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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介绍了移民网络理论 , 并运用移民网络理论分析了侨乡青田移民网络的形

成、特点、演变、运作机制、发展趋势及其对移民潮的影响 , 认为移民网络是青田移民的

主要途径 , 是侨乡的重要社会资本之一 , 也是侨乡移民潮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移民的发

生、方向、过程和持续都是由移出地和移入地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历史条件促成的 ,

当条件产生变化 , 移民雪球滚动的速度自然会发生变化 , 或加速 , 或减速 , 甚至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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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theories of migration network are crucial in study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is article gives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to the migration network theories while examining the formation , characteristics ,

evolution , operational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emigration network established in the Qingtian

Qiaoxiang , as well as its impact on the local emigration wav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emigration network

is not only the major vehicle for the transnational outflow of local people , but is also part of the important social

capital in Qiaoxiang , ensuring the continuation of emigration flow. The author concludes by emphasizing that

the occurrence , direction , process and continuation of emigration are subject to , or regulated by the social ,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of both societies of origin and target . When certain conditions change , the

rolling speed of migration snow ball would also change accordingly , either speed up , or slow down , or even

completely stop .

　　国际移民问题已经成为 20 世纪以来全球

性的问题。为了解释国际移民现象 , 西方学者

提出了一系列国际移民理论框架。随着移民网

络的作用被当代国际移民学界日渐重视 , 移民

网络理论研究不断深入。这一理论解释了移民

动因消失后迁移仍持续的原因 , 强调移民网络

一旦达到一定规模就可以自我复制 , 网络迅速

扩张 , 导致移民人口迅速增长 , 从而引发移民

潮。在中国侨乡 , 社会资本主要构建于侨乡人

与业已在外定居之亲友同乡之间的移民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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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浙江侨乡青田既是拥有悠久移民历史的老

侨乡 , 又是新移民潮持续活跃的重点侨乡 , 已

经成为学者们重点研究的对象 , 有不少研究成

果相继问世 ,
[1 ] 但是运用西方移民理论分析侨

乡移民潮的研究成果为数不多。青田县是浙江

省乃至中国著名的侨乡 , 地处浙南山区 , 海外

青田人几乎与县内居住人口持平 , 且主要集中

在欧洲。那么 , 地处浙南山区的青田如何与遥

远的欧洲建立起联系 ? 这种联系如何保持并发

挥作用 ? 本文重点运用移民网络理论 , 分析侨

乡青田的国际移民现象 , 特别是移民网络的形

成、演变及其对移民潮的影响。

一、移民网络理论

　　20 世纪以来 , 尤其是近三四十年 , 为了解

释国际移民现象的复杂和多面性 , 来自西方社

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相继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模

型及分析框架 , 国际移民理论研究随着历史变

迁显示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和趋势。西方学者的

国际移民理论研究成果颇丰 , 相对而言中国学

者的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丰富。[2 ]

国际人口迁移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学

界普遍认为 , 近现代历史上大规模的国际移民

潮大致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 第一阶段为重

商主义时代的国际移民 (1500 - 1800 年) , 主

要标志是欧洲殖民主义主导下的海外移民 ; 第

二阶段为工业化时代的国际移民 (1800 - 1950

年) , 主要标志仍是欧洲主导的海外移民 ; 第

三阶段为后工业化时代的移民 (1960 - 1970 年

代末) , 标志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向发达国家

迁移 , 移民输入国的数量和范围迅速扩大 ; 第

四阶段为全球化时代的移民 (1980 年至今) ,

而且仍在日益蓬勃发展中。[3 ] 伴随着全球化浪

潮 , 国际人口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跨境迁移 ,

“21 世纪是移民的世纪”成为国际移民学界的

共识。

1885 - 1889 年 , 美国学者埃内斯特·乔治·

莱文斯坦 ( E. G. Ravestein) 发表了《移民的

规律》 ( The Laws of Migration) , 提出了移民的

十一条“规律”, 他指出 :“诸如峻法酷律、苛

捐杂税、恶劣的气候、糟糕的社会 , 以及强制

行为的存在 (如奴隶的买卖和贩运) 等等 , 都

曾造成并引发人民的背井离乡 , 但这些移民在

规模上远不如致富的本能引发的移民大潮。”[4 ]

他的研究开创了移民规律“一般性研究”的先

河 , 莱文斯坦因此成为公认的现代移民研究的

奠基人。在此基础上 , 赫伯尔 ( R·Herberle)

