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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宗教对海外华人移民活动的影响
———近代福建地区的三次集体移民活动述评

朱　峰

提　要 : 近代福建 , 天主教区、华人基督徒、新教传教士分别参与、发动和组织了当地天主教

徒、基督教徒移民非洲、东南亚地区的集体移民活动。本文尝试结合基督教研究与华侨华人史研究 ,

对这三次集体移民做一述评 , 分析比较移民活动参与者、组织者及其社会角色的异同。文章认为 , 近

代基督宗教在华人移民海外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多元 , 性质复杂 , 不仅影响着华侨华人移民运动的发

展 , 亦为华人信徒提供了一个普世性的社会流动网络 , 使基督宗教成为海外华人宗教的重要组成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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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农耕文化“安土重迁”传统观念不同 , 移

民是福建等中国东南沿海社会的重要地方传统。

远在东汉 , 中国东南沿海与海外之间已有了人员

流动。近代是中国东南地区人口剧烈变化的时

期。据统计 , 福建人口从清光绪 23 年 ( 1897

年) 的 2683 万骤降至 1937 年的 1106 万 , 除了

因灾变疾病等原因造成的自然衰减外 , 大量人口

移民海外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①。无独有偶 , 移

民也是基督宗教的重要文化主题。从旧约时代的

以色列人出埃及到 17 世纪的清教徒移居美洲大

陆 , 基督宗教在不断迁移离散之中从一个民族宗

教演变为普世性宗教。近代 , 随着基督宗教大规

模传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 两种来自不同文化传

统的迁移文化相遇、碰撞 , 互相影响 , 广东、福

建、浙江等地先后出现一些与基督宗教有关的海

外移民活动②。

目前 , 尚未有学者专门研究近代来华的基督

宗教在华人移民海外运动中扮演的角色 , 及其对

近代基督教史、华侨华人史的影响。少量涉及到

基督宗教的华侨华人史研究中则将其列为帝国主

义侵略中国 , 拐卖人口的重要佐证③。然而 , 历

史远比人们所认知的复杂。1900 年前后 , 福建

地区天主教、基督教先后参与、发动、组织了三

次较大规模的集体移民活动 , 在地方社会和海外

华人社会中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拟以此为例 ,

探讨基督宗教参与中国海外移民的历史过程 , 剖

析其对海外华人社会、中国侨乡以及基督宗教自

身的影响 , 加深对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变迁之间

互动的理解 , 探讨基督教在华历史的复杂性。

一、天主教参与的移民活动

1901 年 , 法国驻福州副领事李华达在一份

报告上写道 : “一艘丹麦轮结关后开往马达加斯

加。一艘德国轮结关后开入笛尼汪岛 , 两艘船上

都载着苦力。”, “在法国政府的资助下 , 一些当

地人乘船前往马达加斯加和笛尼汪岛。法国政府

对苦力的关心而作出的安排 , 是迄今为止最细心

的一次 , 人们对此普遍感到满意。然而 , 近来的

新闻报道说 , 已有不满情绪产生 , 苦力给家里寄

来一封封抱怨的书信。”④这两批华人移民是法国

殖民政府、法国商人策划发动 , 福建天主教协助

组织的。目的地分别是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留

尼汪岛。

1. 移民马达加斯加



1901 年 , 马达加斯加的法国殖民者为防止

英国的进攻 , 计划在岛上修筑铁路。由于当地刚

刚废除本地土著的徭役制 , 殖民者亟需新的劳动

力。1901 年 5 月 7 日 , 法国殖民当局与法国商

人魏池达成协议 : 从福建招募 1000 名劳工 , 在

6 个月内抵达。魏池通过法国驻福州领事与福建

洋务局于 1901 年 4 月订立《马达加斯加招工合

同》。合同的主要内容有 : 魏池替法国在闽招工

1500 人 , 工人须自愿出洋 , 年限为三年 , 每日

工时为 8 小时 , 月薪 10 元 , 资方不得擅自加班 ;

