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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观 应与 澳 门猪仔 贸易

翻 撞 些/ 、 l~ 州 `匀、 .

郑观应作为近代著名的爱国思想家和实业家
,

他一生为追求中国自强
、

致富
,

为振兴 工商和改

革社会作 了不懈的努力
。

他毫无疑问是中国近代

倡导和实践民王改革的先驱之一
。

他的著述如 《救

时揭 要》
、

《易言》
、

《盛世危言 》 和 《盛世危

言后编》 等己成为中国近代改革思潮的重要文献
,

同时也是我们了解郑观应思想的重要根据
。

近年
,

不少学者对上面的著述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

为

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位近代思想家和实业家提供了

新的观点和角度
。

本文拟在其他学者研究郑观应
“
猪仔论

”

的基

础上
,

进一步具体剖析郑氏有关这方面著作的内

容和时代背景
。

并就澳门为什么成为猪仔贸易的

重要中心
,

特别是从咸丰到同治年间
,

广东中路

上客械斗对澳门猪仔贸易的影响作二探讨
。

希望

能更清楚地了解郑氏有关
“
猪仔论

”

文章的内涵

和历史意义
,

从而加深对郑观应社会改革思想的

认识
。

另外
,

对 目前研究澳 门猪仔贸易较为忽视

的问题
,

提供 一些补充性的资料
,

以供大众参考
。

一
、

郑观应的
“

猪仔论
”

的内容及其分析

郑观应有关澳门猪仔贸易的文章
,

主要集中在

18 73年刊行的 《救时揭要 》 中
,

其中包括 《澳门猪

仔论》
、

《续澳门猪仔论》
、

《求救猪仔论》
、

《论禁止贩人为奴 》
、

《救猪仔巧报》
、

《记猪

仔逃回诉苦略 )) 和 《澳门窝匪论 》
。

①这些文章

写放 18 6 2至 18 7 3年之间
,

②亦即说是属于郑观应早

期的作品
。

“

余世居澳门
,

素知底蕴
。

非独窝娟聚赌
,

年

投规银数十万
,

而又有贩人出洋之举
。

其中被拐

见诱者
,

十居其九
。 ”

③

作为一个世居澳门
,

关心社会的知识分子
,

郑

观应对当时澳门猪仔贸易的情况无疑是非常了解

和愤慨的
。

文章多以时事评论的形式写就
,

其主

要内容包括 卜列儿方面
:

1
、

揭露澳门猪仔贸易的罪恶实质及其社会影响
。

“

夫猪仔馆者
,

拐贩华人过洋为奴
,

其所居名

曰招 卜
,

俗谓之
`

卖猪仔 ”
, 。

④
“

被骗出洋而死舱难者
,

每年以千百计
。

有半

途病死者
,

有自经求死者
,

有焚凿船只者
。

要之
,

皆同归砖尽
。

即使到岸
,

充极劳极苦之工
,

饮食

不足
,

鞭挞有余 ; 或被无辜杀戮
,

无人保护
,

贱

同蚁蜡
,

命若草营
。 ”

⑤

在文章中
,

郑观应运用了一些耳闻目睹的事例

和香港新闻报导资料
,

把猪仔贸易所带来的
“
父

失其 广
,

妻失其夫
。

离桑梓
,

永溺风波
,

有死别

之 毖
,

无生还之华
”

⑧状况作了深刻的揭露
。

除此之外
,

郑氏还指出一个往往被人们忽略的

问题
。

这就是猪仔在被运往外国的过程中
,

除船

上环境恶劣外
,

还会遭海盗的抢掠
,

生命毫无保

障
。

⑦

而更值得关注的是长期的猪仔贸易
,

可能衍

生危害沿海社会安宁的问题
: “

若夫往者 日众
,

其中岂无橘诈袅雄之辈
。

万一楚材晋用
,

或如明

季 楼患之 徐
、

叶等
,

则毒蝮 反噬
,

祸 有不可问

者
。 ”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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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揭露澳门猪仔贸易的严重性
。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澳门的猪仔贸易
,

