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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亚洲移民的经纬

部 梁

移民或人 口迁移并不是世界历史上的新奇现象
。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
,

民族

迁 徙 或 人 口迁移无论是在同一个国家内部
,

或是在国与国之间
,

都是屡见不鲜的
。

十

五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后 ,
随着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

,

官出现过几 次 跨 越 国

界
、

洲界的移民浪潮
。

特别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以后
,

随着 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

过渡
,

帝国主义时期的到来
,

更出现 了空前规模的国际移民浪潮
。

但是
,

对 于十九世纪

后半期至二 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际移民问题的研究
,

长期以来存在两个偏向
。

一是在传

统上从来比较注重欧洲移民问题的研究
,

而对于与欧洲移民规模不相上下的亚洲移民则

缺 乏研究
,

有的研究甚至连亚洲移民的事实也没有注意到
,

·

似乎一谈到移民就是指欧

洲移民迁移到新大陆
,

反映了
“

欧洲中心论
”的影响之深

。

另一种偏向是忽视了在世界移

民史的总体范围中去考察研究国别或地区移民
,

往往把移民史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海

外延伸内容去研究
,

只偏重
一

从移民国的 内部 因素去探讨移民诸问题
,

结果也同样限制

了对一个国家移民问题本质的认识
。

例如有学者在谈到中国近 代 移 民 高 潮 时 认 为 ,

,’ 年之后华人的大量移民
,

无论如何
,

并非 由于英人和其它欧洲人独特的活动 更

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画经济本身的崩溃
。 ‘ ” 显然

,

这种看法过份强调 了中国社会内部

的因素
,

忽视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
、

尤其是帝国王义的侵略扩张对近代中国移民所发生

的决定性作用
,

值得商榷
。

本文试以亚洲主要的移民国家印度
、

中国以及 日本为例
,

探

讨亚洲移民在近代世界移民史上的地位
,

以及亚洲移民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和帝国主义

侵略扩张的关系
。

一
、

印度移民

印度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
,

有悠久的对外交流的历史
,

因此印度人出国的历史亦可

以追溯到印度古代历史
,

但作为资本主义劳动力移民
,

则开始于十 九 世 纪 二
、

三十年

代
,

到十九世纪后半期以后 ,

特别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
,

印度移民达到 了 高 潮 阶

段
。

据统计
,

年至 年的百余年中
,

印度的海外移民总数达到
,

万人
,

其

中 年至 年的 印度移民为
, ,

的人 , 每年平均移 民“
,

人
,

而 年 室

年的 年何
,

印度移民达到
,

万人
,

年平均移民数达
, 。

人
, ⑧成为亚

洲最大的移民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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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之所以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向外输出劳动力
,

到十九世纪后半期出现大规

模的移民浪潮
,

完全是 由于 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
,

英国殖民者进行殖民掠夺所造成的结

果

第一
,

从国际背景来看
,

以 年英国颁布南美殖民地解放奴隶法令为肇始
,

法国于

年
、

秘鲁于 年
、

美国于 年
、

荷兰于 年
、

西班牙于 年都先后废除了奴

隶法令
。

为了填补奴隶劳动力的
“

真空 ” ,

英国殖民者在 自己管辖的殖民地印度大量招募

劳动力送往种植园
。

十九世纪六
、

七十年代以后
,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

渡
,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原料产地
、

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的竞争 日趋尖锐
,

英国资

本在其殖民地经营的初级产品如砂糖
、

咖啡
、

红茶
、

橡胶等生产规模迅速扩展
,

因而对劳

动力的需求也极为迫切
。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

大量印度劳动人民被作为劳动力输送到了

大英帝国的各殖民地种植园中
。

第二 ,

从印度国内来看
,

这一时期大量印度移民的出现
,

是英国殖民者的侵略掠夺

彻底破坏了印度基本社会经济结构所造成的直接后果
。

早在 年
,

英国就开始用武力

征服印度
,

经过一个世纪的吞讲
、

蚕食
, 到 世纪末印度 已全部沦为大不列颠帝国的一

个组成部分
。

英国殖民者在印度一方面保存和利用封建土地所有制
,

实行柴明达尔制 永

久租佃制
、

莱特瓦尔制 农 民租佃制
·

搜括农民
,

掠夺农产品
,

使农村经 济 日 益 衰

落
,
农民陷入可怕的赤贫状态 , 另一方面又向印度大量倾销英国工业品

,

特别是机器棉纺

织品
,

摧毁了印度的城市手工业和农村手工业
,

破坏了建立在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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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 自给 自足的基本社会经济结构
, 产生了大量失业

