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洲华人社团的传承与演变（１９５０—２０１６） ①

李安山

内容提要　 华人在非洲的数量一直很少。随着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华人移民非洲的
人数日益增多。然而，对非洲华人社团组织的研究甚为薄弱。本文通过非洲的华人报刊和
当地资料，力图阐述战后以来非洲华人社团的演变过程。本文阐述了两岸分治给非洲华人
社团的政治生态带来的影响，作为华人统一组织的中华会馆的演变过程，分析了２０世纪后
期华人社团的发展及其特点，重点论及２１世纪以来华人社团功能的延伸和拓展及新移民社
团的崛起，并对华人社团国际化与地方化的双重进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华人社
团的国际化取决于三个条件，即社团领导人的国际视野、社团的性质以及社团所在国家的
条件或社团自身条件。从宏观上看，国际化与地方化永远是移民社团的一种互动过程。

关键词　 非洲华人　 华人社团　 新移民　 国际移民　 国际化　 地方化

对非洲华人社团的研究十分薄弱，主要因为资料有限。国际学术界无专门研究，华人学者李卓
凡、黄素珍等在著作中论及此问题。①台湾学者在非洲国家华人概况中稍有涉猎。② 大陆学者对此
问题少有研究，《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虽对非洲华人社团着墨不多，但对本研究有两点启发。
一是作者对海外华人社团的定义，即“生活在中国本土之外的华侨、华人和华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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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海外华人社团统计表中对
１９５０—１９９１年非洲华人社团的统计数。③梅显仁对非洲华人社团作了简短描述，认为非洲最初的华
人社团是以庙宇形式出现的，此观点并不准确。④有的文章在研究非洲华人时对社团有所涉及或是
对某国华人社团作一简介。⑤李安山虽对各个时期非洲华人社团有所论述，但对战后这一时期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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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过于薄弱。①
２１世纪以来，非洲华侨华人增长速度很快，中国移民非洲甚至成为西方研究话语中的重要内

容。②有鉴于此，考察非洲华人社团演变实有必要。本文通过非洲华人报刊和当地华人提供的资
料，力图阐述二战以来非洲华人社团的演变过程。本文分为五个部分，分别阐述了两岸分治给非洲
华人社团的政治生态带来的严重影响；作为华人组织核心的中华会馆的演变过程，２０世纪后期华
人社团的发展及特点，２１世纪以来华人社团功能的延伸和拓展及新移民社团的崛起，最后就华人
社团的国际化与地方化的双重进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战后非洲华侨社团的政治生态
（一）毛里求斯华人中的爱国倾向
二战结束以后，非洲华人受中国大陆与台湾分治的影响较大。毛里求斯亲大陆的华人力量较

强，一个重要原因是有邓军凯先生等一批爱国人士。邓军凯在抗战期间为爱国捐输尽心尽力。后
来，他出任新华中学校长，以仁和会馆、新华中学和《华侨商报》为核心，组建青年进修会、业余文化
社等进步青年社团，并于１９５４年以非洲区华侨代表身份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③这既是
对邓先生的褒奖，也是对当地华侨所作所为的肯定。多批华人青年回大陆访问求学，对新中国的成
就有亲身感受。因此，毛里求斯华侨大多倾向于中国大陆。

这种政治倾向引起亲台湾华人的反击。实际上，毛里求斯以及非洲各国的华侨华人中一直存
在着两派矛盾，华人报刊上的政治争论甚至骂战不时显现。④ １９５５年由个别华人起诉仁和会馆产
业的案件是这种矛盾的激化。仁和会馆一直由亲大陆派掌握，亲台湾派力图“倾覆仁和产业”，向
高等法院控告仁和旅馆已停止活动，请求高等法院判决该旅馆交由政府管理。１９５５年８月１２日，
毛里求斯高等法院判决否决了原告要求仁和产业应由政府管理的要求，认为仁和旅馆之职员能够
负起保护仁和产业之责任。⑤此诉讼表明：毛里求斯华侨中亲大陆派与亲台湾派中存在着严重分
歧。一篇文章说明了这种局面：“就这个案件的整体说来，这并不是什么‘维护先贤产业’或是‘保
护公产’（反动派向侨胞骗款的一种漂亮语）的案件，说穿了，这只是毛岛华侨的政治斗争，也就是
本岛民主人士与被祖国人民赶在台湾一隅的蒋介石国民党死硬派企图倾覆本岛侨胞进步社团财产
斗争表面化，……”⑥这种政治歧见一度影响着华侨华人之间的团结。

（二）马达加斯加与留尼汪华人中的派别交锋
在马达加斯加，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和“大岛”的作用及华侨数量较多，国民党在此地较活跃，虽然

在１９３０年一些激进的国民党党员曾被法国殖民政府驱逐出境，但国民党支部一直活动频繁。侨领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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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４５９—４６７页。
李安山：《国际政治话语中的中国移民：以非洲为例》，《西亚非洲》，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７６ － ９７页。
《邓军凯先生遗书二封》，转引自李安山编注：《非洲华侨华人社会史资料选辑，（１８００—２００５）》，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年，第２５７—２５８页；还可参见《纪念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非洲区华侨代表邓军凯先生逝世三周年特刊》，载《新商报》（毛里求斯），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５日。

《李禹臣郑重声明》，载《华侨商报》（毛里求斯），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１０日；《社论：那些回共产祖国的人》，转引自《中国时报》（毛里
求斯），１９５４年３月１８日。

“我们认为原告人提出维护仁和旅馆产业一案，鉴于上述特殊情况，及特别由原告人在１９５４年以前，对上述组织所采取的消极态度，如
果被告人（古少彬及其他，他们于１９５５年６月１０日同时为被告人）能提出适当保证的话，则我们认为此种保证即已足够，同时必须指出，被告人已
表示，愿意提供适当保证，因此，我们批示：对于仁和旅馆产业的保管、维持，及正当管理的保证，应由被告人自判决日起十五天内签署十七万五千
盾的证券，由二人至四人共同签署，签证人之不动产，应值上述数额，未曾负任何债务，并且呈证明其为不动产所有人。如果被告未能依照上述各
款提供食品店，则本院将判决司法委托。”参见《“仁和案”高院总结判词（判决）》，载《中国时报》（毛里求斯），１９５５年８月１７日。

小鱼：《仁和案的真相》，载《华侨时报》（毛里求斯），１９５６年３月１２日。



铁魂在１９４８年被选为侨居海外国民第４１区国民大会代表。１９４６年３月１日，国民政府在马岛设立
领事馆，由谷兆芬出任领事，负责马达加斯加和留尼汪侨务。１９４９年，谷兆芬率驻马领事馆人员向中
央人民政府投诚。①此举对当地国民党势力造成一定打击。

据巴黎华侨时报讯：“旅居马达加斯加岛的华侨一致警告国民党反动分子，要赶快改过自
新，投靠人民。该岛华侨二十余年来遭到国民党匪徒与法帝勾结的各种压迫与剥削。但在去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侨胞均感到他们的幸运到了。他们时刻没有忘掉祖国，而且需要富强的
祖国来保护他们的正常权利。该岛华侨一致严正的警告国民党反动分子残余在海外的早日觉
悟。如果反动到底，这是无疑问的等于自杀，如再梦想骑在侨胞头上压迫和剥削，那么侨胞一定
联合起来以正义的力量将这反动党徒一脚踢进棺材里。”②这种措辞现在看起来很情绪化，却真
实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分化。当然，马岛华人的两派仍不断交锋。“马达加斯加华侨支援反攻复
国总会”成立于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１２日，其意识形态色彩十分明显。１９７２年马达加斯加与台湾政府
断交，华人两派一度形成对立。③留尼汪当时受法国政府的控制，在发展与大陆的关系方面前期
有起色，后受到掣肘，华人与中国的关系逐渐疏远。④

（三）南非华人中的亲国民党倾向
南非较为特殊，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１９０４年，中国政府在此设领事馆。民国时期，国民政府

又多次派人视察南非侨社，华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一直相对巩固。国民党当局退居台湾后仍与南
非保持领事关系。领事馆的喉舌《侨声报》发挥着重要作用，不断加强华人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政权仍然不断加强对非洲华侨的控制。１９５４年，台湾侨委会的代表萧次尹
专访南非和葡属东非，以加强与侨社之联系。华侨的正统观念极强，始终认为国民党政权是正统，
对其抱有希望。１９６７年，南非在台湾开设领事馆，１９７０年升级为总领事馆。１９７１年台湾被逐出联
合国后在国际上更为孤立，与南非的联系加强，于１９７３年在开普敦设领事馆。这种政治上的互相
依靠又因南非经济恶化而更为加强。１９７５年，双方签订有效期为三年的贸易协定，以促进贸易关
系。１９７６年，双方关系由“领事关系”升为“大使关系”。⑤这种局面对南非华人有直接影响，亲台湾
势力一直处于优势。
１９８０年３月“中华民国总理”孙运璇访问南非，南非政府随之决定邀请华人代表参加总统咨询

委员会，⑥“总领事”罗明元极力推进。对台湾而言，华人有机会参与南非高层的决策咨询有益对南
非施加影响力，但这一政策与南非华人致力于种族平等的一贯做法颇不相容。台湾避开侨社擅作
主张引发华人极大反感，他们意识到其身份认同面临重要选择：做中国人还是南非人？⑦总统委员
会提名事件以及总领事违背大多数华人意愿卷入与南非政府的谈判等事件引起极大争议，在总领
事与年轻华人之间本已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中这些争议犹如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引爆了华人社群
内部关于效忠与认同的质疑，这些质疑已发酵了近四十年。在南非住了近一百年，一些人终于开始
感觉更像南非人而不是中国人。教育和专业化水平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他们认为自己至少能够
在南非政府面前代表自身的利益。回应总统委员会提名的危机事件推动各地区协会重新交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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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总统咨询委员会，还有另外两种译法，“总统咨议院”（欧铁）与“总统委员会”（吕云芳）。参见欧铁编著：《南非共和国华侨

