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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首先梳理了澳大利亚华人史研究的发展历程，认为澳大利亚华人史研究虽然在

1970 年代前受到的关注不够，但近年来已经形成了非常明确的主题，即要求把澳洲华人的

历史整合进澳大利亚历史的整体叙事、阐发华人个体的经验、展示早期华人移民活动的完整

图景，最终强调其历史能动性。而正在迅猛发展的环境史视角或是值得尝试的研究新路径。

十九世纪中叶珠三角地区的生态与社会危机是移民产生的内部动因，而外部契机则

是澳大利亚的淘金热。这种移民本质上反映出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对中国的深入影

响，华人移民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弱势地位。

华人矿工进入矿区的道路因为种族歧视的原因而比欧洲移民更为艰险。不仅如此，

对华人淘金还存在一些陈见，最主要的包括华人只淘洗废旧矿以及华人浪费并破坏水源等。

通过对档案与媒体材料的分析，可以认为这些学界定论是片面的，早期华人不仅采取了多样

化的淘金方式，而且培育出了自己独特的采矿模式。淘洗废旧矿是受到种族迫害的结果。除

了采矿活动，华人还投身于多样化的农业生产活动，特别是蔬菜种植活动，这奠定了澳大利

亚蔬菜种植业的基础。

对于早期淘金移民的不公正遭遇，可以从其生存环境的逐步恶劣化中得到深入理

解。对于华人生产生活对环境的影响，当时的种族主义话语进行了歪曲和丑化，而这树立了

排斥华人的合法性。排华政策反过来恶化了华人既有的生存环境。于是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及

政策与华人生存环境的恶化相辅相成，最终形成了系统的排华政策。

This working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Australian Chinese studies firstly and

points out that some basic approaches has already been established, although the relative studies

were developed slowly before 1980. The new generations argue that we should integrate the

Australian Chinese experiences into the whol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Australia, focus on 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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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s and explore the early lives of the migrants. Therefore the academe can uncover the

agency of the Chinese migrants in shaping modern Australia. To propel these latest works,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pproach could be valuable.

The ecological and social crisi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the mid Nineteenth century

was the inner cause to the migration while the discovery of gold mines in Australia offered a

chance for the bankrupted Chinese to go abroad. This migration to Australia reflected a deeper

influence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on the China. Moreover, the Chinese migrants

were put into a weak position in such a system dominated by European powers.

As pushed by a rising racist sense, the Chinese migrants had to choose more dangerous

trek routes to get into goldfields. Furthermore, there was a historical bias toward the Chinese

miners: they were “fossickers” who always worked on tailings and wasted water. Depending on

new archives and local newspaper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miners had used various

methods for digging gold and developed their unique experiences. The image of “fossickers” is a

result of discrimination too. Besides mining activities, the Chinese miners also devote to all kinds

of farming works. To a great extensive, they launched the Australia’s market gardening. In a world,

the early Chinese migrants actively influenced theAustralian society.

For excavating the untold stories of the early Chinese migrants, we should also look into

it through an environmental angle: the living and working environment were declining during the

gold rush time. The discourse of racist smeare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their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hen it legalized the discrimination to the Chinese migrants and in turn

exacerbated their weak position in local society. Finally, the marginalization and isol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their environments doomed the discriminative fate of the early Chinese

migrants.



4

淘金热中华人移民的环境经验.......................................................................................... 2
第一节 澳洲华人史研究的流变与环境史视角的提出.................................................. 5

澳洲华人史研究崛起的历史背景.........................................................................5
澳洲华人史研究之流变.......................................................................................6
淘金热华人移民史研究的环境史视角..................................................................9

第二节 华人移民的本土环境经验与移民压力...........................................................10
赴澳移民本土环境经验的积累...........................................................................10
移民输出地的生态与社会危机...........................................................................13

第三节 华人卷入淘金热的过程................................................................................14
太平洋贸易网络与华人移民赴澳的条件.............................................................14
华人与维多利亚环境的最初遭遇....................................................................... 16
主要华人矿工进入矿区之路.............................................................................. 18

第四节 对华人移民淘金活动的新分析..................................................................... 20
对既有结论的质疑............................................................................................ 20
对淘洗废矿现象的深入理解.............................................................................. 22
华人多样化的淘金方式与局限...........................................................................25
华人水利技术在矿区的应用.............................................................................. 27

第五节 对华人农业生产的全面理解.........................................................................31
华人蔬菜种植业缘起再分析.............................................................................. 31
华人蔬菜种植业的扩展、特点与影响................................................................ 33
华人多样化的农业生产活动.............................................................................. 36

第六节 论种族主义与华人生存环境的恶化.............................................................. 38
老问题再检讨................................................................................................... 38
白人种族主义的逻辑悖论..................................................................................40
种族主义与华人生存环境恶化之关系................................................................ 41

小结 论淘金热中华人环境经验的散播、嬗变与边缘化.............................................46



淘金热中华人移民的环境经验

淘金热爆发后十年内，澳大利亚总人口增长了近三倍，其中维多利亚人口爆增近七倍。

仅参照官方的不完全统计，在 1857-59年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华人始终维持在 4万人以上，他

们成为金矿区仅次于白人的第二大移民群体。1淘金热中也有少量来自美国的非洲黑人甚至

澳洲土著矿工卷入，但与华人移民矿工相比，这些有色人种矿工仅构成极零星的个案。2如

此规模庞大的华人移民群体不仅奠定了日后澳洲华人社会的根基，而且也注定了他们将对维

多利亚殖民地的社会与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就环境史研究来说，淘金热中华人移民的生产

生活不仅关系到非西方外来经验在澳洲殖民地的传播与调适问题，而且当他们面对人数上占

有绝对优势的白人移民群体时，还深深涉及到不同环境经验的交流与冲突问题。所以作为淘

金热移民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华人的经验理应得到传统史学家的注意，也值得环境史学界、

尤其是华语学界的分析。探索淘金热中华人移民的环境经验，不仅需要留意其在采矿活动中

的经历，也要理解其本土经验的积累过程、还要关注其出发、抵达及多样化生产生活过程中

的遭遇。如此不仅可以更加完整地理解维多利亚淘金热中移民活动的全貌，也有助于对比揭

示生态环境因素如何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共同塑造了不同人群的命运。

第一节 澳洲华人史研究的流变与环境史视角的提出

澳洲华人史研究崛起的历史背景

一个看似不合情理的现象是，虽然卷入维多利亚淘金热的华人移民在人数上颇为可观，

但在澳洲学界汗牛充栋的淘金热史研究中，关注华人的成果一直屈指可数，以至擅长加州与

澳洲淘金热史比较研究的安德鲁·马库斯评论说：“第一部系统研究十九世纪澳大利亚华人

史的著作是 1923年迈拉·威拉德（Myra Willard）的《白澳政策史》。……这本书回顾并解

释了当时一系列重大的事件——它们导致澳洲最终采纳了一种排斥华人移民的政策。但此后

近40 年时间中，几乎没有任何后续研究。结果当这本书在1967 年再版的时候，它仍然是当

时唯一针对十九世纪华人的综合性研究。”3安德鲁的评论不仅反映了澳洲史学界对华人移民

史研究的轻视，也警示了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那就是澳大利亚一直缺乏对白澳政策历

史的反思。所谓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的基本含义是澳大利亚只属于白人移

民。它在淘金热时代起源和发展，到1901 年澳大利亚联邦建立时，通过三项立法（《限制移

民法案》、《邮电法案》与《太平洋岛屿移民法案》）被确立为基本国策。这些法律杜绝了有

色人种移民澳洲的可能，还对已经落户的此类移民施加置产就业方面的诸多限制。在 1901

1刘渭平，《大洋洲华人史事丛稿》，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 28页。；另见：“Legislative Council
on the Subject of Chinese Immigration”, D.19, 17th Nov., 1857. Victorian Parliament Legislative Council（VPLC）,
1856-7.
2 一些侧面的证据是，淘金热时代维多利亚立法议会罕有针对其他有色人种移民的决议，当地媒体报道中

也极少见到其他有色人种移民的事迹。
3 Andrew Markus, “Chinese in Australian History”, Meanjin , Vol. 42, No. 1, (March, 1983). p.87.; Myra Willard,
History of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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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近 70年的强化维持过程中，它演化成澳洲主流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白人精英处处回

避谈论澳洲历史上其他移民的影响力。这就导致华人群体不断被边缘化，华人历史无人问津。

1960 年代末期，亚太局势和澳洲内政都发生了变化，这决定了白澳政策在政治上的破

产。从亚太局势看，英国在1950 年初针对美国第四点计划而提出的“科伦坡计划”（Colombo

Plan），要求英联邦国家中的发达国家通过资金和技术援助、教育及培训计划等形式来加强

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十余年中，许多南亚及东南亚人进入澳洲接受高等教育

与技术培训，实际上打破了澳洲禁止非白人移民的规定。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也掀起了世

界舆论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批判，以巴布亚新几内亚为首的澳大利亚“托管”大洋洲岛

屿地区纷纷掀起自治独立运动，而澳大利亚因为对此态度消极而屡遭联合国点名批评。1966

年澳大利亚被迫签署了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此外，日本的战后复兴

与东亚四小龙的崛起，也迫使澳大利亚无法回避北方邻国的影响力。从内政上看，1960 年

代末起澳洲土著居民掀起了民权运动，这在白人青年中赢得了广泛支持，结果澳大利亚主要

政党为了拉拢选民先后从党纲中删除坚持白澳政策的条款。1967 年，执政的自由党霍尔特

（Harold Holt）政府组织公投，确认土著获得公民权。4最后，美国的立场进一步刺激了澳

大利亚：随美国一起陷入越战泥沼的澳大利亚日益感到新中国是无法直接对抗的。到 1971

年时，澳大利亚发现美国都在悄然靠拢中国，它若要缓解自己在国家安全上的压力，就更必

须尝试接触中国。结果在野的工党公开提出新党纲——废除白澳政策以及中澳建交。其党魁

惠特朗（Gough Whitlam）于 1971 年主动访华并面见周恩来总理，次年他当选后就兑现了诺

言。至此，白澳政策全面寿终就寝。

白澳政策的瓦解对澳洲整个学界产生了深刻影响——人们对中国及亚洲问题的兴趣猛

增。1983 年，澳洲新当选的霍克总理任命史学家曼宁·克拉克为政府核心顾问，这位澳大

利亚最重要的通史作家从此不余遗力地提倡反思种族主义史学。1991 年克拉克去世，基廷

总理也接替霍克继任工党新任总理，而后者任命曼宁的助手沃特森（Don Watson）为自己的

首席发言起草人，继续引导澳大利亚政学两界清算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在这种背景下，澳大

利亚华人移民史研究环境空前宽松，华人移民史研究开始崛起。

澳洲华人史研究之流变

在了解华人移民史研究打破僵局的时代契机后，或许不难理解安德鲁在1983 年对澳洲

华人史研究的尖锐地批评。他认为在过去 30年的有限研究中，华人总是被视为一种客观对

象，学者们研究华人移民，其实最关心的是还白人社会对他们的反应。不过在这一主流外，

也有个别学者将华人群体视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势力，依赖官方记录来总结其发展的内部组织

特点。5这大体可算作澳洲华侨史研究的起点，可是由于澳洲官方材料较少涉及华人社会生

4参见刘樊德，《澳大利亚东亚政策的演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 122-123页。
5 这里关键的两个作品是：A. Huck,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Melbourne: Longmans, 1968.; C.Y. Choi, Chinese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in Australia,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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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情况，早期移民本身又极少留下文字材料，结果十九世纪特别是淘金热时期华人移民的

活动几乎无法被深入了解。比如华裔学者王省吾曾经尝试对早期华人移民澳洲的过程与组织

做探索性研究，结果被安德鲁认为是立论薄弱，难以为继。6来自澳洲华人社会的资料直到

1890 年后才丰富起来，这是因为当时出现了华人自己办的报纸。华裔学者杨进发就利用这

些材料结合官方档案完成了著名的《新金山》一书。不过这一研究虽然详尽而系统地展示了

华人社会网络运作的全貌，可研究时间段仅是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7另外一个技术上的瓶

颈在于，由于白人学者几乎不谙中文，结果许多中文资料和成果难以被安德鲁等澳洲学界新

锐所了解。在此不可忽视的是，澳洲华人史的研究在汉语世界同样有所发展,不过这些研究

相对更显零星和缺乏原创性。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刘达人与田心源合作完成的《澳洲华侨

经济》，它算是华语学界中开拓性的作品。8尽管它涉及早期华人史的部分不多，却综合利用

了海外学界研究的既有成果以及中国海关方面的史料，探索了十九世纪中国与大洋洲的海上

交通贸易路线，为了解早期华人移民进出澳洲的路径与规模做出了贡献。此外以悉尼大学为

学术基地的刘渭平也通过中文札记与随笔大大补充了中澳交流方面的材料。9在这些基础上，

大陆学者张秋生完成了近年来最完整详尽的澳洲华人史通史作品——《澳洲华侨华人史》。

本书建立在作者早年的一系列研究论文基础上，还利用了中文原始资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中部分涉及大洋洲劳工的记录，较为全面地讨论了华人移民澳洲的原因、过程及影响。10但

是这本书的重心明显更偏向现当代问题。

从上列作品中可以看到，澳洲华人史的研究在中英文学界都有所推进，但是多数作品

要么是宏观概括，要么在时间段上偏重于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的故事。可是一个基

本事实在于，澳洲华人群体是在淘金热爆发后才激增的，随后因为遭受日复一日的严苛排斥

而萎缩。大致从1881 年开始澳洲华人绝对数量每年都在下跌，1901 年联邦成立后新移民补

充几乎中断，到1947 年时华人人口只剩下 12000人，仅占澳洲总人口三百五十分之一。在

1980年代后澳洲华人移民数重新开始快速增长，但其背景与经历都不可同日而语了。11所以

研究研究早期澳洲华人的历史绝不可忽略淘金热时代的问题，现实研究中厚今薄古的状况应

该有朝更均衡的方向发展。这里不可否认的是，材料和视角上的双重局限一直妨碍着学者们

的努力。从材料上看，在中文材料不可能充裕的情况下，如果只采用澳洲官方档案中涉及华

人问题的有限决议及法案记录，则毫无深入探究淘金热时代华人经历的可能。从视角上看，

既有研究即便以中澳交流为主题，也还是习惯于将澳洲内部的华人社会与白人社会剥离对

6AndrewMarkus, “Chinese in Australian History”,p.89.; Wang Sing wu, 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Emigration
1848-88, Chinese Materials Centre, San Francisco, 1978.
7该书已经翻译——杨进发著，《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1901-1921）》（姚楠、陈立贵译），上海：上海译
文出版社，1988年。英文原版为：C. F. Yong, The New Gold Mountain , Adelaide: Ralphael Arts, 1977.
8 刘达人、田心源，《澳洲华侨经济》，台北：台湾海外出版社，1958 年。
9 刘渭平，《大洋洲华人史事丛稿》，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其自选文集为《小藜光阁随笔》，

台北：三民书局，1992年。
10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陈汉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北

京：中华书局，1985。
11郑嘉锐，“澳大利亚华侨、华人概况”，《中山文史》，中山：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第 24
辑，第 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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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或是强调官方政策对华人社会变化的影响，或是陶醉于探究华人社区内部的运作，结果

轻视了华人移民与澳洲整体环境与社会的交流互动。这导致学界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少罕有具

体的回答，比如淘金热时代的华人移民、也就是澳洲最早的华人群体对澳洲社会的影响有多

深？华人多大程度上能够融入澳大利亚整体的发展？其遭遇有何具体的表现、个中缘由又何

在？不回答这些问题，澳洲史上的华人移民就摆脱不了过客（sojourners）的形象。

在英语学界，情况从1980 年代起还是有了转机，标志就是凯瑟琳·克罗宁的《殖民地

的牺牲品》一书。她不仅扭转了华人史研究中轻视早期移民经历的问题，而且试图探讨华人

与白人移民互动的机制。这本书强调了淘金热中华人与白人移民的交流、特别是华人对白人

移民活动的反应。不仅如此，这一研究大量利用了维多利亚淘金热时代的报刊媒体资料，一

举扭转了既往研究只依赖官方档案的材料局限。澳洲华人史研究从此更注重发掘社会史材

料，藉此探索早期华人移民经历的复杂性。从此相关的个案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华人研究也

日渐被澳洲主流史学界所认可。比如 2004年《澳大利亚殖民史研究》发表了专号：“积极的

声音，湮没的历史：澳洲殖民地时代的华人”。而 2011年，澳洲史学界最权威的刊物《澳大

利亚历史研究》也刊发了专号：“龙之尾：重新阐释澳大利亚华人历史”。 12其中都有许多代

表着研究最新动向的论文。从相关成果上看，这些丰富的个案分析大大拓宽了人们对早期华

人移民活动的观察视角，它们展现出白人与华人移民之间有许多互动交流，华人内部也并非

铁板一块，而是有各种不同的组织和斗争。具体涉及的新议题包括华人与欧洲移民的联姻、

基层司法纠纷、甚至还有早期华人对澳洲重大政治运动的参与等等。在针对淘金热时代的相

关研究中，瓦莱丽·拉芙乔（Valerie Lovejoy）、巴里·麦戈文及基尔·里夫斯利的成果格外

最值得重视。他们利用华人矿工的死亡记录、遗书、法庭卷宗、考古遗迹等描绘了故乡传统

对华人移民的羁绊，展现了许多底层华人在澳大利亚谋生的复杂感受，13 借助材料和视角

的创新，他们颠覆了淘金热时代华人移民是过客的刻板形象，也修正了克罗宁有关华人总是

沦为殖民地牺牲品的消极被动形象。14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华人移民曾积极推动了淘金热

的发展，贡献了许多白人移民难以达到的成就，而白人种族主义的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华人与白人的互动是复杂纠结的。所以，既不能用过客的概念来分析华人，也不能用“同化

叙述”（assimilation narrative）来描绘他们扎根澳洲的过程。15总之，华人在淘金热中的主体

12 “Active Voices, Hidden Histories: The Chinese in Colonial Australia”, Journal of Australian Colonial History,
special issue, vol.6, (2004).；“Dragon Tails: Re-interpreting Chinese Australian History”,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 , vol.42, no.1,(2011).
13 参见：V. Lovejoy, “Depending Upon Diligence: Chinese at Work in Bendigo 1861-1881”, Journal of Historical
and European Studies . Volume 1, (December, 2007), pp.23-38.; “TheThings that Unite: Inquests into Chinese
Deaths on the Bendigo Goldfields 1854-65”,The Journal of Public Record Office Victoria, no.6
(Sept,2007),pp39-56.; Keir Reeves, “Goldfields Settler or Frontier Rogue? TheTrial of James Acoy and the
Chinese on the Mount Alexander Diggings”. The Journal of Public Record Office Victoria , Number 5, (September
2006), pp.1-13.
14 Barry McGowan, “Reconsidering Race: The Chinese Experience on theGoldfields of Southern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Vol.39, Issue, 124, pp.312-331(2004); “The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Mining in Colonial Australia”,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45.No.2,(July 2005),pp.119-138.
Keir Reeves and Benjamin Mountford, ‘Sojourning and Settling: Locating Chinese Australian History’,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42, No.1, (2011).pp.111-125.
15 Valerie Lovejoy, “Chinese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Bendigo: Their Local and Translocal Lives i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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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能动性得到了学术界的平衡关照。

