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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华侨华人社团现状

○朱东芹

(华侨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　要 : 在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中 , 菲华社会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 “社团社会 ”, 社团数量多 , 参加社团的人数也

多 , 社团在菲律宾华侨华人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世纪 90年代末以后 , 随着菲华确定了 “融合于

主流社会 ”的新方向以及新移民的大量涌入 , 菲华社团也出现了新的特点 : 以往缘于政治分歧的冲突缓解 , 而

名利之争凸显出来 ; 新移民在社团中的影响力增强。但目前菲华社团依然面临不团结及后继无人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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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 “三宝 ”———社团、报刊与教育承担着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保留中华

民族特征的重任 , 如果没有这 “三宝 ”在海外维持华侨华人之 “本根 ”, 那么 , 海外华社也将不

复存在。菲律宾华侨华人社会是一个典型的 “社团社会 ”。与海外其他华社相比 , 她有一个突出

的特点 : 虽然人口相对较少 , 但社团数量却位居前茅。菲律宾的华侨华人社团数目众多 , 参加社

团的人也多 , 而且一人同时参加多个社团也是非常普遍的事。① 社团已经成了菲律宾华侨华人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因此 , 有学者认为 , 要研究华人社团 , 菲律宾是最典型的。[ 1 ]34本文试图对近

年来菲律宾华侨华人社团的现状、特点、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前景等问题展开分析与解读。

一 　菲华社团的现状

菲华社团的建立始于 18世纪 , 但开始大量出现则是在西班牙政府对华侨管制有所放松的 19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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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点颇有历史渊源 , 如陈烈甫 《华侨的地位任务及其应有的努力》一文中就指出 : “ (菲律宾 ) 华侨社会团体确实很多 ,
尤以华侨集居最多的岷里拉为最甚。据闻大使馆曾略予调查 , 单是岷里拉一地 (包括郊区 ) , 挂起招牌的华侨团体就有六
七百之多。假如岷市有华侨十万人 , 那平均一百五十人就有社团一个 , 堪称社团林立。有社团必有领导人士 , 故华侨社会
领袖人物之多 , 在东南亚地区 , 比例且必居首位。比较吃香的人士 , 一身兼数十社团职务的 , 不算稀奇。因此 , 各地侨领
回国观光 , 拿起名片 , 衔最多的 , 首推菲律宾。”详见 : [菲 ] 商会五十周年纪念刊编委会. 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五十周
年纪念特刊 [M ]. 马尼拉 : 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 , 1955: O -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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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中期之后。进入 20世纪之后 , 随着华侨经济的发展 , 社团数量也进一步增加 , 并出现了第一

个全侨性社团 ———马尼拉中华商会。战后 , 在台湾方面支持下 , 中华商会被新组建的菲华商联总

会 (商总 ) 取而代之 , 在战后菲律宾政府反共亲台的背景下 , 菲华社团也都为亲台势力所控制。

1975年中菲建交前后 , 一些亲大陆社团的出现对菲华社团一边倒的亲台局面产生了冲击 , 然而 ,

由于亲大陆社团本身实力有限加之不团结 , 因此 , 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菲华社团由亲台派控制的局

面 , 直到 90年代末菲华领军团体商总转向之后 , 这一局面才得以改变 , 菲华社团也因而在近几

年逐步呈现相对团结的局面。

1. 菲华社团的数量。

在菲华社会 , 界定社团的标准主要有三个 , 即是否有正式的名称与执照、是否有固定会所、

是否有专职工作人员。① 同时具备这三者的 , 即 “三有 ”社团 , 一般都是规模较大、实力较强、

影响力较大者 , 这样的社团目前在菲华社会大致有 200个左右。也有一些社团是 “三无 ”的 ,

没有自己的会所与工作人员 , 甚至没有在政府机构注册过 , 但是三五成群自立了一个名目。更多

的社团仅仅 “一有 ”或 “两有 ”而已 , “一有 ”的社团往往只是在政府注册过 , 但并无专职工

作人员和固定会所 , “两有 ”的社团则是除了正式名称和执照之外 , 还有专职工作人员或固定会

所。根据 《世界日报 》广告部编制的一份 《菲华社团名录 》, 仅马尼拉地区与其有业务往来的社

团 (包括综合团体、同乡会、宗亲会、商会、校友会等 ) 就有 900多个 , 如果加上那些有名称

而不大活跃的 , 以及马尼拉之外各地的社团组织 , 估计 3000左右是完全可能的。

2. 菲华社团的实力。

目前 , 菲华社会较有影响力的社团包括 : (1) 兼具综合性及业缘性性质的三大社团 : 菲华

商联总会 (商总 )、马尼拉中华商会、菲华工商总会 ; (2) 政治性社团 : 与大陆有传统友谊的菲

华各界联合会﹑菲华联谊会以及 2001年成立的菲律宾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 (3) 较大的血缘和

