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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华侨
、

华人社会

华侨
、

华人社会是 日本学者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
,

内容相当广泛
,

包括华侨社会结构
、

华侨团体
、

帮派
、

华侨人 口变迁
、

华人社区
、

唐人街
、

华人的家庭与婚姻
、

华人宗教信仰
、

华

人风俗 习惯
、

华侨秘密会社等等
。

战后在 日本出版的研究华侨社会的著述
,

择其重要者可

以举出下列数种 内田直作的《日本华侨社会研究 》 年
,

吴主惠的《华侨本质的分析

—华侨的社会学研究 》 年
,

河部利夫的《东南亚华侨社会变动论 》 年
,

中村

孝 志编《东南亚华侨社会 》 年
,

戴国辉编《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研究 》 年
,

戴国

辉编《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研究 上
、

下 年
、

《华侨 从
“
落叶归根

”到“
落地生根

”的苦

闷与矛盾 》 年
,

中村孝志《马来西亚华人的都市与村落 》 年
,

山下清海的《东

南亚唐人街 》 年 等等
。

吴 主惠的《华侨本质的分析 —华侨的社会学研究 》一书
,

初版于 年
。 ①该书作

者是社会学家
,

先后担任早稻 田大学
、

东洋大学教授
。

他认为
,

华侨是世界上有着最为强烈

的民族背景的移 民集团
,

应该从 民族社会学角度去把握华侨的本质
。

所谓民族社会的本

质
,

即是一个 民族 自身内在 的固有 的血缘和文化相互作用的关系
,

这种看法也可以称为

“
血缘文化关系论

” 。

从这个理论 出发
,

作者认为华侨社会的本质是以家族和帮为基础的社

会
,

或者说是 由地缘和血缘关系构成的
“

帮式社会
” 。

作为一部社会学研究著作
,

本书较为

全面和深入地分析了华侨社会的各个方面
,

如华侨的社会结构
,

华侨思想意识的基础
,

华

侨社会的概念和本质
,

华侨资本的实体
,

华侨的精神结构
,

华侨与祖国的关系等等
。

但是
,

本书过份强调了华侨社会 自身的
“

有机整体
” ,

忽视了华侨社会与居住地社会的不可分割

的有机联系
,

而对于战后华人社会发生的重要变化
,

则未曾涉及
,

观点未免显得陈旧
。

较早对战后华侨社会的变化提出见解的是河部利夫和戴国辉
。

河部利夫是东京外国

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教授
,

他对
“

华侨社会不变论
”

持批判态度
,

主张“ 华侨社会变

动论 ” ,

并提 出了
“

第三民族社会形成论
” 。

他主编的《东南亚华侨社会变动论 》一书集中的

代表了他的观点
。 ②他认为

,

东南亚华侨社会正走向融合化和定居化
,

这使它 的主体性逐

渐丧失
。

土著社会和华侨社会
,

正进行着文化的
、

社会的融合
,

而两个社会的融合
,

产生了

形成新的第三民族社会的趋势
。

不过
,

他认为东南亚各国
“

融混
”

的程度并不一样
,

泰国是

高度
“ 融合社会 ” ,

马来西亚是并存关 系的
“

复合社会
” ,

菲律宾则是居于两者之 间的
“

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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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

戴国辉教授现任于 日本立教大学
,

研究华侨
、

华人的著述颇丰
。

他主编的《东南亚华人

社会的研究 》上
、

下两册
,

是 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
“
东南亚华人社会

、

经济研究会
”

