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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大规模的国际迁移 一

朱 国 宏

【内容摘要 】 全球 多万海外华人群体 的形成
,

与中国历史上长期持续的国 际迁移

历程分不开
,

特别是与近代大规模的国际迁 移现象有着 密切 的联系
。

本 文从历史人 口 学的角

度对 一 年间中国 国 际迁移 的形成原 因
、

演变过程
、

移 民规模和流 向分布等问题进行

了探讨
,

提供 了近代 中国大规模海外移 民的历史场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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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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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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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算
,

目前全球的海外华人 总数多达 余万 人
,

广泛分布于世界

上 个国家或地区
, , 。

从国际迁移的角度看 在这一规模庞大的海外华

人群体中
,

只有一小部分属于直接的国际迁移者
,

而其余的绝大部分是 国际迁移者的后裔
,

即

华裔
。

当然
,

华裔群体的形成也是与国际迁移相联系的
,

那就是
,

历史上的国际迁移过程导致了

今日庞大的华裔群体的形成
。

而中国历 史上的国际迁移过程
,

虽然发端甚早
,

最早可追溯至秦

汉时期 朱国宏
, ,

但是
,

大规模的国际迁移却主要发生于近代
。

本文的 目的在于
,

从历史

人 口学的角度对 一 年间中国发生的大规模的国际迁移现象作一探讨
。

近代中国大规模国际迁移形成的原因
“

推力
” 。

迁出的推力主要来 自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
。

年以后的中国
,

社会经济

发展停滞
,

国力衰弱
,

特别是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经济元气大伤
,

危害最烈的莫过于沿海地

区
,

特别是作为最主要迁出地的广东省
。

而沿海地区
,

由于人清以来的人 口 不断增长
,

社会

经济发展早 已处在庞大的人 口压力之下
,

人 口 压力之下的土地兼并 日益严重
,

逐渐游离出大

批过剩的劳动者
。

大批过剩的劳动者沦为无产者
,

加上战争的影响
,

使得社会处于动荡之中
。

近代以来的
“

天地会起义
” 、 “

小刀会起义
” 、 “

太平天国起义
”

正是发生于这种情势之下
。

所

以
,

近代中国不仅具备迁移
“

推力
” ,

而且可以说
“

推力
”

是十分强劲的
。

“

拉力
” 。

拉力主要来 自迁入国
,

而迁入国又大都是当时西方列强的海外殖民地
。

开拓

殖民地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

而这些劳动力往往不是当地所能提供的
。

譬如
,

西方殖民者进入

东南亚后
,

开垦种殖园需要大批劳工
,

但当地 由于人 口稀少
,

不可能满足这种需求
,

因而
,

需

求的 目标也就逐渐集中在地理上邻近
、

人 口众多
、

劳动力廉价的中国
。

因而
,

对中国劳动力

的迁移拉力也同样十分强劲
。

迁移中介
。

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之下
,

迁移的发生取决于是否具备迁移的中介条件
,

这

种条件包括交通条件
、

政策条件
、

组织条件等
。

交通条件在近代以前很早就具备了
,

因为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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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海舶早在唐宋时期就能抵达东南亚以外的海域
,

元明时期更是
“
海上独步

” ,

所以
,

迁移

的交通条件是具备的
。

政策上
,

在明末清初中国政府是厉行
“

海禁
”

的
,

不许人 口 外迁
。

但

是
,

这种
“

海禁
”

时紧时松
,

并不能彻底限制外迁
,

而在 年鸦片战争之后
,

这种
“

海

禁
”
政策也就形同虚设 了

,

甚至在西方殖民者压力之下不得不发令
“
甘愿出洋者

,

不得阻其

外出
” 。

至于迁入国的政策
,

由于控制在西方殖民者手中
,

自然也没有问题
。

组织条件
,

这里

指迁移行为的组织者
,

这种组织者是 由西方殖民者扮演的
,

在早期
,

还有堂而皇之的招募形

式
,

但很快就演化为
“

苦力贸易 ” 。

清政府的软弱
,

又使这种惨无人道的
“

苦力贸易
”

