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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马来亚的日本人：投资移民期（中） 
 

[日]原不二夫 

 

三、移民地调查 

 

    要实施新形态的移民事业，就要进行事先调查。1930 年 8 月 2 日，拓务大臣松田源治

将马来半岛的“移民调查”任务交给了南洋协会。该任务的内容如下： 

        委托其进行关于马来半岛及暹罗国西南部地区中适合日本人移居并经营自耕农

业的地方……即移居计划所需事项的调查。 

    这虽然是定语过多的典型病句，有点难以看懂，但还是可以知道其目的是视察“自

耕农业”、即“带资本的移民”或“伴随资本的移民”事业的候选地。该指令文件接下来

列出了如下“注意事项”： 
        1．调查时对政府委托事项应严格保密； 
        3．调查时应明确下列事项： 
           第二，日本人移民企业的可能性； 
           第三，结论。 

        应记述如下意见，即：是否能够让日本人移居，让他们经营自己作为主体的农产

业……让他们打下增强国力的基础……。 

    文中频繁地使用了“移居企业”一词，可见并非单纯的“自耕农业”移民。大概想在

这种“企业”之下移入大量的农民。如果英国方面知道日本政府在资金等方面援助“移居

企业”，将会引起他们对实施南进措施的高度戒备。不仅如此，只要政府的调查事业败露，

很可能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政府的堪称神经质的秘密主义很可能是源于这一判断。 

    8 月 3 日，外交大臣币原指示新加坡代理总领事米垣道：“南洋协会调查员（干事饭泉）

到达贵地时，适当地提供方便……并加以充分的监督……”。“监督”即高度注意不要泄露

秘密之意。 

    从《南洋协会杂志》来看，可知该协会严守了秘密。因为保密也关系到该协会的利益。

关于饭泉的调查，有如下报道：“饭泉干事出差调查南洋经济状况……他将视察爪哇、苏

门答腊、马来半岛等的经济状况，而且为了监督本会在外机构——商品陈列所、支部，7

月 27 日……西下，28 日从神户出发……”。假装与外务省和拓务省毫无关系，仅仅是前往

南洋“出差”。此外，出发是在委托命令下达的几天前，可以想见政府、协会事先做过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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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协议。根据登在该杂志 9 月号的“旅程”，饭泉最初的访问地是兰印（8月 11－30 日），

9 月 1 日到达新加坡，滞留到 6 日，7－18 日“视察马来半岛”，暂且前往棉兰后，9月 29

日至 11 月 13 日又“视察马来半岛”（第 107－109 页）。在印尼（兰印）滞留期间，若无

其事地溜进了主要目的地马来半岛。12 月 9 日回国。 

    饭泉视察了马来半岛的哪个地方？直到 1932 年，才若无其事地加以公布。《南洋协会

杂志》1932 年 8 月号卷末的“事业会计报告”新加坡商品陈列所一项中有如下记述：“金

马仑高原的调查——最初向日本人介绍英属马来亚金马仑高原的是本陈列所，本所认为那

里有望作为将来日本人的小企业创业之地。由此可知，饭泉干事与拓务省特约顾问堺、增

渊所长等人一起深入地对该地做了调查。（第 30 页） 
    拓务省特约顾问堺理喜太到任新加坡总领事馆后仅 4 个月便进行调查，堺本身参加了

该次调查，这些都明确地表明特约顾问制意味着什么。 
    此外，饭泉的关于“英属金马仑高原是否适合日本人移民企业”的调查既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最后一次。饭泉得到协会新加坡支部、商品陈列所、“通信特约顾问”的协助，于

1929 年 4 月 16 日－6 月 13 日调查了金马仑，而且 1932 年 8 月 19 日－10 月 29 日、1933

年 8 月 8 日－10 月 7 日、1935 年冬、1936 年秋、1938 年秋又赴该地调查。1930 年的调查

与其说是拓务省委托的，不如说是在南洋协会的提倡下实现的。另外，饭泉于 1932 年 10

月 19 日－21 日呆在金马仑，参加了“金马仑高原高知人移居地调查”。 

    《The Japanese File》中并没有言及饭泉一行的 1930 年的调查旅行。这大概是为了

掩盖拓务省的委托事业这一秘密。但事业实施后，还是没能躲过英国当局的眼睛。该书联

系南洋协会和金马仑高原移民事业做了如下叙述。 

        不法行为的典型例子之一是金马仑高原移民计划。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日本人

经常动员金马仑的欧洲人居民雇用日本工人。其主谋之一便是新加坡商品陈列所所长

（director）。……饭泉 1936 年 5 月在《大阪每日新闻》刊登了“为了移民金马仑，

招募农民 1 000 个家庭”的广告……。 

    该书进而言及了井上雅二的下列演讲，“我们想要为金马仑高原方面尽微薄之力，其

意图在于将来……。从那里一步踏进彭亨州，延至暹罗方面……进而往北延伸……”，显

露了对移民金马仑的警戒感。 

 

四．南洋协会与金马仑高原 

 

    这里主要从《南洋协会杂志》的有关金马仑的报道来探讨“第一次在日本人之间介绍”

