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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日本向巴西移民活动的
重心调整和措施优化

杜　娟

［摘　要］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受国内外形势所迫，日本把向海外移民视为释放社会压力的“解压阀”，将

移民重心由北美调转至南美，并将巴西确定为移民首要目的国。为此，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化移民活

动的举措：一方面为海外移民活动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补助移民的交通费用，补贴移民公司和轮船公司

在招募和运输环节中的花销，并以低息贷款的方式帮助移民在巴西购地置业；另一方面搭建多层次、多渠

道的移民输出网络，全力资助海外兴业株式会社，还支持建立了诸多海外协会，成立了海外移住组合。日

本政府对巴西移民活动的重心调整和措施优化反映出这一时期日本海外移民思想的根本转变：一是放弃

近代以来缺乏计划、目光短浅的契约劳工移民模式，转向精密筹划、注重长效、以定居为目的自耕农移民模

式；二是将移民活动与海外投资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此推动日本的殖民扩张和资本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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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晚期，为了解决人多地少的社会矛盾，在扩张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日本政府鼓励向外移民，并
将海外移民活动视作其殖民扩张战略和民族国家构建中的重要一环。１８９６年，明治政府出台《移民
保护法》，进一步规范移民的权利、移民公司的义务、保证金管理等事项①。最初，夏威夷、美国和加拿
大是日本移民的主要目的地。１８６８年至１９００年，分别有９０　５７２名、３０　１３０名和８８９１名日本移民迁
往这三个地区，而同期去往拉美（主要是墨西哥和秘鲁）的移民还不到一千人②。随着国际局势的不
断变化，拉美特别是巴西在日本海外移民政策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巴西在１８８８年废除奴隶制后，
迫切需要引进大量外来移民以填补巨大的劳动力缺口。在引进亚洲劳工方面，在与中国多次交涉未
果后，巴西开始将目光转向日本。１８９５年巴西和日本建交，１８９７年两国互相遣使设馆，１９０７年双方
签订了移民协议。１９０８年，第一批日本移民抵达巴西。在接下来的１５年间，共有３２　２６６名日本人迁
至巴西③。２０世纪前二十年，拉美地区取代加拿大成为日本移民第三大目的地，其在日本海外移民中
的占比（１９．３％）几乎与第二名美国本土（１９．４％年）持平④。尽管巴西异军突起，成为接收日本移民
最多的拉美国家（占比９％），但这一时期日本基本延续了传统的海外移民路线，仍然以夏威夷和北美
地区为主。然而，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北美地区排外主义声浪不断翻涌，并随着美国《１９２４年移民法》的
颁布步入高峰。该法确立了美国以民族来源为基础的移民配额制度，其鼓励引进西北欧移民、限制东
南欧移民、排斥亚洲移民的政策取向体现出强烈的地区偏好和种族主义立场。该法的出台不仅沉重
打击了日本人自日俄战争以来愈加膨胀的民族自豪感和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也彻底堵死了他们的
北美移民之路。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面临着因粮食短缺而引发的民众运动、城市失业以及安置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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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产生的数量庞大的灾民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将向海外移民视为释放社
会压力的“解压阀”。１９２４年，日本政府召开了帝国经济会议，出台了综合经济政策和保护奖励移殖
民的政策，即“国策移民”政策，将移民重心由北美调转至南美，并将巴西调整为输送海外移民的首要
目的国①。为此，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化向巴西移民的举措。这些措施反映了日本海外移民政
策理念的转变，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其全球移民的布局。国外学界对于巴西的日本移民有不少研究成
果，但大多是从宏观的视角着眼，对于日本移民活动的调整鲜有专门的探讨。国内学界对于拉美的外
来移民史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尚缺乏深入挖掘这段历史的著述②。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
上，利用相关的文献档案，试图对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日本向巴西移民活动的调整和优化进行全面系统的
考察，揭示日本海外移民思想的深层次转变。

一　日本政府对海外兴业株式会社的资助

１８８５—１８９４年是日本海外移民的“官约移民”时代，这一时期的劳工移民主要由日本和夏威夷王
国两国政府签约和主导，政府是移民活动的主导力量。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日本的海外移
民事业由官营转变为私营，政府从具体的移民事务中抽离出来，只发挥管理和监督的作用，民营移民
公司成为移民活动的主导机构，故这一时期为“私约移民”时代。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日本民营移民
公司数多且分立，对移民的争夺进入白热化程度，并经常深陷恶性竞争之中。一些小公司因资金不
足，抗风险能力差，再加上缺乏政府的督导和授信，往往在竞争中落败，导致移民市场很不稳定。为了
治理这一乱象，解决因盲目竞争而产生的资源浪费问题，１９１７年日本政府开始推进民营移民公司的
重组和改革。

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１日，在日本大藏省和外务省的推动下，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南美殖民会社、日本殖
民会社、日东殖民会社成功合并，组建了海外兴业株式会社。１９２０年，海外兴业株式会社吞并了森冈
移民会社，成为日本唯一经营移民业务的公司。日本的海外移民市场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

但是，在此后的四年里，海外兴业株式会社的移民业务经营得并不顺利。１９１８年海外兴业株式
会社向巴西输送了４３３２名移民，１９１９年这一数据下降至２１５０名，１９２０年再减少至８２６名移民。当
年，这家公司共向海外输送日本移民１０１２人，同比下降６６．９％。在接下来的三年中，该公司每年运
往巴西的移民人数始终未能超过一千人③。也就是说，日本的移民规模不但没有扩大，反而大幅缩
小。导致海外兴业株式会社业务萎缩的主要原因是资金不足。鉴于此，日本政府对其进行重点扶持，
欲将其打造成推行“国策移民”政策的重要支柱。

