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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一 步 拓 展 了 组 织
力。在两岸未实现三
通的背景下，中国大
陆和台湾都分别派出
代表团参会，支持新
加坡福清会馆的三庆
互动及“世联会”的
成立活动。如果没有
林绍良等福清籍侨领
的号召就不可能团结
这么多高层次的人参
会，如果没有“世联
会”这个平台，侨领
也很难有如此大规模
的组织力。林绍良等
侨领通过“世联会”
的组织形式，如会刊
《融情》、会员大会
的召开及建设家乡的
具体活动，强化了“
世联会”成员热爱祖
籍地的价值观念，激
发社团成员对家乡的
情感，有效地提升了
侨领在各项事务中的
组织力，并在此过程
中实现对跟随者的长
期培养，明确合适的
接班者。 

海外华侨华人领

导继承性中往往体现
着 老 带 青 的 特 点 。
有影响力的侨领在任
期内会注重培养新一
辈的侨领。林绍良有
意识地邀请年轻一辈
的福清籍华人参加“
世联会”，帮助其再
次建立和家乡和同胞
的情感，为未来承担
社团工作打下基础。
例如：林绍良的继任
者、“世联会”第二
任 主 席 俞 雨 龄 是 侨
生，属于少数会讲流
利福清话的印尼福清
籍移民第二代。据俞
雨龄回忆，林绍良将
其带在身边加以栽培
和鼓励。特别是 1994 
年第一次跟随林绍良
回家乡福清参加“世
联会”会员大会，开
始了与祖籍福清的交
流和往来，更奠定了
其后来在社团的领导
基础。从此，俞雨龄
更积极参与福清社团
活动，在世界福清同
乡联谊会担任领导层

职务，在林绍良、郑
年锦等老侨领的支持
下于2000年成立了雅
加 达 福 清 同 乡 基 ⾦
会，并于 2009 年当选
为“世联会”主席。
俞雨龄感念林绍良对
他 的 扶 植 和 栽 培 ，
称“我⽬前的事业卓
有成就，以及在印华
社 团 享 有 的 荣 誉 地
位，都来自借鉴林老
（林绍良）思想精神
的感染和提携。”现
任主席姚忠从也有类
似的经历与感触。

华人国际社团组
织力与侨领之间的作
⽤是双向互动的。侨
领的影响力、动员力
和组织力促进了社团
的发展，同时通过社
团互动，赋予了侨领
更多的社会价值和社
会地位，满足了侨领
需求层次与人生价值
的提升。富有影响力
的侨领推动社团组织
的建立、发展与制度
化；华人社团机构则
使侨领的能量进一步
扩大，并且组织的能
量往往超越侨领个人
的力量，特别是超越
自然人的生命时限。
如果只是侨领的个人
行为，以其影响力、
动员力，固然也可以
干一番事业，但通常
难以长期持续；社团
组织则可能在自然人
退出之后长期持续。
国 际 华 人 社 团 的 组
织化、⽹络化、制度
化，激发华侨华人、

华商企业、社团机构
跨越国界、克服制度
障碍，释放更大的更
持久的能量。

结语 
传统中国本土的

民间组织与基层自主
秩序，随着华侨移植
海 外 ， 形 成 海 外 华
人社团组织相对独立
的自我管理，使其在
没有当地政府支持甚
⾄反而受到外界压力
下 依 然 能 够 自 主 生
存。20世纪后期，海
外华商充分利⽤共同
的 语 言 、 习 俗 、 文
化、思维⽅式以及历
史传统，超越不同的
地 域 ， 穿 透 各 个 政
治实体，突破制度障
碍，形成跨越国界的
族群合力，在东亚、
东南亚国家与地区的
工业化进程中不断壮
大，并走向国际化经
营。华人社团组织的
经 济 基 础 与 能 量 增
强。

长期因族群歧视
而积蓄的乡情与族群
认同，中国改革开放
政 策 的 实 行 所 带 来
的情感召唤和经济机
会，都使华人社会有
强力的需求组建华人
国际社团，以扩大华
人间已有的连接。“
世 界 福 清 同 乡 联 谊
会”应运而生，通过
出版会刊，协助创建
各 地 分 会 ， 相 互 拜
会、交流、定期举办
会员大会等形式构建

全球组织体系，进一
步加强世界各地乡亲
间的认同与互助。在
建设家乡的过程中，
林绍良、林文镜和“
世联会”成员与家乡
政府通力合作，实现
福清籍华侨华人群体
组织性、常态化、制
度化的投资与开发模
式，进一步深化与拓
展 世 联 会 的 组 织 功
能。侨领通过创建制
度 化 的 国 际 华 人 社
团，不仅实现了自身
组织能力与人生价值
的升华，而且激活了
世界各地同乡社团的
组织力与华侨华人社
会的长期持续发展。

作为非政府、非
营 利 性 的 国 际 性 组
织，华人国际社团是
民 间 自 生 自 发 的 产
物，可以说是传统中
国本土民间组织海外
移植与演进的产物，
是适应全球化的新形
式与新发展，在此过
程中，其组织力跨地
域拓展，其作⽤空间
逐渐扩展，其功能不
断强化，其影响力不
可替代。华人国际社
团与政府间国际组织
相⽐，没有权力机构
的支持，与营利性跨
国企业集团相⽐，没
有利润积累与支撑；
其性质与运作机制都
迥然相异，其作⽤与
发展空间具有独特性
和不可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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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国际社团组织力的拓展(六)
——基于“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的考察与解释

俞雨龄主席与吴邦国亲切交谈，
中为张锦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