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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19世纪 60年代到 20世纪 40年代, 大批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表面上看,政治强制

曾是导致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的突出原因, 但总体来看, 朝鲜和中国东北分别具有的推力和拉力

因素,亦即经济因素所造成的生存压力和需求, 在朝鲜人大量移居中国东北的过程中起着主导性

的作用。此外,铁路的铺设亦恰逢其时地便利了朝鲜人向中国东北地区的流入与散布。本文还尝

试将朝鲜人移民中国东北的原因同近代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现象做一简单的比较, 进而折射其移

民模式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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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两国为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边界相接地区较广,在相当长时期内, 朝鲜人与汉人曾杂居

在两国边界,互相往来。但移民的出现,则是 19世纪后半期之后的现象。特别是同治十年 ( 1871

年 )后, 清政府对内废除了对东北的长期的封禁政策, 对外又与朝鲜签订了 !中国朝鲜商民水陆贸

易章程 ∀、!奉天与朝鲜边民贸易章程 ∀与!吉林朝鲜商民贸易地方章程∀等,便有越来越多的朝鲜人

到中国东北地区垦荒种地,而清朝亦对于迁入到中国东北边疆地区的朝鲜移民实行 #恩威兼施∃的

怀柔与同化政策。20世纪上半叶, 朝鲜移民更是大规模进入中国东北, 并逐渐成为今日朝鲜族的

前身。对于这一现象及其原因,曾有不少学者进行研究
 
,但对于大规模移民出现原因的解释似乎

尚不够全面。本文利用中、日、韩英文的原始资料, 尝试对近代朝鲜人大量移居中国东北的原因再

做探讨。讨论这一问题不仅可以从多角度考察当时东北亚区域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经济状况,也有

助于我们从比较分析的视野思考近代华人大规模移民东南亚的历史进程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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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的过程及主要政治因素

关于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的过程,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 Edw ard Taehan Chang教授将移民过程

分为 5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 1910年以前,这时期移入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约有 26万人,主要

是经济原因;第二阶段是 1910至 1920年,这时期的朝鲜人为了反对日本侵略朝鲜而移居东北, 约

有 40万人, 其中 1919年 #三一 ∃运动后进入中国东北的朝鲜人就达 7万人;第三阶段是 1920至

1930年,进入 1920年代以后,受到日本国内所提供的就业劳动的诱因, 很多朝鲜人拥向日本,而移

居中国东北的人数相对减少,这时期中国东北的朝鲜人口增长率只达到 3% ;第四阶段是 1930至

1940年,这时期朝鲜人移民迅速增长,到二战爆发前夕移居中国东北的朝鲜人多达 100万人以上,

但是这种增长率进入 40年代以后几乎停止;第五阶段是 1940至 1950年。
[ 1]
从以上观点不难得出,

20世纪上半叶,推动朝鲜人向中国东北移民的原因虽有经济方面的, 但更突出的还是与政治条件

密切相关,特别是日本对朝鲜与中国东北的殖民政策促进了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郑信哲教授认

为朝鲜人移居中国的过程可分为 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世纪 60年代至 1910年。 1860年以后

朝鲜半岛北部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穷困潦倒的朝鲜农民冒死越江到中国东北开荒,这时期在中国清

政府的开禁政策的推动下,朝鲜农民大量迁入中国。第二阶段为 1910年 !日韩合并 ∀条约之后至

1931年 # 9. 18∃事变以前。除破产的农民继续移入中国东北外, 1910年朝鲜成为日本殖民地, 1911

年中国辛亥革命的爆发促使朝鲜民族志士移居中国从事抗日救国运动。第三阶段为 1931年 # 9.
18∃事变以后至 1945年二战结束为止。这一时期的特点是, 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制移民,即 #日人治

韩,朝鲜人治中国东北 ∃的思想下强制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 2]
笔者同意以上 3个阶段的移居过程

