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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玉林人向海外移民时期探析*

郑一省

摘要：玉林是广西最大的侨乡，玉林人迁移海外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即移民的滥觞期、第一次

高潮期、第二次高潮期和移民的正常期。玉林人向海外移民的原因各种各样，在历史上既有因社

会动乱，也有因“卖猪仔”，还有为经商和逃避征兵等。在当代也有因团聚、继承产业，或留学、婚

嫁和劳务输出等出国的。在世界移民大潮中，广西玉林人属于其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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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广西玉林籍华侨华人（本文简称为玉林人①）较有规模地迁移海外始于19世纪中叶，当时正值鸦片战争

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广西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会党起义，这些活动相

继失败后，迫使玉林人迁移海外。此外，这个时期又是“猪仔贸易”兴盛时期，及至后来的政权更迭，进一步

加剧了许多玉林人陆续下南洋。

有关广西玉林人的移民研究，向大有在《广西人移居国外原因初析》中认为，1901年至 1939年是玉林

地区的容县、北流和博白人向外移民的高潮期，主要是因英国殖民者在马来西亚等地开发而引起外迁②；黄

*基金项目：2018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广西玉林华侨史》（项目号：18BSH003）成果之一。

①注：自中国宋朝以来，玉林和梧州都有着紧密的关系，其相互管辖范围也经历了几度变革。如 1951年，容县专区设立，

玉林专区和梧州专区被撤销，其两地所辖县划归容县专区，容县专员公署驻容县。当时的容县专区辖有容县、玉林、苍梧、桂

平、藤县、岑溪、平南、博白、兴业、陆川、北流，1952年贵县也被划入，而博白县则划归钦州专区。1953年容县专区撤销兴业

县，博白县又于 1955年被划入容县专区。从 1953年—1958年，容县专区辖有容县、郁林、苍梧、桂平、藤县、岑溪、平南、博白、

陆川和北流 10县。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 1958年容县专区被撤销，同时恢复玉林专区和梧州专区。从管辖变迁来看，以前的

容县专区、梧州专区和贵港地区所属县市有许多是与现在的玉林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在分析与探讨玉林华侨

史时不能回避以往所辖属市县变革情况，即不能绕开这些历史沿革中所变化的县市。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调查收集和撰写

《玉林华侨史》时，应该将 1958年前的梧州市、藤县、岑溪县和苍梧县，以及 1995年前的贵港市、平南县和桂平市相关的华侨

史料纳入其中，这样才能比较符合历史。

②向大有：《广西人移居国外原因初析》，《八桂侨史》1987年第 2期。向大有还先后发表《清代广西向国外移民三大板块

背景要素的比较研究（上篇、下篇）》（《八桂侨刊》2010年第 1期、第 2期），以及《民国时期广西向国外移民三个时段社会背景

特征》（《八桂侨刊》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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铮在《广西人移居海外史略》中指出，广西人移居南洋，以桂东南地区为多，尤其是容县、北流、岑溪、博白等

县。究其原因一是这些地方人口稠密田地少，二是此处临近广东而受其“过番风”影响较大，三是这一带海

外交通便利，可以经梧州、广州和香港转南洋①。边疆的《岑溪县水汶乡华侨多的原因》统计，从19世纪末至

20世纪初，水汶乡被“卖猪仔”到东南亚各国打工的华侨，就占全乡华侨总人数的 90%②。此外，赵和曼的

《广西籍华侨华人研究》、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广西通志·侨务志》等也对玉林人的移民原因和路径进

行了分析与探讨③。本文在以上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广西玉林人迁移的阶段和路径进行分析，以便系统

地梳理广西玉林人迁移海外的原因及过程。

一、向海外移民的滥觞期

从目前接触到的资料，广西玉林人向海外移民的滥觞期，应该是在 19世纪中叶，正值中国发生太平天

国起义，以及会党活动频繁时期。

1851年 1月 11日，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这就是震撼世界的太平

天国运动。当时，广西玉林有一些参加太平天国起义的农民，在起义失败后逃亡海外。据《容县志》记载，

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容县人民揭竿起义，爆发了以范亚音为首的农民起义④，成为太平天国起义军的一部

分。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政府对农民起义军实行斩尽杀绝的政策。在当时流行着这样的说法：“紫荆

山（指太平天国）失败后，三点会的头目，义军战士和亲属出走安南（越南）西贡，后一部分去印尼”⑤。如广

西容县大坡村人周勉是太平军的小头目，在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于 1863年率领 19名太平天国战士，抛家

别乡，从镇南关（今友谊关）逃亡安南西贡，无法找到工作，难以安身，便转到香港，卖“猪仔”到印尼巨港，给

荷兰殖民者拉树筒，在荷兰殖民者的虐待下，19个人死去了 12个人，只有周勉等 7人从印尼逃了出来，到了

马来西亚督亚冷开锡矿。容县人陈德三，因为是农民起义军的亲属，才 10来岁，也被清兵从家里抓走，押去

（容县）县城屠杀，走到半路，两个清兵坐在树荫下歇凉时睡着了，陈德三打死两个清兵，逃去马来西亚，后

来转迁徙泰国勿洞⑥。此类向外迁移的还有北流的秀才钟在楼和容县的武打师黄标、潘某某，他们在桂平

参加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从镇南关出逃越南，转到印度尼西亚定居，同荷兰人开办树筒厂⑦。据学者对马

来西亚归侨访谈得知，这些归侨的先辈常常提到，在马来西亚和丰埠八公墓上，有一墓碑记载着容县华侨

黄英、游某某，还有一个钟在楼（北流人），他们是咸丰年间到马来亚的⑧。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广西会党天地会、三点会、三合会等，为了反抗清朝统治，不断发动起义。1878
年，陆川县平乐乡李立亭率天地会党两千余人攻打石狗寨，攻克陆川县城，在领导玉林五属会党攻打玉林

城失败后受通缉，经梧州转香港到新加坡、菲律宾等国避难⑨。清末民初，岑溪县水汶乡的反封建组织“拜

会”被官府通缉，“拜会”成员如严垌的陆国、梁承裕、覃盛文、覃远、容林桂、关兴和梁教等为逃避逮捕即逃

①黄铮：《广西人移居海外史略》，《学术论坛》1987年第4期。

②边疆：《岑溪县水汶乡华侨多的原因》，《八桂侨史》1987年第1期。

③赵和曼：《广西籍华侨华人研究》，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第13—54页；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

