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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文原为英文 , 是作者提交给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第五届大会的论文 , 在此感谢我

的研究生沈晓雷将其译成中文。此文也作为由安德鲁·威尔逊主编的《加勒比地区的华人》 ( The Chinese in the

Caribbeans , Markus Wiener , 2004) 中的一章 (已作适当修改) , 特此说明。本人感谢周南京教授提供相关参考资

料 , 牙买加中华会馆提供各种信息 , 特别要感谢牙买加知名华人李逢生先生 ( Eastern Lee) 专程从牙买加带来有

关华人的当地报纸 , 其侄女亚历山大娜·李 (Alexandra Lee) 提供未正式发表的有关文章以及现居伦敦的 Joan

Roscoe Chang 提供关于其父郑丁发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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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对牙买加华人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进行了历史的概览。作者对有关牙买加华人的外

文研究状况进行了评述 , 试图利用至今尚无人利用的牙买加发行的华文报纸对当地华人的历史进行梳

理 , 描述了 100 多年来牙买加华人社区的的起源、适应、融合与身份认同变化的过程 , 特别对华人的

组织、华人的经济社会活动及其参政态度的变化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 , 华人在牙买加经历了从农业

工人到商人的转变 , 他们依靠自己的组织 ———中华会馆在逆境中谋生存、求发展。一些社团领袖以特

有的敏感积极投身于当地的政治活动。华人与当地社会的融合过程在牙买加独立时期已经接近完成。

[中图分类号 ] D634137514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2 - 5162 (2005) 01 - 0038 - 14

Survival , Adaptation and Integration :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Jamaica (1854 - 1962)

LI An2sh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1 , China)

Key words : Huaqiao2Huaren in Latin America ; Jamaican Chinese ; Chinese indentured labor ; national inte2
gration ; diaspora

Abstract : This is a historical survey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Jamaica. Giving a general

review of the present study of the subject , the author tries to probe the origin , adaptation , integr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in Jamaica. Exploring the Chinese transition from agricultural laborers to petty en2
trepreneurs , the author uses community institutions to frame his argument and puts a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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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of the Chinese Benevolence Socie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Dealing with the economic activ2
ities and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in Jamaica tried to get involved in the

activities of local society and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was approaching to the end when Jamaica won its inde2
pendence in 1962.

从抵达牙买加的第一天到 1962 年牙买加独立 , 华人在这一小岛上的历史曲折艰难。首先是

求生存 , 然后是求发展。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 , 华人在牙买加的社会和经济中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尽管已经出版了一些颇有影响的关于西印度华人特别是契约华工的著作 , 也发表了几篇

关于牙买加华人社区不同方面的文章 ;[1 ]然而 , 从总体而言 , 对牙买加华人社区的研究还很薄弱。

本文试图利用中文资料 , 特别是至今尚无人利用的牙买加发行的华文报纸 , 对牙买加华人的历史

进行客观描述 , 以改变学术界忽略牙买加华人社区的倾向。[2 ] 不言而喻 , 来源于华人社区外部的

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从牙买加和殖民地的角度来考察华人聚居地 , 但华人自己发行的报纸反映了他

们的日常生活和共同兴趣 , 可以促使我们从华人移民的角度来研究他们的历史。本文分为四个部

分 , 分别论述牙买加华人社区的的起源、适应、融合与身份认同变化的过程。

社区起源 : 移民过程与生存之争

英属西印度群岛奴隶制度的废除导致了劳动力的急剧缺乏 , 这种情况尤其出现在制糖工业。

在经历了征募欧洲合同工和东印度苦力之后 , 中国劳工成为新劳动力的重要来源。[3 ]克里斯汀·何

认为 :“移民到加勒比海地区的华人是由中国向所有美洲国家巨大的人口流动的一部分。”[4 ] 毫无

疑问 , 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华人移民与美洲的华人移民紧密相关这个意义上 , 她的观点是正确的 ;

但她忽略了从 1800 年到 1925 年超过 300 万的中国人作为契约劳工来到世界各地这一事实。[5 ]可以

说 , 契约华工既是全球化的产物 , 又为全球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 , 第一批华人于 1854 年登上牙买加岛。在 19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之

间 , 大约有 200 名华人来到牙买加 , 这些华人主要是来自其他殖民地的再移民。只有第三批直接

来自中国。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 1854 年有多少华人抵达了牙买加 ?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 这里

有三个常见的数字 : 195 人 (Olive Senior) , 200 人 (Tomes) , 472 人 (陈匡民 ; Lind) ; 人们通常认

为首批移居牙买加的华人来自于巴拿马。[6 ]修建沟通地峡铁路的巴拿马铁路公司急需劳动力 , 大

约有 709 名华人被雇佣。他们在 1854 年 3 月 30 日到达巴拿马。在通往巴拿马的艰苦航行中 , 16

人死在船上 , 另有 16 人在到达后不久死去。此后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 , 超过 80 人在他们位于

科隆 (Colon) 的马特秦 (Matachin) [7 ]营地死去。几个月之后 , 他们大部分已经死亡 , 幸存的一些

人作为劳工被转送到牙买加。

如此高的死亡率一方面是由于自然条件不适 (气候、热病、缺少新鲜蔬菜等) , 另一方面是

由于工作环境的恶劣 (残酷的管理、医疗条件的缺乏) 。巴拿马的条件如此恶劣 , 以至于很多中

国人只能以自杀抗争。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即有 125 名中国苦力上吊自杀 , 另有超过 300 人被发

现死亡。[8 ]露西·科恩曾将这种自杀现象置于一种心理 —文化框架内进行考察后得出结论 : 华人陷

入了一种生理和心理压抑之中 , 这种压抑与招募形式、航海过程、巴拿马艰苦的自然环境和工作

环境一起 , 使自杀变成一种“抗议和使进攻内向化的文化模式。”[9 ]

根据巴拿马报纸报道 , 6 个月后 , 一位来自牙买加的华人绅士与铁路公司进行了一次交换 ,

用体格健康的牙买加人换取同样数量的华工。一条载着 195 名契约华工的船于 1854 年 11 月从巴

拿马抵达金斯敦。[10 ]然而 , 这一交换看起来并未使牙买加满意。主要因为华人身体不佳和经济窘

迫 , 他们到达不久就流落街头 ,“‘衣衫褴褛 , 瘦弱憔悴 , 心已破碎 , 痛苦悲惨’, 他们最终在金

斯敦和圣·凯瑟琳的医院和救济院找到了落脚之处。在那里 ,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作为乞丐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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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11 ]因此 , 传统观点认为第一批牙买加华人来自于巴拿马 , 这一结论得到了加勒比地区学者

和中国学者的广泛赞同。[12 ]

英国档案却表明 : 第一批牙买加的华人直接来自中国。他们与一位圭亚那的英国移民代理商

詹姆斯·怀特签订合同 , 乘坐的是埃普索姆号轮船 ( Epsom) 。这艘船在 1854 年 4 月满载着 310 名

乘客从香港驶往牙买加 , 有 267 人最终到达了目的地。这次航行被认为是“英国鼓励直接而自愿

的雇佣合同移民的第一次尝试。”这些移民成为牙买加的第一批华人定居者。他们来到牙买加之

后被安置在克拉伦登 ( Clarendon) 和金斯敦附近的卡曼纳斯 ( Caymanas) 庄园 , 并很快与来自巴

拿马的“吸血鬼” ( Vampire) 和“特雷莎·简” ( Theresa Jane) 两艘轮船上的 205 名华工会合。[13 ]

在这 472 名到达牙买加的人当中 , 267 人是来自香港的合同工 , 而其余则是来自于巴拿马的契约

华工。在第一批到达者中 , 只有很少人活了下来 , 比如陈八公 (英文名 Robert Jackson) 、[14 ] 张胜

伯、何寿、凌三等。他们都在零售业开创了自己的生意 , 并成为华人社区的基础。例如 , 当黄昌

(Wong Sam) 刚从英属圭亚那抵达牙买加时 , 陈八公雇佣他作为店里的助手。

从 1864 年到 1870 年 , 大约又有 200 名中国契约劳工从其他加勒比岛屿来到牙买加 , 其中多

为特里尼达和英属圭亚那种植园的契约华工。当种植园因自然灾害破产后 , 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

的三年合同期。与此同时 , 美国的农业公司正开始在牙买加投资。华工当时已经具有聪明、勤

奋、坚韧和可靠的口碑。在当地劳工缺乏的情况下 , 美国公司曾专门到特里尼达和英属圭亚那招

募契约华工。有些华人应募加入了农业工人的队伍 , 另外一些人则自愿从特里尼达、英属圭亚

那、巴拿马或夏威夷来到牙买加。这些人共有 200 人左右。[15 ] 在合同期结束后 , 有些人继续为大

公司工作 , 而另外一些人则开始从事零售业。

在 19 世纪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大的中国移民潮发生在 1884 年 , 他们是直接来自于中国的

