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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第一 次海外华入大迁徙

张 坚

本文拟就 年前上百万印支华人难 民

流亡欧美澳等地
、

生活变迁和对当地经济发

展
、

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等方面的影响
,

作一番

粗浅的探讨
,

以期对印支排华这一历史问题

有进一步的认识
。

一 印支排华用暴力方式造成 了第一次

海外华侨华人大迁拨
,

从而 改变 了海外华侨

华人在世界的分布格局

印支排华之前
,

海外华人主要分布于东

南亚地区以及美国西海岸各州
、

欧洲大陆的

法国等地
。

但印支排华大大改变 了这一格

局
。

据统计
,

印支战争及其后的排华运动导

致了 多万华侨华人流离失所
,

许多人在

被驱赶中丧失生命 ①。

对于颠沛流离的

万印支难民 包括 多万华人难民在内
,

除中国以外
,

欧美各国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

等国采取了收容的政策
,

从而使这些国家的

华侨华人人数骤增
。

据有关资料表明 自

年以来
,

先后逃亡到美 国定居 的印支三

国华人难民就有 多万
,

占当时美国 多万

华人 此数字为 年统计数字 的 叭加

拿大从 年开始收容印支难 民 万

人
,

其中华裔数为 万 ③。

在 年代以前
,

法

国的华侨华人不足 万
,

但 年代中期后
,

印支华人难民的移人
,

才陆续增至 年的

万 以上 ④ 德国收容印支难 民约 万
,

其中华人难民 万 英国收容印支难民逾

万
,

越南华裔居多 瑞典有华人逾 万
,

越

南华人难 民达 瑞士接收印支难 民约

人
,

其中华裔 占
,

几乎所有西欧国

家都有印支华人难民 ⑤。

在澳大利亚
,

年该国政府进行的人 口统计中
,

华人填报出

生地为越南的就有 万人 ⑥。

此次华侨华人大迁徙与历代华工出洋有

着很大的不同
,

最大的一点是 从迁出地来

看
,

历代华工出洋皆是从 自己的祖籍国 —中国移居海外
,

而印支华人难民却是从原来

的定居国
—越

、

棉
、

老三国流亡到新的定居

国
。

这种人数上百万的华侨华人如此集中地

从中国以外的地区迁出
,

在华人发展历史上

尚属首次
,

可以称作是历史上第一次海外华

侨华人大迁徙
。

二 大迁徒引起生活环境的改变

海外华侨华人向来 以经商为主要职业
,

由于印支三 国长期战争
,

该地区生产力发展

缓慢
,

人民生活水平低下
,

商品经济很不发

达
,

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华侨华人纵然身怀

绝技
,

但多数人仍旧逃脱不 了穷困境地
。

如

年以前
,

在占越南华侨人 口 左右的

越南北方华侨中
,

绝大部分是小商贩
、

店员
、

工人和农民
,

有资产的只是极少数 在

年全面内战前的柬埔寨
,

该国华人 经营

商业
,

但多是杂货零售业
,

本小利微 ⑦。

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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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国家老挝
,

