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九世纪美国政府对旅美华工的政策演变

赵巧萍

美国是一个由外来人口组成的国家。可以说 , 没有外来人口 , 既不会有美利坚合众国的诞

生 , 也不会有美国今天的高度现代化。

自 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 , 为了追求宗教和政治自由及寻求新的谋生门路 , 世界

各地的移民连绵不断地涌往北美洲。在这些移民中 , 有一支不畏艰险、勤劳勇敢的队伍 , 这就

是旅美华工。据美国官方的正式记载 , 华人旅美是从 19 世纪 20 年代开始的 , 几经发展 , 大批

华工涌入美国。华工初入美国时 , 受到美国人的普遍欢迎。随着大批华工涌入美国 , 抗议、冲

突纷至而来 , 政府方面也开始注意 , 于是产生了美国对旅美华工政策的几度演变。

一、华工旅美的原因

华工旅美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西部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中国沿海劳动力的过剩。

美国历史学家认为 , 早在 1517 年 , 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就出现了一批中国造船工人 ; 1788

年 , 在美国最西部有中国劳工 ; 1807 年 , 有一个中国人在纽约居住。⋯⋯然而 , 在美国移民

局的正式记录中 , 1820 年是作为第一个中国人来到美国的年份。①因而我们可以说 , 19 世纪 20

年代以前 , 华工旅美廖若晨星。华工的大规模旅美是随着美国的西部开发进行的。

北美独立战争以前 , 居住在辽阔的横贯北美大陆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居民只有几千

人。独立战争以后 , 美国政府先后颁布了几个鼓励移民开发西部的法令 , 居民开始西移。1815

年第二次对英战争以后 , 美国加速了对西部的开发 , 其中 1848 年加利福尼亚州金矿的发现对

于华工大规模旅美具有历史性意义。因为 1848 年以前 , 旅美华人多以经商为主。从 1848 年

“淘金热”到 1882 年美国排华法案的颁布 , 旅美华人则主要从事开发金矿、修筑铁路、垦殖荒

地和建设工厂 , 这一时期也是华工旅美的高潮时期 , 我们所从事的旅美华工研究也主要是以这

一时期为主。1882 年以后 , 华人以工人身份旅美的人越来越少。

最早对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的消息作出反应的是我国广东省的台山地区。台山属于山区 ,

多岩石 , 稠密的人口使得其农产品每年只够维持三分之一人口的生存。为了生存 , 一些过剩的

劳动力不得不背井离乡 , 到附近的大城市和港口去。当他们得知在大洋的彼岸有金矿时 , 发财

的梦想驱使个别人铤而走险。这时的美国西海岸大多属于印第安人的势力范围 , 自东而西的拓

荒者由于路途遥远、人烟稀少 , 加之高山阻隔 , 交通极为不便。然而金矿的开采又急需大量的

劳动力。在金矿商人的盘算下 , 与其雇佣东海岸的白人 , 把他们用船从大西洋绕南美极端麦哲

伦海峡运到太平洋的加州来 (这是当年唯一的船运大道) , 不如利用太平洋彼岸的廉价的中国

劳工来得便宜和快捷 , 因此贩运华工遂成为一种非常有利可图的行业。在巨额利润的刺激下 ,

西方冒险家和商业投资公司纷纷经营华工贸易 , 而投机商人的如簧巧舌使得这一惊人的消息在

中国东南沿海迅速漫延开来 ———大洋彼岸有座“金山” (“金山”是人们对当时发现金矿的加利

福尼亚州的形象描绘。因金矿的开发而逐渐兴起的美国西海岸港口城市圣弗兰西斯科至今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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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作旧金山) , 而且“美国人民为天下最富者 , 他们欢迎中国人 , 一旦到达美国 , 有大屋居住 ,