契约工人。这批契约华工于 1884 年 5 月 6 日离开香港 , 在澳门登上“钻石号”, “最后一艘从中

国驶往英属西印度的装载契约劳工的轮船”两个月后到达金斯敦。所有的成年人都是由香港代理

商雇佣的合同工。这艘船共搭载了 501 名男性、105 名女性、54 个男孩、17 个女孩 , 还有 3 个婴

儿 , 总共 680 人。这次航程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 只有一人死亡 , 另有三个孩子在船上出生。除了

大约有 20 人来自广东四邑 (台山、新会、开平、恩平) 外 , 其余均为来自东莞、惠阳和宝安等

县的客家人。船上的翻译名叫陈亚维 , 医生为陈平彰。正是这群人构成了牙买加早期中国移民的

核心。后来的移民大都为这些客家人的宗亲 , 并且都是在他们的帮助下移民到牙买加的。[16 ]

他们是怎样抵达牙买加的呢 ? Ching Chieh Chang 认为 : “第一批于 1884 年直接从中国到达牙

买加的华人是经由温哥华和哈利法克斯而抵达的。从那以后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 , 香港 —温哥华

—哈利法克斯 —金斯敦航线就成为大多数移居牙买加的人所选择的路线。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走的

是巴拿马运河一线。”[17 ]这一叙述值得怀疑。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 , 一位 1884 年的移居者记下了

他在航程中的个人经历。当时只有 9 岁的温才 (Wencai) 随家人来牙买加。他们乘坐的“钻石

号”轮船离开澳门后 , 在途中遭遇风暴 , 船桅坏了 , 不得不在加拿大改乘“亚历山大王子”号。

这艘船运载他们于 1884 年 7 月 12 日到达牙买加。他们的航程走的是香港 —澳门 —新加坡 —苏伊

士运河 —欧洲 —百慕大 —哈利法克斯 —古巴 —金斯敦一线。[18 ] 这一说法显得更可信。首先 , 这是

乘船者本人的回忆。其次 , 在 1914 年巴拿马运河开通之前 , 对于一个贫困的移民家庭来说 , 从

温哥华到哈利法克斯的路上旅程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花费上来看 , 似乎都是难以承受的。

至于牙买加华人的来源 , 应该注意他们中绝大多数并非来自珠江三角洲地区 , 如三邑 (南

海、番禺、顺德) 或四邑 (新会、台山、开平、恩平) , 而是来自东莞、宝安和惠阳三县组成的

区域。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 他们主要是客家人 , 而不是本地广东人。下面的资料可以支持这一

点 : 李谭仁所著的《占美加华侨年鉴·1957 年》中的人名录和华人墓地记录。根据李谭仁书中的

资料 , 牙买加华人绝大多数人来自三个县 : 东莞 (169 人) 、宝安 ( 65 人) 和惠阳 (57 人)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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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牙买加华人祖籍地分布

祖籍地 人数 祖籍地 人数

东莞 169 香港 10

宝安 65 台山 6

惠阳 57 恩平 4

无纪录 59 新会 1

出生于牙买加 33 鹤山 1

中超过 70 人来自于观澜这个位于东莞县的小镇

(见表 1) 。[19 ] 其他资料也验证了这一点。移民牙买

加的华人出生地 (侨乡) 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地

区 , 这一特点也在位于金斯敦的华人公墓记录中体

现出来。这个公墓是在 20 世纪早期由中华会馆为

那些客死牙买加却不能重返故里的华人修建的。截

止到 1957 年 9 月 9 日的公墓记录显示 , 在公墓中

所葬的 1436 名华人中 , 陈姓占据了最大的份额 ,

共 303 人 , 占总数的 21 %。前 8 位的姓氏 (陈、

李、张、曾、郑、黄、刘、何 ) 加起来一共有

1005 人 , 占总数的 70 % (见表 2) 。[20 ] 牙买加绝大多数的陈姓华人来自东莞县的观澜墟 (主要是

湖人) ; 而大多数的曾姓和郑姓华人则来自于东莞县的塘沥 ; 李姓主要来自宝安县的沙湾和惠

阳的龙岗 ; 何姓华人则大多来自惠阳的横岗墟。[21 ]

表 2 　牙买加华人公墓记录 　　　

姓氏 人数 姓氏 人数 姓氏 人数

陈 303 刘 72 戴 32

李 182 何 69 罗 30

张 135 丘 48 邓 25

曾 84 凌 40 廖 22

郑 84 杨 32 吴 21

黄 76 沈 32 蒋 20

社团建立 : 自力更生与谋求适应

牙买加知名华人作家李逢生 ( Eastern

Lee) 曾经说过 , 牙买加的华人“受到的

外部压力越大 , 他们就越团结”。[22 ] 这种

对外部压力的反应 , 实际上是所有定居异

乡的华人移民的一条规律。对于海外华人

来说 , 以姓氏、贸易和慈善为基础而组织

起来是最明智之举。以血缘关系或出生地

为纽带的内聚力减轻了移居他乡的心理压

力和实际困难 , 增加了经济成功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 , 自强自立是生存根本 , 适应环境是应

变之道。在牙买加大致有三类组织 : 服务于全体华人的一般协会、以姓氏和出生地为基础的特殊

组织和各种类型的贸易组织。

中华会馆 (Chinese Benevolence Society) 是华人在牙买加建立的唯一一个为全体华人移民服务

的组织。根据口头流传下来的记载 , 最初有两个中华会馆。一个由陈亚维领导 , 该会馆因“侨胞

不拥护 , 自行解散”。另一个则是存在至今的中华会馆。[23 ] 这是由陈八、张胜、黄昌等人于 1891

年所建。该会拥有约 500 名会员 , 入会费为 1 英镑。会馆的维持与运转是由周期性的捐赠和诸如

征收的赌博费等特殊收入支持。从那时起 , 中华会馆既在华人社区内部发挥了广泛的作用 , 又成

为华人社区与当地政府的桥梁。它的基本功能包括组织集体行动保护社区利益、传播来自中国的

各种新闻、相互援助、照料年长力弱者、制定相关规章以及协调不同集团的利益。中华会馆往往

在处理华人社区重大问题时作用显著 , 如移民上岸问题、商业机会问题或内部冲突等。[24 ]

从 1928 年开始 , 中华会馆发动华侨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直到二战结束 , 这些

活动一直是中华会馆的中心活动。中华会馆号召华人社区进行捐助以帮助受伤的士兵、为中国空

军购买飞机。在抗日战争期间 , 牙买加华人共捐款 200554 英镑。这些行动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

的高度赞扬。[25 ]战争结束后 , 由于出生于牙买加的新一代华人的增加和国际环境的变化 (特别是

中国内战及大陆与台湾之间存在的冲突) , 逐步导致了华人对中国和牙买加态度的转变 ; 这种转

变也在形成华人认同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华会馆在其鼎盛期曾有五个下属组织 : 一所学校、一家医院、一家养老院、一块墓地和一

份报纸。华侨公立学校的前身是由致公堂 (英文有时译为 Freemasons) 于 1920 年创办 , 两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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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1924 年 3 月 , 这所华人学校在中华会馆里重新开始招生。由于得到称为“新民俱乐部”

的华侨戏剧俱乐部的资助 , 这所学校也被称为新民学校。1927 年以后 , 一个名为“如意堂”的

华侨俱乐部每月资助这所学校 35 英镑。[26 ]学校的主管均为志愿 , 每年学费为 6 英镑 , 贫困学生则

可申请免费。1928 年 , 新民学校被中华会馆接管 , 中华会馆将其重新定名为“华侨公立学校”,

并且将其迁往由中华会馆花费 2300 英镑购买的校址。1944 年 , 华侨公立学校公布新章程 , 在章

程中表明它属于中华会馆 (第一条) , 并且注明学校“遵循祖国教育部的制度” (第三条) 。[27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 , 华文学校在牙买加各地出现。[28 ] 随着中国国民党牙买加分支机构的

建立 , 华人社区得以发展与中国政府正式联系的渠道 , 华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和历史的热情也

