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当代海外华人社会中，血缘性组织频繁举

办大规模的恳亲大会， 组建永久性的世界性组

织，这种现象早已引起学术界关注。 泰国华侨华

人数量 600 多万， 是世界上较大的华人群体之

一。 二战后，泰国华人族群内部发生急剧变化，从

侨民社会过渡到华人社会。 华社在政治、文化、生

活方式等方面不断经历变动以适应泰国环境。 大

部分华人逐渐确立新的认同对象，把泰国当作自

己的祖国和效忠对象。 在华人高度认同泰国的情

况下，血缘关系仍然是华人可资利用的一种文化

纽带，同姓华人成立宗亲组织，建造宗祠祖庙，撰

修家谱族谱。 本文探究泰国华人宗亲组织的发展

脉络、组织形式和社会功能，认为泰华宗亲组织

能够适应战后侨社变迁的需要，以姓氏认同为基

础，丰富、发展组织的社会功能，表现出这类传统

社会组织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

一、中国人移居泰国的历史脉络

据记载，在汉代中泰间已有交通往来，唐代

有中国人移居泰国的记载，14 世纪以后此类记载

更屡见史册。1656－1666 年已有相当大量的中国私

商在阿瑜陀耶、曼谷、六坤、宋卡、尖竹汶贸易。［1］17

世纪后半叶至少有华侨 1 万 人。 ［2］601767 年 以

后，吞武里王朝（1767－1782）、曼谷王朝（1782 年

至今）都采取招徕中国移民的政策，以解决泰国

社会劳动力不足问题。 1855 年《鲍林条约》以后，
泰国现代化经济建设需求大量的劳动力，如运河

开凿、公路和铁路建设、港口建设和外贸的发展、
现代化工厂的建立和运营、城市劳务、商业扩展

等，因此广招中国人到暹罗。 中国移民数量有了

空前的增长，1850 年时中国移民及侨生约 为 30
万人。［2］68-79 至 1910 年全泰华侨达 79.2 万；进入

20 世纪以来，再掀移民高潮，至 1942 年，华侨人

口猛增至 187 万人。 ［2］183-186

二战后，1946－1949 年间，大量中国移民来到

泰国，散居在全泰各地，人数达 167000 余人。 20
世纪 40 年代末， 泰国规定接受新移民每年每个

国家不超过 200 人，大规模的中国人移居泰国的

活动基本上结束了。 从 50 年到 70 年代初，中国

人移民泰国的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据统计，
1950－1959 年仅有 4817 人，1960－1969 年为 1997
人，1970－1979 年再降至 710 人。 ［3］1980 年后，以

各种方式移居泰国的中国人陆续增多，2006 年在

泰国的中国新移民大约 35 万至 40 万之间。 ［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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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的中国新移民按其移民目的和谋生方式可

分为商贩、劳务人员、从事色情行业者、从医者、
偷渡中转第三国者、养老者、留学人员等。 ［5］泰国

政府积极争取外国投资，台湾、香港等地区到泰

国经商落户的人员大量增加， 据估计至 2004 年

在泰的台湾人数约为 9600 人。 ［6］

二、1945 年以来泰国华人

宗亲组织的发展状况

在泰国侨社， 华人很早就参与宗族活动，19
世纪 80 年代已成立同姓大宗祠，20 世纪初相继

成立一些宗亲组织。 二战后，泰华宗亲组织获得

快速发展，同姓华人的宗祠、宗亲组织等陆续成

立。 据不完全统计，至 2005 年 6 月，泰华宗亲组

织达 318 个。
宗祠不仅是祭祀祖先的场所，也是同姓华侨

举办各类活动的场所。 龙仔厝、佛统、合艾等地林

姓华侨相继成立了林氏宗祠。 云姓华侨于 1956
年开始筹建云氏大宗祠， 符姓华侨于 1954 年发

起筹建符氏祖祠， 吴姓华侨 1956 年将吴氏宗族

自治会改组为泰京吴氏宗祠。 澄海湖心林姓华侨

于 1956 年组成澄海湖心林氏家族会。
1959 年以来，泰华宗亲组织大量出现。 以同

一姓氏为组织原则的统属全体的宗亲总会的发

展状况特别突出，是泰国华人宗亲组织的发展模

式之一。 为扩大宗亲会力量，以异姓联宗的宗亲

总会组织也相继出现。 刘、关、张、赵四姓于 1960
年成立泰国龙岗亲义总会。 1966 年洪、江、翁、方、
龚、汪六姓组成泰国六桂堂宗亲总会。 1972 年 12
月各宗亲总会进而联合组成了泰国各姓宗亲会

