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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受到国家的重视，国

内兴起了华侨华人研究热。到目前为止，华侨华人研究无论是

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很大提高。从其研究的地域来看，亚

洲和美洲是重点，而东南亚地区又是重中之重，这正好与东南

亚的华侨华人人数占到世界上华侨华人总人数的 80%这一

特点相吻合。因此，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在华侨华人研究中占

有重要的位置。
由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季刊，在同类的学术刊物中处在“龙头”的位置上。从发文量来

说，华侨华人研究论文分散在近千种学术期刊中，《华侨华人

历史研究》的发文量占到了总发文量的 45.5%，[1]影响之大不

言而喻。它也是我国国内华侨华人研究领域唯一的国家级专业

杂志，是我国研究华侨华人的学者首选发稿的刊物，是我国改

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研究状况、研究水平的一个缩影。因此，本

文选择此刊物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说服力。
本文拟通过对《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东南亚部分进行梳

理、分析，力求从中发现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趋势以及问题

所在，并着重进行分析和述评。

一

笔者统计了一下 1999 年至 2008 年十年间在《华侨华人

历史研究》上发稿的文章包括学术论文、书评以及研讨会综

述，总共 474 篇，其中有关东南亚部分的达到了 123 篇。本文

将从学术论文、专著及研讨会三个角度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研

究动态进行分析。
学术论文部分共 289 篇，其中从地域上属于东南亚部分的

学术论文达到了 96 篇，占到了 33%。由此可见，东南亚华侨华

人研究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对东南亚华侨

华人研究进行整理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学术论文的研究主题

是重心所在，知道主要研究内容才能抓住趋势所在，那么华侨

华人的学术论文具体涉及到哪些内容？又如何分类呢？

在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的相关成果中，李国梁教授在整合

学科的基础上，提出了华侨华人学科的研究范畴，包括作为所

属国少数民族的华人研究、华人经济（史）研究、华人社会（史）

研究、华文文化教育（史）研究、华侨华人宗教（史）研究、华侨

华人与新闻传播（史）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华侨华人与国

际关系研究、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侨乡研究、华侨华人的

比较研究、华侨华人学研究等十二个方面，[2]并就每个主题的

内容做了具体的解释。本文以上述相关主题的标准对东南亚

华侨华人研究的学术论文进行了归类。鉴于涉及到某些主题

的学术论文数量不大，对结果不构成影响，故以下表格只列出

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四个主题在每年的发文量。
从表 1 中可以看到，社会主题的发文量除了 2004 年和

2000 年的八年时间里，都是排在第一位，历史与经济主题的

发文量不相上下，即社会、经济与历史成为东南亚华侨华人研

究的重头戏，这是时代发

展的需要。二战后，东南

亚新兴民族国家的建立

所引起的民族主义，有人

为了实用主义的需要提

出所谓“华侨华人是中华

民族的宝贵资源论”以及

华侨华人在居住国与原

住民在政治、经济、文化、
宗教、生活方式、道德价

值观等方面的差异，造成

了排华运动。诸多学者于

是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华侨华人在居住国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上，为东南亚华侨华人更好地发展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如梁英

明在《东南亚华商与经济民族主义》2008（2）中提出，东南亚华

商在面对居住国“原住民优先”政策的压力、民族主义情绪的

高涨和对立的形势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将自己完全融合在各

自生活的社会之中，加强与其他族裔的合作，将自身利益与各

自国家的根本利益结合在一起，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
但是，与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整个大趋势相比较，东南亚

的华侨华人研究在移民方面的研究似乎稍有滞后。参照有关

学者的引文分析结果可知，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内，移民问题

排在社会、经济、历史之后，占据第四位。[3]从其他区域的华侨

华人研究来看（以《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为研究对象），新移民

研究（移民方式、谋生手段、年龄层次、教育水平、生活质量等

方面）和移民政策研究也是近几年快速升温的一个研究主题，

如美洲地区有《美国华人移民家庭的代际关系与跨文化冲突》
2006（4）、《扼制还是纵容？———浅析美国移民制度对中国非

法移民的影响》2005（4）、《西奥多·罗斯福对中日移民问题的

不同态度及其原因———读他致国会的两份年度咨文》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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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动态（1999- 2008 年）
———以《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为对象