志·侨务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 13—35页。涉及玉林人出国原因的文章还有黄镛琨的《广西籍华侨华人旅居南洋

述略》（《八桂侨史》1987年第 1期）、燕刚芳的《广西人出国原因研究》（《八桂侨史》1996年第 1期）、梁茜茜的《试析清末广西海

外移民的几个特点》（《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1期）、黄文波的《生态环境视域下玉林华侨华人早期出国原因再探》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等。

④容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容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页。

⑤保华：《容州封氏家谱》（第1卷），容州封氏修谱理事会，2004年，第455页。

⑥容县县志办公室、容县文物管理所合编：《容县史话》（第二期），1998年，第23—24页。

⑦《北流县侨情资料》，1987年，第12页。

⑧容县侨办覃肇忠整理：《容县华侨概况》，1987年未刊版，第2页。

⑨《陆川县侨情资料》，1986年，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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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外①。

这些无论是在太平天国和会党起义时期而亡命海外，还是因其他原因前往南洋的人士，都开启了玉林

人移民海外的先河。

二、向海外移民的第一次高潮期

广西玉林移民之所以能前往海外，除了有发达的水路交通，以及古代的合浦港外，还与湛江港的形成，

北海、梧州的开埠有很大的关系。换言之，湛江港的形成，北海和梧州海关的设立开启了广西玉林向海外

移民的第一次高潮。

（一）湛江港的形成

湛江港，旧称“广州湾”，位于中国广东省湛江市，雷州半岛东北部的广州湾内，是粤西和环北部湾地区

最大的天然深水良港，素以“大、深、阔、掩护好”闻名，是中国大陆通往东南亚、非洲、欧洲、大洋洲航程最短

的重要港口②，居粤、桂沿海的中心位置，是中国西南、华南地区货物水运进出口的主要通道③。

清朝道光年间（1821年至 1850年），湛江港逐渐形成“商旅穰熙，舟车辐辏”的商埠；1899年 11月，法国

侵略者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强行“租借”广州湾作为“停船趸煤之所”。法国侵

略者划西营（今湛江市霞山区一带）为港埠及行政区，并宣布该港为自由贸易港，在硇洲岛建造了当时远东

最大、射程最远的导航灯塔。1912年，法国侵略者在西营建突堤式栈桥码头和堤岸式码头，设立船舶停泊

所，还辟有帆船避风塘一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广州、香港相继沦陷后，湛江港成为中国沿海唯

一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④。关于这个开发较早的“广州湾”湛江港口，我们在与玉林籍华人访谈中，时常听

这些访谈者说其祖、父辈是从“广州湾”前往南洋的。这从中可以说明，有部分玉林人是从“广州湾”湛江港

口移民至海外的。

（二）北海海关的设立

北海，在 18世纪末就成为通商口岸。根据 1876年中英两国签订的《烟台条约》，北海被强行开埠通商。

1877年 3月 18日，英国官员首先进驻北海，其领事府先租用民房办公，1885年英国驻北海领事馆楼建成，次

年又建成海关大楼、普仁医院、英国义学堂、宣福音教堂，还设有永福公司、怡和分公司、美孚火油公司等。

英国领事馆除管理本国商务外，还代理奥匈帝国、美国领事署员，兼理奥、丹、美等国商务，成为西方国家在

北海的实力最强者。法国在北海的领事馆于 1887年落成，该馆代理葡萄牙在北海的商务。法国后来设有

“孖地洋行”，在越南海防建有商船队，经常往返于海防至北海的航线。德国于 1886年建成森宝洋行（北海

最早的洋行），该行专办煤油贸易及代理招工，后又建成捷成洋行，1901年在北海设立德国领事馆及教堂。

1889年前后，除英法德 3国以外，还有日本、丹麦、俄国、美国等国的商家在北海设立了商行进行竞争。当

时，西方国家以北海港为中转站，先后开辟了 9条国内外航线，其中英国、丹麦、德国的船只往来于上海至海

防（途经北海）、香港至海防（途经北海）、香港至仰光（途经北海）；日本的船只往来于海参崴至海防（途经北

海）；法国的船只往来于北海至印尼苏门答腊的文岛。西方国家势力纷纷进入北海，促使了“猪仔”贩卖在

广西的逐渐流行。1891年，从北海港口出国的契约华工有千余人，1900年上升至 1832人。其中 1161人前

往新加坡，671人前往印尼的苏门答腊；1901年和 1902年，有两批契约华工近 3000人从北海出国；1903年，

由德国轮船专载从北海出口赴印尼文岛的华工有 2380人。据不完全统计，1900年至 1911年，从北海口岸

①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侨务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页。

②中国港口年鉴编辑部：《中国港口年鉴（2013年版）》，中国港口杂志社，2013年，第194页。

③《广东省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1979—2000）11·交通卷》，方志出版社，2014年，第640页。

④中国大百科全书 .湛江港，https://www.zgbk.com/ecph/words?SiteID=1&ID=53279

-- 54



出发被贩卖到东南亚的契约华工至少有两万人，其中 1902年至 1905年平均每年有 2000余名华工出洋。从

北海出发的华工，也有许多是玉林、容县、博白、北流等地的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①。

（三）梧州通商口岸的开辟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朝当局屈服于西方列强的压力，允许英、法等

国在中国招募华工。广西人也开启了“卖猪仔”出国的进程。1897年，英国根据《中英缅甸条约》附款专条，

强迫清政府将梧州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从此，梧州沦为欧洲列强招募华工的接收站。1904年，英国在梧州

