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4 近代以後的東亞移民 4-2 日本、朝鮮的人群移動 1 近代日本的移民 1                               朝淦老師親自整理講授 

前言 拓墾北海道，固守北疆 遠赴海外的經濟型移民 

 
 

發
展
帝
國
主
義
、
擴
展
海
外
殖
民
的
重
要
原
因 

↓
「
緩
解
人
口
壓
力
」
成
為
一
九
三
○
年
代
後 

 

地
狹
人
稠 

＋ 

農
村
動
亂 

＋ 

政
府
鼓
勵 

２
經
濟
狀
況
日
益
嚴
峻
： 

１
明
治
維
新
後
國
力
迅
速
發
展 

 

↓
放
寬
土
地
出
售
條
件
，
降
低
土
地
售
價 

 

↓
安
置
武
士
至
北
海
道
實
施
屯
田
兵
制 

 

↓
一
八
六
九
年
將
北
海
道
納
為
領
地
，
集
體
移
民 

２
安
置
喪
失
身
分
武
士
（
維
新
後
成
為
社
會
隱
憂
） 

１
戰
略
位
置
重
要
（
皇
國
之
北
門
） 

 

目
前
北
海
道
的
阿
伊
努
人
約
有
兩
萬
三
千
多
人
。 

 

以
狩
獵
和
漁
獵
為
主
，
風
俗
習
慣
和
本
州
人
差
異
大 

●
補
充
：
阿
伊
努
人 

●
古
稱
蝦
夷
地
，
原
住
民
為
阿
伊
努
人 

夏威夷 美國 

 
 

 

由
日
本
設
計
師
設
計
，
充
滿
濃
濃
的
日
本
佛
寺
風
情
。 

 

一
九
六
八
年
建
成
，
位
於
歐
胡
島
上
，
用
於
紀
念
第
一
批
日
本
移
民
登
島
一
百
周
年
，  

●
補
充
：
夏
威
夷
平
等
院 

 

以
一
九
二
○
年
代
的
最
高
峰
期
為
例
，
移
居
夏
威
夷
的
日
本
人
及
其
後
代
，
約
占
當
地
人
口
的
４
３
％
左
右
。 

３
華
工
與
日
工
相
互
競
爭 

↓ 

為
抗
衡
華
工
使
日
人
漸
增 

２
一
八
八
五
年
兩
國
政
府
訂
定
條
約
，
由
官
方
輸
出
大
量
移
民 

１
製
糖
業
需
要
大
量
勞
力 

３
移
民
轉
往
美
洲
其
他
國
家
，
如
墨
西
哥
、
祕
魯 

 
 

上
的
歧
視
對
待
。
一
九
二
四
年
美
國
再
通
過
移
民
法
案
，
完
全
禁
止
亞
洲
移
民
，
直
至
一
九
五
二
年
才
廢
止
。 

 

協
議
中
日
方
同
意
逐
漸
減
少
移
民
人
數
，
美
方
則
認
同
日
本
移
民
的
家
屬
身
分
，
及
避
免
日
本
學
童
受
到
法
律 

●
補
充
：《
紳
士
協
約
》 

２
排
外
情
緒
擴
及
日
本
移
民
↓
一
九
○
七
年
《
紳
士
協
約
》 

  
 

只
憑
照
片
或
熟
人
推
薦
，
即
可
與
原
住
國
女
性
結
婚
。 

   

二
十
世
紀
初
，
美
國
限
制
亞
洲
移
民
，
亞
裔
男
性
勞
工
興
起
一
股
「
照
片
新
娘
」
的
風
潮
， 

●
補
充
：「
照
片
新
娘
」 

１
一
八
八
二
年
排
華
政
策
後
，
日
本
工
人
成
為
替
代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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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主義擴張與人群移動 史料判讀 

台灣 朝鮮半島 滿洲 東南亞 

 
 

 

變
成
日
本
帝
國
對
外
擴
張
的
藉
口 

 
 

 
 

但
後
來
被
軍
國
主
義
與
民
族
主
義
支
持
者
操
弄
， 

 

該
思
想
最
初
是
希
望
將
東
亞
從
歐
洲
列
強
手
中
解
放
， 

 
 

便
是
「
大
東
亞
共
榮
圈
」
的
思
想
。 

 

強
調
東
亞
人
民
一
起
向
上
的
理
想
主
義
，  

●
背
景
： 

 
 

