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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鑑於中國日益與世界經濟接軌，失業問題嚴重，不少人冒險偷渡前往

歐美地區已開發國家安身立業，使得非法移民的人數激增。僅 1999 年，美

國遣返的中國偷渡客就超過 1,000 人；另據中國官方統計，同年中國大陸

捕獲的偷渡客就高達 9,129 人，並有 925 名偷渡走私販賣  ( 又稱蛇頭  )被

捕，每年人口販子將五萬名華人帶進美國。  

 

香港大學陳英教授用『現代版的奴隸貿易』來描述這種高風險、高獲

利及充滿暴力的人口走私活動。  

 

19 世紀中國的『苦力貿易』可稱得上『古代版的奴隸貿易』。19 世紀

中葉，滿清統治下的中國，是個半封建半殖民地，且貧窮落後的國家。1842

年『中英南京條約』鴉片戰爭給中國百姓帶來更多的災難。特別是東南沿

海的廣東、福建等地區，百姓為求生存紛紛出海謀生，此時，正好『巧遇』

拉丁美洲古巴、秘魯等地急需大量廉價勞工期，中國『苦力』販賣應時而

生，而一批批的所謂『中國契約勞工』就此被輸入拉丁美洲，總計高達三、

四十萬之多『苦力』( 古巴 13 萬、祕魯 10 萬，其他拉美國家 10 萬左右  )

及時填補了非洲黑奴的位置。  

 

本文主旨探討古巴華人上下一個半世紀的滄桑史。除前言、結論外，分

三部分評述：  

1．  西班牙殖民地統治時期。  

2．  共和國時期。  

3．  社會主義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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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班牙殖民地統治時期 (1847-1898)：華人提供大量廉價勞

工，積極參與古巴 30 年獨立戰爭。 
 

1．中國『契約勞工』赴古巴之肇因 
  

19 世紀中葉，西班牙在拉丁美洲僅存的殖民地古巴，其經濟命脈主要

是建立在製糖業的基楚上，勞力全部來自非洲的黑奴。公元 1835 年 6 月

28 日，西班牙倔於歐洲列強的壓力，跟英國簽訂禁止販賣黑奴條約，導致

古巴立即陷於勞力短缺，糖業癱瘓，經濟危機的局面。西班牙政府也曾一

度企圖以歐洲白人殖民(1854)，和猶加敦半島印第安人(1848)來取代黑奴，

但是均告失敗 1。  

 

 1844 年，哈瓦那『皇家農商促進委員會』派遣一位代理人前往中國實

地調查人力市場，報告是正面的，中國人習慣於農務勞作。古巴莊園主決

定採納中國勞工取代黑奴勞工，冠上『契約』美譽，但如同黑奴一般，受

到相同待遇 2。  

 

 19 世紀，滿清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貧窮、落後的國家。鴉片戰爭給

中國百姓帶來更多的不幸，廣東、福建等東南沿海地區的百姓為求生存，

紛紛請求出海謀生。此時，正好趕上古巴急需勞工時期，『苦力』販賣就應

時而生，大量中國勞工被輸入古巴，填補了黑奴的位置。『苦力』不僅拯救

了古巴的經濟危機，而且亦使古巴製糖工業化成為可能。  

 

 第一批 571 名華工於 1847 年 6 月分別乘坐苦力船Oquendo號及Duke of 

Argyle號抵達哈瓦那後不久，西班牙政府基於華工宗教信仰及叛逆性，曾

一度下令停止輸入中國契約勞工，至 1852 年 9 月 16 日，鑑於嚴重缺少廉

價勞工，影響經濟發展，西班牙王室被迫再次『恩准』古巴重新輸入華工
3。此一轉變，再次顯示所謂『世俗權(經濟)』高於『精神權(宗教)』，以確

保島上製糖工業之發展。換言之，鑑於對廉價勞工之迫切需求，經濟利益

遠高於種族歧視。  

 

                                           
1  Manuel Mareno Fraginales, El Ingenio, La Habana, 1964, p.149. 
2  Roberto Mesa, El colonialismo en la crisis del siglo XIX español, Madril, 1967, p.166. 
3  哈瓦那 1873 年 3 月 30 日『殖民地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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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契約勞工之特點、數量 
 