于 1938 年提出了著名的“推拉理论” ( Push2
pull theory) , 这一理论影响至深。此后 , 国际

移民理论出现了大量新概念、模型和分析框

架。道格拉斯·梅西 (Douglas S. Massey) 将国

际移民理论分为解释移民原因和移民持续的理

论方法两类。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双重劳动力

市场理论、劳动力迁移新经济学理论和世界体

系理论试图解释移民的原因 , 而移民网络理

论、累积因果关系理论和移民系统理论则试图

解释移民持续现象。

伴随着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工业国家

经济衰退 , 劳工需求减少 , 移民的结构也发生

了变化。尤其是近二十年来 , 大部分前往工业

化国家的移民都是以家庭、朋友等社会关系网

络为基础的迁移。这一趋势反映了移民流向的

成熟化 , 移民通过以家庭、朋友等社会关系链

为基础的社会网络 , 保持国际迁移的持续。这

些新趋势向旧有的理论框架提出了挑战 , 继而

国际移民理论有了更新的发展 , 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就是移民网络理论 ( Migration Network

Theory) , 也 称 移 民 网 络 社 会 资 本 理 论

(Migration Network Social Capital Theory) 。移民

网络理论和社会资本的研究由来已久 , 而将移

民网络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挂钩 , 将移民网络

视为社会资本的却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

人口社会学家道格拉斯·梅西 ( Douglas S.

Massey) 及其合作者 , 他们在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和詹姆斯·科尔曼 (James

Coleman) 的“社会资本理论”基础上于 1987

年首先提出。移民网络是在原籍地或迁入地的

迁移者、从前的移民和非移民之间基于亲友乡

邻关系所建立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移民

网络降低了迁移的风险和成本 , 提高了移民对

回报的期望 , 从而增加了国际迁移的可能性。

关系网络形成了一种易使人们获得海外雇佣机

会的社会资本。一旦移民数量达到了一定规

模 , 网络的扩张就降低了迁移的成本和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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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的机率提升 , 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迁移 ,

这反过来进一步扩张了网络。[5 ] 在提出这一理

论之后的二十年间 , 以道格拉斯·梅西为首的

支持这一理论的学者们 , 一直在不断丰富完善

移民网络理论 , 并运用它解释了大量的移民现

象。移民网络理论作为一种人际结构 , 介于个

人决策的微观层面与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之

间 , 不仅在理论上可以解释移民现象持续的原

因 , 并且有助于预测未来移民的趋势。在当代

国际移民理论研究中 , 这一理论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点。梅西及其同事们的研究解释了移民动

因消失后迁移持续的原因 , 强调了移民网络的

重要性并使理论体系化 , 凸显了社会网络对移

民的深刻影响力。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大陆的跨国

移民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 , 已有部分学者尝试

运用移民网络理论分析中国跨国移民现象。[6 ]

但用移民网络理论分析中国跨境迁移现象尚处

于起步阶段 , 侨乡和海外华人日益制度化的跨

国移民网络的形成 , 已经成为中国沿海侨乡的

重要社会资本之一 , 是中国沿海侨乡后续移民

活动长盛不衰的最为重要的原因。这一理论强

调社会网络对人们移民行为的影响 , 符合中国

社会注重人际关系的传统文化特点 , 符合中国

当代国际移民现象的客观规律 , 值得我们进一

步关注与探讨。

二、青田人移民网络的形成与演变

　　“青田石”与青田移民网络最初的形成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青田县是全国著名的侨

乡 , 华侨历史已有 300 多年 , 清初已有县人侨

居国外。青田地处浙南山区 , 山多地少 , 地理

条件恶劣 , 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 , 经

济发展相对滞后。在不利的自然条件中 , 青田

人开采“青田石”并加以艺术性的再加工 , 形

成特有的青田石雕文化 , 成为青田人最初出国

的基本媒介。而青田跨国移民的风行又是得益

于在海外“贩卖青田石致富”的传说。青田人

普遍认为 , 青田石与青田人出国有密切渊源。

关于“青田石与青田人移民”的关系 , 李

明欢教授的看法比较深入。她认为 , 重要的是

剖析“青田石”之说在当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

及其所产生的特殊社会功能。当人们在贫穷中

渴望改变现状时 , “贩销青田石”指给他们一

条充满希望的致富道路 ; 人们在“乐意”相信

此说的社会氛围中 , 走向了遥远的欧洲。[7 ] 可

以说 , 青田人用“青田石”铺出了跨国移民网

络的起点 , 而移民网络是在早期移民潮中逐渐

形成的。

早期青田移民潮的兴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后。民国六年 , 北京国民政府宣布参加第一

