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

菲律宾华人宗亲会的奖助学金制度

宋 平

菲律宾华人宗亲会产生于十九世纪末
、

二十世纪初
。

本 世纪 年代
,

其数量明显增

加
,

并迅速发展成非律宾华人社会的一种主

要社团组织
。

其后
,

它随着菲华社会的变迁

而发展变化
,

至今仍保持着蓬 勃 发展 之 势

头
。

这一历史现象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

已 有

一批研究成果 问世
。

但是
,

作为宗 亲会社

会功能的主要组成部份的奖助 学制度却至今

尚 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

除 了已故学者施

振民先生于 年代在其
“

菲律宾华人文化
”

等

文章中简要涉及外
,

迄今未见学界有专文探

讨
。

笔者于 年下半年在菲律宾作华人社

团专题调查访问期 间
,

对此问题产生兴趣
。

现拟利用本人的调查访问记录
,

并参考有关

文献资料
,

对此向题作一初步探讨
,

以期引

起学界的重视
。

菲律宾华人宗亲会奖助学活动发端于本

世纪 年代后期
,

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年
,

陇西李氏宗亲会 首创
“
族生清寒补

助 金” 。

翌年
,

太原堂王氏宗亲会也设立奖

学金
。

年代
,

菲律宾华人宗亲会的发展

进人另一个高潮期
。

不 仅 那 些 因二战而中

断活 动 的 宗 亲会纷纷恢复正常活动
,

而且

新成立了相当数量的宗亲会
。

与此 同时
,

各

宗亲会相继设立了奖助学金
,

由此形成一种

制度
。

年代以前
,

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大

致如下

奖助学金的种类及其对象

非律宾华人宗亲会的奖助学金一般分为

两大类
一

类为奖学金 另一 类为助学金
,

有全费和半费之分
。

前者奖励的对象为各校

每学期 名列前三名的优秀族 生
,

后者帮助的

对象则为家境清寒或兄弟姐妹众多的在校族

生
。

宗亲会依其各自的条件
,

对奖助学的对象

作 了不同的限定
。

从对象居住区域事来看
,

有的宗亲会规定 必须是在大眠里拉市学校

就 读的族生方有资格受领奖助学金
,

而有的

宗亲会则规定在眠市
、

近郊
,

甚至邻省就读

的族 生都有资格申请
。

从学校类型来看
,

有

的宗亲会规定奖助 学金只授予在华文学校就

读的族 生
。

有的宗 亲会则无此限制
,

只要是

族 主
,

无论其就读华校或菲校均可申请
。

从

学 主种类来看
,

有的宗亲会指明奖助学金限

定 于中小学生
,

而有的宗亲会则将受惠对象

扩展至幼儿园生
。

宗亲会对奖助学金对象的不同规定实际

上反映 了各 自的规模
。

较大型的宗 亲会
,

会员

众多
,

申请奖助 学金的族生数量可观
,

因此他

们在条例 中做 了区域性限制
。

而小型宗亲会

会员有限
,

无堪族生太多之虞
。

为造声势
,

愿

意将邻省族生囊括进来
。

另一方面
,

这些不同

规定也体现 了 年代以前
,

菲律宾华人社会

从侨居社 会向定居社会的转变趋势
。

规定对

象只能是华人学校的学生
,

甚而要 求对象的

华文成绩必须是名列前 二三名的宗 亲会
,

意

在鼓励族生接受华文教 育
,

以不忘 根本
。

而

主张在 中英文学校就读的族生都可 申请的宗

亲会则希望子弟 中英文 俱佳
,

成为适合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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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的人材
。

