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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潮汕华侨华人集中于泰国的原因浅析

李 益 杰

　　潮汕地区是全国著名的侨乡 , 海外潮人人数众多 , 分布在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 80 %

以上的潮人分布在东南亚各国。据《潮汕百科全书》记载 : “在泰国的潮人有 350 多万人 ,

新加坡有 42 万多人 , 马来西亚有 48 万多人 , 越南有 30 多万人 , 印尼有 50 多万人 ⋯⋯”。①

由此可见 , 泰国的潮人远比其他国家的潮人多 , 泰国是海外潮人最多的国家 , 成为潮汕人的

第二故乡。那么 , 是什么原因使海外潮人集中于泰国呢 ? 笔者认为原因有三个 :

一、泰国潮人的现状是在自古

以来通商贸易的基础上形成的

潮汕地区地处海滨 , 出海便利 , 沿海居民每日与海为伍 , 富冒险性 , 对于乘槎泛洋 , 视

为常事。潮州与南洋的贸易 , 唐己有之 ,《全唐书》记载 :“唐文宗太和八年 , 南海蕃船 , 本

以慕化而来”,“其岭南福建及扬州 (今潮州) 蕃客 , ⋯⋯任其来往通航 , 自为交易”,“波斯

古暹 , 本国二舶 , 顺风而至 , 诸蕃君长 , 上叙海阳 (今潮州市潮安县) 旧馆”。②可见 , 唐代

潮州己与海外互市。其时 , 潮人知有蕃船来华 , 且有厚利可获 , 遂群起渡海 , 争与贸易 , 上

述“扬州”即古之潮州地。既有蕃舶至潮 , 则潮人自有附舶至南洋为“蕃客”, 因此 , 唐代

已有潮人去南洋。在公元 1238 年以暹族为中心的泰族征服了泰国当地的原住民孟人和吉蔑

人建立素可泰王国之前 , 即中国南宋末年 , 已有潮人往来于泰国 , 并在沿海地区定居。素可

泰王国的三世王摩甘亨国王于公元 1293 年和 1300 年两度访问北京 , 一方面进行朝贡贸易 ,

一方面带回一批中国的建筑师、画匠、陶器工等技术人员。公元 1350 年阿瑜陀耶王朝兴起 ,

1406 年兼并素可泰王朝。早在公元 1370 年 , 阿瑜陀耶王朝就与明朝建立了邦交 , 开始朝贡

贸易。据史书记载 , 明代阿瑜陀耶王朝与中国有过 32 年的朝贡贸易 , 在清代也有过 30 多次

朝贡贸易。这种贸易是以泰国进贡、中国回礼的形式进行的 , 在这一历史时期 , 中泰两国之

间的交流相当频繁 , 包括潮人在内的华侨进入泰国的人数也不断增多。由于明代实行严酷的

“海禁”政策 , 合法的贸易是官方贸易 , 此外 , 对于下海“通蕃”及接济走私商人者处以残

酷刑罚。于是潮汕海商集团如饶平的许栋、许朝光、张琏、林国显、林凤 , 澄海的杨四、朱

良宝 , 惠来的林道乾 , 南澳的吴平 , 大埔的肖雪峰等 , 以南澳为中心从事海上武装贸易 , 多

冒充贡使、或以通事身份 , 诱蕃船以入贡为名前来贸易。南澳港海上私人贸易的发展 , 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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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政府的注意。嘉靖四十四年 (1565 年) 戚继光带兵围攻南澳岛 , 潮汕海商被迫逃往国

