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国远东地区日本移民问题探析（１８６１—１９１７） ∗

白 景 虹

内容提要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俄国在新获得的远东地区推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了

大批东亚移民。 其中，以中国人、朝鲜人居多，日本人是较晚来到该地区的移民群体。
１８６１—１９１７ 年间，俄国远东地区的日本人社群经历了萌芽、发展、复苏等三个历史阶段，
他们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积极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日本移民在俄国远东地区生存和

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有别于其他东亚移民的独特社群。 他们一方面坚守着母国的文化

传统和民族特性，另一方面又与当地社会保持了一定距离。 这一独特性是在日本政府和

俄国远东当局的移民政策引导下，结合移民群体的自身努力共同塑造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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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横跨欧亚大陆、领土面积居世界第一的大国，俄国曾有过接受外来移民的历史。 １８６１ 年

的农奴制改革后，为促进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俄国采取了鼓励移民政策，积极吸引外来移民前往

远东地区参与农业、渔业、采矿等产业建设。 外来移民主要来自与之毗邻的东亚国家，他们的到来

不仅弥补了俄国远东地区的劳动力不足，亦对该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文化多元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

响，为远东地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东亚移民中，中国人和朝鲜人数量较多，主要集中于采金、
种植、商业和农业领域；日本人作为较晚来到该地区的移民群体，主要从事服务行业。

国内外学界对俄国远东地区的日本移民问题，尽管有较多关注，但重点不尽相同。 俄罗斯学者

Ю． С． 佩图什科从气候条件、收入水平的角度，深入分析了远东地区日本移民数量稀少之缘由。①

３． Ф． 莫尔贡系统论述了 １９ 世纪中叶以来日本移民在远东地区的发展，涉及经济活动、社会组织等

诸多方面。② 此外，伊戈尔·萨维利耶夫从比较研究的视角指出，与深受俄国同化政策影响的朝鲜

移民和流动性较大的中国移民相比，都市化的日本移民更为明显地表现出保留母国文化传统、孤立

于远东社会的鲜明特征。③ 亦有学者从多个维度对特定议题展开了研究。 日本学者土歧康子聚焦

于远东地区的日本女性移民，指出卖淫活动是其职业特征之一，进而认为这一现象是日俄两国的卖

淫合法化政策、远东地区性别比例失衡的社会现状以及促进卖淫行业发展的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④ 田村爱香着眼于远东日本人协会，指出该协会与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⑤ ３． Ф． 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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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贡关注符拉迪沃斯托（海参崴）的日本报纸《浦潮日报》，探讨了其创办的原因、过程及刊登内

容。① 当前，我国学术界对俄国远东地区的日本移民问题虽有所关注，但专题性探讨尚付阙如。 部

分学者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分析远东地区华人社会时，对日本移民稍有提及②。 也有学者对日本渔

民在萨哈林（ 库页岛）、堪察加等地区的活动做了初步探讨。③

本文基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一手史料，辅以俄文相关文献和最新学术成果，系统梳理

远东日本移民有别于中国移民、朝鲜移民的独有特征，深入剖析日本移民社群得以形成的诸多因素

及其移民活动的广泛影响，为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的日俄关系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一、日本人移居俄国远东地区的历史背景

国际移民中的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并非盲目无序的流动，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左右人口

迁移的动力是推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④ 俄国远东地区的日本人正是在母国日本和移入地俄国

的“推”“拉”影响下形成的移民群体。
１９ 世纪中叶，日本经历了开国、倒幕和明治维新等重大变革，逐步跻身强国之列。 彼时，正值

日本积极推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现代化改革之际，深受英美等国扩张主义思潮影响，涌现出一

批力主海外殖民扩张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早在 １８６９ 年，他们便洞察到人口过剩为日本社会贫困之