免费付给工人衣被等日常用品 ; 不得虐待、鞭打

华工等⑤。魏池的招工对象主要是福建地区的天

主教徒。为照顾移民的天主教信仰 , 招工合同特

别规定 , “每礼拜日 , 圣母升天、诸圣瞻礼、耶

稣圣诞并中国元旦 , 除夕各日子并不工作。”从

内容看 , 这份招工合同对参加招工的劳工的权益

有一定保障 , 在执行过程中 , 移民活动却不断出

现严重问题。在福建天主教会的协助下 , 魏池向

福州附近乡村信奉天主教的农民广事宣传 , 于 5

月间招到 1500 名华工。但不久 , 地方上纷传法

国人要把这些移民当作“猪仔”卖出洋 , 许多天

主教徒在码头上一哄而散。魏池急忙请法国领事

向洋务局交涉 , 最后责成地方官出面对未散走的

华工加以劝阻。1901 年 6 月 27 日 , 共有 746 名

移民到达马达加斯加。但本应负责雇佣这批移民

的马达加斯加法国殖民者却认为 , 魏池在福州定

的契约太过“严苛”, 对劳工的权益照顾太多 ,

如不得强迫加班等条款 , 限制了其盘剥华工的权

利 , 迟迟不肯雇用。直到 8 月 , 才勉强由殖民政

府招募 , 进行修建铁路等公共工程。由于生活条

件恶劣 , 人地生疏 , 华工出现大量病亡现象 , 仅

在铁路上作工的患病率就达 69 %至 80 %。华工

纷纷逃亡。1902 年 , 余下的 542 名劳工移民返

回福州。

2. 移民留尼汪

1901 年 , 法属留尼汪岛为实现经济多样化 ,

尝试开始种植中国茶叶。种茶需要大批专门劳

力 , 法国殖民当局选中福建劳工 , 并与法国驻福

州领事接洽。1901 年冬 , 法国领事接洽福建教

区主教苏玛素 , 请天主教区协助招工。苏玛素予

以大力协助 , 通过在闽东福安地区传教的西班牙

传教士高大涵、白仁宝等人动员当地天主教徒参

加移民 , 许以每人安家费 ; 称应募的人会得到种

种优待。“一般善良教徒相信传教士本耶稣博爱

精神慈善为怀 , 专务克己修行 , 创办学校设立仁

慈堂 , 又保送中国人到外国去工作或读书 , 认为

这些外国人所做的全是好事。”⑥天主教区仅在福

安一地就招募百多人。苏玛素派出华籍神父江朗

川为带队人 , 于 1901 年冬邀集应募教徒 , 集中

在福州泛船浦天主堂 , 总数为 813 人。由法国驻

福州领事经办手续 , 移民留尼汪。1901 年 , 这

批移民搭乘德国“埃利卡”号汽轮 , 从福州起

程 , 历时 23 天 , 直到非洲法属留尼汪岛 (又称

布尔邦岛) 。他们有的在岛上工作 7 年 , 有的长

达 14 年。江朗川负责照顾中国教徒在当地的宗

教生活。移民生活非常艰苦。留尼汪总督致信告

知法国驻福州领事 , 1902 年仅 5 月至 8 月间就

有 49 名华人移民死亡。法国领事回信要求当地

殖民当局切实照顾华人移民的待遇 , 因为“留尼

汪的契约华工的家属们 , 从信中获悉亲人们强烈

地抱怨所受的待遇 , 尤其在吃、住方面的待遇。

我不知道这些尖刻的批评其根据是什么。不过 ,

雇主应该考虑中国人不是印度人。如果不想最终

关闭在福建困难地打开的招工地盘 , 就必须给这

些新来的人以一定的尊重”, 他“站在保护人的

立场 , 希望由于您必将采取的有力措施 , 而得以

制止。”⑦事实上 , 800 余名移民中有的因过度劳

累、水土不服而死去 , 有的则与当地土人结婚。

1906 年 , 江朗川离开非洲返国 , 取道法国、意

大利 , 见罗马教皇庇护十世 , 成为中国神职人员

获教皇降福的第一人。回国后 , 福建天主教区授

予其教区议员、天主教扬光中学董事长。

二、华人基督徒发动的移民活动

天主教参与华人移民非洲后不久 , 美以美会

华人信徒、福建著名进步人士黄乃裳开始组织福

建乡民南下东南亚。美以美会是近代福建重要的

基督新教宗派。黄在幼年时加入美以美会 , 中年

考中举人 , 在当地积极宣传改良思想。他组织海

外移民有以下三个原因 :

