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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蓄中 国人 口 国际迁移的历史观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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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
,

世界上现有华侨
、

华人和华裔

一般统称为海外华人
。

国外学术界称

或 约 一

万
。

海外华人以其产生历史之悠久
,

数

量规模之庞大
,

地区分布之广泛
,

而引起国

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

是理所当然的
。

海外华人 中
,

一部分是中国人 口 国际迁

移的直接后果
,

如华侨 另一部分则是其间

接后果
,

如华裔
。

当然
,

作为中国人 口 国际

迁移的后果
,

不仅有海外华人这一类永久性
‘的移 民及其再生产

,

并且包括未到达 目的地

即已死亡的迁移人 口和其它短期或长期的国

际迁移者以及回归迁移者等等
。

本文试就中
公

国人 口的国际迁移问题
,

从历史的角度加以
·

探讨
。

一
、

早期的中国人 口 国际迁移 国际迁

移的始发阶段

中国人 口的国际迁移
,

从国际迁移行为

的产生至其初步的发展
,

可归之 为 第 一 阶
,

段
,

即始发状态阶段
。

这一阶段大致从秦朝

延续到唐朝
。

有史书可考的中国最早的 国际迁移者
,

应推秦时徐市 一作 “ 徐福 ” 。

据 《 史

记 》载
,

他为秦始皇求奇方而最 终 留 居 于
“ 平源广泽 ” 据考证

, 介平源广泽 ” 即为

今之 日本或菲律宾 ①
。

他可能是中国最早

定居海外的
。

另据菲律宾史记载 , 秦时已有

中国人在菲居住
。

②

及汉
,

张鸯两度出使西域
,

到过中亚
、

、

西亚和欧洲一带
。

此时
, “ 丝绸之路 ” 逐渐

形成
,

并开始与西域有贸易往来
。

据史家摩

西记载
,

公元前一世纪
,

有移民 至 亚 美 尼

亚
,

其中有中国人
。

③此外
,

南海有商船到

过苏门答腊
、

缅甸
、

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地
,

海上航行达数月之久
。

④汉光武 帝 曾 赐 封
“ 汉委奴 国王 ” 印缓

,

说 明 与 日 本 有 往

来
。

⑤三国时吴王孙权 曾派朱应
、

康泰出使

扶南国 今柬埔寨
,

到过 中南半岛
、

印度

和波斯湾等地 , ⑥晋代法显曾到印度求法
,

归来经狮子国 今斯里兰卡
、

爪哇等地
。

⑦

隋场帝曾派常骏出使赤土国 今泰国南部
。

日本僧人曾到中国求法
。 ⑧

以上史实说明
,

自秦汉至隋已经有国际

迁移行为产生了
。

只是
,

这些国际迁移行为

的产生
,

一带有偶或性
,

二带有委派性
。

迁

移者中
,

最多的是来往使节
,

其次是商业贸

易往 来和僧侣的求法或弘法
。

并且
,

留居 当

地的数量极少
。

作为一种国际迁移行为来衡

量
,

只能称其为国际迁移行为产生发展的始

发状态
。

但这种始发状态的出现无疑 是 很 重 要

的
。

它不仅沟通 了中国与海外的交往
,

为后

来的迁移者提供了必要的航海知识
,

而且也

提供了国外的生活和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知

识
,

拓宽了人们的视野
,

增加了人们对海外

的了解
,

从而也成为后来中国人 口国际迁移

的诱因之一
。

二
、

唐宋元明时期中国人 口 的 国 际 迁

移
·

自发迁移阶段 屯

唐起
, 航海技术进步

,

广州港
、

泉州港

相继兴盛
, “ 通夷海道 ” 为海上往来提供了

客观条件
。

除 “ 丝绸之路 ” 通西域外
,

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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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有航线通往东南亚一带
,

