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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商联总会(以下简称 商总 一编者)成立近

50年来,在不断的自我努力中逐渐在人们心目中树立

起菲华人社会最高领导机构的地位。我们觉得, 商

总 在谋求华人社会自我发展、融入主流社会和向外拓

展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因而功不可没。

首先,在谋求华人社会自我发展方面, 商总 可以

说起于危难之际。1952年底以来,菲狭隘民族主义情

绪大涨,包括零售业菲化、米黍业菲化等一大批菲化法

案层出不穷,菲华商面临绝境,马尼拉及市郊的 44个

商业团体经过集体切磋, 一致决议召开全菲华侨各商

业团体代表会议,以民主投票的方式产生一个能代表

菲岛华商的中华总商会, 以确立领导,集中权能,对内

寻求意志的统一, 对外谋求行动的一致, 藉组织的健

全,达到均衡协调、分工合作的目标。成立后的商总面

对菲华社会层出的问题, 总是抱着积极面对而不是消

极逃避,服务而非谋利的态度,在解决菲华社会所面临

的许多难题方面都做了踏实有效的工作, 确实起到了

菲华社会 代言人 以及菲华民众间及其与菲社会间矛

盾 缓冲器 的作用,成为菲华社会得以立足和发展壮

大的有力保证。

1946年,菲律宾摆脱了将近 4个世纪的殖民统治

而赢得政治上的独立,因而民族意识高涨,国会议员纷

纷提出各式各样的菲化案。1952年末, 菲总统基仁诺

和国防部长麦狮狮认为华侨中有一些共产主义分子在

活动,故在一天之内,就在全菲各地逮捕了三百多名华

侨,继之马尼拉市长黎拉劳地亦会同市警察局在各主

要街道进行轮流搜查, 又继续逮捕了一些被认为有物

证的共产分子。菲华商联总会于成立之初, 就把配合

各主要团体大力营救无辜禁侨作为自己的任务,先后

使二百多人获释,直至 1961年 12月 26日贾西亚总统

签准释放全部禁侨。

商总继续为争取华人的合法权益而努力, 为了华

社的生存及发展, 它向当局据理力争,使各种菲华案一

一化解,从而得以取此前已成立的中华总商会而代之,

成为菲国华社的最高领导机构。商总配合驻菲使馆进

行 护侨 工作, 并充当华人与菲国朝野的 缓冲器 。
经过 20年的努力, 1972年 9月 19日马科斯总统颁布

了第 298号法令, 使逾期滞留的游客可以申请移民配

额,而成为永久居民。!

商总积极致力于华人的集体归化工作, 该会负责

人认为华人欲在菲岛求生存与发展,除了应该逐渐转

入工业和其他企业外, 并应尽量争取入籍归化的机会,

与本地人享同等的权利, 也尽同样的义务。他们向菲

政府阐明华侨入籍归化并不单只有入籍者有好处, 接

受归华的国家也同样会得到好处, 因为所有的华侨一

旦获得居留国的接纳, 有了归属感,自然便会效忠于所

归化的国家, 全心全意贡献自己所有的智慧和才能。

马科斯总统终于在 1975后 4月 21日, 也就是他访问

中国大陆前两个月, 颁布了简化外侨归化的第 270 号

法令。这次菲总检察处执行的开放申请归化使 1万 2

千多人加入菲国籍。经商总理事长姚乃昆的努力,

1997年元旦到 3月 31日又再度获得开放申请的机会,

获准者亦逾万人。如果连同随父随夫转籍者计算在

内,两次开放的直接或间接受惠者当在3万人以上, 至

于以天生菲人身份出生而受惠的第二、三代,其人数则

难以计数。这样, 菲律宾华人社会的生存空间终于获

得合法的认可。

菲政府时有搜查事件发生, 商总总是竭力维护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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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利益。1958年,菲政府有关部门人员于 7月 22日联

