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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间的东南亚国家关系与华侨华人

—
一种世界体 系视角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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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就世界体系思想而言
, 一 年间的东南亚地区已被西方力量强行

“

嵌入
”

资本主

义世界经济体的外部领域
,

正处于朝贡体系和资本主义经济体两种世界体系相互竞争
、

利用与共

存的复杂历史时期
。

本文试就上述历史背景下的东南亚地区 国家关系及其影响下的华侨华人体

系的发展特征进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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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认为
, 一 驯 年代是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积累时代向 自由竞争和垄断时代过

渡发展的时期
,

也是世界史由分散性历史逐渐向整体性历史过渡发展 的时期
。

从世界体系角度来

看
,

公元 一 年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欧洲诞生并向全球扩张的历史时期
。

就东南亚地区

来说
, 一 喇 年代是两种世界体系共存与竞争的时期

,

即朝贡体系逐渐瓦解和落幕
,

及其逐渐

融人资本主义殖 民体系和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中逐渐
“

边缘化
”

的时期
,

同时也是以东南亚为中

心的华侨华人体系的发展时期
。

就历史演变的进程来看
,

两种世界体系在东南亚地 区共存与竞争

的斗争经历了两个明显的阶段
,

一是 一 巧 年间东南亚海岛国家退 出朝贡体系与

部分地区进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
“
边缘化

”

阶段
,

二是 巧 一 年间东南亚大陆国家退

出朝贡体系与东南亚地区整体进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
“

边缘化
”

阶段
。

【 〕受篇幅的限制
,

本文

将就 一 年间两种世界体系共存与竞争的第一阶段的东南亚地区 国家关系及其影响下的

华侨华人体系的发展特征进行分析
。

一
、 一 年间的 东南亚地区 国家关 系

巧 年葡萄牙征服满刺加
,

占领 了马六 甲
。

这一事件的发生
,

不仅改变 了东南亚地 区的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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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进程
,

