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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华人政治生活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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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同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 , 泰国华人同化较早且与当地融合得较为彻底 , 他们很早就参与了当地的政治生活。

泰国华人政治生活也相对简单 , 远没有东南亚其他国家那么复杂 , 其参政历程虽经历了波折 , 但总体而言较为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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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泰国史料记载 , 中泰两国间的交往开始于公

元 1277 年素可泰王朝时期 , 在素可泰王朝第三代

国王蓝摩甘亨王在位时 (1287～1317 年) , 华人开

始移居泰国 , 自此之后几百年的时间里 , 泰国历代

王朝大都对华人持欢迎态度 , 同时也能善待华人 ,

不少华人被吸引前来经商、做工、务农 , 并在泰国

长期生活居住。华人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加 , 也为泰

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时至今日 , 作为少数民族的华人不仅成为泰国

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 , 而且在政治上也

多有建树。从泰国华人政治的发展历程来看 , 泰国

华人的参政活动主要经历了战前和战后两个发展阶

段。

一、二战前泰国华人的参政活动
二战前泰国华人的参政活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 : 11 与泰人一起同心协力 , 共同抵御外敌入侵 ;

21 少数华人精英分子受到泰王的重用而直接参与

泰国的政治活动 ; 31 华人对同祖籍国政治密切相

关的政治活动大都较为关心并积极参与。

历史上华人最早参与泰国政治活动的时间恐怕

要追溯到阿瑜陀耶王朝 (1349～1767 年) 时期 , 华

人一般称之为大城王朝时期。据史书记载 , 在

1760 年阿瑜陀耶王朝最后一位国王阿迦达在位期

间 , 缅甸军队入侵暹罗 , 在反抗缅甸侵略者的斗争

中 , 华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 英勇抗战 , 保卫大

城。当时 , 约有 6000 名华人分散在各个要塞 , 他

们与暹罗人民一起并肩作战抵抗缅军 , 不少人献出

了宝贵的生命。阿瑜陀耶王朝沦亡后 , 暹罗人民开

始了驱缅复国的斗争 , 在此期间 , 祖籍广东澄海的

华裔郑信脱颖而出 , 他招募了一支由华人和泰人共

同组成的队伍开始了光复历程 , 期间不仅得到了众

多华商的慷慨资助和物资支援 , 也得到了不少华人

在人力和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短短几个月的时

间 , 郑信率部下成功地将缅甸占领军从暹罗驱逐出

去 , 并在人民的拥戴下建立了吞武里王朝 , 郑信则

成为泰国历史上第一位“华人皇帝”。

泰国历代国王对华人中出类拔萃者大都采取重

用的态度 , 或对他们封以爵位 , 或委任他们做地方

官吏 , 使他们效忠泰王 , 全身心地为泰国服务。这

是一种温和的同化政策 , 那些身居泰国上层社会的

华人精英们很早就被同化了。早在大城王朝时期已

有华人在泰定居并出任官职 , 他们也像泰人一样获

封官衔爵位。当时 , 为方便泰中贸易的开展 , 泰国

有几种官衔是指定必须由华人担任的 , 如外事官员

(主管涉外事务 , 包括从事对外贸易事务) 、航海官

员 (主管远洋航海事务) 、大公 (领航员) 、船主

(船务总管) 等 , 泰王则根据各人职位的重要性而

赐予相应的爵位。[1 ]1840 年有华人移民被授予官职

的记载 , 17 世纪也有不少华人受泰王委任担任高

官要职。郑信建立吞武里王朝后对华人更是加倍重

用 , 他首先对有功的华人将领和有特殊贡献的华商

华人封爵授官 , 委以重任 , 并起用了不少华人佐

政 , 其中最为著名的 , 在泰国华侨史上最引人瞩目

的政治人物当属华人吴阳。吴阳曾任税吏一职 , 由

于成绩突出而被郑王封为子爵 , 后又被封为“宋卡

府尹”, 华人都称之为“宋卡王”或“吴王”, 至其

去世后又被追封为公爵 (昭帕雅) 。之后吴阳之子

·61·

《东南亚研究》2002 年第 2 期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Ξ [收稿日期 ] 2002 - 03 - 04
[作者简介 ] 许梅 ,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讲师。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文辉被封为“宋卡二世”, 其孙志从“因击败入侵

缅军立功”被册封为“宋卡三世”, 直至第八代。[2 ]