不断提高。[29 ]截止 1944 年 , 参加华侨公立学校的人数已增加到 300 人之多。1945 年 , 华人社区决

定修复和扩展这所学校。为了鼓励捐款 , 中国驻牙买加领事馆还特意发布一条公告。[30 ] 学校在华

人捐资 1 万英镑的基础上得以重新建立。华侨公立学校实行财政公开 , 每年在《华侨公报》 (金

斯敦) 上公布其年终财政报告。[31 ]该校在经历了这种中文取向的勃兴之后 ,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 , 在学校应该如何运转的问题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些人认识到了华文课程的实用性十分

有限 , 因而建议教学应该进一步本地化 , 且更具英语取向。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中国语言和文化是

华人社区唯一确切的象征 , 抛弃华文教育则意味着社区认同的根本改变。[32 ]

然而 , 出生于牙买加的新一代华人更多地认为自己是牙买加人 , 而不是华人。[33 ] 即使他们学

习汉语 , 除了在家里之外 , 很少有机会与外界交流。1955 年 , 学校的 9 名教师中只有 2 人懂汉

语 ; 在 10 名在校生中 , 只有 1 人会说汉语。[34 ]既然这所学校是华人社区的公共财产 , 其资金也是

来自于华人社区 , 那么在办学政策或课程设置等方面的任何重大改变都必须征求大多数人的意

见。学校章程 (1944 年) 清楚表明在教学中“绝对以中国语言文字为主。外国语为副” (第 3

条) ;“本校所任用之校长须为华人” (第 4 条) 。然而 , 这两条均在 1952 年被打破了。当时 , 学

校决定课程按照当地教育体制来设置 , 即以英语为主 , 汉语为副 ; 一位具有硕士学位的西方人

(以定) 被任命为校长。随后 , 华侨公立学校经历了新一轮的兴衰。[35 ]

另一个由中华会馆创办的社团机构是华侨留医所 (即华侨医院或住院部门) 。华侨医院是在

社区领袖陈琼光、李天培、戴丁贵、陈云标、陈昌朋、陈泽生、郑永康、叶俊万、陈禄荣、郑锡

荣、刘绍歧、李启桐、丘冠培和黄华勋等人于 1921 年 2 月发起、于 1923 年 5 月正式建立的。华

人社区最终共捐款 4000 英镑。为了给当地华人提供更加便捷的医疗服务 , 这所医院 24 小时营

业。病房免费 , 但是没有任何常驻的医师 , 病人不得不负担他们自己医生的费用。[36 ] 由于缺乏捐

款 , 最初这所医院被迫进行时断时续的经营。然而 , 在 1944 年 , 中华会馆召开了一次会议来讨

论筹措资金的问题 , 会议决定所有华人批发商、零售商和个人都应该捐助一定数额的资金来支持

医院建设。[37 ]
1952 年 , 彭朝章被任命为院长 , 他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想法并取得成功 , 即在医院围

墙上出售广告空间。由于有了广告客户所提供的固定收入 , 这所医院最终经营得非常好 , 从而受

到当地政府和公众的高度赞扬。[38 ]

由中华会馆所经营的还有华侨颐老院 , 又称老人房 , 相当于华侨养老院。它是专门为贫穷和

年老的华侨建立的。早在 1877 年 , 华人社区就购买了两处位于金斯敦的相邻的房屋作为老年华

人的居身之所。加上后来又购买的相邻的两所房子以及如意堂所捐助的一所房子 , 这家养老院就

有了五所赡养老人的房屋。华侨颐老院的规章中有一条规定 , 即任何年满 60 岁、失去工作能力

和没有家庭的华人都可以申请生活补助和住在养老院里。[39 ] 在 1957 年 , 约有 60 位老人住在华侨

颐老院。他们的赡养费主要来自于华侨面包店、商店和个人的捐助。然而 , 中华会馆有时被迫采

取强制措施来从华人社区获取捐助。[40 ]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 , 中华会馆决定重建华侨颐老院 ,

1961 年秋季 , 一位名叫罗维松的华人建筑师捐助了 1000 英镑 , 从而使这一计划得以实施。[41 ]

1904 年 4 月 , 华人社区领袖陈连高和张胜等人在金斯敦的心平·阿西里路 ( Heartπs Ease As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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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y Rd) 购买了 12 英亩土地作为当地华人的墓地。这就是中华义山 (即华人公墓) 的起源。在

1907 年的可怕地震中 , 华人商业和家庭遭受巨大损失。在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之后 , 英国殖民政

府同意赔偿华人社区 500 英镑作为损失补偿。社区将这笔款项用来在心平·阿西里路修建正式的

华人公墓。1927 年 , 六位华人领袖 (陈瑶光、谢祯华、何学蓉、吴挹光、陈达生、黄华勋) 号

召华人社区捐助以修葺公墓。这项工作进行了大约两年 , 一共收到了 980 英镑的捐助。[42 ] 第二次

修葺则是在 30 年之后 , 当时中华会馆在《中山报》刊登了一整页公告要求捐助。[43 ] 中华会馆一

共接收了 4820 英镑的捐款 , 其中 3000 英镑用于工程建设 , 1957 年 4 月 7 日举行了公墓的揭幕仪

式。1957 年 9 月 9 日 , 1436 名华人埋葬于此公墓。

牙买加华人社区发行的第一份报纸是《中华商报》, 也就是《华侨公报》的前身 , 它由郑永

康于 1930 年 10 月 18 日创立。1931 年 , 郑永康将它出售给李谭仁和郑维玉。中华会馆于 1935 年

接收了这份报纸 , 并将其改名为《华侨公报》。从此以后 ,《华侨公报》成为中华会馆甚至整个华

人社区的主要代言人。作为信息传播的手段和讨论有关华人问题的平台 , 这份报纸在社区的生活

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56 年 10 月报纸停止发行 , 但在 1975 年重新开始发行。在本文涉及

的时期 , 还有另外三份华文报纸。《民治周刊》是中国洪门民治党 (即致公党) 驻牙买加支部所

办 , 宗旨是发扬党务与启发民智。最初出版的日期不详 , 但它也在 1956 年停止发行。《中山报》

是在 1953 年 12 月 1 日作为中国国民党牙买加支部的官方报纸而正式发行的。因为它是国民党的

机关报 , 所以其政治倾向多富争议 , 往往引起华人社区内部的冲突。[44 ] 第三份报纸为《高塔》

(Pagoda) 英文刊 , 是唯一一份由华人创办的英语周报。它是由郑丁才 (英文名为 Charles T.

Chang) 于 1940 年 3 月 16 日创办的。郑丁才才华横溢 , 极富组织才能 , 也曾创办华人俱乐部。由

于这份周报刊登的是有关华人社区的报道和在牙买加生活的新闻 , 因此成为华人融入牙买加社会

的产物和媒介。[45 ]

除了上述从属于中华会馆的社团机构和华人报刊外 , 还有一些特殊的组织。这些组织通常属

于三种类型 : 政治团体、娱乐组织和宗教社团。华人在移居牙买加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是巨大

的。作为契约劳工 , 他们必须为获得公平的待遇而斗争。在反抗种植园主的过程中 , 一些诸如洪

门会的秘密社团的成员通常起到领导作用。[46 ]在 1884 年来到牙买加的华工合同期满后 , 他们逐渐

在金斯敦聚集起来。杨亚壬、万迈、李宝记、林丙以及其他华人决定组织起来 , 成立了致公堂分

部。这样 , 致公堂成为牙买加的第一个正式的华人组织 , 其主要成员为原来的种植园工人 , 但它

在各个方面为华人社区做出了贡献 , 例如建立华侨学校、组织为老年人捐款以及为中华会馆购买

办公室等。[47 ]

另外一个政治组织是中国国民党的牙买加支部。中国驻牙买加领事馆是在华人社区向伦敦的

中国大使馆以及中国政府长期呼吁之后才于 1943 年建立的。[48 ]建造领事馆的资金最初由中华会馆

募集捐助。当时国民党统治中国 , 所以大使馆自然成为中国国民党与牙买加华人之间正式的联系

渠道。随着二战临近结束 , 牙买加的华人也盼望祖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中国国民党党员曾公

义、李谭仁等人积极筹备在牙买加建立国民党分部。这一分部于 1945 年 4 月 13 日建立。然而 ,

华人社区对中国政治冲突变得越来越不感兴趣 , 国民党的这一分部也逐渐失去其影响力。尽管如

此 , 由当地国民党修建的带有游泳池和其他设施的运动场却成了华人社区休闲活动的公众场所。

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海外华人不同的是 , 在牙买加只建立了很少几个同乡会 , 而且并不活

