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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拉丁美洲曾是世界最大的人口移入地之一ꎬ 也是近

代人口流动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ꎬ 可谓典型的 “种族大熔炉”ꎮ １５
世纪末以来ꎬ 拉丁美洲出现过 ４ 波大规模的国际移民潮ꎮ 外来移民

对拉美的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等方面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

响ꎮ 有关拉美外来移民史的研究既有学术价值ꎬ 也具现实意义ꎮ 学

界既有成果比较注重移民群体与居住国或者与母国的单向联系和影

响ꎻ 并表现出重大国、 轻小国的特点ꎻ 比较研究的时段多集中在移

民早期ꎬ 对象多为欧洲裔移民ꎮ 因此ꎬ 未来的拉美外来移民史研究

在整体史、 国别地区史、 专题史和比较研究等方面还有巨大的潜力

可以挖掘ꎮ 我们既要有宏大的历史视野ꎬ 也要避免陷入碎片化研

究ꎻ 除了欧洲移民的历史ꎬ 还应加强对非洲和亚洲移民历史的探

讨ꎻ 不仅要关注早期移民ꎬ 还要重视 “新移民” 和 “移民回流”
现象ꎻ 注重移民、 母国和居住国之间的互动关系ꎮ 此外ꎬ 外来移民

与拉美国家的现代化、 多元文化、 移民政策、 身份认同与国家建构

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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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美洲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移入地之一ꎬ 也是近代人口流动最为频

繁的地区之一ꎬ 可谓典型的 “种族大熔炉”ꎮ １５ 世纪末以来ꎬ 拉丁美洲出现

过 ４ 波大规模的国际移民潮ꎮ 第一波为西班牙、 葡萄牙在拉美的殖民扩张时

期ꎬ 移民主体为欧洲大陆的白种人ꎻ 第二波为 １６—１９ 世纪初的奴隶贸易时

期ꎬ 移民主体为非洲黑人ꎻ 第三波为 １９ 世纪中后期至 ２０ 世纪中期的 “大移

民” 时期ꎬ 移民主体为南欧的自由移民和少部分亚洲移民ꎻ 第四波为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的向外移民时期ꎬ 出现了 “重返欧洲” 或 “重返亚洲” 等 “回
流” 现象ꎮ①

移民问题不是一个简单、 无序的人口流动问题ꎮ 在国际层面上ꎬ 它是世

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动的风向标ꎻ 在国家层面上ꎬ 它能够反映出移民

输入国和输出国在经济、 政治、 社会以及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差距ꎮ 移民在居

住国被同化的同时ꎬ 又对母国和居住国的发展进程产生着深刻影响ꎮ 可以说ꎬ
外来移民对拉美的影响是全方位的ꎮ 在政治方面ꎬ 第一波以西班牙和葡萄牙

为主的欧洲白人移民ꎬ 在拉美进行了长约 ３ 个世纪的殖民统治ꎬ 建立了中央

集权的君主专制、 大地产制、 种族制度、 宗教制度等一系列殖民制度ꎬ 对拉

丁美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ꎮ 而后ꎬ 土生白人中的精英分子领导拉美独

立运动取得胜利ꎬ 基本奠定了现代拉美的政治版图ꎮ 在经济方面ꎬ 非洲黑奴

和 “大移民” 时期的欧亚移民对拉美的种植园经济和单一产品制经济的繁荣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ꎬ 为拉美国家的早期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劳动力、 资金

和基础设施等必要条件ꎮ 在社会方面ꎬ 不同族裔间的长期融合形成了拉美复

杂的民族—种族结构和社会等级制度ꎬ 洲际人口迁移状况和种族融合程度决

定了拉美国家的人口构成ꎮ 比如ꎬ 历史上吸收黑人奴隶较多的海地、 牙买加

等加勒比岛国ꎬ 现今的居民以黑人为主ꎻ 以欧洲移民为主要人口来源的阿根

廷、 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ꎬ 其居民以白人为主ꎻ 作为美洲印第安文明中心的

秘鲁和玻利维亚ꎬ 印第安人占居民多数ꎻ 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则以混血种人

为主ꎮ 殖民时期奠定的社会等级制度作为一种隐性的社会基因当今仍然发挥

着作用ꎮ 在文化方面ꎬ 具有不同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外来移民铸造出来的

拉美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ꎬ 其不仅在音乐、 文学、 美学、 饮食等方面展现出

绚丽缤纷的多元性ꎬ 同时也在宗教信仰和语言方面表现出高度认同的一致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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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丘立本: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的国际移民———兼论中国移民的生存发展空间»ꎬ 载 «华人

华侨历史研究»ꎬ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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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ꎬ 移民在母国和居住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方面也扮演着 “桥梁” 的作用ꎮ
因此ꎬ 有关拉美外来移民的研究既有学术价值ꎬ 也具现实意义ꎮ 本文在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ꎬ 以中国移民和日本移民为例ꎬ 就未来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

谈一些构想ꎮ①

一　 有关拉美外来移民整体史的研究路径

对拉美移民问题的探讨ꎬ 涉及面非常广泛ꎮ 在横向研究上包括两个层次:
一是地理空间范围ꎬ 二是移民母国和居住国的双向比较研究ꎮ 其中ꎬ 地理空

间范围又分为 ３ 个层面: 一是洲际层面的外来移民迁入拉美和拉美居民迁出

问题ꎬ 二是地区内部层面拉美国家之间的人口迁徙问题ꎬ 三是拉美国家内部

层面的人口流动问题ꎮ 在纵向研究上ꎬ 既有同一族裔群体在居住国的迁入和

同化问题ꎬ 也有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吸收不同族裔外来移民的问题ꎮ
首先ꎬ 我们可以对整个拉美地区的外来移民进行通盘考察ꎮ 英国曼彻斯

特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彼得韦德是拉美人种和性别学方面的知名学者ꎬ 他

撰写了 «拉美的种族和民族»② 一书ꎮ 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和互动论研究方

法ꎬ 分析了殖民地时期和共和国时期拉美混合型社会的形成以及全球化背景

下拉美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ꎬ 着重对比了非洲裔群体和印第安人的不同境遇ꎮ
该书自 １９９７ 年出版以来就受到学界的关注和好评ꎬ 成为拉美移民史领域的必

备读物ꎮ 此后韦德教授对此书不断修改并补充新材料和新方法ꎬ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再版发行ꎮ 新版中添加了拉美的原住民运动及其与非洲裔群体之间关系的内

