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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远西部早期淘金
华二二的活动状况

一
杨令侠

这里所指的美国远西部
,

即今加利福 尼 亚
、

俄

勒冈
、

华盛顿
、

内 华达
、

爱 达荷
、

蒙 大 拿
、

怀俄

明
、

犹他
、

阿利 桑 那
、

科罗 拉 多 等 州
。

在 一

年间
,

除犹他和阿利桑那仍为准州外
,

其余各州

都加入了联邦
。

加利福尼亚金矿区的华工

年在美国西部亚美利坚河詹姆斯
·

马歇尔

发现金矿
,

消息传出
,

惊动遐迩
。

美国东部 白 人横跨

大陆或经过合恩角 以及中美地峡地带涌 向西部
。

半

年后
,

这个消息也传到中国
,

主要从广州出发的大批

华工纷纷去美
。

在初期淘全热的年代
,

每年涌向美国 西 部 的淘

金者约有 万至 万 人
,

其中大都是 美 国 白人
,

他们

占据了所有金 田
。

但当丰富的表面矿砂基本淘净 时
,

他们便移往其它丰产的金矿区 ,

或者雇佣外国移 民
,

进行深层挖掘
。

这 时涌入美国的华侨矿工所 去 的地

方大都是被美国矿主遗弃的贫痔金 田
。

当时华工是 以契约苦力身份去美国
,

的 华

工来 自广东的 个县
,

他们大都从香港 启程
。

跨过太

平洋需要 到 天
,

有 时更长
。

由于船上人多拥挤
,

食品缺乏
,

卫生设备极差
,

条件十分恶劣
,

航 途 中不

知有多少人死于非命
。

这段 “ 死亡 之路 ” 的残 酷 情

况
,

直可与
、

世纪从 非洲 向美洲贩 运 黑 人 的

“ 中途航程 ” 相 比拟
。

华工在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登陆后
,

仅 仅 停 留

几 天
,

即由汽船转运到萨克拉门托
、

斯 托 克顿
、

玛里

维尔 以及沿萨克拉门托河和圣华金河的 其 它地 点
。

承揽转运工作的是华侨上层商人组织起来的六大会

馆 美国人称六大会馆为六大公司
。

华工一般沿淘金的河岸 搭 起 矮 小 的 帐 篷 或

草屋
。

早年华工很少集中住地
。

后来才在金矿区建立

起百多处聚居点
。

当时加州各城镇己经制定法令
,

限

制华工居住在白 人居民区二有此 城镇虽来制订娇今
,

但实际 肚也在实行住处 禽初
。

由于华工不得不 聚

居 在 一起
,

在韦弗维尔
、

沙斯塔
、

尤巴
、

普拉塞维

尔
、

科洛马等城镇 出现了华工聚居的街区
,

此 即 唐

人街 或 中 国城 的雏形
。

到 。年代末
,

华工约 占加州 矿 工总人数 包

括白人 的
。

这期间
,

几乎所有华工都在淘金矿

区做工
。

。年人 口 统计调查
,

在加 州 名华工

中有 人是矿工
。

年加州 名华工中有

人是矿工
。

年是高峰年
,

活计加 州华侨总

数中有 一 是矿工
。

此后几年
,

华工陆续离开矿

区
。

原因是华生被课以重税
,

经济负担沉重
。

同时
,

在

矿 区 时时发生 反对华工的暴行
,

人身安全毫无保障
。

因此
,

年矿 区华工人 数 减 为 加 州 华侨总人数

人的 一 。 。

许多被排挤出矿区的华工改

营其它职业
,

如厨师
、

家生
、

洗衣工等
。

不过
,

这 时自

人金矿工大部分已移往西北较富的金 田
,

所 以 在 加

州金田上做工的矿工大都是华工了
。

年矿 区 居

民 中估计有一半是华工
,

年沽计有
。

年

代后加州矿区华工人数继续下降
,

有的移往 其 它矿

区
,

但大部分移居城镇
,

另寻职业
。

在 年和 。年代
,

华工在河床采金 的 典型

组织形式是由 至 人组成的 “ 公司 ” 。

除运用淘洗

全砂的原始工具外
,

还使用了起重铁架塔
、

哪 筒 等

工具和筑坝
、

挖壕沟等方法
。

同时
,

白人雇 主 也雇

