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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选取西班牙统治菲律宾初期的殖民统治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了

其渊源、建立、结构、运作，并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殖民地社会的发展，从殖

民扩张史与菲律宾民族历史发展的双重角度，综合分析、阐述了这一制度的影响

与弊端，同时还与处于相似地位的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做了简要的比较分析，以

期对这一殖民统治制度作出全面的考察、还原历史的真实、厘清历史发展的脉络、

加深对菲律宾历史与现实的理解与认识。 

除绪论与结语外，论文主体共分为四章。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

起与研究意义，并对有关此课题的学术发展史进行了概括性的回顾，同时在此基

础上，对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所使用的资料以及文中所涉及的一些相

关概念进行了必要的说明和阐释。 

第一章首先介绍了菲律宾的地理环境、民族概况，初步分析了地理环境对群

岛地区社会发展的影响，此外结合中西史料对西班牙入侵以前的菲律宾社会进行

了简要的概述。 

第二章重点考察了地理大发现前后西欧社会的发展、西班牙美洲殖民帝国的

形成以及殖民者征服菲律宾地区的历史进程。 

第三章以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建立的殖民统治制度为对象进行了全方位的考

察。对包括以总督为首的行政体系、以 高法院为代表的司法体制以及教会制度

和经济管理在内的整个殖民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考述。 

第四章则论述了西属菲律宾殖民地内部各统治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此来

考察整个殖民地统治制度的运作。 

结语部分在以上各章的基础上，从这一制度对菲律宾社会发展的影响、其制

度的特点等方面对西属初期菲律宾殖民统治制度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 

 

 

关键词：西班牙；  菲律宾；  殖民统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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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ecting the colonial ruling system of the early Spanish rule in the Philippines, 

This thesis discusses its origin, establishment, structure, operation system 

systematically,elaborates its impact and shortcom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lonial expansing history and the Philippine historical development,with a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colonial social  development,and made a Contrastive 

Analysis with Spanish colony in the Latin American in a similar position,so we can 

make an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the colonial ruling system, restore the historical 

truth, clarify the context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and 

awareness of Philippine history and reality. 

In addition to the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The introduction elaborates the origin of thesi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studying mainly, carries out the general retrospect on the history of academic 

development,and on the base of which, the introduction has a necessary expounding 

about the content ,methods,the materials and relative concepts involved in the thesis a. 

The first chapter introduces Philippines's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national 

overview, analyses the impact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n archipelago area social 

development preliminary, makes a brief summary of the Philippines society prior to 

the invasion of Spain with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cal materials . 

The second chapter has concentrates on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before and after the great geographical discoveries in Western Europe, the formation 

of the Spanish colonial empire in the American,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hat the 

colonists conquer the Philippines. 

The third chapter takes the Spanish colonial rule system building in the 

Philippines as the object of study ,including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led by the 

Governor, the judicial system represented by the Audiencia as well as the whole 

colonial system containg the church system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The fourth chapter examines the operation of the whole system of colonial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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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discussion of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among institutions of Spanish colonial 

rule in the Philippines. 

On the basis of each chapter, the conclusion makes a more comprehensive 

summary of the colonial ruling system of Spanish colonial rule in the Philippines 

from the impact that the system has on Philippine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ystem . 

 

 

Keywords： Spain;  Philippines;  the Colonial Rul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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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1

绪 论 

一、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民族自决意识的兴起与民族独立运动的风起云

涌，殖民主义早已成为过眼云烟。然而，西方殖民主义给亚非拉各国所带来的影

响却远未消散，它已经渗入了这些前殖民地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其不

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想真正认识这些国家，殖民主义就是一个无法绕开的

课题。与中国隔海相望的菲律宾，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地处东亚要冲的菲律宾，自 16 世纪 20 年代开始，曾屡次遭到西班牙、荷兰、

英国、美国、日本等诸多列强的骚扰、侵略，并先后沦为西班牙、美国和日本的

殖民地，在经历了近四百年的苦难历程之后，方于 1946 年获得独立。独立后的

菲律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不斐的成绩，

但是殖民主义的痕迹仍然依稀可见。就在菲律宾独立后不久，曾经有一位西方史

学家这样描述：在菲律宾的普通社区，人们往往会发现三种不同风格的建筑，分

别是土著人的茅屋、西班牙式的天主教堂和美国人建造的校舍，这些随处可见的

建筑物明确无误地表达了形成菲律宾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土著文化、西班牙

文化与近来美国的影响。①不仅在独立初期，甚至直到今天，殖民主义依旧对当

代菲律宾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民族等各方面的发展存在着深刻的影响，

正是这些外来因素的影响，使得今天的菲律宾拥有了与东亚其他国家迥然不同的

民族特性。在曾经入侵菲律宾的前殖民国家中，作为入侵菲律宾的先锋，西班牙

长达三百余年的殖民统治对菲律宾民族和国家无疑有着特殊的重大意义②，要理

解这一点，就必须深入了解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史。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在黄金和香料的诱

