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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华人参政的历史演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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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论述了菲律宾华人参政的历史演变。认为该国华人参政现象日益增多，参政意识不断增强，但参政之路是漫

长而艰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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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移居菲律宾的历史十分悠久，同

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菲律宾华人人数不

多，与当地的同化程度仅次于泰国。据

7AA" 年的统计，在菲律宾约有 7666 多万

人拥有华人血统，占总人口的 76B 以上，

纯正华人血统的约有 766 多万人，占菲律

宾总人口的 7@ ;B 左右。长期以来，随着

华人与当地人通婚、同化，有一部分人已

很难分清是土著还是华裔了。从血统的

观点来看，菲律宾究竟有多少华人、华裔，

的确难计其数，尤其是那些华菲混血儿及

其后裔的民族身份更加不容易确认，他们

很早就融入了当地的政治生活。前总统

奥斯敏纳、马科斯、科拉松·阿基诺，以及

许多政界人物和政府官员都具有华人血

统。尽管如此，菲律宾华人的参政之路却

是漫长而艰辛的。

一、二战前菲律宾华人积

极参加当地反殖民主义的斗争

菲律宾的近现代史可以说是一部长

期 受 西 方 殖 民 统 治 的 历 史 。7;?7 年 至

7#A# 年，西班牙对菲律宾实行了长达 "66

多年的殖民统治；7#A# 年美西战争结束

后至 7A97 年，菲律宾进入美国统治时期；

7A95 年开始又被日本占领，直至二战结

束。因此，在二战以前，菲律宾华人的政

治活动主要表现为与菲律宾人民共同反

对殖民统治者的斗争。此外，菲律宾华人

针对殖民当局的歧华、排华政策所进行的

多次政治抗争，也构成了该时期华人政治

活动的一部分。

在西班牙 "66 多年的统治中，掠夺的

欲望以及对华人文化上的偏见和经济上

的畏惧心理，导致殖民者对华人实行长期

的歧视和排斥政策，华人常常成为殖民者

勒索和施暴的对象。华人从一开始的畏

缩、容忍到后来奋起抗争。7<6" 年、7<"A

年以及 7? 世纪中后期到 7# 世纪末，长期

遭受虐待和迫害而忍无可忍的菲律宾华

人，先后掀起了几次较大的起义和抗暴斗

争。除此之外，华人还积极参加菲律宾人

民的反西斗争。一位西班牙人曾记载道，

在 7? 世纪爆发的一系列反西起义中，“无

论什么时候西班牙人同菲律宾人作战，在

战场上都可以发现许多华人的尸体，因为

在所有的场合中，华人都充当菲律宾起义

者的辅助部队”C 7 D。

7#A< 年西班牙统治后期，菲律宾爆

发了大规模的反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武装

斗争。许多华人都积极参与，不少人还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为菲律宾的独立战

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华

侨将军刘亨赙。他不仅亲自带领菲律宾起

义军同西班牙殖民军作战，建立了卓著战

功，而且还四处奔走，动员华人为菲律宾

革命捐赠财物，募集了大批资金，同时还

鼓励华侨青年踊跃参加革命军，为菲律宾

的独立和自由而战斗。对此，曾经领导了

菲律宾独立战争，后又成为菲律宾第一共

和国总统的阿吉纳多作出了积极评价：

“宝阿将军 :即刘亨赙 =的公正无私和英雄

风度，已获得全体菲律宾人民的感佩———

他正是为他们的自由和幸福而献身的。他

既然热爱菲律宾一如其祖国，菲律宾自当

视之为她的英勇之子孙了”C5 D。

在 7#A# E 7A9< 年的美统时期，虽然

美统当局对华人的政策较为宽松，但其中

也不乏许多歧视性的法令。菲律宾华人为

此掀起了几次大的抗议浪潮。第一次抗议

浪潮发生在 7A6; 年，第二次则发生在

7A6A 年到 7A76 年，主要都是针对 7A65

年美统当局颁布的移民法案，此法案是参

照美国的移民法制定的，是一部专门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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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移民实行限制和排斥政策的法案。菲

