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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华人的认同在东南亚是相当复杂和敏感的问题。本文将以菲

律宾为例,探讨海外华人认同的变迁。菲律宾华人认同的变迁与其从“移民社

会”向“定居社会”的转变有着密切的联系。衡量华人认同变迁的因素很多,本文

认为主要包括:其一是民族的认同; 其二是政治的认同,即国籍的认同与在移居

地对参政议政的态度;其三是叶落归根或落地生根。这既可作为菲律宾华人认同

的指标,也可以作为华人从“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变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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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重要因素。在当今

世界,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

移民呈现方兴未艾的发展趋势。据联合国人

口部门的统计, 生活在出生国以外的国际移

民人数,已从1965年的7500万增至1990年

的12000万,其中 55%的移民是在欠发达国

家间流动, 90%集中在55个国家¹ 。据美国情

报部 2001年4月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国际

移民的数量在20世纪末已升至14000万人以

上,而移民人数占所在国人口总数15%以上

的国家, 也已超过50个º 。因此,国际移民在

移居国的生存和发展,势必会遇到认同的问

题。中国有13亿人口,是潜在的移民大国。自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出现大批的新

移民,并普遍面临认同变迁的问题。本文将以

菲律宾华人社会为个案,探讨海外华人的认

同,希望能有助于国内学界加深对海外华人

认同变迁的了解。

本文讨论菲律宾华人社会从移民社会向

定居社会的转变, 并分析其转变的指标和原

因。促使菲律宾华人社会从移民社会向定居

社会转变的因素很多, 本文认为,最根本的是

族群认同的问题。关于族群认同,挪威人类学

家弗里德里克·巴斯指出, 族群是指一群人:

第一, 生物上具有极强的自我延续性; 第二,

共享基本的文化价值,实现文化上的公开统

一;第三,组成交流和互动的领域;第四,具有

自我认同和被他人认可的成员资格, 以形成

一种与其他具有同一阶层( order )的不同种

类» 。在上述族群的四个要素中,最关键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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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是第四项,即自我归属和由他人分类的特

征。按照王赓武的观点,华人的认同主要来自

四个方面的认同: 体质方面的人种认同,政治

方面的民族认同, 经济方面的阶级认同,以及

文化方面的文化认同¹。

关于菲律宾华人认同的问题,已有部分

学者做过研究º , 不过他们探讨的重点是政

治的认同以及华人与菲律宾社会融合的问

题。笔者认为,菲律宾华人的认同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民族的认同; 其二, 对

政治的认同,即国籍的认同与在移居地对参

政议政的态度; 其三, 叶落归根或落地生根。

上述三个要素, 也可以作为衡量菲律宾华人

社会从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变的指标。

向定居社会转变前的华人社会

华人较大规模移居菲律宾是在明中叶以

后。这是因为,虽然早在五代的闽国,中国通

往菲律宾的东洋航路就已经开辟,然而却远

离古代商贸的中心,所以,东洋航路的商贸并

不发达,华人移居菲律宾的人数还很少。直到

太平洋航路的开辟, 这才促进了东洋航路商

贸的繁荣,进而带动了海洋移民,闽粤人开始

大批移居菲律宾。明隆庆四年( 1570年) , 当

西班牙戈第( M ar tin de Co it i)的船队初抵吕

宋时,曾见马尼拉有40名华人。次年,勒加斯

比 ( M iguel Lopez de Legaspi)占据马尼拉,

旋开总督府, 那时马尼拉有150名华人。西班

牙殖民者为了其殖民统治的需要,于是大批

招募华民前往吕宋。至万历三十一年( 1603

年) , 西班牙当局第一次屠杀华人时, 马尼拉

已有约2. 5万华人» 。

自明中叶开始至二战以前,闽粤人移居

菲律宾大多数只是临时性的居留,也就是说

华人移居菲律宾无意永久居住,而是到菲律

宾经商,赚钱后衣锦还乡。因此,那时菲律宾

的华人社会仍处于移民社会阶段。移民社会

的特征主要表现在:认同中国和中国文化;叶

落归根的观念强烈;双边家庭(移民分别在祖

籍地和移居地组建家庭)的现象比较普遍;依

照中国文化传统组建社会组织¼。当然,也不

排除部分移民到菲律宾有意永久居住, 例如

林凤集团征菲, 就有永久定居的打算½。此

外,亦有部分华人在菲律宾生活一段时间后,

就在那里扎根。正如《东西洋考》中记载的:

