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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代东北社会是一个移民社会 ,不仅有关内“闯关东 ”的国内移民 ,而且还有许多抱着各种目的而来的国际

移民 ,众多的移民构成了近代东北社会的人口主体。研究近代东北地区周边国家的移民问题 ,对今天东北地区社会

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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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 ,一直是我国东北历史上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

众多的移民构成了近代东北社会的人口主体 ,在这一地

区 ,不仅有关内“闯关东 ”的国内移民 ,而且还有许多抱着

各种目的而来的国际移民。近代东北外国移民问题是中

国近代人口史、社会史研究领域中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重

大问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对今天东北地区社会的

稳定、经济的发展不无裨益。

一、清政府的移民政策及外国移民迁居东北的特点

(一 )清朝的封禁与开禁政策及其影响

近代以前 ,东北这片白山黑水地区 ,人烟稀少。1644

年 ,清军进关后 ,便开始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 ,着手设立边

墙。清末 ,内忧外患、焦头烂额的清政府无力顾及东北。

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势力不断深入中国东北地区 ,欧

美等国大批资本家与冒险者纷纷踏上东北大地 ,特别是与

东北地区相邻的沙俄、日本、朝鲜更是推行向东北地区移

民的政策。当时 ,东北地区的形势是“中俄、中朝的边界 ,

边边皆是人实我虚 ,边虚易遭外侵。咸丰初年 ,为镇压太

平军 ,边军内调 ,边备空虚。”[ 1 ] ( P. 23)
可见 ,由于内忧外患、

地广人稀 ,兵力空虚 ,东北地区成为列强争相移民、妄图割

占的一个地区。外国移民进入东北 ,主要是从 20世纪初

开始的 ,在民国年间达到高潮。

在这种情况下 ,清政府才又意识到了东北地区移民实

边政策的重要性。到清末光绪帝时实行完全开放、奖励移

民的开禁政策 ,华北广大汉族人民如潮如涌前来东北就

食 ,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人口大迁移———闯关东运动。

但长期封禁造成的恶果 ,加上政策的转变需要有一个过

程 ,边塞空虚直到清末仍未得到解决。事实表明 ,清中期

东北的封禁政策是清政府闭关锁国、盲目自大气候下的产

物 ,是一个短视的行为。它使得东北开发推迟将近一个世

纪 ,以致给了帝国主义列强以可乘之机。这样 ,客观上也

为外国侵略势力的深入及移民进入东北提供了条件。

(二 )近代东北外国移民的特点

第一 ,迁移原因的多样性。就进入东北的国际移民来

说也几乎遍及世界各地 ,按其迁居东北的目的与从事的活

动来区分 ,也可大致分为如下三种 :一是为了牟利发财而

来的 ,主要是欧美等国的资本家与冒险家 ;二是为侵略掠

夺而来的 ,主要是日本与沙俄两国组织的大规模移民 ;三

是为求生存与生活更好一点而奔向东北的 ,主要是朝鲜

人。这些移民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而使东北迅速成为

国内外所瞩目的一个移民世界。

第二 ,迁移方向与空间的扩展。近代前夕 ,关内人口

向东迁移 ,主要流向辽宁与吉林等地 ,其空间位置受到限

制。近代以来 ,随着清政府的驰禁与开禁 ,移民的流动方

向转向了北部黑龙江地区 ,尤其是中东铁路的开通 ,港口、

铁路、工矿企业与城市的兴建 ,为广大移民的就业拓展了

过去的狭窄范围 ,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使移民的生存

空间与流动空间更加广泛。

第三 ,移民职业的多样性。一般说来 ,朝鲜、日本等国

的移民大都投身到农业种植的第一行业中去 ,这些移民占

有绝对多数。而俄罗斯移民、一部分日本移民则都因原住

国经过了产业革命 ,他们一踏上东北大地就往往把眼睛盯

在城市商业与矿藏资源丰富的地区 ,投入资金于商业与工

矿业 ,做赚钱生意。可以说不同的移民有不同的生存观

念 ,他们的职业与生活高低以及社会地位高低也不同。

二、近代周边国家向东北移民的概况

(一 )近代日本对我国东北的移民

明治维新后 ,日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也走上了对外

侵略扩张的道路。中国东北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

张的主要目标 ,自然也就成了日本主要移民地区。

第一 ,日本对我国东北移民动机。日本政府大量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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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国东北移民 ,实质上是经济掠夺、领土占领 ,仅次于战