与

其他几个南方口岸相比
,

不仅在规模上名列首位
,

而且在手法上亦是最为卑劣和可耻
。

虽然清朝政府此时对猪仔贸易己采取了一定的

防范措施
,

西方列强贩运劳工
,

在手法上亦有所

改变
,

如英国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宣布废除奴隶

贸易后
,

在招募劳工时常常打着
“

自愿
” 、 “

合

法
”

的旗号
,

但葡萄牙却一如既往
: “

无奈葡萄

牙人持强逞诈
,

未得一清其源
,

然各新报所论澳

门猪仔馆之害
,

既详且晰
,

惟拐计之毒
,

则未及

言之
。

吾闻拐徒与洋人串通
,

约有数万
,

专投人

之所好
。

或诱以娟赌
,

或假以银钱
,

一入其饵
,

不拘多寡
,

偶不及偿
,

即拘而赴诸海外
,

或潜匿

四方
,

黑夜中于僻静码头
,

如粤省怡和街闸外之

处
,

声呼过海
,

成载被擒
,

售于洋船或灯后往来

之人
,

竟被布袋笼套
,

拉牵而去者不知几许
。 ”

⑨

而更严重的是地方从事猪仔贸易的各种势力与

澳门地方官员勾结
。 “

或云
: `

所去者
’

皆经澳

门议事亭番官审讯
。

不愿去者
,

遣归原籍
,

而甘

于去者
,

皆目为强徒
’ 。

实不知诡计百出
,

财通

上下
。

堂中审讯
,

尽是冒名顶替之徒
。

解回原籍
,

岂是真情
,

诡称脱网
,

掩人耳 目
。

计巧心狠
,

至

此已极
。 ”

L

郑观应把猪仔贸易看作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

“

事关大局
” ,

必须立即加以解决
。

3
、

指出澳门成为猪仔贸易中心的某些原因
。

首先是葡萄牙当局的包庇和纵容
。

“
迩来大西洋人鹊巢鸡居

,

划疆分治
,

复创陋

规
,

设猪仔馆
,

大开赌场
。

其招工之馆则何止百

有余间也
。

其番摊之馆则己有二百余号矣
。

以至

盗贼之流风 日炽
,

猪仔之害弥深
。 ”

@

其次是利之所在
。

当年澳门贩运猪仔所得的利润是十分惊人的
。

郑氏在文章中非常具体指出
,

贩卖一名猪仔
,

人

贩得五
、

六十元 ; 船主得二百余元
。

L

其次是拐徒猖撅
。

由放葡萄牙当局的纵容
,

澳门的拐骗活动特别

猖撅
。

在郑 氏有关
“
猪仔论

”
的文章中

,

对参与

猪仔贸易的拐骗之徒
,

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 “

吾

更深罪夫澳门贩人之人
” 。

L

再次就是
“

本地绅铃
,

各顾身家
,

恐遭其害
,

又未敢大声疾呼
” 。

吵缺乏澳门当地反猪仔贸易

的社会舆论
。

4
、

提出禁绝猪仔贸易的办法
。

概括起来
,

其办法有三
。

第一
,

亦为最重要的是
“

先绝其源
” ,

与澳门

当局
“

理论
” ,

L
“
即使澳门一隅

,

实系西人管

辖之地
,

亦当设法禁止
。

盖万国律法
,

未有不衷

乎义
、

循乎理者
,

以义理折之
,

亦当无词以对则

其禁亦不难也
。 ”

L

第二
, ’刁此同时

,

清朝政府应
“

设澳门关监督

专治之
” ,

并与西洋领事互相配合
。

第三
,

对那些敢与继续进行猪仔贸易的人
,

则
“
按照法律以拐骗之罪

。

船即充公
,

人即正法
,

又何患拐风之不绝乎 ! ”

