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บทคัดยอ

 กูหงหมิงและคอซิมบ้ี (พระยารัษฎานุประดิษฐมหิศรภักดี) 

เปนตัวแทนที่โดดเดนของชาวจีนโพนทะเลในเอเชียอาคเนย 

ทั้งสองทานตางก็เปนชาวจีนฮกเกี้ยนที่เกิดในภูมิภาคนี้ใน 

ชวงกลางคริสตศตวรรษท่ี 19 ภายใตยุคท่ีวัฒนธรรมตะวันตก 

หลั่งไหลเขามาเผยแพรในตะวันออก กูหงหมิงไดใชความ 

พยายามอยางแรงกลาในการเผยแพรวัฒนธรรมดั้งเดิมของ 

ชาวจีนไปสูโลกตะวันตกผาน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การแปล การประพันธ 

และกลวิธีทางการทูต ในขณะท่ีคอซิมบ้ีกลับเปดรับวัฒนธรรม 

และระบบท่ีกาวหนาของตะวันตก มีความวิริยะอุตสาหะในการ 

อุทิศตนตอการพัฒนาเศรษฐกิจและสังคมของพื้นที่ภาคใต 

ของไทย ท้ังสองทานตางก็แสดงใหเห็นถึงเอกลักษณท่ีโดดเดน 

ของชาวจีนโพนทะเลในเอเชียอาคเนยและบทบาทตอการ 

แลกเปล่ียน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ในระดับนานาชาติ ในยุคสมัยปจจุบัน 

เอเชียอาคเนยคือพื้นที่ใจกลางของนโยบาย “หนึ่งแถบ 

หน่ึงเสนทาง” ซ่ึงริเร่ิมโดยรัฐบาลจีน ซ่ึงสะทอนถึง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 

ที่ใกลชิดมากยิ่งขึ้นระหวางจีนและประเทศในเอเชียอาคเนย  

บทความนี ้ใชการวิจัยทาง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และวิเคราะห 

เอกสารที่เกี่ยวของ อาศัยการศึกษาจาก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เปน 

พื้นฐานสูการนำไปปฏิบัติ ซึ่งสรุปผลไดวา ชาวจีนโพนทะเล 

ในเอเชียอาคเนยมีจ ุดเดนในการเปดรับวัฒนธรรมอื ่น 

มีทักษะใน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 และมีการสรางเครือขาย ชาวจีน 

เหลาน้ีไมเพียงแตจะสนับสนุนนโยบาย “หน่ึงแถบหน่ึงเสนทาง” 

เทานั้น แตยังมีคุณูปการตอการพัฒนาและการสรางความ 

มั่งคั่งตอภูมิภาคนี้และในระดับโลกอีกดวย

คำสำคัญ: กูหงหมิง คอซิมบี้ จีนโพนทะเล เอเชียอาคเนย 

หนึ่งแถบหนึ่งเสนทา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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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oh Hong Beng and Khaw Sim Bee were two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Both of them were born in Southeast 

Asia in 1850s, and at their time, in the tide of the 

times of learning from the West, Koh Hong Beng 

spared no effort to introduce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the Western World by means 

of translation, writing and diplomacy; Khaw Sim 

Bee was receptive to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advanced systems, contributing a lot to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Siam. 

They reflected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ir 

outstanding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Nowadays, ASEAN countries are 

in key positions of China-proposed “B & R” ini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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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e, while th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getting closer. So the study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has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dopt-

ing historical study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literature as the major methodology, this paper 

aims to take the history as a mirror, and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

east Asia have advantages of cultural tolerance, 

economic strength and organizational network, by 

which they will not onl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B & R” initiative, but inject new 

positive energy into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devel-

opment.

Keywords: Koh Hong Beng; Khaw Sim Bee; 

overseas Chinese; Southeast Asia; B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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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优势和贡献
—以辜鸿铭和许心美为例

摘要
 辜鸿铭与许心美是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杰出代

表，两人同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年出生于东南亚

的福建籍华人。在当时西风东渐的国际大环境下，

辜鸿铭通过翻译、写作、外交等手段不遗余力地

将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许心美

则包容地接受西方文化和先进的制度，勤勉实干,

为暹罗南部的社会经济发展贡献良多。他们二人

集中反映了东南亚华人自身的独特优势和在国际

交流合作中的突出作用。当今世界，东南亚地区

是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域，中国和

东南亚各国的交流合作正日趋紧密，所以研究东

南亚华人华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采

取历史研究和文献分析的方法，旨在以史为鉴，

启迪现实，并得出如下结论：东南亚的华人华侨

具有文化包容、经济实力雄厚、组织网络的优势，

他们不仅将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实施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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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世纪前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概述

 

 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和海商贸易息息相关。据《汉书.地理

志》记载，早在公元初，中国海商便已前往东南亚从事贸易。及至

盛唐时期，因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朝和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

频繁，华人的足迹更是遍及东南亚各地，至今尚存各处的唐人街

China town 便是一明证。宋元时期，因为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先

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华商开始主导印度洋和东亚海洋之间的海上

贸易。中国沿海地区有更多的百姓投身于航海贸易，其中有不少人

因此留居东南亚一带。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浩荡船队途经东南亚各地

时，明朝官兵就已经发现当地有人数众多的华人。明朝后期起中国

的海外贸易由盛转衰，历代政府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严禁沿海的

百姓出国。尽管如此，在明清两朝，东南沿海不堪战乱和饥荒的中

国百姓及没落的权贵还是会设法移居海外，东南亚因为在地理上易

于到达而成为中国移民出国的首选之地。依据庄国土（1992）的考

查，直至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依托海外华商网络而移

民到东南亚的华人总计150万人左右。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老百姓“下南

洋”蔚然成风。“南洋”这个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东

南亚国家联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涵盖了马来群岛、菲律宾群

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中南半岛及马来半岛等地。庄国土（2008）

在其研究中发现，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这波华人移民东南亚

大潮以契约华工为移民主体，这个时期中国人“下南洋”主要是为

了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当时的南洋诸国大多为英国、荷兰、西

班牙的殖民地（泰国除外），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

劳动力，于是“性勤而耐苦，价廉而易致”的华工成为最理想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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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此时在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中又战败的清

政府被迫取消了海禁政策，允许华人劳工出洋。加上海上交通日益

便利，因而大批华人移民得以涌入东南亚地区。除了契约华工外，

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还有大量中国移民从事小商贩、工匠、种植等

行业。

 东南亚是一个多元化的地区，是如今海外华人最集中也是人数

最多的地区。早在2002年就有统计数据表明，全世界约3000万华侨

华人中，留在东南亚各国的就有约2452万人，约占总量的70%以上

（盛毅&任振宇，2015）。千百年来，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与当

地人和衷共济、辛勤劳作，为开发所在国资源、发展当地经济做出

过巨大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些边缘的、来自华南沿海的

贫穷的移民华人一方面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开发，一部分人成

为富有的工商阶层；另一方面他们又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互动的开拓

者与主要角色（吴小安，2005）。在东南亚的华人华侨中，福建、

广东两省的人为大多数，这是因为闽粤二省海岸线曲折绵延，且距

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交通费用较省。本文选取了两位福建籍的

近代杰出的东南亚华人代表—辜鸿铭和许心美，主要采用文献梳理

和历史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二者的生平事迹做简要的回顾和分析，

旨在展示东南亚华人华侨自身具备的独特优势以及他们在国际交流

互动方面做出过的突出贡献。此外，本文也力图说明：对东南亚华

人华侨的研究分析对当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实施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

二、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历史贡献——以辜鸿铭及许心美为例

 曾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的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写过一

首诗，该诗生动记述了老一辈的华人华侨在东南亚各地披荆斩棘、

开荒拓疆的艰辛历程。该诗云：华人渡海初，无异凿空凿。团焦始

娲庐，周防渐虎落。蓝缕启山林，丘墟变城郭（陈小二 & 陈宇峰，

1995）。华人华侨离乡别井，到海外谋生，没有勇气和毅力不成。

此外，正如朱杰勤（2008）所说，华人华侨是中国民族中优秀分子，

研究外国史或华人侨居国历史或地方史，绕不开华侨，华人华侨史

也是中外关系史中的重要部分。本文撷取的两位历史人物—辜鸿铭

和许心美，可谓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同为福建籍的华

人，几乎同年出生于东南亚地区，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两人都擅

长外语，通晓东西文化，并在各自的领域大放异彩，做出过积极的

贡献。

 1.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辜鸿铭（1857-1928）

 辜鸿铭又名辜汤生，字鸿銘，英文名叫 Thomson 或写作 Koh 

Hong–Beng。他自称“东西南北人”，这是因为他“生在南洋、学

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这其中的“南洋”指辜出生的马

来亚，“西洋”指其留学的欧洲，“东洋”指日本，“北洋”指他

曾工作过的北洋系政府。

 辜鸿铭祖籍福建省同安县，1857年出生于当时的英属殖民地槟

城，槟城亦称“槟州”，是马来西亚十三个联邦州之一，位于西马

来西亚西北部，英文名Penang。其父辜紫云是福建籍华侨，为英国

人布朗Brown经营橡胶园，母亲是葡萄牙人和马来人的混血。

 1867年，辜鸿铭随其义父英国商人布朗前往欧洲游历学习，临

行前辜父告诫他永远别忘自己是中国人。

1880年，辜鸿铭结束了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在欧

洲求学期间，他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外语，

还在多国的多所大学获得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此时

的他会说9种语言。

1881年，辜鸿铭辞去其在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工作，转而

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1883年，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

的文章，从此开始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嘲讽西学。

1885年，辜鸿铭首次前往中国，被晚清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委

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此后辜在张之洞的幕府工作达二

十余年，在兴办高等教育及处理外交事务上多有出色表现。比如：

辜曾任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的前身）的方言教习。1891年，俄罗

斯皇储来华，因辜鸿铭精通外语和各国外交礼仪，俄皇储赠其镂皇

冠金表（罗振玉，1931）。

1908年，辜鸿铭任清政府外交部侍郎。

1910年，辜鸿铭任上海南洋公学教务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辞去公职。

1913年，辜鸿铭和印度的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15年，辜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主讲英国文学。这一年，他

用英文写作的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译名《春秋大义》）

出版，书中提出的“中国文明拯救西方论”在西方世界引起一时轰动。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

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返回中国。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辜鸿铭生于英属殖民地马来亚，少年时游学于欧洲，成年后又

到中国为满清政府服务。从辜氏的生平事迹不难看出，他博学多才，

尤其是外语能力超群，而且还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人称“长于西文

西学而服膺古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辜鸿铭被称为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对中国传统文化几近痴迷。难能可贵的

是，在辜鸿铭的时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国内的知识分子和社会

精英普遍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信心，转而大力学习、推广西方文明。

在如此西风东渐的大环境下，辜鸿铭却不人云亦云，他有着南洋华

人普遍的冷静包容和文化自信，并凭借自身扎实的外语功力孜孜不

倦地向西方人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

文明。辜鸿铭通过用英文写作、讲演、翻译中国古籍等方式向西方

推广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

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获得了巨大成功。诚如罗振

玉（1931）所说：“乃译四子书，及我国典制诸书为欧文。每一脱

稿，列国争传译”。出于其自身在英属殖民地及游学欧洲的经历，

辜鸿铭认为西方的社会制度也有缺陷和不公，他对中华古老文明和

传统文化反而更为推崇。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推广，一度让西方“

群悟东方学术之可贵，各国大学乃争设东方学讲座”，西方人因而

了解、进而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可见辜鸿铭对东西文化交流所

做的杰出贡献。

有趣的是，辜鸿铭学贯中西，可本人却成为一种文化冲突的符

号。他因言行怪诞、特立独行而被称为“清末怪杰”。辜鸿铭虽然

身为华侨并且接受了大量的西式教育，但是坚持文化保守主义。比

如：一方面，他认同西方的民主，吃西餐，赞美女性。另一方面，

他留辫子，以清朝遗老自居，反对共和，为封建专制辩护，鼓吹一

夫多妻。他还赞同女人裹脚。但不容置疑的是，辜鸿铭是一个具有

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与融合大背景的、地区有过广泛影响的华人，也

曾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2. 泰国橡胶之父——许心美 (1856-1913)

许心美，名字英文拼写为 Khaw Sim Bee, 1856 年出生于暹罗南

部的拉侬府（英文拼写为Ranong）。其父许泗璋（1797-1882），

英文名 Khaw Soo Cheang，原籍是福建省漳州市龙溪霞屿乡(Skinner, 

1957)。据考证许泗璋于1810年前后下南洋，起初在马来亚的槟城

和暹罗南部各府间做小宗贸易 (Purcell, 1948) 。后经商成功，因能力

出众受到暹罗拉玛王朝三世皇赏识，并被委任为拉侬府税务官。后

又因开发暹南锡矿有功被委任为拉侬府府尹，1862年被四世皇赐予

侯爵（Phraya）爵位。据相关研究表明，许泗漳是暹罗王国历史上

第一个担任府尹的外国人 (Wang, 1959）。许心美是许泗璋最小的

儿子，其母为暹罗人。

1867年，许心美随父亲回到中国，然后在福建家乡读了几年私

塾，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并学会几种汉语方言。

1871年，许心美返回暹罗，因其父兄都活跃在暹罗政商两界，

许心美便在父兄的引领下学习经商和行政，并逐渐展示出卓越的才

能。

1882年，许心美经兄长许心广的推荐，以拉侬府府尹助理的身

份正式踏入暹罗政界, 并受封子爵（Luang）。

1885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暹南甲武里府（Kraburi）府尹，同时

被晋升为伯爵（Phra）。

1890年，因为在甲武里府表现出良好的管理和执政才能，许心

美被暹罗五世皇任命为暹罗南部较重要的董里府（Trang）府尹，

并再次晋封为侯爵 (Phraya) 。

1900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普吉大区的最高长官（High Commis-

sioner of Monthon Phuket），普吉大区包括Phuket普吉，Thalang 

他郎, Ranong 拉侬, Phang-Nga 攀牙, Takuapa 达古巴, Krabi甲米, Satun

沙墩一共7个府(Mackay, 2012)。

1901年，许心美正式接任普吉大区行政长官，这一年他在去曼

谷述职时剪去发辫，正式加入暹罗国籍 (Skinner, 1957) 。就任之后，

他把马来亚槟城的治理经验和方法运用在普吉大区的建设上。许心

美在任上锐意进取、修建公路整顿治安、建设城市、发展锡矿等工

业，并加强普吉大区和槟城之间的贸易物流，把普吉岛从一个落后

荒蛮的地方变成一个外国商贾乐于投资置业的比较现代化的城市 

(Khoo, 2009)。这时候，许心美除了担任政府公职外，其家族企业

还经营船运、锡矿、保险等生意，许氏家族在马来亚槟城的Koe 

Guan（高源）公司当时是英属马六甲最大的船运公司之一，同时他

们的 Khean Guan 保险公司也在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Cushman, 

1991）。因此，许心美在暹南、槟城乃至整个马来亚地区都享有盛

名。

1913年2月25日，许心美在董里府遇刺。同年4月10日，许心美

在其马来亚槟城的住宅内逝世，享年57岁 (Lim, 2011) 。同年5月17

日，许心美的遗体被运回暹南拉侬府，6月1日，被风光厚葬在暹罗

王室赐予的许氏家族墓地 (Dunlop, 1913)。

许心美对暹罗南部最大的贡献是1901年在他主导下的橡胶树种

的引进，因此他还被尊称为“泰国橡胶之父”。依据董里府艮当县

政府（Kantang City Municipality）2014年的网站贴文，正是在许心

美的引领下，橡胶树种从印尼的苏门达腊被引进到暹罗南部并得到

了推广种植。他鼓励地方官员分发橡胶种苗让更多农民种植。他还

劝说曼谷政府改变法律，允许农民砍伐丛林然后种植橡胶；又从槟

城招请华人胶农来到董里，广种橡胶树 （Mackay, 2012）。在他的

大力支持和推动下，董里乃至整个普吉大区的许多荒地，逐渐变成

大片橡胶园 (Liang, 2013)。20世纪初橡胶价格的飞涨证明了许心美

的远见卓识。如今，橡胶和大米、柚木、锡砂早已成为泰国传统的

四大支柱产业。当年从印尼带回来的一棵橡胶树种至今仍屹立在艮

当县许氏老宅的门前，向后人诉说着这一段历史。1950年，为表彰

许心美引进橡胶树种并推广种植的功绩，当时的泰国政府在董里府

为他建立了一尊铜像。

除了橡胶种植业，许心美也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暹南锡矿开采业

的发展。1906年，他促成了名为 Tongkah Harbour Tin Dredging  

Company, NL. 的锡矿挖掘公司的成立，他邀请澳大利亚人 Edward 

Thomas Miles 来经营并提供技术支持，还授予后者在普吉镇 Tongkah 

Harbour 25 年期的独家开采权 （Cushman, 1991）。经过该公司改

造和调试后的斗链式挖掘机（bucket-dredge）极大地提高了普吉地

区的锡矿开采效率，并对后来整个泰国的锡矿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Yip, 1969）。1969 年11月28日，在名为“milestone”的挖掘机雕

塑的揭幕仪式上，泰国矿业资源部部长称赞了曾经对泰国锡矿业贡

献卓著的三个人，许心美位居其一。部长声称：正是许心美的“创

新思维”促进了该产业在泰国的发展（Cushman, 1991）。

许心美因其出色的政绩和对暹南经济发展的贡献，曾得到暹罗

王室的多次嘉奖，并被授予“Phraya Rasada”的爵位，同时他勤政

爱民、兢兢业业，也深受民众的拥护和爱戴。他和他的家族从当时

较暹罗先进的英属槟城引进人才、技术和管理制度，发展了暹南经

济，有效地抵御了英国殖民政府的经济渗透。在他死后，暹罗王室

给拉侬府许氏赐姓为 “Na Ranong” ，以表示对其和其家族功绩的

肯定。

三、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优势分析

辜鸿铭和许心美是近代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一个

精通中西文化，在外交文教上颇有建树；另一个勤勉务实，开拓进

取，为所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良多。此外，从此二人身上可

以归纳出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三点普遍优势。

首先是文化包容的优势。东南亚地区历来种族众多，文化多元，

这个地区的华人华侨习惯融入其他文化，习惯了各种文化间的碰撞

和交融。与中国国内的民众相比，东南亚华人华侨由于长期的跨国、

跨民族、多层次交融的经历，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成为兼容并蓄

多元文化的载体。由于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他们熟悉所在

国的语言和习俗，在文化选择上也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以辜、

许二人为例，两人都精通多种语言，许心美会说九种方言及外语，

辜鸿铭更是大师，除深谙中国文化外，还可以用西文写作、演说，

向西方人宣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西风东渐的大潮下，在中国大

陆民众及知识分子对本国传统文化轻慢、怀疑，准备全盘地接受西

方主流文化的同时，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则相对冷静务实，崇尚自下

向上的改革。比如辜、许二人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更务实、客观

和自信的态度。身居海外的经历让他们对中西文化、社会制度等有

着较全面的洞察，辜鸿铭自不必说，精通西方文化后更努力地捍卫

中国传统文化，许心美也是一面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从政经商，一

面以开放的心态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以发展经济

和造福社会。

其次是经济实力的优势。辜鸿铭家境殷实，少年时期就得以去

欧洲游历求学，这一优势在许心美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许本身就

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得益于许氏家族的经济实力，许心美大刀阔斧

地引进改革、创新发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才有了财力支持。就

整个东南亚地区来看，19世纪70年代后，锡矿和橡胶种植为地方经

济与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而华人资本与华人劳工又积极参与

该新经济活动的开发，并成为先驱者 （吴小安，2005）。这期间更

有名的案例有英属马来亚槟城的福建华人五大姓（邱、林、谢、杨、

陈），他们构成了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以槟城为中心的区域经济舞

台上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作为该地区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族群，

通过对其掌控的跨国互联的企业和公司的控制，他们建立了覆盖槟

城及其周边地区的业务网络，并延伸到加尔各答、香港和汕头。这

些华人华侨为东南亚经济的兴旺蓬勃做出过巨大贡献，也成为了区

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最后是组织网络的优势。在东南亚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海外的

华人华侨作为移民，往往倾向于自发地形成社会组织网络以提供情

感和物质的支持。辜鸿铭因为长期在中国国内生活，这一点体现不

明显，但是从许心美身上则可见一斑。作为槟城和暹南华商集团的

成员，许氏家族正是依靠华人族群和华商社团的组织网络来促进自

身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历史上东南亚的华人华侨通过各种地缘性、

血缘性、业缘性组织，包括宗祠、商帮、会馆、公司等，加上商业

伙伴关系、明智的联姻，在华人社区中构成了有效的组织网络，并

与中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即使是被西方人看作秘密会社的“兄弟

会”等，也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机构，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途径。如

今这些组织网络已经融入所在国的社会，成为所在国社会结构的组

成部分，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盛毅 & 任振宇， 2015）。

四、“一带一路”倡议和东南亚华人华侨

 1.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两千多年前,始于中国的古丝绸之路将中国同中亚、南亚、西

亚、欧洲乃至非洲地区的国家联系起来,成为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和

人文交流的重要通道。2013年 9月和 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

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

及“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合作发展倡

议, 描绘了贯穿亚欧非大陆、连接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涵盖

中间广大腹地的路线图。“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

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

济发展潜力巨大。根据2015年3月经中国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

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重点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如今，“一带一路”合作发展倡议

已经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响应，其战略构想也正式进入推

进建设阶段。

 “一带一路”中的“一路”，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其重点方向共有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 延伸至

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张帆，2016）。由

此可以看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ASEAN）十国在“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中的交通枢纽地位。同时，“一带一路”是以中国周边地

区和沿线国家为依托,并且不断扩延的全球性发展规划。“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是中国东南、西南省份及东盟十国 （张

睿亮，2016）。东盟十国将是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

经贸与投资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

“丝路基金”重要的投资目标国。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国家内生活

着为数不少的华侨华人，各国的华侨华人能否发挥自身优势，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并做出更多积极的贡献，无疑有着重大的

现实意义。

 2. 东南亚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

在中国现今推行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东南亚一带是极

其关键的区域，东南亚华人华侨因其具备的优势，可以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和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第一，东盟各国华人华侨文化的兼容并包可为“一带一路”的

“民心相通”架起文化桥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2017年举行

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到“国之交

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可见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

根基对“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性。一方面，作为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各国华人华侨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通过华文学校、

报纸刊物、宗祠社团活动、传统节庆等形式保持着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存续，向世界展现着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华人华侨融通中外，

又一贯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文化，也了解所在国的实际需要和价

值观，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使者，并深化中外在文化科技方面的交

流和合作力度。此外，因为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华人华侨

熟悉所在国的语言和风土人情，可以提供语言翻译、法律等服务，

能起到良好的沟通作用，推动各方科技文化方面的交流。随着中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华人华侨和中国的联系将更为紧密，

他们将成为展示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平台和窗口。

第二，东盟各国华人华侨经济实力的优势为“一带一路”倡议

的实施搭建了经济桥梁。经济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涵盖了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金融流通”三方面。如今东南亚

新移民增多，传统侨团、华商企业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南亚

华侨华人的经济、科技实力也已增强，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就业领

域向贸易、工业制造、房地产、金融及高科技产业拓展。随着“一

带一路”的推进和实施，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将面临更多样的发

展机遇，也为中国资金和项目的“请进来”和“走出去”提供了强

大的经济基础。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可以从中国引进先进技术或是投

资参与到中国具体项目的开发和建设；他们还可以充分发挥其在资

本市场和企业规模方面的优势，参与并促进“一带一路”各类项目

的建设。

第三，东盟各国华人华侨健全的组织网络有利于增进“一带一

路”建设中的“政策沟通”。东盟各国是世界上华人华侨最集中的

地区，在2007年人数就已达到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73.5%（庄国土，

2010）。有了组织的保障，加上政治地位和政治环境生态的改善，

华人华侨可以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政治互信和政策沟通上做出巨大

贡献，加强政府间政策沟通和合作。借助于组织网络的优势，东盟

各国华侨华人可以帮助促进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政策沟通”，宣

传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理念，增进其所在国政府、社会团体及民众对

中国的了解，加强各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和

支持。华人华侨讲述好“中国故事”，可以让各国对中国多一些了

解，少一些猜疑，这对“一带一路”的推进实施将会有不小的帮助。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过程，东南

亚华商可以从中获得商机，华人专业技术人才可以施展才华，华人

人文学者也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桥梁。当今世界，经济缓慢复苏、

地区冲突不断、发展问题严峻，“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世界多极化、

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秉承开放的区域合

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

一路”倡议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

好追求，是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

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因此东盟国家的华人华侨，若能充分发挥其

优势，不但会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还会为该地

区的稳定繁荣甚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而本文从辜鸿

铭和许心美这两位历史上杰出的华侨华人代表身上发现智慧、寻找

启迪，希望探索出更加灵活多样、新颖务实的途径以发挥华人华侨

的优势，这无疑对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共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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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重要作用，还会为该地区乃至全球的繁荣发展

做出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辜鸿铭；许心美； 华人华侨；东南亚； 
一带一路

一、20世纪前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概述

 

 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和海商贸易息息相关。据《汉书.地理

志》记载，早在公元初，中国海商便已前往东南亚从事贸易。及至

盛唐时期，因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朝和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

频繁，华人的足迹更是遍及东南亚各地，至今尚存各处的唐人街

China town 便是一明证。宋元时期，因为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先

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华商开始主导印度洋和东亚海洋之间的海上

贸易。中国沿海地区有更多的百姓投身于航海贸易，其中有不少人

因此留居东南亚一带。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浩荡船队途经东南亚各地

时，明朝官兵就已经发现当地有人数众多的华人。明朝后期起中国

的海外贸易由盛转衰，历代政府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严禁沿海的

百姓出国。尽管如此，在明清两朝，东南沿海不堪战乱和饥荒的中

国百姓及没落的权贵还是会设法移居海外，东南亚因为在地理上易

于到达而成为中国移民出国的首选之地。依据庄国土（1992）的考

查，直至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依托海外华商网络而移

民到东南亚的华人总计150万人左右。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老百姓“下南

洋”蔚然成风。“南洋”这个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东

南亚国家联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涵盖了马来群岛、菲律宾群

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中南半岛及马来半岛等地。庄国土（2008）

在其研究中发现，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这波华人移民东南亚

大潮以契约华工为移民主体，这个时期中国人“下南洋”主要是为

了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当时的南洋诸国大多为英国、荷兰、西

班牙的殖民地（泰国除外），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

劳动力，于是“性勤而耐苦，价廉而易致”的华工成为最理想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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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此时在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中又战败的清

政府被迫取消了海禁政策，允许华人劳工出洋。加上海上交通日益

便利，因而大批华人移民得以涌入东南亚地区。除了契约华工外，

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还有大量中国移民从事小商贩、工匠、种植等

行业。

 东南亚是一个多元化的地区，是如今海外华人最集中也是人数

最多的地区。早在2002年就有统计数据表明，全世界约3000万华侨

华人中，留在东南亚各国的就有约2452万人，约占总量的70%以上

（盛毅&任振宇，2015）。千百年来，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与当

地人和衷共济、辛勤劳作，为开发所在国资源、发展当地经济做出

过巨大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些边缘的、来自华南沿海的

贫穷的移民华人一方面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开发，一部分人成

为富有的工商阶层；另一方面他们又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互动的开拓

者与主要角色（吴小安，2005）。在东南亚的华人华侨中，福建、

广东两省的人为大多数，这是因为闽粤二省海岸线曲折绵延，且距

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交通费用较省。本文选取了两位福建籍的

近代杰出的东南亚华人代表—辜鸿铭和许心美，主要采用文献梳理

和历史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二者的生平事迹做简要的回顾和分析，

旨在展示东南亚华人华侨自身具备的独特优势以及他们在国际交流

互动方面做出过的突出贡献。此外，本文也力图说明：对东南亚华

人华侨的研究分析对当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实施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

二、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历史贡献——以辜鸿铭及许心美为例

 曾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的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写过一

首诗，该诗生动记述了老一辈的华人华侨在东南亚各地披荆斩棘、

开荒拓疆的艰辛历程。该诗云：华人渡海初，无异凿空凿。团焦始

娲庐，周防渐虎落。蓝缕启山林，丘墟变城郭（陈小二 & 陈宇峰，

1995）。华人华侨离乡别井，到海外谋生，没有勇气和毅力不成。

此外，正如朱杰勤（2008）所说，华人华侨是中国民族中优秀分子，

研究外国史或华人侨居国历史或地方史，绕不开华侨，华人华侨史

也是中外关系史中的重要部分。本文撷取的两位历史人物—辜鸿铭

和许心美，可谓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同为福建籍的华

人，几乎同年出生于东南亚地区，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两人都擅

长外语，通晓东西文化，并在各自的领域大放异彩，做出过积极的

贡献。

 1.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辜鸿铭（1857-1928）

 辜鸿铭又名辜汤生，字鸿銘，英文名叫 Thomson 或写作 Koh 

Hong–Beng。他自称“东西南北人”，这是因为他“生在南洋、学

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这其中的“南洋”指辜出生的马

来亚，“西洋”指其留学的欧洲，“东洋”指日本，“北洋”指他

曾工作过的北洋系政府。

 辜鸿铭祖籍福建省同安县，1857年出生于当时的英属殖民地槟

城，槟城亦称“槟州”，是马来西亚十三个联邦州之一，位于西马

来西亚西北部，英文名Penang。其父辜紫云是福建籍华侨，为英国

人布朗Brown经营橡胶园，母亲是葡萄牙人和马来人的混血。

 1867年，辜鸿铭随其义父英国商人布朗前往欧洲游历学习，临

行前辜父告诫他永远别忘自己是中国人。

1880年，辜鸿铭结束了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在欧

洲求学期间，他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外语，

还在多国的多所大学获得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此时

的他会说9种语言。

1881年，辜鸿铭辞去其在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工作，转而

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1883年，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

的文章，从此开始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嘲讽西学。

1885年，辜鸿铭首次前往中国，被晚清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委

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此后辜在张之洞的幕府工作达二

十余年，在兴办高等教育及处理外交事务上多有出色表现。比如：

辜曾任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的前身）的方言教习。1891年，俄罗

斯皇储来华，因辜鸿铭精通外语和各国外交礼仪，俄皇储赠其镂皇

冠金表（罗振玉，1931）。

1908年，辜鸿铭任清政府外交部侍郎。

1910年，辜鸿铭任上海南洋公学教务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辞去公职。

1913年，辜鸿铭和印度的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15年，辜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主讲英国文学。这一年，他

用英文写作的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译名《春秋大义》）

出版，书中提出的“中国文明拯救西方论”在西方世界引起一时轰动。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

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返回中国。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辜鸿铭生于英属殖民地马来亚，少年时游学于欧洲，成年后又

到中国为满清政府服务。从辜氏的生平事迹不难看出，他博学多才，

尤其是外语能力超群，而且还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人称“长于西文

西学而服膺古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辜鸿铭被称为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对中国传统文化几近痴迷。难能可贵的

是，在辜鸿铭的时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国内的知识分子和社会

精英普遍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信心，转而大力学习、推广西方文明。

在如此西风东渐的大环境下，辜鸿铭却不人云亦云，他有着南洋华

人普遍的冷静包容和文化自信，并凭借自身扎实的外语功力孜孜不

倦地向西方人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

文明。辜鸿铭通过用英文写作、讲演、翻译中国古籍等方式向西方

推广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

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获得了巨大成功。诚如罗振

玉（1931）所说：“乃译四子书，及我国典制诸书为欧文。每一脱

稿，列国争传译”。出于其自身在英属殖民地及游学欧洲的经历，

辜鸿铭认为西方的社会制度也有缺陷和不公，他对中华古老文明和

传统文化反而更为推崇。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推广，一度让西方“

群悟东方学术之可贵，各国大学乃争设东方学讲座”，西方人因而

了解、进而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可见辜鸿铭对东西文化交流所

做的杰出贡献。

有趣的是，辜鸿铭学贯中西，可本人却成为一种文化冲突的符

号。他因言行怪诞、特立独行而被称为“清末怪杰”。辜鸿铭虽然

身为华侨并且接受了大量的西式教育，但是坚持文化保守主义。比

如：一方面，他认同西方的民主，吃西餐，赞美女性。另一方面，

他留辫子，以清朝遗老自居，反对共和，为封建专制辩护，鼓吹一

夫多妻。他还赞同女人裹脚。但不容置疑的是，辜鸿铭是一个具有

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与融合大背景的、地区有过广泛影响的华人，也

曾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2. 泰国橡胶之父——许心美 (1856-1913)

许心美，名字英文拼写为 Khaw Sim Bee, 1856 年出生于暹罗南

部的拉侬府（英文拼写为Ranong）。其父许泗璋（1797-1882），

英文名 Khaw Soo Cheang，原籍是福建省漳州市龙溪霞屿乡(Skinner, 

1957)。据考证许泗璋于1810年前后下南洋，起初在马来亚的槟城

和暹罗南部各府间做小宗贸易 (Purcell, 1948) 。后经商成功，因能力

出众受到暹罗拉玛王朝三世皇赏识，并被委任为拉侬府税务官。后

又因开发暹南锡矿有功被委任为拉侬府府尹，1862年被四世皇赐予

侯爵（Phraya）爵位。据相关研究表明，许泗漳是暹罗王国历史上

第一个担任府尹的外国人 (Wang, 1959）。许心美是许泗璋最小的

儿子，其母为暹罗人。

1867年，许心美随父亲回到中国，然后在福建家乡读了几年私

塾，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并学会几种汉语方言。

1871年，许心美返回暹罗，因其父兄都活跃在暹罗政商两界，

许心美便在父兄的引领下学习经商和行政，并逐渐展示出卓越的才

能。

1882年，许心美经兄长许心广的推荐，以拉侬府府尹助理的身

份正式踏入暹罗政界, 并受封子爵（Luang）。

1885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暹南甲武里府（Kraburi）府尹，同时

被晋升为伯爵（Phra）。

1890年，因为在甲武里府表现出良好的管理和执政才能，许心

美被暹罗五世皇任命为暹罗南部较重要的董里府（Trang）府尹，

并再次晋封为侯爵 (Phraya) 。

1900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普吉大区的最高长官（High Commis-

sioner of Monthon Phuket），普吉大区包括Phuket普吉，Thalang 

他郎, Ranong 拉侬, Phang-Nga 攀牙, Takuapa 达古巴, Krabi甲米, Satun

沙墩一共7个府(Mackay, 2012)。

1901年，许心美正式接任普吉大区行政长官，这一年他在去曼

谷述职时剪去发辫，正式加入暹罗国籍 (Skinner, 1957) 。就任之后，

他把马来亚槟城的治理经验和方法运用在普吉大区的建设上。许心

美在任上锐意进取、修建公路整顿治安、建设城市、发展锡矿等工

业，并加强普吉大区和槟城之间的贸易物流，把普吉岛从一个落后

荒蛮的地方变成一个外国商贾乐于投资置业的比较现代化的城市 

(Khoo, 2009)。这时候，许心美除了担任政府公职外，其家族企业

还经营船运、锡矿、保险等生意，许氏家族在马来亚槟城的Koe 

Guan（高源）公司当时是英属马六甲最大的船运公司之一，同时他

们的 Khean Guan 保险公司也在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Cushman, 

1991）。因此，许心美在暹南、槟城乃至整个马来亚地区都享有盛

名。

1913年2月25日，许心美在董里府遇刺。同年4月10日，许心美

在其马来亚槟城的住宅内逝世，享年57岁 (Lim, 2011) 。同年5月17

日，许心美的遗体被运回暹南拉侬府，6月1日，被风光厚葬在暹罗

王室赐予的许氏家族墓地 (Dunlop, 1913)。

许心美对暹罗南部最大的贡献是1901年在他主导下的橡胶树种

的引进，因此他还被尊称为“泰国橡胶之父”。依据董里府艮当县

政府（Kantang City Municipality）2014年的网站贴文，正是在许心

美的引领下，橡胶树种从印尼的苏门达腊被引进到暹罗南部并得到

了推广种植。他鼓励地方官员分发橡胶种苗让更多农民种植。他还

劝说曼谷政府改变法律，允许农民砍伐丛林然后种植橡胶；又从槟

城招请华人胶农来到董里，广种橡胶树 （Mackay, 2012）。在他的

大力支持和推动下，董里乃至整个普吉大区的许多荒地，逐渐变成

大片橡胶园 (Liang, 2013)。20世纪初橡胶价格的飞涨证明了许心美

的远见卓识。如今，橡胶和大米、柚木、锡砂早已成为泰国传统的

四大支柱产业。当年从印尼带回来的一棵橡胶树种至今仍屹立在艮

当县许氏老宅的门前，向后人诉说着这一段历史。1950年，为表彰

许心美引进橡胶树种并推广种植的功绩，当时的泰国政府在董里府

为他建立了一尊铜像。

除了橡胶种植业，许心美也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暹南锡矿开采业

的发展。1906年，他促成了名为 Tongkah Harbour Tin Dredging  

Company, NL. 的锡矿挖掘公司的成立，他邀请澳大利亚人 Edward 

Thomas Miles 来经营并提供技术支持，还授予后者在普吉镇 Tongkah 

Harbour 25 年期的独家开采权 （Cushman, 1991）。经过该公司改

造和调试后的斗链式挖掘机（bucket-dredge）极大地提高了普吉地

区的锡矿开采效率，并对后来整个泰国的锡矿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Yip, 1969）。1969 年11月28日，在名为“milestone”的挖掘机雕

塑的揭幕仪式上，泰国矿业资源部部长称赞了曾经对泰国锡矿业贡

献卓著的三个人，许心美位居其一。部长声称：正是许心美的“创

新思维”促进了该产业在泰国的发展（Cushman, 1991）。

许心美因其出色的政绩和对暹南经济发展的贡献，曾得到暹罗

王室的多次嘉奖，并被授予“Phraya Rasada”的爵位，同时他勤政

爱民、兢兢业业，也深受民众的拥护和爱戴。他和他的家族从当时

较暹罗先进的英属槟城引进人才、技术和管理制度，发展了暹南经

济，有效地抵御了英国殖民政府的经济渗透。在他死后，暹罗王室

给拉侬府许氏赐姓为 “Na Ranong” ，以表示对其和其家族功绩的

肯定。

三、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优势分析

辜鸿铭和许心美是近代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一个

精通中西文化，在外交文教上颇有建树；另一个勤勉务实，开拓进

取，为所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良多。此外，从此二人身上可

以归纳出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三点普遍优势。

首先是文化包容的优势。东南亚地区历来种族众多，文化多元，

这个地区的华人华侨习惯融入其他文化，习惯了各种文化间的碰撞

和交融。与中国国内的民众相比，东南亚华人华侨由于长期的跨国、

跨民族、多层次交融的经历，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成为兼容并蓄

多元文化的载体。由于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他们熟悉所在

国的语言和习俗，在文化选择上也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以辜、

许二人为例，两人都精通多种语言，许心美会说九种方言及外语，

辜鸿铭更是大师，除深谙中国文化外，还可以用西文写作、演说，

向西方人宣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西风东渐的大潮下，在中国大

陆民众及知识分子对本国传统文化轻慢、怀疑，准备全盘地接受西

方主流文化的同时，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则相对冷静务实，崇尚自下

向上的改革。比如辜、许二人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更务实、客观

和自信的态度。身居海外的经历让他们对中西文化、社会制度等有

着较全面的洞察，辜鸿铭自不必说，精通西方文化后更努力地捍卫

中国传统文化，许心美也是一面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从政经商，一

面以开放的心态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以发展经济

和造福社会。

其次是经济实力的优势。辜鸿铭家境殷实，少年时期就得以去

欧洲游历求学，这一优势在许心美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许本身就

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得益于许氏家族的经济实力，许心美大刀阔斧

地引进改革、创新发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才有了财力支持。就

整个东南亚地区来看，19世纪70年代后，锡矿和橡胶种植为地方经

济与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而华人资本与华人劳工又积极参与

该新经济活动的开发，并成为先驱者 （吴小安，2005）。这期间更

有名的案例有英属马来亚槟城的福建华人五大姓（邱、林、谢、杨、

陈），他们构成了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以槟城为中心的区域经济舞

台上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作为该地区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族群，

通过对其掌控的跨国互联的企业和公司的控制，他们建立了覆盖槟

城及其周边地区的业务网络，并延伸到加尔各答、香港和汕头。这

些华人华侨为东南亚经济的兴旺蓬勃做出过巨大贡献，也成为了区

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最后是组织网络的优势。在东南亚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海外的

华人华侨作为移民，往往倾向于自发地形成社会组织网络以提供情

感和物质的支持。辜鸿铭因为长期在中国国内生活，这一点体现不

明显，但是从许心美身上则可见一斑。作为槟城和暹南华商集团的

成员，许氏家族正是依靠华人族群和华商社团的组织网络来促进自

身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历史上东南亚的华人华侨通过各种地缘性、

血缘性、业缘性组织，包括宗祠、商帮、会馆、公司等，加上商业

伙伴关系、明智的联姻，在华人社区中构成了有效的组织网络，并

与中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即使是被西方人看作秘密会社的“兄弟

会”等，也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机构，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途径。如

今这些组织网络已经融入所在国的社会，成为所在国社会结构的组

成部分，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盛毅 & 任振宇， 2015）。

四、“一带一路”倡议和东南亚华人华侨

 1.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两千多年前,始于中国的古丝绸之路将中国同中亚、南亚、西

亚、欧洲乃至非洲地区的国家联系起来,成为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和

人文交流的重要通道。2013年 9月和 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

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

及“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合作发展倡

议, 描绘了贯穿亚欧非大陆、连接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涵盖

中间广大腹地的路线图。“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

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

济发展潜力巨大。根据2015年3月经中国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

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重点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如今，“一带一路”合作发展倡议

已经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响应，其战略构想也正式进入推

进建设阶段。

 “一带一路”中的“一路”，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其重点方向共有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 延伸至

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张帆，2016）。由

此可以看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ASEAN）十国在“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中的交通枢纽地位。同时，“一带一路”是以中国周边地

区和沿线国家为依托,并且不断扩延的全球性发展规划。“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是中国东南、西南省份及东盟十国 （张

睿亮，2016）。东盟十国将是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

经贸与投资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

“丝路基金”重要的投资目标国。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国家内生活

着为数不少的华侨华人，各国的华侨华人能否发挥自身优势，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并做出更多积极的贡献，无疑有着重大的

现实意义。

 2. 东南亚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

在中国现今推行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东南亚一带是极

其关键的区域，东南亚华人华侨因其具备的优势，可以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和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第一，东盟各国华人华侨文化的兼容并包可为“一带一路”的

“民心相通”架起文化桥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2017年举行

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到“国之交

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可见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

根基对“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性。一方面，作为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各国华人华侨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通过华文学校、

报纸刊物、宗祠社团活动、传统节庆等形式保持着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存续，向世界展现着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华人华侨融通中外，

又一贯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文化，也了解所在国的实际需要和价

值观，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使者，并深化中外在文化科技方面的交

流和合作力度。此外，因为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华人华侨

熟悉所在国的语言和风土人情，可以提供语言翻译、法律等服务，

能起到良好的沟通作用，推动各方科技文化方面的交流。随着中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华人华侨和中国的联系将更为紧密，

他们将成为展示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平台和窗口。

第二，东盟各国华人华侨经济实力的优势为“一带一路”倡议

的实施搭建了经济桥梁。经济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涵盖了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金融流通”三方面。如今东南亚

新移民增多，传统侨团、华商企业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南亚

华侨华人的经济、科技实力也已增强，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就业领

域向贸易、工业制造、房地产、金融及高科技产业拓展。随着“一

带一路”的推进和实施，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将面临更多样的发

展机遇，也为中国资金和项目的“请进来”和“走出去”提供了强

大的经济基础。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可以从中国引进先进技术或是投

资参与到中国具体项目的开发和建设；他们还可以充分发挥其在资

本市场和企业规模方面的优势，参与并促进“一带一路”各类项目

的建设。

第三，东盟各国华人华侨健全的组织网络有利于增进“一带一

路”建设中的“政策沟通”。东盟各国是世界上华人华侨最集中的

地区，在2007年人数就已达到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73.5%（庄国土，

2010）。有了组织的保障，加上政治地位和政治环境生态的改善，

华人华侨可以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政治互信和政策沟通上做出巨大

贡献，加强政府间政策沟通和合作。借助于组织网络的优势，东盟

各国华侨华人可以帮助促进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政策沟通”，宣

传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理念，增进其所在国政府、社会团体及民众对

中国的了解，加强各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和

支持。华人华侨讲述好“中国故事”，可以让各国对中国多一些了

解，少一些猜疑，这对“一带一路”的推进实施将会有不小的帮助。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过程，东南

亚华商可以从中获得商机，华人专业技术人才可以施展才华，华人

人文学者也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桥梁。当今世界，经济缓慢复苏、

地区冲突不断、发展问题严峻，“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世界多极化、

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秉承开放的区域合

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

一路”倡议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

好追求，是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

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因此东盟国家的华人华侨，若能充分发挥其

优势，不但会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还会为该地

区的稳定繁荣甚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而本文从辜鸿

铭和许心美这两位历史上杰出的华侨华人代表身上发现智慧、寻找

启迪，希望探索出更加灵活多样、新颖务实的途径以发挥华人华侨

的优势，这无疑对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共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20世纪前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概述

 

 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和海商贸易息息相关。据《汉书.地理

志》记载，早在公元初，中国海商便已前往东南亚从事贸易。及至

盛唐时期，因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朝和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

频繁，华人的足迹更是遍及东南亚各地，至今尚存各处的唐人街

China town 便是一明证。宋元时期，因为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先

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华商开始主导印度洋和东亚海洋之间的海上

贸易。中国沿海地区有更多的百姓投身于航海贸易，其中有不少人

因此留居东南亚一带。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浩荡船队途经东南亚各地

时，明朝官兵就已经发现当地有人数众多的华人。明朝后期起中国

的海外贸易由盛转衰，历代政府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严禁沿海的

百姓出国。尽管如此，在明清两朝，东南沿海不堪战乱和饥荒的中

国百姓及没落的权贵还是会设法移居海外，东南亚因为在地理上易

于到达而成为中国移民出国的首选之地。依据庄国土（1992）的考

查，直至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依托海外华商网络而移

民到东南亚的华人总计150万人左右。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老百姓“下南

洋”蔚然成风。“南洋”这个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东

南亚国家联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涵盖了马来群岛、菲律宾群

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中南半岛及马来半岛等地。庄国土（2008）

在其研究中发现，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这波华人移民东南亚

大潮以契约华工为移民主体，这个时期中国人“下南洋”主要是为

了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当时的南洋诸国大多为英国、荷兰、西

班牙的殖民地（泰国除外），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

劳动力，于是“性勤而耐苦，价廉而易致”的华工成为最理想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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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此时在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中又战败的清

