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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南 洋 是 近 代 中
国 持 续 时 间 最 久 ， 规
模最大的人口流动。

与 闯 关 东 、 走 西
口 不 同 ， 下 南 洋 的 目
的 地 是 模 糊 的 ， 涵 盖
了 当 时 东 南 亚 多 个 依
旧 是 列 强 殖 民 地 的 地
区（暹罗除外）。

晚清至近代，一
南一北两个方向的大
规模移民

对 中 华 民 族 来
说 是 具 有 非 常 重 大 意
义。

当 时 的 东 南 亚 基
本被西方列强所瓜分

南 洋 华 人 只 能 在
这 种 环 境 下 夹 缝 中 求
发展。

南 洋 华 人 依 靠 吃
苦 耐 劳 的 性 格 和 拼 搏
精 神 ， 在 东 南 亚 的 莽
莽 丛 林 开 辟 出 土 地 ，
靠 几 代 人 持 之 以 恒 的
勤 勉 与 精 明 ， 最 终 成
为 东 南 亚 富 人 的 代 名
词 。 在 获 得 了 稳 定 富

裕 的 生 活 以 后 ， 他 们
还 在 家 乡 有 需 要 的 时
候 反 哺 家 乡 ， 成 就 自
己 的 同 时 带 动 家 乡 的
发展。

闽南华人华侨中
的代表人物

首 推 爱 国 华 侨 领
袖 ， 陈 嘉 庚 先 生 ， 他
是 厦 门 大 学 和 集 美 大
学的创办者。

其 中 ， 福 建 闽
南 华 人 的 贡 献 尤 其 突
出 。 他 们 人 口 基 数
大 、 社 会 成 就 高 、 乡
土 意 识 强 ， 在 不 同 的
时 期 依 依 北 望 ， 用 自
己 的 方 式 守 护 着 那 回
不去的故乡。

寸土寸金

福 建 闽 南 地 区
指 今 天 的 福 建 省 泉 州
市 、 厦 门 市 、 漳 州
市 、 漳 平 市 等 地 ， 严
格 来 说 应 该 算 作 福 建
东南部。

福 建 省 山 地 丘
陵 占 到 土 地 面 积 的 八

成 ， 平 原 面 积 狭 小 ，
且 大 都 分 布 在 沿 海 ，
闽 南 地 区 的 河 流 下 游
也 集 中 了 少 量 珍 贵 的
平 原 ， 这 些 地 区 也 自
然 成 为 了 福 建 的 人 口
密集区域。

全 省 最 重 要 的 平
原 地 带 其 实 是 北 边 的
闽 江 流 域 ， 次 之 便 是
南边的厦漳泉了。

闽 南 多 良 港 ， 促
进 了 附 近 港 口 的 发 育
并 在 历 史 上 成 为 中 国
南 方 的 贸 易 集 散 中 心
之 一 。 但 这 里 的 土 地
终 归 有 限 ， 人 口 自 然
增 加 加 上 大 量 不 事 农
业 的 城 市 人 口 ， 就 出
现 了 明 显 的 人 口 过 剩
现象。

在 现 代 ， 这 并
不 是 什 么 难 题 ， 但 在
农 产 品 产 量 和 运 力 都
较 低 的 古 代 ， 就 意 味
着 当 地 人 必 须 开 垦 更
多 的 土 地 ， 但 坡 地 的
农 业 加 之 较 低 ， 大 量
开 发 还 会 造 成 水 土 流
失 ， 人 地 矛 盾 愈 发 尖
锐 ， 由 此 也 引 发 了 族

群 间 对 生 存 资 源 的 争
夺。

闽 南 的 诸 多 河
谷 相 比 闽 江 要 狭 小 得
多 ， 但 还 好 这 里 离 海
边 近 ， 所 以 不 断 的 对
外 移 民 就 成 为 此 处 的
历史常态。

以 上 还 是 祖 上 在
山 区 中 成 功 开 荒 的 自
耕 农 的 生 活 ， 佃 农 的
生存状态只会更差。

好 在 除 了 农 业 ，
闽 南 地 区 还 有 发 达 的
商 业 。 泉 州 、 漳 州 、
厦 门 自 宋 元 以 来 就 是
重 要 的 贸 易 港 口 ， 与
南 洋 各 岛 上 的 当 地 人
或 殖 民 者 贸 易 ， 构 建
了 闽 南 最 重 要 的 贸 易
网络。

商 人 带 回 了 南
洋 的 商 品 、 南 洋 的 银
元 ， 也 带 回 了 南 洋 的
信 息 。 对 于 那 些 无 法
向 土 地 讨 得 生 活 的 闽
南 人 来 说 ， 下 南 洋 逐
渐 成 为 了 一 条 必 选 的
生路。

恰 好 此 时 南 洋
已 沦 为 西 方 国 家 的 殖
民 地 ， 列 强 对 东 南 亚
有 着 强 烈 的 开 发 动
机 ， 尤 其 需 要 老 练 的
农 民 、 小 商 人 、 吃 苦
耐 劳 的 劳 工 和 手 工 业
者 。 愿 意 从 宗 主 国 移
民 到 东 南 亚 的 白 人 毕
竟 是 极 少 数 ， 源 源 不
断 的 华 人 移 民 则 正 好
可 以 填 补 这 一 空 缺 。
这 些 消 息 一 传 十 十 传
百 ， 很 快 引 起 了 闽 南
人 的 注 意 ， 形 成 了 南
洋 遍 地 好 赚 钱 的 共
识。

闽 南 人 的 家 族 与
家 族 观 念 则 是 在 异 域
求 生 存 图 发 展 的 关 键
组 织 。 因 家 族 关 系 而
形 成 的 情 报 网 快 速 传
递 着 来 自 南 洋 的 发 财
消 息 ， 在 南 洋 扎 根 的
人 也 会 选 择 带 走 一 些
亲 戚 ， 宗 族 内 部 凑 盘
缠 、 船 票 也 很 容 易 。
参 与 过 公 车 上 书 的 黄
乃 裳 就 曾 经 先 后 动 员
1118人去泗务垦荒，这
样 “ 先 去 带 动 后 去 ”
的 故 事 在 下 南 洋 的 历
程中屡见不鲜。

福建人
为什么要下南洋？（上）

闽南华人华侨中的代表人物首推爱
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他是厦
门大学和集美大学的创办者

闽南女人以勤劳贤惠著称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泉州惠安县

的“惠安女”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许多后来的南洋华人商业巨子
最早都是从小本生意起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