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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海外华人社团发展的一个走向 以印尼福清籍华人社团为例 

 I 

 

内 容 摘 要 

 

本文以笔者收集的福清籍华人社团的部分社刊 福清侨乡的部分乡刊

以及省内侨务部门的官方网站资料为基础 通过回顾印尼福清籍华人社团

的发展历程 分析其与所在国 祖籍地关系的演进 展望今后印尼福清籍

华人社团的发展趋势 并试图从中找到战后海外华人社团发展的一个走向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对与本文相关的研究成果作了简要回顾与评论

第二节中阐述了本文的选题和研究路径 并对文中的基本概念进行了说明  

    第二章 印尼福清籍华人社团演进的历史过程 介绍印尼福清籍华人社

团的概况 并从组织形态 经济运作机制和社会功能三个方面入手分析印

尼福清籍社团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意义  

    第三章 战后印尼福清籍华人社团与居住国 祖籍地关系的互动 第一

节从印尼福清籍社团与所在国的关系的角度探讨所在国和华人社团之间的

互动 第二节透过印尼福清籍社团与祖籍地之间密切的联系反映印尼福清

籍华人强烈的祖籍地情结 第三节进一步分析促成战后印尼福清籍华人社

团发展变化的原因  

    第四章 战后印尼福清籍华人社团的发展趋势 战后印尼福清籍华人社

团的发展呈现国际化 多元化的趋势 这种趋势正在逐渐加强  

    第五章 结束语 华人社团在居住国和祖籍地之间发挥着桥梁和纽带作

用 在新的历史时期 华人社团还将采取多种形式推动居住国和祖籍地的

贸易往来 文化交流 创造一个共同繁荣进步的良好局面  
 
关键词 战后 印尼 福清 社团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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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Based on printed materials of some Indonesia Associations of Fuqing 

People and part of publications from Fuqing Government and website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Federation of Fujian as well as other materials, the 
thesis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Indonesia 
Associations of Fuqing People with Indonesia and China. It also predicts one of 
the trends of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s after the 2nd World War, according 
to review the process of Indonesia Associations of Fuqing People. 
    Chapter 1 Introduction. This chapter reviews and comments on academic 
history first. Then proposes basic thought and research method of this paper. 
    Chapter 2 History of the Indonesia Associations of Fuqing People. At first 
this chapter introduc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Indonesia Associations of Fuqing 
People. Then it analyzes how Associations of Fuqing People shaped and 
developed by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organization system economic situation 
and social function. 
    Chapter 3 Interaction between Indonesia and Associations of Fuqing People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ndonesia Associations of Fuqing People. 
Part one discusses interaction between Indonesia and Associations of Fuqing 
People. Part two explains Fuqing people in Indonesia has a strong complex about 
motherland. Part three shows reasons of development of Indonesia Associations 
of Fuqing People. 
    Chapter 4 Trends of the Indonesia Associations of Fuqing People. After the 
2nd World War, Indonesia Associations of Fuqing People began more and more 
international and comprehensive. 
    Chatper 5 Conclusions. The last chapter makes a summary and foresees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s will keep friendship between the country of 
residence and motherland as a bridge of both sides. 
 
Key words: Postwar, Indonesia, Fuqing, Associations, Developing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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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与评述 

 

学术界对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研究往往包含战前和战后两个阶段 下面且

从过去的研究中 总结有关战后海外华人社团研究的成绩 寻找尚存在的不

足 进而确立本文的着力之处  

综合概括海外华人社团的论著有厦门大学李明欢教授所著的 当代海外华

人社团研究 全书分八章 首章为导论 对海外华人进行界定 指出社团

的概貌特点 简述有关华人社团研究的状况 介绍该书的宗旨和框架 在第二

章中 作者对二战以前的海外华侨社团进行历史追溯 介绍二战期间的华侨抗

日社团及二战结束时的海外侨团概况 第三章论述海外华人生存环境的变化

第四章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论述海外华人社团的组建动因 第五章论述当代海

外华人社团的组织形态 在第六章中 作者探讨海外华人社团的经济机制 从

社团的经费筹措 经费支出及经济管理等角度 考察华人社团经济运行中的一

般规律及若干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 第七章论述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的社会功