也就是说 1896 年以前的一百多年中 , 吴氏一门八

代都因有功于泰王朝而被封为宋卡府尹 , 这不仅在

华人中是独一无二的 , 就是在泰国政坛也是屈指可

数的。到曼谷王朝 (亦称却里克王朝) 时期 , 泰国

南部重镇如拉廊、宋卡、普吉、北大年、董里等地

的府尹 , 大都由华人望族担任。许泗漳和其子许心

美就是这一时期活跃在泰国政坛上的两位杰出华

人。许泗漳曾因开发泰南重镇拉廊有功被泰王册封

为子爵 , 后因其对王室忠心耿耿 , 同时为促进拉廊

地区的繁荣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 泰王将其视为有

功之臣 , 遂被晋封为侯爵。许泗漳之子许心美曾被

暹庭封为子爵 , 后升任吞武里城的府尹一职 , 被晋

封为侯爵。之后又出任董里府府尹 , 为董里府的建

设与发展尤其是橡胶业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01 年许心美升任普吉省 (若干府并为省) 省长 ,

成为第一位出任省长的华人 , 至今其铜像仍矗立在

董里府中。[3 ]可以说 , 在泰国各个历史时期 , 都有

不少华人在朝为官 , 受封爵禄 , 职居高位者也不乏

其人。尽管在泰国华人中受泰王重用而直接参政者

尚属少数 , 但他们对泰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所做出

的巨大贡献却是难以估量的 , 与此同时 , 他们对泰

中人民友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

用 , 并为泰国华人与当地社会更进一步的融合创造

了有利条件。

进入 20 世纪以后 , 泰国华人的政治活动日趋

活跃 , 这主要受到中国国内政治斗争和革命运动的

影响。中国的北伐战争、辛亥革命、国内革命战

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历次革命斗争 , 都直接

反映到泰华社会。华人对政治的真正关注也是从这

一时期开始的。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日益关心祖籍国

的发展 , 而且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积极配合、积极参

与和响应。尤其是辛亥革命时期 , 泰国华人大都抱

着“国家兴亡 , 匹夫有责”的爱国思想 , 积极响应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号召 , 他们不仅在孙中山领导下

先后组织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总支部、国民党海外支

部和中华会馆等团体 , 而且还创办了华文报纸为孙

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作宣传。他们积极捐款捐物 ,

不遗余力地从各方面支持革命。抗日战争时期 , 泰

国华人在 1910 年成立的中华总商会的领导下组织

了各种救国慰问团 , 这些华侨爱国进步团体积极开

展抵制日货 , 募捐救国等抗日宣传活动 , 并组织和

帮助华人青年回国直接参加抗日斗争。在泰国国

内 , 华人不仅以怠工和罢工的方式破坏日本的军需

生产和后勤供给 , 而且还与海外泰侨建立的泰国抗

日民族组织 ———“自由泰”运动联合起来 , 同时积

极参与当地的抗日义勇队和反日大同盟的反日斗

争 , 从而与泰国人民一起汇成了一股巨大的抗日力

量 , 共同抵御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南进 , 直至日本

投降 , 中国抗战结束后才告一段落。

二、二战后泰国华人政治活动的

发展变化
二战结束后 , 泰国华人政治活动的发展大致经

历了三个阶段。战后初期 , 大多数华人的政治向心

力主要还是偏向中国 ,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战胜

国 , 华人在意识中有优越感和自豪感 ; 另一方面 ,

由于 1941 年銮披汶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日泰

攻守同盟》, 并于次年在日本的压力下向英美宣战 ,

尽管美国后来宣布泰国不是敌对国家 , 但也无法改

变泰国是名义上的战败国这个事实 , 这也导致了泰

国战后国际地位的迅速下滑。随着銮披汶政府的倒

台 , 泰国国内的排华势力也受到沉重打击 , 战后由

前“自由泰”主要成员组成的泰国新政府 , 对泰华

社会的各项活动则采取了放任政策。因此 , 战后初

期泰华社会倾向中国的各项政治活动由于没有受到

太多的限制而蓬勃开展起来 , 具体表现在泰国各种

注册立案的华人进步团体 , 纷纷开展了捐款、运

粮、输送人才回国等活动支援祖国的爱国运动。[4 ]

50 年代初期 , 不少华人特别是在中国出生的新老

移民 , 在政治上仍只认同中国 , 要让他们改变国籍

和政治身份似乎还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情。

1948 年銮披汶重新上台执政 , 他追随美国推

行反共排华政策 , 并严格限制华人的政治活动。

1952 年 , 泰国政府取缔了所有注册立案的华人爱

国进步团体、学校和报社 , 致使华人的爱国运动转

入低潮 , 最后逐渐消失。华人的公民权也曾一度受

到严格限制甚至被剥夺。不少华裔为官者不敢承认

自己的华裔身份 , 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华人与

泰人不具备同等的政治权利。銮披汶政府的排华政

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甚至切断了华人与祖籍国

的政治联系 , 同时也阻碍了华人参与当地的政治活

动。经历了排华运动后华人认识到 , 要在泰国更好

地生存与发展 , 不仅要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 , 还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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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在政治上与泰国保持认同 , 积极参与当地的政治

