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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婆罗洲的日本人：劳动力移民期 
 

[日]原不二夫 

 

一．劳动力移民事业的探索 

 

    根据染谷的报告，原船员增田幸一郎因精通英语获得山打根日英两国人的信任，他“承

包了伐木业”，从事“木材砍伐、运出”，并利用积累的资本于 1903 年获得港（Cowie Harbour）
附近的“伐林权”，从日本“输入”工人，开始砍伐粗木。1904 年在与荷属交界的塞巴提

克岛（Sebatik Island）得到了 1 000 英亩土地的租借权，但由于资金不足和伐木经验不够，

事业失败了，从日本引进的工人做鸟兽散，“穷困潦倒后辗转各地”。该报告还有如下记录：

“明治 36 年（1903 年），增田幸一郎设立了旭商会，……从塞巴提克岛运出木材，再把木

材运到香港，这就是日本人木材业的开端……。旭商会因日俄战争末期波罗的海舰队到来，

与香港的生意断绝并关闭了公司，……职员……（7 名）也四处离散了”。 
    增田回国后，于 1908 年设立了“婆罗洲企业株式会社”（在“移民状况”中写为“婆

罗洲企业会”），“得到外务省的内部承诺，……便募集移民，即将出发时，也许政府内部

有人认为有危险，未能得到正式许可，终于受挫……便将祖先留下来的不动产全部用于还

债”。 
    如上所述，20 世纪初的移民事业或许是因为 1890－1895 年移民的悲惨结局而走到了

尽头。为了打开新的出路，染谷提出了如下“关于输入本国移民的愚见”。 
        日本人居留者目前只有外国人的妾、娼妇及一些没有财力的劳工……。地势、土

质、风土等……适合于日本农家移居……。该州政府希望移民来临，对最初到来的一

批人……免费提供或特别廉价转让土地……。我们以英属北婆罗洲企业会这样的组

织，在坚实的基础上吸收一批小农，我们策划一批试验性移民，将来……对日本人势

力的发展极为有利……。 
        从事种稻、制茶及其他农业。但砍伐树林易患疾病，因此最初由土人砍伐并烧

荒……。 
        工资低廉，气候四季炎热……对内地劳工的健康不适，但居住在台湾并入籍的支

那苦力在那里居住没有问题。……台湾人移居到当地对鼓励我内地人移民提供了极大

的方便，对当地日本人势力的发展是一个帮助……。月工资一般工人每人 12－13
元……因此……在日本移民的农园中使用的杂役专门雇用台湾人……，日本内地

人……作为小农经营者及其他新事业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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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谷在写完这份报告之后，收到了山打根橡胶经营者戴尔（R.W.Dale）的信。戴尔在

1910 年 12 月 16 日的书信中说，“在 4 个月前开始开垦的橡胶、咖啡园里有两名日本人在

种植，还想再雇 6－8 名。但是，因取得签证很困难，请求长崎市政府采取放宽措施。也

请您向长崎市政府说明一下当地的情况”。这里出现长崎，说明当时九州是劳动力移民的

中心地。染谷了解到这封信的意义后，便于 1911 年 2 月 23 日给小村外相写信道，“这时

应尽量为该人（戴尔）提供方便，对今后本国移民在当地的发展将极为有利……。虽然工

资低廉，但劳动相对轻松……”。对小村的要求到底具有多大的直接效果，这里无法确定，

但结合前述的“愚见”来看，对 20 世纪初的移民推进论应该有相当大的影响。 
    “让台湾人移居到南洋，在空出的地方安插上日本人”，这种乍一看很合理，实际上

极不合理、极不人性的方案并非染谷的“专利”。1910 年前后，后藤新平（当时铁道院总

裁兼拓殖局副局长）和铃木商店的金子直吉曾联名向台湾总督（佐久间左马太）提交了具

有下列内容的意见书。 
        日本人取得发展的地方非此地（南洋）莫属。但是南洋有风土病。日本人冒然前

往的话，10 人中将有 2－3 人病死。因此，首先要先把适应风土病的台湾人送去，然

后再把日本人送去。……台湾人人口变得稀少后，再让朝鲜人移居，而从日本内地送

移民去朝鲜。 
    据说金子把这种“大和民族发展的公式论”说成“像端出凉粉那样把日本人逐步送出

去”。1910 年 5 月主张“必需以和平主义打造殖民地”而使金子感动不已的依冈省三同年

视察了宾坦岛（新加坡南部，荷属）、婆罗洲岛，据说这是为了调查该“公式论”。依冈本

身当时“高调提出移民政策作为国策，尤其强调南洋移民是当务之急”，主张“我日本的

发展地只有南洋，如果有相当的设备，移民必定会繁荣”。 
    在依冈前往婆罗洲之前，（1910 年 9 月）金子再次向台湾总督府提交了下列意见书。 
        我们共同谋划，设立资本金 130 万日元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公司，在荷（“英”之