合法化
,

直至清朝崩溃
。

此外
,

在迁出
、

迁入两地形成迁移流程之后
,

惯性的力量也促使着人 口 自发

外迁或回迁
。

这在 一 年间是十分常见的
。

迁移者
。

具备迁移条件的迁移者一般是青壮年男性
,

而对于主要迁出地闽粤两省来说
,

迁移者特征还包括经济上的赤贫者
、

社会上的底层劳动者
。

当然
,

在
“

苦力贸易
”

中被诱拐

强掠的还有其他类型的劳动力
。

近代中国之所以形成大规模的国际迁移现象
,

是因为不仅具备这四个条件
,

而且每个条

件都十分充分
,

特别是 由于西方殖 民者的操纵
,

形成了强大的助动力
,

使国际迁移不仅源源

不断
,

而且流量巨大
。

近代中国国际迁移的演变过程

近代以来的中国国际迁移大致可划分为两个时期
,

从 年到清王朝崩溃的 年为

契约移民时期
,

从 年到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的 年为 自由移民时期
。

前一时期以
“

苦力贸易
”

为特征
,

后一时期则受国内外政治社会经济形势的影响
,

时断时续
,

外迁过程中

伴有大量的回迁 朱国宏
, 。

契约移民时期经历了
“

苦力贸易
”
的兴起

、

高潮和衰落三个阶段
。 “

苦力贸易
”
兴起于第

一次鸦片战争以后
,

较早以招募契约华工为形式的
“

苦力贸易
”

发生于厦门
,

由英国商人德

滴 于 年到厦门设立西班牙领事馆
,

同时开办德记洋行
,

该洋行专门从事
“

苦力

贸易 ” 。

以后
,

英商
、

美商相继到厦门建立洋行
,

从事
“

苦力贸易
”

活动
。

年发生美国苦

力船罗伯特
·

包恩号华工暴动事件后
, “

苦力贸易
”

中心转移到汕头
。

至第二次鸦片战争

年间约有 万华工从汕头被贩运到各殖民地
。

其后
, “

苦力贸易 ”
中心转移到广州

, “

苦力贸

易
”

彻底合法化
,

香港
、

广州
、

汕头
、

澳门
、

厦门等地形成
“

苦力贸易
”

网络
。

据不完全统

计
,

一 年间由澳门贩运出国的契约华工多达 万人
,

而澳门的
“

苦力贸易 ” 点
“

猪仔馆
” 也增加到 余个

。

至此
, “

苦力贸易 ” 达到高潮
。

年开始
,

由于
“

苦力贸

易
”

的惨无人道和契约华工在殖民地备受虐待
,

引起了社会公愤
, “

苦力贸易
”

受到限制
,

逐

渐走 向衰落
。

年清王朝崩溃
,

次年中华民国建立
,

孙中山颁发 《大总统令外交部妥筹禁

绝贩卖猪仔及保护华侨办法文 》和 《大总统令广东都督严行禁止贩卖猪仔文 》
, “

苦力贸易 ” 逐

渐式微
,

并开始进入 自由移民时期
。

自由移民是相对于契约移民而言的
。

在这一时期
,

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从

辛亥革命到大萧条
,

即 一 年间
,

这一时期与中国的国内战乱和世界第一次大战相联

系
。

外迁持续
,

流向转向欧洲
、

俄国等地
。

在 一 年间
,

由惠民公司招募的赴欧契约

华工达 万多人
。

这时开始出现留学迁移
。

在辛亥革命期间曾出现 回迁现象
,

主要是华侨回

国参加革命
。

第二阶段从 年到 年
,

中国经历了国内战争和抗 日战争
,

世界则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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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

