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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纵横 AROUND SOUTHEAST ASIA 2003. 5 ☆

论菲华商联总会成立之背景
●朱东芹

菲华商联总会 , 1954 年 3 月成立于马尼拉 , 初名菲

律宾华商联合总会 , 1962 年更名为菲华商联总会 , 简称

商总。作为菲华全侨最高领导机构 , 成立近半个世纪以

来 , 商总对战后关系菲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 ———华菲

融合、中菲关系、华人经济及菲律宾经济的发展、华人社

会与菲律宾社会的发展等都起到了重大影响 ①。近年来 ,

随着华菲融合与中菲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 它在菲华

社会、菲律宾主流社会乃至中菲外交中的地位也更加引

人瞩目 ②。然而 , 目前学术界相关的研究才刚刚展开 , 已

有的成果主要局限于对商总组织机构及功能的简单介

绍 ,笔者将其列为研究的主要课题 ,而本文则是此专题研

究的一个开篇。透过这段历史的研究 ,不仅有助于了解商

总的发端 ,而且有助于深入了解当时的菲华社会。

菲华商联总会可谓生于忧患 , 而忧患来自内外环境

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外部环境即指菲律宾大社会 ,内部环

境即指菲华社会自身 , 正是战后初期侨社所面临的严峻

的外部与内部环境促成了它的诞生。

一、外部环境

战后 , 菲律宾实现了独立 , 民族主义思潮空前高涨 ,

“菲人第一”的口号甚嚣尘上。在经济领域 ,各种菲化案相

继出炉 ,华侨经济遭遇困境 ; 在政治上 ,菲律宾追随美国

积极反共 ,动辄大肆搜捕共产党或共产党嫌疑分子 ,整个

社会不时被一种恐怖气氛所笼罩。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对

战后菲华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1. 菲化案层出不穷

战后 ,菲律宾民族主义思潮高涨 ,不少政客为了追逐

政治地位鼓动政潮 ,极力宣扬菲化。在经济领域中 ,民族

主义分子将华人列为首要的打击目标 ,他们以“华人控制

了菲律宾的经济”这种夸大了的论断为口实 ,积极鼓吹经

济国有化 , 亦即菲化运动 , 不断提出涉及各行业的菲化

案 ,欲将华侨经济致之死地而后快。战后以来 ,提交国会

的菲化案逐年递增 , 1945 年仅有 4 件 , 第一届国会期间

(1946～1949 年) 增至 10 件 , 到第二届国会期间 (1950～

1953 年) 上升至 30 多件 , 到了 1954 年第三届国会召开

时 ,已骤增至 77 件 ③。而就是在第三届国会上 ,一个与绝

大多数华侨的生存休戚相关的零售商菲化案被提了出

来。此提案规定 :凡非菲籍公民及资本非全部为菲籍公民

所主有的公司 , 均不得直接或间接经营零售业 ; 在 1954

年 5 月 15 日零售商菲化律生效以前经营的外商可以经

营到其死亡或者自愿休业为止 , 但他的后裔或遗产管理

人不得继续营业 ,且仅予六个月的期限清理店务等等 ④。

而在菲律宾 , 华侨历来以经营商业为主 , 而商业中 , 又以

零售业为主 , 正是星罗棋布的菜籽店构成了华侨商业的

主体 ,据查 1954 年全菲有外侨零售商 20268 家 ,绝大部分

为华侨 ⑤。若此案通过 ,众多以零售业为生的华侨将面临

生存危机 , 这意味着菲华社会将遭受沉重打击 , 所以 , 零

售商菲化案一经提出 ,菲华社会一片哗然。为阻止提案的

通过 , 马尼拉中华商会作为菲华社会的主要代言人积极

展开活动 , 国民党政府驻菲律宾大使馆也参与其中 , 然

而 ,结果并不如人意 ⑥。

菲化浪潮使菲华社会穷于应付 , 不料又发生了禁侨

案 ,华社更感雪上加霜。

2. 禁侨案的发生

战后 ,世界分裂成两大对立的阵营 ,菲律宾在政治和

外交上追随美国 ,积极反共。在菲化案弄得华侨社会焦头

烂额的同时 ,又于 1952 年 12 月 27 日突发禁侨案 ,一时间

华社人人自危。是日 ,菲律宾军部以抓捕“共产党及共产

党嫌疑分子”为名出动大批军警 , 一天之内即在马尼拉、

南吕、北吕等地拘捕了 300 余名华侨 ,被捕华侨中不乏侨

界名人 , 有些还是国民党组织或反共组织的头目 , 以“共

嫌”名义被抓实属无辜 ,菲军方此举使华社陷入一片惶恐

之中 ⑦。此后 ,各地还陆续有华人被当作“共产党员或共产

党同情者”被捕 ,一时间红帽子乱飞的情形使华社笼罩在

恐怖之中。为解救禁侨 ,马尼拉中华商会与国民党驻菲大

使极力活动与疏通 ,然而进展缓慢。

二、内部环境

层出不穷的“菲化案”以及“禁侨案”使菲华社会面临

前所未有的压力 , 值此外患之际 , 菲华社会还得面对内

忧 ,此时菲华社会内部矛盾重重 ,形同一盘散沙。

1. 菲华社会缺乏团结

战后初期 ,受中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 ,加之日占时

期形成的敌对情绪的抬头 ,菲华社会内部斗争空前激化 ,

社团与社团之间以及社团内部领导人之间斗争十分激

烈 ,战时所建立起来的团结协作关系已不复存在。由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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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报》2003 年 3 月 27 日报道 ,中国在新加坡从事工程和劳务承包的企业有 50 多家 ,在新劳务