“有佛郎机者,自称干系蜡国,从大西来,亦与

吕宋互市。⋯⋯华人既多诣吕宋,往往久住不

归,名为压冬。聚居涧内为生活, 渐至数万,间

有削发长子孙者。”¾ 不过,虽有部分移民在

菲律宾定居,但自明中叶以后至二战爆发以

前,闽粤人移居菲律宾却是一种持续不断的

过程, 并且大部分人没有定居的打算¿。所

以,二战以前菲律宾华人社会的性质仍是移

民社会。

在探讨菲律宾华人社会时,有必要补充

说明华人混血儿的问题。菲律宾的华人混血

儿是华人的后裔,身上流淌着华人的血液,但

却与华人有别,他们在菲律宾形成一个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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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体,很早就认同于菲律宾社会,并成为菲

律宾民族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知道, 通

婚在民族的接触和互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早期移居菲律宾的华人基本上是男性, 并且

大多是孑然一身来到菲律宾。有些人是在菲

赚了钱以后回家乡成家;也有人在菲娶土著

妇女为妻;还有些人在家乡已有妻子,在菲再

娶,构成双边家庭。西班牙统治菲律宾时期,

一方面在经济上需要华人, 另一方面又害怕

华人的势力坐大。为此,殖民者试图通过改变

华人的信仰和鼓励华人天主教徒与土著天主

教徒通婚的政策加以解决, 其目的是要使华

人及其后代菲律宾化,从而有利于他们的殖

民统治。华人与土著通婚可以得到许多好处,

例如,可以拥有土地等,这种客观的环境也促

使华人与土著通婚。

移民与土著通婚, 必然会生下许多的混

血儿, 这就有必要讨论菲律宾华人混血儿的

状况及其去向。本文所称的混血儿,是指华人

和土著通婚所生的子女的通称。然而,在菲律

宾华人混血儿有其自己的定义:任何由华人

父亲和土著母亲生出的人被称为华人混血

儿,其子孙也被列为华人混血儿。嫁给华人或

混血儿的混血女, 以及她们的子女,皆登记为

混血儿。但同土著结婚的混血女,连同她的子

女,则列为土著¹。

不过, 19世纪初出现的作为一个独立阶

层的华人混血儿, 到19世纪末西班牙统治结

束时也随之消失。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认同

菲律宾,并成为菲律宾人,但也不排除小部分

人回归华人社会。

菲律宾华人认同的变迁

探讨菲律宾华人认同时,会遇到一些问

题。一方面,闽粤移民菲律宾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不同时期移民的认同有所不同; 另一方

面,既使在同一时期, 不同的华人,其认同也

会有所差异。即使是目前大多数华人认同于

菲律宾之时,也还有少数人认同于中国,还要

叶落归根。不过,总体而言,华人逐渐地认同

于菲律宾是菲华社会发展的趋势。

(一)民族的认同

吴燕和在谈到华人认同时,将其分为三

类,其中前两类是指海外华人的认同。他指

出:“为了说明华人(汉民族)认同的文化情景

之随意性,我想着重就认同形成过程的三种

类型进行比较:其一,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华裔

移民子孙仍具有‘华人’认同感, 但他们却表

现出多种类型的族群文化特色。许多海外华

人不会讲汉语,不信奉华人民间宗教,尤其突

出的是,其生活方式与生活于中国(大陆)的

华人不同。在国内华人或客居国家的人们眼

里,他们被冠以‘海外侨胞’、‘中国同胞’、‘中

国国民’、‘中国人种’或简称‘华人’或‘中国

人’等政治术语。其二, 在不同历史时期,不论

是在东南亚的华裔移民子孙还是在中国境内

的汉人后裔中,都存在着土著化的族群意识

过程⋯⋯本人是指,一些华裔子孙失去其祖

先的族群认同,而完全接受当地人的土著文

化,也就是被当地土人完全同化的过程。另一

部分华人后裔,也许正处于族群认同和文化

变迁的过渡过程。这部分人并不是属于混血

族群, 而被认为是既非华人族群也非当地土

著族群的一种特殊族群范畴。”º

吴燕和关于海外华人的认同,概括起来

就是:其一, 海外华人华裔仍有“华人”的认同

感,但与生活在大陆的华人有很大的不同;其

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华人都存在着土著化

的过程。从菲律宾华人认同的情况看,除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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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情况外, 还有两种类型。一类是有些华人