地缘性社团 : 菲律宾各宗亲会联合总会 (宗联 )、菲律宾晋江同乡总会 (晋总 )、菲律宾广东侨

团总会 ; (4) 文化性社团 : 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菲华体育总会 (体总 )、菲律宾华教中心

(华教中心 )、菲律宾华文学校联合会 (校联 ) , 等等。

对于兼具综合性及业缘性性质的三大社团 : 菲华商联总会 (商总 )、马尼拉中华商会、菲华工

商总会 , 前几年曾有三者 “鼎足而立”的说法 , 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 商总应当具有绝对的实

力 , 其他二者难以与其相提并论。尤其是 1998年由商总分裂出去而组建的工商总会 , 实力相对差

得较多。单就财力而言 , 马尼拉中华商会是最强的 , 因为与它同属一家的华侨善举公所管理着华侨

义山和中华崇圣医院 , ② 使得马尼拉中华商会经济收入颇丰 , 但由于华社不少人士认为义山当属华

社公产 , 因此 , 对马尼拉中华商会籍此积累财富存有异议 , 商会在华社的声誉也因此受到影响。

1998年成立的菲华工商总会是从商总分离出来的 , 成员较少 , 且均为个人会员 , 经费来自成员的捐

助 , 非常有限 , 因此 , 菲华工商总会的规模及经济实力都不太强。但是 , 由于工商总会的高层与菲

律宾政界高官关系很好 , 加之工商总会成立之后 , 积极服务侨社 , 而且注重宣传工作 , 因此 , 在菲

华社会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但近几年 , 由于本身规模有限 , 加之内部关系不太和谐 , 所以感觉实

力与声势大不如初创时 , 将其与商总相提并论显得颇为勉强。相比而言 , 商总的实力与影响力最

强。商总会员均为集体会员 , 现有 170多个会员 , 遍布菲律宾各个角落 , 囊括各地的菲华商会。商

总的经费主要来自会员定期缴纳的会费以及来自理事会成员的认捐 , 数额相当庞大。正是因为商总

①

②

正式社团须在菲律宾证券署注册 , 费用不贵 ; 社团会所既可以是自有产权的 , 也可以是租用的。一般较有实力的社团都有
自己自由产权的会所 , 往往是一栋大楼 , 其中部分用于办公和活动 , 其他用于出租以贴补会费及其他开支 ; 一般经常活动
的社团都有固定的工作人员 , 至少一两名 , 多是兼职的 , 承担 “总务”“秘书”之类的工作。
华侨善举公所成立于 1877年 , 是菲华社会历史最为悠久的社团之一。历年来 , 华侨善举公所与马尼拉中华商会一直是两套班
子、一套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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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当强的经济实力 , 所以它可以推广很多计划 , 也为其带来了良好的声誉 , 这也是其他社团无法

企及的。可以说 , 商总规模大、实力强、声誉好 , 尤其是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之后 , 商总实现政治