淘金热华人移民史研究的环境史视角

根据上述认识，推进淘金热时期华人史研究的关键在于深入阐发当时华人移民的活动

细节以及如何将他们的经验放置到跨文化交流的背景下看待。这关系到他们同白人移民合作

或冲突的根本动因与后果。在社会史研究素材不断丰富的过程中，华人与澳洲环境互动的经

验得到了特别关注。恰如基尔与巴里等人所推崇的物质文化方法所提示，环境史新视角与新

材料的配合可以让学界更全面地理解华人移民在淘金热乃至澳大利亚历史中的影响，促成

《澳大利亚历史研究》提出的一种“澳大利亚历史的华人叙事”（Chinese Narrative of

Australian History）。16

具体来说，美国环境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的两部著作《哥伦

布交换》与《生态扩张主义》提供了绝佳的启示。在这些研究中，阿尔弗雷德令人信服地展

现了殖民者引起的生态要素交流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的走势。17他非常重视环境经验的传播

与影响问题，认为欧洲殖民者在世界温带地区拓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殖民者有意无意

地把欧洲生态体系与环境治理经验复制到了新大陆。尽管克罗斯比的研究没有包括澳大利亚

的个案，从而也不可能涉及维多利亚殖民地的问题，但就环境交流的过程和后果来看，其理

论是适用于此地的。淘金热导致的大量人员物资流通无疑促成了包括人群在内的生态环境要

素的交流。与克罗斯比侧重欧洲经验与土著经验的交流不同，受到其启发的学者伊安·泰利

尔（Ian Tyrrell）着重分析了澳洲与加州的环境交流，而这正是由两地的淘金热所引起的。

他发现这两地的物种和环境治理技术有多样化的交叉取舍，结果导致了许多景观的变迁与社

群的重组。18 伊安的研究极富突破性，因为他将生态环境交换的关注点从大西洋沿岸推向

了太平洋地区，而且把澳大利亚列入了考察的一个中心。他也明确提示了学界要注意十九世

纪中叶的淘金热深深涉及不同环境经验的传播问题。事实上，维多利亚“淘金热移民为英国

人提供了非比寻常的体验，他们中许多人从未如此自由地与外国人混杂一处，特别是跟中国

人在一起。”19是故对于维多利亚淘金热所创造的环境交换契机而言，除了白人经验与当地

环境的互动，白人经验与华人经验的交流同样是一个重大主题。所以本章研究的核心问题也

就是淘金热中华人移民如何在嵌入维多利亚环境的同时与白人移民的经验交流，而这种交流

strangers’ Country”,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 , vol.42, no.1, (2001).pp.45- 61.
16 Keir Reever and Tseen Khoo , “Dragon Tails: Re-interpreting Chinese Australian History”,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42, no.1,(2011),pp.4-9.
17 Alfred Crosby,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Westport:
Greenwood Publish, 1972;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New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这两本书均已有中文版：《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

冲击》（郑明萱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生态扩张主义：欧洲 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
（许友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
18 Ian Tyrrell, “Peripheral Visions: Californian-Australian Environmental Contacts, 1850s–1910”,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8, No. 2. (1997). 在此基础上他发表了专著: True Gardens of the Gods:
Californian-Australian Environmental Reform, 1860-1930,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19 Charles Fahey, “Peopling theVictorian Goldfields”, 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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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何影响了他们的未来命运。

从材料利用方面看，澳洲华人史研究近年来新发掘的材料已经为这种环境史视角提供

了扎实的史料基础。除了那些涉及华人移民与矿区环境互动的研究，淘金热时期的农业史材

料也提示了华人与澳洲土地的多样化互动。20考古学成果则补充了人们对矿区华人移民日常

工作及生活条件的精确了解。21即便是对传统研究所倚重的官方档案也有发掘的潜力：面对

澳大利亚是英国殖民地的基本事实，在发掘官方档案的过程中，不应只关注澳洲方面的档案，

还应该关注英国方面的记录，而这里确有意想不到的发现。显然，如果整合既有研究、发掘

新发现的档案记录、报刊媒体资料以及中文材料，以环境史视角重新考察华人移民参与淘金

热的全过程是完全可行的。

第二节 华人移民的本土环境经验与移民压力

赴澳移民本土环境经验的积累

不了解华人移民在故土的生活环境与生产经验，就难以理解他们在万里之外的淘金热中

会应用何种基本生存法则与技能。对英语学界的职业研究者来说，这方面的问题是长期被忽

视的，最多不过是一种对侨乡人居环境的背景介绍。22而对于当下的研究而言，必须明确的

一点是，华人移民的故土环境并不是静态的背景因素，而是深深渗透进他们日常活动的。当

地人在改造环境的时候，也培育出了自己的环境调适能力，这是他们在海外生存与发展的基

础。那么华工的主要输出地何在？众所周知，大批华人出洋务工是鸦片战争之后通商口岸地

区率先涌现的，其中以珠三角与厦门为中心，前往澳洲的移民亦不例外。维多利亚淘金热甫

经爆发就有华人卷入，这些矿工大体来自福建厦门地区。不过厦门华工移民规模相对微小，

从未成为淘金热华人移民的主流。华人移民成批涌入维多利亚矿区是 1853 年之后的事情，

而维多利亚地方议会的档案最早谈到华人移民问题是在 1854 年，里面明确指出在淘金热进

入高潮后华人矿工绝大多数来自珠三角的四邑地区。23所谓的四邑，并不是一个实际的政治

地理区划，而是四个文化与环境相近的区县之统称，包括今天广东省江门市下辖的台山、新

会、开平与恩平。24综上可知，本章最关注的应是上述地域的本土经验。

20 参见 Colin Webb and John Quinlan, Greater Than Gold: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Bendigo District from
1835 to 1985, Bendigo: Cambridge Press, 1985.;Warwick Frost, “Migrants and Technological Transfer: Chinese
Farming inAustralia, 1850-1920”,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 vol.42.no.2, (July, 2002); Zvonkica
Stanin, “From Li Chun to Yong Kit: a Market Garden on the Loddon, 1851-1912”, Journal of Australian Colonial
History, Vol.6, (2004).pp.14-34.; Cora Trevarthen, “After the Gold Is Gon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North-East
Victoria, 1861-1910”,Journal of Chinese Australia , Issue.2 (October, 2006).
http://www.chaf.lib.latrobe.edu.au/jca/issue02/09Trevarthen.html
21 这里最重要的代表作是基于新南威尔士州殖民地南部而非维多利亚殖民地金矿的，但由于两地环境类似，

所以研究成果具有跨越行政疆界的说明性。参见：Barry McGowan Dust and Dreams:Mining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New South Wales , Sydney: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2010. 此外，基尔还进行着一个专
门调查华人淘金遗迹的项目“澳大利亚殖民时代的华人景观”（Down at Street Level: Chinese Landscapes from
Colonial Australia）。
22 Eric Rolls, Sojourners: Flowers and the Wide Sea, St. Luc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92.chapter one.
23 最早涉及华人移民的讨论散见于 1855年的记录，但所涉及的议题是 1854年的事情。有关华人移民最集

中的讨论，参见：“Legislative Council on the Subject of Chinese Immigration”, D.19, VPLC, 1856-7.
24 现在与此近义的地理名词主要还有“五邑”，即以上四个区县之外再加上鹤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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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四邑还是厦门，均处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同时也处于东亚季风带，气候条件与

生态环境迥然不同于维多利亚殖民地。但是生长于这种环境下的中国劳动力从一开始就深得

英国殖民者青睐。1852年，英国驻厦门领事曾报告说：“厦门人很适合在热带地方做工，本

地夏季的炽热阳光，其炎热程度恐怕是中国其他地方所罕见的。工人们在田里操作时虽在盛

暑头上也不戴帽子。中国人比马来人更不易于受热病的侵袭，也较少受到霍乱的传染。……

厦门的（农业）工人必须会播种、收割、犁地、灌溉和施肥。总之，他应当会种植稻、麦小

米、玉米、花生、豆类、蔬菜、姜、甘蔗、瓜、茄子等等。”25显然，这里的评论说明当时

潜在的厦门移民基本为农民，他们能够娴熟掌握全套耕作技术并且擅长多种亚热带农作物的

培植工作。不仅如此，无论是出于被逼无奈还是体质彪悍，厦门人能够忍受酷暑高温的折磨，

而且还不宜患消化道疾病，这在拓荒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素质。这个优势很可能是因为华人

普遍习惯饮用煮沸的水，而马来人则和多数东南亚居民一样，传统上喜欢直接饮用天然水，

哪怕事先经过沉淀。26面对澳大利亚东南部荒野常年骄阳普照、夏季高温缺水的现实，英国

驻华外交官眼中的厦门人似乎符合理想标准。

再看赴澳华工最主要的输出地广东四邑。相比与厦门，这里的自然环境更符合典型的热

带季风气候特征，而且农业生产技术与条件更加成熟复杂。四邑地区处于珠三角冲积平原，

地势北高南低，地貌以丘陵为主，河渠纵横，平地零碎分布，自然植被丰茂。此地年平均气

温在 23 摄氏度左右，年降雨量最低也在 1000毫米左右。在这种宜人的湿热条件下，四邑地

区农民在十九世纪时已经形成了颇为精妙而高产的农业生产体系，多样化的种植与养殖活动

引人惊叹，首先最出名的就是桑基鱼塘。所谓桑基鱼塘就是为充分利用土地而创造的一种挖

深鱼塘，垫高基田，然后在基田上种植桑树、塘内养鱼的立体人工生态系统。桑基鱼塘是池

中养鱼、池埂种桑的综合养鱼方式，蚕粪可做饲料，而定期挖掘鱼粪池泥又可肥田，是典型

的高效有机农业生产方式。27此外还有轮作制度，即每年种两季水稻，间种蔬菜与红薯。28十

九世纪下半叶，四邑的蔬菜种植业已经影响重大，品种达到 30 多种，供应到广州、佛山等

大城市。29水果种植业也是另一项重要的农业生产活动，比如新会的橘子产量大、品质好，

1840年时已经成为清廷的贡品。此地还特产蒲葵，名声甚盛。30这都证明四邑农民农业生产

的多样性。其次，这里的生产技术是充分适应当地自然条件而发展起来的，这主要练就了四

邑人出色的治水技术。四邑地区虽然雨水充沛，但降水也有季节分布不平衡现象，春季降雨

期的延长与台风雨都可能导致水灾。此外丘陵密集、河网细密、沿海地势低洼的地理特点也

加剧了水灾的威胁。为了生存，这里的水利建设任务非常繁重。比如台山县在清朝中后期就

25 陈汉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二辑），第 13页。
26 安东尼·雷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季风吹拂下的土地》（吴小安、孙来臣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2010年。第 45页。
27 这一生产模式非常出名，以致于最早涉及澳洲华人移民矿工史的学者都有所注意。参见：Jean Gittins, The
Diggers from China: The Story of the Chinese on the Goldfield, Quartet Book, Melbourne, 1981。第 18页。
28 《江门市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 600页。
29 《新会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 308页。《台山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268页。
30 《新会县志》。第 285、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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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修建了“蛮陂头渠”，它从山里出发，曲折十余里，西流猴岭，斩截山脉，转折分流，

注于锦坡朗，灌溉 1000多亩土地，而且渠、圳（田边环绕的水沟）密布。31除桑基鱼塘，

沿海低洼地区居民为了适应环境还发展起注重疏导内涝和保持土壤肥力的农田生产体系。著

名学者梁启超作为四邑新会人，曾对家乡种植柑橘留下一段生动的描绘：

“植物之大宗者。艺谷之外。曰桑。曰菸叶。曰蒲葵。曰柑橘。曰橙。……老农为余言。……

吾县濒海。凡种植家皆筑围以避潮。围内为壍。资畜泄焉。此为第一义。其费每亩为二两四

钱。犁地为界。界有小濠。此为第二义。犁地之费。每亩八钱。开濠如之。买树为第三义。

每树一株。值银三分六厘。每亩之费。为五两四钱。吾县之田。每年中价。二两四钱而赁一

亩。其初植之第一年。田主重征之。率亩而加三两焉。此为第四义。都其总数。初植之第一

年。凡亩而费十四两八钱。一切备矣。橙五年而实。向言亩值五百四十两有奇者。六年以后

之事也。老农又为余言。田艺谷既久。其土涂於新树最不利。而番薯最宜。故第一年必植薯。

植薯之利。每年可三两六钱。新树畏烈日。自第二年至第五年。必间岁植蔗及瓜豆芋栗之属

以捍蔽之。植蔗之利。年可二十两。植瓜豆之利。年可十四两。其视艺谷所获。已一倍至二

倍矣。围堤内外。树以杂果木。堤外二排。一蒲葵。二水松。堤内三排。荔蕉桃李桕间树之。

壍可以畜鱼。濠可以艺禾。橙下余地。可以植蔬。……治田之工。每百亩仅用四人。惟植橙

用工特少橙熟收实时则雇散工耳每年中价。人约十二两。一切取之於围堤濠壍所出之物。恢

恢然有余矣。故植橙百亩者。”32

这一段信息量丰富的记录将极大帮助人们理解四邑移民在维多利亚淘金及农业种植活

动中所采用的技巧与工作风格。显然，四邑农民普遍擅长修筑堤坝以及水渠用以引水和排水，

而且水利设施的修建是灵活通变的。不仅如此，他们熟悉掌握土地肥力的变化，懂得不同肥

力的土壤适合不同的作物，也能利用有机肥料改良土壤。最后，他们将轮作的技能发挥到极

致，在培育果树直到收获的周期中几乎种植了所有可以耕作的其他农作物。毋庸置疑，四邑

移民同样是出色的农业生产者，这将大大增加了其海外拓荒的竞争力。后文将展示在维多利

亚淘金热中，华人移民的水利技术和蔬果种植技术会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周围的环境并且满足

整个殖民地社会发展的需要。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有澳洲学者曾经认为华人在淘金方面的某些成功可能与他们早已拥

有采矿经验有关。33但仅就四邑的自然禀赋而言，这似乎不太可能。因为首先这一区域唯一

曾经发现具有可采价值的浅层金矿坐落在恩平县，虽然历史上偶尔有人在此淘洗金子，但直

到 1930年才有重大发现。34此外，在维多利亚淘金热爆发之前，这里有一定开采价值的矿

产主要是石灰石等非金属矿，利润率低且不足以形成支柱性产业，也就催生不出大量矿工。

总之，这些侧面的例证更加说明对四邑移民而言，在海外的环境改造经验基本都源于其在故

31 《台山县志》，第 294页。
32 梁启超，“说橘”（1896年），《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 114页。
33 Geoffrey Balainey, The Rush that Never Ended: A History of Australian Mining ,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93.p.84. first published in 1968.
34 《恩平县志》，广州：广东省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 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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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的农业活动传统而不是工矿技能。

移民输出地的生态与社会危机

仅从文书上看，1860 年《北京条约》后华工出国才正式获得了制度合法性。“咸丰十年

正月二十七，两广总督劳崇光准许各国招工出洋照会。”“十月二十四日，《北京续增条约》

第五款，许华人出洋承工。”35但在此之前，大规模的华人出洋活动已经开始。对此，既往

研究大多强调殖民主义贩卖人口的罪恶，但淘金热华人移民的内在动力同样不能忽视。事实

上，张秋生对华人移民的内外因互动已经做出了较为完备的分析。36这里在补充史料细节的

情况下还需强调一个论断，即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移民输出地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危

机，而且这种危机与社会矛盾交织恶化，最终促成了向海外移民的动力。首先是人口与土地

的矛盾：从十九世纪以降，福建与广东已经面临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问题，这导致当地生态

压力急剧增加。据 1930年代的材料回顾，在晚清时中国人口过剩最多的四个省份中广东和

福建分列冠亚。广东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 363.7人，一户农民平均有 12 亩地，地价也是全

国最高。而福建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 208.49人，每户农民平均有 14 亩地。371661-1812

年，福建人口增加 9 倍，耕地只增加了 32%，而广东人口同期内增加了 20倍，土地却仅仅

增加了 27%。38这一时代出现以较少土地承载大量人口的状况不仅是因为中国农业发展中所

谓的“过密化”现象，也是因为新作物的引种，而这又与欧洲海外殖民活动引发的物种传播

有关：源自拉美的高产粮食作物如红薯等在华南沿海地区受到普遍欢迎和推广，结果大大提

高了单位土地面积的人口容纳力。可是，人口的增加反过来又将土地的开垦推进到无以复加

的程度。薛福成评论十九世纪下半叶珠三角地区的农业开发时说：“生计之艰，日甚一日……，

凡山之坡、水之浒，暨海中沙田、江中洲沚，均已恳无余……竭一人终岁勤劳动之力，往往

不能仰事俯蓄。”39就是这种状态下，土地分配还极度不平衡。当时占四邑人口 5%的地主却

拥有当地 60-70%的耕地。而占人口 60%的底层农民只拥有 9%的耕地。结果四邑地区在十

九世纪中叶业已面临严峻的粮食不足问题，如当时在拥有 60 万人口的台山县，粮食收成只

能维持半年所需，而在新会，60-70%的大米已经需要从海外进口。40这种现实大大颠覆了珠

三角地区是鱼米富足的传统形象。

在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开始超过极限时，一旦发生不可抗的环境灾害必然导致灾难性

的生存危机，孰料它们偏偏接踵而来。在维多利亚淘金热爆发后的 1852 年、1856 年、1861

年、1864 年及 1866 年，四邑地区连续遭遇了罕见的洪灾。典型的情况往往是夏季台风毁坏

了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同时台风雨也加剧了春雨季延长导致的地表径流过剩问题，诚可谓一

35 参见贾祯，《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67，第 13-17页，转引自陈汉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
一辑），第 9-12页。
36 张秋生，《澳洲华侨华人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
37 陈汉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第 478-479页。
38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6-9页。
39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光绪十七年），载于陈汉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第 569页。
40 梅强伟、张国雄，《五邑华侨华人史》，广州：广东高等级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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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尚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但此时既有湿地的泄洪能力由于开垦过度而急剧下降，结果四

邑粮食生产反复歉收甚至绝收。41这种灾变过程与日后中国长江流域的许多洪灾情况非常类

似。可麻烦还没有到此为止——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争夺当时日渐萎缩的生态资源和生存空

间，四邑社会不同人群之间的矛盾也急剧爆发，这里就牵出了土客矛盾问题。土客矛盾从来

都不仅是生态矛盾，可是在 1850年代，土地分配不平衡以及自然灾害引发的物资紧缺状态

大幅加剧，于是土客争端也随之激化。421851 年 1 月，维多利亚淘金热爆发之前六个月，太

平天国起义爆发，两广震撼。当时广东地方政府普遍面临财政危机，行政治理也出现涣散态

势，结果它们不仅缺乏赈灾和协调社会矛盾的能力，甚至都无力以常备军抵御随时会逼近的

起义。于是政府纷纷临时招纳平民组建民团抵御起义军，其中客家人更为积极踊跃。1854

年，四邑响应太平天国掀起了红巾军起义，本土居民积极响应，包围了几个县城，大量客家

人却加入民团帮助政府守城。到 1856年，起义蔓延成为针对客家人的暴力劫掠与复仇，而

客家人也竭力反击，最终武装冲突持续扩大，整整 12年才平息。这场战争的严重性不可低

估，比如台山县人口就减少 10万之众，许多村落化为废墟，基础设施严重损毁，生产效率

进一步降低。43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人口减少并不都是因为伤亡和逃难，很大程度上也是

