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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各族移民，出国定居，历史久远。西汉以

后，廉州合浦港（今广西北海）己成为中国对外贸

易商港，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从此广

西沿海地区已开始有一些居民迁徙海外，当时为

数甚少。宋代以后，开始通过陆地边界向国外移

迁，而移民高潮则出现在明末清初以后。清代时

段，广西战乱频仍，灾荒不断，社会残破。特别是鸦

片战争英国炮舰轰开了中国门户，西方殖民者强

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引诱拐骗掠取

中国劳工出国，广西大批破产农民、失业工人、起
义军失败后的将士以及少数民族百姓，被迫迁徙

国外。
1644 年清兵入关，1656 年进军广西，清军与

反清抗清的武装力量长期交战，政局动乱，灾难频

繁，加上广西地处沿边沿海，地理环境，交通条件，

方便百姓大批移居国外。清代广西向国外移民主

要呈现三大板块。即：（一）民族性移民板块；（二）

政治性移民板块；（三）经济性移民板块。这三大板

块之间，虽然在时间、空间上有所交叉重叠，但总

体上仍然具有三大板块的不同背景要素和特征。

一、第一板块———民族性移民

历史上广西壮、瑶、苗少数民族移居越南、老
挝、泰国、缅甸等国的人数众多，清代是移迁的主

要时段，越南是主要迁徙目的地。居住在越南的少

数民族华人数量众多，已经位居世界各国少数民

族华人之首。据赵和曼教授估计：“越南的少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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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华人的总数有 145 万人（1989 年），其中大多是

清代从广西迁徙去的壮、瑶、苗族及其后裔。”“迁

徙到越南的少数民族也应当被视为越南华人的组

成部分……据考证，越南北方的侬、岱、瑶、苗的先

辈均源于中国广西。”[1]

壮族移民：“侬人（越南）祖先原居住在广西境

内……主要分布在高平、谅山、北太、河宣、黄连

山、广宁等省。”[2] 明、清时期广西壮族（自称布侬、
布陇、布傣、布土、布僮、布沙等。“布”，壮话，即

“人”的意思）大批迁居越南，成为该国少数民族华

人。1989 年越南统计有侬族 70．5 万人，越南学者

认为侬族迁移到越南“只有二、三百年的历史。”
“在我国（越南）的大多数侬人，是从中国广西移居

而来的”[3]。“在越南的侬族、岱族，‘绝大多数’、‘大

多数’来自壮族，来自广西”。18 世纪，[越]黎贵敦

《见闻小录》称：“（宣光）侬人都是中国境小镇安、
归顺、龙州、田州、富州、太平、羁思城、洪（向）武等

十二州之人，这些人漂泊到我国后，从事耕作，并

承担赋税和劳役。”该文所述各州（除富州属云南

外） 均为广西西部壮族聚居地区。德人 Rober－
titeine，Gejder 认为“东京（越南）北部之土人（壮）

出自广西”。“后来之侬（nuny）亦出自广西”。“据说

在（越南）谅山、太元（原）、安州等都有二万多侬人

（壮），完全是广西及本地（防城）迁去的。”[4]“在近

几个世纪内，移居越南的许多侬人支系仍保持原

称。从他们保存的家谱、供册、唱本中可清楚地知

道，他们到越南只有 9~10 代，即只有 200~300 年

的历史。”[5] 他们主要迁居在越北的高平、谅山、广
宁、河江、宣化、安沛、老街等省。据考证，这些侬族

即为侬智高及广西农氏的后裔，他们大约是公元

1616~1795 年，也就是清朝太祖至高宗 （乾隆）年

间，从广西西南部壮族聚居的天等、大新、龙州、崇
左、靖西等边境地区迁徙去越南的。

瑶族移民：有关学者一致认为，居住在越南的

瑶族起源于中国，而且大多是从广西迁徙进入越

南北方的山区。广西瑶人是不同支系，在不同时

间，从不同路线迁入越南的。17 世纪末叶，青衣瑶

从广西迁入越南的芒街、陆岸、敦河、宣光、安沛、
老街等地；18 世纪末叶，红瑶和钱瑶从广西迁入越

南的高平、北太、河宣等地。“在高平、北太、河宣的

红瑶、钱瑶，约在 l8 世纪末叶从广东和广西迁来。”[6]