跃。[49 ]这可以从移民来源的相对集中上来解释。既然社区的规模较小 , 而且主要来自于一些客家

村落 , 这就使得社区在出生地基础上再进行划分变得没有意义。除了同乡会之外 , 还存在着一些

娱乐性组织 , 如戏剧协会、舞蹈剧团、文学俱乐部和篮球队等 , 它们都是由出生于牙买加的华裔

所建。建立这些组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 , 这是摆脱老一辈人控制的需要。克里斯汀·何将

华人中的老一辈称为“中国生” (China - born) 。老一辈华人自 1854 年以来就建立并巩固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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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威。娱乐性协会为打破这一深深确立的权威提供了一条便捷途径。其次 , 出生于牙买加的华

人仍然被排除在牙买加中层和上层阶级的圈子之外。因此 , 他们决定建立自己的组织。最后 , 在

抗日战争期间 , 中华会馆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来动员华人社区 , 戏剧和舞蹈是常见的形式之一 , 这

也刺激了人们对娱乐活动的兴趣。

新民社是这些组织中成立最早的一个 , 它是由吴挹光在 1924 年建立的。这个俱乐部的目的

是进行知识交流和发展华人教育。第一所华侨学校即由该组织建立。中华体育会是另一个吸引了

很多牙买加年轻华裔的组织。1937 年 9 月 15 日 , 年仅 17 岁的郑定原 (英文名为 Horace Chang)

建立了这一俱乐部 ,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体育锻炼和娱乐休闲活动。俱乐部有各种设施 , 并且组织

了不同的体育运动 , 如篮球、足球、乒乓球、网球、桥牌和麻将等。1951 年的地震毁坏了俱乐

部的建筑 , 在华人社区捐助了土地和资金之后 , 一个新的俱乐部会所于 1954 年重新开放。这个

俱乐部在华人队和当地“西方”队之间举办了各种类型的竞赛 , 从而反过来加速了牙买加华人的

适应和融合的过程。[50 ]

1937 - 1938 年发生的两件事对牙买加的华人社区来说非常重要。首先 , 1937 年的“卢沟桥

事变”标志着日本侵略中国的开始。日本侵华激发了全世界各地华人的爱国情感 , 并激励了他们

的各种抗日活动 , 在牙买加情况也是如此。在同样的民族主义热潮中 , 牙买加在 1938 年发生了

反华骚乱 , 大大损害了华人的生意。一种受害的感觉和自我保护的需要应运而生。在骚乱之后 ,

华人建立了商业行会和贸易协会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 例如在 1938 年 11 月建立的咸头行商会成立

和面包炉商会。咸头行商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会员之利益 , 求商业之进步” (第 1 条) 和

“交换知识与商情” (第 2 条) 。面包炉商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停止华人面包店之间的恶性竞争。

面包炉商会建立之后 , 立即规定了面包块的平均重量 , 并确定了面包师可以得到的佣金数量。华

人的面包行业获得了更加稳定的发展。[51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 还有其他一些组织为了相同的目的被建立了起来 , 其中包括华侨零

沽商会 (1942 年) 和雪糕餐馆商会 (1943 年) 。[52 ] 这些组织为华侨商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

在 1940 - 1950 年代的困难时期情况尤其如此。在这些贸易行会中 , 由叶运生建立的华侨零沽商

会最受欢迎。它努力保护成员的利益 , 并在华商与殖民政府之间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例如 ,

1945 年 , 一些华人零售商被控告以高于殖民政府所规定的战时价格出售商品。实际情况是 , 那

些看不懂英语的华人并不知道有战时价格限制一事。商会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政府 , 并在当地报纸

《格兰勒报》 (The Gleaner) 上重新刊登了价目表。商会自己也发表了一份专门宣布价格的公告 ,

为华人零售商复印了价目表 , 建议他们尊重法律。[53 ] 1945 年 2 月 6 日的零沽商会的记录表明在 12

个寻求商会帮助的人当中 , 有 6 个人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 而其余的也正在得到处理。[54 ]
1955 年

当地政府颁布了一项关于雇员待遇的法律 , 这项法律影响到了所有同类商业部门。零沽商会为此

给政府写了一封信 , 在信中解释了小零售商人所处的困难环境 , 从而得到了主管部长的积极回

应。[55 ]零沽商会对于华人社区如此重要 , 以至于人们称其为“华侨商业之堡垒”。[56 ]

对于牙买加的华人来说 , 受到来自外部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或自然的压力越大 , 他们

就越能团结起来 ; 他们越被看作是外来者 , 他们就越能感到自己是中国人。换句话说 , 只有在陌

生的土地上 , 他们才能真正感到自己的根在中国 ; 只有紧密团结在一起 , 他们才能生存和发展。

社区巩固 : 经济发展与社会融合

当 19 世纪末华人开始去建立自己的商业的时候 , 他们用于投资的资金通常很少 , 一般不超

过 20 或 30 英镑。他们的商店小 , 出售的商品不多 , 而且经常是小的数量 , 从而使贫穷的当地人

能够小额而不是大量地购买一些大米和食糖。在这些华人零售业的先驱中有一些重要人物 , 比如

最早到达牙买加的陈八公、来自英属圭亚那的黄昌、来自哥斯达黎加的林丙和来自美国的丘亚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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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 Harris Carr) 等。[57 ]

尽管最初遭到了敌对的和不友好的对待 , 这些华人却先后在零售业及其他领域取得了巨大发

展。他们首先聚集在金斯敦和圣安德鲁 , 但很快就四散到各地的农村教区之中。据殖民政府的人

口普查显示 , 在 1881 年 , 99 个华人中有 84 个生活在金斯敦 ; 而在 1891 年 , 在 482 名华人之中 ,

则只有 295 人生活在金斯敦。在接下来的岁月里 , 华人逐渐地扩展到了岛屿的其他部分 (见

表 3) 。
表 3 　牙买加华人人口统计

　　地区 1881 1891 1911 1921 1943 1948 1953 1960 1995 1998

金斯敦 84 295 754 1180 4154 3196

圣安德鲁 4 9 198 369 2085 7852

其他地区 11 178 1159 2347 6155

合计 99 482 2111 3896 12394 12401 18655 21812 20000 22500

　　资料来源 : 陈匡民 : 《美洲华侨通鉴》, 第 700 页 ; 李谭仁 : 《占美加华侨年鉴·1957 年》, 第 44 - 50 , 118 页 ;

Phyllis Morrow ,“Chinese Adaptation in Two Jamaican Cities ,”Honors thesis , Harvard University , 1972 ; Orlando Patterson ,

“Contest and Choice in Ethnic Allegiance :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aribbean Case Study ,”in Nathan Glazer & Daniel P.

Moynihan , ed. , Ethnicity : Theory and Practice ,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5 , p. 324 ; S. Hurwitz & E. F.

Hurwitz , Jamaica : A Historical Portrait , New York : Praeger Publishers , 1971 , p. 162 ; 华侨经济委员会 :《十年来华侨经

济 , 1972 - 1981 年》, 台北 :“侨务委员会”第三处 , 1981 年 , 第 211 - 235 页 ;《华侨华人经济年鉴·1995 年》, 台

北 :“侨务委员会”, 1995 年 , 第 558 页 ;《华侨华人经济年鉴·1998 年》, 台北 : “侨务委员会”, 1998 年 , 第 416

页。

华人绝大部分的商业活动都集中在零售业。几乎所有研究牙买加华人的学者都注意到华人控

制了牙买加零售部门的命脉。[58 ]
1954 年 , 在 1250 家华人经营的商行中 , 有 1021 家是零售店。[59 ]

然而 , 华人的商业技巧并不仅仅局限在零售业 , 在批发业上也是如此。在 1946 年牙买加的 14 个

主要的批发商中 , 有 10 个是华人。在 1954 年 , 岛上的 46 家批发商店中有 38 家是由华人经营。

大的批发商店向农村的零售商店和小的批发商店提供商品 , 而后者则向遍及全部农村教区的更小

的零售商店提供商品。[60 ]这一网络既与资金有关 , 又与人员有关 , 从而为牙买加华人发展商业提

供了很大的帮助。既然华人在牙买加的零售业和批发业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 , 那么华人的扩

展反过来也就带来了华人零售商店的扩展。这种向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小规模扩展本身即孕育着社

会融合进程。

为什么华人能够在牙买加的零售业中获得成功呢 ? 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成功归之于四个因素 :

