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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的新特点
———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地区性非洲国际会议巡礼

李安山

由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历史与遗产研究系承办的“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地区性非洲国际会

议” ( ISSCO Regional African Conference) 于 2006 年 12 月 4 - 6 日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召开 , 来自

南非、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加拿大、美国、法国、俄罗斯以及中国大

陆、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国家和地区的 78 名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 54 篇。这次

会议是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第一次在非洲大陆召开的地区性会议 , 主题是“华侨华人 : 移民裔

群的多元化” (Diversity in Diaspora : Chinese Overseas) 。

在开幕式上 , 比勒陀利亚大学副校长作为东道主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 随后由世界海外华

人研究学会主席洪玉华女士致欢迎词。王赓武教授作了题为“遗产、教育与权力”的主题发言。

他以中国在新加坡和肯尼亚的内罗毕设立的两所孔子学院为例 , 列举了世界各地风行的学中文现

象 , 认为散居各国的华人从祖籍国将特有的价值观和文化遗产带到世界各地 , 从而为中华文化的

传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 并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力图通过孔子学院这一途径用传播中国文化和哲学

的方式来“软化”关于“中国实力”的形象。世界各地的华人在这一过程中能起到何种作用 ? 这

可以说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 , 结果有待观察。

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 , 论文的地区分布相对比较分散 , 非洲的华侨华

人 (特别是南非的华侨华人) 成为研讨会的一个重点。根据负责会议总结的加拿大学者李胜生教

授的统计 , 提交的 53 篇论文 (王赓武先生的主题发言除外) 中内容涉及亚洲华侨华人的有 15

篇 , 名列第一 ; 涉及非洲华侨华人的共有 12 篇 , 与北美的华侨华人并列第二位。此外 , 有关中、

南美洲的论文共有 6 篇 , 涉及中国的论文 3 篇 , 欧洲的 2 篇 , 涉及移民裔群的 3 篇。有关非洲的

论文相对较多与此次会议的举办地有关 , 但更重要的是另外两个因素。其一 , 近年来移民非洲的

华侨华人日益增多。以南非为例 , 目前已存在三个不同的社群 , 即南非华裔 ( SABC , South

African- born Chinese) 、台湾移民和主要从中国大陆来的新移民。南非华裔自由作家 Darryl

Accoune 提交的两篇论文对此有精彩的阐述 , 法国学者马蒙则将中国在非洲的新移民列为三种 :

通过公司来到非洲的中国民工、从事小买卖的华侨和希望通过非洲再到欧洲去的移民。南非比勒

陀利亚大学历史系的 Karen Harris 教授和她的中国博士生李婴对移民南非的华人“第三次浪潮”、

南非韩国裔学者 Park Yoon Jung 对南非华人的认同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二 , 中国与非洲双边关系

的迅速发展。大会安排第一个发言的李安山教授在题为“中国在非洲 : 单边利益还是互利双赢”

的论文中对非洲华人社区的增长、中国对非洲政策的变化及中非关系的特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此次大会的第二个特点是与会者对现实问题比较关注。不少论文对华侨华人社区近年来在世

界各地的发展趋势、他们的身份认同、公民权问题、种族关系、语言教育以及新华人移民社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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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都有较多的探讨。例如 , 廖建裕教授对苏哈托后印尼华人社区重新突显的一些现象的思考 ,