奖助学金的来源与管理

奖助学金的资金来源有个演化过程
。

其

间经历 了三个阶段
。

本世纪 年 代 可视为

第一阶段
。

这是奖助学制度的初创阶段
。

其

时
,

宗亲会大多采取临时性措施
。

一般由理

监事 分担一定的数额
,

凑足所需 的 奖 助 学

金
。

年 代 是 奖助学金发展的第二阶段
。

此时菲华社会提倡节约
,

渐渐形 成 一 种 风

气 人们在举 行婚寿喜庆或丧礼典仪之时
,

将 所收贺礼
、

奠仪集中起来
,

乐捐给宗 亲会

作为其福利开支
。

其 中大部汾用为奖助学活

动的资金
。

年 代 以 后 则进入 了 第 三 阶

段
,

这时大部份宗亲会都设立
一

奖 助 学 墓

金
。

基金为两部份组成 一部份是每年福利

基金下的固定拨款 另一部份为华人个人所

设的专项基金
。

对奖助学金的管理也有一个渐趋成熟的

过程
。

起初
,

各宗亲会内部并未设立专门机

构经管奖助学金
。

一般是由福利部门兼管
。

尔后
,

随着奖助学金制度的发展
,

有些宗亲

会便开始设立专门机构
,

专司奖助学金管理

之 责
。

如陇西李氏宗亲会于 年
,

开始设

立两个小组专责办理 一为补助贫寒学生小

组委 员会
,

另一为奖励本族成绩优良生小组

委员会
。

第二年理事会修改章程
,

建立 了文

教委 员会
。

置主任一 名
,

副主任暨委员若十

名
,

专门负责办理该宗亲会奖助学金的筹集

和发放
。

被任命为文教主任的理事往往身为

殷商
。

因为他必须带头捐献巨款
,

以充当奖

助 学金
。

奖助学金的评审与颁发

奖助 学金的评审与颁发
,

即为奖助学金

制度的运作方式
。

它体现为每年两次的奖助

学金颁发大会
。

以让德堂吴氏宗亲会为例
,

其程序为 每 当学校学年结束时
,

宗亲会函请

各侨办 华人 中小学造册送交吴姓优秀生

名单 成绩列 首二三名者
,

而后召开奖学

大会
。

出席者包括优秀族生及其家长
,

全体

理监事以及吴氏宗亲约数百人
。

当场颁给优

秀生每人奖金
、

奖状
、

奖品 吴氏宗亲会各

厂家捐献 的学习用品
、

糖果等
,

并准备打

字机
、

计算机
、

男女手表等给予抽彩助兴
。

助学金则由族生家长提出申请
,

理监事会依

据该族生京庭情况以及学业情况决定入选名

单 以及发放金额的多寡
。

颁发大会则在秋季

祭祖后举 行
。

这种场合是鼓励宗亲 子弟积

极向学和培养年轻一代刘
一

宗亲会的认同感的

绝好时机
。

七 十年代以后
,

菲律宾宗亲会奖助学金

制度发生 了结构性的变化
。

这一变化主要体

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

大专奖助学金的设立
。

年代以

前奖助学对象只包括中小学生和幼儿园生
。

年代以后
,

各宗亲 会相继设立了大专生的

奖助学金
。

这一奖助学金一般为专项基金
。

我们试以让德堂为例
。

 年
,

让德堂首次设立吴祖合大专奖

学金
,

奖励在大学成绩 名列前三名的族生
。

奖金分为第一名 元
、

第二名 元
、

第三

名 元
,

该年共奖励优秀族生 人
,

金额 总

计 元
。

年
,

吴氏宗亲会又设吴 绵 婆 大 专

助学金
。

金额为每人 元
。

该年共有 人受

惠
,

总计 元
。

年
,

吴绵婆大专助学金有所扩大
,

加进另两位宗亲的捐献
,

成为绵婆
、

世霖
、

尊茂大专助学金
。

当年此助 学金额颁发给

人
,

平均每人 元
,

总计 元
。

据本人访问所知
,

七十年代
,

吴氏宗亲

会 设立的大专专项基金如下

吴祖合大专奖学基金菲 币肆万元

吴绵婆大专助学基金菲币肆万元

吴世霖大专助学基金菲 币陆万元

吴尊茂大专助学基金菲 币肆万元

吴文大专助学基金菲币肆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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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几项基金的利息所支付的 年代大