误）属印度婆罗洲岛沙捞越及其他海峡殖民地获得一定的土地，将台湾人、南洋人、

日本人混合移居，开拓荒山，种植橡胶、椰子、棉花、甘蔗等……并准备同时从事移

民事业。……请总督府对本公司……自明治 44 年（1911 年）每年提供 65 000 日元的

补助金……。 
    该意见虽因民政长官内田嘉吉的反对而未被采纳，但依冈在结束这次视察时在古晋设

立的“古晋商会”（省三死后的 1912 年 12 月改称为“日沙商会”）的目的显然是具体实施

其最大的出资者铃木商店——金子等的人口移动论（截至 1937 年，在日沙商会的资本 6
万股中，2 万股是铃木合股的。但是，日沙商会结果并未实施台湾移民，而由北婆罗洲斗

湖的久原农园以可谓“变形凉粉”的形式实现了台湾移民。金子的主张原封不动地得到实

行是在 1838 年以后。 
    日本劳工也被送到了文莱。文莱王国东西部受到英国蚕食，业已成为微弱小国，而且

1906 年派来了英国人驻扎官 Resident，实际上已完全处于英国的统治下。 
        明治 44 年（1911 年）1 月，曾在该国（文莱）居住过的熊本县人某某等几名男

女计划在该地以 5 年分期付款 10 万元的价格收购 500 英亩的橡胶种植地并签订了合

同，从本国引进很多劳工，从事其所经营的事业，但日本的企业家在土人之间多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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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信誉，因此从土著人那里借到了很多钱财，暂时维持了经营。但还不到 1 年，其

经营者就消失了，我国劳工亦干了种种坏事，之后一齐逃走，对该国国王的税款自不

待言，还给许多土人带来了损失，自此我国人的信誉完全丧失，连一直以来居住在各

地的同胞都受到土人围攻，终于没有一人能够留在该地……。 
    关于文莱的日本人欺诈事件，南洋协会机关杂志也有如下记载： 
        东京的朝仓某和金津某及名叫阿富的女人……这3人尽干不道德的欺诈之事……

其后，大家都讨厌日本人。为此行商也做不下去了。……现在日本人的店铺一间也没

有……。 

    这样，文莱成为了连日本人娼妇都没有的、稀有东南亚国家。这是劳动力移民事业失

败的意外的副产品。 

 

二．北婆罗洲公司的移民引进 

 

    1913 年 8 月，接到农场主的关于想移入“勤奋而清洁”的日本农民的要求，北婆罗洲

总督向伦敦的北婆罗洲公司董事长发去了“为了在东海岸种植可可和大米，想要引进日本

农民”的信。此后整整一年，不太感兴趣的董事长与持积极态度的当地方面交换了几次意

见。针对当地方面的“引进日本人比引进中国人要简单、便宜得多”、“日本劳工虽然迄今

没有移民成功，但他们应该能够适应当地的气候”的主张，当初觉得“将来要出现麻烦事

就难办了”而不肯答应的伦敦方面也做出了让步，同意先试验性地移入几十户。同年 12
月，皮尔逊总督（A.C.Pearson）非正式地访问日本，见了长崎县知事，要求输送过剩人口。

他前往长崎县，反映了以前来自九州的移民（长崎是输出港口）很多。皮尔逊在此提出了

很好的条件，即：（1）提供给各户 10 英亩地，如果可以耕作，还可增加；（2）最初两年

免地租，以后 1 英亩也仅收 50 分；（3）在能够自给之前一直提供生活津贴（每天成年男

性 35 分，成年女性 15 分等）；（4）烟草园、橡胶园等契约劳工的月收入为 10－12 元；等

等。 
    不知皮尔逊还在其他什么地方见了谁，但恐怕不能否定这次“推销北婆罗洲的游说”

成为了翌年开始许多人视察北婆罗洲的起爆剂。总之，在这里，日本人由于“比中国人便

宜”才受到欢迎的事实也毫无疑问地说明了与表面上的“好条件”相反，劳动力移民时期

的日本人移民实际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他们对日本来说是过剩人口，而对移民地来说则

是开发殖民地不可或缺的廉价劳动力。 
 

三．外务省、南洋协会等的动向 

 

    在染谷领事之后最初视察英属婆罗洲（北婆罗洲、沙捞越）的移民情况是新加坡的橡

胶园技师，与南洋协会也有密切关系的堺理喜太。堺两次（1914 年、1915 年）调查了斗

湖、基纳巴卢山麓。1915 年，东洋移民公司的职员加藤（年初）、外务省的三穗五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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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驻新加坡领事藤井实视察了婆罗洲各地。《南洋协会的调查》记载，井上雅二叙

