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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向海外移民的途径、原因，以及其移民网络有着某些显著的特征。国

际性移民、集体性移民、陆路性移民和地缘性移民，是广西和云南少数民族移民的特点，而集聚式移民、发散

式移民、强制式移民和自发式移民则是两地移民的主要方式，这些移民在长久的移民过程中，也建构出生计

性迁移网络、亲缘性迁移网络和马帮性迁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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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移民大国，有着悠久的移民历

史和庞大的海外移民群体。但人们提起中国的

移民，更多的是想到广东、福建和浙江等沿海一

带的汉族移民，对其他移民特别是中国的少数民

族移民关注不多，对少数民族向外移民的研究是

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从广西和云南来看，其境

内居住着壮、傣、布依、苗、瑶、彝、哈尼、拉祜、仡
佬、京等众多的少数民族，他们的居住地与邻国

山水相依，因而他们与邻国人民交往密切。可以

说，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当代，广西和云南的少

数民族都存在着向海外移民的现象。研究这些

少数民族的向海外的移民，对稳定边疆，以及发

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有着积极的作用。
移居到海外的广西、云南少数民族移民，他

们已成为世界移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

国汉族移民相比，广西、云南的少数民族向海外

移民的特点、方式，以及其移民网络有着一些显

著的不同。

一、少数民族向海外移民的特点

在中国封建王朝，由于统治者奉行大汉族

主义思想，对“非我族类”的少数民族称之为

“蛮”，认为其是“化外之民”，倍加歧视。少数

民族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移居他乡。而在当

代，由于受到世界局势和中国国内政策的某些

变化的影响，也屡屡发生广西、云南少数民族向

海外移民的情况。
从历史来看，广西、云南少数民族向海外的

移民首先具有国际性移民的特点。这种国际性

的移民，即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后，在

一定的时间又迁移到其他的国家。具有这种国

际性移民特点的少数民族主要有瑶族、苗族、傣
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和佤族等。以瑶族

为例，瑶族本是中国的一个民族，而现在却是一

个国际性的民族。据学者研究，1990 年海外瑶

族总人口约 60 万。其中越南瑶族人口最多，约

50 万人，泰国 3. 61 万人，老挝 3 万人，缅甸 0. 1
万人，美国 2. 5 万人，加拿大 0. 1 万人，法国 0. 1
万人

［1］。这些移居海外的瑶族，迁移的路线主

要有两条，一是从广东进入越南，二是从广西经

云南进入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等国。范宏贵

教授认为，瑶族迁越的时间可能始于公元 13 世

纪，并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50 年代。他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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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瑶族是从中国迁徙到越南的。最早的一批是

在 13 世纪从中国广东、云南由陆路进入越南，

先在广安、谅山、高平越中边境一带，然后再转

迁到其他地方。第二批是白裤瑶和贺瑶，于 15
世纪、16 世纪，从中国福建、广东，主要是水路，

其次是陆路迁到越南。第三批是窄裤瑶和钱

瑶，于 16 世纪从我国海南岛乘船迁到越南，途

中遇到台风袭击，一些船漂到越南芒街，另一些

船漂到越南清化。第四批是青衣瑶，17 世纪从

我国广东迁到越南芒街，然后再转到安沛、老街

一带。第五批是 18 世纪从中国云南省迁到越

南老街的红瑶和从中国广东、广西迁到越南高

平、河宣的钱瑶、红瑶。第六批是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到越南的芦岗瑶，芦岗瑶意即晚到的瑶

