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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家礼

、

产、
,

尸、

我国沿海劳动人民结伙随贸易商船到南洋佣工
,

大约从明代就开始了
。

但是
,

作为契约华

工
,

作为贩运谋利的对象被诱骗 出国
,

则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
。

从十九世纪初开始
,

出国华工人

数逐渐增多
,

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达到高潮
,

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告结束
。

粗略地估计
,

这前后二百多年出国的华工约有一千万人次
。

世界各地几乎到处都有华工的踪迹
。

我们知道

这二百多年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向东方侵略扩张
,

野蛮掠夺海外殖民地
,

残酷奴役落后国家人

民的时期
,

同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从缓慢解体到濒于崩溃
,

沦为半殖民地
、

半封建社会的时期
。

成千累万的华工被拐骗被掳掠到西方殖民地当奴隶
,

正是在这两种制度一消一长的过程中出

现和发展的
。

多灾多难的旧中国
,

从一三六五年到一六一五年就发生过二十九次大旱灾 ①
,

平均八年

一次
。

到了道光年间几乎年年有灾
,

灾区遍及全国 ②
。

中国耕地不足而人口 迅速增长
,

情况

很严重
。

以沿海的福建和广东两省为例
,

一六六一年到一八一二年这一百五十年间福建的人

口增加了九倍
,

耕地仅增加
,

每人平均占耕地数从 亩降到 亩
。

同一时期内
,

广东

的人 口增加了二十倍
,

耕地仅增加
,

每人平均耕地从 亩降到 亩 ③
。

因此
,

尽管 “ 山

之坡
、

水之浒
、

暨海中沙滩
、

江中洲址均已垦无余 ” ,

而 “ 竭一人终岁勤劳之力
,

往往不能仰

事俯蓄 ” ,

而且 “ 力难 自赎 ” ,

以致 “ 流为游手
,

为佣丐
、

为会匪者
,

所在多有 ” ④
。

更重要的是地权的高度集中
,

极端繁苛的租税和各种经济外强制的剥削
,

使广大农民被

剥夺得一无所有
,

不得不离乡背井
,

出外逃生
。

康熙五 一年 一七一二 “ 每年往来口外

垦地者多至十余万人 ” ⑤
。

雍正五年 一七二七 “ 湖广
、

广东
、

江西等省之民 ⋯⋯相率迁

徙四川者不下万人 ”⑥
。

到了十九世纪初
,

情况更严重
。

大批流民 “ 北则取道西安
、

凤翔
,

东

① 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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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取道商州
、

郑县
,

南则取道重庆
、

夔府
、

宜昌
,
扶老携幼

,

千百为群
,

到处络绎不绝 ”⑦
。

这是一幅内地流民图
。

至于闽
、

粤沿海流民
,

则相率逃往南洋
。

据《澳门纪略 》载
,

康熙五十

七年 一七一八 “华工仍多私字出洋者
” ⑧

,

这个仍字说明在这以前早就有华工从澳门出洋了
。

雍正五年 一七二七 闽浙总督高其淖奏报商船夹带华工 出洋情形说
, “ 嗜利船户只装些须

货物
,

竟将游手好闲之人
,

偷运四
、

五百人之多 ” ,

而且 “ 到彼即行留住 ”。

这时
,

据说噶罗巴

按亦称咬罗巴
,

即今之雅加达 已 “ 有万余人
,

或称存数万人者 ” ⑨
。

从这两条史料可以

看出
,

华工 出国同内地人民到处流徙
,

时间上是一致的
。

这是因为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

资料已被剥夺
,

但却无处容纳这庞大而过剩的劳动力
。

殖民主义者为了开发南洋殖民地正迫切需要中国廉价劳动力
,

这是大批华工被掠出国的

主要因素
。

一七八五年英国占领槟榔屿后
,

到那里的华工逐渐增多
。

从一八 年到一八二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其驻广州商馆的买办
,

从黄埔
、

金星门和澳门多次偷运华工到马六

甲
、

槟榔屿
、

圣赫勒拿岛等地
,

甚至有转贩到特立尼达岛 ⑩的
。

一八一九年 , 英国占领新加

坡后
,

曾极力罗致华工
。

东南亚各殖民地借助于廉价华工
,

得到迅速的繁荣发展
,

新加坡和

马来亚是明显的例证
。

至于北美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殖民地
,

最初是靠残酷奴役当地印第安人
,

后来又从

欧洲运来白奴
,

以补印第安人之不足 ⑩
。

由于种植园不断扩大
,

劳动力仍然供不应求
,

于是转

向非洲
,

大规模猎捕黑人为奴
。

非洲的奴隶贸易延续了整四百年
,

使非洲大陆至少丧失了六

千万人 口
。

这种“贩买人类血肉 ”的血腥贸易是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 ⑩
。

一八 七年和一八三八年
,

英国先后 宣 布 废 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
。

这主要是为适应英国

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需要
,

自由贸易取代了垄断政策
。

但是美洲各殖民地的劳动力供应却因

此更加紧张了
。

美洲白人殖民者从东南亚热带种植园的实验中得到证实 契约华工是他们最

理想的对象
。

所以不惜跑到遥远的东方
,

争相掠贩
,

用以接替得到解放的黑奴
。

一八四八年

和一八五一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先后发现金矿
,

几十万华工被掠往新
、

旧 “ 金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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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失败前后
,

