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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拉关系

拉美华人华侨在构建 “中拉命运共同体”
中的作用及路径∗

崔守军　 徐　 鹤∗

内容提要: ２０１４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同打造 “中拉

命运共同体” 的理论话语与发展愿景ꎬ 将中拉关系的发展提升到

一个全新的历史高度之上ꎮ 当前中拉政治关系不断升级、 经贸合作

日益升温ꎬ 但在人文交流层面上却仍明显滞后ꎮ 打造 “中拉命运

共同体” 应注重中拉人文交流机制的构建ꎬ 充分发挥拉美华人华

侨的纽带和桥梁作用以夯实中拉关系的民意基础ꎮ 拉美华人华侨在

构建 “中拉命运共同体” 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促

进中拉文明交流互鉴ꎬ 二是拓宽中拉人文交流路径ꎬ 三是推动中拉

友好合作ꎬ 四是提升中国国家形象ꎮ 未来ꎬ 充分发挥海外侨胞在融

通中拉关系方面的独特优势ꎬ 可从五个层面入手: 一是凝聚侨心侨

力ꎬ 增强侨胞的民族认同感ꎻ 二是加强侨团横向联动ꎬ 壮大华人社

团力量ꎻ 三是促统反独ꎬ 加强拉美新移民爱国爱乡精神ꎻ 四是增加

投入ꎬ 扩大华文教育的辐射面ꎻ 五是求同存异ꎬ 化解观念冲突ꎻ 六

是鼓励华人华侨参与公共事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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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华人华侨在构建 “中拉命运共同体” 中的作用及路径　

　 　 拉美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之一ꎬ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ꎬ
中拉处在相似的发展阶段ꎬ 肩负着相同的发展任务ꎬ 共同致力于推动国际秩

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ꎮ 近年来ꎬ 中拉双方牢牢把握共同发展的主

题ꎬ 政治上深化互信ꎬ 经贸上扩大合作ꎬ 人文上互学互鉴ꎬ 在国际事务中密

切配合ꎬ 推动中拉关系实现长足发展ꎬ 树立了南南合作的典范ꎮ 当前ꎬ 中拉

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ꎬ 站在了崭新的历史起点上ꎮ
针对中拉关系的重大变化ꎬ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与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以下简称 “拉美”) 领导人举行会晤时发表了题为

«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 的主旨讲话ꎬ 提出共同打造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的 “中拉命运共同体” 的理论话语与发展愿景ꎬ 旨在推动中拉关

系实现更大的发展ꎮ① ２０１５ 年 “中国—拉共体论坛” 首届部长级会议的召开

标志着中拉整体合作顺利起航ꎬ 为 “中拉命运共同体” 的构建掀开了新篇

章ꎮ 然而ꎬ 从实践角度ꎬ 应清醒地认识到 “中拉命运共同体” 的构建还处

在一个初期阶段ꎬ 夯实 “中拉命运共同体” 的民意基础需要加强中拉之间

的人文交流ꎬ 而拉美华人华侨则是推动中拉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 “抓手”ꎬ
在 “中拉命运共同体” 的建构中能够发挥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ꎮ 本文将

回溯中拉人文交流的历史演变脉络ꎬ 聚焦拉美华人华侨在 “中拉命运共同

体” 建构中的重要作用ꎬ 并提出进一步推进拉美华人华侨参与 “中拉命运

共同体” 构建的路径ꎮ

一　 拉美华人华侨的历史发展与生存现状

中拉交往源远流长ꎬ 华人华侨在中拉关系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ꎬ 在促进

中拉友好交往中起了天然的桥梁作用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随着全球化迅猛发展

以及中国 “走出去” 战略的层层推进ꎬ 中国公民更多地走向世界ꎬ 华人华侨

地域分布越来越广泛ꎬ 拉美也成为华人华侨聚集的重要地区ꎮ
(一) 华人华侨移民拉美的历史脉络

早在四五百年前ꎬ 华侨和华人就通过横亘太平洋的海上 “丝绸之路” 来

到拉美ꎬ 华人华侨不仅参与了拉美的建设ꎬ 还带去了中国的文化、 传统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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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关于中拉关系的重要论述»ꎬ 载 «人民日

报»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第 ０３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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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技能和中华医术ꎮ 随着中拉交往不断深化ꎬ 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加强ꎬ
带动了双边经贸与人文交流繁荣发展ꎮ 在中拉交往中ꎬ 华人华侨为中拉文化

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华人华侨移民拉美的历史可分为五个阶段ꎮ 第一阶段肇始于鸦片战争前ꎬ

早期赴拉丁美洲的华工和华商揭开了美洲华侨史的序幕ꎻ 第二阶段发端于鸦

片战争后ꎬ 远赴拉美的契约华工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 “苦力贸易” 自此开始ꎻ
第三阶段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ꎬ 契约华工暴动迭起使 “苦力贸易” 难以维

系ꎬ 再加上国际上谴责之声不断ꎬ “苦力贸易” 结束ꎬ 留在拉美的华人成为自

由移民ꎻ 第四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至中国改革开放之前ꎬ 华侨华人数

量随着移民政策的变化而不断起伏ꎬ 到 １９４９ 年中国大陆实际上停止了规模型

对外移民ꎻ 第五阶段即改革开放至今ꎬ 进入 “新移民” 阶段ꎬ 全球化的趋势

不断加深ꎬ 越来越多华人前往拉美开辟事业ꎮ
１ 早期赴拉美的华工和华商

早期华工和华商前往拉丁美洲ꎬ 与 “丝绸之路” 的开辟相关ꎮ 中国的丝

绸早在汉代就向西输出ꎬ 沿着举世闻名的 “丝绸之路”ꎬ 经中亚过西亚ꎬ 远销

至希腊、 罗马ꎮ 自明代起ꎬ 中国的丝绸又向东输出ꎬ 由太平洋经过菲律宾ꎬ
抵达墨西哥ꎬ 最终扩散至整个拉丁美洲ꎮ①

从东汉和三国时代起ꎬ 中国就逐渐开辟了从台湾前往菲律宾的航路ꎮ
１５６５ 年ꎬ 西班牙殖民者侵占菲律宾时ꎬ 岛上的自然资源尚未开发ꎬ 从而吸引

了不少华工前往菲律宾ꎮ② 同时ꎬ 由于菲律宾缺少可供出口的商品ꎬ 殖民者们

就想方设法打开通向中国的航路ꎬ 把中国盛产的瓷器和丝绸等商品运往菲律

宾ꎬ 然后通过马尼拉ꎬ 用帆船运往拉丁美洲ꎬ 由此开辟了中国经菲律宾通往

拉丁美洲的海上 “丝绸之路”ꎮ③ 在明朝晚期ꎬ 有一些在菲律宾从业的华工乘

坐西班牙的 “马尼拉大帆船” 横渡太平洋ꎬ 到墨西哥侨居ꎮ 聚居在墨西哥城

的华工创建了美洲历史上第一条唐人街④ꎬ 他们在墨西哥城开理发馆ꎬ 在手工

工场和矿场工作ꎮ 这批通过 “马尼拉大帆船” 前往拉丁美洲的华工是赴美洲

的第一批华工ꎬ 他们揭开了美洲华侨史的序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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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鸦片战争后远赴拉美的契约华工