球性经济大萧条
。

这一时期外迁减少
,

回迁大为增加
。

年回迁华侨有 万
,

而外迁仅为

一 万 年回迁达 万
,

而外迁仅为 万
。

一 年间
,

据厦门
、

汕头
、

琼

州三 口岸统计
,

回迁与外迁之差达 万人
。

年以后
,

外迁开始超过回迁
。

一

年间
,

由厦门外迁的移民每年达 万 人
。

第三阶段
,

一 年间
,

中国经历了抗 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
,

世界则经历了第二次大战和从大同盟到冷战
。

大战期间迁移中止
。

大战后外迁

增加
,

并伴有回迁
。

到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

外迁基本停滞
。

近代中国国际迁移的规模估计

近代以来是中国大规模的国际迁移时期
,

但是
,

对于期间究竟有多少中国人外迁问题
,

学

术界有不同估计
,

这些估计往往人言人殊
,

口径大小颇为悬殊
。

譬如
,

朱杰勤估计
,

从 世

纪到 世纪中叶
,

被拐骗出洋作苦工的中国人约有百万人 朱杰勤
,

而陈翰笙则认

为
,

在 一 世纪间
,

从中国贩运到海外的
“

猪仔
”

不少于六
、

七百万人 陈翰笙
, 。

显然的是
,

二者的估计相距甚远
。

这里
,

综合多种资料
,

对近代迁移规模问题作一估计
。

对近代中国国际迁移规模进行估计的困难在于
,

在迁 出国
,

中国没有相应的移民统计
,

不

可能提供历年外迁人数的准确资料
。

而在迁入国
,

对于有些统计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
,

能够

得到相对准确的中国移民入境数字
,

而对于更多的迁入国来说
,

不可能提供相应的资料
。

陈

泽宪曾根据国外有关当局公布的中国移民和契约华工入境数字
,

结合中国海关历年贸易年册

内的移民出国数字和有关著作的材料
,

对 一 年间的中国外迁移民数作了较为细致的

统计
,

结果如表 所示
。

表 中国国际迁移的规模 一 , 单位 万人

时 司 一 一 一 一 一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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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先应当指出
,

陈泽宪的上述估计是有依据的
,

因而 比诸一般的估计更为可信
。

问题是
,

这一估计是否就是近代以来的总数
。

从时间上说
,

前表包含了 年以前 年的历史
,

同

时没有统计 年以后 年的数字
,

因而不能笼而统之作为近代移民总数
。

即使是就所统

计时期而言
,

上述的估计数与其说是一个确数
,

不如说是一个估计基数
,

亦即
,

在资料可得

范围内的统计数
,

实际数字当大于上述的 万估计数
。

其理 由是
,

上述数字所依据国外有

关当局统计
,

如前述
,

对有些国家是准确可靠的
,

而对于更多的其余国家则未必可靠
,

甚至

根本就没有统计数字 同样
,

上述数字所依据的海关贸易年册所代表的是官方的统计
,

而官

方统计一般只记录登记在册的移民数
,

对于
“

非法移民
”

钾长莫及
,

而这种
“

非法移民
”

在

近代的
“

苦力贸易
”

中恰恰是最重要的 因而缺漏在所难免
。

因此
,

可以认为
,

陈泽宪的估

计提供一个近代移民规模的估计基数
,

即下限
。

至于实际规模
,

则应参照其他资料进行估计
。

从其他的资料来源中
,

我们不难反证陈泽宪估计数的
“

保守
” 。

譬如
,

新加坡海峡殖民地

政府提供的统计数字表明
,

一 年间
,

经 由新加坡转运到其他地方的
“

苦力
”

就有 。

万之多
,

远远超过陈泽宪的估计数
。

不仅如此
,

加上非转运的部分
,

同期进入海峡殖民地的

中国移民总数多达 万人 彭加礼
,

一
。

又如
,

据统计
,

在 一 年间
,

仅从汕

头
、

香港出境的海外移民就有 万之多 陈翰笙
,

一 年间由福建迁往马来

西亚的平均每年有 万人
,

总数达 万人 一 年间由福建迁往印度尼西亚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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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万人
,

