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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学研究】

海外客家华侨华人会馆与社团的功能演变（1800～1950）

叶小利
（嘉应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摘 要：华侨华人会馆和社团是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形成和发展中非常重要的支柱。早期客家华侨华人在海外谋

生的过程中，依据地缘、血缘、方言等组建会馆，帮助客家新侨安顿、共同祭祀神明和先人、安葬同乡，以此

在异国他乡互助团结和维系传统文化秩序。随着时代变迁，海外客家会馆和社团不仅传承原有功能，还开办新

式学校培育新民、开办医疗机构、开展救国事业、服务行业发展等。这反映出客家华侨华人会馆与社团坚守文

化传承的本心，赓续客家文化和中华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中，勇担时代要务，为华侨华人提供及时、有效

的社会和文化服务，积极推动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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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客家人远渡重洋，人生地不熟，遂以三五
成群聚居，面对陌生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互相照顾、
互为照应，华侨自助组织多以“公司”为称谓，但
与荷兰、英国等公司的海商贸易、海外殖民性质不
同，华侨华人的“公司”延续原乡的村社管理，是
互助、自治、共创事业的组织，其原意实为“公共

之司（机构）”之意，是先辈对于对内协调、对外
交涉的自治组织称呼[1]。1776 年，婆罗洲嘉应客属
华侨成立的兰芳公司便是自治、互助、共创事业的
复合型组织。同期在南洋各地的客家人，建立的“公
司”实际上是宗亲互助的社会组织。而后，由于殖
民政府等当地政府的社团管令限制，宗亲互助组织

多改为“会馆”。此后，会馆代替“公司”成为地
缘组织的稳定称谓。进入 20 世纪，因海外华侨华
人社会不断发展，成立了业缘、学缘、文缘等客家
社团，这些客家会馆和社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勇
担时代要务，为华侨华人提供服务，推动海外华侨
华人社会发展。

一、客家华侨会馆为客家华侨宗亲互
助、传承文化提供服务（1800～1880）

鸦片战争后，粤赣闽各地客家人大规模向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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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他们当中大部分是以劳工方式去往东南亚、
拉丁美洲、南印度洋群岛做苦力，在异国他乡谋生
的他们，为了在艰难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互帮互
助，他们或依原乡地名，在海外成立各地缘组织，
如槟城增城会馆（1801）、新加坡茶阳会馆（1857）、
马六甲惠州会馆（1805）、秘鲁的同升会馆（广东

赤溪客家人 1889 年成立）等；或者以方言和客家
文化为标识建立客家族群会馆，如新加坡应和会馆
（1822）、美国三藩市人和会馆（来自梅县、宝安、
惠阳、赤溪的广东客家人于 1865 年成立）等。

这些客家会馆竭尽所能地帮助同乡找到生计
以安定生活，组织同乡共同祭祀神明、先人和安葬

同乡、慈善福利以获得精神寄托，构建海外客家文
化秩序，为客家华侨提供了及时、有效的社会和文
化服务。

（一）提供共同祭祀、安葬同乡等服务，以传

承传统信仰与习俗

槟城嘉应会馆，在 1860 年及 1892 年重修后，

将其会馆分上下两堂，下堂供奉关帝神像，配有木
刻匾额对联，上堂则设神主龛，供奉同乡祖先牌位，
1895 年会馆购置大伯公街 24 号店屋作为医疗所，
为同乡提供医疗服务。这是这一时期客家会馆场所
典型的空间功能设置，从其设置可看出为华侨提供
的服务——祭祀神仙、先人以及宗亲互助。

客家华侨为了在陌生的环境中祈愿顺心顺意、
祈求逢凶化吉，求得心理慰藉，客家人将原乡的信
仰带来乔居之地，成立的祠堂、寺庙或者道馆为基
础的社团，以组织、料理祀奉、祭祀等事宜，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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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基，接济同乡、团结同乡。为了祭祀先人，客

家华侨会馆在新居之地成立祠堂、义祠等，以组织
和料理在他乡去世先人的殓葬、祭祀等事宜，使中
原的祖先崇拜在海外客家人中传承下来。

美国三藩市人和会馆在 1865 年成立前的前身
是应福堂，该堂最重要的活动是安葬在他乡去世的
先人于义山，并组织清明、重阳春秋二祭的祭拜活

动，视为客家人祖先崇拜在他乡的延续，并且还遵
从客家人特有的二次葬习俗，每隔十年，将安葬在
义山的先人起开遗骸和遗物，指派专人乘坐轮船，
途经香港等地，将其带回家乡最终安葬。从其会簿
记录来看，这份珍贵文献的时间跨度是从清代的同
治、光绪、宣统到民国时期，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

