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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犯初中国衡建政府的华工 止国政策
赵巧 萍

中华 民族是一个有着 自己独特文化的 占老 民族
。

千百年水
,

用儒家思想维系的中国人奉

行子孙满堂
、

父慈子孝
、

安土重迁的民族传统
。

鸡犬之声相 闻
、

老死 不相往来是中国人最生动

的写照
。

然而 在十九世纪
,

成千上万的华工却抛家舍业
、

远走海外
。

华工所到之处
,

遍布世界

各地
。

华工出国的历史
,

是中国工运 史乃至世界工运史上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

本文仅就十九

世纪 中国封建政府的华工 出国政策作一简单概述
。

一
、

九世纪以前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及早期的契约华工

中国封建政府是一个高度集中的专制政权
。

为了便于管理
,

它严格地控制人民
,

不得随意

迁移
,

白然更不允许华工出 国
,

留居国外
。

十九 世纪的华工出国
,

主要发生在东南沿海
。

东南沿海人民最早与外国的联系
,

是以出海

贸易为主要形式
。

早在汉唐时期 东南沿海就有商人出海贸易
。

宋代以后
,

又有华商水手长期

居 留国外
,

成为华侨
。

对于侨民
,

中国历代政府出前都力加禁止
,

出后 认为是
“

化外之 民 ” 。

明

代中叶以后 潘寇猖撅
,

扰乱东 南沿海
,

朝廷更厉行
“

禁海
”
政策

, “

片板不许下水
” 。

清初
,

郑成

功据守台湾
,

企图反清复明
。

满洲铁骑不擅海战
,

屡受挫折
。

为了切断大陆与海上反清力量的

联系
,

切断郑成功军队的少
、

力与物力后援
,

清廷不惜推行残酷的迁界令
,

将沿海居民内徙
,

夷沿

海村镇为废墉 勺此 同时
,

为
一

了防止臣 民沦为海盗或与外国海盗勾结
,

对“ 私 出外境及违禁下

海
”

者
,

执行 电为严厉的政策
, “

凡官 员民兵私出海贸易 又迁移海岛居住耕种者
,

以通贼论斩
。 ”

“
凡国人在蕃托故不归

,

复偷漏私回者
,

一经拿获
,

即行正法
。 ” ①

十九世纪以前
,

华人出国多以商人出国贸易为主
。

到 了十九世纪
,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奴隶制的废除
,

急需大量新的劳动力
,

大批华工涌往国外
。

最早直接从中国大陆吸收华工的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
。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马来

半岛的庇能 今槟榔屿 以后
,

该处的总督即连年通过公司驻广州的代表招雇中国工匠和农夫
,

到
一

了 年庇能市 止已经 出现转让契约华工的公开行情
。

② 但 由于当时清朝的法令是禁止

沿海各地居 民去往外洋
,

因此
,

东印度公司就将契约华工在澳门集中
,

再用葡萄牙船只装载到

庇能
。

通过这种方法
,

在十九世纪初
,

不断有契约华工或五
、

六百人
、

或一干人从澳门偷运出国
。

马来半岛的庇能和 年被英国占领的新加坡两处地方
,

不仅在当地开 山
、

辟林
、

建港
、

采矿

时使用了契约华工 而 且成为向西印度群岛
、

爪哇等处输送契约华工的中心
。 ‘

③

随着劳动力缺乏危机的加剧和鸦片走私的猖撅
,

户州
、

香港等地开始出现拐贩诱骗
、

绑架

民人出洋作 二事件
。

二
、

鸦片战争以后
,

中国封建政府的华工出国政策

华 几出国是从十八世纪末开始的
。

于
一

九世纪初
,

华工 出国逐渐增 多
。

随着十 九世纪中叶

厂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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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工 出国达到高潮
,