闽粤劳动人民在清统治者疯狂镇压下
,
大批逃往香港

、

澳门
,

出洋避祸
。

这些都是使华工出国形成高潮的原因
。

西方侵略者明目张胆在我国口岸竞相掳掠华工
,

正是

旧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明显标志
。

‘

华工出国
,

总的说来就是中国劳动人民被掠往海外殖民地给资本家当奴隶
。

但是出国情

况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
。

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
、

猪仔贩运 明清之际
,

闽
、

粤沿海劳动人民在同族
、

同乡的招引下
,

常自愿结伙随泉
、

漳商船到南洋各地谋生
。

他们自发地订立公凭 即约据
,

规定在一定时期内
,

以部分劳动所

得
,

扣还 “ 客头 ” 垫付的船资
。

后来的契约华工制
,

即由此演变而来
。

由于南洋各殖民地对

华工的需要不断增加
,

逐渐形成一种诱骗或拐贩华工谋利的制度
。

早在一八 年
,

槟榔屿

就出现了转卖契约华工的公开行情
。

立约劳动一年的华工
,

每名售价为银币三十元
。

当时南

洋各地以及广州
、

澳门等处人 口贩子把拐骗来的华工称为猪仔
。

猪仔贩运具体始于何时何地
,

现尚未见到确证
。

一八二三年莱佛士 就任新加坡总督时曾制定关于猪仔

买卖的法令
,

限定垫付猪仔旅费不得超过二十元
,

偿还欠款期限
,

不得超过二年 ⑩
。

可见这

时海峡殖民地 包括马六 甲
、

槟榔屿和新加坡 的猪仔贩运 已经开始盛行
,

不久新加坡便发

展为转贩华工的最大中心
。

顾名思义
,

猪仔一词
,

把人比作畜类
,

象征着华工的奴隶地位
。

另一说法
,

人 口贩子把

大群青年华工塞进拥挤不堪的底层统舱
,

同运猪一样
,

所以形象地把他们称为猪仔
。

侮峡殖民地 主要是新加坡 的猪仔贩运是在英国殖民当局操纵和庇护下
,

由当地华人

黑社会恶霸式人物 出面经营的
。

海峡殖民政府设有华民政务司 “ 。 “ 专管

华工事
。

猪仔头在新加坡开设收容华工的客馆
,

名为猪仔馆 ⑩
,

实际是牢房
。

这些客馆同厦

门
、

汕头
、

澳门
、

香港
、

海 口 等地的猪仔馆声气相通
。

它们在内地密布爪牙
,

一得到需要

华工的消息
,

便立即活动
,

大肆诱拐
。

从诱拐到运至新加坡
,

要经过许多层次
,

每一转手
,

都

要分得一份人头钱
,

而这一切支出
,

最后一古脑儿都落在华工身上
。

全部支出包括旅费
、

饭费

等约二十至四十元不等
。

到达新加坡的猪仔 亦称 “ 新客 ” 即住在 “
客馆 ” 等待出售

。

售
价一般约九十至一百元

,

要在契约期内
,

在华工微薄的工资项专加利 月利 理纬 扣还
。

成

交以后
,

由猪仔头以暴力威迫华工到华民政务司问话
,

当场同买主签立契约
。

期限从半年到

一至三年不等
。

契约期内
,

华工无人身自由
,

一切任从雇主摆布
,

要受雇主或工头的鞭挞
,

并可能被转卖
。

契约期满
,

如债未偿清
,

契约即无限期延长
。

据不完全统计
,

从一八八一年到一

妙 陈泽宪
,《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工制 》

,

《历史研究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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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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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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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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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⑩ 年新加坡还有猪仔馆 。余家 , 年汕头已有猪仔馆 家
,

均见《外务部档》光绪三

十三年三月初三 日 ,

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孙士鼎致外务部申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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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 年到达海峡殖民地的华人
,

共约八百三十万人 ⑩ ,

其中钧肠是猪仔 ⑩ 。

这五个年共运

去近六百万名华工
,

每年平均要去十多万名
。

’

东南亚的猪仔贩运成为后来美洲和其它殖民地从中国掠运契约华工的样板 包括从香港

去美国的赊单苦力
,

虽然后两者另有其自身的特点
。

二
、

苦力贸易 主要是指鸦片战争以后 从一八四五年开始 西方侵略者直接闯到我国

沿海 口岸非法掳掠华工的活动
,

其掠运情况同猪仔贩运有类似之处
,

因此人们常把苦力贸易

同猪仔贩运相提并论
,

实际上两者是有区别的
。

现将其主要区别表列如下

苦 力 贸 易 猪 仔 贩 运

性 质

签 约

契约期限

地 区

掠 贩 者

成 本

售
’

价

工 资

扣还欠债

契约工

出国前强迫签约

一 年

拉丁关洲
、

加勒比地区
、

大洋洲各岛

西方人 口 贩子
、

投机商及代理人

一 元

一 元

每月四元

不扣款

债奴

到达 目的地出售时同雇主签约

半年
、

一 年

东南亚各地

华人猪仔头
、 “ 客贩 ”