政府被迫取消了海禁政策，允许华人劳工出洋。加上海上交通日益

便利，因而大批华人移民得以涌入东南亚地区。除了契约华工外，

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还有大量中国移民从事小商贩、工匠、种植等

行业。

 东南亚是一个多元化的地区，是如今海外华人最集中也是人数

最多的地区。早在2002年就有统计数据表明，全世界约3000万华侨

华人中，留在东南亚各国的就有约2452万人，约占总量的70%以上

（盛毅&任振宇，2015）。千百年来，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与当

地人和衷共济、辛勤劳作，为开发所在国资源、发展当地经济做出

过巨大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些边缘的、来自华南沿海的

贫穷的移民华人一方面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开发，一部分人成

为富有的工商阶层；另一方面他们又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互动的开拓

者与主要角色（吴小安，2005）。在东南亚的华人华侨中，福建、

广东两省的人为大多数，这是因为闽粤二省海岸线曲折绵延，且距

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交通费用较省。本文选取了两位福建籍的

近代杰出的东南亚华人代表—辜鸿铭和许心美，主要采用文献梳理

和历史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二者的生平事迹做简要的回顾和分析，

旨在展示东南亚华人华侨自身具备的独特优势以及他们在国际交流

互动方面做出过的突出贡献。此外，本文也力图说明：对东南亚华

人华侨的研究分析对当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实施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

二、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历史贡献——以辜鸿铭及许心美为例

 曾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的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写过一

首诗，该诗生动记述了老一辈的华人华侨在东南亚各地披荆斩棘、

开荒拓疆的艰辛历程。该诗云：华人渡海初，无异凿空凿。团焦始

娲庐，周防渐虎落。蓝缕启山林，丘墟变城郭（陈小二 & 陈宇峰，

1995）。华人华侨离乡别井，到海外谋生，没有勇气和毅力不成。

此外，正如朱杰勤（2008）所说，华人华侨是中国民族中优秀分子，

研究外国史或华人侨居国历史或地方史，绕不开华侨，华人华侨史

也是中外关系史中的重要部分。本文撷取的两位历史人物—辜鸿铭

和许心美，可谓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同为福建籍的华

人，几乎同年出生于东南亚地区，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两人都擅

长外语，通晓东西文化，并在各自的领域大放异彩，做出过积极的

贡献。

 1.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辜鸿铭（1857-1928）

 辜鸿铭又名辜汤生，字鸿銘，英文名叫 Thomson 或写作 Koh 

Hong–Beng。他自称“东西南北人”，这是因为他“生在南洋、学

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这其中的“南洋”指辜出生的马

来亚，“西洋”指其留学的欧洲，“东洋”指日本，“北洋”指他

曾工作过的北洋系政府。

 辜鸿铭祖籍福建省同安县，1857年出生于当时的英属殖民地槟

城，槟城亦称“槟州”，是马来西亚十三个联邦州之一，位于西马

来西亚西北部，英文名Penang。其父辜紫云是福建籍华侨，为英国

人布朗Brown经营橡胶园，母亲是葡萄牙人和马来人的混血。

 1867年，辜鸿铭随其义父英国商人布朗前往欧洲游历学习，临

行前辜父告诫他永远别忘自己是中国人。

1880年，辜鸿铭结束了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在欧

洲求学期间，他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外语，

还在多国的多所大学获得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此时

的他会说9种语言。

1881年，辜鸿铭辞去其在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工作，转而

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1883年，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

的文章，从此开始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嘲讽西学。

1885年，辜鸿铭首次前往中国，被晚清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委

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此后辜在张之洞的幕府工作达二

十余年，在兴办高等教育及处理外交事务上多有出色表现。比如：

辜曾任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的前身）的方言教习。1891年，俄罗

斯皇储来华，因辜鸿铭精通外语和各国外交礼仪，俄皇储赠其镂皇

冠金表（罗振玉，1931）。

1908年，辜鸿铭任清政府外交部侍郎。

1910年，辜鸿铭任上海南洋公学教务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辞去公职。

1913年，辜鸿铭和印度的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15年，辜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主讲英国文学。这一年，他

用英文写作的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译名《春秋大义》）

出版，书中提出的“中国文明拯救西方论”在西方世界引起一时轰动。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

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返回中国。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辜鸿铭生于英属殖民地马来亚，少年时游学于欧洲，成年后又

到中国为满清政府服务。从辜氏的生平事迹不难看出，他博学多才，

尤其是外语能力超群，而且还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人称“长于西文

西学而服膺古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辜鸿铭被称为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对中国传统文化几近痴迷。难能可贵的

是，在辜鸿铭的时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国内的知识分子和社会

精英普遍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信心，转而大力学习、推广西方文明。

在如此西风东渐的大环境下，辜鸿铭却不人云亦云，他有着南洋华

人普遍的冷静包容和文化自信，并凭借自身扎实的外语功力孜孜不

倦地向西方人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

文明。辜鸿铭通过用英文写作、讲演、翻译中国古籍等方式向西方

推广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

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获得了巨大成功。诚如罗振

玉（1931）所说：“乃译四子书，及我国典制诸书为欧文。每一脱

稿，列国争传译”。出于其自身在英属殖民地及游学欧洲的经历，

辜鸿铭认为西方的社会制度也有缺陷和不公，他对中华古老文明和

传统文化反而更为推崇。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推广，一度让西方“

群悟东方学术之可贵，各国大学乃争设东方学讲座”，西方人因而

了解、进而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可见辜鸿铭对东西文化交流所

做的杰出贡献。

有趣的是，辜鸿铭学贯中西，可本人却成为一种文化冲突的符

号。他因言行怪诞、特立独行而被称为“清末怪杰”。辜鸿铭虽然

身为华侨并且接受了大量的西式教育，但是坚持文化保守主义。比

如：一方面，他认同西方的民主，吃西餐，赞美女性。另一方面，

他留辫子，以清朝遗老自居，反对共和，为封建专制辩护，鼓吹一

夫多妻。他还赞同女人裹脚。但不容置疑的是，辜鸿铭是一个具有

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与融合大背景的、地区有过广泛影响的华人，也

曾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2. 泰国橡胶之父——许心美 (1856-1913)

许心美，名字英文拼写为 Khaw Sim Bee, 1856 年出生于暹罗南

部的拉侬府（英文拼写为Ranong）。其父许泗璋（1797-1882），

英文名 Khaw Soo Cheang，原籍是福建省漳州市龙溪霞屿乡(Skinner, 

1957)。据考证许泗璋于1810年前后下南洋，起初在马来亚的槟城

和暹罗南部各府间做小宗贸易 (Purcell, 1948) 。后经商成功，因能力

出众受到暹罗拉玛王朝三世皇赏识，并被委任为拉侬府税务官。后

又因开发暹南锡矿有功被委任为拉侬府府尹，1862年被四世皇赐予

侯爵（Phraya）爵位。据相关研究表明，许泗漳是暹罗王国历史上

第一个担任府尹的外国人 (Wang, 1959）。许心美是许泗璋最小的

儿子，其母为暹罗人。

1867年，许心美随父亲回到中国，然后在福建家乡读了几年私

塾，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并学会几种汉语方言。

1871年，许心美返回暹罗，因其父兄都活跃在暹罗政商两界，

许心美便在父兄的引领下学习经商和行政，并逐渐展示出卓越的才

能。

1882年，许心美经兄长许心广的推荐，以拉侬府府尹助理的身

份正式踏入暹罗政界, 并受封子爵（Luang）。

1885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暹南甲武里府（Kraburi）府尹，同时

被晋升为伯爵（Phra）。

1890年，因为在甲武里府表现出良好的管理和执政才能，许心

美被暹罗五世皇任命为暹罗南部较重要的董里府（Trang）府尹，

并再次晋封为侯爵 (Phraya) 。

1900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普吉大区的最高长官（High Commis-

sioner of Monthon Phuket），普吉大区包括Phuket普吉，Thalang 

他郎, Ranong 拉侬, Phang-Nga 攀牙, Takuapa 达古巴, Krabi甲米, Satun

沙墩一共7个府(Mackay, 2012)。

1901年，许心美正式接任普吉大区行政长官，这一年他在去曼

谷述职时剪去发辫，正式加入暹罗国籍 (Skinner, 1957) 。就任之后，

他把马来亚槟城的治理经验和方法运用在普吉大区的建设上。许心

美在任上锐意进取、修建公路整顿治安、建设城市、发展锡矿等工

业，并加强普吉大区和槟城之间的贸易物流，把普吉岛从一个落后

荒蛮的地方变成一个外国商贾乐于投资置业的比较现代化的城市 

(Khoo, 2009)。这时候，许心美除了担任政府公职外，其家族企业

还经营船运、锡矿、保险等生意，许氏家族在马来亚槟城的Koe 

Guan（高源）公司当时是英属马六甲最大的船运公司之一，同时他

们的 Khean Guan 保险公司也在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Cushman, 

1991）。因此，许心美在暹南、槟城乃至整个马来亚地区都享有盛

名。

1913年2月25日，许心美在董里府遇刺。同年4月10日，许心美

在其马来亚槟城的住宅内逝世，享年57岁 (Lim, 2011) 。同年5月17

日，许心美的遗体被运回暹南拉侬府，6月1日，被风光厚葬在暹罗

王室赐予的许氏家族墓地 (Dunlop, 1913)。

许心美对暹罗南部最大的贡献是1901年在他主导下的橡胶树种

的引进，因此他还被尊称为“泰国橡胶之父”。依据董里府艮当县

政府（Kantang City Municipality）2014年的网站贴文，正是在许心

美的引领下，橡胶树种从印尼的苏门达腊被引进到暹罗南部并得到

了推广种植。他鼓励地方官员分发橡胶种苗让更多农民种植。他还

劝说曼谷政府改变法律，允许农民砍伐丛林然后种植橡胶；又从槟

城招请华人胶农来到董里，广种橡胶树 （Mackay, 2012）。在他的

大力支持和推动下，董里乃至整个普吉大区的许多荒地，逐渐变成

大片橡胶园 (Liang, 2013)。20世纪初橡胶价格的飞涨证明了许心美

的远见卓识。如今，橡胶和大米、柚木、锡砂早已成为泰国传统的

四大支柱产业。当年从印尼带回来的一棵橡胶树种至今仍屹立在艮

当县许氏老宅的门前，向后人诉说着这一段历史。1950年，为表彰

许心美引进橡胶树种并推广种植的功绩，当时的泰国政府在董里府

为他建立了一尊铜像。

除了橡胶种植业，许心美也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暹南锡矿开采业

的发展。1906年，他促成了名为 Tongkah Harbour Tin Dredging  

Company, NL. 的锡矿挖掘公司的成立，他邀请澳大利亚人 Edward 

Thomas Miles 来经营并提供技术支持，还授予后者在普吉镇 Tongkah 

Harbour 25 年期的独家开采权 （Cushman, 1991）。经过该公司改

造和调试后的斗链式挖掘机（bucket-dredge）极大地提高了普吉地

区的锡矿开采效率，并对后来整个泰国的锡矿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Yip, 1969）。1969 年11月28日，在名为“milestone”的挖掘机雕

塑的揭幕仪式上，泰国矿业资源部部长称赞了曾经对泰国锡矿业贡

献卓著的三个人，许心美位居其一。部长声称：正是许心美的“创

新思维”促进了该产业在泰国的发展（Cushman, 1991）。

许心美因其出色的政绩和对暹南经济发展的贡献，曾得到暹罗

王室的多次嘉奖，并被授予“Phraya Rasada”的爵位，同时他勤政

爱民、兢兢业业，也深受民众的拥护和爱戴。他和他的家族从当时

较暹罗先进的英属槟城引进人才、技术和管理制度，发展了暹南经

济，有效地抵御了英国殖民政府的经济渗透。在他死后，暹罗王室

给拉侬府许氏赐姓为 “Na Ranong” ，以表示对其和其家族功绩的

肯定。

三、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优势分析

辜鸿铭和许心美是近代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一个

精通中西文化，在外交文教上颇有建树；另一个勤勉务实，开拓进

取，为所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良多。此外，从此二人身上可

以归纳出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三点普遍优势。

首先是文化包容的优势。东南亚地区历来种族众多，文化多元，

这个地区的华人华侨习惯融入其他文化，习惯了各种文化间的碰撞

和交融。与中国国内的民众相比，东南亚华人华侨由于长期的跨国、

跨民族、多层次交融的经历，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成为兼容并蓄

多元文化的载体。由于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他们熟悉所在

国的语言和习俗，在文化选择上也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以辜、

许二人为例，两人都精通多种语言，许心美会说九种方言及外语，

辜鸿铭更是大师，除深谙中国文化外，还可以用西文写作、演说，

向西方人宣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西风东渐的大潮下，在中国大

陆民众及知识分子对本国传统文化轻慢、怀疑，准备全盘地接受西

方主流文化的同时，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则相对冷静务实，崇尚自下

向上的改革。比如辜、许二人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更务实、客观

和自信的态度。身居海外的经历让他们对中西文化、社会制度等有

着较全面的洞察，辜鸿铭自不必说，精通西方文化后更努力地捍卫

中国传统文化，许心美也是一面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从政经商，一

面以开放的心态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以发展经济

和造福社会。

其次是经济实力的优势。辜鸿铭家境殷实，少年时期就得以去

欧洲游历求学，这一优势在许心美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许本身就

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得益于许氏家族的经济实力，许心美大刀阔斧

地引进改革、创新发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才有了财力支持。就

整个东南亚地区来看，19世纪70年代后，锡矿和橡胶种植为地方经

济与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而华人资本与华人劳工又积极参与

该新经济活动的开发，并成为先驱者 （吴小安，2005）。这期间更

有名的案例有英属马来亚槟城的福建华人五大姓（邱、林、谢、杨、

陈），他们构成了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以槟城为中心的区域经济舞

台上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作为该地区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族群，

通过对其掌控的跨国互联的企业和公司的控制，他们建立了覆盖槟

城及其周边地区的业务网络，并延伸到加尔各答、香港和汕头。这

些华人华侨为东南亚经济的兴旺蓬勃做出过巨大贡献，也成为了区

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最后是组织网络的优势。在东南亚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海外的

华人华侨作为移民，往往倾向于自发地形成社会组织网络以提供情

感和物质的支持。辜鸿铭因为长期在中国国内生活，这一点体现不

明显，但是从许心美身上则可见一斑。作为槟城和暹南华商集团的

成员，许氏家族正是依靠华人族群和华商社团的组织网络来促进自

身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历史上东南亚的华人华侨通过各种地缘性、

血缘性、业缘性组织，包括宗祠、商帮、会馆、公司等，加上商业

伙伴关系、明智的联姻，在华人社区中构成了有效的组织网络，并

与中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即使是被西方人看作秘密会社的“兄弟

会”等，也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机构，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途径。如

今这些组织网络已经融入所在国的社会，成为所在国社会结构的组

成部分，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盛毅 & 任振宇， 2015）。

四、“一带一路”倡议和东南亚华人华侨

 1.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两千多年前,始于中国的古丝绸之路将中国同中亚、南亚、西

亚、欧洲乃至非洲地区的国家联系起来,成为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和

人文交流的重要通道。2013年 9月和 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

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

及“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合作发展倡

议, 描绘了贯穿亚欧非大陆、连接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涵盖

中间广大腹地的路线图。“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

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

济发展潜力巨大。根据2015年3月经中国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

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重点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如今，“一带一路”合作发展倡议

已经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响应，其战略构想也正式进入推

进建设阶段。

 “一带一路”中的“一路”，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其重点方向共有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 延伸至

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张帆，2016）。由

此可以看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ASEAN）十国在“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中的交通枢纽地位。同时，“一带一路”是以中国周边地

区和沿线国家为依托,并且不断扩延的全球性发展规划。“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是中国东南、西南省份及东盟十国 （张

睿亮，2016）。东盟十国将是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

经贸与投资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

“丝路基金”重要的投资目标国。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国家内生活

着为数不少的华侨华人，各国的华侨华人能否发挥自身优势，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并做出更多积极的贡献，无疑有着重大的

现实意义。

 2. 东南亚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

在中国现今推行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东南亚一带是极

其关键的区域，东南亚华人华侨因其具备的优势，可以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和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第一，东盟各国华人华侨文化的兼容并包可为“一带一路”的

“民心相通”架起文化桥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2017年举行

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到“国之交

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可见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

根基对“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性。一方面，作为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各国华人华侨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通过华文学校、

报纸刊物、宗祠社团活动、传统节庆等形式保持着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存续，向世界展现着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华人华侨融通中外，

又一贯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文化，也了解所在国的实际需要和价

值观，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使者，并深化中外在文化科技方面的交

流和合作力度。此外，因为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华人华侨

熟悉所在国的语言和风土人情，可以提供语言翻译、法律等服务，

能起到良好的沟通作用，推动各方科技文化方面的交流。随着中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华人华侨和中国的联系将更为紧密，

他们将成为展示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平台和窗口。

第二，东盟各国华人华侨经济实力的优势为“一带一路”倡议

的实施搭建了经济桥梁。经济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涵盖了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金融流通”三方面。如今东南亚

新移民增多，传统侨团、华商企业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南亚

华侨华人的经济、科技实力也已增强，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就业领

域向贸易、工业制造、房地产、金融及高科技产业拓展。随着“一

带一路”的推进和实施，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将面临更多样的发

展机遇，也为中国资金和项目的“请进来”和“走出去”提供了强

大的经济基础。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可以从中国引进先进技术或是投

资参与到中国具体项目的开发和建设；他们还可以充分发挥其在资

本市场和企业规模方面的优势，参与并促进“一带一路”各类项目

的建设。

第三，东盟各国华人华侨健全的组织网络有利于增进“一带一

路”建设中的“政策沟通”。东盟各国是世界上华人华侨最集中的

地区，在2007年人数就已达到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73.5%（庄国土，

2010）。有了组织的保障，加上政治地位和政治环境生态的改善，

华人华侨可以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政治互信和政策沟通上做出巨大

贡献，加强政府间政策沟通和合作。借助于组织网络的优势，东盟

各国华侨华人可以帮助促进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政策沟通”，宣

传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理念，增进其所在国政府、社会团体及民众对

中国的了解，加强各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和

支持。华人华侨讲述好“中国故事”，可以让各国对中国多一些了

解，少一些猜疑，这对“一带一路”的推进实施将会有不小的帮助。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过程，东南

亚华商可以从中获得商机，华人专业技术人才可以施展才华，华人

人文学者也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桥梁。当今世界，经济缓慢复苏、

地区冲突不断、发展问题严峻，“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世界多极化、

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秉承开放的区域合

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

一路”倡议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

好追求，是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

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因此东盟国家的华人华侨，若能充分发挥其

优势，不但会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还会为该地

区的稳定繁荣甚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而本文从辜鸿

铭和许心美这两位历史上杰出的华侨华人代表身上发现智慧、寻找

启迪，希望探索出更加灵活多样、新颖务实的途径以发挥华人华侨

的优势，这无疑对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共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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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世纪前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概述

 

 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和海商贸易息息相关。据《汉书.地理

志》记载，早在公元初，中国海商便已前往东南亚从事贸易。及至

盛唐时期，因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朝和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

频繁，华人的足迹更是遍及东南亚各地，至今尚存各处的唐人街

China town 便是一明证。宋元时期，因为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先

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华商开始主导印度洋和东亚海洋之间的海上

贸易。中国沿海地区有更多的百姓投身于航海贸易，其中有不少人

因此留居东南亚一带。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浩荡船队途经东南亚各地

时，明朝官兵就已经发现当地有人数众多的华人。明朝后期起中国

的海外贸易由盛转衰，历代政府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严禁沿海的

百姓出国。尽管如此，在明清两朝，东南沿海不堪战乱和饥荒的中

国百姓及没落的权贵还是会设法移居海外，东南亚因为在地理上易

于到达而成为中国移民出国的首选之地。依据庄国土（1992）的考

查，直至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依托海外华商网络而移

民到东南亚的华人总计150万人左右。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老百姓“下南

洋”蔚然成风。“南洋”这个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东

南亚国家联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涵盖了马来群岛、菲律宾群

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中南半岛及马来半岛等地。庄国土（2008）

在其研究中发现，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这波华人移民东南亚

大潮以契约华工为移民主体，这个时期中国人“下南洋”主要是为

了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当时的南洋诸国大多为英国、荷兰、西

班牙的殖民地（泰国除外），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

劳动力，于是“性勤而耐苦，价廉而易致”的华工成为最理想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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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此时在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中又战败的清

政府被迫取消了海禁政策，允许华人劳工出洋。加上海上交通日益

便利，因而大批华人移民得以涌入东南亚地区。除了契约华工外，

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还有大量中国移民从事小商贩、工匠、种植等

行业。

 东南亚是一个多元化的地区，是如今海外华人最集中也是人数

最多的地区。早在2002年就有统计数据表明，全世界约3000万华侨

华人中，留在东南亚各国的就有约2452万人，约占总量的70%以上

（盛毅&任振宇，2015）。千百年来，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与当

地人和衷共济、辛勤劳作，为开发所在国资源、发展当地经济做出

过巨大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些边缘的、来自华南沿海的

贫穷的移民华人一方面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开发，一部分人成

为富有的工商阶层；另一方面他们又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互动的开拓

者与主要角色（吴小安，2005）。在东南亚的华人华侨中，福建、

广东两省的人为大多数，这是因为闽粤二省海岸线曲折绵延，且距

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交通费用较省。本文选取了两位福建籍的

近代杰出的东南亚华人代表—辜鸿铭和许心美，主要采用文献梳理

和历史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二者的生平事迹做简要的回顾和分析，

旨在展示东南亚华人华侨自身具备的独特优势以及他们在国际交流

互动方面做出过的突出贡献。此外，本文也力图说明：对东南亚华

人华侨的研究分析对当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实施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

二、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历史贡献——以辜鸿铭及许心美为例

 曾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的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写过一

首诗，该诗生动记述了老一辈的华人华侨在东南亚各地披荆斩棘、

开荒拓疆的艰辛历程。该诗云：华人渡海初，无异凿空凿。团焦始

娲庐，周防渐虎落。蓝缕启山林，丘墟变城郭（陈小二 & 陈宇峰，

1995）。华人华侨离乡别井，到海外谋生，没有勇气和毅力不成。

此外，正如朱杰勤（2008）所说，华人华侨是中国民族中优秀分子，

研究外国史或华人侨居国历史或地方史，绕不开华侨，华人华侨史

也是中外关系史中的重要部分。本文撷取的两位历史人物—辜鸿铭

和许心美，可谓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同为福建籍的华

人，几乎同年出生于东南亚地区，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两人都擅

长外语，通晓东西文化，并在各自的领域大放异彩，做出过积极的

贡献。

 1.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辜鸿铭（1857-1928）

 辜鸿铭又名辜汤生，字鸿銘，英文名叫 Thomson 或写作 Koh 

Hong–Beng。他自称“东西南北人”，这是因为他“生在南洋、学

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这其中的“南洋”指辜出生的马

来亚，“西洋”指其留学的欧洲，“东洋”指日本，“北洋”指他

曾工作过的北洋系政府。

 辜鸿铭祖籍福建省同安县，1857年出生于当时的英属殖民地槟

城，槟城亦称“槟州”，是马来西亚十三个联邦州之一，位于西马

来西亚西北部，英文名Penang。其父辜紫云是福建籍华侨，为英国

人布朗Brown经营橡胶园，母亲是葡萄牙人和马来人的混血。

 1867年，辜鸿铭随其义父英国商人布朗前往欧洲游历学习，临

行前辜父告诫他永远别忘自己是中国人。

1880年，辜鸿铭结束了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在欧

洲求学期间，他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外语，

还在多国的多所大学获得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此时

的他会说9种语言。

1881年，辜鸿铭辞去其在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工作，转而

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1883年，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

的文章，从此开始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嘲讽西学。

1885年，辜鸿铭首次前往中国，被晚清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委

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此后辜在张之洞的幕府工作达二

十余年，在兴办高等教育及处理外交事务上多有出色表现。比如：

辜曾任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的前身）的方言教习。1891年，俄罗

斯皇储来华，因辜鸿铭精通外语和各国外交礼仪，俄皇储赠其镂皇

冠金表（罗振玉，1931）。

1908年，辜鸿铭任清政府外交部侍郎。

1910年，辜鸿铭任上海南洋公学教务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辞去公职。

1913年，辜鸿铭和印度的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15年，辜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主讲英国文学。这一年，他

用英文写作的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译名《春秋大义》）

出版，书中提出的“中国文明拯救西方论”在西方世界引起一时轰动。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

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返回中国。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辜鸿铭生于英属殖民地马来亚，少年时游学于欧洲，成年后又

到中国为满清政府服务。从辜氏的生平事迹不难看出，他博学多才，

尤其是外语能力超群，而且还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人称“长于西文

西学而服膺古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辜鸿铭被称为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对中国传统文化几近痴迷。难能可贵的

是，在辜鸿铭的时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国内的知识分子和社会

精英普遍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信心，转而大力学习、推广西方文明。

在如此西风东渐的大环境下，辜鸿铭却不人云亦云，他有着南洋华

人普遍的冷静包容和文化自信，并凭借自身扎实的外语功力孜孜不

倦地向西方人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

文明。辜鸿铭通过用英文写作、讲演、翻译中国古籍等方式向西方

推广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

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获得了巨大成功。诚如罗振

玉（1931）所说：“乃译四子书，及我国典制诸书为欧文。每一脱

稿，列国争传译”。出于其自身在英属殖民地及游学欧洲的经历，

辜鸿铭认为西方的社会制度也有缺陷和不公，他对中华古老文明和

传统文化反而更为推崇。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推广，一度让西方“

群悟东方学术之可贵，各国大学乃争设东方学讲座”，西方人因而

了解、进而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可见辜鸿铭对东西文化交流所

做的杰出贡献。

有趣的是，辜鸿铭学贯中西，可本人却成为一种文化冲突的符

号。他因言行怪诞、特立独行而被称为“清末怪杰”。辜鸿铭虽然

身为华侨并且接受了大量的西式教育，但是坚持文化保守主义。比

如：一方面，他认同西方的民主，吃西餐，赞美女性。另一方面，

他留辫子，以清朝遗老自居，反对共和，为封建专制辩护，鼓吹一

夫多妻。他还赞同女人裹脚。但不容置疑的是，辜鸿铭是一个具有

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与融合大背景的、地区有过广泛影响的华人，也

曾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2. 泰国橡胶之父——许心美 (1856-1913)

许心美，名字英文拼写为 Khaw Sim Bee, 1856 年出生于暹罗南

部的拉侬府（英文拼写为Ranong）。其父许泗璋（1797-1882），

英文名 Khaw Soo Cheang，原籍是福建省漳州市龙溪霞屿乡(Skinner, 

1957)。据考证许泗璋于1810年前后下南洋，起初在马来亚的槟城

和暹罗南部各府间做小宗贸易 (Purcell, 1948) 。后经商成功，因能力

出众受到暹罗拉玛王朝三世皇赏识，并被委任为拉侬府税务官。后

又因开发暹南锡矿有功被委任为拉侬府府尹，1862年被四世皇赐予

侯爵（Phraya）爵位。据相关研究表明，许泗漳是暹罗王国历史上

第一个担任府尹的外国人 (Wang, 1959）。许心美是许泗璋最小的

儿子，其母为暹罗人。

1867年，许心美随父亲回到中国，然后在福建家乡读了几年私

塾，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并学会几种汉语方言。

1871年，许心美返回暹罗，因其父兄都活跃在暹罗政商两界，

许心美便在父兄的引领下学习经商和行政，并逐渐展示出卓越的才

能。

1882年，许心美经兄长许心广的推荐，以拉侬府府尹助理的身

份正式踏入暹罗政界, 并受封子爵（Luang）。

1885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暹南甲武里府（Kraburi）府尹，同时

被晋升为伯爵（Phra）。

1890年，因为在甲武里府表现出良好的管理和执政才能，许心

美被暹罗五世皇任命为暹罗南部较重要的董里府（Trang）府尹，

并再次晋封为侯爵 (Phraya) 。

1900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普吉大区的最高长官（High Commis-

sioner of Monthon Phuket），普吉大区包括Phuket普吉，Thalang 

他郎, Ranong 拉侬, Phang-Nga 攀牙, Takuapa 达古巴, Krabi甲米, Satun

沙墩一共7个府(Mackay, 2012)。

1901年，许心美正式接任普吉大区行政长官，这一年他在去曼

谷述职时剪去发辫，正式加入暹罗国籍 (Skinner, 1957) 。就任之后，

他把马来亚槟城的治理经验和方法运用在普吉大区的建设上。许心

美在任上锐意进取、修建公路整顿治安、建设城市、发展锡矿等工

业，并加强普吉大区和槟城之间的贸易物流，把普吉岛从一个落后

荒蛮的地方变成一个外国商贾乐于投资置业的比较现代化的城市 

(Khoo, 2009)。这时候，许心美除了担任政府公职外，其家族企业

还经营船运、锡矿、保险等生意，许氏家族在马来亚槟城的Koe 

Guan（高源）公司当时是英属马六甲最大的船运公司之一，同时他

们的 Khean Guan 保险公司也在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Cushman, 

1991）。因此，许心美在暹南、槟城乃至整个马来亚地区都享有盛

名。

1913年2月25日，许心美在董里府遇刺。同年4月10日，许心美

在其马来亚槟城的住宅内逝世，享年57岁 (Lim, 2011) 。同年5月17

日，许心美的遗体被运回暹南拉侬府，6月1日，被风光厚葬在暹罗

王室赐予的许氏家族墓地 (Dunlop, 1913)。

许心美对暹罗南部最大的贡献是1901年在他主导下的橡胶树种

的引进，因此他还被尊称为“泰国橡胶之父”。依据董里府艮当县

政府（Kantang City Municipality）2014年的网站贴文，正是在许心

美的引领下，橡胶树种从印尼的苏门达腊被引进到暹罗南部并得到

了推广种植。他鼓励地方官员分发橡胶种苗让更多农民种植。他还

劝说曼谷政府改变法律，允许农民砍伐丛林然后种植橡胶；又从槟

城招请华人胶农来到董里，广种橡胶树 （Mackay, 2012）。在他的

大力支持和推动下，董里乃至整个普吉大区的许多荒地，逐渐变成

大片橡胶园 (Liang, 2013)。20世纪初橡胶价格的飞涨证明了许心美

的远见卓识。如今，橡胶和大米、柚木、锡砂早已成为泰国传统的

四大支柱产业。当年从印尼带回来的一棵橡胶树种至今仍屹立在艮

当县许氏老宅的门前，向后人诉说着这一段历史。1950年，为表彰

许心美引进橡胶树种并推广种植的功绩，当时的泰国政府在董里府

为他建立了一尊铜像。

除了橡胶种植业，许心美也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暹南锡矿开采业

的发展。1906年，他促成了名为 Tongkah Harbour Tin Dredging  

Company, NL. 的锡矿挖掘公司的成立，他邀请澳大利亚人 Edward 

Thomas Miles 来经营并提供技术支持，还授予后者在普吉镇 Tongkah 

Harbour 25 年期的独家开采权 （Cushman, 1991）。经过该公司改

造和调试后的斗链式挖掘机（bucket-dredge）极大地提高了普吉地

区的锡矿开采效率，并对后来整个泰国的锡矿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Yip, 1969）。1969 年11月28日，在名为“milestone”的挖掘机雕

塑的揭幕仪式上，泰国矿业资源部部长称赞了曾经对泰国锡矿业贡

献卓著的三个人，许心美位居其一。部长声称：正是许心美的“创

新思维”促进了该产业在泰国的发展（Cushman, 1991）。

许心美因其出色的政绩和对暹南经济发展的贡献，曾得到暹罗

王室的多次嘉奖，并被授予“Phraya Rasada”的爵位，同时他勤政

爱民、兢兢业业，也深受民众的拥护和爱戴。他和他的家族从当时

较暹罗先进的英属槟城引进人才、技术和管理制度，发展了暹南经

济，有效地抵御了英国殖民政府的经济渗透。在他死后，暹罗王室

给拉侬府许氏赐姓为 “Na Ranong” ，以表示对其和其家族功绩的

肯定。

三、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优势分析

辜鸿铭和许心美是近代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一个

精通中西文化，在外交文教上颇有建树；另一个勤勉务实，开拓进

取，为所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良多。此外，从此二人身上可

以归纳出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三点普遍优势。

首先是文化包容的优势。东南亚地区历来种族众多，文化多元，

这个地区的华人华侨习惯融入其他文化，习惯了各种文化间的碰撞

和交融。与中国国内的民众相比，东南亚华人华侨由于长期的跨国、

跨民族、多层次交融的经历，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成为兼容并蓄

多元文化的载体。由于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他们熟悉所在

国的语言和习俗，在文化选择上也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以辜、

许二人为例，两人都精通多种语言，许心美会说九种方言及外语，

辜鸿铭更是大师，除深谙中国文化外，还可以用西文写作、演说，

向西方人宣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西风东渐的大潮下，在中国大

陆民众及知识分子对本国传统文化轻慢、怀疑，准备全盘地接受西

方主流文化的同时，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则相对冷静务实，崇尚自下

向上的改革。比如辜、许二人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更务实、客观

和自信的态度。身居海外的经历让他们对中西文化、社会制度等有

着较全面的洞察，辜鸿铭自不必说，精通西方文化后更努力地捍卫

中国传统文化，许心美也是一面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从政经商，一

面以开放的心态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以发展经济

和造福社会。

其次是经济实力的优势。辜鸿铭家境殷实，少年时期就得以去

欧洲游历求学，这一优势在许心美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许本身就

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得益于许氏家族的经济实力，许心美大刀阔斧

地引进改革、创新发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才有了财力支持。就

整个东南亚地区来看，19世纪70年代后，锡矿和橡胶种植为地方经

济与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而华人资本与华人劳工又积极参与

该新经济活动的开发，并成为先驱者 （吴小安，2005）。这期间更

有名的案例有英属马来亚槟城的福建华人五大姓（邱、林、谢、杨、

陈），他们构成了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以槟城为中心的区域经济舞

台上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作为该地区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族群，

通过对其掌控的跨国互联的企业和公司的控制，他们建立了覆盖槟

城及其周边地区的业务网络，并延伸到加尔各答、香港和汕头。这

些华人华侨为东南亚经济的兴旺蓬勃做出过巨大贡献，也成为了区

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最后是组织网络的优势。在东南亚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海外的

华人华侨作为移民，往往倾向于自发地形成社会组织网络以提供情

感和物质的支持。辜鸿铭因为长期在中国国内生活，这一点体现不

明显，但是从许心美身上则可见一斑。作为槟城和暹南华商集团的

成员，许氏家族正是依靠华人族群和华商社团的组织网络来促进自

身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历史上东南亚的华人华侨通过各种地缘性、

血缘性、业缘性组织，包括宗祠、商帮、会馆、公司等，加上商业

伙伴关系、明智的联姻，在华人社区中构成了有效的组织网络，并

与中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即使是被西方人看作秘密会社的“兄弟

会”等，也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机构，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途径。如

今这些组织网络已经融入所在国的社会，成为所在国社会结构的组

成部分，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盛毅 & 任振宇， 2015）。

四、“一带一路”倡议和东南亚华人华侨

 1.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两千多年前,始于中国的古丝绸之路将中国同中亚、南亚、西

亚、欧洲乃至非洲地区的国家联系起来,成为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和

人文交流的重要通道。2013年 9月和 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

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

及“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合作发展倡

议, 描绘了贯穿亚欧非大陆、连接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涵盖

中间广大腹地的路线图。“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

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

济发展潜力巨大。根据2015年3月经中国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

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重点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如今，“一带一路”合作发展倡议

已经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响应，其战略构想也正式进入推

进建设阶段。

 “一带一路”中的“一路”，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其重点方向共有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 延伸至

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张帆，2016）。由

此可以看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ASEAN）十国在“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中的交通枢纽地位。同时，“一带一路”是以中国周边地

区和沿线国家为依托,并且不断扩延的全球性发展规划。“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是中国东南、西南省份及东盟十国 （张

睿亮，2016）。东盟十国将是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

经贸与投资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

“丝路基金”重要的投资目标国。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国家内生活

着为数不少的华侨华人，各国的华侨华人能否发挥自身优势，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并做出更多积极的贡献，无疑有着重大的

现实意义。

 2. 东南亚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

在中国现今推行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东南亚一带是极

其关键的区域，东南亚华人华侨因其具备的优势，可以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和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第一，东盟各国华人华侨文化的兼容并包可为“一带一路”的

“民心相通”架起文化桥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2017年举行

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到“国之交

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可见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

根基对“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性。一方面，作为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各国华人华侨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通过华文学校、

报纸刊物、宗祠社团活动、传统节庆等形式保持着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存续，向世界展现着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华人华侨融通中外，

又一贯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文化，也了解所在国的实际需要和价

值观，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使者，并深化中外在文化科技方面的交

流和合作力度。此外，因为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华人华侨

熟悉所在国的语言和风土人情，可以提供语言翻译、法律等服务，

能起到良好的沟通作用，推动各方科技文化方面的交流。随着中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华人华侨和中国的联系将更为紧密，

他们将成为展示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平台和窗口。

第二，东盟各国华人华侨经济实力的优势为“一带一路”倡议

的实施搭建了经济桥梁。经济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涵盖了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金融流通”三方面。如今东南亚

新移民增多，传统侨团、华商企业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南亚

华侨华人的经济、科技实力也已增强，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就业领

域向贸易、工业制造、房地产、金融及高科技产业拓展。随着“一

带一路”的推进和实施，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将面临更多样的发

展机遇，也为中国资金和项目的“请进来”和“走出去”提供了强

大的经济基础。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可以从中国引进先进技术或是投

资参与到中国具体项目的开发和建设；他们还可以充分发挥其在资

本市场和企业规模方面的优势，参与并促进“一带一路”各类项目

的建设。

第三，东盟各国华人华侨健全的组织网络有利于增进“一带一

路”建设中的“政策沟通”。东盟各国是世界上华人华侨最集中的

地区，在2007年人数就已达到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73.5%（庄国土，

2010）。有了组织的保障，加上政治地位和政治环境生态的改善，

华人华侨可以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政治互信和政策沟通上做出巨大

贡献，加强政府间政策沟通和合作。借助于组织网络的优势，东盟

各国华侨华人可以帮助促进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政策沟通”，宣

传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理念，增进其所在国政府、社会团体及民众对

中国的了解，加强各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和

支持。华人华侨讲述好“中国故事”，可以让各国对中国多一些了

解，少一些猜疑，这对“一带一路”的推进实施将会有不小的帮助。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过程，东南

亚华商可以从中获得商机，华人专业技术人才可以施展才华，华人

人文学者也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桥梁。当今世界，经济缓慢复苏、

地区冲突不断、发展问题严峻，“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世界多极化、

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秉承开放的区域合

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

一路”倡议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

好追求，是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

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因此东盟国家的华人华侨，若能充分发挥其

优势，不但会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还会为该地

区的稳定繁荣甚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而本文从辜鸿

铭和许心美这两位历史上杰出的华侨华人代表身上发现智慧、寻找

启迪，希望探索出更加灵活多样、新颖务实的途径以发挥华人华侨

的优势，这无疑对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共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20世纪前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概述

 

 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和海商贸易息息相关。据《汉书.地理

志》记载，早在公元初，中国海商便已前往东南亚从事贸易。及至

盛唐时期，因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朝和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

频繁，华人的足迹更是遍及东南亚各地，至今尚存各处的唐人街

China town 便是一明证。宋元时期，因为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先

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华商开始主导印度洋和东亚海洋之间的海上

贸易。中国沿海地区有更多的百姓投身于航海贸易，其中有不少人

因此留居东南亚一带。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浩荡船队途经东南亚各地

时，明朝官兵就已经发现当地有人数众多的华人。明朝后期起中国

的海外贸易由盛转衰，历代政府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严禁沿海的

百姓出国。尽管如此，在明清两朝，东南沿海不堪战乱和饥荒的中

国百姓及没落的权贵还是会设法移居海外，东南亚因为在地理上易

于到达而成为中国移民出国的首选之地。依据庄国土（1992）的考

查，直至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依托海外华商网络而移

民到东南亚的华人总计150万人左右。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老百姓“下南

洋”蔚然成风。“南洋”这个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东

南亚国家联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涵盖了马来群岛、菲律宾群

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中南半岛及马来半岛等地。庄国土（2008）

在其研究中发现，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这波华人移民东南亚

大潮以契约华工为移民主体，这个时期中国人“下南洋”主要是为

了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当时的南洋诸国大多为英国、荷兰、西

班牙的殖民地（泰国除外），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

劳动力，于是“性勤而耐苦，价廉而易致”的华工成为最理想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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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此时在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中又战败的清

政府被迫取消了海禁政策，允许华人劳工出洋。加上海上交通日益

便利，因而大批华人移民得以涌入东南亚地区。除了契约华工外，

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还有大量中国移民从事小商贩、工匠、种植等

行业。

 东南亚是一个多元化的地区，是如今海外华人最集中也是人数

最多的地区。早在2002年就有统计数据表明，全世界约3000万华侨

华人中，留在东南亚各国的就有约2452万人，约占总量的70%以上

（盛毅&任振宇，2015）。千百年来，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与当

地人和衷共济、辛勤劳作，为开发所在国资源、发展当地经济做出

过巨大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些边缘的、来自华南沿海的

贫穷的移民华人一方面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开发，一部分人成

为富有的工商阶层；另一方面他们又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互动的开拓

者与主要角色（吴小安，2005）。在东南亚的华人华侨中，福建、

广东两省的人为大多数，这是因为闽粤二省海岸线曲折绵延，且距

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交通费用较省。本文选取了两位福建籍的

近代杰出的东南亚华人代表—辜鸿铭和许心美，主要采用文献梳理

和历史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二者的生平事迹做简要的回顾和分析，

旨在展示东南亚华人华侨自身具备的独特优势以及他们在国际交流

互动方面做出过的突出贡献。此外，本文也力图说明：对东南亚华

人华侨的研究分析对当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实施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

二、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历史贡献——以辜鸿铭及许心美为例

 曾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的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写过一

首诗，该诗生动记述了老一辈的华人华侨在东南亚各地披荆斩棘、

开荒拓疆的艰辛历程。该诗云：华人渡海初，无异凿空凿。团焦始

娲庐，周防渐虎落。蓝缕启山林，丘墟变城郭（陈小二 & 陈宇峰，

1995）。华人华侨离乡别井，到海外谋生，没有勇气和毅力不成。

此外，正如朱杰勤（2008）所说，华人华侨是中国民族中优秀分子，

研究外国史或华人侨居国历史或地方史，绕不开华侨，华人华侨史

也是中外关系史中的重要部分。本文撷取的两位历史人物—辜鸿铭

和许心美，可谓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同为福建籍的华

人，几乎同年出生于东南亚地区，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两人都擅

长外语，通晓东西文化，并在各自的领域大放异彩，做出过积极的

贡献。

 1.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辜鸿铭（1857-1928）

 辜鸿铭又名辜汤生，字鸿銘，英文名叫 Thomson 或写作 Koh 

Hong–Beng。他自称“东西南北人”，这是因为他“生在南洋、学

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这其中的“南洋”指辜出生的马

来亚，“西洋”指其留学的欧洲，“东洋”指日本，“北洋”指他

曾工作过的北洋系政府。

 辜鸿铭祖籍福建省同安县，1857年出生于当时的英属殖民地槟

城，槟城亦称“槟州”，是马来西亚十三个联邦州之一，位于西马

来西亚西北部，英文名Penang。其父辜紫云是福建籍华侨，为英国

人布朗Brown经营橡胶园，母亲是葡萄牙人和马来人的混血。

 1867年，辜鸿铭随其义父英国商人布朗前往欧洲游历学习，临

行前辜父告诫他永远别忘自己是中国人。

1880年，辜鸿铭结束了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在欧

洲求学期间，他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外语，

还在多国的多所大学获得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此时

的他会说9种语言。

1881年，辜鸿铭辞去其在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工作，转而

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1883年，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

的文章，从此开始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嘲讽西学。

1885年，辜鸿铭首次前往中国，被晚清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委

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此后辜在张之洞的幕府工作达二

十余年，在兴办高等教育及处理外交事务上多有出色表现。比如：

辜曾任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的前身）的方言教习。1891年，俄罗

斯皇储来华，因辜鸿铭精通外语和各国外交礼仪，俄皇储赠其镂皇

冠金表（罗振玉，1931）。

1908年，辜鸿铭任清政府外交部侍郎。

1910年，辜鸿铭任上海南洋公学教务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辞去公职。

1913年，辜鸿铭和印度的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15年，辜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主讲英国文学。这一年，他

用英文写作的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译名《春秋大义》）

出版，书中提出的“中国文明拯救西方论”在西方世界引起一时轰动。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

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返回中国。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辜鸿铭生于英属殖民地马来亚，少年时游学于欧洲，成年后又

到中国为满清政府服务。从辜氏的生平事迹不难看出，他博学多才，

尤其是外语能力超群，而且还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人称“长于西文

西学而服膺古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辜鸿铭被称为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对中国传统文化几近痴迷。难能可贵的