同时也改变 了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关系格局
。

大致说来
,

巧 一 年间东南亚地区 国家

关系格局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的特征
。

一 两种世界体系共存于东南亚地区
,

且在区域上有着明显的地理特征

年马六 甲王 国的灭亡是东南亚地区朝贡体系解体的开端
。

马六 甲被 占以后
,

满刺加 国王

曾派其叔向中国明朝求援
,

未为明朝接受
,

究其原因不过就是中国各王朝向无为朝贡国乞援而出兵

之事也
。

另一方面
,

在 一 年间
,

当欧洲人在东南亚的海岛地区进行殖 民掠夺时
,

东南亚中

南半岛上的两个大国缅甸和遏罗却为了领土而进行着内部战争
,

南面正在发生 的一切对他们似乎

没有一点干系
,

这确实是一件让人惊讶的事情
。

最初
,

在东南亚地区以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竞争为主
,

其 目标为争夺香料贸易的垄断权
,

它

们以条约的形式确定各自在东南亚地区的势力范围
。

早期葡萄牙在东南亚地区 的势力范围包括马

六甲和香料群岛
。

年西班牙人侵菲律宾
,

年在宿务建立第一个东方据点
,

年建设马

尼拉商城
。

之后
,

西班牙逐渐 占领了菲律宾群岛的中部和北部地 区
。

到 世纪初期
,

荷兰人开始

涉足东南亚地区
。

巧 年荷兰人到达爪哇
,

年在爪哇建立商馆
,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
。

〕年荷兰人在万丹设立商馆
,

与葡萄牙相抗
,

年在爪哇建设巴达维亚城 即雅加达
,

年

占据台湾
。

翻 年荷兰人 占领马六 甲
,

年 占领望加锡
,

自此荷兰人将葡萄牙人主要力量赶出

东南亚地区
。

荷兰人对马来半岛上的马六 甲
、

印度尼西亚群岛中的东爪哇和香料群岛 即马鲁古群

岛 的统治直到 年后英 国霸权的兴起
。

到 年
,

东南亚 的海岛地 区除加里曼丹岛以外
,

分

别为荷兰
、

西班牙和葡萄牙等西方力量所影响
,

其中马六 甲
、

东爪哇
、

菲律宾群岛的中北部等地区成

为西方殖 民体系的一部分
。

海岛地区的其他部分虽仍保持独立
,

但其贸易和交通却受西方力量 的

控制
。

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挑战和冲击
,

东亚传统的朝贡体系所做出的反应是收缩再收缩
。

到 年代时
,

东南亚的朝贡体系只保留在大陆中南半岛上 了
。

两种力量在东南亚地 区如此明显

的地理特征分布
,

除了两种世界体系的新旧体制力量对比的差异以外
,

其与海岛和大陆国家的地缘

位置 处于交通要道
、

资源需求 香料和胡椒等 和国家政治经济结构等诸多因素有关
。

二 两种世界体系相互影响
、

利用和斗争等诸多形式融入一体

两种世界体系相互影响的主要表现有 朝贡体系下的朝贡贸易方式影响着西方东来以后的

初期贸易方式
。

早期的葡萄牙在马六 甲实行严厉 的垄断贸易制度
,

对中国华商及其他 国家的商人

征收高额税率
,

进而破坏了马六 甲的贸易中心地位
,

这也是葡萄牙势力在东南亚没落的重要原因之

一 ①。

在这之后的西方国家在东南亚地区进行贸易时都不得不
“

委曲
”

于朝贡制度
。

这种现象在当

时西方打开中国贸易时也是如此
。

例如
,

荷兰和葡萄牙就分别于 年 第二次 的时间是

年 和 一 年向中国进行
“

朝贡
” ,

后来的英国
、

法国和美 国也作为朝贡制度下的互市国而参

与东亚贸易
。

也 由此
,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建立商馆
,

年法 国在广州建立商馆
,

年美国第一艘商船到达广州
。

西人力量的介人
,

不仅影响着朝贡体系的内容和形态
,

而且也影

响着朝贡贸易的性质
。

一方面
,

西方 国家的加人
,

扩大了朝贡体系
“

华夷秩序
”

中
“
夷

”

的范围
,

但缩

少 了朝贡体系中
“

夷
”

的数量
。

而且与中国朝贡贸易那种复杂的礼节相 比
,

东南亚地 区各国与西方

的贸易就实际得多
。

另一方面
,

西方同东南亚地区直接贸易的加强
,

不仅弱化了东南亚外围国家对

中国的向心力
,

同时也改变 了朝贡贸易的性质
,

使其由奢侈品贸易 向大宗商品贸易发展
。

年

代兴起并开始成为逞罗朝贡贸易新支柱的大米贸易就是最具代表性的说明
。

【幻 一

① 年
,

葡萄牙控制下的马六甲的基本税率为货值的
,

但华人须缴
,

孟加拉人须缴
。

这样就使
中国商人和印度洋地区的贸易转移到北大年和加里曼丹岛沿岸等地

。

参阅〔美 〕约翰
·

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 》
上册

,

上海译文出版社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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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世界体系相互利用的主要表现有 正如上文所言
,

西方 国家利用朝贡体系和朝贡贸易

与东亚国家进行商业贸易
,

同时也利用此条件企图控制东南亚的大陆国家
,

但未有成功
。

朝贡

体系下的多数国家充分利用西方力量为 自己的利益服务
。

例如
,

东南亚的大陆国家就充分利用
“

以

夷制夷
”

的战略而维护 自己的国家独立
,

或抵制外部力量的侵人和干涉
。

越南利用法国力量而排挤

葡萄牙和荷兰势力的介人
,

柬埔寨利用葡萄牙人排挤英法势力
,

缅甸则利用英国力量而抗衡退罗的

侵略等
。

年代的退罗也曾利用法国力量而抵制荷兰人的势力
。

中国的明朝也 曾利用葡萄牙

的力量而打击东南沿海地区的
“
海盗

” ,

中国的清朝也曾利用荷兰的力量而收复台湾等
。

当然
,

从历

史的角度来看
,

这种利用对东南亚国家来说是弊大于利的
。

两种世界体系相互斗争的主要表现有 正如上文所述
,

在东南亚地区
,

大陆独立国家和西方

力量之间存在着一种利用和反利用的斗争
,

这种拉锯式的斗争延缓着这些大陆国家的殖 民化进程
。

东南亚国家与西方力量的较量本质上是为了自己的独立
,

但在形式上也是维持朝贡体系
。

作为

朝贡体系的支柱 —中国来说
,

面对西方力量的渗透
,

民间和官方的态度截然不同
。

官方政府实施
“

闭关锁国
”

的政策
,

例如
,

年广州成为清朝唯一对外开放的港 口 。

而作为朝贡体系的一大受

益者 —华商及华人移民却与西方力量进行了直接的斗争
。

例如
, 一 世纪活跃于中国东南沿

海和东亚地区的郑氏家族为维护朝贡体系和建立 自己的
“

海上商业帝国
”