中国封建政府的华工 出国政策也逐步由禁止走向允许
,

由排斥走向保护
。

契约华工出国产生的直接背景是十九世纪初资本 主义国家殖民地的扩展和奴隶制度的废

除
。

十九世纪初
,

美国
、

澳州金矿的发现和殖民主义者开采东南亚丰富的 自然资源都需要大量

的劳工
。

而与此同时
,

惨无人道的奴隶制度也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废除
。

尽管奴隶买

卖并未完全禁绝
,

但在资本主 义国家毕竟再也不容易进行大规模的贩奴活动了
。

这样就需要

有一种新的劳动力来代替黑奴
。

中国东南沿海人多地少
,

乡民出海谋生历史悠久
。

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
,

契约华工物美价

廉
、

市场广大
。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
,

殖 民主义者就开始从中国招雇华工
。

鸦片战争以后
,

在殖

民者的重利引诱及各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

外国的投机商人和招工贩子纷纷涌 向中国
,

澳门
、

香港
、

厦门
、

汕头
、

宁波
、

福州的外国洋行及各通商 口 岸陆续设立专为扣押华工等候装船的猪仔

馆
,

厦门的英商德记洋行甚至把猪仔馆设在清朝官吏衙门的旁边
。

早期大批契约华工的出国是欺骗
、

绑架
、

拐卖的结果
。

其方法是
,

外国洋行雇用一批无赖
、

流氓为帮手或以雇人种 田为名
,

或始则诱骗
,

继而掳捉 或预设赌博陷阱诱人前往
,

待赌输欠债
,

无从偿还时
,

以掠人为质 或 以甜言蜜语谓出洋工作
,

待遇优异 或明 目张胆使用暴力
,

强抢架

走
。

广州市郊的居 民和行人在光天化 日之下无端被人掠去
,

上海附近乡民单身走近租界也有

被人绑架成为猪仔的危险
。

滨海各地人心惶惶
,

笼罩在恐怖和不安之 中
。

对于西方列强肆无忌惮地掳掠华工的行为民众早有不满
。

年
,

美国和法国商船在上

海载运华工苦力出洋
,

激起上海民众公愤
,

殴伤洋人数人
,

追回不少华工
。

与此同时
,

西方苦力

拍客的激烈竞争和猖狂掳掠也使华工苦力价格上涨
。

为了通过
“

合法而体面
”
的途径得到物美

价廉的华工
,

英法联军统领衙门政务委员 巴夏礼便向广东巡抚柏贵施加压力
,

迫使广州市和南

海
、

蕃 禺两县于 年 月以严禁拐骗和掠贩人 口 为名
,

允许民人 自愿 出洋
。

一举废除了中

国封建政府历年来沿袭的不许 民人任便出洋的禁例
,

开华工出国合法化之先河
。

西方各国先

后在广州设立招工公所
。

在广东地 区破除华工出国禁令以前
,

清朝政府一直沿袭历代禁止华工出国政策
。

广东地

方政府允许华工出国
,

清政府虽未以赞成
,

但也未以惩治
。

事实 匕 由于内忧外患
,

清政府己无

暇顾及是否允许华工出国
。

但华工劳动力市场的广大使西方各国并不满足于仅在广东一地合

法招工
。

年
,

英法联军攻陷北京
,

逼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 》
。

条约第五款规定
“

凡有华

民情甘出国 ⋯⋯无论单身或携带家属 ⋯ ⋯毫无禁止
。 ” ①清政府的华工 出国政策被迫作出改变

,

英法各国在通商 口 岸招募华工合法化
。

《北京条约 》签订以后
,

华工出国数量急剧增长
,

华工出国前后的境况也不容乐观
。

年
,

清政府与英法驻京公使会商
“

中国契约劳工出洋办法
” 。

主要内容有 华工 自由出国 严禁拐架

人 口
,

违者处以死刑 中外联合监督招工 承工年限不超过五年 每天劳动时间不得超过 小时

契约期满返回本国船资由雇主付给等等
。 ② 英法驻京使节都签署了草约

。

草约 已允许华工出

国
,

并包括有详细的保护华工的条例
。

但 由于该草约于西方殖 民者不利
,

英法政府不予批准
。

其主要原因是不愿接受中国政府的监督
,

尤其不能接受拐架苦力者处死这一条
。

年
,

清政

府单方面宣布
,

外国在华招工要按新章程办事
。

这样
,

清政府的华工出国政策实际上 已经历了

由禁止到允许
、

由排斥到保护的转变
。

①沈 已 尧著 《海外排华百 年史 》
,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
,

第 昭页
。

② 《华工 出 国史并汇 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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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中国封建政府对华工出国政策转变的原因