越南“光中”（西山朝阮文惠年号，1789~1792）之

前，广西一部分蓝靛瑶己经迁居越南。瑶人李壹真

从越南将“信歌”《交趾信》传回广西凌云，信中称：

“复信泗城（即凌云县）回玉昆……开花交趾隔洪

水，共人过岸右边山……不比广东万样全，光中退

朝京城管，不闻何处有委移。”公元 16 世纪，原来

居住在广西十万大山白云山地区的瑶族 （越南定

名为“山泽族”）在距今 400 年间，大规模迁居越

南。其民族起源应属瑶族。公元 1 7 世纪末叶，广西

部分瑶族迁居越南的广宁、海阳、北江、永富、太原

和宣光。越南称其为“山由族”，定居于贫瘠山区深

山老林之中。“山由人由于不堪忍受中国封建君主

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越过边境来到越南定居，至今

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发生在明末到清初）。”[7] 公元

16~17 世纪广西的“红瑶”、“头瑶”迁居越南河宣

省，越南定名为“巴天族”（1982 年人口约 2000
人）。他们是经芒街、太原而北上河宣。瑶族信歌

《交趾曲》也证实，大约在清代咸丰年间，广西恭城

东乡一支瑶族迁往越南。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

被官兵征剿的广西瑶民，一些人迁到安南便面府

（奠边府）和猛科、猛天、十八天平等地谋生。至

1793 年的 10 年间，又有少数人迁至老挝进入桑

怒、猛寨、南池（塔）、猛徐等处居住。“150 年前，清

朝末叶，一些广西瑶族经越南、老挝转迁到泰国北

部四府（清莱、帕夭、难、清迈）。”[8] 明末清初，广西

的贺县、富川、恭城、永福、宜山等地的瑶族南迁，

经云南的河口、猛腊等地，于清同治、光绪年间外

迁到缅甸、老挝、越南、泰国等地。“法国瑶族源于

中国……从他们珍藏的迁徙路线实录看，大约明

末清初还在广西境内，随后迁往云南，一部分由云

南出境进入老挝，部分辗转越南进入老挝。”[9]“美

国瑶族的祖先是在 200 年前从我国广东、广西、湖
南等省迁往老挝和泰国的。”[l0] 2009 年 12 月 2 日，

泰国清莱瑶胞代表在广西贺州出席“盘王节”时
称：“自从祖父辈迁出中国，全家便一直居于国

外”。“我在这里（贺州）找到了很多的瑶族亲戚”，
“现居泰国的瑶胞近十五万人，分散在泰国各地”。

苗族移民： 16 世纪末~17 世纪初，明末清初

时期，广西有一些苗族移迁到越南、老挝等国。“苗

人原住在中国广东、广西、湖南和贵州等地，明、清
两代迁至云南后，有一部分继续向西南迁徙，进入

老挝境内。”[11] 据中外学者考证：现定居在越南、老
挝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苗族，大多是在清代雍

乾、乾嘉和成同三次大起义失败后，先后从贵州、
广西、云南迁去的。清初，苗族分两路迁入越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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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县和老街省北河县。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又有

一万多苗族从贵州、云南和广西迁入老街、河江、
安沛等地。有的认为，1810~1820 年间，由贵州、云
南和广西迁去老挝的苗族有五万人之多。老挝学

者富米·冯维希和坎占·巴迪也认为，“苗族和瑶族

于 1840 年开始从中国南方来到老挝。”[12]

广西壮、瑶、苗等少数民族移居国外，历史悠

久，为数众多，是广西海外华侨华人中重要的特殊

的群体，也是广西成为全国主要侨乡的重要依据

和数据要素。

二、第二板块———政治性移民

抗争失利，避难国外。主要有“义不事清”的龙

门、高雷廉总兵杨彦迪、陈上川部属，太平军余部，

黑旗军、黄旗军部属，天地会等会党余部，孙中山

在广西历次起义的余部等。
广西钦州龙门总兵杨彦迪、高雷廉总兵陈上

川所率部属，是清代广西通过海域，向国外迁徙的

政治性移民集团，规模最大，组织最强，人数最多，

自组战船，海上移迁，最为独特。“己未，三十一年

（1679）春正月，故明将龙门总兵杨彦迪、副将黄

进，高雷廉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率兵三千余

人，战船五十余艘，投思容沱灢海口（越南顺化附

近的两个海港，即今岘港）。自陈以明国逋臣，义不

事清，故南来，愿为臣仆。时议以彼异俗殊音，猝难

任使，而穷逼来归，不忍拒绝。真腊国东浦（嘉定古

别名）地方，沃野千里，朝廷未暇经理，不如因彼之

力，使辟地以居，一举而三得也。上从之。乃命宴劳

嘉奖，仍各授以官职，令往东浦居之。又告谕真腊

以示无外之意，彦迪等诣阙谢恩而行。彦迪、黄进

兵船驶往霄腊（今属嘉定）海口，驻于美湫（今属定

祥），上川、安平兵船驶往芹除海口，驻扎于盘辚

（今属边和），辟闲地构铺舍。清人及西洋、日本、阇
婆请诸国商船凑集，由是汉风渐渍于东浦矣。”[13]