容ꎮ 霍华德大学荣誉教授文森特佩雷索的专著 «拉美历史上的种族与民

族»③ 与韦德教授的书名相似ꎬ 但是两书的焦点完全不同ꎮ 佩雷索更加强调殖

民地时期的种族主义与当今拉美社会种族问题的联系ꎮ 美国学者马拉罗夫

曼在 «民族颜色: 拉美的种族划分和国家»④ 一书中剖析了拉美国家为什么

在早期人口普查中进行种族区分ꎬ 但于 ２０ 世纪中叶中止种族区分ꎬ 继而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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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世纪初恢复了这种做法ꎮ 作者指出ꎬ 除了国内的政治斗争ꎬ 国际上有关构

建民族国家和促进国家发展的标准的改变也是导致这一系列变化的主要原因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拉丁美洲的种族和民族” 项目启动ꎬ 项目组由墨西哥、 巴西、 哥

伦比亚、 秘鲁最出色的种族和人类学家组成ꎬ 主要调查这 ４ 个在拉美地区人

口最为稠密国家的种族关系现状和种族政策ꎮ 经过 ７ 年的努力ꎬ 专家学者获

得了大量一手资料和数据ꎬ 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了专著 «白人统治的国家:
拉丁美洲的种族、 民族和肤色»①ꎮ 书中总结认为ꎬ 拉美的种族不平等和种族

歧视是非常普遍的ꎬ 肤色较浅的族群比肤色较深的族群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

和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ꎮ «现代拉丁美洲的大量移民»② 一书追溯了拉美外来

移民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移民对居住国的影响ꎬ 既有宏观分析ꎬ 也不乏微观的

个体案例ꎮ 不同于以往研究中偏重探讨外来移民移居拉美的原因ꎬ «拉美的移

民与国家认同»③ 一书更注重这些外来移民是如何塑造墨西哥、 阿根廷、 巴西

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认同的ꎮ
其次ꎬ 我们可以就拉美地区某一移民族群进行专门研究ꎮ 非洲裔研究方

面的代表作有 «非洲裔拉美人ꎬ １８００—２０００ 年»④ 和 «拉美的黑人»⑤ꎮ 前者

回顾了过去 ３００ 年间非洲裔是如何争取自由身份以及相应的政治、 经济和文

化地位的ꎬ 侧重非洲裔在新大陆艰难的融合过程ꎻ 后者通过考察非洲裔在巴

西、 古巴、 多米尼加、 海地、 墨西哥和秘鲁 ６ 个国家的经历ꎬ 揭示非洲裔对

拉美艺术、 音乐、 饮食、 舞蹈、 政治和宗教等方面的影响ꎮ «拉美的阿拉伯和

犹太移民: 幻象和现实»⑥ 一书收录 １０ 余篇专题论文ꎬ 展现了阿拉伯人和犹

太人移民拉美主要国家的原因和过程ꎬ 以及这些国家主流社会对此的反应ꎮ
相比于国外学界对拉美移民整体历史研究的丰硕成果ꎬ 国内学界的关注则相

对较少ꎮ 根据目前笔者收集到的资料ꎬ 国内史学界鲜有专门探讨拉丁美洲移

民史的通史性专著ꎬ 但也有一些有益的尝试ꎮ 国内移民史专家、 中国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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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丘立本研究员撰写了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的国际移

民———兼论中国移民的生存发展空间»① 一文ꎬ 梳理了拉美国际移民的历史、
现状和特点ꎬ 以及中国移民在这一地区的生存和发展空间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丁美洲研究所张凡研究员的文章 «略谈拉丁美洲的移民问题»② 从不同层

次考察拉美的移民问题ꎬ 不仅关注迁入拉美地区的外部国际移民ꎬ 还关注拉

美地区内部移民以及当代迁往欧美国家的拉美裔移民ꎬ 并总结了移民迁移的

原因ꎮ
最后ꎬ 我们还可以就拉美某一国家的外来移民问题进行国别研究ꎮ 作为

拉美地区最大的国家ꎬ 巴西境内拥有世界 ７０ 多个国家的移民ꎮ １９ 世纪下半

叶ꎬ 巴西的移民入境人数占该国人口的比重一度比美国和加拿大还要高ꎮ 外

来移民对巴西的经济社会发展、 文化多元化发展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ꎮ 所以ꎬ 巴西移民是最炙手可热的研究对象ꎬ 相关成果也最为丰富ꎮ 杰弗

瑞莱塞的专著 «１８０８ 年至今巴西的移民、 种族和国家认同»③ 比较全面地

梳理了 １９ 世纪以来巴西境内数以百万计的来自欧洲、 亚洲和中东地区外来移

民的迁徙和同化过程ꎮ 他强调ꎬ 研究巴西的移民问题不应与该国的种族关系

相剥离ꎮ 由于巴西境内的外来移民 (非洲裔除外) 大多是在 １９ 世纪晚期废除

奴隶制期间来此定居的ꎬ 所以长期以来在奴隶制影响下形成的种族关系对这

些外来移民的境遇影响颇深ꎮ 此外ꎬ 国外学者还对巴西不同族裔进行专门探

讨ꎮ 成果最多的是针对巴西历史上最大移民群体———黑人的研究ꎬ 代表人物

有巴西学者卡蒂亚和玛利亚ꎮ 前者追溯了整个巴西的黑人移民史ꎬ 后者则选

取了圣保罗这座典型的移民城市作为个案进行研究ꎮ④ 牛津大学巴西研究中心

的奥利弗马歇尔则把目光投向了 １９ 世纪巴西的英格兰、 爱尔兰和美籍爱尔

兰裔移民群体ꎮ⑤ 移民是一个双向适应的过程ꎬ 一方面外来移民需要主动适应

移入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ꎻ 另一方面ꎬ 移入国也在接纳或排斥移民及其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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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丘立本: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的国际移民———兼论中国移民的生存发展空间»ꎬ 载 «华人

华侨历史研究»ꎬ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ꎮ
张凡: «略谈拉丁美洲的移民问题»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１９９７ 年第 ６ 期ꎮ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Ｌｅｓｓｅｒꎬ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Ｂｒａｚｉｌꎬ １８０８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３
Ｋａｔｉａ Ｍ ｄｅ Ｑｕｅｉｒｏｓ Ｍａｔｔｏｓｏꎬ Ｔｏ Ｂｅ ａ Ｓｌａｖｅ ｉｎ Ｂｒａｚｉｌ: １５５０ － １８８８ꎬ Ｒｕｔｇｅｒ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７ꎻ Ｍａｒｉａ Ｓｉｌｖｉａ Ｃ Ｂｅｏｚｚｏ Ｂａｓｓａｎｅｚｉꎬ Ａｔｌａｓ Ｄａ Ｉｍｉｇｒａｃａ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Ｅｍ Ｓａｏ Ｐａｕｌｏ １８５０ － １９５０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ｅ Ｅｓｔａｄｕａｌ Ｐａｕｌｉｓｔａꎬ ２００８