一

年的终结报告书
。

东南亚各国独立后
,

开始了创建新的民族主义国家的进程
,

面临这

一新的环境变化
,

华侨是如何去适应的 该书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

戴国辉认

为
,

应区分
“ 华侨

”
与

“
华人 ”的不同含义

。

战后以来
,

过去被称之为
“

华侨
”的大部分人在居

住国的剧烈变化中
,

已被迫或自愿地成为居住国的华人系居民
。

在独立后的东南亚国家尤

其是在马来西亚
、

新加坡
,

以前被称为“
华侨

”的人们现在 自称“
华人 ” ,

把 自己与保留着中

国人形象的华侨严格区别开来
。

对这些华人血统公民的新的生活准则
,

编者认为 华人
、

华

裔在家庭生活
、

风俗习惯
、

宗教观
、

价值观等方面
,

尽管还未能完全脱离中国的传统影响
,

在文化上还表现出中华文化的怀 乡病
,

但是他们今天的生括原则 已不是停 留在
“

衣锦还

乡 ” 、 “

落叶归根 ” ,

而是选择了作为居住国的一员
,

积极地为所在国建设做贡献的生活原

则
。

所以
,

应该从“ 华人 ”的角度研究他们在东南亚居住国建国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

正确

树立他们的真实形象 同时要研究
、

阐明从华侨向华人转变的历史过程以及随之而产生的

各种问题
。

要做到这点
,

必须把华人问题放在东南亚居住国的建国过程中
,

放在居住国本

国的政治
、

社会
、

经济的结构中去研究
,

否则就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

当然
,

要达到作者阐

明的要求
,

本书还嫌不足
,

然而
,

从明确地提出了华侨研究的新的方向来说
,

该书不营为先

驱著作之一
。

关于华侨社会变化的研究
,

戴国辉教授的另一著作《华侨 —从
“

落叶归根
”

到
“
落地

生根 ”的苦闷与矛盾 》也很值得一读
, ④该书汇集了作者十余年来研究华侨

、

华人的成果
,

其基本观点主张应将华侨
、

华人作为当地的少数民族问题来研究
,

认为多数 民族不应该用

同化
、

融合
、

统合来对待华人少数民族
,

而是应该尊重华人少数民族的文化和 民族特性
,

在

平等的立场上共同塑造新的国家形象
。

关于华人社区变迁的研究
,

多集中在对唐人街的研究方面
,

出版 了山下清海的《东南

亚的唐人街 》
、

鸿山俊雄的《海夕卜中华街 》
、

嗜原一孝的《横滨中华街研究 》
、

嗜原幸助的《横

滨中华街的变化 》等著作
,

另有研究中华街的多篇论文发表
。

山下清海先生是从人文地理

角度研究华人社区的青年学者
,

成果引人注 目
。

他毕业于筑波大学地理学系
,

获博士学位
,

一 年又 曾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从事两年研究
,

通晓汉语
,

以后多次到东南亚地 区

实地调查
、

访问
,

年完成了对新加坡
、

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亚
、

菲律宾
、

泰国
、

缅甸等东

南亚国家中华街 华人居住区 的研究
、

考察
,

写有《新加坡的华人社会 》 年
、

《东南

亚的唐人街 》 年 等学术著作
,

还发表过研究新加坡海南帮
、

新加玻华人方言集团的

居住格局
,

以及研究东马 来西亚 山打根华裔可可种植园农业
、

东马沙捞越华人方言集团

分布格局的形成
、

侨乡广东潮州地区的社会地理学考察等多篇论文
,

是近年来 日本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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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仅有的几位研究华侨
、