人员约 10 万 ,可以说建筑业是中国企业在新加坡参与范围最广、程度最深、了解最透的行业。

战后菲律宾追随美国 ,坚决反华反共 ,与国民党政府发展

外交关系 , 使台湾国民党政府得以积极插手菲华社会内

部事务 , 在国民党驻菲大使和国民党菲律宾总支部的渗

透下 ,亲台情绪逐步主导了华社主流 ,菲华社会成了国民

党政府最为忠贞的“海外侨社”⑧, 亲台系的势力占据优

势 ,中间派及亲大陆力量则受到压制和打击 ,华社的整体

力量无形削弱了。在社团内部 ,一些亲国民党的新侨领在

国民党的支持下也力图从旧侨领手中夺取侨社的领导

权。最典型的就是马尼拉中华商会 ,战后以来商会内部高

层领导矛盾重重 , 亲国民党的杨启泰因与当时的理事长

施性水意见相左 ⑨, 遂脱离商会而组建华侨福利促进会 ,

造成商会的分裂 ,马尼拉中华商会实力也因此被削弱。

2. 马尼拉中华商会难当重任

马尼拉中华商会的前身是成立于 1904 年的小吕宋

中华商务局 , 1927 年更名为菲律宾中华总商会 , 1931 年

改为现名。成立以来 ,对促进华侨经济的发展、维护华侨

利益做出了重大贡献 , 尤其是 20 世纪 20 年代起抗争西

文薄记案、菜市菲化案及零售商菲化案等方面成效卓著 ,

因而历来被视为菲华社会主要代言人、当然的领袖机

构。然而 ,到了战后 ,马尼拉中华商会的地位与能力却受

到了质疑。一方面 , 到了战后商会领导层实力已不及从

前 , 诸如邱允衡、施光铭、李清泉等兼具声望与财力的领

袖人物寥寥无几 , 新的领导层虽热心服务侨社却实力不

足 ,难以应付全局 ;再加上杨启泰等人脱离马尼拉中华商

会而另组华侨福利促进会 , 使马尼拉中华商会实力进一

步削弱 ; 另一方面 , 马尼拉中华商会属地区性组织 , 按其

章程 ,只接受马尼拉地区商家作为会员 ,而不接受各省商

家 ,到战后商会会员仅包括马尼拉市的二三百家商店 ,因

此华社有人提出 ,希望马尼拉中华商会能打开门户 ,广纳

全菲会员 ,但遭到商会理事长施性水的拒绝 ,因而即有人

提出“必须有一个总的机构之设立 ,作通盘计划。交涉不

利法案 , 应付菲化浪潮 , 调查市场的供求 , 策划投资的趋

向 ,研究工商的管理、人力的运用 ,以及改良侨社 ,维护侨

益。这些任务 ,固非一个人 ,或一个少数人的集团所能胜

任”⑩,因此认为马尼拉中华商会不能代表全侨 ,难当代表

全侨为华社争权益的重任 , 应当另行组织一个全侨的最

高机构取而代之 �λϖ。

此外 ,国民党方面的态度也值得注意。为控制整个菲

华社会 ,国民党方面当然希望华社保持团结 ,对华社的领

军人物 ———马尼拉中华商会也予以重视 ,在应对菲化案、

禁侨案等诸多问题上都与商会协调行动 ,然而 ,在禁侨案

问题上 , 马尼拉中华商会所表现出来的独立性令国民党

方面不满。原因在于 ,当国民党的政府大使馆积极配合菲

当局搜捕所谓华人中的“共产党及共产党嫌疑分子”时 ,

总商会的领导人却站出来对当局的搜捕行为表示反对 ,

以此保护华人企业免受“搜捕”名下的袭击和骚扰。在此

问题上 , 总商会未对国民党亦步亦趋而表明了自己的态

度 , 显然 , 尽管总商会领导层有国民党党员 , 但它并没有

完全按照国民党的愿望密切与其合作 , 因而招致了国民