就曾与荷兰
、

葡萄牙和西

班牙进行过战争或交涉
。

然而
,

由于他们只是作为一个民间团体而发挥作用
,

所以这种斗争行为的

意义
,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性质上
,

都大打折扣
,

无法与国家层面的关系相提并论
。

由于斗争双方

地位的不平衡性
,

所以西人对华人的迫害事件不断发生
。

年
、

年
、

年
、

年和

年西班牙人对菲律宾的华人实施 了五次大屠杀 年荷兰人对 巴达维亚 的华人实施大屠杀
,

引

发
“

红溪惨案
”

等
。

在这场斗争中
,

双方的 目的是明确的
,

华人是为了商业利益和生存
,

西人也有商

业利益之追求
,

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殖民统治
。

三 欧洲人在东南亚的健略和互相争夺是他们在欧洲国际关系格局中相互斗争的延续和反映

在 一 年间
,

欧洲列强 自身的潮起潮落在东南亚都有明显 的回应
。

例如
,

西方霸权 自

年代以来的序列为
,

首先是葡萄牙和西班牙
,

其后为荷兰
,

年后为英国
。

列强对东南亚的

殖民侵略时序与这个霸权兴衰周期相一致
,

只不过在时间上略滞后一点而 已
。

由此说明
,

自 世

纪后
,

欧洲国际关系格局的发展对东南亚的进程影响是逐渐强化的
。

沃勒斯坦在分析现代世界体

系时认为
,

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经济中心是随着政治霸权的变动而转移的
,

这一观点在 一 世纪

的东南亚地区也有类似的体现
。

例如
,

葡萄牙时代的贸易中心安特卫普之于马六 甲
,

荷兰时代的贸

易中心阿姆斯特丹之于 巴达维亚
,

英国时代的贸易中心伦敦之于新加坡等
。

当然
,

我们仍然要看到
,

在 一 年间
,

东南亚地 区在很大程度上仍保 留着 自身的政治
、

经济和社会的整体性
。

正如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
,

在 世纪之前
,

亚洲 包括东南亚
“

在

同国际市场经济的关系上仍是一个
‘

外缘以外的地区 ”, 。

〔」 印 其时
,

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关系和

格局也以自己的特色为主
,

西方力量并非处于主导地位
。

其一
,

当时的资本主义处于原始资本积累

时期
,

其扩张的动力有限 其二
,

当时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主战场在美洲大陆
,

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

活动以建立商站和控制贸易为主
。

总之
,

自 世纪西方力量东来以后
,

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关系逐

渐变得复杂化了
,

即从传统的王朝国家关系体系逐渐过渡到以西方资本主义宗主国势力主导下的

条约体系之中
,

从而使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关系也渐渐变得复杂化了
。

二
、

东南亚地区 国家关 系对华侨华人体 系的影响

大致说来
, 一 加 年间东南亚地区上述国家关系体系对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体系的影响