依據哈瓦那 1873 年 10 月 30 日『殖民地公報』統計資料，自 1847 年

6 月 3 日至 1873 年 6 月 14 日，被運往古巴的華工總計 135,955 人，途中

死亡 15,622 人，實際安全抵達哈瓦那為 120,333 人。從 1847 年至 1902 年

輸入古巴華工總計為 150,000 人。  

 

華工的性別，年齡取決於繁重的甘庶種植園條件，輸入古巴的中國契

約勞工具有四個特點：首先，是個人行為，而不是團體或家族的；其次，

男性佔絕對多數，例如 1847 年至 1859 年輸往古巴華工 50,123 人中，女性

僅為 52 人 4；再者，年齡介於 18 至 40 歲之間，百分之九十以上簽約時介

於 20 至 30 歲之間 5；最後，百分九十九為未婚壯漢 6。  

 

3．華工之社會定位 
  

中國契約勞工經過千辛萬苦，漂洋過海，來到哈瓦那港，被放在奴隸

市場上公開拍賣，拍賣時，華工的衣服全被剝光，任憑顧主檢視，忍受了

人間最大的恥辱，大多數被販賣給甘庶種植園主，從事繁重的勞務，遭受

到非人性的壓榨，時有反抗事件發生。  

 

 1847 年 11 月 7 日，古巴『皇家農商促進會』提出一項有關華人管理

辦法草案，視中國契約勞工為黑奴 7。  

 

 古巴當局為壓制華工頻繁反抗，以確保勞工不缺，特於 1849 年 4 月

10 日頒布一項嚴厲的『印第安人暨亞洲人管理與待遇條例』，共 21 條款，

其中 19 項專為華工而設訂，加強對『苦力』之控制與奴役 8。  

 

 1850 年 3 月 2 日，西班牙皇家諭旨正式『恩准』上述 21 條款，開啟

了古巴華工取代黑奴勞工之辛酸史 9。  

                                           
4  哈瓦那 1859 年 9 月 17 日『海軍公報』。  
5  馬德里國家歷史檔案館，『海外部』第 86 卷。  
6  同上，第 87 卷  (1861 年古巴人口普查報告)。  
7  馬德里國家圖書館，『美洲手抄本』第 13857 號，頁 1-7。  
8  同上，頁 10-14。  
9  同上，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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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4 年 3 月 22 日，西班牙皇家諭旨核准古巴當局於 1853 年 12 月 23

日草擬的『古巴引進與管理華工條例』，使華工淪為奴隸之社會位階，誠如

第 19 項條款所揭示：『華工與仲介者簽約時，便得放棄與其工作性質相左

的基本人權』 10。  

 

4．華工積極參與古巴 30 年獨立戰爭(1868-1898) 
  

鑑於 1854 年 3 月 22 日『古巴引進與管理華工條例』未能有效落實，

在歐洲列強干預下，1859 年 12 月 28 日西班牙皇家諭旨再次停止古巴輸入

華工，惟不到一年時光，迫於現實，急需解決嚴重的勞力荒，1860 年 7 月

6 日皇家諭旨又再一次頒佈『古巴輸入華工條例』11，此一針對華工條款，

不顧英、法、美及普魯士等歐美列強反對，再次視華工如同非洲黑奴般對

待。  

 

 1868 年 10 月 10 日，古巴獨立之父 Carlos Manuel Céspedes 於其

Demagagua 製糖廠宣佈廢除奴隸制度，讓島上所有居民均能享有同樣自由

平等權利。  

 

 古巴的華工，長期受奴役，為追求夢想、自由、平等人權多時，積極

投入Céspedes 領導的獨立軍中，英勇作戰，爭取『對所有參與起義行列之

奴隸或華工賦予之自由權利』 12。  

 

 獨立戰爭結束後，古巴人民對中國勞工在獨立戰爭中的英勇行為，大

無畏的犧牲精神，深感懷念與感激。因此，1931 年在首都哈瓦那為華工樹

立了一座紀念碑，碑上刻著永垂不朽的西班牙文：『古巴的中國人無逃兵，

古巴的中國人無叛徒』。  

 