、

半失业人 口 。

加之英国殖民政府

只顾残酷掠夺
,

严重破坏了印度的水利灌溉系统 ,

使大量耕地荒芜
, 农业衰落

,

饥荒频

繁 , 仅在 世纪后半期 , 印度即发生了二十四次饥荒 , 饿死二千万人 口 。 ④大量无以为

生的劳动人民只好移向海外谋生
。

第三
,

英国殖民政府对印度移民采取的鼓励政策
。

为了确保英国资本经营的种植园有

充足的劳动力
,

马来亚的殖民政府在 年明确地提出了鼓励印度移民输入的政策
,

对他

们 实施特别的劳动立法
。

年又设立了半官方的印度移民委员会
,

下设印度移民基金 提供移民经费
,

此委员会一直工作到 年才结束
,

因

此
,

马来亚橡胶园中的印度劳工得以源源而来
,

从而保证了英国殖民者获得的 巨大利益
。

印度经济是殖民地经济的典型
,

印度移民是从属于英国殖民者利益的移民
,

具有典

型的殖民地移民的特征

第一
,

反映在印度移民的地 区分布上
。

由于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经营的时间最长
,

并

且长期以来以印度为根据地向周围国家和地区进行殖民扩张活动
,

所 以印度移民往往作

为英国殖民者开发其它殖民地的劳动力
,

作为替英国殖民者服务的各类人员到了国外
,

形

成了印度移民主要是分布在与印度邻近的各英属殖民地国家以及其它英属殖民地的分布

格局
。

世纪后半期以后
,

印度移民事实上有
。

是在大英帝国管辖的范 围 内 移 动

的
。

印度移民人数分布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是 缅甸
、

锡兰 斯里兰卡
、

海 峡 殖 民

地
、

毛里求斯
、

圭亚那 以及其它加勒比海诸岛地区 ,

其中尤以邻近印度的缅甸
、

锡兰
、

马来亚最多
,

占了印度移民人数的 以上
。

参见第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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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反映在印度移民的职业特点上
。

印度移民有两多 种植园的不熟练工人多 ,

短期的季节工人多 锡兰的印度移民几乎全部为茶叶种植园 ,

橡胶园
、

咖啡园的种植工

护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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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马来亚的印度移民主要是充当橡胶种植园工人
。