族。”［2］
在 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东南亚局势的

变化，一些瑶族又作为难民而迁徙至美国、法国

等国家。
其次，集体性的移民是广西、云南少数民族

向海外移民的第二个特点。与汉族大多数为单

个移民不同，广西和云南的少数民族向海外的

移民大都采用集体性移民的方式。这种移民方

式主要是受生计性迁移网络和亲缘性迁移网络

的影响，即整个族或全寨的族人向外迁移。据

历史资料记载，宋景定四年(1263 年)。广西思

明府士官黄炳曾率领壮族部属 1000 多人到安

南居住。民国 7 年(1918 年) 夏，宁明县那岩村

共有 200 多壮族农民，扶老携幼移居越南
［3］17。

1949 年以前，在今广西防城港市沿中越边界的

板八的某村屯原有 120 多户高栏人，后来有 50
多户迁移到越南了

［4］。
与中国广东、福建和浙江的海外移民相比，

陆路性的移民是广西、云南少数民族向海外移

民的第三个特点。中国广东、福建和浙江的移

民大多居住沿海地带，其移民海外主要是通过

海路前往，而广西、云南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

却大都属于国境线上的崇山峻岭。从中国与周

边国家来看，两者有着漫长的陆地边界线。其

中，中国与越南有着 1353 公里的陆地边界，与

老挝有 505 公里陆地边界，与缅甸有 2186 公里

陆地边界。
广西与越南接壤，沿边千百余公里。在广

西与越南漫长的边界线上，除防城北仑河下游

地区稍微平坦外，整个边境多为连绵高峻的山

石土岭，纵横交错，有无数羊肠小径与边境两地

相通，这些都为广西少数民族移民流动提供了

便利的条件。正如某位学者所说的，“广西少数

民族移居国外几乎都取陆道而迁，特别是中越

边境地区，土地接壤，山水相连，通道众多，不仅

有三条官方大道，而且有 30 多条民间通道，崇

山峻岭的羊肠险道更多，陆上交通甚为便捷，从

农村到农村，从山区到山区，从少数民族地区到

少数民族地区，人文、生态环境未变，生活、生产

方式未改，从而较快地成功地融于‘迁入地’的

民族主流社会”［5］。云南所处的云贵高原，有众

多的海拔数千米的山脉，与缅甸北部的掸邦高

原、泰国北部、老挝北部即越南北部的山地相

连。自古以来，这些独特的地理条件就为当地

人向外自由迁移提供了条件。如云南文山州的

山区、半山区占其总面积的 94. 6%，州内的麻

栗坡、马关、富宁 3 个县 15 个乡镇 249 个村寨

及 1 个国有农场与越南接壤，国境线长 438 公

里。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 112. 39 公里的云南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全境山地也占其总面积的

95%。处于这种地理条件之中的云南少数民

族，向外移民就必须翻山越岭“走夷方”，经陆

路前往其移居地。
由于广西、云南处于中国与西南周边国家

的接壤地带，地缘性的移民是这两个地区少数

民族向海外移民的第四个特点。就地缘角度而

言，毗邻的地缘体之间存在的人员交往和沟通

等相对于其他地缘体而言必然要频繁得多，这

就决定了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移民的移出地与毗

邻周边国家的移入地有着天然的联系。从广

西、云南两地来看，其移民有着较强的地缘性，

即各自朝着最毗邻的国家地区移民。
毗邻广西的主要周边国家是印支三国，因

此广西少数民族移民移居这几个国家的人数较

多。例如，今广西靠近越南一侧的县( 区) 市有

防城港、宁明、凭祥、龙州、大新、靖西、那坡等，

而越南一侧的省是广宁、谅山、高平和河江。历

史上，靠近越南这些省份的广西一些地方就经

常发生当地少数民族向其移民的情况。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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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元朝以后，大批壮族居民从今广西的田

