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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研究很少。究其原因有四 : 历史原因、民族意识、政治

原因和学科因素。本文拟就少数民族华侨华人问题作一初步探讨。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

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称谓和概念 ; 第二部分分析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迁移与定居特点 ; 第三部分提

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辨识标准 , 即记录、祖籍地、客观认同、迁移时间和主观认同 ; 第四部分是关

于分布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初步计量统计。作者提出 , “华侨华人”的身份应以其定居或

入籍他国来确定 , 而不应受其移民方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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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Very few studies have been done on the Ethnic Minorities Huaqiao2huaren ( EMHH) .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 e . g . , historical , Han2chauvinist , political and disciplinary. This arti2
cle tries to make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subject . It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Besides a historio2
graphical survey of the subject and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EMHH , it analyzes the charac2
teristics of the EMHHπs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 The author has also provided a tentative criterion

to identify the EMHH (Records , Origins , Objective , Time and Subjective) . The last part contains

three tables of the statistics of EMHH all over the world.

华侨华人研究在 20 世纪曾四次 (20 世纪初、一战后、1950 - 60 年代、1980 年代以来) 引起

学术界的兴趣 , 这与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有着密切关系。[1 ]从 1980 年代起 , 华侨华人研究再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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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2 ]究其原因 , 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对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之间关系

的探讨 ; 改革开放后国际交往增多 , 华侨人数迅速增加 , 各种机会和问题随之而来 ; 中国综合国

力的增强及华侨华人的贡献、他们在沟通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所起的作用及在所属国发挥的重要影

响引起世人瞩目。国内媒体对“华侨华人”的覆盖面明显增加。以新华社为例 , 涉及“华侨华

人”的报道 1990 年只有 9 条 , 2002 年已达 1006 条。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报道 9 22 18 19 25 19 113 398 561 1652 709 1013 1006

　　资料来源 : 新华社多媒体数据库 (http : ΠΠinfo. xinhuanet. com) 。

国际学术界对华侨华人问题也十分重视 , 这表现在对华人研究项目的资助和研究人员的转

向。除华人较多的东南亚国家外 , 发达国家的研究也大大加强 , 研究机构纷纷成立。从近年的研

究动态看 , 华侨华人已成为美国的近代与当代中国研究的新热点 , 这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政府和

商界重视“大中华经济圈”这一提法的影响。[3 ] 加拿大学者不断进行华人新移民的研究 , 并对多

元文化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4 ]欧洲学者近几年启动多个项目 , 英、法、西、荷、丹等国不断有

学者来中国进行侨乡研究。[5 ]澳大利亚三位不同学科的学者通过对华人资本与中国经济互动的研

究 , 提出“华人移民资本主义” (Chinese Diaspora Capitalism) 的概念。[6 ] 目前 , 他们正继续这一课

题的深入研究 , 主要是关于“亚洲金融危机与海外华人资本主义的回应”。此项目计划涉及多个

国家和地区 , 包括 75 个有代表性的华人企业家族的跨国活动以及对华南 6 个市的 600 家外资企

业的调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学院于 1999 年成立了“南方华裔研究中心”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 多次举办学术研讨会 , 并于 2001 年举行了题为“移民身份

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国际研讨会。日本学者的“华侨华人热”也十分明显。[7 ] 就连 2000 年达

沃斯经济论坛要求中国代表准备的发言题也是有关华人与世界经济的关系。

然而 , 迄今为止 , 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研究甚少。[8 ] 究其原因有四。其一 , 历史原

因。历史上的华侨华人移民东南亚者最多 , 他们多来自中国东南沿海一带 , 民族成份主要是汉人

(泉州移民中的穆斯林除外) 。其二 , 民族意识。学术界存在着“汉族沙文主义”的潜意识 , 从事

华侨华人研究的学者很少考虑到少数民族 ; 国外学者更是将“华人”等同于“汉人”。其三 , 政

治原因。中国少数民族的国际迁移多与政治因素有关 , 这一研究以前设有禁区。第四 , 学科因

素。由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多集中在中国的邻国 , 有的学者将他们作为“跨境 (界) 民族”对

待。本文拟就少数民族华侨华人问题作一探讨。第一部分试图界定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称谓和概

念 ; 第二部分分析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迁移与定居特点 ; 第三部分提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辨识

标准 ; 第四部分是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人数的初步统计。希望此项研究能引起学者兴趣 , 从而推动

华侨华人研究。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 : 称谓和概念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起步较晚 , 这与该领域和现实政治联系紧密有关。实际上 , “华侨华

人”的身份应以其定居或入籍其他国家来确定 , 而不应受其移民方式的影响。因此 , 对 1959 年

在“西藏叛乱”中出走而已定居国外的藏人、1962 年伊塔事件中迁出的维吾尔人、因政治原因

迁移中亚西亚的哈萨克人和近年以偷渡方式出国的移民群体均应进行深入研究 , 惟此才有可能得

出较客观并有参考意义的结论。

在学术文章中正式使用“X 族 (人) 华侨”或“X 族华人”的称谓始于 1980 年代。一般而

言 , 学术界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将这些移民邻国的少数民族称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 , 另一

些学者将他们一概作为“跨境 (界) 民族”处理。[9 ]

2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986 年 ,《华侨历史》上刊登了两篇关于新疆维吾尔华人的文章。黄力平探讨了从早期到 13

世纪中国先民从新疆移民中亚西亚等国的历史。文中虽然未提及“华侨”一词 , 但作者在结尾指

出 , 晚清是新疆和中亚地区风云巨变的时期 , 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引发了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向中