是，在辜鸿铭的时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国内的知识分子和社会

精英普遍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信心，转而大力学习、推广西方文明。

在如此西风东渐的大环境下，辜鸿铭却不人云亦云，他有着南洋华

人普遍的冷静包容和文化自信，并凭借自身扎实的外语功力孜孜不

倦地向西方人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

文明。辜鸿铭通过用英文写作、讲演、翻译中国古籍等方式向西方

推广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

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获得了巨大成功。诚如罗振

玉（1931）所说：“乃译四子书，及我国典制诸书为欧文。每一脱

稿，列国争传译”。出于其自身在英属殖民地及游学欧洲的经历，

辜鸿铭认为西方的社会制度也有缺陷和不公，他对中华古老文明和

传统文化反而更为推崇。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推广，一度让西方“

群悟东方学术之可贵，各国大学乃争设东方学讲座”，西方人因而

了解、进而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可见辜鸿铭对东西文化交流所

做的杰出贡献。

有趣的是，辜鸿铭学贯中西，可本人却成为一种文化冲突的符

号。他因言行怪诞、特立独行而被称为“清末怪杰”。辜鸿铭虽然

身为华侨并且接受了大量的西式教育，但是坚持文化保守主义。比

如：一方面，他认同西方的民主，吃西餐，赞美女性。另一方面，

他留辫子，以清朝遗老自居，反对共和，为封建专制辩护，鼓吹一

夫多妻。他还赞同女人裹脚。但不容置疑的是，辜鸿铭是一个具有

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与融合大背景的、地区有过广泛影响的华人，也

曾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2. 泰国橡胶之父——许心美 (1856-1913)

许心美，名字英文拼写为 Khaw Sim Bee, 1856 年出生于暹罗南

部的拉侬府（英文拼写为Ranong）。其父许泗璋（1797-1882），

英文名 Khaw Soo Cheang，原籍是福建省漳州市龙溪霞屿乡(Skinner, 

1957)。据考证许泗璋于1810年前后下南洋，起初在马来亚的槟城

和暹罗南部各府间做小宗贸易 (Purcell, 1948) 。后经商成功，因能力

出众受到暹罗拉玛王朝三世皇赏识，并被委任为拉侬府税务官。后

又因开发暹南锡矿有功被委任为拉侬府府尹，1862年被四世皇赐予

侯爵（Phraya）爵位。据相关研究表明，许泗漳是暹罗王国历史上

第一个担任府尹的外国人 (Wang, 1959）。许心美是许泗璋最小的

儿子，其母为暹罗人。

1867年，许心美随父亲回到中国，然后在福建家乡读了几年私

塾，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并学会几种汉语方言。

1871年，许心美返回暹罗，因其父兄都活跃在暹罗政商两界，

许心美便在父兄的引领下学习经商和行政，并逐渐展示出卓越的才

能。

1882年，许心美经兄长许心广的推荐，以拉侬府府尹助理的身

份正式踏入暹罗政界, 并受封子爵（Luang）。

1885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暹南甲武里府（Kraburi）府尹，同时

被晋升为伯爵（Phra）。

1890年，因为在甲武里府表现出良好的管理和执政才能，许心

美被暹罗五世皇任命为暹罗南部较重要的董里府（Trang）府尹，

并再次晋封为侯爵 (Phraya) 。

1900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普吉大区的最高长官（High Commis-

sioner of Monthon Phuket），普吉大区包括Phuket普吉，Thalang 

他郎, Ranong 拉侬, Phang-Nga 攀牙, Takuapa 达古巴, Krabi甲米, Satun

沙墩一共7个府(Mackay, 2012)。

1901年，许心美正式接任普吉大区行政长官，这一年他在去曼

谷述职时剪去发辫，正式加入暹罗国籍 (Skinner, 1957) 。就任之后，

他把马来亚槟城的治理经验和方法运用在普吉大区的建设上。许心

美在任上锐意进取、修建公路整顿治安、建设城市、发展锡矿等工

业，并加强普吉大区和槟城之间的贸易物流，把普吉岛从一个落后

荒蛮的地方变成一个外国商贾乐于投资置业的比较现代化的城市 

(Khoo, 2009)。这时候，许心美除了担任政府公职外，其家族企业

还经营船运、锡矿、保险等生意，许氏家族在马来亚槟城的Koe 

Guan（高源）公司当时是英属马六甲最大的船运公司之一，同时他

们的 Khean Guan 保险公司也在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Cushman, 

1991）。因此，许心美在暹南、槟城乃至整个马来亚地区都享有盛

名。

1913年2月25日，许心美在董里府遇刺。同年4月10日，许心美

在其马来亚槟城的住宅内逝世，享年57岁 (Lim, 2011) 。同年5月17

日，许心美的遗体被运回暹南拉侬府，6月1日，被风光厚葬在暹罗

王室赐予的许氏家族墓地 (Dunlop, 1913)。

许心美对暹罗南部最大的贡献是1901年在他主导下的橡胶树种

的引进，因此他还被尊称为“泰国橡胶之父”。依据董里府艮当县

政府（Kantang City Municipality）2014年的网站贴文，正是在许心

美的引领下，橡胶树种从印尼的苏门达腊被引进到暹罗南部并得到

了推广种植。他鼓励地方官员分发橡胶种苗让更多农民种植。他还

劝说曼谷政府改变法律，允许农民砍伐丛林然后种植橡胶；又从槟

城招请华人胶农来到董里，广种橡胶树 （Mackay, 2012）。在他的

大力支持和推动下，董里乃至整个普吉大区的许多荒地，逐渐变成

大片橡胶园 (Liang, 2013)。20世纪初橡胶价格的飞涨证明了许心美

的远见卓识。如今，橡胶和大米、柚木、锡砂早已成为泰国传统的

四大支柱产业。当年从印尼带回来的一棵橡胶树种至今仍屹立在艮

当县许氏老宅的门前，向后人诉说着这一段历史。1950年，为表彰

许心美引进橡胶树种并推广种植的功绩，当时的泰国政府在董里府

为他建立了一尊铜像。

除了橡胶种植业，许心美也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暹南锡矿开采业

的发展。1906年，他促成了名为 Tongkah Harbour Tin Dredging  

Company, NL. 的锡矿挖掘公司的成立，他邀请澳大利亚人 Edward 

Thomas Miles 来经营并提供技术支持，还授予后者在普吉镇 Tongkah 

Harbour 25 年期的独家开采权 （Cushman, 1991）。经过该公司改

造和调试后的斗链式挖掘机（bucket-dredge）极大地提高了普吉地

区的锡矿开采效率，并对后来整个泰国的锡矿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Yip, 1969）。1969 年11月28日，在名为“milestone”的挖掘机雕

塑的揭幕仪式上，泰国矿业资源部部长称赞了曾经对泰国锡矿业贡

献卓著的三个人，许心美位居其一。部长声称：正是许心美的“创

新思维”促进了该产业在泰国的发展（Cushman, 1991）。

许心美因其出色的政绩和对暹南经济发展的贡献，曾得到暹罗

王室的多次嘉奖，并被授予“Phraya Rasada”的爵位，同时他勤政

爱民、兢兢业业，也深受民众的拥护和爱戴。他和他的家族从当时

较暹罗先进的英属槟城引进人才、技术和管理制度，发展了暹南经

济，有效地抵御了英国殖民政府的经济渗透。在他死后，暹罗王室

给拉侬府许氏赐姓为 “Na Ranong” ，以表示对其和其家族功绩的

肯定。

三、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优势分析

辜鸿铭和许心美是近代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一个

精通中西文化，在外交文教上颇有建树；另一个勤勉务实，开拓进

取，为所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良多。此外，从此二人身上可

以归纳出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三点普遍优势。

首先是文化包容的优势。东南亚地区历来种族众多，文化多元，

这个地区的华人华侨习惯融入其他文化，习惯了各种文化间的碰撞

和交融。与中国国内的民众相比，东南亚华人华侨由于长期的跨国、

跨民族、多层次交融的经历，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成为兼容并蓄

多元文化的载体。由于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他们熟悉所在

国的语言和习俗，在文化选择上也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以辜、

许二人为例，两人都精通多种语言，许心美会说九种方言及外语，

辜鸿铭更是大师，除深谙中国文化外，还可以用西文写作、演说，

向西方人宣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西风东渐的大潮下，在中国大

陆民众及知识分子对本国传统文化轻慢、怀疑，准备全盘地接受西

方主流文化的同时，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则相对冷静务实，崇尚自下

向上的改革。比如辜、许二人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更务实、客观

和自信的态度。身居海外的经历让他们对中西文化、社会制度等有

着较全面的洞察，辜鸿铭自不必说，精通西方文化后更努力地捍卫

中国传统文化，许心美也是一面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从政经商，一

面以开放的心态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以发展经济

和造福社会。

其次是经济实力的优势。辜鸿铭家境殷实，少年时期就得以去

欧洲游历求学，这一优势在许心美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许本身就

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得益于许氏家族的经济实力，许心美大刀阔斧

地引进改革、创新发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才有了财力支持。就

整个东南亚地区来看，19世纪70年代后，锡矿和橡胶种植为地方经

济与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而华人资本与华人劳工又积极参与

该新经济活动的开发，并成为先驱者 （吴小安，2005）。这期间更

有名的案例有英属马来亚槟城的福建华人五大姓（邱、林、谢、杨、

陈），他们构成了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以槟城为中心的区域经济舞

台上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作为该地区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族群，

通过对其掌控的跨国互联的企业和公司的控制，他们建立了覆盖槟

城及其周边地区的业务网络，并延伸到加尔各答、香港和汕头。这

些华人华侨为东南亚经济的兴旺蓬勃做出过巨大贡献，也成为了区

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最后是组织网络的优势。在东南亚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海外的

华人华侨作为移民，往往倾向于自发地形成社会组织网络以提供情

感和物质的支持。辜鸿铭因为长期在中国国内生活，这一点体现不

明显，但是从许心美身上则可见一斑。作为槟城和暹南华商集团的

成员，许氏家族正是依靠华人族群和华商社团的组织网络来促进自

身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历史上东南亚的华人华侨通过各种地缘性、

血缘性、业缘性组织，包括宗祠、商帮、会馆、公司等，加上商业

伙伴关系、明智的联姻，在华人社区中构成了有效的组织网络，并

与中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即使是被西方人看作秘密会社的“兄弟

会”等，也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机构，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途径。如

今这些组织网络已经融入所在国的社会，成为所在国社会结构的组

成部分，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盛毅 & 任振宇， 2015）。

四、“一带一路”倡议和东南亚华人华侨

 1.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两千多年前,始于中国的古丝绸之路将中国同中亚、南亚、西

亚、欧洲乃至非洲地区的国家联系起来,成为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和

人文交流的重要通道。2013年 9月和 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

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

及“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合作发展倡

议, 描绘了贯穿亚欧非大陆、连接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涵盖

中间广大腹地的路线图。“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

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

济发展潜力巨大。根据2015年3月经中国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

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重点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如今，“一带一路”合作发展倡议

已经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响应，其战略构想也正式进入推

进建设阶段。

 “一带一路”中的“一路”，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其重点方向共有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 延伸至

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张帆，2016）。由

此可以看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ASEAN）十国在“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中的交通枢纽地位。同时，“一带一路”是以中国周边地

区和沿线国家为依托,并且不断扩延的全球性发展规划。“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是中国东南、西南省份及东盟十国 （张

睿亮，2016）。东盟十国将是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

经贸与投资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

“丝路基金”重要的投资目标国。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国家内生活

着为数不少的华侨华人，各国的华侨华人能否发挥自身优势，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并做出更多积极的贡献，无疑有着重大的

现实意义。

 2. 东南亚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

在中国现今推行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东南亚一带是极

其关键的区域，东南亚华人华侨因其具备的优势，可以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和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第一，东盟各国华人华侨文化的兼容并包可为“一带一路”的

“民心相通”架起文化桥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2017年举行

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到“国之交

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可见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

根基对“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性。一方面，作为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各国华人华侨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通过华文学校、

报纸刊物、宗祠社团活动、传统节庆等形式保持着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存续，向世界展现着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华人华侨融通中外，

又一贯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文化，也了解所在国的实际需要和价

值观，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使者，并深化中外在文化科技方面的交

流和合作力度。此外，因为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华人华侨

熟悉所在国的语言和风土人情，可以提供语言翻译、法律等服务，

能起到良好的沟通作用，推动各方科技文化方面的交流。随着中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华人华侨和中国的联系将更为紧密，

他们将成为展示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平台和窗口。

第二，东盟各国华人华侨经济实力的优势为“一带一路”倡议

的实施搭建了经济桥梁。经济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涵盖了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金融流通”三方面。如今东南亚

新移民增多，传统侨团、华商企业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南亚

华侨华人的经济、科技实力也已增强，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就业领

域向贸易、工业制造、房地产、金融及高科技产业拓展。随着“一

带一路”的推进和实施，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将面临更多样的发

展机遇，也为中国资金和项目的“请进来”和“走出去”提供了强

大的经济基础。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可以从中国引进先进技术或是投

资参与到中国具体项目的开发和建设；他们还可以充分发挥其在资

本市场和企业规模方面的优势，参与并促进“一带一路”各类项目

的建设。

第三，东盟各国华人华侨健全的组织网络有利于增进“一带一

路”建设中的“政策沟通”。东盟各国是世界上华人华侨最集中的

地区，在2007年人数就已达到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73.5%（庄国土，

2010）。有了组织的保障，加上政治地位和政治环境生态的改善，

华人华侨可以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政治互信和政策沟通上做出巨大

贡献，加强政府间政策沟通和合作。借助于组织网络的优势，东盟

各国华侨华人可以帮助促进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政策沟通”，宣

传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理念，增进其所在国政府、社会团体及民众对

中国的了解，加强各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和

支持。华人华侨讲述好“中国故事”，可以让各国对中国多一些了

解，少一些猜疑，这对“一带一路”的推进实施将会有不小的帮助。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过程，东南

亚华商可以从中获得商机，华人专业技术人才可以施展才华，华人

人文学者也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桥梁。当今世界，经济缓慢复苏、

地区冲突不断、发展问题严峻，“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世界多极化、

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秉承开放的区域合

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

一路”倡议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

好追求，是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

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因此东盟国家的华人华侨，若能充分发挥其

优势，不但会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还会为该地

区的稳定繁荣甚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而本文从辜鸿

铭和许心美这两位历史上杰出的华侨华人代表身上发现智慧、寻找

启迪，希望探索出更加灵活多样、新颖务实的途径以发挥华人华侨

的优势，这无疑对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共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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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世纪前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概述

 

 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和海商贸易息息相关。据《汉书.地理

志》记载，早在公元初，中国海商便已前往东南亚从事贸易。及至

盛唐时期，因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朝和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

频繁，华人的足迹更是遍及东南亚各地，至今尚存各处的唐人街

China town 便是一明证。宋元时期，因为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先

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华商开始主导印度洋和东亚海洋之间的海上

贸易。中国沿海地区有更多的百姓投身于航海贸易，其中有不少人

因此留居东南亚一带。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浩荡船队途经东南亚各地

时，明朝官兵就已经发现当地有人数众多的华人。明朝后期起中国

的海外贸易由盛转衰，历代政府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严禁沿海的

百姓出国。尽管如此，在明清两朝，东南沿海不堪战乱和饥荒的中

国百姓及没落的权贵还是会设法移居海外，东南亚因为在地理上易

于到达而成为中国移民出国的首选之地。依据庄国土（1992）的考

查，直至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依托海外华商网络而移

民到东南亚的华人总计150万人左右。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老百姓“下南

洋”蔚然成风。“南洋”这个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东

南亚国家联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涵盖了马来群岛、菲律宾群

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中南半岛及马来半岛等地。庄国土（2008）

在其研究中发现，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这波华人移民东南亚

大潮以契约华工为移民主体，这个时期中国人“下南洋”主要是为

了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当时的南洋诸国大多为英国、荷兰、西

班牙的殖民地（泰国除外），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

劳动力，于是“性勤而耐苦，价廉而易致”的华工成为最理想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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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此时在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中又战败的清

政府被迫取消了海禁政策，允许华人劳工出洋。加上海上交通日益

便利，因而大批华人移民得以涌入东南亚地区。除了契约华工外，

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还有大量中国移民从事小商贩、工匠、种植等

行业。

 东南亚是一个多元化的地区，是如今海外华人最集中也是人数

最多的地区。早在2002年就有统计数据表明，全世界约3000万华侨

华人中，留在东南亚各国的就有约2452万人，约占总量的70%以上

（盛毅&任振宇，2015）。千百年来，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与当

地人和衷共济、辛勤劳作，为开发所在国资源、发展当地经济做出

过巨大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些边缘的、来自华南沿海的

贫穷的移民华人一方面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开发，一部分人成

为富有的工商阶层；另一方面他们又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互动的开拓

者与主要角色（吴小安，2005）。在东南亚的华人华侨中，福建、

广东两省的人为大多数，这是因为闽粤二省海岸线曲折绵延，且距

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交通费用较省。本文选取了两位福建籍的

近代杰出的东南亚华人代表—辜鸿铭和许心美，主要采用文献梳理

和历史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二者的生平事迹做简要的回顾和分析，

旨在展示东南亚华人华侨自身具备的独特优势以及他们在国际交流

互动方面做出过的突出贡献。此外，本文也力图说明：对东南亚华

人华侨的研究分析对当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实施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

二、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历史贡献——以辜鸿铭及许心美为例

 曾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的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写过一

首诗，该诗生动记述了老一辈的华人华侨在东南亚各地披荆斩棘、

开荒拓疆的艰辛历程。该诗云：华人渡海初，无异凿空凿。团焦始

娲庐，周防渐虎落。蓝缕启山林，丘墟变城郭（陈小二 & 陈宇峰，

1995）。华人华侨离乡别井，到海外谋生，没有勇气和毅力不成。

此外，正如朱杰勤（2008）所说，华人华侨是中国民族中优秀分子，

研究外国史或华人侨居国历史或地方史，绕不开华侨，华人华侨史

也是中外关系史中的重要部分。本文撷取的两位历史人物—辜鸿铭

和许心美，可谓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同为福建籍的华

人，几乎同年出生于东南亚地区，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两人都擅

长外语，通晓东西文化，并在各自的领域大放异彩，做出过积极的

贡献。

 1.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辜鸿铭（1857-1928）

 辜鸿铭又名辜汤生，字鸿銘，英文名叫 Thomson 或写作 Koh 

Hong–Beng。他自称“东西南北人”，这是因为他“生在南洋、学

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这其中的“南洋”指辜出生的马

来亚，“西洋”指其留学的欧洲，“东洋”指日本，“北洋”指他

曾工作过的北洋系政府。

 辜鸿铭祖籍福建省同安县，1857年出生于当时的英属殖民地槟

城，槟城亦称“槟州”，是马来西亚十三个联邦州之一，位于西马

来西亚西北部，英文名Penang。其父辜紫云是福建籍华侨，为英国

人布朗Brown经营橡胶园，母亲是葡萄牙人和马来人的混血。

 1867年，辜鸿铭随其义父英国商人布朗前往欧洲游历学习，临

行前辜父告诫他永远别忘自己是中国人。

1880年，辜鸿铭结束了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在欧

洲求学期间，他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外语，

还在多国的多所大学获得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此时

的他会说9种语言。

1881年，辜鸿铭辞去其在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工作，转而

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1883年，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

的文章，从此开始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嘲讽西学。

1885年，辜鸿铭首次前往中国，被晚清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委

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此后辜在张之洞的幕府工作达二

十余年，在兴办高等教育及处理外交事务上多有出色表现。比如：

辜曾任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的前身）的方言教习。1891年，俄罗

斯皇储来华，因辜鸿铭精通外语和各国外交礼仪，俄皇储赠其镂皇

冠金表（罗振玉，1931）。

1908年，辜鸿铭任清政府外交部侍郎。

1910年，辜鸿铭任上海南洋公学教务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辞去公职。

1913年，辜鸿铭和印度的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15年，辜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主讲英国文学。这一年，他

用英文写作的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译名《春秋大义》）

出版，书中提出的“中国文明拯救西方论”在西方世界引起一时轰动。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

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返回中国。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辜鸿铭生于英属殖民地马来亚，少年时游学于欧洲，成年后又

到中国为满清政府服务。从辜氏的生平事迹不难看出，他博学多才，

尤其是外语能力超群，而且还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人称“长于西文

西学而服膺古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辜鸿铭被称为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对中国传统文化几近痴迷。难能可贵的

是，在辜鸿铭的时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国内的知识分子和社会

精英普遍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信心，转而大力学习、推广西方文明。

在如此西风东渐的大环境下，辜鸿铭却不人云亦云，他有着南洋华

人普遍的冷静包容和文化自信，并凭借自身扎实的外语功力孜孜不

倦地向西方人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

文明。辜鸿铭通过用英文写作、讲演、翻译中国古籍等方式向西方

推广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

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获得了巨大成功。诚如罗振

玉（1931）所说：“乃译四子书，及我国典制诸书为欧文。每一脱

稿，列国争传译”。出于其自身在英属殖民地及游学欧洲的经历，

辜鸿铭认为西方的社会制度也有缺陷和不公，他对中华古老文明和

传统文化反而更为推崇。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推广，一度让西方“

群悟东方学术之可贵，各国大学乃争设东方学讲座”，西方人因而

了解、进而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可见辜鸿铭对东西文化交流所

做的杰出贡献。

有趣的是，辜鸿铭学贯中西，可本人却成为一种文化冲突的符

号。他因言行怪诞、特立独行而被称为“清末怪杰”。辜鸿铭虽然

身为华侨并且接受了大量的西式教育，但是坚持文化保守主义。比

如：一方面，他认同西方的民主，吃西餐，赞美女性。另一方面，

他留辫子，以清朝遗老自居，反对共和，为封建专制辩护，鼓吹一

夫多妻。他还赞同女人裹脚。但不容置疑的是，辜鸿铭是一个具有

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与融合大背景的、地区有过广泛影响的华人，也

曾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2. 泰国橡胶之父——许心美 (1856-1913)

许心美，名字英文拼写为 Khaw Sim Bee, 1856 年出生于暹罗南

部的拉侬府（英文拼写为Ranong）。其父许泗璋（1797-1882），

英文名 Khaw Soo Cheang，原籍是福建省漳州市龙溪霞屿乡(Skinner, 

1957)。据考证许泗璋于1810年前后下南洋，起初在马来亚的槟城

和暹罗南部各府间做小宗贸易 (Purcell, 1948) 。后经商成功，因能力

出众受到暹罗拉玛王朝三世皇赏识，并被委任为拉侬府税务官。后

又因开发暹南锡矿有功被委任为拉侬府府尹，1862年被四世皇赐予

侯爵（Phraya）爵位。据相关研究表明，许泗漳是暹罗王国历史上

第一个担任府尹的外国人 (Wang, 1959）。许心美是许泗璋最小的

儿子，其母为暹罗人。

1867年，许心美随父亲回到中国，然后在福建家乡读了几年私

塾，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并学会几种汉语方言。

1871年，许心美返回暹罗，因其父兄都活跃在暹罗政商两界，

许心美便在父兄的引领下学习经商和行政，并逐渐展示出卓越的才

能。

1882年，许心美经兄长许心广的推荐，以拉侬府府尹助理的身

份正式踏入暹罗政界, 并受封子爵（Luang）。

1885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暹南甲武里府（Kraburi）府尹，同时

被晋升为伯爵（Phra）。

1890年，因为在甲武里府表现出良好的管理和执政才能，许心

美被暹罗五世皇任命为暹罗南部较重要的董里府（Trang）府尹，

并再次晋封为侯爵 (Phraya) 。

1900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普吉大区的最高长官（High Commis-

sioner of Monthon Phuket），普吉大区包括Phuket普吉，Thalang 

他郎, Ranong 拉侬, Phang-Nga 攀牙, Takuapa 达古巴, Krabi甲米, Satun

沙墩一共7个府(Mackay, 2012)。

1901年，许心美正式接任普吉大区行政长官，这一年他在去曼

谷述职时剪去发辫，正式加入暹罗国籍 (Skinner, 1957) 。就任之后，

他把马来亚槟城的治理经验和方法运用在普吉大区的建设上。许心

美在任上锐意进取、修建公路整顿治安、建设城市、发展锡矿等工

业，并加强普吉大区和槟城之间的贸易物流，把普吉岛从一个落后

荒蛮的地方变成一个外国商贾乐于投资置业的比较现代化的城市 

(Khoo, 2009)。这时候，许心美除了担任政府公职外，其家族企业

还经营船运、锡矿、保险等生意，许氏家族在马来亚槟城的Koe 

Guan（高源）公司当时是英属马六甲最大的船运公司之一，同时他

们的 Khean Guan 保险公司也在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Cushman, 

1991）。因此，许心美在暹南、槟城乃至整个马来亚地区都享有盛

名。

1913年2月25日，许心美在董里府遇刺。同年4月10日，许心美

在其马来亚槟城的住宅内逝世，享年57岁 (Lim, 2011) 。同年5月17

日，许心美的遗体被运回暹南拉侬府，6月1日，被风光厚葬在暹罗

王室赐予的许氏家族墓地 (Dunlop, 1913)。

许心美对暹罗南部最大的贡献是1901年在他主导下的橡胶树种

的引进，因此他还被尊称为“泰国橡胶之父”。依据董里府艮当县

政府（Kantang City Municipality）2014年的网站贴文，正是在许心

美的引领下，橡胶树种从印尼的苏门达腊被引进到暹罗南部并得到

了推广种植。他鼓励地方官员分发橡胶种苗让更多农民种植。他还

劝说曼谷政府改变法律，允许农民砍伐丛林然后种植橡胶；又从槟

城招请华人胶农来到董里，广种橡胶树 （Mackay, 2012）。在他的

大力支持和推动下，董里乃至整个普吉大区的许多荒地，逐渐变成

大片橡胶园 (Liang, 2013)。20世纪初橡胶价格的飞涨证明了许心美

的远见卓识。如今，橡胶和大米、柚木、锡砂早已成为泰国传统的

四大支柱产业。当年从印尼带回来的一棵橡胶树种至今仍屹立在艮

当县许氏老宅的门前，向后人诉说着这一段历史。1950年，为表彰

许心美引进橡胶树种并推广种植的功绩，当时的泰国政府在董里府

为他建立了一尊铜像。

除了橡胶种植业，许心美也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暹南锡矿开采业

的发展。1906年，他促成了名为 Tongkah Harbour Tin Dredging  

Company, NL. 的锡矿挖掘公司的成立，他邀请澳大利亚人 Edward 

Thomas Miles 来经营并提供技术支持，还授予后者在普吉镇 Tongkah 

Harbour 25 年期的独家开采权 （Cushman, 1991）。经过该公司改

造和调试后的斗链式挖掘机（bucket-dredge）极大地提高了普吉地

区的锡矿开采效率，并对后来整个泰国的锡矿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Yip, 1969）。1969 年11月28日，在名为“milestone”的挖掘机雕

塑的揭幕仪式上，泰国矿业资源部部长称赞了曾经对泰国锡矿业贡

献卓著的三个人，许心美位居其一。部长声称：正是许心美的“创

新思维”促进了该产业在泰国的发展（Cushman, 1991）。

许心美因其出色的政绩和对暹南经济发展的贡献，曾得到暹罗

王室的多次嘉奖，并被授予“Phraya Rasada”的爵位，同时他勤政

爱民、兢兢业业，也深受民众的拥护和爱戴。他和他的家族从当时

较暹罗先进的英属槟城引进人才、技术和管理制度，发展了暹南经

济，有效地抵御了英国殖民政府的经济渗透。在他死后，暹罗王室

给拉侬府许氏赐姓为 “Na Ranong” ，以表示对其和其家族功绩的

肯定。

三、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优势分析

辜鸿铭和许心美是近代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一个

精通中西文化，在外交文教上颇有建树；另一个勤勉务实，开拓进

取，为所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良多。此外，从此二人身上可

以归纳出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三点普遍优势。

首先是文化包容的优势。东南亚地区历来种族众多，文化多元，

这个地区的华人华侨习惯融入其他文化，习惯了各种文化间的碰撞

和交融。与中国国内的民众相比，东南亚华人华侨由于长期的跨国、

跨民族、多层次交融的经历，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成为兼容并蓄

多元文化的载体。由于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他们熟悉所在

国的语言和习俗，在文化选择上也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以辜、

许二人为例，两人都精通多种语言，许心美会说九种方言及外语，

辜鸿铭更是大师，除深谙中国文化外，还可以用西文写作、演说，

向西方人宣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西风东渐的大潮下，在中国大

陆民众及知识分子对本国传统文化轻慢、怀疑，准备全盘地接受西

方主流文化的同时，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则相对冷静务实，崇尚自下

向上的改革。比如辜、许二人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更务实、客观

和自信的态度。身居海外的经历让他们对中西文化、社会制度等有

着较全面的洞察，辜鸿铭自不必说，精通西方文化后更努力地捍卫

中国传统文化，许心美也是一面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从政经商，一

面以开放的心态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以发展经济

和造福社会。

其次是经济实力的优势。辜鸿铭家境殷实，少年时期就得以去

欧洲游历求学，这一优势在许心美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许本身就

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得益于许氏家族的经济实力，许心美大刀阔斧

地引进改革、创新发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才有了财力支持。就

整个东南亚地区来看，19世纪70年代后，锡矿和橡胶种植为地方经

济与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而华人资本与华人劳工又积极参与

该新经济活动的开发，并成为先驱者 （吴小安，2005）。这期间更

有名的案例有英属马来亚槟城的福建华人五大姓（邱、林、谢、杨、

陈），他们构成了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以槟城为中心的区域经济舞

台上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作为该地区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族群，

通过对其掌控的跨国互联的企业和公司的控制，他们建立了覆盖槟

城及其周边地区的业务网络，并延伸到加尔各答、香港和汕头。这

些华人华侨为东南亚经济的兴旺蓬勃做出过巨大贡献，也成为了区

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最后是组织网络的优势。在东南亚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海外的

华人华侨作为移民，往往倾向于自发地形成社会组织网络以提供情

感和物质的支持。辜鸿铭因为长期在中国国内生活，这一点体现不

明显，但是从许心美身上则可见一斑。作为槟城和暹南华商集团的

成员，许氏家族正是依靠华人族群和华商社团的组织网络来促进自

身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历史上东南亚的华人华侨通过各种地缘性、

血缘性、业缘性组织，包括宗祠、商帮、会馆、公司等，加上商业

伙伴关系、明智的联姻，在华人社区中构成了有效的组织网络，并

与中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即使是被西方人看作秘密会社的“兄弟

会”等，也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机构，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途径。如

今这些组织网络已经融入所在国的社会，成为所在国社会结构的组

成部分，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盛毅 & 任振宇， 2015）。

四、“一带一路”倡议和东南亚华人华侨

 1.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两千多年前,始于中国的古丝绸之路将中国同中亚、南亚、西

亚、欧洲乃至非洲地区的国家联系起来,成为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和

人文交流的重要通道。2013年 9月和 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

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

及“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合作发展倡

议, 描绘了贯穿亚欧非大陆、连接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涵盖

中间广大腹地的路线图。“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

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

济发展潜力巨大。根据2015年3月经中国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

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重点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如今，“一带一路”合作发展倡议

已经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响应，其战略构想也正式进入推

进建设阶段。

 “一带一路”中的“一路”，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其重点方向共有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 延伸至

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张帆，2016）。由

此可以看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ASEAN）十国在“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中的交通枢纽地位。同时，“一带一路”是以中国周边地

区和沿线国家为依托,并且不断扩延的全球性发展规划。“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是中国东南、西南省份及东盟十国 （张

睿亮，2016）。东盟十国将是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

经贸与投资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

“丝路基金”重要的投资目标国。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国家内生活

着为数不少的华侨华人，各国的华侨华人能否发挥自身优势，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并做出更多积极的贡献，无疑有着重大的

现实意义。

 2. 东南亚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

在中国现今推行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东南亚一带是极

其关键的区域，东南亚华人华侨因其具备的优势，可以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和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第一，东盟各国华人华侨文化的兼容并包可为“一带一路”的

“民心相通”架起文化桥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2017年举行

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到“国之交

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可见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

根基对“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性。一方面，作为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各国华人华侨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通过华文学校、

报纸刊物、宗祠社团活动、传统节庆等形式保持着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存续，向世界展现着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华人华侨融通中外，

又一贯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文化，也了解所在国的实际需要和价

值观，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使者，并深化中外在文化科技方面的交

流和合作力度。此外，因为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华人华侨

熟悉所在国的语言和风土人情，可以提供语言翻译、法律等服务，

能起到良好的沟通作用，推动各方科技文化方面的交流。随着中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华人华侨和中国的联系将更为紧密，

他们将成为展示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平台和窗口。

第二，东盟各国华人华侨经济实力的优势为“一带一路”倡议

的实施搭建了经济桥梁。经济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涵盖了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金融流通”三方面。如今东南亚

新移民增多，传统侨团、华商企业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南亚

华侨华人的经济、科技实力也已增强，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就业领

域向贸易、工业制造、房地产、金融及高科技产业拓展。随着“一

带一路”的推进和实施，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将面临更多样的发

展机遇，也为中国资金和项目的“请进来”和“走出去”提供了强

大的经济基础。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可以从中国引进先进技术或是投

资参与到中国具体项目的开发和建设；他们还可以充分发挥其在资

本市场和企业规模方面的优势，参与并促进“一带一路”各类项目

的建设。

第三，东盟各国华人华侨健全的组织网络有利于增进“一带一

路”建设中的“政策沟通”。东盟各国是世界上华人华侨最集中的

地区，在2007年人数就已达到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73.5%（庄国土，

2010）。有了组织的保障，加上政治地位和政治环境生态的改善，

华人华侨可以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政治互信和政策沟通上做出巨大

贡献，加强政府间政策沟通和合作。借助于组织网络的优势，东盟

各国华侨华人可以帮助促进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政策沟通”，宣

传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理念，增进其所在国政府、社会团体及民众对

中国的了解，加强各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和

支持。华人华侨讲述好“中国故事”，可以让各国对中国多一些了

解，少一些猜疑，这对“一带一路”的推进实施将会有不小的帮助。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过程，东南

亚华商可以从中获得商机，华人专业技术人才可以施展才华，华人

人文学者也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桥梁。当今世界，经济缓慢复苏、

地区冲突不断、发展问题严峻，“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世界多极化、

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秉承开放的区域合

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

一路”倡议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

好追求，是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

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因此东盟国家的华人华侨，若能充分发挥其

优势，不但会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还会为该地

区的稳定繁荣甚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而本文从辜鸿

铭和许心美这两位历史上杰出的华侨华人代表身上发现智慧、寻找

启迪，希望探索出更加灵活多样、新颖务实的途径以发挥华人华侨

的优势，这无疑对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共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20世纪前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概述

 

 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和海商贸易息息相关。据《汉书.地理

志》记载，早在公元初，中国海商便已前往东南亚从事贸易。及至

盛唐时期，因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朝和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

频繁，华人的足迹更是遍及东南亚各地，至今尚存各处的唐人街

China town 便是一明证。宋元时期，因为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先

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华商开始主导印度洋和东亚海洋之间的海上

贸易。中国沿海地区有更多的百姓投身于航海贸易，其中有不少人

因此留居东南亚一带。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浩荡船队途经东南亚各地

时，明朝官兵就已经发现当地有人数众多的华人。明朝后期起中国

的海外贸易由盛转衰，历代政府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严禁沿海的

百姓出国。尽管如此，在明清两朝，东南沿海不堪战乱和饥荒的中

国百姓及没落的权贵还是会设法移居海外，东南亚因为在地理上易

于到达而成为中国移民出国的首选之地。依据庄国土（1992）的考

查，直至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依托海外华商网络而移

民到东南亚的华人总计150万人左右。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老百姓“下南

洋”蔚然成风。“南洋”这个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东

南亚国家联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涵盖了马来群岛、菲律宾群

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中南半岛及马来半岛等地。庄国土（2008）

在其研究中发现，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这波华人移民东南亚

大潮以契约华工为移民主体，这个时期中国人“下南洋”主要是为

了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当时的南洋诸国大多为英国、荷兰、西

班牙的殖民地（泰国除外），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

劳动力，于是“性勤而耐苦，价廉而易致”的华工成为最理想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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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此时在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中又战败的清

政府被迫取消了海禁政策，允许华人劳工出洋。加上海上交通日益

便利，因而大批华人移民得以涌入东南亚地区。除了契约华工外，

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还有大量中国移民从事小商贩、工匠、种植等

行业。

 东南亚是一个多元化的地区，是如今海外华人最集中也是人数

最多的地区。早在2002年就有统计数据表明，全世界约3000万华侨

华人中，留在东南亚各国的就有约2452万人，约占总量的70%以上

（盛毅&任振宇，2015）。千百年来，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与当

地人和衷共济、辛勤劳作，为开发所在国资源、发展当地经济做出

过巨大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些边缘的、来自华南沿海的

贫穷的移民华人一方面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开发，一部分人成

为富有的工商阶层；另一方面他们又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互动的开拓

者与主要角色（吴小安，2005）。在东南亚的华人华侨中，福建、

广东两省的人为大多数，这是因为闽粤二省海岸线曲折绵延，且距

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交通费用较省。本文选取了两位福建籍的

近代杰出的东南亚华人代表—辜鸿铭和许心美，主要采用文献梳理

和历史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二者的生平事迹做简要的回顾和分析，

旨在展示东南亚华人华侨自身具备的独特优势以及他们在国际交流

互动方面做出过的突出贡献。此外，本文也力图说明：对东南亚华

人华侨的研究分析对当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实施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

二、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历史贡献——以辜鸿铭及许心美为例

 曾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的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写过一

首诗，该诗生动记述了老一辈的华人华侨在东南亚各地披荆斩棘、

开荒拓疆的艰辛历程。该诗云：华人渡海初，无异凿空凿。团焦始

娲庐，周防渐虎落。蓝缕启山林，丘墟变城郭（陈小二 & 陈宇峰，

1995）。华人华侨离乡别井，到海外谋生，没有勇气和毅力不成。

此外，正如朱杰勤（2008）所说，华人华侨是中国民族中优秀分子，

研究外国史或华人侨居国历史或地方史，绕不开华侨，华人华侨史

也是中外关系史中的重要部分。本文撷取的两位历史人物—辜鸿铭

和许心美，可谓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同为福建籍的华

人，几乎同年出生于东南亚地区，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两人都擅

长外语，通晓东西文化，并在各自的领域大放异彩，做出过积极的

贡献。

 1.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辜鸿铭（1857-1928）

 辜鸿铭又名辜汤生，字鸿銘，英文名叫 Thomson 或写作 Koh 

Hong–Beng。他自称“东西南北人”，这是因为他“生在南洋、学

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这其中的“南洋”指辜出生的马

来亚，“西洋”指其留学的欧洲，“东洋”指日本，“北洋”指他

曾工作过的北洋系政府。

 辜鸿铭祖籍福建省同安县，1857年出生于当时的英属殖民地槟

城，槟城亦称“槟州”，是马来西亚十三个联邦州之一，位于西马

来西亚西北部，英文名Penang。其父辜紫云是福建籍华侨，为英国

人布朗Brown经营橡胶园，母亲是葡萄牙人和马来人的混血。

 1867年，辜鸿铭随其义父英国商人布朗前往欧洲游历学习，临

行前辜父告诫他永远别忘自己是中国人。

1880年，辜鸿铭结束了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在欧

洲求学期间，他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外语，

还在多国的多所大学获得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此时

的他会说9种语言。

1881年，辜鸿铭辞去其在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工作，转而

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1883年，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

的文章，从此开始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嘲讽西学。

1885年，辜鸿铭首次前往中国，被晚清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委

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此后辜在张之洞的幕府工作达二

十余年，在兴办高等教育及处理外交事务上多有出色表现。比如：

辜曾任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的前身）的方言教习。1891年，俄罗

斯皇储来华，因辜鸿铭精通外语和各国外交礼仪，俄皇储赠其镂皇

冠金表（罗振玉，1931）。

1908年，辜鸿铭任清政府外交部侍郎。

1910年，辜鸿铭任上海南洋公学教务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辞去公职。

1913年，辜鸿铭和印度的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15年，辜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主讲英国文学。这一年，他

用英文写作的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译名《春秋大义》）

出版，书中提出的“中国文明拯救西方论”在西方世界引起一时轰动。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

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返回中国。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辜鸿铭生于英属殖民地马来亚，少年时游学于欧洲，成年后又

到中国为满清政府服务。从辜氏的生平事迹不难看出，他博学多才，

尤其是外语能力超群，而且还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人称“长于西文

西学而服膺古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辜鸿铭被称为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对中国传统文化几近痴迷。难能可贵的

是，在辜鸿铭的时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国内的知识分子和社会

精英普遍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信心，转而大力学习、推广西方文明。

在如此西风东渐的大环境下，辜鸿铭却不人云亦云，他有着南洋华

人普遍的冷静包容和文化自信，并凭借自身扎实的外语功力孜孜不

倦地向西方人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

文明。辜鸿铭通过用英文写作、讲演、翻译中国古籍等方式向西方

推广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

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获得了巨大成功。诚如罗振

玉（1931）所说：“乃译四子书，及我国典制诸书为欧文。每一脱

稿，列国争传译”。出于其自身在英属殖民地及游学欧洲的经历，

辜鸿铭认为西方的社会制度也有缺陷和不公，他对中华古老文明和

传统文化反而更为推崇。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推广，一度让西方“

群悟东方学术之可贵，各国大学乃争设东方学讲座”，西方人因而

了解、进而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可见辜鸿铭对东西文化交流所

做的杰出贡献。

有趣的是，辜鸿铭学贯中西，可本人却成为一种文化冲突的符

号。他因言行怪诞、特立独行而被称为“清末怪杰”。辜鸿铭虽然

身为华侨并且接受了大量的西式教育，但是坚持文化保守主义。比

如：一方面，他认同西方的民主，吃西餐，赞美女性。另一方面，

他留辫子，以清朝遗老自居，反对共和，为封建专制辩护，鼓吹一

夫多妻。他还赞同女人裹脚。但不容置疑的是，辜鸿铭是一个具有

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与融合大背景的、地区有过广泛影响的华人，也

曾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2. 泰国橡胶之父——许心美 (1856-1913)

许心美，名字英文拼写为 Khaw Sim Bee, 1856 年出生于暹罗南

部的拉侬府（英文拼写为Ranong）。其父许泗璋（1797-1882），

英文名 Khaw Soo Cheang，原籍是福建省漳州市龙溪霞屿乡(Skinner, 

1957)。据考证许泗璋于1810年前后下南洋，起初在马来亚的槟城

和暹罗南部各府间做小宗贸易 (Purcell, 1948) 。后经商成功，因能力

出众受到暹罗拉玛王朝三世皇赏识，并被委任为拉侬府税务官。后

又因开发暹南锡矿有功被委任为拉侬府府尹，1862年被四世皇赐予

侯爵（Phraya）爵位。据相关研究表明，许泗漳是暹罗王国历史上

第一个担任府尹的外国人 (Wang, 1959）。许心美是许泗璋最小的

儿子，其母为暹罗人。

1867年，许心美随父亲回到中国，然后在福建家乡读了几年私

塾，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并学会几种汉语方言。

1871年，许心美返回暹罗，因其父兄都活跃在暹罗政商两界，

许心美便在父兄的引领下学习经商和行政，并逐渐展示出卓越的才

能。

1882年，许心美经兄长许心广的推荐，以拉侬府府尹助理的身

份正式踏入暹罗政界, 并受封子爵（Luang）。

1885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暹南甲武里府（Kraburi）府尹，同时

被晋升为伯爵（Phra）。

1890年，因为在甲武里府表现出良好的管理和执政才能，许心

美被暹罗五世皇任命为暹罗南部较重要的董里府（Trang）府尹，

并再次晋封为侯爵 (Phraya) 。

1900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普吉大区的最高长官（High Commis-

sioner of Monthon Phuket），普吉大区包括Phuket普吉，Thalang 

他郎, Ranong 拉侬, Phang-Nga 攀牙, Takuapa 达古巴, Krabi甲米, Satun

沙墩一共7个府(Mackay, 2012)。

1901年，许心美正式接任普吉大区行政长官，这一年他在去曼

谷述职时剪去发辫，正式加入暹罗国籍 (Skinner, 1957) 。就任之后，

他把马来亚槟城的治理经验和方法运用在普吉大区的建设上。许心

美在任上锐意进取、修建公路整顿治安、建设城市、发展锡矿等工

业，并加强普吉大区和槟城之间的贸易物流，把普吉岛从一个落后

荒蛮的地方变成一个外国商贾乐于投资置业的比较现代化的城市 

(Khoo, 2009)。这时候，许心美除了担任政府公职外，其家族企业

还经营船运、锡矿、保险等生意，许氏家族在马来亚槟城的Koe 

Guan（高源）公司当时是英属马六甲最大的船运公司之一，同时他

们的 Khean Guan 保险公司也在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Cushman, 

1991）。因此，许心美在暹南、槟城乃至整个马来亚地区都享有盛

名。

1913年2月25日，许心美在董里府遇刺。同年4月10日，许心美

在其马来亚槟城的住宅内逝世，享年57岁 (Lim, 2011) 。同年5月17

日，许心美的遗体被运回暹南拉侬府，6月1日，被风光厚葬在暹罗

王室赐予的许氏家族墓地 (Dunlop, 1913)。

许心美对暹罗南部最大的贡献是1901年在他主导下的橡胶树种

的引进，因此他还被尊称为“泰国橡胶之父”。依据董里府艮当县

政府（Kantang City Municipality）2014年的网站贴文，正是在许心

美的引领下，橡胶树种从印尼的苏门达腊被引进到暹罗南部并得到

了推广种植。他鼓励地方官员分发橡胶种苗让更多农民种植。他还

劝说曼谷政府改变法律，允许农民砍伐丛林然后种植橡胶；又从槟

城招请华人胶农来到董里，广种橡胶树 （Mackay, 2012）。在他的

大力支持和推动下，董里乃至整个普吉大区的许多荒地，逐渐变成

大片橡胶园 (Liang, 2013)。20世纪初橡胶价格的飞涨证明了许心美

的远见卓识。如今，橡胶和大米、柚木、锡砂早已成为泰国传统的

四大支柱产业。当年从印尼带回来的一棵橡胶树种至今仍屹立在艮

当县许氏老宅的门前，向后人诉说着这一段历史。1950年，为表彰

许心美引进橡胶树种并推广种植的功绩，当时的泰国政府在董里府

为他建立了一尊铜像。

除了橡胶种植业，许心美也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暹南锡矿开采业

的发展。1906年，他促成了名为 Tongkah Harbour Tin Dredging  

Company, NL. 的锡矿挖掘公司的成立，他邀请澳大利亚人 Edward 

Thomas Miles 来经营并提供技术支持，还授予后者在普吉镇 Tongkah 

Harbour 25 年期的独家开采权 （Cushman, 1991）。经过该公司改

造和调试后的斗链式挖掘机（bucket-dredge）极大地提高了普吉地

区的锡矿开采效率，并对后来整个泰国的锡矿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Yip, 1969）。1969 年11月28日，在名为“milestone”的挖掘机雕