 古巴政府為酬謝華工在古巴獨立戰爭卓越貢獻，特於 1901 年憲法中第

56 條款載明，在獨立戰爭中屢建軍功的華人José Bú中校及José Tolón上尉

                                           
10  哈瓦那 1854 年 3 月 12 日『殖民地公報』。  
11  馬德里國家歷史檔案館，『海外部』，第 85 卷，第 47 號。  
12  Ramiro Guerra y Sanchez, Historia de la Nación Cubana, Tomo V, (La Habana: Libro 
Primero, 1962).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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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當選總統的權利 13。  

 

5．華工與中、古外交關係及列強之干預 
  

有鑑於華工積極投入『十年戰爭』(1868-1878)，再次引發有關華工輸

入古巴問題大辯論，在反華人士誘導下，『黃禍』再度浮上台面。1871 年 4

月 27 日，西班牙共和政府頒佈命令停止華工輸入古巴 14，但隨即遭到島上

莊園主和人口販賣商全力反對，要求暫緩三年執行，為了島上經濟能永續

發展，『廉價勞工仍是不可缺少的』 15。  

 

 基於島上利益團體強大壓力，西班牙共和政府被迫相繼於 1872 年 5 月

11 日宣佈延後執行『停止輸入華工禁令』，次年 5 月 26 日更宣佈將其廢止
16。  

 

 然而，華工問題爭議並未就此打住，因莊園主、人口販賣商濫權不斷，

華工長期受奴隸般的對待，引起國際議論公憤，歐洲列強相繼採取了一系

列強制措施，對西班牙及古巴施壓。1872 年 3 月 28 日，葡屬澳門頒佈『中

國移民條例』，以確保華工出洋權利 17。古巴則以 1873 年 5 月 7 日頒布『集

中收容所條例』作回應，對那些已履畢契約再續約之華工更嚴格集中管制
18。面對此一不友善挑戰，澳門總督遂於同年 12 月 27 日頒佈『第 89 號法

令』，嚴禁華工經由澳門出洋前往古巴，作為反制措施，並於次年 1 月 28

日頒佈『亞洲旅客過境澳門條例』，以加強第 89 號法令之執行 19。  

 緊繃情勢向上發展，古巴當局早於 1872 年 2 月 5 日就禁止島上華工自

由行動，此舉立即引起英國上、下兩院高度關切。英國領事會同法國、意

大利、荷蘭、比利時及丹麥等國領事，對古巴當局嚴重『違反人權』提出

抗議 20。香港政府遂於 1873 年 4 月 24 日頒佈第 8 號法令(即『搭載移居海

外華工之條例』)，以便更有效執行檢查、管理、核准搭載華工之船舶 21。

                                           
13  Napoleón Seuc, La colonia china de Cuba (1930-1960)(Miami, fl, 1998), p. XVIII. 
14  馬德里國家歷史檔案館，『海外部』，第 85 卷，第 47 號。  
15  同上，第 86 卷，第 68 號。  
16  同上，第 86 卷，第 113 號。  
17  哈瓦那 1873 年 11 月 15-30 日『殖民地公報』。  
18  哈瓦那 1873 年 6 月 15 日『殖民地公報』。  
19  哈瓦那 1874 年 4 月 30 日及 5 月 15 日『殖民地公報』。  
20  馬德里國家歷史檔案館，『海外部』，第 86 卷，第 109 號。  
21  哈瓦那 1874 年 1 月 15 日『殖民地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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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年 5 月 6 日頒佈第 9 號法令(即『搭載華工船舶條例』)，進一步杜絕一

切對華工之拐騙、迫害 22。  

 

 另一方面，鑑於華工長期未受善待，列強出面干預，中國政府於 1872

年禁止華工前往古巴 23，此一禁令無形宣告 1864 年 10 月 10 日天津『中西

貿易友好條約』第 10 條款無效，即廢除清政府允許其子民通過『契約』方

式前往西班牙海外屬地工作之權利。  

 