的分析,不过,笔者认为,第三阶段中除日本政策下的强制移民外, 仍有大量的朝鲜移民为了生存而

自发地移入中国。朝鲜人向中国东北移民的历史, 从 19世纪中期开始,到 20世纪 10年代至 30年

代达到顶峰,如果利用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加以考察,便可以窥见政治之外的诸种原因。

19世纪 80年代, 英国统计学家莱文斯坦 ( E. G. R avenste in)首次系统地提出了有关人口迁移

的 #推–拉∃理论,认为人口的迁移并非完全盲目无序流动, 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 一是居住地存在

着推动人口迁移的力量;二是迁入地存在吸引人口迁移的力量,即决定人口迁移行为的因素是原住

地的推力与迁入地的拉力。移出地的推力因素,一般是指迁移者对目前居住地的各种不满意因素,

如自然灾害、社会动乱、战争等。这些不利因素迫使人们离家出走, 形成对人口和劳动力的外向推

力。 移入地的拉力因素,是指移入地各种可能满足迁移者某种意愿并最终导致其定居的因素,如

较高的经济收入、较多的就业机会、优越的居住条件、更好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环境等等,产生对人口

和劳动力的吸引力。近代朝鲜移民进入中国东北, 除政治上的强制原因外, 同样亦有所谓 #推–拉

力 ∃方面的因素, 如生存环境、移民政策等,另外亦与交通手段的更新有关。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二、移出地的推力因素

从移出地的情况来看,移民的主要原因有自然灾害、政治迫害、经济不安定以及在日本帝国主

义统治下兴起的抗日独立运动等。 19世纪 60年代,朝鲜北部连年发生了水灾、旱灾与虫灾等自然

灾害。咸丰十年 ( 1860年 ) 8月,朝鲜西北地区发生水灾,富宁等 10个邑均受其害, 1 225户民家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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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ÈÈ . 该观点见于莱文斯坦在 1889年发表的题为!人口迁移规律∀ ( The Laws ofM ig ration)的著名论文, 转引自葛

剑雄: !中国移民史∀第 1卷,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 26页。



没。茂山、钟城等邑受灾尤重, 作物严重歉收。同治八年 ( 1869年 ) ,咸镜北道六镇遭受水灾,田地

几乎颗粒无收,农民们只能以草根树皮充饥, 造成饿殍遍地、哀鸿遍野的惨象。
[ 3]
于是朝鲜贫民置

李朝政府的锁国政策于不顾,不断地集体渡江来到我国东北地区定居。清朝方面的史料也记载:

同治九年,朝鲜大雨雹,国内饥荒,饿莩载道,韩民遂不惜冒犯重禁, 渡江越境, 卖妻鬻子,乞食

求生。
[ 4 ]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实行公开掠夺政策。朝鲜统监府继续实行朝鲜农村中现有的半农奴

制生产关系,并扶植地主剥削农民,掠夺其土地。1910年 8月 23日,即日本吞并朝鲜的第二天, 朝

鲜总督府颁布实施!土地调查法 ∀,开始对朝鲜各地的土地进行所谓的调查。 土地调查的结果,使

许多朝鲜农民丧失土地,特别是原有土地所有权的自耕农或佃农兼自耕农走向没落, 沦为佃农。根

据日本总督府的材料,从 1915年到 1919年, 朝鲜农村中 3类主要的土地所有者的数量出现了如下

变化。

表 1 � 朝鲜农家户数的变化表 [ 5]

年次

农家户数 (户 )

地主 自耕农 半佃农 佃农 总计

1915 39 045 570 380 1 073 838 945 398 2 628 661

1919 90 376 525 830 1 045 606 1 003 003 2 664 815

� � 这些数字表明,地主的户数增加了 1倍,而大批农民则丧失了土地。地主和佃农数字的增加表

明自耕农和半佃农的减少,出租土地面积也相应地增大了。这些土地主要是集中在地主手里。例

如,在从 1910年到 1920年期间,出租土地的面积增加了 42%。同时,朝鲜农村中也发生农业经济

的分散化。例如, 1910年平均每户耕地面积是 1. 63町步 ( 1町步约等于 15亩 ), 而 1920年已经缩

小到 1. 42町步了。
[ 6]