概况》，第８１—８４页；朴尹正著，吕云芳译：《荣誉至上———南非华人身份认同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５８—５９页。
Ｍｅｌａｎｉｅ Ｙａｐ ａｎｄ Ｄｉａｎｎｅ Ｌｅｏｎｇ Ｍａｎ，Ｃｏｌｏｕｒ，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ｓ：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ｐｐ． ４１０ － ４１４．



推动南非华商总会（ＣＡＳＡ）在１９８１年成立。”①国民党政府的威信受此次事件打击极大，南非华人
不再将其视为自身代表。南非华商总会的成立对南非华人自身意识的觉悟起到重要的推
动作用。②
２１世纪以来，新移民的各种社团不断涌现。非洲各国华人的政治倾向从多方面影响着华人团

体及其与中国的关系。随着非洲国家的独立浪潮、中国与相关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及中国在
国际舞台上日益重要的作用，华人社团及社会交往的特点也随之变化。

二、非洲中华会馆的变迁
中华会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名称各异。除中华会馆外，还有中华总公会、中华公

会、华商总会等。③在相对陌生且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要经营好自己的事业，华人必须团结一致。中
华会馆最初的任务是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华人社团的持续发展和趋向统一是战后以来的一个特
点。中华会馆起着其他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各种方式提供服务和创造更多商业机会，为会员提
供保护以减少因种族、文化、法律和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失，对会员的生活困难给予实质性帮助。随
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目的虽然仍然很重要，但其作用扩大到整个华人社区，如推动中文教育、联系情
谊、帮助当地的华侨解决困难等。④

（一）西印度洋地区诸岛的中华会馆
毛里求斯的华商总会成立于１９０８年，次年注册，是非洲成立最早的商会，也是被当地政府承认

的华侨最高社会团体。华商总会组织健全，有自置的会所和固定经费，是侨胞的领导机构，设理事
会，理事长每年改选，会址设在路易港。各地设有当地中华商会，具体情况见表１。二战后，毛里求
斯的华商总会一度受到国共对立这一政治因素的影响而相对封闭，毛里求斯的著名华人朱梅麟一
直担任华商总会会长。虽然华商总会在华侨与政府之间充当中介作用，但由于会员有一定的局限
性，在华人中的影响力有限。⑤
１９１６年成立的留尼汪中华总商会的功能齐全，有时甚至超出了组织的范围。⑥然而，中华总商

会在战后遇到政府方面的阻力，特别是留尼汪从１９４６年成为法国海外省之后。中华总商会于１９５３
年被迫停办，这归于三个原因。其一，冷战时两个阵营对立的局面使法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传导到海
外省。留尼汪当局对带有“中华”字样的“留尼汪中华总商会”这一名称提出质疑。其二，法国历来
崇尚文化优越论，对殖民地采取同化政策。殖民政府曾强迫留尼汪和马达加斯加的中国移民改名。
留尼汪成为海外省后，这一强制同化政策照旧，对华人采取多种规定，包括限制华文学校并迫使关
门；要求本地学生上法文学校；华人组织也在限制措施之列。其三是竞争。华商的巨大竞争力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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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ＣＡＳＡ即后面论及的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朴尹正著，吕云芳译：《荣誉至上———南非华人身份认同研究》，
第５９页。

南非华人组织中具大陆特色的３０个，台湾特色的４４个，香港特色的１个，中性的１０个，老侨特色的１２个。参见《南非华人社
团汇总》，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ｎａｎｆｅｉ８． ｃｏｍ ／ ｂｂｓ ／ ｆｏｒｕｍ． ｐｈｐ？ｍｏｄ ＝ ｖｉｅｗｔｈｒｅａｄ＆ｔｉｄ ＝ ４７９９

文中除论及具体国家（地区）以当地名称为准外，统一叙述时将称为“中华会馆”。
Ｍｅｌａｎｉｅ Ｙａｐ ａｎｄ Ｄｉａｎｎｅ Ｌｅｏｎｇ Ｍａｎ，Ｃｏｌｏｕｒ，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ｓ：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ｐｐ． ３２１ － ３２６，３３１ －

４０８，４１２ － ４１４；为之：《留尼汪的华裔族群社团》，载《华声报》，１９８８年６月３日；缪化民；《马达加斯加的华裔族群社团》，载《华声报》，
１９９１年９月１０日；缪化民：《毛里求斯的华裔族群社团》，载《华声报》，１９９１年９月２０日。

Ｈｕｇｕｅｔｔｅ ＬｙＴｉｏＦａｎｅ Ｐｉｎｅｏ，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ｐ． ９７． 有关毛里求斯早期华人社团，参见李安山：《非洲华
侨华人史》，第１５０—１５５页，萧次尹：《非洲华侨经济》，第１１１—１１７页。

二战期间，它鼓励华人生产必需品，发动华商为抗战捐输。留尼汪银行当时资金短缺，一度无法支付现金。商会便为顾客提供
一种特殊货币，使高原区的种植者能凭借这些货币将劳动成果在华人小店换取生活必需品。汤曼莉：《海上传奇：留尼汪华人华侨志》，
北京：飞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第２４页。



商感受到威胁，他们希望借助政府来打压华商。具有长期历史的中华总商会被迫停办。商会领导
层经过多方协商并决定更改名称后，留尼汪当局才允许商会保留下来。１９５３年７月１０日，留尼汪
华商协会（ＡＣＣ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Ｃｏｍｍｅｒａｎｔｓ Ｃｈｉｎｏｉｓ ｄｅ ｌａ Ｒéｕｎｉｏｎ）成立，继续履行中华总商会的
职责。①

表１　 　 毛里求斯华商总会及各地中华商会一览表（１９５４年）②
地区 名称 负责人
路易港 华商总会 朱梅麟
东区 中华商会 李承柏
西区 中华商会 郑伯言

庞普勒穆斯区 中华商会 李仲民
罗斯希尔区 中华商会 陈达
博巴森区 中华商会
百瓜区 中华商会 邹新华

居尔皮普区 中华商会 钟一肩
埋布区 中华商会 胡稍荣
咭磅区 中华商会 钟永?

１９６０年期间，留尼汪华商协会共有成员４００多人。因留尼汪华人一直将此组织称为中华总商
会，以下文中仍以中华总商会相称。③在维护华商经营生计的过程中，中华总商会与当地政府不断
抗争。留尼汪酒类生意的利润比其他生意高。大部分华侨经营的商店都是杂货和酒类一起卖。
１９５３年，政府下令禁止华侨经营酒吧生意，从而大大影响了华侨生计。法令公布后，中华总商会立
即召集会员大会，一致推选首任会长刘文波（Ａｋｗｏｎ Ｌａｗｓｏｎ）之子、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刘锡辉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Ｌａｗｓｏｎ）赴巴黎与法国最高行政当局交涉。经过交涉，法国政府承诺已领有酒吧业牌照
者的权益得到保护，可继续经营，但不得将牌照转让他人。１９５６年，法国政府又颁发新例：凡持有
酒吧牌照而兼营日用百货生意的商店须将酒吧与日用百货的营业场所分隔，不得混杂。条例的主
要目的是不让到酒吧饮酒的顾客（绝大多数是男子）与购买日用百货的顾客（主要是女子）混杂。
然而，华侨所经营的商店都是兼营酒吧和杂货。这些商店大都是家庭店铺，人手不足，实行分隔不
仅会产生人手问题，而且有些商店因建筑关系无法使酒吧自成一家。中华总商会又一次请刘锡辉
博士与当局交涉。结果当局同意改善，准许华侨在杂货店内间隔一屋，作为酒吧顾客饮酒场所，不
必另开街门。此一修正使华侨商店免去了不少麻烦。④

随着时局的变迁，加之华裔继承父业从事经商的逐渐减少，商会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商会进行
了多项改革，包括７０年代发行法中双语杂志以鼓励年轻人加入，８０年代修改章程以对各种华人团
体开放等。１９９２年，霍明祥（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ＦＯＣＫＹＥＥ）医生当选为会长。他与其他负责人商量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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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汤曼莉：《海上传奇：留尼汪华人华侨志》，第７４ － ７５页。
萧次尹：《非洲华侨经济》，第１１１—１１３页。
留尼汪中华总商会职员名单如下：会长张世模，副会长周焕多和曾昭敏，秘书霍训康，理财侯绍城，副理财李新奎，理事侯兴长、

侯经始、刘锡江、刘智初、陈丽池、周孝尚、刘焕文、陈俊杰、张钊元，办公室秘书：夏明义。何静之：《留尼旺岛华侨志》，第５３页。
何静之：《留尼旺岛华侨志》，第６７—６８页。



将协会名称改为“留尼汪中国商人、企业家、管理者协会”（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Ｃｏｍｍｅｒａｎｔｓ，Ｃｈｅｆｓ ｄ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ｉｓｅ ｅｔ ｃａｄｒｅｓ Ｃｈｉｎｏｉｓ ｄｅ ｌａ Ｒéｕｎｉｏｎ）。①这样，协会将所有华人团体联合起来，其代表性有所加
强。从此，政府当局每当有涉及华人利益的公共事务或有关留尼汪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重大事宜或
决策，一般都会邀请总商会的代表参与咨询。

