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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通过对当代华侨华人研究成果的统计分析, 可以发现不仅过去存在的 �三多、三少  现象

得到改观,而且也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这些变化跟国内外政治经济因素密切相关。当代中国华

侨华人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而这正是新世纪里研究者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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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对华侨华人的记载历史久远。但自 20世纪

开始,学者们才开始大量研究华侨华人。1904年梁启

超的 !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可以说是开了 20世纪中

国华侨华人研究之先河。一般认为 20世纪中国华侨

华人研究可分为五个时期: 1. 草创时期 ( 1904#

1945) ,主要研究华侨华人对中国革命 (辛亥革命、抗

日战争 )的贡献。 2.转折时期 ( 1945- 1949),主要研

究华侨华人对中国内战的立场态度。 3.封闭期 ( 1949

- 1956),这是华侨华人研究的低潮期。4�曲折时期
( 1966- 1976),华侨华人研究基本停滞。5.启动时期

( 1976- 1993),华侨华人研究逐渐复苏、启动和发展

起来。6.开始繁荣时期 ( 1993- ),华侨华人研究进入

繁荣时期,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显学
[ 1 ] ( P1- 2)

。本文拟

对 1980年代以来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成果进行量性分

析,探讨其特点及其与国内外政治经济间的关系, 并

以此为基础展望新世纪的华侨华人研究。

一、20世纪 80年代以来华侨华人研究的现状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海内外再次兴起了一

股华侨华人 �研究热  。当代中国华侨华人研究具

有以下特点:

1. 研究成果数量大,增长迅速,质量不断提高

截止 2007年 9月, 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综

合数据库 里收录了中外文献资料 78453篇。其中

论文 18211篇、书籍 3144部。另据统计, 自 1980年

至 2003年,发表的华侨华人研究文献共 15256篇。

其中学术性文献 (学术论文、研究报告、文献综述

等 ) 11116篇; 非学术性文献 (报道、简介、见闻、普及

性知识等 ) 4140篇。这些文献分别载于 958种期刊

上,其中有核心期刊 245种,华侨华人研究专业期刊

85种,区域性研究专业期刊 59种
[ 2]
。文献中能代

表华侨华人研究水平的论文、书籍类文献 (历年文

献量分布如图 1)大部分是由中国大陆学者发表的。

历时 10年的大型工具书 # # # !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

的出版更标志着华侨华人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阶

段。所有这些成果真正改变了华侨华人研究 �外国
的多、中国的少; 中国台湾的多、中国大陆的少  的

局面,中国大陆正成为华侨华人研究的一个主阵地。

图 1 (数据来源 :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综合数

据库 , http: / /202. 116. 13. 3: 7777 /m a inhqy.j htm l)

2.研究内容由以单一历史为主向政治、经济、文

化等领域多样化同步发展

1981年, 中国最早的全国性的华侨华人研究组

织 �华侨历史学会 成立,开启并推动了当代华侨华

人研究。随后许多省份也相继成立了华侨历史学



会。正因为如此,早期的华侨华人研究是以历史为

主的。但经过 20多年的发展, 华侨华人研究 �历史
多、现状少  、史家一支独秀的状况正在发生改变。

图 2是华侨华人历史类研究文献的变化趋势图。该

图反映出整个 1980年代是历史类文献的发表高峰

期。但是从 1985年开始,历史类文献总量呈逐年下

降趋势。图 3是历史类文献与其主要他类文献对比

图 。该图反映出历史、概况类文献基本上是呈走低

的趋势。1986年, 历史类研究就退居第二位, 1989

年居于倒数第二位, 2002年居于倒数第一位。而文

化、政治、经济类文献在起伏中不断增长。

图 2(数据来源: 徐云: !大陆华侨华人研究的文献

计量分析∀, !暨南大学学报∀ 2005年第 1期 )

图 3(数据来源: 徐云: !大陆华侨华人研究的文献

计量分析∀, !暨南大学学报∀ 2005年第 1期 )

3. 华侨华人问题正在向专业研究与大众关注相

结合的方向发展

在专业研究方面, 除了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所及其刊物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外, 南部沿海和西

南省份一直是华侨华人研究的重镇。著名的研究机

构及其专业期刊有: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及其刊

物 !东南亚研究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及其刊物
!南洋问题研究∀、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及其刊物