由于交战双方都喜欢把俘虏充作劳工贩卖海外，其大体目的是要借此削减对方青壮年男性人

口数量，瓦解对方的战斗力。44这样，除了经济生态压力直接导致的移民外，许多居民也沦

为生态危机的间接牺牲品。

综上可知，华人移民输出地与维多利亚矿区的生态条件不尽相同，当地居民在长期适应

本土环境的过程中，发展起了高度复杂发达的农业生产体系，这使得他们具有强大的自然环

境改造力和适应力。移民区的社会生活也是深深植根于当地生态体系的，当生态条件恶化、

自然灾害加剧以及社会秩序混乱交叠影响时，一股向海外移民的强大动力势不可挡地形成

了。1840 年代四邑地区已经开始流传顺口溜，议论“春天出去，冬天可以回来，捞一两百

个大洋银，不就可以成个家？”、“不跑远程，有了金山银山，也不会流进你的口袋”。45可

以说华人移民与白人移民虽然都是为了搜集财富而投身淘金热，但前者从一开始就背负着更

多的求生压力。

第三节 华人卷入淘金热的过程

太平洋贸易网络与华人移民赴澳的条件

既然维多利亚淘金热爆发时华人移民的内在动力已经非常强劲，那么他们又是如何抵

达了澳洲呢？相比从西欧出发，以厦门或珠三角港口为基地前往澳大利亚的海路要缩短一半

41 《江门市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 139页。
42 有关土客械斗近年来最详尽出色的史学成果可参见：刘平，《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

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43黄道记、刘重民，“台山人涉外交往与出洋溯源”，《台山侨史学报》，第 1期，1989年 11月。第 7页。
44刘重民，“鸦片战争对侨乡的影响”，《台山侨史学报》，第 2期，1990年 11月。第 3页。
45 陈焕明，“华侨之路”，《恩平文史》，第 15期，1989年。转引自梅强伟、张国雄，《五邑华侨华人史》，
第 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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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但这也绝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实上，华人从家乡前往矿区，遭受的环境挑战更甚，当

然这也反衬出华人移民的适应力。在此，还需首先明确华人卷入维多利亚淘金热的交通条件。

中国与澳洲东南部殖民地之间隔着星罗棋布的东南亚群岛及广袤的西南太平洋海域，

若没有足够通畅的海上交通线与可靠的远航技术，即便沿海大量过剩人口愿意出洋，也难以

实现如此长途的迁徙。在此，西方尤其是英国殖民者打造的近代太平洋贸易网创造了运输上

的可能性。英国殖民澳洲的头一年（1788年）就有东印度公司的 3 艘船只从悉尼前往了广

州，它们采购了满仓的中国货回欧洲，中澳正式通航了。46我国亚太史研究的先驱何芳川曾

精辟地概括说，到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近代太平洋贸易网也最终形

成。而在 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太平洋贸易网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

的网络。47具体到中澳航线而言，一般是英国轮船自英国装运移民、杂货来澳，然后由澳洲

装运煤斤、檀香木料、海味和兽皮输往中国，再由中国装载茶叶、丝绸取道澳洲、印度返航

英国。所谓飞剪号（Clipper）的快速帆船，往来中国与澳洲之间，交通颇为频繁。48

正是得益于这种背景，环太平洋淘金热爆发前后，苦力贸易也崛起为太平洋贸易网络

中的重要内容，华人劳动力被大量输出到环太平洋的大陆沿海区、南太平洋群岛及加勒比海

从事种植业与矿业开发，其中前往澳洲的华工也成为十九世纪下半叶华人大离散（ Chinese

Diaspora）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49有关华人移民前往澳洲的航线，可以确信的起点有三个，

分别是厦门、香港与新加坡，线路则有五条，最少需要 80 天，最多需要 120 天。50除了路

线问题，航行的季节与旅途条件也是值得注意的。英国驻华外交官很早就指出，“移民出洋

应当在每年 11月初至次年 3 月初举行。首先是因为这是季候风（东北季风）对航行最有利

的季节。其次因为农村的收获季节已经过去，人力闲散比较容易招集。”51这个季节正是中

国南方沿海相对湿润的冬季，可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则处于最高温酷暑的时节，于是许多华人

冬季出发后，在接下来至少三个月的行程中不仅要面对赤道热带的挑战，还要遭遇到导致天

气越来越干旱的南半球副热带高气压，甚为煎熬。这种困境还会因为英国商人的违规海运而

加剧。英国航海法规定是每位乘客平均需要有 12平方英尺的空间，每 2 吨准许载一个人，

可为了提高利润，去悉尼的船只在运输华人时居然敢比规定单位少 447吨。航海中，船主只

雇佣中医甚至不配备船医。而且为了降低成本，运输商一旦出发就不愿意中途停靠海港，全

程所需物资都靠出发港补给，这使得华人移民澳洲航线虽短，可是乘客痛苦更深。有去悉尼

的移民船就曾因为所带淡水不够，中国乘客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死掉 70多个。52当然这里也

46 李长博：《中国殖民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 222页。转引自张秋生，《澳洲华侨华人史》，第 43
页。
47 何芳川，“太平洋贸易网与中国”，《世界历史》，第 1992年第 6期，第 70页。
48 参见：刘达人、田心源：《澳洲华侨经济》，第 21页。
49极具价值的英文文献可参阅：Kay Saunders, Indentured Labour in the British Empire, 1834-1920, London:
Croom Helm, 1984. ;Yan qinghuang（颜清煌）, Coolies and Mandarins: China's Protec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During the late Chʻing Period (1851-1911),Singapore: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85.
50 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第 70-71页。
51 陈汉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二辑），第 4页。
52 陈汉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二辑），第 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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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修正传统研究里的一些夸大推论。《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曾根据当时中国前往美洲苦力

船的旅行死亡率来推断前往澳洲航线的死亡率，这不一定适用于直航维多利亚殖民地的情

况。现在参照一直被忽视的维多利亚议会档案中入境人口健康报告看，以淘金热进入最高潮

的 1855 年为例，上半年共有 25艘华工船入港，平均是 1.75吨载一人，接近英国法律规定。

体检记录有 7920 人入境，而路途中死亡 30 人。下半年则有 11艘船运来 2601 人，死亡 12

人。53考虑到英国商人不会因华人死亡而受到澳方惩罚，瞒报没有必要，所以这里显示的死

亡率是明显低于中国至美洲的航线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运输商人相对更有人性，但更是

因为中澳航线绝对里程更短。

从以上材料中可以看到，在淘金热时代，沿海华人向澳洲移民的地理瓶颈已经被彻底

打破，去澳洲不再是遥不可及之事。此中关键是西方殖民者建立了有利可图的太平洋贸易网

络，但是在自然条件及船主人为制造的困难下，华人前往澳大利亚仍然是一件具有风险的事

情。当然，航行本身就考验了他们对新环境的适应力，淘汰了其中最羸弱的个体。

华人与维多利亚环境的最初遭遇

华语学界曾经耗费许多精力考证出华工最早抵达澳洲的具体时间是 1848年 10月 2日，

甚至有人力图论证在土著之后最早抵达澳洲的外来航海者是华人。54这些问题并非毫无意

义，但是纵观世界近代历史，其最大特点在于人类文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东西半球及南北半

球加速碰撞和交融，而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才是根本动力。在个大前提下，有关早期华人抵

达澳洲的重大问题或许是华人何时对澳洲大陆及白人殖民地社会产生了影响。仅从英文档案

来看，作为水手和勤杂工的华人很早就抵达过澳洲，仅 1846-1848 年初明确记录的就有 23

人。但 1848-1849年首次出现了悉尼输入华人劳工的记录，人数累计达 390 人。55这些华人

是由英国商贩给农场主运来的契约华工，他们从厦门出发抵达澳大利亚东南部殖民地。所以

华人有组织地出现在澳洲殖民地是 1848年无疑。尽管直到 1853 年初都有这样的厦门华工抵

达，可累计总人数究竟有多少已经难以厘清。这是因为中国出港、澳洲抵港以及美国档案中

的旁证材料都不一致，所以经过综合比对，目前较为可信的结论是在 1848-1853年间至少有

3000 华人工人抵达澳洲殖民地。所以在淘金热爆发之前，已经有一定规模的华人在澳洲驻

留，其中就有人卷入了最初的维多利亚淘金热。

根据传统研究普遍参照的澳洲海关记录，华工都是被运抵悉尼的，而悉尼一带距离维

多利亚主要金矿有 700 公里以上，在新南威尔士也爆发淘金热的情况下，华工没有理由舍近

求远。但是在查询英国上议院档案后可以发现为前人所忽视的记录，其中反映出 1848 年维

多利亚也接受了一批华人移民，而且他们很快闹出了轰动性的事件，最终结局则使得他们有

机会卷入维多利亚最初的淘金热。56原来，尽管新南威尔士殖民地自 1830 年代进入了牧羊

53 “Voyage Health Report”, PT1-2., VPLC, 1856-57.
54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具体可参见张秋生《澳洲华侨华人史》第一章与第三章
55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第 52-53页。
56无论是陈汉笙《汇编》收录的中英文史料还是张秋生等后继学者的论断，都是根据香港海关档案及新南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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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大繁荣，可仍然没有摆脱囚犯殖民地的身份，所以在无法吸引母国自由移民的情况下，它

迫切需要解决劳动力紧缺的问题，于是牧场主们就求诸当时已经渐成气候的华工贩运贸易。

1840 年代，尚未从新南威尔士独立出来的菲利普港殖民地（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前身）也日

益面临牧业发展和劳动力短缺的矛盾。结果 1848年从厦门运来的劳工中并没有全部落户悉

尼地区，其实还有 120人在当年 12月 8日被运到了菲利普港殖民地。新南威尔士总督在送

交英国首相格雷（Earl Grey）的信件中说：“这些华工的输入是个人行为，官方没有给予任

何支持性表态，相反，政府断然拒绝了所有要求对此进行援助或奖赏的申请。但是我还得确

切地说一句，在悉尼地区，所有抵达的中国人都很轻松地赢得了尊敬，还被雇用为仆役、花

匠和牧羊人，颇为有益。总体上说他们无疑是一群无害的人，这令雇主很满意。但在菲利普

港地区，……某些情况恰恰相反。”57

究竟怎么回事情呢？原来是维多利亚的气候让第一批抵达这里的华工无法适应。12 月

8日正值此地盛夏，华工冒暑为牧场主进行开荒、平整地面及牧羊的工作，但是紧接而来的

秋冬异常寒冷，这些华工毫无准备，多数人坚决脱离了原有岗位，进入城市求生，但又没有

收容之地，结果许多人被当局视为无业游民而收入监狱，迅速出狱后又只能流落街头，乞讨

度日，引起了公众担忧。菲利普港殖民地首府墨尔本的市长给驻扎此地的新南威尔士副总督

拉·脱伯（La Trobe）连续两次详细报告说：“在这样一个绝不适合人类暴露在室外的季节

里，尤其是在那样一种贫困至极的状态下，这些人游荡在公共街道上。……这些人本来就只

适应更温暖的气候，可他们出狱后，在这个殖民地、在这个如此之冷的季节，住宿条件如此

不济，食物补给如此不定，他们的健康显然大大受损。……人们极其担心这样的移民一旦多

了就会给公众导致长久的负担，不管是因为这里的气候比他们老家的更严苛，还是他们根本

就不适合做那些活儿。”随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墨尔本市长劝华工回到原来岗位，可是最

终他在信件里灰溜溜地记录说：“他们（华工）是主动脱离那些岗位的，而且坚决不肯回到

原职上去，一个最根本的理由是，这里天气太严苛，他们根本无法胜任荒野里的牧羊工作，

尽管他们说雇主们在各方面都还善良。”58最终结果是市长建议成立一个临时收容所让其居

住下来，任其择业。

这段史料给予读者许多重要的信息。由于地势与维度更高的因素，墨尔本以北地区冬

季低温可以比悉尼一带低 10度左右，换季温差也远高于悉尼。初来乍到的华工马上被投入

开荒活动并且还承担牧羊的工作，面对阴冷的寒冬他们不可能有所准备，其工作难以再尽职

尽责。相比较而言，在气候温和的悉尼，同样批次的华工承担同样的工作就没有出现擅离职

守的情况。更何况据资料显示，当时这些契约华工的待遇是“成年人每周银元 2元 5角，男

尔士殖民地的档案来确定华人的抵达港，可他们都忽略了菲利普港地区当时的历史现实：这里处于半独立

状态，有许多情况是经澳洲总督直接汇报英国内阁而未见得收藏于海关档案的，特此说明。
57 “Governor Sir C.A. Fitx Roy to Earl Grey. 3 Oct. 1849”, no.1, Accounts and Papers (AP) : Session 4 Feb.-8
August 1851, Vol. XL, 1851.
58 “M. Bell to La Trobe, 11 July 1849”, no.3, AP: Session 4 Feb.-8 August 1851, Vol. XL, 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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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1 元 5角，每周供应 10磅面粉、10 磅新鲜或风干的牛肉，25磅茶叶，1 磅白糖”。59相比

拉美种植园臭名昭著的福利，澳洲牧场主给华工的报酬还是颇显人性的，而且档案显示华工

自己也承认雇主态度不坏。如此宽松的社会条件却留不住维多利亚牧场中的华工，从侧面反

映了维多利亚荒野自然条件的恶劣以及华人并不总是能很快接受新环境。而在华工对雇主的

人身依附程度很低的情况下，他们就能成批逃离契约岗位，还能游荡在城市而不被雇主追讨，

最终也是自由职业。最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已经对殖民地的舆论造成了影响。鉴于当时整个

墨尔本地区人口还不过 20000，几十名闲散华工游荡于市中心足以引发关注。以至于澳洲总

督向格雷首相汇报时说：“现在我也说不清引进华人来澳洲工作是好还是孬，因为这两个地

方（悉尼和墨尔本）的反馈意见太不一样了。”60维多利亚殖民地独立是在两年之后，则在

1849 年至淘金热爆发期间，地方政府的治理和社会生产力不可能发生飞跃，所以尽管档案

没有显示这些华工最终的去向，但可以想象无论是他们还是后来的华工，都一直遭受着维多

利亚环境的挑战，但也未必没有机会规避。在淘金热爆发之后，这些活动相对自由的华工很

容易就近前往矿区碰运气。一个例证是，维多利亚淘金热最早的探金者之一托马斯·邓恩

（Thomas Dunn）在 1851 年 7 月发现巴拉腊特的“金点”（Gold Point）矿区时，其探险队

里就有懂得医术的前华工。61与托马斯的队伍类似，最初一批探金者是备尝山野环境之苦的，

华人们也不例外，可在金子黄灿灿的魅惑下，此时比牧场更恶劣的山地自然环境也不那么难

熬了。相比于探究华人是否卷入了第一波淘金潮，他们对自然环境的态度转变更令人感到有

趣。这种具有讽刺性的转变反映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就把自然物质转化为社会财富的理想

而言，来自所谓文明地区的华人与白人一样贪婪无畏。

主要华人矿工进入矿区之路

尽管厦门契约工可能是最早卷入维多利亚淘金热的华人移民，但是华人矿工群体的主

力是来自广东四邑的——他们主要经由香港前来澳洲参加淘金。这些人基本上不是契约工

人，所以一度被视为一般自由移民，其实在太平洋贸易网的苦力贸易类型中，这一类被称为

“赊欠船票制”（Credit Ticket System）。它是指出洋做工的苦力，无钱购买船票，而由招工

代理人垫付，到国外以工资加利抵还，直到还清为止。在债务未清之前，要听从债权人的控

制和驱使，不能自由行动。这是一种以表面的债务关系来掩盖人身奴役的制度。它和契约苦

力制的区别只是没有定期的明文契约，但还保存了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这实际

上是一种变相的契约工。62

可是相比于厦门契约工人，在“赊欠船票制”下华人移民澳洲还是带有更多主动性的，

因为淘金热已经爆发，前往维多利亚的确是发财的好机会。1852 年 7 月，包令向英国议会

59 陈汉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第 18页。
60 “Governor Sir C.A. Fitx Roy to Earl Grey. 3 October 1849.”
61 Eric Rolls, Sojourners: Flowers and the Wide Sea.p.78.
62 最早在这方面给予充分探讨的是陈泽宪：“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历史研究》，第 1期，1963年。
张秋生在《澳大利亚华人华侨史》中有很好的总结，参见原书 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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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如果有好消息传来的话，预料会有相当多的自动出洋移民涌向那里。我听说已经

有不少体面的中国人自己付出盘费动身去澳大利亚了。”63这里说明了淘金热所吸引的华人

移民成分远比传统上想象的复杂。据维多利亚官方材料显示，晚至 1852 年最后四个月，维

多利亚主要矿区已经开始出现引人注目的华人矿工群体，而且是有召集人的。64此时距淘金

热爆发已经一年半，厦门背景的契约工大可不必等到此时才动身淘金，所以这些引发维多利

亚当局注意的华工应该就是最早一批的“赊欠船票制”移民。1853 年底，英国驻华领事怀

特向英国议会汇报说：“最近已有几个前几年从中国出洋去到澳大利亚的人带着黄金回来了，

料想这股出洋移民不久也会像去加利福尼亚的移民一样发展起来。”65这绝非臆测，四邑出

身的雷亚妹 1852 年到达了维多利亚，前后几次返乡传播消息，到 1854 年，他已带领了 3000

多人前往维多利亚矿区。另一位刘光明则在 1853年抵达澳洲，随后也回国带许多同乡返回

澳洲淘金。66以上可以确认大致从 1853 年开始，华人移民日益成为维多利亚淘金热中一股

不可忽视的人类主体，这从生态意义上决定了华人的经验将在维多利亚造成相当的影响力。

前往维多利亚的四邑移民规模与厦门契约工们不可同日而语，这恰恰体现了黄金的诱

惑力。赊欠船票制移民赴澳很大程度上不再需要由英商招揽而是由中国掮客直接处理，所以

从英文档案中很难找到完整的赴澳人数记录，不过仅就可以得到的香港海关及美国外交档案

材料看，其数目已经足够惊人。比如 1853年，从香港去澳洲的华人移民有 10467人，1854

年 12月至 1855 年 9 月，又有 10567 人去澳洲。1857 年，从香港去澳洲人数为 17722 人。

1861—1872年，由香港去澳大利亚华工数量逐年减少，总共 10900人。据保守估计，1851-1875

年，前往澳洲的总人数为 60000 人左右。67事实上，影响后人统计此时赴澳人数的最大障碍

并不在于华工出洋的经纪人有所变化，而是由于维多利亚官方在 1855 年开始针对华人移民

征收歧视性的人头税，其数额高达 10英镑，这从侧面反映了华人移民矿工流量惊人，已经

引起了白人社会的不安。这个政策导致承运商和华人掮客大多安排船只停靠在维多利亚州境

外的澳洲殖民地，华人登陆后再迂回辗转进入矿区。如此一来，偷渡就成为华人移民的主要

渠道，据谭开令等许多老矿工估测，截止到 1870 年代末，到达澳洲的华人可能累计有 20

万人次。68

事实上，1855 年的人头税不仅导致了后来华人移民矿工的数量难以明晰，而且更逼迫

他们在前往金矿区途中要蒙受欧洲矿工无需忍耐的环境磨难。1855 年之前，华人可以从墨

尔本登陆后前往任意矿区。可在此之后，为了逃避人头税与盘查，绝大多数华工要登陆于南

澳大利亚殖民地（SouthAustralia），然后从那里雇佣一个当地人做向导之后徒步辗转前往维

63陈汉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二辑），第 4页。
64 W. P. Morrell, The Gold Rushes, p.220.
65 陈汉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二辑），第 51页。
66 梅强伟、张国雄，《五邑华侨华人史》，第 124-125页。
67 陈汉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第 181、241、481、529页。
68陈志明编，《澳洲党务发展实况》，悉尼：中国国民党澳洲总支部，1935年。第 9页。谭开令在 20世纪初

