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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外移民是 19 世纪英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个世纪里 ,数以千万计的人从英国移往世

界其他地区。这次移民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移民的方式也各有不同 ,对英国社会和移民目的地都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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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 ,移民就成为英国

人的一个习惯。19 世纪的时候这一特征更加明

显 ,对外移民的数量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 ,

仅 50 年代和 60 年代移民的数量就是 17、18 世纪

移民数量的总和。[1 ] ( P245) 1815 - 1930 年 ,1140 多万

人从不列颠移出 ,730 万人从爱尔兰移出。[2 ] ( P281) 仅

在 1853 - 1900 年 ,就有 467 万人离开英格兰和威

尔士 ,89 万人离开苏格兰。[1 ] ( P309) 1811 年不列颠的

总人口是 1197 万 ,1931 年是 4479 万 ,人口增长了

3200 多万。[3 ] ( P298) 相比于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 ,对

外迁移的数目是巨大的。这些移民主要迁往美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地方 ,其中

大部分去了美国。

19 世纪这场规模巨大的人口迁移有着深刻的

社会和历史根源。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以来 ,不少

人认为这个世纪的人口对外迁移仅次于一场革

命 ,缓解了社会压力 ,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 ,使英

国免于出现重大的社会骚乱。关于这次移民的动

机 ,早先的历史学家认为对外迁移主要是受到英

国本土人口的压力、社会经济出现的困境等推力

作用的结果。20 世纪中叶以来 ,一些历史学者开

始对以上这些传统认识提出质疑 ,认为对外迁移

固然是受到推力的作用 ,但是拉力的因素 ,即移民

目的地对人们的吸引力 ,也相当重要 ,不能被忽

视。另外 ,这些历史学者提出应该重新认识和评

价这个世纪的对外迁移 ,重新考察它是否真正起

到了安全阀的作用。

在推力和拉力的联合作用下 ,19 世纪英国出

现了移民的浪潮 ,移民的方式很多 ,主要有以下几

种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向外迁移的不同动机

和不同模式。

一

　　首先是官方资助下的移民 ,即官方为移民提

供资金、信息等方面的帮助 ,组织他们向外迁移。

官方资助移民政策的出发点在于要为过剩的人口

寻找出路 ,将过多的人口 ,尤其是穷人和犯人从英

国移出 ,以平衡就业 ,缓解人口对社会各方面造成

的压力。官方资助迁移的决策最初受到一些个人

行动的启发。一些个体的想法和行动影响到很多

人 ,持有类似想法的人士或者向社会呼吁进行资

助移民 ,或者身体力行帮助人们迁移 ,最终这些思

想和行动逐渐影响到了政府的决策。19 世纪早

期 ,官方决定进行资助式移民 ,既可以转移过剩的



人口 ,又可以稳固帝国的殖民地。当时负责此事

的是管理殖民地事务的殖民署。19 世纪早期 ,殖

民署主要帮助人们移往加拿大。从 30 年代开始 ,

官方又将目光投向了澳大利亚。1788 年 1 月 ,运

载犯人的船只“第一舰队”抵达了澳大利亚。19 世

纪 20 年代末之前在澳大利亚的自由移民很少 ,一

方面是澳大利亚刚被发现不久 ,尚未开发 ,不为人

们所熟知 ;另一方面来此路途遥远 ,要花费几个月

的时间 ,而到美国只需要两三个星期的时间 ,很多

人无法承担巨大的费用 ,20 年代犯人的数目远远

超过自由移民 ,二者的比例是 3∶1 ,[4 ] ( P75) 到 1828 年

时在澳大利亚也仅有 4500 个自由移民。[2 ] ( P281) 19

世纪 30 年代 ,英国政府不再单单将此地视为流放

犯人的地方 ,开始考虑将一部分自由人转移到这

块广袤的土地 ,政府发起了几个资助项目 ,帮助移

民移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资金来源于澳大利亚

土地拍卖的收入。殖民署雇佣了移民代理人 ,并

设置监察机构监督代理人的活动。代理人在英国

主要的 10 个港口首先发布政府要资助移民去澳

大利亚的信息 ,然后负责挑选和组织移民。1840

年 ,殖民署设置了殖民地和移民委员会取代以上

的监察机构专门负责管理移民事业 ,继续帮助人

们迁移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872 年 ,殖民地和

移民委员会报告说 ,光是自 1847 年以来他们就帮

助了 34 万多名“官费移民”移往加拿大、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地 ,其中大概有 24 万来自不列颠 ,其余来

