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印尼群島的華人移民史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島國家，約由17,508個島嶼所組成，全國面積為
1,919,440平方公里，為世界上面積第16大的國家。目前印尼行政區劃上有31個
省、2個特區和1個首都地區雅加達（Jakarta），人口至2018年7月為止，有
262,787,403人。

在這座地理熱帶、土地豐饒的列島，自古吸引了華人移民到某些島嶼。宋代人之
通航渤泥（今汶萊）、闍婆（今爪哇）、蘇吉丹（今爪哇）與元初忽必烈大帝之
遠征爪哇（1292-1293）、明初鄭和之七下西洋（1405-1433），其所經歷之20
餘國中，印尼地區即占8國，即爪哇、三佛齊、蘇木都拉、喃勃利（Lambri）、
阿魯（Aru）、黎代（Lide）、那孤兒（Battek）及孫拉（Sunda），更是廣為
史家所認知。至16世紀末，有相當多的華人貿易中心出現在爪哇（圖班、錦石、
泗水、約坦、萬丹、日葛礁）和其他島嶼（蘇門答臘、西婆羅洲），以種植胡椒
與稻米維生，說明了華人在印尼有了較永久性的定居地。

在1596年荷蘭人殖民之前的第6至16世紀，華人多集中於蘇門答臘東部與爪哇北
岸。但荷蘭統治的17世紀之後，則多集中居住於爪哇島。18世紀也有客家人較大
量地移居西婆羅洲。1816年，東印度群島重歸荷蘭統治，華人社會也獲得進一步
的鞏固。一開始華人移民南渡多為單身漢，與當地土著婦女通婚多，生下來的混
血後代稱為「土生華人」（peranak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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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尼金門社群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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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表性案例

1.邦加島的楊翟陳厚仲 3.棉蘭的瓊林蔡其發家族2.勿里洞的盤山翁德晏

三、蘇門答臘、邦加、勿里洞的金門移民社群

金門島印尼僑村分布圖

4.從爪哇到峇淡島：黃章掘家族

同時，19世紀中葉以後，「新客」移民漸多。到了1930年代，爪哇的土生華人在華人總人口數中的比率已降至79%，在其他島嶼只有48%。華人在1930年代已經在印尼
形成人數比率雖不高，但經濟實力雄厚的社群。以爪哇為例，據統計，1930年爪哇華僑人口總數中有116,517人是在荷印就外出生的，佔總數20%。福建人佔最大多數，
將近38萬；其次為客家人，約7萬5千人；再則廣府人，約3萬9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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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島印尼主要僑村彙整

1990年代，印尼人口約1億7,500萬人，華裔佔3%，
為500萬人左右，而印尼的金門人僅2萬5,000左右，
人數比率雖不高，但經濟實力雄厚。旅居印尼的金門
華僑大多是在1920至1930年代南渡而來，多數分布
在加里曼丹的三馬林達（又稱高低，Samarinda,
Borneo）、麻里峇板（又稱峇里吧板，Balikpapan,
Borneo）、爪哇島巴達維亞（雅加達，Batavia, Java
）、泗水、蘇門答臘島的棉蘭、邦加島及勿里洞島、
吉里汶等各地，這些旅居印尼的金門鄉僑，多數從事
商業貿易，規模小者從事什貨商店，大者經營進出口
貿易，另有從事農業、工業生產者，經商有成之發達
人士眾多，受到當地政府重視，榮獲要職。
金門鄉親從事金融、工業、建築、貿易、醫藥等等行
業，成就顯赫不勝枚舉。

以椰加達為例，就有：張德超（銀行董事經理，木材業、養料廠、三合板廠、魚業），許丕田（銀行總經理、鎖頭業、罐頭業），黃進益（船業，三合板廠、木材業），
唐乙丙（雨傘廠），許天鳶（汽燈業），陳文章（建築業），黃章掘（船務、咖啡、土產、餅乾廠、建築業），陳漚乾（銀行主事），翁海南（紙賂業），翁克凡（船務
），陳國銘（胡椒出口商），林文禮（汽燈零件商），楊坤生（木材業），王金源（土產），楊開科（雜貨），王振坤（土產），許火炎（土產），王永成（船務），王
永勝（海產），洪國文（火爐零件商），黃明水（瓷器），楊子民（罐頭廠），周水鑽（鋅片、建築材料），陳延壽（胡椒出口商），黃啟堂（咖啡粉廠、高磷粉廠），
周泮樂（味精廠），李天從（珍廠），許長林（土產），許念本（茶廠），黃文徵（木材業），楊中敏（土產），呂天命（土產），許燕熙（醫生），許燕澤（醫生），
呂天賞（漁業、峇拉煎廠、土產），呂基龍（漁業、峇拉煎廠）和呂基泉（三合板廠）等等。
其他居住在泗水、北加浪岸、三馬林達、峇里巴板、峇眼亞比、勿里洞等等地方的金門鄉親，貴為社會賢達和工商碩彥者，更不計其數。

邦加（Bangka）、勿里洞（Belitung）皆為靠近蘇門答臘島東南方的兩座離島，位於新加坡、馬來半島柔佛、蘇門答臘、爪哇、加里曼丹之間，地緣位置重要。邦加-
勿里洞西部與邦加海峽（Bangka Strait）接壤，北部與納土納海（the Natuna Sea）接壤，南部與爪哇海（the Java Sea）接壤，東部與卡里馬塔海峽（Karimata
Strait）接壤。邦加-勿里洞在2000年脫離南蘇門答臘省，成為印尼的第31個省。目前省會和最大城市是邦加檳港（Pangkal Pinang），該省面積為 16,424.06平方公里
，截至 2020年人口普查，邦加-勿里洞的人口為 1,455,700人，2010至2020年的人口成長率為1.70%。

邦加島錫礦發現得早，在1710年當地人就發現錫礦，但是開採錫礦的技術不佳，無法有效
開採。勿里洞因晚於邦加開發，1850年前仍是個荒島。

直到19世紀中葉的荷印時期，邦加、勿里洞才始有大批華人移居，成為著名華人移居地。荷
蘭人為了開發蘊含邦加、勿里洞地底的錫礦，大量招募契約華工至邦加、勿里洞開採錫礦。
當時中國清廷正迫於西方各國要求而開港通商（1842年廈門開港），1860年《北京條約》
開放華工出洋合法化，使得閩粵青年出洋尋找謀生出路，蔚為風氣；加上地方官吏地主兼併
土地，使得傳統農村經濟受到破壞；以及當時中國內亂四起，如華南地區的太平天國（
1851-1872年）。這些政治、經濟、社會的問題，使得海外移民數量大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