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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前，八方文化企棠公司出版了《坦蔼人生 辜者情

模一一王震武苗族舆言揄集)) (剧宏主煽)，本番眉苦文集的姐妹

篇.前香较属侧重王凄武教授作属"参舆型"知撮分子的生涯

(包括他的成畏舆治事道路、勤人生舆杜舍同题的回慎，以及出

掌香港大主要校畏的铿置等等)，本普所收的揄文则鞍集中地展理

了王教授作属"事院型"知被分子封罔晦事街界所做的贡献.

隶所遇知，王教授的事街涉撤甚潢.美圄斯坦福大事教授

施里雅 (William Skinner) 在 1983 年曾辞揄道"王震武教授具

有至少三锢事街角色:中因屋史事家 (Sinological Historian)，属

来西歪事挠的榷威性部输者 (Pundit)，以及南洋草人罔题的事

家

一一海夕外卡莘人研究.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鞍之後才逐渐舆起的

一问新舆事科.作属造一事街领域的国拓者和事航人，王教授

封核事科的费展及成熟起着重要的领事作用。徙他於 1955 年出

版的《南海置易》一番(1 998 年再版)到 2001 年同世的四卷本

文集之一的 Don 't Leave Home: 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 他就

不断地徒宣言莹的和宏霞的角度固撂了海外辈人社群的多元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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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雄性，盖指出中圄、凿地社舍以及全球摩史造程封辈人群髓

的深刻影警.

本文集的输文大多禹王教授近年来在不同的国隙事街塌合

所做的主旨演带、基拥丰民告以及事题辞揄.它伺以宏戳扭野属

出费黠，深入地分析了海外辈人研究领域的理揄、方法、资料

等重要同题，5lÉ指出了该事科所面酶的罔题和挑鞍.作属深具

全球戳黠的庭史事家，王震武教授遗徙跨匾域的角度，言命述了

海外草人的民族主萎的不同模式及其同中国的错棕搜踵的固

保.我伺相信，本曹封嚣者朦解世纪之交海外辈人研究的最新

成就和费展前景有着很大的需勘.

向 i 本苦的输文大多原以英文景表或撰窍，铿翻嚣後收入中、

港、台、新等地出版的事街刊物或事著之中.虽佳然本曹的捕者

之一曾参舆了其中一些言俞文的蕃校工作，在收入本文集畴，我

伺又比照原文捋之遥行了重新整理，盖根攘英文修言I稿增捕了

若干篇章的注释.

作属本苦的捕者和部分揄文的蕃嚣者，我伺十分感谢王要

武教授的充分信任。八方文化出版公司的庸文静蝙辑的事棠精

神和效率使本苦得以较快面世.最後，我俩也要感谢中文输文

的原出版者及器者(在本雪把国篇章中均有盐明)，尤其是草草方

明博士主持的《中国社舍科事季刊)) (香港)和强秀明主榻的

《莘倚辈人摩史研究)) (北京)等期刊.本普能掬顺利出版，也

是舆他俩的努力分不阔的。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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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一的莘人散居者?

我首先感谢里德教授和他的同事建立适倒研究海外辈人的

新中心。它源起於虽已念我仍黠以忘↑衷的服友詹启弗·摩斯曼

(Jennifer Cushman) 的系列蒜座.适{国系列请座主是年前由托后·

里德结集属《倚居者舆定居者》出版 I 他不满足於此，策割建

立适{固中图南方散居者研究中心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Centre)。他和他的同事罹信向南方移居的草人造伺课题是值得

韶真研究的，而澳大利亚固立大事恰是鼓置适程中心的理想喝

所.我同意造穰看法.澳大利更礁黄需要鼓励造倔领域的教事

和研究，而且澳大利更具借国展造项工作的良好修件。如今看

到它已铿起步，适是最令人欣喜的.我非常高舆托后邀请我费

表罔幕演藉。我没有必要更多地强拥造是一倔我想舆其交往的

中心.今天晚上我必须封属制建造{圈中心而努力的群髓略表厦

置之情。

在座各位如今可能E铿霄惯封中国南方散居者适f面前耳熟

能静，因此也许舍辈?我要在适裹就散居者一祠的用法费表反思

感到奇怪。知言命如何，我将王重智舆我最近合锦的雨卷本揄文

集藕属《草人散居者)} . 2 我不得不封此造行某些内心的反省，

畏期以来，我始悠主强海外辈人靡该被置於他伺各自的回家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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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巨·里德知道我的保留意晃，他鼓励我国翩盖反思迄今

晨止的海外辈人研究匿史以及遇去的方法封珉醋段研究的黄

告献.适同模始了我一锢考察自己黠黠的攒宵。我早期封海外辈

人摩史的舆趣来自三{自主要的事街源流.第一锢是中匮辜者和

日本事者，他侨赋予海外辈人以罩一的韶同一一辈倍，即中国借

居者.适始自十九世妞末的浦清宫具 接着是二十世组初的中

国改革者和革命者及其日本支持者j 最後， 李畏傅、割思慕、

温雄荒及上海暨南大擎的群髓阔始研究适锢裸题，他俩在

1920 年代建立第一锢草倚研究的重要中心.随着他伺雨来的是

隙遣、 3丧槽千、言于霎樵和姚楠，後面三人 1940 年在新加坡营助

建立了南洋事啻 6

第二倔源流是藏民地官员及其鼓属力和委任研究柬南亘不同

地屋的辈人的辜者，造是由他伺早期舆各程草人的贸易组摩费

西班牙人、荷商人和英国人撩强他

例在柬南亚和中因沿海的翼易利益，他伺舆适些中国人选行了

交易.後来，荷菌、英圄和法国殖民地行政官具分别封他伺特

别蹋注的辈人群髓造行了研究 7 他俩既牌中国人看作潜在的同
U 盟者，又将其祖属野其筑泊的可能威膏，在二十世纪，

多·巴素徙 1930 年代阔始殷商地撰述草儒辈人，他在1951年出

版的隔於束南里的棕合研究，成属适{自群髓的最佳模榜。 8 第二

次世界大鞍後，英国踵民地事费局 (British Colonial Office) 资助

侵秀的辜者如莫里斯·弗雷德曼(傅利曼)和田放康，他俩的田

野研究礁立了文化人颊事研究的新摞革)

雄克

造些事者包括杜舍

但在 1949 年共崖革

展而来的.随着蕾萄牙人、

第三倡源流是晚近的田野辜者的著作。

事家和文化人颊事家，他伺原想研究中国，

需要摆脱估主事地位的中国中心揄.每{由海外景下选行研究，

辈人社群都需要面封比鞍研究，不懂舆他伺内部的社群比较，

丽且舆其他移民社群比鞍.我俩的雨卷本揄文集强调定居一一

如"落地生根" 3 一前所反映一和六大洲社群罔的差别，三十

五篇揄文强据了在世界不同地方找到新家的草人的多摄性.

我依然封使用散居者一前有些不安，不是因属在英器中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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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祠直到最近依然只用於猫太人(参晃《牛津英捂醉典}} )，不

是因属适{固祠指流雄失所(希伯莱器)或散居舆绑(希躏捂)一一它

伺都是随於儒居和移民理象的特定概念 4 凿然将柬商直辈人舆

穆斯林世界的猫太人选行比较不懂挨宰人，部且在政治上是敏

感的.但如果珉寅促成造穰比鞍，就黯之任之吧.

我的保留意晃来自辈人由於莘倚 (sojourner) 适伺概念以及

顾
舆
前
瞻

中国和散封国政府徙政治上利用适惆词而遇到的罔题.使中国

的Il黠来看，莘倚曾是一锢阔於罩一的海外中型人群嚣的颇莫

力量的名藕.它被公阔地用於造就国内和海外的所有中国人的

族群的(如果不是民族的或穰族的器)圈桔.在辈人少数民族敷

量较多的国家，造{圈前是穰疑草人少数民族永速不舍效忠於居

住圈的主要根源.铿座大，钓三十年的事输，如今革儒一起巳铿

不再包括那些持外因撞黑的草人，逐渐取而代之的是其它祠，

如(海外)辈人和草裔，造些言司否韶舆中国的正式聊辈2. 我心中

搏之不去的罔题是:散居者一润是否舍被用於徨活草一的辈人

而令人言己起蓄的革借一部?造是否是那些赞同适

{固用韶的辈人所蓄谋的?倘若适俑前庚泛地付诸使用，是否可

能罐罐将其作属杜舍科肇中的一倔技街性用前?它是否舍攫得将

群髓的思想，

起1卡

贾滕改蟹我伺黯於各撞海外草人社群性蜜的重服占的感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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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杜群领袖试圈强加在他俩身上的罩一器同相翼其趣.他知道

1950 年代柬南亚新的政治储件迫使重新考虑在中圃以外的民族

主羹封他伺意味着什麽.

我原来盖没有打算研究海外辈人.我的舆趣始佟是在中囡

置史.造在某程程度上是因属我是作属-{圈中国儒居者一一辈儒

而自始生活的.假如锋件静可，造疆人最佟是要团由中圄的.

我也不例外，我的父窥来到适f固地眩，曾在新加坡、吉隆坡和

属六甲的高中教番，後来檐任我的出生地洒水的第一所辈人高

中的校畏.他雕国洒水後，成属霹霹州怡保辈人事校的助理睦

督，怡保是辈人居多敷的城镇，而属来人员4住在附近的郊垣山

村，多数印度人住在欧洲公司或政府官靡提供的住房.在辈人

中，里打山谷的磺工多属客家人，城镇的商家多属庚柬人.此

外遣有福建人、潮州人、海南人以及少数革其他方言的人.筒

言之，造是一偎英属属来凿局统治下的多杜群的城镇，在属来

5.?:1m倔焉来人聊邦州中是颇属典型的.

我很早就意带到群多舆我共同成畏的辈儒家庭将在某一天

回到中国，其他家庭页。虎在矛盾之中.他仍集於住在中因之

外，攘有相凿安稽的生活，商且似乎满意吉地盖不遇多干涉他

俩生活的政府.然而，在我上英文事校所交的朋友中，我费现

言午多中圄若他伺巍乎没有意萎的人.他例的家庭完全通靡了凿

地的生活方式，通常是挠、疆、窝属来语和英嚣，而不是革

文.封他俩和多数教师而言，我蜀中国事患及中草事物的阔心

是黯於理解的.

封我而言，突出中圄韶同的事件是日本封中国的入侵，日

本的侵略随着 1937 年全国入侵而逢到登峰造握的程度.此畴，

腾利使其不可能在中国徙事研究後被迫再向海外辈人.造倔流

派的同先河者是研究泰国辈人的比甫·史金制(施里雅)，其他

辜者研究印度后西豆、，噶来豆、菲律蜜以及柬埔寨各具特色的

社群 10 後雨锢辜者群的中国倾向性是额而易克的，弗雷德曼

和史金纳镇尊重施了著作盟富旦意羹重大的偏敦一一康奈甫项

目 (London-Cornell pr句ect)，造{吕项目将香港和台湾作属非草人

事者唯一能掬造入的草人社舍造行研究。第二和第三俑流派造

就了新一代的辜者，包括莘裔柬南亚人 11

重要的是他俩都有所保留地探用强弱海外草人器同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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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革儒"一祠，而没有人使用"散击者"一词.莫里斯·

弗雷德曼是《猫太人社舍肇事辍》的蝙辑，最熟言音散居者的猫

太人含羞，他盖不器属造{国言司通用於辈人.相反地，非辈人辜

者热衷於雨穰各具特色的方法:首先是周於不同瑕境裹的各颈

革情及其保持的中国特色的研究，其次是因於草人能绚同化立直

接受他例作属束南盖新的民族国家的公民地位的研究 12

我仍知道本世但早期辈人被舆欧洲猪太人选行了比鞍 13

在锅粹迫害和大屠毅後，晚近辜者封直接连用比较方法裹足不

前.第一锢封我提出适倔罔题的人不是海外辈人研究者，而是

印度巨西里研究者。他就是已故的哈里·本逮.他的家庭是捷

克斯洛伐克大屠载的曦牲者，他在荷属柬印度群岛生活多年，

再向研究印度应西里造锢新国家 14 1959 年我伺舍面畴，他指

出柬南里辈人的命谨知假德国猪太人的命道，我不同意他的看

法.事蜜上，就我所知，他在著述中盏量不使用散窟者一祠，

适可能是因属他罹蜜韶属每伺辜人社群都在形成它自己舆呆不

岗的器同，造撞韶同舆民族主萎的中国辜者和宫虽以及某些富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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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立主没有使我逮酷各穰朋友.在事晋、道玩以及那里中，

特别是在军是事结束後，我舆属来人、印度人、歌亘1昆血穰以及

不器中文的辈人都居和同事渡遇的暗由超遍了舆悲法像我一攘

的革倚在一起的踌自.舆日俱增的作属属来直人的意旗是我所

理解和同情的，因属黯而易克， -f圃新的国家将在某一天徙英

圈人捏合在一起的殖民地保撞国脱摆丽出.造{固帝国行将结

束.一踵凿地民族主羹感情在我的朋友中滋畏着。 2。我膜意舆他

我选入父

窥在南京的母校 21

中国急剧的政治蟹化改费了我的生活.内乾即将推逛到南

京，大事阔阁，适使我在 1948 年底回到怡保舆父母圈聚 22 翌

年中国成属社舍主主是国家，我选入在新加坡的属来里大肇事

<:0 

的到了在事校所交的各穰朋友的中罔.他伺多敷在辈人居

少数的城镇畏大，接受英语教育 23 我很容易将他俩等同於辈

人，值管他伺多数未曾像我一棱是革情。封他俏商言，他仍是

在祖国，理割中的渴立的眉来E国家充浦希望。重?我而言，骚

勤的中国臼益成属一倔抽象的存在，它献身於一穰适{圈地噩扭

属翼端的意载形患.通通恩来更流行的反殖民主主主和英圄式社

舍主羹视角，我猩取了一军重新的民族圄家部间。造是徙作属儒

居者向自贵地泱定定居在中国之外的第一步，我最佟何去何徙

依然不得而知，但事做一锢属来亘聊邦的公民是一锢阔端.懂

管如此，韶知中国的责任感仍然保留了下来，造就是完成我已

铿阔始的工作，理解适锢古老文明可能出琪的偏差及其依然具

有的前途.在倚居和定居之罔，我费现作属辈人盖不是障碟，

而是支黠.於是，再向研究中国震史看来是最自然不遍的，

伺分享适理感情，但我遣有更重要的责任。 1947 年，

霄，

多数孽倚已组雷惯於海外革倩居民中辈人民族主羹情绪的舆

起.中国政治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已铿波及到海外革儒

中词 15 它吸引革儒的舆趣是因属世界各地反革的歧视性案

件，恶毒的案件费生在美洲、澳洲和南非的移民国家 16 罐髓

而言，适颈案件在柬南亚较少侮害性，因属殖民地凿局舆欧洲

移民国家的努工陪级梧翼其趣，他伺蛋理辈人封於他伺的贸易

理

:v 
方才

法

商量

辈人民族主羹在事校和鞭刊中迅速傅播，造些事校是在

1910 年代和 1920 年代雨後春智般出璋的.在适穰情况下，草儒

研究攫得中圄的公胃支持.通通家父及其教郎和起者朋友，我

知道了适颊研究菩刊，但没有多少想法.罹罹黄寰的是某些人

选行的镜召海外辈儒徙日本的鳝蹄下挠救中国的宣傅. 1937 年

和工棠企棠不煞搏益.

回
4
'赢
F
奥

後，成群结陈的人到虞进说，属中国的斡孚募捐金鳝，奉勘所

有莘倚蹒贵国货，据制日本的一切 17 各方费心努力，勤挠海

外草{裔徙罩一辈人民族的角度思维，主程罩一辈人民族在某疆

程度上恰似罩一和统一的辈人散居者可能意味的.他俩的成就

包括募集靡大的捐款营助乾事和努力召募年辑的草儒和事生回
国参鞍 18

在日本估领暗期，草人器同意撞在每{国革裔身上滋畏.造

是强力日在他俩身上的，因属他伺被提属潜在的散人.他俩究竟

是因注中囡遣是更忠於凿地或殖黑地政府是黛阔索要的.适捶

背景解释了属什麽许多人只是将自己看作中因人.他伺靡该事

宙中国的语言，像中国人那捷生活，假予楼啻遣藤该回国服

挠，造是自然而然的.就我自己而言，我$借在将来店中国，

因此以舆日俱增的舆趣和责任跟我父辈完事雪中文 19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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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固的傅就?再者，我的中国摩史研究已铿赢得注意，我必须

做出困戴的遗摞.在适锢黯键的费化踊画，我是鹿核留下攘攘

研究适{园地匾的辈人;遣是鹿该回据我的初爱一一中圄匮史，因

属中国应史正在重新被考察和解释，以迎合大陆的费革.封我

而言，我希望在漠大利豆豆圄立大事能绚兼黯雨者一一在留在比较

大的柬南亚都菌的同踌研究中圄.在澳大利茧，我至少徒未速

於是，我泱心成属一锢中圄史事家;健管属来茧新的民族

国家政治不接吸引力，但我坚持适锋道路.但是，民族团家建

鼓是微妙的，器言黄匿史需要新的方法.我和同事努力促造属来

.5íM史研究，特别希望能纳在我俩的事生中培替出新一代的民

族摩史事家。就我自己而言，我将致力於研究属来更辈人，

黯群多甜近的海外辈人群髓.

1968 年我来到堪培拉，沉迷於各程菁籍、傅罩、事丰匠、肆

蒜、丰R敏和各颈文献，造些材料来自徙 1966 年癫狂阔始的文化

革命。在我在吉隆坡工作的苦多年鼠，造些材料在属来西直是

燕徙撞得的.我遍了巍年才费理我已铿属中囡事费所吸引.然

而，我在澳大利更国立大事撰窍的最早两篇揄文是《恩来更辈

人政治》和《属来西直:兢孚中的精英)) . 27 如今，我既能细研

究中固，又能绚研究海外辈人社群.因此，我媳是将中囡封适

些社群的看法舆海外辈人的自我韶载的互勤放在心上.造穰互

~ 
-‘ 

勤弓1 等着我的主要著述，直至今日.

通通腾雨疆祖角结合起来，我没有接受中国的藏黠，即惟

有中圃能绚给予海外辈人以保持主要人性所需的一切.中国官方

德是低估海外辈人已，铿能绚群策群力在他例中阁培育新型辈人

性的能力 28 另方面，遣有一穰文化自卑感短常困攫着中国以

外的辈人。在我看来，造似乎使他俩封他伺自己的成就格外蘸

虚，黛言命是在商菜、教育，遗是在技衔。他俩的自我估苛徒来

就不是固定和正磅的，他伺雷惯於徙-{固踌刻的文化卑屈再向

另一峙候的盲目自大 29 在中固舆其进民微妙而不稳定的阔练

中，存在着静多屠次和屠面.

爵他例已超徒{需居者蟹属公民，他伺知道作属恩来更人意味着

什麽。 1958 年我接表了一系列康播放话，出版暗题属《南洋辈

人筒史)) . 24 我翻中国摩史的研究使我能多句结合中国舆柬南更

阔怪的商始一一南海贸易、部和海罩遗征和防繁性朝黄程系，遣

有苦力贸易言南洋商人锢格和爱国革键一一圈述适f固故事.我阔

言责蓄地苦干过、摩史文献，盖以更大的注意力国嚣阔於蟹化着的

辈人社群的事街新著，尤其是 1950 年代西方社舍科肇家的著

作.舆此同峙，造倔国家费生最急剧的接展，包括 1961 年至

1965 年固探取步藤吸铀巍锢具有大规模辈人社群的原英国领地

姐成新的恩来西豆豆聊邦 25 适属我徙事国於各穰试圄遍靡新的

政治理寞的草人杜群的比鞍研究提供了至回重要的起黠.

属来西亚的合饼伴瞪着舆印度居西茧的街突，以失败的就

黯而告佟，造威曹到辈人舆属来人之固的良好院保. 1965-

1966 年成属我研究生涯的重要年踊.新加坡脱雄属来西亚是一

锢沉重的打擎.在适锢地匾，越南韩孚巳铿真正爆费，草草加器

政榷以恐怖的流血事件而垮辈 26 造封柬南里的资展是一倔搏

折黠。更属激烈的剧是毛潭束的解放及其用费崖暗极文化革命

章圈中国革命的努力。在潢泛的煞政府肤患下，没有人指望造

最佟能细菌明毛潭柬的普里黠。

阔於中国的黯於置信的丰丧事修正了我野中国摩史的舆趣.

毛潭束的狂热中是否存在着方法?革命是否必须摆脱中国根深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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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力再向香港和台湾. 1960 年代以来国於中圄事藉的新研

究基金集中於中辈人民共和困本身.越南韩事碴雪将注意力吸

引到适锢地匾，但草人社群封事生没有什麽吸引力.唯酒在漠

大利豆、印度Jl::西亚和属来西亚受到密切醋注，来自适倡地匾

的事生包括苦多革裔，因此事街舆趣得到了维持.颜清温、榻

逛蛋、{柴米·梅其、查甫斯·柯佩甫等事者燃起了烈焰，而其

它地匾只剩下鲸锺 32 在造{田地匾本身 只有新加坡的廖建格

不屈不攘，他不怕印度居西亘宫方不同意 使我仍罐孀睬解情

况 33

辜者例说黯膊辈人少数民族作蔚文化的和政治的社群加以

研究的更根本的原因有二.其一，由於安全的或不信任的原

因，新的建国通程中的束南盟国家政府不散迎圃於尚未被完全

融合入所需主流社舍的辈人少数民族的研究。它仍不懂不鼓勘

._ 
b部

外因辜者，而且不鼓励本留辜者徙事适慧研究.其二，中国

1966 年後瘟於勤就之中，文化革命再商反嚣任何舆生活在海外

的草儒辈人有阔的人和物，商於他俩的否定在克念包括资本主主是

倾向和黄庄陪极方式、缺乏原则性、原意妥梅雨舆仇恨中圄的

外国人强如兄弟.革命者甚至不相信爱国蜻倚，放襄了他伺早

期勘事{也伺回圆的政策一一史蒂芬·菲茨保拉德曾黠适穰政策做

了仔细分析 34 姑果，中国国内大始十五年持南封造{圄嚣题没

有研究.就中辈人民共和固以外的革儒辈人而言，辈才文化革命

的反靡是否定性的，因此作属莘倚辈人成属-{固痛苦的罔题。

多数人将眼光再向革命造成的炎靡，

海外莘{毒草人再次只能依靠他情自己的资源，正如他伺反

徨器明的，他例是充满活力旦钮攒良好的，足以最大程度地登

我徙未试固系统地探用莫莱斯·弗雷

即将研究海外辈人所得的藏黠用

至於事街方法丽言

德曼和比甫·史金的的作法，

於解程中国社舍本身 3。我既没有强拥辈人同化的群多摩史和

凿代模式，也不向意只是考察草人回廊柬南里民族主羹的新方

式的研究.取而代之，我的研究罐是在雨锢充浦希望和含羹模

糊的立境之罔逞勤.一锢是中国的希望，中圄希望最终将所有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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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辈人视属倚居者，是中国人大家庭的成具，他俩的忠诚和

爱国主羹在切蜜需要峙是可以指望的.另一锢是辈人移民和定

4 臼

i颜
舆

前

瞻 居者的希望，他伺希望他伺的子女某程程度上在文化上依然是

草人，而且至少罹保巍代的血统 31

深入研究中圄摩史有助於我理解中国在何程程度上属大量

辈人所排斥和迷辙，造些人由於生活在海外，由於许多人不想

由於使他伺以臭圄情趣代替中国文化的事物， 商

颜属成功。舆此同峙，紧跟阔於世界各国本地化革人的最新研

究使我能绚徒许多角度考察适些社群.一方面，苦多草人雄是

期待着舆中国重新同始的更密切的聊粟，造是黯而易晃的.另

方面，其他许多人，特别是北美的，封於来自台湾和香港的草

人新移民爱't~交加.他伺注意到造些新移民热衷在中国之外生

活，攫取外固撞照，而且遣依然打着他俩的中国牌.封外部剌

激和内部槽遇的反靡已超费得如此多模化，以致i主f固操题不懂

回E苦的原因，

r、副

~ 

而是赞成一倔充浦矛盾和

可费性的强题.

我旗言命了言靠我泱定道居澳大利里罐罐研究的阔键年.ïîJ1965-

1966 年.造使我言己起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期罔，商於束南

里辈人社群的研究项自大属减少.偷敦一一康奈甫项目已超将主

没有赞成静多人所期待的罩一同题，



军

的
菜
人
散
居
者
?

腾.中国在孤立三十年後重新阔放，掀起了翠世皆慧的组清波

浪.我例可以前中国打阔前内、接着敞岗窗户、最後国曾後内

的步靡，泱定了香港和台湾的中国人、束南亚地匾的革裔、以

及亚太地匾的草人的新的行属模式.结果封适{固地匾的草人而

言是如此巨大而黠於苛算，四此事街研究依然未能起上壁化，

取而代之，他伺推出站多聋人藉闻的著述 徙鼓吹草人铿漓共

同髓的沙文主羹呼髓，到新一翰"黄祸"的恐惋描擒 37

引人注目的蟹化之一是隶多大睦中固人随着台湾和香港的

』~
w
4
1

中自人之後前往北美和澳洲，立Ý.:ì墨撵了滞留不蹄.到 1980 年代

中粟，中国再次出理了踊於新革儒的事街揄著，它寻求结合适

些新儒民前往的各{固因家的事者的著作.造次新活勤的规模自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以来是空前的，造程激情舆邀蒲海外草儒

草人投资的热情是密切相醋的。在纽清攒啻向各地草儒辈人周

放的程度上，新的革儒棕合症患道而生 38 舆早期倒重反帝国

主羹瑕境中的政治韶间相翼其趣，造程综合症首先是舆铿演活

勤、舆扮演翼易散居者的草人社群招聊擎的。所谓理清散居

者，借用阿伯纳·科恩被魔属弓|用的亩，即"一饵由在社舍上

揭立，在堂向上分散的社群槽成的民族" 39 

如今解程中国奇跻般成功的著述潮流是势不可撞的.它伺

多敷以最包容的方式提及海外辈人的作用，造舆早期往往强据

各疆匾域社群特性的政治和社舍事研究大相徨庭。新的著述倾

向於将香港和台湾的中国人舆分散在一百多伺因家和地富的所

有其他辈儒辈人相提盖翰 40 堂代市堤技巧的选步以及信用金

融服嚣的性费已铿模糊了早期的差别.政治韶同日益被韶属是

睐蕾的前最受到了挑鞍.如今许多社啻科事家~借不相干的，

挥他俩的技能和才智.他俩的商棠活勤吸引了新的注意力.在

他俩在中国以外的整倔匿史上，造主在竟是他例最擅畏的 35 新

鲜之瘟是日本在 1960 年代後期作属一偶组清大圄重新崛起.造

使我棉首己起院於海外草儒辈人的政治和文化己铿擒述很多，而

理
擒
和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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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龄他俩的日常作属谷p罔述得不多句.燕言命如何，他俩的核心活

勤始将是贸易和交易，在感典趣的峙候冒 F盘和赢利，在政治倏

件植端恶劣的峙候道用才智和勇氮.在 1960 年代，他伺迅速地

遁靡了柬南亚新渴立的民族团家，属他伺自己建立了商棠锢格

的新模式.他俩中的腾大者遗事舍属造{固地温及其外的全球性

商棠和工棠城市服藉。更前瞻的人遗牌子女送到西方接受教育，

擎锚撞他伺爵未来没有遗界的世界提供凿地代理服藉.

简言之，印度后西里草草哈托军事政费、中圄孤立、柬南茧

草人大规模蹄化、印度支那辈儒辈人大批外逃，适些事件似乎

永速地佟钻了革儒的故事，但新的力量爵始属各地草族造就了

不同的锋件。由於它伺所建立的圄隙聊粟，香港和新加坡提供

了造倔蟹化的中心@四小蓓一一它例已组成功地封吕本模式做出

了反靡一一岗拓了革入超清作昂的方途.新一代社舍科事家被吸

弓!到适f固地罩，他桐将研究引入适{固奇蹄般的理象.在早期罔

述草人如何回靡横遇的事者中，琳违·林、里查德·黯簧森、

吉原久仁夫涝上了我的斗腹 36 他伺舆将日本、草草固和台湾挽

属新的成畏费勤榻的辜者一起，激起了封草人在柬离豆的作用

图
摆
舆
前
瞻

叶·
伽h叫

的新舆趣。

造锢方途是舆没有遗界的全球化，最接舆辈人铿糟活勤的

散居者特徽招聘擎的，适立在不令人奇怪.但是，高峰尚未来

毛潭柬辞世後部小平的徨皇帝猪如中国京剧中虹滕英雄的攫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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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大舍腾面酶第一次真正的考黯 43 倘若锢路规模黯示巨大的

生命力益挂明持镇性，事街界将辈吉它所代表的事物崖生舆趣.

3. 第三是超越已被赋予活力的商隶之外的一系列互相加强

的组鳞.例如宗藏社圈、同绑圈髓和各理文化(如音柴、表演事

街、文事和事街)姐娥的圆隙大舍，它例如今正常奉行圈愣大

盲，就圃加强辈人的社啻和文化聊章是 44 适些活勘探用理代形

式，熟镰地道用琪代通凯工具，它仍具借翻胞的特徽，但铿常

是黛定形和可蟹的，迅速影成，肃快分散。但是，他俩断言的

辜人器同盖不是本贯主巍的，它伺的成员漫煞遣躁地属他伺需

然商，鲜有疑妻室的是它仍形成一穰逮成目模的

辈人方式，而适是每锢集圈萝寐以求的.

造三{固理象的潜在基睫是中阁的影子和燕言的假缸，即中

要什麽而孚揄.