能 第八章余论 作者对海外华人社团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 该书行文流畅

体例严谨 资料翔实 是国内有关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的重要专著  

新加坡潘明智先生编著的 华人社会与宗乡会馆 是一本论述华人

社会 华族方言群与古今宗乡会馆历史演变的华文论文集 该书分为三个部

分 分别围绕华人称谓 华人社会 华族方言群及其扮演的角色 古往今来

宗乡会馆组织及其功能等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论文作者包括澳大利亚 新加

                                                        
 李明欢 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潘明智编著 华人社会与宗乡会馆 新加坡 玲子大众传播中心 199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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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坡 日本 中国等国研究华人问题的知名专家学者 如王赓武 颜清湟 杨

进发 廖建裕 潘明智 山下清海 梁英明 洪玉华 饶向东等 文稿以东

南亚地区为主 也收录若干论述日本 加拿大 美国等地华人社会的文稿

涉及的问题包括华人的社会 经济 文化 教育 社团等方面 该书附有

18 幅珍贵图片以及地图和统计表格 对了解 19 世纪以来 特别是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海外华人社会的演变颇具参考价值  

厦门大学历史系陈衍德教授所著的 集聚与弘扬 海外的福建人社

团 是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编的 走进社会科学丛书 之一 本

书主要讲述了力尽艰辛的海外福建乡亲 经过自发的互助到自觉地组成社团

的历程 社团使分散的个人会聚成集体 为海外福建同乡的生存和发展提供

了保障 海外闽人社团关怀桑梓 回馈故乡 积极扩展经商网络 从跨国联

系发展到全球联系 在落地生根的同时 闽人社团一如既往地弘扬传统 使

有限的个体生命融会成不息的文化激流  

方雄普 许振礼编著的 海外侨团寻踪 对世界各地繁多复杂的各

类侨团作了简明的归纳和深入的分析 从海外侨团的起源 历史功绩和战后

海外侨团发生的深刻变化等方面入手 肯定了海外侨团在帮助华侨华人 联

络情感 开拓事业 调解纠纷以及对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上所发挥的巨大

作用 本书还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本书的第四章提供了许多宗教社团 血

缘社团 地缘社团和业缘社团的资料 在第五章中简单介绍了很多世界性和

洲际性的华人社团 便于其他学者进行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的进一步研究  

专门论述个别国家的华侨华人社团或某个特定社团的有厦门大学宋平

老师的 承继与嬗变 当代菲律宾华人社团比较研究 全书分为六章

                                                        
 陈衍德 集聚与弘扬 海外的福建人社团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方雄普 许振礼编著 海外侨团寻踪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5 年版 

 宋平 承继与嬗变 当代菲律宾华人社团比较研究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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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部分对本书研究内容密切相关的海外华人社团理论 社团分类 模

式 组织原则 组织功能 组织系统等作评价与剖析 第二章剖析在菲华

社会中历史最悠久 影响最大并最有代表意义的传统社团 宗亲会 第三

章则以菲华善举公所和菲华防火会为个案 描绘出菲华社团从旧式社团向新

型社团演化的历史轨迹 第四章对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的个案研究 第五

章是对菲律宾华人社会最高组织的个案剖析 最后一章为结论 作者从当代

菲华社团发展变化的主导趋势 推测其未来的发展前景  

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 是一本介绍新加坡华人会馆历史沿革的华人英文图册 内

容分为华人移民 早期移民社会 新华社会的帮权结构 会馆与教育 同济

精神 文化活动 从华侨到国民 新时代 新方向 从各社团的图书馆 收

藏室 国家档案馆 书刊及图籍中选出 300 多幅图片 配以文字说明 简明

扼要地介绍新加坡宗乡会馆的发展历史 同时也涉及华人的若干问题 使读

者较系统地了解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历史演变 所选图片具有代表性 尽量多

选较为罕见或未发表过的图片 为研究新加坡华人会馆历史演变提供许多重

要的图片资料  

黄绮文 郭伟川 谢成佳等编著的 潮人的开拓与国际潮团联谊年会

是一部介绍潮人早期出国谋生 组织团体到最后形成国际性联合组织的潮汕

地区华侨华人简史的著作 全书共分为海外潮人 潮人社团 国际潮团三大

部分 该书提出了许多值得研究和重视的问题 例如 海外潮人为什么能发

展到这样大的规模和实力 靠什么凝聚力连接起来 二战后有什么新的变

化 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做好潮人的工作 以加快现代化建设和促进祖国

的统一等 编者对上述问题提供大量的资料 并初步做了回答 该书线索清

                                                        
 林孝胜等编 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 新加坡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1986 年版 