金马仑高原的南洋协会其后如何为实现移民事业而工作的情况。 

    最初介绍金马仑是 1930 年 8 月号卷头的两张照片，照片下面附有这样的说明：“新发

现的马来沃野金马仑高原……据说土地肥沃，气候温暖，适合日本人小企业”、“位于丹那

拉打试验地附近的住宿地……海拔 4 000 英尺以上，气温有时会降到摄氏 6 度前后，因此

也需要火炉……”。这大概是前一年饭泉进行调查时拍下的照片。 

    接着在同年 9 月号中，协会特别顾问多湖实敬记述道：“公路仅到冷力（Ring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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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 英里远的金马仑实验场，樟脑、奎宁、茶叶、马铃薯获得了好收成”。在 1932 年 4 月

号中，柔佛橡胶栽培公司总经理冈部常太郎报告道：丹那拉打（Tanah Rata,位于金马仑

入口处）有 10 间左右的小店，从那里乘汽车沿着刚“开通”的险要的公路行驶，便到达

正在开垦的土地，那里已种了茶叶，并正在建造高尔夫球场。 

    在 1933 年 8 月号的“1932 年度（1932 年 4 月－1933 年 3 月）事业报告”中刊登了“新

加坡商品陈列所对‘购买金马仑高原土地’进行了调查”一事（第 33 页）。 

    在 1934 年 4 月号中，饭泉根据 1933 年的调查旅行，发表了“南游诸感”，其要旨如

下： 

        在金马仑高原，企业经营者、国王、退休官员等除了别墅用地之外，还租借了 20

英亩左右的土地，雇了“支那人”种植蔬菜。与拓务省特别顾问堺理喜太一起造访该

地时，决定务必要迁入日本人，Tabbah 的日本人会会长建议让“种菜高手”竹内泰平

“用 20 英亩土地……开始栽培蔬菜、果树”。1932 年出现虫害，“支那人”的蔬菜颗

粒无收，但竹内却有 6成的收获，外国人都惊叹日本人的本事。附近的居民争相购买

竹内的蔬菜，葱 1 根 20 钱、萝卜 1 根 60－80 钱，可以卖出惊人的高价。我去的时候，

只种了 1 英亩，但每月有 130 元的收入。 

        附近的英国人想要雇用日本人种 5－10 英亩的蔬菜，试图在马来半岛实现粮食自

给，便“不断地请求特别顾问堺介绍日本人佃户……。……那里的英国人似乎把我当

作介绍人，都跑来请我一定为他们介绍，无论什么条件大体都会答应……。在那里会

给建造房屋，会借给所有工具……英国人没有佃农这一概念，所以也会支付工资。……

领取工资，其收获物又能折半取得，实际年收入会有 1 300－1 400 元”。……新加坡

的田村总领事和英国总督也都对移入日本人十分起劲。但仅作为佃户是不行的，将来

必须给他们土地，让他们当上地主。为此准备了 300 户左右的土地。将来只要以佃耕

收入分年偿付土地租金即可。（第 4－8 页） 

    这里第一次开始出现迁居者。其后迁居者逐渐增多，最多时达到了 20 户左右。关于

以竹内为首的这些迁居者，后文将做详细叙述。这里意味深长的是，与前述《The Japanese 

File》中的叙述完全相反，动员雇用日本人农民的是英国人。总的说来，饭泉的设想无疑

成为了后来金马仑移民事业的基本方案。 

    1936 年 4、7、8 月号也刊载了饭泉的演讲（1936 年 2 月 17 日）记录——“最适合日

本人的南洋的高原农业”。4 月号上刊登的主要内容是，海外发展的 3 个要素、即商品、资

本、人当中，前两者的流出相当活跃，但“提高我国实力最需要的”人的迁居则因菲律宾、

荷印等受到了妨碍，因此通过进行“增添该土地繁荣的新的工作”，“促使同胞的迁居”……，

根据在北婆罗洲的基纳巴卢高原等几处的调查结果，认为在金马仑进行果蔬栽培、养猪、

养鸡“既有利又有前途。……不是拥有高超技术的日本人……，在此高原就无法开发……。

在此居住的英国人头面人物……也是同样的想法”。（第 5、6 页） 

    7 月号刊载的内容主要是金马仑的环境及开发过程等。由此可知，英国当局着手建设

“一大避暑地，一大疗养地”是在 1926 年 1 月，首先投入“300 万元左右”铺设从 Tabbah

到“高原山顶”的 50 英里的公路，并建造了气象站、农事试验所等（第 8 页）。 

    8 月号谈到了 1935 年冬与堺一起视察金马仑时“农事试验场前技术员”威尔金斯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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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与日本青年农民共同经营农业的条件”。其条件有： 

    （1）提供住宅、土地、农具、肥料、种子等； 

    （2）支付工资； 

    （3）纯利益的 3.5 成给日本人； 

    （4）在有收益之前，每月借给 30 元的生活费； 

    （5）日本农户每月积攒 6 元，以备生病和回国之需； 

等等。根据饭泉的估算，迁居者第一年栽培 3英亩的蔬菜和养猪将有 1 000 元的收益，每

月的生活费以 30 元左右算，可以存款 500 元左右。“这样的话，暂时作为合作经营者劳

动……积累了经验后，再转为独立的自耕农，反而更为安全”。其规模“限于 500 户左右”