次世界大战 , 英、法等国在中国招募大批劳工

赴欧洲参加战地服务。是年冬 , 青田县政府开

展招募工作 , 凡报名者均被录取 , 共招募

2000 多人 , 战后大多定居欧洲 , 其中在法国

就有 1000 多人。[8 ] 这 2000 名青田赴欧华工是

一次出国的最大批量 , 使海外青田华侨人数急

剧增大。早期陆续赴欧行销青田石的“图书

客”与一战赴欧华工为青田人早期移民潮奠定

了基础。继而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了青

田人赴欧洲移民潮 , 约有 215 万青田华侨在这

个时期生活在欧洲。[9 ] 青田早期移民潮基本上

是以移民欧洲为主 , 青田华侨集中欧洲的格局

也由此形成。

青田移民网络是在早期移民潮所构建的海

外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早期的海外移民没有

任何社会网络资源可以依赖或利用 , 凭借着冒

险精神出国打拼。因此 , 他们的移民成本最

高。一旦第一批移民在海外站稳了脚跟 , 后续

的迁移行为便开始了。例如 , 青田方山乡龙现

村、阜成乡周宅村 ,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有大

批人被带到海外 , 成为著名的华侨村。[10 ] 这与

中国人浓厚的家族观念有关。在中国人的传统

观念中 , 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占有极其重要的

地位。所以 , 青田移民往往是亲带亲、故帮

故 , 一个人出国了 , 全家相继移民海外 ; 一个

家庭出国后 , 又以同胞、同宗和联姻关系将另

一个家庭成员进而整个家族带出国 , 形成了这

个地区特有的移民网络 , 推动了移民潮的

发展。

青田早期先锋移民依靠冒险精神为后续的

移民打下了基础 , 家乡的潜在移民在先锋移民

的帮助下陆续迁移 , 逐渐编织移民网络。移民

网络是连接迁出地与迁入地的迁移者、从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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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和迁出地居民间的内在网络 , 这一网络可

以提供有价值的社会资源 , 增加人们决定移民

的概率。[11 ]显然 , 移民网络在青田移民跨境迁

移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 并为移民潮的延续

打下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 , 青田的移民网络经历了几

近断裂、逐渐恢复和重新活跃的不同阶段。其

间 , 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

青田人国际移民也经历了从低潮到逐渐兴起、

迅速高涨的时期。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时 , 受

诸多因素的影响 , 中国大陆采取了极其严格的

出境管理规定 , 从法律上将出国的合法途径限

制到最小。这一时期 , 无论是移居海外 , 还是

回乡探亲 , 都出现人数少、规模小的现象 , 华

侨与侨乡的联络几乎隔绝。这段时期 , 青田的

移民网络几近断裂 , 但是青田移民海外的涓涓

细流并没有完全停止。二战后 , 欧洲政治相对

稳定、经济随之好转 , 有利于华侨创业发展 ,

早期移居欧洲的老华侨在艰辛创业中发展 , 已

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就 , 但他们的事业面临人手

短缺的问题 , 急需亲人继承、发展产业 , 但是

却难以从位于中国大陆的家乡“带人出来”。

老移民想方设法利用一切可能从家乡带来至

亲 , 如荷兰的青田华侨以拥戴社会主义祖国者

居多 , 因此 , 返乡时 , 他们即以“爱国华侨”