华人有 居住在首都万象

市
,

以小商小贩为生
,

其经济势力与越
、

柬华

侨相 比
,

更显得薄弱 ⑧。

进人西方国家生活的华人难民
,

客观上

获得 了一个 比较宽松 的经济发展环境
。

例

如 柳州地区陈明声的二哥一家 口
,

原来

定居柬埔寨
,

被迫举家逃 至泰国难 民营
。

年申请移居澳大利亚
,

由澳国政府免费

运抵该国的卡市
。

政府给这一家每个人生活

费为 澳元 星期
,

当地的教会还免费提供

彩电
、

冰箱
、

沙发
、

床铺等生活用具
。

政府介

绍工作
,

给予陈氏一家优厚的照顾
,

每周给他

们救济金 元
,

养老金 元
、

房租补贴

巧 元
。

这样
,

陈氏一家很快找到了各 自稳定

的工作
,

经过六年多的奋斗
,

他们拥有了 自己

的小汽车和小洋房
,

过上 了颇为丰足 的生

活
。

华人难民初到加拿大时
,

由加国政府委

托教会来负责食宿
,

一年后交由各省负责
。

每隔七八个月
,

政府就来函询问每个人是否

有困难需要帮助
。

另外
,

印支华人难民可以

享受加国公民一样的福利 儿童每月有 元

左右的牛奶津贴
,

政府免费供小孩念书至高

中毕业
,

超过 岁的老人
,

发给巴士月票 医

疗方面
,

除药费之外
,

手术费
、

就诊费全免
。

借助这样的条件
,

移民加国的印支难民经过

自己的奋斗
,

很快站稳了脚跟
,

安定后的每一

个家庭几乎都有一辆小汽车
。

三 印支华人难民艰难的奋斗历程

当然
,

更多的印支华人难民在历尽劫难
,

到达新的定居地时
,

已是身上不名一文
,

他们

对当地语言
、

法律法规
、

生活习俗不谙一二
,

而且比历代只身一人出洋谋生 的华工更糟糕

的是
,

身后大都有一个巫待糊 口 的家
。

为了

生存下去
,

他们忍受重重困难
,

在新的环境里

开始了谋生的血泪历程
。

他们住的是当地人

不屑一顾的落后地区
,

如法国巴黎的十三区

本是个萧条冷清的废弃火车站
,

美国三藩市

中心区腾达莱本是窝藏罪犯和毒品的污秽之

地
,

澳国的卡市更是远离闹市
,

房房稀少
,

商

业落后的小镇
。

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 捡破

烂
、

打扫街道
、

到工厂里面出卖力气做临时

工
,

等等
。

华人难民初到法国时
,

在 巴黎雷

诺
、

雪铁龙汽车厂安装车间工作的就有 约

人 。。

而更多华人难 民重走老一辈华人

的老路
,

脐手服足
、

自强不息
,

用 自己的汗水

踏出一条成功之路
。

在美国
,

到 年
,

大多数家庭月收人

达到 仪旧至 叨加 美元
。

一般都按分期付款

供楼居住
,

拥有一辆小汽车
,

适龄子女都人了

学 少数从事科技
、

医生等职业或经营小餐

馆
、

小杂货店的印支华人现在年收人都在四

万美元以上
,

平均收人在当地社会中可以算

中下水平 。。

在法国雷诺
、

雪铁龙汽车厂安装

车间打工的 《 城 华人难 民
,

经过几年的奋

斗
,

积攒了一些资金后
,

在亲友的帮助下
,

辞

掉原来的苦力工作
,

在华人街独立经营
,

克勤

克俭
,

把生活一步步推向前
,

至 年
,

在该

汽车厂工作的华人人数减至近百人 。 。

同他

们一样
,

其他移法的印支华人难 民到 年代

末
,

绝大部分摆脱了
“

难 民
”

帽子
,

有了 自己正

式的
、

稳定的职业
,

而且他们中涌现出不少白

手起家
、

事业有成的佼佼者
。

自 年开始
,

连续五年被法国权威杂志《新经济学家 》评为
“

法国大企业
”

之一的华人企业 —陈氏兄弟

公司 的陈克威 巴黎首家华 人房地产公 司

—
环球房地产公司总经理毕健荣 为中法

食品贸易做出了卓绝贡献的友和有限公司经

理潘洪江 以其独具魅力的东方特色
,

令法国

前总统密特朗留连忘返的巴黎华丽都大酒楼

的主人吴汉龙 法国南部华人最大批发商罗

文忠等商界翘楚
。

正是他们的成功
,

向世人

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华侨华人 —这些具

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

流着与世代中国人相

同血液的人
,

他们是绝不会向恶劣环境和悲

惨命运低头的
,

在他们的努力拚搏下
,

再坎坷

的道路都会变成伸向成功的坦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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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万印支华人难民在欧美各地的奋斗