 谢成佳等编著 潮人的开拓与国际潮团联谊年会 香港 第 8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

199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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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 简明扼要 观点鲜明 资料丰富 重点突出 具有较强的理论性 资料

性和可读性 不仅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而且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还填补了

过去未有对世界潮人社团进行总体研究的空白  

关于海外华人社团研究最常见的是关于某一国家 某一类别华侨华人社

团的资料汇编 如 巴西华人耕耘录 华侨社团纪实 就是一部介绍

巴西华侨华人情况的资料汇编 全书比较全面地搜集巴西华侨华人界各方

面 尤其是各类社团的资料 以 巴西国情简介 为开篇 正文分为 14 部

分 第一部分为 一般社团 介绍有关巴西里约中国会馆 巴西华侨祖国

和平统一促进总会等 20 余个华侨华人社团团体的情况 二为 学术与文化

列举巴西华人学术联合会 巴西中华书法学会 南美中医针灸学会等学术

教育 文化 医疗团体 10 余个 三是 旅巴中国农工科技专家简介 介绍

来自台湾的 9 名华人博士及台湾农耕队的事迹 四是 中文报刊 收入有

关 美洲华报 巴西侨报 等华文报刊 13 种 五为 双语学校 中文学

校 介绍 仁德国际学校 全真道院中文学校 等 15 所中文或双语学校

的情况 六为 宗教 收入 18 个天主教 基督教团体及 13 个佛教 道教

和民间信仰团体 如 巴西圣保罗华侨天主教党 南美华人基督教神学院

巴西佛光协会 巴西全真道院 真谛堂等 七为 同乡会 宗亲会 介绍

巴西台湾同乡会 巴西北京侨民总会 圣保罗青田同乡会等 10 多个该类社

团 八为 校友会 收入台大校友会 中南美黄埔军校同学会等 10 个校友

会的情况介绍 九为 球类运动团体 介绍巴西华侨华人组织的高尔夫球

协会 网球协会 篮球协会 保龄球协会等 5个球类运动团体 十为 武术

教司 介绍中巴武术学院 巴西飞鹤派武术总会等 7 个中国武术教习馆

十一是 文娱 收入圣保罗中华会馆粤剧研究社 巴西华侨围棋协会等 7

个文娱团体 十二为 早期旅巴华侨三行业 介绍较早来到巴西的华侨通

                                                        
美洲华报 编辑 巴西华人耕耘录 华侨社团纪实 巴西 美洲华报 出版 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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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所从事的洗衣 广东角仔 饺子 点心 和提包制作等三个主要行业的情

况 十三为 附录 提供有关巴西华侨华人界的一些重大事件及海峡两岸

与巴西关系的演变等方面的资料 最后部分为 巴西华侨界前尘往事 收

录历史图片和照片 10 余帧 该书所涉范围比较广泛 资料也相当丰富 除

第十四部分之外 该书其他各部分也附配图表 照片等 是巴西华侨华人研

究的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除了上述论著以外 近几年来国内外学者有关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研究的

论文较为丰硕 包括庄国土教授的 菲华晋江籍社团的变化与近30年与祖籍

地的联系 通过对菲华晋江籍社团的一般状况和特点 发展变化及近 20

年与祖籍地的联系 得出结论在当前世界上华人社团传统的血缘 地缘纽带

日渐衰弱的形势下 在菲华社会 宗亲和乡土情结却因为社团国际化的趋势

而加强 南宁市的汪玲写有 试论当代华侨华人社团的若干特点 一文 论

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随着全球形势的变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 世界华

侨华人社团呈现出数量增多 功能转变 朝国际化发展的趋势 她还提出新

时期华侨华人社团反对台独 促进统一的呼声高涨的说法 认为深入探讨和

正确认识这些特点 对于进一步做好海外联谊工作至关重要 暨南大学的杨

启光教授所著的 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华人新型社团 论述了在 20 世纪

末印尼的民族民主运动中 随着苏哈托政权和印尼各部族对于民主政治的诉

求以及党禁的被迫解除 印尼华人不仅获得建立政党的权利 而且各类社团

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还出现了一批新型社团 经作者实地考察发现 此类社

团 具有宗旨的印尼政治性 成员的多元综合性 组织的跨越地域性 活动

                                                        
 庄国土 菲华晋江籍社团的变化与近 30 年与祖籍地的联系 厦门 南洋问题研究

2001 年第 1 期 第 61 页至 72 页 

 汪玲 试论当代华侨华人社团的若干特点 南宁 八桂侨刊 2002 年第 1 期 第

11 页至 14 页 

 杨启光 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华人新型社团 北京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3 年