初，记录了应福堂以及嘉应同乡会部分会员的安葬
和迁葬情况。[2]从会簿记录看，除了由运送先人遗
骸回乡的条例，还有一些对会员进行接待互助的记
录，在中转站的香港，也有慈善医疗机构如东华医院
给予会员帮助。

除此之外，客家会馆还集同乡之力出资购地设

立坟山，安葬同乡，对坟山进行管理。如在新加坡，
1885 年，丰永大公司开辟了毓山亭，同年，三和
会馆开辟了三和义山；1887 年应和会馆在荷兰路
开辟了双龙山；惠州客属人士则和广帮在淡申路开
辟了广惠肇碧山亭。1844 年建庙的客属八邑福德
祠望海大伯公则由丰永大和嘉应五属客家人共同

管理。[3]

受道教和万物有灵信仰的深刻影响，客家人信
奉道教传统神仙人物、土地神，以及先圣先师，同
样在海外客家人也依据原乡宗教信仰建立庙宇、道
观、祠堂等，组建相关的管理委员会，以组织和料
理祀奉、祭祀等事宜，并以此团结乡亲。

在槟城，1810 年成立了福德祠，祀奉土地
神——槟城华侨移民先贤“张理、丘兆进、马福春”。
“马来西亚槟城华人之间，长期流传着张理与两名
结义兄弟的神话，说他们生前到槟榔屿开垦拓殖，
死后庇佑当地先民，成为保佑地方华人的‘大伯
公’……海珠屿大伯公既然被视为当境福德土地正

神，又是特定客家先贤仙逝转化成神……五属之
间，又将张理等三位结义兄弟视为本区域客家人开
拓祖神，除了共同拥有和管理神庙业产，定期共同
祭祀，也各自另有专为祭祀尊神的结社。”[4]

在南美洲，远赴此地的客家华工以共同祀奉的
关圣帝君为纽带，组织成立义堂以互助。在苏里南，

1880 年，来自惠州、东莞的客家人成立广义堂。
该堂正门对联为“广联声气，义冠华洋”，供奉关

云长为神明，以示华侨应如桃园三结义，团结一致，

共同奋斗。在秘鲁，1891 年，远来的客家华工组
建了同升堂，后改为同升会馆，意为会馆成员“同
声同气”互帮互助，会馆内供奉保护神关圣帝君，
同时接济远来的同乡，帮助其适应新环境。在毛里
求斯，1874 年，嘉应州客家人成立关平庙，为关
帝庙之分庙，不仅以供奉关圣帝君为情感纽带，还

以此团结客家人，相互扶持，后来改为仁和会馆。
（二）提供安顿新侨、教育子弟、医治同乡的

服务，以传承崇文重教、敬老济困等优秀传统文化

彼时，随着前去海外的客家劳工越来越多、海
外客家华侨人口增加、侨二代出生等，客家会馆还
应时担负起安顿新侨、教育客侨子弟、医治同乡等

责任。
在苏里南，客家会馆的互助几乎包括了生活的

所有方面，从住房、就业和社会救助到接待新来的
客家移民[5]。秘鲁利马的客家会馆——同升会馆，
在 1891 年筹足资金购买土地建馆后，把该馆的第
一层用于临时安置刚刚抵达秘鲁的广东台山赤溪、

中山来的客家老乡，还在秘鲁的其他城市设立了分
会馆，远道而来的客家新侨大多都会先到会馆，利
用老侨建立起来的遍布秘鲁的沿海港口城市和内
地村庄的商业网络，寻找生计和投靠亲人，如此一
来，会馆不仅是新来乍到的客家人临时歇脚的地
方，而且也是他们日后发展的中转站。[6]

1871 年，马六甲惠州会馆重建馆宇并创办惠
民学校，培育侨童。在吉隆坡，开埠元勋叶亚来创
建吉隆坡惠州会馆，1884 年附设私塾于馆内，所
教授的内容以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为主，“并从惠
州家乡聘请举人叶树纲先生负责教学工作”[7]，教
授同乡及其子女读书写字以及中华传统文化。1826

