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拟对中山县 〔按
:

原名香山
.

民国十

四年 ( 19 2 6年 )为纪念孙中山而易名 〕 移民夏

威夷的历 之背景
、

移民 }:l’:] 过程及其导因
、

侨

民和故乡的关系等间题作一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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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县位 犷味江三角洲的南端
,

原属东

莞县
,

称香山镇
。

香 LJ
_

j 县 雍 正 年间 ( 17 23~

17 3 5年 ) 田地约 70 万亩
,

到嘉庆廿二年 ( 181 7

年 ) 即不到 100 年间增
.

至 1 2 5万 亩
,

几乎增加

了一倍
。

民国十五至 廿 一 年 间 ( 1 9 2 6~ 1 93 2

年 ) 又续增至 2 17 万亩
。

( 见表 1 ) 沙 田 的耕

作条件也得到不断地改善
。

二角洲北
、

中部

因商 钻化而兴起的市镇及广州
、

佛山等城市

所消耗的大量的有机物
,

不断 地 转 化 为肥

料
,

随着河流往三角洲底部 ( 包 括 香 山 在

内 ) 的沙田冲识
,

使其丰度 日益提高
`

沙田

的经济效益与日俱增
。

明末清初
,

还系属边

睡区的香山北部
,

如东海十六沙
,

原来只有

十五村
,

清代中叶以后
,

皆因农成村
,

因村

成 市
。

这些墟市
; ,

摩肩接踵
,

攘往熙来
。

其

村场也云连墙比
,

大有成都成邑之势
。

(
,一州

香山公会
; 19 1 2年 )

据 笔者统计
,

香山县人口 平 均 耕 地面

积
:

康熙十 一 年 ( 1 672年 ) 为 1 8
.

8 5亩
,

嘉

庆廿二年 ( 181 7年)为 2
.

91 亩
,

不到 15 0 年间

人均耕地面积剧减了 五 倍 ( 叶 显 恩
,

1 98 5

年 )
。

人口对土地的压力
,

愈来愈大
。

加之

地权分配不均
,

存在着
“

一人而数十百顷
,

或数十百人而不一顷
”

(冼宝干
,

1 9 2 6年 )
,

益使上地间题显得突出
。

香山县商业化的发

展水平又甚低
,

其发展程度远逊于南海
、

顺

德等县
,

无法提供足 以容纳相对过剩人口的

经济机会
。

香山县面临大海
,

当西江
、

北江和东江

三江出海之处
,

扼珠江水系出口之要冲
.

境

内河道众多
,

大小不一
,

婉转曲折
,

分汉殊甚
,

分而复合
,

合而复分
,

交织如网
。

这为发展内

河和海上交通远输提供优越的自然条件
。

香



表 1明清香山县土地与人 口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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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
叶显恩 ( 1 98 5年 )

, 《 明清珠江三角洲人 口问题 》

①其中沙田为 1 9 73 3 45 亩
,

据孙稚良在 《 沙田志初稿 》 中估计
,

其他土地约 占沙田的 1 / 10
.

依此求得此

数
。

②宣统年间人 口数
.

又据孙稚良在 《 沙 田志初稿 》 中说
,

1 9 4 6年人 口约77 万
.

据此
. ,

1 9 2 6、 1 9 3 2年的 人 口

数当与宣统人 口数相差无几
。

港处于县之东
,

隔河相望
,

距县城仅 80公里
。

广州
、

佛山处于北
,

距县城约 7 0公里
,

经水道与这

些城市相往来甚为便捷
。

经南海可往东南亚洲各国
,

乃至世界大商埠
,

尤其值得注意的
,

是依山

傍海的港 口澳 门处于县境之南睡
。

澳门自嘉靖三十三年 ( 1 55 3年 )被葡萄牙殖民者窃踞之后
,

与西方各国的贸易不断兴旺起来
,

终于发展成为国家在东方的国际贸易 中心
.

万历 ( 15 73、

1 620年 ) 中期
,

澳门人口 已拥有 10 万之众 ( 王临亨
、

崇祯 )
,

俨然一都会了
.

入清之后
,

澳

门虽然经历坎坷的道路
,

几经危机
,

尤其鸦片战争之后
,

其衰落之迹象尤为明显
。

但澳门始

终不失为一个接触
、

联系资本主义世界的据点
。

澳门的居 民
,

多为中山人
。

通过近在咫尺的

澳门可 以得到西方各国之信息
。

香山受西方文明的浸渍
、

影响
,

比内地深刻
。

嘉庆
、

道光朝

之后
,

对外情了解益多
,

为适应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的需要
,

充买办者蜂起
。

林则徐提及的

鸦片买办
,

多为香山人
。

近代史上著名的买办
,

如鲍鹏
、

唐景星
、

徐润
、

郑观应
、

容阂等
,

也 皆出自香山
。

道光十五年 ( 娜 35 年 ) 在澳 门的中国人约 3万人
,

其中多系香山 人
。

他 们许

多人也是靠充买办为生的
。

从香山人充当买办之多
,

既表明他们同海外商人有千丝万缕的联

系
,

也意味着他们受近代化思想影响之深
。

首先赴欧洲留学者郑玛诺
、

往美国的第一位留学

生容阂
,

都 出自香山县
,

绝不是偶然的
。

这也是香山县得近代风气之先
,

较早接受西方近代

化 巴想之结果
。

总而言之
,

较早受近代化思想浸染和面临南海
、

与各国交通利便的地理环境

之影响
,

导致香山人富有外向的心态
。

中国古来侈民的传统
,

总的趋势是 自北而南
; 经济重心也随着南部的不断开发 而 逐 渐 甫

移
。

单就珠江三角洲而言
,

也呈现出这一趋势
。

香山是三角洲的最南端
,

移入的北方士民为

时较晚
。

据厉式金 《 香山县志续编 》 卷
一

三
“

氏族
”

