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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等 11 个国家是中国移民的主要国家，这些海外移民大多

数来自中国不同地区，基于宗乡族人的互助需要，他们创立了各种宗乡社群。为族人的福利及社会的安定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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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全球化进程使河洛传统文化价值观受到

冲击，宗乡社群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近年来，发生了各种纠

纷，使人们不断反思。全球化的今天，新事物不断涌现，人

们忽视了河洛文化，导致了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宗乡社

群需强化“身在异国，根在河洛”的思想观念，并强调河洛

文化价值观，使河洛文化在宗乡社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概述

自新航路开辟后，荷兰、英国等国家在东南亚地区设

立贸易公司，开辟商埠。开发东南亚需要大量劳动力，鸦片

战争前，下南洋经商谋生的华人就有 150 多万。19 世纪 60
至 70 年代，是猪仔买卖的鼎盛时期，东南亚地区的招工公

所与闽广地区的贫民签订契约，以出国后的工资作为抵

押，换取出洋旅费。闽广地区，人稠地狭，只能够望海谋生，

因此，在移民之中，主要有闽南人、潮州人、广府人、客家人

与海南人，这些地区的移民大部分是历史上原河洛及中原

地区由于战乱等原因而南迁的中原人后裔群体。
这些不同方言群的移民，都秉承着“重道义、好学问、

尚教育、讲伦理、尊妇道、敦亲族、敬祖先”[1]的河洛传统文

化，华人移民为了维持华人社会的运作而创立了各种宗

乡、宗亲、姓氏等联谊性组织，创立的主要以“敦睦宗谊，促

进团结，共济互助，同谋福利”为宗旨，[2]向面遇困境的同乡

同宗族人伸出援手，使新移民者能够在人生地疏的海外安

顿下来，曾在东南亚华侨史上起到重要作用。如马六甲的

青云亭、槟榔屿的广福宫、菲律宾的龙岗公所、新加坡的曹

家馆等同乡会馆。这些宗乡社群所服务的对象主要是面向

本族人办事，但是，它们所起到的社会作用却是多方面的，

比如为新移民的族人提供食宿、介绍工作等，有时候还需

兼办“红白事”。
东南亚宗乡社群不仅为乡人排忧解难，还纷纷建立华

人学校，传播华族文化，让贫穷子弟得以接受中文教育。此

外，宗乡社群在赈救家乡灾民，资助家乡建设等方面，宗乡

社群也做出巨大贡献。如 1922 年“八·二”台风海潮袭击潮

汕，死亡 10 万余人，造成极大灾难。乡情切切总相关，旅居

各国的潮籍华侨，立即在国外筹集各种救灾物资和款项，

由暹罗赈灾代表许少峰专程送到潮汕。韩堤路的“八角亭”
（赈灾纪念亭），就是当时为表彰旅泰侨胞关心乡梓、救济

灾民而立的。[3]

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先生认为，本地宗乡社群与会

馆可以扮演辅助政府机构的角色，发挥作为民间的社会安

全网的功能，为陷入困境的会员提供援助。很多宗乡社群

具有政治、文化和福利的性质，不仅促进了东南亚经济与

国际的联系，也增强了海外华人的经济力量，并推动东南

亚当地经济的发展。
二、河洛文化对宗乡社群的影响

在全球化进程中，河洛文化遭受极为严重的冲击。在

危急关头，河洛文化在团队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

用。在今天的生存和发展之道，需继承和发扬河洛文化。
文化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正如费

孝通先生指出，“未来的 21 世纪将使一个个分裂的文化集

团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一个多元一体的国际

社会。而我们现在的文化就处在这种形成的过程中。”[4]这
种跨国文化交流的结果导致了文化的全球化。“文化全球

化，简言之，就是各民族文化通过交流、融合、互渗和互补，

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而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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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超越本民族文化的国界并在人类的评判和取舍中获

得文化的认同，不断将本民族文化区域的资源转变为人类

共享、共有的资源。”[5]因此，如何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保护

和弘扬河洛文化，便成为中华民族维护自身利益的一个重

要的内容。
河洛文化，指的是古代河洛地区的文化，朱绍侯先生

曾指出：“即指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
郑州，南至汝颖，北跨黄河至晋南、济源一带地区。”[6]可谓

