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世纪初期印尼苏东烟草
种植园的契约华工

桂 光 华

在 年荷兰殖民政府制订 《 土地国有法令 》
、

废除强迫种植制度前夕
,

年
,

一名叫林赫斯 的荷兰人 , 开始在印度 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东部种

植烟草 ① 。

年
,

他又同贾森
、

克雷梅
· ·

共同组 成大规模

的烟草种植园 —
日里公司 ②

。

不久
,

苏门答腊 东海岸 便成为

种植烟草的基地
。

由于 日里种植的烟草受到世界市场的欢迎
, 日里的烟草生产便 日益发达 ⑧ 。

荷兰
、

英国和美国的资本
,

在这里投资
、

开辟烟草种植园的便愈来愈多
。

荷兰资本中有所谓四大

公司
,

即除了上述 日里公司外
,

有 年创立的阿连斯堡烟草公司
,

塔
” 、

年创立的西连 巴公司 招 询 和

年开设的 日里
、

巴达维亚公司
。

属于英
、

美资本的
,

有

英荷烟草有限公司 蜘
。 、

不列颠 日里与朗加烟草有限公

司 击 酥
。

和荷美种植 企业公 司 也

, 玩 匕 等等
。

十九世纪纪末 到二十世纪初
,

苏门答腊 东部的 日里
、

朗加和沙当
,

便

成为当时外国资本投资
、

经营的烟草种植园云集之地
。

据 年统计
,

苏门 答腊岛 共有烟草 种植园 所
,

年增加 到 所
,

总面积为

,

荷亩
,

但种植面积仅
,

熟荷亩
,

约为总面积的 ④
。

另据 年的调查
,

苏

门答腊烟草种植园仍为 所
,

种植 而积为
,

荷亩
,

投资总额为一亿一千万荷盾 ⑤ 。

由于 日里的烟草种植园
,

系采用轮耕制
,

约七年轮耕一次
,

所以种植园的占地面积

便大大超过耕地的面积
。

很据 年回国
、

被安置于广东省阳江县织簧农场的二十位以前被骗而卖身到 日里

烟草种植园当种烟工人的老华工所提供的材料
,

他们在 日里种过烟的园丘 烟园
,

绝

大部分是属于 “ 十二公司 ” 系统
。

老华工所称的 “ 十二公司 ” ,

应系荷兰 日里烟草种植



翔主联合组成的生产和镜售烟草的机构‘

在荷兰殖民者投资开辟的烟草种植园中
,

所使用的工人 ,

有来自我国广东等地的中

烟人
,

印尼爪哇岛的爪哇人
、

巴韦安岛 众
帆 的波洋人和马辰人 亡

,

印度的吉宁人 如
, 具体请参阅下列统计数宇 ⑧

年 份 中国人 爪‘ 人 爪哇妇女 吉宁人 波洋人与
马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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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数字可 以清楚看出
,

种植园的工人中
,

主要是中国人和爪哇人
。

乙其是中国

人为主
。

但是
, 工年以后

,

便大量使用爪哇人 ⑦ 。

华工的米源
,

年 以前
,

主要靠从新加坡
、

槟榔屿供应
。

年开始
,

则直接从

我国的汕头
、

厦门入 口 ⑧
。

蛇 年后又改从香港
。

至 年 月 日才终止忿
。

当时
,

在 日里一带的烟草种植园劳动的
,

绝大部分是来 自中国和爪哇岛的工 人
,

他

她 们都是 “契约工人 ” 我国俗称 “猪仔 ” ⑩ 。

安置在织簧农场的老华工说
,

池

们种过烟的种植园
,

华工人数平均约为四百人左右
。

其中爪哇工人
,

则都比华工多
,

有

的甚至超过华工总数的二倍以
一 ,

。

例如 年至 年间
,

曾经在双沟逝佛种过烟草的

曾九
,

就提供了下列该烟园的情况

“双沟逝佛烟园是荷兰
‘

十二公司
’

