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届客属恳亲大会概况

第一届 香 港

1971 年 9 月 28 日，“香港崇正总会”为庆祝成立 50周年暨“崇正大厦”落

成，特邀世界各地 47个客属团体 250 位代表，于香港九龙弥敦道“国际大酒楼”

及设在跑马地的“香港崇正总会”大礼堂举行庆祝活动。其中与会代表决议，将

这次活动定为“世界客属第一届恳亲大会”，并要求每隔两年轮流在世界各地有

关城市召开一届，所以，此次又决议通过第二届恳亲大会由台北“中原客家联谊

会”负责筹办。

第二届 台 北

于 1973 年 10 月 5 日至 8 日在台北市延平南路“中山堂”举行。大会由“中

原客家联谊会”主持，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67个客属团体共 2400 位代表参加。大

会决议第三届恳亲大会由“泰国客属总会”筹办。

第三届 台 北

由于泰国当时国内情况有所变化，第三届恳亲大会改由台北“世界客属总会”

主办，并推延至 1976 年 10 月 7 日至 9 日在台北市延平南路“中山堂”举行，有

世界各地 61个客属团体共 1352 位代表参加。

第四届 旧金山

于 1978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2日在旧金山“皇后大酒店”举行，由美国“三

藩市崇正总会”主办，有来自世界各地 25 个客属团体共 820 位代表参加。此次

大会决议：为保持客属传统固有语言口音，今后凡客属人士集合，均应采用客家

话发言。

第五届 东 京

于 1980 年 10 月 3 日至 7 日在日本东京“太平洋饭店”和“宝家大饭店”举



行，由“日本崇正总会”主持，有来自世界各地 33个客属团体共 1100 位代表参

加。

第六届 曼 谷

于 1982 年 9 月 25 日至 26 日在曼谷市“那菜大饭店”举行，由“泰国客属

总会”主办，有来自世界各地 70个客属社团共 1352 位代表参加。

第七届 台 北

于 1984 年 10 月 7 日至 9 日在台北敦化北路“环亚大饭店”举行，由台北“客

属总会”主办，有来自世界各地 48 个客属团体共 974 位代表参加。此次大会通

过几项重要决议：1、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应以客家勤劳俭朴美德为准则，不必过

于铺张，竞求奢华；2、各地客属社团暨各界殷富，对主办单位所需人力财力应

予大力支持，以发扬客家人团结合作精神；3、今后不论团体或个人出席大会，

均应缴纳出席费，凡热诚赞助者亦应订出办法加以表彰；4、大会“会刊”须由

主办单位负责编印并分发各客属团体以资纪念。

第八届 波 累

于 1986 年 5 月 19 日至 22 日在毛里求斯首都波累市“甘地学院”大会堂举

行，由毛里求斯和留尼汪的客属团体联合主办，有来自世界各地 15 个客属团体

共 210 位代表参加。

第九届 旧金山

于 1988 年 10 月 21 日至 22 日在美国旧金山“教堂峰大饭店”举行，由美国

三藩市五大客属社团主办，有来自世界各地 31 个客属团体共 458 位代表参加。

广东梅州组团出席，这是中国大陆内地客属团体首次参加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其

中“梅州客家山歌团”7 名代表在文艺晚会上表演独领风骚。大会决议各地乡亲

无论人数多少，都应尽量成立有关社团，并决定下届大会在马来西亚沙巴举行。



第十届 亚 庇

于 1990 年 6 月 8日至 10 日在马来西亚沙巴州首府亚庇市举行，由“沙巴客

属公会联合会”主办，有来自世界各地 70多个客属社团共 1500 位代表参加。这

是一次划时代并文化品位和氛围空前的客属盛会。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发表《乡团

要能满足需要》的献词；各地代表发表乡情报告：举行了客家文化专题讨论；还

通过决议：1、为加强推行客家文化及其交流，各地客属团体应多举办夏令营之

类活动；2、为探讨和了解客家历史文化，以后客属大会应增加客家学术研讨内

容。同时，在“国际之夜”上，各地代表还表演了山歌演唱，场面热热烈空前。

第十一届 高 雄

本届大会原定于香港举行，因故而改在台湾省高雄市，于 1992 年 10 月 6日

至 8日在当地“国宾大饭店”和高雄市“文化中心”举行，由“世界客总高雄分

会”主持，有来自世界各地 56个客属社团共 2500 位代表参加。

第十二届 梅 州

于 1994 年 12 月 6 日至 8 日在中国广东省梅州市“百花洲”影剧院举行，由

“梅州客家联谊会”主办，有来自世界各地 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客属团体共 2300

多位代表（其中海外 1700 多人）参加。这是中国大陆首次举办世界客属恳亲大

会，规模之大，代表之广，水准之高，为历届所罕有，深受海内外来宾赞许。

第十三届 新加坡

于 1996 年 11 月 9 日至 12 日在新加坡“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由新加坡“南

洋客属总会”主办，有来自世界各地 150 个客属社团近 2000 位代表参加。新加

坡副总理李显龙准将亲临大会。大会除举办“客家文化源流展”、“客家之夜”、“客

家美食品尝会”、“联欢晚会”等活动外，还同时召开了“第三届国际客家学研讨

会”。此次大会，广东梅州、福建龙岩、三明、福州、陕西西安、广东深圳等组

团出席，为历届中国大陆内地出席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组团和人数最多的一次。而



且还出现多家社团争办下届恳亲会的热闹场面，最后经协商并由大会主席团决

定：原来两年一届的恳亲大会，在今后四年内暂改为举办三届，其中第十四届在

台湾、第十五届在马来西亚、第十六届在中国闽西。

第十四届 台 北

于 1998 年 10 月 6 日至 8 日在台湾省台北市阳明山“中山楼”举行，由台湾

“世界客总”主办，有来自世界各地 33个客属团体 578 位代表和台湾 30个客属

团体 948 位代表参加。活动内容主要有“欢迎酒会”、“艺文展览”、“专题研讨”、

“客家之夜”、“新竹义民庙及苗栗西湖渡假村旅游”等。台湾政要李登辉、连战、

萧万长、钱复、吴伯雄、刘国昭、饶颖奇、马英九、陈水扁等分别出席了有关活

动。大会决定下届大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并再次确认了上届主席团会议作

出的第十五届和第十六届分别在马来西亚和福建龙岩举办的决议。广东梅州和福

建龙岩共同组团参加了这次大会。

第十五届 吉隆坡

于 1999 年 11 月 4 日至 7 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双威大酒店”举行，由

“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主办，有来自世界各地 42个客属团体 2000 人参加。

马来西亚首相拿督马哈蒂尔主持开幕并致词。主要活动有，“马来西亚客家书画

艺术展”、“客家山歌演唱会”、“第五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客属乡情报告”、“如

何加强客属文化及乡情的联系与交流”和“如何加强世界客属乡贸在商业经济的

联系和合作”专题讨论、“马来西亚之夜叙别晚会”等。中国福建“闽西客家联

谊会”在大会上正式接过了主办第十六届大会的会旗。

（原载 2000 年 11 月《闽西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