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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华侨史观”开启中国史观与全球史观的结合

——简评梁启超关于华侨华人的研究

程 希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华侨史研究的开创者。其开创意义不仅在于对当下“华侨史”成为中国

人文社会学科中“专门史”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大致奠定了沿用至今的关于华侨华人研究的

主要探讨方向和考察视角。更重要的是，他着眼于“中华民族”强盛和中国国力发展而形成的“华

侨史观”，即华侨华人的跨国商贸和移民活动是有助于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支持力量，不仅

启发了通过华侨史溯源反观隋唐以后中国各朝代兴衰的研究思路，即考察中国的对外商贸活动

对社会变革的影响，而且对通过华侨史研究将中国史与区域国别史和全球史（世界史），以及与文

明史或物质文化史相结合的考察，有着重要的学术探讨意义和研究拓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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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梁启超出生于“盛产”华侨华人的中国著名传统侨乡——广东“四邑”①之一的新会，但他本人与华侨华

人产生直接关联和多种重大交集，却是因晚清政治变局所迫。1898年 10月，戊戌变法失败后，时年 26岁的

梁启超流亡日本，开始了长达 14年在海外旅居和游历的生活。他为世人所熟知的在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简

称“海外侨社”）的活动，多为其坚持改良维新的政治主张而从事的保皇派势力扩张和向华侨华人募捐筹

款，乃至策动和组织华侨华人支持、参与国内的武装起义等，而他本人因为长达十余年在海外的生活和工

作而具有了名副其实的“华侨”这一身份却被忽略了。

明清两代，在中国当时统治者的眼中，华侨华人或被视为“化外之民”“天朝弃民”乃至“挟洋自重”的逆

贼，或可被利用为与洋夷周旋角力的缓冲和工具。梁启超通过在海外十余年的工作、生活和游历，不仅对

海外侨社有了耳闻目睹的亲身体验，而且对华侨华人的处境和地位，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和对中外交涉的影

响，都有了更全面的思考和更深入的认识，其通过书信游记、政论建议、人物传记等留下的诸多华侨华人研

①通常指广东新会、台山、开平和恩平四地。也有“五邑”一说，即在“四邑”之外再加上相邻的鹤山。在中国近代史上，

“五邑”地区以出洋，特别是前往美洲的人数众多而成为著名“侨乡”。

-- 18



究文献资料，不仅是开创中国华侨史研究的奠基之作，而且对后世华侨华人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产生了多方

面的影响。在全球史观、区域国别史研究盛行以及华侨华人研究在中国大陆已纷纷被纳入“国际关系”研

究的当下，其关于华侨史的开创性研究仍然是值得回顾和反思的。

梁启超关于华侨史的研究，主要以其华侨史观对民国时期的一些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如胡绍南、易

本羲、温雄飞等人。此后，基本上处于销声匿迹、无人问津的状态。进入 21世纪以后，李安山的《明清时期

有关华侨华人的典籍笔记和研究概述》①一文，首先明确肯定了梁启超对于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开创性地

位，如《记华工禁约》（1904年）和《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1905年）均是其开创性研究的代表作。又十年后，

王亚生、刘劲松发表的《略论梁启超华侨华人研究之成就》②一文，同样肯定了梁启超在华侨史研究方面的

开创性成就，但认为梁启超的《致伍秩庸星使书》（1897年）、《夏威夷游记》（1899年）或陈兰彬主持撰写的调

查报告《古巴华工事务各节》（1874年）应是“中国华侨研究的首创之作”，并从“美国禁华问题”“华人华侨

史”“华人华侨经济状况”“华人华侨社会组织”四个方面对梁启超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述评。庄国土的《论清

代华侨与海外保皇派》③一文述及了梁启超在北美发展保皇会组织得到踊跃支持的盛况，以及其在海外所

办华侨学校和华文报刊在启迪民智、影响时局和获得海外侨社上层人士拥戴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反映出

梁启超作为保皇派领导人之一对于海外侨社力量的培养和争取，但关于梁启超对当时华侨华人地位与作

用的认识和考量，并未被纳入论题范围内。

由于本文的出发点主要是从华侨华人的起源和历史来思考这一群体对于中国的意义，以及中国与世

界关系的演变，因而，不少学者从海洋商贸和经济活动的角度对于东南亚华侨史的论述和分析，还是使得

本文一些问题和看法的提出，受到了有益的启发。如石坚平的《东南亚华人网络与早期中英贸易的发

展》④，黄素芳的《明代东南沿海闽粤人移民泰国的历史考察》⑤，郭梁（李国梁）的《关于华侨华人经济研究的

几个问题》⑥ 以及《再谈华侨华人经济研究的几个问题》⑦，等等。

本文再次揭示和强调了梁启超关注和考察华侨华人问题的两个视角：华侨华人这一群体本身在海外

的处境及其对于中外关系、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意义，并认为回顾和思考梁启超对于华侨史研究的开创，