活动 , 另外 , 还有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 , 一定要获

得当权者的支持和帮助 , 才能使自身所建立的政治

经济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在銮披汶政府对华人实行

严厉压制政策的时期 , 华人社团特别是中华总商会

则充当了华人政治上的代言人 , 他们与政府当局特

别是军警部门建立了密切联系 , 以获得有效的政治

保护。到后来 , 一些华商也开始通过与泰国政治领

导人建立“互利联盟”的方式来确保自身的经济利

益和政治地位。这在华人后来的参政活动中成为一

种非常常见的现象。对于那些在中国出生的新老移

民来说 , 他们的传统认同观受到冲击 , 不少人为了

生存不得不改隶泰国国籍。入籍可以说是压力下的

产物 , 但它对日后华人政治的真正转变起了促进作

用。

1955 年中国取消了双重国籍政策 , 1956 年泰

国政府修改了《国籍法》, 放宽了华侨的入籍条件 ,

并取消了对第一代和第二代华人在政治、经济上的

歧视政策 , 致使华人的入籍人数不断增加。50 年

代后期 , 泰国 95 %的华侨都加入了当地国籍 , 华

人政治认同也从祖籍国逐渐转向了泰国。拥有泰国

正式公民身份的华人 , 其参政意识也发生了根本性

的转变 , 他们中有不少人都直接参与到当地的政治

生活中。可以说 , 战后华人传统的“叶落归根”的

思想受泰国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的影响而日渐减

弱 , “落地生根”已为大多数华人所接受。可见 ,

“由于泰国政府较早解决了华人的入籍和公民权问

题 , 因此 , 泰国华人政治认同的转变也早于东南亚

其他国家 , 并且较为顺利和彻底。”[5 ]不少华人都认

为 ,“既住泰国 , 只要有好的环境 , 能够安居乐业 ,

生居于斯 , 长根发叶 , 则祸福同尝 , 荣辱共享。”[6 ]

随着华人逐渐融入泰国主流社会 , 华人的目光已开

始从关心祖籍国的政治命运转移到更多地关注泰国

社会政治的发展状况。特别是 1975 年中泰建交后 ,

泰国政府又进一步放宽了华人入籍条件。80 年代

初 , 政府取消了对第一代和第二代华人的参政限

制 , 规定只要是合法的泰籍公民 , 包括改隶泰国籍

的华侨 , 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 从而为华人更

进一步的政治融合创造了条件。据统计 , 1946～

1948 年华侨入泰籍者只有 145 人 ; 1949 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年 , 华侨无人改籍 ; 50 年代入

