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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军

民国政府与海外华侨社会的制度化联系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发展历史上重要的转型时期。
许多现代制度建设开始在民国时期构建，这其中就包括外

交制度与侨务制度。在民国时期，华侨在中国政治、经济

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孙中山在中华

民国成立致辞上对华侨给以高度的评价与肯定。“华侨乃

革命之母”，“我海外同志，昔与文艰苦相共，或输财以充

军实，或奋袂而杀国贼，历数十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无

不有华侨二字”。 〔1〕 在中国转型中由于独特的国外经历，

较早接触西方工业文明与制度，他们在民国的制度建设中

也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华侨与中国联系的制度化表现于

其回国参政渠道与领域，以及民国时期所设立的侨务、外

交机构、驻外机构、华侨社团、侨报、侨媒、华侨学校、
恳亲大会等，他们塑造与维护着海外华侨社会的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

民国时期侨务日益制度化，并逐步完善，其与外交的

关系依然呈现了一体性的特征，但是二者又不完全重合，

同时具备二重性的特点，那么在这种特征下国民政府与海

外华侨联系渠道的制度化扮演什么角色呢？本文从民国时

期的侨民归国参政和政府与海外侨民沟通方式两个层面来

审视政府与海外华侨社会制度化联系在民国时期的建构，

从而尝试探寻海外华侨社会与中国政治与外交的互动，及

侨务与外交一体性在民国时期的建构。政府与海外华人社

会的联系渠道恰是侨务与外交手段互补性的结合点。它既

可以传递信息，亦可以作为民间外交的手段，是政府外交

的有益补充。
一、侨民归国参政

1924年广东革命政府颁布的《内政部侨务局保护侨民

专章》第一条明确指出“中华民国人民旅居外国及回国者

统称，‘侨民’”。可以说，侨民的概念是属血主义原则下较

为宽泛的一个概念。“南京临时政府的开创性成果，视华侨

为国民，允许归侨参政。” 〔2〕 民国时期侨民归国参政在中

央与地方政府中非常普遍，在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时期，侨

民归国参政多集中于省府行政和县级地方政权，并且执掌实

权。在中央政府中亦有华侨参政，但多为虚职，并且受到排

挤。但是在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地位稳固，国家现代政体

确立、许多归侨国民党员亦在中央任职。北洋政府时期在广

东省府任职的归侨国民党员在南京国民政府政坛上迅速崛

起。在任职领域，侨务系统和外交领域成为归侨参政较为集

中的领域。但是二者呈现了地域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差异。侨

务系统中参政的归侨多来自于南洋，而外交系统中的归侨多

来自于欧美日。在知识结构中，外交系统中多为长期海外生

活的留学生归国，侨务系统中多为侨商、侨领，一般不具有

较高的专业化学历。
辛亥革命以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涌现一批

参政归国华侨。他们长期追随孙中山革命，多为同盟会会

员，参加革命斗争，临时政府成立后，较多任职于广东、福

建两省省府和县级地方政权。广东省议会中华侨有杨永泰、
温雄飞、冯自由等任议员，李佩兰为华侨妇女代表。

临时政府和总统府中任职华侨：司法总长：伍廷芳 （马

来亚）；总统秘书：冯自由 （日本）、余森郎、刘鞠可、张蔼

蕴、梅乔林、温雄飞 （皆来自美洲）；总统庶务处长：夏百

子 （美洲）；总统副官：雷祝三、李达贤、伍横贯、朱本夫、
邝灼、邝桓 （皆来自美洲）；全国铁路督办公署顾问：黄三

德 （美洲）；内务部卫生司司长：林文庆 （新加坡）；外交部

商务司司长：冯自由 （日本）；国民政府临时稽勋局局长：冯

自由 （日本）；中华民国陆军部飞机队长：李绮庵 （美洲）。

（中山大学 亚太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通过对海外华侨与国民政府联系和国民政府与海外华侨联系的双重互动考察，探寻民国时期政府与

海外华侨的联系渠道及其制度化，从而探讨这种联系渠道制度化对中国政治和外交的影响。大量华侨和留学生

回国参政是民国时期海外华侨与国民政府直接联系的主要途径，而驻外机构、侨媒、侨报、华侨社团、华侨学

校、留学生组织则是政府与海外华侨联系的主要渠道。联系渠道的制度化建立于民国国籍法的属血主义原则之

上，是民国国内政治在国外延伸的主要方式，是侨务与外交一体性的主要表现，也对民国外交的制度化及其完

善起到重要作用。这种联系跨越国家的边界，以跨越国家地理边界的种族的想象共同体拓展民国的政治、经济

与外交资源，也反映民国时期侨务与外交在联系渠道制度化上的一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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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华侨执政参政：上海光复军总司令李柱中 （印