外。其中林道乾海商集团逃往泰国 , 这是潮汕人首次大批迁居泰国的最早记录。林道乾 , 潮

汕惠来县人 , 率领部下五千余人 , 商船 100 多只 , 对抗明朝“海禁”, 从事海上贸易 , 南通

安南、暹罗等地。明朝万历元年 (1573 年) 被明朝廷打击 , 他仓促率部2 000余名 , 遁逸于

今天泰国南部的北大年港。北大年国王划地若干 , 供林道乾居住 , 并把女儿嫁给他。他在当

地开荒种植 , 建立起功绩 , 当地人为了纪念他 , 给北大年港改名道乾港。从明朝永乐三年

(1405 年) 起 , 郑和七次下西洋 , 对促进明朝与南洋各国的贸易起了很大的作用。随着明朝

与各国朝贡贸易体制的形成 , 不少潮商利用合法的途径进行贸易 , 到了南洋。潮人到南洋定

居者 , 大多选择了泰国。郑和下西洋时在泰国受到泰王的礼遇 , 两国关系加深 , 这对潮汕华

侨在泰国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 , 一些破产的农民、渔民冒险飘洋过海去泰国

定居。

清朝初期 , 清政府继承了明代的“海禁”政策 , 并强迫沿海人民“迁界”。从康熙元年

至五年 , 潮汕饶平、澄海两县接二连三遭受“迁界”的摧残 , 人民流离失所 , 饥寒交迫 , 死

亡者不计其数。走投无路的民众 , 仍冒死出洋 , 逃往南洋各地。到 1684 年康熙“题准广东

海口 , 除夹带禁运货物 , 照例治罪外 , 商民人等 , 有关出洋贸易者 , 呈明地方官 , 准其出入

贸易”。潮汕人民纷纷为出海做准备。乾隆十二年 (1747 年) 鉴于闽粤沿海缺粮 , 清政府准

许商人领照到暹罗采购大米和木材 , 更促进潮汕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的发展。从 1684 年康

熙宣布解除“海禁”起 , 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个朝代 , 长达 100 多年 , 潮汕人乘

坐到暹罗购买大米的红头船 , 从澄海的樟林港起程 , 大批地向泰国移民。不少潮汕人拖亲带

故 , 结伴同行 , 如浪潮般地迁居泰国。当时西方的目击者说 : “大量运载他们的帆船 , 令人

想起了载运非洲奴隶的情况。甲板上挤满了人 , 这些可怜虫日夜暴露在恶劣天气下 , 毫无蔽

身之所 , 因为船的下层装满了货物 , 他们的粮食是干粮和有限的水”。③红头船频繁往返于泰

国和潮州之间 , 运载贫困潮人到泰国谋生 , 船上的水手和商人也有十之四、五滞留泰国。在

红头船往返于泰国和潮州的 100 多年间 , 移民国外的潮人以低点估计当在百万人以上 , 其中

大部分移居泰国。这一情况在有人对澄海樟林五百名侨民侨居地的调查报告中得到证实 , 在

五百名侨民中 , 侨居暹罗的有 350 人 , 占 70 % , 其余的 150 人分布在新加坡、越南和印尼 ,

仅占 30 %。这就形成了十八世纪潮人移居泰国的浪潮。这一时期在泰国已形成了潮人居住

的社区。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后 , 汕头被辟为通商口岸 , 这就直接导致潮人移居泰国浪潮的再次

兴起。这一时期 , 潮人以契约华工和自由移民的身份大量移居泰国。就契约华工来说 , 有人

估计从汕头开埠起的六十年间 , 潮汕人被掳掠贩往外洋的契约华工至少有 30 万人 ,④其中有

的被运往泰国 , 但数量不多。在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契约华工 , 或遇亲友交清赎金 , 或工作期

满 , 或逃逸出来 , 他们通过多种渠道迁入泰国。就自由移民来说 , 据《汕头海关志》记载 ,

1864 年至 1911 年 ,“潮汕地区约有 294 万人离乡别井 , 远涉重洋谋生”。⑤其中不少自由移民

移居泰国。据学者统计 , 自汕头口岸出国到达暹罗的潮侨 , 1876 年至 1899 年是 19 万多人 ,

1906 年至 1918 年是 63 万多。⑥潮人大量的自由移民和少量的契约华工迁居泰国 , 这就形成了

近代潮人移居泰国的第一次浪潮。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 , 国内反动势力猖獗 , 社会混乱 ,

许多进步人士和群众纷纷经汕头港出洋。根据《汕头海关志》累计 , 1927 年移民57 434人 ,

1928 年移民70 071人。从澄海樟林港乘坐帆船出洋的未统计在内 , 其中应有相当可观的出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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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据《潮汕百科全书》记载 , 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 , 潮人每年经汕头出国的人数 ,