』

、、占

国在世界的地位勤辈人和非辈人同捷重要。舆吕俱增的黯赴重

新恢彼的中国舆海外辈人的聊擎的擒著，特别是随於涉及辜人

贸易集围的跨圄销路连作的揄著，是需要考虑在内的.徙适额

文屠夫来看，散居者一祠的理代特色黯然是比鞍少，造舆其就是

因属贸易，毋事前是因属全球散居者模式的急剧蟹化以及适些

壁化封融合和同化政策的衙挚，

在适裹密切相阔的是暂始自北美和澳洲移民国家的多元文

它的起源舆辈人殊黛隔像B 第二次世界化主萎的主式昌在性步军聚。

大乾结束以後居民舆移民之前的繁接陶保迫使聘向穰族主盖和

理想主著者里诀主强移民藤核盏快同化於

多数民族的文化。但是，大屠毅後反猪太人连勤的卧辱、美圄

黑人-白人民捷连勤判泱的撤销、西方自由的人榷值值的石在部，

民族主萎的同化酿。

使用散居者一剖周明辈人程象的新屠菌，造同模不舍令我伺感

到奇怪.令人迷惑的是，造是否舍再次鼓励中国政府遵循早期

所有海外孽倚辈人乃是革需一一儒居者的藏念思路，石在韶罩一的

辈人散居者的思想?使用散居者是否遣舍事致中囡以外的作

者，特别是以革文窝作的作者，徨活更加熟悉的词囊一一辈儒?

革儒适f固润是柬南亚各圄政府及辈人在遇去四十年花费大量峙

罔和精力试国加以摒寞的.

潜在的修正主羹是由若干相阔的事患费展造成的.最近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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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了其他街研究器周重要的三伺费展根源於铿清集圄行属，

散居者的特徽。

1.在没有宫方赞同和支持的情况下，海外辈人在主提倡世在已

罔逐渐影成了多居次和多黯型的"非正式帝国'\他俩连用现

代通部技街的能力使他伺成属全球铿清中一支令人生畏的力

量。在"践民企棠家"和"本贵的局外人"的形象背後，他伺

巳组建立了重活的所谓"焦根基帝圄" 41 他伺原意徙强大的

傅就贸易基地出资加以创新，适赋予他伺以舆西方兢辛的黄晓

和理言命的槽髓，高{幸定及其间事将其提升属他伺所谓的"辈人

资本主羹" 42 适理整克念黯然支持了罩一的辈人散窟者的思

飞。

-咱

想.

2. 1991 年新加坡中草德商啻成功地奉辫了第一届世界革商

适量明全世界的辈人企案家熟衷建立不遥色於猫太人和大舍，

其他散居者少敷民族的活踏和统一的全球铺路. 1991 年以後，

在香港、曼谷和温哥莘先後翠行了三次大舍.温哥革大舍是在

墨甫本第五1997 年里洲金融危槐阔始的暗候翠行的.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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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犯 47 香港和台湾做出同等强烈的告蔽，某些是封封北京

政府看似知力的反鹿.最终，大睦的中国人民知道了悲剧性事

件，静多人以可以理解的愤怒做出反鹿.中辈人民共和国政府

接着泱定公周静输适倔事件，但黯印度尼西里政府而言是通度

的.在柬南亚地踵，封不稳定的印度尼西茧政局更加撩解的政

府没有做出反鹿.吉世界各地的巍锢草人社群就造倔悲剧事件翠

行抗器集舍畴，造是否是潜在的散居者凝聚力的先聋呢?抑或它

使我仍言已起草人杜群巴，铿蟹得何等多攘，因此任何人，包括中

国政府和台湾凿局，要组撒一次散居者的反靡是何等颠黯?

我的另一项殷察是随闰题丽来的.徙遇去的超黯来看，在

中国穰黄穰弱而遭受外国侵略的暗候，在中国以外的多数人是

近期移民而没有其他忠前的暗候，中国猩得了爱国的海外辈儒

的支持。如今海外辈人之固的差别周要大得多.凿代散居者包

括许多想型的辈人，封他例而吉，名手再相翼，器同不同 48 铿

遇一锢世古己的苦展，海外辜人不可能恢徨他俩舆蕾中国的阔

像，煞揄是1菌清帝国、国民黛中国，遣是毛潭柬踌代的中辈人

民共和国.费化是深刻的.再者，中国亦深深地分裂属中辈人

民共和固和台湾，而且中国政府和台湾凿局均能推持它伺各自
』M
W
a
7韭使之互不信任.罩一的筑一中国的思想未必

像想像的那棱神辈不可侵犯.倘若徙1ff史来判断，是否舍出琪

-f固罩一的辈人散居者是充浦疑罔的。更加可能的是，罩一的

辈人一词可能越来越黯於表连日益多元化的瑰寰。我伺需要更

每fm!剖需要形容前来修佛和硅韶、我俩描擒的封象.我多的前，

伺需要它伺来捕捉如今可以看到的敷以百昔的辈人社群的盟富

性和多接性。

的海外支持者，

造一切造就了代替所有国家韶属必须做仿的民族因家建哉的

蓄"熔;墙'原则的多元文化主羹.造倔蹲换擂清了散居者一润

付言者普遍使用盖遵照於任何需要它的集国的道路。就草人丽

吉，在北美尊崇猫太人散居者的凝聚力以及属以色列工作的猪

太院外活勤集围的成就的人舆罚俱增 45 他伺器撤到他伺舆猫

太人之前的差别，希望遵锚合遍的模式。封他伺而言，

着偏向罩一的辈人散居者的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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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意味应

颜

我 fr，己摆脱黯《牛津英器醉典》的狭隘用法，腾渲{固前搪

展到通去的含辛是不舍因攫我例的康度，使用笛圄越潢，定羹跨

越模糊且不明石在除了希嫩人和亘米 JE 5.1入外，如今遣有其他

散居者如爱甫商人、非裔美洲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意大

利人、阿拉伯人、伊朗人，等等.即使英国人在他伺曾是"主

流"多敷民族的前殖民地亦不能免，特别是如今散居者一剖也

用於新加坡辈人 46 适可能意味着辈人散居者舆他伺之罔具有

但可能遗意晾着造倡韶是重活的，恰如其它带多社

舆
前
精

言午多共性，

舍科壁和摩史用前.接着事者伺膺、鼓捣每{固散居者泱定它可能

是什麽的搜捷方式分阿那旗.目前海外辜者固始接受使用适{周

前定茜"分散的辈人社群
co 
恤幢咱

我越是思考，越封渲锢前已被用於草人而不快。

我曾以植大的不情颐和遗憾使用适{固祠，但我依然相信它带有

错误的含羹，除非精心地避免描擒一锢罩一的草人散窟者的形

否则最佟月号始海外辈人带来悲剧。

了许多工作。

象，

首去年五月 3盘荔辈人娟女的消言卖我用商厦醒察结束演藉。

遣有人努力建

呼蘸所有辈人支持政治抗器，寻求?甚嚣犯下默行

人撞撞撞强烈抗器.此外，息傅遍世界的恃候，

立全球锢，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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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始峙指出在最近玉重智舆我合锦的擒文集，我接受了

散居者一润.我自己的著作倾向"海外辈人 (Chinese Overseas)" , 

而不是革情 (Overseas Chinese), 1992 年蕾金山舍谱缓成立的菌

瞟海外辈人研究事啻(ISSCO : Intemational Socie可 for the Study 

ofthe Chinese Overseas) 以及新近出版的潘愣蝙《海外辈人百科

全菁)) (~严m Pan, ed.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同捺如

此 49 然而，根攘内容，我依然相信我铿常使用的草锤、(海外)

辈人和草裔适些祠是正罹和有用的.在去年十一月你伺有些人

参加的属捏拉舍菇，洪玉革使用了革族 (Ethnic Chinese) 一祠，

我在接表主题演蘸峙接受了造伺前 5。

我舆他人是否不一政呢?我例是否舍混淆我伺的器者呢?

我希望如果我俩没有更精罹地就明使用某锢祠的理由及其含

善，捋舍崖生混乱.但是，在舆造锢罔题共渡了四十年後，我

不再韶属必须有一倔祠来定羹适模模蝶的理象.作属一{固摩史

事家，我韶撞到储件壁化，必须找到更多的名辑来就明更黯著

的整化.我伺需要的是以警贵和周放的心嚣，主要借罹定我伺使

用的每锢祠的含羹箱圈，预晃属特定目的而使用每锢前的结

果.倘若我伺承韶存在苦多理颖的草人，而且有碍辈人比革族

更可取，抑或辈裔和辈人比草儒更精硅，那麽，我伺膳、该能绚

接受在比鞍研究中散居者有踌僵於其它祠靠的想法.旱竟已铿

存在苦多颖型的散居者(→锢最直接的例子是你伺中心名辑中国

南方散居者研究中心! ).我伺需要形容祠罹恕我伺所摇的特殊

颖型。在果断地摆脱将一倔梧凿排他性的描述一疆人的前不加

匾别地用於主要乎每一锢人後，我伺也苦不黠税没有罩一的草人

散居者，但有许多不同颈型的辈人散居者.

* 本文是王虔武教授 1999 年 2 月在澳大利亚国立大肇中圄南方散 |翠

居者研究中心成立健式上的演擒，趟红英嚣，割宏和操文静赛

校.原载於《擎倚辈人摩史研究)) ，第 3 期(1 999 年 9 月)，真 1- I 的

17. 5 毒主

人

注释 散
居
者

1 Anthony Reíd, wíth the assístance of Kristine Alilunas Rodgers, ed.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of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in 

Honour of Jennifer Cushman (St Leona时's， NSW: Allen & Unwin and 

Asían Studies Associatíon of Australia, 1996). 

2 Wang Ling-chi and Wang Gungwu. eds. The Chinese Di叫pora: Selected 

Essays, Two Volume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8). 

3 "落地生根"是加州大事伯克莱分校王噩智和他的问事 1991 年

在蕾金由主攒的舍言盖的题目.

4 参晃 1970 年前後各版本的向ford English Dictionary 及附加ter 注

Dictionary 等警.

5 Wang Gungwu, "A Note on the Origins ofHua-ch'Îao" , in Community 

。nd Nation: Ess可'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elected by 

Anthony Reíd (Singapore and North Sydney: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and George Allen & Unwin for Asian Studies Assocíation of 

Australía, 1981). 该文最初於 1977 年费表於Lie Tek Tje吨， ed. 
Masalah-Masalah International Masakini, vol. 7 (Jakarta: Lembaga 

Research Kebudayaan Nasional, L.I.P. I.), pp. 71-8. 

6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暨南大擎肇者的大量抽著篇目收入静霎樵

端艳的苦目《南洋文献罐鳝畏孀)) (新加坡:柬商E研究所，

1959 年).操逮圃於倚姆名著《南洋杜舍舆闰粤倚绑》出版於南

洋事舍建立的 1940 年.

7 某些早期的例子是 J.D. Vaugha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Singapore: The Míssion Press, 

1879); Gustav Schlegel, Thjan η Hwi， the Hung League or Heaven 

and Earth League (Batavia: Lange & Co. , 1866). 法盟事者，如 Pau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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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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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Pelliot 和 Henri Maspero 更注意的是中国庭史和文化，雨不是海外 11 例如， Tan Giok Lan, Mely, The Chinese 01 Sukabumi: A Study in i 翠
商量 孽锤，但他刑的著作否在黄罔明了中圄舆印度支那国家属{系的重要 Social and Cultural Accommodation (Ithaca, NY: Southeast Asia 

方面.
Progr缸n， Comell University, 1961); Anthony S. Tan, The Chinese in the 的

和

方 8 Victor Purcell ,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Oxford Philippines: A Stuφ101 Their National Awakening (Quezon City: R.P. 二在

法 University Press, 1951 , 2nd edition 1965). 他的更群细的研究 The Garcia, 1972); Leo Suryadinata (Liauw Kian-Djoe) [M.A. Monash, 人

主禽 Chinese in Malaya 初版於 1948 年，敢十年来同模是攫威的著作. 1969] , The Three Major Streams in Peranakan Po/itics in Java, 1917一
散

1942 (後於 1976 年出版). Tan Chee Beng [Ph.D Comell, 1979], The 
居9 Maurice Freedman, Chinese Family αnd Marriage in Singapore (1 953) 

Bαbα 01 Melaka: Culture αnd 1dentity 01 a Chinese Peranakan 
者

四 最初是作属幸在告提交 Coloni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和新
Community in Mal可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88). 

q 辈革 加坡殖民地政府的. T' ien Ju-K'ang, The Chinese olSarawak: A 
Freedman 的辍告、 Skinner 早期的揄著以及 Willmott 兄弟和奥 Study 01 Social Structure (London: Dept. of Anthropology, London 12 
Weightman 的著作是第一程颊型的很好例子;而 Purcell 和後来的前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tilical Science, 1953) 同棋是英国政府资

瞻 助的.他伺雨人均属 Raymond Fi巾的主要生，费氏 1948 年提交醋 Skinner 属於第二疆颊型.

最初的比鞍被蹄因於泰圄的 Vajiravudh 窥王.他在欧洲民族主羹於在属来亘造行社舍科事研究的幸在告，属他伺的田野研究浩借了
13 

基睫.其他著名的事者是 Alan J.A. Elliot，他提交了踊於新加坡萃
剌激下，寻求萤展泰圄的民族主差.徙他封泰国萃人的藏察出

人精神信仰的辍告(1955 年); Marjorie Topl町，她提交了回於新
费，他描擒了泰囡辈人舆歌洲猫太人的相似之菌，韭寅施促造孽

加坡孀女彩堂的社舍姐娥的辍告(1958 年).
人同化的教育政策. Walter F. Vella, Chaiyol, King 均;ir即udh and 

IO G. William Skinner, Chinese Socie沙 in Thailand: AnAnalytical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01 Thai Nationalism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1957) and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沙 01Thailand Hawaii, 1978). 
(1 958) (I thaca: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Donald E. Willmott, The 

14 日arηBenda 封印度E西亘政治，特别是将辈人槐属封予的穆斯林
Chinese olSemarαng: A Chαnging Minority Community in Jndonesiα 

土族贸易商的潜在政治力量具有敏锐的眼光: The Crωcent and the 
(Ithaca: Comell University Press, 1960). 阔於属来更著名的研究是

Rising Sun: Indonesia Islam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2一
Lucian W. Pye, Guerrilla Communism in Mal句la: Its Social and Po/itical 

1945 (The Hague: Van Hoeve, 1958). 值管他未曾撰焉圄於辈人社群
Mean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William H. 

的言命著，但他封印度尼西豆和属来西亚(营峙的西属来西豆和新~I N巳W巳:11 ， Treαcherous River: A Study olRural Chinese olNorth Mal町α.
加坡)的辈人社群舆致盎然.在 1969 年他就任新加坡柬南茧研究

电(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Malaya Press, 1962). 
所首任所畏前，我伺曾就造锢操题交族主是次.

George H. Weightman of Cornell University 厨於菲律窦萃人的及
15 一些匿史事家将其追溯至 1877 年满清帝国第一任驻新加坡锢事

Jacques Amyot of Chicago University 踊於属巨拉孽人家族主萎的商
之任命，雨另一些别韶属中国政治是徙康有属和碌中山的追随者篇博士揄文均完成於 1960 年.另外遗有 Edgar Wickberg, The 
向徙日本、柬南亚和北美洲的海外擎情寻求财政援助周始的.徙

Chinese in Phi/ippine L忡， /850-1898 (New Haven: Yale Universi砂
涉及大量莘惰的理代政治活勤的角度而言，我赞同後一程草照占.Press, 1965). 固於柬埔寨， William E. Willmott 的著作是在偷敦铿
回於前者，多晃 Wen Chung-chi ,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mperial 清事院完成的，此 ~p The Chinese in Cambodia (Vancouver: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 Unpublished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ublications Centre, 1967) 和 The
Singapore, 1964; 因於後者，多晃 Wang Gungwu, "Sun Y砾-sen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01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mbodia ( London: 
Singapore飞 Journal 01 the South Seas Soci町， 15.2 (1 959): 55-68; Yen Athlone Press,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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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g-hwang,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with 

Special R矿êrence to Singapore and Mal，可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16 Tsai Shi-shan, Henry,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8一1911 (Fayetteville: University ofArkansas Press, 1983); 

Edgar Wickberg, ed. 丹om China to Canada: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Canada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1982); 

Charles A. Price , The Great White Walls Are Built: Restrictive 

1mm也ration to North America and Australia, 1836一1888 (Canberra: 

Australian N ational U niversity Press, 1974); Andrew Markus, F ear and 

Hatred: PUl吵ingAustralia and Cal价rnia， 1850一1901 (Sydney: Hale 

and Iremonger, 1979);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卢sion and Concessions: The Histoη 01 the Chinese in South 

Afric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17 Yoji Akashi, The Nanyang Chinese Nationa/ Sa/vation Movement, 

1937一1941 (Lawrance: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Kansas, 1970); Stephen Leong Mun Yoon, "Sources, Agencies and 

Manifesta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Malaya, 1937-

1941" ,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Califomia , 1976. 

18 Yoji Akashi , The Nanyang ChÎnese Nationa/ Sa/vation Movement , 

1937-1941 , pp. 113-158. 在 1999 年 2 月於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翠辩的一次踊於恩来亘紧急肤患窟史的苟言命舍上，提税

1939 年懂 16 葳的院平 (Chin Peng) 曾坦言相告他在中 B鞍孚的早

期就想回中国抗擎日本人.

19 适量不是完全自殿的.属了我，父窥承器向他的朋友的先于教授

古文，韭峙常要求我要比已铿在萃文擎校上攀比大我三四葳的男

孩伺做得更好.我兢兢棠棠擎霄，睦着中文水平的提高，阔始被

黠度更大的文章所吸引.

20 在我回到怡f呆的安德森擎院的最後巍{固月一一徙 1945 年 9 月至

1946 年 12 月，造疆民族主毒感情己理很强烈.我的同桌、巳故

的 Aminuddin 8aki 抱持着的民族贵悟最令我黯於忘懂，他

1968 年英年早逝，阵任属来里聊邦教育局畏.

21 我父窥 1925 年翠棠於南京的柬南大率，他媳是希望我选入他

1928 年更名属中央大擎的母校. 1947 年夏他带我到南京参加入

事考试，结果景表在 1947 年 9 月 6 日的《中央日幸在)} .我被外

语系鳝取.

22 我键 1947 年 10 月至 1948 年 12 月在中央大壁上事， 1948 年

12 月国民黛军陈在淮海辑役被擎股侵，我泱定团属来直舆父母国

聚.

23 黯来豆大事由爱德莘七世曹事院和莱佛士擎院(文理事院)槽成，

1949 年 10 月 8 日建校.它是英崩离来里(新加坡和新近建立的属

来里聊邦)唯一的大事，三分之二的牵生来自珊邦.造所大擎的

事生缉乎都出自造雨倔地臣的英文事校.辈人明黯估多敷，甥酶

人、印度人、歌亘混血穰属数不少.在适所大擎的早期Jff史上，

属来人寥寥然巍.

24 A Short History of the Nanyang Chinese (Singapore: Donald Moore, 

1959).1992 年重新收入在我的擒文集 Community and N atio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ia (St Leonard's, NSW: Allen & Unwi时，

pp. 11-39 

25 我在同事的鼓励下榻鞠了 Mal句剧。: A Survey 呼廊造一萤展.苦苦

1964 年由 Praeger in New York 和 Pall Mall in London 出版.

26 圃於印度尼西亚 1965-1966 年事件的可靠敛述依然黯以攫得.

Benedict R. O'G. Anderson and Ruth T. McVey,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the October 1, 1965 Coup in 1ndonesia (Ithaca , NY: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Comell University, 1971); Robert Cribb, ed. The 

1ndonesian Killings of 1965-1966: Studiesfrom Java and Bali (Cla严on ，

VIC: Centr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onash University, 1990). 

相反地，醋於越南韩孚的著述很塑富. Robert D. Schulzinger, A 

ηme for War: The United Stat臼 and Vietnam , 1941-197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提供了圃於勒孚主要特徽的概述.

27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 The China Quarter纱， 43(1970)罗 pp.l

30; "Malaysia: Contending Elites" , Current A加irs Bulletin , 47.3 

(December,1970), pp. 1-12 造雨篇揄文均费表於 1970 年.此外，

我遣封 1969 年西后来西茧的暴乱做了辞述， "Political Change in 

Malaysia" , Pacific Communi吵， 1.4 (1970), pp. 687-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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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所期待的辈人性的责量事致了不同的估昔.在中国者徙海外辈人

在何理程度上依然喜爱中圄的事物和忠言域中圃代表的立场来衡量

适黠，商住在国外者通常浦足於言草草文、遵循某些吉俗和能纳卓

有成效地理用中国的方式和阔倍、.但是，重要的是他俩的中回溯

源得到尊重，雨旦他仍作属辈人没有遭到歧祖.

29 我只有教事般的撞撞，但足以辨韶辈人的自卑，造程自卑是殖民

地震民因他例的姆下翻源而崖生的.恰如澳大利E的原英国菇民

地居民，他伺封来自"姆下"的人也表现了想似的恼怒之情.封

於某些莘人而言，造舆他伺在没有中固营助的情况下而在中国以

外功成名就的自浦是相伴随的.适些撞端的患度在任何地方都可

以看到，而不懂懂在柬南5:i:.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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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Freedman 著作中雨锢最好的例子是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αstern China (London: Athlone Press, 1958) 和 Chin哇g_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London: Athlone Press， 1966). 其
他重要端文收入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S，ωφ ofChinωe Socie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Skinner 封中固社舍
擎贡献良多，他的商量录同攘令人辑羡 :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Ann Arbor, Mich.: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 1964)及参考香 Modern Chinese Society: An Analytical 

Bibliography (Stanfo时， Calj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31 Wang Gung酬， "Among Non-Chinese" , Daedalu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Spring 1991), pp. 135-157; 

reprinted inτu Wei-ming, ed. The Living Tree: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27-146. 

32 在造些年， Yen Ch'ing-huang 出版了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 参晃注 15)、 1995 年结集属雨卷本揄文集一

Community and Politics: The Chinese in Colonial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 1995) 和 Studies in 

Modern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5) 的系列翰文、 Coolies and Mandarins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可 Press， 1985) 和 A Social History of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哼a， 1800-1911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飞O
F电

Yong Ching Fatt 也扎寅地费表揄著，他的揄文後收入 Chinese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Colonial Singapor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2). 渲锢峙期他的主要著作是 Tan Kah-Kee: The 

Makíng of An Overseas Legend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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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1976 年， J.A.C. Mackie 出版 The Chínese in 1ndonesía: Fíve 

Ess句lS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其中收入 Charles Coppel 的重要抽文. 1983 年， Coppel 出版了他

的撞戚研究 1ndonesían Chínese ín Crísí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造商{团作者均费表

了若干踊於适倒向题的揄文.

? 

33 Leo Suryadinata (Liauw Kian-Djoe) 适倔踌期的著述包括:

1ndígenous 1ndonesíans, the Chínese Minoríty and Chína: A Stu命 4

Perceptíons and Políci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University, 
1975)、 Peranakan Chinese Politícs ín Jm顷， 1917-1942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76)、 The Chinese Mínority in 

1ndonesia: Seven Papers (Singapore: Chopmen Enterprises, 1978)、

Eminent 1ndonesian Chinese: Biographical Sketches (Singapore: 

Insti阳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78)、 Political Thinking ofthe 

1ndonesian Chinese, 1900一1977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1979) 和 China and the ASEAN States: the Ethnic Chinese 

Dimensio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5). 其中若干

著作自出版後巳作增铺.他遭萤表了系列的揄文，後姑集属

Chínese Adaptation and Diversíty: Essays on Socie沙 and Literature in 

1ndonesia, Mal句l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Published for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NUS by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1993) 和 The Culture of the Chinese 

Mínority in Indonesia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mational, 1997). 

34 Stephen Fitzgerald,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ínese: A Study of 

Peking 's Polícy, 1949一19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35 贸易使使普通中国人前往柬茧和束南茧，最初是在宋代 (960一

1276) 之前，人数不多 [Wang Gungwu，而e Nanhai Trade: The Early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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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Chinese Trad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ew edition)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8)]; 接着人数增多，後来形成

一锢萃商集团 [Wang Gungwu, "Patterns of Chinese Migr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飞 in Observing Change in Asia: Essays in 

Honour of J. A. C. Mackie , e'ds. R.J. Maya and W.J. O'Malley 

(Crawford House Press, Bathurst, 1990), pp. 33-48 (最初在 1985 年

用中文景表); "Merchants Without Empire: the Hokkien Sojouming 
Communities" , in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 Long-Distance 升。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350-1750, ed. James D. T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400-421. 

36 Linda Y. C. Lim and L. A. Peter Gosling, eds.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均1. One: Ethnicity and Economic Activity (Singapore: Maruzen 
Asia, 1983); Richard Robison, Jndonesia: The Rise ofCapital (North 

Sydney, NSW: Allen & Unwin, 1986); Yoshihara Kunio, The Rise of 
Ersatz Capitalism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最近的有影誓的文集是 Ruth T. McVey, ed. Southeast 

Asian Capitalists (Ithaca, N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1992). 

37 然端是辈人铿清共同惶、孽人共同市场、辈人共闰髓，遣是大中

擎等等，一些作者正在提想着一倔膊要到来的所有辈人的酋结.

罩一的辈人散居者舆中国大睦密切圃聊则是其言外之意. David 

Shambaugh , "The Emergence of ‘ Greater China' "; Harry Harding, 

"The Concept of ‘ Greater China': Themes, Variations and Reservations" 
and Wang Gungwu , "Greater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 The 

China Quarter纱， 136 (December 1993), pp. 635… 659, 660-686, 926 
948. 至龄恐怖的播锚，造盟包括最近日本作者踊於孽儒的若干著

作、 Ster1ing Seagrave, Lords ofthe Rim: The Jnvisible Empire ofthe 

Overseas Chinese 肘子 Putnam's， 1995)，以及回龄安全威裔的曹籍，

如 Richard Bem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Y: A.A. Knopf, 1997). 

38 适正由少量捧入其中的人所塑造.固於莘儒辈人的出板物迅速增

加，如今不懂在南方省份，而且在全中国，任何舆散居者或定居

圈外者的醋倍、都得到系挠的费掘.造黯人封於倚挠部阿官具的债

值撞得承器，如今追寻海外窥戚既是人道主主的，又是有利可固

的.高等院校和攀街圈髓建立研究中心和罩位，在全固和地方雨

锢眉次上选行器真而魔泛的事街研究.包括输文集在内的大量曹

籍以及数十撞事棠擎辍、雄慧和通部提供了醋於世界各地辈人的

日益康博的研究.造封中阁的费展及海外辈人命速的衙擎遣黠於

精罹的估苦，但景强有效的活勤意戴乃是不可避免的.

39 我最初是在 Philip Curtin, 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撞到造黠，造裹我弓i

自 Anthony Reid, "Entrepreneurial Minorities,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 in Essential Outsiders?: Chinese and Jews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ast Asia and Central Europe, eds. Daniel Chirot 

and Anthony Rei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pp.33-7 1. 

40 在起者中尤其如此，特别是在 The Economist (21 November 1992) 

同意适程包容性用法後.倘若香港和台湾的中圈人被包括於造倒

集圈裹，海外萃人一-他俩多敷是定居在外圈的、?嚣借他俩在非

辈人政撞下蛋邃的能力而闻名的少数民族一一的角色将容易被接

解和接傅. -{团明硅的例子是 Constance Lever-Tracy, David Ip and 

Noel Tracy,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Mainhmd China: An Emerging 

Economic Synergy (NY: St Martin's Press, 1996)，该番"散居者"主

要包括香港和台湾的中圄人.

41 我最初注意到"蜡民企棠家"的概念被用赴束南亚的事人是

1963 年 12 月和 Joseph P. Jiang 出席聊合国科教文姐娥在新加坡翠

辩的一次舍蘸.他在印第安那大擎酣酣完成一篇醋於适倔罔题的

输文.他的揄文後来景表於舍蘸揄文集 Leadershi异。nd Authority: 

A Symposium (Singapore: University ofMalaya Press, 1968), pp. 147 
162. 最近造倔思想被提燎属"本寰的局外者>> (参晃注 39). 重要

之~是韶同盖不是静止不娶的. Ungrounded Empir臼是Aihwa Ong 

和 Donald Nonini 铺辑的言俞文集弓1 人注目的香名，它的副槽题是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升ansnationalis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7)，我在"丁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 in Changing 1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11, eds. Jennifer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1 也探苦了

韶罔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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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人"一前韭非来自任何具借如今藕作中国的国家的人民的意

萎的语言的揭囊.中囡人具借许多朋於自己的前棠，造取泱於碍

词和地域，部落、族群或文化起源，以及他伺封器的封象和堤

合.世界各地的海外萃人同攘如此，甚至更属如此"我例"具

有苦多次集圈，只有面封"他例"，特别是他伺感到被欺侮或被

歧榻的峙候，才有一倒共通的名字.例如，蹄化的辈人(美国辈

人等)，以方言群和地名医别的辈人(客家人和上海人)，和以外国

国籍匾别的辈人(土生草人、泰国士生辜人)，等等.

48 

1998 年在新加坡由 Archipelago Press、在偷敦由 Curzon Press、在

美国由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中文版同暗自香港三聊苦店
出版.

叮49 

1998 年 11 月属巨拉舍藩是世界海外辜人研究事舍第三届舍搔(撞

蕾金山和香港之锺).主题是辈人的文化遁靡一一文化改造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Ethnic Chinese). 
我演言薄的题目是"海外辈人:未来中的遇去>> (Ethnic Chinese: The 
Past in Their Future). 