塑的揭幕仪式上，泰国矿业资源部部长称赞了曾经对泰国锡矿业贡

献卓著的三个人，许心美位居其一。部长声称：正是许心美的“创

新思维”促进了该产业在泰国的发展（Cushman, 1991）。

许心美因其出色的政绩和对暹南经济发展的贡献，曾得到暹罗

王室的多次嘉奖，并被授予“Phraya Rasada”的爵位，同时他勤政

爱民、兢兢业业，也深受民众的拥护和爱戴。他和他的家族从当时

较暹罗先进的英属槟城引进人才、技术和管理制度，发展了暹南经

济，有效地抵御了英国殖民政府的经济渗透。在他死后，暹罗王室

给拉侬府许氏赐姓为 “Na Ranong” ，以表示对其和其家族功绩的

肯定。

三、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优势分析

辜鸿铭和许心美是近代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一个

精通中西文化，在外交文教上颇有建树；另一个勤勉务实，开拓进

取，为所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良多。此外，从此二人身上可

以归纳出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三点普遍优势。

首先是文化包容的优势。东南亚地区历来种族众多，文化多元，

这个地区的华人华侨习惯融入其他文化，习惯了各种文化间的碰撞

和交融。与中国国内的民众相比，东南亚华人华侨由于长期的跨国、

跨民族、多层次交融的经历，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成为兼容并蓄

多元文化的载体。由于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他们熟悉所在

国的语言和习俗，在文化选择上也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以辜、

许二人为例，两人都精通多种语言，许心美会说九种方言及外语，

辜鸿铭更是大师，除深谙中国文化外，还可以用西文写作、演说，

向西方人宣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西风东渐的大潮下，在中国大

陆民众及知识分子对本国传统文化轻慢、怀疑，准备全盘地接受西

方主流文化的同时，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则相对冷静务实，崇尚自下

向上的改革。比如辜、许二人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更务实、客观

和自信的态度。身居海外的经历让他们对中西文化、社会制度等有

着较全面的洞察，辜鸿铭自不必说，精通西方文化后更努力地捍卫

中国传统文化，许心美也是一面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从政经商，一

面以开放的心态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以发展经济

和造福社会。

其次是经济实力的优势。辜鸿铭家境殷实，少年时期就得以去

欧洲游历求学，这一优势在许心美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许本身就

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得益于许氏家族的经济实力，许心美大刀阔斧

地引进改革、创新发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才有了财力支持。就

整个东南亚地区来看，19世纪70年代后，锡矿和橡胶种植为地方经

济与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而华人资本与华人劳工又积极参与

该新经济活动的开发，并成为先驱者 （吴小安，2005）。这期间更

有名的案例有英属马来亚槟城的福建华人五大姓（邱、林、谢、杨、

陈），他们构成了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以槟城为中心的区域经济舞

台上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作为该地区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族群，

通过对其掌控的跨国互联的企业和公司的控制，他们建立了覆盖槟

城及其周边地区的业务网络，并延伸到加尔各答、香港和汕头。这

些华人华侨为东南亚经济的兴旺蓬勃做出过巨大贡献，也成为了区

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最后是组织网络的优势。在东南亚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海外的

华人华侨作为移民，往往倾向于自发地形成社会组织网络以提供情

感和物质的支持。辜鸿铭因为长期在中国国内生活，这一点体现不

明显，但是从许心美身上则可见一斑。作为槟城和暹南华商集团的

成员，许氏家族正是依靠华人族群和华商社团的组织网络来促进自

身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历史上东南亚的华人华侨通过各种地缘性、

血缘性、业缘性组织，包括宗祠、商帮、会馆、公司等，加上商业

伙伴关系、明智的联姻，在华人社区中构成了有效的组织网络，并

与中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即使是被西方人看作秘密会社的“兄弟

会”等，也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机构，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途径。如

今这些组织网络已经融入所在国的社会，成为所在国社会结构的组

成部分，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盛毅 & 任振宇， 2015）。

四、“一带一路”倡议和东南亚华人华侨

 1.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两千多年前,始于中国的古丝绸之路将中国同中亚、南亚、西

亚、欧洲乃至非洲地区的国家联系起来,成为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和

人文交流的重要通道。2013年 9月和 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

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

及“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合作发展倡

议, 描绘了贯穿亚欧非大陆、连接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涵盖

中间广大腹地的路线图。“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

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

济发展潜力巨大。根据2015年3月经中国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

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重点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如今，“一带一路”合作发展倡议

已经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响应，其战略构想也正式进入推

进建设阶段。

 “一带一路”中的“一路”，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其重点方向共有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 延伸至

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张帆，2016）。由

此可以看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ASEAN）十国在“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中的交通枢纽地位。同时，“一带一路”是以中国周边地

区和沿线国家为依托,并且不断扩延的全球性发展规划。“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是中国东南、西南省份及东盟十国 （张

睿亮，2016）。东盟十国将是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

经贸与投资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

“丝路基金”重要的投资目标国。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国家内生活

着为数不少的华侨华人，各国的华侨华人能否发挥自身优势，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并做出更多积极的贡献，无疑有着重大的

现实意义。

 2. 东南亚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

在中国现今推行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东南亚一带是极

其关键的区域，东南亚华人华侨因其具备的优势，可以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和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第一，东盟各国华人华侨文化的兼容并包可为“一带一路”的

“民心相通”架起文化桥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2017年举行

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到“国之交

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可见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

根基对“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性。一方面，作为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各国华人华侨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通过华文学校、

报纸刊物、宗祠社团活动、传统节庆等形式保持着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存续，向世界展现着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华人华侨融通中外，

又一贯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文化，也了解所在国的实际需要和价

值观，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使者，并深化中外在文化科技方面的交

流和合作力度。此外，因为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华人华侨

熟悉所在国的语言和风土人情，可以提供语言翻译、法律等服务，

能起到良好的沟通作用，推动各方科技文化方面的交流。随着中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华人华侨和中国的联系将更为紧密，

他们将成为展示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平台和窗口。

第二，东盟各国华人华侨经济实力的优势为“一带一路”倡议

的实施搭建了经济桥梁。经济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涵盖了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金融流通”三方面。如今东南亚

新移民增多，传统侨团、华商企业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南亚

华侨华人的经济、科技实力也已增强，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就业领

域向贸易、工业制造、房地产、金融及高科技产业拓展。随着“一

带一路”的推进和实施，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将面临更多样的发

展机遇，也为中国资金和项目的“请进来”和“走出去”提供了强

大的经济基础。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可以从中国引进先进技术或是投

资参与到中国具体项目的开发和建设；他们还可以充分发挥其在资

本市场和企业规模方面的优势，参与并促进“一带一路”各类项目

的建设。

第三，东盟各国华人华侨健全的组织网络有利于增进“一带一

路”建设中的“政策沟通”。东盟各国是世界上华人华侨最集中的

地区，在2007年人数就已达到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73.5%（庄国土，

2010）。有了组织的保障，加上政治地位和政治环境生态的改善，

华人华侨可以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政治互信和政策沟通上做出巨大

贡献，加强政府间政策沟通和合作。借助于组织网络的优势，东盟

各国华侨华人可以帮助促进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政策沟通”，宣

传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理念，增进其所在国政府、社会团体及民众对

中国的了解，加强各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和

支持。华人华侨讲述好“中国故事”，可以让各国对中国多一些了

解，少一些猜疑，这对“一带一路”的推进实施将会有不小的帮助。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过程，东南

亚华商可以从中获得商机，华人专业技术人才可以施展才华，华人

人文学者也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桥梁。当今世界，经济缓慢复苏、

地区冲突不断、发展问题严峻，“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世界多极化、

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秉承开放的区域合

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

一路”倡议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

好追求，是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

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因此东盟国家的华人华侨，若能充分发挥其

优势，不但会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还会为该地

区的稳定繁荣甚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而本文从辜鸿

铭和许心美这两位历史上杰出的华侨华人代表身上发现智慧、寻找

启迪，希望探索出更加灵活多样、新颖务实的途径以发挥华人华侨

的优势，这无疑对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共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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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世纪前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概述

 

 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和海商贸易息息相关。据《汉书.地理

志》记载，早在公元初，中国海商便已前往东南亚从事贸易。及至

盛唐时期，因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朝和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

频繁，华人的足迹更是遍及东南亚各地，至今尚存各处的唐人街

China town 便是一明证。宋元时期，因为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先

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华商开始主导印度洋和东亚海洋之间的海上

贸易。中国沿海地区有更多的百姓投身于航海贸易，其中有不少人

因此留居东南亚一带。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浩荡船队途经东南亚各地

时，明朝官兵就已经发现当地有人数众多的华人。明朝后期起中国

的海外贸易由盛转衰，历代政府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严禁沿海的

百姓出国。尽管如此，在明清两朝，东南沿海不堪战乱和饥荒的中

国百姓及没落的权贵还是会设法移居海外，东南亚因为在地理上易

于到达而成为中国移民出国的首选之地。依据庄国土（1992）的考

查，直至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依托海外华商网络而移

民到东南亚的华人总计150万人左右。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老百姓“下南

洋”蔚然成风。“南洋”这个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东

南亚国家联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涵盖了马来群岛、菲律宾群

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中南半岛及马来半岛等地。庄国土（2008）

在其研究中发现，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这波华人移民东南亚

大潮以契约华工为移民主体，这个时期中国人“下南洋”主要是为

了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当时的南洋诸国大多为英国、荷兰、西

班牙的殖民地（泰国除外），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

劳动力，于是“性勤而耐苦，价廉而易致”的华工成为最理想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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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此时在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中又战败的清

政府被迫取消了海禁政策，允许华人劳工出洋。加上海上交通日益

便利，因而大批华人移民得以涌入东南亚地区。除了契约华工外，

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还有大量中国移民从事小商贩、工匠、种植等

行业。

 东南亚是一个多元化的地区，是如今海外华人最集中也是人数

最多的地区。早在2002年就有统计数据表明，全世界约3000万华侨

华人中，留在东南亚各国的就有约2452万人，约占总量的70%以上

（盛毅&任振宇，2015）。千百年来，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与当

地人和衷共济、辛勤劳作，为开发所在国资源、发展当地经济做出

过巨大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些边缘的、来自华南沿海的

贫穷的移民华人一方面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开发，一部分人成

为富有的工商阶层；另一方面他们又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互动的开拓

者与主要角色（吴小安，2005）。在东南亚的华人华侨中，福建、

广东两省的人为大多数，这是因为闽粤二省海岸线曲折绵延，且距

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交通费用较省。本文选取了两位福建籍的

近代杰出的东南亚华人代表—辜鸿铭和许心美，主要采用文献梳理

和历史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二者的生平事迹做简要的回顾和分析，

旨在展示东南亚华人华侨自身具备的独特优势以及他们在国际交流

互动方面做出过的突出贡献。此外，本文也力图说明：对东南亚华

人华侨的研究分析对当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实施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

二、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历史贡献——以辜鸿铭及许心美为例

 曾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的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写过一

首诗，该诗生动记述了老一辈的华人华侨在东南亚各地披荆斩棘、

开荒拓疆的艰辛历程。该诗云：华人渡海初，无异凿空凿。团焦始

娲庐，周防渐虎落。蓝缕启山林，丘墟变城郭（陈小二 & 陈宇峰，

1995）。华人华侨离乡别井，到海外谋生，没有勇气和毅力不成。

此外，正如朱杰勤（2008）所说，华人华侨是中国民族中优秀分子，

研究外国史或华人侨居国历史或地方史，绕不开华侨，华人华侨史

也是中外关系史中的重要部分。本文撷取的两位历史人物—辜鸿铭

和许心美，可谓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同为福建籍的华

人，几乎同年出生于东南亚地区，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两人都擅

长外语，通晓东西文化，并在各自的领域大放异彩，做出过积极的

贡献。

 1.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辜鸿铭（1857-1928）

 辜鸿铭又名辜汤生，字鸿銘，英文名叫 Thomson 或写作 Koh 

Hong–Beng。他自称“东西南北人”，这是因为他“生在南洋、学

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这其中的“南洋”指辜出生的马

来亚，“西洋”指其留学的欧洲，“东洋”指日本，“北洋”指他

曾工作过的北洋系政府。

 辜鸿铭祖籍福建省同安县，1857年出生于当时的英属殖民地槟

城，槟城亦称“槟州”，是马来西亚十三个联邦州之一，位于西马

来西亚西北部，英文名Penang。其父辜紫云是福建籍华侨，为英国

人布朗Brown经营橡胶园，母亲是葡萄牙人和马来人的混血。

 1867年，辜鸿铭随其义父英国商人布朗前往欧洲游历学习，临

行前辜父告诫他永远别忘自己是中国人。

1880年，辜鸿铭结束了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在欧

洲求学期间，他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外语，

还在多国的多所大学获得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此时

的他会说9种语言。

1881年，辜鸿铭辞去其在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工作，转而

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1883年，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

的文章，从此开始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嘲讽西学。

1885年，辜鸿铭首次前往中国，被晚清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委

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此后辜在张之洞的幕府工作达二

十余年，在兴办高等教育及处理外交事务上多有出色表现。比如：

辜曾任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的前身）的方言教习。1891年，俄罗

斯皇储来华，因辜鸿铭精通外语和各国外交礼仪，俄皇储赠其镂皇

冠金表（罗振玉，1931）。

1908年，辜鸿铭任清政府外交部侍郎。

1910年，辜鸿铭任上海南洋公学教务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辞去公职。

1913年，辜鸿铭和印度的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15年，辜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主讲英国文学。这一年，他

用英文写作的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译名《春秋大义》）

出版，书中提出的“中国文明拯救西方论”在西方世界引起一时轰动。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

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返回中国。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辜鸿铭生于英属殖民地马来亚，少年时游学于欧洲，成年后又

到中国为满清政府服务。从辜氏的生平事迹不难看出，他博学多才，

尤其是外语能力超群，而且还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人称“长于西文

西学而服膺古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辜鸿铭被称为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对中国传统文化几近痴迷。难能可贵的

是，在辜鸿铭的时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国内的知识分子和社会

精英普遍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信心，转而大力学习、推广西方文明。

在如此西风东渐的大环境下，辜鸿铭却不人云亦云，他有着南洋华

人普遍的冷静包容和文化自信，并凭借自身扎实的外语功力孜孜不

倦地向西方人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

文明。辜鸿铭通过用英文写作、讲演、翻译中国古籍等方式向西方

推广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

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获得了巨大成功。诚如罗振

玉（1931）所说：“乃译四子书，及我国典制诸书为欧文。每一脱

稿，列国争传译”。出于其自身在英属殖民地及游学欧洲的经历，

辜鸿铭认为西方的社会制度也有缺陷和不公，他对中华古老文明和

传统文化反而更为推崇。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推广，一度让西方“

群悟东方学术之可贵，各国大学乃争设东方学讲座”，西方人因而

了解、进而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可见辜鸿铭对东西文化交流所

做的杰出贡献。

有趣的是，辜鸿铭学贯中西，可本人却成为一种文化冲突的符

号。他因言行怪诞、特立独行而被称为“清末怪杰”。辜鸿铭虽然

身为华侨并且接受了大量的西式教育，但是坚持文化保守主义。比

如：一方面，他认同西方的民主，吃西餐，赞美女性。另一方面，

他留辫子，以清朝遗老自居，反对共和，为封建专制辩护，鼓吹一

夫多妻。他还赞同女人裹脚。但不容置疑的是，辜鸿铭是一个具有

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与融合大背景的、地区有过广泛影响的华人，也

曾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2. 泰国橡胶之父——许心美 (1856-1913)

许心美，名字英文拼写为 Khaw Sim Bee, 1856 年出生于暹罗南

部的拉侬府（英文拼写为Ranong）。其父许泗璋（1797-1882），

英文名 Khaw Soo Cheang，原籍是福建省漳州市龙溪霞屿乡(Skinner, 

1957)。据考证许泗璋于1810年前后下南洋，起初在马来亚的槟城

和暹罗南部各府间做小宗贸易 (Purcell, 1948) 。后经商成功，因能力

出众受到暹罗拉玛王朝三世皇赏识，并被委任为拉侬府税务官。后

又因开发暹南锡矿有功被委任为拉侬府府尹，1862年被四世皇赐予

侯爵（Phraya）爵位。据相关研究表明，许泗漳是暹罗王国历史上

第一个担任府尹的外国人 (Wang, 1959）。许心美是许泗璋最小的

儿子，其母为暹罗人。

1867年，许心美随父亲回到中国，然后在福建家乡读了几年私

塾，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并学会几种汉语方言。

1871年，许心美返回暹罗，因其父兄都活跃在暹罗政商两界，

许心美便在父兄的引领下学习经商和行政，并逐渐展示出卓越的才

能。

1882年，许心美经兄长许心广的推荐，以拉侬府府尹助理的身

份正式踏入暹罗政界, 并受封子爵（Luang）。

1885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暹南甲武里府（Kraburi）府尹，同时

被晋升为伯爵（Phra）。

1890年，因为在甲武里府表现出良好的管理和执政才能，许心

美被暹罗五世皇任命为暹罗南部较重要的董里府（Trang）府尹，

并再次晋封为侯爵 (Phraya) 。

1900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普吉大区的最高长官（High Commis-

sioner of Monthon Phuket），普吉大区包括Phuket普吉，Thalang 

他郎, Ranong 拉侬, Phang-Nga 攀牙, Takuapa 达古巴, Krabi甲米, Satun

沙墩一共7个府(Mackay, 2012)。

1901年，许心美正式接任普吉大区行政长官，这一年他在去曼

谷述职时剪去发辫，正式加入暹罗国籍 (Skinner, 1957) 。就任之后，

他把马来亚槟城的治理经验和方法运用在普吉大区的建设上。许心

美在任上锐意进取、修建公路整顿治安、建设城市、发展锡矿等工

业，并加强普吉大区和槟城之间的贸易物流，把普吉岛从一个落后

荒蛮的地方变成一个外国商贾乐于投资置业的比较现代化的城市 

(Khoo, 2009)。这时候，许心美除了担任政府公职外，其家族企业

还经营船运、锡矿、保险等生意，许氏家族在马来亚槟城的Koe 

Guan（高源）公司当时是英属马六甲最大的船运公司之一，同时他

们的 Khean Guan 保险公司也在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Cushman, 

1991）。因此，许心美在暹南、槟城乃至整个马来亚地区都享有盛

名。

1913年2月25日，许心美在董里府遇刺。同年4月10日，许心美

在其马来亚槟城的住宅内逝世，享年57岁 (Lim, 2011) 。同年5月17

日，许心美的遗体被运回暹南拉侬府，6月1日，被风光厚葬在暹罗

王室赐予的许氏家族墓地 (Dunlop, 1913)。

许心美对暹罗南部最大的贡献是1901年在他主导下的橡胶树种

的引进，因此他还被尊称为“泰国橡胶之父”。依据董里府艮当县

政府（Kantang City Municipality）2014年的网站贴文，正是在许心

美的引领下，橡胶树种从印尼的苏门达腊被引进到暹罗南部并得到

了推广种植。他鼓励地方官员分发橡胶种苗让更多农民种植。他还

劝说曼谷政府改变法律，允许农民砍伐丛林然后种植橡胶；又从槟

城招请华人胶农来到董里，广种橡胶树 （Mackay, 2012）。在他的

大力支持和推动下，董里乃至整个普吉大区的许多荒地，逐渐变成

大片橡胶园 (Liang, 2013)。20世纪初橡胶价格的飞涨证明了许心美

的远见卓识。如今，橡胶和大米、柚木、锡砂早已成为泰国传统的

四大支柱产业。当年从印尼带回来的一棵橡胶树种至今仍屹立在艮

当县许氏老宅的门前，向后人诉说着这一段历史。1950年，为表彰

许心美引进橡胶树种并推广种植的功绩，当时的泰国政府在董里府

为他建立了一尊铜像。

除了橡胶种植业，许心美也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暹南锡矿开采业

的发展。1906年，他促成了名为 Tongkah Harbour Tin Dredging  

Company, NL. 的锡矿挖掘公司的成立，他邀请澳大利亚人 Edward 

Thomas Miles 来经营并提供技术支持，还授予后者在普吉镇 Tongkah 

Harbour 25 年期的独家开采权 （Cushman, 1991）。经过该公司改

造和调试后的斗链式挖掘机（bucket-dredge）极大地提高了普吉地

区的锡矿开采效率，并对后来整个泰国的锡矿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Yip, 1969）。1969 年11月28日，在名为“milestone”的挖掘机雕

塑的揭幕仪式上，泰国矿业资源部部长称赞了曾经对泰国锡矿业贡

献卓著的三个人，许心美位居其一。部长声称：正是许心美的“创

新思维”促进了该产业在泰国的发展（Cushman, 1991）。

许心美因其出色的政绩和对暹南经济发展的贡献，曾得到暹罗

王室的多次嘉奖，并被授予“Phraya Rasada”的爵位，同时他勤政

爱民、兢兢业业，也深受民众的拥护和爱戴。他和他的家族从当时

较暹罗先进的英属槟城引进人才、技术和管理制度，发展了暹南经

济，有效地抵御了英国殖民政府的经济渗透。在他死后，暹罗王室

给拉侬府许氏赐姓为 “Na Ranong” ，以表示对其和其家族功绩的

肯定。

三、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优势分析

辜鸿铭和许心美是近代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一个

精通中西文化，在外交文教上颇有建树；另一个勤勉务实，开拓进

取，为所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良多。此外，从此二人身上可

以归纳出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三点普遍优势。

首先是文化包容的优势。东南亚地区历来种族众多，文化多元，

这个地区的华人华侨习惯融入其他文化，习惯了各种文化间的碰撞

和交融。与中国国内的民众相比，东南亚华人华侨由于长期的跨国、

跨民族、多层次交融的经历，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成为兼容并蓄

多元文化的载体。由于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他们熟悉所在

国的语言和习俗，在文化选择上也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以辜、

许二人为例，两人都精通多种语言，许心美会说九种方言及外语，

辜鸿铭更是大师，除深谙中国文化外，还可以用西文写作、演说，

向西方人宣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西风东渐的大潮下，在中国大

陆民众及知识分子对本国传统文化轻慢、怀疑，准备全盘地接受西

方主流文化的同时，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则相对冷静务实，崇尚自下

向上的改革。比如辜、许二人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更务实、客观

和自信的态度。身居海外的经历让他们对中西文化、社会制度等有

着较全面的洞察，辜鸿铭自不必说，精通西方文化后更努力地捍卫

中国传统文化，许心美也是一面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从政经商，一

面以开放的心态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以发展经济

和造福社会。

其次是经济实力的优势。辜鸿铭家境殷实，少年时期就得以去

欧洲游历求学，这一优势在许心美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许本身就

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得益于许氏家族的经济实力，许心美大刀阔斧

地引进改革、创新发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才有了财力支持。就

整个东南亚地区来看，19世纪70年代后，锡矿和橡胶种植为地方经

济与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而华人资本与华人劳工又积极参与

该新经济活动的开发，并成为先驱者 （吴小安，2005）。这期间更

有名的案例有英属马来亚槟城的福建华人五大姓（邱、林、谢、杨、

陈），他们构成了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以槟城为中心的区域经济舞

台上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作为该地区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族群，

通过对其掌控的跨国互联的企业和公司的控制，他们建立了覆盖槟

城及其周边地区的业务网络，并延伸到加尔各答、香港和汕头。这

些华人华侨为东南亚经济的兴旺蓬勃做出过巨大贡献，也成为了区

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最后是组织网络的优势。在东南亚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海外的

华人华侨作为移民，往往倾向于自发地形成社会组织网络以提供情

感和物质的支持。辜鸿铭因为长期在中国国内生活，这一点体现不

明显，但是从许心美身上则可见一斑。作为槟城和暹南华商集团的

成员，许氏家族正是依靠华人族群和华商社团的组织网络来促进自

身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历史上东南亚的华人华侨通过各种地缘性、

血缘性、业缘性组织，包括宗祠、商帮、会馆、公司等，加上商业

伙伴关系、明智的联姻，在华人社区中构成了有效的组织网络，并

与中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即使是被西方人看作秘密会社的“兄弟

会”等，也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机构，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途径。如

今这些组织网络已经融入所在国的社会，成为所在国社会结构的组

成部分，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盛毅 & 任振宇， 2015）。

四、“一带一路”倡议和东南亚华人华侨

 1.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两千多年前,始于中国的古丝绸之路将中国同中亚、南亚、西

亚、欧洲乃至非洲地区的国家联系起来,成为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和

人文交流的重要通道。2013年 9月和 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

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

及“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合作发展倡

议, 描绘了贯穿亚欧非大陆、连接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涵盖

中间广大腹地的路线图。“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

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

济发展潜力巨大。根据2015年3月经中国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

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重点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如今，“一带一路”合作发展倡议

已经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响应，其战略构想也正式进入推

进建设阶段。

 “一带一路”中的“一路”，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其重点方向共有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 延伸至

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张帆，2016）。由

此可以看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ASEAN）十国在“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中的交通枢纽地位。同时，“一带一路”是以中国周边地

区和沿线国家为依托,并且不断扩延的全球性发展规划。“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是中国东南、西南省份及东盟十国 （张

睿亮，2016）。东盟十国将是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

经贸与投资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

“丝路基金”重要的投资目标国。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国家内生活

着为数不少的华侨华人，各国的华侨华人能否发挥自身优势，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并做出更多积极的贡献，无疑有着重大的

现实意义。

 2. 东南亚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

在中国现今推行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东南亚一带是极

其关键的区域，东南亚华人华侨因其具备的优势，可以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和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第一，东盟各国华人华侨文化的兼容并包可为“一带一路”的

“民心相通”架起文化桥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2017年举行

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到“国之交

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可见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

根基对“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性。一方面，作为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各国华人华侨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通过华文学校、

报纸刊物、宗祠社团活动、传统节庆等形式保持着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存续，向世界展现着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华人华侨融通中外，

又一贯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文化，也了解所在国的实际需要和价

值观，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使者，并深化中外在文化科技方面的交

流和合作力度。此外，因为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华人华侨

熟悉所在国的语言和风土人情，可以提供语言翻译、法律等服务，

能起到良好的沟通作用，推动各方科技文化方面的交流。随着中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华人华侨和中国的联系将更为紧密，

他们将成为展示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平台和窗口。

第二，东盟各国华人华侨经济实力的优势为“一带一路”倡议

的实施搭建了经济桥梁。经济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涵盖了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金融流通”三方面。如今东南亚

新移民增多，传统侨团、华商企业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南亚

华侨华人的经济、科技实力也已增强，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就业领

域向贸易、工业制造、房地产、金融及高科技产业拓展。随着“一

带一路”的推进和实施，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将面临更多样的发

展机遇，也为中国资金和项目的“请进来”和“走出去”提供了强

大的经济基础。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可以从中国引进先进技术或是投

资参与到中国具体项目的开发和建设；他们还可以充分发挥其在资

本市场和企业规模方面的优势，参与并促进“一带一路”各类项目

的建设。

第三，东盟各国华人华侨健全的组织网络有利于增进“一带一

路”建设中的“政策沟通”。东盟各国是世界上华人华侨最集中的

地区，在2007年人数就已达到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73.5%（庄国土，

2010）。有了组织的保障，加上政治地位和政治环境生态的改善，

华人华侨可以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政治互信和政策沟通上做出巨大

贡献，加强政府间政策沟通和合作。借助于组织网络的优势，东盟

各国华侨华人可以帮助促进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政策沟通”，宣

传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理念，增进其所在国政府、社会团体及民众对

中国的了解，加强各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和

支持。华人华侨讲述好“中国故事”，可以让各国对中国多一些了

解，少一些猜疑，这对“一带一路”的推进实施将会有不小的帮助。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过程，东南

亚华商可以从中获得商机，华人专业技术人才可以施展才华，华人

人文学者也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桥梁。当今世界，经济缓慢复苏、

地区冲突不断、发展问题严峻，“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世界多极化、

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秉承开放的区域合

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

一路”倡议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

好追求，是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

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因此东盟国家的华人华侨，若能充分发挥其

优势，不但会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还会为该地

区的稳定繁荣甚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而本文从辜鸿

铭和许心美这两位历史上杰出的华侨华人代表身上发现智慧、寻找

启迪，希望探索出更加灵活多样、新颖务实的途径以发挥华人华侨

的优势，这无疑对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共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20世纪前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概述

 

 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和海商贸易息息相关。据《汉书.地理

志》记载，早在公元初，中国海商便已前往东南亚从事贸易。及至

盛唐时期，因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朝和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

频繁，华人的足迹更是遍及东南亚各地，至今尚存各处的唐人街

China town 便是一明证。宋元时期，因为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先

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华商开始主导印度洋和东亚海洋之间的海上

贸易。中国沿海地区有更多的百姓投身于航海贸易，其中有不少人

因此留居东南亚一带。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浩荡船队途经东南亚各地

时，明朝官兵就已经发现当地有人数众多的华人。明朝后期起中国

的海外贸易由盛转衰，历代政府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严禁沿海的

百姓出国。尽管如此，在明清两朝，东南沿海不堪战乱和饥荒的中

国百姓及没落的权贵还是会设法移居海外，东南亚因为在地理上易

于到达而成为中国移民出国的首选之地。依据庄国土（1992）的考

查，直至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依托海外华商网络而移

民到东南亚的华人总计150万人左右。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老百姓“下南

洋”蔚然成风。“南洋”这个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东

南亚国家联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涵盖了马来群岛、菲律宾群

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中南半岛及马来半岛等地。庄国土（2008）

在其研究中发现，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这波华人移民东南亚

大潮以契约华工为移民主体，这个时期中国人“下南洋”主要是为

了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当时的南洋诸国大多为英国、荷兰、西

班牙的殖民地（泰国除外），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

劳动力，于是“性勤而耐苦，价廉而易致”的华工成为最理想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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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此时在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中又战败的清

政府被迫取消了海禁政策，允许华人劳工出洋。加上海上交通日益

便利，因而大批华人移民得以涌入东南亚地区。除了契约华工外，

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还有大量中国移民从事小商贩、工匠、种植等

行业。

 东南亚是一个多元化的地区，是如今海外华人最集中也是人数

最多的地区。早在2002年就有统计数据表明，全世界约3000万华侨

华人中，留在东南亚各国的就有约2452万人，约占总量的70%以上

（盛毅&任振宇，2015）。千百年来，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与当

地人和衷共济、辛勤劳作，为开发所在国资源、发展当地经济做出

过巨大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些边缘的、来自华南沿海的

贫穷的移民华人一方面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开发，一部分人成

为富有的工商阶层；另一方面他们又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互动的开拓

者与主要角色（吴小安，2005）。在东南亚的华人华侨中，福建、

广东两省的人为大多数，这是因为闽粤二省海岸线曲折绵延，且距

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交通费用较省。本文选取了两位福建籍的

近代杰出的东南亚华人代表—辜鸿铭和许心美，主要采用文献梳理

和历史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二者的生平事迹做简要的回顾和分析，

旨在展示东南亚华人华侨自身具备的独特优势以及他们在国际交流

互动方面做出过的突出贡献。此外，本文也力图说明：对东南亚华

人华侨的研究分析对当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实施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

二、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历史贡献——以辜鸿铭及许心美为例

 曾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的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写过一

首诗，该诗生动记述了老一辈的华人华侨在东南亚各地披荆斩棘、

开荒拓疆的艰辛历程。该诗云：华人渡海初，无异凿空凿。团焦始

娲庐，周防渐虎落。蓝缕启山林，丘墟变城郭（陈小二 & 陈宇峰，

1995）。华人华侨离乡别井，到海外谋生，没有勇气和毅力不成。

此外，正如朱杰勤（2008）所说，华人华侨是中国民族中优秀分子，

研究外国史或华人侨居国历史或地方史，绕不开华侨，华人华侨史

也是中外关系史中的重要部分。本文撷取的两位历史人物—辜鸿铭

和许心美，可谓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同为福建籍的华

人，几乎同年出生于东南亚地区，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两人都擅

长外语，通晓东西文化，并在各自的领域大放异彩，做出过积极的

贡献。

 1.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辜鸿铭（1857-1928）

 辜鸿铭又名辜汤生，字鸿銘，英文名叫 Thomson 或写作 Koh 

Hong–Beng。他自称“东西南北人”，这是因为他“生在南洋、学

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这其中的“南洋”指辜出生的马

来亚，“西洋”指其留学的欧洲，“东洋”指日本，“北洋”指他

曾工作过的北洋系政府。

 辜鸿铭祖籍福建省同安县，1857年出生于当时的英属殖民地槟

城，槟城亦称“槟州”，是马来西亚十三个联邦州之一，位于西马

来西亚西北部，英文名Penang。其父辜紫云是福建籍华侨，为英国

人布朗Brown经营橡胶园，母亲是葡萄牙人和马来人的混血。

 1867年，辜鸿铭随其义父英国商人布朗前往欧洲游历学习，临

行前辜父告诫他永远别忘自己是中国人。

1880年，辜鸿铭结束了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在欧

洲求学期间，他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外语，

还在多国的多所大学获得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此时

的他会说9种语言。

1881年，辜鸿铭辞去其在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工作，转而

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1883年，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

的文章，从此开始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嘲讽西学。

1885年，辜鸿铭首次前往中国，被晚清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委

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此后辜在张之洞的幕府工作达二

十余年，在兴办高等教育及处理外交事务上多有出色表现。比如：

辜曾任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的前身）的方言教习。1891年，俄罗

斯皇储来华，因辜鸿铭精通外语和各国外交礼仪，俄皇储赠其镂皇

冠金表（罗振玉，1931）。

1908年，辜鸿铭任清政府外交部侍郎。

1910年，辜鸿铭任上海南洋公学教务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辞去公职。

1913年，辜鸿铭和印度的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15年，辜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主讲英国文学。这一年，他

用英文写作的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译名《春秋大义》）

出版，书中提出的“中国文明拯救西方论”在西方世界引起一时轰动。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

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返回中国。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辜鸿铭生于英属殖民地马来亚，少年时游学于欧洲，成年后又

到中国为满清政府服务。从辜氏的生平事迹不难看出，他博学多才，

尤其是外语能力超群，而且还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人称“长于西文

西学而服膺古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辜鸿铭被称为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对中国传统文化几近痴迷。难能可贵的

是，在辜鸿铭的时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国内的知识分子和社会

精英普遍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信心，转而大力学习、推广西方文明。

在如此西风东渐的大环境下，辜鸿铭却不人云亦云，他有着南洋华

人普遍的冷静包容和文化自信，并凭借自身扎实的外语功力孜孜不

倦地向西方人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

文明。辜鸿铭通过用英文写作、讲演、翻译中国古籍等方式向西方

推广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

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获得了巨大成功。诚如罗振

玉（1931）所说：“乃译四子书，及我国典制诸书为欧文。每一脱

稿，列国争传译”。出于其自身在英属殖民地及游学欧洲的经历，

辜鸿铭认为西方的社会制度也有缺陷和不公，他对中华古老文明和

传统文化反而更为推崇。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推广，一度让西方“

群悟东方学术之可贵，各国大学乃争设东方学讲座”，西方人因而

了解、进而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可见辜鸿铭对东西文化交流所

做的杰出贡献。

有趣的是，辜鸿铭学贯中西，可本人却成为一种文化冲突的符

号。他因言行怪诞、特立独行而被称为“清末怪杰”。辜鸿铭虽然

身为华侨并且接受了大量的西式教育，但是坚持文化保守主义。比

如：一方面，他认同西方的民主，吃西餐，赞美女性。另一方面，

他留辫子，以清朝遗老自居，反对共和，为封建专制辩护，鼓吹一

夫多妻。他还赞同女人裹脚。但不容置疑的是，辜鸿铭是一个具有

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与融合大背景的、地区有过广泛影响的华人，也

曾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2. 泰国橡胶之父——许心美 (1856-1913)

许心美，名字英文拼写为 Khaw Sim Bee, 1856 年出生于暹罗南

部的拉侬府（英文拼写为Ranong）。其父许泗璋（1797-1882），

英文名 Khaw Soo Cheang，原籍是福建省漳州市龙溪霞屿乡(Skinner, 

1957)。据考证许泗璋于1810年前后下南洋，起初在马来亚的槟城

和暹罗南部各府间做小宗贸易 (Purcell, 1948) 。后经商成功，因能力

出众受到暹罗拉玛王朝三世皇赏识，并被委任为拉侬府税务官。后

又因开发暹南锡矿有功被委任为拉侬府府尹，1862年被四世皇赐予

侯爵（Phraya）爵位。据相关研究表明，许泗漳是暹罗王国历史上

第一个担任府尹的外国人 (Wang, 1959）。许心美是许泗璋最小的

儿子，其母为暹罗人。

1867年，许心美随父亲回到中国，然后在福建家乡读了几年私

塾，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并学会几种汉语方言。

1871年，许心美返回暹罗，因其父兄都活跃在暹罗政商两界，

许心美便在父兄的引领下学习经商和行政，并逐渐展示出卓越的才

能。

1882年，许心美经兄长许心广的推荐，以拉侬府府尹助理的身

份正式踏入暹罗政界, 并受封子爵（Luang）。

1885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暹南甲武里府（Kraburi）府尹，同时

被晋升为伯爵（Phra）。

1890年，因为在甲武里府表现出良好的管理和执政才能，许心

美被暹罗五世皇任命为暹罗南部较重要的董里府（Trang）府尹，

并再次晋封为侯爵 (Phraya) 。

1900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普吉大区的最高长官（High Commis-

sioner of Monthon Phuket），普吉大区包括Phuket普吉，Thalang 

他郎, Ranong 拉侬, Phang-Nga 攀牙, Takuapa 达古巴, Krabi甲米, Satun

沙墩一共7个府(Mackay, 2012)。

1901年，许心美正式接任普吉大区行政长官，这一年他在去曼

谷述职时剪去发辫，正式加入暹罗国籍 (Skinner, 1957) 。就任之后，

他把马来亚槟城的治理经验和方法运用在普吉大区的建设上。许心

美在任上锐意进取、修建公路整顿治安、建设城市、发展锡矿等工

业，并加强普吉大区和槟城之间的贸易物流，把普吉岛从一个落后

荒蛮的地方变成一个外国商贾乐于投资置业的比较现代化的城市 

(Khoo, 2009)。这时候，许心美除了担任政府公职外，其家族企业

还经营船运、锡矿、保险等生意，许氏家族在马来亚槟城的Koe 

Guan（高源）公司当时是英属马六甲最大的船运公司之一，同时他

们的 Khean Guan 保险公司也在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Cushman, 

1991）。因此，许心美在暹南、槟城乃至整个马来亚地区都享有盛

名。

1913年2月25日，许心美在董里府遇刺。同年4月10日，许心美

在其马来亚槟城的住宅内逝世，享年57岁 (Lim, 2011) 。同年5月17

日，许心美的遗体被运回暹南拉侬府，6月1日，被风光厚葬在暹罗

王室赐予的许氏家族墓地 (Dunlop, 1913)。

许心美对暹罗南部最大的贡献是1901年在他主导下的橡胶树种

的引进，因此他还被尊称为“泰国橡胶之父”。依据董里府艮当县

政府（Kantang City Municipality）2014年的网站贴文，正是在许心

美的引领下，橡胶树种从印尼的苏门达腊被引进到暹罗南部并得到

了推广种植。他鼓励地方官员分发橡胶种苗让更多农民种植。他还

劝说曼谷政府改变法律，允许农民砍伐丛林然后种植橡胶；又从槟

城招请华人胶农来到董里，广种橡胶树 （Mackay, 2012）。在他的

大力支持和推动下，董里乃至整个普吉大区的许多荒地，逐渐变成

大片橡胶园 (Liang, 2013)。20世纪初橡胶价格的飞涨证明了许心美

的远见卓识。如今，橡胶和大米、柚木、锡砂早已成为泰国传统的

四大支柱产业。当年从印尼带回来的一棵橡胶树种至今仍屹立在艮

当县许氏老宅的门前，向后人诉说着这一段历史。1950年，为表彰

许心美引进橡胶树种并推广种植的功绩，当时的泰国政府在董里府

为他建立了一尊铜像。

除了橡胶种植业，许心美也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暹南锡矿开采业

的发展。1906年，他促成了名为 Tongkah Harbour Tin Dredging  

Company, NL. 的锡矿挖掘公司的成立，他邀请澳大利亚人 Edward 

Thomas Miles 来经营并提供技术支持，还授予后者在普吉镇 Tongkah 

Harbour 25 年期的独家开采权 （Cushman, 1991）。经过该公司改

造和调试后的斗链式挖掘机（bucket-dredge）极大地提高了普吉地

区的锡矿开采效率，并对后来整个泰国的锡矿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Yip, 1969）。1969 年11月28日，在名为“milestone”的挖掘机雕

塑的揭幕仪式上，泰国矿业资源部部长称赞了曾经对泰国锡矿业贡

献卓著的三个人，许心美位居其一。部长声称：正是许心美的“创

新思维”促进了该产业在泰国的发展（Cushman, 1991）。

许心美因其出色的政绩和对暹南经济发展的贡献，曾得到暹罗

王室的多次嘉奖，并被授予“Phraya Rasada”的爵位，同时他勤政

爱民、兢兢业业，也深受民众的拥护和爱戴。他和他的家族从当时

较暹罗先进的英属槟城引进人才、技术和管理制度，发展了暹南经

济，有效地抵御了英国殖民政府的经济渗透。在他死后，暹罗王室

给拉侬府许氏赐姓为 “Na Ranong” ，以表示对其和其家族功绩的

肯定。

三、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优势分析

辜鸿铭和许心美是近代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一个

精通中西文化，在外交文教上颇有建树；另一个勤勉务实，开拓进

取，为所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良多。此外，从此二人身上可

以归纳出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三点普遍优势。

首先是文化包容的优势。东南亚地区历来种族众多，文化多元，

这个地区的华人华侨习惯融入其他文化，习惯了各种文化间的碰撞

和交融。与中国国内的民众相比，东南亚华人华侨由于长期的跨国、

跨民族、多层次交融的经历，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成为兼容并蓄

多元文化的载体。由于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他们熟悉所在

国的语言和习俗，在文化选择上也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以辜、

许二人为例，两人都精通多种语言，许心美会说九种方言及外语，

辜鸿铭更是大师，除深谙中国文化外，还可以用西文写作、演说，

向西方人宣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西风东渐的大潮下，在中国大

陆民众及知识分子对本国传统文化轻慢、怀疑，准备全盘地接受西

方主流文化的同时，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则相对冷静务实，崇尚自下

向上的改革。比如辜、许二人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更务实、客观

和自信的态度。身居海外的经历让他们对中西文化、社会制度等有

着较全面的洞察，辜鸿铭自不必说，精通西方文化后更努力地捍卫

中国传统文化，许心美也是一面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从政经商，一

面以开放的心态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以发展经济

和造福社会。

其次是经济实力的优势。辜鸿铭家境殷实，少年时期就得以去

欧洲游历求学，这一优势在许心美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许本身就

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得益于许氏家族的经济实力，许心美大刀阔斧

地引进改革、创新发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才有了财力支持。就

整个东南亚地区来看，19世纪70年代后，锡矿和橡胶种植为地方经

济与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而华人资本与华人劳工又积极参与

该新经济活动的开发，并成为先驱者 （吴小安，2005）。这期间更

有名的案例有英属马来亚槟城的福建华人五大姓（邱、林、谢、杨、

陈），他们构成了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以槟城为中心的区域经济舞

台上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作为该地区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族群，

通过对其掌控的跨国互联的企业和公司的控制，他们建立了覆盖槟

城及其周边地区的业务网络，并延伸到加尔各答、香港和汕头。这

些华人华侨为东南亚经济的兴旺蓬勃做出过巨大贡献，也成为了区

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最后是组织网络的优势。在东南亚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海外的

华人华侨作为移民，往往倾向于自发地形成社会组织网络以提供情

感和物质的支持。辜鸿铭因为长期在中国国内生活，这一点体现不

明显，但是从许心美身上则可见一斑。作为槟城和暹南华商集团的

成员，许氏家族正是依靠华人族群和华商社团的组织网络来促进自

身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历史上东南亚的华人华侨通过各种地缘性、

血缘性、业缘性组织，包括宗祠、商帮、会馆、公司等，加上商业

伙伴关系、明智的联姻，在华人社区中构成了有效的组织网络，并

与中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即使是被西方人看作秘密会社的“兄弟

会”等，也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机构，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途径。如

今这些组织网络已经融入所在国的社会，成为所在国社会结构的组

成部分，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盛毅 & 任振宇， 2015）。

四、“一带一路”倡议和东南亚华人华侨

 1.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两千多年前,始于中国的古丝绸之路将中国同中亚、南亚、西

亚、欧洲乃至非洲地区的国家联系起来,成为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和

人文交流的重要通道。2013年 9月和 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

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

及“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合作发展倡

议, 描绘了贯穿亚欧非大陆、连接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涵盖

中间广大腹地的路线图。“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

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

济发展潜力巨大。根据2015年3月经中国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

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重点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如今，“一带一路”合作发展倡议

已经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响应，其战略构想也正式进入推

进建设阶段。

 “一带一路”中的“一路”，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其重点方向共有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 延伸至

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张帆，2016）。由

此可以看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ASEAN）十国在“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中的交通枢纽地位。同时，“一带一路”是以中国周边地

区和沿线国家为依托,并且不断扩延的全球性发展规划。“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是中国东南、西南省份及东盟十国 （张

睿亮，2016）。东盟十国将是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

经贸与投资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

“丝路基金”重要的投资目标国。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国家内生活

着为数不少的华侨华人，各国的华侨华人能否发挥自身优势，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并做出更多积极的贡献，无疑有着重大的

现实意义。

 2. 东南亚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

在中国现今推行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东南亚一带是极

其关键的区域，东南亚华人华侨因其具备的优势，可以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和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第一，东盟各国华人华侨文化的兼容并包可为“一带一路”的

“民心相通”架起文化桥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2017年举行

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到“国之交

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可见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

根基对“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性。一方面，作为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各国华人华侨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通过华文学校、

报纸刊物、宗祠社团活动、传统节庆等形式保持着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存续，向世界展现着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华人华侨融通中外，