党的不满 �λω。对马尼拉中华商会的不满使国民党有意在

菲华社会另树一面旗帜 ,因而 ,当华社内部有人以马尼拉

中华商会不能代表全侨、固步自封不能因应时局领导华

社而力促组建一个全侨最高机构时 , 国民党方面表示了

支持。

严峻的外部及内部环境将组建一个全侨最高机构的

重任提上了议事日程。在 1947 年、1951 年及 1952 年马尼

拉中华商会主持的全菲中华商会的理事长会议上 , 均有

人将此问题提出 , 希望设立一个中华总商会 , 然而 , 均无

果而终。这样的全菲中华商会的理事长会议已连续召开

多次 ,但并未解决多少实际的问题 ,也未能扭转华侨的厄

运。而此时 ,菲化浪潮更加汹涌 ,华侨处境也更加艰难 ,组

织一个全菲的领导重心 , 已经成了一件必须而且刻不容

缓的事情。正是在这种情形下 ,1953 年 3 月 19 日傍晚 ,百

货商会的理事长王国来在商会职员就职仪式的致词中 ,

再次提出组织华社中心机构的主张。经过半年多的努力 ,

此建议已得到了马尼拉及近郊等 14 个商业团体负责人

的支持 ,大家同意设立商联以推进组织全菲最高机构。在

这些主干人物的推动下 ,参加者也越来越多。一位强有力

的华社大员 ———米业商会暨糖业商会的理事长蔡文华也

加入进来 ,由其出面 ,于 1953 年 9 月 22 日召集了 20 多个

商会的负责人开会 ,具体交换意见。会议决定邀请在华社

身负众望的杨启泰 (华侨福利促进会主席) 、姚乃昆 (福利

会兼马尼拉中华商会副理事长) 、林为白 (福利会副主席

兼马尼拉中华商会外交主任) 3 人出面领导 ,以引起华社

的普遍响应。3 人对此重任欣然接受 , 即于 1954 年 1 月

12 日邀集各途商会会议 ,讨论组织商联事宜。15 日 ,由 23

个途商酝酿组织之商联宣告成立 ,此后 ,仍有各途商会不

断加入。商联成立后 ,一方面 ,积极与马尼拉中华商会协

商 ,希望它以会员身份加入即将组织的最高机构 ;另一方

面则积极筹备全菲华侨各商业团体代表大会 (亦即“商

大”) ,借此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 ,产生一个确能代表全菲

每一地区、每一途商的中华总商会。1954 年 3 月 26 日 ,第

一次全菲中华商会暨各途理事长大会假座马尼拉皇后戏

院召开 , 来自全菲的 216 个商会、521 名代表参加了此次

大会 ,在 29 日的第三次会议上发表宣言 ,宣布成立“菲律

宾华商联合总会”为全菲华商最高机构 , 以“团结全菲华

侨配合中菲两国国策 , 谋求全侨福利 , 努力发展工商业 ,

增进当地繁荣 ,加强友好关系”为宗旨 ;为此 ,要求全侨以

商总为重心 ,“⋯⋯通力合作 , 以解决我人面临之共同问

题 ⋯⋯”�λξ。菲律宾华商联合总会的成立宣告战后菲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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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华社摆脱了群龙无首、一