一是寻求个人事业的发展。1898 年 , 黄乃

裳上京应考 , 亲历维新变法的百日风云。黄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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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第 , 个人政治前途失意。维新变法又以失败告

终。黄回到福建 ,“嗒然若丧 , 不知当为何事 ,

可以少纾利他主义。因决往南洋群岛 , 觅一地旷

人稀之处 , 可容数百万人为业农者 , 为桑梓穷无

聊赖之同胞辟一生活路径 , 不至槁饿而死。且以

远女主之淫威 , 与夫专制之虐毒。”⑧发动移民南

洋 , 既可造福乡梓 , 也是个人事业发展的新

契机。

二是西方列强殖民海外史的启发与黄乃裳的

“通商”思想。受传教士的影响 , 黄乃裳“自弱

冠见泰西书籍已翻汉文者 , 辄购而读之。”⑨他发

现 , “通商”与“殖民”是西方列国富强之源。

“英之得美州也 , 以西班牙国之真欧阿人哥伦布

觅出美洲 , 其商人闻之 , 遂经营其地之贸易 , 而

迁民于美 , 辟出绝大之乾坤。”⑩他在《大美国史

略》的序言中写道 : “裳观欧洲人才 , 如四百年

前之哥伦布、卡伯特、亚美利哥辈 , 涉重洋二万

里 , 觅出美洲。而西班牙、英、法诸国 , 遂闻风

而履勘而卜居 , 汲汲焉如蚁赴膻 , 惟恐或后。其

人并非受禄于官也 , 或因商往 , 或为道往 , 胥有

其开辟荒旷之思 , 其不可及如此。”�λϖ

三是康有为维新救亡思想的影响 , 移民海外

以“为恢复中原之地 , 以保吾黄种之族也”�λω。

康有为在 1896 年慨叹 :“中国人满久矣 , 美及澳

洲皆禁吾民往 , 又乱离迫至 , 偏考大地 , 可以殖

吾民者 , 惟巴西经纬度与吾近 , 地域数千里 , 亚

马逊河贯之 , 肥饶衍沃 , 人民仅八百万 , 若吾迁

民往 , 可以为新中国。当乙未 , 吾欲办此未成 ,

与次亮别曰 :‘君维持旧国 , 吾开辟新国’。时经

割台后 , 一切不变 , 压制更甚 , 心虑必亡 , 故欲

开巴西 , 以存吾种。”�λξ康此番设想或是效法昔日

孔子“道不行 , 乘桴浮于海”,“欲居九夷”的志

向。维新变法失败后 , 黄乃裳也决定组织福州乡

亲移民 , 在南洋建设一个“新福州”, 将南洋群

岛的商务利益掌握到华人手中 ,“彼时中国尚存 ,

我固挟南洋所积之赀 , 与所栽培之人材 , 旋归故

里 , 兴所有之利 , 以保商权 , 为四万万生灵谋所

以生财之涂 , 存活之策 , 俾不至于为奴为隶 , 为

马为牛。即使豆剖瓜分 , 二十一行省全为白种所

据 , 我亦得以南洋五六百万华人 , 牵合内地四万