一

记载统计
,

迁入香山者
,

最早
一

于唐代
,

仅

一例 ; 宋元年间4 5例 ; 从南雄巩巷一地①迁入者 4 7例
,

时间也多在宋元间
; 明代 14 9例 ;

清代

1 2 7例 ; 尚有 11 例 未明迁入年代
.

移入者虽是来 自福建
、

江西
、

湖南和南雄等地
,

但按谱系探



本溯源
,

多属中原士族
。

他们的祖先
,

从北而南
,

几经辗转
,

不断开拓
。

所到之处
,

一 旦感

到人满之患
,

经济机会缺乏时
,

便分出支派往外迁徙
,

另谋出路
。

移入香山时
,

多系单家独

户
。

到清末
,

有 65 支氏族繁衍到千人以 七
,

有的甚至多古万人
。

例如
,

何氏 两 兄 弟 ( 称九

郎
、

十郎 ) 于宋末由南雄珠巩巷迁居小榄
,

经过肠代繁衍
,

单留居小榄者 己达 6 千人
,

其分

支迁居东莞
、

顺德
、

龙门
,

清远等县者 尚未包括在内
。

这些外来的移民
,

带来了中原的文化

和生产技术
。

凭其才识和经济实力
,

不久之后便 主当地取得社会地位
。

有的通过科举仕 宦而

成为望族
。

土著 的少数民族反而受制于他们
,

并 日
.

日益汉化
。

他们原来的部落名称
,

也改从

汉姓
。

这是为什么现存的文献
、

宗谱中
,

找不出土著居民的原因了
。

②从上可见
,

’

香山县的

居民本是迁移流徙而来的
,

即 使到香山之后
,

也犹如树之枝干
,

展 布 县 内各地或邻县
。

不

断流徙
、

不断开拓之志
,

忍辱负重
、

坚初不拔之精伸
,

成为传统 的 美 德
。

一旦为海外传闻

所吸引
,

自必产生 冒险的进取的移殖行动
。

香山县人移居海外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

纵观华人移居檀香山的历程
,

可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
:

一
、

18 世纪末泵 1 8 51年
,

零星小

量移 民期
;

二
、

1 8 5 2、 1 89 8年
,

移民的高峰期 ; 三
、

1 8 9 8年之后
,

移民的停滞期
。

这些移民

中
,

绝大部分之所以系属香山人
,

则由于乡情因素吸引的结果
。

广 东沿海居 民本有悠久的移殖海外的历史
。

鸦片战争前
,

)
、
一

东沿海
,

尤其珠江三角洲已

经纷纷地移民海外
。

除由乡情的吸引随着商业活动 自愿移往南洋各地谋生外
,

他们有的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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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垫付的船费
。

这

种 习俗后来演变成猪仔饭运和苦力贸易两种形式
。

18世纪末至均世纪 50 年代前
,

檀香山处于开发的准备阶段
,

生 活条件恶劣
。

受经济机会

和交通的限制
,

不可能吸引大量的华工
。

因此
,

到檀香山的华人是不多的
,

据 不 完 全 的统

计
,

嘉庆五年 ( 1 8 0 0年 )
,

只有 80名
,

到咸丰元年 ( 18 5 1年 )
,

也只有2 00 余人
。

这些 人多是商

人
、 ,

一

早在 1 82 5年
,

已有 100 余人在檀香山从事商业
。

18 44年槽香山出
一

现 的巧间商店中
、 `哗 气

占有 3间 ( 郑君烈
,

1 9 57
:

1 2 )
。

19世纪在檀华人 首富陈芳
,

就是于 1 8 4 9年备 办中国货物从

香港运往檀香山发 售
,

而在此发迹的
。

有的则以种植禾稻为业
,

也有的专种甘蔗为生
。

嘉庆

七年 ( 18 02年 )
,

已有华 人携带压榨甘蔗的石磨和煮锅至檀香山
。

此乃糖业之噶矢
。

1 9世纪

二
、

三十年代
,

华人张宽
、

唐叙
、

黄朱
、

吴逢等首开蔗园榨糖
。

自携华 划币傅刘璋
、

邓秋
、

邓善
、

仕佐
、

’

旨妹和曾成等 6人
,

分别但任糖房煮糖师和木匠 ( 郑 君 烈
,

1 9 5 7
:

12 )
,

为蔗

糖业之发展启开先河
。

蕉
、

波萝之种植也随之而起
。

种禾稻和甘蔗
,

乃珠江三角 洲 人 之 所

长
。

经营这两种农作物
,

投资少
,

又可得高利
,

故华人乐而操此
。

他们
,

在檀香山 仪数虽 ,I/
,

但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

从 18 4 2年 已有 4 2人加入土籍 ( 梁联芳
,

1 9 03 ) 一事看
,

表明他们在檀

香山己站稳脚跟并决心发扬其祖先的开拓精神
,

大展鸿图
。

这一时期在檀香山的华少
、 ,

华路槛褛
,

备受艰辛
,

用他们刻苦耐芳
、

坚韧不拔的清神
,

奠下了稻米和蔗糖业的根基
,

为第二时期
J

的大量移 民准备了条件
。

二
》

自1 851年至1 8 9 8年
,

是华人移入夏威夷的高峰期
。

’

据夏威夷王朝时代有 案卷可稽查的华人入 口统计
,

自18 5 2年至 18 86 年的35 年间的累计数

达邹 518 人
,

每年平均入 口 8 14
.

8人
, ~ 其中尤以 187

.

6年至几885 年10 年间入口
、

数最多
、

. `

其累计数



口

诊 25 5托人
,

每年平均入 口 2 5 55
.

导人 ( 详表 2 )
。

这里只作移入的累计
,

缺乏逐年返 回 故上

与死亡的数字
。

据表 3的统计加以推算
,

从 18 5 2年至 18 82年30 年间先污回国相死亡人数为4 47 5

人
。

1 9世纪下半叶檀香 IJJ华人历年增加情况为
:

18 5 2年约 5 0 0 .)\
,

188 2年 1 3 5 0 0人
,

1 8 8 6 年

2口 0 00人
,

18 95年 21 619人
,

189 8年 2 7 8 17人 ( 详表 3 )
。

这些数字
,

表明移人檀香山的 华

人数是直线 上升的
。

19世纪下半叶出现华人移入高峰
,

是有其原 因的
。

表 2 檀香山王朝时代 35 年间华侨入 口 表 ( 1 8 52一 1 88 6年 )

二- 生…土一三……上华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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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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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7 6

1 87 7

1 8 7 8

1 87 9

1 8 80

18 81

18 8 2

1 8 8 3

1 8 8 4

18 8 5

18 86

1 2 8 3

5 57

2 4 64

3 652

2 4 22

3 89 8

1 3 67

2 49 2

5 6 9 3

2 92 4

3 38 D

出处
:
郑东梦

: 《 檀山华侨 》

口 1那乡年华侨入 口人数顿减的原因
,

是因为檀香山政府自此年起限制华人入口之缘故
.

檀香山议会通过决

议
,

规定不能于 6个月内继续有华人 6 00 人入 口
.

未久
,

内阁又作出决定
:

如非商人及专业者不得入 口
.

表 3 檀香山华侨人口 历年消长情况 ( 179 4一 19 5 0年 )

年年 代代 人 口口 年 代代 人 口口

}
年 代代 人 口口口 { 年 代代 人 口口

1117 9 444 lll 1 8 8 666 约 2 0 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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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5 0 00000 1 9 3 666 2 7 4 0 555

111 8 0 000 8 000

{
, 8 0 555 2 1 6 1 999 1 9 1 000 2 1 6 744444 3 2 4 0 000

111 8 5 222 约 5 0 000

{
, 8 0 666 2 1 6 1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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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

郑东梦 ( 1 9 29 年 )
: 《 檀山华侨 》 ;

刘振光 ( 1 9 3 6年 )
: 《 檀山华侨 》 ; 郑君烈 ( 1 9 5 7年

《 檀山华侨 》 ;

梁联芳 ( 1 9 0 3年 )
: 《 檀香山采风记 》 。

首先
,

它是同檀香山种植经济发展时代相联系的
。

这期间
,

檀香山的开发步伐加速
。

19

世纪五
、

六十年代
,

是蔗塘业勃兴之时
,

特别是 1 861 年至 18 64年美国南北内战期间
,

南方的

路易斯安那州等出产的糖被切断
,

糖价大涨
。

这就为夏威夷糖倾销美洲大陆以机会
。

单 1 86 1

1 2



年输美的糖额就骤增三倍 ( 郑君烈
,

1 9 5 7
:

16 )
。

华人陈芳 ( 又名国芬
,

香山黄茅斜乡人
,

今属珠海

市 ) 就趁此机会
,

以经营蔗业致富
。

因华人开创的

蔗糖业获利甚巨
,

英法德等国商人也相继挟资投入

此业
,

蔗糖业得到迅速的发展
。

据统计
,

19世纪 60

生代至 90 年代蔗糖产量增长情况是
:

( 见右图表 )

年 代

1 8 60

1 870

1 880

1 8 90

18 98

产量 ( 叱 )

5 72

牙 3 92

3 1 7 92

12 1 0 83

2 2 9 41 4

可见蔗糖业是 以成倍
,

乃至 10 余倍的速度增长的
。

稻米业
、

蔬菜
、

果类之种植业 也同时得到

发展
。

在 19世纪下半叶
,

种植稻米为仅火于蔗糖的行业
。

早在 18 48年始出现的美国加利福尼亚

寻金时代
,

夏成夷已有稻米输往该省
。

60 年代初
,

美国南北战争爆发
,

输往美国之米日益增

多
。

到均世纪末
,

从事稻米业的华工达数千人
。

据统计
,

19 00年禾稻收获时雇用华工达五千

人
。

蔗糖业
、

稻米业和蔬果业的蓬勃发展
,

协必要求有相应的劳动力输入
。

正是为了适应种植经济发展的需要
,

夏威夷皇家农业协会于 18 52年首批从中 国 招 进 华

工
.