50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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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Gordon Redding, The Spirit ofChinese Capitalism (Berlin: Walte de 
Guyter, 1990). 置本主羹在何嚣程度上可以定性属"辈人的"是值
得孚言革的，但造f国名份激励许多辈人企棠家爱得更加自费，後来

道理使擎者探寻什麽使他伺格外"辈人的>>

42 理

毒者

和

1998 年泱定世界莘商大舍的秘曹虞牌在一俑畴期鼓在新加坡中萃

罐商舍，造项遣t军是在香港和新加坡之自做出的.大舍迄今属止

是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外翠行，但北京和台北的械椿均热衷於膊

大食寻l 造各自的城市.在大含最佟在造商f固城市翠行的峙

候"散居者"舆母国的国结可能是完整的.但被~逐者或散居者

又徙何而来昵?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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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Hong, "Old Linkages, New Networks: The Globalization ofOverseas 
Chinese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 The China 

Quarter纱 155 (September 1998), pp. 582-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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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於造{因向题的公共苟言命很少，但在在下塌合和社群圈骨章含蘸卸

理常就"全球性"辈人舆猫太人及其多方面活勤追行比较.舆柬

商更不同，北美草人更清楚猎太贾跑主萎 Chirot and Reid, eds. 
EssentiaI Outsiders? (注 39) 在那襄比在任何地匾更受重担.

45 

我徙未克遍"英留散居者'\而且媳是韶禹童是由於英国人最熟

撞他俩自己的器言，清楚"散居者"一爵的揭特性.既然造锢前

已在某穰程度上被腐泛地付器使用，我伺蘸揄在加拿大、美国、

澳大利直以及前英帝国的其他部分的英国散居者遗含有多畏峙罔呢?

46 

新闻傅媒穰撞支持香港和台湾，但多数引人注目的消息是通通圄

撵孀捷的，一些锢址鼓勘徨仇，但一些黯比鞍穰植韭寻求"和

解"例如，世界辈人聊合舍的皇军明以黯於辈人散居者的强有力

的圈述国篇.下列引文抓住了造锢锢上姐娥的精神:

47 
o 
I<J 

"辜人撞估言十居住在一百三十六倔不同的国家，是世界上分怖乾

圄最靡的族群集圈.造理多穰性罹寞是令人敬畏的.然而，造成

人悟之罔隔阂的是同攘的多穰性"

"我桐铿常遇到美国草人或加拿大革人，他伺封其他地方的辈人

知之甚少或毫不周心.造程毫煞所知和摸不回心必须予以改正.

我前的使命是造就辈人舆草人次集围之国以及草人舆非辈人之罔

的和解，造假使命煞疑充捕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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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大舍期罔，我伺将召捕一次事题啻撞来前输印Æ::辈人

同题，因此，封印后辈人在五月暴乱中惨遭迫害的事件，我也

就不幸借在此群细揄述 1 棉、之，静多印尼辈人被迫再次窥身铿

匿往昔的悲痛，窥跟目睹家圈化属灰埠，巍人模展街醋， 自己

商自裹的货物被洗劫一空。不遇，舆印Æ::1f军史上匿次额似的排

革暴乱相比鞍，造次暴乱至少有雨{固重要的匾刑之虞.首先，

在适次暴乱中，所有的即巨草裔受害者都是印巨公员;其次，

在适次暴乱中，部分草人的妻女竟然惨遭强暴e 婿女遭人强

暴，是任何民族都最黯以承受的暴力行爵.而重?於主主人来挠，

自徙令人接指的南京大屠毅之援，辜人就未曾遭遇遇如此大规

模的迫害j 我例都知道，南京大屠毅事件始所有的辈人留下的

是多麽痛苦的回憧.造一次，印巨的辈人被迫徙另一锢完全不

同的基本立竭来重新髓黯摩史的制饵，一挝辜人受害者属此付

出了特别惨重的代债。造一切，促使我近月来不断地反思:柬

南亚地匾的辜人(或静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辈人亦如此)必须面勤

适模一锢向题，即今天的海外辈人究竟~核器向人黑摩史畏河

中的哪一段匿史?如果海外辈人接法硅定某段JJf史属自己的摩
v. 
E且史的嚣，那麽，他伺靡凿遣f辈革的摩史来器同呢?海外辈人是

否能纳抛窦既有的摩史而重新器商自己的摩史?

我伺首先必须提出一倔罔题:什麽叫做器同JJf史?有趣的

印尼著名作家普拉穆迪里·阿南逮·杜甫 (Pramoedya

Ananta Toer) 上锢月就印尼辈{雷雨题费表演挠畴，也提出了颊似

的考虑.他是在其名著《印度尼西亚的革儒》一番再版费行畴

费表自己的想法的.在适部完成於 1960 年的著作中，普拉穆迪

直敛述了印尼仇模辈人的政策是如何在漫畏的荷菌殖员统治踌

是，

-………· 二未来中的通去海外莘人:-

我曾有幸参加遇多次有隔海外辈人的事街研前舍，然而，

造一次前来属巨拉赴舍，部令我格外侮感.自钝 1994 年年底我

伺在香港聚舍以来，柬南亚地重大多数国家的趣横形势都费生

了巨蟹，其中，艳大部分受到金融凰暴摇鹰的国家都一服不振.

不遍，我伺怎麽也没有料到印后辈人舍在今年五月遭受到如此

惨雄人寰的浩劫.封印尼费生的适堤悲剧，或言午我例不该适麽

因属，在 1997 年年底畴，已超有撞撞蹄象表明印后的理

清正面酶崩溃.降至今年年初，静多印巨人已在檐心黯似

1965 年的勤遏局面或带舍在印应重瑰.先是印巨盾的常值一落

需言牙.

乏，全阁各城镇数十高人口失棠，翠图上下锺罩在一片惶恐不

安的骚勤之中.人伺普遍有穰预感，贵得透{固国家随峙将接生

巨壁.紧接着，便是腥凰血雨的五月.在短短的三天踌罔内，

四名大事生做弹费生，成千上菌的群隶溃上雅加遣、梭辑、棉

葡、洒水、巨港等城市的街豆豆示威，社舍秩序完全瓦解。随之

而来的是一连串的烧毅捕掠和猥襄强嘉，

锺而是渥食和莫品日渐匮通货植度膨肢，物债腾珉，千丈，

丽受害者则始大多敷

.32 

是印巨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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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辈人，将自己的未来舆摩史相聊繁究竟意味着什麽?倘

若海外辈人的未来必须要有一段匿史的亩，那麽，造该是什麽

攘的一段摩史?迄今属止，海外辈人基本上只有雨疆遐撵: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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麽倾慕、韶雨於中国摩史，要麽接受所定居的国家的Hf史.我

将篱要士也概述适雨穰遣操的特微 间暗封造商穰i墨撵由於二者

只能撵其一之前提而造成的繁强肤患加以探前.

有雨储主要的途

(1)通通徨述属束人所器可、接受的那些史贾，海外草人将

自己族群Hf史中既有或已知的部分予以罹韶，主t壶可能地将适

段Hf史向前回溯.造穰韶同Hf史的方法可以有多程不同的形

式，不遍，最常晃到的形式就是到中圄摩史的各锢屠面去追根

寻源，然後撵取出中回应史中的某些部分予以韶同.

(2) 海外辈人舆所居国的其他国民一道寻求一穰新的摩史，

而造些撩有不同文化和应史背景的同胞也正在努力挂理自己圄

ÛI 
tI1 

家的虚史.适穰理象在柬南亚的某些因家比鞍普遍.不遇，更

属常克的是造些国家通遍重新撰寓自己国家的摩史来塑造出一

檀新的置史.

除此之外，另有两储更具包容性的寻求Hf史根源的途徨，

造商倏途侄不懂都不强拥穰族和民族团家的角色，而且在理代

社舍中更属可行.适雨储途徨包括:

(3) 扇了跟上全球化踌代的步伐，世界各地的海外辜人均跨/

越各自的圄界而韶同一程全人颖所共同攘有的摩史.

海外草人欲将自己的未来和靡史相聊粟，

徨可遣撵.

期逐渐地形成、接展和黄施的.他之所以要回溯造段摩史，吕

的是要抗器重革加器媳统持代的印尼政府在 1959 年通通蜜施排斥

辈人的第十辘嫖毓法令.普拉穆迪盟将该法令稿之属"正式的

程族主善政策>>他的造部著作凿踌属上被凿局禁止蛋行.他

在十月份量苦表的那塌演挠雄然很简短，但他在结束演请畴仍呼

理
裁
和
方
法
蔼

蘸隶人以史属墅，共同制止巅似印启五月暴器乱L的"反人性的罪

行

辈封才普拉穆边里的主 3强丧瓦，我深表赞闰.我本人封海外辈人摩

史的研究亦使我深信，一{固族群若要生存和接展，就一定要面

封自己的通去.在早期，凿藕洋遇海的辜人始大多敷是商家或

短期寓居者峙，情况相黠比鞍筒罩。後来，首适些儒居翼姆的

革商成了"革儒"，丽liH.望祖国的要求必须成属爱国辈人畴，

情况就回始费得撞撞了。造是因属他伺效忠的野象是 1911 年漏

清王朝崩演之後新舆的中辈民国 4 自此之後，海外草人的整音

壁得日趟混雄，隶就始括.有的人韶属，既然作属新舆碑立圄

家的少敷民族，海外辈人就必须在二者之罔作一抉撵:他仍要

蘑效忠、服徙於居住圄政府(即使如此，他伺遗是铿常被人镶疑

是否忠言成)，要麽以某穰方式罐罐锥持辈人的特性.可是，连海

外草人自己也不清楚究竟该以何理方式来雄持草人的特性.他

因
翩
舆
前
瞻

这

伺是否只膳该事挂於赚钱而避免捶入政治圈波?抑或只需要埋

菌苦嚣，冀望他日成属事者或科事家?他俩靡核徙中国的摩史

裹寻求自己的提昆?道是乾脆将中国Hf史一股脑兄全盘抛寞，

辈才海外草人来剖

而是所有居住在中国本土

搏而只韶同其海外新家国的匿史?

言襄我把言重题事事回到剧才所捷的同题上来.

一一我造完指的不懂是那些印后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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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倚居地，徙而捕造出鼓辈人族群自身既有或已知的虚史.

造是最额百易晃的做法，也是康大海外辈人畏期以来最易於撩

解和韶同的途铿 6 在十九世纪末莫之前 正是适些黯洋通海的

辈人先疆，而且往往是他例，责燕旁贷地到中国家绑的家族、

村落或社匾中寻找出一些必不可少的族群穰器，以便属辈人在

海外的新生活增添荣耀.早期的海外草人多是商家或手工工

匠，他俩通常是桔伴而行，业通通共同的宗教信仰和不同形式

的互助姐嫌把自己但嫌起来.他伺摇大多数都没有受遇正琪的

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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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因此封中留摩史作属一程，统一的黑族性的概念基本上没

有什麽韶戴.可是，他伺至少遣知道自己家姆的名字，而且黠

各自家族的傅就雷俗相凿熟悉.他俩言己'撞中的虚史，贾擦上主

要是一部以男性属中心、父子相承、延锦不在色的家族史。其中

部分人或言午在家绑遣有家室，故丽即使他俩在海外儒居地已另

外建立家庭，他例最是舍定期匿款回绑，暗香家小。他俩通常

啻罐罐遵行辈人的傅就盲目日雷俗 也舍以最繁梅的傅毓攫借来

祭悼亡友.大多数的适些早期海外辈人希望能纯沉洒龄自己所

熟悉的往事之中，除非借居国的摩史影警了他俩赖以属生的商

棠活勤，否则他例是不舍费神去蹋注蓄地匿史的.

降至十九世纪，一些能纳斯文搞字的新情民加入了以男性

属主的海外辈儒杜舍。造些新情民徙家绑带来了带多有阁中革

民族英雄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他例不懂知道《三国演羹》中那

些故事的模概，撩解适部内容望富、知精康博的著作，更熟悉

菩中所歌颂的那些属圄捐疆、属社舍献身的男子漠英雄氯概。

除此之外， ((水?苦傅》中所言噩歌的那些"四海之内皆兄弟"的

故事也深深地印在他俩的脑海中 7 可以挠， 中圄的每一{固男

(4) 海外辈人以某撞鞍具包容性的方法来锦寓各自的摩史.

由於理代教育和科技的普及，

理

前 11
适储途徨靡鼓行得通.

我将依次端述以上所提到的适四储途徨，看看海外辈人如

何可以利用遇去来更好地黯解自己的今天和未来.我相信，我

所要蔽的野世界上大部分地匾巳定居的海外辈人来就都将是通

用的.不遍，我此应将主要前揄居住在柬南亚的辈人，韭将苟

言命重黠放在以下造商黯海外辈人身上:

我
方

法

输

回
顾
舆

的那些通通借军置史铿军在来规割自己的未来的辈人;

B) 那些巳铿韶同於某程应史，而且他俩的未来巳短属鼓段

摩史所泱定的辈人.

前
精

海外辈人族群自身既有或已知的摩史

前雨倏可供逮撵的途徨是由海外辈人族群自己制造出来

的.所谓海外辈人族群，指的是居住在外阔的辈人群髓.主变言命

海外草人族群的规模是大或是小，也不管他例在居住国婚、人口

中所估比例是多或是少(例如在新加坡，辈人估棉、人口中的比例

高逮 75%，而在里洲以外的许多回家或在北美，辈人估媳人口

中的比例甚至不到 1%) ， 5 蹋键在於他例如何连用 lff史来自本族

群成具以及向非辈人向胞或居住固政府表逮自己的黯望和身

飞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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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换言之，周键在於海外辈人族群是否有能力促使摇大多数

的成虽韶同本族群，抑或韶同於居住固，或是二者皆予以韶同.

在海外辈人中罔有一撞根深蒂固的傅筑，即像第一代移居

海外的辈人先辈那壤，蛊可能完整地将家娜的文化傅，统移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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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dine Salmon) 主端的那部输述"文事遣移"的输文集中，就

有大量的蜜例说明海外辈人是如何非常成功地以遣军重方式保留

了自己的文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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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二十世纪初，瞪着理代民族主萎思潮在中国的舆起，

所有适些封中国匿史的粗混韶蘸阔始接生费化.在西方殖民政

榷公然歧祖营地民族和辈人的地方，以及在辈人族群规模鞍

大、有能力自己篝辩新式辈文事校的地方，适穰丰事塑尤属明

黯.海外辈人刽辩的适些理代革文事校，均以民族主藩的中萃

员国的事校蔚榜棱.舆此同畴，中国舆诸列强(包括日本)之固

的聚强阁像，逛一步促使海外草人间心同德，同畴令他俩罹韶

自己的新的效忠封象是中国.中固不再由令人可恨的浦族人就

同的楷模，而且也直接或罔接地向他伺灌输了舆儒、佛、道三

教傅筑一致的道德债值酿念，黛庸置疑 所有适些都是他俩在

翼绑雷同暗所需要的行属单只tl.

静多畏期{雷居在海外的辈人渐渐地在蓄地结婚成家，有些

人更生克育女，阔始在凿地絮根定居.那庭，他伺的适些子女

靡鼓撩有怎攘的一理JIl史根源呢?只要能力群可，海外的辈人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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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他年鞋的暗候，都曾铿蘸到通适些故事.造些故事不但

属漂泊翼姆的草人移民提供了身鹿逆境暗事取成功的策略和宫

回
顾
舆
前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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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而是由海外辈人所熟悉的康柬人或福建人来治理，

大地加速了海外辈人封祖圄韶罔的遇程.因属，孰掌中草民国

政府的靡柬人或福建人封祖国的抱鱼和熟望，得到了越大多敷

海外辈倍的理解和撩撞.接着，由於罩罔握军是，圄民黛人孰政

失败，事致中国国内乾火频仍，政榷更迭.可造更激励部分浦

腔热血的革儒矢志返绑，属中固而窜阿.常然，另外也有一部

分草儒因此而部步不前，不顾意再支持腐败、混乱的政榷.然

而，即使堂适些爱匮革倩之罔的分歧臼渐撩大之畴，封那些服

意韶向中罔摩史的海外辈人来挠，沉浸在中圄M史之中，意蕃

自然大

仍然是非常重大的.

在二十世纪的上半菜，隶多的事文事校在柬南亚各地主慧

珉，而旦大多仿做中圄圄内的事校，所使用的教科苦也是在中

圈圈内出版的。於是在畏逮五十年的峙爵内，革校牌中国匿史 f

撞其有效地傅播始了自己的事生伺.值管常地政府踌不暗地舍

∞ "ì 

父辈例一定啻竭蛊全力地攘自己的子女受教育，言赛孩子刑事雪

中革傅就文化，因昂，他伺器属，戴输是野草人族群而言，遐

是野草人所徙事的社舍行棠来挠，中莘傅，统文化都是至拥重

要，必不可少的。倘若家境富格，或是家庭人丁舆旺，他伺遣

舍属家中的男童伺延聘私塾先生，教事孩子仍事宵中文，以便

孩子把自後能绚像真正的辈人那模生活和工作.回於凿峙的私

塾先生具髓教事些什麽知擒，我伺所知甚少.不遇，有一黠是

很黯然的.孩子伺通通事雷基本的中文昂器和窍作知巅，势必

封中国摩史上有固善行装翠的典故，以及中圄神器、傅奇故

事、甚至於吉暗清朝的一些闺名的史黄均舍有所接耀、晾解.

随着十九世主己末徙柬南盖因中国家姆的交通大属改善，一部分

家境更属富榕的孩子遣能掬国祖国深造.至於那些中文程度鞍

差、尚知法院器中文原著的孩子，可以用他伺自小就掌握的凿

地器言来回嚣那些己翻嚣成越南文、泰文、高梅文或焉来文的

中国古典故事，正是通通遣军重途组，他俩不但把一部分中草神

器摩史傅遁始了自己的下一代，闰持也捂中圄文率和一部分中

莘傅就镖值黠念介，铝、傅播错了凿地言费者.克劳汀·沙甫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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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半{圄世纪的峙期内，如果海外辈人踊意的器，他伺堂

中的绝大多数人礁能属中菌的繁荣造步做出贡献，通通重温祖

国光辉燥册的通去来描撞其未来的新董圈.日本侵略中国的暗

候，海外辈人勤祖国的贡献逮到了顶峰.健管凿峙柬离蓝本土

亦被日罩所估镇，大多敷海外辈人所能奉献的撞属有酿，可他

伺封全虱族的抗日救亡连勤所给予的疆穰支持有史属髓，足以

令海外辈人弓!以属荣 10 中国的摩史，燕输是古代的摩史遣是

近程代的虚史，就造模舆海外辈人自身的摩史融属了一髓.正

是因属具借了适攘的一穰置史愚念，海外辈人才充满了自信，

值得注意的是，遣军重封中国匿史和混肤的韶、同藏念是先铿由家

中的父母、巍友或海外辈人族群的领袖俩造行傅播，然後再通

通事霄教科苦和教自市例的傅授而得以强化，形成正挠的藏念，

我伺不可低估口述傅筑在傅播摩史知撤退程中所费撑的作用，

但使年睡一代的海外辈人能绚根深蒂固地接受中国摩史傅镜的

主要渠道，律是正挠的草校教育，更属重要的是通通革校中那

些具有高度政治意载的教蹄所灌输的知满.正是通通不断的锺

述适麽一程途徨，海外草人族群常常重温本族群摩史上的某段
中b
孙-‘特定或已知的短靡。除此之外 以革文教育属基睫而影成的辈

人铿漓娟络的某些特散，以及血雄、地雄钮带所雇生的社舍舆

文化上的力量，均使得至少离代的海外辈人有能力再造自己的

虚史文化.他伺所移植、制造出的适-JJf史文化，不懂禹海外

而且被公韶属是有利於辈人族群未来的成畏辈人族群所韶同，

舆蛋展.

海外草人族群封中圄的JJf史文化抱有特殊的感'情，造是十

分自然的。康大海外辈人追随本族群的自然倾向市熟爱中国的

坚持把一些本土的应史揣窍入辈校的教科曹中，可中圄置史、

中国人物傅言己、中国诗前和小就仍然是海外辈人族群教育的主

流内容.革校事生所事宵的教科普中遗包括了中圄近年所蒙受

的固耳t\ .Bl史.海外辈人封适些奇略大辱均耿耿於镶.封那些丧

期生活在海外、因属祖圄的贫困衰弱而借受欺凌的辈人来说，

感受尤属强烈.造穰铿迥避撵的不太完整的中国应史就造揉很

好地溶入了大多数海外辈人的意辙中，立主且至少影警了整整雨

代海外辈人.於是，凿地的事在章不懂事事载曾在中国固内刊登的

文章，同峙也蜜表由本地辈人撰窍的文章，宣揭一锢更属富强

繁荣的中国，一{圄所有海外辈人都弓|以属荣的中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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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那些接受富地教育的海外辈人来说，凿然遗得事雷其他

国家的应史.例如，泰圈的草人就必须懂得泰国部克里王朝

(Chakri D归asty) 的摩史;而居住在西方殖民地的草人或在殖民

地事校就嚣的草人遗得事窗大量有醋英固、法国、荷葡及美国

的摩史，有峙甚至遣要事雷一些居住国国家的虚史.不遍，封

注重摩史的海外辈人来挠，事雷适些外国匿史罪竟是次要的，

他伺封中因光辉煤烟的匿史文化的新韶哉，才是最重要的.那

些受遇革文教育的海外草人费中圄圄内的知端分子、政黛领

袖、作家和妻街家尤属钦佩、仰慕.在他伺的心目中，造些人

不懂正在徨舆中国的傅毓摩史文化，而且正在制造性地接揭、

光大遣军重摩史遣崖，制造出一穰全新的、充满活力的中国摩

以回E慧珉代社舍的需求.令海外辈人舆宫的是，

o 
叶

造般推勤

瑰代化的力量能细重新塑造中国应史，徙商有助於下一代年鞋

的海外辈人摒妻傅就应史文化中遇暗的或迷信的内容，事事而接

受造步和科擎的事物.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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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某些政治上或文化上的雄故而全心周注中国的匿史的菇，

则往往舍因此壁得漠祖所居嚣的本土JIl史.其结果，造成适部

分海外辈人只封直接影警他伺日常生活的本地事费感舆趣，而

嚣凿地人民所重棍的本土屋史毫不拥心，甚至韶属适些本土屋
未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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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舆自己毫煞随督、.

第二次世界大鞍之後，柬南亘地匾费生了翻天覆地的整

化，各国民族主羹扮扮崛起，西方殖民政榷相撞撤睡，而中圄

共崖黛在中因大睦也撞得了腾利.於是，束南亚各新舆渴立的

国家自始期望在凿地定居的海外辈人能纯辛苦、同柬南蓝各国的本

土屋史.我在前面曾提到遇泰国的例子.在泰国，铿遇一段峙

期後，凿地的罪人似乎没有多大困黠就接受了泰国王朝的匿

史，益将之舆海外辈人的座史融属一髓 11 可勤於那些定居在

柬南直的西方殖民地的海外草人来挠，欲将雨穰摩史很好地融

合在一起恐怕就没有那麽容易.在适些国家的殖民地事校裹，

教前更多的是教授西方应史 向事生宣傅西方文明律大、腾利

的光辉形象.造一切 加上凿峙正在蓬勃徨典的中草文明，使

得海外辈人愈加瞧不起那些曾被西方人征服的本地民族的摩史

和文化 12

海外辈人之所以舍忽据所在国家的本土摩史，其根源在於

匿史上的一锢十分重要的瑕部.摩史上，海外辈商在寻求费财

致富的遇程中，或在属凿地居家言某求某些其他利益的活勤期

阔，多舆吉地丰士舍上居的政治、铿1宵精英密切合作.可是，贸

易往来及狭隘的组清利益盖不足以令海外萃商韶向於凿地圄家

遣军重煞法融入凿地社舍的理象是完全可能出琪的.就

像如今我例可以清楚克到的那攘，某些组清黄力雄厚的大公司

的JIl 史。

H史，也是煞可厚非，可以理解的.不遇，若然不慎，有可能

失之遍度。倘若海外辈人族群一咪地强祸中国应史傅筑，以至

於到豆豆来凡事都得依赖中圈，用海外莘人族群就舍要失自己在

理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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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绑{也国遍靡新璜境、自事新柬西、以及不断刽新和剑造的能

力。在形势急剧费化的柬离更国家，造疆令人措心的情况尤易

费生。若果真如此的嚣，未来的海外辈人族群便再也做不到凋

立自主，而可能蟹得完全被勤和仰赖他人，

的困家渐行渐速，成属陌路人.

罐而舆自己所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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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届国家或其他民族的犀史

在通去的散十年内，海外辈人封中留摩史的热爱受到了最

重的街擎和考黯.造一方面主要是因属中辈人民共和留在建国

後的前三十年裹内部勤噩不安，另一方面也因属海外各定居国

家中民族主萎的 d摇起，以及世界在不断地追步和赞化，造些壁

化都野海外辈人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的形势下，世界各地的

草人不得不做出穰疆不同的抉撵.在大多敷情况下，海外辈人

所能掬做出的最直接的抉撵，就是韶同於那些新典国家的应

史，商i主些新典国家的摩史燕一不是以本土摩史属基磁建槽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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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

凿畴，因通度沉醉於中圄摩史而号i 致的弊端，

黯理了出来。那些偌JL'仰慕中国的海外辈人勤所窟国的本主JIl

史竟然漠不醋心.倘若适程情形费生在短期寓盾的革情身上的

已很明黯地

菇，尚情有可原，国属他俩在短暂的逗留一些日子之後，旱竟

遭是要返回中国去的。可是，那些打算在海外定居的草人如果



一段相常畏的暗期中，造雨{固地方的海外辈人贵得，他伺所提

出的反殖民统治的豪言肚器及所徙事的反理民统治的活勤舆中

属国内民族主羹道勤或共崖逼勤中所提出的反封帝国主蠢的口

号虎是一致的，二者很黯睦分院来。更何况中圄圈内所翼起的造

些暨势浩大的政治遗勤所代表的是一穰圄瞟性的反封资本主主是

的力量，盖且整藕是世界摩史造程中的一锢重要的里程嚼。正

因属如此，海外辈人参舆柬南豆豆各睦反殖民同事及民族建圄等

摩史性的费革的程度是很不平衡的，
半是
υ1 

甚大.

很明颗，海外草人在穰撞参舆凿地人民的政治社舍活勤的

遇程中，装费适程参舆符合主主人自身的利益。於是，他俩就舍

比较容易地恕同於凿地H史。在适方面，泰国是一锢最佳的例

子，造是因属泰国徙来就没有什麽殖民政府插手干预辈人和凿

费化而且往往因峙而翼，

仍然阻止不

地人民之阔的阔傣.但是，在另外的一些国家，即使殖民筑治

凿局刻意将定居凿地的辈人舆凿地居民分隔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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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的民族事校中接受教育，盖有意言撞地在操程鼓童中倒重嚣凿

地匿史的韶、同.

第一惊途铿尤其重要，韭多晃於那些曾费生激烈反抗行腾

撤退的殖民政榷的柬南盟国家中.在很旱的暗候，例如在本世

钮初，菲律蜜的辈人就曾穰撞地参舆凿地的政治活勤 13 我伺

遣看到，在 1945 年之後，印巨的辈人不懂全力支持印臣民族解

放力量反抗荷商人P 而且遗强身投入，舆印}巨人民一起耸肩作

草~. 14 不遍，媳的来看，海外辈人在参舆凿地民族解放道勤中

的表理盖不都是造麽穰植的.例如，凿峙的黯柬茧辈人(包括今

天的属来百里和新加坡)和法属印度支那的辈人就不是如此.在

可适些公司部

始将被凿地人民祖属是外来的、高高在上的外圄公司.倘若适

些投资者不参舆凿地的政治或文化，那麽，燕端他俩封所在因

家的组横费展做出了多大的黄献，罩?嚣铿樨投资是她封燕法融

入堂地社舍的.换言之，欲真正地融合逛一锢国家的摩史，所

要做的速较费时致富搜黯，它要求有院人士首先必须把营地民

族的摩史凿作是自己的摩史.

在柬南重民族揭立建固的初期，媳大多数的海外莘人庭於

彷徨、不知所措的肤患，其背景即上述的遣撵韶闰堂地虚史的

同题.凿畴，带多海外辈人都曾希望，他伺所徙事的组清活勤

(如许多跨圄公司)属所在回家剑造了大量财富，理
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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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金融方面所做出的器多贡献，即使不属堂地人民所感恩

戴德，至少也鼓足以令其属首地人民所接受.至於那些错粹接

受孽文教育的海外辈人，事雪上根本就不懂得该如何去看待本

土匿史.即便是那些曾和常地杜舍精英或富商大贾的子女一起

也没有多少人舍韶、真留心

那些封凿地同事来就具有特别意萎的本土匿史.如果说，造部

分曾接受殖民地事校教育的海外辈人舆凿地闰壁之罔在某些罔

题上磋持有共同看法的亩，那就是他伺封歌洲摩史有着一致的

在踵民地事校接受教育的海外辈人，

吁·

叶

言翠巅，以及封欧洲人的统治或静皆浦慎憎慑.但是，他伺徙来

就没有模舍将各自所可能睬解的首地应史和中国摩史融属一

以便彼此能徙一锢新的角度来共同锚慷遇去.