L

郑观应对当年澳门猪仔贸易的论述并不算太

多
,

过去对它的专门研究也寥寥可数
。

但这方面

的研究对了解他的思想却十分重要
,

尤其作为世

居澳门的而又具有强烈改革意识的知识分 子
,

对

发生在身边的罪恶活动的态度和评论
,

很能代表

他的思想方式
、

倾向和改革的勇气
。

L

要准确评价郑氏有关猪仔贸易言论的社会和历

史意义
,

首要的是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考察
。

中国近代较为严格意义的猪仔贸易
,

大体土从

18 4 5到 18 7 4年
,

其中
一

可分两个阶段
,

18 6 0年是分界

线
。

L而有关这个历史阶段猪仔贸易的资料和统计
,

不少学者已作了很有分量的研究和整理
。

卿其中有

关澳门的猪仔贸易状况
,

大部分是从十九世纪五

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
,

到禁止猪仔贸易的 18 7 4年

止
。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

大约于 18 56一 18 74年之

间
,

澳门曾是南中国猪仔贸易的中心
。

@

郑观应有关的
“
猪仔论

”
正是写于澳门成为猪

仔贸易中心的年代
,

表现了他对社会问题的关心

和观察的敏锐
。

我们应该非常清楚
,

郑观应揭露
、

抨击猪仔贸易的论述
,

在同时代人中
,

并非绝无

仅有
。

从咸丰到同治年间
,

上至皇帝
,

下至地方

官员
,

不少曾发表滔滔宏论
,

对禁止猪仔贸易可

谓义正词严
。

因为猪仔贸易与鸦片贸易
,

是当时

晚清政府面对的两大涉外问题
。

他们表现出来对

猪仔贸易严禁的态度如此明朗
,

与郑观应的有关
“
猪仔论

”
的观点似乎相同

,

但细加分析
,

便可

看到其区别之处
。

郑观应与清朝官员对禁猪仔贸易的出发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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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klI 而其解决问题 的着眼点也不一样
。

可以

说
,

十九世纪 五十年代末至七十
一

年代初
,

清朝官

员在对待猪仔贸易正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时候
。

一力
`

面清朝地方政府随著英法联军 18 5 8年 1月占领

J一州开始
,

为满足英法对贩运中国劳工的要求
,

被迫逐步改变对劳工出国的限制
,

L使猪仔 贸易

在短期内迅速膨胀
,

引起人民大众反对西方列强

掠夺 中国劳工 的呼声却越来越 高
。

为了平息 民

愤
,

又不至于得罪西方列强
,

地方官员的把打击

猪仔贸易的重点放在拐骗猪仔 的中国人贩 子身

上
。

所以
,

我们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到

六十
一

年代
,

大量有关严厉惩治拐匪的文告和奏

折
,

指他们犯了禁止中国人出国的禁例
。

@ 但是
,

我们却没有看到对操纵猪仔贸易元凶一西方列强

提出强烈的谴责
,

更没有象郑观应那样
,

提 出与

西方殖民势力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
,

以及
“
绝其

源
”

的具体办法
,

从根本上解决猪仔贸易的祸

患
。 “

官怕洋人
” ,

从清朝官员的软弱
,

我们更

感到郑观应那种勇于抗争的大无畏精神
。

的确
,

进行社会改革是需要勇气和牺牲精神的
,

正如前

文提及
,

当时澳门一些有地位的绅拎
,

就是
“

各

顾其家
,

恐遭其害
” ,

以至使澳门缺乏反对猪仃

贸易的正义之声
。

当年反对猪仔贸易的声音很多
,

但反对的动机

却各不相同
。

清朝官员大部分是为保 自己的乌纱

帽而反对猪仔贸易的
,

更有甚者为一己之利
,

言

行不一
,

用阳奉阴违的手法处理猪仔贸易问题
,

实际成为推动猪仔贸易的罪魁祸首之一
。

函 而郑

观应却完全站在维护社会正义的立场
,

对猪仔贸

易提出强烈的反对
:

“

人命至重
,

此事不伤天地之祥和乎 ! 户口至

重
,

此事不绝男之孽息乎 ! 华夏至重
,

此事不失

中朝之体统乎 ! 乃各国禁之于先
,

而中国不闻禁

之放后
,

抑独何软 ? ”

