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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大量亚裔移民中，菲律宾裔是较少受关注的群体。弗雷·科尔多瓦（Fred Cordova）1983年
出版的《菲律宾裔：被遗忘的亚裔美国人》一书首次全面勾勒了菲律宾人前往美国的移民史。作者在

书中将菲律宾人前往美国的历史分为 4个阶段：①1906年以前；②1906—1945年；③1945—1965年；

④1965年之后[1]。1906年以前，只有零星的菲律宾船员抵达美国。第二阶段开始有大规模的菲律宾

人进入美国，但在这首波迁移潮（1906—1945年）中，迁移人口以男性契约劳工为主，他们刚开始大多

没有留在美国的打算，合同期满即回国，因此很少被移民史学者深入研究。显然，不深入研究早期迁

移美国的劳工群体，就无法对美国菲裔群体的发展进行整体评估，也无法对菲律宾移民日后的发展提

供合理的解释。但实际上，对于20世纪初前往美国的早期菲律宾移民的研究却因资料的缺乏、迁移

人口的短期逗留性等原因而相关成果较少。笔者根据当年的劳工报告以及菲律宾裔对自身民族历史

的研究，从人口流动的角度分析菲律宾劳工前往夏威夷种植园的早期迁移活动的意义。

论 20世纪初夏威夷糖业种植园

引入菲律宾劳工的历史意义

——基于跨太平洋人口流动的视角

霍 然

内容提要 1906年，第一批15名菲律宾劳工来到夏威夷糖业种植园工作，开启了菲律宾向夏威夷长达

40年的种植园劳工输出。从人口流动的角度看，菲律宾劳工的引入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输入的劳工是20

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由菲律宾向美国第一波移民浪潮的主体；使夏威夷成为菲律宾劳工集中输出地，也

是日后很多菲律宾人到达美国、进行二次迁移之前的首站；种植园劳工是从菲到美跨太平洋人口迁移活动

的先驱，是美国菲裔移民史中开拓的一代，并因组织参与罢工运动而具有精神引领作用；种植园劳工输出开

创了今日支撑菲律宾经济的海外工作模式的先河；60年代后期菲律宾往美国输送的专业技术人员与20世

纪初前往的种植园劳工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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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red Cordova, Filipinos, Forgotten Asian Americans: A Pictorial Essay, 1762 - circa 1963, Dubuque: Kendall/Hunt,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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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它亚裔族群相比，菲律宾人的迁移历史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菲律宾裔移民是在华裔和

日裔移民大量进入美国、尤其是1882年《排华法》颁布后才开始前往美国的，是华裔、日裔移民被限制

后的“替代品”。其次，虽然同样遭到当地社会的排斥，但菲律宾因本国在1898—1946年被美国殖民

期间身份不属于外国人，其移民数量未受到限制[1]。相反，以劳工为主体的第一波菲裔移民是通过殖

民政府开辟的官方渠道进入美国工作的。菲律宾人前往美国的早期移民史研究不可避免地需要放置

在美菲殖民关系的框架下进行。

一、夏威夷糖业种植园招募菲律宾劳工始末

夏威夷制糖业于19世纪中叶开始蓬勃发展[2]。1848年，加利福尼亚掀起淘金热，大量人口开始定

居在太平洋沿岸一带，这带来当地对夏威夷出口商品更大的需求。南北战争的爆发让北方对糖的需

求日益增加、糖价一路飙升，蔗糖作为夏威夷主要的出口产品成为争相抢购的对象。随着糖需求量的

剧增，夏威夷本地人口数量远远满足不了生产需要。出于对高效、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引入外籍劳工

的想法应运而生。当时主要操控着种植园产业的是夏威夷糖业种植协会（Hawaiian Sugar Planters’
Association，以下简称“种植协会”）。种植协会自1852年起就招募了中国人、日本人、波多黎各人、西

