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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露西’-個學經濟’-個學祉會‧我學的經濟是偏向資本主

義的自由經濟’她服膺的卻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右-左’很難談到

-起去’所以我們很少談學術問題。我知道她在學術領域自有她的-

片天地’也很出名‧但她非常低調’從不擺出-副大學者派頭‧小兒

成虎在柏克萊讀害時’所選移民史課程’就是以露西著作為主要參考

害‧她在洛杉磯得「女鬥士」獎時’我參加了頒獎典禮‧她致詞時說到

她崇拜父親卻看輕母親’可是直到後來’才覺得是女性的堅忍不拔’

保護我們能在兩次戰禍中’全身而退’雖然是小人物’但卻非常偉

大‧那次演講讓我非常動容.

露西做研究是身體力行的’在美國時曾到無數墓園抄墓碑’找出

華人的樣本.-九七九年即到廣束僑鄉做面訪搜集資料’在沒水沒電

沒有衛生設備的窮鄉-住就是數月’從不引以為苦‧

露西關心的對象’永遠是祉會的弱勢群體’從娼妓、移民勞工’

到少數族裔’她總是希望能深入了解他們’並提供平台’讓他們自己

發聲‧在世新創辦東南亞語言的報紙’就是此-理念的責踐。

世新大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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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報紙訪問我們’標題是「嘉玲露西彼此的反對黨」。說也奇怪’

她在世時’不知是否為了突顯我們的不同’似乎多走極端。過世後’

我承接了《立報》系列、《傳記文學》與舍我紀念館’對她的認識反而更

加深了’而且也發現我們相同的地方更多於相異的。有記者在和我談

話中說我現在很多問題的觀點怎麼和夏曉鵑相似’我笑著說「大概是被

露西附身了吧」‧

於20】l年l2月



編者序
夏曉鵑

Lucie於二○-○年-月二十七日告別她燦爛的人生後’留給後輩

的’除了緬’I霎’是更多的困惑與反思:「Lucic到底做了IⅡ些事,她為

何這麼做?如何堅持?我們從她的身上看見了什麼人生的課題?」由於

Lucie生前不愛談論自己曾做的事’我們是在她驟世後’才透過各種口

述記錄﹑他人的回憶’漸漸拼貼出她精彩人生的部分片段‧為了更瞭

解Lucie ’以及期待她的精『申和意志力能感召更多年輕人’世新大學祉

會發展所除了舉辦研討會外’決定出版兩本關於Lucic的書’-是《發

現成露西》’透過親朋故蕾學生的追憶與評價’看見Lucic如何鍥而不

捨地摸索、追求理想’及對後人的影響;二是《理論與責踐的開拓-

成露茵論文集》’透過Lucic不同時期的著作’看見她如何在不同時空

脈絡中找到介入的關鍵議題’以紮責的研究挑戰主流諭述﹑反思責踐

的出路。

如何從豐富的著作中篩選出Lucic的代表作’是件艱難的任務。祉

發所的教師們分工合作挑選出我們認為最能表現Lucie在不同時期的開

拓性文章’這些著作橫跨近四十年’展現了Lucie-生對「有學有術.

責踐基層.回歸理論.再造社會」理想的追求。

Lucie曾在祉發所講座課程中對同學們說:「有人批評我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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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雜亂’但對我來說,始終是有-個軸線的。」至於這條軸線為何?她

並未明說。

Lucic首位指導的博士生】ohnLiu在《發現成露茵》書中如此界定:

「成教授所有的貫踐﹙praxis﹚’都是圍繞著單-目的’亦即為邊緣與受

壓迫者發聲‧ 」然而’許多人道主義者也以「為弱勢發聲」為名’那麼

Lucic是人道主義者嗎?如果不是’那麼Lucie所說的那條軸線可能是什

麼呢?

在-九九七年社發所第-屆學生的迎新茶會中’Lucic曾與同學分

享-段往事:她因為在美國公開向同學說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而遭

告密成為國民黨政府的黑名單‧她也曾告訴我「讀了馬克思之後,分析

的功力大大提升」!再參照她的諸多著作’我們可看見Lucic以馬克思

主義的硯角’將被壓迫者﹙所謂「弱勢」﹚放置在資本主義發展脈絡下分

析其處境,並思考他們如何可能成為翻轉資本主義祉會的槓桿。

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批判靦角’使Lucie得以突破許多主

流論述的窠臼’創建開創性的分析架構‧以她知名的移民研究而言’

她於同化諭、推拉理論當道的八○年代’率先以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

與世界體系的觀點’分析跨國流移’-九八四年與EdnaBonacich聯合

編著的《資本主義下的勞工移民:二次大戰前美國的亞洲勞工》﹙Lαboγ

加加咽m〃o〃“〃企γQpmz此咖A㎡α〃Wbγ冷e汀i〃叻eU〉’i疋4sm呵﹠《／b沱Wbγ〃

l﹟hγ〃﹚’將美國的亞洲移民放置在歐美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帝國主義

興起的脈絡下分析’被譽為具有高度理論價值與開創性的移民研究經

典’該書的理論性導讀’對於現今瑣碎化、殊異／地方化的移民研究

傾向’確有醒酬灌頂之用‧

然而’作為亞裔女性’Lucie從切身經驗出發’意識到古典馬克思

主義過於強調階級’輕忽種族／族群﹑l∣生別面向的問題’因而其著作

不乏藉由具體的經驗研究進而探究階級與性別、種族／族群間交錯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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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理論與責踐意義‧

發表於-九七九年的成名作〈自由﹑質押、奴役:十九世紀美國的

華人娼妓〉’是Lucic企圖將性別與種族靦角結合馬克思主義分析的力

作‧她不顧眾人反對’甚至是仇恨信的威脅’艱困地從散落在圖書館

檔案室、墓碑﹑家書……等不起眼的線索’抽絲剝繭地論證出’十九

世紀在美國的華人娼妓作為特殊的勞動階級’如何受到種族與性別的

雙重壓迫’以及娼妓業對資本積累產生的作用:協助維持單身男性的

勞動力’使資本家不須以更高的薪資聘用有家室的男性;使企業家可

經由控制其轄下女性’藉由其勞動取得高額獲利’累積其他投資的資

本;羼於少數族裔和被殖民者的娼妓’也可成為廉價勞動力的來源。

Lucie的女性主義從來不是「唯∣生別」的,她關注婦女如何同時受到

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的剝削與壓迫.她與熊秉純合作於-九九三年發

表之〈婦女、外銷導向成長和國家:台灣個案〉,透過「家庭即工廠」﹑

「媽媽教室」等政策分析’指出在台灣的經濟成長過程中’父權體制與

資本主義的聯台體’強化了對婦女勞動力的剝削,使其在勞力市場裡

成為低酬’甚至無酬的生產勞動者’同時在家裡是無酬家務勞動者.

而婦女此種內外兼顧的雙重角色是台灣能在競爭激烈的世界經濟體系

裡躋居-席地位的必要條件‧在女性主義日漸蓬勃’唯∣生別論述漸成

主流的九○年代初’Lucie與熊秉純的文章’猶如空谷足音.

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使Lucie的亞裔研究得以打破當時流行﹑想當

然爾的「文化決定論」‧-九七五年發表的〈中國城的青少年、父母、

教師:少數族裔祉會化的三方架構〉,以貫證材料指出華裔青少年面

臨的問題並非美國主流祉會假想的華人文化與家庭問題,學校教師態

度及其所反映的整體祉會對於華裔和其他少數族裔的歧峴’才是問題

根源。近四十年前的作品’對照台灣至今仍將來自東南亞和中國大陸

的新移民女性的子女靦為問題的主流論述-即所謂「新台灣之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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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不禁令人感嘆台灣的主流學術界對自身階級／種族主義峴角的無

感狀態。

整體資本主義發展的硯野’使LuciC的研究導向比較的’與歷史的

取徑。因此’她從移民在接受國的處境’看見與移民母國的關連’以

及他們如何在-個更大的政治經濟脈絡下共感共振。-九七九年開敔

與中國大陸學者的合作’完成了許多重要的「僑鄉」研究著作。-九八

○年發表的〈華僑、新寧鐵路與台山〉’以依靠華僑資本和技術而興辦

的鐵路’論述華僑資本在近代中國同時面對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

與封建主義的歷史和祉會條件下’作為民族資本的意義’以及其反映

的消費導向的僑鄉社會經濟發展的問題;-九八二年出版的〈台山縣的

辛亥革命運動與華僑〉則勾勒廣東台山縣在美國的僑民與愛國反帝運動

的關連。

延績同樣的旨趣’Lucic於-九八五年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創設

環太平洋研究中心﹙Centc【ofPaci日cRimStudics﹚’企圖打破既有的以

國族國家為疆界的研究取向’以世界體系的觀點’分析不同國家之間

的關連.-九九二年發表的〈高學歷亞洲人之遷移與全球動態〉’指出

專業技術人士的移民現象相較於二次大戰前的勞工移民的特殊性’及

其反映的資本主義不同發展階段的特質。這篇諭文是當時環太平洋研

究中心推動的以「腦力流動」（brainHow﹚為主題的跨國合作計畫成果之

-’此計畫以五個亞洲國家移民到美國的專業技術人士為例’探討他

們對其母國經濟以及美囤社會的影響。

近年來流行的全球化研究熱潮’使移民的「跨國主義」（transna－

﹝ionalism﹚已成共識’但Lucie三十年前的僑鄉研究早就充分顯示移民

的母國和接收國間的密切連帶‧記得在二○○五年社發所舉辦第二屆

「跨界流離」研討會的主題演講時’Lucic曾說當她多年前開始談「跨國

主義」時’許多學術同僚否認跨國主義的存在’並譏笑她為「標新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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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如今看來’是她的理諭穿透力’使她比同時代的多數人更早看見

許多現象的意義‧

〈永遠的先鋒〉是與Lucic共事多年的吳甦在《發現成露茵》書中文

章的標題’便相當精準地點出了Lucie的開拓性。而從Lucic於-九八

三年版的〈與中國學者合作進行祉會科學研究:問題與展望〉’我們可

以窺見她如何細緻地開創了與中國學者的合作計畫‧該文具體而微地

顯示她除了有理論穿透力’亦非常重視「如何做」的方法問題。即使

是理論性文章’也有清楚的貫踐意涵’例如她針對中國城房地產所有

權’以及中國土地革命的土地分配與女性的研究。

-九七五年發表的〈論華裔美國的政治經濟學:洛杉磯中國城房地

產所有權研究〉’Lucic除批判當時美陞I學界對族裔祉區研究的祉會病

理學傾向﹙所謂「貧窮文化」諭﹚’進-步從各種土地和房地產所有權資

料’企圖以紮貫的研究探索美國資本主義與中國城的關係﹑中國城內

的生產關係,以回應內部殖民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理論關於美國少數族

裔間題的理論與責踐的爭論:族群／種族和階級問題’孰是問題根源

與解放之路?種族與階級之間的複雜關係’是Lucie在開拓亞美研究時

期的重要思考路徑’她認為華裔祉群內部的階級化現象不容忽峴’但

同時也反對不嚴肅考慮種族問題的純階級分析. I

有著明確賈踐取向’關切勞動階級女性如何能翻轉資本主義和父

權體制雙重壓迫的Lucic’企匱I借鑑中∣或∣的革命經驗.聚焦於-九三○

年代早期,中國共產黨以江西為根據地建立的蘇維埃共和國時期所貫

施的土地改革’將士地分予婦女的過程’-九八九年發表的〈中國土地

可參考她與】oImLiu於-九八六年發表的文承。l﹣iu】】oh!MlndLucieCllcng. l980‘‘A
DklI﹙）gu【’onRacc叩﹃』dCIass :Asian八I﹜】c『lci1nS【udics 包﹛I﹞dMarxism‧” lI1 l﹞er【cIIOII【nilnEdwMd

Vc『I﹞﹙》「『（cds.﹚,Ⅷ『／﹨／t’』【JL哦〃‘丫／紕,》〃叭‧M〃γ上／Jr﹑Yc』o〃﹚.J』加0〃A〃!﹛w「〃〃Ch〃／／》〃J﹙』J（v‧f｝﹚, I﹚p.

】39-03‧NcwYbrk: 【﹚『aeg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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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運動之婦女與階級分析〉,企圖介入西方女性主義關於「社會主義

是否能解放婦女」的論辯。她認為西方理論家沒有貫踐經驗’因而無法

透過分析具體結果來驗證不同理論取徑的有效性’而中國的革命經驗

雖有其獨特的歷史與祉會脈絡’還是可以提供西方馬克思主義與女性

主義者-些線索’探知其理論立場的可能結果。

對責踐的關注’使得Lucic撰寫不少關於社會運動的文章’例如

〈亞洲經濟危機、國家政策與都市運動的台灣個案〉與〈跨國移工、台

灣建國意識與公民運動〉’而這些百指責踐的文章’卻同時具有相當的

理論意涵‧這兩篇文章所指的具體運動雖然不同’但共同關照的是’

在全球化浪潮下,台灣的祉會運動如何受到國族主義的侷限,以及未

來的可能性‧

在思索祉會運動未來的可能性時’Lucie探究的不是菁英該如何領

導’而是「弱勢如何發聲」?-如前文提及的’Lucie始終關注被壓迫

者如何能成為翻轉資本主義的槓桿’她在〈移民／工發聲與媒體〉’便

清楚地指出移民／工﹙和其他弱勢群體﹚應有使用自己的語言發聲的機

會。而這個「發聲」的課題緊緊扣連著Lucic對媒體的關切’以及她投身

二十年於《立報》的另類媒體責踐經驗的反思。〈另類媒體責踐〉一文閨

述另類媒體的存在對弱勢發聲的重要∣生’這是她在接任世新大學傳播

學院院長後’致力於推動「媒體識讀」的成果之-:出版《媒體識讀》教

課害’讓更多人懂得拆解媒體’不被主流媒體建構牽制。

對Lucic而言’責踐絕非純粹技術和方法問題’應當反思貫踐的具

體作為背後所反映的理論和意識型態。Lucie在二○○六年創辦「舍我

紀念館」後’專注於研究中國近代史中重要的報人成舍我先生的報業

責踐的思想來源。〈「非資本主義大眾化報刊」:成舍我與中國無政府主

義〉-文’不僅是Lucic對父親的追思’她似乎藉以再次強調「典範」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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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iC過世-週年時’《天下雜誌》出版了紀念她的紀錄片-「綿

延的生命」’其中記錄了-段Lucic詰問幾位有心從事媒體工作的年輕

人的畫面:「你們想當記者’心裡有典範嗎?有想過自己要成為像誰那

樣的記者嗎?」-群年輕人無以回應‧其責’我想Lucic的追問’並非

要讓每個人心中都有崇拜和追隨的偶像,而是要反思自己「做」-件事

或工作背後的價值與理想’也就是埋論與意識型態’而即使目前心中

沒有典範’我們可以創造典範‧

Lucic用－生開拓了-種「理論與貫踐結合」的典範,雖然在各種嚐

試中充滿挫折’其成果也不-定成熟’但她總時時思索該如何突破重

重限制’找到前進的道路‧正是這種「拒絕宿命’勇於戰鬥」的精砷面

貌’而非那些顯赫頭銜與傳奇事蹟’讓Lucie成為-種典範,讓後輩反

思自己究竟要創造什麼樣的人生’走什麼樣的道路‧

這本害收錄了Lucie十五篇重要著作’從「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下

的女性」﹑「資本主義發展與勞工流移」、「跨國主義與僑鄉」﹑「全球化

／國家／市民社會」’與「媒體／貫踐／典範」等五個主題’勾勒Lucic

在理論與責踐的開拓。限於篇幅’必有遣珠之∣憾’未來世新大學的舍

我紀念館網站將有「成露茵教授中英文藏害」’提供想更進-步閱讀的

朋友查詢。

建議讀者將這本論文集與《發現成露西》對照閱讀’透過曾在不同

時空背景與Lucic共事的朋友的述說’我們能更清楚看見Lucie在追求

理論與責踐結台理想的堅苦歷程‧

感謝促成本書出版的所有朋友’因為各位在搜集資料﹑選取文章、

翻譯、校對﹑排版、美編、打字﹑行政聯繫……等各個言籍生產過程環

節的心血’我們才得以透過閱讀’看見典範.



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下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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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九世紀美國的華人娼妓﹡

成露西

在快速工業化的社會中’娼妓業具有雙重的經濟功能:-方面

協助維持單身男性的勞動力’滿足了資本家利益’而不需以更高的薪

資聘用有家室的男性;另-方面,娼妓業也使企業家可經由控制其轄

下女性’藉由其勞動取得高額獲利’累積其他投資的資本‧再者,在

多種族的地區’羼於少數族裔和被殖民者的娼妓’也可作為廉價勞

動力的來源.在十九世紀的美國西部’華人娼妓以自由工作者﹙frce

agen﹝s）、奴隸﹙ensIaved﹚及質押工﹙indcnturedworkers）等類型滿足了上

張睿耘譯﹑夏曉鵑校對‧ ﹛Ⅱ處;CI】engHlra〔a,Lucle. 】979.“P『ce, !l】denturcd,匠nslavcd:

C｝linesePros〔iUl﹝es inN』Ⅱc【ccn『I】－Cen【u『yAmcrica.,’S咽〃J;∕b〃尸〃〃∕q／Wb加『〃∕〃α∕／泓γeJ〃〃4

So㎡／叼5（】﹚ ; J╴29.本文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亞裔美人勞動力」研究計畫的-部分,此
計贅由美國加∣l∣﹜∣大學洛杉磯分校】Ii美研究中心所發起。本人誠摯感謝EdnaBonacicb﹑

A∣cxS舢xton﹑Gc『aIdSu「I】﹑l﹚cgS﹝robcI ﹑DonMlkanis﹜】i利三位不具名「I勺審查者,感謝他們

對於本文草槁提出許多寶貴建議。特別感謝GaryOkihi「o協助編輯﹑PauINaka【Suka協助

I1l人口普查手槁摘錄部分資料’也謝謝以下機構圖書館提供館藏作為研究之用:美國洛

杉磯摩門聖殿圖害館（MormonTbmpIeLib『ary）﹑班克洛夫圖書館（Banc『oftLib『a『y﹚﹑國

會圖言館（Lib「aryo「CoI﹜g「ess﹚及國家檔案館（NationⅢIArchivcs）。本人也向加州大學洛杉

磯分校學術委員會（AcadcmicScI﹞atc﹚致意’感謝該單位提供的援助使本計畫得以l∣頂利完

成。本文有部分摘錄於另文「十九∣仕紀加州的華人移民女性」（ChlncscImmig「antWOmcn

inNineteen﹝h﹣Centu『yClIifO『nl訓﹚’收錄於CBc『Idn和MBNo『ton主編的《Wbmenin

Amc「ica》書中（Bos【on :H﹙﹚ugh【oI】Mi什】inCo.! 】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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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三種功能‧

美國在十九世紀正式廢除黑奴制度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成為主

導‧然而’不同形式的奴隸制度’仍程度不-地存在於少數族裔群體

中’例如美國加州的契約工和華人娼妓。美國拓荒區的白人娼妓’其

組織型式迅速地由前資本主義式轉為老鴨和娼妓的’或雇主和員工的

關係。相反的’直到二十世紀前’華人娼妓都處於半封建的組織型態

中‧性別偏見模糊了娼妓業作為商業活動的剝削本質’然而白人最初

是基於種族優越感才容許華人女性奴隸的存在。I此外’在中國的僑鄉

與在加州的華人祉區的連結’維繫了娼妓業中的前資本主義關係。在

充滿敵意的祉會中’華人娼妓業也是華人企業家少數得以累積資本的

機會。

本文將檢靦在十九世紀的中國和美國加州經濟發展脈絡中華人

娼妓業的社會歷史’聚焦於:華人娼妓業作為-種經濟制度’以及華

人娼妓作為-種特殊的勞動階級’為複雜網絡中的各種人賺取直接或

間接利潤。本文將進-步分析華人娼妓作為美國勞動階級的-部分’

以及維繫半封建的中國父權制的犧牲者所遭受的種族及性別的雙重壓

迫’以及致命的剝削‧

引進女性從事娼妓業的條件

因著人□壓力﹑地主壓迫和外國帝國主義的迫害’許多十九世

紀的中國農民家庭只能勉強維持生計﹙Wakcman】966: I l7－56;Hsiao

l967﹚。有些有管道外移到遠方的村落’特別是在幅建和廣束省’有高

比例的男性人口外移尋找工作機會﹙TChenl940;Hslaol967﹚‧

l 之後’當反華人悄緒鯽為大規模的反華運動時’華人娼妓業中的奴隸制膜成為反華人言

論主張的車點（湍參見C1liR﹞r!】i舢Scl】刖〔el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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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災和戰亂之時’父母通常會訴諸於殺嬰﹑棄養、買賣孩童或

將孩童作為質押品﹙Hsiaol967:31l╴4ll ;A. Smithl899:258╴316;Ho

l9,9:58╴62﹚‧女性通常是貧窮之下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原因在於其勞

動力往往被視為不如男性‧再者’在中國的父權和父系祉會中’養育

女孩的家庭非但不能因其勞動力而受惠’女孩也無法延績香火。

其中-個既能減輕女性對家庭的負擔’又能獲得豐厚報酬的方法

即是娼妓業:女孩的原生家庭既不用負擔撫養的費用’也可以賣掉女

兒或依靠女兒賺取的部分收入來支撐家計.娼妓業對於家庭維持生計

的重要性可見於某位清軔官員的報告中’其l﹦∣﹦∣提到在廣州平均每-位

娼妓支撐了十位家庭成貝的生計﹙陳東原 】928 : 296﹚。

-八四八年’在加州沙加緬度河附近發現黃金,將來自數國成千

上萬的移民吸弓∣到加州﹙Bor﹝hwickl9Z9）‧採礦過去是男性專羼的活

動’很少礦工帶著家室隨行’原因之-是採礦必須要時常遷移地點’

以尋找最具生產力的礦區‧來自不同種族和陞∣家的娼妓是最早抵達此

地的女性之-（D. Smi〔h I967﹚‧礦工會在冬季時從鄰近的礦區紛紛聚

集到舊金山,還未前往礦匹的移民也會聚集於此’因此娼妓業在此地

成為-門有利可圖的生怠。賺了錢的娼妓常資助礦工或投資於其他事

業（同上﹚。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又無其他工作機會’使娼妓業成為當地

女性的主要工作﹙見表一﹚。Boscrup（l970﹚詳細地記載了在發展地區

中的男性過剩﹑女性工作機會有限’和對娼妓業需求三者之間的關係‧

來自香港、廣州及鄰近地區的華人婦女’滿足了舊金山當地對

於娼妓業的部分需求。在西方帝國主義槍口下被迫開放為通商口岸的

廣州’以及在鴉片戰爭後割讓給英國的香港’是中國最早有大批外

國人進駐的城市’也是早期美國華人娼妓的來源地﹙吳研人 l903:

2J8－43 ;陳序經 l916: I24╴28;U.S.Congrcss】oin『SpcciaICommi〔t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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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l850至1970年Ⅱ州的華人與總人I I之性別比

華人 總人口

l850‧ ‧

l860. ‧

l870‧ 0

l880. ‧

l890.‧

】900‧.

l9l0. ‧

l920.‧

】930‧‧

】940..

l,50.‧

l960..

l970‧ ‧

﹜9,450↑

l ,858‧l

l ,】72.3

l,8J2.4

2,245.4

】,223.9

】,0l7‧0

528.8

2,86

223‧6

l6l.,

】27‧8

l07‧0

】,2286

255.l

l65.4

】49.3

】37.6

l235

】25‧4

】 I25

】07‧6

】03‧7

】00‧ I

99‧5

96.9

資料來源:據加州Dcpa「【mcn﹝o「lndus〔『iaIRcImons之CM／bγ〃／〃〃﹩q／乃〃〃〃α‘’（乃／〃“↙α〃㎡

R∕吵〃o』〃cα／U／（SanPmncisco: S﹝愚!﹝eOmcc, l,65﹚,而得出－.八六0至-九六○年加州華人

性別比數據:-九七○年資料來自美國BurcauofCcnsus之肪J∕0γ／c〃／α〃J〃Jo／你U》J／疋↙S卹rα』

Bicen【cnnial（cd‘﹚（Wnshing【o『lD.C‧ ;Govc「nmcn〔P『in【IngOf【ice, I975）。
.每-百位女性之男性數目

I850年只有兩位華人女性

toInvcstigateChineseImmig『ation2l877:286;Gibsonl877: l34﹚。

只有少數女性自行橫越太平洋至美國以追求從娼勞動的更高報

酬‧安排交易的通常是女孩的家庭而非其本身‧被販賣的女孩心裡雖

然不∣青願’但基於孝道通常會接受安排’因她們也沒有權力可否決家

庭的決定.再者’因女性被迫生活在受保護和孤立的環境中’讓她們

易受他人操控,許多女性甚至是被勸誘或被騙進娼妓業。

關於中國父權制和娼妓業彼此間的關係’尚有另-個重要但仍未

深入探討的面向’即以上兩者如何維繫華人客居海外和支持了美國的

2 以下稱U.S‧Cong『c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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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勞動系統。中國的父權家庭會阻撓或禁止「良家婦女」出國.另

外,華裔移民商人經常以美國的反華浪潮和暴力事件為由而不帶妻小

隨行﹙Zhong╴guoko╴shanghui╴guan l955﹚。上述兩大因素阻撓了華人

婦女移居至美國’及她們使華人在美國建立穩定祉群的可能性。華人

無法在當地組成再生產勞動力的家庭’延長了美國雇主利用華人作為

臨時性的流移勞動力（migrantIabor｛brce﹚.

再者’在父權體系需求下’海外工作的男∣生仍與故鄉的家人維持

關係。移工男性前往海外之前通常會先結婚’以確保有個妻子在家替

他盡孝道’或是運氣再好些’能替他生個兒子‧這些身處中國及香港

僑鄉的已婚婦女,據T.Chen和Wa〔son﹙l975）所言’相較於非僑鄉的

女性’受到更為嚴密的監視‧親屬有義務要讓移工男性的妻子保持「貞

潔」’而移工男性也有義務要將海外所得寄回中國養家。此種安排維繫

了留在中國的家庭’而華工在美國的客居角色得以持績。這些移工只

要有足夠積蓄就會回到中國去生孩子’若生下男孩’此男孩最終也會

跟隨父親到美國‧這種安排讓華人勞工得以在流移勞動的系統中不斷

換血’而中國的原鄉藉由生養子女而為美國的工作再生產勞動力。

華人娼妓業是上述安排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雖然父權制家庭禁止

「良家婦女」出國,卻沒有限制娼妓移居海外。華人娼妓外移協助穩

固中國的家庭制度’因可避免移工男性或與外國女子發生關係或進而

結婚‧另-方面’華人娼妓在美國的收入也支持了其在中國的家庭‧

-位娼妓在蕾金山工作七個月後’寄回中國高達兩百或三百美金之譜

﹙RskUnivc【sitySocialScicncclnStitutcl946:34﹚。3

華人移居海外和美國雇用華人移工的現象’不能只歸因於貧窮、

父權和娼妓業等原因’還有-個重要的因素,即白人社會對華人的種

3 ⅥlI】gA﹛﹞╴so褕:給母親的信’收錄於l;is∣《UnivcI.s】tyl94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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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仇靦。此外’如同歐洲殖民者經常要確保其非﹟ll裔勞工的妻子和孩

子不會跟著到他的新工作點﹙Boscrupl970: 76﹚’美國的資本家也如

法炮製’只支付華人勞工微薄的薪水’以防華工的家室也跟著到美國

﹙∣司樣現象也可見於今日的歐洲祉會﹚﹙CastIcsandKosackl973﹚。有些

加州白人主張弓∣進更多華工而不要華人女性’以免華人在當地落地生

根;也有另-些人主張弓∣進華人娼妓以滿足華工的l∣生需求’減少華工

對白人女性產生的威脅﹙OutWcs〔 l9ll: 355╴56;U.S.Congress 】877:

l4l’652﹚‧類似的論調也可見於之後澳洲白人對於日本娼妓的態度上

﹙Evansl975﹚‧

除了這些共同的經濟和祉會益處外,無庸置疑地’利潤仍是娼妓

買賣的起源和之所以延績的主要原因。加州華人娼妓業的兩個不同階

段與兩種獲利關係互相對應;﹙l﹚初期為自由競爭階段’娼妓是其身體

服務的擁有者;和﹙2﹚有組織的貿易階段’娼妓為半奴隸’他人分享

藉由剝削她而得的利益。

自由競爭階段:自雇的娼妓和小型創業家

短暫的自由競爭階段﹙約是-八四九至-八五四年﹚的特色是個體

戶和企業。有些華人娼妓如同白人娼妓,在此時間得以累積足夠的資

本而離開娼妓業。有些人回到中國成為商業祉群中相對富裕的-群;

另外-些人,則留在美國繼績從事娼妓業’成為娼館的所有人’或進

行其他商業投資‧

最早定居於美國的華人女∣生之-是位據稱年方二十’於╴八四八

年晚期從香港來落腳於舊金山的娼妓﹙Gcntryl964﹚.在那段富裕的時

期,她身為自由工作者主要服務非華人的顧客’只花了兩年就累積了

足夠的資金買下娼館’退休後成了個有錢華人的寡婦（吳尚隱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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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ntryl964;Leel974;Borthwickl929﹚‧

在此時期’其他的自由工作型娼妓因為不同的原因移居美國.晚

清有本熱門的祉會小說寫道’有位廣東娼妓在十八歲時隨著她的美國

∣∣冑夫到了舊金I」∣。她在七年後帶了l6’300美金回到香港’嫁給-位華

人勞工’開了-家專賣舶來品的店﹙吳研人 l903 : 238－43﹚‧

這段自營-娼妓﹙owner╴pros﹝itu〔cs﹚間自由競爭的時期並沒有維

持很久‧只有少數的華人娼妓可負擔高額的交通支出和具有商業技能

以利用時機創業.儘管如此’因男性居民擁有財富和極端失衡的性別

比例等現象’使得娼妓業仍是有利可圖的-門生意‧此商機吸引了華

人企業家統整娼妓業的方方面面:專門化開始出現’而在-八五四年

時’出現了由華人秘密會祉所掌控的獨占事業。

組織貿易時期

第二階段與第-階段形成對比。第二階段的加州華人娼妓業﹙約是

-八五四至-九二五年﹚’其特色為分佈廣泛的組織’並有專業分工網

絡-路橫跨太平洋至廣束和香港。娼妓貿易的主要角色包括綁架、誘

使、買入華人婦女從娼的淫媒;將華人婦女輸入美國的進口商;靠著

剝削娼妓維生的娼館老闆;以免受其他惡棍騷擾為名索取保護費的華

人惡棍;收賄以換取不被逮捕的警察;以及在中國城以高額租金出租

土地和房地產的白人.

舊金山娼館取得」∣生工作者的過程複雜’娼館所有人要不是到廣

東、香港招募性工作者’就是透過仲介和進口商‧據美國西岸-家報

社報導’加州娼館的仲介時常到中國買入女孩和年輕婦女。這些仲介

會定期由舊金山收到「市價」的通知’以了解市場狀況和上限價碼’確

保買賣有利可圖（EurckaWes﹝CoastSignal I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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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娼妓的最常見方式是誘騙和綁架’尤其是-八七○年後‧

當仲介找不到足夠的女性以符合定單需求時’就會派仲介下線到農村

地區去誘騙或綁架女孩和年輕婦女,再將這些受害者在港口轉手給仲

介（Holdcr l897）。這些負責誘騙少女的仲介下線’常常是曾移居外

地又返鄉的本地人。常見的利誘方式是允諾金子﹑婚婚、工作或是

教育機會﹙Shcphc『dl923;PiskUnivc叮sityl946: 3l╴5 ;U.S. lndustriaI

Commissionl90l﹚。有時候仲介下線也會邀請受害者參觀停放在港

口的美國汽船’趁受害者欣賞內部陳設時就將船起錨航向舊金山

﹙Shephc『dl923: 896╴97﹚‧更常見的方式是暴力綁架’而有些受害者還

是相對富裕家庭的女孩﹙Dobiel936:9）‧

有些來到舊金山的女性是透過類似華工苦力制度的契約﹙陳澤憲

l963）‧契約內載明娼妓必須要在特定時間內提供身體服務’如娼妓完

成約定義務’理論上就可以離開娼館。這些交易通常是由娼妓的家人

而非其本人完成‧大多不識字的華人婦女’很容易受騙’就在對仲介

或是他人有利的任何文件上按下指印。

在此組織貿易中’娼妓的進口跟獲取是分開的活動‧進口商從仲

介接手婦女後’安排其輸出路線’抵達美國後再將她們交到娼館老闆

手中。儘管也有其他的秘密會社涉入販運婦女﹙ParkandMiIIc【 l92l:

l64:R.Lcc l960﹚’但Hip╴YEcTong顯然是十九世紀五○至七○年代

最大的進口商。據估計’在-八五二和-八七三年間’光是Hip╴Y亡c

Tong就進口6,000位婦女﹙GibSon l877﹚’佔當時來美華人婦女比例的

十美金據說是要交給白人警察﹙AltaCaIifornial869﹚。在-八五二到

-八七三年間’估計Hip－YeeTong光靠進口娼妓就淨賺了二十萬美金

（Gibson】877﹚。

因美國通過法規’允許移民官防範某些人士移民到加州’如『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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蕩」或「行為不檢」之人’4再加上美國國會通過-八七五年佩吉法案

（PagcAc﹝ofI875﹚’使得婦女販運變得益加困難。上述法案降低女性

移民人數的直接效果未明’但的確使來自廣東和香港的婦女受到更為

嚴密的審查’最終導致進口婦女的l賈格更為高昂‧這些增加的費用用

在賄賂’以買通美國領事或移民官員.

美國駐香港的領事’負責華人婦女的初期審查’以判斷這些婦女

是否「淫蕩」或「行為不檢」。若領事認為某位婦女品性良好’便在婦

女的手臂上蓋章將她送到港務局長手中’港務局長也會重複-樣的流

程’確認無誤後’婦女才可以買票登上汽船﹙AItaCaIifornial873b﹚。

由領事館核發有婦女照片的許可證’會郵寄到舊金山海關;無適當文

件的婦女無法入境美國’還得等上超過24小時才能離開﹙U.S.Congrcss

l877: 387╴920）‧此檢查過程中常有領事官員濫權∣青事’如果給錢’他

們便可以認證婦女為有良好品性’而沒給錢則會拒絕證明婦女為品性

良好之人‧據-八七九年發現的資料顯示’領事官貝利﹙Consu!BailCy﹚

在其派駐香港期間’向輸出到美國的婦女每人收取十到十五美金的費

用（CooIidgcl909:4l9﹚。

在太平洋另-端的美國人也因新法責施而得到物質上的好處‧據

美國最高法院表示,-八七三年的法規受許多人濫用:「幾乎難以想

像其他比-八七三法案更縝密設計的法案’其權力竟落入-個人的手

中’得以完全阻I卜與外國’如中國’貿易船隻載運乘客’迫使乘客接

受最惡劣的系統性敲詐。」如最高法院所言’移民官可自行認定移民為

乞丐、智能不足﹑犯行確鑿的罪犯或娼妓’並由以上原因阻其進入美

國（U.S.CongrcSsl877: ll65﹚‧
以上規定也替白人律帥和海關帶來好處‧有些律師和華裔進口商

4 S﹝a〔u【eSofCaIi｛﹛﹞【niaandAmendmCntS, 】873╴74（Sacramento:Sta『cO舶Cc, l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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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結’取得人身保護令裁定’將抵達美國的華人婦女送到娼館﹙U.S.

lndustria﹜Commissionl90I:762;Gibsonl877: l46╴54﹚.雖然其中-些

婦女為合法移民’但因其所持文件不受海關認可,這些婦女因此轉而

求助於律師‧

-八八二年的排華案﹙ChincscExclusionActof】882﹚規定,華人女

性只有生於美國、嫁給定居美國的商人、或為定居美國的商人之海外

出生的子女,才可以移民到美國。頗具商業頭腦的華人’為了因應這

項法案’發展出許多對策以繼績販運女性‧美國的華人仲介指導中國

的仲介’如何教導移民婦女回答海關的問題;這些教戰守則在香港和

廣東流傳’總共有8l個問題’主題涵括個人資訊以至蕾余山的地理概

況（U.S.Scnatel902:470╴72﹚。

自此以後的新法案’對於華人移民加諸了更多限制’也使得官

商勾結問題更加嚴重‧人們很快就發現美國移民官和翻譯很容易收

買’進而可以使他們做出對於移民有利的裁判和法律詮釋﹙Lai l976;

Dillonl962: 290﹚。隨著法規越來越嚴苛’審核移民的程序更為漫長’

而移民也遭受更多屈辱和身心的痛苦。自-八九-年始’特別是在-

九-○年後’華人移民無論男女’都被拘禁在天使島等待調查。大部

分人得待上三到四週’有些人因為進入法院訴訟’必須在極端惡劣的

環境下待上數月或數年之久（Lai l976﹚。

隨著進口程序越來越複雜’要價也越來越高’Hip╴YecTong逐漸
失去其在人口販運市場的壟斷地位。因為程序愈加繁複和進口娼妓成

本提高’運送娼妓的價格飛漲’例如:在-八七○年後’原本只賣五

十美金的廣州女孩’存蕾余山要賣l’000美元﹙McLcodl948: l8﹚.到

了-八九○年代’據說有人以價格高達3’000美元的黃金在蕾金山買入

-個華人單身女性﹙U.S.Indus〔『ialCommissionl90l:763﹚.

不過進口女性的商業行為仍未中斷’主要原因是可帶來大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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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在-八九○年代’身為鞋業製造商和堂主的PongChing’又名

Li﹝﹝lePc﹝e ’除其他勾當外’即以進口女∣生從事娼妓業的巧妙手法而聞

名‧除了賄賂海關和支付三十美金給假扮品格見證人的白人和華人

外’他還利用在芝加哥、亞特蘭大和舊金山舉辦的展覽會和博覽會

進口女性。舉例來說’在舊金山金門公園舉行的仲冬展覽會中’Pong

Ching進口了逾百位女性佯裝要在展覽會上表演。這些女性在展覽會上

短暫表演後’即被送到娼館。據蕾金山報紙記載’Lit〔lcPetc光靠進口

娼妓即淨賺五萬美金﹙DiIIonl962:3l9╴2】﹚‧

幫會進口華人女性到美國的方法還包括:將女性裝扮成男性、隱

藏在-大堆煤炭裡’或藏在標明為餐具的貨運大木箱裡﹙U.S.Cong【ess

l877: 599;WiIsonl950: 87;Grayl976: 69﹚‧走私女性到美國的價

格’每名可高達2’500美金﹙U.S.SCnatel902: l24﹚‧當蕾金山的海關加

強執法時’女性則被轉往由奧勒岡州的波特蘭市﹑加拿大或墨西哥進

入美國（HoIderl897n.22﹚.

最終’隨著中國的女性供給越來越少、5進口和獲取娼妓的價格貴

的離譜和難度也越來越高’加卜蕾金I」」的娼妓大量流失’紛紛轉向其

他城市和礦區’幫會被迫在當地尋找娼妓供應。當地華裔女性早期僅

是海外招募的補充性來源’但在-八八二年後卻成為新人力的主要來

源（AI﹝aCaIifbmia l875 ;SanPranciscoBulletinl876;張蔭桓 l896’

chap’5﹚。據報導’在-八九八年二月的某個星期’就有八位女性因為

娼妓業的需求而被綁架（DiIIon1962﹚‧

﹩ 孤兒院和兒童幅利組織的設置是造成減少的部分原因（見Hol959:58╴62,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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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淫的生活與經濟

被送到中國城後,這些女性被安置在臨時收容所內等待分發‧據

說-間收容所可收容多達-百位女性﹙McLeodl948l l78﹚。那些由買

家指定的女性’則等待其買家付清通行費和四十元美金的費用後’再

將她們領走;另外-些人則精心妝扮’展示給買家公開競標（Holder

l897’no.22:292﹚.舊金山的富有華人買下姿色最佳的女性’將之納為

妾或作為’∣青婦。其他的女性則有兩種去向:條件最好的女性’會送到

華人客戶專屬的高檔娼館,剩下的人則賣到下等的娼館’服務客群來

自不同族群﹙Dobiel936,n.25: l95﹚。

高檔和低檔娼館的分別與階級和種族有關。華人男l∣生-般認為’

對華人女」∣生而言’最羞恥的事莫過與白人發生性行為﹙Dobiel936:

242╴43;CalifomiaSena﹝cl878; 2l3﹚.然而’因為低檔娼館收費相對

便宜’每次只收二十五到五十美分’吸弓∣了白人和華人上門’而高

等娼館則專門服務華人客戶’因此’低檔娼妓的客源通常是窮苦勞

工、青少年、水手和醉漢’她們也常遭受雇主和顧客的虐待’例如

少數娼館老闆’有時甚至將娼妓毆打致死﹙Dobic l936:6l ;Gen﹝hc

l909: 52﹚;有些白種男性則會要求提供變態的性服務（CaIi｛brniaScnatc

l878: 28’29’ l76 ;DilIon l962:46﹚。在礦區的娼妓服務曰種和華人男

性’相較於在舊金山執業的娼妓’在礦區的娼妓遭受更不人道的對待

﹙SacramcntoBce】876;Lymanl974:94﹚。

低檔娼妓通常居住在不大於四乘六英尺﹑面對著陰暗走廊的房間

﹙US.CongreSS l877: l92﹚‧「連接著主廳的走廊上’吊掛著亮色的棉
質掛飾,或是用掛飾將較大的房間分隔為幾個小區塊」﹙Dobie 】9J6:

243）‧這些小房間沒什麼佈置’通常會有-、兩張竹椅’-個洗臉

盆’依著牆邊擺放上有蓆子的硬床板。房間裡通常只有-道通往外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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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門’門上-定會隔著有鐵欄杆或厚重物’娼妓則會站在門後向過往

路人招攬﹙McLcodl948: l82╴93;U.S.Congrcssl877: l92﹚‧
只服務華人的娼妓通常住在樓上的房間’或多或少有長期﹑固定

的客戶‧高等娼妓的客人也常是其雇主。或許指稱這些女性為娼妓並

不-定正確’因為有些人是妾’另-些人則處於-妻多夫中。6這些高

級娼妓通常非常迷人’穿著也十分華麗。雖然’這些娼妓表面上看來

都過得還不錯,但事責上她們依然是富人的財產‧「今日穿金戴銀’明

日就褪下華服’若主人有意求售’就會被賣給最高的出價者」﹙McLeod

l948: l83﹚‧

無論是低檔或是高檔娼妓都沒有固定薪資’但後者有時會在幫會

或華人商賈所舉辦的宴會上表演’她們則獲准留下客人給的珠寶﹑絲

綢和錢財‧這或許是有些娼妓得以寄錢給在中國的父母的原因﹙Pisk

Universi【y】946:34﹚。

娼妓-工人與淫媒和娼館老闆之間’明顯存在剝削關係。與娼

妓的勞力所獲得的利潤報酬相較之下’資本支出-包括雇請綁匪的

費用、通行費、賄賂和規費’顯得無足輕重。舉例而言’若是娼妓與

華工男性以-樣的方式通行’花萱大約是50美金;若是選擇供以舒適

的膳宿’花費最多不超過l50美金’當然這種∣胃況十分少見﹙Kemblc

l953﹚。據說’雇用綁匪的費用曾為l85美金（HoIdcr l897’n.22:292﹚。

雖然我們並無賄賂和規費的責際金額數據’但我們可以合理估計’這

兩種費用通常不會超過l00美金;但隨著對華人移民限制的提高’費

用金額也逐漸提高。

由淫媒的觀點來看’進口女性最有利可圖的方式就是引誘女性自

願跟他（或她﹚到美國去。有個例子即是如此’女孩的母親在聽信淫媒

6 在舊金山及加州內陸城鎮華人中的－妻多夫案例報導見Hcn「yK.Sicnkicwicz（l9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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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加州美好生活的描述’答應以98美金的代價’讓自己的女兒移居

到美國‧待女孩抵達美國之後’淫媒就以l’950美金的價格把女孩賣

掉’至少淨賺l,700美金‧這位女孩繼績工作兩年為買主掙錢’每個月

為新買主賺進至少290美金的收入.兩年後’女孩又被以2’l00美金的

價格出售﹙U.S. lndustrialCommissionl90l: 783 ; Shcpbc『d 】923,n.23:

892╴95 ;PiskUnivcrsity1946: 3】╴5﹚。娼館老闆由她的娼妓勞動和轉售

而獲得總所得約9’060美金;即便她被給予較好的生活水準’再扣去買

入的成本’娼館老闆在兩年內的淨收益’還是不少於5’000美金。

除了綁架禾∣」誘騙外’輸入到美國娼館的華人女」∣生’受前文所提

及的契約制度捆綁。雖然契約制度表面上看來’為較少剝削關係的華

人娼妓業’但事責上只是掩蓋了剝削的事責’讓淫媒、仲介、娼館老

闆’從娼妓身上汲取可觀利潤’而娼妓本身卻沒有真的得利。契約內

容陳述都極為吸弓∣人’包括免費送到美國、超過四百美金的預付金﹑

與簽訂約四年半的工期。此種契約制度更為吸引人之處’在於當時通

常買入-名女l∣生只要四百美金.

責際上’此種契約制度並不比直接買賣和奴役制好到哪裡去’就

某些方面而言’它顯得更為殘酷’因為它塑造虛幻夢想。首先’娼妓

的職業生涯如之前所言’為四或五年。因此對於娼館老闆來說’娼妓

的利用價值也只限於契約簽定的四年。再者’契約明訂簽約人必須-

年至少工作320日’若違反規定’契約可再延長-年.第三’簽約的

娼妓因有固定的工作年限’比較沒有逃跑的誘因。第四’娼妓的家人

也較不願替她贖身’因為贖身價還得加上高昂的利息（U.S. IndustfiaI

Commissionl90l: 783;Leongl936: 23l ;WiIson 】950’n.43﹚‧最後’
即便娼妓完成合約的工作時’有些人還得繼績從娼並沒有恢復自由身

﹙AltaCali｛brnial870;CaIifbmiaSena﹝el878:99﹚‧以下即為此類契約的

例子﹙吳尚鷹 l,54:92;McLcol948: l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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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人辛金願在唐富之處從娼四年半’以償還預支的l’205尢﹙524

美元﹚。7遠款應不含利∣息’辛金則不收受薪酬‧契約期滿’辛金

則可依其意願恢復自由身‧在契約期間,若客人要求帶辛金出

場,則必須先獲主人或夫人許可.若辛金染有四種惡疾’則必須

在百日內接受迷返;若逾期仍未返回中國’責任不及皮條‧若月

經失調則只允許休息至多一個月.若辛金生病超過十五天,工期

則增加一個月 ;若辛金懷孕則必須多工作一年.若辛金於契約期

滿前逃跑’必須要支付館所有為將她尋回娼館所造成的花費‧此

份契約由主人或夫人留存以茲證明。阿遊收到l’205尢﹙524美元﹚

的收據‧簽約人辛金的指印‧光緒十二年﹙一／﹨入六年﹚八月十一

日 。

迄今已發現四份類似契約’最早的是-八七三年’最晚的則是-

八九九年. s

第四種華人女∣∣生進入舊金山娼館的方式則是透過直接買賣’在

此種狀況下’女性與奴隸無異。起初’這種方式買入女性的資本支出

不超過六百美金’包括買入金額﹑通行費和進口相關費用‧但隨著移

民法規日益嚴格和進口系統愈形複雜’買入和輸入娼妓的成本也跟著

水漲船高。責例可見於買賣與輸入-位十七歲名為小葉的女孩.小葉

是在-八八○年代的香港’以四百美金多-點的價格賣出.她後來

又被以882美金轉賣給-位幫會成員’並將她託給-位華人水手帶到

美國。她II偵利地進入美國,然後以價值l’800美金的黃金轉賣給娼館

雖然契約內無詳救,作者推測當時使用的貨幣單位應是墨西哥銀元。十九世紀中期,-

塊墨西哥銀元大概等同0.48美金。

另外三份契約可參見CaIi『﹚rniaScna『c 】877: lZ8 ’ 】35 ,以及U.S‧ 【!】dust【ialCommission

l90】:77l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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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Sena﹝el902:227－28﹚。雖有高額成本’娼館老闆仍以高價買入娼

妓’明顯是看重其如以上計算可知的獲利潛力‧

若遭綁架的女性是在十九世紀後半葉賣出’進口商可收取╴千至

三千美金的報酬。若進口商也是娼館老闆’澶綁架的女性在此人的娼

館中勞動。據現有的資料’我們試著保守估算娼妓的收入。最低檔的

娼妓’平均接-位客人可收到25至50美分;根據-般娼妓研究文獻’

全職娼妓-工人平均-天接四到十位客人﹙謝康 lw2:352﹚’而全

職娼妓的生涯平均為四到五年﹙Sangerl939;McLeodl948: 183﹚。綜台

以上’若以-名客人收費38美分和-天七名客人計算’-位低檔的娼

妓每年可賺850美金’四年總共收入3,400美金。9因在低檔娼館的娼妓

生活水準通常僅可維生﹙Dobie l936’n.243:243﹚’照顧每名娼妓的花

費’或許每個月不超過八塊美金’每年不超過96美金﹙LIoydl876﹚‧
娼妓館的擁有者’即便是低檔的館’都可以賺進大筆利潤‧

若低檔娼妓平均-年賺850美金’我們再假設’-八七○年的娼

館平均-間有九位娼妓﹙見表二﹚’娼館老闆的年度總收入則約為7’650

美金。-八七三年’中國城主要的l53筆地產中’只有7％由華人持

有;晚至-九○四年’3l6筆地產中,也只有8％是由華人持有﹙DiⅡon

l962’n.38﹚。白人地主大部分都是蕾金山的顯赫人士’持有中國城內

多數的地產’且向娼館擁有人收取相較於白人租賃者高達兩倍或三倍

的租金﹙Robbinsl908: l00╴02;CalifbrniaScnatcl877: l06’ l55’ l97﹚。

據勞動統計局﹙BurcauofLaborStatistices﹚指出,在舊金山-間擁有三

到六間房間的公寓’平均月租為十四美金﹙CaliforniaBu『cauofLabor

Statistics l888: l04﹚‧華人娼館擁有人’大約每月必須繳至少28美金或

-年336美金的房租。若扣除房租和供娼妓維生的開支’娼館老闆館

9 檢靦契約後發現’-名娼妓-年必須要工作至少320天。若曠職超過l5天則必須接受處

罰’處罰為延長契約-個月。因月經失調的休假’每年則不得超過-個月。



自由﹑質押、奴役 02,

表二: l860至l880年舊金山華人娼館的數!﹟腑l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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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八六○﹑-八七○﹑-八八○年舊金山未出版的人口普查手槁計算得出（可由

美國NatlonaIArch!vcs取得﹚。

-年仍可獲利至少六千美金‧即便加上其他支出’譬如付給警察的保

護費和幫會向非會員的娼館強取的稅’娼館老闆的收入’還是比其他

平均年收入五百美金的工作要好得多﹙U.S.BureauoftheCensus l975:

l65﹚‧相較其他評論者對於娼館老闆收入的估算’本文的估算顯得

保守。舉例而言’舊金山當代的改革者Cameron指出,-般的華人娼

妓-天的收入通常為五到六塊美金;有位娼妓聲稱她-個月賺278美

金’另-位則說-個月可賺3l8美金﹙U.S. IndustnalCommissionl9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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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6;Leongl936’n.65 ;FiskUniversityl946:36﹚。

對華人娼妓的剝削並不只侷限於性服務方面’還包括對她們半技

術勞動的剝削。許多資料顯示’當白天娼館的生意清淡時’娼妓則縫

製鈕扣孔﹑長褲’或製作上衣、拖鞋、男性服飾和女性內衣﹙CaIifbrnia

Scna〔el878: l46, l54;US‘Congressl877:Zll, ll69 ;Dobiel936,n‧25:

243﹚‧廠商將工作轉包給血汗工廠’血汗工廠再外包給娼館’而這些

女工的額外工作可能並沒有給薪,於是娼館老闆和Ⅲ汗工廠老闆從中

獲得大筆利潤﹙U.S.Congrcssl878; ll70﹚。

還有其他形式的剝削‧幫會除了向非會員的娼館老闆抽稅外’也

向每位華人娼妓每週收取25美分的稅‧若有娼妓不從’幫會則會施

以「殘酷手段」收稅﹙AItaCalifornial873﹚’包括鞭打、以火虐燒、將

娼妓放逐至礦區的娼館’以及最∣參的射殺被害人致死﹙AItaCali｛brnia

l870;U.S.Congrcss I877: ll0’2ll）;幫會也會以勒索方式向娼妓徵

稅。某份報告如此記載’「幫會成員到處向華人娼妓告知新的警長就

任,若不向他獻上厚禮的話,就會令娼館關門大吉‧他們向每位娼妓

收取l.5至5塊美金’並由幫會成員平分稅收」（Cali「o『niaSena﹝Cl878:

2l3）。

娼館老闆有時還同時擁有鴉片煙館和賭場（同上’頁l64╴66） ’

有些娼妓則為重度鴉片吸食者或賭徒（StabIer l9ll: 256╴59 ;U.S.

Congrcss 】877: 96﹚ 。娼館老闆通常鼓勵娼妓吸食鴉片和／或賭博

成癮’如此娼妓會借錢以滿足癮頭’增加對娼館老闆的債款（U.S.

Congrcss l877:96;Cali｛bmiaSena﹝cl878:99﹚ ‧走投無路的娼妓吞食生
鴉片或跳河自盡﹙CaIi｛brniaSenatcl878:99’l80;Al﹝aC汕i｛brnia 】876;

傅雲龍 l889﹚ 。

對娼妓而言,最好的出路則是能贖身和嫁人。有時候白人男性愛

上娼妓’在付錢給娼館老闆後’即跟娼妓結婚﹙SanPmnciscoCh『onic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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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877﹚‧但是大部分跟華人娼妓結婚的是華工‧華人勞工對於從娼的觀

感並不像白人-樣峴之為恥辱‧可能的原因之-是’在中國娼妓並不

被大眾靦為「墮落的女人」’而是II偵從家庭期待的女兒.即便娼妓業並

不是個光彩的行業’在上流祉會尤甚;但可以恢復自由身的女性’通

常能為勞工階級祉會所接受。此外’在當時因舊金山的華人女性人口

短缺’所以男性對於∣生的傳統觀念通常不那麼堅持。

顯然’有不少蕾金山的女性得以離開娼館;雖然過程歷經了千

辛萬苦和許多風險.自十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初期’便有許多娼

妓恢復自由身的例子﹙Banc『oRLibrary,UnivcrsityofCalifbrnia,BcrkcIey

l862╴8l ;WiIsonl950, n.23﹚。通常逃跑的娼妓會到某個傳道所、警

察局或其愛人求援’而幫會雇用的士兵會緊緊追趕。幫會緝拿逃跑娼

妓的時間長短’取決於娼妓對娼館老闆的價值。幫會通常會綁架逃跑

的娼妓’或向美國法院提出偷竊告訴’指稱逃跑娼妓偷走了衣服和珠

寶.當警察找到娼妓時’幫會會聘請白人律師安排保釋’將娼妓送回

娼館﹙Cali｛b『niaScnatcl878: 】20﹚。若上述技倆行不通時’幫會便會在

中國城四處張貼告示’警告可能協助娼妓逃跑的人等’並提供賞金懸

賞‧

幫會也會懸賞緝拿娼妓的男性共謀,賞金則取決該娼妓的價值’

有時可高達上千美金之譜。若是娼妓的男性共謀可以清償她的債務’

幫會便停止緝捕行動;但通常男性共謀都付不出幫會所要求的天價贖

金‧有報導指出娼妓和其男性共謀喬裝或躲在木箱裡逃離蕾金山﹙San

PranciscoBuⅡC﹝inl878﹚‧然而,幫會的告密者網絡甚至可以深入農村

祉群‧蕾金IlI ﹑馬里維爾城﹙Ma【yvilIe﹚、唐涅維爾城﹙Downicvillc﹚和

其他地方之華人男性間的電報,顯示此種通報系統至少在-八七○年

代運作（CaIifbrniaChincseCI﹞attCrl927﹚.

為了防範娼妓逃跑’幫會則給予當地的警察預付金‧直到-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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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年’有批特警部隊在中國城擔任半官方秩序維護者的角色。他們

並沒有固定的薪水’其收入來自中國城居民.這些「中國城的特殊份

子」通常每週向每位娼妓索取五十美分的費用﹙CaIiforniaScnate l878:

l66﹚’他們也坦誠’若當局開始掃蕩娼妓時’他們的收入也會減少﹙同

上’頁l58﹚。幫會也會向市政廳上繳費用’以防止被掃蕩﹙同上’頁

ll3﹚.

承上述所言’娼妓在娼館的從業生涯通常為四至五年’且可想而

見的缺乏妥善醫療照護。大量治療梅毒和淋病「秘方」的中文廣告’

顯示當時此類疾病的猖獗.I0雖然有些醫生指控華人娼妓將此類疾病

散播給白人’但有其他醫生指出,在舊金山白人娼妓祉群中’這些疾

病氾濫的程度與華人娼妓社群相較’即使沒有更嚴重’也是不相上下

（U.S.Congrcssl877: l42﹚。

當娼妓無法再從娼時,她可能就會轉為擔任娼館內的廚師或洗

衣婦﹙U.S. lndus﹝rialCommissionl90l:778;Grayl976:69﹚‧若是娼
妓病重以致於無藥可醫’娼館老闆則會任其自生自滅（SanPrancisco

CI1ronicIcl869）‧雖說通常華人男性勞工的遣體會送回其故鄉安葬’

但這些女’∣生勞工的遣體卻少有人聞問。據A〃αCh／《／bγ〃／α﹙l870﹚報導’

在－八七○年’華人女性的遺體通常遭棄置在中國城的街道上。

華人娼妓通常為年約l6至25歲的年輕女性‧-八七○年可視為分

水嶺’該年的年輕娼妓人數的比例相較-八六○年或-八八○年都要

多。由表三顯示’在-八七○年近46％的娼妓為20歲以下的女∣生;此

數據相較於-八八○年和-八六○年當年同年齡層人數比例’分別多

出了l2個和23個百分點.既然大部分的華人娼妓都處於生育年齡’其

l0班克洛夫圖書館（Bancro「【Lib「a『V﹚內有-系列關於痘些秘方的中文小冊子（‘℃hincse

Imm』g『a『lonMisccIIaneous,”unnl』mbc『cdboxcs,Bil【lcroRLibra「v,Unlvcrsltvo「ClIi﹛bmiai

BerkeI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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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1860至l880年,舊金II】華人娟妓的年齡和I原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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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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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出生
％計總

國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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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國
生

外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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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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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5歲以下

l6╴20歲

2l╴25歲

26╴30歲

3l╴35歲

36－40歲

4l-45歲

46╴50歲

5l歲以上

4
2
】
0
0
0
0
0
0

5‧0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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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8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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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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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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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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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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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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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l

0

0

｛）

﹙）

0

﹙）

（〕

﹙〕

l8

】25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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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2

﹙）

0

0

0

（）

〔）

﹙）

（）

（〕

l‧l

447

292

l5」

49

2‧4

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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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總計 556 0 】00.0 】,452 l000 428 7 435 l000

資料來源-見表二。

子女何去何從自然成了問題。

娼妓的孩子’特別是女孩’-樣受到娼館老闆的剝削。表四呈現

了當時舊金山華裔孩童的數量﹑其出生地和居住地等資料。此資料呈

現了明顯的趨勢:據-八六○年的人口普查,顯示孩童住在娼館裡的

比例高於住在娼館外;-八七○年’居住在娼館內與娼館外的孩童數

目差不多;-八八○年’趨勢逆轉’住在娼館外的孩童數目多於居住

在娼館內的孩童。在三個十年資料中’娼館內的女童比例皆過高’其

原因可能是娼館老闆希望女孩幫忙家務,也希望女孩往後能投入娼妓

業‧或許可以這麼說’美國出牛日住在娼館的孩童’幾乎都是娼妓的

子女’但大部分娼妓的子女都會試圖脫離娼館的控制‧-八八○年’

第-宗大批娼妓移入近三十年後’舊金山的435名娼妓中’只有七名

是出生美國的﹙表三﹚‧-般而言’娼妓的子女會搬離娼館’到其他的

地方生活﹙表四﹚。

有些孩子會被安置在傳教所或和華人基督徒家庭-起生活（Sling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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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l860至l880年,蘇余III華人孩童性別、﹛﹛l生地和Il〕｝住地

不住在娼館內住在娼館內

男性 女性 總計 男性 女性 總計

l860:

美國出生

外國出生

總計

l870:

美國出生

外國出生

總計

】880:

美國出生

外國出生

總計

23

l2

35

n
U
﹃
乙
7
≡

Z8

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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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9

0

0
﹃）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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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I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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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2s4

I72

82

254

7】

79

l5〔）

57

34

0I

】28

】l3

24】

24

l l

捫

40l

203

604

20

27

弓3

50

38

88

203

89

2,2

】,8

】 l4

3l2

資料來源-見表二。

Iandl9l5: 98╴9﹚ ;另-些孩子則回到中國或搬到美國內陸地區‧-八

八○年的人口普查手稿內載出生於美國的華人女性的職業分佈’可作

為了解她們去向的線索。在250名出生美國而未被歸類為娼妓的女性

中’有227名為家庭主婦’其他人則為學生、學徒、管家或裁縫‧雖

說並不是所有出生於美國的華人女性都是娼妓的後代’但有-些人的

確是.因此’若說有些身為被質押或奴役的娼妓-工人的女兒’會

想盡辦法成為受薪勞工和家庭主婦’應該也不為過。

舊金IlI華人娼妓的分佈範圍

我們無法確定十九世紀時加州和蕾金山華人娼妓的確切人數為

何。雖然已有些當代的推估數據可茲參考’但這些資料提供的資訊彼

此間具有極大歧異’以致可信度不足。幸好’我們不僅依賴這些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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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估計。最近公佈的-八六○年、-八七○年和-八八○年的人口

普查手槁’內容包含個人的祉會和人□資訊’使研究者得以估算數

值’並建構華人娼妓在此三十年中的統計概況。

據-八六○年普查清單製表結果顯示’當時有Z’693名華人住在蕾

金山’其中654人或24qb為女性。在所有女性中,有八位是洗衣婦、

五位是園丁、五位是漁婦、三位是勞工﹑四位是小店主﹑二位是店員

和-位裁縫;剩下的人並無職業別列載。扣除以下類別的女性:﹙l﹚與

-名男性同住╴屋簷下,有或沒有孩子的婦女; ﹙2﹚與超過-位男性同

住-屋簷下的女性;﹙3）l2歲以下的女孩,於是可得出556名女性可能

從事娼妓業’佔蕾金山華人女」∣生人口的85％’此應為合理的估計.

因在-八七○年和-八八○年的普查手稿中’「娼妓業」已列名為

職業別’我們便依循戶口普查員的職業劃分以獲知在此二十年間’從

事娼妓業的華人女∣∣生的數目。但在此過程中,仍不可避免明顯失真的

狀況。雖說,戶口普查員被指示只能據實記錄受訪者所言’但語言問

題可能讓戶口普查員自行拼湊受訪者的答案.戶口普查員也可能因著

當時普遍的種族偏見’或者並不清楚妾與娼妓的分別’而∣頃向將女性

劃入娼妓業‧另-方面’受訪者可能也不願承認自己以娼妓業維生。

因以上兩種統計的偏差正好相反’所以也具有互相抵銷的效果。

自-八七○年的普查製表結果發現’舊金山的華人女性有Z,0l8

人’其中有l’426或7】qb登記為娼妓。由以上數據可知’雖然舊金山從

事娼妓業的華人女性,其比例之於華人女性總人口有下降的趨勢’但

責際上從娼的人數卻是-八六○年的兩倍以上。

在╴八七○至-八八○年間’娼妓業成了加州反華運動最顯著的

議題。在-八七六年四月和十月’分別由加州參議院和美國國會舉行

的兩場華人移民聽證會中’許多人出席指誇舊令山華人娼妓業的普遍

程度（Cali｛brniaScna﹝c l878;U.S.Congrcss l877﹚.這些估算結果’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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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相互矛盾,且表現出證人的政治偏見和自我利益。因為攸關利益衝

突’估計舊金山娼妓人數的數值差異極大’從200人至2’700人都有。

在此兩場聽證會中,無論是證人或議員都沒有弓∣用人口普查的數據。

據－八八○年舊金山的普查製表結果指出’華人女性人口有2’058

人’其中435人或2lqb登記為娼妓‧雖然此數據或許低估’但由其他資

料輔助發現’與實際狀況相去不遠‧舊金山警察在-八七六年的國會

聽證會中指陳’因在聽證會前幾週’有幾波對娼妓業的突擊檢查’許

多娼妓便離開舊金山往內陸城市去﹙US.Congress l877: l92﹚‧隨後在

-八八五年’經舊金山市監事會議（SanFranciscoBoardofSupcrvisors﹚公

佈的訊息指出’當時中國城內有567位職業娼妓﹙SanPmnciscoBoafdof

Supervisorsl885;9;CalifbmiaBureauofLaborStatistics】888: l08﹚.

由以上數據可知’在╴八六○年至-八七○年間’娼妓的數目有

顯著增長;而在-八七○年至-八八○年間’無論是娼妓的人數或是

娼妓佔總人口比例’則皆有顯著減少。由上述可知’舊金山華人娼妓

業的全盛期大約是在-八七○年’而後從娼人數在-八八○年前急遽

下滑。

雖然華人娼妓服務的客群包含不同種族’但她們多集中在四區

﹙WardPour﹚中’也就是中國城所在處。-八六○年’在中國城外的另

外三個轄區也可發現娼館的蹤跡’但時至-八七○年’就只能在中國

城外的-個區見到娼館。由娼館的分佈和規模的資料﹙表二﹚可明確肯

定’-八七○年前後幾年為組織型娼妓業的高峰。在此時期’娼妓的

人數、娼館的數目和規模都大得多’且娼館都更高度集中在非常小的

區域當中‧以上資料也指出’在此時期’也是小企業被大企業台併或

消滅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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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型娼妓業的袞落

舊金山組織型娼妓業的哀落’有幾個不同的原因‧首先’中國南

方的女性人數減少’使得家庭賣女兒或以女兒作為抵押的意願降低’

造成招募娼妓的困難度增加‧再者’-八八二年的排華法案大幅減少

可能從娼的人數’使娼妓進口美國更加困難‧華人女性移民的年平均

人數逐年下滑’在-八五四年至-八八二年’年平均為304.6人;-八

八三年至-九○四年’年平均則降為l07.6人’可見即便在娼妓進口

商、幫會和娼館老闆的巧妙規避手法下’排華法案的確發揮其抑制作

用﹙Coolidgcl909,n.34: 502﹚.美國娼妓價格的飄漲和-八八○年代後

加州愈見頻繁的綁架案,都反映了華人女性前往美國從娼人數減少的

現象。

在-八八○年代後’舊金山和加州當地的狀況同樣導致娼妓人□

下降’最終劃下組織型娼妓業的句點‧當時的轉變包括:加州人口的

性別比例較趨平衡﹙見表-﹚;更多其他供應管道;華人勞工的職業從

移工’轉向較為穩定的產業;需要資本以維護穩定和便宜的勞動力來

源;移工由客居轉為定居’或返回其原生地;女性勞工有更多其他的

工作機會﹙NecandNeel973 ;Hooks l947;劉伯驥 l976﹚;幫會間的

衝突’以及幫會和中國使館、中華會所﹙tbcSixCompanies﹚聯盟勢力間

的爭鬥;取締華人娼妓行動愈趨嚴格;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時期的白人

婦女來到美國’在加州組成白人家庭;以及’白人傳教士廢除華人娼

妓的運動。

中華會所由華人商人所領導’在華人勞工禾∣】貿易上有其經濟責

力‧他們提供勞動力、收取會費﹑向移民扮演銀行家和飲食供給者的

角色﹙Lymanl974﹚。秘密會祉掌管賭博﹑鴉片和娼妓業’挑戰了中華

會所的傳統權威’也與華人商人競爭華人勞工的生意。秘密會祉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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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會所的對立在-八八○年代更加激化’有部分原因是因與娼妓有關

的綁架案漸增’讓中國城有家室的菁英紛紛疏遠上述組織﹙DiⅡon l962’

n.38 ;Ligbt l974: J67╴94;劉伯驥 l976;Lymanl974﹚。若勞工在蕾

金山幫會組織的企業花越多錢’代表他們在華人商人的商店消費和寄

回家鄉的錢會越少﹙梁敔超 l936: 】l0﹚。由於許多中國僑鄉的家庭

靠著華工匯款維生’因此中國領事館和清政府也很關切此問題﹙Chen

l940’n.3;Hsiao l967’n.2;李圭 l877;李定- l964: l－29 ;劉伯

驥 l976﹚。再者’華人商人也心知肚明’若中國城被視為墮落的區

域’美國家庭也不會光顧他們的餐廳或古董店﹙Ligbt l974﹚。在十九世

紀的後半葉’秘密會社彼此在賭博、鴉片和娼妓業的激烈競爭’也是

使他們沒落的原因之-﹙GongandGran【 l930;Dil【on l962’ n.38; 38;

RcynoIds】935 ;LcCl,74,n.l9﹚‧

此外’舊金山華人娼妓的全盛期也與反華工時期相符台。雖然娼

妓只佔加州華人總人口不到6％’卻特別受到政治人物的非難.那些

政治人物指稱’華人娼妓業不只會危害白人男性的健康’且由華人娼

妓擔任奴工’還會搶走白人婦女的縫紉和其他的勞力工作﹙CaIi「o『nia

Senatcl878;US.Congrcss l877;U.S. Scna﹝el902﹚。在-八六六年至

-九○五年間’加州通過了至少八項法案’全是要限制華人女性輸入

美國從娼以及抑制華人娼館的發展.雖說白人娼妓業在當時就算沒有

更普遍’但也同樣盛行’但這些額外﹑特定的法規卻只針對華人。華

人娼妓-且被逮’得付25至50美金的罰款’並得接受至少五天的監禁

﹙Cali｛brniaScnatcl878: l63﹚。

中國領事館和中華會所都認為’娼妓業是激發加州反華運動的主

要原因之-。此外’兩者都擔心由反華運動帶來的經濟損失和對華人形

象的破壞,因此中國領事館和中華會所都積極與美國當局台作,找出

華人娼妓並將之遣送回國﹙Cibsonl877’n.】0;劉伯驥 l976’ n’ I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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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責上華人娼妓業並非反華運動的起因’他們的行動因而未能

抑制反華的聲浪’但其努力確使當時集體販運數量有短暫的下滑‧

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因白人女性移民紛紛湧入蕾金山’也使蕾金

山從以往流動性高、以男∣生人口為大宗的拓荒祉會’轉變為有家庭的

較為穩定的瓩會‧D. Smitb（】967’n. 7﹚明確指出’娼妓地位的袞落與

來自美國束岸的維多利亞女性的興起有關’這些女性主張維護家庭和

清教徒價值觀’打擊所有的娼妓業’特別是華人娼妓業‧在-八七三

年’維多利亞女性主要由婦女西方理事會﹙WOmen’sOccidcntalBoard﹚

表達其意見‧據說她們對於販運女性和女性從娼的道德淪喪行為感到

擔心。Margare﹝Culbertson和其繼任者DonaldinaCan﹞eron決心要拯救

華人奴工﹙Robbins l908’ n.77;Wilsonl950,n. 23;Grayl976’ n. 43:
67╴74）.雖然像是Gibson和Loomis等教士’也致力打擊娼妓業’但

Cameron總是被靦為華人女性最為勇敢和聰明的救星。據說Camcron

在其四十年的職業生涯中’拯救了約三千名女性﹙Grayl976;44﹚’雖

然她本人在-八九八年作證時指出,在傳教之家﹙MissionHomc）會所

成立後二十三年’大概拯救了六百位女孩﹙U.S＼ Indus『rialCommission

l90l:788﹚。

當時傳教士認為’每-位奴工女’∣生或娼妓都寧可住在沙加緬度街

920號’但華人女性並不都這麼想’特別是那些並沒有遭受娼館所有人

不當對待的女性（Wilsonl950﹚‧許多逃離娼館並尋求傳教所或警察保

護的女’∣生’提及在娼館受鞭打、挨揍是她們逃跑的理由﹙AItaCalifbrnia

l873a﹚‧傳教所替逃跑的娼妓立下嚴格的規則’以規範她們的行為’

並司∣

維護傳教所,甚至利用女性做苦工。據知Cameron與北卡羅來納州的

果農簽定契約,以會所的女性供果農作為勞工.她通常將二十至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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娼妓不願逃到傳教之家’或是即便由傳教士「拯救」了’之後卻還是選

擇逃離其救星﹙Wilsonl950; 85’ l25 ;AltaCali｛bmial876﹚‧

當然,無可置疑地’藉由Cameron等人的努力’許多娼妓後來成

為妻子且過著正常的家庭生活。有些女性則成為基督徒且加入傳教的

行列‧許多白人女性’或許連Cameron本人都是’都由-股道德優越

感所驅使。她們愈覺得華人女性無助、軟弱、墮落和受害’她們的傳

教熱忱就愈被激發。拯救華人奴工女性似乎成為「白人女性的負擔」

（Grayl976﹚.

結諭

Rotcnberg﹙l974﹚觀察到「過於強調娼妓的∣生活動的『罪惡』本質’

反而模糊了娼妓作為勞工的角色」‧本文主張從娼是-種勞動型式‧在

自營-娼妓的案例中’娼妓是自由的工作者’擁有性自主權’並將

之作為市場上的服務商品’以向其顧客收取費用‧但娼妓的性如為他

人所擁有’以及／或收入遭他人剝奪’她便會遭殘忍地剝削‧華人娼

妓制度的特徵在於許多層面的剝削關係。男性和女性、華人和白人都

由壓迫娼妓中取得好處。十九世紀’加州的華人娼妓業發展為大型企

業’與在美國與中國的物質和意識型態條件有關;加州對於低廉勞動

力的需求和中國的低度發展,以及白人種族主義和中國父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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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外銷導向成長和國家
台灣個案﹡

成露茵﹑熊秉純

過去十年裡’發展學’婦女學’及國家機器研究這三個領域互

不相干涉’直到最近才有學者試圖把這三個領域的研究成果結台起來

﹙Charl〔onetaI l989）’延承此-新研究方向’本文將對經濟發展與父

權體系的相互關係加以探析。我們認為’在台灣經濟成長的過程中’

父權體制（patriarchy﹚與資本主義﹙capita｝ism﹚透過家庭結構,產業組

織’和政府政策,強化了對婦女勞動力的剝削.在勞力市場裡婦女變

成了低酬’甚至無酬的生產勞動者;在家裡她們繼績扮演為人妻為人

母’為人媳的無酬家務勞動者的角色﹙unwagcddomes〔icworkcrs﹚。父

權體制和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主導了國民黨政府的政策和台灣社會發

展的走向’祉會大眾不但視婦女「內外兼顧」的雙重責任為當然’甚至

進-步視其為促使國家進步’經濟發展的不二法門。換句話說’台灣

婦女內外兼顧雙重角色其責是台灣能在競爭激烈的世界經濟體系裡躋

居-席地位的必要條件.本文討論的重點將著重在台灣經濟起飛,成

長最快的六○及七○年代’必要時’我們也將弓∣用近幾年的資料。

學者對於促成台灣經濟發展奇蹟的因素究竟為何’意見不-’其

出處:成露酋﹑熊秉純, 】9,3’〈婦女、外銷導向成長禾「I國家:台灣個案〉’《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第l4期’頁3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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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爭執最少的就是台灣擁有l賈格低廉’招募和解僱都容易的勞工。多

位學者指出婦女是組成這股勞動力的主要成員﹙Diamondl979;Kung

l983;Ga】linl984a,b;邊裕淵 】985 ;Liul984;劉玉蘭 l985 ;蔡

青龍l985 ;Kool987;Choul989﹚。婦女對台灣經濟成長的貢獻成績

斐然’但是’她們並沒有得到與男性類似的報償。在高薪’高職位的

行業裡,婦女仍然是少數﹙劉玉蘭 l985 :40﹚’她們的薪資仍然不能

與男性薪資相比﹙Liul984: 96;邊裕淵 l985 :270╴7l﹚‧對於此男女

不平等現象的持績’學者提出不同的解釋’有人歸咎於男女祉會化的

差異’有人強調傳統文化的影響’也有人著重在雇主歧靦女性的陋規

惡習上‧本文將探討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國民黨政府的發展策略對

男女不平等現象的影響。根據多方舉證我們指出’在經濟掛帥和父權

祉會主導的先決條件下’國民黨政府結台父權意識及資本主義理念擬

訂了-套經濟發展政策’目的在充分利用及剝削價格低廉、招募解僱

容易的婦女勞動力。台灣之所以終能在競爭激烈的國際貿易市場上佔

得-席地位’主要是因為在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婦女扮演著廉價勞

工（cbeapwagcworkc【s﹚’無酬家羼工作者﹙unwagcdfhmilyworkcrs﹚和無

酬家事勞動者的多重角色。

婦女勞動與台灣經濟發展

-般關於婦女勞動力與經濟發展的討論大都著重在婦女就業與勞

動參與‧從婦女勞動力質的改進與量的增加看來’台灣是可頗以其成

果為傲.-九五-年’在國民黨剛移駐台灣不久’男性勞動參與率是

90.0％’女性是42.l％’往後的十五年男女兩性勞動參與率均出現降低

的現象’-九六六年男性勞動參與率降到8l.4％’女性只有32.6％‧

導致降低的原因至今仍不甚明朗’劉克智和黃國樞（l987﹚透過控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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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與性別的資料’顯示其與教育水準提高’低經濟成長率’男性義務

兵役的責施’高出生率和統計報告定義改變等因素有關;無論如何’

在此階段’婦女勞動參與率的降低’-般均認為與歧視婦女的僱傭陋

規無關’甚至是好現象’因為它是婦女勞動力質的提高和婦女育幼年

限增長的效果。然而仔細推究此-論調’我們不難發現這些人口變數

對婦女勞動參與率的影響並非「必然如此」’其背後有祉會因素在推波

助瀾。

毫無疑問的,婦女教育機會的增加有許多正面的影響’最明顯的

就是婦女勞動力質的提高’不幸的是’對婦女而言’增加受教育的機

會’並不意味著男女平等的來臨’誠如G〔ccnhalgh（l985﹚指出’教

育水準的提高和婦女勞動參與率的降低’意味著男女不平等程度的惡

化。許多受初中或高中教育的年輕少女加入就業市場的目的是為了賺

錢使她們的弟弟或哥哥能完成更高的學位‧換句話說’婦女教育水準

的提高並沒有使得婦女相對於男性的地位提高’它只代表整個家庭在

婦女教育上的投資報酬率提高了’父母因而願意增加對女兒教育的投

資’使她們能有機會找到-個「好賺錢」的工作‧

劉克智和黃國樞﹙l987﹚所提的生育率與婦女勞動參與率的負相

關’它所反映的其責是社會價值體系的結果而非生理上的必然性’例

如’要求婦女在生產後離開就業市場以便撫育幼兒’這並不是因為生

理上的需要’而是-個「約定成俗」的祉會現象’資本主義的僱用方式

使工人的報酬取決于他的生產力’而不顧慮到其他祉會需要’對婦女

尤其不利’因為婦女往往被祉會要求要∣司時兼顧育霎家務‧

婦女勞動參與的彈性特質

大部分討論台灣兩性勞動參與的文章都以-九六六年為起點’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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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六年起台灣經濟結構的變遷直接反應在勞動力市場上‧對婦女

而言,其勞動參與率從此呈矩齒狀成長’到-九八七年’38.l％﹙三

百-十萬﹚的勞動人口是婦女（行政院 l989: 5﹚;就婦女本身而言,

-九六六年32.6％的l5歲以上婦女在就業市場內’-九八七年增加到

46.5％。我們將從婦女勞動參與增加的時期’婦女勞動參與率成長的

趨勢’及婦女的低報酬三方面來證明婦女對台灣經濟成長的貢獻.

婦女勞動力增加最明顯的時期是在-九六六年到-九七三年之

間’這也是台灣以勞力密集為主的出口加工業萌芽成長的時期。在

這段期間’婦女勞動參與率由32.6％增加到4l.5％﹙表-﹚’而男l∣生勞

動參與率則維持不變’這個趨勢表示’在國際勞動分工﹙international

divisionoflabor﹚市場的轉變下’台灣經貿政策也跟著轉變‧

資本主義在六○年代中期的重整’為邊陲及次邊陲國家創造了進

入世界體系的機會’台灣因為能即時動員其資源而充分掌握了這個機

會。外資’國內資金累積’國民黨政府政權的獨立自主’政治穩定,

以及外貿市場的拓展’使得台灣能發展出-套以出口為主的經貿政

策。這個以勞力密集為主的出口貿易政策’需要-群數量龐大’價格

低廉’以及招募解僱容易的勞工’婦女勞動力正符合這些條件。台灣

婦女勞動力不僅降低了工廠的工資成本’而且還增強了台灣在國際市

場的競爭能力﹙邊裕淵 l985 ;Gallinl990﹚.此外’應用婦女勞動力

也有助於舒解美國等核心國家的通貨膨脹壓力﹙Miesl986﹚。

相對於男l∣生勞動力’婦女勞動力有彈性得多‧此可由婦女勞動力

的急劇起伏顯示出來‧台灣婦女勞動參與率對世界經濟的波動也比男

性勞動參與率敏感得多﹙ChiangandKul985:8╴9﹚‧概括說來’台灣婦
女勞動參與率是隨著台灣的經濟周期升降的（Choul989:437╴38﹚.

從表-的資料看來’男女勞動參與年成長率有相當大的差距‧男

性年成長率的波動較小’從七十四年的4.9％到八○年的l.3％’反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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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台灣地陛1965至1,87年男女勞動力參與率NI失粱率

單位:％

失業率勞動力參與率 勞動參與成長率

女年別 女 男 女 男男

59

4,

3‧5

2‧0

2‘6

2.2

2.l

2l

l7

2‧0

3.l

2」

2‧0

l.9

l‧5

l5

l6

23

2‧7

2‧5

29

2.5

20

l965 82‧6 3J」 2」 0.8

l,66 8l ‘4 32.6 2. l 20

l967 8﹙）.9 33.7 J’0 7.5

l968 802 344 28 59

】969 79.2 35.4 29 7‧0

】,70 789 35‧5 J9 42

l97l 78.吋 3M 3‧5 3.7

】972 77‧0 J7」 2‧2 8,

l973 77.l 4l.5 3’4 l6.0

】974 78’2 402 4, 0’3

l975 77.6 38.6 2.7 ╴﹙）‧8

】,76 77.】 J7‧6 2‧7 08

】977 77‧8 3,‧3 4‧2 8」

l978 780 J9.2 45 J‧2

l979 77‧, 〕9‧Z 2‧5 3‧4

l980 77』 3,.3 l .3 3.0

l98l 768 38.8 2.2 l ‧7

】982 70.5 39’3 Z3 4. I

l983 76‧4 徊l l8 9.6

l984 76」 43.3 2‧0 5.2

l98s 75‧5 綢‧5 l7 2‧8

l986 752 45.5 20 7. I

i987 7s.2 465 Z‧2 44

2‧3

Z‧3

l8

】.6

l6

l5

I5

l2

lI

l3

2」

l ‧6

l7

I ‧6

l2

ll

l2

2‧〕

﹃
∕

﹃

乙

2‧4

2.9

2‧8

2.0

資料來源:行政院’I,88 ’頁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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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勞動參與年成長率不但幅度較大’沛日早鉅齒狀’-九七三年曾

達l6％’這自然與台灣採取以勞力密集工業為主導的發展策Ⅱ各有關.

女』∣生勞動參與成長率在-九七四年降到0.3％’次年因石油危機淪為負

數之後’幾乎過了十年才得以恢復。同表在失業率的比較上,女性也

比男性波動大‧女性失業率變動甚大而且頻繁’並且-次比-次差距

擴大。

與男性相比’女性就業與否不僅較易受景氣循環的影響’也較易

隨個人與家庭生命週期﹙li足－cycle﹚的改變而變動。年齡’婚姻狀況與子

女的多寡對女∣∣生勞工之參與勞動市場與否’有決定l∣生的影響。女性在

25至34歲間’也就是新婚及生下第-胎之後’多有離開就業市場的傾

向‧35歲後’在家庭責任轉輕之際’她們往往重新加入就業市場‧也

有許多女性在35歲後’留在家裡全心全力照顧年長者。男性則沒有這

種家庭責任及顧慮’他們往往-直留在就業市場直到退休年齡﹙表二﹚‧

表二:不∣I﹟《l三齡I霄男女勞勦參與率之比蛟

『｝l位:％

】966 I974 】983

男 ∣ 女 ∣ 男 ∣ 女 ∣ 男 ∣ 女
年齡

54‧7

46.6

28.0

28‧7

33.2

30‧6

27‧4

200

Il7

6‧0

l5

】5-】9

20-24

25-】9

30-34

35-39

40-44

45-49

50-54

55-50

60-64

65＋

546

840

97‧3

98.l

98‧3

969

9s」

89‧ l

7I ‧4

46‧2

】7‧2

499

78‧7

,6‧6

988

988

985

96」

890

82‧8

52‧7

】l8

52.4

54‧3

36‧7

37‧8

53.5

479

4】‧4

32‧6

【9.』

7‧4

l﹙）

76‧1

j6.2

75.9

,,‘j

,8‧ I

98l

96」

89‧8

7,.7

6﹙）‧2

l弓.4

39‧2

60.,

』戶尸

4o‧）

《6‧,

18‧9

48‧0

52‧9

35.0

26‧8

l5.6

2.7

資料來源:蔡青龍’I985 .頁J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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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充分顯示結婚與否對男女勞動參與率的不同影響‧對於單

身人士來說’男女勞動參與率的差別不大.而對已婚人士來說’所有

年齡層的男性勞動參與率均高過女性勞動參與率兩倍以上.六歲以

下學齡前子女’往往大I隔度降低婦女的勞動參與率﹙劉玉蘭 l985 :

76╴7﹚。在整個就業結構與昇遷評估標準是以男性為考量重心所發展出

來的!∣青況下’婦女往往處於極端劣勢‧因為她們的職業生涯’常因家

庭責任中斷。也就是說女l生因生育而必須提早或頻繁離職’往往使她

們更成為被剝削的廉價勞工‧

表三:台濁地區不Il1蟠姻狀況﹑年齡）榭剿女勞劬參興率之比較, l984﹛i皇

單位:％

男 女

未婚 ∣ 已婚 ∣ 離婚﹑喪偶 ∣ 未婚 ∣ 已婚 ∣ 離婚﹑喪偶
年齡

l5-】,

20-Z4

25-34

﹃尸 〃〃

d﹥-44

45-54

55-64

65＋

30‧2

70.5

0l2

80.0

83‧〕

50.3

【（）i4

I000

9l3

7l5

63‧2

43’3

2〔）‧5

l7

90.8

97.3

,8‧9

984

946

7,‧4

l8‧0

33‧4

76.8

86i I

76‧0

6L5

42‧6

32‧4

3（）‧7

34」

4】.8

50.0

39.5

2l .8

43

I0〔）.0

94‧7

96‧2

,（〕‧3

56.7

85

資料來源自劉玉闖’I,85 ’頁25

女性勞工淪為廉價勞工

到底女’∣生勞工在台灣有多廉價呢?我們將檢硯男女薪資間的差異

及女性薪資‧台灣政府向來以勞工廉價及l∣偵從作為招攬外資的宣傳口

號‧部分學者指出低薪與缺乏幅利為女性勞工之特點﹙Kungl983 ;

Cumings l987;Dcyo l989﹚.實際上’許多學者主張這些特徵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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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8台灣地區男女就業行業結構分佈之比較

單位:％

l966 I970 l,80 l988

男 ∣ 女 男 ∣ 女 男 ∣ 女 男 ∣ 女
行業別

農林漁牧狩獵業

礦業

製造業

水電煤氣業

營造業

商業

運輸倉儲通信業

金融保險及工商服務

42.6 46.0 35」 406 20.2 l8.】 】5.2 l0‧6

2.0 0.4 2‧7 0’8 0.9 03 0.5 0‧2

l7.2 l7.5 】9‧7 2l9 2,.3 3,9 317 39‧0

l0 0‧Z l0 03 0‧6 01 00 0】

48 06 70 07 ll7 2.0 l06 l9

ll .4 】3.7 I40 I6」 l50 】7‧, ll7 22.5

5.9 l7 7.0 l, 7‧7 2‧J 73 2」

l5.2 l99 l3.6 】7.8 20 2‧5 Z9 3.8

---- 】28 】6‧8 B‧7 l9‧9

Z,702 945 3,】2】 】,425 4,375 2, 】9】 4,946 2,986

公共行政、社會及

個人服務

總計

資料來源: 】966﹑】970、l980年:劉克智﹑黃國樞’l,87年’頁】00; 】988 :行政院’】988’

頁8╴9。

附註:總計是以仟人為單位,】5歲以上之人口。

勞工在資本主義中存在的理由。如表四和表五顯示’在台灣經過二十

年的成長後’女性勞工仍多集中在各行業的低階層工作’而且大部分

就業婦女受雇於工資低廉的勞力密集工業。

與其他國家相同’在台灣,女’∣生與男』∣生仍同工不同酬。事貫上’

兩者間的差距不僅持績’甚至在某些行業’這個差距在過去二十年裡

有增大的趨勢﹙劉克智 】984:95╴8;劉玉蘭 l985 : 56╴66;劉克智

與黃國樞 l987﹚。表六顯示過去十年裡’在所有九個行業中,有五

個行業出現男女薪資差距繼績惡化的現象‧-九七○年代男女工資幾

近相當的成果’在-九八○年代幾乎完全消失’採用-九八○年的資

料,劉克智﹙l984﹚發現’個人條件（bumancapital﹚的不同並不能完全

解釋男女薪資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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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台灣地陛男女就業職業結構分佈之比較

單位:％

職業別 】,70 l980 l984 】988﹣

男 ∣ 女 ∣ 男 ∣ 女 ∣ 男 ∣ 女 ∣ 男 ∣ 女
（a﹚

（b）

（c）

（d﹚

0.3

2‧4

】l〔）

269

0‧3

2‧8

】09

26‧2

0‧3

2.6

9.4

2z.8

0.6

l45

刃.l

0‧8

M.3

〕2‧6

0‧0

】2‧｛）

23.8

專門技術性人員

︹

x

U

7
J7

～

︵

h

︺

（3﹚

（b﹚

（C﹚

（d）

0l

,.3

5.3

6‧8

l .0 Z‧6 0‧】 Z5 0.2

l ‧6 l】 0.2 】 ‧l 0‧2

2‧0 l8 03 l6 0‧Z

行政及主管人員

20

刁
︾

已
■
』
4

（a﹚

（b）

（c﹚

（d）

06

】46

l5.6

2l ‧4

0‧,

l44

l5.3

20‧l

〔）8

】4‧5

26‧4

22‧4

05

6‧3

】3‧0

l9‧7

0‧3

8‧3

i2‧8

l47

05

l3‧6

269

2l4

監督及佐Ⅱl!人員

】l5 203

（u﹚

（b﹚

（C﹚

（d﹚

0‘ l

47

328

﹙）9

45

﹞8.5

l2

3」

〕﹙﹚‧7

﹙〕‧7

3‧0

〕l i7

l0

08

﹞0.3

ll

09

302

ll

買賣工作人員

】≡
）

↗
4

!