中国大门被殖民者的炮火打开之后ꎬ 为殖民者大批掠夺中国的 “苦力” 创造

了条件ꎮ 在东南亚地区为新加坡建立的转卖苦力的中心市场ꎬ 被殖民者迅速转移

到了中国大陆ꎬ 过去零星的人口贩卖也发展成大批华工被拐骗并贩往整个美洲地

区ꎮ １８４６ 年ꎬ 英国经营苦力贸易的投机商德滴在厦门开办了为西班牙经营苦力贸

易的大德记洋行ꎬ 专门从事贩卖华工的交易ꎮ 在厦门成为贩卖人口的中心后ꎬ 殖

民者又把汕头和澳门作为进行苦力贸易的重要据点ꎮ①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ꎬ
华南多数港口都建立了人口贩卖市场ꎬ 而贩卖中心则已转移到了广州ꎮ

殖民主义者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港口设置贩卖人口和转运华工的中心之后ꎬ
就开始运用各种手段诱骗苦力ꎬ 并将他们运往美洲ꎮ 契约华工一般是从澳门

去拉丁美洲的华工ꎮ② 凡是赴拉丁美洲各地的华工ꎬ 一般都要订立契约ꎬ 因

此ꎬ 赴拉丁美洲的华工被通称为契约华工ꎮ 这种契约实际上是一种卖身契ꎮ
据统计ꎬ 在契约华工赴拉美的高潮期ꎬ 即从 １８４７ 年 ６ 月 １３ 日英国船只 “阿
盖尔公爵号” 自厦门运载第一批契约华工抵达哈瓦那港③ꎬ 至 １８７４ 年 ７ 月 ２
日秘鲁船只 “海拉号” 运载最后一批华工抵达卡亚俄港ꎬ 总共运往古巴、 秘

鲁、 智利等地的契约华工约 ２５ 万 ~ ５０ 万人ꎮ④

３ １９ 世纪末契约华工获得自由移民身份

１９ 世纪末ꎬ 契约华工获得自由移民身份ꎬ 不仅是因为国际舆论发挥了作

用ꎬ 也归因于华工不畏死亡、 坚持不懈的长期斗争ꎮ 在饥饿、 拷打、 死亡威

胁下的华工ꎬ 为反抗殖民主义 “奴隶贸易”ꎬ 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英勇的斗

争ꎮ 据统计ꎬ １８４５—１８７２ 年的 ２７ 年间ꎬ 因华工暴动而造成的海上船只遇难事

件有 ３８ 起ꎮ⑤

由于契约华工在运输途中暴动迭起ꎬ 使太平洋航道上的苦力贸易不断失

利ꎬ 加上澳门当局不断受到中国和世界舆论的谴责ꎬ 苦力贸易难以维系ꎮ
１８７３ 年 ４ 月ꎬ 香港首席法官宣布 “贩卖苦力应视为奴隶贸易”ꎬ “凡与贩卖苦

力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行动ꎬ 都应依法惩办”ꎮ 同年 ９ 月ꎬ 两广总督瑞麟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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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凡专为装载移民出洋的船只ꎬ 一概不准在黄浦停泊ꎮ 香港和黄浦对贩卖

苦力的船只予以封港ꎬ 使澳门苦力贸易瘫痪ꎮ 在这种情形下ꎬ 葡萄牙国王颁

布敕令ꎬ 宣布停止苦力贸易ꎮ 至此ꎬ 苦力贸易的高潮期结束ꎮ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

纪初ꎬ 原来因苦力贸易移民拉美的华工逐步获得了自由移民的身份ꎬ 开始了

自由移民阶段ꎮ
４ 一战后移居拉美的中国侨民不断增加

１９１４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ꎬ 一些拉美国家追随美国ꎬ 对中国移民采取

限制政策ꎬ 导致拉美华侨人数减少ꎮ １９１８ 年之后ꎬ 拉美国家因为发展经济的

需要而放松了入境政策ꎬ 一批作为劳动力前往拉美谋生的华人顺利抵达ꎬ 拉

美华侨人数有所增加ꎮ 此后ꎬ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墨西

哥、 巴拿马等国出现经济滞胀ꎬ 这些拉美国家又掀起一轮排华浪潮ꎬ 认为华

人抢占了当地劳动力的工作及资源ꎬ 因此华侨人数急剧下降ꎮ
由于华人在拉美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ꎬ 再加上中国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所作的贡献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ꎬ 在世界经济形势好转之后ꎬ 拉美国

家再次放松对华人入境的限制ꎬ 拉美华侨人数又有所回升ꎮ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年ꎬ
中国大陆在计划经济的自我摸索发展中ꎬ 移民基本停止ꎬ 而来自中国台湾、
香港和澳门等地区的移民还在继续ꎮ

５ 改革开放后中国赴拉美的 “新移民” 不断增长

目前学界对于 “新移民” 的定义尚存分歧ꎬ 基于本文所探讨的移民区域

与论题ꎬ 文中 “新移民” 指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移居拉美、 居留一年以上的中

国大陆公民ꎮ① １９７８ 年以后ꎬ 因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ꎬ 中国内地向拉美国家

移民的人数急剧上升ꎬ 类型多为家庭团聚移民和投资商务移民ꎮ 据学者统计ꎬ
１９７９—２０１３ 年间ꎬ 中国内地向拉美移民达 ７５ 万ꎬ 占总移民人数的 ８％ ꎮ② 与

传统华侨华人相比ꎬ 中国改革开放后前往拉美的华侨华人有其新特点ꎮ 首先ꎬ
拉美新移民人数众多ꎬ 来源地遍及中国各地ꎬ 居住地覆盖拉美绝大部分国

家③ꎻ 其次ꎬ 新移民在中拉人文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ꎻ 再次ꎬ 新移民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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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未很好地融入当地ꎬ 大多自成一体ꎬ 自组社团ꎬ 单独活动ꎻ 最后ꎬ 拉美新

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ꎬ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参与水平

和精英人士群体的数量和质量ꎮ 与其他地区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新移民不

同ꎬ 拉美 “知识型” “技术型” 新移民偏少ꎮ
(二) 拉美华人华侨的数量与社会融入情况

尽管单纯从数量上看ꎬ 华人人口在拉美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ꎬ 但

从影响力上看ꎬ 拉美华人华侨的社会融入程度不断提高ꎬ 已日益成为活跃在

拉美社会舞台上的一支少数族群力量ꎮ “唐人街” “中国城” 以及遍布拉美的

华人社团都是华人聚集和组织的具体存在形式ꎮ 随着在拉华人华侨的社会融

入不断加深ꎬ 其从事的职业类型也更加多元化ꎬ 华人群体的社会地位不断

提高ꎮ
１ 拉美华人华侨数量与国别分布

截至 ２０１４ 年ꎬ 在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 ３３ 个国家中ꎬ 不包括华

裔和混血的中国人ꎬ 华人华侨总数约有 １２１ 万人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目前在巴