１９２５年９月３０日，日本内务省对海外兴业株式会社下发正式通知，对其向巴西输送的移民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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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费用的全额补助。首批共发放补助金６７万日元，其中７万日元用来补贴移民的航行佣金，每人
标准为３５日元，另外的６０万日元是准备金。在免除移民航行佣金的基础上，还对移民的旅费进行补
助。补助标准根据移民年龄而不同：１２岁以上的补助２００日元，７～１２岁的补助１００日元，３～７岁的
补助５０日元。补贴移民的政策从当年１０月份开始实施。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通过海外兴业株
式会社赴巴西的日本移民都可以得到日本政府的旅费补助，获得补贴的条件是确为从事农业生产的
农民，而且必须向町村长提供无力缴纳出国船费的证明材料①。

按照是否得到日本政府的旅费补助这个标准，可以将去往巴西的日本移民分为两大类：补贴家族
移民和自费家族移民。１９２４年１０月至１９２６年１２月间，获得内务省补助金的移民家庭有２２０５户，

共１９　６０６人，而未获得补助金的自费移民家庭数量约是前者的５倍，共计１０　１５２户、５５　１４６人。也就是
说，获得政府补助金的移民人数仅占全部移民人数的２６％。１９２６至１９２７年，巴西圣保罗州政府宣布
停止对所有外国劳工移民提供补助②。受此影响，从１９２８年４月２日即海外兴业株式会社第９８回移
民开始，此后的移民几乎都是享受日本政府补贴的家族移民③。

表１　１９２３—１９３５年日本移民事业经费预算和占比

年　份 每年移民事业预算额（单位：千日元） 在国民预算总额的占比（％）

１９２３　 ４００　 ０．００３

１９２４　 １２０８．８　 ０．０７

１９２５　 １２５０．６　 ０．０８

１９２６　 １８４４．５　 ０．１

１９２７　 ２３２２．３　 ０．１

１９２８　 １１６８．５　 ０．０７

１９２９　 ８５１６．７　 ０．５

１９３０　 ８１３１．０　 ０．５

１９３１　 １０　６５１．０　 ０．７

１９３２　 ９８１１．９　 ０．５

１９３３　 ６６６６．９　 ０．３

１９３４　 ７０２７．４　 ０．３

１９３５　 ５９３０．５　 ０．３

　　数据来源：远藤十亚希：《输出日本：移民到拉丁美洲的政治》，第６９页。

为了促进海外移民事业的发展，日本政府划拨的移民经费不断增多，且在国民预算中的占比也越
来越高。移民经费预算从１９２４年约１２０万日元增加到１９２６年约１８４万日元，增幅高达５２．６％；１９２７
年增至约２３２万日元，其占国民预算总额的比例也从０．０７％升至０．１％；１９２９年更是增到约８５１万
日元，在当年国民预算中的占比扩大到０．５％；１９３１年达到这一时期的峰值，移民经费预算为１０６５万
日元，占比进一步上升到０．７％。１９２３—１９３２年短短１０年内，日本政府的移民经费预算提高了２４倍
（见表１）。

在日本政府的大力资助下，海外兴业株式会社输送到巴西的移民人数呈直线上升态势，由１９２５
年的４６３８人跃升至１９２６年的８１９２人；１９２８年更是史无前例地突破了万人大关，达到１１　２３１人；１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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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兴业株式会社：《南美巴西国行家族移殖民指南》（海外興業株式会社：『南米ブラジル国行家族移植民案内』。日本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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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到２１　２９８人。１９２５—１９３４年的１０年间，海外兴业株式会社共向巴西输送了１２万移民，是补贴
移民政策出台前１５年间日本前往巴西移民人数总和的近３倍。南美和南洋是海外兴业株式会社输
送海外移民的两大目的地。１９２５年前往巴西的日本移民人数占同年移民总人数的６９．７％，巴西居首
要地位；到了１９３４年，前往巴西的移民人数在该公司移民总数中的占比提升至９７．６％，巴西几乎成
了海外兴业株式会社输送移民的唯一目的地。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巴西已经在日本海外移民政策中占
据绝对主导地位（见表２）。

表２　１９２４—１９３４年海外兴业株式会社输送移民人数

年份 巴西 菲律宾 其他地区 总计

１９２５　 ４６３８　 １３５２　 ６６１　 ６６５１

１９２６　 ８１９２　 １５２８　 ６８７　 １０　４０７

１９２７　 ９１５２　 １９２０　 ４９２　 １１　５６４

１９２８　 １１　２３１　 １２８４　 ４６７　 １２　９８２

１９２９　 １３　７２２　 １７７８　 ４７６　 １５　９７６

１９３０　 １２　２５７　 １４５９　 ２５２　 １３　９６８

１９３１　 ４８４６　 ４３８　 ６８　 ５３５２

１９３２　 １４　１３９　 １６８　 １２９　 １４　４３６

１９３３　 ２１　２９８　 １７８　 ９０　 ２１　５６６

１９３４　 ２０　９６３　 ３８４　 １２６　 ２１，４７３

总计 １２０　４３８　 １０　４８９　 ３４４８　 １３４　３７５

　　数据来源：《海外兴业株式会社小史》，第３１页。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ｄｌ．ｇｏ．ｊｐ／ｂｒａｓｉｌ／ｅ／ｄａｔａ／Ｌ／０８９／０８９－０１４ｌ．
ｈｔｍ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ｄｌ．ｇｏ．ｊｐ／ｂｒａｓｉｌ／ｅ／ｄａｔａ／Ｌ／０８９／０８９－０１５ｌ．ｈｔｍｌ，［发布日期不详］／２０１８—０５—３０。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政府负责提供资金和筹划，海外兴业株式会社负责执行，集中全力保证向巴
西持续输出移民，以打造这片移民的“新希望之地”。除了利用既有的移民公司，日本政府还支持建立
了诸多移民组织和机构，使这一时期的日本海外移民活动呈现出多层次、立体的画面。