述道，“大正 4 年（1915 年）南洋协会受托调查北婆罗洲，承认其作为日本人的发展舞台

是很有希望的，林（谦吉郎）根据该调查再次前往该地，制定了在斗湖收购政府经营的橡

胶园计划，当他来寻找出资者时，自己拜访了当时的首相大隈侯及山县元帅，请求久原房

之助出资，今天终于打开了日产公司经营斗湖橡胶园的端绪”。《南洋协会的调查》所指的

应该是堺的视察旅行。不过，三穗于 1916 年 3 月在南洋协会主办的演讲会上以“英属北

婆罗洲的部分情况”为题进行了演讲，因此或许三穗的视察就是“南洋协会的调查”。 
    接着在 1916 年 1－7 月，“北婆罗洲政府特约顾问”任期（1913 年 10 月－1916 年 1
月）刚满的林学士后藤房治这回受日本农商务省之命视察了整个婆罗洲岛。 
    在这些调查中，东洋移民公司的视察很快奏效，1916 年初向久原农园输送了移民。 
    三穗的演讲记录刊登在南洋协会机关杂志上。其中，三穗主张促进移民道，大米几乎

依靠进口，因此“如果日本人以种植大米为目的前往该地，（北婆罗洲）政府非常欢迎”，

“如果日本人带资金去开垦土地，婆罗洲政府任何时候都欢迎。……旅费也给，土地也会

免费提供。……维持生活的费用也会借，房子也给盖，土地……给予 999 年的永久租借权”。

另一方面，他又叙述道： 
        土地不能说肥沃。如果移民马上去该地乱哄哄地开垦土地，一定会患病……。既

然要干，就要大规模地干……与其一个一个的日本移民去做，不如日本人投入巨额资

本，以大资本创业……。一旦日本的资本投入该地，就必定需要人。……因此日本移

民将不招自来。……与婆罗洲政府的谈判，只要资本家出马，就会顺利谈成。……南

洋各地……并不是靠一己之力就能劳作的地方，……投入日本的资本……让日本人去

日本人自己创业的地方才合适。……日本人在劳作上不如中国人……中国人比较适应

不干净的生活，因此不易患病……。 
    即主张，如果单独移民，竞争不过中国劳工，只能撤退，但如果让资本先行，大规模

的移民事业将伴随而至。也许是考虑，如果日本人种植园只雇用日本劳工，将不会与中国

人产生竞争。终于让人们明白，对资本来说，廉价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纯血统劳工”并

不怎么重要。此外，三穗的前提是日本移民即使不能适应外国人种植园的劳动，也可以适

应日本人种植园的劳动，但这也是毫无根据的逻辑。有可能大量引进日本人劳工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半期，这时“日本人比中国人或马来人、印度人劳工做更高级的工作，身

分也不同”的普通想法已经得以确立，更准确地说是假设或虚构得以确立。总之，在这一

时期，三穗的主张似乎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正如“收购政府在斗湖拥有的……约 500 英

亩橡胶园……，以此为资本，从事各种事业”，三穗“对政府机关……提出的”“意见”不

久便促使了久原农园的创立。不过，成为久原农园“推动者”的是前述的井上雅二。井上

在回忆录中写道：“大正 4 年（1915 年）自己也承认，日本人进入北婆罗洲后，为了防备

菲律宾南下势力，并向荷属东印度进展，也要在该地设立企业，便与同乡朋友林（谦吉郎）

商量后说服了久原氏”。如后文所述，日产农林（久原）方面的资料没有出现井上的身影，

但不能否认，南进论者井上雅二（时任南洋协会理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三穗在上述演讲中还说：“如果提出想以采伐木材的名义租借塞巴提克岛的一

半，政府一定会批准的。……其他还有红树林的染料……如果为了创立这一事业而租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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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的全部……肯定是不错的……”。可见他无论知不知道增田事业的悲惨结局，都一心一

