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 , 而且理论上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 , 有明显的误区和局限。“文革”中 , 华侨华人研

究受到严重冲击 , 相关研究完全停止。

改革开放以来 , 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 中国大陆华侨华人研究的领域、深度、广度和

规范性都有了很大改变 , 论文和著作数量上也有飞跃性的进步。目前 , 不仅是历史研究方面有了

很大的扩展 , 研究地域延伸到东亚、欧洲、非洲、大洋洲、南美洲等地 , 研究内容也涵盖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宗教信仰等各个层面。此外 , 学者们不仅研究海外华侨华人 , 也重视研究归

国华侨和侨乡 , 研究内地侨乡与海外华人社会的历史和现实 , 从而极大地拓展了研究领域。

理论研究和现实研究受到当代学者的重视是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研究的一大特色。从目前

学术界情况看 , 新移民的研究异军突起 , 各类对策性研究也广泛进行 , 形成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

发展态势。让华侨华人研究走出书斋 , 积极为中国当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 是改革开放以来

有关研究的重大变化和成就之一。

重视田野考察、实地调研 , 注重原始资料的发掘和整理 , 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研究的

另一特色。从近年国内相关文献资料的大规模拓展来看 , 这是新时期华侨华人研究取得令人瞩目

成果的重要基础 , 也为今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良好基础。

注重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和对话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研究的特点之一。中国改革开放

后 , 大批学者走出国门 , 积极吸收海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和理念 , 改变过去闭门造车的局面 , 将

华侨华人研究大大向前推进。尤其是一些海外留学回国的学者 , 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和对话 ,

不断将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成果推向海外 , 为中国相关研究迈向国际学术高地打下坚实的基础。华

侨华人研究的规范性、国际性大大加强 , 从而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华侨华人研究取得了很大进步 , 然而 , 毋庸讳言 , 目前国内的研究还

存在许多问题。学风不正、缺乏规范等现象屡见不鲜。一些论文和著作粗制滥造 , 无论在材料、

观点和方法论上都缺乏基本的学术创新 , 甚至连基础性的学术史工作、注释工作都付之阙如。我

期望与国内学术界同仁共同努力 , 尽可能消除这些不正常现象 , 共同促进华侨华人研究在中国的

进一步繁荣。

海外华人社会的新现象及其解释 : 学术挑战之随感

龙登高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在日益广泛与快速的国际移民潮流中 , 劳动力、资本、技术与知识等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与

更深层次流动与组合 , 形成一些前所未有的现象 , 变化之快令人应接不暇 , 随之催发源源不断的

学术激情与研究兴趣。

例如 , 在美国这样一个交通运输业高度发达的国家 , 华商竟然在短短十年间开辟了一个新的

巴士营运系统 ———各大城市唐人街之间的城际长途巴士经营。很快地 , 大学生与各族裔已成为主

要顾客群体 , 经营路线与范围也走出华人聚居区进入主流社区。华商的经营创新与竞争带动了主

流大公司的效仿与改革 , 导致价格的降低、服务的改善与行业格局的改变 , 从而刺激了巴士业的

消费需求与市场的扩大 , 进而推动了美国整个长途巴士行业历经 40 年衰落之后焕发新生 , 并在

金融危机期间持续逆势上扬 , 也顺应了节省能源的时代之声。这个有趣案例的经济学与人类学解

释引发深刻的启示。第一 , 华商在美国从族群与边缘走向主流的成长 , 正是跨越文化、跨越族群

经济的过程 , 同时又是一个边缘推动主流的过程。第二 , 这生动显示了一个新行业或新市场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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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发的演进历程 ———从混沌走向有序 , 从混乱走向成熟。第三 , 创新引发效仿 , 改变旧有格

局 , 形成新的行业标准 , 推动行业的变革 , 从而带来一个行业的新生。

2009 年 , 我在比利时鲁汶大学的学术讲座 , 专门探讨这个有些不可思议的经济现象 , 引发

了讨论与思考。这种发人深思的新现象还有不少 , 等待学者们进行深入考察与学理解释。仍以北

美为例 , 华人基督教会近十年间迅速成为最大的华人社团 , 其影响日益超过传统社团。同时 , 大

陆新移民从无神论者变为基督徒过程中的文化冲突与转变 , 他们对中国的反馈与影响日渐渗透 ,

都激发学术冲动 , 但种种原因使得目前在国内侨界没有引起反响 , 仅限于少数留美学者的关注。

再如 , 收养儿童从中国福利院到美国的家庭与社会 , 如今开始长大成人 , 这一近十万人的特殊群

体 , 不仅成为新的研究对象 , 也成为沟通中国与美国的新纽带。

同样 , 不少与中国相关的现象令人关注。譬如 , 中国企业“走出去”突飞猛进般的急剧增

长 , 近五年来几乎每年成倍增长 , 中国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国 , 他们与海外华商之间将在互动

中成长 , 开创新的局面。而在此之前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 , 中国商品输出世界 , 造就了一批新的

海外华人富豪 , 且分布在传统东南亚华商之外的欧洲、拉美、非洲与北美等地。反过来 , 广州的

非洲人 , 上海的日本人 , 哈尔滨的俄国人 , 北京的韩国人、欧美人等国际移民进入中国 , 也使准

备不足的国人与政府有些不知所措 , 问题丛生。

凡此种种 , 面对近一二十年乃至近几年出现的新现象与变化 , 学术研究相对滞后。事实上 ,

对这些新现象与变化进行实地调研和学理解释 , 与历史进行比较 , 并探究演变的过程与未来的趋

势 , 进而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管理学、统计学等分析工具与方法进行解释和论

述 , 可望形成原创性的理论 , 在强化现实价值的同时提升华侨华人研究的学术层次。在这种背景

与视野之下 , 华侨华人研究将在应对挑战中开创新的学术天地。

建国六十年来的人类学华侨华人研究

曾少聪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建国六十年以来 , 人类学的海外华人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果把田汝康教授撰写的

《沙捞越华人》一书的出版 (1953 年) 当作中国人类学家研究海外华人起点的话 , 那么中国人类

学的海外华人研究已经有近 60 年的历史。该书阐述沙捞越华人的移民过程、华人社团的组建、

华人社区的性质、农村经济和家族关系、职业和当地市场经济、当地市场经济和橡胶贸易、权力

问题、华人与祖国的关系等 , 是典型的民族志式的海外华人研究。

大陆人类学的教学和科研机构不少 ,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厦门大学人

类学系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 , 但这些机构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很少专门从事海外华人的研究。鉴

于中国大陆人类学界海外华人研究相对薄弱这一情况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于 1999 年

12 月成立“海外华人研究中心”。在该中心的基础上 , “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于

2002 年 3 月成立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郝时远研究员兼任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

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于 2002 年 11 月在北京举办“海外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郝时远主编

的《海外华人研究论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2 年版) 。曾少聪著的《漂泊与根植 ———当

代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2 年版)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

研究中心丛书之二也相继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还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

语言文化中心、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和新加坡的八方文化创作室共同主办《华人研究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