二　海外协会的发展壮大

海外协会是一种半官半民的移民团体，由日本地方各府县知事担任会长。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
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２０世纪的前十年，为了应对当时美国国内发生的排日运动，熊本、广岛、冈
山、山口、和歌山等移民输出较多的县设立了移民协会组，这就是海外协会的前身。早期的海外协会
并不是移民经营机构，只是一种移民辅助组织，负责斡旋海外移民相关调查研究活动，策划海外移民
之间，以及海外同一个县内同胞之间的联络，目的是指导本县移民的海外发展。主要业务有六项：

１．为移民提供手续及其他方面的便利；２．为海外移民和在家乡的家人讲解联络方法；３．通过演讲、播放
电影或分发出国手续相关的小册子等方式普及移民相关知识；４．开展移民和海外事情相关的调查研
究，并将之发表；５．培养海外发展的有用人才，帮助本县人民考察移（殖）民地；６．发行年度会报告。第
二个阶段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期日本政府转变移民方针出台补贴政策后，内务省为移民提供旅费，之
后各地的海外协会也开始独立开展农业拓殖地的构建和输送移民的业务。这一时期，东京设有海外
协会中央会，作为联络机关。根据实际需要，海外协会还在日本国内外设立支部。比如，在日本移民
比较集中的巴西，就有９个海外协会的支部①。

在诸多海外协会中，信浓海外协会是成立较早、经营得比较成功且影响最大的，该协会在圣保罗

·２８·

① 坂口满宏：《论日本向巴西移民的性质与形式》，第８１页。



州与马托格罗索州接壤的地方创建了著名的阿利安萨（Ａｌｉａｎçａ）拓殖地。１９２２年１月２９日，为了推
动本县居民向海外移民，长野县知事冈田忠彦、日本移民专家永田稠与刚从巴西回国的和光旬五郎、
贵族院成员今井刚介和政友会（Ｓｅｉｙｕｋａｉ　Ｐａｒｔｙ）长野县代表小川平一共同成立了信浓海外协会①。

同年３月，和光旬五郎在回巴西前制订了《信浓海外协会移住地开设计划》。按照他的设计，需要
花费２０万日元进行购地和建设事项，购地总面积约为１０　０００町步。其中，５０００町步归出资者所有，

１０００町步为信浓海外协会的直营地，１０００町步分给长野县新来的移民耕种，１０００町步分给在巴西的
长野县移民耕种，剩余的２０００町步以组合的形式出售。移住地的设施建设和经费主要包括四项：

１万日元铺设交通设备，２万日元配备包括房屋、农具、车、马、日用必需品等产业组合，１万日元搭建
学校和医院，１万日元建设移住地管理事务所。此外，计划书还对移住者、拓殖地的事业顺序、协会直
营的一千町步咖啡园和长野县小农移民等的收支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说明②。

１９２３年５月１３日，长野县知事将信浓海外协会的负责人以及各辖区和市的负责人召集在一起，
发表了《巴西移植地建设宣言》，宣布：“日本将在巴西建设一个完美的拓殖地，它领先于世界其他地
方。移民在那里的生活绝对安全，不会受到任何威胁，而且会成为在日本不敢奢望的大地主，享受如
同在家一般的快乐。为此，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移民方式……一定要有计划地输送移民。”③

１９２４年５月，信浓海外协会请求日本驻巴西包鲁领事多良间铁助帮助推荐合适的土地，并进行
初步接洽。事实上，选择一块适宜耕作和定居的土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永田稠认为，应该充分
考察土地的肥力、作物和霜冻灾害、交通的便捷度、地方流行性疾病、土地所有权是否清晰等诸多因
素④。和光旬五郎最终选定了圣保罗州西北铁路沿线卢桑维拉（Ｌｕｓｓａｎｖｉｒａ）站附近５５２５公顷的土
地。随后，永田稠被派往巴西进行商谈，并于１０月与圣保罗州政府签订了购地协议。１９２５年６月，
在取得移民航行许可证后，信浓海外协会开始进行移民输送和安置工作，当年只有１６个家庭入驻，

１９２６年增至９６户，１９２９年已经达到１９０户⑤。这是日本人建立的第一块阿利安萨拓殖地。
受信浓海外协会的影响，１９２６年鸟取县知事白上佑吉创办了鸟取县海外协会。翌年，白上佑吉

转任富山县知事，又成立了富山县海外协会。与此同时，１９２６年８月和１９２７年２月，信浓海外协会
又在阿利安萨拓殖地附近购入新的土地，鸟取县海外协会和富山县海外协会分别与其合作，以共营的
形式建立了第二块和第三块阿利安萨拓殖地。１９２６年，熊本县海外协会也在相邻的地区购入３１５５
町步的土地，开始建设用于供本县移民劳作和生活的新镇维拉诺瓦（Ｖｉｌａ　Ｎｏｖａ）拓殖地⑥。

尽管在移民前，各地方的海外协会都会制定较为详尽的移民和拓殖计划，但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先
遣的日本移民们还是会遇到不少困难。

第一，条件非常艰苦，体力劳动繁重。由于拓殖地大多位于偏远地区，且覆盖有大片的原始森林，
移民们必须先把树木清理掉，然后才能栽种农作物种子。但是，原始森林里面气候闷热，且有很多未
知的致命生物和疾病，加大了移民们的垦殖难度。浅见新藏是先遣移民中的一员，他于１９２６年１０月

２３日来到阿利安萨拓殖地第五区开始从事原始林的开拓工作。他在１９８１年书写的回忆录中，详细
记录了当时的艰苦生活。他抱怨最初在原始森林的拓殖生活最为艰苦，“一切都在拓殖地事物的管理
和差配下，送给的粮食大米是混有零零散散的老鼠粪便尿液的臭味大米，辅食也没有蔬菜”“砍伐原始
森林的树木是重体力活，重工劳动所致空腹，还要将恶臭的食物和水一起收于腹中”“因过度劳累和营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ｄｌ．ｇｏ．ｊｐ／ｂｒａｓｉｌ／ｅ／ｓ３／ｓ３＿２．ｈｔｍｌ，［发布日期不详］／２０１８—０５—０１。
《信浓海外协会移住地开设计划》（『信濃海外協会移住地开设计划』）。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ｄｌ．ｇｏ．ｊｐ／ｂｒａｓｉｌ／

