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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几 旧 日想 丫 口田私山 】州伪 习心 肠和时 日
。

南 理 〕

鸦 片战争后 闽粤人大量移居

东南亚 的原 因及其文化背景

黄洁玲
汕头大学出版社 又巧

一 闽粤人大 移居东南亚的原因

家乡就业不足和贫苦经济状况的压力
。

鸦片战争后
,

我国许多沿海城市被辟为通商口 岸
,

资本主义的商品就从这些 口 岸像潮水般地涌进

来
,

使中国 自给 自足的 自然经济日益解体
,

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相继破产
。

在通商 口 岸附近
,

尤为

严重
,

出现了庞大的失业队伍
。

而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

资本主义没有发展

起来
,

正在萌芽的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又遭到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扼杀和排挤
,

因此根本不可能容纳这

批失业大军
,

这正如恩格斯所精辟指出的
“

对华战争给了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
,

闭关 自守 已 不

可能 ⋯⋯于是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也随之而 日益瓦解
,

同时可 以安插 比较稠密的人 口 的那一切陈旧 的

社会制度
,

亦随之崩溃
,

千百万人将无事可做
,

不得不移往国外
。 ”

①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
,

农村加

速破产
,

地权 日益集中
,

把广大农民剥得一无所有
,

不仅
“

生齿 日众
、

地狭民稠
”

的粤东和闽南一些

地区大批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人民不得不漂洋过海
,

出国谋生
,

就是在一些耕地和山地不少的地方
,

也同样存在人民出国谋生的问题
。

例如
,

本世纪 年代中期广东中山一县
,

每方公里之耕地
,

其平

均人 口 只有 别 人
,

全年产谷达 万市担
,

除供县民消费之外
,

还有余额
,

推销邻近各县
,

又 如番

禺
、

南海
,

新会都属这种情形
。

②这些县份也 由于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剥 削者手中
,

而贫苦农民却一

无所有难 以为生
,

于是被迫出国谋生
。

旧中国经常发生灾荒
,

但旧制度根本不可能解决救灾问题
,

结

果内地人民只得外出
“

逃荒
” ,

沿海人民不得不出洋谋生
。

据饶宗颐 《潮州志 》载
,

蛇 年发生在潮

汕一带的
“

八
·

二风灾
” ,

财物损失六七千万元
,

死伤人数 万余人
。

这次特大的
“

海风潮
”

过后
,

就

有一些无家可归的灾民只身飘零海外
,

另觅栖身和糊 口 之地
,

本世纪 年代中期对汕头附近某侨乡

卯 个家庭的调查
,

可 以反映侨乡人 口迁移国外的基本情况
,

调查情况如下

出国的

主要原因

户数

百分 比

经济压迫
南洋有

关系的人
天灾

企图发

展事业

行为

不检

地面

不靖

家庭

不睦
其它

据陈达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
、

此外
,

在侨居地对老华侨调查
,

也可得到大致相同的结论
,

根据调查
,

在古晋被访问的父老中
,

他们南来的原因
,

有八十巴仙 是因为在家乡生活困难
,

有些是由于乡人早已有人先来砂膀

越
,

故也随后南来者
,

实际原因也是因为经济的压迫
,

这个调查表明
,

因不堪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

或南洋有亲属关系南来是华侨的主要成分
。

综上所述
,

近代华侨是旧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
。

近代华侨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 出身
,

他们出国的主要 目的是寻求生计
,

同时也为了挣点钱赡养留在国内的家庭成员
。

近代侨汇由此而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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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一封
,

银二元
,

叫她 妻 勉苦勿愁烦 仔儿着支持
,

教伊勿博钱
,

田 园着缴作
,

猪仔哩着饲
,

等到赚有紧紧回唐来团圆
。 ”

这是 世纪初期流行于潮汕一带的民歌
,

它生动地表达了我国劳动人民

出洋做工的 目的
。

近代以来
,

几次革命的低潮
,

也出现过逃避政治迫害的海外移民
,

如太平天 国起义失败和闽南地

区小刀会起义的失败
,

迫使不少起义者流亡东南亚
,

又如辛亥革命以后
,

闽粤两地军 阀混战
,

土 匪横

行
,

加上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繁多
,

拉夫抓丁弄得 民心惶惶
,

两地人民因此出国的也不少
。

西方殖民主义者对我 国劳动力的掠夺
。

这一时期
,

大批华工移居东南亚的另一原因就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对我国劳动力的掠夺
。

十七八世

纪
,

南海上多次发生殖民者抢劫船只
,

掳掠华工的事件
,

对沿海商旅和渔船构成严重的威胁
。

世纪

初期
,

广东省开始出现所谓
“

卖猪仔
”