争的侵略手段。从 1937年后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

略进入了所谓的“国策移民”时期 ,日本移民不仅要巩固对

占领地区的控制 ,而且直接支撑关东军的军事活动。

第二 ,日本对我国东北“农业移民 ”的三个阶段。

11小规模试验移民时期。1915年 ,日本关东都督府策划

向中国东北移民 ,这是日本移民侵略活动的开端。21武装

移民时期。1932年初 ,日本开始以农业移民为幌子 ,实行

武装集团移民。31全面移民时期。据中国学者研究证实 ,

日本曾于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有纲领、有计划地向中国东

北进行了五次大规模带有侵略性质的移民 ,最终目标是从

1937年起利用 10年时间 ,向东北实施移送 100万户、500

万人的庞大移民侵略计划。

第三 ,日本对我国东北移民的形式。日本把移民组织

成强化的武装集团 ,侵入中国农民居住区 ,形成由日本人

组成的特殊村落或“移民团”,以监视和镇压当地人民。日

本在进行移民的同时又大肆掠夺东北地区的土地。1932

年 ,日本在东北成立“日满土地开拓公司”,通过验收、强抢

夺并销毁地契等方式 ,大量掠夺东北土地。后来 ,又允许

日本人在东北自由购买和租用土地。

以上可以看出 ,日本政府把其农民大量移入我国东

北 ,不仅要把我国东北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而且还梦想把

它纳入日本版图之内。然而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 1945年

在中国的彻底失败 ,日本的移民政策也随之而破灭。

(二 )近代朝鲜移民东北的考察

清初 ,中朝两国“界禁极严 ,两国之民有私自越图们江

一步者 ,由两国官吏处死。”特别是从康熙至咸丰之间 ,国

境特严。[ 2 ] ( P. 244)
这一时期 ,进入我国东北地区的朝鲜移民

为数不多。到了清末 ,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变。

第一 ,朝鲜移民迁移的动因。清末 ,朝鲜北部连年发

生历史上少有的自然灾害 ,饥饿的农民扶老携幼 ,不顾禁

令 ,纷纷渡过鸭绿江和图们江私垦定居。清朝统治者在既

成事实面前 ,不得不解除封禁。根据其迁移动因与社会地

位来看 ,移民可以分成三种 :忍受不了饥饿和压迫而背井

离乡的贫苦农民 ,大约占 90% ;抱着赚钱发财目的来到东

北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 ,大约占 7% ;反对日本帝国

主义侵略的爱国者 ,大约占 3%。

第二 ,东北朝鲜移民的特点。从清末到“九·一八 ”事

变 ,在这一段时间里 ,朝鲜移民进入东北如滔滔洪水 ,规模

极大。由于日本的利用朝鲜人侵占中国东北的阴谋以及

朝鲜移民与当地居民的众多纠纷 ,朝鲜族移民被当时东北

政府视为“日本侵略满州的先驱 ”、“看作是日本帝国主义

的走狗”,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法令要予取缔。因此 ,在

1927年以后 ,朝鲜族移民一度纷纷加入中国国籍 ,归化后

的朝鲜族移民正式成为中华民族中的少数民族 ,与当地人

民一起为后来反抗日本侵略 ,并开发东北、建设东北做出

了重大贡献。近代中朝日三国围绕着“间岛朝鲜人 ”的政

策纷争 ,就属于朝鲜流民越垦事件。这一争端本应在中朝

两国之间妥善地加以解决 ,但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在东亚的

角逐 ,却愈益趋向复杂化。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对于朝鲜

移民的政策由积极开始转为消极 ,“原因是占领满洲后 ,日

本帝国主义已无必要再利用朝鲜人。尽管这样 ,到 1945

年日本投降时 ,我国东北境内的朝鲜族移民 ,如果把沦陷

前的移民人数也加在内的话 ,总计已达到 1, 719, 000

了。”[ 3 ] ( P. 18)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到 ,朝鲜族向我国东北地区的

移民 ,是在朝鲜封建社会解体的过程中发生的 ,后来由于

日本帝国主义把朝鲜殖民地化而加剧。

(三 )近代俄国人迁居东北的概况

19世纪末 ,沙皇俄国通过拉拢和诱迫 ,与清政府签订

了《中俄密约》,取得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 ,此后陆续取得

了在东北租地、开矿、伐木等特权。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

主义革命爆发后 ,大批沙俄时代的贵族、银行家、企业主、

地主 ,还有许多军官和士兵、政府官员作为革命对象 ,受到

苏维埃政权的清算 ,他们携带家眷和佣人争相避祸流亡东

北。另有一些俄国人由于对苏俄的政策持有疑虑 ,对苏维

埃政权不理解而背井离乡 ,也走上流亡东北之路。据统

计 , 1922年仅黑龙江省俄侨就高达二十万人 ,出现了俄国

人移居东北的最高峰。二战和中国抗战结束后 ,随着苏联

政府召侨政策的实施 ,从 1947—1955年 ,侨居中国的俄国

人大部分返回祖国 ,但留居在东北的仍有万余人。此后又

因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 ,这万余俄侨陆续移居美洲、澳洲

等地 ,至今仍生活在中国的已寥寥无几。

中国俄侨的职业类型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当时

俄侨所从事的职业主要有 :铁路职工、工程技术人员、医护

人员、教师、律师、商人、工人、服务人员、警察、记者、演员、

牧师等等。其中 ,铁路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数量众多 ,这

也体现了整个东北俄侨的产生主要源于中东铁路的修筑

这一特点。

三、结语

近代列强对东北地区强行锲入 ,打破了清廷于东北边

疆聊以维持的特殊地位。面对列强对东北的渗透及侵略

活动 ,清王朝对此做出了内外两个方面的被动回应 :对外

清政府联合美国用以抵制俄、日势力的扩张 ,对内实施东

北新政 ,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列强的侵略。

近代东北边疆的危机 ,绝不单单是外国移民侵略这一

个因素起着作用 ,但无疑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东北近代

历史的发展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启示 :移民实边充塞 ,不失

为开发边疆经济 ,促使边疆地区进步 ,巩固国防 ,防止外患

的一个好的办法。因此 ,我们以历史为鉴 ,再不能在人口

流动、开发区边疆的问题上发生失误了。今天 ,我们的国

家已逐渐繁荣强大起来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正在显示着

其蓬勃的生命力。从全局出发 ,在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经济

的同时 ,也注意幅射东北、西北及其他一些边疆地方 ,这可

以说是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千秋大业的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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