L

在郑观应这些言论
,

使我们非常清楚地感觉到

他提倡公理
、

平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
。

这种思想
,

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当然不足为奇
,

但在仍然

颇为封闭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

中国人对世界的

发展状况仍不甚了解
,

民主意识尚未普及的时候
,

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

在谈及澳门猪仔贸易

解决办法时
,

郑观应非常明确地指出
,

澳门
“
乃

中国之疆土
” ,

葡萄牙人从入住到占据
,

是
“
鹊

巢坞居
” ,

作为中国人绝不可以眼看 自己的领土

变为窝藏罪恶的深渊
。

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与他

一生从事改革和振兴中国实业的行动是一脉相承

的
。

从郑观应关于澳门猪仔贸易的言论
,

我们不仅

可以看到作为近代改革家
,

对革除社会弊病的一

些具体主张
,

而且还初步窥探到他的思想和理论

的某些来源
。

“
《书》 百

: `

民为邦本
,

本固邦宁
’ 。

故先
一

E行仁政以济贫乏
,

严令 以禁游民
,

使亿万人为

一心
,

所以保天下之民
,

不使流离失所
,

投诸他

邦
,

为日后执柯伐柯之患也
。 ”

@

在中国近代改革的思潮中
,

可以说绝大部分的

改革家都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到 自己的思

想武器
。 “

法先王
”

往往成为他们提出理论的一

种根据
。

郑观应也不例外
。

他把禁止猪仔贸易的

主张
,

提到郊法古代名君
,

实行
“
以民为本

”

治

国方略的高度
,

设法使人 民安居乐土
,

不至砖迁

徙他乡
,

国家才能稳定繁荣
。

但是与此同时
,

我

们亦应该清楚地看到
,

近代改革家提出的
“
法先

王
” ,

并非希望中国回复到古代
,

而是在新的世

界潮流 F
,

给予先王的政治主张赋予新的内容
。

如郑观应在
“
猪仔论

”

中所提及的
“
民本

” ,

就

包涵了近代民主意识
,

绝非复古主义
。

@

在郑观应有关猪仔贸易的文章中
,

曾多次引用

香港 日报的资料
,

和英国对劳工贸易所采用的政

策
,

以抨击澳门葡萄牙当局坚持猪仔贸易的行径
。

可以看 出
,

郑 氏对英国所采取新的有关中国出国

劳 仁的政策表示赞许
。

L对与这一点
,

我们必须加

以说明
。

在中国近代猪仔贸易史中
,

英国亦是其中重要

的参与和获取大量利益的国家之一
,

而香港
,

毫

无疑问亦是猪仔贸易的重要港口
。

L英国在十九世

纪五十年代末起赞同禁止猪仔贸易
,

其最重要的

原因是在英法联军 18 58 占领广州以后
,

英国就开始

不断为在中国取得特殊的招工地位而努力
。

它一

方面强迫清政府在有关不平等条约上
,

写上准许

中国劳工与英国人签订有关出国合同的条款 ; 另

一方面又猛烈抨击葡萄牙
、

西班牙等进行的猪仔

贸易
。

L事实非常清楚
,

英国当年有关反对猪仔贸

易的言论和政策
,

完全是为了他们的在华利益服



.
郑 观 应 社 会 文 化 思 想 研 究

.

务
,

并非象郑观应所理解的那样
,

是
“
有善即兴

,

有蔽即除
” ,

将猪仔贸易禁绝
。

@ 虽然香港在十九

世纪六十年代
,

并不象澳门那样明目张胆地进行

猪仔贩运
,

但从香港出发的猪仔亦没有禁绝
。

正

如 日本学者可儿弘明指出
,

香港这个历史时期禁

止猪仔贸易只是
“
表面文章

” ,

而实际上香港同

样是贩卖猪仔华工的渊数
。

L
当然

,

我们在这里指出郑观应在论及猪仔贸易

时
,

对英国的言行有所偏颇
,

毫不影响我们对他

发表
“
猪仔论

”
的整体评价

。

郑观应作为一个当

时具民主思想的爱国者
,

站在反违反公理和人权

的立场
,

利用西方列强中对猪仔贸易不同的态度
,

希望引起国际社会舆论的进一步关注
,

其用心是

可以理解的
。

对于一个并非专门从事研究猪仔贸

易而是致力振兴国家和民族的知识分子
,

我们没

有理由苛求他对当时一些现象和社会资料作非常

深入和准确的分析
。

不过
,

毫无根据地拔高历史

人物的言行
,

也并不恰当
,

我们对历史人物和事

件
,

需要实是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

二
、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澳门猪仔贸易与

咸
、

同年间的
“
土客械斗

”