由此可知，堂暗的海外辈人可以通通雨锋不同的途徨来使

自己韶同於凿地民族的本土摩史.一锋途组是投身加入堂地的

民族壁醒逮勤，舆凿地人民同呼吸，共命逞，在新一代琵族主

羹领袖的领事下共同反抗殖民政府;另一恪途铿则是通通在新

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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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在恩来西豆和印后，由於穰程不同的原因，海外辈人舆

凿地震史的韶闰通程黯得格外搜蛙.辈人在适雨倔国家的器同

之所以舍遭遇到困蝶，其最重要的原因或群就在於适雨伺回家

都是新舆的国家.而且，在五十年前 没有一伺团家辑得上是

一锢攘有明磕疆域和连贯摩史的海立政治黄惶.就印后而言

直到 1963 年西伊利安 (West Irian) 被饼入印后版圈後，印尼才阔

始有其固定的疆界.倘若我伺把柬帝汶也考虑在内的话，印后

疆界形成的目端就得再向後挪到七十年代中期 17 至於属来西

茧，也只是在 1965 年之後才影成了今天的疆界 18 适些匿史距

今不遇三十馀年的碍罔.因此，海外辈人在造雨f回国家中韶同

营地摩史的途徨主要是上述的第二储途徨 即通迪在圄立肇校

接受教育，舆常地的人民一起事雷本土fff史.以适撞方法来使

海外辈人韶同所在国家的摩史常然需要一段较畏的峙罔，有的

碍候甚至需要等待整整一代人或更畏的峙罔，海外辈人才能真

正地做到舆蓄地人民一道共同分享族民族的摞恙，盖腾其微底

地吸收、消化，锺而能以酋地人民的翻黠来看待所有的词题.

不遍，在辈人韶罔问题上，印后和属来西亚两国之南遣是

存在着明原的不同之虞.在属来西茧，海外草人所参舆的社舍

活勤自一周始就不限於铿清领域 19 英国人鼓励辈人的造一做

法，而大多敷属来西里辈人也韶属穰撞参舆政治活勤是十分重

要的.正因属如此，自建国伊始，属来西亚草人就穰撞参舆由

十三锢州组成的羁来西亘聊邦之建国雷同 徙而也就接受益韶

同了属来西亚聊邦之筒短的摩史.也正西属曾铿穰撞地参舆凿

地的政治活勤，黯来西亚辈人才能不煞自豪地团首往事，更加

器、同属来西亘碑立前的那部分早期摩史.属来西里辈人韶谶

了有部分海外辈人舆其凿地的朋友及葬在居密切来往，同甘苦，

共患黯.诸如此颖的事例在丢面甸、越南和柬埔寨等国均可接

珉，而人例也可以徙中事到苦多寰黄的程黯敦市11.适些事例就

明，只要海外草人有意满地穰撞参舆其海外定居国的活勤，舆

凿地人民一起共同髓窍该国的理代匿史 他伺就能多句韶同适锢

国家的整锢fff史。 15 正因属他伺曾和凿地人民一道共同参舆凿

地的政治或文化组辙，所以他例不笛舍以同情、支持的患度看

待常地民族鲍理清桑的磨史，而且m:r意和富地人民分享一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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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未来自

至於柬南茧地臣的其他国家，菲律蜜舆属来群岛地匿的另

雨惆国家(属来西盟和印尼)略有不同，造是因属菲律窦很早就

割定自己的疆域。本世主己初，美圈人的殖民筑治令菲律蜜具借

了自己的摩史焦黠，而大的九十年前由艾璃·布莱甫 (Emma

Blair) 和詹姆斯·器伯森(James Robertson) 睹合捕辑的那部五十

五卷本的珍黄的史料睦捕，更逛一步章固了适-fff史焦黠 16

封於菲律蜜辈人来挠，舆造一置史焦黠韶同比鞍容易，造也因

属强大的天主敦敦啻四百鲸年来在菲律蜜奠定了十分里宣且，统

一的基碟.在适攘的 fff史瑕境下，摇大多数的早期菲律窦辈人

社匾都成功地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菲律蜜所揭有的造些社

舍锋件不懂罹保凿地的辈人混血先被社舍承器，而旦使得他仍

很容易地就融入捣立後的菲律蜜杜舍.然而，由於中国民族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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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的舆起，以及美团将其本土重施的排辈移民法律延伸、推行

到适俑新疆民地，故而使得新来的辈人移民遭遇到较大的团

建.不遍，即使如此，在适些初拇菲律蜜的辈人新移民中，也

不黠找到一些睡意韶闰菲律窦民族fff史的十分昵额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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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颈似的不公平的指责，或静啻逼使印后辈人重新回到借窍

者的心患，费得心灰意懒，冷酷煞情.

封所有那些阔心印起前途的人士来挠，自印巨傅来的消息

必定使他俩沮要不已.在後寐哈托暗期的造半年裹，唯一令人

高舆的好消息恐怕就是印巨辈人如今已铿泱心在各锢眉面上参

舆到印巨的社舍中去。倘若适倔好消息可以解辉成是印巨辈人

周始蕃慎地接受印尼的摩史，业和雷地人民一起探索如何属造

段虚史下定萎，那麽，印巨辈人属自己在印尼杜舍中寻找一锢

属於自己的新的空国遗属畴未晚.但是，在很大程度上，造遣

得取泱於印起草人能否被提属是印庭的一锢合法的族群 (suku…

community) , 2i 

需要捕充说明的是，瑕藤世界各地海外辜人的短踵，印后

辈人的铿H似乎的硅是一锢罕克的例外。在世界的其他地方，

草人族群一再地向人伺言查明:一旦他俩在海外某地畏期居留，

晾解了蓄地的社舍肤祝後，辈人是十分原意参舆蓄地杜舍事溃

的。凿海外辈人有梅舍享有公民榷畴，造车重参舆凿地桂舍事费

半，.
飞。

的意颇尤属明黯。

韶戴盖踊心自己所定居国家的摩史(我指的是柬南里所有国

家的摩史)，其本身就是一{固自然的摩史遇程.如果造一匿史遇

程能多句逐渐地、和甜地、自然地促使海外辈人走向同化，相信

知人不属之高典、欣慰.倘若海外辈人所居国能纳在平等和自

由的瑕境中日益富强的嚣，草人舆凿地社舍的!可f也就更令人欣

喜了.最佟，海外辈人族群自身的H史将舍舆其定居圈家的摩

史完全地融合在一起， 海外辈人舆束南主本地居民亦皆膊因此

而受惠猩益.

到，他例在铿漓上所做出的贡献是恩来西亚国家萤展遇程中的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故而，锚管属来西亚辈人封政府宣酶的一

些带歧棍性的政策颇有怨言，可他例中的始大多童女人似乎遣是

屈意将革族社群的匿史舆该固的整倒应史融合在一起.

印足的情况部不是如此.早自本世钮三、四十年代起，部

分印巨辈人就穰撞地投入印巨民族主羹连勤，林群景及其印尼

中莘黛 (Partai Tionghwa Indonesia) 的闰僚即属箱例.其鲸的部分

印尼莘人则在印尼揭立革命乾孚峙期舆首地民族爱国志士一道'

韭肩作韩，普拉穆迪里·问南逮·杜甫在其著作中曾提及适些

辈人.他俩中的一些人後来遣随着印居民族解放连勤的领袖伺

造入新政府，措任要聪.至六十年代初，大多数的印后辈人都

已颇意持自己凿作是印巨白族的一分子，印尼国籍协商舍

(Baperki) 的主席萧玉煤属其典型代表 20

然而， 1949 年到 1965 年之岗，印巨、中辈人民共和国及台

湾圄民黛政府三方之罔的鳝棕撞撞的回馁，使得印后草人参舆

营地政治活勤的选程渐越援慢.後来，到了 1965 年之後，印尼

政府的政策改属鼓励凿地辈人捋自己局限在纽清活勤的领域

内，不得在政府或罩阵中措任任何官辙。造一切均阻碾了印后

草人将自己韶向於印巨的摩史.如果挠，造就是近魏倔月来印

尼辈人遭受迫害的悲剧因素之一，则未免将向题看得通於筒

罩.不遇，辈人未能真正地以印尼公民的身分参舆到印尼社舍

中去，罹贾使得印后辈人被迫虞於主流社舍的遗锋，陌煞法参

舆印足的未来. J直接的一穰肤况，事致艳大多数的印后辈人渝

属-1匪没有中国H史板源的族群，他俩所攘有的只是一锢既不

完美、也不完整的印巨本土摩史的铿摩. ]宣穰肤况遣辖市招致

社舍舆输不公平地指责印巨辈人，批言于他伺封国家没有自属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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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一致的.

首先，如能圈滴地封某锢菌家的Jff史作出定萎，便可旗鼓

圆的多数民族和少敷族群一道共同分享一{固国家的置史，造捋

能否在保该国充分利用国内所撩有的人才.大量的事黄言昆明，海

外辈人所展瑰出的各穰聪明才智不佳能属全人颖的福祉做出卓

越的贡献，而且可以碑益於其所在国家的接展，有回政府不靡

该懂懂因属海外辈人是来自他国翼绑而将他俐的聪明才智囊之

不用.恰恰相反，鹿该更加庚泛地善加利用他俩的才斡，业有

系，统地鼓励此颊海外辈人掌握各事科最前沿的知巅，以及各覆

黯能可贵的技能.适些海外草人所取得的成就最佟可以被用於 '" .... 唱

服费其所在国家的利益。带多事例表明，效忠於其所在团家的

海外辈人在壁晋、掌握了国隙上先逢的科主要知谶或其他知载时

徙而封其所在圄家有往往都舍将造些知满财富带回来，

所黄献。

其次，韶、同於一倔箱圈更属潢泛的全人额的摩史，盖不意

味着黑法再效忠於自己的国家或族群。现代教育的好虞就在於

柬南直各使得人伺有能力徙多{固不同的屠面来窑提适倔世界.

圄初期畴，所面攘的首要任费是否在韶自己的身分及共同的命

逮.在适攘的匿史黯段中，欲徙人额2斐展的角度来甜言命他例的

未来，似乎言之通旱.可是，如果柬南蓝各圄媳是徙狭隘的民

族主萎的视野来考虑问题，用其眼光未免失之短渔.封任何国

明的政府束前，鼓励其国民放眼世界，胸慷全球，到西来一定

猩益非商.柬南亚各团及其辈人族群也窟该如此，属全球性的

理代费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我想，至少可以列翠出雨方面的理

由，来言昆明追求全人慧的资展造步舆各文明国家的自身利益是

全人黯共闰#盖有的踵史

以上我所描述的造商撞遣捧，不懂使得海外辈人舆凿地族

群之罔出瑰矛盾和摩擦，甚至在海外草人之简也崖生分歧或黠

酷.之所以舍如此，主要是因属造商穰遣撵带有排他性，而且

老是互相街突.不遍，造商撞逮t军事致出理困黯重重的局面，

遗在於他1f"往往被祖属是整锢族群所做的遐撵.我混在要将而

言才擒另外雨穰看待摩史的遣撵，一疆是小部分人所做的遗撵，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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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穰是锢人所傲的遗撵@由於造商撞逮撵较具包容性，所以

在凿今世界中比较行得通.第一程逮撵多晃於一些海外辈人身

上，他俩希望能纯超越圈界的限制，逛商韶向全人黯所共同攘

有的筑一的震史.在全球化的踌代，造一遣撵是遍宜的.我曾

前
瞻

提及教育、科事费展、以及人仍所攘有的共同组摩在逼向现代

文明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换言之，任何人都能掬言翠向於自己

国家的摩史或其本族群的虚史，或同暗韶同於两者的lfl史，造

盖不排除我俩同峙可以韶同於人翔的费展史，也不意味着我伺

我仍必须在此假鼓挠，所煞法比我俩的先辈做得更好。首然，

有商於摩史的言全理都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可以共存的.倘若封

某伺圈家的摩史之定羹罔题已铿得到圄福的解泱，国民的身分

亦己得到保障的器，那麽，造模的一程遣撵凿然是有所禅益

倘若海外辈人族群益非陷於恐慌、

o 
町3

富後，混乱的肤患之中，而是

遐摞走造一

的。

在其各自所揭化的罔家中已铿取得了自主攘的器，

储路煞疑舍更加理想 22

我以扇，在适锢世界上，少数族群一般都不潜意自己在其

至於柬南蓝各国的少敷族群，他俩在建国家中的地位或理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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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封其族群或回家的效忠.

像适攘的一穰僧人遣撵可不是容易做到的.倘若不属他人

所谅解的嚣，很可能啻醺成悲剧.由於我仍理在是在属捏拉国

舍，适使我想起了一件涉及锢人摩史的往事.大的在五十年

前，我藉挠了一倒有回菲律蜜混血革裔器人兼董家何梅器·

商且不舍影馨到锢容量蓄的倔人摩史必须是隐明的和自由的，

强·锥嚣索(Homero Chiong Veloso) 的故事.我键未遇晃遍适f国

菲辈混血事街家，因属早在我於 1950 年初前菲律蜜之前，他已

在首地的基督教青年舍大厦内害。服自毅，国流血遇多致死.攘

我常畴睐解，他之所以i墨撵自毅，既因禹燕法使自己的锢人回

CJ-. 
b也

也因属在菲律蜜及菲革社舍面酶在大

自己，韭通通自毅造程方法来向人俩都税他啻峙所承受的那穰

黠以忍受的痛苦.他所鹿的峙代是一俑碍折性的暗代.凿畴，

菲律萤剧剧徙 1945 年的太平洋乾事中重生，新庚的菲律蜜民族

主羹舆中国的民族主羹正在相互事擎着颊似何梅器. jff .推展

索适棱的菲律蜜草人的身分韶同.我徙未忘捏造{固故事，而且

仍在思索着他走上锚路的原因。我想要知道的是:他知法西割

的究竟是他{国人摩史中的哪些束西呢? 23 

中圄人一向都没有这行{固人反患的傅毓.我相信，海外辈

人也是如此.中国人中岗徙未克到有什麽律大的自傅或人物傅

言，以言己述某{国人自己的往事或短座。除了喊冤叫窟或寻求公

道之外，中圄人也徒未有向外人披露伺人私生活的雷惯.封自

己的所作所属始终保持沉默方属君子之道 若攫得了成功遣能

保持镇默，就更令人敬佩了。聪明的中国人徙不向他人都说自

国的政府或带舍要求定居在各团的辈人侵先期注参舆其所在国

的国家事挠，而後才醋，心辈人族群内部的事情.舆此同畴，有

商政府也廉该更加商明，允许首地的辈人自由地到圄外去事雷

或工作.黛输如何，即便造些海外辈人得不到有回政府的支

持，他伺中的群多人也舍自行接受理代化的挑草~.所谓理代化

的挑勒，亦包括韶闰於某段全人旗所共同攘有的世界摩史，

而使得海外辈人可以融合选人颊婪展的主流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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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的遐撵

4 回

南
奥
前
蜻

憧遁膳於新的社舍理寞，

费革的前夜，接法承受f固人生活所带来的痛苦。他以死来解脱

蒲允言午我徙另一锢不同的届面来逛一步探前锢人的遗撵.

人伺

完全能绚以一程兼容韭蓄的方法来捕娥各自{国人的匿史.捕娥

{国人的H史的方法多程多棱.人例可以侧重撰寓有商{国人回憧

的部分，而以十分重活的手法徙昔日的摩史中撵取自己韶属通

合的部分，将之捕入自己的倒人应史中.封於柬南亚的草人而

言，他例可以撵取部分中革文化的遣崖作属自己文化方面的H

史，再t军取部分中国摩史或某段他伺可以接受的束南亚本土摩

史来槽成自己在吉地的H史.器如此慧的遣撵甚至可以延伸到

通讯科技肃速费展的世界裹，在首今造{国瑰代教育昌明、

F通
叮3

包括其他国家或大睦的摩史.至於属何要撵取不同穰颈、不同

i墨t辈的摞草如何罹定，用仁者克仁，智者克智，F皆段的H史，

莫衷一是。譬如，适程遣撵可能搞粹是一程封人黯摩史上的某

疆特徽之美事上的反瘾，也可能是封某厦科事援明的需模，或

可能是封某穰令人黠以置信的勇敢行周之钦佩，甚至可能是封

一部兼向题的回键在於，另一{盟国家的民族匿史的高度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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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世界各地旅行峙，常常舍遇到居住在不同地方、生活

在不同的虚史倏件下的海外辈人.适些海外辈人中周曾作出锢

每每令我大属荒前.令我常百及佩服的

不是何梅器. "5巨·雄黯索之黯泱定自寻短克的海外辈人，而是

像林群贤、萧玉燥以及普拉穆迪里-阿南逮·杜甫莘下厨描述

的那些属印巨革命窜男同事的海外辈人.适盟海外辈人参舆凿

地政治活勤的勤槽或静各有不同，他伺各自的命道肯定也有所

可是，他俩都以适接或那攘的方式来遣撵自己倔人的摩

史，业通通造撞遣撵来寻找自己的未来.今天的海外辈人一一我

指的不罩罩是柬南亚的海外辈人 而是全世界各地的海外辈人

一一均比那些早年的海外辈人有着更多的遗撵，因而也就能纳在

事取自己的未来方面比凿年的先草伺做出更大的贡献.换言

人遐撵的人敷之隶多，

不同.

今天的海外草人一定能绚做得更好.之，

本文是王震武教授 1998 年 11 月在属巨拉"海外草人圃陈研究事
舍"年舍上所作的主题演蒲.中文稿原截《孽倚辈人应史研究》
1999 年第四期，真 1-1 1.鳝江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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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国印巨孽人在五月暴乱中惨遭迫害的群惰，克 Geoff Forester 

and R.J. May, eds. The Fall ofSoeharto (Bathurst, N.S.W.: Crawford 
House , 1998) and Jamie Mack妃， "Tackling ‘ the Chinese Problem' " in 
Geoff Forester, ed. Post-Suharto lndonesia: Renewal or Chaos? 
(Canbeπa: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and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9), pp. 187-197. 

在南京大屠载的六十遇年在己念期罔出版的刊物包括中国第二座史擂

案宣言舆南京市措案儒所出版的商册照片舆文献， ((侵孽日军南京大

2 

己的失败，因离那只舍摇人靡嫖.在遇去的适雨伺世缸中，柬

南亚地匾草人所撰窍的锢人傅言已寥寥煞缉.不遇，就是徙适巍

本屈指可敷的傅起来看，也不雄费理海外草人已组把中菌人的

造一甘事淡泊、默默矩阔的傅统带到了海外.

随着教育的普及，特别是通通费代媒髓的傅播，人伺得以

景到其他人所离的傅起，提商使得上述的适疆情形正在费生壁

化，健管其费化的速度遗相凿援慢 24 近敷十年来，

外辈人都可以器到那些公商而又坦白地部挠自己倔人生活的作

所有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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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此黯理代的作品不懂强嗣倔人的债值 着重剖析每锢生命

人之需要的普遍性，就明器歌和小挠中的"我"，事寅上速比

中国傅筑涯史中的任何柬西部更具渗透力，也更具自我分析能

力.除此之外，理代法律中所麓含的自由、封锢人人撞的保

以及形形色色鼓吹民主髓制的呼聋 均有助於年鞋一代的

海外辈人徙其模息、眷错的锢人M史中解脱出来.

而且遣引入了弗洛伊德的心理事来解释每锢锢所揭有的特徽，

言要、

遗得取泱於海外草人所居住的

臭髓璜境.在柬南里，草人普遍不原意多费表意晃，营地人民

和政府封辈人的猜疑及敏感，使得他伺更加沉默寡言.造穰默

2克主事致理代的海外辈人也不膜章、以具有制意的方式来探前自己

适穰{国人的解说能否成功，

啡
时3

{圈人的摩史。

暗代罪竟已超是不同了.煞言命是族群遗是回家都

必须更加岗放，恼人舆倔人之词靡言主要有更多的接崩.越来越

多的海外草人希望能绚遣撵自己的未来，而攘海外辈人黯解可

供他伺理?辈的各程不同的J1f史，势必有助於他伺作出自己的撵

泱.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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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莘人研究的地位

在今天中圃之外的辈人中，生畏在不同国家或地匾者之罔

有着明额的不同.例如，美国土生辈人封世界的看法就舆新的

中圄移民或柬南更草裔的再移民不一棱.在西歌、印度、朝鲜

或日本、斐清、澳大利亚、新西葡、大溪地或毛里求斯等有一

定理模的定居辈人社啻裹，情况也相似，而造些杜舍裹的辈人

又舆那些新近直接徙香港、台湾或中辈人民共和国来的移民不同.

造攘，人例的研究徙何入手呢?黯然，有些辈人社舍有自

己的悠久J!f史可以敛述;有些用规模之大足以吸引人树造行社

舍事和心理事的研究;同畴，遗有一些别是外交政策、政治舆

安全所周注的同题.今天，更多的辈人巳在组清上取得巨大成

功，以至引起了铿清事家、大事研究者和第二世界的苛割制前

者伺造行倔案研究的舆趣.一些草人群惶在中国之外有了敷代

的繁衍，许多辈裔已舆凿地窟民通婚韭已完全同化，遣引起了

臀事家和街生事家的槌大舆趣.

在此，我知意於撰窍一篇菁目提要式的文章或作文献的概

述，也非嚣列各地辈人的诸般特徽.我知道事家例在以後三天

提出的输文中的中心内容，因而，造裹我只是十分简要地挠些

我想挠的话.首先，我将封迄今属止的海外辈人研究作一概

60 

述，盖指出作属一假究竟是衰落遣是费展似乎灌黠以断定的领 i海

域所存在的某些明颖的不足.其次，将野雨锢重要的傅镜舆研

究方法作些分析.其一是集中在各锢撞力成属儒民和移民的小 l 人

中心的海外辈人社匾.其二是着重研究通常是每倔适攘的小中

心所属的笛圈内的矛盾琉象.在温去巍十年裹，造雨程研究有

了迅速的接展.我器扇，在未来的研究中 二者遗有很大的费

展潜力.

最後，我将翠例就畴使海外辈人的形象增大的商倔罔题。

造躏锢罔题是: (1)作属移民商棠杜舍的铿精通鹿性舆成功的同

题; (2) 在纽调成功同峙的文化意戴同是it 越来越多的事者、起

者、遁客和其它酿察家伺以及海外辈人社舍本身封造商锢罔题

的舆趣日增.而且，我将指出两者在将来的重要性.属此，我

所遗撵的许多例器都是来自束南茧，一一部分原因是因属柬薛茧

的辈人影警最大，立直属世界辜者所瞩目，而且退在於我希望柬

南茧的铿黯封於那些研究美洲和大洋洲的辈人社舍或其它较

小、较孤立或鞍新的草人杜舍的辜者伺能有所营助。

阔於海外草人研究筒史.

中国人徙北部中原南移西道的J!f史畏遣 2500 馀年，言于多人

在雨千年前即巳到逮满洲、北朝盘羊和越南北部。有阔适些定居

黠的言己载巳成属中国悠久J!f史的一部分，但是徙来没有"域外

草人"的藏念或研究，漠朝以俊，少数中国商人徙海路抵逮朝

鲜、 E 本和"南海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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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是在徙十九世纪欧洲殖民研究的傅统婪展成属一疆少敷

民族和程族研究之前的大政情形.有些人舍器屑，造是早期柬

方主羹傅统的一程延伸 凿苦多中国人被作属苦力引入殖民地

之峙，适穰研究愈益政治化.正是在此畴，遭不能把辈人祖属

商人和工匠.劳工移民的蜂撩而至，磺境和穰植圈中的累强劳

勤，造成了管理上的新同题，税收的新来源，甚至封法律舆秩

序的新威啻.属了使殖民凿局舆土著官真能纯封辈人选行更有

效的控制，造就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因而，描述性著作的水平

提高了，而许多行政管理舆铿荫的辍告水平堪舆近年来所做的

事题研究梧比挠。

十九世纪後半期，属了寻找工作和商棠横啻市瞌阔中固的

辈人敷量急剧上升.一些辈人社舍的财富也在增畏.在具有殖

民傅筑的主要者之外，不久又有前锢野草人愤有同模舆趣的集圄

舆之盖麓费醒.一是中国国内少敏感到自己有责任晾解外团事

挠的官员舆辜者i 一是美洲和澳洲等移民国家的起者、律阔、

政治家和工舍领袖.健管引起他伺舆趣的来源不一，勤横不

同，但他俩的作品部多属政治性的.作属殖民管理的事藉，在

美圄和加拿大的西海岸、澳大利亚的金山，封白人居民来说，

"辈人同题"已徙殖民统治罔题萤展成属移民和劳工政治罔

题.在清代中国，草工事端成属有阔主榷和政策的最重同题，

中圄保言董海外子目的能力受到穰疑。追至十九世在己末，人伺韶

言盖到适倡"向题"最佟是不能舆理代民主主羹琉象分阔的.

徙根本上来擒，造是海外辈人"同题"政治化和"黄祸

言命"的一部分。十九世主己後期，中国舆西方国家(包括美囡和在

太平洋的英帝国)之阔的事端费展成属二十世铠初期一系列有回

一千年前，已出理小的辈人定居的蹄象.有阁适些辈人的起戴

是断筒零篇，且通常是附属於有回外商的幸在道或言己述中，造除

了作属中国摩史的一锢延伸或一部分之外不值得另加注意.没

即使是在大批辈商到逢有什麽可辑之属"海外辈人研究"的.

南洋活勤的前夕，国於郎和下西洋造穰鞍重要活勤的言已载也是

筒略之至.诸如《明黄蜂》等官方文献曾 )1国便提及一二.直

理
戴
和
方
法
前

至二十世缸，海外革儒杜舍遭不是中圄圄内的摩史事家伺研究

的一锢题目。中团商人和借民在朝僻、日本、越南或柬南里其

它国家的重史文献中也不值得造行器真的研究.

可以肯定的是，中圈最早意栽到"革倚"懂懂是十七世纪

初的事情.造便是强壁的《柬西洋考)) .一伺世纪之後，有睐

偏烟的《海回国晃量最》罔世.十九世妃初，有谢清高的《海

回
顾
舆
前
精

镣)) ，接着在首次中英乾事(1 840) 後不久又有魏源的《海回圃

蒜)) .另吁有适些作品均属阔於外国的辍道，没有能辑得上"海

外辈人研究"的.甜蜜在的，鞍之原住民或中国人自己，十

六至十九世主己的歌洲人员4嚣柬南亘辈人注意得更多.在欧洲人

有封中国商人和工匠的描

擒舆言手翰，适些地方歌洲人都是将辈人祖属兢寻辛勤手，或者能

绚既罐罐她伺又把他例作属合作的伙伴，葡萄牙人在属六甲，

西班牙人在黯启拉以及後来在菲律蜜各地，荷商人在巴逢，锥里

国於柬离重主要翼易港口的文献中，
c"l 
飞。

和属来群岛的其它地匾，都留下了有院草人社舍的最早起载。

南徒，言童英国束印度公司和殖民官虽在逐渐建立了封诸如撞掷

i典和新捶鞋等臼益舆起的港口城市的筑治畴，他伺阔始韶真看

而有黯辈人组清洁勤的丰R告也更加盟富和浩石在.待辈人挂舍，



理 1 海外辈人效忠的同题，凿适些罔题燕法解泱之畴，新生的柬南 地不佳选行土著居民舆辈人之酶，商旦造行言衷地辈人舆其它殖 海

言战
里土著国家在交斡碍期的领袖伺封於中国政府呼笛海外辈人爱 民国家辈人之间的比鞍，童是很有用靡的.凿他俩的白的是雷

外

对方
荼

圆的做法，深壤恐慢.蒜逸{由和他的国民黛舆海外革儒有着很 助各自的殖民政府更稳定地造行治理畴，他俩军营琉有必要去朦 人

法 深的渊源，捋莘倩揽属鼓黛的主要支持力量之一.後来，中圄 解每伺辈人杜舍的铿澳地位以及社舍舆文化的勤力.辈才柬南豆 研

言售
共崖革辈才造些革儒依赖鞍少，但 1949 年他俩的腾利在柬南里弓1 辈人造行超越表面的和一般化研究的铿典之作有格鲁(1. J. M. de 

:1气r.

的

4 回 起了封中国通通辈倚造行攘蓝的更大恐懂，造是主是十年来海外 Groot)、弗莱明 (J. L. Vleming)、雄k: (W. L. Wynne) 和巴素 地

}颜 辈人研究著作崖生的背景.自越南幸运事，结束以来，造些恐惺多 (Victor Purcell) 等人的作品.舆之相反，北美和澳大利蓝白人请 位

舆
少已铿诫髓，但它泱非一去不返，而是仍然易於徨费. 民的著作题材则通於狭隘，而且通常更多的是由人伺黯示他俩

前

精
造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徙十九世姐八十年代到二十世起 的穰族主主是鲸度，而不是生活在他怕中周的辈人。直至最近，

七十年代，缉乎主要有因柬南里辈人的研究都具有强烈的将辈 才有事街性的作品同t!:t.直洲土著民的作品堂表述的只是他俩

儒"同题"政治化的色彩.煞输是在殖民凿局的或藩舍的或圄 的民主主羹舆仇外主萎的热情畴，便不具有事街性.瑰在，真

啻的丰民告中，知输是在封蓄地、殖民者或中国等方面所面酶的 正的研究工作已超出境，但主要是凿地革裔，他俐的著作舆第

该向题造行生勤言己述的幸在刊雄器中，在近百年的峙商裹要将莘 四旗研究著作加以同摄看待.

人间题舆政治、外交、防费和安全器闰题相隔雕黯来看待，那 第二支直是中国官具和辜者例的著作.他俩主要描述海外革

是何其之黯， 倩舆中圄虚史上的聊粟，革{裔的爱盟主主是舆政治活勤，其组清

在通去近百年的著作中，可能有好的，有壤的或黛足挥重 成就，他俩的主要校、辍刊以及清朝、国民主革和共崖黛政府所轨

的，属我伺所属的海外莘人研究可能奠定或没有奠定某些基 行的革借政策的演蟹，憧管有些人的罹在其所涉箱圈内力求有

磁.然而，不管怎棒，其着力之庭舆不足之~否在黄需要选行考 所晃地，但其基拥仍然是中圄韶向擒，包括强鹊投资以及政治
I~ 

察。在此，用主是句话是黯以公正地抨述造些作品的康度舆深度 舆文化的效忠。最著名的辜者有晦承销、操逮、李畏傅和姚

的，但它有助於回答适模一倔离题 即"我伺究竟由此向何应 楠. 1949 年以後，中圄大睦舆台湾都将革借向题高度政治化，

努力? "造些著作可以粗略地分属四颊，即殖民官员、白人居民 很少有辜者受到鼓励去造行韶真的事街研究.值得提出的例外

和土著领袖伺所作的政治幸在告;中国官员和辜者伺的著作;凿 情况是一些J1f史事家和人想事家，如田汝攘(人颠事家，回到中

地草人(黛揄定居舆否)的作品以及理代圄隙上的和辈人的著作. 国後草草向J1f史研究)舆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李亦圈.近十年来造一

媳的说来，束南亘殖民宫虽探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造是因 研究有了明照的徨寐，但大多敷作品即使没有那麽多的共崖主

属他例有闰踌统治土著居民和中国移民的黯责a 封每一{国肆民 毒草意言能形嚣的色彩，也依然局限於封草人鲤满成就的民族主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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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去提出新的藏念.舆之鲜明封比的是，造理事棠化凰格放

没有激费土著事者封辈人选行韶真的研究.一旦土著辜者有意

言鼓地辈?他俩的少数民族造行很好的事街研究，遣将是知戴成熟

的一锢重要瞟革.