的活动
,

我国最早的文献提到
“

卖猪仔
”

的是道光七 年

年 张心泰所撰的 粤游小记 》
“

广东省 ⋯ ⋯有诱愚民而贩卖出洋者
,

谓之卖猪仔
”

道光十九年

年 七月二十四 日林则徐给总理衙门的上奏中也提到
“

十余年前
,

连值荒年
,

出洋者数 以 千

计
。

当其在船之时
,

皆以木盆盛饭
,

呼此等搭船者一同就食
,

其呼声与内地呼猪相似
,

故人 目此船为

卖猪仔
。 ”

鸦片战争以后
,

西方资本主义掠夺华工的活动空前加剧
,

于 世纪中期形成高潮
。

因此在源源

不断的移民中有数量颇大的契约华工
,

构成这一历史阶段闽粤人移居东南亚的重要特点
。

契约华工大

批移居东南亚
,

固然和国内的因素有关
,

但是资本主义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允许外国来华招工的不平

等条约
,

也是华工大批移居东南亚的因素
。

据汕头海关记载
,

乡 年从汕头抵新加坡的旅客有

万多人
,

其中大多就是被贩运到新加坡
,

然后被转卖到东南亚各地的
“

契约华工
” 。

一 年

运往苏门答腊德里烟叶种植园的华工
,

就有 万多人
。

这个时期西方殖民主义者掠夺华工的主要形式就是奥名昭著的
“

猪仔
”

贸易
。

作为契约华工发展

的标志
,

便是猪仔馆在我国沿海各通商口岸如广州
、

汕头
、

海口
、

厦门
、

福州先后发展起来
,

世纪

中叶是
“

猪仔
”

贸易的全盛时期
。

当时汕头是外国人 口 贩子来华拐贩华工的中心
,

到 年这里 的

猪仔馆已有 家
,

据薛福成 《出使四 国 日记 》 卯 年记载
“

华工出 口 ,

每岁十余万人
,

由汕头来者

十居七八
。 ”

据老华工回忆
,

直到 年汕头仍有 家拐贩华工的
“

客行
” ,

年以后才撤销
,

转

到香港
。

③

这类移民 的华工
,

在英荷殖民地社会中
,

称之为
“

咕哩
” 即苦力

,

实际上是沦为工奴
,

境遇极

其悲惨
。

福建籍老华工林文聪回忆说
“

在南渡沙膀越时
,

从汕头乘船至新加坡
,

再由新加坡转乘煤

炭船至古晋
,

当时
,

船上设备极其简陋
,

我们五百余人
,

关在船上
,

过着真正 的
‘

猪仔
’

生活
,

到了

诗巫垦区 目的地
,

住的是
‘

亚答屋
’ ,

好像福建上游火薪 火柴 厂工人的住屋
,

又像本地人达雅克

人的长屋 为临时而建的简陋土木房屋
。

当时生活极其困难
,

耕 田 全用 中国古法
,

用牛或人犁耙
,

收成甚微
,

只能过着非常淡泊的生活
。

当时野兽出没无常
,

对人的生命财产均有威胁
,

虽那时一支鸟

枪只值十五元
,

但买得起的人很少
。 ”

潮汕民谚所谓
‘

旧 里窟
,

会得人
,

套得出
” ,

正是印尼 日叭种植

园华工遭遇的真实写照
。

通过
“

猪仔
”

们坚持不懈的斗争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

以及世界舆论的谴

责
。

猪仔贸易终于在 世纪初期的东南亚消失 了
。

但由
‘ ’

猪仔
”

的血 和恨凝成的历 史却永远告诉人

们
, “

猪仔
”

的出国史是一部眼泪汪汪的苦难史
。

二 闽粤人旅居东南亚的文化背景

前而所述
,

造成闽粤人旅居东南亚的政治
、

经济等原因
,

其实在旧 中国各地普遍存在着
,

而在走

投无路时敢于闯南洋的人
,

多为闽粤两地 的人 民
,

这其 中所蕴含的文化内容是十分值得重视和探讨

的
。

这就是长期形成于闽粤两地的海洋文化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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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
“

海洋文化
” ,

是指以商品交换为主要经济模式的人类文明
,

典型的是
“

地中海式
”