惑下，以西、葡为代表的近代殖民势力纷纷涌入东方。1521 年 3 月 16 日，麦哲

伦的船队在环球航行的途中发现了菲律宾群岛，此后，西班牙人对这块神秘的东

                                                        
① John L. Phelan,TheHispaniz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Spanish Aims and Filipino Responses，1565-1700，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59,p.vii. 
② Renato Constantino,A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s: From The Spanish Colonization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5,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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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土地一直念念不忘，在经历了四次失败之后，西班牙人终于于 1565 年在菲律

宾初步建立了殖民统治。 

在占据菲岛之前，西班牙人已经在美洲大陆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因此他

们很自然地将西属美洲的政策带到了新的领土。西班牙在菲律宾政策的形成，很

大程度是源于其在北美和南美的经验。在此前墨西哥经验的指导和借鉴之下，殖

民者很快就在菲律宾建立了自己的殖民统治制度，这一体系几乎涵盖了政治、经

济、宗教、文化各个方面，到 17 世纪上半叶已基本趋于完善，并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末。 

对于此前仍处于部落统治的菲律宾群岛来讲，这一套新制度的确立与运作无

疑是一场声势浩大而又影响广泛的社会变革，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重构菲律宾社

会的作用，使菲律宾群岛地区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虽然与其他东

南亚国家（除泰国外）有着共同的长期被西方国家殖民统治的历史，但是只有它

和后来独立的东帝汶保留了殖民宗主国的天主教信仰。”①而这一切都与殖民者政

征服初期建立的那套管理体系密不可分，因此其对本地区社会发展的历史意义更

是毋庸置疑。正如菲律宾著名历史学家康思坦丁诺所言：“一部菲律宾史无须涉

及那些只与西班牙人有关的史事，这是真的，不过从一开始西班牙殖民政策（甚

至还有西班牙历史和社会的某些方面）却是对发展中的菲律宾社会有深远影响

的，我们不应予以忽视。”② 

对西班牙殖民者而言，这一统治制度的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漫长的三

百年殖民统治期间，西班牙殖民者遭遇了多方面的挑战，然而菲岛的殖民政府

终却都能化险为夷、安然度过危机，这充分证明了这一体系的成功。西班牙之所

以能够在菲律宾维持如此长久的统治，其统治初期建立的这套制度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不仅如此，它所建立的一些机构一直在菲律宾沿用至今，成为菲律宾国家

管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更进一步来说，不仅对菲律宾，即便就整个西班牙殖民史而言，菲律宾也有

着特殊意义。19 世纪初期，拿破仑帝国兴起，攻入马德里，西班牙本土与殖民

地的联系暂告中断，殖民地独立运动乘机而起席卷拉美地区。此后，菲律宾成为

西班牙仅有的几个殖民地之一，并一直持续到整个西班牙殖民帝国的崩溃。从这

                                                        
① 施雪琴：《西班牙天主教在菲律宾：殖民扩张与宗教调适》，厦门大学 2004 年博士论文，第 1 页。 
② Renato Constantino, The Philippines: A Past Revisited, Quezon City, Tala Pub. Services, 1975,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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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意义上，“与其他处于相似地位的西班牙殖民地相比，也许菲律宾群岛更能展

现西班牙殖民制度的典型特征与兴衰历程。”
① 

因此，研究这一时期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制度，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

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现实作用。那么，这一统治制度是如何建立的呢？它的结构

是怎么样的呢？它又是如何运作的呢？显然，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认真关注、探讨

的问题。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对菲律宾的研究极其薄弱，仅有

的一些研究也大多集中于菲律宾华侨史，有关西班牙在菲律宾殖民制度的研究可

谓是寥若晨星，只有一些通史会稍有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憾事。本文之所以选

取西属初期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制度作为论文的研究对象，正是源自于这种对现实

与历史的多重考虑，希望能对这一制度做一系统的梳理、分析。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概况 

作为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殖民扩张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