亚、西亚地区迁徙和移植的历史现象 , 并使用了“新疆地区各族华侨”一词。王庆丰的文章叙述

了维吾尔人从公元 8 世纪起由于经商、文化交流、朝觐和政治因素等原因移居西亚的历史。作者

在标题中使用“维吾尔族华侨”的称呼。[10 ]就本人接触的资料而言 , 这两位作者应该是国内最早

研究“少数民族华侨” (在文章中分别使用“各族华侨”和“维吾尔族华侨”) 的作者。

1989 年 , 向大有提出了移居越南的少数民族华人问题。越南政府和学者一般只将移民越南

的汉人算作华侨华人 , 而忽略早期移居该国的少数民族华人。作者指出 , 华人并非“汉人”的同

义词 ,“华人”的含义赋予了中华民族内多元民族成分的内涵 ,“而决不应只局限于‘汉族才算华

人’或‘华人仅指汉族’的一元民族成分论。‘华人’不应只是汉族的专用名称 , 而应是中华民

族中各个民族成分共同享有的总称。”华人有 56 个民族 , 其中也包括汉族。他通过研究广西人移

民越南的时间、路线和原因 , 认为越南的华侨华人共有 235 万 , 包括迁自广西壮族 (岱族和侬

族) 、瑶族和苗族等少数民族约 130 万。他提出区分华侨华人的两条标准。其一 , 华侨华人需有

中华民族血统。其二 , 民族迁徙的时间。在越南立国 (公元 10 世纪) 之前已在越南 (交趾、安

南) 境内定居的民族构成该国原居民的组成部分 , 不属于中华民族之列 ; 在越南立国后迁去的中

国少数民族 , 是少数民族华人。[11 ]

1993 年 ,《八桂侨史》发表了向大有两篇关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文章。在第一篇文章中 ,

作者认为 ,“由于历史的原因 , 我国向国外移民 , 不仅有作为主体的汉族移民 , 而且有大量的少

数民族移民 , 这就从历史到现状 , 构成了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群体 , 并成为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分析了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现状特点和移民历史。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共有

多少人 ? 他的统计数字是 310 余万人 , 包括居住在 29 个国家和地区的 25 个中国少数民族的华侨

华人。[12 ]第二篇文章进一步强调了他的观点 , 认为那些在国外定居但仍保留中国国籍的少数民族

是华侨 , 可在其民族名称后加上“华侨”, 如“维吾尔族华侨”、“壮族华侨”等。对已从所在国

取得国籍者 , 可在其民族名称后加上“华人”, 如“哈萨克族华人”、“回族华人”等。[13 ] 不容否

认 , 他的文章具有一定的开拓性。

谭天星指出 , 对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境外迁移的研究可分为两部分 : 中国跨境 (界) 民族的研

究和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研究。“跨境 (界) 民族”和“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两个概念的联系表

现在三个方面 : 跨境民族形成之初可能具有的移民性 ; 跨境 (界) 民族人口的一部分仍为华人 ;

迁徙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向跨境 (界) 民族的转化。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 : 跨境 (界) 民族强调

的是“跨界毗邻而居的同一民族”,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强调的是他们所具有的在中国相对于占绝

大多数的汉族而言的少数民族性 , 此其一 ; 前者是居住国的一个民族 ; 后者中的华侨则不属于跨

境 (界) 民族的范围之内 ; 在内涵上 ,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更丰富、更广泛 , 它包括具有同一民族

性而散居于不同国家的人 , 如散居在欧、美、亚洲的瑶族。[14 ]

在中国与邻国交界地区居住的跨界族体有 30 余个 , 可分为三种。有的民族不能算华人。以

中越、中老的跨界族体为例。中越两国的跨界族体 , 按中方计算有 12 个 (其中不包括民族成份

未定的克木人与莽人) , 越方算则有 26 个。中老两国的跨界族体 , 中方确定的有 10 个 (不包括

民族成份未定的克木人) , 老挝确定的有 16 个。[15 ] 其中有的是原住民 , 只是国界将他们划属不同

国家 , 如分布在云南金平县和越南莱州省的莽人 ; 有的是从越南迁移中国的民族 , 如广西的京

族 , 因而居住在越南的这些民族不能算作华人。有的虽然发源地在中国 , 但早已在所属国定居

(例如与中国傣族同源的老挝普泰族和泐族) , 这些民族也不能算是华人。有的民族一部分是华侨

华人。老挝的泐族和普泰族与中国的傣族同源 , 很早就在老挝定居 , 他们不是华人。1958 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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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勐腊县曼庄的一个傣族寨子迁移到老挝丰沙里省 , 建立了曼勒寨。1959 - 1961 年的困难时期 ,

也有人跑到老挝居住。[16 ]这些傣族移民应为华侨 (如果仍保留中国国籍) 华人 (如果已取得老挝

国籍) 。有的民族应算作华侨华人。例如 , 中国边境的壮族 (越南称岱族、侬族[17 ] ) 、瑶族、[18 ] 苗

族[19 ]等少数民族中相当部分在越南立国之后迁至越南 , 这一移民过程一直在继续。这些民族既

是跨界族体 , 也是少数民族华人。

概而言之 ,“跨界族体”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其区别

在于 , 前者是民族学和社会学中的学术名称 ,
[20 ]后者是华侨华人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名称 ; 前者的

涵盖面大 , 是通用的学术用语 , 可以描述世界各地跨境而居的族体 ; 后者涵盖面小 , 是从“中华

民族”和“华侨华人”这两个概念中衍生出来的相关概念 ; 前者指在边界地区 (如中国与邻国)

跨境而居的族体 , 他们的起源地并不一定是中国 ; 后者特指世界其他地区居住的中国少数民族 ,

即参与了国际迁移的中国少数民族及其后裔。两者的联系显而易见。其一 , 由于跨界族体与少数

民族华侨华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 因此一个民族可以同时具有两重性 , 他们可以既是跨界族体 ,

也是少数民族华侨华人 ; 与移民他国的华人 (如“美籍华人”和“新加坡华人”) 具有文化和政

治 (此处指国籍) 上的两重性颇为类似。其二 ,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中 , 特别是在中国的边境

省份 , 始终存在着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与跨界族体的并存、融合与转化。其三 , 一些从中国迁出的

少数民族群体在邻国安居并取得当地国籍后 , 逐渐适应居住国的社会与习俗 , 他们的跨界族体性

逐渐增加 , 但这并不能消除其从中国迁出这一历史事实和“少数民族华人”的特性。其四 , 就跨

中国与西南邻国边境而居的一些源自中国的少数民族而言 , 他们中相当部分既是跨界族体 , 也是

少数民族华人。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迁移与定居特点

近代迁移多因政治因素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迁移国外主要是由于政治原因 , 近代以来尤其如