‘



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 西方力皿的介入刺激了华商网络和贸易的发展
。

在 一 年代
,

西方力量的介人虽

然阻碍了东南亚地区社会发展 的正常进程
,

但就经济领域来说
,

由于早期西方势力的弱小
,

其介人

并没有改变东南亚海岛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
。

西人在东南亚地区的重要交通要道建立

商馆
,

在利用原有贸易网络的前提下
,

开辟 自己势力范围的贸易中心和体系
,

其军事基地的存在仅

起保护和形成威胁的作用
。

葡萄牙人统治东南亚岛屿之时
,

由于只进行收集商品的活动
,

不仅未发

展东南亚地区的商业贸易
,

在一定程度上 由于其实施垄断和苛刻的税率制度而破坏了该地区的贸

易发展
。

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在早期统治东南亚地区时期
,

对该地区的商贸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

首先
,

他们在东南亚殖 民地开辟新的贸易港 口
,

实行优惠政策
,

鼓励其他国家的商人从事商业活动
,

特别是吸引大量华商的参与
,

从而使马尼拉和巴达维亚迅速成为东方贸易中心
。

其次
,

他们开辟 了

新的贸易航线
,

特别是直接的东西贸易
。

世纪西班牙人开辟 的以马尼拉为中心的
、

连接中国
、

菲

律宾和墨西哥的
“

大帆船贸易
” ,

也对东亚地区的贸易发展及华商网络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

义
。

再次
,

荷兰人向爪哇地区引进 了新经济增长方式
。

世纪下半 叶
,

荷兰人把甘蔗种植 引进爪

哇
,

年后又把咖啡种植引进爪哇
。

这些新经济种植形式不仅确定了荷兰在东南亚地区贸易中

的地位
,

同时也促进华商网络贸易的发展
。

综合以上分析
,

我们可知
,

西方力量的介人
,

特别是东南

亚海岛部分地区的殖 民化和融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边缘化等进程
,

使东南亚地区 的贸易和发

展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发展和欧洲世界市场直接联系起来 了
,

这一进程也 同时使东南亚地区

的华人不断融人到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和世界体系之 中
。

即便如此
,

西方在东南亚地 区的贸易仍

以从事东亚区域内部贸易为主
,

而非东西直接贸易
。

所以
,

有专家认为
,

在 和 世纪
,

荷兰东印

度公司在爪哇
、

马六 甲的直接统治
,

也仍然只是处在亚洲社会边缘的一个外来实体
。

」玛

《二 西方力 的介入也刺激了华人移民的发展
。

首先
,

西人东来所创造的巨大商业利益和创

造财富的机会无疑给华人的移 民和原居东南亚大陆地区 的华人再移 民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