在马达加斯加，华侨公社这一具有普遍代表性的组织仍在为各地华侨提供服务。１９６４年，马
达加斯加有华人社团５５个。当时，塔马塔夫的华人约３０００人，有华侨公社，“此公社为一关帝庙，
进门处为一红脸神像，忠义千秋，还供有香烛果盘，两扇大门贴有对联一副。令人如同置身中国大
陆一般，可见华侨们对祖先们是如何地敬仰了。”②到８０年代初，马岛仍有２４个华人社团，但未形
成统一的组织，有的称为“华侨公社”或“华侨协会”，有的称为“中华会馆”，有的称为“华侨俱乐
部”，有的称为“侨团”，还有的称为“青年会”或“同乐会”。在马达加斯加，较大的华侨团体为“塔
马塔夫省华侨公社”和“京城华侨公社”。③

（二）南非及其他地区的华人统一组织
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为早期华人聚集区，华人组织成立较早，杜省（德兰士瓦）中华公会

（Ｔｒａｎｓｖａ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ＴＣＡ）成立于１９０３年。④南非华人统一组织在１９５０年便开始酝酿，
后来以南非洲中华总公会的名义活动，直到１９５４年４月才正式采用英文名称“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⑤该组织由１５个单位组成，在２０世纪５０和６０年代前期的反对种族歧
视、争取华人权利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诸如权力之争和个性不同等问题困扰着南非洲
中华总公会。南非学者叶蕙芬认为在处理各种事务时，老一代华侨与青年华裔之间最关键的是
“忠诚”问题———忠于南非还是忠于中国。由于各种矛盾和冲突，南非洲中华总公会于１９６７年停
止活动。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华人组织的聚合趋势有所加强。南非的１８个华人组织于１９８０年
开会，决定成立统一组织。这一决定源于前面提到的南非总统咨询委员会华人代表事宜。究竟
谁能代表南非华人：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还是南非华人自己？南非华人对这一问题反感有三
个原因。一是该政策设计由白人政府提出，具有强烈的种族隔离涵义。二是华人一直致力于争
取平等权利，此举却将华人与有色人和印度人作为另类对待。三是南非黑人社会对这一政策持
反对态度，认为这种做法不可能解决种族问题。华人参与咨询委员会无异于将自己置于与黑人
对立的地位。⑥

台湾方面在未与华人商量的情况下越俎代庖，使华人认识到必须有代表自己民意的组织。
１９８０年９月，南非华人组织召开大会，并任命了负责联合事务的委员会。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８个华人组
织参加了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南非中华总公会（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ＣＡＳＡ）并通过组
织章程，明确该组织代表南非华人的利益。该组织的宗旨是为南非华人争取所有权利；保持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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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Ｅｄｉｔｈ ＷｏｎｇＨｅｅＫａｍ，Ｌａ Ｄｉａｓｐｕｒａ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 ａｕｘ Ｍａｓｃａｒｒｉｇｉｎｅｓ：Ｌｅ Ｃａｓ ｄｅ ｌａ Ｒｅｕｎｉｏｎ，ｐｐ． ３３５ － ３３６．
郑向恒：《马拉加西侨情》，载《侨务月报》（台北），第１６６期，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６日，第２５页。马拉加西即马达加斯加。
方积根、李秀华：《马达加斯加华侨的历史与现状》，载方积根编：《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第７０—８１页。
Ｍｅｌａｎｉｅ Ｙａｐ ａｎｄ Ｄｉａｎｎｅ Ｌｅｏｎｇ Ｍａｎ，Ｃｏｌｏｕｒ，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ｓ：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ｐ． ９９． 有关南非早

期社团，参见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第１５６ － １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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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 Ｍｅｌａｎｉｅ Ｙａｐ ａｎｄ Ｄｉａｎｎｅ Ｌｅｏｎｇ Ｍａｎ，Ｃｏｌｏｕｒ，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ｓ：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ｐｐ． ３２２ －
３２３． 欧铁认为该组织成立于１９５２年。参见欧铁编著：《南非共和国华侨概况》，第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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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的文化认同；保障和促进华人的利益；协助华人社区克服各种困难；培育华人间的和谐并促进
华人社区与其他社区的友谊。南非中华总公会由６个地方华人团体组成，分别为德兰士瓦（６票）、
东部省（３票）、比勒陀利亚（２票）、开普敦（１票）、东伦敦（１票）和金伯利（１票）。①该组织的成立
为团结南非华人作出了重要贡献。１９９６年，中国内地的新移民又成立了南非中华工商联合会，该
组织的宗旨是认同一个中国，热爱中华民族；促进会员间事业发展；互助互爱；促进会员在中国与南
非两国间积极开展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提高会员在南非的经济和社会地位。②

位于莫桑比克贝拉的中华会馆是当地华人最大的团体，为华侨集资兴建，宏伟壮观，是马普托市
大型建筑物之一，常有民众结群前往参观。早期的国民党支部租了一栋洋楼，内部设施按东方情调布
置得富丽堂皇，后来衰落。致公堂会所是会员集资兴建的一座２层高的别墅楼，也很华丽，以前也曾
辉煌过，后因资金短缺，会务活动日益减少，其总会设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贝拉港的中华会馆在６０
年代末曾进行改革，颇有成效。这些改革包括与当地华侨妇女会联合举办活动，侨校建设，户籍调查，
向中华会馆申请发给各种证件者，以及代填申请护照表格等，免收手续费。会馆的工作受到侨胞们的
称赞。③

中华商会在维护华人的利益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除了在华侨较多的毛里求斯、留尼汪、马
达加斯加和南非等地外，津巴布韦华人在１９６２年成立了华人协会，科特迪瓦的华侨在１９７７年组成
华侨联谊会，利比里亚（１９８９年）、多哥（１９８９年）等多个非洲国家也先后成立了中华商会或中华会
馆。这些组织虽然由新移民创立，但仍在起着综合性的社会作用。

（三）台湾华商的社会活动与台商协会
台湾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即不断有华商移民非洲。他们中有的是从农业援非的“先锋案”中留

下来（或完成任务后返回非洲），有的是从国外学业完成后来非洲创业，还有的是直接从台湾、香港
或东南亚来非洲经商的自由移民。台商的触角在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已经伸到非洲大陆的多个国
家。④当时，一位台湾人写到，在马达加斯加中国气息随处可见，丝毫没有身在非洲之感，因为“在商
店林立的马拉加西街道上，到处可以看到中国招牌的商店，我们进去买东西时，特别有种亲切之感，
此地的华侨大都是经商的，如经营进出口、日用品、照相馆等；也有的是开酒厂、烟厂的，可见华侨在
此经济之雄厚，华侨们之所以在经济上占得重要地位，主要靠的是他们的刻苦俭朴，惨淡经营，这是
非洲人士所赶不上的。”作者提到马达加斯加的华人组织与社团活动，例如“星马公社”、“华侨公
会”等。有意思的是，这些社团既是他们聚会之所，也有他们的食堂和酒店，有的食堂装潢得古色
古香，如宫灯红柱，充满着中国情调。⑤可见，华人在马达加斯加的影响力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还表
现在文化上。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非洲的香港和台湾商人日益增多，以前华人很少涉足的西非也出现了
不少华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加纳华侨比起以往来增加了许多，连同眷属在内，人数共有２５０余
人。⑥随着台湾与非洲一些国家关系的推动，特别是农技援非“先锋案”的开展，使不少台湾人认识
到非洲是一块宝地，可谓百废待兴，来经商的人日益增多，有的开始向非洲的轻纺工业领域投资，特

７７

非洲华人社团的传承与演变（１９５０—２０１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ｅｌａｎｉｅ Ｙａｐ ａｎｄ Ｄｉａｎｎｅ Ｌｅｏｎｇ Ｍａｎ，Ｃｏｌｏｕｒ，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ｓ：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ｐｐ． ４１２ － ４１４．
温宪：《我们的心永向祖国———记南非中华工商联合会》，载《人民日报》，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３日。
《卑拉中华会馆新行政新措施》，载《侨声报》（南非），１９６９年１月２３日。
徐知音：《中国人在利比亚》，载《侨务月报》（台北），第１６５期，１９６６年５月，第２４页；徐穔：《侨居东非掇拾》，载《侨务月报》（台

北），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６日，第１８页；商岳衡：《在非洲的中国人》，载《侨务月报》（台北），第２１７期，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６日，第１２页；雪峰：《侨生
在象牙海岸》，载《四海之友》（台北），第１３期，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５日，第１４页。象牙海岸即今科特迪瓦。

郑向恒：《马拉加西侨情》，载《侨务月报》（台北），第１６６期，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６日，第２５页。
王申望：《加纳华侨大聚会》，载《侨务月报》（台北），第１９９期，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６日，第３０页。



别是纺织、搪瓷、塑胶等行业。台商的投资既是台湾经济发展和科技成果的外溢，也是非洲经济的
需要。①台商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主要是有助于他们经商的台商协会。
１９９４年，非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Ａｆｒｉｃａｎ 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ＡＴＣＣ）成立，由非

洲各地分会合组而成并隶属于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该组织宗旨如下：促进非洲各地区台商之
联谊与互助合作，共谋发展工商业及开拓国际市场；加强非洲各地区台商间之联系与互助交换工商
管理经验；提供非洲各地区台商各种工商及财经资讯，强化区域性经贸合作关系；提升台商之非洲
社会及国际地位，促进各国对台商权益之保障；促进非洲各区域内社会文化交流，增进共同了解与
经贸发展。②基于这一原则，该组织每年举办年会，并有相应主题。例如，该会于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９—
３０日在南非约堡举办第１３届年会，主题为“在地深耕·永续发展”，意在鼓励台商“将非洲真正作
为他们的创业热土，在这片贫瘠又富饶的土地上耕耘；并发扬台湾人的精神，在这里生根发芽、成
长，并取得永续发展”。③ ２０１３年，非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会长为黄柏锴。各国的台湾商会隶属于
非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基本分布情况见表２。

