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4近代以後的東亞移民4-1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華人移徙-1帝國動亂與人群移動                             朝淦老師親自整理講授 

太平天國(1851～1864 年)及政策移民 漢回衝突與回民遷徙 

 
 

↓ 

不
數
年
「
客
即
十
倍
於
主
」
↓ 

移
民
與
原
地
住
民
有
所
衝
突
，
停
止
招
募
移
民 

 

Ｂ
政
府
推
動
河
南
、
安
徽
、
兩
湖
地
區
民
眾
遷
徙
至
江
南 

 
 

Ａ
江
南
地
區
因
長
期
戰
亂
，
土
地
荒
廢
、
勞
力
緊
缺 

３
戰
後
移
民
： 

 

↓
湘
軍
形
成
了
「
兵
隨
將
轉
，
兵
為
將
有
」
的
情
形
，
象
徵
地
方
武
力
的
興
起
。 

 

清
中
期
後
，
八
旗
、
綠
營
腐
化
，
無
法
應
付
亂
事
。
一
八
五
三
年
清
廷
命
曾
國
藩
在
湖
南
組
建
團
練
，
稱
為
湘
軍
。 

●
補
充
：
湘
軍 

 

Ｃ
後
續
：
雖
受
貧
苦
農
們
歡
迎
，
但
後
來
敗
給
湘
軍
。 

 

Ｂ
過
程
：
太
平
天
國
喊
出
人
人
平
等
、
土
地
財
產
均
等
的
思
想
，
這
對
無
地
貧
苦
農
民
有
極
大
的
吸
引
力
。 

 

Ａ
建
立
：
洪
秀
全
受
基
督
教
影
響
，
創
立
拜
上
帝
會
，
建
太
平
天
國 

２
太
平
天
國
：  

１
起
因
：
人
地
比
例
失
衡 

＋ 

天
災
人
禍 

＋ 

列
強
入
侵 

 

 
 

 

在
服
裝
上
，
回
民
女
性
戴
頭
紗
、
男
性
戴
回
回
帽
。 

 
 

 
 

表
示
所
賣
的
食
物
符
合
教
規
。 

 
 

 

穆
斯
林
所
吃
的
食
物
必
須
經
過
清
真
認
證
，  

 
 

例
如
伊
斯
蘭
教
義
有
嚴
格
的
飲
食
規
範
，  

 
回
民
在
生
活
習
慣
上
有
許
多
與
漢
人
不
同
的
地
方
，  

●
補
充
：
回
民
的
日
常
生
活 

 
 

 
 

其
語
言
、
服
飾
與
文
化
仍
保
留
傳
統
色
彩
。 

 
 

 

居
住
中
亞
一
帶
的
回
民
形
成
今
日
的
「
東
干
族
」， 

 

Ｃ
陝
甘
回
民
向
西
移
徙 

 
 

↓
一
八
八
四
年
新
疆
改
為
行
省 

 
 

↓
回
民
遭
殺
害
，
移
居
至
荒
涼
地
開
墾
↓
回
漢
隔
離 

 

Ｂ
左
宗
棠
率
兵
平
定 

 
 

 
 

 

受
到
英
國
、
俄
國
承
認
，
引
來
外
國
勢
力
干
涉
。 

 
 

↓
一
八
六
七
年
阿
古
柏
在
新
疆
稱
王
， 

 
 

↓
因
為
兵
力
不
濟
，
新
疆
回
民
曾
向
中
亞
求
援 

 
 

↓
新
疆
響
應 

 

Ａ
清
廷
介
入
回
民
宗
教
紛
爭
而
爆
發
陝
甘
回
變 

４
陝
甘
、
新
疆
地
區
： 

 
 

居
住
緬
甸
、
寮
國
和
泰
北
地
區
，
稱
為
「
潘
泰
人
」
。 

 

Ｃ
有
部
分
雲
南
回
民
向
緬
甸
移
徙
，  

 

Ｂ
回
民
多
死
於
戰
亂
或
逃
亡(

四
川
、
緬
甸
、
越
南
等) 

 