Ｏｌｉｖｅｒ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ꎬ Ｅｎｇｌｉｓｈꎬ Ｉｒｉｓｈ ａｎｄ Ｉｒｉｓｈ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ｉｏｎｅｅｒ Ｓｅｔｔｌｅｒｓ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ｒａｚｉｌꎬ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ｘｆｏｒｄꎬ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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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新鲜事物ꎮ 巴西裔学者罗萨那巴博萨从微观视角考察了 １９ 世纪早期里

约热内卢的葡萄牙移民以及他们所遭遇的排外现象ꎮ①

与巴西不同ꎬ 阿根廷人口中 ９７％ 以上均为白人ꎬ 可以说阿根廷是一个白

人国家ꎮ １９ 世纪中叶至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 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从旧大陆向新

大陆移民的高潮ꎮ 阿根廷是这一时期拉美国家中接受移民最多的国家ꎬ 约有

４００ 万西班牙移民拥入阿根廷ꎬ 构成了该国的主要民族ꎮ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的何塞莫亚教授通过调查移民组织和进行民间走访ꎬ 依托国家和地方

档案ꎬ 深入分析西班牙裔移民的来源、 居住模式、 文化认知等方面ꎬ 最终完

成了 «堂兄弟和陌生人: １８５０—１９３０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班牙移民»② 一

书ꎮ 唐纳德卡斯特罗从阿根廷统治精英的立场着手ꎬ 回顾了该国政府的移

民政策以及围绕移民社会、 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辩论③ꎮ 阿根廷学者本哈格的专

著 «阿根廷移民史»④ 则是通史方面的代表作ꎮ 墨西哥则是拉美地区另一种

移民国家的典型ꎮ 狄埃特尔柏宁格教授是比较资深的墨西哥移民史专家ꎬ
他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就出版了通史性著作ꎬ 关注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中

叶墨西哥外来移民的发展脉络ꎮ⑤ 在墨西哥ꎬ 印欧混血种人约占总人口的

６０％ ꎬ 所以ꎬ 墨西哥的多元文化更为显著ꎮ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马丁内斯

博士将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目标锁定在墨西哥的外来移民及其文化多样性

方面ꎮ⑥

总之ꎬ 在横向研究方面ꎬ 国外学者对拉美移民整体史的探讨比较丰富ꎬ
分析了外来移民的迁徙原因、 移民在居住国的同化过程ꎬ 并围绕移民与居住

国的种族关系以及国家认同问题展开了多视角讨论ꎮ 但他们的成果单向研究

多ꎬ 双向研究少ꎬ 即比较注重移民群体与居住国或母国的单向联系和影响ꎬ
较少兼顾移民群体与居住国和母国之间的互动联系ꎮ 在国别史研究方面ꎬ 表

现出重大国、 轻小国的研究特点ꎮ 与之相比ꎬ 国内学者虽然在这方面做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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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ｓａｎａ Ｂａｒｂｏｓａꎬ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Ｘｅｎｏｐｈｏｂｉａ: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Ｒｉｏ ｄｅ
Ｊａｎｅｉｒｏꎬ ＵＰＡꎬ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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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ｈ : ＵＭＩꎬ １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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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探讨ꎬ 但总体而言还很薄弱ꎬ 不仅缺乏对拉美外来移民进行通盘考察的史

学专著ꎬ 也缺少对单个国家的移民史研究ꎮ 国内学者在拉美外来移民的国别

史研究方面ꎬ 成果主要集中在阿根廷一个国家ꎮ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

研究所郝名玮研究员在 «欧洲移民与阿根廷»① 一文中ꎬ 探讨了欧洲人移民

阿根廷的原因及其在该国经济结构调整、 城市化进程和工商业发展中的作用ꎮ
贾东荣和陈杰珍都关注了 １９ 世纪中叶至 ２０ 世纪初的欧洲移民潮ꎬ 总结了此

次移民潮的成因、 特点和影响②ꎮ

二　 有关拉美中国移民史的研究路径

由于亚裔移民在拉美移民中只是少数群体ꎬ 所以对欧洲裔和非洲裔移民

群体的研究一直以来都占据着拉美外来移民史研究的主体地位ꎮ 然而ꎬ 亚裔

移民同样对居住国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ꎬ 特别是在现代

化起步阶段ꎮ 所以ꎬ 本文选取了亚裔群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华裔和日裔进行

分析ꎮ
第一ꎬ 我们可以对拉美地区中国移民的整体史进行研究ꎮ 任职于特立尼

达西印度大学历史系的著名华裔学者沃尔顿卢克赖 (Ｗａｌｔｏｎ Ｌｏｏｋ Ｌａｉ) 与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陈志明 (Ｔａｎ Ｃｈｅｅ － Ｂｅｎｇ) 教授合编了 «拉美和

加勒比地区的中国人»③ 一书ꎮ 该书是拉美地区华人整体史研究的代表作ꎮ 全

书共分为 ３ 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了殖民地时期华人移居美洲的经历ꎬ 第二

部分回顾了 １９ 世纪中后期华人移民美洲的第一次浪潮ꎬ 最后一部分剖析了 ２０
世纪秘鲁、 苏里南和古巴的华人社会及其与当地社会发展的关系ꎮ 美国路易

克拉克大学历史系华裔副教授艾略特杨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Ｙｏｕｎｇ) 另辟蹊径ꎬ 打破了

传统史学按照国别撰写移民史的体例ꎬ 更加注重华人在西半球跨境活动的流

动性和复杂性ꎬ 其著作 «异族: 从苦力时代到二战时期美洲的中国移民»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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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郝名玮: «欧洲移民与阿根廷»ꎬ 载 «世界历史»ꎬ １９８０ 年第 ６ 期ꎮ
贾东荣: «试论 １８５７—１９３０ 年的阿根廷移民运动»ꎬ 载 «山东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ꎬ

１９９３ 年第 １ 期ꎻ 陈杰珍: «试析 １８２０ 年至 １９３０ 年阿根廷的欧洲移民运动»ꎬ 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ꎬ
２０１２ 年ꎮ

Ｗａｌｔｏｎ Ｌｏｏｋ Ｌａｉ ａｎｄ Ｔａｎ Ｃｈｅｅ － Ｂｅｎｇ ( ｅｄｓ )ꎬ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ꎬ
Ｂｒｉｌｌꎬ ２０１０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Ｙｏｕｎｇꎬ Ａｌｉｅｎ Ｎ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ｏｌｉｅ Ｅｒ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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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研究美洲华人跨国活动的开拓之作ꎮ
国内学界对华人华侨史的研究非常丰富ꎬ 但对拉丁美洲华人华侨史的探