根源。⑤ 明治时期，日本耕地面积几乎没有增加，但人口却从 １８７３ 年的 ３５００ 万人猛增至 １９１８ 年的

５５００ 万人，年均增长率高达 ５％—７％，累计增长 ３５％以上。⑥ 此后，各个时期的日本政策制定者和

舆论领袖纷纷强调，人口过剩是困扰国内局势的根源所在。 论及人口过剩之患，扩张主义者力主移

民政策，视之为纾解人口过剩压力的最佳途径，亦是扩张帝国领土、增强国家实力的有效策略。 对

于政府决策层而言，海外移民日益成为应对国内诸多问题之要策。⑦ 外务大臣榎本武扬更是明确

指出：“鉴于近年来人口之剧增，未来必生人口之盈溢，其解之道唯有海外殖民。”⑧

显而易见，日本扩张主义者认为，移民与扩张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这种联系甚至与人

口过剩引发的社会危机相结合，从而为日本帝国对海外权益的追求提供了合法性。 早在 １８６８ 年，
明治天皇于《国威宣布之宸翰》中宣称“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初现其追求强权政治和争

霸世界的野心。⑨ 近代日本舆论之巨擘德富苏峰在《大日本膨胀论》一书中指出，“帝国之扩张，系
于臣民之扩张”�I0。 他积极倡导日本民众效仿英俄模式，承担起帝国向外扩张的先锋角色，迁徙至

世界各地，寄望于通过移民途径推动日本帝国的海外扩张。�I1 其中，将俄国远东地区的符拉迪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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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等地视为日本人的新家园。① 服部徹声言，海外移民不仅能有效促进日本劳动力的增长，亦有

助于拓宽本国贸易网络。② 正是在此类扩张主义思潮的影响及利益驱动下，海外移民逐渐成为日

本殖民扩张战略中的重要一环。 最终，人口过剩的现实压力以及将移民视为扩张先驱的帝国殖民

主义理念，构成了日本人向俄国远东地区迁徙的强大“推”力。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１８５６—１８６０ 年），沙皇俄国通过《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攫取中国黑

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为了在这片辽阔地域站稳脚跟，沙皇政府积极推

行移民政策，鼓励国内民众迁至远东地区。 由于远东地区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少有俄国人移

民至此，远东劳动力资源匮乏的状况难以得到有效缓解。 正因如此，俄国政府于 １８６１ 年 ４ 月颁布

《俄国人与外国人向东西伯利亚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移民条例》，允许每位移民最多可占有一百俄

亩③土地，并豁免其十年兵役及二十年内的各类赋税，以此作为吸引外来移民的有力措施。④ １９ 世

纪六七十年代，俄国远东地区逐渐发展成极具吸引力的外来人口迁入地，为移民提供了广阔的谋生

空间与发展机遇。 在此背景下，借助日本国内因素之推力，俄国远东地区逐渐成为日本人移居目的

地，充分展现了推拉理论中“拉”力的作用。

二、日本人移居俄国远东地区的历史过程

１８６１—１９１７ 年间，俄国远东地区的日本移民社群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１８６１—１８９１ 年是日本

早期移民的探索时期，特点是移民人数有限且活动形式相对单一。 其后，得益于 １８９１—１９０４ 年间

交通条件的显著改善，远东地区日本移民逐步发展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群体。 １９０６ 年之后，随
着日俄两国关系的渐趋和缓，远东地区的日本移民社群步入了以复苏与快速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新

阶段。
（一）日本早期移民的到来（１８６１—１８９１ 年）
日本与符拉迪沃斯托克等远东港口隔海相望，这一地理优势为日本人的跨海移居提供了便利

条件。 １８５５ 年日俄签订《下田条约》后，俄国太平洋舰队常在长崎过冬。 通过俄国水兵获悉远东详

情的日本人开始前往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 仅 １８７６ 年，就有约 ５５ 名日本

人来到远东地区⑤。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日本邮船公司开辟了自日本长崎经朝鲜釜山、元山最终抵达

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定期航线。 直至 １８９０ 年，俄国远东地区的日本移民数量显著增长，达到 ５７２
人⑥。 在早期移民阶段，赴俄日本人主要从事商业和卖淫业。⑦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初，定居符拉迪沃斯

托克的日本人注意到远东食品供应短缺，便着手从日本运送蔬菜、大米等粮食物资进行销售。⑧

１８８０ 年，东京贸易商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设立了分部，经营香烟、绿茶、面粉等商品。 １８８５ 年，因位