尼）；广东宣抚使：黄魂苏、张蔼蕴 （美洲）；广东军政府高

等顾问兼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卢信 （美洲） 广东临时省议会

代议士：赵熠、温雄飞、李恩辕 （美洲）；广东省财政司司

长：李熠堂；广东财政司副司长：廖仲恺 （美洲）；广东省

外交司司长罗泮辉 （美洲）；广东省民团局长黄世仲 （新加

坡） 广东省工务司司长程天斗 （美洲） 广东省教育司司长钟

荣光 （美洲）；广东省警察厅长陈景华 （暹罗）；广东阳江民

军总司令李萁 （美洲）；广东新安民军总监督、开平民团总

长邓荫南 （美洲）；广东民军第四军参军黄作周 （暹罗）；广

东潮州民军标统陈涌波 （暹罗）；广东惠州民军统领王和顺

（越南）；广东顺字军统制、财政员黄明堂 （越南）、邝锦昌

（美洲）；广东高州、梅州、新会酒税委员梁少文、舒炳荣

（美洲） 广东海南岛林格兰 （美洲）、王斧军 （暹罗）；福建

革命政府顾问、厦门参事会议长兼副财政长庄银安 （缅甸）；

福建军政府交通司司长、筹饷局总办黄乃裳 （马来亚）；云

南大理提督、省政府协理都督张文光 （缅甸）。
在民国初期归国华侨执政参政在中央与地方呈现不同特

征。华侨参政者地域分界不是明显，但是职业上较为集中多

为侨商、报纸、传媒。在南京北京临时参议员经过多次讨论

最终确定在参议员中设立六名华侨参议员的席位。分别是：

美国《大同日报》社长唐琼昌、南洋英属侨商吴湘、留美学

生朱兆莘、印尼泗水侨商蒋报和、马来亚同盟会负责人谢良

牧、檀香山《自由新报》报社主笔卢信。
从中央到地方的外交、外事职能机构中任职成员多有华

侨。高级职位中的归侨比例较高，且多为归国留学生。归国

留学生的专业化知识结构、长期海外生活经历、语言无障碍

都便利于外交交涉和外交活动，在国际关系中维护国家利

益。所以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职业化、专业化、精英化与归

国留学生有着莫大的关系。涌现一大批职业外交家：伍廷

芳、陆征祥、顾维钧、王宠惠、王正廷、郭泰祺、蒋作宾、
钱泰、宋子文等人。并且驻外公使与领事以上级别的外交官

皆为归国留学生。外交界中级职务中，和地方外交机构中部

分华侨崭露头角。外交部商务司司长冯自由与广东省外交司

司长罗泮辉分别为日本和美洲归侨。
可见，在民国时期海外归国侨民积极参政，开启海外侨

民与民国政治联系的主要渠道，塑造与加强海外侨民对民国

的政治认同。同时，留学生回国参政也开启中国外交职业化

与精英化的道路。
二、国民政府与海外侨民的沟通渠道

沙恩———巴斯的国际移民与国际关系的理论模型中把海

外移民视作外交中的重要因素。因为其可以作为直接或间接

的信息源，帮助国家克服在处理国际问题中的信息缺失和信

息不对称问题。移民亦可以利用掌握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影响

政府的国内外决策，从而实现移民个人或团体的利益最大

化。在其理论中先后考察了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印度人，

把其行为类型划分为三种类型：居住地积极型、祖籍积极地

型、消极型。 〔3〕 民国时期海外华人侨民与中国政府的联系

是一种主动型的。因为海外华侨在民国建立中的作用，以及

前文所见到的在国内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积极参政，在民间积

极建立华侨和侨务组织，在国外建立华侨社团凝聚海外华人

服务国内政策与海外事务，所以民国时期政府与海外侨民的

跨域联系是多层面的。既有政府层面的正式驻外机构，亦有

通过华侨学校，海外华人社团，海外华文传媒，还有通过主

办海外恳亲活动等民间方式。
政府驻外机构是政府与国外侨民正式的、官方的沟通方

式。他们向侨民传达国内政策与信息，同时向国内汇报了解

的国外侨情。政府驻外机构的信息传递是双向流动的，其行