讨比较有限ꎮ 在整体史方面ꎬ １９９０ 年出版的 «美洲华侨华人史»① 是国内第

一部系统呈现中国人移民美洲情况的通史性著作ꎮ 全书共分六编ꎬ 其中第五

编专门论述了拉丁美洲的华侨华人ꎮ 该书学术视野开阔ꎬ 强调 “必须从世界

范围内海外华工、 华侨总的发展状况以及美洲内部各国华工华侨关系的演变

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ꎬ 才能正确阐明美洲华工华侨产生和发展的进程” (第 ３
页)ꎮ 该书总结道ꎬ 美洲华侨华人史就是一部血泪史、 创业史、 斗争史和爱国

爱乡的历史ꎬ 它不仅向人们诉说早期华侨遭受的艰辛和不易ꎬ 更向世人展示

华侨克勤克俭、 披荆斩棘和共同奋斗的优良品格ꎬ 用大量事实驳斥西方学界

的排华言论ꎮ 具体到拉丁美洲的情况ꎬ 国内知名华侨史专家、 暨南大学高伟

浓教授的著作 «拉丁美洲华侨华人移民史、 社团与文化活动远眺»② 弥补了

这方面的空白ꎮ 该书以国别 (地区) 为经ꎬ 以华侨华人移民史、 社团与文化

活动为纬ꎬ 囊括了整个拉丁美洲 ３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华侨的情况ꎬ 给读者一个

全景式的把握ꎮ 由于该书面面俱到ꎬ 所以难以突出重点ꎬ 但仍不失为一本研

究拉美华侨的入门之作ꎮ 复旦大学历史系刘文龙教授撰写的 «近代拉丁美洲

华人商业活动初探» 一文考察了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华人商业活动崛起的原

因ꎮ 作者认为ꎬ 这是太平洋东西两岸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一方面ꎬ 中国东

南沿海的经济发展为当地移民海外的华人提供了经商的理念ꎻ 另一方面ꎬ 拉

美国家正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ꎬ 为华人提供了经商的时机ꎮ③ 此外ꎬ 在一些

关于中拉关系和拉丁美洲文明的研究著作中也涉及了部分华人华侨史的

内容④ꎮ
第二ꎬ 我们也可以就拉美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华人华侨史进行探讨ꎮ

国外学者的研究热点主要为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的华人华侨史ꎬ 对南美洲

—１４１—

①
②

③
④

李春辉、 杨生茂主编: «美洲华侨华人史»ꎬ 北京: 东方出版社ꎬ １９９０ 年ꎮ
高伟浓著: «拉丁美洲华侨华人移民史、 社团与文化活动远眺» (上、 下册)ꎬ 广州: 暨南大

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ꎮ
刘文龙: «近代拉丁美洲华人商业活动初探»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１９９６ 年第 ５ 期ꎮ
沙丁、 杨典求、 焦震衡、 孙桂荣著: «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ꎬ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６ 年ꎻ 李明德主编: «拉丁美洲和中拉关系———现在与未来»ꎬ 北京: 时事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 年ꎻ 徐世

澄: «拉丁美洲与华人»ꎬ 载庄炎林、 邓光东著: «世界华人精英传略: 南美洲与加拿大卷»ꎬ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 年ꎻ 郝名玮、 徐世澄著: «拉丁美洲文明»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９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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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较少ꎮ 有关墨西哥华侨史研究的代表作是美国学者罗伯特罗梅罗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ｈａｏ Ｒｏｍｅｒｏ) 的专著 «１８８２—１９４０ 年墨西哥的中国人»①ꎮ 罗梅罗

供职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所ꎬ 长期从事墨西哥

移民史研究ꎬ 他在这部专著中将目光锁定在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墨西哥的中

国移民身上ꎬ 勾勒出了这次中国移民浪潮中属于墨西哥的篇章ꎮ 据悉ꎬ 这

一时期约有 ６ 万名中国人移民墨西哥ꎬ 成为当时墨西哥第二大外来移民群

体ꎮ 作者指出ꎬ １８８２ 年美国 «排华法案» 的颁布以及墨西哥经济本身的吸

引力是此次中国人移民墨西哥的主要原因ꎮ 除了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ꎬ
罗梅罗还运用了美国和墨西哥两国的档案ꎬ 包括口述史、 人口普查记录、
领事报告和法律文件等ꎬ 其中 «排华法案» 中的文件和 １９３０ 年墨西哥人口

普查手稿这两类档案是第一次被用到相关研究中ꎬ 大大提高了该书的严

谨度ꎮ
２０ 世纪以来的头 ３０ 多年内ꎬ 墨西哥发生过几次排华运动ꎬ 一些国外学者

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剖析ꎮ 菲利普丹尼斯和查尔斯坎伯兰关注了墨西哥

革命期间发生在索诺拉州的排华运动②ꎮ 里奥杰奎斯达姆布尔日认为ꎬ 华

人在经济上的成就和当地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导致墨西哥排华运动的两大原

因③ꎮ 不同于此ꎬ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杰森研究员从政治学的角

度ꎬ 解读 １８８０—１９４０ 年墨西哥的反华种族主义ꎬ 认为当时的墨西哥政治精英

利用反华势力对人民进行控制ꎬ 以加强民族认同和国家建构ꎮ④ ２０ 世纪末ꎬ
又有几部关于墨西哥排华运动的档案集和专著⑤问世ꎬ 为后人研究提供了许多

珍贵的史料ꎮ

—２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ｈａｏ Ｒｏｍｅｒｏꎬ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Ｍｅｘｉｃｏꎬ １８８２ － １９４０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０
Ｐｈｉｌｌｉｐ Ａ Ｄｅｎｎｉｓꎬ “Ｔｈｅ Ａｎｔｉ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 ｉｎ Ｓｏｎｏｒａꎬ Ｍｅｘｉｃｏ”ꎬ ｉｎ Ｅｔｈｎｏ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Ｖｏｌ ２６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７９ꎬ ｐｐ ６５ － ８０ꎻ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Ｃ Ｃｕｍｂｅｒｌａｎｄꎬ “Ｔｈｅ Ｓｏｎｏｒ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６０ꎬ ｐｐ １９１ － ２１１

Ｌｅｏ Ｍ Ｄ Ｊａｑｕｅｓ Ｄａｍｂｏｕｒｇｅｓꎬ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ｓｓａｃｒｅ ｉｎ Ｔｏｒｒｅｎ (Ｃｏａｈｕｉｌａ) ｉｎ １９１１”ꎬ ｉｎ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ꎬ Ｖｏｌ １６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７４ꎬ ｐｐ ２３３ － ２４６ꎻ Ｌｅｏ Ｍ Ｄ Ｊａｑｕｅｓ Ｄａｍｂｏｕｒｇｅｓꎬ “Ｈａｖｅ Ｑｕｉｃｋ Ｍｏｒｅ
Ｍｏｎｅｙ ｔｈａ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Ｓｏｎｏｒａ”ꎬ ｉｎ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７６ꎬ
ｐｐ ２０１ － ２１８