表２　 　 非洲台湾商会基本分布（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④
国家 名称 华人人数 台商人数
南非 非洲台商商会联合总会 ４５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斯威士兰 斯威士兰中华公会 １７００ ２００

莱索托 莱索托台湾商会⑤ ６６００ ６００

象牙海岸 象牙海岸台湾商会 ３５

加纳 加纳台湾商会 ４０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台湾商会 ２４

马拉维 马拉维台商协会 ６０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台湾商会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中华会馆在当代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们一方面成为中国政府的联络员，扮演着非官方领
事馆的角色，负责接待来非洲参观访问的中国重要人士。另一方面，它们也成为当地华人利益的代
表者，在沟通双方商界的关系上作用显著。此外，中华会馆参与各种文化交流。中国政府十分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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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９ （２０１０），ｐ． ２９１；陈怀东：《海外华人经济概论》，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台北），１９８６年，第１７０—１７５页；陈怀东主编：《华
侨经济年鉴１９８９年》，台湾侨委会，１９８９年，第７１４页；曾厚仁：《台商在斐投资回顾》，载《彩虹商旅》创刊（南非），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
第１５—１６页。

理事会为本会最高执行机构。由名誉总会长、总会长、副总会长为当然理事，及由各会员主体共推举五十人为理事而组成之理
事会，理事任期一年，连选得连任。参见《非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简介》，ｈｔｔｐ：／ ／ ｂａｉｋｅ．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ｌｉｎｋ？ｕｒｌ ＝ ２ｆｕｆｃｐＨＴ２ＷＣｌ０ＳｐＱ －
ｂｂｗＱＯＨＲｆＺｆＶ３ｈｓＺＩ５７ｕＶＷｖｕ５９ＩｕＤ ＿ Ａ ＿ Ｌ３７ｅＧＴ８ｙＱ ＿ ｊＩＩＯｙＢｈＢＳＭｗｏＭａ ＿ ｙＩ６０ｊＢｄ５ＮｅＪｊ７ｖｒｋＥｕｈＯｇＷｎｏＹｌａｑＪＮ ＿ ｙｐＭＥａｎｓａｍＱ５８Ｉｃｃ６ｉＷ８ｂ
ＰａｃｍＱＺ４５ａＵ７４ｆＥｓｉｕｏｂｚａ８ｃ７２４ＲｔｍｉＭＺＱ２ｍｇＹｏｒｏ２ＥＹ２７６ｇＷＢｔｏＶｏＫ２ｋＣＩＴｘＣＨｍＩｔｕｇｌｔｂＣＭｃｗｐＩＧＫｔｇ７１ＱｕｅＩｐＦ１ ＿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 ［１ ］
－ ８６８９３６５ － ｗｒａｐ

会长黄咏翰主持了第１４届总会长及理事会的选举，并选举德班的林资益为新一届总会长。参见《非洲台商会召开１３届年会》，
载《华侨新闻报》（南非），２００７年７月２日。

中华经济研究院编：《华侨经济年鉴欧非篇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台北，２００４年，第２３７—２８９页。
莱索托台商于１９７６年成立中华商会，１９９５年为配合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更名为莱索托台湾商会。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之首任会长为莱索托台商、长青汽车董事长吴松柏。



培育对华友好力量，在重大庆典活动中，中华会馆总被列入邀请名单。

三、２０世纪下半叶华人社会团体的聚合与分离
（一）华人社团的多样化
从西印度洋地区的几个岛国和南部非洲而言，早期华人以客属人和广府人组织为多，如南非伊

丽莎白港的梅县侨商公会、毛里求斯客家人组织仁和会馆和广府人组织南顺会馆、留尼汪港口市梅
县侨胞于１９５９年创办的华侨文化协会等。有的是宗亲性组织，以姓氏集团为主，如南非的霍氏旅
馆、毛里求斯的林家馆、留尼汪的世昌堂（陈氏）等。莫桑比克的四邑会馆是广东四邑华侨组织，联
安社是南顺华侨社团，其宗旨均为加深同乡联络，互相扶助，经费均靠月捐收入维持。有的社团以
青年为主体，以联谊聚会为特征，大部分为文化娱乐组织，以音乐、舞蹈、摄影、文学为主要活动内
容。还有华文学校的校友会，最著名的是毛里求斯的新华中学校友会、中华中学校友会和南非约翰
内斯堡的国定中学校友会。

在留尼汪，华人社区的宗亲组织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主要归功于两个因素。一是虽
然在殖民时期法国政府想尽办法推行同化政策，但华人以其特有的智慧用各种办法将其宗亲传统
保存下来，因为这是他们唯一可以辨识和继承的家族因素。二是他们从早期就保存着宗亲会所的
标识：聚会场所、祖宗牌位，亲人墓葬，这些活生生的物质存在成为他们宗亲组织延续的保障。留尼
汪华人青年组织也比较活跃，特别是体育方面。从１９５２年以后，沿海各城市的华人青年先后组织
篮球队，积极参与当地的锦标赛，历年奖牌多由华人球队获得。下表是各市的华人篮球队。港口市
的梅县籍华侨在１９５９年创办华侨文化协会，原本计划办华侨小学，因立案及师资遇到困难，后改为
俱乐部。１９６２年，圣保罗市华侨陈育林、陈焕章等人及天主教华人神父蓝秉和等发起组织华侨青
年体育会，内设篮球、排球、乒乓球等球队，另设国语会话讲习班和音乐班，有会员５８人。同年，圣
皮埃尔市华侨青年曾昭敏、陈造等人发动组织华侨体育文化联谊会，４０余名会员多为华
侨知识青年。①

毛里求斯的华人社团组织更是多元化，包括宗亲性团体，如新安堂（古）、吴氏清源联谊会、霍
宅、何宅、刘氏商馆、西河堂（林氏集义会）、南阳堂（叶）、三槐堂（王）、安定堂（梁）、安定堂（胡）、沛
国堂（朱）、河南堂（丘）、三省堂（曾）、陇西堂（李）、杨氏自治会、侯氏家族自治会、陈世昌堂、黎氏
旅馆、刘关张赵古城会馆、陈氏爱敬社。②地域性团体如仁和会馆、南顺会倌、丰顺同乡会、客属会
馆。商业性社团如崇联馆、新生馆、集和馆、学陶旅舍、大联馆、联卫、嘉兴馆、岭南馆、岭东旅馆、嘉
宁馆、竞业商驻、大同商馆、集宁馆、富国华侨、梅江馆、新隆永安、达卢革新馆安定商驻。校友会如
新华中学校友会、新中红旗同学会、新中黎明同学会、中华中学校友会，群星同学会、培英中学校友
会。全岛华侨组织如华商总会、关帝庙董事会、华人社团联合会、华人妇联会、毛中友协、（各地）妇
联、华联会。华侨行业组织如各地中华商会、饼业、白酒行业协会、护商区分会，小商人协会、新华学
校、中文教师联合会。③

毛里求斯的社会团体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得到政府承认并已在政府立案的并不多，４７个社团
中，只有１３个在政府立案，占总数的２７％。第二，姓氏或宗亲习称出现在组织名称的有１７个，如吴
氏延陵馆、刘氏商驻、王氏商驻、张氏旅馆、林家馆、侯氏安国旅社、陈氏爱敬社、李家馆、侯氏家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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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何静之：《留尼旺岛华侨志》，第５７—５８页。
宗亲组织每年开会选举理事会。参见《陈氏爱敬社通告》，《国民日报》（毛里求斯），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８日。
有关华人社团的情况，参见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第４５９ － ４６７页。



治会、陈世昌堂、霍宅、黎宅、罗宅、何宅、钟氏敦睦堂，包括约定俗成的宗亲名称组织，如江夏堂（黄
姓）、①陇西堂（李姓）。② 第三，华侨多从事商业，极少从事医生、律师、教授、老师、工程师、记者等
职业，个别已取得英国籍的成为政府公务员。有鉴于此，商馆、商社、商驻、旅社、旅馆、会馆以及以
堂、馆、会、社等为名称的组织多以姓氏为集团，从事与商业有关的经济活动。这些组织既经营和协
调商业活动，又进行各种与家族联谊有关的活动，类似俱乐部性质，既方便了各种姓氏的亲情联谊，
又交换各种信息。当然，这种带有浓厚家族性质的社会组织的社会功能逐渐被新社会组织所取代，
因为后者主要以职业、兴趣和娱乐方式为纽带。第四，还有的社会组织名称里直接带有联谊慈善的
性质，如陈氏爱敬社、钟氏敦睦堂。

（二）华人团体的政治化
在南非、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留尼汪等地，华人因政治派别之争而屡屡诉诸报纸杂志，社团

也成为政治歧见争斗的产物，如１９６８年在毛里求斯建立的中华文化中心即是一例。１９７４年，该中
心曾邀请李登辉率领台湾裕隆篮球队访问毛里求斯，因球队获胜，被称为“一次极为成功的国民外
交”。当然，中华文化中心在宣传中华文化，开设华文补习班等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中华文化中
心主席为朱梅麟。③