又一贯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文化，也了解所在国的实际需要和价

值观，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使者，并深化中外在文化科技方面的交

流和合作力度。此外，因为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华人华侨

熟悉所在国的语言和风土人情，可以提供语言翻译、法律等服务，

能起到良好的沟通作用，推动各方科技文化方面的交流。随着中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华人华侨和中国的联系将更为紧密，

他们将成为展示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平台和窗口。

第二，东盟各国华人华侨经济实力的优势为“一带一路”倡议

的实施搭建了经济桥梁。经济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涵盖了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金融流通”三方面。如今东南亚

新移民增多，传统侨团、华商企业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南亚

华侨华人的经济、科技实力也已增强，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就业领

域向贸易、工业制造、房地产、金融及高科技产业拓展。随着“一

带一路”的推进和实施，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将面临更多样的发

展机遇，也为中国资金和项目的“请进来”和“走出去”提供了强

大的经济基础。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可以从中国引进先进技术或是投

资参与到中国具体项目的开发和建设；他们还可以充分发挥其在资

本市场和企业规模方面的优势，参与并促进“一带一路”各类项目

的建设。

第三，东盟各国华人华侨健全的组织网络有利于增进“一带一

路”建设中的“政策沟通”。东盟各国是世界上华人华侨最集中的

地区，在2007年人数就已达到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73.5%（庄国土，

2010）。有了组织的保障，加上政治地位和政治环境生态的改善，

华人华侨可以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政治互信和政策沟通上做出巨大

贡献，加强政府间政策沟通和合作。借助于组织网络的优势，东盟

各国华侨华人可以帮助促进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政策沟通”，宣

传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理念，增进其所在国政府、社会团体及民众对

中国的了解，加强各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和

支持。华人华侨讲述好“中国故事”，可以让各国对中国多一些了

解，少一些猜疑，这对“一带一路”的推进实施将会有不小的帮助。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过程，东南

亚华商可以从中获得商机，华人专业技术人才可以施展才华，华人

人文学者也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桥梁。当今世界，经济缓慢复苏、

地区冲突不断、发展问题严峻，“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世界多极化、

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秉承开放的区域合

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

一路”倡议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

好追求，是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

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因此东盟国家的华人华侨，若能充分发挥其

优势，不但会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还会为该地

区的稳定繁荣甚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而本文从辜鸿

铭和许心美这两位历史上杰出的华侨华人代表身上发现智慧、寻找

启迪，希望探索出更加灵活多样、新颖务实的途径以发挥华人华侨

的优势，这无疑对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共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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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世纪前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概述

 

 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和海商贸易息息相关。据《汉书.地理

志》记载，早在公元初，中国海商便已前往东南亚从事贸易。及至

盛唐时期，因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朝和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

频繁，华人的足迹更是遍及东南亚各地，至今尚存各处的唐人街

China town 便是一明证。宋元时期，因为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先

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华商开始主导印度洋和东亚海洋之间的海上

贸易。中国沿海地区有更多的百姓投身于航海贸易，其中有不少人

因此留居东南亚一带。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浩荡船队途经东南亚各地

时，明朝官兵就已经发现当地有人数众多的华人。明朝后期起中国

的海外贸易由盛转衰，历代政府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严禁沿海的

百姓出国。尽管如此，在明清两朝，东南沿海不堪战乱和饥荒的中

国百姓及没落的权贵还是会设法移居海外，东南亚因为在地理上易

于到达而成为中国移民出国的首选之地。依据庄国土（1992）的考

查，直至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依托海外华商网络而移

民到东南亚的华人总计150万人左右。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老百姓“下南

洋”蔚然成风。“南洋”这个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东

南亚国家联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涵盖了马来群岛、菲律宾群

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中南半岛及马来半岛等地。庄国土（2008）

在其研究中发现，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这波华人移民东南亚

大潮以契约华工为移民主体，这个时期中国人“下南洋”主要是为

了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当时的南洋诸国大多为英国、荷兰、西

班牙的殖民地（泰国除外），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

劳动力，于是“性勤而耐苦，价廉而易致”的华工成为最理想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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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此时在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中又战败的清

政府被迫取消了海禁政策，允许华人劳工出洋。加上海上交通日益

便利，因而大批华人移民得以涌入东南亚地区。除了契约华工外，

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还有大量中国移民从事小商贩、工匠、种植等

行业。

 东南亚是一个多元化的地区，是如今海外华人最集中也是人数

最多的地区。早在2002年就有统计数据表明，全世界约3000万华侨

华人中，留在东南亚各国的就有约2452万人，约占总量的70%以上

（盛毅&任振宇，2015）。千百年来，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与当

地人和衷共济、辛勤劳作，为开发所在国资源、发展当地经济做出

过巨大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些边缘的、来自华南沿海的

贫穷的移民华人一方面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开发，一部分人成

为富有的工商阶层；另一方面他们又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互动的开拓

者与主要角色（吴小安，2005）。在东南亚的华人华侨中，福建、

广东两省的人为大多数，这是因为闽粤二省海岸线曲折绵延，且距

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交通费用较省。本文选取了两位福建籍的

近代杰出的东南亚华人代表—辜鸿铭和许心美，主要采用文献梳理

和历史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二者的生平事迹做简要的回顾和分析，

旨在展示东南亚华人华侨自身具备的独特优势以及他们在国际交流

互动方面做出过的突出贡献。此外，本文也力图说明：对东南亚华

人华侨的研究分析对当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实施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

二、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历史贡献——以辜鸿铭及许心美为例

 曾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的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写过一

首诗，该诗生动记述了老一辈的华人华侨在东南亚各地披荆斩棘、

开荒拓疆的艰辛历程。该诗云：华人渡海初，无异凿空凿。团焦始

娲庐，周防渐虎落。蓝缕启山林，丘墟变城郭（陈小二 & 陈宇峰，

1995）。华人华侨离乡别井，到海外谋生，没有勇气和毅力不成。

此外，正如朱杰勤（2008）所说，华人华侨是中国民族中优秀分子，

研究外国史或华人侨居国历史或地方史，绕不开华侨，华人华侨史

也是中外关系史中的重要部分。本文撷取的两位历史人物—辜鸿铭

和许心美，可谓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同为福建籍的华

人，几乎同年出生于东南亚地区，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两人都擅

长外语，通晓东西文化，并在各自的领域大放异彩，做出过积极的

贡献。

 1.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辜鸿铭（1857-1928）

 辜鸿铭又名辜汤生，字鸿銘，英文名叫 Thomson 或写作 Koh 

Hong–Beng。他自称“东西南北人”，这是因为他“生在南洋、学

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这其中的“南洋”指辜出生的马

来亚，“西洋”指其留学的欧洲，“东洋”指日本，“北洋”指他

曾工作过的北洋系政府。

 辜鸿铭祖籍福建省同安县，1857年出生于当时的英属殖民地槟

城，槟城亦称“槟州”，是马来西亚十三个联邦州之一，位于西马

来西亚西北部，英文名Penang。其父辜紫云是福建籍华侨，为英国

人布朗Brown经营橡胶园，母亲是葡萄牙人和马来人的混血。

 1867年，辜鸿铭随其义父英国商人布朗前往欧洲游历学习，临

行前辜父告诫他永远别忘自己是中国人。

1880年，辜鸿铭结束了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在欧

洲求学期间，他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外语，

还在多国的多所大学获得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此时

的他会说9种语言。

1881年，辜鸿铭辞去其在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工作，转而

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1883年，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

的文章，从此开始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嘲讽西学。

1885年，辜鸿铭首次前往中国，被晚清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委

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此后辜在张之洞的幕府工作达二

十余年，在兴办高等教育及处理外交事务上多有出色表现。比如：

辜曾任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的前身）的方言教习。1891年，俄罗

斯皇储来华，因辜鸿铭精通外语和各国外交礼仪，俄皇储赠其镂皇

冠金表（罗振玉，1931）。

1908年，辜鸿铭任清政府外交部侍郎。

1910年，辜鸿铭任上海南洋公学教务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辞去公职。

1913年，辜鸿铭和印度的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15年，辜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主讲英国文学。这一年，他

用英文写作的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译名《春秋大义》）

出版，书中提出的“中国文明拯救西方论”在西方世界引起一时轰动。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

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返回中国。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辜鸿铭生于英属殖民地马来亚，少年时游学于欧洲，成年后又

到中国为满清政府服务。从辜氏的生平事迹不难看出，他博学多才，

尤其是外语能力超群，而且还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人称“长于西文

西学而服膺古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辜鸿铭被称为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对中国传统文化几近痴迷。难能可贵的

是，在辜鸿铭的时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国内的知识分子和社会

精英普遍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信心，转而大力学习、推广西方文明。

在如此西风东渐的大环境下，辜鸿铭却不人云亦云，他有着南洋华

人普遍的冷静包容和文化自信，并凭借自身扎实的外语功力孜孜不

倦地向西方人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

文明。辜鸿铭通过用英文写作、讲演、翻译中国古籍等方式向西方

推广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

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获得了巨大成功。诚如罗振

玉（1931）所说：“乃译四子书，及我国典制诸书为欧文。每一脱

稿，列国争传译”。出于其自身在英属殖民地及游学欧洲的经历，

辜鸿铭认为西方的社会制度也有缺陷和不公，他对中华古老文明和

传统文化反而更为推崇。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推广，一度让西方“

群悟东方学术之可贵，各国大学乃争设东方学讲座”，西方人因而

了解、进而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可见辜鸿铭对东西文化交流所

做的杰出贡献。

有趣的是，辜鸿铭学贯中西，可本人却成为一种文化冲突的符

号。他因言行怪诞、特立独行而被称为“清末怪杰”。辜鸿铭虽然

身为华侨并且接受了大量的西式教育，但是坚持文化保守主义。比

如：一方面，他认同西方的民主，吃西餐，赞美女性。另一方面，

他留辫子，以清朝遗老自居，反对共和，为封建专制辩护，鼓吹一

夫多妻。他还赞同女人裹脚。但不容置疑的是，辜鸿铭是一个具有

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与融合大背景的、地区有过广泛影响的华人，也

曾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2. 泰国橡胶之父——许心美 (1856-1913)

许心美，名字英文拼写为 Khaw Sim Bee, 1856 年出生于暹罗南

部的拉侬府（英文拼写为Ranong）。其父许泗璋（1797-1882），

英文名 Khaw Soo Cheang，原籍是福建省漳州市龙溪霞屿乡(Skinner, 

1957)。据考证许泗璋于1810年前后下南洋，起初在马来亚的槟城

和暹罗南部各府间做小宗贸易 (Purcell, 1948) 。后经商成功，因能力

出众受到暹罗拉玛王朝三世皇赏识，并被委任为拉侬府税务官。后

又因开发暹南锡矿有功被委任为拉侬府府尹，1862年被四世皇赐予

侯爵（Phraya）爵位。据相关研究表明，许泗漳是暹罗王国历史上

第一个担任府尹的外国人 (Wang, 1959）。许心美是许泗璋最小的

儿子，其母为暹罗人。

1867年，许心美随父亲回到中国，然后在福建家乡读了几年私

塾，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并学会几种汉语方言。

1871年，许心美返回暹罗，因其父兄都活跃在暹罗政商两界，

许心美便在父兄的引领下学习经商和行政，并逐渐展示出卓越的才

能。

1882年，许心美经兄长许心广的推荐，以拉侬府府尹助理的身

份正式踏入暹罗政界, 并受封子爵（Luang）。

1885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暹南甲武里府（Kraburi）府尹，同时

被晋升为伯爵（Phra）。

1890年，因为在甲武里府表现出良好的管理和执政才能，许心

美被暹罗五世皇任命为暹罗南部较重要的董里府（Trang）府尹，

并再次晋封为侯爵 (Phraya) 。

1900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普吉大区的最高长官（High Commis-

sioner of Monthon Phuket），普吉大区包括Phuket普吉，Thalang 

他郎, Ranong 拉侬, Phang-Nga 攀牙, Takuapa 达古巴, Krabi甲米, Satun

沙墩一共7个府(Mackay, 2012)。

1901年，许心美正式接任普吉大区行政长官，这一年他在去曼

谷述职时剪去发辫，正式加入暹罗国籍 (Skinner, 1957) 。就任之后，

他把马来亚槟城的治理经验和方法运用在普吉大区的建设上。许心

美在任上锐意进取、修建公路整顿治安、建设城市、发展锡矿等工

业，并加强普吉大区和槟城之间的贸易物流，把普吉岛从一个落后

荒蛮的地方变成一个外国商贾乐于投资置业的比较现代化的城市 

(Khoo, 2009)。这时候，许心美除了担任政府公职外，其家族企业

还经营船运、锡矿、保险等生意，许氏家族在马来亚槟城的Koe 

Guan（高源）公司当时是英属马六甲最大的船运公司之一，同时他

们的 Khean Guan 保险公司也在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Cushman, 

1991）。因此，许心美在暹南、槟城乃至整个马来亚地区都享有盛

名。

1913年2月25日，许心美在董里府遇刺。同年4月10日，许心美

在其马来亚槟城的住宅内逝世，享年57岁 (Lim, 2011) 。同年5月17

日，许心美的遗体被运回暹南拉侬府，6月1日，被风光厚葬在暹罗

王室赐予的许氏家族墓地 (Dunlop, 1913)。

许心美对暹罗南部最大的贡献是1901年在他主导下的橡胶树种

的引进，因此他还被尊称为“泰国橡胶之父”。依据董里府艮当县

政府（Kantang City Municipality）2014年的网站贴文，正是在许心

美的引领下，橡胶树种从印尼的苏门达腊被引进到暹罗南部并得到

了推广种植。他鼓励地方官员分发橡胶种苗让更多农民种植。他还

劝说曼谷政府改变法律，允许农民砍伐丛林然后种植橡胶；又从槟

城招请华人胶农来到董里，广种橡胶树 （Mackay, 2012）。在他的

大力支持和推动下，董里乃至整个普吉大区的许多荒地，逐渐变成

大片橡胶园 (Liang, 2013)。20世纪初橡胶价格的飞涨证明了许心美

的远见卓识。如今，橡胶和大米、柚木、锡砂早已成为泰国传统的

四大支柱产业。当年从印尼带回来的一棵橡胶树种至今仍屹立在艮

当县许氏老宅的门前，向后人诉说着这一段历史。1950年，为表彰

许心美引进橡胶树种并推广种植的功绩，当时的泰国政府在董里府

为他建立了一尊铜像。

除了橡胶种植业，许心美也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暹南锡矿开采业

的发展。1906年，他促成了名为 Tongkah Harbour Tin Dredging  

Company, NL. 的锡矿挖掘公司的成立，他邀请澳大利亚人 Edward 

Thomas Miles 来经营并提供技术支持，还授予后者在普吉镇 Tongkah 

Harbour 25 年期的独家开采权 （Cushman, 1991）。经过该公司改

造和调试后的斗链式挖掘机（bucket-dredge）极大地提高了普吉地

区的锡矿开采效率，并对后来整个泰国的锡矿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Yip, 1969）。1969 年11月28日，在名为“milestone”的挖掘机雕

塑的揭幕仪式上，泰国矿业资源部部长称赞了曾经对泰国锡矿业贡

献卓著的三个人，许心美位居其一。部长声称：正是许心美的“创

新思维”促进了该产业在泰国的发展（Cushman, 1991）。

许心美因其出色的政绩和对暹南经济发展的贡献，曾得到暹罗

王室的多次嘉奖，并被授予“Phraya Rasada”的爵位，同时他勤政

爱民、兢兢业业，也深受民众的拥护和爱戴。他和他的家族从当时

较暹罗先进的英属槟城引进人才、技术和管理制度，发展了暹南经

济，有效地抵御了英国殖民政府的经济渗透。在他死后，暹罗王室

给拉侬府许氏赐姓为 “Na Ranong” ，以表示对其和其家族功绩的

肯定。

三、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优势分析

辜鸿铭和许心美是近代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一个

精通中西文化，在外交文教上颇有建树；另一个勤勉务实，开拓进

取，为所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良多。此外，从此二人身上可

以归纳出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三点普遍优势。

首先是文化包容的优势。东南亚地区历来种族众多，文化多元，

这个地区的华人华侨习惯融入其他文化，习惯了各种文化间的碰撞

和交融。与中国国内的民众相比，东南亚华人华侨由于长期的跨国、

跨民族、多层次交融的经历，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成为兼容并蓄

多元文化的载体。由于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他们熟悉所在

国的语言和习俗，在文化选择上也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以辜、

许二人为例，两人都精通多种语言，许心美会说九种方言及外语，

辜鸿铭更是大师，除深谙中国文化外，还可以用西文写作、演说，

向西方人宣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西风东渐的大潮下，在中国大

陆民众及知识分子对本国传统文化轻慢、怀疑，准备全盘地接受西

方主流文化的同时，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则相对冷静务实，崇尚自下

向上的改革。比如辜、许二人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更务实、客观

和自信的态度。身居海外的经历让他们对中西文化、社会制度等有

着较全面的洞察，辜鸿铭自不必说，精通西方文化后更努力地捍卫

中国传统文化，许心美也是一面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从政经商，一

面以开放的心态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以发展经济

和造福社会。

其次是经济实力的优势。辜鸿铭家境殷实，少年时期就得以去

欧洲游历求学，这一优势在许心美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许本身就

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得益于许氏家族的经济实力，许心美大刀阔斧

地引进改革、创新发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才有了财力支持。就

整个东南亚地区来看，19世纪70年代后，锡矿和橡胶种植为地方经

济与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而华人资本与华人劳工又积极参与

该新经济活动的开发，并成为先驱者 （吴小安，2005）。这期间更

有名的案例有英属马来亚槟城的福建华人五大姓（邱、林、谢、杨、

陈），他们构成了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以槟城为中心的区域经济舞

台上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作为该地区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族群，

通过对其掌控的跨国互联的企业和公司的控制，他们建立了覆盖槟

城及其周边地区的业务网络，并延伸到加尔各答、香港和汕头。这

些华人华侨为东南亚经济的兴旺蓬勃做出过巨大贡献，也成为了区

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最后是组织网络的优势。在东南亚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海外的

华人华侨作为移民，往往倾向于自发地形成社会组织网络以提供情

感和物质的支持。辜鸿铭因为长期在中国国内生活，这一点体现不

明显，但是从许心美身上则可见一斑。作为槟城和暹南华商集团的

成员，许氏家族正是依靠华人族群和华商社团的组织网络来促进自

身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历史上东南亚的华人华侨通过各种地缘性、

血缘性、业缘性组织，包括宗祠、商帮、会馆、公司等，加上商业

伙伴关系、明智的联姻，在华人社区中构成了有效的组织网络，并

与中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即使是被西方人看作秘密会社的“兄弟

会”等，也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机构，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途径。如

今这些组织网络已经融入所在国的社会，成为所在国社会结构的组

成部分，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盛毅 & 任振宇， 2015）。

四、“一带一路”倡议和东南亚华人华侨

 1.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两千多年前,始于中国的古丝绸之路将中国同中亚、南亚、西

亚、欧洲乃至非洲地区的国家联系起来,成为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和

人文交流的重要通道。2013年 9月和 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

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

及“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合作发展倡

议, 描绘了贯穿亚欧非大陆、连接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涵盖

中间广大腹地的路线图。“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

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

济发展潜力巨大。根据2015年3月经中国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

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重点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如今，“一带一路”合作发展倡议

已经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响应，其战略构想也正式进入推

进建设阶段。

 “一带一路”中的“一路”，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其重点方向共有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 延伸至

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张帆，2016）。由

此可以看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ASEAN）十国在“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中的交通枢纽地位。同时，“一带一路”是以中国周边地

区和沿线国家为依托,并且不断扩延的全球性发展规划。“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是中国东南、西南省份及东盟十国 （张

睿亮，2016）。东盟十国将是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

经贸与投资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

“丝路基金”重要的投资目标国。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国家内生活

着为数不少的华侨华人，各国的华侨华人能否发挥自身优势，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并做出更多积极的贡献，无疑有着重大的

现实意义。

 2. 东南亚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

在中国现今推行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东南亚一带是极

其关键的区域，东南亚华人华侨因其具备的优势，可以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和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第一，东盟各国华人华侨文化的兼容并包可为“一带一路”的

“民心相通”架起文化桥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2017年举行

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到“国之交

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可见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

根基对“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性。一方面，作为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各国华人华侨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通过华文学校、

报纸刊物、宗祠社团活动、传统节庆等形式保持着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存续，向世界展现着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华人华侨融通中外，

又一贯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文化，也了解所在国的实际需要和价

值观，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使者，并深化中外在文化科技方面的交

流和合作力度。此外，因为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华人华侨

熟悉所在国的语言和风土人情，可以提供语言翻译、法律等服务，

能起到良好的沟通作用，推动各方科技文化方面的交流。随着中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华人华侨和中国的联系将更为紧密，

他们将成为展示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平台和窗口。

第二，东盟各国华人华侨经济实力的优势为“一带一路”倡议

的实施搭建了经济桥梁。经济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涵盖了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金融流通”三方面。如今东南亚

新移民增多，传统侨团、华商企业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南亚

华侨华人的经济、科技实力也已增强，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就业领

域向贸易、工业制造、房地产、金融及高科技产业拓展。随着“一

带一路”的推进和实施，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将面临更多样的发

展机遇，也为中国资金和项目的“请进来”和“走出去”提供了强

大的经济基础。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可以从中国引进先进技术或是投

资参与到中国具体项目的开发和建设；他们还可以充分发挥其在资

本市场和企业规模方面的优势，参与并促进“一带一路”各类项目

的建设。

第三，东盟各国华人华侨健全的组织网络有利于增进“一带一

路”建设中的“政策沟通”。东盟各国是世界上华人华侨最集中的

地区，在2007年人数就已达到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73.5%（庄国土，

2010）。有了组织的保障，加上政治地位和政治环境生态的改善，

华人华侨可以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政治互信和政策沟通上做出巨大

贡献，加强政府间政策沟通和合作。借助于组织网络的优势，东盟

各国华侨华人可以帮助促进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政策沟通”，宣

传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理念，增进其所在国政府、社会团体及民众对

中国的了解，加强各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和

支持。华人华侨讲述好“中国故事”，可以让各国对中国多一些了

解，少一些猜疑，这对“一带一路”的推进实施将会有不小的帮助。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过程，东南

亚华商可以从中获得商机，华人专业技术人才可以施展才华，华人

人文学者也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桥梁。当今世界，经济缓慢复苏、

地区冲突不断、发展问题严峻，“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世界多极化、

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秉承开放的区域合

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

一路”倡议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

好追求，是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

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因此东盟国家的华人华侨，若能充分发挥其

优势，不但会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还会为该地

区的稳定繁荣甚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而本文从辜鸿

铭和许心美这两位历史上杰出的华侨华人代表身上发现智慧、寻找

启迪，希望探索出更加灵活多样、新颖务实的途径以发挥华人华侨

的优势，这无疑对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共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20世纪前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概述

 

 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和海商贸易息息相关。据《汉书.地理

志》记载，早在公元初，中国海商便已前往东南亚从事贸易。及至

盛唐时期，因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朝和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

频繁，华人的足迹更是遍及东南亚各地，至今尚存各处的唐人街

China town 便是一明证。宋元时期，因为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先

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华商开始主导印度洋和东亚海洋之间的海上

贸易。中国沿海地区有更多的百姓投身于航海贸易，其中有不少人

因此留居东南亚一带。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浩荡船队途经东南亚各地

时，明朝官兵就已经发现当地有人数众多的华人。明朝后期起中国

的海外贸易由盛转衰，历代政府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严禁沿海的

百姓出国。尽管如此，在明清两朝，东南沿海不堪战乱和饥荒的中

国百姓及没落的权贵还是会设法移居海外，东南亚因为在地理上易

于到达而成为中国移民出国的首选之地。依据庄国土（1992）的考

查，直至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依托海外华商网络而移

民到东南亚的华人总计150万人左右。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老百姓“下南

洋”蔚然成风。“南洋”这个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东

南亚国家联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涵盖了马来群岛、菲律宾群

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中南半岛及马来半岛等地。庄国土（2008）

在其研究中发现，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这波华人移民东南亚

大潮以契约华工为移民主体，这个时期中国人“下南洋”主要是为

了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当时的南洋诸国大多为英国、荷兰、西

班牙的殖民地（泰国除外），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

劳动力，于是“性勤而耐苦，价廉而易致”的华工成为最理想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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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此时在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中又战败的清

政府被迫取消了海禁政策，允许华人劳工出洋。加上海上交通日益

便利，因而大批华人移民得以涌入东南亚地区。除了契约华工外，

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还有大量中国移民从事小商贩、工匠、种植等

行业。

 东南亚是一个多元化的地区，是如今海外华人最集中也是人数

最多的地区。早在2002年就有统计数据表明，全世界约3000万华侨

华人中，留在东南亚各国的就有约2452万人，约占总量的70%以上

（盛毅&任振宇，2015）。千百年来，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与当

地人和衷共济、辛勤劳作，为开发所在国资源、发展当地经济做出

过巨大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些边缘的、来自华南沿海的

贫穷的移民华人一方面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开发，一部分人成

为富有的工商阶层；另一方面他们又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互动的开拓

者与主要角色（吴小安，2005）。在东南亚的华人华侨中，福建、

广东两省的人为大多数，这是因为闽粤二省海岸线曲折绵延，且距

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交通费用较省。本文选取了两位福建籍的

近代杰出的东南亚华人代表—辜鸿铭和许心美，主要采用文献梳理

和历史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二者的生平事迹做简要的回顾和分析，

旨在展示东南亚华人华侨自身具备的独特优势以及他们在国际交流

互动方面做出过的突出贡献。此外，本文也力图说明：对东南亚华

人华侨的研究分析对当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实施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

二、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历史贡献——以辜鸿铭及许心美为例

 曾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的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写过一

首诗，该诗生动记述了老一辈的华人华侨在东南亚各地披荆斩棘、

开荒拓疆的艰辛历程。该诗云：华人渡海初，无异凿空凿。团焦始

娲庐，周防渐虎落。蓝缕启山林，丘墟变城郭（陈小二 & 陈宇峰，

1995）。华人华侨离乡别井，到海外谋生，没有勇气和毅力不成。

此外，正如朱杰勤（2008）所说，华人华侨是中国民族中优秀分子，

研究外国史或华人侨居国历史或地方史，绕不开华侨，华人华侨史

也是中外关系史中的重要部分。本文撷取的两位历史人物—辜鸿铭

和许心美，可谓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同为福建籍的华

人，几乎同年出生于东南亚地区，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两人都擅

长外语，通晓东西文化，并在各自的领域大放异彩，做出过积极的

贡献。

 1.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辜鸿铭（1857-1928）

 辜鸿铭又名辜汤生，字鸿銘，英文名叫 Thomson 或写作 Koh 

Hong–Beng。他自称“东西南北人”，这是因为他“生在南洋、学

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这其中的“南洋”指辜出生的马

来亚，“西洋”指其留学的欧洲，“东洋”指日本，“北洋”指他

曾工作过的北洋系政府。

 辜鸿铭祖籍福建省同安县，1857年出生于当时的英属殖民地槟

城，槟城亦称“槟州”，是马来西亚十三个联邦州之一，位于西马

来西亚西北部，英文名Penang。其父辜紫云是福建籍华侨，为英国

人布朗Brown经营橡胶园，母亲是葡萄牙人和马来人的混血。

 1867年，辜鸿铭随其义父英国商人布朗前往欧洲游历学习，临

行前辜父告诫他永远别忘自己是中国人。

1880年，辜鸿铭结束了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在欧

洲求学期间，他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外语，

还在多国的多所大学获得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此时

的他会说9种语言。

1881年，辜鸿铭辞去其在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工作，转而

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1883年，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

的文章，从此开始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嘲讽西学。

1885年，辜鸿铭首次前往中国，被晚清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委

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此后辜在张之洞的幕府工作达二

十余年，在兴办高等教育及处理外交事务上多有出色表现。比如：

辜曾任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的前身）的方言教习。1891年，俄罗

斯皇储来华，因辜鸿铭精通外语和各国外交礼仪，俄皇储赠其镂皇

冠金表（罗振玉，1931）。

1908年，辜鸿铭任清政府外交部侍郎。

1910年，辜鸿铭任上海南洋公学教务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辞去公职。

1913年，辜鸿铭和印度的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15年，辜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主讲英国文学。这一年，他

用英文写作的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译名《春秋大义》）

出版，书中提出的“中国文明拯救西方论”在西方世界引起一时轰动。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

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返回中国。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辜鸿铭生于英属殖民地马来亚，少年时游学于欧洲，成年后又

到中国为满清政府服务。从辜氏的生平事迹不难看出，他博学多才，

尤其是外语能力超群，而且还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人称“长于西文

西学而服膺古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辜鸿铭被称为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对中国传统文化几近痴迷。难能可贵的

是，在辜鸿铭的时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国内的知识分子和社会

精英普遍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信心，转而大力学习、推广西方文明。

在如此西风东渐的大环境下，辜鸿铭却不人云亦云，他有着南洋华

人普遍的冷静包容和文化自信，并凭借自身扎实的外语功力孜孜不

倦地向西方人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

文明。辜鸿铭通过用英文写作、讲演、翻译中国古籍等方式向西方

推广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

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获得了巨大成功。诚如罗振

玉（1931）所说：“乃译四子书，及我国典制诸书为欧文。每一脱

稿，列国争传译”。出于其自身在英属殖民地及游学欧洲的经历，

辜鸿铭认为西方的社会制度也有缺陷和不公，他对中华古老文明和

传统文化反而更为推崇。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推广，一度让西方“

群悟东方学术之可贵，各国大学乃争设东方学讲座”，西方人因而

了解、进而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可见辜鸿铭对东西文化交流所

做的杰出贡献。

有趣的是，辜鸿铭学贯中西，可本人却成为一种文化冲突的符

号。他因言行怪诞、特立独行而被称为“清末怪杰”。辜鸿铭虽然

身为华侨并且接受了大量的西式教育，但是坚持文化保守主义。比

如：一方面，他认同西方的民主，吃西餐，赞美女性。另一方面，

他留辫子，以清朝遗老自居，反对共和，为封建专制辩护，鼓吹一

夫多妻。他还赞同女人裹脚。但不容置疑的是，辜鸿铭是一个具有

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与融合大背景的、地区有过广泛影响的华人，也

曾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2. 泰国橡胶之父——许心美 (1856-1913)

许心美，名字英文拼写为 Khaw Sim Bee, 1856 年出生于暹罗南

部的拉侬府（英文拼写为Ranong）。其父许泗璋（1797-1882），

英文名 Khaw Soo Cheang，原籍是福建省漳州市龙溪霞屿乡(Skinner, 

1957)。据考证许泗璋于1810年前后下南洋，起初在马来亚的槟城

和暹罗南部各府间做小宗贸易 (Purcell, 1948) 。后经商成功，因能力

出众受到暹罗拉玛王朝三世皇赏识，并被委任为拉侬府税务官。后

又因开发暹南锡矿有功被委任为拉侬府府尹，1862年被四世皇赐予

侯爵（Phraya）爵位。据相关研究表明，许泗漳是暹罗王国历史上

第一个担任府尹的外国人 (Wang, 1959）。许心美是许泗璋最小的

儿子，其母为暹罗人。

1867年，许心美随父亲回到中国，然后在福建家乡读了几年私

塾，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并学会几种汉语方言。

1871年，许心美返回暹罗，因其父兄都活跃在暹罗政商两界，

许心美便在父兄的引领下学习经商和行政，并逐渐展示出卓越的才

能。

1882年，许心美经兄长许心广的推荐，以拉侬府府尹助理的身

份正式踏入暹罗政界, 并受封子爵（Luang）。

1885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暹南甲武里府（Kraburi）府尹，同时

被晋升为伯爵（Phra）。

1890年，因为在甲武里府表现出良好的管理和执政才能，许心

美被暹罗五世皇任命为暹罗南部较重要的董里府（Trang）府尹，

并再次晋封为侯爵 (Phraya) 。

1900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普吉大区的最高长官（High Commis-

sioner of Monthon Phuket），普吉大区包括Phuket普吉，Thalang 

他郎, Ranong 拉侬, Phang-Nga 攀牙, Takuapa 达古巴, Krabi甲米, Satun

沙墩一共7个府(Mackay, 2012)。

1901年，许心美正式接任普吉大区行政长官，这一年他在去曼

谷述职时剪去发辫，正式加入暹罗国籍 (Skinner, 1957) 。就任之后，

他把马来亚槟城的治理经验和方法运用在普吉大区的建设上。许心

美在任上锐意进取、修建公路整顿治安、建设城市、发展锡矿等工

业，并加强普吉大区和槟城之间的贸易物流，把普吉岛从一个落后

荒蛮的地方变成一个外国商贾乐于投资置业的比较现代化的城市 

(Khoo, 2009)。这时候，许心美除了担任政府公职外，其家族企业

还经营船运、锡矿、保险等生意，许氏家族在马来亚槟城的Koe 

Guan（高源）公司当时是英属马六甲最大的船运公司之一，同时他

们的 Khean Guan 保险公司也在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Cushman, 

1991）。因此，许心美在暹南、槟城乃至整个马来亚地区都享有盛

名。

1913年2月25日，许心美在董里府遇刺。同年4月10日，许心美

在其马来亚槟城的住宅内逝世，享年57岁 (Lim, 2011) 。同年5月17

日，许心美的遗体被运回暹南拉侬府，6月1日，被风光厚葬在暹罗

王室赐予的许氏家族墓地 (Dunlop, 1913)。

许心美对暹罗南部最大的贡献是1901年在他主导下的橡胶树种

的引进，因此他还被尊称为“泰国橡胶之父”。依据董里府艮当县

政府（Kantang City Municipality）2014年的网站贴文，正是在许心

美的引领下，橡胶树种从印尼的苏门达腊被引进到暹罗南部并得到

了推广种植。他鼓励地方官员分发橡胶种苗让更多农民种植。他还

劝说曼谷政府改变法律，允许农民砍伐丛林然后种植橡胶；又从槟

城招请华人胶农来到董里，广种橡胶树 （Mackay, 2012）。在他的

大力支持和推动下，董里乃至整个普吉大区的许多荒地，逐渐变成

大片橡胶园 (Liang, 2013)。20世纪初橡胶价格的飞涨证明了许心美

的远见卓识。如今，橡胶和大米、柚木、锡砂早已成为泰国传统的

四大支柱产业。当年从印尼带回来的一棵橡胶树种至今仍屹立在艮

当县许氏老宅的门前，向后人诉说着这一段历史。1950年，为表彰

许心美引进橡胶树种并推广种植的功绩，当时的泰国政府在董里府

为他建立了一尊铜像。

除了橡胶种植业，许心美也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暹南锡矿开采业

的发展。1906年，他促成了名为 Tongkah Harbour Tin Dredging  

Company, NL. 的锡矿挖掘公司的成立，他邀请澳大利亚人 Edward 

Thomas Miles 来经营并提供技术支持，还授予后者在普吉镇 Tongkah 

Harbour 25 年期的独家开采权 （Cushman, 1991）。经过该公司改

造和调试后的斗链式挖掘机（bucket-dredge）极大地提高了普吉地

区的锡矿开采效率，并对后来整个泰国的锡矿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Yip, 1969）。1969 年11月28日，在名为“milestone”的挖掘机雕

塑的揭幕仪式上，泰国矿业资源部部长称赞了曾经对泰国锡矿业贡

献卓著的三个人，许心美位居其一。部长声称：正是许心美的“创

新思维”促进了该产业在泰国的发展（Cushman, 1991）。

许心美因其出色的政绩和对暹南经济发展的贡献，曾得到暹罗

王室的多次嘉奖，并被授予“Phraya Rasada”的爵位，同时他勤政

爱民、兢兢业业，也深受民众的拥护和爱戴。他和他的家族从当时

较暹罗先进的英属槟城引进人才、技术和管理制度，发展了暹南经

济，有效地抵御了英国殖民政府的经济渗透。在他死后，暹罗王室

给拉侬府许氏赐姓为 “Na Ranong” ，以表示对其和其家族功绩的

肯定。

三、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优势分析

辜鸿铭和许心美是近代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一个

精通中西文化，在外交文教上颇有建树；另一个勤勉务实，开拓进

取，为所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良多。此外，从此二人身上可

以归纳出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三点普遍优势。

首先是文化包容的优势。东南亚地区历来种族众多，文化多元，

这个地区的华人华侨习惯融入其他文化，习惯了各种文化间的碰撞

和交融。与中国国内的民众相比，东南亚华人华侨由于长期的跨国、

跨民族、多层次交融的经历，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成为兼容并蓄

多元文化的载体。由于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他们熟悉所在

国的语言和习俗，在文化选择上也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以辜、

许二人为例，两人都精通多种语言，许心美会说九种方言及外语，

辜鸿铭更是大师，除深谙中国文化外，还可以用西文写作、演说，

向西方人宣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西风东渐的大潮下，在中国大

陆民众及知识分子对本国传统文化轻慢、怀疑，准备全盘地接受西

方主流文化的同时，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则相对冷静务实，崇尚自下

向上的改革。比如辜、许二人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更务实、客观

和自信的态度。身居海外的经历让他们对中西文化、社会制度等有

着较全面的洞察，辜鸿铭自不必说，精通西方文化后更努力地捍卫

中国传统文化，许心美也是一面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从政经商，一

面以开放的心态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以发展经济

和造福社会。

其次是经济实力的优势。辜鸿铭家境殷实，少年时期就得以去

欧洲游历求学，这一优势在许心美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许本身就

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得益于许氏家族的经济实力，许心美大刀阔斧

地引进改革、创新发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才有了财力支持。就

整个东南亚地区来看，19世纪70年代后，锡矿和橡胶种植为地方经

济与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而华人资本与华人劳工又积极参与

该新经济活动的开发，并成为先驱者 （吴小安，2005）。这期间更

有名的案例有英属马来亚槟城的福建华人五大姓（邱、林、谢、杨、

陈），他们构成了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以槟城为中心的区域经济舞

台上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作为该地区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族群，

通过对其掌控的跨国互联的企业和公司的控制，他们建立了覆盖槟

城及其周边地区的业务网络，并延伸到加尔各答、香港和汕头。这

些华人华侨为东南亚经济的兴旺蓬勃做出过巨大贡献，也成为了区

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最后是组织网络的优势。在东南亚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海外的

华人华侨作为移民，往往倾向于自发地形成社会组织网络以提供情

感和物质的支持。辜鸿铭因为长期在中国国内生活，这一点体现不

明显，但是从许心美身上则可见一斑。作为槟城和暹南华商集团的

成员，许氏家族正是依靠华人族群和华商社团的组织网络来促进自

身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历史上东南亚的华人华侨通过各种地缘性、

血缘性、业缘性组织，包括宗祠、商帮、会馆、公司等，加上商业

伙伴关系、明智的联姻，在华人社区中构成了有效的组织网络，并

与中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即使是被西方人看作秘密会社的“兄弟

会”等，也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机构，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途径。如

今这些组织网络已经融入所在国的社会，成为所在国社会结构的组

成部分，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盛毅 & 任振宇， 2015）。

四、“一带一路”倡议和东南亚华人华侨

 1.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两千多年前,始于中国的古丝绸之路将中国同中亚、南亚、西

亚、欧洲乃至非洲地区的国家联系起来,成为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和

人文交流的重要通道。2013年 9月和 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

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

及“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合作发展倡

议, 描绘了贯穿亚欧非大陆、连接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涵盖

中间广大腹地的路线图。“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

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

济发展潜力巨大。根据2015年3月经中国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

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重点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如今，“一带一路”合作发展倡议

已经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响应，其战略构想也正式进入推

进建设阶段。

 “一带一路”中的“一路”，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其重点方向共有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 延伸至

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张帆，2016）。由

此可以看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ASEAN）十国在“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中的交通枢纽地位。同时，“一带一路”是以中国周边地

区和沿线国家为依托,并且不断扩延的全球性发展规划。“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是中国东南、西南省份及东盟十国 （张

睿亮，2016）。东盟十国将是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

经贸与投资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

“丝路基金”重要的投资目标国。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国家内生活

着为数不少的华侨华人，各国的华侨华人能否发挥自身优势，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并做出更多积极的贡献，无疑有着重大的

现实意义。

 2. 东南亚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

在中国现今推行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东南亚一带是极

其关键的区域，东南亚华人华侨因其具备的优势，可以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和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第一，东盟各国华人华侨文化的兼容并包可为“一带一路”的

“民心相通”架起文化桥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2017年举行

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到“国之交

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可见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

根基对“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性。一方面，作为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各国华人华侨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通过华文学校、

报纸刊物、宗祠社团活动、传统节庆等形式保持着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存续，向世界展现着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华人华侨融通中外，

又一贯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文化，也了解所在国的实际需要和价

值观，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使者，并深化中外在文化科技方面的交

流和合作力度。此外，因为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华人华侨

熟悉所在国的语言和风土人情，可以提供语言翻译、法律等服务，

能起到良好的沟通作用，推动各方科技文化方面的交流。随着中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华人华侨和中国的联系将更为紧密，

他们将成为展示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平台和窗口。

第二，东盟各国华人华侨经济实力的优势为“一带一路”倡议

的实施搭建了经济桥梁。经济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涵盖了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金融流通”三方面。如今东南亚

新移民增多，传统侨团、华商企业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南亚

华侨华人的经济、科技实力也已增强，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就业领

域向贸易、工业制造、房地产、金融及高科技产业拓展。随着“一

带一路”的推进和实施，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将面临更多样的发

展机遇，也为中国资金和项目的“请进来”和“走出去”提供了强

大的经济基础。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可以从中国引进先进技术或是投

资参与到中国具体项目的开发和建设；他们还可以充分发挥其在资

本市场和企业规模方面的优势，参与并促进“一带一路”各类项目

的建设。

第三，东盟各国华人华侨健全的组织网络有利于增进“一带一

路”建设中的“政策沟通”。东盟各国是世界上华人华侨最集中的

地区，在2007年人数就已达到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73.5%（庄国土，

2010）。有了组织的保障，加上政治地位和政治环境生态的改善，

华人华侨可以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政治互信和政策沟通上做出巨大

贡献，加强政府间政策沟通和合作。借助于组织网络的优势，东盟

各国华侨华人可以帮助促进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政策沟通”，宣

传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理念，增进其所在国政府、社会团体及民众对

中国的了解，加强各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和

支持。华人华侨讲述好“中国故事”，可以让各国对中国多一些了

解，少一些猜疑，这对“一带一路”的推进实施将会有不小的帮助。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过程，东南

亚华商可以从中获得商机，华人专业技术人才可以施展才华，华人

人文学者也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桥梁。当今世界，经济缓慢复苏、

地区冲突不断、发展问题严峻，“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世界多极化、

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秉承开放的区域合

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

一路”倡议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

好追求，是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

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因此东盟国家的华人华侨，若能充分发挥其

优势，不但会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还会为该地

区的稳定繁荣甚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而本文从辜鸿

铭和许心美这两位历史上杰出的华侨华人代表身上发现智慧、寻找

启迪，希望探索出更加灵活多样、新颖务实的途径以发挥华人华侨

的优势，这无疑对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共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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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世纪前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概述

 

 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和海商贸易息息相关。据《汉书.地理

志》记载，早在公元初，中国海商便已前往东南亚从事贸易。及至

盛唐时期，因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朝和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

频繁，华人的足迹更是遍及东南亚各地，至今尚存各处的唐人街

China town 便是一明证。宋元时期，因为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先

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华商开始主导印度洋和东亚海洋之间的海上

贸易。中国沿海地区有更多的百姓投身于航海贸易，其中有不少人

因此留居东南亚一带。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浩荡船队途经东南亚各地

时，明朝官兵就已经发现当地有人数众多的华人。明朝后期起中国

的海外贸易由盛转衰，历代政府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严禁沿海的

百姓出国。尽管如此，在明清两朝，东南沿海不堪战乱和饥荒的中

国百姓及没落的权贵还是会设法移居海外，东南亚因为在地理上易

于到达而成为中国移民出国的首选之地。依据庄国土（1992）的考

查，直至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依托海外华商网络而移

民到东南亚的华人总计150万人左右。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老百姓“下南

洋”蔚然成风。“南洋”这个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东

南亚国家联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涵盖了马来群岛、菲律宾群

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中南半岛及马来半岛等地。庄国土（2008）

在其研究中发现，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这波华人移民东南亚

大潮以契约华工为移民主体，这个时期中国人“下南洋”主要是为

了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当时的南洋诸国大多为英国、荷兰、西

班牙的殖民地（泰国除外），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

劳动力，于是“性勤而耐苦，价廉而易致”的华工成为最理想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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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此时在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中又战败的清

政府被迫取消了海禁政策，允许华人劳工出洋。加上海上交通日益

便利，因而大批华人移民得以涌入东南亚地区。除了契约华工外，

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还有大量中国移民从事小商贩、工匠、种植等

行业。

 东南亚是一个多元化的地区，是如今海外华人最集中也是人数

最多的地区。早在2002年就有统计数据表明，全世界约3000万华侨

华人中，留在东南亚各国的就有约2452万人，约占总量的70%以上

（盛毅&任振宇，2015）。千百年来，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与当

地人和衷共济、辛勤劳作，为开发所在国资源、发展当地经济做出

过巨大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些边缘的、来自华南沿海的

贫穷的移民华人一方面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开发，一部分人成

为富有的工商阶层；另一方面他们又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互动的开拓

者与主要角色（吴小安，2005）。在东南亚的华人华侨中，福建、

广东两省的人为大多数，这是因为闽粤二省海岸线曲折绵延，且距

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交通费用较省。本文选取了两位福建籍的

近代杰出的东南亚华人代表—辜鸿铭和许心美，主要采用文献梳理

和历史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二者的生平事迹做简要的回顾和分析，

旨在展示东南亚华人华侨自身具备的独特优势以及他们在国际交流

互动方面做出过的突出贡献。此外，本文也力图说明：对东南亚华

人华侨的研究分析对当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实施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

二、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历史贡献——以辜鸿铭及许心美为例

 曾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的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写过一