□彭 丽

[摘 要] 通过对 1999- 2008 年出版的《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中的东南亚部分进行了梳理，以此得出近年来我国对东南亚华

侨华人的研究趋势以及不足之处，并着重进行分析和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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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 3 1 3

2007 年 4 6 0 3

2006 年 1 6 0 0

2005 年 0 2 0 2

2004 年 1 2 5 2

2003 年 3 1 0 4

2002 年 1 6 0 3

2001 年 2 6 1 1

2000 年 5 4 1 1

1999 年 1 3 2 0

时间

主题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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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序号 学术研讨会 / 讲座 / 论坛 举办日期 举办地点

1 越南华人的历史与现状 2006.10.20 爱克斯 - 普罗旺斯

2 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论坛 2005.5.17 福州

3 区域研究与东南亚历史进程 2004.12.11 广州

4 日泰同盟与泰国华侨 2004.5.20 北京

5 第五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 2004.4.14 厦门

6 文莱华人现状 2004.4.9 北京

7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百年：回顾与前瞻 2003.11.22 吉隆坡

8 东南亚民族关系学术研讨会 2003.9.21 厦门

9 当代海外华人专题学术研讨会 2001.11.15 广州

10 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现状与研究思考 2001.10.17 北京

11 21 世纪初的东南亚经济与政治 2001.9.21 厦门

12 华人在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中的角色 2001.3.21 北京

13 二十世纪的南中国和东南亚 1999.8.26 香港

14 全球化浪潮中的海外华人社会 1999.6 北京

（3）、《浅析加拿大新移民法对华人的影响》2003（4）、《拉丁美

洲与加勒比地区的国际移民———兼论中国移民的生存发展空

间》2007（1）。从单个国家来看，以俄罗斯为例，《华侨华人历史

研究》上有关俄罗斯华侨华人移民研究方面的文章虽然只有

《俄罗斯远东“中国移民问题”论析》2006（4）、《俄罗斯中国新

移民现状及其课题研究》2005（2）、《俄罗斯华侨华人与俄联邦

的移民政策》2005（2）等三篇，但是占到了俄罗斯华侨华人研

究总发文量的 50%，而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在移民方面的研

究远远跟不上这些地区的研究进程。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近十年发稿的学术论文来看，在移民政策方面，东南亚华侨华

人研究共有六篇，而在新移民研究方面只有一篇。这种情形无

疑是所谓的东南亚“华人问题”的敏感与复杂所致。

二

专著是考察某一问题或者某一领域研究现状和学术水准

的重要指标。该期中有很多书评，通过这些书评可以了解到新

出版的或者比较有学术价值或者有权威性的关于东南亚华侨

华人的著作。
近年来对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本土研究引起了众多学者的

关注。曾玲与庄英章合著的《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崇拜与宗乡社

群整合———以战后三十年广惠肇碧山亭为例》就是这一研究

趋势的代表作，该书以新加坡华人社会自身的演变与特征作

为论述的出发点，并将这一演变置于社会与政治变迁下加以

详细考察。而《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
是曾玲博士在其旧作上的又一力作，是一本研究新加坡华人

民间社会及其本土化的著作。作者把研究对象扩大到与华人

文化相关的各个领域，如宗族、坟山、俱乐部、祖先崇拜、民间

信仰、岁时节日、认同形态与跨国网络等，但贯穿不同主题的

线索仍是华人文化在新的土地上重建和本土化的过程，并着

重探讨了中国沿海人民越过海洋之后面临精英文化缺失状态

时以血缘、族群和信仰为纽带而进行的社群整合与文化移植

过程。二战以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发生了以“落叶归根”转向

“落地生根”为基本特征的深刻变化，对于这一变化国内外学

术界有目共睹，也一直在力图予以全面描述和详尽探讨。《战

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局域网络·全球视野》一

书具体考察了华侨华人在新加坡经历的历史性变化，认为新

加坡华人社会有其自身特殊性，又具有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

的共性，并试图通过阐释本土化、区域网络和全球化之间的互

动关系，来厘清新加坡华人所具有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族群关系是中国大陆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中的新视点。