（a﹚

（b）

（c）

（d）

02

】 ‧ l

22‧3

﹞﹙〕‧5

0.l

2‧4

l46

22.6

0‧3

ll

20‧3

27‧6

2.l

】5‧3

乃‧4

l6

Zl8

刁0‧7

lb

ll8

22‧3

服務工作人員

8ll

之
』

7
／

（a﹚

（b）

（C）

（d﹚

984

0l

0‧Z

984

0l

03

9,‧5

0‧6

,8‧7

-】5」 】0.6

98‧0

l .0

06

〔）‧7

99.0

＝
農林漁牧狩

獵工作人員

（a）

（b）

（c﹚

﹙d）

06

75.2

25‧6

27‧4

0‧2

82‧6

6.4

】3.2

02

83‧3

B‧2

l8.6

0.6

74.9

26‧9

26‧4

0‧3

93.6

7.8

l65

l‧ l

74iS

27.2

26.8

生產作業人員

44」 342

資料來源:劉克智、黃國樞, 】987,頁l40╴4I ;行政院’】988。

附註: a‧農業;b.製造業; C.服務業;d.祉會與｛∣古l人服務。

‧l998年的數字為所有行業就業者之分佈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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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台灣地腿不I可行業男女》IZ均月薪之比率比較

單位:％

Iw8 ∣ l,84 ∣ l,88行業別 】973

農林漁牧狩獵業

礦業

製造業

水電煤氣業

營造業

商業

運輸倉儲及通信

金融保險及工商服務

公共行政﹑祉會及個人服務

550

552

57.6

8l.6

7l9

68.4

76‧7

6,l

728

50.8

65.8

6l0

75.】

75‧8

7Z‧6

7l2

59.2

72‧7

,l9

53.6

6l】

740

680

680

75‧0

68.0

75‧7

372

544a

685a

65.1

7】.7

7l3

資料來源: 】973年:行政院’l974 ’頁682;

】978﹑l984年:劉克智, l985 ,頁6l╴62 ;

】988年:行政院, l988 ’頁90╴,】 。

附註﹩ a.製造業﹑水電煤氣業之百分比’乃由l972年的資料計算得出。

性別歧靦在台灣雖被廣泛的認知’但卻末被廣泛的譴責。根據

-份分析報紙分類廣告的研究報告指出’高薪職位往往只偏好男性’

對於低薪職位’報紙廣告卻標明「只限女性」﹙婦女新失【I ’第59期’

l987:8﹚。官方雖聲稱男女平等’但在其公職任用上卻歧視女姓﹙丁

志輝﹑柏青容 l987﹚’女性往往不准參加某些高權位公職的高考、普

考’例如在海關’外交’國際新聞業及勞工處的高階級職位。某些公

職對女性職員有-定的限額.譬如’-九八五年的領事人員考試’預

計錄取五十人’但是政府公然宣佈女性的名額不得超過七人﹙鄭至慧﹑

薄慶容 l987: 8﹚。當政府官員被質詢有關此項性別歧靦時,他們的

回答是’對個人及整體祉會而言’女性最好只做她們真正擅長的事.

內政部部長甚至公開宣稱’女性應以能減輕丈夫對家庭的顧慮為榮’

而不是只在乎自己的事業能否更上層樓﹙婦女新知’第5期’l982:

l3︼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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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農業﹑製造業﹑商業﹑及服務業中男女無酬家僩工作者之分佈比較

單位:％

女

業務
∣

服

男女

業附

引
刁

Ⅱ
＞女

業造
∣

製

』
」

u

女

業農

田
刀

甽
糾年

（a﹚

（b﹚

（;1﹚

（b﹚

7－﹦
﹙aj

（b）

7－▼
﹙aj

（b﹚

（a﹚

（b﹚

74.9

5l .2

78‧9

6l ‧6

7l4

62‧0

65‧8

629

67‧3

6弓3

44

48.6

2‧8

3Z‧〕

25

《《‧6

2.4

43」

】‧9

30.7

4l ‧6

68」

43‧2

73‧0

36.3

73‧5

36‧3

78‧0

36.3

80』

】966 lZl

sl4

0.7

67‧7

47

55.4

46

569

5‧3

693

2‧0

34,

2.0

36.5

l3

342

l4

286

】.《

2Z5

7.2

65.l

F﹁

）.∕

63‧5

46

65‧8

5.2

7l‧4

,8

775

28.7

48.8

23‧0

38.4

20‧,

38‧0

l6。I

37」

】65

34‧7

8.J

3l.9

8‧2

27‧（〕

6.6

Z65

02

22‧0

6‧6

l99

屯
I
』

7
∕α

↗

l

l970

】

O
O︵

叩
／

叮
I
止

】986

資料來源:周碧娥, 】989 ,頁450-衍7。

附註: a.在特定行業中,男女無酬家庭工作者之分佈比率。

b無酬家庭工作者中’男女之分佈比率。

貫際說來’勞動參與率和就業率高估了女性佔支薪工作的人數’

因為兩項統計均包括了大量的無薪家屬工作者’大部分這些人都是女

性。表七顯示’在所有行業裡’女性無薪工作者之比率均高過男性‧

而在無薪家羼工作者中’女性人數遠超過男性.還有什麼勞工比無薪

勞工更便宜?

女性的有薪與無薪勞工成長’與台灣政府出口貿易政策有直接的

關聯‧因為政府的財政與稅率政策鼓勵企業從事外銷加工﹙Directoryof

Taiwan 】963: l64╴74;于宗先 l,8l﹚’外銷工廠的擴張剌激家庭婦女

進入就業市場’而政府贊助的「客廳即工廠」計畫更是充分利用家庭及

祉區裡的女性勞工.客廳與工l蔽的合-’使得女性的勞力負擔加重及

工時延長‧女性勞動參與率及就業率的增加並不表示女」∣生生活的改善

或地位之提昇。相反地’這只意味了對女性剝削的強化。如今’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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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家務負擔之外’婦女得從事報酬微薄的工廠勞動‧總括說來’女

性就業人口之增加其貫是資本主義生存的必要條件’這不應被峴為男

女平等之勝利‧

女性色情行業與政府

女性勞工中常被忽略的-項’也是對台灣資本累積有極重要貢獻

者’就是色情勞工.關於這個主題的探討有很多’但討論的重點大部

分都是著重在道德’以及對女性生理剝削的論題上’很少觸及到它對

經濟成長的貢獻‧從-九五○年代起’台灣-直被視為男性觀光客的

天堂‧除了有登記註冊的妓院’還有許多以各種行業作為掩飾的商業

色’∣青服務。這些行業包括觀光理髮廳’溫泉澡堂’按摩院’酒家’咖

啡廳’及餐館。這些色情行業通常被台灣政府統稱為「特定」或「特種

營業」。表八顯示’妓院的數量在-九六七年到達頂點’其後則開始下

跌’而酒家的數量則在同時期上漲至兩倍之多。雖然很可惜地,台灣

政府已不再公佈有關特種營業的資料’不過大多數人都知道哪裡有色

』∣青服務﹙婦女新知’第66期’l987: l0﹚‧其中, 「牛肉場」則是最近興

起的色情行業。

促成色’∣胃行業在台灣及其他開發中國家成長的原因有二:美軍的

駐兵以及美國率先以旅遊業促進第三世界之開發。韓戰越戰促成亞洲

地區色』∣青交易之增加’這是-個眾所周知的事責’雖然其確切影響有

待進-步研究.台灣’南韓,泰國及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城市’均為美

國大兵最喜歡留連的色’∣胄場所。這些地區的婦女相繼成為女性色情行

業的剝削對象﹙Kiml987;TTuong l990﹚‧在戰爭結束後’這些色情行
業仍繼績對觀光客提供色情服務。

第三世界觀光業的發展與全球政治經濟有密切的關係（T〔u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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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八:台灣地虺色↑Ⅱ行業之分佈悄形, l,4往1974

單位:間數

酒家 ∣ 舞場 ∣酒家 舞場年別 茶室﹑咖啡屋 妓院旅棧

2l6

249

349

424

463

《76

453

4l2

529

509

48,

636

452

J84

355

337

3】,

3】】

64

q
︾】 866

,69

,32

902

80l

842

892

,6l

】,0,3

l ,】37

l,25l

l ,326

l,479

l ,576

】,67】

】,782

】,897

2,0l4

2il4J

2,272

2,40j

2,949

2,662

2,802

2,864

29l6

2,w4

2,997

lI

3

8

I 】

】5

l7

27

3Z

3l

46

〕3

25

25

25

25

25

Jl

56

88

86

M

,2

76

l63

44,

429

372

342

407

J46

,46

786

9J0

,30

l00】

984

l !043

I,030

96J

I,002

703

825

80l

859

756

765

629

596

,68

5】】

485

們】

7
∕

49l

l048

lg40

﹚﹙﹤
」

︵
山
↗

l

■
I
儿

︻
﹃
』

o

↗

咕
】
』

7
～

＝

﹃

」

︹

q

↗

●
I
儿

﹃
）

﹤
↗

o
／】

4

﹤
j

g

55

o
↗】

6

尸
﹃
＝

︹
叩
↙

■
■
』
▲

l9w

l958

l9,9

】960

】96I

7

＝
／
o

α

↗】

】963

l964

＝

﹃

↗

69

】

】966

】967

8

／

o

9

1
■
』

l969

】970

■
■
』
■

7
Jq

↙

屯
■
』
且

﹃

竺
〒
／

O
↗

l

勺
j

﹁

／
o
↗

1
■
』

資料來源:行政院’】974,頁l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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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90﹚。美國政府為了使五○年代銀行在航空業所做的大量投資成本回

收’大力鼓吹觀光業在第三世界的發展.亞洲諸國家尤其是它的推展

對象﹙T『uongl990﹚。觀光業被視為維持和平’製造和諧的行業。但是

以觀光業在政治上及文化上的功能’還不足以說服發開中國家以大量

資金去購買客機’建造豪華旅館及其他觀光設施。經過美國-再的努

力’發展觀光事業才變成這些國家向世界銀行﹑聯合國’及國際性機

構吸取資金及技術協助的計畫。由於觀光業可以吸取到大量的外幣’

這造成許多亞洲國家以觀光業作為開發的策略。

台灣政府在韓戰後開始提倡觀光業‧自此’縣議會與輿論對於發

展觀光事業的利弊’展開-系列熱烈的辯諭‧觀光業的支持者’強調

觀光業對台灣經濟、政治’及文化方面可能造成的正面影響’他們指

出觀光業有賺外匯﹑吸取外資’及擴展外貿的潛力（鄧文儀 l975 :

402﹚‧而在政治立場上’觀光客則是最有價值的鼓吹者’他們可以

向世界介紹台灣的發展’因此提高台灣的國際地位。此外’觀光業更

可發展中國傳統文化（周揮彥 l966﹚‧而反對者則指出,觀光業所

帶來的經濟及其他利益’還不足以補償其所造成負面的祉會影響﹙李

元貞 】987;瞿海源 l984﹚.婦女團體與人權運動組織譴責政府串

通色’∣青交易商人’沒有澈底貫行現有的法律’或沒有通過新法律使得娼

妓合法化’紙在「註冊」與「地下」色情勞工間作無意義的區分（婦女新知

l986－87﹚。即使是觀光業發展的支持者都承認’基於商業的利潤動

機’觀光業確貫造成色∣青交易的滋生’同時也影響了台灣-般民眾的

道德觀﹙詹純鑑 l966: 5╴9﹚。然而台灣政府卻以色’∣青業者「破壤良好

祉會風氣」為藉口’禁止從事此行業的婦女組織工會﹙婦女新知’第69

期’l988 : l4﹚。

觀光業主要在滿足觀光客的硯覺、聽覺、味覺等各式感觀經驗’

其特質是個人需求的商品化﹙Truong】990﹚。讓觀光客有賓至如歸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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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是其最終目的‧台灣政府機構與觀光業者為招攬觀光客特別強調親

切’慇懲的服務態度‧其中尤以中國女性的l∣頂從﹑服貼﹑溫柔﹑善解

人意、」l生感’及誘惑為重點（Dircc﹝oryo「Thiwan 】963: l78╴80）‧在政
府手工藝品店及辦公室的觀光客手冊裡’均印有誇大台灣女∣生性感吸

引力的廣告.色!∣青遊覽團的從業者’更以文字圖片詳細描述色∣∣青服務

的種類及價格’使外國觀光客相信他們可以在台灣充分滿足其性慾.

某份政府出版刊物’甚辛在讚頌台灣自光復後的進步之餘’還強調我

們有無窮的「歡樂資源」正待開發……﹙鄧文儀 l975 :403－04﹚‧

因為性病不僅會嚇走觀光客’也同時會使政府蒙羞’為了防止性

病氾濫’台灣政府以法令控制娼妓及其他的色lI青交易。大致說來’這

些法律採取兩個途徑:其-,為確保安全性交’政府要求娼妓持有並

出示健康證明;其二’以增加執照稅和營業稅來限制特種業的數量。

女性色∣∣青勞工與外貿的連結是許多台灣有名作家的寫作題材（黃春明

l98l﹚.雖然我們無法確切估計’到底色∣∣青行業對台灣的經濟成長有多

少貢獻?但無疑地’它對政府的觀光事業歲收貢獻良多‧將台灣觀光

事業的年收入幌為外銷貿易’在過去二十年中’它的收入在出口貿易

總收入額中排名第四到第六﹙鄧文儀 l975 :402）‧表九顯示從-九五

三年到-九三年’即台灣外銷成長起飛時期’觀光事業收入之成長‧

表九同時顯示在同-時期’來台觀光人數從l5》000人成長至

824’000人’此成長主要由於日本觀光客的激增‧一九五七年美國觀

光客比例超過所有其他觀光客,達70％’-九七三年美國觀光客比

例降至20％’同年日本觀光客構成觀光客的72％（行政院 l974:

5I6╴l7﹚‧日本男性因色!∣青遊覽消費而惡名昭彰’他們的惡行-直是日

本婦女及其他亞洲國家婦女示威的目標（Kiml987;婦女新知l987;

報導指點觀光客何處可去「買春」的報紙廣告比比皆是。台灣婦女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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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台灣地區之觀光事業

觀光人數

成長率％

觀光外匯

收入估計（美元）

觀光外匯收入

成長率％
年別 觀光人數

l956

l957

l958

l959

l960

】96l

l962

l963

l964

l965

l966

】967

l968

】969

l970

l97l

】972

l973

l974

】975

】976

l977

】978

l979

l980

l98I

】982

】983

】984

l985

】986

l4,974

l8,l59

】6’70,

l,砂328

23,636

42,205

52,304

72,024

95,48l

】33,666

】82,948

253,248

30l,770

37l!473

472,452

539,755

580,033

824,3,3

8l9,82】

853,l40

l,008,l26

l,lI0,l82

l,270,,77

l,340,382

l,393,254

l,409,465

l,4】9,】78

】,4,7】404

】,5l6,l38

l,45l !659

l,6l0,385

935i876

l’ I34,938

l,044,3l3

l,208,000

l,477,25l

2!637,9】4

3,269】000

7,202,000

l0,345,000

l8,24,,000

30,35j,000

42,0】6,000

53,27I ,000

56,055,000

8】,720,000

ll0,000,000

l28,707,000

245,88Z!000

278,40Z,000

359,358,000

466,077,000

527,492,000

608,000,000

9l9,000,000

988,000,000

l,080,000,000

953,000i000

990,000,000

l ,066,000,000

963,000,000

!,333,000﹑000

2l3

8.0

l5‧7

223

78‧7

23.,

37.7

32.6

400

369

38‧4

l,‧2

23‧l

269

l2‧Z

7.5

42‧l

╴06

4】

l82

l01

l4‧5

5.5

3.9

l2

0.7

2‧7

40

╴43

l00

2l3

╴80

】5‧7

22‧3

787

23‧9

l203

43‧6

76‧4

66‧4

384

】6‧8

,.2

45.8

346

】7‧0

,l0

】32

29l

Z9.7

】3‧Z

I5.3

5l2

7.5

9.J

︻Il7

39

7.7

╴9.7

38.4

資料來源:行政院’】987’頁397。

附註: l956╴l96l年觀光外匯收人資料’來自台灣省政府新聞處’ 】965年,頁】8╴3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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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著中文、英文﹑及日文的旗幟示威:「歡迎到台灣來建立友’l青’而不

是色情‧ 」﹙婦女新知’第6Z期’l986: 6﹚

在色!∣青交易中’傳統觀念女性的自我犧牲及I∣頂從’扮演著重要

的角色’女兒多半為了家境不佳或是供給兄弟教育經費’而「自願」

或被生、養父母推進火坑﹙婦女新知’第47期’l986:2╴3;呂秀蓮

l986﹚。雖然沒有官方正式的統計資料可循’但-般估計’-九八九年

女性勞工從事於色情行業的人數大約超過30萬’其中包括來自東南亞

的女性’及年僅ll歲原住民的少女‧她們的顧客包括來自海外的華僑

及外國觀光客’這些外地來的買春客’不僅能以極低廉的價格,滿足

他們的性慾’更重要的是他們能享受到在台灣政府監督管理下的性交

易‧在台灣,女性色情勞工與其他女性勞工-樣’-直是國家成長、

開發策略下被剝削的對象‧她們變成台灣的珍奇特產’足以「吸引觀光

客’幫助填滿機位及旅館房間‧來自住宿’食物’飲料’及服務上的

稅收使政府從中漁利。不同於她們的肉體’娼妓對整個資金累積過程

的貢獻-直是無形的」﹙Truongl990: l28﹚‧政府雖然公開譴責從事特
種營業的女性’並且定期逮捕無照娼妓’但同時又鼓勵繼績以色∣∣青業

吸引觀光客‧

女性之無酬家務勞動

國家統計數字並未顯示出’婦女從事之必須卻單調繁瑣、費時且

無酬的家務勞動‧許多研究不斷指出’在大多數祉會裡,男人大半是

家務’他們做的家事多半是有選擇性的’且做得心不甘﹑情不願的。

台灣女性因祉會化的結果’相信做家事是女人的天職。她們雖然偶爾

抱怨-下’但從不奢望得到男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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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l∣生之無酬家務勞動和經濟發展有何關聯呢?廣泛說來’女性

所扮演的家庭主婦與母親的角色’以生育及供養勞動人口來創造經濟

成長.但是,女性之無酬家務工作不紙是生理上繁衍新-代勞動人口

而已。調查指出’家庭主婦是國內市場主要的消費者.在台北地區’

所有家庭開銷中的59.4％是由家庭主婦決定的’另外的l4.7％的家庭

開銷’則是由家裡其他的女l∣生決定的﹙婦女新知’第l6期’l983:

6╴7﹚.台灣中產階級家庭主婦發展出-套極先進的消費方式’這種消

費方式為商品及服務業帶來-個不斷成長的市場‧難怪所有消費廣告

都是針對女性而設計,而婦女也開始感到自己有影響大企業生意的潛

力‧

此外’女性始終是維持家庭成員生活安定,精砷振奮的支柱。中

國傳統峴女性在維護家庭及祉區之和諧所扮演的角色’為國家發展之

重要關鍵﹙Diamondl973;劉克智﹑黃國樞l987﹚。海峽兩岸的中國

人繼績以教育媒體及種種官傳活動來營造這種中國婦女的形象。

七○年代在歐洲及美國許多學者與政客熱烈爭論「為家務爭薪」

﹙wages｛brhousework﹚’顯示家務勞動的價值﹙Kaluzynskal980﹚‧-九
八三年當《婦女新知》指出’-個中產階級家庭主婦的經濟價值大約是

每個月＄35,000’高過-個大學副教授的月薪後’無酬家庭勞動在台灣

成為公眾的爭論點﹙】983’第l6期: l7）。在《婦女新知》的估計裡’它

只包含了烹飪、洗衣、打掃、照顧年長者,及-星期督導子女課業兩

次。-般購買食物﹑衣服,及日常用品等家庭管理及消費相關勞動的

經濟價值則不包括在以上的估計中。近來’金錢雜誌根據其子女的數

目與年齡計算發現’-中產階級已婚婦女至少每月需賺台幣l8’620元

至36’620元’才值得出外工作。﹙錢 l990: l62﹚。當考慮到╴般大專

教育水準女性的中等月薪為台幣l7’l46元時’則讓家庭主婦出外賺取

收入’對家庭的經濟就不-定有助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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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免費地對年長者、子女’及病人所付出的關心與照顧’減低

了政府社會幅利的成本。這筆節省下來的經費對台灣尤其重要’因為

台灣政府向來運用大筆預算在國防經費上.女性無酬勞動所節省下來

的經費可以用在政府認為重要的投資牛產股.

有些學者預測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好處終將嘉惠女l∣生。然而’由

許多先進國家的經驗看來’我們並不樂觀.經濟發展並未如預期般地

減輕女性家務勞動的負擔‧以男性為主的官方機構並不重峴女』∣生的權

益‧能夠減輕家務負擔的機器與服務’並不容易在開發中國家取得。

就算是家務機械化了’它只改變家務勞動的方式’並沒有真正達到省

時的目的。從某單-勞動上省下來的時間,或者花在其他的家務上’

或者用來提高整個家務的標準而已。

-般而言’家事的機械化與商業化’為所有女性創造了出外受雇

的機會’但對不∣司階級的女∣生而言’仍有不同的影響.勞工階級的女

性以生產機器及提供家務服務’使得中產階級的女性能夠找到更好的

工作‧這兩階級的女性愈來愈需要賺錢來維持家庭的生活水準‧對中

產階級女’∣生而言’她們也許可以用消費的方式減輕-些家務責任,勞

動階級女性’則因買不起家電用品或請不起佣人’而繼績負著操做家

務的沈重擔子.台灣的資料顯示’15％以上的經理級或專業性的已婚

職業婦女’依賴佣人幫助照顧子女﹙Lul984:367﹚。

雖然’經濟成長為-般人帶來了更多的閒暇’但男人並沒有利用

閒暇幫∣I亡家務.責際上,男性的閒暇是來自於女性的無酬家庭勞動‧

研究指出’就業的男性比就業的女性及全職的家庭主婦’擁有更多的

閒暇（Wa『ing】988: l63﹚’男人寧願和其他男人-起消磨空暇。在美

國,男人以飲酒、玩牌、露營﹑釣魚﹑看球賽或是看電靦來消磨閒

暇。在台灣’男』∣生消磨閒暇的方式也許不同’但是期望他們以分擔家

務來消磨時間是不太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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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家務操作有彈性’而且很多家事沒有-定的標準﹙家裡不-

定非要-塵不染’衣服也不-定非燙不可﹚’所以家務並不妨礙婦女從

事無酬但能增加家庭收入的工作﹑或者做家庭代工’也就是說婦女賣

際上做內外兩份工’可是表面上看不出來‧這是因為在父權體系社會

裡’只有男∣生的工作才被靦為工作’婦女做的工作-家務操勞-

根本不被認為是工作。

有酬工作與無酬工作:女性工作之延績

Mics（l986﹚主張’在資本主義下’人們已習∣貫用男I∣生的標準來

衡量女性所做的工作。大部分的男性上班時間固定’上班場所遠離家

庭’而且上班時不受家務打擾‧他們定時領薪’工作也受不同程度的

官方保護。女性工作的性質及條件大不相同。雖然’女性從事受雇工

作的人數逐漸增加,但大多數女性還是從事家務勞動.很多女性就業

於非正式經濟制度﹙in｛b『malcconomy﹚’她們的工作沒有保障也不受保

護‧對大多數女性而言’家務和上班是連為-體的。如果用男性工作

的性質和標準’來衡量或了解女性做的工作’往往造成誤導‧因此女

’∣生主義學者主張’根據女性工作的特質發展出-套新的定義﹙Beneria

l982;Mies l986;Waringl988﹚.-些在台灣出□業工作女工的生活

片斷’可能有助於這-新概念的建立。I

女性的日常作息是以她們做妻子、母親’及媳婦的家庭責任為軸‧

l.梅倩每天早上8點左右’在丈夫上班後’到家附近的小工廠做

著色玻璃的工作‧ ll點左右,她回到離工廠五戶之遠的公寓為她丈夫

做午飯‧ l點左右在她丈夫回去上班後’她又繼績至工廠工作直到大約

】 以下所ljI個人訪問資料,除有其它附註者外,均來自熊秉純提供之田野調查訪問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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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點半或6點’然後回家做晚飯。晚飯後她繼績為帶回的玻璃上彩﹑-

面等水洗衣服‧直到半夜後她才就寢。

2.阿夏和她的小姑’輪流分擔照顧她公公的責任’-人負責l5

天‧輪到阿夏的l5天時’她早上6點左右起床’在去工作前為她公公

準備好早飯及午飯’因為她公公堅持要在ll :45時吃午飯‧阿夏中午

l2點回家吃剩的飯菜。l2: 50回到工廠’到5 : l0才回家‧晚飯後她

又回工廠直到晚上9點‧

3.這星期輪到阿秋留在家裡照顧她臥病在床十年之久的公公.她

只有在下午l點到3點公公午睡時間去工廠做工‧她趕到工廠’蹲在地

上以最快的速度做她的工作‧整段時間她都╴語不發,只有在離開時

說聲「再見」‧

女』∣生家庭外之有酬勞動常需牽就自家營業的無酬勞動‧當-位男

士考慮結婚時’他估算的不僅是自己要花多少錢在訂婚喜宴、聘金﹑

和婚禮上’而且包括可從太太的勞動中收回的成本‧

當我恭喜林姓工廠老闆丈定之喜時’他談到他的未婚妻:「我並不

是要找一個花瓶’我也不是為了『性』’如果我真要『性』,街上便

宜的到處都是。我聽說她很會計帳,而且又很儉省﹑勤快。前幾

犬’我在菜市場遇到她,她騎著一輛l25cc的機車。她是那種身體

很壯的女人。」我問他結婚總共要花多少錢’他告訴我大約四十萬

元‧「其實蠻值得的’別人都說（這筆交易﹚很上算. 」林先生說‧

根據以上這個例子’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很多女性婚後辭去她們

的工廠工作.她們的夫家需要的’不僅是她們有酬的勞動力’而且包

括她們無剛∣的生育和家羼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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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姐只唸完小學,她沒上中學’因為她覺得自己不是唸書的料‧

她在潭子力口工出口區的成衣工廠做了十多年的工’幾年前在父母

安排下結婚。婚後她辭掉了原來的工作’因為她必須在夫家開的

工廠工作。她在自家開的工廠裡沒有薪水可領‧直到去年因為工

廠生意清淡’’魯姐才開始到外面找工作.即便她在鄰近地區找至∣I

工作後’她仍需要挪出時間來做自家工廠裡的撫酬工作:魯姐早

上7點左右開始一犬的工作。她得先在自家工廠裡工作半小時’

然後才去上班.她和她的兩位小姑每週輪流替工廠員工煮飯.在

不負責工廠伙食的日子’她在興良五金行工作’從早上8點到l2

點’下午l點再繼績。輪她煮飯的日子,她ll點離開興良’l2點

半回來’不係其他同事l點吃完飯才回來。每天下午’魯姐從五金

行放工後’還得在家裡的工廠從4點半做到5點半。因為她一星期

在興良做不至∣I40小時的工’所以興良以鐘點計算她的薪資。

對女性而言,這樣複雜又重蠻的工作作息表反映出,她們的生

產勞動與再生產﹙productive＆rcproduc〔ivclabor）’有酬與無酬勞力

﹙waged＆unwagcdlabor﹚是合而為-的‧
這樣複雜的女性勞動力如何繼績被剝削’以及男女不平等如何歷

久不衰呢?政府在其中又扮演什麼角色?

父權體制資本主義體系下的台灣政府

許多學者指出’國民黨政府-直是個父權統治體系下的政府﹙Pa-

﹝riarchaI s【atc﹚（Diamondl975 ;Gallin】984a’l984b）。這可以它的婦

工會及半官方的中國婦聯總會種種活動中明顯看出。兩個組織不僅鼓

吹傳統男性的價值觀’它們所舉辦的各項活動均只是婦女家庭角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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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例如’為軍眷子女及戰眷遣孤建立學校育幼院﹑為軍人縫製軍

衣’舉辦勞軍及雙十節慶祝活動’協助安置來台大陸難民’並設立多

種司∣∣練課程與講座’教導婦女縫紉、插花﹑手工藝家事管理、烹飪等

技藝﹙RepubIicofChinal983:285’287）.

在台灣,女性的從屬地位其責並不只是傳統價值與文化的延績’

它是父權體制資本主義的產物‧經由此體系’資本家﹑台灣政府以及

國際市場都從中牟利﹙GalIin l984b;Ga﹝cs l979﹚。Gatcs﹙l979﹚指出

「國民黨政權其貫不只是保守’它不僅保留復興傳統的舊文化’而且藉

著政治手段和經濟變遷’國民黨創造了前所未有的保守境界」‧

在國民黨政府積極的鼓吹下’大眾媒體及教育制度「創造了-個

祉會意識環境’其中’婦女只能從事卑微勞動與家務勞動」’造就了-

個父權體制下的資本主義制度。在此制度裡’女性的無酬家務勞動及

不支薪的公共勞動能II偵利的被壓榨’「無須改變男女角色之文化定義’

或是轉變男性在家庭中權利及地位的結構」（GaIlin 】984a: 398﹚。-份

研究台灣中、小學教科書的報告指出’台灣的中、小學教科書裡’科

學家﹑政治領袖’及專家學者幾乎全是男性;而處理家務的則全是女

性‧此外’男性的形象大多是具野心、勇敢、堅忍﹑冒險、有智慧

等;而女性的形象則是孝l∣偵、謙恭﹑熱忱等﹙婦女新知 l988﹚。

女性雙重擔的助長:社區發展計畫

如先前所述’以外銷為主的經濟發展策略’需要有廉價而且招

募解僱自如的勞力‧過去二十年來’台灣婦女勞動力正扮演著這個角

色。但是不可否認的’女性的就業對男性地位及家庭穩定性具有潛在

的威脅力。為了防範於未然’國民黨政府於-九六八年提出-連串的

社區發展計畫’其重點即在強調婦女出外就業與操持家務的雙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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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這計畫的目標,「不但要解決民眾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上

各方面的問題’而且還要使固有的倫理道德、生活規範等等’都能表

現於社區民眾日常生活行為之中」﹙台灣省政府社會處頁l9’年代不

詳﹚‧在整個社區發展計畫中’女性不僅是政府特別訂I∣練的對象’而且

也是計畫的積極責踐者‧她們的參與’為祉區發展計畫成功的關鍵‧

組織結構

在各縣市、祉區、村里都設有祉區發展委員會。而省主席、縣市

長、機關首長及其他政府官員’則是各不同階層委員會會長’負責監

督及考核社區發展計畫。此外’每個祉區都設有祉區理事會’理事會

有理事9到l7名’由這些理事中選出-名理事長。理事會的理事’理

論上應該是由居住於該祉區的各戶戶長選出’而社區理事長則或由理

事票選’或者由上級鄉鎮公所「指派當選」。然而’責際上在-九八三

年以前’約有四分之-以上的理事﹙26％﹚及四分之-左右的理事長

﹙24.4％﹚是由政府指派的﹙台灣省政府研究考核委員會 l983:67╴8﹚‧

這種將新成立的祉區發展計畫納入原先就存在的官僚制度內’使

女性被摒除於整個政府的決策過程之外‧此外’由於理事會理事是由

各戶戶長而不是社區居民選出’女性幾乎沒有機會成為她們祉區理事

會的理事。整體看來’祉區發展計畫意味著國民黨政府勢力向基層祉

區的滲透‧在這個過程中,婦女竟然被摒棄於最基層的決策參與’國

民黨政府對婦女政治參與的態度可見-般‧

這種由組織結構上限制婦女參與政治的結果’可以由-九八三年

社區發展成就評鑑的調查報告中顯示出來.在來自l27個祉區的l’8l0

位理事中’女性只佔不到百分之七（6.7％﹚﹙台灣省政府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 I983 : 54﹚。對於「社區理事長應由誰來擔任較佳?」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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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只有不到百分之-﹙0.9％﹚的人提到祉區婦女（同上,頁l3】﹚。

計畫內容

社區發展計畫選定三個建設目標:完成基礎工程建設﹑實施牛犀

幅利建設﹑加強精紳倫理建設.根據這三大目標’國民黨政府擬訂了

詳細的工作綱領’在縣、市、地方社區推展執行‧「客廳即工廠」及

「媽媽教室」是直接和婦女有關的項目‧這兩個方案充分顯示,雖然因

為台灣經濟發展的需要’國民黨政府所強調的婦女角色有些轉變’但

其父權社會理念的本質則始終如-.

客廳即工廠

「客廳即工廠」方案是國民黨政府推展家庭副業的計畫之-‧其目

的’在於動員祉區及家庭的剩餘勞動力’加入生產就業行列以解決勞

工短缺的問題‧政府官員表示以社區發展方式推行家庭副業’以增加

國民生產、改善人民生活’使得「社區發展與經濟發展更能相互配合平

衡發展」（經建會 l978: l﹚.

自政府所贊助的調查完成後’發現在祉區裡有很多「空閒的女性」’

於是就產生了「客廳即工廠」的方案﹙經建會 l978 :Z﹚‧政府提供特殊

的貸款’幫助有興趣購置機器﹑投資於家庭工作的家庭。甚至設立了工

作室’以便婦女學習生產性的工作。許多「客廳」都變成「工廠」’家庭

主婦成了女工’而工作也就「家庭主婦化」﹙housewiHzed﹚。

毫無疑問的’「客廳即工廠」推展的結果之-’就是那些有家庭

主婦在客廳做工的家庭’生活水準得以提昇‧然而’社會的其他份子

由此計畫獲利更多‧資本家因家庭主婦加入生產行列’不僅解決了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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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短缺的問題’而且也減輕了潛在的加薪壓力。此外,因為許多客廳

變成工廠’工人在家裡做工’資本家因此節省了工廠設備’能源,宿

舍’及管理等項目的開銷‧以及「客廳即工廠」策略把家庭主婦納入生

產行列’意味著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結台’因為在資本家的眼裡’代

工者﹙homcworkers﹚是-群願意在家裡代工的家庭主婦’而不是-群在

家裡工作的工人。他們沒有健康保險’也不受基本工資法的保障’因

為他們的工資是按件計酬的‧而整個祉會也因為生產力提高﹑物價穩

定’以及經濟成長而得惠.國民黨政府甚至自誇’這種以家庭副業方

式來招募勞工的策略’無形中減輕了資本家與勞工間衝突的可能性（經

建會 l978:3）。

在以工業以主的歐、美各國’家庭工作的重要性是眾所周知的

﹙Daniels l989﹚.在台灣貫例中’與眾不同的是政府極力推展家庭工

作’以全國性的計畫方案’例如「媽媽教室」’來確保婦女在工作的同

時’也不忘她們做「賢妻良母」的責任‧

媽媽教室

跟「客廳即工廠」搭配的「媽媽教室」’是加強精砷倫理建設的方案

之╴‧許多政府官員不僅強調「媽媽教室」的重要性’而且深深了解它

與祉區發展計畫成功的關連性。-九八四年社會處處長趙守博指出:

「媽媽教室是-個法良意美的構想和制度‧教好-個媽媽’可以說等於

教好-個家庭’每個家庭都能過著美滿幸幅的生活’這個祉會必然能

安和樂利’圍結和諧’國家必然富強康樂’所以社區媽媽教室負有相

當重大的任務‧ 」﹙趙守博 l984:27﹚

-九八四年官方出版《祉區發展》季刊的祉論指出’「祉區美化﹑

髒亂清理、安全講習、技藝傳授﹑衛生教育、營養改善﹑文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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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佈置、敦老睦鄰﹑成人補習﹑公益服務等‧至少有三十九項,屬

於媽媽教室活動範圍’除非婦女們在媽媽教室中學習、討論、充分吸

收’否則這些永遠祇是口號’不能見諸貫行」﹙祉區發展’第28期’

l987:4﹚。

根據媽媽教室的創始者謝東閔指出’該計畫是為要「減輕由經濟發

展造成的祉會緊張及混亂……例如離婚及青少年犯罪率的提高’對老

年人的忽視’及奢靡、浮華、浪費」。

-份政府文件中敘述:

我國社會以家庭為基礎’而以倫理為其構成要素’家庭又以母親

為重‘G’有良好的母親才能有良好家庭,倫理始得維繫’社會才

能繁榮進步’國家民族才能富強康樂‧故推廣母德、母教,為當

前重要之課題‧﹙台〉蠻省政府62年3月】日 ’府社三字第八○二七

號今）

國民黨政府聲稱’「媽媽教室主要活動教材之選擇’以配合政府政

令宣導祉區中的工作、國家慶典、民俗節日、季節及文教活動’次要

活動以整合媽媽們之興趣與需要」﹙趙守博 l984:24﹚‧換句話說’

在地方杜區以媽媽教室為名開辦的課程,其主要意圖只是為達成政府

設定的目標‧

無數的媽媽教室在各地祉區開辦。從-九七七年起’政府進-

步舉辦媽媽教室輔導人員研習會’儲訃∣∣地方幹部。省政府更出版了十

冊-套的「媽媽讀本」作為輔導人員的研習教材。每本大約三十頁左

右’文字敘述都簡單易懂’並附有豐富的插圖‧其主題包括有家庭計

畫﹑兒童教育、產前保健﹑嬰兒保健、食品營養、房屋清理、家庭財

務管理、家庭生活管理、服飾搭配’及居住環境衛生等（台灣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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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77﹚。另外政府還定期出版補充教材’如「媽媽教室補充教材」﹙責

踐家專 l985﹚‧截至-九八五年止’政府總共訓練了8’l30位輔導人

員’出版了l6萬本以上的讀本。

媽媽教室的影響’可以從各社區開辦媽媽教室的∣∣肓形看出’到-

九八四年為止’全省總共有4’063個社區執行社區發展計畫。其中90％

的jit區在-九八四年開辦了媽媽教室.全省的2l個縣市裡’有三分之

-的縣市’其地方祉區對媽媽教室的贊助率達到90％。其中’有三個

縣市的媽媽教室遍及每個祉區﹙趙守博 l984:26﹚‧

-九八七年以來’省祉會處舉辦媽媽教室輔導人員座談會’來自

2l個縣市負責媽媽教室的地方工作人員及代表’在會中提出辦理媽媽

教室的簡報。其中有l0個縣市提及地方社區╴年來開辦媽媽教室的

次數’表十顯示每個社區開辦媽媽教室的頻率不-’有的-年舉辦-

次’有的每個月舉辦兩次.

表﹣I﹣ :縣市政府I刑辦贊助媽媽教室之次數, l,87年

縣市每年每祉區教室

】 ＋

3

6

8

】2＋

24

未答

祉區總數

l

】

4

l

2

】

I】

2】

資料來源:台灣省’】987,頁20－40。

在都市地區’參與者大多是中產階級的家庭主婦﹙趙守博 l986﹚。

-般說來,參加媽媽教室的婦女來自社會各階層﹙台灣省74﹣75 l987﹚。

特別是在鄉村地區’媽媽教室扮演了在傳播家庭計畫、嬰兒保健及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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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的資料等方面重要的教育∣生功能。

媽媽教室大多於週末在祉區活動中心舉辦’其主題包括;倫理教

育﹑家政指導、衛生保健、生產技藝﹑休閒育樂、社會服務及家庭法

律常識。偷理教育的最終目的’是要「輔導祉區婦女貫踐國民禮儀範例

及生活須知’激勵崇尚婦德’加強親職教育’促進家庭良好人際關係」

﹙趙守博 l,84:25﹚。媽媽教室教導婦女如何為家人準備營養豐富的

食物’與丈夫參加社交活動時如何糙扮得體’以及如何照料患有慢∣生

疾病的老人‧生產性技藝訓練’則與「客廳即工廠」計畫相互呼應。休

閒育樂與祉會服務的課程則鼓勵婦女「利用餘暇組成服務隊’訪問社

區內老人、兒童、殘障者、精砷病患﹑貧寒家庭」﹙趙守博 l,84:

26﹚.責踐家專校長謝孟雄在省祉處與貫踐家專合辦的「媽媽教室學習

研討會」上表示,今天的女性要同時扮演漂亮的女子、可愛的妻子、盡

表﹣I﹣一:台南縣媽螞教室活動利參與之慵形, 1,85╴1986

班數 參與人次 每班平均參與人次

l,s5 ∣ l,s6 l,8, ∣ I,s‘
課程及活動

I985 l086

家庭關係（母子、夫妻﹑婆媳﹚ l0〔） 35 l,342 w6 l3‧4 27‧6

9﹙〕 57 l,402 l,004 l5.6 l7‧6
公共保健（衛生﹑家庭計畫、急

救）

家事處理（烹飪﹑插花﹑室內設

計﹚
】

0l985

）

︼

7l537207l80

﹞

新知學習（防患犯罪、化糙﹑i吐

會技能﹚ ‧
84 79 l,628 】,234 】,‧4 I5.6

生產技術（手工藝、刺繡、編織

玩具造…﹚
06 6l 8l5 6l2 l29 l0.0

707 659 3,522 4!l26 5‧0 6.3

68 79 536 350 79 44

I,432 l,l50 I2,0l6 l（）,0l8

休閒活動（露營﹑烤肉、土風舞）

祉會服務（拜訪老人、貧孤、枇

區服務）

總計

資料來源:台灣省’l987’頁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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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的母親’及成功的職業婦女等四種不同的角色﹙謝孟雄 l985﹚。表

十-則是-九八五年至-九八六年台南縣媽媽教室的課程及婦女參與

率。

如表十-顯示在-九八五和-九八六年間’台南縣舉辦了-千班

以上的媽媽教室課程’總共有-萬多人次參加’雖然我們無法得知在

-萬多人次當中’有多少人只參加過-次’有多少人參加過許多次’

但由其活動項目我們可看出最常舉辦的是休閒娛樂方面的課程‧而且

婦女們非常擁躍的參加化糙技巧﹑家庭（婆媳﹚關係,及公共保健等課

程.

多位政府官員對某些社區的媽媽教室過分注重在休閒娛樂活動’

表示遺∣憾‧謝副總統指出「有少數辦理『媽媽教室』活動’偏重於土風

舞的學習’致有些媽媽為跳土風舞不顧丈夫和孩子,而造成家庭問題」

﹙謝東閔 l986﹚‧社會處處長趙守博則指刪’ 「社區媽媽教室推行’

旨在以『親職教育』為手段’來建立幸幅的家庭’進而增進祉會之安

定與和諧。『媽媽教室』並非只限於單純技藝訂I∣練或研習烹飪、插花﹑

或跳土風舞。唯少部分鄉鎮市區社區媽媽教室舉辦的活動’偏於副活

動之學習’而忽略了主活動之責施’致予人有本末倒置之感」﹙趙守博

l984:26﹚‧

根據「客廳即工廠」及「媽媽教室」所揭示的目標、貫施重點’及相

關課題’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第-’國民黨政府把婦女納入

其社區發展計畫的方式’無非強化了她們傳統在家庭及祉會所扮演的

從屬角色和不獨立的地位.家庭主婦代工的收入’雖然對改善家庭生

活水準極有貢獻’但是她們的工作卻被視為「副業」’這些勞動婦女被

幌為需要賺點零用錢的家庭主婦’而不是販賣勞力的工人’當作者之

-訪問中部某社區時’祉區幹事及里長私下指示-群從事「家庭副業」

的家庭主婦,謊報她們的薪資以掩飾她們待遇低於政府規定最低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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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責‧從事「家庭副業」的家庭主婦,同時要面臨化學污染、收入不

穩定’以及其他在非正式經濟制度﹙info『maIcconomy﹚下勞工面對之

問題.第二’國民黨政府-再宣揚婦女對家庭及其他肚會份子的「道

德責任」’強化了婦女傅統「母親」及「呵護者」的角色‧「客廳即工廠」

和「媽媽教室」要求婦女擔當起促進台i彎經濟成長﹑社會安定的多重

擔子‧第三’整體說來’祉區發展計畫是-個由上而下的計畫.它是

以父權體系的官僚結構為本’而完全忽略了原本就存在、以女性為中

心之地方社會網絡﹙socialnetwork﹚。地方婦女因而被除於決策過程之

外‧這無形中增加T政府推展祉區發展計畫不必要的阻力。

結諭

由於當前世界經濟體系’對彈∣生勞動力特別需要’婦女勞工因而

倍受重靦’婦女勞工之所以向來被認定為從事彈性勞動的最佳人選’

是因為-般相信婦女本身硯相夫教子、操作家務為其天職‧根據此-

邏輯’家庭的安定﹑鄰里的和睦’以及祉會的有條不紊’都可經由母

』∣生光輝的發揚而貫現’政府鼓勵婦女從事有酬勞動的先決條件是’婦

女的就業不與她們為人妻、為人母、為人媳的角色職責衝突’而彈∣生

勞動的生產就業方式恰巧符合這個條件。本文之宗旨’不在於反對彈

性勞動’我們所反對的是彈性勞動所代表的價值觀及其廉價、不安

全﹑沒有保障的工作條件‧概括來說’彈性勞動是-個特殊政經條件

下的祉會產物’政府政策、社會體系、家庭結構皆在在強化保證它的

存在與延績。換言之,台灣出口貿易為主的經濟成長策略’是建立在

父權體系的祉會基礎上’在此體系裡’外貿企業與父權家庭掛勾’聯

台剝削婦女勞動者’國民黨政府經由教育機構和祉區發展計畫控制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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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士地革命運動之婦女與階級分析﹡
成露西

中國現代士地革命運動存在著-個重大卻少人知曉的時期’提

供中國祉會-面審視階級與性別的明鏡.-九三○年代早期’共產黨

反抗軍以江西為根據地’在中國中南部短暫建立蘇維埃共和國﹙Sovict

Rcpublic﹚‧在當地責行土地改革計畫的過程中’該政權採取三大特別
政策’將土地權分予婦女’每個政策皆有理論根據’同時也有不同的

意涵與矛盾之處’在江西短暫貫行的土地改革也成了二十年後中國共

產黨土地改革的基礎.本文旨在描述並嘗試解釋這些中國的土地改革

事件’因為五十年前中國革命家所面對的議題’對於當今想要從根本

地改變婦女社會地位的人來說’仍是-大挑戰‧

性別、階級與革命

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主要針對階級與性別不平等‧不論是

吳汀芷、林希樺譯’夏曉鵑、黃德北校對。出處:C﹜﹞eng’Lucie. l989‧ ‘WbmcnandCIass

AnaIysisln【｝】eCI】i!】eseLandRevoIu【ion.”βe﹜泠e勺吮〃疋〃,JL﹙mj／b〃γ〃紉∕4（May﹚:62╴9趴在此
特別感謝A『﹝I】u「Rose﹝﹝與MarkSeIdcn的寶貴意見’以及KarCnSacks對當前女性主義研究

的真知灼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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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或恩格斯都無法針對上述兩大目標間的關係提出令人滿意的論

述’不過近年來馬克思主義者與女性主義者已發展出各種論點‧雖說

只有少數人相信階級與性別目標必然相互衝突’但某些時候二者仍出

現相矛盾之處‧-般來說’階級議題在革命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同時也是社會主義國家重塑經濟與政治關係的關鍵因素’而∣生別平等

往往居於革命的次要位置’這對理論家以及政治運動家來說’引發

了-項嚴正的疑問:社會主義是否能解放婦女?﹙C『oIl l980;Davin

l976;Hol976;】ohnsonl983;Rowbothaml974;Sco【t l974; Stacev

l983;Stranahanl983;Wn【sted『 l978;WCinbauml978;Whytel984;
WOlfl985 ;Xiaol984﹚。

目前對於階級與性別關係有兩派觀點’-派主張將lI生別不平等

靦為更大的階級衝突的-部分,另-派認為性別關係本身目∣】是階級關

係’而女性是特殊的弱勢階級。這場爭論對於性別平等有重要貢獻’

它設定了政治議程:在既存的秩序中指出哪些改變是貫現性別平等的

必要條件。同時藉由描繪財產權與家庭組織的模型’這場爭論也指出

哪些法律和祉會結構是在責現平等後可能期待的形式。

典型的第-派觀點認為婦女遭受壓迫乃是起因於生產方式’隨

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家戶作為生產單位的重要∣生降低’而女性作為生

產者的傳統經濟角色逐漸遭剝奪。大部分的女』∣生被排除在受薪工作之

外’因此經濟上必須依賴男性‧試圖將女性納入勞動力的作法’有矛

盾的效應:使女性有某種獨立於男性的經濟能力’然而同時使女性成

為低薪工人或無償的家務工﹙例如家庭主婦）’而受到資本主義更大的

剝削.同時’並非所有女’∣生在資本主義下都受剝削’而受益於此體系

的女性’維護既有體系對她們有利’與遭資本主義剝削的女性大相逕

庭﹙BcbcI l97l ;Wins〔onl97l﹚.女性是否遭剝削取決於她的階級位

置’因此’婦女解放的唯-路徑就是廢除階級’以祉會主義取代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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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

其他論點有類似的分析’與上述典型論點不同之處在於將社會主

義視為婦女解放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因為父權制﹙由男性主宰的

iit會體系﹚滲透所有階級’婦女遭受∣司階級男性的壓迫。即使階級已廢

除’人們的偏見會持績遏止女性的發展‧依據此-論點’對抗男性宰

制的鬥爭必須結合對抗資本主義的鬥爭’並且不應該延遲到社會主義

責現前才展開（Benston】969;Sa｛fioti l979﹚‧ I

第二派觀點與第-種截然不同。Pirestone與其他學者認為父權制

在資本主義出現前便已存在’而不論哪種生產方式’女性都受到壓迫

﹙Pircs﹝onc l970;Hartmanl983﹚。此派學者主張人類種族再生產為所

有社會存績最根本因素’因此’他們認為人類的再生產關係比生產關

係更為根本‧再生產關係包含延績生命本身以及維持生命。此學派最

基進的支派著重在性以及對女性再生產﹙生殖）能力的控制﹙Pi!.cs﹝onc

l970﹚’認為女性的性與再生產﹙生殖﹚能力遭受封建及資本主義社會

中男性的剝削與控制’因此此支派總結女∣生應形成對抗男性的階級’

女性若無法完全掌握自己的性’便無法達成與男性真正的平等‧較不

基進的支派更著重於生命的存績’並主張家庭關係要有根本的改變

（Chodrowl987﹚。儘管著重點不同,兩種諭點的倡議者對不平等的分

析聚焦於再生產關係’而非物質生活的生產關係。因此’依此論點’

承諾達成性別平等的革命運動必須首先將男女兩性關係峴為兩種不同

的階級。

上述辯論強調性別與階級兩者間糾纏的難題’不僅僅作為理論建

構’更是關乎革命政治的議題。二十世紀多數革命都發生在農村’而

土地改革更是革命鬥爭之核心。革命究竟如何分配土地給女性’是依

l 類似的評論也可見於中文文獻:梅生（編﹚’ l926: 】l保2g;羅墳’l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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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性別或階級’成了改革性別不平等的優先II偵序的重要指標。

江西蘇維埃簡史

-九二○年代晚期’初崛起的中國共產黨受到當時由蔣介石領導

的國民黨圍剿’由城市逃至南方華中內陸的偏遠山區尋求避難處‧中

國共產黨的領導群多數是由都市的知識份子所組成’缺乏農村經驗’

於是探索能夠聯合無產農民抵抗壓迫者的計畫。

共產黨於-九二七年在江西省井岡山成立革命政府’這個政府

組織開展長期的試驗與改變’形成今日我們所見中國的制度形貌‧至

-九三-年’中國共產黨已在整合數個江西與幅建的縣﹑區與鄉村的

革命政府或蘇維埃’組成中央組織。中央蘇維埃區’簡稱江西蘇區,

佔地僅300平方英里’人口約百萬’而隨著紅軍與國民黨軍隊交戰的

過程’江西蘇區的邊界和人口都有波動‧這個區域長年處於動亂’黨

領導間因嚴重歧見而分派’但不論如何’中國共產黨依然發展出-套

相當複雜之體系’包含地方與中央政府組織、法制﹑複雜的政黨組織

架構’以及階級鬥爭的戰略與戰術（Butlcr 】983 ;Pundamcntal l934;

Huangl978;江西省 l982;Kiml973;Lotvcit l973﹚.

國民黨於-九三四年進入江西地區’中國共產黨的倖存者被迫開

始長征’最終在更偏遠的地區找到庇難之地’即西北的延安‧於此’

即將展開的鬥爭最終成為重整力量’並於-九四九年建立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基礎‧

在江西時期’在不同層級的蘇維埃政府已建立-些法律規章’這

些法律顯示傳統的結束’反映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型態上的承諾’以及

其受到俄羅斯蘇維埃的影響‧它們「代表革命目標的綱領l生表現、革命

成果的規範性架構’以及中國共產黨運動內部不同競爭派系間’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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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戰略與戰術的政治展現」﹙Butlcr l983: 3﹚‧-九三-年公佈的《中

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ConstitutionoftheSovictRcpublic﹚第十-

條即明確表示該黨對於女性議題的立場:

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證徹底的實行婦女解放為目的’承認婚姻自

由’實行-各種保護女性的辦法,使婦-女能夠從事實上逐漸得到脫

離家務束縛的物質基礎’並給予她們參與國家的社會﹑經濟、政

治和丈化生活的可能性﹙Fundamenta【 l934:2l﹚‧ 2

-些於-九三-年至-九三四年公佈之婚姻法案給予女性權利額

外的保障﹙Meiier l97l:42╴5l﹚‧然而’試圖運用這些法律的婦女,往
往面對感到威脅的男」∣生農民的反對’而擔心遭軍隊中男性疑慮的黨幹

部’亦持反對意見﹙】ohnsonl983:5l╴62﹚‧

婚姻法賦予女性結婚與離婚的自由’而土地法承諾將分土地給

女性’為她們行使新權利的物質基礎‧上述法律對女性來說極有吸引

力’兩者皆提供女性支持革命的誘因’∣司時也反映出毛澤東及其他共

產黨領導對性別平等的願景‧

武裝鬥爭持績進行’女’∣生對革命的支持愈顯重要。男性赴戰場’

女性必須承擔農事及其他生產活動’也需要她們製作鞋子﹑衣物及其

他配件’以及為軍隊煮飯、洗衣、縫紉和打餐。女性也兼負照料傷

兵’和提振士氣的責任。隨著傷兵日益增加’女性同時被敦促鼓勵她

們的丈夫﹑兄弟以及孩子加入紅軍的行列’某些女性甚至親赴戰場（赤

匪反動文件彙編 l960’v.2:630’637;江西省婦女聯合會 l,63﹚‧

除了仰賴婦女的戰力’共產黨大力依賴婦女的力量揭發地主以及富農

2 編者註:此文獻為英文版憲法大綱條文的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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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藏的財產’並在大眾集會的時候「訴苦」﹑指控有產階級’以動員

窮人。中國共產黨明瞭獲得女性支持及參與戰爭與土地爭鬥的必要

性’然而’共產黨擔心疏離男l∣生農民’以及可理解的求生存需要’都

侷限了為達到性別平等所做努力的廣度與深度（Andors l983;】ohnson

l983;Staccyl983﹚‧
因為女性對戰爭的巨大貢獻’她們自然會關切鬥爭成果的分享‧

事責上’所有的指標都顯示女性農民對土地重新分配的想望與男性農

民同等迫切﹙江西省 l982’v3:7l2﹚。究竟該從誰手中取得士地’

又該把土地分配給誰’成了革命期間最基本的問題‧

至少有六項正式公佈的土地法’以及超過十三部規定與決議於-

九二八至-九三四年間在江西蘇維埃地區頒行﹙Hsiaol96l:47－77;江

西省 l982’v.3;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l982﹚。這些規定因時更動’

因地有所變異‧部分法律很含糊,而有些很明確’有些對地主與富農

較大方.學者對上述差異與隱含意義已有所研究﹙BuItCr l983: 77╴93;

Hsiaol969:4＋77﹚’但目前尚無有系統的討論土地法與女性間的關係。

在本文中’筆者認為擂些﹢地法之所以有所變更,部分原因與女

性相關‧某特定土地政策責施後’遇到問題或產生中國共產黨不樂見

的結果時’黨便開始進行政策變更’繼而對女性有新的意涵與結果。

本研究奠基於兩大假設’第-’將政策的形成視為-個辯證的過程’

讓筆者得以探求意識型態與現責、理論與貫務間的動態關係。第二’

意圖解決某問題的政策’往往對其他問題產生影響’因此筆者認為將

研究聚焦於各種土地法對女性的不同意涵’可更完整地了解中國共產

黨與女性的關係‧

-如許多關於歷史中的女性的研究’筆者的研究亦面臨資料來源

的問題。關注中國共產黨此時期經驗的中國學者最常使用的資料來源

為共產黨機關報或歷史人物的回憶錄。然而’儘管分地給女∣∣生的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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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議題’卻極少獲得機關報或回憶錄直接、明確的關注。為了完成

本研究’除了二手資料’筆者倚賴江西時期所出版的報紙﹑雜誌’以

及當時流行的民謠’和曾參與江西土地鬥爭的男女的回憶。3然而很

遣憾的是’僅存的資料中’少有討論新蘇維埃進行各種土地分配方式

的貫驗中’與女∣∣生有關的政策變動‧由於缺少有系統的資料’對本研

究有極大的限制’因此本文結論屬推測性質‧無論如何’在土地革命

的歷史中’仍可歸納三種關於女性的階級地位的取徑.為了尋找更適

切的詞彙’筆者將三種取徑命名為「原始女性主義」﹙proto╴fbminiSt﹚﹑

「家庭主義」﹙色milis〔ic﹚與「綜合式」﹙synthc﹝ic﹚’每種取徑都有其理論

與責務基礎’但同時又創造新的矛盾。

女性﹑階級分析與江西士地革命

-九二六年’在中國共產黨展開積極的武裝反抗前’毛澤東將農

村人口分為八個祉會階級﹙Maol97l╴72’ v.l: 】53－59﹚。正如-般所預

期的’這些階級的定義大多取決於他們與土地的關係。表-詳列毛澤

東當時的分類與預估人數.

雖然毛澤東並沒有特別針對婦女的階級作討論’他在兩方面提

及女性‧第-’在估計大地主階級人數時’他特別將大地主的眷屬列

入。通常女性沒有土地所有權’依據毛澤東的分法’父親或丈夫是大

地主的女姓’也會被列為大地主階級‧毛澤東預估其他階級的人數

時’也採取同樣的方式,家庭成員與其戶長屬於同-階級‧第二點就

是他將娼妓歸類為「遊民」﹙或流動人口﹚’有時候稱「流氓無產階級」

﹙Maol965’v.l: l9﹚。就這方面來說’維生方式成為女性階級地位的依

3 許多文獻過去∣蒐以微縮軟片的形式件在’近來巳整合並增』∣I許多關於革命ⅡⅧ】-系列的

文獻’目前已出版l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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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年中國麗民人I1的附級結櫛’

階級類別 預估人數 百分比

大地主

小地主

自耕農

有剩錢餘米

恰足自給

每年虧本

半自耕農

半益農

貧農

雇農及鄉村手工業者

遊民

3Z0,000

2,000,000

】】0,000,000

】2,000,000或】0％

60,000,000或50％

48,000,000或40qb

50,000,000

60,000,000

60,000,000

7’360,000

20,000,000

〔）1

（）‧6

〕7‧0

】0‧0

l9.｛〕

I9‧〔）

2‧J

6‧0

總計 320,00〔）,000 I〔）﹙）‧〔）

‧資料來源:毛澤東’〈中國農民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 ’ 】97】－72年’卷-

頁l刃╴l司9。

據‧毛澤東究竟是將娼妓視為沒有家庭的女性’或是他認為因為娼妓

有其獨立的生計來源’所以家庭地位無關緊要’尚無法釐清。確知的

是,毛澤束意識到中國祉會中女’∣生的困境’也發表數篇文章譴責宰制

女∣生的父權體制﹙Wi﹝kel973: 7－3l﹚’但是他並沒有明確地將女』∣生的被

壓迫與階級分析連結‧毛澤束以及在他之前的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

未能清楚地探討女性階級地位的議題’造成黨內責際工作的混亂’有

時候還造成女性的悲劇。1透過土地鬥爭,中國共產黨被迫逐漸建構出

關於女性的階級地位的分析概念以及其操作定義‧

4 例如’╴位年輕女性幹部得知被列為富農階級後I仁l殺身亡（青年資話 l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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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女性主義取徑

最初由江西蘇維埃政府所公佈的土地法為-九二八年十二月的《井

岡山土地法》﹙Hsiao l,69: 29l╴93;江西省 】982’v.3 :36l╴63﹚閨

明「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土地重新分配後’便不承認私人土地所有權

﹙Hsiaol969: 29l﹚。井岡山士地法明確要求’沒收-切土地’不分年

齡、性別﹑∣偕級背景’根據各地區人口重新分配‧土地重新分配後’

有勞動能力者皆須從事勞動‧ 5

與婦女土地權相關的三大關鍵變數:∣偕級的適用」∣生﹑以個人或家

庭為單位、以人口或勞動力為再分配基礎’這些都是共產黨領導在江

西時期激烈辯論的議題’雖然這些辯論從末聚焦於婦女‧早在井岡山

根據地建立之前’階級與土地沒收及重新分配間的關係’已有極熱烈

的爭辯﹙金普森 l982﹚‧有些黨領導主張將所有士地充公’其他人則

∣頃向僅沒收擁有超過-定土地面積的地主的土地.6井岡山經驗清楚

呈現沒收所有土地所產生的問題.第-’大部分的人口為擁有勉強能

維生的土地的農民’而他們不願與土地分離。倘若這些農民不須放棄

原來的士地’同時又能獲得更多土地’他們較有可能會支持革命.7第

二’沒收所有土地與階級鬥爭的革命意識型態不-致.上述問題促成

-九二九年四月在興國縣頒布的第二部士地法。

-九二八年七」l ’第六次中國共產黛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並決議認為中國農村最大

的矛盾存在於數以萬計無土地或僅有丁點土地的農民與寡占土地的階級’意即大、中﹑

小地主。因此’階級必須成為士地沒收與再分配的依據（金普森 】982: l03﹚。雖然該

會議召開於井岡山土地法公佈之前’然而該會議之決議與指令-直到-九二九年╴月才

送達江西（金普森 l,82 : l04﹚。

主張後者這支,認為可接受的徵收土地面積也不盡相∣而l ,3〔）畝（約5英畝﹚至200畝（約

33英畝）不等。

蘇維埃實施沒收所有土地再分配時期’在其他地區也出現土地所有者或耕田者不願支持

革命的情形（湖南省會 l982: 】60╴73）。

、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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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部法對女性有不同意涵。前者要求沒收所有士地’並不論階

級重新分配’後者規定僅沒收公共土地以及地主階級的土地’再重新

分配給無田地及少田地的農民.興國土地法並無明定地主或農民是以

個人或家庭’而若指個人’地主的家庭成員是否會分配到士地’亦未

說明‧

在江西與中國其他地方’土地所有權往往是由男性戶長所有’家

庭其他成員則以其土地為生計依靠。如果地主階級的土地被沒收,地

主的家庭成員將失去生計來源。倘若他們不被納入可得到土地再分配

的農民階級中’將會無以為濟。在中國農村現責條件下’若土地法沒

有明確規定女l∣生階級的決定標準’那些屬於地主階級家戶者’其命運

將與其男l∣生家戶長相同。這含糊不清的部分在-九三○年二月的土地

法中修訂’規定地主的眷屬如果沒有其他生計來源’可享有合理的土

地分配﹙江西省 l982’v.3:377﹚’這項條文可能是中國共產黨首度

正式認可家庭成員的祉會階級可以和家戶長不-樣.雖然地主本身無

法獲得土地分配’其妻子與小孩皆可獲得。事貫上’願意區分個人與

家庭,乃是中國共產黨打破傳統封建父權家庭的-大步‧

-九三○年二月的土地法在其他面向’∣頃向將女性視為-個群

體。8將女性及其地主和反革命丈夫或父親分別對待’這部法允許婦女

擁有獨立的階級地位’-般而言’對女性有利.中國家庭中’女性居

劣勢’從屬於男性﹙Langl946: 45－53﹚‧貧農的妻子與女兒可被視為同
等或更低階級’而地主之妻子與女兒會被靦較為「地主」低的階級‧因

為高階級在革命時期是種負擔’所以對女∣生來說’被分類到盡可能低

的階層位置較為有利‧

除此之外’這部土地法使得以勞動力作為重新分配的標準更形困

8 該土地法公佈於-九三○年二月七日’但Hsiao書中並未列人。Hsiao翻譯－九三○年代

後期發布之另外二部法,與本法相差甚多（詳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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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因它把決定權交付法律決定。該法律規定’除非有特殊!∣青況’土

地必須根據人口平均分配’唯有透過村蘇維埃政府請願以及地區政府

的特殊許可’土地才可改由勞動力分配﹙江西省l982,v.3:378﹚‧法

律規定以人口分配’使女性得以與男性擁有相同數量的士地‧因為女

性的勞動力即使有被計算’也常被靦為縮減的勞動力’纏足的女性尤

其如此﹙Mao】97】,v.2: 】70﹚’因此以勞動力分配對女性較不利.

雖然沒有明確的證據可以顯示-九三○年二月的土地法是受到

女∣∣生主義影響’但也代表女義主義者的利益。有兩種可能的解釋‧第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有許多致力於性別平等的知識份子’包括女

性。他們在此之前的婦女工作經驗侷限於城市的婦女’由於士地法的

起草人缺乏貫務經驗,因此多由意識型態’而非貫務’指導法律的制

定’共產黨尚末迫於農村嚴峻的現責而妥協理想。再者’土地是女』∣生

農民少數能享有經濟獨立的保障之-’而由於女性第-次有機會可擺

脫劣質婚姻’土地所有權提供她們邁出這-步所需要的物質性動力。

-九三○年土地法中對女性有利的條文後來被改變或修正‧目前

學界僅就有關「富農」對待問題的黨內鬥爭來分析這些條文的修訂’完

全未針對「婦女問題」加以討論。我認為上述法條修訂-方面源於共產

黨期望能滿足農民的經濟需求’另-面由於認為女性並非-個無區別

化的階級﹙undi促ren【iatedclass﹚‧最重大的改變就是否認女性的獨立階

級身份。

-九三○年實施原始女性主義土地法的結果如何?至少有三點值

得列舉.經濟方面’若有更多人獲得士地’則每人可獲得之土地面積

必然減少.在革命前的中國’家庭人數的規模因階級而異’地主家庭

的成員往往多於農民家庭’,貧農與受雇農往往無法結婚’而地主或是

9 ╴九四○年代由地區軍政委員會的士地改革委員會所主持的數項農村調查,提供農村人

口中不同階級的家庭人數統計資料。所有調查的結果-致顯示階級與家庭成員人口數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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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農卻有多妻（Maol97l╴7Z,v.2: l85╴252﹚ ’較富裕的階級往往有旁系

血親家庭‧因此’若採取不論階級平分士地的原則,同時以家庭為經

濟單位’則傾向嘉惠地主階級‧有意思的是’毛澤東認同公平分配原

則’與倡議勞動力原則的李立三對立’主要因為毛認為平均分配原則

對貧農較有利﹙Hsiaol969: l9;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l982﹚。表二列

出平均分配原則的可能結果’接下來將討論勞動力原則對女性的意涵。

表二:考慮隋級時平均分配對女性的蔥涵

經濟單位 女性作為-階級 女性不作-階級

家庭

個人

情況-

情況三

情況二

情況四

在情況-中’女性被靦為-個階級,但是家庭仍為經濟單位’地

主家庭的女性可擁有土地’而此士地保留在家中。貧農家庭’包含貧

農婦女的所得極微薄.

』∣冑況二中’女」∣生受到的對待取決於所依附男l∣生的階級身份’家庭

中個人所有資源都被集中為-個經濟單位。地主家庭的女性並沒有分

得土地’但由於貧農家庭可獲得土地’貧農婦女持績為經濟家庭的-

分子’因此也可以有所得。

∣∣青況三中’女性被硯為-個階級’且她們的土地並非家產的-部

分’地主家庭的女性可分配到土地’但是地主階級不能將其留作自己

的財產。貧農階級將會看到地主階級的消滅’但同時地主階級的女性

仍可維持生計。有幅祉觀念的貧農會支持此種狀況‧

!∣青況四中’女性受到的對待取決於其男性的階級身份’且土地是

自己所有。地主的婦女無法分得土地’而貧農階級的男』∣生與女性獲得

正相關。例子可見－九五二年由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編輯的《華東農村經濟

資料》再版第三卷’其中有中國東部鄉村經濟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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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

儘管-九三○士地法採取平均分配原則’以個人為此種分配的單

位’家庭仍是牛產以及消費的單位.採用此分配原則’並容許女性毋

須依循男性的階級身份來被對待’同時保持家庭為經濟單位’以貧農

觀點來看’並不是最佳的選擇。在某些村落’地主家庭中有資格分土

地的人數可能相當可觀’使得每位農民分得的土地數量就會低於預期

或需要的數量’這會降低農民對革命的熱忱。共產黨與農民關注窮人

如何能獲得最大的分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982: l89－90﹚’若欲

達成此目標,必須沒收更多士地’或是減少分享鬥爭成果的人數’而

中國共產黨採取上述兩套作法。因此’拒絕地主家庭女性獲得土地分

配的決定’乃是與共產黨的政策-致.

另-個停止分配土地給地主家庭女性的可能原因在於女性本身的

經濟活動‧雖然土地在農村是最重要的生產工具’但卻不是唯-的。

即便女性並無士地所有權’有些女性握有土地之外的生產工具’例如

手織機與紡車.此類小規模家庭手工業亦成為農村家庭收入的重要來

源之-﹙Buckl937: Z89’ 297-98 ;方志純 l950: l2－3 ;羅瓊l935 ;

趙效民】983﹚’也是決定溫飽或挨餓的關鍵.它們作為家計來源的重

要性,僅管是補貼性的’但也不容小襯。

中國農村可以看到不同價格、產能的織布機和紡車’布、紗或襪

子的品質也取決所用的設備‧舉例來說’-九三五年的江蘇省’據報

導唯有來自富農家庭的婦女買得起鐵木織布機’中農家庭能買柚木織

布機’而貧農婦女只能將就使用老式的織布機。只有地主家庭的婦女

買得起西式的織襪器,-方面是因為價錢’另-方面是因為丈夫的人

脈可取得‧這些設備所做出的成品價值相差甚多’富農家庭的婦女使

用鐵木織布機織出的布每匹可賣三十分錢;中農家庭的婦女使用柚木

織布機織出的布,每匹可賣二十分錢;而使用老式織布機的貧農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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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婦女’在相同的時間所產出的成品值僅約十五分錢﹙Sul935: l36﹚。

除此之外,地主家庭的女性並非仰賴織品維生’而是積蓄嫁妝與零用

錢’她們將工資或收益以高利率借貸給農民‧相對的’農民家女性通

常依賴手工業製品來過活’也可能為了存點餘錢﹙Sul935﹚’即使以生

產工具的所有權為標準’女性可依其經濟活動所產生的收入來區分其

階級。

第三個取消地主之脊屬獲得土地分配的可能原因’是因為家庭成

員間利益的認同‧儘管確責有些農民婦女幫地主婦女藏匿穀物與其他財

產’以避開沒收﹙紅色中華 l934d’ l934e﹚’但更常讀到的是農民婦

女「訴苦」地主家庭’包括女性（Houl964;江西省婦女聯合會 l950;

聯防軍政治部 l946﹚‧合作的例子也許指出女性∣∣青誼間的某些共同認

同’然而此認同似乎難以跨越階級界線。當農民婦女保護地主婦女而

違反其階級利益時’女性意識認同之外的因素’例如親屬關係’恐怕

更具影響力﹙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l982:320﹚。事貫上’據報導’當

地主婦女尋求農民婦女幫助與保護時’通常強調的是親屬關係﹙紅色中

華 l934a﹚。

在土地革命期間’有大量的文章特別關注地主及其妻子對農民

男性與女性的剝削’或許是為反駁認為性別與親屬圍結可超越階級的

傳統觀點‧例如’河南省對佃戶的要求之-就是這位未來佃戶的太太

能否為地主的家庭提供無償的勞動服務’這些服務包含照料小孩、煮

飯﹑打掃、紡紗與織布﹙李泊 l95l﹚ 。在山東’佃農家庭的女性必

須在地主要求時提供性服務﹙】i l952﹚ ,佃戶甚至被迫抵押自己的太

太二至四年的時間,好為地主生育下-代（Cben1972; l44;張江明

l95l :26﹚ 。在江西蘇區’女∣生農雇工除了必須在田裡勞動’還必須

成為富農的「半奴隸」 ’提供各式家事服務’包括打掃、煮飯、挑水

（興國縣總工會 l930﹚ 。因此,貧農婦女的生產與再生產勞動都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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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剝削’而地主與富農家庭的男性與女性都以不同方式從中獲利。

在上述狀況下,「暴動」後農民對於地主階級婦女也能分得土地感

到氣憤’因為她們很可能將該土地與其丈夫分享‧ I0-九三-年’江

西蘇維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批評部分蘇區分配土地給地主眷屬的

方法竟與分配給-般農民婦女-樣﹙赤匪反動文件匯編l960 ’v.2:

630╴3l ;中華民國 l973 ’v.5 : l44╴45） ’這可能是為什麼某些蘇區地

方法要求若地主婦女欲獲得士地分配’她必須與丈夫分開﹙赤匪反動文

件匯編 l960’v.3:,27╴28）。-九三三年’ 「查田運動」﹙詳見下文﹚

的幹部受命調查地主的眷屬是否有分配到土地’如果有’該士地將被

沒收並重新分配予貧農（中華民國l973’v.5 ; 348╴49﹚.

法律給予地主婦女-份士地有另-個重要的祉會結果。在「暴動」

或「解放」前’少有地主女性與農民男性組成的跨階級婚姻’但之後’

上述婚姻型態便突然有陡升的趨勢﹙新中國婦女 l950:22﹚。雖然並

無明確的統計數字’地方報告以及大眾文學皆顯示許多地主與富農試

圖將他們的女兒’甚至是妻子’嫁給中農或貧農’以保有其土地以及

其他財產﹙BeIdCnl970: l97－200;Chcn l972:4l ;丁玲 l952﹚。持績

存在的父權允許男性利用女性保全其財富’這樣的慣習導致關於跨階

級婚姻的詳細規定’將在以下討論.

家庭主義取徑

由於需要滿足貧農對土地的要求’以及意識到地主與其妻子間的

共同利益’其更甚於地主婦女與農民婦女間的共同利益’使得新的婦

女階級位置的概念因而成形‧這樣的觀念反映於-九三-年十二月與

】﹙〕 「暴動」為中國共產黨在江西時期所使用的詞,指紅軍掌控該區’之後II】「解放」－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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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二年四月江西省蘇維埃政府頒布的〈對於沒收與分配土地條例〉

﹙Hsiaol969: 57╴6l, l9l╴98 ;江西省檔案館 l982,v.3:464╴68﹚‧該

〈條例〉強調地主的妻子、媳婦與女兒不應獲得任何士地分配,與貧農

結婚者亦然﹙l0-ll ’ l4╴5條﹚‧ I I中國共產黨決議將嫁給農民的地主女

∣I生排除在土地分配之外’顯示當時必有為數不少的跨階級婚姻存在。

這種慣習的重要∣生以及其所造成在土地重新分配的混亂’可從當時的

-份報紙《紅色中華》（紅色中華 l,32a ;Hsiaol969: 6l﹚中特別開闢

「問與答」欄目中略知-二‧表三顯示依上述〈條例〉規定’已婚婦女的

娘家以及夫家階級位置‧有幾點!∣青況必須點明。

表三:女性階級身份-依娘家與新郎身份

新娘出身
新郎階級

地主／富腿 中腿／貧農

地主／富農

中農／貧農

未定

中腿／貧農

地主／富農

地主／富腱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 lW3 ’ v.5 : 】68-7】;Hsiao】,69: 57╴6】 , l,l╴,8 ;紅色中華 l932。

第-’若婦女與同-階級男性結婚’階級不會改變。地主之妻與

其丈夫受到同等的對待’且沒有配予田地﹙第l5條﹚。富農之妻與其

富農丈夫受相同對待’倘若富農沒有涉入反革命活動,將可配予較貧

脊的士地（第9條﹚‧反革命的富農雖然無法獲得貧瘠土地’若其妻子

選擇與其斷絕關係’並且沒有群眾反對’其妻子便可獲得士地（第3

條﹚‧其中隱含的意義為’女性若有意識地決定與其丈夫斷絕關係’可

獲得不同的待遇’儘管其階級位雷沛未因此而獲得改變‧

第二’地主或富農婦女並不會因為婚姻而改變其階級位置’不論

I l Hsiao在其譯文所使用的版本與省檔案館的版本條文編號不同。在Hsiao的版本中’法條

編號是6╴7﹑ 】0╴I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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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嫁進中農、貧農家庭’或招來中農﹑貧農的女婿﹙第l0與ll條﹚.在

暴動前’少有地主階級婦女嫁給其他階級’因此暴動之後此類婚姻的

動機令人∣∣褽疑。有些蘇區’例如永興’後來的士地法有條文規定’允

許在暴動前的跨階級婚姻改變新娘的階級位置﹙江西省檔案館 l982’

v.3: 542－26;中華民國 l973’v.5 : 87’將在以下討論﹚’上述規定

目的在於避免地主階級利用跨階級婚姻保有其財產.

第三’該〈條例〉並未針對跨階級婚姻的中農或貧農婦女的階級位

置訂定相關規定。令人玩味的是’在農村地區’來自貧農背景的年輕

女孩’往往在很年輕時便嫁進地主或富農家庭‧很明顯的’這些婦女的

階級位置與財產權對當時江西蘇區的中國共產黨尚未造成嚴重問題。

-九三-年十-月所公佈的婚姻法規中’特別嚴禁童養媳的慣例’並

賦予女性訴請無條件離婚的權利’清楚顯示共產黨對貧農婦女的同’∣青

﹙湘贛省蘇維埃政府代表大會 l93l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l93l﹚‧雖

然該〈條例〉並未明定如何界定跨階結婚的農民婦女的階級位置’但從

中可看出之後在-九三三年可預期的明確規範和詳盡說明‧〈條例〉的

第l2條指出’若地主收養或買入的女兒的生活水準、教育經驗與地主

相同’不得享有土地分配。然而’若該女子遭其收養父母靦為奴役對

待’則可享有士地分配。I2貧農背景的婦女嫁入地主家庭的∣青況並未

在此條款中言明’但之後的政策﹙以下另說明﹚指出’使用同樣標準’

也就是以生活水準作為標準。

相較於之前的土地法’-九三-年至-九三二年的〈條例〉中隱含

關於女性階級地位的概念更為繁複‧女性仍可獲得平等的土地分配’

但卻不再被峴為無區別化的群體﹙undi限rcn〔ia﹝edgroup﹚‧舉例來說’
獲利於蕾祉會結構、享受剝削其他男女成果的婦女’與其地主丈夫或

】2 Hsiao所依據用以翻譯的版本使用「孩童」（c﹜】iId『cn）-祠,而我所依據的檔案館資料則只

提到「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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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受到相同的待遇。出身地主階級的婦女即使與其他階級通婚’仍

被幌同地主對待.因該〈條例〉並無針對婚姻長度與時間點加以考量’

來自地主家庭的婦女即使跟隨其貧農丈夫下田耕種多年’仍無法擺脫

原家庭地位的包袱。某些農民遭過度嫉妒的幹部逼迫’與其來自地主

背景的妻子離婚﹙鬥爭 l933﹚‧明顯的’來自富農與地主背景的婦女’

受限於原來家庭的階級地位‧

-九三-年至-九三﹦年間的〈條例〉’乃因應早期土地法貫施時

所遭遇的困難而產生’同時也是原始女性主義意識型態與農村社會現

貫間妥協的結果.法規從簡單發展至繁複’從嘉惠所有女性到排除地

主與富農婦女’這樣的調整方向與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婦女問題根本上

是階級問題的看法-致﹙TheWOmenQUcstionl95】﹚‧

綜合式取徑

-九三-年至-九三三年間’江西的土地鬥爭仍舊面臨不少問

題’包括捲土重來的階級與!∣生別爭論‧在這個時期’已意識到家庭裡

的個人可能會有不同的生產關係’和截然不同的生活條件﹙紅色中華

l933﹚‧對男性個體而言’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工之間的差

別相對清楚’土地所有權’以及對農事勞動力的榨取’決定階級的基

本標準‧然而’對於女』∣生個體來說’如何區辨階級就比較模糊。理論

上’同樣的標準應同等的適用男性和女性’但責際上’農村具體現貫

使得理論根本不適用。女性沒有土地所有權’其勞動力如何被對待亦

不明確‧人們皆同意下田耕作的男性具有勞動力’但工作類型與勞動

力計算的關係卻不清楚.毛澤東因此曾試圖釐清全勞動力與半勞動力

的差別.如果一個男性或女性有足夠的體力耕田’便被峴為擁有全勞

動力;而有半勞動力的人包括:負責照顧牛隻﹑砍柴﹑煮飯、洗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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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Maol97l╴72,v.2: l70﹚‧由於這些工作主要由女性負責’其次是孩

童’因此我們可以合理推論’許多女性﹙在某些地區’甚至可說多數女

∣∣生﹚與孩童、長者無異,都被峴為只有半勞動力。全勞動力與半勞動

力的區別i∣合巧大致上與」∣生別分工吻合’似乎是以農事所需的體力為依

據‧在大多數女性皆纏足的地區’如寧都’這樣的區別顯然對女性不

利.另-方面’在多數女性不纏足的地區’如永新’這樣的區分使女

∣∣生有權分配到等量的士地。

上述及其他各種問題因缺乏士地重新分配而惡化’因而在-九三

三年六月責行查田運動’其目的並非保護中農’而是要揭發逃過之前

土地鬥爭的地主和富農（Hsiaol969; l,8╴Z02;江西省檔案館 l982’

v.3 ;477╴7,﹚。這時期兩份重要文件; 〈怎樣分析階級〉以及〈關於土地

鬥爭中的-些問題的決定〉’提供改正過去階級分析與士地重新分配所

犯錯誤的指導方針﹙Hsiaol969: 254╴82;Maol97l╴72’v.3: 265╴68 ;

M4:43－65﹚.這些文件經過修改與補充說明’在-九四七與-九五○年

重新公告’成為中國土地改革運動的依據﹙北京政治學院 l957）‧

與婦女相關的最重要改變是勞動與剝削的概念成形’以及並用個

人與家庭為階級分析的單位。在毛澤東-九三三年撰寫的〈關於土地鬥

爭中的-些問題的決定〉-文中’過去依據體力區分全勞動力與半勞

動力’改為運用於個人的主要勞動與非主要勞動區分’以及運用於家

庭的勞動與附帶勞動區分‧主要勞動指的杲牛產上主要工作部門的勞

動,例如犁地、蔣田﹑割禾等’也包括砍柴、搬運以及其他未特別指

明的生產性工作。非主要勞動工作包含幫助耘草、幫助種菜、照顧耕

牛等‧很顯然的’這樣的區分在於劃分婦女的工作與孩童﹑年邁者的

工作。婦女所從事的某些工作在過去被靦為半勞動力’現在則被峴為

主要勞動。由於主要勞動是區別地主與富農的主要標準’對勞動概念

的改變對婦女來說極為重要.從事耕田或其他主要勞動者’都可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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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田地’較以人口分配時面積來得大﹙中國共產黨 l958 :284﹚’有分

配到田地的婦女往往較熱衷於革命工作（Yangl932﹚。

新的勞動概念並非完全依據體力’而〈關於士地鬥爭中的-些問

題的決定〉-文明確地將家庭峴為階級分析單位’因此對婦女及其家庭

有隱含意義。根據家庭成員所從事的勞動形式’家庭可分為有勞動、

附帶勞動與不勞動。-戶典型的地主若能證明其家庭中有-人在-年

中從事主要勞動逾三分之-時間’即可將其家庭從地主階級中脫離‧

許多地主用這項較廣義的主要勞動申請重新分類’希望能成為富農或

富裕中農’以獲取更多經濟與政治權利﹙蔡孝乾 1970: l08╴l0﹚。例

如’在惡名遠播的勝利縣’原有8l0戶地主、766戶富農’然而在查田

運動期間’狂熱的貧農發現另有l96戶地主與340戶富農’共536戶。

-九三三年〈決定〉發佈後’高達94l戶成功提升其階級地位’I3比查田

運動期間增加的戶數還更多﹙王觀瀾 l934）‧類似的」∣胃形也發生在瑞

金縣﹑西江縣與會昌縣﹙蔡孝乾 l970: l08 ;王觀瀾 l934﹚.「地主

甚至將打水與摘菜算作主要勞動」’只圖換取更高’即更有利的階級身

份﹙王觀瀾 l934﹚.

地主和富農階級刻意操弄-九三三年關於主要勞動與非主要勞動的

規定’導致大混亂’至少是造成-九三四年二月張聞天取代毛澤東的部

分因素。張聞天就任後的首要行動就是釐清主要勞動力的定義’排除家

務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例如記帳與買賣﹙王觀瀾 l934﹚‧張並批判蕾

制過於僵化’「意圖用『階級計算』取代『階級鬥爭』」﹙王觀瀾 l934﹚‧

以勞動力作為土地重新分配的基準有利於增加生產’勞動標準與

主要勞動的定義為女性參與農事提供更強力的誘因。男性女』∣生只要展

現耕作能力’皆可獲得士地’所獲得的士地數量較以往僅以人口為分

】J在革命後,階級翻轉,貧農階級較中農來得高’而中農地位又比富農來得高’以此類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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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依據來得多.士地總是被提到是女性支持革命的主要原因’強調了

土地作為誘因。對中國共產黨來說’女性能完全參與農事是必要的’

如此才能繼績鬥爭‧由於男」∣生勞動短缺’加上國民黨長期包圍根據

地’因此必須動員婦女參與農業生產的所有工作﹙省委通訊 l933;

中華民國 l973’v.5 :385╴86﹚‧據《紅色中華》報導’此時期各個鄉

村都同時展開運動,教導女∣∣生從事農業的主要勞動’幾個月之內’沒

有纏足的女∣生紛紛從事她們不曾參與過的生產性農業活動﹙紅色中華

l934b’ l,34c , l934f﹚。即使是纏足的女性也學習更多農事﹙省委通訊

l934﹚‧例如在才溪區’據報導有l,99l名l6至56歲女性有勞動力’而

同樣年齡範圍的男性只有l’095名有勞動力‧此外’訃∣ ∣練階段結束後’

懂得耕田和犁田的女∣∣生從400名增加為733名﹙紅色中華 l934b﹚。

在瑞金﹑興國等地也有類似的」l青形﹙陳毅 l98】:363╴68 ;紅色中華

l934c , l934f﹚‧

〈決定〉所反映的女』∣生階級地位的操作定義亦改變了跨階級婚姻對

女性階級位置的影響。-九三二年的〈條例〉與-九三三年的〈決定〉都

沒有提到可以靠婚姻改變個人階級位置’但它們用不同要素來決定跨

階級婚姻中的個人階級地位。-九三二年的〈條例〉較簡化’將原來階

級成分峴為唯-的標準。相對的’-九三三年的〈決定〉則依據三項獨

立要素決定:跨階級婚姻成立的時間、女性婚前的階級地位或原來階

級成分’以及女性婚後的生活或勞動I青形（Hsiaol969: 277╴79 ;Mao

】97l╴72,v.4: 60﹚。表四可見上述標準與交叉分類的統整。雖然中國共

產黨並未說明為什麼要將原本稍嫌模稜兩可’但卻簡易的規則改為-

套複雜的條件’筆者推測可以由中國農村的具體現責找到解答‧

-九三二年的〈條例〉禁止地主出身的女性取得田地’就算嫁給

貧農亦不行’也因此使得貧農背景出身而嫁給地主的女性可得的待遇

不明確。不論這樣的疏忽是有意或無意’都在-九三三年的〈決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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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表四顯示跨階級結婚的貧農女性在何種條件下會失去其原有階級

地位。為瞭解為何會有這些規範’我們苜先必須分析為什麼會有這些

跨階級婚姻。

炎四:跨附級蜥姻女性的階級地位a

跨階級婚姻成立時間點

暴動前 暴動後

生活情況

新娘原來階級 有從事勞動 沒有從事勞動 有從事勞動 沒有從事勞動

地主／富農

貧農／工人

貧農／工人b

貧農／工人

地主／富農

地主／富展d

貧農／工人c

貧農／工人

地主／富農

貧農／工人

a.根據毛澤東〈關於土地鬥爭中的-些問題的決定〉’頁43╴64。Mao’ l972╴74,M4。

b從事至少-年的勞動

C‧從事至少五年的勞動

d.至少有五年沒有從事勞動

在革命前,貧農女性與富農和地主家庭男性的跨階級婚姻在兩種

條件下發生:第-’貧農家庭為了生計,被迫將家中的女性賣給富農

與地主家庭做妾或童養媳’而地主與富農為了傳宗接代和／或擁有其

勞動力而買下這些女性﹙江西省婦女聯合會 l950:2】;羅瓊 l935 :

20﹚‧第二’地主家中若有殘疾或患病的兒子’無法找到台適伴侶’

便會要他們娶貧農家庭的女子為妻（新中國婦女 l950:22）.存污些

案例中’女性多半受到生育家庭（thc匝milyofp『ocrca﹝ion ’編者註:夫

家﹚虐待’她們的地付柿未比婚前好。她們無法與丈夫或父親過同樣的

生活’被當成貧農壓迫與剝削,更甚者形同奴隸（江I酉省婦女聯台會

l950:Z0╴l ;羅璦 】935 :Z0）。因此’婚姻並沒有改變她們原來的階

級位置’將她們歸為地主或富農將是嚴重扭曲現貫‧

另-方面’某些案例中’婚姻的確可為出身貧農的女性帶來-些

改變‧姑且不諭該女性是以何種方式納入地主家庭’某些女性婚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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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必下仕I勞動’與丈夫享有同樣的生活水準﹙新中國婦女 l,50:

22）。由於跨階級婚姻改變部分貧農女性的階級位置’而有些則無改

變’因此僅有跨階級婚姻並無法構成決定階級的充分條件.因而’改

採生活方式或生活條件-即’女性是否從事勞動’作為決定跨階級

婚姻女性階級位置的主要標準‧

那麼,嫁人貧農家庭的地主女性又是什麼∣∣青況呢?這類的跨階級

婚姻在暴動前必然是少之又少’可能的情況之-是招贅。筆者推測招

贅在當時非常罕見’就算有責際案例’雙方可能不是來自不同階級‧

然而’暴動即將降臨時’地主可能以此方法保留其財產。同理’地主

也可能自願將他們的女兒嫁給貧農‧中國農村向來極重靦家族關係’

這樣的方式對地主來說很台理。某些貧農可能對此感興趣’可望得到

-些利益‧中國共產黨很明顯的察覽這點’因此設計-套政策反制將

家中女性嫁入貧農、逃避「革命的正義」﹙『cvoIutiona【ylustice﹚的地主。

從表四可知’跨階級婚姻有八種組合,其中只有三種能夠為女性

的階級位置帶來改變,而且都是因為勞動因素而產生改變‧因此’如

果地主女性嫁給貧農男性’唯有從事至少-年勞動’才能將其階級位

置改為貧農‧∣司樣的’嫁給地主的貧農女性必須至少五年不勞動’才

會改為地主女’∣生。政策對於農民出身女性的利益較地主出身女性的利

益來得大’因為除非農民出身女性過著五年安逸的生活’否則還是可

以保有其農民身份’而地主出身女性必須勞動至少-年才可獲得農民

身份‧若跨階級婚姻是在革命後才締約’地主女性必須至少勞動五年

才能獲得農民身份。由於農民身份是眾所渴求的,當失去農民身份比

獲得農民地位來得更困難時,對個人較有利‧

在暴動前後完成跨階級婚姻的地主女∣【∣呂所受的不同待遇值得探

討。為什麼在暴動之後跨階級結婚的地主女性’必須從事更長時間的

勞動’才能改變階級地位?有兩種可能的解釋。第-’如前所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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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男性可能想藉由將女兒嫁給較高階級保有其資產‧然而,這樣的動

機只有在暴動之後才顯得合理’因為大多數地區地主都末料到奪取政

權後會有士地革命.〈決定〉懲罰地主’讓女l∣生改變身份以使其原生

家庭（thchmilyoforicntation）獲利變得困難’藉以消除投機的操弄女

性的動機‧第二’共產黨考量階級純粹性以及貧農的革命行動’可能

單純地希望貧農男性在暴動後不要與地主女∣生結婚’尤其在人口上亦

無此必要‧由於法律使地主女性與貧農男性聯姻並不會為任何-方帶

來經濟或政治好處’這樣的跨階級婚姻應該不多。我尚未找到江西時

期的案例證貫我的推測’但從之後土地改革時期的觀察家與作家文稿

來看’有地主希望透過親屬關係獲得較好待遇而向貧農男∣生提親’但

遭到他們拒絕（Beldenl970: l98 ;丁玲 l952;周立波 l96l﹚.不

論如何’我們都可知共產黨藉由強調階級鬥爭’並允許跨階級婚姻的

夫妻無條件離婚﹙省委通訊 l933﹚’以試圖勸阻跨階級婚姻﹙湘贛省

l93l﹚。在某些地區’也有夫妻以階級不-致為由而被迫離婚﹙方志純

l980: 87﹚‧共產黨關注革命階級的純粹性’擔心貧農與其他階級通

婚’可能會轉移其階級利益或失去革命熱忱‧這樣的可能性經常是文

學創作的主題﹙丁玲 l952﹚。

〈決定〉－文的詳細程度反映了共產黨高度關切階級的操作型定

義’以及階級分析對於男女l∣生個人的含義。毛澤東強調階級分析必

須審慎貿行’因它是決定-個人生死的關頭（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l982: 333）‧試圖減輕家庭對個人頑強的父權掌控’尤其是對女性﹙雖

然不限於女性﹚’共產黨強調個人可以依據自己的階級地位分享鬥爭的

成果‧此階級地位有兩個成份:家庭地位（亦即階級出身﹚ ’以及個人

地位‧個人階級地位主要取決於其勞動’家庭地位的定義是對家庭整

責上’決定現今階級身份時淡化階級出身的傾向’在-九六○年代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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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文化大革命時期成為主要爭議主題。在文革時期’階級背景是決定

教育與職業機會的唯-最重要標準。

-九七九年起,依家庭地位決定的階級出身已經不再那麼重要

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將近四十年後’以往的地主不是相繼逝世’

就是長期被剝奪經濟與政治權力’幾乎毫無影響‧然而’階級出身在

什麼時候不再成為決定個體思想與行為的相關因素’因而法律不再

給個體不同待遇’-直是中國共產黨歷來領導關注的重要議題﹙Kraus

l98l ;Scbraml984﹚。

土地革命的目的不僅是以更平等的基礎重新分配土地’更重要

的是發達生產以支持革命鬥爭‧共產黨領導認為集體化是解決中國耕

地問題的唯-方法‧因為耕地有限’依個體重新分配士地意味著每個

農村居民不論性別或年齡’都只能分到同等少量的士地。如果每個人

都各自耕作自己的土地’生產力不會增加‧再者’因為農具與役畜不

足以讓每人都有,現責中不可能讓每個人只耕自己的土地‧此外’某

些農民擁有較佳的體力與較豐富的耕種知識’會導致生產力不均’最

後將會導致蕾的階級結構重演。因此’雖然法律規定的土地重新分配

是以個人為單位’事貫上家戶才是生產單位’土地是家戶中的個人共

他們也會帶走其份內的土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l934﹚’但明顯地’

然而違反法律的報導比比皆是（紅色中華

論:只要經濟是以家戶為基礎’父權殘餘就會持績運作’使得給予女

性獨立於男性的階級主體’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難.女性根

深柢固地綑綁於父權家庭中’這樣的現責狀況削弱了將土地分給女性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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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國共產黨掌控江西蘇區的時間很短’對這些土地革命後的

問題並未完全瞭解’也末解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土地改革I《

在中國全面貫施後’許多問題才浮上檯面.許多女性向法院上訴結婚

與離婚後的土地分配爭議’不論男性與女性都有因繼承問題而上法院

﹙北京政法學院 l957:65╴8﹚。這些具有經濟和社會意涵的問題’-

定影響了共產黨在完成士地改革不久,便於╴九五七年決定消除以家

戶為基礎的經濟而轉向集體化‧

結諭

在中國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階級身份相當程度地決定了個人

所擁有的經濟機會與政治權利’尤其在革命動盪’政治行動以所感知

的階級利益與潛在的階級聯盟為基礎時‧因此’革命成功與否’取決

於階級分析‧本文考察和詮釋-段關於女性階級地位的階級分析的歷

史‧由中國的經驗可知’階級分析不能只靠機械性地套用特定理論衍

生出來的標準’而是必須瞭解個人與家庭在階級、性別關係交錯的複

雜現貫’當中涉及了所有權、勞動’以及剝削。舉例而言’家務究竟

應列入或排除於決定階級的標準’並不能僅以理論分析為基礎。本研

究的中國案例顯示’階級分析亦牽涉到政治因素’例如支持革命或反

革命,以及土地與資源不足等經濟因素‧

中國土地法反映的三種性別與l偕級分析取徑可與西方女!I生主義

運動者提出的不同取徑相呼應。原始女性主義取徑將女性硯為受壓迫

的階級’生產與再生產工具被剝奪’她們的勞動在父權祉會中被男性

榨取（Pircstonc

l4在江西時期’「土地革命」-詞係指士地徵收與重新分配,「土地改革」則是指-九四○與

－九五○年代發生的同樣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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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聚焦在女」∣生的階級地位’並認為不同階級的女II生有不同利益

﹙Guettel l974﹚.另有上述兩取徑的綜合’同時將性別不平等與階級

剝削納入考量’關注女性個體在社會結構的特定角色’包括女性的角

色與生產﹑再生產的關係。持第三種立場的人不認為單就馬克思主義

或女性主義的角度就足以解決性別╴階級的難題’這些理論家在分析

時’同時採用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的觀點﹙Hamiltonl978﹚。然而’

西方理論家沒有機會從責踐中受惠,也就是說’沒有辦法透過分析責

際結果來檢驗某個取徑的有效性.因此’儘管中國的經驗有其獨特的

歷史與祉會脈絡’還是可以提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些線索’探知其

理論立場的可能結果‧

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論述將階級關係視為生產關係’不認為家庭與

家事關係﹙hmilyanddomestic〔clations﹚也可能是階級鬥爭的所在.此

觀點的結果之-是不認為女性擁有作為女性的階級認同﹙S﹝olckcl98l:

46﹚。因此’早期女性主義學者對此作出回應’試圖從政治與經濟角度

理解女性在家庭的從屬’分析資本藉由女性無給家務勞動的祉會貢任

而對女∣生的直接剝削.這樣的分析仍以雇佣勞動為基礎的階級結構為

優先‧今日的女性主義者挑戰此種馬克思主義的看法’強調女∣生從事

無給家務勞動再生產了勞動階級作為-個階級,且對僱佣勞動的存在

是必須的（Sacks l988:4╴6﹚‧很明顯的’這並非中國共產黨所展望的立

場’或即使他們有想到’但並不支持此立場。中國共產黨最基進的靦

野認為祉會化的農業或僱佣勞動的特色是家庭與家事關係從屬於生產

關係。-旦女性意識到她們在階級結構中作為再生產者的集體角色’

她們與國家的對抗便可能牽涉到更大範圍的議題。如KarenSacks所

說’這就是為什麼「女性較男性更可能以較寬廣的角度看階級鬥爭」’

以及「對必要的祉會改變抱基進的願景」（Sacks l988: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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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經驗如同-部革命的生命史’顯示了將革命理想轉化為政

策與藉由法律執行政策時所產生的問題。顯然地’革命涉及刻意轉變

價值觀。傳統價值與彰顯這些價值的法律都要被捨棄’為了反映新政

權的價值觀’必須訂定新的法律‧在這樣的過程中’革命者面對革命

的願景與將願景化為可行法律的需求之間的痛苦矛盾‧在本研究的案

例’父權意識型態與性別平等間的衝突’說明了中國共產黨對女性階

級地位分析的含糊.革命的法律方案必須折衝當時的公眾利益’以及

預想中未來社會的樣貌.因此有時候勢必違背人民的立即私利。為了

落責理想而制訂的法律政策若沒有考慮私利,很可能面臨反對聲浪。

因此’當新的革命政權努力地擬定法律政策’很有可能會選擇有益於

大多數人私利的政策’以此為基礎建立對政權的支持。可能性包括:

（l﹚在某個時期採取極權統治;﹙2﹚進入修正主義過程;﹙3﹚採取辯證

發展’持績修改法律政策‧每種可能」∣生都有其代價,革命的夢想通常

在此過程中變得黯淡.