合组成一个搜查队, 并建立情报网,从搜查中药房始扩

展到所有店铺, 商总一方面于商店被搜查时, 派员协助

一切, 另方面,配合大使馆,向有关部门提出交涉和疏

通,希望当局谅解。经过一个多月之奔走及各侨商之

积极合作应付, 搜查事件才逐渐减少,不法勒索及诬陷

也没有再发生。侨社遂恢复一片安宁。此后数次发生

类似事件,商总莫不居于维护商人合法权益之立场,挺

身而出,配合各地商会,与有关当局疏通及请命,使有

关商人得以安其所业。

商总在积极为华人争取合法权益的同时,亦致力

于华社的自我建设。为提高华社的整体文化素质, 商

总 接办了过去由美国亚洲基金会、中华民国驻菲大使
馆与侨界人士共同创办的华侨公共图书馆。目前该馆

收集中文书籍约两万册, 包括很多菲华社会的著作,英

文书籍六千余册, 以及菲文、西班牙文、法文等书籍。

这些年来, 该馆一直是华社主要的精神粮库之一。自

1955年起, 商总即举办师资及文艺讲习班, 1985年,理

事长庄清泉鉴于一般华人学生中文程度急剧下降, 为

了协助改善此种情形, 遂策动理事会设立教育专案小

组,负责办理暑期菲华师资讲习班培训师资, 这项工作

先后举办八届, 培训师资约两千人,对于提升师资素质

助益不少 ! 近年来, 商总又多次举行不定期的讲座,

吸引了不少听众,也普及了文化科技知识。

作为菲华社会的最高机构, 商总亦致力于对华社

存在的不法行为的揭发和取缔, 如断然制止花会一类

赌博活动,断然清除包括少数华人败类在内的花园口

匪党等。所有这些, 对于华社的自我发展都具有正面

的意义。

其次商总积极把融入菲律宾主流社会作为自己的

追求。由于华商在菲国建设中掌握着较重的经济成

分,时常可能引起菲主流社会的误解。商总以积极主

动、以施求谅的传统精神不断开辟着与菲主流社会融

合的渠道。农村校舍方案是其中最杰出的一项。自

1961年起到现在,商总已捐建了一千六百座左右的校

舍,为菲律宾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除此之

外,商总又积极创设防火协会, 赈济火灾、水灾和地震

灾民, 设立造福贫民的流动医疗室, 协助政府稳定物

价、增进税收,支持 反走私 运动, 与菲朝野人士举行

双月餐会等。% 商总发起的这一系列主动融入当地社

会的行动赢得了菲国朝野人士的较高赞誉, 有效地消

解了菲华种族间的民族矛盾。

华人融入菲律宾主流大社会体现出一种主动积极

的姿态,也表现了一种以施求理解的中国社会的传统

精神,这种精神在郑和下西洋时亦表现得至为明显。

商总发动捐助农村校舍、救济水灾、火灾及地震灾民,

组织流动医疗室施医赠药, 鼓励会员商会组织防火会

等等,处处表现与菲国同甘苦、共荣枯的意愿, 终于使

菲国朝野充分了解华人是菲律宾建国中一个有力伙

伴,是国家进步繁荣的一项资产而不是一项负担,遂逐

渐消除对华人的种种误解及猜忌, 愿意接纳华人进入

菲主流社会。推行捐建农村校舍,协助菲国普及教育,

至今已捐建超过 1500 座(每座现价值 22万比索) , 并

深入全菲各地为贫苦民众义诊、赠药。此处,商总也经

常举行讲习会,洽请有关官员向华商讲解法令、规则、

劳工与税务法规, 协助政府征税,美化华人区, 捐献小

货车作流动商店, 以低价售卖日常品予低收入民众, 捐

赠摩托警车予治安当局, 鼓励全菲各分会设立防火会

与消防队,每年举办暑期华文教育师资讲习会, 举办商

展与工商考察团, 到各地宣传与促进菲国产品外销, 至

于捐献赈济更是不甘后人。

1998年元月 12日, 菲华商联总会发布通告, 内容

是: 1 鉴于最近以来,亚洲地区滋生金融风暴, 东南亚

地区惨遭严重侵袭, 菲币浮动,影响经贸发展, 伤害虽

远较其他国家为轻,然长此以往,势将有碍本国之经济

增长。2 兹为未雨绸缪计, 援经决定于本月 15 日下

午 2时 30分在本会八楼议事厅举行各途商联席会议,

探讨有关今后本国商机及如何支持政府复元应付之大

计,敬希各会员商会届时踊跃推派代表出席参加为荷。

#菲华时报∃报道说: 与会各商途代表一致同意处于这

种难关中应自我节制, 切实和政府合作, 尽最大的努

力,维持物价稳定,避免作不合理的抬高物价&&途商

代表亦呼吁发动购买本国货的运动,有力支持本国的

工厂,以减少对美金的需求,同时也可以增加工人就业

机会,降低失业率。这种爱用国货的运动不失为当前

最适宜的行动,也是最有效的措施。尤望我菲华社会

共同推动,会议也呼吁我华人社会勿争购美金而应爱

护菲币,协助维持菲币价值的稳定,与会者对以上各点

达成共识。 ∋ 几天后,菲华商来年总会暨属下各途商

会又对当下菲国经济困境愿向全国公民提供几点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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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意见:时下区域性金融扰乱情况,并陷菲国经济于

