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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朝鲜等东方移民与俄罗斯远东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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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朝鲜等东方移民早在 19 世纪中期开始就因生活所迫移民俄罗斯远东，20 世纪初，两国

的政治移民剧增。俄罗斯远东政府对中、朝移民的态度和认知有所不同，认为中国人野蛮，难于管制，而朝

鲜人本分，便于管理。尽管如此，中朝等东方移民都为俄罗斯远东的开发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 世纪

90 年代，新一轮的东方移民潮开始，中国“人口扩张论”甚嚣尘上。现实并非重复历史，这次移民的主体成

分、移民动机和数量都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劳务输出、商贸、求学和文化交流，以中国移民居多，并且中、韩、
日在此展开新的博弈。正确的认识是，俄罗斯远东的真正开发离不开东方移民的鼎力参与，而东方移民的

利益诉求也需借助于俄罗斯远东大开发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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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was a trend of immigration to Russian Far East in mid-19th century of impoverished oriental
immigrants of Ancient China and North Korea. In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the number of political immigrants
of these two countries grew even higher. Russian Far Eastern government had different cognition and attitudes to－
wards Chinese and North Korean immigrants，assuming former to be barbarous and hard to manage and latter docile
and easy to control，in spite of which，both immigrants of China and North Korea had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Russian Far East. An outrageous“China population expansion”theory came
with a new round of oriental immigration trend in 1990s. Nevertheless，history is not always repeated. The consti－
tution，motivation and number of today’s immigration has greatly varied，mainly in labor output，commercial ex－
changes，education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hinese immigrants outweighs while a new gaming began among
China，South Korea and Japan. It is wise to recognize that the thorough development of Russian Far East is indis－
pensable to the contribution of oriental immigrants，whose interests，meanwhile，reciprocally rely on the fo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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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俄罗斯、美国等依

据国家利益最大化之原则将目光由西方转回太平

洋，转向中国、朝鲜和日本等东方国家时，移民问

题再度成为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因

为它牵涉到很多问题，如历史边界问题、边疆开发

问题、移民归属问题、移民国对外来移民的民族政

策问题等。
俄罗斯远东作为历史和现实视域中东西方文

化交汇的中心地带，不仅引起普京政府的高度关

注，不断投入重金，加大开发力度，同时其丰富的

自然资源也吸引了中国、韩国和日本企业、商人和

旅游开发者的兴趣。这样，俄罗斯远东又一次成为

独联体国家 （以俄罗斯朝鲜族为主） 和东方移民

“淘金”的心仪之地，同时，东方移民的大量涌入，

也引起俄罗斯政府特别是远东地方政府和一些民

族极端分子的恐慌和排外情绪，“人口扩张论”、
“中国威胁论”（“黄祸论”在新形势下的变种）甚嚣

尘上。基于此，笔者通过梳理中国和朝鲜等东方移

民移居俄罗斯远东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揭示

中、朝等东方移民在俄罗斯远东经济开发和社会

发展中所做的贡献，目的是使移民移入国（俄罗斯

政府，包括远东政府）冷静而客观地认识移民对其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起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从