据统计
,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二

十年代
, 以英国人为丰的欧洲人经营的像胶园占整个马来亚橡胶 园面积的四分之三 , 而

这些橡胶园中雇佣的工人有 为印度工人
。

缅甸是印度移民最多的 国家
,

印度移民的

大多数在仰光郊区从事农业劳动
,

生产大米和从事大米加工
,

这是 因为缅 甸沦为英国的

殖民地后
,

其经济结构也改变为以大米生产和加工为中心的单一出 口 经济
,

为了增加大

米生产以供向西欧出 口 ,

英国殖民政府奖励印度人往缅甸移民
。

缅甸的印度移民除了从

事农业劳动外
, 还有相当比例的人数充当搬运

、

港 口
、

铁路
、

人力车等行业的非熟练或

半熟练工人
。

当然
,

缅甸的印度移民的经济地位并非一成不变
,

在 本 世纪二
、

三十年

代
,

他们中的部分人 已从劳动者阶级中分化出来
,

成为地主
、

高利贷者
、 一

工商业者 , 在

缅甸经济中占有一定地位
。

例如 年时仰光市税收的 是 以他们为主的 印度移民

所负担的
。 一 尽管如此

,

缅甸的 印度移民大多数仍属于劳动者阶级
。

以 年缅甸印侨

的职业为例
,

在总数为
,

人的男性就业者中
,

非熟练或半热练工人占
,

人
,

农业
、

渔业者
,

人
,

商业从业人员
,

人
,

工业从业人员
,

人
,

另有职员
、

事务员
,

人
。 公锡兰

、

马来亚和缅甸的 印度移民的职业结构
,

充分说明了印度移民

实质上是殖民地国家为大英帝国提供的资本主义劳动力
。

正 因为印度移民绝大部分是往邻近各国而不是洲际移民
,

出入国比较方便
,

所以印度

移民出国作短期工人或季节工人的特别多
,

相比欧洲移民来说
, ,

施们的定居率特别低
。

例如 ,

年至 年间移入美国的欧洲移民 ,
其回国率为 左右

,

而印度移民的

回国率却高达 左右
,

年至 年印度移民的总数为
,

多万人
,

其 中回国者约
, 。。万人

,

净移民人数仅为 万人左右
。 ⑨这一特点也反映了不发达国家移民的外出

谋生性质
,

他们 以谋求改善经济地位为 目的
, 一旦挣到 一些钱后便回国丁

’ 。

第三
,

反映在印度移民的来源地上
。

印度移民的来源地十分集中
,

与华侨多来 自南

中国的广东
、

福建一样
,

印度移民多来 自南印度各省
,

尤其集中在泰米尔纳德邦的 马德

拉斯地方
。

从移民的 民族构成看
,

又以泰米尔族人最多
,

占移民人数的 以上
。

据统

计
,

仅 年至 年的 年间
,

印度移民从马德拉斯地方移向缅甸
、

锡兰
、

马来亚的

人数即达到 , ,

人
。

占同一时期印度移向国外人数的物 左右
。

」

南印度马德拉

斯地方的商品经济相对 比较发达 , 农业的 商品化也越来越明显
。

由于英国殖民者把大量

廉价的稻米运到南印度
,

破坏了南印度原有的稻米种植经济
,

农 民破产者队 伍 不 断 扩

大
,

因此受雇的劳动力 比较容易寻求
,

特别是外出作季节工的农 民更多
。

第四
,

反映在印度移民的移民方式上
。

作为殖民地国家的移民
、

印度移民的绝大多数

都是 以“
移 民招募制

”
下的“

契约工人 ”形式移向国外的
。

印度移民 中虽然也有另一类型诸

如商人那样的职业移民
,

或者叫做 自发移民
,

但其数量极少
,

而且也决不是近代资本主

义的产物
,

只有在资本家 “招募 ” 下移向热带殖民地充作劳动力的 印度移 民 ,

才是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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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度移民
。

印度移民的招募制度又有契约苦力制度 或者叫做 “ 负债移民” 、

堪 加 里 制 度

以及劳务包工制 三种方式
。 “ 契约苦力 制 ”

移民的实际地位无异于奴隶 ,
没有什么人身自由可言

。

十九世纪末以前往圭亚那
、

加勒

比海诸岛以及东非毛里求斯等地的移民
,

绝大多数是 以这类移民方式移出的
。

由于印度人

民的坚决斗争
,

残赚泊勺契约苦力制度终于在 年被废止
。

所谓
“

堪加里制度
”是一种以

监工头为首在国外承揽季节性劳动或暂时性劳力补充
、

然后招募移民前往的制度
。 “ 堪加

里 ” 为泰米尔语 , 意即 “ 监工 ” 的 意总
,

相当于英语的
。

通 常的情 况 是 “ 堪

加里 ” 在受到种植园主的委托后
,

回到 自己的家乡
, 以 口头契约方式 , 招致带领亲戚朋

友或乡邻 , 到国外种植园做工
,

而堪加里则以长辈身份对 自己带出来的劳动力进行生产

监督和生活安排
。

这种方式的移民具有一定的 自由身份
,

正因为如此
,

它逐渐取代了契约

苦力移民制度
,

在 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成为印度对外移民的主要方式
。

锡兰的茶

叶种植园
、

马来亚的稼胶种植园中的 印度劳工
,

大多是采取这种方式离开印度移向国外

的
。

所谓 “劳务包工制 ” ,

实际上是一种更加近代化的堪加里制度 ,
在本质上与堪加里制

度无异
,

但在组织形式 仁却更为严密和完善
。

缅甸的 印度移民有相当比例是以这种方式

离开印度的
。

印度移民大规模移向东南亚
、

东非和加勒比海地区
,

对 于开发和发展这些地区的经

济 作 出 了 重要贡献
。

马来亚的橡胶种植园
,

锡兰的茶叶
、

咖啡种植园
,

东非和加勒比

海诸岛的甘蔗种植园 ,

墓本上都是依赖于印度移民的辛勤劳动才开垦出来的
。

例如马来

亚到 年时 已成为世界首位橡胶生产国
,

占世界橡胶净出口量的 , 而印度移民一

直是橡胶园种植工人的主体
。

又例如圭亚那的印度移民占了该国契约劳工移 民 总 数 的

左右
,

最多时达到近 万人
。

他们把种植稻米和甘蔗的传统生产技术带 到 了 圭 亚

那
,

开辟了大量稻 田和甘蔗园
。

他们在契约期满后 ,

大部分留在圭亚那继续务农
,

在种

植甘蔗的 同时 , 他们 以家庭
、

亲戚关系为纽带建立了许多中小型稻米 农 场
。

年至

年间
,

主亚那从稻米进 口 国一跃而成为稻米出 口国
。

现在 , 稻米和甘蔗仍为圭亚那

两大传统农作物
,

占全部耕地面积的
。

圭亚那的开发和发展
, 不能不归功于印度移民

和其它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
。

二
、

中国移民

与印度移民具有悠久的历史一样
,

中国海外移民史最早亦可以追溯到一于年前的唐

代
。

十六世纪初西方殖民者东来以后
,

移居东南亚的中国人逐渐增加 , 到 世纪前期 ,

东南亚国家的港 口城市 已出现了中国移民的居住区 , 华侨社会已初具规模
。

但 总 的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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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鸦片战争以前
,