朝鲜地主户数增加的另一面就是地主的地产被割碎,取而代之的是日本人成为朝鲜的大地主,

朝鲜总督府成为朝鲜最大的土地所有者。
[ 7]
日本政府又扶植日本企业家展开广泛的土地投机活

动,即利用朝鲜农民的穷困,用低价收买他们的土地,然后以更高的价格转让,或者以很高的租额佃

给破产的农民。因此,朝鲜农民的处境每况愈下,不得不另寻出路。

实际上,关于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的原因, 20世纪 30年代初, 日本拓务省曾派员对东北的朝

鲜人进行过调查,如表 2。

从以上 201人的回答中有 30人 (占 14. 9% )认为因本国经济困难不得不向中国东北移民。 33

人 ( 16. 4% )因为贫困; 72人 ( 35. 8% )因为生活困难所以移居中国东北。从统计来看, 朝鲜人向中

国东北移民的最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占 67. 1% ,而政治原因只占 7%。
[ 8]
其实,日韩合并后,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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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ÈÈ . !土地调查令∀的实施时间为 1910年至 1918年底,以确立近代土地所有制为由,实施土地所有权以及土地

价格、地形及地目 (土地种类的名称 )的调查。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私有权被视而不见,租地权等耕农所拥有的部

分所有权被无偿地排挤于土地所有权之外。官田、屯田、牧场等均变为总督府所有的土地,农民土地也被编入总督

府的所有地内。只有村落或氏族的共有地, 才由于实力人士的申报成为私有地。参照 [韩 ]姜万吉: !韩国现代
史∀,陈文寿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年版, 第 106- 107页。



独立运动的朝鲜人也进入中国东北进行抗日运动。尤其是 1919年,朝鲜国内爆发三一运动后, 朝

鲜反日民族独立运动达到高潮,但随即遭到朝鲜总督府残酷的镇压与迫害, 造成了朝鲜半岛大批破

产农民和反日志士与难民纷纷迁徙流入中国东北地区。据不完全统计, 自 1910年到 1920年迁入

鸭绿江以北的朝鲜人口有 98 657人。
[ 9]

表 2� 移居东北的朝鲜人的动机及理由一览表 [ 5]

原因及理由 绝对数 (人 ) 相对数 (% )

因本国经济困难所导致的困难 30 14. 9

为家里挣钱 33 16. 4

生活困难 72 35. 8

衣食困难 2 1. 0

在本国的事业失败 24 12. 0

旅游的结果 2 1. 0

本国的政治理由 7 3. 4

为了农业经营 18 9. 0

为了中国东北的金矿 11 5. 5

为了事业的成功 1 0. 5

跟随亲戚 1 0. 5

总 计 201 100. 0

� 资料来源: 根据日本拓务大臣官房文书课编!满洲与朝鲜人∀ ( 1933年 )中的内容编制。

三、移入地的拉力因素

中国东北土地之广大、人口之稀少、物产之丰富,早已是举世闻名的事实。日本人称它为东亚

的宝库,欧美人则称它为亚洲的新大陆。
[ 10 ]
从战略防御角度来看,清政府方面 #因俄人有与朝鲜陆

路通商之议 ∃,为了加强边防, #安抚韩民,不使生心外向 ∃,于光绪十一年 ( 1885年 )在珲春设置越

垦局, 并划图们江以北长约七百里、宽约四五十里的地方为收纳朝鲜移民的 #专垦之区 ∃。[ 11]
并且对

于迁入中国东北边疆地区的朝鲜人实行了 #恩威兼施 ∃的怀柔与同化政策, 并没有对越垦朝鲜人驱

逐或刷还。倘若清政府将其全部驱逐出境,就会使已经开垦出来的良田废为荒地, 方兴未艾的 #移

民实边政策 ∃也将随之半途而废。如果朝鲜政府将其悉数刷还,亦无法安插并予以生活上的保障。

正如朝鲜政府勘界使李重夏所称:

� � 越垦流民众多,欲一一刷还,则无寸土可以安插。欲收入于上国版图,则恐强邻援以为例。

若一听吉林之驱逐,则其民必尽入俄地,所以屡年招抚, 无计可安。
[ 12]

基于上述原因,中朝两国对越界朝鲜垦民采取放任的态度, 并致力于 #安抚 ∃工作,以 #慰流氓

归附之心∃。[ 13]
这也为朝鲜人移居东北提供了主观上的便利条件。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清朝政策对兴京以东,伊通州以南,图们江以北之地, 实行封禁。因此, 这

些地区留有大量的未垦之可耕地。虽然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积极推行移民实边和招垦政策,从山

东、河南、河北等地招来大量移民,而东北地域广阔,仍有大量的未开垦之可耕地。到 1929年,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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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耕地面积占可耕地面积的 30% ;吉林占 55% ;黑龙江占 70%。
[ 14]
而且, 汉人移民大多从事旱田

耕作或涌入城市,他们并不善于水稻的耕种,而朝鲜移民具有丰富的水稻耕种经验,因此, 东北的水

稻生产仍由大量的朝鲜移民来从事。

在土地所有权方面,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对归化入籍的朝鲜人垦民予以土地所有权,因此,对于

失去土地的朝鲜农民来说是极大的诱惑。而且,不善于种植水稻的汉人地主积极雇用朝鲜人农民

从事水田生产,当时有人曾讲:

� � 汉人地主要利用韩农善于种水稻的能力 (中国移住东北的农人, 大部分是不惯于种植水

稻的山东、河北人 ) ,一面因为日本不惜千方百计地给移居东北的韩农以绝大的援助,所以结

果还是东北所有的水田经营,已有十分之七八据在韩农手里。
[ 15]

不堪贫穷与日帝统治的朝鲜人千辛万苦移居中国东北, 仅仅是 1920年, 移入中国东北的朝鲜

人就多达 75 000人, 散居在中国东北各地的朝鲜人达 50万人。
[ 16]
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通常选择在

冬季, 其理由与作物生长期有关,夏至秋季可以朝耕夕归,在本国内勉强维持生计,到晚秋时节将变

卖他们所有财产,作为路费经铁道或坐汽船到达中国东北,他们到达中国东北时,十之八九是空手。

严冬时节,他们寄宿在较早进入中国东北的老乡家里。作为代价,次年要在其农场里免费干活; 或

者与地主签下契约,从汉人地主那里获得食品与住所。此种类型, 通常是朝鲜人地主或汉人地主向

韩国移民贷出土地,韩国移民成为佃农。朝鲜人佃农因经济上的受制, 对地主唯命是从。

四、铁路与移民

图 1� 中朝边境的韩人进入中国之路线图

除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外,交通手段的不断改进,尤其是铁路的修建, 为更多的朝鲜人移居

东北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管理学大师德鲁克 ( Peter Drucker)指出, 蒸汽机的发明和铁路的建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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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中的一个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因素, 它不仅创造了新的经济模式, 而且, #人类在历史上第

一次真正具有了流动性。普通人的生存空间也得到扩展 ∃。[ 17]

在中朝之间未开通铁路之前,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只限于两国边界地区。平安北道的朝鲜人

徒步经过宁边、云山、楚山,进入对岸外岔沟,抵达中国新兵堡东西甸子和通化等地;还可以从新义

州出发,从沿江边的老兔滩进入对岸的大荒沟, 再进入内陆地区; 还有最近的一条路, 是经过安东

(现为丹东市 )进入中国怀仁 (现为桓仁县 )等地区。咸镜南道的朝鲜人则经过长津、新加乙博镇等

地,到达厚州古邑茂昌里、富山洞梨坪里, 再从这里迁入到对岸附近及北方汤河地区。咸镜北道的

朝鲜人从钟城、会宁、茂山等地越过图们江进入延吉、龙井、安图等地 (参看图 1)。
[ 18]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从北到南,朝鲜移民进入到与原居住地相对应的中国地区: 钟城 � � � 局子