设立“契约华工”接收站（借用梧州府城门外操兵场，搭盖篷屋供办事人员及所招华工临时住宿），广西的契

约华工大都从梧州上船运抵香港转运出国，他们主要来自岑溪、容县、北流、博白、平南、桂平、贵县（今贵

港）和梧州等地。西方殖民者在招工点利用经纪人（即“客头”，又称猪仔头，即人口贩子）采取拐骗诱招的

办法，将华工骗到口岸出卖。当时有不少人口贩子云集梧州，他们和洋人勾结，大做贩卖人口出洋生意。

如桂平县中纱乡庞村有个客头，于清末民初（19世纪末到 20世纪初）专门到乡村拐骗穷苦青年到南洋。每

年骗招数批，每批少则 10余人，多则二三十人，从梧州带到香港出卖。北流的苏文亭专做“猪仔”生意，往返

于北海、梧州、广州和香港之间，被他拐骗的华工有时多达30多人②。

资料显示，梧州开埠前已有不少玉林人到南洋谋生。梧州 1897年被辟为通商口岸后，每天有轮船开往

香港，使许多为出外谋生的玉林人获得了机会。而随着 1904年英国在梧州设立“契约华工”接收站，被诱骗

或拐卖的玉林人不断增加。1904年，居住在梧州三角嘴的黄辉龙等 25名青少年被人贩子拐骗至国外，这

时期梧州因此原因而到国外的就有 476人③。到了民国时期，被贩卖和因生活所迫到国外谋生的更多了。

1917年，居住在梧州大较场的黄英等 7名少年儿童，她们在西江江边上玩耍，被人贩子骗上去香港的轮船，

后被卖到马来西亚给橡胶园做童工④。

在历史上，玉林人可以从梧州沿西江下广州，经港澳转至南洋及美洲。从地理位置来说，玉林的容县、

北流、博白、陆川等地毗邻梧州，有许多江河与梧州的河流相连，如梧州位于珠江水系的桂江、浔江交汇入

西江处，有“广西水上门户”之称，而容县的绣江发源于北流的峨石山，从县西容西镇入境，至石寨镇汇合该

县的杨梅江，贯穿县境中部，流经容城，再从自良镇出藤县，汇入浔江。在陆路方面，北流距离梧州和湛江

均是 200多公里，步行三五天即可到达。正因为如此，北流、容县等地的有许多人是沿着绣江再到浔江，途

经梧州，或从北流等地步行到湛江后乘船至香港而出南洋的。陆川县范德云、冯赞两人因当时的生活所

迫，走路到湛江，乘船到广州后再搭轮船到新加坡，范德云从那里再到印尼，而冯赞则到了马来西亚⑤。

“卖猪仔”猖獗时期，一些北流人和容县人就是沿着绣江到梧州，然后乘船到香港转至南洋。北流六靖

镇沙冲村刘月梅，就曾先后多次回乡携带100多名贫苦乡邻从梧州乘船到香港，然后转至南洋做工⑥。容县

黎村镇李恒和等十几个苦力挑运木材到广州贩卖，结束后被洋船以需要苦力起货为由骗上船舱，便被卖去

南洋了⑦。又据《“猪仔”华工访问录》记载，北流人彭敬初，出国前家有父母兄弟 5人，佃耕 3亩，十分之六收

成交地租，1922年遭遇水灾，两亩地成了沙滩，地主逼租，生活困难，他听人说“南洋一日三餐三样菜，有鱼

①赵和曼：《广西籍华侨华人研究》，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第37—38页。

②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侨务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③据说，黄辉龙 7岁的时候，其母亲和父亲相继因饥饿或病痛而去世，他孤身一人，不得不到地主家放牛，过着半饥不饱

的生活，还经常遭到地主毒打。黄辉龙 14岁那年，一个人口贩子对黄辉龙说：“带你去香港，那里有两头尖白米饭食，有鱼有

肉吃，有银仔（钱）捞”。黄辉龙信以为真，就稀里糊涂地跟人贩子从梧州搭船去香港。同行的还有被拐骗的梧州其他贫苦兄

弟 25人（最大的 18岁，最小的 12岁）同船往香港。在香港被关押了两个多月，然后和 300多个“猪仔”华工一起卖给了荷兰

人。见梧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梧州市志·政治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87页。

④梧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梧州市志·政治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87页。

⑤吕里：《陆川县侨情简况》，《桂东南侨史》1988年第1期。

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侨务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3页。

⑦容县县志办公室、容县文物管理所合编：《容县史话》（第二期），1998年，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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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豆，星期天和节日有红烧肉，做工一天才挑三担泥”，于是偷偷离开家乡，与五六个人跟“客头”同 30多
人一起，涉步到湛江，乘船经香港至新加坡再到印尼邦加，当锡矿挑泥工①。北流黄四因染上赌博恶习，常

遭大哥责骂，兄弟之间因而不和。1923年找到北流出名的“猪仔头”苏文亭和 30多名北流的新客步行到梧

州，乘船到香港后，辗转到新加坡又无法谋生，再转到印尼邦加岛锡矿当担泥工。北流徐十五 1926年曾受

“客头”诱骗被带到湛江赤坎，交另一“客头”转带到香港，后乘船至文岛，最后分到印尼勿里洋3号当矿工②。

容县六王李敬一家 8口人，租 16亩田耕种，除了交租，剩下的稻谷不够半年粮，常以红薯和其他杂粮充饥。

“青黄不接”的四、五月，只好上山挖硬饭头、蕨菜来吃。民国十八年，古泉大旱，田里没有收成，仍要交租，

一家人无法生活下去，22岁的李敬就走路去梧州，到香港“卖猪仔”到了马来亚彭亨州种芭（橡胶）③。而博

白县英桥乡念子坡农民庞敦武，也是在这个时期被招工到新加坡的④。

表1 广西玉林籍部分“契约华工”名单

出国年份

清同治三年（1864年）

清光绪元年（1875年）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民国五年（1916年）

民国十二年（1923年）

民国十二年（1923年）

民国十二年（1923年）

民国十三年（1924年）

民国十四年（1925年）

民国十五年（1926年）

民国十五年（1926年）

民国十六年（1927年）

民国十六年（1927年）

民国十六年（1927年）

民国十六年（1927年）

民国十六年（1927年）

民国十八年（1929年）

民国十八年（1929年）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

姓名

周勉

浦旺

张信龙

朱三

梁文

李立廷

周福才

苏嘉荣

颜西

李光清

颜十一

吕德光

刘太

彭敬初

黄四

严桂

陈员珍

徐十五

刘明海

黎国琼

黄亚西

甘佐周

黄亚大

覃祖芹

李敬

林培莲

李桂

黄进

陈善福

甘英进

李锡

籍贯

容县

容县

博白

博白

岑溪

陆川

博白

博白

博白

桂平

梧州

陆川

博白

北流

北流

岑溪

容县

北流

北流

桂平

博白

桂平

陆川

桂平

容县

岑溪

郁林

容县

平南

岑溪

桂平

出国口岸

香港

香港

北海

北海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北海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澳门