自爱尔兰。[5 ] ( P301)

在地方上 ,官方对移民的资助主要由当地的

教区和济贫法机构负责。1834 年 ,济贫法进行了

改革 ,救济条件十分严苛 ,只有严格符合条件的人

才能进入济贫院 ,而且必须进行劳动 ,这样才能获

得救济金 ,即便这样 ,济贫机构和教区中的一些人

士仍然认为用于济贫的费用支出是巨大的 ,但这

种救助却无益于削减目前的贫困状况 ,有些人认

为与其把钱不断用在济贫上 ,不如帮助穷人移民 ,

一劳永逸。1836 - 1846 年 ,济贫法机构帮助 1 万 4

千人移民到加拿大。[6 ] ( P128) 地方上的教区也常常资

助一些人去往别地 ,比如在 1852 年 ,牛津郡的斯蒂

普尔阿斯顿教区 ,教区管事给 8 个想要移民的年

轻农业劳工每人 3 英镑的资助 ,[7 ] ( P37) 类似这样的

情况很多。济贫法机构的活动断断续续一直持续

到 20 世纪 ,比如在 1870 - 1925 年 ,他们帮助上千

个贫穷儿童以及孤儿移民到加拿大。[1 ] ( P248) 理论

上 ,济贫法机构是打算资助最为穷困的阶层进行

移民 ,但实际上 ,一些最为穷困的人却没得到机

会 ,被帮助的移民中有很多是劳动阶级中很有野

心和能力的人 ,但是负责管理济贫金的人认为 ,如

果有人移民 ,人口就会减少 ,就业机会就可以平

衡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不在意是谁离开 ,只要有人

离开就行。

19 世纪里官方资助的移民具备一定的规模和

社会影响力 ,与其他移民方式相比 ,有一点有所不

同 ,那就是官方资助人们前往的目的地是加拿大、

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当时英国的殖民地 ,而极少迁

往美国。因为当时美国已经脱离英国而独立 ,不

再是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政府认为应该从美国的

独立中吸取教训 ,不应该再利用公众的财产资助

人们移民到美国 ,如果那样的话将会有利于美国

的发展。

二

　　19 世纪后半叶 ,在移民活动上 ,官方的资助

仍在进行 ,但是起到的作用比较有限 ,非官方的机

构则表现得更为积极 ,包括各地的工会组织、慈善

机构、私人协会、宗教团体等等 ,在所有这些机构

中 ,很有影响力的是英国的行业工会组织的对外

移民活动。工会的种类众多 ,比如包括分工比较

精细的纺织业各行、铸铁业、制陶业、煤矿业、农业

劳工、建筑业、玻璃行业等等。19 世纪四五十年代

到七八十年代 ,英国的工会积极地帮助和组织本

行业的成员进行移民。行业工会受到当时社会上

弥漫的移民思潮的影响 ,它们普遍认为 ,目前劳动

力过剩 ,失业现象严重 ,机器的使用范围逐渐扩

大 ,愈来愈会取代一部分人的劳动 ,行业内部的竞

争将变得更加激烈 ,更多的人将面临失业问题 ,为

了减少这种竞争 ,使工资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 ,同

时增加与雇主讨价还价的筹码 ,工会领袖们倾向

移民。在面对本行业的危机时 ,他们一次又一次

将目光投向对外移民 ,他们在内部成立移民协会 ,

从多个渠道募集资金 ,为即将移民的成员提供资

金、信息等多方面的支持 ,帮助他们前往其他地

方。以下是几个比较典型的工会所进行的移民活

动 ,从中可以看出工会的移民动机和特点。

较早进行移民并引起广泛关注的工会之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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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业工会。1844 年 5 月陶业工会内部成立了“陶

业联合基金移民协会”,筹划移民的事情。1846 年

末 ,失业人数剧增 ,尽管工会本身的资金紧张 ,但

是《陶工报》主编伊凡斯仍旧筹措了足够的资金送

8 个家庭总共 40 个人去美国的威斯康星 ,因为当

时由工会组织的移民活动还比较少 ,所以陶业工

会的这一举动在社会上引起了一阵轰动。这 40

个移民离开的场景颇富戏剧性。1847 年初 ,这些

人启程准备去往美国 ,有人奏乐陪他们走了很长

一段时间 ,从斯塔福德郡到利物浦的运河上 ,沿途

站满成千上万欢呼的人群 ,场面颇为壮观。[8 ] ( P184)

