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鸦片战争后东南亚华侨的人 口结构

庄国土

鸦片战争后臻 世纪 年代
,

东南亚各地 除退罗外 已先后被西方殖民者瓜分完毕
。

各

殖民政权逐步建立了有效的统治秩序
,

开始进行人口统计
。

尽管这些资料很不完整
,

但也给我

们对华侨人 口状况的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数据
。

这一时期是海外华侨社会发生突变和重要时期
,

由于契约华工大量出国和华人经济力量

增长
,

东南亚华侨的数量
、

职业
、

籍贯构成都发生重大变化
。

一
、

东南亚华侨人 口估算
、

分布与籍贯

印度支那

法国统治印度支那时期
,

对华侨出入境进行登记
,

有相应统计数字可稽
。

但由于大量华侨

不通过海关潜入印度支那
,

华侨人 口的自然增长数字也没有统计
,

因此其统计数据当与实际人

数相差甚远
。

根据法国殖民政府统计
,

年交趾支那 南析 华侨为 万人
,

其中约 万

住在西贡 —堤岸 ① 。

年
,

印度支那三国华侨人数为 万
。

年
,

整个印度支那华侨人

数为 万人
,

其中交趾支那 南忻 占一半以上
,

为 万
,

柬埔寨为 万
,

东京 北忻

万
,

安南 中析 人
,

老挝 人
。

华侨集中在南析
,

不仅有历史原因
,

还有现实的原因
。

一 世纪
,

明乡人
,

闽粤商民就聚

居在那里
。

世纪后期到 世纪初
,

南忻成为世界稻米的主要产区之一
,

又兼交通便利
,

贸易

发达
,

故成为吸引华人移殖的地区
。

由于华侨定居南沂历史悠久
,

与当地人通婚繁衍后代
,

因此

土生华人占有相当比例
。

南沂的明乡人有 万
,

柬埔寨的土生华人有 万
。

仅此两地的

土生华人约占印度支那华侨的 ②。

印度支那华侨从事工商业和手工艺者较多
,

多居住于城镇
,

而进入北忻的客家人多从事种

植
、

捕鱼等业
,

散布于乡间
。

据 年统计
,

仅越南的堤岸
、

西贡
、

百囊奔
、

海防四大城市就集中

了 万华侨
,

占当时华侨总数的 以上

印度支那的华侨籍贯分属广肇
、

潮州
、

福建
、

客家
、

海南五地
,

以广肇及潮州籍为多
。

据

年代统计资料
,

在越南华侨中
,

广肇籍占
,

潮州籍
、

海南
、

客家籍占
,

闽籍占 写 ③ 。

柬

埔华侨中
,

潮州籍最多
,

占 “
,

广雄占
,

闽籍
,

客家籍
,

海南籍占
。 ④

逞罗



逞罗的华侨人 口 估算向来出入最大
。

根据英人保灵
,

法人莫霍计 年估计
,

逼罗华侨为

万左右
。

年法国传教士巴诺果斯 所著的《逼 罗国志 》记载
,

全退人 口

万
,

华人为 万
。

但根据退罗政府 年的人 口调查报告
,

退罗华侨仅有 万人
,

其中曼

谷及其周围地 区占 ⑤ 。

据估计
,

世纪 年代
,

中国移民入境每年约 万人
,

其中约

定居当地 ⑥ 。

世纪末
,

每月进入曼谷的华侨有 人
,

尚有更多的人到逼南各地
。

根据

日退协会调查
,

一 年
,

华人移入约 万
,

移出 万
,

净出超 万
,

每年净增

万 ⑦ 定居在当地的华侨多与当地人通婚
。

因此
,

如果我们估计 世纪 年代逼罗华侨约

一 万
,

每年净增入境定居华侨 人
,

到 世纪 年代初
,

应有 万以上
,

加上人 口

自然增长率每年至少
,

那么退罗华侨人 口 当在 万左右
。

而根据 年退罗的人 口

调查
,

全国总人 口 人
,

华侨仅有 人
,

但是混血泰人有 万
,

占总人 口 的
。

这些所谓混血泰人
,

实即土生华人的别称
,

两者相加
,

合计 年退罗华侨为 万 ⑧ 。

由

此上推 年以前的退罗华侨人数
,