历程
,

到今天也产生了不少间接影响
。

一 点石成金 —印支华人难民有力地

促进当地经济的繁荣

经过十几年的顽强拚搏
,

印支华人难民

不仅在新的移居地站稳了脚跟
,

改善了生活
,

而且当地经济在他们的努力下也呈现一片繁

荣景象
。

巴黎十三区因印支华人难民大量涌人而

形成的新华埠
,

经过 多年的建设
,

如今已是

旧貌换新颜 街道两旁商店林立
,

各种商品琳

琅满 目
,

前来购物的人群摩肩接踵
,

一片繁华

景象
,

当地人称之为“ 塞纳河畔的香港
”

另

有 以印支华人难民为主的华人聚居区
—十

九区的美丽城大街
、

巴黎近郊的
“ 马恩拉瓦勒

城
”

等地也在华人的奋斗中崛起
,

日渐向法国

人民展现其迷人的丰姿 。 。

对于印支华人难

民的出色表现
,

法国总统
、

前巴黎市长希拉

克赞扬说
“

法国的华人社会是个优秀的社

会
,

是个非常出色的榜样和模范
。 ”

一位法

国有识之士亦曾对此预言 法国拥有这批亚

裔国民
,

将是踏进 世纪手上握有的一张王

牌 。。

澳大利亚的卡市也因印支华人难民的移

人而获得发展壮大
,

成为当地人眼中的“小西

贡
” 。

由于众多的华人难民对澳国经济的巨

大推动作用
,

以至在 年代
,

以歧视和排斥

有色人种著称的澳大利亚复员军人协会提出

不要接收那么多华人迁人澳国时
,

政府却认

为有华人才有繁荣
,

并举出卡市的繁荣为例
,

驳斥 了军人协会的无理要求 。。

英国的曼彻

斯特
,

美国的旧金山中心区腾达莱
,

蒙特利公

园市等地亦都在大量的印支华人难民的妙手

下起死回生迈向繁荣
。

二 印支华人难民积极为 东西方 贫易及

各地华人经济合作铺路搭桥

生 活水平逐渐提高的海外 印支华人难

民
,

不仅在他们的居住国扩大他们在经济建

设方面的影响
,

而且他们在东西方贸易之间
,

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影响也呈水涨船高之

势
。

首先他们活跃 了中国与欧美各 国的经

贸关系
。 “

天下最亲莫过于骨肉情
,

世间最近

莫过于同乡心
” 、 “

血浓于水
”

等字眼可以说

是海外华人对祖籍国
—中国的深厚感情的

表述
。

成千上万的印支华人难民虽然身居海

外
,

但情系桑梓
。

巴黎
“

陈氏兄弟公司 ” 主

人陈克威
,

自 年代开始
,

每隔二三年总要

到中国看一看
。

在他的努力下
,

陈氏公司已

同中国的广东
、

广西
、

福建
、

海南
、

湖北
、

浙江等数十省
、

自治区建立了长期的业务关

系
。

拥有友和有限公司
、

华丰百货公司以及

中国商业大楼三家主要经营中国杂货与食品

的大企业的潘洪江
,

多年来为法国市场介

绍中国食品做了卓越的开道铺路工作
。

在他

不懈努力下
,

许多原本不为法国人士所了解

和 习惯的中国食品越来越被人们接受和喜

爱
。

以他直接经营的食品品种为例 多年

前
,

他每年经销的龙 口粉丝只有四五十吨
,

到

年已销到 吨 中国大虾
,

年的

销量比 年前增加了九倍
,

达到 了一万箱

几年前在法国市场上还是空 白的 中国芦笋
、

玫瑰露酒
、

桂花陈酒等
,

在 年销量也急

剧增长 气

其次
,

欧美各国的印支华人密切 了印支

半岛同西方的经济往来
。

移居欧美等地的印支华人没有忘记滞留

在印支三国的亲友
。

为了使自己的难兄难弟

早 日致富
,

他们将 自己大量的辛劳所得寄给

印支三国的亲友
,

使印支三国的侨汇成为该

地区的外汇收人一大来源
。

如越南每年的侨

汇 常达数亿美元
,

年则 超过 亿美

元
。

伴随着印支局势的 日趋稳定
,

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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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日渐深化
,