大工钱收入 , 好衣好食。⋯⋯请勿疑惧 , 应即走向发财之路 ⋯⋯。”②到“金山”去的热潮从此

开始。据美国移民局统计 , 华人入美人数在 1853 年只有 42 名 , 但 1854 年一年就有 113 万人 ,

他们绝大多数为开掘金矿而来。③至于华工在淘金中的人数 , 说法不一。刘伯骥在《美国华侨

逸史》中说 :“美国金坑的矿工 , 几乎三分之一是中国人。1855 年 10 月 10 日沙加缅度联合日

报 (Daily Union) 估计 , 在太平洋岸 360557 名中国人中 , 有 2 万名在金坑。根据三藩市中国

商人计算 , 1862 年中国人 480391 名中 , 约有 3 万名在金坑。1870 年人口调查 , 加州华人矿工

有 340933 人 , 占全州矿工的 25 %。”但据《美帝排华史》的作者张人羽说 :“1850 年加州的矿

工共 570787 人 , 其中华工仅 500 人 , 到 1851 年已有 215 万名华工在加州淘金开矿 , 到 1862

年 , 加州矿山上半数以上是华工。”④

华工旅美的高潮开始于金矿的开采。当金矿开采业逐渐衰落时 , 另一个需要劳工的行业开

始兴起。这就是美国第一条连接东西两部分地区的主要铁路干线 , 即联合太平洋 ———中央太平

洋铁路的修筑 , 华工的需求再次增加。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州和中国的广东

省招募华工 , 华工人数一度达到 111 万。从此直到铁路建成 , 在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雇佣的工

人中 , 华工占五分之四。⑤不仅如此 , 西部的其他铁路也先后雇佣大批华工 , 南太平洋铁路公

司的几条铁路 , 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的铁路 , 几乎全部由华工建成。⑥由于筑路工人的需要和

1868 年中美《蒲安臣条约》自由移民协定的影响 , 1869 年以后 , 除少数几年外 , 华人入美每

年皆在万名以上 , 直到 1882 年通过排华法案 , 华人入美人数达到空前绝后的最高纪录 :

390579 人 , ⑦这些人几乎全部为华工。华工旅美之所以在这时达到高潮 , 是因为投机商人和华

工都知道了酝酿多年的排华法案即将通过 , 错过此时将再无机会。情况发展正是如此。1882

年以后 , 华人入美受到种种限制 , 华人以工人身份入美则全部被禁绝。

二、受欢迎的华工

从十九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末 , 美国对旅美华工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由欢迎到排斥的演变过

程。十九世纪初 , 中美两国基本处于隔绝状态 , 在大批华工到来之前 , 美国虽已有少数华人 ,

但多为商人。这些商人衣着华丽 , 举止文雅。与他们一齐来到这片新大陆的不仅有中国的丝

绸、茶叶 , 而且还有迥异于西方人的生活习惯。神秘的东方色彩使得美国人大开眼界。“华人

初到美国 , 颇受欢迎。华人奇装异服 , 剃光头 , 蓄大辫子 , 穿平底鞋 , 窗户口用中文书写姓

名 , 美国人见之 , 发生兴趣 , 且待之以礼。”⑧奇异的东方民族不仅受到民众的欢迎而且受到政

府官员的厚遇。1850 年 8 月 28 日 , 旧金山市市长吉尔里先生和市民委员会一起 , 在波兹毛斯

广场的讲台上把一批译成中文的宗教小册子和书籍分赠给当地的中国居民。当时 , 那些穿着漂

亮民族服装的中国人给到会群众留下极好的印象。市长邀请他们参加第二天泰勒总统的葬礼。

第二天旧金山全体市民都参加了 , 但只有中国人处于最受尊敬的地位。直到 1852 年 , 加州州

长麦克·杜戈尔在建议授予土地法时仍主张鼓励更多的中国人到加利福尼亚定居。他说 :“中国

人是我们这里最受尊敬的新居民。”⑨《旧金山日报》也乐观地认为 : “不久 , 中国人就会和我

们美国人在同一投票箱投票 , 同一学校学习 , 同一教堂作礼拜了。”�λυ

丰富多彩的异国情调给美国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旅美华工的大量到来则因填补了美国西

部劳动力的缺乏 , 适应了社会的飞速发展的需要而广受欢迎。旅美华工多为中青年 , 他们一到

美国就直奔矿区 , 从事金矿开发。他们沉默寡言 , 勤劳谦逊。一些独立经营的华工从不购置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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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过的矿地 , 他们只在白人放弃了的、产量极低的矿场挖掘金矿。大批受雇的华工 , 尽管工

资低于白人工人 , 却十分安分守已、辛勤劳作。当加利福尼亚要对外国矿工每月收取 50 美元

的采矿执照税时 , 大批华工离开金矿 , 来到城镇。他们开餐馆、洗衣店、商店和从事其他服务

行业。当时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和欧洲移民都在金矿 , 服务行业一片空白 , 一些绅士连衬衫都要

