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χτ 笔者以为, 目前得到有关学者认同的“因青田石行

销欧美而诱发了青田温州的移民潮”之说, 就“传

说”的传奇意义 (而不是史实性) 而言, 是可取的;

但本世纪初期“青田出国人流显然都是以推销石制

品为业”之说, 笔者则难以苟同。

δκ参阅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省政协文

史资料委员会编:《东瀛沉冤——日本关东大地震惨

杀华工案》,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年出版。

δλ据台湾驻西欧有关代表机构在 50 年代初所做的

统计, 当时西欧各国华人总数为 11980 人。参阅徐

斌, 前引书, 第 2—3 页。

论清末非洲华侨的社区生活

李安山

　　与移民东南亚等地的华侨相比, 非洲华

侨的历史要晚得多。虽然在 16 世纪末即有华

人来到南非, 但真正形成华人移民社区则是

在清末。本文将叙述清朝末年华侨在非洲各

地的创业过程及他们的社区生活, 并力图在

综合的基础上分析早期华人社区活动的特

点。

一　非洲华侨的自由移民

在学术界普遍存在着一种看法, 即认为

非洲华侨的前辈是来此做工的契约华工。①

不容否认, 契约劳工确实在数量上占当时非

洲华侨的绝大多数。然而, 他们中很多或葬

身于苦工场所, 或契约期满后返回中国。这

样, 真正构成非洲华侨社区主体的是那些自

由移民。所谓“自由移民”, 包括早期从巴达

维亚流放至开普刑期已满的犯人及其后代、

直接从亚洲迁移过来的华人和契约期满后仍

然留下来的华人。

最早来到非洲的中国人很可能是被荷兰

殖民当局从东南亚地区运来的囚犯。1638 年

5 月, 第 一 名 荷 兰 总 督 古 耶 尔

(C1S1Gooyer) 带了 25 人, 由荷兰东印度公

司派遣驻扎于毛里求斯。当年又有两艘船从

巴达维亚 (今雅加达) 运来了一些人, 使岛

上的人员达到 80 人, 他们大部分是囚犯。②

这些人中间很可能有华人。1652 年在桌湾登

陆并建立开普殖民地的范·里贝克曾数次要

求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东南亚派中国劳工来南

非, 但一直没有成功。③1654 年荷兰殖民者

将 3 名中国人从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运到

毛里求斯, 这是有案可查的抵达非洲的第一

批移民。④在 1660 年, 一个名叫万寿 (W an2
cho) 的中国囚犯被从巴达维亚运到开普。此

后不断有中国人被作为罪犯从巴达维亚送到

开普。然而, 在 18 世纪初已经出现了自由移

民。1702 年, 一位名叫亚伯拉罕·德维夫的

华人在开普被接纳入新教教会并受洗礼。在

1722 年, 开普的一些中国人和自由黑人组成

了类似民兵自卫队的组织, 作为应急之用。⑤

这些早期自由移民很可能是刑期已满的华人

囚犯。

当时巴达维亚的荷兰殖民者十分担心当

地华侨的竞争, 便制定了各种限制华侨的政

策和措施。这种政策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当地

华侨的反抗, 最后终于导致了 1740 年的“红

溪事件”。参加起义的华侨被大批杀害, 有些

则被流放到开普殖民地。⑥在 18 世纪, 一些

在南非服刑期满的华人在当地留了下来, 他

们先是构成了在东印度公司时期被称为“自

由黑人”的一部分, 后来又成了所谓“有色

人”的一部分。⑦到 19 世纪初, 英国政府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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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南非, 要求驻广州的英国代表协助从中

国引进移民。

据记载, 在 1815 年, 一些中国木匠和泥

瓦匠乘坐英国皇家海军的船只来到南非, 并

帮助修建了位于西蒙斯敦造船厂附近的基督

教堂。1894 年, 又有华人厨师、花匠和木匠

乘“诺福克号”来到南非作工。⑧1834 年圣赫

勒拿岛成为英国皇家殖民地, 岛上很大一部

分华工也被送到开普殖民地, 他们中有的继

续做劳工。除了从中国和东南亚地区不断有

华人迁移到南非外, 一些华人也从附近岛屿

来到此地。这些人有的是自己作为苦力到南

非来寻找工作的, 有的则是一些当地的欧洲

移民非法走私进来的, 还有些则是由开普殖

民地政府和纳塔尔殖民地政府专门引进的。

根据当时的记载, 一些移入的华人工匠参加

了德班港的建设。在 1880 年, 甚至有南非华

人专程到毛里求斯, 劝说那里的华人移居南

非, 但效果不大。与此同时, 一些新移民参

与了当地的工程建设。如有些华人移民即参

加了在 1875 年开始的德班港的修建。

表 1　南非华人统计表 (1720 年代—1880 年代)

年份
抵达

或居住
人数 身份 地点

1725 居住 2 自由黑人 开普殖民地

1743 居住 38 刑满囚犯 开普殖民地

1750 居住 16 自由黑人 开普殖民地

1760 居住 14 自由华人3 开普殖民地

1770 居住 5 自由华人3 开普殖民地

1774 居住 3 自由华人3 开普殖民地

1775 居住 3 自由黑人 开普殖民地

1814 抵达 23 劳工 (私人雇用) 开普殖民地

1815 抵达 25 劳工 (政府雇用) 开普殖民地

1849ö1ö12 抵达 不详 劳工 伊丽莎白港

1875ö8ö16 抵达 75 劳工 (政府雇用) 纳塔尔殖民地

1876ö1 居住 53 劳工 (政府雇用) 彼得马里茨堡

1881ö11ö10 抵达 18 劳工 伊丽莎白港

1881ö12 抵达 不详 劳工 伊丽莎白港

1882 抵达 126 劳工 纳塔尔殖民地

资料来源: M elan ie Yap and D ianne L eongM an, Colou r, Conf usion and Concessions: T he H istory of the Ch inese

in S ou th A f rica, pp. 5- 24; 詹姆斯·C·阿姆斯特朗: 《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的华人 (1652——1795)》, 转

引自方积根编: 前引书, 页 35。

3 “自由华人”数引自阿姆斯特朗的著作, 与自由黑人均为服刑期满的华人。

　　不过, 华人移民到南非的高潮是在 19 世

纪 80 年代后半期。这主要归结于三个因素:

金矿的发现、毛里求斯移民政策的改变和南

非与葡属东非铁路的接轨。

当时在南非已先后发现钻石矿和金矿,

这对那些处境艰难的中国人是很有吸引力

的。他们中有在清朝统治下已无路可走的沿

海一带的农民, 被作为劳动力招募; 有的人

的亲戚已在非洲定居, 他们是为投亲靠友找

一条生路而来; 还有的则是附近岛屿或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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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区的中国人, 他们对“黄金梦”充满

希望。第二, 毛里求斯的殖民地政府于 1877

年取消外国移民入境须事先经过批准的规

定, 大批华人移民迁入。1871 年毛里求斯的

华人为 2284 人, 1881 年达到 3549 人。一些

难于找到工作的华人只好迁移到南非来淘

金。
表 2　南非华人人数统计表 (1904 年)

居住地 男性 女性 合计

开普敦 1366 14 1380

纳塔尔 161 4 165

德兰土瓦 907 5 912

总计 2434 23 2457

资料来源: M elan ie Yap and D ianne L eong M an,

Colou r, Conf usion and Concessions, p. 177.

第三, 1897 年, 德兰土瓦与葡属东非铁

路接轨, 一些邻近地区的华人从德拉果阿湾

进入德兰士瓦。李卓凡认为, 在 1888- 1898

年间, 约有 1800 人移入德兰士瓦。其中有相

当一部分人是从毛里求斯、留尼汪和葡属东

非等地移民而来的。1896- 1898 两年间, 即

有 1200 多华人从毛里求斯乘船抵达南非的

伊丽莎白港。⑨当然, 这些人并非全部作为自

由移民; 有些人可能作为契约劳工迁入。到

1904 年, 南非的华人已有 2000 多人, 到 1911

年, 华人的数目反而有所减少。南非的华人

大部分来自广东省, 又分为广府人和客家人。

前者主要来自南海、顺德两地附近的村镇, 后

者主要来自梅县一带。βκ

表 3　南非华人人数统计表 (1911 年)

居住地 男性 女性 合计

开普敦 804 19 923

纳塔尔 161 11 172

德兰士瓦 905 5 910

总计 1870 35 1905

资料来源: M elan ie Yap and D ianne L eong M an,

Colou r, Conf usion and Concessions, p. 177.