华人的青年学者之一
。

太 田勇
、

今富正 已
、

谷 口 房男三位学者合编的《东南亚华社会的变貌 》一书
, ⑥是一本

分专题叙述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化的有份量的著作
,

其优点在于书中内容都是作者经

过实地调查后 有的是作者多次深入东南亚国家调查 写就的
,

资料比较翔实
,

例如书中有

关马来西亚华人学校教育的章节
,

对马华华文教育的发展变化作了系统叙述
,

很有参考价

值
。

关于华侨
、

华人历史

日本学术界研究华侨史素有传统
,

战前的华侨史研究
,

与中国史的研究结合较为紧

密
,

多利用 中国史料或资料 战后的研究中
,

注意到把华侨史的研究与东南亚各国历史的

研究结合起来
,

并着重从当地社会和华侨在海外的活动方面开拓新史料
。

作为有特色的华

侨史研究
,

可以举出下列有代表性的著述
。

京都大学 日比野丈夫等学者为研究马来西亚华侨曾多次到当地进行实地调查
,

以发

掘新的资料
。

他以墓志碑铭为调查的中心
,

广泛搜集其它文字和实物资料
,

在 年发表

了《马六 甲华人甲必丹的系谱 》一文
,

以后又发表 了《东南亚汉文碑刻 》等文章
, ⑥受到学术

界的好评
。

另一位在研究马来亚华侨史方面受到高度评价的是今掘诚二教授
。

今掘先生曾任广

岛大学教授
、

广岛女子大学校长
,

是知名的东洋史学家
。

早在四十年代
,

今掘先生就曾到 中

国华北进行实地考察
,

出版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结构
、

东洋社会经济史概论等著作
,

对于

中国国内的商业基尔特 会馆 和其他社会团体有相当的研究
。

战后
,

在 一 年期

间
,

他曾三次到马来西亚进行华人历史社会调查
,

并将调查所得写成《马来亚的华侨社会 》

一书
。 ⑦这部专著的内容是有关新加坡

、

马六 甲
、

槟榔屿三地华人社团史的论述和考证
,

例

如关于华侨商业
、

手工业基尔特产生和发展的研究
,

关于华侨血缘
、

地缘
、

行业组织沿革的

研究和考证等等
。

今倔先生认为
,

华侨移民南洋
,

除了加入基尔特的集团中生活
,

别无生存

之道
,

而这种生存方法
,

又是中国人从四千年历史中学习得来的智慧
。

马来亚各地华侨的

同乡团体林立
,

一面是藉 以维持与故 乡的关系
,

而 同时又是在侨居地加强同乡团结的据

点
。

于是
,

中国的社会体制因此而带进龄会馆的组织中
,

家长制统治和共同体体制成为华

侨社会的支柱
。

在资料的运用上
,

今掘先生尤其重视华侨社会保留和遗存下来的第一手资

料
。

他在当地的侨史调查中广泛搜集碑文
、

祭器
、

匾额
、

吊钟
、

香炉
,

以及会馆特刊
、

章程
、

捐

款芳名录等等
,

从中分析
、

掌握华侨社团的单位
、

组织结构
、

性质
、

历史以及它们相互间的

关系
,

也纠正了前人研究中的一些错误
。

该书中译本的译者刘果因在序言中说
“

本书最值

得令人敬服的
,

是处理资料的方法
,

竟从千头万绪中
,

找出了华侨社会的真相
。

,, 今掘先



生的研究是继根岸信之后关于华侨基尔持研究的代表性著述
,

也是研究马六 甲
、

槟榔屿
、

新加坡华侨史的重要著作
。

关于中国近代的契约华工问题
,

是华侨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

从战前开始
,

日本学者对此 已有所涉及
,

例 如成 田节男《华侨史 》专门设有一章
“ 苦力 贸易 ” ,

福 田省三

《华侨经济论 》中也有专门章节论及 战后
,

有更多的著述讨论过契约华工问题
,

例如须山

卓的《华侨经济史 》
,

就有殖民地奴隶制度和中国人苦力贸易问题的详细研究 田川一已撰

有论文《十九世纪马来西亚华人契约移民的特点 》等等
。

但是
,

作为日本研究契约华工问题

的专门著作
,

可儿弘明的《近代中国的苦力和
“

猪花 ” 》是第一部书
。 ⑧

所谓
“
猪花 ”是苦力贸易 亦称

“
猪仔

”
贸易 中被贩卖出洋的

“

妇女
” 。

生活在旧 中国社

会最底层的妇女
,

在契约华工大量出国时期
,

也在暴力或诱拐之下
,

被大量贩卖到美国
、

东

南亚一带
。

她们在海外被奴役
、

被侮辱的厄运
,

曾有些学者作过零星研究
。

而一般的契约

华工研究著述
,

则没有注意到这一群体的存在
。

可儿弘明博士的研究另辟蹊径
,

他利用香

港
“

保良局 ”的档案文书
,

探讨了
“
契约华工 ”问题的一个侧面 —所谓

“

猪花 ”现象的来龙

去脉
,

写成了一部中国妇女被拐出洋的血泪史
。

可儿先生现任庆应大学教授
,

长期致力于

香港问题研究
,

著有《香港的水上居民 —中国社会史的横断面 》
,

主编 了《香港和香港问

题研究 》等著作
。

年他到香港调查历史上 日本卖春妇在海外的情况时
,

无意间发现了

堆在香港保 良局仓库 内的文书档案
。

这些档案始 自保 良局创办之时
,

有光绪八年

年 至宣统三年 年 之 间的文书 册
,

民国初年至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文书 册