Ｊａｓｏｎ Ｏｌｉｖｅｒ Ｃｈａｎｇꎬ Ｃｈｉｎｏ: Ａｎｔｉ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ａｃｉｓｍ ｉｎ Ｍｅｘｉｃｏꎬ １８８０ － １９４０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７

Ｈｕｍｂｅｒｔｏ Ｍｏｎｔｅóｎ Ｇｏｎｚáｌｅｚꎬ Ｃｈｉｎｏｓ ｙ Ａｎｔｉｃｈｉｎｏ ｅｎ Ｍｅｘｉｃｏ: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ｏｓ ｐａｒａ ｓｕ Ｅｓｔｕｄｉｏꎬ Ｇｕａｄａｌａｊａｒａ:
Ｇｏｂｉｅｍｏ ｄｅ Ｊａｌｉｓｃｏꎬ １９８８ꎻ Ｊｏｓé Ｊｏｒｇｅ Ｇóｍｅｚ Ｉｚｑｕｉｅｒｄｏꎬ Ｅｌ Ｍｏｖｉｍｉｅｎｔｏ Ａｎｔｉｃｈｉｎｏ ｅｎ Ｍéｘｉｃｏ １８７１ －１９３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ｓ ｄｅｌ Ｒａｃｉｓｍｏ ｙ ｄｅｌ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ｏ ｄｕｒａｎｔｅ ｌａ Ｒｅｖｏｌｕｃｉóｎ Ｍｅｘｉｃａｎａꎬ Ｍéｘｉｃｏꎬ Ｄ Ｆ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Ａｎｔ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ａ 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ꎬ 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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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巴华侨史学领域ꎬ 也有不少成果陆续推出ꎮ 美国罗格斯大学拉丁美

洲和西属加勒比研究中心凯瑟琳洛佩斯的专著 «华裔古巴人: 一部跨国

史»①ꎬ 从种族关系、 国家认同和跨国移民等视角切入ꎬ 探讨了 １９ 世纪中叶移

民古巴的中国人及其后裔在居住国的身份变化和心理同化过程ꎮ «１８４７ 年至今

古巴的华人»② 一书突出了华人在古巴独立运动和 ２０ 世纪社会运动中的贡献ꎬ
以及他们对古巴音乐、 绘画、 饮食、 运动和语言方面的影响ꎮ «古巴的华人:
人种学笔记»③ 一书则运用民族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古巴的华人社会进行分

析ꎮ 有关加勒比地区的华人华侨史研究ꎬ 沃尔顿卢克赖的著作 «１８０６—
１９９５ 年西印度群岛华人史料集»④ 运用了殖民地时期的政府档案、 报纸杂志

文章选段、 受访者的叙述、 当事人的日记和回忆录、 船运公司的档案等史

料ꎬ 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加勒比地区华人移民的背景、 契约的签订、 种植园

生活和劳作情景以及现代华人社区的发展状况ꎬ 奠定了作者在这一领域的

权威地位ꎮ
近年来ꎬ 暨南大学结合自身在华侨华人史学上的优势地位ꎬ 推出了 “世

界华侨华人研究文库”ꎬ 其中 «融入与疏离: 华侨华人在古巴» 为我们展现了

１８４７—１９７０ 年华人移民古巴的历史ꎮ 全书共分为 ４ 章: 第一章为历史概览ꎬ
第二章概述了契约华工从进入到融入古巴的历程ꎬ 第三章分析 ２０ 世纪新移民

与古巴社会疏离的表现和原因ꎬ 第四章考察了 １９５９ 年古巴革命后华侨华人被

整合进古巴社会的过程ꎮ «委内瑞拉华侨史略» 则是高伟浓教授的又一力作ꎮ
作者在委内瑞拉侨胞及侨社的支持下ꎬ 深入当地进行采访ꎬ 获取了大量原始

资料ꎮ 该书阐述了中国向委内瑞拉移民及华侨在当地生存与发展的历史ꎬ 考

察了华侨在委内瑞拉的经济活动、 社会与文化活动情况ꎬ 填补了国内委内瑞

拉华侨史研究的空白ꎬ 对学者和侨务工作者了解委内瑞拉华侨历史与现状均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ꎮ «１９ 世纪中国人移民巴西史» 是前中国驻圣保罗总领

馆领事陈太荣夫妇二人历时 １６ 年编写而成的ꎬ 全书分为 ９ 章ꎬ 通过大量的历

—３４１—

①

②

③

④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Ｍ Ｌóｐｅｚ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ｂａｎｓ: Ａ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３

Ｍａｕｒｏ Ｇａｒｃíａ Ｔｒｉａｎａ ａｎｄ Ｐｅｄｒｏ Ｅｎｇ Ｈｅｒｒｅｒａꎬ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Ｃｕｂａꎬ １８４７ － Ｎｏｗꎬ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Ｂｏｏｋｓꎬ
２００９

Ｊｏｓé Ｂａｌｔａｒ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ꎬ Ｌｏｓ Ｃｈｉｎｏｓ ｄｅ Ｃｕｂａ: Ａｐｕｎｔｅｓ Ｅｔｎｏｇｒáｆｉｃｏｓꎬ Ｃｉｕｄａｄ ｄｅ ｌａ Ｈａｂａｎａ: Ｆｕｎｄａｃｉｏｎ
Ｆｅｒｎａｄｏ Ｏｒｔｉｚꎬ １９９７

Ｗａｌｔｏｎ Ｌｏｏｋ Ｌａｉꎬ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Ｉｎｄｉｅｓꎬ １８０６ － １９９５: Ａ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Ｉｎｄｉｅｓꎬ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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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资料与实地考察ꎬ 还原了 １９ 世纪第一批到达巴西的中国先侨们的奋斗

历程ꎮ①

此外ꎬ 国内学者对巴西、 秘鲁、 墨西哥、 阿根廷和巴拿马的华侨华人史

亦进行了一些研究ꎬ 发表了一些卓有见地的文章ꎮ 有关巴西华侨ꎬ 既有研究

多聚焦于近 ２０ 年来巴西华人情况ꎬ 体现了基础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功能ꎮ 有的