　　最早到毛里求斯的华人是何时抵达的仍

然不得而知。在 1750 年, 曾有人在毛里求斯

的一块岩石上发现了一些中国人的名字。到

了 1761 年 4 月 20 日, 毛里求斯的户口登记

簿上已有两名澳门籍华人的名字。在 18 世纪

末, 中国和毛里求斯岛之间的贸易非常重要,

毛里求斯向中国出口乌木木材, 而从中国输

入食具、瓷器、丝织品和竹制家具。βλ一个名

叫米尔伯特的随军绘图员在 1801- 1804 年

间住在毛里求斯。他写道:“我觉得我在法兰

西岛上所遇到的中国人是持重的。他们是自

由的, 他们不大接触奴隶, 而愿意与白人公

司打交道。他们在咖啡馆, 叨着烟袋, 度过

闲暇。他们性情温顺、沉闷寡言。”βµ

毛岛第一任总督法夸尔是鼓励移民的。

他曾就稳定中国移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

国人刚刚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上, 全然不知

所措。所以, 在一段时间里, 政府对他们予

以一定的保护, 以便使那些返回中国的人能

现身说法, 影响更多的人移往这个国家。”他

在东南亚的殖民经验使他充分认识到华人在

开发殖民地过程中的重要性。为此, 他提出

了一些稳定华人移民的措施, 其中包括制定

适用于华人移民的法律,“这样, 我们就可以

不让中国人走掉, 我们是中国移民的主要既

得利益者。”βν

1817 年, 一个途经毛里求斯的人曾饶有

兴趣地提到: 当时路易港已有“一个不很大

的由黄种人居住的、被称为中国村的居民

区”。βο当地的华人领袖陆才新已经在此建立

了自己的商店。为了进一步开拓自己的事业,

为家乡的亲朋戚友找一条生路, 他决定到中

国去招人。1821 年, 他得到了毛岛总督的特

许证到中国去募工, 并于 1826 年 12 月 3 日

带回 5 名中国人, 他们的名字为黄宝

(W ham poo )、 韩 凯 ( H ankee )、 恩 格 银

(N gh ien )、 哈 克 金 ( H akh im ) 和 阿 兴

(A h im )。从 19 世纪 30 年代起, 移居毛里求

斯的华人开始增加。β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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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国自由移民毛里求斯人数统计表

(1833——1846 年)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1833 8 1842 44

1834 5 1843 49

1837 10 1844 64

1838 12 1845 45

1839 28 1846 58

1840 59 总计 441

1841 59

资料来源: 李卓凡:《西印度洋华侨史》, 转引自方积

根编: 前引书, 页 154。

　　从上表看, 在不到 15 年的时间里, 有

441 名华人移居毛里求斯, 其中尚缺 1835 和

1836 年的统计数字 (也有可能这两年没有华

人移入)。如果加上原来已在这里的华人 (包

括契约已满的但仍愿意留下来的华工) , 应该

将近 600 人。1853 年, 一位英国人在毛里求

斯的首府发现不少华人, 他们中有的做苦力,

有的做橱柜。βθ在 1857 年以前的几年里, 有

202 名在留尼汪契约已满的华工移民到了毛

岛。βρ 1859 年, 广东梅县客家人陈廷植偕夫

人洪氏 (福建人) 由新加坡抵毛里求斯。βσ

表 5　毛里求斯华人人口统计表 (1850- 1911 年)

年份 男性 女性 总计

1850 586 586

1851 1086 1086

1861 1550 2 1552

1871 2284 3 2287

1881 3549 9 3558

1891 3142 9 3151

1901 3459 58 3517

1911 3313 355 3668

资料来源: 李卓凡:《西印度洋华侨史》, 转引自方积

根编: 前引书, 第 51、114、160 页; 《新商报》(毛

里求斯) , 1958 年 8 月 14 日。

　　在 1860 年代出现了华人移民毛里求斯

的第一次高潮。这主要有两个因素: 第一, 太

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和随后被镇压, 中国南部

出现了大混乱。大批难民涌向海外; 第二, 从

1860 年起, 移民海外已经合法化。实际上, 早

从 1859 年起, 广州地方官员就发布公告, 允

许外国人招募契约华工。仅 1860 年一年, 抵

达毛里求斯的华人即达到 379 人。βτ 清末是

华人流向海外的高潮期, 到非洲的华人也呈

上升趋势。他们往往首先在毛里求斯上岸, 再

从这里移向其他地区。从上表看, 1860 年代

以后的华人人数增长很快。值得注意的是,

1891 年的华人数比 1881 年的少 400 多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比较合乎逻辑的

解释是, 一些华人在毛里求斯登岸后, 又迁

移到了邻近岛屿或已发现金矿的南非德兰士

瓦。

留尼汪的首批华人是作为苦力于 1844

年 4 月 13 日来到此岛的, 一共 54 人。

他们抵达后不久, 便被人贩子梅洛和夏

布里埃按每人 450 法郎的价格卖掉了。到

1846 年 7 月, 留尼汪岛已有中国苦力 458

名。到 1848 年, 岛上已有华人 728 名, 到

1862 年仅剩下 415 名, 据同时代人说, 这些

人几乎全是商人。1857 年一位名叫陈璋满的

福建人在留尼汪开设了一家商店。一个名叫

李天伯的商人于 1885 年抵达留尼汪, 他是第

一位抵达留尼汪的客家人。在后来的日子里,

有的移居到了马达加斯加或南非, 同时又来

了一些新移民。χκ

在非洲早期华人移民中, 刘文波 (法文

名为M au rice A kw on L aw sonχλ) 先生可以

算是佼佼者。他于 1872 年生于广东顺德, 其

父早年来到毛里求斯。刘文波于光绪 13 年

(1887 年) 来到毛里求斯, 并在极短时间内学

会了当地的语言。他的语言天赋被当地侨领

亚方·唐文看中, 收他为谊子。刘文波生性

聪明好学, 在唐文的悉心指导下, 他经营商

业有条有理, 生意发展迅速。在毛里求斯生

活了一段时间后, 他得知留尼汪资源丰富,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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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亚方·唐文建议向该岛发展商业。这一建

议得到了唐文的赏识, 他拨出一笔资金来支

持刘文波到留尼汪去开设商行。1901 年, 刘

文波到达留尼汪, 在圣丹尼首创华侨资本的

贸易行, 取名为广刘信号。他从此在留尼汪

独当一面, 主持广刘信号的业务。经营了四

五年后, 广刘信号的基础建立了, 商业拓展

了。χµ随后, 不断有华人从毛里求斯来到留尼

汪。
表 6　留尼汪岛华人移民入口统计表

年度 华人移民入口数 移民入口总计

1858 451 60800

1862 413 72377

1877 654 67048

1880 608 64411

1881 518 46822

1892 412 37469

1901 1026 23326

1907 810 12879

资料来源: 何静之: 《留尼旺岛华侨志》, 第 19- 20

页。

表 7　留尼汪华人人数统计表 (1848- 1911 年)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1848 728 1859 436 1878 637

1849 644 1860 420 1879 620

1850 562 1861 417 1880 618

1851 522 1862 415 1881 532

1852 503 1864 977 1887 537

1853 475 1866 1123 1892 412

1854 460 1871 1179 1897 547

1855 448 1872 935 1902 1378

1856 445 1873 792 1907 810

1857 451 1875 707 1911 884

1858 445 1876 688

资料来源: Edith W ong- H ee- Kam , L a D iasp ora

Ch inoise aux M ascareig nes: L e Cas d e la R eun ion, p.