的身份 , 争取家乡父母官对其身份认可 , 进而

提出“父子团聚”,“事业发展需要帮手以便日

后更好支持家乡建设”等合情合理的要求 , 使

家乡有关部门对其网开一面。[12 ] 但是 , 随着出

国审批制度日益严格 , 侨乡出国一度比其它地

区更难。青田县 1954 年全县申请出国仅 3 人 ,

但均被卡住不放 ; 1955 年申请者 7 人 , 批准 3

人 ; 1956 年申请有 3 人 , 全数放行。[13 ] 而形成

鲜明对照的是 , 移居青田县以外的青田人 (包

括归侨) 申请出国 , 当地审批比青田明显宽

松 , 出国容易得多。如余杭县 (现杭州余杭

区) 闲林镇归侨农场 , 是旅欧青田归侨兴建

的 , 1956 年农场归侨申请再出国 , 全数获准 ,

都返回意大利。建国后第一个悉数移居巴西的

家庭是周继文的妻子、子孙们 , 也是从外地离

开的。[14 ]移民的过程也是千辛万苦 , 有的一等

就是半年、一年 , 有的还要再转道第三地或第

三国。虽然出国面临着种种困难 , 但青田人依

托亲缘紧密的移民网络 , 延续着移民之路。从

1950 年至 1959 年 , 全县批准出国 152 人 ,

1960 年至 1965 年 , 全县正式批准出国 124 人 ,

1966 年至 1976 年 , 批准出国 91 人。[15 ] 由于国

内要获准出国不易 , 这段时期出国移民仅仅是

少数人的个体行为 , 移民潮处于低谷。

大约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起 , 移民网络

逐渐恢复 , 兴起了新一轮的移民潮。随着

197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

位 , 西欧各国相继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大使级外

交关系 , 在西欧的老华侨纷纷以“家庭团聚”

为由 , 向所在国政府申请自己在中国家乡的亲

人移民入境。青田申请及获准出国的人数就开

始明显上升了。老华侨与家乡恢复了联系和互

动 , 青田的跨国移民网络也得到了恢复。青田

人如果想出国谋生 , 必然会找到同乡或同宗族

在海外已立足的兄弟帮忙 , 而后者也认为有义

务为对方提供从移居到谋生的支持。70 年代

后较早从侨乡出国者 , 几乎都在国外有“十分

过硬”的亲缘关系 , 他们抵达移居地后都有人

接待 , 有人帮忙安排食宿并直接提供或帮忙寻

找工作机会 , 新来乍到者往往很快就可以进入

打工赚钱的新生活。而新移民传回的信息 , 更

令圈外人羡慕不已 , 在移民网络以外的人就会

绞尽脑汁进入这个圈子。由于“侨眷”在获得

出国护照及取得入境签证上都占有优势 , 因

此 , 在青田就出现了有亲靠亲、无亲“找”亲

之风。于是 , 人们通过传统的子女联姻、儿女

过继“建立”起人为的亲缘纽带 , 跨国移民网

络由此更新和扩张 , 吸引更多的新移民。

1978 年改革开放后 , 国家出入境政策放

宽 , 青田人移民网络重新活跃并走向成熟 , 出

国人数激增 , 形成了青田移民海外的新高潮 ,

并延续至今。据青田县 2006 年侨情调查数据

显示 , 全县共有华侨华人 146825 人 , 其中华

人 31886 人 , 归侨 85 人 , 侨眷 118252 人 , 分

布在世界 5 大洲 84 个国家 ; 另外 , 青田县侨

联对温州市青田籍归侨侨眷联谊会、杭州市青

田籍归侨侨眷联谊会以及丽水、上海、北京等

地的青田华侨做大致统计 , 发现有 514 万名青

田籍华侨以这些国内城市为主要联系地 ,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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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参加的仍是青田同乡会 , 并一直自称为

青田华侨 , 但是在青田本地已无法具体统计在

内 ; 再加上调查存在的漏报率、在国外的青田

华侨二、三代以及整个家族以及旁系全部移民

国外而无法调查的对象 , 所有这些人全部计算

在内的话 , 青田县估计共有在外华侨 2212 万

人。[16 ]
20 世纪 70 年代末迄今出国的青田人为

目前国外青田人的主体 , 新移民大都是与移入

国老移民有某些联系的人 , 利用先辈在欧洲业

已奠定的移民网络基础 , 以连锁迁移为途径 ,

通过“家庭团聚”、“继承财产”、“餐馆劳工”

