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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明教授這部著作的英文版“Chinese Overseas: Comparative Cultural Issues”

早於 2004 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如今這本書被翻譯成中文，題目是《遷徙、家鄉

與認同——文化比較視野下的海外華人研究》。論篇章數目，比英文版多了三篇，

即第六章、第九章和第十章。 

未展開討論之前，作者先在「導論」裡對海外華人各不同稱號如 ethnic Chinese, 

Chinese overseas 或者 Oversea Chinese 進行解釋，這幫助讀者更加掌握各種稱謂背後

的指涉。接下來的十個篇章被編入四個主題：遷徙、涵化與本土化；文化與認同；

政治、經濟與族群關係；和全球化與跨國網絡。整本書圍繞在不同時期的華人移民

經歷了幾個世代的本土化之後，如何建構自己獨特的文化，而他們的文化與認同又

如何不斷地被現居家園、祖籍地或原鄉（中國）以及海外華人網絡所形塑。在梳理

這些複雜、多層的關係時，作者不斷地借助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概念與視角，讓讀

者不僅可以藉此理解華人社群，也以華人社群經驗理解人類社會裡遷徙、涵化與本

土化的過程。 

作者在第一章推薦以民族學方法研究世界華人社群，他稱之為「華人民族學文

化圈（Chinese ethnological field）」。作者對幾個重要概念如華人、涵化、本土化等

下了清楚扼要的定義。如誰是「華人」，作者指祖籍中國，居住中國以外仍視自己

為華人者。作者特別強調「華人民族學文化圈」沒有中心或邊緣，因為研究對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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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華人自身的文化與實踐。這個方法的特點是比較研究，可以研究不同地點或者

群體的華人，看他們的文化延續與變遷，以及適應。作者特別強調研究文化的延續

性不是出自一種文化實質性（essentialism），因為他所強調是變遷中的文化裡面的

延續性。 

到了第二章，作者進一步討論第一章所提及的「涵化」和華人的族群認同。作

者認為，當文化認同改變時，「涵化」就發生了。作者以東南亞伯拉納幹（Peranakan）

華人為例，就是早期華裔移民的本土化到了一個程度，產生新的本土化文化，而也

認同這個「新」的文化。但是作者強調許多高度涵化的華人依然保留許多傳統文化，

也保留華人的族群認同。作者以此為出發點，說明東南亞不同涵化程度的華人社群

所出現的不同文化認同。他也同時區分涵化和同化，同化涉及族群認同的轉變。作

者遺憾不同涵化程度造成不同經驗者以本身經驗去歧視不同華人，他認為這不應該，

多類型華人的存在是自然及應被接受的。 

第三章以馬來西亞峇峇人為例，探討華人移民在新聚居地落腳後的文化適應和

創新。作者表示，峇峇華人的主要特徵是語言使用與其他華人不同，他們日常溝通

語是馬來語。透過通婚，馬來語成了華人移民的親密語言。至於傳統文化傳承，峇

峇華人相當執著於使用傳統婚禮和葬禮。在生產新文化過程裡，作者強調了個人的

能動力，如商人和女性都是新文化的重要建構者。 

第四、五和六章圍繞文化與認同。第四章討論馬來西亞華人的認同和社會化在

族群認同的基礎。如上章，作者的主要描述對象還是峇峇人。雖然他有描述華人方

言群，但主要解釋峇峇族群認同的基礎。他主要論點是成為峇峇不是務實的利益考

量，或出生家庭，而是社會化的結果。他認為被「主流」華人社會排斥的峇峇華人

仍然認同峇峇，主要是他生活圈子以峇峇為主，這除了是本身的選擇，也是內心情

感驅使。 

雖然第五章談的是華人族群的語言、國籍與認同，但是作者對峇峇著墨特多，

其他類型的華人都是相當泛的討論。對比峇峇的是不同程度的中文使用者，包括一

再被作者批評為「文化民族主義」的「純華人」。作者認同語言使用會影響華人的

認同，但是他認為文化或族群認同應該跟國家效忠區別開來。他發現語言使用不影

響人民對國家的效忠與整合。第六章（華裔與中國：態度與認同）重複作者在第五

章對有跨國性華人認同的不以為然。作者擔心中國崛起和東南亞國內具種族意識

（racial Chinese）華人表述會引起當地國家政府對華人政治忠誠度的猜疑。他認為，

東南亞華人對中國文化的傾向是出於文化相近，非認同問題。他駁斥一些西方論述

稱海外華人有跨國性中華種族認同，宣稱各地華人效忠本身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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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來的第七和第八章，作者想證明的是除了文化差異，政治和經濟結構也