一 元 ①

元 ①

每月五元 ①

分期扣还身价

①南洋年鉴 第一 回 ,

年新加坡南洋商报版
,

辰
、 。

一八四 年代中期
,

英国投机商德滴
一

首先在厦门开设德记洋行 , 。 , ,

亦称

大德记卖人行
,

同另一家英商合记洋行 。。 共同包揽厦门及附近地

方的苦力买卖
。

德滴还兼任西班牙
、

葡萄牙和荷兰三国驻厦门领事
,

仗着治外法权
,

为所欲为
。

他手下雇有几百名拐匪和歹徒
,

用付给人头钱的办法收买苦力
。

囚禁在巴拉坑 。 ,

即

收容苦力的牢房 用酷刑强迫其承认自愿出洋作工
,

签订契约后即押送上船
。

由于西方国家之

间竞争激烈
,

各 口岸绑架
、

掳掠苦力活动十分猖撅
,

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
,

先后曾在厦门
、

上海
、

汕头
、

福州
、

广州等地激起当地人民的愤怒反抗
。

澳门是一贯惊贩人口 的老巢
,

是苦力贸易的罪恶渊蔽
。

一八五五年就有猪仔馆五所 ⑩
,

一八七二年这里的人 口贩子达八百人之多
。

据不完全统计
,

从一八五六年到一八七三年
,

西

⑩ 数字来源如下 一 仑年见缅卡林尼
, 《 菲律宾中国劳工问题 》见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华

分会集刊
, 一

, ,

一 年
,

第 卷
,

第 页
,

附表 计
, ,

人 , 马一 年缺
,

估计为
, ,

人 , 一 年
,

见泼赛尔
, 《英属马来亚 》

, ,

第 一 页
,

计或, ,

人
。

共计
, ,

人
。

⑩ 外务部档
,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二 日驻新加坡领事孙士鼎为详呈华工出洋情形政务部申呈

⑩ 《美国外交文件和公档汇编 》 ,

第

卷第 号文件
。

埃迪科克
,《香港史 》 ,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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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侵略者从这里掠走了二十万名华工 , 从一八四七至一八七四年
,

古巴和秘鲁分别掠去个四

万三千和十二万华工
,

大多数是从澳门运出的 ⑩
。

在一八七三年
,

即澳门苦力贸易停闭前夕
,

仅葡萄牙
、

西班牙和秘鲁三国开设的猪仔馆就有三百多家
,

靠苦力贸易为生的人多达三
、

四

万人 ⑧
。

香港更是掠贩苦力的大本营
,

到中国运苦力的外国船都在香港改建夹层统舱
,

以便尽可

能多装苦力
,

还加装舱门铁栅
,

这是为了把苦力禁锢在底舱
。

同时还在香港备办远航所需淡

水
、

食物和其他物料
。

香港是一个任意掳掠苦力的自由港
,

但它却打着 “ 自 由 移 民 ” 的 幌

子
。

一九 四年香港首席检察官在一份拐贩人 口案件的判词上说
, “ 事实上

,

在香港绑架无知

华民的事早已盛行了
,

那间房子 按 囚禁苦力的猪仔馆 是香港公共工程 局比 塞尔 ”“

设计的
,

完全是一座牢房
。

⋯⋯冒名顶替 指冒充苦力
,

见官诡称 自愿 自费
,

使真苦力蒙混

出洋 更是习以为常 ” ⑩
。

总之
,

澳门
、

香港这两个弹丸之地
,

在掠运华工方面罪恶多端
,

大发横财
,

从而迅速繁盛起来
。

苦力贸易的暴利是很吸引人的
。

从中国贩运苦力到古巴
、

秘鲁等地
,

一般成本为 元
,

其中包括船票约七十元
。

当地苦力市价通常是四百至五百元
,

有时可高达一千元 ⑩ ,

利润率

为 一
。

其中以航运商获利最大
。

从香港
、

澳门开往美国的苦力船
,

其航行成本
,

每人还不到五元
,

而船票的售价为五十五元
,

利润高达十倍
。

一八六 年以前
, 、

苦力运输

为英国船所垄断
,

以后就由美国飞剪快船取代了
。

暴利所在
,

必然竞争激烈
。

从一八四五年到一八七四年是苦力贸易极为猖狂的三十年
,

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参加了这一血腥贸易
。

西方人 口贩子
、

航运商从苦力身上攫取的暴

利是难以估量的
。

三
、

赊单苦力 这里指的是从香港掠往美国
、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华工
。

本来是新加坡

猪仔贩运的翻版
,

但英
、

美 当局却特别强调赊单工是自愿 自费的 “ 自由移民 ” ,

而不是苦力奴

隶
。

这完全是欺人之谈
。

从香港出国的赊单工
,

其诱骗
、

拐架
、

囚禁等办法与猪仔贩运出于

一辙
,

都是从广州附近各县拐骗来的
。

直到一九 六年香港还有二十三家囚禁苦力的猪仔馆
。

为了 冒充自由旅客
,

赊单工不在香港签约
。

驻香港的美国领事要从每一苦力身上收取一笔非

正式的 “ 签证费 ” ,

承认其为 “ 自由旅客 ”。

赊单工运到美国
,

立即签立还债契约
,

受商人债主

主要是华商六大会馆的头头 的严格控制
。

在六大会馆代理人的率领和监督下
,

派到各处

进行大编队劳动
。

工资由债主代理人文配
。

除按月扣还债款外
,

只给华工少数生活费
,

并从

《 国际移民 》
,

第 卷
,

第 页
,

附表
。

⑩ 谭乾初
,《古巴杂记 》,

第 页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

第 峡 , 斯图阿特
, 《秘鲁华 奴 》

, ,

年北卡罗来纳
,

第 页
。

《 总署清档 》,

同治十二年
,

附件
、

驻澳门美国人给住香港美国人的信
。

⑩ 坎贝尔
,

前引书
,

第 页 注 。

⑩ 陈兰彬
, 《古巴华工事务各节 》第二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

⑩ 田贝
,

中国和中国人民
, ,

年
,

波士

顿
,

第 卷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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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华工生活消费品中
,