93.

　　最早出现在马达加斯加的华人应该都是

从毛里求斯和留尼汪迁居过去的。χν 这两个

岛不仅早已有华人居住, 而且和中国的贸易

活动也相当重要。从这两个小岛向马达加斯

加迁移是十分自然的。首先是这两个小岛从

距离上离中国更近, 华人移民非洲大多先在

此 (特别是毛里求斯) 登陆。其次, 马达加

斯加的面积要大得多, 对华人更有吸引力。关

于华人最早出现在马达加斯加的书面记录似

乎是在 1862 年。χο英国传教士埃利斯在这一

年的 5 月访问塔马塔夫时, 发现了一家华人

经营的杂货铺。这一条线索说明了两个问题:

华人最迟于 19 世纪 50 年代已在马达加斯加

出现; 华人在此已有自己的产业。1866 年, 马

岛已有 6 名华人。χπ

然而, 马达加斯加华人有自己的说法。

1939 年, 非洲侨领陈静波奉中华民国政府之

命, 对非洲华侨进行巡视。他在马达加斯加

采访时, 当时已到马岛 56 年的老华侨岑惠如

先生口述其所见所闻。这一采访报告对了解

马岛华人的历史很有帮助。华侨中流传马达

加斯加的华人开山祖是陈敖, 广东顺德人。他

原来定居在毛里求斯, 以捕鱼和打捞海货为

生。后来在打捞海参时发现马达加斯加地广

人稀, 便与乡人一起迁入。与他同时迁居塔

马塔夫的还有其同乡陈汝璇、陈足、陈能等

三四人, 其年代已不可考。χθ

马岛华人富商陈广明 (广东顺德人) 先

辈早在毛里求斯经商, 陈广明迁往留尼汪并

开设了远发隆商号。后因在乘船视察邻岛分

店时遇风暴漂至马达加斯加, 便在塔马塔夫

开设广利荣商号。法国殖民军 1883 年曾命令

他为法军准备军需物质, 这表明他的商店当

时已很有规模。法军占邻马达加斯加后, 陈

广明因为法军供应军需有功, 被法军授予四

星军衔。他到晚年返回中国, 广利荣商号交

给其族弟陈秋 (字礼堂) 经营, 仍保留四星

军衔。1886 年, 15 名毛里求斯华商抵达马达

加斯加的塔马塔夫。法国殖民政府在 19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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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和 20 世纪初招募的华工也有一些留居此

地, 有姓名可考的如广东梅县人吴德、邓祥

等。

最早抵达马达加斯加北部迭戈地区的先

是契约华工, 后来福建人魏顺发等人迁居此

地, 以种瓜菜为生。1890 年至 1892 年间, 广

东顺德人邓敬修、陈明金、梁文瑞、何兆等

从塔马塔夫迁来经营商业, 另外一些华人从

事种植买卖咖啡、华尼拉 (一种香草) 为生。

此外, 南部菲亚纳南楚阿的嘉应人郭亚富、番

禺人麦金等, 以及塔那那利佛的顺德人霍森、

岑尚省、梁旋、黎某以及后至者关信、关长、

关棠、霍琛、霍盈、岑义腾、岑棠梁秋等, 均

为马达加斯加华人的先辈。这些人多为法国

对马达加斯加的占领完成以后从毛里求斯和

留尼汪迁移而来, 其数量明显增加。

　　在葡属东非 (即莫桑比克) , 华人在 19 世

纪后期即已开始移居洛伦索2马贵斯。早期华

人绝大多数来自澳门。他们的移民, 既非政
表 8　马达加斯加华人移民人数统计表

(1862- 1910 年)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1862 1 1903 284

1866 6 1904 452

1893 40 1905 460

1896 1903 1905 463

1897 1953 1909 512

1899 62 1910 540

资料来源: H ubert D eschamp s, H istoire d e M ad a2
g ascar, Paris: Edit ions Berger2L evrau lt, 1961, p.

216、253、299; Slaw eck i, F rench P olicy T ow ard s the

Ch inese in M ad ag ascar, pp. 43- 49; 李卓凡: 《西

印度洋华侨史》, 转引自方积根编: 前引书, 第 221

页。
3 可能将在马达加斯加做苦工的第一批契约华工中

的一部分也计算在内。

治的关系 (为政府所不容) , 亦非经济的原因

(谋生的艰难) , 而是被澳门政府充军至此。30

年代还健在的被流放的两位华人曾揭露: 在

充军期内, 作苦工, 辟山地, 斩榛棘, 每每

因气候的恶劣, 病死者时有。到期限满后, 则

放之。任其自生自灭, 政府绝无怜悯而设法

安置。所有充军者, 全凭借个人的生活能力,

挣扎奋斗。当时的洛伦索- 马贵斯荒无人烟,

全凭坚忍不拔的华侨将这块不毛之地开辟并

使之繁荣。χρ

后来又有一些来自广东省的工匠。第一

批移民是 19 世纪最后二三十年来的, 他们大

部分在洛伦索- 马贵斯定居。1903 年, 这些

先驱者中一位名叫贾阿桑 (Ja A ssam ) 的木

匠兼建筑师将自己的一块地捐献给洛伦索-

马贵斯的华人, 以修建一座“中国亭”。一个

社区协会后来在此城建立了一所中文学校。

1893 年, 在洛伦索- 马贵斯有 52 名华人,

1900 年, 此地有 84 名华人。而到 1903 年已

增至 287 人。除了独立的工匠外, 有的华人

为曼尼卡- 艾- 索法拉的蔗糖公司和采矿公

司干活。还有的华人为 1892- 1898 年间修建

的贝拉——乌姆塔里 (津巴布韦) 铁路和

1886 - 1894 年间修建的洛伦索 - 马贵斯

——科马蒂普特 (南非) 铁路贡献了自己的

力量。χσ

此外, 在非洲的其他地区也有少数华人。

如塞舌尔的华人, 有的来自香港, 有的来自

广州, 而更多的则来自西印度洋群岛, 特别

是毛里求斯。 1898 年, 一个叫罗山 (L ow

Shang) 的华人是这样填写他的入籍申请表

的: “商人, 买主, 在安斯·博楼地区加工和

种植华尼拉。33 岁, 中国人, 出生广州。配

偶雅如佳, 中国人, 家住香港。罗山原系广

州缫丝工人, 1893 年 12 月 25 日抱着经商目

的来到塞舌尔。来塞后一直经商, 并加工和

种植华尼拉。在塞无任何财产, 意欲在塞居

住若干年。希望加入塞国国籍, 打算在塞购

置地产。”χτ 在罗帝利岛也有一些华人。最早

到此定居的是以林伟为首的 4 名福建人,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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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于 1850 年左右从毛里求斯大岛迁到此岛。

林伟尝试着开设店铺, 其余几位则与当地人

为伍, 从事务农畜牧。1910 年前后, 又有一

批侨胞来到此地, 他们艰苦创业, 自建店铺,

在此经营起小商业来。δκ

表 9　塞舌尔华人发展情况 (1891- 1911 年)

年份 塞舌尔居民人数 华人居民人数

男性 女性 总数 男性 女性 总数

1891 8302 9138 17440 44 1 45

1901 9105 9432 18537 108 2 110

1911 11557 11134 22691 81

资料来源:“1948 年塞舌尔人口调查报告”, 李卓凡:

《西印度洋华侨史》, 转引自方积根: 前引书, 第 169

页。

　　中国国内最早关于非洲华侨的统计数出

现在 1907 年 4 月的《外交报》上, 当时世界

各地的华侨人数为 8954889 人, 非洲华侨为

7000 人。δλ很明显, 这只是一个估计数。

二　早期华人社区的经济活动

非洲早期华侨的社区活动主要为两项:

经济活动和社团活动。除了新来的华人移民

外, 不论是契约期满的华工, 还是从外地迁

来的华人, 绝大部分均将自己辛苦积蓄下来

的钱办起了小商店, 这种小规模的经商似乎

已成为一种模式, 在早期华人中十分普遍。

初到毛里求斯的华人, 一般都是身无分

文。他们唯一的谋生之道是出卖自己的劳动

力。当时毛里求斯的制糖业颇具规模, 而废

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威胁着甘蔗种植园的发

展。英国人于 1810 年接管毛里求斯后, 第一

任总督法夸尔一直鼓励引进外国劳工。从东

南亚或中国移民毛岛的华人凭借坚忍不拔和

吃苦耐劳的秉性, 勤勤恳恳地在甘蔗种植园

工作, 得到了种植园主的赏识。他们认识到,

华人是最肯干最值得依赖的劳工。经过几年

的辛苦劳动, 在种植园劳作的华人积蓄了一

笔小小的资本, 他们便在亲友同乡的支持下

开始经营零售业。

最早的华人首领、福建移民陆才新 (亦

称亚贤δµ) 即开办了一家公司, 其规模介于大

商店和小商店之间。他于 1826 年从中国带来

的 5 名中国人成了“陆记公司”的雇员。他

对这几个新移民进行训练后, 让他们分管自

己的分店, 从而使业务大大扩展。1831 年, 他

又为一位叫阿冈的中国人提供了担保。从那

时起直到 1847 年止, 他始终是迁移到毛里求

斯来的中国人的主要担保人。他将新来的移

民安置在马拉巴尔移民聚居地, 并尽量在全

岛开设商店, 将后来的新移民安置在他的商

店里工作。他一直是华人中无可争议的首领,

并于 1847 年被当地政府授予英国国籍。

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当地华人福利事业

的亚方·唐文 (A ffen T ank W en, 国内有人

译作阿衡·邓云或阿方·唐文) 于 1851 年

(一说 1861 年) 10 月 31 日到达毛里求斯。他

初来时即受雇于岛上最大的商行阿西姆公

司, 并很快成为它的股东。由于他为人正直,

熟悉业务, 后来就成为公司经理。δν一些华人

还率先进入农村和山区, 进一步扩大了商业

活动范围。在 1850 年, 毛里求斯的首府路易

港有 586 名华人, 有 38 人率先进入农村地

区。有一位作者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况:

“过去, 或至少在那时的几年前, 为数不

多的中国人, 是流动商贩或者是在最偏僻的

地方开铺子的商人, 零售些来自中国的商品。

如今, 他们无论在实力上, 还是在数量上, 都

可以同整个商界较量, 既经营零售, 也经营

小量批发, 他们逐步占据了最好的地段, 商

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这时, 他们已经操纵

了英国、克里奥和法国商人的命运。”

这些话虽然有些言过其实, 但当时华人

在商界的实力已十分明显。到 19 世纪末,

“700 名中国零售商控制了食品商业, 为当时

的三十七万一千居民服务。”δο到 1901 年, 华

人有 3515 人, 其中 2858 人是商人, 占

8113%。华人商店最早的是南兴号, 开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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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 年; 最大的一家是源隆号, 创办于 1880

年。1901 年, 毛里求斯的 85 家大商号中, 有

5 家是华人商号。为了维护华人在商界的利

益, 毛里求斯华人于 1908 年成立了华商公

所, 后改名为毛里求斯华商总会。毛里求斯

华人的商业活动也促进了中国与毛里求斯的

贸易往来。从李卓凡著作中的统计数字看, 毛

岛从中国的进口额在 1892 年为 1642 卢比,

1893 年为 2472 卢比, 到 1894 年猛增至

168493 卢比, 从这一年开始到 1907 年, 毛里

求斯与中国及香港的商业往来一直趋于稳

定。δπ

　　与毛里求斯的华人一样, 留尼汪与马达

加斯加的华人也经历了从苦力到商人的过

程。在早期, 他们或是在甘蔗种植园干活, 或

是在同乡亲友的店铺做伙计。这些华人往往

先在雇主的分店再干上一段时间, 一边学着

做买卖, 一边学点简单的当地语言。然后就

独立经营。大部分华人先是采取流动贩卖的
表 10　毛里求斯从中国和香港进口统计表

(1881- 1910 年)

单位: 毛里求斯卢比

时期 从中国进口额 从香港进口额

1881- 1890 164717 815208

1891- 1900 1506834 640194

1901- 1910 1550931 59897

资料来源: 李卓凡:《西印度洋华侨史》, 转引自方积

根编: 前引书, 第 114 页。

形式。他们将生活必需品送到偏僻的乡下, 用

以货易货的办法从农民手上换回各种手工制

品或蔬菜。这些流动商贩将换回的蔬菜和手

工制品再拿到城区的一个中心点摆摊出卖。

经过一段时间的流动商贩以后, 他们将积蓄

的一点钱开一家小商店, 选择的地点往往在

靠近甘蔗种植园或糖厂, 这样能使自己的顾

客比较稳定, 同时也为当地农业工人解决了

实际问题。

在留尼汪, 第一批华人商店于 1860 年开

业, 第二年即有了 11 家华人商店。到 1900 年

已达 70 家商店。1911 年, 留尼汪的 1160 名

华人中, 有 957 名经商, 占 8215%。δθ留尼汪

华人的商业活动在初期是密切合作的, 基本

上是在同村乡友的基础上自行组织起来的。

这样在资金上可以互相接济, 同时也可以省

去一些不必要的开支。为了以货易货的方便,

他们还建立了商品和产品交换中心点。这种

互助合作的关系正是留尼汪华商们在早期商

业上取得成功的秘诀。1876 年 12 月, 留尼汪

4 名华商向政府提出申请, 要求成立“互救社

团”。第二年, 这个留尼汪的第一个华人社团

正式成立。

马达加斯加华人经商的特点与留尼汪相

同: 充当中间商。当地的土著居民习惯上不

喜欢经商, 而欧洲人对当地风俗和语言既不

了解, 也不愿为了一点微薄的利润而长途跋

涉。“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小商人发挥了重

要作用: 充当欧洲的外来人和土著人的中间

商。”δρ除此之外, 华人还十分善于掌握自己

的顾客群。在修筑公路或铁路时, 华人的杂

货店总是随着工程的进展而移动。流动商贩

以菲亚纳南楚阿的麦金最为典型。他以一肩

行李, 走遍马岛南部, 自制腊味运销毛里求

斯和留尼汪等地。后来他又随筑路劳工, 在

工区贩卖各种物品, 并在其他地区开设麦金

公司分店。在马岛南部, 麦金“一肩行李挑

出天下来”的事迹在华人中间一直传为美

谈。δσ

到 19 世纪末, 华人的商业有了一定的发

展, 这引起了法国殖民总督的警惕。他在

1899 年 12 月 28 日写给法国殖民部部长的

信函中认为, 马岛中国商人和印度商人的势

力日益扩展,“确实存在着亚洲人和非洲人以

某种方式囤积和垄断这个殖民地几个主要中

心区的零售业这样一种趋势, 从而对那些现

行立法并未给予充分保护的我国同胞十分不

利。”他当时刚刚接任马达加斯加殖民地总

督, 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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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表明, 现在, 我认为这样做是绝对