万建出非常之业 , 而恢复五千年历掌之河山”�λψ 。

在选择移民地时 , 他认为英国人在东南亚的

殖民地是较好的选择。“英之待属地之民 , 比荷

葡法西四国尤优。四国或有苛政时加华民 , 如路

照税、丁口税、发辫税、货物税之类 , 英则皆无

之。”�λζ 1900 年 , 黄“遍行英荷各属觅农地”, 4 月

考察婆罗洲岛的砂拉越国 , 黄“沿江觅地 , 择其

平原四百里之中 , 于诗巫附近之上下 , 流连十有

三天 , 察其草木 , 尝其水土 , 知地质膏沃”�λ{ ,

“不禁喜出望外 , 以为如得其地 , 垦而辟之 , 海

外桃源不过是也。”�λ| 他决定将移民的地点选在砂

拉越拉让江流域的诗巫 , 与当地英国白人殖民政

府签下移民合同。根据合约 , 白人殖民政府引进

中国农民“种植稻谷”以解决粮食短缺问题 , 也

承认垦农从事其它生产项目的权力。除了一系列

的优惠开垦条件外 , 应允将诗巫的垦区更名为

“新福州”, 贷款 3 万元作开办费。黄乃裳负责招

募华人到砂拉越工作。其后 , 黄乃裳等从新加坡

回福建招募农工。1900 年 8 月 , 黄乃裳回到福

州 , “分往招农 , 奔走侯官、闽清、古田、永福

各邑 , 选择有身家妥实强壮者充之。”1900 年 ,

黄乃裳等招到垦农 500 余人 , “皆侯官闽清古田

所招集 , 属基督教者三之二 ⋯⋯。”�λ}移民先在福

州美以美会天安堂集中。1900 年 12 月 , 第一批

移民 91 人乘船先期前往砂拉越。1901 年 3 月 2

日 , 黄乃裳率从福州到新加坡。1901 年 3 月 16

日 , 黄率领第二批移民 535 人抵达诗巫。1902

年 6 月 7 日 , 第三批移民 511 人抵达诗巫新福州

垦场。前后三批移民 , 共计 1118 人。移民区设

有教堂、神职人员。到达移民地之初 , 和天主教

参与的移民活动一样 , 黄乃裳等人一度遇上水土

不服 , 移民大量病死的情况 , 黄乃裳甚至在

1903 年因债务纠纷而被迫离开。新加坡的美以

美会随后接手垦区管理工作 , 引入资金、西方机

器及树胶种殖 , 逐渐改变困难局面 , 使这块移民

地成为福州移民海外较成功的范例。1983 年 ,

砂拉越福州籍人口增至 137629 人�λ∼ 。

三、美国传教士组织的移民活动

受黄乃裳影响 , 美国传教士蒲鲁士也在

1910 年组织移民到砂拉越。蒲鲁士 1883 年毕业

于美国卫斯理大学 , 早年曾在新加坡传教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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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 年开始接手兴化地区 (今福建中部莆田、

