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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 

本文选择印尼北苏门答腊省棉兰市的华人作为研究对象，重点在于该市的华

人社团和社团领袖。本人曾前往棉兰进行田野调查，走访了一些当地华人并整理

了访谈录，收集了一些当地华人社团的第一手资料，它们构成了本文论述的重要

基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苏哈托政府对华人限制政策的逐渐放松，华人社

团 始缓慢复兴。1998 年苏哈托政府在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冲击下垮台，印尼

始了其民主化进程，华人社团重新获得发展机遇。那些此前即已实际存在的华

人团体，为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不仅在名称，甚至在功能上都有了较大的改变

和调整。那些此前尚不存在的团体，也以和传统社团全然不同的面目出现。笔者

试图探讨的是，在历经长期的文化同化和社团禁锢之后，棉兰华人为什么要重建

社团？在经历一系列的反华、排华打击，华人社团的基础遭到严重削弱后，他们

建立社团的目的和意义何在？这些重获生命力的社团，其结构与功能有什么变

化？其领袖又具有何种特质？作为领袖的个人又有哪些类别？掩盖在纵横交错

的社团网络下的领袖个人关系又是怎样的？棉兰华人社会、华人社团、社团领袖

三者的关系如何？与印尼其他地方相比，棉兰华人社团及其领袖有什么特点？所

有这些问题，都将在本文中得到回答。 

全文主要围绕社团与社团领袖两个中心，共分六章展 分析论述，然后在此

基础上有所总结。 

第一章绪论，阐明了本文的问题意识、研究思路、采用的理论和方法以及研

究的意义，并对本文所使用的概念与术语进行了界定和说明。 

第二章学术史回顾，对相关领域的学术史与学术动态进行了回顾，并予以简

单的评论。 

第三章概述印尼华人与棉兰华人的历史。第一节主要是对印尼华人历史脉络

的分析。第二节是对本文所要研究的棉兰华人历史的概述，指出棉兰华人作为印

尼华人的一部分，它的发展演变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本节针对其个性亦即独特性

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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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第四章论述了棉兰华人社团自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 初几年的发展演

变历程，探讨了它们的结构与功能，指出了它们在结构、功能上的新特点，以此

说明华人社团的与时俱进。 

第五章着重分析棉兰华人社团领袖的类型、所具有的历史与地域特征，以及

领袖间的个人关系。本章采用“内关系”与“外关系”的概念，论述了社团领袖

对一系列关系的建构与运用。 

第六章对棉兰华人社会、华人社团、社团领袖三者的互动进行了阐释，其时

间范围涵盖了历史与现实，并对未来作了预测。在全文总结的基础上，本章还对

印尼华人研究提出了一些值得深究的问题。 

学术界尚未对印尼棉兰华人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试图对这一课题有所 拓

和贡献。 

 

关键词：印尼棉兰；棉兰华人；华人社团；社团领袖；领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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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looks at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Medan in the Province of 

North Sumatra, Indonesia, focusing on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and their leaderships. 

The author conducted field interviews in Medan and collected a number of first-hand 

data about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that constitute a very important basis for this 

study. 

With the gradual relaxation of the Suharto government’s restriction policy 

towards the Chinese in Indonesia since the 1980s,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Indonesia started to revive slowly. In 1998, the Suharto government stepped down for 

its failure to deal with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social unrest. This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in Indonesia. Meanwhile,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gained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Those old Chinese associations have changed their names 

and function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w social environment in Indonesia, and the 

new-born Chinese association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former completely.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 trie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y do the Chinese need to 

reorganize their associations after they experienced long-time cultural assimilation 

and prohibition of association, in particular, when the Chinese society has been too 

weakened to establish the associations after a series of anti-Chinese movements? 

What are the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reorganizi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What 

change did the new-born associations have in their structure and function? What trait 

do the leaders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have? How are they classified? What are 

the leader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the networks of various associations? What ar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and their 

leaders? What characteristic do Medan’s Chinese associations and their leaders have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in other regions of Indonesia? 

The dissertation is divided into six chapters with a summary. 

Chapter One explains the reason for research, the theory and methods of research,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and the definition and explanation of relevant 

conceptions. 

Chapter Two gives a retrospect of previous research and makes some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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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m. 

Chapter Three analys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in Indonesia and 

then in Medan. It pointes out that the Chinese in Medan, as a part of the Indonesian 

Chinese, developed its own special characteristic, by maintaining a common feature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Indonesia. The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its uniqueness. 

Chapter Fou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Medan 

from the 1980s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d describes the new 

features of their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t argues that Chinese associations are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Chapter Five focuses on the types of Chinese association’s leaders, their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features, as well as their 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 

“internal relations” and “external relations” are used to describe how the leaders of the 

associations build a series of relationships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m. 

Chapter Six discourses the interac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and their leaders in Medan in the past and at present, and makes a 

prediction about its future. In addition, some questions worthy of exploring further are 

put forward. 