年嘉应同乡在森美兰州芙蓉创立森美兰梅江五属
会馆，随后创办的启华小学，使得客家学子受惠匪
浅。1890 年新加坡茶阳会馆创设“回春馆”，是当
地第一间宗乡会馆设立的医社。1895 年，槟城嘉
应会馆设立医疗所，为同乡提供医疗服务。

成立于 1822 年的新加坡应和会馆以“共奉一

龛香火”的神庙形式出现，协助新抵的客家人觅得
栖身及工作之所，协助族群解决衣食住行等的基本
生活问题。而后随着南来客家人增加，“五华同乡
总会”、“嘉侨同乡会”、“兴宁同乡会”、“嘉应五属
公会”、“梅蕉平同乡会”等社团相继成立[8]。

来自同一姓氏的客家人亦组建宗亲会馆以互

助、维系情谊。马来西亚，1892 年，吉隆坡的开
埠元勋、著名客家人叶德来（亚来）创建了雪兰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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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氏宗祠，由惠阳等地而来的叶氏族人在此会馆之

下，团结友助，资助教育，致使延绵百年而兴盛不衰。

可见，19 世纪的海外客家人所建立的会馆，

多是以地缘、神缘、血缘为纽带而成立的同乡会馆、

庙宇祠堂和宗亲祠堂。有些同乡会馆、庙宇祠堂和

宗亲祠堂是相互交织的，如在同乡会馆里会供奉关

圣帝君，在福德祠里是客家同乡共同祀奉的土地

神，宗亲祠堂里也有各自供奉信奉的神明等。

这一时期的客家会馆仍然有原乡宗亲组织社

会管理职能的烙印，更多是为客家籍的华侨提供共

同祭祀神明和先人、安葬同乡、安顿新侨、教育子

弟、医治同乡等服务，以传承祖先崇拜和宗教信仰

与习俗，传承崇文重教、敬老济困等优秀传统文化

等，给海外客家华侨予物质帮助和精神慰藉，维持

海外客家华侨的社会和文化秩序。

二、客家华侨华人会馆与社团向海外华

侨华人提供公共产品（1880～1950）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上半叶，由于去往南洋、