 

以
創
造
出
一
個
全
新
的
安
樂
天
地
。
」 

 
 

並
將
其
福
澤
與
各
民
族
廣
泛
地
分
享
，  

 
 

廣
泛
團
結
東
亞
諸
民
族
的
力
量
進
行
開
發
及
發
展
，  

 

「
不
只
居
於
指
導
者
地
位
的
日
本
人
，
滿
洲
國
也
將 

 

日
本
官
員
曾
表
示
：  

●
史
料
： 

３
臺
人
赴
日
學
習
，
習
醫
、
法
政
、
商
貿
經
濟 

２
花
蓮
、
臺
東
成
立
農
業
移
民
村 

↓ 

居
住
不
適
應
，
移
民
有
限 

↓ 

戰
後
多
遣
返
回
國 

１
派
遣
管
理
、
技
術
人
員
來
臺
，
鼓
勵
民
眾
移
居 

３
朝
鮮
反
日
情
緒
濃
厚
，
移
民
人
數
有
限 

 
 

的
方
式
，
於
各
地
興
築
神
社
，
以
傳
播
神
道
教
和
日
式
文
化
。 

●
補
充
：
朝
鮮
神
宮│

│

日
本
占
領
殖
民
地
後
，
大
多
能
在
異
地
保
留
自
身
的
文
化
習
慣
，
甚
至
以
文
化
植
根 

２
提
供
獎
勵
措
施
，
鼓
勵
移
民 

●
補
充
：
東
拓
成
立
於
一
九
○
八
年
，
大
日
本
帝
國
的
國
有
企
業
，
負
責
執
行
日
本
對
朝
鮮
的
殖
民
及
移
民
政
策
。 

１
一
九
一
○
年
成
為
殖
民
地
後
，
由
總
督
府
與
東
拓
主
導
移
民 

５
臺
人
前
往
經
商
、
留
學 

４
大
陸
花
嫁 

↓ 

鼓
勵
日
本
女
性
遠
嫁
東
北
日
本
男
性 

 
 

組
成
青
少
年
義
勇
軍
前
往
東
北 

 

日
本
為
補
充
開
拓
團
勞
動
力
及
作
戰
兵
員
，
自
一
九
三
八
年
後
開
始
徵
召
十
五
至
十
九
歲
的
青
少
年
，  

●
補
充
：
滿
蒙
開
拓
青
少
年
義
勇
軍 

 

３
九
一
八
事
件
後
成
立
滿
洲
國
，
移
民
滿
洲
為
日
本
重
大
國
策
，
約
有
一
百
五
十
萬
人
移
居
滿
洲
，
規
模
龐
大 

 
 

滿
鐵
以
經
營
東
北
鐵
路
運
輸
，
滿
鐵
也
經
營
礦
產
、
化
工
、
電
力
等
企
業
，
為
日
本
開
發
東
北
的
主
力
。 

 

 

日
俄
戰
爭
後
，
俄
國
在
東
北
修
築
的
鐵
路
部
分
路
段
轉
手
日
本
，
改
稱
南
滿
鐵
路
。
一
九
○
六
年
日
本
成
立 

●
補
充
：
滿
鐵
移
民
計
畫 

２
滿
鐵
鼓
吹
移
民
計
畫
，
能
達
到
土
地
實
質
占
有
之
效 

１
日
俄
戰
爭
獲
勝
後
，
取
得
南
滿
控
制
權
，
開
始
積
極
介
入
東
北 

 

二
戰
時
入
侵
東
南
亞
，
掌
握
石
油
、
礦
產
原
物
料 

４
一
九
四
○
年
代
： 

 
 

 
 

調
查
東
南
亞
工
礦
農
產
經
濟
情
況 

 
 

 

與
臺
北
帝
國
大
學
合
作
，  

 

Ｂ
一
九
三
六
年
成
立
臺
灣
拓
殖
株
式
會
社
，  

 

Ａ
南
進
政
策
：
以
臺
灣
作
為
基
地
，
朝
東
南
亞
擴
展 

３
一
九
三
○
年
代
： 

 

Ｂ
日
商
赴
南
洋
投
資
熱
帶
作
物 

 

Ａ
一
戰
爆
發
後
，
日
本
商
品
進
占
南
洋 

２
一
九
一
○
年
代
： 

 