万当不为过
。

为什么退罗华侨的统计数字与实际相差如此之大呢 从上可以看出
,

最主要原因是华侨的

遥化
。

遥罗王室向来推行怀柔华侨的政策
,

土生华人很大程度上退化
,

登记为退人的华侨与逼

人有同等机会进入统治阶级上层
。

拉玛六世在位时
,

曾让廷臣中有中国血统者站到宫内右边
,

结果有 的廷 臣站到 了右边 ⑧ 这表明土生华人不但享有相当大的政治权力
,

而且也不用讳

言华人血统
。

另一原因是中国在退罗没有设立领事馆
,

第二代华侨只能登记为退人
,

因此
,

退罗

政府统计的华侨
,

只是那些入境定居而又不愿意登记为逼人的华人
。

退罗华侨遍布各府
,

但多数聚居在以曼谷为中心的下遇罗湾一带
,

籍贯仍以潮州人最多
。

年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统计
,

万退罗华侨中
,

潮州人占
,

有 万
。

年代史金

纳对华人籍贯的统计是 潮州人占
,

客家
,

海南人
,

广肇籍 福建人
,

其他

。 。

潮州人所占比例较 世纪中期更高
。

其主要原因是 鸦片战争后
,

由汕头出国的华工数

目巨大
,

其中有相当部分前往退罗
。

仅 一 年
,

从汕头经香港或直达东南亚的华侨有

人 。 。

据估计
,

潮州人移居退罗的人数
,

一 年为 万
,

每年为 万

一 年为 万
,

每年 万 一 一 年为 万
,

每年 万 。 。

缅甸

年
,

英人统治下的下缅甸省才首次公布人 口 调查
。

根据英人统计
,

仰光的华侨为

人
,

显然是大为缩小的数字
。

年
,

缅甸政府发布户 口 调查结果
,

全缅华侨人数为 万

人
。

此后每十年统计一次
。

年
,

缅华侨增至 人
。 。

世纪前期
,

下缅 甸华侨以闽人为多
。

其原因有二 直到 世纪末
,

中国帆船仍是华人

渡海入缅的主要运输工具
,

到缅甸的华舶以福建青头为多
,

闽人附船往缅经商做工
,

络绎不绝
。

世纪后期
,

英人统治下缅甸
,

很 多闽籍海峡殖民地华侨大量移入下缅甸
,

先到仰光
,

再转
· ·



赴缅南各地
,

少数闽商并深入上缅 甸
。

上缅甸华侨在缅侨中所占比例 已大为降低
,

其原因一方

面是下缅甸开发较快
,

华侨增多
,

另一 方面是以前华工聚集在波龙厂
,

年以后逐渐衰落
,

而聚居在八莫的华商也因英商 日益加剧的竞争而减少
。

据 年官方统计 乃 万华侨中
,

土生华人约占一半
,

其余一半则闽籍占
,

广肇籍占

,

闽粤华侨多居住在下缅甸地区
,

云南籍占 巧
,

多分布于上缅甸。 。

,

英属马来亚

英属新加坡
、

马来亚的华侨统计数字较为详细
。

英人为了巩固殖 民统治
、

发展经济的需要
、

每十年进行人 口调查与分析
。

据其统计
,

年英属马来亚华侨总数为 人
,

其中新加

坡华侨为 人
。

年全马华侨 人
,

其中新加坡为 人
。

据估计
,

世

纪 年代新马地区的华侨约为 万人
,

到 年激增了 倍
,

增长速度为南洋各属之冠
。

究

其原因
,

首先是英国最早进行产业革命
,

也是侵入南洋殖民地中资本主义政治
、

经济制度最先

进的国家
,

更懂得利用华侨的劳力
、

技术和资本发展近代产业经济
,

对华侨的态度也远较西班

牙
、

法国
、

荷兰等国家为宽容
、

灵活
。

其次
,

新马地区的华人社会也成长 出一批具有现代经营意

识的企业巨子
。

世纪后期
,

曾游历南洋的洋务派智囊马建忠记载
“

埠 槟城 中督理玛马克

谓
,

本埠殷商
,

尽 系华民 ” 。 。同治年《游历笔记 》载
“
新 加坡华人 皆闽广人

,

善贸

易
,

绅商富户甚多
。

其中华街
、

大小店铺
、

庙宇
、

会馆
、

戏园
、

酒楼
、

茶店咸备其间
,

闽人十之七
,

广

人十之二三
。 ”