街 (现为延吉市 ); 会宁 � � � 三道沟; 茂山 � � � 安图; 惠山 � � � 长白; 厚昌 � � � 临江 � � � 抚松; 慈

城 � � � 通化;江界 � � � 辑安;碧潼 � � � 宽甸。而到 20世纪初, 铁路的铺设推动了朝鲜移民进入东北

内陆的进程。

图 2 � 中朝铁路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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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ÈÈ . 该图是笔者依据!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研究 � � � 兼论日本帝国主义实施的移民侵略∀ (王胜今,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 )第 153页图 7- 4修改制成。王图则引自!铁道网的形成与现代史 ∀ ( [日 ]井上勇一,中

公新书, 1990年 )第 157页。



安东–奉天铁路是日俄战争中日本擅自修建的临时军用轻便铁路,它既未经清政府的允许,也

不是战后由俄国手中继承的转让权益,日俄战争结束后本应该立即拆除, 但是日本并未拆除,反而

强制改长,至 1911年 11月 1日安奉全线开通,线路总长 261. 68公里。该路有大小桥梁 205座,最

长的太子河铁桥长 544公尺。铁路占地 2 058. 6公顷。满铁在改筑安奉路的同时, 强迫清政府签

订在鸭绿江架设铁桥的协定。在鸭绿江建造了铁桥, 使安–奉铁路与朝鲜京城–义州铁路接

轨
[ 19]

,朝鲜人便可以直接从朝鲜乘车进入奉天。 1906年在东京成立的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

中国东北着手其经营方针,即经营铁路、开发煤矿、移民、兴办畜牧农业设备。完成了经朝鲜咸镜北

道的会宁至东北吉林的铁路的铺设与连接,使朝鲜内地的朝鲜人经会宁–吉林、汉城–安东路线进

入东北。东北内陆地区的铁路也相继完成。至 1931年前,东北地区还先后修筑了新奉 (新民–奉

天 )、奉海 (奉天–海龙 )、吉敦 (吉林–敦化 )、吉海 (吉林–海龙 )等铁路线路, 累计长达 6 000余里

(参考图 2)。
[ 20]

进入到中国境内的朝鲜人通过铁路不断地向东北内陆地区分散。例如, 据日本拓务大臣官房

文书课的调查, 1930年 1月至 8月,仅 7个月通过东支铁道 (旅顺站到吉林宽城子站 )东部线的朝

鲜人户数为 1 261户, 人口达 6 124人 (参看表 3)。
[ 21]

表 3� 通过东支铁道东部线的朝鲜人移住者统计表 ( 1930年 1� 8月 )

目的地 户口数 (户 ) 男 (人 ) 女 (人 ) 总计 (人 )

哈尔滨 386 837 818 1 655

三姓 5 16 20 36

宁古塔 100 320 345 565

双城堡 4 5 1 6

蔡农沟 4 11 9 20

三岔河 2 3 3 6

陶赖昭 21 49 38 87

阿西河 12 21 11 32

二层甸子 30 102 68 170

小林子 16 43 30 73

帽儿山 50 207 105 312

密蜂站 15 42 24 66

二道河子 65 230 115 345

小舟站 50 80 40 120

鸟吉密 30 75 45 120

鸟吉密河 75 260 130 390

一面坡 52 116 134 250

朱子营 22 43 26 69

韦沙河 26 16 14 30

亚库尼 20 48 30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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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 户口数 (户 ) 男 (人 ) 女 (人 ) 总计 (人 )