西的华人华侨位居拉美各国华人华侨人数之首ꎬ 在 ２５ 万人以上ꎮ 秘鲁华人华

侨的数目居第二位ꎬ 有 １０ 万人ꎮ 此外ꎬ 阿根廷有 １０ 万人ꎬ 墨西哥有 ７ 万

人ꎮ① 具有华人血统的拉美人则更多ꎬ 研究巴拿马华侨史的谭坚先生根据调查

指出ꎬ ３５％的巴拿马人口有中国血统ꎮ 还有学者估计ꎬ 拉美地区拥有中国血

统的华裔总共约有 ３４０ 万人ꎮ②

有华人华侨的地方就有华人社团组织ꎮ 华人跋山涉水来到拉美ꎬ 经长期

发展ꎬ 受历史因素、 地理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ꎬ 逐渐形成一系列官方及非

官方的社团组织ꎬ 将离散的华人群体组织起来ꎮ 华人社团致力于加强华侨相

互扶助ꎬ 帮助陆续到达拉美的新移民适应环境、 融入当地社会ꎮ 经过一代又

一代的积累ꎬ 在华人社团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ꎬ 拉美华人的社会融入程度也

不断提高ꎮ ２１ 世纪之后新成立的华人社团以商会和同乡会为主ꎬ 如巴西中华

总商会、 巴西广东工商文化总会、 巴西广州企业协会、 秘鲁中资企业协会、
秘鲁东莞同乡会、 阿根廷华人超市工会、 阿根廷温州同乡会、 墨西哥西北地

区华商总会、 墨西哥中华企业家协会等ꎮ 此外ꎬ 各国华人社团数量的多少大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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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与其华人华侨的数量多少呈正相关关系ꎮ 拉美 ３３ 个国家之中ꎬ 巴西华人社

团数量最多ꎬ 有近 １００ 个ꎬ 秘鲁位列第二ꎬ 有 ４０ 多个华人社团ꎬ 墨西哥有近

４０ 个ꎬ 而阿根廷有 ３４ 个ꎮ① 拉美华人社团在所在国开展形式丰富的社团活

动ꎬ 凝聚华人情感ꎬ 传播中华文化ꎬ 不仅是华人之间的组织纽带ꎬ 更是当地

民众了解中国和中华文化的窗口ꎮ
２ 拉美华人华侨的职业分布日趋多元

目前ꎬ 拉美华人华侨从事的行业分布向多元化发展ꎬ 从起初主要经营餐

饮、 杂货和超市等小商品行业为主ꎬ 逐渐向制造业、 建筑业、 文化行业进发ꎬ
拉美华人华侨从手工业者向医生、 教授、 工程师、 政府工作人员等社会精英

阶层转变ꎮ
拉美华人华侨所从事的职业大致聚集在四个领域ꎮ 首先是在商业领域ꎬ 包

括了进出口和零售批发等ꎮ 拉美有一些国家因地形复杂ꎬ 商品流通不畅ꎬ 早期

移民拉美的华人华侨把握住了机会ꎬ 他们经营的小商店为拉美当地居民提供了

日常所需的生活用品和服务ꎮ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ꎬ 贸易更加流通ꎬ 各种小商品

涌入拉美ꎬ 华人以销售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而在拉美各国抓住了发展机遇ꎮ 此

类小型商业贸易的资金要求不高ꎬ 也易于积累实力、 逐渐扩大业务ꎬ 同时也有

较强的供求关系ꎬ 因此ꎬ 华人华侨在小商品行业如鱼得水ꎬ 发展顺利ꎮ
其次ꎬ 服务业是拉美华人华侨从事较多的另一个行业ꎬ 如经营餐馆和洗

衣店等ꎮ 餐饮业因为创业成本较低ꎬ 而且对于经营档次没有硬性要求ꎬ 既可

以开高档餐馆ꎬ 也可以开街边小店ꎬ 为不同经济条件的人提供不同档次的服

务ꎬ 所以成为华人创业的优选ꎮ 此外ꎬ 中餐难以被模仿ꎬ 竞争性较强ꎬ 以其

独特的魅力在拉美广受欢迎ꎬ 有非常大的市场潜力ꎮ 在秘鲁街区ꎬ 经常可以

见到中餐馆ꎬ 体现了中国餐饮文化在秘鲁的受欢迎程度ꎮ 洗衣业同样也是一

个启动成本较低的行业ꎬ 但很容易积累财富ꎮ 随着华人华侨在商业经营中不

断积累ꎬ 其小本生意不断做大做强ꎮ
再次ꎬ 知识技术领域也是华人华侨涉足较多的另一个领域ꎬ 包括律师、

医生、 教师、 会计、 工程师等需要脑力劳动的职业ꎮ 在拉丁美洲ꎬ 华人精英

可谓遍布各行各业ꎮ 华人具有重视教育的历史文化传统ꎬ 在拉美成长起来的

新一代华裔多接受了高等教育ꎬ 而拉美本来就是一个民族 “大熔炉”ꎬ 对于其

他种族的接受程度较高ꎬ 所以华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在知识技术领域大放异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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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ꎬ 成为学者、 政治家、 医生、 工程师及各个行业领域的精英ꎮ
最后ꎬ 华人华侨也涉足制造业和建筑业ꎬ 以及与资源相关的行业领域ꎮ 华人

华侨长期以来经营一些成本较低的日用品制造业ꎬ 如铅笔厂、 塑料厂、 食品加工

厂、 玩具厂等ꎬ 但随着华人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 “走出去” 战略的实施ꎬ 华人华

侨获得了更多的投资机会ꎬ 逐渐涉足石化工业、 塑胶行业等ꎮ 此外ꎬ 因拉美国家

矿产、 水电、 石油资源丰富ꎬ 所以一些资源导向型的企业在 “走出去” 战略的推

动下ꎬ 开始在拉美投资建厂ꎮ 不仅资源导向型的中国企业进入拉美ꎬ 还有许多国

有大公司在拉美承包建设基建项目ꎬ 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技术移民ꎮ
３ 拉美华人华侨的社会地位显著提高

拉美华人社会的发展历程表明ꎬ 要在海外社会立足ꎬ 拥有一定的社会地

位ꎬ 仅仅提高其经济实力还是不够的ꎬ 还要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ꎮ 只有通

过政治参与ꎬ 才能提高华人的社会地位ꎬ 真正为当地社会所认可和接纳ꎮ
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在权利许可范围内参加各种政治活动ꎮ 华人议员 “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ꎬ 依靠民众的支持当选ꎬ 直接体现了当地民众对他们的

认可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华人何塞陈当选秘鲁总理ꎬ 之前他曾担任秘鲁教育部长一