第 1 期 第 8 页至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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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宣示性 心态的全民开放性等有别于传统社团的属性 而且出现明显

印尼化 高学历化 学术化和年轻化的发展趋势 暨南大学黄昆章教授写有

战后印尼华侨华人社团的兴衰 一文 该文论述了二战后至 20 世纪 90

年代印尼华人社团的发展变化 战后印尼华侨社团蓬勃发展并逐步向华人社

团转变 其种类包括综合性团体 同乡团体 姓氏团体 职业团体和社会慈

善团体 文艺团体等 12 种 印尼华侨华人社团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弘扬中华

文化 加强中印友谊 为侨胞排忧解难 增进华侨华人和所在国的联系 促

进了华侨华人的团结 黄教授另著有 海外华人社团功能演变的理论和实践

一文 主要论述不同历史时期华人社团功能的理论和实践 黄教授认为适

应时代的变化及华人已成为当地公民的新特点 当代华人社团的功能已与过

去明显不同 主动 积极地融入当地主流社会 与居住过人民打成一片积极

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 是它们开展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谢成佳的 继往开来

的马来西亚华人社团 从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历史发展的长河和当前华人社

团的运行轨迹 活动内容 发展方向等方面进行探索 试图找出马来西亚华

人社团数量惊人 活动繁多 影响巨大 经久不衰的原因 新加坡国立大学

刘宏博士所著 海外华人社团的国际化 动力 作用 前景 一文 讨论

了海外华人社团在最近二十年来迅速走上国际化的道路的原因 这种国际化

所具备的机构特征和跨国功能 传统的血缘 地缘和业缘联系是如何被重建

并用于创立和维系国际华商网络 这种新的潮流所存在的问题和前景等问

题  

                                                        
 黄昆章 战后印尼华侨华人社团的兴衰 载 华侨华人研究 第二辑 广州 暨南

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50 页至 61 页 

 黄昆章 海外华人社团功能演变的理论和实践 载 海外华人研究论集 北京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396 页至 409 页 

 谢成佳 继往开来的马来西亚华人社团 载 世纪之交的海外华人 上 福州 福

建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300 页至 311 页 

 刘宏 海外华人社团的国际化 动力 作用 前景 北京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98

年第 1 期 第 48 页至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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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厦门大学曾玲老师著有 越洋再建家园 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

究 一书 该书结合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 考察华南移民在新加坡重建家

园的历史过程 作者认为海外华人社会存在于缺乏正统儒家主流文化的环境

中 民间文化成为华人社会整合的基本纽带 由此形成了 亲属 虚拟 血

缘泛化及社群凝聚等特征 并有效地支撑着自身的发展壮大 曾玲老师还就

华人与祖籍地关系 归侨等问题展开过探讨 此书为笔者撰写本文提供了不

少启发  

以上众多专家学者都对海外华人社团做了认真细致的研究 得到了许多

令人欣喜的成果 但是学术界的研究综述性的比较常见 而对印尼地缘性的

华人社团做深入的研究则很少见 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见到专著面世 即使是

学术论文也有部分是叙述近年来兴起的新型华人社团 对印尼地缘性的华人

社团鲜有提及 开展对战后印尼华人社团的研究 既可以在整里印尼华人社

团资料方面有所作为 亦可在此基础上窥探战后海外华人社团发展的多趋向

性  

 

第二节  本文选题与研究路径 

 

笔者有幸得到了印尼福清籍华人社团的部分社刊 福清侨乡的乡刊并在

互联网上找到了福建省侨务部门的一些官方资料 发现印尼福清籍华人社团

的形成和发展有其自己的规律和特点 故决定在这方面做一次尝试 希望能

够从中找出当代海外华人社团发展的其中一个走向  

为了行文统一 规范 先对有关基本概念作出界定  

1 华人 目前 国内外学者对海外中国移民的称谓已基本上达成共识

                                                        
 曾玲 越洋再建家园 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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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 指的是在海外定居且保留中国国籍的中国公民 华人 指的是已