受到这次移民活动的鼓舞 ,伊凡斯团体在 1847 -

1848 年又组织帮助了 25 个家庭移民。但是到达

威斯康星的移民遭遇了很多困难 ,他们的困境暂

时冷却了其他人移民的念头 ,而且工会内部出现

了严重问题 ,到 1850 年秋天 ,陶工杂志停办、陶业

工会的移民活动终止。

移民的费用是巨大的 ,单靠工会本身向成员

征收的微薄会费是远远不够的 ,特别是在不景气

的年代。工会组织募集资金的渠道是多元的 ,有

时候向公众或者慈善团体求助 ,请求捐赠以帮助

一些人进行移民。甚至联系移民目的地 ,而移民

目的地劳动力缺乏 ,大部分时候会进行援助 ,像棉

纺业、铁业、矿业等许多工会的移民是通过这种方

式实现的。以矿业为例 ,19 世纪 60 年代中叶前

后 ,矿业十分不景气 ,矿工报纸上到处充斥着关于

移民的消息 ,这股移民热潮吸引着从南苏格兰到

南威尔士地区矿工们的注意力。1865 年苏格兰的

矿主威胁说要降低工资 ,工会领袖亚历山大 ·麦

克唐纳则以移民对抗 ,将 600 个矿工移民到美国 ,

移民的资金来源于美国宾西法尼亚地区来肯宁地

方的矿主。[9 ] ( P261) 为此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受到英

国矿主的猛烈抨击 ,因为这大大损害了他们的

利益。

在各工会移民中规模比较大的还有农业劳工

的对外迁移。与其他工会相比 ,农业工会成立较

晚 ,1872 年 ,全国农业劳工联盟正式成立。农业劳

工的生活处境十分不好 ,工会领袖们将移民视为

缓解当地劳动力压力的一种手段 ,一些人高呼“往

国外和境外移民而不是罢工”。[5 ] ( P377) 在移民高峰

时期 ,某些工会领袖受到移民目的地如巴西、美国

的安大略地区等的委托 ,充当移民代理人的角色 ,

组织成员移民。1872 年 ,253 个农业劳工从利物浦

起航出发到巴西 ,大部分人来自沃里克郡 ,在未来

途中的几个月 ,又有来自格罗斯特郡、牛津郡、多

塞特郡、威尔特郡等地的劳工加入 ,据估计在 1872

年 5 月到 1873 年 2 月有 1000 多个人去往巴

西。[10 ] ( P89) 1874 年 1 月 ,410 个人从肯特出发移民 ,

1874 年 9 月到 1875 年 7 月 ,来自林肯郡奥尔福德

教区的 109 个人去了新西兰 ,12 个人去了加拿

大。[10 ] ( P99) 工会领袖约瑟夫 ·阿奇在 1881 年 8 月

说 ,大概有 70 万工会成员和他们的家庭由工会帮

助移往海外 ,但是后来他自己认为这个数字显然

夸大了。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人士认为进行移民的

农业劳工总数大概有 20 万。最近公布的一些数

字显示了 1875 年的移民情况 ,这一年有 1600 个成

员去了新西兰 ,3407 人去了美国的安大略 ,另有一

些人去了澳大利亚的昆士兰。这一年是移民最多

的年份 ,此前和此后每年的移民数量都不可能超

过这一年 ,据此估计在 1872 - 1881 年 ,接受农业工

会的帮助进行移民的成员以及其家庭成员的数目

大概在 4 万 5 千人左右。[10 ] ( P97)

19 世纪 40 年代以来 ,英国的工会帮助自己的

一些成员进行了移民 ,具有一定的规模 ,但是由于

各行业内部情况各异 ,移民的时间段和数量也各

不相同 ,加之当时缺乏确切的统计 ,关于工会移民

的总数很难有个确切的数字。在一定程度上 ,他

们的活动缓解了行业内的竞争压力 ,也有利于改

善一部分人的生活。工会资助的移民大部分去了

美国 ,他们具有一技之长 ,对移民目的地尤其是美

国等地的开发也做出了贡献。19 世纪末 ,工会移

民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英国的工业继续扩

展 ,门类增多 ,发展更加成熟 ,更多地吸收了一些

劳动力 ;另一方面 ,随着社会的发展 ,一些工会领

袖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变化 ,不断寻找比移民更

好的方式来改善人们的生活 ,工会资助的移民渐

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三

　　在所有移民方式中 ,人数最多的是私人性质

的自费移民 ,贯穿整个 19 世纪。人们不是通过官

方或者非官方的资助 ,而是自筹经费 ,远渡重洋 ,

到达移民的目的地。自费移民有两个主要特征。

第一 ,他们的身份背景多样 ,包括从事农业的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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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各种技工和手工业者、产业工人、律师、商人、

