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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清代是闽人迁移东南亚的重要时期。移民的规模、数量都比以前有了更大飞

跃。关于清代闽人迁移东南亚的原因，学术界不少著作中都有涉及，但大都是比

较笼统的分析，以此作专题研究的不多。本文对移民之因展 了比较深刻而全面

的分析。 

本文采用了“推力—拉力”的理论，主要从内部的推力和外在的拉力两个方

面来考虑。内部的推力包括经济推力、社会推力、政治推力等，其中经济推力包

括：人口与土地的矛盾，自然灾害的频繁，鸦片战争加剧人民的贫困，商品经济

与海外贸易的发展带动海外移民，交通条件的改善也推动了移民的进程。社会推

力包括：因宗亲戚友的相互牵引而下南洋；宗族间的械斗促使闽人迁移海外；闽

人流动观念比较强，志在四方、敢于冒险，有利于海外移民行动的展 。政治推

力又包括：清廷政策的调整对闽人下南洋有重要影响；也有因不肯事清、躲避战

乱或与朝廷对峙失败而被迫迁移的；科举制度对闽人中的“读书种子”下南洋也

有一定影响。屡试不第的举子，愤世嫉俗而下南洋。而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打

破了读书人金榜题名的梦想,促使他们奋志海外。外部的拉力主要包括：东南亚

的自然、地理条件等对闽人的吸引；列强对东南亚的 发掠夺，需要大批的劳动

力，殖民者采取了各种招徕、诱拐措施，带动了大批闽人的南下；而华侨政界、

商界等精英人物的招徕也都大大鼓励了闽人的海外迁移。 

本文结合了大量地方族谱、地方志、清代文集等，资料翔实，论从史出，比

较深入地阐释了主题，而且本文中也从一些全新的视角展 了较透彻的分析。 

 

关键词： 清代  福建  移民  东南亚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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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ing Dynasty wa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the fujian people migrated to 

Southeast Asia.Both the scale and the number had a greater jump than before. Many 

academics relate to the reason that the Fujian people migrated to Southeast Asia,but 

most of them are general analysises.The researches on the topic are not enough.This 

paper analysis of the reason for the immgration profoundly and comprehensively. 

In this paper ,I use the theory of “Thrust and the Rally”,analysis mainly from the 

the inside thrust and the outside rally. The inside thrust includes economic 

thrust,social thrust and political thrust and so on.And the ecomomic thrust 

includes: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population and land, the natural disasters occurred 

frequently,the Opium War(1840-1842) exacerbated the poverty of the peole’s life.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ic and overseas trade droved the immigration to 

overseas.The improvement of traffic conditions also promoted the immigration 

process.The social thrust includes: The relatives and friends in Southeast Asia led 

them to overseas.The Clan Clashes between the Fujian people was another factor of 

the immigration.The progressive thinking of Fujian people was also important,they 

enjoyed moving to other places and they also had enough courage to stuggle in 

overseas.The political thrust includes:the adjustments of the government’s policy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immigration.Some Fujian people were against the rule of 

the Qing Dynasty,and even rebelled against the government,but failed,and they had to 

move overseas.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lso had some influce on the 

immigration.The ones that always failed in the government examination were angry to 

society and wanted to go abroad. The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lso influenced some Fujian pople.The outside rally mainly includes:the natural and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in Southeast Asia attraced the Fujian people.When the 

western colonialists were developing and looting Southeast Asia,they needed a large 

quantity of the workforce.And they had taken various touting and abducting measures, 

which led a large number of Fujian people there. The Chinese elites in Southeast Asia 

also took many touting measures,which encouraged Fujian people to migrate  

overs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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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This paper has been tied in wedlock large amount of local genealogy 

materials,annal of local history,collected works about Qing dynasty etc.It has 

expounded a theme comparatively throughly,and has developed more incisive 

analysis .This paper also has a more thorough analyses from a few brand-new angle. 
 