在菲律宾已经生活了几十年, 也会讲菲律宾

语(他加禄语) ,生活方式也受到菲律宾的影

响,但他们仍坚持自己是华人,认同中国国籍

和中国文化, 不加入菲律宾国籍(这些人完全

有条件加入菲籍, 而是自己不愿加入) , 并希

望叶落归根。另一种类型是菲律宾有众多的

华人混血儿,也就是华人与菲律宾土著所生

的子女。近几十年来出生的华人混血儿,大多

在华侨学校学习, 既接受菲律宾文化,也接受

中华文化。早期的菲律宾华人混血儿,则有两

种情况, 一种是完全认同于菲律宾的社会文

化,这占混血儿比例中的绝大多数。例如菲律

宾国父扶西·黎刹, 他是华人混血儿, 但在

1896年被宣判死刑时甚至宣称:“我不同意。

这是不公正的。有人说我是一个混血儿,这是

不对的。我是一个纯粹的土著。”¹ 尽管扶西

·黎刹宣称自己不是混血儿, 但他拥有华人

的血统,却是毋庸争辩的事实º 。另一种是基

本上认同于菲律宾文化,但还存有华人的情

结。例如,菲律宾前总统科·阿基诺,她不仅

保留了华人的意识, 而且亲自回到祖籍漳州

龙海市角美镇鸿渐村祭祖。

对菲律宾华人的认同, 可分作以下三类:

其一,认同于中国的华人,包括对中国国籍的

认同及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这种类型的华人

所占的比例很小; 其二, 已加入菲律宾国籍,

并受菲律宾文化的影响,但仍保留部分的华

人文化传统及华人意识;其三,完全认同于菲

律宾文化。

(二)政治的认同

政治认同是华人认同于当地社会的一项

重要指标。施振民指出:“华人集体转籍之后,

法律上成为菲律宾公民,政治上必须与菲律

宾认同,这是很浅显的道理。本国政府决定准

许华人集体入籍, 最大目的亦即在争取这份

认同。简单地说,政治认同有三个不同的层

次,即身份、观念与行为。身份是外在法定地

位,后两者则为内在的意识与实践。”»

二战以前,菲律宾华侨大多为第一代移

民,他们的祖国观念比较强,叶落归根的意识

比较浓厚。侨居地的政治环境相对比较宽松,

对华人事业经营的限制相对比较少, 所以罕

有华人申请加入菲律宾国籍。二战以后,新移

民被禁止入境,土生华人的比重逐渐增大,尤

其是菲化法律层出不穷,华人经营的事业受

到很大的限制, 此时华人的处境非常恶劣。

1949年至1975年期间,中国与菲律宾没有外

交关系, 中菲两国来往不便,华人回国无望。

再加上当时的国际形势分为两大阵营, 菲律

宾是坚决反共的,由于宣传的误导,菲律宾华

人对大陆逐渐地产生离心力, 对祖籍的认同

也就淡化了。为了解脱菲律宾政府加诸他们

的种种限制和作为外侨所承受的巨大的政治

压力,求得在当地的生存和发展。大多数华人

的观念从叶落归根向落地生根转变, 认同菲

律宾,申请加入菲律宾国籍。

华人华裔认同的转变, 与菲律宾政府对

待华人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1975年是战后

菲律宾对华侨的归化政策的分水岭。在此之

前,即1949年至1975年,其指导思想是严格

限制华侨加入菲律宾国籍, 这与战后前二十

年菲律宾当局采取排华和限制华侨的总政策

是一致的。限制华侨入籍,就是要华人仍受菲

化法律的制约,其目的在于限制华人与菲律

宾土著拥有同等的权利,以此限制华人在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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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青年联合会出版, 1996年,第 7页。



