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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拉丁美洲华侨华人研究动态综述

杨新新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随着中拉交往日益密切，拉丁美洲地区华侨华人规模与影响力不断提升，华侨华人在促进中拉

友好交流合作、推动中拉经贸发展、增进中拉人民了解互信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然而，学界对

拉美地区华侨华人的研究成果较少，基础比较弱。有鉴于此，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

所牵头，推动开展拉美华侨华人研究，取得了积极效果，产生了良好影响。

（一）“第一届拉美研究中青年学者工作坊”成果丰富
为了丰富和和拓展国内拉丁美洲研究、海外民族学研究、华侨华人研究等学科内涵，推动跨学

科学术共同体建立，培养国内拉丁美洲研究中青年学者力量，2021 年 10 月 30 日至 31 日，中国社

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联合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师范大学、

西南大学、西南科技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举办了“第一届拉美研究中青年学者工作坊”。来自国

内外高校与科研机构的 50 余名中青年学者和期刊编辑聚首云端，围绕拉美华侨华人、中拉关系、拉

美社会政治文化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工作坊分为六个单元展开讨论。第一单元聚焦拉美华侨华人研究。南开大学龚韵洁副教授的

《秘鲁华文报刊的历史演变及其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以〈公言报〉为例》，对新形势下海外华文媒体

如何建构好中国国家形象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张晓旭《新中国与秘

鲁建交前后旅秘华侨华人在国家认同上的变化》，就新中国与秘鲁建交前后当地华侨华人的政治认同

变化进行了分析阐释。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博士研究生邬一帆《智利五邑籍新移民发展现状研究》，

探讨了智利广东五邑地区中国新移民的现状及特点。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博士研究生薛淇心《哈瓦

那华人社团的鼎盛、衰落与复兴（1940—2020）》，研究了古巴哈瓦那华人社团的变迁历史。

第二单元侧重拉美国家民族认同与文化分析。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师钟点《国家、民族认同与国

族构建——巴西案例的分析》，提出巴西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根植于巴西国族建构的历史过程。四川

外国语大学讲师唐思娟《巴西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国家认同研究》，分析了巴西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反

映的国家认同特性及困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讲师王子刚《西班牙语习语中的“华人意象”：一种

“内嵌”于文化的刻》，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讨论了西班牙习语中的华人表述。南京传媒学院讲师刘

海娜《关于墨西哥 mariachi 音乐传统中文译名问题之探讨》，从人类学的角度探究了 Mariachi 的社会

文化史意义。

第三单元主要涉及拉美文学电影和华人文化。外交学院讲师苑雨舒《秘鲁文学（1872—2017）

中的中国书写：从国家形象的角度》，探讨了秘鲁华裔及非华裔作者笔下的中国和华人形象书写。北

京华文学院讲师陈雯雯《巴西华语传承和中文传播路径探析》，比较分析了巴西华文教育和国际中文

教育间的异同。天津外国语大学讲师肖岚《中国游客对拉美文化的多维度感知与空间分异研究》，从

游客感知角度剖析了中国游客对拉美文化的认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讲师武亮宇《拉美魔幻现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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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电影中的国族建构与边缘性危机》，揭示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电影中表达的主题和文化批判。

第四单元重点讨论拉美艺术和土著文化。北京城市学院讲师袁若南《墨西哥壁画艺术的变革及

其社会意义》，讨论了墨西哥壁画艺术的变迁历史、风格特点及其社会影响。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周

萌博士《拉丁美洲的“中国风”：论墨西哥普埃布拉锡釉陶器与中国瓷器的关系》，分析了中国青花

瓷对墨西哥普埃布拉锡釉陶器的影响。浙江外国语学院讲师陈岚《对土著民族自治制度的反思：基

于玻利维亚的案例》，就玻利维亚土著民族自治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考察。中国人民大学讲师李

彦《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拉美土著民族教育研究——以墨西哥为例》，研究了墨西哥土著民族的

高等教育状况。

第五单元着重探讨拉美地区的民族和卫生问题。上海大学讲师夏婷婷《阿根廷白人民族形象的

建构与困境》，对阿根廷建构欧洲白人民族形象的历史过程做了探讨。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郑凯怡

《西班牙对墨西哥印第安人的统治：以种族关系为视角（1500—1600）》，研究了 16 世纪西班牙殖民

者统治墨西哥印第安人的历史。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李苗苗《二十世纪上半叶墨西哥和古巴

排华运动对比与探析》，分析比较了上世纪初墨西哥、古巴两国排华运动的异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拉

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徐睿《蚊子的跨洋飞行：巴拿马运河建设中的黄热病传播与防治（1881—

1914）》，对巴拿马运河建设期间黄热病传播及防治的历史做了考察。

第六单元议题集中于中拉关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楼项飞副研究员《后疫情时代构建“中拉

命运共同体”话语研究》，讨论了后疫情时代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话语面临的问题及挑战。西南