封柬南亘辈人的研究舆封其它地医辈人的研究可能有很大

的不同.最黯著的不同或苦是随於徙十九世纪末到二十年前挺

美菌辈人的研究.在此 我不懂是指估支配地位的翻於移民、

努工商银及其它政治舆法律方面的著作(特别是美圈辜者的著

作)，而且也指辈人自己著作中的矛盾.在辈人著作中，很少有

回於组潢槐遇和移民成就的故事，而更多的是向美国人事霄，

作属睐解西方文明的窗口。同畴，遣有大量作品是阁於歧挠、

封美圄教育、文化和社舍的真寞的声音奇 造是延箱至今的羡慕

α
U可

舆西惑的混合惶.

遣有一黠不同的是，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向柬南亚的移

民完全停止之畴，北美期阔始向中国人和朝群人词放阿户，至

少有四程中圄人是可M辨别出来的:来自台湾的;来自香港

的;来自柬南亚及其它地盟的再移民;以及最近直接来自中团

大睦的.人街缉乎可以稿之属-{国新的革情潮，不通多数是事

生(不是逮撵成属遇客，而是预期的移民)，比起遇去有更多的人

倾心於永久定居.毫不奇怪的是 静多有阁造些辈人及其先辈例

至少是作属程族研究领域的一部

适在美国甚属流行。

凿我最初看到适些不断增多的著作暗 我器属在辈人移民

研究方噩出硬了一倔"徨舆" 主t 且不知道如何将之舆中草民

的事街著作已铿隐始出现，

分，

因(1 912-1949) 的革儒研究和 1945 年至 60 年代之晤柬南歪具有

自豪感，只有撞少数的事者有械啻野草人社舍自身造行研究，

同峙他俩也需要建立起有特色的海外辈人研究的方法.

第三额是营地辈人自己.接言合他倒是{雷民遣是居民，他伺

都比鞍倾向於着重探前国政治效忠(煞揄是封中国或封常地或殖

民政撞)丽弓|蜜的模雄的、多理多攘的离题.二鞍前在柬南里，

造方面的事者有宋旺相、郭德穰、林天站和梁友葡.乾後，在

欧讲i、北美和澳大利直接受萄11媒成属瑰代事者的新一代土生草

人岗始作属摩史事家、入美直事家、社舍事家、政治事家、组清

事家和语言事家在不同的事科内造行窍作，他伺大多敷已韶同

於各自的民族国家.然而，即使如此，在他例大多数研究中，

政治效忠和文化整合同题仍然是一锢基本的主题.徙廖建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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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的凿地辜者已组舆後疆民踌期在造一镇域颇有建榻的西方事

者费西盖造.

第四茹在本世主己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由雨位保出的人想

揣《柬盟各团草人》一番中的一系列输著中可以婪珉，

他伺是偷敦纽清事院的莫里斯·弗里德曼

(Maurice Freedman) 和康奈南大擎的斯金纳 (G. William Skinner) 

及他俩在偷敦一一康奈甫的年朝辜者陈伍. 他伺商於新骂、中国

南方(弗里德曼)、泰国和印巨(斯金纳)的著作是具有榷威性

的。里去髓其後的有人茹事家威甫莫特兄弟[其中垂逢集 (Donald

霎逮忠 (William Willmo的研究柬埔寨}以及

事家领事的，

\.0 
\.0 

Willmo的研究印尼、

摩史事家委童安国 (Edgar Wickberg) 研究菲律窦.此外，遣有克劳

婷·盖革需要 (Claudine Salmon) 踊於辈人作家及其属来文作品的

重新费璋的引人注目之作.他俩的事棠化凰苟给新一代士生草

立皇甫助他俩作属韶同於蓄地民族的坚定人事者以很大的影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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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和中柬等地匮的其它移民杜啻@造{圈罔题我腾重黠作些分

析，首先，前端一下雨穰事街研究的傅镜前题，即把辈人作属

社匾的或作属一锢圈子.然後看看作属海外辈人的，铿费和文化

影警适棱两锢瑰赏的罔题。

Q) 
<.0 

"革入社匾"造一概念引起了许多不同的反~.徙黠-f圄

商棠社舍的容忍到封一锢倚居社舍的不信任，徙封一{固少数民

族的同情到封一伺有似隔黯匾生活方式的程蔑，各程言命拥靡有

蛊有.但是，要界别一{固辈人社匾盖不是那麽容易的.除了在

新加坡辈人是一倔多敷民族，或在恩来西茧的魏倔城镇和柬盟

因家的首都，那裹的辈人至少是重要的少数民族之外，其它海

外辈人群惶不一定槽成属社匾。特别是在绑村地匾的小镇上的

辈人，或是在美洲和大洋洲分饰更稀的辈人，都黠以辑之属辈

人社匾.住在一起的一群或巍群辈人什麽踌候槽成一f固社匾

呢?有一座崩字、一倏蝶货铺的街道、一境墓地、最低限度的

成年男女，适就足纳了喝?或者必须有一家俱集部、最低限度

的家庭、一份草文辍棋、一所革校或一些人伺可以辑之爵唐人

街的地方?或者主要的倏件懂懂取泱於在-{固因家裹有一倒重

要的辈人集中匾而它可以属散居更康地匾的小群髓所韶同?如

果有成千上高的辈人或辈裔，分散在一锢大城市，但不再感到

有必要形成一俑社匾，那情形舍是怎模呢?一锢棱娃的钮嫌和

社圈(包括棋密舍杜)销路是一{固辈人社舍所必借的倏件喝?

我伺封束南亘辈人做遇若干匮域研究，遣封主要倒国家，如

封泰国、菲律蜜、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圈、新西葡、己布

政治色彩的人穰事著作选行比鞍.不遍，随之而来的部是造一

研究畏逮巍十年之久的黯著衰落.近年来大量涝瑰出周於"四

小撞"以及儒家文化封柬里程清成功作用的著作似乎棵站着封

海外辈人社舍舆趣的徨寐.很自然，造巳事致封有回来自中圄

大陆、台湾和香港新移民的性黄舆潜力的研究.然而铿遇仔锢

反徨思考之後，我感到"徨舆"的税法属峙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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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草人社啻已组费生了一锢赁量的费化，它不懂表现在

该社舍的性黄方面，而且在於教育舆鲤漓的全球化已组造就了

各程不同的辈人.适些塑化意羹深遣，其中有些需要的不是按

照固有的模式去造行更多的和较好的"革倚"研究，而是需要

封新移民的基本理象逗仔全新的考察.我在下文中将曹武踊纳

在中国以外的辈人社舍延撞较久方面的已登生的壁化.我希望

藉此揭示出把封适穰社舍研究推上一倔新台陪的可能性.

先言靠我来作一概述. 自前的海外辈人挂舍研究缺乏比鞍研

究.在退去三十年裹，美国辜者通通封疆族和直裔美回人的政

治方面的研究，使渲雹情形有所改壁，但适只是一f固阔始.在

柬豆和柬南里，适穰比鞍研究仍被忽祖.因而，许多领域仍然

停留在事街交流之外(如果不是相脱盲目的器)，而且有峙在偎大

程度上是以中国属中心，韭由於穰族自街或民族自豪而桔合起

来.造棒，今後海外辈人研究前景所面酶的第一锢考墩将是:

人文科事舆杜啻科擎的事者例是否有足纳的舆趣去逛行一系列

罩化.

回
顾
舆
前
精

∞ <.0 

的比鞍研究，如野各锢辈人社舍之罔、草人社舍舆估支配地位

的土著民和其它已定居移民的杜舍之罔，尤其是在束南圭和北

美和澳大利茧的辈人社舍之罔，那裹有许多来自欧洲、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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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受歉迎，而柬南望新的民族国家则属始累国内户.不遇，

徙 1912 年中草民国建立以来，现代民族主羹同题，封中草民罔

(1 949 年之後属台湾)和共崖主善中圄的不同效忠罔题，以及肉模

重要的封居留盟的新的效忠罔题，不断韶攫着所有的海外辈人.

造些不只是明草草的政治效忠罔题，而且遣是社舍舆文化器

同以及伺人自我接瑰的同题.在本世主己的大部分峙罔裹，左右

着他伺摩史的仍然是榷力宫局的向题，他仍面封的同题是:哪

一倔政榷承器他伺?他俩靡该接受哪一锢榷力凿局?封生活在

中国之外的每一代辈人而言 撞力凿局的本身意味着什麽?造

自

更不用言荒野遇

去和今天的海外辈人社舍造好比较研究了.

言囊我~巍f固例子来盲目明曾试圈逛行通什麽研究工作.阔於

草儒爱国主主是(即部分海外中国人韶同审团和中国政府的原

望)，已铿作遇静多研究.另外一些研究表明:黛输何峙一位中

国高极官员，不言命他是政府的遗是革派的官员，在任何一锢辈

人社舍露面，都舍有一些必不可少的典槽舆锋式以示歉迎.然

而，究竟适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人刑的效忠或是接受鼓官具榷

威的真黄感情呢?造是很黠挠的.的礁，另外一些研究已铿表

封适穰中阁官员的檀筒鞍之言衰草人杜舍封一位高极的土著

气』.._ 

明:

官员或殖民官虽、政治领袖或其它一些榷威人物的散迎韭没有

多少不同.由此可晃，我伺看到的是封榷力宫局的一般的患

度，而不是封任何特别的榷力首局的服徙.

其它研究部是通通辈人社舍捐献给某穰特别事隶的金鳝数

量来衡量草人的效忠的.适些研究姑端不是接可孚巍的.人伺

属支持抗属蒜、逸仙、康有属及其各自政黛而捐款，可以指出，

是一锢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系统研究遇的大同题，

更新缉内直等圄辈人做遇一些倔案研究.我伺封新加坡、横掷

t典、曼谷、雅加逮(巴逮雄盟)、三萤盟、属后拉、西黄、金遗

和纽的、蕾金山、偷敦和多偷多等域的辈人社庭以及在歌洲、

美测和大洋洲或静可辑属辈人社区的一些小镇做遍出色的虚史

分析舆研究.但是，我伺也知道一些正在鼓法器求生存或在檀

力形成的辈人社啻，以及那些已铿微捕、分散或简直己组消失

的辈人社匾。黯然，我伺只是国始涉及到造一罔题的表庸，

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或许遣在於所

有造些社舍 (1965年成属确立共和团的新加坡除外)，提输其大

小、蜜虚，魏乎在各方面都是附属於更大的宣髓.例如，在舆

堂局的国倍、方面，他俩媳是鹿於榷力之外或在其遗雄.他例在

外国的司法下组商和劳作，大多敷暗候属中圈圈家的保建所不

及.即使是他伺自己的文化和制度也源自中国的遗雄地匾，而

且已黯以保存，因属其教育水草媳髓来就较慨，舆家绑的鞠整

断断攘攘。多数中国人阔始在罔外生活碍是作属遇客，通常他

例的社舍是一{国大旅筒或出租的客房B 定居下来後，他伺舍竭

力全面重建辈人的象散，然而由於缺乏任何形式的榷戚或是针

野他例所作所属的合法性，以致适疆努力部失败了.更多的情

况是(特别是在西方)，他俩的子女在凿地的事校受教育，~期

待在别的地方寻求永久的榷力.或避或早，他俩所庭的瑕境舍

不知不贵地破壤他俩建立→倔强大商有凝聚力的社舍的原望.

在那些官方歧提不明额的、外留宗教舆土著事校持友好患

度的以及吉地组清鞍国放舆走向工棠化的地方，尤其如此.在

本世主己前半期，在亚洲各地定居的模舍要大於在北美和在大洋

二章是以後，辈人新移民在北美、後来在大洋洲及其它地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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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日联手或共崖主羹革命遥勤而捐鳝.但是，同捷地人伺可以费
草人依然庭生影警力，但是适穰影警力究竟有多大，存在多久 海

就

理也有向蓄地和中固的慈善事案所作的大量捐献，如捐献给事
呢?可以持孀多少代呢?十九世纪中粟以来中国所遭受的卧辱

外

? 率校和其它慈善事棠，援助因鳞健、水灾及其它自然灾害的受黠
e 舆失败可以引起强烈的民族主羹情感，但是草人特性的神梯感 λ、

法 者.甚至遗有向凿地土著或殖民政榷表示忠诚的巨额输财之事.
懂懂在於那些年鞭踌接受遇鞍多辈文教育者的身上，丽在那些 研

揄
主提锢疆族研究巳铿表明，大多数辈人存在着舆许多来自血

海外出生和在非革文事校受教育的辈人社舍中罔巳失去光潭.
f气t，

的
夺回 雄、地雄或方言群、寺庸、商棠行舍以及或多或少的秘密舍社

不遍，仍有静多柬西属我伺所不知.造包括债值藏的凿地化;
地，

}颜 (包括二合舍)等方面基本制度远行抗孚的罔题.然而造些铿璜
新的生活方式、行属舆言苦苦旗型凿地化的途徨;舆定居在同一 f主

舆
或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曾具有榷力的意羹呢?其自存在着榷力屠

圈家共享凿地政治文化的其它移民集圈相比，辈人的通藤能前

嚼?中圄以外的撞力制度舆中国内部的榷力制度一棱嚼?或者瞻 力，以及舆非辈人居民在国家建言是中的作用等裸题.
在没有官僚髓制酿制人伺遣撵的海外他伺取得了不同的地位

由於家庭舆教育背景、 1载棠、居住地黠、舆中国和其它莘
嚼?一旦不得不作出遣撵畴，他例是~接面封外国榷力象徽的

入社舍聊擎的程度以及野中醒大睦和台湾的看法等因素的影
呢?

誓，辈人之商舍有很大的不同，辈才苦多人而言，主是十年来他伺
而且，遗有静多舆傅就把背雄的例子.造在每一伺足以封

封中国政治甚至中国文明的舆趣 5 越淡化，只是在遇去十年裹
其所虞瑕境作出撞撞反靡的大的辈人社啻裹都可以资项.例

瞪着中圄铿糟的徨薛以及窥摸更大、速度更快的程清接展前景
如，泱定改信伊斯葡教或基督教，成属某土著国王或藤丹的臣

给中固的未来带来了新的希望.如果铿清费展罐罐始中圈人自

民，妻商徙文成属一位使用宗主国语言或营地语言的作家，或
带来繁荣，那暗中国啻封海外辈人费生什麽攘的榷威作用呢?

i墨撵做一名童家或表演摹街家，造些都可以提属寻找其它榷力
如果不是今天海外辈人封中国项政榷所攘有的那程效忠，中国

I~ 
已|

来源的努力.它甚至遣反映了年辑辈人徙逢陈走向可以取代已
所形成的往日荣耀的理想形象将怎攘铿受今日海外草人容易受

纽失去的中国中心的某程中心的原望.造些例子是不是力圃擂
到的更国放和理代的文化、社舍乃至是政治的赞化所带来的挑

脱蓄社舍存在的危险、逃避不再相阔的桂舍傅毓呢?或者反映
章是呢?

了他伺因泱定定居和作出新的承诺雨引起的患度方面的壁化
造些都是阔於海外辈人杜舍某些傅毓罔题的延伸。由此引

呢?遣是懂懂反映了他俩同化的程度和自费地拒鲍辜人特性呢?
出了我将要分析的雨{国同题，即作属中国以外辜人的组清舆文

尤属重要的是，造些例子告辞我伺:提揄是作属一{国政治
化的影警向题，懂管二者是相互阔聊的，遣是攘我将之分擂，

蜜程或是一{固文化中心的中国，封生活在它控制之外的革裔的
盖徙我所指的铿清影誓言负起吧.近年来，有阔"束E奇蹄

魅力是什麽.昔日中国的荣耀封煞揄走到哪裹的大多数第一代
"四小藤"、甚至"直太ti!:钮"的输事以及其它国赴儒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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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摞.适穰力量使得有回社群的事者得以集中精神於辈儒社舍

的研究，盖使适一研究嚣於其它地匾的海外辈人研究也有所需

助.然而，大多封海外辈人的研究己再向封中革文化特贵的更

深韶戴上来.造是可以理解的.不遇，适程研究面酶着除了某

些事者和那些希望藉此雄主是其民族自豪者之外煞人同津的危

除.一旦造程情形出珉，那麽海外辈人研究就不太可能超越本

地化的少数民族的研究，它膊永速滞留在中国史和各所在圄摩

注

4
a

史的遗擦.

如果在研究峙把封海外莘人企棠家及其封凿地鲤滑的影譬

舆辈人社舍黠堂地孰政堂局的臆度雨者的研究结合起来，同踌

接调到有翻海外辜人的政治化舆同化等老同趣，那麽将舍有更

好的效果.例如，早期辈人的铿演成就不是依靠中圈政府或是

任何想型的外交保嚣，而是在幕制的、封建的或殖民的政榷毓

治下取得的.造一黠可以说明他俩封事制榷力的偏爱和封理代

民主政治的迫避.自重信守器、有撞势的泱策人士私下造成楠

苗，是辈人雷以属常的一撞根深蒂固的虞事方式.舆此前畴，

他伺又能充分遁靡自由市塌铿清 依靠建立在强大的法律舆政

治榷威保嚣的跨界和固隙金融髓系而接展自己的事棠.在一倔

鹿大的理费锢路中，他俩有能力装展，即使是E旨在居住固黄行

歧棍外儒政策下也能生存.

同畴，遣有反封同化、因其短演成就丽保持辈人债值程系

的重要性向题.造就涉及到舆之相阔的第二{国同题，即文化意

人伺舍同:作属辈人是辈人企棠家成功的原因喝?如果藉。

那麽需要成爵一锢什麽攘的辈人呢?什麽模的草人特赁舍

有益於而什居室攘的特贺燕益呢?如果不是，那影警的因素又是

是，

野蛮本主善的贡献和海外辈人在柬南亚费展中作用的间接蒂强

的语言屠出不窍。一些作品坦率地表示同题遣可以孚输，因而

提出了更多罔题，香p未作出科事的回答.苦干多作品在P逢到了以

前文献包括我在上文提到遇的文献不曾有的牵强附舍的地步.

由於童提贾朦萌查，理在可以把封辈人社舍比鞍研究得到的敷

攘瞿聚起来，以商展事内的研究.在商棠、居家和国隙政策等

鞍赏梅的镇域，要估昔柬茧费展包括贸易、工棠和移民颖型封

理
前
和
方
法
前

回

事重

世界其它地匮铿澳起了怎攘的作用，造是相吉容易的.

商於海外辈人程费成就方面的疆穗研究，出瑰了雨锢，艳然

不同的方向.其一是把包括海外辈人在内的柬里模式推向社舍

科事舆商棠研究的主流之中。造是令人鼓舞的.四属在通去敷

世钮以来，造是直洲所费生的蟹化第一次摆脱了集面的形象，

放且提高了地位以致可以直接封崖生於西方的事科作出贡献.

凿然，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他伺韶属造些短黯封短清事家和

其他杜舍科事造仔更高屠次的理输工作毫燕益虞.但是，至少

在费展和程代化的镇域，西方事者已超不能忽摆柬豆和柬南亘

所费生的穰理整革.因而，造些敏攘舆分析邂早舍被制入理输

之中，成属全球化知言撞事E圈的一部分，适牌是非常接近於早期

舆
前
躏

叶
r、.

西方事者努力探寻的全人短摩史.

第工倒方向，尤其封漠事家和辈裔辜者而言，是要重振和

攘展海外辈人的研究领域.前面我巳筒要分析了早期研究工作

的翼衰.在我看来，造些铿黯器明造一领域的力量和特黠，最

重要的力量来自辈人社啻巳逐渐整得自费，盖有良好的姐攒.

他俩制乎有能力在某些赞展中国家充分搪大它梧的铿横蛮崖，

造致本身的理代化的在不需要佳赖他人太多的需助的情况下，



理 1/ 什度呢?是具有蕾铿商傅挠的摩史背景，或是最密的血绿姐鳞

;~ 舆强烈的封社啻的忠诚，或是锢人的臆量、智慧舆精明，或是
方? 他伺作属儒民舆移民的事寞，遣是所有造一切的综合作用?我

法| 伺罹竟不知道如何去蹄锅，但不管怎攘，如果我伺忽挽近年来

趟， 引起魔泛注意的文化因素，那将是愚蠢的.

咽
去
』
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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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蜻

凿然，大部分辈商都侧重於向其他辈商合作，同持费言命在

哪裹，都蹄属於一倔强有力的辈人社舍.可是，也有充分的程

攘黯示:他伺也可t.(舆凿地的或因隙上的伙伴合作，通靡非辈

人瑕境的商棠文化，吸收最新的法用舆储倒、制度舆技衡的赞

化而罐罐茵肚成畏.假如一倔人的先天储件案已具借，那麽罔

题是，自由市喝倏件下的现代商棠知巅，或是作属辈人畏大业

依靠辈人回倍、一定啻提供的有利恪件，适二者挂最重要呢?如

果海外辈人研究要成周一倔特有的领域而不是封全球辈人成就

的笛罩的爱国主萎的研究，那麽，它将取泱於:作属草人业充

分保留其特性是他俩撞得鲤湾成就的基本前提，而反遇来，铿

清成就又是海外辈人社舍生存的一锢必要倏件.

有嚣於此，我俩不可能寄希望於海外草人研究韩丽易翠地

成属一锢重要的事街领域.它在一百馀年後才成属人伺韶真封

待的研究领域，盲目明在造一事科最佟渴立之前遣存在许多大的

阻暖.不遍，在海外辈人铿洒上撞得成功和中国近年来改革其

铿渭钻槽的道路上，遐舍有重大的赞化.目前，有一倔特殊的

槽遇，即辈人研究至少遣是漠事至因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

相信，海外辈人研究可以逛一步成属穰族研究和少数民族研究

的一锢次生镇域，甚至取得舆其它社啻科肇事科同等的地位.

适遣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本次舍蘸即是一倔很好的、新的阔端.

飞。
?、

* 本文是 1992 年 11 月王虔武教授在美国"落地生根:全球辈人罔 i海

题圄朦研前舍"上所作的主题演吉普.原载《擎倚辈人置史研究)) I外

1993 年第 2 期(锦第 22 期)，真 1-8. 嚣天星嚣，梁英明校. I菜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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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只属了去冒除，有跨出於靡烦，有峙题是属了赚取利润.如

果储件合遍，他俩就泱意定屠下来，在外国安家.他例中有群

多是好萤奥;m而又不安分守己的人.另外，也有属了逃避迫

害、暴政以及各穰歧祖的黯民，遣有带多人是属了逃避法律的

散虞.但是，直到近代，他俩只是造行殖民活勤或到虞进屋，

然後定居下来，而不像那些黄菊、挨饿、走投燕路、没有土地

的人及失棠者那棱移居别鹿.适穰壁化是很重要的，我腾在下

也
不
是
莘
人

可M
U

文中加以说明。

就造一黠而言，在中国寻|造工棠化之前，属什麽在中文襄

没有相常颊似於移民的概念，是很容易理解的.在晨村社舍，

男人自顾黯阔家国，不懂是一疆不忠的行扇，也造成了家庭和

绑村劳勤力的流失。只有因公费被派驻外地，或被强征属劈

被送去事霄，或是属了旗求家庭安全，或属了捕员占家庭收役，

入的外出工作，或属了短商去冒撒才被器属是合理合法的，

因此，所有雕家或出国的遭徙都只是暂峙的.由此，康生了

"婿"或"借居"的概念，造就是革情含萎的由来.所有行属

良好的男人，如果能钩的话，最佟都要国家的。否则，政府官

员，甚至其家庭成员就舍腾他伺祖属流浪漠、逃亡者，是封社

舍秩序的一穰威骨，正如你例中许多人所晾解的，在瑰代言可囊

裹， "移民"最初盖非指自踊遭移的人，丽是指官方将人伺遣

蘸家圈的政策，以及因此而遭移的人，凿前最好的例子就是，

由於三峡工程的舆建，中国政府泱定膊上百高的人遭雄畏江中

进地匾。

移居劳工大髓上作属一锢陪极的概念;而移民则作属宫方

强制行属和建立新的社舍秩序的概念.值管二者阔存在不同之

二

移民地位的才是升:

也不是莘人既不是单倍，

翻翻擅自幽幽幽饵"跚跚盟国
二

"移民地位的提升:既不是革倚，也不

是草人"造裹所有的圃键前项都需要界定.那窟，我就先徙

移民的概念谈起.移民的概念是渐渐演壁而来的.移民(包捂移

入岳和移出民)一润含辛量的赞化，在二十世纪一直特别引起人伺

我请演的主题是:

的注意.康幸言来器，造{国前指的是造模一批人:他伺或是背井

蘸绑，或是流落翼邦.但是，鼓及徙一倔圄家移入另一{固国

家，早期西欧民族国家的遗界是相封周放的，歌洲人移入各自

的帝国及其殖民地正是造穰情况的佐器.工棠革命之俊，首先

在西歇，然後在美洲、澳大拉西里以及整倔里非大睦，移民作

属资本主羹萤展的三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勤力)之一日越重

移民造锢韶最常舆劳勤力的流勤和道移耳鼻辈在一起要.因此，

使用.

i 和

直到二十世去己的前半期，贵族、富人、黄崖陪饭、受通教

育的各主宣事棠人才以及那些自韶属是神士的人(首然也包括女

士)，甚至包括有陪极意载的商人和生意人，他伺盖不韶属自己

是移民.他伺去旅避、苟同或儒居，有暗是属了科事研究， 有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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擒，移民最初的提升可以就是在移入国报攘劳工的健康肤祝遣

撵移民之峙匍始的.但是，真正意羹上的提升则是指移民赞成

族团的圄民，韭旦在他俩的使用债值在蛊之後也不舍被遣返回

家.言成然，最早的镜昔把所有遐撵定嚣的人也纳入移民之例，

而不管他例的穰族监统和陆极背景如何.但也可以挠，一理蜜

既
不
是
莘
儒

也
不
是
莘
人

蜜的提升巳铿费生了.

第二锢陪段就是移入国泱定接收更高素蜜的移民@造就等

致了移民政策的壁化:按使先榷捋移民分成等级，遣军重情况通

常接生在不再需要大批移民劳工之後 即自拓一项新的崖棠所

需要的髓力努勤的陪段已告结束，或者割不毛之地以及落後遗

速地噩的锦费已告完成.随後，政府就舍鼓黠受遇良好教育的

成功人士来撞任宫地人才不足的黯菇，提升就是以适穰形式出

琪的.最後，扇了吸收新移民，新近又规定了移民贯量攥萃，

盖攘此建立了配额制度，所有适些都用以保撞提升的系就性和

E岛
、『瞌

速贯性.

移出圄遣费手、力按素黄腾移出民分期.但是，在那襄提升遣

是费生了，值管政府未必是有意满地通通某项法案来促使其蜜

琪的.主囊我伺再徙摩史的提角来看，扇了能篷言I更好的合同以

言某求畏期的服费及更多的外睦收入，就必须保撞劳工的健康，

造接他例中更多的人才能通靡普遍的需要.移出匮墨f劳工留居

堂地不蹄造一黠表理出矛盾的患度.但是，只要留居者罐罐寄

钱给家，那麽造一损失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大多数移出国是

在很畏峙罔後才意戴到移民的提升可能舍事致同化益最接失去

那些富有组酸和技能的人才，而如果他伺遣捧回来的苦苦，他俩

是多麽可贵响. -8 适些回家意言在到适一票占，就舍出现造攘的

庭，然而，移民瑰象在匿史上律是一倔客藏事寅.费於整伺部

族、家庭和家族、戍遣的罩事罩位、劳工集国(近来的技街用语

叫做生崖罩位)是出於何穰勤模而不断地遭移，我俩已有适攘的

直到近代西方的攘强和全球蜜本主羹到来之前，移民直在起载.

理
前
和
方

法

商量
非封野锢人而言.但是，最佟即使是地位僵越的人，不管出自

何程原因和勤横，所有那些雕家未蹄者，所有在外安家落户者

都被统藕属移民，即作属移入民和移出民.造是倔客在昆事寞，

是虚史的，统苛责料.

回
?
黯
爽
、
前
瞻 我已在许多文章中苟言命遇草债和辈人润萎的费化，不再黄

述.适裹我只想挠，在今天，辈儒和莘人的正否在使用要比退去

更属清楚了.革{蔷指的是中回国民(包括没有其它地匾居留榷的

中辈人民共和固和台湾、以及香港的居民)，他俩雕岗上述地方

而住在国外;草人指的是加入外籍或具有永久居留撞的革族.

然而，值得我伺注意的是，在移出圄和移入菌，造雨锢祠的使

用谷p存在很大差另t 移出国，特别是中国里持将莘倚舆莘人连

用，而移入圄别常常燕法泱定他俩封草人移民靡抱有;g..攘的想

法.他伺避移於非歧祖性地使用想似像"海外辈人"适攘的街

裙，或者使用足以黯示出莘裔，而又带有国籍的棋言自.近年

来，辈人移民加剧了适穰混乱.在遇去五十年裹，革裔和事棠

人才在短清领域裹的卓著表现使辈人感到自豪，但街1引起了非

o 
Q:> 

辈人的恐惺.造一事寅也使正罹使用造一街语费得越来越困黠.