文化
。

在人类文明史上形成海洋文化必须具备下列三个条件 有相距不远
,

不同物产的交换对象
,

如地

中海周围各地区
。

有特殊的商品可供交换
,

如瑞士手表
,

意大利皮鞋
。

有方便的海上运输
。

中国虽具有万里海疆
,

但真正符合上述条件的并不多
。

环渤海黄海地区
,

由于古代朝鲜半岛长时

期为中国附属 国
,

日本则是以中国大陆文化为其母文化
,

因此在文化背景上差异较小
,

形成的交流不

大 而在东海的漫长海岸线对面是浩瀚的太平洋
,

缺乏交流对象
,

只有到濒临南海闽粤两地
,

才具备

条件与东南亚各地形成商品交换市场
,

因此中国比较典型的海洋文化表现在闽南
、

粤东
,

其中以潮汕

地区更为典型
,

以致形成现在
“

海内一个潮汕
,

海外一个潮汕
”

各有 侧洲 万余人的局面
。

由于粤东地区处于
“

省尾国角
”

特殊的地理位置
,

地处五岭与海滨的狭小地带
,

自古与中原交通

不畅
,

与中央政权关系较为疏远
,

反而客观上与东南亚地区海上交通便利
,

很方便漂洋过海
。

这种特

殊地理格局
,

使人们形成
“

背靠陆地
,

面向海洋
”

的心理
,

一旦内地局势有风吹草动
,

他们便想到南

下逃生
。

历史上几次改朝换代
,

大多数不愿为新政权效劳的臣民自然选择南下道路
。

这一地区的海洋文化是 以海上生产为物质基础的
。

他们捕鱼
,

晒盐
,

海上航行
,

具有很大的危险

性
、

偶然性
,

这种生产方式与大陆农耕文化截然不同
,

形成他们坚毅不拔的性格和克服各种困难的技

巧 流动式的生产方式也使他们形成 自由散漫
、

不受拘束的性格
,

这些都是海上移民所需具备的主观

条件
,

一旦客观条件具备
,

海上移民 自然形成
。

相对而言
,

广大的大陆农耕文化熏染下 的农 民
,

就不具备这种条件
,

他们信奉的是儒家
“

父母

在
,

不远游
” 、 “

故士难离
”

的信条
,

比如历史上黄河地区屡受黄河灾害
,

造成黄泛区
“

片瓦不存
”

的

局面
,

人们逃荒到外地
,

经过几年复苏后
,

仍要千方百计回到旧居之地
,

依靠铁牛等巨大标志物寻到

自己 旧居点
,

又在那里生根繁衍
,

这块土地牢牢地把人的一生及其理想拴在这里
,

这种宁死不愿离开

故土的思想是与具有海洋文化因素的人颇为不 同的
,

难怪一位潮汕老渔民在看完电影 《白毛女 》后

说
“

杨白劳既然连死的决心都有
,

为什么他不跑
。 ”

短短的一句话
,

却充分表现出海洋文化与大陆文

化这两种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思想差异
。

虽然我前面所分析的政治
、

经济等原因给移民提供同等的客观条件
,

但是向海外移民形成高潮的

仍在闽粤两地
,

这除了 由于海上航行技术外
,

更主要的是不同文化背景造成的
,

历来研究者较注重我

前面所述的客观物质条件
,

这固然是很重要的
,

但我认为深人到文化大背景中去挖掘移民者主观心理

原因
,

更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

闽粤人向海外发展
,

与其它国家的移民不 同
,

他们的外移纯系出自个人向外求生存与发展的动

机
,

其移民目的都是经济性而非政治性
,

他们漂洋过海
,

离乡别井
,

寄人篱下 在近代
,

他们又身背
“

契约
” ,

饱受殖民主义者的压榨与欺凌
,

就凭着炎黄子孙艰苦卓绝
,

埋头苦干的精神
,

他们世代坚持

与居留地人民和睦相处
,

团结互助
,

以 自己的辛勤劳动为居留地的经济
、

文化和社会繁荣作贡献
,

求

得 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

他们身在海外
,

心怀桑梓
,

有着爱国爱乡和思乡怀祖的真挚感情
,

这种感情既

源于悠长的民族传统
,

更与华侨本身的处境和特殊条件分不开
。

因此
,

每当祖国和故乡开展革命和进

行经济
、

文教的建设和发展时
,

他们总是热情地支援
,

今天
,

海外华侨
、

华人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地

位发生显著的变化
,

他们不仅在国际上发挥越来越引人注 目的作用
,

而且在促进我国经济建设
,

扩大

海外影响方面
,

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
,

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个优势
,

更有效地促进我们的现代化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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