律宾华人遵循符合宪法的一切途径，由中

华总商会出面交涉，最终使该项法案被迫

延迟。此后，该法案虽一再被提出，但均

未得以实施，直至 7#96 年。菲律宾华人的

第三次抗议浪潮发生在 7#57 年，由于美

统当局为了限制并消除华侨的商业势力，

提出了专门针对华商的“簿记法”。“簿记

法”禁止华人用中文记帐，规定“凡是从事

商业的个人、公司和商行，如不以英文、西

班牙文或任何本地语文记帐，将是非法

的”:" ;。此举主要针对华人，因此引起了华

商的强烈不满。中华总商会多次向有关

当局提出抗议和交涉，并研究采用一切手

段阻止“簿记法”的实施。后来还推举两

位代表远赴美国，向联邦法院提出申诉。

经过五年多时间的抗争，花费了 7<= > 万

多比索的费用，最后，“簿记法”问题以双

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获得解决 : 9 ;。

7#95 年，日本占领菲律宾后，菲律宾

人民的抗日斗争同时展开，菲律宾华人也

纷纷加入这一行列。菲律宾华侨抗日游

击支队 ?简称“华支”@ 就是其中较为英勇

的一支。他们与菲律宾人民同甘苦、共患

难，相互配合，并肩作战。在三年时间里，

“华支”转战吕宋岛 79 个省和马尼拉市，

经历了 5<6 多次大小战斗，歼敌 5666 多

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等战利品，>> 人牺

牲，9" 人受伤 : A ;。类似“华支”这样的由华

人组成的抗日力量在菲律宾还有不少，他

们 为 菲 律 宾 的 抗 日 斗 争 作 出 了 积 极 贡

献。

总的来说，二战以前菲律宾华人在政

治上大都认同自己的祖籍国——— 中国，因

而极少介入和参与菲律宾的政治活动，除

非自身的生存与利益受到极大的危害，他

们迫不得已才进行抗争，即便如此，他们

对菲律宾政治的这种有限介入也是十分

微弱的。一方面是由于殖民统治者对华

人实行的歧华、排华的残酷政策的影响，

华人很少会把菲律宾当作自己的久留之

地，他们既不认同菲律宾，也不被菲律宾

所认同；另一方面，华人的侨居身份和客

居意识，加上华人所固有的政治文化心态

也影响了他们的参政热情。他们原本无

意介入和参与居住国的政治和政治活动，

后来之所以参与菲律宾反抗殖民主义的

斗争，是由于在殖民统治 ?尤其是西班牙

的殖民统治 @ 下，他们与菲律宾人民同样

受到殖民当局的欺压，甚至受到更加残酷

的迫害和虐待以及种种不公正的对待，在

反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以及后来的抗

日斗争中，他们与菲律宾人民有着共同的

目标和利益，他们甚至比菲律宾人更加痛

恨殖民者，因而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反对

殖民统治的斗争。另一方面，华人积极参

加菲律宾的抗日斗争，也有从自身的民族

主义感情出发之因素，为了配合和响应祖

籍国的抗日革命浪潮，为了生存与发展，

他们投身其中。这一时期，菲律宾华人的

反殖斗争常常是同中国国内的爱国运动

相互呼应、同步进行的。如 7# 世纪末 56

世纪初，菲律宾华人反对美统当局对中国

移民的歧视性政策所进行的抗议活动，以

及 7#95 年开始的菲律宾华人的抗日斗

争，都受到祖籍国爱国运动的深刻影响和

推动。

二、菲律宾独立后华人为

维护自身权益进行的政治努力

7#9< 年，菲律宾正式独立。由于受过

去 "66 多年来西班牙殖民者在种族与文