佣华工 以水力淘洗法采金
, 。年代在加 州 塞斯基

犹就有半数华工受雇于 白人矿主
。

华工将河中 巨 石

用吊索拉起
,

移置岸上
。

至今仍可见到沿河砌起的整

齐的石堆
,

这就是当年华工艰苦劳动的见证
。

俄勒冈金矿区的华工

随着金 田发现的轨迹
,

华工由加州 向北移 入 俄

勒冈
。

在这里所发生的情况类似加州
,

即当金 田表层

开采殆尽
、

白人矿工移往它处 时
,

华人矿工便 移 进

来
。

西北部矿区成为华工 向洛矶山山脉一带 矿 区移

动的基地
。

这里矿区的华工仍受六大会馆的控制
。

商务代

理人或杂货商店主经常与分区会馆联系
,

指挥 矿 工

移动的数量或方向
。

约在 年
,

华工就到了俄勒冈

西南部的金 田
。

开始人数较少
,

年《俄勒冈人报 》

报道
,

在约瑟芬县有 至 华工
。

但 年 人

日 调查表明整个俄勒冈只有 名华工
,

其中 人

从事采金
。

年代中
,

华人矿工不断增加
, 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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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俄勒冈人报 》报道华工 采矿 区城主 要在俄勒冈西

南部
,

人数 占俄勒冈州华侨的
。 了。和 。年

代
,

华工一直控制着这 个地 区的采金业
。

当 年

风传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弗雷塞河发现金犷时
,

华人

矿工又 从加州和俄勒冈向北移动
。 ,

爱达荷矿区的华不

年华工移往爱达荷
。

当年报纸就报导 了 华

工 出现在斯奈克河和克里尔沃特河一 带
。

开始
,

华工遭到当地 白人矿工的反对和欺凌
。

后

来金 田产量下降
,

才转由华工开采
,

不久
,

华工 便 遍

布爱达荷北部的所有金矿区
。

据估计
,

年该州北

部有华工 至 。。人
。

接着
,

华工来到爱达荷的

中部
,

年 已移至奥衣希旧矿区
。

在移往 奥衣希地 区的同时
,

华工也移入博 伊 西

盆地
。

至 年盆地矿区的华工 已近 。人
。

年博伊西县的华工有 人
,

鸿时该 县 白人居民为

人
。

一 年 间有 华工移至华伦地

区
。

他们在河床的旧 矿田上两遍或三遍地淘洗黄金
。

由于 一 年间在蒙大拿和不列颠哥伦比

亚的古特纳河发现金矿
,

以及爱达荷矿区产金 量 锐

减
,

许多华工又离开爱达荷北部
。

蒙大拿境内洛矶山麓矿区的华工

据估计
,

年在蒙大拿有 。名华工 其中

为矿工
。

据 年人口 普查统计
,

在蒙大拿准州有华

侨 。。。人
,

其币 为矿工
,

占该准州总华工人数

的
。

此后华工人数不断增加
,

到 年几 乎所有

表层金 田都由华工开采
。

但 年人 口 普查表明
,

在

蒙大拿有华侨 人
,

在矿区做工的仅为
。

华盛顿矿区的华工

在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矿 区
,

吸 引华工不多
,

因

为那里表层金砂并不丰富
。

不过
,

在华盛顿中部的维

纳特琪 山区的矿区
,
以及沿雅基 玛河

、

维纳特 琪 河

和哥伦比亚河的矿区
,

都有华工 出现
。

据 年人 口

普查统计
,

在华盛顿的华侨有 人
,

其中从事采

金的矿工不 及
。

科罗拉多矿 区的华工

科罗拉多的表层金砂也不多
,

加上种族歧 视 盛

行
,

所 以去该地 的华工数量有孚
·

即使有华工 到 此
,

也不停留
,

继绪向东移动
。

虽然 年华工己来到科

罗拉多新发现的黑 山金田 ,

但正式从事采金活 动 迟

至 了 年才开始
。

年和 年人 口 普查统 计 表

明
,

在科罗拉多州只有 。华侨
,

其中矿工人数 比 例

更 小
。

’

