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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泰国社会中的海南华侨华人

陈绪倩 (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 泰国是现今海南华侨华人居住人数最多的国家，海南移民进入泰国至今已有上百年历史，通过他们的努力打拼，

如今已经扎根在泰国社会的各行各业。本文试通过海南人移民至泰国后，在近代泰国社会中所从事的行业来分析华侨融入泰

国社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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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07—2008 年，世界华侨华人总数增至约 4543 万

人。其中，东南亚有 3348. 6 万人，约占全球 4543 万华侨

华人的 73. 5%。［1］泰国是东南亚华侨华人人数较多的国家

之一。海南是我国著名侨乡，海南华侨华人主要分布在泰

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国。至今，在泰国的海南

华侨华人约有 100 多万。

一、海南人移民泰国

泰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是苏克泰王国，中国史书称为

暹罗，中国移民出现在泰国史料中可上溯于苏克泰王国。
昙隆亲王在《暹罗古代史》中提到“中国亦自兰甘杏王时

代起首，开始移民来暹。”［2］ 此时暹罗开始向中国元朝进

贡，后来到了大城王朝时代，暹罗与中国的朝贡贸易更加

频繁，这是中国人移民暹罗的剧增时期。之后的吞武里王

朝建立者郑信是中国华人，他对中国人采取了宽厚的政策，

吸引了大批广东、福建人，由此开始潮州华侨成为泰国华

侨中的最大族群。人数紧随潮州人之后的是福建人与海

南人。
海南人在泰国的神庙称 “水尾圣娘庙”。根据 “水尾

圣娘庙”在泰国的建立推断琼侨的移入，苏云峰教授在

《东南亚琼侨移民史》中提到: “琼人之移泰，亦于此时，

1841 年以前，因人数增多，而于泰京三清地方建立第一座

“水尾圣娘庙”。［3］由此可见，琼侨进入泰国的时间比较早，

而且是泰国个别地方城镇的开辟者。
海南人 大 量 移 入 泰 国 是 在 琼 州 开 埠 之 后。1858 年，

《天津条约》将琼州开辟为通商口岸以及清政府不再限制

国民出国，海南人得以自由 “过蕃”。1867 年前，海南岛

与暹罗就有贸易往来。韩槐准《琼州南洋交通考》一书中

说，海南 岛 与 暹 罗 的 贸 易 特 盛，…… “暹 罗 湾 之 KO －
SAMUi 岛 ( 海南人叫初贝岛，潮州人称苏梅岛) ，海南人

侨居不少，每年约有海南岛十只至十五只之船到该岛输出

棉花，及燕窝。”［4］40 中国人得以大量移民泰国取决于帆船

贸易的盛行，海南人更是帆船贸易的主力之一。后来，中

暹之间开始有了轮船航线，移民进入了轮船时代，其中也

包括对海南的直达航线。“曼谷客运轮船公司于 1886 年开

始举办对海口的直达航务。由于海南岛的开放，海南人就

成为一支可贵的移民劳动力来源……这条航线在 1917 年以

前仍然继续着，这点在推动海南人向暹罗移民和保证他们

在华人各种语系集团中居重要地位这两方面，是具有决定

性的作用。”［5］直到 20 世纪初，海南人还坚持着帆船贸易和

移民。

二、海南人落户泰国

( 一) “猪仔”劳工

清末民初是海南人出国务工的繁盛时期，资本主义国

家要发展建设东南亚国家，缺乏大量劳工，而中国劳工是

最好的选择，他们吃苦耐劳，这其中也包括海南劳工。19
世纪末有一部分海南人被诱拐成为 “猪仔”，分别运往泰

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但到泰国的“猪仔”情

况要比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幸运，没有过多的工

作负担和毒打。据冯子平著《泰国华侨华人史话》中所引

的资料提 到 “根 据 琼 洋 海 关 的 调 查，自 光 绪 二 十 八 年

( 1902 年) 至往后的 5 年的统计，经过海关从海口乘轮船

往返暹罗的海南人 ( 按照合同规定的期限做完工就返回海

南的“苦力”) 有 39414 人，返回的 30943 人，有 8471 人

不归。”［4］41

19 世纪移民至泰国的海南人大多从事劳工工作，参与

泰国的各项公共建筑工程和铁路建设工作，为泰国的城市

基础建设付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1837 年，海南华侨参与

开挖了从曼谷到挽巴功 54 公里长的运河; 1873 年，又参与

开挖了一条从曼谷到大城的运河。海南华侨还参与参加建

设了以曼谷为中心的几条铁路。
( 二) 餐饮业

在泰国的琼侨早期多从事服务性的行业。 “从首都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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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到各府、市镇，都普遍有海南人开的鸡饭店、咖啡店、
裁缝店、理发店、杂货店等，几乎都是一家一户经营的生