于横滨的东京贸易商会总部陷入破产危机，符拉迪沃斯托克分部职员杉浦利太购买其资产，创立了

杉浦商会。 至 １８８９ 年，符拉迪沃斯托克已有 ７ 家日本商店。⑨ 除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远东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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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出现了不少日本商人的身影。 １８８６ 年，岛田元太郎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开设了一家商店，经营范

围广，涉及各类杂货、水果和蔬菜等商品。①

表 １　 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日本移民人数（１８８４—１８９１ 年）

符拉迪沃斯托克 哈巴罗夫斯克（伯力）

年份 男 女 年份 男 女

１８８４ １２６ ２８６ １８９２ １６ ４０

１８８９ ３１６ ３８９ １８９３ １０ ６２

１８９０ １５２ ２２２ １８９４ ２４ ７０

１８９１ ２７８ ４４４ １８９５ ４７ １１３

　 　 资料来源：内閣統計局編『日本帝国統計年鑑』東京：東洋書林、１８８２ － １８９２ 年；原暉之『シベリア出兵：革命

と干渉 １９１７ － １９２２』東京：筑摩書房、１９８９ 年、第 ９ 頁。

俄国远东地区的人口主要由军人和商人等男性群体组成，导致该地区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在

此背景下，一些日本女性来到该地区从事卖淫活动。 早在 １８７５ 年，符拉迪沃斯托克就出现了由日

本人经营的妓院。 到 ２０ 世纪初，远东地区的日本女性卖淫业已扩展至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尼古

拉耶夫斯克等地，从业者占远东日本女性移民的一半以上。② 表 １ 显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哈巴

罗夫斯克等地，日本女性人数甚至超过了男性。 此外，日本女性还从事保姆和管家等职业，因性格

温和、工作勤勉，大多女性受到俄国雇主的好评与欢迎。③

１８６１—１８９１ 年间，由于日本与俄国远东地区城际交通不便，日本移民总体数量有限，增长态势

较为缓慢。 同时，俄国远东日本移民的职业结构呈现出较为单一的特征，主要集中于商业和卖淫

业，体现了移民社会初步形成且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特点。
（二）日本移民社会的形成（１８９１—１９０４ 年）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日本与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开通多条航线，④为远东城市与日本港口之

间的往来提供了便利。 １８９１—１９０４ 年是远东地区日本移民数量持续增长、形成移民社会的重要阶

段。 据统计，１８９０ 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日本移民数量约为 ５７２ 人，到 １９０２ 年已增至 ２９９６ 人，十余

年间人口大约增长了 ５ 倍。⑤ 自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起，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的日本商人开始从日本进

口大豆、酱油、大米等物资，以满足远东居民的日常需求。 进入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日本工商业资本在

符拉迪沃斯托克站稳脚跟，其出口商品占俄国远东地区进口总额的 １３％ 。⑥ ２０ 世纪以来，符拉迪沃

斯托克的日本商店明显增多，至 １９０２ 年已达到 ５８ 家，其中包括 ４ 家一等商店、２２ 家二等商店和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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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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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江寅次『邦人海外発展史』東京：原書房、１９８１ 年、第 ４３１ － ４３２ 頁。
『在留民状態一班』、外务省外交资料馆、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资料センター）系统查询编码：Ｂ１６０８０７９２２００。 根据符拉迪沃斯托

克日本总领事馆统计，１９０９ 年俄国远东地区三千日本移民中男女各占半数，１５００ 名女性中从事卖淫服务的人数大约有 ７３８ 名，占全部女

性的 ５０％ 。
『在留民状態一班』、外务省外交资料馆、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资料センター）系统查询编码：Ｂ１６０８０７９２２００。
角田他十郎『浦潮案内』東京：日露経済会、１９０２ 年、第 ７５ － ８０ 頁。
『海外在留本邦人職業別人口調査一件卷二』、外务省外交资料馆、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资料センター） 系统查询编码：

Ｂ１３０８０３０００００；『海外在留本邦人職業別人口調査一件卷四』、外务省外交资料馆、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资料センター）系统查询编码：
ＢＢ１３０８０３０１７００；内閣統計局編『日本帝国統計年鑑卷二十二』東京：東洋書林、１９０３ 年、第 １０３ 頁。