Ａ
回
民
與
漢
人
糾
紛
，
官
吏
助
漢
攻
回
所
引
發 

３
雲
南
地
區
： 

２
明
清
鼓
勵
漢
人
移
居
邊
區 

↓ 

族
群
摩
擦
與
衝
突 

１
七
世
紀
唐
代
以
後
即
有
穆
斯
林
遷
入
，
被
稱
作
「
回
回
」 

 



CH4 近代以後的東亞移民 4-1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華人移徙-2 華人移徙海外-1                              朝淦老師親自整理講授 

移徙的原因 
華人移居世界各地 

南洋 日本 美國 

 

也
就
是
俗
稱
的
苦
力C

o
o

lie

，
也
有
廣
東
人
稱
這
種
行
為
是
「
賣
豬
仔
」
， 

招
工
館
又
被
稱
為
「
豬
仔
館
」
。 

●
補
充
：「
工
頭
」 

↓
華
工
成
為
南
洋
、
美
洲
、
澳
洲
的
廉
價
勞
工 

 

Ｃ
透
過
「
工
頭
」
仲
介
出
洋 

↓ 

有
些
遭
受
誘
騙
、
武
力
威
脅 

 

Ｂ
來
自
廣
東
窮
困
偏
鄉
人
民
向
外
謀
生 

 

Ａ
《
北
京
條
約
》
允
許
人
民
出
洋 

２
推
力
： 

 

十
九
世
紀
後
歐
美
各
國
廢
除
黑
人
奴
隸
制
度 

↓ 

廉
價
勞
力
不
足 

↓ 

需
要
新
的
勞
動
力
補
充 

１
拉
力
： 

 
 

 

許
多
華
人
被
誣
指
為
共
產
黨
員
而
遭
殺
害
。 

 
 

政
府
下
，
九
月
三
十
日
爆
發
排
華
暴
動
， 

 

一
九
六
五
年
親
美
的
蘇
哈
托
推
翻
親
共
的
蘇
卡
諾 

 

一
九
四
五
年
印
尼
獨
立
後
，
政
策
上
傾
向
蘇
聯
。 

●
補
充
：
排
華
事
件 

 
 

最
大
的
橡
膠
集
散
中
心
助
益
甚
大
。 

 

橡
膠
大
王
，
尤
其
對
新
加
坡
成
為
二
十
世
紀
全
球 

 

事
業
經
營
成
功
，
成
為
馬
來
亞
、
新
加
坡
著
名
的 

 

一
九
○
三
年
從
福
建
到
新
加
坡
從
事
橡
膠
工
作
，  

●
補
充
：
華
商
李
光
前 

 
 

↓
激
烈
者
發
起
暴
力
排
華
行
動 

 

↓
政
府
制
定
不
公
平
法
律 

３
當
地
工
作
機
會
減
少 

＋ 

華
商
經
濟
優
勢 

２
從
事
各
項
商
貿
服
務
業
、
手
工
業 

１
協
助
西
方
國
家
栽
種
經
濟
作
物 

３
一
九
三
○
年
代
後
（
中
日
戰
爭
）：
適
逢
世
界
經
濟
大
恐
慌
下
，
發
展
逐
漸
式
微 

 
 

日
本
國
力
漸
強
，
華
商
優
勢
消
退
↓
日
本
對
華
商
實
施
不
公
平
待
遇
↓
華
商
改
經
營
海
產
、
雜
貨
貿
易 

２
二
十
世
紀
初
（
日
本
國
力
上
升
）：  

 

↓
華
商
在
長
崎
、
神
戶
成
立
會
館
、
華
僑
學
校 

 

（
開
設
上
海
、
天
津
、
基
隆
等
港
口
，
往
來
橫
濱
、
神
戶
、
長
崎
等
地
的
海
運
航
線
。
） 

１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
日
本
結
束
鎖
國
）
：
華
商
到
日
本
經
商
，
溝
通
日
本
對
外
貿
易 

 
 

機
會
減
少
，
下
一
代
遭
遇
令
人
擔
憂
。 

 