东、德保、靖西、天等、大新、宁明和龙州等地迁

入安南。清朝时期，迁入安南的壮族群众更多。
仅防城就有 2 万多人。民国时期靠近中越边境

的今广西宁明、龙州和大新等县，有数万居民迁

往越南谋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然有

少数壮族从中越边境入越居住，那坡县从 1958
年到 1961 年，迁移越南的壮族居民就有 1000
多人

［3］18。同样，云南也具有这种地缘性的关

系。在云南，毗邻越南、老挝、缅甸的地方有文

山、红河、普洱、西双版纳、临沧、德宏、怒江等州

市，移居周边国家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与云

南直接接壤或接近的几个国家，其中主要是分

布在与云南直接接壤的邻国缅甸、老挝、越南及

泰国等。19 世纪上半叶，腾冲一带回族即有许

多人移居缅甸。当时，“腾之回教则以城内外、
乌索、马家村三地为最着。……嘉道间……旅

居缅甸为玉石、宝石、棉花商者半属之”［6］。
现代的政治疆界可能将原本生活在一个区

域的同一个民族分割成为不同国家的国民，但

是并不能隔断这些民族之间的联系。他们虽然

长期分居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或多或少受到当

地主体民族或其他民族的影响，但是彼此之间

依然基于共同的语言、服饰、风俗的同一性而保

持着很强的民族认同感，而且地缘性这种情况

为同族文化的移民提供了非常好的便利条件。

二、少数民族向海外移民的方式

不同的民族，由于其自身的条件，以及其所

处的地理位置和客观的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他

们在向外移民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移民方

式。从移民方式上看，历史与现实中的广西、云
南少数民族向海外的移民大致可以分为集聚式

移民、发散式移民、强制性( 被动性) 移民和自

发性(主动性)移民。
第一，集聚式移民。这种集聚式移民，指的

是一些民族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逐渐向某一地

区集中，形成以某一地区为中心的民族聚居状

况。集聚式移民，在广西和云南的少数民族移

民方式中不太多见，仅有佤族、景颇族等少数几

个民族的移民具有这一特征。这几个民族的居

住中心都是在迁徙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且都

跨越了国境的界限。
佤族现在的居住中心是阿佤山。所谓的阿

佤山，系指在澜沧江、怒江之间，怒山山脉南段

的一个地区。这里山岭重叠，地势自北向南倾

斜。境内群山并立，海拔高度在 2000 米左右，

有大小山峰 10 多座。阿佤山是澜沧江和怒江

的分水岭，有大小 10 多条河流分别流入澜沧江

和怒江。阿佤山这个居住中心是跨越国境的，

它还包括缅甸境内与我相邻的佤区，习惯上人

们称缅甸这个佤族人聚居的地区为佤邦山区。
佤族形成以阿佤山区为中心的分布格局，是与

国内外各民族关系互动的结果。历史上，佤族

的分布地域非常广，大致包括今天的云南保山

地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临沧地区、思茅

地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以及境外缅甸的兴

威(木邦)和景栋、泰国的清迈等地区均有佤族

居住。自唐代起，佤族分布区的各个民族开始

大规模的迁徙和融合。唐朝初年，南诏政权兴

起，引发了一次民族迁徙高潮。在南诏统治时

期，不断强迫民族迁徙。如把西爨 20 万居民迁

至保山一带的永昌地区，又将原永昌地区的居

民迁往内地。在这种情况下，永昌地区的一部

分不愿内迁的“濮人”( 佤德语支民族) 被迫向

南迁移，迁移到云南的西南地区。到了元、明、
清时期，中原王朝的统治达到了佤族的分布区，

傣族的势力也进入佤族分布区，拉祜族也在向

佤族地区移民。由于外来民族不断向佤族分布

区移民，引起佤族居住区域的内缩，除一部分佤

族继续与其他民族交错而居，接受其他民族的

影响外，大多数佤族选择迁徙，向阿佤山区集

中。在境外，佤族也遇到了相同的遭遇。公元

7 世纪时，在今天的泰国北部及缅甸的东北部

一带，与佤族属同一个语族的孟人在今天泰国

的南奔建立了一个名叫“哈里奔猜”的国家，在

“濮人”南迁的过程中，佤族的一个支系罗佤人

可能就在那时候迁入到“哈里奔猜”国统治的

泰国北部地区，并在公元 11 世纪到公元 14 世

纪建立了一个名叫“罗斛”的佤族国家。14 世

纪中叶“罗斛”与暹罗合并，泰人大量进入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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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罗佤人逐渐沦为少数民族，于是大量回迁