石头河子 15 15 28 103

横头河子 7 17 23 40

山石 58 175 102 277

默林 53 201 152 353

磨刀石 - 130 70 200

牧丹河 3 7 6 13

七河 35 96 32 128

穆棱 12 30 30 60

马桥河 28 62 48 110

小绥芬河 50 140 102 242

八道河子 14 45 42 87

绥纷河 21 44 37 81

总 计 1 261 3 546 2 578 6 124

� � 资料来源:该表是笔者根据日本拓务大臣官房文书课: !满洲与朝鲜人∀ (拓务调查资料第三编 )

( 1933年 )的内容编制。

五、与华人移民东南亚的比较

本文的个案还可以被置于比较分析的架构下加以思考。我们知道, 1840年至 1940年间,中国

人 (尤其是闽粤 )大规模移民东南亚, 已有许多相关的深入研究。如果将同一历史时期的华人移民

东南亚与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的原因做一初步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异同, 并进而折射出

区域关系和移民网络的不同模式。

表 4� 南洋迁民离国的主因 [23]

类别 家数 百分数

1 经济压迫 633 69. 95

2 南洋的关系 176 19. 45

3 天灾 31 3. 43

4 企图事业的发展 26 2. 87

5 行为不检 17 1. 88

6 地面的不靖 7 0. 77

7 家庭不睦 7 0. 77

8 其他 8 0. 88

总计 905 100. 00

首先,从推力来讲,闽粤人移居东南亚的主要原因也是经济因素所致。据陈达 20世纪 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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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查,表明因生计困难而侨居海外的,占华侨总人数的 70%, 因南洋有亲戚而去投身的占华侨总

人数的 20% ; 因天灾而去的占华侨总人数的 3% , 因其他原因而去者占华侨总人数的 7% (见表

4)。
[ 22]

庄国土教授指出,鸦片战争后闽粤两省沿海地区人多地少,是造成移民海外的最根本原因。加

上这时期闽粤两省小农经济大量破产,和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开发激起的劳动力需求刺激下,形成了

中国海外移民的最高潮。
[ 24]
这与朝鲜人移民中国东北有颇多相似之处。不过, 由于闽粤社会具有

强大的地缘和血缘的凝聚力以及华人移民东南亚的悠久历史,家庭和社会网络的因素成为华人移

民东南亚的第二位原因 (占 20% ), 这与朝鲜人移民中家庭因素只占 0. 5%形成鲜明的对比。正因

为如此,如同孔飞力教授所指出的, 华人移民输出地与输入地社会之间存在着有机的 #走廊∃� � �
#这条走廊是一个文化的空间, 双向地传输着人员、金钱和信息∃。[ 25]

其次,从移入地的拉力角度看,华人移民东南亚的主要背景是西方殖民者在当地开矿设厂和商

业的扩展,从而导致对劳工和商人的大量需求。而殖民政府的政策通常不允许华人移民拥有或耕

种土地,这也进一步导致华侨社会中的以华工和华商为主的社会模式。正如王赓武教授指出: #华

人到东南亚殖民地是为寻求财富, &经商和开店是唯一开放给他们的财富之源。所以从广义上说,

海外华人社会只分为两种人 � � � 商人和热切成为商人的人 ∋ ∃。[ 26]
与东南亚华侨华人不同的是, 东

北的朝鲜人大多数为农民,而且绝大多数为贫民。 1920年,越过图们江和新兴坪进入到图们江北

岸地区的朝鲜垦民有 3 048户, 他们手中的资金全部加起来是 386 356日元
[ 27 ]

,平均每户只有 126

日元,相当于米 3- 4石而已。
[ 28]
他们除擅长种水稻外, 并不具备任何技术, 因此也只能从事农业生

产。自清朝末期对东北开禁以来,朝鲜人便在东北试种水稻,并不断发展水稻的生产。李勋求于

1930年对奉天省的 201户朝鲜人的职业进行过调查,发现 173户从事农业生产, 19户从事商业, 4

户从事工业, 1户为制粉业, 有 4户没有回答。
[ 29]
也就是说从事农业生产的朝鲜人占 86% ;从事商

业的朝鲜人占 9. 5% ;其他占 4. 5%。杨昭全教授也指出, 9. 18事变以前,东北的朝鲜农民人口占

移民总人口的 90% ; 9. 18事变后,其农业人口比例也仍在 60- 80%左右。
[ 30]

