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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海洋移民菲律宾的变迁

曾少聪

菲律宾的华侨大多来自闽粤地区
,

他们之间所占的比例多少
,

没有明确 的统计数字
。

据吴

文焕先生对菲律宾 20 个华侨义山的 3 9 4 7 9个华侨墓碑的统计资料得知
,

闽籍约占 89 %
,

粤籍

约占 1 0写
,

其他省市约占 1%
` , ’ 。

闽籍的华侨华人主要来自漳泉地区
,

又以现在泉州市所辖的

县市居多
,

约占闽籍的 75 %
,

漳州籍约占 23 %
。

这是现在的情况
,

不过历史上漳州人很早便拓

殖南洋
,

也很早移居菲律宾
。

明代菲律宾漳州人较多
,

到了清代
,

泉州人越来越多
,

漳州人反而

少
。

王赓武教授指出
: “

漳州人很早便到南洋
,

但后来漳州人反而不如泉州人
。

泉州人去菲律宾

发展特别快
,

特别成功
。

泉州人的发展与菲律宾的关系
,

跟漳州人与印尼及马来西亚早期的关

系
,

对当地社会的影响
,

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 ” ` 2 ,

本文拟对 明清菲律宾漳泉移 民的变迁
,

作一初

步探讨
。

中菲虽早在宋元时期就有贸易往来
,

但华民较大规模地移居菲律宾
,

则是在西班牙占领菲

律宾以后的事情
。

明隆庆五年 ( 1 5 7 1 )
,

西班牙人占取马尼拉
,

奠定了统治菲律宾的基础
。

然而

菲律宾远离西班牙本国及西属墨西哥
,

西班牙人占领殖 民地所需的的一切物品不得不就近仰

仗于中国
。

首任总督勒加斯比 ( M i g ue 1 L叩 ez de eL ga sP i) 注意保护华民商旅
,

奖励华民来菲移

垦经商
。

并对来菲律宾的华舶和华货予以特别优待
。

华工
、

华商为了赚钱
,

冒险南来
,

中菲通商

从而突飞猛进
,

为经商或劳工而移居马尼拉的华民大增
。

据陈荆和先生的研究
,

明隆庆四年 ( 1 57 0 )
,

戈第 (M a r t in de C io it ) 之船队初抵 吕宋时
,

曾

见马尼拉有 40 名华民
。

隆庆五年 ( 1 5 7 1) 勒加斯比占据马尼拉
,

开设总督府
,

当时马尼拉华民计

有 1 50 名
` , ’ 。

万历十八年 ( 1 5 90 年 )
,

住在八联之华民数目经常在 3 0 0 0一 4 0 0 0 之间
,

另外还有

2 0 0 0 以上之华民从事来往生意
。

据多明古会士的估计
,

这些与住在敦度之华人以及在本市市

效从事渔业
、

园艺之华人合算起来
,

其总数可达 6 0 0 0 至 7 0 0 0 人 “ ’ 。

又据戴微禄 ( T h et, e
ou )t 的

《奇异的旅行 》第二卷的记载
: “
马尼刺城

,

共有西班牙人二千名 (军队在内 )
,

东印度人为数约倍

余
,

但华人则有二万名
,

他们多数是商人和手工艺者
,

每年每人纳居留税九元六角 (西班牙币名

称
,

原文是 R E A L S )
。 ” ` 5 ’

由此可见
,

华人较大规模移居菲律宾是在隆庆五年以后
,

也就是西班

牙占领马尼拉之后
。 `

明代移居菲律宾的华民
,

主要来自漳州地区
,

由于漳州和同安县以及厦门市联成一片
,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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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现在马尼拉龙同海同乡会
,

就由以前的龙溪县
、

同安县
、

海澄县的华侨华人组成
。

这是一个地

域性的组织
,

因为这三个县在地理位置上联成一片
,

所以同安县并没有合到泉州市
,

反而与漳

州市所辖的龙溪和海澄组成 同一个同乡会
。

据笔者在马尼拉采访龙同海同乡会前辈的资料表

明 “ ’ ,

他们主要来自于龙溪县的角美镇 (角美
、

石美
、

东美 )
、

步文镇
、

石码镇
、

榜山和鸿渐村
; 同

安县的凤针
、

锦宅
、

灌口
、

马巷
、

白礁
; 海澄县的新安

、

下洋
、

海沧
、

青礁
;
厦门市的禾山祥店村

、

仙

岳村
、

前仓村
。

以前厦门市属于同安县管辖
,

现在的厦门市仍合在龙同海同 乡会里
。

明代菲律宾漳泉移民的人数
,

虽然没有专门的史料记载
,

不过我们可以从零星的史料
、

墓

碑
、

菲律宾有中国血统的名人
、

菲律宾中国街道店主的籍贯等方面加以考察
。

1 6 0 3 年
,

由于张疑和王时和到吕宋考察易机山金矿之事
,

吕宋区的主教 D r
.