此。在华人移民史上 , 汉人大部分是由于经济因素 (饥荒、灾害、人口稠密、民不聊生等) 而迁

移国外。为寻一条生路 , 他们远渡重洋 , 迁移他国 , 成为华侨华人 ; 因为政治原因而迁移的是少

数。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则有所不同 , 虽然他们中也有少数是因为文化因素 (如朝觐) [21 ] 或经济因

素 (如贸易) [22 ]而迁移他国 , 但由于中国的少数民族几乎全部分布在边疆地区 , 其国际迁移多与

边界划定、逃避战乱、民族迫害或外国入侵和干涉等政治因素有关。[23 ] 这些政治因素大致可分为

以下几种。

1) 为逃避中国历代朝廷政治上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

2) 为逃避各种战乱或与民族问题相关的政治迫害。

3) 起义失败后为逃避朝廷军事镇压或政治报复 (较为突出的有杜文秀领导的回族 , 白彦虎

领导的回族 , 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等) 。

4) 外国的侵略以及随后导致的裹胁或掳掠 (如 1881 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 , 沙俄胁迫

中国边民迁移) 。

5) 边界划定的结果。[24 ]

6) 分离主义势力活动的结果。[25 ]

7) 由于国内政治运动的影响。1949 年以来的各种政治运动使一些少数民族担心同化以及对

少数民族宗教的干涉 , 他们因此迁移到邻国。[26 ]

迁移多带有集团性、突发性和被迫性　少数民族的迁移也有自己的特征。汉族华侨华人的国

际迁移往往是一种缓慢的、持续的和相对零散的模式。[27 ] 近代以来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迁移往

往带有突发性 , 并多为成建制的有组织迁移 , 往往是政治压力下的被迫迁移。这一特点实际上与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迁移的原因多为政治性有因果关系。这种有组织的规模迁移大致可以分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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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 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成批国际迁移一览表

少数民族 迁移日期 迁移原因 迁出地2迁入地 领导者或策动者 迁移人数

维吾尔族 1828 年 张格尔叛乱失败
新疆2费尔干纳
(乌兹别克斯坦)

数万 [28 ]

维吾尔族 1847 年 浩罕侵略者挑动叛乱
新疆2浩罕国
(今乌兹别克斯坦)

买买提明、倭里汉 815 - 16 万 [29 ]

壮 族、瑶
族、苗族

1840 - 1868
太平天国运动及
苗族起义失败

广西2越南及东南亚
地区

刘永福率黑族军、
黄崇英率黄旗军

约 10 万 [30 ]

回族 1877 - 1884 回族起义失败
陕西甘肃2新疆2俄国
(今中亚三国)

白彦虎 5000 多 [31 ]

回族 1870 年代 回族起义失败 云南2缅甸 杜文秀 大批 [32 ]

维吾尔族 1878 年
清军收复新疆 , 阿古柏
之子伯克胡里胁迫

新疆2俄国 伯克胡里 数百 [33 ]

维吾尔族回
族等

1881 - 1884 沙皇俄国胁迫 新疆2俄国 沙俄移民委员会 约 10 万余 [34 ]

哈萨克族维
吾尔族

1930 年代
1932 年伊斯兰教王国、
1933 年东突厥共和国
引发的政治动乱

维吾尔族 1937 年 伊斯兰维吾尔国失败

新疆2克什米尔2沙特
阿拉伯

萨比提大毛拉

麻木提等

多批 [35 ]

哈萨克族
1930 年代 ;

1941 年
难以忍受盛世才的统治

新疆2西藏2克什米尔2
土耳其

叶里什汉等 3039 分多批 [36 ]

哈萨克族
维吾尔族

1949 年
受国民党和反动牧主欺
骗和裹胁

新疆2西藏2克什米尔2
土耳其

穆罕默德·伊敏、
艾沙·艾尔普泰金

约 750[37 ]

哈萨克族 1951 年
受国民党和哈萨克族反
动牧主欺骗和裹胁

新疆2西藏2克什米尔2
土耳其

尧乐博斯、哈里拜
克、哈木扎等

约 400[38 ]

哈萨克族 1952 年 受欺骗
新疆2西藏2克什米尔2
土耳其

卡斌、卡拉莫勒达 50 多 [39 ]

回族 1949 年 国民党失败 宁夏、青海2中东 马步芳 [40 ] ?

藏族 1959 年 西藏叛乱失败 西藏2印度等地 达赖喇嘛 约 10 万 [41 ]

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

1962 伊塔事件 新疆2原苏联 苏联驻新领事馆 6 万 [42 ]

苗 族、瑶
族、侬族

1975 年 -
印度支那战争后的难民
安置

印度支那2美、法等
国

联合国难民署 25 万以上 [43 ]

类。第一 , 少数民族起义失败后为逃避政治迫害迁移邻国。第二 , 因外国势力干涉而随众迁移或

被迫迁移。第三 , 联合国难民署组织的难民迁移。

定居带有相对集中的特点　已在国外定居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在迁移地、定居点和定居模式

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 , 即迁移地、目标地和定居方式的相对集中。

首先 , 迁移地相对集中。中国的少数民族居住本来就具有相对集中的特点。少数民族华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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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祖籍地也相应集中在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区 (广西、新疆、宁夏等) , 或边境省份 (云南、青

海等) 。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与邻邦交往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几个较集中的越南跨界族体 (如侬

族、瑶族等) 均来自广西 , 中亚诸国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华侨华人主要来自新疆 , 定居在缅

甸、越南、老挝等邻国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多来自云南。

其次 , 目标地相对集中。从表 4 可以看出 , 多于 90 %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定居在位于中国

西南部和西部的诸国 ; 其中尤以与中国西南部接壤的越南、老挝、缅甸三国为最 , 70 %的少数民

族华侨华人居住在这三个国家 ; 其余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定居在泰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印度、

尼泊尔、不丹以及中亚地区等邻国。

再次 , 定居方式相对集中。大多数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仍居住在一起 , 以村落或社区为单位 ,

并保持着他们与中国少数民族相同或相似的生活方式或习惯。

此外 ,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迁移路线也与汉族华侨华人不同 , 他们走的主要是陆路 ; 而后者

以沿海居民为多 ,“漂洋过海”谋生 , 走的主要是海路。

然而 , 两个关键问题必须回答 : 如何区别少数民族华侨华人 ? 他们究竟有多少人 ?