留下口述资料时已经 90多岁，他早年就成为了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华侨领袖，言行具有相当的威信。1888
年，为抗议澳洲殖民地的联合排华行动，华人精英提交了著名的抗议信——“华商雷道洪等为澳大利亚苛

税华民事呈总署秉文”，其中就有谭开令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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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利亚的巴拉腊特金矿，再由巴拉腊特向各区扩散。从南澳到巴拉腊特有两条路线，一条是

从吉尚湾（Guichen Bay）的罗布港（Robe）出发，长达 320 公里，另一条从南澳首府阿德

莱德出发，路程远将近一倍。传统研究中一般都只注意罗布港路线，因为旅途短，移民更容

易接受，据估计在 1855-57年两年多里至少有 17000华人从罗布港来到维多利亚。69可是，

阿德莱德路线虽然更长，但在秋冬时节却是更合适的选择，其实也吸引了大批华人。原来这

一时节不仅天气冷而且雨水较多，在罗布港路线上丘陵起伏的地形中，本来就若隐若现的崎

岖道路会变得泥泞不堪，极不利于人马通行，而阿德莱德路线则是以平原为主。可是在澳大

利亚极端稀松的人口密度下，无论哪条路线都会因为缺乏补给点和救助站而危险异常。一个

白人移民回忆自己探险的情景说：“当时我遇到了从阿德莱德辗转来的六七百名中国人。他

们有辆马车装载着已经病残了的人，还有补给品。他们排成一队纵列，每个人挑着一个扁担

和两个篮子。……我花了半个小时才走过他们的队列。”70维多利亚最大的地方报纸在 1856

年冬季的一份报道中指认：尽管南澳大利亚的路线从 1854年底之后才出现，可是当时沿途

都已经遍布倒毙于路的华工的坟墓。71 相比而言，欧洲矿工全都可以在墨尔本登陆，在旅

馆或临时营地休整后就可以直接北上前往金矿，而且对行人来说，1855 年之后通往金矿的

交通与休息设施问题大大缓解，已不再是可能致命的环境不利因素。可对于广大的华人矿工

而言，熬过了艰辛的航海登陆澳洲还不意味着事业的开始。他们紧接着要面临旅途环境更严

酷的跋涉，这种白人探险家才走的路线折射出歧视政策对华人矿工最初的戕害。

总体而言，华人卷入维多利亚淘金热是非常及时的，一开始只是零星的厦门契约工人，

紧接着是大批量的广东四邑移民。但无论是那一批人，如果没有当时太平洋贸易网促成的远

洋移民条件，都是不可能前往维多利亚殖民地的。不管从海上旅途看，还是从登陆后前往金

矿的路线看，殖民主义与种族歧视政策都加剧了华人移民所蒙受的环境磨难。在通往金矿的

跋涉路上，华人的遭遇格外曲折，牺牲惨重。尽管华工素来以吃苦耐劳著称，但是维多利亚

的自然环境仍然对他们构成了强大的挑战：厦门华工在维多利亚殖民地的逃亡事件不仅造成

了一定的轰动，也反映了华人移民在缺乏心理和物资准备时并非可以无限忍耐环境困难。只

是在对淘金盈利的巨大期望下，他们才能够把克服自然不利的勇气鼓舞到极致。在进入矿区

之后，白人矿工们将更加深刻地领教到这一点。

第四节 对华人移民淘金活动的新分析

对既有结论的质疑

淘金活动无疑是淘金热时代华人移民与澳洲环境互动的基本内容，有关华人移民淘金

的代表性方法与影响早有定论：华人总是淘洗废旧的矿坑和废渣（tailings），是所谓的“废

69 Geoffrey Serle, The Golden Age: A History of the Colony of Victoria, 1851-1861, p.325.
70 Manning Clark, Select Documents in Australian History (1851-1900), Sydney: Angus and Robertson,1955. p.67
71 Argus, June 16, 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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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翻寻者”（fossicker）。华工总是集体工作，结果让以个体或家庭为单位行动的白人矿工无

力与之竞争。最可恨的是，华工浪费并污染宝贵的水源。维多利亚淘金热史研究的权威瑟利

就说：“中国人开发废弃的矿，追踪其他人的矿坑，甚至在溪流河床中寻找微小矿藏——这

些地方常常被别人忽略。他们很少出现在新矿区。他们最典型的工作形式就是“围场式”

（paddocking）工作，一两百人一遍又一遍地挖砂淘洗，……他们甚至清扫矿镇尚未修成的

街道土路，洗洗也能发现点东西。”72对华人移民矿工最权威的专题研究《来自中国的挖掘

者》也说：“华人不考虑这里的气候条件，工作的时候在一个水坑里淘洗矿土，然后把矿土

到近边上的坑里，结果污染了两个坑。”73他们的观点都反映了澳洲学界对华人淘金活动的

传统共识。华语学术界虽然谴责由此导致的暴力排华行为，但是同样不曾就华人矿工的具体

工作方式进行深入分析。至此，华人淘金活动破坏并浪费宝贵的水资源成为毫无争议的结论。

实际上，用水纠纷的确是淘金活动中华人与白人移民发生摩擦最主要的原因，为此从口角到

斗殴层出不穷。日后白人移民矿工排斥华人移民并进行暴力驱逐的所谓合法理由都在于此，

后文另有详述。

这里通过材料的比对，可以发现这些结论的依据源自 1855 年维多利亚议会金矿情况调

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这份报告是淘金热中第一篇权威的官方调查报告，历时一年完成，非

常详尽地介绍了当时维多利亚主要矿区的开发情况。其中第 164 段说：“中国人满足于通过

最粗糙的采矿方式获取最细小的收获。在反复淘洗旧矿坑时，他们用起水来大手大脚，毫不

考虑会不会浪费，甚至无视那些保护起来用于引用的水源。结果，由于他们不能或者不愿意

理解金矿管理方或者周围矿工的意见，惹出了许多口角。”74可是学者们大多未曾留意的是，

这份报告还有一份数万字的长篇取证材料记录，其中包含一些最终影响了正式报告结论的证

词：1854年，从美国来巴拉腊特淘金的查尔斯（Charles James Kenworthy）回答了第 1364-1365

号问题。当问及“中国佬（Chinaman）是否很多”时，他回答说：“中国佬破坏了金矿上的

所有水源，他们仅仅在表面作业。”接着问他“中国人怎么破坏水源了？”他回答：“他们在

里面淘金，他们只淘洗堆在表层的矿土，特别耗水。”第 3038 号问题由卡索曼的酒店老板亨

利（Henry Melville）回答，当问他“除了破坏水源外，中国佬还有什么不好？”时，他回

答说：“那就是很大的抱怨了，他们从一个水坑取水，然后把尾渣倒进另外一个，于是毁了

两个水坑。”最关键的证据是本迪戈金矿委员会常驻委员约瑟夫（Joseph Anderson Panton）

在 1855 年做出的，在回答第 4471号问题时，他说：“他们（华工）一度是后面山谷里令人

讨厌的东西。他们破坏水源，欧洲人不会这样，因为他们把所有能掌握的东西都拿来淘洗。

他们不挖矿坑，只是单单把矿土拿来淘洗；他们沿着谷地一路走，搜刮一切他们认为有利可

图的东西。这样其他人在挖掘的时候，他们就始终在淘洗。”面对这些铁证，既有结论似乎

72 Geoffry Serle, The Gold Age: A History of the Colony of Victoria, 1851-1861,p.321
73 Jean Gittins, The Diggers from China: The Story of the Chinese on the Goldfield , p.74.
74 “CommissionAppointed to Enquire into theConditions of the Gold Fields of Victoria” (March1855), A.76,
VPLC, 1854-55. 此份报告于 1978年重新印制单独发行，本段材料参见：Hugh Anderson, Commission
Appointed to Enquire into the Conditions of the Gold Fields of Victoria , Melbourne: Red Rooster, 1978.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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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动摇。但是，同样是取证记录里，还可以发现以下的问答：第 5973 号问题由四邑人阿

宽（Howqua）回答，他之前在英国居住了 9年，平时充当华人的英语翻译。当问到：“中国

佬知道不知道那样取水有坏处而且会引起其他矿工的愤怒？”他回答说：“他们知道了啊。

在冬天，雨水多，可以用很多水，但是在夏天，一滴水都不浪费啊。”因华人用水问题而接

受取证的 4 名人士中，阿宽是唯一的华人，但他也是唯一被正式报告忽略了相关证词的人。

75

从这样的报告及取证记录中，可以认为华人在淘金用水问题上肯定存在欧洲矿工无法

接受的浪费行为，但是华人并不是不可沟通、不知改进和不可理喻的，他们已经掌握了当地

气候规律。只是这份权威报告一味相信白人的证词，对华人的辩解丝毫没有理睬。这份报告

最终导致了 1855年的华人移民人头税法案，结果维多利亚成为整个英帝国内第一个靠这种

手段限制华人入境的殖民地。对于多数学者来说，过分依赖这样一份虽然具有权威但包含种

族歧视倾向的报告、也不去仔细查对其背后的完整证词，最终只能对华人的淘金活动得到一

种片面的认识。更需要提醒的是，1855年仅仅是淘金热达到高潮的时代，其后淘金活动还

在继续扩大蔓延，许多新的作业方式都在嬗变，仅凭 1855年的报告就断定华人矿工的工作

特点，显然是极其武断的。所以这里连一个基本的问题都有待深究：华人移民矿工究竟是怎

么样淘金的？他们与环境的互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传统经验，多大程度上又发生了变化？

对淘洗废矿现象的深入理解

在对既有论断的质疑中，已经可以看到当年的种族偏见如何影响了官方甚至后世史学

家的结论。事实上，要分析华人淘金活动中的这种表现，必须要注意采矿环境以及淘金形式

本身的变化。由前四章可知，维多利亚淘金热中的采矿活动曾在形态上发生过重大变化，即

从开发冲积金矿（alluvial mining）转向开发石英矿（quartz mining），而冲击金矿开发也有

从浅表开发向深井开发的演变过程。在大规模开发冲积金矿的阶段，人们对地质学和矿冶学

知识都还只有肤浅的掌握，运气是决定矿工成功的关键因素。无论是浅表土层开发还是用深

井对地下古河道的挖掘，资本门槛都不很高。矿工们除非能挖到天然大金块（nugget），否

则无论是否具有采矿经验最终都需要用搅拌篮与锡盘来筛洗矿土、搜寻颗粒金（grain）。这

种背景下，华人移民虽然之前不具备采矿技能，但吸收其他矿工的经验和技术手段也不难，

制度上更是只需缴纳执照费即可，所以华人移民矿工根本没必要只捡遗漏的废渣或废弃矿淘

洗。

那么华人为什么不开发新矿呢？这里首先需要留心一个时间上的细节，那就是华工大

规模涌入维多利亚殖民地已经是 1852年底，主要矿区如本迪戈、卡索曼及巴拉腊特名声已

经很大，最容易吸引包括华人在内的新来者，但它们都已被开发了一年有余，在核心探掘区

域面积有限的情况下，探索到新的富矿坑的边际效益越来越低。这种客观条件就促使华工在

75 “Evidence Presented to theCommission on the Chinese, including those of J. A. Panton and the Chinese
Howqua”, VPLC,1855. pp72-73, 237,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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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新矿坑的条件下而宁愿淘洗旧矿坑与废渣。不过，凭借四邑移民在家乡养成的精耕细

作的田野劳动模式，反复淘洗前人废弃的矿渣一样可以有利可图，因为矿渣只是含金量低而

并非全然没有金子。此外华人移民为何采取一种集体的劳动模式，前人已经给出了比较详尽

的论证。主要说来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四邑移民是以很亲密的地缘关系集体移民的，到了海

外很容易维持既有生活模式。第二个是华人抵达后要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与其他移民群体，

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他们往往都依赖几个头领（headman）来对外沟通，不便于单独行动。

第三个，集体活动本身能增加华人群体抵御环境与经济不利条件的能力。76无论出于什么原

因，对于开发废矿和淘洗废渣来说，这都是必需且有效的工作方式。因为这相当于一种劳动

密集性产业，是用加大劳动强度来弥补单位利润率低这一不足。在这种劳动方式下，由于只

有把溶解于水的废渣细化分解才可能拣出微小的金砂，所以淘洗矿土的行为需要反复进行，

而且对劳动力投入规模有更高要求。1855年报告中说白人抱怨华人围场工作、无所不淘洗

的根源就在这里。

但当华人矿工的形象因此被定格为“废矿翻寻者”时，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因为

所谓废矿废渣的产生本身就是白人矿工滥采行为导致的，基本跟华人无关。原来在浅表矿开

发时代，白人矿工淘金的首要目标是挖坑找寻天然金块或富矿，而并不愿意安心淘洗工作。

所以他们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都是抱着赌博心态碰运气挖矿，不指望依靠勤奋工作本身发

财。前文已述，许多华人移民来澳洲淘金是为了求一条生路，可是淘金热对多数白人移民来

说更是纯粹为了一夜翻身。澳洲著名史学家安·科特伊斯（Ann Curthoys）说他们“真不愧

是急匆匆的心态”（rush mentality）：“一个小道消息（发现大金块），就可以让矿工们放弃已

经挖了 100 尺深的矿坑，或者让他们停止自己刚刚开始挖的矿坑，然后他们留下成堆的富矿

土，那可是只要淘洗就能得到金子的。……相反，中国人把这当成一项生产，而不是买彩

票。……他们都是有组织的，集体活动的，不会随便乱跑。”77结果走了的白人未必发财，跟

进的华人恰到好处。还有许多白人矿工胡乱挖掘一通，只淘洗矿土一遍、找出大颗粒金子就

转战其他矿区了，剩下矿土的也成了“废渣”。结果华人移民反复淘洗它们之后，产量仍然

很可观。正是由于常常面对废弃的矿坑，华人就更加需要团体合作以提高生产总值，所以他

们既有的群体合作生产模式也在维多利亚金矿得到了普遍发扬。据 1855 年华人矿工自己向

议会提交的申诉说：“（我们淘洗）的都是那些之前已经被欧洲人开发过的矿坑，他们放弃了

这些地方，因为觉得没啥回报率了，但是我们这样做，让一大笔本来会损失掉的一大笔财富

重新抬升进入流通领域了。”78至于白人抗议华人矿工倾倒矿渣污染第二个水坑的原因也在

于双方工作态度与目标不同。正因为欧洲矿工不愿意淘洗低品位的矿土，很少发掘其全部潜

力。所以他们可能小心翼翼地保护住水坑，以备将来要重新淘洗用。但华人总是一次性把二

76 Ann Curthoys, “‘Men ofAll Nations, except Chinamen’—Europeans and Chinese on the Goldfields of New
South Wales” in Iain McCalman, Alexander Cook, Andrew Reeves, eds. Gold: forgotten histories and lost objects
of Australia ,p.105.
77 Ann Curthoys andAndrew Markus, Who are our enemies? : Racism and the Australian Working Class, Neutral
Bay: Hale and Iremonger, 1978. p. 40.
78 “Petition by Chinese Storekeeper” (December 1856), E.1,VPLC , 1856-57, vo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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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矿土淘洗彻底，“结果经过华人之手的矿土，才是真正无利可图的矿渣，这样一些东西，

华人觉得堆到哪里都无所谓，于是就污染了又一个水坑”。79其实，对于矿区环境来说，开

发过一次的矿坑就足以彻底破坏地表植被与土壤层了。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挖掘出的矿土没

有任何人考虑回填，结果华人的工作方式虽然可能多耗费了水，但是没有导致更多的废渣土

方产生。更何况在 1850 年代中期，对需要淘洗的矿土进行预加工的搅拌篮（cradle）一天通

常只能处理 1-2立方码（1码等于 0.914米）的矿土，远远小于一个矿工一天的采掘量。所

以在冬季水源充沛时，华人的高频率淘洗方式其实就克服了矿土产量过剩与预加工不足的矛

盾，使得矿土被挖出来后不至于浪费，单位体积的矿土利用率大大提高。80总之，即便华人

的工作更加耗费水源，但对提高淘金生产率来说，它是有利的行为。而相比于欧洲矿工在急

速转换矿坑过程中对土地的大面积破坏，淘洗旧矿也未见得是更不利于环境的工作方式。但

是当时的报告和证词却并不反思白人工作方式的后果，只是指责华人对水源的破坏。

图 7-1 华人淘洗的基本装备：搅拌篮、水桶、铁锹81

要理解华人矿工为什么常常淘洗废旧矿渣，还需要考虑一个社会因素，那就是华人总

是得不到或者保不住新开发的矿坑。官方档案干脆完全回避这一问题，但是在当时的报刊资

料中它却很清晰地展现出来。早在 1854年 5月，维多利亚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墨尔本《阿尔

戈斯》（Argus）就报道说，中部矿区法庭第一次受理了华人的起诉，因为他们从一个与白人

共同开发的矿坑中被驱逐了出来，最后他们因为无法证明矿坑是自己的而无法保住这个新矿

坑。82按学者刘渭平的解释，当时初来乍到的华人，可能因不懂金矿上白人矿工自己约定的

79 Ann Curthoys andAndrew Markus, Who are our enemies? : Racism and the Australian Working Class,p.38.
80 Ibid., p.38.
81 本图片藏于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东亚部
82 Argus, 29 May, 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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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法而吃亏：“按当地习惯，凡任何一处发现金矿，发现者必须在该处竖立一旗帜以为标

志。华工可能不谙此项习俗，未曾照办。欧洲籍工人便据此以攻击华工，责为欺诈。”83这

可能是这个案例中华人保不住新矿的重要原因。但是后继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显得纯属弱肉强