 在英、法、德、俄、美等五國駐北京公使調停下，西班牙被迫同意清

廷派員前往古巴調查。1874 年 3 月 17 日清政府派遣專使，大常寺少卿陳

蘭彬率團前往古巴實地查訪華工情形。二月後，陳蘭彬向清廷提出華工長

期遭受凌虐的詳細報告，立即震撼海內外，中國政府遂決心下令禁止『契

約華工』前往古巴 24，至此，華工問題被推至沸點。  

 

 結果，在歐美列強駐華使節調解下，1877 年 11 月 17 日中國與西班牙

簽署北京『中西協定』，西班牙改採用自由勞工制，取代行之有年的契約勞

工制。中國則准許其子民自由移居古巴。依據協定，清廷將在哈瓦那設立

總領事館，加強保僑工作，為華人移居古巴史開啟了新的一頁，為中、古

外交關係踏出了第一步 25。  

 

 

二．共和國時期(1898-1959)：排華法案；中古友好條約 

 

1．1902 年古巴排華法案 
  

1898 年美國藉口『緬因號』軍艦在古巴哈瓦那港被炸沉，乃向當時統

治古巴的西班牙宣戰，美國大勝，古巴獲得獨立，但受美國保護。1902 年

清廷給於承認，兩國正式建立外交關係。雖然華工曾積極參與古巴 30 年獨

立戰爭，作出重大貢獻，古巴政府卻於同年 5 月頒布排華法案，禁止華人

                                           
22  同上，1874 年 2 月 15 日。  
23  馬德里國家歷史檔案館，『海外部』，第 68 卷，第 159 號。  
24  同上，第 87 卷，第 7 號。  
25  同上，第 88 卷，第 8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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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  

 

 至二次世界大戰前，古巴隨著對華人需求的變化，有時採取歡迎態度，

有時採取排斥、打擊的態度，但華人卻始終處於受歧視、受排斥、受壓制

的地位。即使是古巴華人參與了 30 年的獨立戰爭，獨立後取得較大程度的

自由，並受到當地人民的尊敬，但這也只是一種短暫的現象。  

 

2．1942 年『中古友好條約』 
  

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中國同拉丁美洲國家關係得到進一步改善。1942

年 11 月 12 日，中國駐古巴公使李迪俊與古巴外長J.A.Martinez共同簽署『中

古友好條約』，對華人移居古巴作出了有利的規定，其中第五條款載明『兩

締約國人民得在與其他國人民同樣條件下自由出入彼此領土』，自此 1902

年限制華人入境之禁令才告廢除。隨即掀起另一波華人移居古巴浪潮，把

僑社推向全盛期。據古巴人口普查資料，1943 年有華人 15,822 人 26。  

 

3．古巴華人僑社 
  

自美洲僑社成立覺後順序而言，美國最早，加拿大次之，拉丁美洲居

後。  

 

 自 1860 年代開始，古巴華工一旦契約期滿或通過其他方式獲得自由之

後，就有可能依據自己的意願和條件，選擇自己的職業和安排自己的生活，

有的仍滯留種植園繼續從事農業生產。有不少華人因經營有方，日漸富裕

起來，成為農場主，例如 1899 年古巴島就有華人農場主 42 個 27；有的則

『進軍』城市，多數從事餐館業，經營南北貨為主，從商人數達到華人總

數的 17%以上 28，不少發展至富成了當地很有名望的商人。  

 

 早期契約華工，一旦擺脫了契約束縳後，就聚集而居，其眾居地常為

人們稱為『唐人街』(Barrio Chino)，是他們生活的需求。他們多不懂西班

                                           
26  José Boltar Rodrígues, Los Chinos de Cuba: Apuntes Etnográficos (La Habana: Fundación 
Fernando Ortiz), 1997).p.90.  
27  陸國俊，《美洲華僑史話》(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頁 67。  
28  同上，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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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語，也不習慣當地生活方式，愛吃『唐餐』，過『唐山』的傳統生活，聚

居一起可相互照應、支持，有助他們在當地生活下來。  

 