最大的烟园之一
。

它离棉兰百余公里
,

在班者

巴都埠附近
。

烟园占地约四十平方公里
,

它有工人三
、

四千人
。

华工有八百多人
,

其中
,

种烟工人六百余人
,

杂工百余人 , 爪哇工二千余人
,

其中男工和女工约各占一半
。

爪哇

工也是契约劳工 , 同是卖身来烟园的
,

很多是夫妇同卖 ⋯ ⋯
。

华 〔以二十五岁至四十岁

的健壮男子居多
,

年纪最小的也有二十岁
, ⋯ ⋯最大的有五十多岁

。 ” 。



在烟草种植园中
,

来 自不同国家的工人
,

所干的活也是不完全相同的
。 “种烟全甩

唐人
, ,

⋯⋯爪哇男工用于开坝
、

修路
、

除草
、

开沟等粗重工作
,

爪哇女工用于除草
、

挖

烟脚土
、

盖土
、

除烟虫等工作
。

这类爪哇工又称
‘公司工 , ” 。 。

但是初到 日里的 “契约华工 ” ,

因为还没有种过烟或已过种烟季节
,

则做 “杂工 ”

即所谓 “公司工 ” 或 “散工 ” ,

但这部分人数并不多
。

这些 “契约华工 ” 即 “猪仔少 ,

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

荷兰殖民者在开发苏

门答腊东海岸
,

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时
,

通过 各种 非法 手段
,

从我国东南 沿海的广

东
、

福建两省
,

诱骗前往的贫穷但又年轻力壮的农民
,

他们绝大部分来 自广东省普宁
、

潮阳
、

惠来
、

揭阳
、

海丰和陆丰等县
。

这些烟草种植园
,

由于受 一 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

自 年开始
,

就陆

续有部分种植园全部或部分停止种植烟草
。

从下面统计资料可 以得到证明

一 年苏东烟草种植园的数量
、

种植面积及其产量 ⑥

单位 烟园 所 , 面积 荷亩 生产额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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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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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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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 散 烟 叶 ”,

「

, ‘ 卜⋯ 片
织赞农场的老华工提供的资料也说 “十二公司 ” 属下规模较大的 “双沟逝佛 ” 烟

园
,

就是在这个时期关闭的
。

同时关闭的
,

还有 “ 拉辣 ” 、 “新巴 口 ” 、 “双沟巴刹 ”