大学讲师罗晨曦的《“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拉美国家合作反贫困的现状评价与逻辑进路研究》，

探讨了中国与拉美合作反贫困的现状及改进方法。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博士研究生袁芳《风险与机

遇并存：中国对厄瓜多尔的直接投资》，分析了中国在厄瓜多尔投资的优劣势条件。西班牙瓦伦西亚

大学博士研究生张萌《华为在墨西哥本地化研究》，总结了华为在墨西哥成功本地化的经验及教训。

在工作坊总结和闭幕式环节，《世界民族》副主编刘文远、《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副主编张焕萍、

《拉丁美洲研究》副主编刘维广、《中国与拉美》执行主编崔忠洲、《全球学评论》执行编辑张琨向与

会中青年学者介绍了各自期刊的办刊特点、审稿流程以及用稿标准。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秘书长袁东

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郭存海研究员、西南科技大学崔忠洲副教授分别作了总

结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工作坊入选论文选题较为新颖，注重对西文、葡文资料以及一手田野

调查资料的使用。工作坊组织有序，中青年学者“生产自救、自我培养、学术批评”，取得了预期

成效。

（二）“拉丁美洲华侨华人系列研讨会——中美洲专题”线上线下共分享
为加强对中美洲地区侨史、侨情的了解与研究，2021 年 11 月 24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

洲研究所、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西南科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以及《华人头条》等机构联合举办了

“拉丁美洲华侨华人系列研讨会——中美洲专题”会议。此次会议是“拉丁美洲华侨华人系列研讨

会”的第一场专题会议，会议采取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来自相关领域学者、侨务工作者

以及中美洲地区侨领及代表人士进行了深入交流与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袁

东振、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朱柳、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副所长张秀明分别致开幕式辞。

袁东振研究员强调了开展华侨华人研究的重要性，华侨华人作为中外交往的重要历史见证人和

中华文明的重要传播者，在提高中国软实力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国内愈

发重视华侨华人研究，但相较于世界其他区域，对拉美地区特别是中美洲地区华侨华人的研究较少。

鉴于华侨华人在推进中国与中美洲国家关系、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以及双方学术交往方面所起

到的重要作用，期望以此次研讨会为起点，加强拉美学界与中国侨联、海外侨团的合作交流，共同

推进中美洲地区华侨华人研究。

朱柳副部长表示，拉美侨史历史悠久，侨胞职业领域多元化，且拉美台湾籍侨胞占比较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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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侨务对台工作的重点地区。但相对而言，对于拉美地区的侨情研究起步晚、成果少。随着拉美

华侨华人群体的发展壮大，对其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进

一步开展拉美华侨华人研究工作，凝聚侨心、侨力、侨智，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发挥华

侨华人融通中外的优势，弘扬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塑造良好国家形象。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

美洲研究所在推动拉美华侨华人研究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此系列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对夯实拉美华

侨华人研究的学术基础，辅助开展新时期拉丁美洲侨务工作，扩大中拉人文交流、助推文明互鉴等

方面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张秀明副所长肯定了华侨华人在推动拉美经济社会发展和中拉友好交流方面的桥梁纽带作用；

从地理相隔遥远、语言障碍以及拉美华侨华人的人口规模较小等方面分析了国内拉美华侨华人研究

相对薄弱的原因；就未来进一步深化拉美华侨华人研究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拉美研究界与华侨

华人研究界的交流与合作，二是加强大陆与港澳台以及海外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交流合作，三是

加强国内与当地华侨社会特别是侨领、侨团的交流与合作。此次会议专门邀请了多位侨领，开了一

个很好的先例。她表示，此次系列研讨会为推动拉美华侨华人研究提供了新的平台，是推动拉美华

侨华人研究走深、走实的重要举措。

危地马拉华商总会会长潘骏、伯利兹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麦群裕、洪都拉斯福建同乡会会

长谢作奇、尼加拉瓜世纪矿业总经理卞飞武、萨尔瓦多华侨总会会长陈克和、哥斯达黎加华人商会

会长黄耀佳、巴拿马华人青年联合会创会会长王家明七位中美洲国家侨领，围绕中美洲地区华侨历

史与侨情现状、中美洲地区的移民政策、新冠疫情后中美洲地区侨情的新变化等议题进行了云分享。

西南科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崔忠洲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

主任林华、对外经贸大学讲师王子刚、上海大学张琨副教授与七位侨领做了交流互动。中国社会科

学院中美洲和加勒比研究中心秘书长王鹏、《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副主编张焕萍、《华人头条》创始人

兼总裁黄琪旺主持分阶段会议与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郭存海

研究员在闭幕总结时对各位嘉宾的发言与讨论表示感谢，并期待后续系列活动能够继续得到大家的

支持，协同做好拉美华侨华人的研究工作。来自拉美所内外近 30 位学者参与了讨论与互动。

［责任编辑：张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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