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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侨南洋织商梦
文\海南日报记者 

王迎春
编者按
“下南洋”与“

闯关东”“走西口”
，被并称为近代中国
的三次移民潮。海南
人南下印尼、马来西
亚等东南亚国家贸易
经 商 的 历 史 悠 久 。
在漫长的时光里，一
代代海南商人背井离
乡、远渡重洋，克服
重重困难，在异国他
乡打拼创业，书写了
一段段含着血泪与梦
想的传奇。尤其是自
明清以来，因自然灾
害、战乱等原因，大
批海南人前往南洋谋
生，琼侨力量进一步
壮大，建立了一大批
会馆等社会组织，产
生 了 深 远 的 历 史 影
响。

海南周刊今日推
出“丝路海商”系列

报道之《下南洋》专
题，为您讲述海商下
南洋那段跌宕动人的
传奇故事。

海南岛的自然条
件和社会经济状况，
决定了它外向型的发
展模式。东南亚与中
国山水相连，自古以
来便是中国东南沿海
地区百姓移居海外的
主要目的地。下南洋
曾是海南岛一种较为
独特的人文现象，也
是海南人积极寻求新
生活空间、一代代琼
侨融入世界经济文化
大潮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怀揣着发
财 致 富 、 光 宗 耀 祖
的梦想，还是将南洋
作为战火纷飞时期的
避难所，下南洋的华
侨对海南的影响，几
乎渗透到了经济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一
部分海南商人乘船南
下，或往来贸易或留

居不归，成为传播海
商文化的重要力量。

唐宋
对外贸易增多，

早期华侨出现
唐代是中国与外

域 特 别 是 东 南 亚 等
地 关 系 空 前 发 展 的
时 代 ， 对 外 交 往 频
繁。“北枕雷阳，东
连广郡，南近交趾，
西通合浦、象林，诸
港可通舟楫，乃四通

八达之区也。”当时
的海南，地处南海中
西航线之要冲，拥有
丰 富 的 热 带 土 特 产
品，与东南亚等地建
立并保持着广泛而密
切的联系，这也使海
南人移居海外成为可
能。

不过，早期的出
洋 者 仅 是 出 洋 的 拓
荒者，或渔夫，或商
民，去了其他国家后
又返回故里，不算是
真正意义上的华侨。
借航运之便，流寄海
外，留居南洋一带较
早者应当出现在宋、
元时期。

到了宋代，海南
的 对 外 贸 易 更 加 发
达，岛内外各方面联
系显著加强。海上贸
易的兴盛促使一部分
从事这一活动的海南
人 “ 住 番 ” ， 居 久
不归者成为早期的华
侨。

除了主动南下经
商求富，亦有被动的
人 口 迁 徙 。 南 宋 时
期，又有大批居住在
福建和广东沿海的人

迁移到海南岛东部及
东北部一带，使该地
区人口急剧膨胀。地
理环境无法承载这么
多 人 口 ， 其 中 的 一
部 分 人 面 临 再 次 迁
徙——下南洋。

至宋末，海南岛
与东南亚的贸易已有
一定规模。当时，海
南的沉香、生香、槟
榔 、 花 梨 木 、 琼 枝
菜、高良姜等大宗产
品依靠海上运输，频
频输出。

据《琼侨史略》
记载：宋灭元兴，元
朝 继 续 大 量 派 兵 南
下，企图征服南洋，
剿除南宋残余臣民，
但由于水土不服等原
因，军事行动失败。
不少元军官兵散居南
洋各地，其中也有一
些琼籍兵。

明清
“海禁”松弛，

海南移民热潮涌现
不过，海商的下

南洋之路，到明清时
期才越走越宽。

丘濬在《学士庄
铺前老街。 海南日报记者 封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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