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耗后期在印度尼西亚的种植园

痣什座以华工痣主要劳动力
林 克 明

在 世耙后半期
,

随着欧洲一些国家的青本主

又轻湃的发展及其逐渐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
,

队洲

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出现了大量人 口 向国外移出的亘

流
。

就其规模看
,

那是历史上少兑的
。

例如
,

在资本精累正急剧进行的英国
,

爱雨兰
“ 自 年到 年

,

移住国外的人 习德教
,

为
, ,

人
。 ”

① 这一时期我国也出现了人 口大

量移往国外的现象
。

自 年歹 年
,

我国人民

出国至新加坡然后博往东南亚其他地区以及澳洲
、

美洲者
,

就有
, ,

人
。

②我国大量人 口 的外

移
,

那是山于帝团主义的入侵
, · ·

⋯破坏中国小类

业及家庭工业的全部基磁 ⋯⋯精果将发生空 牙汀的大

扮的出国借居的现象 ⋯⋯ ” 夕 “

对华战争拾丁古老

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
, 国家的阴朋自守已不可能

铁道之敷没
,

蒸气机和电气乏使用以及大工业之

办
,

即为着市事防巢的 目的 已成为必要的了
。

于是

旧有的刁傻耗济制度也随之而 日盆瓦解 在旧有的

,
、

鬓韶呈济制度中
,

矍家自己制迭必要的工业 拈 ,

同时
,

可以安插比校稠密的人 口 的那一切辣旧的社

会制度
,

亦随之而崩溃
。

千百万人将无事可做
,

将
不得不移往国外

”

⑧也就是渝
, “

自从一八四

年的鸦片成争以后
,

中国一步一步地燮成了一个半

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 ”

④大量的爱民及手工业者
的破产

,

以及他们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失败
,

遭到银

燮
,

乃是
一

世耙中叶以后我国人民大量亡命海外出

赏努动力豁生的根本原因
。

既然我国人民出国有其社会袒济原因
,

那么我

国人民所移往的地方也必然有其接受他俏的社含握

济条件
。

木 文的 目的就是从印度尼西亚
,

特别是爪

哇 世耙中期的若干释济情祝来研究 世耙后牛期

我国人之大量流入印度尼西亚的原因
。

巧 年 在爪哇和 呜邵拉的中国人共有
,

人
,

⑤四
一

十四年后
,

为
,

人
。

⑥若将人 口 自

然增加率考虑在内
,

可以认为在这期阴中国人流入

爪哇是不多的
。

但是
, 一

世耙后半期起
,

在印度尼

西亚的中国人人数有了显著的增加
。

世耙后半期中国人在印度尼西亚的人数 ⑦

年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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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外息
,

尤以苏阴答腊东岸地区增加最快
,

在这里的中国人从 年的
,

人竹至 年的
,

人
。

①

大家知道
,

大量中国芬工的愉入是这个期阴在

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激塘的原因
。

例如苏 寸答睛东

岸地区的契钓华工和中国人教如下 ②
” 苏两咨腊东岸 区 苏阴答皓东岸地区契 ”