联谊会，使泰国宗亲组织有一个最大最高的统领

机构。 1959 年至 1975 年的 16 年间建立起 47 个

同姓结合或异姓联宗的组织，至 90 年代有 60 个

姓氏建立起 60 个同姓宗亲总会。
从组织原则看， 同姓宗亲会的涵盖地域范围

可大可小。以省籍为组织基础的，如泰国海南张氏

宗亲会、泰国海南王氏宗亲会等。以县市为组织基

础的，如梅县李氏宗亲会、梅县张氏宗亲会等。 更

小的范围则以乡为单位，如潮安、潮阳、揭阳、普宁

等县以下的多个乡为范围的， 旅泰泥沟乡张氏族

亲会是 1969 年由祖籍普宁泥沟乡的张姓华侨成

立的［7］；旅泰急水仙美乡李氏族亲会是 1971 年由

祖籍潮安仙美乡的李姓华侨成立的。 闽粤等地的

乡村往往是同姓村，即一村一姓，在华社中有些小

型同乡会是由来自故乡村落中单一姓氏的成员构

成， 因此也是宗亲组织，1977 年成立的旅泰古巷

同乡会是祖籍潮安古巷乡的华侨组织的， 由于古

巷乡只有单一姓氏———陈姓， 因此古巷同乡会也

是陈姓华侨的宗亲组织。 潮阳玉峡溪尾同乡会实

际上是周姓华侨的宗亲组织， 旅泰潮阳简朴李氏

同乡会则是潮阳简朴李氏的宗亲组织。
以历史上一位共同祖先为组织基础而形成

的宗亲组织，如旅泰林氏翰学公总会、旅泰西河

林氏南山公总会等，由于这些后代往往是分布一

个区域或相邻的几个区域内，因此实际上也是以

地域为单位的。 旅泰林氏翰学公总会的会员为祖

籍揭阳金坑乡， 翰学公是该乡林姓的宋代 33 世

祖先， 该乡林姓族人 54 世以后移居泰国的人数

很多，便以共同的祖先翰学公为组织基础成立了

旅泰林氏翰学公总会。 ［8］

以特定居住地为组织基础而形成的宗亲组织

也不在少数。 从其分布地域来看，遍布泰国各府，
如彭世洛府有李、黄、陈、谢、许、林、刘、徐、张、王、
罗等姓氏的宗亲会。 甚至有以府以下的县治为单

位的组织，如合艾有钟姓、林姓、罗姓等宗亲会。

三、泰华宗亲组织的

主要活动及其功能

泰华宗亲组织作为一种华人传统的社会团

体，其活动内容保留了具有中国传统宗族文化特

色的项目如建造大宗祠、 举办祭祖婚丧事宜等，
同时通过不断对组织自身进行调整，增加符合当

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活动内容如颁发奖助学金、救

灾恤难等。 一方面满足泰国华人对祖先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宗亲组织凝聚人

心、服务社会的功能，在泰国社会中展现出积极

的社会意义。
（一）建造同姓宗祠

祠堂在宗族活动中占有重要性地位，泰华各

姓宗亲组织均把建造大宗祠定为一个时期内的

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 大多数宗亲组织都筹集巨

资建造同姓大宗祠，一些以地域为单位的宗亲组

织也建立自己的宗祠。
建造宗祠的费用通常由同姓华侨捐赠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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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祠内祖先牌位、长生禄位的收入支付。 郑氏大