教士 ,等等。[11 ] ( P317) 1820 年当时的美国规定 ,凡是

在美国靠岸 ,载有移民的船只 ,船长必须向海关人

员提交一份乘客名单 ,上面要包括乘客的国籍、姓

名、性别、年龄、职业、家庭关系、去往目的地等信

息 ,这些乘客名单成为后来人们研究移民问题的

第一手资料。名单显示出英国移民身份的多样

性 ,以 1851 年美国海关的乘客名单为例 ,年龄在

20 岁以上的成年男子的职业构成和比例如以下表

格所示 :[12 ] ( P415)

职业构成 人数 百分比

Ⅰ

经营土地的农户 475 21. 4 %

农业劳工 3 0. 1 %

与农业相关的其他工作 33 1. 5 %

农业总部类 511 23. 0 %

Ⅱ 劳工 (无专门技术) 571 25. 7 %

Ⅲ 仆役类 84 3. 8 %

Ⅳ
工匠 ,技工 (各类纺织工、铸铁工

人、机械工、煤矿工人等等)
898 40. 3 %

Ⅴ 商业、医生、律师、教士等 160 7. 2 %

正如以上表格所示 ,19 世纪英国移民的职业

构成多样 ,相比于同期欧洲其他国家的对外移民 ,

对外迁移的人口身份多元化 ,这也是英国移民的

一个特点。

自费移民的第二个特点是关于移民的动机问

题。不同情况的人对外移民的具体原因和方式各

有不同 ,很多情况下对外移民固然也有推力的因

素 ,即在英国本土遭遇程度不同的窘状 ,但是总的

来看 ,移民目的地吸引力的作用更为明显 ,在促成

移民的诸因素中拉力作用占有更大的比例 ,相比

较于其他的移民方式 ,这一特点在私人性质的移

民中表现相对突出。

很多移民往往并非赤贫或者无以为生 ,否则

无法提供移民需要的费用 ,这在一些农民的身上

表现得尤其明显 ,因为与其他行业的群体相比 ,农

民常常是举家迁移 ,家庭成员的人数又常常多于

其他行业的家庭成员。在卖掉农场器具、牲畜和

其他东西之后 ,至少还有些资金 ,他们在英国获利

不多 ,害怕濒于贫穷 ,对美国土地的向往促使他们

进行这种冒险。19 世纪 50 年代早期 ,一些报纸报

道了一批去往美国的农民。比如林肯郡《斯波尔

丁自由报》报道 : 斯波尔丁东区的一些小农户在庄

稼收获了之后即将动身去美国 ,他们拥有财产 50

- 200 英镑不等。这些农户发现在目前的情况下 ,

这些钱在本国进行农业耕作很难盈利。他们希望

去美国寻找一些廉价的土地然后进行投资 ,相信

通过自己的勤勉将会获利。[12 ] ( P417) 约克郡唐卡斯

特地区的一份农民杂志报道说 :伯特维斯特先生 ,

是沃德沃斯地区的一个租地农户 ,1851 年时 ,他带

着 16 个家庭成员出发去利物浦 ,从那启程去美国。

他是一个精明而有经验的从事农业的好手 ,但是

他放弃了经营了 12 年的农场 ,因为即便他这样勤

恳 ,还是无法应付土地税、地租、济贫金、什一税等

杂七杂八的费用 ,于是他决定移民 ,在资金用光之

前要去没有杂税、土地肥沃的美国发财。[12 ] ( P418) 在

19 世纪 ,总体来说 ,经济状况好的农民相对于较差

的农民更可能移民 ,在其他国家亦如此。

在自费移民中 ,很多人亦并非在英国找不到

工作或者面临失业 ,移民中有很多具有一技之长

的工匠 ,有的还是高级技工 ,一些人从事的工种 ,

比如机械工、铸铁工等在英国是需要的 ,他们本来

可能在英国不断发展的经济中找到机会 ,这些人

进行移民更多是为美国的机会所吸引 ,甚至很多

人去美国的目的不是想继续从事本行业 ,而是想

在那里获得一块自由的土地 ,从事农业。19 世纪

下半叶尤其是后二三十年 ,自费移民出现了新的

特征 ,正如 1885 - 1888 年美国的乘客名单所显示

的 ,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移民高峰的几年 ,与人们设

想的不同 ,移民并不主要是失业的工厂工人或者

穷困的农场劳工 ,[13 ] ( P175) 而主要是另外一些群体 ,

没有专长纯粹出卖体力的劳工、建筑工人、矿工构

成了移民的大宗。这些人年龄普遍较轻 ,大部分

独自迁移 ,其中有的人像候鸟那样每年来回移动 ,

去美国作季节性的活计 ,很多人雄心勃勃 ,想在美

国积攒足够的钱买田置地或者希望在美国学习一