转向并积极推进华菲融合 , 受到华社、菲律宾主流社会以及中国方面的一致好评 , 其影响力也进一

步提升。因此 , 就菲华社会各大社团的综合实力来看 , 商总显然居于绝对的领军地位。而就社团的

活跃度而言 , 菲华各界联合会也比较引人注目。一般的看法是 , 由于菲华各界联合会主要配合中国

大使馆方面做些接待工作 , 所以社会影响比较大 , 也比较受大使馆的认可 , 因此 , 有各大社团中

“商总位居第一、菲华各界位居第二”的说法。由于菲华各界联合会一直是亲大陆的 , 而商总则有

一个转向的过程 , 所以 , 这两个影响最大的社团这几年在相处中还存在一些摩擦 , 尚在磨合之中。

近几年比较突出的是新移民的社团。一个是 1997年成立的旅菲各校友联合会 (简称 “校友联 ”) ,

下辖 30个校友会 , 目前主要领导人是 70 - 80年代赴菲的新移民 , 但基层会员不少是 90年代之后赴

菲的新移民 ; 还有一个是 2007年成立的中国商会 , 主要成员是 80年代左右赴菲的新移民 , 领导人

之前多为商总理事 , 但感到在商总里难有作为 , 所以出来另组中国商会 , 当初有直追商总的雄心 ,

也非常注重宣传工作 , 在华社有一定知名度 , 现在中国商会成员主有 2007年创办的 《菲律宾华

报》。目前看来 , 由于与 “老侨”相对低调的观念不同 , 新移民社团的声势都比较大 , 也显得比较

活跃 , 但对他们有什么实际作为 , 华社大多人士还抱持着观察的态度。

3. 菲华社团的功能。

菲华社团大致分作几类 : 综合性社团、政治性社团、商业性社团 (商会及同业公会 )、地缘性

社团 (同乡会、联乡会 )、血缘性社团 (宗亲会 )、文化社团 (体育、文学、艺术类等 ) 等 , 依据

类别不同 , 功能也有所区别 , 虽然所做工作有些雷同的 , 但也各有侧重。综合性社团的工作涉及华

社事务的各个方面 , 既有服务华社的 , 又有服务主流社会的 ; 政治性社团则主要配合中国政府和台

湾方面做些政策宣传和来访者的接待工作 ; 商业性社团则主要在同业之间相互交流、互通信息 , 由

于菲律宾华侨华人多从事工商业 , 所以这类社团对事业发展较有实际帮助 ; 地缘性社团与血缘性社

团则关注同乡和同宗的福利 ; 文化社团 , 主要起到有共同兴趣的同好相互交流、沟通情谊的作用。

由于组建社团的初衷是 “和衷共济”, 因此 , 各社团活动中 , 公益与福利性工作均占有相当比重 ,

这种工作既有针对主流社会的 , 也有针对华社自身的。前者以商总的捐建农村校舍方案为代表 , 后者

则以各宗亲会同乡会发放同宗、同乡子女奖学金和清寒学生助学金为代表。商总的捐建农村校舍从

1961年开始 , 迄今为止 , 已帮助菲律宾农村地区建设校舍逾 4000多座 , 成果丰硕 , 已成为菲华社会为

主流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的一项标志性工作。由于同样规模的校舍 , 商总建设的质量优良且价格相对

优惠 , 因此 , 迄今为止菲高层已三次委托商总代建校舍。第一次是在 20世纪 80年代 , 阿基诺总统委

托商总代建 220座农村校舍 ; 第二次是在 2002年 , 参议长德里隆将其名下 1亿比索农村发展基金委托

商总代其在全国各地建造 285座校舍 ; [2 ]第三次是在 2009年 4月初商总的第 27次代表大会上 , 阿罗约

总统拨出 3500万比索委托商总建设农村校舍 , 在讲话中 , 她称商总可以用一半的价格建造同样的校舍

值得赞扬 , 并对商总捐赠数千农村校舍的善举表示高度赞赏。[3 ]菲律宾官方委托商总代建校舍 , 显示了

菲政府方面对商总捐建农村校舍运动的高度重视和肯定。商总的这项工作已经在菲律宾主流社会形成

一定的影响力 , 这对促进华菲融合、树立华人的良好形象起了积极的作用。而在华社内部 , 典型的福

利则是宗亲会与同乡会向同宗、同乡子女发放奖学金和清寒学生助学金。奖学金是向成绩优秀之同宗

子女发放 ; 清寒学生助学金则提供给同宗家庭条件困难之学生。目前 , 各宗亲会与同乡会都将这两项

作为工作之重点 ,① 因此 , 在华文报刊上 , 也经常能看到各宗亲会发放奖、助学金的告示。虽然华社

对 “社团林立”所造成的名利之争及浪费现象多有微词 , 但对于社团致力公益服务社会也表示肯定。

① 有的宗亲会只向加入宗亲会的同宗会员子女发放 , 有的则不问是否为会员 , 只要是同宗即可。如吴氏让德堂即如此 , 只要是吴姓
后人即可 (2009年 7月 8日菲律宾让德吴氏宗亲总会秘书长吴梓瑜先生访谈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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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菲华社团的特点

历史上菲华社会曾经分裂 , 左右之争也非常激烈 , 因此 , 社团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 , 存在一