F
.

M
;
D

.

eB
-

n a vi d e s
认为

,

中国官员来吕宋勘查金矿
,

此来系欲探查吕宋军情
,

他向吕宋总督建议
,

应切实

严加预防
,

以备万一 同时总督也大有疑心
,

大肆戒备
,

如遇大敌
。

数月后
,

西班牙长官率领西

兵 2。。 名
,

日本兵 300 名
,

印度兵 500 名
,

合力杀害华民
《 , ’ 。

据同时代一西班牙人的记载 ()B
,

1 6 0 3 年
,

被杀的华民为 2 20 0 0一 2 4 0 0 0 名
,

又据 A l fo n s o F e l i x
,

J r
.

的研究
, “
在 16 0 3 年

,

西班牙

人和菲律宾人联合杀死 2 3。。。 名华侨
” ` , , .

此外《海澄县志》也记载
: “
万历三十一年 ( 1 6 0 3) 吕宋

杀华人在其国者二万 五千
,

澄人 十之八
。 ’
川 0) 又据 《晋江华侨志 》的记载

: “ 万 历三十一 年

( 1 60 3 )
,

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首次屠杀华侨
,

历时 40 天
,

被害华侨 2
.

4 万 多人
,

占其时当地

华侨的 98 %
,

其中晋江籍华侨有据可查者 17 人
”
川 , .

由《海澄县志 》的记载
,

我们知道当时被杀

害的华民中
,

海澄人占 8。%
,

有据可查的晋江籍被杀害的华民
,

只有 17 人
。

明代漳州人移居菲律宾较多
,

不仅在一些史料中有记载
,

另外根据菲律宾现存的墓碑也可

以得到证实
。

例如菲律宾目前现存的最古老的华人墓碑
` , 2 , ,

即
:

晋江

辛年亥

仙敖爹宋陈官之墓
后曾

孝绵男讫立石

海澄

乾隆年九

雷示陈贵官墓东盾男范孙

孝男孝英同立
女珍娘

A Q V I Y A Z E L V IZ O

这两块墓碑放在仙沓安娜教堂史前遗址陈列馆里
,

据说是在教堂附近发现的
。

乾隆九年为

公元 1 7 4 4 年
,

另一块墓碑没有年号
,

因此无法确定实际的年代
。

乾隆辛亥年为公元 1 7 9 1 年
,

与

乾隆九年相差 47 年
。

如果再往上推一个甲子
,

则为雍正九年
,

辛亥年为公元 1 7 31 年
。

据施振

民教授的推断
,

两碑既然同时发现
,

年代应该相近
。 ` ’ “ ,
不过晋江这块墓碑的实际年代无法判

断
,

据 目前所知现存于菲律宾的最古老的墓碑则为乾隆九年这块
,

这块墓碑恰好是漳州人的墓

碑
。

此外
,

我们也可以根据明清时期菲律宾华人中的名人的祖籍地来判断
。

例如菲律宾华侨义

山的创设
,

远在数百年前
,

其起源难于稽考
。

然而
,

相传事迹甚为显著
,

就是林旺捐赠地皮
,

义山

工基才开始奠定
。 “

华人来菲
,

据史实之足徽者
,

远在宋时
,

较西班牙为早
;
追西人于西历一五六

五年占领后
,

分设华人与土人 甲必丹职位
,

以司管理之责
。

其时华人
`

甲必丹
’

权力
,

至广且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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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凡华人出入 口之事件
,

一切纠纷诉讼
,

均得专权处理
。

而
`

甲必丹
’

之产生
,

系用选举法
,

每三

年改选一次
。

历来华侨任
“

甲必丹
’

者颇多
。

时疫猖撅
,

西政府以外族宗教不同之关系
,

不许华

人埋葬同一公家
;
福建漳州龙溪人林旺

,

竞选甲必丹职位
,

声明如能当选
,

愿购一地皮以为华侨

公共坟场
。

林氏当选后
,

果购地一段
,

即为现今华侨义山之
`

旧仙山
’