意。小的鸡饭店是晚上在街道房摆设的排档，—般的是一

个店铺的饭店，也有几个铺面和楼房的饭店，家庭生意，

以卖白团鸡和用鸡汤煮的干饭为主，另外还可增炒—些菜。
海南鸡饭，经济实惠，海南人喜欢吃，当地人和外国游客

也爱吃。曼谷有多间海南鸡饭店很出名，皇亲国戚、政府

官员经常光临用餐。”［4］26

( 三) 贸易业

许多海南人在泰国的经济活动的特点是投资小，上手

快，一般选择自己擅长的行业积累资本，之后再转战其他

行业，继续扩大资本和实力。还有具有冒险精神，敢于投

资，后来越做越大的例子。如泰国 “纺织大王”吴乾基，

祖籍海南文昌。父亲原在泰国从事纺织业和旅馆业，在被

抢劫时丧生，家产付之东流。吴乾基没有机会读书，13 岁

开始沿着湄南河泛舟卖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冒险

做生意，赚了一笔钱。战后，开始从事纺织业，取得成功。
1972 年，吴乾基在曼谷近郊兰室地区购置 800 多菜地 ( 每

菜 2. 4 亩) 兴建工厂。到 1993 年，吴乾基集团属下共拥有

16 个工厂，70 万纱锭，布机 3000 余台，职工 3 万余人。
在三聘街设有销售办事处，并在世界许多国家设有代理机

构，每年销售额达 100 亿泰铢。也有脚踏实地、从学徒做

起，慢慢做大的例子。如泰国规模最大的生产汽车零配件

工厂创始人叶世忠，海南文昌人，1926 年生，13 岁到泰国

谋生。从当机械厂学徒，积累一点钱，开办修理厂，经 40
多年的艰苦创业，变成了企业家。泰国“木业大王”的张

其璠，1929 年出生于海南琼山，10 岁随叔父赴泰国谋生，

早期在咖啡店打工，后到木材厂当学徒，学成技艺之后自

立门户，成立隆光木材出入口两合公司。还有的海南华侨

涉足泰国传统行业，即大米贸易。泰国大米出名的香糯，

于是许多移民泰国的华侨也开始种植大米，后来还进行大

米贸易，开碾米厂，部分海南华侨也看准了这一行业，果

断进军。二战期间泰国许多家碾米厂都是华侨开设的，海

南文昌鸡华侨云崇对是经营碾米厂最早的华侨之一，海南

华侨中最富有者之一马裕德在曼谷拥有 18 间碾米厂。
( 四) 农业

随着泰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海南华侨也开始涉及更多领

域。二战之后，泰国的农业逐渐发展壮大，于是许多海南华

侨便投身农业，种植橡胶、稻谷、蔬菜等，不断做大，最后

发展成了农场。在其他行业上发展的还有“泰国人造花大

王”欧宗清、“饮料大王”许书标、“中央洋行”郑氏家族、
云氏家族、“保险业”大王张光嶷、酒店业翘楚吕先芙等。

三、海南华侨融入泰国社会的原因

海南华侨可以迅速融入泰国社会，涉猎各个行业，笔

者认为有下列因素:

1． 泰国社会及泰国统治者对华人甚有好感，不排斥华

人的经济活动。中泰交往历史悠久，由于我国经济文化等

方面略优泰国，泰国人对中国人甚为尊重，对于中国人进

入泰国社会及泰国的各行业领域都持欢迎态度。
2． 泰国政府在政治、经济及文化政策上给予中国人有

利的政策。

( 1) 政治上，为了使中国人归化泰国，同化成为泰国

人，泰国政府对在泰国经济方面做出贡献的华人给予封衔

赐爵，而且赐予泰国姓氏，后代子孙可显荣耀，争取使他

们归顺皇室，归化于泰国。但是最重要的归化政策属泰国

颁布的《国籍法》，由 1913 年颁布的第一部国籍法到 1956
年的《国籍法》的不断修订，虽然华侨经历了由鼓励入籍

到限制入籍再到放宽入籍的政策，但是泰国政府都持有积

极归化华侨的态度，需要以华侨经济产业来促进泰国经济

发展。同时，华侨一旦入籍成为华人，在政治权利上与泰

人拥有平等权利。
( 2) 经济上，早期泰国政府对华人的经济活动采取鼓

励的政策，早在大城王朝时期，华侨居住的人数已聚集成

唐人街，当时王朝不排斥华侨的经济活动，到 19 世纪 30
年代华侨已在泰国各个经济领域拥有自己的产业，如大米

贸易及碾米行业的大部分为华侨所有，土产中介经销商的

大部分也是华侨在经营，海南华侨更是其中佼佼者。銮披

汶执政时代虽然对华侨经济进行打压，鼓励发展泰人经济，

但是此时华人在泰国的经济上已站稳脚跟。后来经过执政

政府的变革，对待华侨的经济政策也由打压变为宽松。
( 3) 文化上，中泰文化有相似之处，华侨更易融入。

海南与泰国的气候相似，在习俗和饮食上比其他地区的华

侨更加适应。而且，泰国王朝不反对泰人与异国人通婚，

早期中国女子不能移民海外，中国移民社会呈现 “单身

汉”社会，在泰的华侨常年不得归家或者受泰国妇女的青

睐，自然而然就与其结婚，安顿在泰国，他们的后代就成

为泰国华人。很多海南华侨都属于这种情况，他们的子女

逐渐融入泰国社会。如海南华侨云崇对，早期赴泰国打拼，

因其诚实勤劳，受到了泰国曼谷当地市场主女儿的青睐，

两人喜结连理，云崇对在娘家人的支持下，生意越做越大，

成为泰国一方富豪，他的儿女融入了泰国社会，并且还成

为泰国政界、商界的有名人物。
3． 个人因素，海南华侨凭着吃苦耐劳、稳扎稳打的创

业精神，经营咖啡店、鸡饭店，深入泰国中部经营木材业，

在泰国南部进行渔业工作，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天地。

四、结 语

海南人自清末民初大量出国以来，现今已经遍布世界，

其中人数最多的还是在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中又属泰

国最多。由初到打拼到站稳脚跟，安居乐业，有一些甚至

发展成为了泰国各个产业中的富豪级人物，如红牛创始人

许书标、郑有英家族等，但是大部分还是中产阶级。在泰

国的海南华侨归化人数最多，这也有赖于泰国政府的国籍

政策、经济政策等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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