Key words: Qing Dynasty  Fujian  Immigration  Southeast Asia  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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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的意义和概念的界定 

一、选题的意义 

由于近几十年来海外华侨华人经济力量的崛起及其在移居地经济腾飞中所

起的巨大推动作用，华侨华人史的研究不断“升温”，已经成为各国政治、史学、

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中外学者对海外移民问题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海

外华侨，特别是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在中国民主革命和现代建设中都做出过重大贡

献，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文化交流中也发挥了桥梁作用。福建侨乡在现代化建设

中所取得的喜人成就，与东南亚的华侨华人的贡献是分不 的。 

移居东南亚的闽人为侨居地的 发与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 垦荒地、

发矿山等，与当地人民一起胼手胝足，共建家园，披坚执锐，共御外辱，为当

地的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华侨直接将凝聚中华文明的商品带到

南洋，满足了当地人民的生活需求，促进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他们将各种先进

的农业、手工业、建筑业、航海业等技术，带到南洋各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

国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中医中药等，尤其是把具有福建地方特色的中国传统

文化传播到海外，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到东南亚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丰富了当地

的文化。他们也把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中华传统美德带到了海外。 

华侨虽远适异国，但念念不忘故土，为祖国的民主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

大贡献。早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南洋的华侨就从经济上积极支持孙中山先

生领导的革命活动。在抗日战争期间，南洋华侨更是从财力、物力、人力上积极

支援祖国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经济建设方面，

从清末 始，华侨就积极在家乡兴办企业、修建铁路、公路等，而新中国成立后，

华侨积极踊跃地投资兴业、捐资办学、建言献策，为祖籍地乃至中国的经济发展

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华侨出国原因的研究，不仅是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而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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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华侨华人的历史考察，对于增进海外华侨华人与

祖籍地的联系、促进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往来也都具有积极意义。此外，这

一问题的探讨，对于了解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史、中国移民史以及海外移民与社会

变迁的一般规律的认识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选择福建移民作为对象来考察，是因为福建是中国的重点侨乡，研究它

具有典型性、代表性。而且身在福建，搜集资料也便利。加上我对移民问题一直

都很感兴趣，阅读过不少关于福建海外移民方面的著作。在研究生阶段上过几节

东南亚史的选修课，对福建人民迁移东南亚这一历史问题倍感兴趣，于是结合自

己的专业方向，以有清一代下南洋的闽人作为研究对象，专门分析移民之因。而

且清代是福建人民迁移东南亚的非常重要的时期，具有研究的价值。虽然学术界

对此问题已有广泛的研究，但遍翻学术界关于海外移民的著作，可以发现在时间

的分期上，大都以鸦片战争为分水岭，将明至清鸦片战争前划为一个时间段，鸦

片战争至民国划为一个时间段，我认为这种分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不利于有清

一代移民的整体性考察。故本文以清代的福建移民做为研究对象。而且关于清代

海外移民原因的分析，都是以片断、章节的形式存在于专著之中。我认为目前学

术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度不够，不足以阐释错综复杂的移民之因。本文注重从

族谱、地方志中挖掘史料，力求在深度和广度上有所突破。 

关于华侨出国的原因，历代各家的研究分析连篇累牍，基本归因于为经济、

政治、社会三大原因。这三大原因可以说适合解释任何时期、任何地区的移民。

但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华侨出国的原因却是大相径庭的。以福建为例，清代

以前，特别是明中叶以前向东南亚的移民，多与海外贸易有关。闽人迁移东南亚，

既是国内移民现象的国外延续，也是国际移民的组成部分，要放在国际背景的大

环境中，探讨移民的具体原因。清代以来，大批劳苦大众踏上了南洋之路，则还

与殖民者的相继东来、 发南洋有关。 

二、概念的界定 

关于“迁移”、“移民”的概念，众说纷纭。《大美百科全书》这样定义，“广

义而言，人类的迁移是指个人和一群穿越相当的距离而作的永久性移动。”
①
；《云

                                                        
① 大美百科全书编委会：《大美百科全书》第 19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 年，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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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科学大词典》：“移民是指人口在地理上或空间上的流动，或在不同地区间

的移动，从原住地移到目的地，因而居所发生改变。这种迁移是属于永久性的。”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认为迁移是“人口离 原住地，超过一定行政界

限，到另一个地方居住的移动。”
②
；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等认为移民是“具

有一定的数量，一定的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的时间的迁移人口。”
③
 

在本文中，我采用了葛剑雄先生等关于移民的定义，并不强调“迁移的永久

性”，因难以考证移至东南亚的闽人的回归或再迁移问题，本文将较长时间迁移

至东南亚的闽人都纳为“移民”的范畴。 

此外，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清代下南洋的闽人，而且以闽南地区为中心。虽然

清代，台湾曾有隶属福建省管辖的短暂时光，本文并未将台湾纳为研究对象。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从上世纪以来，关于移民问题的研究专著就不断涌现，其中有些章节会阐释