（第 4－6 页）。 

    1936 年 2 月 2 日，饭泉以同样的演讲题目在 NHK 做了广播。1937 年 2 月号刊载了井

上雅二的视察报告（1936 年 9 月 21－23 日往金马仑）。如前所述，英国当局把该报告视为

问题。井上就当时视察金马仑的情况做了如下叙述： 

        南洋协会承认金马仑是“我国蔬菜栽培者的很好的发展舞台”、“日英协调

（的）……合适的事业”，得到日本政府的许可，今春（1936 年）第一次送去 4 个家

庭，与以往的居住者一起组成日本人蔬菜合作社，寻求促进之路。 

        1936 年 1－8 月蔬菜的销售额为 5 400 元，即 11 000 日元，1 月的“务农者”为 6

户，2 月为 7 户，8 月为 13 户。在南洋协会介绍的人当中，4 月迁入 5 500 尺高地的

人 4 个月后已耕种几反（1 反约 993 平方米）土地，卖出了芹菜、番茄、卷心菜。 

        现在，世界各地都在限制日本人入境，但这里莫如说可以提供外国人所希求的产

物，“相互得到幸福和利益”，“将来注定将得到发展”。 

    井上列举了迁居者可以得到高收入、成为“共存的和平”的发展之模范等，对其将来

寄予很大的期望。但如前所述，英国当局对这一迁居事业抱有戒心，而且如后所述，迁居

者的生活也未必顺利。英国人居民中有着这样的看法，“一方面，对定居的殖民者课以高

比率的‘手续费’……另一方面，应该中止以 1 英亩 1 元的‘临时许可证’向各种蔬菜园

主出租土地，以谋求定居者的发展。……（这样下去的话）与没有资格栽培蔬菜的人进行

竞争，对许多欧洲人移居者来说是没有出路的……”，可见对日本迁居者有着抗拒心理。 

    到了 1938 年，深山里的孤立地带金马仑也传来了紧张的气氛。这里再来看看《南洋

协会杂志》和《南洋》的内容。 

        排日运动发生以来，农园雇用的支那人苦力撤出农园，便使用印度人苦力，但效

率普遍较低。最初由于排日，销路没有了，种植物也枯死了，但最近销路已没有问题。

这是因为日本人农园数量尚少，又不是大规模生产，因此容易打开销路。……排日运

动甚至延至丹那拉打……，白人的排日气氛也很浓。（1938 年 4 月号，第 113 页，南

洋协会新嘉坡产业馆：“日支事变与英属马来亚”。另外，“产业馆”是于 1937 年 10

月将“商品陈列所”改编设立的） 

        以前有 15－16 名日本人种植蔬菜，但支那人马上就模仿栽培，并搬到市场出售，

占了渔夫之利，日本人陷入不利的地位，其数量逐渐减少，现在只有 6、7 人。 

        最近一名日本人成功地种出了非常漂亮的番茄。迄今为止在 6 000 英尺以上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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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不能种植番茄，但他苦心研究，终于种植成功，并教给其他日本人，一起栽培番茄。

只有番茄种植现在仍由日本人垄断，连支那人也无法仿效……。我们到日本人的田地

视察，番茄已果实累累。支那人的田中也种植番茄，枝干虽然粗大，但都干枯了。视

察这里的马来政府的试验场，也是枝干生长良好，但果实一个也没有。……（1940 年

7 月号，第 17 页，拓务事务官小里玲：“视察南洋各地”） 

    另外，《南洋》1940 年 2 月号刊登了“日本人务农者后藤甚吉君首次成功地栽培，并

得到外国人好评的香味馥郁的甜瓜”的照片。 

    这时，造访金马仑的高桥和世将当时的 7家移民的“前辈”竹内泰平所说的话做了如

下记录： 

        我在 Tabbah 时感觉在金马仑种菜相当惬意，只要种法合适就一定会成功。因此

和弟弟两人来这里开始种菜……。最近很多支那人来到这里，其数量约有 2 000 人。

我们种的蔬菜出货到遥远的新加坡市场，因此来这里的支那人更多了。金马仑的气温

白天最高达 90 度（32℃），但夜间冷至 50 度（10℃）。蔬菜也试种了很多，但都不能

得到好的结果。现在获得成功的只有番茄。水果也不好种。最好的是茶叶。政府也致

力于茶叶的生产，预定将来的生产将会满足全马来亚的需求，现在开始对茶园的开垦

和种植采取许可制。……（Boh 茶园出售 1 万英亩，生产 2 000 英亩）如果不种茶叶，

我们也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但是，要种茶叶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种植。那样需

要资本。我现在只拥有约 50 英亩的茶园，日本人只有我一人。 

        支那人真是狡猾，照着日本人的种法做，因此即使蔬菜种植成功，马上就会有许

多支那人来抢夺。番茄的种法有一些秘传。日本人的 7 个家庭团结得就像一家人，同

甘共苦，谁也不把秘传告诉他人。因此无论支那人怎么模仿，到关键时候准会失败。

只有种植番茄才是支撑 7 个家庭的唯一保障。 

    1938 年 4 月，井上雅二从专务理事退任顾问，新任理事长是林久治郎，林于 1940 年

5 月视察了金马仑。 

        金马仑高地的栽培除了 1、2 名欧洲人和几名日本人务农者之外，其他全部由支

那人种植。……业绩最好的是卷心菜、菠菜、韭菜、莴苣、豆类、根菜类。特别是日

本人栽培的番茄博得很高的评价，同时生产量也已相当大（《南洋》1941 年 11 月号，

第 75 页）。 

    《南洋》在 11 月号上最后谈到了金马仑的情况。此后，剩下的“几名”日本人便卷

入了战争之中。 

 

五．种植番茄的日本人 

         ——金马仑高原的移民事业 

 