而放弃戒心，开放胸怀，相互理解，以一种包容和

友好的态度对待移民，减少冲突，只有这样，才能

加强交流与合作，互利共赢。

一、19 世纪中后期至 20 世纪 30
年代末俄罗斯远东的东方移民

俄罗斯远东拥有广袤的良田沃土和丰富的自

然资源，沙俄自凭借武力抢占这片土地之日起，

如何开发利用它就成为帝俄政府颇为棘手的问

题，因为地域偏远，气候寒冷，加之人财力匮乏，这

就为俄罗斯远东接受外来移民提供了客观条件。
受地缘优势的影响，来此的东方移民主要是中国

人、朝鲜人和日本人等。但是，他们移民俄罗斯远

东的动机和背景、从事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等也不

甚相同。

（一）中、朝等东方移民移居俄罗斯远东

的动机与背景

早在《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以前，就

有中国人去远东狩猎、采参和淘金了，资料显示，

1860 年，在乌苏里地区生活着 2 000~3 000 名中国

人。其中，872 名中国人长期定居于此，并兴建了

341 座农舍[1]。条约签订以后，中国劳工开始大量出

现在远东地区，主要从事碉堡、兵营、港口和铁路

等远东基础设施和军用设施的修筑。据统计，1893
年，在阿穆尔州、滨海州和后贝加尔州等远东南部

地区共有人口 90.84 万人[2]，包括中国人、朝鲜人、
日本人和一些欧洲人在内。详见下表：

由此可推算出，1893 年，中国人不仅占俄罗斯

远东南部总人口的 3.2%，而且在远东南部外国居

民中也占多数，为 81.4%；其次是朝鲜人，占远东南

部外国居民总数的 15.5%。从在俄远东中国人的来

源地和移居动机看，主要是与俄罗斯接壤的中国

东北地区人，以黑龙江人居多。他们多是因为在本

国无地、少地或破产而陷入穷困境地的农民，被迫

去俄远东谋生。其次是中国内陆地区的人，他们多

是在本国无出路，挣不到钱或是触犯法律的罪人

而应征去远东从事建筑、采矿和修路等工作的，比

如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沙俄从山东、直隶等地征

集了 150 名中国工人去哈巴罗夫斯克修建军营；

90 年代，沙俄政府为了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又雇佣

了近 3 万名季节性华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尼古

拉耶夫斯克和南乌苏里斯克等城市[3]。
而朝鲜人又是何时以及为何移居至俄罗斯远

东地区的呢？根据史料，朝鲜人移居俄罗斯远东地

区的时间约在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移居的主要

原因是国内经济衰败、阶级矛盾激化和民族压迫

加深以及自然灾害（如 1869 年饥荒）等天灾人祸

的影响，导致朝鲜农民大批破产，丧失了土地，被

迫背井离乡，迁徙到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
与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相比，朝鲜移民

呈现出集中移民、分片居住、工作相对稳定等特

点。譬如，除 1869、1870 年外，从 1864 年至 1882
年的近 20 年时间里，朝鲜每年移民数在 100~200

资料来源：此表根据沈莉华在《关于俄罗斯远东中国

移民问题的思考》，《东北亚论坛》2005 年第 4 期所列数据

制作而成。

表 1 1893 年俄罗斯远东南部人口比例

人口构成

数量（万）

比例（%）

中国人

2.89
3.2

朝鲜人

0.55
0.6

日本人

0.07
0.08

欧洲人

0.05
0.06

外国总人口

3.55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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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1864年为130人，1882年为352人）之间波动，而

1869 年因为饥荒，移居至南乌苏里斯克地区的朝

鲜移民陡增至 1 594 人。1870 年为 775 人，[4] 可视

作饥荒波的余音。朝鲜移民移居的主要区域是阿

穆尔州，而波谢叶斯克（Посьетский）、绥芬斯克

（Суйфунский）和苏城（Сучанский）等南乌苏里斯

克边界地区是他们的首选地。一部分朝鲜人居住

在上述地区的村镇里，从事农业生产，垦荒、种地

和帮工；一部分朝鲜人居住在城市里，从事修路、
捕鱼、采矿等工作。

1904 年日俄战争时，日本获胜，之后腾出手来

推进朝鲜日本化，至 1910 年，使朝鲜沦为自己的

殖民地。广大的朝鲜爱国志士不堪民族沦亡奋起

反抗，日帝疯狂镇压，仅 1906 至 1911 年间，被拘

捕的朝鲜爱国者数约为 24 000 人，其中，75%的人

被处死[5]。侥幸逃脱下来的人大量跑到“满洲”或阿

穆尔州，这就使阿穆尔州的朝鲜政治移民数量大

大 增 加。根 据 时 任 阿 穆 尔 州 州 长 的 П.Ф.
Унтербергер 的官方报告，1906-1910 年阿穆尔州

朝鲜移民总数由 34 399 人增加到 50 965 人，不包

括因逃缴费而未登记在册的朝鲜人[6]。

（二）俄罗斯远东政府眼中的中、朝等东

方移民

20 世纪初，俄罗斯远东中、朝等东方移民的快

速增加，引起俄罗斯远东政府的极度恐慌，阿穆尔

州州长 П.Ф.Унтербергер 曾多次指出“黄祸”的危

险，并作出种种限制东方移民活动和工作的规定。
尽管如此，他们对待中朝移民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在他们看来，首先，中国移民比朝鲜移民更危险，