些矛盾和隔阂 , 目前还在调适之中 ; 20世纪 70年代以来大量新移民赴菲 , 带来了菲华社团的重

大变化。近年来 , 菲华社团的发展体现出以下两个明显特点 :

1. 2000年之前 , 受中国政治的影响 , 菲华社团的左右之争还比较明显 , 不同政治倾向的社

团关系紧张 , 很少来往 , 90年代以后 , 随着商总的转向 , 菲华社团的政治色彩逐步淡化 , 由于

政治倾向不同产生的分歧越来越少 , 虽然仍然存在 , 但已明显淡化。

二战后 , 受冷战格局和菲律宾政府反共亲台政策的影响 , 台湾国民党势力控制了菲华社会 ,

左派力量受到压制 , 50年代 , 许多左派分子设法回国 , 留在当地的则基本停止了活动。1975年中

菲建交之后 , 左派分子又开始活跃起来 , 两派的社团之间则出现了对立的局面 , 双方界限分明 , 对

抗激烈 , 是东南亚其他地方不可比的。“有时情况闹到可笑的程度 , 每逢 10月 1日和 10月 10日 ,

两派就在报纸刊登的庆祝广告和各自招待会邀请到的客人的数量上比高低。一派发起任何有价值的

活动计划 , 另一派便起来抵制。”[4 ]58华社的左右之争不但存在于社团之间 , 也存在于社团之内。以

商总为例 , 1975年中菲建交之后 , 商总理事杨振殊提出鉴于以往商总大厦同时悬挂菲律宾与 “中

华民国”国旗 , 既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 就该改悬中国国旗 , 结果遭到亲台派激烈反对 , 由于

当时商总仍为亲台派控制 , 所以 , “悬旗事件”以杨振殊被开除而告终。进入 90年代以后 , 随着大

势所趋 , 虽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不与大陆来往的僵硬政策是错误的 , 但由于台湾国民党的长期影

响 , 商总内部亲台人士仍占多数 , 所以转向工作异常困难。1992年 , 时任理事长姚荣辉欲率团访问

大陆 , 在理事会上遭到亲台派激烈反对 , 提案未获通过 , 最后 , 姚荣辉只得以其他商会名义访大

陆。① 这次大陆之行引起了亲台分子的强烈不满 , 因此 , 当姚荣辉在 1993年的理事长选举中谋求连

任时 , 遭到亲台势力的极力阻挠。1994年 , 时任理事长董尚真率团访大陆 , 由于亲台派的反对 , 访

问团未能专访大陆 , 而是又加上日本、韩国及台湾地区 , 以 “东北亚考察团”名义成行。董尚真此

行被称为商总的 “破冰之旅”, 被视作商总转向的关键 , 但也引起了商总内亲台势力的强烈反弹 ,

在 1995年的选举中又力图拉董尚真下马 , 在 1997年的选举中又力图阻止开明的杨海章当选。因

此 , 商总整个 90年代的历史就是开明派与保守派斗争的历史 , 直到 90年代末 , 大局方定 , 菲华社

会确定了融入菲律宾主流社会的路向 , 围绕中国政治而展开的左右之争才告降温 , 在社团内部及社

团之间均是如此。所以 , 这几年 , 华社社团的左右之争还存在 , 但远不如以前激烈 , 出现了相对团

结的局面。即使以往老死不相往来的左右势力的代表———商总与菲华各界联合会 , 近几年 , 在中国

国庆庆典和接待国内来访者方面 , 也已经开始了合作。尽管合作中还存在问题和摩擦 , 但已经迈出

了合作的第一步。对此 , 华社不少人士也表示 , 团结的局面来之不易 , 应当珍惜。②

2. 近几年新移民的社团活动引入瞩目 : 一是早期赴菲的新移民不少已成为社团领导 ; 二是

90年代以后大量新移民成为补充社团的新鲜血液 ; 三是新移民已组建了代表本群体的社团。

新移民一般是指改革开放后移居国外的中国大陆公民 , 但对于闽南传统侨乡 , 这一时间点要提

前到 70年代初。因为 1971年 6月 , 在周恩来总理的坚持下 , 国务院颁布了 《关于华侨、侨眷出入

境审批工作的规定》, 恢复了对归侨和侨眷的出国审批 , 此后 , 便陆续有归侨侨眷得以申请出国。

在菲华社会 , 70 - 80年代以探亲身份赴菲并留居当地的 “新移民”目前已经成了华社的中坚 , 他

们人到中年 , 事业有成 , 其中不少人已经成为新一代的社团领导人。更大的一波新移民浪潮是在 90

①

②

2009年 7月 4日商总前理事长杨海章先生访谈记录。
2009年 2月 20日菲华联谊会秘书长吴胜利先生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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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后期到来的 , 他们主要来自闽南侨乡。新侨的到来与中国 90年代中后期以来经济的明显增