ｅ／ｄａｔａ／Ｌ／０２３／０２３－００１ｌ．ｈｔｍｌ，［发布日期不详］／２０１８—０５—０１。
“巴西移民地建设宣言”（「ブラジル移住地建設の宣言」），《南美巴西阿利安萨移住地的建设》（『南米ブラジル「ありあんさ」

移住地の建設』），［出版地不详］：信浓海外协会１９２７年版。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ｄｌ．ｇｏ．ｊｐ／ｂｒａｓｉｌ／ｔｅｘｔ／ｔ０３８．
ｈｔｍｌ，［发布日期不详］／２０１８—０５—０１。

永田稠：《两美再巡》（永田稠：『両米再巡』），日本力行会１９２５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ｄｌ．ｇｏ．ｊｐ／ｂｒａｓｉｌ／ｔｅｘｔ／

ｔ０３９．ｈｔｍ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７，［发布日期不详］／２０１８—０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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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不足患上疟疾，第二年全家人因病卧床不起，亦无活下去的想法……此种境况全无移民之期望，以
至对前途深感不安”，“而且林中鼠患严重，亦被虫害所困扰”①。这种生活状况在最初的移民垦殖活
动中算是常态。

第二，移民团体内部也有摩擦和矛盾。阿利安萨拓殖地的移民大部分来自日本国内，也有一小部
分是从北美、南洋地区海外协会分部迁移来的，后者的海外生活经验比较丰富。但不管他们的来源地
是哪里，都是以相同的地缘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具有强烈的地方认同。１９３１年，在第二块阿利安萨拓
殖地鸟取县和长野县移民之间的地域隔阂公开化了，原因是鸟取县移民创办了独立的社团②。此外，
还有一些突发事故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１９２７年５月，来自信浓海外协会１４个家庭９３人、
熊本县海外协会１２个家庭５７人和鸟取县海外协会５个家族２７人共计１７７名日本移民，乘坐特别列
车前往阿利安萨拓殖地。２５日深夜２点，这辆特别列车与萨罗卡巴纳线夜行列车正面碰撞，造成３
人死亡，２６人受伤。这次事故发生的原因是这条铁路的路轨设计存在缺陷，导致两辆车都在同一条
轨道上相向而行，对移民的情绪打击很大。“信浓海外协会的百濑家族（长野县），失去了血气方刚有
前途的２０岁儿子，夫妻和两个女儿受重伤。吉田氏（福井县）的１２岁儿子也罹难，母亲在重伤之中紧
紧抱住儿子不放的悲惨之状，同行亦又负重伤人者……母亲痛苦地呼唤道‘我的孩子做了什么？我的
孩子……’。他们不远万里远渡重洋安全抵达‘心中理想的第二故乡’巴西，却不曾想象遭遇如此惨重
的事故，真是命运的讽刺。秋天的夜风擦掉了湿润脸颊的哀愁的眼泪。”③

海外协会开展拓殖地建设的尝试，虽然在初期困难重重，但民众仍然对阿利安萨拓殖地保有高度
期待值，将其视为“拓殖地经营的新纪元”④。这种移民经营方式对渴望得到土地的日本移民具有较
强的吸引力，同时也对《海外移住组合法》的出台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　海外移住组合的成立

在建设农业拓殖地的同时，海外协会陷入了融资难的困境。信浓海外协会还试图根据《产业组合
法》⑤成立一个移民组合，旨在为移民家庭提供购地贷款。不过该法并不适用于海外移民项目，也就
是说，当时日本国内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海外购买土地的法律，于是信浓海外协会致力于推动政府制
定一部新的法律。１９２３年海外协会中央会成立后，屡次向日本国会陈情希望尽快出台相关法律，以
解决海外协会融资难的问题。１９２４年，日本国会议员津崎直大提出成立移民组合，并为此提交了《移
民组合议案》。１９２７年，日本政府拟定了《海外移住组合议案》。同年３月３０日，日本国会通过该议
案，并以此为蓝本正式颁布《海外移住组合法》（即昭和２年法律第２５号）。

该法共有１４条，主要内容包括：阐明成立海外移住组合的目的是帮助组合成员及其家人移居海
外，移民需向组合申报移住事项，组合经评估讨论后可为获得资格的移民提供贷款、租借土地或房屋
等。该法还对海外移住组合联合会的建制、职责、人事选任、行政管理、适用法规等做出说明⑥。《海
外移住组合法》的颁布为日本政府向外输出定居性集团移民提供了法律依据，成为地方移民的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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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利安萨定居开拓初期回忆录１９２６年（大正十五年）１０月２３日”（「我が一九二六年（大正十五年）十月廿三日　第一あ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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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０年，日本明治政府借鉴西欧（主要是德国）“信用组合”的模式出台了《产业组合法》，成立信用、销售、购买、生产四种合作
组织以及兼管这些业务的合作组织，保护农民的经营，促进销售、购买合作化和经营金融事业。这部法律对合作组织予以扶
持和鼓励，因此它也被视为日本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合作社的法律。从此，“产业组合”在日本农村迅速发展和普及。
《海外移住组合法》（「海外移住組合法」），《法令全书》（『法令全書』），昭和２年法律第２５号，１９２７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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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也为移民家庭在巴西持有土地大开方便之门。法律生效后，１９２７年７月，冈山县、山口县、广岛
县和三重县设立海外移住组合。而后，其他府县也相继设立这种移民组织，截至１９２８年，共有１３个
县响应号召；１９３２年，队伍扩大到１６个县①。海外移住组合是以在海外购买土地、输送本地自耕农移
民为目的，理事长由本县知事担任。