等方式 , 大量移民海外。潜在移民与先前移民

的联系构成了一个不断延伸的跨国移民网络 ,

中国人的亲缘关系与宗亲观念是维系网络的纽

带 , 社会网络在提供移民信息、就业机会、创

业商机等方面 , 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

已有网络会促成新网络的产生 , 而迁移本身也

不断促进社会网络的延伸 , 这是动态变化的过

程。任何涉及移民的社会信息一旦进入网络内

的信息圈 , 就会迅速传播。每一个已经出国的

乡人都可能是新移民链的起点 , 由此如滚雪球

般配带出一批后续的移民。这样的现象很普

遍 , 以“郑氏家族侨谱”中郑氏家族的连锁移

民为例。1936 年 , 郑氏家族的第一代郑严银

先生 , 率次子和侄儿赴法国谋生 , 靠沿街叫卖

糊口 , 生活极度困苦。历经几代人六十年漫长

的艰苦奋斗 , 终于在事业上获得发展 , 具有一

定的财力 , 家族出国人数也大为增多 , 如今已

多达 153 人。[17 ] 移民网络的扩大 , 为青田人在

海外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与空间 , 这也是

青田移民潮持续高涨的重要原因。

三、青田人移民网络的运作机制

　　在中国 , 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 , 都体

现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参与网络 , 如

因血缘、地缘、业缘等因素而构成的关系网

络 , 目前在中国农村 8315 %的人是和亲属、

朋友或同乡外出的。[18 ] 可见 , 侨乡移民网络的

形成是以既有的社会关系为基础 , 具体有两个

特点 : 其一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已经存在

并天然形成的 ; 其二是这种关系原本是非功利

性的 , 但是在移民过程中进行了工具性的使

用 , 诸如血缘关系的利用、姻亲关系的利用、

同乡与同学关系的利用等。梁漱溟在谈到中国

社会的“本位”问题时提出 , 中国社会既不是

个人本位 , 也不是社会本位 , 而是关系本

位。[19 ]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模式 , 形象地

说明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本位“以已为中

心 , 像石头一般投入水中 , 和别人所联系成的

社会关系 , 不是团体中的分子一般 , 大家立在

一个平面上 , 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 , 一圈圈推

出去 , 愈推愈远 , 也愈推愈薄。”[20 ] 中国的社

会结构特点即是以“差序格局”为基础的 , 尤

其是在农村 , 人们之间的关系主要以“差序格

局”为表现形式 , 家庭、家族、亲属等初级关

系作用明显 , 而以职业、共同兴趣和其他共同

经历为基础建立的次级关系在人们生活中表现

出的作用次之。

家族宗族、亲属关系、邻里等社会关系构

成了侨乡移民网络的基础。家庭单位是移民网

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家族和家庭都是家庭单位

的代表元素。家庭单位是支持单位 , 他们有自

己的结构特征 , 即移民的倾向和模式。一些研

究表明 , 移民的动机、能力、模式受到家族的

资源水平、年龄、性别结构以及家庭生活周期

的影响。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家庭比贫穷家庭更

容易移民 , 成熟男性多的家庭也更容易移民。

家庭单位是依靠家庭和家族社会网络建立移民

社会化的基础。家族和家庭中一人出国后一旦

安稳 , 有责任将其他成员带出国 , 而其他成员

也对出国移民有着明确的期望 , 移民目的和方

式都很明确。[21 ] 青田人的移民网络也不例外。

青田人出国大都是一人先行 , 站稳脚跟、略有

积蓄后 , 再将家庭成员一一带走 , 继之带走

“九族”中的人 , 这样若干代之后就在海外形

成数十至数百人的大家庭。如青田的陈家侨居

比利时和西班牙的人数有 200 余人。还有法国

的郑氏、周氏家族等 , 人数都很可观。仅在巴

西的青田籍华侨中 , 就有项氏、孙氏、季氏、

伍氏和吴氏等五个主要的大家族。前面四个家

族主要分布在里约热内卢 , 吴氏家族则主要集

中在圣保罗。每个家族大约都拥有 40 至 100

多人 , 若把外戚计算在内 , 人数可达百人至数

百人。[22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注重血缘的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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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不能只为自己活着 , 还要为自己的家庭、