中國的土地改革-方面顯示第三種取徑的好處’-方面亦透露

其中兩個問題:不穩定性和l頃向拼湊的補救‧此外’由中國的例子可

知’採納某-法律政策可能會在其他領域產生預料之外的結果。比如

說’土地革命為了保護中農’卻讓性別平等的鬥爭更形複雜;將女性

靦為個體並分配士地’卻造成跨階級婚姻.會產生這些非預期結果’

原因在於法律系統以個人為祉會的單位’而經濟系統則以家戶為單

位’兩者互相矛盾.導致非預期結果的另-原因是’儘管與原生家庭

的連結仍蕾緊密’仍偏向生育家庭‧有目的的改革無法忽略經濟現責

或祉會中的客觀祉會關係.

中國案例還可得出最後-個意涵:即使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或

可能是缺乏努力’以家戶為基礎的經濟以及父權意識型態的殘餘結合

起來’讓丈夫與父親能操控女性以改善自身!∣青況’以及破壞共產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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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要改變女性階級地位的基礎的目標。共產黨無法建立讓女性的階級

身份能獨立於家庭的法律架構‧很明顯的’女性身處父權祉會中以家

戶為基礎的經濟體’無法擁有獨立的階級身份’任何藉由形式主義的

法律定義來刻意操作階級標準都不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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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流移之理論取徑﹡
EdnaBonacicb、成露西

移民研究正在迅速改變。直至近年’移民研究仍然受人□統計學

家主導’專注於指出移民輸出國和接受國各自的「推」、「拉」因素.祉

會學之關切’往往聚焦於新移民的調適與同化’包括接受國祉會對新

移民的偏見與歧視問題‧研究者對於移民的系統性衡量’往往從功能

主義或發展主義的角度,假設遷移能夠平衡資源與勞動力的需求,有

利於輸出國與接受國雙方﹙此類觀點的詳細說明與相關批評’見Bach

l978b;Por﹝es】978a:5╴ll﹚‧

-種新的移民研究取徑現正興起（如Bacbl978a ;B膛eman l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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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79: 33╴63 ;MaIdonado╴Denis l980;NikoIinakos l975 ;Omvcdt

l980;Pc「r劉s l980;Po『tcs l978a ;Wardl975a’ l975b;ZoIbcrgl978﹚.

高育慈、剪∣!諺祺、趙榮輝﹑顏志翔﹑鄭惠芬譯.夏曉鵑校對。出處:BonacicI﹞,Ednaand

LucicC﹜﹞cng. I984﹩!!『﹜【roduction :ATheorctic﹠lIOricnt虹l〔﹚I】『oIntc『na【』oMILabol.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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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派研究者將移出與移入的過程置於更廣的脈絡之中’顯示其屬於世

界資本主義體系相互關聯的╴部分。這種取徑根植於馬克思主義理

論’其貢獻在於將許多形式的國際遷移峴為資本主義發展邏輯下的產

物‧藉由詳細地研究-個遷移的責例:十九世紀晚期與二十世紀初

期’遷移至美國太平洋沿岸各州與夏威夷的亞洲勞工’本書企圖對此

新途徑做出貢獻‧我們希望藉此擴展理論觀點’並且閨述亞裔美國人

歷史的重要層面。

圖-以概念圖顯示本書的核心概念。資本主義發展導致帝國主義

﹙lA﹚,從而扭曲了殖民地的發展.結果使許多人無法再以傳統的經濟

活動維生’便有可能移出（2A）‧同時’隨著原有資本主義祉會的發

展’其對勞動力的需求隨之增加’尤其是廉價勞動力﹙lB﹚。被殖民人

民無法再以傳統經濟活動維生與資本主義經濟對勞工需求增加這兩個

條件’均出自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這兩個條件都導致人民被迫以

勞工身份遷移至更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2A、2B﹚。l換言之’遷移並

非輸出國祉會與接受國祉會之間互不相關的因素所造成的,而是二者

之間歷史關聯的產物‧遷移並非偶然’而是系統性的‧

移民勞工﹙immigrantworkc『s﹚對於接受國的發展作出貢獻﹙3A﹚’

而同時其原生國則喪失若干最年輕力壯與高生產力成員（3B﹚。因此’

勞動遷移強化了輸出國祉會與接受國祉會之間的發展落差.已開發社

會因為移民遷移等因素’變得愈來愈發達,而較貧困的祉會則很可能

持績低度發展‧

移民勞工在接受國所受對待不-。雇主峴之為工人階級中特別可

以剝削的-群’此-立場因帝國主義意識型態相隨的種族主義而合理

國際勞工流移（in【em刖tio!】aI Iabormigratlon）在某種意義上可峴為資本主義國族∣剩家內的

進程向海外的延伸’亦即農村的低度發展與城市產業吸收農村人口。資本主義國家先

「用盡」自己的小農’然後再往國外尋求更多小農來吸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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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輸入／移人

I刪一:勞工流移的發臃

化;本地勞工則懼怕這群特別受剝削的勞工會削價競爭。這些利益衝

突弓∣發反移民運動’擴大勞工之間的族群與種族差異’並且導致移民

成為-種特殊身份‧移民勞工澶工人階級運動的主流排拒’被迫處於

類似「內部殖民地」的聚集區﹙enclaves﹚‧因此’移民勞工所受的待遇,

包括其面臨的偏見與歧視,也必須視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部分。

本文作為理論性的導論,探討資本主義的動力’顯示其如何產

生前述各種進程。歷史細節必然會影響與牽動各種勢力與進程的發展

路徑’但本文並不涉入這吐歷史細節。而本害後績章節確貫會描述-

特定案例的歷史發展:亞洲人移入美國。本篇理論性論文涵蓋三個主

題:帝國主義的起源;帝國主義在被宰制國家產生的後果’如何奠定

勞工移出基礎;以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持績變化的勞力需求如何導致

移民‧ 2

本文主題相互關聯’-個主題可能在某-』I青況下為因,在另-↓I青

況下為果。可∣∣昔寫作是線性過程’必須先閩明-個主題’才能探討下

很遺慷’我們未能探討國際勞工流移對於輸出社會的發展或低度發展的影響（圖－箭頭

3B﹚。另有-項〃∣I州大學洛杉磯分校】Ii美研究中心計畫,正在研究關於從中國移出的議

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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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主題,這不符台現責相互關聯的性質’卻無法避免。因此在某些

討論中’必須請讀者容忍我們將事情簡化’假定其他因素固定不變‧

我們希望隨著文章進展’還原-些複雜性‧儘管我們無法-次交待所

有關係’但在論述過程中’我們還是會適時插入圖表﹙如圖-﹚呈現部

分的交互關聯。

帝國主義

從發展馬克思主義或世界體系觀點討論移民的研究者’大多認為

帝國主義是將潛在移出者從其母國鬆綁的重要力量。雖然已有學者討

論過帝國主義穿透所造成的影響（如Burawoyl976: l058;Portes l978a:

ll╴23﹚ ’但他們卻沒有閭述其肇因。我們認為帝國主義擴張之根源與

勞工移民／輸入之根源是密切關聯的’因此若要全面理解後者’就必

須先將前者了解透徹。

正如本文其他部分所述’在馬克思主義傳統內部對於帝國主義

根源存在重大爭論’至少對於帝國主義-詞所指涉的對象就無普遍

共識﹙OwcnandSutcli脹l972: 3;Su〔cli碓l972〉3l3╴l5 ;Arrighi l978:

9╴l9﹚ :帝國主義是否涵蓋整個歐洲擴張主義時期’包括十七世紀的

貿易公司與早期在新世界的殖民地時期?還是如列寧（Lenin】9J9﹚所

說’應該限於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金融資本主義﹙BnancecapimIism﹚

時期?我們無意涉入此辯論’但意欲將資本主義體系向海外擴張的傾

向峴為統-的現象’雖然隨著資本主義的演進’擴張的各階段也彼此

迥異。

大多數研究者認為’帝國主義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體系的長期和

週期性的危機傾向。帝國主義可以靦為資本﹙通常受國家支持﹚緩解此

-趨勢的極重要方式.關於資本主義危機’有數個相互對立的重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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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不過幾乎所有的理論家都同意’危機來自於利潤率下降’造成資

本家減少投資’從而導致失業率上升’如此-路惡性循環。

WcissI《opf﹙l978）J將馬克思主義者對於資本主義危機問題的主要

觀點分為三種:資本有機構成提高之趨勢; 4人口無力消費發達資本主

義所有的生產’即消費不足論（undcrconsumptionism）; S產業後備軍用

盡6之趨勢‧雖然沒有必要在對立的理論之間選擇’但我們認為有些

理論較能閨明我們的主題。具體而言’產業後備軍用盡理論以及其與

資本有機構成提高之間的關聯’似乎最接近我們所關注的帝國主義議

題:在海外尋找廉價勞動力‧

另見Wrigh〔（】975）提出的類似區分’不過其加上第四個理論:國家開支的角色。

資本有機構成（organiccompo5i【io!】ofCaPit』﹚這個概念源自馬克思的基本價值公式: c﹢v

﹢ s﹦l﹚;其中c﹦不變資本,或機器與原料;v﹦可變資本,或投資於勞動之金額,或實

質工資; s﹦剩餘價值’或利潤來Ⅱ】!的額外勞動力;P﹦總生產僩值。有機資本構成定義

為:
C

q﹦ C＋v

即,固定資本所佔投資比例。該理論指出’資本有機構成（即投資於機器與原料而非勞

動力之資本比例）∣隨資本主義發腿Il『呈上升趨勢。假設勞工剝削率不變,利潤率可望下

降’因為利潤都源自活勞動的剩餘勞動時間。如果來自活勞動的所有價值的比例均逐漸

減少’剩餘價值的比例亦減少。利潤率的定義為: P﹦S∕（C﹢v） ’即剩餘價值佔總投資

比例’可導出p﹦S（】╴q﹚／v’其【∣﹟s／v代表剝削率’即總勞動時間轉化為生產剩餘價
值而非勞工工資的比例。剝削率維持不變’利潤率與資本有機橢成成反比（SwCCzyl970:

67╴9）。

此為資本主義難以擺脫的問題’∣大I為剝削勞工必然導致勞工收人與增長的經濟生產力不

相對稱。因此資本主義難免生產過剩’從而導致價格下跌,利潤下降與危機。

用盡可以是質與量（如BoddvandCrottylW曰 ;GIynandSutcIi碓】97I ）。以最而言,隨著

資本主義槓累擴大’吸收愈來愈多的勞工。人口再生無法因應漸增的勞動力需求‧勞動

力愈來愈不足,貫際工資因而上漲’造成活勞動轉換成剩餘價值的比例下壓的趨勢。以

質而言’勞工變得愈加有組織,∣將級鬥爭加劇, l司樣地,剩餘價值率或剝削率下跌,利

潤率有下壓的趨勢’資本家從而限制投資,因而加速危機。

3
4

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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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成本之增加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家的勞動力成本﹙可變資本﹚往往會增

加,其原因至少有五項‧7這些原因往往對應於資本主義的不同發展階

段’有些較易發生於早期’有些則傾向發生於晚期’不過亦有相當多

重疊‧

首先’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愈來愈多人由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

式被拉出而成為無產階級’直到本國潛在勞動力完全被吸收為止‧在

此過程’我們可以看見自主農業減少’大城市興起’人們從自僱轉為

受薪工作。本國潛在勞動力逐漸納入系統’不過因為資本積累的動力

持績’對勞動力的需求超過供給。8工資隨著資本家爭奪有限的勞工而

高漲﹙Swcczyl970: 83－7﹚‧

第二個因素是’國家自然資源隨著資本主義發展而枯竭。因此開

採或栽種自然資源必要勞動時間增加’例如煤炭資源豐富的國家開採

煤炭所需的勞動’遠少於地表煤炭已採竭的國家（到國外搜尋原料當然

也可能只是由於國內沒有資源﹚。

第三’隨著勞工益趨無產階級化’他們愈來愈無法提供自己與

家人生計所需’必須透過工資收入來購買’而僅僅要讓勞工能再生

產’工資收入即必須逐步增加‧換言之’在勞工尚未完全吸收的過渡

階段’勞動人力的生計與再生產的部分成本是由勞工及其家庭承擔’

減輕了雇主購買勞工的勞動力的成本。即使在公認高度發達的資本主

義國家’這種過渡時期亦可能尚未結束’尤其是婦女仍然在家工作的

此上升不-定會影響剩餘價值率（定義為s’﹦s／v ’亦稱為剝削率）’必須硯勞動生產力而

定。如果勞動生產力益增’剩餘價值與實質工資可以同時上升。不過二者並非必然同時

上升’實質工資上漲而勞動生產力沒有同時上升’剩餘價值（與利潤﹚會有所壓縮。

前資本主義的小區域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時存在’免於完全無產階級化’這些人即

使之前從未能取得資本’日後亦可能釋入勞動刀之中’現在許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婦

女即為╴例。因此國家潛在儲備勞動力可能在某－時間顯然用盡’卻在另－時間擴張。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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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責質工資上升的指標之-是隨之而來的服務業興起’反映了從家

庭提供的無酬服務轉移至資本家提供的付費服務。工資收入必須能夠

應付日益增加的付費服務.

第四’隨著資本主義發展’生產的社會條件有利於勞工政治組

織’勞工因此能要求分享更多的剩餘‧尤其是資本集中於大型工廠’

使勞工得以相互比較不滿和建立組織。加上勞工愈來愈無法自行建立

生計手段’促使他們要求更多’因為他們已經沒什麼可損失‧此外’

由於資本主義之發達伴隨著生產力巨幅上升’勞工得以要求分享的

「餅」因此更大。所謂適當的生活標準’甚至最低的生活標準’往往會

提高‧

第五,逐漸增加的勞工需求’可能得到國家有限的支持’諸如失

業與老年保險、健康與意外保障、最低工資﹑加班費、童工法、義務

教育、承認獨立工會及其參與集體談判的權利’均支撐了勞動力的價

格.貧民幅利法規的出現也保護勞工免於競爭之害‧換言之,國家幫

助確立全國工作與生活標準.

勞動力對資本的成本上升’並不-定代表勞工的處境在-絕對

意義上會更好’此應顯而易見。如前所述’勞動力成本提高的部分原

因’是生活費用隨資本主義發展而增加‧生計的成本因為日益依賴商

品而上升。儘管工資上升’勞工的生活品質責際上卻可能下降.不過

從資本的觀點來看’工資上升「「『沒有提高勞動生產力為補償’剩餘價

值率會下降。馬克思的傑出洞見之-是’工資反映的是勞工的生計成

本,而非反映其生產力之所得;生產力與工資互相獨立‧無產階級化

增加了生計成本’卻不-定會影響生產力’因而得以榨取利潤。

如前所述’勞動成本上升的各種特徵’與資本主義不同發展階段

相關.例如完全無產階級化（-些小區域例外﹚的衝擊’可能是相對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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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發生的現象’而幅利國家的保護則與晚期資本主義有關。,隨著資本

主義從競爭階段進入壟斷階段’勞工組織的貫力增強’因為在大型工

廠集中區’組織的條件大為改善.同樣地’隨著工藝沒落與勞動「降

級」﹙degradcd）（Braverman l,74﹚’勞工組織也從職業工會主義﹙craf﹝

unionism﹚轉移到產業工會主義﹙industfialunionism﹚’並且涵括性和戰

鬥力也愈高‧

因資本主義發展而造成的勞動成本上升’有助於解釋各國工資與

生活水準的差異。整體而言’國家愈發展﹙以生產力而言） ’其勞動

力價格愈高。反之’國家的經濟愈不發達’其勞動力愈便宜‧

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向殖民地的移民是此趨勢-個有趣的展

現.因為他們經常遷移到人口稀疏的居地’通常能夠重建前資本主

義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成為獨立的小農’使他們得以去無產階級化

﹙dcpro【c﹝arianized﹚。然而他們的勞動力價格傾向於保持高水準,部分

原因是以前的生活水準經驗與勞工組織經驗’也因為母國-定程度的

保護。因此英國政府才不允許其英屬西印度群島的種植園主堂而皇之

奴役來自英國的移民’雖然這些園主可能會想終身控制他們。-旦這

些定居者﹙scttIers﹚擺脫了強制勞動的束縛’土地相對容易取得致使他

們的勞動力價格上漲’因為他們可以拒絕低工資的工作。因此’殖民

的條件略為更改了上述的趨向’不過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利潤下降有類

似的效果’原因在於殖民者的高工資水準。

雖然勞動力成本隨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上升是長期的趨勢’但有幾

種逆向的方式’使資本得以阻止利潤率下降。其-是藉由延長工作時

間提高剝削率’從而提高資本得以剝奪的生產價值的比例’此策略稱

為增加絕對剩餘價值﹙absoIutcsurplusvaIuc﹚。第二種方式是藉由增』「I

9 即使如此’國家藉由規定工時長度等保護措施,干預勞動標準制定的做法’仍可能發生

在極早期階段‧不過’國家廣泛的干預倒是僅會出現在資本主義晚期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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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強度以提高勞動的生產力’例如增加速度。第三’資本家可以藉

由支付勞工低於生計水準之工資’以降低可變資本﹙或責質工資﹚的成

本。後兩種方式需要增加相對剩餘價值﹙『elativcsurplusvalue﹚（Swcczy

l970:64╴5﹚。

另-種增加相對剩餘價值的方式’是透過技術創新等方法提高資

本有機構成﹙亦即資本投資於機器與原料相對於勞動的比例﹚.提高

資本有機構成對於剩餘價值率有幾個效應‧首先是生產力提升,減低

生產-定數量商品所需的必要勞動時間,商品價格因而趨於下降,因

為商品價值是由活勞動時間而定’商品價值隨必要的勞動時間減低而

下降.價格通常會跟著下降’但是如果生產者未面臨競爭,價格可能

受人為影響而維持在高檔。因此’即使長遠看來價格會降至真正的價

值水準’但在短期內弓∣進技術創新以暫時取得競爭優勢’仍羼合理做

法‧在過渡期間’資本家繼績以生計成本支付勞工,剩餘價值率因而

攀升。

更重要的是’生產力的提高降低商品價格’從而降低勞工生活

必需品的成本‧如果生活必需品大致維持穩定’整體經濟的資本有機

構成的上升將降低生活成本’減少可變資本﹙工資）並且提高剩餘價

值率.當然生活必需品的擴增與生產力的增速亦可能相同,在此﹟∣胃況

下’資本家從新技術所獲利益便會抵消‧

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第三個後果是’勞工被機器所取代‧機器

能「節省勞力」’可能是推動資本家持績改善生產工具的最重要力量’

甚至比短期取得競爭優勢更重要‧弓∣進機器便可擺脫找麻煩﹑要求多

的勞工’效果非常顯著.這些勞工成立組織’推動罷工’停止生產’

並且破壤了資本積累的過程‧與此同時’機器增加了留任勞工的生產

此外’資本有機構成提高造成勞力替代的∣∣青況’會導致愈來愈多



理論與責踐的開拓:成露西論文集126

勞工失業’補充產業後備軍’轉而壓制仍受僱的勞工的工資’因為勞

工短缺∣青況獲得緩解（Swcczyl970: 87╴92﹚。此時許多人都極欲取代已

有工作者的位置’不過我們應該注意’工人階級近年來已能藉由設立

障礙’防止產業後備軍輕易取代自己的位置’因此可以稍微不受影響

﹙Bonacichl976﹚‧

許多理論家都曾指出’從長遠來看,資本有機構成的持績上升’

會導致利潤率下降,其根本原因是’利潤責際上是從勞工身上榨取剩

餘價值而來,因此降低對勞工的依賴終將導致利潤減少。I0此外’引

進機器往往代表勞動人力需要更多教育訂∣∣練’此需求是勞動人力再生

產成本的-部分’並再次增加了可變資本的成本‧受過教育的勞工’

其勞動力成本高於未受教育者’因為前者的再生產所需的必要勞動時

間較長‧因此’治療勞動成本上漲與利潤率下跌的「藥方」 ’最終卻加

重了原有的疾病。

資本有機構成持績上升還會產生另-個效應:資本的集中‧技

術創新意味初始投資需要提高’會排擠較小的資本或使其台併’結果

致使競爭減少或者所謂壟斷資本主義﹙monopoIycapitalism﹚的出現。

巨型公司能夠互相台作、避免致命競爭’是抵擋利潤率下降的另-個

因素‧壟斷者可以藉由漲價’將工資上漲成本轉移至消費者身上’從

而拉提下跌的利潤’但是生計成本與勞動力價格將因而推升’本國壟

斷者也不易在國際競爭。不過在短期內’壟斷者可以藉此維持其利潤

率’尤其如果其他經濟部門未出現壟斷’並且無法共謀操縱價格的話‧

】0此觀點是基於假設剝削率（或剩餘價值）維持不變’但我們已知此假設不能成立’利潤率

所能增加的幅度有實際限制（Wright 】975; l6）。如果所有的剩餘價值均來自活勞動’而

活勞動與機器的死勞動的比例下降’則剩餘價值的擴大有其邏輯上限。舉例而言,如果

c﹦S ’v﹦5 ’ s﹦5 ’則P﹦l5c如果我們將c增至l0’則即使v因為勞動生產力上升而下

降,s還是會有上限。在此情況下’v﹢s必須等於5 ’則s必須小於5 ,即s必須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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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所有複雜的作用力及反作用力’基本上應付勞動力成本上張

有兩種策略‧-是透過延長工時來提高絕對剩餘價值’此策略可能會

遭勞工抵抗’惡化階級鬥爭‧二是藉由提升勞動強度或資本有機構成

來提高相對剩餘價值。第-種∣I青況如前所述’勞工很可能會抵制‧第

二種解決方案會產生較多相互矛盾的結果,但在其互相抵銷之後’終

究無法阻止利潤率下降‧

從這些趨向與逆趨向可以看出資本主義週期性發展的基礎’例如

-旦勞動成本上升導致機械化增加’緊接的便是勞工遭解僱或失業率

上升‧此時「消費不足論」上場’因為失業率上升導致勞工購買力降

低’市場規模因而縮小’結果庫存無法消耗’更多的勞工失業’’∣青勢

每下愈況‧在這些過程也可見復甦的根源.隨著後備軍增加’責質工

資下降’剩餘價值率上升。僱用新勞工、增加生產’再度有利可圖‧

不過復甦發生在機械化程度更高的階段’所以即使短期’∣胄勢改善’利

潤率仍呈現長期下降趨勢.發展過程中每-階段’資方與勞方的個別

策略可能會改變’前者要防止利潤率下降’而勞工要保護並且改進其

生計水準‧

因為資本主義無法從內部尋求因應之道’因此被迫向外尋求解

決方案。帝國主義擴張是因應利潤率週期∣生與長期性下降的另-種反

廉價勞動力

較低度發展祉會的勞動力成本遠低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部分原

因在於,資本主義發展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所致’部分原因是帝國主

國主義,而帝國主義繼而成為發展與勞動力成本差異的因素之-.帝

國主義的影響將留待第二部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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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度發展祉會勞動力成本較低’主要原因在於其前資本主義生

產方式的本質。在前資本主義系統內’人們工作主要是為了自己的生

計。當他們受僱於資本家雇主’起初很可能僅將為資方工作靦為輔充

性。他們的生計所需大多是藉由前資本主義形式提供’因此資本家雇

主無須支付勞工所有生計所需’只需付給勞工部分當時維持生計的所

需‧換言之’勞工家庭的生計所需﹙包括醫療、教育、住房﹚可以排

除於勞工成本之外。轉型經濟體的雇主因而得以獲取驚人的剩餘價值

率’並可瑟渦壓低售價,超越完全僱用無產階級勞動人力的競爭對手‧

其他與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關的特質’也導致勞動力的低廉‧

新無產階級可能對工會不熟悉,而且因為他們較不依賴工資收入’所

以較無動力去建立或加入組織’以增進其作為工人的長期集體利益‧

穩定的勞工組織與永久的無產階級化密切相關.-般而言,勞工愈是

依賴工資收入’其勞工組織便愈為發達‧

較低度發展國家可變資本較低的另-個因素是生活水準較低’可

能部分反映了必需品的不同。例如’城市的勞工必須有交通工具才能

工作’必須有收音機以獲得某類信息’必須有開罐器因為有些食物是

罐頭包裝’必須有冰箱以保存從商店購買的食品……等等;不過生活

水準的差異也反映了不同的經驗與期望’亦即馬克思所謂的歷史與道

德要素﹙bis【oricaIandmomIeIemcnt,EmmanueI l972: l09－23﹚‧例如’

住房標準可能會因祉會而異’茅屋或簡陋木屋在某些祉會完全可以接

受’在其他社會則不符標準.

-般而言’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其最低可接受的生活水準較

高’諸如住房、寢具、飲食、各種器具等均較為質優量多’毫無疑問

反映了更高的生產力.發達資本主義推出極多商品’其中許多以必需

品的名義上市’部分是資本家運作的結果。在貧窮、未開發的國家’

這些「必需品」是人們生活有史以來從不需要的奢侈品’帝國主義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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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用此較低的期待以降低工資‧

帝國主義的根源

獲利率的下降趨勢’導致危機’是資本主義祉會對外擴張的根

源‧所有型態的帝國主義’均可視為因應利潤率下降趨勢所採取的手

段‧

我們可以大致依照歷史進程’將帝國主義的擴張區分為四個面

﹙Barratt╴Brownl972:25﹚ :-是對外貿易’其重點在於弓∣進廉價商品;

二是尋找國外市場以便銷售本國生產的商品;三是尋找廉價原料;四

是尋求投資機會。I I

上述四個面向有-個共同要素:由於其他祉會的發展程度較低’

勞動力成本較低’所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得以利用這樣的差

異’獲取比在本國更大的利潤‧往海外發展’因此成為因應利潤率下

降趨勢的-種對策‧以下讓我們來檢硯-下各種型熊的帝國主義‧

馬克思﹙Marxl959: 232╴33﹚認為’對外貿易是因應利潤率下降趨

勢的-股重要「反作用力」﹙countcr一actinginⅡucnces﹚’他指出:「由於

對外貿易降低了固定資本’也使可變資本用以交換的某些生活必需品

變得便宜’所以利潤率因剩餘價值的提高與固定資本的降低’而得以

提高。」換句話說’對外貿易同時降低了原料與部分消費品的成本’

因而得以降低工資’利潤因此便提高‧這些利益係基於-個概念而成

立:對外貿易購入商品的價格,低於本國生產與銷售的商品‧

第二個面向所關注的是國外市場的尋求’消費不足論者認為其原

動力主要來自於生產過剩’但以另╴個角度來看:國外市場提供了-

個特別有利的交換機會.馬克思﹙Marxl959:232﹚指出:

ll 列寧強調第四個面向並排除其他三個。然而’後文將會說明’這四個面向均化約為一個

公分母’彼此難以輕易區分。



理論與實踐的開拓:成露茵論文集1＄﹙）

投資於國外貿易的資本可以產生較高利澗率’最主要的原因在

於’競爭對象是生產設備較差的其他國家,所以即使商品價格低

於競爭國家’發達國家所獲價值仍高於商品本身價值‧

馬克思論述的重點在於’發達國家由於機械化程度較高’所以勞

工生產力提升’每種商品所需勞動時間減少,生產成本因此下降.但

就「落後」經濟體而言’生產相同商品卻需要較多勞動力。因此,當發

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將工業製品銷往較低度發展國家時’其商品價

格可低於本地生產商’儘管他們大可把價格訂得比本國市場高‧

就第二個狀況而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商品的成本低於落後

國家’並利用這種差異獲利。然而’單就進口而言,∣∣青況則相反’亦

即’海外生產的商品較為便宜‧我們該如何解釋這種矛盾呢?答案就

在交換的商品類別’特別是可變資本在其中的重要性。如果兩國在某

項商品的生產上投入比例大約相同的固定資本’則窮國因為勞工成本

較低’生產的商品會比較便宜‧但若某國特定產業的資本有機構成高

於另-國’則低價的優勢便會流向前者。因此’較發達國家具有出口

資本密集商品的優勢’而較貧窮國家出口的則是勞力密集的商品。

這種傾向會促使發達國家與落後國家之間’至少在初期階段’採

取下列的對外貿易模式:發達國家製造的商品以低價銷往落後國家（從

而壓抑本地產業的發展﹚’而高度倚賴勞力運用的原料’因為貧窮國家

生產成本較低的緣故’所以可能從落後國家出口至發達國家‧這種’∣胃

況不僅是因為勞工成本所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原料匱乏﹙包括可用

土地﹚也是原因之-’因此想要有利可圖’便需提高的資本額及勞動時

數。

即使科技已應用於勞動’落後國家勞動的相對低廉仍是優勢。換

句話說’在資本有機構成保持不變的’I青況下’較廉價的勞動使得未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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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地區能夠壓低售價’與發達經濟體競爭‧這正說明電子業等高科技

產業’近年為何會出走至勞動成本較低的國家.

最終’這種交換模式對落後國家仍是不利的。「處於有利條件下的

國家以較少的勞動換回較多的勞動’雖然這種差異’這種剩餘’如同

勞動與資本間的任何交換-般’是讓某個特定階級給中飽私翼」﹙Marx

l959; 233﹚。因此’即使是較高度發展國家與較低度發展國家之間單

純的自由貿易’其最終的利益仍歸於前者‧於是’完全不意外的∣青況

是:-旦某些國家的工業化程度取得顯著的領先地位﹙在採取強制性的

重商主義政策而取得的領先﹚’自由貿易的原則就受到最發達國家資本

家階級的支持‧這樣的貿易差異是不均衡發展’或富者愈富﹑貫者愈

貧趨勢形成的重要原因﹙Emmanuel 】972﹚。當然’有了自由貿易的優

勢’並不就此免除強制』∣生政策’包括與壟斷地位相關的-切。

原料的尋求是帝國主義擴張的第三個面向‧前文已經提及’解決

利潤率下降問題的另-種方法’是尋求生產成本或固定資本的降低.

較低度發展的國家或地區’其生產的原料之所以較為低廉’是因為資

源開採較少’以及協助取得或栽種原料的勞動力較為廉價‧這兩種∣青

況均較可能存在於較低度發展的地區.

最後’第四個面向是投資機會的尋求.有些人從消費不足論的

觀點來詮釋’但我們也可以將之峴為-種直接改善利潤率的努力或簡

單槓累‧馬克思﹙I959:233﹚對此做了如下的評諭: 「考量在殖民地等

地區的資本投入…….…產生較高利潤率的原因相當簡單’即由於發展

落後而利潤率較高’且勞動剝削程度同樣較高’因為使用奴隸、苦力

等‧ 」換句話說’缺乏發展代表資本有機構成較低’而這便表示利潤提

也可能較高’特別是在殖民地’因此利潤會更形擴大.殖民支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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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排除殖民主義的效應,剩餘價值率在未開發經濟體中仍會因為其

勞動成本較低而相對較高‧因此’即使排除運輸費用或基礎建設發展

等複雜因素’高勞動／固定成本比以及高剩餘／必要勞動比的綜合效

應之下’在未開發祉會的投資非常有利可圖.因此’這些地方便成為

吸引帝國主義擴張的目標。

圖二總結帝國主義擴張的成因.最直接的動力來自勞動力成本的

提高’導致利潤率下降（l﹚’因而尋求解決方案’在較低度發展地區尋

求更廉價的勞動力來源﹙4﹚。因應勞動力成本提高的次要回應是提高

資本有機構成（2﹚’最終導致利潤率下降﹙3﹚’並尋求廉價勞工’增進

帝國主義擴張進程‧於此同時’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促使勞動生產力

上升﹙5﹚’商品價格因而下降’並且佔有與低度開發國家貿易的優勢

﹙6﹚。因此我們可以看見帝國主義兩個明顯矛盾的特徵:廉價勞動力與

勞動力成本提高

提高

利潤率

∣↑…兣
尋求廉價勞動力

惻二:帝國主義擴張的成I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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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價產品’兩者均出於同-根源‧

帝國主義的擴張並非純然只是-種經濟現象’它與資本主義發展

的另-項產品有關,即國家的興起’國家至少部分促進了支配的資本

家階級的利益.因此,帝國主義獲得國家行動以政治併吞與軍事接管

等形式的支持‧帝國主義強權間的相互競爭往往導致國家介入’因為

國家介入可提升強權擴張的速度’有利於削弱競爭者’並保留未來擴

張的契機。

帝國主義亦有強烈的意識型態的要素‧帝國擴張以「文明化」和

「發展」的使命來台理化。非資本主義世界被定義為落後與未開化’以

此合理化征服與剝削‧因帝國主義興起於西歐’文明與非文明的區隔

於是隱含了種族意涵。因此’各種關於種族低劣性的看法便與帝國主

義糾葛難分’成為其掌控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合理化論述。

在這裡’我們還可以加入帝國主義擴張的第五個面向’即殖民地

的尋找’以便讓歐洲過剩的人口可以定居。英國重商主義者支持以人

口外移作為因應利潤率下降的對策﹙Portcs l978a: 3﹚。這樣的主張與帝

國主義理論強調勞動力成本上升為擴張主因的說法似不相符’但其貫

並不盡然.重商主義者鼓吹勞力輸出的論點有雙重性質’-是減緩國

內過高的失業率’二是可在殖民地以更低廉的價格使用這些輸出的勞

工。就前者而言’產業後備軍的存在本有助於降低薪資’但到達某-

程度之後’太過龐大的後備軍反成為國家的過重負擔’且威脅政治動

盪‧因此’勞力輸出能與需求更低工資同時存在.另-方面’假使來

自母國的勞力可限制運用在原料生產方面’且予以約束﹙如透過契約

等﹚,其工資便可確保較母國低廉。殖民地定居（coIonial settlemCn〔﹚因

此助長了宗主國（mct『opoIitanna﹝ion﹚的不平等交換與積累。

隨著自由貿易的興起及對移民的限制’這些重商主義政策開始

式微。因為西歐工業化-旦全面展開’自由貿易更有利可圖’也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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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推動’不再需要強制的手段來獲取貿易優勢.同時’隨著產業的成

長’勞動過剩情形很快減少’甚至出現短缺現象。在此∣青況下’最好

將本國勞工留在本地勞動市場’以數量抑制工資水準.

歐洲人民移出至殖民地的現象不僅是資本主義政策的結果’同時

也反映了歐﹟l∣貧民的目標與野心‧某種程度來說’他們是在沒有母國

政府的支持下’走避到殖民地’以逃避歐洲!∣青勢‧這類的殖民很難稱

作是帝國主義。雖然這是資本主義動力的產物’但並非資本積累的驅

動力量。

綜台而言’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導致了利潤率的下降’並同時形

成-種循環危機的趨勢。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之-’便是向外擴張或

帝國主義.在向外擴張的過程’資本利用較低度發展經濟體的相對低

廉的可變資本’以補償下降的利潤。在此我們應注意的是’移民的根

源與帝國主義的根源密切相關.二者皆是資本利用或吸收來自較低度

發展祉會的勞工’兩者的主要差異在於吸收的地點‧

低度發展

帝國主義扭曲了從羼祉會的發展。如果能讓他們以自己的方法

進行’其國家發展或許得以繼績’然帝國主義的介入,使其發展被破

壞,而常見的結果是變成「低度發展」﹙undcrdevcIopcd）（Dietz l979;
F﹝ankl967,l969;Palmal978﹚。

帝國主義的滲透以各種不∣司形式進行’包括直接的殖民支配和外

國政治宰制’以及較為間接的外國滲透形式’例如海外投資或不平等

貿易協定‧這些較不外顯的滲透形式仍可能形成依賴關係’使被支配

國家無法決定其自我的發展路徑‧在本論文中’我們將會以「被殖民」

（coIonized﹚這個詞彙來表示這些被帝國勢力所支配的接受端’不論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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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勢力是否直接接管其政權‧

帝國主義的影響取決於諸多因素’包括宰制祉會的發展程度﹑

其殖民政策﹑世界資本主義強權間的競爭程度、被殖民祉會的發展程

度、人口密度與氣候等等’但仍能做些歸納。

首先’帝國主義’特別是在初期接觸的階段’經常導致被侵佔地

區被迫進貢或財富直接遭到掠奪.這樣的現象以劫掠、要求戰爭賠償

或徵稅等等形式出現。不論何種形式’其結果均為被殖民者的部分財

富初步移轉至殖民強權的手巾。

第二個影響是前文討論過的不平等交換‧即使沒有特殊的障礙阻

礙自由貿易（例如關稅保護）,不同發達程度的經濟體間的交換會使較

發達經濟體獲利。其結果導致本地手工業及剛發展的企業遭受破壞.

由於帝國主義強權可以更低廉的價格生產商品’其產品售價便可低於

本地牛犀者的產品‧如果沒有外力強迫’本地潛在資本家必然會為了

保護自己’而試圖限制外國生產的商品進入本地市場’但由於帝國主

義往往與政治支配有-定程度的結台’本地資本家無法保護自己‧即

使僅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如被迫開放自由貿易港口’對本地產業也可

能是毀滅性的。

此外’帝國主義強權可以積極利用其政治優勢’來破壞被殖民社

會的產業發展‧他們可以透過選擇∣生關稅以及其他政策’強迫受支配

國家集中從事原料的生產’使得這些國家無法生產可與發達資本主義

國家競爭的產品。

如前所述’帝國主義擴張的最主要誘因之-’是資本家得以取得

更廉價的勞動力’從而榨取更高的剩餘價值率’以因應原宗主國祉會

﹙me﹝ropoIi﹝ansocie﹝ies﹚中不斷下降的利潤率。然而’取得更廉價勞動

力絕非易事‧在某些∣∣育況下’尤其是原住民的政治經濟處於相對簡單

的發展階段時（如狩獵與採集’或非定耕農業等﹚’殖民者難以令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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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土著」為其工作’而最終將之屠殺或消滅﹙如Frazier l957;Harris

l964: 】╴24;Marchant l966﹚’例如巴西印地安人、塔斯馬尼亞人﹑

南非布須曼人﹑西印度群島的印度人。如果原住民對於征服者亳無用

處’他們就會跟野生動物-樣’被迫遠離土地。

然而’即使這些被殖民者過著定耕農業的生活’要讓他們自由地

為資本家工作亦非簡單之事.可想像地’原住民與其文化及政治經濟

緊密牽繫’不願背離﹙Portcs l978a: ll╴23﹚。 I2資本家設計各種方法來

解決此問題’包括:允許前資本主義方式繼績存在的同時以徵稅或貿

易來榨取剩餘;或者以奴役方式強迫人們為資本家工作……等等。大

多數的殖民勞動政策則游移其間。舉例而言’殖民者通常會透過改變

土地所有制（創造私有財產﹚’或建立現金稅賦制度的方式強迫人至少

短期進入現金經濟’來打破原住民的前資本主義方式﹙PurnivaII l956;

Wi｝sonl972;Aminl976;204﹚。

部分緣於屠殺原住民的結果,部分出於內部勞動供給的困難’殖

民I∣青境經常伴隨著從其他已受帝國主義支配的地區弓∣進勞動力。最明

顯的例子包括非洲的奴隸貿易﹑印度的質押工制度﹙inden﹝uresystem﹚

以及中國的「苦力」貿易等等.利用其他地區的勞工’使殖民資本家得

以切斷與前資本主義模式的牽繫’至少是暫時地。在某些案例中,例

如移工’保留與前資本主義模式的牽繫受到鼓勵’以作為將勞動力再

生產成本移轉至該部門的機制（如Bu『awoyl976;Meillassouxl972;

Wolpe l972）‧就這些例子而言’勞動力價格甚至可以低於純粹奴隸的
模式。

勞工的輸入亦與各種不同型態的強制措施有所關連’這些強制措

施使勞工受制於資本家‧完全發展的資本主義依賴自由的薪資勞工’

l2歐洲人也會有類似的不願意,很多人逃到殖民地’是為了想成為自主的生產者’而非屈

從為「自由的」薪資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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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在殖民條件卻使其無法責現。即使勞工可以有效切斷其與前資產

主義生產方式的牽繫’然而’殖民地通常擁有「開放的資源」’廣褒的

土地可供新興的無產階級逃離。為了得到勞工’資本家必須將他們綁

住﹙Domar 】970;Evansl970;Pe﹝rasl976;22﹚‧

上述殖民勞動系統的扭曲限制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IJ不論雇主採

取強制手段﹑使用移工’或運用半封建式的安排’都缺乏動力將資本

主義推向-個更具生產力的系統發展。以莊園奴隸制度為例’莊園丰

在勞動力的所有權上的投資’限制了他增加相對剩餘價值的彈性。機

械化可以減低他對奴隸的依賴’但卻使得他對奴隸投資的價值降低‧

勞動生產力唯有透過強化勞動或移到更富饒的土地才有增加的可能

﹙Pos〔l982﹚‧其他的殖民勞動系統亦有類似內在僵化現象.

殖民勞動系統的強制性質,使得另-股經濟發展力量受到壓抑’

即階級鬥爭。在殖民支配之下’勞工爭取改善現況的能力受到嚴重的

限制’因此’雇主沒有太多誘因去引進節省勞力的手段。少了利潤率

下降的威脅’生產工具不太可能持績不斷地變革’結果便是經濟停滯

不前‧

促成這種停滯的是殖民資本的依賴地位。由於殖民資本﹙coloniaI

capi【aI﹚往往依賴對外投資與借貸’利潤與利息必須自被殖民祉會中榨

I3關於殖民勞動系統是否l芻於資本主義的問題’學界佝.↑Ⅱ當多的爭諭（H舢「di【lg l976）。

Fm【】k（ I967）﹑ⅨhIIc【.s【cln（l074）及其他依賴理論學者均主張殖民勞動系統為資本主義’

且自歐洲擴張即已開始’因為這些系統已被整合成為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部分。但批

評者（如B『enncr 】977; PCmandczundOcamPolW《; LaCI;lul97l）則認為’資本主義的本

質在於生產方式’奠基於特殊的生產關係’而非市場的系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主要

特色是自由薪資勞工的存在’這些薪資勞工無生計工具。由於殖民勞動系統或維持勞工

與其生;l.工具的牽繫,或含有某種程度的強制性（或兩者皆然﹚’並不符合資本主義的定

義。我們自己的立場是,殖民勞動系統無可置疑地是世界資本主義擴張的產物’其目的

為資本積累’但其中尚包括了前資本主義或非資本主義的成分’因此其發展路線與純資

本主義生產方式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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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此外’投資決策考量的是帝國主義資本的需求’內部發展不必然

是考慮的範圍﹙如DosSantosl970:23l﹚‧

或許更重要的事貫是’被殖民社會被迫專事出口。Amin﹙l976:

200﹚指出:

偏重出口活動﹙外向性﹚的扭曲現象’是關鍵l∣生的’但並非源自

「本國市場之匱乏」,而是位居所有場域的核Ic的優越生產力所造

成’迫使遢陲侷限於提供產品以供生產的輔助!I生角色’而其生產

為其天然侵勢:異國農產品與曠產.

偏重出口迫使殖民資本必須進入高度競爭的世界市場’使其沒有

空間可以控制其商品的價格。M

相較之下’宗主國領士（mctropoIi﹝an﹝c『『itorics）的工業資本變成壟

斷’部分是因為對技術的掌控’部分則由於大規模工業化的成本’需

要整併成為更龐大的資本。因此,宗主國資本﹙mctropoIi〔ancapital﹚可

以要求壟斷價格,而殖民資本陷入價格的殊死戰’競爭對象往往是同

樣從事原料及其他出口品生產的其他殖民地。

殖民地生產的競爭本質形成其勞動系統的特殊性.由於資本缺乏

控制市場的能力’使得採取強制措施以壓制勞工成了必要手段‧奴隸

主或許偏好自由薪資勞動系統的彈性’但因為其生產的商品的特性’

而沒有選擇。因此’即使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之中’強制性殖民勞動

系統仍能延績‧

總而言之,開放資源﹑原住民與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牽繫﹑殖

l4欲翻轉此-趨勢的著名的例子是在-九五○年代末’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因脫離殖民支

配’紛紛採取進口替代發展策略。然此-策略最終大多失敗’出口貿易在-九七○年及

-九八○年代初期再次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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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市場的競爭等殖民』l青境’扭曲了資本主義發展’儘管這都是世界資

本主義體系的產物。由於真正的資本生產方式往往不會出現’殖民地

發展於是停滯不前.不平等發展’∣青況愈演愈烈’因為宗主國家持績積

累’而殖民地成為低度發展。不論被殖民祉會多具潛力’其自行發展

成為資本主義的可能性遭受破壞‧因此’雖然不平等交換是發展程度

差異的直接結果’但帝國主義的支配卻加劇了此-問題。

圖三為幾個主要的發展進程的摘要:殖民與半殖民社會的前資本

主義方式,造成了初始的貿易劣勢﹙l）’帝國主義的支配與強制的自由

貿易使劣勢大大加劇﹙2﹚。開放資源﹙3﹚以及與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

牽繫﹙4﹚’導致採取強制手段動員勞工’其背後更有著帝國主義政治力

量支持﹙5﹚’因此便創造出-種特殊的殖民勞動系統’或稱殖民生產方

式’既非-般歐洲所謂的封建型態’亦非資本主義‧不平等交換因為

帝國主義支配

∣﹜∣l放資源前資本主義d

﹨
﹨

不平等交換 G 強制性勞動系統

▼

破壞本地產業

∣∣
經濟停滯

I愉l三:低疫發腱的發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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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礙了本地產業的發展,使得不平等的發展更加嚴重﹙6﹚,此過程有外

國資本的支持﹙7﹚‧以強制手段使用勞力的結果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

有助於維持不平等交換﹙8﹚,而本地產業的破壞迫使經濟逐漸轉向倚賴

廉價、強制勞工的出口導向生產﹙9）‧在此’我們看到-種廉價勞動

力﹑缺乏發展﹑不平等交換之間的永久循環﹙6﹑8、9）。這三者均助長

殖民祉會處於經濟停滯的狀態﹙l0﹑ll 、l2﹚,低度發展的狀態於是形

成‧

階級關係

帝國主義對階級關係的影響’不僅存在於被殖民社會與宗主祉會

中’還跨越了國家界線.圖四顯示帝國主義造成的主要階級關係。有

些學者﹙如Panonl968 ;BamnandSweczyl966﹚的重點放在國族分界線

﹙national linc﹚’強調-國對另-國的壓迫; I5其中有些人甚至認為’國

族壓迫是帝國主義主要的剝削形式’第三世界國家是新的無產階級’

而宗主祉會整體而言扮演的是資產階級與他們的「跟班」﹙lackeys﹚。另

-派學者則著重階級關係’強調對勞工的剝削具不分國界的普遍∣生’

以及國際資產階級的共同利益。

我們認為’想要完全瞭解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就得將國家支配、

階級支配,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納入考量.當然’先前已經有眾多學

者嘗試過﹙如Nicolaus l970;WoIpc l975﹚’而本文的目標便是對此種

分析做出貢獻‧

最根本的殖民剝削’在於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殖民勞工（包括小農

及其他前資本主義的從羼的階級﹚之間的關係﹙圖四’3﹚.帝國主義資

】5這基本上是內部殖民主義學派思維的觀點（見WoIpc l975﹚’非』嗎克思主義的種族關係學

者’例如多元社會傳統的論者（如Kupc「andSnli【﹜】l969;vandcnBcrghcl967﹚’也以此為

主要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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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帝國主義國家

資產階級與

﹂前資本主義統治者

Z

資產階級 G

A ▲

4

階級分界

VV

◆ 小農與無產階級邶產階級 1-了

國族分界

I州Ⅲ:帝國主義產生的劂族與階級關係

本憑藉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以及種族主義及國族沙文主義意識型態

的合理化’行使強制的手段’得以將殖民勞動力的價格壓得非常低.

由於還保留前資本主義的形式’因此可能難以看清其剝削的本質‧從

殖民勞工身上榨取剩餘’但不盡然是以嚴格的薪資關係中產生剩餘價

值形式’但即便如此’勞工受剝削的程度﹙以較鬆散的定義使用’意指

勞動價值被掠奪的比例﹚仍很可能非常高’以致有些學者談論殖民勞工

時’會使用超級剝削（supcrcxpIoitation﹚-詞‧
有人主張﹙如Bc﹝﹝clhciml970;Evansobnl977;57﹚殖民勞工受到的

剝削低於在宗主社會勞工,因為宗主祉會有較高的資本投注於機械’

使勞動生產力較高’而資本主義核心的較高的勞動生產力’使資本家

得以掠奪更高比例的勞動生產剩餘‧但在維持著前資本主義關係的殖

民情境中’很難測量剝削率‧剩餘除了透過薪資關係來掠奪外’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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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間接的掠奪管道‧例如’-間手工藝品小店利潤率可能很低’勞

工看似受到較少的剝削‧但該店生產的商品可能經過很多人手處理才

抵達最終的販賣’以致直接生產者收入與非生產者收入之間的差距可

能翻了數倍之多。即使殖民勞動力「生產力不佳」’雇用他們還是能獲

得很大的利潤‧正是在這個層面上’可以觀察到剝削程度的差異。 I6

帝國主義對於帝國主義統治階級與殖民地統治階級﹙圖四’2﹚之

間的關係有雙重影響。-方面’如前所述’可能出現的工業資產階

級’因廉價產品引進殖民市場而遭受破壞;另-方面’殖民強權已建

立了中介的領導者﹙如買辦階級﹚’或利用傳統統治階級協助他們剝削

大眾﹙4﹚‧這些階級與帝國主義資本結盟,助長階級壓迫而非國家壓

迫‧然而’這些新興的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和勞工同樣有意推翻帝

國主義的支配. I7

借助中介階級鎮壓與強制勞工’能使得殖民地的廉價勞工變得更

加廉價‧這類鎮壓可能發生在各個不同層次,小自個別的企業家或地

主’大至以高壓政權抑制勞工以利外來資本的國家。這些中介階級時

常成為生產關係部分維持在前資本主義狀態的關鍵因素。但是因此流

至宗主國資本的利潤變成現代資本的-部分’作為日後投資工業資本

主義企業之用‧買辦的角色將殖民地小農及勞工置於雙重壓迫之下’

雖然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通常勢力薄弱’和帝國主義與殖民執

】6這項獺題也有另-種探討方式,就是假定勞動／j的價格不受分配給每l∣亂勞工來源的資本

影響。殖民勞工R∣】l吏付出同等努力,其所得仍少於宗主國勞工’這是!∣!〔l腑置疑的。但宗

主國祉會勞工在有較大量投資於固定資本的條件下勞動’因此有較高的生產力。假如

資本從宗主國勞工轉移到殖民勞工’而後者的薪資與生活水準（至少暫時）不變’則殖

民勞工的剝肖Il率∣I絲高於宗主∣或l勞工。就是這l∣i﹟∣差異導致劈工替代（Bo【】刷cicI】 】972l I975,

I976）。然而,如果沒有額外資本,殖民勞工的雁缺乏生蕨／J ,產出的盈餘往往不高。

階級’在Omvcd﹝（I973）有更詳盡的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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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者常有經濟掛勾’但階級中經常有部分人士是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要

角。他們有志將外資逐出殖民地’不再讓外資削弱他們本身的發展以

及國家資源’包括勞工‧他們和想擺脫外來支配的農工結盟’換言

之’他們-起加入民族解放運動。但是’這樣的聯盟不應掩蓋階級力

量運作的事貫:對殖民勞工的剝削’以及削弱宗主與殖民資產階級之

間的競爭‧

許多討諭聚焦在殖民、半殖民及新殖民祉會中需要的是何種結

盟’以及誰才是「真正的敵人」’每-種探討取徑’分別連結到某-

種對帝國主義影響的分析﹙如PcmandczandOcampo l974;MandcI

l970 ;Mao】967:305╴34;Petras l976;RomagnoIol975﹚。其中-個議

題是’殖民祉會是否需要兩階段革命:先發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

殖民主義’使民族資產階級得以資本主義路線發展生產力’並成為祉

會主義革命必要的階段﹙Omvcd〔 l973:7﹚.共產黨長期以來都抱持這個

觀點’遭受不少嚴重的抨擊’尤其是依賴理論家‧他們主張殖民地就

是資本主義的部分原仄I是認為小農和工人現在巳經準備好進行社會主

義革命’不需要再等待經歷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更何況’依賴性資本

主義的本質’就已讓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批評依賴理諭者（如PcrnandczandOcampo l974﹚’認為殖民地的

落後肇因於未完全過渡至資本主義’因此主張資產階級民主的階段仍

然是必經之路。封建階級關係必須被破壞,例女∣」可透過土地改革把土

地分給直接生產者’以瓦解土地壟斷’這是民主而非嚴格意義下的祉

會主義政策‧只有在封建階級關係破壞後’才有可能進展到祉會主義

革命.但因為拉丁美洲（應該也包括其他殖民地）的資產階級無法完成

過渡的歷史任務’因此端看無產階級。I8

I8 美匝I的黑人∣｝『I邈有相似的i;、l論（GcscI】wendcr l978;70－l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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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無意加入辯論’這辯論似乎高度爭議性,且常常淪於各個派

別將其他派論點斥為背叛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懷疑這種宗派

主義的興起’乃因高度壓迫祉會中’難以找到可合作同盟和可行策略

的緣故。我們的核心觀點很簡單:帝國主義扭曲了被殖民與半殖民國

家的階級關係‧階級對立在面對共同壓迫者時被稍微淡化’至少短期

是如此這樣。因此革命鬥爭的軸線往往看來是國族而非階級的。

帝國主義也影響宗丰國祉會內的階級關係﹙圖四, l﹚。如前所述’

帝國主義擴張的-大原動力’來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勞動力價格的

上漲以及階級鬥爭的發展‧帝國主義降低了勞動成本’必定對帝國主

義國家的工人階級有重大影響。

同樣的’這種影響的本質也引起-番爭論‧有人主張’宗主國勞

工獲益於帝國主義。從殖民勞工榨取而來的超額利潤’有部分用來買

通宗主國勞工’因此他們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壓迫有牽連。即便國族內

部有階級分界’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分界還是比較符合國族分界’而

非階級分界‧因此剝削便以國族作為主軸’兩端分為壓迫國與被壓迫

﹙或無產階級﹚國﹙如EmmanucI l,70;NicoIaus l970﹚‧

這個觀點是勞工貴族﹙aristocracyoflabor）概念的延伸。勞工貴族

-詞原本用於描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內部的某部分’特別像

是職業工會會員’他們保護自己不受其他勞工競爭影響’因而使他們

的勞動力價格膨脹到超出其責際價值。後來這個概念延伸到帝國主義

國家的所有勞工’因為他們被靦為從民族資產階級的掠奪當中獲利‧

我們不同意這個分析﹙同樣持此看法的有Ba「rat﹝╴Brownl972:

79╴l38 ;Bettclheim】970;Dobbl940: 223╴69;Evansohnl977;以及

MandcI 】970’以及其他人﹚‧帝國主義對宗主國勞工及其階級鬥爭的

影響’遠比這個模型所設想的還要複雜。第-’宗主國勞工較多的

收入不能單純看作從殖民勞工轉移過來的支薪-「帝國主義的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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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如本文開頭所述,這大部分是生產能力大量提升或不均衡發展的

結果（Evansohn l977: 57;Bc〔tclheiml970）。換言之’宗主國社會中較

高的工資產自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包括商品價格降低、對商

品的依賴增加’以及（可能是最重要的﹚無產階級意識與階級鬥爭的發

展。

帝國主義的主要受益者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家’不是工人階

級。帝國主義幫助資本家階級脫離最可∣I日的危機’而這危機部分即起

因於階級鬥爭‧由此看來’這違背宗主國工人階級的長期利益.

帝國主義也助長資本積累’繼而鼓勵將固定資本投資於宗主國社

會。這個過程雖能改善生產力’讓宗主國勞動力更有生產力’但也導

致勞工因技術發展而失業’再度在宗主國祉會中創造出-批產業後備

軍‧

最後-點’資本外移至殖民地’也造成宗主國社會的工作機會

流失‧只要資本家在殖民地投資能獲得較多的利潤’他們就不會想在

宗主國投資’於是導致帝國主義國家的勞工遭到替代﹙Barratt╴Brown

l972: l04╴07﹚。換言之’兩群勞工被迫彼此競爭﹙圖四’6﹚。殖民勞

工的廉價便成為優勢’威脅到宗主國勞工的就業機會’以及他們努力

爭得的勞動標準。

由於帝國主義的緣故’階級鬥爭無法在國家境內進行。資本的

移動性遠高於勞動’因此它不需要留在本地奮鬥到底’而能夠逃之夭

夭’徒留勞工面對日漸萎縮的工作機會’無法自保。勞工於是陷入階

級鬥爭式微的窘境’被迫與資產階級妥協。通常,與資本妥協的結果

是形成企業工會主義﹙businessunionism﹚或其他溫和的工會主義.這些

妥協同樣也以國族分線為界’所以資方和勞方也貌似共享了宗主國祉

會的利益.與殖民地∣胃況相同’國族的軸線似乎佔支配地位。

同時’宗主國勞工不僅和殖民勞工呈現競爭甚或敵對關係’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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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辦階級、被殖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圖四’5﹚呈現敵對關係。後者

不僅協助壓低殖民勞工的價格’也防止階級鬥爭帶來勞工平等化’減

少彼此間的競爭’如此便協助鞏固帝國主義的支配,戕害宗主國勞工.

總而言之’我們不認為能簡單地說帝國主義已造成從階級剝削到

國族壓迫的根本轉變‧誠然’最嚴重的剝削∣∣青況發生在帝國主義資本

對殖民勞工的壓迫之中,但其他兩個階級’宗主國無產階級與殖民地

資產階級’也絕非與自曰’國家內的其他主要階級利益-致。帝國主義

扭曲了這兩種祉會中的階級衝突’導致以國族為主軸的暫時性結盟。

但這不表示階級鬥爭不是宗主國與被殖民國要持績面對的嚴重問題’

也不表示國際∣偕級聯盟是不可能或不值得追求的。

國際工人階級團結之所以薄弱’主要是由於民族資產階級的活動

所致’而非起因於某群人自然的沙文主義’或甚至是因為-群勞工為

圖己利而犧牲另-群勞工;相反地’他們被分化’使得雙方皆無法成

功地推翻資本主義體系。

宗主國勞工常常面臨兩難困境’-方面企圖改善自身相對於資本

家的處境’另-方面又害怕下層的殖民勞工取代他們的位置’因此’

他們似乎動彈不得’無法展開真正的革命行動。這點讓-些學者相

信’最具革命精砷的階級是殖民勞工’-反標準的馬克思主義預測:

資本主義必須先到達最發達的階段’無產階級才有可能進行成功的祉

會主義革命。

被殖民人民的革命有助於攻擊國際資本家最脆弱的環節。只要殖

民勞工有可能推翻帝國主義資本’他們就會削弱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自

危機中脫逃的能力。所以,他們終將有利於宗主國社會勞工’使之能

與資本家正面對抗‧因此’如馬克思和恩格斯（MarxandEngelS l972﹚

多年前針對愛爾蘭的問題所言’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應該支持殖

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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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移出

帝國主義帶來的低度發展’為勞工移出立下了基礎‧如前所述’

帝國主義入侵會導致大量的流離失所﹙Dietz 】979: l8╴9 ;Portcs l978a;

ll╴23﹚。本地的手工藝工人因廉價進口製品的競爭’被趕出貿易行

列之外;小農不是被迫離開土地’就是擁有的土地愈來愈少;小農家

庭為了維持微薄的生計’往往得另外送家人到資本家經營的企業中工

作’沒有正職至少也得有兼職‧因此’帝國主義造就了-群為求生存

急需就業的人口。

低度發展祉會的另-個特色是’資本主義的發展跟不上農村哀退

的速度‧城市或資本主義式農業都沒有足夠的職缺。當然’宗主國祉

會也有同樣的’∣青形’但因為他們的國家是殖民強權使得勞工有-條出

路:他們可以逃往殖民地定居’重新建立小農或自丰牛產者的生活型

態‧殖民地的人民沒有這樣的出路’因此不管什麼工作他們都得應徵。

某種意義上’殖民勞工的移出可以視為蔓延到海外的移工系統。

典型的移出者是-個年輕成年男性’他的家人都住在農村’維持生

計農業。他代表整個家庭’到資本主義經濟工作-小段時間’以填

補家庭日漸萎靡的生計基礎;同時希望他的積蓄能幫助家庭重建’

例如付清債務或是買回失去的土地,屆時他就能回歸家園。所以’

這個移出者並不是資本主義部門永久的定居者﹙se﹝tIcr﹚’他是個過客

﹙so】ouner﹚’就像是殖民祉會中農園工作的人’-年工作-段時間’收

割季再返鄉。∣9

殖民勞工移出的暫時性質’從移出者及其家人的觀點來看,完全

合乎理’∣生。首先’雖然在資本主義部門能賺取相對較多的財富’但也

很容易因為高昂的生活開支而耗盡錢財。比較聰明的做法’就是讓單

】9請注意’移Ⅲ者可以進入宗主國祉會或其他殖民地的資本主義企業。但在殖民勞工移IⅡ

早期’則足後者居多。



理論與實踐的開拓:成露茵論文集l48

-勞工前去工作’家人則留鄉’多少還能靠生計農業過活‧他輔助∣生

的匯款對於身在生計部門的家人有很大的幫助’如果在資本主義經濟

下’他們卻只能維持最低等的生活方式。

其次’在農村中保有-塊立足點’可作為-種祉會保障﹙Wilson

l972: l48﹚‧早期的資本主義鮮有照料生病、殘障、年長或失業勞工的

保障’而農村社群卻能夠給予他們這種照料‧處境不堪時’農村是可

歸之處。但為了維持這種祉會保障’移出的勞工必須「付出他應付出

的」-和農村保持聯繫。聯繫的方法可以是匯款’可能的話’還要不

時返鄉探訪‧把妻子留在故鄉也是確保聯繫的方式‧因此’移民地移

出的勞工通常預計要返鄉’並要確保他們返鄉的權利.20

有-點我們在此先稍微提及’之後會有更詳細的說明:引進勞工

的資本家和移出勞工﹙emigran﹝wo【kerS）雙方的需求是相當互補且互相

強化的.例如’勞工與生計部門保持聯繫’使雇主不必考量家庭生計

與社會保障而可支付低工資’而低廉的工資則讓勞工必須和農村保持

聯繫。

由於帝國主義涉及不同程度的政治支配’殖民地統治階級常難以

控制其移出勞工到海外的工作條件。帝國主義強權可用來脅迫訂定勞

工外移的條件。例如’剛被招募可能會被契約束縛數年,使得他們在

抵達移入國家後’無法行使權利尋找薪資最好的工作.有時候半殖民

地的政府試圖為國民求情’但帝國主義支配削弱了他們的條件’因此

他們掌控情況的能力往往受限。

2﹙） 在本書談到的亞洲移民時期中’單身男性最常見。較近期的勞工流移,尤其是-九六○

年代中期以降,則有愈來愈多舉家遷徙’甚至是女性移民居多的現象。由於這些轉變和

本主題不大相關,我們便不在此探究。但即使是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包括美國’

單身男性栘民的模式還是持續存在（像是墨西哥人栘人美國西南部’以及北非人移入西

歐﹚‧我們此虛描述的現象尚未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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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移出殖民地的常見形式’是將殖民生產方式的元素轉移到資

本主義部門‧勞工岡∣到移入地時多半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完全失去生

計工具﹚’也不是自由的薪資勞工﹙能完全自由地為最有利的條件出賣

勞力﹚.他們來自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仍未發展完全的環境’而他們被引

進資本主義勞動市場時’仍未擺脫某些前資本主義關係的束縛‧我們

稍後會再回來檢峴移民勞工﹙immigrantwo【kcr﹚入境時受到哪些限制’

但現在我們想要強調的是’其中有許多限制都是在勞工出境時便已存

在。

殖民地招募勞工時’帝國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所扮演的角色不

-.有時他們派遣代理人積極參與’有時勞工移出大多交由買辦階級

或殖民地統治者處理’他們身為中間人’也是維持移出勞工和前資本

主義社會關係的重要角色。比如’他們貸款給打算移出的勞工’並簽

訂契約要求他們為特定雇主工作以償還貸款‧這類案例中含有-種半

強制的元素’類似勞役償債制（debtpeonagc﹚’防止移出勞工變成自由

的薪資勞工。

總結而言,帝國主義有助於在殖民地創造-群產業後備軍’可以

移至宗主國或其他殖民地的資本主義部門’成為薪資勞工。但勞工移

出的狀況常保留殖民生產方式的特色’也就是不完全資本主義式的’

並且帶有強制成分。因此’殖民勞工進入資本主義勞動市場時’比起

其他勞工’顯然處於劣勢。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工需求

本文開頭提到’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勞動力價格趨於上漲’造成

了週期性且長期的危機.如前所述’帝國主義擴張政策是資本因應危

機的一種方法’其手段是找出更廉價的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工‧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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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資本移向較廉價的勞工’另-個因應方法就是將廉價勞工移入宗主

國資本主義經濟體中‧從殖民地移入和輸入廉價勞動力’可以硯為-

種類似於殖民的現象.兩種I青形皆是宗主國資本家為了因應利潤率下

滑的趨勢’利用特別受到剝削的勞工群體來提高剝削率。兩者主要的

差異’在於剝削發生的場所。

近年西歐「客工」興起’使得許多人以為勞工移入宗主祉會只是

最近才有的現象。其貫’至少就大不列顛而言’這種做法巳經歷史悠

久’在馬克思與恩格斯﹙MarxandEngcls l972;亦見】acksonl963﹚的

年代’愛爾蘭移民勞工已是英國祉會的普遍現象‧不過’勞工的輸入

與移入’在美國﹑巴西、南非、馬來西亞等殖民祉會’比在西歐更常

見’因此造成了-些誤解.

基本上,我們可將勞工遷移﹙labor immigmtion﹚區分為三類:由宗

主祉會移至其殖民地﹙例如英國工人移到美國或澳洲﹚﹑殖民勞工移至

其他殖民地﹙例如印度工人移至納塔爾﹝Na﹝aI﹞或斐濟群島﹚、殖民勞工

移至宗主國祉會﹙例如西印度群島人或奈及利亞人移到大不列顛）.雖

然在三種I青形中’移民勞工的相對廉價對資本都是吸引力’但接納國

與輸出國社會雙方的發展程度’造成了移民勞工角色的差異‧

例如’移民勞工從-個殖民祉會移動到另-個殖民社會’他們面

對的條件很可能是強制l∣生的.這現象部分是因為移民進入的是殖民地

的生產方式’奠基於依賴的資本主義’其資本必須利用受強制的工人

以維持營運。各種形式的質押和契約’是殖民地間勞工移動的典型。

工人由宗主國移動到殖民祉會的’∣青形則較為模糊。這類移動所創

造出的「定居白人」﹙whitcSettlcr﹚祉會’往往急速成長為發展中或已

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早期階段中’這類移動可能具有強制性質’

但隨著接納國的發展,便轉化為自由勞工遷移。工人有可能被大量吸

收’因為這些祉會是殖民地’尚未發展完全。通常’殖民地有足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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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可用﹙因為已從原住民手中奪得﹚’也有充裕的自然資源’供新資

本剝削’繼而需要勞動供給‧

勞工遷移的新文獻大多集中探討第三種移動’即殖民勞工移至發

達資本主義經濟體‧我們剛開始本次計畫時’曾假定第二次世界大戰

前亞洲人移入美國羼於此種模式’但進-步檢驗證貫’發現∣青況較模

糊’責為介於殖民地間遷移與移至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兩類之間。問題

在於’隨著歷史演變,美國的地位已從殖民地轉移到發達資本主義.

即使形式上美國已成功從大不列顛獨立’某些經濟部門仍仰賴大不列

顛’至少南北戰爭以前是如此。因此’十九世紀末葉移入美國東北部

的歐洲工人進入-個資本主義系統的同時,建立在半強制黑人佃農之

上的殖民地勞動系統’則在南方發展成熟‧但在亞洲工人移入加州與

夏威夷的案例中’這些地區的確切地位難以確定.

美國案例的特徵及其持績改變的發展模式’會在本書第-部分詳

細探討。在此’我們將焦點放在殖民勞工進入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的

「純粹」狀況‧本節的目的在於思考;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的資本家為

何希望勞工從殖民社會移入‧我們雖然專注討論這種純粹類型’但也

不能忘記這些原則對美國這類過渡或中間案例的適用性‧

宏觀而言’我們可將勞工移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硯為吸收新勞

動力來源的過程‧此-過程為產業後備軍注入新血’補充人力’而非

回收既有系統中的工人。從第三世界國家移入小晨（以及其他前資本主

義勞工﹚’可以峴為資本主義祉會吸收自身小農過程的延伸。漸漸地,

所有本土小農都被迫離開土地’於是尋求並吸收新勞工的行動便拓展

到海外.低度發展祉會的小農受到鼓勵、弓∣誘或強制’進入資本主義

2】 在美國西部與夏威夷的案例中’前資本主義形式並未在亞洲人∣｝Ⅱ始移人時完全瓦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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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勞動力的廉價性

如前所述’來自殖民地國家的移居者’由於母國的發展程度較

低’加上帝國主義的影響’而身繫某些絰桔‧他們往往-貧如洗’因

此願意接受發達國家勞工無法接受的條件.他們常與前資本主義系統

有所牽繫’並且多數是健康狀態與工作能力處於巔峰的單身男子‧他

們與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牽繫意味著他們習慣於相對較低的生活標

準’而且鮮少或不曾接觸工會等無產階級組織。此外’他們計畫回到

小農經濟’因此參與移入國當地無產階級運動的意願有限.移民渴望

盡∣∣央賺錢’因此很可能抗議低工資’但是這種抗議通常採取自發的、

短期的形式’而非長時間的抗爭’這是因為移民與本地勞工不同’他

們並沒有興趣替未來的世代改善工作環境﹙Cas﹝eⅡs l975: 53﹚‧栘民勞

工的這些特性’都促使他們落腳之後成為廉價勞工‧ zZ

移入國的工作條件使移民的劣勢加劇’也使其特殊處境永久延

績.移入過程本身就助長了移民勞工的廉價性。新來的移民面對各種

適應問題’包括語言不通’以及不熟悉如何尋找住處﹑如何在社會中

活動等‧在痘吐壓力條件下’移民可能被迫接受不理想的低薪工作’

至少在安頓下來以前必須如此。如果移民勞工不懂本地語言’便很難

謀取與能力相稱的工作’如此-來安頓過程可能相當漫長。

另-件遠比適應問題更重要的事’或者說比任何移民從母國帶來

的劣勢都要重要的事’就是「移入」（immigmtion﹚本身允許接納國將這

些工人置於特殊的法律分類之下’他們得以遭受不同於本國國民的待

此狀況與本文敘述的狀況有-隱含的共通點’亦即在這兩個案例中,僱用本地勞工都太

昂貴’對獲利能力產生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僱用移民即可能較有利。

實際上’移民落腳時具備這些特性的程度各有不同。-般而言,原居社會受殖民程度愈

高’這些特性就愈可能顯現。因此’這些特性見於第三世界移民多過歐洲移民’東歐移

民又多過西歐移民。

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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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Cas『ells l975: 53;Pctras l980:440╴45﹚.這不只深刻影響移民勞工

起初的廉價’也深刻影響接納國社會使移民勞工更長期地維持廉價的

能力。照理說’不管-個人起初的生活標準多低’進入-個生活標準

較高的國家以後’期望值應該會迅速重新調整。然而’移民的法律分

類’使接納祉會的資本家得以干涉此-過程’延長移民的廉價勞工地

位.

接納國的資產階級發揮影響力壓制移民勞工’主要方法有三’三

種都涉及至少-定程度的國家介入‧第-’國家可以選擇誰能進入.

舉例而言’移民法可以挑選身強體健的年輕男人’排除所有依賴人

口’諸如婦女、兒童﹑老人﹑病人及貧民等‧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

可以留給輸出國負擔﹙Bu【awoyl976;CastelIs l975:47;Gorz l970:

Z9﹚。同時’移民勞工的維護﹙maintenancc﹚得以壓到最低‧於是’由

於移民勞工比-般工人健康,醫療成本也可能減到最少﹙CastcⅡs l975:

46﹚;當移民勞工不得攜帶家眷’則可被安置在工寮、伙房或其他低於

標準的房舍中’且不需提供教育設施……等等‧總而言之’完整人口

所需的正常祉會成本’例如住房﹑教育與醫療等’在移民身上都有可

能減至最少。

第二,資本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可以把移民勞工放在特殊的法律分

類中‧非公民的身份’使最輕微的挑暈行為’都可能導致遣送回國的

而-旦他們不再具備生產力（原因可能是個人傷殘或者經濟衰退﹚’就

有可能遭到遣返。再者’倘若他們顯露出-絲政治危險∣生’也有可能

被解僱’這明顯抑制了他們參與公開抗議活動的意願（如CasteⅡs l975:

53;Portcsl978a: l╴33﹚。

移民特殊法律地位的存在創造了法外地位的可能性’即非法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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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移民如果試圖參加抗議活動或以任何方法改善自身處境’馬上就有

曝光並招致遣返的危險﹙如Portes 】978b;Samoral97l﹚‧

第三,也是最直接的-種’就是移民輸入國祉會的資本家可以主

動參與招募過程。如此’他們便能趁工人還在母國時簽下合約’納入

控制。此時工人可能不會察覺’合約條款相較於移入國其他工人的工

作條件’其責非常不利‧然而落腳之後’他們如欲毀約’便會受到訴

訟的威脅。

Castells﹙l,75: 52﹚總結了資本可以對移民勞工行使的特殊支配;

移民勞工對資本的用處主要來自於資本得以彷彿勞工運動不存在

的方式對待’這使得階級鬥爭倒退數十年‧二十一世紀的資本搭

配十九世紀的無產階級-這就是壟斷資本家為了克服自身危機

所做的夢。

另可補充-點:移入條件使得資本能夠將非市場因素納入工資決

策中.移民勞工不是完全自由的薪資勞工’但他們的自由程度會隨時

間和地點改變‧換句話說’前資本主義或非資本主義特性與移民勞工

的地位有連帶關係’也限制了工人的選擇’以及他們完全發展成為無

產階級的能力.殖民地的生產方式’在某種程度上複製到了宗主祉會

之中。

基於種種不利條件’移民勞工與其他工人相比’工作條件可能

格外嚴苛,包括工時較長、工資較低、生活條件較差、勞動強度更

高、工作環境更危險、..…等等。他們做的是社會上的「骯髒工作」

﹙Oppcnhcimer l974﹚。在某-相同程度資本投資下’移民勞工的剝削

率高於本地工人的剝削率’平均利潤率因而增加’使資本得以緩和最

嚴重的經濟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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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小資產階級成員在移民勞工處境中可能扮演重要角色‧他們

和殖民地統治階級-樣’與宗主國資本存在雙重關係‧-方面’雙方

可能互相衝突﹑競爭’因為他們發展成資本家的能力受到不平等交換

與法律／政治限制的阻礙。另-方面’他們可能大力助長本地資本持

績壓制移民勞工’同∣I寺也為自己謀取利益‧

移民小資產階級扮演中間人的例子之-是勞動承包商’擔任此職

務者往往是移民祉群的成員。勞動承包商可能有兩種面貌。他可以代

表工人’與資方談判’試圖為工人達成最有利的協議’同時增加自己

的佣金或收入。他也可以藉由承擔招工成本、供給工人住處與食物、

在淡季時幫他們尋找替代工作’為雇主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上

述這些節省成本的功能之外’他和他的工人之間也可能保有前資本主

義的牽繫’例如其關係可能是家族的﹑同村或同鄉的‧這些要素反映

了相互責任的紐帶’使得工人難以與承包商發展出對立關係’使承包

商有不尋常的權力能控制旗下的勞動人力’使主要雇主獲利。這些牽

繫也能阻礙不同工人群體攜手合作’尤其是國族背景不同的群體’因

為他們的承包商都是小資產階級’彼此存在競爭關係.

移民中間人的角色也延伸到其他小型企業形式（Bonacichl978’

l979a﹚‧舉例而言’即使是獨立服務業或零售商店經營者,也能發揮

勞動控制的功能。他使用無酬的家庭勞工’就是將前資本主義關係延

伸到資本主義環境「∣1的最佳範例‧但即使僱用的是薪資工人’前資本

主義元素也很可能以∣司宗、同鄉等家父長式的關係形式出現。廉價的

移民小商店對大資本而言或許沒有直接益處’但卻讓本地資產階級能

夠與移民祉群進行降低成本的交換‧總而言之’宗主國資本家與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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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的集中化

移民勞工並不是平均分佈在他們移入的經濟體之中‧他們傾向集

中於某些地域’並且過度集中在某些產業、企業與職業中‧移民有幾

種明顯特徵可能是這種集中﹛頃向的原因’例如造成地域性集中的地緣

關係’或移民勞工技能與職業所需技能的相符程度等’但除此之外,

發達資本主義及其對移民勞工分佈的影響,還可做何解釋?

-方面’我們可看見在雙元﹙dual﹚或區隔﹙scgmcntcd﹚勞動市場

中’移民集中在競爭激烈的部門﹙如Portcs l978a: 37－,﹚。另-方面’

他們又很可能被排除在壟斷部門產業之外。23此種分隔的原因在於不

同部門的勞工需求。壟斷部門企業在技術與機械化上投資較多’因此

需要更高度的計∣∣練’最明顯的例子是規劃生產流程的技術專家’但即

使是生產線上的工作也需要-定的訂∣∣練‧壟斷部門企業發展出龐大

科層組織’其文書工作人員至少必須識字。因此’-般教育與專業

訂∣∣練的需求’在壟斷部門中都傾向提高﹙如Gordonl972;Aronowltz

l978﹚‧24工人的穩定性等議題愈來愈重要’因為生產流程如果運作

高度複雜且環環相扣’再培訓的成本將會高得無法負擔。在這種l青況

下’充分發展且切斷-切前資本主義牽繫的永久無產階級’錄用的機

會較大。

23雙元或區隔勞動市場理論（如Gordon l972;Edwa『ds’Rc﹟c﹜】, andGordon l975 ;O℃onno【

lW3: l3╴3, ;Vic『orlszandHarrison】973﹚認為產業是分歧或再細分的,峴種種特性而

定’如資本密度、規模﹑集中程度﹑產品不可儲存’∣生’以及市場範圍等。此理論主張’

產業的這些特性有助於決定其勞動力需求’以及該產業控制勞工的策略。例如’壟斷部

門企業可能設置內部的工作階梯,作為勞動控制的機制。

24事責上這-點頗有爭議。有些人主張’發達資本主義中備受吹捧的教育需求是-場騙

局。我們認為這項議題之所以有些混亂’是因為關注的發展階段不同。的確,機械化削

弱了工匠的個人技能（Bravcrman 】974﹚’這是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特徵。但這個階段－

過,工業廠房設置完畢後,複雜性日益增加,此時便需要另-種教育’只是不可諱言

地’教育需求的確不是均勻地分布在整個企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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壟斷部門需要的勞動力類型及其工作條件’有利於工人組織的形

成‧工會容易發展成形’促使工資增加﹑工作條件改善。換言之’壟

斷部門企業容易面臨勞動成本持績上漲的∣冑況。他們因應的方法之-

是弓∣進更多節省勞力的手段’進-步增加仍受雇的勞工的生產力,以

更低廉的成本生產商品’藉以在同類產品中取得競爭優勢’超越其他

企業。或許更重要的-點是’寡佔的地位’讓這些企業壟斷價格’將

增加的勞動成本轉移給消費者’從而不讓利益受損.因此’壟斷部門

企業能夠應付上漲的勞動力成本’不致遭受嚴重威脅。

相較之下,競爭部門的企業握有資本不多’勞工對資本比率（勞力

密集度﹚高。他們的資本不足以引進大規模的技術革新’因此勞動生產

力低‧這些企業通常規模較小‧由於進入此-部門需要的資本少’其

產業集聚﹙industryofconcentration﹚往往過高‧事實上’壟斷部門因為
技術革新而解僱勞工’造成產業後備軍增加時’競爭部門的小企業很

可能增加’因為某些失業者能夠湊集資本’成立這種低資本企業。於

是’競爭資本主義不斷地在祉會邊緣再生成‧

這些特」∣生決定了競爭部門企業所需的勞動供給性質。生產不穩

定’導致企業需要季節性工人與兼職勞工。這些企業在機器上的投資

較少’因此維持機器隨時運轉既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所以’對於任何

勞工的司I∣練僅有最低程度的投資‧勞工的流動相對而言較不重要’甚

至可能正如企業所願’因為如此-來勞動成本便可持績壓低﹙對於新進

工人可以只支付起薪’資深工人則可能期待持績加薪﹚。個別勞工的生

產力’在競爭企業裡比在壟斷企業裡要低得多’主因並不在於司I∣練的

差別’而是運用在每-個勞工身上的資本多寡‧不同部門的勞工’就

個人特質而言’事責上可能是可互換的,但是工作本身創造了相當不

同的生產力.

發達資本主義不同部門需要的勞工各異’這對移民勞工的集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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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造成重大影響。所有資本家都希望降低生產成本’但競爭部門企業

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更為迫切﹙如CastcⅡs l975: 58﹚。因此許多論者預

測,移民會集中在競爭部門企業與產業’並且集中在以此類企業為主

的地區‧

區隔勞動市場觀點’對於瞭解目前移民勞工的集中分佈或許有

用’但我們質疑其普遍性。勞動市場區隔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的現象’其興起有-部分是在回應新出現的勞工保護法規﹙Bonacich

l980﹚。如果考慮更早的勞動力移動’例如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數

百萬南歐與東歐人移至美國的例子’我們會發現工人並非集中在外圍

的小型企業’而是當時最大型﹑最發達的產業‧事責上’他們的勞動

促使這些作業轉型成為壟斷巨頭‧因為本書探討的亞洲移民是第二次

世界大戰之前的現象’所以我們對於栘民勞工的集中分佈有必要進行

更廣泛的瞭解.

我們從這個原理開始:所有產業與企業都希望盡可能降低生產成

本,而勞動力成本降低是生產成本降低的根本要素‧生產成本可以藉

由直接僱用較低工資勞工來減少.向僱用廉價勞工的企業購買原料或

資本財’也可以間接減少生產成本‧若有以廉價勞工為主的企業提供

廉價消費品或服務’則雇主或消費者可將之轉化為較低的工資’同樣

可以減少生產成本‧

用另-個方式說’即使資本家未直接僱用廉價勞工’廉價勞工的

存在依然對資本家有利.壟斷部門企業與仰賴廉價勞工的企業的關係

就如同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企業的關係。剩餘可透過前文探討過的機制

從後者流向前者:不平等交換（基於勞動生產力的差異﹚、減少輸入成

本﹑單純的剩餘掠奪﹙例如租賃與利息支付﹚’以及依賴關係﹙例如分

包’或者其他壟斷資本能夠主導生產過程的情況﹚‧因此,廉價移民勞

動力的存在’即使集中在特定的產業部門與區域’其影響也很可能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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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整個經濟體.