是也
。

因其时凡任甲必丹

者
,

须受天主教洗礼
,

华侨通称为沾水
,

故旧仙山也叫
`

沾水地
’ 。

是为华侨义山之始
” 。 ` , ` ’ 在当

时能够竞选当上甲必丹
,

又能购买一块地皮作为华侨义山
,

也可证明林旺当时的财力
、

物力与

声望
。

菲律宾第一共和国总统荫米溜
·

亚银那洛将军
,

其祖母蔡氏的家乡在漳浦县南蔡乡
。 “

根

据当年亲自见过荫米溜
·

亚银那洛将军
,

并和他交谈过的刘渊源
,

在其发表在一九二五年出版

的 《菲律宾华侨年鉴 》的《华侨开发菲岛之功绩与史乖 》一文
,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二 日就任第一

菲律宾共和国总统的亚银那洛将军的祖母是华人
,

姓蔡
,

是福建省漳浦县南蔡乡人
。

据刘渊源

说
,

亚银那洛因年幼的时候即成为孤儿
,

是由这位蔡姓华人祖母抚育长大的
.

亚银那洛将军还

曾两度回到中国的家乡去
。

川 ’ 5 ,

此外菲律宾第一位女总统科拉松
·

阿基诺
,

其祖父也是漳州人
。 “

从父系上说
,

科拉松
·

苏

木隆
·

许寰哥是中吕宋区打拉省的一个名门望族的后裔
。

他们拥有一个 15
, 0 0 0 英亩的甘蔗种

植园
。

他父亲何塞
·

许寰哥不仅是位糖业大王和庄园主
,

而且还是一位金融家
,

还曾当选为打

拉省的国会议员
。

同许多名字颇象中国人的菲律宾人一样
,

许寰哥家族一定是多年前来自中国

大陆
,

是早期在菲律宾经商的大批中国商人的一员
。

后来他们在菲律宾扎下根 ,,通过联姻建立

T家族
。 ” ` , ` ,

菲华商联总会第一届至第四届理事长杨启泰
,

祖籍角美杨膺村
,

也是漳州人
.

1 9 9 6年 8 月 21 日
,

我在菲律宾中国城
“

菲律宾龙同海联乡总会
”
会所采访郭尚镶

、

王有

成
、

吕宜青
、

许瑞溪
、

徐忠仁
、

蔡宜教先生
,

他们说中国城原来有些街道的商店主要是漳州人开

设 的
,

而现 在这些街道的 店 主 却 多 为泉州 人
。

例 如
:

洲仔岸 ( R os ar io tS er et )
、

雨 伞巷

( aC
r v a ja l )

、

新街 ( [ N
u e v a 〕S t r e e t G a n r a d a )

、

东 (街 ) 奎巷
、

后 街仔 ( N u e v a S t r e e t )
、

王彬街

( o n g p i n S t r e e t )
、

拉示玛仁那斯 ( D a s m a r i n a s S t r e e t )
。

关于菲律宾漳泉移民的比例
,

虽然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
,

不过由上所述
,

我们可以知道在

明代及清初
,

菲律宾的华侨中漳州人 比较多
,

泉州人则相对 比较少
。

迄至清末
,

泉州人后来居

上
,

并且超过了漳州人
。

关于明清有多少的泉州移民
,

史料很少记载
,

我们只能从地方志
、

族谱
、

墓碑等零星的材料

进行爬梳
,

整理出一个大概的情况
。

从地方志的资料来看
,

可以知道泉州人到菲律宾主要在明末和清初
,

下面拟从晋江
、

安溪

的地方资料进行论述
。

晋江县是菲律宾华侨最集中的祖籍地
。

然而明万历三十年 ( 1 6 0 3) 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

杀害华民达 2
.

5 万人
, “

其中晋江籍华侨有据可查者 17 人
。 ” ` , , ,

崇祯十二年 ( 1 63 9 )
,

菲律宾西

班牙殖民当局第二次屠杀华民
,

华民被惨杀者 2一 2
.

4 万人
, “

安海华侨摧难 7 人
。 ” ` , 8) 由此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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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

当时菲律宾晋江华侨还不是太多
。

另据晋江陈
、

黄
、

颜
、

柯
、

蔡
、

洪
、

吴
、

王姓 14 部族谱的资

料
,

明清时期
,

这些姓氏的族人去菲律宾的情况如下
:

明代嘉靖 6 人
、

隆庆 4 人
、

万历 41 人
、

天

启 2 人
、

崇祯 7 人
、

合计 60 人
。 “ , ,
清代顺治 3 人

、

康熙 15 人
、

乾隆 14 人
、

嘉庆 6人
、

道光 47 人
、

咸丰 24 人
、

同治 47 人
、

光绪 32 人
、

合计 1 88 人
。 `
20) 由此可见

,

晋江移民菲律宾
,

始于明中叶以

后
,

较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则在清代
。

安溪县也是一个著名的侨乡
,

明清时期安溪人也移居菲律宾
。

据 《安溪华侨志 》的记载
: “

崇

善里河内乡 (今金谷 乡河 内村 )郑国仰
,

明嘉靖四十五年 ( 1 5 66) 生
,

往菲律宾谋生
,

死葬在 吕

宋
。 ” ` ” ’ “

康熙年间 ( 1 6 6 2一 1 7 2 2 )… …周祷光往菲律宾吕宋
。 " ` 2 2 , “

雍正年间 ( 1 7 2 3一 1 7 3 5 )
,

刘世

居往菲律宾吕宋
。 ” `

23)
“

乾隆年间 ( 1 7 3 6一 1 7 95 )
, … …周允敦

、

周允缪往菲律宾咬唠吧
,

卒葬在

该地
。 " ( : . 》

泉州地区现存一些族谱
, ` ’ 5 ’
记载本族人移居菲律宾的情形

。

《河 图郑氏族谱》
: “
十七世

,

国

仰公讳高智
,

号围山
,

以禄公三子
,

生嘉靖丙寅年 ( 1 5 6 6 年 )8 月 22 日
。

娶洪氏大演人
,

生隆庆庚

午 ( 1 5 70 年 )正月 29 日
.

男曰正度
、

正脉
。

公段于 吕宋
,

氏卒佚
。

以瓦棺葬河内华表后沟
。

坐庚

向甲
,

倚壁扫帚尾形
,

正度公及妈陈氏与洪氏同葬
。 ”

《永春鹏翔郑氏族谱 》 : “
十世

,

学阂
,

字思仍
, 一

号省吾
,

洪阶三子
,

邑吏员
,

三考授惠安盐场大

使
。

生万历丙子 ( 1 5 76 年 )三月二十日酉时
。

壬子年 ( 1 6 12 年 )商游 吕宋
,

卒其地
。

配溪益吕氏
,

子 二
,

维贤
、

维秀
,

女二
.

为
,

字思斡
,

洪则三子
,

生万历 甲申 ( 1 5 8 4 年 )十月初五 日
,

万历丙 辰

( 1 6 16 年 )十二月二十八 日
,

商游 吕宋
,

卒其地
。

配邹氏
。

… …十四世
,

应慎
,

字振俭
,

号远济
,

荣

泰五子
,

生康熙壬寅 ( 1 7 2 2 年 )十一月初 四日
,

卒乾隆 已丑 ( 1 7 6 9 年 )五月二十五 日辰时
,

段在吕

宋
。

子三
,

天揍
、

天口
、

天拒
。

… … 尚孝
,

字日君
,

号季臣
,

振攀长子
,

生乾隆丁丑 ( 1 7 5 7 年 )五月十

七 日
,

卒乾隆壬寅 ( 1 7 82 年 ) 九月二十一 日
,

段吕宋八莲街
。

子一
,

文概
。

… …大山
,

字 日
,

振兰长

子
,

生乾隆庚辰 ( 1 7 60 年 )二 月十四日
,

往 吕宋
,

卒缺记
。

… … 垂统
,

字尔三
,

号继绪
,

宣海长子
,

生乾隆甲辰 ( 1 7 8 4 年 )
。

卒道光癸卯 ( 1 8 4 3 年 )
,

在吕宋别世
。

配洪 氏
,

子二
,

大口
、

大汉
; 女一

。

… …礼时
,

字尔
,

宣程四子
,

生嘉庆庚申 ( 18 0 0 年 )三月十八日
,

卒道光壬午 ( 1 8 2 2 年 )
,

段吕宋
. ”

《武城曾氏族谱 》 (晋江安海 )
: “

曾坤观
,

乳名坤官
,

讳世成
,

字贻地
,

号诚质
,

生乾隆乙酉年

( 1 7 6 5 年 )十月十四日
,

卒乾隆辛亥年 ( 1 7 91 年 )六月初十日辰时
,

段于 吕宋
。 ”

《溜江陈氏家谱》载
:

“

邦永公次子昭拿
,

生咸丰已未 ( 1 8 5 9 年 )九月十九 日
,

段吕宋氓埠
。

十六世
,

之口公之子
,

享运
,

讳开远
,

乾隆壬戍 ( 17 4 2 年 )九月初九日
,

卒乾隆戊申 ( 1 7 8 8 年 )