一

中国 人教 瑟勺些三夔一
一

一一

年 份 ⋯人 数 年 份 ⋯人 数

,

,

,

,

,

,

印度尼西亚的其他地区
,

如邦加等地也有上远

的悄况
。

是什么原因尊致契豹华工在这个时候大量流入

当时荷兰殖民主义者就 台下的印度尼西亚呢 特

是荷兰随民主义者为什么不从人口 稠密的爪哇镬取

劳动力的来源
,

反而从教千里外的中国添编大量劳

工呢

这个简题需从 世耙初至 世耙中期印度尼西

亚的社会铿济状况的一些有阴阴题淡起
。

众所周知
,

在
、

世祀菏兰东印度公司扰治

下
, 它对印度尼西亚人民进行掠夺的主耍方式大致

是 一
、

公开幼掠和征服封建王国的土王
,

迫共直

釉大量征自晨民的产物 二
、

商业公司 即政存

在武力支持下以陇买贵壹 的办法
,

用少量的来自欧

洲或来自其他国家的货物 如印度布辱 换取印度尼

西亚的名产
,

如香料
、

黄金等
。

⑧为了推持垄断价

格
夕

东印度公司便用 丁破坏生产 —清除作物和屠

杀当地居民 —的辨法
。

商业资木的残酷刹创
,

服
重地阻碍了印度尼西亚 会的发展

,

绰致了下述的

后果
。

我介压知道
,

公司的主要收入源泉为来自强迫供

应制 如 一 年 公 司迫嫣打蓝王国签汀愉

定
,

每年国王必须供应一定数量的低价大米
,

迫万

丹王国供应所产的全部胡椒 和强迫钠贡制 如勃

良安土王必须无值地檄扔大量的胡椒
、

蒜
、

棉等拾公

司 的掠夺
。

前者形式上是交易
,

而实质上和后者
一样是扔贡

。

此外
,

公司还要直接抚治下的人民交

袖各种租税和进行劳役
。

凡此种种
,

均通过封建村

畏乘进行
。

产来村是的扰洽权力是受到鉴村公社的

一些习值所限制的
。

现在他们在公司 的支持下
,

对

震民的权力增大了
,

登民对封建村吏的身份依附阴

系加强了
。

④他们对登民的征放
“

没有仟何固定的

比率或核算
,

没有仟何翰酬拾凳民
,

使类民及其家
人的生活必需品只留下那么 一点点

夕

而在歉收时甚

至更少
·

⋯
” ,

公司任命的
“

列痕
” 〕《又

锋土侯理事官 —多是握公司委任的封建主
‘“
只

想尽可能榨取
、

苛索
,

以挑待他们的生括和纵愁
,

以满足政府及其上司的食婪
。 ”

⑥ 在层层 下
,

爪哇
“

东部的某州
,

拥有足够利用二头水牛的土地
的晨民

,

谨能以其产品的 妥作为努动的成果而归

为己有
,

足见村提是何等盒婪
。 ”

⑥

公司的掠夺不仅便封建主野聋民的 刹 削 加 深

了 ,

而 且还把凳民排种白一些公社上地分封
、

出售

拾荷兰官具或其他私人 ,

⑦培植了私领地地主
。

他

仍对领地上的居民
,

享有十足的封建倾主的权力
。

粽上看来
,

菏兰商业资本的掠夺
,

加深了封建
主对差慧民的刹削

,

井把作为其抗洽工具的封建主封

晨民的梳治阴系准一步强化了 借原先晨村公社的

某些传抗习恨之被削弱 培植了新的封逮地主
,

作为殖民杭治的一个支柱
。

世掀初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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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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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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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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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

焉克思靛
,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酬工心

掠夺 “ 实在是称心如意的商业啊
” 夕

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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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直
。

④ 参圈富 乙华 《 ,奇属 东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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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真
。

⑥ 威林
·

当少校 ”

《 征 服 爪 哇同厄缘 》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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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耙后半期的崖业革命而费展起来了 乘机占侦 了

印度尼酉亚的主要地区
。

英国介肺叮者在这里
,

象在印

度那样
,

力图实行有利于英国产业资产阶极的政策
。

年奋兰重占 印度尼西亚 英衍两国分贼的

桔果 后
,

怒因它本身的握鸿发展水平不如英国而

无法褪植奉行英国在印度尼西亚曹耗标榜过的
“

自

由胃易
”