与海外的往来

日趋频繁
,

且开始有定居海外 的史实
。

据考

证
,

·

“唐人 ” 为中国人之称概由此而来
。

这时
,

经 “丝绸之路 ” 往来的不仅有前

往西亚
、

印度进行贸易的中国商人
,

也有从西

域来 中国进行贸易的外国商人
。

唐玄宗时
,

到河西诸郡 甘肃西部 进行贸易的有四十

多个国家
。

唐德宗时在长安从事贸易活动的

外国商人达四千多家
。

而在南海
,

航行于南

中国海和印度洋上的商舶数以千计
。

随着商

业贸易往来的 日趋频繁
,

开始出现中国人旅

居海外的现象
。

唐时
,

有中国人 定 居 阿 拉

伯
。

‘

卿还有为避黄巢之乱而耕植于苏门答腊

的
。

⑩而最频繁的则是与 日本的交往
。

日本
“ 遣唐使 ” 曾十八次来 中国学习

,

中国人则

到 日本弘法
,

如鉴真
。

日本圣武天皇时 唐

玄宗十二年
,

在
‘

日本京歌居住的 “ 秦人 ”

有一千二百家 ,

宋时
,

交通更为发达
,

已

经开始将罗盘用于航海 中辨别方向
。

北宋有

四条航线通南洋
、

阿拉伯和 日本
、

朝 鲜 等

地
。

南宋时 出现了广州
、

泉州
、

明州三大贸

易港的繁荣
。

此时的出海者大多 是 商 人
,

“冬去春来
,

一年一次 ” ,

后来开始出现定

居现象
,

‘

“ 住蕃十年不归 ” 。
⑩如宋时泉州

人王元惫 “ 尝随海舶诣占城国 今 越 南

⋯ ⋯留十年而归
。 ” 此外

,

史书 中还有关于
“ 过海入蕃 ” 、 “ 娶妻生子 ” 等的记载

。

至元
,

交通和对外贸易均比以前发达
。

且东征朝鲜
,

西征欧洲
,

南及印度洋
,

远征

军所到之处
,

皆有中国人留居于 当 地 的 史

实
。

如远征南洋时
, “ 元病卒万余人

· ·

⋯与

蕃人混杂居之
。 ” ⑩而海上贸易也有了很大

的发展
,

泉州
、

广州
、

杭州
、

温州
、

宁波
、

上海
、

澈浦是 当时七个对外贸易港 口 ,

盛极

一时
。

出海人数也增加了
,

且带有群体性
,

如泉州吴宅
,

百有余人
,

发舶称众
,

至古里

地闷 后为葡属南洋 进行贸易
。

⑩明时
,

郑和七次下西洋
,

是为壮举
。 “有闽人某

,

曾王其国 婆罗洲
。

相传即从郑和南移华
侨之后裔也

。 ” 这一时期
,

旅居海外的中国

人 当不在寡
,

因无统计资料可考
,

仅知其往

来之频繁而已
。

由上可见
,

这一时期的国际迁移行为已

带有自发迁移的性质
,

与海外的往来 日益频

繁
,

且有成批 出国的特点
。

这时已有不少在

海外定居的移民
,

甚至 出现了由移民组成的
“ 新村 ” 。

除了使节
、

僧侣及留学生外最多

的是商人
,

这些商人 “ 冬去春来 ” 或 ,’住蕃

十年而归 ” ,

带有回归迁移的性质
。

此外
,

除迁出外
,

还有很频繁的迁人现 象
。

可 以

说
,

此时已完全具备了国际迁移的特点
,

只

是尚处于自发的阶段
,

也不构成大规模的国

际迁移
。

这一阶段的国际迁移动因多半是为了政

治
、

宗教或经济贸易往来
,

尚不具有很强烈

的谋生性质
。

但是
,

这时国际迁移的流向及

其分布却是相 当广泛的
,

丰要地 区 有 爪 哇

’’其间多有中国广东漳州人 留 居 此 地
。

,,
,

婆罗洲地区 “ 唐人与番人丛杂而居
。

,, ⑩

退罗 “ 华人流寓甚多
,

趾相随也
。 ” ⑩

真腊 今柬埔寨 “ 以木为城
,

是华人客

寓处 ” 。

马来半岛 “ 男女兼中国人居

之
。 ,, 菲律宾群岛 “ 先是闽人 ⋯ ⋯久

居不返
,

至长子孙
。 ” ⑩越南 “ 自泉州

启行
,

军次占城
。 ” ⑧等等

。

此外
,

还有

日本和朝鲜等地
。

总之
,

这一阶段 自发迁移的现象 日益频
繁

,

人数也 日多
,

至明引为高潮
,

同时又引

渡到华工出国时期
。

这时期的国际迁移已带

有一些谋生的性质
,

出现了少数移民
,

为后

来的迁移者提供了 有利条件
。

三
、

华工 出国时期中国人 口 的 国
·

际 迁

移 被迫迁移阶段

明中叶以后
,