少数民族华人的辨识标准

中国共有 56 个民族 , 汉族只是中国人的一支。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 , 汉族有1 ,159 ,400 ,000

人 ,少数民族有 106 ,430 ,000 , 分别占中国人口的 91159 %和 8141 %。[44 ]

什么人可算作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呢 ? 谭天星曾提出过一个定义 : “居于今天中国领域之内诸

少数民族的先辈移居国外者称为少数民族华侨 (仍保留中国国籍) 华人 (已加入所在国国

籍) 。”[45 ]然而 , 如何确定少数民族华侨华人 ? 辨识标准是什么 ? 向大有认为 , “华人”是中华民

族中各个民族成分共同享有的总称。一切具有中国各民族血统的人 , 都应确认其身份为“华人”。

他指出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指具有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某一民族成份的血统 ; 他们的迁移发

生在定居国成立以后。[46 ]可以看出 , 谭天星的定义与向大有的标准虽然重要 , 但仍不足以辨识少

数民族华侨华人。

对少数民族华侨的辨识一般相对容易 , 主要因为他们仍保留着中国国籍。少数民族华人的辨

识较困难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迁出时间较早 , 二是他们已经取得当地国籍。下面列出的五条标

准有助于辨识少数民族华人 : 记录 (Records) 、祖籍地 (Origins) 、客观认同 (Objective Chinese) 、

迁移时间 (Migration Time) 和主观认同 (Subjective Chinese) 。

记录 ( Record) 　必须存在某种历史记录说明该少数民族群体来自中国 , 换言之 , 他们属于

从中国迁出的少数民族或目前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有三种记录。

1) 口头记录 : 口述历史、口头文学、口头传说、民族诗歌和民谣等。

2) 文本 (文字在案) 记录 : 书本、笔记、年鉴、家谱、族谱等。

3) 结构记录 : 信仰结构 (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 、社会结构 (社会组织与传统构成) 和生

活结构 (生活物品、饮食习惯、墓碑墓葬等) 。[47 ]

记录对于少数民族华人的辨识至关重要。

祖籍地 (Origins) 　必须有证据表明该少数民族群体的成员是中国人的后裔。这一标准包括

两个因素。

1) 籍贯。其祖籍地位于中国某处。该群体通过口述史、家史或文本等记录方式知道其祖先

在中国居住的地方。

2) 迁移路线。其群体 (个体) 从中国迁出的路线。该群体也可能是通过再迁移而至现居住

国 , 但其祖先最早从中国迁出必有一路线。

祖籍地往往须由记录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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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认同 (Objective Chinese) 　首先必须具有某种客观标识 (主要指体质特征) , 同时保留

一些中国文化标记以表明该少数民族是中国人或祖先来自中国。主要包括以下因素。

1) 体质特征。

2) 民族语言。仍操着 (记忆着) 在中国生活的该少数民族的语言 ; 或其所操方言与该少数

民族语言相同或相似。[48 ]

3) 中国标记。其名字或社团仍保留着中国文化的成份 , 其姓名称谓、所居社区、街道、团

体、居住区保留着中国祖籍地的某种标记。[49 ]

4) 民族习俗。保留着与中国同一少数民族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习俗 , 如喜庆节日、婚丧方式、

社会活动等 , 保留其家乡的一些风俗。

客观认同往往使局外者对该群体 (或个人) 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

迁移时间 (Migration Time) 　该群体须在现定居国立国后迁去的才能算“少数民族华

人”。[50 ]在该国立国前 , 当时已定居的该地居民尽管可能与中国的少数民族同源 , 但他们构成了

原居民的组成部分 , 不属于中国少数民族之列。只有该国立国后 , 从中国境内迁去或从别地迁去

的中国少数民族群体经过该国的正式批准或经过当地居民的同意获得定居权。这样 , 他们才能称

为移民 , 也才可称为“少数民族华人”。

迁移时间对确定早期迁移中国境外的少数民族是否为华人至关重要。

主观认同 (Subjective Chinese) 　该民族群体须愿意认同其华侨、华人或华裔身份。[51 ] 这一

点可从各方面表现出来。

1) 知道其中国祖籍地 , 愿回老家探望。[52 ]

2) 保持与中国祖籍地的联系 ; 用各种方式表达对家乡的感情 (捐助、投资或其他形式的支

持) , 尽可能维系与老家的各种纽带 , 对家乡的发展表示关切。[53 ]

3) 希望或经常到中国祖籍地来寻根。这一点在第二、三代的华裔身上更为突出。他们仍记

得祖辈关于家乡的描述 , 希望到中国寻找或探望祖籍地。

主观认同作为群体标准有所局限 , 因为不同的人对自己的身份可能有不同看法。然而这一条

至关重要 , 因为它关系到个人对族体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立场 , 也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不断变化的

族体意识和文化观念的尊重。一般而言 , 中国的国力与华人的主观认同成正比。[54 ] 与主观认同相

联系的另外还有两个因素 : 时间差与距离比。换言之 , 迁出的时间与主观认同的可能性成反比 ,

即移民的时间越久远 , 主观认同的欲望和可能性相对较小 ; 华人的所属国与中国相距越近 , 主观

认同的可能性相对较大。当然 , 出国时的境遇对华人的主观认同有一定影响 , 但似乎不具有普遍

意义。[55 ]

以上五个因素可以根据其英文词 (Record , Origins , Objective , Time and Subjective) 的首个字母

构成英文单词“ROOTS”, 意为“根 , 寻根”。

实际上 , 这五个辨识标准也可用于对海外华人的辨识。需要强调的是 , 这种辨识必须建立在

承认华人目前对所属国的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计量统计

海外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共有多少人 ? 向大有认为约 310 万人。遗憾的是 , 他的数字没有注明

资料来源。这些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有的已经在定居国长期生活并已取得国籍 , 有的仍保留着中国

国籍。通过上述五条标准 , 我们可以将居住在邻国的多数跨界族体列入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范

围。经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统计 ,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实际人数高于 310 万。表 224 的统计表

明 : 约 570 万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目前生活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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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的少数民族与各国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

名称
人口

( 1990) [ 56]

定居国

(其他名称)
人口 迁移地点 迁移时间

壮族 15 , 555 , 820

华侨华人总数 2 , 037 , 450

越南 (Nung) > 705 , 000[57 ]

越南 (Tay) > 1 , 190 , 000

越南 (Shanzai) > 110 , 000

越南 (Laji) > 7 , 500

越南 (Bubiao) 320

老挝 ( Yang) 4 , 630[58 ]

法国 (Nung) > 20 , 000[59 ]

美国等国 ?