高峰时达十四、五万人 , 至少也有十万人。其中到曼谷的最多。当时汕头行驶南洋轮船航线

平均每月 36 艘次。⑦又据学者统计 , 1931 年至 1937 年自汕头口岸到达暹罗的人数达 17 万多

人。⑧这就形成近代潮人移居泰国的第二次浪潮。抗日战争后 , 社会经济凋敝 , 物价上涨 ,

潮人纷纷结伴成群到南洋投靠亲友 , 他们多数人选择去泰国。1948 年 11 月在汕头侨务局办

理手续出国的人数达57 628。⑨由于出国人数太多 , 汕头码头秩序混乱 , 初由汕头侨务局依照

赴暹新客登记号码编配购票出国 , 未能奏效。改用抽签办法 , 在报章公布 , 由当局派人到轮

船公司对人对像给证购票。可见 , 当时潮人迫不及待购船票出国赴暹的情景。这就形成了近

代潮人迁居泰国的第三次浪潮。综上所述 , 潮汕与泰国自古以来的通商贸易关系 , 大大地方

便了潮汕贫苦人民、商人和水手 , 乘坐帆船或轮船移居泰国 , 从而形成泰国潮汕人众多的

状况。

二、泰国郑王室的庇荫和影响推动潮汕人大举迁泰

郑王是泰国历史上带兵打败缅甸侵略者 , 建立吞武里王朝的英雄。郑王名郑信 , 由于他

在历史上建立了丰功伟绩 , 被尊称为“郑王大帝”。郑信于 1734 年 4 月 17 日生于泰国阿瑜

陀耶城。其父郑镛为潮州澄海县人 , 清雍正年间 (公元 1723 —1735 年) 南渡暹罗 , 在大城

谋生 , 娶暹罗女洛央为妻 , 生郑信。不久郑镛去世 , 郑信为财政大臣收为养子 , 接受贵族子

弟传统教育。长大后从政 , 官居甘碧府府尹 , 封爵为披耶 , 暹罗人称他为披耶达信。1766

年 , 缅甸军队入侵暹罗 , 围困首都大城 , 郑信率部属协防暹都。1767 年 4 月 , 缅军攻陷暹

都 , 国王厄迦陀在战乱中死亡。郑信率 500 人马冲出了缅军的包围圈 , 招兵买马 , 建立了

5 000人的队伍 , 抗击缅军 , 于 1767 年 11 月攻占吞武里 , 接着收复首都大城 , 取得了独立战

争的胜利。当年 12 月 28 日郑信在吞武里被拥立为王 , 史称吞武里王朝 , 称郑信为达信大

帝。此后他陆续消灭了各地割据势力 , 于 1770 年统一了暹罗全国 , 又多次对外扩张 , 成为

泰国历代幅员最大的王朝。1782 年郑信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害。他在位 15 年 , 被泰国人民

尊称为民族英雄 , 受到泰国政府和人民的尊敬和怀念。1782 年郑信的部将昭披耶继为泰王 ,

号拉玛一世 , 迁都曼谷 , 是为曼谷王朝 , 一直传位至今。1790 年拉玛一世自称郑华 , 访问

中国 , 被清朝册封为暹罗国王。1809 年拉玛二世即位 , 起名郑福。因有郑王室的庇荫和影

响 , 潮属华侨有“王室华侨”之称 , 享有某些优惠待遇 , 在各方面有建功立业的机会 , 遂吸

引潮州人大举迁泰。仅 1782 年至 1868 年乘红头船移居泰国的潮州人就达 150 万人。�λυ

三、泰国政府和人民对华人采取友好和欢迎的政策 ,

吸引潮汕人迁泰、安居创业

泰国的社会历史状况适合潮人安居创业。泰王室曾与中国潮州有血缘关系 , 因此 , 潮州

人曾有“王室华侨”的称号和一直享有自由民的地位。潮州人与泰国人民友好相处 , 休戚与

共 , 他们之间普遍通婚 , 通常在两代之后便水乳交融 , 同化在泰国社会之中。泰国是“黄袍

佛国”, 与潮州人普遍信佛相似。泰语属汉藏语系 , 声调、单音节词与汉语相似。据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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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800 多个单词与粤闽方言相同或相近 , 泰语 1 —10 的数字读音几乎与潮州话一样。泰国政

府对待包括潮人在内的华人 , 视同本国国民 , 充分给予生存、发展的机会。这些因素为潮州

人移居泰国、安居创业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泰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独立国家 , 但早年的泰国经济文化和生产技

术十分落后 , 亟待开发 , 大量需要劳动力。而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生产技术和经验

都比较先进 , 尤其是因地窄人稠 , 特别懂得精耕细作的潮州人 , 更具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出

国之初 , 他们连种子和农具都带过去 , 在泰国开荒 , 种水稻种菜 , 很受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欢

迎。泰国潮人始终与泰国政府密切合作 , 促进泰国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事业 , 并且成为推动