开始进入华工出国时期
。

这一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 鸦片战争以前为

产生和发展阶段 鸦片战争爆发至十九世会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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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为发展到高潮并开始转向衰落的阶段 , 多
。 ⑩ “ 闽越之轻生海外者

,

冒风涛蹈覆溺

二十世纪初期到二十年代末为衰落到结束的 而不顾
,

良由生齿 日众
,

地狭民稠
,

故无室
几

阶段
。

无家之人
,

一往海外
,

鲜回家乡
。 ” ⑩人 口

华工 出国大致可划分为两种形式 一种 的增长与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
,

谋生不易
,

是契约华工形式
,

它是奴隶贸易形式的变相 不能木说是华工出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

加上

形式
,

一般又称为 “ 猪仔贸易 ” 。

另一种是 当时统治阶级的腐败
,

苛捐杂税的剥削
,

战

自己买船票或赊买船票搭船出国的殆式
。

这 乱频仍
,

民不聊生
,

故迁移海外成了许多贫

里
,

将以两种形式出国的迁移者 统 称 为 华 苦人民的生活 出
一

路
。

此外
,

这时也有一些客

工
。

观的迁移基础
,

如国内迁移的经验和知识
,

华工出国不是偶然的
,

它是诸多社会因 前人迁往海外的榜样和传回的信息等等
,

都

素综合效应的结果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它是 为后来的迁移提供了可能
。

在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及其惯性原 十六世纪西方殖民者占据南洋
,

开拓荒

则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

’

地
,

发展种植园经济
,

需要有大批劳工
。

而

华工 出国的迁 出地主要集中 在 闽 粤 两 中国人尤其是闽粤人
,

不仅在地理上便于引

省
。

另外
,

浙江上海等地也有一小部分
。

中 渡
,

体质条件上适于彼地生存劳作
,

而且 中

廖传统的思想观念向来是安土重迁
,

为什么 国人的吃苦耐劳精神也已被西人所熟识
。

于

会导致大规模的华工出国呢 是
,

中国的贫苦人民也就成了西方殖民者猎

明后
,

闽粤两省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 取廉价劳动力的主要对象
。

而当时
,

不仅北

移
,

人 口也急剧增长
。

如福建
,

隋时建安郡 美和澳洲的金矿发现
,

吸引着人们的迁移愿

有 万户
,

至唐增至九万户
,

万 口 , ⑩ 望
,

就是在东南亚一带
,

也因为谋生容易且

增长七倍多
。

明万历时更增至 万 口 ,

有剩余
,

而吸引着人们的迁移愿望
。

这样
,

情道光时一跃而为
,

万 口
。

⑩又如 广 东 以经济行为作为主要原因 的国际迁移行为
,

潮阳郡 自
,

户增至唐
,

户
,

增十八倍 终于演化成大规模的华工出国
。

二

一 年出国华工人数估计表 单位 万人

马来半岛一

⋯
菲律宾夏威夷群岛

连新西兰
澳大利亚美国南美巴拿马秘鲁英属圭亚那西印度群岛其它西印度群岛

些美国
引刻州一川秘

鲁
古
巴

“ ,
·

,
·

】
‘

·

”
· ·

‘
·

东东东 力日日

〔〔日日 拿拿
度度度 大大
群群群群
蓄蓄蓄蓄

刻叫一川东南亚地区一

迁人地

迁移
分布
总数

时时间
··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迁迁入地地 美美 夏夏 马马 东东 澳澳 力日日 菲菲 其其 南 欧欧 马马 东东 其其其