因为中俄存在着边界之争，中国移民的数量大大

超过朝鲜移民。拿1907年来说，在阿穆尔流域的朝

鲜人为37 000人，而中国人则高达 10 万多人[7]。就

整个远东而言，据 1910 年末统计，当时在远东常

住的中国人约为15万，占远东总人口的12%以上，

与1893年相比，远东中国人口的绝对数量增加了

4.2 倍[8]。而朝鲜人数量增加不大。这必然威胁俄罗

斯远东边界领土的安全与稳定，在他们看来，这是

中国人意欲通过移民来夺回本属于自己的土地。
其次，中国移民狡猾、偷懒，占有欲强，工作效

率不高；朝鲜移民老实，勤快，工作效率高。在俄罗

斯远东政府眼里，朝鲜移民几乎都是出色的庄稼

人和勤杂工，肯吃苦。乌苏里斯克地区差不多 90%

的俄国村镇都雇佣朝鲜移民，54.9%的庄稼地都雇

佣朝鲜移民来种，而中国移民只占 27.7%[9]。另外，

在金矿上做工的朝鲜人是有效率的普通工人，而

中国人则大多是金矿掠夺者，常常偷藏金子。
再次，中国移民不如朝鲜移民稳定，好管理。

在俄远东的中国移民虽然数量多，但是季节性移

民比较多，人员流动性大，而真正定居者和入俄籍

者不是很多。而且，中国移民中黑社会势力比较猖

獗，他们持有枪械，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

斯克等远东的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相比之下，朝

鲜移民不愿滋事生非，入俄籍者甚多，因为俄朝政

府间早在 1884 年就缔结过有关朝鲜人加入俄籍

的协议，而与中国未签订这种协议，原因是社会紧

张性和两国政府互不信任。加入俄籍的朝鲜人必

须掌握俄语，接受东正教信仰，着俄罗斯人服装，

过东正教节日[10]。俄罗斯远东政府为他们专门设立

了朝鲜屯，修建教堂和学校，并免除其 5 年的义务

税[11]。

（三）中、朝等东方移民对俄罗斯远东开

发和建设的贡献

“黄祸论”最早是由远东的哥萨克和原住民的

富裕阶层以及俄罗斯大资产阶级挑起的，并获得

了俄罗斯远东地方政府的认可与支持。但是，随着

东方移民的逐渐增加，也为他们创造了可观的经

济收益。于是，俄罗斯远东政府由一味敌对转为积

极疏导，加强了对登记在册的移民的监督与管理。
那么，中、朝等东方移民对俄罗斯远东开发主要做

出了哪些贡献呢？

首先，经济效益与贸易发展。俄罗斯远东土地

广袤，但当时很多是未开发的荒漠土地，即使有土

地也少人耕种，粮食靠进口。移居至此的东方移民

因无地耕种被迫去开垦火耕地和狭窄谷地等荒

地，凭借勤劳的双手和汗水，采用在本国就已熟练

掌握的高度完善的土地耕作技术，开垦了大量的

荒地，为俄远东增加了玉米、稻米、燕麦、大麦和谷

物等粮食生产。而且将高粱种植、水稻栽培、养蚕

技术以及一些蔬菜、苏子等禾类和经济作物传授

给了俄罗斯人，促进了俄远东与中国、朝鲜之间的

贸易往来。
其次，资源开采与城市建设。东方移民在俄罗

斯远东资源开采和加工以及交通运输、建筑和服

务性行业等城市建设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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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1913 年，中国移民占远东采金业劳动力总