等烟园
。

到 年左右
,

继续种植烟草的种祖园
,

已寥寥无几了
。

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前夕
,

儿乎全部关闭
。

苏东 日里一带的烟草种植园
,

绝大部分是荷兰殖民者投资经营的
,

种植园中所使用

“契约工人 ” 的的劳动力
,

主要又是来 自中国及印尼爪哇岛的 “契约工人 ” 。

关于我国

情况
,

根据 年的调查表明
,

近五
、

六年苏岛东海岸种植园华工人数
,

多则达三万人



左右
,

少近二万二
、

三千人
,
而什九则受佣于烟园 ⑥ 。

种植园主为了保证其巨额利润
,

对工人的剥削是重要来源
,

因此 , 需对中国与爪吐

的工人进行严密的控制
。

在种植园中
,

便建立一个严密的管理机构
。

下面是 “十二公司 ” 属下双沟逝佛烟园的详细情况

烟园是 荷兰大公司 直属的 生产单位
,

其最高的 负责人和管理人是 “大头家 ” 经

理
,

他负责经营和管理
,

直接向总公司负责
。 “大头家 ” 之下

,

有一个 “大财库 ” 会

计主 任
,

专管帐目 另有八至十个 “ 二头家 ” ,

他们实际上是工程师或技术员
,

每人

直接管理六至十个工头仔
,

安排技术措施
,

直接抓生产 , 也们中间也有分工
,

半数管华

工
,

半数管爪哇工
。 “ 大头家 ” 、 “ 大财库 ” 、 “二头家 ” 都是荷兰人

。

找表 “ 大头家 ” 管理华工的是唐人大工头
,

管理爪哇工的是爪哇 “ 大万律 ” ⑥
。

大

工头 刀 “ 大万律 ” 均只设一人
,

他们接受 “ 大头家 ” 的指示
,

布置生产任务
,

分配劳动

定扣
,

工资
一

也是 由他们核算和分发的
。

也们又通过唐人小工头和爪哇 “小万律 ” 管理工

人
,

布置生产
。

一个小工头大抵管三十四个至四十个工人
。

当时
,

双沟逝佛约有二十个

小工头
。

爪哇工 的管理组织和具体情况不详
。

“大头家 ” 、 “ 大财库 ” 、 “ 二头家 ” 、

大工头
、

小工头
,

全部 不用 参加 生产 劣

动
,

他们只监督和检查工人的劳动
。 “ 二头家 ” 、

大工头和小工头
,

都配备一文木棍或

手杖
,

一方面月以打人
,

一方面用以检查劳动质量
。

他们把手杖往烟 田或排水沟一插一

量
,

如果认为不符合规格
,

要罚工人重做 , 最凶的是 “ 二头家 ” ,

稍一怠慢
,

就要饱尝

他的木棍的滋味
。

小工头一般是从契约期满或己赎身的华工中选用
,

选用的条件是会做工
, “ 忠诚

” 、

“ 驯服 ” ,

由大工头推荐
, “ 大头家 ” 任命

。

很多小工头是大工头的同乡或亲信
,

大工

头通过他们驾御工人
。

小工头的工资比一般工人多一倍左右
, 月资约二十荷盾

。

大工头多半是从小工头提升的
。

月资约四十至五十盾 。 , 但这不是他主妥的收入项

目
,

他 的额外收入远比正常工资高得多
。

他的额外收入包括 开赌场
、

收 “ 头水 ” 贩

卖鸦片烟 放高利贷 开杂货店
、

贱买贵卖等
。

大工头的胡作非为是得到荷兰白人默许

的
,

他每年要用大量金钱贿赂 “ 大头另,,
,

但收入仍然相当可观的
。

大工头可 以说是烟 园华工的上皇帝
,

有一个直属于他
、

为他的利益服务的机构
。

他

自己雇用一个 “ 财库 ” ,

帮助池理财 了 , 他的亚弄店雇有三人
,

、

⋯ ⋯他设有养猪场
,

雇

有养猪工四人 含也经营菜园
,

雇有种来工五至六人 , 此外
,

还雇有糕点工及伙头三
、

四人
。

⋯ ⋯这些雇员不属于荷兰公司的编制
,
他们的工资全部由大工头支付

。

其工资稍

高于一般种植工人
,

一般是从 “脱身” 华工中雇用的 ,

行动也 比较 自由
。

一般 烟园 都 设 有 “亲丁 ” 三数人
,

都配备枪支
。 ·

一除了保护 “大头家 ” 、

大工



头
,

吓唬工人以外
,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缉捕契约期未满擅自脱逃的契约工人
。

他们大抵

是从契约期满而雄武有力的工人中选用
,

工资较一般工人稍高
,

不要参加生产 ⑩ 。

关于荷兰种植园主对华工的管理
,

梁绍文在其《 南洋旅行漫记 》一书中
,

也有如下

类似的记述

资本家管理 “猪仔 ” 极其慎密冷酷
,

最初将他们编为若干队
,

每队设一长
,

合数队

为一区
,

每区再设一监督为总管
,

荷兰人 自己充当
。

编制一如军 队
,

不过 名 目 变 更 置

了
,

又有工头随时管辖
,

工头极有权威
,

必须以狠辣恶毒的人才当得起
。

因为制造活地

狱
,

全靠他们的功劳
。 ⑧

根据上述资料
,

对于当时荷兰殖民者在烟草种植园的管理机构
,

可 以概括如下表

大头家 经理 荷兰人

—
亲丁

一人

大财库 会计主任 荷兰人 一人 二头家 工程师或技术员

荷兰人 八至十人

华人大工头
,

一人

一“
华人小工头

,

若干人

华工 种烟工和杂工分开
,

由华人小工头管理
,

每一小

工头管 一 人
,

华工也称

此基层单位为 “公司 ”