 古巴規模最大的『唐人街』是座落在哈瓦那市 Dragones，Salud，Reina，

Zanja, Realidad，San Nicolas，Galiano，Amistad 等四十四個街段之間。華

人在『唐人街』開設商店、餐館、旅社等，從事各種商務活動。稍後的華

人社團總會『中華總會館』(Casino Chino Chung Wah)，中國國民黨駐古巴

支部及『中國銀行』均設在 Amistad 街 420 號。  

 

 古巴僑社組織產生很早，幾乎隨著華工轉居城市同時發生，一城組織

僑社，各城仿效。拉丁美洲地區出現最早的僑社組織，是在 1867 年古巴華

人鐘熙等人在哈瓦那市成立的『結義堂』。至 1893 年，拉丁美洲幾乎所有

華人聚居的主要城鎮都建立了會館或堂號，古巴『中華總會館』亦於同年

1893 年 5 月 9 日成立。  

 

 古巴僑社種類繁多，有按姓氏關係建立的僑社；有的以原藉地區組織

的僑社；有的以政治理念結合的政黨組織；亦有以職業組成的各種會社。  

 

 以姓氏組織的宗親會社主要有黃姓的『江夏堂』；李姓的『隴西堂』等。

在此基礎上，姓氏相同，人數較多的華人建立了相當規模的單姓制公所，

例如黃姓的『雲山公所』；李姓的『李敦宗公所』等。那些姓氏相同，人較

少的華人則聯合起來建立聯姓制『堂號』或『公所』，例如，陳、胡、袁的

『至德堂』；蔡、胡、周的『至孝堂』等。  

 

 以同鄉會性質華人組織主要有由廣東南海、番禺和順德三縣合組而成

的『三邑會館』，台山、新會、開平和恩平四縣組成的『四邑會館』等。  

 

 以不同的政見組織的政黨主要有『致公堂』(洪門，三合會)，是古巴

所有堂中最早和最富有政治色彩的堂號。1946 年，致公堂轉型為民治黨。

1959 年古巴卡斯楚領導革命成功之後，民治黨就失去其政黨性質，轉化為

聯誼性組織。  

 

1911 年辛亥革命後，中國國民黨開始在古巴設立支部。1927 年，一些

激進的華人在哈瓦那成立『工農保護聯盟』。1959 年，深受中國與古巴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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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影響，成立了『古巴中國新民主聯盟』。次年，該聯盟建立『人民中國民

兵大隊』，捍衛古巴革命政權。同年 10 月，民兵大隊強佔哈瓦那國民黨總

支部，『民生日報』報社，『中國銀行』，及『中華總會館』 29。  

 

4． 古巴華人對建立共和國，八年抗戰作出之貢獻 
 

1911 年 8 月間，清廷最大的軍艦『海圻號』訪問哈瓦那，古巴華人為

支持孫中山先生領導的國民革命進行宣傳，鼓勵艦上官兵投入革命隊伍。

『海圻號』返回上海後不久，艦上清官兵就響應武昌起義，參加國民革命
30。  

 

 1931 年 9 月，日本帝國主義在東北發動『九一八』事變，侵略東三省，

古巴華人積極動員起來，成立『抗日救國總會』，進行募捐活動，給東北義

勇軍捐獻了一萬美元 31。  

 

 

三．古巴社會主義建設時期(1959~)：僑社從繁榮到沒落 

  

古巴僑社為 20 世紀初全美洲規模最龐大之僑社之一。有華文報業三

家，分別為『華文商報』；中國國民黨的『民生日報』；及民治黨的『開明

公報』、『聯合月刊』雜誌。1936 年創立『中華學校』，而且電台中若干時

段亦播放粵語節目。  

 

 1953 年尚有華人 11,826 人，惟 1959 年古巴革命後，大量華人外移，

至 1984 年僅剩 4,000 人。目前全島華人只剩下 400 人左右，平均年齡高達

79 歲 32。另有華裔 3,000 餘人，惟多數已不諳華語 33。令人憂心的是，由

於青壯華人早就出走一空，留下的幾乎全是認命的老人，雖然近年來古巴

                                           
29  1959 年 2 月，古巴發生革命。1960 年 9 月 3 日古巴與台灣斷交，是第一個外交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拉丁美洲國家。  
30  陸國俊，《美洲華僑史話》(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頁 121。  
31  同上，頁 125。  
32  José Boltar Rodrígues, Los Chinos de Cuba: Apuntes Etnográficos (La Habana: Fundación 
Fernando Ortiz, 1997), p.93. 
33  其中有三位從事軍旅，官拜少將。邵正和將軍目前擔任『古巴 -中國友好協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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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政策已放寬，惟由於美國長期對古巴進行嚴厲的經濟封鎖及卡斯楚的