这批华工 20 4名
,

其中家窿佣工 24名
。

于 1月3日抵岸时
,

皇家农业协会会长 W
·

L
·

L ee

对他们表示欢迎
。

他在致欢迎词中说
:

“

彼等为一班沉静
、

能干
、

勤敏
、

乐于任事之人
。

由我人简短的经验
,

我将毫无疑豫地

判断
,

我人以后将有比较当地上人更为确定
、

有系统而平廉之 ( 勤劳工 )
。

每名劳力入 口

费用仅 50元
,

每人每月工金及生活费充其量不及 7元
,

此类芳力虽然大食
,

但其 所 食主要

为米饭与少量肉品
,

所费最廉
。 ”

同年 8月 2日又招来第二批华工 98 人
。

(郑君烈
,

1 9 5 7
:

1 2
; 陈翰笙

,

19 84
:

卷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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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起
,

华工或 以被招徕作 为契约工
,

或 以自动投靠亲友故旧的方式
,

纷纷前往檀香山
。

诚如

W
·

.L eL
e所说的

,

华工队舰千
、

勒敏
,

招募费用又平廉
,

夏威夷的农场主 自当乐于招收了
。

对于华工而言
,

因檀香山正处于种植经济方兴未艾之时
,

就业机会多
,

固不待言
,

就是工资

收益也不断有所提高
。

1 852年契约工月薪3元
,

衣食住医药费另外供给
;

189 0年已提高到1 2
。

5

美元 ( 因物价不断增
一

民
,

当不能以此对应计算收益提高幅度 )
。

契约工幸得被挑选为木工
,

铁匠
、

工程师和制塘师助手
,

而且确能胜任
、

熟悉业务者
,

月薪 还 可 增 加到 30至 50美元
.

( 郑 君烈
,

1 9 5 7
:

12
、

17 ; 陈翰笙
,

1 984
:

卷 7
,

第 2 50
、

2 5 8页 ) 在 19世纪 60年代
,

一个在美国

的华工
,

一年只能寄回家 30 美元
。

而这一侨汇已足以养活一个成人及一
、

二个小孩了
。

( 成

露西
,

1 9 8 2 ) 从此可见
,

檀香山给华工所提供的经济机会和经济待遇
,

一般说来是好的
.

有

许多华工从美国转往檀香山谋生
,

也说明这一点
.

其次
,

香山县移民夏威夷高潮出现还有其本地的历史原因
。

鸦片战争之后
,

广州作为对

外贸易的中心 日益失去
,

19 世纪 50 年代终为 上海所取代
。

广州失去了昔 日的繁荣
,

依靠直接

或间接为广州外贸服务的行业啥入停顿或衰落
。

这不仅对广州的居民
,

就是对其郊区珠江三

角州的农 民
,

也带来严重的影响
。

珠江三角州的农业
、

手工业很大程度上是从属于广州城市经

济的
,

广州城市经济的萧条
,

使珠江三角洲的社会经济失调
。

数以千
、

万计的人失去生计
.

被雇
一

卡跟英国作战的团练乡勇
、

佣工
、

水手
、

挑夫
、

小贩
、

市场恶棍等三教九流的人物
,

本

是流动性很大的相对过剩人口
,

社会经济一巳失调
,

他们很容易脱离社会的常轨而落草为寇

·

工3:
!



盗
。

秘密结社和教派活动也趁机猖撅起来
,

终于酿成1 8 5 4一 18 5 8年的红兵大起义
。

天灾人祸又

纷至沓来
。

道光朝 ( 1820一1 85 0年 ) 水患频仍
, “

其间崩决基围无算
” 。

咸丰 ( 1851一 18 61

年 )
、

同治 ( 18 61一 18 74年 )水患愈演愈烈
,

祸害益深
。

(冯拭宗
,

1 88 9年 )嘉庆 ( 1 79 6一18 20年 )

年间起
,

. ,

海盔一直扰乱
,

濒海的香山县受害尤深
,

后夹迫于英国的海军力量
,

而由沿海流窜

到三角洲 内河骚扰
,

益增社会之不宁
。

又因人口对觉地的压力 只益严重
,

引起了土人 ( 较早
’

迁来并与土著居 民融合者 ) 与较迟迁 入的语言习惯独具体 系的
“

客家
”

人之间的怨恨
,

终于

导致咸韦六年至同治六年 ( 18 56一 18 67年 )连绵 11 年的大规模的相互仇杀
。

死伤达 20 万
、

亡

散在 30 万以
_

匕
。

人口 与上地比例的 日益失凋
,

已经隐藏着向海外移殖的
尧

替流
,

当时出现的社

会经济的凋蔽和社会动乱
,

便成为这一时期大量移民海外的导因
。

片 珠江三角洲的移民遍及海外各地
,

而中山县较集中地移入夏威夷
,

则由于乡情吸引的结

果
`

.