不安之中,其他亚洲国家, 在类似境遇下, 已高吁其国

民携手合作, 共赴时艰。菲民族特质, 素以其弹性见

称,其伸屈自如特性,几度助其救国成败, 克服诸多困

难,目前处境更需全体国民之精诚合作,以解困惑, 同

人等有鉴于此, 谨提供如下几点,呼吁全体国民正视问

题,共取正面行动,或对民心之安定,危机之挽回, 能有

所贡献。1 一致实行节约, 如法运用及保护资源; 2

一致精诚团结, 支持政府应急或舒缓经济危机之措施;

3 各途商,尤其制造商经营家及零售商, 应协助稳定

物价,勿作无理抬价之举; 4 诸银行及金融保管机关,

应继续以轻便条件, 提供信用于工商界,令生产赓续不

断,民生乐业; 5 尽量采购国货, 避免金融外流; 6 勿

乘机购买或囤积外汇,或参加与各种投机活动,以免恶

化时局; 7 勿随便散布有关经济危机谣言, 以免扰乱

民心。! 商总 的工作越来越显得主动。

商总还积极参与总统选举等政治事务, 曾邀三位

主要总统候选人到商总做竞选演说。商总亦积极推荐

自己的代表参加各级竞选, 如在 1998年的大选中, 洪

于柏当选议员, 许顿尼、佘景元料赢得民意而当选。%

菲华社会得以从商业领域不断地向工业、农业领域发

展,乃至现在走向政治领域,这是菲华社会融入主流社

会和积极成果, 亦与商总的积极努力密不可分。

必须指出, 菲律宾各民族本身具有特别优良的包

容、尚化传统。对于华族优秀传统部分,菲各民族表现

出了迎而非拒、认同而非鄙视、吸收而非舍弃的博大宽

广情怀。目前他们与华人多能平等相处, 华人当选不

仅有华人支持, 菲人亦多有拥护华人当选者。∋

过去有人把菲盛行的绑架案件看成是民族矛盾的

体现。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从近年来的案

件分析看,绑架案件实际上有着复杂的内在机理, 一方

面是一些华商经营成功, 获利甚厚;另一方面是政治领

域腐败现象滋生,军警方面风气不正,社会闲杂人员增

多,绑案正是因为既可谋厚利, 又较易得手而兴盛起

来。绑匪们着意的是经济利益, 而多不是为了发泄民

族仇恨,之所以出现被绑者多是华人的现象, 也是因为

华人中多富人(至少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是这样)的缘

故。(

再次, 商总还积极以菲国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向外

拓展。在组团考察各国商业、鼓励并争取外来投资、举

办国际性会议方面积极工作。拉莫斯总统曾充分肯定

这类会议使来访的外国商人有机会得到本国经商的

第一手资料。商总的这一系列活动为菲律宾树立了良

好的国际形象,外国经贸代表团亦把商总作为开拓与

菲律宾经济贸易合作关系的重要桥梁, 1997 年 9 月

初,商总接待应邀莅菲访问的亚洲孟加拉国总理一行,

10月 13、14日又分别接待了尼日利亚经济代表团和罗

马尼亚商务考察团。这表明, 商总这个全菲华人社会

最高领导机构已是菲律宾主流大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

部分。外国经贸代表团礼访商总的目的, 在于同菲律

宾商界代表联络感情, 增进友谊,谋求与菲律宾的可能

商机,开拓与菲律宾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这是 华菲

融合的另一个坚实的印记 , 历经几代人的艰辛耕耘

和拼搏,今天的商总终于从狭隘有限的华人社会空间

钻了出来,走向并融入菲律宾主流大社会,并以国家主

人翁的身份和姿态代表菲律宾政府和国家及华人族

群,或陪同国家元首及政要外访, 或组团出席国际会

议,或接待外国政治、经济贸易代表团及首脑。 ) 像

陈永裁和姚荣辉甚至成为罗马尼亚和澳洲瓦努阿图共

和国驻菲名誉总领事。这频繁的外事活动表明商总之

作为菲主流大社会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地位已获得国

际上的认可。

步入不惑之年的商总显然不能躺在历史的功劳簿

上睡大觉。作为菲华社会最高领导机构, 它应该是属

于全体菲华人大众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就说明它

的工作仍有缺失, 仍有待改进。我们期待着商总在协

调华社内部矛盾和纠纷方面花大力气,用谈判和协商

的方式和平解决这些矛盾和纠纷。我们亦期待商总改

变过去交通官吏的中国传统商人的落后做法。菲华社

团以商人主持,但亦未脱中国传统商人依附于政治的

本性,与政界人士因缘际会,商总的几届理事长都傍附

政治,或受到政府直接操纵的影响。∗ 我们觉得: 只有

以主人翁的姿态和积极正当的途径参与菲国的政治建

设,方可以功垂于千秋。

(责任编辑:周茂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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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日根:#从菲华融合看菲民族精神∃ ,载菲律宾#世界日报∃
1998年 6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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