学者分析了巴西华人社团的类型、 特点和发展现状ꎬ 有的学者关注了华侨华

人对中国软实力在巴西的影响ꎬ 还有的学者探讨华侨华人社团在中国侨务公

共外交中的角色ꎮ② 有关秘鲁华侨ꎬ 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契约华工和华人

的经济活动ꎮ③ 有关墨西哥华侨ꎬ 现有成果还是以早期华人移民史和华侨社会

的形成和发展为主ꎮ④ 有关阿根廷华侨ꎬ 学者从华人超市经济入手ꎬ 探讨华人

经济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本土化的问题ꎮ⑤ 有关巴拿马华侨ꎬ 有学者也做

出了尝试性研究ꎮ⑥

第三ꎬ 我们还可以就拉美华人华侨发展史上的某一专题进行分析ꎮ 国内

既有成果探讨最多的是拉美的 “契约华工” 问题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ꎬ
陈泽宪就曾在 «历史研究» 上发表了 «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⑦ 一文ꎮ
文章着重分析了 １９ 世纪中后期的契约劳工贸易ꎬ 并根据中国海关历年贸易年

册和外国政府公布的中国移民和契约工人入境数据ꎬ 对 １８００—１９２５ 年间的出

国契约华工人数做出综合统计ꎬ 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ꎮ 陈翰笙、 卢文迪、
彭家礼等学者也认识到了华工史的重要性ꎬ 收集了出国华工的资料ꎬ 于 ２０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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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袁艳著: «融入与疏离: 华人华侨在古巴»ꎬ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ꎻ 高伟浓著:
«委内瑞拉华侨史略»ꎬ 马来西亚: 学林书局ꎬ ２０１１ 年ꎻ 陈太荣、 刘正勤著: «１９ 世纪中国人移民巴西

史»ꎬ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ꎮ
高伟浓、 徐珊珊: «巴西华人社团的类型及发展特色———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后成立的社团为

主»ꎬ 载 «八桂侨刊»ꎬ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ꎻ 程晶: «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在巴西的提升»ꎬ 载 «湖北大

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ꎬ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ꎻ 徐文永、 谢林森: «华侨华人社团与中国侨务公共外

交———以巴西华人文化交流协会为例»ꎬ 载 «八桂侨刊»ꎬ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ꎮ
杨安尧: «秘鲁华侨华人经济的变化与发展»ꎬ 载 «八桂侨史»ꎬ １９９４ 年第 １ 期ꎻ 杨安尧: «华

工与秘鲁华人社会»ꎬ 载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ꎬ ２０００ 年第 ３ 期ꎻ 张华贞: «斗争与融合: 契约华工与

秘鲁华人社会的形成»ꎬ 载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ꎬ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ꎻ
萨那、 张玉玲: «论墨西哥华侨社会的变迁»ꎬ 载 «华人华侨历史研究»ꎬ １９８９ 年第 １ 期ꎻ

Ｄｏｎｇ Ｊｉｎｇｓｈｅｎｇ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ｅｘｉｃ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ｎｏ － Ｍｅｘｉｃｏ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ｆｏｒｅ １９１０”ꎬ ｉｎ Ｅｓｔｕｄｉｏ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ｅｓꎬ Ａňｏ ３８ꎬ Ｎｏ １５２ꎬ Ｎúｍｅｒｏ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ｈｉｌｅ ｙ Ｃｈｉｎａ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７５ － ８８

汤锋旺: «全球化与本土化: 阿根廷华人超市经济研究»ꎬ 载 «阴山学刊»ꎬ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ꎮ
管彦忠: «中国人移居巴拿马的历史进程»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ꎮ
陈泽宪: «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ꎬ 载 «历史研究»ꎬ １９６３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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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８０ 年代推出了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①ꎮ 按照内容和地区ꎬ 分别为中国官文

书、 英国议会文件、 美国官方文件、 关于华工出国的中外综合性著作、 关于

东南亚华工的私人著作、 拉丁美洲华工、 美国与加拿大华工、 大洋洲华工、
非洲华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赴欧华工ꎮ 有关拉美华工的史料主要集中在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一辑和第六辑中ꎮ 这套丛书为后人研究提供了许多珍

贵的档案文献ꎬ 学术价值巨大ꎮ 与此同时ꎬ 罗荣渠、 李春辉和张铠等学者纷

纷著书立说ꎬ 探讨拉丁美洲的 “苦力贸易”、 华工的遭遇和抗争、 华工对拉美

的历史贡献等ꎮ②

总之ꎬ 国外学界对拉美华人华侨史的研究具有两个特点: 鉴于身份的特

殊性ꎬ 华裔学者仍然充当了研究该问题的主体ꎻ 研究热点是墨西哥和加勒比

地区ꎬ 对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考察相对不足ꎮ 伴随着近年来移民研究的升温ꎬ
国内学者在拉美的华侨华人问题研究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ꎬ 陆续有几部专

著出版和数十篇专题论文刊出ꎬ 然而ꎬ 在拉美华侨研究这一广阔的领域中仍

有大片学术处女地有待发掘ꎮ 此外ꎬ 国内学者基于一手档案和实地调查资料

基础上的研究尚显不足ꎮ 根据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的统计ꎬ 中国国家图书馆

现保存的由拉美华人在当地发行的华文报纸共有 ９ 种ꎬ 涉及 ４ 个国家ꎬ 分别

为: 古巴的 «开明公报» «民声日报» «光华报» 和 «华文商报»ꎬ 秘鲁的

«民醒日报» 和 «公言报»ꎬ 牙买加的 «中山报» 和 «华侨公报»ꎬ 苏里南的

«南风日报» (合订本封面错印为 «中国日报»)ꎮ③

笔者认为ꎬ 研究拉美的华人华侨史需要注意以下三方面ꎮ 一是要有全

局意识ꎮ 近代中国人向拉美移民是世界移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ꎮ 之所以

在近代出现大规模移民的现象ꎬ 从根本上说ꎬ 是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从欧洲向全球扩张的产物ꎮ 只有把华人华侨史放在世界移民史、
世界近现代史、 全球史中进行宏观和横向的研究ꎬ 才会得出比较系统、 完

整的认识ꎮ 所以ꎬ 拉美华人华侨史不仅是中国移民史的一部分ꎬ 也是中国

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一部分ꎮ 二是要有区别、 动态地看待拉美的华侨华人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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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是五彩斑斓的ꎬ 中国的地域文化也是绚丽多姿的ꎮ 以往的研究总