    《南洋 50 年》的“在南日本人名册”的金马仑高原一项中列记了 1937 年时的 20 名

居住者。此外，关于狭义的金马仑高原（表 1 的现住址 Cameron Highland。正确的是

Highlands）的居住者，稍加修改后按移居该地的顺序记入了该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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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金马仑的日本人居民 

姓  名 
出生

日期
原  籍 现住址 店名及其他 

开业 

日期 

首次移 

居时间 

竹内泰平 1887 长野，更级郡村上村 
Cameron 

Highland
竹内农园 1932 1911.5 

竹内繁次 1899 々 々 竹内农园 1932 1919.1 

稻垣三太郎 1989 爱媛，东宇和郡高山村 々 稻垣农园 1933 1916.4 

冈田四郎 1910 爱知，幡豆郡吉田村 々 冈田农园 1933 1933.12 

河合静一 1913 石川，金泽市茶木町 々 河合农园 1933 1933.12 

胜田源治 1913 秋田，鹿角郡毛马内町 々 胜田农园 1935 1934.9 

北冈俊夫 1913 三重，南牟娄尾吕志村 々 北冈农园 1935 1934.9 

根岸平吉 1909 横滨市神奈区六角桥町 々 根岸农园 1935.12 1934.9 

荒木末男 1901 长崎，南高来郡布津村 々 荒木农园 1935.7  

柴山操 1896 福岛市大字曾根田 々 柴山农园 1935.7 1935.4 

井本幸助 1890 和歌山，东牟娄郡大地町 々 英国农园经理 1935  

高原正三郎 1914 岐阜，可儿郡小泉村 々 高原农园 1936.4 1936.3 

结城七郎 1908 宫城，玉造郡岩出山町 々 结城农园 1936.4 1936.4 

后藤甚吉 1903 宫城，加美郡鸣濑村  后藤农场 1936.4 1936.4 

柳桥正二 1905 石川，羽咋郡羽咋町 々 柳桥农园 1936.4 1936.4 

河野元藏 1883 宫崎，东臼杵郡北浦村 打巴 河野橡胶园 1916 1916.6 

岛崎善吉 1899 高知，高冈郡宇佐仲町 々 岛崎橡胶园 1925 1917.11 

山口静夫 1901 长崎，西彼杵郡深堀村 々 
照相馆 

及杂货店 
1925.11 1918 

宫崎衣 1879 长崎，南高来郡加津佐村 々 旅馆 1929 1897 

阪本庄太郎 1876 大阪市东区内本町 Kampar 阪本杂货店 1916 1901 

  资料来源：南洋及日本人社：《南洋 50 年》。 

 

在农园所有者中，胜田、北冈、根岸 3 人从来到这里到开业有 1 年多的间隙，如后文

所述，这是因为进入金马仑之后到拥有自己的农园需要 1 年多的时间。3 人的移居时间应

该视为 1934 年。此外，根据冈田（现姓小泽）四郎所言，笠井仙治（兽医）也与他一起

迁入，但因病损坏了身体，于 1938 年回国了。进而，《南洋 50 年》第 553、554 页中记述，

1935 年 3 月鹈浦宏、野村早苗两人迁入，同年 6 月吉田梧郎迁入，1936 年 1 月野村（从

金马仑日本人会）退会，同年 2 月吉田因病回国。这里尚不清楚为什么笠井、鹈浦两人从

1937 年时的名册中漏掉，但加上这 4 人，按年度的移居者人数（仅记户主名字）1932 年

为 2 名，1933 年为 4 名，1934 年为 3 名，1935 年为 5 名(加上井本为 6 名)，1936 年为 4

名，合计 18 名（加上井本为 19 名)。根据结城所言，在他之后进入金马仑的只有后藤的

弟弟，因此名册应该是在移民达到最多时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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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马仑现在是马来西亚最大的避暑地和别墅区，同时也作为许多华人农民从事蔬菜栽

培的地方而出名。尤其是在马来半岛各地出售的国产番茄、芹菜、花菜等西洋菜，可以说

几乎百分之百是金马仑产的。这些蔬菜与战前的日本人农民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联系，这一

点也必须加以探讨。 

    对日本人来说，今天的金马仑似乎只是拉惹布洛克蝴蝶（Raja Brooke）等热带蝴蝶

的有名产地。金马仑的路边有陈列着无数蝴蝶标本的店铺，甚至有人担心人们乱捕蝴蝶和

日本人乱买蝴蝶。以前日本人在这里满身泥土地干活，甚至无暇欣赏蝴蝶，这种情况无论

是日本人还是马来西亚人都无从知晓。 

    我于 1977－1978 年拜访了竹内泰平的亲属（长女文江、三弟音治、繁治的长子繁一）、

结城（宫城县玉玉造郡岩出山町）、高原（岐阜县多治见市）、冈田（现姓小泽，爱知县幡

豆郡吉良町）、北冈（三重县南牟娄郡御滨町）、井本的次女清水季索、长子寿治郎夫人（三

重县东牟娄郡太地町），询问了他们移民时的情况。河合、柳桥两氏已经去世（1945 年 10

月，1978 年 9 月），因此没能实现会面的愿望。以下是采访的概要。文章原则上以各位的

第一人称表述，笔者的注释附于破折号之后。 

 