中国移民带有偶然的
、

非经常的性质
,

并且规模较小
。

,

‘

年鸦片战争后 ,

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

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

双重压迫剥削下
,

中国沿海和边境 地 区 的 劳动人 民大量涌出到国外谋生
。

据 初 步 估

计
, 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近百年中

,

中国海外移民总数至少达到二

万人 以上
。

汕头
、

厦门
、

香港是中国海外移民的主要港 口 ,

仅 年至 年 的 年

间
,

经由这三个港 口流向东南亚和其它地区的中国移民即达到
, ,

人
,

其中经由

汕头出国的
‘

移民达到
, ,

人
,

经由厦门出国的移民达到
, ,

人 ,

经由香港出

国的移民达到
, ,

人
。 ⑧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海外移民不仅人数众多

、

规模巨大
,

而且分布范围超出了东南亚
,

遍及美洲
、

大洋洲
、

非洲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
,

从而奠定

了现代华侨
、

华人社会的基础
,

成为中国海外移民史或华侨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时期
。

鸦片战争后
,

大量的中国移民涌向世界各地
,

并不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 内 在 要

求
, 而是外国资本主义

、

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

第一
,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自给 自足的 自然经济的基础
,

破坏 了城市的手

工业和家庭手工业
,

造成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
。

特别是沿海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

区
,

在英国棉纺织品及其它工业品的猛烈冲击下
,

原有的手工业者
、

农民被剥 夺 了 生

计
。

在资本主义关系 已经发展起来的封建社会中
, 农 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后会被吸收到城

市资本主义工业中变为雇佣工人
。

但是 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

资

本主义关系没有发展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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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此不能吸收和容纳从农村中继续不断排挤出来的破产者
。

在这种情况下
,

大

量破产者只好迁移到外地或海外谋生
。

山东
、

河北
、

河南等省的农民大量迁移到关外谋

生
,

清末时
,

仅黑龙江省的移民就达 。余万
。

福建
、

广东等沿海省份的人 民便利用

其有利的地理条件和与海外的传统联系迁移到海外 南洋
、

美洲 去谋生
。

这正如恩格

斯在分析英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时所说的那样 ,’
· ·

⋯英国资本极力要修

建中国的铁路
。

但是 ,

中国的铁路意味着中国小农经济和家庭工业的整个基础的破坏

由于那里甚至没有中国的大工业来予以平衡
,

亿万居民将陷入无法生存的境地
。

其后果将

出现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移民 ⋯ ⋯” 。 ⑥ 所以 ,

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对中国传统社

会经济结构的破坏
,

是造成中国移民涌向海外的直接 “ 推力 ” 。

第二 , 正 当中国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产生出大量失业人 口时
,

世界资本

主义正处于向帝国主义过渡的阶段 , 亚洲绝大部份国家都卷入了资本主义的 世界市场
。

帝国主义直接把大量资本输出到落后国家
,

加紧了对东南亚
、

美洲等殖民地的原料资源

掠夺
,

因而正是它们需要在世界市场上
“

购买 ”
劳动力的时候

。

殖民主义者从开发东南亚的

过程中得出经验
,

华工吃苦耐劳
、

工效高
、

工资低
,

正是他们解决劳动力问题的理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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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