爪哇人大万律
,

一人

爪哇人小万律
,

若干人

爪哇工 每一小万 吉宁人
,

等等

律管斗 名以上的爪

哇工人

上述资料
,

除了说明荷兰殖民者对种烟工人的严密控制
,

也反映其手段与用心
,

是

极其阴险与狠毒的
。

他们把来 自不 同国家和地区
、

不同民族的工人分隔开
,

并收买
、

利

用他们中间的极少数人为他们效劳
,

直接去管理本国 或本民族 的工人
,

从而把人数

众多的种植工人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
。

而这些大
、

小工头与大
、

小万律
,

由于获得比普

通工人高得多的工资
,

被允许通过各种手段对工人进行敲诈
、

勒索
,

便成为荷兰种植园

主藉以控制
、

剥削各族工人的有效工具
。

正因为 荷兰种植 园主采取 了以华制华
、

以爪哇人治爪哇人 的分而治之的惯技
,

因

此
,

他们便能随心所欲地对种植工人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
。

料



三

苏门答腊东部 日里一带的烟草种植园中的工人
,

正如上面所介绍的 主要是华工与

爪哇工两大部分
。

烟草种植园中的劳动
,

又有很明显的分工
,

即分成种烟工与杂工 亦

称 “公司工 ” 和 “散工 ” 两大类
。

荷兰种植 园主对工人实行乡而治之的政策
,

也体现

在工人的劳动分工中 开坝
、

挖水沟
、

修路
、

锄草
、

除虫等是由杂工负责
,

从事这项劳

动 的
,

绝大部分是爪哇工人
,

虽然其中也有华工
,

但人数不多 而从事种植烟草的种烟

工则都是华工 ⑧ 。

下面让我们看看种烟工与杂工是如何进行劳动
,

以及他们从种植园主手中究竟又是

获得了多少的报酬

首先
,

是介绍种烟工
。

种烟工人每年九
、

十月间
,

就得到烟田 华工称为 “ 上坝 ” 。

经过工头量坝后
,

便抽签分配坝地
。

坝地的大小
,

视种烟工是 “新客” 即刚从国内来的契约工人 或是
“老客” 而不同

。

新客第一年最少要种烟草一万四千株
,

一般为一万六千株
,

即一荷

亩或十分之七公顷的面积
,

个别的能种到一万九千株
,

老客则从一万九千株至二万 四

千株左右
。

坝地分配后
,

种烟工先是妥翻坝
,

把草根
、

树枝
、

碎石等铲除干净
,

然后松土
、

下

烟籽
、

搭烟棚
、

浇水
、

施肥育苗
。

在育烟苗的同时
,

要把翻好的 也按种植园主规定的大

小分成垄 华工称为 “分烟山 ” ,

接着是挖烟窟
、

下基肥和移植婚苗
。

以后
,

在烟草

成长的 过程中
,

为了防 止烟草 长高被 风刮倒
,

便要培土 华工称为 “ 上烦脚 ” 。

此

外
,

烟苗移植后
,

便得天天浇水
。

根据种植园主的规定
,

移植后的烟苗如有死掉
,

种烟工必须补种
。

否则应按死掉的

枝数赔偿
,

每死一株赔 一盾
,

发工资时扣除公
。

当烟草长到一人 的高度时
,

便可 以开始

采摘烟叶
。

至于应何时摘 每次摘多少 则均臼布兰 “ 二头家 ” 安排进行
。

采摘烟叶的同时
,

还要把烟叶按规定数量用绳索串好
,

挂在竹竿上
,

放在烟寮里的

架 丘让烟叶干燥
。

又要负责把已干燥的烟叶取下
,

按规定把每四十叶绑成一把