    1．竹内泰平、竹内繁治、竹内音治 

    （1）移民过程 

    泰平是 7 兄弟的长兄，因与继母的关系不融洽，1911 年，24 岁时只身前往马来亚。

在马来亚没有门路，旅费、手头资金靠出售田地和山林筹集。当初预定去巴西，但由于没

有家属，钱又不够，就去了马来亚。当时有海外发展小组，与同村（村上村）的 2－3 人、

来自长野县的 10 人左右同行，但剩下的只有泰平一人。最初在打巴（Tapah，怡保以南约

60 公里的镇，金马仑公路的入口处）经营橡胶园。 

    ——在《南洋 50 年》第 197 页中记载，泰平的橡胶园“开业或买地”是在 1917 年 4

月。 

    橡胶园离打巴镇很远，住处是棕榈叶屋顶、高地板的马来式房屋。1919 年其弟繁治前

来，不久妹夫岛崎善吉也加入了，3人便一起经营橡胶园。泰平的橡胶园有 52 英亩，繁治

18 英亩，岛崎 11 英亩，雇工 3 名，是一对中国人夫妇和 1 名印度人。 

    ——《南洋年鉴·第 2 辑》第 68 页在“竹内橡胶园”下面记载了 3 人的名字，并写

道：“面积 81 英亩，职工人数：日本人 10 名，支那人 10 名”。 

    1927 年其弟音治也前往马来亚，加入了橡胶园经营。泰平于 1927 年底带着在马来亚

结婚的妻子（高知县出身）临时回国。此前也生了孩子，但也许是热带气候的缘故，没能

养育，回国也是为了在住惯了的家乡分娩。泰平回国时向家乡的小学捐赠了鳄鱼、蛇的标

本及象牙等，在菩提寺建起了一座很大的祖先墓。翌年，又带着小舅子的妻子和繁治的妻

子前往马来亚，但从那时开始橡胶价格暴跌，经营趋于困难。 

    ——根据“马来半岛的中小橡胶园调查”，1932 年“处于最悲惨的状态，甚至从印度

人及支那人那里借入资金”，处于这种状态的 8 个园（霹雳州）当中，泰平他们 3 个园也

包含在内。 

    住在冷力的英国人医生克伊夫之妻阿德（大概姓田中。金马仑的日本人都敬慕地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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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劝我“在金马仑种花”，1932 年 4 月或 5 月带着家属去考察了一下。 

    ——文江和音治都没有言及是否受到南洋协会饭泉的劝告。1917 年或更早几年就居住

在金马仑的泰平在南洋协会之前着眼于 1926 年开始开发的金马仑，这一点并不奇怪。听

到居住在冷力的“阿德”的劝说，大概意味着他在 1932 年之前不时地前往该地。也可以

认为泰平是第一个将金马仑介绍给南洋协会的人。总之，经营橡胶园有利可图时，还没有

下决心移居金马仑。但是，1932 年橡胶价格的暴跌无疑使他们下决心撤出橡胶园并进入金

马仑。 

    （2）金马仑的生活 

    1932 年考察金马仑之后，同年 10 月泰平、繁治兄弟及其家属便进入该地。岛崎留在

打巴承包了橡胶园，其后为了摆脱经营困境，还经营了点心店。音治则前往新加坡，成为

了沙加乃公司（经营者坂野和一）的职员。 

    ——根据《南洋 50 年》第 695 页所述，沙加乃公司店主坂野和一 1899 年生于山口县，

1918 年前往南洋，1925 年开业。 

    泰平们最初的移居地是冷力内地的 Happy Valley。利用从英国人手中购入的土地，移

居后立即雇用原住民进行开垦，从京都的泷井种苗公司买来种子，栽培了蔬菜和花（美人

蕉、大丽花等）。土地只能租借，租金很便宜。 

    1933 年，他把土地转让给新移居来的冈田们，移到了徒步 30 分钟左右的冷力。在冷

力，泰平得到约 50 英亩的土地，栽培菜豆、空心菜、马铃薯、卷心菜、草莓等，并试种

一部分茶叶。为了销售猪肉，获取肥料，也养了 50－60 只猪。繁治则只种蔬菜，1940、

1941 年专门种植番茄，最多时种了 2 000 株。番茄独家卖给新加坡的 Cold Storage（英国

人经营的食品专卖店）。但繁治并没有种植番茄的知识，因此本来下雨时要改种，却没有

这么做，而且把旧苗床的菜苗移植到新开垦地，致使其枯萎(喷波尔多液也不顶用)，损失

惨重。泰平、繁治都雇用了几名中国人作为农园工人。种植蔬菜走上正轨后，泰平每月的

销售额达到了 500 元（约 1 000 日元）。房屋改建为一半铺土、一半铺席的相当漂亮的房子，

还买了用于运输蔬菜的货车。 

    1934 年，为了实现全体日本人迁居者共同出货的目的，设立了“金马仑高原日本人农

业公会（Japanese Agricultural Trading Co.）”，同时兼做已成立的金马仑高原日本人

会的事务所，租借了冷力中心街（不过只有 7、8 间房屋）的一个房间。泰平在回国之前

一直担任着两会的会长。迁居者迁入后不久都学会了讲马来语，尤其是泰平，他擅长外语，

会说 4 国语言。 

    ——笔者于 1979 年访问金马仑时，位于冷力 8 号的木造事务所已经消失，该门牌号

已经被 4 层钢筋水泥建筑挤到一角，2 楼挂着“声明旅社（Seah Meng Hotel）”的招牌。 

    （3）沙加乃公司——新加坡的日本人社会 

    音治 1932 年就职的沙加乃公司从事钟表、唱片、杂货等的贸易，同时在马来亚、泰

国购入废铁、废炮弹运到日本，并承包沉船的打捞，获取了很大的利益。 

    当时在新加坡的日本人之间称日本人大商社为 gudang，称日本平民商人为 kaki lima。 

    ——kaki lima 是马来语，系 5英尺之意。汉语写为“五脚基”，意指中国人商店街屋

檐下的人行道。人行道的宽度为 5英尺，故得此名。日本商人的店铺通常是中国人商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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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角的出租屋，所以有此称呼。 

