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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世界经济交往大潮申的契约华工

张 坚

世纪中叶
,

依仗炮舰的威力
,

西方殖

民者从中国获得了其垂涎已久的特殊商品

—契约华工 特指鸦片战争后
,

西方殖民者

以诱骗或掳掠的方式
,

从中国获得的廉价劳

动力
。

从 年到 年
,

总数达 万

的契约华工被输送到海外 ①。

契约华工是继

茶叶
、

棉布
、

白银之后
,

近代中国为世界市场

提供的又一重要
“

商品
” 。

这一特殊商品的产

生
,

既是近代世界交往的产物
,

也是近代中国

被更深地卷人世界交往的重要标志
。

海道大通后
,

普遍的世界交往成为世界

历史运动的主轴之一
。

经过两三百年的力量

积蓄
,

人类的交往在 世纪后期进人了一个

新的阶段
。

从经济交往来看
,

此时
“

第一次国

际分工已大规模地完成
,

世界正在成为一个

经济单位
。

南北美洲和东欧与西伯利亚一

起
,

生产原料
,

非洲提供人力
,

亚洲提供各种

奢侈商品
,

而西欧则指挥着这些全球性活动
,

并愈益倾力于工业生产
。 ” ②然而

,

这时期的

世界交往体系内部呈现出深刻的矛盾
,

特别

是西方殖民者血与火的暴力交往方式引起了

被深深卷人世界交往的落后民族强烈的反

抗
,

成为阻碍交往向前推进的一大障碍
。

其

中
,

罪恶的奴隶贸易及奴隶制成为世界人民

向西方殖民者进攻的共同标靶
。

自 世纪末

的美洲革命开始
,

大西洋两岸的废奴号角劲

吹
。

迫于形势的压力
,

新生的美国在其北部

率先禁止了奴隶制的扩张
,

废除了奴隶贸易
,

英
、

西
、

法三国亦先后于
、

和

年废除了各自殖民地的奴隶制度
,

停止奴隶

贸易
。

奴隶贸易的结束和黑奴的解放意味着

美洲新世界最大的劳动力源泉的枯竭
。

业已

形成并已高速运转的旧的经济交往体系 —大西洋交往体系由于在劳动力环节上的革命

性变革而必然要寻求体系的重建和突破
。

尽

快解决劳动力短缺这一问题就成为突破口
。

正当殖民者如饿虎觅食般在世界范围内

寻找第二个黑非洲时
,

人口众多
,

国力赢弱
,

内乱不止的中国成为了西方殖民者的首选 目

标
。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
,

清王朝的统治已

颓态尽显
,

日趋严重的土地兼并
,

连绵不绝的

兵赞和自然灾害
,

催生了大量的流动人口
。

而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工业发展的先天不足
,

断绝了中国自己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有效途

径
。

借助海外减轻中国严重的人口压力
,

这

一内部的张力
,

同世界市场亚需劳动力这一

外部推动力交织在一起
,

像一支巨大的杠杆
,

一下子把中国人 口摔进了世界交往大潮的漩

涡之中
。

在人类社会的横向发展中
,

经济交往是

最重要的运动方式
,

契约华工作为经济交往

中最活跃
、

最革命的因素 —劳动力因素
,

从

一开始产生到进一步发展
,

直至消亡
,

都对近

代世界的经济交往产生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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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工出洋的过程最先表现出这种作用
。