律宾的发展,保护菲律宾土著的权益。1969

年至 1974 年, 批准入籍的华人仅 330 户¹ 。

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西方国家开始与中

国建立邦交关系。马科斯总统预定在1975年

6月访问中国, 实现菲中建交。菲华商联总会

趁机向马科斯提出有关解决逾期游客问题和

简化华侨入籍手续两个建议。马科斯随后于

1975年6月访华前夕签署法令, 一举解决这

两个问题。

所谓逾期游客问题, 是指2700余名华人

以探亲、观光为由,于 1950年以临时游客身

份入境, 随后留在菲律宾与家人团聚而产生

的居留权问题。1975年6月6日,马科斯颁布

法令,授予这批人以永久居留权。

另一个重要决定是简化入籍手续, 鼓励

华侨入籍。1975年4月11日, 马科斯发布第

270号总统令, 同年12月3日发布总统第836

号政令, 1976年12月29日则公布第491号命

令书,修正了第270号命令书,为华侨成批入

籍打开方便之门º。仅1975～1979年,由总统

批准整批入籍的华人就有将近3 万人(仅指

户主,未含眷属)。据统计, 从1975～1986年,

约有20万华侨加入菲律宾国籍»。华侨集体

入籍, 一方面与菲律宾政府的鼓励政策有很

大的关系,另一方面与中国政府声明放弃双

重国籍身份, 也有密切的联系¼。

菲律宾华人处在移民社会时期, 他们的

目的是为了赚钱, 不想在移居地长久定居, 在

移居地参政议政对他们来说兴趣不大, 即使

有兴趣,在当时,华人也不具备参政议政的条

件。当华人集体入籍以后,一方面为了自身的

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受北美华人参政议政

的影响和鼓舞, 菲律宾华人不仅产生了参政

议政的需要, 而且也开始出现实际行动。华人

参政议政,也可以看作是华人政治上认同于

菲律宾的一种体现。政治认同与经济和文化

认同相比较, 是更深层次的认同。经济和文化

的认同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进行,而政治认同

则通常不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需要主观自觉

的意识。

华人参政议政, 主要表现在介入菲律宾

社会, 积极参加投票选举和参与政府官员职

位的竞选方面。如果仅从参加投票选举层面

来看,菲律宾华人“参政”从20世纪五六十年

代就已经开始。当时,一些已获菲律宾国籍的

华人已有了选举权,不过,他们的人数还非常

有限。他们参加选举,还谈不上是为了争取自

身的利益,仅是为了巩固已获得的菲籍身份。

华人较普遍地通过行使投票权“参政”,是在

1975年集体归化后。但在初期,由于仍处于

马科斯总统独裁统治时期, 华人投票选举,主

要还是出于履行菲籍公民的义务。

在 80年代, 一方面是受到北美华人“参

政”的影响, 另一方面是马科斯总统在此期间

委任了一些华裔和华侨担任各级的政府官

员,华人的参政意识有所提高,在报上也出现

了华人参政的议论。菲律宾华人参政比较普

遍化是从1986年的紧急总统选举开始的。随

后还有1987年的国会选举和1988年的地方

选举。在1986年的总统选举中,华人“参政”

不但表现在马科斯和阿基诺双方对华人选民

的争夺,以及争取华人的财政支持,更重要的

是在这场关系到当时菲律宾国家命运及前途

的重大选举中,华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

和姿态参与和介入。这不但表现在当时华人

的选票是有史以来最多的, 更表现在华人从

来没有如此关心及参与菲律宾的国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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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发生的“二月革命”中, 众多的华裔青

年和菲律宾民众一起走上乙沙大街, 并以各

种方式支援乙沙大街的百万群众,这无疑是

一种实质性的参政。进入90年代,更多的华

裔和华人被委任为政府的高官,这是华人积

极参政议政的又一体现。

当然,菲律宾华人的参政议政,也不能仅

满足于华人积极参加投票选举以及参与政府

官员的竞选,“真正意义的参政,概取决于华

人在多大程度上把菲律宾作为自己的国家来

关心,愿意为她尽多大的责任, 冒多大的风

险,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对菲律宾有一种主

人翁的姿态。”¹ 不过, 要菲律宾华人对菲律

宾抱有一种主人翁的姿态, 只有在菲律宾华

人社会从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变, 才有可

能实现。

(三)叶落归根或落地生根

叶落归根或落地生根, 这属于心理深层

次的认同。早期华人移民菲律宾的动机是想

在菲律宾赚钱,然后衣锦还乡,而不是想在那

里永久定居, 这种状况大致延续到20世纪30

年代,即二战爆发之前。从华人资本的分配来

看,在此之前,很多华人把资本带回祖籍地,

购置田园、建宗祠等,荣宗耀祖。

关于菲律宾华人的资本有多少带回祖籍

地,又有多少留在移居地消费和进行再生产,

由于史料欠缺,这方面的数字难以统计。但通

过一些零星的史料, 仍可以知道明清菲岛闽

粤移民资本分配的一些情形。据《安海志》的

记载: “隆庆年间( 1567～1571 年) , 吕宋开

洋,募华人为市。初无以应者。镇商李寓西、

陈斗岩, 首航与贸, 获巨利归,安平人乃多从

而趋之,几至十家而九。去者或久居不归, 间

有籍居生长子女者。”º 很明显“获巨利归”就

是把钱带回祖籍地。当时,移民在移居地赚来

的钱,大多通过“水客”带回家乡。至清末, 侨

批业兴起» , 移民开始主要通过“信局”汇钱

回家。19世纪末( 1898年) ,菲律宾漳州籍的

郭有品设立“天一信局”,为华人寄信和寄钱;

