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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 历史、现状与前景
———庄国土教授访谈录

庄国土: 厦门大学历史学、政治学博士生导师、特
聘教授; 华侨大学讲座教授。现任厦门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院长、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厦门大学马来

西亚研究所所长、厦门大学非洲研究院执行院长。庄

国土教授还担任了一系列的国际与国内学术组织的

职务。如世界华人研究学会(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tudies of Chinese Overseas) 常务理事和中国分部主

任、中国东南亚学会会长、中国华侨华人研究学会副

会长、中国亚太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

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海外交通史学

会副会长等，还担任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文科

职称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等校内职务。除此

之外，庄国土教授还是: 意大利《明清研究》编委会常

务编委、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编委、《世 界 历

史》、《当代亚太》、《东南学术》、《厦门大学学报》、
《海外史研究》、《东南亚南亚研究》等刊物的编委，荷

兰皇家科学院高级人文研究学会的终身会员。
庄国土教授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有两个: 一是华

侨华人现状及其在亚太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华

商网络、侨乡调查、华人与中国关系、新移民、华侨华

人地位及发展趋势) ; 二是 17 ～20 世纪中国与东南亚关

系。出版的华侨华人研究方面主要著作有:《华侨华人

与中国的关系》、《海峡两岸与东南亚: 当代华商经贸网

络》、《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族谱和

海外华人移民研究》、《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
《东南亚华侨通史》、《巴城华人和中荷贸易》，主编了

《世纪之交的华人》( 上、下册)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

与华侨华人》、《中国侨乡研究》等著作。曾获得中国

国家优秀图书奖、国务院侨办一等奖、教育部优秀社

科奖、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奖、福建省优秀教学成果

奖、厦门大学最高学术奖———南强奖等重要奖项。
2011 年 10 月 26 日，庄国土教授在厦门大学南洋

研究院的一间办公室里接受了本刊的专访。以下是

访谈的具体内容:

问: 庄教授，您能否给读者简要地介绍一下中国

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发展历史?

庄: 回顾中国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发展历史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

对东南亚的学理性研究恰恰是从对东南亚华侨华人

的研究开始的，时间大概可追溯到 20 世纪 20 年代。
在此之前，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以“天朝大国”自居，

对外部世界的研究基本上没有，有的只是一些零星的

记载。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东南亚研究，关注的重点

是华侨、华人问题，早期的中国东南亚研究成果大多

为华侨华人研究。因此，可以说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实

际上是起步于华侨华人研究。
在宋、元、明、清时期，涉及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

的华侨、华人问题的著作寥寥无几，这一时期的著作有一

个基本的特点: 只有记述，尚无学理性研究。如 18 世纪

末的《海录》、《海岛逸志》，19 世纪中期的《兰茅公司历代

年册》、《开吧历代史记》等。真正开始学理性研究海外

( 东南亚) 华侨华人的是 19 世纪中期在南洋等地开展研

究的一些西方学者，如施莱格( G Schlegel) 的《天地会》
( 1866 年)、高延( De Groot) 的《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
( 1885 年) 等。晚清时期，中国驻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使领

馆开始整理和记载当地的华侨华人资料，这一行为间接

地推动了中国的侨史研究。再晚一些，如梁启超的《美

国华工禁约记》( 1904 年)、《中国殖民之八大伟人传》
( 1905 年)、羲皇正胤的《南洋华侨史略》等，使得侨史

越来越接近学理性研究。
到了 20 世纪 20、30 年代，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

进入学理性研究阶段，并很快就出现了华侨华人研究

的一个高峰时期。与此同时，华侨华人研究的兴盛也

进一步带动了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一批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学者进入侨史研究领