华人企业的兴起 自然更能吸引华人移民
。

第三
,

槟榔屿
、

新加坡先后成为南洋华

工的集散地
,

相 比南洋其他地区
,

英属新马在利用华侨劳力上更为便利
。

新马地区经济的骨干

行业采锡和树胶
,

所用几乎全是华侨劳工
。

由于以上原因
,

新马地 区华侨增长迅速
,

且主要是民

住在经济发达的城市沿海和矿区
。

年
,

商业繁荣的海峡殖民地约有华侨 万
,

占总数的

采锡
、

种胶业发达的霹雳
、

雪兰羲两州约 万
,

占 。 其他六州一 共不足 移 。

据 年统计资料
,

马来亚土生华人 人
,

占华侨总数的
,

籍贯 以闽籍最多
,

占 以上
。

据 年统计
,

全马华侨挤贯构成有如下表

占华侨总数

福建籍

广肇籍

客家籍

潮州籍

海南籍

合计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写

资料来源 《南洋年鉴 》
、

《马来亚志 》
、

《东南亚之华侨 》
。

福建籍华侨且主要住在海峡殖 民地
,

占新马闽侨的一半以上
。

占海峡殖民地总数的



以上
,

广肇籍华侨主要在四州府 霹雳
、

雪兰获
、

森美兰
、

彭亨 和新加坡
。

潮州人散居各地 以海

峡殖民地及北马吉打地区为多
,

客家人主要分布在海峡殖民和四州府
,

以锡矿区尤甚
。

海南人

大多在丁加奴
、

柔佛和新加坡。 。

荷印地区

年
,

荷印地区华侨总数约 人
,

分布如下表
。

。年爪哇华侨分布表

爪哇和乌都拉 苏门答腊 加里复丹 苏拉威西 摩鹿加 帝仪
、

巴厘等

资料来源 《 年荷印统计年鉴 》
,

同见《南洋年鉴 》
、

《东南亚的中国人 》
,

何汉文《华侨概况 》
,

黄文

鹰《巴城华侨人 口分析 》

从上表可以看出荷印华侨人口 的地域变动 世纪初
,

荷印华侨集中在爪哇和西婆罗洲
,

其他地区的华侨不过 一 万 世纪中期以后
,

随着邦加
、

勿里洞锡矿的大规模开采和 日里

烟草业的发展
,

大批契约华工涌入苏门答腊 从 世纪 年代起
,

每年至少有 一 华

工进入苏门答腊
。

年到 世纪初
,

每年进入苏岛的华工均达万人
。

到 年
,

苏门答腊

的华侨人数已接近爪哇 而加里曼丹的华侨人数则大大下降
,

从 年的 人降到

年的 多人
。

究其原因
,

是金矿逐渐枯竭而其他行业又未及时发展所致
。

从印尼土生华侨的比例也可以看 出苏门答腊华侨迅速增长
,

主要是由于新移民的进入
。

年统计
,

出于 印尼 的土生华侨为 万
,

占
,

新客
,

指从中国或其他方新移入

的华人 为 万
,

占 但爪哇和马都拉地区的土生华侨占
,

西婆罗洲六万多华侨中土

生华人占
,