移民之因。现将学术界一批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作简要回顾。 

李长傅先生的《中国殖民史》成书于 1936 年，具有重要的阶段性意义，体

现了那个时期史学界海外移民史研究的学术水平。书中，以东南亚地区为重点，

以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为线索，以自成体系的论点为纲目，系统分析研究了中国的

海外移民史，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如把中国的海外移民史分成四个时期，即中

国殖民之初期，中国势力时代、中西势力接触时代、欧人势力时代。不过该分期

说，基本没被中国大陆学者所接受。在涉及闽、粤的海外移民原因时，作者认为：

一是与南洋一海相隔，往返方便；二是 发比较迟、乡土观念以及儒家思想较为

淡薄，而且民风悍勇，海盗横行；三是由于海岸曲折，人民对海洋甚为熟悉。我

觉得第三个原因和第一个原因重复，而还有其他的移民原因，经济、政治等原因

作者没提及到。 

                                                        
① 龙冠海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一册，“社会学”，台北，商务印书馆，民国 60 年（1971），第

170 页。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 年，

第 240 页。 
③ 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 1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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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里特先生的《中国海外移民史》
①
，是比较早介绍海外移民史的著作。该

书按移植篇、政策篇、史训篇三部分展 ，介绍华人海外移民的史实、中央政府

对出国的政策以及分析了历史教训。在各个时期出国人数的统计及史料的考证

上，作者花费了很大精力。不少史料为后来学者所引用。不过关于出国原因的分

析较少，只涉及到历代政府对华人出国的态度转变以及“猪仔贸易”形式的出国，

没有涉及到政治推力等原因。 

王绵长先生：《历史上华侨出国的原因》
②
，文章分三部分：从古代至鸦片战

争之前移民的原因、鸦片战争以后至 20 世纪前期大规模移民的原因、20 世纪二、

三十年代大规模海外移民减少的五大因素。其中第一部分，作者运用古籍中大量

原始资料，对古代华侨出国的情况做了较详尽的分析，着重分析商贾出国的原因，

也提及了政治原因和地狭民稠而出国。第二部分，分析闽、粤人地矛盾、农民破

产、灾荒等出国原因，而且认为近代“华侨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

“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三座大山的压迫是导致近代华侨出国的根本原因”、“大批华

工出国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西方资本主义对我国劳动力的掠夺”。史料的运用比

较到位，但多以广东地区为多，而且分析出国原因时，角度不够全面，如社会因

素就没有提及。且文章年代跨度大，地域太广，研究不够深入。 

陈翰笙的《华工出国史料》第四辑
③
，着重史料的积累，提供了丰富的中外

史料。其中有陈达著、彭家礼译《中国移民——专门涉及劳工状况》（摘译），其

中第一章“中国移民的考察”中的第二节谈到移民原因的理论分析，认为移民的

普遍原因：推动力——人口的推动力、地理环境的推动力和精神上的推动力。而

决定性的推动力除了精神动力、环境影响外，还要考虑到控制移民活动去向的吸

引力。我认为这种移民成因的理论分析是比较科学的，但并不全面，如政治推力

没有涉及到。 

温广益先生的《福建华侨出国的历史和原因分析》
④
，将福建华侨出国的历

史分三部分，一从五代至宋元，二从明至鸦片战争，三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该文按年代为序，分别阐述每个阶段的华侨出国的史实和原因。在分

                                                        
① 陈里特：《中国海外移民史》，上海，中华书局，1946 年。 
② 暨南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史研究室：《东南亚史论文集》，广州，暨南大学科研处出版，1980 年，第 49—

76 页。 
③ 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 
④ 温广益：《福建华侨出国的历史和原因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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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每个阶段出国原因时，又按年代和地点为顺序来展 。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都