仙游地区) 的传教工作。蒲鲁士认为近代工农业

技术与商业文化是传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 向

中国输入近代工农业技术 , 将有助于提升中国人

民的生活 , 因此“诸如刺绣、纺织、印刷、钟表

制造、五金、以及各类民生工业 , 均应加以提倡

并实践。为不幸的人们教授这些改善生活的技

术 , 是基督徒的责任。”�µυ 下表是蒲鲁士在兴化的

工商业活动一览�µϖ 。

蒲鲁士的“世俗”事业

时 　间 项 　目 内 　容

1899 年 美兴织布局 设于莆田城关井头 , 雇用教会学校学生 , 1909 年 , 引入日本机器生产

1903 年 输出荔枝苗 将莆田荔枝苗移往美国加州、佛罗里达州及南美波多黎各栽种 , 称“蒲氏荔
枝”。

1909 年 设立教会粮仓 米粮价低时购入 , 应付教会孤儿院的需要

1914 年 购置民田 1550 亩 购田收租 , 为教会孤儿院设立经济基础

1915 年 成立兴善汽船公司 购买两艘汽船 , 行驶莆田与涵江之间

1916 年 购置民田 2000 亩 招人承佃

1916 年 开办面粉厂 向美国社会募集资金 , 购置机器

1916 年 引入水龙滚水机器 提高水利灌溉效率 , 在当地第一个使用机器灌溉

1916 年 创立农学校 用新法教授耕种

　　创办这些世俗工作时 , 蒲鲁士遇到一个实质

性困难———兴化地区人多地少 , 较难引进美国近

代的农业生产技术。“没有人拥有一块完整的农

场 ⋯⋯这就是中国农业劳动力组织难以现代化的

原因。”�µω面对人多地少的中国本土社会 , 移民海

外寻求新的土地不失为一条新出路。蒲鲁士相

信 , 华南地区人多地少 , “如何处理当地的多余

人口 , 是个棘手问题 ⋯⋯在中国如此恶劣环境

下 , 生存都非常困难。”因此 ,“唯一出路在于南

下马来群岛。”�µξ

通过黄乃裳建立“新福州”一事 , 美以美会

发现组织移民开垦既可为会友解决经济问题 , 扩

大教会影响力 , 又能开拓新的教区。因此 , 教会

高层支持蒲鲁士的移民设想。而“英殖民地政府

从 1901 年黄乃裳在诗巫 (新福州) 的努力成果

汲取一些有益的教训。其一是 : 福建北部的稻农

可成为现成的劳工来源。其二是 : 要保证此类计

划成功 , 需要有可信赖的团体 , 而非个别人士 ,

去进行这项工作。”�µψ双方一拍即合。1910 年 6、

7 月间 , 蒲鲁士通过新加坡美以美会了解到 , 当

地美以美会教友以种植树胶致富 , 奉献教会十分

慷慨。随后 , 蒲鲁士向中国美以美会会督卢思义

建议由教会开办东南亚华人基督徒垦场。卢思义

南下与新加坡美以美会会督欧尔罕商议后 , 双方

同意在黄乃裳组织的福州人垦场附近建立兴化人

殖民地�µζ 。欧尔罕代表新加坡美以美会出面 , 向

砂拉越英国白人政府申请土地 , 并得到批准�µ{ 。

1911 年 6 月 , 蒲鲁士等人在教内开会讨论

殖民南洋。1911 年 7 月 , 蒲鲁士发布招工启事

和 11 款章程�µ| 。他吸取黄乃裳创立“新福州”

的经验教训 , 规定“凡要往者 , 先二个月种痘 ,

一个月种毒 , 以保身体”, 避免移民因水土不服 ,

感染疫症。为保障教会利益 , 章程要求 : “赴垦

场者 , 当立约 , 如有生息 , 十输其一 , 献于兴化

教会”。蒲鲁士相信 , 这一垦场将为兴化教友提

供一个新的“应许之地”,“自兹之后 , 即有多人

迁往该处谋生 , 名此地曰 : 新兴化 , 以表不忘旧

居本国之意。”�µ} 1912 年 , 101 名教友齐集莆田 ,

经厦门、新加坡 , 前往砂拉越。1912 年 5 月 ,

首批兴化移民到达。1913 年 , 第二批 40 名教友

到达砂拉越。移民发展是比较成功的。1983 年 ,

砂拉越兴化籍人口增至 14666 人�µ∼ 。

四、三次移民活动比较

总的来看 , 天主教参与的移民非洲活动最后

以失败告终 , 华人信徒与美国传教士发动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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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成功。通过比较 , 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宗教参