香港

湛江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运往地点

印度尼西亚

马来亚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

马来亚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邦加

印度尼西亚邦加

印度尼西亚邦加

印度尼西亚邦加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勿里洋

印度尼西亚文岛

印度尼西亚勿里洋

印度尼西亚文岛

印度尼西亚文岛

印度尼西亚勿里洋

马来亚

马来亚

印度尼西亚

南洋

印度尼西亚苏北勿老湾

南洋

马来亚

印度尼西亚邦加

印度尼西亚文岛

印度尼西亚邦加勿里洋

印度尼西亚邦加勿里洋

印度尼西亚邦加

印度尼西亚文岛

资料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侨务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29页。

①北流县志编纂委员会：《北流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第353页。

②廖武芬主编：《北流侨史资料》（第一集），2001年，第5—6页。

③容县县志办公室、容县文物管理所合编：《容县史话》（第二期），1998年，第25页。

④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侨务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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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的资料显示，玉林人因被卖“猪仔”或通过梧州，或通过北海到南洋的较多。据统计，19世纪末至

20世纪初，岑溪县水汶乡被“卖猪仔”到南洋的，占全乡华侨总数的 90%。他们有的是专程从广州或香港来

到岑溪招工的客头（工头）或人口贩子诱骗买走的①。桂平在清末、民国至抗战前这段时期出国人数最多，

有四五千人之众，80%是“卖猪仔”出洋的，其中以罗秀、油麻乡人数最多，均在千人以上。他们出洋是由

“猪仔头”带领，到梧州搭船到香港再送往印度尼西亚邦加岛、马来亚联邦等地方②。

据调查，泰国勿洞是广西玉林人分布较多的地方，笔者在勿洞八桂堂内发现一封写于 1920年左右的家

书，家书的作者是广西容县十里大坡村华人李品钊，他在信中详细记录了跟随“客头”离别家乡容县到马来

西亚多地做苦工，最后进入泰国勿洞的路线和过程：

“有心过洋路头通，稳过客头带过海。水浸石灰你见风，翻头望望容县地，南山景致永无穷。搭船落到

藤县口，望见容墟是几重。落到梧州三角咀，望见税场几威锋……出洋过海领路照，有凭过海路就通。三

水浪滩绍庆夹，咸淡水分不相同。直头出到香港埠，行丁招接话玲珑……搭车直过丹洋埠（槟城），火车条

路过暗咙。领顶车平新山埠（柔佛州首府），棍笃南蛇是吉隆（吉隆坡）。风调雨顺和丰埠，太平盛世是同

窜。手捧珍珠是金宝，圩买牡丹是芙蓉。食饭安汤是安顺，坝罗（怡保）相近万里蒙。仔打老豆叫做打爸，

毕个条道理实勿通。脚踏同彬到了浦仙埠，手捏木鱼甲板冲。穷人难食是那乞，推斗抽泥做苦工。落到浦

地去问工，啱啱遇着老同志。叫去南河住一宿，番出离有个条冲……鞋底复针咁重锥，使了钱银总是空。

东南西北落大雨，四边天角尽捞溶。扭个念头转个计，又搭电车入咛咙（玲珑）。番出胡芦江秀埠，又入水

塘去问工。啱啱几年价好，转几百转家中。唐人告灵来相打，棍厥绿丝又似容。又搭电车入宜力，行过灵

丹（仁丹）去问工。上到山头望一望，一班尽是做打龙。有彩连年大稳当，冇彩抽去做苦工。和尚光头冇髻

出，又入勿洞种树榕。斩芭种谷为根本，不做巴叻学做农……。”③

这段文字反映了在短短几年内，容县籍华侨李品钊先后在马来亚的丹洋（槟城）、新山（柔佛州首府）、

吉隆（吉隆坡）、和丰、芙蓉、安顺、万里蒙、打爸、浦仙、甲板冲、那乞、浦地、南河、玲珑、胡芦秀江、水塘、宜

力、仁丹等地做苦工的经历。其谋生不易大部分时间根本挣不了钱，只好不断换地方，遇到工价好的才能

积攒一些小钱往家里寄。直到最终进入泰国勿洞，开始了斩芭种谷的新生活。

综上所述，正因为玉林地区的交通方便，以及当地民众为了摆脱生活困境，以求生存，于是大量的“猪

仔”被诱骗或被拐卖到了南洋，从而掀起了玉林人移民海外的第一次高潮。

三、向海外移民的第二次高潮期

广西玉林人向海外移民的第二次高潮期，应该是在 20世纪 30—50年代末，当时由于田地税太重，民众

无法生活而被迫离家出走。此时又正逢国内持续不断的战乱时期，为逃避乱世以及战争征兵而被迫迁徙

海外。此外，也有一部分商人因经商而前往南洋。在 1949年广西解放前夕（广西于是年 12月解放），国民

党广西当局一些军政人员，以及部分地主工商业者（含家属）等相继出国，有的到泰国，有的前往香港和台

湾后再移居其他国家。

玉林地区人口众多，土地较为贫瘠与稀少，又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土地多被地主占有，一般民众生活艰

难。如据《容县志》记载，1949年前，容县的土地制度属封建私有制，大量耕地为地主富农所有。地主富农

占总人口的 10.7%，却占有全县耕地的 50.9%，贫雇农占总人口的 43.7%，却只占全县耕地的 12.9%④。由于

生活所迫，村民到处奔波，有的靠给地主打长工干重活，有的靠打零工，或者上山砍柴掘树根换点米粮度过

①边疆：《岑溪县水汶乡华侨多的原因》，《八桂侨史》1987年第1期。

②《桂平县侨情资料》，1987年，第32页。

③《泰国勿洞八桂堂成立五十周年纪念特刊》，2019年，第58页。

④容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容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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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苦难岁月。玉林当地流行一些民谣，是其苦难生活的写照，如“难又难，麻篮担水上高山，麻蓝担得