必要的: 在这个国家不容许某种随时可以接

管市场控制的印度人或中国人‘大商行’的

出现。亚洲人如果作为零售的中介人, 这对

欧洲人是有用处的; 必须注意, 此法令的草

案对这一点并未涉及。但是, 他们的作用仅

限于此。当某种商业局面出现时, 如塔马塔

夫的陈松 (Chan- Soon) δτ 一例; 在那里, 他

们事实上成为城市里最大的商人, 从而构成

了对我们的威胁。如果我们真正希望将取自

殖民地所得利润的那一部分年金留给我国国

民的话, 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保护我们自

己。”εκ

马岛的华人一直是以经商为主, 在早期

如此, 到后来仍然是这样。马达加斯加的华

人一方面购进廉价的亚洲商品, 将它们抛向

市场同法国商人竞争。由于他们的服务对象

是普通的工人或农民, 提供的货物是盐、糖、

肥皂、布匹等, 这样销量比较稳定。另一方

面, 他们又积极收购当地产品, 如拉菲亚草、

咖啡、胡椒、丁香、华尼拉和海龟, 专门销

往亚洲。住在城市里的华人多是杂货零售商。

在他们的商店里, 各种商品应有尽有, 从贵

重物品到一根香烟, 什么都可以买到。华人

开设的饭馆也是一样, 既有高档的、专供名

流贵宾享受的高级餐馆, 也有专门为社会下

层和苦力服务的小饭馆。ελ1906 年, 华人在

塔马塔夫成立南顺会馆。由于法国殖民政府

实行严格的控制政策, 这一华人社团直到

1909 年才得以注册成立。后改名为华商总

会。

南非的早期华人经历了比其他地区华人

更为艰难的历程。一些流放的囚犯刑满后留

下来了。早在 1726 年, 开普敦的一名华人开

了一家面包作坊, 他有几名奴隶帮忙, 并派

伙计上街叫卖。这种方法引起了其他面包商

的不满和抱怨。结果政府发布了一道命令, 禁

止在街头出售面包。1740 年代, 约有 10 名左

右的华人在开普敦开餐馆和当小商贩。一位

于 1772 年抵达开普的海员谈到他们的船还

未靠岸, 一些黑人和中国人就划着小船向他

们叫卖衣服、鲜肉、蔬菜和水果, “所有这些

都是我们海员渴望得到的。”不过, 华人商贩

的成功确实引起了荷兰商人的各种抱怨。εµ

到 19 世纪, 华人自由移民经商的越来越

多, 有的开店铺, 有的开餐馆, 有的是流动

商贩, 有的当伙计。由于华人在生活上省吃

俭用, 在商务上薄利多销, 为人处世又以谦

卑著称, 生意有蒸蒸日上的趋势。一些白人

移民商人开始从各个方面对华人进行诋毁,

攻击他们在经商手段上的“不公平竞争”; 华

人“不管到哪里都要摧毁该地的商业”; 他们

“竭力吸取任何资财但从不给予什么”。然而,

华人为社区特别是为穷人提供的服务却是其

他人所取代不了的。1898 年约翰内斯堡郊区

的贫穷白人向政府递交了一份请愿书, 其中

谈到了华人商店对他们的服务:

“我们有时仅有一个先令, 在华人商店

里, 我们可以买上例如 3 便士面包、3 便士奶

酪、3 便士糖和 3 便士咖啡。对于我们这些穷

人来说, 这是很大的帮助。我们还可以购买

各种蔬菜、木材; 总而言之, 任何我们需要

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在华人商店里买到。如

果我们没有钱时, 我们还可以向华人赊帐。对

于我们这些离家的人来说, 如果华人不在, 我

们的家庭在我们不在的时候将很难维持生

活。

如果华人不去约翰内斯堡和福兹堡的市

场购买大批的木材、马铃薯和其他产品, 然

后零售给我们, 这些市场主会大生脑筋。如

果华人不在这里, 我们这些穷人将不得不每

次至少用 6 便士在其他商店购物⋯⋯。”εν

从这封请愿书中, 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

点: 第一, 华人店铺的销售手段十分灵活, 各

种货物均能满足穷顾客的需要, 其特点是薄

利多销; 第二, 他们让穷白人在其商店采取

赊帐的办法; 第三, 华人的业务已经扩展到

边远地区, 一些穷白人家庭对华人店铺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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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十分满意, 甚至到了依赖的地步。很明显,

他们提出请愿书不仅是对华人商店出于感激

之情, 而且认为华人商店已成为他们日常生

活不可缺少的部分。他们希望政府能让华人

继续留在他们的社区。在 19 世纪末, 约翰内

斯堡的华人曾向当局提出过两份请愿书, 要

求准许他们在当地居留, 这两份请愿书均得

到了当地白人的签名。1903 年, 德兰士瓦的

白人提出请愿书, 表示华人的服务对当地社

区必不可少。εο

然而, 穷白人的呼声在南非这样一个以

白人移民为统治阶级的社会不可能起到什么

作用。种族歧视是维持白人特权地位的基础,

对华人进行限制是一种必然。1909 年, 伊丽

莎白港的华人杂货店已有 94 家, 占压倒优

势。当时英国人有 52 家, 印度人有 16 家。难

怪欧洲商人提出要对亚洲人加强立法, 以

“消灭这些恶魔”。华人在商界的优势还体现

在饮食行业和洗衣行业。
表 11　南非华人的职业分布 (1905ö1906 年)

职业 开普殖民地 德兰士瓦

店员和帮工 729 861

洗衣工 263 39

园丁等 46 69

厨师 28 42

工匠和劳工 21 20

其他行业 15 28

合计 1102 1059

资料来源: M elan ie Yap and D ianne L eong M an,

Colou r, Conf usion and Concessions, p. 194.

华人的经商活动实际上陷入一种两难境

地: 如果不求发展, 他们不可能生存下去; 如

果求发展, 又必然引起竞争对手的忌妒, 招

致新的麻烦。在白人移民商人的压力之下, 开

普敦殖民政府于 1904 年 9 月 22 日颁布了

37 号法令, 其中的第 17 节是专门关于向侨

居当地的华人颁发各种营业执照的规定:

“根据此项法令, 任何酒类、采矿、商人、

进口商、小贩或其他行业之执照, 不许发给

任何未持有登记豁免证书之中国佬; 此等中

国佬亦不许对本殖民地上述各项营业执照表

现出直接或间接兴趣; 任何未持有登记豁免

证书之中国佬不许订立契约以成为矿工、农

工、从事其他职业、家庭仆役、洗衣工或任

何此项法令之此节所及各项营业执照持有者

之帮工。”επ

这一法令的目的十分清楚, 对日益增多

的华人移民特别是华商实行各种限制。同时

政府当局还对申请移民的华人进行严格限

制。以纳塔尔殖民地为例。据统计, 在 1897

年的前 6 个月, 共有 15 名华人被拒绝入境;

在 1900- 1904 年间, 该殖民地仅接受了 54

名合格的华人, 752 名华人被拒绝入境。εθ在

英国政府于 1904 年决定为南非金矿大批引

进契约华工以后, 南非各殖民地对华人移民

的控制更为严厉。为了维护华人的利益, 南

非的广府华人于 1898 年成立了维益社。1904

年, 开普殖民地的华人成立了中华总公会。

三　早期华人的社团活动

这一时期华人社区活动的另一个方面是

社团活动。社团活动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其

一, 华人身居异域, 只有团结一致, 才能克

服困难, 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这是社团

创立的根本原因; 其二, 华人对祖国的文化

传统有着深厚的认同感, 同时又希望天神的

护佑, 这就产生了宗教社团的活动, 最突出

的是以关帝庙为中心的活动; 其三, 为了保

护华人社区的各种利益并互助协调华人之间

的关系, 又以故乡地域为基础成立了各种组

织; 其四, 随着移民的增加, 各种宗亲社团

也开始出现。

早在华人定居的初期, 一些华人社区领

袖自觉地出来为华人争取各种应有的权利。

1821 年, 毛里求斯华人陆才新请求政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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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费向该岛引进移民, 这确立了他后来成