流亡欧美的印支华人难民纷纷

回印支投资
。

越侨回国投资到 年 月 已

达 项
、

万美元
。

加拿大的柬埔寨华人

方侨生
,

年底与柬国国家银行联合
,

在

金边市中心成立加华黄金信托投资有限公

司
,

面向柬埔寨国内外华人
,

日资金流动达

多万美元 。。

印支华人难民为亲人而进

行的侨汇和投资行为客观上促进 了印支三国

与欧美的经贸关系的加强
。

再次
,

使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与合作跨

越五大洲
。

年代的世界大市场已经划分为

欧共体
、

北美 自由贸易区
、

亚太地区三大区域

集团化板块
。

各板块之间为了加强在国际上

的竞争力量
,

而在集团内实行一体化经济政

策
,

对集团外则设置人为壁垒
。

这种做法给

世界贸易带来了新的难题
,

严重阻碍 了全球

经济一体化发展步伐
。

面对国际间贸易的这一困难局面
,

欧美

各地的印支华人难民同世界其他华侨华人一

道
,

凭借自己的智慧
,

走出了一条冲破壁垒
、

扩大合作的新路子
。

他们通过加人各种业已

国际化的华人社团组织或宗亲集团
,

有效地

把业务拓展到国外
、

洲外乃至经济区域集团

化组织外
。

如法国陈氏兄弟的家族企业利用

各大洲间华人经贸合作的有利条件及 自身优

势
,

形成了典型的国际商业网
。

在泰国有陈

克齐的
“

世界 出人 口 有限公司
” ,

香港有陈克

群的
“

昆仲和
”