Ｂ
在
當
地
興
建
學
校
或
神
社 

 

Ａ
有
日
人
因
經
濟
因
素
前
往
南
洋 

１
十
九
世
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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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朝鮮的移民 

移居中國東北 
移居日本 

日治初期 1930 年代後 二戰後 

 

Ｂ
一
九
三
○
年
代
後
：
日
本
成
立
滿
洲
國
，
鼓
勵
日
本
人
前
往 

 

Ａ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
東
北
解
禁 

↓ 

華
北
漢
人 

＋ 

朝
鮮
人
赴
滿
洲
開
墾 

●
統
整
：
滿
洲
的
移
民
情
形 

 
 

 
 

 
 

 
 

 

↓
甲
午
戰
爭
後
一
度
有
華
商
返
國 

 
 

 
 

 
 

 
 

 
 

 
 

清
廷
加
強
與
朝
鮮
商
貿
，
簽
訂
商
貿
章
程
，
提
供
華
商
的
商
貿
、
移
居
保
障 

 

Ｃ
一
八
八
○
年
代
：
因
應
日
本
勢
力
的
崛
起
，  

 
 

 
 

 
 

 
 

 

只
要
薙
髮
易
服
、
領
照
納
租
，
即
可
獲
得
土
地
所
有
權 

↓ 

逐
漸
在
當
地
形
成
社
群 

 

Ｂ
一
八
七
○
年
代
：
清
廷
規
劃
移
墾
專
區
，
設
單
位
管
理
。 

 

Ａ
一
八
六
○
年
代
：
清
廷
放
寬
東
北
開
墾
限
制 

２
相
關
年
代
： 

 

Ｄ
天
災
頻
繁
造
成
糧
食
短
缺
、
生
活
困
難 

 

Ｃ
國
內
政
爭
不
斷
（
親
中 

Ｖ
Ｓ 

親
日
） 

 

Ｂ
歐
美
列
強
侵
逼
（
保
守 

Ｖ
Ｓ 

開
化
） 

 
 

 

朝
鮮
開
放
商
埠
、
允
許
日
本
派
駐
公
使
和
領
事
、
給
予
日
本
利
權 

↓ 

日
本
勢
力
進
入
朝
鮮 

 

Ａ
來
自
日
本
的
壓
力
：
一
八
七
六
年
《
日
朝
修
好
條
約
》  

１
背
景
與
原
因
： 

 

Ｂ
一
九
二
○
年
代
後
：
開
始
有
較
多
人
移
入
日
本
，
大
多
從
事
礦
工
、
建
築
工
人
、
工
廠
勞
工
等 

 

Ａ
一
九
一
○
年
：
日
本
併
吞
朝
鮮
，
朝
鮮
人
為
抵
抗
日
本
或
謀
生
，
陸
續
移
入
東
北 

●
移
工
赴
日
工
作
： 

 
 

強
迫
他
們
居
住
在
衛
生
條
件
不
佳
的
環
境
，
是
朝
鮮
人
民
一
段
痛
苦
的
歷
史
記
憶
。 

 

端
島
位
於
長
崎
附
近
外
海
，
島
上
發
現
煤
礦
而
聞
名
，
二
戰
時
日
本
企
業
引
進
大
量
朝
鮮
勞
工
前
來
挖
煤
，  

●
補
充
：
端
島
（
軍
艦
島
） 

 

 
 

 
 

 

約
有
百
分
之
十
二
的
朝
鮮
人
，
約
三
百
七
十
萬
人
，
是
居
住
在
朝
鮮
半
島
以
外
的
地
區
。 

●
補
充
：
如
果
此
時
加
上
移
居
其
他
地
方
，
如
俄
國
的
西
伯
利
亞
和
美
國
、
墨
西
哥
等
地
的
移
民
， 

 
 

至
一
九
四
三
年
約
有
一
百
八
十
八
萬
朝
鮮
人
在
日
本 

 

Ｂ
中
日
戰
爭
爆
發
後
，
日
本
引
進
大
量
朝
鮮
勞
工
，
填
補
國
內
勞
力
空
缺
，  

 
 

至
一
九
四
四
年
約
有
一
百
六
十
六
萬
朝
鮮
人
在
滿
洲(

主
要
從
事
農
墾) 

 