有清代闽人出国原因的分析，作者按清初与郑成功的对峙、清收复台湾后、红溪

惨案后、英国确立对新马的统治、鸦片战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等各个阶段展

。这样展 的优点是易于看清各个具体时间段华侨出国的原因，但也比较零散、

不利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移民的原因。 

朱国宏先生的《福建人口国际迁移的动因探析》
①
一文，分三部分：一东南

亚华侨人口与福建人口的国际迁移；二福建人口国际迁移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

三福建人口国际迁移的动因和类型。虽然题目看似在探讨移民之因，但实际作者

在分析移民的原因所用的篇幅不到全文的 1/3，作者认为对迁移动因的探讨，“从

社会环境和个人行为的角度去探是比较恰当的”，认为“前者是社会内部的结构

及其演变，后者指个人在此社会环境中的适应性和变革性”
②
。并对此稍微展 ，

但理论多，论据少，显得过于单薄。当然作者在迁移人口的统计方面是付出很大

精力的。 

《厦门华侨志》
③
分四大篇，比较详尽地介绍了厦门华侨的情况。其中第一

篇第一章“移居海外”，作者提到了出国原因的阐释，认为“一、贩海经商出国；

二、逃避灾荒、兵祸；三、政治原因”，在政治原因中，除提到政治动乱外，又

重点分析了殖民者的掠卖华工。我认为契约华工出国归因为政治因素不尽合理，

而第二个原因中的“兵祸”原因则可归为政治原因。而且由于年代跨度大（从古

代至当代），篇幅有限，难免蜻蜓点水，浅谈辄止。 

冯子平先生的《海外春秋》
④
概述了海外华侨的历史，涉及华侨的沿革、契

约华工的待遇、早期华侨在东南亚的经济活动等多方面的章节。其中第一章第三

节分析了华侨出国的原因，认为“第一，华侨是在通商贸易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

的。第二，经济破产，天灾人祸出洋谋生。第三，历代王朝的政治迫害，逃亡海

外。”
⑤
显然，作者只考虑到华侨输出地的因素，而欠考虑输入地对华侨的吸引因

素。 

                                                        
① 见《中国人口科学》1988 年第 4 期。 
② 朱国宏：《福建人口国际迁移的动因探析》，《中国人口科学》1988 年第 4 期，第 32 页。 
③《厦门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厦门华侨志》，厦门，鹭江出版社，1991 年， 
④ 冯子平：《海外春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年。 
⑤ 冯子平：《海外春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年，第 15—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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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谦先生的《清代闽粤海外移民的结构与成因》
①
一文，着重从年龄、性别、

职业、文化、区域等角度对海外移民进行研究，并分析其成因，角度新颖。关于

移民的原因，作者认为除了“推——拉”理论的客观研究外，还引入“投资——

利润理论”和“期望收入理论”来分析迁移者的主观选择。我认为“主观选择”，

仍然可归因于“推——拉”理论的视野，人的主观思想是社会推力的产物，可归

因于推力中的社会推力。 

钟有为先生的：《鸦片战后华工出国的原因之我见》
②
，认为主要原因有两大

方面：一是清朝政府的黑暗统治，包括经济上原因和政治避难；二外国资本主义

和殖民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掠夺，具体又从三方面展 ：1、外国资本主义侵入

使自给自足经济遭破坏；2、通过武力使华工出国合法化；3、西方殖民主义者为

发殖民地和国内资源急需大批劳动力而掠夺华工。我认为这种分析角度太旧，

分析得也过于笼统，史料明显不足。而且作者只看到华工被动出国的一方面，不

足以解释敢于拼博、志在四方的那部分主动下南洋的华侨的出国之因。海外贸易

带动海外移民也没提到，我认为本文不够充实，比较空洞。 

杨力、叶子敦的《东南亚的福建人》
③
一书，按印尼、马来亚、新加坡、文

莱、菲律宾等国别的福建人来展 研究。本书属于概论性质，但也有侧重，主要

介绍祖籍福建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事迹，特别强调其历史发展与经济活动。由于

作者长期在福建侨务部门工作，掌握的资料较为丰富，充实可信，且专有一章就

海外华人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值得称道。书中有涉及到移民原因

的分析，但史料多，阐释少，且以国别为对象来展 ，难以从总体上把握闽人移

民的原因。 

朱国宏先生的《中国的海外移民》
④
，从国际变迁（从迁出地和迁入地相互

关系）的角度对中国海外移民问题进行研究。时空范围上跨度很大，从古代一直

到 1949 年，视野广阔，以中国大陆的疆域为范围。在谈及移民原因时，作者运

用了“推力——拉力”的迁移理念。在讨论迁移者的因素时，作者认为包括两部

分：一是基本因素，诸如性别、年龄、健康等；另一部分则是特殊因素，诸如冒

                                                        
① 孙谦：《清代闽粤海外移民的结构与成因》，见《南洋问题研究》，1995 年，第 3 期， 
② 钟有为：《鸦片战后华工出国的原因之我见》，见 安徽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92 年第 1 期（总第 39

期）， 
③ 杨力、叶子敦：《东南亚的福建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年。 
④ 朱国宏：《中国的海外移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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