长与对出境管制的放松有密切关系。虽然早期新侨中不乏 “跑生的” (逃避计划生育政策 )、跑死

的 (逃避在国内违法违规的惩罚的 )、跑路的 (躲避债务及其他纠纷的 ) , ① 但 90年代中后期以来

大量出现的新侨绝大部分是带着资金来这里 “淘金”的 , 他们大部分在马尼拉华人区从事中国商品

的批发生意。新移民的到来 , 不仅带来了大量中国商品 , 也带来了菲华社会的重大变化 , 为菲华社

会注入新血 , 甚至让人感觉 , 仿佛菲律宾 “华人社会”又返回到 “华侨社会”。② 据暨南大学学者

代帆估计 , 到 2008年 , 赴菲新移民的数量约 15万人。新移民的到来对菲华社团有着非比寻常的意

义 , 从某种程度上 , 可以说 , 他们挽救了不少菲华社团 , 尤其是那些本身规模不大的同乡会和宗亲

会 , 由于新移民的加入 , 这些社团得以延续。此外 , 近些年 , 随着新移民群体的壮大和经济实力的

提升 , 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 , 新移民也组建了自己的社团 : 中国商会、华侨工商联、168商场联谊

会 , 各自代表新移民中的细分群体。2007年成立的中国商会主要成员是 20世纪 70 - 80年代赴菲的

新移民 , 经过二三十年的打拼 , 如今已事业有成 , 有能力也有时间从事社会活动。2006年成立的旅菲

华侨工商联合会主要成员是 20世纪 90年代以后赴菲的新移民 , 他们有的事业比较成功 , 有自己独立

经营的公司 , 有的则实力一般 , 还在商场中租用店铺经营进口的中国商品。由于 90年代末以后出现新

移民浪潮引发了新移民与菲律宾政府之间的问题、新移民与老华侨华人之间的摩擦 , 旅菲华侨工商联

合会就是为了解决新移民面对的这些问题而组建。168商场联谊会则是一家经营中国商品的大型商场

的商户联谊组织 , 成员全部是 168商场的商户 , 他们基本上是近几年赴菲的大陆公民 , 还在初期的打

拼阶段 , 经济条件还不是很好 , 组织联谊会除了联络感情之外 , 更多是为了解决商户之间及商会与当

地政府之间的一些实际问题。新移民在社团中力量的壮大及新移民社团的出现是近几年的新现象 , 从

目前的情况来看 , 未来一段时间 , 新移民在社团活动中的表现还会更加引人瞩目。

三 　问题与前景

1. 世纪之交以来 , 随着华社左右之争的淡化 , 华社出现了相对团结的局面 , 之所以说团结

是 “相对的 ”, 就是说不团结的问题仍然存在。表现在 : 一是政治上的左右之争 , 虽然有所淡化

但仍然存在 ; 二是利益之争 , 包括社团内部及社团之间的 , 表现都比较明显。

菲华社会素来以 “社团林立 ”著称 , 之所以如此 , 除了因为实施西方民主体制的菲律宾结

社自由、华人经济条件较好之外 , 还与菲律宾华人所承袭的性格与传统不无关系。菲岛华人大都

来自闽南 , 闽南俗谚有云 “泉州人个个猛 ”, 意即泉州人都自认不凡 , 互不服输 , 菲岛华人因此

“也喜欢三五成群 , 纠合旧好新知 , 组成小团体 ”[ 5 ]244 , 由此形成社团林立的局面。另一方面 , 社

团林立也反映了华社中名利之争的事实。中国人素来重 “名 ”, 出人头地、衣锦还乡是很多人的

梦想 , 华人也是如此 , 这主要体现在对社团尤其是大型社团的领导权的争夺上。从战后华社半个

多世纪的发展来看 , 引发华社内部冲突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 首先是中国政治的影响。在中