毛里求斯华人以客家人居多，客属华人组织仁和会馆在当地政府与华人中享有较大声望。该
组织一直热爱祖国，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会所升起五星红旗。该组织曾组织
不少华人青年参观访问中国大陆。１９８４年３月，仁和会馆的章程得以修订，在组织架构、产业管理
和大众服务等方面得以完善。宗旨有五条：在本会会员或其眷属逝世时给予物质或财政协助；设立
学校、图书馆等，给予大众的教育上的便利；促进大众的体育生活；协助本会贫苦会员或其眷属或其
他大众；促进大众的文化、道德及宗教事业。④在纪念该组织成立１２５周年时，毛里求斯总统和总理
分别为会馆题词。总统卡萨姆·乌蒂姆写道：“仁和会馆在社会、文化与宗教领域里，长期为传统
文化与宗教的存在而努力，是完全值得我们祝贺的。同时，我趁这个机会，对仁和会馆的创立者表
示赞赏。他们的贡献，他们的激励，在为众多的毛里求斯人的家庭的生存起了作用。”⑤

（三）华人的青年文化团体
南非因盛行种族隔离制度，华人除了华商团体和宗教慈善组织外，其他社团几乎没有。金山大

学中国学生会是一个特例。金山大学是南非率先接受华侨学生就读的大学。种族隔离期间，在金
山大学就读的华裔学生占南非华裔大学生总数的７０％以上。⑥ １９４９年，金山大学的华裔学生决定
组织中国学生会，并选出该会主席黄岑华。金山大学中国学生会致力于改善华人医药待遇；解除金
山大学对我华人学生的隔离；经常慰问住院病侨；与侨校各种活动取得联系：在可能范围内帮助各
侨团；鼓励会员研究中文；成立中文图书室；举办文化座谈会；组织网球及各种不激烈之运动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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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江夏堂是世袭的郡望，源于江夏郡，是流传最广的一个黄姓堂号。江夏郡为秦南郡地，汉初置江夏郡，今德安、承天、汉阳、武昌、
黄州境地。西汉以后，各朝曾设置江夏郡。

唐贞观十二年，唐太宗诏令天下，陇西为李姓的郡望。海内外李姓的郡望、堂号均以陇西命名。陇西堂位于甘肃省定西市陇西
县城北关、渭河之滨的李家龙宫公园。

副主席梁艳琴，第一副理事长罗新昌，第二副理事长侯忠芳，顾问李丽生，中文秘书严俊杰，西文秘书林国琪，财务黄吉祥、朱
汉球，文康侯瑞玲、田挺芳，公共关系钟涛彬，理事钟旋楷、田禄芳，会计林连春，稽查田新芳。参见陈英东：《模里西斯华侨概况》，第
４０—４２页。

《毛里求斯仁和会馆章程（１９８４年３月修订）》，转引自李安山编注：《非洲华侨华人社会史资料选辑，（１８００ － ２００５）》，第３２３ －
３２７页。此章程为打字稿，系仁和会馆前会长刘攸宪先生在任期间所赠。

摘自《毛里求斯仁和会馆建馆一百廿五周年———纪念特刊》，路易港，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１０日。
欧铁编著：《南非共和国华侨概况》，第６８页。



赛；研究华侨一般社会经济问题；设法经常维持与各华侨社团联系等等。①这一组织的成立为华裔
学生的学业和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

非洲华裔团体中有很多是体育竞技和文化娱乐组织。毛里求斯华裔青年组成各种社会团体，
包括文娱体育方面或联谊友好及宗教慈善方面的组织。青年团体如新雄青年友谊促进会、青年进
修会、新青年、中国青年友联会、西河青年会、野草青年会、中国自由青年会。文化体育团体如国乐
研究社、蓝白健美会、长风体育会、海燕体育会、鳗江体育会、摄影联合会、培英武术中心（武协会）、
飞龙体育会、波累太极会、荷精太极会、鸠必太极会、中华金狮队、中华武术醒狮会、阿洛拉舞狮队、
中国音乐学校、中国文化中心、亚济拉文艺团、华龙会、齿轮会。球队（篮球）如长风、艺联、飞龙
（甲）、飞龙（乙）、海燕、新雄、新友、野草、新风、华清、黑鹰、新中、星光、怒潮、朝阳。华侨宗教团体
如华侨天主教会、华人基督徒聚会、关帝庙董事会。

在留尼汪，５０年代成立了飞鹰队、东方队、疾风队、中华队、中正队、华侨队、光华队等华侨球
队。１９６２年８月１２日圣保罗市陈育林等人发起组织华侨青年体育会，分设篮球、排球、乒乓球等球
队，还设有汉语讲习班、音乐研究班等。１９６２年１２月圣皮埃尔市曾昭敏等人发起组织华侨体育联
谊会。马达加斯加塔马塔夫华侨成立了华侨体育会（简称“华体”，这一组织有各种球队），当时葡
属东非贝拉港的华侨成立了东华体育会。此外，一些宗教组织中华裔青年也相当活跃。

南非华人也组织起来自娱自乐。除了与经济活动相关的社团外，这些团体或是倾向文化娱乐，
或是热衷体育竞技，或是涉及宗教慈善。在南非成立了不少弘扬中华文化，研习武术或强身健体的
各种青年组织，如南非业余文艺社、中华文化中心太极拳社、中华文化中心国术促进会、约堡太极拳
健卫会等。华裔青年还组织了南杜省体育会、北杜省体育会、中华体育会、金龙篮球队及各省的代
表队。

南非业余文艺社成立于１９５０年，第一任主席为梁喜，霍汝芬也担任过主席。该社不仅为华侨
带来了文学娱乐活动，也为侨社提供各种服务，贡献良多。当南非国会颁布种族分区法后，文艺社
立即翻译成中文发给侨众。该会还努力推进华侨教育，一是帮国定中学演剧筹款，所得不菲；二是
开办中华文化补习班，为那些失学者提供学习机会。该社举办华侨摄影展、创办《好望角》杂志、公
演话剧，为提高南非华侨的文化水平，促进正常健康的文化生活、使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作出了不小
的贡献。南非侨影社成立于１９５３年，社友都是南非摄影学会会员，常年参加各种影展。摄影成绩
获社会好评。约堡开埠７０周年纪念摄影展除展示自己会员的作品外，还从美洲、菲律宾和香港等
地征集佳作，为南非举办华人摄影展的创举。１９６２年，约堡业余音乐社成立，会员８０余人分为演
奏组和演唱组。会员都是喜爱中国文学、音乐、戏剧的男女侨胞。演奏组经常演奏各种中西乐器，
参加表演或伴奏，演唱则在各种场合参加公演，表演传统粤剧或时代歌曲。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５日，约堡
中华文化中心成立，为华侨提供各种服务，进一步活跃了侨社文化活动。华人还有自己的慈善组
织，如基督教华人敬老基金会、南非华人康宁安老院等。②

四、２１世纪非洲华人社团的新特点
２１世纪以来，非洲各国华侨华人社团蓬勃发展，在南非尤其如此。西印度洋地区岛国的华裔

社团多以专业、体育、娱乐、慈善为主，台湾侨胞虽以经商为主，也有从事文化和慈善活动。中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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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金山大学组织中国学生会》，载《侨声报》（南非），１９４９年２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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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主要以宗亲社团和经济团体为主。
（一）华人社团及其功能的延伸
西印度洋地区诸岛的华人组织经历了各种变迁后，开始了新一轮整合和重组。除前面提到的

中华会馆一类的组织外，留尼汪关帝中华文协董事会在１９８０年重组，因其会址设在圣皮埃尔关帝
庙内而得名。其宗旨是联络感情，团结侨胞，介绍新中国，弘扬中华文化，为大众谋福利。该会拥有
会员２０００多人，现任董事会会长是钟松芳。①留尼汪圣伯努瓦的中国文化协会（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éｕｎｉｏｎ）是由华裔发起的弘扬中华文化的组织。霍明祥组织了一个中国—留尼汪爱
心慈善基金会（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é ＣｈｉｎｅＲéｕｎｉｏｎ）。②

华裔周贤忠（Ｄａｎｉｅｌ ＴｈｉａｗＷｉｎｇＫａｉ）的哥哥周国亮曾是中华总商会的会长，一直热心为留尼汪华
人服务。周贤忠是华人社团联谊会（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 ｄｅ ｌａ Ｒéｕｎｉｏｎ）的会长，前些年
又和李顺成（Ｊｅａｎ ＣｈｅｕｎｇＡｈＳｅｕｎｇ，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会长）等人负责留尼汪关帝联谊会，每年积极组织
各种联谊活动。尽管他目前就任留尼汪中华总商会会长，但他似乎有用不完的劲。“与其他团体及个
人合作帮我们更好地与本地融合。华人子女通过参加这样的活动，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会更直观、深
入，感情也更深厚了。”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五个周贤忠”：信息工程专家、社会活动家、慈善家、多个商
贸社团的参与者（如当地企业家协会会长）和一家之主。③

华人学者廖裕常认为，中国近年来一系列通过社会、文化、语言和宗教实践推动“寻根”的行动极
大地促进了留尼汪华人的文化回归。他提出了：“但是，这一积极推进中华文化因素重新回归的行动，
对华人来说会否不是一种新的文化放逐而新的苦难来源？重新回归中华文化需要付出怎样的人文及
心理代价？寻找‘中国根’是该种族一种新的社会幻觉，一种虚假的身份追寻吗？”他认为留尼汪华人
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已不存在，并认为在这个克里奥尔人占９０％的社会里，中华文化几乎绝迹于日
常生活。④然而，从我们对留尼汪的研究和实地考察看，当地华人确实经历过法国殖民统治的强制同化
政策，他们不能保留中文名字，不能开办中文学校或宣传中国文化传统。然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禁
锢与摧残，中国文化仍在当地随处可见，关帝庙存在于多处，华人正在圣皮埃尔重修一个更大的关帝
庙。华人餐馆随处可见，留尼汪已将汉语纳入小学选修外语课程，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可以
这样说，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开始重新受到重视，留尼汪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在加强。