机遇、品质和服务、社会网络以及有利的政策。第一 , 华人开始经营零售业的时候正值当地存在

一个急需填充的经济空间。[61 ]当他们到达牙买加的时候 , 在零售部门的竞争并不激烈。来自非洲

的奴隶刚刚获得解放 , 还没有发展出必需的商业技巧 , 而其他种族集团则认为开商店有损他们的

身份。第二 , 华人享有节俭和勤劳的美誉 , 而且他们注意在商业入门方面对孩子进行实践教育。

此外 , 他们还提供了比其他商人更好的服务 , 这帮助他们建立和扩展了自己的生意。[62 ] 第三 , 他

们所建立的社会网络有两个重要的功能。他们提供了一个充裕的和有效的劳动力后备军队伍 , 这

些劳动力大部分是他们在中国的亲戚 , 可以在农村商店里从事长时间的工作却只要求低工资。此

外 , 在批发业和零售业的华侨中存在的联系便利了他们的经济扩展。[63 ] 最后 , 殖民政策在他们的

成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在大环境中没有有利的政策 , 华人就不会取得同样的进步。在相

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 华侨若是为了进行商业活动的话 , 他们移居牙买加便没有任何限制。这一政

策吸引了有经验的华商到牙买加来开创自己的事业。然而 , 我们不能据此推断华人是在一块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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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上生活工作。困境和不公正的情况时有发生 , 在 20 世纪早期更是如此。1933 年殖民政府

颁布了一部外侨限制法 , 其目的是为了限制中国移民。这部法律“是由一院制议会颁布的 , 这一

议会代表了商人阶级的利益”。这里的“商人阶级”当然是指当地的商人。更有甚者 , 当时的牙

买加社会存在着一股很强的反华潮流 , 发生在 1918 年和 1938 年的反华骚乱即是这股潮流的具体

表现。与此相对照的是 , 类似的敌对情绪在特立尼达或英属圭亚那则并不明显。[64 ]

我们还应该注意早期中国移民的特征 (农民) 、境况 (贫困) 和目标 (挣钱回家) 。绝大多数

移民来自农村 , 而且这些地区条件都较差。移民的家庭情况都很穷 , 他们也缺乏正式教育或专业

训练。早期移民往往是一种被迫的举动 , 为生活所迫 , 贫苦农民走向海外是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

和发财致富。然而 , 在契约劳工期间 , 他们辛苦劳作 , 只留下一点微薄的积蓄。种植园主往往设

置一些骗局来诈取他们所剩不多的一点积蓄 , 如果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强 , 能够摆脱各种骗局的

引诱 , 那么 , 在合同结束后 , 他们可以带着自己赚取的微薄工资返回故里。[65 ] 然而 , 这并不是他

们离开中国时想要的东西。相反 , 他们共同的目标是光宗耀祖。

当时的牙买加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商品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 , 对于他们来说 , 这既是一

种机会 , 又是一种需要。数额很小的一笔钱就可以作为资本来开一家零售店 , 这也不需要高层次

的职业技巧 , 而中国高度商业性的农村经济多少已经使华人有了初步的商业知识。有些人还通过

运用他们的农业技巧来尝试进行土地投资 , 但是他们在与种植园主的竞争中受到压制 , 而且从长

远来看投资农业也不如投资商业有利。此外 , 农业需要长期投入 , 这显然对于那些试图尽快赚取

足够金钱以衣锦还乡的人们来说 , 没有什么吸引力。

除了零售业和批发业外 , 华人在其他行业也有所发展 , 如食品制造业和轻工业 (面包业、冰

淇淋生产和肥皂业等) 以及食品进口业等。面包业几乎全部为华人所控制 , 比如位于金斯敦的陈

学贤的“钻石面包店”和廖锡钦的“廖氏兄弟面包公司”。陈禄谦在 1939 年建立的“钦摩雪糕制

造厂”经过 1954 年的修整和扩展 , 成为牙买加最大的冰淇淋制造厂家。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 , 金

斯敦开始出现超级市场。华人立刻意识到超级市场潜在的商业优势 , 并且感受到了来自当地竞争

者对华人小商店日益增长的压力。[66 ]在很短的几年内 , 出现了多家由华人经营的超级市场 , 其中

包括在北金斯敦地区最大的一家以及由陈炽昌创办的自选市场“陈马秀父子公司”。知名华人领

袖陈英豪 (Rupert Chinsee) 先生的夫人胡竞先女士 ( Helen Chinsee)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体现华人

商业敏感性的绝好例证。

胡女士曾于 1939 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为了更新她的知识并“将其运用到

当地适合制造业的原材料上面”, 1955 年她决定到俄亥俄州的安提克大学学习。当她的申请被拒

绝后 , 她向安提克大学写了一封长达 10 页的请求信。在学校名誉校长亚瑟·摩根教授的帮助下 ,

她的请求被学校接受。华人报纸《中山报》发表了一篇特别社论“勉胡竞先女士”以赞美她的勇

气。[67 ]在她完成学业之后 , 胡女士和她的丈夫陈英豪采纳了摩根教授的建议 , 在牙买加开始铝制

品特别是炊具的生产。在牙买加政府的帮助下 , 他们在法尔茅斯建立了嘉立铁器工厂 (Caribe

Metal Works) 。“从最初非常少的资金开始 , 他们现在经营着一家价值 4 万英镑的工厂。从最初生

产粗糙的物品开始 , 他们现在生产 70 种以上的高品质商品 , 其中包括掌盘和有色铝制品。”两位

政府官员参观了他们的工厂 , 对其成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任牙买加总理的曼雷 (Manley) 对

他们的成就表示祝贺 , 媒体也称赞他们“已经改变了古老的北部沿海城市法尔茅斯的工业和职业

面貌”。[68 ]

除从事商业和制造业外 , 华人还积极参与其他社会活动。宗教活动是他们融入主流社会的另

一条途径。绝大多数华人精英或皈依罗马天主教 , 或皈依基督教圣公会。两位著名的华人教士是

段卓贤和段方济 (英文名 Rev. Father Francis 和 Rev. Father Vincent) , 即弗朗西斯神父和文森特神

父。两位神父均来自中国的河南省 , 以前在台湾和东南亚地区传教。他们于 1957 年来到牙买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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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华人天主教社区的领袖。[69 ]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皈依基督教 , 华侨公立学校的前校长何儒俊

于 1954 年在牙买加发动了一场运动 , 以增加华人基督教徒的数量。这一运动吸引了很多华人参

加。[70 ] 20 世纪 50 年代华人大量皈依基督教表明牙买加华人正在逐步融入当地社会。

老一辈华侨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创立了家业 , 他们理所当然地主宰着一切。这种情况到

1940 年代开始出现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 , 华人逐渐适应了牙买加社会。身为华裔的年轻一代

开始视自己为牙买加人 , 而不是中国人。曾经在华人社区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中华会馆也逐步退化

为老一代之间相互交往或了解遥远故乡最新消息的地方。可以理解 , 人们参加中华会馆活动的积

极性正在逐步减弱。截止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 , 中华会馆的年度选举大会和普通会

员大会由于缺乏法定人数 , 经常被取消 , 或者被推迟。[71 ]

新一代华裔已日趋成熟 , 思想感情的重新定向显而易见。与当地社会经济生活的逐步提高相

适应 , 华裔为牙买加做贡献的思想也在加强。团结仍然是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 但已经不再是华人

社区内部的排外行为。当地一份名为《焦点》 (Spotlight) 的杂志评论新的一代说 : “第二代华人

只是因为长得像中国人才被称作华人。他们按牙买加人的方式思考 , 牙买加是他们的家 , 他们从

来不错过一个展示他们对这个生育和养育他们的国家的爱戴之情和爱国之心的机会。从心理上来

讲 , 他们比那些出生在牙买加的欧洲人后裔更加牙买加化。”[72 ]

确实 , 随着日益增长的商业成功 , 华裔开始与现代牙买加的出现不可动摇地联系在一起 , 但

是他们将自己看作“牙买加人”的过程仍然不断变动。克里斯汀·何已经分析了牙买加、特立尼

达和圭亚那华人克里奥化 (creolization) 的过程以及三者之间的不同。[73 ] 然而 , 笔者更倾向于用

“融合”一词来描述发生在牙买加华人身上的这一过程。下面将重点论述这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

社会卷入和政治参与。

身份变化 : 投身社会与政治参与

牙买加老一代华人移民在三个要素的基础上建立和巩固了一个团结和统一的社区 : 种族 - 文

化优越感、经济专业性和社会孤立性。然而 , 这种“团结和统一”受到在牙买加出生的华裔的挑

战。在 20 世纪 50 年代 , 安德鲁·林德描述了金斯敦郊外农村教区相当大的混合华人的出现。与

那些农村地区不同 , 这些教区具有作为华人认同中心的小“唐人街”地位。[74 ] 即使在那些存在很

多华人的城市里 , 比如在金斯顿 , 华人中的异族通婚也在逐步增加 , 并且引起了老一代华人的警

惕。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在于出生于牙买加的华人并不看重他们“父辈的民族中心论”。年轻华