『指令』經濟政策，造成生計困難，根本沒有華人願意前往，不用多久，

很難令人想像哈瓦那的『唐人街』，曾是拉丁美洲規模最大、華人會館最多、

總人數曾高達 10 萬之多，將走入歷史。  

 

 目前，古巴僑社，除『中華總會館』外，另有『洪門民治黨』、『古巴-

中國社會主義聯盟』二個政治組織以及『張文公堂』、『劉、關、張所』等

八個宗親會社。僅存的『中華總會館』機關報『光華報』(華文)，因經費

無著，只能每週四出刊一次。  

 

 為避免走入歷史，重建『唐人街』就成了目前當務之急。1994 年，在

古巴政府支持下，華人僑社成立了『唐人街促進會』，惟因缺乏新血，經費

不足，任務之艱鉅是不難想像的。  

 

 1999 年 12 月 10 日至 12 日，『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ISSCO)選在

古巴哈瓦那舉行年會，中外學者 200 餘人與會，深具意義。大會期間，拜

會了『中華總會館』，會館主席周一非先生設晚宴招待，場面感人。國立哈

瓦那大學亦決定籌設『古巴華人研究所』，以加強在此領域之研究。  

 

 

結論 

  

最早首批 571 名華工，分乘『苦力』船西班牙藉 Oquendo 號，及英國

藉 Duke of Argyle 號，是在 1847 年由廈門出發，而於當年 6 月間抵達哈瓦

那。抵古巴島華工總人數曾高達 13 萬人之多，為該島之經濟發展及 30 年

獨立戰爭作出了重大貢獻，有 1931 年哈瓦那市『古巴華人紀功碑』之興建，

而今華人僅存 400 餘人，平均年齡高達 79 歲。回顧華人在古巴 155 年的滄

桑史，僑社從繁盛到凋謝，從 1854 年的『古巴引進與管理華工條例』到

1902 年之『排華法案』怎不令人萬分感慨歷史無情。  

 

 

 

 10



參考書目 

 
一．外文部份 
 

BARNET, Miguel, Biografía de un cimarrón (La Habana, 1966). 

 

BOLTAR RODRIGUES, José, Los Chinos de Cuba: Apuntes Etnográficos, 

Fundación Fernando Ortiz (La Habana, 1997). 

 

CHUFFAT, A., Apuntes histórico de los chinos en Cuba, La Habana, 1927. 

 

GUERRA Y SANCHEZ , Ramiro, Historia de la Nación Cubana, Tomo V, 

Libro Primero, p.9. (La Habana, 1962). 

 

JIMENEZ PASTRANA, Juan. Los chinos en las luchas por la Liberación 

Cubana (La Habana, 1963). 

 

MARENO FRAGINALES, Manuel, El Ingenio (La Habana, 1964). 

 

MARTIN, Juan L., Los chino en la revolución cubana (La Habana, 1940). 

 

MESA, Roberto, El colonialismo en la crisis del siglo XIX español (Madril, 

1967), p.166. 

 

QUESADA Y AROSTEGUI, Gonzalo de., Mi Primera Ofrenda (New York, 

1982). 

 

SEUC , Napoleón, La colonia china de Cuba (1930-1960) (Miami, fl, 1998). 

 

VILLANUEVA, M., La emigración de colonos chinos (Madrid, 1877). 

 

 

 

 11



二．第一手資料部份 
 
哈瓦那『海軍公報』。  
 
哈瓦那『殖民地公報』。  
 
馬德里國家圖書館，『美洲手抄本』。  
 
馬德里國家歷史檔案館，『海外部』。  
 
 
三．中文部份 
 
陸國俊，《美洲華僑史話》(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