毛里求斯华人社团的最大特点是其多元化。在２０１６年最新社会组织名单上，除了与传统的经
商相关的组织外，许多与文化教育有关，其中１２个与中文教育、新华中学、校友等性质相关。另一
类与中华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与舞龙舞狮及武术或中国功夫有关的协会达１０个之多，还有的与
中国侨民文化遗产、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有关。第三类多与妇女、老年及健康有关。第四类是宗教
组织。毛里求斯的南顺会馆于１９９８年与义兴公祠合并，在路易港的繁华地区盖了一幢新会址。在
一些移民入籍政策较为宽松的居留国（地），华侨加入当地国籍的日益增多。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地
域性和宗亲华人社团组织由于其固有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对于已经入籍的华人而言已无以前那种
吸引力了，但这并非说传统华侨社团组织已无存在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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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笔者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访问留尼汪时，该会会长钟松芳及董事会负责侯沐凯、陈庆添等邀请我们中国代表访问圣皮埃尔，在关帝庙里进
行交流并热情领我们参观新建的关帝庙和市景并赠送相关资料。笔者在此对钟松芳会长及留尼汪关帝中华文协董事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有关留尼汪华裔青年的各种社团，参见Ｅｄｉｔｈ ＷｏｎｇＨｅｅＫａｍ，Ｌａ Ｄｉａｓｐｕｒａ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 ａｕｘ Ｍａｓｃａｒｅｉｇｉｎｅｓ：Ｌｅ Ｃａｓ ｄｅ ｌａ Ｒｅｕｎｉｏｎ，ｐｐ．３３８ －３３９．
汤曼莉：《海上传奇：留尼汪华人华侨志》，第２０６ －２０７页。２０１６年１１月本人访问留尼汪时，周贤亮会长、侯沐凯会长和霍明祥前

会长邀请我们访问霍会长住宅并共进晚餐，当地侨领侯慧慧女士、管美玲女士和陈庆添先生等均在场。霍宅是一座具有２００多年历史的克
里奥尔式建筑风格的文化遗迹，受到留尼汪政府的保护。本人在此对留尼汪诸位侨领的热情款待表示衷心感谢。

廖裕常（Ｌｉｖｅ Ｙｕｓｉｏｎ）著，周舟译：《留尼旺岛华人后裔的文化回归：新的文化放逐？还是新的苦难？》，载吕伟雄主编：《世界海外华
人研究学会地区性非洲国际会议论文摘译》，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２００８年，第２２９—２３６页。



传统宗亲组织的功能转向是华人社团的另一特点。以前，华人宗亲组织的排外性较强。时代变
迁使这种功能弱化，为民众特别是特定群体服务的功能加强。毛里求斯的广府宗亲组织南顺会馆为
适应老人需要，成立了南顺会馆老年人协会。有“唐人街百事通老人”之称的黎旺金（Ｍｒｓ． Ａｎｎｅ Ｍａｒｉｅ
Ｖｅｎｐｉｎ）①是南顺会馆的名誉主席，目前就在这一组织工作。她谈到以前的辛劳日子和现在的休闲时
光：“那时候，为了能准时交付客人的订单，我时不时就得连夜赶工。如今，我已经老了，无法再从事那
么高强度的工作了，我更乐意多花些时间做些力所能及帮助他人的事情。几年前，我被选为南顺会馆
老年人协会主席，南顺会馆是由来自广东南海和顺德的移民组成的一个社团联盟组织。南顺会馆老
年人协会对在毛里求斯的老年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组织，它为老年华人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
大家一起交流防范老年人健康疾病问题，比如说阿兹海默症（老年痴呆症）。”②一些非洲国家政府将
扶贫慈善工作承担起来，从而使得华人宗亲组织的这一功能有所削弱。南顺会馆的这种转向既保持
了宗亲社团的生命力，也能使社团成员老年时有所作为，老有所依。

《南非华人史》的作者叶慧芬和梁瑞莱在一篇论及新南非诞生后十年来南非华人社区发展的
文章中认为，以前的南非华人内聚力相当强，因为他们要集中力量对付种族隔离制的各种困境。新
南非诞生后，从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涌进来的大批移民使华人社区人数大增，多元倾向增强，华人
社团也丰富多彩，包括妇女组织、艺术文化组织、宗教组织、体育组织和贸易促进组织。③

（二）新移民团体的迅速崛起
华侨社团大量涌现是非洲华人新移民中的重要特征（详见表３）。这些社团基本上是循着华人

移民国外的生存逻辑而逐渐建立。第一步为了生存，这是新移民抵达后的根本要求，他们在陌生的
国土只有抱团取暖。袁南生认为，“非洲华人社团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到现代、从靠忠义维系社团到
靠会章组织社团、从组织单一到组织多样、从生存诉求到多种诉求的发展过程。”④这一概括颇有道
理。最初社团基本上是以朋友、宗亲或地域为基础，例如津巴布韦９０年代末期成立的非正式组织
“单身俱乐部”和“鞍山九人帮”，前者由一些未婚或已婚但配偶留在国内的青年组成，后者由９名
籍贯为辽宁鞍山的老乡依年龄排序构成。⑤这种为丰富个人生活而临时聚合且仅具联谊性质的社
团难以满足新移民的需求。随着各种挑战及中国移民增多的新环境，一些致力于促进中国与所在
国双边经贸合作和保障华侨利益的社团开始出现。

中国新移民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以南非为例，在种族隔离制之下，华人社团少得可怜。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后，南非社团猛增。有的社团具有性别意义，如２００７年在约堡成立的全非洲女
企业家工商联合会，前任和现任会长分别由陈丽辉和张晓梅担任，该会主要在南非开展活动。不少
是地区性组织，如福建同乡会、闽南总商会、上海工商联谊会、黑龙江同乡会、南通商会等。在最近
针对南非茨瓦尼市市长姆西曼加访问中国台湾省台北市的事件在《致南非民主联盟和茨瓦尼市市
长的公开信》上签名的南非华人组织达１０６个。这一数字并未包括南非的台湾地区的华人组织。⑥
有的通过组织教会团体以促进华文教育。博茨瓦纳大陆新移民组织的光爱教育中心“以非营利和
资源回馈的性质运作的。希望在最合理的教育收费与维持发展教育质量水平之间达到最好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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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Ｐａｓｃａｌｅ Ｓｉｅｗ：《唐人街毛岛往事》，Ｐｏｒｔ Ｌｏｕｉｓ：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ｉｚａｖｉ，２０１６第１９４页。感谢李立大使和韩康敏参赞在本人访问毛里求
斯时提供方便并赠送此书。有关活动详见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ｄｔ＿６７４８７９ ／ ｚｗｂｄ＿６７４８９５ ／ ｔ１４１５９６０． ｓｈｔｍｌ

“Ｔｈ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ｏｆ ｏｕｒ Ｃｈｉｎａｔｏｗｎ”，ＣｈｉｎａＴｏｗｎ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ｐ． ２７．
Ｍｅｌａｎｉｅ Ｙａｐ ａｎｄ Ｄｉａｎｎｅ Ｌｅｏｎｇ Ｍａｎ，“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ｆｔｅｒ １９９４”，ｉｎ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ｉｎｇ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Ｃｈｉｎ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ａｉｌｙ，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２００４，ｐ． ９７．
袁南生：《走进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４０页。
沈晓雷：《试析中国新移民融入津巴布韦的困境》，载《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１３４页。
参见南部非洲上海工商联谊会会长姒海致本人邮件，２０１７年０２月２４日０６：３５：００ （星期五）。



衡”。中心使用大陆出版的华文教材，师资是爱神爱人、品学兼优、热爱教育、关爱儿童、大学毕业
并经过专业培训的老师。①

表３　 　 非洲各国的中国新移民主要社团（２０１６年）②
国家 名称 负责人 备注
埃及 埃及中国文化交流协会 马强常务副会长 会长为埃及人
埃及 华人联谊会 陈建南会长

埃塞俄比亚 中华商会 周永生会长
埃塞俄比亚 华人发展联合会 姜培军会长
安哥拉 中国商会 许宁会长
安哥拉 华商联合会 林峰平会长
贝宁 华联会 陈宇会长

博茨瓦纳 华人华侨总商会 胡中文会长
赤道几内亚 华侨华人联合总会 金成立会长
赤道几内亚 华侨建筑企业联合会 邓爱全会长
多哥 华人华侨联谊会 谢燕申会长
喀麦隆 华侨华人工商总会 陈伯松会长 下设分会

刚果民主共和国 中华联合总商会 林文钦会长
几内亚 华人华侨商会 陈仁兵会长
几内亚 中几文化交流协会 傅素华会长
加纳 中华工商总会 苏跃华会长
加蓬 华侨华人协会 张原惠会长 秘书长裴树成

津巴布韦 华人华侨联合总会 丛玲玉会长
津巴布韦 北方同乡会 罗跃胜会长
津巴布韦 华商联合总会 李新峰会长
科特迪瓦 华人华侨联合会 林新宽会长
肯尼亚 华人华侨联合会 郭文昌会长
肯尼亚 东部非洲中国总商会 韩军主席
肯尼亚 东部非洲华文传媒联盟 韩军主席
莱索托 福清同乡会 方则江会长
卢旺达 华侨华人协会 尹晴日会长

马达加斯加 华商总会 蔡国伟会长
马拉维 利隆圭华人商会 周善建会长
马里 华人华侨联合总会 陈学义主席 名誉主席欧阳日平

（见下页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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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光爱教育中心招生简章》，《博华日报》（博茨瓦纳），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０日，第６版。
非洲华人社团远多于此表。根据南非华人网统计，２００９年已存在９６个华人社团。此表仅列入主要社团。