是突出 “三史” (华工血泪史、 华侨爱国史、 友好创业史)ꎬ 但是ꎬ 拉美国

家的国情和移民政策不尽相同ꎬ 中国不同地方的移民团体也各具特色ꎬ 所

以我们不能笼而统之ꎬ 而要针对具体案例进行具体剖析ꎮ 三是要加强基于

一手档案和实地调查资料基础上的研究ꎮ 随着中拉人文交流的深入ꎬ 这方

面将来会有很大的改善ꎮ

三　 有关拉美日本移民史的研究路径

１９ 世纪晚期ꎬ 日本开始有组织地向美洲移民ꎬ 主要目的地为美国、 加拿

大和拉美ꎮ 其中ꎬ 移居拉美的人数最多ꎮ 目前ꎬ 拉美的日裔规模已经达到约

１５０ 万人ꎬ 成为拉美外来移民群体中不可小视的力量ꎮ
第一ꎬ 我们可以对拉美地区的日本移民进行宏观研究ꎮ 日裔学者是研究

的主力军ꎮ «拉丁美洲的日本人»① 一书被公认为研究拉丁美洲日本移民的经

典之作ꎬ 也是第一部将拉美作为一个整体、 全面探讨日本人移民拉美情况的

史学专著ꎮ 该书通过描述日裔群体从雇佣工到农场主和小企业主的转变ꎬ 反

映了拉美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变化ꎬ 并深入剖析了日裔群体在同化过程中的矛

盾心理ꎬ 即虽然内心对母国日本有强烈的归属感ꎬ 但又不得不努力经营在居

住国的生活ꎮ 担任美国日裔国家博物馆项目主管的矢野明美菊村主编了 «美
洲日本后裔的百科全书: 一部图文并茂的历史»② 一书ꎬ 该书为一部百科全书

性质的读物ꎬ 共有 １０ 章ꎮ 第一章对日本人移民美洲历程作了简要的历史回

顾ꎬ 后面 ９ 章分别考察了阿根廷、 玻利维亚、 巴西、 加拿大、 智利、 墨西哥、
巴拉圭、 秘鲁和美国这 ９ 个日裔群体最多的美洲国家ꎮ 该书收录了大量珍贵

的历史照片、 地图和数据表格ꎬ 并列出了英文、 日文和西班牙文相关研究成

果ꎬ 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ꎮ 就职于美国夏威夷东海国际大学的日裔学者远藤

幸代撰写了 «日本向外走: 移民拉美的政治学»③ 一书ꎬ 该书从日本国内政

治的视角ꎬ 剖析了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日本人移民拉美的原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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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ꎬ 这种大规模的移民潮源自日本政府对国内局势稳定的担忧ꎬ 借此

迁出被边缘化的群体和极端的社会分子ꎮ 书中还描述了日本移民在居住国的

遭遇以及二战前拉美 “黄祸论” 所引发的暴力事件ꎮ 此外ꎬ 几位日裔学者合

作编著了 «新世界、 新生活: 全球化与美洲的日裔群体和在日本的拉美日

裔»① 一书ꎬ 介绍了阿根廷、 玻利维亚、 巴西、 加拿大、 巴拉圭、 秘鲁和美国

的日裔社团ꎬ 并分析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日裔拉美人重返日本的 “回流”
现象ꎮ

第二ꎬ 我们还可以对日裔群体比较多的拉美国家开展国别研究ꎮ 由于巴

西是现有日本移民最多的国家ꎬ 所以在国别地区史方面ꎬ 国外学者最关注巴

西的日裔群体ꎮ 日本学者铃木太一是较早进行这方面研究的专家ꎬ 他在 １９６４
年就出版了专著 «巴西的日本移民»②ꎬ 可谓研究日裔群体的必读书目ꎮ 圣保

罗大学 ２０１０ 年推出的 «日本移民在巴西: 历史、 想象和记忆»③ 一书是巴西

移民史专家玛利亚图奇的新作ꎬ 书中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文献、 对当事人的

访谈、 回忆录、 照片以及相关的艺术作品和文学作品ꎬ 是一部极具文献学价

值的佳作ꎮ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东亚史专家斯图亚特罗恩教授通过

梳理 １９０８—１９４０ 年日本人移民巴西的历程ꎬ 认为巴西社会对日本移民积极和

消极的印象都影响到他们的同化过程ꎮ 一方面ꎬ 日本移民因勤奋和组织纪律

性强而广受赞扬ꎻ 另一方面ꎬ 日本人的尚武精神和对天皇的绝对效忠又使当

地人对他们心存距离ꎮ 尽管如此ꎬ 罗恩教授仍然认为ꎬ 日本移民在如此短的

时间内成功融入巴西社会ꎬ 为其他族裔的移民做出了范例ꎻ 同样ꎬ 即便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ꎬ 巴西社会依旧对外来移民敞开怀抱ꎬ 这种

包容的文化值得称道ꎮ④ 葡萄牙学者丹妮拉德卡瓦略的专著 «日本和巴西的

移民与认同: 日裔群体»⑤ 重点介绍了二战后日裔巴西人的情况和回流日裔的

身份认同问题ꎬ 在研究时段上恰好与罗恩教授互补ꎮ 此外ꎬ 也有一些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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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论文论及巴西的日本移民①ꎮ
我们对拉美日本移民的研究还比较薄弱ꎬ 整体史方面还未有一部专题著

作或论文ꎬ 只有一篇介绍性文章 «日本移民在拉美»②ꎮ 国别史方面ꎬ 国内学

者着墨最多的是巴西的日本移民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就有学者对此予以

关注ꎮ③ ２０ 世纪晚期ꎬ 一些日本移民沿着祖辈来时的路线重返日本ꎬ 在日本

社会形成了一个特殊的 “日裔巴西移民群体”ꎮ 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现象ꎬ 并

撰文追溯巴西 “日侨日裔群体” 和日本的 “巴西日裔群体” 形成的历史过

程ꎬ 探讨他们跨国迁移的原因、 途径以及认同上的困惑ꎬ 解读认同构建的内

外因素ꎮ④ 近些年ꎬ 苏州科技学院陆续有几篇硕士学位论文分别对阿根廷、 巴

西和玻利维亚的日本移民⑤进行探讨ꎬ 在某种程度上充实了相关研究ꎮ 这些论

文都参阅了日本档案和日文研究成果ꎬ 具有一定的文献学价值ꎮ 此外ꎬ 秘鲁

是近代南美地区第一个大量引入日本移民的国家ꎬ 胡新苏和韩涛合作撰写的

论文 «二战前秘鲁的日本移民研究»⑥ 回顾了早期日本移民移居秘鲁的时代

背景、 历史阶段和发展状况ꎮ
总之ꎬ 与华侨华人问题研究主体相似ꎬ 日裔学者在研究拉美的日本移

民问题上扮演着主要角色ꎮ 他们根据自身或家族的经历ꎬ 获得了大量鲜活

的第一手资料ꎬ 为后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来源ꎮ 国内学者在对拉美日

裔的整体史研究方面非常匮乏ꎻ 国别史方面做了一些尝试性探讨ꎬ 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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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的研究时段或是集中在移民早期ꎬ 或是聚焦在现当代的 “新移民”
身上ꎬ 缺乏对新旧移民构成、 分布和地位等方面的纵向比较ꎮ

四　 比较研究方法下的拉美移民史研究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 传统习惯、 知识结构、 经