国国国国 威威 来来 印印 大大 拿拿 律律 它它 非非 洲洲 来来 〔日日 它它它
夷夷夷夷夷 半半 度度 利利 大大 宾宾宾 德德 英英 半半 度度度度
群群群群群 岛岛 群群 亚亚亚亚亚

‘‘

国国 岛岛 群群群群
岛岛岛岛岛岛 岛岛岛岛岛岛 王王 和和和 岛岛岛岛

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 月匕匕匕匕匕匕

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卜卜卜卜卜卜
迁迁移移

。 。 。 。 。 。 ‘‘ 。

分分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
总总数 】

资料来源 陈泽宪
, 《 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 》,

载《 历史研究 》 年第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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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段共有多少人迁移出去
,

没有准

确的记载
。

从十六世纪开始有华工出国
,

估计

其数量不会很大
。

大规模的华工出国大致丛
鸦片战争开始

,

即十九世纪中叶
·

。

上表是 叭

一 年间华工出国人数的估计数及其在世

界各地的分布状况
。

按上表估计
,

一 年 ’共有

万人出国
,

是华工出国的高峰期
,

也是分布

最广泛的时期
。

华工出国流向最集中的地方
·

是东南亚地区
,

其次是东印度群岛 含部分

东南亚地区
,

再次是美洲大陆和澳洲
。

从

年到 年约有 万华工出国
。

将 上

表制成曲线图
,

可以直观地看到华工出国所

经历的过程
。

见下图

‘ 、

可石石不
一

— 内乡, 气 , , , 时积 年

应该指出的是
,
大规模的华工 出国并非

都能顺利到达 目
‘

的地
,

实际上
,

这些华工在

海上
,

经各种折磨
、

侮辱而死亡 的 数 目 是

巨大的
,

据计算
,

一 年间
,

由中国

开往古巴
、

秘鲁
、

美国
、

圭亚那
、

巴拿马的

苦力船
,

海上死亡率最低的为 写
,

最高的

竟高达 纬
。

装载华工的船被称为 “ 浮动地
一

狱 ” 。

这些华工或被拐骗
、

或被抢掠
、

或为

生活所迫
,

而迁移出国
,

大多带 有 被 迫 性

质
。

华工 出国这种大规模的人 口国际迁移现

象
,

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

这一百二

三十年的历史
,

实际上是一部华工的血泪史
。

四
、 “ 一战 ” 到建国时期中国人 口的国

际迁移 推动迁移阶段

华工 出国时期结束以后
,

国际迁移行为

奶在进行
。

只是
,

与华工 出国时期相比
,

迁
‘

移的性质
,

更大程度上属于推动性的迁移
。

这主要是因为
,

国内战火连绵
,

广大人民在

帝国主义
、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

压迫下
,

生活愈益困窘
,

‘

谋生愈加不易
,

再

加上地方上的不靖
、

宗族的械斗等因素
,

使

得中国人 甲的国际迁移又形成了一次高潮
。

这一阶段迁移的主因在于国内的社会经济因

素和国际环境的变化
。

这一时期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

次世界大战到世界经济大危机阶段 , 经济大

危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

战到建国阶段
。

这一时期与以前不一样
,

不仅有大规模

的迁出
,

而且有大规模的迁人
。

世界经济大

危机爆发后
,

出现了大规模的回归迁移
。

据

估计
,

一 年仅汕头
、

香港的出境人

数就达 万
,

而 年到 年
,

回归迁移

的归侨比出国者多 万
。

这个阶段是中国

人 口国际迁移的一个低潮阶段
。

直到 年

以后
,

向外迁移才又多了起来
。

这一时期无

论是向外迁移还是回归迁移
,

都表现为推动

性的迁移
。

迁移的主要原因依然是经济上的
。

下表是 年 中国太平洋学会的调查结果
。

此时的迁移分布没有超 出华工出国时期

分布的范围
,

大多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和美洲

一带
。

这主要是受迁移的惯性作用的结果
。

’