首诗，该诗生动记述了老一辈的华人华侨在东南亚各地披荆斩棘、

开荒拓疆的艰辛历程。该诗云：华人渡海初，无异凿空凿。团焦始

娲庐，周防渐虎落。蓝缕启山林，丘墟变城郭（陈小二 & 陈宇峰，

1995）。华人华侨离乡别井，到海外谋生，没有勇气和毅力不成。

此外，正如朱杰勤（2008）所说，华人华侨是中国民族中优秀分子，

研究外国史或华人侨居国历史或地方史，绕不开华侨，华人华侨史

也是中外关系史中的重要部分。本文撷取的两位历史人物—辜鸿铭

和许心美，可谓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同为福建籍的华

人，几乎同年出生于东南亚地区，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两人都擅

长外语，通晓东西文化，并在各自的领域大放异彩，做出过积极的

贡献。

 1.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辜鸿铭（1857-1928）

 辜鸿铭又名辜汤生，字鸿銘，英文名叫 Thomson 或写作 Koh 

Hong–Beng。他自称“东西南北人”，这是因为他“生在南洋、学

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这其中的“南洋”指辜出生的马

来亚，“西洋”指其留学的欧洲，“东洋”指日本，“北洋”指他

曾工作过的北洋系政府。

 辜鸿铭祖籍福建省同安县，1857年出生于当时的英属殖民地槟

城，槟城亦称“槟州”，是马来西亚十三个联邦州之一，位于西马

来西亚西北部，英文名Penang。其父辜紫云是福建籍华侨，为英国

人布朗Brown经营橡胶园，母亲是葡萄牙人和马来人的混血。

 1867年，辜鸿铭随其义父英国商人布朗前往欧洲游历学习，临

行前辜父告诫他永远别忘自己是中国人。

1880年，辜鸿铭结束了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在欧

洲求学期间，他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外语，

还在多国的多所大学获得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此时

的他会说9种语言。

1881年，辜鸿铭辞去其在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工作，转而

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1883年，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

的文章，从此开始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嘲讽西学。

1885年，辜鸿铭首次前往中国，被晚清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委

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此后辜在张之洞的幕府工作达二

十余年，在兴办高等教育及处理外交事务上多有出色表现。比如：

辜曾任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的前身）的方言教习。1891年，俄罗

斯皇储来华，因辜鸿铭精通外语和各国外交礼仪，俄皇储赠其镂皇

冠金表（罗振玉，1931）。

1908年，辜鸿铭任清政府外交部侍郎。

1910年，辜鸿铭任上海南洋公学教务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辞去公职。

1913年，辜鸿铭和印度的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15年，辜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主讲英国文学。这一年，他

用英文写作的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译名《春秋大义》）

出版，书中提出的“中国文明拯救西方论”在西方世界引起一时轰动。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

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返回中国。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辜鸿铭生于英属殖民地马来亚，少年时游学于欧洲，成年后又

到中国为满清政府服务。从辜氏的生平事迹不难看出，他博学多才，

尤其是外语能力超群，而且还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人称“长于西文

西学而服膺古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辜鸿铭被称为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对中国传统文化几近痴迷。难能可贵的

是，在辜鸿铭的时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国内的知识分子和社会

精英普遍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信心，转而大力学习、推广西方文明。

在如此西风东渐的大环境下，辜鸿铭却不人云亦云，他有着南洋华

人普遍的冷静包容和文化自信，并凭借自身扎实的外语功力孜孜不

倦地向西方人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

文明。辜鸿铭通过用英文写作、讲演、翻译中国古籍等方式向西方

推广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

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获得了巨大成功。诚如罗振

玉（1931）所说：“乃译四子书，及我国典制诸书为欧文。每一脱

稿，列国争传译”。出于其自身在英属殖民地及游学欧洲的经历，

辜鸿铭认为西方的社会制度也有缺陷和不公，他对中华古老文明和

传统文化反而更为推崇。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推广，一度让西方“

群悟东方学术之可贵，各国大学乃争设东方学讲座”，西方人因而

了解、进而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可见辜鸿铭对东西文化交流所

做的杰出贡献。

有趣的是，辜鸿铭学贯中西，可本人却成为一种文化冲突的符

号。他因言行怪诞、特立独行而被称为“清末怪杰”。辜鸿铭虽然

身为华侨并且接受了大量的西式教育，但是坚持文化保守主义。比

如：一方面，他认同西方的民主，吃西餐，赞美女性。另一方面，

他留辫子，以清朝遗老自居，反对共和，为封建专制辩护，鼓吹一

夫多妻。他还赞同女人裹脚。但不容置疑的是，辜鸿铭是一个具有

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与融合大背景的、地区有过广泛影响的华人，也

曾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2. 泰国橡胶之父——许心美 (1856-1913)

许心美，名字英文拼写为 Khaw Sim Bee, 1856 年出生于暹罗南

部的拉侬府（英文拼写为Ranong）。其父许泗璋（1797-1882），

英文名 Khaw Soo Cheang，原籍是福建省漳州市龙溪霞屿乡(Skinner, 

1957)。据考证许泗璋于1810年前后下南洋，起初在马来亚的槟城

和暹罗南部各府间做小宗贸易 (Purcell, 1948) 。后经商成功，因能力

出众受到暹罗拉玛王朝三世皇赏识，并被委任为拉侬府税务官。后

又因开发暹南锡矿有功被委任为拉侬府府尹，1862年被四世皇赐予

侯爵（Phraya）爵位。据相关研究表明，许泗漳是暹罗王国历史上

第一个担任府尹的外国人 (Wang, 1959）。许心美是许泗璋最小的

儿子，其母为暹罗人。

1867年，许心美随父亲回到中国，然后在福建家乡读了几年私

塾，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并学会几种汉语方言。

1871年，许心美返回暹罗，因其父兄都活跃在暹罗政商两界，

许心美便在父兄的引领下学习经商和行政，并逐渐展示出卓越的才

能。

1882年，许心美经兄长许心广的推荐，以拉侬府府尹助理的身

份正式踏入暹罗政界, 并受封子爵（Luang）。

1885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暹南甲武里府（Kraburi）府尹，同时

被晋升为伯爵（Phra）。

1890年，因为在甲武里府表现出良好的管理和执政才能，许心

美被暹罗五世皇任命为暹罗南部较重要的董里府（Trang）府尹，

并再次晋封为侯爵 (Phraya) 。

1900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普吉大区的最高长官（High Commis-

sioner of Monthon Phuket），普吉大区包括Phuket普吉，Thalang 

他郎, Ranong 拉侬, Phang-Nga 攀牙, Takuapa 达古巴, Krabi甲米, Satun

沙墩一共7个府(Mackay, 2012)。

1901年，许心美正式接任普吉大区行政长官，这一年他在去曼

谷述职时剪去发辫，正式加入暹罗国籍 (Skinner, 1957) 。就任之后，

他把马来亚槟城的治理经验和方法运用在普吉大区的建设上。许心

美在任上锐意进取、修建公路整顿治安、建设城市、发展锡矿等工

业，并加强普吉大区和槟城之间的贸易物流，把普吉岛从一个落后

荒蛮的地方变成一个外国商贾乐于投资置业的比较现代化的城市 

(Khoo, 2009)。这时候，许心美除了担任政府公职外，其家族企业

还经营船运、锡矿、保险等生意，许氏家族在马来亚槟城的Koe 

Guan（高源）公司当时是英属马六甲最大的船运公司之一，同时他

们的 Khean Guan 保险公司也在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Cushman, 

1991）。因此，许心美在暹南、槟城乃至整个马来亚地区都享有盛

名。

1913年2月25日，许心美在董里府遇刺。同年4月10日，许心美

在其马来亚槟城的住宅内逝世，享年57岁 (Lim, 2011) 。同年5月17

日，许心美的遗体被运回暹南拉侬府，6月1日，被风光厚葬在暹罗

王室赐予的许氏家族墓地 (Dunlop, 1913)。

许心美对暹罗南部最大的贡献是1901年在他主导下的橡胶树种

的引进，因此他还被尊称为“泰国橡胶之父”。依据董里府艮当县

政府（Kantang City Municipality）2014年的网站贴文，正是在许心

美的引领下，橡胶树种从印尼的苏门达腊被引进到暹罗南部并得到

了推广种植。他鼓励地方官员分发橡胶种苗让更多农民种植。他还

劝说曼谷政府改变法律，允许农民砍伐丛林然后种植橡胶；又从槟

城招请华人胶农来到董里，广种橡胶树 （Mackay, 2012）。在他的

大力支持和推动下，董里乃至整个普吉大区的许多荒地，逐渐变成

大片橡胶园 (Liang, 2013)。20世纪初橡胶价格的飞涨证明了许心美

的远见卓识。如今，橡胶和大米、柚木、锡砂早已成为泰国传统的

四大支柱产业。当年从印尼带回来的一棵橡胶树种至今仍屹立在艮

当县许氏老宅的门前，向后人诉说着这一段历史。1950年，为表彰

许心美引进橡胶树种并推广种植的功绩，当时的泰国政府在董里府

为他建立了一尊铜像。

除了橡胶种植业，许心美也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暹南锡矿开采业

的发展。1906年，他促成了名为 Tongkah Harbour Tin Dredging  

Company, NL. 的锡矿挖掘公司的成立，他邀请澳大利亚人 Edward 

Thomas Miles 来经营并提供技术支持，还授予后者在普吉镇 Tongkah 

Harbour 25 年期的独家开采权 （Cushman, 1991）。经过该公司改

造和调试后的斗链式挖掘机（bucket-dredge）极大地提高了普吉地

区的锡矿开采效率，并对后来整个泰国的锡矿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Yip, 1969）。1969 年11月28日，在名为“milestone”的挖掘机雕

塑的揭幕仪式上，泰国矿业资源部部长称赞了曾经对泰国锡矿业贡

献卓著的三个人，许心美位居其一。部长声称：正是许心美的“创

新思维”促进了该产业在泰国的发展（Cushman, 1991）。

许心美因其出色的政绩和对暹南经济发展的贡献，曾得到暹罗

王室的多次嘉奖，并被授予“Phraya Rasada”的爵位，同时他勤政

爱民、兢兢业业，也深受民众的拥护和爱戴。他和他的家族从当时

较暹罗先进的英属槟城引进人才、技术和管理制度，发展了暹南经

济，有效地抵御了英国殖民政府的经济渗透。在他死后，暹罗王室

给拉侬府许氏赐姓为 “Na Ranong” ，以表示对其和其家族功绩的

肯定。

三、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优势分析

辜鸿铭和许心美是近代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一个

精通中西文化，在外交文教上颇有建树；另一个勤勉务实，开拓进

取，为所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良多。此外，从此二人身上可

以归纳出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三点普遍优势。

首先是文化包容的优势。东南亚地区历来种族众多，文化多元，

这个地区的华人华侨习惯融入其他文化，习惯了各种文化间的碰撞

和交融。与中国国内的民众相比，东南亚华人华侨由于长期的跨国、

跨民族、多层次交融的经历，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成为兼容并蓄

多元文化的载体。由于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他们熟悉所在

国的语言和习俗，在文化选择上也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以辜、

许二人为例，两人都精通多种语言，许心美会说九种方言及外语，

辜鸿铭更是大师，除深谙中国文化外，还可以用西文写作、演说，

向西方人宣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西风东渐的大潮下，在中国大

陆民众及知识分子对本国传统文化轻慢、怀疑，准备全盘地接受西

方主流文化的同时，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则相对冷静务实，崇尚自下

向上的改革。比如辜、许二人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更务实、客观

和自信的态度。身居海外的经历让他们对中西文化、社会制度等有

着较全面的洞察，辜鸿铭自不必说，精通西方文化后更努力地捍卫

中国传统文化，许心美也是一面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从政经商，一

面以开放的心态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以发展经济

和造福社会。

其次是经济实力的优势。辜鸿铭家境殷实，少年时期就得以去

欧洲游历求学，这一优势在许心美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许本身就

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得益于许氏家族的经济实力，许心美大刀阔斧

地引进改革、创新发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才有了财力支持。就

整个东南亚地区来看，19世纪70年代后，锡矿和橡胶种植为地方经

济与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而华人资本与华人劳工又积极参与

该新经济活动的开发，并成为先驱者 （吴小安，2005）。这期间更

有名的案例有英属马来亚槟城的福建华人五大姓（邱、林、谢、杨、

陈），他们构成了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以槟城为中心的区域经济舞

台上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作为该地区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族群，

通过对其掌控的跨国互联的企业和公司的控制，他们建立了覆盖槟

城及其周边地区的业务网络，并延伸到加尔各答、香港和汕头。这

些华人华侨为东南亚经济的兴旺蓬勃做出过巨大贡献，也成为了区

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最后是组织网络的优势。在东南亚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海外的

华人华侨作为移民，往往倾向于自发地形成社会组织网络以提供情

感和物质的支持。辜鸿铭因为长期在中国国内生活，这一点体现不

明显，但是从许心美身上则可见一斑。作为槟城和暹南华商集团的

成员，许氏家族正是依靠华人族群和华商社团的组织网络来促进自

身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历史上东南亚的华人华侨通过各种地缘性、

血缘性、业缘性组织，包括宗祠、商帮、会馆、公司等，加上商业

伙伴关系、明智的联姻，在华人社区中构成了有效的组织网络，并

与中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即使是被西方人看作秘密会社的“兄弟

会”等，也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机构，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途径。如

今这些组织网络已经融入所在国的社会，成为所在国社会结构的组

成部分，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盛毅 & 任振宇， 2015）。

四、“一带一路”倡议和东南亚华人华侨

 1.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两千多年前,始于中国的古丝绸之路将中国同中亚、南亚、西

亚、欧洲乃至非洲地区的国家联系起来,成为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和

人文交流的重要通道。2013年 9月和 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

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

及“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合作发展倡

议, 描绘了贯穿亚欧非大陆、连接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涵盖

中间广大腹地的路线图。“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

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

济发展潜力巨大。根据2015年3月经中国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

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重点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如今，“一带一路”合作发展倡议

已经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响应，其战略构想也正式进入推

进建设阶段。

 “一带一路”中的“一路”，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其重点方向共有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 延伸至

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张帆，2016）。由

此可以看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ASEAN）十国在“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中的交通枢纽地位。同时，“一带一路”是以中国周边地

区和沿线国家为依托,并且不断扩延的全球性发展规划。“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是中国东南、西南省份及东盟十国 （张

睿亮，2016）。东盟十国将是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

经贸与投资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

“丝路基金”重要的投资目标国。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国家内生活

着为数不少的华侨华人，各国的华侨华人能否发挥自身优势，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并做出更多积极的贡献，无疑有着重大的

现实意义。

 2. 东南亚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

在中国现今推行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东南亚一带是极

其关键的区域，东南亚华人华侨因其具备的优势，可以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和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第一，东盟各国华人华侨文化的兼容并包可为“一带一路”的

“民心相通”架起文化桥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2017年举行

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到“国之交

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可见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

根基对“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性。一方面，作为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各国华人华侨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通过华文学校、

报纸刊物、宗祠社团活动、传统节庆等形式保持着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存续，向世界展现着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华人华侨融通中外，

又一贯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文化，也了解所在国的实际需要和价

值观，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使者，并深化中外在文化科技方面的交

流和合作力度。此外，因为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华人华侨

熟悉所在国的语言和风土人情，可以提供语言翻译、法律等服务，

能起到良好的沟通作用，推动各方科技文化方面的交流。随着中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华人华侨和中国的联系将更为紧密，

他们将成为展示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平台和窗口。

第二，东盟各国华人华侨经济实力的优势为“一带一路”倡议

的实施搭建了经济桥梁。经济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涵盖了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金融流通”三方面。如今东南亚

新移民增多，传统侨团、华商企业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南亚

华侨华人的经济、科技实力也已增强，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就业领

域向贸易、工业制造、房地产、金融及高科技产业拓展。随着“一

带一路”的推进和实施，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将面临更多样的发

展机遇，也为中国资金和项目的“请进来”和“走出去”提供了强

大的经济基础。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可以从中国引进先进技术或是投

资参与到中国具体项目的开发和建设；他们还可以充分发挥其在资

本市场和企业规模方面的优势，参与并促进“一带一路”各类项目

的建设。

第三，东盟各国华人华侨健全的组织网络有利于增进“一带一

路”建设中的“政策沟通”。东盟各国是世界上华人华侨最集中的

地区，在2007年人数就已达到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73.5%（庄国土，

2010）。有了组织的保障，加上政治地位和政治环境生态的改善，

华人华侨可以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政治互信和政策沟通上做出巨大

贡献，加强政府间政策沟通和合作。借助于组织网络的优势，东盟

各国华侨华人可以帮助促进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政策沟通”，宣

传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理念，增进其所在国政府、社会团体及民众对

中国的了解，加强各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和

支持。华人华侨讲述好“中国故事”，可以让各国对中国多一些了

解，少一些猜疑，这对“一带一路”的推进实施将会有不小的帮助。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过程，东南

亚华商可以从中获得商机，华人专业技术人才可以施展才华，华人

人文学者也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桥梁。当今世界，经济缓慢复苏、

地区冲突不断、发展问题严峻，“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世界多极化、

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秉承开放的区域合

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

一路”倡议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

好追求，是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

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因此东盟国家的华人华侨，若能充分发挥其

优势，不但会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还会为该地

区的稳定繁荣甚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而本文从辜鸿

铭和许心美这两位历史上杰出的华侨华人代表身上发现智慧、寻找

启迪，希望探索出更加灵活多样、新颖务实的途径以发挥华人华侨

的优势，这无疑对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共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20世纪前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概述

 

 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和海商贸易息息相关。据《汉书.地理

志》记载，早在公元初，中国海商便已前往东南亚从事贸易。及至

盛唐时期，因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朝和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

频繁，华人的足迹更是遍及东南亚各地，至今尚存各处的唐人街

China town 便是一明证。宋元时期，因为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先

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华商开始主导印度洋和东亚海洋之间的海上

贸易。中国沿海地区有更多的百姓投身于航海贸易，其中有不少人

因此留居东南亚一带。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浩荡船队途经东南亚各地

时，明朝官兵就已经发现当地有人数众多的华人。明朝后期起中国

的海外贸易由盛转衰，历代政府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严禁沿海的

百姓出国。尽管如此，在明清两朝，东南沿海不堪战乱和饥荒的中

国百姓及没落的权贵还是会设法移居海外，东南亚因为在地理上易

于到达而成为中国移民出国的首选之地。依据庄国土（1992）的考

查，直至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依托海外华商网络而移

民到东南亚的华人总计150万人左右。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老百姓“下南

洋”蔚然成风。“南洋”这个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东

南亚国家联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涵盖了马来群岛、菲律宾群

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中南半岛及马来半岛等地。庄国土（2008）

在其研究中发现，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这波华人移民东南亚

大潮以契约华工为移民主体，这个时期中国人“下南洋”主要是为

了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当时的南洋诸国大多为英国、荷兰、西

班牙的殖民地（泰国除外），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

劳动力，于是“性勤而耐苦，价廉而易致”的华工成为最理想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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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此时在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中又战败的清

政府被迫取消了海禁政策，允许华人劳工出洋。加上海上交通日益

便利，因而大批华人移民得以涌入东南亚地区。除了契约华工外，

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还有大量中国移民从事小商贩、工匠、种植等

行业。

 东南亚是一个多元化的地区，是如今海外华人最集中也是人数

最多的地区。早在2002年就有统计数据表明，全世界约3000万华侨

华人中，留在东南亚各国的就有约2452万人，约占总量的70%以上

（盛毅&任振宇，2015）。千百年来，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与当

地人和衷共济、辛勤劳作，为开发所在国资源、发展当地经济做出

过巨大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些边缘的、来自华南沿海的

贫穷的移民华人一方面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开发，一部分人成

为富有的工商阶层；另一方面他们又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互动的开拓

者与主要角色（吴小安，2005）。在东南亚的华人华侨中，福建、

广东两省的人为大多数，这是因为闽粤二省海岸线曲折绵延，且距

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交通费用较省。本文选取了两位福建籍的

近代杰出的东南亚华人代表—辜鸿铭和许心美，主要采用文献梳理

和历史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二者的生平事迹做简要的回顾和分析，

旨在展示东南亚华人华侨自身具备的独特优势以及他们在国际交流

互动方面做出过的突出贡献。此外，本文也力图说明：对东南亚华

人华侨的研究分析对当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实施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

二、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历史贡献——以辜鸿铭及许心美为例

 曾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的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写过一

首诗，该诗生动记述了老一辈的华人华侨在东南亚各地披荆斩棘、

开荒拓疆的艰辛历程。该诗云：华人渡海初，无异凿空凿。团焦始

娲庐，周防渐虎落。蓝缕启山林，丘墟变城郭（陈小二 & 陈宇峰，

1995）。华人华侨离乡别井，到海外谋生，没有勇气和毅力不成。

此外，正如朱杰勤（2008）所说，华人华侨是中国民族中优秀分子，

研究外国史或华人侨居国历史或地方史，绕不开华侨，华人华侨史

也是中外关系史中的重要部分。本文撷取的两位历史人物—辜鸿铭

和许心美，可谓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同为福建籍的华

人，几乎同年出生于东南亚地区，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两人都擅

长外语，通晓东西文化，并在各自的领域大放异彩，做出过积极的

贡献。

 1.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辜鸿铭（1857-1928）

 辜鸿铭又名辜汤生，字鸿銘，英文名叫 Thomson 或写作 Koh 

Hong–Beng。他自称“东西南北人”，这是因为他“生在南洋、学

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这其中的“南洋”指辜出生的马

来亚，“西洋”指其留学的欧洲，“东洋”指日本，“北洋”指他

曾工作过的北洋系政府。

 辜鸿铭祖籍福建省同安县，1857年出生于当时的英属殖民地槟

城，槟城亦称“槟州”，是马来西亚十三个联邦州之一，位于西马

来西亚西北部，英文名Penang。其父辜紫云是福建籍华侨，为英国

人布朗Brown经营橡胶园，母亲是葡萄牙人和马来人的混血。

 1867年，辜鸿铭随其义父英国商人布朗前往欧洲游历学习，临

行前辜父告诫他永远别忘自己是中国人。

1880年，辜鸿铭结束了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在欧

洲求学期间，他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外语，

还在多国的多所大学获得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此时

的他会说9种语言。

1881年，辜鸿铭辞去其在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工作，转而

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1883年，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

的文章，从此开始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嘲讽西学。

1885年，辜鸿铭首次前往中国，被晚清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委

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此后辜在张之洞的幕府工作达二

十余年，在兴办高等教育及处理外交事务上多有出色表现。比如：

辜曾任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的前身）的方言教习。1891年，俄罗

斯皇储来华，因辜鸿铭精通外语和各国外交礼仪，俄皇储赠其镂皇

冠金表（罗振玉，1931）。

1908年，辜鸿铭任清政府外交部侍郎。

1910年，辜鸿铭任上海南洋公学教务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辞去公职。

1913年，辜鸿铭和印度的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15年，辜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主讲英国文学。这一年，他

用英文写作的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译名《春秋大义》）

出版，书中提出的“中国文明拯救西方论”在西方世界引起一时轰动。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

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返回中国。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辜鸿铭生于英属殖民地马来亚，少年时游学于欧洲，成年后又

到中国为满清政府服务。从辜氏的生平事迹不难看出，他博学多才，

尤其是外语能力超群，而且还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人称“长于西文

西学而服膺古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辜鸿铭被称为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对中国传统文化几近痴迷。难能可贵的

是，在辜鸿铭的时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国内的知识分子和社会

精英普遍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信心，转而大力学习、推广西方文明。

在如此西风东渐的大环境下，辜鸿铭却不人云亦云，他有着南洋华

人普遍的冷静包容和文化自信，并凭借自身扎实的外语功力孜孜不

倦地向西方人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

文明。辜鸿铭通过用英文写作、讲演、翻译中国古籍等方式向西方

推广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

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获得了巨大成功。诚如罗振

玉（1931）所说：“乃译四子书，及我国典制诸书为欧文。每一脱

稿，列国争传译”。出于其自身在英属殖民地及游学欧洲的经历，

辜鸿铭认为西方的社会制度也有缺陷和不公，他对中华古老文明和

传统文化反而更为推崇。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推广，一度让西方“

群悟东方学术之可贵，各国大学乃争设东方学讲座”，西方人因而

了解、进而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可见辜鸿铭对东西文化交流所

做的杰出贡献。

有趣的是，辜鸿铭学贯中西，可本人却成为一种文化冲突的符

号。他因言行怪诞、特立独行而被称为“清末怪杰”。辜鸿铭虽然

身为华侨并且接受了大量的西式教育，但是坚持文化保守主义。比

如：一方面，他认同西方的民主，吃西餐，赞美女性。另一方面，

他留辫子，以清朝遗老自居，反对共和，为封建专制辩护，鼓吹一

夫多妻。他还赞同女人裹脚。但不容置疑的是，辜鸿铭是一个具有

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与融合大背景的、地区有过广泛影响的华人，也

曾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2. 泰国橡胶之父——许心美 (1856-1913)

许心美，名字英文拼写为 Khaw Sim Bee, 1856 年出生于暹罗南

部的拉侬府（英文拼写为Ranong）。其父许泗璋（1797-1882），

英文名 Khaw Soo Cheang，原籍是福建省漳州市龙溪霞屿乡(Skinner, 

1957)。据考证许泗璋于1810年前后下南洋，起初在马来亚的槟城

和暹罗南部各府间做小宗贸易 (Purcell, 1948) 。后经商成功，因能力

出众受到暹罗拉玛王朝三世皇赏识，并被委任为拉侬府税务官。后

又因开发暹南锡矿有功被委任为拉侬府府尹，1862年被四世皇赐予

侯爵（Phraya）爵位。据相关研究表明，许泗漳是暹罗王国历史上

第一个担任府尹的外国人 (Wang, 1959）。许心美是许泗璋最小的

儿子，其母为暹罗人。

1867年，许心美随父亲回到中国，然后在福建家乡读了几年私

塾，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并学会几种汉语方言。

1871年，许心美返回暹罗，因其父兄都活跃在暹罗政商两界，

许心美便在父兄的引领下学习经商和行政，并逐渐展示出卓越的才

能。

1882年，许心美经兄长许心广的推荐，以拉侬府府尹助理的身

份正式踏入暹罗政界, 并受封子爵（Luang）。

1885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暹南甲武里府（Kraburi）府尹，同时

被晋升为伯爵（Phra）。

1890年，因为在甲武里府表现出良好的管理和执政才能，许心

美被暹罗五世皇任命为暹罗南部较重要的董里府（Trang）府尹，

并再次晋封为侯爵 (Phraya) 。

1900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普吉大区的最高长官（High Commis-

sioner of Monthon Phuket），普吉大区包括Phuket普吉，Thalang 

他郎, Ranong 拉侬, Phang-Nga 攀牙, Takuapa 达古巴, Krabi甲米, Satun

沙墩一共7个府(Mackay, 2012)。

1901年，许心美正式接任普吉大区行政长官，这一年他在去曼

谷述职时剪去发辫，正式加入暹罗国籍 (Skinner, 1957) 。就任之后，

他把马来亚槟城的治理经验和方法运用在普吉大区的建设上。许心

美在任上锐意进取、修建公路整顿治安、建设城市、发展锡矿等工

业，并加强普吉大区和槟城之间的贸易物流，把普吉岛从一个落后

荒蛮的地方变成一个外国商贾乐于投资置业的比较现代化的城市 

(Khoo, 2009)。这时候，许心美除了担任政府公职外，其家族企业

还经营船运、锡矿、保险等生意，许氏家族在马来亚槟城的Koe 

Guan（高源）公司当时是英属马六甲最大的船运公司之一，同时他

们的 Khean Guan 保险公司也在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Cushman, 

1991）。因此，许心美在暹南、槟城乃至整个马来亚地区都享有盛

名。

1913年2月25日，许心美在董里府遇刺。同年4月10日，许心美

在其马来亚槟城的住宅内逝世，享年57岁 (Lim, 2011) 。同年5月17

日，许心美的遗体被运回暹南拉侬府，6月1日，被风光厚葬在暹罗

王室赐予的许氏家族墓地 (Dunlop, 1913)。

许心美对暹罗南部最大的贡献是1901年在他主导下的橡胶树种

的引进，因此他还被尊称为“泰国橡胶之父”。依据董里府艮当县

政府（Kantang City Municipality）2014年的网站贴文，正是在许心

美的引领下，橡胶树种从印尼的苏门达腊被引进到暹罗南部并得到

了推广种植。他鼓励地方官员分发橡胶种苗让更多农民种植。他还

劝说曼谷政府改变法律，允许农民砍伐丛林然后种植橡胶；又从槟

城招请华人胶农来到董里，广种橡胶树 （Mackay, 2012）。在他的

大力支持和推动下，董里乃至整个普吉大区的许多荒地，逐渐变成

大片橡胶园 (Liang, 2013)。20世纪初橡胶价格的飞涨证明了许心美

的远见卓识。如今，橡胶和大米、柚木、锡砂早已成为泰国传统的

四大支柱产业。当年从印尼带回来的一棵橡胶树种至今仍屹立在艮

当县许氏老宅的门前，向后人诉说着这一段历史。1950年，为表彰

许心美引进橡胶树种并推广种植的功绩，当时的泰国政府在董里府

为他建立了一尊铜像。

除了橡胶种植业，许心美也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暹南锡矿开采业

的发展。1906年，他促成了名为 Tongkah Harbour Tin Dredging  

Company, NL. 的锡矿挖掘公司的成立，他邀请澳大利亚人 Edward 

Thomas Miles 来经营并提供技术支持，还授予后者在普吉镇 Tongkah 

Harbour 25 年期的独家开采权 （Cushman, 1991）。经过该公司改

造和调试后的斗链式挖掘机（bucket-dredge）极大地提高了普吉地

区的锡矿开采效率，并对后来整个泰国的锡矿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Yip, 1969）。1969 年11月28日，在名为“milestone”的挖掘机雕

塑的揭幕仪式上，泰国矿业资源部部长称赞了曾经对泰国锡矿业贡

献卓著的三个人，许心美位居其一。部长声称：正是许心美的“创

新思维”促进了该产业在泰国的发展（Cushman, 1991）。

许心美因其出色的政绩和对暹南经济发展的贡献，曾得到暹罗

王室的多次嘉奖，并被授予“Phraya Rasada”的爵位，同时他勤政

爱民、兢兢业业，也深受民众的拥护和爱戴。他和他的家族从当时

较暹罗先进的英属槟城引进人才、技术和管理制度，发展了暹南经

济，有效地抵御了英国殖民政府的经济渗透。在他死后，暹罗王室

给拉侬府许氏赐姓为 “Na Ranong” ，以表示对其和其家族功绩的

肯定。

三、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优势分析

辜鸿铭和许心美是近代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一个

精通中西文化，在外交文教上颇有建树；另一个勤勉务实，开拓进

取，为所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良多。此外，从此二人身上可

以归纳出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三点普遍优势。

首先是文化包容的优势。东南亚地区历来种族众多，文化多元，

这个地区的华人华侨习惯融入其他文化，习惯了各种文化间的碰撞

和交融。与中国国内的民众相比，东南亚华人华侨由于长期的跨国、

跨民族、多层次交融的经历，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成为兼容并蓄

多元文化的载体。由于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他们熟悉所在

国的语言和习俗，在文化选择上也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以辜、

许二人为例，两人都精通多种语言，许心美会说九种方言及外语，

辜鸿铭更是大师，除深谙中国文化外，还可以用西文写作、演说，

向西方人宣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西风东渐的大潮下，在中国大

陆民众及知识分子对本国传统文化轻慢、怀疑，准备全盘地接受西

方主流文化的同时，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则相对冷静务实，崇尚自下

向上的改革。比如辜、许二人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更务实、客观

和自信的态度。身居海外的经历让他们对中西文化、社会制度等有

着较全面的洞察，辜鸿铭自不必说，精通西方文化后更努力地捍卫

中国传统文化，许心美也是一面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从政经商，一

面以开放的心态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以发展经济

和造福社会。

其次是经济实力的优势。辜鸿铭家境殷实，少年时期就得以去

欧洲游历求学，这一优势在许心美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许本身就

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得益于许氏家族的经济实力，许心美大刀阔斧

地引进改革、创新发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才有了财力支持。就

整个东南亚地区来看，19世纪70年代后，锡矿和橡胶种植为地方经

济与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而华人资本与华人劳工又积极参与

该新经济活动的开发，并成为先驱者 （吴小安，2005）。这期间更

有名的案例有英属马来亚槟城的福建华人五大姓（邱、林、谢、杨、

陈），他们构成了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以槟城为中心的区域经济舞

台上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作为该地区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族群，

通过对其掌控的跨国互联的企业和公司的控制，他们建立了覆盖槟

城及其周边地区的业务网络，并延伸到加尔各答、香港和汕头。这

些华人华侨为东南亚经济的兴旺蓬勃做出过巨大贡献，也成为了区

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最后是组织网络的优势。在东南亚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海外的

华人华侨作为移民，往往倾向于自发地形成社会组织网络以提供情

感和物质的支持。辜鸿铭因为长期在中国国内生活，这一点体现不

明显，但是从许心美身上则可见一斑。作为槟城和暹南华商集团的

成员，许氏家族正是依靠华人族群和华商社团的组织网络来促进自

身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历史上东南亚的华人华侨通过各种地缘性、

血缘性、业缘性组织，包括宗祠、商帮、会馆、公司等，加上商业

伙伴关系、明智的联姻，在华人社区中构成了有效的组织网络，并

与中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即使是被西方人看作秘密会社的“兄弟

会”等，也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机构，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途径。如

今这些组织网络已经融入所在国的社会，成为所在国社会结构的组

成部分，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盛毅 & 任振宇， 2015）。

四、“一带一路”倡议和东南亚华人华侨

 1.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两千多年前,始于中国的古丝绸之路将中国同中亚、南亚、西

亚、欧洲乃至非洲地区的国家联系起来,成为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和

人文交流的重要通道。2013年 9月和 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

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

及“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合作发展倡

议, 描绘了贯穿亚欧非大陆、连接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涵盖

中间广大腹地的路线图。“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

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

济发展潜力巨大。根据2015年3月经中国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

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重点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如今，“一带一路”合作发展倡议

已经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响应，其战略构想也正式进入推

进建设阶段。

 “一带一路”中的“一路”，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其重点方向共有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 延伸至

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张帆，2016）。由

此可以看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ASEAN）十国在“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中的交通枢纽地位。同时，“一带一路”是以中国周边地

区和沿线国家为依托,并且不断扩延的全球性发展规划。“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是中国东南、西南省份及东盟十国 （张

睿亮，2016）。东盟十国将是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

经贸与投资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

“丝路基金”重要的投资目标国。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国家内生活

着为数不少的华侨华人，各国的华侨华人能否发挥自身优势，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并做出更多积极的贡献，无疑有着重大的

现实意义。

 2. 东南亚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

在中国现今推行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东南亚一带是极

其关键的区域，东南亚华人华侨因其具备的优势，可以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和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第一，东盟各国华人华侨文化的兼容并包可为“一带一路”的

“民心相通”架起文化桥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2017年举行

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到“国之交

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可见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

根基对“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性。一方面，作为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各国华人华侨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通过华文学校、

报纸刊物、宗祠社团活动、传统节庆等形式保持着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存续，向世界展现着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华人华侨融通中外，

又一贯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文化，也了解所在国的实际需要和价

值观，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使者，并深化中外在文化科技方面的交

流和合作力度。此外，因为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华人华侨

熟悉所在国的语言和风土人情，可以提供语言翻译、法律等服务，

能起到良好的沟通作用，推动各方科技文化方面的交流。随着中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华人华侨和中国的联系将更为紧密，

他们将成为展示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平台和窗口。

第二，东盟各国华人华侨经济实力的优势为“一带一路”倡议

的实施搭建了经济桥梁。经济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涵盖了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金融流通”三方面。如今东南亚

新移民增多，传统侨团、华商企业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南亚

华侨华人的经济、科技实力也已增强，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就业领

域向贸易、工业制造、房地产、金融及高科技产业拓展。随着“一

带一路”的推进和实施，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将面临更多样的发

展机遇，也为中国资金和项目的“请进来”和“走出去”提供了强

大的经济基础。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可以从中国引进先进技术或是投

资参与到中国具体项目的开发和建设；他们还可以充分发挥其在资

本市场和企业规模方面的优势，参与并促进“一带一路”各类项目

的建设。

第三，东盟各国华人华侨健全的组织网络有利于增进“一带一

路”建设中的“政策沟通”。东盟各国是世界上华人华侨最集中的

地区，在2007年人数就已达到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73.5%（庄国土，

2010）。有了组织的保障，加上政治地位和政治环境生态的改善，

华人华侨可以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政治互信和政策沟通上做出巨大

贡献，加强政府间政策沟通和合作。借助于组织网络的优势，东盟

各国华侨华人可以帮助促进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政策沟通”，宣

传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理念，增进其所在国政府、社会团体及民众对

中国的了解，加强各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和

支持。华人华侨讲述好“中国故事”，可以让各国对中国多一些了

解，少一些猜疑，这对“一带一路”的推进实施将会有不小的帮助。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过程，东南

亚华商可以从中获得商机，华人专业技术人才可以施展才华，华人

人文学者也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桥梁。当今世界，经济缓慢复苏、

地区冲突不断、发展问题严峻，“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世界多极化、

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秉承开放的区域合

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

一路”倡议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

好追求，是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

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因此东盟国家的华人华侨，若能充分发挥其

优势，不但会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还会为该地

区的稳定繁荣甚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而本文从辜鸿

铭和许心美这两位历史上杰出的华侨华人代表身上发现智慧、寻找

启迪，希望探索出更加灵活多样、新颖务实的途径以发挥华人华侨

的优势，这无疑对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共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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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世纪前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概述

 

 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和海商贸易息息相关。据《汉书.地理

志》记载，早在公元初，中国海商便已前往东南亚从事贸易。及至

盛唐时期，因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朝和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

频繁，华人的足迹更是遍及东南亚各地，至今尚存各处的唐人街

China town 便是一明证。宋元时期，因为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先

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华商开始主导印度洋和东亚海洋之间的海上

贸易。中国沿海地区有更多的百姓投身于航海贸易，其中有不少人

因此留居东南亚一带。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浩荡船队途经东南亚各地

时，明朝官兵就已经发现当地有人数众多的华人。明朝后期起中国

的海外贸易由盛转衰，历代政府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严禁沿海的

百姓出国。尽管如此，在明清两朝，东南沿海不堪战乱和饥荒的中

国百姓及没落的权贵还是会设法移居海外，东南亚因为在地理上易

于到达而成为中国移民出国的首选之地。依据庄国土（1992）的考

查，直至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依托海外华商网络而移

民到东南亚的华人总计150万人左右。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老百姓“下南

洋”蔚然成风。“南洋”这个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东

南亚国家联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涵盖了马来群岛、菲律宾群

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中南半岛及马来半岛等地。庄国土（2008）

在其研究中发现，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这波华人移民东南亚

大潮以契约华工为移民主体，这个时期中国人“下南洋”主要是为

了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当时的南洋诸国大多为英国、荷兰、西

班牙的殖民地（泰国除外），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

劳动力，于是“性勤而耐苦，价廉而易致”的华工成为最理想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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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此时在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中又战败的清

政府被迫取消了海禁政策，允许华人劳工出洋。加上海上交通日益

便利，因而大批华人移民得以涌入东南亚地区。除了契约华工外，

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还有大量中国移民从事小商贩、工匠、种植等

行业。

 东南亚是一个多元化的地区，是如今海外华人最集中也是人数

最多的地区。早在2002年就有统计数据表明，全世界约3000万华侨

华人中，留在东南亚各国的就有约2452万人，约占总量的70%以上

（盛毅&任振宇，2015）。千百年来，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与当

地人和衷共济、辛勤劳作，为开发所在国资源、发展当地经济做出

过巨大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些边缘的、来自华南沿海的

贫穷的移民华人一方面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开发，一部分人成

为富有的工商阶层；另一方面他们又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互动的开拓

者与主要角色（吴小安，2005）。在东南亚的华人华侨中，福建、

广东两省的人为大多数，这是因为闽粤二省海岸线曲折绵延，且距

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交通费用较省。本文选取了两位福建籍的

近代杰出的东南亚华人代表—辜鸿铭和许心美，主要采用文献梳理

和历史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二者的生平事迹做简要的回顾和分析，

旨在展示东南亚华人华侨自身具备的独特优势以及他们在国际交流

互动方面做出过的突出贡献。此外，本文也力图说明：对东南亚华

人华侨的研究分析对当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实施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

二、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历史贡献——以辜鸿铭及许心美为例

 曾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的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写过一

首诗，该诗生动记述了老一辈的华人华侨在东南亚各地披荆斩棘、

开荒拓疆的艰辛历程。该诗云：华人渡海初，无异凿空凿。团焦始

娲庐，周防渐虎落。蓝缕启山林，丘墟变城郭（陈小二 & 陈宇峰，

1995）。华人华侨离乡别井，到海外谋生，没有勇气和毅力不成。

此外，正如朱杰勤（2008）所说，华人华侨是中国民族中优秀分子，

研究外国史或华人侨居国历史或地方史，绕不开华侨，华人华侨史

也是中外关系史中的重要部分。本文撷取的两位历史人物—辜鸿铭

和许心美，可谓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同为福建籍的华

人，几乎同年出生于东南亚地区，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两人都擅

长外语，通晓东西文化，并在各自的领域大放异彩，做出过积极的

贡献。

 1.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辜鸿铭（1857-1928）

 辜鸿铭又名辜汤生，字鸿銘，英文名叫 Thomson 或写作 Koh 

Hong–Beng。他自称“东西南北人”，这是因为他“生在南洋、学

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这其中的“南洋”指辜出生的马

来亚，“西洋”指其留学的欧洲，“东洋”指日本，“北洋”指他

曾工作过的北洋系政府。

 辜鸿铭祖籍福建省同安县，1857年出生于当时的英属殖民地槟

城，槟城亦称“槟州”，是马来西亚十三个联邦州之一，位于西马

来西亚西北部，英文名Penang。其父辜紫云是福建籍华侨，为英国

人布朗Brown经营橡胶园，母亲是葡萄牙人和马来人的混血。

 1867年，辜鸿铭随其义父英国商人布朗前往欧洲游历学习，临

行前辜父告诫他永远别忘自己是中国人。

1880年，辜鸿铭结束了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在欧

洲求学期间，他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外语，

还在多国的多所大学获得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此时

的他会说9种语言。

1881年，辜鸿铭辞去其在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工作，转而

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1883年，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

的文章，从此开始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嘲讽西学。

1885年，辜鸿铭首次前往中国，被晚清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委

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此后辜在张之洞的幕府工作达二

十余年，在兴办高等教育及处理外交事务上多有出色表现。比如：

辜曾任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的前身）的方言教习。1891年，俄罗

斯皇储来华，因辜鸿铭精通外语和各国外交礼仪，俄皇储赠其镂皇

冠金表（罗振玉，1931）。

1908年，辜鸿铭任清政府外交部侍郎。

1910年，辜鸿铭任上海南洋公学教务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辞去公职。

1913年，辜鸿铭和印度的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15年，辜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主讲英国文学。这一年，他

用英文写作的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译名《春秋大义》）

出版，书中提出的“中国文明拯救西方论”在西方世界引起一时轰动。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

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返回中国。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辜鸿铭生于英属殖民地马来亚，少年时游学于欧洲，成年后又

到中国为满清政府服务。从辜氏的生平事迹不难看出，他博学多才，

尤其是外语能力超群，而且还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人称“长于西文

西学而服膺古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辜鸿铭被称为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对中国传统文化几近痴迷。难能可贵的

是，在辜鸿铭的时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国内的知识分子和社会

精英普遍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信心，转而大力学习、推广西方文明。

在如此西风东渐的大环境下，辜鸿铭却不人云亦云，他有着南洋华

人普遍的冷静包容和文化自信，并凭借自身扎实的外语功力孜孜不

倦地向西方人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

文明。辜鸿铭通过用英文写作、讲演、翻译中国古籍等方式向西方

推广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

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获得了巨大成功。诚如罗振

玉（1931）所说：“乃译四子书，及我国典制诸书为欧文。每一脱

稿，列国争传译”。出于其自身在英属殖民地及游学欧洲的经历，

辜鸿铭认为西方的社会制度也有缺陷和不公，他对中华古老文明和

传统文化反而更为推崇。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推广，一度让西方“

群悟东方学术之可贵，各国大学乃争设东方学讲座”，西方人因而

了解、进而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可见辜鸿铭对东西文化交流所

做的杰出贡献。

有趣的是，辜鸿铭学贯中西，可本人却成为一种文化冲突的符

号。他因言行怪诞、特立独行而被称为“清末怪杰”。辜鸿铭虽然

身为华侨并且接受了大量的西式教育，但是坚持文化保守主义。比

如：一方面，他认同西方的民主，吃西餐，赞美女性。另一方面，

他留辫子，以清朝遗老自居，反对共和，为封建专制辩护，鼓吹一

夫多妻。他还赞同女人裹脚。但不容置疑的是，辜鸿铭是一个具有

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与融合大背景的、地区有过广泛影响的华人，也

曾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2. 泰国橡胶之父——许心美 (1856-1913)

许心美，名字英文拼写为 Khaw Sim Bee, 1856 年出生于暹罗南

部的拉侬府（英文拼写为Ranong）。其父许泗璋（1797-1882），

英文名 Khaw Soo Cheang，原籍是福建省漳州市龙溪霞屿乡(Skinner, 

1957)。据考证许泗璋于1810年前后下南洋，起初在马来亚的槟城

和暹罗南部各府间做小宗贸易 (Purcell, 1948) 。后经商成功，因能力

出众受到暹罗拉玛王朝三世皇赏识，并被委任为拉侬府税务官。后

又因开发暹南锡矿有功被委任为拉侬府府尹，1862年被四世皇赐予

侯爵（Phraya）爵位。据相关研究表明，许泗漳是暹罗王国历史上

第一个担任府尹的外国人 (Wang, 1959）。许心美是许泗璋最小的

儿子，其母为暹罗人。

1867年，许心美随父亲回到中国，然后在福建家乡读了几年私

塾，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并学会几种汉语方言。

1871年，许心美返回暹罗，因其父兄都活跃在暹罗政商两界，

许心美便在父兄的引领下学习经商和行政，并逐渐展示出卓越的才

能。

1882年，许心美经兄长许心广的推荐，以拉侬府府尹助理的身

份正式踏入暹罗政界, 并受封子爵（Luang）。

1885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暹南甲武里府（Kraburi）府尹，同时

被晋升为伯爵（Phra）。

1890年，因为在甲武里府表现出良好的管理和执政才能，许心

美被暹罗五世皇任命为暹罗南部较重要的董里府（Trang）府尹，

并再次晋封为侯爵 (Phraya) 。

1900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普吉大区的最高长官（High Commis-

sioner of Monthon Phuket），普吉大区包括Phuket普吉，Thalang 

他郎, Ranong 拉侬, Phang-Nga 攀牙, Takuapa 达古巴, Krabi甲米, Satun

沙墩一共7个府(Mackay, 2012)。

1901年，许心美正式接任普吉大区行政长官，这一年他在去曼

谷述职时剪去发辫，正式加入暹罗国籍 (Skinner, 1957) 。就任之后，

他把马来亚槟城的治理经验和方法运用在普吉大区的建设上。许心

美在任上锐意进取、修建公路整顿治安、建设城市、发展锡矿等工

业，并加强普吉大区和槟城之间的贸易物流，把普吉岛从一个落后

荒蛮的地方变成一个外国商贾乐于投资置业的比较现代化的城市 

(Khoo, 2009)。这时候，许心美除了担任政府公职外，其家族企业

还经营船运、锡矿、保险等生意，许氏家族在马来亚槟城的Koe 

Guan（高源）公司当时是英属马六甲最大的船运公司之一，同时他

们的 Khean Guan 保险公司也在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Cushman, 