数的 87.6%，占滨海洲硅酸盐工业劳动力总数的

92.5%，占森林工业劳动力总数的 67.1%，占码头

行业劳动力总数的 57.8%，占乌苏里铁路劳动力总

数的 53.3%，占阿穆尔流域船舶劳动力总数的

32.8%[12]。朝鲜移民从事采金、硅酸盐和森林行业的

人数远远比不上中国人，但是他们更多地从事农

业、渔业和服务性行业。此外，东方移民的存在为

俄远东城市增添了迥异于俄罗斯西部城市的独特

的东方色调。
再次，军事补充与社会主义建设。从第一次世

界大战至苏联十月革命、国内革命战争、卫国战争

等历次军事行动中，中、朝移民不仅通过自己的辛

勤劳动为军队提供燕麦、大麦、稗子等军事给养，

而且也成为战争不可或缺的力量之一。他们代替

俄罗斯人走上前线，成为军队中地位最低、待遇最

差的普通士兵。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东方移民

也把满腔的热情和才干投入到工农业集体化运动

中，争做劳动模范，如中国劳动者代表王云仁（Ван
Юн-Жен）等[13]。

尽管，中、朝等东方移民为俄罗斯远东的经济

开发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们的政

治地位很低，所获得的经济收益也比不上俄罗斯

人。而且，作为国际关系的“晴雨表”，一旦世界局

势发生变化，他们便最先受到冲击。20 世纪 20-30
年代，日本加紧了在俄远东的政治活动，间谍活动

频繁，这引起苏联政府的高度警觉和担忧。斯大林

非常害怕远东成为日本的策源地，敦促内务部严

加监管东方移民的行动，不惜拘捕和枪毙。1937
年，斯大林政府通过“肃清远东地区居民被邻国利

用从事间谍破坏活动的决议”，将远东地区的朝鲜

移民 （18 万人） 强制集体迁移到中亚地区。1938
年，又将一部分中国人驱逐出境，而将另一部分中

国移民迁移出俄罗斯远东[14]。

二、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俄罗
斯远东的东方移民

20 世纪末，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由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转轨，放宽俄罗斯人和外国人出入境限

制，俄罗斯远东的大门向国外开放。由此，中国、韩
国和日本等东方人以及独联体国家的俄籍朝鲜族

大量涌入俄罗斯远东，而俄罗斯远东人则大批移

入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城市、欧美和亚洲国家，于是

展开了新一轮的移民浪潮。
与上一世纪末移居俄罗斯远东的东方移民相

比，这次移民潮无论在主体成分、移民动机和数量

上都有很大差异。从移民主体和数量来看，中国人

仍占绝大多数，但也不像俄罗斯有些学者所宣传

的那样有 40 万~200 万人 [15]。正如李传勋教授所

言，从俄远东与贝加尔入境的中国人，大部分是所

谓“钟摆式移民”，其中有很多人是“过境者”、“游

客”[16]。他们不是长期居住在俄远东，算不上移民。
俄远东学者 В.Л.拉林教授指出：“在俄罗斯远东，主

要是远东南部，20 世纪与 21 世纪之交经常逗留的

中国人有 3 万至 3.5 万。到本世纪前的 10 年中期，

更广泛地从中国吸收合同工人可能把这一数字增

加到了 4 万至 4.5 万人[17]。韩国人和日本人在俄远

东的确切数字不详，但是在俄远东的俄罗斯朝鲜

族约为 3 万人左右，他们是 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

解体后从中亚地区迁回俄远东的独联体国家的居

民。而俄远东的朝鲜人约为 5 000 人左右[18]。
从移民动机上看，主要是劳务输出、商贸、求

学与文化交流。原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行政长官

维克多·伊沙耶夫 2009 年 5 月在梅德韦杰夫总统

主持的边境合作会议上指出：“远东有 10.3 万外国

劳动移民，占经济自立人口的 3%，其中中国人占

1.2%。”[19] 俄远东中国移民的增多并非上次移民潮

那样仅仅为了生存，而是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众所

周知，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与俄罗

斯经济的急剧衰退形成巨大的反差，加之俄远东

人口的锐减，均刺激中国人移民至此寻找发财致

富的机会。中国移民的大量涌入，引发俄罗斯远东

人的“中国人口扩张论”，有俄罗斯学者指出：“苏

联解体后，‘1995 年俄罗斯民族危险性的观念’和
由此构成的从巴尔干到太平洋整个欧亚范围内的

地缘政治真空潜在而强烈地刺激着远东的‘力量

中心’———日本和中国积极性的增长。可是对于俄

罗斯而言，这是极大的危险。”[20] 可见，尽管中俄东

部边界领土业已划定完毕，然而历史的领土纷争

仍是阻碍中俄两国进一步合作与交流的潜在因

素，特别对俄罗斯远东政府而言，这是最为敏感的

神经。
韩国商界也积极进入俄远东拓展业务，在商

贸、运输、建筑和餐饮业等服务性行业与中国争夺

远东市场。韩国的方便面、泡菜等颇受远东人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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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日用品方面，韩国商品以质优、美观和信誉好