域，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温雄飞的《南洋华侨通

史》( 1929 年) 、丘汉平的《华侨问题》、李长傅的《华

侨》( 1927 年) 、《中国殖民史》( 1937 年) 、金陵大学教

授刘继宣和讲师束世澂合著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

史》( 1935 年) 等。这其中还包括一些受过西式教育，

在学术上兼具中西之长的留洋学者及著作，如陈达的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1938 年) 、芝加哥大学吴景

超的博士论文《唐人街: 共生与同化》( 1928 年) 等。
此外，这一时期和稍后一段时间内，一些曾亲身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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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辛亥革命及国民革命的华侨革命家也著书立说，论

述华侨华人与革命的关系，如张永福的《南洋与创立

民国》( 1933 年) 、冯自由的《革命逸史》( 1939 ～ 1948
年) 和《华侨革命开国史》( 1946 年) 、胡汉民的《南洋

与中国革命》。在这一时期，一些研究组织和专业刊

物也相继出现。1927 年，在李长傅、刘士木、丘汉平

等学者发起成立暨南大学文化事业部，1930 年改名

为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1934 年又改称海外文化事

业部。同时创办《南洋研究》( 1928 ～1944 年) 、《华侨

情报》。北京平民大学领事系的何海鸣创办《侨务旬

刊》( 1920 年) ，共出版 141 期。
到了 20 世纪 50、60 年代，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

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种

种原因，华侨华人研究一度陷于低潮。如其他国际问

题一样，华侨华人研究也属于敏感领域，非经特别安

排，一般学者轻易不会去触及，原暨南大学南洋文化

事业部，随 1951 年暨南大学停办而解散。而一些大

学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参与华侨华人研

究较多的学科，大部分被关停并转，研究人员不再从

事华侨华人研究。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

是东南亚华侨问题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发展的主

要障碍之一，华侨华人研究重又获得发展机遇。1956
年，中央侨务委员会和厦门大学联合组建厦门大学南

洋研究所，主要研究东南亚和华侨华人问题。一批厦

门大学的资深学者，如林惠祥、韩振华、陈碧笙、庄为

玑、黄文鹰、何启拔等进入南洋研究所，朱杰勤、姚楠、
田汝康等国内知名学者也成为南洋研究所的兼职学

者。1957 年，南洋研究所创办《南洋问题资料译丛》，

发表了国外一些有关华侨华人研究的重要成果，如巴

素( V·Purcell) 的《东南亚华人史》，史金纳 ( W·
Skinner) 的《泰国华人: 史的分析》、岩生成一的《下港

( 万丹) 唐人街盛衰变迁考》等。1959 年，中山大学历

史系成立东南亚研究室，以东南亚历史研究为主，间

或从事华侨研究。1960 年，在朱杰勤等著名学者的

推动下，暨南大学成立东南亚研究所，不定期出版《东

南亚研究资料》，刊登部分华侨研究译作和少量研究

论文。
但是，随后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华侨

华人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各地的华侨华人研究工

作基本停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又进入一个

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呈现出华侨华人研究全面复兴、
各类涉侨研究机构和学会纷纷成立、大批学者和学术

爱好者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盛况。除厦门大学南洋

研究所在 1972 年复办外，其他一些重要的研究机构

如中山大学的东南亚历史研究室( 所) 、暨南大学的

东南亚研究所及广西、云南社科院的东南亚研究所都

是在改革开放后相继复办的。1981 年，两所国务院

侨办管辖的大学即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均分别成立

了专门的华侨华人研究所。1983 年福建社科院成立

华侨研究所。1984 年，中国侨联成立华侨历史研究

所，这些专设的华侨研究所，迅速成为华侨华人研究

的生力军。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也

先后成立华侨华人研究机构，尤其是北京大学周南京

教授主持的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迄今已出版

各类华侨华人研究著述 40 多种，为改革开放以来学

术机构涉侨著作最多者。一批华侨历史学会也陆续

在北京及广东、福建、广西等主要侨乡省份成立。
当前，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堪称热点领域，涉侨

学术机构多达 20 余个，专兼职研究人员 300 ～400 人，

研究队伍堪称壮观。每年在大陆发表的华侨华人研

究论文达数百篇，著作 10 多种。
问: 谢谢您刚才对中国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

回顾。通过回顾，您认为当前的中国东南亚华侨华人

研究有哪些特点?