为当地华人领袖的基础。1839 年, 他又代表

华人向政府提出申请, 请求批准在路易港为

华人修建一座关帝庙, 并将自己一块面积为

1555 道斯 (法国旧长度单位) 的土地捐献出

来建造这座庙。ερ 1829 年 3 月, 开普殖民地

的一位华人领袖W illiam A ssaw 向殖民当局

递交了一份请愿书, 请求政府划出一块地以

修建华人墓地。这一要求在 11 年后终于得到

了政府的认可, 在 1840 年 5 月 1 日的《好望

角报》上, 他和其他华人首领发布公告: 华

人墓地已经由华人集资建立, 所有亡故华人

均可安葬在此墓地。εσ1838 年 4 月, 他又两

次向政府请愿, 要求对从圣赫勒拿群岛转来

的华工给予合理的待遇。ετ 在 1907- 1911 年

的反种族歧视运动中, 华人领袖梁佐钧、叶

远东和霍惠端等人率领华人与当局进行了不

屈不挠的斗争。

社团组织的活动更为突出。1851 年, 毛

里求斯的华人已增至 1086 人。来自广东南海

和顺德两地的广府人也明显增加。1859 年,

南海、顺德华侨成立了南顺会公司。其宗旨

是团结乡亲, 促进乡谊。1894 年, 南顺会公

司集资修建了会所; 是年 8 月 3 日, 亚方·

唐文将南顺会公司改名为南顺会馆, 并出任

会长, 副会长为亚廉·霍坚, 第二副会长为

陈保; 理事有陈玖、关厚、梁深、岑堆等人。

南顺会馆于当年在政府注册。1902 年, 会馆

扩大会所, 设关帝神坛和祖先神坛。凡是南

海、顺德两地在毛里求斯的同胞, 不管男女

老少、富贵贫贱, 均被视为当然会员, 受到

平等对待。南顺会馆成立后, 团结散居在毛

岛各地包括山区的乡亲华人, 为初临毛岛的

华人找寻工作和住所, 并为水土不服者或患

病者提供免费住宿和饭食。这是毛里求斯华

侨的第一个社会组织, 其成立为华人提供了

很多方便。φκ

清朝咸丰年间, 广东客家人相继移民毛

里求斯, 并成立了嘉应同乡会。同治八年, 嘉

应同乡会改名为仁和会馆 (后又名仁和会、仁

和旅馆、仁和公司) , 但是没有固定会址。φλ每

年仍以陆才新所建的拉沙鳞关帝庙这一祭祀

地作为聚会和议事地点, 由会员推举总理和

协理来操持会馆事务。由于福建、广府和客

家三大集团逐渐形成势力, 除了在日常生活

中互相帮助之外, 难免不产生一些矛盾。1874

年 (清同治十三年) , 陆才新在回国两年后去

世。也就在这一年, 嘉应同侨照例在拉沙鳞

关帝庙祭祀聚会。当时仁和会馆总理王雁宾,

协理朱棠、李梗光、王德禄经过商议, 提出

建立自己的圣帝庙堂的建议。此议一出, 仁

和会员一致响应。众人即刻捐输, 不日即选

购场地 (今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市西区) 动

工。

当时, 华侨在毛里求斯的人数约为三千

多人, 客家人约有 1500 人。1877 年, 仁和会

馆新馆建成, 这就是后来的仁和会馆的馆址。

当时仁和会馆并无会章, 也没有向政府申请

注册。其主要目的是祭祀关帝, 联络桑梓感

情, 即“维风化, 正人心, 举正直, 息纠纷,

兆祥和之气也。”

1903 年, 为进一步完善会务, 嘉应人陈

润生邀集友人, 制定了仁和会馆第一部章程,

并聘用杨春煦为专职书记, 负责管理往来文

牍。1904 年 12 月 19 日, 仁和会馆向政府申

请注册为正式社团。当时的宗旨是“举办华

侨福利, 恤孤济贫, 排难解纷”。会馆愿意救

济贫穷华侨, 帮助华侨解决困难和排解纷争。

各界华侨如有诉讼纠纷, 均不愿意上法庭打

官司, 双方投诉到仁和会馆就能得到圆满解

决。由于仁和会馆在当地华侨中享有崇高威

望, 故享有“上公司”的美誉。

1905 年, 陈润生、陈果、朱棠、邓发等

人在新小山街 (今约瑟伊慰街) 19 号, 向西

人购买一座房屋, 以作为仁和会馆会员和同

仁的下榻之处。同年 10 月 10 日, 以朱棠为

总理, 陈果为司库、陈润生、邓发为协理, 申

请注册仁和旅馆。仁和旅馆在馆内设摊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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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神爷, 重订会章, 广招会员, 并选举了董

事会。仁和旅馆的注册申请被政府批准后, 立

即被授权管理仁和会馆的产业。这样, 仁和

会馆和仁和旅馆实为一体。φµ到 20 世纪初,

虽然毛里求斯的华侨总数增长不多, 但“客

籍同侨人数急增”。为了华人的后代不忘祖国

文化, 仁和旅馆董事会的一些有识之士特地

集资租赁当地西人房屋, 并从国内请来一位

秀才, 办起了华文私塾。这是非洲华侨中有

组织华文教育的开始。φν

表 12　留尼汪华侨早期社团组织一览表

名称 成立日期 宗旨 负责人

华人互助会 1877 年 6 月 华人之间互助互利

福建会馆 19 世纪末 联络福建侨胞乡谊

广东会馆 约为 1896 年 联络广东侨胞乡谊

世昌堂 1896 年
联络广东南海、顺德

两县陈氏侨胞乡谊

陈绍广

(60 年代初)

利涉堂 1897 年
联络广东顺德腾冲乡周

刘唐侨胞乡谊
周焕多 (60 年代初)

梅县公司 1897 年
联络广东客籍各姓侨胞

乡谊
陈龙长 (60 年代初)

资料来源: Edith W ong2H ee2Kam , L a D iasp ora Ch inoise aux M ascareig nes: L e Cas d e la R eun ion , pp. 211

- 233; 何静之: 《留尼旺岛华侨志》, 台北: 华侨志编纂委员会, 1965 年, 页 51- 52。

　　留尼汪圣皮埃尔的华人于 1877 年 6 月

成立了第一个自己的组织“互救社团”。这个

组织地处圣约瑟夫街 88 号, 其宗旨是为华人

提供各种救助, 并向他们提供生产资料。会

员每月聚会二三次, 互相介绍情况, 交换信

息。会员每个月交纳一定会费, 存放在财务

保管员手上。当会员去世时, 互救社团必须

为他出送葬费, 为死者购买墓地。“互救社

团”的组织者在致留尼汪总督的一封信中这

样陈述他们的目的:

“这个社团的主要目的是用自愿捐助的

钱, 设一个救助箱, 帮助中国人, 帮助受到

敌对分子打击的同胞。参加者是病人, 残废

者, 穷人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社团给

这些不幸者付医药费。社团还承担送葬费。成

立一个由主席、副主席、秘书及财务保管员

组成的理事会。财务保管员负责委托给他的

基金, 他有一本帐簿。⋯⋯

社团有一个登记本, 那上面登记了社团

成员, 并记载了在经商活动或其它私生活中

有过失的成员。除慈善目的外, 社团会员还

组织联谊会, 通过会餐, 或举行学宴进行聚

会, 也有时在社团所在地聚会。经常到特殊

的、众所周知的地方去会面, 通过召开一些

会议, 组织一些守法的、正当的娱乐活动, 以

树立榜样。一句话, 形成一个老实、勤恳的

中国人的中心, 在当局的法律保护下开展互

助, 这就是社团成员们所追求的目的。”φο

马达加斯加的华人在 19 世纪末已经成

立了自己的组织。这里的华人来源比较集中,

除北部地区少数华侨外, 绝大部分均来自广

东省的南海、顺德一带。1896 年, 塔马塔夫

的华人成立了华侨协会。1906 年, 塔马塔夫

的华人又成立了南顺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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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南非华人社团组织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

社团名称 成立日期 社团领袖

开普敦中华会馆 1902 年以前 T in Fat (1922) 3

南非德兰士瓦中华公会 1903 年 叶远东 (字启佑, M art in Eastern)

东伦敦中华会馆 1905 年以前 T an Pak Fah3 3

伊丽莎白港中华会馆 约 1905 年 W 1Singson

开普殖民地中华总公会 1905 年 蔡光楼

金伯利中华会馆 1908 年以前 无记录

维益社 1898 年 黎文占 (L aiM un Jam es)

联卫会 1909 年 何岭 (字端甫, Ho L ing)