民扩张早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课题，尤其是在菲律宾、美国和西班牙，

对西班牙在菲律宾殖民统治制度的研究，一直是 20 世纪上半期许多西班牙殖民

史和菲律宾历史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内容。当然，与学术界的一些热点问题相比

而言，这一研究可能仍显不足，但经过多年的发展演变，依然留下比较丰厚的积

淀，出版了大量的专著、译著和论文。下面就以笔者所能见到和了解到的资料为

基础，把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情况做一个简要的概述： 

（一）外国学者 

中国著名学者金应熙在评价西方的菲律宾史研究时曾经感慨地写道：“同菲

律宾历史一样，对菲律宾史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而又丰富多彩的发展过

程。”②作为整个菲律宾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西属菲律宾殖民统治制度的

研究也同样如此。 

国外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565 年——1898 年 

从 1571 年黎牙实比攻占马尼拉，西班牙开始了对菲律宾群岛长达三百年的

                                                        
① David P. Barrows, The Governor-General of the Philippines Under Sp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21,No.2.(Jan.,1916), p.288. 
② 金应熙主编：《菲律宾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2 页。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西属菲律宾前期殖民统治制度研究：从征服到 17 世纪中期 

 4

殖民统治历程。有关菲律宾的历史著作 早于 17 世纪初年已经出现，但直到 19

世纪 80 年代，对菲律宾历史的研究还只限于西班牙传教士和殖民官员，这是由

菲岛作为一个落后的殖民地的自身情况决定的。殖民地的排他性使得菲律宾具有

与其他殖民地相似的封闭性，也就是说除了与宗主国和宗主国所辖殖民地进行纵

向联系外，很少发生与其他西方国家的横向交往，这种封闭性使得除了西班牙的

天主教传教士和殖民官吏以外，西方人鲜有机会和意愿去深入了解研究菲律宾，

这种情况一直到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菲律宾逐渐开放后才又所改观；和西属菲律

宾交往比较多的华人，则大多文化程度较低，只顾埋头于自身生计；而西班牙人

进入殖民地时，当地居民的文化发展相对落后，尚未出现以文字记载的历史，长

期依靠口耳相传，民族史学也无从谈起。种种原因致使有关菲律宾的研究在西属

时代长期以来都局限于少数上层殖民官员和传教士范围内。在这些殖民者内部，

比较而言，拿着圣经的传教士们要比拿着 剑的殖民者更加关注当地社会，这一

情况一直到 18 世纪后期才有所改观；此外，教士的文化修养也相对较高比，使

他们有更多的能力和机会拿起笔记载所发生的一切。因而，在整个西属的三百余

年里，“几乎所有有关西班牙在菲律宾殖民统治的著作都来自于各修会的传教士”

①
。这一点从布莱尔和罗伯逊主持编译的《菲律宾群岛》就可以看出，书中的史

料除了相关的王室法令和殖民官员的报告、书信外，基本上都是天主教各修会教

士们的著作，可谓是汗牛充栋。 

在这一时期 为杰出的著作是安东尼奥·德·莫尔加博士所著的《16 世纪

末的菲律宾群岛》（Antonio De Morga, The Philippine islands in the close 

of 16 Cebtury，此为英文译名，原书名为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此书 1609 年出版于墨西哥城。莫尔加曾在 1595-1603 年间任菲律宾 高法院院

长、代理总督，这不仅使得他有机会接触到西班牙政府的档案，而且还成为一些

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和亲历者，这部著作的内容正是建立在文献研究、个人观察和

自身经历的基础之上。此书涵盖了 1493-1603 年间菲律宾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

等各方面的内容，既介绍了土著、也谈到了殖民者本身，尤其对西属初期的殖民

统治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该书是 1887 年之前出版的唯一一部世俗作者撰写的

有关菲律宾的历史著作，莫尔加严谨的写作态度，使得他的记载相对客观真实，

                                                        
① C.R.Boxer, Some Aspects of Spanish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Philippines, in D.G.E. Hall edited, Historian of 
South East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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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他在谈到 1603 年的华人暴动时，就坦承如果没有殖民者的野蛮行径也不会