“龙门总兵”的驻屯地系今广西钦州龙门岛一带，

“高雷廉总兵”的管辖区包括今广西的合浦 （廉

州），这次海上集团移民中许多是广西沿海人。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华大地沦为封建性

和殖民性双重统治的年代。从此，广西发生一系列

的反封反帝起义斗争，许多志士因失败而移迁国

外。
太平天国革命（1851~1871）。1851 年在广西桂

平金田起义，初期约二万人，其中壮族占 1/4。在起

义失败后，一些革命者避难国外。如其东王杨秀清

之弟杨辅清（广西桂平人），经上海逃至美国旧金

山[14]。一些称为“艾人”（即讲客家艾话的汉人）的祖

籍在广西防城县五洞地区。“17~20 世纪期间，从广

西的钦州、廉州、防城、灵山一带先后移居该地（越

南海宁省）。其中一些人是参加太平天国起义失败

后，遭到清政府的镇压和驱逐，于 1849~1863 年

间，被迫迁到海宁地区的。还有是明末清初，客家

起师抗清，客家人兵败而被迁移的。一部分人从广

东的东部和北部迁到中部及南部滨海地区 （今广

西钦、廉、防沿海地区），一部分人还继续远迁至北

仑江以北的海宁地区，成为海宁地区的原居民，他

们过去一直坚称自己是中国人。据迁居法国的“侬

人”（属客家艾人）首领、法国法亚友谊总会会长陈

润威称，他“出生在越南芒街，父亲是中国广西人，

年青时来越南做生意，遂落户于此。而侬族（艾人）

的祖先原住在广东的钦州、廉州、防城、灵山（均属

今广西境）一带，后战乱中迁入芒街等地”[15]。
刘永福率部 300 人进入越南（1867 年），在六

安州正式创立组建黑旗军，其成员大多系广西人，

在越征战、生活 18 年之久。“1885 年 8 月刘永福奉

命率 3000 余人回到国内，留居越南的黑旗军余部

连同家属有近万人之众。”[16] 黑旗军余部计有黄俊

芳、谢炳安、陆东环、刘文谦、朱水清、梁三、刘志

雄、练忠和、王玉珠、韦高魁、邓过霖、梁茂林、黄爵

元、汤宗政、叶成林、魏名高等人[17]。大多留居越南

继续抗法。刘永福的黑旗军曾多次派人回广西招

募新兵，在钦州、防城、龙州、靖西、宁明、上思、博
白等地的汉、壮、瑶、苗、京族群众纷纷应招赴越。
越南河宣省“一部分岱族，就是黑旗军的后裔。”[18]

广西会党活动。清·光绪末年，“1902~1905 年，

广西各地爆发了天地会领导的反清大起义———王

和顺所部 3000 人，战败后退入十万大山坚持斗

争。后来，王和顺又带领一些人逃往越南，侨居西

贡。”[19]“黄守忠，广西思州（今宁明县境）北江人

……加入农民起义军。为了避开清朝官军和地主

武装的捕杀，他带领 800 多受苦受难的贫苦农民

起义队伍，从广西转移到越南”[20]。在 1864 年之前，

已有“归顺吴逆（指起义军首领吴鲲）因粮食不继，

率党五六千人，窜扰越南（这支队伍就是后来的黄

崇英在越南率领的黄旗军）。”[21]

孙中山在广西钦廉防、镇南关发动三次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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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1907~l908），失败后，部分起义军以及当地支

持起义的民众，纷纷逃往越南。韦云卿（广西南宁

人）“1908 年 4 月 30 日，云卿又随同黄明堂、王和

顺、关仁甫等在河口起义，———失败后，他率部 600
多人退入越南，先后被法方解除武装，送往新加

坡。”[22]