So far there is no systematical study 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edan, and 

therefore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make a contribution on this subject. 

 

Key words: Medan, Indonesia; the Chinese;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the 

leadership of Chinese associ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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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章  绪论 

一、题解与思路 

在当今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趋势下，地方化作为全球化的悖论而蓬勃兴

起，民族问题就是地方化趋势的一个表现，也是当今时代主题之一。民族问题是

社会问题的一部分，而民族问题的产生又是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领域息

息相关，因而，加强各国民族问题的研究有此必要。华人作为东南亚各国少数民

族的一支，受东南亚诸国历史、文化与政治等影响，成为多数国家民族问题的一

个敏感性因素。尤其是当今中国日渐释放的巨大潜力，华人因素能否成为影响东

南亚局势的正面因素，值得关注。所以加强华人族群研究成为国内外学者探讨中

国与东南亚关系的一个选项。 

二战后，华人已经实现从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转变，虽然各国完成转变的

情况不同，但不管愿意与否，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华人绝大多数已在政治上完

成认同的转向，成为所在国的一个少数民族（除新加坡之外），称为华族或华人。

作为移居历史悠久，大分散、小集中的一个民族，因各国历史、文化、资源的差

异，如同兼具整体性与多样性的东南亚地区一样，华人实则是多元多样的。要了

解和研究华人，既要明了华人自身的发展，又要研究华人与土著民族之间，华人

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并需要从多角度、多学科的方法探讨，才能得

出科学、客观的认识。 

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群体，数量居东南亚各国之首，既是东南亚华人群体的一

部分，但也有自己的特殊性。相对于 2 亿多人口的印尼来说，华人占比较少，属

少数族群，经济上具有相对的优势地位，但在政治上却处于绝对弱势，这种矛盾

与尴尬兼有的特殊性，是与印尼独特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的。作为少数民族的印

尼华人，经济上居于相对优势地位，文化上保持一定的独特性，政治上却处于社

会边缘，这种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决定了其经济地位的脆弱性，而且，这种经济

地位的显性又成为土著民族攻击的靶子，经常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独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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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东南亚国家中，印尼华人是被歧视与排斥 多、 频繁的少数族群，尤以 1998

年的“五月暴乱”为 。 

本文研究对象是印度尼西亚的华人或华族，但并不是对华人的宏观性阐述，

或就事论事，而是试图从华社内部结构入手，置于国家环境变化与世界发展趋势

之下所作的论述。自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印尼华人政策从严格限制的高压政策

逐渐松动，华人的族群意识 始渐次恢复。1998 年苏哈托下台之后，印尼进入

政治经济的社会转型时期，政府为应对全球化与社会民主化发展需要，力图发挥

各族群的力量，而具有经济、文化与网络优势，又能适应全球化需要的华人族群，

成为印尼政府必须借重的力量，其华人政策遂趋向调整与变化。一系列消除歧视、

促进族群平等的政策，使印尼华人的身份地位逐步获得承认，保持族群特性的文

化活动得以复兴，利用文化推动经济的网络联结行动也允许了，但华人自我认同

的族群意识也在增加。这种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矛盾现象遂成为当今华人研究

中的热点问题。 

华人能在印尼社会进程中发挥较大作用，依靠的并不是个人，而是有组织的

群体力量，即社团来完成的。他们利用社团组织形成民间的力量，积极参政、助

政，作为中介、桥梁，内引外联，为国家发展提供财力和智力支持，对推动国家

的现代化起到积极作用，进而提升本族群地位，发展族群文化，保持族群特性。

“对于身在海外的华人来说，社团组织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这些社团为新移民

提供协助，也为属下会员促进社交生活与人际交往，并在需要时给予他们紧急援

助。除了作为建立商业联系的管道，在促进华社、当地政府与中国的沟通上，华

人社团都扮演了桥梁的角色，”①并以此起到维系华人社会正常运作的作用。 

研究海外华人的加拿大学者魏安国（Edgar Wickberg）在谈到华人社团时说，

“组织是民族感情的表示器。因此，通过研究华人组织的发展、衰落的趋向，或

在活动方面的变化，我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洞悉特定的海外华人社会及其中的个

人的种族特性。”②基于此，笔者选取棉兰地区华人社团作为个案，借助“社会学

的概念操作化方法、人类学的从观察现象 始，继而挖掘现象存在的显在和潜在

功能，解释其文化特质和社会意义的方法，以及其他的互惠、交换、借助、互动、

                                                        
①潘翎主编，崔贵强译：《海外华人百科全书》，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 年，第 83 页。 
②Edgar Wickberg,, Notes on Some Contemporary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Manila Chinese Society, China, Across 
the Seas/The Chinese as Filipino, Philippine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 Manila, 1992,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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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网络分析等概念体系和方法，”①通过社团之间的关系与社团结构分析，以透视印