1991）。因此，许心美在暹南、槟城乃至整个马来亚地区都享有盛

名。

1913年2月25日，许心美在董里府遇刺。同年4月10日，许心美

在其马来亚槟城的住宅内逝世，享年57岁 (Lim, 2011) 。同年5月17

日，许心美的遗体被运回暹南拉侬府，6月1日，被风光厚葬在暹罗

王室赐予的许氏家族墓地 (Dunlop, 1913)。

许心美对暹罗南部最大的贡献是1901年在他主导下的橡胶树种

的引进，因此他还被尊称为“泰国橡胶之父”。依据董里府艮当县

政府（Kantang City Municipality）2014年的网站贴文，正是在许心

美的引领下，橡胶树种从印尼的苏门达腊被引进到暹罗南部并得到

了推广种植。他鼓励地方官员分发橡胶种苗让更多农民种植。他还

劝说曼谷政府改变法律，允许农民砍伐丛林然后种植橡胶；又从槟

城招请华人胶农来到董里，广种橡胶树 （Mackay, 2012）。在他的

大力支持和推动下，董里乃至整个普吉大区的许多荒地，逐渐变成

大片橡胶园 (Liang, 2013)。20世纪初橡胶价格的飞涨证明了许心美

的远见卓识。如今，橡胶和大米、柚木、锡砂早已成为泰国传统的

四大支柱产业。当年从印尼带回来的一棵橡胶树种至今仍屹立在艮

当县许氏老宅的门前，向后人诉说着这一段历史。1950年，为表彰

许心美引进橡胶树种并推广种植的功绩，当时的泰国政府在董里府

为他建立了一尊铜像。

除了橡胶种植业，许心美也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暹南锡矿开采业

的发展。1906年，他促成了名为 Tongkah Harbour Tin Dredging  

Company, NL. 的锡矿挖掘公司的成立，他邀请澳大利亚人 Edward 

Thomas Miles 来经营并提供技术支持，还授予后者在普吉镇 Tongkah 

Harbour 25 年期的独家开采权 （Cushman, 1991）。经过该公司改

造和调试后的斗链式挖掘机（bucket-dredge）极大地提高了普吉地

区的锡矿开采效率，并对后来整个泰国的锡矿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Yip, 1969）。1969 年11月28日，在名为“milestone”的挖掘机雕

塑的揭幕仪式上，泰国矿业资源部部长称赞了曾经对泰国锡矿业贡

献卓著的三个人，许心美位居其一。部长声称：正是许心美的“创

新思维”促进了该产业在泰国的发展（Cushman, 1991）。

许心美因其出色的政绩和对暹南经济发展的贡献，曾得到暹罗

王室的多次嘉奖，并被授予“Phraya Rasada”的爵位，同时他勤政

爱民、兢兢业业，也深受民众的拥护和爱戴。他和他的家族从当时

较暹罗先进的英属槟城引进人才、技术和管理制度，发展了暹南经

济，有效地抵御了英国殖民政府的经济渗透。在他死后，暹罗王室

给拉侬府许氏赐姓为 “Na Ranong” ，以表示对其和其家族功绩的

肯定。

三、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优势分析

辜鸿铭和许心美是近代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一个

精通中西文化，在外交文教上颇有建树；另一个勤勉务实，开拓进

取，为所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良多。此外，从此二人身上可

以归纳出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三点普遍优势。

首先是文化包容的优势。东南亚地区历来种族众多，文化多元，

这个地区的华人华侨习惯融入其他文化，习惯了各种文化间的碰撞

和交融。与中国国内的民众相比，东南亚华人华侨由于长期的跨国、

跨民族、多层次交融的经历，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成为兼容并蓄

多元文化的载体。由于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他们熟悉所在

国的语言和习俗，在文化选择上也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以辜、

许二人为例，两人都精通多种语言，许心美会说九种方言及外语，

辜鸿铭更是大师，除深谙中国文化外，还可以用西文写作、演说，

向西方人宣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西风东渐的大潮下，在中国大

陆民众及知识分子对本国传统文化轻慢、怀疑，准备全盘地接受西

方主流文化的同时，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则相对冷静务实，崇尚自下

向上的改革。比如辜、许二人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更务实、客观

和自信的态度。身居海外的经历让他们对中西文化、社会制度等有

着较全面的洞察，辜鸿铭自不必说，精通西方文化后更努力地捍卫

中国传统文化，许心美也是一面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从政经商，一

面以开放的心态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以发展经济

和造福社会。

其次是经济实力的优势。辜鸿铭家境殷实，少年时期就得以去

欧洲游历求学，这一优势在许心美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许本身就

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得益于许氏家族的经济实力，许心美大刀阔斧

地引进改革、创新发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才有了财力支持。就

整个东南亚地区来看，19世纪70年代后，锡矿和橡胶种植为地方经

济与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而华人资本与华人劳工又积极参与

该新经济活动的开发，并成为先驱者 （吴小安，2005）。这期间更

有名的案例有英属马来亚槟城的福建华人五大姓（邱、林、谢、杨、

陈），他们构成了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以槟城为中心的区域经济舞

台上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作为该地区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族群，

通过对其掌控的跨国互联的企业和公司的控制，他们建立了覆盖槟

城及其周边地区的业务网络，并延伸到加尔各答、香港和汕头。这

些华人华侨为东南亚经济的兴旺蓬勃做出过巨大贡献，也成为了区

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最后是组织网络的优势。在东南亚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海外的

华人华侨作为移民，往往倾向于自发地形成社会组织网络以提供情

感和物质的支持。辜鸿铭因为长期在中国国内生活，这一点体现不

明显，但是从许心美身上则可见一斑。作为槟城和暹南华商集团的

成员，许氏家族正是依靠华人族群和华商社团的组织网络来促进自

身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历史上东南亚的华人华侨通过各种地缘性、

血缘性、业缘性组织，包括宗祠、商帮、会馆、公司等，加上商业

伙伴关系、明智的联姻，在华人社区中构成了有效的组织网络，并

与中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即使是被西方人看作秘密会社的“兄弟

会”等，也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机构，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途径。如

今这些组织网络已经融入所在国的社会，成为所在国社会结构的组

成部分，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盛毅 & 任振宇， 2015）。

四、“一带一路”倡议和东南亚华人华侨

 1.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两千多年前,始于中国的古丝绸之路将中国同中亚、南亚、西

亚、欧洲乃至非洲地区的国家联系起来,成为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和

人文交流的重要通道。2013年 9月和 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

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

及“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合作发展倡

议, 描绘了贯穿亚欧非大陆、连接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涵盖

中间广大腹地的路线图。“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

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

济发展潜力巨大。根据2015年3月经中国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

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重点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如今，“一带一路”合作发展倡议

已经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响应，其战略构想也正式进入推

进建设阶段。

 “一带一路”中的“一路”，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其重点方向共有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 延伸至

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张帆，2016）。由

此可以看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ASEAN）十国在“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中的交通枢纽地位。同时，“一带一路”是以中国周边地

区和沿线国家为依托,并且不断扩延的全球性发展规划。“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是中国东南、西南省份及东盟十国 （张

睿亮，2016）。东盟十国将是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

经贸与投资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

“丝路基金”重要的投资目标国。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国家内生活

着为数不少的华侨华人，各国的华侨华人能否发挥自身优势，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并做出更多积极的贡献，无疑有着重大的

现实意义。

 2. 东南亚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

在中国现今推行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东南亚一带是极

其关键的区域，东南亚华人华侨因其具备的优势，可以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和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第一，东盟各国华人华侨文化的兼容并包可为“一带一路”的

“民心相通”架起文化桥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2017年举行

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到“国之交

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可见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

根基对“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性。一方面，作为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各国华人华侨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通过华文学校、

报纸刊物、宗祠社团活动、传统节庆等形式保持着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存续，向世界展现着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华人华侨融通中外，

又一贯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文化，也了解所在国的实际需要和价

值观，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使者，并深化中外在文化科技方面的交

流和合作力度。此外，因为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华人华侨

熟悉所在国的语言和风土人情，可以提供语言翻译、法律等服务，

能起到良好的沟通作用，推动各方科技文化方面的交流。随着中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华人华侨和中国的联系将更为紧密，

他们将成为展示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平台和窗口。

第二，东盟各国华人华侨经济实力的优势为“一带一路”倡议

的实施搭建了经济桥梁。经济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涵盖了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金融流通”三方面。如今东南亚

新移民增多，传统侨团、华商企业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南亚

华侨华人的经济、科技实力也已增强，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就业领

域向贸易、工业制造、房地产、金融及高科技产业拓展。随着“一

带一路”的推进和实施，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将面临更多样的发

展机遇，也为中国资金和项目的“请进来”和“走出去”提供了强

大的经济基础。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可以从中国引进先进技术或是投

资参与到中国具体项目的开发和建设；他们还可以充分发挥其在资

本市场和企业规模方面的优势，参与并促进“一带一路”各类项目

的建设。

第三，东盟各国华人华侨健全的组织网络有利于增进“一带一

路”建设中的“政策沟通”。东盟各国是世界上华人华侨最集中的

地区，在2007年人数就已达到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73.5%（庄国土，

2010）。有了组织的保障，加上政治地位和政治环境生态的改善，

华人华侨可以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政治互信和政策沟通上做出巨大

贡献，加强政府间政策沟通和合作。借助于组织网络的优势，东盟

各国华侨华人可以帮助促进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政策沟通”，宣

传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理念，增进其所在国政府、社会团体及民众对

中国的了解，加强各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和

支持。华人华侨讲述好“中国故事”，可以让各国对中国多一些了

解，少一些猜疑，这对“一带一路”的推进实施将会有不小的帮助。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过程，东南

亚华商可以从中获得商机，华人专业技术人才可以施展才华，华人

人文学者也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桥梁。当今世界，经济缓慢复苏、

地区冲突不断、发展问题严峻，“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世界多极化、

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秉承开放的区域合

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

一路”倡议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

好追求，是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

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因此东盟国家的华人华侨，若能充分发挥其

优势，不但会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还会为该地

区的稳定繁荣甚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而本文从辜鸿

铭和许心美这两位历史上杰出的华侨华人代表身上发现智慧、寻找

启迪，希望探索出更加灵活多样、新颖务实的途径以发挥华人华侨

的优势，这无疑对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共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20世纪前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概述

 

 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和海商贸易息息相关。据《汉书.地理

志》记载，早在公元初，中国海商便已前往东南亚从事贸易。及至

盛唐时期，因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朝和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

频繁，华人的足迹更是遍及东南亚各地，至今尚存各处的唐人街

China town 便是一明证。宋元时期，因为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先

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华商开始主导印度洋和东亚海洋之间的海上

贸易。中国沿海地区有更多的百姓投身于航海贸易，其中有不少人

因此留居东南亚一带。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浩荡船队途经东南亚各地

时，明朝官兵就已经发现当地有人数众多的华人。明朝后期起中国

的海外贸易由盛转衰，历代政府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严禁沿海的

百姓出国。尽管如此，在明清两朝，东南沿海不堪战乱和饥荒的中

国百姓及没落的权贵还是会设法移居海外，东南亚因为在地理上易

于到达而成为中国移民出国的首选之地。依据庄国土（1992）的考

查，直至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依托海外华商网络而移

民到东南亚的华人总计150万人左右。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老百姓“下南

洋”蔚然成风。“南洋”这个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东

南亚国家联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涵盖了马来群岛、菲律宾群

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中南半岛及马来半岛等地。庄国土（2008）

在其研究中发现，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这波华人移民东南亚

大潮以契约华工为移民主体，这个时期中国人“下南洋”主要是为

了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当时的南洋诸国大多为英国、荷兰、西

班牙的殖民地（泰国除外），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

劳动力，于是“性勤而耐苦，价廉而易致”的华工成为最理想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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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此时在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中又战败的清

政府被迫取消了海禁政策，允许华人劳工出洋。加上海上交通日益

便利，因而大批华人移民得以涌入东南亚地区。除了契约华工外，

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还有大量中国移民从事小商贩、工匠、种植等

行业。

 东南亚是一个多元化的地区，是如今海外华人最集中也是人数

最多的地区。早在2002年就有统计数据表明，全世界约3000万华侨

华人中，留在东南亚各国的就有约2452万人，约占总量的70%以上

（盛毅&任振宇，2015）。千百年来，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与当

地人和衷共济、辛勤劳作，为开发所在国资源、发展当地经济做出

过巨大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些边缘的、来自华南沿海的

贫穷的移民华人一方面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开发，一部分人成

为富有的工商阶层；另一方面他们又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互动的开拓

者与主要角色（吴小安，2005）。在东南亚的华人华侨中，福建、

广东两省的人为大多数，这是因为闽粤二省海岸线曲折绵延，且距

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交通费用较省。本文选取了两位福建籍的

近代杰出的东南亚华人代表—辜鸿铭和许心美，主要采用文献梳理

和历史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二者的生平事迹做简要的回顾和分析，

旨在展示东南亚华人华侨自身具备的独特优势以及他们在国际交流

互动方面做出过的突出贡献。此外，本文也力图说明：对东南亚华

人华侨的研究分析对当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实施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

二、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历史贡献——以辜鸿铭及许心美为例

 曾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的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写过一

首诗，该诗生动记述了老一辈的华人华侨在东南亚各地披荆斩棘、

开荒拓疆的艰辛历程。该诗云：华人渡海初，无异凿空凿。团焦始

娲庐，周防渐虎落。蓝缕启山林，丘墟变城郭（陈小二 & 陈宇峰，

1995）。华人华侨离乡别井，到海外谋生，没有勇气和毅力不成。

此外，正如朱杰勤（2008）所说，华人华侨是中国民族中优秀分子，

研究外国史或华人侨居国历史或地方史，绕不开华侨，华人华侨史

也是中外关系史中的重要部分。本文撷取的两位历史人物—辜鸿铭

和许心美，可谓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同为福建籍的华

人，几乎同年出生于东南亚地区，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两人都擅

长外语，通晓东西文化，并在各自的领域大放异彩，做出过积极的

贡献。

 1.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辜鸿铭（1857-1928）

 辜鸿铭又名辜汤生，字鸿銘，英文名叫 Thomson 或写作 Koh 

Hong–Beng。他自称“东西南北人”，这是因为他“生在南洋、学

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这其中的“南洋”指辜出生的马

来亚，“西洋”指其留学的欧洲，“东洋”指日本，“北洋”指他

曾工作过的北洋系政府。

 辜鸿铭祖籍福建省同安县，1857年出生于当时的英属殖民地槟

城，槟城亦称“槟州”，是马来西亚十三个联邦州之一，位于西马

来西亚西北部，英文名Penang。其父辜紫云是福建籍华侨，为英国

人布朗Brown经营橡胶园，母亲是葡萄牙人和马来人的混血。

 1867年，辜鸿铭随其义父英国商人布朗前往欧洲游历学习，临

行前辜父告诫他永远别忘自己是中国人。

1880年，辜鸿铭结束了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在欧

洲求学期间，他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外语，

还在多国的多所大学获得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此时

的他会说9种语言。

1881年，辜鸿铭辞去其在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工作，转而

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1883年，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

的文章，从此开始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嘲讽西学。

1885年，辜鸿铭首次前往中国，被晚清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委

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此后辜在张之洞的幕府工作达二

十余年，在兴办高等教育及处理外交事务上多有出色表现。比如：

辜曾任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的前身）的方言教习。1891年，俄罗

斯皇储来华，因辜鸿铭精通外语和各国外交礼仪，俄皇储赠其镂皇

冠金表（罗振玉，1931）。

1908年，辜鸿铭任清政府外交部侍郎。

1910年，辜鸿铭任上海南洋公学教务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辞去公职。

1913年，辜鸿铭和印度的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15年，辜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主讲英国文学。这一年，他

用英文写作的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译名《春秋大义》）

出版，书中提出的“中国文明拯救西方论”在西方世界引起一时轰动。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

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返回中国。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辜鸿铭生于英属殖民地马来亚，少年时游学于欧洲，成年后又

到中国为满清政府服务。从辜氏的生平事迹不难看出，他博学多才，

尤其是外语能力超群，而且还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人称“长于西文

西学而服膺古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辜鸿铭被称为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对中国传统文化几近痴迷。难能可贵的

是，在辜鸿铭的时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国内的知识分子和社会

精英普遍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信心，转而大力学习、推广西方文明。

在如此西风东渐的大环境下，辜鸿铭却不人云亦云，他有着南洋华

人普遍的冷静包容和文化自信，并凭借自身扎实的外语功力孜孜不

倦地向西方人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

文明。辜鸿铭通过用英文写作、讲演、翻译中国古籍等方式向西方

推广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

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获得了巨大成功。诚如罗振

玉（1931）所说：“乃译四子书，及我国典制诸书为欧文。每一脱

稿，列国争传译”。出于其自身在英属殖民地及游学欧洲的经历，

辜鸿铭认为西方的社会制度也有缺陷和不公，他对中华古老文明和

传统文化反而更为推崇。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推广，一度让西方“

群悟东方学术之可贵，各国大学乃争设东方学讲座”，西方人因而

了解、进而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可见辜鸿铭对东西文化交流所

做的杰出贡献。

有趣的是，辜鸿铭学贯中西，可本人却成为一种文化冲突的符

号。他因言行怪诞、特立独行而被称为“清末怪杰”。辜鸿铭虽然

身为华侨并且接受了大量的西式教育，但是坚持文化保守主义。比

如：一方面，他认同西方的民主，吃西餐，赞美女性。另一方面，

他留辫子，以清朝遗老自居，反对共和，为封建专制辩护，鼓吹一

夫多妻。他还赞同女人裹脚。但不容置疑的是，辜鸿铭是一个具有

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与融合大背景的、地区有过广泛影响的华人，也

曾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2. 泰国橡胶之父——许心美 (1856-1913)

许心美，名字英文拼写为 Khaw Sim Bee, 1856 年出生于暹罗南

部的拉侬府（英文拼写为Ranong）。其父许泗璋（1797-1882），

英文名 Khaw Soo Cheang，原籍是福建省漳州市龙溪霞屿乡(Skinner, 

1957)。据考证许泗璋于1810年前后下南洋，起初在马来亚的槟城

和暹罗南部各府间做小宗贸易 (Purcell, 1948) 。后经商成功，因能力

出众受到暹罗拉玛王朝三世皇赏识，并被委任为拉侬府税务官。后

又因开发暹南锡矿有功被委任为拉侬府府尹，1862年被四世皇赐予

侯爵（Phraya）爵位。据相关研究表明，许泗漳是暹罗王国历史上

第一个担任府尹的外国人 (Wang, 1959）。许心美是许泗璋最小的

儿子，其母为暹罗人。

1867年，许心美随父亲回到中国，然后在福建家乡读了几年私

塾，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并学会几种汉语方言。

1871年，许心美返回暹罗，因其父兄都活跃在暹罗政商两界，

许心美便在父兄的引领下学习经商和行政，并逐渐展示出卓越的才

能。

1882年，许心美经兄长许心广的推荐，以拉侬府府尹助理的身

份正式踏入暹罗政界, 并受封子爵（Luang）。

1885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暹南甲武里府（Kraburi）府尹，同时

被晋升为伯爵（Phra）。

1890年，因为在甲武里府表现出良好的管理和执政才能，许心

美被暹罗五世皇任命为暹罗南部较重要的董里府（Trang）府尹，

并再次晋封为侯爵 (Phraya) 。

1900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普吉大区的最高长官（High Commis-

sioner of Monthon Phuket），普吉大区包括Phuket普吉，Thalang 

他郎, Ranong 拉侬, Phang-Nga 攀牙, Takuapa 达古巴, Krabi甲米, Satun

沙墩一共7个府(Mackay, 2012)。

1901年，许心美正式接任普吉大区行政长官，这一年他在去曼

谷述职时剪去发辫，正式加入暹罗国籍 (Skinner, 1957) 。就任之后，

他把马来亚槟城的治理经验和方法运用在普吉大区的建设上。许心

美在任上锐意进取、修建公路整顿治安、建设城市、发展锡矿等工

业，并加强普吉大区和槟城之间的贸易物流，把普吉岛从一个落后

荒蛮的地方变成一个外国商贾乐于投资置业的比较现代化的城市 

(Khoo, 2009)。这时候，许心美除了担任政府公职外，其家族企业

还经营船运、锡矿、保险等生意，许氏家族在马来亚槟城的Koe 

Guan（高源）公司当时是英属马六甲最大的船运公司之一，同时他

们的 Khean Guan 保险公司也在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Cushman, 

1991）。因此，许心美在暹南、槟城乃至整个马来亚地区都享有盛

名。

1913年2月25日，许心美在董里府遇刺。同年4月10日，许心美

在其马来亚槟城的住宅内逝世，享年57岁 (Lim, 2011) 。同年5月17

日，许心美的遗体被运回暹南拉侬府，6月1日，被风光厚葬在暹罗

王室赐予的许氏家族墓地 (Dunlop, 1913)。

许心美对暹罗南部最大的贡献是1901年在他主导下的橡胶树种

的引进，因此他还被尊称为“泰国橡胶之父”。依据董里府艮当县

政府（Kantang City Municipality）2014年的网站贴文，正是在许心

美的引领下，橡胶树种从印尼的苏门达腊被引进到暹罗南部并得到

了推广种植。他鼓励地方官员分发橡胶种苗让更多农民种植。他还

劝说曼谷政府改变法律，允许农民砍伐丛林然后种植橡胶；又从槟

城招请华人胶农来到董里，广种橡胶树 （Mackay, 2012）。在他的

大力支持和推动下，董里乃至整个普吉大区的许多荒地，逐渐变成

大片橡胶园 (Liang, 2013)。20世纪初橡胶价格的飞涨证明了许心美

的远见卓识。如今，橡胶和大米、柚木、锡砂早已成为泰国传统的

四大支柱产业。当年从印尼带回来的一棵橡胶树种至今仍屹立在艮

当县许氏老宅的门前，向后人诉说着这一段历史。1950年，为表彰

许心美引进橡胶树种并推广种植的功绩，当时的泰国政府在董里府

为他建立了一尊铜像。

除了橡胶种植业，许心美也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暹南锡矿开采业

的发展。1906年，他促成了名为 Tongkah Harbour Tin Dredging  

Company, NL. 的锡矿挖掘公司的成立，他邀请澳大利亚人 Edward 

Thomas Miles 来经营并提供技术支持，还授予后者在普吉镇 Tongkah 

Harbour 25 年期的独家开采权 （Cushman, 1991）。经过该公司改

造和调试后的斗链式挖掘机（bucket-dredge）极大地提高了普吉地

区的锡矿开采效率，并对后来整个泰国的锡矿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Yip, 1969）。1969 年11月28日，在名为“milestone”的挖掘机雕

塑的揭幕仪式上，泰国矿业资源部部长称赞了曾经对泰国锡矿业贡

献卓著的三个人，许心美位居其一。部长声称：正是许心美的“创

新思维”促进了该产业在泰国的发展（Cushman, 1991）。

许心美因其出色的政绩和对暹南经济发展的贡献，曾得到暹罗

王室的多次嘉奖，并被授予“Phraya Rasada”的爵位，同时他勤政

爱民、兢兢业业，也深受民众的拥护和爱戴。他和他的家族从当时

较暹罗先进的英属槟城引进人才、技术和管理制度，发展了暹南经

济，有效地抵御了英国殖民政府的经济渗透。在他死后，暹罗王室

给拉侬府许氏赐姓为 “Na Ranong” ，以表示对其和其家族功绩的

肯定。

三、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优势分析

辜鸿铭和许心美是近代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一个

精通中西文化，在外交文教上颇有建树；另一个勤勉务实，开拓进

取，为所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良多。此外，从此二人身上可

以归纳出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三点普遍优势。

首先是文化包容的优势。东南亚地区历来种族众多，文化多元，

这个地区的华人华侨习惯融入其他文化，习惯了各种文化间的碰撞

和交融。与中国国内的民众相比，东南亚华人华侨由于长期的跨国、

跨民族、多层次交融的经历，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成为兼容并蓄

多元文化的载体。由于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他们熟悉所在

国的语言和习俗，在文化选择上也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以辜、

许二人为例，两人都精通多种语言，许心美会说九种方言及外语，

辜鸿铭更是大师，除深谙中国文化外，还可以用西文写作、演说，

向西方人宣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西风东渐的大潮下，在中国大

陆民众及知识分子对本国传统文化轻慢、怀疑，准备全盘地接受西

方主流文化的同时，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则相对冷静务实，崇尚自下

向上的改革。比如辜、许二人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更务实、客观

和自信的态度。身居海外的经历让他们对中西文化、社会制度等有

着较全面的洞察，辜鸿铭自不必说，精通西方文化后更努力地捍卫

中国传统文化，许心美也是一面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从政经商，一

面以开放的心态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以发展经济

和造福社会。

其次是经济实力的优势。辜鸿铭家境殷实，少年时期就得以去

欧洲游历求学，这一优势在许心美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许本身就

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得益于许氏家族的经济实力，许心美大刀阔斧

地引进改革、创新发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才有了财力支持。就

整个东南亚地区来看，19世纪70年代后，锡矿和橡胶种植为地方经

济与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而华人资本与华人劳工又积极参与

该新经济活动的开发，并成为先驱者 （吴小安，2005）。这期间更

有名的案例有英属马来亚槟城的福建华人五大姓（邱、林、谢、杨、

陈），他们构成了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以槟城为中心的区域经济舞

台上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作为该地区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族群，

通过对其掌控的跨国互联的企业和公司的控制，他们建立了覆盖槟

城及其周边地区的业务网络，并延伸到加尔各答、香港和汕头。这

些华人华侨为东南亚经济的兴旺蓬勃做出过巨大贡献，也成为了区

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最后是组织网络的优势。在东南亚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海外的

华人华侨作为移民，往往倾向于自发地形成社会组织网络以提供情

感和物质的支持。辜鸿铭因为长期在中国国内生活，这一点体现不

明显，但是从许心美身上则可见一斑。作为槟城和暹南华商集团的

成员，许氏家族正是依靠华人族群和华商社团的组织网络来促进自

身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历史上东南亚的华人华侨通过各种地缘性、

血缘性、业缘性组织，包括宗祠、商帮、会馆、公司等，加上商业

伙伴关系、明智的联姻，在华人社区中构成了有效的组织网络，并

与中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即使是被西方人看作秘密会社的“兄弟

会”等，也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机构，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途径。如

今这些组织网络已经融入所在国的社会，成为所在国社会结构的组

成部分，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盛毅 & 任振宇， 2015）。

四、“一带一路”倡议和东南亚华人华侨

 1.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两千多年前,始于中国的古丝绸之路将中国同中亚、南亚、西

亚、欧洲乃至非洲地区的国家联系起来,成为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和

人文交流的重要通道。2013年 9月和 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

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

及“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合作发展倡

议, 描绘了贯穿亚欧非大陆、连接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涵盖

中间广大腹地的路线图。“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

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

济发展潜力巨大。根据2015年3月经中国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

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重点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如今，“一带一路”合作发展倡议

已经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响应，其战略构想也正式进入推

进建设阶段。

 “一带一路”中的“一路”，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其重点方向共有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 延伸至

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张帆，2016）。由

此可以看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ASEAN）十国在“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中的交通枢纽地位。同时，“一带一路”是以中国周边地

区和沿线国家为依托,并且不断扩延的全球性发展规划。“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是中国东南、西南省份及东盟十国 （张

睿亮，2016）。东盟十国将是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

经贸与投资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

“丝路基金”重要的投资目标国。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国家内生活

着为数不少的华侨华人，各国的华侨华人能否发挥自身优势，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并做出更多积极的贡献，无疑有着重大的

现实意义。

 2. 东南亚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

在中国现今推行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东南亚一带是极

其关键的区域，东南亚华人华侨因其具备的优势，可以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和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第一，东盟各国华人华侨文化的兼容并包可为“一带一路”的

“民心相通”架起文化桥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2017年举行

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到“国之交

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可见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

根基对“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性。一方面，作为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各国华人华侨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通过华文学校、

报纸刊物、宗祠社团活动、传统节庆等形式保持着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存续，向世界展现着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华人华侨融通中外，

又一贯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文化，也了解所在国的实际需要和价

值观，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使者，并深化中外在文化科技方面的交

流和合作力度。此外，因为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华人华侨

熟悉所在国的语言和风土人情，可以提供语言翻译、法律等服务，

能起到良好的沟通作用，推动各方科技文化方面的交流。随着中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华人华侨和中国的联系将更为紧密，

他们将成为展示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平台和窗口。

第二，东盟各国华人华侨经济实力的优势为“一带一路”倡议

的实施搭建了经济桥梁。经济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涵盖了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金融流通”三方面。如今东南亚

新移民增多，传统侨团、华商企业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南亚

华侨华人的经济、科技实力也已增强，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就业领

域向贸易、工业制造、房地产、金融及高科技产业拓展。随着“一

带一路”的推进和实施，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将面临更多样的发

展机遇，也为中国资金和项目的“请进来”和“走出去”提供了强

大的经济基础。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可以从中国引进先进技术或是投

资参与到中国具体项目的开发和建设；他们还可以充分发挥其在资

本市场和企业规模方面的优势，参与并促进“一带一路”各类项目

的建设。

第三，东盟各国华人华侨健全的组织网络有利于增进“一带一

路”建设中的“政策沟通”。东盟各国是世界上华人华侨最集中的

地区，在2007年人数就已达到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73.5%（庄国土，

2010）。有了组织的保障，加上政治地位和政治环境生态的改善，

华人华侨可以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政治互信和政策沟通上做出巨大

贡献，加强政府间政策沟通和合作。借助于组织网络的优势，东盟

各国华侨华人可以帮助促进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政策沟通”，宣

传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理念，增进其所在国政府、社会团体及民众对

中国的了解，加强各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和

支持。华人华侨讲述好“中国故事”，可以让各国对中国多一些了

解，少一些猜疑，这对“一带一路”的推进实施将会有不小的帮助。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过程，东南

亚华商可以从中获得商机，华人专业技术人才可以施展才华，华人

人文学者也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桥梁。当今世界，经济缓慢复苏、

地区冲突不断、发展问题严峻，“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世界多极化、

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秉承开放的区域合

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

一路”倡议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

好追求，是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

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因此东盟国家的华人华侨，若能充分发挥其

优势，不但会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还会为该地

区的稳定繁荣甚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而本文从辜鸿

铭和许心美这两位历史上杰出的华侨华人代表身上发现智慧、寻找

启迪，希望探索出更加灵活多样、新颖务实的途径以发挥华人华侨

的优势，这无疑对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共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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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世纪前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概述

 

 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和海商贸易息息相关。据《汉书.地理

志》记载，早在公元初，中国海商便已前往东南亚从事贸易。及至

盛唐时期，因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朝和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

频繁，华人的足迹更是遍及东南亚各地，至今尚存各处的唐人街

China town 便是一明证。宋元时期，因为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先

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华商开始主导印度洋和东亚海洋之间的海上

贸易。中国沿海地区有更多的百姓投身于航海贸易，其中有不少人

因此留居东南亚一带。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浩荡船队途经东南亚各地

时，明朝官兵就已经发现当地有人数众多的华人。明朝后期起中国

的海外贸易由盛转衰，历代政府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严禁沿海的

百姓出国。尽管如此，在明清两朝，东南沿海不堪战乱和饥荒的中

国百姓及没落的权贵还是会设法移居海外，东南亚因为在地理上易

于到达而成为中国移民出国的首选之地。依据庄国土（1992）的考

查，直至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依托海外华商网络而移

民到东南亚的华人总计150万人左右。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老百姓“下南

洋”蔚然成风。“南洋”这个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东

南亚国家联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涵盖了马来群岛、菲律宾群

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中南半岛及马来半岛等地。庄国土（2008）

在其研究中发现，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这波华人移民东南亚

大潮以契约华工为移民主体，这个时期中国人“下南洋”主要是为

了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当时的南洋诸国大多为英国、荷兰、西

班牙的殖民地（泰国除外），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

劳动力，于是“性勤而耐苦，价廉而易致”的华工成为最理想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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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此时在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中又战败的清

政府被迫取消了海禁政策，允许华人劳工出洋。加上海上交通日益

便利，因而大批华人移民得以涌入东南亚地区。除了契约华工外，

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还有大量中国移民从事小商贩、工匠、种植等

行业。

 东南亚是一个多元化的地区，是如今海外华人最集中也是人数

最多的地区。早在2002年就有统计数据表明，全世界约3000万华侨

华人中，留在东南亚各国的就有约2452万人，约占总量的70%以上

（盛毅&任振宇，2015）。千百年来，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与当

地人和衷共济、辛勤劳作，为开发所在国资源、发展当地经济做出

过巨大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些边缘的、来自华南沿海的

贫穷的移民华人一方面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开发，一部分人成

为富有的工商阶层；另一方面他们又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互动的开拓

者与主要角色（吴小安，2005）。在东南亚的华人华侨中，福建、

广东两省的人为大多数，这是因为闽粤二省海岸线曲折绵延，且距

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交通费用较省。本文选取了两位福建籍的

近代杰出的东南亚华人代表—辜鸿铭和许心美，主要采用文献梳理

和历史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二者的生平事迹做简要的回顾和分析，

旨在展示东南亚华人华侨自身具备的独特优势以及他们在国际交流

互动方面做出过的突出贡献。此外，本文也力图说明：对东南亚华

人华侨的研究分析对当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实施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

二、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历史贡献——以辜鸿铭及许心美为例

 曾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的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写过一

首诗，该诗生动记述了老一辈的华人华侨在东南亚各地披荆斩棘、

开荒拓疆的艰辛历程。该诗云：华人渡海初，无异凿空凿。团焦始

娲庐，周防渐虎落。蓝缕启山林，丘墟变城郭（陈小二 & 陈宇峰，

1995）。华人华侨离乡别井，到海外谋生，没有勇气和毅力不成。

此外，正如朱杰勤（2008）所说，华人华侨是中国民族中优秀分子，

研究外国史或华人侨居国历史或地方史，绕不开华侨，华人华侨史

也是中外关系史中的重要部分。本文撷取的两位历史人物—辜鸿铭

和许心美，可谓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同为福建籍的华

人，几乎同年出生于东南亚地区，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两人都擅

长外语，通晓东西文化，并在各自的领域大放异彩，做出过积极的

贡献。

 1.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辜鸿铭（1857-1928）

 辜鸿铭又名辜汤生，字鸿銘，英文名叫 Thomson 或写作 Koh 

Hong–Beng。他自称“东西南北人”，这是因为他“生在南洋、学

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这其中的“南洋”指辜出生的马

来亚，“西洋”指其留学的欧洲，“东洋”指日本，“北洋”指他

曾工作过的北洋系政府。

 辜鸿铭祖籍福建省同安县，1857年出生于当时的英属殖民地槟

城，槟城亦称“槟州”，是马来西亚十三个联邦州之一，位于西马

来西亚西北部，英文名Penang。其父辜紫云是福建籍华侨，为英国

人布朗Brown经营橡胶园，母亲是葡萄牙人和马来人的混血。

 1867年，辜鸿铭随其义父英国商人布朗前往欧洲游历学习，临

行前辜父告诫他永远别忘自己是中国人。

1880年，辜鸿铭结束了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在欧

洲求学期间，他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外语，

还在多国的多所大学获得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此时

的他会说9种语言。

1881年，辜鸿铭辞去其在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工作，转而

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1883年，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

的文章，从此开始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嘲讽西学。

1885年，辜鸿铭首次前往中国，被晚清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委

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此后辜在张之洞的幕府工作达二

十余年，在兴办高等教育及处理外交事务上多有出色表现。比如：

辜曾任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的前身）的方言教习。1891年，俄罗

斯皇储来华，因辜鸿铭精通外语和各国外交礼仪，俄皇储赠其镂皇

冠金表（罗振玉，1931）。

1908年，辜鸿铭任清政府外交部侍郎。

1910年，辜鸿铭任上海南洋公学教务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辞去公职。

1913年，辜鸿铭和印度的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15年，辜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主讲英国文学。这一年，他

用英文写作的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译名《春秋大义》）

出版，书中提出的“中国文明拯救西方论”在西方世界引起一时轰动。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

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返回中国。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辜鸿铭生于英属殖民地马来亚，少年时游学于欧洲，成年后又

到中国为满清政府服务。从辜氏的生平事迹不难看出，他博学多才，

尤其是外语能力超群，而且还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人称“长于西文

西学而服膺古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辜鸿铭被称为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对中国传统文化几近痴迷。难能可贵的

是，在辜鸿铭的时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国内的知识分子和社会

精英普遍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信心，转而大力学习、推广西方文明。

在如此西风东渐的大环境下，辜鸿铭却不人云亦云，他有着南洋华

人普遍的冷静包容和文化自信，并凭借自身扎实的外语功力孜孜不

倦地向西方人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

文明。辜鸿铭通过用英文写作、讲演、翻译中国古籍等方式向西方

推广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

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获得了巨大成功。诚如罗振

玉（1931）所说：“乃译四子书，及我国典制诸书为欧文。每一脱

稿，列国争传译”。出于其自身在英属殖民地及游学欧洲的经历，

辜鸿铭认为西方的社会制度也有缺陷和不公，他对中华古老文明和

传统文化反而更为推崇。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推广，一度让西方“

群悟东方学术之可贵，各国大学乃争设东方学讲座”，西方人因而

了解、进而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可见辜鸿铭对东西文化交流所

做的杰出贡献。

有趣的是，辜鸿铭学贯中西，可本人却成为一种文化冲突的符

号。他因言行怪诞、特立独行而被称为“清末怪杰”。辜鸿铭虽然

身为华侨并且接受了大量的西式教育，但是坚持文化保守主义。比

如：一方面，他认同西方的民主，吃西餐，赞美女性。另一方面，

他留辫子，以清朝遗老自居，反对共和，为封建专制辩护，鼓吹一

夫多妻。他还赞同女人裹脚。但不容置疑的是，辜鸿铭是一个具有

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与融合大背景的、地区有过广泛影响的华人，也

曾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2. 泰国橡胶之父——许心美 (1856-1913)

许心美，名字英文拼写为 Khaw Sim Bee, 1856 年出生于暹罗南

部的拉侬府（英文拼写为Ranong）。其父许泗璋（1797-1882），

英文名 Khaw Soo Cheang，原籍是福建省漳州市龙溪霞屿乡(Skinner, 

1957)。据考证许泗璋于1810年前后下南洋，起初在马来亚的槟城

和暹罗南部各府间做小宗贸易 (Purcell, 1948) 。后经商成功，因能力

出众受到暹罗拉玛王朝三世皇赏识，并被委任为拉侬府税务官。后

又因开发暹南锡矿有功被委任为拉侬府府尹，1862年被四世皇赐予

侯爵（Phraya）爵位。据相关研究表明，许泗漳是暹罗王国历史上

第一个担任府尹的外国人 (Wang, 1959）。许心美是许泗璋最小的

儿子，其母为暹罗人。

1867年，许心美随父亲回到中国，然后在福建家乡读了几年私

塾，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并学会几种汉语方言。

1871年，许心美返回暹罗，因其父兄都活跃在暹罗政商两界，

许心美便在父兄的引领下学习经商和行政，并逐渐展示出卓越的才

能。

1882年，许心美经兄长许心广的推荐，以拉侬府府尹助理的身

份正式踏入暹罗政界, 并受封子爵（Luang）。

1885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暹南甲武里府（Kraburi）府尹，同时

被晋升为伯爵（Phra）。

1890年，因为在甲武里府表现出良好的管理和执政才能，许心

美被暹罗五世皇任命为暹罗南部较重要的董里府（Trang）府尹，

并再次晋封为侯爵 (Phraya) 。

1900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普吉大区的最高长官（High Commis-

sioner of Monthon Phuket），普吉大区包括Phuket普吉，Thalang 

他郎, Ranong 拉侬, Phang-Nga 攀牙, Takuapa 达古巴, Krabi甲米, Satun

沙墩一共7个府(Mackay, 2012)。

1901年，许心美正式接任普吉大区行政长官，这一年他在去曼

谷述职时剪去发辫，正式加入暹罗国籍 (Skinner, 1957) 。就任之后，

他把马来亚槟城的治理经验和方法运用在普吉大区的建设上。许心

美在任上锐意进取、修建公路整顿治安、建设城市、发展锡矿等工

业，并加强普吉大区和槟城之间的贸易物流，把普吉岛从一个落后

荒蛮的地方变成一个外国商贾乐于投资置业的比较现代化的城市 

(Khoo, 2009)。这时候，许心美除了担任政府公职外，其家族企业

还经营船运、锡矿、保险等生意，许氏家族在马来亚槟城的Koe 

Guan（高源）公司当时是英属马六甲最大的船运公司之一，同时他

们的 Khean Guan 保险公司也在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Cushman, 

1991）。因此，许心美在暹南、槟城乃至整个马来亚地区都享有盛

名。

1913年2月25日，许心美在董里府遇刺。同年4月10日，许心美

在其马来亚槟城的住宅内逝世，享年57岁 (Lim, 2011) 。同年5月17

日，许心美的遗体被运回暹南拉侬府，6月1日，被风光厚葬在暹罗

王室赐予的许氏家族墓地 (Dunlop, 1913)。

许心美对暹罗南部最大的贡献是1901年在他主导下的橡胶树种

的引进，因此他还被尊称为“泰国橡胶之父”。依据董里府艮当县

政府（Kantang City Municipality）2014年的网站贴文，正是在许心

美的引领下，橡胶树种从印尼的苏门达腊被引进到暹罗南部并得到

了推广种植。他鼓励地方官员分发橡胶种苗让更多农民种植。他还

劝说曼谷政府改变法律，允许农民砍伐丛林然后种植橡胶；又从槟

城招请华人胶农来到董里，广种橡胶树 （Mackay, 2012）。在他的

大力支持和推动下，董里乃至整个普吉大区的许多荒地，逐渐变成

大片橡胶园 (Liang, 2013)。20世纪初橡胶价格的飞涨证明了许心美

的远见卓识。如今，橡胶和大米、柚木、锡砂早已成为泰国传统的

四大支柱产业。当年从印尼带回来的一棵橡胶树种至今仍屹立在艮

当县许氏老宅的门前，向后人诉说着这一段历史。1950年，为表彰

许心美引进橡胶树种并推广种植的功绩，当时的泰国政府在董里府

为他建立了一尊铜像。

除了橡胶种植业，许心美也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暹南锡矿开采业

的发展。1906年，他促成了名为 Tongkah Harbour Tin Dredging  

Company, NL. 的锡矿挖掘公司的成立，他邀请澳大利亚人 Edward 

Thomas Miles 来经营并提供技术支持，还授予后者在普吉镇 Tongkah 

Harbour 25 年期的独家开采权 （Cushman, 1991）。经过该公司改

造和调试后的斗链式挖掘机（bucket-dredge）极大地提高了普吉地

区的锡矿开采效率，并对后来整个泰国的锡矿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Yip, 1969）。1969 年11月28日，在名为“milestone”的挖掘机雕

塑的揭幕仪式上，泰国矿业资源部部长称赞了曾经对泰国锡矿业贡

献卓著的三个人，许心美位居其一。部长声称：正是许心美的“创

新思维”促进了该产业在泰国的发展（Cushman, 1991）。

许心美因其出色的政绩和对暹南经济发展的贡献，曾得到暹罗

王室的多次嘉奖，并被授予“Phraya Rasada”的爵位，同时他勤政

爱民、兢兢业业，也深受民众的拥护和爱戴。他和他的家族从当时

较暹罗先进的英属槟城引进人才、技术和管理制度，发展了暹南经

济，有效地抵御了英国殖民政府的经济渗透。在他死后，暹罗王室

给拉侬府许氏赐姓为 “Na Ranong” ，以表示对其和其家族功绩的

肯定。

三、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优势分析

辜鸿铭和许心美是近代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一个

精通中西文化，在外交文教上颇有建树；另一个勤勉务实，开拓进

取，为所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良多。此外，从此二人身上可

以归纳出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三点普遍优势。

首先是文化包容的优势。东南亚地区历来种族众多，文化多元，

这个地区的华人华侨习惯融入其他文化，习惯了各种文化间的碰撞

和交融。与中国国内的民众相比，东南亚华人华侨由于长期的跨国、

跨民族、多层次交融的经历，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成为兼容并蓄

多元文化的载体。由于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他们熟悉所在

国的语言和习俗，在文化选择上也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以辜、

许二人为例，两人都精通多种语言，许心美会说九种方言及外语，

辜鸿铭更是大师，除深谙中国文化外，还可以用西文写作、演说，

向西方人宣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西风东渐的大潮下，在中国大

陆民众及知识分子对本国传统文化轻慢、怀疑，准备全盘地接受西

方主流文化的同时，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则相对冷静务实，崇尚自下

向上的改革。比如辜、许二人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更务实、客观

和自信的态度。身居海外的经历让他们对中西文化、社会制度等有

着较全面的洞察，辜鸿铭自不必说，精通西方文化后更努力地捍卫

中国传统文化，许心美也是一面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从政经商，一

面以开放的心态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以发展经济

和造福社会。

其次是经济实力的优势。辜鸿铭家境殷实，少年时期就得以去

欧洲游历求学，这一优势在许心美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许本身就

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得益于许氏家族的经济实力，许心美大刀阔斧

地引进改革、创新发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才有了财力支持。就

整个东南亚地区来看，19世纪70年代后，锡矿和橡胶种植为地方经

济与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而华人资本与华人劳工又积极参与

该新经济活动的开发，并成为先驱者 （吴小安，2005）。这期间更

有名的案例有英属马来亚槟城的福建华人五大姓（邱、林、谢、杨、

陈），他们构成了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以槟城为中心的区域经济舞

台上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作为该地区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族群，