’

移入夏威夷的华人中
,

最早发迹者多是中山人
. ,

尤以陈芳 ( C h u n A fo n g ) 为杰出
。

陈

芳是于 18 49年从香港贩运中国商货到夏威夷发售的
。

始时商货因遇火而 曾一度亏损负债
,

但

凳其
一

勇于进改的情神
,

精 明的
一

失脑和经营
,

很块便转亏为盈
,

当他看准正在兴起的蔗糖业是

朴具有广阔前景的行业时
,

便冒险投资于此业
。

果不出所料
,

大获成功
,

他成为华人在檀香

山的首富
。

他的成功和才 干
,

使他成为檀香山社会的杰出人物
。

基于他的财力和声望
,

他广

交在檀香山的有势力的各国人士
,

仍至檀香山王室贵族
。

他也因此成为华侨社团的领导人
。

最能表明他在檀香 }匀之社会影响的
,

是 1 85 6年华侨社团在他的领导下
,

为檀香山的架哗霞洋

霞王第四与其新娘开一盛大舞会
。

这一堂皇的盛事博得王国的好感
。

1 85 7年
,

他与后来为架

刺鸿王 之义妹结婚
,

并于同年加入土籍
。

他为其妻所建的富丽堂皇的一听大厦
,

成为当时达

官
.

显贵集会
,

仍至讨论重要社会
、

政治问题之场所
。

由于他的妻子与1 87 4年登基的架刺鸿王

之间有义兄义妹之关系
,

他在政治界成为知名人物
。

1 87 9年
,

在华侨历 史
.

h 第一位被任命为

夏威夷王国之贵族
。

( 郑 君烈
,

19 57
:

23 ) 经济协力和政治势力 记
.

胜甫相成的
,

他先后创办

的国芬蔗园
、

庇庇娇糖榨 ( P e p e e k c o S u g ar )
、

和程植合开的
“

芳植记
” ,

都是檀香 山 著

屯的企业
。

由于受清政府 1 8 78年 11月 8丙旧金山委任总领事的鼓舞
,

檀香山华商由陈芳 倡首

给驻美
、

日
、

秘三国公使陈兰彬上 书
,

要求派遣一位领事 ( 清委外交 之料
,

卷1 5
,

第 76 页 )
。

基于他的声望和号召力
,

光绪五年 ( 18 79年 )
,

陈兰彬公使奏派他为商董
,

18 80年兼首位领

事 ( 颜清涅
,

19 8 5
:

14 9 ) 负责管理夏威夷侨务
,

他的官邸首次升起中国的国旗
,

他的成功
,

对其故乡香山县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

陈芳开办蔗搪业过程 中
,

曾与其他华侨商人回国招收

华工
。

对这些华工主张平等待之
,

反讨奴役虐待
。

③除吸收到 自己的蔗园工作外
,

又出面为

这些华工与其他种植蔗园主签订契约
,

他对香山人移民夏威夷所起
.

合理
一

上 的 影 响和实际作

用
,

都是不能低估的
。

继陈芳之后任商董并领事者为程汝揖 ( 即程利 )
,

也是香山人
。

他是一位经营商业兼种

植业的巨商
。

187 0年
,

他回香山携带儿子和乡亲前 宋檀香山
。

不后每隔数年回乡一次
,

每次

都带亲朋戚友同往
。

他任领事期间
,

为维护华侨利益
,

不辞劳苦
。

檀香山政府颁布对华人苛

例
,

多赖他据理力争而驳除之
。

19 世纪 80 年代
,

轮船经檀香山
,

每年四
、

五次
,

每次载来华

工数百人之多
。

他皆下船照料
,

妥当安排上岸
。

( 郑东梦
,

19 2 9
:

4 0 ) 此外
,

香山县人在檀

香山发迹而足以充当华工靠山者
,

还有程直
、

陈宽
、

孙眉等等
。

他们本人也同陈芳
、

程汝揖



一样
,

一

也回 乡携带亲属故旧前来檀香山
。

④例如孙眉
,

18 71年随程名桂
、

郑强等赴檀香山依

母舅杨文纳
。

后辟地千数百亩
,

牧畜垦殖
,

并兼营商业
,

因而渐至富厚
。

1 9 8 7年夏威夷政府

以他经营有方
,

成效散著
,

特许他多招华工来檀香山
。

于是他趁 18 78年回家娶亲之便
,

在翠

亨村招徕乡人
,

一时应者甚众
。

他便租一大帆船载招徕的乡人数百人同来
。

除他们亲 自招徕

外
,

便是自动前往投靠
。

急之
,

由于陈芳等人之成功
,

其事迹口碑相传
,

故乡人多以檀香山

为谋生之圣地
。

在种植园工作的华工大都聚居在一起
,

形成一个个华人材
。

契约合同工在期满后可离开

农 场改营别业
。

乡情犹如一粘合剂把他们聚集在一起
,

年深日久
,

终于形成唐人街
。

在这华

人聚居的社区

— 唐人街内
,

华人于 80年代初成立中华会馆
,

负责处理华人社团内部争执和

纠份
,

充当华人社
,

团和当地政府的居间人
。

华人在夏威夷的处境
,

虽然也曾发生过一些令人

遗憾的事情
,

但 急的说来
,

还是好的
。

又因有陈芳
、

程汝揖等人甘乡人的极力提携
、

关照
,

本已蓄意往海外谋生的香山人
,

以檀香山为移入地
,

蜂涌而去就不足为奇了
。

陈滚在 《 八一

自述 》 中写道
: “

十八岁 ( 18 84年 ) 时
,

有叔品连
,

自美国归
,

具道从兄金满旅旧金山
、

培

发旅檀香山近况
.

更详道美
、

檀事业之盛
,

心向往之
,

亚欲前往谋生为快
。

老父嘉余志而笑

许之
。 ”

次年
,

他取道旧 金山抵檀
,

终成华人庄檀香山富商之一
。

从他的自述
,

可见当事香

山县 人民对檀香山之艳羡
,

并以到此谋生为快之心态
。

一人在檀香山 一 旦立足
,

便相互吸引

而去
,

有如雪团一般
,

愈滚愈大
。

这是为什么香山人在檀香山占绝大多数的原因了
。

自18 98年
,

檀香山并入美国之后
,

因受美国移民法的限制
,

华工不能再迁往夏威夷了
.

美国早在 18 80年便已要求同清政府签订了一项移民条约
,

规定华工被限制或暂时停止入境
。

18 82年美国会又通过禁止华工入境的法津
。

规定十年以 内
,

中国人除学生
、

教员
、

官吏
、

商

人及旅行家而外
,

概不得入美国之境
。

1 892年
,

美国议会又通过议案
,

继续禁止华工渡美
。

189 4年复签订中美条约
,

规定 10 年之内禁止华工入境
。

至 190 4年
.

条约期满
.

中国政府虽宣告

该条约失效
,

但美国禁止华工入境反而较往 日为甚
。

基于美国政府一系列的禁止华工入境的

法令
、

条约之限制
。

1 89 8年之后
,

新去者不能入境
。

回国省亲者虽持有 回 头 纸
,

但再书之

时
,

亦受移民局 之种种刁难
、

苛待
,

盘查洁问有如囚犯
。

一语不合即被拒绝登陆
,

或判拨离

境
。

所以
,

18 98年至 , 9 00年两年内华工 已由2 7 81 7人降至 2 3 500人
。

20世纪初
,

还有日渐消

减之趋 ( 详表 3 )
。

20 年代之后
,

华侨人数之所 以有回升之势
,

当因华人繁殖能 力 强
、

自身

蕃衍之故
。

移民檀香山的中山县人
,

一直同其
“

根
”

—
家 乡

、

祖国
,

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

这

种联系不仅表现为侨居地主体上坚持故乡的伦理道德和民风 习俗
,

尤其表现在与故乡
、

祖国

休戚相关
、

患难 与共
。

这种浓郁的乡情观念
,

是有其深远的历 电渊源的
。

“

祖也者
,

吾身委所出
,

犹木之根也
。 ”

( 程一枝
,

卷 1 9 ) 不忘其
“

根
” ,

是华人的传

统的共同心态
。

香山县的居民
,

是 以南迁的中原民族与土著少数民族融合而成的
.

北方的民

族自中原而迁江浙
、

江西
、

福生
,

继而多经南雄而移居香山
。

虽已经历七
、

八百年
,

但对其
“

恨
”

长曾忘怀
。

不忘其根的观念并不因迁徙海外而泯灭
。

在中国境内
,

无 论 移 徙何处
,

“

皆我疆域
” ;

所遇之居民
,

都是炎黄子孙
,

皆我族类
。

在移入地
,

容易确立 安 家 立 业的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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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

他们到檀香山则有所不 同
,

他们浮寄孤悬于异城
,

四顾茫茫
,

举目无亲
,

生死存亡
,

悉由天命
。

他们本是抱着碰运气
、

谋生的思想前往的
。

一位华工 ( 香山人 ) 19 世纪在美国三

藩市附近天使岛上被审讯
、

囚禁之地留下诗句云
: `

旧用所需宜省俭
,

无为奢侈误青年
,

幸

我同胞牢紧念
,

得些微利早回旋
。 ”

( 成露西
,

1 9 82年 ) 这种出洋谋利的思想是共同的
。

因

此
,

除营商者外
,

稍有积蓄
,

便
.