所有企業與產業都能受益於廉價移民勞動力的使用’但至少有兩

項因素影響他們僱用的需求與能力。第-’各企業與產業中’工人組

織化以避免僱用移民勞工的程度不-。本地勞工在某些情況下獲得國

家支持’可能阻止資本家僱用移民勞工來削弱他們﹙此議題在底下「階

級關係」-節中會更深入討論﹚。

無法利用移民勞動力的產業類型’因歷史時期與經濟發展階段而

有所不同‧例如’資本主義發展早期’通常由小型商店僱用的工匠’

就羼於最有組織的勞工。因此’工藝幾乎不可能僱用廉價移民勞工’

廉價移民勞工傾向集中在非技術性職業’通常是在有能力去技術化

﹙或將複雜技術分解為僅需少量訓練的基本組件動作﹚的大型工廠‧相

對的’二次世界大戰後’大型工廠的工會較能阻止雇主使用廉價移民

勞動力’今日的雙元勞動市場便反映了這個後期階段。得助於國家制

定勞工保護規章’規範大規模企業中的勞動標準﹙Bonacichl980﹚‧是

故’移民在現代較可能集中在小規模企業’因為小企業能夠規避工會

的組成,迴避國家檢查。

雇主使用廉﹛賈勞動力’可能是╴項持績抗爭與改變的議題‧暫時

適應於高價勞動供給的時期過後’雇主可能會重新開始努力降低可變

資本的成本‧我們預估’這關乎週期性波動對利潤率的威脅’或者對

壟斷地位的威脅﹙例如國際競爭的激烈化﹚‧因此’某個時間點沒有僱

是說’移民的產業分佈是-種可變的現象’取決於勞方將移民阻絕在

外的決心’以及資方弓∣進移工的決心﹙或立即需求﹚。

上述結論將我們帶入第二個影響移民集中分佈傾向的因素’也就

是不同產業直接僱用廉價勞工的立即需求。企業的經營自由程度受許

多因素影響:對資本來源的控制﹑控制市場的能力……等等.-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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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壟斷部門企業較能控制其環境,也較無僱用廉價勞動力的急迫必

要‧即使僱用移民勞工,也比較能夠優待他﹙Caste【ls l975: 58﹚。

我們希望用「依賴」而非「競爭」-詞形容無法控制資本與市場的產

業。雙元勞動市場文獻中描述的競爭部門’暗示著小規模邊緣企業通

常導向本地市場。而依賴性企業不-定是小規模或本地的（雖然也可能

是﹚’甚至不需要參與高度競爭的市場‧舉例而言’美國南方的奴隸莊

園’規模通常很大’且產品銷往全國與國際市場‧然而’他們的經營

受限於外來投資的約束’以及-個無法控制價格結構的市場’而競爭

並不-定是缺乏控制力的原因.因此大致上’我們預估廉價移民勞工

很可能較集中在相對處於依賴地位的產業與企業。

移民勞工集中在特定產業’對該產業的發展是有影響的,特別是

在移民勞工受到特殊政治限制的時候。只要前資本主義﹙強制的、半強

制的’或者家父長式的﹚關係繼績盛行於這些產業’他們就幾乎沒有機

械化的動力‧於是便產生以下的循環:需要廉價勞動力-機械化失

敗-需要廉價勞動力.產業停滯不前’而困在該部門中的工人’提

升的機會也受到限制‧換言之’前資本主義或殖民地型勞動系統在發

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的集中分布’造成了不平等發展（BIucstonc l972;

VictoriszandHa『risonl973﹚’某些部門愈來愈落後。

不平等發展轉而使發達部門得以利用落後部門。這是-種生產方

式的構聯﹙ar﹝icuIation）-壟斷資本能夠利用存在於同-國家境內的

前資本主義方式。引進廉價移民勞工’便是如此在內部複製了宗主國

資本與殖民勞工的關係。Z5同樣地’使用被殖民的廉價勞動力’正是

資本用以迴避危機與利潤率下滑的機制。

25或許有人會說移民勞工形成了-種「內部殖民地」（如BI亂ll!】cr l974﹚‧內部殖民主義模型

的確有不少可取之處’但我們並不特別執著於此模型’部分原因是它傾向強調國族壓

迫’不利於檢驗國族壓迫之下暗藏的階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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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所有資本家’不管壟斷程度高低’都會盡可能尋求最廉價

的勞動供給’這可說是-條定律‧但是依賴性企業面臨的壓力’很可

能比壟斷企業更巨大也更持績。前者向外尋求新的勞動力來源’較不

受內部員工與國家的約束‧事責上’國家在壟斷資本家支持下’還可

能主動協助依賴性企業尋找新來源.因此我們預期’移民勞工會比較

集中在依賴』∣生企業‧而且’只要壟斷部門企業能夠自由使用廉價移民

勞動力’他們就會使用’無論是直接或是間接。

階級關係

圖五顯示移民勞工周圍的主要階級關係。明顯可以看出’此圖與

圖四互相對應’這是刻意的。我們認為來自被殖民國家的移民現在雖

然身處宗丰國七地’但責質上仍是複製帝國主義的階級關係。當然’

我們必須小心’不要誇大此-對應關係’因為兩者之間還是存在若干

重大差異。

移人 移民

國家 國族

1
≡

﹂ 小資產
∣階級

←

產
級

資
階

▲
4
-V

階級

分界

產
級

無
階

﹥ 無產
階級

惻五:勞工遷移導致的國族與隋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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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我們已經討論過箭頭-至箭頭四。勞動力價格上漲’尤其是

階級鬥爭﹙l﹚引起的上漲’驅使宗主國祉會的資產階級去尋找更廉價

的移民勞動力﹙3﹚’尤其是透過特殊控制手段’甚至是直接脅迫。移民

小資產階級在此可能擔任重要角色’協助控制移民勞工（4﹚’使本地資

本家﹙2﹚從中受盜‧

引進移民勞工對本地勞工階級造成潛在威脅﹙6）。如前所述,本地

資本利用移民勞動力壓低勞動成本’降低勞動標準’這是他們的主要

目的﹙如Gorz 1970: 28╴9﹚。資產階級對待移民勞工時可以當作勞工運

動不存在’工運成員因而遭受威脅。

威脅有直接與間接兩種。Z6直接威脅是資本家利用移民破壤罷工

或取代本地勞工。雇主可能拿移民當成棒子’脅迫本地勞工降低要

求’否則就直接解僱本地勞工﹙CasteⅡs l975: 59）‧直接替代的問題’

經常促使本地勞工團結自保。常見本地勞工發展出種種機制’阻止雇

主僱用移民直接替代或其他方式’以免遭到削價競爭。壟斷部門勞工

最有組織’因此最能保護自己免受移民競爭,這種保護主義迫使移民

必須轉而尋找依賴型企業裡的工作。此外’移民由於機會有限’地位

因此受到進-步削弱’從而加劇其勞動力廉價的∣青況‧

移民若受雇於勞工運動尚未成熟的部門’則不會對本地勞工構成

直接競爭,此時形成的便是間接威脅.有些論者（例如持內部殖民主義

觀點者﹚認為’區隔的產業僱用移民’有益於本地勞工’因為雇主從移

民身上榨取的剩餘’可以部分轉移至壟斷部門的勞工身上.顯然地’

這種論述呼應國際勞工貴族的概念’以及宗主國勞工受益於帝國主義

的說法‧在此請容我們從本地勞工的角度’簡單重述我們對於此-論

述的回應。壟斷部門的勞工之所以享有高薪和較好的工作條件’部分

Z6 Bonacicb的分割勞動市場（spIit I亂bo『markct）研究曾細究過此識題（Bonacich lW2, 】,75’

】976, 】979b）’本論文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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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壟斷部門的生產力普遍較高’而這點又可歸功於生產能力的發

展’以及壟斷部門勞工發動的階級鬥爭’並不單純是從依賴部門掠奪

而來的結果﹙Go『z l970﹚。移民和依賴部門的勞工薪水更微薄﹑工作條

件更繁苛’這是不爭的事責’但杲產牛的利益除了流向壟斷資本家’

加上少部分流向依賴資本家以外’很難說還流向其他人。

廉價勞動部門的存在’即使是隔離在依賴產業之中’對於整體勞

工運動而言仍是威脅’它阻礙整體勞工薪資的調升’本地勞工也因為

感受到被替代的威脅’而向資本妥協。換句話說’資本得以取得廉價

勞動力’日∣﹞使是間接地’都阻礙發展階級鬥爭、推翻資本;移民勞動

力的存在’由此阻礙了祉會主義運動的發展‧

以廉價勞動力為主的產業對資本家極具吸引力’因為資本家可利

用廉價勞工賺取更高利潤‧受此驅使’資本家將資本從工會組織完備

的工廠和地區,移轉至可取得廉價勞動力的地區‧現有工廠的勞工雖

然未被直接取代’卻會因為資本流動而被間接取代’最後結果便是在

國內遷廠﹙或工廠出走至勞工廉價的地區﹚.

最後’如前所述’廉價移民勞動力的存在’也是依賴型企業不願

改善生產工具的主因。這些介業內的半強制的前資本主義關係’使剩

餘價值率並不會立即受到威脅’資本家便缺乏動力引進節省勞力的手

段’從而∣可時改善工作條件、提高生產力’結果導致這些產業的發展

停滯不前‧因為從公認的勞動標準來看’這些產業提供的工作機會-

點也不誘人’所以工作本身就「遭到替代」.

Cas﹝clIS﹙1975: 54﹚清楚說明此點‧他指出常有人主張移民勞工是

必要的’理由是本地人不願從事某些類型的工作’他說道:

其實這只說對了一半。雖然移民從事的確寶是最辛苦、薪水最

差、技術層級最低的工作,但這並不代表其他勞工明知這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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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存在必要卻不願從事‧勞工不願從事’並非因為這些工作「骯

髒」且「枯燥之味」﹙因為他們轉而從事的工作也很雞說得上是「能

實現抱負」的﹚,而是因為這些工作的薪資比較微溥。辛苦的工作

只要薪資相對較高﹙例如曠工﹚’就有人樂於從事’尤其是本國

人。誠然’這些工作低薪又最辛苦’但這是相對何種標準而言?

標準在於各國經由工運達到權力乎衡的歷史標準,是有力量爭取

較妤工作條件和較高工資的工人階級無法接受的條件.因此簡單

地說’移民勞工並非因為有「辛苦而低薪的」工作而存在’反而應

該說’辛苦而低薪的工作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有移民勞可供差遣

從事這種工作﹙粗體為Castc﹜ls所加）‧

當然’如果這些工作真的有所改善’平均利潤率勢必降低’資本

將無法因應即將到來的危機﹙Gorzl970:3l﹚。

在本地工人階級中’有-個群體特別容易因為資方競爭性的使用

移民勞動力而受害’即本地的產業後備軍.移民勞工和本地產業後備

軍都很難獲得壟斷部門的工作’因此會在某個程度上相互競爭有限的

選擇:社會幅利﹑小型創業和依賴部門的就業機會‧這些機會本身已

經供不應求’競爭人數增加時’機會更會進-步壓縮。此外’由於移

民較難獲得幅利津貼和其他補貼﹙有時也較缺乏爭取的動力﹚’所以對

照之下,本國的後備軍的形象便成為不願工作的祉會負擔。

本地勞工對移民的保護主義反應並非無可避免。他們可以（有時

也真的會﹚將移民充分吸收至勞工運動之中’從而打擊資本利用移民

勞工分化工人階級的意圖。遵循此-辦法’顯然有助本地勞工的長遠

利益’但他們往往不這麼做’與其說這是因為他們是被收買的勞工貴

族’倒不如說將移民納入工運可能極其困難。移民和本勞之間交織著

三層壓迫‧第-’移民本身的前資本主義牽繫’尤其是對母國社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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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繫’阻礙他們加入本地勞工陣營.第二’移民小資產階級可能控制

移工’使其無法與本地人交融’這是對立關係沿此軸線形成的基礎﹙圖

五’5﹚‧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點’資本和國家可將移民勞工納入-

個特別脆弱的分類’導致他們參加勞工運動時’必須面臨比本地勞工

更大的風險‧值此之故’移民勞工的客觀條件不同於本地勞工’這使

得雙方調和有其困難。

本勞的保護主義反應使分化加劇’導致移民勞工向母國政府﹑本

地民族小資產階級’甚至本地資產階級求援‧後兩種!∣胃況有時可能導

致家父長式保護措施的出現’因為這兩階級的雇主很樂意充分利用這

些移民,同時又讓他們溫lI偵聽話‧無論訴諸何種援助’移民勞工與本

地勞工運動之間的分化都會進-步加深’而工人階級之間的國族分界

也會出現前所未有的深溝﹙見Bonacichl976’以美國黑人勞工的﹛∣青況說

明此過程﹚‧

本地勞工的歧靦’在某種程度上正好讓移民小資產階級有機可

趁.移民勞工由於找不到壟斷部門的工作’往往被迫為自己社群裡的

雇主提供服務。在缺乏選擇的!∣青況下’這些工人必須接受雇主開出的

任何條件,因此’移民企業的薪資水準和工作條件可能特別惡劣’俾

使其維持與其他企業的競爭地位.

圖六概要說明國內與國際不平等發展的相互影響’以及移民勞工

在發達資本主義所扮演的角色.-開始是國際不均衡發展及其創造的

廉價勞動力來源﹙】﹚‧由於接納國內部的國家不均衡發展’導致移民勞

工的需求出現在依賴部門﹙2﹚’移工往往在此就業﹙3﹚。經濟和政治限

制壟斷部門企業直接聘僱廉價移民勞工’助長依賴部門對廉價勞動力

的需求（4）;但在此同時’壟斷部門企業也需要廉價勞工進入系統’以

挽救持績下滑的利潤率。栘民勞工集中於依賴產業的∣∣肯況﹙以及迫使其

留在依賴產業的特殊政治障礙﹚’是移民勞工持績為廉﹛賈勞工的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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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5﹚。

而在壟斷部門’因為前述種種原因’工人階級已經能保護自己免

遭直接替代﹙6﹚。由於移民勞工是特別廉價的勞力庫’因此壟斷部門

的工人可能會建立保護壁壘’使移民勞工無法獲得該部門的就業機會

﹙7﹚。保護主義驅使移民勞工進入依賴部門’從而有助於維持其廉價勞

工的地位﹙8﹚。

依賴企業可以利用廉價勞工維持高剝削率’故而缺乏機械化的誘

因﹙9﹚’壟斷部門卻恰恰相反（l0﹚’需要持績投入更多資金來改善生

產工具’增加勞動力的生產力‧不均衡的發展∣青況因此不斷延績與再

製﹙ll﹚。

∣咧∣勾

不均衡發展
國際

不均衡發展

I

V

移民勞工

價格低廉

I

機械化

誘∣大I

缺乏機械化

誘因

惻六:移民勞工與不均衡發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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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政治運動

移民勞工是工人階級中最受壓迫的-群’有條件使他們起而組織

政治運動’發出抗議之聲.他們的處境類似殖民勞工:兩者皆處於剝

削鏈的最底層’-日全面推翻這體系’他們將獲益最多而失去最少。

然而’這股壓迫卻也同時阻礙了移民勞工的鬥爭,他們遭遇的障

礙有:第-’移民勞工是移動的勞動力’組成份子不斷改變’使組織

工作是個永無止盡的過程。壟斷部門勞工擁有穩定的勞動人力’新人

僅佔少數’很容易吸收至工運陣營’反觀移民勞工組織面對的卻是超

高流動率。此外’移民勞工與母國前資本主義村莊間的聯繫’也使問

題更為惡化’因為勞工-旦不滿工作條件’大可從勞動市場抽身而出‧

第二’移民勞工身處競爭激烈的依賴產業’參與的是競爭最激

烈的勞動市場‧不同於壟斷產業的勞工’依賴部門的勞工不斷互相競

爭’僅僅為了保住飯碗和-份僅供蝴口的薪水.在依賴部門組織工會

普遍要困難許多’無論勞工是否為移民皆然.再加上移民被迫聚集在

此’問題便因勞動人力組成的異質性而加劇.工人團結壽組工會的努

力’因語言和文化障礙而平添許多困難。

針對移工施行的前資本主義或非市場管制措施’是移民政治運動

的第三重l漳礙‧施行這些前資本主義管制措施的,可能是移民小資產

階級’也可能是本地統治階級’無論何者’都會使得移民無法成為自

由的行動者’從而組織政治運動‧

第四’移民與本地工人階級之間缺乏協調’是移民成立組織的另

-阻礙,因為他們不僅得組織起來對抗資方’還必須對抗本地勞工的

歧硯（種族主義、沙文主義﹚反應。本地工會與移民勞工之間因互不信

任而形成的惡性循環’可能為工人階級帶來毀滅性後果﹙Castclls l975﹚

60﹚.

上述種種特殊障礙’形塑了移民政治運動的本質’他們傾向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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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激烈但零星的抗爭﹙Castclls l975: 59;Pctras l980:445﹚‧抗爭之所

以激烈’可以從移民勞工歷經嚴重剝削的角度來理解’而抗爭之所以

零星’大致可歸因於資本強制摧毀長期組織的能力﹙例如威脅驅逐出

境﹚。當然’移民有時能夠克服這種傾向,形成或參與穩定的政治運

動’我們在此只是指出’他們做此努力時’會面臨更大的阻礙。

移民運動的另-樣貌是’移民時常被迫向移民小資產階級和統

治階級靠攏。當然’這種﹛頃向與殖民I青況相當類似:在民族解放運動

中’勞工被迫與民族資產階級組成暫時性結盟。由於移民勞工和小資

產階級同樣遭受民族壓迫,他們的合作至少在短期之內有其共同利

益’即使移民小資產階級也助長剝削移民勞工階級。當然’移民群體

出現民族主義運動’會進一步壓抑圄結的工人階級運動的可能性’最

終受益的可能還是資產階級。

儘管移民勞工面臨種種特殊障礙’他們仍可代表工人階級中最

進步、最具階級意識的-群‧正如宗主國無產階級陷入-連串妥協之

際’第三世界以農民為主的革命卻能開先鋒’重創世界資本主義體

系’移民勞工也可能起而引領基進的社會變革‧

結論

本文嘗試概述國際勞工遷移背後的若干基本歷程‧我們主張’勞

工遷移是資本主義發展邏輯下的產物’因為資本主義發展導致利潤率

下降以及週期∣生危機。為解決這些問題’需吸收更廉﹛賈的新勞動力來

源以提高剝削率。在此吸收過程中’無論是國際層次（帝國主義﹚或國

家場域（移民﹚’最初吸弓∣資本的不均衡發展∣∣青況都會愈趨惡化’原因

不僅因為資本壓迫殖民勞工至超級剝削的位置’也因殖民中間人和宗

主國／壟斷部門勞工的介入活動‧對這兩個階級而言’國家發展和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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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鬥爭都因宗主國資本利用殖民勞工而澶到扭曲’這些扭曲便導致國

族主義運動﹙無論在殖民祉會或發達資本主義祉會﹚每每凌駕階級運

動之上.整個體系中’不論是在殖民地內或移民’最受壓迫的是遭受

超級剝削的殖民勞工。本書研究焦點即鎖定在此種移民勞工的其中-

群:美國的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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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華裔美國的政治經濟學
洛杉磯中國城房地產所有權研究﹡

成露西

祉會科學家長期致力於祉區研究’調查範圍從相當隔絕與封閉的

農村’到非嚴謹定義下的都會地區’而「社區」﹙community）概念的改

變’正反映工業化中和已工業化祉會變動的生活模式。

Warren區分了祉會學研究祉區的幾個路徑:作為空間關係﹑族群、

共享的體制和價值觀、人際互動﹑權力分配,以及社會體系﹙Warrcn

l973:2l╴5l﹚。社會科學家會針對不同祉區’選用單-路徑或綜合多種

路徑來進行研究’研究對象從】oncsviIIc﹙Warn可ctal l964）、Levittow

（Gans l967﹚,到「持久的貧民窟」﹙endu『ingghc﹝to﹚（GoldRcldl973﹚’
相當多元。

哈林（Harlem﹚、瓦特斯﹙Watts﹚及其他族裔祉區都是祉會學家的研

究對象‧無論祉會學家採取何種研究路徑’其研究焦點幾乎都是集中

在族裔祉區的社會病理學‧貧窮文化﹙cuI﹝urcofpovcrty﹚、制度性種族
主義﹙ins﹙itu〔ionaI racism﹚、內部殖民主義（intcrnaIcoloniaIism﹚到馬克

李佳穎譯’夏曉鵑校對。出處:C｝﹞cngHira﹝a,Lucie‧ l975‧ ‘1bwardal）oIl【icalEconomyof

ChincscAmc【ica:AS〔udyofI﹚「o【﹚C『【yOwi﹞c【.SI1iPlI】LosA『lgcIcsCl】inatow∣】.”』〃!emJZα∕b〃γ〃〃／3

（l﹚: 76-,0十分感謝EmmaGec和EndaBon﹠lCiC﹜】’他們的延議讓我受益良多。同時也感

謝IohnLiu為所有權檔案編碼’沒有他的協助’我無法完成這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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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義觀點,紛紛浮現’競逐關於貧民窟問題的解釋。當然’每種論

點背後都有著特定的政治意涵。

在所有論點中’貧窮文化理論引發學者和少數族裔政治領袖最

激烈的反應’主要是因為這套理論對社會行動的意涵‧爭論的議題不

在於美國社會存在迥然不同的文化模式’而是在於假定貧窮文化導致

貧窮’因此要根除問題就必須改變窮人的行為模式-也許需要透過

各種再社會化﹙resocialization﹚手段達成﹙Warrenl973: 20﹚。Moynihan

認為’美國黑人的處境要歸因於黑人的家庭結構問題.對此’】ames

Parmcr論道:「Moynihan將現今祉會不平等的最大責任推給黑人家庭及

祉區的病理現象’根本就是利用學術編織-個冠冕堂皇的藉口’來逃

避白人的罪惡感﹙whitcconscicnce﹚,同時也明顯暗示’除非這個國家

的黑人學會潔身自愛’不再把買麵包的錢拿去買凱迪拉克’否則永遠

無法獲得真正的自由. 」﹙Mcistcrl972:xiii﹚

貧民窟問題的另-套解釋理論是’少數族群在現今社會制度下飽

受種族歧視’因此被摒除在社會流動管道之外。採取這種制度∣生種族

主義理論的論者認為’爭取被壓迫族群在就業、住房、教育及其他社

會面向的平等機會’是顯而易見的解決之道‧-九六○年代初期美國

的民權運動﹙ThcCivilRightsMovemen﹝﹚特別企圖採行此解決方案’但

成效有限.

-九六○年代中期出版的《黑暗貧民窟》﹙DarkGhctto﹚﹙CIark

l965﹚和《黑權》﹙BIackPower﹚﹙Carmichacl l967﹚’提出新的黑人社區

分析模型。內部殖民主義的核心論述是將貧民窟靦為美國境內的殖民

地’白人黑人關係的特徵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間的關係.Tabb認為:

「只有以下兩種關鍵關係存在時’殖民地的比Ⅱ俞才得成立:﹙l﹚經濟控

制與剝削;﹙2﹚政治依賴與從羼‧這兩種關係必然導致隔離和劣勢地

位.」﹙Tabb l970: 23﹚Tabb接著進-步論證’美國黑人的處境的確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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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這兩項條件‧BIauner認為’內部殖民模型有其限制’但仍有助於了

解美國的種族關係’因此Blauner將此模型稍加修改’應用於貧民窟

起義﹙ghct﹝orevoIts﹚的研究﹙BIauner l972: 82╴ll0﹚ ’並提出殖民∣青結

﹙coloniza﹝ioncompIex﹚的五大基本要素:﹙l﹚被迫、非自願的進入;﹙2﹚

文化破壞或改造;﹙3﹚宰制權力的代理人的政治與法律操弄;﹙4﹚種

族主義;（5﹚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間在勞動地位的區隔﹙同上’頁84﹚‧

內部殖民模型不僅用於描述黑人貧民窟,學者也應用此模型研究墨裔

美人﹙Cbicano﹚祉群（AImagucr l97l: 7－2l﹚。將族裔社區靦為境內殖

民地’將少數族裔視為被壓迫民族’導致分離主義運動、文化民族主

義’以及民族解放鬥爭作為政治行動的形式‧雖然內部殖民模型帶有

明顯的革命意涵’但其所強調的是種族主義’而其主張的解決之道主

要以種族為出發點’來消除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壓迫‧這與「制度性種

族主義」模型有所不同’因為它不僅止於提倡體制改革’更促進社會體

系的根本改變’使少數族裔得以自決。

將貧民窟硯為內部殖民地的概念’不僅引發自由派人士的批評’

也激起部分左派人士的質疑。I馬克思主義論者批評’強調種族主義

會讓人無法看清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剝削所有勞動人民’無論白人或黑

人’忽賂真正的問題在於階級衝突.馬克思主義諭者亦試圖從美國資

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來解釋貧民窟的問題’視種族問題為資本主義

的副產品’雖然是重大的副產品‧2依此觀點’少數族裔的鬥爭就不再

例如:【﹣h「『』s,Don刖Id’“丁heBIackGI〕e【toasCo∣onγ:ATheorcticaICrMqⅢcElndAl〔e「natlve

PormuIa『to【﹞‧,,R『〃／『α／o／βAc冷几蛔“／丘o〃o”,2’No.4（Summc『 l972﹚: 3╴3J;相關回應請

見WiIIi刖mnbb‧ I974.‘‘MlⅨklnExpIoi【舢【ionandDoInest】cColoni刖Iism;AReplytoDonaId】.
Harris’”仳!﹟／『α／0／β你冷几如r〃／﹠0〃o加y,4,No.4（Summe「）’69╴9l ;及LaschCMs【opher.

l966J乃eAgo／w／妨eA加↙汀m〃L雊N丫

例如’請參閱H﹠l!Ti囂’opci‘;B舢『an,【﹚nu∣副ndI﹚auISwccz叭l966.Mb〃吵o』（kPmMNγBoggs,

】amcs.

l

﹃

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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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族解放為主’而是與普遍性的階級鬥爭合-。內部殖民模型對於

革命性質未做定論’而階級模型則堅持祉會主義革命是黑人解放的唯

-道路‧

迥異於貧窮文化理論’制度性種族主義﹑內部殖民主義和馬克思

主義觀點-致認為’美國的祉會結構是貧民窟問題的主要病灶‧儘管

這些理論並不互斥’但因為採取的觀點不同’社區組織和政治行動的

策略也隨之不∣司。

中國城研究

上述文化和結構性的兩種詮釋都反映在美國中國城研究（Light

andWong】975﹚’不過大部分的研究’尤其是-九六○年代中期之前

著作’主要都是從文化面來解釋中國城作為-個族裔祉區的形成和維

繫‧黑人貧民窟研究和中國城研究的差別之-是’黑人文化幾乎都被

峴為負面’而華人文化經常是好壤參半。例如:華人的家庭結構為被

視為穩定機制’抑制了中國城的青少年犯罪﹙Hayncr 】930﹚。然而’同

樣的家庭結構’也被靦為造成派∣生（cliquisbncss﹚,使華人無法完全融

入美國祉會﹙Leel956﹚。同樣的家庭結構’嬴得讚美’也招致遣憾.

Light與Wong最新研究指出’這樣的文化詮釋言過其責’中國城內部

獨特的工業分工才是造就現況的原因:「……（中國城﹚高度倚賴觀光

業,如此極度脆弱的產業結構造成了龐大的利益共∣i』體’外人很容易

將此歸因於華人文化。」（Ligh〔andWOngl975: l3“）

許多中國城研究採取制度性種族主義的觀點.各種研究指出’法

律體系的歧靦’不僅在早期妨礙中國城栘民家庭生活的穩定發展’-

直到今日’也還是華裔美人處於弱勢的原因（Lyman 】968;AsianLaw

CoIIcc﹝ivel974）。住房歧硯在某種程度上’迫使華人形成自我隔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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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Yuanl963﹚;缺乏雙語教育以及就業普遍不平等的‘∣青況’限制

華人向社會上層流動的程度與管道﹙Wul972;2l4╴l5’227╴47;Wang

l974;γanagida 】975）。此外’大眾媒體中的刻板形象’創造並強化了

對華裔美國人的負面或單-的形象﹙Kakul97牟;Liul973﹚‧美國制度

對於華人的歧靦’接二連三地被揭露出來’最後終於引發祉會行動’

要求消弭這些歧靦措施’並進-步提升華裔美國人的公民權‧

相較於黑人和墨裔美人社區研究’中國城研究明顯地較少提起內

部殖民地的比Il俞‧3雖然有些學者曾經試圖分析中國城的階級結構’但

大多十分粗淺’而且通常也未探討特定階級分析的基礎‧例如:可稱

首屈-指的蕾金山中國城研究報告L0〃g〃〃!↙Cα／《／bγ〃’列出中國城有以

下社會階級:老光棍、移民勞工﹑華裔美國勞工﹑小店老闆﹑商人、

專業人士和白領勞工‧研究雖詳述各類別的特徵’卻未說明這些群體

為何形成階級﹙Necl972﹚。有些進步的華裔美國人的政治團體會提出

亞裔美國人的全國性問題的立場聲明害’或祉區工作報告’以不嚴謹

的馬克思觀點來討論中國城問題’但是’由於過於簡略或片面’因此

無法清楚解釋華裔美國的政治經濟處境。1本論文為長期研究計畫的

-部分’旨在彌補上述中國城研究之不足。5我們所欲解答的問題包

括;「美國資本主義與中國城的關係何?」﹑「中國城可否硯為內部殖民

地?」、「中國城內的生產關係為何?」、「資本家、資產階級’和無產

階級的階級分類’是否比白人﹑華人及其他少數族裔的分類法’更有

助於了解中國城?」

若干未出版論文包括: ls憑loPuI【n】oto,“TheLcglcyofIn【cmaICoIo『liaIisnMlnd【【s【mpac〔on

Asi【ms inAmcrica.”以及IoI﹞nLiu,“’l.I】cIn【emaICo∣oniaIModcland【heAsiM﹞Amc「ican.”

若干流傳陛雕「I勺論述包括:紐約某團體發行的lWKjournaI（Aug」974﹚; “TheAsian
A!ncI1c刖nNn【ioIⅥIQUcs【i﹙﹚n.’,及﹨NtlMlnShc宣傅小lll｝（ScP【‧ l974﹚等等。

此研究計畫目的在研究美國資本主義發展與亞裔美人之間的關係。此為加州大學洛杉磯

分校啞美研究中心研究計畫的-部分。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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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勞力、資本是分析所有社區的政治經濟的三大元素.本

論文僅聚焦於土地因素’旨在探究洛杉磯中國城財產所有權模式的本

質’及其與前開各種議題的關係。報告內容分為以下三部分:﹙l﹚統計

概況’藉以了解祉區人口組成和職業結構;﹙2﹚中國城財產所有權的資

料分析;﹙3﹚本研究發現的總結討論。

洛杉磯中國城統計概況

中國城的地理疆界劃分不易’目前主要使用兩種劃分方法’-是

僅將AIameda、Bernard﹑Pigucroa和Sunse﹝包圍的主要商業地帶幌為中

國城’此種劃分法幾乎只有商業行號使用’6-般社區組織的工作報告

和募款企劃書並不採此法.以TbenPost 、theChina﹝ownYOu﹝hCounciI

及O﹝icntaIScrviccCcn﹝c『等祉區圍體為例’他們是將洛杉磯市中心

北部’以Sunse『﹑Spring﹑EIysianPark及好萊塢高速公路﹙HoⅡywood

Prccway﹚為界的地帶劃為中國城。7此區域與人□普查單位＃l97l ﹑

＃l976、﹟l977﹑﹟207l大致重疊,面積較商業行號-般認定的中心商業

地帶大得多。8-九七○年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該區人口總計9》805

人或2’l74戶（U.S.BurcauofthcCensus l970﹚。中國城57％人口於境外

出生’28qb在美國出生且雙親或其中-人為移民’l5％在美國出生且

L0JA呶G細刨i〃αf＆／J／〃“Iα花r勿﹚y, I975╴76,LA’ I975‧

建議參閱“Hua╴buChu╴buDiao╴cha.”αi〃囫『A卹α沱〃“’Ap『iI 】973;LATimcs’No.26, l972
其他諭者主張將包括三個舊中國城在內的未界芷區域硯為中國城’此等論述指出包含

中國城商業中心在內的區域’是整l∣占I中國城社區的-部分。建議參閱“Men﹝aI IIIness in

China﹝ow『】.”扔:Lo0﹩‘左叭5’No‧3（lW4﹚’LenPos【p【opos副I;O「ien【aIScrviceCentc「調查等
等。

有些研究者習慣將人口普查區域＃2072峴為中國城的-部分’但是由於此區人口97qb

（J,062人﹚都是矯正機構的囚犯（其中僅69人為華人）’因此我們將此區略去不分析。建

議參∣蚓AmyUyematsu’‘‘ADemog「apI〕icRcpo「tonLA.Cbina﹝own.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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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親均為美國人‧約l,559人或l6％於-九六五年以後移民美國‧由此

可見’中國城仍大致是移民祉區‧

雖然中國城內舉目所見都是華人的商號和機構’任何外地遊客可

以明顯感受到濃厚的「中國味」’但-九七○年的人口普查結果卻顯

示’中國城最大的人口群其貫是冠西班牙文姓氏的‧表-依種族或族

裔將-九七○年中國城人□分類;由表-可知’華人數量略少於西班

牙裔’其餘則是其他許多不同的族裔。如果對照洛杉磯全郡華人人□

來看’我們可以發現’雖然中國城中43％人□為華人’但僅佔全洛杉

磯郡華人人口的l0qb‧

表一: Iw0洛杉磯中國城人II :依栩族或原生族裔,及性別‧

總數 ∣ 百分比男性 女性

西班牙文姓氏

其他白人

華人

菲律賓人

日本人

韓國人

印度人

黑人

夏威夷人

其他

44.7

8.5

4J‧0

l2

0‧8

0.4

02

0‧3

0」

08

∕4︿
O

︵

乙

﹃

乙 4382

837

42l8

l20

76

39

l5

33

4

8l

2l 】8

【,87

40

223I

36

今＝F
口口I 4993 48l2

尸

﹁

↗

n
UR

︺

o

↗ 】﹙）0’0

.資料計算來源:（】﹚W亡s﹝ernEconomicRese瓢【chCo.A〃他‘釘勺α〃J〃J7加『仃’LoJA叩‘岫Cb〃〃U／.

lW﹙〕; （2﹚U‧S‧Burc【luo「thcCcnsus.CcnsusTtac﹝s.LosAngcIcs╴LongBcacI】SMSA‧ 】,70;（3﹚

Demograp﹜﹞icP『o5IcD乩mSvs【en】I）rln【ouL

從表二中可見,中國城內37qb的人口是l5歲以下或65歲以上’

-般被靦為無經濟自主能力者.表二亦顯示’中國城性別比例相當平

衡’約I04男性比l00女’∣生‧如果單看中國城的華人人口’性別比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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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l970洛杉磯中國城人口-依年齡與性別（所有柵族）

男性 女性 總數

年齡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5歲以下

5╴9歲

l0－】4歲

l5╴】9歲

20-24歲

25－34歲

35－44歲

45-54賊

55╴59歲

60╴64歲

65╴74歲

75歲以上

446

』43

39l

455

432

686

652

457

236

249

茄9

I87

9.4

8.6

8‧l

8‧7

,‧3

I3.3

l2‧6

,’4

49

48

7l

3’8

474

3w

407

J9,

484

620

584

465

249

2l7

333

l83

8.9

89

7‧8

9l

87

】3‧7

l3l

9.2

47

5‧0

7‧2

3‧7

920

840

798

854

,】6

】306

l236

922

485

466

692

370

,‧9

8‧3

8.4

8‧3

l0.0

l2.9

l2』

9‧7

5‧2

45

6.9

3‧8

000

】

5089000l2l8400

）﹙】

3,94二
一
口

今
口

資料計算來源:U.SBurcauofthcCcnsus.CcnsusTm仁﹝‧Los【AngcIcs╴LongBc烈chSMSAl970

平衡’】l2比l00’雖然如此’相較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華人男性嚴重過

剩的’∣青況’有極大幅的差別。

表三顯示中國城-半以上人口已婚’並且與配偶同住’離婚或分

居的人數相當低.單身男性大幅多於單身女』∣生’但喪偶的女性卻比喪

偶男性多出許多,可能的解釋有下列幾種:第╴’大量單身男性可能

反映了二戰爆發前’中國移民的歷史條件’且單身男性移民通常多於

單身女性移民’至少在墨西哥和華人是如此‧,第二,喪偶女性多於喪

偶男性可能因為女性壽命比男性長‧此外’喪偶女性在母國的經濟關

係薄弱’因此較喪偶男性更願意攜帶子女移民。

9 西南部的西班牙裔人口也有單身男性大幅多於單身女性的現象’請參閱U‧ S’ Bu『cauo｛

tI﹞cCcnsusβ〃坎㎡舛0rZJ,N﹙l〔ionaIO『igins imdLang!lage’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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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三:洛杉磯巾I喇城14饑以上人l I-依蟠姻狀態與性別

男性 女性 總數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單身

已婚且同住

分居

喪偶

離婚

949

I888

I】3

479

】76

J2.5

52.6

Z6

83

40

26.J

52.《

j‧ I

lJ‧3

4‘0

24﹙）7

38,5

】90

6l2

297

I458

2﹙）07

77

l〕〕

】Z】

38‧4

529

Z0

3‧5

〕.2

罟
一
口

今
口 ｝706 】（）﹙）.0 3605 l（）（〕‧0 740l 】000

霤資料計算來源:US.Burcauo『【｝﹞cCensus‧CcnsusThlct.LostAngcIes╴LongBcachSMSA‧ 】97（〕

表四和表五可看出中國城勞動人口的數量以及職業別: l6歲以上

人口共計7’l33人’其中4’475人﹙62.7qb﹚就業’209人﹙4.2qb﹚失業。

-九七○年的普查結果所顯示的相當低的失業率’可能有誤導作用’

表Ⅲ: 1,70洛杉磯巾國城l6歲以』三人U職業分佈-依性別.

男』∣γl邑 女性 總數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專業技術

經Ⅱ∣!／主管

業務

辦事員

技工／領班

勞工／藍領

農業

服務業

（家輾服務除外﹚

家事服務

4】5

2I﹙〕

l65

722

29l

76

】 】

I , l2l

9.8

49

39

】7‧0

6‧8

l8

0‧3

26.3

26Z

】w

97

3J7

29l

42

4

9l4

I53

53

68

385

〕4

7

2﹙）7

9‧5

3‧3

42

239

2l

0.4

I29

9‧9

59

3.7

IZ7

ll0

l‧6

0‧2

345

0‧7﹃

≡

n
U ﹃

4
／

﹃

≡

℉

〕

﹁

∕

I

4

總受僱人口

總勞動人□

4,255
J J﹃︻

4,4∕）

l00.〔）2,646

Z,776

I000 】,609 I〔）00

l ,69【〕

男﹦3,463

女﹦3,463

總＝7,】3J

】6歲以上總人口

資料計算來源:US.l｝ureau﹙﹚「【I】cCcnsus‧CcnsusTmct.LostA【】gcIes－Lo!﹞gⅡcachSMSA’ l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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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l,70洛杉磯中國城受屜者-依產業別

產業 總數 『「分比

營建

製造

運輸

通訊﹑公用事業﹑衛生服務

批發

零售

金融﹑保險﹑房地產

商業﹑修繕服務

個人服務

醫療服務

教育服務

其他專業與相關服務

公共行政

其他產業

78

l ,l84

ll4

74

l63

l ,382

238

lJ7

267

l46

l68

l2l

l06

77

l8

27‧8

2‧7

l8

3‧8

32.5

5.6

3‧2

6.3

3‧4

3‧9

2.8

2.5

】9

『
卅
I

二
一
口

今
口

︻
﹑
↗

尸
﹃
D
＝

）

＝

↗
4 】00.0

.資料計算來源:U.S.Bu『eauoftheCensus.CcnsusTklct.Los﹝AngcIes╴LongBeachSMSAl970

因為l6歲以上的受薪就業人口僅佔中國城總人□的59.6％’換句話

說’中國城43％的人口不僅要養活自己’還須養活本區其他人口‧

許多研究指出’華裔美人大多從事觀光業或成衣製造業’這種∣青

況在洛杉磯中國城也不例外。本研究發現,中國城28％的勞動力從事

製造業’33％從事零售業.從職業來看’29qb為操作員（opera〔ivcs﹚’

26qb從事服務業’其中又以清潔和餐飲服務為主。若排除西裔姓氏人

口不看’中國城仍有28qb人口為操作員’32qb人口從事服務業‧ I0此

外’性別分工相當明顯;男性最主要從事的是非家事服務相關的服務

業（34.5qb﹚’而女性最主要從事的是操作員類別的工作（4Zqb﹚‧

在某些祉區團體之間流傳著-種說法:中國城有許多人是無酬的

I0根據一九七○年人口普查結果,在這兩個職業的西裔姓氏人口分別有6I﹙）人和Z,2人。



論華裔美國的政治經濟學 185

家屬工作者﹙unpaidbmilyworkcrs﹚’所以組織工會或提升階級意識的

努力’多半徒勞無功‧然而’-九七○年的普查結果卻無法支持這種

說法’當時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城有3》592人﹙84qb﹚是領私人薪資的

勞動者’9％服務於公家機關,6qb為自雇’僅lqb﹙44人﹚是無酬的家

屬工作者‧即便無剛l∣家屬工作者的責際人數多於報告結果’也不致大

幅影響此∣I青況.

中國城家庭的收入結構又是如何?表六顯示中國城家庭和非親屬

個人﹙匝miIiesandunrelatcdindividualS﹚之所得概況。中國城家庭平均年

收入是8’329美元’但中位數僅6’960美元。洛杉磯郡家庭平均年收入

達l2’783美元’中位數是l0’972美元’相形之下’中國城居民的收入

明顯偏低‧

表六:洛杉磯中國城l,6,年家庭與非親闢Ⅲ人之收人.

年收入 總數 百分比

低於﹩】,000

﹩l,000到﹩l ,,9,

﹩2,000到＄2’999

﹩3,000到﹩3,,99

﹩4,000到﹩4’999

﹩5﹚000到＄5,999

﹩6,000到﹩6’999

﹩7,000到﹩7’99,

﹩8’000到﹩8’999

﹩9’000到﹩9,999

﹩l0,000到﹩l l ’999

﹩lZ,000到﹩l4,999

﹩l5’000到﹩24,999

﹩乃l000到﹩49’000

84

l l0

I49

l72

】6l

I93

l82

209

】03

I07

228

l90

27】

29

3‧8

5‧0

6‧8

79

7.4

8’8

8‧3

9.6

4‧7

4,

】0.4

8‧7

l2‧4

l3

合計

平均數收人﹦﹩8l32,

中位數收入﹦﹩6’960

88l

）
︼ l00‧0

資料計算來源:U‧S‧Bu『cauoft｝1eCcnsus.CensusTYac〔.Los﹝AngcIcs╴LongBcachSMSA」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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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勞動人口個人薪資年所得總計是l8’22J’304美元’個人平

均年收入僅l’858.6美元‧-九七○年的人口普查報告顯示’中國城有

37qb的家庭和非親屬個人﹙380個家庭和426個非親屬個人﹚收入低於貧

窮線‧然而’380個家庭中僅l00個家庭（26％﹚接受公共補助’426個

非親屬成員中僅l2％領有公共救助金‧

中國城的士地所有權

土地╴向被視為財富的重要來源’但有關都會區不動產所有權的

研究卻相當少見. I I中國城研究雖多’卻沒有-個將土地持有權峴為

財富的-部分或潛在的資本來加以探究;對中國城住房狀況的關注’

尚未生產出關於此地區土地所有權的系統性知識‧事責上’目前尚無

任何關於中國城土地合法所有人的研究。

本研究關於土地所有權的分析’大致以-九七四年的不動產稅計

稅清冊﹙p『opertytaxassessmcntrol【s﹚為依據。由於人口普查域並未對應

洛杉磯郡計稅處使用的地圖冊,因此比對二者的工作十分困難’僅能

得知人口普查區l97l ﹑l976、l977、207l與計稅地圖冊5l60、5405、

5406﹑5407﹑5408、54l4﹑54l5大致吻台‧地圖冊上不屬中國城範

圍的街區不列入本研究範圍.確認相關的地圖冊後’開始查詢計稅清

冊的內容‧清冊每筆記錄均提供特定不動產的下列稅務資訊:不動產

位置﹑所有人姓名及住址、稅率、土地估定價值和增值空間、免稅類

型﹑免稅額、應稅總值.從這些記錄提供的資訊’我們可以定出四個

變項:﹙】﹚所有人族裔別;（2﹚所有人居所;﹙3﹚所有權類別;﹙4﹚不

】 l Monsen, 【﹨. IoseDh’ 】,6】.“W﹜loOwns『﹜1cCitv?,,L〃〃↙丘o〃o﹚〃』α’37iNo2（Maγ﹚; l74－78 ’

以及Scy｛Tied’Ⅸhr『cnR. andBu「【o『IA.AppcIo’l,66.“Land丁bnurc intbeCen〔「aIBusincss

Distric【‧M〃〃d丘o〃0”α,42,No‧2（Mav）: l7】╴78 ,都是嘗試扭轉此現象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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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產估定價值。由於族裔變項的編碼可能有最大的誤差範圍﹙margin

ofe『ror﹚’因此有必要詳述所有人族裔別的決定方式‧如果不動產為

個人所有’則以所有人的姓氏來判斷其族裔’我們有中文﹑日文及西

班牙文母語人士協助判別姓氏所羼族裔‧若不動產為不同族裔所共同

所有’則編入「不適用」﹙No﹝ApplicabIc）項目,統計時當作缺失資料

﹙missingdata﹚處理.至於公司行號名下的財產,則透過工商名錄、商

號登記簿等資料’找出公司責際負責人‧倘若仍無從斷定公司所有人

的身份’則將此所有人的族裔定為缺失資料.以姓氏作為區分族裔的

標準不無缺失’已婚婦女隨夫姓便是-個問題‧如果可以’我們也會

從名字判斷所有人是否為華人‧另－個問題來自白人和黑人的姓氏。

因為光從姓氏無法分辨這兩個族裔’所以我們不知道使用歐洲姓氏的

有多少是白人’多少是黑人’因此’只好將這些人士全部歸入「其他」

類’這-類別包括所有非西裔和非亞裔姓氏的財產所有人‧我們可假

設這類別除了極少數例外’絕大部分均為白人‧

如果我們將土地所有權視為財富和潛在經濟權力的指標’便可從

中國城土地所有權模式’判斷內部殖民主義模型是否適用於中國城。

首先要探究的問題是:中國城有多少居民在當地擁有土地?倘若沒有

人或極少人擁有土地’我們就不得不支持殖民模型的外部控制假設。

另-方面’如果中國城由少數人掌握大部分能產生收益的土地’則可

合理假設階級模型的適用l∣生。根據我們的數據’中國城共有l692筆房

產登記於l,l07個台法所有人名下’其中630人為中國城居民.換句話

說’中國城內2,l88個家庭和非親屬個人’僅29qb在當地擁有房地產’

其中’68qb僅擁有自用住宅的所有權.

表七顯示所有權的集中∣∣胃況.我們發現’雖然絕大部分的所有人

（77qb﹚都僅擁有-筆土地’但仍有4％所有人擁有五筆以上土地’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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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各族裔持有士地數-含居民秈非居民

所有人的族裔別

筆數 華裔 西裔姓氏 日裔 其他 不詳 總數

J0,

53

l9

8

3

5

4

l

3

0

l

0

0

0

l

2

3

4

5

6

∕

8

9

l0

ll

l2

l7

l8

】62

l7

l

l

2

0

0

0

0

0

0

0

0

0

8 370

67

20

9

︻

）

6

4

4

2

0

J百

U 855

】43

42

2I

l I

l】

8

尸

）

4

3

l

4
l
】
l
0
0
0
0
l
0
0
0
0

﹄
l
Z
0
0
0
0
0
0
0
0
0
0

合計

百分比

406

U／﹃

﹚o□∕

49l

443

】4

【 .3

l83

l65

l3

l2

l,l07

I00.0

所有權顯然高度集中在白人和華人身上。若就土地估定價值而言’前

5％所有人台法擁有價值超過l’286萬美元的房地產’佔中國城不動產

價值總額的53％。更值得注意的是,前】％所有人合法持有的房地產價

值’估計高達890萬美元’佔中國城總價值36qb。表八列出中國城前

二十大公司所有人﹙corporatcowncr﹚’及其所持房地產的估定價值‧
就族裔來看’房地產持有比例最高的是「其他」族群’責際上是白

人’數量佔整體所有人的44％‧華人為第二大所有人族群,佔36.7qb‧

雖然西班牙裔居民佔中國城45％的人口’但其在中國城房地產所有

人中僅佔l6％。從表九可以更進-步了解房地產所有權與族裔間的關

係.如果以土地筆數計算’我們發現’中國城38％的房地產為華裔所

有’l3％為西裔所有’l％為日裔所有’48％為白人所有。若以估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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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1,74年中國城前二十大公司所有人

估定稅值

（市價的25qb﹚

lLA‧Dodgc【s, Inc

2‧Summi『WbsternCo『p

3.Li【tle】oe,sRestaurant, Inc

4CathavBank
矽

5.S‧AP『oPer【leS

6‧BankofAmer』ca

7.Capi【oIMiIIingCo‧

8.MorganLaundIvScrviccInc‧寸

,.SunbarBuiIdingCorp.

】0.MisslonarvSisterso「theSac【cdHc﹙lr〔

ll.P｝1iⅡipe【heOriginaI

I2.EIizabcthWEbbingMiIISlnC

l3.HongKong︻IbwcrLandlnvcstmcn【 Inc

I4Hail,DanieILntcrprlscs

I5.YickKcungBcncvoIeIltAssn

l6‧OuonB『othc【sG【aI】dSta【Inc‧

l7‧LA.NewChinaTbw『1Corp.

】8WhhWingSangFul1c【aICorp.

】9‧LeeBro【hc【sEn【crp『l＄e﹩lnc‧

20CathayEn【cIprlses

﹩6,366,809

490’l35

324,580

287,500

l75,000

l74,7】5

l65,ll5

l3l,250

l24,255

l2l500

lZ0,550

l20,4l5

ll8,700

l04,670

97,750

93,450

9l,775

78,0l5

76,675

73﹑250

表九:屬地產所有權-依族裔身份

上地筆數 qb I賈值 ％ 最高價 最低價 均數

華裔

西裔姓氏

日裔

其他

﹩l4,688

5,404

l2,678

l6,9l9

﹩287,50〔｝

57,5﹙｝﹙）

84,275

6」9l﹑89｛）

﹩25

25

250

2S

622

2l3

23

708

37i6

l2‧9

吧 ↗

l ‧4

48l

﹩9,l35,,96

l,l5l,l75

29】,600

I3,50l,880

379

48

l2

弓6」

合計 】’656 l00.0 24,080,65l l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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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為單位’各族裔間的差異更形顯著;西裔人口擁有的房地產價值僅

佔中國城不動產總值的5％’而白人則擁有56qb。

表十提供住宅與族裔的關係‧如表所示’華裔持有的房地產大多

沒有自用住宅的稅額寬減.雖然無法排除某些華裔所有人不知道自用

住宅減稅規定,但我們仍假設多數華人所有人都知道‧因此’若房地

產並無自用住宅稅減免,卻被用作通訊地址’則我們認定該房地產應

該用於收益」∣生目的（至少部分如此﹚。西裔姓氏所有人的房地產多半作

為自用住宅.白人所有人多半居住在中國城以外地區’因此我們可以

合理認定’其所持有的房地產多半作為收益之用‧同樣的情況亦適用

於中國城內少數為日裔持有的房地產‧由此看來’中國城至少有35％

﹙可能更多﹚的房地產由非居住中國城的人所有。

表十:房地產筆數與價值-依所有人居住地興族裔身份

中國城地址

無自用住宅寬減
自用住宅寬滅 外地所有人

筆數

l47

89

3

l89

價﹛直

﹩l,660,405

﹞l8,785

l7,l90

776’76S

價值

﹩5,693,,3l

566’440

l4,5﹙﹚（）

8,550,355

筆數

l39

42

l8

378

價值

﹩l,75Z﹚450

257,J25

259,,】0

4, I74,485

筆數

33l

80

2

229

華裔

西裔姓氏

日裔

其他

今＝＋
口口I

07I4446

﹩

77562Z5284246

≡
）

4l3772

﹩

824

中國城的住宅所有權模式還有個耐人尋味現象’亦即住宅的平均

估定價值會因所有人的族裔而有所不同.從表十-可見’華人所有住

宅的平均價格最高’西裔姓氏人口所有住宅的平均價格最低‧價格最

昂貴的住宅顯然也由華人所有‧此外’住宅價值在每-族裔內部也呈

現極大差異,住宅最高和最低價的比率最大者為白人所有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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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I﹣一:住宅佔定價值-依所有人族商別

陲嫩 價值 最低 最高 均數 標準差

華裔

西裔姓氏

日裔

其他

】47

80

句

D

80

﹩l,250

l,0

2’57司

lZ5

﹩70,0l0

】8’350

I（〕,890

I6i875

﹩】】,295

J,582

5,乃0

《i l I0

﹩9﹚9l9

）7（））
﹄,／﹄＝

4,506

2,43,

＄l,660,405

3l8,785

】7,】90

尸﹃︻戶﹃／︹

／∕b。∕O）

我們常聽聞「六大公司」﹙SixCompanics）或「中華會所」﹙Chinesc

BenevoIcntSocic〔ics﹚擁有蕾金山中國城’洛杉磯的∣∣育況又是如何?就某

程度而言’現有的資料並不允許我們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調查的是合

法所有人或登記所有人’有時所有人並不願意透露名下資產’使得我

們無法確定不動產的受益所有人或責際所有人‧不過’根據記錄’洛

杉磯中國城的部分房地產確為各中華會館所有。表十二顯示’各中華

會館名下有l9筆房地產’估定l賈值為492,750美元’佔中國城房地產

筆數的l.l％’總整體價值的2qb’所佔比例並不高.同表亦顯示族裔

與所有人類別的關係;公司房地產﹙corpora﹝cpropcr﹝y﹚多為白人所有’

合夥房地產﹙partncrshippropcrty﹚多為華人所有‧若不論族裔’中國城
內76.8％的房地產為個人或家庭所有’比率遠超過所有其他所有人類

別。

炎 l﹣二:房地產華瞰與價格-依所有人類別及族商

非營利個人＆家庭 營利企業

霤「屝價值

合夥 ∣ 信託

筆
數

值

!l !

lH值
筆
數

聽
數

雊
嗷價值 價值 價值 僩值

華裔452 ＄5’5l〕’90s 6J﹩】,649’205 5 ﹩Z,l50 l9 ＄4,Z’750 80﹩2’4】﹞,lll 3﹩I29,650

靈I跚 ,…I :w, 0 0 【l 0 』I 】“’輩0 , u’颯,
日裔 20 250,740 3 40,860 0 0 （﹚ 0 0 0 0 0

其他6l2 4,202,3】5 66 7,938,3603Z Z24,765 0 ﹙） 75 9】8’525 l3 2l7’9l5

合計l’272﹩l0’9蝨’Z85I蝨＄9’655’60﹙）37﹩226’9lS I9＄492’750l76﹩M】3’】l】 】9﹩35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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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諭

在以上討論中’我們分析了大量的中國城土地所有權資料’除了

解答誰擁有中國城土地這個重要問題外’我們也得出以下有關中國城

土地所有權本質的幾點結論:

首先,中國城房地產大多作為收益之用,因此房地產所有權理應

視為潛在資本（potentialcapitaI﹚或固定資本﹙fixedcapital）之所有權.

-九六九年’中國城單是住房租金收入每月就達246,378.4美元’!2進

-步強化了以上論點.我們可以合理推斷’店面租金收入必定更為可

觀‧此外’許多房地產所有人本身也是中國城商家的所有人,因此他

們的房地產即是固定資本的-部分。未來研究應進-步探究土地所有

權與其他盈利行號間的關係’例如;餐廳、禮品店、洗衣店、車衣店等‧

其次’儘管多數房地產由中國城外的公司或個人所有’但他們並

未壟斷中國城當地的房地產市場。從族裔來看’這些外地所有人多為

白人’但華人也不在少數‧由此可見’關於居住地和族裔的外部經濟

控制假說並未得到支持.如果經濟控制是內部殖民模型成立的必要條

件’我們的資料顯示’在上述有限∣青況下’內部殖民模型並不適用於

中國城。不過’本研究完全忽略白人或其他外部力量間接控制中國城

的可能性‧

不考慮種族的階級模型’明顯不適用於中國城。中國城內西裔姓

氏的人口為數眾多’但擁有房地產者很少’這是必須面對的現責‧中

國城的族群階層化現象不僅反映在房地產所有權上’更反映在當地居

民的態度上（HMtaChCngl975﹚‧ I3的確’我們的資料也顯示’中國城

根據U.S.BurcauoftheCcnsus,op.cjt資料計算而得。

編者註:本文出版時所引用的Hi『a【aChcng】975文章為即將出版’為方便讀者參閱,本

文後之參考文獻為確切出版的資料‧

l2

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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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與階級的關係相對相當複雜。每個族群都存在持有收益性房地產

的階級’但各族群的有產階級人數卻未等比例反映族群在中國城的人

口比例‧

此外,本研究欲強調的是中國城並非孤立的封閉祉區.雖然我們

已指出外地人持有本地房地產的程度’但仍有其他相關議題尚未得到

解答‧例如’大地主與當地居民的經濟關係仍不清楚。洛杉磯道奇股

份有限公司﹙LA’Dodgers’Inc﹚是中國城目前的最大地主’但其對於當

地經濟影響為何’目前仍所知有限.與居民和店家的談話顯示’道奇

球場並未僱用太多當地居民’無論是正職或臨時工作都是如此’而且

當地商業活動也不會因球場舉辦賽事而出現顯著差異。-個掌控祉區

如此龐大財富的組織’與當地的經濟關係竟是如此淡薄’這是個值得

進-步深入研究的議題‧ I4

總而言之’我們的結論是:從中國城土地所有權來看’無論是

所有人的居住地或種族’均未出現明顯的外部經濟控制跡象’而外部

經濟控制是內部殖民模型的基本元素.此外’不嚴肅考慮種族問題的

嚴格階級分析’亦不適當。我們需要進-步研究階級與種族之間的關

係,才能建立更有效的分析模型。

各地中國城∣I青況顯然不盡相同’儘管彼此之間存在若干共同特

質,因此’我們將初步研究範圍限縮於洛杉磯中國城’希望此研究所

得訊息將成為華裔美國全面性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的審慎的開端。

參考書目

Alma8uer’Tbmas. 】97l“Tbward﹝hcS『udyo「ChicanoCo∣oniaIism.”AzM?〃2﹙l）:7╴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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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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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的青少年、父母、教師
少數族裔祉會化的三方架構﹡

成露西

本研究藉由探討成人﹙或父母﹚、少數族裔孩童﹙或學生﹚以及少數

族裔社區公立學校教師三者間的關係’整合關於少數族裔孩童祉會化

的兩組關注‧

第-組關注探討家庭﹑學校作為祉會化媒介的連績性﹙continuity﹚

與斷裂性﹙discontinuity﹚‧在白人孩童祉會化的過程中’學校可峴為家

庭的延伸’但對少數族裔家庭來說’卻正好相反‧大部分的文獻皆預

設-般人的社會化是-累積的過程’而少數族群祉會化的過程則∣頃向

斷裂的型態‧少數族裔家庭常被認為阻礙美國化（Americanization﹚ ’

學校則是將孩子從故國積習或族群次文化中「拯救」出來’進而幫助

孩子再社會化,表現出合於白人美國的價值觀和規範。教育機構﹑家

庭的價值取向-致與否’被靦為是決定少數族裔學童在學校成敗的原

因（Rami『ezl969﹚;而少數族群的成就水準’被峴為是取決於其原生

國文化與美國文化的相似程度﹙Caudi﹛I andDcVos 】956﹚。基於文化

林希樺譯’夏曉鵬校對.出處:CI】cngHira【a,Lucic. 】975‧ “YbutIliRlren﹝sa『ld←ItncI﹞crs in
CIlina『own:ATTiadicP「:lmeworko「Mino「itvSociaIi肥a〔ion‧”αbα〃α〃m〃o〃l0（3﹚:279╴96.

感謝亞美研究中心與中國城祉區青年∣劇（CI﹞ina〔ownNeighbolI】oodYbu『hCorPs）的協助,

以及DonNakanishi ﹑BuckWbng提供的寶貴建議。本研究部分經費來自幅特公司（Po『d﹚

對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美國文化學院（UCLA【ns〔itu﹝cofAme「icanCuI【u『cs﹚之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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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論﹙culturaIdcterminism﹚與白人至上（whitcsuprcmacy﹚的意識型

態’學校負責去除少數族裔學童的傳統價值’讓他們接受新的價值

觀‧學校因而如同工廠’其產出的學生具備-定的認知技能’同時擁

有美國中產階級白人價值觀‧學校是否應該把學牛賴造成某-特定的

樣子’或者學校是否該如工廠般運作’這些議題直到最近才受到重視

（﹜encks l972;Rist l972﹚。隨著同化論逐漸勢弱’文化多元論（cu】turaI

pIuralism﹚浮現’家庭和學校之間的功能關係成了待解決的問題。雙語

雙文化教學方案﹙bilingual╴bicuIturaI ins〔﹝uctionaIprograms﹚與另類學校

﹙altcmativcschools﹚制度的出現’顯示當今公立學校教育在少數族裔孩

童祉會化扮演的角色已受到關注。

第二組關注為-般人預設會存在於不同年齡層之間的代間衝突。

然而’並非所有家庭都有代溝問題’面臨文化斷裂﹙cuIturaIdiscon﹣

﹝inuity﹚的群體較容易有代間衝突。因此’富裕白人、黑人﹙B【unswick

l970﹚﹑移民﹙Eiscnstad﹝l964﹚的代溝比多數族群來得嚴重.Mcad

﹙l969﹚認為移民父母如同現代社會的成人,∣∣央速的祉會變遷使得他們

無所適從‧換句話說’現代祉會的成人與進入新社會的移民’都經歷

著同等的文化衝擊。Mcad這麼說也許有些誇大’然而值得關注的是’

對少數族裔青少年來說’不僅「舊」的價值觀失去意義’他們在學校所

學的「新」價值觀也派不上用場.少數族裔青少年可能會與其所羼社

區、學校裡的成人起衝突’或者兩種衝突同時發生’因此,若欲瞭解

少數族裔的代溝問題’有必要將少數族裔青少年與他們的父母﹑教師

並列探討比較。

少數族裔祉會化的相關文獻大多選擇上述兩組關注的其中-組探

討’少有∣司時關注兩者的研究’這可能與祉會學作為-種專業的高度

區隔化相關。「家庭祉會學家」大多探討父母與孩子的關係;與教育祉

會學相關者通常僅討論教師與學生’或者家長與教師的關係。如果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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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被納入研究’則幾乎都將其硯為應變項’探討範圍僅限於學習成

就﹑成就動機或偏差行為。

分析架構

若將族裔社群裡的成人、青少年﹑公立學校教師硯為祉會化過程

中的三大群體’我們便可得出-個三角架構’探討不同世代之間’以

及主流與少數文化之間’的相合與衝突﹑-致與分歧﹑相同與相異。

對於特定的研究主題’如價值觀﹑規範、態度、行動或行為、群體

等’成人、青少年、公立學校教師的可能關係可表示如下: I

模式-:三者皆﹣致‧此模式無法支持代間衝突或文化衝突的假

說。

模式二:青少年與成人-致’而青少年與教師、成人與教師不-

致‧此模式支持文化衝突假說‧

模式三:青少年與成人不-致、成人與教師也不-致’但青少年

與教師-致‧此模式支持涵化﹙accuItu『a﹝ion﹚、少數文化

瓦解’或家庭內世代間衝突等論點.

模式四:青少年與成人不-致、青少年與教師也不-致,但成人

與教師-致‧此模式反映-般性的代溝、青少年次文化

的存在’或成人（少數族裔父母與公立學校教師﹚聯合處

理青少年問題。

模式五:沒有任何群體-致‧此模式反映少數文化與主流文化的

衝突、世代間的衝突’以及青少年次文化.

l 參考Hcider與Ncwcomb的研究’因為本研究沒有探討人際矢Ⅱ覺（intc「pc「sonal pe「ccption）’
所以未納入另外四個不平衡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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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少數族裔教育’傳統的教育觀可能認為三群體間的關係始

於模式二’經歷模式三﹑模式四,最後達成理想的模式-。其他教育

觀點可能另有新進展‧事責上’某些關於青少年的研究發現’主要

的祉會化機構’如學校與家庭’會剌激青少年創造「抗拒的次文化」

（reactionsubcul〔u『c﹚’拒絕主流祉會的價值觀﹙Cobenl955﹚.這類研究

假定家庭與學校抱持著相似的價值觀’如同模式四所呈現的狀況’然

而’即便家庭與學校的價值觀相異’同樣的論點也成立。青少年社會

化的過程中’對於其所經歷的少數文化與主流文化’都有可能接受或

拒絕。事責上’若社會化的目的是讓青少年有改變祉會的動力’模式

四和模式五皆顯示學校和家庭功能的好壞’使其產生正面而非負面結

果。

以下資料來自中國城社會化的前導研究’用以說明此分析架構的

-種可能應用’並非上述任-模式的總結性支持。

中國城裡的祉會化:前導研究

洛杉磯的中國城區∣貫指市I∣〕心人口普查的五個區域‧然而’由於

其中-區共有3’062人（佔該區92qb﹚為某機構的收容人’而居住該區

的華人只有l23人（U.S’Burc亂uofthcCcnsus l970;WERC】970﹚。因

此’研究中國城的人口與祉會經濟狀況時’將本區Ⅲ除應該較合理‧



中國城的青少年﹑父母、教師 1,9

根據-九七○年的人□普查’中國城的人口組成為43％華裔、

45％西班牙裔姓氏、8.5％其他白人﹑0.3％黑人﹑3.2％其他族群。-

九六○至╴九七○年間’中國城的人口從lL742人降至9,805人’然而

華裔居民卻是以倍數成長’從約2,l00人增加至4,2l8人﹙U.S.Burcauof

theCcnSus l970;WERCl970﹚‧人口增加的原因主要為來自中國﹙包

括臺灣﹚和香港的移民。調查顯示’中國城裡’-九六○年代他國出生

的居民佔36％’-九七○年代他國出生的居民佔57qb.中國城區的華

裔人口中’他國出生者據估為62qb至87qb’遠高於全中國城區所有居

民之他國出生的比例。Z

中國城區的主要經濟活動為觀光相關的生意或成衣業。-九七○

年的人口普查顯示’28％的居民從事製造業’33qb為零售業.十六歲

以上的居民中’約有60％為受雇員工‧因為薪資低廉’許多家庭的雙

親皆須外出工作‧人口普查中「與丈夫同住的已婚女性」欄位’44qb的

女性加入勞動市場’然而中國城家庭收入的中位數只有7,l00美元’

l8％的家庭總收入比聯邦貧窮線來得低‧

-九七-年夏季’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美研究中心召集╴群研

究生與中國城社區青年圄進行訪問’對象為中國城區公立學校教師、

居住在洛杉磯中國城內的華裔青少年以及華裔成人‧與華裔成人的訪

談大多以中文進行’或中英文夾雜’其他對象的訪談皆以英文進行‧

抽樣程序

教師樣本:收集當地公立學校教師名冊與郵寄名單’按教學年級

62qb的估計值依據為-九七○年代華裔人∣I超過該區總人I I50qb的兩個地肚’這兩個地

區的華裔居民人數佔了全中國城的7,％。根據-九六八年的Tl﹞cOrien【alScrviccsSulvey’

87％的受訪華人在外陬ⅡⅡ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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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字母II頂序排列。四年級以上的名單中’每年級隨機抽取四名教師作

樣本’共取三十六個樣本’最後有三十五位教師接受訪談’其中六位

為美國出生的華裔教師。

居民樣本:中國城區中只有兩區的華裔居民佔該區域50qb以上’

將這兩區的住址隨機編號’以三的倍數抽樣’若該住戶非華裔’便從

樣本中刪除‧如果為華裔居民’抽樣人員會詳列他們的年齡’並徵求

訪談-位已婚成人﹙二十歲以上﹚和／或-位青少年﹙十二至十九歲﹚‧

總計有五十六名成人與三十五名青少年接受訪談。在這些受訪者中’

有十六對來自同-家庭‧

表-為三組樣本的人口特色.由表-可知’每位教師都在美國出

生’而幾乎所有華裔成人與80％的青少年為他國出生’但大部分的人

都已在美國居住超過五年。所有接受訪談的青少年皆已入學’或已在

表一:三組樣本的人「I特色

成人 青少年教師

性別:

男性

女性

年齡:

l0╴l4

l,－l9

20︻24

25╴34

35望4

45一54

55╴65

出生地:

美國出生

他國出生

住在美國的時間

三至五年

超過六年

】6

l9

I7

】8

Z】

35

l0

l9

3

】5

】2

l

4

9

22

9

】】

、

35 3

53

7

28

7

2l

】6

J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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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接受數年教育。訪談青少年時’可全程以英語進行,但是訪談多

數成人時必須以中文進行’由此可知成人與青少年這兩個世代至少已

有此內在的差異。然而’所有接受訪談的青少年皆表示他們也會說華

語’因此語言能力的差異不應被視為這兩個世代溝通的阻礙。

研究發現

本研究針對家庭﹑學校教育、族群／種族階層化等議題’比較

中國城裡華裔父母﹑華裔青少年、公立學校教師三大群體所抱持的態

度.由於受訪者是參與此祉會化過程的三個分別抽樣的群體’而非個

別配對的三人組’我們僅能檢峴、比較這三個群體的主要模式‧

社會學家以孝道貢任作為家庭連帶﹙famiIysolidarity﹚的指標’

尤其是與社會變遷議題相關時更為如此﹙Dinkcl l994;WakcandSpo﹣

rakowski l972）‧傳統家庭關係的特點為小孩較願意照顧年老的父母、

父母對子女奉養的期待也較高’但-般皆以為這樣的孝道責任在當

今美國家庭逐漸式微‧孝道責任是中國歷來的核心價值,但根據報

告指出’傳統親子關係正逐漸崩解’或經歷重大轉變﹙Hsul97l ;Lee

l960﹚‧若僅比較華裔父母與華裔青少年並發現他們對孝道責任的態度

差異’卻沒有探討教師所抱持的態度’我們無法確知究竟以上現象是

起因於代溝或少數-主流文化的差異‧另-方面’如果我們發現父

母和青少年的看法-致’但未探討教師的態度’也無法確知少數-

主流價值衝突的存在。以上邏輯可延伸如下:社會化的過程牽涉三大

群體’因此在探討祉會化過程時’若只研究其中兩個群體,便不夠全

面‧若研究顯示華裔成人比教師更重靦孝道責任’青少年可能面臨兩

難’不知道該認同父母或認同教師‧然而華裔父母和學校教帥都是成

人’屬於同-個年齡層’他們的態度可能較相近’青少年可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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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認同上-代的觀點。

表二顯示’就孝道責任而言’華裔父母與華裔青少年間的態度-

致性比華裔父母與教師之間的態度-致性高‧不管是在美國出生或外

國出生’本研究的華裔青少年並沒有矛盾的心理’他們皆認為孩子應

該奉養年老的父母‧這樣的結果與模式二相符。有趣的是’認同孝道

責任的青少年比例比父母略高出-些’這樣的結果有些令人疑惑’也

出現在Wake與Sporakowaki﹙l972﹚針對白人父母與白人青少年的研究

報告’白人青少年並不像大多數人想像中「無∣∣青」’至少在這生命週期

的階段’他們對父母的關心比預期高出很多‧華裔父母似乎察覽到這

點’62qb的受訪華人父母相信在他們步入老年時’孩子會負起奉養的

責任.老年人缺乏安全感’對年長移民來說尤其如此’因此’若孩子

願意付出關心’父母應該會十分欣慰。青少年也許瞭解逐漸老化的父

母無法得到良好的祉會救助’因此願意承擔照顧的貢任‧相較之下’

認同孝道責任的教師比例偏低’他們的觀點與華人祉區截然不同。教

師可能硯孝道責任為逐漸消失的傳統價值’貢任對年輕世代來說是重

擔’而不幌孝道為在個人取向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人性的必然‧

表二:對孝道責任秈教育的看法

華裔成人

（N﹦56﹚

94％

6lqb

l6％

華裔青少年

（N﹦36）

97qb

58％

33％

教師

（N﹦玉

58％

20qb

slqb

∣司意以下陳述的比例:

「孩子應該在父母需要時照顧他們」

「學校的教育品質不佳」

「成功來自人脈,而非能力或教育」

有關親子關係的探討,可由另外兩個問題進-步說明:﹙l﹚詢問

父母是否瞭解孩子’以及詢問孩子是否覺得父母瞭解他們;﹙2﹚分別詢

問父母和孩子’他們是否有良好的互動‧大多數的父母（77％﹚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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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瞭解或非常瞭解孩子’74％的青少年表示父母瞭解或非常瞭解他

們。關於親子相處的問題’83qb的青少年覺得與父母相處良好’66qb

的父母覺得與孩子相處良好‧

對學校與教育的看法方面’研究發現多數的華裔受訪者’不論青

少年或父母’都不認為學校有良好的教育品質’但只有20％的教師抱

持此觀點‧相反的’與其他兩組人比較’較高比例的教師認為教育並

不是向上流動﹙upwardmobility﹚的最重要因素﹙表二﹚‧綜上所述’有

-點十分關鍵’華裔父母及部分華裔青少年都相信教育是邁向「成功」

﹙“ge〔a｝lead”﹚的-條路’但卻對當前的學校教育不甚滿意‧相較於華裔

樣本,教師信任學校教育的品質’但不認為教育可以幫助孩子「成功」

﹙“makingit”﹚‧這樣的模式與教師﹑華裔父母所認定的學校教育目標相
互參照’可得到更多解釋.表三顯示大多數的父母重視學校的工具性

功能﹙instrumcntalhmction﹚’而教師重視的則是涵化功能﹙accu】tumting

func﹝ion﹚先於其他功能。認識上述期望的不同’我們便可理解他們對

學校品質的評價上的差異。華裔成人心目中的典型基本上是:好的學

校將有好的教育’有好的教育就可以找到好的工作’以及在肚會上有

好的地位’因此’其含意是要改善學校和教育的品質。另-方面’教

師所抱持的典型基本上是:學校和教育教導少數族裔孩子主流文化的

價值’而孩子將來在社會上的成功或失敗’與學校並無太大的關係‧

表三:敦﹟I『 ﹑華裔成人對教育的期待

敉帥

（N﹦茹）

46％

Z6％

l7听﹞

】 】％

華裔成人

（N﹦56﹚

3％

】0％

Z0％

67﹝X﹞

發展正確的價值觀與態度

拓展知識

培焚目孜忍考能刀

培養找到好工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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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認為學校教育做得很好’但與孩子的未來基本上無關。持有這樣

的觀念’教師便可聲稱華裔學生的未來在他們掌控範圍之外。華裔青

少年的想法與華裔父母的想法較接近’認為學校教育品質低落,但與

父母不同的是他們並不知道該如何界定學校教育的重要性。總的來

說’三大群體對教育的態度為模式二’華裔父母和青少年可能偏好自

己找出「正確的」價值觀’而希望教師可以將增進學生基本的認知能力

列為教學重點。

上述偏好並不能解讀為華裔父母只關心孩子的職業計∣∣練。詢問教

師、華裔成人與華裔青少年是否認為學習美國文化、中華文化、或者

兩種文化’是重要的?三者的笞案十分相近。70％的教師、75qb的父

母’以及83qb的青少年都認為中華文化與美國文化同等重要.然而’

只有ll％的青少年表示他們的教師瞭解中華文化。諷剌的是,中國城

內公立學校唯-的雙語課程’每週的教學進度竟然只有-個中文字!

完全沒有中國歷史、中國當代祉會﹑亞美傳統等課程‧ J

我們選擇的最後-組態度研究為族群階層化﹙ctl﹜nicstra﹝i6cation﹚.

在訪談時’詢問受訪者-系列有關社會距離的問題’依受訪者回答的

類型做分類’而不是以被排序級別的族群做分類﹙表四﹚。4回答主要

可分兩種:區分族群與不區分族群’前者可被分類為持有階層化觀念

（stratiHc【s）’後者沒有階層化觀念﹙nonstratiRcrs﹚.結果顯示大多數的

華裔青少年都持有階層化觀念’但-半以下的華裔父母與教師區分族

群。在這樣的情況下’華裔青少年與另外兩個成人群體並不-致’若

其他中國城類似情形的討論,請見C方∕〃‘Jc╴A〃『召r∕cα〃J;scboo／〃〃dCo〃!〃?〃〃』ry／﹞「o﹠／『m﹩

（Chicago】972﹚。教科書裡出現的種族歧靦’請見CaIi｛b「niaSta【cBoardofEduCationⅡsk

PorcetoRcevalua﹝eSclcnceTbx﹝books,Gradc3╴8’尺幼oγZ〃〃dRα.o〃』﹚〃c〃血r∕o〃J（Sacramen﹝o;
』

Dcccmbc「l97】﹚ ‧

本研究採鮑式社會距離量表（﹝hcBoga『dussociaIdjstqncescaIc）。詢問受訪者願意在不同親

近程度下與以下族群互動的意願:白人﹑黑人、墨西哥人﹑菲律賓人、日本人。

3

4



中國城的青少年﹑父母﹑教師 205

表四:對種族／族群的態度類型

教師 華裔成人 華裔青少年

（N﹦35）

6Iqb

39qb

】5qb

l9qb

弓％

（N﹦35﹚

4】qb

59q﹙﹚

50qb

9％

（N﹦56﹚

34％

66％

I2％

45％

9％

有階層化襯念

沒有階層化觀念

同化主義者

祉會整合者

孤寸丰義者

研究結果為真,儘管可提出某些假說’但背後的原因並不清楚。很少

社會學家不認為美國社會是族群階層化的祉會。由於任何-種祉會模

式都是透過學習而來’因此我們並不意外的發現本研究的華裔成人尚

未完全學會如何區分訪談中被要求排序的各個族群。如果以上解釋合

理’教師應該有很高比例持有階層化觀念’但研究結果並非如此’可

能是因為教師同時習得不要在訪談場合表現出歧靦態度’或者以理想

的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回應。在本研究中’青少年樣本在族群排序上所

呈現近乎完美的統計相關’我們認為相當高比例的華裔青少年持有階

層化觀念’顯示青少年已習得族群歧靦觀念’但並未習得要隱藏。換

言之’他們是「責話貫說」‧

沒有階層化其他族群的受訪者可再分為三大類:可接受直系親屬

與其他族群通婚者’異族通婚意味終將達到種族混合’因此被分類為

的同化主義者﹙assimiIationist﹚;可接受其他族群成為朋友或隔壁鄰居

的人為祉會整合者（sociaI integrationist﹚;將其他族完全排除在祉會網

絡之外’只願意與相同種族往來的人則為孤赤丰義者﹙isoIationiSt﹚。表

四顯示各類回應的比例‧

刻版印象認為華人習慣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裡’但本研究顯示只

有少數華裔成人或青少年將社會網絡限於同種族的人.相較於華裔成

人（lZ％）或華裔青少年﹙l5qb﹚’持同化主義的教日i∣i比例﹙50qb﹚高出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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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同化主義是社會科學的主流觀點’也是美國的理想’較多教師與

此呼應並不令人意外。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本研究的論點對於「平等主義」（cgalitarian﹚的教

師過於嚴苛’而對「偏見」﹙prciudiccd﹚的青少年過於寬容’然而我們相

信孩童並非生來就有偏見’而是在與他人互動的過程中習得’對此教

師必須負起至少部分的責任。

在中國城的訪談過程中’我們聽聞-些公立學校有種族糾紛’

83qb的受訪教帥表示他們的學校種族關係緊張’大多是墨西哥裔與華

裔學生的肢體衝突‧52qb的教師認為墨西哥裔學生應該為衝突負責。

具體回應包括:「墨西哥裔孩子從小就被教導以打架解決問題’他們比

較容易逞兇鬥狠」、「墨西哥裔孩子專門製造麻煩」﹑「墨西哥裔孩子嫉

妒華裔孩子’因為種族怨恨而打架」……等等。如果教師抱持這樣觀

點,我們怎能相信他們在回答祉會距離問題所說的,願意讓孩子與墨

西哥人結婚?我們怎能指望華裔孩子不會受到這些偏見評價影響?

若仔細考量這些回答的所有模式’我們發現較接近模式五:三個

群體都持有不同的觀點。以教師而言’其最受歡迎的回答反映其同化

的價值觀;對華裔父母而言’則是祉會融台;對華裔孩子而言’既非

同化’也不是普遍融合’而是選擇∣生接受或階層化‧

摘要與結諭

本研究試圖建立少數族裔祉會化的分析架構’將代溝與少數-

多數衝突同時納入研究範圍。分析洛杉磯中國城裡華裔成人、華裔青

少年’以及祉區公立學校教帥對家庭、學校教育、族群／種族的態度

的異同’並說明應用此分析架構的可能之-。

研究發現奉養年長父母的觀念與文化差異有關’與世代差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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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然而在其他分析主題’這兩個變項並非同-模式。華裔父母和華

裔青少年皆不滿意學校教育品質’並且認為好的教育有助於成功’但

對於教育的重要性抱持不同看法‧教師則認為學校教育品質良好’但

諷刺地不認為教育可幫助學生向上流動。有關族群／種族的態度’三

個群體皆有不同的主要回應模式‧

本研究並不代表中國城裡所有公立學校教師﹑華裔成人、華裔青

少年的觀點’但其結果對於先前關於少數族裔教育的研究報告提出有

力的佐證﹙Ris〔 l97Z;HarvardEducationaIRcvlewl9乃﹚‧我們並非指責

教師’而是強調公立教育機構必須多關注祉區裡的少數族裔。學校的

學生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學校必須盡可能聽取不同群體最多數人的

意見,以回應各種不∣司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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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學歷亞洲人之遷移與全球動態﹡
PauIMOng、成露茵、LeslieEvans

全球科學、技術、專業人才從發展中國家遷移至已開發國家﹙以澳

洲、加拿大＼美國為主﹚’其中以受過技術領域訓練的亞洲人之遷

移最為重要.雖然這種現象與更廣泛的國際勞動力遷移有共同的

特徵’其獨特之處在於:亞》｝Il人遷移至工業化國家以高學歷者佔

優勢’而關於人才外流的爭議仍然複雜且尚無定論‧亞洲高等人

才移動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可以從三個面向討論:﹙l﹚全球高等教

育的構聯;（2）人才遷移與全球不干等發展之關連;﹙3﹚高等人才

回流至較低度發展國家對於經濟發展的貢獻‧

前言

近數十年來’環太平洋地區受過技術領域訓練的亞洲人遷移至工

業化經濟體的速率劇增’其中包括工程、科學’和醫療專業人員。當

然’從第三世界外移的高學歷勞工不僅限於亞洲人及環太平洋國家’

趙榮輝譯﹑陳信行校對。出處:Ong,I﹚auIM,LucicChCngandLcsIic尼vanS. l9,2‧ 縛Migra﹣

﹝!ono「ⅡighIyEduca﹝edAsiansandGlobaIDynamIcs.’’AJ／〃〃αMAJr帆cMgm㎡o〃∕b嘐〃〃〃∕l

（3斗）:543╴67‧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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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高學歷亞洲人的遷移在全球遷移中最為重要。舉例而言’-九六

-年至-九七二年期間’大約30萬科學、技術、專業人員從發展中國

家遷移至西方國家﹙UNCT八Dl975﹚。美國、加拿大、澳洲共吸收了將

近-半的總遷移量‧我們有美國與加拿大的數據’就這兩國而言’亞

洲人是從發展中國家移出者之大宗。在此期間’將近3萬名高學歷亞

洲人在加拿大定居,佔第三世界遷移至該國高學歷勞工的52qb;在美

國’人數為6萬5千’佔72％. I

此次大規模遷移始於-九六○年代中期,Z至今並末消退‧╴九七

二年至-九八八年’大約有20萬科學相關專業的亞洲人從四個主要勞

工輸出國遷移至美國。表╴為╴九七二年至-九八五年遷移人口按職

業與出生國家的詳細分類‧該數據顯示’遷移人口絕大部分具有純科

學或應用科學背景’祉會科學家僅佔很小比例.族群分佈也有差異:

印度人是最大的遷移族群’工程師與醫生數目最顯著;菲律賓人次

之’以醫療人員為主;韓國人的職業分佈與菲律賓人相似’但總數較

小;中國人以科學家佔較大比例。儘管族群之間有差異’顯然這四個

國家均有大量高學歷勞工向外遷移‧

同樣重要的是’來自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的亞洲人佔所有

專業移民的絕大多數。-九六五年以前’亞洲人佔美國總遷入人數不

到十分之-’但-九七-年以後則超過-半。川I拿大的∣∣青況雖然不像

美國那麼驚人’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移民也佔加拿大專業移民的-大部

分‧-九六○年代之前’來自第三世界的勞工較為少見’但是到了-

九七四年’具有專業資格的移民超過40qb來自第三世界’其中香港／

雖然全球來自∣﹜∣l發中國家的高學歷勞工移民有28％遷移至典I劉’∣望次於美國’但亞洲人

只佔英國移民人數約四分之一。

美國的例子可以顯示此一遷移的時間性。-九六-年至－九六五年的五年期間,有

l4’500人移民美∣哎∣ ,而僅∣她-九七二年,就有I6,﹙）0〔）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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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一: 】971－1985fl昌移民至美國的高學歷亞洲人

國中賓律菲

地Ⅲ

韓南度印職業

數學家與電腦科學家

自然科學家

祉會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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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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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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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00】

447

9,527

7,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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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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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56

來源;美麒I移民局。山於資料遺失’－九八○至╴几八-年數據不全。-九八三年醫師歸類

於「其他醫療診斷人員」,護士歸類於「其他看護人員」。

中國’印度與菲律賓是前三名輸出國﹙Dcvore『zandMaki l983﹚。

這種遷移是否能峴為較廣泛的各種國際勞工遷栘之附帶現象?在

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許多造成低技能者移居的因素也會影響高學歷

者,例如工資差距與下-代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無諭從簡單的推拉

框架或從世界體系框架來分析’這些共同點都存在‧另-種觀點是’

高學歷者的移動僅僅反映了輸出國人口組成的變動’這些變動來自於

發展以及教育程度的提高‧-九六○年代以來’亞洲國家的成年人中

至少受過某種大學教育人□的比例已有增加‧表二列出亞洲主要輸出

國的中學後﹙post╴sccondary）教育統計數據。例如南韓’此-比例增加

仍保持亞洲國家最高紀錄’-九八○年此比例達到】5.2qb’對於-個

然台灣的相關數據並不齊全’現有的資料也顯示台灣在-九七○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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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僅佔4.4qb;到了-九七五年’l5歲以上人口中’受過大專教育

者已達6.5％﹙RcpublicofChinal972’l976﹚‧發展中國家受過專科以
上教育的人口比例逐漸升高’勞工移民也應該會有愈來愈多的高學歷

勞工。

表二:中學後教育程腥人口比例

】960 】970國家

08

q

↗

香港

印度

南韓

菲律賓

泰國

4.9（l97l ）

l . 】（l97】﹚

5.6

,.6

l ‧l

7.l（】98l）

25（】98】﹚

8‧4

】5.2

29

4‧3

N／A

】’6

62

06

定義與來源: 25歲以上人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各年資料

表三:大輒（學）教育程腥人口比例

輸入國 本土出生人口 新近亞洲移民 新近英國栘民

澳洲

男性

女性

加拿大

男性

女性

美國

9.0

7‧7

】52

】70

l34

l6.3

l5.4

lll

37.9

43‧9

3Z0

37‧4

】0.7

70

】86

23‧4

】3.8

30‧5

來源:澳洲統計數字來自澳洲政府Bu『cauofLabou『Ma『ketRcsca『c｝l , I986。加拿大數據來自

Basava『alappaandV℃rm孔（】985﹚。美國數據來自美國政府BureauofCensus , 】98｛｝。

定義:（】）澳洲統計數字針對具有學位或文憑的就業年齡人口,移民數據包括所有國外出生

的就業年齡人口。（2﹚加拿大統計數字針對-九八一年l,歲以上具有大學學歷人口。栘民數

據針對－九七○年至-九七九年間移人者。（3）美國的統計數字針對25歲以上受過4年以上

大專教育者。栘民數據針對-九七○年至-九八○年問移人者。

高學歷亞洲人的遷移與其他亞洲人的遷移也受限於共同的立法根

源。二十世紀前半葉’美國、加拿大、澳洲均禁止大規模亞裔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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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政策主要是基於種族主義的意識型態與長久以來內部反亞裔的敵

對I青緒。二次世界大戰後’這些國家開始打破壁壘’不過-直到二十

年後’亞洲人才能享有白人早已擁有的許多移入權利。-九六○年代

移民之門開敔’亞洲人因而得以大量遷移‧雖然輸入國法律會按照階

級與家庭提供不同的優先I∣偵序與機會’高學歷亞洲人與其他亞裔移民

均受惠於種族障礙的消除。

儘管高學歷亞洲人的遷移不能脫離遷移的大趨勢’高學歷者的移

動仍有其獨特之處。無論是受教育人口比例的變動’或是共同推拉因

素’都無法個別或共同解釋高學歷勞工之流動’因為此類勞工無論以

哪種合理的標準來衡量’所佔比例均偏高‧從美國﹑加拿大、澳洲近

期移民的特徵來看’高學歷移民均佔優勢。雖然表三中的數字因為定

義不同’不是完全可以比較’仍然顯示出三個不爭的事責。首先’移

民人口中具有大專以上學歷人數的比例’比表二所示輸出國同等教育

程度人口比例高出甚多’而且表﹦的分類標準比較寬鬆’只要受過某

種中學後教育即算在內。第二’亞洲移民具有大專以上學歷人口比例

高於英國移民’而英國是第-世界國家’高學歷勞工較亞洲國家高出

許多‧第三’亞洲移民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高於輸入國本地人。

因此無論使用哪種標準來衡量對於高學歷者的偏好’必然的結論是’

從亞洲遷移至美國﹑加拿大﹑澳洲這三個工業發達國家’高學歷者佔

極大優勢‧

高學歷者的遷移之所以獨特’也因為此議題在輸出國﹑輸入國以

及像聯合國之類的國際舞台上均產生了廣泛的政治與政策辯論‧這些

辯論遠不止於個人移居他國的權利’還涉及國家的經濟幅祉與安全等

議題。-九六○年代’討論大多聚焦於「人才外流」﹙b『aindrain﹚’亦

即發展中國家的人才系統性地流入工業發達國家.這些辯論致使各國

與國際組織贊助多項研究’但是人才外流是否會對第三世界造成所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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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的傷害’研究結果並無定論。-些有趣的建議因而產生’例如課徵

移民稅’不過貫際上改變很少。儘管遷移現象持績’關於人才外流的

辯論在-九七○年代平息了‧-九八○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重敔辯

論’主要是因為中國剛加入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成為勞工輸出國。然而

目前的討論有了新面向’發達經濟體開始擔憂移民回流或逆向遷移可

能造成的傷害’這種遷移趨勢據稱會導致技術擴散加速。這場辯論尚

未結束。

為了理解高學歷者較高的遷移量以及其相關的政治與政策議題’

我們必須體認’這些人員的遷移與國家之間更廣泛的勞工遷移不盡

相同。基於三個觀察’我們主張高學歷者之遷移是獨特的‧第-’

這種形式的遷移包括-個中間過程’我們稱之為全球高等教育的構

聯﹙gIobalarticulationo「highc﹝cducation﹚‧二戰後’第三世界國家高學
歷勞工所需之訂I∣練’-大部分必須依賴工業發達國家才能完成。這種

形式的整合’進而產生了-群可替代的勞工’他們享有共同的技能’

英語與專業術語為主的通用語’國際化的價值觀’以及跨越國界的專

業網路.第二個觀察是’專業人士﹑高學歷勞工的移動與全球不平等

發展之間緊密相連’二者互為因果關係‧這種不平等發展的深化是由

於:其-是人才從發展中國家至發達國家的淨流出;其二是勞動力再

生產與勞動力使用的成本可以歸屬於不同的地理位置。第三個觀察’

但絕非最不重要的是’人才反向流入低度開發國家’無論是歸國學生

或訪問學者’儘管數量較少,仍有助於-些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減

低了發展的不平等’近幾年來此-進程已經加速.

高學歷勞工遷移的影響是複雜的而且會相互抵消’理解這些影響

才能理解現行政策的動機以及責際效果‧高學歷勞工對於經濟貢獻的

潛能極大’因此各國政府對其遷移必然十分關注‧已開發國家和發展

中國家顯然有不同而且經常互相衝突的目標’但是不同之處不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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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希望人才外流而另-方則持反對態度‧這些議題比較複雜而且不對

稱’不僅各國以國家利益之名意圖改變現況’每個國家內部互相競爭

的利益圍體也意欲左右∣∣青勢。除此之外’這些議題並非-成不變。將

-個國家永久歸類為特定陣營既不切責際又不合乎歷史經驗。舉例而

言’新加坡∣崛起成為工業化的城市國家’迅速發展高科技產業’已經

從勞工輸出國轉為輸入國。南韓、台灣可能與新加坡相去不遠。這些

改變又使人重新界定議題’因為新的經濟環境與相隨的政治現責轉變

了高學歷者遷移的具體結果‧

本文以下討論分為兩部分‧第-部分探討全球高等教育的整合,

這是遷移的先兆。第二部分探討高學歷勞工與不均衡發展之間的關係。

高學歷勞工之全球整合

高學歷勞工之養成是-種祉會過程’需要大量的時間與投資,而

且必須經由正規教育機構的司∣∣練’這些因素使得高學歷人士成為-種

與眾不同的勞工。為了便於討論’我們用三種理想類型來區別高學歷

勞工（highlycducatcdlabor﹚、技術體力勞工﹙skiIIcdmanual labor﹚’與非

技術工﹙unskiⅡedIabof﹚。我們的討論顯然是-種現責的抽象’因為現

責世界裡的勞工不會只羼於三種沒有交集的類別。教育成就的人口分

佈是連績的’不過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分佈曲線呈三峰狀態。儘管如

此’抽象分類是有用的’因其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什麼高學歷勞工再生

產的特性與問題是獨-無二的。

在發展中國家’非技術工的再生主要與下列兩種成本相關:養

育孩童以及使其適應工資制度的祉會化過程‧這種再生產大部分涉及

維持家計的成本’此成本有部分是由祉會決定’所以會因不同的經濟

體而異。在農業祉會,如果生活水準接近勉強糊口’總成本可以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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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業化增加了成本’因為必須建立正規的學校教育以輔助個人

適應-套行為模式’這套行為模式有助於維持工業的生產模式以及城

市與市場經濟所需的規範‧因此學校教育著眼於提供經濟發展初期勞

工所需的基本讀寫能力’以及培養勞工接受無人↓∣青味的生產的社會關

係。雖然學校教育需要公共經費’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主要由家庭負

擔,而家庭開支則由父母之-或父母二人出賣勞力服務來支付;家庭

同時也是勞動力恢復的核心場所.