    在“娘子军”多的时代，当地人将这种女性称为 satu ringgit（1 元）。因为 1元是 1

次的价格。而且 satu ringgit 也指全体日本人。女打工者们带去的东西中有布制提包。 

    ——布制提包现在仍偶尔可在马来西亚的店铺里看到。 

    （4）排日运动、撤回、战争、战后 

    泰平常说“进入金马仑之前曾看到因中国人的排日运动而发生互殴事件”，但在金马

仑则没有发生类似事件。七七事变（1937 年）以后，因中国人的联合抵制，蔬菜、猪肉买

不动，因此种植了英国人吃的番茄，但英国人很少，销路有限。雇用的中国人辞职后，又

雇了印度人和马来人，但他们不干活，很伤脑筋。 

    在沙加乃公司，只能更换商标再卖，或把货物卖到其他地方。 

    1940 年前后，形势愈发严峻，在音治的帮助下把家属送回日本。1941 年春泰平也回

到日本，同年 7 月 26 日发布日本人资产冻结令，也不能与英国人交易，钱也动不了了。

总领事馆对日本人发出回国的布告，8 月音治暂且回国，11 月繁治夫妇乘坐最后一艘返回

船回到日本。9 月再次前往马来亚的音治其后便没有船回国了。岛崎直至战争结束一直留

在了橡胶园。金马仑的泰平把土地托付给了自己“宠爱”的两名中国人，钢琴等家具什物

也都送了人。繁治的田地和房子也都廉价转让给了中国人。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在马来半岛登陆之日，音治被英国当局拘留了。沙加乃商会

的商品和家具什物全部都给了中国人生意伙伴。在日本占领下，生意伙伴之一合和（Hup 

Hoh）公司的陈毓芝（Chin York Chee）差一点被军队判处死刑，多亏坂野总经理拼死相

救。坂野与中国人的友谊很深，至今与陈还有深交。 

    音治至 1946 年 7 月作为俘虏被扣留在印度。 

    战时，泰平应军队邀请再次前往马来亚，在怡保经营纸公司，获得了数千元的利益。

繁治作为军队的顾问前往新加坡的途中，在济州岛海上因船被击沉而死亡。因日本战败，

泰平和岛崎都被扣留在印度。 

    1967 年前后，作为对泰平的在外资产的补偿，文江从政府那里领到了 40 万日元。但

这并非是针对金马仑的土地房屋，而是针对军政下的资产（当时据说有上亿元）的补偿。 

 