在史籍的记载中
,

契约华工出洋在鸦片

战争后被称为苦力贸易或贩卖
、

贩运猪仔
。

苦力贸易是继黑奴贸易之后
,

西方殖民者积

累资本的又一捷径
。

在近代史上
,

围绕着苦

力贸易
,

西方殖民者在太平洋上展开了激烈

的竞争

第一
,

大量的国家和地区参与苦力贸

易
。

以秘鲁的苦力买卖为例
,

世纪 年

代
,

经营苦力进 口 贸易的公司中
,

除了秘鲁之

外
,

英
、

美
、

法
、

荷
、

葡
、

俄等国以及它们所属的

海外殖民地
,

都有洋行和苦力贩子参加苦力

贸易③。

苦力贸易使西方资本持有者和美洲

种植园主把关注的 目光和大量的资本投向 了

太平洋
。

第二
,

太平洋洋面上的船流量骤增
。

苦

力贸易的巨大利润使西方殖民者趋之若鹜
,

航行于太平洋上的苦力船数量骤然增加
。

以

美国各港 口开往中国的船只变化为例 苦力

贸易开始之前
,

美国商船是美洲来华船只的

主要组成部分
。

从 年至 年
,

来华的

美国商船共计 艘 ④。

平均每年有 巧 艘

苦力贸易开始之后
,

开往香港的美国船

年为 艘 吨
,

年为 艘

吨
,

年为 艘 约

吨
。

绝大多数的美国船是空船装压舱物开

到香港
,

装上
“

中国旅客
”

苦力 后就开走 ⑤。

在世界近代史上
,

香港仅是美国船来华运苦

力的几个码头中的一个
,

而且参加苦力贸易

的国家除了美国之外
,

尚有英
、

法
、

葡
、

西等

国
。

可见
,

苦力贸易所引发的激烈竞争使一

向平静的太平洋成了百炯争流
、

千帆竞发的

热闹海洋
。

值得注意的是
,

当时太平洋上这

些满载契约华工的苦力船的航线
,

都是以中

国东南沿海地区为中心
,

呈扇形辐射太平洋

沿岸各个地区
。

因此
,

苦力贸易对太平洋地

区经济交往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

首先
,

苦力贸易促进了太平洋航线的 日

臻完善
。

在世界近代史上
,

历时两个半世纪

的大帆船贸易于 年结束后
,

美洲同亚洲

的贸易主要以美中贸易为主
,

当时的商船所

走航线主要有两条 一条是大西洋航线
,

该线

从美国东海岸出发
,

横渡大西洋
,

绕过好望角

经印度洋后
,

穿过印尼哭他海峡
,

到达广州
。

另一条叫太平洋航线
,

该线自美国东海岸出

发
,

绕过合恩角
,

在太平洋上经夏威夷群岛
,

过菲律宾后
,

到达广州
。

由于美国西部在开

发之前
,

该地区不仅没有像样的港口给过往

商船补充给养
,

而且在商品供应上
,

该地区除

了少量由印第安人提供的毛皮之外
,

乏货可

易
。

因此
,

美中贸易的商船大多走大西洋航

线
,

太平洋航线仅作为大西洋航线的补充而

存在
。

苦力贸易的兴起改变了这一传统的格

局
。

苦力贸易直接以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交往

为目的
,

苦力船始终扬帆在太平洋洋面上
,

太

平洋航线在苦力船的行驶中不断被人们熟悉

并加以改进
。

先进的交通工具
,

如飞剪船和

轮船先后进人了这条航线
,

大大缩短了太平

洋两岸的航期
。

更为重要的是
,

太平洋航线

周围的美国西部
,

夏威夷群岛以及菲律宾等

地在契约华工的劳动中
,

不断地打破传统的

封闭局面
,

发展交往所需的各种商品
。

太平

洋航线在苦力贸易开始后逐渐取代大西洋航

线
,

成为美洲与远东地区贸易的首选航线和

太平洋两岸交往的重要渠道
。

循着这一条因

苦力贸易而构建的交往渠道
,

太平洋两岸在

经济
、

政治
、

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

可以说
,

殖民者驾驶的苦力船以其坚固的龙

骨
,

撞开了太平洋经济交往的新时代
。

其次
,

苦力贸易及其后殖民者对契约华

工的剥削
,

使西方殖民者积累了进一步扩大

交往的巨额资本
。

据统计
,

在 一 年

间
,

总共有大约 万名华 工被掳掠
、

诱骗到

拉美各地种植园和美国矿区
,

殖民者通过买

卖这些华工
,

获得了高达 万元的暴利 ⑥。

美国加州的华人矿工从 年到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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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
,