五
、

建国以来中国人 口 的国际迁移 国

际迁移的新阶段
·

年建国以来
,

中国人 口的国际迁移
进人 了一个新的厉史阶段‘ 这一阶段无论是

迁移的动因和性质都有着一系列与前不同的

特点
。

这一阶段也可分为三个时期 建国后

到 “ 文化大革命 ” 时期 “ 文化大革命 ” 时

期 ’文化大革命 ” 以后时期
。

建国以后
,

国内社会稳定
,

生产关系也逐

步适合生产力的发展
,

以往迫使大规模国际

迁移的社会经济根源已经基本消除
。

但由于

迁移的惯性作用
,

国际迁移行为仍时有发生
。

划象而沙印加勿,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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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出国原因分析

出国原因分类 占百分比叱
一一一

、了
、、产、工、,‘

、、一产‘、一沙、比“”工一一经济压迫
南洋的关系

。

一招一

企到霎业的发展

、夕一‘、了、一、、产‘、一了、︸‘、了、

资料来源 陈达 《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

页
。

伴随着向外迁移的同时
,

回归迁移大为增加
。

建国初期
,

以大规模的回归迁移为主要

特点
。

有的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

有的让

自己的子女回国求学
,

有的回国安度晚年
,

等等
。

在五十年代初期
,

每年都有数以万计

的华侨或其子女返回祖国
,

形成了一次回归

迁移的高潮
。

同时
,

也有代部分人外迁
,

但

性质上已非原来的谋生 目的
,

而大多与亲人

团聚
、

继承遗产
、

组织新家庭等正常外迁现

象相联系
,

是迁移惯性作用的结果
。

迁出的

对象也 由原来大多为青壮年而转为妇女
、

老

人或孩子等
。

在 “ 文化大革命 ” 时期
,

由于 “左 ” 的

路线干扰
,

也由于侨居国对华侨政策的变化
,

使得国际迁移现象几乎处于停滞阶段
。

无论

是外迁还是回归迁移都只是极偶然的现象
。

“ 文化大革命 ” 结束以后
,

由于正确贯

彻执行 了侨务政策
,

‘

侨务工作也 走 上 了 正

轨
,

国际迁移现象开始增加
。

这一时期归侨

增加了
, 了 一 年间仅广东省就有

, 。

多华侨从国外回来
。

而与此同时
,

被批堆出

国的人数也有增加
,

多数是为与亲人团聚
、

继承遗产等而去的
。

如广东省 年外迁人

数有 万多人
。

在回归迁移的人 口 中
,

大部分是 自愿回

国的
、

或与家人团聚
、

或 “ 落叶归根 ” 、

或

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

但也有一部 分 是被 迫

的
,

这与侨居国的社会和政策变化有关系
。

如 年印度尼西亚制造的排华事件
,

不仅

使很多海外华人家破人亡
,

也促使很多人不

得不 回归祖国
。

又如越南制造的排华事件
,

不仅使很多人成为国际难民而被迫进行再迁

移
,

也使很多人回归祖国
。

据统计
,

越南排华造成的难民人数有 。多

万
,

其中大部分是 海 外 华 人
。

仅

一 年间
,

从越南回归中国

的海外华人就达 万之多
。

建国以后的中国人 口 国际迁移
还出现了一个新特点

,

那就是
,

参观访问
、

旅行游览
、

业务学习
、

劳务输出等形式的国

际迁移现象有所增加
。

从总的趋势看
,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

展
,

国家的繁荣富强
,

中国人 口的国际迁移

不仅在外迁上会越来越少
,

回归迁移会越来

越多
,

而且迁移的性质和方式还 会 有 所 变

化
。

未来的中国人 口 国际迁移可能将转向诸

如参观访问
、

旅行游览
、

业务学习等广义的

国际迁移上
。

六
、

几点结论

中国人 口的国际迁移是一个历史的过
程

,

各个不 同历史阶段有不 同的表现
,

无论

是迁移的动机
、

目的和方式
,

还是迁移的类

型和后果
,

都是各不相同的
。

但是
,

有一点
·

是可以肯定的
,

中国人 口的国际迁移是一种
和平迁移

,

迁移者大多是劳动人 民
,

他们在

侨居 国与 当地人 民友好相处
,

为所在国贡献

了 自己的力量和才智
。

同时
,

他们也热爱 自

己的祖国
,

为祖国建设尽 自己的力量
。

建国以前的中国人 口 国际迁移
,

尤其
‘

是永久性迁移
,

迁移的原因主要在于国内的

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

而近代的 “ 华工 ” 又