克扣谋利飞债主也有高价出租或转卖华工的
。

不 论 在 淘 金
、

筑铁

路
,

采矿
、

平整洼地
,

以及在工厂
、

农场‘ 森林
、

果园等处劳动
,

都采取这种形式
。

这是利

用债务契约的形式
,

实行强制劳动
,

残酷剥削华工的手段
。

六大会馆对华工的控制
,

是多方

面的
,

如利用封建宗法关系
,

秘密社会和烟
、

赌
、

妓馆等等
。

特别是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同

六大会馆的密切配合
,

他们订有非正式的但极严格的协议
,

没有六大会馆的证明
,

轮船公司
、

不给华工 出售船票
,

而且要将人送交会馆惩办 私刑拷打和锁禁
。

把这样的奴隶华工
,

硬说

成是 自由移民
,

显然是别有用心
。

这不过是任意掳掠和争夺廉价劳动力的竞争手段
,

用这块

遮羞布去欺骗舆论而已
。

除商人外
,

真正自愿 自费去美国佣工
,

不受六大会馆控制的 自由移

民
,

只是极少数
。

美
、

英 当局还装腔作势
,

搞了一些声明和法令
,

谴责
、

限制和禁止苦力贸

易
。

其实这些法令在英
、

美管辖范围以内是无用的
。

因为从香港运 出的华工
,

既然都是 “ 自

由移民 ” , 自然不在限
、

禁之列
。

在其辖区以外
,

这些法令显然是无效的
。

说穿了无非要造成

这样的印象 即从香港运往英
、

美属地的华工都是 “ 自由移民 ” ,

从中国运往别地的华工都是

苦力奴隶
。

可惜接受这种虚伪宣传的人还不在少数
。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前者比较阴险

狡诈
、

诡计多端 , 后者则更为明 目张胆
,

肆无忌惮
。

两者都是掠贩契约奴隶
,

并无轩轻
。

美

国的赊单工比古 巴的苦力待遇稍好一点
,

但也好不了多少
。

澳门的苦力贸易曾受到国际 主要是英
、

美 舆论的谴责
,

完全是罪有应得
,

但香港的赊

单移民却戴上丫 “ 自由移民 ” 的桂冠
。

葡萄牙人曾反唇相讥
,

说香港的赊单移民同澳门的苦

力贸易没有什么区别
。

香港和伦敦的英国商人从苦力贸易攫取的利润比澳门多得多
。

这是事

实
。

但是英国恼羞成怒
,

终于断然下令禁止澳门的苦力船进入香港
。

澳门的苦力船无处修理

改建和备办物料
,

不得不空船开走
。

在这一压力下
,

里斯本当局被迫下令停闭澳门的苦力贸

易
,

于一八七四年三月生效
。

香港同澳门关于掠运苦力的竞争
,

以澳门失败而告终
。

此后
,

从中国非法掳掠华工的买卖几乎全由香港包揽了
。

四
、

所谓合法化招工 不论是猪仔贩运或赊单移民
,

或是苦力贸易
,

都是对中国人民的非

法掳掠
。

因为中国历来严禁民人私自出洋
、

严禁 “ 夷人 ” 从中国 口 岸掠贩人 口
。

鸦片战争后
,

英国一面带头非法掳掠
,

一面极力谋求使这种非法掳掠合法化
,

以便垄断中国的廉价劳力资
‘

源
,

排斥别国竞争
。

一八五九年
,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期间
,

’

领占军的行政委员英国人 巴夏礼
。 曾先后 向地方傀儡政权

、

广东巡抚柏贵和两广总督劳崇光施加压力
,

不经

北京同意
,

先在广州 和广东各海口 强行合法化招工
。

设立招工公所
,

双方派官监督
,

制

定招工章程和契约
,

造成既成事实
。

劳崇光为此事效尽了犬马之劳 英国议会文件
,

关于广

州移民出洋往来信件有 详细记述
。

一八六 年 的《北京条约 》承认英 法 在华招工的权

利
,

从广东扩及全国各通商口岸
。

一八六一年
,

在英
、

法支持下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

处理外国招工事宜
,

一切秉承英
、

法公使和中国海关英籍总税务 司赫德 , 的意

旨行事
。

总理衙门的大臣实为 “ 听命之人 ” ⑩
。

一八六四年同西班牙签订天津条约
,

准其在华

招工
,

一八六六年
,

清政府同英
、

法公使三方签署了外国 指有约国 在华招工章程条约共

二十二条
。

英
、

法两国政府均拒绝批准
。

·

英国拒不同意契约期满资遣华工回国
,

法国反对把

⑩ 《 总署清档 》,

同治八年八月二十三 日总理衙门致英公使照会
。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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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年限由八年改为五年
。