纳塔尔中华会馆 1909 年 L 1M undon

埃滕哈赫中华会馆 1911 年以前 无记录

嘉应会馆 1895 年 无记录

梅县侨商公会 20 世纪初 无记录

致公堂 19 世纪末
无记录。有人认为与 1896 年杨衢云来南非后建立的兴中

会支部同属一组织。

资料来源: M elan ie Yap and D ianne L eong M an, Colou r, Conf usion and Concessions, pp. 210- 238; 欧铁:

《南非共和国华侨概况》, 台北: 正中书店, 1991 年, 第 64 页。
3 文献中最早提及的社团领袖名。
3 3 他原为新加坡华侨, 在东伦敦使用的英文名为Bernard B row n。

　　南非的华人也先后成立了各自的同乡社

团组织。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非的广东

人组织的维益社。维益社的英文名为 Can2
tonese C lub, 成立于 1898 年, 是约翰内斯堡

最早的华人组织。值得注意的是, 维益社的

会员证上却载明“本社始于民国纪元前三年

因抗苛例集合而成”, 这很可能是为注明与联

卫会的分裂 (1908 年) 而特意选定的日期。维

益社对所有的广东人开放, 为他们提供各种

服务。1903 年, 维益社的会长黎文占 (L a i

M un Jam es) 解释了这一组织的作用: 向会员

提供教育和各种消息, 向会员借阅该组织的

各种书籍和杂志, 提供一个开会或聚会娱乐

的地方。“我们的想法与欧洲人的想法相似,

我们与欧洲人一样遵守各种法律和规章。”φπ

　　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卓越领导人圣雄甘

地在南非作律师期间, 曾积极组织对当局的

种族歧视政策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 并与当

地华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曾经参观过维

益社的社址, 并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鉴于华人没有住处, 他们就着手成立了

广东人俱乐部 (即维益社, 译者注)。这里既

可作为聚会的场所, 又可作住处, 还可作为

图书馆。他们长期租用了一块建造俱乐部所

需的地皮, 并在这块地皮上建造了一幢一流

的平房。在那套平房里, 人们都十分爱整洁,

注意不将房屋弄脏。从里到外看上去与一个

赏心悦目的欧洲人俱乐部不相上下。他们还

将俱乐部分为一些单间, 设有绘画室、饭厅、

会议室、书记办公室及图书室等标记。每个

房间各得其用, 从不随意挪作他用。与其毗

邻的房间均作为住房出租。整个俱乐部既舒

适又清洁, 任何访问本镇的中国绅士都可以

在此借宿。入会费为每人 5 镑, 至于每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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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捐, 则视会员的职业而不同。俱乐部约有

150 名成员, 每个星期日大家一起聚会, 以各

种游戏来娱乐消遣。会员们平时也可利用俱

乐部的各种设施。”φθ虽然从这一组织的英文

名来看, 维益社似乎专为广府人服务, 其实

不然。在这一组织分裂之前, 它义不容辞地

为所有从广东来的华人 (包括客家人) 服务;

从而加强了德兰士瓦华人之间的团结。这一

时期在南非的开普敦、德兰士瓦、东伦敦、伊

丽莎白港、金伯利、纳塔尔、埃滕哈赫等地

均已经成立了华人会馆。这些会馆机构主要

靠捐赠、会费和“抽水”φρ来维持。

宗教活动是早期非洲华人社会活动中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非洲的华人与世界其他地

区的华人一样, 对关羽十分敬重。大部分华

人社区都建有关帝庙, 此外, 华人的宗教寺

庙也都具有多种功能, 既是社团 (如会馆) 的

聚会之处, 又是祭祀先人的地方, 还是同乡

宗亲的活动场所。

早在 1818 年, 为祭祀祖先, 祈求他们保

佑后代平安, 华侨首领陆才新决定率领华侨

在拉沙鳞建造关帝神庙, 以作为“社会中心,

职业介绍所, 住宿地点和庙堂”。φσ在 1839 年

向政府提出申请后, 福建人、客家人和广府

人合作集资, 关帝庙很快开始动工。毛里求

斯的第一座华侨神庙, 也即非洲华侨的第一

座神庙于 1842 年 1 月 29 日举行落成典礼。

当时毛里求斯华人只有 113 人, 陆才新以书

面通知的形式,“敦请诸位雇用中国人的老板

先生, 允许提出要求的中国人, 去参加寺庙

命名仪式, 因为此系中国侨民修建的第一座

寺庙”。φτ 至今, 这座关帝庙里还存放着陆才

新的画像。

在留尼汪, 祭祀关帝和先人的场所和寺

庙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已有四处, 其中

包括世昌堂和利涉堂。γκ在马达加斯加有两

座关帝庙。北部的迭戈- 苏瓦雷斯华人于光

绪二十八年 (1902 年) 修建了一座关帝庙, 塔

马塔夫的另一座关帝庙建成的时间据说更

早。这两座寺庙同时又是当地中华会馆的会

址。γλ1892 年, 南非华人首领黎胜和曾为华

人建造寺庙一事致函政府, 希望政府给予一

块地皮, 但未获批准。γµ由于存在着其他一些

社会团体可以用来作为宗教祭祀场所, 南非

的关帝庙似乎不多。大约在 19 世纪末或本世

纪初, 金伯利的华人修建了一座关帝庙。γν

寺庙都设有管理委员会, 其成员由公众

推选出来, 为社区义务服务。其功能除祭祀

外, 还有乐施行善, 帮助孤寡, 聚众集会和

其他各种与社区有关的社会活动。非洲华人

祭祀的神祗主要有天公、天后圣母、关圣帝

君、观世音和土地神 (大伯公)。

当时的华人中也有个别皈依了基督教。

早在 1702 年, 一位名叫亚伯拉罕·德维夫的

华人在开普被接纳入新教教会并接受洗礼。

当时的教区委员会声称还有另外两名华人亦

将接受洗礼。γο在南非金矿的契约华工中也

有一些人皈依了基督教。当时, 一些教会获

准在矿区散发《圣经》和在圣诞节、复活节

和礼拜日到矿区活动。约翰内斯堡的一份报

纸曾报道, 1905 年 12 月 10 名中国矿工接受

洗礼。在 1906 年 12 月也有一些华工接受洗

礼。γπ

在 19 世纪后期, 毛里求斯的巴德冽美修

女成为在当地有影响的华人基督徒。γθ 著名

的毛里求斯华人领袖亚方·唐文也于结婚日

(1872 年 6 月 12 日) 接受洗礼, 并取名路易。

成为基督教徒后, 亚方·唐文致力于宗教和

慈善事业。他曾协助教会说服华人皈依基督

教, 并为华人修建了一座宗教纪念堂, 以答

谢圣母对华人所表现的慈爱之情。1899 年,

路易港流行瘟疫。亚方·唐文特地修建了一

所传染病医院, 专供患病的华人治疗。

不容忽略的是, 早期华侨均是单身来到

海外挣钱。由于繁忙之余的生活十分单调, 他

们中的一些人染上了赌博、抽鸦片和嫖妓的

恶习。玩麻将赌博的习惯一直存在于非洲华

侨之中, 直到二战结束后一些新的社会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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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形成时才有所收敛。抽鸦片在契约华工