食：最初是 1855年 9月，本迪戈地方报纸报道说“袋鼠沟”（Kangaroo Gully）发生白人用

拳脚驱赶华人的冲突，因为水源不足，而华人淘洗旧矿激怒了白人。84之后《阿尔戈斯》又

报道说本迪戈区域至少发生了两起治安冲突，一次是两位英国矿工在路上殴打了一个华人矿

工，就是觉得华人采矿影响他们，及时赶到的警察救下了华人的命。而报道的作者却认为华

人该打，因为这个矿区欧洲矿工人数不多，可华人却常常集体采矿，结果抢了白人的彩头。

之后半个月，新矿坑“金合欢沟”（Wattle Gully）又发生了少数欧洲矿工联合殴打驱逐华人

群体的事件，人数上占优势的中国人用竹竿和石子反抗，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了。事情起

因就是这里发现了新金矿，可白人矿工不想让华人分享，否则他们自己就没机会了，所以要

拼命赶走华人。85这里展示了淘金热早期的几个案例，说明华人就算能找到新矿也不一定有

机会享用，而论打架斗殴华人不如白人有优势。与传统研究的一般结论不同，这里面华人不

会放弃反击甚至很早就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根本不是被动消极的，但都难以取得成功，

也得不到舆论理解。不管是为了水源还是富矿，所有矿工都想获得更多的使用份额，而在面

对竞争时，白人矿工动辄诉诸暴力驱逐华人，藉此不正当地扩大自身权利。在这种社会条件

下，华人矿工由于得不到官方足够的保护，虽有运气探到新矿却无福享用，转向旧矿也就不

难理解了。

综上可见，反复淘洗废渣之所以成为华人代表性的淘金方式，不但是金矿资源分布的

地理局限所导致，也是白人矿工蛮横抢夺新矿的结果。他们的反复淘洗行为客观上造成了对

环境的严重破坏，还导致了水资源的额外消耗。但是对白人社会对这种采矿方法发出的种种

责难却是不公正的。其实问题的本质是：由于缺乏对富矿占有和管理的话语权，华人矿工只

能去利用废矿。更有失偏颇的是，白人矿工的开采行为对自然的破坏也很严重，但是舆论只

追究华人的耗水问题。不过为了求生，华人矿工绝不愿退出淘金活动，他们发扬了在故乡生

产环境下养成的工作态度与习惯，最终可以高效提炼含金量较低的矿土乃至废渣，化腐朽为

神奇，这与白人矿工形成了鲜明对比。

华人多样化的淘金方式与局限

华人淘洗废矿获利反映出他们在海外秉承着传统经验，但这并不说明他们不接受新经

验，也不等于华人移民仅凭吃苦耐劳就可以克服所有环境困难。恰恰相反，他们的采矿活动

一方面不断吸收白人的经验和技术，另一方面也在采矿形式的变革下遭遇困境。可以说，在

反复淘洗矿渣之外，从形式上到组织上华人都开展了多样化的采矿活动，只是回报不尽相同。

83刘渭平，《大洋洲华人史事丛稿》，p.72.
84 Bendigo Advertiser，September 5, 1855.
85 Argus, 17 September, 1855; 28 September, 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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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矿工并不一定是大规模集体活动的，也不都只开发旧矿。在 1850 年代后期淘金热

向维多利亚更边远的内陆蔓延时，他们能够在没有白人干涉的情况下以小组形式发掘新矿。

有老华工回忆说：“当时采金之法，极为简单。凡发现泥色有异之处，即掘井取沙。只用一

人下井掘沙，一人在井口绞沙，将沙放在木梯盘内，以水冲洗，即淘得沙金。”86这里生动

表现了华工小规模开发新矿的场景。不仅如此，华人矿工也能够大规模开发新矿区并且收益

颇丰，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们创建了维多利亚东北部的阿拉拉特矿区（Ararat）。1856年 3

月，数百名中国人开发了这里的“科蒂斯山港”（Port Curtis Hill）矿坑，但当时只有小规模

收获。次年 4 月，从南澳大利亚辗转而来的一队华人移民向东北方向进一步推进，发现当地

土色有异样，于是在随后被称为“黑色矿脉”（Black Lead）的区域试探性挖掘，结果发现

了诱人的古河床沉积金矿。这两拨人之前都已经在其他矿区工作过，所以积攒了许多白人的

采矿经验，他们花了 8 个多月挖掘大量浅矿井淘金，还使用了加利福尼亚矿工带进维多利亚

的绞盘和轱辘提取矿土，运输速度很快，挖上来的金块多的甚至可以用水桶装。事情保密到

1858 年 2 月，此时矿区多数矿坑被英国移民发现，他们借口华人没有执照而抢占了多数矿

坑。据英国矿工自己说，华人开发出的矿坑接近 70 个，每个都价值 1000-1500 英磅。最后

华人虽然只能另寻新矿，但“黑色矿脉”以“广州矿脉”（Canton Lead）之名传遍了整个维

多利亚，阿拉拉特也成为维多利亚殖民地唯一因华人初步定居而发展起来的城镇。87华人矿

工吸收白人经验与技术的努力不仅表现在简单的开采环节，也表现在加工提炼活动中。1856

年 7月，《阿尔戈斯》驻本迪戈固定通信作家威廉·凯利（William Kelly）发表了一篇长文

介绍华人移民的采矿活动说：“中国人非常系统地重新淘洗欧洲人开采过的矿坑并且淘洗剩

下的矿土，最近他们还利用了很多马拉搅拌机（puddling machine）工作，那都是从欧洲人

那里买来的。”88马拉搅拌机是 1850年代中期刚刚流行起来的高效搅拌设备，华人矿工几乎

是第一时间就注意利用了它。搅拌机使用的方式很像毛驴拉磨：在一个圆形场地里投入矿土

后倾倒进水，然后马匹被固定在套具里绕着中轴转，中轴和马匹之间则连接着木杆，木杆下

挂着许多爬犁，转起来的时候就能不停搅拌场地里的矿土，让它们变得细小。然后再把这些

碎化的矿土拿去淘洗，冲刷掉泥沙石子就能得到金子。这种工具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

还相对节约水源——碎化矿土不需要反复冲刷了。修建这样一个装置，大概要 200 磅的投资，

要求相对比较复杂的安装与操作，但是华人通过集体投资与分工合作取得了成功。89

然而，哪怕华人吃苦耐劳且善于模仿，但他们还是不能适应所有的淘金活动，这一点在

深井开采中表现的非常明显。从 1850 年代后期起，浅层的地下古河床冲积金已经开发殆尽，

从而需要挖更深的井才能获利，采矿成本以及对技术的要求都大幅提高。对此，在欧洲移民

中，具有丰富深井开发经验的英国康涅什矿工优势非常明显，可华人因为缺乏资本和矿道修

建技巧只能望井兴叹。偶尔有华人集体买下旧矿，但旧矿井中支架本身已经老化或缺损，华

86陈志明编，《澳洲党务发展实况》，第 10页。
87 Eric Rolls, Sojourners: Flowers and the Wide Sea, pp.144-145.
88 Argus, July 17, 1856.
89 Valerie Lovejoy, “Depending UponDiligence: Chinese at Work in Bendigo (1861-1881)”, 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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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力重建矿道支架，结果常常遭遇塌方事故。维多利亚中部山地土质稀松，由于浅表土层

有高密度挖矿，地表植被已经损失殆尽，偶有大雨就会导致水土变成粘稠的泥浆，一块土坠

落往往连带一大片坍塌。不仅如此，地下矿道由于没有木板铺砌，同样泥泞至极，这不仅让

挖矿变得困难，而且即便地面上有人报警，地下的却连逃跑都来不及。所以矿难是困扰所有

矿工的问题，但摧折华人尤甚。1850年代后期以降，本迪戈逐渐成为深井矿开采的中心之

一，但其中极少有华人的深井。在 1854-1865 年老矿区本迪戈死亡的华人中，70%以上都是

采矿人员，总计 31个死亡记录中，26 个都是被塌方活埋的。根据维多利亚中部新兴沃恩泉

（Vaughan Springs）矿区的记录，在 1857-1859年意外死亡的 66人中，有 38个都是华人，

其中 11个就死于矿难塌方，另外 6 个死于呼吸系统疾病。90由于这些死亡统计是地方验尸

官做出的，难以获得整个维多利亚的情况，而且这里有关华人的部分非常不完整，但足以让

人想象深井矿难对华人的威胁之大。从一份总结 1850-60年代情况的中文记录来看，虽然不

够具体，但对整个维多利亚州的情况有较多所反映：“其矿井有深至十余丈者，井边不固，

每一崩坏、则葬身其中。吾侨为开矿而死者，不可胜计。为了告慰死者，乃发起义祠，当时

报名入祠者，在 7000 人以上，一二年内增至万名，今日仍存于墨尔本四邑会馆中。”91这里

的死亡矿工未必都是因为深井开采，但是这种开采方式的死亡率显然对华人群体产生了极大

的刺激。这也就证明在缺乏真正的矿井开发技术及足够资本的情况下，华人移民仅靠毅力、

耐心与勇气并不足以克服矿区复杂的地下环境。所以华人移民可以在浅表发掘甚至矿渣淘洗

中成功，但是在深井开发中却不像前者那样硕果累累。这也导致在 1861年至 1881年中，白

人矿工几乎都转入了更依赖深井技术的石英矿开发，可许多华人还是只能延续冲积金矿开采

——主要是淘洗废矿渣。相比与 1850年代冲积金矿开发的全盛时期，此时这类矿工中白人

人数减少了 80%，华人则比之前只减少了 40%。92这一点在议会委派的华人调查委员会报告

中得到了证实：委员会主席威廉·杨（Rev.William Young）详细记录了 1867年维多利亚所

有主要矿区的华人职业分布，发现在巴拉腊特、卡索曼及本迪戈等大矿区，华人移民仍然是

浅表金矿淘金的主力。93事实说明，在维多利亚矿区特定的地理地质条件下，灵活通变的华

人移民也被无情地制约了其成功的空间。

华人水利技术在矿区的应用

华人善于发挥传统经验的优势，也能吸收新技术和新经验，那么他们的淘金技术是否也

对周围矿工产生影响呢？之前的研究对此是语焉不详的，但事实上华人淘金技术不仅有效仿

学习白人经验的部分，也有输出并被对方认可的部分。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华人利用传统的

水利技术大显身手。

90 Keir Reeves and Benjamin Mountford , “Court records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Rethinking the Chinese gold
seekers in central Victoria” ,p.7.
91陈志明编，《澳洲党务发展实况》，第 10页。
92 Valerie Lovejoy, “Depending UponDiligence: Chinese at Work in Bendigo (1861-1881)”, p.28.
93W. Young, “Report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Victoria” (August 1968), no.56, VPLC , 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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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文得知，在故乡的农业生产体系中，修筑水坝水渠以蓄引水流是四邑人的拿手好

戏，而维多利亚矿区整体上看属于缺水地区，一方面不利于水利大开发，但另一方面又格外

要求治水经验。据 1852年的一份材料介绍说：“维多利亚的溪流和澳洲其他的河流大体一样，

一点也不像欧洲或者美洲的河流那样美好，在数量上就少得可怜。水流上看，除了休姆河

（Hume），或上墨累河（Murray）以及亚拉河（Yarra）的一部分，都是微不足道的，完全

不适于内河航运。事实上，它们面临的水源补给也极不规律，也就是说，在雨季经常泛滥成

灾，波涛汹涌，溢出河床，淹没村落，裹走一切；夏日里，它们又断流，有些河床更是变得

干燥如土路，另外一些只剩下一点点水，可能是得自地下深泉的补给，或者是来自难以辨认

的天然井，河床上就反反复复交替发生这些情况。”94就矿区而言，本迪戈与巴拉腊特等地

都缺乏像样的地表径流，仅有靠东北的地方如比奇沃斯（Beechworth）、欧文斯（Ovens）由

于有墨累河的主要支流过境而水源相对充足。此外，采矿用水不仅受到天然水源短缺本身的

影响，还要受到降雨季节分布不平衡的影响。面对这些难题，白人矿工哪怕是康涅什矿工的

应对方法都是先把矿土挖出来堆积，等到雨季了再淘洗，或者是用手推车把矿土推到河边，

专门留人在那里淘洗。95即便如此，水源也是越来越不足的，生产屡屡受挫。原来一方面矿

工挖掘出来的矿土和废渣往往肆意堆积与倾倒，结果淤堵填埋溪流河水，另一方面许多溪流

因为河床本身也被反复挖掘导致淤塞而最终枯竭。96面对这种情况，矿工们自然考虑要修筑

堤坝蓄水或者挖井，但一直无法扭转大局，以至于本迪戈等地出现了夏季（旱季）停工，冬

季（雨季）开工的现象。

不过许多华人矿工做到了在尽可能不迁徙地情况下克服了淘洗缺水的问题——他们的

引水技术大显神通。至少在 1860年代时，在地表径流比较充裕的地区，华人移民习惯性地

建造起了木质百叶水车引水，周围人则觉得这不啻为一项聪明绝顶的发明。97水车修成，华

人再在水车提水口挖掘渠道，渠道很深但是口并不宽。许多华人矿工已经是沿着水渠淘洗金

矿，或者说挖到哪里，就把水渠修到哪里。他们堆积起的废渣总是整整齐齐垂直排开，实际

上又形成了比较牢固和加高了的渠岸。98水渠延续得很长之后，维护又是一个问题。这里必

须说明的是，华人集体工作的优势再次表现了出来，因为开挖水渠需要密集的劳动力投入，

而在雨季修补水渠以及排除内涝方面，就更需要高效的华人集体行动。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

了为什么白人矿工经常是知道去挖掘水渠，但也无法真正维持。事实上，这些方法已经得到

了白人矿工的注意。现在虽然无法找到直接证据显示华人矿工在修建水渠一事上与白人矿工

有通力合作，但是一个旁证可以有力地证明这一点。新南威尔士兰坪滩（Lambing Flat）矿

区地理条件与维多利亚东北部金矿几乎完全一样，这里的华人矿工多数也是从维多利亚东北

94 F. Lancelott, Australia As It Is: Its Settlements, Farms, and Gold Fields (Vol.2), London: Colburn and Co.,
Publishers, 1852.p.55.
95 Eric Rolls, Sojourners: Flowers and the Wide Sea, p.125.
96 Neil F. Barr and JohnCary, Greening a Brown Land: the Australian Search for Sustainable Land Use, Hong
Kong: Macmillan Education Australia, 1994. p.54.
97 Jean Gittins, The Diggers from China: The Story of the Chinese on the Goldfield ,pp.75-76.
98 Barry McGowan, “The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Mining in Colonial Australia”, 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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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转移而来的。他们在 1860年代与德国工程师合作，将传统的在河流中筑坝的技术应用到

矿区河流中，成功地改变了河流的流向，解决了矿区的缺水问题。99此外，华人特别成功地

应用了导流技术开展流槽洗矿（sluicing）。这种技术起源于加利福尼亚，原理就是修建长长

的木水槽，从水源充足处开始向地势低的地方延伸，把矿土加入木槽内后，不断加水冲刷，

越轻的物质流得越远，从而拣出金子（参见图 7-1）。但在干旱的维多利亚，华人矿工把引

水渠疏导技巧与之结合后才使它具有了应用价值。华人至少在 1860 年代已经使用这种方法。

根据一些详细的文字材料显示，从 1878年开始，维多利亚中部白山矿区（White Hill）陆续

有 23 个华人组织注册开展这种洗矿方式，首先都是修建长长的引水渠，将水流从总蓄水处

引导出来。进入多雨季的 12月份，华人组织的采矿群体一天三班倒，不间断用水流冲洗矿

土。1001879年 1月，两个白人矿工与四个华人矿工组合成立了公司，雇佣了 40 个华人与白

人矿工一起开展流槽洗矿。“这说明欧洲人也承认华人矿工管理水的才华，接受了他们从家

乡带到金矿来的农业用水技巧。”101显然，在 1860到 1870年代中，随着淘金热采矿形态的

复杂多样化，华人矿工与白人矿工的技术交流也不断深化，华人的水利治理方面的能力令白

人移民也无法抗拒。

图：7-2 华人的洗矿槽102

99 许多华人矿工在维多利亚东北部开发金矿之后，会顺墨累河或其支流走向顺势进入新南威尔士境内。这
个矿区后来改名叫做杨市（Young）。旁证材料参见：http://www.chinatown.com.au/henry/newarticle.asp?id=641
100 Bendigo Advertiser, 24 December, 1878.
101 Valerie Lovejoy, “Depending UponDiligence: Chinese at Work in Bendigo (1861-1881)”, p.29.
102 Frederick Grosse, “Chinese Gold Miners Sluicing, near Beechworth”, 1867.
http://nla.gov.au/nla.pic-an10328049



30

图：7-3 华人立体引水技巧素描图

图：7-4华人立体引水技巧之应用103

103原图藏于比奇沃斯中国文化中心（Chinese Cultural Center），一幅是 1860年代的素描作品，另一幅则是
1870年代的摄影作品。作者翻拍于由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东亚资料部提供的图片，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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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水源不足特别是缺乏流动水源的情况下，华人矿工依旧可以应付淘金所需

水源。如图 7-3，这幅图显示了华人高超的立体引水技巧，最早记录这种方式的淘金地点是

华人较多的维多利亚东北部比奇沃斯矿区。在 1850 年代淘金热高潮期，冲积金矿富矿很多、

回报率高。矿工运输矿土去远处淘洗也是有利可图的，所有这种技术并不必要，但进入 1860

年代后，浅层冲积金矿的开发日益萎缩，废旧矿的二次开发力度加大，则这种利用较少水源

就地淘洗的技术就颇有价值了。由于老矿坑周边土层的厚度不同，采掘面也有不同层次，可

在仅是最底层有积水的情况下，想保证每一层都有获得淘洗用的水源似乎是难以实现的。如

果像白人矿工那样运矿土去河边淘洗，那生产效率大大降低不说，运输成本也过高。但是在

这两幅图里，可以发现最底下的一名矿工在继续挖水坑，另一名则就近开始淘洗工作。而最

顶层的两名华人矿工使用竹竿作为轨道，斜着架在矿坑壁上，然后在上面绑上水桶把底层水

坑中的水舀到需要淘洗矿土的作业面上，满足另外两名矿工的工作需要。这不仅解决了提水

问题，而且非常省力。从图 7-4中还可以发现，这些矿坑的作业面积非常巨大，但是却不需

要大量水源。这种疏导管大大降低了对矿土运输的要求，获得淘洗旧矿人群的普遍欢迎。尽

管从图 7-4 中看不出引水用的竿子是否竹制，但图 7-3中的竹节则明确昭示出这是一种地道

的中国经验。竹子作为建筑和生产材料广泛应用于中国南方地区，但是白人矿工却从不使用。

维多利亚没有丰富的竹林，这些竹子多是华人矿工从中国带入的，本来是挑货用的扁担筒。

104“这些竹竿直径大概有 2英尺，6-8英尺长，非常坚韧，能挑很沉的行李”。105它们也可以

很容易地串联起来投入引水设备的建设。事实上无论建筑材料如何，图 7-4中显示画面中心

戴斗笠的华人矿工与近处大胡子的白人矿工已经混合在一处，都使用这种方法提水了。

显然，有充分的材料说明，华人在故土积累培养出的农田水利技术在维多利亚金矿大

有发挥空间。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金子，无论是在水源充足的情况下还是在不足的情况下，