印度洋群岛、大洋洲、美洲、南印度洋等地的客家

人逐渐形成规模，海外客家人社会渐成，世界各地

随之建立的客家会馆也越来越多，更具有包容性的

客属会馆亦纷纷建立，出现区域性的客家族群会馆

和社团，如泰国客属总会、南洋客属总会等。同时，

会馆和社团的种类超越了血缘、地缘和神缘，开始

组建起业缘、学缘、文缘等社团。与此同时，海外

客家华侨华人所在居住国（地区）政府对华侨华人

会馆等社团组织进行限制性的规范管理，海外客家

会馆和社团因而进一步规范会馆组织，建立董理事

制度，在当地政府注册成立合法社团，开展各项活

动，为海外华侨华人提供服务。

为了加强团结、传续中华文化和客家文化，海

外客家会馆和社团除了延续还应时代变化，为客家

华侨华人甚至是他属的华侨华人提供更多的公共

产品，如：致力于设立新式华文学校坚持华侨教育，

设立医疗救治机构以行善济贫，募捐开展救国事

业，客家行业社团积极为行业服务等。客属会馆和

社团的功能进一步扩展，在海外客家华侨华人社会

甚至在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一）持续提供传统信仰服务、探索创新文化

传续方式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东南亚各客属会馆和社

团的领袖和成员都积极募捐购地和置房，以做社团

固定之场所，同时通过房产和会员捐赠为收入，以

此为财力基础，管理传统的庙宇、祠堂、义山等，

为客家甚至其他各属的华侨提供祭祀祖先、侍奉神

灵的传统信仰服务。

在新加坡，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由于绿野亭

坟山无法提供丧葬用地，嘉应五属开始寻求新的坟

山用地设立本属义山，客家先贤钟秀元等人向英殖

民政府申请获得双龙山，作为安葬先人的“五属义

山”，并在坟山内设“五属义祠”，以安放五属先人

的神主牌位，应和会馆作为嘉应五属会馆，承担起

义山的管理和运营之责，会馆一方面修建和管理坟

山，一方面组织会馆成员以及下属社团对归葬于双

龙山的嘉应五属先人进行“春秋二祭”，也即是清

明和中秋的祭祀，同时还参与组织广客帮青山亭和

绿野亭总坟的春秋二祭。

初创于 1910 年的泰国客属总会，下辖六座神

庙，为关帝庙、三奶夫人庙、汉王庙、吕帝庙、观

音庙和本头公庙，为获得泰国政府承认的管理权，

泰国客属总会推荐每一神庙监察一人、保管五人而

组成保管委员会向政府注册，均有客属人士担任，

后获得政府批准，给予执照，保管委员会恪尽职守

管理和运营庙宇和举办宗教仪式，使得客属华侨以

及各属华侨的传统宗教信仰得以传承。

客家会馆和社团还探索创新文化传续方式，积

极聚合知识人士的研究力量，推进客家文化研究。

各会馆和社团也积极出版刊物——会馆周年纪念

刊、人物传记等，如 1930 年代新加坡丰顺会馆出

版的《鹏湖月刊》等。这些出版物在书写客家会馆

创办历史的基础上，叙述客家先贤的本土拓殖奋斗

史，介绍原乡的历史文化变迁，以文字的方式记录

和传承客家文化和中华文化，借此凝聚当地客家

族群的力量，使当地客家后裔能在出版物中进行文

化寻根，借此寻找和维持客家族群和文化归属感。

（二）创办新式教育和医疗机构

20 世纪初，随着晚清政府教育改革在海外传

播与推动，以及受到维新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影

响，海外华侨华人纷纷建立新式学校以传承和弘扬

中华文化，为华人子弟在当地更好地生存发展创造

良好的教育条件。客家华侨华人会馆秉承崇文重教

的客家传统、顺应时代变化和当地华人生存和发展

的需求，积极筹建新式学校，为当地华侨子弟提供

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和平台。

成立于 1822 年的新加坡应和会馆，在 1905 年

创办应新学校。这是一所经英殖民政府正式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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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新加坡现代教育之先河的华文小学，在包括新加

坡在内的东南亚现代华文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

地位。1926 年，会馆还在“五属义祠”内设立应

新分校，以应更多华人子弟入学的需求，创立初期

以招收嘉应五属子弟为主，授课语言为客家话，但

从 1938 年的入学新生籍贯来看，有揭阳、潮阳、

上海、江西的学生，说明招生范围尽管是以客属为

主，但也面向其他华人属群招生，这印证了客家护

侨华人会馆创办的新式学校不断扩大招生范围，为

更多的华侨华人子弟提供新式教育服务。

新加坡茶阳会馆 1906 年创办启发学堂，之后

改名“启发学校”。成立于 1805 年的马六甲惠州会

馆，原设私塾惠民学校生员大增，在 1903 年，由

客侨汤福寿（惠阳水口乡人）捐献巨资，扩建修葺

馆舍，改为新式学校。1911 年，马来西亚霹雳嘉

应会馆创办明德学校，作育英才宣扬文教。1913

年，雪隆惠州会馆把原来私塾改为新式小学，取名

“循人学校”。雪隆嘉应会馆于 1917 年在吉隆坡创

办中国学校，直到现在该校董事长仍为该馆会长担

任。古晋嘉应同乡会，也以本馆为校址，开办“公

民学校”，不仅招收同乡学童，其它各属人士之子

弟，均深受其惠。

成立于 1874 年的毛里求斯仁和会馆，在 1904

年向当地政府登记注册，会馆在 1912 年创办了“新

华学校”，教授客家后裔中国话，传承中华文化，

为当时南非洲地区华人的最高学府，吸引邻岛法

属留尼汪岛等的华人子弟前来就读，鼎盛时期曾有

1 000 多名全日制学生。

在泰国，1910 年成立“暹罗客属会所”，1927

年，伍佐南与叶云舫等人发起改组客属会所，向当

地政府申请立案，使之成为合法社团。泰国客属总

会还帮助泰国各地的客家人组建客属会馆，下属有

合艾客属会馆、呵叻客属会馆、坤敬府客属联谊会

馆等 28 个客属会馆。1913 年建立进德学校，为当

时泰国华人最早之华文学校，二战结束后，复办“暹

罗进德公学”，泰国华侨华人蜂拥而至该学校学习

中文，另租场地设立“暹京进德学校”分校，为华

文教育贡献良多，并延办至今。

而在荷属东印度群岛，雅加达的客属侨领主动

打破华人属群之间的隔阂，号召组建中华会馆以及

创立新式华文学校。1900 年初，雅加达的客属侨

领丘燮亭组织客属华侨成立巴城中华会馆（雅加达

以前旧称巴达维亚，简称巴城），打破会党族群之

间的隔阂矛盾，号召华侨戒除铺张浪费、吸食鸦片、

赌博等陈规陋习，倡导华侨学习中文，宣传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开创了荷属东印度的华人社团新