。

当烟叶采摘完毕
,

种烟工才可 以离开烟 田 华工称为 “ 坝顶 ” 回到 “ 土库 ” 即

种植 园办事处所在地
,

进行烟叶分类拣选 华工称为 “ 拣溉 ” ,

待运出口
。

至此
,

烟草的整个生产过程才告结束
。

种烟工在坝顶
,

从种烟
、

摘叶至串叶
,

约八个月 下 “ 土库 ” 拣烟
,

又需四个月
。

种烟工就是这样长年累月
、

进行辛苦
、

紧张和繁重的劳动
。

而且种植园主还有种种

的规定
,

予以非 人的虐 待和压迫
。 ,

加规定 在拣烟 叶时
,

弄破了烟叶 ,

要被处以 “坐格

、

名 、



孤 ” 即坐牢 一星期以上 ⑧
。

在 “坐格孤 ” 期间
,

天天要做苦工
。

这就是 年荷印

殖民地政府通过的 “ 苦力惩罚条例” 的后果
,

它赋予种植 园主以任意强迫工人劳动的广

泛权力
,

成为种植园主用以压迫摧残工人的合法依据
。

种烟工这样辛勤劳动
,

结果得到多少的报酬呢 根据老华工提供的材料
,

对他们总

的是实行承包制
,

但又有计件工资
。

具体做法如下
、

种烟期间先预支生活费
。 ·

种烟工从 “ 上坝 ” 到烟叶采摘以前
,

种植园主每半 个

月预支一次粮款
,

一般为 大米少汁五市斤左右
,

现款若干盾 有二盾
、

二盾半和三盾半
,

作为种烟工在坝顶种植烟草期间的生活费
,

前后共须支
一

卜次左右
。

这期间如果因劳动量大
,

本人一时忙不开
,

或因 病未能出工
, “二工头 ” 调爪哇工

来帮忙
,

那么这部分的开支
,

便要 由种烟工承担
,

到结算工资时从种烟工的收入中扣除
。

、

采摘烟叶期间则实行计件工资
。

具沐算法为 每摘四千叶
,

并按规安分别把 每

四 十叶穿成一 串
,

称为一 “ 竿 ” ,

侮百 “竿” 工资 盾
。

如因种烟工来不及把摘下烟

计 串好
,

而请爪哇女工来帮忙
,

则摘工得 盾
,

穿工得 斗 盾
。

不过
,

也有对分或者

四六分的
。

这期间每人每月的收入
,

最高为 盾
,

最低为 盾
。

、

拣烟叶期间仍实行计件工资
。

具体算法为 按规定标准把烟叶分类拣好
,

并把

每四十叶捆成一把
,

母百把 四千叶 工资 盾
,

碎汁则只有 盾
。

拣烟 叶往往 是二人 合作
,

一拣一捆
,

所得 工资 均分
,

每人 每天 约可 拣 或捆

一 把
,

约有一 舀
。

、

总结算
。

当烟叶拣完
,

一个烟草的生产年度便告结束
。

这时
,

就要进行总结算

华工称为 “算大帐 ” 。

结算的内容和算法如下

先以每千株烟草为单位定工价
。

每千株烟草的工价
,

系根据种烟工所种的烟

草质量的好坏
、

产量的高低来核定
。

大约每株烟草可收成烟叶一把 四十叶 左右
,

如

所包种烟草的总数为一万九千株
,

大概可收成烟叶一万七千把
,

或十五至十七担 每担

一百公斤
。

因此
,

产量若是正常或昔超过
,

工价匣比较高多 否则
,

便较低
。

当时的工

价
,

新客每千株为 一 首
,

老 客则为 一 盾 , 。

扣款
。

对新客和老客不完全一样
。

新客 至少要被扣除

甲
、

卖身银

乙
、

工具费 包括 种烟 工所 使用的 锄头
、

镰刀各一把
,

水桶
、

粪箕各一担等
,

约

一 盾多

丙
、

上坝期间预支的粮款
,

约 盾 ,