赢得俄远东人的青睐。而在俄远东的朝鲜人人数

甚少，这与朝鲜不开放有关。他们在此主要从事房

屋修缮、建筑等比较单一和低级的工作，在俄罗斯

远东人的眼里是最廉价的劳动力。有趣的是，只有

在俄远东，有着同一血统的韩国人、朝鲜人和俄罗

斯朝鲜族才能真正聚首在一起。在远东各大城市，

都有韩国侨民社团，这是民间组织。每逢农历新年

和秋夕节等重大节日，社团都要组织传统晚会，邀

请在远东的朝鲜族参加。不同国籍的朝鲜族同坐

一桌，品尝米酒，相互祝贺。尽管气氛比较和谐，但

是意识形态的差异还是存在，历史的政治亲近使

朝鲜人与俄罗斯朝鲜族易达成共识，而经济因素

又促使韩国人与俄罗斯朝鲜族存在着更多的经济

联系，对此，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朝鲜族社区的

创始人之一维亚切斯拉夫·李颇为尴尬地说：“朝

鲜人把我们视作卖国贼，而韩国人把我们当成骗

子。”[21]

日本对俄罗斯远东更是“情有独钟”，早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就已把触手伸向此，力图掠取

俄远东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后来，由于“北方四

岛”（“千岛群岛”）问题，日俄间的经贸合作暂缓。
90 年代开始，日本经济下滑，正值苏联解体，日本

丰田、住友、三井、三菱等许多企业经营者看好俄

远东的商机，于是凭借技术优势积极拓展与俄远

东的经贸关系，一方面向俄远东出口汽车和家电

等高精尖产品，另一方面从俄远东进口石油和天

然气资源。日本汽车在俄远东城市中占据 75%以

上。除汽车外，日本力图在油气方面加强与俄远东

的合作，因为日本能源极其匮乏，其石油销量的

87.9％来自中东地区，为了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

赖，实现能源消费多样化，日本急需深化与俄远东

油气的合作，目前双方已就萨哈林油气开发项目

达成合作协议。另外，借此也可以遏制和削弱中国

在俄远东地区的影响力[22]。
在中、韩、日三国中，日本对俄罗斯远东的投

资最大，其次是韩国、中国。日本不仅将大笔的资

金投入到经贸领域，而且在文化产业上也舍得投

资。俄罗斯媒体的一份调查显示，70%的俄罗斯远

东人喜欢日本，称日本人是“最受欢迎的亚洲人”。
这种心理取舍反过来又影响到俄远东与东北亚主

要国家间的贸易关系：

从此表中不难看出，中、日、韩三国是俄罗斯

远东在亚太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国。根据双边贸

易额，三国在 2007 年、2008 年的排位顺序依次为

日本、韩国和中国。2009 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三

国与俄罗斯远东的双边贸易额同比下降，尤其是

日本和韩国下降幅度较大。2010 年则大幅增长，

2011 年继续增长，但是韩国与俄罗斯远东的双边

贸易额增长幅度较大，超过了中国和日本，而且在

2012 年上半年仍然保持这种势头。这无疑为中国

敲响了警钟，即今后中国也应重视并深化与俄罗

斯远东地区的经贸合作，否则，地域与经贸优势势

必削弱。

三、对东方移民与俄罗斯远东大
开发之关系的思考

从普京政府“东向”的执政理念不难看出，俄

罗斯远东开发战略被视作振兴俄罗斯经济和提升

俄罗斯大国威望的“精神支柱”，而俄罗斯远东经

济发展不能像过去那样依赖中央政府的财政拨

款，而更依赖于远东与东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正

像有文章指出的，俄远东地区的一些居民可能付

不起去首都莫斯科的交通费，却可以轻松地前往

临近的中国城市。可见，地缘关系决定了俄远东对

东北亚国家的依赖关系，俄罗斯要加速远东开发，

要深度融入亚太经济一体化中，就必须重视并加

大与亚太国家的广泛交流与合作，而首先面对的

就是如何认识东方移民与俄罗斯远东开发的关系

问题。

（一）俄罗斯远东的真正开发离不开东

方移民的鼎力参与

尽管我们未能采集到东方移民所创造的 GDP
究竟占俄罗斯远东经济 GDP 多少的确切数据，但

是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东方移民无疑以其

勤劳务实的努力为俄罗斯远东社会创造了大量的

国别

中国

日本

韩国

2007 年

42.9
59.6
53.6

2008 年

48.6
68.4
58.3

2009 年

44.9
40.7
41.4

2010 年

69.4
69.4
62.4

2011 年

84.6
77.6
93.6

表 2 2007-2011 年俄罗斯远东与亚洲东北亚国家

贸易额（单位：亿美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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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促进了多元文化的

发展。不难想象，在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社会、
经济转型时期，俄远东几乎陷入经济低靡、日用品