巴归故里
,

省亲娶妻
,

一叙天伦之乐
。

每 年 归 乡
,

』

扁背相

望
,

踵趾相接
。

从 18 52年至 18 8 2年间
,

回乡者达 4千多人
。

寄钱养家和回乡省亲
,

视为情 之

必至
,

理所 当然
。

据 《 檀香山采风记 》 作者于 19 0 0年估计
,

每年从薪金中汇款回家者按 当时

在檀香山华人计
,

每人汇回银洋约百元
。

许多人既不娶 当地妇女
,

又不携妻同往
。

唐
,

人街冬

单身汉的社会结沟本身
,

也促使他们与故乡保持密切的联系
。

华工寄回的侨汇
,

除少部分用

来改善家庭的耕作条件外
,

大都投入生沟性的消费
。

由于这些货币投放市场
,

对侄进侨乡商

品经济的繁荣是起了作用 的
。

但因侨汇金颇甚微
,

又因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
,

民族资本主义

实业难 以抬头
,

未能使之转为产业资本
。

因而
,

它也就不能在发展生产上发挥很大的作用
.

“

不忘其根
”

还表现在主体上保持家乡传统的沦理道德和社会风 习
。

唐人街
,

可谓是移

植中国乡族制度的社区
。

早在 1 882年
,

程汝揖就已创立中华会馆作为华人的乡 族 组 织
。

尔

后
,

又按地缘或血缘成立各种联谊组织
。

1 891年
,

隆都人已组织
“

从善堂
” ,

其他各都 ( 除

榄都和黄旗都外 ) 也相继成立各自的乡谊会
。

( 高民川
, a

) 按姓氏组织者如彭氏宗亲 会
、

李氏敦宗公所等也继之而起
。

这些组织
,

既可联络乡情
,

又可为内部排难解纷
。

故乡的沦理

道德和社会风习是判断是非曲直的标 准
。

执行者是大大小小的 乡族组织的头 目
。

1 9世纪六
、

七年代
,

陈芳在华人社区犹如家乡长老的角色
。

遇事
,

多以他一言为定
。

80 年代程汝揖继他

之后为唐人街的首领
。

几事也是唯他意旨是遵
。

大大小小 的组织中
,

只要其头目出来一呼
,

虽不明事情的真象
,

众人赴汤蹈火
,

也在所不辞
。

( 谢廷王
,

1 9 7 5
:

250 ) 这种团结 赴难 的

精神和举动
,

同华人社区内会党组织的作用亦有关系
。

从伦理道德
、

生活方式到语言口音都

在唐人街被保持下来了
。

29 5 0年有人撰写观感道
: “

那里华侨的乡音
,

社会风俗和特性包风

采
,

差不多个个是中山县人
。 ”

( 广东中山华侨
,

卷 2
,

期 3 ) 乡族观念使华工团结起来
,

保

卫 自己的利益
,

但都往注流于宗派而不利于群体间的交际和团结
,

从而易招猜疑与嫉忌
,

加

深彼此间的矛
.

盾
。

如果说宗法思想导致华人对故土亲属承担抚养责任
,

并移殖乡族制度于唐人街的话
,

那

么乡情观念就使其对家乡
、

对祖国怀抱执着爱恋之情
。

在檀香山的华侨
,

身在海外
,

心怀桑梓
。

每当祖国有难
,

便解囊捐输
,

毫无吝借
,

对家

乡的善举
,

诸如修桥补路
、

兴学施教
,

教灵娠饥等
,

也无不踊跃 捐 输
。

据 刘振光 《 檀山华

侨 》 一书记载统计
,

为祖国
、

家乡 捐 输 的 款 额
:

1 930年 美 金 51 54 6
.

4 8元 ; 19 3 1年 美 金

22 62 8
.

4 5元
,

洋银 12 310元
:

1 9 32年美金 76 9 75
.

95元
,

洋银 261 3 9
,

2
.

5元
,

港 币 1 000元 ;

1 9 3 3年美全 7 9 8 8
.

0 4 5元
,

洋银 5 0 9 22 72元
。

尤其可贵的是华侨以祖国的兴盛安危同自己的命运联 系一起
,

他们飘零异域
,

愈受缺乏

强大祖国为后盾并作保护之 芳
,

奋起复兴祖国之情愈烈
。

返归祖国的华工带回他们在海外所

接受的近代化思想和技术
,

造福桑梓
。

自幼往檀香山的孙中山
,

则兹
“

慕西学之心
,

穷 天地

之想
” ,

并领导数十名华侨代表在那里建立兴中会
,

发出
“

振兴中华
, ”

的呼号
。

檀香山成

为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

为了中国革命
,

檀香山华侨输财出力
,

乃至捐躯就
_

狡
,



皆在所不辞
。

据不完全的统计
,

1 9 8 5一 19 1 2年间为支持孙中山 领 导 的革命活动 经费
,

先后

捐叻美元 8 0 0 0元
,

银洋 63 2 5 5元
。

(郭 景荣
,

1 9 8 2年 )尤堪称道的是孙中山之胞 兄孙眉
。

他

乃
“

茂宜岛大畜收家
夕

牧场 J一千效百穷
,

有茂宜王之称
” ,

为了 筹 备 革 命经费
, “

便 以每

头六
、

七元之价贱售其牛牲一部
,

以充义晌
。 ”

( 冯自由
,

1 947
:

2 6
、

9 6 ) 邓松盛 ( 又名荫

南
、

三伯 ) 参加兴中会后
,

为跟随孙中山起 丈
, “

尽卖其商店及农场
,

表示一去不返决心
。 ”

( 冯 自由
,

1时 7
:

97 ) 檀香山 巨商杨昆之子杨仙逸
,

在美国学会航至伎术
,

回国追随孙中山

革命
,

并为攀命献出了生命
。

孙中山 以檀香山为出发点
,

将草命的火种扩播于美洲
、

南洋
、

日本各地
、

故七神州大陆之能够推翻帝制
,

创建民国
,

檀香山侨胞之功不可磨灭
。

民国建立之后
,

檀香山华侨纷纷持一技之长
,

返回祖国服务
,

据郑东梦 《 檀山华侨 》 记

载统计
,

从 民国建立后至 1 9 2 9年间
,

回国从政者 55 人
,

从商者 38 人
,

从医者 6人
,

从事教 育

文化工作者 28人
,

从事工业
、

交通业者 ?人
,

共1 4 5人
,

侨商在国内开办商业者有上海大同有

限公司
,

投资达 300 万大洋
。

他们在不同的岗位 上为振兴中华贡献了力量
。

自从 19 7 8年中国实行 改革
、

开放 以来
,

中山县在檀香山的华侨爱 国爱 家 之 情
,

益加浓

烈
。

笔者
一

于 1 9 8 8年春曾到檀香山华侨较 多的中山隆都作实地考察
。

近几年来
,

隆都华侨 ( 包

含檀香 山以外的华侨 ) 和港澳同胞捐款折值人 民币 8 百万
,

用 以领建学校 12 间
,

医院一座
,

宾馆一座
,

铺筑纵横贯穿隆都水泥公路一条
;

投资折值人民币1 3 00 多万
,

创办来料加 工 厂

76 间 ; 又投资 2 00 0万港币
,

创建宝珠工业新村
。

所到之处
,

!一房 林立
,

田园碧绿
;

女由埋 从

工
,

昆仲秋养
,

各展其能
,

勤劳致富
。

工
、

农业之成就
,

日新月异
,

呈现出一派蒸蒸 日上的

繁荣景象
。

对此
,

华侨所起的作用
,

是不可低估的
。

. J . 口口 , , 叹 , . ,
. 民 , , , ` 乙几二幻 . 。 二 , 口. r , 亡 口亡 , 二 , , 艺 , . . . . d 护

闯
. . 二 , .

注释

①关于南雄珠矶巷民族南迁事
,

据黄博慈辑的 《 珠现巷民族南迁记 》 一书记载
,

先后从珠现巷迁珠江 三 角

洲的姓氏有 70 多姓
,

如包括同姓异宗者在内则达近百姓
.

在南雄城北通往大庚岭道上
,

确 有 一 村 名 日

“

珠矶巷
” 。

笔者于 1 9 8 5年夏天曾亲往实地考察
。

此巷约长五百米
。

而南迁诸姓如此 之多
,

不可能都是珠

现巷人
,

因南移之中原
、

江南士民多经此通道
。

把珠现巷作为中原和江南的象征
,

代表南迁人的故乡
.

尤

其重要的是诸姓同出珠现巷之说
,

可使他们结成乡族集团
,

以便于对珠江三角洲的控制
。

②厉式金
: 《 香山县志 续编 》 卷三

“

氏族
”

中
,

唯有仁良都庞族
,

说是
“

世居隆都
” 。

但对庞姓寻根探源起

来
,

自可与三国庞统认同一姓
,

再往前追溯
,

则系战国 时之大将庞涓之后裔了
.

可见
“

世居隆都
”

之说可理

解 为冒称宠姓
,

或何时迁入 已失诸传说
。

有一点可以肯定
,

即香山县和广东其他地 方 一样
,

现在的居民

是中原士民和当地少数 民族的经过长期文化上的融合
,

并相互通婚而产生的混血族
。

③郑东梦 ( 19 2 7年
: 《 檀山华侨 》 第 38 页 《 商董兼领事衔时期之情形 》 条记载

: “

陈国芬 ( 即陈芳 ) 在檀

倡设客商会馆及国芬蔗园
,

有人招工人 1 50 名
。

工人抵檀香 山
,

闻国芬糖榨总管苛待工人
,

不肯承工
。

遂

致闹事
,

彼此争执
。

陈公使兰彬闻之
,

遂撤销陈国芬差使
,

陈国芬因而撤消客商会馆
。 ”

关于他的总管苛待

工人一事
,

同陈国芬主张不符
,

似非属他之 旨意
。

至于总管苛待工人一事导致撤销 陈国芬领事之职的说

法
,

经 同 R o b e r t P a ul D y 。
先生商讨

,

得益于他甚多
。

看来
,

这仅是表面的导因
,

更深层的原因有侯后

日专文探讨
。

④据郑东梦 ( 1 9 2 9 )
: 《 檀山华侨 》 “

闻人录
”

统计
,

全书均 8名
“

闻人
”

中
,

中山县人占 1 40 名
。

从此也可

见中山县在檀香山的华侨
,

无论社会
、 `

经济实力
,

均占绝对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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