例如
, “过去在西印度需要使用 名黑人奴隶劳动才能生产出来的糖

,

在古巴只

需要 名中国苦力就够 了
。 ” ⑩ 因此

,

除了东南亚地区以外
,

美国
、

加拿大
、

加 勒 比

海各国
、

南美洲
、

澳洲
、

南太平洋诸岛
,

甚至非洲都竞相招募华工去从事开发
。

第三
,

鸦片战争后
,

腐朽的清政府在西方的武力胁迫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

为外国资本主义掠贩和招募中国劳动力大开了方便之门
。

清朝长期实行海禁政策
,

视人

民出国为不法叛逆行为
,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

英法联军攻陷北京
,

与清政府签订

《北京条约 》, 清政府被迫承认准许中国人赴英法殖民地或外洋做工
。

这是清政府第一

次明令废除海禁
。

年
,

英
、

法与清政府签订招工章程条约
,

允许英法籍人在中国任

意招工
。

年
,

清政府又与美国签订 了《 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 》 即《 蒲 安 臣 条

约 》 ,

使美国在中国掠取劳动力合法化
。

由于欧美列强强迫中国打开 门户
,

中国人移

民到海外的数 量也空前地增加 了
。

中国移民在海外的分布
,

以东南亚地区最多
,

最为集中
。

英属海峡殖民地 新加坡

和马来亚部分地区 是 中国移民的 中心集散地
,

年至 。年到达这里的中国移民约

万人
,

其中契约华工 占了近 万名
。

大多数 中国移民往往从这里转送到南洋其它

地区
。

从 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移民在南洋各国的大致分布
,

可以窥见中国移民的流

向
。

据不完全统计
,

当时马来半岛的 中国移民及其后裔有
,

人 包括 新加 坡华侨
,

人
, 兮 荷属东印度群岛有

,

人
, 汽户

越南有
,

人
, ④ 退罗有 了。万

人
, ‘

此外
,

美国有
,

人
, ‘ 澳洲有约 万人

,

日本
,

多人 , 定 拉丁美洲
、

非洲
、

欧洲等地总计约二十余万人
。

中国海外移民总共约 余万人
。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

在

年至 年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
,

中国移民流向东南亚出现又一个高潮
,

到

年中国海外移民人数 已达到 万人
。 奋 总之

,

中国移民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 战 爆

发前才基本 上结束了大规模移向东南亚的历史
。

三
、

日本移民

日本在资本主义诸强国中是一个后进的 国家
。

在 年明治维新以前
, 日本是一个

落后的封建国家
,

与中国
、

印度一样
,

也面临着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危险
。

年日本明

治维新后
,

实行全面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
,

日本从此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

避

免了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危机
。

到八十年代
,

日本政府推行 “ 殖产兴业 ” 政策
,

产业革命

进入高潮
。

经过 年的 中日甲午战争
, 日本从中国勒索了巨额赔款

, 得到了割地和种

种通商特权
。

年至 年
, 日本近代工业的主要部门都建立起来了

,

产业革命有了

惊人的发展
。

其后经过 年至 年的 日俄战争
,

到 年前后
, 日本资本主义工业

化全面实现
,

资本主义形成并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
,

与此同时
,

日本不断发动对外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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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战争
,

侵略欺凌亚洲近邻弱小民族
,

使朝鲜和中国台湾沦介 比殖民地
,

巾国东水沦为其

控髓的半殖民地
。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 日本垄断资本又趁西方国家忙于战争的有利时