“天下之中”。[7]华夏文化是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母体文

化，华夏文化主要源自夏商文化及其河南龙山文化，而河

洛地区正式河南龙山文化的重要分布地区。因而，河洛文

化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现行于世的儒家文化、道家文

化，都创始、形成于洛阳。归纳而言，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属

于河洛文化范畴。其中儒道文化思想精华，能为日渐式微

的东南亚宗乡社群注入生命力。
近些年，整个东南亚宗乡社群在更换领导出现纠纷、

会员老化、后继乏人等困境。因为文化迅速全球化的过程

中，宗乡成员专注于个人得失名利，忽略了河洛文化主体

的传统文化价值观，这正是宗乡社群在东南亚发展的危

机，而中国的和平崛起同时也为东南亚宗乡社群的良性发

展提供了跨境发展的新空间。因此，为了确保未来的宗乡

社群合作，寻求族群福利，应继续强调儒家，道家和传统的

文化价值观。
宗乡社群成员尤其是新生成员有时候对一些事物有

不同的意见和看法，难免存在争议，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二

战后，一批在东南亚出生和成长的华人逐渐进入宗乡社群

的领导层，他们更能够起到桥梁的作用，因为他们具备有

中英双语沟通的能力。宗乡社群确保选出的精英领袖，成

员也应达成共识，坚持以“和而不同”，“和为贵”标准来采

取行动。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强调“以和为贵”，坚持以

和谐的精神去缓和矛盾。儒家，道家的圣人对一些事物的

看法大多是一致的，与今天的法制观念，其实是大致吻合，

但更重要的是儒家，道家都以和谐为目的，法律规定是手

段。
宗乡社群在维护和发展，除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也需

要了解自己的社群的历史。宗乡社群组织在当今社会如何

继续保持活力？这就需要对新一代青年会员的培养，因为

这一代人从小就与当地的原居民一起生活、学习，行为举

止及思想都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们认为宗乡社群组织是一

种落后的团体。因此，对加入宗乡社群组织并不感兴趣，而

有些团体因为会员越来越少，导致最终解散。
因此，宗乡社群本身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东南亚

的传统社会组织具有伸缩性和灵活性，具有强大的适应能

力，这种以血缘，地域为纽带的组织，它的形式与功能可以

因地因时而转换。新加坡李显龙现任总理先生对宗乡社群

在今后如何确立新的定位提出四点建议：首先应加强作为

社会安全网的角色；其次需协助社会保留传统价值观；再

次需加强同中国和各地乡亲的联系；最后应引进年轻会

员，以保持组织的活力。他鼓励年轻一代多接触中华文化，

吸收传统价值观如敬老行孝、谦虚有礼、讲求诚信及自强

不息等精神。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在 2010 年举办了“华裔

优秀学生广东潮汕文化寻根之旅夏令营”让新一代海外华

人能够体验潮汕传统文化与风土人情，让他们去探寻中华

文化的根源。
三、结束语

在如今全球化与本土化并存的人类社会，信息科技发

展迅速，新事物，新观念不断涌现，使人类社会面临着新的

机遇与新的挑战。可以说，全球化除了给政治，经济和文化

带来变化外，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冲突。作为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河洛文化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应

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点。
华人移民离乡背井来东南亚拓荒，他们具有宗族观

念，神明信仰及传统乡土文化的河洛文化价值观，成立各

种宗乡社群，强调宗乡社群共同的符号特征及历史文化资

源，随之产生的是社群认同感。但现在却因忙于应对文化

全球化而忽略河洛文化价值观，结果产生了弊端。因此，我

们应反省检讨，要提倡“返本开新”，大力弘扬河洛文化，只

有通过深入发掘河洛文化的精髓，才能使中华民族文化走

向世界，造福人类社会。
只要讲中国话，行中国礼俗，认中国宗亲，食中国饭

菜，便是认同了河洛文化。[8]如果我们发扬河洛文化的精

髓，便足以应对各种挑战。只有这样，东南亚宗乡社群就能

够获得源源不断的活力，促进东南亚宗乡社群在社会、经
济、文化的繁荣。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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