    2．冈田四郎 

    （1）移居金马仑的经过 

    冈田（现姓小泽）是养蚕户 4子中的末子，因商业学校毕业后就业的公司倒闭，他憧

憬着前往巴西，便进入了东京小平的私立“拓殖学校”。在此认识了造船技师河合、兽医

笠井。该校在第二期办到一半时倒闭，在此前后该校讲师松下在有乐町的日剧旁边开设了

事务所，因此 3 人移到那里，体面地学了 1 年左右。根岸、北冈是那里的“后辈”。 

    移居金马仑（1933 年）是松下视察该地后把大家召集起来的结果。在前往马来亚时，

冈田准备了 1 000 日元，大部分被松下拿走，付完 100 多日元的船费后，进入金马仑时，

只剩下 20－30 日元了。河合也一样，但他又让家里寄了一次钱。 

    （2）金马仑的生活 

    ①迁居（1933 年） 



 77

    竹内兄弟提供了位于距离打巴 30 英里的 Happy Valley 的转让地。虽然竹内已经支付

了 15－20 元的转让费，但英国人所有者似乎缺钱，又让冈田支付了一次。冈田与河合一

起便迁居到这里。 

    土地有 15 英亩左右，但由于是山地，能够利用的只有 1－2 英亩。河合不久便移到了

其他地方。 

    采伐委托沙盖人进行。他们将斜坡下方的树砍到快要倒下的时候，再砍倒上方的大树。

这样，斜坡整体的树瞬间便一棵压一棵地倒下。即使大树缠绕着带刺的藤等，沙盖人的身

体也不会受伤。他们拿着带有藤柄的小斧子，7－8 人组成一个小组。其工资比马来人低。 

    住房一天就盖好了。大家从近处砍来树木，只要买一些木板和编织成一间房屋大的铺

房顶的椰树叶。椰树叶下雨时胀大，晴天时缩小，是很合适的屋顶。夜晚需要穿一件毛衣，

但不像结城他们所在的距离打巴 45 英里的 Sunpai Pales 那样需要火炉。平常只要穿一件

衬衫，因此不太需要制衣费。旱季必须往地里灌水，如果附近没有水，就不可能耕种。 

    田地只能慢慢地开垦，但杂草却容易扎根并迅速生长，毫无办法。树过了 3年直径也

会达到 10 公分左右。种的是卷心菜、韮葱（日本人称之为西洋葱，叶子像蒜）、日本葱、

莴苣、番茄、白菜、萝卜、防风草（parsnip）、芹菜、水萝卜、大黄（蜂斗叶）、食用甜

菜等，菜花怎么也种不好。番茄是在日本当过农业指导员的后藤带来的，小泽、河合、笠

井不是农业专家，因此只是跟着进行番茄栽培。中国人也模仿种植番茄，但并不顺利。 

    冈田还利用椰子油渣、糠作饲料，养了一些猪。 

    虽然租了 15 英亩（6 公顷）的土地，但没有机械，即使有，由于是斜坡，也用不上。

也没有雇用苦力的财力。生活费很便宜，但收支差不多，没有汇钱回家的富余。由于没有

农闲期，基本上没有上街。日本人所雇的中国人月工资为 24－25 元，印度人为 17－18 元，

工资由政府决定。米价 1 升 3 日元（1.5 元）左右。当时 Boh 茶园的茶树还很小，中国女

苦力唱着悲哀的“哭歌”采茶。 

    冈田没有与金马仑的中国人农民商量过蔬菜的价格。 

    在前往马来亚时，他想要是好地方就永久地居住下去，但现在看来，该土地并没有前

途可言，如果是日本，应该是人口过少的地方。但当时日本的生活更加艰苦。 

②排日运动 

排日运动开始后，在竹内那里工作的中国人就不来上班了，他们或移往别处，或独立

出去。中国人一般心灵手巧，很快就学会了种菜。而印度人、马来人中并无独立出去的人。 

小泽的邻居是做过日本人（竹内？）的苦力而独立出去的名叫 Ah Koh（阿高？）的中

国人。竹内把 5 只仔猪转让给他，养到可以出售的时候，被附近的几个中国人抢走了。也

许是出于妒忌，觉得他“买得便宜，做得顺利”。Ah Koh 无可奈何。 

冈田经历了两三次抵制日货运动。他个人并不在乎，但蔬菜被拒绝收购，十分为难。

不过也有中国商人暗地里购买运到新加坡的日本人商店的蔬菜。 

冈田为人和蔼可亲，长子出生时，接生的是年轻的中国人接生婆，给他看病的也是中

国人医生。 

（3）回国 

其妻小泽立子同样出身于吉田町，娘家是拥有约100名职工的缫丝厂经营者，但因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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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的经济萧条倒闭了。她从女子学校毕业并当上代课教师后，1937 年底只身前往

马来亚与四郎结婚。但是，由于 1940 年 4 月出生的长子身体不好，马来人警官说“也许

会发生战争，最好回国”等，同年夏天，一家 3 口便乘“阿拉伯号”轮船回国了。土地还

给了竹内。竹内后来把这块地用于种茶。 

回国时带回的钱比当初去马来亚时准备的钱要少得多。 

（4）日本人社会 

打巴的山口照相馆店主山口静夫去世（原因不明，似乎是自杀）时，冈田参加了在

Tambung 的寺院举行的葬礼。 

山口照相馆的旁边是日本人女性原“娘子军”经营的咖啡店，经常帮大家的忙。Tanner 

Lata、冷力及下面的村里总共有 5－6 名“娘子军”。她们嫁给中国人、印度人等，隐瞒了

日本人的身分。委托总领事馆调查户籍时，做生意的“娘子军”还有 3 人，个个浓妆艳抹。 

——在《南洋 50 年》第 554 页“金马仑高原日本人会”之项载有“1935 年 10 月 1 日

国势调查厉行”，“户籍调查”即指总领事馆的这次户籍调查。槟城于 1919 年底，新加坡

于 1920 年 6 月在侨居马来亚的日本人之间“断然废除公娼”，其后各主要城市也相继模仿

此举。据说许多“日本人娼妇”被赶到了乡下。废除公娼后过了 10 余年的现在，她们当

中仍有一部分人只能一直过着悲惨的务农生活。 

冈田听说在吉隆坡帮助过自己的人是间谍。那个人住在与自己身分不符的豪华的房子

里。事实上的确有人当了间谍。 

（5）战争 

“交南洋行”（后改称为“交南产业”）看重冈田懂马来语和南洋经历，请他去新加坡，

冈田便于 1943 年前往该地。船在途中中了鱼雷，其后旅程并不令人满意。该公司的一名

同事乘车行驶于柔佛巴鲁时被游击队枪杀了。不久他转到苏门答腊支店，一边栽培鱼藤（用

于生产杀虫剂），一边视察西苏门答腊各地。鱼藤提供给三共制药公司。战后 1946 年回国。 

——在石田忠治的《赤道行》（新加坡日本人俱乐部，1939 年）的卷末广告中出现了

“交南洋行”。即： 

    “南洋特产、农药杀虫剂、鱼藤栽培及直接出口商——交南洋行、总公司新嘉坡

实龙岗路 704，鱼藤栽培试验场马来半岛柔佛州居銮，鱼藤分析实验场实龙岗路 704。” 

 