班牙人、葡萄牙属岛民（马德拉群岛和亚述尔群岛）、北欧人（挪威人和德国人）和部分南太平洋岛民。

然而，不同种族劳工的到来并未让种植园主满意。在历史潮流与机缘巧合的双重作用下，菲律宾裔人

口开始在夏威夷历史进程中留下印记。

1.客观情况：劳工短缺和族群失衡

首先，虽然各国劳工不断抵达，但劳工短缺的境况依然得不到改善，这主要是由于抵达的劳工不

断流失。1900年6月15日，美国《外籍劳工法案》对夏威夷正式生效，让之前在夏威夷的劳工与雇主所

签的契约瞬间失效。大量契约劳工借此机会恢复了自由身份，他们开始离开并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

其次，劳工族群之间的平衡愈发成为棘手问题。菲律宾劳工进入之前，中国人和日本人是夏威夷

种植园里人口相对较多的两大劳工族群。自1882年的《排华法》禁止华工入境后，种植园内华工数量

骤减，以致 1905年起日本人跃升为当地最大的劳工族群。虽然原先对华工数量过多的担心得到缓

解，但是日本人过多却带来更大问题：日本人非常团结、善于利用自己人数上的优势举行罢工以获得

工资提升。种植园主甚至认为，是受过教育的年轻日本劳工在组织同胞强占夏威夷，企图控制整个种

植业。

既希望招募勤劳苦干的亚洲劳工，又不希望中国人、日本人中的任何一个族群占人口多数，种植

协会想到了从朝鲜半岛引入劳工，因为这样既能“平衡两个东方国家的人口”，同时“朝鲜人一般不参

与日本人的罢工”[3]。但是朝鲜人的引入从1902年开始，到1905年就骤然停止。因为1905年日本将

朝鲜变为保护国后吞并，日本禁止朝鲜人口迁出。劳工的短缺问题仍然迫在眉睫，族群平衡难题亟待

[1]菲律宾人当时可以自由进出美国、在美国居住，但无法自动成为归化入籍的公民。

[2]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群岛由132个岛屿组成。1778年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发现夏威夷岛后，夏威

夷不可避免地卷入现代化的浪潮中。夏威夷利用自身资源发展出以甘蔗、菠萝种植为主要产业的经济环境，其他产品

还包括咖啡、大米等等。季羡林的《糖史》中亦提到夏威夷群岛“诸岛都是大山，能耕的土地只有百分之七，都能种甘

蔗。三个较小的岛屿，种蔗全靠灌溉，只有夏威夷岛，蔗田向风，甘蔗可以自然成长”。参见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十

卷：糖史（二），〔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页。

[3]Ronald T. Takaki, Pau Hana: Plantation Life and Labor in Hawaii, 1835-192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4,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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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引入一个新的族群势在必行。

2.主观优势：殖民地人的身份优势

菲律宾作为潜在的劳工来源地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1898年美国正式兼并夏威夷后不久便获

得了菲律宾的统治权。菲律宾曾长期处于西班牙的统治之下，经济并不发达，拥有大量农村人口。更

重要的是，在美国人眼中，菲律宾既已成为美国殖民地，菲律宾人也理所当然地不再是亚洲人，而是美

国殖民地人。在当时美国全境普遍存在对亚洲劳工反感情况下，这种观念避免了美国国内对大量外

国移民群体出现恐慌。

1906年5月，种植协会委派年轻律师阿尔伯特·F.贾德（Albert F. Judd）前往菲律宾与当时的菲律

宾总督会面，期待得到他对招工计划的支持。当时菲国内对此的反对声音有很多，主要理由有：按照

当时的船运条件，从菲律宾到夏威夷耗时长达2个月，交通不便，劳工要与亲人长期分离；菲律宾国内

能否承担大量劳动力的流失也引起了争议；甚至一些在菲的美国人还认为菲律宾人是未开化的“野

蛮”群体，连当合格劳工的资格都没有[1]。经过 3个月的游说，贾德最终一一说服第二届菲律宾委员

（Second Philippine Commission，以下简称“菲律宾委员会”）[2]的7名成员，计划才得以通过。

可以说，招募菲律宾劳工的计划得到了菲律宾委员会的绿灯放行。菲律宾委员会本是美国为其

殖民统治所设立的，最终也是为美国服务的。夏威夷的种植园引进菲律宾劳工可以有效解决当地劳

工短缺、劳工族群不平衡、罢工频发等问题，这对夏威夷种植园经济有很大好处。鉴于美国本土对夏

威夷产品的依赖，种植园获利也就等于美国获利。菲律宾委员会成员当时的7人中，包括4位美国人、

3位菲律宾人[3]。以总督亨利·克莱·艾德（Henry Clay Ide）为首的美国成员对招工计划自一开始就很

支持。剩下的3位菲律宾成员都是精英阶层，他们能够被任命为委员会成员，本身就体现了当地精英

阶层与美国的“合作”。菲律宾文治政府形成于威廉姆·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担任总