最后,从移民模式来看,除了部分大陆东南亚国家外,近代华侨移民南洋主要是靠海路,而朝鲜

人主要是通过边境地区进入中国东北。华商网络也主要是通过东南亚的港口为聚散地, 进而同祖

籍地 (国 )以及内陆东南亚建立社会与经济联系的模式, 从而构成了滨下武志教授所强调的海洋亚

洲的主体部分。滨下教授指出,在海洋亚洲体系中陆地是海洋的一部分, 海洋也是陆地的一部分。

海洋是陆地通向外界的道路,是陆地和外界相互交流的基础, 它是一张流动的网络,而不是一种屏

障。
[ 31]
东南亚华侨华人则利用海洋世界所包含的沿海地区、跨海之间,以及诸如连接中国南海与东

海的海洋链之间的贸易散居开来。随着这些贸易的往来便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区域
[ 32]

, 东

南亚华侨华人也遍布到整个东南亚地区。这与朝鲜人通过铁路交通、受政治因素制约、以陆地移动

和土地耕种的移民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东北的朝鲜移民聚居在汉人并未进入的偏远地区,尤以

延吉、和龙、汪清、珲春 4县为最明显。光绪八年 ( 1882年 ), 清政府将该地区划为朝鲜人的 #专垦

区 ∃之后, 朝鲜人利用两国边界相临之便利源源不断地移居,并成为当地的主要民族。1930年, 东

北的朝鲜人口为 607 119人, 其中该地区朝鲜人口为 395 874人, 占全东北朝鲜人口的 65%以

上。
[ 33]
另外,朝鲜移民还分布在铁路沿线和有河流之平原地区, 并形成聚居村落,以便共同协力从

事农业生产。

结 � 语

综上所述,自 19世纪 60年代到 20世纪 40年代, 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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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其中尤以 20世纪上半叶最具规模。表面上看,政治强制曾是导致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的突

出原因,但总体来看, 朝鲜和中国东北分别具有的推力和拉力因素, 亦即经济因素造成的生存压力

和需求,在朝鲜人大量移居中国东北的过程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另外,铁路的铺设亦恰逢其时地

便利了朝鲜人向中国东北地区的流入与散布。因此也可以说,近代朝鲜人大量移居中国东北,是多

种因素促成的结果。这些因素中既呈现出近代东北亚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 亦反映出这一区域间

特殊的经济社会状况。

朝鲜人移民中国东北的历史与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既有内在动力, 又有外部作用,并通过

铁路的中介而迅速发展。本文所讨论的比较视野仅是初步的尝试。笔者认为, 这种横向的跨民族

移民比较研究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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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Reasons ofKorean Imm igrants to Northeast China duringM odern Era:

In Comparison w ith ChineseM igrants to South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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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artm ent o fH 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 ity, Guang zhou 510275, Guangdong)

Abstrac t: Large numbers o fKo rean imm ig rants began to settle in Northeast China from 1860s to 1940s. Seem ingly,

po litica l turm o ilw as the prom inent cause o f the m ig ra tion phenomenon. H ow ever, this paper focuses respectively on the

push�and�pu ll facto rs in Korea and China, a im ing to analyze from a com prehensive perspective the driv ing fo rces beh ind the

Ko rean m igration. Econom ic facto rw hich der ived from the pressure and dem and for surv iva l w as the m ajor reason of the

m assivem ig ra tion. Bes ides, the time ly construction o f ra ilway netwo rk acce lerated the influx and d issem ina tion of Ko rean

imm igrants w ithin northeast reg ion o f Ch ina. The causa tions o f the Korean m ig ration to Northeast China are d iscussed in

compar ison w ith the Chinese d iasporam ov ing to Southeast A sia dur ing them odern era, in an in itia l attem pt to re 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 igration pa 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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