并分别在厦门和马尼拉设立收汇和承转局,

明定汇款费率,雇佣固定信差,严禁向侨眷索

取“小费和夹付小银”, 收解信款手续趋向正

规,成为福建省最早的侨批业¼。当时菲律宾

的华人汇回大陆祖籍地的资金,已难以精确

统计,但从官方记载的侨批中,有相当一部分

是菲律宾华人汇回来的。清朝末期,华人经济

势力最雄厚的东南亚地区, 包括菲律宾、印度

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等地, 每年侨

汇约六千万元½。此外,粤督张之洞也谈到华

人经济对中国沿海社会的影响, “查出洋华

民, 财逾百万, 中国生齿日繁, 籍此消纳不

少。”¾

从华人的构成来看, 二战以前菲律宾华

人绝大多数为第一代移民, 祖国观念和叶落

归根的观念比较强,他们大多保留中国国籍,

不愿意加入菲律宾国籍。自二战开始,中菲交

通中断,许多华侨回国无望,保留中国国籍的

观念开始淡化。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中菲

两国政治对抗期间,菲律宾华人回国无望,大

批移民不得不放弃“告老还乡”和“叶落归根”

的念头,客死菲岛。1997年4月18日,笔者与

菲律宾华商杨菀薇女士一起, 在马尼拉访问

许淑范女士。许女士生于1905年, 1935年从

中国大陆到马尼拉侨校教书, 曾任闽商学校

(现更名为培元学校)的校长。据她所言: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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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王彦威纂缉、王亮编: 《粤督张之洞奏访查南洋华