督的时期（1901—1904年）。与之前麦克阿瑟的军政府不同，它提出“菲律宾人的菲律宾”口号，任命

了一批菲律宾本地精英分子为中高级官员。这些精英分子不仅包括菲律宾人中的亲美派，还包括曾

参加过反美斗争但后来被大赦的马洛洛斯共和国时期的政府官员。例如菲律宾委员会3名菲律宾人

当中的贝尼托·雷加达（Benito Legarda）和特雷尼达·巴布罗·德塔维拉（Trinidad Pardo de Tavera）就属

于这部分“倒戈”的精英分子，两人都是拥护美国殖民、接受美式文化的菲律宾精英阶层[4]。不难预料，

站在亲美的立场，他们不会对劳工移民和美国资本流入加以反对。菲律宾委员会当时主要负责料理

殖民地各项事务，手里掌握着商品进出口、合同签订、高利润项目分配等重要权力。面对商界、媒体等

[1]Ruben Alcantara,“The Bitter and the Sweet”, Filipino History in Hawaii before 1946: The Sakada Years of Filipinos in

Hawaii, Lorton, VA, 1988, p.15.
[2]当时的第二届菲律宾委员会又称塔夫脱委员会，1900年3月在第一届菲律宾委员会（又称舒尔曼委员会）的基础

上改组而成，成员是美国总统指派、负责管理菲律宾的官员，既有美国人，也有菲律宾精英分子。威廉姆·霍华德·塔夫

脱在1904年1月之前担任第二届菲律宾委员会长官，也是第一任文职总督。

[3]除总督外，当时在任的第二届菲律宾委员会委员还包括美国人威廉·卡梅隆·福布斯（William Cameron Forbes）、
迪恩·C.伍斯特（Dean C. Worcester）、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mith）和菲律宾人贝尼托·雷加达（Benito Legarda）、特雷尼

达·巴布罗·德塔维拉（Trinidad Pardo de Tavera）、何塞·鲁苏里戈（Jose Luzuriaga）。
[4]雷加达1853年生于马尼拉，拥有西班牙血统，他是菲律宾第一共和国副议长，后与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埃米利奥·

阿吉纳尔多（Emilio Aquinaldo）和议长佩德罗·帕特诺（Pedro A. Paterno）意见相左，投向美国人，曾连续在3届美国议会

中担任殖民地菲律宾的常驻代表。德塔维拉1857年出生于马尼拉，拥有3/4西班牙血统，在法国巴黎接受了医科高等

教育，1894年回到菲律宾，也曾在菲律宾第一共和国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后积极与美国人合作。两人都参与了1900年
联邦党的创立，该党宣扬菲律宾应当并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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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声音对劳工招募计划的质疑，他们声称委员会无权干涉菲律宾人去夏威夷做工，这是菲律宾人的