几多水，肚饥抵得几多餐。”“饥荒过了又饥荒，八月还系小饥荒，禾镰上壁无米煮，东家食米侄食糠”①。正

是由于这样的苦难生活，许多玉林人不得不下南洋。正如《容县旬刊》（民国版）第一期所载：“容县地狭民

稠无以谋食，本其耐苦质厚力量，相率南洋群岛工作，前后数万人。”容县灵山乡的李志，杨梅镇的张少图，

以及张信、封梓轩、周龙等，都是在这样的生活困境下先到马来亚后又到泰国勿洞拓荒的先驱。其中，封昌

因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忍痛卖掉了门前的柚子树筹措路费，从香港辗转到了泰国勿洞②。

1926年，北流大坡外乡大坡内村村民为抗税而发生了“三和约”事件。一位曾经历此事件的新加坡北

流籍华人梁先生讲述道：

“民国十五年九月，隆盛、三和里、三和外以及大坡内、大坡外等地一带廿九个村屯（即原来的波一里）

的村民联合胁迫隆盛联防队长党秀廷（党十六）共同反抗当时苛捐杂税，责令带队围攻当时县税长梁运权

（梁十六）在新丰的住宅，时间长达三天。经双方谈判，事件初步化解未伤及一人。后来事件扩大，官府派

兵镇压，并实行对事件参与者抄家处斩，很多受株连的农民被迫远走他乡，有的逃到南洋，后来成了富翁，

有的先逃出去在南洋定居后，又将全家迁往了南洋，我兄弟三人就是那个时候逃到南洋的。”③

有关“三和约事件”，在北流民间还专门就此创作了一首山歌，其歌是一首长体的时政山歌，歌词这样

表述：

王历旗杆煮锡卖，独立那年倾一倾。波一组织三和约，胆大认真敢带兵。

为因东抽西又税，为民办事冇公平。总系做官真冇着，丧心病狂灭神明。

摆开庙堂搥菩萨，个条道理大不应。民众集资来起庙，鸡毛厘戥睇咁轻。

罢开庙堂冲庙产，租谷归入学堂生。当时民间心冇愿，鹅趴墙头押做成。

税长就是梁运权，税猪税牛税人丁。嫖赌饮炊税四样，㓥猪熬酒税烟轻。

笠只猫狗出圩卖，又按时价税三成。冇轻两波来交涉，个场定打佢冇赢。

姓谢文山出计较，千条大事我担成。姓罗少盘亦中意，弄第（犁垌）联防秀廷。

六阵大坡信冇准，亲身打电到南宁。上司批回减税率，县官扭计押做成。

齐齐联合廿九约，修办枪支共佢倾。即刻拉到旺冲铺，扎实营盘就发兵。

举旗直冲塘屏寨，岭头大标（语）飘冇停，跛脚木鱼走冇得，喊杀连天似雷鸣。

想捉县长共运权，漏了风声走出逞。姓李智南知县事，逃亡扶来冇出声。

奸细文山即被捉，运权粮饷又着征。大吃大喝围三日，开好单据限付清。

胆敢违抗再攻打，铲草除根不留情。着吓伤亡怕到死，管家而皮着应承。

波二要求县打电，就请上头来发兵。竹表木工知道了，个件事情要查清。

系打绿林兵就有，系打民间冇应承。兵也冇来电冇到，个场定输有得赢。

智南亡命夺路走，经得陆川回县城。义军塘屏奏凯后，散归各自回家庭。

继反苛捐共杂税。陆续酝酿再出征。十二月里廿四日，左州集结千余名。

攻打隆盛总全局，占据隆盛圩街亭。姓党燕仙想劝散，群众刀斩冇饶情。

省里县里民团到，又杀民团一哨兵。官兵大雾发攻击，六阵虎队还枪声。

狗咬大虫冇怕死，引鸡食蛇诱入营。官兵被杀死两只，义军战死十多名。

民团人多武器好，大坡内外退回营。占领龙湾分水共六阵，铁骑寨顶亦扎营。

①罗雪松，徐一周，何忠隆：《博白客家歌谣集》，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5页、第57页。

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玉林市委员会编：《玉林侨乡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页。

③梁发源：《逃难发迹南洋地 因祸得福成侨民——民国十五年北流爆发“三和约事件”真相》，《北流文史资料：历史卷》

（上册），2020年，第103—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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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六年三月，省里多增一团兵。龙湾分水都失守，铁骑寨顶亦打平。

突围东门口走出，化整为零三五群。劫富济贫再坚持，县府契弟清乡民。

实行保甲联防制，暴动农民难藏身。四面伏击日夜卡，捉到就着洗刀尘。

弃妻别子辞父母，背井离乡海外奔。三和农民敢起义，前后牺牲百多人。

胆大包天亚屈六，留与世代人传人。①

“三和约”事件的起因，是由于愤怒的群众在隆盛圩抗缴税款。为此，国民党当局对六陈等村群众进行

镇压，致使不少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该村黎瑞田、黎务、黎德南、黎恒、李假、李盛、李燕、李惠、李坤、李

月三、李业等四五十人，逃亡南洋谋生②。

1926年 8月以后，共产党员、农运特派员林培斌等人到容县，并在县城设立了“东路农民运动办事处”，

后又设立了“广西省农民部苍梧道办事处”，领导梧、浔、郁三州所属各县的农民运动。这时容县便掀起了

农民运动的高潮。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新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秉承蒋介石的意

旨，成立了广西“清党委员会”“广西特种刑事临时法庭”，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因此，许多共产

党员、共青团员、农运骨干，在白色恐怖下被迫出走。1927年 12月，由中共广西地委发动和领导的平南劳

五区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当局派军队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进行大搜捕，当时被通缉的桂平革命人士纷纷出