ゾーヤ·モルグン『ウラジオストク：日本人居留民の歴史 １８６０ － １９３７ 年』東京：東京堂、２０１６ 年、第 ６３ 頁。



家三等商店。① 日本商人贡献的贸易额亦不断扩大，１８９９ 年日俄贸易总额达 １８０ 万日元，其中远东

地区日本商人贡献了 ４５ 万日元，占总额的 ２５％ ，②在日俄经济交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表 ２　 日本与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的贸易情况（单位：日元）

年份
日本→符拉迪

沃斯托克

其中远东日本商人

所占贸易额
年份

日本→符拉迪

沃斯托克

其中远东日本商人

所占贸易额

１８８９ — １５１７４３ １８９５ １１６７３０２ ３０４５１６

１８９０ — １４０３９９ １８９６ １４６２２３９ ３４０１３０

１８９１ — １５７５１９ １８９７ １３０４９４７ ２１１７６６

１８９２ ４６６９６６ １８４７０４ １８９８ １５７３８１７ ３６０９９９

１８９３ ５５７６２５ ２１０７３６ １８９９ １８０４５２２ ４５１６８７

１８９４ ８５２６３３ ２６１１２０ — — —

　 　 高嶋雅明「ウラジボストク貿易概観—「通商彙纂」「通商公報」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 経済理論』、１９７３
年、第 １３４ 号。

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不断延伸，远东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催生了各类服务需求，
为日本移民提供了更多的职业选择。 除了传统的商店经营和卖淫活动，诸如裁缝、木匠、摄影师、理
发师等职业逐渐在日本移民群体中兴起。③ 日本移民很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的服务行业中占

据了一席之地。 据调查，１９０３ 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 ７２ 家服务机构中，已有 ４８ 家为日本业主所有，
占比达到 ６６． ６％ 。④ 日本人几乎垄断了多个服务行业，如洗衣（３６ 家内有 ３５ 家）、理发（１１ 家内有

７ 家）、照相馆（７ 家内有 ５ 家）和钟表修理店（９ 家内有 ８ 家），⑤充分体现了日本人在推动俄国远东

地区服务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随着远东地区日本移民人数的持续增加，移民群体的组

织化进程日益加速，出现了日本人协会。 １８８５ 年，符拉迪沃斯托克率先出现由从事相同职业的日

本人自发组成的团体，该团体于 １９０２ 年发展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日本人协会”。⑥该协会在护照发

放、居留证办理、与俄国官方交涉、促进儿童教育、墓地及火葬场的改建等方面积极开展活动，不仅

有效团结了远东地区的日本人，还在移民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⑦ 同时，移民的活动范围不断

扩大，社会文化活动日益丰富，陆续建立了日本小学、日本寺庙、图书馆等一系列文教设施，有助于

推动日本移民在俄国远东地区的文教事业发展。
日本移民社会的发展轨迹深受 ２０ 世纪初日俄关系的影响。 １９０４ 年 １ 月，围绕朝鲜半岛和中

国东北问题，日俄双方进行了多次外交磋商，但始终未能达成共识，最终导致两国关系恶化。 随着

紧张局势的不断升级，俄国远东地区解雇和驱逐日本移民的事件频繁发生。 １ 月 ４ 日，俄国当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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済軒学人『浦潮斯徳事情』東京：清水太左衛門、１９１５ 年、第 １７１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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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解雇所有在远东地区国家机关任职的日本移民①，其中包括义勇舰队的四名日本人和在东方学

院就职的日本教师②。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日本政府迅速作出反应，于当月中旬发布撤侨指令。 为

迅速、有效地撤离侨民，日本政府协调并借助英国船只，成功将三千多名日本侨民安全撤出远东

地区。
至日俄战争爆发前夕，俄国远东地区的日本移民数量已大幅减少，移民活动几乎停滞。 日俄战

争期间，远东地区日本移民的生存状况深刻揭示了国家间的紧张局势、冲突和战争对移民日常生活

的影响。 随着两国关系的日益恶化，这些移民往往被无端视为敌对势力，其活动、就业和居住均受

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例如，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中国政府并未组织远东地区的华侨归国，致使该地

