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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 要 2秘鲁是近代南美第一个大量引入 日本移 民的 国家
,

也是当今世界第三大拥 有 日裔人 口 的 国家
,

对其早期移 民的

探究有助于 了解当今秘鲁 日裔群体
,

也有助 于理解 日秘关 系的发展
"

本文即主要主要从移 民背景
!

移民阶段
!

移 民的发展状

况等方面展开
,

对这段历 史加以 概括性论述
"

1关键词 8二战前 ; 日本人 ; 秘鲁 ; 移 民

在影响日本与秘鲁外交关系的诸多因素中
,

日裔因素占十分

重要的地位
"

截至 20 12 年底 秘鲁的日裔规模已至 9万 ,n[]这些人

基本由二战前的日本移民及其后代构成
"

鉴于战后移民数量微乎

其微 本文把论述的范围限定在二战以前 主要从移民背景
!

移民

阶段
!

移民的发展状况等方面加以展开
"

一
!

移民的背景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
,

由于政府长期采取鼓励性生育政策和

医疗卫生状况的改善
,

人口讯速脆;胀
,

引起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压

力
"

另一方面 工业化进程中中下阶层尤其是农民承受的负担过于

沉重 失业和贫困问题严重 国内矛盾尖锐
"

为应对危机
,

日本政府

大力提倡海外移民
" 团早先的目的地多为夏威夷和北美 到 20 世

纪初这些地区加强 了对日本移民的限制
"

在这种背景下
,

日本把

更多目光投向了南美
"

关于日本人到达秘鲁的记录至少可追塑到 16 世纪末团 不过
,

直到 189 9年以前 旧本人在秘鲁的停留是零星
!

短暂和偶然的
"

十

九世纪 6 0
!

70年代 扩
-

卡亚尔蒂号
, .

事件和
/

玛丽亚
#

露丝号
, .

事件的

相继发生促使日秘两国政府首次接触并于 18 73 年建交
"

然而这种

在意外事件推动下的建交具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
,

此后的二十年

时间里 两国之间几乎没有实质性往来
"

一方面 旧本刚刚打开国

7] 无力顾及相隔遥远的南美 另一方面 秘鲁则忙于销石战争和在

内乱中自顾不暇
"

直到 90 年代后期 德彼罗拉的重新上台使秘鲁

迎来了难得的稳定政局
,

沿海种植园经济的发展使对国际劳动力

的需求重新突显 在苦力贸易被废止的情况下 秘鲁找上了 日本
"

189 8年 涪日分秘鲁的种植园主打听到日本森冈移民公司职员

正在巴西推广移民
,

于是立即邀请其到秘鲁洽谈
"

秘鲁的主动令

日本政府颇感意外 因为此前的移民计划并不包括秘鲁 但是两国

不久就移民事宜达成了一致
"

秘鲁总统特别颁布法令允许日本人

以契约劳工的形式入境
"

二
!

移民主要的阶段

早期日本人的移民以 19 23 年为限可分为前后 2个阶段
"

前

者为契约移民阶段 后者为邀请移民阶段
"

(一 )契约移 民阶段

189 9 年 4 月 第一批 日本人 7 90 名抵达卡亚俄港 拉开了大

规模移民秘鲁的序幕
"

这一阶段移民的绝大多数作为契约劳工进

入秘鲁沿海各地种植园从事农耕
"

这些移民由日本政府支持的私

人移民公司招募和运送 费用由种植园方支付
"

移民主要来自本土

西南偏僻的农村和冲绳地区的青壮年 到 19 23 年为止 洪有超过

18 000名日本人以这种方式进入秘鲁 其中包括 2 0 00 余名女性和

儿童
" 四

(二 )邀请移 民阶段

从移民一开始 周绕劳工待遇的谈判从没有中断过 契约条款

的不断变更反应了这一现象
"

到 20 世纪 20 年代 移民公司和种植

园方面都发现维系这一制度的成本越来越大
,

农场主们倾向于雇

佣更多的本地劳力
"

19 23 年 秘鲁废除了契约移民制度 但这并不

意味着日本人移民的终结
"

相反
,

自 19 22 年开始
,

日秘两国实现了

直接通航 大大便利了人员往来
"

国际上 美国 19 24 年移民法案对

日本人关闭了移 民通道
"

这些因素促使更多人到南美去
"

据日本拓

务省的统计
,

192 4
一

19 30 期间 洪有约 8 0 00 人抵达秘鲁阎 "

这一阶

段移民的典型特征是从国内投奔已在秘鲁的亲友
,

由亲友作担保

并作邀请移民的申请 放而又被称为
/

邀请
, .