其

次
,

与西人的大力引进政策有关
。

西人进人东南亚后
,

在建设 自己 的商业 中心和网络时
,

意识到华

人在东南亚商业贸易中的作用和地位
,

所以早期的西人对华人移民的态度是积极和鼓励的
。

当然
,

当华人势力愈加强大且严重威胁到其控制的力度和范围时
,

西方列强便不择手段地对华人实施驱

逐
,

甚至大屠杀
。

事件过后
,

列强利益衰落
,

西人对华人移 民又鼓励引进
。

这种鼓励引进一驱逐和

屠杀一再鼓励引进一再驱逐和屠杀的模式是西方对付诸如华人等世界其他移民族群的一种规律
。

再次
,

早期西方列强通过澳门对华人实施 的
“

苦工奴隶贸易
” ,

也对华人移 民产生一定影 响
。

年葡萄牙人获得在澳门的合法留居权
,

而早期葡萄牙人在亚洲所开展的国际贸易实质上是一种转

口贸易
。

到 一 世纪中叶
,

由于明朝海外政策的转变
,

使澳门成为一个中国对外的窗 口
,

拥有 了

广州外港的历史地位
,

促成 了澳门成为远东国际贸易的重要中转港
。

同时
,

澳门也成了中国人移民

的重要出 口港
,

特别是早期的契约劳工移民和变相的掠奴贸易
。

抖 年荷兰 占领台湾时
,

也曾在

中国东南沿海进行海盗式的掠夺劳工贸易活动
。

〔」 一

应该说
,

东南亚地区国家关系体系的上述变迁
,

在动力
、

空间与规模等方面都对华侨华人体系

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
。

三
、

巧 一 年间华侨华人体 系的发展特征

一 年间的华侨华人体系仍以东南亚地区为核心范围
,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
,

其发展特

征主要表现为

一 华商网络的中心和基地外移
,

华商网络的空间和市场不断扩大
,

华商的角色和性质也发生



不断的变化

华商网络外移的主要动因有三点 第一
、

中国明清王朝时期实行严厉 的海禁政策
,

使华商网络

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
。

这是华商网络转移的内推力
。

第二
、

西人 的介人扩大 了东

亚地区的区域贸易
,

同时东亚地区贸易的重心也逐渐向东南亚地区转移
,

并使当时的东南亚有史以

来第一次成为世界贸易活动中心之一
。

【 力斜 在以上因素的刺激下
,

不仅华商与西人之间的走

私贸易大大增加
,

而且也推动华商参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
。

这是华商网络转移的外拉力
。

第三
、

西

人在东南亚地区的鼓励政策和新经济种植业的发展为华商网络的转移提供了立足的条件
。

这期间

华商网络的发展特点有 第一
,

华商网络的中心和基地 由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向东南亚地区重要的贸

易中心港 口城市转移 第二
,

华商网络由东南亚沿海城市向各大陆和群岛国家的内地延伸和扩展

〔〕卿
一

第三
,

华商网络的内容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

由单一 的商业贸易转向商品贸易
、

种植生

产和采矿等范围
,

从而促进华商的角色变化更趋向多重性
,

即由原来的单一供应商角色向供应商
、

生产商和中间商以及消费者等多重角色转变
。

例如
,

移居爪哇的中国商人
,

既是中国商品的供应

者
,

又是当地土著人与西人贸易的中间人
。

在东南亚海岛殖 民地
,

华商也积极适应西人的贸易方

式
,

包揽了几乎一切零售商业
。

华商网络及华商角色的以上变化促发 了华人经济性质的改变 第

一
,

华人经济在所在地的地位 日益上升
。

据记载
,

在 年之前
,

爪哇地区的甘蔗种植基本上 由华

人控制
,

其制糖业也一直由华人支配
。

在巴达维亚
,

华人是当地 出产的大米
、

糖和烧酒的主要经营

者 【 〕段翻
,

第二
,

华人经济和华人社会 日益同所在国的经济和社会相融合
,

由外来者向本土化

发展
。

以上事实主要说明
,

华人不仅在东南亚扩大的贸易活动中起着 日益重要的作用
,

而且其历史

发展与所在国和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发展之间的联系 日益密切起来
。

当然
,

两种不同世界体系下 的

华人经济的意义是不一致的
。

在大陆独立国家里
,

华人经济是其所在地国家经济中的一分子
,

而在

海岛殖民地
,

华人经济则隶属于殖民经济体系之下
。

二 华人移居群体由“
点式体系 ”向

“ 网式体系 ”
发展

这期间
,

华商网络的发展与华人移民的发展形成 良性 的互动
。

华人移 民的方向不仅随着西人

在东南亚地区商业中心的发展而移居
,

特别是随着华商网络的扩展而扩大
。

例如
,

荷属巴达维亚商

馆和西属马尼拉商馆的建设者大多为华人
。

当时华人移民的主要居 留地是荷属 的爪哇
、

西属的马

尼拉
、

泰国
、

西加里曼丹岛和马来半岛的东南部
。

据记载
,

在 年事件之时的巴达维亚有华人近

万
,

在 印 年和 年两次大屠杀事件之时的马尼拉地区都有近 万华人
。

到 年时
,

马尼

拉帕里安区的华人约有 巧 以刃 名
,

年时约有 《 名华人
。

〔」卿 在 世纪的遥罗阿瑜陀

耶王朝时期 一 ,

有华人近 万
,

而到郑信统治下的吞武里王朝时期 一 ,

住居退

罗的华人达到近 万人之多
。

他们分布住居在遇罗境内的各个地方
,

其中以大城
、

北大年
、

万佛春

和宋卡等地为主
。

【 〕卿
一 据中国航海家谢清高在其《海录 》中记述

,

在 世纪后期
,

在马来亚

各邦有数以万计的华人从事贸易和商业活动
,

槟榔屿一带有万余华人从事胡椒种植
,

从马六甲到雪

兰羲有许多华人从事锡矿的开采
,

在马来亚东岸的吉兰丹有许多华人从事金矿的开采 在加里曼丹

岛西岸的坤甸到山 口洋
、

三发等地
,

从事淘金
、

钻石
、

贸易和耕种等行业 的华人常有数万人
。

其中
,

年成立的兰芳公司就是典例
。

〔」 一 另外
,

随着新经济种植业 的引人和商业零售业的发

展
,

华人移民群居区也逐渐由沿海城市或城镇向乡村发展
。

这样
,

由城镇和乡村连接的商业网络促

成了华人群居的
“

网式体系
”

的区域分布格局
。

而且
,

在一定程度上
,

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在马六甲和

东爪哇地区对华人实行
“

甲必丹
”