是影響族群關係的重要因素。事實上，作者論證說，政治化的文化差異才會導致族

群衝突，而經濟競爭則常是族群衝突的結構性原因。他的例子包括東南亞國家和北

美華人作為少數族群的社會與主流或執政群體的矛盾與競爭關係。至於第八章，作

者則辯證海外華人的經濟成就與文化關係，不認同由模糊的「儒家思想」所促成。

他認為是傳統價值觀如在原鄉的金錢管理制度、家庭體制、薄利多銷手法等。他進

一步指出，中國不缺韋伯所列出資本主義發展的文化條件，但是輕商的儒家官僚結

構妨礙資本主義發展。事實上，作者強調儒家思想僅是中國價值體系的一部分，並

認為單獨價值體系無法成為成功動機，而是加上眾多的外部條件。 

第九和第十章討論東南亞華人在全球化社會裡與海外華人和中國的跨國網絡。

第九章的內容和論點與作者前幾個篇章有相當高的重複性，重申海外華人沒有建構

全球華人共同社群，尤其是東南亞華人的族群認同更受國籍影響，是一種本土化的

族群認同。他強調華人與中國的關係是理性選擇，也是對中國文明的認同，與國家

效忠毫無關係。第十章則是以馬來西亞宗鄉會詩山葉氏與中國祖籍地的關係為例，

回應僑鄉聯繫的文化因素能否帶動海外華人在中國的投資。作者發現馬來西亞華商

的投資前提還是利益考量，但是親屬關係和宗教感情則是聯繫華人與中國的重要因

素。 

如果說這本書是研究馬來西亞或東南亞華人研究者必讀書目並不為過，主要原

因是作者對馬來西亞和東南亞華人長期研究的精華積累。而且他本身在香港和中國

大陸居住多年，讓他能對海外華人與中國崛起的動態關係更敏感。在進行跨區域跨

文化比較時，作者得力於他的多語能力，除了中文和英文，作者也有極強的馬來文

能力讓他能親自訪問不同背景者，並閱讀這方面的資訊。這些能力與經驗造就了作

者對多元文化的接納與包容，開創許多中港臺研究者難以無法開拓的疆界。 

當然這本書也有它的不足之處。作者在舉證偶有不一致性，例如分析馬來西亞

華人社會時，時常把不懂中文的峇峇華人對比用中文華人（有時感覺像對立），以

帶負面詞語形容後者為「純正華人」，懷有族群優越感（頁 117）。作者矛盾的地

方是，他提倡沒有人應該以特定的表現方式來界定誰是華人，所以特別批評受華文

教育的講華語者以語言能力界定「華人」的文化身份，並多次稱其為文化民族主義

者。但當峇峇以把能否操峇峇馬來語視為界定誰是峇峇時，他卻持中性看法。 

另一矛盾的地方是作者相當堅定地宣稱現今華人對中國的態度屬理性選擇，

「種族意識」華人為數不多，他們的政治效忠不是中國，但是作者的論文缺乏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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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證明他的論點。事實上，除了馬來西亞峇峇社群和第十章詩山葉氏有具體的描

述，作者多數的論文屬於跨國性的宏觀比較，有時難免流於印象式的評論。 

無論如何這本書仍然是中文學界裡研究東南亞華人的重要著作，學術價值很高。

它難得的地方是不斷思考在「中華文化圈」以外華人的本土化經驗，並對這類經驗

給予肯定與辯護。而且作者幾乎在每一篇論文裡都提出了人類學裡文化研究的重要

概念和理論，讓中文學界更進一步西方學界在研究東南亞的本土化經驗時所使用的

概念與視角，對這個學科裡作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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