,

共计 册
。

档案尽是中国妇女被拐卖的辛酸记录
,

包括被拐卖妇女的供述笔录
,

及其街

坊邻里
、

亲戚
、

人 口 贩子嫌疑犯的 口 供等
,

还有调查报告
、

处理经过
,

是完全真实的宝贵资

料
。

可儿教授检阅这些档案
,

利用这些资料
,

在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被贩卖妇

女的不同类型后 例如也有少数广西妇女被贩卖
,

认为近代以来长期存在于广东地区的

“

猪花 ”买卖现象
,

是十九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在亚洲进行的殖民地化
、

半殖民地所造成的近

代华侨社会形成过程中产生的
,

也是中国国内半封建社会的产物
,

因此可以说
“

猪花
”
现象

是双重剥削下的产物
。

该书还用较大篇幅论述了香港
“

保良局 ”的设立和作用
,

他认为
“

保

良局 ”作为英国殖民者统治香港的补充机构
,

其真正 目的并不在于保护妇女
,

而实际上在

于使妇女 自觉地遵守建立在传统封建妇道基础之上的生活规范
。

可儿先生的著作不仅深

化了关于契约华工问题的研究
,

而且涉及华侨史
、

妇女史
、

社会史和殖民地史的领域
,

引起

了 日本史学界较大反响
,

被誉为
“

开恳了一块处女地
。 ’, 。中国学者已将他的这部著作译成

中文出版
。

如何利用西文资料对古代华侨史的某些史实进行考证
,

日本研究南洋史的学者岩生

成一发表的《关于下港 万丹 的中国街 》
、

《安汝岛 初期的中国街 》等论文提供



了很好的样板
。 。例如在《关于下港 万丹 的中国街 》一文中

,

作者把明代张燮的《东西洋

考 》等中文史料与荷兰殖民者的记载
、

西方人的航海旅行记等进行比较
、

印证
,

并参照当时

西方人所绘地图
,

考证了 世纪末至 世纪 年代爪哇下港 万丹 唐人街的兴衰过

程
。

全文 由七个部份组成
,

即明末中国人对南洋贸易的进展
、

下港的开港
、

下港唐人街的位

置和规模
、

下港唐人街的贸易
、

下港唐人街的重建
、

下港唐人街的迁移
、

下港唐人街的衰落

附唐人街的 自治
。

从万丹唐人街的变迁中
,

可以清楚地看到早期中国移民与南洋贸易的

密切关系
,

中国商人在爪哇由“
行商

”

变
“

住商
”
的过程

,

华侨在当地胡椒贸易和经济开发中

的主导作用
、

华侨社区的生活状况
,

华侨与原住民族的关系
,

荷兰殖民者的侵略掠夺对下

港的影响等等
,

是一篇颇有学术价值的华侨史个案研究论文
。

作为富有特色
,

并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华侨史成果
,

还可以举出下列领域的研究 和 田

久德关于早期东南亚华侨社会历史的研究 。长 冈新治郎
、

中村孝志等关于荷属 东印度公

司时期华侨历史的研究 。山本达郎
、

藤原利一郎关于越南华侨史的 系列研究 。永积昭
、

白石隆关于二十世纪初期印尼华侨的研究 。 中川学关于客属华侨历史的研究 明石阳

至关于东南亚华侨抗 日救国运动的研究等等
。

上述研究成果受到华人学者的重视
,

一部

份论著已被译成中文发表
。

关于 日本华侨
、

华人

日本的外国侨民和后裔
,

以韩国和朝鲜人最多
,

现有 万人左右
。

其次是华侨
、

华人
,

约 万人左右
。

对旅 日朝鲜人的研究
,

已有许多专著和论文发表
,

据不完全统计
,

八十年代

仅有关著作即达 余种
,

还有专门的定期杂志如《朝鲜资料月刊 》等出版发行
。

有关 日本

华侨
、

华人的研究
,

虽远不及研究旅 日朝鲜人的规模和声势
,

但也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

早在五十年代
,

内田直作教授的《日本华侨社会的研究 》
,

已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
。

内

田教授的研究开始于 年
,

其时 已经对 日本华侨社会进行了大量实地调查
,

战后初期

继续未完的研究工作
,

终于写就了一部分析
、

论述 日本华侨社会经济组织的高水平的学术

著作
。

该著作在理论上继承了根岸估博士关于华侨社会经济组织的本质是基尔特的观点
,

但却以历史的实证方法达到 了华侨基尔特研究的最高峰
。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 序编 留

日华侨的人 口 与经济 江户时代的华侨团体 四大唐寺
、

通事会馆
、

办铜贸易商人团体
、

八闽会馆 后编 明治以后的华侨团体 公所团体
、

中华会馆
、

中华总商会
、

职业团体
。

各编都详述了不同历史时期华侨团体建立的经过
、

团体的结构
、

职能分析以及综合考察
,

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描绘出 日本华侨社会发展史的明晰画卷
,

也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
,

本

书是
“ 日本华侨社会的自治集团生活的记录

。 ”

