

法案”。除外交官等情况之外，日本每年仅有４０人可以进入美国，不能取得美国公民权之外国人，一律

禁止入境。而当时除亚洲人外，其余各国都有取得美国公民资格的权利［８］。该项移民法当年７月１日

生效，日本国内群情激奋，日本政府宣布当天为“国耻日”。

三、排日运动中华人的态度和反应

２０世纪初，日本人移民美国的人数不断增加，而华人则不断减少，美国社会“排亚”运动的矛头因而

转向日本人。在美国的华人和日本人同为亚裔少数民族，在当时“白人至上”的美国社会同病相怜。华

人移民一方面同情日本移民的遭遇，一方面对比日本政府支持本国移民的坚定举措而感慨祖国的羸弱。

１９０６年日本移民子弟就学问题发生后，在旧金山发行的中文报纸《中西日报》大声疾呼，“观于日人

而我华侨可以起矣”，期盼华人团体众志成城，要求旧金山教育局公平处置华人学童不得差别待遇。同

时，该报对日本人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排日运动的精神非常羡慕。该报对照中国的“抵制美货”运动，指出

“反观日本，虽然蕞尔岛国，人口不若美国之众，幅员不似美国之广；然人心凝聚，万众一心，非不能与美

国一较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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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３年加州地方政府出台“外国人购买土地禁令”后，国内的报刊也给予了很大关注。《东方杂志》
就专门发表一篇题为《美国加利佛尼亚州之排日问题》的文章，详细介绍了加州排日运动的来龙去脉和

日本政府及民众反应。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发表感慨：“此次土地法案问题发生，旧金山之中国商会及该

埠华商等均以该法案之侵害华侨条约上之权利且与两国之邦交商业皆有损害，而剥夺华侨之生计尤为

苛酷。故曾于四月二十二日公托某议员代呈抗议书于上下两院议长。然以我国当局未与正式交涉，我

国国民置之不闻不见，以致毫无结果。以视日本，相去远矣。”［６］６１《中西日报》则呼吁中国移民应与日本

移民一道抗议白人加诸黄种人的不平等待遇，同仇敌忾。“夫以此等重大之问题，日人对之如此激昂，我
国人对之则如此沉默。就现在嘉省之实业，我国人或略少于日人，而嘉省农民所注视，亦多在日人而不

在我国。不知同是黄种，己为彼等所厌恶，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应如何声气应求，互为犄角。”

１９２４年“排日法案”出笼后，在美华人舆论颇为复杂。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在中国的

势力急剧扩张，大有吞并中国之意，国内民族主义的主要矛头就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海外华人与国内

声气相通，自然也对日本极为不满。１９２３年关东大地震后的混乱之中，多达４２５名无辜华人被日本暴

徒杀害，中国政府要求日方赔偿３０万元，日方却置之不理。而对发生在南京和庙街的日本人被杀事件，
日本政府却不依不饶，对中方提出每一名死者的赔款数额都高于３０万元［９］。两相比较，中国民众自然

憎恨日本的帝国主义强权。《中西日报》即嘲讽日本人如今“当悔自外同种”，“特不知口谈同种，口谈亲

善之三岛民族，亦觉悟否耳？”另一方面，在美华人毕竟与日本人处境相同，同情日本移民并谴责美国白

人种族主义还是华人舆论的主流。《中西日报》指出，“是美国此次移民新例之成，表面虽为藉此取缔日

人，实际又为永远取缔华人。日人窃取欧美狭小国家主义，自身曾立限制华人之法，重遗美人口实而无

以自白，深伤同种感情而惚不知悔。吾人固不暇为之哀，亦勿庸为之辩矣。惟此项移民新案既并所有亚

人包括于中，华人亦为亚人之一，又足妨碍中美改约机会，永使华人不得入境，则实有不能不诉诸公理，
剖陈利害，以作不平之鸣者在焉。国人勿仅视此案为日美两国之移民问题可也。”

综上所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不论是积贫积弱的中国还是迅速崛起而位居世界列强的日本，都

遭遇到了本国移民受美国政府和民众排斥的问题。中日两国移民大规模赴美有时间先后的差异，擅长

的经济领域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都对美国西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无一例外都受到美国白

人种族主义者的排斥。在这种情况下，华人移民对日本移民更多的是报之以同情和声援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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