庄: 我认为，当前的中国华人华侨研究有以下一

些新特点:

第一，向多学科研究的方向发展。
多学科研究华侨华人，不但是指作为特定研究对

象的“华侨华人”需要以多种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研

究，也指研究对象本身也包含各学科的特定研究内容。
这一特点是由华侨华人研究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所决定

的。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国内从事华侨华人研究的多

为历史学者，主要研究领域是华侨华人历史。当前研究

华侨华人者，则以经济、社会、民族和国际关系学者居多，

政治学、心理学、宗教学、新闻学，语言学、统计学等几乎

所有人文社科各学科的学者，也加入华侨华人研究行

列。经济、社会、民族、移民、政治、教育、侨务等研究

领域的论文数量均远多于历史类的论文。由于华人

群体最终将归入当地民族之列，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学者从民族学视角考察华侨华人问题。于是，运用民

族学理论研究华侨华人，俨然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主

流之一。多学科研究华侨华人现状的趋向的出现，不

但显示了研究方法的提高和研究领域的扩展，而且说

明了华侨华人本身的重要性在日益提高。
第二，继续重视原始档案文献整理和大型工具书

编辑。
第一手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是研究的基础。改革

开放初期，曾相继出版了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

料汇编》( 共 10 辑) ( 1980 ～1985 年) ，林金枝、庄为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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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的《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 共 3
辑) ( 1985 ～1994 年) ，刘玉遵、黄重言、桂光华、吴凤斌

主编的《“猪仔”华工访问录》( 1979 年)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重视档案和文献整理继续成为华侨华人研

究的特色之一，福建档案馆编辑的《福建华侨档案史

料》( 1990 年) ，赵和曼主编的《广西籍华侨华人资料

选编》( 1990 年) ，周南京、梁英明、孔远志、梁敏和编

辑的《印度尼西亚排华问题( 资料汇编) 》( 1998 年)

和庄为玑、郑山玉主编的《泉渊谱牒华侨史料与研

究》( 1998 年)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与莱顿大学历史

系合作的《18 ～19 世纪巴达维亚华人公馆( 侨领府) 档

案》编校项目( 目前已出版 7 册，计划出版 20 册) 相继

出版。周南京主编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是目前为

止出版的最大型的工具书，全书共 12 卷，字数达 3500
万字。另外，从 1980 年开始，南洋研究院( 所) 共编辑

出版了 7 册《华侨华人研究中文论文目录索引》和

《华侨华人研究中文书目》。
第三，重视微观研究与实证资料的获得。
以往的华侨华人研究的资料基础多为中外已刊

文献。由于资料有限，大量的研究成果多涉宏观主

题，推论多于实证，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个别案例

举证重于计量统计分析。近年来，随着研究队伍的扩

大和资金投入的增加，深入的田野调查方法越来越

多，尤其是对新移民研究和华商企业研究方面。
第四，国际化程度有所提升。
首先表现在积极参与华侨华人研究的国际学术

活动; 其次，近年来，中国大陆涌现出一批用英文、日

文写作的中国学者，他们基本上能在国际学术平台上

与国际同行平等对话; 再次，相当多的中国学者的研

究项目获得诸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福特基金、丰田

基金、日本文部省基金、德国学术基金等各类国际著

名学术基金会的支持，这表明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学

术水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国际认可。
第五，学理性研究与国际政策咨询的良性结合。
本世纪初以来，国务院侨办对华侨华人的学理性

研究空前重视，尝试学理性研究与国家侨务政策咨询

相结合的侨务政研新路，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学者

与官员的直接对话，政府侨务部门借助学理性研究拓

展侨务政策研究的举措，不但使侨务政策更具科学性

和前瞻性，也为中国华侨华人的学理性研究注入新的

活力，使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更具现实意义。
问: 谈完了当前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特点，能否

接着谈一下中国华侨华人研究存在的问题?

