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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菲律宾华人通史》由庄国土编著。
菲律宾位于太平洋西岸的亚洲东南部，由7000多个大小岛屿组成，现有居民约9500万。
菲律宾北隔巴士海峡与台湾相望，与中国东南一衣带水。
西南隔苏禄海、苏拉威西海与印度尼西亚、东马来西亚相望，扼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和南海，通往东
北亚和太平洋的主航道，战略地位重要。
菲律宾农业、矿业资源丰富，对外经贸联系密切，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曾经是亚洲仅次于
日本的经济先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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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总督的权力也受到多方面的制约，王室除了通过最高法院和教会制衡总督外，还出台了一
系列的措施对总督加以制约，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终任审查制度和巡查官制度。
首先是王家最高法院，总督的许多权力必须通过他才能行使。
而且当总督死亡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总督职位空缺时，王家最高法院便代而行使总督的权力。
其次。
总督在卸任时他的行为要受到一个由其继任者主持的法庭的审查。
国王也可能委派一个专门的检查员去调查殖民地的事务。
但是，在内部，对总督权力的最大牵制者则是教会。
 西班牙殖民事业的首要目的便是传播基督教，传教士跟随西班牙远征军四处征战，帮助军队征服和绥
靖菲律宾群岛。
随着天主教在菲岛的传播，教会势力迅速发展，很快成为西班牙维持菲律宾殖民统治制度的重要支柱
。
菲律宾教会系统中的首脑是马尼拉大主教，大主教之下是主教，他们是各个教区的头目。
大主教和主教由西班牙国王推荐，教皇指派。
从属于主教的是各地方教区的教士，他们是各个城镇的教会头目。
教会行使宗教、政治和司法职权。
它的宗教权属于宣传与监督基督教事业；司法权由大主教法院和神圣查询法庭行使，大主教法院由大
主教主持，审理有关宗教法典以及牵涉教士的案件；它的政治权表现在大主教常常利用宗教权力对总
督的“王室庇护权”提出挑战，教会因而成为菲岛总督权力的最大制约者。
17世纪中期以后，天主教会势力逐渐壮大，对菲岛行政事务的干涉也越来越频繁。
至西班牙统治后期，总督处理大小事情都须和大主教商议。
总督职位空缺时，大主教和主教甚至可以代行总督职务。
在殖民扩张中，神父们既可掌握新占领区的行政权力，又可行使司法权。
因此，天主教会的政治势力不断扩张。
他们既是福音的传播者，也是殖民政权中实际权力的掌握者，成为殖民统治机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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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华人通史》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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