裔甚至看不起华人女孩 , 宁愿与其他肤色的女孩交朋友。他们不愿自己被描述为单独的群体 , 而

宁愿被当作牙买加人来平等对待。[75 ]结果 , 华人社区卷入本地社会的过程变得越来越明显 , 无论

这种融合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华人认识到自己现在是牙买加社会的一员 , 无论是老一代的还是

新一代的华人都变得更加关注当地问题 , 如他们在牙买加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在殖民统

治时期和殖民统治后在西印度群岛中的地位。

一些华人精英逐步进入牙买加主流社会。《英属西印度牙买加名人录·1951 年》一书中所列

举的绝大部分华人都深深地融入了牙买加的社会生活之中。这一融合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首

先 , 大部分著名的华人或皈依了罗马天主教 , 或皈依了基督教圣公会。在《英属西印度牙买加名

人录·1951 年》一书中所列的 27 位华人中 , 6 位出生于中国 , 他们在 19 世纪末或 20 世纪初来到

牙买加。[76 ]其中有 13 位华人是罗马天主教徒 , 8 人是基督教圣公会教徒 , 2 人是新教教徒 , 4 人

没有提及他们的宗教信仰。

其次 ,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 在名人录的自我陈述中 , 一般都介绍自己喜爱的娱乐活动 , 而每

位华人都至少有一种特别喜爱的休闲活动。从牙买加华人移民的来源看 , 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农

村。中国传统的农民一般无暇从事娱乐休闲活动 , 而移民他国的首要任务是养家糊口。从名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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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的休闲活动看 , 出生在中国的华人通常提及的都是那些不需要很多技巧的大众运动 , 比如游

泳、散步以及听音乐。相反 , 在牙买加出生的华裔提及的是一些更加专业的运动 , 比如网球、跳

舞和生物学 , 以至“所有户外活动”等。这表明 , 那些急于为牙买加社会接受的华人试图通过参

与或表明自己参与各种活动 (包括体育休闲活动) 来增加自己融入当地社会的可能性。

在华侨定居的早期历史中 , 华人对牙买加社会并没有太大兴趣 , 这部分是由于语言障碍和对

当地政治不感兴趣的传统所致。二战后 , 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 , 这种情况得到很大改变。牙买

加华人变得越来越关注当地社会与他们自己的联系。在商业和社会生活中的公平待遇和平等成为

一个共同的原因。1954 年 4 月 18 日 , 胡竞先女士通过当地的《格兰勒报》给税务部长写了一封

公开信。她在信中抱怨自己在经营中所遭到的来自政府官员的不公平待遇 , 她建议税务部应在商

品注册和清账以及程序方面有明确的指示可以遵循。她的意见已经超越了仅仅关注华人的狭隘观

念 , 也得到了政府的适当回应。[77 ]胡女士通过牙买加人的报纸来引起所有牙买加人关心同一问题

的能力预示着华人精英不断增长的融合于主流社会的倾向。

早在这件事情之前 , 当地报纸发表包含对华人社区歧视性描述或诽谤华人社区的文章已经很

普遍。即使在早期岁月 , 华人对那些文章中的种族主义言论就已经很敏感 , 但是他们并没有加以

反对。这一方面是因为华人都不愿意去批评作者 , 以免引起麻烦 ; 另一方面则因为他们的英语还

没有好到可以在报纸上进行反驳。此外 , 中国人一般坚持“和为贵”的信条 , 认为和平相处是处

理人际关系的最恰当的方式。对于一个定居异国他乡的华人社区来说 , 他们更坚信这种观点。然

而 , 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华侨公报》在 1940 年 8 月的一篇文章中称赞了新近所取得一场对反华态势作斗争的胜利。

1940 年 6 月 , 当地一份周报对华人社区进行了丑陋的描绘 , 描述了金斯敦唐人街外来的和“外

国的”气氛 , 并突出了赌博和吸食鸦片。这篇文章一出现 , 一位在牙买加出生的华裔即刻写信给

该报编辑 , 指出这篇反华文章是在捏造事实 , 并对此提出抗议。周报的编辑非常重视这一抗议 ,

并在 7 月 27 日报纸的头版刊登了道歉信。《华侨公报》的编辑为这一结果感到兴奋异常。“我们

相信在这封信之后 , 周报再也不会如此猛烈和放肆地诽谤华人社区了 , 他们将会小心谨慎地对待

反华言论 , 再也不会像这次那样放肆了。”这封信的作者还责备老一代华人总是屈服于侮辱。无

论遭到多么粗暴的对待 , 老一代华人都宁愿吞下这份羞辱 , 从未大胆地进行抗争。即使诉诸法

律 , 华人也从来不敢出庭作证 , 从而也就自动放弃了他们的权利。这篇文章号召华人不要再屈服

于反华歧视 , 要对此进行坚决反击。[78 ]

显而易见的是 , 在牙买加出生的华裔正在逐步融入牙买加后殖民时代的社会环境之中。他们

掌握了语言工具 , 理解牙买加人的价值观并且已经掌握了处理社会政治事务的能力和方法。更重

要的是 , 他们已经拥有为获得公平待遇而斗争的勇气。当地新闻界的评论展示了他们的成功。以

前对华人社区抱有偏见的报纸逐渐改变了其报道内容。当几家华人商店在 1954 年遭到抢劫的时

候 , 当地一家报纸发表文章批评了这种侵袭华人商店的倾向 , 称赞了华人社区所做的贡献 , 并表

明牙买加社会应该对华人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华人热情回应 , 将这篇文章翻译出来并发表在《华

侨公报》上。[79 ]

融合是一种双向的过程。除了牙买加人改变他们对于华人社区、组织和机构的态度之外 , 华

人也正在改变他们的会员政策 , 使其更加具有包容性。1954 年 12 月 , 华侨零沽商会提出了改变

商会名称的问题。其主旨是删掉“华侨”这个词 , 通过吸纳“西人商店”来使商会得以扩大。据

认为这种改变将会带来三个好处 : “一 , 力量增大 , 地位随之提高 ; 二 , 对外交涉 , 更为有效 ;

三 , 对内组织 , 可收中西合作之功。”可以看出 , 华商组织考虑到吸收更多的店主并扩大商会的

范围这一点 , 并认为这也是一种与其他种族集团相互交往的更加便捷的方法 , 还可以促进东西方

文化相互交流。在一篇题为““华侨零沽商会更换名目”的社论中 , 作者认为 ,“名称应以占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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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沽商会 Jamaica Retailers Associaion 为佳 ; 但应考虑三个问题 : 会址之所有权 , 会章之修改 , 会

议时之语言。”[80 ]很明显 , 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 , 华人也试图通过采取当地价值观以及与牙买加

社会相适应的生活和经营习惯来融入当地社会。

体育、娱乐与教育是另外一些得以融合的领域。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 , 华人社区开始组织自

己的华人小姐竞赛 , 这种竞赛对于老一代来说简直不可想象。这一盛会每年举行一次 , 它不仅引

起了华人社区的关注 , 而且引起了所有牙买加人的广泛兴趣。此外 , 华人篮球队与其他地方队也

举行了越来越多的友谊赛。为了鼓励高等教育 , 一位名叫叶俊万的华商于 1957 年在西印度大学

的医学系设立了一项奖学金。这项奖学金为期五年 , 总额为 1500 英镑。[81 ] 20 世纪 60 年代对牙买

加来说是个充满希望的年代 , 因为西印度群岛的未来将通过公民投票来确定。[82 ] 在这种政治背景

下 , 华人社区开始设法加速融合于当地社会的进程。

就在独立前的 1961 年末 , 有四件事情展示华人正在将成为牙买加社会一员的希望转化为行

动。第一 , 英属洪都拉斯于 1961 年 10 月遭到“哈蒂飓风”的袭击 , 这场风暴给洪都拉斯首都造

成了巨大的破坏 , 并导致了数百人的伤亡。刚一听到关于这场灾难的消息之后 , 中华会馆的主席

黄土生带头号召华人进行捐款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华人积极投入到捐助活动之中 , 他们在 11 月

份先后送出四份不同数额的捐款。[83 ]第二 ,“为一个更好的牙买加公民委员会” ( The Citizens Com2
mittee for a Better Jamaica) 在 12 月份举行了一次会议 , 会上讨论了有关庆祝牙买加独立的计划问

题。中华会馆与其他 80 多个组织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且同意在庆典游行中组织一辆彩车。[84 ]