!东南亚学刊 ∀、广西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及其刊物

!东南亚纵横 ∀、云南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及其刊物

!东南亚 ∀等。近年来,华侨华人专业研究机构正在

由南向北扩展, 例如北京大学的 �华侨华人研究中

心  ( 1999)、中国社科院的的 �海外华人研究中心  

( 1999 )、浙江师范大学的 �华侨华人研究中心  
( 2003年 )、山东大学的 �华侨华人研究所  等相继

成立。

除了学者们的专业研究之外,大量的会刊、报刊

和网站成为人们关注华侨华人群体的重要阵地。国

内大部分省、市和重点侨乡的县、乡等各级侨联组织

都有自己的会刊, 如 !侨联动态 ∀、!广东侨史∀、!山

东侨务∀、!侨声 ∀、!五邑侨史 ∀、!梅州侨史 ∀等。这
些会刊定期向人们提供侨乡、侨情和侨务信息。统

计显示 (图 1) , 自 2000年以来, 每年华侨华人研究

的专业文献 (论文和书籍 )在 900篇左右徘徊, 而同

期大众化的华侨华人资料文献则成倍增长 (图 4)。

因特网的发展带动了华侨华人网络资源的兴起, 除

了暨南大学图书馆的 �华侨华人研究专题数据库  

外, 一些著名的网络资源还有 �世界华人联合总
会 、�中国侨联网  、人民网的 �华侨华人频道  、新

华网的 �华人华侨  等, 这些会刊、报刊和网络资源

既起到宣传华侨华人知识的作用, 又为华侨华人研

究提供了丰富全面资料, 从而有利于华侨华人研究

向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拓展。华侨华人知识

的普及,是专业研究和学科发展必不可少的。尽管

�华侨华人学 还没有最后形成,但当代华侨华人研

究的 �领域扩大、视角拓宽, 华侨华人学作为一门跨

学科的新兴学科日益崛起 [ 3 ]
却是不争的事实。

图 4(数据来源: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综合

数据库 , http: / /202. 116. 13. 3: 7777/m a inhqy .j htm l)

4.华侨华人研究越来越注重时效性

过去由于中外信息交流的不畅, 研究者手头难

以掌握全面的和最新的华侨华人资料,这也是过去

以历史研究为主的原因。但 1980年代以后, 有关华

侨华人的信息能及时反馈到国内来, 所以对华侨华

人现实的研究成为主要内容。通过图 2、图 3可以

发现,历史类文献量持续走低,现实类文献量不断攀

升。

在对华侨华人群体现实状况的研究中, 关于

�人权 的研究最能体现研究的时效性。华侨华人

在海外的生存和发展总是历尽坎坷。历史上许多地

方的华侨华人曾遭受种种挫折甚至迫害和屠杀。在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仍然时常发生对华侨华人的

�人权 进行集体侵犯的事件。统计显示, 1997年,

国内关于华侨华人的政治类文献只有 13篇, 其中关

于美国华人人权的有 4篇, 关于印尼的 9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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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政治类文献猛增到 43篇, 其中关于印尼华

人人权的有 31篇 。海外华侨华人的生存权和发展

权仍是他们需要努力争取的基本人权, 也是当代华

侨华人研究的重点之一。

华侨华人研究时效性的增强, 使研究成果的内

容和性质分野十分明显。例如 1997年前的经济类

文献多是探讨华侨华人经济的成功经验。而 1997

年以后的许多经济类、政治类文献则是在研究华侨

华人如何规避资本风险和如何积极参政以避免悲剧

的重演。

二、20世纪 80年代以来华侨华人研究与国内

外政治因素的关系

华侨华人研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例如研究

资料的来源,研究者的专业和兴趣爱好等,但是国内

外政治因素则是最重要影响要素。而且当代国内、

国外政治因素对大陆华侨华人研究的影响是不同的

(本文将经济因素归于政治因素中进行论述 )。

1. 国内政治因素

从历史看, 学者们认为新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

经历了三个阶段: 初创与封闭阶段 ( 1950 - 1966) ;

停顿与华工资料整理阶段 ( 1966- 1976); 系统研究

启动阶段 ( 1977至今 )
[ 4] ( P10 - 11)

。华侨华人研究的

这种阶段性显然是国内政治因素影响的结果。

从现实看,在第三个阶段即系统研究启动阶段,

大陆的华侨华人研究也随着我国的政治环境的不断

发展而呈阶段性跃迁。1977年 10月 2日, 邓小平

在刚刚恢复工作半年的时候就曾指出: �说什么 ∃海
外关系 %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 我们现

在不是关系 (海外关系 )太多, 而是太少, 这是个好

东西, 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 [ 5 ] ( P6)
邓小平亲自

主持了侨务工作的拨乱反正,扫清了人们的思想障

碍,解除了学者们的后顾之忧。这对华侨华人研究

的发展有两个重大影响:一是研究成果量增长迅速,

基本上是一年一个台阶。从 1979年的 25篇增到

1990年的 1013篇 (如图 1) ;二是历史类文献在最初

几年独占鳌头 (如图 5) ,因为人们要 �重新认识  华

侨华人群体。自 1980年代初开始,中国实施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 华侨华人资本是早期中国