家族负责。所以一个人先出去稍能立足后 , 就

会尽其所能 , 先把自己的直系亲属带出去 , 接

着就是旁系亲属。而这些亲属出国后 , 又会重

复这种模式 , 把自己周围的人携带出去。如此

反复 , 从而编织成大小不一的移民网络。

青田华侨的出国主要有两种形式 : 一是上

文提及的家庭成员、亲戚之间的相互帮助 , 即

所谓的“亲带亲”。这种模式通常包括两个步

骤 : 合全家乃至全家族之力 , 筹出一笔资金资

助一人先行出国 ; 先行出国者在国外立足后 ,

便要努力工作、省吃俭用 , 以尽快积累资金 ,

资助其他亲人出国。二是乡亲父老之间的相互

帮助 , 即所谓的“邻带邻”, 也是一种常见的

出国模式 , 它多以提供信息的形式出现。就效

果而言 , “邻带邻”更有助于形成规模效应。

移民网络是移出地社会群体在跨国社会空间的

有机组成 ,“同乡”代表移民来自同一移出地 ,

也是移民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移民网络为侨乡人移民海外提供了完善的

支援体系。第一 , 信息传递。侨乡人利用跨国

移民网络传递的信息 , 触发他们移民的动机 ,

获得老移民出国的路径 , 大大提高了移民海外

的可能性 ; 第二 , 解决资本问题。移民网络能

够通过亲对亲、邻帮邻等形式为他们提供出国

机票 , 解决食宿问题 , 甚至帮助他们安置工

作 ; 第三 , 网络能够帮助刚来的人尽快适应新

环境 , 提供心理上的支持 , 帮助解决语言、文

化等方面的不适应等问题 ; 第四 , 网络还向出

国者传授有关的经验、技能 , 以帮助他们更好

地发展 ; 第五 , 在发生意外事件与安全方面 ,

网络也会为成员提供保护 , 如同乡之间在生病

时互相照顾。正是基于此 , 青田人拥有其它非

侨乡地区居民所无法比拟的国际迁移优势 , 如

青田县阜山乡有 6000 多人移民海外 , 分布在

西班牙、意大利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 乡里

有 6462 人是侨眷 , 70 %的家庭都有直系亲属

在国外。[23 ] 侨乡丰富的移民网络资源意味着成

熟的移民网络可以使他们相对轻松地选择出国

或者留守。移民网络提供的支援体系 , 使青田

人有机会选择最安全妥当的移民路径。

在移民网络中 , 人们相互之间形成的义务

与期望构成有效的社会资本 , 对于移民行为的

延续至关重要。新移民在先前移民的帮助下 ,

相对容易地来到国外 , 并且能够很快融入在欧

洲的亲友乡邻组成的社会网络中。先前移民帮

助侨乡人移民的例子举不胜举 , 例如 , 1998

年 , 自家乡青田的亲戚朋友十多人前来投靠旅

奥地利华侨陈仁光先生 , 他们迫切需要的是

“办居留”。而此时奥地利移民政策很紧 , 办居

留无望。当听到希腊开放大赦移民的消息后 ,

他当机立断 , 借了 13 本奥地利籍青田人的护

照 , 起程到希腊开办大型股份公司 , 以劳工之

名把这群投靠的亲戚朋友携到希腊办居留 , 获

正式身份。[24 ] 在移民网络中蕴含着先锋移民对

迁移者有支持帮助其移民的义务 , 这种义务存

在于亲友间 , 也存在于朋友、同学、乡里间 ,

这种网络中的义务超越了国界 , 促进了链式移

民 , 使侨乡和移出地社会间的迁移行为经常

化 , 移民网络也随之不断复制 , 移民潮也因此

绵延不绝。

侨乡与移民的互动联络保持了移民网络的

活跃度 , 有助于移民潮的延续。李明欢教授认

为 , 侨乡实际上就是移民网络的地方载体 , 在

这里 , 移民信息、移民纽带在多层面上交相运

作 , 形成连锁效应。[25 ] 青田移民网络能够保持

如此持久的活力就是依靠侨乡人与海外不断的

联系与互动。西方学者很早就在移民研究中提

及 , 在移出地与移入地之间的社会网络中 , 家

庭和个人网络主要是靠汇款、礼物和通信相互

联系 , 当然也包括移民返乡时网络成员见面交

流 (这种交流通常能很有效地传递移居地信

息) , 网络成员间的沟通与联络也影响着移民

进程。[26 ]电话联络、家乡走访、海外汇款和送

礼品等方式都是海外移民与侨乡联系的主要方

式。在青田侨乡 , 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有人从

国外回来 , 特别是春节 , 华侨有返回家乡过年

的习惯。据青田县侨办的同志介绍 , 每逢春节

青田县的酒店饭店客人应接不暇 , 年夜饭的预

订也是相当火爆。[27 ] 值得一提的是 , 随着互联

网的普及和移民整体素质的不断提升 , 利用国

际互联网发邮件、网上聊天、开博客已经成为

常见的互动方式。笔者在青田调查时认识的青

田籍姑娘小包 , 去年与一位巴西华侨同乡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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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远赴圣保罗 , 她通过 QQ 和家乡的亲友保持