下一部分我将苟言命"移民地位的提升"现象是增加造一黯

度的主要原因.移民地位的提升遇程好像是一穰渐逢的遗撵和

接纳的通程.上文已说明了移民含羡的费化，立生巳指出草儒和

辈人的定善，瑰在我逛一步放一族"提升"的含羹.徙摩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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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警.造反遇来又啻使我伺思考属周明遇去五十年来辈人移民

的摩史，要选行:G攘的研究.如果我伺能提出罹切的闰题，韭

幸?此造行很好的研究，我相信，适不懂封我伺睐解海外辈人，

而且勤於世界箱圄的移民的廉泛研究都是有益的.

我首先徙 1945 年前接收移民币此後又改蟹其移民政策的固

既
不
是
采
儒

家鼓起.最重要的国家是在柬南直撩有殖民地的帝国政府，即

英固、法圄和荷葡以及确立的泰王国.媳的来擒，英圄是徙其

帝国，尤其是徙南直次大睦(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菌卡)、香

港以及中因通商口岸向造一地匾输入外籍努工最多的国家.他

也
不
是
莘
人

。2
ûl 

伺在孀甸和英属属来直言量有移民健康和特殊技能(包括辫公室工

作舆教事能力)远行蕃查的管理榄槽.他伺提高移民的黄量是通

遇输入女性以促成移民在凿地定居，雄之， 又将英国臣民撞授

予一批精湛出来的效忠移民以提高其地位.但是，在世界铿模

大萧倏之後，他伺相信已定居下来的移民家庭舍及畴大批地捕

充劳勤力，因而阔始封移民的数量造行殷格的限制. 1945 年以

後及非殖民化前夕，他伺罐罐推行眼制移民的政策.但是，移

民的地位因被授予凿地公民榷而得到了逛一步的提高.在属来

更耳鼻合邦(以及现在的属来西亚)揭立前孰行的法律，在新的民

族主羹政府成立後得到了撞承.适f固提升移民政策直接害致了

在新的民族国家中，具有辈人和柬南里人血挠的少敷民族国民

地位的提高.在前殖民地新加坡，黯似的法律使她大多数孽裔

成属新加坡人.

在法属印度支那舆荷属印度巨西里也费生了国攘的情况.

他俩封移民劈勤力的需要不如英圄人那楼大，也不具有舆英国

他例也探取了某些提升的形同攘的理成劳勤力资源.然而，

倾向，即膊很可能永逮定居外醋的移民两只是暂住海外的旅居

者的疆穰藕言自混淆起来.

前面所述是封封至少十九世纪末期以来的海外辈人.自徙

中圈政府第一次重握在国外辈人的债值以役，移入国提升移民

的政策就被凿作是一穰威曹.十九世纪末，中固政府黯始意满

到海外辈人可以成属国外投资的大量来源飞海外的巨大商棠资

崖以及徙先造工棠国家攫取新知言捷的有用椿裸.因此，政府将

各疆各棱意指商人、劳工和南方居民的街器换成了更有攫貌的

提法，徙丽表明他伺具有较高的社舍地位;最役，用蟹成了明

颗表示出官方韶可其地位的有力摞盐， E!P革儒或中国儒民.造

一街言苦的使用，表明中团政府单铺将海外倩民作属重要的圄民

而提供保挂.它以自己的方式将海外移民键反叛者、冒险家、

劳工提高到受尊敬和受重祖的国民地位，盖捶属重担他例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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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

遇去五十年裹，在全球籍圈内，移入国提升移民的越势蟹

得更属黯著.通通提升移民的新政策，以大量合同努工来承擂

工棠化基本任藉的霄'霞做法不再崖生移民了.向捷，带多翰入

半熟镰劳工提事服费行隶的国家，在合同崩漏後舍要求劳工雕

境.通遇提升移民的政策，移入国越来越蜜行更加最格的控制

措酶，立主揉用遣撵性很强的配额制度来泱定哪些人可以作属永

久居民。另一些圄家则根本不接收移民，或出於同情，只接收

政治蛙民.遣有一些圃家用探取带有穰族舆宗教色彩的摞辈，

而宣隙土完全否定了现代移民概念e 考察适些政策的不同盖不

是我的自的，我擒述的中心藕题是因黯 1945 年以来辈人移民的

超摩及其封我伺探用像革情和辈人造攘的惯常用语崖生的那些

e、
co 



理 式，适包括输入娟女以鼓励定居，及最终允群敷量有限的辈人 柬南5l地匮新建立的民族国家黄施的移民政策有明额的不 移

撞得法圄和荷葡公民榷.媳的言跑来，法、荷雨固政府封移民的 同.共同的一黠是，在遇去五十年内，移民到遣一地匾的辈人
氏

地a

限制比英圈更属最庸.雄然他例也推行了使移民有榷成属凿地 是很有限的.相反，它是一锢提升遇去移民及其缓裔的地位、 t主

法 公民的法律，但是，由於越南在法固雕爵後费生了内靴，荷酶 荤固和建鼓圄家的暗期.在造一踌期，移民灌得了国民的角 的

前
在印度巨西直引起了民族主茜革命，造就使雨地有国移民的法 色.然雨，我希望引起大家注意的是，在适些移民中费生的一

j是

升

币四 律没有健全地接展起来.美匮镜治下的菲律蜜周有一些不同. 倒明颖的费展就是他伺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取得成功和受遇良

}颜 美国是锺西班牙在菲律蜜寅行强民统治的，但它备p没有自己的 好教育的人，最近出瑰了重新移民到世界其它地踵的倾向.毫 既

舆
帝国傅统惯例.因此，它沿费了西班牙人的一些霄憬做法，但 接疑罔，造在柬南茧的草裔看来，舆西方费逮国家移民地位的

不

前

回

万巳

瞻
也把美国自己的限制移民的法律引用在酣刚攫得的领土内.革 提升，有很大商银.我注意到，在精英器的北美和澳大拉西豆豆 荼

人移民就造棱徙一阔始就受到最格的限制.首地公民榷的法律 移民回家的情况尤其适模. 告奋

是仿做美固的法律而制定的.美国统治期酶，移民地位盖没有 适就是通去五十年辈人移民匿史的主要事寞，我韶、属，键
也

提升.适在菲律蜜确立後的移民政策中反映出来.直到二十世 移入团的黠黠看来，它舆适些移民圈家嚣移民的提升密切相 不

纪七十年代，此陋的移民地位才阔始有所提升. 回.嚣我通通 1945 年以後世界M史中黠移民最有影誓的商锢黯 页回二

泰圄是束南亘第一{固提升移民地位的国家.它鼓黠移民舆 著蟹化来解程造穰现象的主要特黠:其一，即美国势力的全球 三在

人

本阔人，甚至包括王室家族成员的通婚，由此可以使移民撞得 化，特别是它作蔚超极大圄出理在太平洋地题;其二，也就是

合法的社舍地位，泰团是有遣撵性地给予移民国籍的.但徙最 二鞍结束後，世界韩国内的反封殖民主装、帝圄主辈革和程族主

初，政策就承部了适穰新圈畏的平等地位.不管移民的血统和 萎的行勤.适雨穰壁化封於美国野中国以及辈人移民政策都有

社舍背景如何，只要他伺接受了 i章程形式的提升，就意味着没 直接的影警，造反遇来又深刻影警着瑰代辈人移民性贵的蟹化.

有歧视。该项政策铿遇定期的回版和政治揄辩後，一直贯徽至 攘我先来嵌第一f自费化。美国，锺承了英帝圄势力，但特别

今.适被稿属同化政策.但是，造捷就是太通强润了造一政策 是在太平洋地匾又存在着某些重要的匾别，如它没有领土，因

的一倡方面，而且益非是最重要的方面.的罹，如果寅施同化 此，它只能徙遥遥的地方选行干涉，所以它不得不煞费苦心地

的最格楞翠，那摩辈人血挠的泰国人就啻很少了.但是，他俩 依赖它的盟友.盖且，美国也受到了来自另一锢超极大国蘸聊

中摇大多敷泰圈人封自己国家的政治效忠是毋庸置疑的.适要 的挑章~.薛聊一部分的领土是在太平洋地匿.它的意满形患舆

睛於泰国造穰特殊的移民政策使辈人及其祖先都得到了社舍地 美国所倡辜的一切都截然相反.美国封盟友的需要使它舆前散

位的提升. 人日本搭成了M史性的同盟;支持它所不信任的中囱政榷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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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新的思考，徙而使它伺逛行了舆美固相似的移民法改革.遣

有一黠就是，造三锢圄家在短椅上都是强大的，具有共同的组

匿.尤其在涉及辈人的移民方面，已有一百多年的相似的铿

摩.在适裹，瘾核指出舆前英帝圄和美国殖民地言菁英苦苦辈人的

令人感舆趣的聊整.徙柬南里再移民的辈人，即想要雕阔柬南

亘但又不想回到中国或其它中囡领土去的草人移民，大多敷是

徙属来西亚、菲律蜜和新加坡适些言菁英语的回家再移民的，而

北美和澳大利盟成属他伺首遣的目的地.毫煞疑同，至今仍在

英圄人治理下而且言菁英语的香港也呈琪出适穰越势.

造棒，盎格鲁人的美洲国家似乎统治 T 1945 年以後的辈人

也
不
是
莘
人

∞ 气占

移民的新世界.但是，就提升移民的政策能逛一步修改到多大

造些国家又能接受多少移民束前， 是存在明黯限度的.

自 1978 年中圄贾行封外阔放政策以来，凿以美国属主辜的一些

国家属始将其移民政策Jt:用到来自中国大睦的主要生、国聚的家

'庭成员、事者和知端分子畴，造些酿制就很容易地被突破了.

於是，越来越多的中圄人不得不寻求其他的地方如拉丁美洲、

歌洲各圄、其它亚洲囡家以及舆辈人的聊絮鞍弱的南非及非洲

其它地匮.但是，草人在适些国家的人敷遣比鞍少，他伺封新

瑕境的影譬也微不足道.肉模，各地E都有提升移民地位的想

法.寻求大挝晨民和接崖者出身的移民劳工的国家已不馒存

在.它伺更倾向於移入投资者、商人和一些尊案人才，幸黠遇

去二十年来，束E和柬南茧的组清费展提供了足纳的有舆趣移

民他阔的人才.适些地匾只有提供最佳的费展模舍使其自身撞

才使素黄提高的移民不舍大批蘸阔.攘具有吸引力，

作离其新基地的台湾;武提干涉朝鲜斡事;作属黠弱中的西方

势力的代表在柬南亚施行穰撞的外交政策·直至最後陷入越南

韩事，所有造一切，中国的因素黯然是很突出的.结果，造就

必须强制前出封大隆以外辈人的新的移民政策.凿然，茧非所

有的政策都是鞍略性的或出於政治目的的 其中有组漓的、人

道的和宗教的商题以及社舍和文化债值等方面的罔题.但是就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治黠民、知端分子和事生而言，提高移民

的地位是最佳政策.造舆前一峙代的反封殖民地的、帝国的和

程族的遣崖是一致的.随着美国移民政策所保留的反革特黠的

消失，提高移民地位就不可避免.在此 我是指国舍在有周移

员、各f国少敷民族的合法榷利、多元文化差翼、黄擦存在的歧

植以及教育槽舍均等等一系列方面造行的系统的立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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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1亘

些改革舆西方各圈最先邃的法律相比，如果不是更好，那麽至

少是舆其一攘的完善.封於主要人移民而言，造些改革罹贾封他

仍在美圈未来的模遇岗瞎了新的前景.造主主改革的措施韭非懂

使用於来自台湾的辈人.所有有资格的辈人，也就是税所有在

教育、家庭背景和摄演潜力等方面符合提升摞擎的人，都可以

加入到申髓移民和永久居留槽的丧畏的陈伍中，

适些蟹化在某撞程度上，舆英聪邦及像法圆、荷葡适些前

帝国的赞展有一些相假之鹿.但在其它藉英语的国家，主要是

加拿大、澳大利茧，我仍可以看到最具特色的细筋性的特黠.

造商f回国家镇土速酶，需要移民，而旦都不能再佳赖其它歌洲

人来填漏其空睹的土地;它伺都封各自在太平洋地臣的地位槌

飞D
co 

他把封美国在斡略和意谶形患领域政策的支

持，使其更容易步着美国的後堕.造鼓舞了他伺封移民间题造

离敏感。盖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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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蘸黠也不使用辈人一祠，而是将中圈之外的所有辈人都包涵

在"革儒"一前中.造一街器包括台湾、香港的所有中圈人或

具有部分中国血统的人以及可能在世界任何地匾被禁琪的辈人.

造商穰撞端的盖宽黠已存在了主是十年 但由於鼓地噩铿槽的

藉人接展，雨程草克黠的封立大大增强了，在通去十五年裹，在

中国国内也同穰如此o 1989 年以来 随着费生天安内不幸事

件、薛聊的解髓以及冷乾的结束，美国成属唯一的超般大圃，

西方"七圄集圈"组糟的衰退 柬盟和柬南亚所取得的铿满成

就都非常弓i人注目.隶所遇知 中圄的接展、台湾和香港的作

用以及柬南亚草人企棠的黄献，主事致了"大中窟"一祠的各撞

用法.造一街言音器起来多少带有撩摄主羹和帝圄主羹色彩，一

方面是沙文主羹者的黯傲，另一方面是民族主毒者的费慌，雨

撞撞端的草里黠日益引人注目.我韶属理在追切需要辜者伺做出

努力来驳斥适撞撞端主主是韭澄清适些街器的含辛是.造穰商撞分

化的草里黠引起的激 í.~情绪速超通曾迪人的克解(如果有什麽克解

的器)，而理贾情况要搜雄和微妙得多.狭隘和撞端患度政治化

的危陆是徨大的.踊根错底，遣军重患度只能使那些不希望看到

造一地垣繁荣舆旺的人撞得好~o
c:o co 

我韶属靡该封下列罔题加以深入研究.雄然造些同题大都

舆柬南亚和精英语的移民国家有圃，但也固保到世界其它地[!!

存在的想似罔题，镜管在那些地匾，辈人移民不是一倔舆政治

有阔的罔题。造些闰题如下: (1) 在柬南重新舆圃家中，前移民

地位的提升程度; (2) 在西方国家中草儒成爵辜人的速度; (3) 作

属辈人地位提升的最高形式的政治参舆的贾贺是移民; (4) 移黑

地位在铿清和知言或领域的提升中，中国造一因素，尤其是通通中

在我深入前输移入圄提升的移民之前，言要我简略提一下移

民主要的移出地， ep 中国大睦、台湾和香港地匾.适些地匾

1945 年以来输出了大量的新移民.提升移民的政策封造些地噩

有何影譬?宫然，它盖没有械鞭适些地霞的人口壁力，相反，

部使大睦在 1949 年以及整伺五十年代出瑰了突然的"人才流

失"舆此相雨，台湾的"流失"雄然援慢，但苦口持铺了腾近

四十多年，始大多数人才都流向美国.毫煞疑间，造罪素萤鞍

高的移民提高了海外辈人的水平，韭封科事技街领域做出了巨

大贡献.苦多人後来在商隶和工棠企棠中也斡得很出色.香港

在六十年代末高素置移民的流失情况相凿最重.二十世纪八十

再次出理造一情况.此後，由於澳大利豆、加拿大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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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翻一道探取散迎辈人移民的政策，移民人数持罐稳定上升.

在遇去七年中，每年都逮到了五至六离人.适三{困地匾，特别

是中国大睦封声令人才和技街人具流失的後果，主墨乎是接法承受

的，首然，现在回流已阔始.富有铿敬和受温高敦市11攘的人虽

徙西方回到了台湾和香港以迎接挑鞍，在事变小程度上也向中国

大睦回流.它的影譬尚黠预料，但是造一越势封未来研究提升

的草人移民来荫，黯然有很大阔保.可以肯定，徙接收移民的

国家看来，通去半锢世妃以来移民的提升瑰象要求我伺重新考

虑用来描述世界箱圈内各程草人和孽裔的街器.我伺尤其需要

封草债和草人之颖的街嚣的施用造行深入的考察.

我先徒理在的雨倔截然相反的看法谈起，一穰撞端的戳黠

坚持韶属没有草人，也没有加上所属国籍的辈人，如辈裔美国

人和印度居西里草人，而只有国民.一穰不那麽走植端的眼黠

年代初，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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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民是革裔或部分莘裔.另一疆撞端Jttl 容许适攘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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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外表下的持攘的歧拽，那麽封於那些遗撵定居的人来挠，完

全融入营地社舍就指日可待了.

印度巨西亚和属来西亚有着不同的铿匿.印臣民族主萎的

民主革命是通通罹立裙、同和效忠於新的民族团家的摞章来提高

既
不
是
莘
儒

前移民的地位的，但大多敢辈人都感到黯以接受造些摞草.、造

建军傍件的遣撵使巍十高辈人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团到中

国.此後，憧管中圄舆印巨的阔倍、索强持捕了二十多年，但那

些留下来的辈人使自己通靡了成属蹄化民的修件.但是，造程

提升尚未完成，政府意端到有中回血统的人将自己祖属辈人，

他伺中的多数人在正常情况下只限於徙事商棠活勤和某些技街

也
不
是
荼
人

10 
h幅畸

前中国移民和印度人後裔估属来西亘人口的 40% 以上，他

俩地位提升的幅度更大.依靠瑰代法律和行政管理傅统撞得荤

固的一套强有力的贵族制度，使以前的移民有鞍多的峙爵言自整

自己的作用而得以在固家建哉通程中成属直接参舆者.一些人

由此在政府和罩界中器得了一席之地.此外，出於外国投资的

不断追入，强大的圄隙贸易聊锢，以及原住民中崖陪眉的迅速

崛起，使辈人在鲤清领域成功所槽成的威啻鞍小.属来西亚民

族政府封於前辈裔移民的效忠镶有鞍大信心，而且它舆香港、

台湾及中圆大睦的固保比以前有所援和.憧管辈儒蜜隙上已不

徨存在，但辈人造一街器在属来西茧的使用，

性事棠.

可能比在其它任

何地匾的暗自都要畏.

筒商言之，即使封都近的柬南亚，雌然辈人移琵的摩史最

畏，但情况的差别是很大的.人伺不能辑易地封其作出概括性

"一旦成荔辈人的结输;而颈似"所有的草人都是相闰的"

美国傣所起的作用; (5) 移民遭入固的看法;它仍封此是否在

意?

移民地位的提升在柬南直是模雄而不平衡的.到目前属

止，移民地位提升最徽底和深入的留家是泰因.在那裹，辈人

畏期以来一直是一值相凿大的少数民族.即使在政界和罩界，

人例也很少留意到泰国睦民中草裔的存在.辈人徙事着各穰各

攘的黯棠.大音量商擒，已组没有莘倚.以前的移民及其後裔融

入泰黯杜舍姐古董巴逮到如此程度，以至可以挠，封他例中的大

多数而言，理在即使使用辈人造攘的词语也不合遍了.没有比

泰王圄适些国民更属忠寞的臣民了.由於完全不同的原因，在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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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赏隐上也没有莘倚，因属新加坡 80% 的人是革裔，他伺

瑰在都是新加坡人，因而根本不需要辈人造一街器.

比鞍来看，柬南亚其它地匮革裔地位提升的程度有所不

同.但是，接收移民属公民和圄民的政策是比鞍有效而徽底

的，国丽已铿很少人仍可被藕属革儒了.然而，辈人是否可以

作爵通用於那些草裔国民的硅切街器仍然是锢疑向.例如，菲

律蜜人包括巍百离辈人和有部分辈人血统的人.但是，如果他

伺腾自己棍属辈人，他伺就舍受到最格的摄制，其扮演的角色

就只能凿任政界和罩界以外的黯棠，而徙事商棠活勤.至於像

孀甸、越南、老撞以及鲍受斡事破壤的柬埔寨造模一些因家，

它街的短清封商那麽畏畴罔，以致韶同於辈人业没有任何好鹿

a 
0) 

和模舍可言。在适些国家中 提升移民地位的做法贯撤得鞍

早.憧管生活在那裹有一系列可他的向题，留在适些国家的大

多数辈人早已放裹了将自己藕属革裔公民的想法， 丽是寻求融

而且没有在平入属圈民.只要他伺不是次陪极或低级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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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移民中是黯以想像的.结果可能是在适些辈裔国民中出理了

分化，即分成享有完全同化成果的革裔以及在凿地法律允静的

情况下，喜散在一程模棱雨可、含糊不清的情况下生存的革借

一一辈人.

既
不
是
莘
倚

我仍可以向一

下，在束南E和言菁英语的圄家中，有多少革裔血挠的外籍圄民

既不是革儒也不是草人?答案由於每锢翻家辈人多舆政治的性

贺和程度的差别陌各不相向.露自然，勤政治选程的直接参舆，

特别是在某穰程度上参舆民主政治，是移民地位提升的最高形

也
不
是
莘
人

式.如果辈裔国民穰槌参舆政治是理所啻然的，那麽，保留辈

人造攘的街器不是遇峙喝?如果要保留"革"的藏念，那麽，

已有"革裔"造攘的街器来保留造一盼望号.否则，正罹的街器

靡该是印度巨西E人、越南人、澳大利堕入、泰国人和美团

等等.在柬南豆，草人组匿了漫畏的土著帝国、王国和公人，

国的封建政治和中南商的殖民政治.今天，律是封居家建鼓造

co 
b祖

同峙也存在着车重族或杜瘟的民主政

治，罔题是，造攘的参舆是否牌号!等四踊社屋的圈结，即回睹

到政治家伺姐娥起来是属了攫得本穰族的遣粟，而不是属了选

→步融入全民族的社舍中去。除了在新加坡和属来西直以外，

以及他俩在黄革裔小群髓如何姐辙起来，凿上述人敷很少峙，

隙上如何投票是摆阔萦耍了。

在北美和澳大利_Sí，封同化主羹政治的整力相凿强大-参

舆适覆政治活勤的人将不得不徙穰族集圈之外寻找盟友.在美

反封盎格鲁撒克迁至後裔势力的彩虹聪盟的思想撞豆直是有趣

的理象.即使适攘的瑞盟最佟不舍有任何结果，缸里裔美圈人

我的第三锢同题是锺前雨锢岗题而来的.

程作出贡献的商棠政治;

国，

就永速是辈人"适棱筒罩化的税法也都是燕根攘的，同踌也容

易使人崖生危险的错贵.我伺有必要立刻驳斥所有那穰腾孽裔

都镜辑属"革债"适棱草率而懒惰的做法，也要反费那穰故意

含糊地使用革儒一一辈人造模混淆的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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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二倔同题聘到西方圄家，但主要只涉及北美和澳大

拉西亚精英语的国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辈人移民大多

流向造些国家.在造裹，遇去存在着相赏最重的歧棍，造舆现

在相封来就比较自由的氮氛是鲜明的差别.我已解释了斡後提

升移民地位的政策的壁化背景.适些国家的移民政策脱胎於瑰

回
顾
舆
前
瞻

行公阔的程族主善政策，直到最近才费生了再蟹，因而，适穰

再费就尤属颖著.作属接收移民的固家，它伺封辈人移民的政

策费生了她封慧人的改费.在遇去大街四十年裹，造些圄家接

纳了一百多高名辈人移民.在适倔峙期，老革儒大多敷已去

而新莘{裔的敷量一直不多.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将移民世，

提升属永久性居民，锺而又成属完全意羹上的国民，其速度相

封来就是迅速和一贯的，除了成千名偷渡到适些居家的非法移

民感到脱雕震人街就黠以生存之外，在适些国家中，那些地位

之提高的移民主是乎是在到逮之後不久就可以腥遇草僵黯段而擎

借作属草人来思考同题和行事.唯一的同题是，造些国家同化

主羹者的力量是否强大到足以使辈人一祠只通合在短期内使

P电
0) 

用，或新的多元文化政策将鼓励始辈人移民一倔中阔的或通渡

的黯段，使他伺在文化和思想上可以畏期作属辈儒和草人商存

在.富然，移民地位的提升也意味着苦多受遇良好教育的草人

封他俩的文明感到

市适在以前的革业且能多句保持辈人的社舍和文化生活，

成属移民.他伺陶醉於辈人的债值瞿念中，

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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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
不
是
荼
馀

也
不
是
拳
人

人榷的政治文化鞭黠的支持者.第一理行勤表明不管草人的圄

籍如何，封中国，他伺仍然保持着中国人式的效忠.第二穰情

况员。表明他伺草借成属爱国的美圄人 立在将中盟的政治改革槐

作一穰美国人合理合法的事案.燕言命哪穰情况，费中国和美国

政府而言都是很最重的罔题.在适穰情况下，像辈倩辈人造攘的

街器是否足以说明他伺的立堤，是值得穰疑的.

最後，我将以第五锢罔题来结束我的器演.言要我例回到在

通去五十年来许多接收辈人移民业探取提升移民政策的回家的

草草黠上来.造些重克黠的差别很大.例如，一些国家封於具有商

棠、科事和事棠技能以及文晕、基铺天赋的辈人表示出热烈的

散迎.然而，其它国家就不那麽惊慨，不那麽顾意提高移民的

地位.他伺放寞了瑰代文明草期的要求，即尊重移民的一些基

本榷利，只要移民地位的提升没有封国家的安全槽成威啻.

但是，不管出於何穰原因，所有接纳移民的固家封於新公

民都寄予梧同的期望.每锢国家以其自身的方式承韶辈人作属

mwu 

自巳的囡民.他刑部希望提高辈人的地位 辈人就舍以到国家

的铿清社舍和文化生活作出贡献作属回辍，最佟是封接收圄的

完全的政治效忠.徙造一方面来看，萃倚造攘的街器是不通用

的(除非封那些保留中国公民身分的人);即使辈人一词也是不

恰凿的，至少徙畏适的角度来看是如此.而最不可取的是，将

革情一一草人聊接起来使用 适在中辈人民共和圄国内是属某些

目的而使用的，那裹的事者桐也喜散造棱用.徙接收移民的国

家来看，如果提高了辈人移民的地位，那就既没有辈倚，也没

有辈人.在被他俩的新国家接纳属国民的移民眼裹，造一翻黠

燕疑事回重大.

在政治、文化和事衡等方面费醒的事蜜就意味着封任何锦梓辈

人的韶、同提出了强有力的挑草~.我上面提到的革借一一草人造一

箱睹的重要性可能不舍罐罐存在下去.即使存在，属峙也不舍

太久.基於目前的理程蹄象，我韶属辈人参舆国家政治越充

分，造一毫克念就舍越快地受到衙擎韭被取代.

美圈超级大国的地位，以及那襄辈人移民属圄家所承嚣的

速度快於其它地匾，使我辑到了第四伺闰题，造舆中国以及中

美陶铸、有阔.言站到中国的因素，我指的是中国成属鼓地臣下一

锢铿模大菌以及成属封美国霸榷撂在的主要挑鞍者.在许多人

看来，透明黯表明中圄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成蔚吸引擎人或革裔

的磁髓.造就是"大中萃"及其所有颖似的税法崖生的原因.

造一葫法是属了表示建立在市堤社舍主羹或"儒家资本主萎"

基睫上的地匾性"中国公司"将在某一天形成一穰威啻.加上

使用"革儒辈人"造攘的街器来包括所有中国之外的辈人，就

意味着一程不可阻播的攘强和伸展势力的警丰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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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辈人封中国铿渭成功探取的适穰潜在的患度封中美蹋

舔舍有怎攘的影譬?人伺曾鼓想在可能的情况下舍以一穰通凿

的方式营助支持造商倔国家之阔的贸易和科事的合作，或者至

少石在保费方的理解以避免重大的衙突.但是，至少舍有南疆保

留的情况。造雨穰情况都以提升移民的政策所可能带来的结果

属蹲移，造些政策使一百多高名草人很快地成属美团人.同题

是=造一遍程是否太快了?如果一些剧酣入籍的美国草人不那

麽忠诚，他伺就舍蛋理自己正在属撩束中的生楼勃勃的中圄扮

吁-
0) 

演着代理人的角色;另一方面，如果封芙固的热情是真寞的，

那磨具有造疆热情的人可能更原意成属中国国内的自由民主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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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濡辈教授副才介铅的踌候就得很清楚，我本来不遇是想

跟黯宏博士的事生兢兢他琉在重棍的一些简题，有商身分韶

间，特别是海外辈人身分韶阔的同题.想跟大家前揣一下，造

十多年来，就是我窝了那篇文章之後的十多年来， l 有什麽新的

费展，膺、该怎攘重新探前适惆罔题，最初不迪是如此而已.不

晓得怎麽壤，後来就赞成一锢演辅.所以，希望大家朦解适锢

背景是如此，是想跟你伺前揄一些有国海外辈人身分部同的闰

再j合海外莘人的身分急同-……一

题.

我就我伺铺那本蕾的踌候，造{固罔题是在 1985 年峙窍的，

考虑到海外辈人身分韶同的同题.到底在柬南里怎模演蟹到八

我现在想

起，四版身分韶、同适伺概念，其寞不是什麽太新的概念，前最

是新的.凿碍我在窝适篇文章的峙候，连 identity :ì宣锢中文器名

都搞不清楚.我简了好多人靡该怎、麽翻嚣，可兑没有一锢通凿

後来怎、麽器成"身分器同"因此，的前最来表遥遥倒意思.