门技艺以改善自己的生活 ,提高自己的地位。

另外 ,在自费移民中还有一种重要的方式即

连锁移民 ,留在英国的人由于之前移居国外的亲

戚或朋友的关系也随后进行移民 ,这种方式在自

费移民的总数中占有一定比例。19 世纪中后期 ,

由于铁路和轮船的发展 ,旅行变得安全、迅速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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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宜起来。新的国家逐渐被认识 ,这使人觉得移

居国外不再是十分冒险的事情 ,很多在国外定居

的人 ,开始写信给自己的亲友 ,有的直接寄来移民

费用 ,鼓动他们移居国外。连锁移民作为一种强

大的拉力拉动着这股移民风潮。

19 世纪中叶 ,美国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则

进一步刺激了英国人向外迁移。1848 年初 ,美国

加利福尼亚地区发现了金矿 ,12 月总统在国会正

式宣布了此消息。自此引发了四十年代末到五十

年代的淘金热 ,很多人怀抱发财致富的“黄金梦”

赶赴加利福尼亚。光是 1849 年 ,从不列颠和爱尔

兰各港口启程的就有 30 万人 ,其中 22 万人前往美

国。在随后的 5 年之中 ,平均每年的人数都在 32

万 5 千人以上 ,美国每年吸纳 23 万多人 ,这次浪潮

中爱尔兰人最多 ,不列颠人也为数不少。[5 ] ( P299)

1851 年 ,澳大利亚南部地区也发现了金矿 ,以前自

由移民大多是受到资助才来到这里 ,现在澳大利

亚仿佛在一夜之间成为了机会的代名词。移民们

纷纷赶来淘金 ,整个五十年代大约有 30 多万人来

到这里 ,不列颠人最多 ,其次是爱尔兰人。以发现

金矿的维多利亚地区为例 ,1815 年这里还处于未

开垦状态 ,可是 1861 年该地区已有 50 万人 ,
[4 ] ( P78 ) 自由移民的增长十分迅速。

四

　　19 世纪 ,英国相当数量的人离开母国 ,向外

移民 ,去往他乡。在充满希望和冒险的移民征程

中 ,有的人进展顺利 ,在新的土地上开始崭新的未

来 ,也有人历经了艰难险阻 ,甚至失去了生命。毋

庸置疑 ,这个世纪里的人口对外迁移对英国社会

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对人口结构、社会关系、经济

发展等都有着很大影响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 ,是否

对英国社会真正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 ? 这次移民

的确缓解了一部分社会压力 ,一定程度上起到了

安全阀的作用 ,但是客观说来 ,这种程度是有限

的 ,并不像维多利亚晚期人们所欢呼的那样。实

际上 ,除了部分被帮助从而得以移民的穷人 ,很多

最为贫穷和没有能力的人依然踯躅在原地 ,他们

自身或者因为缺乏经费无法进行移民 ,或者害怕

面对不可知的地方而不愿移民 ,所以依靠这次迁

移是无法真正彻底解决贫困和失业问题的。英国

社会的这些问题最终是依靠本国工业的继续发

展、社会的不断进步、管理机制的不断完善而得到

解决 ,特别是“二战”之后福利国家的发展成熟 ,使

很多问题比较好地得到了改善。除却对英国本土

的影响 ,移民对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地区的开发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也在一定程

度上改变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和民族构成 ,对这些

地区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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