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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清政府解除了
妇女出洋的禁令，一
些已出洋的男子才回
乡携带家属出去，出
洋的妇女逐渐增多。

20世纪上半叶
为避战乱，出洋

人数创新高
20世纪初，贩卖

华工的情况虽然没有
了，但由于海南连年
天灾，加之社会动荡
等，海南人并未停止
出洋。人们从开放的
口岸里，通过各种途
径下南洋。

据统计，海南下
南洋人数最多的三个
市县分别是文昌、琼
海和万宁。如今，在
海南东部沿海地区，
几乎村村有华侨，一
些村庄家家有海外关
系。

1927年，第一次
国共合作破裂，战乱
致社会动荡，又逢英
国在新加坡三巴旺兴
建远东最大的军事基
地，需要大批劳工，
海南出洋人数创历史
新 高 。 在 十 年 内 战
期间，除了因农村经
济破产，无法过活而
出洋者外，有些人因
政治迫害或战乱而逃
到南洋避难。据《海
南岛志》记载：“各
县在外侨民，最多为
文昌，约有上万人，
次为琼山、琼东、乐
会、定安等县，具有
数千人。”

1937年抗日战争
爆发，中国社会秩序
遭 破 坏 。 日 军 侵 琼
前夕，为避战祸，大
批海南人拖家带口出
逃 南 洋 。 据 琼 海 关

统计，到1939年，海
南出洋人数达到5万
人，他们有些从海口
港、清澜港乘船前往
南 洋 ； 有 些 先 去 湛
江 、 再 由 琼 侨 总 会
救济帮助，前往新加
坡、马来西亚、泰国
等地。

抗战胜利后，海
南人出洋的速度有所
放缓，但出洋者仍络
绎不绝。随着国共内
战 爆 发 ， 为 躲 避 战
火，海南人又开始大
量出洋。海口至东南
亚各地的船票一票难
求，黑市上一张船票
被炒至100光洋，许
多人卖田典牛外逃“
去番”。

解放后
社会稳定，出洋

人数锐减

解放后，国内社
会秩序井然，百姓生
活安定，海南出洋人
数锐减。20世纪50年
代出洋者中，大多是
为了家庭团聚、出国
留学继承财产、出洋
经商等出国定居，总
的来说，规模不大。

20世纪60年代至
70年代，因当时国内
外的政治环境，出国
者甚少。80年代后，
中国改革开放，既极
大地增强了国家的综
合实力，又改善了与
许多国家的关系。于
是海南出国人数又呈
增多态势。

不同年代海南人
出洋情况

汉代，一条由南
海通往东南亚和南亚
的航线已经出现，海
南岛是航线上的必经
之地，成为漂洋过海
的人们南下的中转驿
站。

唐代，海南与东
南亚等地建立并保持
着 广 泛 而 密 切 的 联
系，使海南人移居海
外成为可能。

宋代，海上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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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政府实行
严 厉 的 “ 海 禁 ” 政
策，仍无法断绝私商
贸易，海南与东南亚
的贸易继续发展。

清代，1717年，

清政府颁布南洋禁航
令；雍正八年，“海
禁”有所松弛，海南
再度掀起出洋潮，一
批又一批冒险者前往
南洋谋生。

鸦片战争后至19
世纪末，海南人出洋
的禁令被完全解除，
列强开发东南亚形成
劳动力缺口，大批海
南人跟随亲友到南洋
出卖苦力谋生，出现
了贩运契约华工的情
况。

20世纪初， 贩卖
华工结束，但由于海
南连年天灾，加之社
会动荡等，海南人并
未停止出洋。

1927年， 第一次
国共合作破裂，社会
动荡，又逢英国在新
加坡兴建军事基地，
需 要 大 批 劳 工 ， 海
南出洋人数创历史新
高。

抗 日 战 争 期 间   
为 避 战 乱 ， 许 多 海
南人拖家带口出逃南
洋。

解放战争期间，
抗战胜利后，海南人
出洋速度有所放缓；
随着国共内战爆发，
为躲避战火，海南人
又开始大量出洋。

解放后，国内社
会秩序井然，百姓生
活安定，海南出洋人
数锐减。

改革开放后，中
国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提
速，海南出国人数又
呈增多态势。

琼侨南洋织商梦(下)

文昌清澜港，当年许多下南洋的人从这里出
发。 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