宗祠于 1983 年落成， 从各种渠道募集来的费用

达 6339 万多铢， 主要有各宗亲捐赠及宗祠内禄

位收入，理事长郑午楼不仅慨捐巨款，而且还垫

付了 2 千万铢的借款。 ［9］19 宗祠的建筑用途主要

表现在供同姓华人祭祀祖先，同乡聚会，乃至于

教育后代。 作为文化载体的宗祠本身便是华人文

化意识的物化，以其独特的语言形式向人们展示

了泰国华人的中华文化旨趣；而且对整合同姓宗

亲具有直接的象征意义， 也是华人宣传伦理观

念、追求传统美德的重要场所，从精神上起到了

团聚族人、缅怀祖德、教化后代的作用。
（二）祭祀祖先

祭祀祖先是泰华宗亲社团举行的重要活动之

一，大部分宗亲组织每年定期举行祭祀活动。徐氏

宗亲总会自 1970 年徐氏大宗祠落成后，每年阳历

12 月举行祭祖大典。 从 1982 年起，许姓华侨每年

均在许氏大宗祠举行冬至祭祖大典， 有时宗亲总

会整年只组织过一次活动，就是举行祭祖大典。各

宗亲总会祭祀的对象通常是本姓氏的伟人和祖

先。 如郑氏宗亲总会举行的祭祀典礼，春祀秋尝，
每年公祭两次，主要祭祀对象是始祖郑桓公、郑子

产、民族英雄郑成功、泰国民族英雄郑信大帝等四

位先贤以及历代郑氏先祖。 通过对这些族贤的参

拜和认同， 表露了郑姓华侨对祖先认同感和自豪

感，希望达到团聚族人、光前裕后的目的。
拜祭祖先的仪式非常隆重， 仪式模仿中国社

会的传统作法。众多同姓华人参加拜祭活动，拜祭

完毕后，分发祭品，再则举行集体会餐。 例如徐氏

宗亲总会每年举行祭祖大典， 当晚举行敬老联欢

盛大宴会于祠前大广场上，并有电影音乐助兴，参

加者有曼谷及内地宗亲不下五六千人。 ［10］从祭祀

祖先活动的方式、过程看，活动是非常程式化、仪

式化的。 通过祭祀祖先，向各宗亲灌输宗亲团结、
血亲相爱的观念，尤其是增加了纪念先贤的内容，
进一步充实了活动的文化意义和内涵， 活动本身

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整合同姓宗亲的重要基础。
（三）设立奖助学金制度

泰华宗亲组织进入蓬勃发展后，宗亲组织相

继设立奖助学金制度。 向同姓子弟发放奖助学金

成为宗亲组织开展的重要活动。 海南林氏宗祠

1969 年开始设置奖学金，以资奖励成绩优秀的海

南林氏青少年， 鼓励其力求上进， 成立以来至

2001 年，发放了奖助学金总额达 230 多万铢。 ［11］

发放奖助学金的意义在于，其一表明宗亲总会热

心教育事业。 其二各宗亲组织也希望借助发放奖

助学金，起到道德引导的作用。 例如郑氏宗亲总

会奖学金的设立，不仅在协助教育，还要领导教

育走向德智兼全的方向。 其三是培植宗亲会后继

管理人才。 海南林氏宗祠为使在泰出生子弟熟习

祀典，于秋祀日祭祖特别增加以大专学生担任主

祭、陪祭、与祭等，培养其对固有庆典习俗，传统

礼节的认识。
（四）加强与世界各地宗亲组织的联系

泰华宗亲组织与其他国家的宗亲组织也建立

联系， 国际性的联谊会或恳亲大会轮值在世界各

地举行，加强与世界各地同姓宗亲间的交流、共谋

发展，已成为宗亲组织的活动内容之一。 泰华各宗

亲组织热衷参与故乡建设，如村落道路的扩充、校

舍的建设、运动场的修建、学校教育基金的创设、
经济开发区的设立等方面。 旅泰岗湖乡黄姓华侨

为了帮助家乡装置全乡照明用电， 呼吁旅外乡亲

集资支援，由族长倡导，于 1981 年成立旅泰岗湖

乡黄氏家族会，每年举行常年联欢聚餐。
泰华宗亲组织举办的活动既保留了传统宗

族文化的内容，也适应世界潮流的推动，积极谋

求与各国宗亲组织的跨国联系和合作。 1983 年

11 月泰国郑氏宗亲总会举行郑氏大宗祠落成晋

祠盛典，同时举行世界郑氏宗亲总会第三次会员

大会暨第五次恳亲大会， 世界各地宗亲 1000 多

人参加了这次大会。 泰国许氏宗亲总会在 20 世

纪 80 年 代 参 加 多 个 在 世 界 各 地 举 行 的 宗 亲 活