国政治 , 特别是两岸关系的影响下 , 华社各派由于政治取向不同而长期对立。其次是名利之争。

为了在华社当 “老大 ”, 或者为了在社团内当 “一把手 ”, 或者为了经济利益 , 长期以来冲突不

断。以往 , 第二种冲突往往与第一种交织在一起 , 但由于第一种冲突表现得更为明显 , 因而第二

种冲突往往被掩盖 , 似乎烈度逊于第一种。90年代末 , 商总完成转向之后 , 整个华社的政治取

向转向当地 , 因而第一种冲突普遍降温 , 而第二种冲突则有凸显的趋向。例如 1999年 3月 , 中

国新任驻菲大使傅莹到任 , 华社拟举办欢迎公宴 , 筹备期间 , 菲华工商总会与商总即在由谁担任

①

②

2009年 3月 4日旅菲华侨工商联合会会长庄永德先生访谈记录。
2009年 7月 2日菲华各界联合会秘书长许东晓先生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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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宴大会主席的问题上闹得不欢而散 , 在华社引起轩然大波。而近几年 , 也多次发生在接待中国

代表团时 , 菲华各界联合会与商总产生摩擦的事情 , 比如 , 中国国庆的庆典双方都要举办 , 互不

相让 , 搞得被邀出席的大使馆成员感觉为难 ; 甚至发生在大使馆邀请双方出席的宴会上 , 双方为

了宴会座席的安排而发生争议的事情。不过 , 近两年在中国大使馆的协调下 , 双方的关系有所缓

解 , 已经合作承办了一些活动。菲华社会中 , 社团的不团结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 之前以政治分歧

为主 , 如今则是名利之争占了上风。社团之间如此 , 社团内部也是如此 , 如菲律宾让德吴氏宗亲

总会就是前两年在理事长换届问题上发生分歧 , 造成已有近百年历史的组织发生分裂 , 一部分人

分出去组织了另一个吴氏宗亲会 ; 又如 , 新移民社团中国商会内部的不团结也在华社众所周知 ,

该会的会长与主席虽然同是创会者 , 但目前基本不相往来 , 双方也从来不在同一场合出现。目前

看来 , 由于人文的、历史的原因及现实的利益 , 要实现华社的真正团结 ,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社团普遍面临后继无人的问题。近几年 , 新移民的加入暂时缓解了这一危机 , 但后继无

人的问题依然存在。

20世纪 80年代 , 在当地出生的第二三代华人已经长大成人 , 由于在当地接受教育 , 观念上

认同当地 , 社交圈子已不局限在华社 , 因此 , 对参与华人社团缺乏兴趣 , 并且不具备参加的能力

(中文说写 ) , 华人社团便已经出现了后继无人的问题 , 到 90年代以后更严重。其中 , 校友会最

严重 , 宗亲会和同乡会其次 , 商会再次之。对校友会来说 , 因为母校不在本地 , 老校友一离开 ,

在当地是无人可继的 ; 对宗亲会和同乡会来说 , 老一辈的会员越来越少 , 不过他们会劝说子女接

班 ; 对商会来说 , 虽然也有类似的问题存在 , 但情况比较不一样。一是年青的一代乐意或感到有

实际的需要 ; 二是较容易改变作业方式。事实上 , 一些由年纪较轻的商人主导的商会 , 已经逐渐

变为西式的商会 , 开会、演讲、会议文件以至奖牌 , 已开始使用英文了。[ 6 ]74 20世纪 90年代中期

以后 , 越来越多新移民的到来为遭遇危机的菲华社团带来一线生机 , 尤其是校友会和同乡会 , 除

了原有的校友会人员得到补充 , 而且新移民还组建了一些新的校友会 , 这些校友会多以中学为单

位 , 甚至还有小学的校友会①。一些本身规模较小的同乡会也得到补充 , 一些新移民已经成为同

乡会的领导人。虽然新移民的到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团后继无人的问题 , 但还远远不够。社团

活动需要耗费许多的时间和金钱 , 而目前绝大部分新移民还处在事业发展的初期 , 还在为事业忙

碌 , 不论是精力上还是经济上 , 都还不具备参与社团活动的条件。加之大部分新移民都只有暂居

此地发展事业 , 等挣到钱后再回中国的打算 , 所以 , 他们参与本地社团活动的意愿不太强烈。为

解决这一问题 , 各社团也在想办法 , 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组建青年组。目前 , 很多社团都设