职ꎮ 无独有偶ꎬ 华人许会也曾担任秘鲁总理和多个部门部长职务ꎮ 曾当选秘

鲁总统的藤森也有华人血统ꎬ 因此在他执政期间ꎬ 华人的政治地位大有提高ꎬ
在议会选举中ꎬ 有 ６ 位华人当选ꎬ 占了议员总数的 ５％ ꎮ① 华人不仅可以通过

参政来表达政治意愿ꎬ 在社会地位还不足以支撑政治活动的时期ꎬ 经济活动

是拉美华人表达政治意愿的一种主要方式ꎮ 早在 １９８６ 年ꎬ 秘鲁中华通惠总局

就利用过经济方式表达政治意愿ꎮ 中华通惠总局将中国武术团在秘鲁首场演

出获得的全部收入捐给了秘鲁儿童基金会ꎬ 该基金会由总统夫人比拉纳利

丝担任会长ꎬ 这无疑是代表华人社团向秘鲁总统投了重要的一票ꎮ 在阿根廷

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时ꎬ 华人超市联合起来维持物价稳定ꎬ 用实际行动表明他

们对政府政策的支持ꎮ
华人担任政治职务是他们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ꎬ 也是他们社会融入

程度高低的直接体现ꎮ 在拉美的一些国家ꎬ 有多位华人曾经在其居住国担任

过高级行政职务ꎬ 比如秘鲁前部长会议主席、 总理兼财经部长许会ꎬ 曾任苏

里南总统的陈亚松ꎬ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任总督何才ꎬ 圭亚那首任总统雷蒙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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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阿瑟钟ꎬ 而担任省部级官员的华人就更多了ꎮ
此外ꎬ 还有华人通过自己的特殊身份ꎬ 充当其移居国和中国之间的外交

使者ꎬ 为本国的外交事业做出贡献ꎮ 在秘鲁与中国建交之前ꎬ 华人何莲香受

秘鲁外交部委派ꎬ 将秘鲁政府邀请中国外交官访问秘鲁的密信交给中国驻智利

大使馆ꎬ 这一封密信加速了两国建交的进程ꎮ 除了何莲香以外ꎬ 华裔莱昂纳多

甘曾出任秘鲁外长ꎬ 并于 ２００４ 年作为驻华代表来到中国ꎬ 华裔伍绍良和陈璐

也曾先后担任秘鲁驻华大使ꎮ 还有华人华侨因在居住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ꎬ 从

而得到定居国民众的认可ꎬ 被政府授予很高的荣誉ꎮ 比如ꎬ 秘鲁华人戴宗汉长

期致力于农业研究ꎬ 为表彰他做出的贡献ꎬ 秘鲁政府向他特别颁发了勋章ꎮ 再

如ꎬ 秘鲁华人陈汉基深耕于西班牙语言文学ꎬ 秘鲁政府授予他 “太阳勋章”ꎻ 巴

西 “黄豆大王” 林训明也因其杰出贡献多次得到巴西政府的嘉奖ꎮ①

华人在拉美的社会地位有高有低ꎬ 在巴西和秘鲁ꎬ 华人华侨的社会地位

较高ꎬ 参政人数更多ꎬ 影响力也比较大ꎮ 而在其他一些拉美国家ꎬ 比如阿根

廷ꎬ 由于移民历史较短ꎬ 根基较浅ꎬ 所以参政的华人数量有限ꎬ 尚未形成强

大的社会影响力ꎮ 从长远看ꎬ 拉美华人华侨的参政意识不断提高ꎬ 懂得利用

选票的力量来表达政治诉求ꎬ 在当地社会日益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ꎮ

二　 拉美华人华侨在构建 “中拉命运共同体” 中的作用

中国和拉美地区日益相互依存、 命运与共ꎬ 越来越成为历史和未来相结

合的 “命运共同体”ꎮ 加强中拉人文交流是构建 “中拉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

途径ꎬ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ꎬ 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ꎬ 以文明共存超

越文明优越ꎬ 是增进中拉人民友谊的必由之路ꎮ 华人华侨是推动中拉人文交

流的天然使者ꎬ 在促进中拉文明交流互鉴、 拓宽中拉人文交流路径、 推动中

拉友好合作及提升中国国家形象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ꎬ 因而

是构建 “中拉命运共同体” 的一支重要力量ꎮ 拉美华人华侨在构建 “中拉命

运共同体” 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ꎮ
(一) 促进中拉文明互学互鉴

海外华人是承载和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ꎬ 同时也是推动中外文化交

—４４—

① 刘叶华著: «他乡故乡———拉美华人社会百年演变研究 (１８４７—１９７０)»ꎬ 北京: 中国人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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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重要桥梁ꎮ 拉美华人华侨能在加强双边文化交流、 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

方面发挥作用ꎮ 文化交流是中拉全面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ꎬ «中国与拉美和加

勒比国家合作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中也提到 “鼓励在传统文化领域和新兴艺

术领域以及文化和创意产业开展交流与合作”ꎮ①

历史上ꎬ 正是靠着海外华人ꎬ 中华文化得以在东亚扩展并最终形成ꎮ
朝鲜半岛、 日本和越南都曾长期使用汉字ꎬ 他们自己所创造的文字也深受

汉字的影响ꎮ 伴随着华人移居海外ꎬ 中国诗歌、 宗教、 中医、 饮食、 节日

习俗都对所在国的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ꎮ 除了把中华文化传播出去以外ꎬ
海外华人还把海外文化带回了国内ꎬ 如篮球、 足球等体育运动ꎬ 歌剧、 交

响乐等艺术形式ꎮ 随着越来越多华人移民拉美ꎬ 移民历史不断延长ꎬ 中国

文化对拉美国家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ꎮ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时期ꎬ 经

济繁荣所带来的吸引力会延展至文化领域ꎬ 拉美国家希望借鉴 “中国模式”
和 “中国道路” 的发展理念来促进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ꎮ 中拉文化交流是

双向的ꎬ 伴随着中拉人文交流的深入开展ꎬ 富有多元、 开放和创新精神的

拉美文化也会更多地来到中国ꎬ 从而加深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相互理解

与心灵沟通ꎮ
当前ꎬ 中国正逐步成为世界移民大国中的重要一员ꎮ 随着世代的绵延ꎬ

新一代华人逐步融入当地国的社会文化中ꎬ 与当地人一起学习、 生活、 工作ꎬ
成为当地社会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ꎬ 既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ꎬ
也促进中拉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ꎮ 近年来ꎬ 拉美华人华侨社团和华文媒体协

助中国相关机构和媒体在拉美各国举办文化周、 图片展、 中国电影展、 主题

演讲和大型演出等各类文化交流活动ꎬ 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拉美本土化相结合ꎬ
一方面通过中拉双方都熟悉的活动形式来提升亲切感ꎬ 另一方面又用博大精

深的异国文化来激发中拉双方相互认知的兴趣ꎬ 促进中拉文化之间的交流互

鉴ꎮ 拉美华人社团和华文媒体身处海外不同的地域环境ꎬ 能较好地兼顾中华

文化与世界文化、 本土文化与族群文化ꎬ 成为文化传播的桥梁ꎬ 增进不同文

化之间的相互认知ꎮ
(二) 拓宽中拉人文交流渠道

华人社团、 华文媒体和华文学校是助力中国 “软实力” 建设的 “三宝”ꎬ
在拓宽跨文化传播渠道、 促进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方面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ꎮ