是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直接后果
。

因此
,

发

生在封建制度下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

国人 口 国际迁移
,

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 口移
动现象是有本质区别的

。

建国以后
,

以谋生

为 目的的迁移现象已逐步消失了
。

大批海外

华人的回归迁移表明
,

中国人 口 国际迁移已

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

应该说明的是
,

这里所探讨的主要是

闽粤两省人 口的国际迁移
,

因为这两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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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人 口 国际迁移数量规模最大 占的

以上
、

迁移者最集中的地区
。

此外
,

诸如

东北
、

西北
、

西南以及东海沿岸地区都有国

际迁移行为发生
,

只是
,

其规模是较小的
。

福建人 口 的国际迁移主要发生在晋江

地区
、

莆田地区
、

龙溪地区
、

龙岩地区和厦

们福州两市
。

广东人 口的国际迁移主要发生

在珠江三角洲粕潭江流域
、

潮汕平原 兴梅

客家地区和海南岛等地
。 七

人 口的国际迁移一般是指人 口在国际

范围内的迁移行为
。

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

即越过 国界和改变居住地
。

对于这部分人 口

包括哪些人的问题
,

学术界尚有 不 同 的 理

解
。

可归之为两类 一革卜认为
,

凡
‘

越 过 国

界
,

无论其时间长短
、

动机和方式如何
,

皆

属于国际迁移者
。

代表者如苏联学者
·

悔

尔扎诺夫和 恰佩克
。

另一种认为
,

、

只 有
‘ 一

民期或永久性移民
、

难民
、

劳动力输 出等才

属于迁移者
,

其他诸如驻外使节
、

留学生
、

旅游者
、

访问者
、

业务联系等不 属 于 此 范

围
。

前者称为广义的人 口 国际迁移
,

后者称为

狭义的人 口 国际迁移
。

我以为
,

作为一种社会

砚象
,

人 口 国际迁移属于人 口移动的一种
。

人 白移动可分直向移动
、

横向移动和流动三

种
,

性质上是各不相同的
。

而人 口 国际迁移属

于按地域进行划分的人 口 横向移动的一种
,

它不包括人 口的直向移动和流动
,

也不包括

横向移动 中的国内迁移
。

因此
,

把人 口 国际迁
‘ 、 、 夕一

移的历史观察理解为狭义的是比较恰 当的
。

必须指出
,

中国人 口的国际迁移还应

包括从 中国台湾
、

香港
、

澳门等地迁出的人

口
。

作 者工作 单位 厦 门大学人 口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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霆彝 中国人 口 学培训中心第三次咨询委员会会议召开

年 月 日
,

中国人 口学培训中心第三次咨询委员会议
。

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有 位顾问委员参加

了这次会议
。

会议主要就培训中心 至 年的工作计划进行咨询
。

各顾问委员对于 年度培训中心多 形 式多
·

层次的培训工作及效果表示满意
,

对于从 年中开始招收的一年半学制的研究生班表示肯定与支 持
,

并

希望在今后的教学中
,

注重学员的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
。

关于 年下半年招收十 名非洲留学生
,

大 家 一
一

致意见应做好充分准备
,

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

在授课中
,

将人 口学知识与中国人 口 实际问题 相 结合
,

根

据学员的背影 有所侧重地培 , 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

会议还决定 年暑期开办 周的计算机 软 件 学 习

班
。

并初步决定以后每年召开两次全体顾问委员咨询会议
,

召开两次在京顾问委员咨询会议
。

以 便干 更 好

地商讨培训中心的有关土作
,

培训中心将定期向各顾问委员通报中心工作的执行情况
。

丈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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