政策
。

荷兰随民者采取丁东印度公司时代
政策的进一步发展的刹 方式 —强迫种植制即龚

奴主的刹削方式
。

①在这一制度下
, 爪哇半数以上

的人 口 ,

它口 万人当中的 万人
,

被政府强制种

植出 口 作物作为斌挽交拾顺民政府
。

②此外
,

荷兰

随民地政府垄断了贸易和其他耀鸿事业的握管
。

在强迫种植制下的印度尼西亚广大矍民处于矍

奴的地位
。

他们在荷兰商业瓷本的就治和剁削下几

乎与商品粗济艳椽了 生产出来的登产品是作为实

物赋税交拾琐民地政府
,

所得到的是那橄难以置信

的低微的货币收入
,

但他俏唯有依附于上地过悲修

的生才乱

强迫种植制下的农户与收入概况

年 ③

兰商业公司 除 丢
,

其教有创 年为

年的六倍
。

一 年荷 印翰出杭针 ⑤

蝙川祀颁 共中喻
年份 向荷兰

⋯韵育盾 千荷

咖 啡

千扛于

糖砂

千扣

蓝靛

千磅

,

,

,

,

,

,

,

,

,

,

。

,

,

,

强迫种植的

作物

咖啡

甘蔗

胡椒

蓝靛

烟草

牵月

洋杠

肉桂

其他工作

合刹

被迫种敲作

物的登户欺

每户年收

入 荷盾 》

,

,

,

,

,

,

。

吕

。

。

绍绍绍形绍一匕‘

绍

阿时
,

山于强迫种秘同使晨民的负担是这样沉

重
,

以致使蛊民担负小了 ,

村提乘机占有或进一步

控制矍民原先利 的村社土地
,

美共名为把土地分

成小块重新分配
。

④

由上可兄
,

迄 世祀中叶
,

印度尼西亚的广大

爱民普遍地渝为晨奴
,

处在殖民地的封建渊系束搏

中
。

在实施强迫种植制期简 一 年
,

特

别在它的最初十年
,

菏兰从印度尼西亚镬得丁惊人

的亘大收益 政府征徽来的蠢产品由政府公司 荷

封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矍奴式的掠夺
,

拾荷兰的

捉济偷了新血液
,

从印度尼西亚掠夺阎 荷 兰 的 金

翩
,

据科全布兰德 估舒
,

在 一
年这一期阳共为 亿 千 百万荷盾

。

若算至
了年即 为 守乙 千 百万菏后

。

⑤除了出售弧迫

种植制下所镬得的殖民地产品所得到的利消外
,

从

年起荷兰国康从印度尼西亚攫得的斌民地投收
的盈余作为保护金

,

这种真金在 世耙四
·

卜年代平

均标年是 万厉
,

到五
·

卜年代上升到 平 均 每 年
万荷厉

。

⑦巧心心地政府的其 他税 收
,

如盐

税
、

市塔税等也大大绝加
。

由于有这些收入
,

荷印

政 舟的了卉移 包括 一 年 尚食债余额
,

万

荷厉
,

东印度公司到 年所遗清务
,

菏盾 》

① 强迫种植制是一种
·

卜足的度奴制
。

它名义
上规定班民以一定的时阴或一定比例的土
地耕种政府指定的川 日 作物

,

作为悦斌交
拾国家

。

宵际 卜婴民被迫几乎用全部或大
部分的时 剐及土地来满足药瓜心者的 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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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书掀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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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 ,

日森本 救
仁乡繁挥二《价印 的农业耗济 》 ,

第 肠直
。

④ 参 兰德
·

卡得
·

安哲里诺 咬。 。

《 劲亘民政策 》 第 卷 第
, ,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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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直
。

⑥ 参阴弗列格 比 《 努珊塔拉 》洲。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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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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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夕 一卜一子 笑 , 一一一
百一一