交纳了 羊元的税款给加

州
,

该税款成为当时加州岁收的最大来源 ⑦。

另外
,

华工所完成的整治洼地和修建铁路两

项工程
,

不仅改变了加州的历史
,

加强了加州

与东部地区的经济联系
,

而且这两项工程为

加州创造了价值为 亿美元的财富 ⑧。

上

述由契约华工所创造的资本
,

无疑给正处于

起步阶段的加州经济注人了一支强心剂
。

在

秘鲁的
“

鸟粪时代
”

年一 年 契约华

工为该地区创造了 亿比索的货币资本 ⑨。

这一笔资本使
“

秘鲁的经济由封建主义向资

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
,

得到了第一次强有力

的推动
。 ’, 。由封闭落后的封建主义经济向开

放的
、

同世界市场紧密相连的资本主义经济

转变
,

这一变化本身便是世界经济交往在秘

鲁地区扩大的标志
。

可见
,

契约华工出洋的

最初过程便加速了太平洋地区被卷人世界经

济交往大潮的步伐
。

然而
,

契约华工对世界经济交往的作用
,

决非仅止于它作为劳动力这样一种特殊商

品
,

还更多地表现在其消费阶段
,

即他们在美

洲和东南亚等地区的生产劳动过程
。

前往美洲的契约华工作为黑奴的继任

者
,

他们用自己的血汗焊接了濒于断裂的旧

的交往体系 —以大西洋为中心的交往体

系
。

“

糖业经济圈
”

是 世纪大西洋地区经

济交往 日臻密切的一个缩影
,

该经济圈由西

欧提供资金和负责产品的销售
,

黑非洲出产

劳动力商品
,

拉美地区负责甘蔗生产和蔗糖

的初步加工
,

英属北美殖民地负责蔗糖生产

中的辅助性劳动和粮食供应
。

上述各个地区

以大西洋为中心
,

围绕着搪产品的生产进行

地区分工
,

各个地区
、

各个生产环节之间唇齿

相依
,

相互推动
,

相互制约
。

这种物质生产

领域的跨地区分工
,

把欧洲
、

美洲
、

非洲纳人

了结构性的频繁交往之中
,

是交往最结实
、

最

具动力的基础
。

世纪中叶
,

废奴运动和结

束黑奴贸易的变革
,

使
“

糖业经济圈
”

在劳动

力供应这一重要环节上断裂而陷于瘫痪
。

契

约华工的出现
,

不仅及时缓解了危机
,

而且赋

予了该经济圈以新的内容
。

在古巴
,

当地奴隶制的废除
,

使黑奴人数

从 年的 万减少到 年的 万
。

黑奴在 种植园 中所承担的劳动份额也 由

年的 减少到 年的
。

但由

于 万名来自世界农耕文明的代表国家之一

—中国
,

身怀高超的种植技艺和加工技术

的契约华工的输人
,

古巴的蔗糖生产不但没

有停顿
,

反而逐年上升
。

年代的蔗糖年产量

突破了 万吨
,

到 年代
,

年产量达到了 万

吨
,

输人华工成为解决当时古巴农业劳动力

问题的
“

唯一途径
” 。 。

在秘鲁
,

万名契约华

工的输人对该地区已陷入危机之中的农业
“

起到了一种挽救的作用
。 ” 。在契约华工的

努力下
,

世纪 年代以后
,

秘鲁的蔗糖生产

迅速发展
,

产量由 年的 吨猛增到

年的 万吨
,

年间增长了差不多 倍。 。

进人 世纪末
,

世纪初
,

工业
、

交通

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

人类的交往展现出光明

的前景
,

顺应交往大潮的趋势
,

契约华工在欧

洲殖民者的操纵下
,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生产

劳动
。

其中
,

南美种植园和美国南部的棉花
、

美洲大陆上一条条横亘东西的铁路线
、

沟通

大西洋
、

太平洋两大水系的巴拿马运河以及

东南亚地区的锡和橡胶等工业原料等等
,

堪

称是契约华工在气势恢宏的近代交往巨图中

勾勒出的浓墨重彩的几笔
。

锡矿的开采是近代契约华工在马来半岛

的主要经济活动之一
,

它的规模一直与西方

工业的进步息息相连
。

到 年
,

在半岛

上采锡的华工 已达 万名以上
,

锡产量从

年的 吨
,

约占世界总产量的
,

增至 年的 吨
,

约 占世界总产量的
。以后

,

马来半岛的锡产量长期占世

界总产量的 一半
。

继锡矿之后
,

由于欧美各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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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汽车工业发展的需要
,