移民
"

30年代以后
,

由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和秘鲁对日本移民

的不断限制 秘鲁的日本人数量渐渐趋于稳定
"

到 194 0年 秘鲁全

国人口普查显示有 17 59 8名日本人居住在其境内
,

此外还有 8 7 90

名二代日裔
" 问

三
!

移民在秘鲁的情况

(一 )经济方面

日本人只所以愿意背并离乡到秘鲁这个遥远的国度
,

就是希

望赚到足够的钱然后返乡
,

然而农场主的肆意违约和百般压榨使

这一愿望变得遥不可及
,

恶劣的生活环境更夺走了不少人的性命
,

在早期艰苦的日子里 许多日裔逃出种植园另谋出路
"

在前 2批的

契约劳工 1刀 1人中
,

有 3 03 人死亡 ,42 5人在失望中归国或二次

移民 留下来的人只有不到 60%
" 日

契约期满后 除少数日裔租种土地继续务农外 大部分人摆起

了摊铺 退出农业
,

向商业和服务业的转向
"

19 07 年时利马市内已

经有日裔商贩 3 00 余人 并已经在个别行业如理发业崭露头角
"

[8]

此后十余年间 越来越多的日裔倾向于移居到利马
!

卡亚俄等少数

发达城市及周边地区 显然那里有更多的机遇
"

除理发店外 旧本

人经营的小餐馆
!

钟表修理
!

咖啡
!

茶饮店等不断增多 逐渐取代了

这一领域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支配地位
"

有意思的是 早期利马市

民对日本人的有限印象使他们一度成为
/

水管工
0

的代称
"

19 27 领

事馆的调查显示
,

利马的日本人从事的职业种类已达到 36 种 在

3 34 5 个商业店铺中日本人占了 7肠 个
,

超过任何其他外国人群

体
" 阴在小商品市场 旧本人从业人数最多

"

他们经营的杂货店 定

位于中下消费阶层 价格低廉 多为穷困的印地安人所光顾
"

日本

人的勤俭
!

精明和对行情的敏锐把握使其迅速积攒起不少资金 经

济上站稳脚跟后 很多人联系日本国内的亲友到秘鲁来帮忙 进一

步扩大经营规模
"

到 30年代左右
,

日本人的经济达到了巅峰阶段
,

当时大街小港充斥的日本杂货店和摊铺尤为引人注目
"

其中 少数

富裕商人开始投资设厂 主要分布在粮棉加工
!

服装
!

汽车配件等

轻工行业
"

农业方面 由于精耕细作 旧本人往往能获得较高的单

位面积产量
,

很多地主愿意把土地租种给他们
"

积累了一定资金

后
,

日本人也开始购买土地
"

以日本人数较多的香卡河谷为例 3 0

年代一项调查表明 在河谷 12 家大型农场的 8 27 名佃户中 旧本人

占了一半
"

加上已经购买的地产 据估计有 80 %的土地处于日本人

的耕种下
" 口

嵘花是秘鲁的重要经济作物 大量日本农民集中到这
一种植领域 厂些机构推测日本人一度生产了全国产量的 15%

"

总之 旧本人在经历了早期十余年的艰苦期后 除部分继续务

农外 大部分从乡村聚居到城市 从农业转移到商业和服务业领域
"

多数日本人充分发挥中间商的角色 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

(二 )社区方面

初至秘鲁
,

文化的显著差异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使移 民的日子

格外艰难
,

秘鲁政府所宣传的对日本移民的优惠和补助政策从未



落实 加上高度重视血缘纯洁性的传统文化影响 旧本人习惯于聚

居在一起 相互扶持
"

劳工离开种植园后 最初三三两两地住在种

植园周边或村镇上
,

移民数量渐渐增多使这些聚居点成为早期的

日裔社区
"

随着日本人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 聚居点也不断往城市

集中
"

到 1921 年 不日马省已聚居了 7 7 00 余名日本人 约占当时秘

鲁日裔总数的 70 %
" 口月此后这一 比例基本稳定

"

日裔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 旧裔社区也在不断壮大
"

在高度集

中的聚居点 旧本人组建了大大小小的社团
"

从各种商业性组织
!

生活管理组织到以地域划分的县人会
,

最鼎盛时数量过千
"

191 8

年 在领事馆的支持下
,

中央日本人会在利马 此后在各社团中居

于领导和协调地位
"

中央日本人会与领事馆保持紧密的联系 其权

力极大
"

在社团的组织的推动下 旧本人建立了自己的信货机构 并开

力旧 文报纸 创办服务移民子女的社区学校
"

在这些学校中
,

日语

和日本文化的教学占了很大比重
,

对故土念念不忘的很多家长甚

至把孩子送回日本接受教育
"

(三 )秘鲁的排 日

二战前的日本移民与当地社会关系的突出特点是双方的矛盾

和冲突
"

这种矛盾主要通过排日运动体现出来
"

在早期契约移民阶段 主要摩擦发生在种植园内 矛盾的焦点

多关于薪金和待遇问题 这种双方之间的负面情绪影响是有限的
,

社会上零星的排日运动也缺乏响应
"

随着日本移民数量的增多 排

日情绪在更大的范围内表现出来
"

尤其是 2 0年代后
,

民间的排日

思想愈发活跃 3 0年代其影响已遍布全国各阶层
,

并在政府层面

占据主流
"

民间的排日活动主要表现为各行业各领土或呼吁对日本人的排

斥
!