动，包括世界许氏宗亲总会、世界昭伦宗亲恳亲

大会、亚洲烈山五姓恳亲会、世界烈山恳亲会等。
宗亲组织参加海外宗亲活动都提到 “慎终追远、
奉祀列祖列宗、弘扬祖德”等内容，但世界性宗亲

组织结构比较松散，主要是为各地宗亲提供一个

定期交流、沟通的机会。 许多宗亲组织期望借助

参与海外宗亲组织来强化同海外宗亲的文化纽

带，加强商业网络的功能，或许还期望带来经济

利益，由此提高自身在宗亲中的地位。
（五）其他

泰华宗亲组织还开展各种公益活动，如推广

群众性体育运动、出版刊物等，推动宗亲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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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互爱，强化宗亲之间的文化纽带，有利于加

强人际关系。 一些较大的宗亲组织还设立医务

所、体育馆、养老院等公共福利设施。 郑氏宗亲总

会在大宗祠前有附设卫生医疗中心， 建完后，献

给市府管理，不收租金，由市府调拨医护人员、医

疗设备，为民众服务。

四、1945 年以来泰华宗亲

组织发展之原因探析

（一）外部现实因素

1949 年后，从中国大陆移居泰国的移民数量

锐减，侨社失去了新移民补充。 泰国华人原本对

中国国内的宗族活动是亦步亦趋的，战后海南陈

姓族人发起联修全海南各支族谱，在泰海南陈姓

华侨受到鼓舞，也发起组织旅暹海南陈家社。 ［12］

在对待宗族问题上， 新中国政府认定宗族是一

“封建统治机器”，是与中国革命理念相违背的封

建社会残余，不承认宗族组织的存在，数十年间

采取批判政策。 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

中，左倾冒进思潮渗入国内侨务工作中，出现失

误和偏差。 这些工作中失误和偏差逐渐引起一些

泰国华人的疑虑和不满，进一步疏离了华人与祖

籍国的社会联系。 有美国学者认为，在中国共产

党取得政权前，华人并不寄望以宗亲会取代家乡

的世系群，他们不过希望宗亲会提供聚会、交谊

的机会，并藉以维系第二代、第三代青年对本土

文化和世系群的关系。 ［13］

国民党政府撤到台湾后，在侨务工作中，利用

与海外侨社的传统关系和强大的侨务网络争取华

侨华人的支持，针对泰国华人的实际情况，相应地

采取了一些措施争取侨心。 台湾当局历任驻泰大

使也积极实施争取华侨的政策，大使、官员参加宗

亲总会的成立仪式以及其他的一些仪式本身就显

示了对这类组织的重视， 这些组织也以能邀请到

政府官员参加为荣，影响、带动了泰国华人的宗亲

活动的发展。 台湾当局还出面组织成立世界性的

宗亲组织，这些组织的总部大多设在台湾。
（二）泰华侨社变迁：从侨民社会到华人社会

二战后，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人经历了巨大

变化，从侨民社会过渡到华人社会，逐渐归化为

当地多元社会的组成部分。 泰国华人也大体经历

了这种蜕变过程，在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

都不断经历变动以适应泰国环境。 二战后泰国对

华侨的政策经历了从放任自主、严格限制到逐步

放宽，最终给予同等权力的演变过程。 1955 年后，
泰国逐渐放宽对华人的限制，转而采取温和的同

化政策，华侨在入籍、公民权利等方面逐渐有了

一定的改善。 1975 年中泰建交，泰国不仅放宽华

侨入籍条件，且入籍后可享受公民权，包括选举

权和被选举权， 华人逐渐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
泰国政府在一个短时间内排斥华人后转而采取