指
華
人
工
作
勤
奮
、
事
情
無
所
不
包
，
使
白
人
工
作 

●
圖
片
說
明
：「
下
一
代
的
前
景
可
慮
」 

 
 

 

直
到
一
九
四
三
年
才
廢
止 

 

Ｄ
原
限
期
十
年
，
一
九
○
二
年
轉
為
長
期
性
，  

 
 

（
外
交
人
員
、
學
生
和
商
人
除
外
） 

 

Ｃ
一
八
八
二
年
通
過
法
案
，
禁
止
華
人
入
境 

 

Ｂ
一
八
八
○
年
代
各
地
發
生
暴
力
排
華 

 

Ａ
白
人
失
業
問
題
歸
責
於
華
人 

３
「
排
華
法
案
」 

 

工
作
環
境
不
佳
、
居
住
設
備
簡
陋
、
種
族
歧
視
問
題 

２
華
工
境
遇
不
佳 

 
 

（
２
）
興
建
太
平
洋
鐵
路
，
招
徠
大
批
華
工
前
往 

 
 

 
 

 

↓
引
進
華
工 

 
 

 

（
１
）
廢
止
黑
奴
制
度
，
但
仍
需
要
大
量
勞
力 

 

Ｂ
一
八
六
○
年
代 

 
 

到
一
八
五
○
年
代
加
州
華
人
約
占
總
人
口
十
分
之
一 

 

Ａ
一
八
四
○
年
代
：
大
批
華
人
前
往
加
州
淘
金 

１
華
工
前
往
美
國
淘
金
、
興
建
鐵
路 

 
 

 

美
國
當
局
為
解
決
此
現
象
，
一
九
一
○
年
在
美
國
舊
金
山
海
灣
的
天
使
島
成
立
移
民
站 

 
 

於
是
有
些
人
趁
機
販
賣
名
額
，
讓
想
入
境
美
國
的
移
民
者
以
假
冒
的
姓
氏
蒙
混
入
境
。 

 

「
排
華
法
案
」
限
制
華
人
入
境
美
國
，
但
已
獲
美
國
公
民
身
分
的
華
人
，
其
子
女
擁
有
入
境
權
利
，  

●
補
充
：
天
使
島
審
訊
華
人
移
民 

 
 

 

並
有
醜
化
華
人
形
象
之
疑
，
例
如
長
辮
有
譏
諷
豬
尾
巴
、
鳳
眼
尖
牙
有
暗
喻
邪
惡
之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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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移居世界各地 華人在當地的適應 華人認同意識的變遷 

歐洲等地 

 
 

↓
參
與
政
治 

 

Ｂ
排
華
運
動
使
華
人
開
始
思
考
如
何
爭
取
自
身
權
益 

 
 

 

社
會
團
體
組
織
，
如
同
鄉
會
、
宗
親
會 

 

Ａ
建
立
以
血
緣
、
地
緣
、
方
言
或
宗
教
為
連
結
的 

２
團
體
成
立
、
群
體
意
識
增
強 

 
 

 

也
成
為
美
國
人
嚐
鮮
的
去
處
。 

 
 

中
式
餐
館
，
除
了
是
華
人
吃
飯
聚
餐
的
場
所
，  

 

唐
人
街
是
華
人
移
民
重
要
的
落
腳
地
，
到
處
可
見 

●
補
充
：
唐
人
街
的
中
國
餐
廳 

 
 

的
廚
師
、
成
衣
師
和
理
髮
師
三
種
職
業
。 

 

指
的
是
菜
刀
、
剪
刀
和
剃
刀
，
分
別
代
表
華
人
常
見 

●
補
充
：
華
人
移
民
靠
「
三
把
刀
」
起
家 

 

Ｂ
城
市
出
現
華
人
聚
集
的
「
唐
人
街
」(

「
中
國
城
」) 

 

Ａ
一
八
九
○
年
代
工
作
場
域
多
轉
向
服
務
業 

１
工
作
生
活
自
成
一
格 

關心 

母國政治發展 

落葉 

歸根 

落地 

生根 

補充：海外 

華人特色 
補充：華裔美國人的認同 

↓
大
部
分
合
約
期
滿
後
返
國
，
僅
部
分
留
在
歐
洲 

 