　 （接上表）
毛里塔尼亚 华人商会 林文才会长
莫桑比克 中华商会 蒋昭耀会长 创始会长（２００７）
莫桑比克 福建总同乡会 王孝金会长
莫桑比克 莫桑比克华人协会 黄类思主席
纳米比亚 中华工商联合总会 林金淡会长
南非 华商总会 郑星利会长
南非 南非紫荆会 陈玉玲会长
南非 南非华文教育基金会会长 韩芳会长
南非 南部非洲华侨华人联合工商总会 庄斌官会长
南非 南部非洲粤港澳总商会 陈玉玲会长
南非 南部非洲上海工商联谊总会 姒海会长
南非 南部非洲中华福建同乡会 李新铸会长 原南非福建同乡会
南非 南部非洲华人妇女联合总会 朱怡苑会长
南非 南部非洲黑龙江同乡会 张延请会长
南苏丹 中国商会 刘志勇会长
尼日利亚 中国工商联合总会 董瑞萼会长 薜晓明常务副会长
坦桑尼亚 中华总商会 黄再胜会长
坦桑尼亚 卡利亚库商会 涂强会长
坦桑尼亚 福建同乡会 许火炮会长
坦桑尼亚 中华矿业商会 冯瑛丹会长
乌干达 河北商会 王文通会长
赞比亚 华侨华人总会 张健会长
留尼汪 浙江华商会 王险峰

　 　 资料来源：报刊及网络资料；《非洲华人华侨社团一览》，发表时间为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１日，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３６０ｄｏｃ．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０９ ／ ０１２９ ／ １７ ／ １９１４７＿２４１４５０５． ｓｈｔｍ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相关文献（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年）；《非洲２５国华侨华人社团
负责人聚厦研习》，海峡之声网，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２日，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ｖｏｓ． ｃｏｍ． ｃ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１２ ／ ｃｍｓ８６０６４６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ｈｔｍｌ

香港华商从６０年代开始投资非洲，特别是西非。目前他们在西非国家（如尼日利亚和加纳）的多
个工业领域的地位仍然非常重要。①最重要的是，一些著名的家族企业如查氏集团、董氏集团和李氏集
团都在非洲发展得非常好，这种形势刺激了其他香港投资商。②香港华商９０年代开始投资南非。当
时，相当多的大陆人移民香港，挤压了部分香港人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一些香港人担心１９９７年后香
港回归后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南非政府为吸引外资，于８０年代后期颁布了多项鼓励外来投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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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尼日利亚的香港人至今仍然怀念７０年代的日子，当时经济发展相对繁荣，社会交往频繁，安全没有问题。Ｇｉｌｅｓ Ｍｏｈａｎ，Ｂｅｎ
Ｌａｍｐｅｒｔ，Ｍａｙ ＴａｎＭｕｌｌｉｎｓ ＆ Ｄａｐｈｉｎｅ Ｃｈａ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ｅｗ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ｓ ｏｒ ａｇ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Ｌｏｎｄｏｎ：Ｚｅｄ
Ｂｏｏｋｓ，２０１４，ｐｐ． ７６ －７７，８６ －８７，９６ －９８，１４７ －１４８．

有关香港人在９０年代投资南非的情况，可参见Ｘｉａｏ 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Ａｐａｒｔｈｅｉｄ ｙｅａｒｓ”，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ｕｎｅ １２，２０１６．



的政策。①曼德拉出狱后，国际制裁放松或解除，南非经济前途看好。然而，尽管香港人的经济活动频
繁，但在社团组织方面并不活跃。根据统计，２１世纪初期，尽管南非华人组织已达１００余个，但具有香
港地区特色的只有１个。②他们也有自己的社交活动或俱乐部，但带有区域性特点的社团较少，这可能
有两个原因。他们投资非洲的多是家族企业，已经习惯于创业阶段的单打独斗，对那些在非洲投资初
期的带有强烈地域性特点的社团不习惯。二是他们的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

台湾在非洲特别是南部非洲也有各种团体，如南部非洲台湾同乡会、南部非洲台湾客属联谊
会、绿社、南非华人妇女会、华心文教基金会、华夏体育总会、国际佛光会、慈济基金会等华侨华人组
织、斯威士兰纺织成衣出口协会（台商与其他国家厂商一起成立）、台湾旅模（毛里求斯）同乡联谊
会、台湾大专生在模（毛里求斯）协会。③

与新移民相关的华侨团体涵盖面很大，有的是带有世界性组织的分会，例如世界华商在多个非洲国
家设有分会，世界华商马达加斯加分会即是一例。第二类是全非洲的华人组织，比较突出的是２００２年在
约保成立的全非洲和平统一促进会，随后相当多的地区或国家都相继成立了和平统一促进会（简称和统
会）。④第三类是中资企业在相当多的非洲国家设有商会，如津巴布韦中资企业商会，这类商会往往设有
会长单位和理事单位，会长单位由在该国影响力较大的中资企业担任会长单位，如津巴布韦中资企业商
会的会长单位是天泽烟草公司，理事会单位１５家，其中副常务副会长单位３家，副会长单位１２家。需要
指出的是，这种商会常驻人员很难算作移民，他们多是企业派往非洲的工作人员，有一定工作期限。

（三）新移民社团个案
津巴布韦新移民社团出现在９０年代末。当时一些青年组成自娱自乐的非正式团体。沈晓雷

认为，这种非正式组织不但丰富了当时人数很少的新移民群体的生活，更为此后建立的侨团培养了
领导人。津巴布韦的两个最有代表性的团体为津巴布韦华商总会和津巴布韦华人华侨联合总会。
津巴布韦华商联合总会（简称“华商会”）是新移民在津巴布韦第一个正式的华侨社团，其成立源
于２００４年８月津巴布韦政府的一个通知。当时，津巴布韦政府突然宣布当月２６日将大幅提高部
分进口商品关税。绝大多数华商尤其是经营服装鞋帽及箱包的华商将因此遭受重大损失。为应对
此突发事件，２８位华商组织起来，在中国驻津大使馆的协调下争取了两个月的宽限期，从而避免了
损失。以此为契机，华商会于当年１０月３日在哈拉雷成立。２０１４年３月３１日成立的津巴布韦华
人华侨联合总会（简称“华联会”）是另一重要社团。该会根据会员的籍贯或成员现在所居城市下
设１０个分会，包括北方同乡会、湖南分会、湖北分会、江浙分会、山西分会、布拉瓦约分会、奇诺伊分
会、奎鲁分会、宾杜拉分会和穆塔雷分会等。

南非中华福建同乡会　 南部非洲的福建移民是最大的华人群体，这是学界公认的事实。⑤正如早
期中国移民一样，福建移民的社团组织是以宗亲地域为主，福建同乡会几乎在南部非洲每个国家都
有，在莱索托甚至还有福清人同乡会。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９日，一批南非的福建新移民自发成立了南非
（中华）福建同乡会，会长由全体理监事会成员以无记名投票的形式选举产生。２００２年７月，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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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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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１９８６年６月１３日修改１９３７年的《外国人法案》第四段第三条款，实际表明来南非的外国人都有希望成为南非居民；前来南
非投资的股东或主要投资人，均可申请长期居留权；金融上实行“外资优惠汇率”（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ａｎｄ）；内政部大规模放宽投资签证。欧铁编著：
《南非共和国华侨概况》，第８５—９１页。

袁南生：《走进非洲》，第２４３页。
中华经济研究院编：《华侨经济年鉴欧非篇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台北，２００４年，第２４７、２５—２５７、２６５、２８８页。
非洲国家华侨华人希望和平统一反对分裂的活动的相关资料，参见李安山编注：《非洲华侨华人社会史资料选辑，（１８００—２００５）》，第

３７６—３８２，３９２—３９３，３９６—３９７，４７０—４７４页。
参见万晓宏：《南非华人现状分析》，载《八桂侨刊》，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第２８页；Ｔｅｒｅｎｃｅ ＭｃＮａｍｅｅ，ｗｉｔｈ Ｇｒｅｇ Ｍｉｌｌｓ，ｅｔ ａｌ．，“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ｄｓ：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ｅｒ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Ｌｅｓｏｔｈｏ，Ｂｏｔｓｗａｎａ，Ｚａｍｂｉａ ａｎｄ Ａｎｇｏｌａ”，Ｔｈｅ Ｂｒｅｎｔｈｕｒｓ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ｐｐ． １６ －１８．



又自愿出资９８万兰特（当时１美元相当于１０兰特）在约翰内斯堡西门町街３９号购置地产作为福
建会馆。开馆当天，正率领经贸代表团访问南非的福建省省长习近平亲临现场，为会馆揭牌。在致
词中，他代表福建人民对远离祖国万里的福建同胞表示慰问，对福建会馆开馆表示祝贺，并希望南
非的福建同胞生意兴隆，幸福平安，加强与家乡的联系，为福建的发展贡献力量。南非中华福建同
乡会首届会长叶北洋指出，福建会馆是由福建同胞自愿赞助购置的，这充分体现了福建人的团结精
神和中华民族的奉献精神，会馆为南非的福建同胞和中国同胞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活动场所，会馆欢
迎各界朋友光临。时任中国驻南非大使刘贵今和驻约翰内斯堡总领事叶明朗以及南非华人华侨数
百人出席了开馆仪式。①