有关澳门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成为近代猪

仔贸易最重要中心的原因
,

如上文所述
,

郑观应

在当年已作了很好的归纳
,

而后来不少学者亦对

此作 了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

但却很少文章著述提

及咸
、

同年间的
“
土客械斗

”

对猪仔贸易所带来

的影响
。

这似乎是一种疏忽
。

咸丰六年到同治六年 ( 18 5 6一 18 6 7年 )
,

广
`

东

中路地区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方言群冲突
,

俗称
“
土客械斗

” 。

L它持续十二年
,

波及鹤山
、

高

明
、

恩平
、

新宁 ( 台山 )
、

阳江
、

阳春
、

新兴等

八个县
,

有超过一百万人的财物和生命受到严重

的摧残
。

⑧这场非政治性的暴力事件的影响
,

在当

时全国范围内虽然比不上太平天国事件
,

但就广东

省所做成的社会影响而言
,

是绝不可低估的
。

L社

会动乱使不少大量的家庭家破人亡
,

人口 流动大

大增加
,

而猪仔贸易的人犯人贩子可以从中渔利
,

使之直接成为促使十九世纪中期广东中路地区海

外移民和猪仔贸易的一种社会因素
。

受土客械斗影响而成为海外移民的
,

主要有三

类人
。

一是械斗做成社会动乱
,

使一些人被迫另谋生

路
,

飘洋过海
,

到外国谋生
,

成为 自由移民或契

约劳工
。

L

二是在械斗的过程被俘而被转卖到海外作苦

力
。 “

有为土人所掳获者
,

于杀戮外
,

则摘其年

轻男子
,

悉载出澳门卖往南美洲秘鲁
、

古巴等埠

作苦工
,

名曰
`

卖猪仔
’ 。

L

在现存的清代外务部档案中洲
,

有一篇同文馆

的译文
,

是译 自 《威斯敏斯德评文集》
,

其中有

一段描写澳门人 口贩子如何收买土客械斗中的俘

虏作猪仔
,

然后贩运出国
:

“
而澳门之贩卖人口者

,

每乘其鹏蚌相持之

际
,

则为渔人于其侧… … 其获之法
,

乃派船前往

该处收买彼此所掠之人
,

盖客家或本地所擒
,

彼

此不加杀戮
,

惟活卖 出洋
,

使其永受困苦耳
。

故

于此招买工人
,

货多而价廉… … 既得 l 人
,

带至

澳门
,

或令在馆暂住数 日
,

假讯 明白
,

然后出

口
。 ”

L

三是在咸丰
、

同治土客械斗年间
,

澳门
、

厂
一

州

一带掳掠
、

拐骗人口 卖入澳门猪仔馆的特别多
。

下面有三个来 自猪仔华工的口供实例
:

“
叶伴凤供

:

年三十岁
,

广
一

东新宁人
。

同治二

年十月
,

因地方乱
,

有猪仔头骗我说出洋做工
,

见西洋官 ( 引者按
:

当时人称葡萄牙为
“
西洋

”
)

立合同
,

给银八圆
。

十二月开船
,

到夏湾那住了

一个多月
,

卖入马当萨司糖寮
。 ”

L
“
钟南斗供

:

年三十九岁
,

广东广平县人
。

我

因客家乱
,

走到鹤山
,

被人骗我到澳门
,

进猪仔

馆打合同一张
,

收银八圆
。

同治二年九月开船
。

到夏湾那卖到科垄糖寮
。 ”

L
“
刘河文供

:

年三十三岁
,

广东新宁县人
。

我

当勇 (引者按
:

指团练性质的乡勇 ) 撤散后
,

有

唐阿英骗我说
,

招人打曹冲 (引者按
: “

曹冲
” ,

新宁县地名
,

在咸
、

同土客械斗期间
,

曾是客家

人驻守的据点 )
,

就带我入猪仔馆
,

不准出来
。

同治七年二月开船… … 我到夏湾那
,

在病房医五
、

六个月
,

医好了
,

卖到此地糖寮
。 ”

@

这三个案例非常清楚地说明在土客械斗时期
,

澳门猪仔贸易兴旺的其中重要原因
。

应该说
,

澳门猪仔贸易从土客械斗事件中获得

重要的人口来源
。

这种情况
,

不但在械斗进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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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同时延续到械斗结束以后
。

这场械斗于同治七年 ( 18 7 6) 以清政府出兵

干预而结束
。

为了避免 仁
、

客双方的冲突再起
,

清朝官员把土
、

客方言群分隔开来
。

其中在新宁

县 ( 即今台山市 ) 的最南端赤溪
、

曹冲
、

铜鼓
、

旧头等地设 一新的行政区一赤溪厅
,

专门给客家

人在此安顿
。

L 当年这些地方
,

是较为贫困和仍

未开发的地区
,

所以在同治七年以后来到赤溪厅

的客家人
,

经历了一个较为艰苦的开发年代
。

与

此同时
,

澳门猪仔贸易的人贩子亦没有原因械斗

结束而停止在 )
’ `

东中路进行人口贩卖
。

关转同治

七年 以后这些地区人口贩卖的情况
,

仍待进 一步

收集资料与统计
。

但从民国初年编纂的 《赤溪县

志 》 所记录当地的重要事件
,

仍可看到有人 口劫

掠的记录
,

L表明在澳门完全禁止猪仔贸易之前
,

这里仍是供应猪仔的基地之一
。

L 我们相信
,

当

年 首任赤溪厅同知的金武祥
,

在他有关记述赤溪

厅的重要著作 《赤溪杂志 》 中
,

详细记录了赤溪

到澳门一百四十里的航线
,

L 从中透露了澳 门与

赤溪之间存在密切的交往关系
。

另外
,

据 《赤溪县志 》 记述
,

在赤溪县内的共

个区
,

赤溪区
、

田头区和铜鼓区
,

均有通达澳门

的津渡
。

卿这显然与当年澳门的猪仔贸易有着不可

分割的关系
。

因为清代 同治到光绪年间
,

赤溪本

身非经济发达地区
,

更非商埠
,

特别是从陆路方

面看
,

亦属比较闭塞的地区
,

除了与澳门的猪仔

贸易直接相关之外
,

我们实在找不到更多的理由

解释这些水路开拓和存在的原因
。

来考察
,

便会更感到他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深切了

解
。

中国近现代没有出现一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

国
,

农民从农村走入城市的历史过程
。

中国早期

的破产农民部分成为猪仔华工
,

流到外国去了
。

要使中国富强
,

不仅要禁止不合理的猪仔贸易制

度
,

同时要实业兴国
,

为中国的破产农民铺垫出

路
,

而中国亦可以借此完成近代化社会的改革
。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

历史人物的研究
,

应该整体

和局部考察有机结合
,

方能取得应有的成果
。

在初步研究了郑观应的
“
猪仔论

”
和澳门猪仔

贸易与咸
、

同 仁客械斗关系之后
,

笔者深感澳门

猪仔贸易史的研究仍有待深化
。

应该说
,

现存这

方面的资料是十分丰富的
,

而近年整理出版有关

的历史档案文献亦不断取得成果
。

我们应在现有

整体研究华 T 出国历史的基础
_ _

卜
,

对澳门的猪仔

贸易史作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

期望不久有更多的

好作品出现
。

三
、

余论

中国近代猪仔贸易史不仅是中国华工出国历史

重要的 一部分
,

同时也是西方近代殖民掠夺的重

要记录
。

澳门作为猪仔贸易的主要基地之一
,

毫

无疑问是我们认识和了解猪仔贸易史的重要地方
。

而对澳门情况非常熟悉
,

又具备社会民主改革观

念的郑观应
,

他的
“

猪仔论
”