丁
、 “住公司” 即种烟工睡觉的铺位费

,

约
。

叨盾 ,

,

笼
一

。



戊
、

己
、

绳索费

理发费

医药费

即种烟工用来串烟叶用的绳子钱
,

约
。

盾 ,

庚
、

约
。

一
。

盾

老客 若系老客
,

则不扣 “卖新银 ” ,

另扣 落名银 ” 盾
,

其余与新客一样 ⑥ 。

从上所列
,

清楚地告诉我们 一个种烟的新客 契约华工
, 他如果这一年是包种

烟草一万六千株
,

那么
,

到年终 “结大帐 ” 时
,

每千株烟草的工价假如是定为 盾
,

则

总数为 盾 , 摘烟叶期间
,

因系计 件工资
,

每月平均 约为 盾
,
前后以三个月计算

,

共 盾 “ 落土库 ” 后拣烟叶
,

勤劳的工人整天劳动
,

每月也约 盾
,

前后四个月
,

共

盾
。

因此
,

一个种烟工整年不停地辛勤劳动
,

种植园主总共只付给 盾
。

可是
,

种

烟草用的种籽
,

劳动工具
,

串
、

捆烟叶用的绳索
,

· , ·

⋯等等
,

这一切的费用
,

还得由种

烟工人负担 ⑤
。

所 以
,

到大帐一结
,

款一扣除
,

所剩也就不多了
。

因此
,

实际上
,

种植

园主仅仅是提供种烟草的土地 , 预支给 工人用 以生产 烟草所必 需预先开支的费用
,

然

后
,

又以极其低微的价格进行收购
、

出口 ,

从而获取惊人的利润
。

其次
,

关于杂工
。

杂工的工资
,

系按实际劳动日计算
。

每天约为 盾 有 盾
,

也有 盾
。

年以后为 盾左右
。

但是
,

荷兰种植园主究竟从种植工人身上榨取了多少的利润 下列有关资料
,

可 以

帮助我们进一步地 了解他们剥削的残酷性
。

工

— 年苏东烟草输出一览表 ⑩

单位 重量 公吨多 输出值 千荷盾 , 每百公斤价格 荷盾

二竺二望生上竺竺土些二竺竺土竺生二竺生

少坐燮卫一 乙望牛
一王缪牛华军牛毕些尽竺生仁些畔

一

一

塑竺二生些竺土些坐二三竺竺上丝竺一

巴竺生上兰胜
每百公 、 。 二 , 二 。 , 。 , 二 , , , 刁 , 二 , 月 。 , , , ,

,

近巡 终
‘

犷人
’

廿
上 ‘ ‘ 儿 , ‘ , 上 ‘ 。 乙 上 ’ 。一 , ‘

月二一

根据 上引 统计 资料
,

如以 年 为例
,

这一年 苏东 共输 出烟 叶
,

公吨
,

值
,

研 千荷盾 下面简称 “ 盾 ” ,

则每担 即一百公斤 烟叶的价格为 盾
。

而

一个种烟工人
,

一年所生产的烟叶最少有 担
,

值 盾
。

可是
,

荷兰种植 园主付给他

的 , 正如上面已介绍的
,

仅有 盾
,

占该工人生产总值的 , 又再扣掉不应该 由工人

所负担的费用
,

那更远远低于此数
。

可见
,

荷兰殖民者经营烟草的生产 , “

是以最低的成本犷 最残酷的手段
,

获得神话般

办通



的利润
,

就是靠对种植工人
‘ 一

主要是对种烟工人 进行残酷的剥 而榨取来的
。

怪不得

荷兰种植园主曾经忘乎所以地对种烟工人说 “只要从每株烟草上摘下四片烟叶
,

便足

够成本了
,

其余的都是白赚的 ” ⑧

因此
,

这些种烟工便是荷兰种植园主利润的来源
。

为 了保证其利润
,

便必须设法使

种烟工继续受其控制和奴役
, “

契约
”

华工称为 “关德拉 ” ,

即荷兰语 “ ’ ”