广西、云南

广东等地

云南

中国南部

中国南部

1053 年以后 ;

1450 年代 ;

1860 年代

当代

1766 年以前

1970 年代中期

布依族 2 , 548 , 294

华侨华人总数 26 , 400

越南 [60 ] > 1 , 400

越南 (Reyi) 25 , 000[61 ] 贵州、云南 1796 以前

苗族 7 , 383 , 622

华侨华人总数 1 , 171 , 180

越南 (Hmong) > 550 , 000 贵州、云南、广西 17 世纪始

老挝 (Hmong) 315 , 470 越南 (再移民) 1810 年代以后

泰国 (Meo) 80 , 080[62 ] 老挝 (再移民) 1840 年代以后

缅甸 (Hmong) 10 , 000[63 ] 贵州 1800 年代末期

美国 (Hmong) 220 , 000[64 ]

法国 (Hmong) 11 , 500

加拿大 (Hmong) 1 , 000[65 ]

澳大利亚 (Hmong) 1 , 800

法属圭亚那 (Hmong) 1 , 500

阿根廷 (Hmong) 130

德国 ?

印度支那地区

(再移民)
1975 年以后

瑶族 2 , 137 , 033

华侨华人总数 650 , 470

越南 > 470 , 000[66 ]

越南 (Batian) 3 , 600

越南 (Shanyou) [67 ] > 94 , 000

老挝 22 , 670

泰国 34 , 100[68 ]

柬埔寨 [69 ] ?

美国 > 20 , 000[70 ]

法国 1 , 000[71 ]

加拿大 5 , 000

新西兰 > 100

瑞典、巴西、墨西哥、

澳大利亚、非洲地区
?

广西、云南

广西、湖南、贵州

广东、广西

广西

广西

?

印度支那地区

(再移民)

13 世纪始

1634 年左右

1840 年代左右

?

1975 年以后

彝族 6 , 578 , 524

华侨华人总数 10 , 910

越南 (Lolo) > 3 , 100[72 ] 云南、广西 1435 年左右

越南 (Pula) 6 , 400 云南

老挝 (Lolo , Alu) 1 , 410 越南 (再移民) ?

哈尼族 1 , 254 , 800

华侨华人总数 146 , 800

越南 12 , 000 云南

越南 (Coong) 1 , 200
1550 年代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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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名称
人口

( 1990) [ 56]

定居国

(其他名称)
人口 迁移地点 迁移时间

哈尼族 1 , 254 , 800

越南 (Sila) 590 老挝 (再移民) 19 世纪初

缅甸 (Akha) 60 , 000[73 ] ? ?

老挝 (Akha) 66 , 110

老挝 (Sila) 1 , 770

老挝 (Hahyi) 1 , 120

云南

1430 年代左右

泰国 (Akha) 4 , 000[74 ] 1880 年代

拉祜族 411 , 545

华侨华人总数 210 , 270

越南 5 , 300 云南 19 世纪早期

老挝 (Musir) 8 , 700

老挝 ( Kui) 6 , 270
? ?

泰国 40 , 000[75 ] ? ?

缅甸 150 , 000[76 ] ? ?

仡佬族 438 , 192
华侨华人总数 1 , 400

越南 1 , 400 云南 18 世纪中期

布朗族 82 , 398
华侨华人总数 2 , 210

老挝 (Samtao) 2 , 210 云南 ?

傈僳族 574 , 589

华侨华人总数 380 , 000

泰国 > 50 , 000[77 ] 缅甸 (再移民) 19 世纪

缅甸 > 330 , 000[78 ] 云南 19 世纪

维吾尔族 7 , 207 , 024

华侨华人总数 600 , 000

沙特阿拉伯 150 , 000[79 ]

土耳其 50 , 000[80 ]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400 , 000[81 ]

巴基斯坦 [82 ] ?

新疆

1930 年代

1930 年代 ; 1962

1881 - 1884 ;

1961 -

藏族 4 , 593 , 072

华侨华人总数 126 , 000[83 ]

印度 100 , 000

尼泊尔 10 , 000[84 ]

不丹 1 , 000[85 ]

西藏 1959 年

英国、加拿大等国 [86 ] 15 , 000 印度 (再移民) 1960 年代以后

哈萨克族 1 , 110 , 758

华侨华人总数 25 , 000

土耳其 25 , 000[87 ]

俄国、哈萨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蒙古、印度、巴基斯

坦 [88 ]

?

德国、法国、瑞士 [89 ] ?

新疆 1949 年以后

回族 8 , 612 , 001

华侨华人总数 197 , 700

沙特阿拉伯 > 20 , 000[90 ] 新疆 1949 年以后

泰国 (Chin2Haw) > 30 , 000[91 ] 云南

缅甸 (Panthay[92 ] ) 15 , 000[93 ] 云南

1280 年代 - 1360

年代 ; 1850 年代

尼泊尔 10 , 000[94 ] 新疆 1949 年以后

东南亚 > 10 , 000[95 ] 福建 15 世纪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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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名称
人口

( 1990) [ 56]

定居国

(其他名称)
人口 迁移地点 迁移时间

尼泊尔 10 , 000[94 ]

吉尔吉斯斯坦 (Dungan) > 47 , 700[96 ]

哈萨克斯坦 (Dungan) 45 , 000[97 ]

乌兹别克斯坦 (Dungan) 20 , 000[98 ]

陕西、甘肃 1877 年以后

约旦、德国、土耳其、蒙

古、巴基斯坦、美国、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

? 中国 当代

佤族 351 , 980

华侨华人总数 100 , 000

缅甸 80 , 000[99 ]

泰国 20 , 000[100 ]