而苏门答腊 岁以上的华侨中新客占
。

以 年的 比例上推
,

年

苏门答腊新客的 比例还会更高
。

在爪哇和马都拉
,

华侨居住在城市者占
,

在乡镇者
。

而在外岛者多居住在乡镇
,

为
,

在城市者
。

根据 年统计
,

印尼华侨绮贯构成如下

籍 贯

福建

客家

广肇

潮州

其他

合计

总 数 在华侨人 口 中的比例

写

写

写

土生华侨比例

写

资料来源
“ ” ,

荷印统计局资料

从上表可以看出
,

人数最 多的福建人中土 生华侨比例最高
,

为
,

广肇籍与潮州籍最

少
。

各籍华侨中土生华人比例的巨大差别主要是因为契约华工的大批移入
。

在鸦片战争前
,

爪

·



哇的闽人还占华侨总数的 以上 在西婆罗洲
,

客家人占绝大多数
。

而鸦片战争后大批出国

的华工以广东各属府县为主
,

占 写以上
,

闽属各府县不到
。

以粤籍为主的契约华工大批

进入印尼
,

构成粤属华侨的主体
,

而闽籍华侨新客较少
,

已经以土生华为主体了
。

西婆罗洲的客

家籍华侨和情况也是如此 世纪初期
,

西婆罗洲的采金业衰落后
,

新客罕至
,

旧客移出
,

华侨

人 口 呈下降趋势
。

几代以后
,

自然也以土生华人为主体了

英属婆罗洲包括沙捞越
、

纳闽和文莱
。

根据 年统计
,

北婆罗洲有华侨 人
,

客属

占
,

其次为广肇籍
,

占
,

闽人仅占 纳闽华侨 人
,

闽侨占一半 文莱华侨

人
,

闽人与客家人各占
。

从 世纪中期到 世纪初
,

菲律宾华侨迅速增长
。

当时一位西班牙作者说 在过去儿年

中
,

菲律宾群岛的华人移民的可怕增长引起了有思想和具有爱国热情的人严密注意
。

年

菲律宾华侨数量 已达 人
。

年
,

美西爆发争夺殖民地的战争
,

美军进攻马尼拉
,

战乱

期间
,

华侨大量移出
,

据 年美国殖民当局的人 口调查
,

菲律宾华侨仅剩四万人
。

在马尼拉

有 一 万人
。

美治时期
,

在菲律宾实行 自由贸易政策
,

各项新产业发展很快
,

也造成对华侨工

匠
,

商贩的需求
。

因此尽管美国殖民当局严格限制华人进入菲律宾
,

但华人仍想方设法用各种

合法
、

非法手段入境
。

仅在 年
,

菲律宾就在棉兰老岛和苏禄岛发现从婆罗洲入境的

名华人
。

他们虽被逐回
,

但不久又从同一通道进入菲律宾
。

据美国殖民当局的人 口调查
,

年华侨人数为 人
,

其中男性为 人
,

女性 人 而实际华侨人数远超过这个数

字
。

因殖民当局限制华侨入境甚严
,

大量非法入境者不敢以华人身份登记
。

此外
,

有相当多土

生华人没有被统计为华侨人 口
。

据 日人 田寿村
“

南洋通报社
”