联络 , 并开辟了个人主页空间 , 随时将异国的

经历和感悟与大家分享。

侨乡人通过移民网络得到圈外人无法获得

的移民方面的有效资源 , 通过跨国移民网络的

途径而实现侨乡人口流动。移民网络不是一种

静态关系 , 仅仅是亲友们向迁移者提供信息、

资源和帮助 , 而可以看作是动态关系 , 通过跨

越时间和空间的持续互动 , 侨乡和移入地之间

亲朋好友社会关系链联结而成的移民网络 , 可

以给侨乡与移民提供一个紧密联系的社会结

构。移民网络在持续的互动和延续中愈发强

大、稳定 , 这种移民网络社会资本对于移民潮

延续起着重要作用。

四、青田人移民网络的发展趋势

　　移民网络提高了雇佣和获得可靠收入的可

能 , 增强了潜在移民群体的移民期望 , 这种期

望导致更大规模的国际移民 , 因此也增加了移

民人口。[28 ] 移民网络理论试图解释国际迁移持

续的原因 , 作为侨乡青田大规模移民潮的结果

是形成并扩大了移民网络 , 但是移民网络的发

展趋势如何 ? 移民雪球是否会永远滚下去 ? 这

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分析。

因为移民网络的扩张 , 越来越多的家庭与

移民发生联系 , 移民信息通过网络传递到整个

侨乡社会 , 这是青田侨乡的一大特点。在移民

网络中有迁移经验的人比没有的人更容易再次

移民 , 在海外有亲友乡邻关系并且有往来的人

更容易移民。[29 ] 在青田传统的侨乡社会 , 以

前 , 男性有更多的移民机会 , 现在女性移民比

例大幅增加 , 有的家庭是夫妻一起或先后移民

海外 , 有的是跟随父母移民海外 , 还有通过与

移民家庭联姻的方式移民海外。高移民率现象

长期存在 , 大家都有移民意识 , 人们已经把移

民海外看作是生活的一部分。移民对于年轻人

是一种惯例 , 如果没有尝试的意识 , 就会被大

家认为是懒惰和不思进取 , 移民通常被认为是

家庭的经济需要和个人环境改善的途径。通过

对青田县中学学生的调查发现 , 学生由于从小

受到家族中有海外移民的影响 , 出国期望很强

烈。因为出国已经成为谋生的好出路 , 学生们

一心想着有机会就出国 , 普遍不重视学习 , 除

了外语。而侨汇可以保障侨乡家庭的基本生

活 , 并且有改善生活条件的可能。当移民收入

累积到一定程度后 , 积累的投资资本 , 使整个

家庭有机会提高经济生产力。移民在海外接触

到更高水平的生活方式 , 有了积蓄后便有能力

仿效 , 从而影响了侨乡的生活方式 , 侨乡家庭

通过仿效加大生活用品的支出增加了消费能

力。而非移民家庭看到亲戚、朋友和邻居通过

移民改变了社会经济条件 , 生活的关注点便集

中到海外移民的发展机会中 , 他们积极与移民

家庭联络 , 以期进入移民网络。

随着侨乡移民网络的系统化 (帮助解决路

费、住宿、工作 , 帮助学习适应新环境 , 准备

法律文件 , 非法移民避免被捕和遣返) , 移民

的人越来越多。伴随每个新移民 , 连接潜在移

民与先前移民网络关系的扩张 , 移民社会资本

累积 , 更多的人能利用这些资源提高移民的可

能性。因为个人移民的增加 , 网络链越发扩

张 , 累积更多的网络社会资本。而移民网络的

扩张 , 迁移的成本和风险降低 , 迁移已经变得

制度化 , 移民潮开始忽略两地的工资差异、移

入地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 , 更多的关注侨乡社

会的移民需求 , 移民雪球越滚越大 , 不仅移民

数量 , 而且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数量也在增加。

这种反馈机理意味着移民社会资本对迁移的作

用最终超过其他社会经济因素。近几年青田县

新移民增长迅速现象也体现了上述特征。据

2006 年青田县针对 146825 位华侨情况的调查

显示 , 1990 年以后出国的华侨有 102610 人 ,

占华侨华人总人数的 70 % , 且以青壮年为主。

1978 年以前出去的老华侨仅有 6186 人。青田

华侨分布 5 大洲 84 个国家 , 96 %集中在欧洲 ,

有 141014 人。华侨居住最多的国家是西班牙 ,

有 55867 人 , 占总数的 38 % ; 其次是意大利 ,

有 44150 人 , 占总数的 30 % , 这两个国家的青

田华侨占了在海外华侨总人数的 68 %。[30 ] 一个

青田县有如此多的人移民海外 , 移入地高度集

中 , 充分说明了移民雪球的效应。

当移民网络漫延到侨乡所有人都认为可以

很容易迁移时 , 移民开始减速 , 侨乡移民网络

的饱和点出现了。在青田的一些村落里 ,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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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活动持续活跃了 20 余年 , 村里大部分是