温和同化政策，冀望华人能逐渐完全同化到当地

民族中。 在政治上，大部分华人逐渐确立新的认

同对象， 把泰国当作自己的祖国和效忠对象，基

本上完成国家认同的转向。 加入泰国国籍是这种

转变的重要标志。 泰国国籍法采用出生地主义原

则， 出生于泰国的华侨后代自动成为泰国国民，
在政治上认同泰国，把泰国当作自己的祖国。

（三）文化冲击引起华人意识的警醒和自觉

自 40 年代末以来泰政府极力限制华文教育

和管制华校，只准小学 1－4 年级开设每天 2 小时

的华文课， 华校数量由 1948 年的 426 所逐年下

降到 1960 年底的 177 所。 ［14］此举非常有效地割

断了华人子女与中华文化联系。 年轻一代华人大

多进入泰文学校受教育， 泰语成为他们的母语，
思想日趋泰化。 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已经观察

到，华人在日常生活方面，衣食住行、语言、风俗

习惯等方面都受到了很强的影响，甚至分不出什

么是华人的、什么是泰人的，华人的社会关系也

逐渐泰化。 ［15］与此同时，西方文化渗透到每一个

角落，从思想、观念、社会结构乃至于日常生活都

对泰国华人产生冲击。 总之，战后华人意识逐渐

淡化，族群认同的基础遭到削弱。
青年华人思想、生活的泰化，以及民族意识

淡化，激起一部分坚持中华文化身份的华人的警

醒与自觉，这种警醒与自觉是泰华宗亲组织大量

出现的最深刻的内部动因。 侨领郑午楼曾清楚表

述了这种文化忧虑，“值得担心的，倒是华人子女

在泰化过程中，既淡化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又未

能很好接受佛教教义的熏陶，因而可能陷于两头

失落之虞。 本会建立大宗祠，正是为了使郑氏族

人的子孙，在接受佛教伦理熏陶的同时，又能从

中保持自己克己合群、 忠孝仁爱的良好道德风

尚，使儒释两种文化的长处都能在他们身上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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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从而造成新一代的好公民”［16］。 在 70 年