清朝以前
,

中国历代政府并没有系统的华侨政策
,

只在总体上对民众出洋持反对态度
。

清

朝中叶以后
,

随着出国数量的增加
,

逐步形成 了杜绝华侨出入国的系统政策
,

并一直延续到十

九世纪中叶限制华工出国
。

封建政府的限制 民众出洋的政策是同专制政权的特点相联系的
。

中国封建专制政权的特

点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
。

而闭关锁国政策正是其维护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重要措施之一
。

在封建政府看来
,

出国华侨是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重要障碍
。

他们出没于风涛之间
,

往来于

异邦之地
,

远非政府所能控制
。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
,

一部分华侨甚至成为反政府武装的参与者

与支持者
,

如郑成功等
。

因而封建统治者认为出国华侨会通盗为匪
,

甚至会勾结外夷
,

危害边

防
。

这种认为华侨在政治上会危害封建统治的观点是历代封建政府限制和迫害华侨的主要原

因
。

在经济上
,

封建专制政权满足于农业
、

手工 业密切结合产生的高度的 自给 自足的闭塞的经

济
,

陶醉于天朝 王国的尽善尽美之 中
。

而华侨出国
,

离开土地
,

不仅使这种 自给 自足的经济遭

到破坏
,

而且使国家的赋税没有着落
。

为 了使国家的赋税有稳定而可靠的来源
,

封建专制政权

本能地采取各种措施保护 自然经济体系
,

限制 民众出国
,

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 年《北京条

约 》签订
。

《北京条约 》的签订
,

实际上意 味着华工出国合法化
。

在华工出国合法化以前
,

各地常有因

诱拐
、

掳掠华工出国而引发的冲突
。

华工出国合法化以后
,

诱拐
、

掳掠事件仍持续不断
,

与此同

时
,

海外华工受虐之事也时有传来
。

种种原因
,

使得清政府不得不考虑如何妥善处理招工和海

外华工问题
。

因而我认为
,

中国封建政府的华工出国政策从禁止走向允许
,

从排斥走向保护
,

一方面是英法联军胁迫的结果
,

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封建政府审时度势的结果
。

鸦片战争以后
,

封建政府再想固守国门已 不可能
,

随着华工出国的高涨
,

中国的大门一步

一步打开
。

一些通商 口 岸不断有外国人因运送华工出国而引起的争端
,

甚至有外国人被击伤
、

击毙的事件
。

在外国侵略者的武力压力下
,

封建政府按照侵略者的意 图将华工 出国的大门打

开
,

从而使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招收华工戴上合法化的面具
,

以免国人再将遭绑架之仇恨泄在他

们身上
。

与此同时
,

英
、

法
、

美等国苦力贩子在其使领人员的配合下
,

在闽
、

粤沿海大规模地雇

用 内地拐匪掳掠人 口
,

不仅一般民众被拐骗绑架
,

连一些有功名
、

有身份的乡绅也遭毒手
。

而

一些 已经去往国外的契约华工其境遇惨无天 日
,

受虐察告不断传回国内
,

要求封建政府预以保

护
。

在闽粤地方督臣及朝野有识之士的呼吁下
,

清朝政府也认识到禁绝拐贩诱骗和保护海外

华工对维护清朝地方统治及唤起整个海外华人社会 内向之心的重要性
。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

由于清政府严厉打击掳掠华工及国际社会对贩运华工的反对
,

华

工出国多 由清政府与各华工需要国明立协定
,

再组织华工出国
,

并同时派有领事照管
。

虽然华

工所处境况不尽如协定所规定
,

但相 比之下境况 已大有改善
。

中国封建政府保护华工的政策除了政治上的需要以外
,

还有经济上的原因
。

华工 出国数

十年间
,

海外华工逾百万
。

华工出国不仅成为东南沿海众多劳动力的出路之一
,

而且部分华工

汇款回乡也是当地社会的重要财源之一
,

这对于稳定地方经济起着相当作用
。

八十年代以后
,

各国排华风潮 日甚
,

华工惶惶不安
。

倘若数十万华工骤然 回国
,

东南沿海将难以消纳
,

并将引

起政治上的动乱
。

因此
,

保护海外华工既可缓解国内经济压力
,

又可消除政治上的动乱因素
。

正是出于以上种种考虑
,

中国封建政府的华工出国政策才作出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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