机
,

大做战时生意发了横财
,

成为举世公认的 “ 帝国主义暴 发户 ” ,

挤进了屈指可数灼

几个帝国主义强国的行列 ,

并俨然以 “ 东洋霸主 ” 自居
。

但是
,

日本毕竞是后起的资本

主义国家
,

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很低
, 比起欧美帝国主义

, ‘

之在经济实力
、

技术水平以

及其它方面都有重大弱点
。

西方国家都是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定前
,

产业革命 注后
,

日本

的产业革命和原始积累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

其原始积累前期主要是以内部积累为主
,

后期

则依靠其殖民政策
。

这就便日本资本主义在确立过程中
,

对 国内工农劳动群众首先是对农

民的剥削来得特别残酷 , 政府征收的高额地税
,

寄生地主的高额佃租
,

加 天灾人祸丛

生
,

广大农 民被迫弃农进城
,

产生出大批雇佣劳动力 ,

其中一部分人不得不出国谋生
。

另一方面
, 日本也是依靠对外侵略战争为其资本主义发展输血的

,

日本对中国
、

朝鲜的

几次战争掠取了巨额战争赔款
、

获得割地和通商权益
。

为了进一步控制和掠夺朝鲜
、

中

国东北等地
,

日本政府向这些地方有计划地组织了大规模移民
。

正是在上述 历 史 条 件

下 , 十九世纪后半期至二十世纪二
、

三十年代
, 日本先后出现了两类不 同性质的移民

。

二十世纪一十年代以前
, 主要的移民类型是到海外去某求生计的劳动力移民 ,

在本质上

与同一时期中
、

印 度 到海外出卖劳动力的移民没什么区别 , 二十世纪二十 年 代 以

后
,

主要是在 日本政府殖民政策指导下的政治移民
,

实际上是 以 日本的 军事力量为后盾

的 占领性移民
。

从劳动力移民到政治移民的变化
, 充分反映出 日本从落后的亚洲国家跻

身到资本主义列强这一历史过程的特点
。

劳劝力移 民

从明治初期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
, 日本移民的主要流向是往夏 威 夷

、

美 国 本

土
、

澳洲以及东南亚部分地 区
,

其大多数是种植园劳动力移民
、

农业和渔 业 移 民
。

稍

后 ,

移往南美墨西哥
、

秘鲁的 日本移民 ,

也属于这类移民
。

夏威夷是明治时期日本移民的主要地 区
。

年至 年
, 日本移民的 重点是移向

夏威夷
。

移民的方式主要有 “ 政府契约移民 ” 和 “ 私人契约移民 ” 两种方式
。

所谓 “ 政府契约移民 ” , 又称 “ 官约移民 ” ,
是 日本政府与夏威夷王国在 年签

订了《 日本人民夏威夷渡航议定书 》
、

在 年签订了《 日本渡航条约 》以后实行的
。

年到 年
,

经由日本政府办理的 “ 官约移民” 先后共 次
,

共输出 万人到夏威

夷的甘蔗种植园做工
,

因此
,

夏威夷的 日本移民主要是 “ 官约移民 ” 。

“ 官约移民 ” 主要来自日本约广岛
、

山口两县
,

占压倒多数
,

其次来源于熊本
、

福

冈县
,

这四个县的移民约 占官约移 民总数的
。

这是因为

第一
,

这几个县人多地少
,

又是 锦花等经济作物的集中种植区
,

但在廉价的进 口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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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下
,

种棉业严重衰退
,

产生了许多过剩劳动力
。

第二
,

当时的夏威夷糖业生产需要大量劳动力
。

年
,

夏威夷王国与美国签订了

互 惠条约
,

美国对迸 口夏威夷砂糖不征关税
,

因而刺激 了夏威夷的砂搪生 产 成 十 倍左

右地飞跃增长
。

在本地劳动力 医乏的情况下
,

夏威夷王 国曾在 年以前从中国输入了
,

名华工
, ⑥ 年一 年又继续从 日本输入 “ 官约移民 ” 。

在产业革命与原始

资本积累同时进行的日本资本主义的确立过程中
,

劳动人民的收入微薄
,

生活困苦
,

到

夏威夷作工
,

往往成为农村贫苦农民改善经济地位的一条出路
。

据明治 年底对广岛县

移 民 进 行 的调查
,

该县 已移居夏威夷的
,

名移民中
,

有 的人往 日本的家乡

汇款
,

该年汇款总额达到
,

日元
,

相 当于广岛县明治 年预算支出总额的
。 。

明治 年的调查还表明
,

人均汇款累计额 日元 以内的在全体移民中占
,

日元

至 日元的 占
。 ,

日元至 日元的 占
,

日元至 日元的 占
。 ,

日元 以上的汇款者占
。

明治 年时
,

广岛县农业雇工 年雇工 男工的月工资

仅 日元 分
,

机织工人男工的月工资为 日元
,

而普通米一石的售 价 为 口 元

分
。

与上述的工资
、

物价相 比
,

日本移民的汇款算是相当大的数 口了
,

因此
,

夏威夷

成为对 日本人 民有巨大吸引力的移民地区
。

所谓 “ 私人契约移民 ” ,

又称 “ 私约移民 ” ,

是指由日本民间的移民会社经办
、

组

织的对外移民
。

明治 年 年 底
,

日本建立 了最早的 民间移民公司一一 吉佐移民

会社
,

开始在广岛
、

山 口 、

福 冈等地招募移民
。

此后
,

东京
、

横滨
、

神户等城市亦相继

设立 了移民会社
。

年以后
,

往夏威夷的 官约移民 已被私约移民所代替
。

夏威夷的 日本侈民在三年契约期满后 ,

占很大比例的人数继续留在当地谋生
,

据火

奴鲁鲁日本总领事馆报告
,

年底 , 期满后 留下谋生的移民占官约挤民林数的
·
。 ,

回国者 占
,

死亡者 占
,

转往美国谋生者 占
。

⑥ 由于日本移民人数的增加

以及移民人口的 自然增殖
,

到 年时
,

夏威夷的日本移民已达
,

名,

明 人
,

占当年夏

威夷总人 口数
,

人的
。 戈

年至 年
,

日本移民的重点逐渐转往美国本土 美国在 年颁布了 “排华

法案 ” ,

禁止华工进入美国
,

事实上禁止中国移民到美国
,

于是 日本移民便取而代之
。

年中日甲午战争后
,

前往美国本土的 日本移民显著增加
,

尤其是 以青年为主的海外

移民趋势大为增强
,

还有以非移民方式往美国
,

或者从加拿大
、

墨西哥
、

夏威夷转道去

美国的 日本移民人数亦迅速增加
。

据广岛县统计
,

年该县赴美国的移民计
,

人
,

其 中前往夏威夷者
,

人
,

往美国本土者
,

人
。 ⑧移民中往美国本土的 比例已大大

提高
。

到 年
,

日本移民在夏威夷达 , 人
,

在美国本土达
,

人
, ⑤人数已渐

趋接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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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后
,