马来半岛上的橡胶

生产自 年起
,

其发展呈迅猛之势
。

年
,

马来亚的橡胶产量为 万吨
,

占世界总

量的
,

超过巴西
,

跃居世界第一位
。

以后

一直增加
,

年产量达到 万吨
,

占世

界产量的
,

这种
“

冠军
”

称号一直保持了

多年 。 。

锡和橡胶是马来半岛为世界工业

提供的生命血液
。

也是近代世界交往中心

—大西洋经济交往体系伸向东南亚半岛的

两 只有 力的 手臂
。

东南亚从一个仅以香料
、

胡椒等奢侈品同世界市场发生间接间歇交往

的边缘地带
,

转变成为世界市场不可或缺的

重要造血基地
,

与此相适应
,

西方的工业 尤

其是汽车
、

轮船制造业等 生产得到了来自太

平洋地区源源不断的原料供应
,

其发展与 日

俱增
。

这一结果与契约华工铺设的铁路
、

开

凿的运河等开拓性工作一道
,

缩小了地球的

范围
,

人类的交往有力地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

综上所述
,

我们不难看出
,

契约华工在大

平洋地区革路蓝缕
,

披荆斩棘
,

构筑了太平洋

地区内部
、

该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经济

交往的无形渠道 地区间因经济发展而六生

的贸易需求 和有形渠道 输送至西方世界的

糖
、

棉花
、

橡胶等原料和交通线的修筑等
。

这些无形与有形的渠道最终把浩瀚的太平洋

织进了世界经济交往体系之中
。

可以说
,

一

个更广阔
、

更完善的世界交往体系正是近代

契约华工出洋所带来的一个逻辑结果
。

世纪末期
,

尽管
“

世界正成为一个经

济单位
” ,

但由于这一单位在运行过程中的血

腥掠夺性
,

导致了该经济单位的重重危机
,

敲

响了殖民掠夺在经济交往中的丧钟
。

西方殖

民者在太平洋地区重新炮制了 一个
“

经济单

位
” ,

以契约华工代替了黑人奴隶来充当劳动

力
,

世界经济藉此在纵深方面取得了突破
。

然而
,

此时的世界经济交往体系建立在契约

华工制这样一种
“

隐蔽的奴隶制
”

基础之上
,

其运转过程同样充斥着血腥的殖民掠夺
,

是

与经济交往规律相背离的
。

因此
,

从长远来

看
,

契约华工制又成为经济交往进一步发展

难于逾越的门槛
。

首先
,

殖民者对契约华工所进行的敲骨

吸髓的剥削和非人的虐待
,

造成了华工惊人

的死亡率
。

据科比
·

杜冯在《古巴华人研究 》

一书中估算
,

华工在契约期间的死亡率高达
。

劳动寿命平均只有 年。 。

晚清海外

笔记选 》记载 自 年到 年 前后不

到 年
,

在古巴登岸的 万余契约华工
,

“

仅存 万有奇
,

此外 万余人曾经回国者不

过百中一二
,

余皆陨身异域
,

邱首难归
,

良可

概矣
。 ”