奇缺和社会动荡的崩溃边缘，正是中国、韩国等东

方移民在母国与贸易国间的往来奔波，通过“易货

贸易”等经济运作形式，才充分保障了俄罗斯人的

日用生活所需，进而稳定了社会，发展了经济。
从人口角度看，1990 年，远东地区人口数为

804 万人，至 2010 年，人口降为 629 万人。20 年

间，俄远东地区人口减少了 175 万人，数目可谓惊

人[24]。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人口下降意味着远东

市场的消费能力受限，不能完全吸纳亚太不断增

长的生产能力。同时，劳动力紧缺，也无法参与亚

太地区劳动力资源竞争，这就迫切需要中国等东

方劳动力的积极参与。正如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杜马副主席亚历山大·彼得罗夫在 21 世纪初所说

的：“在目前情况下，不吸收外国劳工，我们简直难

以生存，考虑到我们的联系这样紧密，进一步接近

不可避免。”[25]

既然俄罗斯中央政府将远东经济大开发上升

到战略高度，而中国等东方移民已成为俄罗斯远

东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那么，俄

罗斯和远东政府就应摒弃历史包袱和心理障碍，

从互利共赢的高度出发，多为东方移民提供宽松

而优惠的投资与贸易环境。避免无视东方移民的

利益，强制扣押或罚没其零售商品、擅自提高木材

出口关税和汽车等商品进口关税以及随意限制外

国劳工数量等事件的发生。同时，制定稳定而客观

的移民政策，不排斥异己力量，不差别对待，也不

可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动辄拿“移民”说事，将

移民变成国际关系的“晴雨表”。这样，移民才能安

心、顺心、放心地居住在这里，与俄罗斯远东人一

道继续开发、建设这块广袤的土地。

（二）东方移民的利益诉求需借助于俄

罗斯远东大开发的机遇

中国古训曰：“正身直行，众邪自息。”（刘安：

《淮南子·缨称训》）意思是说，只要自身品行端正，

就可抵制各种邪恶的侵蚀。纵观中国等东方人在

俄罗斯远东的移民史，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是负

面的自我形象的塑造。达维德·伊里奇·什列依杰

尔（Д.И.Шрейдер）在其《我们的远东》一书中这样

描写道：“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在城市的街道

上来来往往，特别是有很多中国人，而几乎看不到

俄罗斯人……（他们）拖着快要搭地的长辫子，蜡

黄、干瘦、多皱的脸──显然是大量吸食鸦片和不

良饮食的结果。诡诈的外斜视眼，独特的既像妇女

棉袄又像儿童灯笼裤的轻便衣服、软布鞋，听不到

的脚步声，谄媚的声音，讨好的话──这些，总之，

根据第一眼印象，当地居民将乌苏里斯克的中国

人称作‘蛮子’”。[26]这代表着 19 世纪末相当一部分

俄国人眼里的中国移民形象：贫穷、邋遢、可笑、狡
诈、低声下气。中国、朝鲜等亚洲人街区被俄罗斯

主流媒体描述为异己的、危险的、不可接受的，东

方移民也常常成为俄国人鄙视、轻蔑和敌对的对

象，不受尊敬，动辄受辱，被挖苦被殴打，而打人者

却逍遥法外。俄罗斯《边疆》杂志曾报道过一件野

蛮的事件，在火车站，一个卖水果的中国人因为妨

碍了车站搬运夫，那个搬运夫就抓住中国人的长

辫子，用力几脚将其踹倒在地。中国人头部撞到铁

轨上，顿时失去了知觉[27]。
如上所述，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前半期，由于

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国饱受外国列强的涂炭。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民被迫移民俄罗斯远东，他

们不懂俄语，无法融入当时的主流社会，只能封闭

在特定的环境中。贫穷落后带来的不文明现象，遭

致俄国人的鄙视，而主流媒体的片面报道更加重

了这种负面形象。甚至在 21 世纪的今天，上一世

纪中国移民的旧有生活方式已不复存在的情况

下，一些俄罗斯人仍然拒绝和排斥中国等东方移

民。在他们看来，中国人不是到处摆摊、乱扔垃圾、
随意吐痰、大声喧哗，就是暗地里从事各种违法犯

罪活动，如走私、盗窃、制造伪劣商品、偷税漏税、
洗钱等，总之，中国人的存在成为犯罪的温床。对

中国移民的这种负面认知也影响到在远东的外来

民族，如一位俄罗斯人所承认的：“俄罗斯不光对

中国人印象不好，对绝大多数‘外人’，包括来自独

联体的俄罗斯人都很反感。”[28] 这里所说的“俄罗

斯人”，指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格
鲁吉亚、土库曼斯坦等国家的人，他们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迁至俄罗斯远东的。
中国现已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的主力军，身在