⑩六十年代
,

由文部省科研经费支持的横滨

四大学 横滨市立大学
、

横滨国立大学
、

神奈川大学
、

关东学院大学 对横滨华侨进行的社
一



会学调查
,

也取得了引人注 目的成果
。

例如早漱利雄教授的《华侨社会研究的诸问题 一

一战后 日本华侨的状况调查 》
、

山口 长男教授的《横滨中华街的生态研究 一 —中

华街华商的经营形态 》
、

长田五郎和田仲益见的《旅 日华侨经济动向 一 —以 华侨经

济年鉴 》为中心 》
、

长 田五郎的《留 日华侨的人 口 和职业统计
、

》
、

山村周平和河村十

寸穆的《关于横滨旅 日华侨特点的若干考察 一 等等
。

此外
,

杜驹的《日本华侨的政治态

度 》一书
,

李献璋
、

中村质教授关于 日本华侨史尤其是长华侨史的研究
,

细川廓真和乌勒吉

关于华侨教育问题的研究
,

都各有特点
,

深化了 日本华侨问题的研究
。

七十年代
,

又出版了

嗜原幸助《日本的华侨 》
、

鸿山俊雄《神户大阪的华侨 》等著作 至。了八十年代
,

日本学者对

旅居本国的华侨
、

华人的历史
、

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研究又有新的发展
,

有 种著作和

篇论文问世
,

在 日本对华侨
、

华人领域的整个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

山田信夫编《日本

华侨与文化摩擦 》一书
,

⑩集中了有关 日本华侨研究的最新成果
,

书中 篇论文
,

就 日本

华侨近百年的发展史
,

日本华侨移民的历史背景
、

移民集团的认同以及旅居 日本后的社会

移动等作了探讨
,

涉及到 日本华侨的社会经济
、

教育
、

社团
、

侨领
、

风俗
、

文化
、

宗教信仰
、

归

化等多种问题
,

文章都是在大量访问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
,

具有资料和学术价值
。

其中如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原所长斯波义信教授的《在 日华侨与文化摩擦 —以函馆

为例的研究 》
,

就是本书中的上乘之作
。

该文分五个阶段详述了北海道函馆华侨 自 年

以来的历史
,

对
“

商人型移居类型
”

的华侨作了深入的探索
,

并出版了
“
函馆华侨资料集

” 。

对“ 日本华侨与文化摩擦 ”的研究表明
,

作为 日本的少数民族集团
,

它一方面要顽强地保留

本民族的文化教育传统和价值观念
,

另一方面又无法完全抗拒本地文化的同化或融合
,

并

且同化的过程一直在进行着
。

对 日本华侨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

在八十年代有了较大进展
。

其中有关神户著名侨商吴

锦堂的研究
,

有关长崎华侨
“ 泰益号 ”资料文书的研究卓有成效

。

吴锦堂是清末民初的著名

华侨实业家
、

爱国侨领
,

曾大力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
,

对家乡也有重要贡献
。

当

然
,

作为实业家
,

他与日本的财界
、

工商界也有密切关系 如与 日本三井财团的关系等
。

大

阪大学文学部山口政子的论文
“

神户华侨吴锦堂 一
”。和神户大学中村哲夫的

著作《移情阁遗闻 —孙文与吴锦堂 》
,

资料丰富
,

而且都从较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去

研究和评价吴锦堂的一生
,

尤其是吴锦堂先生在 日本的经营发展史
,

很有参考价值
。

关于长崎华商
“
泰益号

”的研究
, 瞥 是 日本华侨经济史研究在战后以来取得的重要进

展
。 “ 泰益号 ”