美国西南部矿区的华工

进入西南部矿区的华工数量也少
。

早在 年

第一批华工 向西南部矿区 移动
。

是年
,

在内华达准州

就有华工于高尔德峡谷淘金
。

直到 年在这 一 带

淘金的矿工中虽然华工比例较大
,

但实际人数 并 不

多
。

了 年在内华达的华侨总人数为 人
,

其中

矿工仅 初人
,

只 占总华工人数的
。

年
,

内 华

达华侨居民人数达最高峰
,

计 人
,

其中

为矿工
。

到 年在内华达的华侨居民数降至

人
,

其中 是矿工
。

。年代华侨 居民人数继续下

降
,

进人 世纪仅有 人
,

从事采金业者更少
。

华工移往美国西南部人数不多的原因是 ①金

田的表层金砂既不丰富
,

也不集中 , 澎缺乏水源
,

不

利于淘金操作 ③当地印第安人居民持敌视态度 ,

④白人实行种族歧视政策
,

华工遇 到种种刁难 和 欺

凌 , ⑤墨西哥移民成为华工的竟争对手
。

在美国西部金矿边疆开发过程中
,

华工起 过 重

要作用
,

他们都是在白人矿工开采过的表层金 田 上

做工
,

工作条件极其艰苦
。

当时矿区劳动力十分缺

乏
,

所 以当地政府还鼓励华工移人
。

由于华 工 的移

入
,

白人遗弃的金田 区在一度荒凉之后
,

又重新繁荣

起来
。

直至 年代末
,

大部分华工是在金矿区做工
,

当时矿区华工约占华工总数的
。

到 年代
,

华

工几 乎分布于西部所有重要的表层金砂矿 区
。

至代和 。年代
,

是华工在金矿区做工人数最 多 的

年代
。

年后的 。年
,

华工离开矿区的人数 增 加
,

至 。年他们仅 占西部矿工总数的
。

到 世纪

末
,

大部分华工放弃淘金活动
。

有的返回祖国
, ,有的

向东移去
,

有的迁往西部沿海大城市
。

关于华工淘取黄金的数量
,

目前尚未发现 确 切

的记载
,

零星的统计只是一种估算
。

为了安全 起 见
,

华工大都保秘采金的数量
,

而且他们随着金砂 可 淘

量不断迁移
,

也不易统计
。

所淘取的大部分黄金由华

侨商人购买
。

但这些黄金并没有带回中国
,

而是投入

西部经济开发活动
。

这些沾满华工血汗的黄金 成 为

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原始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
。

华工淘金时
,

必须缴纳种类繁多的苛捐杂税
,

如

矿工税
、

财产税
、

人 口 税以及其它评估税
,

但 他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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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发展
。

但华语将不再象 年代那样成为华人生活和工作的基本用语
,

而主要是作为专

业语言在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地位
,

同时
,

华文教育也不再只是华人本身的事清
,

它将成为

整个马来西亚社会教育的组成部分
。

本 文作者 系厦门华侨博物 院研 完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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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得到缴税人应享受的任何待遇
。

华工花费 许 多

金钱去购买采矿用的设备和金田产权
,

他们也 购 买

大 量销费品
,

这对当地经济繁荣都起到一定的促进

作用
。

在 世纪最后 。年里
,

华工是美国西部金 矿 开

采的主要力量之一
。

但是
,

关于美国西部 金 矿 边 疆

上华工 所 起的实际作用
,

在美国并没有受到足够的

重视
。

华工在白人 收弃的旧 矿区
,

经过精心 操 作
,

还

能从表层金砂中淘取一定数量的黄金
,

这体现 出 中

国人吃苦耐劳
、

勤劳善 良的优秀品质
。

对于 述 华

工在开发美国西部经济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

美 国

国内没有进行充分的研究
。

同时
,

对于西南部矿区 的

华工情况
,

知道得甚少
。

至于在比较小的矿远 内华工

做工的情况
,

了解得更少
。

诸如美国西部矿区的中国

城的分布情况
、

社会结构
、

文化现象和特点等
,

都有

待深入考察研究
。

本文作者系南开大学马列教学 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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