王灵智教授对全球化时代华人中语言学与企业之间关系的探讨 , 黄英湖、Yim Chingching 对福建

新移民的模式、结构及对当地影响的分析 , 廖裕常对留尼汪华人近年对祖籍国复杂情感的考量 ,

Ho Khai Leong 从马来西亚华人人口变化角度对族体政治与文化两者关系的预测 , 陈玉华对越南华

侨回归越南这一现象的研究 , 韩国学者 Cheong Young - Rok 从社会经济诸因素对金融危机后重新

建构的韩国华侨社团的考察 , 钱江和王维对捷克和斯洛伐克及日本华人新移民的初探 , 俄国学者

波特雅科夫·乌拉基米尔对俄罗斯华人社区的描述 , 加拿大学者李胜生、宗力和 Guida Man 对近

年来加拿大中国新移民浪潮的剖析 , 美国华人学者李维、令狐萍和 James Dale Wilson 通过个案对

北美华人的经济现象 (HSBC银行) 、社会融合 (圣路易斯城) 和新移民群体 (乐器制造者) 的揭

示 , 台湾学者徐崇荣对加拿大的台湾移民在“需要”和“资本”方面对居住地选择的分析 , 王苍柏

对近年香港的大陆知识界移民的考察 , 日本学者 Masutani Satoshi 对马来西亚文学与台湾关系的探

讨 , 游俊豪对新加坡新华人移民的扫描 , Lin Sheng 对中国非正常移民动机的探微 , 等等。

第三个特点是方法论的探索 ,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思维。陈国贲希望通过一种新的社

会学角度分析华人移民特别是有多次跨国移民经历的华人中的跨国主义现象 , 认为这种移民具有

独特优势 (如多种语言和文化的浸染) 。他一方面力图排除柏森斯社会学的“知识分子乐观主义”

(intellectual optimism) , 另一方面也尽量避免后现代的悲观主义观点 , 从而提出了将功能主义和后

现代主义调和的文化功能主义 (cultural functionalism) 。令狐萍通过对圣路易城华人社区特点的分

析 , 提出了“文化社区” (cultural community) 的概念。二是比较研究。提交的论文中有数篇通过

比较不同地区的华人 , 从而得出有启发性的结论。洪玉华女士通过对南非和菲律宾华人的比较 ,

探讨华人对主流社会的认同经历 , 她认为菲律宾华人通过长期融合已成功融入主流社会。Wendy

Marie Thompson 对美国洗衣业华人男人与黑人妇女的比较 , 揭示了华人在逆境中求生存的能力。

Siu Lok 对巴拿马和南非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种分析角度 , 特别是对华人社区传承中国功夫、中

华民族舞蹈和何种语言 (普通话还是广东话) 的选择实际上表明了语言的合法性和民族归属的真

实性。

非洲地区大会的第四个特点是历史研究的新内容与新角度。研究南非华人的前辈、现在美国

国会图书馆任职的 James Armstrong 先生用档案资料描述了 18 世纪南非一位华人妇女的地产处理

问题 ; 比勒陀利亚大学的 Alexander Duffey 先生从中国瓷器入手探讨了中国与南部非洲的早期交

往 ; 胡其瑜教授研究了 19 世纪古巴和秘鲁华工的苦难遭遇以及 20 世纪早期墨西哥华人社团组

织 ; Karen Harris , Andrew MacDonald , Huynh Tu 对早期南非华人的历史与华工的经历进行了历史

考察。此外 , 学者们还对美国华人在抵制美货运动中的作用 (王秀惠) 、早期古巴华人及其社会

生活特别是与不同种族间的通婚 ( Kathleen Lopez) 、古巴早期小说中的华人形象 (William Luis) 、

一战时法国华工的各种贡献特别是他们与勤工俭学运动的关系 (Ma Li) 、北美不同的华人移民群

体 (Mae Ngai , Meredith Oyen) 、19 世纪越南北部的华侨华人特别是他们在抵抗法国殖民者的斗争

中 (如刘永福的“黑旗军”) 的活动 ( Zhang Leiping) 、陈嘉庚在 1949 - 1950 年的角色转变 (鲁

虎) 、二战后新加坡华人的社会生活 (Neo Peng - fu , Zhang Huimei) 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会议还组织了对比勒陀利亚城区、总统府以及布尔人大迁徙博物馆等景点的参观。由于会议

组织者 Karen Harris 教授及其团队的精心准备 , 此次会议的接待工作受到了与会学者的好评。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 , 此次会议还得到了中国驻南非大使馆、当地华人企业金巢集团和福建同乡会等

组织的热情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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