有助于重新认识华侨史的起源，即起源于自古以来，特别是隋唐以后中国的对外商贸活动，以及这一活动

对中国史、东南亚史、全球史演变或发展进程的影响，如大量白银流入导致的自明朝以后银本位制的形成

及其引发的朝代兴衰更迭和社会变革，中国东南沿海始终未曾禁绝的民间海洋商贸活动对大航海时代来

临和经济全球化的催生与促进，以及中国民间商贸力量对东南亚地区早期开发、建设乃至今日政治、经济

格局之形成所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等等。基于华侨史研究中这些深入研究还远远不足甚至尚未被

涉及或意识到的层面，本文认为以华侨史研究为切入点，将中国史与区域国别史和全球史（世界史），以及

与文明史或物质文化史的相关考察有机结合，有着重要的研究启发意义和学术拓展价值。

二、梁启超开创华侨华人研究的缘起

华侨华人在海外的处境，特别是中国移民因美国《排华法案》而遭受的严苛和不公正对待，是梁启超关

注华侨华人问题的缘起。

①李安山：《明清时期有关华侨华人的典籍笔记和研究概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②王亚生、刘劲松：《略论梁启超华侨华人研究之成就》，《前沿》2012年第18期。

③庄国土：《论清代华侨与海外保皇派》，《八桂侨刊》2012年第2 期。

④石坚平：《东南亚华人网络与早期中英贸易的发展》，《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⑤黄素芳：《明代东南沿海闽粤人移民泰国的历史考察》，《八桂侨刊》2010年第4 期。

⑥郭梁：《关于华侨华人经济研究的几个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⑦李国梁：《再谈华侨华人经济研究的几个问题》，《八桂侨刊》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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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大量中国人进入美国，从事淘金、修建铁路以及农业种植等，由于与底层白人劳工的经济

利益及宗教文化冲突，很快受到一些美国白人劳工组织的种族歧视和暴力驱逐。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

华法案》，正式以法律形式对中国移民进行各种限制和排斥。在了解到中国移民因《排华法案》而遭受的严

苛和不公正对待后，梁启超致书时任驻美大使伍廷芳，即 1897年《致伍秩庸星使书》，从美国下层白人劳工

的利益之争以及赴美华工自身素质低下两方面分析了美国《排华法案》实施的缘由，并提出“立孔庙”“兴书

院”“设报馆”“联公会”“劝工艺”等改良海外侨社文化习俗、提高华工文明素质的具体建议①，希望以此增进

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侨华人的认可和接纳。

1903年 5月至 12月，梁启超在美国华侨华人的接洽安排下赴美国访问考察，受到了华侨华人众星捧月

般的拥戴，演说受到热烈欢迎，所到之处维新会（英文名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又称“保皇会”

“保商会”）组织应声扩张，同时他对在美华侨华人受到的歧视和排斥也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和认识。正因如

此，尽管他访美时也受到了美国政、商、新闻、宗教界的隆重礼遇，甚至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
dore Roosevelt）与国务卿约翰·海伊（John Hay）都分别会见了他，对他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活动表示赞赏与支

持，但他始终是基于中国立场和民族情怀来看待美国和华侨华人的。因而当他感受到美国经济繁荣和国

力日益崛起时，既心生赞叹羡慕，也对其商业和资本的扩张终将波及和危害中国的态势进行了前瞻和预

警，对华侨华人因美国《排华法案》遭受的苛待和华工自身素质的低下也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和忧虑。