—５４—

① «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１ 月１０ 日第３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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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社团不仅担负着协调华人社会内部关系的责任ꎬ 还要承担与当地政

府和社会进行沟通合作、 兼顾其他族群和地域的优秀文化的任务ꎬ 是跨文化

交流的桥梁ꎮ① 尽管华人华侨对住在国的文化有不同程度的认同和融入ꎬ 但他

们骨子里的中国情结使他们自觉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ꎮ 例如ꎬ 拉

美华人在春节、 端午节、 元宵节、 中秋节等传统中国节日里ꎬ 以传统节庆文

化ꎬ 如舞龙舞狮等庆祝方式来传播中华民族文化ꎬ 吸引了许多拉美人的关注

与参与ꎬ 将中国传统节庆文化融入拉美人民的社会生活中ꎬ 大大增强了中华

文化的吸引力与影响力ꎮ 华人社团更在尊重和了解当地社会法律政策的基础

上ꎬ 举办公益性和经济性相结合的文化活动ꎬ 使中拉文化交流活动更加丰富

多彩ꎬ 并邀请来自拉美各族群的嘉宾参与活动ꎬ 扩大社会影响ꎬ 为跨文化交

流创造环境和条件ꎮ
拉美华文媒体在拓宽中拉人文交流路径中有独特的优势ꎮ 拉美华文媒体

既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 传播者ꎬ 也是国际潮流文化的引进者ꎬ 在推进民间

交流方面具有独特优势ꎮ 通过提升华文媒体在拉美的传播影响力来增强中国

在拉美的 “软实力” 建设ꎬ 对中华文化走向拉美以及中拉文化交流大有裨益ꎮ
华文媒体不仅发行中文刊物ꎬ 还将汉语与当地语言对照发行ꎬ 打破仅限于华

人社区自身框架之内的思路ꎬ 以中国为主题ꎬ 以住在国的母语为传播载体ꎬ
面向主流人群ꎬ 根据当地人的习惯及喜好ꎬ 通过讲述生动有趣的中国故事来

引发拉美民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ꎬ 其服务对象在华人之外ꎬ 还囊括了当地社

群民众ꎮ 华文媒体还加强与当地主流媒体的交流与合作ꎬ 丰富与主流媒体的

沟通渠道ꎬ 尽可能对当地主流媒体施加影响ꎬ 并利用合适机会澄清当地人对

中国和中华文化的认知偏差ꎮ
契合世界汉语热的大潮流ꎬ 在拉华文学校紧紧抓住所在国高涨的汉语学

习需求ꎬ 开办汉语辅导班ꎬ 通过语言这一载体来传播中华文化ꎬ 加强文化间

交流互融ꎮ 语言是一个民族思维方式的表达ꎬ 帮助拉美人民学习和了解中国

汉语言文化ꎬ 不仅可以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ꎬ
而且可以引导他们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中国的外交智慧以及中国的 “矛
盾性”ꎬ 使拉美国家的政府和民众能更全面、 准确地认识当代中国的真实面

貌ꎬ 从而提升对中国的好感度ꎬ 为中拉关系的全方位发展铺平道路ꎮ 在拉美

人民学习了汉语之后ꎬ 他们对中国文化会产生更加强烈的兴趣ꎬ 对中国的自

—６４—

① 李明欢著: «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ꎬ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 年ꎬ 第 ４１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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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风光、 风土人情也会产生更大的好奇心ꎬ 这会促使他们来到中国旅游或留

学ꎬ 从而加强中拉民众之间的心灵沟通ꎮ
(三) 推动中拉友好合作开展

拉美社会开放度较高ꎬ 文化包容性较强ꎬ 舆论环境较宽松ꎬ 这为华人华

侨在居住国传播中华文化、 推动双边友好合作提供了前提条件ꎮ 华人华侨具

有双重文化身份ꎬ 能较好地兼顾中华文化和拉美本土文化之间的融合性ꎬ 从

而成为文化传播的媒介力量ꎮ 在拉美地区ꎬ 各国政府普遍对华人华侨在丰富

本国社会文化、 促进多族群社会和谐、 推动本国政府加强与中国经济与文化

交流等方面的努力表示赞赏ꎮ
拉美华人华侨熟悉所在国的社会情况ꎬ 在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制度、 尊重

当地社会习俗的前提下ꎬ 推动文化周、 电影展、 图片展、 学术论坛等文化活

动ꎬ 能够淡化中国政府主权主导的色彩ꎬ 使文化传播活动达到更好的效果ꎮ
事实上ꎬ 中国政府在拉美开展的 “文化月” “交流周” 活动中充满了拉美侨

团侨社的影子ꎬ 他们积极配合当地使领馆组织活动ꎬ 建言献策ꎬ 为推动中拉

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ꎮ
拉美华人华侨所起到的桥梁和沟通作用不仅仅局限于文化领域ꎬ 还展现

在促进中拉经贸合作和政治互信层面ꎮ 一方面ꎬ 海外华人是中国营造有利国

际舆论环境的建设性力量ꎮ 海外华人可以基于自身在所在国的社会地位ꎬ 影

响所在国的对华政策ꎬ 使其朝着有利于提升双边关系的方向发展ꎮ 正如习近

平主席在秘鲁国会的演讲中所说ꎬ 中秘是 “相互信任的好兄弟”ꎬ 是 “共同发

展的好伙伴”ꎬ 是 “共担责任的好朋友”ꎮ 旅居秘鲁的华人华侨同秘鲁人民相

互信任ꎬ 共同发展ꎬ 中秘友好情谊早已在两国人民心中生根发芽ꎮ① 另一方

面ꎬ 海外华人是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推动力量ꎮ 海外华商利用

自己多年积累下的信息网络和人际关系网络帮助中国企业 “走出去”ꎬ 是中国

海外经济利益拓展的重要基础性资源ꎮ
(四) 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是国内外民众对一个国家的整体印象和评价ꎬ 是 “软实力” 的

构成要素之一ꎬ 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一部分ꎮ 在中拉合作日益繁荣、 快

速推进的过程中ꎬ 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有利于促进中拉整体合作的开展ꎮ

—７４—

① «习近平在秘鲁国会的演讲 (全文)»ꎮ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２２ / ｃ＿
１１１９９６２９３７ ｈｔｍ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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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象是中国国际化发展道路上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ꎮ 正迅速崛起的

中国在国家形象方面最大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好坏问题ꎬ 而是中国人对中国的

想象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想象之间存在较大差距ꎮ①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随着

中拉合作的不断发展ꎬ 拉美民众对中国的好感程度总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

势ꎬ 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拉美民众对中国持负面态度ꎮ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披露的调查数据ꎬ ２０１７ 年拉美地区有 ４９％的民众对中国持友好态度ꎬ 有 ２７％
的民众对中国持负面态度ꎮ② 一方面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ꎬ 另

一方面拉美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和猜忌并未消失ꎬ 诸如 “中国威胁论” “中国责

任论”、 中国在拉美实行 “新殖民主义” 的论调依然存在ꎮ 针对此种现象ꎬ 只

有通过大量事实报道予以澄清与说明ꎬ 才能逐步消除拉美社会对中国的疑虑

和误解ꎬ 树立真实的中国国家形象ꎮ
拉美华人华侨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中坚力量ꎮ 在促进中华文化