盘散沙的局面 ,而呈现出相对团结的趋势。身为全侨最高

机构 , 菲律宾华商联合总会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护侨的

重任。

作为菲华社会抗争“菲化案”、“禁侨案”的直接产物 ,

菲律宾华商联合总会在其成立后的十年间 , 即着重精力

解决这两个问题 ,尤其是菲化问题。但由于菲化是当局的

既定国策 ,所以 ,尽管它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直到 1962 年

马加伯尔总统上任之前 , 它并没有能从根本上阻止菲化

浪潮的加剧 ,在其成立后 ,包括木材、椰干、米黍、烟草、食

糖等许多华人占据优势地位行业的菲化案又一一在国会

通过。尽管它未阻止菲化案的通过 ,经过它的抗争 ,一些

法案得以推迟施行 ,一些苛刻的条款得以修订 ,仍为华社

挽回了不少权益 �λψ。禁侨案也在以菲律宾华商联合总会

为首的各团体的大力营救下 , 以 1961 年 12 月 26 日贾西

亚总统签准全部释放而告结束。除了被动地应对菲化案、

禁侨案以维护华侨权益之外 , 菲律宾华商联合总会还积

极致力于服务华社。菲律宾华商联合总会成立后不久 ,即

组织东南亚工商考察团 ,前往邻国考察 ,为菲化危机中的

侨胞寻找商机 ;通过提供商业资讯及经济资助的方式 ,鼓

励和辅助侨胞由商业转向制造业 ; 通过举办师资及文艺

讲习班来提高华社的整体文化素质 ,凡此等等 ,得到了华

社的肯定 , 菲律宾华商联合总会的全侨最高机构地位也

得到了加强。与此同时 ,菲律宾华商联合总会还积极服务

于菲律宾大社会 ,通过对菲律宾政府政策的支持、对频遭

灾难菲人的救助以及捐建“农村校舍”的大力推行 ,等等 ,

都有力地促进了华菲融合 ,为菲华社会、菲律宾大社会的

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商总打

破政治樊篱 ,开始了与中国大陆的交往 ,为菲华经济及中

菲经贸的发展拓展了空间 , 此举赢得了菲华社会及菲律

宾主流社会的普遍赞誉。再过一年 ,商总将迎来它 50 岁

的生日 , 我们期待它在促进菲华社会与菲律宾主流社会

的发展、促进中菲关系的发展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注释 :

①菲华文化名人、《世界日报》编辑吴文焕先生在为

商总前秘书长邓英达先生的回忆录《我在商总三十年》所

作的引言中这样评价 :“商总作为三十年来菲华社会的最

高机构 , 在三十年来的菲华社会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

色。菲华社会三十年来的变化 ,许多重大的事件 ,都同商

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 ,一部商总三十年的历史 ,在某

种意义上也可说是菲华社会近三十年来的历史 , 在一定

程度上反应了菲华社会三十年的变化。”“商总的历史 ,菲

华社会三十年来的历史 , 对于菲律宾华人的整个历史都

具有重要的意义。”邓英达 :《我在商总三十年》,马尼拉 :

菲华商联总会 ,1988. XII.

②菲律宾华人社团数目众多 ,达两千多个 ,商总为领

军人物。有人将商总、马尼拉中华商会以及 1998 年 1 月

成立的菲华工商总会并称为菲华三大社团 , 此说值得商

榷。因近年来马尼拉中华商会致力经营医院及义山 ,疏于

商务活动 ,在菲华社会的影响力已不及从前 ;菲华工商总

会成立不久 , 且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 , 实力尚有限 ; 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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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驻新加坡使馆经商处提供的资料 , 普通浮法玻璃是中国对新加坡出口增长最为迅猛的玻璃产品 , 由 1999年的 14. 2万平

方米增长到 2000年的 31. 6万平方米 ,2001年为 30. 3万平方米 ,比 2001年略有下降 ,2002年猛增到 107. 9万平方米 ,占新该种玻璃总

进口量的 51. 5 % ,远远超过马来西亚 (39万平方米) 、泰国 (23万平方米) 、印度 (19万平方米) 。另外 ,中国对新加坡出口有色浮法玻璃

从 1999年的 5. 5万平方米增长至 2002年的 29. 2万平方米 ,但仍未达到最高年份 2000年的 34. 9万平方米。经 贸 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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