局面，20 多个省份设立了 30 个分支机构。该中华

会馆明确了章程和会员的权利义务，受到广府、客

家、潮汕三大方言群体的拥护。

1901 年，巴城中华会馆大力支持创立巴城中

华学校（八华学校），巴达维亚的华人子弟因而有

了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这促进了荷属东印度的华

文教育快速发展。在爪哇岛，在中华会馆各地分支

机构支持下建立的华文学校纷纷诞生，两年内新式

华校就建立了 13 所，1908 年，增加到了 44 所。

1926 年，爪哇全岛华校有 73 所。外岛的新式华文

学校在当地客属会馆和侨领的支持下也纷纷建立，

如勿里洞岛丹绒斑斓中华学校、邦加勿里洋中华学

校等。

客属会馆还积极筹办医疗卫生机构，为更广范

围的华侨华人提供医疗救治服务。新加坡应和会馆

为了帮助五属移民解决医疗问题，于 1920 年代设

立嘉应留医院。泰国暹罗客属总会在 1939 年，专

门将其会馆所在地群英楼修建作为赠医处，并通过

筹集资金建立起产科医院，在 1948 年经过筹集资

金购买房产，向政府注册，建立客属公立医院[9]。

马六甲惠州会馆所属同侨募集资金，在 1923 年建

立医社，为同侨贫病者解除疾苦。

（三）开展救国事业

20 世纪 20、30 年代，全球笼罩在法西斯的阴

影之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客属会馆和社团

在海外积极支援祖国的抗日战斗。

早在 1928 年日本制造南京惨案之后，美国旧

金山人和会馆（以客家人为主）等 28 个团体组成

美洲华侨对日外交后援会，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

货，“九一八”事变之后，人和会馆更是和各地的

客家同乡会与中华各侨团联合通电声讨日本侵略，

组织据日会，抵制日货，举行大规模示威。人和会

馆始终坚持在中华会馆统领之下，参加据日会的各

种斗争，如阻止运送钢铁至日本。

1937 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为救国难，世

界各地客家华侨纷纷建立客家筹赈会等，积极以各

种方式声援、援助祖国抗战。

1938 年 8 月，南洋客属总会举行 10 周年纪念

大典，时值抗战，为了支援祖国抗战，大会召开期

间，举行游艺筹赈大会，总计筹款国币 30 多万元，

打破侨团单独筹款纪录。[10]新加坡丰顺会馆响应南

洋客属总会的抗日救亡号召，联合各团体卖花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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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款，组织义工团义唱，国术团也进行多次义演，