各执一词
,

实系表面文章
。

真正的原因是
,

条约附言声明 严禁

,’叮有招致之法 ”。“有人胆敢私行骗往
,

勉强胁从
,

即照刑部奏定新章
,

立予正法
。 ”侵略者所

要求的是掳掠合法化
,

竟要冒 “ 正法 ” 之险
,

他们当然不肯接受
。

但又不便直说
。

所以另找借
口

。

奇怪的是总理衙门也认为赊单工是 “ 不待承招
、

自愿 自费
,

自行出洋别无招致之法 ” 和
“本系毫无查禁 ”的

,

并承认二十二条不适用于赊单工 ⑩
。

其实清统治者明知 “ 香港为外人所

据
,

⋯⋯拐骗之徒
,

寄迹香港
,

咨其所为
,

法令所不能及
,

缉捕所不能到
,

故以贩人渔利
,

此风未能禁绝
。 ” ⑩由此可见

,

把赊单工说成是 “ 自由移民 ” ,

纯属骗局
。

所谓 “ 合法化招工 ”

实际是掳掠合法化
。

一八六八年
,

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 。劝 卸任
,

清政府竟委以重任
,

派

他为办理中国外交事务的全权代表
,

任其到各国招摇撞骗
。

此人跑到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西华

私下签订了一项《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 》,

亦称《蒲安臣条约 》
。

当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曾一

语道破
,

说 “ 这是一个取得廉价劳动力的条约 ”。

因美国兴建横贯大陆的中太平洋铁路遇到困

难 工程险阻
、

劳力昂贵
、

短缺 决定大批招募华工
。

但是铁路竣工
,

美方即解雇华工
,

并

在全国范围掀起排斥华工的鼓动
。

制造了数百起屠杀
、

焚掠
、

驱逐
、

殴辱华工的惨案
,

成为

排斥华工的急先锋
。

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在澳大利亚
、

加拿大
、

夏威夷等地引起了连锁反应
。

至于清统治者对华工 出国的态度
,

总的说是完全不顾人民死活
。

当初严 申海禁
,

视海外

华工为化外
,

对华工被虐杀漠不关心
。

说什么 “ 人已 出洋
, 已非我民

,

我亦不管 ” 。

并斥华

工违法私自出洋
。

说他们 “ 是敝国的坏人
,

死了不要紧”⑧
。

一八五八年负责谈判天津条约的直

隶总督谭廷襄同美国代表谈话也有类似的表示 ⑩
。

鸦片战争以后
,

对侵略者的非法掳掠
,

听之

任之
,

还签署了一系列 出卖人民的条约
。

到了洋务派 当政更是变本加厉
。

他们为了 “ 消除乱

萌 ” ,

极力鼓吹和提倡华工出国
,

以便从中分润油水
,

对外国来华招工
,

求之不得
,

千依百顺
,

委屈求全
。

一九 四 —一九一 年英国为南非特兰茨瓦尔的兰德金矿招募华工
,

所立章程竟

默许顾主鞭挞和转卖华工
。

目的无非为了收取招工费和华工注册费
,

前者每名华工收费三元
,

后者每人每年收费三元
,

分别由出口 港的“保工局 ”和中国驻南非领事征收
。

连篇累犊的南非

招工档案
,

尽是征收
、

报解
、

分配这些款项的清册
。

所谓 “ 保工局 ” 和驻南非领事似乎专为

收费而设
,

别的一概不管
。

招工事毕
,

立即全部撤销
,

把保护南非华工的事委托美国领事代

管
。

去南非的七万华工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是去干啥的
。

他们受到同猪仔苦力一样的奴隶待

⑩ 周家相
,《欺不负政书 》,

总署
,

第二卷
,

第 页
,

总署致五国公使书
。

⑩ 《总署清档》,

同治八年八月十五 日两广总督瑞麟咨总署文
。

⑧ 陈兰彬
, 《使美纪略 》, 《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第 轶
,

第 页
。

⑩ 《 外交报 》 ,

光绪二十八年
,

第 期
, 《旅居南洋华商呈商约大臣公察》。

《 荷属华侨废约运动》,

年
,

上海
,

第 页
。

密亨利 华侨志 》, , ,

年
,

上海
,

第 页
。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遇 ⑩。

还有一些封疆大吏
,

如福州将军 , 为贪图招工费
,

竟使厦门关道同西班牙领事及投机商

互相勾结
,

狼狈为奸
,

准其拐骗
、

掳掠华工
。

家属奔走求救
, 华工跳水自杀

,

引起各国驻厦

门领事联名抗议
。

总理衙门派赫德调查
,

他也不得不说
, “ 愚见人命事大

,

招工费则细事耳 ” ⑩
。

总理衙门曾为此发出文告
,

指责 “ 该委员等于章程二十二 条中专 注意于 每名 三元一款
,

其

余均未悉心按照办理
。

而粤
、

闽各省控告被拐案件
,

层见迭出 , 殊非慎重办公之道 ” 。

〔按张

之洞就把这个每名每年三元的华工注册费
,

视为“岁人巨款 ” ⑩
。

〕关于各口所设洋务委员
,

据

新加坡华侨反映
,

各口 “ 无洋务稽查之时
,

猪仔头尚有惧惮
,

设洋务委员以后
,

则明 目张胆
、

通同作弊
,

益无惧惮矣 ”而 “ 为委员者任从而鱼肉
,

以饱其私囊
。

近年历任汕头
、

北海之委

员
,

皆储积数 万金 ” ⑩
。

在洋务派这个官僚买办政权下面
,

这帮出卖人民
、

贪污自肥
、

丧心

病狂
、

寡廉鲜耻的大小官吏
、