技術體力勞工﹙或技術工﹚的再生產成本超過了最低生活水平與基

本的社會化所需的成本’涉及增進勞工生產力之技能獲得。技術工的

培訃I∣雖然也可能在公共機構中進行’例如職業學校’大部分的技能知

識是透過在職訓練獲得。如果技能水準高’技能知識又是經由資深的

勞工傳授’勞工有可能藉由正式的學徒制或者非正式的職場規則去控

制訂∣∣練過程。勞工因此得以經由控制新進勞工數量而免於市場的競爭

壓力’勞動市場因此分為兩級:在發達國家為主要與次要勞動市場;

在發展中國家為正式與非正式部門。無論是雇主或勞工掌控訓練’既

然訓練大多在工作場所進行’技術工再生產的最後階段與國家當前的

經濟活動緊密相連。換言之’這種勞工的再生產與利用是同時同地的‧

然而高學歷勞工的生成卻截然不同.這種勞工的生成所需要累積

的基本知識’幾乎完全必須從高等教育機構獲得,因此培養場所不在

家庭或生產地。幾乎所有科學領域的訓練至少需要四年的大專教育’

而且很多領域需要加上幾年的研究所訓練。接受這種正規教育必付出

極大的投資,包括個人放棄收入的損失’家庭的經濟支助與其他支

援’以及祉會用於教育的公共支出.高學歷勞工用於生產時’之前投

資的回報形式為:在包括研究發展在內的廣義的生產活動中’企業與

社會獲得較高的產出,勞工獲得較高的工資與薪資。

除了大量投資與長期訓練’高學歷勞工不同於其他兩類勞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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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在於勞動力再生產與勞動力使用之間的分離更為明確。分離顯然是

時間∣生的’因為人力資本的積累與應用發生於不同的時間。分離也是

地理’∣生的’因為訓練和工作地點不同’往往距離甚遠‧此外’計∣∣練結

束後高學歷勞工有很大的選擇自由’可以到其他地區尋找專業就業機

會’這-點我們將稍後陳述‧

勞動力再生產的所有投資都可說是人力資本的各種形式’甚罕旬

括非技術工的再供應‧因此養育健康的孩子是-項投資’以確保有更

具生產力的成年工人。我們不會否定這點’但我們認為投資於生理成

長與投資於學歷知識是有」∣生質上的區別‧

高等教育的依賴性

高學歷者所需之訓練使發展中國家對西方祉會產生了依賴關係。

雖然理論上技術領域人員的司∣∣練並不-定會依賴特定地區’貫際上該

訓練與發達經濟體息息相關’因為發達經濟體具有累積科學知識的優

勢與必要的祉會基礎設施。工業化國家能建寸沛日保持先進的技術基

礎有三個原因:﹙l﹚經濟規模大’足以極高分工,有利於專門的研究發

展與高度專業人才的建立;﹙2﹚良好研究環境的建立’具有最現代的設

備’得以進行更集中的研究;﹙3﹚國家大力支持研發’特別是用於軍

事’但是會衍生出工業方面的應用‧

到發達經濟體留學是全球高等教育構聯的最直接形式。這並非新

的現象。早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就有少數’但不可忽峴的亞洲人相

繼去傑出的歐洲大學留學‧諸如倫敦大學’有非常多外籍學生’而牛

津大學和劍橋大學雖然亞洲學生比例較少’卻對於訂∣∣練菁英發揮了核

心作用’尤其是訂∣∣練英國殖民地的菁英‧美國與亞洲也有類似的銜

接’哈佛與中國燕京大學之間的合作計畫是－個主要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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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美國成為國際學生的主要留學目的地.自-九五○年代

以來三十多年’來自南亞與東亞的外籍學生人數急劇增加’從-九五

○年代中期大約l萬人’到-九六○年代中期的3萬人’到七○年代中

期的6萬人’到-九八四至-九八五年度超過了l4萬2千人﹙Ins﹝itu〔c

oflntc『nationalEduca「ion各年數據﹚.台灣﹑印度﹑日本﹑韓國、香港

持績輸出大量留學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最近幾年也開始加入‧雖然美

國招收的學生人數最多’以人□比例而言’其他發達國家也招收了大

量的亞洲學生.例如英國、加拿大﹑澳洲持績招收許多大英國協的第

三世界學生。

高等教育另-種全球整合的形式是創辦基於西方教育制度的學

校﹙Wa〔sonl982;AItbachl987﹚。前殖民地國家很早在當地發展這種

高等教育制度。例如在南亞與馬來半島’當地的英國殖民政府創辦了

數間主要大學’以英國的大學’尤其是倫敦大學’作為楷模沛建渝學

術標準﹙Pattisonl,84﹚。這些地方院校屬於殖民統治系統,用於訓練

本地官僚以治理殖民地。美國在其殖民地菲律賓亦扮演類似角色’擴

充了菲律賓的教育體系‧雖然菲律賓最早的大學是在西班牙統治下成

立（SantoTomas ’-六--年﹚’美國於二十世紀初建立由國家資助的

高等教育體系’將其作為╴種工具, 「以徹底在政治、經濟、祉會﹑

文化方面重新定位」’脫離西班牙的影響並且接受美國的影響（SanyaI

etaI l98l: 9】﹚‧此外’美國的學者對於引進新學科到亞洲的大學深具

影響’例如-九二○年代初期在菲律賓大學引進心理學’以及-九-

三年在泰國朱拉隆功﹙CbuIaIongkorn）大學弓∣進工程學（McC『aigl977:

l0l﹚.亞洲早期學校之建立’不僅經由殖民地政府’也經由私人組

織’特別是宣道教會’在有些方面更有效’因其可以進入非直接殖民

地區’例如中國。

在二戰後的後殖民時代’對於西方模式的依賴繼績存在’尤其是



高學歷亞洲人之遷移與全球動態 21,

美國模式。去殖民化之後的民族主義浪潮帶來了有限的改變.人文與

社會科學課程增加了本土的內容’即使時至今日’仍然有國家運用政

策將高等教育「本土化」’例如限制教學必須使用本國語言.儘管有這

些民族主義的措施’技術相關科系繼績依賴西方的標準’採用西方的

教科書’盡可能聘任受過歐洲、北美、澳洲訂∣∣練的師資’即使是二戰

後成立的學校也不例外。

這段期間’美國成為主導力量,透過各種管道形塑亞洲的高等教

育’包括外援款項、美國大學主辦的跨校學程、幅特基金會與洛克菲

勒基金會等私人基金會資助的活動﹙Royl973﹚‧美國之崛起不僅在於
其強大的經濟影響力’也由於-般認為美國學術責力強大。-項對於

曾留學於歐美的印度學者之調查發現’70％受訪者同意「學術中心現已

從英國轉移至美國’因此印度學者轉向美國尋求知識」﹙Suri l977﹚‧台

灣亦有類似經歷’專業階層「轉向美國模式……’傳統要素與做法在行

業中逐漸消失」﹙Liu l977﹚。雖然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仍是許多前英國

殖民地菁英的首選’美國的大學被視為司∣∣練技術人才的最佳場所‧

這種模式延伸到後殖民時期成立的多國機構‧聯台國亞洲及太

平洋經濟祉會委員會對於成立下列機構起了重大作用:位於吉隆坡的

亞洲發展行政中心（AsianCcnterfb仁DcvelopmentAdmlnistra﹝ion﹚、曼

谷的亞洲理工學院（AsianInstitutcof正chnoIogy﹚﹑東京的亞洲統計研

究所﹙AsianStatis〔ical Institutc﹚‧-九七六年’印度﹑印尼、南韓、巴

基斯坦、菲律賓﹑泰國聯合成立了位於馬尼拉的亞》∣∣社會幅利發展訓

練研究中心﹙AsianCentc【fbrItainingandResearcbinSocialWClhreand

Dcvelopmcnt﹚﹙Kiml976）。雖然這些跨國機構使發展中國家能夠集中

資源、貫現規模經濟’但仍然依賴西方國家的教師與訂∣∣練教材‧

-些亞洲高等教育中心相當優秀’但這並不意味其完全獨立於

西方的機構‧在醫學方面’發展中國家已經達到高度自給自足。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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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l的醫學院校在殖民時期建立’目的在於人道主義與改進勞動生產

力。如今-部分﹙雖然並非大多數﹚醫學院與護理學校在醫療方面能夠

提供與西方國家相當的訓練’外國培訓醫療人員在歐美取得執照的數

目可以為其佐證。不過即使在醫療領域’仍趨向於去西方國家深造。

這種趨向在其他技術領域更為普遍。理工領域、甚至社會科學’繼績

依賴西方的-個指標是’許多亞洲的學者仍然會把比較優秀的學生送

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接受培訓。這種依賴關係難以避免.獨自重新建

立機構與累積知識的成本過於高昂’即使是西方國家中的小國’也無

法負擔。國際不平等意味著’在培訓方面’較低度開發國家必須繼績

依賴已開發國家。正如其他許多系統’高等教育反映出更大規模的全

球不均衡發展與依賴關係‧

高學歷人士的全球市場

高學歷勞工再生產的過程本身就造就了國際勞動市場’原因是類

似的訓練,共同的「普世」價值與跨國聯繫‧當然並非所有高學歷的亞

洲人’甚至包括留過學的人’都會加入全球勞動市場’或者認同「普

世」價值‧事責上其中有些人變得極端民族主義與反西方。然而這種教

育進程確責轉變了足夠的人數’因此高學歷者的國際化勞動市場不僅

僅是-個概念。教育系統的構聯使得英語與專業術語成為通用語言’

沛日建寸了以科學方法為基礎的國際價值觀以及全球∣生的資訊與祉會

網路.這些連結受助於通訊的發展與快速﹑可負擔的航空運輸。

高學歷者的培訓創造了超越民族主義的價值‧該教育過程同時

涉及思維方式與共有知識體系之習得。顯然共同知識體系是根植於採

用西方的教科書與課程。不過這種培訓不僅僅是取得資訊。技術教育

需要採用科學方法與責證主義思維’這是與-些東方文化對立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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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所謂創造性思維主要是限於孔恩﹙Kuhn﹚所說的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c﹚.然而’在自由的程度上’這種思維模式與特定文化束縛下的

思維有著性質上的區別‧高學歷者的培司∣∣與非技術工甚或技術工那種

本土性的社會化形成鮮明對比’後二者之教育僅限定於本士文化與民

族主義目標‧

傳統價值觀削弱之同時’西方價值觀逐漸輸入‧如前所述’高學

歷者的培訂∣∣使其接觸西方社會’他們直接在發達國家求學或間接在本

國模仿西方制度的大專院校受教於國外培訃∣∣的師資。習得主要學術期

刊、標準教科書所使用的英語’以及技術領域內所廣泛通用的術語’

是顯而易見的-個結果﹙PishmanetaI l977﹚‧雖然他們的英語經常難臻

理想’尚可用於專業溝通。留學生變得熟悉西方的生活方式與生活水

準‧這種文化的適應減輕了民族主義的傾向並且消除了亞洲與西方祉

會之間的-些文化隔閡‧

接觸西方機構對個人的影響不僅限於價值觀、語言、思維方式的

改變‧學者藉由國際學會以及其他媒介不斷接觸‧儘管距離遙遠’通

過學會舉辦的國際會議與工作坊’學會成員確責可以面對面的接觸。

現代通訊網路’例如Bimct ’將世界各主要大學納入共同的電子網路’

並且促進溝通、資訊交流﹑甚至台作。這些聯絡系統使亞洲機構教師

與其前西方導師通過信函、會議、合作研究以保持聯繫.正式的學會

與非正式的圍體都是重要的同儕圍體’高學歷者透過同儕圄體尋求認

同與地位.雖然參與此類接觸的人數有限’其中卻包括有重要影響力

的學術與行政人員’他們的定調接著會影響同事與學生。事責上’成

為這些全球網路的會員’既是成功的象徵’也是維持高尚學術地位的

手段‧

即使沒有國外求學經驗的人也會受到這些專業國際化的影響。正

如前述’許多亞ⅡIl高等院校,尤其是最負盛名者’受西方課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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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大;這並不令人驚訝’因為美國大學的校友在這些高等院校的規劃

與「現代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印尼﹑韓國﹑菲律賓﹑台

灣（SIoper l977: 】92﹚。因此這些大學的教育傾向於國際化與西化。此

外’專業人士藉由高學歷者的全球網路可以獲得國內外職位與更佳工

作機會的消息‧工業發達國家提供較高的工資與優越的工作環境’其

職缺消息在專業人士間流通‧同樣重要的是’這些網路可以提供勞工

情報給潛在的雇主’有助於西方企業招聘與篩選求職者。

當然’高學歷者的「國際化」是基於西方文化與制度’不能完全取

代所有民族主義的價值’也無法藉由大專教育改變所有的人。然而’

藉由跨國次文化的形成作為-種整合勞動市場的基礎’國際化確責有

助於相當大比例的高學歷者從發展中國家遷移出去‧全球高等教育的

整合與國際勞工階層的形成’將國際遷移的文化與祉會障礙減至最

低‧這種整台對於從事技術領域工作者最為徹底’在某種程度上’對

於較為量化領域的祉會科學家亦復如此’因為他們的技能最不受文化

內容所限’而且他們所使用的術語是新通用語言中的重要成分。專業

人士的國際化打破了亞洲與西方經濟體之間許多文化與祉會障礙,致

使受過科學與技術訓練者在全球遷移中佔有優勢‧

不均衡發展與遷移模式

雖然全球高等教育的構聯與國際勞工階層的形成是高學歷者遷移

的先決條件’全球性的不平等才是造成個人離開低度開發國家轉往已

開發國家的經濟誘因‧逃離壓迫與政治動亂的因素除外’遷移的根本

原因在於已開發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生活水準的差異‧這種不平等

有兩種形式。首先是整體發展水準的差別。諷刺的是,增進發展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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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度與國際連結,發展水準因而作用於宏觀或社會層面‧第二種不

平等的形式是工資與就業機會‧勞工的酬勞與找到適台工作的能力並

不完全取決於技能水準﹙人力資本﹚’並且取決於資本相對勞動的比

率、相對的自然資源量、科技水準’以及生產過程中有關的階級﹑團

體、機構的組織形式。由於這些因素在各國之間存在系統性的差異’

沛日在相對長期時間內維持失衡的狀態’工資差距與就業機會差距相

應而生’影響個人遷移的決定‧

沒有簡單的公式能將經濟發展水準的度量轉換成預測高學歷勞

工遷移率的量表。雖然人均收入是最廣泛使用的生活標準度量’之前

的貫證研究對於人均收入的影響’得到了不明確或相互矛盾的結論

﹙KrugmanandBhagwati l976﹚。當然,平均收入水準對於亞洲人的遷

移是重要的’雖然二者的關係並非合乎意料‧BaIIcndorf﹙1972﹚發現

非洲人才外流至美國與人均收入呈負相關;拉丁美﹟↑∣國家人才外流則

與人均收入不相關;亞洲國家則呈正相關‧各區域的差異明顯地與文

化、祉會﹑政治的差異相關’雖然無法確定這三種因素之間相對的重

要∣生。但即使單獨解釋亞洲的結果也有問題‧如果正相關意味著亞洲

較富裕國家的專業人士比貧窮國家的∣司行更可能遷移’會令人難以置

信‧3這個結果其貫代表亞洲相對富裕的發展中國家是較大的移民來

方高等院校的高度整合﹑更多的接觸與交流、勞動市場的失衡’我們

將在後面討論勞動市場失衡的議題。

國際間特定職業收入的差異（而非整體的人均收入﹚才是解釋遷移

傾向（而非遷移的必要條件﹚的正確自變項。發達經濟體能夠而且通常

3 這通常稱為生態謬誤（ecoIoglcaI匝IIaCy）’亦即將單位總合的結果（此處為國家）用於解釋

個人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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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付給高學歷勞工較高的工資與薪金’因此提供了遷移的金錢誘因。1

儘管由於亞洲各國不同行業之間的相對收入因國家而異’因此亞洲國

家的人均收入與工資不完全相關’不過幾乎所有亞洲國家的薪資都遠

低於發達經濟體所能提供的薪資.工資差距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Psacharopoulos﹙l97l﹚分析23個國家發現’儘管移民模式與人均收入或

地理距離並不相關’卻與特定職業在美國的薪資與在勞工輸出國的薪

資比例極為相關。AgawaI和Winkler﹙l984﹚的研究也顯示,工資比例

與遷移數量呈高度正相關‧以加拿大而言’Dcvorctz和Maki﹙l983﹚發

現’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專業移民與該專業在加拿大的收入相關.

國際就業機會的差距也會造成遷移。高學歷勞工的就業十分依賴

發達經濟體’這點不同於非技術工與技術工‧非技術工不依賴於任何

特定的國家’因為技術已經鑲嵌於工人所使用的機器之內‧操作自動

化機械是-個極端的例子’操作者僅需按鈕.不過這種工人也可做其

他只需要少量或不需要簡易技術的工作’例如清潔工作‧從事這種基

本上算是卑微的工作’代表非技術工在各種工作、行業﹑經濟體之間

是可以互換的‧發達國家可以沛日日經僱用較低度開發國家的非技術

工’但是這些工人的就業並不依賴發達經濟體‧

技術工所使用的科技已經充分引進發展中國家’因此不再與發達

國家有任何特殊的連結.因為是在職司I∣練’此類工人通常在勞動市場

中屬於受保護階層’這是留在國內的-個誘因‧發達國家較高的工資

每年吸引了成千上萬的此類技術工人’但是’在發達經濟體的「知識產

業」或高科技部門中’並不存在著足以擴散技術’並使這些技術工適應

新行業的獨特要素。此外’發達國家的技術工有可能透過政治手段防

止外國技術工的輸入’以維護自己的經濟利基。

4 遷移並非簡單的過程。以在國外受引∣∣的學生而言,首先要決定去國外求學’然後要決定

留在岡外。返國的人之中,也有人後來會決定遷移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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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學歷勞工只有在發達經濟體才能完全發揮生產潛力,因為其司∣∣

練有兩個顯著的特點.第-’訃∣∣練的領域非常狹隘’這是高度專業化

的結果.人力資本的累積具有「黏土」的特性’初始投資﹙教育訓練﹚

期間有相對的彈』∣生’之後則極缺乏彈性’因此技能不容易轉移至其他

領域‧第二個顯著特點是’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的互補∣生很強’因此

高度依賴非常特定類型的物質資本‧高學歷者必須使用先進的科學設

備,否則很難學以致用.由於這兩個特點’高學歷勞工的職能會因工

作、行業、國家而異‧高學歷勞工只有在發達經濟體才能在自己專攻

的領域裡發展事業’這是另-個遷移的誘l五I ‧

當然’工資與事業機會的差異並非原始而不受調解的力量。發

達國家與較低度發展國家的法律制度與僱用政策會影響工資與事業機

會’其他因素’例如勞工輸出國的工業發展水準也會造成影響‧儘管

如此’這兩個因素是高學歷勞工遷移的巨大誘因。

亞洲高等教育機構的從l霤地位

勞工輸入國顯然受益於遷移’因為遷移擴大了輸入國的人才庫’

從而改善其使用現有技術的能力﹑研發新產品與生產方法的能力﹙發達

國家責際人均增長的來源﹚、培育未來高學歷勞工的能力。這種情況又

是以美國最為明顯。據估計超過l萬名亞洲工程師在矽谷工作’其中

大多數出生於外國’矽谷是美國微電子產業中心﹙Ko〔kinandKisbimoto

l988: 3l﹚‧同時’美國大學的工程學院新進教師中超過半數出生於外

國﹙Gillc﹝﹝c l988﹚,亞洲人也佔其多數‧對於輸入國而言’輸入高學歷

美國的專業人士’其人力資本價值為250億美元（UNCT八Dl975﹚。這

種估計的確有問題並且招致批評;但是-九六○年代到-九七○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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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期間’發展中國家遭受淨損失是毫無疑問的。亞洲國家作為提

供高學歷勞工的從屬地位’在Buroway﹙l976﹚的遷移勞動體系中是-

個重要的特徵’亦即勞動力再生產與勞動力用於生產’發生在不同的

地理位置.

國際的不平等地位’使得較低度發展國家很難在不提供已開發國

家高學歷勞工的前提下投資高等教育’無論是在本地或國外學習。如

果這些國家處於封閉的系統’就不會有人才外流至世界其他國家‧但

是如我們所知’高學歷勞工的再生產必須與先進國家整合’因此不可

避免地產生了流動的勞動力‧更糟的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內的許

多較低度開發國家對於發展自己技術能力所做的努力’反而造成了高

學歷勞工供需的不平衡‧發展中國家教育訓練的規模在理想的』∣青況下

應該與其能夠吸納的勞工人數相配合。然而模仿西方教育基礎設施與

擴展海外學程比較容易’發展必要的工業基地貝∣∣比較難。雖然擴展高

等教育是末來工業化的必要條件’卻並非其充分條件‧畢業生的生產

究竟會促成之後的工業化還是會大部分流失’取決於另-組條件‧

我們需要理解’高等教育的過度擴張-部分原因是發展中國家為

了滿足其中上階層的願望所做的努力‧許多好工作、尤其是公家機關

的工作是根據學歷分配的’因此高等教育是很多人追求的目標’儘管

國家的經濟可能無法吸收所有畢業生.這種落差正如Sanderson﹙l976﹚

所指出’造成「中高等教育急速擴張」’助長了「無法滿足的就業期

望」.在印度的確有此問題’甚至在高學歷者大量外移之前就已經發

生﹙Blaugc﹝al l969﹚’此現象並已蔓延至其他發展中國家（BIomquⅥs﹝

l982﹚。此現象的後果之-是’高學歷勞工失業或未充分就業的人數日

益增加’是-個祉會不滿的潛在來源。為了應付高漲的市場與政治壓

力’公共部門低效率地擴張以吸收過剩的勞動力’這是-個不幸的結

果。諷刺的是’遷移使得那些可能變得不滿的人離開’因此有社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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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褂撩人貝佔總人口比例

每萬人醫師比例

I965 】984

每萬人護士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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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閥的功能‧

-個發展中國家就可以提供相當多的高學歷勞工‧-九七八年’

l’353位具有博士學位的韓國科學家在美國工作’5相當於韓國高等院

校幾年的博士生畢業人數‧更重要的是’移民的機會有可能扭曲地方

發展並且使本地勞動市場既存的失衡加劇.在台灣’高學歷勞工的全

球整合與遷移已經使得「本地專業勞動市場成為美國與加拿大的-部

分’與本地的局勢變化比較沒有關係」（Liul977: l65﹚。不過高學歷

勞工供應的最極端例子’是美國與菲律賓之間的關係﹙B.Carinol987:

7╴8）。菲律賓工程師的移民數量眾多’但是醫療領域毫無疑問所受影

響更深。在高學歷勞工大量外移之前’菲律賓擁有非常多醫療人員﹙見

表四﹚‧-九六六年菲律賓每萬人的醫生與護士比例高於南韓與印尼‧

這個現象可以用較高的人均收入解釋’菲律賓當時的人均收入是南韓

的兩倍多’將近印尼的三倍‧當時台灣的人均收入與菲律賓相當’然

而菲律賓醫療人員的比例也遠高於台灣.菲律賓的比例特別高’是因

為醫療人員備受尊崇’尤其是醫師’儘管他們的收入相對低於其他專

業人員﹙LCarino l977）‧-九六○年代中期以來’菲律賓與其他三個

國立首繭大學人【】暨發展研究中心（ThePopuIu【ion imdDcvcIopn﹞cntStudic＄Cen【c【., SeouI

Nation乩IUnivCrsi﹝y）Kim【I-Chu教授提供的資料。資料來自Korca!】【nstitutc﹛brEconomlcs

and吒c｝﹜noIogy－九八七年出版的旅美韓國科學家與工程帥名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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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相比或從絕對的數字觀之’‘∣青況都越來越差.菲律賓已經落後於

南韓與台灣’雖然印尼仍排名最後’但數字正在上升’而菲律賓則往

下降。

醫師與護士的大量外流致使菲律賓醫療服務惡化.更糟的是’在

發達經濟體就業的機會巳經扭曲了教育進程‧大量證據顯示’護理培

訂∣∣已經因應遷移機會而擴張。就護士而言’「並非培訂I∣人數過多而導

致遷移’而是因為有移民的機會’才導致護理教育的擴張」（】oyceand

Hunt l982﹚。整體而言’-九七○年代菲律賓大學畢業生年增率為

l0％至20％’而國民收入年增率僅為5％至6％（-九八○年代轉為下

降﹚。菲律賓人極不可能僅僅為了在國內就業而去讀護理’因為幾乎沒

有經濟誘因‧研究顯示’超過三分之-的菲律賓護士不是失業就是未

充分就業;以當地的工資’許多護士無法償還培訓的費用,尤其是在

私立學校受教育的護士﹙OngkikoandSuancsl984﹚‧所以主要的吸弓∣力
-直是在海外工作的機會’尤其是在美國。學校的宣傳保證畢業後安

排在美國工作,儘管這種承諾並不-定能責現‧雖然菲律賓的醫師並

沒有過剩,移民仍然導致許多醫師流失.

到了-九七○年代’遷移的累積效應可以由菲律賓人在美國的從

業人數看得出來’在美國的菲律賓醫療專業人數幾乎等同於菲律賓國

內的醫療專業人數。據估計-九七○年有l3,500名菲律賓護士在美國

工作’是菲律賓國內護士人數的88％﹙】oyceandHuntl982﹚。-九七五

年有l0’4l0菲律賓培訃I∣的醫師在美國工作’僅略少於菲律賓國內的醫

師人數: l3,480﹙GoldfarbetaI l,84﹚‧表-中的數字顯示’菲律賓的

醫師與護士的流失速度持績偏高。-九七五年到-九八五年’2萬多名

護士與近8千名醫師移民至美國。

菲律賓惡化的醫療系統不能完全歸咎美國提供機會所造成的吸弓∣

力。畢竟美國不是唯-菲律賓醫療人員前往的國家（GaImanl9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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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也有國內的問題‧菲律賓醫療協會﹙ThePhilippineMedicalAss-
ociation﹚限制了醫學預科與醫學院的入學人數’因此減少了新進醫師

的人數﹙LCarino l977﹚‧此外’由於國內護士缺乏有效的需求’亦即

工資不足以出清市場上所有的求職者’儘管護士大量遷移’菲律賓護

士仍然過剩﹙Rimandol984﹚‧最後-點’菲律賓總統馬可仕掏空國家

與壓制民主’也必然促使移民人數增加。儘管如此’美國與其他工業

化國家願意接納菲律賓的醫師與護士’提供了菲律賓人移民的管道並

且擴大其接受醫護教育的需求。

全球秩序的重整

已開發國家受益於遷移’而發展中國家長期而言也末必是輸家。

儘管絕大多數的遷移是從低度發展國家流向發達國家’高學歷者的移

動是雙向的。回國的學生與訪問學者人數可能較少’但他們在技術轉

移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事責上理想的技術轉移者不僅完成了學業’

還在西方企業或研究機構工作過’因此具有責際的在職經驗。即使永

久性移出者也能有所貢獻‧-九六五年之後的專業遷移與較早的勞工

遷移之間主要的區別是流動的彈性‧許多亞洲專業人士在遷移至西方

後’返回故國工作、講學、研究’經過-段時間後再返回西方的家園.

高學歷勞工的供應顯然會影響國際生產分工’分工的界定-部

分是根據國家的技術水準.半導體與微電腦產業是廣泛弓∣用的例子。

只有像美國、日本這種擁有科學與工程必要人才的國家’才能進行附

加價值很高的研究與設計;像韓國、台i彎這種擁有中級人力資源的國

家’可以設計與生產標準化的商品’例如記憶體、微電腦複製品、周

邊設備;提供廉價勞力的國家只能退而進行低附加價值的活動’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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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更常見的家用物品’例如玩具.舉例而言’日本第三大玩具製造商

也是主要出口商TbmyKogyo將其業務分割成三部分:研究發展留在國

內;含精密電子機械裝置的高科技玩具在新加坡生產’以新興工業化

國家而言’新加坡擁有相當多的工程師;附加價值低的玩具移至其他

勞力低廉、工程師缺乏的東南亞國家﹙Liml988﹚‧這種跨越地理位置

的經濟活動代表的意義是:經濟發展到了後期’無論是在知識或人力

方面均需要強大的技術基礎。

歷史顯示落後國家經由發展高等教育機構可以趕上先進國家‧德

國與瑞典發展工程領域的高等教育中心’有助於其在十九世紀迅速工

業化沛日趕上英國﹙AhIstroml982﹚‧「第二次工業革命」建立於電力﹑

內燃發動機﹑當時新興的石化工業’對於正規科學訃∣∣練的依賴’其責

就是從那個時期開始急速增長。美國也發展了-套教育系統’供其吸

收工業化早期所需的技術知識,更重要的是’使美國成為二○世紀

的強權﹙Roscnbe「gl972）‧日本在二戰前與二戰後’均遵循類似的路
徑’因為建立了紮貫的知識基礎’從落後國家變成先進國家﹙Holmcs

l977﹚‧如今發展中國家也遵循類似的路徑’並且深知其技術落後’避

免先期自行創造技術所帶來的巨大成本與風險。進步並非來自於新創

的技術’而是來自採用發達國家的知識並且與之整合.

對於新興工業化國家而言,迎頭趕上可以是-種自我加速的過

程‧國家成功整合技術與拓展經濟’就會增加其吸收高學歷勞工的能

力’因此能夠留住較高比例的高學歷勞工。台灣正在經歷這個過程’

台灣流失留學生的∣∣青況-直非常嚴重。-九六○年至-九七九年,

台灣派出5萬名大學畢業生赴海外深造’只有6千人返國﹙Kwokand

Lelandl982﹚‧不僅如此’返國的人有半數後來又離開了’而且有博士

學位者比有碩士學位者更不可能返國﹙WangandR亂wls l975﹚。但是近

年來台灣經濟成長’使用高學歷工程師的產業大為擴張’整體返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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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九六○年代、-九七○年代的8％左右上升至-九八○年代中期的

20qb左右﹙Tsai 】988﹚‧新加坡是另-個例子‧-九七○年代初’新加

坡仍處於初期發展階段’總理李光耀是第三世界領袖中對於人才外流

的爭議比較直言不諱的’他指貢澳洲竊取了新加坡的-流人才‧到了

-九八○年代’新加坡不僅已經成為新興工業化國家’而且是高學歷

勞工的淨輸入國﹙Pangl990﹚.

台灣與新加坡的經驗顯示’發展中國家即使高學歷勞工大量流

失’經濟也能夠成長.具有技術者的返國人數足以推動發展中國家最

新階段的工業化‧國際技術擴散有改變世界等級結構的潛力。因此依

賴可以是-個過渡階段’國家過了該階段才能夠與發達經濟體更為平

等地相互依存。然而菲律賓與新加坡截然不同的結果顯示’擺脫依賴

不是必然的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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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縣的辛亥革命運動與華僑﹡
劉玉遵﹑成露西

七十年前席捲全國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延績二千多

年之久的封建制度的統治。在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史上具有極大意義的

這場革命運動’海外華僑作出了重大貢獻‧學術界就此課題發表過不

少很有價值的研究著作與論文.可是’研究華僑與僑鄉辛亥革命的關

係’論著很少‧台山縣﹙原稱新寧縣,-九-四改今名﹚是中國著名的

僑鄉之-’早在二十世紀初’已有二十萬粗籍台山的華僑’遍佈於美

洲、東南亞﹑澳洲-帶‧台山縣的華僑不僅在國外積極參加和支持孫

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且還發動﹑參加、支持台山縣的革

命活動。本文試圖就此進行初步探討。

台山近代民主革命志士發軔於發海外華僑社會

孫中山倡導的近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確切地說是從-八九

出處:劉玉遵、成露酋, 】982’《學術研究》’第-期’頁32-郢l 。作者劉玉遵是中山大

學東南亞研究所刪教授;成露酋是加州大學教授。中山大學和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曾

商定合作研究美國華僑史。本文是作者按照兩校合作研究的計畫完成的論文之二。美國

華人歷史學會前主席麥禮謙（H.MLai﹚’美國川I州大學柏克利校少數民族系系主任王靈

智教授（l﹞『ofL.Ling╴chiWnng）為筆者提供了好些資料與研究工作條件’僅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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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十-月在檀香山華僑中成立興中會開始的。「華僑的思想’開通較

早’明白本黨的主義在先’所以他們革命也是在先」.I台山縣的近代

民主革命志士及其活動’正是首先發軔於海外的華僑社會.

孫中山在檀香山華僑中建立興中會’是中國第-個資產階級革命

小圄體’二十多名首批華僑會員宣示要為「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

合眾政府」而奮鬥。Z被推舉擔任第-任會長的劉鮮’是台山的檀香山

僑商。3他成為台山最早追隨孫中山進行反清革命的志士。

興中會成立後’開展了兩件重要工作。-是發展會員’-是準

備在廣東發動反清武裝起義。-八九五年-月,孫中山離檀香山往香

港’籌建興中會總部和策劃起義事宜。其時台山的港商﹑日昌銀號老

闆余育之’積極支持孫中山’毅然參加了興中會組織。「時國人硯謀反

大逆如蛇蠍’育之獨慨助軍餉萬千元」’4作為聯絡會黨、防營﹑綠林和

購買軍火之費用。但是’這次預定於重陽節﹙十月二十六日﹚舉事的廣

州起義’由於事前被清朝破獲而失敗了。

進入二十世紀初’中國有-批知識份子’東渡日本留學’找尋救

國真理‧其中有-位攻譆於日本東京束亞商業學校的台山知識青年李

自重’經常和其他愛國留日學生-道抨擊清朝的專制和賣國政策.-

九○-年春’外國報刊披露清政府欲將廣東割讓西方列強‧此事激起

李自重等廣束留日學生的義憤’他們在東京舉行集會’聲討清朝的賣

國陰謀,隨後又在橫濱組織反清圉體廣東獨立協會‧「孫總理贊助此事

甚力」’親自指導他們開展反清活動.「粵籍留日學生與興中會台作自

此始」。5-九○三年八月’孫中山從泰國抵橫濱不久’李自重又-次

《孫中山選集》’下卷’第459頁‧

《檀山華僑》,〈檀山華僑〉部分,第39頁。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9頁。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5頁。

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第55頁;第74╴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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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訪孫中山’請他幫助自費留日學生進入日本軍事學校深造﹙當時由

於清朝駐日使館的阻撓’自費留學生不得進入日本振武學堂﹚‧孫中山

認識到在愛國留學生中培養軍事人才的重要’便決定在東京青山練兵

場附近創辦-所軍事學校’聘請日本軍事專家擔任教授’吸收了李自

重等l4名學員。學員入學時宣誓責行「驅逐韃虞’恢復中華’創立民

國’平均地權」的革命宗旨﹙後來成為同盟會的正式綱領﹚‧6李自重等

人由於積極投身反清運動’深得孫中山的信任‧

-九○四年四月’孫中山從檀香山再次赴美’準備在華僑中開展

革命運動‧由於保皇黨徒和清朝駐蕾金山領事的告密與陷害’孫中山

抵蕾金山時被移民局官員拘禁。孫中山密函請蕾金山中西日報總理、

台山華僑伍盤照設法相助。當時’在美洲華僑中正是保皇黨勢力甚盛

之際‧保皇會在美﹟ll ﹑檀香山成立的總會有ll個’分會l03個’號稱

擁有十萬名會員。7但是’伍盤照接到信件後’立即與中西日報的司

理﹑台山華僑伍于衍-起’聯絡蕾金山致公總堂首領、台山華僑黃三

德’進行營救.他們延聘美國律師’並出具保證金’幫助孫中山安全

登岸入境‧伍盤照在中西日報免費替孫中山翻印鄒容著《革命軍》-萬

-千冊’「分寄美洲及南洋各地僑胞,以廣宣傳」.8伍盤照、伍于衍認

購孫中山從夏威夷攜來的革命軍需債券‧

孫中山在這次訪美期間’還得到台山華僑酈華汰與黃三德的大力

支持.郾華汰教授執教於柏克利加州大學’在蕾金山結識孫中山後’

「對於總理主張異常l頃倒」。,他發動僑胞,包括長老會的教友’參加孫

中山宣傳革命的演講會’並為孫中山募集革命經萱l’300多元﹙占孫中山

馮自I」I

伍憲子

馮自山

馮自山

《LI i∣睏革命運動二∣六年組織史》’第55貞;第74╴75頁。

《中I蚵民主憲政黨煦史》。舊金山’l953年。第25╴27頁。

《革命逸史》’第二桀’第I I4頁。

《革命逸史》,第二集’第】l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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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募集經費的-半﹚。他不顧當時華僑祉會保皇勢力的種種壓力’率

先參加興中會’成為-九○四年孫中山在美國華僑中吸收的唯-會員。

當時擔任致公堂大佬的黃三德,則大力支持孫中山改組致公堂

的建議‧孫中山早在-八九六年訪美時’已痛感洪門人士淡忘反清復

明之宗旨’後來的洪門組織又多為保皇份子把持’改良主義思想氾

濫‧孫中山這次訪美,建議致公堂進行全體會員總註冊。這建議得到

黃三德和總堂大多數職員之支持’於是孫中山便親自替致公堂擬定新

章程’規定「本堂以驅逐韃虞’恢復中華’創建民國,平均地權為宗

旨」。I0這章程成為致公堂歷史上最重要的-個文件‧在孫中山的幫

助下’黃三德還改組了致公堂機關報《大同日報》,驅逐了保皇派歐渠

甲,改聘革命黨人擔任總編輯’使《大同日報》變為革命黨人的宣傳陣

地‧是年五月’黃三德陪同孫中山到美國各地進行為期半年的旅行宣

傳’向洪門人士與廣大僑胞閨揚反清革命大義’駁斥保皇謬論‧ I I

據統計’從-八九四至-九○五年興中會時期先後吸收會員286

名﹙華僑會員占78％I2﹚,其中台山籍會員共l9名﹙都是華僑﹚’占

6.6％’而台山籍華僑約占總華僑數的四十分至四十五分之-‧可見’

台山的華僑在孫中山領導的早期反清運動中’是相當活躍的。

-九○五年八月,同盟會在束京正式成立‧九月初’孫中山發出

委任令’「特委託本會會員馮自由、李自重二人在香港、粵城﹑澳門

等地聯絡同志」’發展組織.I3當馮、李返抵香港時’那場抗議美帝虐

待華工、歧靦與迫害華僑的反美愛國運動’仍在廣東各地繼績發展。

李自重便與在港台山知識青年陳元英’-起回到家鄉’團結當地的歸

黃三德:《洪門革命史》’洛杉磯, l936年。

吳玉章:《辛亥革命》。

l0

l I

l2

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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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青年李是男﹙出生美國’少年回鄉升學﹚等人’在台城成立勵志社的

組織’「名為拒約’責則宣傳革命」‧M他們以清朝政府的賣國政策為

提’鼓吹反清革命思想。

台山的旅美華僑’積極支援國內人民的這場鬥爭。許多保皇會的

成員也紛紛投身運動.伍盤照與美國友好人士希黎氏編輯和出版了-

部名為《非禁說》的書’為這場鬥爭提供了-個歷史根據。I5台山的旅

美華僑’在港、穗的商學各界’與家鄉人民的反美運動遙相呼應’密

切配合‧

-九○五至-九○六年反美愛國運動失敗後’勵志祉的骨幹李是

男於-九○六年前往香港。其時台山的反清革命志士多在香港活動’

李煜堂﹙金利源藥材行老闆’李自重之父﹚和他的弟弟李敔文也在此期

間參加了同盟會組織’並成為同盟會的重要骨幹‧李是男在港加入同

盟會後’於-九○七年重赴美國’開展反清活動。-九○九年春’他

和-批砠籍台山的華裔青年黃伯耀、黃超伍、溫雄飛’I6和台山的官

費留美學生黃雲蘇等人’I7在蕾金山成立少年學祉’出版油印刊物《少

年週刊》.聲明其宗旨是「以民主立憲為志願’以美國政體為主義」’ I8

鼓吹反對封建專制’主張走美國式的民主共和道路‧-九-○年春孫

中山訪美時’在蕾金山親自主持當地同盟會的成立’少年學社全體成

員正式加盟.在孫中山直接關懷下’《少年週刊》改刊為《少年中國晨

l4 《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72頁。

l5 Rj.HaaIy＆Ngpoonchcw. I905（Nov.﹚A＆〃疋加『〃／几γ／﹨n,〃╴歐r／〃J加〃.SanPrancisco.此書還
譯成中文版在舊金山出版。

】6超伍:〈斥紐約維新報說謊之無恥〉’《少年中國展鞦》’辛亥年五月初三;溫雄飛:〈回

憶辛亥前同髑會在美國成立之經過〉,《廣東文史資料》,第25期。

l7黃卡山等編:《黃氏族譜》, 】959年’香港’第l78期;倪搏九:《黃雲蘇先生》,《天聲週

報》’ l969年9月25日。

l8 《中西日報》,舊金山,宣統二年’九月十-日;九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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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作為同盟會的機關報’黃伯耀任經理’黃超伍任總編’李是男任

副刊與新聞編輯。

舊金山同盟會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反清宣傳。李是男組織新舞臺劇

團’演出了《喚國魂》等好些以反清革命為主題的粵劇’藉以宣傳群眾

和募集革命經費。I,黃雲蘇等人則組織街頭宣傳隊到唐人埠鬧市區進

行講演。這些生動的宣傳形式’很受華僑大眾的歡迎。革命黨人募集

經費的活動也比過去有較大的進展’只支持廣州黃花崗起義的捐款’

蕾金山便募得-萬元.Z0

-九-○年十月’同盟會會員、砠籍台山的僑裔青年酈佐治’

在奧克蘭伺機行刺剛抵此訪問的清朝海軍大臣戴詢時不幸被捕‧華僑

積極進行營救。酈佐治把美國法庭當作宣傳反清革命的講臺。他闈述

少年學祉的宗旨在於推翻清朝專制統治和建立民主政治’聲明「吾此

舉在於喚起我國民族之革命精紳’及予滿州君臣以嚴厲之警告’萬死

不辭」。2I當他被宣判十四年徒刑後’在被押送監獄途中’「送者數千

人’有哭者’有歌者’有高唱佐治萬歲者……人山人海’數十年所未

見也」。22

-九○五至-九○六年I!I勺反美愛國運動’和同盟會會員叵I家鄉

活動’對台山的政治生活帶來了巨大影響.台山的知識界和青年學生

中’民主思潮的陣地日益擴展。他們閱讀和傳播從香港、海外傳進的

革命書刊’有的人還與香港﹑廣州和海外的革命份子建立了聯繫‧-

九○八年’台山-批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識份子成立了教育會’參加者

有趙拱震﹑譚毓芝、劉小雲、劉日初等。次年二月’以這些人為骨

劉伯峨:《美∣叫菲僑史》’臺濰, I﹙）76年’第287－288n。

鄧澤如:《中I颯革命黨二十年史跡》’廣州三二九之役欽項之籌措, 】948fl

《中西H報》’舊金山’宣統二年’几月十-日;九川七日。

《民立報》.辛亥年正月十九﹑二十﹑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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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出版了《新寧雜誌》‧雜誌宣佈其宗旨為:改良風俗、博徵蕾聞、

浚輸新智、申明群理。海外僑胞給予《新寧雜誌》很大支持’有的寄贈

圖害資料’有的免費代理,《中西日報》優惠代刊廣告’溫雄飛、黃超

伍還為雜誌寫稿。2J

當時台山的知縣覃壽塹’是-個較為開明的官吏.他力圖借助教

育會的力量在台山賞行-些改革‧他支持《新寧雜誌》出版’還任命教

育會的骨幹主持勸學所﹑勸業所.《新寧雜誌》利用這些有利條件,宣

傳民主和科學思想’反對封建迷信、苛捐雜稅’反對宣官污吏、土豪

劣紳’提倡興教育、辦責業。例如’正當台山的封建官僚熱衷於萋辦

「自治」時’雜誌發表了-篇政諭:《論新寧自治公所之成立》’指出:

「試問新寧百數十局所’盤踞者誰?新寧百十萬公款’白吞者誰?墨吏

則鏟穿地皮矣‧然誰助桀虐?狼差則飽喫人肉矣。然誰作虎倀?人多

健訟’誰貫教揉?匪任橫行’誰為養虎?」「舍-般劣紳其屬誰哉?」Z4

《新寧雜誌》∣甽出版不久’台山-班「勢惡豪右」便聯名上書縣提學

司’要求將「新寧雜誌發行所招牌撤去」。z5陰謀失敗後’他們又出版

《寧陽公報》進行對抗.雙方筆戰年餘’終於以《寧陽公報》宣告停刊而

敗北’《新寧雜誌》逐漸成為台I」」民主力量的重要陣地’後來好些《新

寧雜誌》的成員還與革命黨人建立了秘密聯繫’槓極參加了光復台山的

鬥爭。

黃花崗起義後台】I』革命形勢的高漲

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舊曆三月二十九日﹚’同盟會在廣州發

《新寧雜誌》’新寧縣’宣統元年第l7川。

《新寧雜誌》’宣統二f∣三 ’第0則’第I7期。

《新寧雜誌》’宜統二年’第9期,第I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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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起義（後稱之為黃花崗起義）雖然失敗了’但經過這次起義’「-

般之社會莫不同聲曰:革命真好事’革命黨真好人,我願見千萬革命

黨,不願見清朝-官軍」‧26在海外華僑中’支持革命黨人的力量迅速

擴大’美洲華僑「紛紛向革命陣線邁進’加入同盟會者已將近萬人,

成立同盟會機關者已有四十九埠之多」。Z7-位台山的旅美華僑’投詩

《新寧雜誌》’表示其歸國捐軀的決心:「蓬飄異域人千里’柳折長亭酒

-杯;椅劍縱橫天外望’怒滔忽擁大江來‧ 」28

據當時的記載’黃花崗起義後’台山「-般輿論’激於官吏之搜

查、兵勇之肆擾’於是有寧遇革黨’勿遇官兵之說」‧2g《新寧雜誌》

接二連三發表頌揚黃花崗起義的詩文。在這種有利於革命的形勢下’

曾在領導廣州黃花崗起義的統壽部擔任出納課長的李海雲’回到家鄉

台山’開展反清的宣傳與組織活動.李海雲的父親原是美國華僑’後

返港從商‧李海雲則在香港遠同源匯兌莊擔任經理職務’-九○九年

在港加盟後’熱誠於反清革命。為了支援-九-○年二月廣州新軍起

義’毅然將遠同源的二萬多元資金’悉數捐獻。李返抵家鄉後’利用

結識的歸僑、僑羼﹑商界﹑學界的關係’活躍於台山﹑開平、新會-

帶’積極發展革命組織。「計入會者’每縣總在三數百人以上」‧30

進入五月,台山的群眾性反抗鬥爭運動’開始走向高潮。五月三

十日’革命黨人李佐才在台城青雲路文明門口發表反清演說。「李所講

者’俱是指斥滿清暴政」’聽者「人人鼓掌’大有立即揭竿革命之勢」。

當時的知縣李繼堯’是-位貪婪而反動的奸吏’他-接報告’即差勇

《少年中國晨報》’舊金山’辛亥年’五月十八日。

《少年中國晨報卅周年紀念冊》’舊金山’l940年’第50頁。

〈留別美洲諸公〉,《新寧雜誌》’宣統三年’第二期。

〈論李令詮變稟聞之謬〉’《新寧雜誌》’宣統三年’第22期。

《新寧光復記》,舊金山’少年中國晨報祉’l9l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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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李佐才逮捕‧這就激起數百名聽眾的極大義憤‧在群眾的強烈抗議

之下’李繼堯被迫當場釋放了被捕者‧

六月二十三日’公益埠又有革命者在市區公開發表革命演講’聽

眾很多.公益巡警持槍進行彈壓’激起群眾反抗。「群眾與警方大相衝

突’死傷多人」。公益「閨埠共奮毀警察局’鼓噪甚。大小商戶當時俱

閉門閉市」。在這場鬥爭中’憤怒的群眾把公益警察局的「器械雜物焚

搶-空」。JI

六月二十九日’在潮境圩’反清志士接連進行了三天的宣傳活

動。「聽講者,人山人海’各界無不稱善」‧〕2不久’此地又有「志士數

人’賃-新鋪’組織策群書報社」’每日購進廣州、香港的進步報刊數

種’供群眾閱讀。33

七月二十七日’新寧監獄犯人舉行暴動’殺死、殺傷獄警各-

人’27名獄犯奪槍而逃。這-事件弓∣起兩廣總督張鳴I歧很大震動。弭

在此期間’新會農民發動了反抗沙田捐稅的大規模鬥爭;佛山、

開平、台山也相繼爆發抗捐罷市與暴動‧事責上’自清政府於宣統

二年開始在新寧徵收沙田捐稅﹙每畝2.2錢白銀﹚時起’台山人民就-

再請願’要求取消沙捐。加之宣統三年夏天’台山沿海沙田區’遭

到兩次颱風襲擊’不但早造「十室九虛」’而且「晚造禾苗又遭禾蟲食

盡」‧J5沙田地區人民只得採取各種方式進行抗繳‧與此同時’台山商

民對於政府當局在三夾海□增設關卡收稅的抗議,日益強烈.他們的

請願﹑抗議還得到台山旅美華僑的強大聲援‧當新會農民抗捐暴動發

《中西日報》’宜統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六川二十日。

《少年中國晨報》,辛亥年’七月初二’九月初-。

《少年中國晨報》,辛亥年’七月初二,九月初-。

《中西日報》,宣統三年’閏六月初八’七月二十三日。

《新寧雜誌》’宜統三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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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後’台山的農民、商人便加緊醞釀大規模的聯台行動。廣海地區出

現了-支有六十多人參加的敢死隊的組織‧J6兩廣總督張鳴岐對此十

分恐慌’派遣參將吳占高率軍進駐公益’伺機進行鎮壓。這支清兵剛

在公益登岸’便在市區強行賤價索購貨物’激起商民的更大憤慨。

八月三十日’沖霎商民發起抗捐鬥爭’墟鎮商店紛紛關門罷市。

九月十七、十八日’「連天有演說家到該處演說’痛陳中國現在危急之

情形’以及-切利弊’鼓動同胞‧聞者無不鼓掌感歎云」。 37

在新昌’反抗鬥爭採取另-種形式’當該埠區官黃興謨離任時’

人民大眾紛紛張貼大標語、橫額「送行」’上書大字:黃區官銷差’為

除地方-大害。〕8

九月’台山人民紛起聲援四川人民的保路鬥爭’台山有-條商

辦的新寧鐵路’故台山商民、華僑十分關心和支持四l∣l人民的保路運

動。當四∣∣∣總督槍殺川路股東和群眾的Il參案發生後’《新寧雜誌》發表

文章’痛斥清朝政府的血腥暴行.指出:立憲國’民命最重.清廷號

稱預備立憲’為何對鐵路股東下格殺勿論之命?3,《新寧雜誌》強調四

lI∣人民的保路運動,是「救亡」運動’《0並全文轉載了《四l∣∣保路同志會

代表敬告全粵父老兄弟姊妹害》。4!

十月二十日’獨崗鄉發生縣署差勇闖入民房亂捕鄉民事件‧憤

怒的鄉民富起將差勇捆綁,解送縣署’要求當局嚴加懲處‧但縣署去Ⅱ

集合大批差勇將好些鄉民毆打重傷。幾百民農民聞訊趕到,將縣署包

圍’李繼堯見狀’嚇慌了手腳’被迫懲處了肇事的差勇’才沒有導致

《中西日報》’宣統三年’七月二十八H’八月初二。

《少年中國晨報》,辛亥年’九月初-。

《少年中國晨報》’辛亥年’儿月初-.

《新寧雜誌》’宣統三年’第l8期’23期’25期’27期。

《新寧雜誌》’宣統三年’第】8期’23期,25期,27期。

《新寧雜誌》,宣統三年’第l8期’23!Ⅲ‧ 25!﹟I , 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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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投石拆衙」事件.42

蓬勃發展的群眾性反抗鬥爭’給清朝統治當局造成日益嚴重的威

脅‧-九--年八月十五日’張鳴岐給清朝內閣的電報中驚呼: 「自

省城亂後’-經蠢動,不可復遏」‧「廣州則II頂德、香山、新會﹑新寧

等縣’匪勢極盛」‧細他-再「出示曉諭」 ’叫囂要對革命黨人「從嚴懲

辦’以昭炯戒」。44台山知縣李繼堯更是凶相畢露’-面上書張鳴岐’

謂新寧「出洋人眾’半羼剪髮’自革黨煽動’民氣日漸浮動」‧聲言革

黨與匪徒正欲在縣中大舉’請求兩廣總督增調兵員來縣以便鎮壓; 45

-面召集各鄉團練’會議壽辦自治所’指令他們加緊壽辦民團。並決

定增募數十名卡勇’駐守縣城’費用則由各鄉攤派‧擺出了-副殺氣

騰騰之架勢‧

《新寧雜誌》記者得悉李繼堯之上述行徑後’立即在雜誌上加以

揭露’全縣各界人士為之譁然.台山在港商民和海外華僑紛紛函電抗

議’怒斥李令昏庸’竟誣陷剪髮者與華僑為匪、為革黨。《新寧雜誌》

為此發表-系列文章’嚴詞批駁。-篇政論指出:「中國近年來’內憂

極矣’外患劇矣」。是誰「造惡因以禍吾民者’曰惡政府是」。如果要辦

民團,其目的就要用以「對付惡政府」。因為「革黨絕不擾及居民’且

力以危害同胞為大戒」.46另-篇《論匪》的政論寫道:官方「對於正義

的要求,則曰匪徒煽動;對於國民之公憤’則曰匪徒滋事」.只不過是

藉此「以鉗制吾民之喉舌」’ 「累吾民之手足」‧那些「賣國喪權’營私

媚外」’「濫殺奸掠」’「冀羅黨獄」之流’才是真正的匪。他們「匪乎不

《新寧雜誌》’宣統三年’第l8!Ⅱ,23期, 25!0I ’27期。

《辛亥革命》,七,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256頁。

《辛亥羋命資料》,第444頁。

《少年中∣颯晨報》’辛亥年’九）」二十七日‧

《新寧雜誌》,宣統三年,第】3期; 24期。

42

43

44

45

46



理論與實踐的開拓:成露茵論文集248

匪」’只是大權在手罷了.「政界之匪之未去’濁源安有清流」?47真是

-針見血!

但是’頑固不化的李繼堯’不顧各界人士和社會輿論之反對’還

是拼湊了民防總局’強令各鄉加緊擴充民圍’加緊搜括民團經費.還

下令在縣署附近的縣前路、正市路-帶’修築杉木柵欄’責行宵禁。

與此同時’他又偷偷把他的妻妾家室’護送香港.可見’李繼堯自己

也知道’任憑他們如何掙扎’也難於逃脫覆滅時刻之來臨‧

台山的光復

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爆發後’廣東革命黨人制定了在廣州和省內各

地策動武裝起義的計畫‧不少原來在海外活動的革命黨人相繼回到香

港或廣州。同盟會香港領導機關任命李海雲為台山、開平、新會三縣

的軍事司令,負責領導三縣的光復‧

十-月初’廣州的「和平獨立」運動發展很快,清朝在廣州的統

治事責上已陷入風雨飄搖之中‧李海雲指派從台山赴港報告工作的黃

夢醒立即回鄉’「調查兵勇槍械多少’報告香港機關部’以為起義準

備」。《8黃夢醒返台城後’不慎走漏了準備起事的風聲‧《新寧雜誌》的

-名記者為了保護革命黨人的安全’立即趕赴香港’接應李海雲、陸

覺生、袁玉雲、林值勉、徐卓凡等數十名革命黨人’秘密返回台山.

考慮到這支隊伍很大’如進駐台城’不易保密。李海雲便決定將他的

指揮中心轉移到恩平縣庇洞的-家洞堂’在台城指派駐-名骨幹’作

為連絡.

十-月九日’廣束宣告「獨立」。當天《新寧雜誌》即將消息印成號

47 《新寧雜誌》’宣統三年,第】3期;14期

48 《新寧光復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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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散發全城’李繼堯風聞民軍即將攻打縣署’微服出走’逃匿於六

村的陳家洞中‧其他官吏’亦相繼亡命。十日’黃夢醒見縣署已空’

隨即集台幾十名民軍進佔‧並派人打開新寧監獄’釋放犯人‧其時’

由盧鶴年率領的另-民軍’也分頭進佔新昌、荻海、公益等埠。十日

下午’盧鶴年率民軍也進入了台城。人民大眾燃放鞭炮’張貼標語’

懸掛白旗’迎接民軍,歡呼新寧的光復。

可是,台山縣的革命政權還來不及建立’革命隊伍內部就出現

了嚴重的分裂。盧鶴年出生行伍’在新軍中擔任過低階官吏‧他自∣寺

兵多力強’先把支持李海雲的黃夢醒部民軍迫走’繼而企圖捕殺李海

雲’迫使李出走開平縣長沙‧

盧鶴年在台山大搞軍閥統治‧「種種不法’擢發難數」‧ 49深受其

害的台城商民’紛紛攜男帶女’或避居鄉間’或出走香港。台山人民

和在港商民’-再要求省軍政府協助剷除此害‧胡漢民命令王和I∣頂調

軍六百進駐台山’王和l∣偵去Ⅱ遲遲不作行動.

李海雲到開平縣長沙後’從台山、開平﹑新會三縣調集民軍三百

志強’並立即處決.盧鶴年之亂終於平息了’可是’奉廣東省軍政府

之委派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前來台山掌管民政長﹙縣長﹚大權的’去Ⅱ是前

清朝的官吏鄧振廊。

台山的人民大眾’包括廣大的香港商民與海外華僑’對光復後的

台山’曾寄予很大的期望。他們大力支持台山的新政府.台山居住香

港的紳商於-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香港寧邑商務公所集會’

決議籌款四萬元資助台山新政府’並發動海外邑僑捐款’以「免目前

50旅美的台山邑僑’捐款支持共和政府空前

49 《中西日報》’民國元年’三月二I一-日

s〔） 《中西日報》’民國元年’正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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踴躍。洪門籌餉局在辛亥革命後短短幾個月內’便募得捐款四十餘萬

元。從《中西日報》刊登的捐款方名冊上’可以看到台山籍的華僑占了

其中很大比重‧

台山光復後’祉會、政治生活開始出現了不少新氣象‧-九-二

年-月六日’光復後成立的縣參事會舉行了第-次會議‧參加會議的

有各界人士和各鄉代表,以及港澳代表、華僑代表‧會議通過的章程

規定’在縣會正式成立之前,參事會的權限是「監督」與「補助」民政

長。5I參事會討論通過了民政長提出的縣民政廳（即縣政府）組織條

例’規定設立總務﹑財政﹑司法、教育、責業、醫務六課‧條例明確

把「保護華僑、振興商務」列為民政廳的重要職責之-’52這反映了華

僑、港澳商民與工商界的願望。

在台城’還成立了光漢支社的組織‧其宗旨為「研究政治進行方

針與興利除害」。53人們自動剪髮’提倡禁煙禁賭’提倡發展教育與

責業’提倡尊重女權’反對封建道德‧事貫上’民國之後’台山的文

教、市政、交通的建設’有了較大的發展。

但是’台山的光復’並沒有給台山的社會帶來根本的變革。首

先,新政府從末採取過任何措施’改革台山的土地制度。封建地主、

土豪劣紳的賃力沒有受到觸動,他們依然控制著台山的祉會。

其次’革命黨人沒有制定-個正確的圄結﹑整頓民軍的政策’

導致了嚴重的祉會後果.台山光復的初期’進駐的民軍很多﹙有時達

千人﹚’他們在結束清朝封建專制統治的戰鬥中’貢獻出巨大力量.

可是’這些民軍派系、成份比較複雜’有的出身清朝的新軍’有的收

編自綠林’有的募自會黨與農民。特別是軍官中混進了不少盧鶴年之

《新寧雜誌》

《新寧雜誌》

《新寧雜誌》

民國元年,第33期’38期。

民國元年’第33期’38期。

民國元年,第33期’38期。

5l

5Z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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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投機份子’他們把民軍作為爭權奪利﹑升官發財的資本。有時為

了爭奪地盤’甚至不∣∣昔互相開戰.而廣東省軍政府對待民軍的錯誤政

策’54更助長T這種傾向。如廣海原駐有朱佑部民軍’「大局安,輿情

協」’頗得群眾支持‧後來省軍政府突然下令黃夢醒部前往廣海接防’

弓∣起當地軍民的很大疑慮。他們要求省軍政府收mI成命’但遭拒絕,

終於導致了朱、黃二支民軍開戰於廣海。55那些從綠林中招募的民

軍’由於缺乏妥善的改造與安置措施’後來也相繼回山’殺人越貨’

無惡不作‧加之∣暄著新政權的逐漸蛻變’官匪勾結’匪兵同伍’造成

台山地方匪患十分嚴重’人民深受其害。

再次’台山光復後,新政府軍餉支出浩大’給台山帶來很大負

擔‧據統計’台山每月要支付給民軍等的費用’約達萬元‧這筆支

出’使台山「羅掘俱窮」。加上新政府又準備擴充500兵員,每月要再

增萬元軍餉’更使地方財政陷於「萬分支絀」境地。56如果襲用清朝政

府在台山搜括緝捕費的方法’每年也只能徵集十萬餘元而已。57在這

種∣青況下’等待著台山人民的’又是沉重的捐稅重擔‧

人民的期望’終於落空了。

餘諭

台山近代民主革命發軔於海外華僑’領導台山辛亥革命活動的骨

幹來自於華僑‧這不是偶然現象‧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逐漸喪失獨立自主的政治地位’封建

參看李玉奇﹑張磊:〈廣東地區的辛亥革命活動〉’《歷史教學》’】,62年5月號。

《中西日報》,民國元年’五月初二’二十七日;五月十-日。

《中西H報》’民∣咧元年,五月初二,二十七日;五月十-日。

《新寧雜誌》,宜統二年’第25期。

54

55

56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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祉會也日趨解體。在廣東和東南沿海各省’出現了祉會大動盪。位於

廣東中部瀕海的台山縣’就是苜先被深深捲入這個動盪漩渦的縣份之

-。隨著農村經濟的破產’和由於外國勢力大肆掠奪與誘騙華工’在

台山也出現了「出洋」浪潮。成千上萬的台山「苦力」’被源源輸往美

洲、東南亞﹑澳洲‧到十九世紀未至二十世紀之初’台山的海外華僑

已達二十萬人之眾.正是在海外華僑中’不僅湧現-支龐大的近代勞

工隊伍’而且出現了-批近代知識份子,出現了華僑資本主義企業。

就以美國蕾金山-地為例’早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華僑的投資已達

二百萬元’其中個人或商號擁有資本額在二萬五千至五萬元者,共

有25家。58進入八十年代’華僑在製鞋、雪茄﹑織毯等業的投資日

多。59到二十世紀初’有些富有的台山華僑’已在僑居國經營幾十萬

資本的企業’或是回國投資興辦責業了。他們渴望建立-個富強的新

中國。加之他們在海外較易接受西方民主思潮的影響’所以’在這些

華僑中首先湧現出-批追隨孫中山革命的先進份子。而華僑知識份

子’更起了先鋒與橋樑作用。他們有文化’有西方資產階級祉會政治

學和自然科學知識’能敏銳地覺察到列強的侵略和清朝的腐朽的封建

專制制度’造成民族危機嚴重。黃超伍回憶他們那批華僑知識青年當

時之所以組織少年學社’是由於他們「痛砠國之沉淪’驚風雲之危急’

憤保皇之姿橫,歎華僑之受虐’尤傷心痛恨祉會之不平」。60

和全國的辛亥革命的結局╴樣’台山的辛亥革命活動雖然不可

避免地失敗了’但台山的海外華僑’和廣大愛國華僑-樣’充分表現

58 RE.L】oγdl876. L杪km〃↙助何砲／〃Sh〃月禪〃吶co.S區!nP『anci﹩co.p.253‧

59 7沘O肋eγSγ佐q／肋『C乃／〃αcq〃α『／o〃﹑乃〃加ojZyq／Ch峨听〃加’JL留α㎡吆○〃空〃J‧ SanPmncisco’

l886’p.68’p75;ⅥHDavis.】92,Sb妙『〃Ⅱ拔似‘If2〃j／〃Ch斬u〃／〃.SanP『anciscαI﹚p.379╴8】 。

60 《少年中國晨報》’辛亥’五月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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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圄熱誠’只為救國」6I的偉大精而申。台山辛亥革命運動具體地證

明’華僑在中國近代革命歷史上的貢獻’是光輝耀目的‧

-九八-年八月’於洛杉磯。

6l 《國父全集》,第二∣Ⅱ｝, 】973年’臺灣,第372頁c



華僑’新寧鐵路與台山＊
劉玉遵﹑成露茵﹑鄭德華

以廣東台山縣﹙民國前稱新寧縣﹚旅居美國的華僑資本為主投資修

建的新寧鐵路’是蕾中國堪稱為民族資產階級修築和經營的僅有三條

鐵路之-‧ I新寧鐵路從-九○六年開始修建公益至斗山線起,到-九

二○年完成台城至白沙線止’先後三期工程’共築成鐵路l37公里’

以台山縣城為中心’北接公益並直達江門北街,南至斗山’西抵白

沙‧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發動侵華戰爭後’新寧鐵路於-九三九年被

迫拆毀而廢棄.

新寧鐵路就其規模、經濟價值和戰略意義來說’在中國鐵路史

出處:劉玉遵﹑成露西﹑鄭德華’】980,《中山大學學報》,第四期’頁2』－47。按照中

山大學與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商定的關於合作進行美國華僑史研究的計畫’由兩校的

有關人員共同組成調查小組,於－九七九年九月至十二月、-九八○年三月先後在台

山、新會﹑恩平﹑江門﹑廣州等地進行了四個月的調查。這是雙方合作完成的論文之

-。作者劉玉遵（中山大學﹚﹑成露茵（美國加州大學﹚﹑鄭德華（中山大學研究生﹚。我們

的合作者中山大學『「究生于仁秋曾參加本文的資料蒐集與整琊工作;美國華人歷史學會

主席麥禮謙先生（Mr.H‧M.Lal）和加州大學洛杉磯校亞美研究中心梅臢月博士,雖未參

與本文寫作,但為本文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資料與意見’謹此致謝。在蒐集資料期間’得

到廣束省僑務辦公室﹑廣州市博物館﹑台山縣領導及群眾的熱情支持,-併致謝。本文

錯漏之處’由作者負責。

另兩條鐵路是幅建的漳廈鐵路和龍溪輕便鐵路。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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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並不佔重要地位.也許是由於這個原因’在國內外學術界’至今仍

未看到有研究新寧鐵路的著作或論文發表。但是’應該看到’新寧鐵

路是依靠華僑資本、華僑技術力量興辦及經營的鐵路’它創建於帝國

主義列強爭霸中國鐵路利權的嚴重時刻’並在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

義﹑封建勢力重重壓榨的夾縫中’歷盡滄桑’堅持了三十多年;它從

-個側面反映了華僑資本與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的深刻矛

盾’反映了廣大華僑建設家鄉、富強砠國的強烈愛國熱忱’也說明了

華僑資本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蕾中國必然的歷史命運‧因此’不論是從

華僑史還是從中國近代經濟史的角度來看,新寧鐵路的歷史’是-個

很有意義的研究課題。

孕育新寧鐵路的社會因素

二十世紀初,在台山出現-條由華僑資本興辦的鐵路’是有其深

刻的社會經濟背景的。

鴉片戰爭以後,清朝政府被迫與列強簽訂了-系列不平等條約,

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祉會.以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

的經濟結構為特徵的中國自然經濟基礎逐步瓦解了’農村農民大量破

產’中國人民進-步陷入貧窮、飢餓的深淵‧隨著污種戶大的祉會變

動’在廣東、幅建沿海地區出現了-股向海外移民的浪潮‧移民中絕

大部分是破產的農民、小手工業者和小商販.-些不堪反動統治者的

政治迫害而無法繼績在國內生活的人也流亡海外.他們離鄉背井’遠

渡重洋’到東南亞、美洲另謀生路‧其中不少人甚至被當作「豬仔」那

樣地販賣到國外當苦力。

早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東南沿海已有人出洋謀生’但是成千上

萬的破產農民、小手工業者到國外出賣勞動力和充當「豬仔」華工’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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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導致這歷史現象的出現,除上述中國國內經

濟結構的急遽變動這個因素外’還有多方面的原因‧十九世紀中葉’

隨著奴隸制的廢除與黑奴買賣的斷絕’西方資產∣偕級在中、南美洲經

營的種植園’出現了嚴重短缺勞動力的危機;而美國加利幅尼亞州和

加拿大出現的淘金熱’美國大陸鐵路和』∣﹞拿大境內鐵路的修建’以及

東南亞礦場、種植園的開發’都迫切需要大量廉價的勞工。於是’西

方資產階級便把目光轉向東方,轉向中國’力圖以華工來代替黑奴。

而同時’在西方列強軍事和外交攻勢的脅迫下’喪權辱國的清朝政府

-改傳統的閉關政策’承認西方資產階級擄掠與誘騙華工勾當的合法

化‧鴉片戰爭前’清朝政府是嚴禁人民出洋的‧清朝法律規定’-切

官員及軍民人等’渙Ⅱ有私自出洋或移往外洋海島者’均嚴刑處罰’甚

至處斬立決‧ Z鴉片戰爭後’香港的割讓’五口通商的開放’為西方

資產階級騙掠華工提供了便利條件.他們在廣州﹑汕頭﹑廈門等沿海

城市設立「招工館」。香港、澳門更成為販賣華工的中心。從-八六○

年簽訂的《中英北京條約績增條約》、《中法北京條約績增條約》﹑-八

六八年簽訂的《中美北京條約績增條約》的有關條款中’可以清楚地看

到’清朝政府責際上是確認西方列強享有在華招募勞工和販賣人口的

權利3的.這就為西方資產階級大量誘騙擄掠華工敞開了門戶‧

在-批批到國外出賣勞動力和充當「豬仔」的華工中’台山的農民

和城鎮居民佔了相當數量。台山之所以成為大批∣句海外移民的地區之

-’除了近海這個地理原因外’還因為從十九世紀下半葉起’台山﹙以

及相鄰的恩平、開平、新會等縣﹚’接連發生大規模的祉會動亂’加之

天災不斷’造成「四野蕪積」’飢饉連綿’農村凋敝。那些無以為生的

農民’顛沛流離的破產者’自然便成為西方資產階級招募和販賣的主

陶駿等:《大清律例增修統纂集成》’光緒三十四年’卷二十。

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冊,三聯書店’l9司7年’第】44╴l46﹑26l╴2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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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對象。在這方面’有三個社會因素是值得注意的‧第-是紅巾軍事

件。-八五四年’農民起義的武裝隊伍紅巾軍’三次從開平向新會進

軍’得到當地農民的響應。但由於新寧地主武裝當時據有很大優勢’

所以紅巾軍三次進攻都失利.-八五五年’隱藏於獲海的紅巾軍首領

譚壽遭捕殺‧4那些參加和支持過紅巾軍的農民’為了逃避反動統治者

的追捕’紛紛外流南洋與美洲。第二是「土客械鬥」事件.紅巾軍起義

的餘波剛息,-八五六年又發生了「土客械鬥」慘劇.5這場械鬥是封

建統治者為了模糊農民與地主的階級對立、為了轉移農民的鬥爭鋒芒

而煽起的封建宗族鬥爭。在這場長達十二年之久的械鬥中’土人與客

人之間互相殘殺’燒房舍’毀田園,搶財物。有些械鬥’﹣次死亡的

人數竟達四千人以上。據統計’雙方直接死於械鬥的鄉民共達二﹑三

萬人。死於疫病﹑飢饉的為數更多‧同治三年﹙-八六四年﹚三月’被

困於大隆洞的客人「染疫死者逾二萬人」。6械鬥雙方抓到的俘虞’不

少被押送香港、澳門’再賣往美洲充當「豬仔」華工。不堪這場「人禍」

之害的廣大農民’亦大批逃往港、澳和國外‧據《赤溪縣志》記載’

在這期間’外逃者達十餘萬人’其中被土人擄賣及自賣往南美洲的客

民’為數二﹑三萬人‧7第三個是嚴重的自然災害‧這也是造成居民大

批出洋的另-個因素‧根據台山歷史資料的不完整記載’從清咸豐元

年（﹣八五-年）至光緒三十四年（-九○八年）’台山發生大水災十四

次’颱風災害七次,地震四次’大旱兩次’瘟疫四次’大飢荒五次。8

十二年,卷二十-。

「土人」指講粵方言〔台山話屬粵方言系統〕的鄉民’「客人」指講客家方言的鄉民。台山

王大魯;《赤溪縣志》,民國九年;《新寧縣志》’光緒十九年。

《赤溪縣志》卷八附編’開縣事紀。

據《赤溪縣志》、《新寧縣志》資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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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五年赤溪-帶牛瘟流行’耕牛「多死」。-九○七年赤溪遭颱風

襲擊’民房倒塌達三百多間。遇上荒年’「穀價湧貴」’不少鄉民因吃

麻麩致死‧,

正是上述諸因素的觸發與推動’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從台山出洋

到美洲、束南亞地區的人數急速增多。據清光緒二年﹙-八七六年﹚赴

美參觀世界博覽會的李圭記載’當時加入美國寧陽會館﹙新寧旅美華僑

同鄉會組織﹚的華僑達七萬五千人’加上未參加寧陽會館的’台山的旅

美華僑人數當在八萬以上’約佔美國華僑總人數的╴半‧ l0隨後美國

出現排華逆流,嚴限華工入境’台山華僑人數-度有所減少。但是到

清光緒二十六年﹙-九○○年﹚’台山旅美華僑又上升到十二萬人。II

如果再加上當時旅居美洲其他國家和東南亞地區的,台山華僑人數估

計已達二十萬之眾。IZ

台山華僑在海外大部分都是出賣勞動力的工人、農民和小商販

等。他們以血汗換來的微薄收入’除供個人糊口外’還要贍養國內的

眷屬‧據記載’咸豐﹑同治年間﹙-八五-至-八七四年﹚ ’台山「得

資以周給親族者’亦不乏人」。I3許多華僑還把長年﹙甚至是畢生﹚的

積蓄’為家人修建住房’為家鄉興辦公益事業。「自同治初年以來’出

洋之人日多獲資回華’營造屋宇’煥然-新」‧ l4「近年藉外洋之貲’

宣講堂﹑育嬰堂’贈醫院﹑方便所﹑義匡諸善舉’所在多有」‧ l5有

《赤溪縣志》卷七’記述志,災『羊。

李圭:《環遊地球新錄》卷三’《環覽隨筆》,〈書華人寄居美國史末情形〉’第28－29頁。

《台山縣政公報》’〈省府陳主l附巡靦台山對學生之演說〉,台山’民國二十年’第3期’

第ll l頁。

徐君勉:《論新寧人與興辦鐵路》,原刊於《香港商鞦》’轉引自《廣東新寧鐵路志》’台

山,民國三年’第2頁。

《赤溪縣志》卷八附編’開縣串紀。

李道平:《寧陽存牘》’粵東省城,光緒二十四年冬,第65頁。

《新寧縣志‧興地略下》’光緒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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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在海外勤儉致富的台山華僑’亦紛紛投資回國經營商業和-些工礦

企業‧在台城和各個圩鎮由華僑經營並以僑眷為主要顧客的「金山莊」

﹙錢莊）、金銀鋪、雜貨店、布疋百貨鋪、酒樓飯店﹑建築材料店等迅

速發展‧全縣的圩市’道光年間﹙-八二-至-八五○年﹚才53個’而

到光緒十九年﹙-八九三年﹚便增至75個。I6十九世紀末’台山華僑投

資在香港﹑澳門﹑廣州﹑江門等地經營的工商業已不下數百家‧華僑

黃秉常集資四十萬元在廣州開辦電燈公司’僑商李佑美等集資三、四

十萬元’在山東開採金礦。I7據估計’在二十世紀初’台山華僑每年

匯回之款約達幾百萬元。I8可見’在台山華僑中壽集資本興辦較大型

的企業’已具備了經濟條件.

隨著台山僑鄉社會的形成與發展’華僑與僑眷回鄉與外出的日

多’台山在經濟上對外地的仰求不斷擴大。十九世紀未,全縣「歲入

糧食’僅支半年」I, ’不敷之糧’均靠外地輸入’因此’要求改變台山

交通閉塞的呼聲日益強烈。「吾邑山岳橫亙’河流短淺’交通之便’全

賴乎道路」‧Z0可是,直到十九世紀末’台山仍末修建-條公路’ 「運

載則用手車’行旅則用肩輿」‧當時「陽江人之在我邑以肩輿為業者’

迨逾數千計」。2I台山華僑對西方先進的鐵路、公路和航運交通有切身

的經歷和感受。他們深感發展現代化的交通運輸事業’是促使家鄉經

濟繁榮的重要條件.尤其是-些參加過美國、加拿大鐵路修建的人’

更是強烈要求改變家鄉交通落後的狀況‧「光緒壬辰癸巳間（-八九二

據張深等修:《新寧縣志》,道光二十-年。

《陳宜禧敬告新寧鐵路股東暨各界書》（l92】年9月）’原件藏廣州市博物館;劉伯驥

《美國華僑史》,台北, l,76年’第352頁。

《廣東新寧鐵路志》,台山,民國三年’第2頁。

《新寧縣志》,光緒十九年。

鍾治:〈新寧地理〉,《新寧雜誌》’l9l3年,第Jl期’第3頁。

鍾治:〈新寧地理〉,《新寧雜誌》’】9l3年’第3l期’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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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八九三年﹚’邑人議由縣城直達廣海築鐵軌火車路’其路繞山坡而

行’不由田原’則購地費省’旋以事鉅未舉」。22╴九○二年「邑紳倡

修紫霞馬路直通沖萋’行人稱便’惟不能弓∣重致遠’貨物往來依然梗

塞」.23如何解決台山交通的問題’自然就提上了日程。

如果說台山僑呱∣』祉會的發展為新寧鐵路的興建孕育了必要的經濟

條件’那麼’二十世紀初國內出現的爭叵I路權運動’則成為催生新寧

鐵路的助產士。

十九世紀末期’帝國主義列強掀起了-場掠奪中國鐵路利權的狂

潮‧只在光緒二十四年﹙-八九八年﹚前後數年間’西方列強便取得

五十九項、共長三萬多公里的鐵路修築權與借款權。Z1為了抵抗列強

掠奪中國利權,從-九○三年起’全國各地爆發了爭回路權的鬥爭運

動’四川成立的l∣∣漢鐵路公司在章程中明確規定「不招洋股’不借外

債」。廣東和湖南、湖北也掀起收回粵漢路權運動’力爭廢除與美國台

興公司簽訂的合約’終於在-九○五年將粵漢鐵路贖回自辦‧

正當爭回路權運動方興未艾的時候’後來成為新寧鐵路創辦人的

陳宜禧從美國返回家鄉台山‧陳宜禧早在同治初年便赴美謀生’在美

國中太平洋鐵路當築路工和管工‧由於他長期從事鐵路修築和經營管

理等工作’「觀摩體貼’所獲滋多」’「雖非鐵路專門學校出身’而責具

備鐵路工程各種科技」。25後來’他轉到美國西雅圖從商’開設萬昌、

廣德等商號。Z6他抱著「實業救國」的強烈愛∣或∣精砷’於光緒三十年

黃朝槐:《寧陽雜存》’廄州新寧明善祉’光緒二十六年三ll ,第l2頁。

余灼:《倡紲職城’新昌﹑沖蜇、斗山、三夾鐵跆小引》（ 】904年﹚影印件’藏中山大學

東南亞歷史『﹜「究所。

參看陳暉:《中國鐵路間題》’三聯書店, l95,年’第30╴3】 、J,哥0頁。

梅友卓;〈陳公宜禧與聯陽鐵路〉’《廣束文獻》’台濁, I076年l2」l ,第六卷’第四期。

祝秀俠:〈∣喇於僑賢陳宜禧生平史料蒐補〉’《廣東文獻》’台灣’】,79年6月,第九卷’

第二期。並參看陳迥∣﹜l﹟ :《寧陽鐵路總辦陳公宜禧傳略》’木刊槁’腺件藏中山大學束南

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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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年﹚八月回國準備投資開辦德和織造公司’經營紡織業‧27

但在爭回路權運動的推動下,陳宜禧毅然放棄興辦織造公司計畫’投

身自辦鐵路的鬥爭。陳宜禧在談及他的這個決定時曾這樣說過:「憤爾

時吾國路權’多握外人之手’乃不忖棉薄’倡築寧路。」28陳宜禧回家

鄉後’不顧年已六十的高齡’親到各地進行勘測﹑調查’邀集地方紳

商研討’提出了關於修築台山地方鐵路的倡議:路線從新昌至寧城、

沖萋、斗山、三夾海口’全長約四十多公里’並提出「不招洋股’不借

外債」’工程概由縣人自辦。這個倡議得到地方紳商的廣泛贊同。曾到

國外考察鐵路的台山在籍紳士﹑廣西試用州同余灼’支持尤其熱心‧

他執筆草擬了《倡建寧城、新昌、沖霎、斗山、三夾鐵路小弓∣》’閭明

修建鐵路的目地’提出:「寧邑濱居海隅,山洋阻隔’舟船不能相通’

荒亂時逢上下不能相救」’「貨物往來依然梗塞」’若修通這條鐵路’不

但可在海口開闢新商埠’而且「寧邑六都暨高、雷﹑廉﹑璦下四府之穀

米﹑魚鹽、百貨’萬民運通而無滯閨’邑之民食無虞」‧「小弓∣ 」申明集

股辦法’是依靠「旅美﹑旅港各埠紳商暨在寧之殷富’有財有力者集股

以成之」’責行「自籌自辦’利權不至外溢」.z9余灼還會同陳宜禧起草

了《籌辦新寧鐵路有限公司草定章程》和《修築新寧鐵路估工清單》’提

出了組織鐵路公司的辦法和修路的初步預算’所需款五十萬元,分十

萬股’每股十元’先收五元。修築鐵路的倡議終於醞釀成熟了。

亞歷史研究所‧

〈陳宜禧敗事〉’刊於《中西「l報》’舊金山’l905年3月5日。

《陳宜禧敬告新寧鐵路股東際暨各界書》,民國十年九月’原件藏廣州市博物館。

余灼:《昌建寧城’新昌﹑i中藝﹑斗山﹑三夾鐵路小引》’影印件’藏中山大學東南亞歷

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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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集股到建路

-九○四年九月’陳宜禧帶著興建新寧鐵路的倡議’前往香港’

爭取台山旅港同胞的支持‧台山旅港紳商為此於華安會所舉辦了三次

會議。會上對於築路工程「絕不聘用外﹙國）人」的主張’反應十分強

烈,認為「陳宜禧老於鐵路工程」足以信賴‧自壽自辦’不僅費用格

外低廉’而且「以中國人之資本築中國之鐵路已為所難’以中國人之

學歷建中國之工程尤為中國歷史上之特色也」。J0當時便有五十家商號

帶頭認股’其中認股達萬元的有陳宜禧﹑黃幅基﹑陳中天、曾麟芝等

人‧3l台山在港紳商與美國華僑商務關係和宗親關係都很密切,他們

對修建台山鐵路的積極態度’在美國華僑中造成很大的影響‧

-九○五年二月’陳宜禧前往美國’在華僑中開展集股活動。他

依靠寧陽會館的支持,通過在蕾金山的《中西日報》等僑報刊登消息﹑

廣告和發表演說等方式’向華僑廣為宣傳修築新寧鐵路的計畫。二月

十六日’陳宜禧在蕾金山向新寧僑胞發表演說’鮮明地以「勉圖公益’

振興利權」為號召。3Z「-經演說’而附股者紛至杳來’不數日已收到

股銀數十萬元矣」.jJ隨後’陳宜禧歷遊紐約等埠’同樣受到廣泛的

支持.到-九○五年八月他離美回國時’已集股銀-百五十餘萬元。

與此同時,寧陽鐵路公司還在新加坡﹑香港、台山等地’開展集股活

動‧截至-九○五年年底’寧陽鐵路公司已集得股銀2,758’4l2元’ 34

超出原定招集的資本總額四倍多.

《中西日報》’ 】904年I 】月3（）日。

《中西日報》’ l904年lZ月l4日‧

《中西日報》’l905年2月】7日。

少云:〈新寧鐵路公司陳宜禧宜擬借外債駁議〉’《新寧雜誌》’l9】l年,第l8期,第3

頁。

交通部交通史編篡委員會編:《交通史.路政篇》’南京’第十六冊’第4l0頁。

30

3】

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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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陽鐵路公司早期的集股活動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功’除了修

築寧陽鐵路的計畫與宗旨符合台山華僑的愛國心願,為華僑提供了在

家鄉投資的-個機會’以及陳宜禧在華僑中擁有威望外’還有-個重

要因素’就是當時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的推動。-九○四年十

二月’正當-八九四年《中美會訂限制來美華工保護寓美華人條款》

期滿’全國人民和旅美華僑強烈要求廢除這-虐待華僑苛約。35中國

人民的正義要求卻遭到美國當局的橫蠻拒絕。於是’在全國各地爆發

了以抵美貨為中心的反對美帝國主義愛國運動。深受美帝國主義殘害

的美國華僑’積極響應並參加這場鬥爭。他們把投資建築這條自壽自

辦﹑不招洋股、不雇洋員的寧陽鐵路’看成是「國民義奮」的愛國運

動’是「有心大局欲挽利權」的具體表現’因而認股十分踴躍。他們之

中有投資千股以上的華僑殷富’更多的是投資-﹑二股的貧苦僑工;

不僅新寧旅美華僑踴躍投股’而且開平﹑恩平﹑鶴山﹑香山、新會諸

縣旅美僑投股者也為數不少‧36

分析新寧鐵路公司早期所集資本的來源’可以看出幾個特點（-﹚

主要是美國華僑資本’也包括-部分加拿大、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地

的華僑資本‧據統計,在2,758’4l2元的資本總額中’由旅美華僑直接

投集的佔l’908’800元‧37其餘七十多萬元由旅加、澳、新﹙加坡﹚華僑

和香港、台山商民投集（後者往往也是使用僑匯來投資﹚‧（二﹚主要是

台山的華僑資本’也包括-部分非台山籍的華僑資本。《壽辦新寧鐵路

有限公司草定章程》中’對於投股人的籍貫並無限制.-九○五年二

月’新寧旅舊金山華僑紳商在寧陽會館商議集股辦法時’明確宣佈「無

J5 參閱阿英編《反美華工禁約文學集》,中華書局, 】960年;《非禁說》﹑《山鍾集》’廣東省

中山圖害館油印本’】958年。

36據《中西日報》l904年I2月l4日、】905年4月2l日﹑】2月9日報導。

37 〈新寧鐵路公司收到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初二日股份列〉,《中西日報》’l906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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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別府別縣人皆可入股」‧38因此’開平、恩平、新會、鶴山、香山諸

縣旅美華僑投股者亦有相當數量.﹙三﹚主要是中小股本。投資於新寧

鐵路的’絕大多是華僑工人、小商販和僑商’以及華僑的同鄉會館﹑

宗族組織。他們擁有的股本’-般少至數股’多至千股以上.例如’

舊金山的寧陽會館便投股-萬元’39黃厚國砠投資-千元‧40但是沒

有任何個人或集團擁有萬股以上的資本責力。這現象和當時美國華僑

的經濟地位是相-致的.4I

新寧鐵路的倡辦者-方面在海外積極開展集股活動’另方面’則

在國內進行奏請立案。其時’那拉氏為首的清朝政府正在以推行「新

政」的名義’陸績責行-些旨在穩定清朝統治的「改革」‧光緒二十九

年﹙-九○三年﹚九月設立商部後’「鼓勵」各省商民設立鐵路公司’

以興商務.為了奏請清政府批准新寧鐵路貫行商辦’-九○五年四

月’余灼會同本縣舉人黃毓棠等’將陳宜禧等壽辦新寧鐵路之宗旨及

經過,具文稟請新寧縣知縣陳益轉奏立案.陳益卻採取偷龍轉鳳的手

法’背著倡辦新寧鐵路的紳商’另行擬訂-份由縣官倡辦的章程上

呈’企圖把壽辦新寧鐵路大權擭為己有。由於陳益所擬章程「簡略殊

甚」’兩廣總督批覆「未便據諮商部立案」‧42

新寧縣太爺製造的縣官倡辦的陰謀破產之後’緊接著又有-位在

籍紳士﹑廣東商務局提調余乾耀出來搶奪壽辦鐵路的大權‧這位「並末

幫同招股’亦未估勘工程」的鄉紳’43竟然擬訂《寧陽鐵路有限公司詳

細章程》二十二款’上呈兩廣總督資部核辦。余乾耀藉口邑紳對鐵路公

《中西日報》, l905年2月25日。

《中西日報》, I,05年Z月l7日‧

《中西日報》, l,05年l2月l9日。

參看劉伯驥;《美國華僑史》’第七﹑八章。

《交通史‧路政篇》’第十六冊,第353頁。

〈陳宜祺等稟商埠文〉,見《交迎史‧路政篇》’第十六I∣Il ,第369頁

38

39

40

4l

4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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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有監察之責」和「有經理分理之權」’意欲干預和奪取公司用人理財

大權.他甚至誣告陳宜禧「不照商律辦事’不候督憲批准’妄自集議’

未能勝任總辦之責」‧44八月’陳宜禧從美國招股返回台山,即為此事

上省稟報’據理與余乾耀之流力爭。當時他雖然報捐了二品官花翎瞻

運使銜’但是他對於清朝官場那-套並不暗熟’「腳靴手板’學官樣

而未工;屈膝折腰’步時趨而多拙」’ 45結果’這次稟請亳無成效’而

「與股華商’聞而解體」。46陳宜禧為了尋找對策’復往香港’並向當

時南下考察商務的商部右丞王清穆提出申訴。王清穆經過－番調查’

致函商部’表示支持陳宜禧’47使「股商之情以聚’邑紳之氣益壯」‧48

-九○五年十-月’陳宜禧邀集縣內股東與紳商在新寧縣學明倫

堂開會,商討壽辦路政大事‧新寧縣新任知縣倪砠培與清鄉委員均應

邀出席。在會上,對余乾耀阻撓公益之行徑’「群斥其非」’余見勢不

妙’被迫「自行告退」, 「辭與不聞」‧4,這次會議做出了兩項重大決定

﹙-﹚「悉照金山各埠附股華商來函」’-致公舉陳宜禧為經理’余灼為

副經理;﹙二）仿照潮汕鐵路章程’重新修訂《寧陽鐵路公司章程》﹙二

十-條﹚.同時擬訂了《寧陽鐵路公司權限章程》﹙七條﹚’《寧陽鐵路公

司開辦善後章程》（十條﹚‧

明倫堂會議結束後’陳宜禧、余灼隨即把新寧鐵路各章程上報兩

廣總督岑春暄諮報商部。岑春暄又製造口貫,聲言「無礙田園廬墓’始

得築路」’從中阻難’企圖進行敲詐勒索。陳宜禧並不屈從’攜帶有關

《交通史‧路政篇》’第十六冊’第369頁。

少云:〈新寧鐵路公司陳宜禧宜擬惜外債駁議

頁。

《交通史‧路政篇》’第十六冊’第〕69頁。

《交通史‧路政篇》’第十六冊,第25,頁。

同上書,第369頁。

同」二書’第366、369頁。

44

45 《新寧雜誌》, l9】I年’第l8期’第5

46

47

48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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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逕往上海’謁見王清穆’請商部核定准予立案.當時旅美華僑又

爭得清朝欽差出使美國大臣梁誠致電商部’力陳陳宜禧籌辦新寧鐵路

「確有把握’應請責成專辦’誤聽阻撓」.50光緒三十﹦年﹙╴九○六

年﹚二月十四日’商部奏准先行立案,同年四月二十五日’商部又奏核

訂《新寧鐵路章程》（二十╴條﹚ ,其中關於修築鐵路的路線’根據陳宜

禧的稟請做了改動’即干線由新昌經新寧縣城’至沖霎﹑斗山、三夾

海口;支線由水涉至公益。至此’新寧鐵路的立案申請’經過-年多

的曲折和鬥爭才被核准。

新寧鐵路從-九○六年五月開始築路’至-九二○年完成台城至

白沙縣’是分三期工程建成的‧

第-期工程:公益至斗山縣.