送到香港去洗烫 , 这不仅费用高 , 而且时间也很长 , 而华工的服务业既为城区的居民服务 , 又

为金矿商人、白人矿工服务 , 而且因价格低廉、时间较短而大受欢迎。《太平洋新闻报》编辑

曾撰文“盛赞华工的勤劳、沉着、乐观、干净等品质。白人看不起不愿做的工作 , 华人肯做 ;

白人所做的 , 华人能学会做 ; 他们是填补空白者 , 愿做别人不愿做的 , 或别人尚未做过的 , 他

们总是能适应白人的要求 ; 如果白人抢了他的工作 , 他就不声不响地转到别处从事另外一项工

作。”�λϖ当外国矿工执照税降为 3 美元时 , 一些华工又回到金矿。当时 , 无技术的临时工供不应

求 , 华工的大量到来对雇主有利 , 对白人工人也无危害。辛辛纳狄《商业报》的比德尔先生

说 :“我们很快就发觉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中国能和白人劳工竞争 , 其他的中国人做的都是白

人绝对不肯干的工作。⋯⋯中国人是加利福尼亚的廉价劳动力。⋯⋯加利福尼亚能在不开除一

名白人工人的情况下雇佣 25 万名华工。⋯⋯”�λω

进入 60 年代 , 金矿的开采进入低潮 , 正当大批华工即将被解雇时 , 美国政府决定修建的

中央太平洋铁路再次使劳工的需求成为紧迫的问题。在铁路刚刚开始修筑时 , 参加铁路修筑的

基本为爱尔兰人和墨西哥人。然而由于铁路要横跨落基山脉崎岖不平的山路 , 施工非常困难 ,

原有劳工忍不住艰苦纷纷离职 , 而当试用华工时 , 却让铁路公司非常满意 , 于是成群结队的华

工应召而来。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总经理利兰·斯坦福在描绘华工时说 :“作为一个阶层 , 他们

安祥、平和、耐心、勤劳、节俭。他们 (比白人劳工) 更为谨慎和节俭 , 因而工资少点也毫无

怨言。我们看到他们组织起来互帮互助。如果没有华人 , 要在《国会法案》规定的时间内建成

这个宠大的全国性工程的西段 , 是完全不可能的。”�λξ不久 , 南太平洋铁路和北太平洋铁路也先

后雇佣华工 , 华工在西部大受欢迎。华工旅美也受到欢迎 , 斯普林斐尔德的《共和党人报》主

编鲍尔斯说 :“由于太平洋诸省对劳工 , 尤其是廉价劳工的迫切需要 , 我们认为应该鼓励大批

中国移民。⋯⋯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 , 中国人的不同类型的劳动不仅对我们极为有利 , 而且是

必不可少的。”�λψ

60 年代末 , 尤其是西部铁路修好以后 , 部分淘金、筑路华工及新来的华工开始沿铁路往

东往南迁移 , 他们参与了美国的大部分行业如农业、捕鱼业、制造业和轻工业等行业的工作。

华工成为近代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一时期 , 正值中国清朝国门刚刚被迫打开。

为了寻求贸易和通商 , 同时也为了保持华工这一开发西部不可多得的劳动力的来源 , 美国政府

与清朝政府于 1868 年签订了《蒲安臣条约》, “双方承认 , 为进行探索了解、从事贸易或永久

定居 , 两国公民和臣民从一国到另一国自由来往 , 自由移民 , 是符合双方利益的。”�λζ从而使华

工旅美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中国合法化。

三、受排斥的华工

1849 年夏天以前 , 西部金矿的各个民族总是混在一起的 , 但人数最多的是来自东部、中

西部和南部各州的美国白人。大多数白人都怀有种族偏见 , 土著印第安人则是最早的受害者。

印第安人被赶走以后 , 就轮到了黑人和最早来到西部的外国人 , 这时首当其冲的是智利人、墨

西哥人和法国人。当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亚洲人和美洲人纷纷加入移民美国的洪流时 , 一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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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出生的美国人开始排斥所有的外来移民。而当一些欧洲移民不仅参与当地社会生活而且参与