第三 , 作为一项战略性举措 , 中华会馆号召华人社区进行年终捐款来资助老年贫困者。与以往不

同 , 此次捐款并非仅仅为了资助华人年长者 , 而是为了资助所有需要帮助的老年牙买加人。会馆

还为这次捐款活动建立了一个负责相关事项的委员会。这些行动的目标是明确的 : “如果我们想

要减少针对华人的歧视性犯罪的话 , 我们就必须采取一种和平相处的战略 , 必须与每一个民族都

结合在一起 , 必须与其他人友好相处 , 必须帮助穷人 , 必须毫无偏见地平等对待他人 ⋯⋯”[85 ] 。

第四 , 中华会馆还允许非华裔牙买加人进入华侨公立学校学习 , 而且其他原来排外的华人社团也

开始接纳克里奥人。[86 ]

随着牙买加的独立 , 一个新出现的名词将生活在牙买加的华人描述为新岛国多民族舞台上的

一个组成部分 ———“华裔牙买加人 (Jamaicans of Chinese origin)”。[87 ]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华人在牙买加社会的政治参与。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 , 华人精英就步入了

政治参与的进程。在殖民统治时期 , “地保官” (Justice of the Peace) 是一种荣誉 , 这一荣誉只是

“适当地授予本地人或华人 , 并且特别为人们所珍爱”, 华人有时也会被任命这一职位。戴桂昌是

第一个获得这一头衔的华人 , 他于 1943 年在圣安德鲁获得 , 后来成为一名国会议员。在此之后

的第二年 , 创立《宝塔》杂志的郑丁才的哥哥郑丁发 (英文名 Sidney Chang) 也成为同一地区的

地保官。上任之后 , 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为社区的服务之中 , “通过签署文件、提出建议以及给予

指导 , 他使这一职位成为一个积极为下层牙买加人服务的地方 , 而这些牙买加人绝大部分都不是

华裔。”[88 ] 1945 年 , 华商陈华福被任命为金斯敦的地保官 , 他是第一个在首府获得这一职位的华

人。在接下来的 10 年间 (1946 - 1955) , 又有 9 位华人在不同的地区被任命为地保官。[89 ]

在 20 世纪 50 年代 , 华人社区对于中国和牙买加的形势变化都很敏感。海峡两岸之间持续的

冲突意味着华人不得不在牙买加呆上一段时间 , 或许永远呆在那里。对于华人社区来说 , 最佳的

生存战略是改变他们传统上在当地政治中的低姿态 , 在牙买加政治中扮演积极的角色。1954 年 4

月 15 日《中山报》的一篇社论认为 , 华人不应该忽视他们在当年选举中的作用。然而 , 对于只

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一的华人来说 , 他们能起到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 ?“选举的胜负 , 时常会因极

少数的票而决定的。我们如果参加选举 , 无论那 (哪) 一方 , 那 (哪) 一党都会来争取我们。”

这篇社论还提醒华人 ,“我们要注意 , 就是参加选举的行动 , 只管积极 , 但是 , 对外的言论 , 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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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谨慎。这是我们因应环境的最好办法。”[90 ]

我们可以通过牙买加华人在 20 世纪 50 年代地位的上升来感受他们思想的转变。对于华人移民来

说 , 特别是在他们移民的早期 , 在客居国保持低姿态是非常普遍的事情。牙买加的华人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努力改变这种状况 , 他们希望充分利用当地政治为华人社区的利益服务。然而 , 这仅仅是第

一步 , 是前进的一步 , 但仅仅走出这一步还远远不够 , 因为政治行为仍然被限制在一小群华人精英的

圈子里。要使绝大部分华人都开始将牙买加看作是自己的国家 , 还需要一段时间。

华人远离当地政治的原因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国的政治传统之中 , 它与当地人对华人的态度紧

密相关。换句话说 , 当你不被当地政治所接受的时候 , 你通常就难以进入这一领域。牙买加社会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不愿意接纳华人进入牙买加议会。这一状况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才改

变。戴丁贵于 1959 年被提名为一院制议会委员。他在职业和社会生活中的成功清楚地表明 : 他

既应该受到尊敬 , 又应该负有责任。戴先生出生在金斯敦 , 作为牙买加的第一代工业家中的一

员 , 他是加勒比制造厂 (Caribbean Products) 的常务董事 , 是多家制造业公司的董事 (如 Motor

Owners Mutual Assn. Ltd、Tai Ten Quee Ltd. 、Pagoda Ltd. 、the Caribbean Atlantic Instrument Company) 。

他同时也是中国驻金斯敦领事馆的顾问 , 还担任了多项社会职务。他是华人体育俱乐部的倡导

者 , 在华人社区中深得人心 , 被亲切地称为“戴先生”。[91 ]

随着牙买加逐步走向独立 , 那些总是将中国作为其祖国的华人开始认识到如果他们想呆在牙

买加的话 , 他们就不得不“首先学会做牙买加人”。在 1961 年牙买加人面临着投票决定牙买加前

程的时候 (或是继续作为西印度群岛联邦的一员 , 或是独立) , 华人精英号召华人社区表达自己

的意愿 : 为了履行你的义务 , 请投出你神圣的一票。[92 ]华文报纸要求华人在投票中发挥积极的作

用 , 但不要聚集和参加任何游行 , 不要告诉别人自己的选择 , 不要按别人的要求投票。[93 ]

当牙买加于 1962 年获得独立的时候 , 陈英豪成为新国会的议员。在他的事业生涯中 , 陈英

豪对华人社区和牙买加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前所述 , 他与妻子胡竞先女士建立了嘉立铁器工厂

并改变了小城法尔茅斯的面貌。工厂建立 4 年之后 , 从只有 6 台机器和 6 个工人发展到 1960 年

的 25 台机器和 30 个工人。“古老的港口城市由于陈这位未被埋没的天才而变得更加美好。”[94 ] 陈

英豪出生于牙买加 , 他从斯坦福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 为华人社区服务多年 , 并在他聪明的妻子胡

竞先女士的帮助下成为了一位工业家。

“来自多元 , 一个民族” (Out of Many , One People) 成为牙买加独立后的座右铭。独立以后 ,

在总理的推荐下 , 郑丁发被总督任命为海关的代理检察员。《焦点》 (Spotlight) 就此事发表评论 :

“虽然这一职位只是代理性的 , 然而它却再次表明了政府和牙买加对牙买加华人社区的尊重。”这

对于牙买加的华人或华裔牙买加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消息 , 这对于一个生活在曾经是“异国

他乡”的社区来说 , 是其发展的顶点。从契约劳工到胆小的零售商人 , 从外来者到国家公民 , 从

华人到牙买加人 , 这是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旅程。

这就是牙买加华人起源、适应和融合的历史。“融合”在这里的意思是居住在牙买加的华人

希望和试图成为牙买加的一员 , 而且他们成功了。牙买加《焦点》杂志的记者在独立后第二年这

样描述牙买加华人的融合过程 :“今天 , 最初谨慎、缓慢和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融合过程正

在接近终点 , 将不会再有诸如华人社区之类的东西 , 有的只是全部的牙买加华人。对于第二代或

第三代华人来说 , 牙买加已经是他们的家 , 他们的祖国 ; 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按牙买加人的

方式思维 , 按牙买加人的方式生活。”[95 ]

[注释 ]

[ 1 ] Walton Look Lai , Indentured Labor , Caribbean Sugar : Chinese and Indian migration to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 1838 -

1918 ,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93 ; Walton Look Lai , The Chinese in the West Indies , 1806 - 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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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ocumentary History , Kingston : The Press University of West Indies , 1998 ; Andrew W. Lind ,“Adjustment patterns

among the Jamaican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 , 7 : 1 (1958) , pp. 144 - 64 ; Howard Johnson ,“The anti2
Chinese riots of 1918 in Jamaica ,”Immigrants and Minorities , 2 (March , 1983) , pp. 50 - 63 ; Jacqueline Levy ,“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Chinese in Jamaica : The grocery retail trade ,”The Jamaican Historical Review , 15 (1986) , 31 - 49 ;

Christine Ho ,“‘Hold the Chow Mein , Gimme Soca’: Creolization of the Chinese in Guyana , Trinidad and Jamaica ,”Am2
erasia , 15 : 2 (1989) , pp. 3 - 25. Lee Tom Yin , The Chinese in Jamaica , Kingston : Get For Company , 1957. 此书的

中文名为《占美加华侨年鉴·1957 年》。超过一半的篇幅是牙买加华人名录 , 这是用文本形式将牙买加华人

情况真实记录下来的重要资料。

[ 2 ] 菲利斯·马罗曾认为华人社区的概念已成为“虚构的”。Phyllis Marrow ,“Chinese Adaptation in Two Jamaican Cit2
ies ,”Honors thesis , Harvard University , 1972 , p. 4. 从本文可看出 , 此概念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仍然可用。2000 年

春节期间 , 牙买加的《每日观察报》还专门发表了一期关于华人的特辑。参见 Eastern Lee ,“ The Chinese in

Jamaica — a personal account ,”The Daily Observer ( Kingston) , January 20 , 2000 , p. 15.