《漂泊与根植———当代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研究》一书从族群

关系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所谓东南亚“华人问题”，着眼于东南

亚华人族群关系的历史与现状，既显示了对以往东南亚排华

问题和东南亚华人认同问题研究思路的延续和继承，又反映

出中国大陆学者试图超越这两方面既有研究的有益探索。
学术研讨会、学术讲座、学术论坛的开展则从另一个角度

展示了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资料的搜集与创新

以及学术热点问题等，促进学者间的学术交流，有益于学术的

发展。从 1999 年至 2008 年，该期刊刊登了与东南亚华侨华人

研究相关的国际学术会议、系列学术讲座及学术论坛综述共

14 篇，本文以表列出，以求窥视学界关注的重点所在。
从参加的人数上看，参加“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百年：回顾

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学者达到了 300 人，几乎是别的研

讨会人数的 9 到 10 倍，人数之多说明了马来西亚华侨华人研

究成果的丰富以及学者对该国华侨华人研究的重视程度。这

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要内容包括：华人的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人物与史学研究，其中社会、政治与经济是热点。从
涉及到的国别来看，有越南、泰国、文莱、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等

五个国家，其中马来西亚、新加坡是我国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

的重心（从学术论文的发文量也可以得到印证）（马来西亚和

新加坡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上近十年的发文量为 28、10，

占到东南亚华侨华人总发文量的 29%和 10%），有关越南、泰
国的华侨华人研究成果也形成一定规模，但是文莱的华侨华

人研究却一直不受重视，可以说是华侨华人研究中的盲点之

一。曾任文莱大学的人口学教授饶尚东博士应中国华侨历史

学会、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的邀请，于 2004 年 4 月作了

题为“文莱华人现状”的讲座。在报告中，首先介绍了文莱的国

情，包括地理位置、历史沿革、人口结构、政治体制和经济特征

等方面，随后他详细介绍了文莱华人社会的情况，包括文莱华

人的政治权利、经济活动能力、华文教育、职业构成以及社团

建设等方面，补充了文莱的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另一方面，也

证明了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领域内“偏食现象”严重。

三

近年来，由于社会发展形势所需以及研究队伍的专业化

发展，华侨华人研究走上了多学科发展的道路，多学科介入与

交叉已成为华侨华人研究的趋势，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作为

其组成部分之一，自然也不例外。如齐顺利的《一个民族，两种

想象：马来人与华人关于马来西亚民族建构问题争论之述评》
2008（3）、洪丽芬的《试析马来西亚华人母语的转移现象》2008

（1）、赵文红的《1619- 1928 年间巴达维亚华人社会的民事审

判程序初探》2007（3）、赵树冈的《东南亚华人的人类学研究：

以区域及主题为分析焦点》2003（3）、曹云华的《宗教信仰对东

南亚华人文化适应的影响》2002（1）、林勇的《东南亚华人企业

融资模式初探》2001（2）等论文，就分别从语言学、法学、人类

学、宗教学、工商管理学的角度对华侨华人问题进行了研究和

诠释。多学科交叉方面的例子亦比比皆是，如文学与政治学交

哲学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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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的《认同“点染”与本土强化———论新华文学中的鱼尾狮意

象》2006（3）、社会学与教育学交叉的《论二战后新加坡华人社

团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社会经济的视野》2002（1）、宗教学

与社会学交叉的《“虚拟”先人与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社

会———兼论海外华人的“亲属”概念》2001（4）、经济学与文化

交叉的《东南亚华人在中国大陆投资的文化逻辑———以郑氏

家族企业集团为个案》2004（2）、文学与心理学交叉的《从菲华

新诗探华人心态变迁》1999（4）等，均从不同侧面说明了东南

亚华侨华人研究带有明显的综合性和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特

征。与此相适应的是，华侨华人研究者不但有历史学者、经济

学者、国际关系学者，而且还有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

学、心理学、宗教学等领域的学者。另外，从作者来源方面也能

看出华侨华人多学科的介入与交叉的趋势。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现在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已不再是