委员乃是根深蒂固的中国封建官僚体制的具体体现
。

五

苦力船被称为 “ 海上浮动地狱 ” ,

其阴森惨厉的情景比黑奴贸易的 “ 中段航程
。 。。 。 有过之无不及

。

在漫长的海途中
,

华工受尽难堪的折磨和野蛮迫害
。

华工海上死亡

率去古 巴的平均为
,

去秘鲁的为 肠
, 、

个别有高达 的 ⑩
。

海外华工所受虐待比奴隶更甚
。

奴隶
,

作为主人的终身财产和劳动工具
,

如果折磨死了
,

还要花钱再买
。

因此
,

同对 自己的牲畜一样
,

必然有一定程度的体恤
。

对契约华工则不然
。

华工只是在契约期内为主人劳动的奴隶
。

那些灭绝人性的殖民者
,

通常是在很短时期内
,

用

最残忍的手段
,

榨尽华工的全部血汗
。

一八六 年英国《威斯敏斯特评论 》刊有一篇关于华

工出洋的论文说
, “ 契约华工劳役一听主人之便 按指任意剥削

,

华工虽至劳死
,

亦非所顾
,

较之黑奴又下等矣
。

盖黑人乃永久之役
,

主人常恐其积劳致疾
,

有误其工
,

故待之较优
。

若

华工则因期限有定
,

如不严加逼责
,

必致期满尚有余力
。

故在八年内
,

力求其食用少而出力

多
,

倘能于一年内竟八年之功
,

则其身虽段亦可弗恤 ” 。

这是西方记者的观察报导
,

如果以

为华工地位不在奴隶之下
,

待遇也不比奴隶更坏
,

那就错了
。

海外华工所处地位和所受虐待
,

各地大致相同
。

以古巴
、

秘鲁华工最具有代表性
。

华工

既无人身自由
,
又无法律保障

,

一切基本人权均被剥夺
,

集中住在监狱式的收容所
,

或寮棚
,

⑧ 外务部南非招工档案
。

⑩ 《 总署清档 》,

年赫德致总署申呈
。

《 总署清档 》,

同治八年七月初五 日总署咨上海道文
。

⑩ 《 张文襄公全集 》,

奏稿
,

第 卷
,

第 一刊页
。

⑩ 《外务部档 》,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六 日袁世凯致唐绍仪函
,

附新加坡华侨陈其愿案文
。

⑩ 科比
·

杜冯
, 《古巴华工研究 》 , 一 ,

遵 一 盛
,

第 页 斯图阿特
,

秘鲁华奴 》第 页
。

《 外务部档 》,

光绪十一年同文馆《华工出洋论》,

见《伦敦威斯敏斯德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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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设各种刑具 , 门禁森严
,

华工不能越雷池一步
。

每天在工头 管工 率领和监督下 , 劳动

长达十一至十六小时
,

甚至有劳动二十小时的
。

稍有懈怠
,

即遭鞭答
,

即使劳动好也要打
,

有华工质问
,

为什么我劳动好
,

还要打 回答说
,

把你买来就是为了打
。

除鞭打外 , 还要带

着脚镣劳动
,

晚上睡觉用特制木器锁脚
。

好容易熬到期满
,

雇主不给证明
,

领不到满工执照

俗称满身纸
,

证明是 自由人
。

雇主强迫华工续约
。

否则送官罚做无钱官工
, 同罪犯一样

。

做了若千年官工后
,

还要做 “ 绑身工 ” ,

即由官方将华工出租
,

每月工资十分之九上交
,

华工只

得十分之一
,

勉维生活
。

种种苛虐难以细述
。

在古巴
,

华工在契约期内的死亡率高达
,

劳动寿命平均只有五年 ⑩ ,

连死后的遗骸也要化为骨灰
,

作蔗田肥料 ⑩
。

一八六一年被掠往

秘鲁钦察岛挖鸟粪的四千华工
,

全部牺牲
,

无一生还 ⑥
。

在秘鲁山场
、

糖寮
、

铁路
、

农田劳

动的华工所受虐待同古巴一样
。

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 “ 隐蔽的苦力奴隶制 ” ⑩
,

它是接替公开

的黑人奴隶制的
。

苦力华工就是这种隐蔽奴隶制的牺牲品
。

东南亚各地华工所受虐待
,

以荷属邦加
、

勿里洞锡矿及德里烟叶种植园为最狠毒
。

一位

华侨控诉说
, “ 历年以来

,

惨死者实以万计 ” , “ 有以粪污令新客 华工 自食者 , 有以乱棍击死

者 有以辫子系在马车之后
,

纵马奔走
,

而致手足折伤
,

因之毙命者 , 有以四肢用绳悬起
,

抛击致死者 有以乱脚踢毙者 ⋯⋯不一而足
。

英属马来亚华工的死亡率特高
。

从一九一 年到一九二 年这十年中华工的死亡率每年

平均为 。 ,

比同一时期
、

同一地区的当地居民的死亡率要高七倍
,

比当地欧洲人要高二十

三至三十倍 ⑩
。

这样高的死亡率说明华工受虐待的惨酷程度
。

六

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落后国家人 民的奴役
,

即离不开对廉价

劳动力的残酷剥削
。

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质文明和财富都是被奴役人民的血汗和生命换来

的
。

其中也凝聚着无数华工的血汗和生命
。

以美国西部和东南亚英属马来亚和荷属苏门答腊

为例
,

华工的贡献是极为显著的
。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
,

美国西部还是一片人迹罕到的荒野
,

面积占美国全部领土的一

半
。

从一八四八年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 。。 。 发现金矿到一八 又二年美国禁止华