　　3 个位数已四舍五入。> 表示多于后面的数字。

表 3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分布

中国少数民族 人口 ( 1990) 华侨华人人口 分布国家和地区

布朗族 82 , 398 2 , 210 老挝

布依族 2 , 548 , 294 26 , 400 越南

仡佬族 438 , 192 1 , 400 越南

哈尼族 1 , 254 , 800 146 , 800 越南、缅甸、老挝、泰国

哈萨克族 1 , 110 , 758 25 , 000 土耳斯

回族 8 , 612 , 001 197 , 700

沙特阿拉伯、泰国、缅甸、尼泊尔、
东南亚地区、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
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拉祜族 411 , 545 210 , 270 越南、老挝、泰国、缅甸

傈僳族 574 , 589 380 , 000 泰国、缅甸

苗族 7 , 383 , 622 1 , 191 , 480

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美国、法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属圭亚那、
阿根廷

藏族 4 , 593 , 072 126 , 000 印度、不丹、尼泊尔、加拿大、英国

维吾尔族 7 , 207 , 024 600 , 00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佤族 351 , 980 100 , 000 缅甸、泰国

瑶族 2 , 137 , 033 650 , 470
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美国、法
国、加拿大、新西兰

彝族 6 , 578 , 524 10 , 910 越南、老挝

壮族 15 , 555 , 820 2 , 037 , 450 越南、老挝、美国

傣族、壮族、藏族、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回族、苗族、瑶族、
朝鲜族、蒙古族、乌兹别克族、
吉尔吉斯族、达翰尔族、满族、
保安族、景颇族、东乡族、白
族、纳西族、撒拉族等 3

?

俄国、阿富汗、埃及、巴基斯坦、朝
鲜、德国、韩国、科威特、蒙古、日
本、伊朗、也门、英国、约旦、土耳
其、以色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埃
及、美国、澳大利亚、瑞典、巴西、
墨西哥、中亚地区、东南亚地区、非
洲地区等 3

总数 约 5 , 700 , 000

　　3 由于缺乏资料 , 未作统计。

01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表 4 　世界各国 (地区) 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统计

定居国家与地区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人口 少数民族名称

越南 3 , 186 , 810
壮族、布依族、傣族、苗族、瑶族、

彝族、哈尼族、拉祜族、仡佬族等

泰国 248 , 180
傣族、苗族、瑶族、哈尼族、傈僳族、

回族、佤族等

缅甸 655 , 000
苗族、哈尼族、拉祜族、傈僳族、回

族、佤族等

老挝 430 , 350
壮族、傣族、苗族、瑶族、彝族、哈

尼族、拉祜族、布朗族等

印度 100 , 000 藏族

尼泊尔 20 , 000 藏族、回族

不丹 1 , 000 藏族

英国、加拿大等国 15 , 000 藏族

吉尔吉斯斯坦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512 , 700 维吾尔族、回族

土耳其 75 , 000 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等

沙特阿拉伯 170 , 000 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等

美国 240 , 000 苗族、瑶族、壮族、回族等

法国 32 , 500 苗族、瑶族、壮族、哈萨克族等

加拿大 6 , 000 苗族、瑶族等

澳大利亚 1 , 800 苗族、瑶族等

阿根廷 130 苗族

新西兰 100 瑶族

法属圭亚那 1 , 500 苗族

东南亚地区 10 , 000 回族

俄国、阿富汗、埃及、巴基斯坦、朝鲜、

德国、韩国、科威特、蒙古、日本、伊朗、

也门、英国、约旦、土耳其、以色列、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埃及、美国、澳大利亚、

瑞典、巴西、墨西哥、中亚地区、东南亚

地区、非洲地区等 3

?

傣族、壮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

克族、回族、苗族、瑶族、朝鲜族、

蒙古族、乌兹别克族、吉尔吉斯族、

达翰尔族、满族、保安族、景颇族、

东乡族、白族、纳西族、撒拉族等 3

总数 约 5 , 700 , 000

　　3 由于缺乏资料 , 未作统计。

[参考文献 ]

[ 1 ] 本文的“华侨”指旅居国外的中国公民 ;“华人”指祖籍地为中国但已取得其他国籍的原华侨或华裔。有的

学者已对这两个称呼提出异议。“我们有必要既要驳斥所有那种将华裔都统称为‘华侨’这样草率而懒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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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 也要反对那种故意含糊地使用华侨 - 华人这样混淆的术语。”王赓武 :《王赓武自选集》, 上海教育出

版社 , 2002 年 , 第 218 页。用何种词语描述这一在历史与现实中均客观存在的现象确实是一个相当棘手的

问题 , 而且学术界 (特别是迁移地与目标地的学者) 在观察这一现象时所持的角度也难以一致。因此 , 在

未出现较合适的词语之前 , 沿用学术界习惯的“华侨华人”这一术语仍有必要。

[ 2 ] 参见 Ronald Skeldon ,“The Last Half Century of Chinese Overseas (1945 - 1995) :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The Inter2
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 29 : 2 (Summer 1995) 1 福崎久一编 : 《华人、华侨关系文献目录》, � ∞ �研究所 ,

1996 年。关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近况 , 可参见李安山 :“中国大陆华侨华人研究 : 挑战与机遇”,《世界华商

经济年鉴 : 2000 - 2001 年》, 世界华商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出版 , 2001 年 , 第 452 - 462 页。

[ 3 ] 如美国著名的人文社会科学杂志《代达罗斯》 ( Daedalus) 1991 年春季号刊登了多篇关于华侨华人的学术论

文 , 著名学者如王赓武、杜维明均在此期撰文论及这一问题。关于美国学者论及大中华与美国外交关系的

代表作 , 可参见 Thomas A. Metzger and Ramon H. Mayers , eds. , Greater China and U. S . Foreign Policy : The

choice between confrontation and mutual respect , Stanford :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 1996.

[ 4 ] 李胜生教授正在从事对有关移民的各种资料数据进行联网整理 ( IMBD) 的国家项目。参见 Peter Li ,“The

use of administrative data in research on Chinese immigrants in Canada ,”(在 2003 年 3 月 13 - 15 日香港中文大学举行

的“第二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合作会议”上提交的论文) 。此外还有由萨斯喀彻温大学社会

学系宗力教授主持的关于加拿大的技术移民的项目 , 这一研究项目得到加拿大社会人文研究委员会的资助。

较有影响的研究著作有李胜生著 :《加拿大的华人与华人社会》 (宗力译) , 三联书店 (香港) , 1992 年。

[ 5 ] 如英国社会经济委员会设在剑桥大学的福建新移民项目和荷兰设立的中国侨乡项目。英国学者彭珂 ( F.