我自己倒不敢泱定鹿该怎麽嚣才好。

不遇既然嚣成身分器、向了，我也把它凿成是英语的 identity，就

是韶同，但其贾韶、同适锢字也是新的。我看大陆的朋友也好，

97 

五年前的事情了。十年代的那锢情况，那是十四、

呢?遣是别人替我嚣的，

本文是王磨武教授在 1994 年 12 月香港大事翠黯的"五十年
(1 945-1994) 海外辈人比鞍研究固隙事街研前舍"上的主题萤

言.原毒草《莘倩萃人摩史研究)) 1995 年第 3 期(媳第 31 期)，
真 1-3. 吴摹嚣，梁英明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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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西海之内皆兄弟也"就是家庭阔傣延伸到各程政治眉

次，最高的屠次用的也遣是那程前最.所以造商章好像不是什

麽罔题，大家都撩解的;跟血筑，跟那穰孝，那麽再加上去就

赞成忠孝、忠羹.家庭裹的孝，塑成效忠、忠蕃;皇帝都是用

造一翔的前囊.那凿然是儒教襄搞得比较多一黠.其寞不懂是

儒家，在中国的整锢社舍裹，傅就演费出来就是以适锢属主:

适雹自然的、徙血统同始一直到大家庭;天下、兄弟、

之内皆兄弟"也是徙适穰概念演费出来的.所以韶间好像也不

怎麽攘攘.就是我例都是一家人，造倔家越来越大，比鞍黯睐

解，比鞍黠吸收，但是都是一家人.

所以，早期的峙候器罚盖不成属一锢罔题，但是其寅已铿

有一穰韶同的概念.就是我是某某，是某某家的人，那麽就是

费得某某朝廷的人了·皇唐、皇宋、皇明、皇清.皇明的忠

臣，皇清的忠臣，以後你看适些藕呼都有的.皇明的遗员，到

清朝的暗候就是皇明的遣民.到民固的峙候，遣有清朝的遗

民.所以概念也是一雹韶向:我是器同清朝，不韶闰中草民

国.凿碍我遗言葱、戴适些人呢!但明朝遗民不承器清朝的更多

了.你理在看有些材料襄就什麽天地舍啦，适些私舍黛都自韶

属是明朝的遗民.在南洋莘倚社舍襄也看到适些材料，不承韶

清朝，适也是器同的阔像，所以适是以朝廷属主的韶同.

所以适倔概念本身是很普遍的，只不通没有人特别去注意

它.那度接下去到了海外，移民到海外的适些商人、工人，他

俩的器向是~攘的?没有什麽太明颖的材料.不通一般来挠，

我是潢柬人，我是福建人，我是某某地方人，漳州人，泉州

人，厦内人，造些都是韶、肉的一霍方法，也很筒罩的.到清朝

"四海

台湾的朋友也好，他伺封造倔言可靠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现

在我要挠，适锢祠囊是有同嚣的.不遍，适锢概念倒不是什磨

太大的同题，有相凿畏的摩史.适锢韶间的概念怎麽揉髓嚣

的，我不管它，暂峙用"韶向"吧!

造锢概念其直是有一段lff史的，不管任何人都有一锢韶同

的概念，造银自然，古代史裹，我例都很自然地器属我伺的最

早韶、阔的就是自己的家庭.小家庭和父母窥，给了我伺身分韶

向.我姓王，那麽姓王的都是器属窥家的嚣，就是一穰韶同.

我姓玉，我韶罔姓王的;或者韶同某地的一倔某地方，适都是

最早的韶同的概念.最早的也有韶罔某某部落，或者某某民

族，造些都是很早就有的.造穰概念其寞是一疆血统翰，徙血

统造方面演费出来的.凿然，演壁之後不是钝粹血锚的也可

以.所有姓王的可以就是我都韶间，但是韶同的程度就不向

了;那麽就塑成一疆逮跟近的器同，各军重不同屠次的分别也渐

渐地明颠.小小的家庭，小小的部落，造疆韶岗罔题很简罩.

到-{1m杜啻比鞍撞撞的畴候，成爵一倔很大的帝国也好， -{国

国家也好，那向题就撞撞得多了.人越多，怎麽韶同，怎麽棱

去考靡渲些词题，赞成一锢il!困娃的事.但是我例在古代许多

苦籍襄和摩史材料裹，立在没有注意到造是什麽大的向题.屈翩

起来，器周靡蔷有的，向来就有的，但凿峙的材料襄好像盖没

有怎麽重提适些闰题.大概因属以前的看法是以自然韶同属主

要的.换句器言是就是以家庭、部落属主，很自然地一锢自己

的、社舍的，圈子也很小，那麽就比较容易朦解.在中国社舍

裹，造锢韶同道是键家的藏念演赞成天下，所以速皇帝都有家

天下的藏念，遣是由造{自家庭普里念一直演整到很大的大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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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碍候遣加上一些，漠人，透在徙前是不用的.漠人，就是浦

漠之分，所以就有浦人漠人.至於中国适倔前什麽峙候用的?

我到瑰在遭不怎麽清楚.一般来擒，我看中圈人造锢言可靠普遍

地使用，遣是二十世纪之後用的比较多一些.以前遣是清朝

的，或者某地方的人:唐府人、国人、漳泉人、潮州人、客家

人，造些遗是比鞍普遍一黠.那麽再靡一黠，就是我想藉的唐

人，南方就搞唐人;北方人因属涌清的阁练就请漠人.那麽，

到最後什麽峙候周始用辈人呢?适又是很有意思的，舆政治壁

道有踊.因属在中国圄内， r蓓漠分得清楚.如果括涌入跟漠人

放在一起的碍候怎麽存寻呼呢?那麽就叫辈人.

我翠渲些例子主要理由就是就韶同适f固概念本身就有很多

疆的含羹.所以，造锢多重韶间的概念，其寞不是什麽新的柬

西，向来就有的.你说你再峙是:我是靡柬人，我是王家的

人，或者我是某某村的人，我同碍也是漠人，也是唐人，也是

中圄人，也是辈人，都可以的，但是基本上遗是同一倔圈子裹

菌的人.媳之，我不是外国人，我是造一家的人.造就是一疆

器同的概念，韶同襄面分成很多居次，造是很自然的.什麽人

同我适倒同题，我就始不同的答覆.庭柬人同我的峙候，我挠

我不是靡柬人，我是某某人，我是福建人，或者我是北方人.

但是同一锢嚣的人向我什麽地方人，我就请我是某某村的人，

我是王家，某某村的王家，或者某某村的睐家.看言在罔适倔同

题，你怎麽回答。所以造倡多重器向不是一锢新的概念，很自

然的，每锢人都有的。

那麽，属什麽到 1985 年碍我提出适锢问题呢?其黄我那篇

文章爵的是怎麽棋来研究草人韶同造f固自题.我是以此属出费

黠来追罔造锢罔题.其贾我自己知道的，我 1958 年周始窍那本

《南洋莘倚筒史)) , 2 那锢是在黯来豆腐播富舍的器演.其蜜那

是一本很薄的苦，襄主自我业没有用器同适锢概念，但是我毒的

踌候其黄就有造锢意思.我那峙候巳锺感费到韶同的赞化，正

在费化.最明额的就是"南洋"造锢祠巳铿被取代了，官方的

和圄擦化的手藕再呼， 是"柬南茧

194铅2 年 l凹94侣3 年以後抗草乾戈峙期， 由英国罩陈裹阔始用的.基本上

就是"柬盟"跟"南亚"之国就是"柬南盟>>以前没有一倔

共阔的名祠，以前有"印度支那"，印度跟中型之固的那一魄

地;有些用"属来西茧'\但"黯来西盟"不是现在的"属来

西盟"，黯来西亚就是属来群岛的，属来人的地方叫做τanah

Melayu，老的名词，所以没有一锢共阔的名嗣.後来就是抗斡

峙期，他伺叫着 ηle Southeast Asia Command 的持候胃始用.接

着，地理事家和摩史事家就慢慢地用了.到 1958 年我窍那本蕾

的暗候已铿相凿普遍了。

"柬南豆"跟"南洋"有什麽分另别4 呢?因属中圄人是扉

"南洋，\西方人用"柬甫亘

己铿阔始了.不久之後， "南洋"就没有什麽人用.大概那峙

候最有意萎的就是南洋大事保留适锢名藕，所以到理在遣有南

洋理工大事.南洋大事是很重要的 因属南洋大辜的概念本身

就是所有的束南里辈人都可以去的大事，不属於某一倒回家

的，它的概念是整锢南洋.後来凿然就成同题了，自属到新舆

国家成立之後，每{国国家分得那麽清楚， "南洋"造{圄名祠就

越来越不通合用.所以我 1958 年窍那本曹畴，造{国正在草草蟹。

就到那俑恃候，已铿国始每锢地方都用蓄地国家的名辑加在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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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question，没有什麽闰题，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嘛!造是我

的孩子，一定要跟着父母，很简翠的，他有什麽 identity 罔题?

没有的，没有遣回事.所以 Erikson 的适锢看法完全是西方的看

法， 3 他的出资黠不同.他的出资黠就是一倔佣人，他有他的

identity 离题:他有他的父母，他有他的宗教，有他的国家，有

他的社舍，有他的事校，都有;但他仍曹有一倒 identi守的同

题.适f圈向题在中国，至少我所知道的傅统文化襄和文事材料

裹，业没有看到，造是新的.所以适惆祠囊的用法本身是新

的，出童音黠不同.所以我以前族的韶同罔题跟渲锢新的"自我

韶陀"不是一偶钝粹的"身分器、同"，不是人家看我;舆"自

我韶同"适锢同题有相营大的差距.我後来才慢慢感贵到适倒

也值得注意.适倔韶闰罔题就有黠不同了.

所以到我 1985 年离那篇"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的

峙候，我已组受了西方的"倔人自我韶同"的适穰概念的影

誓，看法就有黠不同.那度如果徙另外一倔出援黠，就是徙锢

人的出资黠来看，造撞傅统的韶同概念要重新考虑、.我感置到

海外莘人有没有适锢冉题呢?如果我俩徙中辈文化造倒出费黠

来看的器，没有适倔罔题.大家都知道我是雄，我是某某地方

人.再说下去，国属世界费得那麽快，西方的道些事衔的新的

费瑰，跟他俩的适疆新的研究方法 影警到我伺造锢黠黠，使

我伺也舍封某些同题费生舆趣 或者是知道以前没有注意到的

一锢同题，现在成属大题目.有造假可能，造假是很平常的.

但是我萄的踌候呢，遣是不大能接受造锢闰题.所以我窍造篇

"τ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的暗候，基本上遣是受苦峙的政

治、社舍和组漓的影警;主要退是以新舆国家作属出萤黠. 因

人的身上，就赞成:属草、印草、菲草、泰草等等.造些名词

越来越普遍了，造遣是五十年代才阔始的.到六十年代之後，

"南洋革儒"造锢前就没有什麽人用了.其赏到那倔畴候连

"革儒"造{圈器都成陪题了.最初遭保留着的，但是每锢固家

的政府部贵得敏感，辈人领福也偎敏感.渐渐地排除用"莘

f儒蔷

宇.大家都知道， "~蕾"字的来源是如何.所以我那踌雄然没

有正式地面封器、同适锢离题，其赏我所言慧的就是造穰费遣:整

f国海外辈人，包括柬南更辈人都在蟹，徙"南洋莘人>>费成

"柬南E革人

所以'韶同适倔概念是可以蟹的，它不是一倔很器定的概

念;它本身的意思就挠它能纯洁用的.我剧精中国囡内已铿有

很多届次的不同翔的韶词，在国外就更撞撞了.你可以挠我道

是韶同中圃，那麽我是中国的草倚，暂阵在外国的，我是器同

中国;但我同踌如果在首地住了好多代，住了很久的，在营地

入籍的怎麽辩呢?适倔韶罔怎麽搞?凿然也可以挠我仍蕾是中‘

国人，造f圈是完全看你自己怎麽藕呼.造就提醒我伺，适伺新

的器同概念跟蕾的概念有一黠不同.造锢言司最其黄最初来自西

方的心理壁，後来社舍壁和其他的社舍科事也用了.但最初鼓

identity 造锢概念畴，它器的是自我的一疆倔人的 identity; 它重

提倡人(individual)，一倔人怎麽攘徙年辑到年老的踌候铿壁什

麽铿喜盘，他的 identification 可能舍改费;最初是自己怎靡摄登据

他自己的 identity，造是最重要的.它的最大的贡献就是使我伺

封造商题特别注意.适{国跟我伺中国傅镜的概念是完全雨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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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孩子是没有什麽国属我{向中草文化中傅统的概念，的.



理l 属我带的是柬南壶，柬南亚的海外辈人，所以遣是以柬南盟国 探取另外一程出萤黠的嚣，造锢冉题蔷怎棱分析呢?可能就有 再

家属出援黠和主键.也就是说，作属{固人，你怎攘跟新舆国家 很大的不爵.所以，出费黠相宫重要.不遇我想，削才我用的
1命

海

建立怎攘的韶同?是否韶、罔到跟其他的阁镇都要完全新雄的程 适四{困封象，到项在来看怎麽攘?我也赞贵到适四锢酣象都很 外

法 度呢?遣是能绚保持你各穰各届次的韶同的概念? 成同题的.而且适四锢封象和每倔概念的虚史都不同.副才我 王在

前
如果以圄家属主的话，那麽你在一{回国家裹，某些人遣有 挠的穰族的概念是最自然，最早的，徙人翻阔始的暗候就有

人

的

，因 不同的韶同封象:你可以有你的理族，或者是族群性， Race 跟 的，是最古老的一锢概念.但是国家概念就不那磨久.国家概 身

i 版 Ethnicity 的适疆自然的韶向;同踌你也可以有效忠於新舆国家 念不是每锢人都有适锢铿鼓的，有些部落根本没有国家的. 分

舆
适疆政治的器同.就是器属我是某某圈的圄民，我韶向造锢圄 其重到近代才可以税是全世界大部分人才有羁家.近代以

-叩i l1 

前 同

精 家，我效忠於适锢圄家.适锢跟穰族性，或者是族群性的适债 前，可能在十八世钮以前，国家适俑概念遭不普遍，至少在里

韶同韭没有矛盾，就是你可以适麽解释.再说下去，我也用另 洲盖不普遍，自始遗是西欧那遗嗣始的.国家造锢概念本身就

一锢概念，就是徙铿糟透方面来擒，也可以有陪级的韶同，我 相凿新.所以怎棱效忠於国家，跟我仍中革文化裹老的圄家概

是某某黯极的人.杜舍黯极分得比较清楚的器，那就可以很容 念不同.其重那暗候己铿有那锢朝代的概念，刚才挠的，勤适

易地辨明我是某某暗极的人，或者我是工人，我是商人，我是 {固皇帝的概念，某某皇朝、皇明、皇清之慧的概念，不是一锢

某某黯极的人，也可以适麽器;适也是一瞿韶同，它舆圈家的 国家的概念，那穰天下的概念又是另外一回事.天下是包握高

言智、同，族性的韶、同，没有什麽矛盾的地方，是可以共存的.到 象的，什麽都可以的，所以根本没有矛盾的.因属有一锢天

最後我遣提出文化器同.我雄然是来源於某某穰族，效忠於某 下，底下什麽韶同，都可以的，只要你不反封某某皇帝，他就

-f固国家，鹰於某某陪极，但是我的文化器饲可能是另外一 不干涉你，可以说是非常自由的，没有什麽醋督、.但是国家就

ftm .或者我是器间中草文化，或者我是器国凿地文化，或者我 不同了，新典国家造倔概念、相宫殿格.最早在西方接源，在法

是韶同全球化的文化，或者是西方文化，好像也不一定有什麽 器革命和英固革命之後，那麽後来又有德圈、意大利适些新的

矛盾. 国家.建立一倔新的圄家，民族团家的概念，慢攫就建立起来

所以我考虑到适黠，就提出多重韶间的适伺概念，每倔人 T. 适所谓的 nation-state，那它就最格得多了.它最初要看你是

都可能有不间的韶同封象.回遇IDi:挠，造十多年来，我再回额 不是同一锢民族，同一锢宗教，同一倔文化，同一器言，定得

凿峙窝的那篇文章畴，那{圈出援黠堂然又有新的罔题.我伺不 很死的.凿然，造倔是他仍的一程理想，其重盖不能做到，不

一定要以国家属出费黠，也不一定要像 Erikson 那模以简粹的锢 能百分之百做得到.不遇媳之它的通势是如此，就是革你每锢

人，徙婴孩起属出援黠;其黄有各穰不同的出蛋黠.如果我伺 国家都要很跑的，每锢人都要爱撞适{国国家，每{器人都要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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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成立之後，他就改成"吾族'\ "吾族的中萃"，他就没有

纯粹的漠族的适穰狭羡的民族主萎的概念.

媳之，五十年代之後整倔西方封穰族概念非常反感，造因

此也影警到其他的地方.所以我连我那篇文章都不用程族适倔

字，我用 community 和 communal，渲倔凿峙也是受柬南豆嗣囊

的影警.所以适雨锢概念(国家和程族韶向)都是很有向题的.

但在新舆国家裹，反嚣渲锢概念也不方便.由於新舆的圄家特

别重提怎麽建立国家，而建立团家的峙候一定至少要使大家器

国造倔国家才有希望.不然的话，有什麽希望呢?如果大家都

有不同的概念，西家是建立不起来的.所以在那程瑕境下，五

十年代的柬南茧，不管是印尼、菲律簧、泰国、遗是羁来豆，

封回家适倔概念是很重视的，而造又是新的概念.但是他仍是

否完全朦解渲锢概念襄踵的同题呢?很黯挠，造锢要有人群细

地来研究才行.假如果他伺考虑到西欧的铿蝶的话，他伺也靡

该要封适锢罔题要小心一黠，就是不要把适锢罔题搞得太最

格，否则又舍冒出带多别的同题，尤其在造假回家裹有不少的

少数民族存在的器.在那穰圃家裹，不能把国家的定羹定得太

死，太最格.不然的器就反靡不一定太好.但是国家的概念已

短有人穰疑是否靡该如此最格.

西方也知道适倔概念有同题，不通他俩也避免不了.因属

他拥有雨百年的铿黯了，到最後他伺每次给国家下定羹畴，都

有不同的反藤.他伺知道罔题很多，但是政治上是燕法避免

的.老宣言克现在全世界都燕法避免的.全世界现在有一百多锢

国家，在聊合圄襄那叫国家，都以适伺 nation-state 的藤则属/
主，所以同题很多的.它也影警固隙阔傣. 同畴，每一倔回家

造{固国家， 每锢人都能纯替适倔国家去辙牲.适锢概念是

nati on-state，徙十九世短阔始差不多整锢欧洲都有了.

其童音你仍知道，注意到欧洲摩史峙，造锢罔题到二十世纪

遣是很最重的，就是奥匈帝固解髓之後建立的那些新舆因家，

其贾跟柬南豆的铿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它也是一程帝国裹lüi

建立出来的新舆因家.它俩把造{圄国家的定羹定得非常最格.

它最初就是以什麽语言属主，很多遗是辜者搞起来的.就是事

者先研究在某{固地方的方吉、语言.研究好了之後就把造伺语

言定好，造{圄是某某国家的语言，跟其他的国家不同.因属有

了一锢揭立的语言， >>草该有它确立的国家，所以徙那倔出袭

黠.也囱属如此，打了好多仗固造一百多年来，徙十九世但到

理在，不停地在属了适倔理想，不晓得辙牲了多少人.一直到

理在，南斯拉夫一垮的峙候怎麽棱?也是某锢器言，或者某一

锢宗教，一定有一锢很最格的定羹，适才是一锢留家，造穰才

是真正的效忠。其他的所谓效忠，所辑部向，都没有意思.唯

有遣军重器同，才有意善，是非常最格的，

造锢是圄家的概念.我伺知道，疆族和穰族韶同的概念，

到第二次世界大鞍之後，已铿被很多人攻擎了.主要是因荔纳

粹黛人辈扫雷太人的待遇，此外，遣有其他民族歧棍的事例，以

穰族概念来欺鱼和虐待其他的民族.媳之，徙那峙起，大家就

封穰族概念很不涌意.所以渐渐地，穰族概念就被街挠了.到

了五十、六十年代畴，造{圈 race 的概念大家都不蔽了，我捏得

那峙遣有人攻擎就是子芽、中山先生的民族主茜就是撞族概念、.我

那畴候遗贵得不B善、鼓适麽擒，但其寅它是有黠道理的.其宣器

中山那锢民族主藉裹草草带一黠理族概念的成分.不遇到中莘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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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遣考虑把陪极作属回锢韶同概念之一，它理在费得是最衰弱

的一倔.

那麽，第四锢概念，文化器间 是否比较筒罩一黠呢?理

在适锢同题更加檀撞了.大家知道， culture 本身就是一锢很搜

撞的概念.所以 culturaI studies 中的 postrnodernist culture 的看

法，舆以前的 culture 又是雨攘的. culture 本身就很黯把它解理

清楚的，再加上混在适也是锢事翰的大题目，到 E量都镶疑

culture 到底是什麽意思.可不可能有一倔 culture 是国定的?如

立刻就知道造是不可能的.所以 culture 是不停地在追向的器，

演壁.如果它不停在蟹，你;g麽韶同适{圄 culture? 如果整天在

蟹的话，你韶同一{圄 culture 有什麽意思呢? culture 怎庭模你也

跟着喝?遣是 culture 蟹的持候你可以说:我现在不韶同适锢

』O
M
U

culture? 因属适倔文化壁得不像搓了，我不喜歉，我要改迢来，

我要韶间另一锢 culture，可以嚼?似乎好像重活一黠@混在封

一般人来擒，全世界、全球化的瑕境跟l;{前不同了.以前我俩

韶属 culture 跟宗教、信仰、家庭、杜舍、社群和族群的概念随

傣非常之密切.就是我效患於某某，我器问於某某，造一生到

底都是如此，不蟹的.至少我年鞋的持候以属是如此.但是，

我看理在不同了。文化造锢概念是非常活腥的，而且大家都好

像封文化有一程相凿自由的患度，可以自由遐撵.可以理撵?

文化可以遐撵!因属税起来你穰族可能逮撵不了，国家也不容

易遣肆，人家要不要你遣是锢罔题，不完全由你遐t罪。黯极可

以遣肆，但也不一定.你因属工作岗位的罔题，你也不能自由

遣撵.但是好像文化你可以比较自由遐嚣，我遣某某文化，我

否韶某某文化，完全由你自由嚣t辈，好像是如此.凿然，你真

的封少数民族的待遇，遗有少数民族的撞利罔题，造些都赞成

固隐法律中的一锢很大的冉题.换句器税，费於因家概念本身

有隐始表示镶疑.

那麽再接iU{雨倔概念都有同题.所在1我酣潺的四锢概念，法

前
下来，黯银概念也成同题了.陪银概念在五十年代，至少在我

窍那篇文章的峙候遗有人被. 1989 年後就很少人蔽了.但那倔

踌候也是很重要的.在座史上，造一百多年来，徙十九世在已

起，在属克思以前就有造锢概念，早期英固社啻主羹襄已铿阔

始有适锢概念了.到属克思一直到列亭，到後来的英圆的社舍

回
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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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善，遣是搞陪级，社舍上的陪级，尤其是工人陪极舆蜜本家

的矛盾， 巳铿蔽了很久.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就赞成冷草草适倔

基本矛盾.所以徙我宫事生踌一直到七十年代，不管是在欧洲

遣是直洲，尤其我伺研究中固涯史的，封中菌啻峙的黯极概念

十分重视.毛潭柬黠此也重棍，整{固适倔世界所有左倾的共崖

主羡的国家和社舍主萎的国家都重提陪极概念.所以我伺那锢

踌候，属来西豆、印后，以至整{固柬南亚很多人都拥心适锢罔

题.所以我韶属适也是一穰陪银器同，

值得我伺注意.

但是适倔概念也很成同题.理在来擒，陪极已费得不重

要，都是资本主萎.但是中国遣保留社舍主羹.市塌铿湃的概

念到底舍演赞成什麽，我伺瑰在遭不知道，恐怕到缉十年後才

能知道舍演费成什麽新的髓制.但至少在理在来擒，组消费展

的方法基本上是取自於资本主萎的方法.那麽在适程情况之

也是一理部同的封象，m
w
O『

下，陪级概念和陪极韶同就很少人载了.事街界襄遗有些人

蔽，不通主流襄已埋没有多少人放黯银酿念，所以，我 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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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弱的碍候，就来了一锢碌中山.民族主羹跟弱固有一黠踢练

的.中国银富强的峙候，不必载的，根本不必注意造锢罔题.

国家弱的峙候呢，你被人家欺负，那麽民族主羹就可以很容易

地提出来.我伺要靠造锢民族主蕃来抵抗外来的欺负，怎棱抵

抗它伺，怎棱排除它伺，怎攘保嚣自己的圄家，就赞成一倔很

重要的目模.换句嚣挠，中国弱的暗候，就来了一{由民族主

善，海外草人也受适倒影警.就此同题我窍了好巍篇文章，所

以我不必多吉普 4 孽借的概念就是徙造跨国始的，造也不是子系中

山资明的.那峙一般的有思想的士大夫陪级就考虑到中国在十

九世纪末年的暗候是多麽地受外国的欺鱼，知道海外有很多草

"革错"就渐渐地演赞成一锢

』
』
』

人，知道他俩都是很想念家绑.

祠，草儒适{目前本来是没有的，十九世缸末才有的.它的意忠

很简罩:就是你例在海外的，都是想念你伺家娜的，嬉希望回

到中圄来的;以前中国是不管你伺的，也不理舍你伺，而且遣

要嚣你例，就你属什麽到外国去.理在我伺韶、周遭不错，你伺

出去了之後遗很成功.尤其在薛福成等人组遇新加坡的碍候， 5

他看新加坡很好，辈人好像都很有鳝的，盖房子，请他伺吃

饭.他就很敏感地就贵得适锢很值得满清政府注意.後来就希

望能绚承韶海外草人，很想中国保撞他例，而且保撞他俩抵制

外国人的欺鱼，以免被人辑祖.所以适倔概念就傅到皇帝那遗

去，他俩挠适也是皇帝的责任，革情也是皇帝的臣民，臆言主f呆

疆的，所以适锢概念就徙那峙{英国始.因属要保撞他俩，要承

韶他俩，要使得他俩不舍贵得自己被描襄了;而且希望他伺也

槽往中国，那麽就好好地招待他1M.大概徙那惆峙候阔始，遣

始他伺宫街，也不把他伺堂做把法的人，而是把他俩羁属"离

正是信佛神的，信仰某某宗教的，那不一定.不遍，

之外的世俗文化就可以似乎比较自由一黠.

另一方面，理在的文化是分不阔了，什麽是中毒草文化?什

麽是柬方文化?什麽是西方文化?什麽是某国的文化?根本挠

除了宗教

不清楚.所以适倔文化概念可以是很髦的，好像可以自由遵撵

和器问某穰文化，如果是造攘的话，就又回到西方心理事家

Erikson 的出援黠，费得韶、向的闰题是锢人的同题，锢人的出资

黠，你有遗撵的.凿然你的铿辙，你的生活铿革命，你的家庭铿

辙，你的社啻铿辙，你的事校鲤段，啻影警你怎攘遐撵.不遇

到最後，你遣是可以自由遣撵，好像跟适{固有一黠阔保.换句

菇，造锢重黠就移到倔人本身，有自由去遣操他的文化器向.

如果适攘的菇，造锢概念本身就很有闰题.怎麽穰去研究，怎

麽接去把它分析清楚，很不筒罩.

我在 1985 年提出的四倔概念都有同题的.每一倔都捉不住

的，而且大家都有事输.锦之它伺可以说是孚输的四倔大题目:

圄家、程族、陪极、文化.既然造四倔概念都那麽有孚擒，要

怎麽去分析韶同呢?如果造四锢韶同都有黠多重性，那麽，造

倔概念好像就是提摸不定，燕法把它定下来，黛法把它找出

来.再且，如果器胃遣可以自由遣撵的菇，造锢概念有什蜜用

呢?我遣要考虑一下.不逼我现在只搞到我 1985 年所用的适些

概念，理在来看就看到很多的同题，所以我就提出来.

我再提出一锢向题:我想到海外辈人的器同同题，最佟罐

避免不了中国的国题.换句甜甜，你如果看适两百年来海外辈

人的器向南题，盟中国的国舔是非常的密切.

候，如徙康黑到乾隆那一段，清朝根本没考直通适锢罔题.中

理
前
和
方
法
输

回
翩
翩
舆
前
瞻

中国强盛的暗

。
「
「



理! /斜"不懂是士大夫了，持士陪银本来是士大夫黯银的，它 道，柬南堕辈债的反靡是非常热忱的.可晃，中圈被欺负的畴 再

主每首位 : 
把商人也那麽叫了.其黄在上海和庚州已姐有适伺藕呼了一一商 候，中圈弱的暗候，造理反藤非常地强，一直到 1945 年.但那

海和

{国畴候柬南望是特殊的.柬南盟那些匮家除了泰圃之外，都是方 钟，给他伺官街，他伺捐款啦，如炎撞的峙候捐款可以翼锢宫
外

法 街.那麽，理在可以童到海外去，那是很大的造步.在黄踢的 殖民地.它没有自己的国家主幸言，没有自己的圈家，没有白己 2在

人言位
峙候，就承韶适些海外的人也是我伺自己人，也是我伺清朝的 的民族主羹.在造一锢瑕境裹，你可以表逮，你用你的中辈民

的

国 臣民.皇清臣民，怎麽藕呼他伺呢?没有一锢遍凿的稿呼.那 族主羹来族政治的话，除非适费殖民地的政府不高典，本地人 身

挥 麽，就慢慢演赞成"革儒"遣倒词:你何都是倩居在外固的， 没言吉挠，因属他伺自己没有自主榷. 分

王君、奥
那遗吕来的，而且是革族，那麽我例要特别地注意你伺.所以 到五十年代之後，他伺凋立了，新典国家捕立了，适襄就

同前

有矛盾了.他例有自己的民族主萎了，他俩有自己的圈家概念瞻
浦清就固始注意适{固同题.