[ 3 ] Eric Williams , Capitalism and Slavery , Andre Deutsch , 1964 [1944 ] , pp. 3 - 29. 关于加勒比地区的奴隶制 , 最全

面的读物是 Hilary Beckles & Verene Shepherd , ed. , Caribbean Slavery in the Atlantic World , Kingston , Jamaica : Ian

Randle Publishers ; Princeton :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 2000. 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 , 参见李安山 :“资本主

义与奴隶制度 : 50 年西方史学论争述评”,《世界历史》, 1996 年第 3 期。

[ 4 ] Christine Ho ,“‘Hold the Chow Mein , Gimme Soca’: Creolization of the Chinese ,”p. 4.

[ 5 ] 陈泽宪 :“十九世纪的契约华工制”,《历史研究》, 1963 年第一期 , 第 176 - 178 页。

[ 6 ] Olive Senior ,“Corollary : The Chinese who came from Panama ,”Jamaica Journal , 13 : 2 (1980) , p. 79 ; Robert

Tomes , Panama in 1855 , New York : Harper &Brothers , 1855 , p. 121 ; 陈匡民 :《美洲华侨通鉴》, 纽约 : 美洲华

侨文化社编印 , 1950 年 , 第 696 页 ; Andrew W. Lind , Adjustment patterns among the Jamaican Chinese ,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 , 7 : 1 (1958) , p. 147.

[ 7 ] 该地名可能是从西班牙语“matar”(杀害) 和“Chinos”(中国人) 二字演变而来。

[ 8 ]“100 多苦力在树上上吊自杀 , 他们的松散辫子在热风中低垂。有的是用绳子和硬藤上吊的。很多就用他们

自己的头发 , 将长辫子绕成圈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 将一端扎在树干上。300 多人躺在地上 , 他们死的方式

各式各样 , 与他们的聪明机智一样。有的将自己身上绑上石头后跳入河流 , 其他的人则坐在岸边 , 等着涨

潮将自己卷走 , 有的与同伴谈判 , 想说服他们将自己杀死 , 还有的将自己的身躯扑向尖刀 , 还有的将树枝

砍下削尖后 , 刺向自己的脖子。”Olive Senior ,“Corollary : The Chinese who came from Panama ,”p. 79.

[ 9 ] Lucy M. Cohen ,“The Chinese of the Panama railroad : 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migrants of 1854 who‘failed’,”Ethno2
history , 18 : 4 (1971) , pp. 309 - 20. 本文作者充分利用当时报纸上的资料来描述华人的悲惨境遇。还可参见

Andrew W. Lind ,“Adjustment patterns among the Jamaican Chinese ,”pp. 147 - 148.

[10 ] Daily Panama Star and Herald , September 3 , 1854 , 1 : 107. 引自 Cohen ,“The Chinese of the Panama railroad : Prelim2
inary notes on the migrants of 1854 who‘failed’,”p. 312. 这位华人的姓名很可能是王德昌 (Wang Te - Chang) 。

他是当时从牙买加到巴拿马去谈判交易使团的翻译。参见英国议会文件 ( Parliament Papers) . 1854 - 1855 ,

XXII (1953) , Fifteenth General Report of the Colonial Land and Emigration Commissioners (1855) , no. 52 , Journals of

the Chinese interpreter Wang Te2Chang , reporting on the state of the Chinese immigrants in Panama. 引自 Walton Look

Lai , Indentured Labor , Caribbean Sugar , p. 93.

[11 ] Andrew W. Lind ,“Adjustment patterns among the Jamaican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 , p. 147.

[12 ] 参见陈匡民 :《美洲华侨通鉴》, 第 696 页 ; 李谭仁 : 《占美加华侨年鉴·1957 年》, 第 30、44 页 ; 吴凤斌 :

《契约华工史》, 江西人民出版社 , 1988 年 , 第 300 页 ; 周南京主编 : 《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历史卷》, 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 , 2002 年 , 第 539、541 页。

[13 ] 英国议会文件 (Parliament Papers) . 1854 - 55 , XXII (1953) , Fifteenth General Report of the Colonial Land and Emi2
gration Commissioners (1855) , app. no. 51 , White to Walcott , 7 April 1854. 引自 Walton Look Lai , Indentured Labor ,

Caribbean Sugar , p. 89.

[14 ] 陈八公后来回到中国 , 于 1902 年在香港逝世。

[15 ] Walton Look Lai , Indentured Labor , Caribbean Sugar , p. 104 ; Lind ,“Adjustment patterns among the Jamaican Ch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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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e ,”p. 149.

[16 ] 陈匡民 :《美洲华侨通鉴》, 第 696 页 ; Walton Look Lai , Indentured Labor , Caribbean Sugar , p. 104. 另一个数字

是 696 , 参见 Colonial Standard (July 14 1884 , Jamaica) , 引自 Lind ,“Adjustment patterns among the Jamaican Chi2
nese ,”p. 149. 亚历山大娜·李的文章客观地描述了客家妇女对牙买加华人社区的贡献。参见 Alexandra Lee ,

“They never looked back : The role of the Hakka women in establishing the Chinese as a new minority group in Jamaica ,”

(Paper presented at Hakka Conference , December 2000 , York University , Toronto)

[17 ] Ching Chieh Chang ,“The Chinese in Latin America : A Preliminary Geographical Surve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uba

and Jamaica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 University of Maryland , 1956 , p. 47.

[18 ] 李谭仁 :《占美加华侨年鉴·1957 年》, 第 34 页。关于出发和抵达的日期 , 参见陈匡民 : 《美洲华侨通鉴》,

第 696 页。该船应是先到哈利法克斯 , 换船后中国移民经过百慕大、古巴 , 最后抵达金斯敦。

[19 ] 李谭仁 :《占美加华侨年鉴·1957 年》; Ching Chieh Chang ,“The Chinese in Latin America ,”p. 45. 东莞县的观澜

解放后划归宝安县。

[20 ] 李谭仁 :《占美加华侨年鉴·1957 年》, 第 138 页。1904 年以前去世的华人安葬在当地墓地 , 未计算在内。

[21 ] 根据各种资料整理 , 主要依据为《占美加华侨年鉴·1957 年》。1953 年的公墓名单也证实了同一事实。1289

人的出生地有记录。1018 人出生于中国 , 其中 910 人出生于东莞、宝安和惠阳 , 即出生在中国的牙买加华

人中将近 90 %来自位于广东东南部三角洲地区的三个县。其中来自东莞观澜镇的有 240 人 , 来自塘沥镇的

有 200 人。参见 Ching Chieh Chang ,“The Chinese in Latin America ,”p. 45.

[22 ] Eastern Lee ,“The Chinese in Jamaica — a personal account ,”The Daily Observer ( Kingston) , January 20 , 2000 , p.

15.

[23 ] 目前牙买加的中华会馆主席是年轻有为、会数种中国方言的 Dalton Yap 先生。该会馆积极开展各种活动 ,

正在整理有关华人的史料。资料来源 : 华裔亚力山大娜·李给作者本人的电邮 (2004 年 7 月 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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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印尼华人企业集团研究》出版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蔡仁龙教授的新著《印尼华人企业集团研究》已于 2004 年 10 月由香港

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该书从印尼华人经济结构及地位的理念、观点出发 , 针对印尼

12 个较大的华人家族企业集团的发展演变进行了个案探讨。全书共有十二章 , 每个家族企业自

成一章。作者利用其多年积累的资料 , 论述了从印尼第一家华商企业创立到现代庞大企业集团的

形成 , 以及它们成长的艰难历程和成败得失。

该书也是作者根据近年来印尼金融危机爆发、政局社会变化和华人企业集团的演变等进行的

追踪和整理。作者认为 ,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不少华人企业集团发生了变化 , 20 世纪后半叶

是印尼华人企业集团产生 ———发展 ———衰落 ———重现的复杂演变历程。该书为读者提供了了解印

尼华商企业集团的最翔实可靠的发展资料 , 有助于读者进一步增加对海外华人企业集团的认识及

展开相关的研究工作。(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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