六月初五 日
。

姚氏
,

吕宋把活人
,

公葬吕宋把活
,

子三
。

正廉
,

享运公次子
,

侨居吕宋把活
。

正扬
,

享运公三子
,

侨居吕宋把活
。

邦蜡
,

正选公四子
,

生道光戊申 ( 1 8 4 8 年 )九月十一 日
,

卒光绪乙亥 ( 18 7 5 年 )四月二十日
,

姚 吕氏
,

讳片娘
,

溢剑顺
,

科任人
,

生同治癸亥 ( 1 8 6 3 年 )五月二十六 日
,

卒光绪癸卯 ( 1 9 0 3 年 )六

月初四 日
。

公商段 吕宋
,

姚葬西埔顶
,

子二
。

十九世
,

昭院
,

邦庵公承子
,

生咸丰庚申 ( 1 860 年 )十月二十三日
,

卒光绪辛丑 ( 1 9 01 )三十

四年
,

批吴氏
,

讳饭娘
,

公商段吕宋
,

子二
。

十九世
,

昭口
,

吴国贤
,

邦铺公嗣子
,

生同治甲戍 ( 1 8 7 4 年 ) 四月初三 日
,

卒光绪辛丑 ( 1 9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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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二月二十五 日
,

配洪氏
,

讳镜娘
、

溢勤口
,

生光绪丁丑 ( 18 7 7 年 )五月三 日
,

卒民国乙丑 ( 1 9 2 5

年 )十月八 日
,

公商段小吕宋
。

承子一
。

明瑟
,

兴树仁
,

邦铺公衍嗣孙
,

生同治丙寅 ( 18 6 6 年 ) 四 月十七 日
,

卒光绪癸 巳 ( 1 8 9 3 年 )四

月十七 日
,

公商段葬吕宋
,

嗣子一
。

明妈
,

字明口
,

明定公三子
,

生光绪甲午 ( 18 94 年 )十一月二十日
,

卒民国癸亥 ( 1 92 3 年 )十

二月二十六 日
,

公商段小吕宋
,

嗣子一
。

十九世
,

昭弄
,

讳 x x
,

邦营 X 弟二子
,

生咸丰元年辛亥 ( 1 851 年 )十月二十四 日
,

卒光绪二

十五年已亥 ( 1 8 9 9 年 )八月初四
,

寿年四十八
,

卒在小吕宋
。

甲辰年在吕宋拾骸归里葬庄山
。

下庄长房

十八世 … …乾隆丙寅 ( 1 7 4 6 年 )j 又月初六 日
,

卒乾隆甲午 ( 1 7 7 4 年 )十月初二 日
,

公葬

吕宋山
,

姚葬夫
。

十九世 昭万公
,

生乾隆丙寅 ( 1 7 4 6 年 )
,

卒乾隆壬 寅 l( 7 82 年 )三月十六 日
,

公身段 吕

宋
。

昭平公
,

鼎欺公三子
,

生道光乙酉 ( 1 8 2 5年 )口月
,

卒光绪口卯 ( 18 7 9年 )三月
,

公身段吕宋
。

二十一世 祖沙
,

明鸡公之长子
,

生咸丰庚申 ( 1 860 年 )十二月初七 日
,

卒光绪癸卯 ( 1 9 0 3

年 )十月十三 日
,

砒氏台湾人
,

名需娘
,

公身段在吕宋
。

祖菊公
,

明约公之长子
,

生道光丙戍 ( 1 8 2 6年 )十月初三 日
,

卒同治甲子 ( 1 8 6 4 年 )十二 月初

一
,

公身故吕宋
。

祖轻公
,

明株公三子
,

生道光 已亥 ( 1 8 3 9 年 )八月十二 日
,

卒光绪乙未 ( 18 9 5 年 )十月十九

日
,

娶番女氏吕宋
,

番氏名罗曼
,

公身故在 吕宋
。

祖科公
,

明株公四子
,

生道光壬寅 ( 1 8 4 2年 )八月二十二 日
,

卒同治辛未 ( 1 8 71 年 )八月十五

日
,

公身故吕宋氓地
。

十二 世 稠齐公次子
,

生于 明万 历三十二年 ( ] 6 0 4) 甲辰三 月初一 日
,

卒于清康熙元年

( 1 662 年 ) 壬寅年九月初七 日
,

寿亨五十九岁
。

与兄启辰
、

男鼎蛮合葬于本山后
,

祀坛官后
,

坐北

向南
。

启奕公
,

志在四方
,

X x 东 吕宋
,

轻财好文… …
。

《塘东文檀房周元公派下蔡氏家谱》 (手抄本
,

宣统元年
,

1 9 0 9 年抄本 )
: “

支燕公
,

本家公长

子
,

生同治元年壬戍 ( 1 862 年 )十二月十三日
,

卒光绪二十八年 ( 1 9 0 2 年 )八月二十一 日
,

享年四

十一岁
,

娶洪氏
,

子二女三
。

考段在吕宋
” 。

上述五部泉州地区的族谱
,

记载了族人去菲律宾的情况
,

族谱中虽然没有记载他们是哪一

年去菲律宾
,

但族谱有记录前往菲律宾族人的生段时间
,

去菲律宾的族人大多在 15 一 20 岁前

后
,

所以我们仍可推 出其前往菲律宾的年代
。

这五部族谱共记载 29 名族人前往菲律宾
,

他们去

吕宋的年代分别为
:

明代万历 3 人
、

天启 1 人
。

清代乾隆 7 人
、

嘉庆 2 人
、

道光 3 人
、

咸丰 1 人
、

同治 4 人
、

光绪 7 人
。

民国期间 1 人
。

这说明泉州人移民菲律宾始于明中叶以后
,

较大规模的

移民活动则在清代
。

它正好与《晋江县志 》记载晋江县移民菲律宾的情况相同 (参考上述 )
。

据《河图郑氏族谱 》的记载
,

国仰公生于嘉靖丙寅年 ( 1 5 6 6 年 )
,

段于吕宋
,

由此可知泉州人

在西班牙统治菲律宾不久就到菲律宾谋生
。

据《永春鹏翔郑氏族谱 》的记载
:

学阂
,

邑吏员
,

生万

历丙子 ( 1 5 7 6 年 )
,

壬子年 ( 1 6 12 年 )商游旅宋
,

卒其地
。

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
,

早期到吕宋

的人
,

不仅仅是商人或劳工
,

也有个别曾做过官吏的人来吕宋
。

根据《溜江陈氏家谱 》的记载
,

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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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陈氏这个家族共有 8 1人到吕宋谋生
,

并客死 吕宋
,

且大多葬于吕宋
。

这表 明侨居吕宋具有一

种家族性
。

另据 《河 田郑氏族谱 》的记载
, “

正度公及妈陈氏与洪氏同葬
” ,

说明他们保留了闽南

夫妻同葬的习俗
。

又据 《榴江陈氏家谱》的记载
: “

十九世
,

昭弄… …卒光绪二十五年乙亥 ( 1 8 9 9

年 )
,

… … 甲辰年在 吕宋拾骸归里葬庄山
。 ”

反映了华民叶落归根及二次葬的习俗
。

明代菲律宾的华民以漳州人居多
,

迄至清代
,

泉州人后来居上
,

超过了漳州人
。

这是什么原

因引起的呢 ? 我们有四个基本的假设
:

第一
、

菲律宾方面的原因
,

是否西班牙殖民政府对漳泉移民的态度不同
,

或是泉州人在菲

律宾所处 的地理环境比漳州人好
,

或从事的职业比漳州人更易发展 ?致使清代菲律宾泉州移民

人数超过漳州人
。

从菲律宾方面来看
,

西班牙殖民当局对漳州和泉州的华民并没有分别对待
,

华侨寄居菲律宾
,

自万历十年 ( 1 5 8 2 年 )
,

龙其虑总督于马尼拉市区东北部 巴石河畔开设八连

( P ar ia n )
,

将本年来菲之华人全部集中该处
,

并任命西吏为监 督官
,

对华人商业及生活严加管

制
。 ` , ` ,

直至乾隆二十年 ( 1 7 5 5年 )
,

西班牙殖民当局规定本年六月三十日为改信天主教 日
,

至是

日不肯改宗教者
,

一律予以驱逐
。

结果
,

被放逐出境之华人多至 2 0 7 0 人
,

为研究教义而获准 留

住者 1 1 08 名
,

改宗为教徒而获准居留者 5巧 名
。

因亚兰地总督驱逐华民
,

许多华民潜往苏禄岛

贺鲁 (J 01 0) 镇
` ” ’ 。

在这以前
,

华民基本上都住在八连里
,

为此漳州人与泉州人不是因侨居地的

不同
,

而造成经济发展的差异
,

导致移民人数需求的差别
。

至于早期漳泉移民在菲律宾从事的

职业
,

是否影响到后来的移民活动
,

史料记载不详
,

难于稽考
。

第二
、

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镇压屠杀华民
,

前两次较大规模的屠杀发生在明万历三十一

年 ( 1 6 03 )和崇祯十二年 ( 1 63 9 )
,

被杀的大多为漳州人
。

是不是因为漳州人被西班牙殖民统治者

屠杀后而不敢再来菲律宾 ? 以致后来菲律宾漳州人数减少 ? 1 6 0 3 年
,

西班牙殖民政府当局屠杀

华侨 2
.