当地政治生活并成为日益强大的政治力量时 , 本土主义开始与种族主义相结合 , 华工成为受排

斥的主要对象之一。

美国早期对华工的排斥只是美国西海岸整个由种族主义运动而兴起的排外风潮的一部分。

这种风潮表现为零散的、无组织的和地区性的驱逐、劫掠和杀害。早在 1849 年秋天 , 在加州

北部金矿区都鲁尼县就发生了第一起反华暴力事件 , 为一家英国采矿公司工作的 60 位华工被

一伙横冲直撞的白人矿工赶出自己的营地。�λ{1852 年 , 图奥卢米、福斯特、阿金逊巴、哥伦比

亚和其他采矿营地的白人矿工不准华工采矿。马里斯维尔有 400 名华工被赶出霍斯舒巴 , 另外

300 名华工被赶出诺思福克。1858 年 , 福尔索姆的 200 名华工被逐出家园。1866 年夏天 , 旧

金山爆发大规模的反华暴乱 , 华工 1 人被打死 , 15 人被打伤。�λ|华工不仅受到白人工人的凌辱

和摧残 , 而且受到税吏等执法人员的压迫。加州法律规定外国劳工每人每月须交一定数量的淘

金执照税 , 一些敌视华工的征税官员就把这项法律施之于华工 , 他们经常随身携带空白执照在

矿区里到处巡行 , 一旦遇到华工 , 不管是准 , 不管他是否在淘金 , 一律强迫他们付税。不仅如

此 , 税吏还重复收税 , 还有一些税吏据说是冒充的 , 他们所发的收据被另一些税吏所否认。而

一旦华工拒付 , 税吏即立刻拳打脚踢、刀棍齐下 , 甚至拔出枪来轰击一通。1855 至 1862 年 3

月加州共有 88 名华工被白人杀害 , 其中有 11 人是被税吏所杀。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 R1F1 珀

金斯和其他六位州议员认为 ,“所有的杀人凶手 , 除去两人以外 , 都被法院讯明有罪 , 并判处

绞刑。可是全部罪犯都被放走了 , 他们全都摆脱法院制裁 , 没有一个人当真受到惩罚。⋯⋯众

所周知 , 加利福尼亚州境内 , 特别是采金地带 , 存在着对中国人大规模施行迫害的风气和制

度。⋯⋯”�λ}这种风气愈演愈烈 , 到 1868 年 , 即使中美两国政府签署了《蒲安臣条约》, 华工

旅美从此合法化 , 西海岸金矿中仍有 4 万名华工被白人驱逐出矿区。�λ∼

70 年代初 , 随着美国经济危机的发生 , 金矿上小规模、无组织的排华活动开始发展到城

镇 , 有组织、大规模甚至全国性的排华风潮开始。1870 年 , 美国全国劳工联盟和劳工骑士团

鼓吹禁止华工移民 , 企图彻底排斥华工。各手工业工会也特别希望制止华工涌进他们的行业。

1871 年 , 洛杉矶发生排华大暴乱 , 大约有 19 名华人丧生 , 数百名华人被赶出家门 , 价值

350000 美元的财产被劫。�µυ 1874 年 , 产业大会和产业兄弟会“反对输入中国人和其他奴隶式的

工人”, 要求废除《蒲安臣条约》。1876 年 , 一些中小城镇许多华人被逐出 , 有些人横遭残暴

殴打。这时 , 一些反华团体如加利福尼亚联合兄弟会和旧金山反华联合会纷纷成立。�µϖ 1877 年 ,

旧金山的一些暴徒利用集会之机 , 用棍棒袭击华人 , 纵火烧毁唐人街 25 家洗衣店 , 房屋钱财

被劫掠一空 , 他们还袭击了载运华工来美的最大一家运输公司 ———太平洋邮轮公司 , 烧毁了附

近的木材场。该年夏秋两季 , 旧金山市内的所有空地都成了反华分子的集会场所 , “中国佬必

须滚开 ! 他们正在抢占我们的工作 !”成为一些极端分子蛊惑人心的口号。�µω把华工扫地出门的

呼声甚嚣尘上。解救联合会则动员旧金山的 40 家工会 , 发动了一场全民抵制华人制品和把华

人从所有工作岗位上撵走的运动 , 旧金山的新法律也规定任何个人或公司 , 雇用任何华人均属

非法行为 , 必须课以 100 美元以上、1000 美元以下的罚款或处以 50 至 500 天的监禁 , 或者既

罚款又监禁。由反华头目组成的加利福尼亚工人党甚至倾巢出动 , 深入各家工厂 , 要求厂方解

雇华工 ———太平洋黄麻厂解雇 700 名华工 , 先锋毛纺厂和金门面粉厂保证今后不再雇用华

工。�µξ与此同时 , 暴力事件仍时有发生 , 1878 年 , 杜洛基有 1000 名华人被暴力驱逐 , 居所被焚

掠。�µψ1880 年 , 丹佛市的暴民袭击华人 , 1 人被杀 , 数人受伤。�µζ1880 年在加州尤瑞卡农场里 ,

150 多名华工被屠杀 , 其余的人被赶到船上运回中国 , 途中没有食品 , 没有水 , 只有饥渴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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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美华工受到白人工人的频繁攻击而各政党与团体都极力呼吁废除《蒲安臣条约》的形