通过对其掌控的跨国互联的企业和公司的控制，他们建立了覆盖槟

城及其周边地区的业务网络，并延伸到加尔各答、香港和汕头。这

些华人华侨为东南亚经济的兴旺蓬勃做出过巨大贡献，也成为了区

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最后是组织网络的优势。在东南亚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海外的

华人华侨作为移民，往往倾向于自发地形成社会组织网络以提供情

感和物质的支持。辜鸿铭因为长期在中国国内生活，这一点体现不

明显，但是从许心美身上则可见一斑。作为槟城和暹南华商集团的

成员，许氏家族正是依靠华人族群和华商社团的组织网络来促进自

身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历史上东南亚的华人华侨通过各种地缘性、

血缘性、业缘性组织，包括宗祠、商帮、会馆、公司等，加上商业

伙伴关系、明智的联姻，在华人社区中构成了有效的组织网络，并

与中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即使是被西方人看作秘密会社的“兄弟

会”等，也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机构，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途径。如

今这些组织网络已经融入所在国的社会，成为所在国社会结构的组

成部分，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盛毅 & 任振宇， 2015）。

四、“一带一路”倡议和东南亚华人华侨

 1.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两千多年前,始于中国的古丝绸之路将中国同中亚、南亚、西

亚、欧洲乃至非洲地区的国家联系起来,成为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和

人文交流的重要通道。2013年 9月和 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

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

及“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合作发展倡

议, 描绘了贯穿亚欧非大陆、连接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涵盖

中间广大腹地的路线图。“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

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

济发展潜力巨大。根据2015年3月经中国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

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重点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如今，“一带一路”合作发展倡议

已经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响应，其战略构想也正式进入推

进建设阶段。

 “一带一路”中的“一路”，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其重点方向共有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 延伸至

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张帆，2016）。由

此可以看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ASEAN）十国在“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中的交通枢纽地位。同时，“一带一路”是以中国周边地

区和沿线国家为依托,并且不断扩延的全球性发展规划。“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是中国东南、西南省份及东盟十国 （张

睿亮，2016）。东盟十国将是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

经贸与投资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

“丝路基金”重要的投资目标国。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国家内生活

着为数不少的华侨华人，各国的华侨华人能否发挥自身优势，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并做出更多积极的贡献，无疑有着重大的

现实意义。

 2. 东南亚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

在中国现今推行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东南亚一带是极

其关键的区域，东南亚华人华侨因其具备的优势，可以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和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第一，东盟各国华人华侨文化的兼容并包可为“一带一路”的

“民心相通”架起文化桥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2017年举行

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到“国之交

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可见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

根基对“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性。一方面，作为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各国华人华侨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通过华文学校、

报纸刊物、宗祠社团活动、传统节庆等形式保持着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存续，向世界展现着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华人华侨融通中外，

又一贯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文化，也了解所在国的实际需要和价

值观，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使者，并深化中外在文化科技方面的交

流和合作力度。此外，因为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华人华侨

熟悉所在国的语言和风土人情，可以提供语言翻译、法律等服务，

能起到良好的沟通作用，推动各方科技文化方面的交流。随着中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华人华侨和中国的联系将更为紧密，

他们将成为展示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平台和窗口。

第二，东盟各国华人华侨经济实力的优势为“一带一路”倡议

的实施搭建了经济桥梁。经济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涵盖了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金融流通”三方面。如今东南亚

新移民增多，传统侨团、华商企业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南亚

华侨华人的经济、科技实力也已增强，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就业领

域向贸易、工业制造、房地产、金融及高科技产业拓展。随着“一

带一路”的推进和实施，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将面临更多样的发

展机遇，也为中国资金和项目的“请进来”和“走出去”提供了强

大的经济基础。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可以从中国引进先进技术或是投

资参与到中国具体项目的开发和建设；他们还可以充分发挥其在资

本市场和企业规模方面的优势，参与并促进“一带一路”各类项目

的建设。

第三，东盟各国华人华侨健全的组织网络有利于增进“一带一

路”建设中的“政策沟通”。东盟各国是世界上华人华侨最集中的

地区，在2007年人数就已达到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73.5%（庄国土，

2010）。有了组织的保障，加上政治地位和政治环境生态的改善，

华人华侨可以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政治互信和政策沟通上做出巨大

贡献，加强政府间政策沟通和合作。借助于组织网络的优势，东盟

各国华侨华人可以帮助促进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政策沟通”，宣

传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理念，增进其所在国政府、社会团体及民众对

中国的了解，加强各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和

支持。华人华侨讲述好“中国故事”，可以让各国对中国多一些了

解，少一些猜疑，这对“一带一路”的推进实施将会有不小的帮助。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过程，东南

亚华商可以从中获得商机，华人专业技术人才可以施展才华，华人

人文学者也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桥梁。当今世界，经济缓慢复苏、

地区冲突不断、发展问题严峻，“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世界多极化、

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秉承开放的区域合

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

一路”倡议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

好追求，是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

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因此东盟国家的华人华侨，若能充分发挥其

优势，不但会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还会为该地

区的稳定繁荣甚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而本文从辜鸿

铭和许心美这两位历史上杰出的华侨华人代表身上发现智慧、寻找

启迪，希望探索出更加灵活多样、新颖务实的途径以发挥华人华侨

的优势，这无疑对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共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20世纪前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概述

 

 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和海商贸易息息相关。据《汉书.地理

志》记载，早在公元初，中国海商便已前往东南亚从事贸易。及至

盛唐时期，因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朝和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

频繁，华人的足迹更是遍及东南亚各地，至今尚存各处的唐人街

China town 便是一明证。宋元时期，因为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先

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华商开始主导印度洋和东亚海洋之间的海上

贸易。中国沿海地区有更多的百姓投身于航海贸易，其中有不少人

因此留居东南亚一带。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浩荡船队途经东南亚各地

时，明朝官兵就已经发现当地有人数众多的华人。明朝后期起中国

的海外贸易由盛转衰，历代政府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严禁沿海的

百姓出国。尽管如此，在明清两朝，东南沿海不堪战乱和饥荒的中

国百姓及没落的权贵还是会设法移居海外，东南亚因为在地理上易

于到达而成为中国移民出国的首选之地。依据庄国土（1992）的考

查，直至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依托海外华商网络而移

民到东南亚的华人总计150万人左右。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老百姓“下南

洋”蔚然成风。“南洋”这个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东

南亚国家联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涵盖了马来群岛、菲律宾群

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中南半岛及马来半岛等地。庄国土（2008）

在其研究中发现，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这波华人移民东南亚

大潮以契约华工为移民主体，这个时期中国人“下南洋”主要是为

了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当时的南洋诸国大多为英国、荷兰、西

班牙的殖民地（泰国除外），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

劳动力，于是“性勤而耐苦，价廉而易致”的华工成为最理想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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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此时在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中又战败的清

政府被迫取消了海禁政策，允许华人劳工出洋。加上海上交通日益

便利，因而大批华人移民得以涌入东南亚地区。除了契约华工外，

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还有大量中国移民从事小商贩、工匠、种植等

行业。

 东南亚是一个多元化的地区，是如今海外华人最集中也是人数

最多的地区。早在2002年就有统计数据表明，全世界约3000万华侨

华人中，留在东南亚各国的就有约2452万人，约占总量的70%以上

（盛毅&任振宇，2015）。千百年来，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与当

地人和衷共济、辛勤劳作，为开发所在国资源、发展当地经济做出

过巨大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些边缘的、来自华南沿海的

贫穷的移民华人一方面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开发，一部分人成

为富有的工商阶层；另一方面他们又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互动的开拓

者与主要角色（吴小安，2005）。在东南亚的华人华侨中，福建、

广东两省的人为大多数，这是因为闽粤二省海岸线曲折绵延，且距

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交通费用较省。本文选取了两位福建籍的

近代杰出的东南亚华人代表—辜鸿铭和许心美，主要采用文献梳理

和历史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二者的生平事迹做简要的回顾和分析，

旨在展示东南亚华人华侨自身具备的独特优势以及他们在国际交流

互动方面做出过的突出贡献。此外，本文也力图说明：对东南亚华

人华侨的研究分析对当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实施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

二、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历史贡献——以辜鸿铭及许心美为例

 曾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的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写过一

首诗，该诗生动记述了老一辈的华人华侨在东南亚各地披荆斩棘、

开荒拓疆的艰辛历程。该诗云：华人渡海初，无异凿空凿。团焦始

娲庐，周防渐虎落。蓝缕启山林，丘墟变城郭（陈小二 & 陈宇峰，

1995）。华人华侨离乡别井，到海外谋生，没有勇气和毅力不成。

此外，正如朱杰勤（2008）所说，华人华侨是中国民族中优秀分子，

研究外国史或华人侨居国历史或地方史，绕不开华侨，华人华侨史

也是中外关系史中的重要部分。本文撷取的两位历史人物—辜鸿铭

和许心美，可谓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同为福建籍的华

人，几乎同年出生于东南亚地区，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两人都擅

长外语，通晓东西文化，并在各自的领域大放异彩，做出过积极的

贡献。

 1.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辜鸿铭（1857-1928）

 辜鸿铭又名辜汤生，字鸿銘，英文名叫 Thomson 或写作 Koh 

Hong–Beng。他自称“东西南北人”，这是因为他“生在南洋、学

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这其中的“南洋”指辜出生的马

来亚，“西洋”指其留学的欧洲，“东洋”指日本，“北洋”指他

曾工作过的北洋系政府。

 辜鸿铭祖籍福建省同安县，1857年出生于当时的英属殖民地槟

城，槟城亦称“槟州”，是马来西亚十三个联邦州之一，位于西马

来西亚西北部，英文名Penang。其父辜紫云是福建籍华侨，为英国

人布朗Brown经营橡胶园，母亲是葡萄牙人和马来人的混血。

 1867年，辜鸿铭随其义父英国商人布朗前往欧洲游历学习，临

行前辜父告诫他永远别忘自己是中国人。

1880年，辜鸿铭结束了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在欧

洲求学期间，他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外语，

还在多国的多所大学获得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此时

的他会说9种语言。

1881年，辜鸿铭辞去其在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工作，转而

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1883年，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

的文章，从此开始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嘲讽西学。

1885年，辜鸿铭首次前往中国，被晚清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委

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此后辜在张之洞的幕府工作达二

十余年，在兴办高等教育及处理外交事务上多有出色表现。比如：

辜曾任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的前身）的方言教习。1891年，俄罗

斯皇储来华，因辜鸿铭精通外语和各国外交礼仪，俄皇储赠其镂皇

冠金表（罗振玉，1931）。

1908年，辜鸿铭任清政府外交部侍郎。

1910年，辜鸿铭任上海南洋公学教务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辞去公职。

1913年，辜鸿铭和印度的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15年，辜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主讲英国文学。这一年，他

用英文写作的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译名《春秋大义》）

出版，书中提出的“中国文明拯救西方论”在西方世界引起一时轰动。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

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返回中国。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辜鸿铭生于英属殖民地马来亚，少年时游学于欧洲，成年后又

到中国为满清政府服务。从辜氏的生平事迹不难看出，他博学多才，

尤其是外语能力超群，而且还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人称“长于西文

西学而服膺古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辜鸿铭被称为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对中国传统文化几近痴迷。难能可贵的

是，在辜鸿铭的时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国内的知识分子和社会

精英普遍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信心，转而大力学习、推广西方文明。

在如此西风东渐的大环境下，辜鸿铭却不人云亦云，他有着南洋华

人普遍的冷静包容和文化自信，并凭借自身扎实的外语功力孜孜不

倦地向西方人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

文明。辜鸿铭通过用英文写作、讲演、翻译中国古籍等方式向西方

推广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

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获得了巨大成功。诚如罗振

玉（1931）所说：“乃译四子书，及我国典制诸书为欧文。每一脱

稿，列国争传译”。出于其自身在英属殖民地及游学欧洲的经历，

辜鸿铭认为西方的社会制度也有缺陷和不公，他对中华古老文明和

传统文化反而更为推崇。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推广，一度让西方“

群悟东方学术之可贵，各国大学乃争设东方学讲座”，西方人因而

了解、进而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可见辜鸿铭对东西文化交流所

做的杰出贡献。

有趣的是，辜鸿铭学贯中西，可本人却成为一种文化冲突的符

号。他因言行怪诞、特立独行而被称为“清末怪杰”。辜鸿铭虽然

身为华侨并且接受了大量的西式教育，但是坚持文化保守主义。比

如：一方面，他认同西方的民主，吃西餐，赞美女性。另一方面，

他留辫子，以清朝遗老自居，反对共和，为封建专制辩护，鼓吹一

夫多妻。他还赞同女人裹脚。但不容置疑的是，辜鸿铭是一个具有

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与融合大背景的、地区有过广泛影响的华人，也

曾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2. 泰国橡胶之父——许心美 (1856-1913)

许心美，名字英文拼写为 Khaw Sim Bee, 1856 年出生于暹罗南

部的拉侬府（英文拼写为Ranong）。其父许泗璋（1797-1882），

英文名 Khaw Soo Cheang，原籍是福建省漳州市龙溪霞屿乡(Skinner, 

1957)。据考证许泗璋于1810年前后下南洋，起初在马来亚的槟城

和暹罗南部各府间做小宗贸易 (Purcell, 1948) 。后经商成功，因能力

出众受到暹罗拉玛王朝三世皇赏识，并被委任为拉侬府税务官。后

又因开发暹南锡矿有功被委任为拉侬府府尹，1862年被四世皇赐予

侯爵（Phraya）爵位。据相关研究表明，许泗漳是暹罗王国历史上

第一个担任府尹的外国人 (Wang, 1959）。许心美是许泗璋最小的

儿子，其母为暹罗人。

1867年，许心美随父亲回到中国，然后在福建家乡读了几年私

塾，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并学会几种汉语方言。

1871年，许心美返回暹罗，因其父兄都活跃在暹罗政商两界，

许心美便在父兄的引领下学习经商和行政，并逐渐展示出卓越的才

能。

1882年，许心美经兄长许心广的推荐，以拉侬府府尹助理的身

份正式踏入暹罗政界, 并受封子爵（Luang）。

1885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暹南甲武里府（Kraburi）府尹，同时

被晋升为伯爵（Phra）。

1890年，因为在甲武里府表现出良好的管理和执政才能，许心

美被暹罗五世皇任命为暹罗南部较重要的董里府（Trang）府尹，

并再次晋封为侯爵 (Phraya) 。

1900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普吉大区的最高长官（High Commis-

sioner of Monthon Phuket），普吉大区包括Phuket普吉，Thalang 

他郎, Ranong 拉侬, Phang-Nga 攀牙, Takuapa 达古巴, Krabi甲米, Satun

沙墩一共7个府(Mackay, 2012)。

1901年，许心美正式接任普吉大区行政长官，这一年他在去曼

谷述职时剪去发辫，正式加入暹罗国籍 (Skinner, 1957) 。就任之后，

他把马来亚槟城的治理经验和方法运用在普吉大区的建设上。许心

美在任上锐意进取、修建公路整顿治安、建设城市、发展锡矿等工

业，并加强普吉大区和槟城之间的贸易物流，把普吉岛从一个落后

荒蛮的地方变成一个外国商贾乐于投资置业的比较现代化的城市 

(Khoo, 2009)。这时候，许心美除了担任政府公职外，其家族企业

还经营船运、锡矿、保险等生意，许氏家族在马来亚槟城的Koe 

Guan（高源）公司当时是英属马六甲最大的船运公司之一，同时他

们的 Khean Guan 保险公司也在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Cushman, 

1991）。因此，许心美在暹南、槟城乃至整个马来亚地区都享有盛

名。

1913年2月25日，许心美在董里府遇刺。同年4月10日，许心美

在其马来亚槟城的住宅内逝世，享年57岁 (Lim, 2011) 。同年5月17

日，许心美的遗体被运回暹南拉侬府，6月1日，被风光厚葬在暹罗

王室赐予的许氏家族墓地 (Dunlop, 1913)。

许心美对暹罗南部最大的贡献是1901年在他主导下的橡胶树种

的引进，因此他还被尊称为“泰国橡胶之父”。依据董里府艮当县

政府（Kantang City Municipality）2014年的网站贴文，正是在许心

美的引领下，橡胶树种从印尼的苏门达腊被引进到暹罗南部并得到

了推广种植。他鼓励地方官员分发橡胶种苗让更多农民种植。他还

劝说曼谷政府改变法律，允许农民砍伐丛林然后种植橡胶；又从槟

城招请华人胶农来到董里，广种橡胶树 （Mackay, 2012）。在他的

大力支持和推动下，董里乃至整个普吉大区的许多荒地，逐渐变成

大片橡胶园 (Liang, 2013)。20世纪初橡胶价格的飞涨证明了许心美

的远见卓识。如今，橡胶和大米、柚木、锡砂早已成为泰国传统的

四大支柱产业。当年从印尼带回来的一棵橡胶树种至今仍屹立在艮

当县许氏老宅的门前，向后人诉说着这一段历史。1950年，为表彰

许心美引进橡胶树种并推广种植的功绩，当时的泰国政府在董里府

为他建立了一尊铜像。

除了橡胶种植业，许心美也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暹南锡矿开采业

的发展。1906年，他促成了名为 Tongkah Harbour Tin Dredging  

Company, NL. 的锡矿挖掘公司的成立，他邀请澳大利亚人 Edward 

Thomas Miles 来经营并提供技术支持，还授予后者在普吉镇 Tongkah 

Harbour 25 年期的独家开采权 （Cushman, 1991）。经过该公司改

造和调试后的斗链式挖掘机（bucket-dredge）极大地提高了普吉地

区的锡矿开采效率，并对后来整个泰国的锡矿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Yip, 1969）。1969 年11月28日，在名为“milestone”的挖掘机雕

塑的揭幕仪式上，泰国矿业资源部部长称赞了曾经对泰国锡矿业贡

献卓著的三个人，许心美位居其一。部长声称：正是许心美的“创

新思维”促进了该产业在泰国的发展（Cushman, 1991）。

许心美因其出色的政绩和对暹南经济发展的贡献，曾得到暹罗

王室的多次嘉奖，并被授予“Phraya Rasada”的爵位，同时他勤政

爱民、兢兢业业，也深受民众的拥护和爱戴。他和他的家族从当时

较暹罗先进的英属槟城引进人才、技术和管理制度，发展了暹南经

济，有效地抵御了英国殖民政府的经济渗透。在他死后，暹罗王室

给拉侬府许氏赐姓为 “Na Ranong” ，以表示对其和其家族功绩的

肯定。

三、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优势分析

辜鸿铭和许心美是近代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一个

精通中西文化，在外交文教上颇有建树；另一个勤勉务实，开拓进

取，为所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良多。此外，从此二人身上可

以归纳出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三点普遍优势。

首先是文化包容的优势。东南亚地区历来种族众多，文化多元，

这个地区的华人华侨习惯融入其他文化，习惯了各种文化间的碰撞

和交融。与中国国内的民众相比，东南亚华人华侨由于长期的跨国、

跨民族、多层次交融的经历，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成为兼容并蓄

多元文化的载体。由于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他们熟悉所在

国的语言和习俗，在文化选择上也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以辜、

许二人为例，两人都精通多种语言，许心美会说九种方言及外语，

辜鸿铭更是大师，除深谙中国文化外，还可以用西文写作、演说，

向西方人宣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西风东渐的大潮下，在中国大

陆民众及知识分子对本国传统文化轻慢、怀疑，准备全盘地接受西

方主流文化的同时，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则相对冷静务实，崇尚自下

向上的改革。比如辜、许二人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更务实、客观

和自信的态度。身居海外的经历让他们对中西文化、社会制度等有

着较全面的洞察，辜鸿铭自不必说，精通西方文化后更努力地捍卫

中国传统文化，许心美也是一面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从政经商，一

面以开放的心态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以发展经济

和造福社会。

其次是经济实力的优势。辜鸿铭家境殷实，少年时期就得以去

欧洲游历求学，这一优势在许心美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许本身就

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得益于许氏家族的经济实力，许心美大刀阔斧

地引进改革、创新发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才有了财力支持。就

整个东南亚地区来看，19世纪70年代后，锡矿和橡胶种植为地方经

济与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而华人资本与华人劳工又积极参与

该新经济活动的开发，并成为先驱者 （吴小安，2005）。这期间更

有名的案例有英属马来亚槟城的福建华人五大姓（邱、林、谢、杨、

陈），他们构成了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以槟城为中心的区域经济舞

台上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作为该地区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族群，

通过对其掌控的跨国互联的企业和公司的控制，他们建立了覆盖槟

城及其周边地区的业务网络，并延伸到加尔各答、香港和汕头。这

些华人华侨为东南亚经济的兴旺蓬勃做出过巨大贡献，也成为了区

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最后是组织网络的优势。在东南亚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海外的

华人华侨作为移民，往往倾向于自发地形成社会组织网络以提供情

感和物质的支持。辜鸿铭因为长期在中国国内生活，这一点体现不

明显，但是从许心美身上则可见一斑。作为槟城和暹南华商集团的

成员，许氏家族正是依靠华人族群和华商社团的组织网络来促进自

身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历史上东南亚的华人华侨通过各种地缘性、

血缘性、业缘性组织，包括宗祠、商帮、会馆、公司等，加上商业

伙伴关系、明智的联姻，在华人社区中构成了有效的组织网络，并

与中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即使是被西方人看作秘密会社的“兄弟

会”等，也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机构，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途径。如

今这些组织网络已经融入所在国的社会，成为所在国社会结构的组

成部分，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盛毅 & 任振宇， 2015）。

四、“一带一路”倡议和东南亚华人华侨

 1.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两千多年前,始于中国的古丝绸之路将中国同中亚、南亚、西

亚、欧洲乃至非洲地区的国家联系起来,成为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和

人文交流的重要通道。2013年 9月和 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

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

及“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合作发展倡

议, 描绘了贯穿亚欧非大陆、连接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涵盖

中间广大腹地的路线图。“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

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

济发展潜力巨大。根据2015年3月经中国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

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重点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如今，“一带一路”合作发展倡议

已经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响应，其战略构想也正式进入推

进建设阶段。

 “一带一路”中的“一路”，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其重点方向共有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 延伸至

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张帆，2016）。由

此可以看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ASEAN）十国在“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中的交通枢纽地位。同时，“一带一路”是以中国周边地

区和沿线国家为依托,并且不断扩延的全球性发展规划。“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是中国东南、西南省份及东盟十国 （张

睿亮，2016）。东盟十国将是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

经贸与投资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

“丝路基金”重要的投资目标国。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国家内生活

着为数不少的华侨华人，各国的华侨华人能否发挥自身优势，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并做出更多积极的贡献，无疑有着重大的

现实意义。

 2. 东南亚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

在中国现今推行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东南亚一带是极

其关键的区域，东南亚华人华侨因其具备的优势，可以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和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第一，东盟各国华人华侨文化的兼容并包可为“一带一路”的

“民心相通”架起文化桥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2017年举行

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到“国之交

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可见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

根基对“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性。一方面，作为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各国华人华侨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通过华文学校、

报纸刊物、宗祠社团活动、传统节庆等形式保持着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存续，向世界展现着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华人华侨融通中外，

又一贯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文化，也了解所在国的实际需要和价

值观，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使者，并深化中外在文化科技方面的交

流和合作力度。此外，因为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华人华侨

熟悉所在国的语言和风土人情，可以提供语言翻译、法律等服务，

能起到良好的沟通作用，推动各方科技文化方面的交流。随着中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华人华侨和中国的联系将更为紧密，

他们将成为展示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平台和窗口。

第二，东盟各国华人华侨经济实力的优势为“一带一路”倡议

的实施搭建了经济桥梁。经济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涵盖了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金融流通”三方面。如今东南亚

新移民增多，传统侨团、华商企业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南亚

华侨华人的经济、科技实力也已增强，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就业领

域向贸易、工业制造、房地产、金融及高科技产业拓展。随着“一

带一路”的推进和实施，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将面临更多样的发

展机遇，也为中国资金和项目的“请进来”和“走出去”提供了强

大的经济基础。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可以从中国引进先进技术或是投

资参与到中国具体项目的开发和建设；他们还可以充分发挥其在资

本市场和企业规模方面的优势，参与并促进“一带一路”各类项目

的建设。

第三，东盟各国华人华侨健全的组织网络有利于增进“一带一

路”建设中的“政策沟通”。东盟各国是世界上华人华侨最集中的

地区，在2007年人数就已达到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73.5%（庄国土，

2010）。有了组织的保障，加上政治地位和政治环境生态的改善，

华人华侨可以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政治互信和政策沟通上做出巨大

贡献，加强政府间政策沟通和合作。借助于组织网络的优势，东盟

各国华侨华人可以帮助促进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政策沟通”，宣

传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理念，增进其所在国政府、社会团体及民众对

中国的了解，加强各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和

支持。华人华侨讲述好“中国故事”，可以让各国对中国多一些了

解，少一些猜疑，这对“一带一路”的推进实施将会有不小的帮助。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过程，东南

亚华商可以从中获得商机，华人专业技术人才可以施展才华，华人

人文学者也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桥梁。当今世界，经济缓慢复苏、

地区冲突不断、发展问题严峻，“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世界多极化、

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秉承开放的区域合

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

一路”倡议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

好追求，是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

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因此东盟国家的华人华侨，若能充分发挥其

优势，不但会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还会为该地

区的稳定繁荣甚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而本文从辜鸿

铭和许心美这两位历史上杰出的华侨华人代表身上发现智慧、寻找

启迪，希望探索出更加灵活多样、新颖务实的途径以发挥华人华侨

的优势，这无疑对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共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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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世纪前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概述

 

 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和海商贸易息息相关。据《汉书.地理

志》记载，早在公元初，中国海商便已前往东南亚从事贸易。及至

盛唐时期，因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朝和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

频繁，华人的足迹更是遍及东南亚各地，至今尚存各处的唐人街

China town 便是一明证。宋元时期，因为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先

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华商开始主导印度洋和东亚海洋之间的海上

贸易。中国沿海地区有更多的百姓投身于航海贸易，其中有不少人

因此留居东南亚一带。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浩荡船队途经东南亚各地

时，明朝官兵就已经发现当地有人数众多的华人。明朝后期起中国

的海外贸易由盛转衰，历代政府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严禁沿海的

百姓出国。尽管如此，在明清两朝，东南沿海不堪战乱和饥荒的中

国百姓及没落的权贵还是会设法移居海外，东南亚因为在地理上易

于到达而成为中国移民出国的首选之地。依据庄国土（1992）的考

查，直至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依托海外华商网络而移

民到东南亚的华人总计150万人左右。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老百姓“下南

洋”蔚然成风。“南洋”这个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东

南亚国家联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涵盖了马来群岛、菲律宾群

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中南半岛及马来半岛等地。庄国土（2008）

在其研究中发现，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这波华人移民东南亚

大潮以契约华工为移民主体，这个时期中国人“下南洋”主要是为

了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当时的南洋诸国大多为英国、荷兰、西

班牙的殖民地（泰国除外），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

劳动力，于是“性勤而耐苦，价廉而易致”的华工成为最理想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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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此时在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中又战败的清

政府被迫取消了海禁政策，允许华人劳工出洋。加上海上交通日益

便利，因而大批华人移民得以涌入东南亚地区。除了契约华工外，

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还有大量中国移民从事小商贩、工匠、种植等

行业。

 东南亚是一个多元化的地区，是如今海外华人最集中也是人数

最多的地区。早在2002年就有统计数据表明，全世界约3000万华侨

华人中，留在东南亚各国的就有约2452万人，约占总量的70%以上

（盛毅&任振宇，2015）。千百年来，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与当

地人和衷共济、辛勤劳作，为开发所在国资源、发展当地经济做出

过巨大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些边缘的、来自华南沿海的

贫穷的移民华人一方面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开发，一部分人成

为富有的工商阶层；另一方面他们又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互动的开拓

者与主要角色（吴小安，2005）。在东南亚的华人华侨中，福建、

广东两省的人为大多数，这是因为闽粤二省海岸线曲折绵延，且距

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交通费用较省。本文选取了两位福建籍的

近代杰出的东南亚华人代表—辜鸿铭和许心美，主要采用文献梳理

和历史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二者的生平事迹做简要的回顾和分析，

旨在展示东南亚华人华侨自身具备的独特优势以及他们在国际交流

互动方面做出过的突出贡献。此外，本文也力图说明：对东南亚华

人华侨的研究分析对当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实施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

二、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历史贡献——以辜鸿铭及许心美为例

 曾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的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写过一

首诗，该诗生动记述了老一辈的华人华侨在东南亚各地披荆斩棘、

开荒拓疆的艰辛历程。该诗云：华人渡海初，无异凿空凿。团焦始

娲庐，周防渐虎落。蓝缕启山林，丘墟变城郭（陈小二 & 陈宇峰，

1995）。华人华侨离乡别井，到海外谋生，没有勇气和毅力不成。

此外，正如朱杰勤（2008）所说，华人华侨是中国民族中优秀分子，

研究外国史或华人侨居国历史或地方史，绕不开华侨，华人华侨史

也是中外关系史中的重要部分。本文撷取的两位历史人物—辜鸿铭

和许心美，可谓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同为福建籍的华

人，几乎同年出生于东南亚地区，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两人都擅

长外语，通晓东西文化，并在各自的领域大放异彩，做出过积极的

贡献。

 1.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辜鸿铭（1857-1928）

 辜鸿铭又名辜汤生，字鸿銘，英文名叫 Thomson 或写作 Koh 

Hong–Beng。他自称“东西南北人”，这是因为他“生在南洋、学

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这其中的“南洋”指辜出生的马

来亚，“西洋”指其留学的欧洲，“东洋”指日本，“北洋”指他

曾工作过的北洋系政府。

 辜鸿铭祖籍福建省同安县，1857年出生于当时的英属殖民地槟

城，槟城亦称“槟州”，是马来西亚十三个联邦州之一，位于西马

来西亚西北部，英文名Penang。其父辜紫云是福建籍华侨，为英国

人布朗Brown经营橡胶园，母亲是葡萄牙人和马来人的混血。

 1867年，辜鸿铭随其义父英国商人布朗前往欧洲游历学习，临

行前辜父告诫他永远别忘自己是中国人。

1880年，辜鸿铭结束了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在欧

洲求学期间，他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外语，

还在多国的多所大学获得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此时

的他会说9种语言。

1881年，辜鸿铭辞去其在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工作，转而

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1883年，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

的文章，从此开始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嘲讽西学。

1885年，辜鸿铭首次前往中国，被晚清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委

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此后辜在张之洞的幕府工作达二

十余年，在兴办高等教育及处理外交事务上多有出色表现。比如：

辜曾任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的前身）的方言教习。1891年，俄罗

斯皇储来华，因辜鸿铭精通外语和各国外交礼仪，俄皇储赠其镂皇

冠金表（罗振玉，1931）。

1908年，辜鸿铭任清政府外交部侍郎。

1910年，辜鸿铭任上海南洋公学教务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辞去公职。

1913年，辜鸿铭和印度的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15年，辜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主讲英国文学。这一年，他

用英文写作的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译名《春秋大义》）

出版，书中提出的“中国文明拯救西方论”在西方世界引起一时轰动。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

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返回中国。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辜鸿铭生于英属殖民地马来亚，少年时游学于欧洲，成年后又

到中国为满清政府服务。从辜氏的生平事迹不难看出，他博学多才，

尤其是外语能力超群，而且还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人称“长于西文

西学而服膺古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辜鸿铭被称为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对中国传统文化几近痴迷。难能可贵的

是，在辜鸿铭的时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国内的知识分子和社会

精英普遍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信心，转而大力学习、推广西方文明。

在如此西风东渐的大环境下，辜鸿铭却不人云亦云，他有着南洋华

人普遍的冷静包容和文化自信，并凭借自身扎实的外语功力孜孜不

倦地向西方人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

文明。辜鸿铭通过用英文写作、讲演、翻译中国古籍等方式向西方

推广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

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获得了巨大成功。诚如罗振

玉（1931）所说：“乃译四子书，及我国典制诸书为欧文。每一脱

稿，列国争传译”。出于其自身在英属殖民地及游学欧洲的经历，

辜鸿铭认为西方的社会制度也有缺陷和不公，他对中华古老文明和

传统文化反而更为推崇。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推广，一度让西方“

群悟东方学术之可贵，各国大学乃争设东方学讲座”，西方人因而

了解、进而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可见辜鸿铭对东西文化交流所

做的杰出贡献。

有趣的是，辜鸿铭学贯中西，可本人却成为一种文化冲突的符

号。他因言行怪诞、特立独行而被称为“清末怪杰”。辜鸿铭虽然

身为华侨并且接受了大量的西式教育，但是坚持文化保守主义。比

如：一方面，他认同西方的民主，吃西餐，赞美女性。另一方面，

他留辫子，以清朝遗老自居，反对共和，为封建专制辩护，鼓吹一

夫多妻。他还赞同女人裹脚。但不容置疑的是，辜鸿铭是一个具有

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与融合大背景的、地区有过广泛影响的华人，也

曾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2. 泰国橡胶之父——许心美 (1856-1913)

许心美，名字英文拼写为 Khaw Sim Bee, 1856 年出生于暹罗南

部的拉侬府（英文拼写为Ranong）。其父许泗璋（1797-1882），

英文名 Khaw Soo Cheang，原籍是福建省漳州市龙溪霞屿乡(Skinner, 

1957)。据考证许泗璋于1810年前后下南洋，起初在马来亚的槟城

和暹罗南部各府间做小宗贸易 (Purcell, 1948) 。后经商成功，因能力

出众受到暹罗拉玛王朝三世皇赏识，并被委任为拉侬府税务官。后

又因开发暹南锡矿有功被委任为拉侬府府尹，1862年被四世皇赐予

侯爵（Phraya）爵位。据相关研究表明，许泗漳是暹罗王国历史上

第一个担任府尹的外国人 (Wang, 1959）。许心美是许泗璋最小的

儿子，其母为暹罗人。

1867年，许心美随父亲回到中国，然后在福建家乡读了几年私

塾，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并学会几种汉语方言。

1871年，许心美返回暹罗，因其父兄都活跃在暹罗政商两界，

许心美便在父兄的引领下学习经商和行政，并逐渐展示出卓越的才

能。

1882年，许心美经兄长许心广的推荐，以拉侬府府尹助理的身

份正式踏入暹罗政界, 并受封子爵（Luang）。

1885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暹南甲武里府（Kraburi）府尹，同时

被晋升为伯爵（Phra）。

1890年，因为在甲武里府表现出良好的管理和执政才能，许心

美被暹罗五世皇任命为暹罗南部较重要的董里府（Trang）府尹，

并再次晋封为侯爵 (Phraya) 。

1900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普吉大区的最高长官（High Commis-

sioner of Monthon Phuket），普吉大区包括Phuket普吉，Thalang 

他郎, Ranong 拉侬, Phang-Nga 攀牙, Takuapa 达古巴, Krabi甲米, Satun

沙墩一共7个府(Mackay, 2012)。

1901年，许心美正式接任普吉大区行政长官，这一年他在去曼

谷述职时剪去发辫，正式加入暹罗国籍 (Skinner, 1957) 。就任之后，

他把马来亚槟城的治理经验和方法运用在普吉大区的建设上。许心

美在任上锐意进取、修建公路整顿治安、建设城市、发展锡矿等工

业，并加强普吉大区和槟城之间的贸易物流，把普吉岛从一个落后

荒蛮的地方变成一个外国商贾乐于投资置业的比较现代化的城市 

(Khoo, 2009)。这时候，许心美除了担任政府公职外，其家族企业

还经营船运、锡矿、保险等生意，许氏家族在马来亚槟城的Koe 

Guan（高源）公司当时是英属马六甲最大的船运公司之一，同时他

们的 Khean Guan 保险公司也在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Cushman, 

1991）。因此，许心美在暹南、槟城乃至整个马来亚地区都享有盛

名。

1913年2月25日，许心美在董里府遇刺。同年4月10日，许心美

在其马来亚槟城的住宅内逝世，享年57岁 (Lim, 2011) 。同年5月17

日，许心美的遗体被运回暹南拉侬府，6月1日，被风光厚葬在暹罗

王室赐予的许氏家族墓地 (Dunlop, 1913)。

许心美对暹罗南部最大的贡献是1901年在他主导下的橡胶树种

的引进，因此他还被尊称为“泰国橡胶之父”。依据董里府艮当县

政府（Kantang City Municipality）2014年的网站贴文，正是在许心

美的引领下，橡胶树种从印尼的苏门达腊被引进到暹罗南部并得到

了推广种植。他鼓励地方官员分发橡胶种苗让更多农民种植。他还

劝说曼谷政府改变法律，允许农民砍伐丛林然后种植橡胶；又从槟

城招请华人胶农来到董里，广种橡胶树 （Mackay, 2012）。在他的

大力支持和推动下，董里乃至整个普吉大区的许多荒地，逐渐变成

大片橡胶园 (Liang, 2013)。20世纪初橡胶价格的飞涨证明了许心美

的远见卓识。如今，橡胶和大米、柚木、锡砂早已成为泰国传统的

四大支柱产业。当年从印尼带回来的一棵橡胶树种至今仍屹立在艮

当县许氏老宅的门前，向后人诉说着这一段历史。1950年，为表彰

许心美引进橡胶树种并推广种植的功绩，当时的泰国政府在董里府

为他建立了一尊铜像。

除了橡胶种植业，许心美也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暹南锡矿开采业

的发展。1906年，他促成了名为 Tongkah Harbour Tin Dredging  

Company, NL. 的锡矿挖掘公司的成立，他邀请澳大利亚人 Edward 

Thomas Miles 来经营并提供技术支持，还授予后者在普吉镇 Tongkah 

Harbour 25 年期的独家开采权 （Cushman, 1991）。经过该公司改

造和调试后的斗链式挖掘机（bucket-dredge）极大地提高了普吉地

区的锡矿开采效率，并对后来整个泰国的锡矿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Yip, 1969）。1969 年11月28日，在名为“milestone”的挖掘机雕

塑的揭幕仪式上，泰国矿业资源部部长称赞了曾经对泰国锡矿业贡

献卓著的三个人，许心美位居其一。部长声称：正是许心美的“创

新思维”促进了该产业在泰国的发展（Cushman, 1991）。

许心美因其出色的政绩和对暹南经济发展的贡献，曾得到暹罗

王室的多次嘉奖，并被授予“Phraya Rasada”的爵位，同时他勤政

爱民、兢兢业业，也深受民众的拥护和爱戴。他和他的家族从当时

较暹罗先进的英属槟城引进人才、技术和管理制度，发展了暹南经

济，有效地抵御了英国殖民政府的经济渗透。在他死后，暹罗王室

给拉侬府许氏赐姓为 “Na Ranong” ，以表示对其和其家族功绩的

肯定。

三、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优势分析

辜鸿铭和许心美是近代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一个

精通中西文化，在外交文教上颇有建树；另一个勤勉务实，开拓进

取，为所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良多。此外，从此二人身上可

以归纳出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三点普遍优势。

首先是文化包容的优势。东南亚地区历来种族众多，文化多元，

这个地区的华人华侨习惯融入其他文化，习惯了各种文化间的碰撞

和交融。与中国国内的民众相比，东南亚华人华侨由于长期的跨国、

跨民族、多层次交融的经历，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成为兼容并蓄

多元文化的载体。由于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他们熟悉所在

国的语言和习俗，在文化选择上也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以辜、

许二人为例，两人都精通多种语言，许心美会说九种方言及外语，

辜鸿铭更是大师，除深谙中国文化外，还可以用西文写作、演说，

向西方人宣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西风东渐的大潮下，在中国大

陆民众及知识分子对本国传统文化轻慢、怀疑，准备全盘地接受西

方主流文化的同时，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则相对冷静务实，崇尚自下

向上的改革。比如辜、许二人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更务实、客观

和自信的态度。身居海外的经历让他们对中西文化、社会制度等有

着较全面的洞察，辜鸿铭自不必说，精通西方文化后更努力地捍卫

中国传统文化，许心美也是一面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从政经商，一

面以开放的心态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以发展经济

和造福社会。

其次是经济实力的优势。辜鸿铭家境殷实，少年时期就得以去

欧洲游历求学，这一优势在许心美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许本身就

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得益于许氏家族的经济实力，许心美大刀阔斧

地引进改革、创新发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才有了财力支持。就

整个东南亚地区来看，19世纪70年代后，锡矿和橡胶种植为地方经

济与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而华人资本与华人劳工又积极参与

该新经济活动的开发，并成为先驱者 （吴小安，2005）。这期间更

有名的案例有英属马来亚槟城的福建华人五大姓（邱、林、谢、杨、

陈），他们构成了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以槟城为中心的区域经济舞

台上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作为该地区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族群，

通过对其掌控的跨国互联的企业和公司的控制，他们建立了覆盖槟

城及其周边地区的业务网络，并延伸到加尔各答、香港和汕头。这

些华人华侨为东南亚经济的兴旺蓬勃做出过巨大贡献，也成为了区

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最后是组织网络的优势。在东南亚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海外的

华人华侨作为移民，往往倾向于自发地形成社会组织网络以提供情

感和物质的支持。辜鸿铭因为长期在中国国内生活，这一点体现不

明显，但是从许心美身上则可见一斑。作为槟城和暹南华商集团的

成员，许氏家族正是依靠华人族群和华商社团的组织网络来促进自

身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历史上东南亚的华人华侨通过各种地缘性、

血缘性、业缘性组织，包括宗祠、商帮、会馆、公司等，加上商业

伙伴关系、明智的联姻，在华人社区中构成了有效的组织网络，并

与中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即使是被西方人看作秘密会社的“兄弟

会”等，也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机构，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途径。如

今这些组织网络已经融入所在国的社会，成为所在国社会结构的组

成部分，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盛毅 & 任振宇， 2015）。

四、“一带一路”倡议和东南亚华人华侨

 1.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两千多年前,始于中国的古丝绸之路将中国同中亚、南亚、西

亚、欧洲乃至非洲地区的国家联系起来,成为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和

人文交流的重要通道。2013年 9月和 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

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

及“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合作发展倡

议, 描绘了贯穿亚欧非大陆、连接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涵盖

中间广大腹地的路线图。“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

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

济发展潜力巨大。根据2015年3月经中国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

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重点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如今，“一带一路”合作发展倡议

已经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响应，其战略构想也正式进入推

进建设阶段。

 “一带一路”中的“一路”，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其重点方向共有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 延伸至

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张帆，2016）。由

此可以看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ASEAN）十国在“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中的交通枢纽地位。同时，“一带一路”是以中国周边地

区和沿线国家为依托,并且不断扩延的全球性发展规划。“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是中国东南、西南省份及东盟十国 （张

睿亮，2016）。东盟十国将是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

经贸与投资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

“丝路基金”重要的投资目标国。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国家内生活

着为数不少的华侨华人，各国的华侨华人能否发挥自身优势，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并做出更多积极的贡献，无疑有着重大的

现实意义。

 2. 东南亚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

在中国现今推行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东南亚一带是极

其关键的区域，东南亚华人华侨因其具备的优势，可以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和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第一，东盟各国华人华侨文化的兼容并包可为“一带一路”的

“民心相通”架起文化桥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2017年举行

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到“国之交

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可见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

根基对“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性。一方面，作为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各国华人华侨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通过华文学校、

报纸刊物、宗祠社团活动、传统节庆等形式保持着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存续，向世界展现着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华人华侨融通中外，

又一贯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文化，也了解所在国的实际需要和价

值观，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使者，并深化中外在文化科技方面的交

流和合作力度。此外，因为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华人华侨

熟悉所在国的语言和风土人情，可以提供语言翻译、法律等服务，

能起到良好的沟通作用，推动各方科技文化方面的交流。随着中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华人华侨和中国的联系将更为紧密，

他们将成为展示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平台和窗口。

第二，东盟各国华人华侨经济实力的优势为“一带一路”倡议

的实施搭建了经济桥梁。经济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涵盖了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金融流通”三方面。如今东南亚

新移民增多，传统侨团、华商企业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南亚

华侨华人的经济、科技实力也已增强，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就业领

域向贸易、工业制造、房地产、金融及高科技产业拓展。随着“一

带一路”的推进和实施，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将面临更多样的发

展机遇，也为中国资金和项目的“请进来”和“走出去”提供了强

大的经济基础。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可以从中国引进先进技术或是投

资参与到中国具体项目的开发和建设；他们还可以充分发挥其在资

本市场和企业规模方面的优势，参与并促进“一带一路”各类项目

的建设。

第三，东盟各国华人华侨健全的组织网络有利于增进“一带一

路”建设中的“政策沟通”。东盟各国是世界上华人华侨最集中的

地区，在2007年人数就已达到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73.5%（庄国土，

2010）。有了组织的保障，加上政治地位和政治环境生态的改善，

华人华侨可以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政治互信和政策沟通上做出巨大

贡献，加强政府间政策沟通和合作。借助于组织网络的优势，东盟

各国华侨华人可以帮助促进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政策沟通”，宣

传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理念，增进其所在国政府、社会团体及民众对

中国的了解，加强各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和

支持。华人华侨讲述好“中国故事”，可以让各国对中国多一些了

解，少一些猜疑，这对“一带一路”的推进实施将会有不小的帮助。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过程，东南

亚华商可以从中获得商机，华人专业技术人才可以施展才华，华人

人文学者也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桥梁。当今世界，经济缓慢复苏、

地区冲突不断、发展问题严峻，“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世界多极化、

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秉承开放的区域合

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

一路”倡议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

好追求，是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

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因此东盟国家的华人华侨，若能充分发挥其

优势，不但会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还会为该地

区的稳定繁荣甚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而本文从辜鸿

铭和许心美这两位历史上杰出的华侨华人代表身上发现智慧、寻找

启迪，希望探索出更加灵活多样、新颖务实的途径以发挥华人华侨

的优势，这无疑对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共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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