海外移住组合体系实行垂直管理模式，其中央机构是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在东京成立的海外移住组
合联合会，下辖地方１８个分支机构。其中，日本传统移民输出地西南地区占了一半，９个设立海外移
住组合的县分别为：冈山、山口、广岛、福冈、香川、鹿儿岛、熊本、鸟取、佐贺；北部地区次之，有６个县：

新潟、富山、山梨、长野、岩手、北海道；西部地区只有３个县：爱媛、三重、和歌山。每个县级组织负责
落实宣传和招募组合会员，培训语言、国外风俗习惯、地理知识、卫生健康知识（病害试验、免疫、医疗
服务），并在所购土地上运送本县移民等具体工作②。

田付大使是海外移住组合联合会的首任理事长，梅谷光贞为专务理事（１９２７—１９３１年），今井五
介、藤山雷太、井上雅二、通商局长武富、社会部长守屋荣夫等担任理事③。梅谷光贞曾任长野县的知
事，在地方移民事务方面经验丰富。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０日至１９２８年７月２４日，梅谷光贞赴巴西考察。

时任日本驻巴西大使有吉明建议“眼光不要仅局限在圣保罗州，而要在其他州开拓新的项目”④。听
取大使意见的梅谷光贞足迹遍布圣保罗州的米兰多波利斯、西北铁路沿线、海岸地区，还有马托格罗
索州、巴拉那州、米纳斯吉拉斯州，其间还赴巴西邻国玻利维亚、阿根廷、巴拉圭进行考察。

在巴西考察期间，梅谷光贞曾与日本驻巴西大使和领事就本国移民的前景、购买土地和日巴外交
关系等事宜进行密切交流。在两个问题上争议较大：一是移住组合拓殖地的定居原则，二是日本购买
巴西土地的方式。第一个问题主要聚焦在到底应该推行以县为单位的独居模式，还是采取日本移民
和当地居民一同生产生活的混居模式？当初，海外移住组合是以道府县海外协会为模板设立的，两者
的初衷都是为了促进日本地方的移民事业，按照这种逻辑，在巴西拓殖地的安置方式也是以同一县为
单位进行的，不过这容易形成分立的小团体。在考察过程中，梅谷光贞逐渐认识到，“各府县在当地组
建独立的组合，各自独立经营土地，这样弊多利少”，因此建议田付理事长“在当地以新设立的土地会
社的名义统一管理，以期完成其事业”⑤。除了拓殖地的地方主义特征，日本驻圣保罗总领事赤松还
谈道了建设纯正日本人拓殖地的弊端，“组合（购得）的土地一半面向日本国内出售，另一半卖给当地
的旧移民。如果全部都在日本人之间出售，拓殖地就会建成日本式村落，语言、风俗、习惯不容易改
变，故此成为被排斥的主要原因，这样的事情不在少数”⑥。日本驻巴西大使有吉明对于总领事赤松
的意见表示认可。在分析集团移民的利弊时，他提醒道：“以此征收移住组合的招股书及其他，以此为
方针在一处可购买大面积土地，并将其分让给各组合，进而促成集团移民……应尽可能地回避出现这
一现象……在提出雷斯排日法案时候，当时中央农业会长里拉·卡斯特罗表示征求各地团第和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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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士等的意见，回答之中大多数表示众多日本人集团迁入所带来的弊端，并要求尽量使其分散居住于
各方（大正１５年９月１４日附通三机密第１００号参考）……官营色彩的机关则更加厌恶集团式日本移
民移居至此。他日必会招排日论者之口实，而使吾等陷入危险之境。”①对此，梅谷光贞多次建议田付
理事长改变海外移住组合集团主义的定居原则，倡导“混合移住地主义”和“组合主义”②。不过，田付
对此并不赞同，他在给梅谷的回信中直言：“各组合专属土地主义更变起来是非常困难的。”③

关于日本以何种方式购买巴西土地，日本驻巴西圣保罗总领事赤松分析了三种情况的利弊，指出
如若以海外移住组合的名义购买，不仅手续繁杂，且因与政府关系密切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解；若以
个人名义购买，办理时间较长且费用高，还存在很多偶发因素；所以，在当地成立土地公司，以其名义
购买再卖给组合会员较为妥帖④。他进一步指出，在购买土地等永久性资产时，应慎重考虑巴西的排
日问题，尤其要避免登记联合会出现政府高官的名字，“国家的色彩不宜太过浓厚，切勿过分疏忽当地
事情”，要多学习南部地区德裔土地公司分派土地的经验，股份公司的形式更为便利⑤。对此，梅谷光
贞表示赞同。他在给田付理事长的信中谈道：“在当地登记（海外移住组合）联合会的章程时，让内务
大臣作为联合会会长，从政治角度来讲实为下下策。因此，设立土地公司，将其作为联合会在当地执
行事业的机关，此为长久良策。”⑥

此外，巴西日侨报纸《巴西时报》对于海外移住组合的成立和梅谷光贞的巴西行给予关注，在

１９２８年２月１０日至３月３０日连续发表６篇社评。文章高度评价《海外移住组合法》，认为：“该法体
现了移居海外的伟大事业。正如我国政府当局者所说的那样，这是日本国力膨胀的必然现象，亦是为
实现人类共同理想的必经过程。为实现此等理想大业，我们必须博得移居国官吏军民之好感，同时经
营好在住日本人的生活和事业……日本政府的首选移民目的地是巴西的圣保罗州。此地为咖啡特产
地，是我们可开拓之地，若以栽种咖啡为目的，无须多费时间和费用进行调查，只要移送人员和资金则
可立即移居。”⑦文章赞赏日本政府提出的“人类生存的共同理想是共存共荣，并以此来确立国际正
义”⑧。但同时，也指出这一资本和劳动力输出政策存在“国家和集团的色彩过于浓厚”⑨的问题，希望
当局保持警惕。