广西移居国外的义军成员中具有多民族成

份，属政治性移民框架之内的具体个人民族成份，

因而不列入民族性移民板块。

三、第三板块———经济性移民

主要是指契约劳工，以及其他工、农、渔、商移

民。
契约劳工：是这一板块移民的主体成员，约有

3~4 万人。广西的契约劳工，主要是运往东南亚（印

度尼西亚、马来亚、文莱、新加坡、菲律宾等地），非

洲（南非、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等地），欧洲（英

国、法国等），美洲（美国、古巴等国）以及日本等

地。法国政府在清朝廷所在地北平，设有招工局，

曾派官员李广安到广西设立招工点，在广西东兴

对岸的芒街也设有招工处。1896~1897 年，法国从

广西东兴对岸的芒街招募华工（主要是广西钦州、
廉州、防城等地区的农民），先后分四批，共 3003
人，运往非洲马达加斯加修路建桥。“法国政府征

服大岛（指马达加斯加）后，把修筑公路网列入首

要任务，由于马国劳力不足，法国要求印支总督协

助招募中国劳力。在中国———东京湾交界城市芒

街（广西东兴对岸）招募了三千名中国人……这批

人被分派修筑通往塔那那利佛的公路。”[23]“华工

分四批抵马，总数为 3003 人。第一批 499 人于

1896 年 5 月 l0 日抵达塔马塔夫，第二批 614 人于

同年 8 月 25 曰抵塔马塔夫……另外两批是 1897
年到达的。”[24] 马国华人“他们大多是 1840 年以后

从中国两广（广东、广西）招募去的契约华工之后

裔。”[25] 在此期间，法国马赛登陆的华工，有一批

“达五千之众”，来自“在云南、广西等省”。“由李广

安君亲诣云南、广西等省招致……八、九两月，华

工到法者约五千人，在马赛登陆，分赴各处。”[26] 英

国当局在鸦片战争以后，于 19 世纪末叶，将广西

的北海（光绪二年开始）和梧州（光绪三十年设立

契约华工接收站） 两个口岸作为招募贩卖广西契

约劳工的主要基地。如北海港，光绪五年（1879）从

北海口岸转运香港再卖到新加坡的劳工达 500 多

人。博白县英桥乡稔子坡庞敦武（1883 年为新加坡

（高廉桂）三和会馆创始人之一），就是在清朝光绪

年间被招募去新加坡的。光绪十五年（1889）有几

批广西劳工，从北海运到印度尼西亚（日里），从事

种植园。光绪十六年（1890）七月，1300 名广西劳

工，从北海（乘德国轮船成洛时号）运往印度尼西

亚（苏门答腊）。光绪十七年（1891 年），有 1000 多

契约华工，从北海港出国。往后，1900 年达 1832
人，1901 年和 1902 年分两批共约 3000 人，1903
年 2380 人。据资料统计，1891~1911 年，20 年间，

从北海港口岸出国的华工超过两万人，其中多为

广西北海、合浦、钦州、灵山、梧州、岑溪、玉林、容
县、博白、北流等地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清光

绪二十九年（1903）3~9 月，英国的太古洋行，曾在

广西梧州口岸招募 1700 多华工，经香港运往南非

开采黄金和钻石。l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岑溪县

水汶乡被“卖猪仔”到东南亚的，占全乡华侨总数

的 90％。清末至民国中叶，桂平县有四五千人出

国，其中 80％属“卖猪仔”出洋。1904 年，梧州三角

咀黄辉龙等 25 人，从梧州乘船经香港与其他数千

劳工，被卖到印度尼西亚（邦加）荷兰人经营的锡

矿打工。“从 1903 年 3 月至 9 月，英国从香港为南

非运去 1700 多名华工。是由英商太古洋行领款到

广州附近嘉应县和梧州（广西）四乡拐贩到九龙荔

枝角装船出国的。”[27] 荷兰殖民当局在北海设有招

工所，光绪十七年（1891）清政府曾一度禁止华工

出国，但荷兰却仍在暗中招募，冒充普通旅客，经

香港转运去文莱等地。“清·咸丰末年，仅容县就有

千多人被运到印尼巨港，替殖民者砍伐森林、开
芭、种芭，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许多人在荷兰

殖民者惨重剥削下死去。”[28] 古巴“清·光绪六年

（1880 年），当时在驻古领事署注册的广西华侨有

341 名。”[29] 广西人陈胜，原系太平军的将军，失败

后，被当“猪仔”卖到古巴做劳工。德国“1886 年，德

商建成森宝洋行，是为北海最早的洋行，该行专办

水运及代理招工等。”[30]“1904 年，南非洲德兰士

瓦金矿公司在梧州设招工据点，招募华工。1905
年，荷属东印度邦加岛锡矿公司派员到汕头、北海

等处招募锡矿华工。”[31]“广西人，最早出洋的，多

数是陆川、博白、贵县、兴业各县人士，亦以讲客家

话者居多。经由廉州北海之港口，搭船到新加坡上

岸后，即由包工头安排分配往荷属邦加岛或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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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及其他地方工作，斩大芭，种树胶，种黄梨，或