梁启超这些访美的观感和见解发表于其根据游历北美时的日记，于 1904年 2月整理出版的《新大陆游

记》一书（新民丛报社增刊本），而其中被视为华侨史研究重要奠基之作的，是作为该书附录一的《记华工禁

约》②。同年 6月，该附录以单行本出版，书名改为《美国华工禁约记》。《记华工禁约》是最早针对美国排华

政策进行的专门论述，通篇简明扼要但直击要害，反映出在游历的过程中，他对美国华侨华人生存状态的

关注，这种关注同时也是他对自己国家和国民的再认识与考察。在该书中，他从美国经济发展角度全面阐

述了美国因西部开发大肆招揽华工，华工与部分欧洲移民，以及排华政策与民主、共和两党党争之间错综

复杂的关系，强调了华侨华人在美国西部开发中所作的贡献。同时，他采用美国人口统计数据，指出了在

美华侨华人有约三分之二聚居于西部地区，招致西部白人排华情绪更为强烈的冲突背景，分析了由于美国

《排华法案》的实施，导致中国移民与欧洲移民此消彼长的情况，揭露了美国利用清政府不懂外交而在移民

和出入境政策方面对中国采取的欺诈手段，通过对美国有关中国移民政策变化的梳理，逐条批驳了《排华

法案》的内容，列举了美国移民当局苛刻欺凌中国移民的情形，严厉谴责了美国排华使中国人受到的种种

伤害，并从国际法角度提出可以采取外交手段保护中国移民合法权益的见解。

1905年 5月，因美国要求续签《中美会订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中美双方在北京举行续签

谈判。由于该条款实际是《排华法案》的补充延伸，中国民众的反美情绪因此高涨。在中国工商业界的组

织发动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在全国爆发并波及海外。为支持这一运动，梁启超立即着手撰写

了《抵制禁约与中美国交之关系》一文③，对通过外交手段抵制美国排华政策进行了充分阐述。梁启超指

出，美国的《排华法案》违反了此前中美双方所签条约中规定的“最优待国”待遇原则，因而中国有权对美国

的《排华法案》提出反对。同时，他又从国际法和国内法角度阐述了抵制美货运动合法性，建议中国采取强

硬态度，通过在中美贸易上对美国实施制裁，即抵制美货，迫使美国改变针对中国人的移民政策。梁启超

还向海外各地的维新会发出《致各埠列位同志义兄弟书》④的公开电，号召筹款支持国内罢市罢工，以上海

①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九集•函电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66—470页。

②参见《梁启超全集（第十七集•诗文）》，第232—257页。

③原载于《新民丛报》第68号，1905年5月4日出版。参见《梁启超全集（第五集•论著五）》，第103—106页。

④参见方志钦编：《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香港：银河出版社，2008年，第112—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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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香港为抵制美货主要阵地与美国展开坚决斗争，从而迫使美国政府对该条款作出有利于华侨华人的修

改。受此公开电鼓舞，各地维新会组织华侨华人联名上书清廷，恳请勿与美国续签禁约，同时将维新会关

于抵制美货的七项决议发往中国各大城市，并积极筹款对国人和海外华侨华人共同抵制美货给予了大量

资金支持，将抵制美货运动迅速在海内外推向高潮，最终迫使美国放宽了对于中国人出入境的有关规定，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华侨华人在美国的待遇，特别是迫使美国承诺今后有关华侨华人政策的修改，需经中

美两国政府协商一致，并保障华侨华人在美应享的权益和服务及申诉权；此外，还迫使美国初步同意退还

部分庚子赔款。

抵制美货运动是维新派对华侨华人进行政治、经济动员和组织的又一次高潮，也是梁启超为维护华侨

华人利益而切实付诸行动的又一次努力，反映了他对于支持华侨华人在海外发展可使中国获益的一贯思

考和认识。

三、“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与华侨史观的开启

与梁启超希望通过变法维新使中国走上复兴强国之路的政治追求一致，除了华侨华人在海外的处境，

梁启超对华侨华人的关注，更主要是从中国的国力发展和国际竞争着眼的。从中西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

对比中，他逐步形成了对于“中华民族”的认识，成为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首倡者。他将“中华民族”的

特征概括为：“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此

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①。他还清醒地意识到，要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来考量

“中华民族”的未来。

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②一文中，他指出弱肉强食是帝国主义扩张的本性，国际竞争主要在于国际资

源和国际商贸的竞争。他对比了外国人在中国和中国人在外国的人数及开办的商店数，认为所谓殖民事

业的成功并不在于居住他国人数的多寡，而在于在他国商贸活动的兴盛和能够享有的“优等之权利”③。在

该文中，他还认为列强在亚洲的殖民竞争重点已由印度转为中国，目标依然是争夺资源和市场；但正是在

这样的情形下，不仅中国移民在欧美国家及其殖民地受到了歧视苛待或排斥限制，而且中国本身也正在遭

受列强的蚕食瓜分。梁启超希望通过“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来整合构建现代中国，来探索一条救国之路。

“中华民族”概念的诞生反映出梁启超自身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觉醒和新的思想高度，也为中国的

多民族融合与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共识基础。这是梁启超一生最有意义的政治活动和学术研究成果。在其

对于这一概念的不断思考和明确过程中，华侨不仅被纳入了“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而且还被他寄予了厚