制度
,

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将华人统一划定在特殊的区域等制度对

华人社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

三 华人移民的形态趋向多样化

在 一 年间
,

华人移居东南亚地区 的方式仍然以商业贸易为主
,

华商形态仍旧 占华人
·



移民的主流
。

但在外部各种因素的刺激下
,

其他形态的移民方式也为华人所表现
。

他们是种植业

移民 海岛地区新经济作物的引人和大陆地区农业的发展需求
,

还有华商从胡椒等重要商品的贸易

领域转向其生产领域等因素
、

技术移民 大陆地区手工业发展之需求
,

包括陶瓷业和航运业等
、

商

贩业移民 海岛地区零售业的发展及华商网络市场发展之结果
、

与华人社会相伴发展 的服务业移

民〔家庭小工
、

洗衣业
、

餐馆业和妓女等
,

同时荷兰人和西班牙人也都离不开华人的服务
、

劳工移民

世纪马来半岛和西加里曼丹岛的锡矿和金矿 的开采
、

政治移 民 社会动乱及王朝的变迁 等
。

这些形态的华人移民与华商所从事的贸易行业密切相关
。

四 华人社团组织初现雏形

法国著名的社会历史学家费尔南德
·

布罗代尔曾说
, “

文明产生于聚居
” 。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

中
,

人 口集中几乎一直是社会
、

政治和经济方面实现重大质变的前提
。

大约在 世纪时期
,

在东南

亚华侨华人比较集中的地方
,

开始出现了一些 以寺庙或宗祠为 中心而形成的华人 团体组织
。

这些

组织机构简单
,

人数不多
,

但却主持和管理当地华人的 日常生活风俗活动
,

并作为 当地华人代表与

殖民官员进行交涉
。

这些组织的另一特点是
,

它以华人来源地的方言为纽带
,

代表该方言集团的利

益
。

在 世纪的东南亚地区
,

华人社团组织雏形的主要代表有两个
。

一是大约成立 于 年的

荷属巴达维亚地区的金德院
,

二是大约建立于 年的马六 甲地区的青云亭
。

这两个组织的性质

相似
,

且交往关系密切
。

〔 一 〔 〕哪
一 总之

,

华人社团的诞生是华人社会走 向成熟的

新起点和主要标志
。

五 华侨华人在国家关系中成为一种不确定的因素

就国家关系而言
, 一 年间的华侨华人体系有时是主体

,

有时是对象
,

有时是角色
。

例
、

如
,

在中西关系的交往中
,

华侨华人就作为一种载体而为西方认识中国的第一对象
,

这种作用 自葡

萄牙人与华商于 年在马六 甲首次接触而开始
。

在早期的中西直接对抗中
,

华侨华人是维持中

华传统利益的主体
,

虽然华商不为当时的中国王朝所认可
,

但在早期的西人眼中
,

华商就是 中国的

一个代表
。

否则
,

西班牙和荷兰在菲律宾和爪哇对华人进行大驱逐后
,

就不会有对来 自中国的报复

之担忧 ①。

在东南亚海岛国家的历史发展中
,

华侨华人作为一种外来的现实力量的存在因素
,

对其

所在地或国家的殖 民化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
,

主要表现在殖民化的速度和深度上
,

以及社会经济结

构的演变上
。

总之
,

这期间的华侨华人游离于国家关系与国际关系临界线内外之间
,

是一种不确定

的因素
。

总之
,

这时期华侨华人体系发展的主要特点是 移民数量规模化
、

华人社会组织化
、

华人经济本

地化 包括生产
、

经营和属性等方面
、

移民形态多样化 ②。

四
、

结 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
, 一 年间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向全球扩张的大历史背景下

的东南亚地区已被西方力量强行
“

嵌人
”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外部领域
,

西方列强的渗透作为一

① 西班牙和荷兰曾分别于 印 年和 年修书予明朝中国地方官员和清朝乾隆皇帝
,

对 印 年的马尼拉事

件和 年的巴达维亚事件表示解释和谢罪
。

参阅李长傅等著《南洋史地与华侨华人研究 》
,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印 年版
,

第 卯
、

的 一 页
。

②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

在分析 巧 一 年之间的华侨华人历史时
,

明末清初时期活跃在中国东南

沿海一带的所谓
“

华商海盗
”

是不容忽视的
。

这些所谓 的
“

华商海盗
”

的组织
、

成份和性质是十分复杂的
。

笔者认

为
,

将被武装起来的华商简单地贴上
“

海盗
”

的标签是对历史的歪 曲和不负责任的附会
,

我们应从特殊的历史背景

视角来看待这些被武装起来的华商群体
。

·



种现实因素给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产生 了不可回避的影响
。

然而
,

由于朝贡体系

这一特殊因素的存在而使东南亚地区的殖 民进程表现出与其他地 区不同的特征
。

在 一

年间
,

资本主义经济体对朝贡体系的最外围 —东南亚地区的海岛国家采取的是武力强占的方式
,

对中间层的东南亚大陆地区则采取相互利用的对策
,

对中心地区则采取顺应的策略
,

从而形成东南

亚地区两种世界体系竞争
、

利用与共存等多种形态并进的复杂局面
,

由此衍生了东南亚地区复杂的

政治经济关系
。

与此同时
,

作为中外关系史的一支 —东南亚华侨史也 自然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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