做割胶工人、锡矿工人、斩草工人等。”[32] 清代广西

经济性移民，以契约劳工形式，迁徙更远的海外谋

生，虽数量较多，但形成高潮时间较晚，结束较早，

以汉族为多，以单身青壮年为主。主要是农民工人

出身的贫苦大众，还有一部份是各类义军失败后

出国避难的革命志士。“迁出地”为桂东南、桂南沿

海或近海地区，“迁入地”为东南亚以及非洲、欧
洲、美洲地区。

农民移民。清代，移居越南开荒的广西农民日

益增多，经过多代人的辛勤劳动，开荒出大片良

田。“艾人（汉族客家人）原先居住在中国广东省防

城县（今属广西）五洞地区，现在集中居住在广宁

省芒街、广河、先安和属河北、北太、高谅、河仙等

省的一些地方……上方人（汉人），原先他们居住

在广西钦州、合浦。清代迁入越南，如今居住在广

宁省芒街。”[33]“廉州人（汉人），原先他们居住在中

国广东（今属广西境）廉州、钦州、合浦，清代迁入

越南，如今居住在广宁省芒街。”[34]“早在 300 年

前，就有讲山瑶话的中国人移居越南广宁省。随后

数以万计的汉族穷苦农民相继移居越南广宁省各

地，最集中在芒街、广河、先安、锦普等县”[35]，至今

在广河县马斯乡的吕六田、凌溪乡的陈晚田、竹排

山的唐九田等村庄，就是以当年广西农民开垦者

命名的。
工人移民。“越南（主要在北部）的采矿工人大

多是从我国广西招募过去的劳工。”[36]“丁酉，永盛

十三年[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二月，定诸镇场

矿限制。各镇金、银、铜、锡诸厂，多募清人掘采，群

聚日众，恐生他变，乃定例每矿多者三百人，次者

二百，少者一百，毋得过数，于是场镇始有限制。”[37]

“[雍正九年（1731）七月戊子]又谕：广西道通交趾，

闻该地有无知愚民，抛弃家业，潜往交趾地方开

矿。”[38] 早在 1865 年，就有广西等地的华侨工人到

越南北方的煤、银、铅、锌、锡矿山打工。由华侨开

采的规模较大的矿场，主要有太原宋（送）星银厂、
交趾都龙银矿、兴化蝎嗡银厂等。有的“一厂佣夫

至以万计”。鸿基煤矿，“到 1886 年才由法国东京

煤矿公司垄断，但其劳动力和技术力量的大多数

还是华侨，共有 2．3 万多名华侨工人在这里从事采

矿。”[39]“乾隆四十年（1775）三月十七日，安南国王

咨文：兹有本国送星厂（在太原通州）出产银矿，召

商开采……送星厂聚五千余众，自应押令回籍

……至册开厂之人籍，隶广西、江西、湖南、福建各

省。”[40] 晚清时期，在越南芒街，“1897 年前后，有

位名叫老董（董福伦———东兴人）的开办第一个碗

厂。此后，一些华侨陆续办了其他碗厂”，“雇用的

是广西博白，合浦的高德、小江等地技术工人，和

廉江、钦州、防城、东兴等地的工人。”[41]“据合浦县

同乡会（1948）统计，芒街碗厂有浦北籍的华侨达

350 人。”[42]“乾隆八年（1743）十一月十一日，署广

东总督策楞等奏：惟西南之东兴街及竹山村地方，

均之番境之吒硭、暮采等处接壤……又多内地之

民在彼开铺煎盐，每日行旅如织。”[43]

商业移民。1736~1796 年，清乾隆年间，中国商

人（含广西商人）在越南“已娶番妇，生有子女，与

夷人结有姻娅并庐墓田园，情甘异域”[44]。“内地商

民出口贸易并雇工觅食，乐于近便，俱由隘口出

入，而若辈在外又多娶有番妇，或留恋不归，或往

来之间，夷境己同内地，久无中外之防”[45]。
渔民。“蛋人（渔民），现在居住在沿海及广宁

省姑苏、新海，海防的吉婆、白龙尾等海岛上。”自
称其祖籍是今广西沿海地区，一部份蛋民是清代

末年从广西沿海迁入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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