化上对华人的歧视和偏见，以及独立后菲

律宾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美国冷战思

维的影响，助长了菲律宾人特别是菲律宾

政客对华人的不满和怀疑态度，影响了华

人与菲律宾社会的融合进程。加之长期

以来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作用，华人

常常成为菲律宾政客攻击的政治目标，主

要反映在经济领域。表现最为突出的就

是这一时期菲律宾不断推行的以限制、排

斥华侨为目的的一系列菲化政策。几乎

每次国会开会都要审议不下 76 件有关菲

化的提案，这些提案范围极广，涉及到各

行各业，其中经国会审议通过并最终实施

的有公共市场菲化案 ? 7#9< 年 @、银行菲

化案 ? 7#9B 年 @、进口商业菲化案 ? 7#A6

年 @、零售业菲化案 ? 7#A9 年 @ 和米黍业菲

化案 ? 7#A9 年 @。一向以经商为主业的菲

律宾华人，在战后菲律宾经济民族主义的

浪潮中遭到巨大的冲击，因为菲化案几乎

影响到华人经营的每一个行业。

华人曾试图通过加入菲律宾国籍来

摆脱这一困境，因为国籍代表着经济权

益，但菲律宾入籍法对华人入籍尤为苛

刻，除了冗长的入籍程序外，还要花费大

量的金钱，因此，只有富有的华商才有能

力达到条件。为了维护和保障自身的利

益，华人一方面通过菲华社会的最高领导

机构——— 菲律宾华商联合总会出面，代表

华人抗争菲化运动，同时加强与菲律宾政

府的沟通协调工作，开展“国民外交”活

动；另一方面根据菲律宾政治文化中重人

情、重家族的特点，采用华人传统的“花钱

消灾”的方式，通过各种渠道层层疏通，以

寻求政客的同情与支持。当时，不少华社

领袖都认为金钱能够解决华人所面临的

问题。在华人入籍无门的情势下，依靠直

接介入菲律宾的政治活动来维护华人的

经济权益的想法似乎难以实现，面对菲化

运动，华人除了依时作出调整和改变外，

唯有依赖手中仅存的经济能力施加政治

影响，以避免不利于华人的提案通过。这

种以金钱为手段，采取间接方式参与菲律

宾政治活动的做法固然有着华人传统政

治文化的因素所在，但更大程度上是出于

华人的迫不得已。此举虽然消极被动但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首先是避免了诸如

木业菲化案、面粉业菲化案、西药业菲化

案等名目繁多的歧华提案的通过。当然，

到后来其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时期，华人对菲律宾政治的介入

是 一 种 为 政 治 所 迫 的 被 动 行 为 。 尽 管

7#>A 年之前也有一些华人、华裔直接参

政的例子，但他们或是全然菲化成为地地

道道的菲律宾人，或是为免遭歧视和排斥

而不敢公开自己的华人血统和华人背景，

他们完全以菲人的身份竞选参政。因此，

对任何不利于华人的提案他们很难作出

反应，更不用说维护和争取华人权益了。

甚至菲律宾国会中有些完全菲化了的华

人和华人混血儿或者他们的后裔就是某

些菲化政策的倡导者。另外还有一些刚

加入菲律宾国籍的华人，他们虽拥有菲律

侨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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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公民应有的政治权利，但因人数和力量