祖先的居住地阿佤山区，只有少量的罗佤人留

在泰北，自称“佤库特”(被遗弃的佤族)。佤族

人大量地向阿佤山区迁徙，就是一种比较典型

的集聚式移民。
景颇族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也形成了相对

集中的民族分布格局。景颇族的地域分布比较

广，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一直向东，经缅甸

西北部，直到我国云南省境内的高黎贡山和怒

江的广大山区都有景颇族的各个支系分布。但

是，景颇族同时又是一个分布相对集中的民族，

位于今天缅甸境内恩梅开江、迈立开江汇合处

的江心坡一带是景颇族的一个相对集中的聚居

地，境内外大多数的景颇族都聚居在江心坡及

其周围地区，我国景颇族的主要分布地德宏傣

族景颇族自治州从地理上看就属于江心坡的周

围地区。从景颇族的若干家家谱传说看，景颇

族在江心坡一带居住一般经历了 40 ～ 50 代，也

就是 1500 ～ 2000 的时间。我国境内的景颇族

都是从江心坡一 带 迁 徙 过 来 的，他 们 在 公 元

14、15 世纪以后从江心坡南下，在渡过伊洛瓦

底江之后向东进入今云南省德宏一带。景颇族

向江心坡及其周围地区的迁徙，总的来说，也可

以算作是集聚式移民的一种。
第二，发散式移民。这种发散式移民，指的

是居民离开原来的居住地，向周边地区进行扩

展式移民活动，这类移民具有明显的从中心向

外扩散的特征。从广西和云南少数民族向海外

的移民方式上看，绝大多数的移民都具有发散

式移民的特性。
傣族的移民是一种典型的发散式移民。傣

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源出中国古代

的“百越”族群，是这个族群最靠近西边的一个

支系。至少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到达云南西南部

及其周边地区，在汉代被称为“滇越”、“掸”等。
大约在唐宋时期( 即南诏、大理国时期)，傣族

形成了“金齿”、“茫蛮”、“白衣”三部( 即今德

宏傣族、西双版纳傣族和金平傣族)。到元末明

初时期，傣族各部，尤其是“金齿”部兴起，建立

了较为强大的部族政权，并向周边地区扩张。
12 世纪末，“茫蛮”部在今西双版纳一带建立

“景昽金殿国”，统治区域及于兰那、勐交、勐

老、崆岢等地，也就是除西双版纳外，缅甸东北

部、泰国北部、老挝北部等同族的一些部落，皆

受其统治。公元 14 世纪，属于“金齿”部的麓川

思氏兴起，并于 1336 年建立勐卯国，思氏被尊

为思翰法王。思氏登位之后，附近的掸人王国

纷纷前来归附，勐卯国的势力急剧膨胀。1337
年，击败元军对勐卯的征讨。1343 年，勐卯军

追击元军，渡过南宏江 ( 怒江)，直抵大理府。
之后，勐卯开始向外扩张，决定恢复对南鸠江

(伊洛瓦底江)沿岸地区的控制。1348 年，思翰

法王调集数万军队，二千战象，命王弟召三弄挂

帅，前往南鸠江以西各国征讨，三年后才结束西

征。召三弄的此次西征，使得勐卯国的疆土扩

展到伊洛瓦底江以西的广大地区。除向西扩展

外，鼎盛时期的勐卯国疆土还不断地向东、向南

扩展。据《嘿勐沽勐———勐卯古代诸王史》记

载，“至思翰法为王的第二十九年，勐卯国的疆

土，已经越过永昌，与大理国为邻;下达果景、刚
嘎，以大水为界;南至那狠、勐老和勐阔;西至罕

底，以嘎洗河为界，与勐滚国相毗连;北方一直

到了纳亨。”这与明初钱古训的《百夷传》所记

的勐卯国疆界大致类似:“其地万里，景东在其

东，西天古喇在其西，八百媳妇在其南，吐蕃在

其北;东南则车里，西南则缅国，东北则哀牢，西

北则西番、回纥。”只要居住条件适合，傣族军队

征讨到哪里，傣族移民也就跟随到哪里。在傣

族军队四处征讨的过程中，傣族移民也在四处

扩散，即使在一些远离勐卯的偏远地区，也有傣

族移民的足迹，比如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

有一个名叫“阿洪姆”的族群，他们就是从勐卯

迁移过去的傣族人的后裔。在勐卯全盛时期，

大量的傣族人迁移到缅甸南部、泰国北部、老挝

北部，甚至还包括越南西北地区。在不同时期，

傣族各部都在向周边地区进行发散式的移民，

这种持续的发散式移民最终形成了傣族地域分

布广泛的格局。
苗族、瑶族等民族向海外的移民是另一种

类型的发散式移民，由于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

面的原因，他们不断地向海外移民。苗、瑶等民

族在历史上并没有建立过强大的民族政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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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移民不是依靠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来实

现的，而是依靠一种迁徙的惯性，采用“走走停

停、停停走走”的方式，经过长时间、多批次的迁

徙后完成的。苗、瑶等民族的移民，“散”是一

个比较突出的特色，既表现为移民动因方面的

随意性，又表现为移民方向的随意性和自发性。
第三，强制式移民。这种强制式移民，指的

是本来没有移民意愿，但受外力因素的影响，被

某种力量强制推动或拉动而出现的移民。从广

西和云南来看，历史上的被动性移民方式主要

有两种，一是因外国侵犯边疆和因战争中被掳

走的移民，二是少数民族因国内统治者的压制

揭竿而起而被迫逃离的移民。
强制式移民的第一种类型:即被外国侵犯

边疆和因战争中被掳走的移民。这主要是一些

周边国家利用中国某个封建王朝对边疆尚未达

到有效控制的弱点，侵犯中国边境，掳掠中国边

境的边民。这一类的移民在广西的壮族和云南

的傣族移民中比较多见。据史料记载，公元 9
世纪越南开始成为中国的藩属国，从藩属国的

前黎朝开始，在初步稳定统治后，便寻求对外扩

张。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熙宁八年(1075
年) 越南李朝“大举入侵，攻陷钦、廉、邕州，兵

民死者十万余口，掳妇女小弱者七八万口”［7］。
仁宗黄庆二年(1313 年) 正月，越南陈朝派军

“约三万余众，马军二千余骑，犯镇安州( 今广

西德保县)云洞，杀掳居民，焚烧仓廪庐舍，又陷

禄洞、知洞等处，掳生口孳畜及居民资产而还，

复分兵三道犯归顺州(今广西靖西县)，屯兵未

还。廷议俾湖广行省发兵讨之。四月，复得报:

交趾世子亲领兵焚养利州( 今广西大新县) 官

舍民 舍，杀 掠 二 千 余 人
［8］。永 乐 九 年 ( 1411

年)，越南陈朝侵犯广西钦州，“濒海居民，颇遭

劫掠”［9］9。宣德三年(1428 年)，越南后黎朝在

钦州如昔都峒“掳民人一十余家，掠去男妇八十

余口”［10］41。正统三年(1438 年)，越南后黎朝

“攻掠广西安平、思陵二州，掳掠安平州( 今广

西大新县)男妇二百二十余口，掳掠思陵州( 今

广西宁明县)霸村男妇四十余口”［10］43。万历三

十六年(1608 年)、崇祯二年(1629 年)，越南后

黎朝分别侵犯广西钦州，“掳掠以去”等等。以

上所列举的被越南历代王朝侵犯、掠夺人口的

地区，主要是壮族聚居的钦州、廉州、邕州地区，

因此这些被掳掠的壮人便成为早期强制性的移

民;在云南，因侵扰性战争而被强制性移民在一

些少数民族中时有发生。明朝末年和清朝中

期，缅甸的封建王朝东吁王朝、雍籍牙王朝先后

发动了几次对我西南边境的侵扰性战争，这几

次战争对云南沿边的傣族地区影响较大，很多

傣族人口在战争中被掳掠到缅甸为奴。万历十

一年(1583 年)一月，缅甸的东吁王朝侵扰云南

的施甸地区，“攻雷弄、盏达、干崖、南甸、木邦、
老姚、思甸等处，据地杀人;窥腾冲、永昌、大理、
蒙化、顺宁、景栋、镇沅、元江等郡，又寇顺宁(今

云南凤庆)，烧毁府治，遂破盏达( 今云南盈江

县莲花街)掳男妇八百人
［11］53。天启七年(1627

年)，东吁王朝的军队进攻云南车里，掳掠车里

宣慰史刀韫猛以及十二版纳江西各地居民到

(缅甸)阿瓦，第二年才有少数人逃归
［12］。

强制性移民的另一种形式，是因反对国内

统治者的压制揭竿而起而被迫逃离的移民。以

这种形式向海外移民的少数民族，在广西和云

南主要有壮族、瑶族、苗族和回族等民族。在新

中国成立之前，少数民族所遭受的民族歧视和

压迫，以及所受的痛苦远远大于汉族，因此反抗

斗争连续不断。在广西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史

上，除了有在 1376—1579 年期间发生的延续

200 多年的八寨(今广西忻城、上林两县交界处

的 8 个 村 寨 ) 壮 族 民 众 反 明 起 义 外，还 有

1386—1627 年的大藤峡地区( 今广西桂平、武

宣一带)瑶民起义、1376—1584 年的府江(今称

桂江)瑶族农民起义、1407—1620 年的马平( 今

广西柳江县)壮民起义、古田( 今广西永福县寿

城一 带) 瑶 壮 民 起 义。在 云 南，也 有 1856—
1874 年杜文秀领导的坚持 18 年之久的回族大

起义等等。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

些少数民族主导的历次反抗斗争虽然给当时的

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在

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与疯狂追捕下，不少的少数

民族民众被迫逃往国外避难。
第四，自发式移民。这种自发性移民呈主

动性的特征，它主要与少数民族移民的生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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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密切相关。相比较而言，广西和云南少数民

族向海外移民的主流应该是在各个历史时期不

断发生的自发性移民。在广西、云南的沿边地

区，无论是中越边境、中老边境，还是中缅边境，

过耕问题长期存在，而且往往跟游耕农业联系

在一起，游耕农业则容易引发自发性移民。此

外，其他一些因素，如同一民族的互婚、寻亲等，

也容易导致自发性移民的产生。这种自发性移

民与强制性移民的最大区别是移民意愿的存

在，自发性移民往往都有比较明显的移民意愿。
由于自发性移民大多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所