5 万人
。

其中有幸而不死者仅剩下约二百名
,

西班牙人屠杀华侨后
,

极度恐慌
。

其一耽

心中国政府派兵前来报复
;
其次

,

自惨案发生后
,

中菲贸易停顿
,

吕宋土著又不懂经营贸易
,

这

样
,

吕宋无形 中便会成为死地
。 `
28) 西班牙殖民当局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

令派往澳门的专员
,

探

听情况
。 “
这批专员还留居于澳门

,

探查实情时
,

碰到几个来自漳州的商人
,

这些商人以前是常

常到 吕宋做生意的
,

他们抱晤之余
,

西班牙在吕宋的当局派往澳门的专员
,

便就拜了这些漳州

商贩代为带信呈交漳州长官
,

说明吕宋华侨被惨杀的原因及经过
。

这些漳州商贩
,

并允 回里时
,

劝告同乡经营海外贸易者
,

继续前往 吕宋
。

结果
,

漳商之续往 吕宋做生意者
,

实予吕宋居地以莫

大的利益
,

盖因生活上急需品
,

大部分幸得漳商前来供应
。

专员任务已毕
,

即返 吕宋
,

… …他们

回来不久
,

就有十三艘中国商船
,

于华侨惨案发生后
,

重来吕宋
,

满载各种货物
。 ” `29) 又据《菲律

宾群岛 》 ( T h e P h i l i p p i n e I s l a n d s )的记载
,

西班牙人屠杀华侨的次年
,

即万历三 + 二年 ( 1 6 0 4 )
,

“
本年初仍有许多华人来菲经商

,

其数约达四千名
,

因为前年暴动
,

八莲 已焚毁
,

西督亚若那乃

设法于城内予以安置
。

彼等于交易完毕后则大多回国
,

居留者仅四百五十人
。 ” `30) 到了崇祯十

一年 ( 1 6 38 年 )
,

侨居菲律宾的华民总人数约 2
.

5一 3 万人
。

由此可见
,

漳州人并不因为华民被

杀
,

而不敢前往吕宋经商或侨居
,

只是后来漳州人去菲律宾的人数比泉州人少了
。

第三
、

是否因为漳泉生态环境与人文历史背景的差异
,

导致清代菲律宾漳州华侨人数不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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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的华侨人数
。

从生态环境来看
,

九龙江下游的漳州平原属于福建省最大的平原
,

土地肥沃
,

盛产大米和水果
,

龙溪和海澄县位 于九龙江下游平原
,

为此漳州人到菲律宾
,

大多是为了赚一

笔钱
,

然后衣锦还乡
,

荣宗耀祖
,

购置 田产等
。

笔者在菲律宾从事 田野调查时
,

曾访问了郭 尚锁
、

王有成
、

吕宜青
、

徐忠仁
、

许瑞溪
、

蔡宜教
、

陈文辉先生
,

他们认为漳州土地肥沃
,

许多漳州人在

菲律宾赚了钱则 回家购买田园
;
而泉州土地 比较贫脊

,

泉州人多吃地瓜
,

所以泉州人寄居菲律

宾的人数较多
,

他们不断地繁衍
,

再连亲带戚地带到菲律宾
。

例如
“

降及明清 (吴氏 )族人相继乘

搓浮海者
,

络绎不绝
,

尤以侨居菲律宾为最多
。

于是父掣其子
,

兄率其弟
,

接踵而至
,

居斯食斯
,

以生以养
。

追逊清末时
,

族人旅菲者数以万计
,

工商学贾
,

各从其业
。 ” `” ’

此外
,

从文化传统来

看
,

宋元时代
,

泉州为世界一大商港
,

商贾云集
,

泉州人则浮海谋生
,

海外移民的传统比漳州人

更为浓厚
,

而漳州人则更多以农业为主
。

自明景泰四年 ( 1 4 5 3 年 )
,

月港的走私贸易开始兴起
,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初以前
,

漳州的月港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港 口之一
,

是东南沿海与东
、

西洋

的贸易中心
,

万商云集
,

驰名中外
。

月港的盛况
,

仅持续一个半世纪左右
,

后被厦门港取代
。

漳

州月港与泉州港相 比
,

就其持续的时间和影响的范围
,

月港不如泉州港
。

从文化传统来看
,

泉州

人 比漳州人更具有到海外经商的传统
。

由此可见
,

清代菲律宾泉州移民超过漳州人
,

这和漳泉

地区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具有一定的关系
。

第四
、

从明中叶开始
,

漳州人移居海外出现更大的分流状况
。

他们仍继续移居海外
,

不过移

居的地方不再以菲律宾为主
,

有的移往马来西亚
、

印尼
、

文莱
、

新加坡
、

台湾等地区
。

与此同时
,

泉州人仍大量移居菲律宾
,

遂造成菲律宾的泉州人超过漳州人
。

虽然自明中叶开始
,

漳州人移

居海外出现更大的分流状况
,

但从总的情况来看
,

明清移居海外的泉州人还是比漳州人多
。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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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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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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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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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菲律乔治
:

《西班牙与漳州之初期通商》
,

载中共龙溪地委宣传部
,

福建历史学会厦门分会编印
:

《月港研究

论文集》
,
1 9 8 3 年

,

第 2 81一 2 82 页
。

(6 ) 1 996 年 8 月 21 日
,

笔者在马尼拉龙同海同乡会的会所
,

采访龙同海的前辈郭尚铸
、

许瑞溪
、

王有成
、

吕宜

青
、

徐忠仁
、

蔡宜教
、

陈文辉先生
。

他们告诉笔者关于菲律宾龙同海华侨及其祖籍地等情况
。

( 7 )同注 5
,

第 2 88一 28 9 页
.

( 8 )转引同注 3
,

第 1 4 0 页
.

( 9 ) iA f o n s o F e l ix
,

J r
.

H o w w e S t a n d
.

dE i t e d b y A lf o n s o F e l ix
,

J r
. ,

T h e Ch in e s e
in t h e P h ili p p in e s

.

( 1570一

1 77 0 )
.

V o l
.

1
,

P P
.

3
,

P h ili p p i n e s : R e g a l P r
i n t i n g oC

.

1 9 66

( 1 0) 转引陈昊泉
: 《月港的兴起与闽南华侨》

,

载龙溪地委宣传部
,

福建历史学会厦门分会编印
:

《月港研究论文

集 )
,

1 983 年
,

第 203 页
。

( 11 )吴泰主编
: 《晋江华侨志》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 9 9 4 年版

,

第 6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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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施振民
:

《菲华碑文史料 》
,

载洪玉华编《华人移民 》
,

马 尼拉
,

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
、

拉萨大学中国研究出

版
,
1 9 9 2 版

,

第 2 9 0 页
。

( 1 3 )同上
,

第 2 8 8 页
。

( 1 4 ) 《菲律宾华侨善举公所九十周年纪念刊 》 ( 1 8 7 7 一 196 7 )
,

菲律宾华侨善举公所九十周年纪念刊编纂委员

会
,

马尼拉
,
1 9 8 6 年 12 月版

。

( 1 5 ) 《菲律宾第一共和 国总统荫米溜
·

亚银娜洛将军 》
,

菲律宾华裔青年联谊会编
,

载《世界 日报 》
,
1 9 9 6 年 2

月 2 5 日
.

( 1 6 )[ 菲 〕埃萨伯罗
·

克里索斯托莫著
: 《科丽

·

阿基诺传 》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

第 15 页
。

( 1 7 )同注 1 1
,

第 6 页
.

( 1 8 )同上
,

第 7 页
。

( 1 9 )同上
,

第 2 8 页
。

( 2 0 )同上
,

第 5 0 页
。

( 2 1 )
、

( 2 2 )
、

( 2 3 )陈克振主编
: 《安溪华侨志 )

,

厦门
,

厦门大学出版社
,

1 9 9 4 年版
,

第 1 6 页
.

( 2 4 )同上
,

第 7 页
。

(2 5) 笔者 1 9 9 5 年去泉州华侨大学
,

承蒙郑山玉教授提供泉州的族谱资料
。

( 2 6 )引自同注 3
,

第 1 3 6 页
。

( 2 7 )同注 3
,

第 1 4 9 页
。

( 2 8 )同注 5
,

第 2 8 9 页
。

( 2 9 )同注 5
,

第 2 89 页
.

( 3 0 )引自同注 3
,

第 1 4 1 页
.

( 3 1 )引自同注 1 1
,

第 2 9 页
。

作者曾少聪
:

厦门大学历史 系博士研究生 ; 邮编
: 3 61 0 05

。

( 上接第 81 页 )

L《同安县志》卷三十五
“

人物录
·

循吏
” ,

台湾成文出版社 1 9 2 9 年版
,

第 1 1 6 9 页
。

LL《桐轩案犊 )( 抄本 )
,

第 3 页
、

48 一 49 页
。

@宋际春
:

《拓耕诗文集 )( 钞本 )卷十《泉漳治法论跋 》
。

O 汪辉祖
: 《学治续说 》

,

《官篇 》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 9 9 6 年 6 月版
,

第 430 页
。

@ 汪辉祖
:

《佐治药言 》
,

《官篇 》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 9 9 6 年 6 月版
,

第 337 一 33 8 页
。

作者郑剑顺
: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 邮编

: 3 6 1 0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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