区发生多起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相比之下，日本在开战前夕迅速组织实

施了撤侨行动，不仅确保了日本移民的安全撤离，亦充分突显了日本政府对海外国民的高度重视和

有效保护。
（三）日俄战争后日本移民活动的恢复（１９０６—１９１７ 年）
日俄战争结束后，国际局势更加错综复杂。 １９０５ 年，日本与俄罗斯签订《朴次茅斯条约》，获得

了旅顺口、大连湾的租界权以及南满铁路和库页岛南部的多项权益，进一步扩大了在华利益。③ 由

于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相对薄弱，俄国逐渐调整策略，转而寻求与日本的接近。 日俄两国于 １９０７
年缔结了《日俄密约》，标志着两国关系从昔日的敌对状态转变为紧密的同盟关系。

在日俄关系趋于友好的大背景下，日本人在远东地区的各类活动得以恢复。 战后，多数日本侨

民期待再次前往远东地区，到 １９０６ 年 １２ 月末，远东地区日本移民总数已达 ４６９２ 人，其中符拉迪沃

斯托克的移民有 ３３３０ 人。④ 在随后的十余年里，移民数量大致稳定在 ４０００ 人左右，直至 １９１７ 年增

至 ５５２７ 人。⑤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商人的经济活动进一步推动了日俄贸易的迅猛增长。 除了日

常用品，煤炭亦成为俄国远东地区重要的进口商品之一。 ⑥１９１５ 年，远东地区从国外进口了 ５０８． ７
万普特煤炭，其中高达 ８８． １％的煤炭来自日本。⑦

此外，由日本人创办的日本小学和日本寺庙均得到了俄国当局的正式认可。 １９０８ 年，日本驻

俄贸易事务馆向俄国当局正式申请创办日本学校，该申请于 １９１３ 年获得批准。 于是，符拉迪沃斯

托克的日本小学成为俄国境内继敖德萨德国人学校之后第二所官方认可的外国人学校。⑧ 次年，
作为俄国远东地区日本人精神支柱的西本愿寺亦得到了俄国当局的官方承认。⑨ １９１７ 年，符拉迪

沃斯托克的日本人协会组织创办了日文报《浦潮日报》�I0，该报不仅向无法接触日语资讯的同胞们

提供远东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动态，还通过有效的信息传播增强了日本移民的凝聚力。 正是依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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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共同力量，日本人在海外得以生存和发展。

三、影响日本移民社会独特性塑造的核心要素

中国和朝鲜移民早于日本人来到远东地区谋生。 多数中国人从事商业、采金、种植等体力劳

动，①朝鲜移民则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 职业性质决定了中国、朝鲜移民以男性为主的特征。 根据

１８９７ 年滨海省统计数据，中国、朝鲜移民在性别分布上与日本移民存在着显著差异。 在符拉迪沃

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和尼古拉耶夫斯克等地，日本女性移民的人数远多于中国、朝鲜女性移民。②

这一差异的产生，主要在于远东地区的日本女性广泛涉足卖淫活动，③从而平衡了日本移民的男女

比例，甚至在某些城市中女性人口超过男性。 在职业选择上，日本移民多集中在港口城市，经营商

店、理发店、洗衣店等生意，并涉足摄影师、裁缝等服务行业，塑造了别具一格的城市居民风貌。④

此外，日本政府与远东地区日本移民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主要体现在日俄战争期间日

本政府主导的撤侨行动，对日本人协会活动的鼎力支持，以及积极推动日本人学校教育发展的各项

措施。 与之相比，中国和朝鲜政府在管理和保护海外移民方面稍显不足，两国移民与其母国之间的

联系并未得到母国政府的有意维护。 与中国、朝鲜移民相比，远东地区的日本移民展现出更为严谨

的组织架构，同时在民族认同和国民精神层面表现得尤为强烈。 正是凭借此等特性，日本人在该地

区成功构建了一个既坚守本国文化传统，又与当地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移民社群。 众所周知，远东

地区的日本移民数量远不及中国和朝鲜移民。 然而，在多元文化交融的环境中，他们不仅自发、有
意识地维护本国文化，亦发展出一种与远东社会相隔离且独具特色的社会模式，这一现象背后的原