传播的过程中ꎬ 拉美华人华侨能够利用拉美民众 “听得到” “听得懂” “听得

进” 的方式ꎬ 将中国优秀的艺术文化真实地展示出来ꎬ 讲出 “中国好故事”ꎬ
传播 “中国好声音”ꎬ 从而促进拉美社会对中国外交政策和国际行为的理解ꎬ
整体提升中国的正面国际形象ꎮ

事实上ꎬ 华人社群本身就投射了中国的国家形象ꎮ 拉美华人华侨所代表

的不仅仅是个人形象ꎬ 更是中国的国家形象ꎬ 透过他们的言行举止ꎬ 拉美民

众看到的是中国的形象ꎮ 尽管拉美华人华侨的社会融入程度越来越高ꎬ 但他

们的五官外貌、 言行举止无不时刻传递着中国形象ꎮ 对于拉美社会和民众而

言ꎬ 华人的集体属性ꎬ 即民族身份ꎬ 要比个人属性更明显ꎮ 住在国社会通常

会通过华人华侨的言行举止和生活方式来构建对中国的形象认知ꎬ 如华人华

侨所展现出的勤劳、 勇敢、 正直、 善良的品质ꎬ 正是中华民族的 “符号”ꎮ 拉

美华人华侨直接、 广泛地面对拉美社会及其民众ꎬ 可以通过自身行为传递中

国正能量ꎬ 潜移默化地将中国 “符号” 印刻在拉美人民心上ꎬ 从而构建起良

好的国家形象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拉美不少国家的华人华侨在生活富裕后积极参与慈善事

业ꎬ 得到当地政府及民众的称赞ꎮ 这些慈善事业包括华人华侨对当地民族、

—８４—

①

②

谢婷婷、 骆克任等著: «华侨华人在中国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研究»ꎬ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

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第 １１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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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人社会内部、 对祖国和家乡的救助ꎬ 也包括常态化的慈善活动和对偶发

性自然灾害的赈助等等ꎮ 例如ꎬ ２００８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ꎬ 巴拿马中华总会代

表华侨捐款达 ２０ 万美元ꎮ① ２０１５ 年ꎬ 巴中慈善公益基金总会在圣保罗成立②ꎬ
该会的工作内容既包括在华人内部提供帮助ꎬ 在突发困难时施以援手ꎬ 还包

括与巴西当地的慈善机构对接ꎬ 帮助巴西的困难群体ꎮ 拉美华人华侨对中国

的捐助体现了中华民族热爱祖国、 团结互助的精神ꎬ 而在拉美国家的慈善工

作则大大提升了华人在拉美的正面形象ꎬ 为中拉民间关系的发展发挥了积极

作用ꎮ “国之交在民相亲”ꎬ 华人华侨在拉美的善举为打造 “中拉命运共同

体” 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ꎮ
拉美华人华侨在长期的发展中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丰富的人力资源ꎬ

加上他们熟知中拉双边文化ꎬ 又有语言优势ꎬ 因而能够在中拉人文交流中发

挥积极的促进作用ꎬ 有助于中国国家 “软实力” 的传播以及国家形象的构建ꎮ

三　 拉美华人华侨夯实 “中拉命运共同体” 的参与路径

虽然中拉之间的经贸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ꎬ 但在太平洋彼岸的拉美地

区ꎬ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ꎬ 中国仍是一个神秘的存在ꎬ 中国的快速发展将对他

们本国的发展带来何种影响仍存在不确定性ꎮ③ 而拉美华人华侨能够凭借自身

优势ꎬ 向拉美人民主动客观地介绍中国的发展ꎬ 有助于增信释疑ꎬ 实现心灵

沟通ꎬ 打通拉美社会对中国理解与认知的渠道ꎬ 夯实 “中拉命运共同体” 的

建构基础ꎮ 具体而言ꎬ 助推拉美华人华侨参与 “中拉命运共同体” 建设的路

径主要如下ꎮ
(一) 凝聚侨心侨力ꎬ 增强民族认同感

民族认同包含历史认同和文化认同两个部分ꎬ 是海外华人华侨社团 “软
实力” 的基础ꎮ 要想实现海外华人华侨社团对中华民族的认同ꎬ 增强民族凝

聚力ꎬ 使其成为中国 “软实力” 建设的核心力量之一ꎬ 在大部分拉美华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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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杨发金: «拉美华侨华人的历史变迁与现状: 地位逐渐提高»ꎬ 广东侨网ꎬ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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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加入外籍的情况下ꎬ 争取他们的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是关键ꎮ
积极塑造海外华人的历史认同有利于中华族群的存续与发展壮大ꎮ 一个

族群若要生存和发展ꎬ 就一定要面对自己的过去ꎮ 塑造海外华人历史认同基

本上有两种方式ꎬ 一是选择认同中国历史ꎬ 二是接受住在国的历史ꎮ 显然ꎬ
应争取的是前一种ꎬ 即争取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国历史的认同ꎮ 对此ꎬ 王赓武

提出了四种途径: 一是通过复述为众人所认可、 接受的那些史实ꎬ 到中国历

史中追根寻源ꎬ 然后择取部分予以认同ꎻ 二是海外华人与所居住国共同寻求

一种新的历史ꎻ 三是全球海外华人跨越国界ꎬ 认同一个共有的历史ꎻ 四是各

国的海外华人编写各自的历史ꎮ①

历史与文化凝聚着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ꎬ 深刻影响着一个民族的行为

准则和思维方式ꎮ 增强历史与文化认同是释放拉美华人华侨能动性的基础ꎮ
为此ꎬ 首先ꎬ 应加强文化价值观体系建设ꎬ 在继续巩固传统文化对海外华人

华侨感召力的基础上ꎬ 加强华人华侨对中国现当代文化的认同ꎻ 其次ꎬ 积极

推动侨务文化外交工作ꎬ 构建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华侨社团之间的文化交流

与合作机制ꎬ 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ꎻ 再次ꎬ 要完善驻外领事保护制度ꎬ 维护

拉美侨胞的合法权益ꎬ 凝聚侨心ꎬ 进一步汇聚侨智侨力ꎻ 最后ꎬ 要继续深化

国内改革ꎬ 促进中国经济、 政治、 文化 “三位一体” 全面发展ꎬ 塑造和平发

展、 有担当、 负责任的大国形象ꎬ 讲好中国故事ꎬ 传递正能量ꎬ 不断增强拉

美华人华侨对华人族群身份的认同感和自豪感ꎮ 正如王赓武所言ꎬ 对海外华

人华侨而言ꎬ “重要的是他们的中国渊源得到尊重ꎬ 而且他们作为华人没有遭

到歧视”②ꎬ 而这与中国的综合国力紧密相关ꎮ
(二) 加强侨团横向联动ꎬ 壮大华人社团力量

为了互济互助或拓展业务ꎬ 拉美华人大多加入亲缘、 地缘或业缘性的华

人社会组织ꎮ 在中国政府开展海外联络工作时ꎬ 拉美华人社会组织既是我们

了解拉美华人社会生存状态的舆情站ꎬ 又是与拉美华人社会直接接触的中转

站ꎮ 侨务部门广泛与海外华人华侨团体建立和加强联系ꎬ 建立海外人才数据

库ꎬ 并将拉美地区的专业人士、 优秀人才纳入进来ꎮ
首先ꎬ 要从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到拉美华人华侨能够在 “中拉命运共同体”

