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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是 在 种 种 因 素
的 推 动 下 ， 早 已 延 续
了 几 个 世 纪 的 零 星 人
口迁移在19世纪洪波涌
起 ， 下 南 洋 的 大 浪 潮
来了。

筚路蓝缕

《 南 京 条 约 》
签 订 后 ， 厦 门 成 为 通
商 的 五 座 港 口 城 市 之
一 。 这 里 与 南 洋 的 交
通 便 利 ， 夏 季 时 受 西
南 季 风 的 影 响 ， 越 南
沿 岸 流 和 中 国 沿 岸 流
自 西 南 向 东 北 ， 船 只
自 印 尼 出 发 顺 洋 流 可
以 到 达 厦 门 ， 冬 季 风
向 洋 流 则 反 之 ， 可 以
从 厦 门 到 达 印 尼 ， 于
是 厦 门 成 为 了 闽 南 华
侨出海的集散地。

据统计1841到1875

年，闽南约有525000人
从厦门下南洋。

此 时 南 洋 部 分 地
区 的 开 发 程 度 不 高 ，
很 多 闽 南 人 正 是 看 重
这 一 点 ， 希 望 得 到 自
己 的 土 地 ， 同 时 逃 离
官 府 的 苛 捐 杂 税 ， 便
选 择 下 南 洋 。 这 也 就
注 定 了 这 些 初 代 华
人 要 经 历 一 番 艰 辛 的
草 创 时 期 ， 他 们 学 习
当 地 人 ， 用 木 头 做 柱
子 ， 竹 子 做 地 板 ， 树
叶 做 墙 和 房 顶 ， 搭 出
简 易 的 高 脚 屋 ， 一 个
屋 子 里 往 往 还 要 挤 着
好几个人。

从 修 建 住 房 到 拥
有 自 己 的 社 区 ， 闽 南
人 逐 渐 站 稳 脚 跟 并 融
入当地社会。

但 这 个 过 程 并
非 一 帆 风 顺 ， 其 中 的
艰 难 险 阻 不 足 为 外 人
道 ， 逐 渐 成 为 了 南 洋
华人间的秘辛。

南 洋 的 气 候 、 生
态 毕 竟 与 闽 南 并 不 完
全 相 同 ， 初 来 乍 到 很
多 闽 南 人 也 出 现 了 水
土 不 服 、 感 染 热 带 疾
病 情 况 。 人 们 当 时 对
霍 乱 、 疟 疾 、 腹 泻 都
缺 乏 防 治 方 法 ， 当 地
还 有 蟒 、 蛇 、 蝎 子 ，
以 及 喜 欢 偷 吃 、 践 踏
庄 稼 的 野 兽 。 这 一 切
都 让 开 荒 的 闽 南 人 面
临 巨 大 的 风 险 ， 一 个
定 居 点 在 一 场 疫 病 中
死 亡 几 十 人 、 上 百 人
的 记 录 史 不 绝 书 ， 更
多 的 小 定 居 点 ， 则 连
记录都不会留下。

当然，风险越高，
收益也越高。种种不确
定 性 死 亡 的 同 时 ， 也
有通过移民实现阶级跃
迁 ， 彻 底 翻 身 的 可 能
性。除了务农，不少闽
南华人会选择靠手艺吃
饭 或 者 做 点 小 生 意 ，
他们凭借自己的勤劳勇
敢逐渐形成了产业聚集
区，并主导了一些当地
行业，度过了早期的悲
惨生活。

南洋各地早在17世
纪时就已经有了数百到
两三万人不等的华人聚
居区，到清末，华侨已
达四百万之众，他们在
越南、缅甸北部、婆罗
洲等地开矿，在爪哇岛
与马来半岛承包甘蔗、
香料种植园。其中，闽
南人黄奕住算是一个传

奇 ， 从 剃 头 匠 一 路 逆
袭 ， 终 成 印 尼 糖 业 大
王。

除 了 乡 邻 间 有 组
织的下南洋之外，还有
一类是华人契约劳工。
这些工人在一定时期内
没有人身自由，处境更
为悲惨，奋斗史也更为
曲折。仅仅1849-1875
年。便有约236500名契
约劳工下南洋，占到下
南洋闽南人的一半。

但 有 意 思 的 是 ，
无论是以什么契机下南
洋，只要他们在当地能
够成功立足，就往往会
带着宗亲一起下海，和
在老家一样，通过宗族
和同业社区立足于陌生
的环境，应对天灾、野
兽和其他族群的侵袭。

福建人
为什么要下南洋？（中）

下南洋的华人
们，把祠堂建到
了东南亚

宗族，是他们
构建共同体、强
化认同的纽带

（东南亚建筑
风格的郑氏祠
堂）

身上若无千
斤担

谁愿他乡万
里行

有些在南洋
身故的打工人

最后只能通
过引魂的方
式，回到故里

这些产业聚
集区

有些后来发
展成了唐人街

（位于吉隆
坡的茨厂街，
图片：wik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