有青年组 , 成员大都是社团领导人的子女 , 由于父辈的动员而参加 ; 青年组经常组织各种活动 ,

如联欢、郊游等 , 以吸引年青人参加。但由于在当地土生土长的年青人生活圈子与兴趣已与传统

华社渐行渐远 , 这一办法的效果也不太理想。如已有百年历史的吴氏让德宗亲总会 , 仅马尼拉地

区的会员就有两三千人 , 但青年组成员也仅有六七十人。② 社团后继无人的状况还将继续。

3. 资源浪费的问题。

菲律宾华侨华人多从事工商业 , 经济条件比一般菲律宾人要好 , 然而 , 华侨华人的钱并不是

都花在刀刃上 , 尤其社团活动 , 浪费现象严重。一方面表现在各社团花在迎来送往、宴会方面的

费用太高 , 太多的钱用来装面子讲排场。菲华社团众多 , 一般的社团每个月会有一次会议 , 会后

一般都会设宴招待 , 所以会议聚餐就成了会费开支的主要部分 , 尤其是每两年一次的换届典礼 ,

通常都在高级酒店举行 , 席开几十桌 , 花费上百万比索 , 大部分会费便花到这个上面了。③ 特别

①

②

③

由于菲华移民多来自闽南侨乡 , 来源地比较集中 , 所以这些校友会也以乡镇中学校友会居多。
2009年 7月 8日菲律宾让德吴氏宗亲总会秘书长吴梓瑜先生访谈记录。
2009年 7月 2日华侨工商联合会理事长许友忠先生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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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些新移民 , 不像老华侨华人观念传统、低调节约 , 赚了钱后比较张扬 , 花起钱来也大手大

脚。另一方面表现在菲华社团在许多工作上没能整合 , 同样一件事情大家都在做 , 没有统一部署

和规划 , 人力、物力、财力上大量重复投入 , 但各自为战 , 效果不佳 , 造成浪费。比如挽救衰退

的华文教育事业 , 又比如做公益 , 都是大家都在做 , 但各做各的 , 未整合起来 , 导致钱花了很

多 , 但社会效益一般。其实 , 若能整合资源 , 统一调度 , 应该有更好的效果。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 未来菲华社团的发展可能会有这样一些趋势 : 其一 , 当地化进一步发

展。20世纪 90年代末 , 融合在华社成为共识 , 社团活动中推进融合、服务主流社会的工作也占

据越来越大的比重。2009年 3月底 , 菲华社会曾掀起一场 “选举风波 ”, 围绕商总新一届理事长

的职位 , 两位候选人及其各自的支持者们展开了角力 , 双方较量堪称激烈并极具戏剧性 , 而最终

胜出者的优势之一 , 据说就是他英文较好 , 而且与政府官员关系良好 , 能很好与主流社会沟通 ,

人们也寄希望他能带领商总和华社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其二 , 新移民在社团中的影响力还会增

长 , 新移民社团还可能会更多。近两三年 , 由于市场饱和 , 前往菲律宾的新移民人数有明显下

降 , 但之前移民潮的滞后效应可能在未来出现。随着他们事业的发展和稳定 , 可能会有精力、能

力和兴趣参与社团活动 , 并随着实力的增强在社团中居于重要地位。

菲华社会 “社团林立 ”, 有弊有利。其弊引发很多人士的负面评价 : 认为 “社团林立 ”是一

种畸型、变态的现象 , 造成了华社资源大量浪费 , 华社的不团结也造成了主流社会对华社的负面

印象。然而 , 尽管存在许多问题 , 但不可否认的是菲华社团为华社与主流社会贡献良多。我们希

望未来菲华社团能够尽力兴利除弊 , 不断自我完善 , 为华社与主流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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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 tus Quo of the F ilip ino- Ch inese Comm un ity

ZHU Dong- qin
( The Institute of Overseas Chinese, Huaqiao Univ. ,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Filip ino- Chinese community has been regarded as a typ ical“mass organization community”among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with a lot of mass organizations and participants, therefore, it p 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lip ino

- Chinese society. After the late 1990 s, the Filip ino- Chinese community set a new course of“integrating into the main-

stream society”and the new imm igrants poured into this country. New characters in the Filip ino- Chinese community have

been emerged: the past political conflicts have been relaxed, while the struggles for fame and p rofit become severe; the new

imm igrants have enhanced their influence among the community. The Filip ino- Chinese communities still face p roblem s of

unfriendly and lack of participants.

Key words: the Filip ino- Chinese; mass organization; new imm ig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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