自由[1]。这种姿态虽然看起来保持了中立，但实际上委员会对招工计划给予了最大支持。

3.最终成行：首批登岛的15名劳工

在获得政府的批准后，菲律宾劳工招募的过程主要倚赖了当地人的帮助，这其中存在一定的机缘

巧合。当时种植协会青睐菲律宾的两块区域：北部的伊洛戈地区（Ilocos Region）和中部的比萨扬群岛

（Visayan Region）。在人口分布极其分散的菲律宾，这两块地区人口密度相对较大，剩余劳动力存在

的可能性也越大；同时，种植园主在招募劳工时，最先考虑的也是贫穷落后的地区。

招工计划的主要负责人贾德最终促成了首批伊洛戈劳工前往夏威夷，这主要由于他在菲律宾最

先找到的帮手、美国商人戴维斯（A. L. B. Davies）曾作为志愿兵在伊洛戈服役，对当地情况较为熟悉。

戴维斯引荐了一位名叫里诺·阿巴亚（Lino Abaya）的伊洛戈店主负责具体事务。在阿巴亚出发前往伊

洛戈后，贾德在马尼拉等候了数月，原本计划招募包括家眷在内数百名工人，阿巴亚此行却只招募到

15名男性农民。阿巴亚在伊洛戈遭到强烈谴责和抵制，人们甚至称他为“犹大”，认为他替美国人做

事，用高薪诱骗自己的同胞[2]。贾德只能安排15名农民前往夏威夷。

经过1个月的航行，1906年12月20日，贾德率领首次从菲律宾招募的15名劳工乘坐S.S.Doric号
汽船抵达夏威夷，并当场发表演讲：“如果得到合理的对待，他们（菲律宾人）将成为一等的劳工。尽管

他们未必有中国人或日本人工作得那么好，但他们安稳、忠诚，会为他所尊敬的老板尽自己的一

切。”[3]之后，贾德将他们送往位于岛上的奥拉种植园（Olaa Plantation），经理十分欢迎，并建议引进更

多菲律宾劳工[4]。这15名劳工全部来自阿巴亚的家乡，都或多或少懂一点英文。这些劳工里还有5人
是一家人，包括一位父亲和4个儿子。

二、劳工数量的增长

首批15名菲律宾劳工的表现没有让人失望。奥拉种植园的经理写信汇报时说这些菲律宾劳工

一开始能力不足，但很快赶超，和日本人的工作能力相当，且毫无怨言[5]。这些菲律宾劳工所签的合约

约定他们要在夏威夷工作满3年，但抵达1个月后，五口之家的父亲辛普利西奥·吉洛内亚（Simplicio
Gironella）的哮喘病在夏威夷岛的潮湿气候下复发，公司不得不同意他带领最小的14岁儿子一同返回

菲律宾。在种植协会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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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表 1）。很多劳工选择

延长合同，一直留在种植园。

这主要由于菲律宾劳工在种植

园的日均收入在 2~2.5 美元，

收入比在国内高 [2]；同样的工

作，工资收入是在菲律宾的 3~
5倍 [3]。每年随着甘蔗价格的

波动，劳工还能拿到不同程度

的分成。菲律宾劳工部曾小范

围调查了 1925年从夏威夷返

菲的其中 500名劳工，结果显

示62%的劳工在夏威夷工作了

3年以上；80%的劳工当年带回了平均433菲律宾比索的积蓄；90%的返乡劳工在工作期间给在菲亲友

汇款，平均汇款金额是734比索[4]。菲律宾总督伦纳德·伍德（Leonard Wood）曾在1926年派出副官R.
A.达克沃兹-福特（R. A. Duckworth-Ford）调查在夏威夷的菲律宾劳工生存状态，收到的报告称：“公平

地讲，所有在这些大种植园里工作的菲律宾劳工都不会吃亏。只要身体健康、节俭、品行好，服务几年

之后都能存下500~2500美元带回国，相当于1000~5000比索。”[5]按照合同，种植园给劳工提供免费的

往返船票、住房、自来水、医疗点甚至学校，大部分种植园都有电力供给。劳工每月最低工资 40比
索。对于已婚、携带家属来夏威夷的家庭，家属也做工的话每月28比索，孩子也能得到适度的补贴[6]。