专奖助学金如表一所示
。

表一

年度 种类 人数 名次 人数
每人金额

元
总计
元

所以对宗亲组 织传统的奖助 学 活 动 来

说
,

年代是一个转折点
。

这一活动从以往

只是对中小学生进行奖助学演化为设立大专

奖助学金
。

而且
,

后者所占比重逐年增加
。

试看表 几

奖学全 渡

月任

里

一…一…
一

州二

学金奖
乙一了

助学金

奖学金

… …二
助学金

…
。

二卜竺生
 

 奖学金 理

… …二…二
助学金  

奖学金

… …二…二

年年 度度 类 别别 一一 ,开占比重重
人人人人 数 金额 元

…
‘ 。。

中中小学  、
‘

甲 、、

大大 专
。

中小学学 …

大 专专  !!! ∀

 !!!

…中刁
、

学学
 

大大大 专专  

一中
、

学学  !!!   

大大大 专专  ! ∀

中小学学     

大大大 专专  ! ∀∀∀

助学金  

川引一训州引川州

一奖学金

————…助学金

奖学金
不 详

助学金

奖学金

助学金

不 详

注 本表根据吴氏宗亲会提供的资料制作

注 本表根据吴 氏宗 亲会提供 沟资料制作
。

进入 年代
,

大专奖助学金更是大 届度

增长
。

如济阳堂柯蔡宗亲会
。

年代以来
,

该会的奖助学基金已 达 种之多
。

其 中普

通大专助学金基金 种
,

医学本科 种
。

包含

有大专学生的墓金 种
。

在 个基金中
,

只有

一个墓金专为 中小学生而设
。

这样的奖助学

基金结构不能不给人一个强烈 印象 即宗亲

会奖助学的重点对象 己从已往 中小学生 完全

转移至大专学生
。

第 二
,

奖学金与助学金比例的变化
。

年代以前
,

菲律宾宗亲会奖助学制度一般以

奖学为主
,

助学 为辅
。

据施先生在 年代初

调查后指出
“ 目前差不多每一宗亲会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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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人人数数 金额 元

河河 源张颜同宗总会会 奖
,

一一一

司丽 厉厉

临临璞堂施氏宗亲总会会 奖奖
·」

助助助助   
’’’

济济阳柯蔡
‘

共亲 总会会 奖奖

助助助助  

深深范颖川 陈氏宗亲总会会 奖奖
一

助助助 ,  !!!

汾汾阳郭氏宗亲会会 奖奖  ! ∀∀∀

助助助助  

六六 桂堂宗亲总会会 奖奖

助助助助  

西西河林氏宗亲
‘

总会会 奖奖

助助助助    !    

陇陇 西李氏宗亲总会会 奖奖

助助助助    

一一一奖奖

荣荣 阳郑氏宗亲 总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
助助助助

伪伪呐五姓联宗
,

急会会 奖奖

助助助助  

愈来愈多的宗亲会设置了助 学 金 项 目
。

据

 !年非华宗亲会 联合总会的统计
,

在 个

宗亲会 中
,

已有 个设置了助学基金
。

这表

明助学金的设置已很普遍
。

其次是助学金

数额迅速增加
,

并且在比重上超过奖学金
,

试看表三
。

表四

年 份
人 ”

…
金” 元 所占卜匕重

‘

类 另。

…
一

竿

助  

注 本表根据菲华各宗亲会联合总会 。年均

资料制作
.

奖学金的设立
。

多数是奖励成绩 优 良 的 奖

金
,

数 目大小有时是看每年特捐收入情况而

定
,

较大的宗亲会财源充裕才能够设立助学

金
” 。

@

7 0 年代后
,

这一情况逐渐改变
,

首先是

奖奖奖 29888 230 7000 10 %%%

助助助 35555 23 156 000 9 0 %%%

奖奖奖 29333 2171000 9%%%

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 33333 5333 2 4602 000 9 1 %%%

奖奖奖 28111 2 , 2 2 。 ………
7%

{{{{{{{{{{{{{{
助助助 34444

【
29750000 !!!