的音译 就是一根重要的锁链
。

为了达到此 目的
,

种植园主便纵恿华人大工头施展各种

手法
,

以腐蚀华工
,

使他们一再 “落名 ” 即再订立契约
、

拿 “落名钱 ” 预支给再

订立契约的华工的 “卖身银 ” 。

而这些大工头因利欲熏心
,

有利可图
,

也 甘愿充当荷

兰种植园主的帮凶与走殉
,

去毒害自己的同胞
。

年 月 日南洋华商呈商约大臣历

陈 华工 被虐瑞 请设立领事察中对此有如下一段具体的叙述
“

于烟熟之时
,

工头

或开场 聚赌 以耗 其佘积
,

或遣妓女入园
, 以陷入迷途

,

必使之 进退无惜
,

而后诱之 以

利
,

笼络为来年地步
。

如欠款未清
,

即一元半元
,

仍令再做苦工一年
,

加倍偿还
,

不能

幸免
。 ” 可见荷兰殖民者手段之狼毒与阴险

,

也可见华夕
、
败类之贪欲与无耻

,

亘可见契

约华工是受尽荷兰殖民者与华人大工头双重之压迫与剥削
,

这就是他们在异国他乡过着

奴隶般生活的根源
。

释

① 萨努西
·

巴遥著
、

吴世瑛译 《 印度尼西亚史 》,

商务印书馆 年出版
,

第

页
· ·

卫 廊 如 界
, 。

及
· ·

工 助 压
, 。

转引 自朱杰勒 《十
一

九世纪中期在印度尼西亚的契约华工 》,

载《 历史研究 》,

年第 期
,

第 页
。

② 一 山 一
, 。 。

③ 同 ①第 , , 页
。

④ 张相时 《 华侨中心之南洋 》 , 一

上卷
,

荷属东印 度部分
,

第 页
。

但据
。 。

二 劝 ‘ 氏 助 。 , 宫山
, , ,

则 年为 所
,

年为 所
。

⑥ 丘守愚 《 廿世纪之南洋 》,

第 , 页 沈雷渔 《 苏门答腊一瞥 》,

第 页
。

⑧ 幼书第
、

朽页
,

年爪哇人的数字包括妇女 , 凡
一

加如
。

’正 幼曲以盘 曲 咙 肠自 。

⑦ 奥田或 《东印度农业经济研究 》,

第 一刁 页二

⑧ 同上引政 林砂奴盆娜扫气 第铭一收灭 ,

滩
二



⑧ 同上引奥田或书
,

第 夕页
。

⑩ 同①第 页
。

南洋研究所 《 华侨间题资料 》 ,

第 期第 页
。

⑩ 同
。

⑩ 据荷印输出农业统计
,

转引自《 南洋年鉴 》,

新加坡南洋商报社 年出版
,

第 丑 一 页
。

同 第 页
。

⑩ 张相时 《华侨中心之南洋 》上卷
,

第斗 页
。

⑩ 系印尼语 “ ’
” 之音译

,

为 “监工 ” 之意
。

⑩ 此数字偏低
,

根据其他材料
,

约为 盾左右
。

⑩ 参阅 我佛山人 吴研人 《劫余灰 》 ,

第 回
。

⑩ 同 第 一 页
。

⑩ 梁绍文 《 南洋旅行漫记 》上卷
,

第 页
。

⑩ 据 田或 《东印度农业研究 》 ,

第 一 页
。

从 一 年开始
,

己经开始

有爪哇人担任种烟工作
。

烟园中种烟工人的人数 年 中国人为
,

巧 人
,

爪哇人为
,

人
。

年 中国人为
, ,

爪哇人为
,

人
。

出现上述变

化的原因
,

该书作者认为是与 “ 日里种植园主联合会 ” 到 年止
,

停止从我

国南方直接招募劳工有关
。

同 第 斗页
。

司 第 页
。

⑧ 同 第 页
。

同 第
、

页
。

⑩ 奥田或 《东印度农业经济研究 》,

第 书印页 ,
而

《 肠 杭

⑧ 同 第
、

页
。

⑩ 据《荷印贸易年鉴 》,

转引引自《南洋年装 》,

第 丑 页
。

每百 公斤 价

格
,

系据输出量
、

输出值计算而得
。

廖 同 第 页
。

性
、

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