自南非福建同乡会成立以来，福建人移民南非的人数迅速增长，南非福建同乡会１０年来已拥
有１０００多名会员，成为南非当地社会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社团组织。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３日，南非福建同
乡会理事会一致同意，鉴于南非福建同乡会在南部非洲发展迅速，决定更名为南部非洲中华福建同
乡会。２０１３年，据南部非洲中华福建同乡会第九届会长杨天峙介绍，南部非洲福建同乡会是南非
最大的华人同乡会，拥有１． ５万名会员。该会不仅多次帮助福建老乡和其他华人渡过难关，而且在
当地也积极捐款捐物投身公益性事业，为增进中南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发展两国的经贸往来做出了
贡献。祖籍福建的华人在南非３０万华人中超过三分之一。自第九次选举开始，会长和理监事会成
员每届任期由两年变为三年。②

（四）新移民社团通讯工具的升级
随着网络媒介的快速发展，新移民团体将网页、电子刊物或网上论坛作为自身组织一种新的宣传

工具，有的新移民组织的网上论坛成为非洲华人共享信息和交流信息的便捷平台。以下略举几例。
《非洲侨网》（ｗｗｗ． ｑｉａｏｗａｎｇ． ｏｒｇ）是为了适应全媒体的发展需求，满足读者对非洲时事的关

心，使读者更便捷地了解非洲《华侨周报》所报道的内容，面向全非的大型门户网站。主要报道非
洲各国的新闻，中非关系也是其报道重点之一。
２０１４年３月３０日，由津巴布韦华商会主办的津巴布韦华人网（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ｚｉｍｂｂｓ． ｃｏｍ ／）正式

上线。该网站以服务津巴布韦全体华人，提供新闻、信息、商业生活资讯和创建华人的精神家园为
宗旨，下设津巴动态、商会资讯、政策法规、文学天地、国情介绍和商业信息等板块，目前已成为了
解津巴布韦和津巴布韦华人社区最重要的网络平台。《津巴布韦时报》（ＺＩＭＢＡＢＷＥ ＴＩＭＥＳ）是由
津巴布韦华人华侨联合总会创办的微信公共信息平台（微信号为ｚｉｍｂａｂｗｅｔｉｍｅｓ），主要以报道津
巴布韦当地新闻、非洲新闻、中非关系为主，同时记录华人在津巴布韦的生活、工作状况。它以民间
人士的视角，透视津巴布韦社会百态，所设栏目主要包括新闻纵览、热点分析、投资资讯、华人社区
和便民信息等。《津巴布韦时报》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日由华联会常务副会长赵科先生创办。该微信
平台每周一、三、五推送，订阅客户近千人，受到包括中国驻津大使馆在内的广泛关注。华商会于同
年１２月１３日推出的《津巴布韦华人网》微信平台正式上线（微信号为Ｚｉｍｂａｂｗ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ｅｂ），每
周一至周六推送，栏目设置主要包括华人社区、津巴布韦新闻、中非新闻和便民服务台，与津巴布韦
华人网相互补充，成为继《津巴布韦时报》后的另一重要微信平台。③

马里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的网站办得有章有法，主要有四个栏目。在“关于我们”栏目有“关于我
们”、“马里华人活动”、“关于疟疾、会员企业介绍”和“联系小编”等次栏目。“关于我们”主要介绍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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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南非福建会馆开馆习近平为会馆揭牌》，２００２ 年７ 月２０ 日，人民网／中国网，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１７６１３６． ｈｔｍ；袁南生：《走进非洲》，第２４３页。

《南部非洲福建同乡会选出第九届会长》，２０１３年８月３日，新华网，ｈｔｔｐ：／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３ －０８ ／ ０３ ／ ｃ＿１１６７９５７９４． ｈｔｍ
沈晓雷：《试析中国新移民融入津巴布韦的困境》，第１３５—１３６页。



里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的相关规章，“华人活动”里有关中国驻马里大使馆及中国驻马里大使的活动内
容较多，关于华人的社会新闻较少，如果更接地气，效果更佳。“投资指南”是有关中国驻马里大使馆
的通知、马里政府法规、财政预算方案、投资政策以及马里的劳工、税收和承包政策，还有对马里经商
环境以及马里劳动法的介绍。“时政动态”有社会综合和关注非洲，分别介绍中国和非洲时事。

《尼日利亚华人网》是尼日利亚华人自己办的一个网站，集中报道尼日利亚及非洲时政，特别
是及时转载尼日利亚当地报纸的报道，是一个及时了解非洲及尼日利亚的便利渠道，同时也提供签
证、旅行、汇率等信息。用它自己的话来说：“我们不仅关注尼日利亚，关注非洲大陆，我们以全球
视野，家国情怀，打造海外华人世界有见地、有深度、有观点、有内涵、有情怀、有乐趣的华文媒体平
台。立足尼日利亚，辐射非洲大陆，走进尼日利亚的桥梁，了解尼日利亚的窗口。”

《安哥拉华人报》（Ａｎｇｏｌａｎｅｗｓ）是面向当地华人的周报，周六发行。现在开通的电子版定位为“安
哥拉华人自己的报刊”（ｃｎａｎｇｏｌａ＠１６３． ｃｏｍ），及时报道当地经济社会消息，设有“安国华埠”、“本地新
闻”和“勾搭小编”等栏目。“安国华埠”专门有“华埠早闻”、“头条推介”和“华企招聘”等内容。“本
地新闻”则有“社会动态”、“经济发展”和“旅游资源”等标题。“勾搭小编”则有“优秀征文”、“黄页资
讯”和“加入观察员”等内容。从新闻发布的角度看，颇有时效性。每期的“华埠早闻”有１５条左右的
新闻，内容涉及中国驻安使馆消息、较重要的中国企业活动（联欢会、慈善）、安防信息等。。

五、国际化与地方化的双重进程释疑
人类历史是一部移民史。从古代开始，人们从一地迁移到另一个条件更好的地方，或是为了生

存，或是为了发展。到了近代，人类建立了一整套所谓国际体系，边界的设立成为民族国家的必备
条件。无论是从国内或国际角度来看，海外移民成为了一个“问题”。然而，在古代，虽然交通条件
并不优越，人们安土重迁，但如果从边界流动的角度看，人们的移民似乎更为随意。在印度洋地区，
人们的迁移具有很长的历史。海上交通促使人们在亚洲和非洲之间移动和交流。①这种人口迁移
也留下了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刘宏通过对东南亚华人社团的研究，提出海外华人中存在着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双重进程：“我们
必须强调海外华人社团的国际化是在日益地方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全球化与地方化在实际上是同一
进程的两个方面。”他认为“海外华人社团国际化的主要动力是建立于地方性认同（文化、习俗、方言、
社籍地）的基础上，而国际化的进程又反过来加强了地方性因素（如侨乡经济、海外华人对原籍的情
感）的重要性，也成为海外华人社团在国界之内发展壮大的推动力。”②虽然他似乎将“全球化”与“国
际化”等同，但我想这一观点涉及的概念是指国际化。对于这一观点，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从非洲的情况看，由于存在着大量新移民这一特定因素，在移民初期社团的组建上，各种地方
性因素仍然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世界移民过程中的一种惯例，也是人类在求生存谋发
展的迁徙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然而，时代的变迁使中国向海外移民的条件有所改变。一是中
国作为制造大国或“世界工厂”的定位，这为中国商品远销非洲提供了先决条件。二是科技的发展
和互联网的普及使移民在与中国或非洲的营销环境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变得十分便
捷。三是非洲大陆大部分国家处于工业化启动期这一因素为中国商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从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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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 Ａｎｓｈａｎ，“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Ｒｅａｌｉ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７：１０ （Ｍａｙ，２０１６），
ｐｐ． １０ － ４３；Ｌｉ Ａｎｓｈａｎ，“Ｃｏｎｔａ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ｂｅｆｏｒｅ Ｖａｓｃｏ ｄａ Ｇａｍａ：Ａｒｃｈｅｏｌｏｇｙ，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１ （Ｊｕｎｅ，２０１５），ｐｐ． ３４ － ５９．

刘宏：《海外华人社团的国际化：动力·作用·前景》，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１期。



中国新移民准备了施展才能的空间，也对华人社团的功能转换提出了挑战。南部非洲上海工商联
谊总会会长姒海指出：“许多人相信海外侨团不过是少数‘自以为发达人士’借以炫耀成功和财富
的台阶，抑或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取暖烤炉，我们不否认这种现象和动机的存在，但我们从不如此
定义自己。……在遥远的非洲，海外侨团不仅要成为同乡联谊的平台，也应该主动承担起坚持和发
展族群利益的社会责任。我们提出把上海商会从一个‘同乡联谊性质的侨团向具有现代意义的商
会转型’，这个‘现代意义’的内涵包括：在（居住国）政治上推出自己的代言人，在经济上融入主流
渠道，在政策上有影响力、话语权和推动力。能不能做到，我们没有把握，但我们会坚持努力。”①
这种客观的定位应该是非洲或海外侨团努力的方向。

如何理解这些新移民社团的国际化呢？首先，他们从中国移民非洲并在当地成立社团，这种社团
本身就是经济全球化过程的产物，是一种典型的国际化。然而，如果从“双重进程”的角度看，社团国
际化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社团领导人的国际视野。领导人或董事会是否有这种视野，他们是否看
到了社团国际化的必要性。二是社团的性质。如果是从事大宗商品的社团，这种社团的国际性可能
会显得十分必要；但如果是对社区进行某种特定活动的社团（娱乐、慈善、学习），成员可能觉得没有必
要国际化。三是社团所在国的条件或社团自身条件是否具备。这一点应该是每个社团在所谓“国际
化”之前应该考虑的因素。当然，从宏观上看，国际化与地方化永远是移民社团的一种互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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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山，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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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华人社团的传承与演变（１９５０—２０１６）

① 姒海：《追逐梦想总是百转千回让我们依然坚持追逐》，《追梦———上海人在非洲》，序，南部非洲上海工商联谊总会，２０１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