随着进入夏威夷的劳工人数稳定增长，到了20世纪30年代，菲律宾裔已经取代日本裔成为种植园最

大的劳工族群，占夏威夷种植园劳工人口69%，占夏威夷总人口的约18%[7]。

从历史数据来看，菲律宾女性和儿童（15岁以下）在1915年后才出现在迁移人口的行列中，但比

例仍然很低。菲律宾劳工部对1925年抵达夏威夷的男性劳工进行了抽样调查，大概三分之二的已婚

男劳工把妻儿留在了菲律宾。现有资料来看，种植协会其实并没有限制家属来夏威夷。但是一直到

20世纪40年代，几乎所有前往夏威夷的菲律宾人都是抱着短暂打工的心态，按照契约期满回国，未曾

想要久留[8]。

随着劳工招募工作的日益成熟，种植协会的中介机构在菲律宾开始常驻，并按照成功招募的人数

获得佣金。除了通过中介招募的契约劳工，每年还有相当数量的菲律宾人自费前往夏威夷。例如

1926年的前9个月，种植协会就接收了1833名自行来到夏威夷的男性，并为他们提供了和契约劳工

一样的合同和待遇[9]。出于各种原因，有一部分劳工流向了檀香山等城市，做码头装卸工、工厂工人

表1 20世纪初进入夏威夷的菲律宾劳工人数及返回菲律宾的劳工人数[1]

1909-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总人数

男性
18630
1777
1877
2191
2030
3181
3042
5748
7291
4516
8171
6099
64553

女性
-
180
157
178
284
319
225
628
530
1800
1116
256
5673

儿童
-
193
180
229
447
297
187
438
362
945
582
156
4016

总数
18630
2150
2214
2598
2761
3797
3454
6814
8183
7261
9869
6511
74242

男性
159
260
342
568
645
677
1093
1953
1309
1226
1730
2255
12217

女性
-
40
64
72
65
104
75
249
81
112
204
267
1333

儿童
-
47
59
93
131
167
113
503
203
158
261
316
2051

总数
159
347
465
733
841
948
1281
2705
1593
1496
2195
2838
15601

从菲律宾进入夏威夷的劳工 从夏威夷返回菲律宾的劳工
年份

[1]数据来源：“Filipino Contract Laborers in Hawaii,”Monthly Labor Review, Vol.23, No.4, October 1926, p.6.
[2] [5]R. A. Duckworth-Ford, Report on Hawaiian Sugar Plantations and Filipino Labor, Honolulu: T.H., November 4,

1926, p.6, p.6.
[3][4][6]“Filipino Contract Laborers in Hawaii”, p.6, p.8, p.5.
[7]Bruno Lasker, Filipino Immigration to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and to Hawai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1, p.338.
[8]Roland L. Guyotte and Barbara M. Posadas,“Filipinos and Filipino Americans, 1870-1940”, in Elliott Robert Barkan

(ed.), Immigrants in American History: Arrival, Adaptation, and Integration, Vol.1, Santa Barbara: ABC-Clio, LLC, 2013, p.347.
[9]R. A. Duckworth-Ford, Report on Hawaiian Sugar Plantations and Filipino Labor, p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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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生活状况普遍不及在乡村种植园，因为城市工种更不稳定[1]。当然，菲律宾劳工对种植园生活也

有抱怨，但在种植园主看来，劳工的抱怨常常是为了提高工资，因此他们也时常做出妥协。在3年内

就能够存下不小积蓄的激励下，许多劳工选择延长合同。30年代初开始，种植园对从马尼拉招募劳

工的需求已经不大，因为在种植园的菲律宾劳工人口已经能够满足生产需要，他们大多是在第一份合

约之后续签的劳工[2]。

三、劳工在美国菲裔移民史中的地位

以夏威夷为起点，逐渐形成规模的菲律宾劳工群体随着农业的需求开始前往美国本土，进行二次

迁移。主要目的地为加利福尼亚州、阿拉斯加、华盛顿州等地。加利福尼亚的中央河谷地带和圣华金

三角洲地带拥有大量果园，南部则有大量葡萄园，夏季丰收时节的加州是西部农业劳动力集中的地

方。到了冬季，菲律宾人则前往阿拉斯加的各类鱼品罐头厂工作。不愿往返的菲律宾人则常年待在

加州，春季收获芦笋，夏季采摘番茄，秋天收摘葡萄，冬季剪修果树[3]。他们还来到城市，在酒店、餐厅

中寻找就业机会。可以说，菲律宾人是美国西部农业、工业、服务业的重要支撑力量。

在超过250年的从菲到美跨洋迁移历史中，有两波移民浪潮：20世纪初至1940年为第一波；1965
年之后为第二波[4]。第一波移民以劳工和政府留学生为主。1934年“泰丁斯·马克杜菲法案”（Tyd⁃
ings-McDuffie Act，又称菲律宾独立法案）给予菲律宾10年的过渡期走向独立，自此菲律宾人开始受