不 尸 , 厂甲 万, 笋 , 甲下界甲尸甲尸尸钾甲介卿 , , ,

和荷兰政府在对比利时胶乖时所负的倩珍
,

在纂拆于

强迫种植制后的几年周全都偿清了
。

荷兰殖民者就

是以这样的规模野璧地
、

露骨地吮吸印度尼西亚人

民的血液
。 “ 印度尼西亚成为荷兰的乳牛

” 。

强迫

种植制的后果
,

也很快地呈现出来
。

对印度尼西亚来汾
,

弧迫种植制破壤丁印度尼

西亚食业生产力
。 , 年以后农业产品棍丹箱场加

的趋势已修止了 稻田或被迫改种出 口 作物
,

或因

震民被驱到外地种植出 日 作物而荒废 人为的凯荒

握常发生 某些地区 如淡目
、

井 里 次
、

格罗坡

千 人 门 跳诚
,

大量死亡 矍民起义反抗不 协
就宗主国菏兰来扮

,

在强迫种植制时代
,

每年

从印度尼西亚源濒流入的且额利稍和贡斌拾荷兰的

工业的发展 造了有利的条件
。

六十年代起
,

跌路

网和莲河网在简兰发展起来了 肪撇工业成畏起来

了 韵
“

多新的工业部阴产生了 荷兰双行的存款愈

来愈多 了
。

凡此种种
,

表示了荷兰产业食产阶极的

成长和金融资木的发展
。

但是
,

以食奴努劲为从雄的弧迫种植制熊重地

妨碍了对硫立引也许源的进一步掠夺
,

政府对殖民地

径济的鱼断妨碍了产业资产啮极所要求的市踢的扩

大
。

金融资本家要求更广朗的
、

更有 利 的 投 资踢

所
。

强迫种植制期简
,

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激烈反扰

和不断的起义
,

以及 年欧洲大陆的革命风暴
,

震惊了荷兰的东粉台阶毅
。

这个时期英国
、

法国
、

德国的工业和资本主义

有了迅速的爽贝
,

共标袜在英国是爷物条例的废

除
,

在德国是 世耙中叶起工业的开始发展
。

这

是在各方 盯 益坛反若的与菏兰竞争的力量
。

正是以上这 几个主要的原因琢致六 一和七 卜年

代荷兰执治阶毅在共印度尼西亚破民地进行共些有

利于产业
一

舞木家和金融资水家的改革 如六 卜年代

起陆稍鹰除了 转些作物的强迫种植制
,

取渭某些股

产品的政府垄断耗营
, 。年公布了更有利于资本

家镬得耙瞥种植园听需上地的“土地国有法合
, , 。

①

和公布糖厂法
,

允许私人握升制糖业等等
。

六
。

卜年代起
,

在印度尼西亚开始有了为待兰人

在印度尼 叮亚 创办私臀种植园企业提供 咨 水 的 金

碰机构
,

如安达叙行
、

鹿特
’

织行
、

鹿特丹国际信

贷商业银行 甚至一向乖断印度尼 , 〔亚商业和航巡

的小公组行
一

也以农业企业为丁终投资对家
,

例如 曾爵

骊丁大量契豹华工的 日里烟草种植园公司 成立于

年儿

劝民者就是在上远情况下开始丁种植园企业的

耙管
。

其发展情况如下表

一 年荷印种植园使用士地面积

单位 千公嘎
,

千以下四拾五入 ②
一一

望吧 」翌
。。

邓幻

爪哇

私领地

土侯胡借地

印尼人出和地

政府川租地

提期租借地

国管种植地

一了月廿门矛﹄咋自工‘

月匕了万

︸山工

‘月月月口几口几口口七
月口,

一月了︸

外 岛

私领地

农业租 告地

畏期和借地

就本文所要探剖的周题看
,

现在我们要尺永 这

些种植园所需的劳劲力从那里来呢 ,

根据 匕表材料
,

我们看到
,

在 年至 。年

期阴
,

主耍是在爪哇息上建立种植园
,

而建立的种

植园义艳大多欺是利用私须地和土侯镇借地
。

与封

建地主勾桔
,

利用 陡附于封建俪主的癸民作为殖民

者的种植园的努动力来源乃是这种种植园的特征之

私领地是荷兰 东 印 度 公 司 ,

达 思德雨斯
合 和莱佛士 就治印度 色户互亚时

,

殖民政府为了财政上的原因而出售拾私人的上地
,

其中占全面积的 ‘ 为欧洲人所有
,

箱民者不仅通

过拍膏所稍政有土地 共实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士

尹
沙曰

年以前禁 二夕洲香租赁印度尼西亚人的

士地
。

已一 年期阴
,

茄民地政存把一

些政府土地以 年为期出租拾
’