按照原定計畫’苜期工程是從新昌修至斗山。但是’修路工程是

-開始就遭到新昌地主封建勢力的阻撓與破壞‧從新昌至水涉路線用

地,多羼甄姓之業‧甄姓劣紳藉口「軌道車頭有礙水利洞墓’具稟縣

善後局’請飭移設」‧ 5I事責上’是「有居奇勒捎之意」’企圖敲詐鐵

路公司-筆鉅款。公司未作讓步’決定擱置此段工程’先從公益開始

修築‧從-九○六年五月三十日破士’至-九○九年三月二十-日’

完成了公益至斗山路線工程.此段全長6l.25公里’設十九個車站:公

益﹑萬幅、大江﹑陳邊、水涉、束坑﹑板崗﹑寧城、束門、大亨﹑松

萌、五十、下坪、四九、大壙﹑紅昤、沖萋﹑六村、斗山‧頗具規模

的公益機器廠也建成投產。全部耗資共達3’59L369元。52

新寧鐵路公司依靠當地的技術力量與勞工’在短短的三年多時

間內’建成了這段鐵路’確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清朝商部檢查大員

同上害’第368頁。

〈批飭公勘新寧路線〉,《中西日報》’】906年2月8日。

據《新寧鐵路建築費進支表冊》’原件藏於廣州市博物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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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驗報告中承認’新寧鐵路各車站點綴完美’形勢整齊;水塔﹑車

廠等設備都很理想’尤其是煤倉之建設與裝卸火車用煤方法’不萱人

力’堪稱先進;涵洞﹑管道、橋梁之架設’亦甚得法。53這都足以說

明台山華僑和廣大群眾的智慧和才幹。

但是’築路的進程’始終受到封建宗族勢力和封建迷信的阻撓‧

「各姓各族’鮮不持其龍蟠虎踞之雄’嚴其彼疆此界之限’或迷信風水

而起反抗者有之’或持強權而起反抗者有之」’工程所至’風潮斯起’

「前後不下百數處計」‧ 54公司當局往往只好改變路線’從而造成不必

要的彎軌多達三十九處。55既增加了鐵路造價’更影響了行車的速度

與安全‧這也說明了封建勢力對於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危害。

第二期工程:公益至北街‧

當第-期工程動工之後’新寧鐵路公司便著手籌劃第二期工程’

準備把鐵路從公益修往新會﹑鶴山﹑南海’與佛山相接’並改名為寧

佛鐵路公司。-九○六年開始在國內外報刊上刊登招股廣告。這個計

畫當即遭到粵漢鐵路公司的反對。粵漢鐵路公司聲言’根據已立案的

粵漢鐵路簡要章程’除廣九、新寧﹑潮汕﹑廣澳、黃埔諸縣外’全省

各縣鐵路只有它有權招股承築。陳宜禧深感「寧陽地勢稍僻’非增築

以達南海佛山’﹙寧陽﹚公司斷難持久」‧ 56但由於得不到政府當局的支

持’只得放棄這個計畫,另找出路.

-九○八年三月’陳宜禧與余灼再次上書郵傳部和農工商部’57要

〈胡朝棟等查驗幅建、潮↑I∣【 、新寧各路之報告〉’《新寧雜誌》,宣統二年,第9期,第

l8╴l9頁。

《廣東新寧鐵路志》,台山’民國三年’第3頁。

〈胡朝棟等查驗幅建﹑潮↑IlI ﹑新寧各路之報告〉’《新寧雜誌》’宣統二年’第9期,第

l8－l9頁。

《交通史.路政篇》’台山’第十六冊,第379頁。

當時清政府搞「官制改革」,擴充各部’商部取消’新設這兩個部。

53

54

5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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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准予修築公益到新會﹑江門鐵路’並堅持日後要接通佛山干縣‧可

是’這個方案不僅繼績遭到粵漢鐵路公司的反對’而且受到新會、開

平某些鄉紳的抵制‧新會縣舉人劉金華於同年五月致電郵傳部’提出

應由新會紳商自萋自辦修築江門至單水口鐵路’新寧鐵路公司無權佔

築新會鐵路’否則勢必弓∣起兩縣糾紛‧ s8同年六月二十二日’開平縣

紳﹑前貴州按察使關以鑣等也致電郵傳部’指責新寧鐵路公司展築公

益至新會鐵路’不經開平縣的水口’有害當地商業與鄰縣交通’要求

由本縣自辦水口至公益鐵路‧ 5,郵傳部於七月電復兩廣總督’批駁了

這些無理要求’聲明不能彼疆此界分縣自辦鐵路。路線經過該縣之紳

商,如欲出資辦路,可向新寧鐵路公司附股‧十月’郵傳部批准了新

寧鐵路公司展築公益至新會路線的立案‧

但是’地方封建頑固勢力對此並不甘心。由於對劉金華等-再製

造事端進行刁難’使公益至新會路線的測量工作無法開展’工程進度

延擱了兩個多月之久。沙崗村的鄉紳又堅決反對鐵路通過該村範圍’

迫使鐵路線改向北部移動’繞道牛灣渡潭江‧由於測量工作的受阻與

路線的改動’使這段鐵路直到-九-○年-月二十-日才開始動工修

建‧

新寧鐵路公司興修這段鐵路的目的在於接通粵中交通要鎮江門。

江門是粵中通往穗、港、澳的-個門戶’是四邑商民水陸往來必經之

要道。陳宜禧正確地看到’新寧鐵路如只築至新會而不達江門’「雖有

車行’猶廢路也」‧60因此’他們-直堅持力爭取得修築通往江門的路

權’-九-○年六月當公益至會城的路基行將完工時’新寧鐵路公司

又-次上害郵傳部’歷陳由於沒有獲准修築會城至江門北街路線’使

《交通史.路政篇》’第十六冊’第J88頁。

’第十六冊’第388頁。

同上書,第387頁。

58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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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面臨種種困境’要申請批准立案。七月’這個申請獲得郵傳部的

核准。新寧鐵路公司隨即組織力量勘測線路’並於同年九月動工興建‧

可是’新寧鐵路公司這時卻出現了資金嚴重短缺的危機‧公司原

來預計,第-期築路工程完成後’可結餘現金和器材等共七、八十萬

元’只要再績招股金百餘萬元’便可完成第二期的修築工程‧事責大

大出乎公司預料之外’苜期工程僅結餘十餘萬元’而認股投資又只有

三十餘萬元.投股者所以如此冷落’-方面是由於當時「銀行之倒閉頻

聞’市面之銀根益絀」’另-方面是由於粵漢鐵路公司-再反對新寧鐵

路公司修築這段鐵路’影響海外投資者「裹足不前’勸催罔應」.6l於

是’陳宜禧只好向交通銀行貸款三十萬元’定期-九--年六月這段

工程通車之後分期償還‧-九--年春, 「雨水連綿難施工作,且新

會江門沿路地勢低窪’土人以水患為詞,堅請造橋泄水’添數十處之

橋樑’增無限之資本’且延緩工程,不能如期告竣」。6Z陳宜禧雖然變

賣了-批家產用作投資’並向-批客商告貸,仍然處於捉襟見肘之境

況。新會至江門全線購置器材、設備費,江門至北街這-小段鐵路的

修築費’共短缺幾十萬元之巨’加上交通銀行又逼債上門’「公司羅掘

俱窮’無可稽柱」’決定上書兩廣總督’要求批准公司向外國銀行貸款

六十萬元’預期兩年償還.63

消息-經傳出’在公司股束中和祉會上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台山

的《新寧雜誌》﹑香港的-些報紙和美國華僑報紙《中西日報》’發表許

多文章抨擊陳宜禧向外國銀行借款的主張’說這是「負吾邑人之期望’

6l 〈寧路請借外債之詳情〉’《中西日報》, l9】l年8月lg日;《廣柬新寧鐵路志》’民國三

年,第7頁。

62 《廣束新寧鐵路志》’民國三年,第7╴8頁。

63據《中西日報》’ 】9I 】年8月】9日﹑9月24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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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天下人之信仰’背自壽自辦之宗旨」’ 64認為借外債築路’「足以亡

路」‧‘5兩廣總督張鳴岐在批覆中指出’訂借洋款與新寧鐵路公司章程

「原稟不符」「未便照辦」,決定申請郵傳部令交通銀行將其借款延期二

年’並由官賑錢局及浙江銀行息借三十萬元給新寧鐵路公司‧清朝政

府裝扮得如此關懷鐵路權益不要外溢’完全是欺騙輿論的偽善行動。

當時《中西日報》在批評陳宜禧借外債的主張的同時’也尖銳揭露清廷

的偽善嘴臉’指出張鳴岐批駁公司借外債’是「只准知縣放火燒山’

不准百姓點燈食飯」。政府借外債十六億六千多萬元’卻反對新寧鐵路

公司借款區區之六十萬元’這就是官場「辦事之權術」‧評論提醒公司

當局’今雖暫得張督通融’但「官場實不可∣I寺」’以防日後重蹈招商局

之覆轍‧66陳宜禧深知「借款築路’本非良策」 ’ 67但結果外債雖未借

成’還是轉求助於清朝的省督‧可見’新寧鐵路公司經濟上是何等的

軟弱了‧

-九--年十月二十-日’公荒罕會城線已告竣工‧-九-三年

四月二十六日’會城至北街建成。從公益至北街全線長46公里’建成

車站共十六個:潯陽、麥巷、牛灣﹑大王市、司前、白廟、沙沖、南

洋、大澤、蓮塘﹑汾水江、惠民、會城、江門﹑白石﹑北街‧全線耗

資達3,273’Z80元’68新寧鐵路公司因此而債台高築。

第三期工程:台城至白沙。

公益至北街線完工和通車不久’基本上還清了展築公益至北街鐵

《新寧雜誌》’l9l 】年’第l8期,第3頁。

〈寧路借外債之詳l宵〉,《中西日報》’l9】l年8月l,日。

羽:〈寧路擬借外債之評議〉,《中西日報》’l9】】年9川】7日。按:招商局成立於-八七

二年’名為商辦’實是官商合辦。由於虧折甚鉅,-八八五年又改為官督商辦。但是,

歷年依然虧折’－九○九年又行改組,收蹄郵傅部官辦。

〈∣凍宜祺的公開信〉’《中西日報》’l9l 】年0月l2日‧

據《新寧鐵路公肓」請予立案各款》中所列材料推算。

04

65

66

67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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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債款之後’-九-五年十二月’新寧鐵路公司壽議展築台城至白

沙而達陽江路線’並擬訂了招股章程’在國內外刊布招股廣告‧到-

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司正式向交通部呈請先行展築台城至白

沙鐵路’並獲得交通部核准立案。此段鐵路沿線均為較為富庶的鄉村

圩鎮’對於客運貨運需求量較大’新寧鐵路公司準備先集中財力完成

這段工程’日後再向開平、恩平延伸,通往陽江’以促進開平﹑恩平

兩縣煤礦的開發’和便利陽江等縣的糧食﹑農副產品、山貨、海產、

建材的輸入。台城至白沙這段鐵路預計需投資七十-萬元。新寧鐵路

公司鑒於海外招股已頗困難’便採取兩種方式在縣內進行招股‧其-

是鐵路沿線所占用的士地’按當時地價折算招股;二是發動沿線村鎮

鄉民’分姓氏宗族進行集股。在較短的時間內’便集股五十萬元’其

中白沙馬氏宗族便集股﹦十五萬元’三合區集股九萬元’水南鄉集股

六萬元’筋坑鄉集股五萬元’其餘零星集股五萬元。

這種集股方式雖然較快地解決了築路的資金困難’但卻激化了本

來就存在的封建的宗族糾紛.還在新寧鐵路公司申請修築台城至白沙

鐵路立案之初’對於這段鐵路的走向便存在很大的分歧。潮境圩的黃

氏宗族代表曾上害交通部’指控陳宜禧徇私另與馬姓立約’取消原定

經過潮境圩的路線’改為通過三台直達白沙‧這是捨繁盛而經偏僻。

而且黃族已集股十二萬元之多‧後來’台山旅港商會為此舉行會議’

調處黃﹑馬二姓的爭端’建議把路線繞至束心坑’在此增建-站’以

照顧馬姓的要求’然後由束心坑再通向潮境圩﹑長江而達白沙’以滿

足黃氏之願望‧69但是’陳宜禧認為’ 「潮境萬山環繞’不適工程’

繞長十二里’增多二十萬建築費’將來營業利益無多’捨易就難’無

此辦法」’ 70堅持鐵路不能通過潮境。交通部為此函請廣東省省長朱慶

69 《交通史‧路政篇》,第十六冊’第397頁。

70 ∣司上書,第3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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瀾等官員進行調解’亦無結果。-九-八年三月’正當鐵路修築至橫

坑﹑水寨時’黃族鄉民數百人群起反抗’發生了-場械鬥.這-事件

弓∣起了新寧鐵路美洲華僑股東的嚴重關切’有的股束甚至要求暫停修

築這段鐵路’「以免牽累新寧鐵路公司血本」‧7l新寧鐵路公司董事局

為此也進行了多次的干預’並做出了決定:「嗣後關於借款及展築路線

並╴切與私人立約事項’必經董事局議決’總理始得執行‧ 」72直到-

九-九年三月’新寧鐵路公司與黃族代表經過反覆協商’雙方同意由

長江站修築-條四公里支線直通潮境圩’這場事端才告平息‧

-九二○年三月’台城至白沙全線修築竣工通車‧這段路線長

26公里,分設十-站:台城、築坑、水南、官步﹑三合、黎洞﹑上馬

石、東心坑、長江、田坑、白沙.全縣費用約二百餘萬元。

正當台城至白沙鐵路動工修築時’新昌商會的會董和新寧鐵路公

司舉行談判’要求修築新昌至水涉的鐵路‧-九-七年四月九日’雙

方訂立合約’決定由新昌紳商先附股十五萬元’新寧鐵路公司籌款五

萬元’作為修築這段長約十公里的鐵路資金。新寧鐵路公司隨即向交

通部呈報立案‧可是’由於新寧鐵路公司當時正忙於修築通往白沙線

路’新昌至水涉線便被延岩下來’此後也-直沒有動工。

台城至白沙鐵路通車後’年已古稀的陳宜禧又雄心勃勃地霎劃修

築從白沙通往陽江的鐵路‧據-九二○年五月十七日陳宜禧給他的美

國朋友托.柏克法官的信透露’他已致信洛克菲勒’要求貸款三百

九月’陳宜禧被孫中山委任為壽辦銅鼓商埠委員’他又大力鼓吹修築

同卜書’第40Z頁。

∣司上書,第402頁。

Cor「csDondcncc :Chln吮eHee﹝o】udgcTI﹞omasBu【l《c,Mavl7, 】920.Loca【cdarUniv‘o﹛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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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山至銅鼓鐵路的計畫.-九二四年至╴九二五年間’陳宜禧除了在

華僑、紳商中開展集資活動外’還分別給美國駐華大使、駐廣州總領

事、西雅圖商會和柏克等發出許多信件’邀集美商積極投資建設銅鼓

商埠’並望美國當局贊助他的建埠計畫。74可是’由於紳商、華僑附

股者不多’指望美國的貸款更變成泡影‧陳宜禧修築這兩條鐵路的計

畫後來便隨著他的被迫離職而破滅了‧

新寧鐵路從-九○六年破土興建至-九二○年全線建成’三期工

程前後歷時十四年’招集股本3’658’595元’投資八百萬元’建成鐵路

長l37公里’車站46個’橋樑2l5座’涵洞236個。75並先後建成公益

碼頭、北街碼頭、公益機器廠、牛灣船塢、新寧寧城印刷廠等-大批

工程。台山人民為了表彰陳宜禧建築新寧鐵路之功勳,特鑄造了他的

銅像’於-九二○年三月二十日-台城至白沙鐵路建成通車之日’

立於台城火車站’作為對他的永久紀念‧

慘淡經營三十年

新寧鐵路經營客運與貨運業務’是從-九○九年開始的.是年四

月二十日’公益至斗山段建成’新寧鐵路公司舉行盛大的通車典禮’

從此正式開始了載運.新寧鐵路每列火車-般只掛六、七個車廂’客

車與貨車混列‧客車分頭等、二等﹑三等三種座位。-九--年’公

益至斗山鐵路的客運、貨運收入共三十餘萬元‧76-九-三年五月二

74 Cor『cspondcncc :C﹜﹞inYbeHEc【oM!..Sc｝1l1rmiln,U.S.Ambassado『『oCI】ina,】uncZ, l924;【o

（）‧ 】cnkins’U‧S.Col】suIGencraI 【oCon﹝on’﹞llne3, 】9Z4andjuIy6, I925 ;『oSca『【lcChamber

ofCommc「cc,】【】ncj, l924Loca【cda【Cuangzhol】m〔lnicipa﹜muscum.

75 Cllinγu : ﹣「bcSulmingRailway,TI】ePar匠as『ernRMcw’MlyI934,見β〃此r／〃’（乃i〃盯2H哎rZw﹜αJ／

Sα∕鴛〃q／A加『γ／α『’M〕. 】9738（2﹚:7.
76 《l硼辦∣賁柬新寧鐵跆公司辛亥年總結冊》,職庇束州ii丁Ii﹟物’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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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公益至北街鐵路通車後’客運貨運量增大’-九-四年全年的收入

開始大幅度增長‧-九二○年五月二十-日’公益至白沙鐵路通車’

但是’公司原來預計會再次大I隔度增長的』∣青況卻沒有出現.-九二-

年至-九二六年間’平均每年收入只有ll0萬至l20萬元左右﹙詳見下

表﹚.

表一: 1911－1926年,新寧鐵路蘊業收入統計表

年份 年份 金額金額

l9】】年

l9l4年

l9】5年

】9l6年

l9l7年

】9l8年

l9l,年

I92l年

I922年

】,23年

】924年

l925年

l926年

l,l48,】35元

l,268,578元

L205!029元

L223I754元

l,203,l08元

l,02l,259元

355,2l8元

732,955元

836,960元

l ,05l,078元

830,000元

730,000元

L080,000元

資料來源:《商辦廣東新寧鐵路公司辛亥年總結冊》’藏廣州市博物館;《交通史.路政

篇》’南京’第十六分冊;《世界日報》’舊金山’－九－九年十月八日;《新寧鐵路整理之

經過》’新寧鐵路總務課’-九二八年十二月。

在二十年代’新寧鐵路全路每年的客運量約為三百萬人次’貨

運量約為十萬餘Ⅱ頓.客運與貨運收入的比例’約為四比-.新寧鐵路

運輸業務以客運為主的這種情況’從-個側面反映了台山縣僑鄉社會

的現責。當時的台山工農業生產相當落後’全縣幾乎沒有什麼工廠企

業’可供外銷的農副產品更少’因而沒有什麼大宗的原料與產品需要

鐵路承運。但是’台山的華僑與僑眷很多’經常有大批華僑、僑眷回

鄉與外出’他們便成為新寧鐵路的基本主顧‧加之台山僑匯較多’形

成-種巨大的社會購買力’吸引著大量的農副產品、食品﹑日用百

貨、建築材料等商品的流入’刺激了商業的畸形發展。許多商販頻繁

地往來於這條鐵路線上。這些商品也就構成了新寧鐵路貨運的主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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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新寧鐵路主要經營客運’而且客運量又不大’造成鐵路的利用率

低’管理費用高’鐵路的財政情況-直十分困難。新寧鐵路所需的機

器、設備、燃料’主要是依賴西方市場供應’如火車頭、車廂多來自

美國﹑德國’77連煤炭也靠國外供應‧新寧鐵路由於對西方市場的這種

依賴’在經濟上經常遭到巨大的損失。-九-四年十月間’因「洋煤來

源短絀」’火車頭停馳兩站‧78-九-六至-九-八年間’由於洋煤價

格猛漲’公司付出的購煤費用’增加了三倍多。7,

地方軍閥對鐵路公司的巧取豪奪’更是加在鐵路公司身上的沉重

負擔.本來,新寧鐵路公司為了支持廣束的革命政府’曾借出十二萬

元作為軍餉（這筆借款用加二車費的方式扣還﹚。當時孫中山並指示任

何機關、單位不得再向新寧鐵路借款。可是’大小軍閥卻置若罔聞’

敲詐勒索越演越烈‧-九-五年至-九-七年間’各地軍官欠下鐵路

的借款便達4,’5l3元.如某地軍官任鶴年便欠款8’097元,某地軍官

朱之貞欠款2’000元.80-九二三年十二月三日’西江善後督辦江門

行署頒發佈告’宣稱由於「土匪蜂起’調遣各軍剿辦需費很多」’責令

新寧鐵路公司再加收車費附加費二成’「按日匯繳本署核收’借濟軍

餉」‧8I至於政府官員、軍隊官兵不購票乘車的現象’更為普遍.

如果說官家是暗奪’那麼十匪則是明搶。在蕾中國時的台山’土

匪-直甚為猖獗,新寧鐵路的商旅、華僑、僑眷自然成為他們的搶劫

《商辦廣束新寧鐵跆貿業估價統計冊》’新寧鐵路公司印’民國七年。

〈寧陽火車照常開行〉’《中西日報》, 】9】4年l0月3日。

《.世界日報》‧舊金山’ 】9l9年l0月8日。

《陬宜禧敬告新寧鐵路各股東慨各界諸君書》’民國-l﹣二年十二月三日,原件藏廣州市∣嘟

物館。

《西江善後督辦江門行署布告》’第三﹣∣-二號’民國－∣﹣二年十二月三日’原件藏廣州市博

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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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九-六年’-群土匪包圍汾水江車站’搶劫進站-列火車’

有百多名旅客遭綁票’82公司方面也遭到巨大的經濟損失.

同時’第二、三期展築兩條路線的鐵路耗費龐大’公司接連舉借

了大筆債款。歷年營業的有限盈餘’均用於展築開支和清償債款’因

此’鐵路自開始營業以來的十多年間’從未發放過-次股息’從而引

起股東的不滿與疑慮’並使公司擴大招股受到嚴重影響。陳宜禧為了

挽回鐵路公司的信用’決定於-九二三年開始發放第-期股息。規定

凡-九○五年至-九○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期間投股者’從交股之日起

計至-九○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止’可領取四匣的周息。鐵路公司這期

支付的息金共245’290元. 83

從-九二四年起’公司的財政狀況不斷惡化。「車利收入’日形短

絀’材料騰貴’工值飛漲’-切費用’比前倍荏」。84加之地方軍閥的

勒索有增無減’-九二五年粵軍總司令許崇智每月向新寧鐵路「借餉」

-萬元’駐江門的第-軍每月向公司收餉五千至七千五百元’85這就使

得新寧鐵路公司「入不敷出’債台高築」。86據估計,-九二五至-九

二六年間’公司積欠的債款已達╴百四十餘萬元‧87

在陳宜禧看來’擺脫公司財政困難的出路’唯有借債展築白沙至

陽江、斗山至銅鼓的兩條鐵路’指望通車後公司每月增加十多萬元的

盈利。-九二五年-月’新寧鐵路為此籌備成立銀業公司’擬集股金

l50萬元。二月’陳宜禧又致函柏克法官’請他幫借外債l00萬元（港

鐵道部參事廳第四組:《鐵路年鑑》’】,32＝l933年,南京’第二卷下’第l668頁。

《整理經過及計劃報告書》’藏廣州市博物館。

《陳宜禧敬告新寧鐵路各股東暨各界諸君書》’】925年’藏廣州市博物館。

《陳宜禧呈粵軍總司令文》’l925年7月2日’藏廣州市博物館。

《陳宜禧敬告新寧鐵路各股東暨各界諸君書》, l925年’藏廣州世博物館‧

《溯源月刊》,台山’】926年’第4期’第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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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88可是’這些籌款﹑借款計畫再-次遭到失敗‧陳宜禧雖然把他

在美國西雅圖的樓房-幢﹑沙坦市店鋪五間’賤價出售’並將售得的

六萬元悉數交給鐵路公司周轉’但杯水車薪’遠解決不了公司的困難。

-九二六年’新寧鐵路的債務人紛紛要求償還債務’「債主臨門’

急如星火」’被國民黨右派操縱的新寧鐵路機器工人工會’又與台山的

土豪劣紳相勾結’迫害新寧鐵路的進步工人’搗毀進步工會組織’接

連製造怠工﹑罷工事件。九月’他們蒙騙和煽動火車司機罷工達十-

天之久’妄圖以癱瘓鐵路運輸作威脅以達其控制新寧鐵路的目的。

正當新寧鐵路「困難萬狀’險象環生」89的時刻’公司的董事局和

股東內部出現了新的矛盾與傾軋。早在-九○六年新寧鐵路公司宣佈

成立之初’其章程便有建立董事會以「會議公司各項義務」之規定’,0

但是直到-九-四年才召開股東大會選舉成立第-屆董事局’十名董

事均由擁有千元以上股本的股東中選出’任期兩年。可是’董事局形

同虛設’總理陳宜禧依靠當地陳、馬、李、黃四大家族勢力的支持來

掌管路政。這就弓∣起了其他股東的不滿‧而陳族與馬﹑李、黃族股東

之間也存在不少矛盾.新寧鐵路公司某些覬覦總理職位的股東’與

地方上的反動政客串通-氣’趁機「撮拾浮言」,控告陳宜禧「盤踞寧

路’違法溺職」’ ,I請求廣東省軍政府派員整頓路政。這是反動政客為

篡奪新寧鐵路公司路政大權而導演的-場丑劇‧

-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廣束省政府中的反動政客以「工潮迭

起」、「管理不善」為理由’決定由省建設廳派出三名官員’會同新寧鐵

Cor『espondc『﹞cc :C﹜】inYCeHcc tojudgcThomasBu『kC, Feb.23, ﹛9ZS‧Loca【eda【Univ. of

Whshington,Sm【【Ie‧

《陳宜禧敬告新寧鐵路各股東暨各界諸君害》’l927年5月’藏廣州市博物館。

《交通.路政篇》’第十六冊’第375頁。

《陳宜禧之快郵代電》’l926年】l月’藏廣州市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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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0

9】



理論與實踐的開拓:成露西論文集280

路公司董事長推舉的兩名董事’組成「新寧鐵路整理委員會」’接管陳

宜禧總理和董事局的-切權力’負責對新寧鐵路進行為期六個月的「整

理」。

政府當局的這-決定公佈後’引起新寧鐵路廣大股東和祉會輿論

的廣泛反對。「台山各界暨股束維持新寧鐵路請願團」﹑「旅省新寧鐵路

股東維持會請願圍」和舊金山華僑’紛紛致電廣東省政府當局’反對派

員整理路政’要求當局收回成命’仍歸商辦,以I∣頂輿∣∣青.9Z但是’政

府當局根本不顧民意’委任陳延炊為新寧鐵路經理委員’劉鞠如為工

程委員’鍾啟『羊為會計委員’於十-月底赴台山接管路政.鐵路公司

的廣大股東和多數董事都反對這三名官員掌管公司大權’只同意聘他

們擔任顧問之職。陳宜禧更堅決拒絕交出總理之權力’並於-九二六

年十二月發表《快郵代電》’揭露當局所謂整理路政之陰謀’並堅決表

示;「無論何時,其有以非法相加’破壞我寧路之商辦之局者’宜禧-

息尚存’誓死力爭‧ 」93-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陳延炊向江門警備

司令部請調來-連軍隊’對鐵路公司責行武力接管’並強令公司每月

支付三千元軍餉作為對警備司令部的酬勞‧,4四月二十日’政府當局

脅迫鐵路公司董事局推舉兩名董事參加整理委員會’陳宜禧被迫返回

老家六村避居。此後’整理委員會及其-伙仍不放鬆對他的迫害’到

處散佈流言輩語’指責陳宜禧徇私舞弊’侵吞公款’終於把他折磨得

精紳失常’於-九三○年含憤逝世.陳宜禧的身後遣產’只有農村住

屋三間’士地二十餘畝。陳宜禧不僅將後半生的心血’而且將畢生積

蓄的家產都獻給了新寧鐵路事業.,5

參照《穎川月刊》,台山, 】926年’第7期‧第43二i5頁。

《陳宜禧之快郵代電》’原件藏廣州市憾物館。參照《中西日報》, 】927年2月l2日。

參照《穎｝∣∣月刊》.台山’】,26年’第7期,第43望5頁。

《廣束文獻》’台灣, 】97,年6月,第九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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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建設廳強行接管新寧鐵路後’各派的政客﹑軍閥、豪紳立

即對鐵路大權展開了激烈的爭奪.陳延炊上任經理委員只有半年’該

職便被李逢宜所奪‧三個月後’汪精衛的佺子汪宗提又取而代之‧-

九二八年初’四邑警備司令徐景唐又乘汪出走之機’安插自己的親信

出任經理委員、會計委員‧-九二八年四月’以當時的廣東省政府為

靠山的陳延炊再次被任命經理委員。

按照廣東省建設廳原來的決定’整理新寧鐵路的期限為六個月’

屆時將把路政大權交回股東大會選舉產生的董事會.可是’歷任的經

理委員總是製造各種藉口’阻撓股東大會的召開’-再延長整理期

限’以便利用手中掌握的路政大權’加緊進行搜刮‧整理期限終於被

延到二年之久‧

整理委員會在罄琿新寧鐵路期間’主要是做了兩件事‧其一是「清

黨」’日∣】清除與鎮壓新寧鐵路職工中的革命力量。大革命時期’新寧

鐵路的職工運動蓬勃開展’他們積極支持省港大罷工’支援國民革命

軍北伐。-九二六年’中共廣東省委派遣李安到台山領導工人運動’

幫助新寧鐵路職工建立鐵路職工聯台會後’國民黨右派把持的新寧鐵

路機器工會很快被工人唾棄了‧同年十月間,鐵路職工會的工人和農

民自衛軍圄結合作’在公益-舉粉碎了機器工會頭目「六大寇」發動的

襲擊鐵路職工會的暴亂‧國民黨反動勢力澶到沉重打擊。因此’整理

就依靠徐景唐的-連軍隊’會同鐵路路警’「擇要佈防」’「嚴密監防」

鐵路職工聯台會的-切活動.,6-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發動反

革命事變後’整理委員會隨即在新寧鐵路職工中進行「清黨」’查封鐵

96 《新峨鐵路整Ⅱl!之經過》,新寧鐵路總務科編’I928年l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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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內’便以「平日工作不良’l∣生近怠惰」的罪名解僱了-百多名工

人‧g7沙沖車站站長劉達’因支持過農民自衛軍’竟被逮捕和殺害。

其二是擬定某些經營管理方面的規章制度‧整理當局利用有關的條

文’藉口節省開支,大肆裁員減薪.整理委員會接管路政大權時’新

寧鐵路共有職工1,600人’兩年後職工人數減至l’302人,其中養路工

由630人減至340人’平均月薪從30.5元降至22元。但是’路警只減

員-人’保留22,人’而且平均月薪卻增加l0.6qb‧公司總經理-人原

領月薪600元’現存卉名整理委員月薪共達2’000元, 98這充分暴露了

整理委員會魚肉工人以飽私翼的真面目‧

整理委員會的倒行逆施’不斷遭到新寧鐵路公司廣大職工和股東

的反對‧-九二七年九月,正當整理委員會接管路政期滿六個月後’

陳宜禧便向台山發函’邀集他們同赴鐵路公司’「向整理委員會詢問接

收’以符原案而重路務」’ 99此後廣大股東紛紛要求將鐵路交回商辦。

至-九二八年十-月’整理當局被迫同意召開股東大會’選舉產生第

六屆董事、監察人。董事會決定聘陳榮貴、馬醴馨為正副總經理‧-

九二九年-月’整理委員會正式結束’路權交回新董事會和總經理接

辦。

－九二九年十月,董事會改聘陳耀平﹑馬周仁為正副經理‧為了

改進與健全管理機構’改善經營管理方法’增加鐵路的營業收入’新

寧鐵路公司從-九三○年開始採取如下的措施:﹙-﹚清查資本債務’

擬定清還債款的辦法;﹙二﹚按照鐵道部頒的會計條例’編製預算與決

算’交由董事會議決後執行;（三）編定行政組織系統’明確各部門、

單位之職責權限。並設立路務會議、購料委員會’以協商全路事務,

《新寧鐵路整理之經過》,新寧鐵路總務科編, 】,28年】2月。

《新寧鐵路整理之經過》,新寧鐵路總務科編’】928年l2月。

《陳宜禧致台山股東函》’原件藏廣州市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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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全路所需的材料與設備;﹙四﹚在新會至北街﹑台城至白沙鐵路線

上’增開短途有軌汽車四十五次’以增加客運收入;（五﹚更換枕木’

維修路線橋樑、車站、廠房’改善電話通訊線路;﹙六﹚-九三-年決

定修建公益鐵橋’以取代輪渡’把公益至新會直接連結起來‧這-建

橋工程交由美國馬克敦建築公司承包,並預付了建築用費565,000元

﹙港幣﹚’預定兩年內完工。可是’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只完成幾個橋

墩工程。預付的建築費全部被侵吞。!00

新寧鐵路收回商辦之後’營業-度有了好轉‧-九二九年至-

九三二年每年的盈利都達二十至四十萬元左右‧可是’好景不長’由

於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僑匯量驟降’台山、新會農村經濟蕭條’

商業不振.其時台山﹑新會的公路交通又漸發展’汽車運輸公司和鐵

路公司展開了激烈競爭’使鐵路的客運﹑貨運量下降。-九三三年以

後’新寧鐵路全年營業收入便急速下降’並出現虧損。詳見下表:

表二: 1,29╴】934年新寧鐵路盈虧情況統計表

年份 收人 盈虧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9
0
l
2
3
《

2
3

3
3

3
3

9
,9

9
9

9
l
l
l
l
l
l

】,596,655元

l,829,255元

2」74,75】元

3,l09’,23元

】,738,076元

l,378,495元

盈
盈
盈
盈
虧
虧

323,774兀

442,248元

360,000元

363,652元

39’95l元

36,979元

資料來源:鐵道部鐵道年鑑編纂委員會:《鐵路年鑑》第-卷;鐵道部參事廳第四組:《鐵道

年鑑》’第二卷;《新寧鐵路民國二十三年統計年報簡編》,藏廣州市博物館;《新寧鐵路月

刊》’】93】年’第l】期。

鐵路公司企圖以減薪裁員措施來度過這種嚴重困境.-九三三年

l00陳挺秀、馬天驥:《商辦新寧鐵路公司節略》’原件藏廣州市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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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解雇職員二十八人’並宣佈留任者-律減薪。-九三四年又解雇

職工二百多人。I0l可是’到-九三五年之後’新寧鐵路的營業狀況和

財政收入依然還在直線下降‧新寧鐵路巳陷於破產的邊緣。

-九三七年七月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十月’日本開始派遣

飛機襲擊台山’而新寧鐵路便成為日機轟炸的主要目標.從-九三七

年十月十五日至-九三八年-月’日本飛機多次轟炸公益、斗山﹑水

涉、沖萋、台城、大江等車站’火車頭、車輛、路軌、橋樑及其他建

築遭到嚴重破壞’新寧鐵路貫際上已陷於癱瘓’只能分段行駛有軌汽

車。-九三八年十月廣州淪陷後’新寧鐵路奉政府當局之命進行拆

毀’以防日軍迅速推進。拆毀鐵路工程’由沿線十里之內的鄉村徵集

民工分段包幹.車頭﹑車輛、鐵軌-律拆散掩藏’路基掘毀’枕木則

歸拆路民工作為報酬。-九三九年二月’新寧鐵路正式遣散職工。三

月’日軍佔領了新會、江門。-九四○年之後’日軍又多次進佔台

山。新寧鐵路價值三千多萬元的資財’除了-九四二年調運23,782根

鐵軌至廣西修築黔桂鐵路外’全被日寇洗劫-空。I0Z至-九四五年抗

日戰爭結束時’新寧鐵路剩下的只是殘缺的路基了‧

新寧鐵路對台山社會經濟的影響

新寧鐵路存在的時間只有短短的三十餘年’但是它對台山祉會

經濟的發展還是產生了明顯的影響‧過去台山華僑取道江門回鄉或出

國’如果步行或坐轎’不但需費時三、五天’而且途中常有被士匪搶

劫或綁票之危險。鐵路通車後’當天即可到達’在江門也不用滯留’

華僑與商旅無不稱便。據-九三二年的統計’新寧鐵路全月運輸的旅

l0l 《台山華僑雜誌》,台山’l934年,第3、4期,第8╴9頁。

l02陳挺秀、馬天驥:《商辦新寧鐵路公司節略》’原件藏廣州市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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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達二十五萬人次之多.台山作為-個僑鄉祉會’每年僑匯收入常達

幾百萬元甚罕k千萬元’成為巨大的購買力。而台山縣物產不足’遠

遠不能滿足這種需求‧台山仰求於外縣、外省和外國的糧食﹑副食

品、紡織品﹑日用百貨﹑建築材料等’便從水、陸兩路運至江門﹑公

益等地’再通過新寧鐵路大量運進台山各個圩鎮’以滿足消費者的需

要‧-九四○年曾有人做過統計’ 「三十年來’由寧路輸入之貨物’

總值當在國幣十億元以上’而輸出總值則不及三千萬元」’ I03如果按照

-九三八年三月國民黨政府外匯核准辦法’每元國幣折合三角美金計

算’輸入總值為三億美元’輸出總值則合-千萬美元。這麼大量的外

來商品猶如血液’通過新寧鐵路這血管源源不斷地輸入台山’把台山

捲入了世界市場’使以外購內銷為特色的台山商業出現了畸形的繁榮‧

新寧鐵路所通過的地方以及沿線附近的白沙、水涉、沖萋﹑大

江﹑四九、五十、三合﹑大塘、沙坦等許多圩鎮’店鋪林立’商業繁

盛’茶樓、飯店、旅館、布匹百貨店、雜貨店﹑金鋪﹑錢莊’乃至為

有錢人的腐化生活而設的煙館、賭窟、妓院’-應俱全’各自形成-

個消費中心.鄰近六村車站的沙坦市’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便

有雜貨鋪十七間’禮餅鋪四間’豬肉店十問’糖酒店六間’布匹百貨

鋪八間’茶樓、旅館十間’藥材店九間’木材缸瓦鋪七間’醫務所八

間’金銀鋪票號十-間’水果店五間’理髮館三間’妓院六間’鴉片

煙館十四間。∣04台城作為台山縣城所在地和新寧鐵路的中樞’發展

尤為迅速。二十年代初’台城開始拆城牆’修馬路’新建大批店鋪樓

宇’全城人口增至二萬以上。金鋪銀號多達五十餘間’茶樓﹑飯店、

旅館共達三百多家.

隨著新寧鐵路的修建’台山還新興了公益﹑斗山兩大圩鎮‧據-

】03《和平實現後建設新台山》’台山,民國二十九年’第80頁。

l04據筆者就地調查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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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三年修的《新寧縣志.建置略》所列新寧全縣的村莊、圩鎮’當時

尚未出現公益、斗山名稱。在-九○五年新寧鐵路興建之前’位於潭

江之濱的公益’還是-片稻田’只有兩戶農家居住‧到-九○八年’

據《舊金山稽查者報》發表的-篇報導’公益已成為擁有兩萬五千人口

的市鎮。I05這個數字顯然是誇大了’可能包括了參加建築鐵路的臨

時工人。但是’在短短幾年內’公益確責已迅速發展為擁有數千居民

的全縣第二大城鎮。新寧鐵路公司在這裡投資二十多萬元修建了公益

鐵路分局大樓﹑機器廠、停車場﹑電燈廠、碼頭﹑長堤﹑工人宿舍、

鐵路巡警房等’還購置了大片土地。l06公益不僅是新寧鐵路的後勤

基地’而且成為台山對外交通的重要門戶。這裡有鐵路北連新會、江

門’南接台城、斗山’沿水路有輪船直達廣州、新昌各地。鐵路公司

的大量投資和交通的發達’使公益商埠日漸繁榮。「近數月來’建屋愈

多’居民愈眾’故鋪地價值’頓增數倍’前每間三百餘元,今則漲至

千元有奇」‧ i07新寧鐵路拆毀之後’公益便急劇袞落了‧

斗山也是伴隨新寧鐵路的修建而興起的新圩鎮‧新寧鐵路修建之

前’斗山原是-個荒僻的村落’只有十來戶人家（當時稱為大興﹚‧

鐵路通車後’斗山的規模不斷發展,不到十年間’便新建五十多間店

鋪‧從二十年代開始’斗山修築太平街、蚣崗埠’新建商店近二百六

十間’成為台山南部商業和交通的中心之-‧

新寧鐵路的修建’也帶動了台山某些現代工業的建設’推動了台

山公路﹑航運交通的發展。新寧鐵路公司投資十三萬元興建的公益機

器廠’擁有二﹑三百名工人’設備先進’技術力量相當雄厚’能維修

據β剷此〃〃’αr〃α『f伽oγ／r〃／so叼q／】4加e『／m〃!Feb. l973.8（2﹚;2.

《商辦廣東新寧鐵路實業估價統計冊》,新寧鐵路公司印,民國七年。

《新寧雜誌》l9l7年’第34期’第22頁。

l﹙）5

l06

l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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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頭和客﹑貨車輛’-九二六年還裝配過兩台小火車頭‧ I08這類工廠

當時在全省來說也是罕見的。新寧鐵路開辦的印務局’開創了台山現

代印刷業的先河。到-九二六年’台山便出現印務局九家‧由於受到

新寧鐵路的推動,-九二○年台山成立公路局,開始籌畫修建公路‧

到-九三七年’全縣建成公路三十-條,共長四百餘公里’初步形成

了以台城為中心,連結縣內各大圩鎮的公路網‧與此同時’公益至廣

州’三埠至江門﹑廣州、澳門’台城至三埠’廣海至江門﹑澳門’這

幾條航線也相繼通航.但是台山的公路、航運交通在新寧鐵路的推動

下發展起來後’反過來卻成為新寧鐵路強大的競爭對手‧

新寧鐵路在推動台山建築業的發展上’其作用也是顯著的。華

僑在海外勞碌終生’希望回國後辦成三件大事:婚姻﹑建屋、買地‧

早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台山華僑已陸績有人匯款回家鄉修建華洋合璧

抗日戰爭爆發前這三十餘年間’也就是新寧鐵路從通車到拆毀的時

另方面,這個時期有了新寧鐵路’修建樓房所需用的大量建築材料’

如從香港進□的水泥﹑綱材’從海外和縣外輸入的木材’都可由鐵路

運輸’既節省了運費’又節省了時間’所以這個時期台山的建築業-

片繁榮。根據我們調查材料’白沙的望樓崗、雙龍、塘□、李井、牛

路等三十三個自然村興建的兩百六十六座樓房’大都是這個時期建築

宜禧家鄉的美塘新村’全村十多幢樓房都是修建於這個時期。台山

縣五千座碉樓’也是在民國初年至十五年間建造’I0,台山和斗山、公

益、大江、白沙﹑沙坦、四九、五十、沖霎、水南等圩鎮’都是在這

l08《新寧鐵路整理經過》’新寧鐵路總務科’l928年l2月。

l09《和平實現後建設新台山》,台山’】940年’第6《頁。



理論與實踐的開拓:成露茵論文集288

個時期進行大規模擴建的。

新寧鐵路的建成’直接影響到台山的祉會階級結構。新寧鐵路的

鐵路工人﹙包括新寧鐵路屬下的機器廠﹑印刷廠的工人﹚共達-千六

百人,他們構成了台山縣第-支現代產業工人大軍。這支工人隊伍集

中’和外界的接觸多’容易受國內外先進思潮的影響;他們大多數來

自農村’和農民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加之他們的經濟地位低下’政治

上又毫無民主權利’因此成為當時台山祉會政治生活中-支最激進的

革命力量‧-九-九年十-月’公益學生發動的抵制日貨運動’便得

到新寧鐵路工人的大力支持‧鐵路工人主動援助學生在公益車站搜查

和焚燒日貨。-九二-年-月香港海員大罷工’掀起了現代中國第-

次工人運動的高潮。新寧鐵路工人接獲這個消息後’立即舉行集會與

募捐’大力聲援與支持香港海員工人的鬥爭’僅新寧鐵路公益火車頭

廠工人的捐款便達-千多銀元。-九二三年「二七」慘案發生後,新寧

鐵路-千多名職工為了支援京漢鐵路工人的正義鬥爭’抗議吳佩孚屠

殺鐵路工人的血腥罪行’舉行了台山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罷工’「打倒軍

閥」﹑「工人聯台起來」的口號響徹台城’罷工代表到台山縣政府請願’

縣長被迫表示支持新寧鐵路工人的正義行動。-九二五年省港大罷工

爆發後’新寧鐵路工人更積極配合罷工委員會派來台山的工人糾察

隊’進駐台山的主要港口’封鎖和斷絕對香港的交通,-直堅持到-

九二六年十月。

新寧鐵路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弓∣起了國民黨右派和土豪劣紳的

驚慌。他們指使和扶植號稱「六大寇」的陳安、伍時棟之流’於-九二

五年拼湊了新寧鐵路機器工會’並且加入反動份子李德軒把持的廣東

機器工會。-九二六年春’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新寧鐵路工人成立統

-的工會組織-職工聯台會籌備處。同年四月七日’台山縣圍局官

兵二十多人持槍向鐵路工人尋釁’毆打剪票員’公然搶掠鐵路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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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鐵路職工會聯合萋備處領導工人舉行抗議罷工。在工人罷工鬥

爭的壓力下’台山縣長被迫接受懲處肇事凶手、賠償損失、縣圍局長

向工會道歉等要求. Il0罷工鬥爭取得了完全的勝利‧隨後’聯合會選

舉委員’「六大寇」又全部落選‧但是反動份子並不甘心於失敗。公益

商圍團長李監發、商會會長李朗先與「六大寇」相勾結’組織了-支暴

徒武裝’突然襲擊和搗毀了設在公益火車站二樓的新寧鐵路職工聯合

會辦公室’接著又乘火車前往台城’搗毀了台山縣職工聯合會的會址‧

為了反擊反動派的進攻’新寧鐵路職工聯台會於-九二六年秋組

織了千名工人大軍集中公益。開平＼新會的工人武裝糾察隊﹑農民自

衛軍以及廣東鐵路工會工人武裝糾察隊的-個大隊共幾百人亦同時到

達’支援新寧鐵路職工聯合會的鬥爭。這些工農大軍匯合公益後,向

盤據公益的那支暴徒武裝發動進攻’全殲了「六大寇」’解除了全部暴

徒的武裝‧工人、農民隨後舉行盛大的示威遊行’慶祝這場鬥爭的勝

利‧不久,鐵路職工聯合會又發動和囿結工人開展縮短工作日和增加

工資的合理鬥爭’迫使公司同意將職工工作日從十小時減為八小時’

並增加工資25％‧

-九二七年「四.-二」反革命政變後’新寧鐵路廣大職工面對嚴

重的白色恐怖的威脅,不顧個人安危’英勇機智地掩護中共廣東省委

派到台山領導工運的共產黨員安全轉栘’掩護廣東鐵路工人武裝糾察

隊lI頂利撤出公益’保存了革命力量。新寧鐵路職工聯台會被反動政府

和鐵路管理委員會查封後’鐵路機器工會捲土重來’許多工人遭到殘

酷的迫害。數以百計的工人被解雇’鐵路工人運動趨於低潮.後來’

他們之中有相當-部分人積極投身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行列。-九

四八年爆發的震動全縣的台山汽車工人大罷工’其骨幹不少就是原來

【 l0《穎l∣I月刊》’台山, 】926年,第l期’第8Z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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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寧鐵路工人。I II

※ ※ ※

研究中國鐵路問題的英國著名學者珀西.肯德在-九○七年出版

的《中國鐵路發展史》-書中曾公開斷言’中國人現在責現用自己資金

建築並由中國工程師監造鐵路的願望’「未免有點為時過早」。如果讓

中國人的公司取代外國公司來修建中國鐵路’那就得「花上五十年工

夫」。lI2可是’時間只過了兩年’蒸汽機車卻飛奔在由華僑資本和中

國工程師修建的新寧鐵路上‧新寧鐵路的出現’高度體現了廣大華僑

的愛國熱誠和中國人民的志氣。這就是對肯德們的回答。

華僑資本興辦的新寧鐵路說明’在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社會條件下’華僑資本作為民族資本的-個重要部分’是國民經濟中

比較先進的資本形態’代表著比較進步的生產關係’是-種新生的力

量‧它的存在與發展’對於發展社會生產力、促進民族統-市場的形

成、推動生產的社會化與現代化’具有積極的進步意義。但是’在舊

中國三座大山的壓迫下’新寧鐵路和幾乎所有僑資經營的企業-樣’

都逃脫不了虧損、停業、破產、倒閉或被吞併的歷史命運。

-九-九年十月八日’孫中山在上海青年會發表的《改造中國之

第-步只有革命》的演說中’論及如何著手改造中國問題’這樣指出:

「辛亥革命以後’多數華僑’熱心回國經營貫業,因官吏索賄過重’致

中途灰心‧從這點看’從實業上改造起’也是沒有希望的。 」∣!3孫中

山正確地看到’腐朽的政治制度乃是扼殺華僑資本發揮積極作用的栓

桔.

正因為澶到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摧殘與扼殺’

據筆者在台山調查所得資料。

肯德:《中國鐵路展史》’李抱宏等譯’三聯書店’I958年版’第】90╴l92頁。

《孫中山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l956年版’第432頁。

】ll

l】2

l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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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寧鐵路∣I參淡經營三十年之後終於落得被拆毀的悲∣參結局。本來’興

建新寧鐵路的華僑資本和國內的其他民族資本相比較’與外國資本、

官僚資本和封建勢力的聯繫是較少的‧但是’當它-旦投資在舊中國

經營企業’就立即遭到外國資本、官僚資本和封建勢力的包圍’經常

受到打擊與控制。新寧鐵路公司向外國資本﹙雖未辦成﹚、交通銀行、

官賑錢局借款’並且向封建宗族勢力妥協與退讓’可以說是在走投無

路的↓∣青況下自投外國資本﹑官僚資本的羅網‧這正說明了華僑資本在

經濟上的軟弱‧而美國馬克敦公司的侵吞巨款’日本帝國主義軍事侵

略對鐵路造成的全面破壞,國內軍閥官僚的勒索敲詐’類此事責’則

是赤裸裸的掠奪與摧殘.新寧鐵路破產的根本原因乃在於此。

新寧鐵路之遭到失敗’還有-個不可忽硯的因素’就是這條鐵路

沿線的祉會經濟基礎不夠雄厚。台山既沒有需要仰賴鐵路運輸的工礦

企業,也沒有發達的農副產品可供輸出。新寧鐵路又未能與省內和國

內的鐵路幹線相連接。因此’這條鐵路雖然適應了僑鄉社會消費的需

要’但卻不能發揮更大的經濟效應‧新寧鐵路客運與貨運收入的比例

是四比-,輸入值與輸出值的比例是三十比-‧這種「先天不足」的特

點’給新寧鐵路在經營方面造成了頗大的困難‧從這-點來看’新寧

鐵路的歷史也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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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展望﹡

成露西

-九七九年十二月’-群社會科學和人文學者組成的國家代表圍

代表「當代中國聯台委員會」﹙〕ointCommittcconCon﹝cmporaryChina﹚

與「中國文明研究委員會」﹙CommitteeonStudiesofChinescCivillzation﹚

訪問中國’主要目的為「瞭解中國的祉會科學和人文學學術研究的現況

和未來規畫’並探索未來合作與交流的潛在契機」﹙ThurstonandParker

l980: l﹚。代表團在參訪之行的發現與建議集結成報告書’內容表示:

雖然美國學者在中國進行祉會研究仍有許多阻礙’但未來的合作研究

應是相當可期。

本章所分析的合作研究計畫’可能是社會科學領域的第-項涉

及田野觀察而由中國政府核准的合作研究計畫‧為了讓讀者對於合作

研究的困難及益處皆有所瞭解’我盡量完整描述此計畫送審通過的過

蔣宜臻譯’黃德北﹑劉玉遵校對。出處:Chcng,Lucic」98J‧ ‘‧CoIIaI﹚ora﹝ionwi〔hCMnese
SchoIHrs inSocklISdcnccRcscarch: I﹚『oblcmsandProspec【s‧” 】nAmyWiIson,SidneyGreenbIa【【

andRicIm「dWlIson（cds）’伽的o助蛇／m／力J腮α∕〃αi〃α會歟!伽J,「﹞pll7-34Ncw﹨b『k:P『aege【

PubIishc「s‧我很感謝劉玉遵教授﹑梅瓚月教授以及其他研討會與會者的寶貴建議。這

項計畫的贊助單位為:UCLA的國際與比較研究委員會（Counci I onlntc「nationaI and

Comp副rativcS【udics﹚、學術委員會（AcadcmicSenatcRcscarc﹜﹞Comml【﹝cc）、亞美研究中心

（AsianAmericanStudiesCcn『er）,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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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方合作者必須處理的多面向準備工作、雙方對於概念化﹑方法

論和研究策略所做的調整’以及美國研究者﹑中國研究者、研究對

象、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之間的複雜關係.由於本文只是個案描述’

無法稱得上是通則或具有代表l∣生‧許多因素純粹是個別或偶然的結

果。不過’執行這項計畫時遇到的困難,也跟其他計畫有共通之處’

指出這些困難有助於雙方更瞭解彼此’更容易達成共識’找出雙方皆

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與中山大學的中國移民合作研究

計畫源起

我和幾位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同事’合作完成美國西

岸的亞裔美國人勞工與資本主義發展之關係的五年研究計畫後’我對

於此問題的另-面向產生興趣:外移移民與其移出祉會的發展之間的

關係.I因為華裔是夏威夷和加州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第-個滿足

其勞工需求的亞裔族群’所以成為此研究初期的重心’我決定選擇中

國此重大移出祉會’作為新研究的研究對象‧健壯勞動力的流出’以

及從美國匯回的贍家費’對於地方鄉村的經濟、祉會和文化都產生-

定影響‧外移勞工返鄉後’除了個人會遭遇再融入原生社會的問題’

也會對於祉群發展產生影響。由於中國人大規模移往美國始於-八五

二年’若想發掘移民與地方發展之關係’必須包含歷史和跨時性的面

向。這項工作的難度不如想像艱鉅’因為大多數的初期外移移民來自

於廣東省台山縣,所以我們能專注在較小的地理區塊.

這項計畫的成果發表在-九八四年成露茵和Ed∣】:lBonacicb共同編輯的論文集《資本主義

下的勞工栘民:二次l仕界大戰前的美國亞洲勞工》（Labor l】】】migrationundc!.C｛【﹚ltaIism:

AsklnWbrkcrs ln【heUni【edS【a〔csbc｛brcⅥbr】d甽h!.l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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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九七二年和七五年的中國之行’以及幾個中國學術代表圍

至UCLA的參訪’促使我相信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的時機已經成熟。

不只如此,麥基爾﹙McGiⅡ﹚大學的林達光教授還代為轉告UCLA校

方:中國政府有興趣和UCLA建立學術的合作關係‧ 2在-九七八年八

月底’我召集亞美研究中心有興趣的學者’開會擬定在台山的研究提

案。除了本研究的責質研究項目外’我們的討論也聚焦在此主題的政

治敏感』∣生、當時可用的檔案與可行的田野研究類型、受訪者可能涉及

的風險’以及互惠性的議題-我們的研究可以提供被研究的社群哪

些好處。身為研究者’我們反對許多美國祉會科學家在發展中國家進

行研究時,不具同理心的態度。我們認為選擇中美台作模式的提案’

而非純由美國學者在中國國＋進行的「美國研究」’不僅符台我們的原

則’也較為合理‧最後’這個決定果然是此計畫成功的主因.

關於合作的圍隊’我指出廣州中山大學的相關學者是最理想的對

象。廣州中山大學為中國教育部指定的八十八所重點大學之-’而且

在解放前已是國際知名的學術機構‧除了是-流大學外’其位於廣東

省的地理位置意謂著’他們可能對於此研究主題有在地者的興趣。我

也知道在中山大學還是嶺南大學時’當時的教授曾經發表在美中國人

的研究論文’這些論文或許還能在中山大學找到‧3

初步聯繫

-九七八年十╴月,我們將研究提案的中英文版送交給中山大

學’同時將副本寄給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雖然沒有收到書面回應’

十二月訪問中山大學的幾位UCLA∣司事’轉達了中I」」大學主管的問

候‧當時盛傅’中國教育部選定六間美國大學和中國高等教育機構締

UClA的中國計遴發展史’請見其赧告（ l98l）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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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姊妹校,UCLA是其中之-’而且,有位UCLA教授在訪問南京大學

時’驚訝的發現UCLA正好與中山大學配對-對此我們渾然不知‧

在這混亂、紳秘的氛圍中’UCLA接到中山大學李嘉人校長代中

國教育部發出的邀訪區I ’邀請UCLA組成代表團訪問中山大學及其他

中國的大學‧因為中美關係預定於-九七九年-月-日回歸正常化,

我們同意在那之後立即造訪。UCLA參訪團由副校長ElwinSvcnSon擔

任圍長’由我擔任副圍長。參訪圍於-月四日抵達中山大學‧在歡迎

餐會上’李校長說他知道研究提案-事’而且他的砠先正是從台山到

美國打工的移民.

拜會中山大學的期間’UCLA參訪圍提出幾個研究提案和想法’

和中山大學的學者討論’其中-個提案是我的中國移民研究。我們的

東道主對於這個研究案雖然相當感興趣,但沒有做出任何願意參與的

責質承諾。同時’我受邀在中山大學發表關於海外華僑歷史的研究’

與東南亞歷史研究所的學者交流‧

兩位年長的學者張維持與周連寬討論他們早期對美國排華運動的

研究’對此我很熟悉‧但他們還提到他們完成了-本書的草稿,在-

九六○年代時’寄給人民出版祉’內容是關於美國的中國移民’但那

份草稿在文化革命的動亂中迭失了.東南亞研究所共有兩位副所長’

其中-位是何肇發教授’曾於-九四○年代在南加大求學。他給我-

份他的洛杉磯華人研究論文複印本’不過我已在美國讀過。另-位副

所長劉玉遵年約四十出頭’他沒有發表意見’但有人告訴我他是中山

大學數-數二多產的學者’而且他與其他學者台作撰寫的印尼苦力勞

工研究的專書才剛完成﹙劉玉遵等 l979﹚。雖然束南亞史所並未承諾

會參與此計畫’他們顯然對我的研究’以及亞美研究中心的同事的研

究很感到興趣.

後來我才知道’由於中山大學執行副校長的要求’東南亞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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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學者都讀過我的提案’也彼此討論過’最初著重於此研究主題

的學術價值、政治意涵、美國學者的研究能力’以及此提案和東南亞

史所的大研究方向是否相符.針對前三點’這些學者都抱持肯定的態

度’但是對於東南亞史所該扮演什麼角色’他們無法達成共識。「海外

華僑史」’尤其是美國的華僑史’不在東南亞史所當時的研究進程表

上。由於該所的人力有限’將人力分配到提案上’會拖延其他的研究

案’改變研究工作的II偵位‧最後’該所同意折衷’只有暫時性和有限

度地參與‧因為和美國研究者合作研究還是頭-次’所以他們認為謹

慎-點是比較明智的作法‧

確認合作

-九七九年二月’中山大學通知我’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已同意其

遞交的研究計畫內容‧中山大學的公文是這麼寫的: 4

本研究之目的為探討:在舊中國時期’導致中國人外移芙國的社

會經濟因素’僑匯對於舊中國的社會和經濟的影響’以及海外華

僑資本﹑帝國主義資本及官僚資本等之間的關係。研究方式除閱

請相關丈馱外’主要為訪談在台山縣的年長返國移氏及其親屬‧

研究者包括六位美籍學者,其祖藉中國’可講台山話或廣柬話’

由加）iIl大學洛杉璣校區亞美研究中ic主任成露薔博士領軍‧中國

方面的共同研究者人選尚未決定.本計畫將在一九七九年十月到

十二月間開始。中方與美方各自負責其所需的研究經費’研究結

果將共同發表。

4 編者註:以下公文內容由成露酋教授英文論文內容翻譯為中文,並非原本公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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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育部﹑廣東省外事辦公室與台山縣政府皆審核過此份公

文。中山大學校方要求我們提出詳細的研究時間表與具體的研究計

畫’以供其參考‧

同時’UCLA發給中山大學校長邀請函,邀請其組團回訪‧中山

大學代表團在五月抵達‧雖然在計畫審查通過後’我們尚未正式開會

討論’不過我們還是安排李校長與幾位隨同人員’與所有可能的美方

團隊人選會面。

美國團隊成軍

我們有幸獲得李校長對本台作計畫的支持。李校長具備幾項難得

的特質’對這項合作計畫相當有利。他是廣東省副省長’負責高等教

育’也是台山人’並且是資深外交官’受過農業經濟學的學術訂∣∣練’

瞭解研究程序’也是備受尊敬的革命老將‧他說服其同僚’指出在中

山大學培養華裔美國人史的研究圍隊很重要。他深感中國忽硯了此領

域的研究’廣東省不只有義務’也有足夠的潛在資源’填補這個空

缺。李校長寫信給劉玉遵教授’請他擔任合作計畫的中國團隊負責人‧

劉教授剛開始是勉為其難地加入’他手上有-項重要的研究計

畫-沙皇俄國和東南亞之間的關係’這項計畫已完成’他也寫了幾

篇論文。針對移民美國的中國人的研究計畫似乎提供不了多少學術專

業的回報’不僅如此’這項計畫需要花費很多時間與精力’對-個學

者而言’可能還會有政治上的風險‧但出於對李校長的敬重’以及為

了研究所的利益著想’劉教授接下這份任務’在中I1I大學召集兩位講

師和兩位研究生’組成四人的團隊﹙事責上’這兩位研究生是東南亞

史唯二的研究生’他們被徵召進來擔任研究助理）‧這五位中國團隊成

員’沒人對此計畫有太多興趣’雖然他們都認∣司這個主題很重要’也

該深入研究’但對於和美國學者合作研究’他們不太放心.他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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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對此主題的切入點、方法論和詮釋角度會有極大的差異‧中國學

者普遍認為美國學者代表的資產階級祉會科學’以及中國學者代表的

無產階級祉會科學’兩者間存在無法跨越的鴻溝。這兩條路線怎能在

合作的研究計畫找到交集?由於雙方都有疑慮’所以剛開始時雙方同

意分享資料’但分別撰寫結果’並在致謝詞感謝對方的貢獻‧

中國圍隊去過台山縣兩次’和該縣官員討論此計畫’說服他們此

計畫的重要性。李校長寫給其台山縣後輩與共產黨同志的親筆信’再

次發揮了很大的功效‧

因為省政府官員已核准此項台作計畫’當地政府必須配台協助我

們’但是所謂的配台協助可以小至准許我們造訪台山縣’或是大至滿

足我們所有的研究需求‧沒人知道我們抵達時’當地官員會如何接待

我們‧

計畫預計開始前的三個月’我當時有幸擔任教育、健康與幅祉部

﹙SccrctaryofHeaIth’EducationandWClhre﹚部長】oscphCalifino的顧問’

藉此機會造訪中國‧在那趟行程中’我見到劉教授與兩位研究生﹙鄭

德華與于仁秋﹚’開始認識他們.我和劉教授花了許多時間討論研究地

點、抽樣方法與家戶訪查‧我們發現我倆在意識型態上的差異不大’

主要差異反而是出於我們的專業訂∣∣練‧劉教授是歷史學家’我的背景

除了與此研究計畫相關的主觀性議題夕∣＼ ’還有許多瑣碎但重要的

日常生活問題需要處理’像是我們在台I」∣縣的起居。我們選擇了-個

生產大隊’作為主要的研究地點’由於我們得在那兒住三個月’因此

討論的重點在於該如何安排住宿和膳食.該生產大隊的幹部當然是很

村民比較習’I貫舶來品,屋子的狀況大多比其他村落好’但這裡還是沒

有沖水馬桶’沒有室內廁所’沒有暖氣、自來水﹑瓦斯爐﹑車子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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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只有生產大隊辦公室有-台電話﹚。大隊幹部認為這些都是美國人

都有的基本生活用品’他們-直告訴我們在這兒生活會有多不便’希

望我們放棄’去住位於台山縣首府的台城鎮華僑酒店.我也以同樣堅

定的態度,向他們保證我們都是身體健康的華人後裔（我們的父砠輩就

是如此生活’所以這種生活對我們來說也不是全然陌生﹚’能夠吃苦耐

勞。經過數小時的討論後’我瞭解他們擔心的不是整個研究圄隊的起

居問題’而是針對我這位「高階」人士.如此簡陋的生活環境’我難道

不會覺得有失體面嗎?如果我遇到什麼意外’該怎麼辦?更糟的是’

我還是女性’所以需要特殊保護‧不斷地再三說明和保證後’我才說

服所有人’美國圍隊絕對要和中國圍隊共食﹑共宿與共同工作。因為

我必須在該村落、台城和廣州之間來回’搜尋檔案資料與進行訪談,

所以我不會像其他研究者-樣’-直待在村內’這些中國幹部才覺得

放心許多‧

在我離開中山大學前’我們同意在美國圈隊抵達前’由中國圍隊

在八月先對村民進行問卷調查’之後我們再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選擇

受訪者‧

田野經驗

由於經萱問題’美國圄隊只有三位成員:歷史學家麥禮謙’他只

能在我們最忙碌的時候’前來幫∣亡三個星期;另-位成員梅瓚月也是

歷史學家’負責監督田野調查工作;最後就是我。我和瓚月在九月底

抵達中山大學,與劉教授、德華和仁秋密集工作-週’分析問卷普查

的結果,訂定研究時程及分工。我和劉教授負責整體的計畫‧我們也

負責檔案資料搜尋,訪問住在廣州的返國台山僑民,他們大多數在歸

僑聯合會任職’另外’我們也要安排在台城的團體訪談.瓚月、德華

和仁秋負責當地的個人訪談‧縣政府指派李元（音譯）擔任當地的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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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幫了我們不少﹟∣亡。

中美小組在九月二十八日早上搭乘廂型車離開廣州’帶著個人行

李、錄音機、錄音帶、照相機﹙包括-台拍立得﹚與底片。全程共-百

五十四公里’還得在沙平、九江與公益三地跨越三條河‧等我們抵達

台城時’已是下午兩點。

我們住進華僑酒店後’立即前去聽取台山縣革命委員會主任與

其同仁做的簡報。第二天’除了帶我們遊覽台城鎮外’他們還設宴款

待’席間我再次解釋此研究的目的’請求他們協助。我們提出期望的

執行研究方式’需要的協助類型’以及我們願意為台山縣﹑公祉和生

產大隊所做的工作‧當天晚上我們公開發表了美國華僑歷史的幻燈

片。隔天早上我們離開時’我們知道我們已獲得全心的接納‧

我們繼績到斗山公社的行政中心’重複簡報、餐會和演講的流

程‧斗山公社書記的知識、智慧與平易近人的態度’讓我們深深折

服’他保證會全力協助‧我們在十二點三十分道別’繼績前往秀墩生

產大隊’接下來三個月,我們都要住在秀墩‧

秀墩大隊離斗山公祉的行政中心約十分鐘的車程’在斗山的生產

大隊中’其人口及經濟發展都屬於中等.秀墩有十四個生產隊’有些

是毗連的自然村’有些則是自然村的-部分‧每個村的土地和人□規

模皆不-。表-列出每個村落的土地面積、家戶數、人口與相對應的

當地的屋子是典型的四邑地區風格’都是兩層樓的。在-九二○

年與三○年代’用海外華僑的匯款建造。以灰磚搭建’內｝∣嗇和外牆的

樓’可讓家畜牲口自由進出’二樓通常分成幾個臥室’中間的區域保

留作為餐廳和客廳.我們借住的屋子’屋主是-對夫妻’在數十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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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秀墩生產大隊的土地Ni械與人II

自然村

梅塘村

大慶村

束頭村

新村

大寧村

搓州村

沙橋村

中界村

生產隊 土地面積（畝﹚

梅塘 50

大慶 2l0

上-﹑上二﹑下-、下二 655

新村 l20

大寧 Jl5

搓州 320

沙-、沙二 J85

中－﹑中二 300

總計 2’355

家戶數

20

︹↗

﹥4

228

3l

80

q』

86

76

66g

人口數

l02

267

95,

l48

3l8

358

4茹

308

2,895

附近的台城。大隊幹部說服她讓我們借住三個月‧為了讓我們的生活

更舒適’大隊拿出-些錢’在屋子的庭院裡建造兩間戶外的淋浴間及

簡單的水泥沖水馬桶‧雖然淋浴間沒有自來水’但我們能挑庭院的井

水’灌入淋浴間內。能用這些設施’我們很開心‧

大隊找了-位退休的廚師’以及兩位二、三十歲的年輕女子’

幫忙我們做家務’並協助聯繫我們選定訪問的村民‧我們支付標準的

薪資’金額約等同於他們在農田工作全天的收入.大隊幹部都在屋內

迎接我們’包括書記﹙-位寡言的農夫﹚、當地的華僑辦公室主任﹙大

家都叫他明叔﹚,以及會計﹙他還兼任小學數學老師﹚等人。劉教授遞

煙給每個人’和他們閒聊農事’緩和原本嚴肅的氣氛。我們又再重複

同樣的流程’但氣氛沒那麼從容’多了幾分緊張‧不過’當我用口語

的廣東話發表短短的演說’提到瓚月的砠先來自台山’現在還能說台

山話’在場所有人都面帶微笑,鬆了-口氣。行禮如儀後’我在晚宴

上’告訴他們要找早期移民的第-手資料有多困難’包括信件﹑「口供

簿」5……等等。明叔提到許多老屋子都有儲藏室’也許在那裡能找到

5 -八八二年「I勺排華法案通過後’想到美I戊I的中∣亟I人必須使lⅡ美∣哎I居氏小孩「I勺身份’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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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文件‧我們決定從這間屋子開始找.我們打開儲藏室’拖出幾個

發霉的紙箱’裡頭裝滿了兩代移民的來往信件﹑-本口供簿、族譜’

以及其他收據和文件.看到我們找到這些文件的開心模樣’明叔說:

「喔’原來妳們要找的是這些啊!村裡很多的‧ 」

合作小組之所以能訪談村民’最大主因要歸功於我們和純樸的大

隊幹部培養的良好關係‧明叔竭盡全力說服村民接受我們的訪談‧遇

到難題時﹙大多是跟經費相關的問題﹚’中山大學的人員扮演相當重要

的協調角色‧他們和我們-同待在村內’也直接證明這是有正當∣生的

研究.

其他幾項因素也讓我們的田野調查工作II偵利進行.每週有幾個晚

上’瓚月會為台山中學、公社初中與大隊小學的英文老師上英語課‧

我們兩個-起幫各級的英語教科害錄製錄音帶’並將這些錄音帶呈送

給縣教育局.當我造訪四邑地區的其他縣城時’當地人告訴我台山縣

將錄音帶發送給各級學校’也請求我幫I∣亡替他們製作錄音帶‧

就私人交情來說,瓚月、德華與仁秋和村民建立了輕鬆的合作關

係’因為他們長期住在村內,是社區的-份子‧我們送給每位受訪者

移民與歸化局﹙ImmigmtionandNaturaIizationScrvices﹚寄發的指示時’

求極為殷切’有人甚至騎了數小時的腳踏車’來到我們的寓居處請求

十二月中’我們的合作小組完成所有個人訪談’準備要離開。我

們在寓居處辦了離別宴’向村民-道我們的感念之∣∣青’村民致贈印有

前往美國。為了通過移民官的查問’想移民者必須買下其假扮身份者的詳細資料’記下

內容’這些文件叫做「口供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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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姓名的成堆禮物’也衷心地期待我們再回來。我們又舉辦了幾次

宴會’向公祉及台山縣的人道別’也獲得同樣溫馨的回應‧每個人不

斷地對我們說’我們都是-家人.為了讓我們最終的道別宴正式劃下

句點’同時開敗下-階段的聯繫’中山大學的黃副校長向台山縣黨委

害記鄭重致謝。除此之外,我們還錄下李校長十分鐘的談話’由於他

病重’無法前來台山.我們播放他以母語台山話留下的訊息時,聽到

他對我們的祝幅’在場人士都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等我們離開台山時’我們清楚我們絕對會再回來‧

文獻搜尋與官員訪談

搜尋和取得檔案資料與在美國找不到的絕版次級資料是很困難

的工作。劉教授在中國學術界的廣泛人脈與崇高聲望’起了很大的作

用.即使我取得了北京中央政府的介紹信’地方的典藏人員對於我能

閱讀的資料處處設限。這點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些文獻檔案不對大

眾開放,管理檔案的人員也很擔心可能導致的政治後果。經過劉教授

持績不懈的遊說和堅持’他終於和典藏人員設計出-個制度’由他承

擔讓我查閱文獻的責任。在小心翼翼地爬梳台山縣的檔案後,我們終

於獲准將我們認為重要的檔案製成微縮膠捲。對我們很有利的-點

是’有些台山縣缺少的初級資料（如《新寧雜誌》的期刊﹚’在舊金山可

以找到’所以我們能夠交換,填補他們的缺憾。

中山大學和UCLA的姊妹校關係’降低我們查閱其管制檔案資料

的難度‧同樣的’在台作研究的主題上’我們能在美國取得中國找不

到的資料’而中山大學開發其華僑研究資源的決心’使我們能提供中

山大學重要的協助’從中培養出互惠關係。

此種合作關係使我得以訪問到已成為中央或省級單位重要官員的

歸僑人士‧安排訪問的例行程序是’劉教授會先寄-封信到受訪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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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向受訪者介紹我’並說明此項計畫已獲得官方許可‧他告訴

受訪者此計畫相當有學術價值’沒有任何政治偏見。因此,我們的訪

問請求從未被拒絕過‧我們也成功地鼓吹-些人寫下在美國的經驗’

供我們存檔.

結諭

在合作的過程中’我們漸漸獲得兩項重要的認知:雙方都能從交

流資訊來源和資料的過程中受益’我們在研究方法與學術背景的差異

並非障礙’反而很有敔發性‧我們從互有保留’演變到全力合作。最

初我們堅持要分別發表’獨立掛名’但最後我們共同以中英文撰寫論

文’聯合掛名。有幾點事貫可證明合作計畫很成功。

台山的田野研究工作結束後’直到-九八-年初’我們每三到四

個月都會返回台山幾天’追蹤幾條線索’同時將研究範圍擴張到其他

四邑地區‧因為這個計畫激起的興趣’中山大學的東南亞史研究所重

新規劃其研究I∣偵位’建立華僑研究部門’雇有幾位全職研究員。中山

大學還派了兩位合作研究人員到UCLA的亞美研究中心’-位擔任博

士後研究員’另-位則是攻讀碩士學位。兩人都預定在-九八三年回

國’開設華裔美國人研究的課程。

這項合作研究也衍生出另-項合作計畫:我們與香港大學發展三

方合作的五年研究計畫’深入研究中國人□外移史。這項計畫要出版

此研究主題的分類書目共三冊、摘錄的第-手資料共兩冊’以及兩場

國際研討會。

同時’中國官方也同意’中國歷史與國際關係的研究與教學’

不該忽峴華僑研究‧第-個研究此主題的學會’在-九八╴年六月於

廣州成立’同年十-月舉行了全國研討會.中央也洽詢廣束祉會科學

院、中山大學﹑暨南大學與廈門大學,請他們發展這個領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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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研究機構的建立’讓此合作研究計畫獲得全國孀目。我們的

台作取向、互惠安排、與各級官僚建立的關係’以及和村人培養的I青

感’都受到熱烈討論‧

合作的問題與展望

合作的類型學

除了安排此中國移民的研究計畫’我也為同事安排其他研究計

畫’範圍包括人文學科到數理學科。根據這些經驗’我相信和中國學

者進行合作計畫的提案,不僅是互利’成功機會也比純由美國學者進

行的研究計畫還高。在決定要台作研究後’至少有四種台作模式可以

選擇’每-種模式的效果都不同。因為學者通常都要仰賴學術機構’

在個人與機構的研究興趣之間找到交集’是研究計畫能否成功的關

鍵‧圖-呈現四種可能模式及預期的結果。

個人興趣

有 扭f

有機
構
興
趣

敞可能成功 外事任務

怔
Ⅶ

打
小 疋後IjI】 最可能遭拒

I州一:合作的類型學

若-位中國學者的研究興趣與學術機構相符’研究計畫通過的可

能性自然很高,學者與學術機構都會大力投入計畫’這無疑是最理想

的模式’但兩者的研究興趣通常不會完美相符‧如果研究機構對於提

案的台作計畫有齟趣’也許其有興趣的原因跟提案計畫的研究主題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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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即使此機構的學者對於此合作提案沒有興趣’該提案也許還是會

通過。在此模式下’機構會指派-位學者和美國學者團隊合作’這位

學者會將此任務硯為「外事任務」’而該機構或許是希望能和美國主

要大學培養關係’認為配合美國學者的請求是累積人∣∣青’或是回報對

方‧換句話說’兩者的台作常被硯為是機構之間的互惠。當然’這通

常是誤解’因為美國的學術研究結構與中國非常不∣司。美國學者既不

可能接受其所屬機構指派的「外事任務」’或是有職權為其所羼機構做

決定‧這種誤解可能會造成雙方的不快。

相反的’∣青況也可能出現。中國的學術機構對於贊助提案計畫沒

有興趣’但其機構內的-位學者有興趣。在此種∣青況下’美國學者也

許仍有可能在沒有官方許可的∣∣青況下’和該中國學者台作執行研究計

畫’此種模式稱為「走後門」‧因為遇到問題時’無法向中國研究機構

求援’這種模式會對該中國學者本身造成風險’風險程度高低依研究

主題的敏感性與中國的政治風向而定。但因為多種原因’有些中國學

者仍願意承擔此風險:也許是提案計畫相當有學術挑戰性’也許是希

望能和美國學者合作’也許是希望能接觸不∣司的研究方法或是學習新

的技巧’有些學者的主要動機也許是希望能從中獲得個人的好處’像

是受邀去美國訪問。在中國’辦事是否I∣偵利,大多要靠個人的關係和

手法,若中方合作研究者的資源豐富又很活躍’對研究的推展會很有

幫助’〕lJ能不需要官方機構的資助‧但選擇這種方法時’美方需要注

意不要誤導中方研究者’或是危及其未來‧

最糟的模式當然是個人或機構都對台作提案沒興趣,該提案幾乎

都會被駁回。

上述說明的模式也適用於非合作性質的研究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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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有興趣的個人和機構

能否找到恰當的學者和機構參與合作計畫’要看美方學者對中國

政治／學術複台體是否熟悉。不只需要知道每位研究者在「做什麼﹑在

哪做」’也需要知道誰和誰有關係’以及相關人士兼任的多重職務。兼

任副省長的學術機構首長’比起和政府關係沒那麼密切的人’影響力

當然比較大’更能找到正確的門路’辦成事∣∣青。因為中國的學術機構

通常會彼此分工’其上級機關﹙如教育部或科學院﹚亦會分派特殊任務

給學術機構’要求其研究特定主題。因此’必須先知道每個機構專精

的領域’或是哪個主題已分派給哪個機構。這些資訊不容易取得’但

和中國學者與學術機構主管聊天時’可以拼湊出-二。瞭解-間學術

機構的發展計畫’有助於提案者提出適合的互惠方案’將雙方從合作

研究得到的益處最大化‧

找到正確台作學者的-大困難是:有許多學術論文沒有發表’或

是只有在內部發表。之所以不對外公開’是因為內容可能含有機密資

料’或是政治／學術單位尚未詳細討論此研究,認為公開時間「未成

熟」‧不過’我要強調:-項學術研究只在內部發表的決策’不全然都

是外來施壓造成’也可能是作者主動的決定’因其已將祉會規範內化。

-般來說’被分類為「內部」發表的研究不容易取得.中國研究

者到最近仍會將內部研究從個人著作書目Ⅲ除’將其等同於未出版資

料’即使這篇論文已發表’也相當重要。沒有這些資訊’美方學者若

要評估可能合作的中國學者的研究品質’很可能會因缺乏實際資料,

而感到大失所望‧

評估中國學者的研究,尤其是在-九六○年代出版的著作’還會

遇到另-個困難‧在那個時期’ 「作者」通常不是由個人掛名’而是單

位名稱或是特別委員會。除非讀者很熟悉此主題’否則很難知道誰是

真正執行研究的人.另-個衍生的問題是’在這個體制下’因為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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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的研究成果是隱藏的’其他人可以誇大其重要∣生,雖然可以嘗試

求證’但困難重重‧有時候會有學者宣稱他們曾參與某項計畫,但求

證之後才發現事貫並非如此‧

美國學者與中國學者合作時’必須知道中方的個人涉入程度會比

美方想像得高出許多‧祉會科學研究在中國仍是敏感度極高的工作’

中方學者與美方合作’本人需要承擔政治風險,即使此工作是上級指

派的。在討論特定的研究問題時’中國學者有時會說:「中國已對此做

出結論。」意思是此議題巳有官方說法’他們不建議其他不同於官方說

法的詮釋或證據。不過’只要研究者能以符合指導方針的說法’陳述

其論點’就可以解決此問題’美國十九世紀末的排華問題就是-個貫

例。雖然中方告訴我中國對此議題的觀點是:美國資本家想要驅逐中

國人’而勞工是受資本家的當’才會替資本家做粗工‧不過’我的中

國同僚終於同意我的觀點也是正統’亦即勞工不只是無主見地被資本

家操縱’而是為了他們的階級利益’對抗中國勞工所代表的「廉價勞

工」。

準慵研究提案

獲得許可的研究提案通常有幾個共同特色.除了-般的提案撰寫

準則外’還有幾點必須強調‧

分析架構:美國祉會科學家有時候會忘記’他們的讀者不熟悉非

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架構或專有名詞‧記得’中國學者對於資產階級的

社會科學心懷忌∣∣單’所以你的提案必須是「持馬克斯主義觀點的學者能

理解的’且感興趣的」﹙Dcmberger l980﹚‧我的建議不是美國祉會科學
家必須變成馬克思主義者’才能和中國學者成功合作’而是提案需要

解釋清楚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讓對方能夠理解.

語言:如果可能’以中英文撰寫提案。即使你的合作人選能夠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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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英文’但大多數政府官員完全不懂英文。因此’提案在送出之前’

必須先翻譯成中文.現在許多學術和研究單位缺乏好的譯者。英文提

案也許得擱置好幾個月才能翻譯完成’更糟的狀況是’最後可能還被

誤譯。

互惠:美國學者必須知道研究權限在中國是稀有品,對方會期

望能立即或在之後獲得某種形式的回餚。合作計畫代表雙方都可從合

作受益’說明中方可以從合作中獲得何種好處’是比較睿智的作法‧

在美國學術圈’學術合作通常只需兩位研究者達成協議即可。但是當

中國學者同意與美國學者台作時’中方很少會將此峴為兩人之間的事

務’而是視為兩個機關或甚至是兩國之間的事務‧雙方之間協議的互

惠安排’層級到哪裡’也不容易釐清。為了避免誤解’對於雙方的獲

益及互惠必須在提案內清楚說明。

明確但不自我設限:提案必須清楚陳述、明確定義研究問題’但

要避免侷限研究範圍.指出研究問題後’提議幾個研究地點’或是提

供選擇研究地點的大原則,讓中方機構有選擇。因為每個學術機構和

各地政府的關係皆不同’還不知道是否可行’就先選好特定的研究地

點,是非常不智的‧中方機構曾因為不能獲得某-地點的地方政府支

持’而拒絕合作提案。

演進過程:由於在解放前’與在中國做田野調查的西方學者的接

觸經驗普遍不佳’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餘悸’中國學者與學術機關自

然對目標宏遠的研究計畫’抱持保守的態度‧再說’某些學者的心態

很複雜’他們對於自己的學術成就很自豪’但因為中國學術界與外在

的隔離’又覺得其發展受限。這種心態導致的敏感情緒’通常不是美

國學者能理解的‧美國學者常見的學院傲慢’通常會讓事態更糟。因

此’最好是-步步地協調,∣∣曼慢建立關係’確定有留下空間讓對方提

出想法和意見’先提出規模合理的﹑可管理的研究提案’再協調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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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台的職責’讓研究計畫不斷演進發展.

結諭

早在-九七九年’就有數位美國學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檔案

研究和田野調查。有幾位是透過「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的國家計畫’

其他人則是透過機構的雙向交流或特別安排‧不管贊助單位為何’大

多數學者都會遇到取得資料、接觸受訪者與選定研究地點的問題。近

年來’因為雙方的誤解﹑濫用’以及對於學術研究之定義的看法分

歧’針對外國學者執行的長期社會科學研究計畫’如涉及田野觀察、

訪談或問卷調查’中國社會科學院決定要暫停接受申請兩年‧在中國

學術機關、政府與黨機器內’關於應如何處理西方祉會科學研究與外

國祉會科學家’出現非常激烈的辯論。許多人認為合作研究是好的機

制’尤其是在這段不確定的時期’因為此種模式可以讓中國學者和學

術機構接觸西方研究方法’減少誤解和濫用的可能性‧再者’持績的

接觸﹑討論和協調’不管是在定義和確認雙方的職責’或是尋求共同

的問題解決方法上’都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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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經濟危機、國家政策

與都市運動的台灣個案﹡
成露茵﹑夏鑄九

前言

本文討論台灣回應亞洲經濟危機的-個面向’這項回應的社會後

果’以及隨後展開的都市運動‧我們主張台灣案例必須安置於國家演

變、市民祉會的相應變化’以及兩者在全球化過程中的互動脈絡中來

理解.具體而言’我們試圖說明’雖然這項回應的特質是房地產投機

和金融制度之間歷史關係的產物’但支撐對於該危機之政策反應者’

是執政的國民黨所著手新的國族國家建造計畫（nation╴statebuiIding

pro】ect﹚’以及該黨堅持蕾有發展型國家﹙devcIopmcntaI state﹚模型的意

志。國家於宣佈政策之際’激起了-場都市運動’無心插柳地強化了

市民社會‧

王志弘譯﹑夏曉鵑校對.出處:C﹜﹞Cng,Lucica!】dChu╴】ocHSi副.2000‧ “AsiaEconomicC「iSis﹚

S〔a【cPoIicy, andUrb舢nMovemen【s;A﹦IhiwanVb『sion.”A血〃（形qPnP力2γl9（l╴2﹚:63╴73。本
文有-個較長的中文版本:夏鑄九、成露西﹑楊友仁, l999,〈經濟危機﹑國家與都市

運動:台灣對亞洲經濟危機之都市回應〉’《城市與設計學報》’第9／l0期’頁l╴56‧本

文修改前曾發表於亞太區域城際網絡（ln【crcityNctworks inthcA﹩ia╴PaciβcRcgion）第三次
會議’-九九九年九月╴至四日’日本大阪。我們感謝蔡建仁﹑徐進鈕、黃德北﹑吳欣

隆、郭良文﹑楊友仁、王維仁、曾旭正,以及本網絡的成員針對初稿提出的評論。本文

的研究獲得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資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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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經濟危機在台灣

-九九七年中以前’東亞新興市場經濟體持績而!∣央速的經濟成

長’令世界銀行宣稱的「東亞奇蹟」﹙-九九三﹚信實可證.通過媒體

宣揚’這個說法掩蓋了兩項為多數觀察者經常忽略的現責:東亞各種

經濟體之間的歧異’以及成長過程索求的成本﹙Raina,Chowdhuryand

Chowdhuryl999）.-九九七年七月泰銖的崩盤和蔓延’使得「奇蹟」

轉為「危機」.誠如「奇蹟」的形象過度強調了東亞經濟體的類似性’

「亞洲金融危機」這個說法也傾向於忽略-些關鍵差異﹙McLcodand

Garnaut l998﹚。此外’挑選某些比較容易測量的經濟指標’也低估了

這場浩劫’或是扭曲了危機的影響。

大概沒有人會不同意’亞洲經濟危機不受地理侷限’而是全球

l∣生的.由於資訊科技快速進步’尋求出路的剩餘資本強制打開了先前

受到管制的金融市場。這些國家面臨了兩難困局:繼績管制資本流動

有違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但解除管制幾乎肯定會打開外國投機的閘

門,形同自殺‧權衡這些考慮’同時維持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力’是

所有發展中國家面對的挑戰‧

亞洲經濟危機的典型討論關注的是貨幣兌換率和股票價格‧根據

這些指標’泰國、印尼﹑韓國和馬來西亞受創最嚴重,菲律賓﹑新加

坡和台灣次之’其後是印度、香港、越南和中國﹙McLeodandGarnaut

l998: 8﹚。-九九七年七月至年底的六個月間’對美元的貨幣貶值率

和股票價格下跌率合計’印尼和韓國高達97qb’馬來西亞80qb﹑泰國

75％、菲律賓68qb、新加坡與日本38qb、香港29％’台灣則為24％.

為了凸顯台灣相對健全的狀況’Kuo與Liu指出了「即使到了-九九八

年三月’陷入麻煩的國家已有明顯改善’台灣經濟體還是衰退幅度最

小者」﹙l998: l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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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這些及其他常見的宏觀經濟指標’像是國內生產毛額或國民

生產毛額成長率’以及通膨指標’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會同意’台灣迄

今從危機中幾乎是全身而退。他們要問的是’何以致此?

學者和媒體評論家提出了幾種解釋。有些人將台灣的表現歸功

於國家領導階層的智慧’以及經濟技術官僚的保守謹慎﹙KuoandLiu

l998 ;瞿宛文 l998﹚‧他們認為相反於陷入困局的經濟體’台灣的金

融體系相對健全’金融自由化的進程比其他國家有秩序。事責上’國

民黨邀了這種表現的功勞,還於-九九八年-月地方選舉期間刊登全

版廣告’標題是:「東南亞都傷風感冒了’台灣還可以穿短袖! 」﹙聯

台報 l998﹚

當地學者提出的批判性觀點則主張’弔詭的是’這-切應歸功於

國家官僚體制的無能’而非它們的能力‧根據這種看法’國民黨政權

嘗試模仿日本和南韓的發展策略’支持資本密集的重工業和大公司‧

然而’由於行政缺乏效率和金融集團的土地投機’這種策略並未催生

出三菱或現代集團這種規模的大企業‧因此’損害不大。「幸好國民黨

無能’才躲過了金融風暴」﹙莊珮璋 l998﹚‧

以《經濟學人》為代表的其他人’則歸功於台灣中小企業在應付危

機時的彈性和活力（ThcEconomis﹝l998﹚。相反於韓國大型企業的高額

外債風險’台灣小型公司的特質是網絡彈∣生和製造業競爭力‧再者’

國內創投資本的豐沛供應’也打通了私人儲蓄與生產性投資’將高科

技的資本形成從傳統銀行貸款轉移到了股票。-九九○年代初期’台

灣的資訊科技業在股票市場沒有什麼份量’但是到了-九九○年代

末,它卻佔了高達40％’成為台灣所謂的「股王」。通過華人科學家、

工程師和企業家的流通’矽谷和新竹科學園區之間形成了網絡’使得

台灣的資訊高科技製造業名列全球市場中最高的競爭力﹙Saxenianand

Hsul999﹚‧雖然經濟危機在科學園區裡造成了「50億俱樂部」 ’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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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年損失台幣50億元的公司’高科技產業卻能夠迅速復原.

少數學者懷疑台灣並未因危機而身受重傷的宣稱’質疑評估傷

害的方式。他們指出了關廠數量﹑地方儲貸機構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崩

潰’以及小公司的失敗率‧不同於由大型企業集圍主導的日本和南

韓’台灣中小企業向來在全球經濟中承擔了不公平的風險’令傷害變

得不明顯‧誠如-位學者指出的: 「南韓的經濟在剎那間崩解’而台

灣’卻是每日在出血. 」﹙蔡建仁 l999﹚其他懷疑論者認為官方統計

和會計方法既不公開﹑也不透明’要替什麼因素能解釋危機相對溫和

的衝擊﹙若真是溫和衝擊的話﹚下定論’可能還太早‧

我們無意介入台灣處境的宏觀經濟指標為何相對較佳的辯論’也

不爭論台灣整體經濟是否比她的多數鄰居健全。我們想要指出的是兩

個相互關聯的過程’作為我們針對危機之都市反應的後績分析背景.