加入居留国国籍的中国移民及其后代 华裔 指的是在外国出生的华人的

后裔 华人 也可称为 华族 如世界华人研究学会主席 前香港大学校

长王赓武教授在其为 1994 年在香港大学主办的 五十年来海外华人比较研

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提交的论文 移民地位的提升 既不是华侨 也不是华

人 中指出 华人指的是加入外籍或具有永久居留权的华族 而有些论

著 的题目即以 华族 命名 如吴华著 马来西亚华族会馆史略 新加

坡华族会馆志 和饶向东著 文莱华族会馆史略 等 不过 多数论著仍

以 华人 命名 故为行文的方便 本文使用 华人 一词 凡涉及二战前

者 是用 华侨 一词  

华侨华人社团 华文报刊和华文学校 是华侨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和重

要构成 同时也是我们开展海外华人联谊活动的主要渠道 实际上 华文学

校 华文报刊不少是由华侨华人社团直接主办 或间接得到华侨华人社团的

支持 赞助 因此在这三者中 华侨华人社团无疑居于最重要的地位 可以

说华侨华人社团是华侨华人社会的核心与缩影 是华侨华人社会团结的象征

与力量的源泉 也是传播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倡导

者与组织者 又是沟通华侨华人社会与所在国政府和各民族间的桥梁 更是

促进祖籍国与所在国政府和人民友好的和平使者  

2 华人社团 李明欢教授在其著作 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 中 将

海外华人社团定义为生活在中国本土之外的华侨华人华裔 为达到一定目

标 按一定原则自行组织起来的 非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合法团体 庄国土

教授在 菲华晋江籍社团的变化与近 30 年与祖籍地的联系 一文中提出他

                                                        
 王赓武 移民地位的提升 既不是华侨 也不是华人 载 王赓武自选集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例如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文莱学者的论著 

 饶向东 文莱华族会馆史略 新加坡 新加坡亚洲研究会 199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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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讨论的社团是指志愿结合的非营利性结社组织 其定义大概为 基于志愿

且具有组织形式的私人团体 其团体成员的部分时间以不领薪方式从事团体

的各种活动 参与并支持其团体追求的共同利益 其基本要素为 第一

在志愿基础上 以一定的组织形式结合 第二 社团成员及其领导非支薪制

因此 团体也不以赢利为宗旨 以此区别于商业公司 第三 是私人组合的

团体 独立于政府之外 本文所讨论的社团定义与庄教授所言的更接近 印

尼福清籍华人社团指以福清籍印尼华人为基本成员 基于上述原则组合的社

团团体 而印尼福清籍华人则是指定居在印尼 来自福建福清市的移民及其

后裔  

3 福清 福清位于闽中沿海 别称 玉融 或简称 融 据 1994 年

末的资料 该县 市 面积 2430 平方公里 人口 111.66 万 辖 18 个镇 2

个乡 1个街道 福清于唐圣历二年 公元 699 年 置县 初名万安县 天

宝元年 公元 742 年 改名福唐县 后梁开平二年 公元 908 年 改名永昌

县 后唐长兴四年 公元 933 年 取 山自永福里 水自清源里 之 福清

二字 改为现名 1990 年 12 月 26 日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市 福清市内多山

地丘陵 溪水少且短 大部分地区干旱严重 历史上以种植地瓜为主 是全

省有名的 地瓜县 解放后建成大型水库 1座 中小型水库和各种塘坝 8600

多座 使 25 万亩耕地旱涝保收 1993 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34.60 万吨 1994

年国民生产总值为 78.70 亿元 比上年增长 34.5% 工农业总产值为 124.55

亿元 增长 45.3% 财政收入 3.14 亿元 增长 79.9% 农民人均纯收入 2303

元 增长 39.7%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效果评价 该市名列 十佳县 市

第三位 十强县 市 第四位 农林牧渔业生产跻身全国百强县 市 第

16 位  

笔者把题目范围框定为战后印尼福清籍华人社团 是基于以下两个理

                                                        
 周南京主编 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侨乡卷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1 年版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http://etd.xmu.edu.cn/
http://etd.calis.edu.cn/
mailto:etd@xm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