以这类迁移往往很少见于史料记载，从而给后

人造成不存在这些迁移的错觉。自发性移民的

绝对数量并不少，但却非常分散，缺少大规模的

移民，因而往往不引人注意。自发性移民通常

是由人口稠密区(相对而言) 流向人口稀疏区，

由经济发达区流向落后区，由中心区流向边缘

区。移民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持生计，或者为了

寻找新的可耕地，有的甚至只是出于迁移的习

惯，只要在迁移地有地可种，一般都会留下来定

居。也有的在迁移到一地若干年后，继续选择

迁移，直到找到满意的居住地。
广西和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都

带有游耕农业的特色，迁移和多次迁移往往很

容易发生。比如瑶族、苗族等民族自古以来生

活迁移多变，有“常住青山千万山”，“吃尽一山

过一山”的习俗。据日本竹村卓二先生在调查

泰国北部清莱府夜庄县帖莱村邓氏(邓福昌夕

的世系时)，证实了邓氏 11 代前的祖先，埋葬于

中国的广东省。竹村先生在泰国、老挝收集的

“泰国北部瑶族起源传说”和“老挝流传的神话

概要”，也分别叙述了瑶族的来源:泰国的瑶族

起源于中国的南京，从南京迁到广东的乐昌县，

随后移居广西，人口的增加，土地的不足又造成

他们大举迁移，一部分到了云南，一部分到了法

属的琅勃拉邦( 老挝) 等地，一部分来到泰国。
而老挝的 12 姓瑶人“渡海上岸”后到达广东的韶

州府，以后一部分向湖广进发，一部分以贵州为

自标，还有一部分到广西寻找安居之地，后迁入

云南。老挝的瑶族大都是 18 世纪末叶从中国南

部迁去的，20 世纪也有陆续从越南迁入
［13］。

三、少数民族向海外移民网络模式

从世界范围来看，移民网络是一个普遍存

在的现象。移民网络是在某一群体迁移到某个

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达到一定数量后形成的社会

网络。凡是出现移民的地方，往往也会自然而

然地形成这样的社会网络。一旦形成这样的社

会网络，就会吸引更多的人移民，更多的移民又

会使移民网络不断扩大，反过来又会吸引新的

移民，如此反复，使得移民网络越来越庞大，使

得网络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网络的不断扩

大，使得新的移民不断涌现。从本质上说，移民

网络的效应是累积的。一般情况下，每次迁移

都是在利用先来者的社会资源，同时也在为后

来的移民作铺垫和牵线搭桥。所以，移民网络

具有乘法效应，许多人之所以会选择移民，就是

因为在此之前有人移民在先，而且这部分人跟

他们还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
有关移民网络的理论由来已久，可以追溯

到威廉·托马斯和弗洛瑞安·兹纳列亚基那

里。他们认为，对移民的考察和解释应以移民

网络为纲。这种移民网络指的是移民或返国移

民同亲友同胞间的种种联系。它提供各种形式

的支持，如通风报信，助人钱财，代谋差事，提供

住宿等等。这就降低了移民的成本和风险，使

得川流顺畅。道格拉斯·梅西(Massey D． S． )

则受到詹姆斯·科尔曼( James Coleman) 以及

皮埃尔·布厄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资

本论”的启发，将移民网络看作是一种社会资

本。他认为，许多人之所以移民，是因为跟他们

有关系的人移民在先。网络具有乘法效应，网

络在移民中扮演的“资本”角色。再者，网络是

使移民现象长盛不衰的机制。网络从本质上说

是累积的。它总要长得更大更紧，因为每次迁

移都成为后来者的资源，都在为以后的迁移牵

线搭桥。而新的迁移又导致了网络的扩大和进

一步的发展
［14］。笔者认为，移民网络实质上是

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其纽带可以是血缘、乡
缘、情缘等。移民网络形成后，一方面使移民信

息可能更准确、更广泛传播，另一方面使移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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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可能因此而降低，从而不断推动移民潮。
广西、云南共计有 38 个民族，其中向海外