与近代华人海外移民的三个特点。

1. 参与者的动机复杂

华人基督教徒受到中国社会的拒斥 , 社会处

境艰难是促使他们移民的重要因素。每次地方上

的大规模政治动荡都会引发教徒的移民活动。据

移民的后代称 , 当时 , “一般但视信主者为奉

‘洋人教’, 不但亵渎菩萨 , 且更背弃祖宗 , 其罪

甚于叛臣逆子 ⋯⋯”�νυ 蒲鲁士组织移民时 , 当地

民间秘密宗教“经堂教”起事 , 批评“教堂遍布

乡曲 , 美会尤为嚣张。”�νϖ 在兴化“除教友 , 焚教

堂”, 破坏严重。1899 年 , 百日维新失败 , “守

旧维新两党决裂之后 , 民间弗识变政之原委 , 弗

辨扬言之虚实 , 妄凭臆揣 , 散布谣言 ———国家有

谕旨 , 京员有奏章 , 将行悉数扫灭教会 , 擒拿教

民 , 尽法治罪等谣 , 如是一传十 , 十传百 , 如火

燎原 , 势不可扑。继则谣惑食盐洋粉暗被西人搀

入毒药等 , 荒谬实难枚举。”�νω1900 年 , 北方的义

和团运动爆发 , 东南震动 , 教徒普遍存在着不安

与恐惧心理。1901 年 , 福州一所教会学校负责

人报告 :“旧夏间 , 北乱异常 , 敝处亦谣言四起 ,

风闻警信 , 日甚一日 , 过于惊心者 , 早有适彼乐

郊之意。时适有素言时务屡涉南洋者 , 来集众于

敝县两教堂中 , 放论南洋有岛名波罗 , 土肥且

厚 , 地广人稀 , 甚易开垦 , 会友中有便而愿往

者 , 且先与备川资粮食。聆其所论 , 俨然别有天

地处。致学生有年长而壮者 , 或从其父兄乡里 ,

或订其戚属友人 , 竟投笔学陈 , 相负耒耜而

远去。”�νξ

谋生是移民的根本动机。近代福建人口压力

不断增大 , 灾害频仍、民生困苦。蒲鲁士提议移

民南洋 , 建立“新兴化”时 , 正是当地“世乱、

民闲 , 信徒中 , 有为道而受迫者 ; 有失业而赋闲

者”之际。1899 年 , 福建美以美会教友因“粮

米昂贵 , 百物高抬 , 较之旧年 , 又增一倍 , 谋食

之计 , 颇为艰难 , 俯仰之资 , 恒虞不足。”1901

年 , 情况仍未改善。教会报告 : “论民间时景 ,

前数年荒歉大甚 , 虽然本年五谷颇有收获 , 无如

长不抵短 , 歉不抵丰”“因之 , 各会友应黄九美

先生之招往砂罗越者 , 共 99 人 , 其中热心之本

处传道亦往数人 , 是以本连环内不特年会议之传

道少 , 即本处热心之传道亦属不多。”�νψ 1902 年 ,

教会报告形象地描述了基督教乡民的心态 : “本

年最扰教会者 , 莫若波罗洲开垦一事 , 客岁年会

议时 , 众人耳闻波罗洲之富丽 , 咸思鼓棹南行 ,

以冀腰缠十万而返 , 是时决即起程者约数百人 ,

其余虽身在本土 , 心已在波罗洲者 , 亦不乏人 ,

故众人之心不在教会 , 而在波罗洲也 ⋯⋯”�νζ 一

位移民后代忆述先辈随黄乃裳下南洋时称 , “同

黄乃裳想在地球上建立一个美好的王国相比 , 吸

引陈玉润下南洋的是追求富裕的朴素想法�ν{ 。对

基督教他是名义上的信徒。正如他的祖先恳求菩

萨保佑一样 , 他对上帝也是如此。宗教仪式可能

不同 , 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ν|

2. 组织者的价值取向不同

天主教参与的移民活动中 , 法国驻福州领事

和商人魏池是两个关键性的人物 , 前者全力贯彻

法国殖民部“开拓福建这个招工地盘”的训令 ,

后者则是与法国殖民政权、福建洋务局有密切利

益关系的商人 , 追逐殖民利益是他们的全部价值

追求。魏池在福建活动已久 , 多次代表法国的殖

民利益 , 洽办地方“洋务”。1902 年 , 法领事多

次与福建总督商议 , 由魏池承办福建矿务 ; 1903

年 , 福建地方当局托法国驻福州领事向越南购

米 , 亦由魏池经办。时人质问 , “或谓魏池为法

国富家翁 , 或谓实系法国外交官 , 未知熟是 ?”

他之所以招募移民到非洲 , 也是因为法国殖民部

通过法国商人到中国直接招募华人劳工的政策。

黄乃裳发动的移民中 , 为乡梓谋利益是其根

本的出发点 , 基督教会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

途径。与中国的旧式知识分子不同 , 这位基督徒

知识份子认为要通过技术、通商实现国家的富

强。“抑知通商之事是天大有利于我中华 , 而不

欲使四百余兆百姓饥饿转死于沟壑乎 ?”�ν} 黄乃裳

早年加入基督教会 , 眼见国家、民族日渐沉沦 ,

盼望以基督教这一普世性信仰 , 促进中国的文明

进步 , 超越欧美国家。他相信“无论曾受化与未

受化各种族 , 一经改正教传至其地 , 罔弗靡然从

风 , 以增高其人民之品格程度 , 令其发生种种之

新思想 , 而各欲作昂头天外之观。如果吾中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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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下 , 一旦欢迎基督教 , 而受其化栽扶植者 ,