外 国 人
,

年以后又禁止了
。

年起又允养歇
洲人向荷印政府租借浚有握营的土地

,

但
仍然不能满足他护佳的耍求

。

脊料来源 据艇济部 菏印出 口 的姿作物
一 巴连推亚 橱

。

搏引自
日文 《 南方年盗 》 ,

年版
,

第 ,

直
。

户

洋
一

七一



地 的措施培桩了一批地主
,

而 且还在法律上赋予

这些私倾地主享有和封建顽主同株的权力
,

如委派

各般乡村官
,

吏 。, ” ‘ , ,

,

向私领地内 的艘民征收地租和赋悦
,

以及

要他们标年服五十二天的劳役等
。

①
一

世耙中叶起
,

一些私领地主就在共辖区内利

川矍民服盛役开辟荒地和释誉种杭园
。

这种种杭园

实质 巨是以鬓奴劳动为基础的 其劳动力的来源是

依附于私领地主的不自山的盗上心

这一时期还有一些种植园是住封建土王的土地

上建立起来的 见上表
。

共芳劲力来源
一

也是 队附

于封建上王的矍民
。

例如在十九
一

耙中就建立丁一
些种植园的梭罗和 日惹地区 种植园主极据

“

年地租条例
”

通过封建土王的乡员
“
巴 郑 ” 扔 ,

把上地述 司原来耕种这些 曰也的嫂民
“

述人带地
”

和去
。

可晃
夕

这种种杭园同样
一

也是以当地陈阳健缝民

为姿琴努动力来源
。

因此之故
,

随民者在 世祀中叶在 少邸电息 卜建

立起来的种植园
,

山于和封建地主勾粉刊 了依附
震民的努劲力

,

这就在爪哇岛上川现
‘

以川贷劳力

为生的无产阶毅以前
,

解决了种扯园的努劲力来源
刹题

。

在这种情况下
,

劝民者无需或不急于从共他

地方愉入努动力
。

但在 年的土地法令公布以前
,

特别是在六

十年代
,

菏兰私人资木扩大共在敏民地投资的要求

越来越大了
。

原来的镬得上地的途径是 刃这一要求

有矛盾的
。

年的土地法令解决了这一矛盾
。

共
内容实臀归桔起来为 一

、

荷印政有还过把印度尼

西亚人民未拥有占有 权
、

使 用权或抵抑权而
“

国

家
”

可以自山处理的所有土地宣告
“
国有

”

的办法

而攫取了亘量的土地
,

井制 汀了极共优惠的条件川

和拾资本家
。

二
、

规定了在利用 当地嫂民努动力的

墓础 匕 公武土地
、 一

世袭个人 占有地和封建地主土

地的和凭办法
,

使脊本家既能得到供其 利 用 的 土

地
,

又保征了劳动力的来源
。

②

当时爪哇息 上的土地很大一部分是属于 年

土地法令所税的 “

不自山国有地
”