一 年 是福建金门籍华侨陈国梁
、

陈世望父子创办和经营的大商

行
,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业务兴盛
,

与大陆
、

台湾
、

东南亚
、

香港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
,

在长崎

华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主要经营者陈世望 一 在清末至立十世纪二十年

代期间
,

一直是颇有声望的侨领
,

担任历届华侨商会要职
。

基于上述原因
,

该商号保存了种

类繁多
、

数量庞大的资料
。

年 月
,

陈氏家族经过商讨后
,

由陈世望之孙陈东华代表



向长崎市立博物馆捐赠了保存下来的
“

泰益号 ”全部有关资料
,

共计
,

册 其中包括了

“
泰益号 ”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贸易书简

、

各类帐册
、

商业文件
、

长崎福建帮会文书
,

以及长崎

华商与中国政府
、

华侨学校
、

唐寺之间的来往文书资料等等
,

是迄今发现的保存最为丰富
、

最为完整的 日本华侨商号资料
。

日本史学界有关学者十分重视这批
“ 无价之宝 ” ,

围绕这批

珍贵的原始资料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活动
。

年
,

宫崎大学市川信爱教授等成立了
“
长

崎华侨研究会 ” ,

向 日本文部省申请研究经费
,

进行整理资料和举办研讨会的学术活动

年又成立了“ 九州华侨华人研究会
” ,

与中国大陆 。台湾的学者合作
,

扩大研究领域
,

并在 日本国内外相继召开了多次专题学术讨论会
,

使
“

泰益号 ”的研究不断深入
。

到

年
,

该项研究已取得了较重要的成果
,

其中日本学者发表的论著有 市川信爱
、

杉村邦夫合

著《长崎华商泰益号文书的研究 —序章 》
,

市川信爱编《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资料一

览竹
、

《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文书研究之二 》
、

《关于近代 日本华侨社会的系谱和展开的研

究 资料篇
、

分析篇 》
、

《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书简 目录 》等
, 。以上收录了山内正博

、

芙

美子关于“ 八闽会馆的计帐收支一览 ” 、

福宿孝夫关于“
八闽会馆总簿 ”的研究

、

黑木国泰关

于“ 福建会馆总簿
”的研究

、

增 田史郎亮关于长崎华侨时中学校的研究
、

许紫芬关于长崎华

商经营帐簿的研究成果等等
,

其中
,

许紫芬是最早利用庞大数量的经营帐薄研究商号经营

活动的先行者
,

其成果值得评价
。

另有台湾旅 日学者朱德兰关于“
泰益号 ”

与日据时期台湾

贸易往来的系列研究
,

中国大陆旅 日学者廖赤阳关于长崎华商
“

泰益号
”的贸易网络研究

等
,

都有可喜的成果在历届学术讨论会或刊物上发表
。 。通过对

“

泰益号
”