安知不足驾欧美之上 , 而成世界最文明之国

也耶。”�ν∼

谋求传教利益是蒲鲁士组织移民的主要动

机 , 垦殖致富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和

黄乃裳一样 , 蒲鲁士也批评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

的劳动力 , 经济上却濒临破产 , 乃是华人社会不

重视实用技术教育 , 严重浪费人力资源的结果。

“劳工阶层通常是未受教育的 , 而受教育的人士

无论多么穷困 , 既不会也不愿参加劳动。”�ου 与黄

乃裳不同的 , 蒲鲁士更强调教会的利益 , 强调欧

美“白种人”对东方“落后文明”的责任。蒲鲁

士声称要“实业宣教”, 因为商业活动是基督教

传教中的“饼与鱼”, 可利用它来使人民生活温

饱 , 福音就可以真正进入中国社会。同时 , 这次

移民也有助消减 19 世纪末美国本土愈演愈烈的

排华活动所造成负面影响。蒲鲁士组织教友移民

时指出 : “我们美国已将中国人关闭在自己的国

门外 , 那么 , 让我们为他们另辟一个更合适的地

区 , 就是这赤道上的伊甸园”�οϖ 。

3. 宗教社会角色的不同特点

福建天主教参与的移民活动反映出近代天主

教与列强在华政治、商业利益有较密切的联系。

由于法国以近代中国天主教的“保护人”自居 ,

1905 年 7 月 7 日 , 福建当局曾以“福州某县法

教士 , 出入呵殿 , 排列仪仗 , 以致民众不服”为

由要求外务部照会法国公使撤其回国。法商魏

池、法国驻福州领事组织的两次移民非洲活动 ,

亦是法国利用天主教获取殖民利益的典型案例。

组织者魏池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 , 法国驻福州领

事也只关心如何拓展福建“这块新开的招工地

盘”。天主教会参与其中 , 单纯配合商人和殖民

地政府的利益 , 对移民过程无缘置喙 , 更无法确

保移民的顺利完成 , 加上气候条件、路途遥远等

不利因素 , 导致移民活动最终失败。

在黄乃裳、蒲鲁士发动组织的移民活动中 ,

基督教会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基督教信仰导致的

社会冲突引发这批汉人移民活动。教会是前者的

重要参与者 , 是后者的组织者。移民领袖黄乃

裳、蒲鲁士两人是近代福建美以美会史的重要人

物 , 他们的领导权威地位直接、间接缘自教会。

教会为移民提供跨国的网络与组织 , 确保迁移活

动可以得以完成。

综上所述 , 基督宗教参与近代移民活动的原

因是非常复杂的 , 有被西方殖民势力利用攫取在

华利益的一面 , 有教会为了宗教团体自身利益的

需要 , 更有华人基督徒运用教会网络造福乡梓的

良好愿望 , 无法一概而论。但是 , 这三次移民在

近代华侨华人史和基督教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一

方面 , 基督宗教组织的移民活动改变了福建侨乡

分布的空间结构。从明清开始 , 福建移民主要迁

出地是厦门、漳州、泉州等闽南地区。位于闽

东、闽中的福州、古田、闽清、福安、莆田、仙

游等地不是传统的海外人口迁出地。这三次移民

活动使这些地区成为当代福建重要的侨乡。另一

方面 , 这批移民为中国基督教发展开出全新领

域。以往的学术研究证明 , 基督教进入中国 , 通

过教育、医疗、出版等方式 , 为华人基督徒提供

了一个向上层社会流动的网络。基督教参与移民

海外的史实 , 证明基督教会亦为华人基督徒提供

了一个世界性的横向流动网络 , 帮助华人基督徒

向外流动 , 拓展新的生存空间。教会通过组织移

民 , 不仅开拓了新的传教区域 , 巩固了华人教会

的凝聚力 , 较深入地影响华人信徒的生活 , 扩大

了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国本土社会传教的社会资

本 , 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 , 移民活

动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 , 将基督教与中国社会

的“文化适应”问题延伸至海外华人世界。基督

教不再是单纯的西方宗教、地方宗教 , 还成为海

外华人宗教信仰之一。这是中国基督教史尚乏人

注意的现象 , 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

(责任编辑 : 东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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