移民达到一定规模的占到一半以上。在这些少

数民族的民众向海外移民的过程中，移民网络

所起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甚至可以说移

民网络是移民最重要的要件之一。与中国汉族

相比，广西、云南少数民族在长久的移民过程

中，产生了与汉族移民不同的移民网络模式，其

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是生计性迁移网络。由于地理原因和生

活习惯，有许多少数民族在历史上过着刀耕火

种的游耕经济生活，因而形成了一种“择土而

耕，迁移无定”的生计性迁移网络。明朝，防城

的山由(山瑶)族(瑶族的支系)，从中越边境山

区迁移到安南沿海的黄竹、高山、下居和先安，

然后散居在海宁省的潭河、芒街、横浦、冒溪和

东潮等地。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 广西部

分瑶民迁到安南便面府、猛科、猛天和十八天

平。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又有部分瑶民从

广西经云南迁入老挝，进入藻怒、猛赛、南地和

猛信等居住
［3］18。这些迁移大多与游耕经济生

活有关。
除了游耕经济生活外，生计性迁移网络还

与寻找工作环境有联系。这种移民网络帮助移

民安顿下来，或在当地从事农业生产，或从事其

他劳动。1958 年“大跃进”时，云南省镇康县南

伞乡白岩大寨的德昂族和蚌孔上寨的傈僳族举

寨外迁，他们最后落脚的是缅甸果敢地区的崩

龙人、傈僳人村寨。瑞丽勐卯的傣族男子金福

元，20 世纪 70 年代曾在亲戚的带领下去缅甸

谋生，改革开放后，国内形势好转后又回到瑞

丽。在访谈过程中，他向笔者介绍了一些在缅

甸的生活情况:“到缅甸后，在亲戚的介绍下，我

去了一个叫抹谷的地方，在那里替人挖宝石。
由于是帮人挖宝石，收入不是很多，只是够维持

一个人的生计。后来，我在这里结识了我的妻

子，妻子家也是从国内迁来的，是陇川的傣族。
他们家来缅甸的时间要比我早，大概是 1958 年

前后。由于我们都是傣族人，生活习惯和文化

传统一致，因此很快就走到了一起，结婚生子。”
从金福元的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出，移民网络在

移民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们不但为移民

牵线搭桥，而且还给移民介绍、安排工作。经过

移民网络的安排，有时候来自德宏的傣族移民

甚至在国外结成新的移民社区，例如在缅甸的

抹谷，来自云南德宏一带的傣族移民就聚居在

一起，结成新的移民社区。腾冲一带的傈僳族，

有很多人移民到缅甸，大多数都选择居住在密

支那一带。他们往往都是举家外迁，并在当地

建立了自己的社区和网络，并且通过这些网络

与国内的傈僳族同胞保持联系。笔者在访谈中

了解到一些在缅甸的傈僳族生活情况:“居住在

缅甸的傈僳族大多选择聚居，密支那就有‘傈僳

一条街’。在缅甸的傈僳人实行族内通婚，主要

原因还是语言相通，容易融合到一起。在缅甸

的傈僳人也有自己的组织，主要是依托基督教

组建傈僳族文化协会，因为傈僳人多数属基督

教徒。”1956 年云南省马关县马鹿塘乡南哈寨

有 4 名瑶族群众外逃( 迁居) 越南，在他们迁居

越南的过程中，有两个人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

用。邻县麻栗坡县那赛乡有一个名叫盘小引的

迷信职业者派他的弟弟盘有才到南哈进行鼓

动，宣称“我们地方建社了，不得去麻栗坡县栽

地了(因南哈种植的棉花地和麦地均在麻栗坡

县境内)。我们地方这点土地种了养活不了我

们了。在上边要卖余粮，烤酒吃也要上税。在

小营(越南境内的一个村寨) 每年又不卖余粮，

只要上点公粮。”在盘有才的鼓动下，4 名瑶族

群众最终迁居越南。在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

中，盘有才负责进行鼓动，盘小引则负责将人带

到越南，分工明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移民网络

所发挥的作用。
二是亲缘性迁移网络。这种移民网络，其

构成的要素包括家庭、家族和同村族人等，这是

一种基于血缘、情缘、乡缘建立起来的社会网

络。一般情况下，这种类型的迁移多数是来自

同一家庭、家族(有时甚至是同一个村寨) 的人

结伴而行，前往同一个目的地。迁移的过程是

这样的:首先，境外的移民网络派人到相关村寨

进行鼓动和游说，商定迁移的时间、路线等;然

后有意移民的人员集中在一起，在商定的时间

按照商定的路线出境;人员出境后，境外移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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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派人前来接应，并带往指定的目的地。由于

地理环境的特点，中国与邻国的跨国民族山水

相依，“同砍一山柴，共饮一江水”，经济、文化

交流较为密切。这些跨国民族在地理空间上远

离政治中心，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与国外同民

族的交流即使在两国关系恶化时也没有中断

过。当中国这一侧的民族遭遇困难时，在国界

线另一侧的同民族成员会施以援助，对于那些

越过国界线的异国同胞，他们会像家人一样对

待。这不仅是因为同一民族的缘故，还因为有

亲缘关系。跨国界而居的少数民族在平时的交

流中，由通婚而结成的亲缘关系不在少数。当

中国的少数民族移居另一国时，移居国的同民

族亲戚通常会给予非常大的帮助。同时，通过

同一民族的帮助，移民也较容易融入当地社会。
这种亲缘性迁移网络关系对于边境的移民而

言，是在交往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优势资源。
例如，云南德宏傣族一般只会向邻近的缅