估计
,

年正式登记的华侨为

万
,

加上入境后及信基督教华人用菲名登记者
,

总数应达三四十万气这个数字还未加上

土生华人
,

若以实际华侨当三倍于美国殖当局的统计数字的话
,

年菲律宾华侨总数当在

万以上
。

菲律宾华侨 以上是闽南人 其中晋江人占 写
,

其余为广东及其他省籍的人
。

马 尼

拉及近郊集中了近一半华侨
,

其余的华侨散布于各省各地
。

综上所述
,

到 年前后
,

东南亚华侨总人 口 约为 万左右
,

其中潮籍人最多
,

约

万
,

其次为福建
、

广肇
、

客家
、

海南等各籍人
。

详见下表

籍 贯

潮州

福建

广肇

客家

海南

其他

合计

人数 万 国 别

印度支那三国

退罗

缅甸

马来亚

印尼

菲律宾

人数 万

万 万



二
、

东南亚华侨的职业构成

东南亚华侨职业构成的一般情况

世纪初期
,

华侨的职业构成没有具体统计资料
,

也没有像三十年代以后那样有抽样调

查作为参照数据
,

现只能综合零星材料予以大概描绘
。

印度支那华侨的职业构成大致受传统和籍贯两方面的影响
。

以明乡人为主的土生华人从

世末以来即定居南沂和下柬埔寨一带
,

多从事传统的垦殖业
。

清初以来前往越南的福建华

侨主要从事商贩活动
,

鸦片战争以后到越南的闽籍华侨也多操此业
。

海南帮多从事胡椒种植和

家庭仆役 潮州人大量涌入越南则是鸦片战争以后作为契约华工去的
,

仅占越南华侨总数的

,

多数进入种植业
、

航运及工厂里的劳工大军 广肇籍则以商贩和工匠居多
。

退罗的商业尽管大多是华侨经营
,

但也不是大部分退罗华侨从事商业
。

潮州人很多定居于

农村地区
,

种植胡椒
、

水稻
、

树胶
、

白薯
、

柑桔等
。

曼谷以外的广大农村到处都有潮州人从事种植

业
。

退罗的大米
、

木材
、

火碧
、

土产等工商业也多由由潮州人经营
。

广肇籍华侨多为各式工匠
。

客家
、

海南人多为劳工阶层
,

从事莱农
、

果农
、

家佣
、

手工业等
。

福建人则经营采矿
、

橡胶
、

园艺
、

茶行等业
,

是各籍人中从商比例最大的
。

但泰南的矿工有很多也是来 自福建的华工
。

上缅甸的云南籍华侨以矿工为主
,

其次为木工和蔬菜种植
。

下缅甸的华侨大多经商
,

以闽

籍华侨为主
,

但多为小商贩
,

其次为各类工匠
。

下缅甸的重要商业多为英人和印度人掌握
。

南

部土瓦矿工多为粤侨
。

缅甸木工几乎全是广东帮
,

店员则多为闽侨
。

据 年英人统计
,

全缅

甸华侨从事商业者
,

其中雇员占大多数
。

木匠
、

金属和皮革加工业及其他行业占
。

从

事商牧业及蔬菜种植者占
。

英属马来亚 自 年始有详细的职业调查
。

该调查将马来亚各族的职业分为 项
,

即渔

捕
、

农耕
、

采矿制造
、

运输
、

商贾
、

公务
、

服务
、

娱乐
、

侍役及其他
。

有职业的华侨从事农耘者占

,

从事商业者
,

从事制造业
、

运输者
,

从事矿业者 。 。

本世纪二十年代
,

南洋

地区的经济格局基本形成
,

因此
,

这份职业调查报告在就业 比例上
,

相当程度地可用作二十年

代的参考数据
。

一般地说
,

闽南籍华侨在商贸行业占优势
,

拥有相当资本
,

但其中大部分是店员

或小商贩
,

多居住在城市
。

居住在四州府的闽籍华侨则大部分从事农
、

矿
、

渔业
。

客家
、

海南人

大多充当矿山
、

种植园劳工
。

相当大部分潮州华侨从事种植业
,

小部分经商
。

广肇籍华侨多从

事工匠
、

商贩业
。

。年
,

荷印政府统计局所作的人 口 调查为华侨的职业构成提供了较详细的材料
。

这些

材料也基本上能反映 出二 十年代印尼华侨的职 业状况
。

根据统 计报告
,

年
,

华侨人数

人
,

从业人员 人
。

在从业人员中
,

商业占
,

种植业 写
,

矿业
,



从事工业者 制造
、

运输等 线
,

其余为自由职业和其他行业
。

闽籍华侨从事商贸者多
,

潮州
、

客属华侨从事种植
、

采矿业者多
,

广肇籍华侨从事手工亚者多 见下表 。 。

职职业类别别 福建籍籍 客家籍籍 潮州籍籍 广府籍籍 其他他 合计计

原原始生产产

手手工业业
。 。 。 。 。

交交通运输输
。 。 。

商商业业
。 。 。 。

自自由职业业
。 。 。

公公务员员
。 。 。 。

其其他他
。 。 。 。 。

合合计计
。 。 。

从从业人数数
、、

朋

爪哇是印尼的商贸中心
,

居住在爪哇的华侨多从事商业
、

在外岛者多从事矿业
、

种植业 见

下表
。

爪 哇

原料生产业

工业

运愉业

贸易和商业

自由职业和艺术

公职人员

其他职业

写

。

,

。
·

”