其实，无论是对海外移住组合拓殖地居住模式的讨论还是对购买土地方式的争辩，其核心问题都
是如何在今后移民巴西的过程中避免引起当地民众的排日情绪。日本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以避免重
蹈在北美的覆辙。１９２８年梅谷光贞回国后，海外移住组合联合会、内务省、外务省和各县移住组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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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不详］／２０１８—０５—０６。
《巴西时报》，１９２８—０３—０９。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ｄｌ．ｇｏ．ｊｐ／ｂｒａｓｉｌ／ｔｅｘｔ／ｔ０５７．ｈｔｍｌ，［发布日期不详］／２０１８—

０５—０６。
《巴西时报》，１９２８—０２—１７。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ｄｌ．ｇｏ．ｊｐ／ｂｒａｓｉｌ／ｔｅｘｔ／ｔ０５７．ｈｔｍｌ，［发布日期不详］／２０１８—

０５—０６。



代表在４个月内围绕代行机关、分散移住地主义、内外混殖主义等问题，密集召开了１２次会议进行讨
论①，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同意修改以县民为单位的集团主义定居模式，让日本移民和巴西居民、外国
移民混合居住。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海外移住组合联合会带有官方背景，机构的领导也有多位是日本
政府高官，如果以它的名义购地和登记，可能会触碰“国家主权问题”这根红线②，继而对日巴关系造
成负面影响。因此，为了使购地看起来是一种商业行为而非政府操作，联合会决定设立代行机关。在
这种情况下，１９２９年３月，“巴西拓殖协会有限公司”（Ｓｏｃｉｅｄａｄｅ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ｄｏｒａ　ｄｏ　Ｂｒａｚｉｌ　Ｌｉｍｉｔａｄａ）③在
圣保罗成立，并于４月１日正式营业。作为海外移住组合联合会在巴西的代理机构，巴西拓殖协会有
限公司的主要职责包括购买土地，提供资本借贷，向新来的日本移民和巴西日侨出售地块，推动日侨
获得独立经济地位，增进移民的福利，修建道路、桥梁、学校、医院等拓殖地的基础设施，建造农产品加
工厂，等等。

１９２９年，日本政府专门设立总管海外移民开发和殖民地行政的中央机构———拓务省。拓务大臣
不仅统管朝鲜总督府、台湾总督府、关东厅、库页岛厅和南洋厅等殖民地事务，监督南满洲铁道株式会
社和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的业务，还全权负责日本在拉丁美洲、东南亚和非西方世界的移民事业④。这
个部门的设立结束了内务省和外务省共管移民事业的局面。不过，护照和签证发放仍归外务省管辖。

拓务省在圣保罗、利马和墨西哥城成立分支机构，加强对这些地区移民和拓殖活动的监管⑤。１９３２年
后，拓务省在为移民提供船费补助以外，还给其出国准备金，标准是１２岁以上的每人５０日元，年龄不
满的减半，以吸引更多的人移民巴西⑥。

四　移民活动配套设施的完善

除了建立逐级移民机构，日本政府还致力于扩大宣传和招募，保障行前准备，改善航行生活和优
化到达服务等，不断完善向巴西移民各主要环节的配套设施。

海外兴业株式会社被日本内务省社会局委以重任，负责向民众普及巴西这条新开辟的非传统的
移民路径、宣扬政府的新移民政策，鼓动全国海外移民的狂热氛围。该公司利用位于地方府县的分支
机构进行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包括在大街上、医院、理发店和公共浴池等各种场所张贴海报、散发传
单、播放电影、刊印报纸和无线电广播。因为农村地区消息闭塞，农民们不能及时获取外界的最新信
息，所以在农村地区主要借助散发大量传单广告，让他们了解国家移民新举措及其利好。这些广告往
往运用非常夸张的语言描绘“新世界”光明的经济前景，比如“巴西树上挂金砖”“拉美的自然禀赋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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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及参加部门如下：（１）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１５日，内务省、外务省官员出席的“梅谷专务归朝报告会”；（２）１０月１８日，打合会，

出席者同前；（３）１０月２５日，联合会领导和各县组合代表出席的“梅谷专务调查状况报告会”；（４）同日，领导研讨会，出席者
同；（５）１０月２６日，“所属组合协议会”；（６）１１月２６、２８日，内务省外务省官员出席的打合会；（７）１１月２７日，内务省外务省
选出的委员出席“小委员会”；（８）１２月１１日，内务省外务省官员出席的打合会；（９）１２月１２日，联合会的理事和监事以及内
务省、外务省官员出席的“第九回理事会”；（１０）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２６日和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６日，“第五回临时总会”；（１１）１９２９年１
月１５日，“组合协议会”；（１２）１月１７日，联合会所属组合协议会｛参见《海外移住组合联合会志》（『海外移住組合連合气誌』）

第２号，第２８页。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ｄｌ．ｇｏ．ｊｐ／ｂｒａｓｉｌ／ｅ／ｄａｔａ／Ｌ／０３５／０３５－００６ｌ．ｈｔｍｌ，［发布日期不详］／

２０１８—０５—０６}。
《海外移住组合联合会志》第２号，第３０页。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ｄｌ．ｇｏ．ｊｐ／ｂｒａｓｉｌ／ｅ／ｄａｔａ／Ｌ／０３５／０３５－００７ｌ．
ｈｔｍｌ，［发布日期不详］／２０１８—０５—０６。
“巴西拓殖协会有限公司”的英文名字为“Ｂｕｒａｊｉｒｕ　Ｔａｋｕｓｈｏｋｕ　Ｋｕｍｉａｉ”，所以旅居巴西的日本人更熟悉它的缩写简称
“Ｂｒａｔａｋｕ”或“ＢＲＡＴＡＣ”。

鉴于当时北美地区的排日情绪高涨，事态比较敏感，所以拓务省的工作并没有覆盖北美地区［详见菊村矢野明美：《美洲日裔
百科全书：日侨图解历史》（Ａｋｅｍｉ　Ｋｉｋｕｍｕｒａ－Ｙａｎｏ，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Ｄｅｓｃｅｎｄ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Ａ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ｋｋｅｉ），核桃溪：阿尔塔米拉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８页］。