自然是我们研究这

个课题不可缺少的资料
。

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思想家和实业改革家
,

郑观

应在他早年有关猪仔贸易中
,

己经充分 显示了他

的争取社会民主
、

维护人权倾向和政治卞张
,

以

及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
。

如果我们把他有关反对

猪仔贸易的论述和他后来实行的实业主张结合起

注释
:

① 参看夏东兀编
:

《郑观应文选》
,

澳门
:

澳门历史学

会
、

澳门历 史文物关注协会出版
,

2 0 0 2年 5月版
,

4 15一4 2 3少工
。

② 《郑观应
1

牛 大事记》
,

同注 1书
,

47 3一 474 页
。

③ 《续澳门猪仔论》
,

同注 1书
,

41 6页
。

④ 《澳门猪仔论》
,

同注 1书
,

41 5页
。

⑤ 同 l
`

注
。

⑥ 同泪③

⑦ 参石
一

《救猪仔巧报》
,

同注 l书
,

4 20 页
。

⑧ l司字守④
。

⑨ l司字守④
。

L 同上字t
。

@ 《澳门窝匪论》
,

同注 1书
,

4 23 贞
。

L 参看 《记猪仔逃回诉苦略 》
,

同注 1 书
,

421 页
。

L 《记猪仃逃回诉苦》
,

同注 1书
,

42到工
。

0 《求救猪仔论》
,

同注 1书
,

147 页
。

L 同泊
二

L

L 《论禁 d
_

贩人为奴 》
,

同注 1书
,

41 8页
。

L 同 ! 注
。

L 就木人所涉猎
,

最近有关研究郑观应猪仔贸易的文章

有邓 开颂
: 《郑观应的 “

猪仔论与港澳的苦力贸

易
”
》

。

L 据文献记载
,

早在 卜八世纪初
,

己有华工出国 (参看

可儿弘明著
,

孙国群等译校
: 《 “

猪花
”

一被贩卖海

外的妇女》
,

河南人民出版社
,

19 90 年 5月版
,

1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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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作为猪仔贸易
,

却是 1845 年以后的事
。

(参看颜清惶

著
,

粟明鲜
、

贺跃夫译
,

姚楠校订
: 《出国华工与清

朝官员》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1990 年 12 月版
,

8 1一 120页 )
。

L 有关出国华工资料
,

到目前为止
,

最具规模的仍然是

陈翰生主编的十辑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北京
:

中

华书局
,

198 0一 198 5年出版 )
。

@ 从目前可见有关研究澳门猪仔贸易的资料和论著
,

我

们虽然很确定澳门成为猪仔贸易中心具体的年代
。

但

就一般而言
,

从 18 5 6年起
,

澳门在当时的猪仔贸易

中
,

开始占有重要地位
,

此说较为可信
。

因为自此从

澳门贩运到外国的华工
,

维持在一定的数量 ( 1 856 一

186 4年1
.

5
一 2万人

;
186 5

一
187 2年 1

.

2
一
2

.

29万人 )
。

而

文献提及的猪仔馆数量
,

从 185 6年 5间
,

发展到 18 72

年的300 间
。

参看 《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 52 页
。

而

一份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逊致外交部官员誊德顿函

( 中国
,

187 4年3月31 日
;