总数有 万人 年代由厦门迁出的移民平均每年不下 万人
,

总数也有

近 万人 一 年间由厦门迁出的移民平均每年 万人
,

总数为 万人 庄为现
,

。

再如
,

一 年间由山东
、

河北
、

东北各省到沙俄地区去的华工总数达 万人

田方
、

陈发棠
, 。

再从一些迁入 国看
,

据统计
,

一 年间
,

平均每年迁人泰国的中国移民有 万

人
,

总数达 万人 一 年间
,

平均每年有 万人
,

总数为 万人 一

年间
,

平均每年有 万人
,

总数为 万人 郭梁
, 。

也就是说
,

一 年间
,

仅迁入泰国一地的中国移民就多达 多万人
。

又据统计
,

迁入新加坡的中国移民仅 年

一年就多达 余万人 庄为巩
, 。

可见
,

近代中国国际迁移的规模远不止于 万人
。

笔者估计
,

在 一 年契约移民

期间
,

中国外迁移民总数达 万人 而在 一 年 自由移民期间
,

外迁移民数不低于

万人
。

也就是说
,

近代以来中国国际迁移的总规模在 万人左右 朱国宏
, 。

近代中国国际迁移的流向和分布

近代中国国际迁移流的形成集中于沿海地 区
,

而沿海地区中又相对集中于闽粤两省
,

闽

粤两省外迁移民占移民总数的 以上
。

而在闽粤两省中
,

又以广东省为多
,

约占
。

因

此
,

国际迁移的流向主要从闽粤两省流向诸迁入国
。

迁入国的分布十分广泛
,

几乎遍及亚
、

非
、

欧
、

美和大洋洲
,

其中
,

又以亚洲为主
,

约

占中国移民总数
,

其次是北美和拉美
,

约占
,

其余广泛分布于非洲
、

欧洲和大洋洲
。

在亚洲
,

又以东南亚为最多
,

占亚洲总数的 以上
,

其次是东亚
,

最后是南亚
。

在东南亚
,

流量 比较集中的国家有泰国
、

印度尼西亚
、

马来西亚
、

新加坡
、

菲律宾
、

缅甸
、

越南
、

柬埔寨
、

老挝等
。

在北美地区
,

主要迁入国是美国和加拿大 在拉美地区主要是秘鲁和古巴 在非洲

主要是毛里求斯
、

马达加斯加和南非 在欧洲主要是英国和法国
,

还有苏俄
。

当然
,

在不同

历史时期这种流向分布不尽相同
,

表 是对不同时期流向分布的估计
。

表 近代中国国际迁移的流向和分布

时问 一 年 一 年

柞律宾
夏威炙鲜岛

新西、一
澳大,亚

美国

南美巴拿马

秘香古巴

英属圭亚那西印度群岛

其它

西印度群岛

美国
澳大利亚

东

流 向 皇 宫 竺
地 巴 香

区

流 黄
万 人
分布 。

其它

年水印度群岛马来丰岛欧洲
、

英国和北昨

南外德兰士瓦

其它

时 间 一 年 一 年

东

委董矍
为

马来丰岛
夏成夷群岛

美国其它加拿大
东印度群岛

马来丰岛

向流

流
万 人
分布 ,

资杆来源 根据陈泽宪
“ 十 九世纪 盛行 的 契约华工制 ”

前 引文 编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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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朱国宏 近代中国大规模的国际迁移 一 ,

应当说明的是
,

表 中的流量系陈宪泽估计数
,

如前述
,

概系估计基数而非确数
,

本表

意图在于说明这一基数下的流向和分布情况
。

由表 中可见
,

不同时期的流向有所不同
,

分

布状况也是变化的
。

如美国
,

在 。。年以前是重要的迁入国
,

但在 年美国实行
“

排华

法案
”