殖民者这种竭泽而渔的掠夺方式造

成了大批劳动力的丧失
,

从根本上束缚了经

济交往的进一步发展
。

其次
,

契约华工制受到了世界人民的普

遍反抗
。

契约华工以逃亡
、

自杀和武装暴力

等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殖民者残酷剥削的不

满
。

世纪 年代末
,

华工的武装暴力使整个

秘鲁都
“

笼罩着一种不安全的感觉
” ,

种植园

主因为
“

无法防止他们 华工 在起义事件中

进行报复
,

每个人都武装起来
,

种植园的每一

住房都成了一所小小的军械库
。 ” 。如此紧张

对立的劳资关系使当地的生产扩大化而成为

一纸空文
。

在 世纪初期马来半岛的种植园

中
,

逃跑的契约华工通常占总人数的
。

缺乏了劳动力的经济生产无异于缘木求鱼
。

在美洲地区
,

由于殖民者故意压低华工

的劳动报酬
,

当地的种植园主及农场主为了

赚取高额利润
,

他们大量地雇佣华工进行生

产
。

为此
,

当地的劳动人民失去了不少就业机

会
,

他们为改善劳动待遇而进行的斗争亦因

此而遭到不小的挫折
。

由于受资本家和种植

园主的教唆
,

当地人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

苦难的契约华工
。

从 世纪 年代开始
,

殖民

者掀起的排华恶浪得到了当地不少劳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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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
。

排华恶浪给契约华工造成了不可估

量的经济损失之同时
,

也引发了中华民族对

西方殖民者所提出的经济交往的普遍反抗
。

契约华工制所引发的种种矛盾使世界经

济交往大潮在绕过黑奴制这一 巨大的暗礁

后
,

又涌进了发展道路上的一个瓶颈地带
。

对于上述的严重后果
,

西方殖民者曾试

图加以消除
。

美国在 南北战争的 第三 年

年 开始
,

明令禁止美国人参加契约华

工的贸易和运输
,

并且开始对拉美种植园中

的苦力 契约华工 的痛苦表示关切与同情
。

美国驻秘鲁公使霍维将军曾在 年和

年先后两次替秘鲁华工转递呈词
,

揭露

和控诉秘鲁种植园主虐待华工的种种罪行
,

并在 年 月 日在致秘鲁政府的备

忘录中
,

提出了正式抗议 ④。

老牌殖民国家英

国在 世纪后半期开始对葡萄牙
、

西班牙两

国的苦力贸易施加影响
,

极力地阻止苦力贸

易的进行
。

年发生了葡萄牙的贩奴船
“

新佩内洛佩号
”

华工暴动后
,

英国的香港法

庭还公开指斥了澳门的苦力贸易是
“

纯粹的

奴隶贸易
” ,

并判定受迫害的华工为恢复自己

的自由而进行的暴力反抗是
“

充分行使自己

的权利
。 ”。

虽然从表面上看
,

英美为首的殖民国家

在反对契约华工制上采取了一系列的实际行

动
,

但由于殖民制度的存在和世界经济交往

的客观要求是一组根本上对立的
、

不可调和

的矛盾
。

殖民者的掠夺本性决定了他们不愿

也不能真正地给予被卷人交往大潮中的落后

民族以平等的地位及和平的方式
。

在美国本土上
,

种植园主与资本家从未

给予契约华工以同等的就业机会和同等的劳

动待遇
,

相反
,

美国政府较早掀起了对华工的

排斥
、

驱逐和屠杀
。

从而引发了 年中国

人民全国范围的抵制美货运动
,

像一把利矛

戳穿了美国自我标榜的反奴隶制的西洋镜
。

英国虽然在驱使萄
、

西等国放弃罪恶的契约

华工制中颇为卖力
,

但 年
,

由英国招募

到南非特兰士瓦挖金矿的 万名契约华工的

悲凄命运
,

用血的事实证明了英国殖民者的

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使本国攫取最大的经济

利益
。

另外
,

葡
、

西殖民政府虽然先后于

年和 年宣布废除契约华工制
,

解放契约

华工
,

但此后拉美各地如火如茶的华工武装

起义
,

反证了葡
、

西殖民政府的废除契约华工

制只不过是蒙蔽世人的幌子
。

无庸赘言
,

进人 世纪末 世纪初
,

契

约华工制已成为阻挡近代经济交往大潮滚滚

向前的又一拦路石
。

然而
,

黄河九曲终归大

海
,

世界经济交往发展的不可遏制性
,

决定了

这种阻碍只是暂时的
。

从这一意上
,

契约华

工制的曲折发展历程仅仅是继黑奴制之后
,

又一次敲响的殖民掠夺的丧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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