到移民数额限制。直到1965年美国放松移民限制后，从菲律宾前往美国的迁移活动又重新活跃，其

中很大一部分移民由于婚姻、亲属团聚的缘故获得美国公民身份。20世纪初的夏威夷在菲律宾人的

迁移历史中是重要的节点和地点，特别是在第一波移民浪潮中。

在人口意义上，夏威夷糖业种植园引入菲律宾劳工掀开了菲裔移民大量进入美国的历史，这一群

体成为了第一波移民浪潮的主力。1940年以前，全美范围内来自菲律宾的迁移者约50%最初是作为

夏威夷的契约劳工而来到美国的[5]。直接抵达美国本土的迁移者则大多同样也是劳工，或者是留学

生[6]。此外，美国军队里也有相当数量的菲律宾士兵服役。可以说，劳工群体是迁美菲律宾人的主力，

而绝大多数的劳工又都以夏威夷为最初的落脚点。

从1906年首次进入夏威夷，到40年代成为夏威夷农业经济的主力，菲律宾劳工保持了长期数量

[1]“Filipino Contract Laborers in Hawaii”, p.6.
[2]Bruno Lasker, Filipino Immigration to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and to Hawai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1, pp.338-339.
[3]Dawn Bohulano Malabon, Little Manila Is in the Heart: The Making of the Filipinao American Community in Stockton,

California, p.5.
[4]也有学者认为菲裔移民史共分三波，第一波是1903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留学生，包括政府公费留学生和

自费留学生；第二波是 1907年至 20世纪 30年代受经济利益驱使的劳工；1965年新移民法颁布后为第三波。参见H.
Brett Melendy, Asians in America: Filipinos, Koreans, and East Indians,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77.如此划分下第一波

和第二波在时间上有很大重叠，因此笔者倾向于认同只有两波移民潮。此外，1898—1934年来自菲律宾的迁移人口严

格讲并不是“移民”，因为他们在法律上应属美国国民，不应被包括在该时期美国移民史的研究对象中。但不论是当时

的社会讨论还是后来的学术研究都约定俗成地把该时期来自菲律宾的迁移人口也视为移民（immigrant）。
[5]Roland L. Guyotte and Barbara M. Posadas,“Filipinos and Filipino Americans, 1870-1940”, p.347.
[6]1903年美国国会通过《补助金法案》（The Pensionados Act），菲律宾资助年轻的菲律宾人到美国接受教育，这些早

期的公费留学生又被叫作 pensionados，意为“领政府补助金的人”。每年约有40~100人接受政府资助前往美国留学，学

成后大都回到国内成为各领域的领袖人物。此外，还有约14000名自费留学生在1910—1938年到美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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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其队伍壮大是显而易见的。究其原因，这主要得益于这段时期菲律宾、夏威夷两方的特殊地位

和两者分别之于美国的微妙关系。

首先，当时的菲律宾是美国殖民地，菲律宾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美国国民。这一时期正值美国对

两大亚洲移民群体——华裔和日裔移民——相继开始排斥的时期[1]。因夏威夷糖业发展的需求而激

增的菲律宾迁移人口在其它民族遭受排斥的时候并没有受到入境限制，得益于菲律宾作为美国殖民

地所享有的特殊地位给予他们的国民身份和通行自由权利。

其次，夏威夷一开始是美国属地，直到1959年才成为州，因此美国联邦政府的许多法律条款在夏

威夷未能执行。1934年之后，菲律宾移民配额被限制在每年50人。夏威夷种植协会奋力游说美国议

会，将种植园工人排除在限额之外[2]。根据当时《时代》杂志的报道，遣返菲律宾移民的法案亦不奏效，

约有12万菲律宾劳工仍然留在美国，其中一半在加州，97%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3]。故而直到第二次

世界大战爆发以前，菲律宾一直是夏威夷种植园内稳定的劳工来源地。1906—1930年间，至少12万[4]