为也往往被视作国家行为，代表国家利益。其所传递的信息

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民国时期驻外机构主要包括：

（1） 驻外使领馆。从晚清遣领设使护侨以来，驻外使

领馆一直担任重要的侨务机构的作用，承担部分侨务管理职

能。到民国时期，由于外交职业化、精英化使驻外使领馆日

益规范化，遵守国际使领制度与国际法准则。对侨务的管理

也日益倾向于法制化。除了对侨民的直接管理以外，还要了

解侨情，通过华侨了解国外信息，利于国内外政策的决策。
（2） 国民党海外党部。国民党海外党部也担负起部分

侨务管理职能。在海外华侨中发展党员、侨党。它是海外华

侨回国参政的重要渠道。国民党海外党部分布广泛，在华侨

中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尤其在党国政体时期，国民党把握政

权，海外侨民通过加入国民党，直达决策层。所以国民党海

外部一定程度上反映海外华侨的政治利益，同时引导海外华

侨的政治取向，认同于国民政府。扩大和巩固国民党执政党

合法性基础。主要集中在政治上与海外华侨的沟通。国民

党海外党部通过层层联系，逐渐在华侨社会中形成社会组

织网络。
（3） 驻外侨务官。民国时期多设置驻外侨务官，归驻

外领事管理。未设置侨务官时期，其事务、职能由领事官代

理。这时领事官具有了双重角色，既代表国家，亦代表民间

在国际社会活动。他们的存在也反映了民族与国家在20世纪

的职能边界重合，是侨务与外交一体的最直观的表现。
除了驻外机构以外，民国时期在国内直接与国外侨民沟

通的方式是通过侨务委员会下设的侨务委员。在1931年设置

的53名侨务委员皆为华侨。他们在侨务领域参政，代表海外

侨民利益，服务国内政策。侨务委员亦多为海外侨领，容易

团结海外华侨社会。通过侨务委员国民政府向海外侨民传达

国内政策、形势，引导海外侨民效力祖国。
除了国家层面设置的驻外机构以外，海外华侨还在居住

国与祖籍国建立一些社团、组织、学校。这在民国时期政府

与海外侨民沟通交流中也发挥重要作用。它们是海外华侨社

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要素，是地缘、血缘与文化跨域联系与

认同的重要载体，并在其中发挥建构性作用。也是海外华侨

在国外潜移默化自然接受的与国内沟通的方式，是长期的华

人移民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这些内容今天多被视作公共外交

的对象。
（1） 海外华人社团。“海外华人社团及其活动在历史

时期就是以跨国跨区域为特征。” 〔4〕 民国时期海外华侨社

团中诸多侨领在国内参政，亦有诸多侨领被聘为侨务委员。
海外华人社团自身也是连接中国与居住地的地缘、血缘、业

缘组织。强化海外华人的认同结构。这种跨域模式成为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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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与海外侨民沟通交流的渠道之一。20世纪30年代抗日救

亡运动热潮中东南亚华侨建立“南侨总会”，集合南洋各地

华侨社团力量，主动支援国内抗日战争，捐款、捐物。会馆

作为地缘、血缘、方言群组织，与国内祖籍地联系密切。在

地方政府对外沟通交流中多利用会馆。
（2） 侨报、侨媒。这是国民政府与海外侨民沟通方式

之一。民国时期在国内中央与地方及国外华侨社会都办有侨

报、侨刊、侨媒。政府杂志。外交部出版的 《外交公报》
（1921年创刊）、《外交部公报》 （1928年在南京创刊月报）、
《外交公报》 （1940年南京创刊的半月刊）、 《外部周刊》
等。政府刊物的稿件来源主要由当地领事馆提供，内容多为