意地要送出移民。 
    藤井领事的调查报告题为“英属北婆罗洲情况”分 5 回连载于南洋协会机关杂志上。

藤井的意见如下。（1）根据 1915 年的劳工法令（修订），合同期为 3 年，期满后到向雇主

偿债结束，需一直劳作。但此义务不超过 18 个月。“将此与马来半岛的 30 天合同期相比，

雇主占有很大的便宜”。（2）为了防止劳工的移动，鼓励家属移民（该方法不久便付诸实

施），工资不付现金，宜付票据。（3）总督亲自与考察了当地的堺约定，对日本人大米种

植者实行免征费用（premium）等保护奖励。（4）作为适合于日本人大米种植移民的土地，

有哥打基纳巴卢以北 15 英里的安汶平原。（5）移民应该作为“一大公司的事业”进行，

公司资金至少需要 50 万日元以上。 
    藤井还在“结论”中认为“要促进我国资本家投资”，另一方面则不看好小农移民，

他写道，“像北婆罗洲那样未开发的土地，几乎绝对不允许集约农业（单一作物栽培）……

而除了集约农业以外，不认识其他农业组织的小农户等徒手单独前往该地，不可能获得成

功……”。20 世纪 10 年代至 20 年代，北婆罗洲、沙捞越也有相当数量的小农移居，但大

多都失败了。至少部分政府相关人员在小农移民开始之前就已经预测到失败。 
    藤井的主张意味着雇用条件有利于“雇主”，所以要创立投入巨额资本的“大事业”，

同时引进移民。但如前所述，日本人劳工不能适应与其他民族劳工同样的劳动，至少在名

义上分化两者的劳动之前，往北婆罗洲的劳动力移民还不能稳定下来。 
    此外，后藤也主张促进移民，他说，“有很多地方可以种植作物，也很方便，而且可

以集中很多人去”。在久原农园等成立时，在当地滞留 2 年有余的后藤的信息应该是极为

有益的。 
 

四．往久原农园的“自由移民” 

 

    日产（久原于 1905 年创设的久原矿业所便是后来的日产联合企业的起源。久原矿业

所于 1912 年改称为久原矿业株式会社，1928 年改称为日本产业株式会社。1916 年久原矿

业公司所获得的橡胶园当初是“久原农园”，1928 年以后被称为“日产农园”，但 1934 年

独立出来成为日本产业橡胶株式会社，进而于 1939 年改称为“日产农林工业株式会社”。

以下简称为“日产”）的久原房之助在堺理喜太、林谦吉郎的劝说下，1916 年 2 月 11 日在

斗湖租借了 2 092 英亩的土地，其中有 480 英亩橡胶园、1 500 英亩山林及其他。仅仅 11
天后的 2 月 22 日，东洋移民公司总经理川田鹰向警视总监西久保弘道提出了“前往英属

北‘婆罗洲’、‘斗湖’自由移民办理书”。其附加的“雇用条件书”大体上有如下内容： 
    （1）劳动种类：种植大米和蔬菜等普通农业及一般劳动（在“一般劳动”之处附有

警视厅或外务省打的问号“？”）； 
    （2）劳动事件为 1 天 9 小时。休息日为每月 1 日、15 日及“日本的重大节日”； 
    （3）雇用时间：2 年，经协商可继续雇用； 
    （4）工资：1 天 75 分（日元约 85.5 钱），月末支付； 



 80 

    （5）食品、宿舍：免费供应；劳动用器具：免费借给； 
    （6）旅费：移民负担。 
    就业地点：在久原矿业株式会社橡胶园附近设立农园，准备“试验性地种植水稻和蔬

菜，以及从事其他一般农业”（“一般”处写了“×”）。 
此外，川田于 2 月 21 日向石井菊次郎外相提出的“办理方保证书”中写有“移民要

纯粹的农夫”、“出国手续费 20 日元”等。东洋移民公司于 2 月 26 日具体提交了 10 名男

性的办理书，外务省在同月 29 日通商局长给警视总监的书信中批示，“根据保证书的条款，

可以办理移民事宜”，正式批准了移民事业。“一般劳动”这种不得要领的定义从保护移民

的立场来看是不容易理解的，但这一点到底如何得到纠正，或者到底有没有得到纠正，目

前尚不明了。如果以新兴财阀久原的政治力量，排除这种异议也许不那么困难。此外，1894、
1895 年前后雇主负担的旅费在这里公然写成了移民负担。移民的出国条件进一步严峻起

来。 
这里所列出的劳动条件，除了工资稍低之外，与 20 世纪 10 年代初马来半岛的劳动力

移民的条件大致相同。不难想像，他们不久也在严酷的劳动环境下不得不撤走。但是，关

于他们的命运，其后一切都没有记录。不过，以下记述也许与这种“自由移民”有关。 
    在久原农园……听说在创设该农园的时候，作为雇工从台湾来了很多人，其中也

有像久保龟藏那样的第一人。但是，现在这些人也已经离开该地，今天几乎没有一

人……。当初对开发南洋抱着相当大的兴趣和抱负来到南洋的人们这么快就逃出该

地，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久原似乎不是雇用金子直吉所说的台湾人移民，而是直接引进了居住在台湾的日本人

作为农园的雇工。劳动力移民与马来半岛一样，在 20 世纪初大概也是留下了许多移民的

尸骨而销声匿迹了。 
 
        （原载原不二夫著《英属马来亚的日本人》，1986 年 3 月，亚洲经济研究所） 

                                                                   乔  云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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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民协会”不仅拥有旧华侨，还吸收了新华侨的干部，作为联络旧华侨及新华侨的组织扩

大了其活动范围。可以说，韩国华侨社会组织在韩中关系、两岸关系、以及中国的高速经

济增长的影响下，正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 
 
         本刊特稿 

司  韦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