的建构中发挥独特作用ꎮ 中国政府应该强化各级地方政府侨务机构同拉美华

人社会组织的联系ꎬ 把拉美华人请进侨乡ꎬ 组织相关政府和企业访问拉美华

—０５—

①②　 王赓武主编: «天下华人»ꎬ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２１５ － ２１７ 页ꎬ １９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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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会组织ꎬ 促进拉美华人社会组织同其他国家华人社会组织以及同祖国侨

乡之间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ꎮ
其次ꎬ 建立完整的拉美侨团数据库ꎮ 考虑到目前国内对于拉美华人华侨

以及社团组织还没有一个比较权威完整的统计资料ꎬ 因此建议应充分考虑华

人华侨身份的差异性ꎬ 规划一条具有可操作性的路径ꎬ 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牵头ꎬ 协调外交部、 中国侨联等部门ꎬ 组织专家学者和在拉华人华侨ꎬ 调查

拉美华人社团的基本信息ꎬ 初步建立一个信息数据库ꎮ
最后ꎬ 加强侨团之间的横向联动ꎬ 展现族群力量ꎮ “独木不成林”ꎬ 个别

侨团单打独斗ꎬ 无法实现侨社和谐ꎬ 也不能壮大华人社团力量ꎬ 因而要加强

团结互助ꎬ 携手并进ꎬ 形成侨团合力ꎮ 侨团之间横向联动ꎬ 相互支持ꎬ 才能

形成合力ꎬ 扩大影响ꎮ 具体来说ꎬ 在举办重大节庆活动时ꎬ 要整合资源、 避

免内耗ꎻ 在事关华人社团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上ꎬ 要统一发声ꎻ 在涉及祖国

核心利益时ꎬ 要团结一心ꎬ 展现族群力量ꎮ
(三) 促统反独ꎬ 加强拉美新移民爱国爱乡精神

拉美的华人华侨始终对中国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ꎬ 很多第三代后

人还会说故乡方言ꎮ 尤其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拉美新移民ꎬ 爱国爱乡之情更

甚ꎮ 在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怀的促进下ꎬ 拉美地区的华人华侨由衷希望祖

(籍) 国统一ꎬ 国家富强ꎮ 拉美地区是台湾 “邦交国” 最为集中的地区———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年底ꎬ 台湾在全球 ２０ 个 “邦交国” 中有 １１ 个为中美洲和南美

洲国家ꎬ 拉美地区由此成为中国促统反独的重中之重ꎮ 在目前台湾蔡英文

当局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的背景下ꎬ 团结拉美地区广大华人华侨ꎬ 从民

间渠道在文化层面上与 “台独” 势力展开斗争ꎬ 对实现中国和平统一大业

意义深远ꎮ
拉美华人华侨在推动中国和平统一方面有独特的优势ꎮ 第一ꎬ 华人华侨

具有促进和平统一的真诚意愿ꎮ 李登辉当局推动分裂时ꎬ 巴西中国和平统一

促进会 (简称 “统促会”) 于 １９９１ 年成立ꎮ 统促会是完全自觉自愿组织起来

与分裂势力作斗争的ꎮ 巴西华侨还自发地将统促会向其他拉美国家发展ꎬ 将

反独促统工作之火燎原到中南美洲大地ꎮ① 第二ꎬ 华人华侨可与 “台独” 势

力直接开展斗争ꎮ “台独” 势力有很大一部分在岛外ꎬ 而拉美是海外台独势力

—１５—

① [巴西] 袁一平: «巴西和统会会长雷滨: 爱国热情不因距离远而淡漠»ꎬ 巴西侨网ꎬ ２０１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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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聚集地ꎮ 拉美华人华侨艰苦创业ꎬ 很多人在拉美国家已经有了较高的

社会地位ꎮ 他们的活动能发挥公共外交的功能ꎬ 更直接地对外国民众及政府

施加影响ꎮ
拉美华人华侨已经在打击 “台独” 势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包括召开洲

际反独促统大会和在非建交国的积极活动ꎻ 他们还利用传媒平台ꎬ 在拉美宣

传 “一个中国” 原则ꎻ 同时还起到联系两岸、 发展爱国台胞的作用ꎮ 拉美华

人华侨作为沟通中国与拉美的广大群体ꎬ 是促进拉美国家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的重要力量ꎮ 对拉美国家来说ꎬ 承认 “一个中国” 原则是与中国开展外交的

基础ꎮ 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ꎬ 拉美华人华侨成为帮助中国实现和平统

一大业、 促使拉美国家早日看清台湾问题现实、 搭乘中国发展 “顺风车” 的

共同利益交汇点ꎮ 因此ꎬ 团结和支持拉美华人华侨对构建 “中拉命运共同体”
意义重大ꎮ

(四) 增加投入ꎬ 扩大华文教育的辐射面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ꎬ 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振兴民族文化

的精神纽带ꎮ 帮助拉美华人华侨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ꎬ 应是侨务工作的一项

重要任务ꎮ 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则是在拉美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平台之一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 中国在拉美地区 １９ 个国家建立了 ３９ 所孔子学院和 １８ 个孔

子课堂 (见表 １)ꎮ 在全球 １３０ 个国家 (地区) 的 ５１２ 所孔子学院中ꎬ 有

７ ６２％开设在拉美地区ꎮ
中国政府在兴办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同时ꎬ 也应大力支持拉美华人

华侨开展华文教育活动的努力ꎮ 由于殖民历史ꎬ 拉美对外来文化具有开放

包容的心态ꎬ 因此华文教育在拉美遇到的阻力相对较小ꎮ① 华文教育既是中

国语言文字的传承ꎬ 是凝聚华人华侨社群的重要方式ꎬ 也是在拉美传播中

华文化的必要条件ꎮ 为了使华人华侨在侨务外交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ꎬ 需

要让华人华侨首先理解中国的立场观点ꎬ 了解中国的发展进程ꎬ 然后才能

在拉美社会发声ꎬ 因而华文教育的发展对于中国 “软实力” 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ꎮ 巴西华人齐耀斌和梁雁是华光中文学院的创办者ꎮ 近年来ꎬ 随着中

文热持续升温ꎬ 巴西人学习中文的需求逐渐增加ꎬ 他们不仅开办了分校ꎬ
还在巴西多家大学、 中学及企业开设中文课ꎮ 巴西华人社团也积极参与到

—２５—

① 高伟浓著: «拉丁美洲华侨华人移民史、 社团与文化活动远眺» (下册)ꎬ 广州: 暨南大学出

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２０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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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教育的推广中ꎬ 如巴西华人协会每周两天开设中华文化学习班ꎬ 主要