都十分有限，他们往往只参加政治选举，

很少以被选举人的身份参政。这一时期，

华人很想尽快融进菲律宾主流社会，但受

到抑制和排斥。

三、8# 年代中后期，华人

开始主动参与主流社会的政

治活动

69:; 年马科斯当选菲律宾总统后，

对华侨、华人的政策有了较大改变，由限

制、排斥转为同化和利用相结合，这对菲

华 社 会 政 治 意 识 的 转 变 产 生 了 正 面 影

响。但真正促使菲华社会发生重大转变

的是 698; 年菲政府对华人入籍条件的放

宽，以及后来的中菲建交和中国政府不承

认双重国籍政策的影响。从 8# 年代中期

开始到 <# 年代，大多数华人选择了加入

菲律宾国籍。入籍问题的解决为菲律宾

华人直接参政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菲律

宾不分种族、血统，一旦入籍就视同菲律

宾公民而享有与土著同等的权力，没有等

级贵贱之分。因此，华人入籍后正式成为

菲律宾公民，在直接参政成为可能的情况

下，其参政意识和政治参与度都有很大提

高。不少华人都认识到，即使自身的经济

地位再高，如果没有政治权力的保障也是

十分脆弱的，而且，政治地位低也难以在

菲律宾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他们不再

满足于只充当被动的角色，开始从幕后走

向前台。

自 <# 年代开始，受世界各地华人参

政浪潮的影响，菲律宾华人参政议政的热

情和行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特别是

69<: 年大选期间，菲律宾华人、华裔踊跃

问鼎政坛，第一次主动地参加国会参众两

院的竞选活动，且毫不讳忌地公开承认自

己的华人血统和华人背景。菲前总统科

拉松·阿基诺夫人竞选前在致华裔选民

的公开信中就曾明确表示，自己曾受益于

华裔祖先的遗训并以此为荣。在阿基诺

内阁和国会参众两院中活跃着许多华人、

华裔的身影，如财政部部长王彬，工商部

部长康习商，农业部部长王海棉，总务部

部长锡牙，教育部部长郭顺敏，大理院首

席法官郑建祥，以及菲律宾最具影响力的

大主教辛海棉等等。69<: 年的大选普遍

被认为是菲华历史的转折点，华人参政不

论是实质上还是内容上都有了很大程度

的提高。

随着土生华人、华裔青年人数的不断

增加，华人的参政意识日渐强烈。69<8 年

成立的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可以说是

新时期菲华青年的代表。这些年轻的华

裔们大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认同菲律宾

为自己国家的同时也肯定自己的华裔身

份，他们认为参政是华人作为菲律宾公民

的权利和义务，华人应当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争取自身的平等合法的地位与正当权

利。“菲华青联”成立后，参政献策成为其

重要工作之一。他们与菲律宾政府和国

会均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与交往，凡是涉

及到菲华社会以及整个菲律宾社会利益

的重大决策，他们都坦陈自己的看法和意

见，充分展示了新一代菲律宾华人主动融

入主流社会，积极参政议政的新形象。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尽管菲律宾华

人很早就融入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

活，但在政治上却很难融入主流社会。他

们历经几个世纪才完成了从侨民到公民，

由“客人”意识向“主人”意识的转变。

698; 年以前，由于大多数华人的侨居身

份，加上菲律宾当局对华人政治融合的阻

碍与限制，他们很少对当地政治发表意

见，更不用说主动参政了。这个时期，即

便是华人对菲律宾政治活动的有限参与

也是以间接形式进行的，目的只是为了使

自身的有限利益得以保障。对华人来讲，

这种间接的政治参与往往是被动的，有些

则是为了生存所迫。他们是游离于菲律

宾政治生活之外的一群。这一时期华人

对政治的参与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

华人参政。自 698; 年华人大规模入籍，其

政治身份得以确认以后，菲律宾华人、华

裔的参政活动才真正展开，并于 <# 年代

中后期达到高潮。菲律宾华人的参政意

识逐渐开始加强，与当地的政治融合度也

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当然，华人参政现象的日渐增多和华

人参政意识的增强并不意味着华人同菲

律宾主流社会实现了完整意义上的政治

融合。目前，菲律宾华人的政治地位依然

十分脆弱，华人参政还不够充分，面临的

问题也不少，因此，未来的路还很长。但

不管怎么说，从间接到直接，从自发到自

主、自为，菲律宾华人在参政的路途上已

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随着新一代华裔

的不断成长，他们参政的主体意识已经并

正在发生着变化，与老一辈华人相比，他

们更加理性、务实。从上几代人艰辛的历

程中他们已经认识到，融合是趋势，参政

是必然，并开始积极主动地、有计划有目

标地投身到菲律宾的政治生活中，他们是

菲律宾华人的希望，也是菲律宾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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