庄: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水平

有很大提升，但就整体而言，仍存在一些诸如创新能

力弱、文献单薄、低水平重复等问题。
首先，低水平重复和创新能力不足。
近10 年来，尽管有关华侨华人研究的著作多达近百

种，论文数千篇，但很多著作与论文未能充分了解和借鉴

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或未能搜集新资料与信息，而是老

调重谈，甚至低水平重复。相当一部分研究人员缺乏系

统的学科理论训练，思辨能力不足。有的研究人员缺乏

外语能力，使得研究者缺少和国际同行交流的机会和

掌握相关文献和资讯的能力。仅举数例: 在人物研究

方面，仅在 2000 ～2003 年，国内就发表了 650 篇以上

的论文，著作也达数十种，仅关于印尼华商林绍良的

相关著述至少在 30 种以上，但内容大同小异，所引用

的资料也基本相同。关于华商和华人经济状况的研

究也较为泛滥。1997 年东亚金融风暴后，几年内关

于“华商与东亚金融风暴”的论文与相关著作就多达

数百种，这造成了研究资源的极大浪费。
其次，急功近利的研究态度。
相对能力和条件而言，当前研究者急功近利的心

态更是创新能力的大敌。急功近利的心态使研究者

不愿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创新性研究，满足低

水平的重复。研究者急功近利心态的形成有多种因

素，一是治学态度的问题; 二是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

存在问题。以创新为目标的科学研究需要潜心埋首，

十年磨一剑。华侨华人研究涉及多种学科和中外文

资料，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资料收集，都需要长时间

的积累。由于现实利益的影响，研究者往往急于出成

果，尽快兑现实际利益，这就造成研究人员急功近利。
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也容易导致研究者急功近利。
我在这里就不多言了。

最后，第一手资料掌握得不够。
第一手资料的掌握直接关系到能否产出创新性

成果。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或许是由于科研评估不

重视资料整理等原因，越来越少的学者愿意从事原始

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就华侨华人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而言，中文文献的整理仍有待于发掘。中国学者对已

刊历史文献和方志所载涉侨资料已多有利用，但未刊

清朝档案和民国档案中，仍有大量未被利用的涉侨资

料、私家著述。西文档案文献，尤其是欧洲各东印度

公司档案，列强的有关东南亚殖民地档案，涉及东方

事务的外交档案和华工档案，近年来国外的外交解密

档案等，中国学者仍很少利用。因此，这方面可做的

工作还有很多。
问: 作为国内一位知名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专

家，您认为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

的理论问题? 或者说哪些问题更值得我们去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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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您认为中国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前景如何?

庄: 华侨华人研究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

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一直在充分利用华侨华人资

源。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同胞提供了中国现代化建设

最急需的资金、现代企业和国际营销网络。中国与东

南亚的双边贸易在 2006 年已达 2000 亿美元，其中很

大一部分是与东南亚华商的贸易。东亚地区华商经

济一体化的进程正在加速，成为支撑中国东亚外交的

经济基础。华侨华人研究涉及移民、外交与国际关

系、外经外贸、投资、民族认同及中华民族的软实力等

方面，这些方面无不与改革开放的国策息息相关。因

此，与其他学科相比，华侨华人研究不但具有重要学

科价值，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此，对当前华侨

华人的经济状况、社会结构、文化承继和嬗变、社会和

族群认同、移民与融合等问题作深入研究，是国家利

益和学科价值对华侨华人研究学者提出的更高要求。
具体而言，我认为以下问题值得我们去关注:

第一，新移民研究。新移民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华

侨华人的分布、数量、籍贯与职业构成、认同及其与中

国的关系，对华侨华人研究的学理性价值和现实意义

不言而喻。近年来，相对于其他华侨华人研究领域，

关于新移民的研究也取得了较高的学术认可度。但

是，现在有关“新移民”的论文，多就事论事，鲜有以

比较视野研究中国新移民与其他国家新移民异同的

成果。今后如能在比较研究上有所突破，将在国际移

民研究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认同与融合。认同和融合问题某种程度上

决定了华侨华人的生存、发展和最终归宿。华侨华人

的认同取向和融合程度，与其主观倾向和客观环境息

息相关。近 30 年来大量中国新移民进入华侨华人社

会，对华侨华人的认同和融合带来新的冲击。新老华

人之间的认同差异也成为新的研究课题。因此，研究

不同地区华侨华人的认同和融合的异同及其条件和

趋势，不但能把握华侨华人社会发展脉络和方向，而

且有助于理解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本质。此外，基

于共同的文化和相似的价值观，中国学者在理解华侨

华人认同与融合方面也具有相对优势，有条件作出较

国外同行更好的研究成果。
第三，关注全球各地华人的关联性和国际流动。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华人资金、技术、劳动力在全

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包括港台在内的中国新移民大规

模流向世界各地。与此相关的是，各地华侨华人社会

之间的联系也空前密切。华人移民网络，也呈现区域

化和全球化趋势。因此，研究各地华人社会之间的关

联性，尤其是与中国在资金、商贸、劳动力流动之间的

互动关系，对把握当前各地华侨华人社会生存能力、
发展趋势及国际流动有重要意义。

第四，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移民和侨民问题。在世

界范围内，波兰、爱尔兰、俄罗斯、意大利、印度、巴基

斯坦、菲律宾等国也有大量的人口移民海外。这些国

家的移民，也同样面临与华侨华人相似的生存和发

展、认同和融合、与祖籍地关系等问题。迄今为止，中

国学者仍鲜见研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移民和侨民问

题的有分量的成果。适当研究其他国家的侨民、移民

问题，有助于我们比较华侨华人的处境和发展趋势。
第五，侨情变动与热点跟踪。近 20 年来中国经济

的迅速崛起，大规模新移民流向世界各地，中国与世界各

国关系日益密切，这一切都使得海外的华人社会发生了

剧烈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侨情变动。因侨情变动引发

的各种热点问题，如移民身份合法化、新侨与老侨的冲突

乃至与当地主体民族的商贸摩擦、华侨华人的安全和救

助、两岸关系对华社的影响等，都关系到华社的生存与发

展、中外关系的稳定及中国自身的发展战略。如能及时

把握海外侨情的变动，跟踪热点问题，提出前瞻性对

策建议，将对我国的外交和侨务工作作出重大贡献。
至于说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会有何种发展前景，

我认为，由于华侨华人研究对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具

有特别的意义，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热门领

域。因此，华侨华人研究肯定会有一个好的发展前

景，会吸引越来越多的训练有素的学者加入到研究队

伍之中。只要我们克服急功近利心态，发挥中国学者

的优势，把握华侨华人研究的核心问题，中国的华侨

华人研究将有望在国内外学术殿堂占据一席之地，也

能为国家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问: 最后问一个小问题: 您对目前正在从事或者

未来有志于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事业的年轻人有些

什么建议? 有些什么期望?

庄: 青年学者的当务之急是要克服学术浮躁的毛

病，要从基础做起，不断更新理论和研究方法，发掘新

史料。与此同时，青年学者还要对国际学术前沿有一

个整体的把握，并最终实现学术水平的超越。我期望

青年学者能够打好学术研究的基础，练好基本功。除

此之外，还必须要勤奋一些，有了天分和勤奋，我们的

青年学者才能更快地成长起来，我国的华侨华人研究

才能后继有人，保持长时间的兴盛。

( 郭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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