政府华侨政策或各国对华侨有关法令，及当地华侨活动或领

事馆与当地交涉情况。
1913年创办的《华侨杂志》是华侨联合会的会刊，华侨

联合会是国民政府正式的海外华侨与国内联络的总机关，该

刊以联络华侨、为华侨谋利益为宗旨。1932～1937年侨务委

员会在文化事业科主持下，先后办有《华侨周报》、《侨务

月刊》、《侨务委员会公报》、《侨务特刊》、《华侨动员》
等刊物。

1940年4月在重庆成立现代华侨出版社，后改为华侨月

刊社。1941年夏，侨务委员会在重庆设立华侨通讯社，发行

通讯稿，向国外报道有关侨务新闻与祖国抗战消息。在侨乡

存在大量地方侨刊《新宁杂志》、《恩平公报》、《新会侨

刊》、《鹤山乡讯》、《新民月报》等。地方性华侨杂志如

1932年上海创刊的 《华侨教育》，1940年青岛创刊的 《华

侨》，1947南京的《华侨通讯》，广州《侨声》和《大汉华

侨》，福建的《南侨通讯社———乙种稿》等。这些地方侨刊

主要以信息传播为主。1920年北京创刊的《侨务旬刊》在上

海设分社，在东南亚部分城市和美国的芝加哥设有海外分

部，与海外华侨联系较广。侨刊是侨乡联系海外华侨的重要

纽带。除了海外华侨的支持与资助以外，它们得到了侨乡地

方政府的扶持，其在海外的亲和力和影响力不可替代。
海外的华文报刊、传媒有国民党海外支部的机关报刊、

海外华人社团的报刊、旅外华侨留学生的报刊、华商的报

刊、电台等。他们在不同层面上成为海外华侨与中国民国时

期政府沟通交流的渠道。其传播的受众不同，塑造的认同对

象也不完全一致。
（1） 国民党海外支部的机关报刊。印度尼西亚的“《天

声日报》实际上是中国国民党巴达维亚支部的机关报，其宗

旨是宣扬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政府”。 〔5〕 1911年中国国

民党秘鲁总支部机关报《民醒日报》在利马创刊；1912年中

国国民党古巴支部《民声报》创刊；1915年巴拿马支部《共

和报》，Chinese Times为澳大利亚中国国民党党部机关报。
1919年12月20日创办于墨尔本呼吁华人摒弃宗族、党派、省

籍的狭隘观念，所有华人都应在中华民国旗帜下团结起来。
1921年中国国民党新西兰惠灵顿分部创刊《民声报》；1922
年9．24中国国民党驻古巴总支部喉舌《民声日报》在哈瓦那

创刊。1922年11月国民党驻加拿大多伦多总支部《醒华日

报》；1925年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筹备处机关报 《国民》

在里昂创刊，1938年法国华文《三民导报》在巴黎创刊，为

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机关报。1940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中

国国民党支部创办《侨声报》 1947年7月中国国民党柬埔寨

支部在金边创办机关报《公言报》。
（2） 华侨社团的报刊。1913年美国洪门致公堂主办

《民国公报》 在纽约创刊。1920古巴致公堂 《开明公报》；

1922年新加坡最早社团刊物《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月报》。加

拿大致公堂1927年3月《洪钟时报》。
（3） 旅外华侨、留学生的报刊。1930年旅英华侨学生

《解放》 杂志在伦敦创刊；1927留英中国学生会 《留英学

报》；旅俄华侨协会筹委会在莫斯科创办《前进报》；1934年

中华青年会大埔留日同学会会刊《大钟》。
（4） 华商的报刊。1921年1月15日新加坡闽籍华商胡文

虎出资创刊《星洲日报》；印尼的新报、竞报、南洋日报，

陈嘉庚《南洋商报》。
（5） 海外华侨的电台。1933年4．30檀香山“华人播音

局”正式开播；1939年4．22华人唐宪才在旧金山创办美国大

陆第一个华语广播电台———金星电台。
华侨学校是民国与国外联系的一条主要渠道。华侨教育

一直被视为华侨社会认同形成的重要机制，也是华侨社会事

务的重要内容。民国一直重视华侨教育和华侨到国内的升

学。它是华侨与国内联系主要渠道。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

恢复停办6年的暨南学堂，改名国立暨南学校。1927年南京

国民政府升格为国立暨南大学，抗战时期，创办三所国立华

侨中学和3所国立师范学校。海外华侨也在侨居地办学校，

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管理。华侨子弟的教育与回国升学塑造了

政府与海外华侨独特的联系渠道，海外华侨的祖国认同通过

这种联系而不断强化。
海外恳亲大会也是民国时期政府与海外侨民沟通交流重

要方式。可分为血缘的宗族恳亲大会、地缘的同一方言群的

恳亲大会、国民党海外恳亲大会。
这些民国政府与海外侨民沟通的渠道无疑对民国外交既

有直接参与也有间接策应。作为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的主要

对象，侨务塑造了政府获取海外信息的重要渠道，并直接影

响双向的两大主体的利益互动，从而也成为外交领域的重要

内容。从沟通渠道而言，侨务与外交具有高度的一体性，这

种一体性由于国内政治的海外延伸而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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