经济发展所利用的最主要外资。所以研究成果中经

济类文献多数年份都仅次于文化类文献而居第二

位。

1993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特别针对华侨华人

问题提出了 �独特机遇论  。他说: �对于中国来说,

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 有着

自己的独特的机遇。比如, 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

在海外, 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 [ 5 ] ( P12)
邓小

平的这次讲话积极肯定了华侨华人对中国发展的作

用,是中国新时期侨务政策的核心内容。这也使大

陆的华侨华人研究逐渐从 20世纪 80年代末的低潮

中走出来 (如图 3) ,再次掀起一个研究高潮。总之,

改革开放后国内政治环境的不断宽松,使政治因素

不仅不再是华侨华人研究的障碍, 反而成为一种积

极的推动因素。

图 5(数据来源: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综合

数据库 , http: / /202. 116. 13. 3: 7777/m a inhqy .j htm l)

2.国外的政治因素

华侨华人是一个人数众多、散布于世界各地的

群体。 �华侨华人研究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他们在当

地的生存发展及与中国的关系方面, 因此华侨华人

问题研究绝大多数课题是属于外国问题研究、区域

问题研究或国际关系研究 
[ 6 ]
。所以华侨华人研究

必然会受到国外政治因素的影响: 一是国际政治大

气候,二是华侨华人居住国的政治状况。20世纪 80

年代,国际局势走向缓和,因此国内学者的研究资料

来源方便。在华侨华人的主要集聚地 # # # 东南亚地

区,一些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不断加强。这既为

华侨华人群体提供了一个宽松的活动舞台, 也相应

地拓展了华侨华人研究的领域。当然,当代国外政

治因素对华侨华人研究的影响并不一直是有利的。

例如 1989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多

方面制裁,这种不利的国际政治环境也影响到了华

侨华人研究。例如, 在 1989年到 1992年的 4年时

间内,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各方面文献的量都呈下

降趋势。再如,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对华人华

侨研究产生过不良影响。金融危机不仅使华人资本

遭受重创,而且金融危机还引起部分国家发生迫害

华侨华人的事件。这些因素反映在华侨华人研究上

就是经济类文献的减少和政治类文献的增加。相对

于不断宽松的国内政治环境, 国际政治环境则难以

控制和预测,在总的国际局势走向缓和的情况下,局

部地区和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性也会直接和间接地影

响到华侨华人研究。

三、21世纪华侨华人研究发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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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所述, 华侨华人研究是国内外政治经

济发展有密切关系的。 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不断

深化的时代,是一个走向多极化的时代,是一个张扬

民族个性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时代。中国作为一个正

在崛起的、拥有悠久文明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国

家,有能力也应该积极为世界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

献。世界需要中国, 中国也需要世界。由于华侨华

人分布于世界各地, 研究华侨华人也就是研究世界

各国。加强华侨华人研究, 既有利于我们认识和了

解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 也有利于更好

地发挥华侨华人传承发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交流

的桥梁作用, 让世界了解中国。为此, 21世纪华侨

华人研究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1. 在地域上要加强对东南亚和美国以外地区的

华侨华人研究

就目前来看,华侨华人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和

东南亚地区 ( 1980- 2003年有关地区研究的载文量

是 6175篇,而东南亚、美国的载文量达 4485篇,占

总量的 73% ), 而经济发达的欧洲 ( 160多万华侨华

人 )、面积巨大的非洲 ( 14万多华侨华人 )的载文量

却很少 (如图 6)。当前中欧、中非间的经贸、文化交

流发展迅速,加强这两个地区的华侨华人研究对增

进这一趋势有极大的帮助。

图 6(数据来源: 徐云: !大陆华侨华人研究的文献

计量分析∀, !暨南学报∀ 2005年第 1期 )

2. 在范围上要加强对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研究

在华侨华人群体中,汉族裔占绝大多数,而少数

民族裔人口数量难以统计, 并且过去一个相当长的

时期里有些少数民族裔华侨华人具有政治敏感性。

所以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性地将研究重点都放在海外

汉族裔群体中。在 1980年以来的研究文献当中, 55

个少数民族裔华侨华人的研究成果寥若晨星。据李

安山教授最新统计, 少数民族裔华侨华人有 570万

之多
[ 7]

, 而且他们多居住在中国周边国家。加强对

这个群体的研究,对增进中国同周边国家间的睦邻

友好与互利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3. 要拓展华侨华人研究的方法

由于中国国内在语言和资料方面占有优势, 以

搜集史料和考证史料为主的历史研究方法历来是国

内华侨华人研究常用的方法。近年来,学者们将统

计方法、计量方法、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等引入

到研究中来,推动了华侨华人研究的发展。例如有

被称为 �战后华侨研究中真正唯一的好书  之称的

!华侨经济的研究 ∀ (日本学者游仲勋著 )就用马克

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 有力地驳斥了 �华侨支配东

南亚经济  和 �华侨多是富人 等观点。除了以上具

体方法外,华侨华人研究还可以以召开研讨会、个人

访谈 (如口述史 )、田野调查等形式进行。研讨会可

以增进学者间的信息交流,集思广益, 而个人访谈、

田野调查则能获得第一手的资料。随着中国的不断

崛起,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 后三种方法将会给华侨

华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总之,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我国华侨华人研究

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随

着中外政治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和广大华侨华人在

世界舞台上的活动能力不断增强, 华侨华人研究必

定有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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