无论是淘洗新矿富矿还是淘洗旧矿废矿，华人都能够因势利导地采用自己的传统技术和材料

将开采活动顺利推进下去。华人矿工的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也被白人矿工所承认与采纳，这也

否定了华人移民与白人无法沟通、华人移民总是社会冲突牺牲品的简单结论。

第五节 对华人农业生产的全面理解

华人蔬菜种植业缘起再分析

与白人移民一样，淘金热中华人移民与维多利亚环境的互动也从不局限在矿产开发之

上。杰弗里·布莱尼认为当时华人群体与白人群体在生活上是互不影响的，但他在晚年对这

一观点做了修正：“华人的生活方式对说英语的矿工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有两个例外，一

个是蔬菜种植业，另一个是针灸。”106不过，就目前可以获得的中、英文资料看，无论是当

时的记录或是后人的研究都极少涉及维多利亚淘金热时代中医药的发展，这暗示着在十九世

104 Argus, April 16, 1856; June 19, 1856.
105 Nancy Keesing ed, Gold Fever: the Australian Goldfields 1851 to the 1890s, Sydney: Angus and Robertson,
1967.p.122.
106 Geoffrey Blainey,A Land Half Won, South Melbourne: Pan Macmillan Australia Pty Limited, 1995. p.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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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中后期包括针灸在内的中医药活动对白人社会的影响不会很大。107而蔬菜种植业就大不相

同了，当时民间媒体材料中的记录非常密集。现实中，蔬菜种植业直到 20 世纪初仍然是华

人移民的优势职业之一，当时整个澳大利亚东部沿海中心地区都已依赖华人的蔬菜供给。在

白澳政策已经盛行的 1911年，还有作家克洛斯（E·Clowes）念念不忘说：“正是因为华人菜

农提供新鲜的蔬菜，才防止了澳大利亚沿海定居点出现败血症，而且由于他们的辛勤耕作，

荒地变成了生产区。”维多利亚金矿区正是华人移民蔬菜种植业的关键起点之一。

切不可忘记的是，维多利亚主要矿区在淘金热爆发前都是人烟稀少的贫瘠山地，农耕

活动几乎是空白的。短短几年内，成千上万不从事农业生产的矿工涌入这块狭小的空间，其

饮食起居立刻就构成一个现实的生态压力，从而也激起了发展农副业的要求。由前述章节可

知，在交通运输条件非常恶劣的 1850年代初期，白人矿工的主要食物是羊肉和面饼，他们

的菜单里几乎是没有新鲜蔬菜的，这立刻导致了由维生素及粗纤维缺乏所引起的各种疾病。

1852 年下半年起，越来越多的矿工要求占用矿坑附近的土地搞农副业，这样就可以吃到水

果、蔬菜和鸡蛋。108可此时非矿业用地的分配问题还没有列入官方矿区管理的核心议程，矿

工们无权合法开发矿区的土地，蔬菜种植业很难发展。另外一个更现实的阻碍因素在于，1850

年代浅层冲积金矿的开发处于兴盛状态，多数欧洲矿工要频繁穿梭于不同的矿区挖掘新矿

坑，难以定居。可蔬菜生长却要求一定的周期，于是相对于看似回报快、利润率高的淘金活

动，种植蔬菜成为白人矿工不愿投入的行当。这种想吃菜、没有菜又懒得种菜的吊诡局面成

为维多利亚淘金热初期白人矿工与大自然之间的一组重要矛盾。

不过从1850 年代中期起，华人矿工打破了这种局面，其原因是多样的。多数传统的观

点强调华人发展种植蔬菜业跟他们自己的食谱有关，比如克罗宁就觉得华人的食品以蔬菜和

主食为主，不像白人矿工那样深深依赖肉食，他们也买不起肉。109这判断大体不错，一般来

说华人对蔬菜的需求程度是远远高于白人的，这完全可能是他们种菜意愿的刺激源。但是当

时的华人移民习惯于自给自足，填饱肚子的方式也很多，未必亟需种植蔬菜。一个不争的事

实是，华人随身行李总是装上可以维持相当长时日所需的食品和生活用具。在主食供应方面，

一开始华人是自己携带大米踏上移民之路，后来也利用以墨尔本为中心的大米销售渠道。110

尽管如今很难厘清华人一开始究竟吃些什么辅食，但是旁观者的一条有趣记录透露出部分信

息：“在南澳登陆而来的中国人带着鸭子，他们居然提着鸭子。切好的、腌制好的鸭子，储

存在装满油的罐子里。他们还带着自己酿的酒，那种足以让人醉倒而不是提神的酒。”111另

一方面，官方记录则暗示着华人矿工居民区很快就普遍饲养猪和羊了，因为 1857 年 6 月维

107有关 1900年后中医药在澳洲传播的论文，参见 Ray Tiquia, “‘Bottling’ an Australian Medical Tradi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uring theAustralian Federation”, in John Fitzgerald, Sophie Couchman and Paul
Macgregor ed, After the rush: Regul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hinese Communities in Australia, 1860-1940,
Kingsbury: Otherland Literary Journal, 2004.pp.192-203.
108Geoffry Serle, The Gold Age: A History of the Colony of Victoria, 1851-1861, p.84, 133.
109 Kathryn Cronin, Colonial Casualties: Chinese in Early Victoria , p.6.
110 Eric Rolls, Sojourners: Flowers and the Wide Sea, pp.108-109.
111 Thomas Drury Smeaton, ‘The Great Chinese Invasion’(1865), in Nancy Keesing ed., Gold Fever: the
Australian Goldfields 1851 to the 189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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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利亚议会要专门对华人居民区下一道命令，说必须“各家好好看管猪和羊”。112这些证据

说明当地华人填饱肚子不一定困难，而且也不是只爱吃菜。此外，连猪和羊都能养殖的情况

说明除了华南人的食谱问题，华人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生活习惯也得到了保留，而这也可能

是华人要开展蔬菜种植的原因之一。

但无论如何，学者们将蔬菜种植业的发展与淘金活动割裂看待是不合适的，华人的饮

食习惯或种养传统只是一种主观条件，它最多能解释华人愿意种菜，却无法解释蔬菜种植为

何成为一种产业。事实上，华人淘金活动的特殊处境最终创造了华人蔬菜种植业的兴起条件。

如上一节所说，华人移民普遍具有耐心细致的工作风格，他们不会随便转换矿坑，而是很仔

细地围绕一个矿坑工作，尤其是在开发废旧矿坑时，更是慢工出细活。所以华工可能在一个

地点驻留较长的时间，从而使得蔬菜生长周期的问题得到克服。更重要的是，废旧金矿往往

是管理当局不太关注的区域，利用废旧土地种菜不容易引起白人和当局的刁难。当蔬菜种植

业初步发展起来之后，有一个欧洲裔农学家就评论说：“华人种植业是通过把白人矿工不屑

占用的土地哄骗过来才得以发展的。”113这种情况在 1860 年代后由于华人无法大量参与深井

开采活动而进一步加剧——越来越多的华人无法再只依赖淘金过活，所以只能选择种菜挣

钱。114所以说，华人蔬菜种植业的出现固然与移民的传统生活习惯息息相关，而最直接的原

因还在于他们在采矿业中的处境，这是华人移民在淘金热中夹缝求生的副产品。

华人蔬菜种植业的扩展、特点与影响

1854 年维多利亚金矿情况调查委员会报告的举证材料中有如下一段对话——华人阿宽

被提问“中国佬能种麦子和蔬菜么？”他立刻回答“是的，所有中国佬都喜欢务农。”115阿

宽或许夸大了华人移民的农业情结，但是这里的问答已经反映出官方很早就注意到华人在种

植业上的特长。需要注意的是，华人蔬菜种植活动在维多利亚各个矿区出现的时间并不相同，

有时差别还很大，但一开始的确是矿工为了自给自足兼职进行的。这进一步反映出蔬菜种植

业并不是华人首选的谋生手段。比如唯一给后人留下口述资料的矿工阿星（John Ah Siug）

主要在维多利亚中部矿区活动，他是这里最早的华人菜农之一：1866他年利用新公布的《选

地法》修正案第 42 款建设起 32平方英里的大菜园，种植的是西瓜和各种蔬菜，还养了鸡，

但都是为了自己和同伴吃，其主业仍然是淘金。116而在维多利亚东北部水源更足的比奇沃斯

矿区，一位欧洲矿工的妻子则回忆说从 1850 年代末起，“种植蔬菜的华人已经非常多，矿上

几乎所有人需要的蔬菜都由中国人提供”。117显然，比奇沃斯的商业蔬菜种植活动起步更早。

112 “Regulation for the Chinese on the Gold Fields” (14th July, 1857), A.69,VPLC , 1856-7.
113 Kathryn Cronin, Colonial Casualties: Chinese in Early Victoria , p.65.
114 Warwick Frost, “Migrants and Technological Transfer: Chinese Farming in Australia:1850-1920”,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42.no.2, (July, 2002), pp.116-117.
115 “Evidence Presented to the Commission on the Chinese, including those of J. A. Panton and the Chinese
Howqua”, p.336.
116 第 42款允许矿工在任何矿坑附近开发皇家领地，每年交年费即可。参见：JongAh Siug, translated by Ruth
Moore and John Tully, A Difficult Case: An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Miner on the Central Victorian Goldfields,
Daylesford: Jim Crow Press, 2000.
117 Edward Duyker ed., A Woman on the Goldfields: Recollections of Emily Skinner, 1854-1878, Carl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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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到 1870年代，矿区中华人蔬菜种植者已经大量种售生菜、卷心菜、马铃薯以及

萝卜。118这里至少前三种蔬菜并非四邑人的大宗菜品，显然华人的蔬菜种植业已经主要面向

了广阔的白人市场，而此时的矿工人口较多的本迪戈和比奇沃斯也成为华人菜农最密集的地

区。

毋庸置疑，华人蔬菜种植业的崛起大大解决了所有矿工都缺少新鲜蔬菜的问题，更重

要的是，它还改变了矿区景观并且促成了一些中国式农耕经验的推广。在选地法之后，华人

菜农能够相对轻松地利用靠近水源的肥沃土壤扩大蔬菜生产能力。他们将地表除草平整后就

种植蔬菜。比如 1870 年代成为矿工蔬菜基地的罗登河（Loddon）农业区就是被华人开发出

来的，这里靠近亚历山大山（Alexander Mount）矿区，冲积土肥厚。“在这里，华人用爬犁

将土壤翻松，然后在土地中齐刷刷地垒出菜畦，再沿着划好的菜田格子挖浅浅的方形水井，

最后进行浇灌。”119以此为例，维多利亚中部矿区许多城镇附近相对肥沃的土地都发展起了

种植业。相比于这种常规土地上的种植业，更令人惊叹的是华人在恶劣地形与地质条件下发

展的蔬菜种植业，而这是更常见的情况。在此最典型的例子是 1860 年代后维多利亚最大的

矿区本迪戈。由于历史上大面积的浅层采矿行为，矿区一带已经很难找到像样的可耕地，可

是华人以每 0.125英亩 1 英镑年租金从官方手中获得耕种许可证，然后若干华人把几块土地

合并成大小适中的菜地一起进行蔬菜种植。当地媒体报道说，在密集的矿坑中，华人愿意花

大量的时间清理掉板结的粘土块以及数不清的石英石废渣，然后反复松土并平整土地。120不

仅如此，华人矿工还要施底肥——他们引入了四邑的绿肥技术。绿肥就是把废弃的新鲜植物

揉碎埋入土里当做基肥。在种植工作开始后，他们又始终注意施加有机肥追肥，就是把积攒

的人畜排泄物和有机垃圾埋入土壤。华人菜农会专门走访营地收集这些肥料，而四邑矿工社

区的头领也要求麾下矿工把生活垃圾与粪便堆积到指定区域，否则罚款。121这个经验得到了

非常普遍的应用，也成为华人蔬菜特别优质的关键原因。考古学的材料证明在罗登河农业区，

华人定居区从来没有蓄粪池和有机垃圾的堆积，这与白人定居区很不同。这说明华人把这些

有机物都用于肥料了。122在种植业方面华人的农田水利技术也得到了推广。1863年本迪戈

遭遇旱灾，民众在向政府求助的申诉中说华人矿工利用了引水渠技术，避免了旱灾对蔬菜业

的毁灭性打击。而且在极端缺水的情况下，华人矿工还可以完全靠人力肩挑手抬取水浇灌菜

园，为了避免被炽烈的阳光暴晒，华人通常是每天天亮前就开始浇灌菜地，异常勤劳。这种

习惯一直保持到十九世纪末期自来水应用为止。当地媒体评论说：“华人用极大的耐心应用

了他们从本国乡村获得的知识，简直让欧洲人无比羡慕和嫉妒！”当地舆论承认：“如果没有

华人，人们要多付 50%的钱才能买到生菜、洋葱和水萝卜。”123 华人菜农在本迪戈受到了极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56
118 Warwick Frost, “Migrants and Technological Transfer: Chinese Farming in Australia: 1850-1920”,p.124；
Zvonkica Stanin, “From Li Chun toYong Kit:AMarket Garden on the Loddon:1851-1912”, p.21.
119 Zvonkica Stanin, “From Li Chun toYong Kit:A Market Garden on the Loddon:1851-1912”,p.30.
120 Bendigo Advertiser, 22 July 1862.
121 Kathryn Cronin, Colonial Casualties: Chinese in Early Victoria ,p.92.
122 Zvonkica Stanin, “From Li Chun toYong Kit:A Market Garden on the Loddon:1851-1912”,p.30.
123 Bendigo Advertiser, 3 December 1863; 30 January 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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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欢迎。1865 年本迪戈举办了农产品推广会，专门印发了中文宣传材料，还让华人菜农自

己做广告。124显然，通过蔬菜种植业，华人移民与白人的交流大大加深，蔬菜交易市场成为

双方沟通与合作的舞台。

大体说来，在冲积金开采日益衰落的 1860-70年代是华人蔬菜种植业飞速崛起的阶段。

根据 1867年威廉·杨牧师报告的统计数字计算，华人菜农在男性华人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

例是 4.6%，而参看 1871年维多利亚统计局的资料，同类华人比例已经上升到 8%，到 1881

年，菜农比例上升到 19%。125正在这种发展态势下，矿区的种植业促成了一个意外的积极效

果——许多被采矿破坏的地表景观与土壤又变得富有生机。由于蔬菜种植活动的大发展，一

些新物种也被带进了当地生态体系。比如最近的考古学成果就确认了维多利亚华人定居点遗

迹附近有香葱（spring onion）的生长，但早已经野化，这是本土植物体系中根本没有的。由

于白人喜欢吃的是欧洲大葱（leek），所以香葱必定是华人引种的。126所以说，因为采矿活

动而促成的蔬菜种植业是华人与维多利亚环境互动的重要内容。种植业的成功，既是华人转

行谋生所需，更是他们在发挥传统经验的同时改造当地自然环境、满足社会需求的结果。

图：7-5 中国人新开辟的蔬菜种植园，从中可见它导致的林木砍伐问题127

124 Bendigo Advertiser, 18 September 1865.
125 参见：W. Young, “Report on the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Victoria”, (August 1968).; G Oddie,
“The Lower Class Chinese and the Merchant Elite in Victoria: 1870-1890”, Australia Historical Studies , vol.10,
no.37,(1961),pp.66-67.
126 Keir Reeves and Benjamin Mountford , “Court records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Rethinking the Chinese gold
seekers in central Victoria”,p.5.
127 参见维多利亚金斯顿（Kingston）地方史学会：http://localhistory.kingston.vic.gov.au/htm/article/3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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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多样化的农业生产活动

华人蔬菜业的大成功影响非常深远，到十九世纪末，许多澳大利亚农学家甚至思考如

何吸收华人种植业中的密集型种植与劳动力投入模式，“就生产工具而言，华人对欧洲移民

影响不大，但是在工作态度和组织模式上，华人产生了影响。”128正是由于华人这方面的素

质，他们也胜任维多利亚淘金热所引发的多样化农业生产活动。既往研究多数只涉及华人蔬

菜种植业的问题，其实华人能够以多样化的农业生产活动参与维多利亚自然环境的重塑。

从大背景来说，大量涌入的矿工对农产品的需求是非常多样且急切的，这导致了农业

开发行为在维多利亚矿区的全面开花。淘金热推进到 1854时年，维多利亚农耕地的面积已

经恢复到 1851 年的水平，数量达到 55000 英亩，然后平均每年增加 60000 英亩，到 1860

年时增加到 419000 英亩。129这样一来，农业对的劳动力需求也不断加强。根据官方档案看，

绝大多数华人以季节性劳工的方式卷入了农业生产。1860年代这种农业劳工的数量持续攀

升同样与华人越来越难以单凭淘金维持生计有关。以 1867年为例，参加了秋季收获的兼职

华人矿工人数比参与种植蔬菜的还多，总计达到了 980人以上——当时的菜农不过 813人。

130秋收和剪羊毛一样要求在短时间内进行高强度的劳动，华人显然是非常合适的。除了收割

本身的高强度劳动，清理地面的活动也往往有华人承担。与澳大利亚东南部多数地区一样，

维多利亚矿区周边农业区的田地要通过开荒和毁林才能平整出来。而对华人来说，没有什么

地方会因为太贫瘠或者条件太干旱而不能进入。131树皮环剥和伐木是非常耗时且费力的活

动，在荒野里重复这种劳动也是枯燥单调的，但是华人仍然可以做的很好，最终这也形成一

项职业。1870 年代早期，约翰·福特（John Ford）在维多利亚北部墨累河边的瓦衮雅

（Wahgunyah）农耕区设立面粉磨坊，所需木材燃料全部由 40个华人伐木队承担，每工作

一次至少要消耗一批 11捆(cords）的木材。而这里仅 1873 年全年的供货量就是每 14 天送

24批。132这种工作量是一般白人工人难以想象的。到 1880 年代之后，树皮环剥法正式合法

化，于是“许多澳大利亚华人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开发澳大利亚的处女地，……

而伐木和剥树皮的工作常常由华工承担。”133显然，华人的出现大大加剧了维多利亚矿区的

毁林开荒现象。但他们也再次证明了自己在这块边疆地区谋生的优势，强体力劳动也成普遍

成为中下层华人移民转行的最初方向。

但是如果认为华人在维多利亚矿区仅仅能承担耗费体力的农活就又是一种浅见，他们

完全能够承担非常精妙的农业种植活动，这是在故乡世代熏陶的结果。在淘金热中后期，农

业活动越来越频繁是日益司空见惯的现象，但是除了小麦、玉米、燕麦等粮食与饲料作物，

128 Warwick Frost, Migrants and Technological Transfer: Chinese Farming in Australia:1850-1920. p.129.
129 Geoffrey Serle, The Golden Age: A History of the Colony of Victoria, 1851-1861, p.231.
130 根据以下材料中的数据合算：W. Young, “Report on the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Victoria”,
(August 1968).
131 Douglas Montague Gane, New South Wales and Victoria in 1885, London: S. Low, Marston, Searle &
Rivington, 1886,p.58.
132 一捆相当于 3.12立方米木材。Cora Trevarthen, “After the Gold is gon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Northeast
Victoria, 1861-1914”,Journal of Chinese Australia , Issue2, (October 2006),p.7.
133杨进发著，《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1901-1921）》，第 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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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作物大开发也成为一项重要的农业活动。维多利亚殖民地和澳洲多数殖民地一样，对北