↓
雇
用
華
工
伐
木
、
採
礦
、
救
助
傷
患
、
後
勤
運
輸 

２
一
戰
爆
發
歐
洲
勞
動
力
不
足 

 
 

興
建
西
伯
利
亞
鐵
路
的
工
作 

１
俄
國
招
募
華
工
參
與
農
、
礦
場
、
伐
木
、 

 
 

 
 

 

用
以
爭
取
美
國
支
持
及
號
召
華
僑
支
持
抗
戰
。 

 
 

 
 

 

例
如
：
中
日
戰
爭
期
間
，
蔣
宋
美
齡
訪
問
美
國
，
曾
赴
國
會
、
唐
人
街
等
地
發
表
演
講
， 

２
一
九
三
○
、
一
九
四
○
年
代
海
外
華
人
發
起
抗
日
救
國
運
動 

↓ 
民
族
國
家
意
識
強
烈 

 

１
認
為
母
國
強
大
，
有
助
保
護
自
己
利
益
與
安
全 

３
希
望
能
歸
葬
故
里 

２
對
母
國
親
友
、
鄉
土
有
所
掛
念 

１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第
一
代
移
民 

３
二
代
移
民
接
觸
當
地
文
化
習
俗
，
原
鄉
觀
念
淡
薄 

２
二
戰
時
變
更
國
籍
爭
取
在
地
認
同 

１
二
十
世
紀
以
後
移
民
、
第
二
代
移
民 

４
華
人
稍
有
積
蓄
便
會
在
當
地
結
婚
成
家
，
顯
示
華
人
重
視
傳
統
家
庭
觀
念
。 

３
華
人
每
年
都
會
將
錢
寄
回
家
鄉
，
顯
示
華
人
與
原
鄉
保
持
連
結
。 

２
華
人
缺
乏
勇
氣
，
除
非
遭
到
極
大
的
壓
迫
才
會
反
抗
，
顯
示
大
部
分
華
人
個
性
較
為
膽
小
怕
事
。 

１
華
人
持
續
使
用
自
己
的
語
言
，
並
且
在
當
地
組
成
結
社
，
顯
示
華
人
社
群
排
他
性
強
。 

 
 

而
是
作
為
「
華
裔
美
國
人
」
的
存
在
。 

 

以
勞
思
源
為
例
，
他
最
終
將
自
己
定
位
在
文
化
的
夾
縫
之
間
，
接
受
了
自
己
既
不
是
中
國
人
也
不
是
美
國
人
， 

３
在
混
淆
的
自
我
認
同
裡
，
華
裔
終
究
必
須
尋
出
自
己
的
定
位
。 

 
 

在
中
國
人
、
甚
至
是
中
國
留
學
生
的
眼
中
，
卻
又
覺
得
他
們
比
較
像
是
外
國
人
。 

 
 

但
在
當
地
的
美
國
白
人
眼
中
，
他
們
就
是
中
國
人
；  

２
華
人
的
第
二
、
三
代
，
從
小
接
受
西
方
美
式
教
育
，
其
思
維
模
式
和
價
值
觀
都
比
較
接
近
美
國
人
。  

 
膚
），
但
是
內
在
卻
是
白
色
的
（
西
方
式
的
思
考
）
。  

１
在
美
國
，
華
人
移
民
的
後
裔
被
稱
為
香
蕉
人(B

an
an

a M
an

)

，
意
指
其
雖
然
有
黃
色
的
外
在
（
黃
種
人
的
皮 

 
 

和
中
國
人
在
一
起
時
就
表
現
得
更
像
中
國
人
。 

 

最
終
，
我
選
擇
忽
略
這
個
問
題
，
做
一
個
種
族
中
間
人
。
和
美
國
人
在
一
起
時
就
表
現
得
更
像
美
國
人
，  

●
美
籍
華
裔
學
者
勞
思
源
：
有
時
候
，
我
感
到
我
被
兩
種
文
化
同
時
拒
絕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