籍者年均不足 100 人 ; 60 年代年均 300 多人 ; 70

年代年均增至 400 多人 ; 80 年代年均增至 1000 余

人 , 申请者以 40～50 岁的华侨最多。[7 ]据估计 , 目

前泰国华侨人数大约只剩下 25 万人左右。入籍人

数的不断增加 , 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华人与当地政

治融合的步伐。如今 , 华人选民已开始成为各大政

党在大选时主要争取的对象 , 华人的参政范围有逐

渐扩大且日渐深入的趋势。直接和公开参政已成为

当今泰华社会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从战后泰

国历届政府中不断涌现出的华裔身影中略见一斑 ,

他们中有能力担任要职者的人数也相当可观。我们

不妨看看以下数字 : 1965～1966 年在内阁 19 位成

员中 , 华裔占了 12 位 ; 1983 年大选后组成的政府

中 , 4 位副总理中有 2 位是华裔 , 部长和部长助理

中有 7 位是华裔 ; 1986 年的大选中有 86 位华裔当

选为众议员 , 成为由 147 名议员组成的众议中“最

大的职业团体”; 1987 年 3 月由泰王普密蓬任命的

由 94 人组成的参议院中 , 有 20 人是华裔 ; 1991 年

泰国 357 位议员中华裔人数有近百人之多 , 内阁 44

名成员中华裔就占了一半以上。在各大政党中也出

现了不少华裔领袖 , 如前正义党主席针隆·诗曼

(卢锦河) , 泰国党主席挽限·信拉巴阿差 (马德

祥) , 民主党主席乃川·立派 (吕基文) , 祖国党主

席披集·叻达军 (陈年平) , 人民党顾问主席越他挪

(马氏后裔) 等等。据有的学者的不完全统计 , 自

1975 年以来担任过政府总理和副总理职务的华裔

就多达 20 多位 , 其中担任过总理一职的有 : 乃比

里·帕侬荣 (陈璋茂) 、乃朴·沙拉信 (黄姓后裔) 、

乃他宁·皆威昌、他旺·纳哇沙越 (郑连淡) 、察差·

春哈旺 (陈氏后裔) 、乃川·立派 (吕基文) 、挽限·

信拉巴阿差 (马德祥) 以及现任总理他信·秦那越

(邱氏后裔) 等等。[8 ]担任过部长职务的华裔更是多

不胜数。其他杰出的华裔政治人物 , 例如 , 在促进

泰中关系发展中起了积极作用的泰国驻中国南京政

府首任大使乃沙愿·杜拉叻 (张良心) , 以及素有泰

国基辛格之称的前国会主席乃巴实·干乍那越 (许

敦茂) 。自 50 年代步入政坛取得成功后 , 许敦茂先

后担任了人民代表、上议院议员、副部长和商业部

长 , 1975 年出任国会主席。许敦茂先生为泰中建

交和后来泰中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做了许多有益

的工作。据估计 , 从 1986 年至今 , 泰国历届内阁

中的华裔成员约占一半左右。可见 , 泰国华人大部

分已在政治上完全融入了当地主流社会 , 并成为活

跃在当今泰国政坛上的一支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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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泰国华人的参政模式与特点
从泰国华人政治生活的历史演变与发展来看 ,