走。曾任起义军队长的李立民，被迫逃亡国外，黎国琼在容县加入卖身去海外做苦工的“猪仔”帮漂泊到马

来亚，甘佐周潜入澳门，覃祖芹化妆从玉林往湛江转渡南洋③。平南县新龙乡七新村人陈铁西，自1927年加

入共产党，被当地土豪多方寻查，被迫出走容县陈中朝家住月有余，又到桂平隐伏数月，最后被迫逃亡马来

亚吉隆坡雅明山④。

自清末以来，广西长期处于混乱之中。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司令满街走，将军多如毛，杀人兼越

货，无日不干戈”。新桂系军阀李、白、黄的崛起，先后爆发滇桂战争、蒋桂战争，各军阀为了争地盘，拉夫征

兵，战火连年，民无宁日。新桂系统治广西后，实行了“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

学、寓征于募）政策，以及“征兵制”，表面上说“三抽一”“五抽二”，单丁独子缓征，被抽中不愿应征者可交缓

征费等。但是，实际上不少单丁独子甚至超龄的男丁，也被强迫当兵。据《容县年鉴》记载，“容县每年征兵

人数不下千人，民国 26年征兵 3911人，民国 27年征兵达到 4538人。”乡长和村长往往为了凑足壮丁人数，

便强抽乱拉，并趁机大发横财。容县石岭乡四端村村长，非法强拉过路行人来抵兵额，否则每人付一笔款

才放行⑤。因此，很多人受不了征兵费的盘剥和被抓兵的痛苦，四处逃避，直至前往海外。容县归侨封祝怀

刚满 16岁，还在中学读书就被征兵，他被迫连夜逃奔，到了泰国勿洞，才幸免于难。容县十里坡蒙荣两兄弟

皆被征，兄弟俩逃跑到泰国，家中老母亲被抓去坐监狱，死在监狱里。六王古泉华侨李新，有个小康之家，

被选为村长。上司要他持枪捉人应征，他不忍心干这使人家破人亡的事，就跑到马来亚。在这个时期因被

抓壮丁而逃亡的有许许多多，以下是玉林几位归侨谈到其父辈因害怕被抓壮丁而出走南洋的事例。

“我父母在家乡结婚，育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是郭进元，二儿子郭惠元，三儿子郭家守。那时，父亲为了

逃避国民党军队抓壮丁，携带妻子和孩子一起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先从梧州坐船到广州，再转到香港，

最后从香港坐大船到达马来西亚。那时，郭进元 4岁，郭惠元 3岁，郭家守还不会走路。一家人住在马来西

亚吉隆坡的新街，父亲帮当地的英国人开采锡矿，母亲在家照顾孩子，种些菜。”⑥

①梁发源：《逃难发迹南洋地 因祸得福成侨民——民国十五年北流爆发“三和约事件”真相》，《北流文史资料：历史卷》

（上册），2020年，第104页。

②丘文琼：《北流县〈侨史〉、〈侨志〉简明侨情资料》，《桂东南侨史》1988年第1期。

③《桂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桂平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页。

④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侨务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页。

⑤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侨务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页。

⑥2015年10月28日笔者在容县三德村与G先生的访谈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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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是梁世东。我家有四位伯父下过南洋，分别是梁世松、梁世华、梁世培和梁世怀。当时，为了

逃避国民党军队抓壮丁，加上家里生活也很困难，四位伯父毅然决定到南洋谋生。他们前往的国家是马来

西亚，地址在霹雳州故禄新村。先走路到梧州，梧州坐船到香港，再从香港坐大船前往马来西亚，路途很

艰辛。”①

“我父亲莫东杰，戊戌年出生，母亲在 11岁时嫁给父亲。民国年间，父亲大概二三十岁时，国家大肆征

兵，为了逃兵役而下南洋，当时的情况是：谁逃得快，谁过得了关，上得了船，谁就能逃过被抓。父亲当时是

一个人逃去南洋的，并没有人带去，到了南洋后也是进厂打工，而且以打零工为主。两年后得知国内征兵

潮过去了，也就从南洋返回家，回来后生儿育女并在生产队工作。”②

“我父亲有三兄弟，民国时期，两个哥哥大概都才十几岁，大哥也就是我大伯爷，他刚结婚不久，育有一

个女儿。由于打仗需要国家征兵，两大哥都被捉到，他们被捉去的时候吃的是稻米饭即稻谷和米一起混煮

而成的饭，后来他们趁人不注意挑了一捆草渣装扮成药草贩逃了出来，然后就来到南洋——马来西亚。大

伯爷是懂做一些木工的，他就留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农村做木工活，而二伯爷就到了另一处，也不知道是做

什么工，后来也与二伯爷失去了联系。”③

经商也是这时期玉林人前往海外的一个途径。据学者研究，近代以来玉林经济较为活跃。如在玉林

的整个商业系统中，本地商人一直占据着主体地位。在 1933年《广西年鉴》的统计中“玉林（县）是广西少有

的本地店东占主导的城镇，在 448名玉林店东当中，本县 387人，外县 13人（北流县 10人、陆川县 3人），外省

36人，不详 12人。”④玉林县本籍商人占到玉林县店东总数的 86.3％，玉林五属商人则占到了总数的

89.28％。而在玉林县当地的商业组织方面，民国时期玉林县共建立了 13个同业公会，其中记录有会长籍

贯的有 8个，不详的有 5个。而在有籍贯记录的 8个同业公会中，有 6个同业公会的首任会长皆由玉林籍商

人担任，占比达 75%。从中亦可知玉林籍商人在玉林县当地商业经营中的影响力和所占据的重要地位⑤。

正因为近代以来玉林经济较为活跃，也有一些人将生意做到了海外。1926年陆川有少数人当挑担游贩，从

镇边县（今那坡县）出境到越南谅山定居经商。据统计，苍梧县从 1927年至 1930年，仅到马来亚吉隆坡和

新加坡经商的就有 10户 27人⑥。梧州六堡镇合口圩人邓泽才，15岁跟随兄长邓英才到六堡合口文记茶庄

经营六堡茶生意，16岁便接替兄长全面掌管商行和茶庄的所有生意。由于头脑灵活，十分把握市场生机，

成功地把邓盛文“文记”商号演变发展壮大成为“英记”商行。“英记”商行从六堡到梧州、广东郁南、广州都

有其茶庄。1935年，邓泽才的“英记”六堡茶，远销到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各地⑦。