代，侨社已认识到传统文化传承出现青黄不接的

现象，进而提出要重视培养宗亲组织接班人的问

题。 80 年代初一些宗亲向郑氏宗亲总会建议，以

后除了继续扩展招收各地年长宗亲入会、办妥各

项服务会员事项外， 应广泛征集青年宗亲入会，
使青年经常接受礼教熏陶，在各项婚丧喜庆及社

交联谊活动中， 厚植亲情族谊及礼教伦常观念，
以便未来顺利实现文化传承的目的，同时培植青

年才俊及妇女干部，为接班做好人才储备，选拔

青年才俊担任理事及职员， 或组成影子理事会，
经常参加活动，逐渐完成接班任务。 ［9］22

新一代华人社会生活方式的泰化、现代化已

是大势所趋、不可扭转，那些保持中华文化身份

认同的华人早已清醒认识到这一点，从各宗亲组

织开展的活动及其相关资料看，他们实际上并不

是抱着对抗泰化、现代化的非分之想，也没有要

改革社会的理想和诉求，反而是对各项活动进行

积极调整，主动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一直强调

应该遵守泰国法律，共谋泰国的安定与发展。 宗

亲组织、大宗祠也注重体现泰国文化元素，如设

置泰式佛龛、张贴国王夫妇照片、悬挂泰国国旗

等，主动以主流的意识、规范来约束自己，以寻求

社会主流的认可。 因此，大多数热心参加宗亲活

动的华人希望能够凭借自身的努力，通过宗亲社

团这类组织形式，使得其所认同的文化传统在泰

国社会得到适度的保留、传承，从而满足自身对

祖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需求。
（四）现实需求：互助与重建社会联系

宗亲组织举办各项活动如建造宗祠、祭祀祖

先等，这些活动能够把有血缘关系或仅是虚拟血

缘关系的同姓华人凝聚起来， 提供一个定期交

流、沟通的机会，成为同姓华侨人际结合的重要

基础，通过这些活动来聚合人群构建社会人际网

络，这是宗亲组织成立的一个重要目的。 团结互

助、调解纠纷、扶助贫困是宗亲组织的出发点之

一。 1962 年呵叻府丁姓华侨成立“呵叻丁氏宗亲

联谊会”， 直接起因是武里南府一位丁姓华人被

人谋财害命，其遗孤哭诉无门，该府丁姓宗亲知

悉后见义勇为，代为报案，并追缉元凶，东北线丁

姓族人认为应该团结起来，敦睦宗亲展开社会福

利，帮助宗亲办理婚姻嫁娶丧事工作。 ［17］

宗亲组织不但能够提供团结互助、扶危济困

的途径，而且更能为同姓宗亲建立起庞大而有效

的社会网络，提供了大量的工商业资源，这种实

际利益的刺激促进了宗亲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六

七十年代以来泰国经济飞速发展，华人经济实力

水涨船高、急剧膨胀。 在新的发展环境下，借助宗

亲组织这种传统社团来建立人际网络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为华人所逐步认识。 联络族人、团结族

人，取得资金、技术、原料和人员的支持，以应付

竞争、降低风险、最大获利。 宗亲组织还参与国际

性宗亲组织，实现了由各自独立的小团体向跨地

域性、国际性的组织转化。 郑午楼是泰华企业家

中的佼佼者，曾给予宗亲组织很高的评价。 他认

为海外华侨在没有得到政治上支持，也没有得到

经济上支援的情况下，仍能一路生存下来，不断

进步发展，全靠中华民族独特固有的传统血缘关

系和地缘关系，其中血缘比地缘更重要。 ［18］在世

界郑氏宗亲组织第 11 次恳亲大会上， 郑午楼建

议通过组织加强世界郑氏宗亲的联系，总会应在

海外各地普设分会， 向各地会员颁发会员证，使

海内外会员可以凭证联系， 甚至得以互相帮助；
编汇世界郑氏宗亲工商名录，藉此加强宗亲及会

员之间有关工商业方面的联络或合作。
（五）有意识和经验的人员与物质条件

宗亲组织发展还需要一些具体条件，例如有

宗族活动经验的人员、 核心成员的推动作用等。
祭祖是海外华人保留的最牢固的一种文化特质，
许多华人已丧失所有传统文化的特质，唯独祭祖

一项仍被保留。 中国人移居到泰国后，第一代移

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准则并没有太大改变，在家

乡有过家族活动的经历， 通晓家族事务如祭祖

等。 即使是在泰国出生的侨生也有祭祖的经历，
70 年代初的一项调查显示，不仅低教育水准的华

人有 93.7％的人依照年节祭祖， 即使受过高等教

育 和 担 任 政 府 公 务 员 的 华 人 也 分 别 有 78.7%、
68.3%的人参加祭祖。 ［19］在 1946－1949 年间约有

17 万华人新移民涌入泰国，这些移民在迁徙过程

中重地缘、重血缘的特征被保留下来，成为在异

国重建宗亲组织的基础。 祭祖等家族活动为泰国

华人宗亲组织发展积累经验、培养人才；宗祠等

有形设施则为宗亲组织运作提供了物质基础。
云竹亭的宗族活动经验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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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竹亭（1883－1962）是出生于曼谷的混血侨 生，
童年时遵父命回海南文昌县读书，由于是出生泰