半球来的移民而言就是一块处女地，这里究竟可以种些什么呢？于是它变成了培育外来农作

物的试验场。在蔬果种植方面，一个首当其冲的项目就是西红柿生产的起步——维多利亚完

全是依赖华人才建立了闻名澳洲的西红柿产业。不仅鲜西红柿是白人厨房里不可缺少的传统

蔬果，西红柿酱更是他们每天都可能需要的基本调味料。而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华人在维多

利亚种植的西红柿已经完全满足了百万人市场的需求。134此外还有啤酒花、烟草种植业的萌

芽也都跟华人相关，而这些作物更不是仅凭体力和耐心就可以侍弄好的。一个例子是老矿工

潘阿兴（Pan Ah Shin）父子。1879 年， 他们从巴克兰河谷矿区（Buckland Valley）向西北

方向迁徙到了国王河谷（King Valley）的埃迪（Edi），随后建立了自己的小农场。这一带在

当时由于没有重要金矿发现，仍然是人烟罕至的区域。落户后，他们披荆斩棘，头一年就种

植燕麦、烟草和啤酒花，接下来的 5 年里又种植起了马铃薯和小麦。这对父子采用轮作的方

法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且最终在当地定居。135这说明华人移民只要有机会就能发挥出传统

的经验，建立起复杂的的农业生产体系。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葡萄种植业，因为它所衍生的

葡萄酒产业直到今天仍然是维多利亚农业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维多利亚矿区在 1850 年代

中期就已经开始有了葡萄酒酿造业，这是为了满足矿工饮酒的需要。到 1860 年代中期，葡

萄酒业全面发展，可是如果要保证足够的产量和地道的口味，还需要特殊葡萄品种的引种、

剪枝、采摘、储藏与加工，全部过程都很麻烦。它既需要密集的劳动投入，又需要严格的工

艺规范，果园终年需要照顾，回报周期也长，不同于一般的蔬菜和庄稼的种植。华人几乎在

第一时间就卷入了这项产业，虽然绝对人数不多，却获得了很高地位。一个佐证就是葡萄园

里华人的工资丝毫不比白人技术工低，甚至更高，而这在纯体力劳动的农业雇工领域是不可

能的。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是，1864 年奥利弗山（Olive Hills）大葡萄园主休·弗雷泽（Hugh

Fraser）干脆宣布只愿意雇用华人，他说华人粗活细活都能做，性格也非常文静温顺，从不

酗酒聚会。136在这一领域有限的早期材料中很难找到华人是否有什么特殊技术让葡萄园主如

此青睐，但是一份较早的报纸材料为人们提供了有趣的线索：“不能不说华人在照料果园方

面有一套，他们会嫁接，而且在移植植株之前会时不时扭折枝条或者切掉植株的一块皮，为

的是把它们栽种到土里时能够恰当地促进新根的发育。”137这段记述至少说明许多华人具备

一些让果园主无法抗拒的专业技能，比如嫁接、插苗、蓄根等等，这都是葡萄种植关键的技

术。考虑到许多四邑移民本身是水果种植业的专家，在维多利亚葡萄园很快就发挥自己的专

长也可谓水到渠成了。

应该说，虽然华人移民在淘金活动的发展中遭遇了一些瓶颈，但他们及时发挥了自己

134 Colin Webb and John Quinlan, Greater Than Gold: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Bendigo District from 1835
to 1985,p.270.
135 JocelynGroom, Chinese Pioneers of the King Valley , Wangaratta:Centre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 2001. 参
见条目“潘阿兴”（PanAh Shin）。
136 David Dunstan, Better Than Pommard! A History of Wine in Victoria , Australian Scholarly Publishing,
Melbourne, 1994, p.110
137 Argus, 23 June, 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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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方面的天才，在维多利亚矿区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种植业活动，大大补充了他们在蔬菜

种植业上已经展露的才华。无论是需要体力劳动还是技术劳动，华人移民都可以胜任，这使

得他们在淘金热中日渐暗淡的排华思潮下能够继续维持生计。同样重要的是，他们的农业种

植活动也成为维多利亚环境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华人的助力，维多利亚

矿区及周边能迅速出现星罗棋布的蔬果种植园以及家庭农庄。

第六节 论种族主义与华人生存环境的恶化

老问题再检讨

华人为何遭受排斥？这是所有澳洲华人史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老问题。排华意识最终

会导致一支如此庞大的移民群体一度消失于澳大利亚的历史记事，可见其威力与危害。但首

先要指出，在一些研究中，出于对华人历史遭遇的不平，许多学者把白人与华人的冲突不加

区别地看成是对华人的排斥，这有矫枉过正之嫌。其实这里应该区分两个层面的概念：一是

华人与白人之间的具体矛盾、二是白人社会的反华政策与思潮。138通过前文对华人移民淘金

及农业生产活动的分析，可以看到华人移民与白人移民之间既有合作交流，也有冲突矛盾，

尤其是在大家都想分一杯羹的早期浅表沉积金矿开采活动中，白人矿工会蛮悍无情。在官方

管理协调措施常常滞后的情形下，互不熟悉的移民们要汇集一隅竞争有限的自然资源，不出

现摩擦斗争才是奇怪的。事实上，白人与华人存在许多矛盾，可不同国籍的白人矿工间也常

有冲突，而华人内部也绝非铁板一块。比如 1856 年在本迪戈白山矿区（White Hill）就发生

了规模不小的华人斗殴事件，不同县域背景的四邑移民混战一团，惊动了整个中部矿区。139

此外，维多利亚是英国殖民地，以盎格鲁移民群体为主的白人移民因为优越感而在采矿活动

中欺压其他人也是不出奇的。何况相对来说华人对外交往时习惯通过委曲求全而息事宁人，

更显得软弱可欺。所以说移民群体间的矛盾是难免的，不可一概而论地说就是排斥华人，特

别要注意的是，绝非所有的白人都排斥华人。然而，当维多利亚淘金热中逐渐建立起只针对

华人的歧视性政策时，问题就耐人寻味了：在淘金热头十年中，维多利亚州议会在 1855 年、

1857年和 1859年三次颁布针对华人移民的立法，先是通过人头税和船只吨位核定来限制华

人入境、接着把华人驱赶进指定营地隔离居住，最后干脆对华人征收惩罚性居留税，恫吓潜

在的华人移民，排华政策实属步步惊心。140由此人们才看到大批华人矿被迫在南澳大利亚殖

民地登陆，然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数百公里才抵达维多利亚矿区。1855 年维多利亚议会

颁布了歧视华人的立法，开启了整个澳大利亚殖民地类似法案的先河，它也被认为是白澳政

策的发端。141而前文已述，维多利亚矿区的华人从 1853 年起才开始大幅增长。但是 1854

138 英语学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克罗宁的《殖民地的牺牲品》，华语学界更不区分这两者的微妙差别。
139 Argus, 16 September, 1856.
140 这三项法令如下：“AnAct to Make Provision for Certain Immigrants”(12th June 1855)”; “AnAct to Regulate
the Residence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Victoria”(24th November, 1857); “AnAct to Consolidate and Amend
the Laws Affecting theChinese Emigrating to or Resident in Vicotria”(24th February, 1859)。
141 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第 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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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墨尔本港口就发生了华人被围攻的事件，而这些华人刚刚上岸，尚未开展任何活动。

同年 6月，本迪戈第一次迎来了 4000人的华人大股移民，结果 7 月 4 日白人矿工就试图组

织 1500 人的游行要驱赶华人，事态经过警察介入才得以平息。142显然，一种超越具体生产

生活矛盾的非理性排华情绪在迅速滋长，这使得 1855 年法案的出台并非偶然。而从此开始，

不管人们找到多少友好合作的案例，作为一种群体概念的华人开始遭受种族主义思潮的排

挤，日益沦为澳大利亚白人社会中的“他者”。

对于排华的理由，学界早有一些总结。第一个原因就是华人的激增引起了白人群体的

警惕和恐慌。比如 1854年金矿委员会报告听证材料中卡索曼的酒店老板亨利就说“可能会

有 100 万华人将陆续赶来，太恐怖了。”143这反映了当时一种普遍的心态，即鉴于中国的人

口基数，如果听任华人涌入，白人迟早成为种群上的弱势力量。而在华人移民增势大幅减缓

后，维多利亚州议会的确在 1862年取消了一些限制华人入境及活动的条款。另一个重大理

由是，白人工人担心华人会抢走自己的工作机会或者压低工资，这种经济上受威胁的感觉大

大助长了中下层白人移民对限制华人入境与就业的呼声。比如 1860 年代中后期，尽管只有

很少的华人矿工加入深井作业的石英金矿开采，但是白人矿工联合会还是要求议会立法明确

规定不准石英矿公司雇用华人。1870 年，维多利亚石英金矿开采业的 16500人中只有 100

个中国人，但是矿工们反华呼声仍然高涨。144其他理由还包括政治上的不安——许多人担心

华人的到来会破坏维多利亚新生的代议民主制度，因为华人是专制君主统治下的“天朝人”

（Celestials）。比如作为美国国庆日的 7 月 4 日常常是反华游行或袭击的高潮时段。出于生

活内容上的反感也不少，比如华人不带家属女眷的问题特别引人关注，许多白人认为这导致

了华人的狎妓行为，甚至有人怀疑华人有同性恋倾向。此外华人喜欢赌博及抽鸦片的陋习也

被带到了维多利亚矿区。1868 年华人问题调查团的报告就着重强调了上述这些令人生厌的

问题。145这些分析都解释了为什么不同层次的白人都可能有反华情绪。但不可忽视的是，多

数讨论都是根据当时白人舆论给出的理由来做出论断的，而那些舆论本身可能已经包含歧视

性的判断。比如对华人压低工资的指摘，说起来它构成排斥华人的理由，可它本身也是歧视

华人的结果。所以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去理解淘金热中排华意识的演变呢？华人

真是自绝于殖民地主流社会吗？对此安·科特伊斯提醒说：“白人先拿种族主义的观点去衡

量中国人，判断哪些方面能够同化，那些不能，接着再进行同化，最后根据其同化与否作为

证据去巩固那些种族主义观点。”146这是极富有洞见的。而又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说，

142 Kathryn Cronin, Colonial Casualties: Chinese in Early Victoria ,p.43.
143 “Evidence Presented to the Commission on the Chinese, including those of J. A. Panton and the Chinese
Howqua”, VPLC,1855. p.237.比如
144 由于不同矿区的采矿方式不尽相同，某些矿区参加了石英矿开采的华人也是有的，巴拉腊特甚至出现过

两个华人自己的公司，但也是仅有的此类公司，而且很快就破产了。相比于白人矿工的数量，以上都是微
不足道的。Anna Kyi, “Unravelling the Mystery of the WoahHawp Canton QuartzMining Caompany, Ballarat.”
Journal of Australian Colonial History, vol. 6, (2004),pp.63-64.
145 W.Young, “Report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Victoria” (August 1968), no.56.
146 Andrew Markus,Fear and Hatred: Purifying Australia and California, 1850-1901, Sydney: Hale & Iremonger,
1979. “preface ”.; AnnCurthoys and Andrew Markus,Who are our enemies? : Racism and the Australian Working
Class,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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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对非欧洲人的理解“凝固在特定的时空中”。147 1855年官方报告中所描绘的华人形

象在数十年之后仍然被主流舆论广泛采纳。所以今日研究切不可忽略一个最根本的历史场

景，那就是维多利亚淘金热是一种移民拓荒式的自然资源开发运动。人们必须在自然开发运

动的变化中理解排华意识的变化。一个根本的情况是：在维多利亚，自然资源的占有划分本

来取决于人群适应或改造当地自然的能力，但是到十九世纪殖民扩张的背景下，这种对自然

资源的分配原则又要夹杂进种族文化背景的分野，这就使得金矿开发中华人移民与白人移民

的权利博弈复杂曲折。种族歧视制度之所以成为白人必需的武器，是因为它可以保证白人对

自然资源分配的话语权最大化。所以这里将先分析淘金热时代白人种族歧视意识形态的内在

逻辑与特点，然后再看看它排斥华人的话语究竟是如何不断升华的。

白人种族主义的逻辑悖论

澳大利亚是英国殖民者最晚开发的海外领地，他们抵达澳洲的时候，土著居民早已在

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数万年。可是白人在抢夺土著领地时丝毫没有犹豫，反而理直气壮。如

第二章中所说，在维多利亚殖民地前身菲利普港区草创的过程中，白人移民曾肆无忌惮地圈

占土地，因为他们认为维多利亚的土地都是无主或者荒废的。在淘金热达到高潮的 1855 年，

就有专栏作家鼓吹说白人可以占有这里的所有领地，“土地属于主（Lord），土著不曾定居其

上，更不曾耕种从而改良过土地（improvement）。”148众所周知这是白人殖民者在全世界抢

夺土著土地时都曾惯用的一种说辞，他们是以一种人类中心的功利主义价值标准来决定自然

的归属。殖民者认为自己可以主宰澳大利亚土地的另一个理由具有所谓科学依据，那就是“进

化论”。1832年，查尔斯•达尔文在考察一个白人牧场后感慨说：“英国种的猎犬‘灰狗’是

鸸鹋和大袋鼠的克星。这些动物的灭绝可能还需要较长时期，但它们的命运已定，当地的土

著民经常到农场来借‘灰狗’。殖民者借给土著民‘灰狗’，宰杀家畜后把内脏下水分给土著

民，或分给一些牛奶，来拉拢土著民，而他们的农场、牧场也就逐步向内地扩展。没有头脑

的土著民被这些小恩小惠蒙蔽了双眼，还欢迎白人的到来，而这些白人看来早已决定要让他

们的子孙后代来继承这片土地。”149显然，达尔文清楚地认识到，白人对澳大利亚土著的先

进性，不仅是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的，更是环境生态上的。包括白人本身在内的欧洲舶来的各

个物种，一起构成了本土物种无法抗衡的优势。总之，当白人移民以拓荒者的身份面对澳大

利亚的本土自然环境时，他们的种族主义逻辑就是：谁能更好地利用自然，谁就有权利占有

它并藉此生存。不过，淘金热中华人的涌入让白人移民感到措手不及。因为此时出现的华人

移民工作效率更高、更能忍受矿区恶劣环境的挑战，从而实际上更好地“改良”了土地。1848

年华人移民的出逃插曲说明华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未必能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但是在淘

金热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华人适应和改造维多利亚自然的能力脱颖而出——淘洗废旧矿渣也

147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 142页。
148Argus,16April,1855.
149查尔斯•达尔文著，《乘小猎犬号环球航行》（褚律元译），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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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收获黄金、在利用真正废弃的土地时还能建立起生机勃勃的菜园，不一而足。总之，华

人移民在将自然资源转化成财富时表现出的组织模式、工作态度、劳动强度以及所需报偿都

是白人社会无法抗衡的。摆在澳洲白人移民面前的事实是，华人的一些既有经验完全可以在

新环境下发扬光大，而在无法适应本土环境的情况下华人也能做出及时的变通。那么按照白

人抢占土著土地的逻辑，华人岂不是应该接替白人成为这块大陆的新主人？

白人舆论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很快就偷换了概念。早在 1855 年，维多利亚殖民

地发行量最大的《时代》杂志（TheAge）与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阿尔戈斯》就联合发文惊

呼：“华人其实很适合这里的气候，而且相比于英国人，他们对这块土地的耕种和开发更加

多样、有效。”150一些思想更自由开放的作者则指出：“在抵达并占领土著土地时，欧洲人并

不比亚洲人拥有更多的权利。来得早并不是关键性的因素。我希望社会和政治的安排能让所

有人都享受好处。”151但是更多的观点如下：同是 1855 年，有媒体谈论保护欧洲移民的利益

时说：“人们的慈善家说土著反抗白人是合理的，因为人们抢占了他们的狩猎地，……那么同

理（对待华人时），人们认为这一原则可以适用于定居在一块英国属地上的欧洲矿工。”152

1856 年《阿尔戈斯》杂志宣称：“是的，我强烈反对华人移民，……虽然我是从英国移居此

地，可我深深热爱澳大利亚，因为这里的土地和资源属于英国人，更属于在这里定居的人及

他们的子孙后代。”1531857年，卡索曼地方法院代表向州议会提交申诉说：“中国佬的大量

涌入，让那些把维多利亚当做大不列颠母国属地的移民产生了最沉痛的悲哀，这里事实上变

成了一个中国殖民地，而且由于错误的慷慨，丰富的金矿石被运往中国，这间接地导致资源

开发无法帮助人们去打破对文明进步及启蒙的现实障碍。”154从这些论述中可以就看出一种

价值判断上的双重标准：面对土著时，白人殖民者强调谁更能干谁就更配占用资源的逻辑，

而面对华人时，闭口不谈谁更能干的问题，却以民族国家的分野来确立资源占有的原则。最

具讽刺性的是，1860年代起，极少再看到有白人舆论把土著和华人相提并论，这首先是因

为白人人口越来越多、社会地位愈加巩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主流舆论的心虚——只要同时

谈论土著和华人，无论用哪一方的经历来支持对另一方的种族歧视，都会陷入道德和逻辑的

悖论。这些材料还说明淘金热中白人种族主义意识与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的占有分配问题紧

密相关。不管找什么文化或者科学上的依据，种族主义思想都日益露骨地沦为白人移民排斥

其他人群生存空间、独霸自然资源的工具，哪怕内在逻辑自相矛盾。是故安·科特伊斯评论

淘金热中白人种族主义者对华人的歧视时说：“这里同时包含了生态和文化上的因素。”155

种族主义与华人生存环境恶化之关系

150 The Age, 17April, 1855.
151 Argus, 15 June, 1855.
152 Andrew Markus,Fear and Hatred: Purifying Australia and California, 1850-1901, Sydney: Hale & Iremonger,
1979.p.240.
153 Argus, 25 June, 1856.
154 “Petition” (17 July,1857) E.18, VPLC,1856-57.
155 Ann Curthoys andAndrew Markus, Who are our enemies? : Racism and the Australian Working Class,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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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确淘金热中反华种族主义诞生的基本逻辑后，再来具体分析它如何在几十年的时

间里确立起自己的全面影响。需要再次提醒的是，即便在种族歧视最为叫嚣的时期，维多利

亚殖民地社会也依然存在不少华人与白人移民友好共处的案例。可是由于反华种族主义关系

到华人整体未来的命运及澳大利亚历史的走向，人们更需要留意它如何把一种自然资源分配

上的矛盾纠纷转化成单方面的种族压迫，由此就可以换一种视角理解白澳政策成长的复杂后

果与机理。

就自然资源分配纠纷而言，水源分配是最突出的议题，甚至超过金矿开发本身。因为

如果华人在淘金中遭受排斥，还可以靠废矿旧矿谋生，或者转行搞农业。可不管何时何地，

水都是生产生活所需的。前文已经分析了华人矿工淘洗旧矿废渣额外耗水的问题，可是他们

为此招致了远超过其应当承受的惩罚，甚至面临生存危机。为了缓解水源使用矛盾，维多利

亚议会在 1856年和 1857年有管理矿工的规定分别如下：“第四条：中国人不得使用受到特

定保护的水淘洗金砂，无论谁都不可以动用保护官下令禁用的水源。”“第十条：任何中国矿

工及其他矿工都不可毁坏、破坏、污染、阻塞水坝、水流、泄水槽、水道或者干扰与采矿活

动有关的水源供给。”这种出于保护水源的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中也只是格外强调了