排日游行
!

与日本人的群体性冲突
!

针对日本人的抢劫等形式
"

媒体最为积极 多家报刊长年进行反日宣传
"

官方的排日体现在针

对日本人的 193 2年 80%法案
!

193 6年移民限制法案
,

以及不断增

加的针对日本人的各项繁琐的管理规定等
"

旧珍珠港事件爆发后
,

排日运动达到高潮 秘鲁政府还强行将超过 17 00 名日本人驱逐到

美国看押
"

在 2 0世纪上半页
,

拉美不少国家对日本人都存在排日现象
,

然而很少有国家像秘鲁这样激烈 与其他国家相比 秘鲁的排日除

了种族偏见
!

经济上的嫉恨和移民融入性低等共通原因之外 笔者

认为有不少独特因素
"

首先 秘鲁的日本人聚居在利马
!

卡亚俄等

少数发达省份 这些地区作为秘鲁的商业和文化中心 很容易成为

公共关注的焦点 而小商贩和流动摊铺也由于整天抛头露面 暴露

在公众的视野下
"

其次 到 30 年代 旧本人已经成为当时秘鲁最大

的外国人群体
,

当然成为日益抬头的民族主义者的首要攻击目标
"

第三 3 0年代以后秘鲁陷入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
,

贫困化刺激更

多的人把日本人作为替罪羊
"

第四
,

日本人在秘鲁政界缺乏影响

力 成为利益调整的牺牲品在所难免
"

四
!

结语

二战前日本人向秘鲁移民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
,

他们在秘鲁

的存在和发展推动了早期日秘两国的交往
,

经过 D4 余年奋斗 旧

本人在经济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功 并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日裔社区
"

然而
,

多种因素造就的秘鲁的排 日运动给双方关系带来长期负面

影响 始时至今日秘鲁 日裔的尴尬处境埋下了历史的种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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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4 页 ) 密共参国政
, .

刚 07 的局面
"

唐武宗在位时期宦官势

力得到有效抑制
"

他曾夜诏学士韦琼 冷其草制授崔铱为相
"

此事
/

宰相
!

枢密旨不之知
"

时枢密使刘行深
!

杨钦义旨愿惠 不敢预事
,

老宦者尤之曰 :
-

此由刘
!

杨
-

}需怯 堕败旧风故也
0

.

四溉
" /

旧风
, .

即指

枢密使参与任命宰相的惯例
,

由此可见
,

有关除授大臣的决策过

程 才区密使例得预闻
"

枢密使还常常插手皇帝的废立
"

唐后期 皇帝大多为宦官所拥

立 其中自穆宗至昭宗凡八帝 扩
-

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
, .

哪刀
"

除唐敬

宗以太子身份继位之外 其余穆
!

文
!

武
!

宣
!

魏
!

嘻
!

昭七帝
,

旨为宦

官所拥立
"

2
.

宦官担任大量使职

此外
,

唐代宦官还通过担任大量的使职而攫取了多方面的权

力 由宦官把持的内诸司使是宦官干政的重要途径
"

唐代中叶以后
,

使职差遣制度逐渐发展起来 而且往往演化成固定的官职
"

宦官之

所以能够越来越多地干预朝政
,

以致与南衙宰相抗衡 与内诸司使

是分不开的
"

唐中叶以后 内诸司使多以宦官为之
"

内诸司使系统是

宦官北衙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启结构庞大 内部组织分部细

密 唐长孺先生在其 5唐代的的内诸司使及其演变 6一文中为我们

清楚的勾勒出了这个庞大的内诸司使系统阴 252 改 在此就不熬述
"

2 6

三
!

结语

唐代的宦官势力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及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

唐玄宗是唐代历史上第一位重用宦官的君主
,

他对宦官势力的形

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雇官干政现象出现于唐玄宗时期
"

安史

之乱给唐代社会方方面面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

政治秩序发生了严

重的紊乱
"

其中最深刻的变化就在于 安史之乱对君臣关系造成了

极大的冲击 君主更加不信任朝臣 君臣关系日益紧张
"

安史之乱

期间 雇官被君主扶植起来 他们受到君主的重用 被授予禁军
!

监

军
!

枢密等职 在权力结构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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