因值得深入探讨。
（一）日本政府对海外移民的管理

自近代以降，日本的移民合法化进程与邻国中国相似，均迫于外国压力，准许国民赴海外务工。
随着移民规模的不断扩大，加之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中日两国政府均设立了相关机构以管理海外

移民事务。 从 １９ 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中国政府陆续向西方主要国家派遣外交官并设立领事馆，
力图保护海外华人。⑤ 然而，彼时清政府的种种努力均以失败告终，既未能建立起有效的管理体

系，亦未能制定出连贯的保护政策。 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中国政府难以成为海外华人的强有力后

盾。 相较之下，日本在近代全球化浪潮中逐步建立了加强海外移民管理的规章制度，增强了母国与

海外移民之间的联系。 明治初期，日本致力于深入研习西方之道，其中便涵盖了移民保障和扩张主

义思想。 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广泛交流及条约签署，日本政府逐渐意识到，保障海外移民权益不仅是

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亦是现代文明国家不可或缺的标识。 １９ 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日本扩

张主义思潮的兴起，通过海外移民以缓解国内人口压力的构想日趋盛行，其中移民被视为海外扩张

先锋。 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日本政府在不同阶段对远东地区的日本移民实施了有效的管理策略。
日本政府对俄国远东地区日本移民的管理始于 １８７６ 年，当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设立了驻俄贸

易事务馆。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驻俄特命全权公使榎本武扬曾提议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设立日本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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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但该提案遭俄国政府拒绝，最终仅获准设立日本贸易事务馆。① １８７５ 年，首任贸易事务官濑胁

寿人乘坐俄国船只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②翌年正式设立贸易事务馆，并于 １９０９ 年升格为总领事

馆。 日本外交文书中明确指出“鉴于日俄商贸之盛，设贸易事务馆之官，实为要务。 彼等既掌调停

两国子民之争讼，亦须与俄官论及诸事之宜”③可见，贸易事务馆在连接日本移民与远东当局方面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具体而言，事务官既负责移民的注册登记和签证发放，又兼理贸易相关事

务，并调和日商与地方官之间的关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贸易事务官之官名

异于领事，但就其实际职责而言，两者并无明显差异。④

鉴于海外移民保护需求的日益增长，日本政府于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设立了专门机构。 １８９２ 年，外
务省下设立了移民课，专门负责海外移民的管理与保护事宜。 为进一步强化海外移民的权益保障，
日本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 譬如，１８９６ 年出台的《移民保护法》严格规定了劳工的招募、
输送流程及移民机构的运作规范，明确了政府在保障移民权益方面的责任。⑤ 同时，《在留帝国臣

民登录规则》要求日本移民抵达目的地后的七日内，前往当地日本领事馆登记个人信息，如姓名、
职业和住所等，⑥以便日本政府及时掌握海外移民动向。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有意加强对海

外日本人协会的监管。 为此，于 １９０５ 年颁布了《海外日本侨民协会法》，将协会置于外务省管辖之

下，协会的成立、解散及相关事务均须经外务省批准。 在远东地区，特别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

夫斯克等地，日本人协会的活动皆受驻俄贸易事务官的严密监督，其活动内容与方式严格遵循日本

政府发布的官方指示。 这一系列举措表明，日本政府在 ２０ 世纪初已建立起一套旨在有效掌握并推

动日本移民事务的管理制度。
在海外移民管理方面，中国的失败与日本的成功深刻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与深陷半封建半殖

民地困境中的中国相比，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国家富强与军事强盛，在近代全球化浪潮中依托

其强大国力成功构建了高效的移民管理体系。 该体系不仅有效保障了海外移民的权益，还牢固维

系了移民与母国之间的紧密联系。
（二）日本移民在俄国远东地区的民族认同问题

在俄国远东地区，尽管日本移民人数相对较少，但他们却成功构建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 这

些移民在坚守母国文化的同时，又与当地社会保持了一定距离。 这一社会现象不仅得益于日本政

府的积极推动，更离不开日本移民为了维护自身民族认同而所作的努力。 其中，创办以母语教学为

主的日本学校，正是这一努力的首要体现。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初，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日本人协会开始关注日本儿童的教育问题。 １８９３ 年，协

会召开会议，讨论日本移民子女的教育需求，并成功筹集资金，于翌年创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日本