和封建胡地
。

山

于有橄多原来登民的劳动力供应
,

所以在 一

年期 用这里的青本主义震业企业比外嘟更迅速地

发展
。

即使在外息
,

在 一 年这一期阴
,

也

是利用矍亚租借地建立担来的种植园坷 加 得 最 多

其占地面积从 年的
,

公填增至 年的

公顷
,

因为所捎凳业租借地就是外息封建

土王出租拾登业青本家的土地
。

原来在土王支配下

的一些奥民
,

可作为种植园的芬劲力部份来源
。

但

此起 爪哇
,

外岛是地广 人稀
。

品 年以后
,

印度尼西亚种植园的发展有两个

情祝和本文所要研究的阴题有关
。

一
,

在地区 上 ,

外岛 的种袱园加速发展起来了 二
,

租借自殖民地

政府的炎灿租 汁也的种植园所占土地的此重急剧垠

加了
。

权据 仁表
,

在 年至 年二
,

卜年 祖 ,

爪

哇的和子了〔园占地从
, ,

公顷增至
,

。公
顷

,

即增加了 形
。

而在外岛却从
,

公填幼至
, 。公顷

,

即增加了
·

卜一倍半
。

另 方 ’
,

用来

挫份种批园的长期租借地
,

全印度尼西亚在 年

是
,

公顷
,

到一 年突婀至
,

公顷
,

成

为住次 」几

私似地用于耙管种植园的面积
。

因少匕夕 种柯园主而峻 了劳劲力 来 源 阴 妞
。

因

为 一
,

外岛地广人稀 二
, 向政府租借的长期租

借地一般是 能地
,

是
“

无主人的
”