势下 , 1880 年 11 月中美《蒲安臣条约》续修条约签订。条约允许美国政府在它认为合适时控

制、限制或中止华工移入。但前往美国贸易、传教和读书的华人可以自由入境 , 已在美国的华

人也不受限制的影响。�µ|华工自由旅美时期结束。1882 年 , 美国通过《排华法案》。法案规定 :

(1) 停止华工入美 10 年。(2) 1880 年 11 月 17 日前已在美国并获海关证明文件的华工 , 暂时

出境后 , 准予重入美国。 (3) 持有中国政府英文证件 , 说明依约有权入美之华人 (非华工) ,

准予进入美国。(4) 驱逐非经正当途经进入美国之华人。(5) 华人不得归化为美国公民。�µ}

《排华法案》使旅美华工数目急剧下降。据统计 , 1882 年华人入美人数为 390579 人 ,

1883 年为 8031 人 , 1884 年为 279 人 , 1885 年为 22 人 , 1886 年为 40 人 , 1887 年为 10 人 ,

1888 年为 26 人 , 这中间有许多是回国后又返美的。�µ∼除此之外 , 《排华法案》还使全国各地的

排华暴力事件不断升级。1885 年 9 月 , 在怀俄明州的洛士丙冷 (亦称石泉) , 排华组织劳动骑

士团带领白人矿工袭击华工。28 人被杀 , 15 人重伤 , 价值近 15 万美元的财产被毁。�νυ 同月 ,

一伙白人及两名印第安人在西雅图以东的伊萨夸袭击了一个有 35 名华工的营地 , 3 人被杀死 ,

2 人被打伤 , 其余的逃走。11 月 , 西雅图市的华人被全部驱赶到码头上 , 强行装进太平洋皇后

号轮船。同月 , 塔科马的 700 名华人在暴风雨中被赶至大草原 , 因在旷野中冻了一夜 , 结果有

两人死亡。�νϖ在阿拉斯加 , 失业白人用火药爆杀华工。�νω在斯雷德韦尔矿区 , 华工被赶上小船 ,

沿海漂流而去。在加州的尤利加市和堪布特郡 , 唐人街被毁 , 华人被逐。1887 年 , 塔科马集

中了 3000 多名从边沿地区逃来的华工 , 他们和其他地区的华工一样 , 一些匆忙躲到较大的唐

人街 , 另一些则干脆逃回国内。�νξ

在 1882 年《排华法案》的基础上 , 美国于 1884 年又制定补充法案 , 并将华工的定义扩大

到包括小贩、洗衣者、果贩、渔捞作业等。1888 年法案又规定 , 华工出境 , 须有妻子、儿女、

父母在美 , 或价值 1000 美元之财产 , 始能向海关申请获得一年内重入美国之证件。同年的

《斯科特法案》更严厉 : 华工出境后 , 不管有无回美证件 , 一概不准回美。2 万多名已回国的

华工丧失再来美国的权利 , 其中 600 多名华工被拒绝入境。与此同时 , 非华工如学生、旅客、

商人、外交人员等回美时也必须从出境港口回来。1892 年《季李法案》规定 , 延长 1882 年

《排华法案》十年 , 在美华工一年内必须登记 , 否则驱逐出境。1902 年美国再订法案 , 延长过

去所有排华法案十年 , 两年后又规定无限期延长以往美国通过的一切排华法案 , 并将其扩大到

美国属岛。�νψ直到 1943 年 , 任何华工都不准来美。

一个主权国家的侨民在美国蒙受如此歧视与耻辱 , 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美国排斥华

工的政策 , 不仅给自己种下种族主义的祸根 , 而且也波及到其他国家 , 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

拿大相继通过排斥华工的政策 , 从而给海外华工的工作与生活带来恶劣影响。然而 , 旅美华工

是应美国西部经济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而来的。旅美华工为美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

大贡献。

(作者单位 : 本刊编辑部。责任编辑 : 赵健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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