国的“番子”，祭祖时不准他进祠堂，只准向祠堂

门头烧香叩头。 这种经历可以说充满屈辱感。 云

竹亭后来成为大企业家，侨社名人，其私邸一度

是云姓华侨举行祭祀典礼的场所，后由他出巨款

发起筹建云氏大宗祠。 云竹亭去世前还不忘告诫

子女“你们都是华裔的第三代了，但我们的根在

中国，我们祖辈的宗骨埋在琼州，你们以后有机

会要回琼州祭祖先”［20］。
在宗亲活动中，核心成员的发起、倡议、组织

是宗亲组织开展活动的前提条件，在组织的运转

中起着主导和组织作用。 为了加强宗亲组织的社

会基础，各宗亲组织设立了很多名誉职位，如顾

问、名誉会员、名誉理事、名誉理事长等，广邀国

内甚至世界上有声望、有地位的宗亲入会，担任

这些荣誉性的职务。 借助这些政治影响力、经济

实力兼备的宗亲， 增强组织凝聚人心的力量，从

而吸引更多的宗亲参加活动，强化了宗亲组织的

社会基础； 且部分宗亲通常都握有丰富的经济、
社会资源，在某个时候能够为组织的存在提供支

持和保护，如财力、物力等帮助。
（六）海内外宗亲组织的激励效应

二战后世界许多地方的华人宗亲组织得到

不同程度的发展， 在马来西亚战后至 2004 年间

华人成立约 116 个宗亲组织， 在菲律宾战后 40
多年间共有 76 个宗亲会产生， 在新加坡从 1945
年到 1959 年间成立的宗亲会馆有 93 个。 ①各宗

亲组织为加强联系还相继组建了世界性的宗亲

组织，如今约有 32 个华人姓氏成立世界性组织，

如世界至德宗亲总会、世界龙岗亲义总会、世界

魏氏宗亲总会等， 其中比较活跃的组织约 10 个

左右。 泰华宗亲组织加强与世界各地宗亲间的联

系和交往，世界范围的宗亲组织兴盛态势在某种

程度上对泰国华人宗亲组织的发展起到激励效

应。 1959 年 7 月中华总商会主席张兰臣访美后，
对美国华人宗亲会活动大加赞赏，其妻黄龙招也

对美国黄江夏堂印象深刻。 ［21］在泰国国内，不少

姓氏掀起设立宗亲组织的浪潮本身对后进者也

是一个示范。 泰油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家骏从华文

报上看到呵叻府丁姓华侨成立宗亲会的消息后，
深感钦佩，认为呵叻是一府治，宗亲们已能发起

组织丁氏宗亲会，而曼谷宗亲众多却没有这种发

展，于是发起筹组泰国丁氏宗亲会。 ［17］133

泰华宗亲组织数量虽然众多，但有些组织往

往流于形式，活力不足，组织的主体呈现老化趋

势。 笔者访问了在厦门大学留学的多位泰国华裔

硕、博士留学生，关于是否参加过宗亲组织的活

动，大多数学生表示家中长辈曾参加过，但自己

不太感兴趣。 其中一位攻读博士学位的留学生表

示，父母都是第一代华侨，父亲至今仍保留中国

国籍，热心参与各种同乡、宗亲活动，她的哥哥们

出生在五六十年代，也会参加宗亲会活动，但他

们参与的目的更多是着眼于通过宗亲组织认识、
结交朋友。 显然不同代际之间的华人对宗亲组织

看法有所不同。 作为传统的组织，泰华宗亲组织

也注重为组织注入新活力和拓展新内容，吸收新

生力量入会， 包括年轻一代的华人和新移民，用

中泰文编写族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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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为以外的例如精神方面的需求如何满足，
自然需要人们进行精神生产活动了。 最后，实践

应该包括话语实践。 这里所说的“话语”并不等同

于狭义理解的言语，而是包括了言语、符号、图像

在内的“话语”。 如果没有话语这个中介，人们的

精神生产活动和物质生产活动就难以统一起来。
创造性地将实践的意义扩展到话语实践绝对不

是对“实践”意义的篡改，而是对当今社会之“实

践”的观察后深思熟虑的总结。
纵观马克思的思想史，可发现连马克思本人

对实践的理解都经历了几个时期。 今天，我们更

不能将“实践”粗暴地限定成一个固定僵死的概

念，而应该紧随时代的变化和新问题的不断出现

对“实践”做出有理有据、切合实际的深化解读。
进而言之，不应该把实践美学学者对于“实践”意

义的新的发现笼统归为对“实践”意义的歪曲。 至

于批判实践美学在深化“实践”意义的过程中物

质生产活动的“决定性的第一性社会存在地位被

抹去”［5］更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我们可以清晰地

看到，在实践美学的发展过程中，其对“实践”的

解读自始至终都坚持了物质生产活动的核心地

位和决定性地位，而对“实践”意义的新的发现是

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如果

我们将探索和进步简单地判断为一种对原始实

践意义的篡改和泛化，到现在还是将实践局限在

50 年前李泽厚的解释而一味批判对实践内涵的

其他阐释甚至忽视实践美学对“实践”意义的发

展和深化， 那么我们将在过去的思想里故步自

封，将使美学失去它的时代意义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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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igrants and Evolution of Clan Associations of Ethnic Chinese in Thailand Since 1945
PAN Shao-hong