民情形拟设小吕宋总领事以资保护折》,载《清季外交料》

(卷七十四) , 1987年。

同上注,第 49页。

李良溪主编:《泉州侨批业史料》,第 6页。

李良溪主编:《泉州侨批业史料》,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第 4～28页。

安海镇《安海志》编纂委员会编: 《安海志》(铅印

本) , 1983年版,第 139页。

洪玉华:《菲律宾华人的参政、融合和认同》,载吴

文焕主编:《融合——菲律宾华人》《第 2集) ,菲律宾华裔青

年联合会出版, 1997年,第 75～81页。



世纪 40年代初, 菲律宾的华侨去世, 附近的

其他华侨大多会去送葬,多数送葬者会痛哭

流涕,原因之一就是为亡者未能告老还家、尸

骸葬于异邦而伤心。后来华侨在菲岛去世的

人数渐渐地增多, 对于客死他乡的现象也就

习以为常,送葬者哭泣的也就越来越少了。笔

者曾至马尼拉华侨义山考察,义山虽建于 19

世纪末, 但观其墓碑, 发现葬于此地的华人,

却大部分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去世者。

华人认同变迁的原因分析

战后华人认同的变迁, 笔者认为主要有

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 新移民人数减少, 菲律

宾华人社会逐渐失去认同中国社会和文化的

新鲜血液的补充。第二,战后菲律宾政府制定

的华人政策, 迫使华人认同于菲律宾社会。第

三, 1978年以前, 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状

况,客观上促使许多华人在当地落地生根。

自二战以后,菲律宾华人的构成发生了

变化。一方面,新移民的源流基本上中断, 也

就是说, 菲律宾华人社会基本上得不到来自

中国的新移民, 菲华社会也就失去新移民带

来中国文化传统的新鲜血液。另一方面,由于

人口的增殖,在当地出生的华人已占华人总

数的绝大部分。

新移民很自然地带去了强烈的中华民族

意识、正统的中国文化教育乃至风俗习惯。在

移民高潮中,中国女性移民在二三十年代迅

速增加,使得华侨的性别比例逐渐平衡,大大

减少了华侨与土著妇女通婚的人数。显然, 这

些因素足以抵御华人与当地社会融合的力

量。

1947年, 菲律宾国会为防止逃避中国内

战的华人大量涌入菲律宾, 发布了新移民法

令取代了1940年的移民法令。旧法令规定每

年进入菲律宾的华人移民不可超过 500人,

而新法令则把最高限额减为50人。1950年,

菲政府无限期地暂时禁止中国人移民, 理由

是在过去很多年内, 华人移民超过了政府规

定的最高限额。从1940年至1975年,中国人

移居菲律宾的现象几乎停止, 这就影响到菲

律宾华人中在中国出生的人数。与在中国出

生的华人比较,当地出生的华人人数有了显

著的增加¹ 。

众所周知,从认同的角度来看,第一代的

移民最不容易被融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认

同于中国和中华文化。至于移民的第二代,他

们的命运和前途已同菲律宾紧密相连。移民

的第三代,他们的观念和价值观就更为菲化,

逐渐地认同于当地社会。

战后菲律宾政府的华人政策,对菲律宾

华人认同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菲律宾

政府对待华人的政策,按其内容和实质, 以

1966年为转折,可分为两个阶段º。1966年

前为第一阶段,华人政策以菲化为特色,以立

法为手段, 以限制和排斥华人为目的。1946

年,菲律宾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为了谋求经济

上的独立,该时期菲政府对华人经济实施一

系列的菲化政策, 全面排斥华侨在菲律宾经

济中的作用,欲使菲律宾公民依靠这些特殊

保护与支持,取代华人的经济地位。菲律宾独

立后,先后实施的菲化政策包括» : 1946 年

10月,在罗哈斯总统任内,有“公共菜市摊位

菲化律”(菲律宾共和国法令第 37号) , 规定

菲化公共菜市,只有菲律宾公民才有资格承

担摊位营业,此项法令迫使数以千计的菜市

华人摊商, 退出摊市改营其他生计。1948年

的“银行菲化律”(菲律宾共和国法令第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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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规定新设立的银行董事的 2/ 3以上应为

菲律宾公民, 资本的60%以上应属于菲律宾

公民所有。1951年的“进口统制律”(菲律宾

共和国法令第 650号) ,规定外侨进口商的一

半进口货物应以平价留售给菲律宾商人。

1955年时, 菲律宾国会又制定“菲律宾零售

商贷款法”,规定外侨进口商应将30%的进口

货物留售给菲律宾商人。对华侨社会震动最

大、对华侨经济影响最大的是1954年实施的

“零售商菲化律”(菲律宾共和国法令第1180

号)和1960年实施的“米黍业菲化律”(菲律

宾共和国法令第3018号)。这些菲化律,迫使

华人离开自己熟悉的行业, 改营其他事业, 对

华人的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以1962年马卡帕加尔担任总统为界限,

菲化运动由高潮逐渐趋向低潮。特别是在

1966年马科斯任总统以后, 菲化浪潮已成为

过去,政府对华侨的政策趋于积极,由排斥和

限制转为利用,对待华人的政策也比较宽容。

因而,战后菲律宾对华人的政策,从马克斯执

政时起,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

重点是以开放入籍解决华人问题,以宽容为

特色, 以利用华人的资金、技术、经验于菲律

宾经济建设为目的。由于政策的宽松,加速了

华人认同菲律宾的进程。

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状况对菲律宾

华人的认同, 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就中国政

府的政策来说, 1955 年与印尼政府签订协

定,明确宣布不承认双重国籍,以后又多次重

申不赞同海外华侨拥有双重国籍,并鼓励华

侨自愿选择加入当地国籍。1975年,中菲联

合公报明确指出凡已取得对方国籍的本国公

民,都自动失去原有国籍。这对华人认同于所

在国, 促进华人融合于当地社会起到相当的

作用。另外, 不可否认, 1949～1978年间, 中

国政策上的失误,尤其是长期实行的“极左”

政策, 对一些华侨、华人产生了离心的作用。

加之十年动乱期间,菲律宾归侨、侨眷受到严

重打击、迫害,极大地挫伤了华侨的爱国积极

性, 这对华人的“叶落归根”观念也是一个很

大的冲击, 客观上促使他们在当地“落地生

根”。自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

新的历史时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鼓励海外华

人到中国投资,加强了与海外华人的联系。

结　语

自二战以后,菲律宾华人社会已开始从

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方向转变。就目前而言,

在华人作为一个整体还未被菲律宾社会完全

接受, 还有成千上万的华人未取得菲律宾国

籍,还有众多的华人没有完全认同和归属于

菲律宾社会的情况下,菲律宾的华人社会还

不能说是完全的定居社会。对于菲律宾的华

人社会何时才能完成定居化过程,则取决于

菲律宾政府和社会对待华人的政策和态度,

以及华人认同菲律宾的程度,当然,其中也包

括中国对华人所起的作用。菲律宾华人认同

的问题, 亦是东南亚及其他地区海外华人普

遍面临的问题,对菲律宾案例的探讨,将有助

于加深对海外华人认同变迁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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