工人境
,

三十三年间去了约三十万名华工
,

平均每年约去一万人
,

他们对美国西部作出了难以

估量的贡献
。

一八七七年二月二十七 日美国第四十四届国会参
、

众两院调查华人人境问题联

卿 参阅陈兰彬
, 《古巴华工事务各节 》,

容闭
,

秘鲁华工调查报告
。

科比
·

杜冯
,

前引书
,

第时一时页
。

《 古巴华工事务各节 》,

第一册
,

第 条
。

⑩ 见前引《 华工出洋论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互卷
,

第 拐页
。

⑥ 《 外务部档 》,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六 日
,

袁世凯致唐绍仪函附 新加坡华侨陈其愿享文
。

⑩ 郭威白
,《马来亚中国人在发展当地经济中的地位 》, 《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日年第

期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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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的前言中承认 “美国加州和太平洋沿岸的资源
,

由于华工的廉价劳动力

而获得更为迅速的发展
。

就物质繁荣而言
,

毫无疑问
,

太平洋是最大的受惠者
。

资本家因为

有了华工而大获其利
。

这是确确实实的
几。

⋯⋯中国人入境的后果是大大增进了太平洋 指美

国西岸 的物质繁荣 ” ⑩
。

一八六三年开始兴建的中太平洋铁路
,

全部工程的 写是华工承担的
。

经常保持上万名

华工 最多时达一万四千人 参加筑路
。

他们在崇山峻岭凿开路基
、

铺轨架桥
、

打通隧道
。

当

时内华达山区正逢连接两年的特大风雪
。

大雪崩和大塌方 , 使上万名筑路华工惨遭牺牲恤
。

另一条南太平洋铁路
,

仅从洛杉矶到夭马一段
,

华工牺牲者也不下万人
。

这两条铁路的建

成
,

使美国大陆东西
、

南北联成一片
,

对美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

怎么说都不算夸大
。

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六年美国加州十一个矿区县所产黄金共值三亿二千二百万美元矽
。

而当时华工 占加州矿工总数一半以上
。

华工的工资仅是 白人矿工的一半 ⑩
。

加州的其它矿产

资源也是依靠华工开发的
。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
,

旧金山附近五百万英亩低佳地常年浸涝
,

荒废无用
。

经华工平整

包括排涝
、

筑堤
、

修坝
、

建闸
、

防洪
、

防潮 水 等工程 使大面积低洼地变为肥沃良田
。

平整

前地价每英亩为半美元到二至三美元
,

平整后每亩售价为二十至一百美元
,

提高了四十至五

十倍
。

后来
,
这里盛产小麦

,

年达四十万吨
,

华工 出力最多
。

加州的农业季节工人
,

华工

占 ⑩
。

据加州土地测量局长估计 , 华工在修铁路
,

治洼地方面为加州所创财富近三亿美

元
。

而加州另一位大农场主认为
,

华工每年为加州生产 的财 物总 值达六千万 至九千万美

元 ⑩
。

这些都是美国官方或企业界代表人物的证词
。

牵于东南亚各地
,

华工历史最久
,

人数最多
,

贡献当然更大
。

无论在港市
、

铁路
、

公路
、

矿山
、

工厂
、

农庄以及香料
、

蔗糖
、

可可
、

橡胶
、

烟叶等种植园
,

到处都留下了华工以极端

⑩ 《 美国第“ 届国会参众两院调查华人人境问题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

第 届国会
,

第 次

会议
,

报告编号 第
,

年 月 日刊布
, 玉

, ,

。

⑩ 《地平线 》杂志
,

年功月号
,

香港版
,

第 页
。

张人羽
,《美帝排华史 》,

第 一 页

⑩
‘

丁胜良
,《旧金山记 》, 《 小方壶斋照地丛钞 》,

第 轶
,

第 页
。

⑩ 柯立芝
, 《移入美国的华人 》 ,

牙年
,

纽

约
,

第 页
。

函 乔治
·

西华
, 《从社会经济方面看中国移民 》 ,

,

年
,

纽约
,

第 页 , 引美国第 届

国会第 忍次会议的证词
,

第 一 页
。

函 同上证词第 一 页
。

国 陈冠平
,《美国华侨血泪简史 》。

关国第列届国会第 忍次会议证词
,

第 页
。

匆 同上
,

第 一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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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的劳动创造的丰功伟绩
。