泰华社会并没有形成也不可能形成一个固定统一的

参政模式 , 因为华人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的形成、

华人参政方式和参政行为的转变 , 很大程度上是受

到泰国不同历史时期主客观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 ,

以及中国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因

此 ,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 , 华人的政治

活动都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而且 , 就华人自身

而言 , 每个华人群体和每一代华人的生活经历都有

所不同 , 他们对祖籍国和居住国都有着各不相同的

看法。此外 , 年龄的代沟、出生地的不同 (中国或

是当地) 、方言的隔阂、文化程度的差别、社会地

位的高低、经济实力的强弱等 , 都可能是导致华人

群体内部产生政治分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 这

些因素对华人参政意识和政治态度所产生的影响最

终也会在华人的政治行为中表现出来。著名学者王

庚武教授以政治态度为依据 , 将东南亚华人划分成

甲乙丙三个不同的政治群体。他认为甲集团是经常

“与中国政治保持着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一群人 ,

他们“总是关注着自己与中国的共同命运”; 乙集

团是“由精明而讲求实际的多数华人组成 , 他们关

心的是贸易和社会团体的低姿态和间接政治 , 人们

的目标最温和 , 常给人以不问政治的印象”, 他们

“很少就政治理想和长远的政治目标表明自己的态

度 , 他们一般满足于通过既定的政治集团进行工

作 , 并在这一集团内部衡量影响和权力问题”; 丙

集团是一个小而不稳的混合团体 , 其成员来自多个

阶层 , 在政治上他们依附于当地的统治阶级 , 有些

还与土著权贵阶层保持着密切的政治联系。[9 ]按照

这种划分 , 在泰国华人中 , 甲集团的成员在政治上

是强烈认同中国的 , 他们的政治活动往往成为祖籍

国革命运动在海外的延续 , 且通常以爱国运动的形

式表现出来。乙集团的华人关注经济胜过对政治的

关心 , 他们常常通过互利的“官商联盟”的方式寻

求政治保护 , 他们对政治的参与是一种间接的、被

动的参与。丙集团华人较易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政

治生活 , 他们的参政方式大多以直接参政为主。看

来 , 政治态度的不同必然会影响到华人对参政方式

的不同选择。即使在同一时期 , 不同华人集团的参

政活动也各有其特点。就泰国的情况来看 , 20 世

纪之前移民到泰国的为数不多的华人中 , 属于丙集

团的人数不少。因为 , 早期移民到泰国的华人主要

有两类 , 一类是拥有一定资本的商人 , 他们中不少

人受到泰王的重用而直接参与政治 , 最后自然而然

地被泰国的上层社会所同化 ; 另一类是身无分文只

能依靠自己的双手维持生计的平民 , 他们中的许多

人很早就与当地人通婚 , 也渐被同化了。此外 , 不

太参与当地政治活动的乙集团的华人也不少。进入

20世纪以后一直到二战结束 , 情况发生了转变 ,

受中国国内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的影响 , 倾向中国

政治的甲集团的人数急剧上升 , 他们中有不少人同

时也属于乙集团的成员 , 这是以他们对当地的政治

态度为依据的。二战后 , 特别是自 1955 年开始 ,

甲集团的人数日渐减少 , 其成员流向乙集团和丙集

团。1975 年中泰建交后 , 丙集团的人数有日渐上

升的趋势。随着年青一代华裔的不断成长 , 丙集团

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目前 , 泰国华人中的大多数应

属于丙集团 , 因为他们大都早已融入主流社会 , 成

为与泰人享有同等参政权利的合法泰籍公民 , 直接

参政成为他们的主要参政方式。

从泰国华人参政的历史演变与发展中人们可以

看到 , 泰国华人经历了一个不参与当地政治到参与

与祖籍国相关的政治活动 , 再到最后积极踊跃地参

与当地政治活动的转变历程。二战以前 , 泰国华人

大都不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 , 一方面是出于政治与

百姓无关的传统观念 , 另一方面是因为自素可泰王

朝至拉玛五世时期 , 泰王一直给予华人特殊地位 ,

在国王的庇护下华人可以自由经商而不受限制。20

世纪以前 , 不少华人已完全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从

某种意义上说 , 这一时期 , 华人并未被当作外侨来

看待 , 因为华人与泰人拥有同等的政治经济地位 ,

甚至华人比泰人享有更多的经济实惠。因此 , 对华

人而言 , 是否参与政治活动并不影响华人自身的利

益。当然 , 华人传统的政治认同观也导致了相当一

部分华人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关注 , 他们对与中国有

关的政治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 这在 20 世纪初

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大多数华人对当地的政治

活动并不热衷 , 但仍然有不少华人因受泰王的重用

而直接参与了泰国的政治活动 , 笔者认为 , 这部分

华人对当地政治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自觉

的政治行为。因为 , 华人来到泰国的目的首先是为

了“满足其改善经济状况的愿望”, 他们并没有在

异地他乡做长久居留的打算 , 对于那些小有资本的

华商来说 , 他们也只想多赚一些钱而已 , 最终他们

还要回归故乡 , 对政治他们没有太多的兴趣 ,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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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 华人的参政意识一向薄弱。然而 , 泰王为感念

这些对泰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华人 , 为他们

封爵授官 , 并给予特殊待遇 , 希望他们留下来为泰

国服务。或许是为了报答泰王的信任和知遇之恩 ,

或许是因为留恋泰国纯朴的民风和风土人情 , 许多

泰华精英分子最终走上了直接参政的道路 , 并成为

泰国政治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栋梁之才。可以

说 , 早期泰国华人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融入到当

地政治生活中的。

20 世纪初期是泰国华人民主政治意识的萌芽

时期 , 也是华人在政治上较为活跃的时期。华人政

治意识的觉醒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祖籍国革命运动的

激发 , 因此 , 这一时期 , 华人的参政活动主要表现

为爱国运动 , 而不是对当地政治的积极参与。由于

华人在政治上是认同中国的 , 他们对当地政治的态

度仍是被动的和漠不关心的。当与当地政府的关系

出现麻烦时 , 他们则会采用传统的实用主义做法 ,

由华社领袖出面用经济手段解决问题。这在后来銮

披汶执政时期表现得较为突出。总体而言 , 这一时

期华人大都对中国具有强烈的政治向心力。

从 30 年代后期到 50 年代中期 , 銮披汶上台执

政后发起了“唯国主义运动” (也称唯泰主义) , 对

华人采取了压制和排斥政策 , 华人的政治活动陷入

低潮。富裕的华商则通过与军警等官方部门建立联

系的方式间接参与政治 , 以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 ,

官商联盟是这一时期华人寻求政治保护的主要方

式。

二战以后 , 主要是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 , 情况

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泰国政府一改过去对华人的

强硬态度 , 转而继续采取温和的同化政策 , 主要表

现在入籍政策的日渐放宽 , 这使得大批华人选择加

入泰国籍。在泰国本地出生的华人后代则依据出生

地原则 , 自动成为拥有泰国国籍的合法公民。泰国

华人政治认同的转变 , 为他们直接公开地参与当地

政治提供了良好契机。由于泰国华人融入当地社会

较为彻底 , 因此他们没有自己单独的华裔政党 , 也

不需要组织这么一个政党。他们与泰人一样依照各

自政见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政党参与政治活动 , 这一

点与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参政方式明

显不同。

如今 , 华裔作为泰人中的一分子 , 其参政议政

已是非常自然和普遍的事情。从根本而言 , 华人或

华裔参政与泰人参政已无实质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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