之后
,

入迁骤减以至于停滞
。

澳大利亚的情况相似
。

又如
,

欧洲在 年以前很少有

中国移民流入
,

而此后则成为重要迁入地
。

然而
,

不论流向如何变化
,

有一点是始终一致的
,

那就是
,

东南亚地 区一直是中国移民的主要迁入地
,

约占总流量的
,

最多时占 以上
。

如果将流向分布与迁出地联系起来
,

那么
,

不同迁出地的移民流向分布也不一样
。

一般

而言
,

同一迁出地的移民多迁往同一迁入地
。

譬如
,

原籍广东珠江三角洲和潭江流域的移民

大多迁往美国
、

加拿大
、

印度尼西亚
、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

原籍广东潮州地 区的移民大多迁

往泰国
、

越南
、

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
,

原籍广东兴梅客家地区的移民主要迁往印度尼西亚
、

马

来西亚
、

新加坡和越南
,

原籍海南的移民主要迁往印度尼西亚
、

马来西亚
、

缅甸和越南
,

原

籍福建晋江的移民主要迁往菲律宾
、

印度尼西亚和新马
,

原籍福建莆田的移民主要迁往新马

和印尼
,

原籍福建龙溪的移民主要迁往印尼
、

菲律宾和新马
,

原籍福建厦门的移民主要迁往

菲律宾
、

新马
、

印尼和缅甸
。

这样
,

使得在迁入地形成了不同的籍贯构成
。

以东南亚地区为

例
,

移民陆续迁入后所形成的华人社会
,

其籍贯构成如表 所示
。

表 东南亚国家华人的籍贯构成

福 建帮 广府帮 潮州 帮 客家邦帮 海 南帮 其它

马来西 亚

新加坡

印度尼 西亚

菲律宾

南越
柬埔寨
场 甸

注 马来西亚合计数超过
,

原表如此
。

资料来源 源 自黄天 爵 华侨经济问题一
,

转 引 自‘日 李国卿 华侨 资本 的形 成和发展 福建人 民

出版社
,

同一迁出地的移民在迁入地形成了帮派
,

也就 以帮派相区分
,

而不以省 县 籍来区别
,

这

种帮派的形成大多与其原籍的方言区域有关
。

如表 中的福建帮代表了闽南方言区的移民
,

包

括厦门
、

漳州
、

泉州等地 广府帮代表广州话方言区
,

主要是珠江三角洲地区 潮州帮代表潮州

话方言区
,

主要是潮汕地区 客家帮代表客家话方言区
,

主要是闽粤赣三省交接的客家人聚居

地
。 “

其它
”

中包括福建的非闽南方言区
,

如福州
、

莆田
,

广东的其它地区
,

以及广西
、

云南等地
。

结 论

近代中国之所以形成大规模的国际迁移现象
,

从国际迁移的角度看
,

主要是具备了国际

迁移所需的四个基本条件
,

即迁移的
“

推力
” 、 “

拉力
” 、

中介条件和迁移者
,

同时
,

加进了西

方殖民者的强力推动
,

通过
“

苦力贸易
”

活动使大批中国人 口源源外迁
。

整个近代移民史大

致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
,

晚清时期是以 “

苦力贸易
”

为特征的契约移民
,

民国时期则表现为

时断时续的 自由移民
。

在前一时期
,

中国外迁人 口达 万左右
,

而后一时期也有 万之

多
,

二者合计
,

近代共有 万中国人迁移海外
。

规模庞大的中国移民在海外的分布十分广

泛
,

遍及亚
、

美
、

非
、

欧及大洋洲各大洲
,

同时又相对集中于东南亚地区
。

这种流向分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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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研究 卷

征决定了今天海外华人全球分布的格局
,

同时也决定了其之于不同国家不同的影响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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