关于华工在马来亚的功绩
,

据英属马来亚联邦总督瑞天咸 如 在他 所

著《英属马来亚 》 宜 。 一书中写道 “ 从开始到现在 指一九二九年 ,
开采

锡矿的全是中国人
。

经他们的努力
,

全世界用的锡一大半是马来亚供给的
。

是中国人的精神

和事业心造成了今 日的马来亚 ⋯⋯
。

他们是开矿的先锋
,

他们深人蛮荒
,

开辟丛林
,

冒尽一

切危险取得巨大成功
。

他们的生命常遭牺牲
,

⋯⋯当劳动力极度缺乏时
,

数以万计的华工被

引进马来亚 ⋯⋯ 〔殖民 〕政府的全部 〔财政 〕收入是从华工的劳作
、

消费和娱乐 按指鸦片

和赌馆 以租税形式征收来的 ⋯⋯
。

在马来亚联邦的进步发展中
,

华工及其业绩产生了多么

巨大的决定性作用
。 ” 另一个马来亚殖民官员泼赛尔 引 。。 也说

, “ 假如没有中国

人
,

就不会有现代的马来亚 ” ,

而 “ 如果没有现代的马来亚的助力 按指橡胶
,

欧洲和美国

的汽车工业就永远不会有这样巨大的发展
。 ” ⑩这是英国殖民地官员的自供

。

十九
一

世纪末
,

马来亚的锡产百分之六十属于欧籍资本家
,

主要是英国人
,

而锡矿矿工全

为华工
。

华工奴役性劳动为英国资本家提供了巨额利润
。

荷属苏门答腊印度岛东岸
,

一百多年来
,

被掠去的华工有六十多万
,

在种植园和矿山供

其奴役
,

这里的德里 亦称 日里 烟叶种植园雇用华工最多
,

获利最大
。

例如
,

荷商尼羽伊

创办的德里公司 年产烟叶占苏岛烟叶总产量四分之一 一九 年雇华工九千人 ⋯⋯
,

从

一八九三 —一九 三年十一年中
,

公司股东红利总额为股本的度 写
,

另提公积金
,

为股本

总额的两倍
。

这 当然全是数万华工的血汗
。

一 又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
,

法属马达加斯加为了招募华工
,

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东南亚

各地访问
。

代表团的报告说 “ 香港和新加坡的繁荣兴盛
,

马来联邦
、

苏门答腊
、

北婆罗洲等

地那些赚钱的种植园
,

全靠华工的劳动
。 ” “ 华工不仅建筑铁路

,

而且开辟稻田
,

种植蔬菜
,

合理而巧妙地开发矿藏
,

⋯⋯并不断地想方设法
,

使各种生产领域产 量满 足 日 益增 长的需

要
”
砂

。

这是华工给来访问者留下的深刻印象
。

掠运华工 出国的活动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才基本结束
,

其原因主要是 一
、

资本主义世界

经济危机的袭击使各地失业后备军不断扩大 二
、

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

机器和动

力代替人力 , 三
、

帝国主义加强对华资本输出
,

各国在中国通商口岸和内地大办工
、

矿和铁

⑩ 瑞天成
,《英属马来亚 》, 。 , , , 伦敦

,

第

一 页
。

⑩ 拨赛尔《马来亚 》, , ,

第 页
。

郭威白
,

前引书第 页

威尔德及摩尔德
,《经济危机中的荷属东印度》

,

,

第 页
。

⑩ 《 伦敦和中国快报 》 ,

年
,

第 期
,

第 一 页
,

包括以前各期关于德里公司的报道
。

·

斯拉威斯基
, 《法国对马达加斯加华人的政策 》 ,

,

第 章
。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列 宁和 苏维埃俄国的租让政策

闻 一 井令‘朴 朴呻卜朴 非 , 州卜

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
,

为了将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来
,

列宁曾反

复考虑要在经济恢复的过渡时期中采取租让的措施
。

他首次提出这个问题是在一九一八年 ①
。

同年五月
,

列宁在给美国一位商人写信时
,

附了一份最高国民经济外贸委员会准备的《苏维

埃俄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发展经济关系的计划 》
。

这个计划提到
,

美国以及其它一些国家可

以通过租让的方式
,

参加对煤矿
、

东西伯利亚水力资源的开发
,

铁路和水运的建设等 ②
。

七月
,

人民委员会就租让问题拟定了一个吸弓外国资本的条件 提纲 ③
。

一九二 年十一月二十

三 日 ,

人民委员会正式公布了 《租让法令 》
。

一九二一年三月召开的俄共 布 第十次代表大

会确认了这一政策
,

并通过了 《资本主义包围下的苏维埃共和国 》的相应决议 ④
。

到了一九

二一年下半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时
,

租让制作为 “
一种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 ” ⑤就被

付诸实施了
。

从一九二一年签订第一个租让条约
,

到一九三七年一切租让条约全部废除为止
,

列宁亲自

制定的这一政策一共执行了十几年的时间
。

在列宁最早提出这一政策时
,

曾经在布尔什维克

党内引起过激烈的争论
,

也曾经在工农群众中掀起过波澜
。

列宁为了使广大党员和群众理解

实施租让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曾经作了不懈的努力
。

应 当指出
,

租让政策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时期以及苏联工业化的初期
,

尤其在一九二八

年以前
,

对于苏联国民经济的恢复
,

特别是燃料工业
、

采矿工业和交通运输的恢复是起了相

路等企业
,

就地奴役和剥削中国廉价劳动力
,

比把华工运往海外更为有和 西
、

十月革命
、

中

国革命和世界工人运动的影响等等
,

使海外掠贩和奴役华工的活动逐渐销声匿迹了
。

一百多年来华工 出国的历史显示了西方国家为追求利润而野蛮掠夺和残酷剥削华工的血

腥罪行
,

同时也反映了根深蒂固的中国封建官僚体制和卖国主义的官僚买办政权与侵略者狼

狈为奸 出卖中国人民的可耻行径
。

勤劳智慧
、

英勇顽强的海外华工
,

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前

身
,

无论在生产建设
、

科技
、

工艺以及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等方面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

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巨大创造力
,

在世界近代史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