学校。⑦ 该校于 １８９４ 年 ２ 月正式开学，最初只有 １８ 名学生，随后学生人数逐渐增加，至 １９０３ 年已

增至 ７８ 人。⑧ 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日本小学受驻俄日本贸易事务馆监督，校内设备维护和职员薪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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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日本人协会承担。① 为了与日本的中学教育接轨，学校的教学科目和教科书与国内基本一致，只
是额外增设了《修身》《俄语》课程②。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逐步加强了对符拉迪沃斯托克日

本小学的干预。 为了统一海外学校的教育体系，日本政府于 １９０６ 年颁布了《海外移民相关教育方

针》，开始向海外的日本学校派遣教师、提供教材并给予资助，③逐步将移民教育纳入政府管理体

系。 １９１３ 年，俄国政府正式承认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日本学校的合法地位，同时要求学校增设《俄国

地理》《俄国历史》等课程。④

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日本人小学极为重视爱国主义教育的培养。 根据学校的规章制度，明确指

出其教育对象是“日本帝国臣民”的子女。⑤ 通过《修身》课程，向远东地区日本儿童灌输日本帝国

臣民的理念，以增强其对日本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⑥ 此外，学校还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培养

学生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包括组织学生阅读英雄事迹，特别是与日本近期战争相关的文章，以及传

唱爱国赞歌。⑦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学校开设了俄语及与俄国文化相关的课程，但始终坚持以日语

为主要教学语言，以强化学生对日本文化的认同。 俄国官方承认该校的合法地位，并将其视为专门

为外国臣民子女设立的特殊教育机构。⑧ 由此可见，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日本人小学通过爱国主义

教育，成功帮助这些远离祖国、生活在异国文化中的日本儿童增强了对自身民族的认同感，从而维

护母国的文化传统。
（三）俄国当局对日本移民的优待政策

１９ 世纪下半叶，随着俄国对外政策的战略东移，其影响力不断渗透至黑龙江流域。 到 １８６０
年，新并入俄国的远东南部地区形成了阿穆尔州、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根据 １８５８
年边界划定时的人口统计资料，阿穆尔州和乌苏里地区居住着大量居民，包括 ６０００ 名中国人，２１００
名已归附清朝的乌德盖人、赫哲人等少数族群居民，以及 ９１５０ 名尚未归附的原住民。⑨ 同时，阿穆

尔州内还有 ２９５０ 名俄罗斯人定居。�I0很显然，俄罗斯人在新获得的远东南部地区人口中并不占多

数。 １８７１ 年，俄国政府决定将滨海边疆区的行政中心从尼古拉耶夫斯克迁至符拉迪沃斯托克。 这

一举措标志着符拉迪沃斯托克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城市，也揭开了该城市全面建设的序幕。�I1

在早期开发阶段，远东地区尚未形成鲜明的俄罗斯文化特色，社会文化环境仍处于变动之中，对于

外来移民的同化力度相对较弱。 因此，这些移民能够较为完整地保持其原有的生活习俗与文化

传统。
为了加强对远东地区的统治，俄国开始推行一系列同化政策。 然而，针对中国、朝鲜和日本移

民的同化政策存在显著差异。 俄国政府对朝鲜移民采取重点同化策略，旨在将其完全融入俄罗斯

社会，使其成为俄罗斯臣民。 为此，俄罗斯政府与东正教会联手资助创办朝鲜学校，以推进远东地

区朝鲜人的俄罗斯化。 相比之下，远东地区的日本人享有更大的自由，可以创办以母语教育和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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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为核心的学校。 在税收方面亦体现出类似差异。 成功获得俄国国籍的朝鲜人被视为与俄

罗斯农民同等的公民。① 然而，对于数量众多的中国人和未入籍的朝鲜人，俄国当局则征收高额税

款，每年需缴纳 ４． １ 卢布基础税、０． ３ 卢布追加税和 ０． ７５ 卢布印花税。② 日本人则享有更为优厚的

待遇，仅需缴纳 ０． ７５ 卢布人头税。 这一差异的根源可追溯至 １８９５ 年签订的《日俄修好通商条约》，
该条约赋予远东日本人最惠国待遇，使其享有自由居住权、裁判保护权和宗教自由权，并与欧美移