济地位和文化价值观ꎬ 致使他们在移民动机、 居住模式、 经济活动和政治取

向等方面都存在极大的差异ꎮ 此外ꎬ 移民迁入国也有各自的历史传统、 政治

文化和治国理念ꎬ 所以在对待移民问题上也会采取迥异的治理观念和政策措

施ꎮ 只有对拉美移民问题进行比较研究ꎬ 从迁出国、 移民本身和迁入国 ３ 个

维度分析移民过程中的相似和不同之处ꎬ 总结移民成功群体的经验ꎬ 才能准

确把握移民这一复杂问题的规律性和多样性ꎮ
对拉美移民史的比较研究大致有两种路径可循ꎮ 一是对同一族裔在拉

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比较研究ꎮ 加拿大学者梅布雷茨的著作 «１８９０—
１９２９ 年巴西和阿根廷的移民和文化适应»① 选取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里约热

内卢和圣保罗 ３ 座大城市ꎬ 比较了这些城市里欧洲移民的生活状况ꎮ 作者强

调ꎬ 不能空泛地讨论外来移民和他们的同化问题ꎬ 而是要结合居住国的历

史背景研究移民的认同和民族国家的形成ꎮ 美国罗格斯大学历史学教授塞

缪尔贝利的研究更为细化ꎬ 他从就业机会、 技能水平、 迁移速度、 受到

偏见的程度和社团的发展等方面ꎬ 对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纽约的意大

利移民进行比较ꎮ 贝利认为ꎬ 布宜诺斯艾利斯能够为意大利移民提供更为

广阔的发展空间ꎬ 意大利移民也会将积蓄用于投资和再创造财富ꎬ 从而能

够更迅速地融入当地社会ꎻ 相反ꎬ 在纽约的意大利移民则多从事低技能劳

动ꎬ 并受到早期移民群体的排挤ꎬ 所以他们更多地把积蓄寄回家乡ꎬ 大大

降低了他们对居住国的认同感ꎮ② 美国东北大学学者亚当麦基翁考察了秘

鲁、 美国芝加哥和夏威夷的华人移民网络ꎬ 分析来自中国不同地域的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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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维系彼此间的文化和经济关系ꎮ①

二是对同一国家或地区内不同族裔群体之间的比较研究ꎮ 沃尔顿卢

克赖的专著 «契约劳工与加勒比蔗糖: １８３８—１９１８ 年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中

国移民和印度移民»②ꎮ 全书共有 ９ 章ꎬ 以奴隶制瓦解后的世界劳工制度为

大背景ꎬ 深入比较了加勒比地区的中国劳工和印度劳工ꎬ 并着重分析了以

中印两国移民为代表的亚洲移民与当地殖民者之间的矛盾ꎬ 以及亚洲移民

与非亚洲移民之间的冲突ꎮ 作者认为ꎬ 对亚洲契约劳工的比较研究有两个

层面的学术价值: 在制度层面ꎬ 分析契约劳工制度与当时其他半自由或不

自由的劳工制度ꎻ 在移民群体层面ꎬ 探讨不同移民群体在居住国的命运和

适应过程ꎮ 目前ꎬ 我们对拉美外来移民的比较研究还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ꎬ
就笔者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来看ꎬ 只有刘兆华的硕士学位论文 «二战前拉美

日裔同化与融合的制约因素———以二战前秘鲁和巴西的日裔群体为例»③ 和

其在此基础上提炼发表的一篇论文④有所涉及ꎮ 作者认为ꎬ 日裔群体的暂居客

情结和日本政府的群体性移民方式成为阻碍日本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内在原

因ꎬ 拉美国家既有的 “白化” 种族观念则是制约日裔群体融入当地的外部

因素ꎮ
总之ꎬ 虽然国外学界比较重视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拉美的外来移民

史ꎬ 也出了不少成果ꎬ 但是他们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ꎮ 在研究时段上ꎬ 多

集中在 １９ 世纪中叶至 ２０ 世纪初的早期移民ꎬ 对现当代新移民的比较分析少ꎻ
在研究对象上ꎬ 多关注欧洲裔移民ꎬ 对亚洲移民的探讨较少ꎮ

五　 结语

综上所述ꎬ 在拉美外来移民史这一研究领域ꎬ 仍有许多学术荒原有待学

者们去开拓和耕耘ꎮ 对于未来的研究思路ꎬ 笔者有以下几点设想ꎮ 第一ꎬ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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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兆华: «二战前拉美日裔同化与融合的制约因素———以二战前秘鲁和巴西的日裔群体为

例»ꎬ 苏州科技学院硕士学位论文ꎬ ２００７ 年ꎮ
刘兆华、 祝曙光: «二战前拉美日裔同化与融合的制约因素———以秘鲁和巴西为例»ꎬ 载 «史

学月刊»ꎬ ２００８ 年第 ８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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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要有宏大的历史视野ꎬ 宏观着眼ꎬ 微观入手ꎬ 将移民个体的命运投放到国

际地区局势变革的大背景中进行探讨ꎬ “以小见大”ꎬ 且要避免研究陷入碎片

化ꎮ 第二ꎬ 在纵向研究方面ꎬ 可以族裔、 国家或地区为移民单位ꎬ 对其移入

拉美国家的历史进行梳理ꎬ 比如秘鲁的华人华侨史、 巴西的日本移民史、 海

地的黑人移民史、 阿根廷的意大利移民史等ꎻ 也可以国别为单位追溯拉美某

国的外来移民史ꎬ 既要重视大国研究ꎬ 也要兼顾中小国家ꎮ 第三ꎬ 在横向研

究方面ꎬ 加强对移民与母国和居住国之间互动影响的研究ꎬ 也可对同一国家

不同族裔移民群体或同一族裔在不同迁入国进行比较研究ꎮ 第四ꎬ 在研究对

象方面ꎬ 除了欧洲移民历史ꎬ 还应加强对非洲和亚洲移民历史的探讨ꎮ 第五ꎬ
在研究时段方面ꎬ 不仅要关注早期移民ꎬ 还要重视 ２０ 世纪中后期的新移民以

及 “重返欧洲” “重返亚洲” 等移民 “回流” 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影响ꎬ 同时

对比新旧移民的异同ꎮ 第六ꎬ 在专题研究方面ꎬ 外来移民与拉美国家的现代

化、 外来移民与多元文化、 拉美国家的移民政策、 外来移民的身份认同与国

家建构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ꎮ
鉴于外来移民对拉美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ꎬ 对于研究拉美问题的

学者而言ꎬ 无论从哪个角度、 对哪个族裔或哪个国家进行研究ꎬ 都会发掘出

丰富的学术宝藏ꎮ 相信经过学者同仁的不断努力ꎬ “以点带线、 以线促面”ꎬ
一幅饱满的拉美外来移民的历史画卷会逐渐展现在世人眼前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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