Ａ
日
本
對
東
北
實
施
移
民
計
畫
，
朝
鮮
人
也
被
移
入
東
北
， 

●
補
充
日
本
國
內
勞
動
力
： 

 
一
九
三
○
年
代
後
：
朝
鮮
人
補
充
日
本
國
內
勞
動
力 

 

 

一
九
二
○
年
代
：
朝
鮮
人
赴
日
從
事
勞
動
工
作 

Ｂ
朝
鮮
↓
日
本 

 

一
九
一
○
到
一
九
二
七
年
：
鼓
勵
日
本
人
移
民
朝
鮮
開
墾 

 

一
九
一
○
年
代
：
日
本
統
治
階
層
赴
朝
鮮 

Ａ
日
本
↓
朝
鮮 

●
統
整
：
日
本
與
朝
鮮
間
的
移
民 

 

↓ 

難
獲
得
公
平
對
待 

 

Ｂ
仍
有
人
留
在
日
本
或
選
擇
歸
化 

 

 

Ａ
戰
後
朝
鮮
獨
立
，
返
鄉
比
例
較
其
他
地
區
高 

●
戰
後
返
鄉 



CH4 近代以後的東亞移民 4-2 日本、朝鮮的人群移動 3 近代朝鮮的移民與移居海外後的文化回輸                      朝淦老師親自整理講授 

近代朝鮮的移民 
移居海外後的文化回輸 

移居台灣 移居夏威夷、美國 

 
 

大
多
轉
往
臺
北
、
高
雄
謀
生 

３
戰
後
朝
鮮
人
多
返
國
，
僅
四
、
五
百
人
留
在
臺
灣
，  

２
日
本
徵
調
朝
鮮
勞
工
、
軍
人
到
臺
灣 

 
 

前
往
基
隆
從
事
漁
業
謀
生 

１
一
九
一
九
年
後
因
抗
日
活
動+

社
會
經
濟
動
盪
，  

 

Ｃ
人
數
持
續
成
長
，
成
為
移
民
美
國
的
主
要
亞
洲
族
群 

 
 

 

美
國
人
收
養
的
孤
兒
等 

 

Ｂ
移
民
者
如
嫁
給
美
軍
的
南
韓
婦
女
、
赴
美
留
學
生
、 

 

Ａ
一
九
五
○
年
韓
戰
爆
發
後
開
啟
新
的
移
美
風
潮 

２
美
國
： 

  
 

夏
威
夷
於
一
八
九
八
年
併
入
美
國
，
適
用
此
法
。 

 

每
年
該
國
移
民
人
數
不
得
超
過
一
八
九
○
年
的
２
％ 

 

規
定
以
一
八
九
○
年
該
國
在
美
國
生
活
的
人
數
為
基
準 

●
補
充
：
一
九
二
四
年
美
國
移
民
法 

  
 

 

↓ 

移
民
風
潮
暫
時
結
束 

 
 

一
九
二
四
年
美
國
移
民
法 

 
 

 
 

 

＋ 
 

 

Ｂ
日
本
政
府
干
預 

 

 
 

 

從
事
製
糖
業 

 

Ａ
二
十
世
紀
初
因
經
濟
因
素
移
居
夏
威
夷
， 

 

１
夏
威
夷
： 

 
 

例
如
：
經
營
餐
廳
引
進
異
國
風
味
的
飲
食
文
化 

 

Ｂ
長
年
定
居
國
外
者
或
下
一
代
又
回
到
故
鄉
生
活
，
將
海
外
的
生
活
文
化
習
慣
引
介
回
故
鄉 

 
Ａ
和
家
鄉
保
持
一
定
聯
繫
，
獲
取
穩
定
社
經
地
位
後
，
捐
款
給
故
鄉
從
事
教
育
、
慈
善
事
業
和
宗
教
活
動 

２
一
般
非
知
識
階
層
的
海
外
移
民
： 

  

Ｄ
日
本
明
治
時
期
的
啟
蒙
智
士
：
移
植
西
方
文
化
到
日
本 

 

Ｃ
留
日
的
雷
震
：
提
倡
憲
政
思
想 

 

Ｂ
留
美
的
胡
適
：
宣
揚
自
由
主
義
思
想 

 

Ａ
孫
中
山
：「
三
民
主
義
」
思
想
受
林
肯
政
治
理
念
影
響 

１
留
學
生
、
政
治
上
的
異
議
分
子
，
將
新
的
思
想
觀
念
帶
回
國
，
例
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