广西玉林人向海外移民的人数较多时候，还出现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逃往港

澳台地区，其中有许多人及其后裔又辗转迁徙到海外。在玉林容县，其有第二个“奉化县”之称。据不完全

统计，容县籍将军有 93人，数目之多仅次于浙江奉化，其中上将 8人，中将 17人，少将 68人。1949年新中国

成立之前，有许多容县籍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逃离大陆，有一部分逃到泰缅边界，解甲后定居下来成为华侨

华人。如李弥所辖的九十三师师长吕国铨（容县人）部数千人退入缅甸，后留居泰国金三角一带，其中亦有

不少广西玉林人；有一部分逃到香港、澳门和台湾，他们送子女到欧美读书，毕业后定居下来，或随子女迁

往欧美定居成为华侨华人。如曾任广西省主席的黄旭初（容县人）携子去日本，兵团司令夏威（容县人）出

①2015年10月29日笔者在容县三德村与L先生的访谈录音整理。

②2015年1月14日笔者在容县杨梅镇成美村与M先生的访谈录音整理。

③2015年1月15日笔者在容县杨梅镇成美村六谷队与G先生的访谈录音整理。

④广西省统计局：《广西年鉴》第一回，1933年，第434—435页。

⑤于少波：《试论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形成的原因——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研究之一》，《广西地方志》2020年

第4期。

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侨务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⑦黎全三：《苍梧知名人物选》，《苍梧知名人物选》编委会，2016年，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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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香港后举家移居加拿大，国民党军五十六军军长马拔萃（容县人），经香港去沙捞越①。

陆川县在解放前夕有 114名国民党军政人员及 35名家属离开大陆，前往香港和台湾地区，数年后许多

人又移居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地，成为华侨华人。如林彬成是国民党驻泰国武官，后定居加拿大②。

苍梧县籍的李济深将军的次子李沛金曾是留美博士，后在美国 3M公司任高级工程师，其育有 4个子女，大

多在美国居住与生活③。李品仙将军四个儿子中的李沅鸿、李沅麟和李沅凤前往美国读书后，定居美国，娶

妻生子；六个女儿中的李沅芙（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在美国结婚定居），李沅惠（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在

美国结婚），李沅芳（美国纽约医院营养学专家，在美国定居结婚），李沅微（美国佐治亚大学毕业，在美国定

居结婚）④。梁嵩有子梁庆华，广州岭南大学文科毕业，历任梧州二中、玉林高中英语教师，广西省建设厅合

作事业管理处专员，梧州警察局秘书等职。1947年任苍梧县一中（梧州市一中前身）校长。解放后迁居澳

门、美国⑤。欧仰羲 1952年移居加拿大，1988年在加拿大病故，终年 104岁。……欧仰羲先娶大坡新龙左

氏，生一子仲文，仲文随父移居加拿大，他从台湾大学毕业，善于经商，居然成为加拿大第十七位富翁。欧

仰羲二夫人（姓名不察），也生一子：仲武，也在加拿大落业，现已结婚生子⑥；欧治清曾娶二妻，生育 5男 3
女，其中两个儿子定居加拿大⑦。甘竞生娶妻李若兰，是印尼华侨首领李汉豪先生的第四女，长得端庄大

度，很有文才，在印尼出版有自己的著作。她生有四子：甘九如、阿毛、阿B、阿朝，阿毛、阿朝在解放初期已

故。甘九如自小迁梧州，在梧州废品收购站经职内退休。阿B落业广东博罗，有子出国留学。李英俊先后

娶了两个妻子：先妻黎瑶琼，是本县林水人，无后；续妻吴竹婷，安徽人，生二子：国胜、国治。国胜留学美

国，获两个硕士学位、五项注册工程师，娶曾曼平为妻，生一子长天，一女长丽，均在美国高校就读；国治定

居美国娶妻生二子⑧；黎湛修长子黎龙韬，在台湾银行工作，其妻子李珠凤为现役后勤职员；次子黎龙章，美

国威斯康星大学机械系博士，目前是美国大企业高管，其妻子江雪芬为威斯康星大学电脑资讯硕士，工程

师；三女黎蓬仙，在家闲居，女婿徐始强为国民党军退役少将；四女定娟于 1984年病故；五女彬华，是医院护

士，其夫蔡永声是医生；六女晚华，在美国旧金山工作，丈夫赖陆平，是美国高级工程师⑨。

四、向海外移民的正常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向海外大量移民的社会根源已不复存在，因经济与政治原因大

量移居国外的现象已经停止，中国人向海外移民既能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又能取得移居国的同意，因而

走上了正常的发展轨道。广西人向海外的正常移民主要有两类，一是因团聚、继承产业出国，二是因劳务

输出、留学和婚嫁等出国。

团聚、继承产业是二战后出现的一类移民方式。虽然二战后世界不少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在独立

后都相继采取了停办出入境手续的政策，但仍允许因出国团聚或继承财产的移民。如 1948年，陆川县大桥

乡旺坡村的范伟昌，去印度尼西亚继承祖父范玉新的产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团聚、继承产业形

式的移民也开始出现。如1953年，北流县的梁振华，经批准到马来亚随夫生活⑩。

①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侨务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页。

②吕里：《陆川县侨情简况》，《桂东南侨史》198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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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西出国人员中，因家人团聚或继承产业等原因出国定居的，占绝

大多数。1978年至 1985年，广西批准出国团聚、继承财产人数总计 3181人，其中团聚为 2661人，继承财产

为520人，他们主要到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德国和丹麦等国①。其中容县、北流等侨乡的新移民出

国、出境都是以家庭团聚为主要原因。

劳务输出、留学和婚嫁等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另一类出国方式。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国家敞开

了技术移民的大门。中国移民中既有技术移民，也有低端劳动力输出。在广西，劳务输出和外出打工是移

民国外的途径之一，有不少人因此合法获得了“绿卡”。在容县，除了家庭团聚移民，还有投资（技术）移民，

少部分是劳务输出，他们出国后从事商贸、运输、旅业、饮食等行业，大部分生活富足②。在北流，截至 20世
纪初，出国、出境新移民有 430多人，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其中到美国的有 40多人，到加拿大的