激怒华人，这与他的同胞们极度仇视华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成为西

属时期菲律宾殖民史 重要的著作之一，对今天的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①
 

此外，尽管这些早期传教士的著述大多数充斥着强烈的宗教偏见，学术价值

不高，但仍然保留了许多殖民初期西班牙在菲岛殖民统治的珍贵史料。如季里诺

的《17 世纪的菲律宾》(Pedro Chirino, The Philippines in 1600，Rome, l604),

阿杜阿特(Diego Aduarte)的《多明我会圣·罗沙传教团传教史》（History of the 

Dominican Province of the Holy Rosary,Manila,1640），弗朗西斯科·科林

（Francisco Colin）的《耶稣会福音教神职人员在菲律宾群岛的工作》（Labor 

Evangelica de los Obreros de la Compania de Jesus en las Islas Filipinas，

Barcelona，Madrid，1663）加斯帕尔(Gaspar de San Agustin)所著的《菲律宾

群岛之征服》（Conquistas de las islas Filipinas：1565-1615, Madrid,1698）。

不过，这些初期的著作多数只是简单叙述殖民统治和修会活动，甚至集中讲述某

一个修会、教团，内容比较狭隘琐碎，缺乏深入分析。单从史料上来讲，它们可

以称之为第一手材料，具有较高的价值，尽管其中不乏偏见以及歪曲事实之处；

另一方面，如果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则显得偏重于史料而缺乏深入分析，失之粗

陋。到 18、19 世纪之际，才出现了一批比较全面的菲律宾通史，如德·拉·康

塞普西翁（Juan de la Concepcion）14 卷本的《菲律宾通史》（Historia  general 

de Philipinas, Manila, 1788-1792）和苏尼加（Zuniga）的《菲律宾群岛史》

（Historia de las Islas Filipinas, Sampaloc,1803），这些著作虽然仍不能

与日后的一些研究相比，但比之此前传教士们的著作，其研究性、学术性都有了

很大提高。 

19 世纪，随着西属拉丁美洲地区的陆续独立，庞大的西班牙殖民帝国开始

瓦解，仅剩下了菲律宾、古巴、关岛等几个有限的殖民据点，菲律宾因此成一跃

成为西班牙殖民体系 重要的成员之一。在这一背景下，西班牙政府开始对菲律

宾群岛倾注了更多的注意力。除了教会的编年史家外，西班牙国内的一些大学也

对西属太平洋岛屿产生了兴趣，“也促使现在的马德里综合大学当局，设立了有

关菲律宾的课程，”由此西班牙国内的菲律宾史研究开始逐步摆脱教会编年史和

                                                        
① B.L., Review: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from Their Discovery by Magellan in 1521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ⅩⅦ Century,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Vol. 39, No. 8 (1907), p. 5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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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者游记、日志的局限，一些专业的历史学家开始进入菲律宾殖民史的研究领

域，不过教会对菲律宾史研究的影响依然不能忽视，直到今天它仍然是菲律宾历

史研究尤其是殖民时代教会史研究的重要力量。 

在“这两个课程设立的同时，正好遇到西班牙本土与其他地区，大量有关菲

律宾史研究相关文献的出现。”
①
1887 年，西班牙著名历史学家荷西·蒙特罗·维

达(Jose Montero Vidal)出版了其三大册的《菲律宾史》(Historia general de 

Filipinas desde el discubrimento hasta nuestros dias)，在这部书中，作

者对西班牙入侵以来一直占据主导的教会史学家们的著作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

判
②
，为菲律宾殖民史的研究开创了新的局面。因此，虽然该书读起来有些沉闷，

却具有不可多得的重要价值，使其至今仍是一部重要的参考书籍。 

大约同时，大菲律宾主义者雷塔纳(Wenceslao E. Retana)开始将新的方法

运用于菲律宾殖民史的研究，并承认西班牙人在菲律宾进行殖民统治期间犯下了

累累罪行，这与此前的著作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此外，他还致力于菲律宾

文献的整理，自 1890 年起，开始出版其《菲律宾藏书家档案:历史、科学、文学、

政治史料与文献学研究汇编》（Archivo del Bibliofilo Filipino: Recopilacion 

de documentos histbricos, cientificos, literarios y politicos y estudios 

bibliograficos），这部巨著共计四册， 后一册到 1898 年才出版完成。这一档

案汇编对保存西属时期菲律宾文献作出了巨大贡献。     

大约在同一阶段，随着西方殖民者在东方活动的日益频繁，不时也会有少数

来自西班牙以外的西方殖民者到此游历、生活，并留下了一些相关记载。例如法

国人 Paul Proust d La Gironiere 的 Twenty years in the Philippines, 以

及 Sir John Bowring 的 A Visit to the Philippine Islands 等。不过，这些

著作相对数量较少，也多是游记、日志之类。 

概而言之，从西班牙占领菲律宾直到其统治结束，对菲律宾殖民史的研究主

要局限于西班牙一国，并且仍处于刚刚发轫的阶段，一方面使得其研究缺乏深度，

虽然都在文中提及了甚至有专章叙述殖民统治制度，但少有专门从事殖民制度研

                                                        
① 李毓中：《西班牙的菲律宾史研究百年回顾》，台湾《东南亚区域研究通讯》，第 7 期，1999 年 4 月，第

84 页。 
② C.R.Boxer, Some Aspects of Spanish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Philippines, in D.G.E. Hall edited, Historian of 
South East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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