土地 书七印土地

法所稍
“

自山国有地
” ,

波有原来附另身生它 匕面

的矍 民的劳动力可利用
。

为了利了闺 ,

种祖园主和为他侧服务的硫民地政

府必须解决这个阴题
。

种扣〔园主能否禹 卜从印度尼西亚群启 匕搏得与

琴增 如登菜投资相应所需的 自由努劲力呢 德的挽

来 ,

从简兰 自 年至叨 世祀 年代这段期同的就

治方式和钊削方式看
,

商业查术的筱治和叠奴制的

削方式 东印度公司时代的强迫贡钠制
、

弛迫供

应制
、

诊七记三十年代至七 卜年代前的强迫种掀制

都尊致 了对姿民钊肖灼加强 及共对封世主价附 也阶

的加深
,

也就是砚
,

在这期 打印度尼两亚砒会浚有

产生出 晚自山劳劲力的条件
。

也正因如此
,

年

荷印政府的土地法令是产业资木要求改赞共所遇到

的土地阴系灼反映
,

也是产业食本进一步的
、

以与

先前有另 的方式掠夺印度尼西亚肘富的要求
。

但是 仲桩园主不能等待产生自山努劲力的社会

条件的降峪
,

他积叹李各种途径输入大量 的 契 韵 华

工
,

甚至应接在中国没立机构进行招募
、

筋编华工

的工作
。

⑧这就是
一

世祀八十年代以后在印度尼西

参阴刹仁拉抽布特拉 飞 《 土

地法 》 孟 ,

第 夏
。

参阴张维强 《 战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和
耙膺 》 ,

第 一 直
。

“ 日 里种植园主联合会 ” , ·

忱川即 就行涯人来我国广东进行此事
德国驻广州颁事布德勒 和驻汕头
副领事赛肯多夫 参与籍划

。

③②⑧

漏玉资任了



亚的华需
、

特别是华工激塘的原因
。

朋于华工的川

国樱过 及他们的悲修遭遇
,

近几年来已有豁多内容

半宙的渝逮
,

①这里就 小多写 了
。

山于上述原因
,

我俏看到苏阴答胳东岸地区的

契钓工人当中
,

在 年到 年期阴
,

契钓华工

占 专艳大部份
。

苏阴答腊东岸地区的契构工人数 ②

年 份 中 国 人 印 度 人 爪 哇 人

仄口阶了凸卜

,
勺︸吕

,

,

,

,

,

,

,

,

,

,

,

,

而从爪吐来的契韵工人是在四 世祀升泥比 二耙初

才开始显著肠加
,

扑且一直到 别卜才超过华濡契

韵工人数
。

苏尸答皓东岸地区人 的场动也反映了

这一情况
。

⑧

年次 以洲人一印尼当地人一 中团人 其他东方
夕卜国 人

,

,

,

,

,

,

,

,

,

,

,

,

特别是契韵工人
,

甚至在身份上邢不是 完 全 自 由

的
,

种种法令 ⑤在人身上束搏着他 们
, 支 配 着 他

们
,

使他们过芯中
一

耙矍奴般的生括
。

种植园主通

常还以小块土地来把种植园努工束搏在种植园里
,

使他甚至他的后代长久地为园主当奴隶
。

这种种也

表示了在随民主义者扰治和剁创下
, 印度尼西亚

舍的发展受了极大的阻挠
。

以 仁概述了 世耙七
, 一

年代起印度尼西亚华需

芬工激熔的主要原因
。

但在这个阴题 卜是有 不同的兄解的
。

例如奥
·

伊
·

沙波来拉也娃认为
, “

爪哇存在淆很大的过剩

人 口 ,

但山于荷兰种桩园主害怕 爪味本地工资的提

高
,

故而反对 爪吐工火移往其他息屿
。

因此苏尸答

腊的种杖〔园主就采用愉入中国工人的办法
” 。

⑥这

个渝点显然是以当时爪哇已州现大量的工资劳动者

为前进
。

但如上所分析
,

这个前提当时尚术川现
。

另 一种看法似是认为
,

列七耙后期印 度尼西亚

华儒劳工的 效增是山于当地努劲力的缺乏
,

所以必

须愉入赞工
。

⑦我认为这一渝点不易为人接受
,

因

为它没有把阴题的社舍原因明确指出
。

何况如就人

日欺量看
,

年爪哇人 口 已 达
,

万人
,

而在

年只有 百 万 千人
,

⑧人 口 的渐畏是相当

快的
,

从人 口 数量看
夕

‘

是不存在努动力 缺 乏 门题

的
。

简题在于当时当地的劳动力处在何种生产阴系

下
,

它是在什么像件下才能从原来的生产阴系游离

来
,

蟀燮成作为商品的芬劲力 , 自砷
,

掀园工人
。

我的看法是否妥当 ,

命大家指正
。

洲口山

才

包括与欧洲人享受同样权利的日本人

必须提起
,

苏门答暗东岸地区是印度尼西亚外

扁最早发展种植园的地区
,

这里
,

花种杭园占地面

积和契构势工人数方而一向邹占印度尼西亚外息全

部种机园而精和努工教的一牛以上
,

如 年
,

这

里的契韵努工穗数占印度尼西亚外启全部契韵芳工

穗欺的 拓
。

④

苏阴答腊东岸地区来自爪哇的契韵芳工教的增

加
,

反映了这一闷寸期 爪哇贵村的燮化
,

即爪哇产生

以川售努动力为生的佩佣人 口 的 会条件的逐渐成

熟过程
。

这个过程也是种植园主以印度尼 亚努工

代替华借劳工的过程
。

在苏四答腊东岸
,

年起

爪哇契豹劳工人数大大超过了华借芳工
。

贸然种植园主 自 世耙七十年代起开始大量利

用 了出售努动力为生的中国劳工和逐渐催用印度尼

西亚当地的劳工
,

但这井不意味着殖民者完全采用

了资本主义的刹创方式
。

众所周知
,

种榷园工人
,

① 如 朱杰勤先生的 《 一

卜少哪七祀中期在印度
尼西亚的契钓华工 》 《 历史研究 》

年第三期 , 江醒东先生的 《 确
一

兰茄民主义
者对印度尼西亚华借的夔迫 》 ,

蔡鸿生先
生的 《 一

卜九世耙后期东南亚的 “

猪仔 ”

华
工 》 均见 反 中山大肇率报 》 ,

年第

四期 等
⑧ 卜引奥田或书第 真

。

⑧ 兄第 真注 ①
。

④ 匕引奥田或誉第 直
。

⑤ 梦写中以
“

苦力条例
” , “邢

箭规定
” 吃 豆 最为臭名 启

彰
。

⑥ 奥
·

伊
·

沙波基拉也娃 《 印度尼西亚工
人阶极的形成 》 裁 《 史覃泽从 》 年第

期
,

第 真
。

⑦ 参圈 《 历史研究 》 年第 期
,

第 页
。

⑧ 《 亚袖亚释湃发展的基子港理渝 》 , 日本亚
洲远东握济委且会瀚会编

,

第 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