菲律宾人来到夏威夷，这改变了当地民族构成。40年代以后，由于亚裔劳工（包括菲律宾劳工）多次

的罢工运动对夏威夷经济产生了极大冲击，加之菲律宾的正式独立，在最后一批约6000名菲律宾劳

工于1946年来到夏威夷后，整整40年的“种植园劳工时代”画上了句号。

亚洲移民是美国崛起不可缺少的推动者和建设者，菲律宾移民却一直是“被遗忘的亚裔”。近年

来，学界已经开始注重挖掘和研究菲律宾早期移民的贡献，例如研究菲律宾劳工总会（Filipino Labor
Federation）在帕布罗·曼拉皮（Pablo Manlapit）的领导下于1920、1924、1937年进行的数次罢工以及为

提高基本工资、消解种族差异等做出的积极贡献[5]。菲律宾劳工的抗议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加剧，并

持续至5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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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影响。持续的劳工移民潮为夏威夷人的多元文化背景奠定了基础，更对当地风土人情、饮食习惯、

宗教信仰产生了影响。当然，菲律宾劳工所带来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对人口迁移的输出方和输入方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更重要的文化层面的意义体现在从菲到美跨洋迁移习惯的养成。

从劳工个人角度来说，来到陌生的国度，最先投奔的是自己的亲友、老乡，或者抱团跟随最初招募

自己的“工头”（luna），很容易集聚在一起。劳工移民潮的产生最初正是依靠口口相传沿着个人向周

边的方向进行扩散。在乡民看来，原先的农民当了几年 sakada后摇身一变，成了Hawayanos（菲律宾语

“夏威夷人”）风光地回国，这些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激励了更多菲律宾人。经过几年的缓慢起步，很多

在夏威夷工作的劳工迅速致富的故事一传十、十传百，引起了逐渐升温的劳工热潮。

而随着一些劳工前往美国西部进行二次迁移，菲律宾移民开始在美国各地开枝散叶，但依然保持

着高度的集聚性。20世纪20—70年代，加州斯托克顿越来越明显地成为菲律宾裔移民集中的地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本土和夏威夷约有 15万菲律宾人，斯托克顿的菲律宾人就有 1.5万[1]。

不论是从旧金山、西雅图还是从洛杉矶进入美国的菲律宾人，几乎都要先投奔加州斯托克顿这个大本

营。成千上万的菲律宾裔都可以把 该



论 20 世纪初夏威夷糖业种植园引入菲律宾劳工的历史意义

2018/5江苏社会科学· ·

菲律宾经济的重要力量，他们在契约的约束下为外国提供各类服务，如医疗、家政、农业服务。其中美

国是菲律宾人海外工作的首要目的地：约 353万菲律宾人在美国工作，占菲律宾海外劳工总数的约

34.7%（2013年）[1]。20世纪上半叶的“种植园劳工一代”（the sakada generation）可以说是海外劳工的鼻

祖。1965年以后，随着美国移民限制的开放，大量菲律宾专业技术人员进入美国工作。以护理行业

为例，1989年，美国的菲律宾籍护士已经占据外籍护士的73%。美国历史学家研究表明，美国出现的

外籍护士大潮看似发生在1965年以后，但这种跨洋流动的社会文化基础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依

靠殖民纽带为依托，美国自1907年起就在菲建立了医护培训体系。菲律宾大量护理学校的毕业生为

当代迁移劳动力人口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从20世纪初的护理专业交换生项目，到短期专业技术工作

移民，再到长期移民，身在其中的菲律宾护理业专业人员其实都脱胎于早在美国殖民时期就打造了的

“护理帝国”，这也是60年代以后“护士潮”出现的深层渊源[2]。这种在全球化浪潮中前赴后继的当代

迁移活动对其主体、特别是对以女性为主的护士来说，既提供了专业发展的机会，同时也是剥削性

的。在这个角度看，今日菲律宾海外劳工的处境的根源早在20世纪初的夏威夷劳工身上就已经得到

体现。虽然菲律宾人向美国的迁移历史在两次大潮期间有过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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