尼棉兰华人社会的内部关系、政治环境和相关经济情况，论证社团的作用，进而

达到解析华人社会的目的。 

循此看法，本文贯穿有三条线索：一是基于组织本身的探讨，主要从社团组

织的发展动力、历程以及组织的结构与管理入手，分析印尼华人社团组织在被压

制 32 年后，为什么能够重新兴起，并发挥着什么样的效用？二是立足社团组织

的核心——社团领袖，剖析他们的类型与特质，以及联结领袖之间的个人关系，

从而了解社团领袖是怎样树立权威，发挥组织力量的。我们知道，社团组织就像

一个大家庭，社团领袖就是这个家庭的家长或带路人。家长权威建立，才能团结

一致共创事业，发展壮大。三是在分析社团组织、社团领袖的基础上，阐述二者

如何相互影响与促进，以了解棉兰华人社会的内在发展动因。 

从根本上说，研究思路是和问题的提出与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的。本文围绕

着笔者所思考的问题，就研究的缘起、思路、理论与方法，以及研究的意义与学

术史回顾，集中在第一、二章说明，主要内容则作如下安排。 

笔者在研究华人问题的过程中，发现学者们在按国别叙述东南亚华人时，能

够较为深入、详细的描述该国华人概貌，但对各国内部不同地域华人的差异性甚

少涉及。如泰国南部与中北部华人受人口分布、祖籍来源以及族群文化影响存在

一定差异；马来西亚新山与槟城华人有所区别，印尼又可分为爪哇华人、泗水华

人、加里曼丹华人、棉兰华人与亚齐华人等，这些各具特色的华人社会，目前学

者的研究还不细致深入。所以笔者提出印尼华人是一个多元分立的群体，须对各

地域华人群体分别探讨，才能为印尼华人的整体研究找到一条适合之路。而本文

对棉兰华人的分析即缘于此，这主要体现在本文第三章内容中。 

研究华人地域群体，应把他们作一个族群分支，并须从华人自身、土著民族，

或者第三方的视角着眼，多角度地审视才更接近真实。本文即是摒弃纯粹文字的、

理性的和宏观的描述，利用实地考察、与华人各阶层的访谈，结合相关理论，以

人类学的方法来解析棉兰华人社团的。过往的华社“三宝”——即华校、华文报

纸与华团，而今在印尼仅剩华团得以存续。它所扮演的文化、教育、经济等功能，

                                                        
①王颖、折晓叶、孙炳耀等：《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 年，

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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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成为维系华人社会的重要纽带。那么它为什么历经 32 年的沉寂之后，仍会重新

蓬勃发展？新复兴的华人社团在运行机制、形态与特征又有什么新的变化？本文

第四章中试图回答此问题。 

纵览华人社团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华人社团的创建与辉煌都是“强有力的

领袖，或是族人在工商业腾达辉煌的时候创立。”①而社团的持续与发展，或是消

沉与萎靡也都是与社团领袖紧密相关的。这是与华人社团制度不完善、经济基础

薄弱有关的。因而，本文第五章对华人社团的核心因素——社团领袖进行了分析

与阐释，试图揭示社团结构之下的领袖权力来源，以及相互纠结的领袖个人关系

如何，他们对华人社会的发展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通过对社团产生的动力、社团的结构、以及社团领袖的分析，本文 终需要

解答的是社团、社团领袖作为华人社会的内在构成因子，三者是怎样互动，并在

适应社会环境变化后发生了什么转变，这种适应性的变化对华人社会在印尼的发

展具有哪些指向意义，此是本文第六章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行了全

文的总结性论述，力图回答选取棉兰华人社会研究的现实性。 

二、研究的意义 

“全球化时代也是民族主义复兴的时代。”②民族问题就成为当今世界 具普

遍性的问题之一。各种民族问题既是现实的反应，也与历史有关，尤其像东南亚

这个民族众多、文化复杂的地区。华人作为东南亚各国诸民族之一，因历史与现

实的原因，在该地区成为一个较为特殊的族群。尤其是对基于“种族认同”而立

国的印度尼西亚，华人经济强势、政治弱势的分离状态，导致了许多反华与排华

事件的发生。华人，作为印尼特殊的少数民族群体，纠葛着历史、文化、政治、

经济与国内外的因素，在当今全球化、民主化时代，以及印尼的未来发展中处于

何种境地，既取决于华人自身，也与各种内外环境有关，所以值得从各种角度分

析与研究。 

“在东南亚的华人从来不是一致的。像我们所看到的一样，它在相当程度上

                                                        
①（菲）施振民：《菲律宾华人文化的持续——宗亲与同乡组织在海外的演变》，李亦园、郭振羽主编：《东

南亚华人社会研究（上册）》，台北：中正书局印行，1985 年，第 119 页。 
②（美） 曼纽尔·卡斯特，曹荣湘译：《认同的力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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