望。如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这篇文章中，他还以中国移居新马一带的先驱人物叶亚来为例，认为中国人

在东南亚的开拓经营能力并不弱于欧洲列强，只是因为欧洲殖民者有政府为后援，而中国人的海外开拓和

商贸活动则是受到本国政府打压，所以才丧失了在东南亚已获得的优势④。因而，他早在1899年发表的《论

商业会议所之益》《商会议》《论内地杂居与商务关系》三篇，就提出了对于扶助华侨事业方面的初步主张。

从研究内容看，梁启超的华侨史研究还涉及了华侨华人社团组织，包括秘密会社，以及华侨华人的经

济活动和华侨华人涉及的中外交涉（国际法）问题。如关于华侨华人社团组织的考察研究，梁启超在《海外

殖民调查报告（一）》专门对英属哥伦比亚省维新会的情况，特别是对其选举及运作过程进行了介绍，认为

①引自“中国新民：梁启超诞辰150周年纪念展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2023年11月23日至2024年2月20日。

②原载于《新民丛报》第二、三、四、五号，1902年 2月 22日至 4月 8日出版。参见《梁启超全集（第二集•论著二）》，第

692—712页

③《梁启超全集（第二集•论著二）》，第707页。

④《梁启超全集（第二集•论著二）》，第7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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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俨然与文明国之政党无异，此诚中国数千年所未有也。”①在《新大陆游记（节录）》“砵仑（即波特兰）至旧金

山”行程记述的第三十九节②中，他又对美国华侨华人社团组织进行了分类研究，揭示了其内部运作情况，

评价了其社会影响。总体而言，他认为华侨华人社团组织显示出海外侨社帮派众多、山头林立，且时有利

益纠葛和矛盾争斗，是华侨华人不能有效团结力量，也不利于形成共同民族、国家意识的表现。

关于华侨华人的经济活动，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节录）》“砵仑至旧金山”第三十八节中对美国华侨

华人所从事的职业按“工业”“商业”“杂业”三大类、十七个行业及无业者作了较为全面细致的梳理、估算，

对三大类中从事各种具体职业的华侨华人数量及其分布和收入情况进行了描述和分析，称其时在美中国

人总数约有 12万，但华工在美国从事采矿和修建铁路的盛况已去，指出中国人虽然有着较强的经商能力，

但其海外商业经营局限于华侨华人社会，尤以洗衣业、渔业、农业、餐饮业和零售业从业者居多，鲜有从事

大宗国际贸易者。他还对华侨华人在当地谋生普遍不易，却盛行赌博的恶习表达了不满③。这些考察报告

或游记，反映出梁启超对当时华侨华人境况的持续和全面关注，也为后世华侨史相关问题的研究留下了殊

为难得的一手资料。

梁启超的华侨史观还反映在《夏威夷游记》④《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⑤等文。他既关注到华侨华人在海

上丝绸之路，特别是大航海时代开启以来活跃于海洋商贸活动曾经创造的辉煌，也对中国逐步陷于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困境过程中华侨华人遭受到的奴役驱使和排斥歧视进行了客观理性的考察。同时，他还在

理论上摆脱了仅从中国角度看待这一群体，而且往往是将其视为中外交涉中棘手问题、消极因素的负面认

识。在实践中，梁启超及其所代表的维新派势力，通过在海外侨社中锲而不舍地宣传保皇救国、变法图强、

君主立宪，以及组织发动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等，对华侨华人进行了首次大规模的思想文化启蒙和政

治经济动员，从而形成了在学术上所谓的华侨华人与中国的首个“强关系”时期，为华侨华人在辛亥革命时

期掀起第一次爱国高潮，作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梁启超的华侨史观对后世相关研究的启发

梁启超的华侨史观对民国时期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一些学者如胡绍南、易本羲、温雄飞等人的思想产

生了较大影响。比如《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等著述对于华侨史研究的主要意义更

多在于揭示了华侨华人在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全球化早期分布形态中的所作所为。所谓华侨史观就是以

华侨华人这个群体本身为视角来考察相关历史发展脉络；所谓全球史观，无疑是对全球化发展脉络，以及

对其中各种相互作用力量和相互影响因素的揭示；而所谓区域国别史，可以理解为局部性、分散化的全球

史研究，即针对全球史中各个特定地理和历史文化区域的形成而分别进行的考察和研究，或作为个案的国

别研究与相关问题探讨，也可以理解为是从地区和国别史出发对全球化发展进程及其差异化表现的考察

和研究。华侨史观是可以将中国史、相关区域国别史和全球史联结起来的一个独特视角，也是物质文化史

或文明交流史考察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自隋唐开始，以瓷器、丝绸外销为代表，中国的海洋贸易日趋活跃兴盛，至宋元时期形成了以泉州为中