日本羽毛渐丰
,

与美国的矛盾 日趋加深
。

为了对抗 日本
,

美国加紧排

斥美国国内的 日本移民
。

年至 年
,

日美进行了关于 限制移 民问题的会谈
,

缔结

了所谓 “ 君子条约 ” 又称 “绅士条约 ” ,

除了 已定居在美国的 日本移民的家属外
,

“ 君子条约 ” 事实上并不承认新的劳动力移民进入美国本土
。

从移民的职业来看
,

这一时

期移入美国的 日本人主要从事农业种植
。

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的 日本移民
,

主要职业是

种植葡萄
、

蔬菜
,

纽约的 日本移民也主要是生产蔬菜
,

所以仍属于劳动力输出的性质
。

除了夏威夷和美国本土是这一时期 日本移 民的主要地 区 以外
,

世纪末开始
,

日本

还向墨西哥
、

秘鲁
、

加拿大等美洲国家输送移民
。

年
,

日本有第一批移民 人到达

秘鲁
。

到 年
,

美国
、

加拿大 以及墨西哥的 日本移民总数 已达
,

人
。 ④

在大洋洲
,

从 年开始
,

有少量 日本移民往澳大利亚的星期四岛从事珍珠贝采集

业
,

到 年时
,

星期四岛的 日本移民已达
,

人
,

其中有约 名是采贝业者
,

形成了

“ 三千里外澳洲一角的 日本社会 ” 。

此外
,

还有少量 日本移民在 昆士兰州种植甘蔗
。

年后
,

澳大利亚政府采取禁止 日本移民经营采贝业的政策
,

对 日本移民的 入境开始

加以 限制
。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
,

东南亚地区的 日本移民情况有些特殊
。

一是这一时期日本

移民在东南亚为数不多
,

到 年时
,

总数近万人左右
, ⑧二是移民队伍中除了劳动力

和商人外
,

还有数量庞大的妈妓
,

形成了一种畸形状态
。

日本的劳动力移民在菲律宾最为

典型
,

‘

他们多是从事农业
、

渔业和土木 建 筑 的劳动者
。

例如他们在达沃 纳卯 种植

马尼拉蔚
,

在马尼拉 一带捕鱼
,

在 吕宋岛修建房屋
,

在本格特省修建公路 等 等
。

年
,

菲律宾的 日本移民达到
,

人
, ‘

其 中大部份为从事土木建筑的工人
,

尤其木工

人数最多
。

在东南亚
,

日本移民较为集中的另一地区是新加坡
、

马来 亚
。

从 年开

始
,

日本天草
、

岛原一带贫穷的渔村和农村妇女源源被送往新加坡等地
,

被 迫 沦 为 娟

妓
、

艺妓
,

并以她们为中心建立了 日本移民的 商业
、

服务行业
,

主要经营旅馆
、

餐馆
、

理

发店
、

游乐场所以及服装店
、

杂货店等
。

日本妇女大量输出到国外做姐妓
,

这是 日本资

本主义发展史上极其丑恶的 一页
。

年统计
,

新加坡的 日木人计 人
,

其中娟妓

人
。 ⑩到 年

,

新加坡
、

马来亚的 日本移民总数达到
,

人
,

其中娟妓
,

人
,

仍

然呈现以娘妓为主
,

以为她们服务的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为辅的畸形状态
。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
, 日本趁西欧宗主国无暇东顾之际

,

大力开拓东南亚市场
,

南来东南亚的 日本商人迅

速增加
, 日本移民成份开始发生变化

。

到 年时
,

日本为了维护 “ 一等国 ” 的荣誉
,

在东南亚厉行 “ 废熊 ” ,

从此
,

日本移民便变成以商人等为主要成份了
。

从上述 日本移民的状况可以看出
,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
,

日本移民的大多数仍属于

劳动力移民
,

与印度
、

中国的劳动力输出相 比较
,

日本移民又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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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劳动力移民是在 日本资本主义确立 过 程 中 产生的
,