民同享较低的税收待遇，且可以免除兵役。③

由上可见，远东当局在制定针对东亚移民的同化政策时，全面考虑了移民的性格特征、人数以

及母国国力等因素，从而形成了差异化的管理策略。 在远东地区，日本移民人数相对较少，因此对

俄国政府构成的潜在威胁不如中国移民和朝鲜移民显著。 日俄两国间的友好外交关系，无疑为远

东地区的日本移民争取了更为优渥的待遇，使他们在多领域的发展进程中未遭遇当局的实质性阻

碍。 此外，俄国政府对日本人的同化力度明显低于针对中国和朝鲜移民的政策。 正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远东地区的日本移民群体得以成功保留母国文化，并逐步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日本人

社群。

四、结　 　 语

自 １９ 世纪下半叶，受到日本的“推”力及俄国远东地区“拉”力的共同影响，日本人持续移居俄

国远东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移民社群。
相较于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朝鲜移民，虽然日本移民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他们依然成功构

建了一个坚守自身文化传统、维护民族认同，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地社会保持距离的移民社群。 移

入地施行的移民政策作为移民社群形成的先决条件，直接影响了移民的入境、定居及其享有的权

利。 其中，俄国政府于 １８６１ 年颁布的《俄国人与外国人向东西伯利亚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移民条

例》明确规定了外来移民的权利；而 １８９５ 年日俄签订的《日俄修好通商条约》则赋予了远东地区的

日本人最惠国待遇。 上述法律条款为日本移民社群的独特性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移民为维护

母国文化传统所做的努力成为塑造该社群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他们可能选择保留母国文化、与当

地社会保持距离，抑或选择融入并适应新环境。 显然，远东地区的日本人通过设立以母语教育为核

心的学校、创建慰藉海外侨民的西本愿寺，以及成立日本人协会等方式，成功保持了文化的独特性，
形成了一个坚守本国文化传统且自成体系的移民社群。 母国政府的干预力度则决定了此独特性的

发展程度。 母国针对海外移民所制定的管理条例，既能够保障国民在海外的各项权益，亦可能阻碍

他们在当地的融入与适应。 日本政府对远东地区日本人协会的管理，推动了其孤立于远东社会独

特性的形成。
揆诸史实，远东地区的日本人在经济和文化等多个领域积极活动，产生了广泛影响。 日本移民

的经济活动不仅有效促进了日俄贸易发展，还推动了远东地区的经济开发。 与集中于商业、采金、
种植等领域的中国移民以及从事农业劳动的朝鲜移民相比，日本移民主要集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等港口城市，从事摄影师、理发师等职业。 日本人经营的理发店、照相馆、洗衣店等几乎垄断了远东

地区的服务行业，为该地区的经济多元化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近代日本的海外移民政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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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移民被视为国家对外扩张的先锋力量，同时也是推动日本国际贸易发展的关键一步。 在俄国远

东地区，日本移民在经济领域的活动有效促进了日俄贸易的持续增长（见表 ２）。
在文化层面上，移民作为其民族文化的载体，其移民过程实际上是民族文化的迁移过程。① 日

本移民社群促进了日俄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有助于远东地区多元文化空间的形成。 大多数日本

移民集中于城市，在饮食、穿着和习俗等多个方面与母国保持高度一致。 日本移民所建立的学校、
图书馆、日本寺庙等文化设施，为日俄两国人民提供了多样的交流平台。 同时，融合了亚洲与欧洲

建筑风格的建筑作品，对俄罗斯远东地区城市风貌的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远东地区俄罗斯

人口的增加，孤立于当地社会的日本移民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俄国文化的影响，这无疑是文化互动交

流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例如，在一些富裕的日本家庭中，俄罗斯的茶炊颇为常见；日本儿童亦表现

出对姜饼、百吉饼、太妃糖、焦糖等俄罗斯传统甜食的喜爱；甚至，日本人还会拜访俄罗斯家庭，共同

享用晚餐，庆祝复活节等俄罗斯传统节日，这些都表明日俄两国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日益加深。② 因

此，日本移民群体在推动俄国远东地区经济繁荣的同时，亦在文化和传统层面留下了独特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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