（Overseas Chinese Museum,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This article offers a detailed history of the clan association of ethnic Chinese in Thailand since 1945,focusing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igration to Thailand,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s of the clan associations. The paper also
suggests that the clan association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upporting welfare services, and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ailand.
Key words： Thailand; Chinese migrants; ethnic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

Research on Saihuiyanju in Hailufeng
ZHAN Shuang-hui

（Guang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10）
Abstract： Saihuiyanju (Operas as Sacrificial Offerings to Gods and Ancestors), as old cultural phenomenon, still exists in Hailufeng area
in Eastern Guangdong Province. Through deep field work, this paper discovers that there are features of the strong worldly religion in
Hailufeng humanities. The religious ceremonies in honor of gods are a carrier of the village and clan culture. This kind of cultural
carrier bred and raised a variety of folk opera like Baizixi and Zhumaxi, and made traditional operas contract worldly religious color.
This kind of operas is different from humanities operas and enterprising operas in terms of values standards. They are typical folk plays.
Key words： Hailufeng; Xuanwu Mountain Religious Gathering; Saihuiyanju; Baizixi; visions of folk play

Internal Chaos or External Threat: Chamber of Commerce of Shantou in 1930s
CHEN Hai-zhong

（Institute of Chaoshan Studies,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Chaozhou, Guangdong 521041）
Abstract： From 1930 to 1936, there was a violent struggle about the regrouping within Shantou City Chamber of Commerce, giving rise
to the stagnation of this organization. The authoritativeness and legality of the rights performed by the Chamber was strongly questioned.
Finally, the reelection was made only with the forceful intervention of the local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Howev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reelection could not solve the problems deeply rooted within the chamber. Later, the struggles rose frequently among
different parties. The influence of the commerce was thus enormously impaired.
Key words： Republic of 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Shantou; reelection

Geiger’s Theory of Phenomenological Artistic Meaning: All Value Meanings in Literary Art
ZHANG Yu-ne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 Geiger is one of the major representatives of German phenomenology. He directly employed phenomenological methods in the
field of the aesthetical research. By using the viewpoints and methods typical of phenomenology, he reexamined and criticized the dual
thought methods and cognitive and psychological modes in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aesthetics, establishing the theory of phenomenological
artistic meaning. This theory studies concretely the value relationship and all kinds of meanings in literary ar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s.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dern turn of the German literature.
Key words： phenomenology; Geiger’ theory of artistic meaning

On the Tragedy Mechanism of Love and Marriage Discourse in Lu Xun’s Novels
ZHU Chong-K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Abstract： How to define the love and marriage discourse in Lu Xun’s novels? What tendency does it assume? How did it come into
being? All these questions are vital for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Lu Xun’s novels of love and marriage. This paper surveys the tragedy
mechanism in them, falling into two forms: marriage phobia and gender politics. It also explores the causes of the marriage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mu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iction and reality, and trauma and tragedy cognition structure.
Key words： Lu Xun’s novels; discourse of love and marriage; tragedy mechanism; patriarchy

An Investigation of Pronouncing Tendency and Perceptive Acceptance of [v] Sound in Putonghua
CHEN Fan-f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tou University, Shantou, Guangdong 515063）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for the pronouncing tendency and the perceptive acceptance of [v] sound in Putonghua within 60
campus students, who are respectively from Northern China, Central China and Southern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nouncing
tendency and perceptive acceptance of [v] sound from the following perspectives: the structure of syllable, gender, area, etc.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se tendency of [v] sound in Putonghua expands from North to South, the reasons of which are further given in terms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the phonologic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lingua franca; pronouncing tendency; perceptive acceptance; vowel [u]; consonant [v]

A Penetrating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eriodic Review System for Pre-trial Detention
FANG Guo-bi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Abstract： This paper elucidates the value basis of the periodic review system for pre-trial detention, and analyzes the subjec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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