有20多人，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有70多人，移民从事的主要职业是工人、经商、科研、管理和服务③。

与此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与国外的沟通联系日益密切，通过留学和婚嫁移居海外的

玉林人也越来越多。据统计。1986年至 1992年，广西公民因私出国中，自费留学的有 2116人，到 20世纪

初，广西出国留学人员约8000人④，人数出现了较快的增长。玉林人当中有些成了当地专业技术人才，如余

继燮（容县籍），1994年技术移民美国，已是工程师；陆红辉、陆红颂（容县籍），1987年留学后移民日本，已是

研究员；姚海珊（北流籍），2000年 3月出国，在美国从事博士后生物研究工作⑤。此外，北流籍新移民中有

20多人获得博士学位⑥。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涉外婚姻依照《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

执行，但鉴于华侨华人、归侨侨眷婚姻的特殊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玉林地区所辖各县和梧州

地区的岑溪市、钦州地区的灵山县、北海市的合浦县的华侨同国内居民之间的婚姻登记由县（市）级民政局

办理⑦。在玉林的主要侨乡中，容县 1979年至 1989年的涉外婚姻有 127对⑧，北流 1981年至 1990年有 138
对⑨，博白1989年至1990年有25对⑩。

结 论

在世界移民大潮中，广西玉林人是其中的一员。玉林人迁移海外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即移民的滥觞

期、第一次高潮期、第二次高潮期和移民的正常期。玉林人移民的滥觞期正值中国发生太平天国起义，以

及会党活动频繁的时期。玉林人掀起移民海外的第一次高潮期应该是在梧州 1897年成为中国对外通商口

岸之一，以及 1904年英国在梧州设立“契约华工”接收站之后。第二次高潮期大约是在 20世纪 30—50年代

末，当时由于田地税太重，民众无法生活而被迫离家出走。此时又正逢国内持续不断的战乱时期，为逃避

乱世以及战争征兵而被迫迁徙海外。此外，也有一部分商人因经商而前往南洋。玉林人移民的正常期，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社会根源已不复存在，因经济与政治原因大量移居国

外的现象已经停止，中国人向海外移民既能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又能取得移居国的同意，因而走上了正

常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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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ter World War I, the Chinese merchant community in Europe began to emerge, with participants in the war as la‐

borers and postwar "chain migration" forming key sources of this group. During the 20 years of peace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Chinese merchants in Europe managed to establish and develop themselves under extremely challenging conditions. They

can be broadly categorized into three types: stationary merchants (sedentary traders), itinerant vendors (mobile traders), and those

combining labor and commerce.The Chinese merchant community in Europe during this period exhibited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

tics.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heavily reliant on the peaceful environment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They remained on

the margins of Europe’s mainstream economy and society. They displayed strong patriotism, actively supporting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European war in 1939, the loss of a peaceful environment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 Chinese mer‐

chant community to sustain their businesses and livelihoods. Many became displaced or returned to China, leading to the rapid de‐

cline of the once-thriving Chinese merchant community i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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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laysia'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possesses unique advantages, making it an important overseas resou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he strong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the rapid growth of

semiconductor trade, and close investment cooperation provid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collaboration in the semiconductor sector.

This facilitates industrial integration, business exchanges,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companies from both countries.

Many semiconductor enterprises in Malaysia are predominantly owned and operated by Chinese entrepreneurs. These businesses

excel in various segments, including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packaging and testing, demonstrating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a

wealth of professional talent, and close economic and trade connections with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China

can leverage its natural ties with Chinese entrepreneurs to encourage them to empowe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hrough equipment supply, technical support, global expansion, and innovative collabo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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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ns-Siberian Railway faced a significant labor shortage from the outset. The Russian gov‐

ernment initially relied on exiles, convicts, and soldiers for railway construction, but these efforts proved ineffective. Given the

prior use of Chinese laborers in mining an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the Far East, where their performance earned the approval of

employers, the plan to hire Chinese workers for railway construction was implemented. Chinese laborers participated as manual

workers, not skilled personnel, primarily undertaking tasks such as earth excavation, logging, and track laying. Large numbers of

Chinese laborers were employed in the early sections of the Far Eastern construction zone, such as the Ussuri Railway and the

Transbaikal Railway. However, their involv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mur Railway was comparatively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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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ulin is the largest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 in Guangxi. The migration of people from Yulin to overseas desti‐

na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main periods: the early stage of migration, the first peak period, the second peak period, and the

normal migration period. The reasons for migration among Yulin people are varied, including social unrest, the "selling of pig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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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orm of indentured servitud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evading conscription. In contemporary times, reasons for migration

also include family reunification, inheritance of property, studying abroad, marriage, and labor export. Yulin people are part of the

global wave of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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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several islands of the Dutch Caribbean, scattered Chinese communities were already present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mmigrant era, particularly on Curacao and Aruba. Other islands saw the arrival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ly during the era

of new migration, with some islands still having very few Chinese immigrants today. The Chinese immigrants on these islands pri‐

marily relocated through village-based networks during the new migration era. On these islands, they mainly engaged in businesses

such as general stores, restaurants, and laundry services. Islands with larger Chinese communities typically established their own

associations, although each island generally only had one "all-purpose" association. Dur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mmigrant era,

the Chinese in the Dutch Caribbean were almost isolated from the outside world, but by the time of the new migration era, they had

established close connection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ncluding with their hometow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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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2024 marks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as well

as the "China-Malaysia Friendship Year." Taking advantage of this important occasion, and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lobaliza‐

tion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is study delves into the practical logic and path selection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This explor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Malaysia, en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both countries' voca‐

tional education brands, promo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fostering cultural exchange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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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have made a series of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 in Vietnam,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the overseas Chinese economy,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ir In‐

volve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affairs. However, there are some shortcomings, such as generalized re‐

search subjects, one-sided content, a lack of timely updates, and limited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methods. Future research could

focus on more specific subjects, such as new immigrants, Mingxiang people, overseas Chinese youth, and overseas Chinese com‐

munities outside the southern region of Vietnam.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examin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communities since

the 21st century, expand research on Chinese Catholicism, and attempt a horizontal research perspective, relying more on the com‐

parative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of fieldwork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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