教授华文ꎬ 还分粤语班和普通话班ꎬ 学生不仅有华人子女ꎬ 还有当地人参

加ꎬ 教师均为义务教学ꎮ① 支持华人华侨兴办华文教育有利于中华文化在拉

美地区的传播ꎮ

表 １　 拉美地区孔子学院及孔子课堂开设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底)

国家 孔子学院 孔子课堂

墨西哥 ５ ０

秘鲁 ４ １

哥伦比亚 ３ ４

古巴 １ ０

智利 ２ ７

巴西 １０ ４

阿根廷 ２ ０

哥斯达黎加 １ ０

牙买加 １ ０

巴哈马 １ ０

玻利维亚 １ ０

厄瓜多尔 １ １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１ ０

圭亚那 １ ０

巴巴多斯 １ ０

委内瑞拉 １ ０

格林纳达 ０ １

苏里南 １ ０

巴拿马 １ ０

乌拉圭 １ ０

共计 ３９ １８

　 　 资料来源: 孔子学院总部 / 国家汉办官网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ａｎｂａｎ ｅｄｕ ｃｎ / ｃｏｎｆｕｃｉｏｕ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 ｎｏｄｅ＿
１０９６１ ｈｔｍ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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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伟浓著: «拉美华侨华人移民史、 社团与文化活动远眺» (上册)ꎬ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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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扩大华文教育的辐射面ꎬ 中国政府应与民间力量形成联动效应ꎬ 由侨

务部门牵头进一步完善国家海外华文教育工作规划ꎬ 形成全方位支持海外华

文教育的工作格局ꎮ 一方面ꎬ 应致力于建立从幼儿园到初中的华文教材体系ꎬ
完成多语种的中国历史、 地理和文化常识课本的翻译与发行ꎮ 另一方面ꎬ 建

立培训、 考核、 认证的华文学校教师培训体系ꎬ 邀请华文学校的教师来中国

参加培训ꎬ 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ꎮ
(五) 求同存异ꎬ 化解观念冲突

二战以来ꎬ 西方社会兴起了一种以消费至上、 享乐至上的社会思潮ꎬ 它

鼓励人们超前消费、 及时行乐①ꎬ 这与东方社会崇尚勤劳节俭的传统形成了鲜

明对比ꎮ 如今ꎬ 在拉美地区ꎬ 这种价值观的对立不仅体现在华人华侨在各行

各业的 “拼搏意识” 对当地民族 “消费主义” 和 “享乐主义” 的冲击上ꎬ 还

体现在各国政府 “福利主义” 倾向下华人华侨经常发生的 “经济维权” 行为

上ꎮ 事实上ꎬ 拉美的 “消费主义” 和 “享乐主义” 已经严重危害拉美各国经

济的健康发展ꎬ “福利主义” 也时刻面临经济危机的威胁ꎮ 为了化解这种对

立ꎬ 华人华侨应秉持 “求同存异” 的态度ꎬ 既要尊重拉美当地的文化意识ꎬ
也要积极向拉美人民展示与弘扬自身的优秀文化品质ꎮ 在当今全球化和国际

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ꎬ 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ꎬ 中国与拉美的文化精神同样可

以相互借鉴ꎮ
此外ꎬ 拉美地区落后的工业化发展水平与拉美国家强烈的环保意识这一

矛盾使华人华侨在当地的经济开发行为举步维艰ꎮ 一方面ꎬ 拉美相对停滞的

经济迫切需要华人华侨的投资开发给予其帮助和刺激ꎻ 另一方面ꎬ 华人华侨

在当地的商业存在被认为会加剧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ꎬ 从而引发公民社会的

不满ꎮ 对此ꎬ 华人华侨应与当地社会保持良好关系ꎬ 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

注重社会责任ꎬ 减少投资开发所带来的环境与社会风险ꎮ
(六) 鼓励华人华侨参与公共事务

引导华人团体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ꎬ 履行社会责任ꎬ 融入当地主流社

会ꎬ 是增强拉美华人社会影响力的有效途径ꎮ 拉美华人华侨社团只有更加积

极地投入到所在国的政治、 经济与社会文化活动中ꎬ 才能更好地表达诉求ꎬ
提高社会影响力ꎮ

—４５—

① 宫京成著: «大众传媒回应与引领当代社会思潮研究»ꎬ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３１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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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华侨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是回报当地社会的一种有益方式ꎮ 公共事务

包含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等方方面面ꎬ 没有国度、 种族之分ꎬ 在某种程

度上说不存在 “与己无涉” 的公共事务ꎮ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ꎬ
华人在异域不可能脱离当地生活而局限在华人的封闭圈子里ꎬ 而应加强与异

族之间的交往ꎬ 主动关心社区的群体性活动ꎮ 尽管越来越多华人凭借实力进

入了拉美国家的主流社会ꎬ 但拉美社会对少数族裔的偏见依然存在ꎮ 要打破

和扭转拉美国家对华人的偏见ꎬ 华人应更积极地参与当地事务ꎬ 融入当地社

会ꎮ 参与公共事务不是说华人都要从政、 当议员ꎬ 事实上ꎬ 就居住社区的事

务提出意见、 参与子女所在学校的事务等都是参与公共事务的融入方式ꎮ 可

以说ꎬ 积极参与当地公共事务是展现华人华侨精神文化的平台ꎬ 是互动交流

的平台ꎬ 于人于己于当地社会都是大有裨益的ꎮ
此外ꎬ 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ꎬ 也是彰显华人社会责任感的有效途径ꎮ

拉美华人华侨生活在拉美ꎬ 享受着拉美社会所提供的生活、 生产条件ꎬ 作为

住在国的一份子ꎬ 理应适度回馈社会ꎮ 一些拉美国家居民对华人华侨抱有偏

见ꎬ 认为华人华侨只是千方百计地赚钱ꎬ 但对社会不承担义务ꎮ 因此ꎬ 适度

回馈社会可以改善华人华侨在当地的社会形象ꎬ 赢得当地民众好感ꎬ 而华人

社团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与政府建立良性关系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１ 年巴西里

约热内卢山区遭遇泥石流ꎬ 巴西华人文化交流协会发起了向灾区献爱心活动ꎬ
在第一时间把救灾物品送往灾区ꎬ 彰显了华人的社会责任感ꎮ① 再如ꎬ 在

２０１７ 年年初ꎬ 秘鲁遭遇了 ２０ 年来最严重的洪涝灾害ꎬ 秘鲁华人华侨和在秘工

作的中资企业员工纷纷捐款捐物ꎬ 并参与灾区道路修复ꎬ 与秘鲁人民一道抗

洪救灾ꎮ② 这不仅展现了中国企业的责任感和同理心ꎬ 同时表达了中秘两国人

民患难与共的深厚情谊ꎮ

(责任编辑　 高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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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红文: «２００ 年沉浮: 巴西华人的困扰»ꎬ 载 «人民日报» (海外版)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２ 日第１２ 版ꎮ
侯露露: «感谢你们ꎬ 这是非常珍贵的帮助»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５ 日第 ２１ 版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