Pieke) 和丹麦学者朱梅 (Mette Thun«) 等人的合著《从福建到欧洲的跨国移民》即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出版。

[ 6 ] Constance Lever2Tracy , David Ip &Noel Tracy ,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Mainland China : An emerging economic syner2
gy , Hampshire : Macmillan Press , 1996.

[ 7 ] Junko Tajima , ed. ,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of Chinese Immigrants and the EU , Tokyo : Junbunsha , 2002. 参见卓南

生 :“战后日本论坛的华侨与华人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97 年第 1 期。日本设立的华人研究项目也

不少 , 如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华商网络历史研究项目和富士通研究所设立的东亚华人企业研究计划。

知名学者滨下武志也转入对华侨华人的研究。参见滨下武志 :“‘华侨’史所见之社会伦理 ———华侨·华人·

华裔的理念”,《思想》, 第 801 号 , 1991 年 3 月 ; 滨下武志 :“移民与商业网络 ———泰国潮州帮与侨汇”, 陈

文寿主编 :《华侨华人的经济透视》, 香港 :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9 年 , 第 382 - 424 页。

[ 8 ] 国外学者对赫蒙人 (the Hmong , 苗族) 的研究颇为重视 , 如 William Robert Geddes , Migrants of the Mountains :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the Blue Miao ( Hmong Hjua) of Thailand , Oxford : Clarendon Press , 1976 ; Glenn L. Hendricks ,

Bruce T. Downing & Amos S. Deinard , eds. The Hmong in Transition , New York : Center for Migration Studies of New

York ; The Southeast Asian Refugee Studies Center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 1986 ; Keith Quincy , Hmong : History of

a People , Ea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 1995 ; Nicholas Tapp , The Hmong of Thailand : Opium People of the Golden Tri2
angle , London : Anti2Slavery Society , 1986 ; Nicholas Tapp , Sovereignty and Rebellion : The White Hmong of Northern

Thailand ,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9 ; Nicholas Tapp , The Hmong of China : Contest , Agency , and the Imagi2
nary , Leiden : Brill , 2001. 关于中国回族的研究状况 , 可参见高桂莲 :“国外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概述”,《回族

研究》, 1999 年第 4 期 , 第 48 - 51 页。东干人的研究权威主要有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族学者苏三洛 (Muk2
Hammed Sushanlo) 和在澳大利亚大学任教的东干族语言专家科萨科夫·戴尔 (Svetlana Rimsky2Korsakoff Dyer) 。

关于回族的近期研究 , 可参见 Michael Dillon , China’ s Muslim Hui Community : Migration , Settlement and Sects ,

Richmond : Curzon , 1999.

[ 9 ]“迁徙到越南的少数民族也应当被视为越南华人的组成部分。⋯⋯据考证 , 越南北部的侬、岱、瑶、苗的

先辈均源于中国广西。”周南京主编 :《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历史卷》, 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 , 2002 年 , 第

588 页。“广西人移居国外成为华侨 , 始于宋朝。”“新疆华侨形成的历史源远流长 , 早在公元 8 世纪 , 就有

一定的居民外出经商、求学 , 落脚异乡他邦求生 , 但华侨的大量出现是在近、现代。”方雄普、冯子平主

编 :《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侨乡卷》, 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 , 2001 年 , 第 152 , 726 页。“早在秦汉时期 , 云

南就已是我国和东南亚地区陆路往来的重要通道。在数千年的对外交往中 , 有些人流寓海外 , 形成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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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志·侨务志》, 卷六十五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1992 年 , 第 1 页。关于“跨境 (界) 民族”, 参

见周建新 :《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 北京 : 民族出版社 , 2002 年 ; 赵廷光、刘达成 :《云南

跨境民族研究》,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1998 年 ; 金春子、王建明 : 《中国跨界民族》, 北京 : 民族出版

社 , 1994 年 ; 申旭、刘稚 :《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 昆明 : 云南民族出版社 , 1988 年。对“跨界

民族”也存在不同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只有“跨界人民”或“跨界族体”, 没有“跨界民族”, 参见朱伦 :

“‘跨界民族’辨析与‘现代泛民族主义’问题”, 《世界民族》, 1999 年第 1 期 , 第 12 - 19 页 ; 有的认为

“跨境民族”和“跨界民族”的存在是客观事实 , 但须将“跨界民族”与“跨国民族”及“跨境民族”区别

开来 , 参见曹兴 :“跨界民族问题及其对地缘政治的影响”, 《民族研究》, 1999 年第 6 期 , 第 6 - 13 页。为

避免不必要的概念混乱 , 本文使用“跨界族体”。

[10 ] 黄力平 :“浅述中国先民经由新疆移居中亚、西亚的开始”; 王庆丰 :“维吾尔华侨移居西亚地区史探”,《华

侨历史》, 1986 年第 3 期 , 第 36 - 42 页 ; 43 - 48 页。两篇文章后均被收入梁初鸿、郑民编 :《华侨华人史研

究集》, 北京 : 海洋出版社 , 1989 年。王文标题略有改动。

[11 ] 向大有 :“试析广西迁徙越南的少数民族华人”,《八桂侨史》, 1989 年第 1 期 , 第 1 - 8 页。

[12 ] 向大有 :“试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问题 ———现状与历史的分析”,《八桂侨史》, 1993 年第 3 期 , 第 1 - 8 页。

我曾在一篇英文文章中认为 , 中国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总数约为 710 万人。参见 Li Anshan ,“A Survey of the

Studies on Ethnic monorities Huanqiao2Huaren in the Peopleπs Republic of China (1980 - 2000) ,”Shen Yuanfang & Penny

Edwards , ed. , Beyond China : Migrating Identities ,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 Division of Pa2
cific and Asian History , RSPAS ,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2002 , pp. 90 - 106. 这是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

学 2001 年 9 月举行的“移民身份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所提交论文的一部分。本文的统