基本上属于经济性质
,

且多是

出 自移民本身的意愿
,

相对地说移民方式亦比较自由
。

而日本政府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

政府
,

对本国移民提供了 一定的资助与保护
,

不象印度和中国那样
,

其移民带有劳动力

强迫输出的性质
,

缺乏近代国家权力提供的援助与保护
。

第二
,

中
、

印移民的主要流向

地是落后国家
,

日本移民的主要流向地是发达国家美国等地区
,

国外较高的收入和待遇

是 吸引 日本移民的主要动力
。

第三
,

从数量上说
,

日本移民与同一时期的 中
、

印移民相

比是微不足道的
。

随着 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
,

军国主义的扩张
,

日本移民队伍中又产生

了另一种性质的移民
,

并使早期的劳动力移民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

政治性移 民

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
,

日本在使用武力向朝鲜和中国进行侵略扩张的 同时
,

开

始有计划地移民
,

到二十 世纪三十年代
,

日本 已向它 占领下的朝鲜
、

台湾
、

中国东北 满

洲 以及库页岛等地移民 , ,

人
。

这种移民虽然也打着 “ 友好亲 善 ” , “ 经 济

开发 ” 的幌子
,

但绝不 同于早期的 日本劳动力移民
。

它是 日本政府组织的向海外殖民地的

移民
,

它是 以 日本的殖民统治为基础
,

以 日本的军事力量为后盾
,

由日本政府提供资金
、

训练
,

有组织
、

有计划的集团性移民
。

这种移民的根本目的在于巩固 日本的殖民统治和

加强殖民掠夺
,

带有强烈的军事殖民性质
。

年 月
,

日本提出了所谓《关于对韩方针的决定 》
,

在其详细纲领中拟定 要

通过大批 日本移民控制朝鲜农业
。

年
,

日本在着手进行 “ 日韩合讲 ” 的过程中
,

又

提出 , 琴可能多地向朝鲜移民
,

以加强 日本势力
, ” ⑩据统计

, 。年时朝鲜的日本移民

达到 万多人
。 ④ 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吞拼朝鲜后

,

于 年进行所谓 “ 土地调查 ” ,

要重

新确认土地所有权
。

在此过程中
,

日本殖民者不断强行吞讲和霸 占朝鲜人土地
,

组织大批

日本移民移入朝鲜获取掠 占来的土地
。

到 年
,

朝鲜的 日本移民达到近 万人
。

④

日本帝国主义也有计划
、

有步骤地向中国东北移民
,

企图永久
“
经营满洲

” 。

早在

年
,

满铁株式会社刚刚成立
,

就提出了要在十年内向满洲移民五十万人的计划
。

于是
,

日本移民首先向南满进发
,

后又逐步扩大到黑龙江地区
。

年时
,

中国东北的 日本移

民有
,

人
,

在 年时已达 万人
。

④ 年 “ 九一八 ” 事变爆发前
,

东北的日本

移民 已增加到 万人
。

⑩ “ 九一八 ” 事变后
,

随着整个东北沦于 日本统治之下
,

日本移

民更加横行无阻地大规模进入东北地区
,

年和 年
,

日本殖民政府在长春先后两次

召开
“ 移 民会议

” ,

提出了《满洲农业移 民百万户移居计划 》草案
,

计划三十年内向东北移

民 。万户
,

计 万人
,

该计划并被列入 日本政府确定的 “ 七大国策 ” 之中
。

此后
,

打

着各类旗号的 日本移民便纷纷进入东北各地 ① “ 集团开拓民 ” ,

是移民的主要形式
,

由日本政府直接组织
,

每一移民农户可以得到 日元的旅费和津贴
。

这类移民的前身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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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日本的武装移民 , 后改为集团移民
,

主要成份为退役军人和经过军事训练的青壮年
,

每

户或劫 户组成一个开拓团或开拓村
,

重点安置在中苏接壤的两午公里地带
,

因而带有

明显的政治
、

军事目的
。

囱 “ 集合开拓民 ” ,

为一般性移民 , 或称 自由移 民
,

由民闯 自

己组织
,

政府朴贴较少
,

其成份有退伍军人也有一般的老百姓
,

一般 以 户至 户为

一单位
,

这种移民通常被安臂在所谓 “ 开拓第二线地带” ,

即在集团移 民区的后面
。

③

“ 分散开拓民 ” ,

三
、

五十户为一单位的分散移民
,

其成员多为 日本国内的失亚者
。

④

“ 铁道 自警村 ” 移民
,

由 “ 满铁 ” 组织
,

这种移民在从事农业的 同时
,

兼有 “ 保护 ” 铁

路的任务
。

⑤ “ 义勇军开拓团 ” ,

主要是青少年义勇队成员
,

经过 训练和学习后
,

大部

分被安置在战备地区
。

然而 , 随着 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节节失败
,

所谓 “ 五百万移民 ” 根本 不 可 能 实

现
。

据日本外务省调查资料
,

年 日本投降时
,

在东北的开拓团有
,

个
,

日本移

民人数计有
, 人

。 ⑥ 战后
,

这些依靠 口本军国主义势力进入中国的 “ 移民 ” 纷纷

返回日本
, 日本殖民者庞大的侵略性移民计划也以彻底破产而告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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