１９４２年９月１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大东亚省设置案》；１１月１日，正式成立大东亚省，原拓务省、兴亚院、对满事务局和外
务省的东亚局、南洋局并入该省。同时，朝鲜和台湾 事务重归内务省管辖（远藤十亚希：《输出日本：移民到拉丁美洲的政
治》，第７２页、第２１６页注４６）。

坂口满宏著：《论日本向巴西移民的性质与形式》，第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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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没有人需要工作”“这里的人们都很友善，并欢迎日本移民的到来”等①。
为了驱除人们心中对于遥远巴西的陌生感和恐惧感，官方宣传往往突出巴西“未来的家”和移民

家乡之间在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方面的相似性，坚称日本的环境可以移植到巴西。海外兴业株式会
社派出由４０位代表组成的宣讲团不停游走于城市和乡间，为民众讲解巴西的国情或播放有关巴西农
业拓殖地的电影。官方的移民指南强调“巴西的气候就像日本的夏天和秋天”，而且“拓殖地中绝大多
数都是日本人”。“伴随着演讲者缓慢抒情的讲解词，电影中播放着巴西农村的迷人风光。有时只是
一个简单的剧情；观众们见证了屏幕上农民和他妻子背井离乡的故事，两个人离身后的故乡和他们狭
小的稻田渐行渐远。如同在电影中所展示的那样，夫妻二人在巴西的咖啡种植园中劳作，身后是他们
居住的日式木质小屋，房顶还漂浮着日本国旗，体现了这里的生活模式与在家乡并无二异。”②

报纸上刊登的广告都在介绍政府对于移民交通费用和旅馆住宿费用的补助政策。一些公开的演
讲活动重在歌颂日本移民为国际和睦所做的贡献。来自兵库县的２４岁年轻小伙中川献一于１９２６年
来到巴西，他就是被“神奇的”故事所吸引来到南美的，故事讲的是巴西的甜土豆如此之大以至于可以
满足儿童和饥饿农民一天的口粮。还有许多日本旅行者和外交官将他们在巴西的见闻和拓殖地的新
闻汇集写成书或诗歌，带回国内进行宣传。移民机构也会将自己拓殖地的广告持续刊发在报纸上。
据统计，《大阪每日新闻》（Ｏｓａｋａ　Ｍａｉｎｉｃｈｉ　Ｓｈｉｎｂｕｎ）的发行量从１９２１年的６７万份增加到１９３０年的

１５０万份，受众如此之广的报纸上经常能看到使用“圣保罗需要更多的日本人”标题的文章。《日本广
知报》（Ｊａｐａｎ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连续刊登带有移民导向性标题的故事，如“巴西人需要更多的日本移民”或
“巴西是理想的拓殖地”等③。

除了广泛的宣传，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行前服务也是移民活动的重要环节。神户是日本最早对外
国开放通商的五个港口之一，也是日本人大规模移民海外的发祥地，第一艘前往巴西的移民船“笠户丸”
就是从神户启航驶向大洋彼岸的。现今神户港还立有“希望的船上”移民纪念碑，足以见得其在日本海
外移民史上的重要地位。早期被征募的移民从各地来到神户，办理出发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包括申请
护照签证、购买船票、身体检查、接种伤寒和天花疫苗等事宜，移民们整日奔波于县厅、外国驻日领事馆、
水上署等相关部门之间，非常辛苦。明治政府后期，伴随着去往夏威夷和北美地区的移民数量的增加，
海岸附近开始出现移民旅社。大正时期，以海岸街、荣町街和元町街为中心共开设了８家移民旅社。这
些旅社基本都是二至三层木制结构的建筑，接待能力有限，大约只能容纳１００人，上等房含三餐的房费
为每天３日元④。去往巴西的移民，即便办理完各种手续，在传染病检疫和体检结果出来之前也仍需
在移民旅社中等待十多天的时间，由于绝大多数移民都是举家迁移，所以一家人的行前费用也不少。
虽然后来轮船公司和移民旅社进行合作，帮助移民购买船票、办理医疗卫生的手续，为移民们节省了不
少精力，但滞留费用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此外，只有百余人容纳空间的移民旅社也已远远不能满足
日本政府扩大海外移民规模的野心。只有增加收容地的容纳空间，才能把大批移民源源不断地输往巴
西；也只有减轻移民在经济上的各项负担，才能调动更多的人投身海外移民活动的积极性。

基于这些因素，１９２７年日本政府出台第２２９号敕令，决定在神户修建大型的移民收容所。“扩
容、减费、提速”是设立新收容所的主要目的。“扩容”意指扩大移民收容能力。１９２８年耗资２３７　５００
日元的移民收容所在山本街建成，并于３月投入使用，整座建筑为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能够容纳

６００多位移民。１９３０年，日本政府对收容所进行扩建，将其收容能力提升到１３００人。“减费”是指日
本政府承担移民出发前所有的滞留费用，移民可以获得免费住宿，而且会在移民收容所收到安家费，
并能兑换货币。“提速”意为提高办理移民手续和检查工作的效率，使移民从繁冗的手续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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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藤十亚希：《输出日本：移民到拉丁美洲的政治》，第７０页。

Ｊ．Ｆ．诺曼：“日本移民到巴西”（Ｊ．Ｆ．Ｎｏｒｍａ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ｒａｚｉｌ”），《太平洋事务》（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第７卷第１期
（１９３４年），第４７页。

杰弗里·莱瑟：《达成民族认同：巴西的移民、少数民族和种族斗争》（Ｊｅｆｆｒｅｙ　Ｌｅｓｓｅｒ，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ｍｍｉ－
ｇｒａｎｔｓ，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Ｂｒａｚｉｌ），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９６～９７页。
山田迪生：《船上的日本移民历史：从笠里丸到邮轮客船》，第１４９页。