甸掸人居住区移民，因为掸傣为跨境而居的同

一民族，傣族人向这些地区移民，往往能够得到

社会网络提供的帮助。我们在云南省保山市进

行调查时，也发现了这种情况。据了解，从保山

迁移到缅甸的傣族通常都能得到这一类的帮

助。“保山的傣族与缅甸的掸族同文同种，交流

起来十分便利。移居到缅甸掸邦等地的傣族，

大多投亲靠友，每人可得到 5 箩种子，并在 1 到

2 年内免交粮租。”“移居国外的保山傣族大多

居住在缅甸，掸邦、东枝等地有不少来自保山的

移民，居住地也是当地掸人的居住地。所以，傣

族人移居国外，选择的方式还是投靠同一民族。
现在缅甸的掸人还与保山的傣族人有来往，交

往的人多有亲属关系。”①云南的傈僳族移居缅

甸，选择的目的地往往是缅北的密支那，因为那

里有一个傈僳人聚居的社区。云南的佤族移居

缅甸，选择的目的地则往往是缅甸的佤邦。这

些跨境民族之所以选择同一民族的居住地作为

移民的首选目的地，原因就在于在这些地区往

往存在本民族自己的移民网络。
三是马帮性迁移网络。这种移民网络主要

表现在云南少数民族的移民链中。据资料显

示，早在汉朝时期就在云南开辟了“博南道”，

在今保山地区设立了永昌郡，保山最西的腾冲

与缅甸山水相连，是西南出国的必经门户，因此

历史上与缅甸交往甚密。而至近代，通过滇缅

印之间的交通线将云南与缅甸、印度等异邦联

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特有的跨国、跨区域商贸

经济圈，而联结这个经济圈的一个个链环，就是

奔波于这条商道上的云南马帮商人，从而形成

了马帮性迁移网络。据记载，19 世纪上半叶，

滇西腾冲一带回民以这种网络形式移居缅甸:

“腾之回教则以城内外、乌索、马家村三地为最

著。……嘉道间……旅居缅甸为玉石、宝石、棉
花商者半属之

［8］。斯科特在 19 世纪 90 年代探

访了缅北回族居住区，他发现大量的潘泰人(对

移居缅甸的云南回族的称呼) 除了定居在搬弄

外，在相去约 12 英里的南面和东面尚建有“约

八十户人家”的两个小村潘尧和帕昌。村中居

民大多是从大理、保山、顺宁、蒙化等地及滇南

和滇西地区迁移而来的回族移民，斯科特称这

些华人 穆 斯 林“全 都 是 商 人，拥 有 骡 子 和 财

富”［15］。
正是因为有以上移民网络的存在，所以广

西、云南少数民族向海外的移民从来就没有停

止过，即使加以人为的干预，也不能阻断移民的

产生。例如，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出于加

强边境管理和维护国家形象的考虑，中国政府

及广西、云南地方政府针对中越、中老、中缅边

民随意互迁的“混乱”现象采取了一些管理和

限制措施，但因为这种互迁往往具有复杂的历

史、民族、经济等背景，措施执行下来，效果并不

明显。例如，20 世纪 50 年代期间，广西十万大

山的瑶族中有不少山子瑶还在断断续续前往越

南
［16］。

四、结 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中国少数

民族也有着悠久的向海外移民的历史。与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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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3 年 10 月 26 日笔者与 XIANG 先生的访谈录。



第 36 卷 第 7 期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移民相比，中国少数民族由于地理、历史、经济、
社会和宗教等因素，其向海外移民有着一些独

特之处。
在汉族地区，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的小

农经济造成了人们对土地的依赖，加上宗族观

念、乡土观念的影响，安土重迁成为一种传统，

所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一般不愿离开故

土。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则有所不同:一

方面，这里的政权强制执行能力较弱，无论是中

央政权，还是地方民族政权基本上都是如此，在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如此;另一方面，这

里的小农经济还不够发达，人们对土地的依赖

程度很低，人们的宗族观念、乡土观念都不够

强，所以对移民的态度与汉族地区的农民是有

很大的区别的。
就中国少数民族移民而言，广西和云南的

少数民族向海外移民的特点一是国际性移民，

二是集体性移民，三是陆路性移民，四是地缘性

移民。对广西和云南少数民族移民而言，集聚

式移民、发散式移民、强制式移民和自发式移

民是其移民的几个主要方式，而生计性迁移网

络、亲缘性迁移网络、马帮性迁移网络则为其

主要的移民网络模式。相对于汉族移民而言，

居住在国境线上的广西、云南少数民族由于与

邻国的同源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当他们

在中国这一侧生活不如意时，则会投向邻国的

亲友，所以亲缘关系是少数民族移民链中一个

很重要的特征。从移民的历史来看，广西和云

南少数民族向海外移民很早就开始了，期间虽

表现出断断续续的特征，但移民潮流一直延续

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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