同时旗下的《鹏湖月刊》大力发表华侨的抗日作品，

如小说、评论、剧本等①。丰顺籍客侨陈寄虚受泰

国华侨的委托，回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

议，会后立即返回泰国参与组织成立“华侨抗日救

国后援会”，以筹集捐款和物资支持中国国内的抗

日战争。

新加坡茶阳会馆组织南洋华侨战地服务团（也

称南洋华侨青年义勇军），将许多爱国华侨青年运

送回祖国，参与战时运输任务。在泰国，抗战爆发

后，惠州客家华侨组织“抗日后援会”、“曼谷各界

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动员旅泰惠州籍华侨出钱

出力，支援祖国抗战。“抗日后援会”组织客家华

侨青年钟若潮、钟育民、王丽、冯愈、郑志梅、陈

家猷、连克仲、郑戈、叶金盛等回国参加“东江华

侨回乡服务团”，奔赴抗日前线。在荷属东印度（今

印尼），泗水华侨林降祥等组建“民族抗日大同

盟”，后与另一抗日团体“反法西斯大同盟”合并，

成立“抗日民族大同盟”，开展抗日活动。

（四）组建行业社团、为行业服务

随着海外客家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客家华侨

华人超越了血缘、地缘和神缘，开始组建起业缘、

学缘、文缘等社团，也即是从事同一行业、经历相

同教育历程、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客家人，成立了

行业协会、文化社团等相互照应、联络情谊。

海外客家人在侨居地往往因家族、宗乡经营等

因素，形成客家族群产业，如新加坡典当业多为大

埔客家人经营，中医药多为福建上杭客家人经营。

马来西亚全国各地的药材店和中医诊所多为客家

人所开设，而在荷属东印度的客家人多开日杂店

铺。海外客家人为了在原来传统优势的行业中坚守

和发展，同行业的客家人开始组建行业协会交换智

识、互帮互助。

在荷属东印度（今印尼），由于客属华侨多开

“亚弄店”从事小商品贸易，于是首创“亚弄”公

会，建立章程，促使其健康发展；1900 年代初，

在雅加达成立了中华会馆的同时，在荷属东印度的

华侨华人还成立了中华总商会，许多客属华侨纷纷

加入此商会，以期巩固“华侨地位、发展华侨商业”。

除此之外，在各岛都成立了大大小小的行业公会，

如糖业公会、米业公会、豆业公会、薯业公会、椰

业公会等数十家。1934 年，在泰国侨居的客属商

人组建了“华瀛商会”，互通信息，发展商业。

在马来半岛的客家人从事中医药行业，也纷

纷成立行业协会，服务行业发展。1946 年 10 月，

新加坡中医行业成立“新加坡中国医学会”；1945

年，马来西亚吉隆坡中医界同人为发扬中医学

术，创建雪兰莪中国医学会，创编《医学新声》

季刊，创办中医教育，培训中医接班人。1955

年，马六甲的客家中医药从业者成立马六甲中医

公会。

1937 年，在怡保的小矿业主刘伯群等人组建

霹雳华侨矿务公会，争取和维护小矿业主的利益。②

1945 年，成立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帮助矿务业

主向当局提请建议，解决问题。

此外，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受到国内康梁维

新派和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思想影响，本着继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和宣传先进思想，海外客家人的文化

艺术社团也纷纷建立。

在荷属东印度（今印尼），巴城中学设立以后，

巴城中学校友会成立，此后，以该校友会为中心，

各地成立了校友会，这些校友会受到革命党同盟会

的影响，倾向革命，还以书报社为名义开展革命活

动。民国成立以后，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各

地校友会不仅散发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期刊，还集会

演讲，积极声援国内的反帝反封建斗争。20 世纪

20 年代，国内进步青年避难到荷属东印度，带来

了先进思想，组建新一批社团，如华侨青年会、华

侨联欢会、中华妇女联合会、中华体育会、合唱团、

音乐社等。在荷属东印度的劳工阶层，为了提高文

化水平和团结互助，也建立起了职员公会、木匠工

会等，1938 年，巴城成立了中华劳动会，不久又

成立了爪哇中华劳动联合会。[11]

三、结语

从 19 世纪开始，客家会馆安置新侨助就业、

救济贫病，共同祭祀祖先和神灵；购置义山和义亭，

安葬客属先人，设立义学，启蒙客家子弟，传承传

统信仰和客家文化。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

随着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传统祭祀组

织、慈善福利的功能得到传承和强化，但是安置新

侨、调解纠纷的职能消失或弱化；新增的功能，为

更广阔的海外华人族群带来更多公共服务产品，如

创办新式教育、培育新民；成立行业社团维护、协

①《新加坡丰顺会馆一百三十周年纪念特刊》,2003
年。

② 马来西亚华人矿务总会编著委员会《马来西亚锡矿
工业的发展与没落》,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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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华侨华人经济利益；成立文缘性社团，有力凝聚

和增强客家甚至是当地华侨华人的精神力量，在抗

日之际，客属会馆积极组织筹款筹物援助、组织华

侨回国抗日，为祖国抗日做出卓越贡献。具体如图

1 所示：

图 1 海外客家会馆功能演变

由此可见，海外客家华侨华人会馆和社团，不

论经历多少桑海沧田，其为客属同胞联络乡情、互

帮互助、传承客家文化上坚守本心，赓续客家文化

和中华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中，勇担时代要务，

为华侨华人提供及时、有效的社会和文化服务，积

极推动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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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nction of Overseas Hakka Association in 1800～1950

YE Xiao-li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Jiaying University, Meizhou 514015, China）

Abstract: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According to the location, blood, dialect, et, Early overseas Hakka established associations to help new overseas Chinese settle in, offer

sacrifices to gods and ancestors together, and bury fellow.With the chang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the

vicissitude of the times, all kinds of new associations have emerged. They opened new schools to foster new people, carried out the

cause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serviced industries. Overseas Hakka associations adhered to the essence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shouldered the important tasks of the times.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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