有限公司
,

在悉尼有
“

陈氏兄弟

贸易公司
” ,

洛杉矶有
“

联亚食品有限公司
” ,

分别经营东南亚
、

中国大陆与港台
、

澳洲
、

美

国的食品和生活用 品 。 。

依靠国际性的华人

社团来加强各大洲之间华人的合作
。

它们互

为特角
,

有效地利用各地区间的经济优势
,

扬

长避短
,

从而避开地区间保护主义的人为壁

垒
,

获取区域间经济合作的丰厚利润
。

当今

世界各国对华人的活动表现出了极大关注
。

三 海外华人大迁徒使华夏民族文化在

全球更广大的范围 内得 以传播

同世界各地的华人一样
,

印支华人始终

认为 自己 的根在 中国
,

华夏 民族文化传统是

自己最本质的民族特征
,

失去它
,

海外华人就

会成为没有根基的浮萍
。

在 以上 因素的推动

下
,

各种华文报纸随着印支华人难 民移居欧

美而在 当地兴起
。

发挥着它们在弘扬 中国传

统文化
、

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的独特作

用
。

深受当地华人及原住居 民的喜爱
。

如澳大

利亚的 华声报
,

自 年 月 日由印支华

人移民杨润
、

杨汉勇和庄文藻创办 以来
,

作为

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
,

增进澳中友谊
,

加强澳

国政府与华人之间的联系 的有力媒介
,

被时

任澳国政府总理的霍克誉为
“

成功地成为居

澳华人与整个社会沟通的桥梁
” 。 。

其他的传

播媒介
,

如华文广播电台也从少到多地发展

起来
。

印支华人难民在为生活而拼搏时
,

整个

历程所体现出来的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
,

主要

有 以下几方面

第一
、

团结互助
,

同舟共济的宗乡观念
。

印支排华恶浪使华人财产被掠夺贻尽
,

家庭

被逼得妻离子散
,

生命随时都有丧失 的危

险
。

当他们九死一生到达欧美各国时
,

摆在

他们面前的是一连串个人力量所难以克服的

困难
。

为了生存和发展
,

他们仿效他们的祖

辈 —出洋华工
,

建立各种基于血缘
、

地缘或

宗族关系组成的社团
,

依靠集体的力量
,

团结

一致
,

众志成城
。

这些名 目繁多的华人社团

在印支华人的奋斗历程中
,

起到 了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
。

社团不仅义务帮助成员们办理

住房
、

谋职
、

填写各种表格
、

申请福利金等
,

而

且还为成员们代办申请在越的家属来美
、

法
、

澳等地与家人团聚
,

帮助老人安度晚年等

等
。

并且 比历代华人社团更具代现意识 的

是 一些印支华人社团服务范围突破了传统

的地缘
、

血缘
、

宗族关系的框框
,

把范围扩大

到所有的华人
。

使每一个到了异乡的华人感

到
“

举 目有亲
” 。 。

一 一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桂侨史 季刊 年第 期 总第 期

在印支华人难民的崛起过程中
,

给当地

居民以最大感触的莫过于华人宗亲之间那种

守望相助
、

亲如一家的传统精神
。

如华人难

民初做生意但资金又不足时
,

便会采取富有

中国传统特色的 “
搭会

”

或办
“
月兰会

”

的方

式来集资
。

参加搭会的人每个月缴一定数 目

的钱
,

过 了不久
,

就可以得到整笔数 目的会钱

了 。。

办
“

月兰会
”

的办法是亲朋好友相聚
,

各

出小股钱财
,

汇成一笔资本后定期投资
,

出息

最高者
,

可先使用这笔资金做生意
,

以后依次

轮流
,

逐个发展 。 。

它们使华人能有效地运用

手上的不足资金
,

集腋成裘
,

从而使华人难民

迅速摆脱困境
。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这种亲

友间互相信任
,

互相帮助的亲情如同一股激

流
,

冲刷着当地人历来 以个人为中心的传统

观念
,

给他们留下极深的印象
。

第二
、

在逆境中顽强拚搏
,

勤俭节约而又
“

和为贵
”
的处世观

。

法国潮州同乡会副会长
、

法 国南部华人最大批发商罗文忠
,

在谈及初

到法国时
,

他感慨地说
“
我若不苦干

,

还能立

足吗 靠政府救济金过 日子实在难过
。

为了改

变现状
,

我全家个个找事做
,

打两份工
。

不分

白夜
、

不分粗重地工作 ⋯⋯岁月无情
,

我敢与

岁月抗争
。

逆境中绝不低头
,

不管碰到什么困

难
,

只要坚韧不拔
,

吃苦耐劳
,

总能克服
。 ” ①

印支华人难民就是这样在新的奋斗历程中
,

把 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 中
,

顽强不屈
、

发奋图

强
、

勤俭节约等精神展现在当地居 民面前
。

他

们遵纪守法
、

扶老爱幼等举动
,

在当地营造了

一种
“

平和
”
的气氛

。

从而赢得 当地政府和人

民的称誉
。

巴黎第十九区市长雅克
·

樊洪认

为
“

中国人只会给我们带来安宁和 民族和

解
” 。

第十三区警察局一位负责
“
中国城

”

的

治安工作的警官说
“
近两年来

,

我的辖区 内

犯 罪现象下 降
。

连 一般 的小 案例也很少 发

现
。 ”。

总而言之
,

移居欧美的印支华人难民的

生活变迁
,

用铁的事实证明了两个道理 其

一
,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永远是炎黄子孙战

胜困难
,

改变命运的有力法宝
。

其二
,

华侨华

人永远是 当地经济建设的一支重要 的生力

军
,

和平安宁社会的缔造者
,

任何驱华排华行

径只会逆历史大潮
,

给排华者 自己带来极大

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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