以便对他们进行出发前的各种培训。收容所内设有讲堂、讲师室和教养科，培训的内容多为巴西地
理、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医疗卫生和葡萄牙语，培训的对象一般都是一家之主和青年男女，这种速成培
训是为了让移民更快地适应国外的生活。在培训课结束的最后一天，收容所会给移民们发放护照①。

移民收容所的两个特征值得注意。其一，收容所是国营性质的。无论是修建费用，还是移民的行
前费用，皆出自日本国库，收容所的设立也是服务于日本政府“国策移民”政策的，旨在推动海外移民
和拓殖活动。其二，收容对象具有针对性，主要为前往巴西的日本移民提供方便和物质保障，只有当
前者住不满的情况下，房间才对迁至其他地区的移民开放。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巴西在这一时期日本移
民活动中的重要地位。移民收容所的主管机构和名称随着日本行政机构的调整而改变。最初，内务省
管辖移民收容所。１９３１年，拓务省正式接管移民收容所。翌年，将其名称变更为神户移民教养所。

航行途中移民船的生活也更加舒适、规范和有序。在登船前，移民们都经过良好的组织。轮船不
仅会为移民们提供充足的食物，也会提供周到的医疗护理服务，儿童们拥有规律的教育作息，成人们
则可通过参加体育运动振奋精神，以打发漫长的航行时间。此外，船上还会放映介绍移民中心和农业
拓殖地生活的影片。移民们在行程中的待遇不仅大幅改善，他们的地位也随之提高。曾经有一位移
民船的船长被迫向船上的移民作出公开道歉，原因是他的船员没有协助一位乘客寻找丢失的行李②。
此外，为了打造国际化的移民形象和博取巴西民众的好感，日本政府在移民船的名称上也颇费心思。
这一时期日本的移民船不再采用早期的“笠户丸”“神奈川丸”“若狭丸”等日文名字，而是以南美洲的
桑托斯、里约热内卢、拉普拉塔、蒙得维的亚等国际港口来命名③。日本移民船到达巴西贝伦或里约
热内卢港口后，会进行检疫、入境管理和关税等一系列检查工作，等这些手续办理完毕后，移民们会在
码头搭乘专用列车赶赴各自的配耕地。从入港至到达农业拓殖地其间的一切事务，一般都由海外兴
业株式会社巴西分部的职员负责。

五　结　　语

综上所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在内外交困的国内外局势下，日本政府适时出台了“国策移民”政
策，将移民重心从美国调转至巴西，全力支持并不断优化向海外移民活动。一方面为海外移民活动提
供雄厚的资金支持，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补助移民的旅费；二是补贴移民公司和轮船公司④在
招募和运输环节中的花销；三是以低息贷款的方式帮助移民在海外尤其是巴西购地置业。另一方面
搭建多层次、多渠道的移民输出网络。这一时期承担向巴西输送移民的机构主要有海外兴业株式会
社、海外协会和海外移住组合。这三个机构在性质、移民对象和业务范围等方面既有相似之处，也存
在诸多不同。就性质而言，海外兴业株式会社在成立之初属于民营移民公司，但随着日本政府资本的
大量注入，该公司逐渐转变为受政府控制的国营移民公司，这也标志着日本的海外移民业务由市场垄
断正式回归到政府垄断阶段。海外协会是一个半官半民的移民组织，早期它仅是一个为移民提供咨
询、策划和联络的服务机构，后来日本政府出台补贴政策后才转型为移民经营机构。海外移住组合虽
然是在地方海外协会模式的基础上成立的，但它是日本政府的顶层设计，国家制定移民战略，地方负
责具体执行，因此它是官方移民组织，结束了海外协会“单打独斗”的局面，将地方的移民积极性调动
起来，进行统一指导和管理。就移民对象而言，在招募环节：海外兴业株式会社是面向日本全国招募
移民，而海外协会和海外移住组合则只招募本地移民，呈现地域性特征；在安置环节，海外兴业株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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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同时向巴西国内多个目的地投送移民，同样不具有针对性；而后两者则直接将县民投放到某一固定
农业拓殖地，表现出“点对点”的输送模式。就业务范围而言，在“国策移民”政策出台后，虽然这三个
机构都提供“招募、输送、购地、安置”一条龙的移民服务，但仍有两点区别：一是购买土地的资方不同，
海外兴业株式会社是企业出资购地，海外协会是地方政府为出资方，而海外移住组合可被理解为移民
集资购地；二是移民的参与度不同，海外兴业株式会社和海外协会的移民不直接参与购地，而海外移
住组合的移民通过缴纳现金或低息贷款的方式参与购地，这是一种以定居为目的“企业移民”①模式，
也可称之为早期的投资商业移民。

日本政府对向巴西移民活动的调整和优化反映出这一时期日本海外移民思想的根本转变。一是
放弃近代以来缺乏计划、目光短浅的契约劳工移民模式，转向精密筹划、注重长效、以定居为目的的自
耕农移民模式。这是在总结既往海外移民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新思路，强调投资和购买海外土地，并
在移住地开垦农业拓殖地，以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日本人多地少的社会矛盾。此外，以家庭为单位扎
根移居国的定居模式，以及海外移住组合提倡的混合居住模式，都可以改变之前夏威夷和北美地区对
日本移民的“寄居客”和不易被同化的坏印象，提升日本人的海外形象。二是将移（殖）民活动与海外
投资紧密联系在一起。在１９２４年确立“国策移民”政策的日本帝国经济会议上，保护奖励移殖民的决
议中就曾明确提出：“移殖民事业的发展应与移居国的投资相结合，与拓殖事业紧密相关的工业、矿
业、林业、铁路业和其他行业，这些都需投注适当资本，且为非公司的日本人企业家提供各种其他便利
以期招徕其他投资。”②由此，海外移民成为日本殖民扩张和资本扩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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