{{{{{{{{{ 93% ‘‘

奖奖奖 28444 31
‘

1 0 000 8

%%%

助助助 34111 36 82 0000 92 %%%

奖奖
ll28555555 7写写

助助助助 3128 00000

333334 777 46 816 000 9 3 %%%

奖奖奖 29000 3 26 6000 7 %%%

助助助 35888 通7 4 0 0 000 9 3 %%%

111 9 8 777 奖奖 30777 3960000 8%%%

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 33333338 111 49 04 0000 92 %%%

奖奖奖 28888 3282000 7%%%

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助 33333 9222 493 18 000 93 %%%

奖奖奖 26 777 5 898 000 1 0 %%%

助助助 40 222 508 14 000 9 0 %%%

注
:
本表根据柯蔡宗亲总社提供的资料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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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后
,

奖学金与助学金的比例愈加

扩大
。

如据笔者从访谈 中所获
:

柯蔡宗亲会

1980一1989年 10年 间
,

奖学金共计315140

元
,

受奖人数为2876人
,

人均 n o 元
; 助学

金 则 为 3753860 元
,

受惠人 3635 人
,

人均

103 3元
。

奖学金为总金额的8%
,

助学金则为

92 %
。

其历年详况如表四 所示
。

随着上述奖助学制度结构性的变化
,

70

年代后
,

菲律宾宗亲会奖助学金的数额有 了

大幅度的增长
。

奖助学对象的覆盖面也有了

较大扩展
。

如西 河堂林氏宗亲会
,

在 50 年 代 其奖

助学金数额平均每年 约为 11 131 元
,

平均每人

仅有29元
。

而到 了198 0年
,

奖助学金总数达

720 90元
,

平均每人有196 元
。

又如陇西堂李

氏宗亲总会
,

从195 5到1965年n 年 间
,

奖助

学授予人数共3428人
,

平均每年3n 人;总金

额达96192元
,

平均每年8745元
,

人均 28元
。

而到 了198 0年
,

奖助学金总数达63090元
,

授

予人数达吐5 7人
,

人均 138元
。

1 9 8 2 年
,

奖助

学金总数又 增加到 1207 58元
,

人数达4”人
,

人均 242 元
。

Á

菲律宾华人宗亲会 每年发放的奖助学金

总额 有多少?其发放对象覆盖面有多大 ?笔者

至今尚未见到完整可靠的统计数字
。

据施振

民先 生在 70 年代的 调 查 统 计
,

马尼拉华人

社会每年至少有 3000 学 生 受益于宗亲会资

助
。

¾ 而据笔者于 19 92年调查所知
,

在马尼

拉
,

约有 31 家宗亲会
。

其 中大的宗亲会奖助学

金发放对象可多达每年 60 0名以上
。

而 小 的

宗亲会仅有数十名
。

一般的则为 300 名左右
。

由此推断
,

则90 年代初
,

马尼拉华社宗亲会

奖助学金发放对象约有14000名
,

而其 发放数

额则有近千万元之谱
。

菲华宗亲会奖助学金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变化无疑是与菲华社会 的变迁密切相 关的
。

它既是菲华社会变迁的一个主要内容
,

也从

一个侧面反映出菲华社会的某些特征
。

对此

笔者有如下 几点认识
:

第一
,

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
,

宗族组 织向

来有鼓励族 生求取功名以光宗耀祖的措施
。

学田
、

蒸偿 田的设置便是明证
。

海外华人宗

亲会是传统的中国家族组织的一种延伸
,

它

继承和发扬了国内宗族的某些主要功能
,

当

然也承续了这种
“
助学情结

” 。

但是
,

非华宗亲会 的奖助学金制度作为

中国家族奖助学传统的延续并没有产生于本

世纪 30 年代华人宗 亲 会 发展 的第一个高潮

期
,

而产生于二战后
。

这是与二战后菲华社会

由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化这一重大历史变

迁相联 系的
。

二战前
,

当菲华社会还处于移民

社会时
,

菲 律宾华人通常是把子女送回中国

家乡上学读书
、

接受教育的
。

在此情况下
,

在菲律宾设置奖助学金便没有必要
。

二战后

随着愈来愈多的华侨子女在菲律宾求学
,

奖

助学金的设立便成 了华人社会的一种社会需

要
。

由此可见
,

菲律宾华人宗亲会奖助学金

制度是适应菲华社会从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

转化这一社会变迁而形成的
。

第二
,

70 年代以来
,

菲华宗 亲会奖助学

制度的结构性变化
,

反映了菲华社会某种深

层次的变化
。

有学者指出
,

70 年代
,

非华社

会 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文化危机感
。

尤其是菲

律宾政府对华侨学校实施菲化政策后
,

华文

教育 口趋式微
,

加深 了这一危机感
。

于是老

一辈华侨力图通过设立奖助学金制度鼓励年

青一代学习华文
,

以保持 中华文化传统的世

代相传
。

 这意味华人宗亲会奖助学金的变

化与华人社会的文化危机感是密切相关的
。

但是我们还应看到 70 年代以来菲华经济的迅

速发展对奖助学金制度的影响
。

实际上
,

菲

华经济能力的明显增强是奖助学金制度发展

前提条件
。

7 0 年代以来
,

菲华经济取得长 足进展
。

除 了传统的商业部门外
,

在 金 融 业
、

木 材

业
、

烟草业
、

纺织业
、

碾米业等工业部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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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农牧业 中
,

华人资本都占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
。

如金融业
,

据 1986年 12 月 1日的 《世界

日报》 载
,

在菲律宾私人商业银行的总资产

中
,

华人商业银行 占51.1%
。

正是这种颇具

实力的菲华经济
,

为宗亲会奖助学金制度的

结构性变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

第三
,

菲华宗亲会奖助学金制度的发展

变化还向我们透露出宗亲会社团功能的重要

信息
。

宗 亲会是一种 以社会功能为主的社 团
。

在二战以前
,

其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

(l) 接待新移 民
,

帮助其解决生活

困难和寻找工作
。

(
2

) 围绕生
、

老
、

病
、

死

这人生四大主题上的互相帮 助
,

如 庆 贺 婚

事
,

资助病 家
,

救 济 灾 胞
,

协办丧事等
。

而二战后
,

随着奖助学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

一

宗亲会社会功能便渐起变化
。

即原来接待新

移民的社会功能已大大淡化
,

而奖助学这一

社会 功能却迅速加强并且 日渐来成为宗 亲会

的主要社会功能
。

第四
,

值得一提的是
,

据菲律宾各宗亲

会联合会的介纭 在70 年代后期
,

菲华人宗亲

会奖助学制度中
,

已有一种令人注 目的新动

向出现
,

即
“
施性攀先生教育基金委员会

”

的设立
。

该基金系由施性攀后嗣 在 其 去 世

后
,

用亲友致送的奠义设立的
。

其独特之处

在于
,

该委员会一改过去宗亲会奖助学金只

向族生发放的传统
,

而通过施氏宗亲会临樱

堂向优秀贫寒学生发放补助金 (名额按各校

学生数比例分配)
,

不论这些学生是否为施氏

后代
。

虽然其奖助金的数额不大
,

受赠的学

校也不多
,

但这种不分 姓氏
,

普遍助学的做

法
,

无疑是菲华人奖助学的一种创举
。

无独有偶
,

曾任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的

郑龙溪
,

在为其母庆祝寿辰时
,

以一百万元

设立郑永同夫人张安女士慈善基金会
,

由郑

氏宗亲会主持
,

将每年利息分赠慈善教育公

益机构
。

其助学的对象是学校
,

而 不是学生

个人
,

是这个基金金的特点
。

这也是一种超

越姓氏的新的助学方式
。

上述两个事例的出现
,

显然并非偶然现

象
,

而是透露出非律宾华人社会 与菲律宾主

流社会融合的信息
。

随着菲华融合的进一步

发展
,

这一新事物或许会更为普遍发展
,

而

令非华人宗亲会的奖助学金制度有一个质的

变化
。

这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研究
。

( 作者 系厦 门 大学历 史 系讲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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