华人矿工用水的条件。可现实的情况是，白人种族主义者藉此来剥夺华人矿工对一般水源的

使用权，因为他们认为水资源只能为他们所独享。本迪戈历来是紧缺水资源的大矿区，于是

一些华人遭遇过格外苛刻地排挤，凡有旱灾，华人矿工受苦就更多。1865 年本迪戈矿区遭

遇大旱灾，在所有淘金活动都缺乏水源支撑的情况下，华人的工作尤其受困。因为白人完全

霸占了主要水源，其借口就是预防华人干扰水流走向。1865 年 1 月至 1866 年 3 月，短短 14

个月华人死亡 17 人，多数是因为彻底失去了工作机会而贫病致死。验尸官查看了 1866年 3

月死掉的阿金（Ah Kim）的情况，华人翻译阿波（Ah Poo）介绍说：“他和许多中国人一样，

因为完全没有水来淘金，结果变得赤贫，饿死了。”1561878年 1月又是酷暑大旱，本迪戈下

属铁皮桉树（Ironbark）矿区中 300 名中国矿工居住区水源断绝，但无人问津。“他们的小水

库里干涸见底了，却得不到一丁点儿淡水，只能靠一些旧矿道里存积的咸水过活，火灾和健

康隐患都已非常严重。”此时本迪戈矿区已经有了稳定的供水系统，可是华人的缺水情况居

然发展到连饮用水都没有保障的程度。当初立法只是为了保护水源，避免华人因为耗水而导

致采矿纠纷。可这两个发生在淘金热中后期的案例说明，现实中对水资源的管理和分配已经

达到酿成人道主义灾难的程度。华人有关的投诉不被采纳，而舆论反复强调华人可能会浪费

水。尽管当时已有一些华人不再与白人移民产生用水纠纷，也有条件购买或引导水源以维持

生活和生产，但只要白人想霸占水源，华人就束手无策。1857年之后，州议会不再关心天

然水使用问题，地方议会则只关心满足白人居民需求的供水系统建设，对华人的用水需求不

再有制度性安排。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种族歧视意识的膨胀大大恶化了华人的生存环境，而殖

民地政府的无作为让一种本该具有时效性的法律文本被夸大诠释为排斥的合理依据。

156 Valerie Lovejoy, “Depending UponDiligence: Chinese at Work in Bendigo (1861-1881)”, 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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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水源分配矛盾是非常显性的问题，它一直得到了学者们的注意，但还有一个

方面的问题直到最近才通过梅·艾（Mae Ngai）的研究引起注意，那就是维多利亚矿区华人

营地的管理，这里涉及所谓的华人保护居留制（Protector System）。157众所周知，华人移民

喜欢根据地缘关系集体工作与聚居，但梅的研究显示，维多利亚淘金热中华人的密集化定居

绝不仅仅是传统习惯使然，也是官方推动的结果。尽管梅的研究关注这种制度本身的变迁，

但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搜集相关的资料，可以发现保护居留制更深刻地反映了种族主义如

何恶化了华人的生存环境，而这种生存环境的恶化又如何加剧了对华人的排斥与迫害。

所谓的保护居留制就是维多利亚议会要求所有华人集中居住到矿区附近指定营地、然

后由官方派出保护官（protector）加以管理的隔离居住制度。这一制度从 1855年 9 月正式

开始推行，到 1862年终止，期间保护官有权根据当地情况决定营地选址并要求华人在 7 天

内完成搬迁。在这种隔离居住制度下，每个区要推选出华人头领和若干翻译负责与保护官的

沟通，矿工虽然可以前往自己选定的矿坑工作，但无论多远都不能再住在矿坑边，这大大制

约了华人矿工的作业时间与矿坑保护。这个制度出台的现实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华人与白人

移民围绕矿坑发掘和用水问题纠纷不断，第二个原因是华人普遍不通英语，在日常生活中屡

屡出现沟通障碍。158保护居住制从来没有严密执行，它在 1860 年后逐渐松动，直到 1862

年正式取消，但它造成的影响非常深远。这项决定反映了维多利亚官方对解决种族矛盾的另

一种态度：它不像底层白人矿工那样试图激进地驱逐华人，但又想不费功夫地解决层出不穷

的矛盾纠纷，于是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将华人隔离。保护居住制从一开始就要求华人单方面让

步，具有歧视性，而且本质上是回避而不是化解矛盾。这样一种鸵鸟埋头避险的态度注定了

更大的麻烦。

首先激化的矛盾是卫生问题。1855 年之前华人帐篷区的分布与白人的一样是密集但无

规律的，它完全取决于金矿矿坑的实际地理分布。当时采矿本身的条件就决定了不论是谁都

很难维持清洁卫生，不管是个人的还是公共的，因为矿工整天要同矿土与泥浆打叫道，而且

也不顾上时时清洁内务。1855 年之后，在本迪戈、卡索曼与巴拉腊特等地，“保护官开始把

华人聚拢然后分配进一个个居民点。对一些既有的定居点也予以保留，但是其传统、狭窄、

蜷曲的里巷被宽阔、笔直的街道替代。”159可这只是最初的状态，随着华人移民越来越多，

而定居点却没有同步增加，结果定居点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到 1857 年，一系列的问题

终于爆发了。卡索曼地方法院代表说：“华人居住的太密集，导致空气不流通，四处散布的

垃圾堆上积聚起难闻的臭气，再加上华人本身也不干净，这很可能导致从他们的定居点散播

出流行病，周边地区在紧张地关注。”160 又说：“这里存在致命的中国瘟疫，大大戕害欧洲

人口，中国人营地臭得令人作呕，有一股腐烂的味道，中国矿工的营帐害虫四溢。……中国

157 Mae M. Ngai, “Chinese Miners, Headmen, and Protectors on theVictorian Goldfields, 1853-1863”,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42, no.1,(March, 2010) pp.10-24.
158 Ibid., pp.11-12.
159 Kathryn Cronin, Colonial Casualties: Chinese in Early Victoria , p.90.
160 “Petition of Castlemaine Local Court Members” (17 July,1857) E.18, VPLC ,18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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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帐篷区里常见发烧、麻风、黑热病（black fever）以及溃疡性皮肤疱疹（ulcerous skin

eruption）。”161在本迪戈，一些华人矿工得了肺结核之后还是得住在恶劣拥挤的环境里，结

果引发过矿工中的肺结核流行。162在这种局面下，白人矿工要求进一步隔离华人的呼声高涨。

1857 年，本迪戈华人定居区发现三个麻风病人，结果本迪戈和卡索曼的保护官要求所有营

帐重新布局而且烧掉旧有营帐，然后下令严禁华人与白人矿工产生任何接触。而坎贝尔溪矿

区的（Campbells Creek）矿工呼吁说：“无论是从道德上还是从生理上，人们都不能再和中

国人生活在一起了。”163为了解决卫生问题，许多保护官规定了华人居住区内部的保洁要求。

如一份当年被翻译成中文的文件说：“皇家告谕……凡楼布帐门口仝向至少离三尺。凡街巷

大陆留余地二十五尺寸可盖搭。凡个人所居之地方布帐门口总要洁净。凡各所举止地方勿搭

猪羊栏在街内。”164但更荒唐的是，为了解决华人营地的卫生问题，议会颁行了向华人征收

额外卫生费的措施，每个月缴纳一次，根据营地大小数额不等。比如 1856 年，议会从华人

那里收的卫生费和土地税已经高达 21242英磅，可官方用于华人事务的行政开支总计只有

9841 磅。165卫生费成为比金矿税本身更高的收费，科卫生状况并没有实际改观。事实上，

1860年州议会健康调查委员会在批评华人定居区卫生状况后一语道破了根源：“如果白人矿

工也这么蜷缩聚居在一起，卫生状况照样不可能好。而且在这种居住条件下，想管理好卫生

极其不容易。”166此外还有许多案例证明，华人营地卫生并不总是非常糟糕，但是管理当局

毫无理解之心。

以上的直接矛盾直到 1862 年后华人可以重新自由定居才得以缓解，但在所谓的保护居

住制下，华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了无法掩盖的影响。更糟糕的是，华人的卫生形象已经沦丧到

不可挽回的程度。到废除华人集中居住制度时，华人不讲卫生已经成为排斥华人的主要理由。

1870 年之后，整个澳大利亚都爆发了许多反华运动，华人污染环境以及传染疾病成为他们

遭到迫害和驱逐的主要理由之一。到 1881年，远在新南威尔士的悉尼爆发天花大流行时，

在没有明确病源的情况下，当局就再次专门隔离了华人社区，理由就是华人社区曾被证明是

不卫生的，会传染疾病。167

不仅是卫生问题，华人隔离居住区本身的地理位置也为种族误解和迫害创造了条件。

由于维多利亚金矿区多山地，所以官方一旦强调要隔离华人，许多情况下他们就被指定到地

势孤绝的山区峡谷居住。比如卡索曼矿区以南的沃恩（Vaughan）地区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保护官将此处的华人定居点安排在一个谷地里，为的是让他们避免与白人矿工在生活上接

触。考古学家的调查显示这里风景优美，但是地形崎岖，地质坚硬，并不适合居住。罗登河

从这里流过，但是河岸两边都是高耸的悬崖，根本让人无法从侧面进入，而且由于可居住面

161 “Petition miners Castlemaine”, Victorian Parliament Legislative Assembly(VPLA) ,1856-57. vol.3.p.989.
162 V.Lovejoy, “Depending UponDiligence: Chinese at Work in Bendigo 1861-1881”,p.47.
163 “Petition miners Castlemaine”, VPLA.1856-57,p.975.
164 The English Chinese Advertiser, 28, November, 1857.本文件仅藏于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东亚部。
165 Kathryn Cronin, Colonial Casualties: Chinese in Early Victoria , p.93.
166 “The Annual Report of Central Board of Health”(1860), VPLA, 1861.(原册 92页)
167 GregWatters, “The S.S. Ocean: Dealing with Boat People in the 1880s”, Australia Historical Study, vol. 20,
no.120, (October 2002),pp.33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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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狭小，华人营地帐篷也只能挤挤挨挨。明明是被迫来到这种环境居住，可河谷外的白人居

民却由此萌生了对华人犯罪的忧虑：“这一地区许多山岭和谷地是难以进入的，之前就为不

法分子提供了理想的藏匿之所，……现在幸亏有两个巡警，否则还不知道这里会闹出什么幺

蛾子。”168

如果说地理因素在沃恩地区仅仅造成了认知上的隔阂，那么在巴克兰河谷（Buckland

Valley）则加倍导致了煎熬和牺牲——这里同时爆发了卫生与治安上的问题。巴克兰河谷位

于维多利亚东部，因为巴克兰河穿过而得名。其两岸地势如同沃恩一样，都是高耸陡峭的悬

崖，可是其谷地更加狭窄，抬头甚至都难以见到阳光。由于工作环境太恶劣，1855 年初这

里爆发淘金热时矿工死亡率高居全维多利亚矿区榜首。正是由于地理上的局限，白人矿工并

不愿意前来，所以当这里聚集起 2000-2500名华人时，白人矿工只有不到 200人。即便在人

数上处于绝对多数，华人还是被要求隔离居住。恶劣的居住环境迅速导致了严重的疾病问题。

从 1857 年冬天开始，许多华人开始患上神秘的疾病，当时被称为“关节积水病”（Ankle

Vapour）。其主要病症是头、身体和腿严重浮肿。这个病死亡率极高，一周内就可以夺取 20

多个人的生命，而且人死之前皮肤会变成蓝紫色，许多中国人恐慌地逃离了营地，可头人和

保护官都认为这仅仅是由水土不服和冬季冷风引起的，不予以重视。169据瑟利的研究显示，

这种疾病就是伤寒，在整个淘金热期间造成了谷地 1000 多人的死亡。1701857 年 7 月 4 日夜

间，一些白人矿工饮酒庆祝美国国庆日，随后他们召集了 100 多名同伴鼓吹要把华人统统驱

赶出去，而在操作方法上他们则充分利用了华人营地的特殊地势。“当时华侨之钻井皆在山

边沿河岸之处。英人于夜间扎断两山出口，然后放火焚山”。171不知所措的华人四散逃亡，

许多人逃进数十公里之外的农场才得以脱险，而闹事白人矿工却在次日结成了“维多利亚矿

工反华联盟”。在这场突袭中，华人当场死亡的就有 3 人，受伤不计其数，共有 750 顶帐篷、

30 家华人商店被抢劫后焚毁。克罗宁强调，突袭之所以能发生在巴克兰河谷，一个重要的

条件就是这里交通不便，与外界相对隔绝。当时设立这个华人营地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华人

出逃，结果现在暴乱后也不便于真相的传递。172果然，在华人被驱赶出河谷半年后维多利亚

议会才听取了保护官的有关报告，不仅没有要求认真追究刑事责任，连计算财产损失时都在

强调“绝不能只听受害人自己的申报。”173不仅如此，议会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冲突，又追加

颁布法令要求全殖民地 12岁以上华人每月缴纳 1英镑营地居留税，借此警示华人。有些营

地如本迪戈则加大隔离强度，华人出营地甚至要通过头人向保护官提交申请才可放行。174在

168 Public Record of Victoria , Victoria Public Record System, 1192/P0, Petitions, Unit 45.转引自：Keir Reeves
and Benjamin Mountford , “Court records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Rethinking the Chinese gold seekers in central
Victoria”, p.9.
169 Kathryn Cronin, Colonial Casualties: Chinese in Early Victoria , p.21.
170 Geoffrey Serle, The Golden Age: A History of the Colony of Victoria, 1851-1861,p.80.
171 陈志明编，《澳洲党务发展实况》，第 11页。
172 Kathryn Cronin, Colonial Casualties: Chinese in Early Victoria , p.21.
173 “Report of the Board appointed to consider the claims of certain Chinese in the Buckland District to
Compensation”(31 December,1857), no.6,VPLC , 1856-57.
174 Mae M. Ngai, “Chinese Miners, Headmen, and Protectors on theVictorian Goldfields, 1853-1863”,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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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华人发动了大规模地申诉和逃亡活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这一制度的瓦解。但

由于这种隔离，华人与白人矿工之间的疏离感也无可避免地加剧了。最后，明明是制度上不

让华人与白人融合，排华意识形态却反过来强调华人无法融入白人社会，真可谓是种族主义

自我实现的寓言了。

从水源分配与保护居住制的案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华人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的根源：

官方不合理甚至歧视性的决策引发了特别困扰华人的环境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特定场合下强

化了白人种族主义者对华人的偏见和袭击，面对更剧烈的矛盾纠纷，政府要么不作为，要么

加大对华人的单方面惩治，总之无视华人福祉。结果这进一步强化了主流社会对华人的孤立

和排斥立场，反华的理由也更多了。事实上，无论是官方的政策还是激进的种族主义意识形

态，其最终目的都是要塑造华人他者的地位，由此突出维多利亚的自然资源只属于白人殖民

者。通过考察环境因素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白澳政策

成长的过程：带着歧视去处理华人移民与白人移民的冲突、隔离华人、酿成更多矛盾后再强

调隔离的合理性，最后通过更苛刻的制度来巩固排华意识，华人就这样一步步迎来更加边缘

化的社会地位。

小结 论淘金热中华人环境经验的散播、嬗变与边缘化

本章较为完整地讨论了华人参与维多利亚淘金热的过程。可以说，华人卷入维多利亚

淘金热既是由移民输出地内部的社会、生态压力所决定，也取决于新大陆资源边疆拓展所带

来的创业契机——黄金是其中最大的诱饵。必须强调的是，华人移民澳洲从属于十九世纪中

期更宏大的全球移民浪潮，而这里最关键的媒介是西方殖民者编织的近代太平洋贸易网络，

这使得华人史无前例地与遥远空间中的人与物互动。事实证明，在维多利亚淘金热所引发的

全球环境经验交换中，华人经验的传播与嬗变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它是对欧美移民与澳

大利亚本土自然环境互动最重要的补充。

就此，首先应该对华人移民本土环境经验的形成予以充分认识和认可，因为这为他们

在维多利亚殖民地的生存与发展活动提供了行动准则和技术准备。华人对异地环境的适应力

以及遇事的灵活变通能力同样非常重要，这使他们能够一方面大力发扬一些传统经验，另一

方面敞开吸收白人的经验、改造自己的实践，从而极大强化了自己在淘金热中的竞争力。

其次，华人移民与维多利亚环境互动的内容和过程是复杂的。华人不仅通过不同的淘

金行为影响了矿区景观的变化，更凭借多样化的农业生产活动改造了维多利亚矿区的环境，

这其中既有建设作用，又有破坏作用。相比于白人矿工，华人矿工造成的主要环境问题是消

耗水源，但是他们对土地的破坏与浪费明显更少。至于蔬菜种植业等农耕活动则大大促进了

当地生态体系的恢复，虽然维多利亚本土生态体系已经无可挽回地改变了。同样重要的是，

维多利亚的自然环境也大大影响了华人的生产与生活，尤其是限制了华人深井淘金的成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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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也导致了他们的额外牺牲。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华人在维多利亚淘金热中的环境经验不仅仅是由他们与

当地自然环境所共同塑造，更是他们与白人移民社会互动的结果。华人移民与白人移民在生

产生活中是既有合作也有矛盾的，这反映出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群体在面对异类环境经验时

不同的立场与理解。华人在受益于一些白人技术经验与物资援助的同时，更遭受了许多制约

甚至损失，而这是由白人移民社会愈演愈烈的种族歧视态度所导致。澳大利亚白人种族主义

意识形态包含极其狭隘、矛盾且功利的生态自然理念。在维多利亚淘金热中，面对华人移民

经验的有力挑战，它强化为一系列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最终把华人及其经验负面化、

边缘化。从踏上寻金之路起华人就遭受了白人无需忍耐的环境危险，这种境遇一直羁绊着他

们的整个淘金历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华人生存环境的恶化与白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是相

互加深的，华人面临的许多环境困难既是种族主义的结果，也是新一轮歧视的诱因，而从这

里可以看出白澳政策起源与成长的基本逻辑。不过，华人移民与白人移民至少在一个问题上

是没有差异或分歧的，那就是淘金热给他们带来了发财的幻想。无论是白人移民还是华人移

民，他们都只看重自然要素的经济属性，他们愿意为了尽可能多地攫取自然财富而忍受各种

环境挑战。无论是欺人或是被人欺，他们都反映出淘金热时代所谓文明世界的主流自然观，

那就是让自然彻底服务于人类所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维多利亚淘金热华人的环境经验深

深融入而绝非被排除在澳大利亚近代发展的宏图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