计数据为 570 万 , 主要减去了居住在越南、老挝和泰国的与中国傣族同源的民族 , 并根据新的资料作了其

他改动。参见表 2 - 4。

[13 ] 向大有 :“试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问题 ———不容否认和忽视的领域”,《八桂侨史》, 1993 年第 4 期 , 第 15 -

18 页。

[14 ] 谭天星 :“现代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境外迁移初探 : 以新疆、云南为例”,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95 年第 2

期 , 第 14 - 21 , 40 页。此文后被提交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研讨会 , 并以同一标题被收入论文集。参见

Elizabeth Sinn , ed. , The Last Half Century of Chinese Overseas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1998 , pp. 447 - 461。

[15 ] 主要是两国划分民族的标准不同。中国的壮族在越南分为岱族、侬族、布标族、拉基族、山斋族。参见范

宏贵 :“中越两国的跨境民族概述”,《民族研究》, 1999 年第 6 期 , 第 14 页。中国的傣族在老挝划为普泰族

和泐族 , 拉祜族被划为归族和木舍族。参见周建新、范宏贵 :“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民族研究》,

2000 年第 5 期 , 第 105 页 ; 周建新 :《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 第 77 页。

[16 ] 周建新、范宏贵 : 前引文 , 第 100 页。由于缺乏资料 , 傣族华侨华人并未列入表 2 统计。关于傣 - 泰民族

的研究 , 参见陈吕范 :《泰族起源问题研究》,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1990 年 ; 何平 :《从云南到阿萨姆 ———傣

- 泰民族历史再考与重构》, 云南大学出版社 , 2001 年。

[17 ] 侬族迁移到越南“只有二、三百年的历史”, “在我国的大多数侬人 , 是从中国广西移居而来的。”越南社

会科学委员会民族学研究所编著 : 《越南北方少数民族》 (范宏贵等译) , 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 1986

年 , 第 159 页。对侬族有两种解释。“侬族”有多个分系 , 族名多根据中国故乡命名 , 如顺侬、松善侬、邹

侬、磊 (雷) 侬、英侬、安侬、万承侬、昭侬、归顺侬、富侬。参见向大有 :“试析广西迁徙越南的少数民

族华人”, 第 2 页 ; 范宏贵 : 前引文 , 第 15 页。也有学者认为 , 侬族分为两种 : 海宁侬 (海宁地区的侬人)

与高谅侬 (高平和谅山地区的侬人) 。海宁侬为汉人后裔 , 高谅侬为壮人 ; 前者名称源自职业 (农业) , 后

者名称源自古代农姓部落。清风 :“‘侬族’考”,《八桂侨史》, 1996 年第 3 期 , 第 1 - 5 页。关于越南学者

对岱族和侬族的区别 , 参见周建新 :《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 第 81 页。

[18 ] “毫无疑问 , 在越南的瑶人起源自中国。⋯⋯这个过程可能发生在隋唐到明、清时代 , 直至本世纪初还在

继续着。”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民族学研究所编著 : 前引书 , 第 303 页。老挝学者富米·冯维希和坎占·巴迪

也认为老挝的苗族和瑶族起源于中国。“苗族和瑶族于 1840 年开始从中国南方来到老挝。”转引自景振国主

编 :《中国古籍中有关老挝资料汇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 1985 年 , 第 288 页。

[19 ] 越南学者认为越南苗族 (大部分自称“赫蒙人”, the Hmong) 是近代来自中国南方的移民 , “苗人最先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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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到越南是距今三百多年前 , 到达边界的河宣省、黄连山省。此后 , 迁移浪潮延续至 1950 年中国完全解

放的时候 , ⋯⋯我国几乎所有的苗人还记得他们是从贵州迁移来越南的。”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民族学研究

所编著 : 前引书 , 第 273 - 274 页。

[20 ] 如研究苗族 (the Hmong) 的英国专家王跃文 (Nicholas Tapp) 博士也用“cross2border ethnic minoriites”。参见

Nicholas Tapp ,“Diaspora Returns : the Sociology of a Globalised Rapprochement ,”in Shen Yuanfang & Penny Edwrds ,

ed. , Beyond China : Migrating Identities ,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 Division of Pacific and

Asian History , RSPAS ,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2002 ,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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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韩国华侨史研究》出版

由韩国丽水大学中国学系教授崔承现撰写的《韩国华侨史研究》已于 2003 年 8 月由香港社

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该书运用辩证的民族发展理论 , 以丰富的历史文献、统计报告和田

野调查资料为基础 , 对 1880 年代至今百余年的韩国华侨历史进程进行了周密和深入的考察 , 提

出了不少别具只眼而值得注意的观点。指出 : 韩国华侨以中韩传统宗藩关系下的“上国”国民身

份为出发 , 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华侨华人不同 ; 韩国华侨作为近代历史的产物 , 在不断的形式与内

容的矛盾中演变为韩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 韩国华侨在冷战时期被迫采取“一边倒”的意识形

态认同 , 以独特的“沉默”方式应对生存环境 , 但在多极化的后冷战世界是“韩”“华”兼容、

“和而不同”的“多元”主体。本书既为世界华侨华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国别案例 , 也为

中韩中朝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面 ,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该书为北京大学韩

国学研究中心“韩国学丛书”。(晓雪)

《萨摩亚华侨华人今昔》出版

由翟兴付撰写的《萨摩亚华侨华人今昔》一书已于 2003 年 3 月由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

公司出版。该书为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丛书之十七。作者利用在中国驻萨摩亚大使馆工作

之机 , 大量阅读当地的英文历史文献 , 查阅了当地及国内的相关档案 , 采访了当地官员及知名华

侨华人 , 抄写研阅了华人墓志 , 还利用当地华人提供的保存几十年的历史资料 , 积累了宝贵的第

一手资料。该书就是以这些翔实的资料向读者介绍了早期华侨华人、西萨摩亚契约华工、现在东

萨摩亚合同女工等不同时期各类华侨华人的概况 , 尤其是西萨摩亚华工出现的历史背景、受到的

虐待和污辱、领事们的努力以及华工获得自由后的奋发创业等历史。该书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一遥

远的南太平洋岛国华侨华人的历史和现状 , 也丰富了华侨华人的研究 , 是“海水到处有华人”的

生动写照。(张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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