和自由移民中均十分严重, 这曾受到清朝政

府派驻南非的总领事刘毅的注意。他在光绪

三十四年 (1908 年) 致外务部的申呈中指出

了德兰士瓦和开普敦的华侨吸食鸦片的情

况: “每省约千余人, 吃烟人数约居十之三

四。”为了在华侨中间开展禁烟活动, 他还曾

与开普敦殖民政府和德兰士瓦当局接触, 以

商量对策。γρ

当时, 在约翰内斯堡及其近郊地区还有

很多被迫为娼的青年女子, 这些人大部分是

欧洲穷白人的女儿。南非历史学家翁斯伦对

这一现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认为这是伴随

着金矿开采而出现的白人工人贫困化的必然

结果。根据当时的警署档案资料, 这些雏妓

经常向约翰内斯堡近郊的华人商贩出卖肉

体。这种现象被当时的英文报纸称为“黄

祸”。1911 年, 一位名叫苏姗·布罗德里克的

年轻妓女被“卖给”乌雷德多尔普 (V rede2
do rp ) 地区一位名叫何金 (Ho K ing) 的华人

作妻子。由于她在此之前已经被多次卖给阿

非里卡人 (即荷兰人后裔) , 因而引发了一场

轰动一时的“何金夫人案件”。γσ

四　早期华人社区活动的特点

综上所述, 这一时期华人社区的经济生

活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绝大部分华人都经历了一个从苦

力到商人的艰难困苦的过程; 第二, 早期的

华人在创业中团结互助, 这是他们商业活动

成功的基本保证; 第三,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

益, 华人已经有了自己的组织, 特别是商业

组织; 第四, 华人在经商活动中手段灵活, 因

而十分成功, 每每引起当地白人移民的忌妒

和无端指责。

对早期华人来说, 宗教活动是社区活动

的中心。而各地的宗教活动大都是围绕关帝

和先人来进行的。为什么各地最早建立的寺

庙都是关帝庙呢? 这与中国文化传统有着密

切的关系。关帝又称“关公”、“关圣君”、

“关圣帝君”或“关老爷”, 华人只所以需要

关羽这个形象, 有多种原因: 第一, 他们需

要关帝的保佑。华人远渡重洋, 到国外谋生,

无依无靠, 最担心的是客死他乡。一旦他们

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定居下来, 总是希望平

安无事, 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在异国他乡, 没

有亲人的关怀, 没有物质的保障, 更没有主

体文化的心理支持。关帝这位“商家之神”、

“公道之神”、“正义之神”就成了他们战胜困

难的精神支柱。

第二, 在国外谋生, 面对各种压迫、歧

视和激烈的竞争, 华人之间需要互相团结, 互

相支持。这种在特殊环境中的相互关系最倚

重的是真诚相待,“忠义”二字便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关羽将军除了是“熊虎将军”和

“正义之神”之外, 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十分

讲究“忠义”的人。这样, 关羽的忠义观满

足了华人的这种心理需求。关羽的忠义观实

际上有三个层次: 对国家、对主人、对朋友。

身处异域独自谋生的华人不仅有对祖国和故

乡的回忆和思念, 还需要有亲朋戚友的资助

和扶持; 而后者靠的是忠诚和信义。

第三, 关羽生来疾恶如仇, 对一切恶人

毫不留情。关帝素来被认为是降伏妖魔的神

灵。华人在外生死未卜, 成败难料, 总是希

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样, 在遇到大事或

需要作出某种重大决定时, 华人总喜欢到关

帝庙里来预求吉利; 在遇到未决之事时, 华

人来此求神拜佛, 希望能逢凶化吉。在平时,

华人如有心事或不如意的事, 来此烧一柱香,

磕磕头, 也是抱着免除灾祸的心理, 祈求得

到关帝的照料。γτ

华人对自己民族宗教信仰的执着也引起

了一些具有同情心的欧洲殖民者的注意。毛

里求斯总督波普·亨尼西曾于 1886 年 7 月

20 日在殖民地政府立法委员会的辩论发言

中谈了自己对华人的看法。他首先指出, 按

人口比例而言, 向国库纳税最多的是华人, 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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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率最低的是华人, 在医疗费用和救济穷人

方面花费国家经费最少的也是华人。随后, 他

针对有人指责华人没有宗教和信仰的说法指

出:

“要知道, 他们有自己的宗教, 凡了解他

们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 他们是一个对

自己的祖先和那些已故的人们怀着固有的崇

敬心情的民族; 他们认为那些已故的人们同

他们怀有共同的信念。这就形成了充满在整

个中国侨民中的信仰的基础。走进城内华人

经营的小店铺, 你会看到些什么呢? 在店铺

的一端, 在晚上你会看到一盏燃着的小油灯

——你只有在晚间才会注意到这盏灯, 其实

他 (原译文如此) 整天都摆在那里, 摆在祭

坛面前, 这是他们自己的宗教形式。我们不

能因为我们自己认为我们的信仰形式更完美

而指责他们的宗教。总之, 他们是一个有宗

教信仰的民族, 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他们

是世界上最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之一。”ηκ

实际上, 这种对宗教的执着追求既是对

中国文化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具体表现, 又

是在对自身前途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力图把握

自身命运的一种企图和努力。要实现这种把

握, 单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 只有借

助神灵 (而且是中国的神灵) 和先人的保佑

才能达到。

我们还注意到, 非洲华人的早期组织

(如会馆、寺庙等) , 与东南亚等地的早期华

人组织一样, 是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社团。

第一, 这种社团的领袖 (首领、董事会

或理事会等) 是由全体会员一致推选, 往往

由德高望重的人担任。他们具有一定的财力,

又热心为公众办事, 同时兼任社区的宗教和

世俗事务的领袖, 成为华人与当地政府联系

沟通的一个桥梁。这样, 就为华人提供了一

个在心理上可以信赖、在实际生活中可以依

赖的组织。对会员而言, 它的作用可以说是

尽其所能, 无所不包。这也为会员提供了一

种归属感。

第二, 这种组织在领导和管理华人方面

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由于组织的领导者得到

会员的认可, 会员间如有意见分歧或争执事

宜, 可到这里来寻求解决的办法, 或在不诉

诸法律的情况下得到自己所依赖的首领的合

理仲裁。由于当时的所在地均有关于华人的

歧视政策, 如果诉诸法律, 不但可能于事无

补, 还会引发行政当局的种种刁难措施。这

种自我管理和自我调节的功能使会员省去了

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第三, 会员可在一起从事各种宗教活动。

在移民的早期, 华人处在一个与中国文化完

全不同的社会环境, 对很多事情由于文化隔

阂而难以理解, 更重要的是, 他们对前途不

能把握, 随人摆布, 对各种事情缺乏自信。在

这种情况下, 祭祀神灵和先人成为十分重要

的社会活动。通过这些祭祀活动, 会员间更

具凝聚力, 更加团结。

第四, 在新年、中秋和各种喜庆节假日

会员们一起聚会庆祝。一方面可以尽情娱乐,

从而忘记平日的忧愁和孤独之苦; 另一方面,

这种聚会可以使会员互相交流, 体会到亲朋

戚友的亲情。

第五, 这种组织可以为会员提供各种服

务和具体帮助。诸如翻译正式文件、提供身

份证明、甚至婚葬大事均可提供帮助; 又如

帮助会员找工作, 为会员提供住宿, 资助生

活困难的会员等。

更重要的是, 早期华人身处异国他乡, 遭

受种种歧视和不平等待遇。只有团结起来, 才

能体现华人的力量, 从而克服困难, 共同对

付恶劣的生存环境。这是早期海外华人各种

社团兴起的重要原因。

(作者系北京大学亚非所副教授)

注释:

①《华侨经济年鉴, 1994 年》, 台北: 华侨经济年鉴

编纂委员会, 1994 年, 页 922。南非学者叶慧芬也指

出了南非学术界存在的这种观点。M elan ie Yap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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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anne L eong M an, Colou r, Conf usion and Conces2
sions: T he H istory of the Ch inese in S ou th A f rica ,

Hong Kong: Hong Kong U niversity P ress, 1996, xv.

②L arryW. Bowm an,M au ritius: D em ocracy and D e2
velopm en t in the Ind ian O cean, L ondon: W estview

P ress, 1991, p. 9.

③M. W ilson &L. T homp son, T he O xf ord H istory

of S ou th A f rica , V o l. I, O xfo rd: C larendon P ress,

1969, p. 66.

④“史诺先生介绍非洲华侨历史概况”,《华侨历史学

会通讯》, 1982 年第 2 期。

⑤⑨βκM elan ie Yap and D ianne L eongM an, Colou r,

Conf usion and Concessions, pp. 6- 9、57、33- 35.

⑥温广益、蔡仁龙主编:《印度尼西亚华侨史》,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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