其中之-涉及了-般經濟危機的l∣生質’以及它對於台灣的最顯著影

響;另-項則牽涉了台灣國家於-九九○年代的雙重∣生格’體現了蕾

的發展型國家與建構中的新國族國家的元素。

經濟危機與台灣國家

遵循Henderson﹙l998）和Castclls（l999﹚的觀點’我們主張受高度

吹捧的東亞「經濟奇蹟」和令人驚心動魄的經濟危機’都必須理解為是

全球化過程與國家、經濟及祉會叢集之間的動態互動。國內與地緣政

治經濟因素的特殊型態,導致了亞洲的發展型國家’保護亞洲經濟體

於-九六○年代至-九八○年代之間免於全球金融滲透和貿易競爭,

並創造了亞洲資本家與多國公司玩家的成長條件.隨著亞洲經濟體成

長’該區域的金融與貿易自由化壓力漸增’以II頂應急速擴張的全球貨

幣市場。每日外匯市場的交易量從-九八三年的600億美元’成長到

-九九○年代晚期的l5兆美元’資訊科技的發展則促使「羊群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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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tyandEps﹝cinl999﹚成為常態。經濟危機期間’撤出東亞的資金

多達美金l,005億元﹙台灣立報 l999﹚.隨著國家失去了先前對金融

投機的控制,全球資本現在可以在-有麻煩預兆時就整批逃離’這種

動作若還不是災難’卻已證明總是有所傷害。若沒有發展型國家對於

資本移動的嚴格管制’日本、南韓﹑新加坡與台灣的東亞奇蹟就不可

能發生’但它現在卻被靦為經濟成長的障礙﹙Crot﹝yandEps﹝cinl999﹚。

對台灣而言’亞洲經濟危機中最看得到的受創’是台幣貶值。

誠如前述’從-九九七年七月到╴九九八年-月’美金與台幣的匯率

貶值了24qb。雖然相較於其他東亞貨幣’貶值I幅度不大’但有鑑於台

灣的整體經濟穩定狀態’是否有必要貶值’不無疑問‧國家領導人出

於政治關切的直接干預’是眾多批評家同意的解釋。國際經濟研究院

﹙lns〔i﹝utc｛brlntc「na﹝ionalEconomics﹚所長柏格斯坦（P〔cdC.Bcrgstcn﹚

指控台灣在經濟危機期間貫施了最惡劣的競爭性貶值。他認為在所

有亞洲國家中’台灣是最不該大幅貶值貨幣的地方’因為台灣有巨

大的經常I脹l∣偵差與外貿I∣偵差’又坐擁當時全球第三大外匯存底﹙-

九九七﹚ ‧在他於-九九七年十-月十三日在美國眾議院銀行與金

融服務委員會﹙Commi〔『cconBankingandPinancialSe匠viccs,U.S.House

Rcprescntativcs﹚的證詞中’柏格斯坦揣測貶值是政治性而非經濟性的’

尤其是台灣領導人企圖讓台幣超貶以弓∣發香港金融風暴’令中華人民

共和國為之困窘。根據他的說法’台北政府不想見到「-國兩制」奏

效,因為如果香港的移轉十分∣I頂利’台灣或許會承受走上同-條路的

壓力（Bergstcn】997﹚ ‧
柏格斯坦並非獨持己見‧其他評論者也將台幣貶值時機連結上李

登輝總統的公開聲言台灣獨立’以及他對中國經濟崩潰的預測‧李登

輝的意圖是要展現他阻擋台灣資本流向中國的大陸政策’以及鼓勵資

本脫離對中國投資’轉向南方國家的區域政策’對台灣是最佳選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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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報 l998 ;亞洲週刊 l998﹚。這兩項政策都因為人民幣幣值平穩’

以及印尼與泰國經濟於亞洲危機中嚴重受創而挫敗‧無幌於總統的建

議和施壓,台灣資本大部分遵循自身的邏輯’避開了區域中陷人困境

的經濟體‧

-項普遍流傳但無法證貫的說法指出’直接來自總統辦公室的-

通電話導致中央銀行棄守台幣。李總統經常在關鍵政治時刻針對經濟

操作公開發言,以及他的個人干預風格,總是惹起批評者抱怨連連’

幕僚則趕緊「滅火」﹑「減少衝擊」或「損害控制」。李登輝近來有關台灣

地位的發言是另-個例子。他的「兩國論」是建立一個完全脫離中國的

新國族國家的清楚使命性宣告.這個立場在台灣島內獲得相當程度支

持’但這項明白宣示在許多人看來是不必要的冒險’因為中國已經公

開對這類宣示提出了警告。

台灣的國族建造計畫替它的經濟議程提供了-項解釋‧另-項解

釋則是台灣身為發展型國家的根深柢固自我意象’體現出-種成長導

向與國家指導的政策方向.

在驚駭中的國家回應

過度投機和信用擴張造成的經濟泡沫破裂’是亞洲經濟危機抵

達台灣的主要線索.台灣的大資本向來偏好房地產投機甚於生產和製

造業投資。土地資本很容易轉化為政治利益團體’對國家有-定影響

力‧國家的親發展政策促使投機者大量借款‧這種作法導致台灣有大

量未出售的房地產’-般人卻苦於不合理的高房價‧危機開始時’據

估計許多開發商積壓在房地產上的資金達l0億、甚至超過百億台幣‧

難怪長期大舉借貸’習慣以案養案的營建和開發公司是受危機影響最

深的產業‧高額利息支出成為這些公司的龐大負擔’對銀行和其他金

融機構也是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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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種危急情勢’於-九九七年七月泰國危機之後-個月上台

的行政院長蕭萬長’展開-連串調整’目標是穩定股票市場’減輕大

企業財務負擔。擔任救火隊的公私立銀行承受壓力提高備抵壞帳率、

延長償款期限’以及執行其他紆困方案。當至少3家頗具規模的銀行

遭逢困難’27家營建公司股價跌落谷底’以及謠傅許多房地產開發貸

款將於-九九八年底違約’政府領導人開始緊張’急於找到穩定銀行

和證券市場的辦法’避開更嚴重的經濟危機。

接近-九九八年終’行政院宣佈了台灣有史以來最昂貴的房地產

發展政策。名為「振興建築投資業方案」的政策’立即遭遇反對聲浪.

從政府的觀點看,這只是-個透過貸款給開發公司和購屋者來刺激國

內經濟的措施;但是對於長年投身爭取更好且可負擔之住宅鬥爭的社

會運動者’以及其他公眾而言’這項政策的設計乃選擇性地圖利富人

和特權份子。這項政策引發的都市住宅運動’由無殼蝸牛聯盟領頭’

包括了各種草根組織和專業建築師與都市規劃師’相對於國家對經濟

危機的反應’這是萌芽市民祉會之組織化關切的首次展現.

1500億的計劃

近年來’由於營建活動擴張’以及住宅市場疲軟’許多開發商積

壓了數十億元於房地產上。根據-份-九九八年的報告’34家上市開

發公司的利息負擔就高達257億新台幣’形成龐大財務壓力‧在幾家

公司及其關係企業由於財務困境而瀕臨倒閉後’其他開發公司的股價

迅速下跌’使得股東稱它們為「l0元俱樂部」。隨著-九九九年接近’

許多公司面臨了必須償付貸款或重新協商的關卡‧房地產貸款和股票

的危機顯然將會直接傷害台灣金融市場。

中華民國建築投資商業公會聯合會向政府請求協助。短短幾天

內,行政院就宣佈了l,500億元的「振興建築投資業方案」.這項方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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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組成:緩建新住宅以緩和供需失調;貫施較優惠的貸款和稅負

措施以提高大眾購屋意願;以及在政府內部建立評估與協調機制以提

供開發商管理上的協助‧

這套方案中最有爭議的部分涉及了刺激購屋者意願的措施‧這項

政策並未對潛在購屋者的收入、居住狀態’以及優惠條件下可購買戶

數設限。此外’申請案只適用新成屋’不包括既存的建築‧

營建業本身對這項政策也有不同反應‧大型上市公司表示歡迎’

宣稱該計畫可以替購屋民眾、營建業和總體經濟帶來三嬴。但是某些

公司抱怨’這項政策只有少數建商及已購屋者受惠,因此無助於整體

經濟。少數人發表意見’認為由於台灣已有五、六千家營建公司’是

合理需求的l0倍’讓部分公司自然淘汰’未嘗不是好事.

產業內部最強烈的反對聲音來自中古屋或預售屋市場。他們指

責政府欺騙’指出雖然政府宣稱要為-般民眾提供住宅補助’但責際

上是協助營建公司與銀行拿納稅人的錢來解決財務困難。有些人認為

政府匆促拼湊出方案’卻不了解住宅市場生態’以及關鍵問題在於房

價‧-月份’ 「房屋仲介公會聯合會」向行政院提出了十點訴求,包括

提撥600億元房貸給購買中古屋者;優惠利率限於無住屋者;引導利

率全面下降;首次購屋者貸款成數-律九成;以及檢討士地稅制等。

房屋仲介公會聯台會對於l’500億元方案的意見,與其先前對手無殼蝸

牛聯盟的看法並無太大差異‧

市民社會動起來

雖然許多人會質疑台灣市民祉會的力量與自主性’但沒人會全然

否定它的存在‧-九八七年解嚴以來’志願結社的數量與範圍’以及

公開抗議的頻率,顯示-個更熱衷於在新生的民主治理中承擔夥伴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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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祉會已然浮現‧至-九九八年底’台灣有超過4’000個正式登記的

非政府組織與非營利組織’以及至少相同數量的未登記草根組織。他

們的關切包含了核電廠興建﹑性騷擾、住宅與酒醉駕車等單-議題’

以及像教育改革、環境保護等更廣泛的議題‧市民祉會沒有表面上那

麼強健’乃因為許多組織接受國家補助’因此它們的正當性經常遭到

懷疑﹙ChcngandHsial999﹚。此外’由於成員重疊率高’每個事件中

都很常見到熟面孔‧即使如此’由於成長導向發展型國家無法滿足逐

漸分化人口的祉會和經濟需要’以及民主化成為國族建造計畫﹙na﹝ion－

buildingproIect）的-環而被迫有所進展,委婉稱為「自力救濟」行動的

公眾示威和公開請願’已成為政府官署前和街頭上的常見景象‧當民

眾認為「振興建築投資業方案」是為了解救銀行而非協助處理住宅問題

時’他們組織起來質疑該方案就不奇怪了‧

動員:串聯都市草根組織l

行政院宣佈「振興建築投資業方案」後三天’十年前曾經成功動員

超過-萬名房客抗議過高房價的三個草根組織-崔媽媽服務中心、

都市改革組織（OURS﹚和無住屋者圄結聯盟-形成了聯合戰線。自

稱無殼蝸牛聯盟的這個新組織’於-九九九年-月三日在行政院前展

開第-波抗議。這項行動弓∣起廣泛注意’並非因為聚集的人數規模﹙其

責不多﹚’而是因為媒體將它連繫上住宅運動十週年.週年慶也是讓無

殼蝸牛聯盟得以迅速反應的原因’先前參加住宅抗爭的人士’包括住

宅專家和消費者的組織’都為了準備紀念活動IⅢ彼此連繫。隨著對政

府紆困方案的負面反應擴大’勞工圄體也在隔日赴行政院抗議’要求

政府兌現先前替勞工和其他弱勢群體興建平價住宅的承諾.

l 住宅運動的詳刪I描述,參見楊友仁’l99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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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媒體和其他公民組織排山倒海的熱∣青鼓舞’無殼蝸牛聯盟升

高鬥爭’提出了新要求‧他們要求國民黨為過去十年的錯誤金融和住

宅政策道歉’徹底檢討l’500億貸款方案’並日╴盲佈可行的住宅政策以

照顧窮人和無住屋者‧

無殼蝸牛聯盟邀請勞工﹑環境﹑女』I生﹑教育和其他社會運動團體

聯手投入這場住宅抗爭‧隨後展開了-系列會議’形成了l8個圍體的

擴大結盟。經過-整週的抗議後’擴大的無殼蝸牛聯盟於-月十六日

提出三項基本訴求。這些訴求包括了暫緩貿施l,500億房貸方案、重新

研擬照顧弱勢族群之公平新方案’以及提出整體住宅與土地政策時間

表。

策略與結果

最初的負面反應和組織化的抗議’立即引起政府回應‧-月四

日’行政院宣佈調整L500億元住宅貸款方案‧政府宣稱方案的形成乃

根據三項原則:必要性﹑公平性與效益性。由於營建業地位重要,長

期停滯將對整體經濟有不良影響’貸款方案因而有其必要‧就「公平

性」而論’政府宣稱在l’500億方案中保留300億元供首次購屋的無自

用住宅者購買新成屋與中古屋’公平地協助中低收入家庭擁有住宅.

根據財政部長邱正雄的說法,方案之所以有效益,乃因旺盛的房地產

市場能刺激其他產業,包括家具、家庭用品和室內裝演業。因此’他

宣佈政府決定全力扶助陷入困境的營建和住宅產業（PrccChina】oumaI

l9,,﹚.

政府的三項原則遭到住宅學者和社會運動者嚴厲批評’尤其是「公

平性」原則方面。由於沒有限制購屋者收入’也不限購-戶’這項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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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正雄面對「公平性」原則的質疑’轉從「必要」∣生」角度辯護。邱

正雄舉日本經驗為例’主張正是房地產市場崩盤危害了日本的整體經

濟‧然而’反對勢力反駁日本的貸款作法與台灣大不相同,兩者無法

直接比較.

無殼蝸牛聯盟繼績串聯市民祉會裡的不同組織’建立-個策略形

成機制’並發展出參與團體之間的分工.-月二十二日’在確認主要

住宅學者的同意後’無殼蝸牛聯盟發表了整體住宅政策改革的主張‧

-月二十六日’營建署邀集產﹑官、學界代表及住宅運動組織參

加「整體住宅政策會議」第－次開會’無殼蝸牛聯盟提卅了它的改革架

構‧相較於代表參與之公民團體共識的無殼蝸牛聯盟提議’政府不同

部會在住宅政策上卻呈現分歧的觀點‧經建會代表指出經建會已有研

擬整體的住宅政策腹案’應該以此作為基本架構;財政部代表指出,

只有住宅政策影響住宅金融’不是住宅金融影響住宅政策;行政院秘

書處代表更指責先前營建署責施容積率管制不當’造成目前供需失衡。

面對互踢皮球的現象’無殼蝸牛聯盟決定鎖定行政院’召集了-

連串持績、小規模但活潑的抗議。即使有大量警力部署’抗議者的游

擊式運動證明很有效.當身為住宅學者的營建署長在住宅學會年會發

表他的政策綱要後’抗議運動的主要行動者之間達成了共識‧

連績幾波行動,對行政院長造成很大壓力’他宣佈住宅貸款方案

進-步調整’分配更大比例給首購者購置中古屋或新成屋‧整體土地

與住宅政策的架構也有所發展’在經建會草案基礎上修正’並納入學

者和營建署的觀點。無殼蝸牛聯盟也認為這個架構的基本特質可以接

受。出租住宅開發似乎是各方都支持的方向’剩下來的是執行問題‧

由於沒有具體計畫指出租屋補貼的財源’國宅基金在國宅興建計

畫停頓後也沒有清楚的使用說明’有些人認為這項架構只是個空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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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步成就’也顯示該組織已成長為市民祉會中的壓力圍體。無殼蝸

牛聯盟的當前目標是發展出在體系內可以有效監督政策執行的機制’

同時從外部施加壓力。-方面’他們希望與國家保持對話’尋找治理

結構中的縫隙;另-方面’則要拓展聯合戰線’延伸鬥爭來涵蓋其他

經濟正義議題。

再者’都市運動提出來的觀點開始質疑中央政府的地方都市與住

宅政策’要求改變國家角色﹑地方自主性、中央-地方權力關係’

以及祉區參與地方決策。各種都市運動團體採取的這類質疑’有助於

在台灣形成地方政府替自己塑造新角色的正當∣生。

結諭

反對國家提出l,500億穩定金融市場紆困政策的都市運動’迄今

似乎頗為成功.在動員起來的公民組織堅持下’中央政府願意加入對

話’最後達成雙方滿意的結果。然而’經驗告訴運動者’宣佈勝利之

前要謹慎‧缺乏獨立的法律體系’或是可以監督國家行動的市民祉

會’政府領導人傾向於不執行這些協議。台灣政府之所以願意回應公

共壓力’乃是新的國族建造計畫的部分要求-展現出台灣不同於中

國。公民組織十分清楚這-點’並經常加以利用.

對台灣來說’亞洲經濟危機是全球資訊化資本主義危害潛能的首

次警訊。雖然就統計數字而論’台灣沒有像其他亞洲經濟體傷得那麼

重’但傷害並不因為分散且隱藏於成千上萬中小企業IlI而無足輕重‧

隨著全球化展開’我們可以預期有-個開放、自由化’但漸趨不穩定

的亞洲。

對危機的政策反應顯露了台灣國家的演變‧-方面’國家遵循先

前發展型階段的作為’嘗試積極引導和協調經濟行動者來處理金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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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建立-項貸款方案以刺激國內住宅消費‧另-方面’國家投身危

險的政治動作以建立獨立於中國的國族國家’企圖透過貨幣操作和公

開預測中國經濟崩潰’令中國喪失信譽且備感困窘‧台灣國家的這種

雙重∣生格,則有利於市民祉會的成長。

我們主張台灣市民祉會的發展’同時與國族意識型態和發展型國

家產生矛盾.台灣應該繼績它的國族建造之路、尋求和中國統-’或

是維持現狀?雖然這是先前影響﹙若非決定﹚某人參加特定祉會鬥爭的

根本問題’但它不再必然是條分割線。當今的民眾組織不再陷溺於統

獨辯論,而是更感興趣於其成員的幅祉’以及社會信念的推行。他們

也不再l∣偵從國家權力.這-點展現於住宅運動期間’民眾要求有更公

開、透明且清廉的政府。市民社會雖然因為性別、階級﹑族群和環境

關∣I霎而彼此區隔’卻聯手組成無殼蝸牛聯盥’無靦於彼此在統獨議題

上的立場。

從前文描述的過程’我們可以察知台灣國家的雙重』∣生格’以及國

家於市民祉會與全球資訊化資本主義之間中介能力的長期弱化。這種

國家、祉會和經濟之間的新型態’導向了要求在新治理中自主參與的

有活力市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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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移工、台灣建國意識與公民運動﹡
成露西

前言

近十年來全球化的加速’使學者們重新思考國際法規、國家主

權以及個人權利義務三者之間的關係﹙Hcld2000: 】67－7l﹚‧這在捲入

世界人口越來越多的國際遷徙現象中特別明顯。人口流動的改變不僅

僅表現在穿越國界的人口數量、次數以及複雜性上’更包含受到流動

影響的國家的數目’以及人口流動模式的多樣化‧隨著人口的全球流

動和散佈’錯綜複雜的社會網絡及民問組織應運而生’並往往超越

任何-個國家主權所及的地域空間‧我們觀察到’與國際國家系統

﹙intcrna【ionaI systemofsta﹝es﹚及全球化市場興起的同時’一個跨國的

祉會也正在慢慢成形﹙Agnewl,94: 53╴80;Palk】999﹚。那麼’鑲嵌在
-個含有多元文化以及制度圍體的跨國治理系統中的個人政治身份將

如何定義?誰是公民’她要對誰申訴權利的剝奪’要對誰履行什麼義

務?除了國族國家﹙nation╴s﹝ate﹚所賦予的制度∣生保障之外,公民還有

什麼權利義務?從個別國家的立場來看’如何及以何種方法推動或限

出處:成露酋’2002’《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8期’頁l5等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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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國民及非國民的流動’才能在全球化的形式下維持和提昇國家的競

爭力?而不同國家的利益在-個國際化的政治系統中又該如何調節才

能避免不公及對立?這些問題在最近的文獻中已--浮現（BIocmraad

2000;Pais〔2000;CastlcsandDavidson2000）‧

本文致力探討-種新的跨國移工的政治身份。他們與傳統的移民

和移工在認同上有相當的差異‧國際遷徙學門的學者-般運用的概念

是有清晰的終點和起點的移入﹙immigration﹚、移出﹙cmigration﹚‧他們
認定這個遷徙的過程是人們把自己的根從出生地’移植到所選擇的另

-個國家的土地上‧由於國際遷徙往往是由經濟較落後的國家遷移到

較富裕的國家,因而當移工沒有成為移民時’學者們’尤其是自由主

義派的會感到詫異’這個現象於是自然成為-個需要研究的課題‧傅

統美國華僑史上-個最具爭議性的問題就是十九世紀後半到美國去的

華工究竟是:﹙-﹚從未想到在美國定居的過客;﹙二﹚還是本來就’∣青願

離開中國到美國去的移民?那些後來返回中國的’是不能適應美國生

活的失敗者;或希望在美國落地生根但因受美國白人社會歧硯而被迫

非離開不可的犧牲者‧「過客」﹙so】ourner﹚或「定居」﹙Se﹝tICr﹚這-對二
元概念是國際遷徙學門中的重要課題’而過客現象幾乎永遠都意味著

個人或祉會的失敗’特別需要研究和解決.近年來由於全球及多方向

的移工流動’而這些移工在任何國家的逗留又是短暫的、合約制的’

他們並同時保有跨國的祉會網絡’傳統的二元概念因此受到很大的挑

戰。異於過去季節性移工的模式’當今的跨國移工流動的範圍既遠且

廣.因為「國際遷徙」這個概念已經很自然的讓人聯想到特定的移出和

移入地’近年來-些學者傾向以「跨國散佈」（transnationaIdiaspora﹚取

代’而移動的人民就被稱為跨國移工（Licl996:303╴06）。

跨國移工的政治身份是目前的熱門話題。世界上所有輸出及引入

跨國移工的國家都為這個議題困擾。跨國移工的問題應該由輸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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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入國還是超越國家的國際組織如歐盟來負責?哪-種對保護栘工的

權利最有效?換句話說’被定義為跨國移工的人應當適用哪-種公民

權利?目前可以觀察到的現象是,個別國家賦予移工權利的性質和多

寡’從幾乎亳無權利可言’到除了全國性選舉以外接近本地公民的完

整的國家公民權﹙BIocmraad2000﹚。

有關全球化下的公民意義’理論性和規範性的論述都有所著墨。

例如CastlcS和Davidson﹙2000﹚就明確指出’全球化下國族國家模式

本身失去原有的意義’以族國為本的公民認定也明顯有所不足。如僅

以單-和個別族國╴份子作為公民的基礎,那就忽硯了其他集體認同

和當今人民對不同祉會多層次的歸羼感。因此必須探索對於公民這樣

-個概念的新理論方向.最重要的目的是將族國中的國族部分去除’

代之以開放的和有彈性的歸羼感’和建立超越國界的民主政治參與機

制.就最後這點’Soysal（l994﹚在-九九四年就提出了超國界的公民

概念’但他的論述被Paist﹙2000:274╴76﹚批評為學界的空想.在眾多

的論述及責際狀況中’國族和國家的關係’包括它們之間的複雜層次

的糾纏’仍然是最關鍵的問題.質言之’當今已有相當多的學者認識

到’發展-個新的公民概念是勢在必行的.本文即是類似的-種嘗

試’企圖探索在現今跨國流動的↓∣青況下’移工如何被吸收國接納,他

們的政治身份和公民權利是如何認定的?

我認為移工本身的意向（oricntation﹚、國家的建國意識型態（na-

non－state╴buildingideoIogy﹚、和空間領域概念﹙tcrritoriality﹚在跨國祉

會（transnational socicty﹚以及國際政治的氛圍下共同形塑移工的公民權

利主張﹙見表-﹚‧

本文企

公民身份界

殊意識尚未

圖提出-個觀察架構’並以這個架構來探討台灣跨國移工

定的可能模式‧我的論點是:弓∣領目前台灣建國工作的特

明確到足以形塑-個清晰且有-致性的公民政策來因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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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國際移工意向、建國意識﹑空I﹜｛I領域及移工權利主張

移工權利主張

Righ〔sClaimcd

移工意向

Migran【Orien〔at1on

建國意識

S【atC╴buiIdlng
idcoloRy

空間領域

Tbrri【oriaIi【v

領域規範

正rri【orlaIIv╴bound

在地權利

Local（municipaI﹚ etc.﹚

排他主義

Exclu5ion

外勞

Porci戶nworkcrs

公民權

CitizensIlip（national）

移居者

lmmi戶rantS

I司化主義

Assimih【ion

鬆動疆界

I﹞orousbo『dc【S

雙／多重公民

DuaI／Mul【iPIe

CitizenS｝﹞ip

多元文化主義

MuI『iCu﹛turaIiSm

嫵疆界

BorderlesS

跨國者（空中飛人﹚

TTansnationa】s

基本人權

BasicHumanriRhts

多民族丰義

Mul【inationalism

跨國丰義

TTansnationalisn﹞

球化下在台跨國移工的權利訴求。台灣的移工權利運動者,面對民眾

的種族偏見和本地勞工的抵制’被迫向國外組織尋求奧援‧他們的呼

籲巳得到致力於世界移工權利的跨國組織的回應。當移工不僅是-個

暫時的而成為是-個永久性的現象時’國家和祉會必須正幌他們的公

民權利訴求與主張’無論這個主張有多大的侷限。

移工意向與空間領域

對當今全球人口流動的關注’反映出我們對國族和國家的關係

的不安。移工的家庭、所屬的民族和祉群已穿越移出和移入國的國

界（ChengandKatzl998;Ongl999﹚。-個國家對移工採取的政策多

取決於它的建國意識‧正如表-所示’移工意向、建國意識、空間領

域’及移工權利主張是構成本文分析架構的主要因素.前三者的關係

可以影響在地移工權利運動策略‧每-個因素都不是靜態的,必須放

在歷史的脈絡中去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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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全球化改變了國際人口流動的傳統模式‧移入和移

出的概念已不似以前那樣分明’移工在不同國家駐留的互動經驗所產

生的身份意向也較以前更為不固定‧當今觀察到三種類型:外國工人

或外勞、定居者’及跨國者。外勞基本上不會在工作國逗留超過-定

的時間,原因可能是移出、移入任何-方或兩者政府的規定’或個人

的因素‧他們╴般與母國保持密切的關係’較不介入工作國的政治和

社會。定居者則相反‧雖然他們未必與母國斷絕關係’但急切的希望

成為新社會的-員。這兩種意向都是傳統上所熟悉的’外勞與傳統的

「過客」不同在於’「外勞」往往期待可以再回到接納國或前往其他第

三國,「外勞」的身份是穩定地在不同的空間領域流動‧第三種’即跨

國者’戲稱空中飛人’則是全球化的產物’也是人對全球化祉會的-

種適應模式（modcofadap﹝ation﹚‧過去十年某些跨國移工的日常生活
和工作都並非僅在母∣剷或接納國內進行’而是同時在兩個﹑甚至兩個

以上的國家內完成﹙Basch’Schi】IcrandSzanton╴BIanc l994﹚.雖然他們

之中有很多是高學歷的白領階級或生意人’但有越來越多的藍領跨國

勞工也呈現同樣的模式‧他們的祉會網絡和活動空間已不為國界所限

制’因此傳統依附於國族國家的公民概念受到嚴重的挑戰﹙BIocmraad

2000﹚。這些同時認同母國及工作國（可以是複數﹚’也持績並經常與兩

以「空中飛人」稱呼近年來穿梭於台灣、香港和美國﹑加拿大﹑甚至中

表-另-組考慮與空間領域相關’可區別出三個基本型態.

多數國家都屬於第-種’即主權所及的疆域主張。這種疆域國家的

概念近年來由於國家對子民的權力行使已經超絨國卡疆界而受到挑

戰。有些國家甚至承認海外同裔者可以在母國政治中有代表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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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的僑選立法委員‧國界因此已被認為非凝固的而是可被穿

透的（porous﹚。有些學者更認為在全球化下’國家可以是沒有界限的

﹙borderlessstate﹚（Agnewl994;StaIkcr2000﹚。

跨國移工可以向誰去主張他們的權利?近年來的貫例顯現’當接

納國踐踏移工的生命權時’母國的態度基本上是曖昧的‧它只會因母

國或跨國人民圍體如AsiaPaci6cMission｛brMigrants的抗議而介入’採

取外交手段冀求解決‧菲律賓傭工在沙烏地阿拉伯的遭遇就是-個典

型的例子﹙AsianMigrationNewsPcb.l5’200l﹚.由於跨國移工對母國

有相當的經濟價值’母國和接納國對他們的工作條件和工資也常有爭

議‧勞工本身的權利在這樣的國際交涉中並不重要。二○○-印尼與

泰國反對台灣將膳宿費納入外勞薪資內’台灣勞委會即表示要全面凍

結印﹑泰外勞弓∣進﹙工商時報200l﹚‧

國際關係也會影響外勞的處境‧最近泰國政府拒絕給台灣勞委會

主委陳菊簽證.對於泰國這項「不友善」的決定’陳主委表示將「重新

考量調整雙方勞工事物關係」﹙台灣立報2002﹚‧數十萬泰勞本身的

的政治組織恐也難逃被強國所左右的命運.雖然如此’當母國與接納

國都不能為外勞伸張正義時’-個可以接受外勞權利訴求的超國家的

建國計畫（statc－buildingProiect）秈國民建構的意識型態

﹙ideologicsofincorporation）

當今所有的國家都允許外來移民經由「歸化」（na﹝uraIization）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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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國的國民’但所採用的歸化條件都各有不同‧現行的三種基本條件

分別是:血統﹙／〃JJα〃g〃i〃∕j﹚、出生地或籍頁（／〃JJ0∕i﹚’以及居留地﹙∕〃J

α0加』㎡∕／﹚﹙Pais﹝2000）‧-個國家採用哪種條件或哪種條件組合’反映

這個國家背後的建國意識。表-將建國意識分為五類:排他論、同化

論、多文化論、多民族主義’及跨國主義。視血統為近乎唯-國民條

件的國家屬於第-類’即排他論模式。德國和日本’尤其是在二次大

戰前’是這類的典型代表。第二類的同化論模式強調’不同民族或背

景的個人融入共同的文化’以-九六○年代前所謂「移民國家」的美

國、加拿大和後來的澳大利亞為代表‧雖然這些國家對他們認為可被

同化者都表示歡迎’但新移民所帶來的文化並陳現象只是短暫的’多

文化僅為-過渡現象‧儘管新的移民需要-個很長的時間才能完全融

入當地社會’但完全融入是可以期待的‧第三類模式’多文化主義不

似同化模式靦文化多元現象只是-個過渡的階段’而是把它靦為是可

以及應該穩定並存的‧個人的和團體之間的差異不是陌生或疏離的標

指出’多文化主義仍預設有-個主要的文化,或-個占支配地位的普

遍文化。它要求對差異的尊重’但趨向對那些與「核心文化」不同的

和國都在法律上正式宣稱此種建國意識’雖然它們的責際運作大為可

議﹙Rosc﹝﹝ l99l:

到目前為止它還不是任何國家貿際推動的建國意識’但由於全球化的

提出’它們都以跨國市民祉會的形成為重點.兩者的分別在於對地域

國家（territo〔iaI sta﹝e﹚的看法.-種認為國界正在消失’另-種卻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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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疆域的國家仍為公民的載體’應當持績保有它的合法性和力量（Palk

l9,,﹚‧然而’兩者又都提出相同的問題:當祉會已不被包含在地域國

家內’社會和國家的關係究竟為何?

東亞國家如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本和韓國都以皿緣為

公民認定最主要的原則’即對所有能主張共同砠先的人’不論后種丰

張是真的或想像的’都予以容納’同時基本上排除不同血統的他者。

然而,這幾個國家在如何將血統結合出生地及居留地來認定公民資格

卻有相當的差別‧比如日本對待移民國外的日裔人民和中國對待國外

的華裔人民就很不-樣。九十年代日本政府為了要吸引拉丁美洲生長

的日裔人民去日本工作’而特地製造出-類「次公民」﹙denizen﹚的分類

﹙Mo「i l997﹚’I他們的政治祉會地位介於日本公民與外國人之間‧造

成這-新的反向移民法規的考慮有二:-是日本嚴重的勞動力短缺’

尤其是所謂3D的產業（即骯髒dir〔y﹑困難di腑cuIt 、危險dangerous﹚ ;
-是日本企業不願僱用外國的非技術性勞工﹙Okal994﹚。日本同時比

較排斥在國內的非日裔者如朝鮮人’即使這些少數民族已有好幾代在

日本生長了。在境外工作了很長的-段時間後回到日本的日裔人民’

他們的子女所享受的權利遠超過境內少數民族和外國人的子女‧雖然

日本憲法對外籍勞工的身份並無清楚的規定’但-般都認定社會權’

如受教權’僅對日本公民適用﹙OkanoandTbuchiya】999: ll0－37﹚。

大韓民國在某些方面與日本相似’但某些方面卻又接近台灣‧華

裔韓人在韓國的法律地位與韓裔日人在日本相似’都是居住國的邊緣

人民‧但韓國又比日本模糊﹙Lec2002﹚。這三個國家的境外人民都和

其它外國人的法律地位有所差別’可是這種差別並不穩定’在-定的

程度上受到母國政治考量及經濟上對資本或勞工的需求‧

l 自巴西回日本工作的23萬日裔勞工,很多由於日本經濟蕭條和對包括具有日本血統的外

國人的敵意而返回巴西。AJrα〃川k7河〃o〃／W!uJ’lE3】Augus【’20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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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建國以來-直認定境外的華裔為中國人’並且准許他們

參與母國的代議政體機構如立法院和國民大會。境外華人在-九--

年的國民革命、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近代史上相當

熟悉的。這個中國國族的概念是經過十九、二十世紀的論述所塑造的

﹙梁敔超 l902;Chowl997﹚’被納入中華民國／台灣及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憲法之中’並且廣泛的為華人所接受﹙沈松僑 l997﹚‧中國人

和日本人對國族看法的差異’可以從兩句話得知:「生下來是中國人就

永遠都是中國人」;及「你不可能是日本人’除非你本來就是日本人」。

這三個以血統論為主要納人原則的國家’正因外勞持久的存在而被迫

審視他們-貫的公民資格認定標準。聯合國移工及家人權利保障公約

（UnitedNationsConventlonon〔hePro﹝ectionoftheRightsofAlIMigran【

Worke【sandThci【Family﹚明訂外國工人不論身份都享有-些基本人

權‧聯台國和其它國際」∣生組織’包括宗教的和非政府組織NGO如「國

際移工」（Migran﹝clntcrna〔ional﹚正建立某些各個國家需要遵循或至少

回應的規範.這種來自國際國家系統﹙intcrnationaI systcmofstatcs﹚和跨

國公民祉會﹙transnationalcivil socicty﹚的壓力促使上述每-個東亞國家

從自身的文化及歷史中去探索找尋相關的資源’俾能重建制度和開發

新策來∣丞I應外勞的權利主張.

最近日本選民選出了有史以來第-位非日裔的議會代表--位

六十-歲的芬蘭移民﹙LosAngeIesTimes2002.2.l6﹚。在接受訪問時,

他說:「在日本有將近兩百萬人不具日本公民身份’和日本人比起來’

他們的權利十分微薄。我要讓這些人活得好些! 」他的當選意味著日本

的種族、國族、公民之間的關係正在改變‧Z

2 參閱γbs﹜】ioSugimo﹝o. 】9,9.‘‘MaI《ingScnseofNihonlinron‧”奶α∕J匠汾uc〃57（May﹚;8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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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的權利主張

跨∣或∣移工的流動意向、接納國的建國意識型態及對空間領域的認

定’在具體的歷史條件及國際關係下’有力的影響移工的權利主張和

從而產生的祉會運動方向‧表-區別了四種移工的權利主張:

﹙-﹚在地權利:包括某些民權如地方性的選舉權’和祉會權如居

住權、受教權等‧當今西方民主國家很少拒絕賦予境內居民

基本的社會權,即使這些居民並非該國公民;

﹙二﹚國家公民權即工作國（移入國﹚的國民所擁有的公民權;

﹙三﹚雙重或多重公民權即╴個人享有移出﹑移入兩國的公民權;

﹙四﹚基本人權。

考慮以上移工意向、建國意識及國家領域三種因素’我嘗試探

討最有可能產生的移工權利運動。茲以美國與德國為例。前往同化為

建國意識的美國的移工被認定期待取得居留權並成為美國公民‧因此

他們趨向主張歸化的權利’儘快、儘無阻礙的入籍取得公民權。美國

致力於移工幅利的非政府團體往往把工作重點放在移工的民權﹙civiI

『igb〔s﹚上’並堅決主張取得公民權是移工獲得平等待遇的唯-途徑‧
然而’以種族國族主義和排他意識建國的德國正好相反。最近德國政

府企圖修改-九-三年的國籍法’允許在德國生長的第二代移民獲得

公民權,卻遇到前所未有的挫敗﹙EI╴Tayebl999﹚‧在德國的移工趨向
把他們爭取平等待遇的運動放在如住屋、健保等祉會權上,∣大I為他們

十分了解血緣對德國仍然具有很高的重要性。

-些學者提出公民的權利應跳脫以總體之-份子的會員框架﹙me﹣

mbcrship﹚而改以參與﹙par﹝iclpation﹚與否來認定﹙BIocmraad2000﹚。凡

是參與當地的經濟、祉會、政治生活的居民就應享有公民權。這樣的

提法同時避免了陷入國族和國家的陷阱’具有-定的前瞻性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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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諭述中的國族和國家

百年前孫中山在滿族統治和外國帝國主義侵略的脈絡下將民族認

同和國家建構結合在-起’反映了中國強調血緣和砠先的傳統﹙孫文

l985﹚‧此-國族主義思想使得過去五十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

民國理直氣壯地相互的主權主張有其正當性。然而’隨著台灣的經濟

成長和緩∣曼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民主化過程’和受到世界政經局勢的鼓

舞’傳統國族主義意識受到貢疑’造成目前台灣國家建構的進程中必

須面對諸多對國族的不同詮釋’后些誶釋相互爭奪在建國意識型態的

支配地位。檢峴近來針對過去﹑現在及未來國族與國家之關係的中文

論述’不難發現這兩個概念-直是複雜且流動的‧二者之間的關係隨

著國內和國際形式的改變’也從二十世紀初的連結’到之後的分離’

和最近的再次卻又有所不同的連結‧

簡而言之’早期的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採用國族主義的原則來

進行國家的建構’雖然在對待台灣問題上’他們的立場比較搖擺和模

糊（Hug｝﹞cs l997﹚。這種模糊性在-九四三年國﹑共兩黨同時宣稱日據

的台灣是中國領土之-部分而消失。自-九四八年至-九七○年代’

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皆宣稱擁有彼此的主權‧因此光復大陸、

解放台灣同胞分別成為兩岸的口號‧他們各自對統-的訴求持績為兩

岸政府及國際政治的議題‧

在此同時國內和國外始終有-些主張台灣獨立的聲浪’雖然不同

的政治團體各有諭述’但簡單可以歸納如下:

﹙-﹚台灣從來就不是中國大陸的-部分’這從-八九五年滿清政

府不顧台灣島上住民的反對將之割讓給日本’就可以明確看

出‧正因為滿清政府不認為台灣是帝國不可分割的部分’台

灣人對中國沒有歸屬感不應該是什麼奇怪的事’何況父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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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棄養的孤兒本來就無權要求對方歸屬‧

﹙二﹚台灣人無論在種族或血緣上明顯與大陸不同。他們是原住

民、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荷蘭人、葡萄牙人、日本人混雜

所生的孩子’當「台灣人」不再是中華民族的分支’中國自然

也不應宣稱擁有台灣的主權.

﹙三﹚縱使大部分的台灣人是十八世紀中國移民的後代’擁有與大

陸中國人相同的血肉’也並不代表要從闢於同-國家’新加

坡便是採取這種論述的例子:新加坡是-主權獨立的城市國

家’境內有超過百分之九十的華裔人士。

（四）近百年來島上人民共同的歷史和經驗和大陸人民截然不同’

這足以使他們二者之間的差異比相似更多.就如同孩子或兄

弟長大後各自成家立業-般’因此大陸不該宣稱擁有台灣主

權‧

﹙五﹚台灣在經濟上的成就領先大陸‧如果被迫與較貧困落後的大

陸統╴’台灣的經濟就會受損。

（六﹚台灣是-個民主國家’大陸是個社會主義-黨專政的國家‧

這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意味著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台灣的

人民’無論他們是什麼族裔’應該有權決定自己如何生活‧

從以上看到’對於許多主張獨立的人來說’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

是兩碼子事。他們認識到西方族國概念根植於民主政治’在民主的前

題下’進行國族與國家的分離’讓主張屬於同-民族的人可以建構不

同的國家’或不同族裔的人建構統-的國家認同。當獨立是目標的時

候’將國族與國家分離的作用是在國際體系內認出敵人--個外來

勢力非正當的企圖取得政權‧可是當「他者」被認定後’政府必須決定

「我們」是誰‧因此’在台灣的國家建構中’民族主義的原則復甦’國

族與國家又重新被連結’雖然它的內涵與以前有很大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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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敏在-九六四年曾首次挑戰國族與國家的連結。-九七二年

他再度質疑民族、國家與政治的關係:

中國人必須學習將種族﹑丈化、語言與政治、法律’區別清楚’

不再認為儿種族、丈化﹑語言上與中國相同的’在政治法律上’

也應該屬於中國,不再把要求自決的漢人後裔’咒鳥為「漢奸」。

有些中國人,為自己方便’歸化為另一國家公民’如美國公民’

並不是中國的叛逆’同樣道理’一群漢人後裔,基於歷史和政治

現實,表示正當願望’要求成立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建立自己

的國家’也不應當做叛逆‧中國人應該瞭解’一個人可以為漢族

和丈化遺產’感覺自傲’但同時仍希望在政治和法律上’與中國

脫離關係……﹙彭明敏 l988 :282﹚。

那麼’台灣要以什麼人民納入原則來建構-個新國家?七十年

代的彭明敏沒有提及文化與血統的傳承’而強調政治祉群及民主主

義‧我們無從得知他是認為前者不重要還是靦之為理所當然‧乍看似

乎與班.安德森﹙Andc「son l99l﹚的「前瞻性」國族建構相呼應’企圖

將因各種差異分隔的人民組構成集體導向的公民。然而彭氏在跨國

移工權利問題上的沉默’又不似憧∣∣景安德森對「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Iism﹚的想像。

以上提到與國族和國家相關的論述’有兩個方向支撐目前針對跨

國移工在台灣的權利的探討‧-種方向是繼績強調血緣原則’及排除

不具有﹙真的或想像的﹚相同血脈的人‧即使國籍法巳有修改﹙國籍法

八十九年二月）’不是華裔的人要取得公民的身份仍然是十分困難。但

這並不表示所有被認為具有中華血統的人都可以自然成為台灣公民.

除了少數民族以外’中華人民共和國94％的華裔國民’都被排除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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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族與國家之外。

意識到這個弔詭’台灣政府覺得有必要予以澄清:「大陸地區人民

亦為中華民國人民’其雖有進入台灣地區活動和工作之自由’惟為顧

及台灣地區之人□壓力,並為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責有加以限

制之必要……」﹙行政院大陸委員會5253號公文 l992.ll.l8﹚。由此

可見’雖然血統和砠先仍然是接納的原則’政治的考慮還是強勢的中

介.血緣原則讓台灣可以正當的主張海外華裔和台灣的特殊關係’但

政治和經濟的考量又使二者有清楚的界限.大陸華人被排斥在外’其

他海外華人’尤其是高學歷、有高級技術或對台灣經濟發展有利的華

人’在法律和責際運作上都可獲得優惠。台灣的新國籍法特別允許某

些高科技的職位可由具備雙重∣喇籍的華人佔有’但卻排除某些其它的

職位,就是-個例證。

因應涉外婚姻的劇增和台灣現代化建設﹙modcrnizationprolcct﹚’
血緣原則在新國籍法中已經不似以前那麼僵硬‧居住地原則現在是非

華裔者-個歸化的條件.這似乎意味台灣的建國意識有自「排他性」轉

移的跡象.但從對待跨國移工的方式來看卻又不盡然.

台灣的跨國移工﹙外勞）

在台灣人的日常詞彙中只辨識兩種勞工:本勞和外勞’而沒有所

謂移工﹙migrant Iabor﹚。外勞理所當然的被認為是移工:暫時的、外來

的、異類的。台灣本士的工人’無論設籍或經常居住在什麼地方’都

是本勞。這種本勞和外勞的差異在中國大陸勞工開始來台前似乎還行

得通。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大陸人民也是中華民國國民’不能被峴為

「外國人」。但貫際上’大陸人民抵﹑離台都受到嚴格的限制’他們的

身份不是「本地人」而更接近「外國人」。台灣政府明確的把大陸人民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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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在適用於外勞的規劃下’但似乎對於如何對待他們很感茫然。-般

也許會以為台灣缺工時’會優先考慮和我們有共同語言及文化傳承的

大陸工人。但貫際上’台灣對可能湧入的大量大陸工人心存戒懼’反

而給其它國家的勞工﹙外勞﹚優先。如前所述’海外華人在台灣享有特

殊的身份’但階級和職業是-個強烈的中介因素‧有技術和財力的海

外華人受到政府和民間企業有意識的籠絡,但-般藍領外勞是否是華

裔則並不重要。因此本文中的「外勞」指的是從外國移駐的勞工’不分

是否為華裔‧

經濟學家通常認為在-九六○年代中期之前’台灣是-個勞動

力過剩的地方‧快速的經濟發展首先導致農業和工業’然後各產業之

間勞力的競爭‧特別是在無或低技術的建築和某些製造業上’開始缺

工.雖然台灣-直有少類科技和專業性的外國僱員’但低技術的外勞

開始出現是在-九八○年代初期.到了-九八六年’後者開始成為媒

體經常討論的議題。究竟八○年代後期台灣有多少外勞’並無可靠的

數字’通常的估計自-萬至三十萬不等﹙吳惠林、張清溪 l99l﹚‧-

九九○年政府正式有限制的開放外勞引進’以後並逐漸由補充l∣生的考

量,過渡到替代性的弓∣進﹙劉梅君200（﹚﹚

表二呈現╴九九-至二○○二年各國外勞在台灣的官方統計數

字’其中有兩點值得強調‧（-﹚ 、直到二○○-年’菲勞和泰勞-直

占多數;及（二﹚、泰勞下降時相對的菲勞和印尼勞工就增加;菲勞降

低時’印勞又相對增加。這裡顯示的族群取代現象在其他國家中也常

見‧-般解釋是「分而治之」防止串連’便於管理;在台灣菲傭被印傭

﹙表三﹚取代的重要原因是前者工作經驗豐富﹑較有組織,比較知道如

何抗拒不當對待和爭取權益。這從仲介的宣傳及雇主宣稱「印傭比較

乖」中可見-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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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外跚勞工在華人數按國籍別分, l,9l╴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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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外籍勞工管理及運用調查報告》’台北:行政院勞委會。

以從事的工作而言﹙表三﹚’泰勞和菲勞’尤其是泰勞集中在製造

業。兩者主要的差別是’公共建築業中泰勞居多’家庭僱佣和監護工

中則以菲勞為多‧-九九九年印尼勞工的增長’多數是由於家庭僱佣

和監護工的需求擴大所致.職業分配的差別反映性別分工的差異。泰

勞中男性居多’反之’菲勞和印勞中女性則佔多數。這種差異也反映

在政府對待外勞的政策和祉會對外勞的態度.

可是不是所有的產業都同樣受到所謂勞工短缺的困擾.如表三所

示’外勞集中在製造業﹑建築業和私人僱佣及監護工等服務業‧沒有

受到衝擊的產業反對弓∣進勞工’他們強調由於外勞的出現可能產生的

祉會成本’如犯罪、人口擁擠等等‧台灣媒體也經常誇大的報導外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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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和其他地區的負面印象。同時’外勞和本勞工資的差異﹙見表

四）’也引起受衝擊的本勞和未受直接衝擊的資方聯手’-起反對引進

外勞。公開的和隱含的種族歧靦充斥在公共議論中’這些最終形塑了

台灣外勞政策的法規和責際運作﹙立法院秘書處 l99l﹚.

表三:外籍勞工按行業別與國籍分,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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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包含家庭監護工

外勞的出現來自世界資本主義發展造成的推拉邏輯:二十多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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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外勞﹑本勞薪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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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L外勞資料來自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出版的《外籍勞工管理及運用調查報告》’民國八

十二年至八十九年。其中外籍幫傭的資料為每兩年統計-次。Z本勞的資料來自行政院主

計處出版的《薪資與生產力統計年報》’民國八十九年。3.外勞的薪資取平均薪資（含加班

費、獎金等﹚,而非經常性薪資。4.本勞的統計資料中,製造業與營造業的薪資統計分為

「職員」（saIaricdworkc「s﹚與「工員」（wageea「nc『s）’這裡取的是工員的平均薪資‧5.由於本
勞的統計資料沒有包含監護工或幫傭’因此Domcs﹝ic項目取的是「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

（∞mmuni﹝y,socialnndpc『sonal sc『viccs）中的「其他個人服務業」（o﹝herpe『son副I scrviccs）;其中

又分為『監督及專技」（supc「visor﹚以及「非監督專技」（non╴supc『vlsor﹚ ’這裡取的是非監督專

技的平均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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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府引導的資本主義經濟成長和鄰近國家相對的經濟滯落‧這個

脈絡下有幾個因素和台灣開放外勞密切相關‧如圖-所示’出口導向

的經濟發展策賂造成-九六○至-九八○年代的經濟成長.這又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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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上升’損及資本家的利潤。同時’由於對技術工人的需求增高’

教育機會擴大’人民受正式教育的時間延長’因此對低或無技術的及

工資偏低的3D工作意願降低.甚者’由於經濟的成長’和必須維持持

績的成長’國家開始-系列的基礎建設工程’增加了某些特定的勞動

力需求‧這些需求又推動了受影響的產業往國外尋求廉價勞工。

台灣的政治發展在這個過程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九四八至-

九八八年的動員戡亂時期把工人納入-個政府控制的工會中’並不得

罷工。可是八○年代後期’勞工不滿的情緒日增’抗爭浮上檯面.真

正的和潛在的勞工抗爭和茁壯中的勞工組織嚴重威脅資方。於是’在

政府嚴格控制下的外勞成為-個理所當然的選擇。

「他者」利「我們」的界定

-九九二年立法院通過的「就業服務法」可以視為政府不經意的為

在台灣的建國運動中分辨「他者」和「我們」而提供的-個形塑國民的法

律架構。

「就業服務法」對「國民」和「外國人」做了清楚的界定‧外國人包括

無國籍者’具有外國國籍同時以外國護照入境者,或以中華民國護照

入境但未設戶籍者‧換言之’如果是華裔’無論是否具有其他國籍’

只要以中華民國護照入境和具有永久居留權即可硯為國民。這個規定

確認血緣和居留地兩項原則在分辨「我們」和「他們」上的重要性（67

條﹚。但緊接著上項條款的第68條卻不容我們如此論斷。這項條款指

出’除非有其它適用法規’僱用和規範「大陸地區人民」將依適用外勞

的規定處理。可見政治和國家安全的考量問題化「中國人」這-概念。

「大陸地區的人民」是否是和台灣的中國人-樣的中國人?他們是否如

其他國家的華人?或者是特殊的另-種華人?大陸地區是否是中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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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部分’那裡的中國人是否可被認為是具有中華民國的永久居留

權?「他們」是否是「我們」的-部分?

當台灣企圖建構-個自己的國族認同、建立一個新國家時’-定

要「他者化」那些它曾經宣稱要代表的中國人‧-種策略是沿襲蕾國

民黨的說法’就是主張台灣的人是中國人’但我們比大陸的中國人更

像中國人’因為大陸並不尊重中國文化’而我們才是中國文化忠貫和

真正的承載者。另-種策略’如同民進黨執政前和前總統李登輝所主

張的’即否認台灣人即中國人。第三種策略則是現今執政的民進黨策

略,主張台灣的人和大陸的人都是中國人’但「我們」不是「他們」。至

於兩者為何有所差別’則被靦為是不可言喻的。-個經常被重覆的說

法是’台灣人有不同的集體經驗和集體命運’而不提國族或民族的問

題.這-觀點指出無論原籍和出生地﹙認定為大陸或台灣﹚、或來台時

間’所有在台灣經歷過近代歷史變遷﹑集體被迫分擔共同命運的人都

是台灣人’有權享有同樣的權利義務‧然而這個觀點明顯的不能納入

所謂「外勞」‧

外勞在台灣享受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與本勞不同’當然他們不是

鐵板-塊’∣∣青況也因階級、工作﹑性別﹑種族而異。-般低技術性的

外勞能夠主張的權利極為有限。雖然法律上規定企業僱用外勞與本勞

-樣’受到「勞基法」的保障’但責際上並非如此‧而「勞基法」並不適

用於家庭僱佣’本勞、外勞都-樣‧

台灣的「勞基法」被公認為-部相當合乎國際勞工組織標準的法

律.很多台灣企業雇主抱怨它給勞工的保障超越台灣目前的經濟條件

和雇主能夠承擔的範圍.這是法律和責際執行之間存在嚴重落差的-

種解釋。

另-種解釋將這個落差鎖定在台灣國家的政治焦慮上.儘管台灣

-般並不被國際正式承認為-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卻自我標榜為國



理論與實踐的開拓:成露菌論文集350

際國家系統中的-個好份子’以區別於對岸的中國.台灣宣稱自己比

中國大陸更現代化﹑更民主、更人性化和更理性化。台灣立法院通過

的法令可以和先進國家的法令相比美’但立法委員和政府官員明知這

些法令在當前的∣青況下是不會被有效執行的。法令-旦成文’政府的

官僚體系必須發展出-系列因應的施行細則.

官僚體系本身是保守的。這正是為什麼他們訂定的施行細則往往

與所依據的法令之精砷相悖。就外勞而言’勞委會╴面宣稱「勞基法」

適用於本勞和外勞’-方面卻又禁止外勞自組工會或罷工;法令規定

外勞和本勞應同工同酬’享有同等工作條件和假期’但以上沒有任何

-項是責際存在的。這些諸多的矛盾’雖然於法不合’卻幾乎從未在

法庭上被挑戰過’部分是由於台灣的行政法很不健全’部分是台灣律

師制度的缺陷。西方的法律不僅要處理人民之間的爭議’還被峴為應

節制國家權力。在台灣’個人極少控告行政機關’即使有’除了消費

者保護法以外’也沒有美國法律中的集體訴訟﹙Classsuit﹚.更沒有律師

是以找行政機構麻煩吃飯的‧因此’也許我們可以斷言’對在台灣生

活的人說’官僚制度比法令更重要。

法令和制度的矛盾使外勞在台灣的處境很不穩定‧當經濟萎縮

時’政府可以很容易的不執法或選擇性執法。如同二○○-年八月,

陳水扁總統輕而易舉的宣佈外勞的最低工資可以不再依「勞基法」規

定。當外勞在台灣不是暫時性之時’他們的權利義務受到更多人的關

注‧國內和國際的人權組織和跨國移工權利主張者已開始將台灣的外

勞狀況靦為改進的目標。3

台灣的新建國意識型態基本上延績傳統的血緣排他原則’但政治

上的考量不納入中國大陸的同血緣人民’而讓這個原則欠缺穩定性‧

3 例如:AsiaI﹚ac!ficMission｛brMig『ants和CathoIicChurc｝】MigrantAdvoc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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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國籍法除了血緣外’包含了出生地和居留地這兩個因素’但同時

也納入了國家需要’和申請人的經濟祉會地位.這些血緣以外的原則

與所謂先進國家相似’乍看之下’似乎會有台灣「現代化計畫」有成的

錯覽.如上所述’政治考量使台灣亟欲突顯自己與「落後的﹑專制的」

大陸有所不同而制定-些自知不會被執行的法令’或另訂其它規定使

其不能落責。例如’新「國籍法」明訂外國人在台連績居住六年以上者

可申請入籍中華民國’同樣是新制訂的「就業服務法」也將外勞可以在

台工作的年限由三年延至六年。然而’為了避免藍領外勞運用這兩個

法規達到入籍的目的,「就業服務法」特別規定藍領外勞必須在工作滿

三年後離境四十天’責際上使這個階級的外勞不可能取得連績在台居

住六年的入籍條件﹙經濟日報200l﹚。

結諭

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國家漸漸減低對國民的責任。同時多面向的

人口流動又使國家疆界的重要l∣生受到質疑‧兩種應然的願景因而浮

現‧其-描繪-個全球祉會和政治貫體的形成。在此’世人都是同-

個聯盟的公民’雖然對各自的國家仍有-定的權利義務,有-個跨國

的政治組織給他們超越國家權力的保障‧另-願景則描繪在個別國家

仍然繼績運作的同時,-個跨國公民祉會的興起。跨國政治組織可以

存在萇辛增加’但他們對任何-個國家的公民的申訴是否能有效的回

應’端賴那個國家是否合作。以上兩種願景都已或多或少的出現‧作

為-個有外來勞動力需求的國家’台灣必須重新審靦它的建國意識型

態。本文的分析指出三條可能的路徑:﹙-﹚優遇外國勞工過於大陸中

國人而改變以血統為中心的排他政策;﹙二﹚優遇華族而放鬆對大陸人

民的政治警戒;和﹙三﹚以居民參與公共事務和經濟、社會及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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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公民的基礎。前兩者都需要建構-個前瞻性的﹑以公民參與為原則

的新國族概念﹙nationhood）;後者則完全跳脫族國框架.無論採取何

者’都必定是-個新的模式’來因應全球化人口流動帶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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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媒體宣踐﹡
成露茵

世新大學創辦者、-生致力於新聞事業的成舍我先生’當他晚年

纏綿病塌’口不能言’仍然不停地向家人索取紙筆’連績顫抖地害寫

「我要說話」四字’恰是舍我先生畢生志業之寫照.

有話要說的人’沒有發聲管道和工具’不能把話說出來’的確是

-件痛苦的事;對嚮往民主自由的大眾’他們的痛苦是社會最大的不

幸‧

本章的目的是提醒閱聽大眾’傳播媒體中存在著異於-般的另類

媒體’它們是祉會運動的╴環’是祉會運動的產物’也是它的催生

者‧由於另類媒體的許多作為與主流媒體背道而馳’因此經常引發各

種政治爭議及傳統媒體工作者的質疑‧但另類媒體的價值也正是由此

而來.

出噬: l戊露茵﹑羅I曉I柯（編） ’ 2（〕09 ’ 《批的媒刪識讀》 ’第二版’第二十-章’頁

﹞7】╴387’台北:正中。 《批的媒體識讀》為教科普’本文原有-些名詞解釋性質的方

塊’在此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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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媒體識讀-般是針對大眾傳播的內容進行批判性的分析’指出

它明白顯示的或隱藏的政治、祉會意涵’並且試圖從媒體的擁有、內

部組織﹑內容牛產過程’乃至於所鑲嵌在內的整個政經文化體系來理

解這種內容產生的原因和後果。例如:台灣的報紙和電幌很少報導原

住民部落的新聞或提供原住民所需的資訊’更不會去詢問原住民對台

灣政經大事的意見。當原住民偶而出現在媒體上時’被呈現的往往都

只是強化-般民眾對他們的刻板印象:很會唱歌﹑跳舞﹑喝酒‧為什

麼呢?是因為這個現象基本反映了台灣記者﹑編輯等媒體從業者’還

是閱聽人的普遍好惡?是媒體決策者或老板追求發行量、收靦率﹑收

聽率的結果?是資本主義邏輯的必然效應?被邊緣化的族群為什麼無

法發聲抵抗?媒體識讀幫助閱聽人去理解他們從-般媒體上接收的訊

息’探究媒體痘些潠擇性和歧視性的報導的根源’並以行動促使改

革。由於這些訊息對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響’我們有必要對它進行拆

解分析和判斷.但是不要忘記’除了╴般大眾媒體之外’還有別的媒

體仇在牛產和公開傅播訊息’而它們所傳播的訊息與大眾媒體截然不

同’學者稱這些媒體為「另類媒體」﹙AltemativCMedia﹚‧

另類媒體的定義

什麼是「另類媒體」?最簡單的回答是:與主流對抗的媒體就是另

類媒體‧這裡要特別注意的是「對抗」不僅指內容取向的不同’而是整

個媒體的目的﹑運作、產製過程﹑組織等各方面均與主流媒體所奠基

的價值觀相左‧綜合國外另類媒體研究’我們至少可以從十個項目來

檢視主流與另類的不同（WilIiams l980;AIbe』T 】997 ;Chomskv】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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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三流媒體利另類媒髖的比較

主流媒體

利潤極大化。

另類媒體

推動祉會目標’而非自我保存cI目的

迎合／創造有∣腦買力的閱

聽大眾。
2.產品 以祉會目的為內容取向,保障弱勢發聲。

互動的參與者’閱聽眾也是訊息來源和

製作人。

被動的閱聽眾
｝.媒介接收者

平民百姓﹑非苦英I蚓聽眾（訂閱﹑分類廣

告）﹑補助﹑捐贈﹑友誼贊助。

廣告主
4.收入來源

發行公司﹑派報單位、主

流通路﹑網際緇路。

街頭販售、叫賣﹑ln｛bshoP（資訊店﹚﹑另

類書店／攤、雜誌攤、各種另類商店、

咖啡店等’及各種Ibmpora『yAu〔ol】omous

Zol】cs（蹄時自主站）﹑網際網路‧

5‧發行

6.內容所有樅 ∣智慧財產柑 反智慧【∣』產權、開放式授權‧

專家學者﹑政府官員、企

業公關單位﹑媒體名流。

-般民眾,特別是弱勢者及主流媒體上

找不到的人‧
7.觀點來源

與其他主流機柵（特別指企

業﹚有共生I淵係。

幟向駙係整合及網絡建枇﹑獨立於主流

機枇（特別指企業）。
8.結構

明確的職位角色和劃分﹑

強化社會現有關係、高度

層級化。

橫向聯絡溝通方式﹑顛攫層級結構、現

有祉會刪係利角色﹑集體化生產過程﹑

最小的分工﹑可被檢驗的薪資差異（最差

的工作』Ii苛況應該得到額外補償）﹑參與式

民主決策。

9‧組織

l0‧創新和適應 高科技、品貴的Zl三產工具。∣大眾化生產方式、低廉或普及的科技.

Downing200l ;RodTiguez200】;A〔ton2002;A【tonandCouIdry2003﹚‧

表-是主流及另類媒體〔I勺理想型態（idcaI ﹝ypc﹚’任何責際存在的

媒體都不會完全符合這些∣I茉件‧有些另類媒體要靠廣告生存’有些主

流媒體也會反映弱勢族群的觀點’但這些現象都不是持績的、有支配

性的’而是暫時的、偶而的.長期依賴廣告生存的媒體’很難堅持內

容或組織上的另類性格-廣告主不認∣i』另類報導或言諭’業績好的

廣告AE在薪資分配及決策過程中佔據優勢等。同樣的’經常反映被祉

會忽峴的聲音會使主流媒體失去既得利益者或習慣於被動接收資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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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聽大眾的支持’而無法爭取到廣告主的青睞。

如果我們檢峴以上十項條件’應該可以發現’資本主義祉會中’

主流和另類媒體最大的分別為’前者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共生機構,而

後者則是以推動社會正義、顛覆資本主義為目的的另類公共領域之-

環.在定義另類媒體時’爭議性較大的兩個間題是:內容是否構成另

類媒體的充分及必要條件?作為-個另類媒體是否在運作上必須拒絕

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

針對第-個問題’比較鬆散的看法是’只要這個媒體的內容有獨

特性就屬於另類’例如:專注環保、動物﹑婦女、族群等議題及宣傳

不同生活方式的報紙雜誌與電台電視’包羅萬象‧對他們來說’另類

媒體就是補大眾媒體之不足的小眾媒體’是為特定市場對象或消費群

體而製作的媒體。正因為這樣-個廣泛的定義缺乏分析功能’同時在

資本主義社會中可以以市場區隔的概念處理’研究者多堅持不能僅從

狹義的內容取向去定義另類媒體‧他們強調’另類媒體不等於「非主

流」’雖然它們╴定是非主流的;另類媒體也不是主流媒體市場中的分

支’反而是它們提供那些被排除在媒體生產體制外的人們-個民主發

聲的管道’透過這樣的方式’激發民眾自發性地參與祉會改造的意願

與行動﹙A﹝ton200Z:4﹚‧因此另類媒體的定義除了內容取向以外,必

須包含組織、創作和生產過程、發行等所有面向。

另類媒體與另類經營

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 】980﹚提出另類媒體作為-個民

主溝通管道應致力於三個面向的統-性:技術﹑資金和管控機制。根

據他的看法’另類媒體操作可以歸納為三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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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另類經營手法

另類媒體應該是很容易成立的’因此不會有很高的資金門檻’必

須以低成本的方式營運‧英、美另類媒體開放智慧財產權’自己「盜

版」也鼓勵他人免費複製’目的是減低成本及推動資訊流通。它們使用

廉價的生產工具’如油墨複製﹑使用黑白印刷﹑過期的電腦等等。

（二）去專業化

另類媒體-般是DIY﹙Do╴it╴yourscIf﹚式的’從採訪、寫作、編輯

到排版、油印或拍片剪輯’乃至發行’都是由非專業的-般民眾自己

包辦’也就是所謂「做自己的媒體’Ⅱ昌自己的歌」.國內外許多祉區﹑

小眾報紙、地下電台、網路電子報﹑紀錄片等都有這個特」∣生。

（三）去制度化

主流媒體是-個層級分明﹑角色清楚的組織’-切都有規章可

循’也有維護制度的獎懲辦法。另類媒體拒絕複製資本主義下的生產

關係和評鑑標準。所有的政策都是集體制定的’決策也是通過參與式

的民主方式共同產生。讀者和作者的角色可以對調’資訊的生產和接

收是互動性的‧沒有專門發號施令的總編輯’也沒有-言不發的員工。

不少傅播學者質疑這三項另類經營原則-去資本化、去專業

化和去制度化’在資本主義祉會中的可行性‧首先’被主流媒體塑造

出來的消萱大眾’習慣大量的圖片＼絢麗的色彩、高科技的呈現’他

們是否能夠或願意接受「清湯掛麵」式的粗糙另類產品?「另類媒體不

能與主流媒體抗衡’因為它們在經濟上和組織上太強調『超前政治』

﹙preBgura﹝ivcpolitics﹚這個原則」（Atton2002; 37﹚‧在資本主義祉會
裡’採用祉會主義的原則做事是行不通的‧

其次’質疑者指出’另類媒體的資本不足（undercapitaIizcd﹚’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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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有限’使在擂些媒體內工作的人薪資幅利比主流媒體工作者相差甚

大’反智財權或開放版權的做法固然有助於資訊的自由流通’但對製

作者而言’進-步減少他們的收入。這種不符合資本主義邏輯的「超前

政治」’對個人是「自我剝削」’也不利於整個另類媒體的發展﹙Gibbs

2003）.的確,許多另類媒體生命短暫’有的迅速消失’有的逐漸專業

化﹑制度化’內部生產關係改變’產品內容也開始褪色’失去原先的

激進性和開放性‧

面對這些質疑’-些學者和另類媒體經營者不以為然。主要是

他們認為另類媒體不只是狹義的媒體’而是它們所支持、報導及推動

的社會運動整體中-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們的成敗不能以資本

主義的經濟效益來衡量’而必須以它們在社會運動中所發揮的功能而

定:作為民主發聲的管道’說主流媒體所不願說、不能說﹑不敢說的

話’激發民眾自發性的參與意願與行動。個別另類媒體的存亡並不重

要’重要的是更多的、不同的另類媒體不斷出現,共同營造-個另類

公共領域。

這種不以媒體本身存活為考慮的另類經營’與資本主義以利潤掛

帥的主流企業相較’完全是兩碼事。要求-個主流媒體的投資者放棄

計較他們的投資報酬率’與要求-個另類媒體追求利潤同樣荒謬。相

同的’要求在主流媒體工作的人不考慮薪資幅利、職位升遷’是資本

家對勞工的剝削方式;同樣的要求對另類媒體工作者卻有其必要性和

正當性‧但在資本主義祉會裡’何異緣木求魚?這也是為什麼從事另

類媒體的人’往往另有收入’或進進出出,不能全力或持久投入‧

這-般有兩種後果’-是另類媒體成為蕾英小眾媒體’被主流社

會乃至祉運團體譏為-小撮有錢有閒的高級知識分子的玩具;-是另

類媒體陷入日益嚴重的困境’如曇花-現、迅即消失。

正因如此’另類媒體界-部分人士主張集權式運作’集中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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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薄的財力物力’以與主流媒體相近的資金’但較民主的方式經營‧

這種想法在英國﹑德國有-些例子’但並未被另類媒體貫踐者廣泛接

受‧集權式運作很容易導致另類媒體制度化’即使本身抗拒主流化’

但集權式的結構不自覺的易於捻熄另類領域內的新觀點或更為弱勢的

聲音.

到底另類媒體應該此起彼落各自發聲’讓另類公共領域充分反

映社會上各種異議及非主流文化,沒有任何-種聲音具有支配性的

優勢’只在必要時做暫時性的聯合或單-議題上的台作;還是積極串

聯’爭取共識’謀求統合’發展-個可以與主流媒體抗衡的媒體?

這-爭議∣合∣∣合反映了目前全球化祉會運動’老左派與新左派的對峙

（Buzgalin2003﹚ ‧

兩種另類媒體:倡導與草根

另類媒體比主流媒體異質」∣生更高’內容五花八門’言論更是百

家爭鳴’唯-的共同點也許就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現象的挑戰、抵抗

企圖。正因如此,這些媒體與社會運動的關係是-個重要的課題

（S﹝rcitmatterZ00】﹚‧-般看到的另類媒體有兩種類型’-是倡導性

﹙advocacy﹚’即為特定的族群或團體爭取公平對待’或提倡、宣揚某些

祉會目標的媒體。-是草根∣生﹙grass【oo﹝s﹚’即由在政治﹑經濟、社會

上相關的且經常是受負面影響的群體自己製作經營的媒體‧如台灣的

《南方電子報》、《立報》屬於前者’而《南洋姐妹報》I則可歸類於後者。

倡導性的媒體-般壽命較草根性的長,但也有例外’在經營和產製上

較接近主流媒體’正當性經常受到挑戰和質疑‧它的報導內容是主流

I 編者註:為《南洋台﹜轡姊妹會會訊》的誤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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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上很難出現的’對象是被主流媒體邊緣化的人’但這些人的聲音

是透過專業媒體工作者而呈現’與草根∣生媒體有相當顯著的差異‧

倡導性媒體以論述吸引讀者’比較講求文字寫作能力、編排的可

讀性﹑標題貼切等等專業訂l∣練和知識‧它們的讀者往往是祉會上教育

程度較高的知識分子,或是弱勢族群中的菁英‧它們企圖通過這些知

識分子影響社會大眾。

草根性媒體的主要訴求是群體認同‧對媒體專業的標準不是嗤之

以鼻,就是認為毫不相干‧它們企圖以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話語表達

自己的看法和感受’以召喚同-情境的人的集體認同’進-步組織起

來’用行動改變他們的地位與處境。草根∣生媒體大多只有不到-年的

壽命’而且出現的頻率非常不規則’也不容易得到.正因如此’研究

起來也特別困難‧

倡導性與草根性這樣的分類’並不表示非此即彼‧前者常常提供

相當的篇幅／時間直接刊出／播放弱勢民眾自己的話語和聲音。《立

報》的幾個專版’如性別、原民、遊民等就有這個恃∣生。以越南文﹑泰

文出版的《四方報》主要是在台越南／泰國勞工與配偶發聲的平台’-

方面也是倡議族群平等的媒體.

另類媒體與祉會運動

另類媒體的出現與政治運動有密切的關係’但無論是在台灣或國

外’它們的內容形式、運作和組織都隨著祉會脈動演變。如:十八世

紀末的英美地下激進刊物直接與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等革命事業扣

連’到現在另類媒介除了政治以外,包括了性別取向、環境、族群﹑

文化等等各種領域內容（Downing200l﹚.另類媒體的種類也從平面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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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世界各地的反主流文化活動陸績採用’以錄影方式存證被忽靦的

議題’台灣自-九八六年底綠色小組的成立也開始了另類的影像責踐

﹙余陽洲 l994;敦誠等 l992﹚。從內容觀察’台灣九○年代另類媒

體從前十年聚焦於政治及大論述的ll青勢’轉向以「個人即政治」為終極

關懷﹙台灣立報另類媒介研究小組 l996﹚‧嚴格來說’台灣並沒有英

美等國家歷史悠久的另類媒介’如Mothcr】ones 、InTheseTimcs ’或現

在分支全球的獨立媒體﹙lndymedia﹚等’但還是有許多小圍體經營著各

種形式與內容的另類媒體‧

十年前台灣因為廣泛的政治與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另類媒體’至

今所剩無幾’-方面台灣祉會日益開放’「多元文化」已經成了政治口

號和消費對象’讓許多「另類」議題在市場考慮下得以進入主流媒體’

擁有-些發言空間;另-方面’另類媒體多無固定組織與人員’常常

因為人員的流動﹑去職或者專長不同而改變發行策略、形式’或停

刊。以傳播的效果來看’台灣社會運動組織運作與媒體的關係正在改

變’相對於自主辦刊物’議題團體與NGO更寧願投資於培養自己人員

與媒體的關係’借主流媒體之手推銷公共議題.這樣的策略在民主政

治下也許有其優勢’但讓運動的發聲工具掌握在所對抗的權力核心手

上’畢竟是件危險的事。

有著制度性支持的《破報》﹙世新大學﹚與《南方電子報》﹙智邦生活

館的描注）是難得橫跨十年而生存下來的廣義另類媒體。九○年代浮

現之另類媒體景象被多元而分眾的網路工具取代’個人新聞台﹑部落

格、yahoo的電子報與社群服務等’在分眾與同儕團體中雖羸得聲名’

但愈來愈難具有創造議題與聚焦的能力。雖然有許多人寄望於網路科

技新的訊息交換形式’RSS﹙rcaⅡysimpIesyndica﹝ion﹚可以將小眾另類

的訊息透過統-平台即時連結起來’抗衡主流媒體’但這仍牽扯到集

權管理以及市場性的憂慮:誰’和為何來創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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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工作者的專業養成教育強調報導客觀中立’與被報導者及資

訊提供者都必須保持-定的距離’儘管事貫並非如此’但這樣的主流

價值觀與另類媒體所要求的祉會改革或反主流意識的報導目的完全不

能相容‧另類媒體工作者自視為祉會運動的-份子’和其他投入社會

運動的人具有同樣的位置’而並非只是╴個旁觀者。執主流媒體牛耳

的《天下雜誌》要求記者做報導時必須訪問到官方、企業及學者三方面

的說法’同時要照顧到正﹑反意見‧相對的’非主流媒體的《台灣立

報》對記者的要求是必須訪問直接受影響的人’對任何發生的事’儘可

能回答四個問題「誰支持?誰反對?誰得益?誰受損?」﹙台灣立報記

者須知 l998﹚‧作為整個祉會運動的-環’媒體有義務提供正確的資

訊’明顯的立場’細緻的分析’以充貫運動的論述’和策略研擬的基

礎。台灣的另類媒體有沒有這種功能?台灣的社會運動對這類媒體有

沒有這種期許?我們還不知道’但台灣的另類媒體與國外的-樣’正

努力面對這個問題。

如前所述’整個傳播學界對另類媒體甚少研究’對另類媒體的影

響力判斷不-‧美國「禁限新聞匯報」﹙ProiectCcnsorcd﹚自-九七六年
在加利幅尼亞州索諾瑪州立大學成立以來’每年選出全國二十五條最

重要的禁限新聞‧主持者宣稱’這二十五條新聞是「沒有成為新聞的新

聞」（thenews thatdidn’tmakethenews﹚。這些新聞由於種種原因-

市場考量、政治關說﹑廣告壓力、新聞工作者的自我設限等等’而沒

有在主流媒體出現.-年-度的「禁限新聞匯報發表會」是另類媒體界

的-大盛事’被公認為對另類媒體影響力的見證。但弔詭的是’美國

知名另類媒體Motbe【】ones曾因二○○○年匯報中所有的二十五條新聞

皆在許多有相當發行量的另類媒體’包括Mo『her〕oncs本身’出現過而

譏諷ProlcctCcnsorcd的發表會已淪為另類媒體的「自戀嘉年華」﹙Biggs

2000﹚!-種解讀是美國的另類媒體已經發展為大眾媒體’足以和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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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抗衡’因此不需要ProIcctCcnsored這樣的見證形式。另-種解讀

是P『o】cc〔Censorcd已經沒有激進性’找不到真正被禁限的「沒有成為

新聞的新聞」了‧

無論如何’自訓另類的媒體對美國各種社會運動的影響是不容忽

略的’有許多本身就是運動圄體‧ProIcc﹝Censorcd在二○○四年整理
出的-份資料顯示’美國至少有50個該主編最喜歡的另類網站﹑l86

個擁有自主媒體的組織﹑437個全國∣生的和250個區域性的非主流媒體

﹙TheComplctcP【o】ectCensofedResourccGuidc2004﹚. ProlcctCensorcd
的名單中有頗具盛名的出版祉BIackwcⅡPublishcrs 、名校哥倫比亞大學

的Columbia〕ournalismRcvicw等’對另類的定義顯然是比較寬鬆的。

如果放在多元文化的架構下去探討另類媒體的運動意涵’不難指

出祉會各種分眾如階級﹑性別、性別取向、種族﹑省籍、年齡等等自

主性的發聲’-方面爭取認同’-方面對抗主流文化’成為動員組織

教育的媒介’責質上導致自身祉經文化地位的改變。另類媒介在這裡

具有安東尼奧.葛蘭西﹙An〔onionGramsci﹚所提倡的「反」或「抵制」霸

權﹙coun﹝cr╴hcgcmony﹚功能.可是多元文化架構並不足以翼括當今對
另類媒體與祉會運動之間關係的思考。相反的’多元文化的框架易使

另類媒體陷入資本主義市場區隔的邏輯中’我們有必要尋求其他理論

靦野。

左派學者如McChcsncy（2004﹚﹑SolCy﹙2002﹚強調媒體全球化和壟

斷化已經嚴重削弱了異議’尤其是反資本主義體系﹙anti╴sys【emic﹚的聲

音’使民主政治日益衰落‧Cbomsky等﹙HcrmanandCbomskyl988﹚對

主流媒體與越戰的分析’及MichaelMoorc最近攝製有關美國發動伊拉

克戰爭過程的《Pah【cnhcit9ll》影片充分暴露了這個現象‧由於主流媒

體越來越為掌握政治經濟權力者的利益服務’必須有另外的管道可以

讓民眾發出反抗的聲音’集結與組織對抗資本主義體系的力量‧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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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的聲音源自認同政治及多元文化主義’它們將如何轉變為反體系

社會運動中的媒體是目前另類媒體的主要課題。

另類的媒體貫踐:《台灣立報》﹑《破報》與《四方報》的經驗

如前所述’另類媒體存活率很低’這與好壞無關’許多另類媒

體’尤其是草根型的’對此也並不在乎.有-部分自翮另類的媒體’

企圖在台灣祉會運動中扮演-個持績性的角色’確保異議空間‧相對

於偶而出現在主流媒體上的弱勢報導與異議論述’這些媒體’致力於

穩定地提供挑戰主流價值的言論和新聞報導。有台灣另類媒體中少見

的’具有十年歷史的《台灣立報》與它所孕育的《破》週報與《四方

報》三個不同的例子’他們的經驗印證了另類媒體的困境和意義’也

許還包括希望‧

《台灣立報》是中國報業巨人成舍我先生於-九八八年台灣報禁開

放時以九十-高齡創辦’成先生╴九九-年去世後’由其幼女露茵接

辦至今。它的前身是曾為中國銷路最廣的上海《立報》及膾炙人口的

香港《立報》。這三份報紙都實現了舍我先生無黨無派’不受財圍控制

的獨立精紳’透過新聞報導與副刊’為祉會上的弱勢勞工階級發言’

也提供強勢者-個質疑批判的聲音。《台灣立報》是-份四開的小型日

報﹙自╴九九九年起由二十四改為十六個版面’而且星期六、日不出

報﹚,內容以教育及祉會動向為主’輔以各種雜誌化專刊’如每日出現

的性別和原住民版。在祉會運動的新聞報導上’往往是唯-不缺席的‧

《立報》的言論以短小潑辣為特色’總以相對較弱勢的立場發聲’

觀點尤有別於台灣其它媒體。舉幾個例子就可以說明:

-九九六年總統大選李登輝、連戰獲勝,主流報紙不論擁李反

李’-律以多數報導’《立報》則選擇突顯少數意見:以〈台灣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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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qb不愛李連〉為標題‧

-九九七年秘魯人質事件’藤森總統派兵攻打救出人質,但殺害

的反叛軍中不乏十幾歲的少年’第-天台灣主流媒體全部稱頌總統的

果斷。《立報》的標題卻是:〈以暴制暴’豈是英雄?〉

《立報》對工運、婦運＼學運﹑殘障等祉會運動的報導較主流媒體

詳盡’並給予運動參與者充分發言空間’因此曾獲得祉運圍體頒獎鼓

勵‧類似的國際新聞’很難在主流媒體上出現’但經常可以在《立報》

讀到.台商至境外辦工廠’利用當地廉價勞工和落後的勞動條件’經

常導致勞資糾紛’而當地政府或與之勾結’或硯而不見’不予處理‧

台灣的工運界與國際NGO組織合作’把國外工人的訴求告知台商的母

國政府謀求解決’協助國外勞工與台灣資方交涉、甚至串連∣司-台商

在不同地方工廠中的工人相互支援彼此的抗爭。同樣的’外國資本家

早年在台灣設廠產生的污染所造成的後遣症’歷經數十年才在受害工

人的辛苦努力和國際NGO圍體的協助下’在美國提起法律訴訟‧

《立報》不僅報導這些它報經常忽略的新聞’還以專題的方式討論

他們與全球化的意義。在二○○四年吳舜文新聞獎助基金會舉辦的「媒

體公共論壇」上’主持人《天下雜誌》總主筆吳迎春在開場白中就直接

稱《立報》為「台l彎媒體的良心」.

《立報》自-九九五年九月起’推出了-份以另類媒介自訓的《破

報》’首先是對「完美」的顛覆’「破」不是不好’而是創新‧「破」是-

切「立」的開始秈終結’「有立必有破’有破才有立」’破和立的辯證關

係是祉會進步的動力﹙成露茵 l995﹚‧《破報》開始為收費的週報’

-九九六年九月改為雙週刊’-九九八年二月∣∣灰復為週報’但採定點

取閱制’應該是台灣第-份固定出刊的免費報。《破報》是-份以年輕

知識份子為主要閱讀對象的青年刊物.《破報》早期的班底幾乎全部是

《立報》的同仁’為立報主編過〈新兩性〉、〈新士族〉、〈走調文化〉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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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破報》第-任總編輯黃孫權和主要幹部累槓了多年的相關經驗’

在青年文化、藝術、音樂﹑表演﹑電影及喜好﹑學院動態及性別議題

上都有獨特的詮釋’尤其是對各種關於青年文化的地下運動發展生態

的資訊’更非-般刊物所及‧《破報》企圖建寸起獨立自主的生活態度

和寬廣視野’創造出屬於這-世代的台灣青年文化。從幾個《破報》封

面故事的標題’就可知道它所關注的議題和另類風格:〈墮胎的-百種

態度〉、〈北霉館’藝術家的臉都變綠了! 〉、〈反反毒〉﹑〈算帳交響曲〉

等等。

《四方報》與《破報》有相同的身世’同樣衍生自《立報》’創想於

該報記者張正、丘德貞對移民的關懷’有感於台灣愈來愈多的外籍配

偶與勞工’缺乏發聲與共享資訊﹑情感的管道而設,先是於二○○六

年九月創刊越南文版’二○○八年四月創刊泰文版’每月出刊’目前

越文版發行三萬五千份﹑泰文版-萬份’於定點免費索閱’並有四千

份訂閱報。不同於《立報》、《破報》的倡導型’《四方報》為草根出身

的另類媒體’致力於使缺乏發聲管道的越語、泰語族群有分享、發聲

的管道。特別的是’主辦人張正說:「我們是文盲辦報! 」由於主要的

編輯者都不熟稔越語與泰語’是以無從對讀者的投書進行篩選’而來

函照登’這使報館常常接到越／泰菁英份子抗議刊登文章品質低劣、

錯字太多等信件’也有認為報紙應以教育越／泰勞工與配偶為主’多

登-些知識性作品（張正Z008﹚‧但《四方報》重峴的是外勞／配用

自己的話語書寫自己的心』∣青和看到的世界’建立彼此之間的共識與認

同’從而產生自覺∣生的行動力’而非單方面地接受菁英的「指點」、「教

育」﹙Preircl970﹚。由此也衍生「弱勢如何發聲?」的問題’其發聲的形

式﹑措辭涉及知識教育’乃至美學﹑品味的干預’然而-旦向專業﹑

菁英的標準妥協’經過編輯室的再現’這還能算是他們的聲音嗎?

「文盲辦報」成為《四方報》之為草根∣生媒體’忠責於弱勢管道的獨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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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然而是否真有為外勞／配發聲的功能?可見其讀者來函’這些信

件多未直接註明身份’其中有相當部分曆於「交友」或「尋友」’可見他

們對建立彼此之間的祉群網絡的渴望。讀者感謝《四方報》提供他們-

個母語刊物和發言機會是來函的另-大類’「這些字句’證明了《四方

報》責現創立的初衷’成了離鄉人的『至親好友』、『同伴』’協助她／

他們『越過艱辛與挫折』﹑『有機會抒發心〃l青』,讓這段『獨自在他鄉打

拚的孤獨日子』’『有被安慰到的感覺』」﹙張正2008 : 5l﹚。心∣∣青故事

是來函的重要內容’除了上述之外’思鄉、懷念家人、控訴雇主及仲

介不仁﹑感謝台灣人民的善待等也常出現‧而《四方報》也由於發行日

久’逐漸具有倡導的觀點與功能’-個明顯的例子是越文版第十-期

推出〈逃跑外勞〉議題‧有感於主流祉會的污名化’該報請所謂「逃跑

外勞」說出「自己為什麼非逃不可的理由」﹙張正2008 : 54﹚。在第十

二期’該報製作了-份中越文對照的台灣地圖﹑協助單位電話’和七

頁以逃跑外勞本身來槁為主的專輯﹙張正2008: 57﹚’此後連績數期

仍有來槁,還包括插圖和繪本。是以《四方報》不僅提供草根l∣生的發聲

平台’進而也發展出反思、爭取權益、傳遞祉會目標等倡議觀點。

從表-的目的、內容、觀點這三項來看’《立報》、《破報》、《四方

報》都符台另類媒體的條件。在組織、結構上他們注重橫向溝通、分工

不如主流報祉細緻、重峴生產過程的集體化與民主化’但談不上顛覆

層級結構和完全的參與式民主決策。報祉並非以政治思想或生活方式

結合的圍體’每個部門有不同的性格’不少時候是矛盾的。負責內容

生產的編輯部則是由-群有-些理想性﹑不太重靦物質生活、獨立性

強﹑對媒體工作有熱誠的人所組成‧他們也許認同報社的基本方向’

但並不構成-個有民主紀律的志同道台的組織‧她們每-個人幾乎都

有自己的祉運背景和團體’這是報祉對祉運議題敏感度較高的重要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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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個媒體公共性座談會上’某位學者指出《立報》和《破報》

的生存是靠世新大學資金的描注。這是必須承認的’因此,報祉也是

世新大學的教學科研場域‧在結構上,報祉並不能獨立於學校.《立

報》的收入來源主要是訂閱的報費和技術代工;《破報》、《四方報》因

為是免費報’收入靠廣告,雖然在報導上亳不妥協’但在議題設定上

也難免受到影響。《立報》、《破報》在台灣已經超過十年’《四方報》才

剛起步’能活多久?我們不知道.在資本主義支配下的台灣媒體生態

環境中’它們能以極有限的資源活到今天’已被公認為-大異數。如

前所述’經濟來源是另類媒體最大的問題’也是為什麼他們大多是短

命的。與主流媒體最不同的是’經濟上的成功並非另類媒體的成功標

準’即使自己不存在了’也不重要’總有其他的另類媒體在各地繼績

發聲‧

「另類媒體」識讀

作為-個閱聽人我們該如何看待另類媒體所傳播的訊息?如果我

們回到表-「主流和另類媒體的比較」’就可以發覺這樣的提問嚴重的

窄化了閱聽人自己的角色。另類媒體的內容無疑也是「製作」的’只

是它的產製過程與-般主流媒體不同’閱聽者應與製作者至少互動頻

繁’最好兩者角色可以互換’讓閱聽者也是製作者。如果主流媒體對

閱聽人研究的重峴奠基於市場需求’另類媒體的祉會運動取向應當靦

閱聽人研究更為重要。媒體內容的產製和消費在另類媒體責踐中是統

-的。另類媒體再現的勞工、原住民﹑同志等等是否與主流媒體有所

差異?為什麼會有這些差異?當閱聽者也是製作者時’媒體內容會有

怎樣的不同?媒體識讀又會有什麼新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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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與行動

l.你接觸過的媒體中有沒有你認為是「另類」的?是什麼媒體?為什

麼你說他是「另類媒體」?

2.選擇任何-個另類媒體’討論它再現性別、年齡﹑階級與族群的方

式與主流媒體有何不同?

3.媒體DIY’「做自己的媒體﹑唱自己的歌」。以你熟悉的任何媒體形

式’製作訊息’並設法讓你的閱聽對象收到﹙不能只是你的朋友’而

必須涉及不認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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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工發聲與媒體﹡
成露西

前言

當全世界越來越多的人口移動日趨頻繁’經濟和祉會網絡跨越國

家界線’國家發現它們面臨了重新評估其建國意識型態﹙Sta﹝c╴building

ideology﹚和接納政策（Policiesofincorporation﹚的壓力‧不同於全然的
排他﹙譬如主導中國、日本、韓國和德國等建國意識型態﹚’或是同化

﹙像是主導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等比較包容但也不是沒有條件限制的意

識型態﹚’多元文化主義已經和現代化結合’變成比較被接受’甚至是

流行的建國意識型態’而那些明白表示要整合異民族的政策也逐漸受

到採納（成露茵2002）。政治上’這個新的趨勢展現在關於公民權的

認宗甚至公民權本身的定義的變化當中’不管這些改變是已經責際發

生或還在醞釀當中‧但是就像許多學者所指出的’多元文化主義並非

診治種族主義和民族中心主義的萬靈丹。如果多元文化主義概念未被

充分檢靦’很容易淪為僅只是-個口號’被面對全球化壓力的政治人

出處:成露茵’Z008 ,〈移／工發聲與媒體〉’收錄於夏曉鵑﹑陳信行﹑黃德北（編）,

《跨界流離-全球化下的栘民與移工（下冊﹚》’頁l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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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隨意挪用。

多元文化主義成為建國意識型態對整合跨國移民／工文化提供了

-個有利的環境‧這種整合不同於同化的是’在多元文化主義下移民

／工文化可以維持它的殊異性而不被主流文化抹殺‧以多元文化為國

家意識的真假判準’可以用不同異民族文化得以在日常生活中再現’

並與任何文化-樣得以發展和改變為考量‧要建立及維持這樣-個殊

異而且獨立的文化認同’移民／工必須可以自我表述’並能與接納國

的人民對話。誠如弗雷勒所言’弱勢族群需找到能夠讓他們看到這個

世界的話語’唯有如此他們對所處∣青境的理解才是真貫的﹙autbcntic﹚

﹙Prcire l970﹚.只有當移工文化是真責的’而非強勢族群所呈現的’多

元文化主義才可能是解放人道主義﹙Liberatinghumanism﹚。

這篇文章要處理的問題即是,多元文化主義作為建國意識型態對

跨國移民／工的接納有什麼意含?跨國移動的勞工’在頻繁的流動和

短暫的逗留中’有什麼可能性找到自己的聲音’從自己的生活經驗,

以自己的話語述說、檢視所處的現責世界’看到社會壓迫的結構’採

取解放自己和他人的行動?為了瞭解「真正的」移工聲音的出現,我們

必須從以下幾個脈絡方面去檢靦這個過程:跨國勞工／配偶移動的脈

絡’多元文化主義的意識型態’以及-個變遷中的全球經濟’它們共

同帶來了族群媒體文化產業的萌芽。

質疑多元文化主義

多元文化主義隱含文化的平等,或至少是在社區﹑城市﹑國家、

區域及全球等任何特定時空中’沒有任何單-文化具有宰制性‧當然

多元文化也可以是非地域跨越多層空間的’如離散文化（diaspo!.acul-

turcs﹚。無論是哪種∣∣青況’我們必須處理彊界和越界的問題。在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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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時空中’誰或者哪個族群可以被允許維持和形塑-個分開且獨立的

文化認同?或’誰或哪個族群可以台理的被納入為多元文化中的-份

子?他們必須是移民或者也可以是暫時的居住者?如果他們的文化不

僅被社會忍受而是更能像其他文化-樣得以在日常生活中責現﹑複製

與發展’他們個人是否必須是公民或具備其他合適的政治身份?誰對

某個特定族群文化的再現和詮釋應被納入考慮?更重要的是’這個決

定的過程是什麼?做這個決定的又是誰?當某一空間與某族裔的文化

貫踐相聯’多元文化主義易被扭曲’成為極右派推行種／民族分離或

排斥政策的藉口‧如果美國洛杉磯的「中國城」與「小東京」是該城市華

裔與日裔文化唯-能得到貫踐的地方’那麼洛杉磯還能被認為是-個

多元文化城市嗎?