资料的研究
,

不

仅可以看出近代 日本华侨商业的发展轨迹
,

而且可以深刻 了解近代 日本华侨社会的全貌
,

包括经济经营活动
、

社团组织
、

文化教育
、

宗教信仰
,

以及与中国的关系
,

与居住他的关系

等等
,

是很有意义的实例研究
。 ·

目前
,

有关“ 泰益号 ”的研究已在资料的整理上下了很大功

夫
,

初步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
,

人们期待着新的深层次的研究成果问世
。

旅 日华侨陈正雄先生利用业余时间
,

长期致力于 日本华侨的研究
,

他的论文
“

从统计

看在 日中国人
”
发表后

,

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
。

该文使用了 日本官方发表的大量统计

资料
,

如法务省编印的《在留外国人统计 》
、

《出入国管理统计年报 》以及《国际人流 》杂志等

公布的统计数字等
,

分析了战后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在 日中国人的动向
,

指出在中 日恢复邦

交后
,

日本华侨
、

华人在国籍
、

婚姻
、

籍贯构成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

这些变化完全是

与中 日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相联系的
。

从大量的官方统计数据出发
,

探讨华侨
、

华人社

会的变化及其原因
,

正是本文的特点和优点
。

注

①吴主惠《华侨本质的分析 —华侨的社会学研究 》
,

东洋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出版
,

年
,

东京

年
,

该书更名为《华侨的本质 —社会学的研究 》
,

由东京青也书店出版
。

· 。



②河部利夫《东南亚华侨社会变动论 》
,

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出版
,

年 月
,

东京
。

③戴国辉编《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研究 上
、

下 旧 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出版
,

年
,

东京
。

④戴国辉《华侨 —一从
“

落叶归根
”到“

落地生根
”
的苦闷与矛盾 》,

研文出版社
,

年
,

东京
。

⑤太田勇等《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变貌 》
,

东洋大学 年度特别研究报告书
,

年出版
。

⑥日比野丈夫《马六甲华人甲必丹的系谱 》,《东南亚研究 》第六卷
,

第 期
,

年
,

京都大学东南亚

研究中心出版 《马六甲华人甲必丹系谱补遗二则 》
,

《东南亚研究 》第九卷第 期
,

年
,

京都大学东南

亚研究中心出版
。

⑦今倔诚二《马来亚的华侨社会 》旧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出版
,

年
,

东京
。

⑧今掘诚二原著
、

刘果因译《马来亚华人社会 》
,

马来西亚槟城嘉应会馆扩建委员会印行
,

年
。

⑨可儿弘明《近代中国的苦力和
“

猪花
,

岩波书店
,

年
,

东京
。

⑩〔美 」《世界 日报周刊 》
, 一 年 月 日

。

《东洋学报 》第 卷第 期
,

年
,

东京
,

东洋学术协会 《东洋学报 》第 卷第 期
,

年
,

东京
,

东洋学术协会

和 田久德 《东南亚初期的华侨社会 《东洋学报 》第 卷
,

第 期
,

年
、

《东南亚华侨社会的

成立 》筑摩书房《世界历史 》第 卷 《南亚世界的展开 》
,

年
、

《从历史上看东南亚华侨 》《东洋学

术研究 》
,

第 卷
,

第 期
,

年
、

《十五世纪初期苏门答腊的华侨社会 》《御茶水女子大学文科纪要 》
,

第 集
,

年 等等
。

⑩长冈新治郎 《荷兰对 巴达维亚华侨社会的法律限制 》山本达郎编《东南亚权力结构的历史考

察 》
,

竹内书店
,

年
、

《十七
、

十八世纪巴达维亚糖业与华侨 《南方史研究 》第 期
,

年 中村

孝志 《论巴达维亚华侨的包税制度 《东洋史研究 》
,

第 卷
,

第 期
,

年 等
。

山本达郎 《河内华侨史料 , 《南方史研究 》
,

第 期
,

年 藤原利一郎 《广南王 阮 氏和华侨

—特别是阮氏对华侨的方针 》
、

《安南阮氏王朝统治下的明乡问题 —特别论述税制 问题 》《东洋史研

究 》第 卷 期
、

第 卷 期
,

《越南各朝对中国移民的政策 《亚洲纪事 》东方文化研究所报
,

第

辑
,

年 等等
。

⑩永积昭 《中华民国成立时期印度尼西亚华侨的动向 》河部利夫编《论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变动 》
,

亚洲经济研究所
,

年 白石隆 《爪哇华侨运动 一
, “

复合社会
”的形成 一

、

二 》《东南

亚 —历史与文化 》
,

第二辑
、

第三辑
,

年
、

年 等
。

⑩中川学 《关于中国
、

东南亚地区客家人的历史地位 》《一桥论丛 》第 卷第 期
,

年
、

《华人

社会与客家史研究的现代课题 》
、

《嘉应五属客家简史和现状 —马来西亚
、

新加坡嘉属会馆联合会及其

奖学制度 》戴国辉编《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研究 》上 下
,

亚洲经济研究所
,

年
,《客家世界大会的

历史推移 《一桥论丛 》
,

年第 期 等等
。

明石阳至 《南洋华侨救国运动 一 》英文
,

堪萨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南洋华侨与满

洲事变 《东南亚一历史与文化 第 期
,

年 《日本对马来亚华侨的政策 一 》英文
,

《东南亚研究 》第一卷
,

第 期
,

新加坡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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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交换是 年以后的事
,

这也就是说垄断是国际生产价格形成的条件
。

尽管资本输出

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

但实质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必然
。

因而
,

当代资本的

国际流动并非全部出 自国际垄断资本
,

它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生产的国际化
。

这意味着垄

断并非国际生产价格形成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

然而
,

垄断可以凭借它在生产和流通领域的

绝对优势来左右国际价值和世界市场价格 这并非一定是垄断价格
。

国际价值虽是公正

尺度
,

却是不平等关系的历史结果
。

这就是垄断和国际生产价格的关系
。

二 垄断是国际垄断价格形成的必要条件
,

是不平等交换的实质
。

中心对生产的垄断

是通过对贸易的价格垄断和市场份额的控制来实现的
,

流通领域的垄断高价和垄断低价

使外围高进低出
,

贸易条件恶化
,

而垄断资本通过超过国际价值的销售和低于国际价值的

购买获得了从外围转移来的超额剩余价值
,

这是垄断资本在世界进行资本积累的一种手

段
,

它在中心
一

外围关系中所体现的是一种原始积累的特点
,

这才是严格意义上的不平等

交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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