心的世界海洋商贸格局。在明朝中叶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前，中国也因而成为“区域”（即地区性）全球化或

“接力式”海洋贸易的组织者和主导者。在明清两代，华侨华人也一直是海洋商贸中自发的活跃力量，以及

①《梁启超全集（第四集•论著四）》，第183页。

②《梁启超全集（第十七集•诗文）》，第205—211页。

③《梁启超全集（第十七集•诗文）》，第201—205页。

④《梁启超全集（第十七集•诗文）》，第258—266页。

⑤原载于《新民丛报》第63—64号，1905年2月18日、3月6日出版。参见《梁启超全集（第五集•论著五）》，第57—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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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王朝与东来的西方列强不时周旋于海上的屏障。虽然在晚清“华侨”的概念出现之前，他们通常被冠

以“海商”“私人（民间）贸易”“武装海商集团”“走私贸易”“海盗”，乃至“倭乱”等标签，但他们的确是大规模

“契约华工”出洋之前，中国从事海洋跨国活动的主力军。只是由于明清两代封建统治者的闭关保守，以及

对于华侨华人前往海外生产和经营活动的严酷打压，中国不仅失去了海洋商贸中的主导地位，更失去了主

动迎接和融入工业革命引发的近代全球化的机遇，甚至华侨华人本身也成为海洋贸易中的一项大宗交

易——“苦力”（俗称“猪仔”）贸易。因而梁启超将华侨华人作为“独特”群体的开创性研究，对于今日重新

审视和探究华侨史起源、华侨华人在早期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作用、自隋唐以后愈发活跃的海洋商贸活

动，对于中国朝代兴衰更迭和社会变革的影响和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及货币金融演变的意义，对于中国

与近现代世界体系的关系，乃至文明互鉴的推动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进，都是值得再度回顾与思考的。

自明代开始，关于中国人迁徙海外的记载，就不断出现于各种奏折、报告、地方志、游记和小说中，加之

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自1866年开始就有关于华侨华人秘密会社和商业制度的研究专著问世①，因而在全球

史视野下梁启超并非以华侨华人为对象进行专门考察、记述或研究的第一人，但与其复兴国家民族的思想

理念和政治追求相一致的是，他毫无疑问是从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视角，全面审视华侨华人在海外的情

形及其对于中国积极意义和作用的第一人。从其流传于世的著述看，梁启超对于华侨华人的研究主要涵

盖四个方面：一是对美国排华问题及相关中外交涉的研究，二是对华侨史（缘起）的研究，三是对华侨华人

社团组织的研究，四是对华侨华人经济活动的研究。相应地，梁启超也奠定了至今仍是学界继续关注和不

断探讨的关于华侨华人研究的主要思考方向或选题视角：一是关于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二是关于华侨

华人遭遇的排华歧视，三是关于海外侨社自身及华侨华人在当地的发展，四是国际关系中的华侨华人。

“华侨史”研究与“中外交通史”“中外关系史”密切相关，如今被列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一级分类学科

“历史学”中的“专门史”，也较多出现于近年来已被纳入区域国别史的“东南亚”研究中。当然，将东南亚研

究纳入或升格为国际关系研究，也是此轮区域国别史和全球史研究“热”之前国内多所高校早已出现的院

系专业调整。此外，一直有学者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民俗学、宗教学、教育学、语言学、传播

学，以及金融学和邮政学等学科或领域开展的华侨华人研究也持续不断地有新成果问世。这一多学科、多

视角研究华侨华人的情形，一方面反映出这一群体在历史上确实留下了广泛而鲜明的印迹和影响，另一方

面也意味着其中蕴含着“独特”的学术价值和多重的学术意义。

总之，梁启超关于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正向思考和积极认识的“华侨史观”，一方面主要反映了他对当

时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见解，借助华侨华人在东南亚一带已自发形成的人口分布和商贸优势，增强与西方

角逐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将中国史观与区域国别史观和全球史观相结合的

视野。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这对于中国华侨史研究超越仅着眼于华侨华人这一群体本身的就事论事也是

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梁启超的这一认识，不仅在当时远超朝野官僚士绅，在百余年后的当下，对于从华侨

史反观中国史（特别是明清史）、相关区域国别史和全球史（世界史）、文明史或物质文化史，同样不失其学

术启发意义和研究探讨价值。

（责任编辑：黄文波）

①庄国土：《回顾与展望：中国大陆华侨华人研究述评》，《世界民族》2009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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