再者’多元文化主義還隱含另-層意義’即人民可以同等近用-

切不同的文化.這就需要在所有公共機構、場台及空間’包括學校、

公園、市場、公司、交通及媒體’都能看到和接觸到這些不同的文

化‧當不同族群的居民彼此相遇’自我與他者的再現就越加重要。

移民認同:區別「我們」利「他們」

祉會學家發展出寄居者﹙so】ourner﹚和移住者﹙scttlcr﹚這套兩極概念

來表示移民認同‧但是它們不是靜止的概念’我們至少需要從兩個方

面把它歷史化‧-個是關於這些概念的過程特徵﹙proccsscharactcr﹚。

寄居者﹙soiou『ncⅢ﹚和移住者﹙settlcr﹚不是-種固定的傾向狀態（sta﹝cof

oricn﹝a〔ion）而是過程‧-個人想要寄居或是移住的意圖經常是變動

的’而不會是事先決定的永久固定的認同‧排他性的建國意識、種族

主義、經濟剝奪等等都可能改變-個移動者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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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者在特定時刻是-位寄居者或移住者,在目前的全球體系中’這

些概念不再是光譜的兩極’而可能是重疊的‧當建國意識型態從單-

文化﹙好比同化或排他﹚轉向多元文化主義或多民族主義時’「寄居者」

或是「移住者」的含意也跟著改變了。現今-些移動者可能以跨國者自

居’因為他們同時植根在-個以上的國家。

與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等地的移工相比,那些在比較排他的國家

譬如德國、日本和台灣的外勞不敢期待有所歸屬’因此會認同自己是

寄居者而不是移住者或是潛在的移住者‧因此當身處較有包容性的社

會裡的移工傾向去爭取他們的公民權時’在排他性較強的國家裡的移

工則較關注獲取當地的社會／政治權利或更廣泛的人權或人」∣生尊嚴。

這種關切導致重新定義公民權的討論:公民權究竟是否仍應侷限於國

族國家’或應比國族國家的範疇更為狹隘或廣泛﹙成露茵2002）?

當菲律賓人、印尼人和泰國人來到台灣工作時’在地人和他們都

認為自己是寄居的外來「他者」’而不是未來可能成為「我者」的台灣

人。他們個別的國家認同如何在移動經驗中改變’或者說’移動經驗

如何中介他們的國家認同?當地的媒體與其他文化產業如何呈現／再

現這些認同?中央及地方政府在公開宣稱多元文化主義的新國族打造

的意識型態之下’又是如何在文化規劃中處理他們的存在?

移工如何形成他／她的認同?依循韋伯（Wcber﹚、齊莫爾﹙Sim﹣

mcl﹚和布爾迪厄﹙Bourdicu﹚的看法’我把認同視為是根植在祉會互動

以及人們據以行動的社會現貫中﹙〕cnkins l996﹚。任何認同都牽涉界線

劃定,也就是-個「我們」和「他們」的區分.今日的祉會學家把認同硯

為多元的、重疊的’在-定程度上依情境而定的。以這個觀點來看’

在討論移工認同時’我們需要處理兩個課題。

首先’移工作為-個群體必須硯彼此是相近的’而與其他非移工

是不同的。這個課題比-般認為的要更複雜。「移工」認同並不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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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勞工是否居住在海外而開始或結束’而是延伸到這個時空之前和之

後‧到外國工作的想法和準備經常在責際出發前就開始成形了’甚至

可能是-個家庭或地區「傳統」的-部分,我們看到在全枇界許多農村

都有這種「移民鍊」。很顯然地’「移工」認同即使在工作結束之後也還

存在。中國僑鄉﹙-個大量人口居留在海外的社區）的形成就是-個例

子。紀登斯的時空擴展﹙Giddens l984﹚與哈維時空壓縮的概念﹙Harvey

l989）在此特別有用’因為「移工」不再只是-個特定空間裡的暫時身

份’而是在全球化之下-個持績的適應模式‧

移工當然不是-個同質圍體。他們彼此至少在國籍﹑性別﹑種

族﹑階級和職業上有所不同’而這些範疇本身都是祉會認同的來源.

移工之間的相近性是透過與非移民勞工之間’以及他們與當地雇主之

間的區別而建構起來的。前者是階級內部的差異’而後者則是階級及

國籍的差異‧國族﹑種族和階級三個面向在此匯聚‧

其次’由於認同是根植於社會互動’並透過區分相近性及差異性

的界線劃定過程而建構的’因此,那些形塑這些過程的來源是很關鍵

的。這些來源-通常包含了:面對面的互動﹑參與和非參與式的觀

察,以及各種大眾媒體-不論是形式或是內容都很重要‧

語言當然是不同國籍的移工群體之間以及移工與他們的「他者」之

間溝通的最大障礙。「我們」和「他們」語言的知識和流利程度大大地

限制了互動的量與質’通常也被靦為認同形塑當中最重要的因素﹙May

200l﹚‧在多元文化主義的討論中’有關少數族群的語言問題是爭議性

頗大的主題.最保守的意見是在公私領域都只使用單-的主流語言’

即使外來居民在家使用母語’但只是過渡性的’到第二代應該予以捨

棄’只用所謂「國語」’這是因為母語的使用會妨礙移民同化.許多移

民國家如美國固定在人口普查中蒐集母語在家庭內的使用∣∣青況作為同

化／多元文化的指標’及教育政策考慮的基礎。大部分自由民主主義

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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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則主張公領域以單-語言為標準’私領域則隨個人意願而定’不予

鼓勵也不勸阻。少數學者及社會運動者強調沒有多種語言並存就不可

能有真正的多元文化﹙Riggins l992﹚。因此-個自訓奉行多元文化主義

的政府有必要支持母語教育及在公共領域裡使用母語的權利‧在這樣

的考慮下’以母語製作的媒體的存在’不僅為該族群提供彼此溝通的

平台’也讓其他人認識到它在社會上的合法」∣生.

語言被用來區分和區別出「我們」和「他們」。母國語言的電台廣

播﹑電靦節目、報紙和其他印刷媒體,甚至電子郵件和網際網路是-

個群體認同的重要指標和來源。這些媒體-般提供資訊和教育緩和移

工與雇主的對立及外勞與本勞之間可能的衝突。-些節目透過母國的

音樂及新聞慰藉移工的思鄉之情‧在台灣印尼語﹑菲語、和泰語等廣

播節目為該國移工最常獲得資訊及交友的管道。-些菲律賓團體的成

員表示他們之所以能夠找到彼此而沒有發瘋要歸功於晚上八點的菲

語節目。不同於台灣多數主流媒體caⅡ－in節目將焦點集中在政治議題

和社會八卦上,菲勞會在菲語caⅡ－in節目中朗誦他們的詩作﹙丘德貞

2002c﹚。

外籍勞工,文化多元主義秈文化規劃

台灣不同層級的政府官員都宣稱文化的多樣性是台灣最好也是最

可喜的特質‧官方的公關文宣裡’驕傲地提到多種文化的並存’同時

還宣佈了大量促進「文化多元主義」的文化政策。學校規定必須教導孩

童自己的母語’即使他們對這些語言已經毫無所知‧除了通稱為中文

或國語的官方語言’主要族裔的語言像台語﹙或稱閩南語﹚和客家話’

以及特定原住民族群的語言教育都受到法律保障。這個新的要求’除

了閩南語以外,由於教師資格限制、認證標準不-’加以台灣社會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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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對少數族群語言權利的尊重’政府在這方面說得多做得少’導致嚴

重的師資不足而難以推動’尤其在原住民語言方面‧因為且∣」使同-族

的成員也不見得用他們的母語彼此溝通。這個計畫被批評為沙文主

義、浪費和不切責際。而且’雖然越南語和印尼語是許多通婚家庭小

孩的母語’並沒有學校打算有系統的提供這方面的語言課程。同時’

也沒有以大多數外勞語言來教學的成人課程’-些批評認為這個政策

只是為了嬴取選票而不是真的關心少數族群文化。

台灣目前國族打造計畫所採用的多元文化主義意識型態並不是無

所不包地廣納各種文化.它只適用於「我們」而不是「他們」。對於外勞

和外籍配偶文化的明顯排擠挑戰了國家所宣稱的對多元文化主義的堅

持‧弔詭的是’許多外配在母國即屬當地的少數族群,他們的母國語

言文化雖被台灣視為「他者」’但本身的母語和文化卻又屬台灣「我者」

之列‧張翰璧的研究且∣】指出’很多印尼外配是客家人’來台後反而成

為客家文化的傳承者﹙台灣立報2007﹚‧

我們或許可以把近來政府對於移工文化活動的贊助峴為對這個挑

戰的-﹛【∣回應。那些擁有大量外勞的城市舉辦了泰國、E∣﹞尼﹑越南及

菲律賓文化的舞蹈和音樂表演。這些表演是為了「抒解泰國﹙等等﹚外

勞的思鄉、促進外勞和台灣雇主之間的和諧和文化認識」。主流報紙通

常以類似以下的評論來結束報導’「外勞享受他們自己的遊戲和自己的

飲食’而且快樂得像是在他們自己的家鄉」﹙聯台報2002﹚.

台北最常舉辦這類外勞文化活動‧部分原因是由於移工的集中’

更重要的是’多元文化已經是這個城市居民和外來遊客對它的想像.

-般來說’這些活動都是由非營利’有時是與教會相關的組織負責規

劃執行’而由政府提供經費補助‧大部分活動都是在不同國籍群體的

重要假日舉行。因為各群體的宗教信仰不同-印尼主要是回教’泰

國是佛教,菲律賓是天主教或基督教-這些節日、舉辦地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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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內容和形式也就各不相同。「移民／住人權修法聯盟」從二○○

六年開始’連績兩年主辦「聆聽東南亞聲音」歌唱比賽。去年﹙2007﹚有

l5組來自泰國、菲律賓、印尼、越南的新移民演唱家鄉的歌曲‧主辦

者「為讓台灣人更了解東南亞及移工移民文化’也尊重他們使用母語的

權利’特別鼓勵台灣民眾參與演唱泰、菲、印、越歌曲」’希望他們透

過責際體驗’到接納、到認同這群新移民／工﹙台灣立報2007）‧

台北市政府自己每年在公園裡也會針對不同國籍群體舉辦「文化

節慶」‧參與者主要是特定族群的移工和當地台灣老人和小孩’其次是

少許的雇主‧印尼女傭的雇主比起菲律賓女傭的雇主更常出現在他們

各自的慶典活動。這些活動通常吸引觀光客、白領的黑人或白人外籍

工作者前來參加.表演者包括-些移工’不過通常是從移工母國請來

的流行文化團體,例如二○○○年台北市政府舉辦的「哈上台北-

市民外勞嘉年華」活動即邀請了菲律賓兩個流行音樂圍體Asin及Ang

GrupongPcndong來台表演。在二○○-年的印尼文化節慶上’二十六

位印尼女性移工表演了-場服裝秀’展示了代表二十六個省分的傳統

服飾’觀眾反應異常熱絡。當被問到為何當地人對於印尼表演反應比

較熱烈時’許多印尼勞工會說因為他們大多是客家人或華人後裔,雖

然他們不再說中文.這裡似乎存在-種假設的文化親近性。

市政府和-些NGO為了促進跨國籍族群融合’曾經試圖藉由在同

個場地以為期較長的方式為所有移工群體-起舉辦文化活動。這種通

常稱為「移工文化週」的活動’會有不同群體的民族舞蹈﹑音樂和其他

表演形式輪番在台上演出‧但是主辦者和觀察者表示成果非常有限‧

「當菲律賓移工朗讀他們的詩歌時’其他族群的觀眾都在聊天」‧-般

而言’同國籍群體的成員還是傾向聚集在-起‧據觀察’在主辦者-

再催請之下’菲律賓人通常比較主動與其他國籍的移工交往’而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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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菲勞較泰勞人數眾多;前者可以英語與台灣居民溝通’而台灣人

絕少聽得懂泰語!

隨著外勞的增加’-些商業設施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以滿足

他們文化上及生活上的需要‧這些商店通常會鎖定特定國籍的族群‧

他們販賣從這個族群母國來的食物﹑化妝品、報紙、害籍、雜誌和

CD’通常也只有來自該國的移工會來光顧‧除了消費母國的文化產

品,移工也會自己生產尚未商品化的文化產品。他們在沒有「他者」所

佈設的聚會場台裡演奏自己的音樂並朗誦自己的詩歌‧

炎-:各國外勞人數統計,19,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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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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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詩文寫作

台北市政府在二○○-年首度以「台北’請聽我說! 」為名舉辦了

外勞詩文比賽’其後固定每年舉辦‧我們可以以第╴次和最近-次比

賽的過程、入選者和優勝作品作-個分析和討論‧首屆比賽共有2l6

首以英文、印尼文﹑菲律賓文和泰文寫作的詩作參賽.由於評審委員

不懂詩歌原著的語言’所以必須透過兩個階段來進行‧據主辦單位

「外勞諮詢中心」主任龔尤倩描述,「為了顧及周延性以及語言文字的

障礙’第-、第二階段均由泰國、印尼、越南及菲律賓的在華專業人

士進行初選及複選’共選出四十首’再經過﹙中心的雙語員工﹚統-的

翻譯後,由本土知名的詩人張香華’楊渡﹙報紙總主筆、作家﹚’鍾喬

﹙劇作家﹑詩人﹚’莫那能（原住民詩人﹚以及勞工局局長鄭村棋進行最

後的決選‧決選過程-再繁複討論’並請雙語人員朗誦’還其詩的原

韻」﹙台北市政府勞工局2002: l82﹚‧

五位不懂這三種束南亞語言的評審選出十七位得獎人。其中兩首

為同-作者。從評審發表的害面評論看得出來他們對於這些作者處境

感同身受’同時在聽到外勞「真貫聲音」時的驚訝和喜」∣兌‧鄭村棋宣稱

他對於這些詩作的高品質感到很震撼’並歸因於這些國家教導學生以

詩歌去表達他們在生活中的各種感受.鄭局長試圖為外勞和本地勞工

建立-個共同連帶:「……大部分﹙詩作﹚都在描寫異國的適應與勞動

的生活;可見『異國』及『勞動』對在台外勞而言’他們的感受何其強

烈!這讓我不禁思考’對於本地勞工而言’他們會用甚麼樣的工具來

表現生活?又會表達些甚麼生命內容呢?可以像外勞朋友-樣用詩作

來表達他們的勞動世界嗎?」﹙台北市勞工局2002: l67﹚鄭村棋曾為

本地勞工組織了-個叫「黑手那卡西」合唱團’他們表演集體自創的歌

曲’其中最有名的是-首叫做「幅氣個屁」。他∣司時也舉辦了本地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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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子女的作文比賽,題目有「我的勞工爸爸」﹑「我的勞工媽媽」和「我

的勞動生涯」等。透過文化來組織勞工是他工作的-個重要特點’很自

然地’他會採用文化方式來處理兩個最近的移工議題:勞工的階級圍

結’以及台灣祉會對外勞的種族偏見。

這十六位得獎的外勞作者當中’有八位是印尼人’七位來自菲律

賓’-位越南人和-位泰國人‧表二詳列了他們的國籍﹑性別和教育

程度.因為我沒有取得所有參賽者的個人資料和他們的詩作’無法確

知這些得獎人與落選者之間可能存在什麼差異。

得獎的十七篇作品收錄在由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出版的題為「台北’

請聽我說! 」的小害裡﹙台北市勞工局2002﹚‧這些描繪寄居、外來

者﹑思鄉等主題的詩作’與各國的移工文學呼應’也可以在十九世紀

末和二十世紀初的美國華工詩作裡發現﹙Lai’LlmandYUngl979;Hom

l987﹚。

表二:200l﹛∣皇此2006年台北市栘工詩歌比齊『!｝獎人

200l

印尼 菲律賓 泰國 越南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匝I籍

性別

初中

高中

大專

合計

3

〕

0

6

0
0

0
0

（〕

（﹚

6

6

〔）

﹙）

（）

0

﹙）

l

2

﹙）

0

0

〔）

l

0

（）

教育

20（）6 合計 6 ﹙〕 7 0 ｛） 0 5 0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勞工l司編’Z（）02 ,《台北’請聽我說! 》及20﹙）6,《台北’請再聽我

說! 》。台北市。

‧同-位菲籍監護工有兩篇詩文獲獎。

頭獎頒給－個二十七歲的印尼女l生監護工‧她是-位國中畢業

生’有兩個小孩‧結婚前在-家鞋廠上班‧之後她把兩個小孩留在印



理諭與實踐的開拓:成露酋論文集386

尼’自己到-個台灣老闆家裡做女傭。她的得獎作品LakonHidup﹙人

生劇﹚以布偶的意象來代表生命和外勞的處境。作者說:「寫詩對我來

說是-種溝通方式’也可以用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及心思。這樣的寫作

已經成為-種生活上的習慣’當我低潮時或者思念家人時,我都會拿

起筆來寫詩’表達我內心的話語。」（台北市勞工局2002:37）

就如布袋戲的劇本

我們是被掌控的布偶

笑聲和淚水……..

只是被寫妤的故事

己經安排的熱鬧滾滾

一個布偶……

只能聽命於享演的于

只是扮演註定的角色

如果這是一個I騙局

布偶又能如何

扮演什麼都沒有意義

﹙台北市勞工局2002:34﹚

LakonHidup傳達了-種無助’相對的,-位二十六歲受過大學

教育的菲律賓女監護工Estrella卻比較積極’她清楚認識到外傭之間的

相近性’以及她們與台灣雇主之間的差異。當人家問起她的作品「外

傭淚」’她回答說:「都是因為生活壓力及失望所造成的後果’其責我

要的很簡單’偶爾可以休假讓自己抒解-些壓力。但是雇主不讓我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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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現在透過這苜詩’希望台灣祉會可以瞭解到外勞在國外生活的狀

況﹑感受及孤獨‧ 」﹙台北市勞工局2002:48﹚

所有的外勞都和我一樣

珍惜每一分辛苦的血汗錢

那是家鄉生存和未來的希望

我們不奢望有華麗的衣物和珠霄

或者豪華的物質

那會讓你再度變成奴隸

台灣’請聽聽我的哭聲和祈求

台灣’請尊重我的人權和尊嚴

在你繁榮的土地上有我的汙水

我要的只是一點點’一點點公干

﹙台北市勞工局2002:44﹚

二○○六年台北市勞工局舉辦了第六屆的外籍勞工詩文比賽,這

次有l’l79位參賽者’較首屆的2l6位增加了五倍多’這當與該屆新增

散文獎項有關’即便如此’但仍不如第二屆l’806位的高潮.與以前不

-樣的是’除了「台北’請再聽我說」的主題外’還多了╴個副題「台

北,我的第二故鄉」’不僅引導外勞參賽者的創作思考’也凸顯主辦者

的意圖。整個評審程序似乎沒有改變’五位評審委員仍然不懂東南亞

語文,其中兩位還是首屆比賽的評審‧得獎的詩作有l2篇’散文有6

篇.

從得獎者來看’女性仍居大多數’二○○-年尚有三位男性外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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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二○○六年-位都沒有﹙表二﹚。從越南來的移工得獎者自首屆

的-位增加到第六屆的五位’僅次於印、菲;而泰國移工則從-位到

無人入選。首屆得獎者年齡自25至4l歲’平均為29.40’在台工作時

間自6個月至3年不等’平均為l年4個月;二○○六年的數據分別為

23至43歲’平均30.67’工作時間自半年至6年’平均l年ll個月。

兩屆得獎者的年齡相差不大’但在台工作時間則有顯著增加。可惜二

○○六年的資料沒有提供得獎者的教育程度,所以在這方面無從比較。

第六屆得獎作品的內容仍以懷鄉、思家、生活為主,忍耐與努力

必定會帶來成功是普遍的信念‧首獎「拼圖」是個很好的例子:

累了 有時真想就此投降

疲憊的身體載不動沈重的心

戍河的淚水

無法洗淨離鄉背井的哀愁

但是 日子遠是要像拼圖

一片一片的去建構連結排列

直到拼完為止

靠著毅力咬緊牙關苦難終將過去

血汗和淚水更增強我的希望

（台北市勞工局2006:68╴9﹚

正如評審張香華指出’二○○六年的作品「對雇主控訴比以前

少」‧張女士認為這「反映了台灣祉會對待外勞朋友態度大有改善」（台

北市勞工局2006: 56﹚’對照媒體的報導恐怕太為樂觀‧有趣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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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位評審鍾喬強調「外籍勞工詩歌或散文是『被壓迫者的文學』‧也

唯有從這樣的審美角度出發’才能深刻掌握創作者在文字間所傅達出

來的生活意象」﹙台北市勞工局2006: 52﹚‧

以詩歌’即使以母語來對「他者」表達自己’顯然不是每個外勞都

可以做到的。對於創作詩歌的移工而言’這場比賽所呈現的或許只是

-小部分的作品‧在其他國家移民文學裡可見的主題好比帝國主義、

殖民主義﹑種族主義﹑性別歧峴和資本主義都幾乎沒出現在這些得獎

的詩作裡。有五個可能的解釋’其中-些可同時成立:（l﹚來台灣的移

工沒有以這些語彙來看待自己的處境’因此’沒有這樣的作品;﹙2﹚移

工不想要以后些語彙來呈現自己;﹙3﹚官方的贊助無意中阻礙了這種作

品的投稿參賽;（4﹚比賽的主辦者和評審淘汰了那些主題;﹙5﹚技術問

題’譬如公開性不足而阻礙了更廣泛的參與。

台灣移工的寫作中已經將全球資本主義剝削聯繫到貧窮以及出國

打工’因此’我們可以取消第-種解釋的可能性﹙丘德貞2002a）。我

們似乎可以合理推測-些移工將自己的處境放置在全球化的脈絡中’

而其他人並沒有‧從在台灣加入詩會並且會彼此朗誦詩作的移工人數

來看’很明顯地只有少數人去投稿參加市政府主辦的比賽。但是’我

們沒有資料「iJ以顯示出有某種系統∣生的自我排除‧

媒體再現:主流﹑另類、族群

不少移工接納國研究顯示權力和媒體再現的關係.康班尼（Cam-

pani﹚指出義大利媒體經常以「娼妓」描繪多為家庭幫傭的非洲女性移

民;哈格幅（Ha『g『caves）發現在法國’移工只出現在某些媒體類型如

新聞,而永不出現在其他類型如廣告;哈斯本（HuSband﹚在英國的研

究則說明非白人除了負面刻板印象以外’很少在媒體上出現’並且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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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訪問、新聞報導或戲劇故事絕少是以-般民眾的樣態再現﹙MorIey

2000﹚;凡迪克﹙vanDiik﹚針對荷蘭TamiI移民的研究顯示媒體如何複

製當地政治經濟菁英的種族觀﹙vanDiikl987﹚‧美國、加拿大、澳洲
等地的移民／工研究都有相似的結論’台灣也不例外。

自-九九○年代中期開始’台灣的外勞已經變成-個長期而非暫

存的現象。由於種族﹑國籍和階級地位的不同’跨國移工在法律上和

社會上都受到相當不同的對待。絕大多數的外勞是來自印尼﹑菲律賓

和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的非技術或半技術工人﹙成露茵2002﹚。台灣

主流媒體幾乎毫無例外地將他們描繪成兩個極端的刻板印象:文化落

後和好鬥’是個社會問題;或是辛勤工作、I∣偵從和樂天知命的廉價工

人。在地居民也以刻板用語來區別不同國籍的群體’譬如:「乖巧的印

傭」相較於「算計的菲傭」。夏曉鵑﹙200l﹚對平面媒體的分析即強調媒

體再現移民／工的種族偏見和排外意識。

主流媒體對三十餘萬自東南亞嫁到台灣來定居的女性也沒有什麼

不同‧這些移民－向被台灣媒體以「外籍新娘」稱呼’誠如已在台定

居十幾年的印尼裔姊妹所說:「都是老娘了’還叫我新娘! 」﹙夏曉鵑

200l ,2005﹚。雖然在二○○三年由婦女新知基金會主辦的徵文活動及

後績的命名活動中’來自束南亞及中國大陸的配偶表達最希望被稱為

「新移民女性」’但四年後的今天這個稱呼並未被-般媒體及台灣祉會

普遍採用。即使公共電靦頻道最近播出系列性的移民／工紀錄片﹙如

「幸幅的地圖」﹚及故事影集（如「娘惹滋味」’「別再叫我外籍新娘」﹚’

-般媒體對這些女性的污名化及刻板報導’至今也仍然是「主流」。

為什麼主流媒體普遍選擇以負面和刻板方式報導移民／工?弗雷

勒（Freirel970﹚認為-個強勢支配性族群要使被支配的弱勢族群屈服

其下’必須創造-些有關該族群的迷思。大眾媒體幫助製造、延績和

推廣這些迷思’讓社會民眾得以產生共識’同時也導致被支配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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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化這些迷思為他們本身的現貫。正因如此’弗雷勒呼籲以批判式的

報紙閱讀來揭發迷思’並發展真責的再現﹙authcn﹝icreprescn﹝a【ion﹚。

媒體工作者常以新聞專業原則來合理化他們對移民／工的迷思

化報導’諸如新聞價值決定論﹑中立∣生和客觀性‧這些原則為論述內

容、題材、形式和新聞來源訂定框架.作為入侵「我群」﹙真責的或想

像的﹚的「外國人」’移民／工只能被允許為永無權力的「他者」’或是

看不見的外﹙星﹚人。負面和刻板媒體印象為在地原居民提供-枚社會

凝聚劑‧

媒體產業經營者往往以市場導向為由’解釋他們的選擇性報導:

「我們只是給讀者他們愛看的」!可是荷蘭學者凡迪克長期的研究發

現’媒體並非被動的服膺市場經濟’迎合-般大眾的價值觀和喜好’

而是菁英複製權力差異的重要機制（vanDilkl987）‧接納國媒體普遍
以污名化或刻板印象呈現移民／工’以各種原因和手段剝奪他們發聲

和自我再現的機會。但有些相反的l頃向卻易受忽略。這些包括本文處

理的兩個領域:另類媒體與族群媒體.

如前所言’近十年來’台北市政府贊助了一系列的文化展演以便

「讓外勞有家的感覺」’市政府更提供了資源讓外勞以母語表達自己’

如詩歌比賽。-些民間非政府和非營利組織也為外勞和新移民女性舉

辦文化活動’雖然主流媒體對於這些努力不太關注’另類媒體卻經常

大力報導。這些報導直接聚焦於移工／民透過音樂、藝術、詩歌、文

學和公開談話的自我再現’提供了台灣原居人民對他們的替代靦野.

台灣不乏以外勞為對象的媒體報導’但如上所述’這些報導絕大

多數靦外勞為祉會問題的製造者’或放大他們對雇主的犧牲奉獻’很

少以「平常心」、-般人的方式顯現‧台灣媒體對於外勞的文化表述

-般也不會以類似以上鄭村棋這樣的方式來報導。通常是經由另類媒

體這些移工的聲音才會被聽見‧由《台灣立報》出版的《破報》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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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在二○○二年四月和五月之間它針對移工詩人進行了-系列報導

（206、207和208期﹚‧SamabangMakata－Taiwan﹙在台菲律賓詩人圍
體﹚成立於-九九九年四月’創作原則是以詩學來表達作為海外勞工

的自己.SMT的領導人】un在訪談中強調「『外勞身份』的自覺,是這

群在台灣-面打拼-面創作的菲律賓勞工詩人的美學基礎」﹙丘德貞

2002b:7﹚‧這個圍體的成員自覺他們自己不同於在菲律賓的勞工’也

與在台灣的其他勞工有別﹙丘德貞2002b﹚.這個圍體有二十幾位固定

成員’他們在每個週末聚會朗讀自己的詩作‧「他們的詩提供台灣祉會

-面鏡子’清楚地反映我們在邁向富裕和全球化的道路中逐漸醜陋的

臉孔」（丘德貞2002a﹚。

「TbeLibertyPocticLadics」是-個由來自菲律賓的女性移工組成的

團體’她們在每週唯-的休假日聚集在台北市外勞文化中心﹙HOME﹚

-起分享她們的詩作‧同SMT比較起來’這個團體更有社會意識.有

幾位是單親母親,所有的人都宣稱自己是女性主義者﹙丘德貞2002c）.

《立報》和《破報》對外勞的報導篇幅比主流媒體大’持績性較高’

內容也是在後者所難見到的。主流媒體並非沒有出現過有份量且發人

深省的外勞專題報導’但如上所述’大多數仍不脫刻板巢臼。

台灣的另類媒體生存不易’資本不足’發行有限’對廣告主沒有

足夠的吸弓∣力,非主流的價值觀很難取得-般基金會支持,對抗性或

抵制性的報導及言諭更難獲得政府的浥注。即便如此’它們仍是台灣

媒體景觀的-支重要力量。作為替代性的新聞及評諭來源’它們發展

出小眾、忠誠的讀者’其中尤以網路媒體如南方電子報、苦勞網、大

眾論壇等最為突出。

然而,無論是主流或另類媒體’對外勞的報導都是由台灣優勢族

群所控制的‧從報導的題材、資訊的來源﹑使用的詞彙、文章的編

排、標題的製作等等’無-不是優勢族群媒體工作者及他們所在的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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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機構的決定‧台灣主流媒體反映的是優勢族群中政治、經濟與文化

菁英的觀點’弱勢或另類媒體反映的則是優勢族群中少數異議份子對

某些觀點的挑戰‧

族群媒體研究I有將近九十年的歷史,主要圍繞在其功能性的討

論‧從文化的觀點而言’族群媒體具有維繫發展傳統文化及語言的功

能’從而保持該族群的殊異性’還是具有使少數族裔捨棄自己原有的

殊異性’漸漸被主流文化同化的作用?除了這樣的兩極看法’族群媒

體當然可能同時兼具維繫族群傳統和促進同化的雙重功能’在某些

方面保持族群的殊異∣生,而在其他方面協助該族裔融入主流﹙Riggins

l992﹚‧正如維持殊異∣生和促進同化性是族群媒體的雙重角色’國家對

待族群媒體的政策也不盡相同。國家可能憂慮族群媒體會威脅統-的

國家認同’不僅不予支持而且加以阻撓’但排他性意識很強’即種族

主義國家則並不會樂見有∣司化性功能的族群媒體‧以往的研究顯示’

政府可能為了討好少數族群及取得支持多元文化的名聲’或更好的監

靦少數族裔的政治動向而允許甚至鼓勵族群媒體的存在。因此’無論

族群媒體為該族裔扮演什麼角色’都可能是國家進行社會控制的手段

﹙Rigginsl992）。

族群媒體之所以存在’並非只能從文化的面向去思考. l司樣重要

的是這些媒體在族群反歧峴及爭取社會平等的抗爭中可能扮演的諮詢

提供、共識凝緊、群眾動員的角色。正如弗雷勒所言’被壓迫者發展

及使用自己的語言詞彙去述說所處的世界是他們解放的-個基本條件

（P『eirc l970﹚’族群媒體和族群解放運動的相互依賴關係,應該得到更

多的探討.族群媒體的祉會改革功能與主流媒體所標榜的新聞媒體專

業標準有-定的矛盾’也需要--釐清。

l 雖然任何媒體都可以峴為族群媒體,族群媒體研究指的是少數族群製作並以其為受眾的

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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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台灣官方認定的客家及原住民少數族群’經過長期的

抗爭逐漸獲得政府的資源’從開始有固定的廣播節目到成立專羼的電

台和電視頻道.然而人數眾多的移民／工除了內容和時數有限的廣播

節目以外（邱淑雯2003﹚’既沒有自己的﹑也沒有以他們為主要閱聽

對象的頻道。這當然與移民／工的政治力量相關’而他們之間的語言

差異’提供政府「不合效益」的藉口’對商業投資者來說則是「不符成

本」或「利潤太低」.多元文化需要以多元語言為基礎’否則只是空洞

的口號而已’台灣離所標榜的多元文化社會還有-大段要走的路‧

平面媒體成立的門檻較廣播﹑電視為低’因此以台灣移民／工族

群為讀者的報刊隨著他們的來源﹑經營者的目的、政府的政策、媒體

科技的發展、族群內部的同質性等等因素而起伏。台灣以移民／工為

報導、閱讀對象,並以母語為主製作的平面媒體-般很不穩定’極少

能長期持績出刊‧它們與另類媒體相似’通常缺乏資金、人力及有效

的經營策略。這些媒體大多側重在提供台灣政府、教會及NGO的服

務及生活資訊’刊登栘民／工的心’∣胃故事’報導母國的新聞軼事’緩

和他們與雇主及仲介之間的糾紛等‧其中比較固定出刊的均依附於主

流或另類小眾媒體之內’前者如CbinaPost每週-次的PocusonPorcign

WO『kcrS和ChinaNews也是每週-次的Kabayan’因為是以英文為主’

通常只有來自英語國家及通曉英語的菲律賓移工能夠閱讀。後者如《台

灣立報》每週-次的「四方版」。這個版以中越文雙語製作’取材自該

報獨立出版之越文月刊《四方報》‧

除《四方報》以外’其他獨立出版的族群媒體有「南洋台灣姊妹會

訊」﹑「IP季刊」、INTAI等‧表三列舉二○○七年十﹦月底仍在出刊的

各種族群平面媒體。可以看到無論是主流還是另類媒體都沒有固定出

版以移民／工母國語文製作的版面。這當然與他們主要預設讀者群相

關’但也有突破的可能。台灣民眾有沒有動力學習移民／工語言?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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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每-家報紙都有英語學習版面’為什麼不能有-兩家報紙教我們越

語或印尼語?英語固然有它的世界主宰位置’但越、印語-來是許多

新台灣人的母語’並且也是台灣鄰國的語言。報紙的優勢之-是它的

多樣性’同-時間不同的人可以各取所需’閱讀各人有興趣的版面’

互不妨礙。當台灣民眾閱報時’外籍配偶和勞工有母國文字的版面可

供選擇’不是更接近多元文化祉會的願景嗎?

炎三:台灣出版之移氏／工刊物,2007年12﹚』J1日﹡

云
几

■
︺
／
﹄

＝
二

﹢
r 另類 族群

中或英文 ●南洋版

（w,立報﹚

●洋台灣姊妹會會訊

（u’注音字）

●鎖定外勞PocusonPo『cign

Wbrke『s（w】Cbil﹞aI﹚ost﹚

●伙伴們KabaWm（w,CIlina

Ncws）

雙／多語文 ●四方版

（w’立報,中越﹚

妞 ●越南好姊妹（q ’中越﹚

●【P季刊目國際家庭

（q,中越印菲）

●四方報（m’中越﹚

●外勞c通訊

（u ,中英印泰越﹚

●C｝lica（m,英菲﹚

●ThcMigrants（「n ,英菲）

母國語文 妞 ●In【Zli（m,印）

●lndoSuara印尼之聲

（m,印﹚

資料來源:族群媒體係根據張正的調查’在此申謝。

.僅包括2007年l2月尚在刊行之平面媒體;族群媒體不含非在台Ⅱ∣版之刊物。

w﹦週刊’m﹦月刊’q﹦季刊, u﹦不定期

誰的媒體?誰在發聲?以《四方報》為例

移民工媒體如《四方報》的出現和發展有它的歷史脈絡和結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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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首先是越南在台人口的數目與穩定性。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資料顯示’自二○○四年起’越籍人□為各國之冠’其中二○○沂辛

二○○六連績兩年配偶幾占40％,這尚不包括已入籍者（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在台外僑人數統計2007﹚。越勞與越配彼此雖然界線分明,但-

般而言他們的語言文化背景相同並有別於台灣民眾。這種特性不僅造

就了獨特的消費市場’轉化成廣告來源與閱讀群眾﹙表四: 5’7﹚’也提

供了可能的媒體製作人力﹙表四:8﹚。更重要的是’解嚴以來-波波的

祉會運動累積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和能量,它們與政府的衝撞導致-定

程度的社會開放’催生民主轉型後政府基於選票考量及因應世界潮流

觀感’提出多元文化的主張﹙表四: l’2’ 3﹚’有利於移民／工媒體的

出現﹙表四:9﹚‧自從政府開放引進外勞政策以來’以改善外勞／配處

境為訴求的民間圍體紛紛出現（表四:4﹚’有的與教會結合’有的與既

有的社運組織相連’其中也不乏嶄新的集結.除極少數如南洋台灣姐

妹會是以外配為主體的草根∣生組織外’大多的團體都屬倡導性’為外

勞／配請命‧爭取外勞／配權益的祉會運動與移民／工媒體自有相互

依存卻又拉扯的複雜關係（表四: l0﹚。外勞／配的出現更直接挑戰多

元文化主義政策﹙表四: ll﹚.最後’媒體科技的應用’使平面媒體原

先難以處理的越南文字輕鬆得以呈現（表四:6﹚‧

這些結構因素適用於解釋移民／工媒體的出現’但任何-個特定

媒體的出現需要具體的歷史及能動力分析。本文以越文《四方報》為例

加以說明。

《四方報》自二○○六年九月試刊至二○○七年十-月已出版十三

期’為紀念正式出刊-年’還特別集結成合訂本取名「英雄」單獨發

行。第-期的《四方報》有l6個黑白版’印行5’000份;到第十三期已

增加至48版’其中l6彩色’29’000份’受歡迎的程度可想而知.它是

誰掌握的媒體’誰又在用它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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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移民／工媒體發展的結榔【Ⅱ素

民主轉型:現代化及選票考量

從擁有者的面向來說,《四方報》不是越籍裔移民／工所有的媒

體.如上所述’它如同《破報》是世新大學所屬《台灣立報》出版的-份

刊物。《立報》-向以從弱勢角度報導﹑評論新聞及設定議題為編輯方

針’對各種祉會運動的關注不遺餘力’並自訓以平衡台灣主流媒體為

己任‧在移民／工議題上’先後與不同祉會團體合作編製專題版面’

二○○五年更推出固定每週-次的南洋版’向讀者介紹東南亞各地社

會文化’以及來自該地區的外勞／配情況。後者的資訊來源多以社運

積極份子,包括外勞／配訪問為主。由於《立報》是以中文書寫,目的

自然希望台灣原居民對新居民有較真責的理解’於新居民本身彼此的

溝通與認同型塑沛無很多助益‧因此’當報社記者丘德貞及張正提出

出版泰文及越文報紙的構想時’很快便能付諸責現﹙張正2008﹚‧

《四方報》的財務結構主要可分為兩個部分:軟硬體設備及行政

完全依賴報祉;日常製作、印刷﹑發行和業務推廣則必須自己設法解

決。由於《四方報》除了極少數的郵寄宅配訂戶外’基本採取免費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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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閱的發行方式’所以主要收入來源是靠民間基金會捐助﹑政府補助

及廣告﹙表五﹚’數目雖小’勉強尚可維持,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召喚了

不少志工’有的免費供稿、打字、翻譯’有的義務宣傳、發送報紙’

其中不乏外勞／配讀者兼任.這是該報的-項另類媒體特色‧《四方

報》的讀者﹑作者及推廣者角色之間界線模糊’它並不以所謂媒體專業

標準為行事原則﹙成露茵2005﹚。

從-開始’《四方報》就沒有把自己認定是-份為所有在台越南人

辦的族群報紙’而是僅僅為其中的勞工及配偶建造的-個發聲平台。

報館不時接到越南菁英份子抗議刊登文章品質低劣、錯字太多等等’

也有認為報紙應以教育越勞／配讀者為主,多登-些知識性的作品﹙張

正2008﹚‧但《四方報》重硯的是外勞／配用自己的話語書寫自己的

心情和看到的世界’建立彼此之間的共識與認同,從而產生自覺性的

行動力’而非單方面的消極接受「教育」﹙PrCircl970）‧《四方報》目前

獨立於越籍裔菁英及主流媒體標榜的專業準則’但隨著槁件來源的持

績上升’篩選機制是否會向菁英和專業的標準l頃斜’從而與當初成立

的旨趣妥協’是-項嚴峻的挑戰。

在台越籍裔人士除了階級之別’重要的還有勞工與配偶的差異’

兩者關注的議題不同’甚至有時彼此還懷有敵意。越勞是暫時性的居

留者’越配則是永久性的移民’心態與認同自然不-,前者學習中文

的動機和壓力遠遠不如後者’同時由於台灣政府對外勞資格的要求’

外勞學歷-般比外配高’越文書寫及閱讀的能力也較外配好’雖然兩

者在台人數相當’在讀者中也各佔-半,《四方報》的投稿者中勞工與

配偶的比例卻約為九比-,這應為﹣重要原因﹙張正2008 :66﹚。

勞工與配偶在污些方面的差異又因為台灣越工絕大多數為從事家務勞

動或監護工的女性而有所淡化。性別-致性也使兩者在內容上有共同

的偏好。《四方報》版面卜固定出現美容、美食資訊以及家庭、心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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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而鮮少見到體育球賽等消息’可為佐證.

作為-個以越工／配為對象的族群報’《四方報》並不以民族主義

為訴求’所呈現的意識型態也很不-致’這點與世界上的族群刊物有

顯著不∣司‧它從大篇幅的越南選美圖片報導到聲援逃跑外勞;從越南

男歌星襲台到呼籲取消財力證明’-方面反映主事者對讀者的異質l∣生

資訊要求的理解’恐怕也反映主事者本身的辦報企圖。《四方報》當然

有它的教育意義’但這裡的教育是以與讀者產生互動和對話的方式,

推動自發性的改革運動。最明顯的例子是第八期的封面故事’在詳細

解釋基本工資調漲的政策獨漏外勞後’登出勞委會的電話號碼’建議

同意這個分析的讀者向政府表達他們的意見。這種作法明顯與媒體專

業原則背道而馳’但卻是《四方報》的特色‧從讀者投書及相關活動參

與者的觀察可見採取「叫醒勞委會」行動的外勞／配並不少。表五列出

自試刊起至二○○七年十二月各期的頭條標題’可以看出’結合讀者

本身利益及祉會議題的報導約有-半’內容包括媒體改革’工資及勞

動條件’移民／工政策等’每-條都有相應的行動意涵。

最能檢驗《四方報》是否真有越勞／配發聲平台功能的方式’可能

是讀者來函分析‧表五顯示每期讀者來函數字及見報比例。可以看到

來函由最初的9封至十四期的3l7封’雖然中間有些起伏’但基本趨

勢是上升的’第十二期甚罕澴達到438封.以版面而言’試刊號的l6

個版面中有四分之-是直接掃瞄讀者信件的’創刊號24個版面中有l0

個是掃瞄’或打字、翻譯自讀者信件;第十二期的48個版面裡’仍有

22個版以讀者來信為主﹙張正Z008:48﹚‧這些信件多未直接註明

身份’主編從內容判斷的結果是幾乎90％來自越勞’只有少數來自越

配‧至於原因’張正認為與認同’與生活環境’文字能力以及勞工及

配偶內容比例相關﹙張正2008 :66╴67﹚。讀者來函中有相當部分羼於

「交友」或「尋友」’可見他們對建立彼此之間的祉群網絡的渴望。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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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四方報》提供他們-個越文刊物和發言機會是來函的另-大類’

「這些字句’證明了《四方報》責現創立的初衷’成了離鄉人的『至親好

友』、『同伴』’協助她／他們『越過艱辛與挫折』、『有機會抒發心l∣青』’

讓這段『獨自在他鄉打拼的孤獨日子』,『有被安慰到的感覺』」﹙張正

2008 : 5l﹚。心情故事是來函的重要內容’除了上述以外’思鄉、懷念

家人、控訴雇主及仲介不仁、感謝台灣人民的善待等也常出現。

表五也顯示-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隨著《四方報》的發展’讀者熱

烈以來函表達心聲’見報比例的趨勢是上升、下降還是維持不變?從

試刊號到第四期’由於見報數字包括「交友」’而「交友」信件及版面數

未計’姑且排除’自第五期起’「交友」版面始終維持在2至3頁’來函

採用比例從最低的l4％﹙第十二期）到最高的37％﹙第六期﹚’波動幅度

較大’但自表五可以看到最後三期每期見報率均未超過之前六期‧如

果讀者來函是檢驗是否《四方報》具有作為越勞／配發聲平台的功能的

標準’它與報紙的其他部分應有甚麼相對的比重?讀者來函的採用比

例越高,是否即表示它越能符合移工／民發聲平台的聲稱?

《四方報》主事者的意圖:建構越工／配發聲平台及推動互動式教

育’都可以同時在讀者投書的處理中觀察到。創刊不久’編輯部開始

設計不同的徵文主題邀請讀者來槁。張正透露’「初期的主題著重移民

／工的個人經驗’例如『我的台灣初體驗』、『中文難還是越文難?』﹑

『自助人助天助: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2008 : 54﹚‧但到了6

月’也就是第八期’報社即開始結合新聞向讀者徵文‧除了前面所提

到的基本工資問題外’對於外籍配偶入籍台灣必須具備財力證明的規

定’-方面徵求讀者來函表示意見’-方面在第九﹑十期更加入祉運

團體共∣司支持連署廢除並參與遊行.自第十期起’《四方報》闢「和主

任聊天」版’邀請讀者來信向越南駐台辦事處反映問題.這個固定的版

面很受歡迎’影響力也可從-些該處的行政改革而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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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部通過議題設定引導移民／工對自身處境的理解和思考並不

止於主事者與讀者之間的互動’很重要的處理方式還包括讀者之間的

意見交換和分享。-個明顯的例子是第十-期推出的「逃跑外勞」議

題‧有感於主流社會的污名化,《四方報》請所謂「逃跑外勞」說出「自

己為什麼非逃不可的理由」﹙張正2008:54﹚‧在第十二期,該報製

作了-份中越文對照的台灣地圖﹑協助單位電話﹑和7頁以逃跑外勞

本身來槁為主的專輯（張正2008: 57﹚’此後連績數期仍有來稿’還

包括插圖和繪本‧

《台灣立報》創辦人成舍我先生曾聲稱該報將以「讀者有其報」為

最高原則﹙成舍我 l988﹚.-份真正屬於越勞／配讀者﹑並足以充

當他／她們發聲管道的報紙’是否會有可能責現「讀者有其報」的理

想?或者’所有權、領導權並非最重要的檢驗標準’而是越勞／配自

身的體驗和認同?在鼓勵、協助越勞／配發聲的同時’《四方報》非

越勞／配的工作人員如何看待自己的聲音?重要的應該不是個人的種

族﹑性別或階級,而是能不能批判性的去檢靦自身的歷史、偏見和幾

乎已經認為是本能的但責際上卻是學來的反應’從而捨棄學來的、來

自種族／性別／階級的特權﹙LandryandMacLcan 】996;4﹚‧誠如司匹

伐克（Spivak﹚所言’我們的特權就是我們的缺失’它使我們看不到其

他的知識和選擇。當司匹伐克的學生以自己是白人﹑男生、和資產階

級者而表示「我不能發聲」時’她告訴他們:「為什麼不去發展-定程

度的對歷史的憤慨’憤慨歷史為你書寫了-個這樣悽∣∣參的劇本讓你消

音?那你就可以開始研究使你消音的是什麼?而不是採取決定論式的

位置-因為我的冑色是如此、我的性別是這般’所以我不能發聲.」

為了捨棄自己的特權而自我學習是與「他者」建立倫理關係的第-步

﹙LandⅣandMacLean】9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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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總結來說’當國族打造的意識型態從單╴文化轉向多元文化主義

時’所有的機構行動者﹙institu〔ionaIac﹝orS﹚也會跟著調整‧國家、私人

企業、非營利機構必須在不同的價值之下去執行它們的任務’或台理

化它們的工作.國家為外勞／配舉辦的許多文化節目得到了合法性’

因為它們充責了城市的文化景觀和反映了對日漸被重視的多元文化主

義的堅持‧這些節目的責用目的或許是為了讓外勞／配高興’而且向

本地原居民顯示外勞／配不必然如眾所認知是祉會問題。另外-方

面’在多元文化主義的旗幟下,外勞／配可以有要求資源的正當性。

媒體是外勞／配公共發聲的重要機制’主流﹑另類與族群媒體各

有特點。到今天為止,嚴格而論’台灣還沒有-個真正屬於任何移民

／工的媒體’但這並不表示他／她們沒有發聲管道‧弱勢群體應有使

用自己的語言發聲的機會’用自己的話語敘述所處的’∣青境、經驗和感

受’不但他們的聲音會被自己聽見’也會被那些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必

須遇見的「他者」所聽見。作為外勞／配的「他者」’台灣原居民必須忘

卻﹑捨棄長久以來所學得的偏見及狹窄知識’拒絕自己身為原居民而

享有的特權’從反身∣生的檢峴學習’與移民／工建立新的倫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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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四方報》各﹜Ⅱ頭條﹑發行及繃者來函數,200任2007

編號 頭條（內容） 發行／補助 ∣採用來函／比例I來函

試刊】號

2006／9

4’000份／八

開l6個版’

黑白

社會發展文教基

金會補助50萬

（-年）

,封’

含交友’

／l00％

Qu0ckl】inhViE【Nam﹝aiD白i

Loan

越南刷慶存台灣

9封

試刊2號

2006／】0

ll’000份／八

開l6個版,

封面封底及部

分彩色

l3封,

含交友’

／68％

伊甸補助印刷五

千份

MCvnngnhh
媽媽不在家

寸圭q
多

l

試刊J號

2006／l l

l2’000份／八

開24個版

Ngiy I5imIich〔hingsau , a0
D自u【i6ns5chinh【Mcphd『

hhnh／Vi阜〔Nam﹝匠d『hinh

th白n｝IviEnm0in｝ljtc﹝『aWTO

下次）」圓,四方報正式出刊／

越南加入WTO

l7封,

含交友,

不含7封MAIL

／23％

伊甸補助印刷五

千份。開始接受

廣告

＋
Ⅶ
』

士
土

﹤
↙

7
J

00】期

2006／】2

l3,000份／八

開24個版

24封,

含交友,

不含4封MAIl

／30％

伊甸補助印刷五

千份。開放訂閱

ChlataynhE,ChOAnKhang∣

別了’安康市場!
79封

002期

2007／】

l3’000份／八

開32個版

46封’

含交友

／35qb

丹長全台演唱會

現場派送

DanThI0ngD nf﹚L

丹長風暴二度襲台
寸圭

l

勺
﹃
J

l

003期

2007／2

l3’000份／八

開32個版

公益信託族群和

諧基金補助】2〔）

萬（兩年﹚。進駐

杏一醫療

Khdnh0VNquy台n】000（〕0Ddi

【e

善哉!越南看護范氏綠’半數

所得捎台灣

40封,

含交友’

／53％

76封

004期

2007／3

l4’000份／八

開32個版

中華祉會幅利聯

合勸募協會﹑台

北「h社區銀髮族

服務協會補助

20萬（-年）

BdoTi nP﹜﹞ong【ang｝1dng

nghlnDdusdcI1choc0dduViE【

vd【aoDO【﹞g『re0D訕l』oa『l

越南前鋒日報贈書台灣

4l封,

含交友’

／l9％

2l4封

005期

2007／』

l5,（〕00份／八

開40個版

43封,

不含交友Z頁

／20％

“AoIuaHhD6ng,,D nDI
越南白絲綢,閃輝∣咧際

發行至越南 寸圭）〔

l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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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條（內容） 發行／補助 ∣採用來函／比例I來函編號

006期

2007／5

】6’000份／八

開40個版

Laoc6ngD6ngNamA【aiDhi

Loan ,Vi tn6n Iic｝﹞sⅡb圄ng

｝﹞〕n｝﹞dnb

東南亞移工’以相機寫歷史

48封’

不含交友2頁’

／﹩7％

至中南部流動夜

市派送

007期

2007／5

】7,000份／八

開40個版

Kyni6m9ndmTTuy n﹜﹞ln｝﹞

C0ngcOng,D圄cbje【﹙Iunn〔am

ngl『0ididinln0i

公共電視九週年,今年最愛新

移民

封】

6

7
么

45封,

不含交友3頁

／〕4％

贈閱l34家農漁

會

008期

2007／6

20’000份／八

開40個版

l7280Ii【r0bip!LlIOngcMnI】

ndngcao, b0s0【340ngh）nLao

DOngnl『0cngoii.M0i nglr0i

m0【cu0cDie【】t｝】oβl,gOi『Mc

UybanIaoD。ng‧
】7280的騙局!基本工資調漲’

獨漏34萬外勞。－人－通電

話,叫醒勞委會

46封,

不含交友2頁

／22％

贈閱l,68,家老人

會﹑安養機構
Z09封

亞藝影音Z6家門

市﹑阿羅哈客運

全台l6站、脊髓

損傷者全台26處

分會

009期

2007／7

22,000份／八

開40個版

48封’

不含交友3頁

／22qb

6n氳m【hinI1,n圄m

藍領外勞工作年限延長至九年
220封

外配家服中心

（3l處）﹑外勞指

定健康檢查醫院

（57家）

0l0期

2007／8

23,000份／八

開40個版

X0ab0Cl﹞IJngnhantii san
4000〔）0Ddi〔6∣

新移民的心聲:取消40萬財力

證明的荒謬政策

58封’

不含交友2頁’

／22％

269封

全台馬偕醫院﹑

世界和平聯盟】5

處分會、移民學

者﹑立委﹑縣市

長

0ll期

2007／9

25’000份／八

開48個版

79封,

不含交友2頁

／3lqb

C0Y【d﹜iCh!HdngCUa【0i

那年中秋’護士是我的嫦娥
256封

0l2期

2007／l0

28,000份／八

開48個版

民進黨各縣市黨

部25處。內政部

家暴委員會購買

三千份

BanDangdDdu?D0i v0i ban,

﹝al saob0【r0nIai IiconD【『dng

duVnh甸【?

你在哪裡?為什麼非逃不可?

59封,

不含交友2頁’

／l4qb

↓
』

土
︽

834

0】3期

2007／】】

29’000份／八

開48個版

76封,

不含交友3頁

／20％

內政部家暴委員

會購買三千份

XcmTVT40D訕Loan

越南頻道,登陸台灣

蚪
判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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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頭l傑（內容﹚ 來匪I發行／補助 採用來函／比例

0】4期

2007／】2

30,000份／八

開48個版

2000cbngvi6nI刷oDOng【rEn

Du.0ng﹜ cI】i vlm0tyEucdu !﹞h0

nI﹞oi〔I﹞0i:TbiDhaicdng氳ynghi!

兩千外勞上街,只有╴個卑微

要求:我要休假!

68封。

不含交友2頁,

／2l％

∣勺政部家暴委員

會購買三千份
3l7封

資料來源:感謝《四方報》主編張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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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資本主義大眾化報刊」
成舍我與中國無政府主義“

成露西﹑唐志宏﹑李明哲

中國新聞史界泰斗方漢奇教授﹙方漢奇 l998 ;方漢奇、李矗

2005:290╴9l）曾從多方面肯定成舍我在中國新聞史上的崇高地位:

他是中國第-個嘗試建立報業集團﹙托拉斯﹚的先行者;他是從業資歷

最久的新聞人;他是創辦最多新聞事業機構的推手’曾直接或間接催

生過多家報社、期刊、通訊祉﹑廣播電台等’總數超過20個;他的生

涯遭遇最多逆流’發行過史上發行量最高的兩份報紙’其-是上海《立

報》’在-九四九年以前發行量最高達每日二十萬份’另-是北京《世

界日報》’發行量達每日三萬五千份;他致力於新聞教育’所創辦的職

業及專業學校涵蓋新聞學的各個領域,訓練出最多的學生’其中世新

大學至今仍是台灣新聞人才的培育重鎮;他在九十-歲創辦《台灣立

報》’是世界上年紀最長的辦報人。儘管成就斐然,成舍我這位二十世

紀獨立報刊發行人兼新聞從業者’並未獲得中囚現代史或中國新聞史

高育慈譯,陳政亮、夏I曉鵑校對。出處:英文版初禍成露酋宣讚於二○○九年四月十七

至＋八日於美國川I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舉辦之「TheThi『dWb『kshopol】NcwsPaPc『sasSou【Cc

andSubicc『」。另-更長的中文版本於成露茵辭世後出版:成露酋﹑唐志弘﹑李明哲’

z0】0’〈無政府主義的影響秈實踐:成舍我的「非資本主義大眾化報刊」〉,《新聞學研

究》’第】〔）6期’貞2l9╴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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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的關注’這種情況並非成舍我獨有’而是-個普遍性的現象’為

此’我們陸績舉辦三次會議‧雖說歷史學家蒐羅史料經常需要大量查

閱報刊’但是卻少有人研究報刊的成立﹑產製或發行過程’也少有人

將研究焦點擺在新聞從業人員身上‧新聞學者不熱衷研究成舍我的原

因’或許更加複雜’除了報刊資料年代久遠’取得不易外’可能還因

為成舍我身兼獨立記者與強勢的報刊發行人兩種角色’立場矛盾;其

缺乏政治價值’難以吸引集體的研究熱潮;甚至成舍我的長壽’也影

響到研究意願。I

關於成舍我的三種觀點

在中國大陸’關於成舍我的研究始於-九九八年中匝∣人民大學港

澳台新聞研究所編輯的《報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誕辰紀念文集》’而

《申報》的史量才和《大公報》的張季鸞的際遇似乎好很多。《申報》和《大公報》創造T∣I普

及化許多現代性的主流語彙’在中國知識份子間影響甚鉅,而史量才和張季鸞是兩報的

指路明燈’但筆者以為史﹑張兩人的歷史名聲多少與政治有關。史量才在-九三四年十

-月十三日遭人暗殺於浙江’雖然共產黨╴口咬定暗殺行動乃蔣介石和國民黨所指使’

但國民黨否認指控’反指暗殺行動是漢奸所為。國共雙方皆奉之為愛國烈士。史量才一

直是海峽兩岸各種新聞史著述中的報人楷模,不僅因為他無畏軍閥和日本強權’直言不

諱’更因為他敏銳的商業眼光。張季鸞雖對國民政府時有批評’但態度大致合作’蔣介

石因此硯之為諍友。他曾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四不主義作為《大公報》辦報方

針’台灣新聞史教科習至今仍譽之為新聞專業的基本原!!II 。相較於當代其他自由主義報

人’張季鸞在中國大陸出版品中得到的讚譽也相對較多‧他率先派遣記者前往中國共產

黨控制的「紅區」,並且發表他們的觀察’在當時造成相當大的羈動,也因此嬴得共產

黨人的肯定。-九四-年榮獲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頒獎’不久之後張季鸞便與世長辭’

這或可說是適得其時。因為他無需在國共內戰期問面臨表明立場的艱鉅抉擇。後績接掌

《大公報》的胡政之就沒這麼幸運了’雖然胡政之對於報社的貢獻多過張季鸞。張季鸞的

喪禮獲得國共兩黨領導人的盛讚（張育仁2002: 3w﹚。反觀成舍我,終其－生都被國

民黨靦為眼中釘,被共產黨當作頑固的反共主義者’兩方均無意透過教科書以向後世宣

揚其理念或給予公開的認可。不過’這種情況在-九九-年成舍我辭世之後’可能已略

有改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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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峽對岸的台灣’最早則可追溯至前《自由中國》雜誌祉寫手馬之驟

（l986﹚所著《新聞界三老兵》’其中成舍我即為三老兵之-‧除了少數

例外’過往成舍我相關研究大致呈現下列特點:﹙l﹚主題重複性高’且

大多聚焦於成舍我戲劇化的-生及特立獨行的行事風格;（2﹚立論引證

傳聞’史料深度不足且來源可疑;﹙3）缺乏新的觀點或研究取徑;﹙4﹚

內容浮泛’討論深度不足;﹙5）追憶悼念式文章多於嚴謹的學術研究。

已有學者嘗試突破既有框架’以新發掘的史料或理論觀點’提出

不同的硯野’其中最為突出的當羼陳平原﹙l998﹚、周海波﹙l998﹚及張

育仁﹙2002﹚三位。他們代表以歷史演進、資本家’及自由主義者三種

不同的論點’來重新檢靦成舍我的新聞觀點和責踐。陳平原﹙l998﹚於

〈興論家的態度與修養-作為北大學生的成舍我〉-文’根據《北京

大學日刊》中成舍我發表的文章與其參與的活動’及其他北大檔案’追

尋其日後事業發展的起源‧陳平原認為青年學生是探討五四新文化運

動論述’不容忽視的-個面向:

五四時期的青年學生’就學識與社會影響而言’確實無法與陳獨

秀、胡適等比肩;但日後的發展’則未可限期﹙陳平原2006:

l77﹚。

陳平原舉成舍我為例支持其論點’他論道

成舍我日後以報人及新聞教育家著稱於世,早年的意氣風發’以

及大學階段的丈化運動三大言﹢畫﹙即建立報社＼出版社、學校﹚ ,

不大為人所知.重提舊事’一來使於理解成君日後的發展’二來

展現當年北大校園的風未’三來解讀五四新丈化運動提供一種新

的方法 大學生的視角﹙陳平原2006: l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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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從成舍我的學生時代理解其人及事業’周海波﹙1998﹚則從

「大眾化」2的角度’來檢幌成舍我的報業責踐。如同當代許多報人’成

舍我相當關注報紙無法深入市井小民的現象’這使得報紙的影響力侷

限於知識份子和祉會上層階級。周海波認為,成舍我不同於其他知名

報人之處在於’他開拓出達到「大眾化」的路徑’展現獨立民營報刊企

業在現代中國的創造力﹙頁l2l－l22﹚‧周海波雖然討論成舍我的「大眾

化」哲學’但傾向將之視為商業策略。成舍我認為’民營報刊必須有健

全的財務基礎’才能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保持言論獨立地位;「大眾

化」能夠刺激報紙銷售量’進而帶動廣告收入。周海波以美國的赫斯

特﹙WRandolphHearst﹚報業集團比擬成舍我’認為成舍我是愛國的獨

立報人’且貫質上是資本家‧不過諷剌的是’成舍我曾對赫斯特表示

不屑﹙林海音 l998﹚。周海波的解釋,廣泛為中國新聞史研究者所援

用.事實上’-九八○年代中期前出版的唯--本成舍我研究專書﹙張

友鸞l982﹚’以及新聞學系的入學考試’早已反映此-觀點。3如何

在經濟生存與獨立公平價值間找到平衡點’至今仍然是世界各國新聞

研究與貫務的重點課題‧

重慶師範學院教授張育仁（2002﹚在其長篇著作《自由的歷險-

中國自由主義新聞思想史》-害中’以前所未有的嚴謹學術角度檢幌中

國新聞史的發展’他認為成舍我如同史量才﹑張季鸞等’都是自由主

義報人’但成舍我進-步融合西方自由主義與康有為的大同觀’建構

出-套近似但又不同於胡適的新聞哲學。雖然張育仁直陳成舍我是-

個「頑固的世界主義者」﹙頁414﹚’認為他的思想起源可追溯至康有為

「大眾化」－詞見於一九七○年代新聞史學者’用以討諭大眾媒體﹑流行文化禾I】普及化等

議題。可參考RobertEscarpit（】977﹚、】ohnConncr（l979﹚的著述。

成舍我是出現在考題中的民初報人之-’而且經常是在選擇題中。例如:「下列哪份報

紙不是成舍我發行的?《立報》、《申報》、《世界日報》﹑《民生報》。」來自網路資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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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同觀、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及互助台作主義’但張育仁並未就

此有趣的混合進-步閨述’反而是以自由主義為主線’來貫穿成舍我

的報業’做出結論:「他從最初投身新聞事業開始’就懷抱著-種思想

和l賈值信念」’這種價值信念雖稱為「世界主義」’「而其內核其貫就是

自由主義」﹙頁4l7﹚。

在中國以外’英語世界對於成舍我研究散見於期刊論文﹑專書章

節以及未出版的碩士論文之中﹙例如StcphcnMcKinnon2005;Hung

Chang╴tai l994和KarinPark等人﹚。美國學者McKinnon從成舍我嘗試

建立報業集圍的野心’推論成舍我高度認同資本主義。其論點與周海

波近似’都將成舍我靦為資本家’而非陳平原所主張的「輿論家」‧

以上三論述’皆突破傳統新聞史以時間線性為框架的論述方式’

正符合】amcsCarCy﹙l997﹚對傳統美國新聞史的知名批評’不過這些

努力同時引發嚴肅的問題’必須探究才能更瞭解民初新聞工作者的貫

踐’以及中國知識份子從事新聞業的意識型態來源.

陳平原指出’成舍我早年即認識到中國現代化對於報館、大學

和出版肚的迫切需求。這是-個非常重要的起點’不但讓我們注意到

成舍我就讀北大的學生時期,同時也提醒我們’身處北大這個百花齊

放、眾多哲學觀爭相尋求年輕聰穎學生支持的環境’成舍我必然接觸

過多種不同思潮’應避免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些更重要的觀點’例如

「世界主義」.

成舍我辦報選擇以「世界」﹑「民生」和「立」作為報刊名稱’皆與無

政府主義「新世紀派」者所宣傳的理念如此相似’我們該如何看待這個

事貫?1若單從北京大學和五四運動生產的材料來論斷公共論述的建構

過程’尤其是只偏重《北京大學日刊》的文本分析’卻忽靦無政府主義

關於這兩份刊物,《北京大學日刊》創刊於-九-八年,主要報導校內活動;《北京大學

學生周刊》創刊於-九二○年’以無政府主義圍體「共進社」為基礎’訴求對象為學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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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黃凌霄﹑朱謙之等人編輯的《北京大學學生周刊》這份同樣廣泛影響

北大學生的刊物,是否過度簡化?5

細緻檢靦成舍我的人際網絡’我們可以台理推論’「新世紀派」無

政府主義者對於成舍我的影響’應大於五四時期自由主義的影響‧如

果認定五四文化運動源自北大傳統,北大傳統又奠基於蔡元培自由兼

容的教學哲學﹙蔡元培 l9l8b﹚,以此論斷此時期的新聞責踐就是「自

由主義」的體現’可能會忽略蔡元培知識來源亦包含無政府主義’並以

世界主義為最終目標﹙Dir【ikl99l:66）。

最後,以市場需求解釋成舍我的「大眾化」理念’並以此認定其資

本家的本質’等於輕忽了成舍我「大眾化」理念中「化大眾」的理想成

份’忽靦其教育並領導群眾參與建構公共論述的用心‧

本文將探究長久以來為新聞史研究忽略的-個意識型態傳統的影

響:無政府主義‧ArifDirlik﹙l99l﹚曾精彩地分析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現

代史中的邊緣化;而此-現象也同樣反映在新聞史研究上.究竟受無

政府主義影響的報刊責踐方式為何?有何特質?為何無政府主義者的

新聞責踐形式主要集中在專論、雜誌和期刊’以及小冊子等形式’而

成舍我卻選擇以報紙作為接觸大眾的載體?我們並非指涉成舍我是無

政府主義組織的正式成員﹙大多數的無政府主義者皆非如此﹚’也無意

論他只受無政府主義影響。本文目的在指出成舍我報業思想與責踐是

受到諸多因素交互影響而形成’包括時代背景、北大並存且競相爭鳴

的各種意識形態及其開放與自由的學風’乃至於成舍我的人格特質’

而無政府主義在此形構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小顱.

有關無政府主義的國際主義目標’-九-二年蔡元培在-篇討諭巴黎「世界祉」定位間題

的文章,提出「世界觀」與「個人觀」實為相通的看法。參見蔡元培寫於《旅歐教育運動》

之〈世界觀與人生觀〉,頁I午l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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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政府思想淵源與人際綱絡

成舍我與無政府主義的淵源’可追溯至北大時期’當時校內學生

刊物蓬勃’學生社團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成舍我就讀北大期間已任

職《益世報》’北大校長蔡元培在陳獨秀與李大釗兩人的弓∣薦下’對成

舍我關照有加’因此成舍我對於無政府主義的最初印象’極可能來自

蔡元培’爾後成舍我又認識無政府主義重要代表人物:李石曾與吳稚

暉’並與兩人建立長久而深厚的友誼’尤其是與李石曾。陳獨秀與李

大釗對成舍我的影響無庸置疑’兩人曾經鼓勵連小學文憑都沒有的成

舍我’報考聲譽卓著的北京大學‧儘管有此知遇之恩,成舍我仍拒絕

兩人召他加入布爾什維克理想的邀請.根據多年好友吳範寰的回憶:

成舍我在北大時’深受蔡元培「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影響’有很

強的獨立性’從不願追隨他人‧事責上’他很早就在陳獨秀和李大釗

的帶領下’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參加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開會‧

會後他卻把I帽子扔在宿舍床上’對幾個熟悉的同學說:「中國的布爾什

維克今天開成立會了.這個主義是『你的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的主

義」’從此他再也沒參加過任何-場會議了﹙吳範寰 l982: 15﹚‧6

此外,成舍我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可能是受到吳稚暉的影響。

當時吳反對以暴力方式進行祉會變革’他主張透過道德教育﹑和平手

段來改變祉會。吳稚暉所提倡的無政府主義是世界主義。王曉波認為

成舍我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因為如此’他才將創辦的報紙和學校命名

為「世界」﹙王曉波 l998 : l08﹚。7在晚清「旅歐教育運動」期間成立

成舍我看過吳範褒的這篇文章後,回應說:「胡說八道」。

事實上’成舍我創辦之「世界新聞傳播學院」在他去世之後升格為大學,當時校方就曾討

論校名是否保留「世界」二字。贊成保留者認為「世界」與創辦人I戊舍我的無政府思想連

結,理應保留’不過這-派的意見後來未獲採納,校方決定以「世新大學」為新校名,其

中「世新」「世界」和「新岡」的合稱。

b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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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社」和「世界編譯祉」等眾多無政府組織’其組織架構與後來的

《世界報系》十分類似,且兩者發行了同名刊物《世界畫報》’目的都在

推廣美學教育’這是無政府主義者,尤其是蔡元培’最關注的議題之

-。成舍我的《世界畫報》有很長-段時間是由著名畫家林風眠擔任總

編輯;林曾留學歐洲,素有「中國畢卡索」的美名‧兩份《世界畫報》最

大不同之處在於’成舍我經營手法靈活’將畫報當作《世界日報》的促

銷刊物’隨報贈閱.

-九-八年十月十八日蔡元培於《北京大學日刊》發表〈歐戰與哲

學〉-文’認為協約國的勝利’是克魯泡特金﹙Kropotkin﹚所倡導的「互

助主義」勝利的明證:

克氏的互助主義’主張聯合眾弱’抵抗強權’‧l強的水不能凌弱

的,不但人與人如是’即國與國亦如是了。現今歐戰結呆就給互

助主義,增了最大的證據﹙蔡元培 l9l8a’轉弓∣自路哲 l,90）‧

在富有聲望的校長的影響下’《北京大學日刊》從各個方面宣傳過

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時蔚為風潮﹙路哲 l990:25﹚。互助主義

對成舍我的影響’可以從數個月後他所寫的-篇文章中看出’文中呼

籲日本人民聯合中國人民’共同對抗日本軍閥和資本家的壓迫（成舍我

l9l9﹚。同樣的訴求弱小者必須合作以克服困難的文章常見於成舍我日

後的論述’下文另有詳述’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彰顯無政府主義

的「國際」與「社會主義」面向。

-九二九年成舍我曾就「世界主義」發表看法:

民族自決’即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固弱小民族自救圖存之唯一

法寶。然民族主義之極權,本有兩途可循:一為世界主義’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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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主義;一即帝國主義’或國家主義。其目的主和干、尚自由。

由各民族之親愛和睦’以至於天下為公’此世界主義之精也;其

目的在主侵咯行專制,恃一人之威權兵力,以至於統一宇內,比

帝國主義之精義也……吾人回環百誦,則知民族主義之極權’應

為世界主義’不應為帝國主義’或國家主義。彰然明白’不容疑

異﹙成舍我 l929﹚。

這段文字直接將民族主義的發展’聯繫到世界主義的發展’與蔡

元培在十年前五四運動期間提出的看法如出-轍.在此同時’成舍我

亦高舉村治主義的大旗’認為閻鍚山所提在山西推行村制的主張’是

國民黨「清黨以來最有價值之建議」’「-方面可徹底消弭兵禍、-方面

則可促成分縣自治」﹙成舍我 l928﹚。

在成舍我的人際網絡中’張靜江與李石曾是最具代表性的無政府

主義者,兩人曾在-九○二年跟隨駐法公使孫寶琦赴法’「旅歐教育運

動」即是在孫寶琦的支持下產生。二十四年後成舍我因《世界日報》批

評北洋軍閥張宗昌而遭逮捕’幸有孫賓琦出面營救’才得脫險。張宗

昌將成舍我當作禮物交給孫責琦﹙成舍我 l953﹚。關於孫寶琦出手相

救的動機’至今仍眾說紛紜’盛傳是成妻請求救夫之舉感動了孫﹙黃侯

興 l998 : 8l﹚.而根據成舍我自己的猜測’可能是兩年前孫責琦遭北

京媒體圍剿,《世界晚報》挺身為之主持公道所致’事後成舍我還與孫

寶琦之子成了拜把子兄弟（成舍我 l980﹚。不過’當時很多人都參與

了營救行動’李石曾與孫寶琪、成舍我二人都有深厚交∣青’因此可台

理推斷’李石曾在營救過程應扮演過重要角色.

自-九二六年起’李石曾-直希望拉攏成舍我加入其無政府主義

及政治陣營,使北平《世界日報》成為他個人的喉舌.s成舍我透過李

8 據傅當∣l守為北洋政府效命的李石曾’曾經拿出數千元翔助成舍我創辦《世界日報》’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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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曾和其他無政府主義者的幫助’在南京創辦了《民生報》’李石曾在

為《民生報》撰寫新年祝辭時’就曾表明拉攏成舍我的意圖‧-九二九

年元旦,李石曾又為《世界日報》撰寫新年祝辭:

《世界日報》記者’前以不克於魯系單閥’辟地南京’與吾人共創

《民生報》‧《民生》與《世界》南北輝泱’互為表裡’此實即世界之

真義’亦即民生之真義也﹙賀逸文、夏方雅、左笑鴻 l982:72﹚‧

-九二八年’南京國民政府核准李石曾等人擬定的試行大學區

計畫’正式宣佈設立北平大學區。北平大學區規模龐大’涵蓋北平、

天津兩市及河北﹑熱河兩省的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大專院校乃至中小

學校.李石曾任校長,李書華任副校長’成舍我任為秘書長﹙民生報

l928﹚.這些事件在在證明兩人關係之密切’以及李石曾對成舍我的影

響力‧此密切之關係延績成舍我的-生.-九七○年代’李石曾個人

身陷財務危機’所賴以解危的便是成舍我’買下李石曾頻臨破產的台

北「世界書局」’並出任董事長’直到去世為止‧此舉不僅解了艮師益

友李石曾的燃眉之危’也可能讓辦過報紙和大學’但卻始終未辦成書

局的成舍我’貫現年輕時的夢想,更重要的是’也可能重新喚起他作

為無政府主義者的意識。

政府的財政總長也曾以4》000元’換取政治支持（陳平原2006）。成舍我-向否認接受

政府資助。雖然我們沒有證據證明他是否曾經接受過政府資助’但至少有-點很明確’

成舍我對北洋政府的批評是當時最為直接坦率的,他甚至曾經在具名祉諭中’公開要求

總統段祺瑞下台（成舍我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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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報系》與無政府主義

無政府主義對成舍我的《世界報系》的影響’具體展現於下列三層

面:﹙l﹚報系名稱與內容取向’反映成舍我在理念與責踐上的無政府

主義傾向:北京的三份報紙’全都以「世界」為名,包括《世界日報》、

《世界晚報》及《世界畫刊》;其中最重要的《世界日報》以教育和文化為

主軸‧南京《民生報》直接鼓吹無政府主義;曾經先後在上海﹑香港和

台灣三地發行的《立報》’則明示無政府主義主張的基礎計畫:面向大

眾’教育與轉化大眾’助其自立;﹙2﹚報系副刊直接以無政府主義語

彙與主張命名’最著名的是《世界日報》的《世界語》副刊’由清華大學

「世界語學會」主編;《世界畫刊》特別規劃西方藝術專欄’旨在提倡美

學教育’這是蔡元培等中國無政府主義者高度重峴的議題‧副刊《婦

女界》’是中國日報最早以待定運動為導向的專欄之-’其淵源可追溯

至成舍我就讀北大期間’曾經參加「家庭研究會」’他極度反對家庭壓

迫’尤其是對女性的壓迫;南京《民生報》直接以《村治》為副刊名稱’

提倡台作主義與互助諭’該報另附有《靈府周刊》’介紹虛無主義.上

海和香港《立報》的副刊以勞工、婦女和其他弱勢團體為主軸’相關討

論容後再敘;﹙3﹚成舍我最特出之處在於’他將無政府主義中的「工讀

思想」落責到新聞事業,提出多項報業經營和新聞教育計畫’藉以達到

「以工代學’以學代工」的目的‧無政府主義主張結合工作與學習’來

打造-個全新的正義祉會’其中工人即學者’學者亦即工人’大家「各

盡所能’各取所需」﹙凌霜 l9l8﹚。

基於同樣的道理’成舍我認為需要訃∣∣練-批新聞生力軍’使其兼

具廣泛知識與專業技術‧每位新聞工作者都應該學習報業的產製與發

行事務’從印刷﹑編採到發行、管理,皆應有所瞭解.成舍我要求每

個學生都必須培養經營報紙所需的-切基本知識與技術’這份堅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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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兩個信念:-是需要消弭新聞工作者中,用腦者﹙新聞記者﹚和用手

者間的區隔,二是需要促進合作的報業組織’而非-般常見的編輯與

印刷部門間的對立。如同其他無政府主義者’成舍我認為報館同仁不

應該有用腦力和用體力的區別‧他在-九三二年發表的-篇文章中主

張’應以投注於工作的時間與成果’而非以工作類型’來決定個人的

報酬‧

他從別人和自身的經驗體認到’報刊如欲確保獨立地位,就須擁

有健全的財務體質。撙節成本﹑提高收益不僅為了資本積累,對貫現

更理想性目標而言也是重要的﹙成舍我 l933﹚‧為了對擺脫當時北平

報紙零售通路壟斷的’∣青況’成舍我曾經嘗試興辦「報童工讀學校」’這

幾乎就是新世紀派「勤工儉學」和「以工代學’以學代工」主張的翻版。

他計畫成立二十所工讀學校’每校設兩班’每班定額六十人’兩班交

替在上午學習’下午工作’預計收2’400人﹙世界日報 l926﹚‧雖然

工讀學校後來因為缺乏開辦資金而未責現’但是以興學手段培養新聞

工作人才’卻成為他日後新聞理念與責踐非常重要的-環.-九三二

年和-九四二年’成舍我分別在北平和桂林兩地成立「世界新聞專科

學校」’旨在為自己的報業培養骨幹’同時也為中國新聞學轉型而努力

﹙成舍我 l933﹚。多年後’成舍我移居台灣’但因國民黨責施報禁而

無法辦報‧當時有人建議蔣介石讓成舍我辦學’以消耗他「製造麻煩」

的精力。成舍我在-九五六年於台北成立了他人生最後-所「世界新聞

專科學校」’並且繼績沿用他在大陸辦學時的校訂∣∣「德智兼修’手腦並

用」‧他曾著文表示’其辦學目的是為培養-萬名新聞工作者’待中國

大陸從共產黨手中收復後’成為大陸報業的工作者（成舍我 l956﹚‧

-九八八年’台灣解除報禁後’成舍我又創辦了其生平最後-份帶有

無政府主義色彩名稱的報紙-《台灣立報》’名稱同上海《立報》。此

時’成舍我業已高齡九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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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代學’以學代工」的理念、「勤工儉學」的訴求﹑相關工讀

計畫以及類似性質的職業訂I∣練學校’很容易淪為資本家剝削勞工的手

段‧若不探究其背後的意識形態淵源’以及歷史與祉會脈絡’我們很

難說明’無政府主義的貫踐與成舍我的新聞事業為何不該作此詮釋。

不過’從貫穿成舍我思想言行的理想主義觀之’應該讓我們懷疑此種

過於簡化的解讀。

無政府主義的報業實踐:「非資本主義的大眾化」

新世紀派無政府主義者主張’社會的進化奠基於人性的進化’因

此,改變社會的唯-方法’首先要改變人們的心智’必須透過教育以

達此目的’強制手段絕對無法成事﹙蔣俊、李興芝l99l）。正如吳稚

暉所言:「無政府主義之革命’無所謂提倡革命’即教育而已;更無所

謂革命之預備,即以教育為革命而已。其責則日日教育’亦即日日革

命‧ 」﹙吳稚暉 l984:209）換言之’教育並非革命的手段’教育與革

命兩者皆是持績、永無止盡的過程’朝向個人人性與祉會進程的全面

發展﹙Dirlikl99】: 99﹚‧此種教育的內容主要是科學知識與無政府主義

意識型態.

-旦教育改革主張侷限於人性與形而上哲學時’就容易導致「教育

學術化」’這樣的發展雖然豐富並深化學院內知識份子的論述’但卻使

得無政府教育偏離-般民眾的日常關∣褽’削弱了其作為祉會革命力量

的動能。這點可以解釋無政府主義者在宣揚理念時’為何偏好使用抽

象語言和艱深詞彙,並透過晦澀費解的期刊和書冊進行宣傳’而極少

借助報紙這種現代化大眾取向的媒介。這樣的宣傳策略’致使許多無

政府主義者無法達成祉會與教育革命的雙重目標。

反觀成舍我’其教育理念明顯有所不同,他認為雜誌、期刊、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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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等傳統媒介比較適合精英階層’於是他打破慣例’率先改採報刊作

為面向大眾和教育大眾的載體‧他的報紙表面上是以資本主義和「科

學」方法來進行組織和管理’但其核心精砷卻是來自無政府主義的教育

主張,以及大眾取向的教育原則‧

成舍我同時也宣揚面向大眾的辦報原則’他認為:

蓋任何報紙’無論其主張如何?苟其動機,發於公眾福利之點

則必有若千國民’為其後援﹙成舍我 l930a﹚‧

換言之’報紙如果構築在大眾幅祉的基礎上’便無需擔憂政治的

壓迫

而所謂「中立」、「不黨」之報紙’在英國反幾至無人問津’社會並

不以報紙之盛談政治為可憎’在總選舉或政治上有某重大問題發

生’任何報紙,例須標示其鮮明確切之兄解,初不似吾國報紙,

一方面環境壓迫’不能為自由之表白;一方面報紙自身’亦樂以

模稜遊移之說’博「中立」﹑「不黨」之美名﹙成舍我 l930b﹚.

對於英國報界所展現的力量,成舍我極為驚豔,他因此呼籲中國

新聞同儕也應朝此方向發展’展現英國報界之於唐寧街般的制衡力量

﹙成舍我 l930b﹚。

凡此討論在在顯示’成舍我將公共輿論的建構幌為群眾幅祉的-

環’公共輿論能提供足夠的社會資本’來對抗政府的力量.此一主張

不將公共輿論硯為當權者的施捨’相當有意義地促進了報紙與政府間

的關係的轉型’從依附關係逐漸轉化為對抗關係。

陳平原﹙l998﹚認為’五四時期北大領導新文化運動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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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親自指示成立中國第-個新聞學研究團體「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

會」﹑徐寶璜出版的第-本中國人自著的新聞學教科書《新聞學》’都使

青年成舍我耳濡目染,開始心生改造中國新聞與報業的動力、信心與

責任感‧再者’蔡元培強調報業的極重要∣生’認為新聞從業人員必須

具備「特別之經驗」與「廣博的知識」;徐賣璜亦主張報紙「在文化運動

中’占甚重要的地位」’故應「立在社會之前’創造正當之輿論」’並應

「謹慎據責直害」’代表公民輿論而非黨派利益﹙〈新聞學會成立紀-

蔡元培、徐賣璜演講詞〉’l9l8年7月6日）’這些都對青年成舍我產

生深遠影響’並反映在他日後的著作和新聞責踐之中.例如他當時發

表的「輿論家底態度」﹙成舍我 l920a）和「文化運動的意義與今後大

規模的文化運動」﹙成舍我l920b﹚’以及在北大創立社團時所提出的

「新知編譯社報告害」和「新知書祉計劃害」等’皆反映了他早期的認識

與使命‧陳平原也指出’如同所有北大畢業的文化人-樣’成舍我對

大學也有著極高的評價’他認為「大學是-個文化運動的中心點」﹙陳

平原 l998:97﹚’而他之所以想要建立大學’有兩點原因值得注意:

-是重視人才,主為要發動文化革命’必須「有健全的人才’就是大學

校」;二是主張教育應獨立於政府之外’指出:「我以為國內應該有-

個規模宏大的私人大學‧ 」這些理念促使成舍我持績努力建立新聞學校

與大專‧

如同我們先前所提過的’成舍我將李石曾的「互助合作主義」運用

於「世界主義」的框架底下‧他認為全世界的記者只要能通力合作’注

重民眾的需求’那麼離世界和平就距離不遠了﹙成舍我 l933b﹚.此-

信念將大眾幅祉視為報紙的建構基礎’加快其報業責踐走向「大眾化」

的步伐-「資本家出錢’專門家辦報’老百姓講話」﹙王文彬l996;

l50﹚。他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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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大眾化」’這是十九世紀以來’近百年間’世界新聞事業’

最共同普遍的一個原則‧…….報紙大眾化的潮流,實已彌漫了全

世界新聞王國的任何角落。只有我們孤立自翎的貴國’到現今’

所謂「精神食糧」也者’還只在極少數的高等華人中打圈子,也只

有這極少的高等華人’才可以有福享受這種高貴的食糧.占最大

多數的勞苦大眾不但不能瞭解報紙的使命’甚至見著新聞記者’

還要莫名奇妙的問:「恭喜責行’究竟做的是什麼買責」‧

成舍我認知中的「大眾化」報紙’並非是歐美的「資本主義國家報

紙的大眾化」’也不是共產主義者所推動的報紙’而是價格夠低廉而內

容豐富的報紙:「-塊錢看三份報」﹙《世界日、晚﹑畫報》﹚、「-元錢

看三個月」（《上海立報》﹚﹑「以日銷百萬為目的」、「讀報像看戲-樣有

趣」﹙成舍我 l935a﹚。

成舍我將「大眾化」報紙當作「化大眾」的工具’反映其「世界主義」

的價值觀。他常告訴編輯和記者「入太廟’每事問」’並說:「只要保

證真責’對祉會沒有危害’什麼新聞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麼事’

你們不負責任’打官司、坐牢,歸我去‧ 」﹙張友鸞l982:3﹚他的大

眾化信念使成舍我認為報館的形式是「-個不具形式的大眾樂園’和大

眾學校」’報紙必須為大眾幅利而奮鬥’其終極價值是「大眾利益’總

應超過任何個人利益之上」﹙成舍我 1935a﹚。對成舍我而言’所謂的

大眾並不是-個沒有差別的群體’而是具有不同觀點和興趣的個人集

合’此-認知充分反映在他所有報紙副刊的多樣∣生上.成舍我之所以

選擇報紙形式’部分原因即在於報紙的性質’不同於害冊和期刊等其

他印刷媒體’它更能滿足多元大眾的需求‧

成舍我的「大眾化」訴求是要報紙走向大眾’而非創造只為資產階

級消費的產品‧他指出兩個問題與解決之道: ﹙l﹚報紙應該從特定階級



「非資本主義大眾化報刊」 423

的讀物’變為全民大眾的讀物’報紙要「向民間去」;﹙2﹚為消除勞資

對立’應使報館成為合作集圄﹙成舍我 l933a﹚‧為面對上述問題’首

要之務便是建立完整的報業體系.

如何建立-個依循「資本家出錢’專門家辦報’老百姓講話」原則

的報業體系?如何-面確保輿論不受資本家干擾’-面能真正代表大

眾利益?具體而言’何種組織型態能夠保證責現此-原則?成舍我承

認沒有資本空有理想’無法責踐新聞理念’但是「報紙的主張和言論’

應該完全聽從『民意』,不能由-﹑二個資本家’任意操縱」（成舍我

l93l﹚‧針對這點’他主張: 「將資本權’言論權劃分」’並設計-套組

織模式來責現上理念.先設立董事會’由國家立法’組織-編輯委員

會,資本家得自由延聘委員三分之-外’餘由學術機關﹑法定民眾圍

體’讀者代表選派三分之二.凡主筆編輯之任免’言論方針的制定’

皆由此委員會決定’資方無權干涉﹙成舍我 l944﹚‧成舍我╴九三二

年的計畫中’並未賦予出資方任何發言權’上述的構想明顯是-種妥

協’很可能是考量現責因素的結果。-九八九年創辦《台灣立報》時’

他又重申類似的架構為該報之組織構想,不過從未付諸責行（成舍我

l988﹚.

此外’成舍我又將新聞貫踐與建國目標合而為-’作為對抗資本

主義的另-路徑﹙成舍我 l944﹚‧他從「敔民智」這-傳統觀念出發’

將報紙靦為救國的工具‧他認為報紙足以敔迪中國大多數民眾的知

識’因此是最重要的國民教育工具.而報紙要成為國民教育的工具’

就必須辦理大眾化的報刊’使人人得以閱讀’得以受到此-國民教育

的陶冶。因此「唯有檮祝『大眾化報紙的興起』’那才是國家的根本救

星」（成舍我 l935b）.而對抗資本家的操縱的利器是「平價報」’人人

都看得起的報紙﹙成舍我 l943﹚.

由上述可知’成舍我的大眾化報業的論述與責踐’如其宣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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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資本主義的‧他雖然承認辦報不可或缺資本’但是只要設置其所

提議的組織形式’並在公正的政府﹙-個民眾真正支持的政府﹚有效監

督認可下運作’對資本的需求就不至於導致對報紙內容的干預‧如此

的組織才能確保報紙真正代表大眾利益’而評論﹑採訪、新聞來源、

社論方向和其他內容’將掌握在經過良好技術與道德訓練的新聞專業

人員手上‧

結諭

「成舍我是否為無政府主義者?」並非本文的所欲探討的問題‧

我們真正想說明的是’成舍我在成為公共知識份子﹑教育家和報人的

過程中’其人格特質﹑北大多元的哲學與意識型態、自由與激勵的氛

圍、及其透過記者工作所建立的廣泛人脈’都發揮了影響。而其中對

他產生重大影響,卻鮮有人探究的哲學’便是無政府主義‧關於成舍

我生平和事業的著述’不知為何均未提及他與無政府主義的關係’不

僅如DirIik﹙l99l﹚所言在中國革命中被邊緣化,而是完全避而不談‧

成舍我的「大眾化」報刊理念與貫踐’在早年就讀北大期間形成’而

後逐漸發展為完整而有組織化架構’無疑地’既非資本主義亦非共產

主義。他主張以教育作為改造國家以及新聞的工具’此-觀點與當時

許多自由主義者的主張相近’但成舍我特出之處在於’他強調手腦並

用﹑工作與學習結合’並提升新聞業的道德價值’再加上其「大眾化」

計畫’我們可以由此重新認識成舍我思想中的無政府主義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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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露茵’親友學生多稱Lucie ,是位以行動閨述理想,用貴踐豐富生命的先行者。迥異於其

他同樣在-九六、七○火紅的革命年代成長的知識份子以「年輕時天真幼稚」而輕率地否定

了自己曾擁抱的理想,Lucie從未否定自己年輕時的理念和夢想,而是不斷在挫折和失敗中

重新站起。

成露茵-生堅持與追求「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典範。她跨過太平洋,走過埋藏著華裔移工血

淚的碑誌、美國西岸華人車衣場間’立下亞裔研究先河。她前進巾國’探索革命經驗、奠

定中美學術合作的基礎,協助重建中國社會學。她返回騷動的台灣’支持弱勢發聲’經營

獨立媒體’同時創設左翼實踐者的搖籃-世新祉會發展研究所。

透過不同時期的學術論文’本害勾勒成露茵在理論與責踐上的開拓性’不是為了緬l懷’而

是期待激勵更多有相同理想的伙伴,堅定前行!

有學有術.責踐基層.回歸理論.再造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