民营经济向前发展的主力之一。

潮州人刻苦耐劳、善于经商的天赋 , 在泰国这个重商的国度里特别受欢迎 , 他们被泰国

政府和人民认为是最好的经纪商、贸易商和水手。因此 , 潮州人在泰国如鱼得水 , 充分发挥

他们的商业才能。有学者对泰国华侨的经营活动作过如下分析 : “泰国人当中 , 自古以来就

根本没有产生过商业阶级这个社会阶层 , 而且几乎连进行民族资本积累的余地也没有 , 因此

成了在经济上完全没有势力的国民 , 他们或者终身务农 , 或者靠赏赐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 ,

要不然就从事于某种脑力劳动的职业。这样一种社会状况 , 为华侨提供了一个大有作为的极

佳社会条件 , 因此华侨迅速地向商业阶层发展了 , ⋯⋯牢牢地建立起中介商垄断的基础”。�λϖ

1657 年即位的阿瑜陀耶王朝的那莱国王 , 特别任命潮州人等华人建造了许多船舶 , 并把这

些大船交给潮州人等华人去驾驶 , 这对促进泰国的对外贸易起了重大的作用。自十六世纪初

兴起的由潮人经营的暹罗大米贸易 , 持续 100 多年 , 促进了泰国经济的发展。许多经营大米

运输的潮人逐渐定居成为暹罗华侨 , 人数不断增加。难以计数的潮人成为收购大米的中介

商 , 深深地扎根在泰国人民的生活之中。潮人在泰国善于经营商业的情况 , 我们还可以从下

列资料略见一斑 : 泰国华侨“在江河、运河为主要商业通道的时代是沿着江河向内地发展

的 , 假若沿河两岸有村庄 , 便在水上浮起竹筏来经商 ; 其后由于泰国国内市场发展了 , 以及

行政管理方面的需要促进了交通的发展 , 这种竹筏商店便迅速发展起来”。“到了 19 世纪末 ,

又出现了进一步促使华侨经济向内地发展的重要因素 , 这就是铁路的修筑 , 华侨沿着这种交

通工具的路线很快进入了内地。各地的车站都有华侨商店 , 用木板钉起来的中国式旅店天刚

朦朦亮就开始营业 , 华侨开设的小碾米厂也吐出了黑烟。最后 , 华侨商人甚至在预计到会有

发展前途的、将要修建铁路的沿线开设起商店来了。进入 20 世纪以后 , 以往完全被忽略的

公路又开始兴建起来 , 华侨运用他们的天赋才能 , 敏锐地看到了这种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的

经济价值。”�λω

从泰国建立至今 , 潮人对泰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这样描

述 : 早在大城时期 , 潮州人在泰国商业的经营已负盛名 , 当时帝都大城已有两条华人商业集

中的街道。吞武里王朝时 , 曼谷一带出现了更大的华人商业街区。曼谷王朝时 , 曼谷的三聘

路街到素里翁路一带形成的广阔的华人商业区 , 至今仍是曼谷商业中心之一 , 商家多数是潮

州人 , 潮州话在这里可以通行。�λξ潮州华侨主要是居住在以曼谷为中心的泰国中部地区 , 控

制了泰国的商业、工业、金融、贸易等中枢部门。泰国的碾米业第一家经营者是潮人高楚

香 , 其子高晖石受泰国五世王封为子爵。二十世纪 30 年代 , 曼谷最大的火砻是潮州澄海籍

的陈黉利家族。泰国的碾米业几乎为潮人所经营。当今泰国最大的八家银行 , 潮人经营的占

了四家。盘谷银行始创人、潮人陈弼臣家族直接控制了泰国 42 家企业。潮人郑午楼家族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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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京华银行和泰国第一银行 , 还有 100 余家工商地产、建筑类企业。潮人谢易初经营的泰国

正大卜蜂集团是东南亚最大的农牧工商联营跨国公司。还有实业家谢惠如、“米业泰斗”黄

作明、“鳄鱼大王”杨海泉、“塑料大王”陈卓豪、“保险大王”马灿雄、“林业火锯大王”吴

修益等 , 他们都是泰国工商业界的杰出人物。可以说 , 一部泰国经济发展史 , 便是一部泰国

华侨特别是潮州华侨的发展史 , 正如泰国前总理克立亲王所说 : “泰国的繁荣 , 华人付出了

很大的努力和血汗 , 尤其是潮州人”。�λψ因此 , 潮州人受到泰国政府和人民的尊重和欢迎 , 他

们自古以来不断地迁泰和创业 , 造成了今天泰国潮人众多、潮人经济强盛和泰国经济繁荣的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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