伦敦5月 11 日收到 ) 的附件

3 ( 184 5年至 1 87 4年苦力船上造反闹事及船只遇难案

件备忘录 ) 显示
,

苦力船出发港口前期是香港和夏

门
,

1 8 5 7年后转为澳门
,

可作佐证
。

参看 《华工出国

史料汇编 》 第二辑
,

4 76 一 484 页
。

L 有关 18 5 8年 1月至 18 61 年 10 月英法联军占领广州期

间
,

强迫广东巡抚柏贵和两广总督劳崇光
,

不经北京

同意
,

在广州实行
“

合法化招工
” ,

参看 《华工出国

史料汇编 》 第一辑
,

《序》
,

10 页
。

L 当年不少拐匪被判立斩
。

参看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一辑 4 9一8 7页
。

@ 据 187 2年一份美国全权大使致恭亲王的照会
,

其中揭

露
: “

大臣至今尚未闻澳门附近地方官员有以忠诚妥

善之法比此事者
。

不但澳门毫无设法禁止
,

广州及福

建各口地方且定计施策
,

以不合之法委曲婉转而广大

之
,

此乃确有所据
,

毫无所疑者也
。

所有贵衙门新立

招工出洋章程内最要之条款
,

该员等竟自删除
,

另按

各地方所立之式办理… … ”
。

参看中国历史档案馆等

合编
: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 (三 )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38 页
。

L 同注L
。

L 同④

L 我们在郑氏的著述中
,

到处可以找到天赋人权
,

人生

来平等的思想
。

例如用
“
千百万年培养之生灵

”

形容

猪仔苦力 (参看同注 3 ) : “

外国之人万里而来
,

尚能

设官保呵护
,

岂我国乃不能保护我民乎 !
”

(参看同

注 13 )
,

提出中国的劳工亦应如外国公民一样受到保

护
。

L参看同注③
、

L
。

L 当代己出版了不少研究中国近代出国化工和猪仔贸

易的著作
,

其中不乏有关香港进行猪仔贸易的情况

的研究
,

本文似不必作详细介绍
。

在此仅提出
1

木

尚未受到特别关注的资料集
,

供学界参考
:

赵令

扬
、

李愕编
: 《海外华人史料选编 》

,

香港
:

香港

大学中文系出版
,

1 9 94年
。

其内容为 18 43 年 1 2月币

1 84 9年8月英国及香港政府有关华工问题交换的信
,

除原文外
,

还有中文翻译
。

L 参看 《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 90 一 114 页
。

L 参看同注

L 参看 《猪花一被贩卖海外的妇女》 2 6一49 页
。

L
“
土

”

指操广州话方言的群体
; “

客
”
指操客家方占

的群体
。

L 参看拙作 《广东中路土客械研究》
,

《现代与传统》

4期
,

1994年
,

8 1一 87页
。

L 本文并非土客械斗专题研究文章
,

故对它做成的社会

影响不作全面论述
,

具体参看同上注
。

L 在中国近代早期出国华工中
,

自由移民的人应是少

数
。

原因是能有经济能力自费出国的人
,

般不是劳

工
。

另外
,

在出国华工中仍有少部分自愿出国谋生的

人
。

L 金武祥
: 《巡抚蒋公益遭长生堂碑记》

,

载土大鲁

修
,

赖际熙纂
: 《赤溪县志 》 (民国九年版 )

,

卷

七
,

<记述志第六 >
,

<金石 >
,

28页
。

L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 第一辑 1册
,

261 页
。

L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 第一辑 2册
,

<古巴华止
_

口供补

选 )
,

8 0 0页
。

L 同上注
,

804 页
。

L 同上注
,

856 页
。

L 参看 《赤溪县志》 卷8
,

<附编>
,

<赤溪开县纪事>
,

49页
。

L 如该书卷 七
,

<兵事>
,

光绪八年条的
“

按
” ,

就有如

下的文字
: “

同治七年设置厅治后
,

沿海伏莽仍所在

多有
,

劫掠时闻
。 ”

L 澳门正式禁止猪仔贸易
,

应以当年的澳门总抖欧美德

( 18 7 2一 1 8 74年在任 ) 在 1 87 3年 1 2月 2 7 1刁宣布禁」l二澳

门猪仔贸易
,

1874 年 3月 27 日正式执行为标志
。

参看

《出国华 五与清朝官员》 12 0页
; <总署照复澳门议定

停止招工章程文 >
,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 第一辑 l

册
,

2 53页
。

9 金武祥的 《赤溪杂志》 原书未见
,

参看 《赤溪县志 》

卷3
,

<建置志
·

道路 >
“
附

”

所引用 《赤溪杂志》 的

文字
。

L 参看 《赤溪县志 》 卷 3
,

<建置志
·

津渡>
。

(本文作者是澳门大学博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