    3．北冈俊夫 

    （1）移居金马仑的经过 

    北冈出生于水田 1町的农家。是两子三女的次子，家业由兄长继承。在山区不能种柑

桔，便靠出售山里的木材维持生计。当时外出打工的人很多。北冈在四日市的河原田农校

毕业后，进入松下的拓殖协会，学了近 1 年的马来语。根岸也在一起。拓殖协会在有乐町

大厦的 3 楼。创始人松下生于静冈县，似乎曾在马来亚经营过橡胶园。从松下那里听说“金

马仑是避暑地，气候很好，日本的蔬菜不用下功夫也能种得好。英国当局也欢迎日本人种

植蔬菜”，便决定移居马来亚。“英国人也欢迎”确有其事。 

    ——金马仑的英国人为了开垦所有地的密林，让人们从事耕作，很欢迎日本人的到来，

从几个人的证词来看，这似乎是事实。这也许是因为英国的殖民地当局和当地英国人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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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利害冲突，或是因为《The Japanese File》从日英对立激化后的眼光来观察并进行记

录，从而“篡改了历史”。 

    办完出国手续后，松下说，“给你弄到××英亩的土地，你得付 1 000 日元”，北冈便

设法请父母筹集了这笔钱，付给了松下。由于在日本没有工作，父母也没有反对。松下说，

“先去的冈田、河合会帮北冈、根岸弄到土地。这些都写在信中”，让北冈带了封口上盖

有图章的信给两人。除了 1 000 日元之外，还向父母要了 400－500 日元，其中 100 日元用

于船费，100 日元左右用于伙食费。旅费补贴从哪里都没有拿到。 

    1934 年，北冈与根岸一起抵达金马仑后，把信交给了冈田和河合，但土地的事情只字

未提，当然就弄不到土地了。在北冈他们之后还有人把巨款付给了拓殖协会，这些人想不

通，便与冈田、河合大吵了一架。 

    拓殖协会不是南洋协会的下属单位吗？南洋协会送出移民的话，将会从拓务省拿到补

助金，因此拓殖协会的移民作为南洋协会的移民应该领到了补助金。 

    ——从前述的小泽（冈田）的话已很清楚，先去的人也是“拓殖协会”的牺牲者。 

    同名的“拓殖协会”1923 年由“南洋专修学校”（东京府驹泽町上马）校长伊藤友治

郎设立（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文书《本邦移民关系杂件·南洋之部》）。据说该协会也于 1930

年前后接收了几十名听讲生，在他们尚未学到任何技能的情况下便送到马来亚，使他们在

各方面都碰到了困难。“专修学校”得到拓务省的资助金，伊藤的“协会”则请到了内务

省、三菱合资公司、三井合名公司、内田良平们作为其“特别赞助者”。 

    两个“拓殖协会”虽然不是同一个机构，但当时确有把南洋移民（其大部分是贫农子

弟）作为欺诈对象的公开或非公开的组织。右翼的大人物自不待言，大企业和政府机关明

知如此却进行“赞助”，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或许他们默认了这种行为。 

    （2）金马仑的生活 

    ①迁居 

    最初与根岸一起住在冈田那里，1 年左右以后，移到了距离打巴 2 公里多的土地（2

英亩）。开垦、烧荒费了 1 个多月。在开垦地上最初只能栽培马铃薯。后来种了各种蔬菜

和树番茄（tree tomato）。番茄也试种了，但因病害没有成功。 

——1979 年笔者访问金马仑时，路边的店铺里销售着大量的番茄和柿子的杂种——树

番茄。 

不久，他们移到了距离打巴 3－4 公里的土地（20 英亩）。 

钱只要有一些富余就用于修理房屋等，根本不可能寄回家乡。 

南洋协会除了给农产公会 1 000 日元之外，还向山口照相馆提供了 1 000 日元，作为

从日本购买杂货、食品的资金。 

金马仑的生活没有任何愉快可言，一切都充满了艰辛。离开国家、孤立无援的寂寞状

态无论如何都难以消除，只能烦闷地想，“为什么要来到这种地方受苦”。 

②排日运动 

由于七七事变后的抵制日货运动，蔬菜、猪肉滞销，并感到危险临近。去冷力的街上

喝咖啡时，中国人拿出报纸对着他怒吼，“日本轰炸了学校”。农产公会事务所在无人时也

被毁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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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来亚，10 年发生一次抵制日货运动，要使自己一生的事业获得成功完全是不可能

的。 

（3）回国 

由于中国人拒买蔬菜，因此不能继续种植蔬菜。他想在 20 英亩土地里种植茶叶，但

筹集不到资金。他感到日本有一定的指望，便于 1939 年临时回国。他说还会再来，所以

没有取消土地合同。由于没有积蓄，回国费用好不容易才筹措到。 

回国后，他想再次赴马来亚，便取得了护照，但因战争局势不稳，结果没有去成。 

——金马仑的日本人据说在反日的气氛中难抑思乡之情，1940 年前后多多少少患上了

神经衰弱。北冈也许就是因为患上神经衰弱而不得已回国的。 

再次赴马未能成行后，大概是南洋协会的介绍，北冈不久就在北满洲采金株式会社就

了业。他在异常寒冷的西伯利亚边界地带采掘沙金，呆了两年左右。 

（4）战争 

从满洲回来后，开始在新宫做生意，1943 年底四日市的加藤水晶堂制药株式会社“要

在婆罗洲设立支店”，请他“去那里兼任翻译”，一行 4－5 人便前往亚庇（现哥打基纳巴

卢）。途中遭到潜水艇袭击，船队的一部分在台湾的高雄湾被击沉了。在亚庇，他进山采

药。与金马仑不同，在亚庇还能够往家里寄钱。他在亚庇呆到战争结束，当了俘虏后回国，

战后一段时间在家乡当了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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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