海外的中国人背后依靠的不再是贫穷积弱、动辄

挨打的落后中国，而是国力大增、富有自信的骄傲

中国。因此，中国移民应当重塑自身的正面形象。
为此，掌握俄语，学习俄罗斯的法律，遵纪守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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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竞争，提高劳动力的文明素质，尽快融入俄罗斯

主流社会，争取话语权等就成为中国移民当下的

应尽义务。只有这样，才有助于尽快消除俄罗斯人

的刻板印象，才能真正做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在这方面，中国也应学习韩国和日本的做法，即不

仅重视经济领域的合作，更要关注人文领域的交

流，舍得投资。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纳霍德卡等城

市，游客经常可以看到韩国和日本投资建造的纪

念碑、凉亭、教学楼、文化中心等设施。哈巴罗夫斯

克的日本文化中心曾耗资 100 万美元在当地广场

举办焰火晚会，轰动很大。此外，日本还出资扶持

俄远东地区的木偶剧团，援建医疗中心等福利设

施。当然，日本人做这一切，目的是改变俄远东人

对日本人的印象，保障能源战略的顺利实施。但是

反过来，对我们也是一个启示。
总之，受地缘因素的影响，俄罗斯远东成为东

西方文化的交汇地，也是东方移民的聚居地。历史

上，中国、朝鲜等亚洲移民凭借其辛勤的劳动和汗

水浇灌了俄罗斯远东的肥沃土地，为俄罗斯远东

的开发和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实

中，俄罗斯政府的远东开发战略仍然离不了中、
朝、日等东方移民的大力参与。俄罗斯、远东政府

及其民族主义者只有摒弃前嫌，摆脱盲目的排外

心理和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以宽容和博大的胸怀

善待移民，为其投资、经营和工作提供优惠的政策

和平等的竞争机会，并且在媒体宣传和舆论导向

上正确引导，才能使这一开发战略真正落到实处。
同时，中国等东方移民也应珍惜这一大好机遇，以

发展为宗旨，以法律为准绳，重塑稳重、信义、守法

的自我形象和国家形象。

【参考文献】

[1] И.П.Надаров.Материалы к изучению Уссурийского

края[M].Владивосток.1886.
[2][8][12][15][25][28] 沈莉华.关于俄罗斯远东中国移民

问题的思考[J].东北亚论坛，2005（4）.
[3] 陈碧笙.世界华侨华人简史[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

社，1991：302.
[4][5][6][7][9][11] Н.Г.Мизь и А.А.Бреславец. Корея─

Российское приморье： путь к взаимопониманию：

монография[M].Владивосток：Изд_во ВГУЭС，2009，c.19-
20、15、15、16、17、12.

[10] А.И.Петров. Корейская диаспора в России1897-
1917 гг[M].Владивосток，2005，c.286.

[13]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з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Ф.р-2413，4，147，409об，c.542.

[14]〔俄〕叶.阿.雷科娃，列.伊.普罗斯库林娜. 20 世纪

20-30 年代滨海农村的“朝鲜问题”[J].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

东方学院学报（俄文版），1999г，c.45.
[16] 李传勋.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所谓中国“移民”问题[J].

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9（6）.
[17] [19] В.Л.Ларин. Втенипроснувшегося Дракона：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рубежеⅩⅩ———ⅩⅪ

весоков[M].Владивосток，2006г，c.396.
[18][21] 阿列克谢·叶廖缅科.两个朝鲜在俄罗斯远东的

混 居 （一）. http：//rusnews.cn/shalong/20120919/43564936.
html，2012-09-19.

[20] Концепц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в
1995 году [M]. Москва：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 -издательск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Обозреватель，1995г，c. 91.

[22] 吕岩松.日本拼命往远东挤[N].环球时报（电子版），

2004-08-11.
[23][24] 刘艳萍.俄罗斯远东与亚太经济一体化[J].延边

大学学报，2013（1）.
[26] Д.И.Шрейдернаш.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M].Петербург：

Издание А.Ф.Девриена，1897г，c.12.
[27] Далекая окраина[N]. Владивосток，1911-05-04.

（责任编辑：黄文波）

- 3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