历史研究一枝独秀的局面，而是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历
史、社会、民族、人口、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其

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已广泛地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基础

学科和分支学科，华侨华人研究实际上已成为多学科研究者

共同参与研究的‘边缘交叉学科’”。[4]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华侨

华人的历史研究依然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它与华侨华人的

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是华侨华人研究范畴中不可分割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们似纵横两个坐标统一构建了华侨华人研究

体系。[5]因此，在华侨华人研究过程中一定要将课题放在历史

的大背景之下，结合多种因素进行分析。
总体而言，现阶段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关注的焦点是华

侨华人社会的本土研究，学者们更注重华侨华人在居住国的

生存与发展问题，多个学科领域的学者也参与到这方面的演

剧中，展现了学者们的人文关怀与社会情怀。然而由于政治、
经济、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有很多领域及区域

很难深入研究，造成了研究中出现“偏食现象”。另外，中国华

侨华人在总体上反映出的问题，即“同一水平上的重复研究比

较多，创新性的成果比较少；普及介绍偏多，重点研究较少；现

象描述偏多，理论概括较少；定性研究比较多，定量（评价）研

究少；零散研究比较多，系统研究比较少”等，[6]也不同程度地

存在于中国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中。但这也说明东南亚华

侨华人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华侨华人研究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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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都城的分布格局，正式开始了都城

文明发展的运河时代。运河时代的兴起与黄河时代的衰变是

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这一过程中，两宋都城的发展具有决

定意义，它完成了中国都城发展史上的两个转变，即从黄河时

代向运河时代的转变，从封闭式坊市制格局向开放式街区的

转变。第一种转变表现在政治中心开始离开黄河流域沿运河

作南北向运动，南北方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国家命运沿南北

轴向摆动，运河成为都城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并对国家政

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深刻影响。第二种转变上表现为城市

经济的迅速发展彻底摧毁了阻碍商品交换的里坊制的高墙壁

垒。汴京建都是中国都城东移的终点和南北运动的起点，标志

着黄河时代的终结和运河时代的开始。
王著对古都文明的时空特征作了整体把握，认为中国古

都的发展有一个原始核心区，这就是以夏、商都城为代表的，

由中原古都群落构成的中原核心区。随着疆域的扩大和统一

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国都城文明发展的空间更加广阔，并呈

现出由中原向外围扩散，由黄河一线向运河一线转移的趋势，

由此形成中国都城一个核心、两条轴线，三大支点的分布变迁

格局。从三河地区到中原小三角，再到中华大三角，从黄河一

线的东西位移到运河一线的南北运动，反映了中国古都的基

本运动轨迹。从宏观上把握中国都城文明的空间分布结构与

历史特点，有助于了解中国古都的发展变化规律及其对历史

进程的影响，有助于认识历史和现代的国情。作者提出的黄河

时代与运河时代的观点，深化了都城文明形态及其分期的研

究。这些无疑将有助于人们从更加广阔的视野上认识中国古

都变迁的过程，从而推动学界对这一问题更加深入的探讨。全
书史论结合，资料翔实，观点新颖独到，论述周密充分，在当今

我国古都文明研究领域颇具学术价值。
著作具有较强的原创意义。其中的一些新观点，尤其是对

中国古都变迁的时空特征的把握具有多方面的创新意义，如

黄河时代、运河时代的观点，三角核心区的观点，这将有助于

深化古都研究，加深我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加深我们对

古都的文化价值的认识。著作着重论证了都城变迁的经济动

因以及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都城发展

与变迁的动力就来自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之间的矛盾运动，

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把握中国古都变迁的规律与特

点。从宏观上把握中国古都空间分布结构与历史特点，还有助

于了解中国古都的发展变化规律及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有

助于认识历史和现代的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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