仁
一

一
—

斗

总计人数 ‘ ‘

菲律宾华侨主要从事商业经营
。

据 年菲律宾税务局统计
,

华侨有零售商店 家
,

批发商店 家
。

华侨商店通常雇佣的是登记在册或以菲名登记的华侨
,

经营一间商店通常

需 人左右
,

而华侨商店可吸收华侨就业
,

人
。

根据 马来亚万面的情况
,

华侨从业人 口约

占华侨人 口总数的
。

因此可以大体推测
,

年
,

菲律宾华侨应有 万人 口 以商业为生
,

加上其他以菲籍名义登记的华侨也有部分是开商店者
,

我们可以说
,

这一时期 ”万华侨至少
· ·



以商业为生
,

其余 场 从事制造业
、

手工业等行业
。

影响华侨职业构的几个因素

”籍贯因素
。

世纪以前
,

福建籍和广肇籍华侨多从事商贸活动
。

福建人在东南亚经商

贸易历史悠久
。

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到清代前期
,

闽南人几乎独揽中国人在南洋的航海
、

商贸活

动
。

定居在南洋各地的闽人子继父业
,

加上闽南与南洋持续不断的贸迁来往
,

直到 世纪初
,

南洋闽籍华侨在商业上还是独占鳌头
。

清代中期以后
,

广东与南洋的贸易往来有较大发展
,

广

肇华侨来自商贸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
,

自古有经商传统
,

有不少人在南洋从事商贩活动
、

潮

属澄海港历来是粤东通商门户
,

潮人在逼罗的发展条件更是得天独厚
,

奠定了潮侨在退罗商贸

业占优势的基础
。

华侨出国多是依亲靠友
,

形成同一籍贯者从事相似行业的情况
。

因此
,

很多

闽籍华侨和相当部分广肇华侨及退罗潮侨从事商贸活动
。

海南
、

客家籍华侨大多来自山区
,

以

农耕为生
,

本身既无商贩传统
,

海外又无经商亲友提携
,

因此大多加入劳工行列
。

不同时期 出国的因素
。

世纪
,

东南亚 尚未大规模开发
,

华侨多在沿海埠头从事商贸

活动 世纪以前
,

近代产业尚未进入东南亚
,

仍有相当部分华侨经商 鸦片战争以后
,

到南洋

的华侨大多是契约华工
,

以满足当地矿区
、

种植园
、

交通
、

制造业等对劳工的需求
。

这一时期出

国的华侨
、

无论是福建
、

潮州
、

广肇
、

客家或海南籍
,

绝大部分都是劳工
。

大规模的华工出国根本

上改变了南洋华侨的职业 比例
,

使华侨劳工人数远远超过商贩人数
。

居住地域的因素
。

世纪以前
,

除西婆罗洲
、

缅北的矿区外
,

华侨大多居住在城镇或近

郊
。

鸦片战争以后
,

深 山僻壤
、

林间海隅都遍布华侨足迹
。

一般说来
,

居住在城镇的华侨有半数

以上从事商贩行业
,

而在农村
、

矿区
、

种植园
、

林区
、

华侨绝大多数是劳工

无论华侨从事何种行业
,

绝大多数都是劳动人 民
。

据 年英属马来亚华侨的就业统计
,

雇主只相当于从业人员的
,

非雇主的劳动者 包括受薪者
、

自雇者
,

如 自耕农
、

不雇工的商

贩等 占 纬气 年代的企业集中与兼并应当甚于二十年代
,

而且英属马来亚是南洋工商业

最发达的地区
,

雇主 比例会更高
。

因此
,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
,

南洋华侨的 以上都是

普通劳动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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