老人和孩子。笔者在青田县方山乡对归侨裘守

中老人 (其子裘伯平时任荷兰青田同乡会会

长) 访谈 , 裘老先生是乡侨联会老会长 , 已经

八十多岁了 , 1977 年至 1985 年在荷兰打工 ,

期间四个孩子相继移民 , 现在老夫妇俩在村里

安度晚年 , 平时和儿女保持电话联络。[31 ] 类似

裘家这样的空巢家庭在老侨乡相当普遍。可

见 , 移民潮持续了一段时间后 , 从村镇这一层

级看 , 老侨乡的移民网络趋于饱和 , 移民雪球

逐渐滚不动了。当然 ,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 , 一

些移民潮刚刚启动的新侨乡 , 移民网络还处在

扩张状态。

从移入地来看 , 移民呈现出流动性而非定

居性的特点。在移民网络中 , 圈内人几乎很少

与陌生人接触与合作 , 新移民跟随网络内既定

的生活方式和职业模式生存。当传统移入地的

移民数量急增 , 工作或商机趋于饱和 , 生活成

本增高 , 青田移民便呈现移入地分散的特点。

班 国 瑞 ( Gregor Benton ) 和 彭 轲 ( Frank

N1Pieke) 教授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现象 , 在欧

洲的华人自愿地把自己局限在移民网络内 , 新

老移民都很少在圈子经济环境以外寻找机会 ,

当圈子内的经济环境出现饱和 , 他们便迁移到

存有商机的其他国家或地区 , 通过链式网络移

民 , 可以把社会网络复制到任何一个角落。[32 ]

尤其是青田、温州人 , 他们有着灵活的头脑、

勇于创新开拓的冒险精神 , 哪里有生存空间就

去哪里。例如 , 90 年代初期是中国人移民匈

牙利的高峰期 , 这些移民大部分是温州人和青

田人 , 他们看到匈牙利当时的商机蜂拥而

来。[33 ]当匈牙利经济不景气后 , 他们又迅速向

南欧迁移 , 寻找新的机会。这一现象体现了移

入地的移民网络呈现移入、饱和、分散的

规律。

侨乡的移民网络有一定的封闭性 , 通常是

在圈内复制扩张。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社

会”, 青田作为乡土社会 , 同时也是侨乡社会 ,

社会网络结构中蕴含着丰富的具有侨乡特色的

移民网络社会资本存量。乡土社会重视以家庭

为纽带的亲缘、地缘关系 , 重视人际关系 , 社

会资本主要是由家庭和家庭派生出来的 , 主要

靠家族、同乡维系的传统社会资本。乡土社会

对圈外人会有一种天生排斥 , 相对封闭 , 这些

都影响着侨乡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 ,

成为一种“习性”, 并有很强的惯性 , 所以 ,

即使是同一个区域 , 没有移民资源的地区通常

被排斥在圈外 , 移民信息被隔断 , 很难引发移

民潮。可见 , 乡土社会中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

非常明显。

移民网络传递并形成个人、家庭、家族在

侨乡与移入地社会结构中的影响 , 并且传递移

入地的信息和有助于在当地生活的资源。所

以 , 移民网络早已成为侨乡的重要社会资本之

一 , 移民网络是侨乡移民潮得以延续的最重要

原因。侨乡青田的移民网络经过早期移民潮、

新移民潮的历程 , 移民网络日趋成熟 , 一些区

域呈现临界饱和 , 一些区域方兴未艾 , 移民雪

球不会在同一区域无止境地滚动 , 因为人口迁

移不仅是个人的决定 , 也不仅仅是考虑经济、

政治因素的结果 , 而是所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

果。移民的发生、移民的方向、移民的过程和

持续都是由移出地和移入地社会、政治、经济

结构的历史条件促成的 , 而这此结构通过社会

关系和社会角色影响到个人和家庭 , 当结构产

生变化 , 移民雪球滚动的速度自然会发生变

化 , 或加速 , 或减速 , 甚至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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