子系中山和革命黛人更晾解海外草人能绚如何需助他伺.因 了.那麽适锢韶同同题呢?到底怎麽解泱呢?就赞成一锢很困
属他俩在中固立足很困蝶，很危除.在海外他俩得到辈婿的需 黯、很敏感的罔题了.凿地政府通常强追辈人要有一锢遣撵，
忙， "革{斋属革命之母"适些商囊就是那峙候阔始的.所以革 政治的遗撵，造不完全是自由的遗撵.你不i墨撵凰凿地的公民
儒适{国概念就是表示中固醋心海外草人的生活，就建立了一疆 的话，那就雕国.由祖圈也好，或者雕阔到别的地方去.造就
特殊的隔保.希望他仍能绚表示他俩封中国的爱，也就是爱国

事致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固始的一穰再移民的瑰象.很多辈人
的概念.徙清朝垮奎、民国建立之後，爱固就壁成理代化的国

因属巳短在柬南亚住了很久的，二、二代是很普通;二、四
家主萎的概念、民族主羹的概念.凿峙因属浦清是浦洲人的，

代，四、五代的都有。他伺怎麽泱定?在那疆瑕境之下，一定
所以适襄遣有黠攘攘，凿畴清朝的皇帝不能细嵌锦粹的民族主

要他改，他不能掬雄持辈倍的地位，中圈也保撞不了。那靡，
羹.其蜜菁、中山最初的民族主羹就是反清的，是要把满清超走

怎、接i墨撵，是跟中固有阔{系的.中圄基本上也不能持不接受适
的，所以适{臣民族主羹就不好搞了。但是到民圄之後就可以搞

军重因陈的定善。既然造些是新舆的居家，而旦造些圄家先後都
了，真正地蒲民族主萎的，就是漠族，以漠族属主的.所以很

向中国建立外交黯{系，那麽中国政府也要考虑到适挡新舆国家
快地、很容易地就赞成大漠主羹了。

的利益.所以周恩来媳理 1955 年到离隆去的踌候，他就第一次
所以，徙一岗始海外辈人的器同向题就跟中国分不阔的.

挠出来，攘宦地的人自己泱定，但他意思也很简罩，他挠你伺
中回怎麽攘，海外辈人就舍受到直接或者罔接的影誓，适似乎

要留下来的器，你仍膺、该入籍，效忠於造些新舆国家;不然的
是避免不了的，所以中国弱的踌候，适 1m!爱圆的模念非常地

话，你要回固去的我伺也歌迎，基本上是如此.
强，而且非常容易地舆起，尤其在中日军号事的暗候，大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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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我猜想不舍太筒罩的.所以适倔同题遣是愚在那兄.凿

然，新加坡特殊，大多敷都是辈人，但造完全是例外.全世界

所有国家，大概有一百多锢国家都有相凿的辈人人数，但都是

少数.徙千分之一到百分之十，最多是估百分之十，而属来西

亚特殊一黠，差不多估三成.大部分都是在百分之三，百分之

四左右，最普通的是百分之一以下，海外辈人是少数民族.所

以在那穰情况之下，含有~攘的反膺，黄在就不清楚.有些地

方煞所谓，完全由你自己遣撵.因属你人数太少了，人家国家

也不在乎你到底遐撵效忠於他的国家，或者效忠於中国，小事

情，煞所谓.你人敷多，就稍微最重一黠.你人数重在多了，

到了百分之十，那就殿重得很7. 像美圄那穰才不遇是百分之

一 就是雨百高人.那算是相凿多的，雨百高的器是很多人

的，跟新加坡辈人人口差不多，但它不迪是百分之一，那可能

没有同题.你大固百分之一怎麽穰?效忠於桂?煞所嚣的.那

你比较小的圄家就不同τ. 所以适锢我想很黠预料到的将来舍

怎麽摄.

媳的来说，我看海外事人的器、罚罔题，煞揄如何同中国都

中国的政策、中国的黄晨、中国的舆旺、中国的成

适些都是避免不了的罔题.我今天就搞到适襄.

分不向:

败，

本文是王磨武教授於 1999 年 10 月 7 日属新加坡固立大肇中文系

荣警班遣修"海外辈人尊题"的擎生所铀的事题演精.由到宏、

黄淑玲根攘鳝音整理，另加注穗.

* 

凿峙的反靡是很壤的.我遣起得凿畴老辈{蔷封周锦理的适

些器反鹿非常的壤，就是就你伺怎麽放寞了我伺适些辈儒?我

伺是爱国辈情，徙前离洋革儒是非常爱国的，中日斡孚也好，

其他也好，我伺捐了多少嫂，有销出镜，有力出力，你现在怎

麽放寞了我伺?就穰我伺留在适览，不保撞我俩怎麽辩?所以

现
前
和
方
法
前

反鹿是很糟的，不懂是柬南亚.我後来才知道:在美国和澳大

利壶的革情，特别是老革婿，反廉也很糟，就是等於中因放裹

了他桐.不管反廉如何，中西政府的政策是如此，那是一程外

交上的需要.所以再下一代的，年晤的，在海外的草人慢慢就

入籍了，不然就自黯去了。大家也知道，新属不少的事生那一

代都团到中回去，印巨更多，因属不接受凿地的印尼的国籍，

他俩就回中国去.所以那是一锢很菌戴的峙期:五十年代，六

十年代是一锢遇渡期，每倔人都要遣撵的，但是造不是倔自由

的遣撵，老黄擒，也不是{国人的遣撵.适锢逮撵是政治上的遗

摞，就是跟中国有阔锋的:你是因中国去，遗是不回中国去;

韶同祖国，遗是不部向祖国。适些赞得非常痛苦的，我懂得造

一黠，因属我是年鞋一代的.我的父母巍那一代，他俩的心裹

的苦衷，我是朦解的，那锢峙候他俩非常健心;放襄他俩的祖

籍，来入外国籍，是不可想像的.

如果税五十、六十年代是很大的留键，造基本上是跟中国

有很大商倍、.造f固不是一锢钝粹的本地的同题，其寞跟中国有

直接的国惊，所以如果鼓起器闰愕题，膊来怎麽攘，可能踌罔

不同，将来情况或苦不同。不通照我看，可能遗是舆中固分不

阔的，看中国~度接@中国富强了怎庭辩呢?酣才需中国弱的

峙候是一穰反靡;中盟富强，海外辈人的反靡舍怎棱呢?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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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言该莫文属王教授的 "The Shωld句y ofChine臼se Id由en川tit钞y in Southeast Asi臼a"
赣於 Cαhαangin，咆'g Idel毗y川oft劝he S，岛out.伪hωt Asian Cαhù阳eS血Ïnce World 

War II, eds., Jennifer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中嚣文戴王震武《中国舆海外辈人》

(香港:商费印曹筒， 1994)，真 233一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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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庭指 A Short History ofthe Nanyang Chinese (Singapore: Eastem 
University Press, 1959). 中嚣本克强奕善言草注《南洋辈人简史》

(台北:水牛出版社， 1969 年和 1988 年版).

3 Erik H. Erikson, 1902 年生於德固法葡克福，後任教於哈佛、耶

鲁、伯克稍加州大事.他器周心理费展分成八f固陪段，每锢陪段·
都有自己的心理社舍要求.恼人在属下一伺费展陪段作淮倚畴，
必须克服和内化一系列危械才能取得人格贵展.主要代表作有
Childhood and Society 和 J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h
v『
『

4 王教授在造方面的最新端述，可参看《海外擎人的民族主羹)) (新
加坡: UniPress, 1996) 及〈民族主著、程族性舆E太匾域) ，戴
《中国社舍科事季于仙， 1999 年春季器，真 17-30.

5 薛福成 (1838-1894)，清末外交官、改良主善政治家. 1889 年被
清廷委任属出使英、法、意、比四居大臣.属保撞海外革情，曾
舆英国旗判，先後在新加坡鼓媳镇事，横城鼓立副锦领事.他遣
奏请清廷靡除不主要出洋擎民蹄盟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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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莘人的民族主我

民族主羹是一锢来自西方的概念，在西方国家的政治虞於

支配地位，已超是一百多年了。又四属西方势力撩强到了全世

界.所以，近百年来，没有一锢圄家没有受到适伺概念的街

擎，最近适缉年，很多国家又面封民族主萎的挑乾，很多民族

恢徨他俩的民族意裁 里持要撞得那固或者聊合国的承韶.也

有苦多的回家境内的少数民族也建立于他俩的民族集圈，或者

政治上或罩事的船戴 束手取他例的利益，甚至要求揭立，自

成属国家.海外辈人也是多次而且多方面地铿匿通民族主萎

的.他俩也铿黯遇别人民族主萎的待遇，甚至受通外族民族主

蠢的攻擎.

我仍在里抽i所克到的民族主盖，也不通一百年左右.日本

的民族主羹是由始，存、中山先生的图民革命道勤周次之，以後

在印度、泰国、菲律霎等，到太平洋鞍事之後，束豆、柬南E

舆南5l先缓衰勤苦多反殖民地、反帝国主萎的国民连勤，都是

舆民族主辈有着许多商速的，速後来的草草圄勒孚、越南韩事，

都是舆民族主羹有阁.

民族主羹也有它的建鼓性.国家揭立後，要人民国错，集 j

中力量把铿清建设好，把政模稳固，培善人才，使国家能多句好

119 



民
! 好地建鼓起来，造是民族主羹能纯唤醒全国人民，激励他俩把 海外萃人跟民族主羹有什磨雄分呢?我伺可以断定的是， 海

族

国家富起来，要一代一代地忠於、爱言要自己的国家. 自徙革儒最初接受民族主羹到理在，巳鲤有超遇一百年匿史了.
外主/
拳辈 4 可是，民族适锢概念，仍是不容易解穰.要跟国家、爱国 造一百年摩史可以分局四伺峙期来鼓.第一锢可以就是新 人

等主羹加以怎攘的分别呢?例如，近年来，中辈人民共和国改 概念的街擎峙代，大概是十九世甜九十年代到本世缸二十年 的
海

革阔放成功，组清费展非常快，领事人很少精革命，也不多蒲 代;第二锢可以藕属爱国革倚峙代，是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
民

内
革是

裂 各覆政治或者思想上的主羹.但是，爱国主善和民族主羹遣有 第二期是辈人革裔的遣撵期，是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送撵的
玉

事 苟言命，引起很多人注意，也有不少的事揄.其理由很篱罩，有 意思是，在适倔畴候，革倚要逮捧到底是入籍外菌遣是韶同祖 是
外

雨黠我韶属特别和今天的清题有黠醋傣. 国才好?第四期是七十年代到理在.

中辈人民共和圄改革成功，造是全世界都留意的，如果富 第一峙期是新概念的簸起，大前在 1890 年代到 1920 年代

强之後舍怎穰?造是第一伺同题.徙企棠家的藏黠来看，中国 之隐.傅统中圈是没有民族圄家 (The Nation State) 的概念，有
大睦的市塌那麽大，大家都有械舍在中国赚鳝，那是一件好 的是帝国的制度，只有封建帝王的踊镖，没定的遗界，也没有

事.但徙国防军立略家的草里黠来看中圄将来赞成一倔强圈，那舍 吕定的领土，一切都要看中央政榷强弱丽定.另一方面，中国

成属一穰威番，不擒封於本匾域遣是全世界，都是→穰威骨. 的民族，革化的中草民族，守着中国，盖没有去侵ðß别的国

中国人言喜爱圄主萎，封海外草人舍有什麽影警?爱国主羹 家.蜒的圄家，别的文化，革外的民族，封中圈来挠，都是盒

在中国的领土内，包括香港、澳同和台湾，是建鼓性的，但伸 心的侵略的民族，所谓蟹夷武狄等。中莘民族所以有文化圈家

展到国外的辈人或草裔，那是另外-1国同题。大家都知道，海 或文明回家的辑呼.

外辈人跟台湾、港澳的企棠家始扮投资中圄大陆，始沿海各省 在海外，凿峙的草商、革工都是南方的福建、靡束人，盖

的理清改革很大的剌激，造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封海外辈人 不以他例是满清的臣民而自傲.其赏他俩爱的不是清圈，而是

舍不啻警靡爱圄主萎的赞召?西方因家尤其阁心，部分柬南直 他俩的家绑，他例的绑土，有方言的阔镖，也有利益的圃{系。

国家也接出了一些比较带有警告性的口吻B 常常舍闰的一倡罔 因此，如果蔬民族的亩，他俩所晾解的只不迪是外国蟹夷，在

题是，海外辈人将来舍不舍忠於大中辈?舍不舍将文化中国演 国内来搞呢，有漠浦之分.

赞成属支配性的新柬亘文明?换句话挠，海外辈人舍不啻誓靡 民族(Nation) 适倔概念，意思是一锢民族建立一倔国家政

中国的爱国主蕃或昂族主萎?要解答适倒向题，必须看摩史. 撞，造{固概念本来就带有一疆璋族的意思，所以最早梁臀超、

先请海外辈人和民族主萎的渊源，再搞魂在的新爱国主茜跟海 碌中山岗始用适{国概念的峙候，就黯免以漠人舆涌入之周的矛

外辈人的民族主羹铿墩有什摩踊保. 盾属主要的概念.民族主羹的第一期是以满漠政撞阔始的。



民
族
主
菱

葬、中山自己封民族主羹的看法，也改费了好主是次，渲很有

意思.在共和国副建立的碍候，他以属三民主善之首的民族主

羹已铿成功了，因属已铿把浦清起走了，所以之後就很少蔽

了，把注意力放在民攘主器和民生主羹.後来他军专项自己不

封，新的共和自受到外圄势力的干涉，外国利用民族之阔的矛

盾，来鼓勤蒙古族、浦族、藏族，要求他俩洒立.俄囡跟日本

就支援蒙古的确立。俄国军陈派到新疆去，英国的罩陈到西藏

去，所以强中山要修改他的理揄.到了最後，他又有一次贵

悟，在改姐国民冀的宣言襄菇， "只要有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的

内政，民族主羹是不可少的

蟹，判断不同了。

新建立的共和菌，很快就瞟解到反封浦请，以漠族排涌适

{固革命政策是不足纯的，所以探取一程新的漠涌蒙回藏五族共

和的政策.造锢改费是很有意薯的.它表示中国不是一{国民族

国家，其寞是一锢多元民族离家.用五族共和政策，就可以挠

召全国民族效忠於中革民国.适五族，只不迪是代表团家有多

疆民族造锢原则。造五族，徙人敷最多的漠族，到人数最少的

藏族，都是估地比鞍多的大民族，他俩的地位是公阔受到承器

的。其雪中革民圈何止有五族，徙理在人民共和国的封算，除

了漠族之外，最少遣有五十五锢少数民族.所以，多元民族适

倔概念是很重要的，

多元民族的帝国是很平常的事情，世界到庭都有遍，但是

多元民族的圈家，也就是 Nation，那就很少了。很多西方的强

国以昂，每{国国家的境内 ， n草草只有一惆民族属主，用一穰语

言，共享一锢文化，一倡社舍，一倒宗教等等。主辜的民族支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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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其他的少敷民族.造是民族团家的原则.所以多元民族的国

家，在欧洲来带是不正常的.

其寅，多民族国家造锢概念，费一般中圈人，漠人在内，

也是很生疏的一倔概念.虽佳然官方文件把五族共和解理得很清

楚，但是，五族大多数的漠人，都以属中国是漠人的中国，其

他民族不遇是附庸的少数民族而已.啻峙的海外草人，包括草

商、草工，大部分都是漠人，他伺封渲锢多元民族国家的理

解，也贵得很新鲜.真髓的反瘾，要看他俩锢别的铿靡，他例

的地理瑕境和匿史盘里黯.

在南洋革倩裹，多数都是反清排灌的 他俩在傅统的私啻

蕉，如三黠舍、天地舍的影警之下，遣有本地的苦多公司，如

善安公司、姜舆公司等等，都是韶属中圈臆该是漠人的国家，

但是只要漠人宫撞，其他的民族也可以叫中国人.徙海外辈人

的藏黠来看，其他盖不重要，最主要的是中圄富强，要中固政

府能纳有能力保撞草儒的利益.西此，他柄的反藤基本上是支

持蒜中山的民族主羹和反清革命的.除此之外，草倚在南洋各

地的藏民地，多有受通外族的歧棍，尤其是西方殖民地的政府

官僚，所以封西方的民族主萎也有一黠朦解，很憎恨他俩的适

穰民族侵越感，很想中国人将来也能绚恢徨原有的自尊心，因

此封新的民族主羹概念反靡很强，舍很激烈.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南洋各地的反靡有不同的地方，不

是一律的，徙…阔始就不同。例如在泰圈 泰国是一锢揭立的

国家，不是殖民地，泰国政榷封凿地萃人的政治活勤非常的注/

意，而且徙各方面加以限制.其他殖民地也有不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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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像荷一也有…λ一的速 本的民族主羹比中圄的要强得多.在南锢民族有街突的持候， 海

: 勤 但是他伺仍然有相凿强烈的反靡，很躏意接受适锢新的民 国家的民族主羡的力量要速超遇锢别的民族主茜情籍.也可以
外

2在

羹 族主羹概念. 说，住在日本的辈倚，早就懂得日本人熟忱的民族主羹是来自 人

菲律蜜又不雨，因属菲律蜜在西班牙和美团政榷交替峙 他俩民族的圈锚，他俩的效忠爱国精神已铿很普遍，不像中国 的

海
期，碌中山是支持菲律蜜的细立道勤的.所以，凿地的革倚封 人那攘的涣散.凿峙的事生跟一些莘情，遣有一些少敷的台湾

民

内
革

民族碑立用武装革命，是比鞍同情的.由此，很早就志颠地回 人，也有一黠羡慕日本的民族主萎，希望将来中器人也舍同棒
看主

F 海
五

圈参加革命陈伍. 地爱国. 在

外
法团的越南，也是限制草人的活勤，但是它也不完全阻止 至於西方，尤其是西方的殖民地，如北美、澳大利豆、钮

辈人的民族革命，也攘辈人的革命人士借用吉峙的北越遗界去 西商、南美、南非也有不少辈悟，大多数是草工，流勤性比鞍

做他俩革命的斡略地.凿踌辈人在越南也得到一些越南本地的 强，回国的也比较多.适些地方的草工跟南洋的草工有些不

民族的支持和同情. 同，大多敷在契的完之後就回国，少敷徙商的也是做生每小生

造些匿史提醒我例，凿峙的所谓南洋已铿是一锢模辑的医 意，很黯耀大镜。植少鼓的，被允许居留的草债，就有槽啻深

域，匾内各穰反靡不同，量不能一概而言命.南洋革儒业没有割 入移民社舍，受凿地的教育，如基督教教育，有些成功的，如曹

一的行勤.中圆的革命冀具到~去官傅、去篝款，但是也在不 晗得好的，就赞成後来的事棠人士，他俩的社舍地位就提高了.

同的地方遇到不同的政策，遇到不同的反靡.辈借的圄管理雄然 在适穰拓荒的社舍中，革{裔的程居住是多方菌的，一方面他

支持，但支持的程度又不一模.造不同的反膺，雄然是来自各 例受到歧棍和撞不平等的待遇，受到排捕和妒嫉，使得他伺感
『飞，

费自己的民族不如人，因此就很熟b地支持菁、中由和同盟舍的理不同的理由，但适也表示一般辈儒封民族造伺概念盖不是很

晾解.他伺所知道的是反浦清，要强大中圈，同峙表示爱国， 武力革命，捣助于系中山篝款。另一方面，他俩接受外国教育，

闰踌也照摆到他伺自己. 他例的子强脱酷了中国傅筑文化，因此在不同意用武力革命的

其他地方的革倚，就更不相同了.凿峙日本很特别，事生 情况之下，他伺舍回到中圈去坚持探取改革的方法，不赞成武

反靡非常强烈，但适也要分两期.初期呢，日本政府和政客， 力革命，器周膺、鼓慢馒来把中国现代化。也就是挠，他伺自己

是需助和同情反滴的逼勤，攘梁辛辛超、挠、中山等在日本自由地 之国也有不同的看法回适些人都是比较保守些，而主强穰定和

活勤.後来，因属日本政府野心越来越大，公阔地施壁力於辛 改造，不同意革命。美固徙中国去的事生，人数雄然不多，但

亥以後的中国政府，不再允许事生进就於辈倚之固，鼓勘草{需 是很有影誓，给凿地的革情11!有需助，鼓勤他俩赣曹爱国，用

参舆中国政治。适也给日本革情明白，别人的民族主萎，即日 知言夜来建放新的中国，同峙也能增强一般辈{裔的民族白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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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翠些例子.泰圄政府 1932 年费生政要後，本地的民族主

萎舆起，排辈的热衷更加激烈，探取各穰各攘的方法禁止辈人

参加中圄政治，鼓勘辈人入籍，崩化泰文化，接受他俩的器

言、文字、宗教等.

荷属柬印度也是如此，盏量地限制辈人参加中国政治，也

禁止革命姐娥，堂跨他俩也颇虑到印尼本地民族揭立遥勤.所

以，反荷菌的组辙，根本不允许存在，各覆政治连勤都受限制.

英阔的藏民地，像属来西亚和新加坡，就比较容忍一黠。

辜人社圈自由的爱圄遥勤和救圄遵勤，只要不反英，它伺就可

以活勤.就算是反日本，英瞿也不太管，只要不用武力去登勤

』N
U
V

就可以。

法鹰印度支那也限制得很痛害.他伺草草席、到越南人自己的

民族主差，即本地的确立遵勤的影誓，也怕辈人辈儒营助越南

人反封法国政府.

菲律窦又不同，凿地政府最佳然不鼓黝革儒参入中国政治，

但也不限制草儒各理的爱因活勤.在每f固地方都不同，造是太

平洋鞍孚之前.到太平洋乾事後，情况又大不相闰.

一是因属日本估领峙期各地的确立和民族速勤扮扮地起

袭。除了反西方之外，日本首峙也鼓励一些反革的倾向.草儒

反日，而本地的政黛领袖则藉助吕本来建立他伺更强固的力

量，手取他俩的确立，跟草儒有些矛盾.但是同畴，也有些革倩

就自始同情适些反殖民、反帝国的集圃，支持凿地的民族解放。

另一方面，由於列强和藤俄的共崖圄隙合力反封饷粹和法

西斯国家，束南军各地的共崖黛势力也得到多多少少的承器.

草{蔷爱因抗日分子也跟中固共崖集合作，舆吉地的共崖因此，

造票占跟其他束南盟国家不同.所以，事生造一眉，

分子造一墙，在美国有相蓄重要的作用。

第二锢峙期，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就是爱因草僵峙期.

在适{国碍期，民族主萎的瑰象此起皱伏.在中国，先有国民黛

的南京政府，援有内辑，又抗 8 ，又第二次世界大鞍，又太平

洋乾芋，又再一次的内载，共崖主草草立腾国民主革，建立了中辈人

民共和圃，在海外的革儒舆辈人，就在造假峙期逢到了辈儒最

爱国的峙候，又是最多辈儒回国参加革命或其他的救圄连勤，

或者回国建鼓。同暗也是一锢有考军在性的峙代。怎模地爱国?

爱革又是怎麽一回事?爱革命又膺、鼓怎摄地去造行?同暗适又

也就是知赣民
族
主
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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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地掀起了本居民自己的民族主萎的碍代，尤其是反殖民地

政府，反帝圄主善，事取他伺国家的平等、自由和渴立的峙

代。造是一锢新的矛盾，也费生在凿峙革{裔的身上.就是挠，

草借不懂受到中圄政治的影誓，罔踌被本地舆起的民族排外思

慧、有所攻擎g

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适三十年罔，全世界都有草儒，但他

伺差不多到庭都不受散迎.在欧美、哥本、大洋洲各圃，是革

{裔人数最少的踌代，排辈凰氛很强烈，逼得草儒更是要依靠中

国，章勤他伺的爱国心和民族情，错.南洋革儒也不例外.原有

的人敷本来就很多，畏久居留的辈借人敷也大大增加，有所谓

草儒社舍.他伺的短精力量也雄厚.适些革儒杜舍，多半都是

槽往中菌，和南京政府建立了很密切的回保;也有支持凿踌反

盘中央的革派，如眼圈民主革封立的共崖奠等等.换句嚣挠，草

需杜舍有直接参入中醋政治的倾向，由此，各地的政府有不间

M
U
N「

问:想

的反摩、.



黛和民族主羹钮攒合作，来共同抵制日本帝国的野心.在适{固 榷，有些承部台北政府，有些则避免任何官方固保，雨遣都没 海了

峙期，政治上就比较阔放，速歇美、大洋洲的革错，也能纳公 有官方来往，前遗都不前好.那窟，每{固地方的辈人草裔都要
外

莘

阔地爱国、抗日、大量地展示他俩的中辈民族主萎，也有已铿 句就地通靡新政榷，就是揭立以後的新舆国家的政府跟营地已超 人

入籍的革裔参加西方国家武装部陈，韶向凿地的民族和国家主 建立好的，而且很有势力的民族主羹. 的

j每
萎，参加第二次世界大鞍.

民
上面已铿放到遇，南洋辈{裔的概念是多方面的2 不宜一概

内 革是

唱奥 民族主羹最大的事事费峙期是徙五十年代固始到七十年代， 而擒。造襄改用束南茧，更是明原不同了.柬南亘有多程政 五

i 海 造是第二期.在适锢峙候，海外辈人面封了最大的考黯.徙五 榷，每f由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J!f史傅挠，不同的宗教， 主

外
十年代起，是他伺撞重要的、有意萎的遐撵期.遣撵什麽呢? 不同的政治理想，不同的民族政策，最有每{圄国家有不同的勤

是入籍外国好呢?遣是保留中回国籍，韶同祖国，以至於团团 革政策，不同的入籍储件，不岗的效忠封象.

去效忠才好?凿峙，造穰遣撵是不筒罩的;不要因属理在大家 用以前的缉倔例子，像泰国的同化政策，很明颗，人籍的 飞 l'专

入了外国籍，甚至许多移民都原意入籍，而以属徙前也是很容 辈裔要尊重泰国国王，受本圄教育，要改名换姓等等.但是有

易.其蜜，在五十年代，热心爱国的革儒要再费属凿地忠琐的 一黠很特殊，就是入籍後就完全平等待遇.印臣也受泰国的辛辛

公民，不懂是遣撵国家的问题，而是一偶心襄遍不去，进移不 示，强迫辈人受本土教育，改名换姓，但盖不散迎草人入籍，

定，也是一锢内疚，向心接愧，又贵得不得己的大事. 入籍後仍有尊卑阁练的考鹿，要求的同化程度也有跟泰睡不同

柬南亚的新舆圄家政策不同，草人莘裔的组黯也黯得相 的地方.适雨{圈圈家探取同攘的同化政策，但是具髓的民族分

比，现在不少人研究，也就不必群细介招.值得重棍的有以下 主真不同，政法器制大不相同，宗教不懂不同，而且各有不间的

缉黠: 杜舍和政治遥用.再说，泰国佛教的民族概念和印尼回敦的民

第一，中国大睦共崖黛舆台湾圄民靠的分裂，富暗辈才许多 族概念也含有不同的因素.前者同辈人草裔本身的儒教、佛教

革情尤其是反封者影警很深厚.近来是慢慢地淡化，一般封雨 盖没有矛盾，後者是接受辈人辈裔信仰基督教的，也接受他俩

革的政治不是很晾解，也不感典趣. 信佛教，但盖不散迎他俩支持儒教.造是因属他俩韶属儒教是

第二，日本、欧美、大洋洲滕然封革政策不一棒，但是反 辈人民族性的基睫，舍阻碟草裔被同化.

共的势力提强，辈人也受其影誓，尤其是入籍的革裔.支持国 另外，菲律蜜的政策是鼓勘通婚，鼓励受洗天主教徒的同

民黛，置可以得到右派的韶同;撞撞中辈人民共和团和同情共 化政策，已超好握百年了.一直到七十年代，基本上不攘那些

崖囊，就要小心，不懂不能绚苟言命，也要额忌凿地的民族主羹. 来得晚的辈人入籍，把入籍手嬉弄得非常搜雄，要辈人大量破

第一，最撞撞的情况是在柬南里.有些国家承韶北京政 费，才允带他伺入籍.



民
黯来西豆和新加坡本来是英属属来西茧，所以有很多相闰 注，用敏锐的祖角来藏察适些裴展，同踌也要断定如何才能保 海族

的地方。雨圈分国之後，各自属政，造凿然是跟人口的民族成 持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社舍地位，想辫法如何在新圄家的法律
外

主
主主

羹 分有醋。很明黯的是，民族成分一定舍影譬-{由国家的民族主 篝圄之内，雄撞他伺少敷民族的榷益. λ、

主主.造雨圄盖不用同化政策，也渐渐地少搞民族主萎，国心的 最後要注意的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之阔的人民共和国 的
f每

是民族之阔的和睦共庭，能生活得融洽，既然承器是多元民族 嚣的是世界革命，用的是社舍主萎的外交来圈结社舍主羹兄弟 氏
内

族
奥 的国家，那麽就不好搞民族主善，而靡该重祖国家揭立，国家 圆，盖不搞民族主善。後来，由於中国大陆的大蹬逛，又遇上

五
海 J统一的爱圄主羹。

文化大革命，给海外辈人的影警非常大.中国大睦既然重担陪 j主
外

其他地方又不同，像锢甸的向化政策盖不黯著，各地辈人 级革命，反封狭萎的国家民族主萎，海外辈人在适倔峙期就比

混合居住，雄有贸易上的困雄，但能多句避免民族自的矛盾。主 较容易接受踊化属外籍辈人，或干脆承韶是惘外国人，另外，

要理由是，锢甸境内的民族岗题太多了，所f2_(人敷比鞍少的辈人 i宣{固峙期，徙台湾、香港、澳同移民出国的人敷慢慢地增加，

杜舍立主没有什度屈黠，和凿地人通婚也很普遍，宗教也不是→ 分倚在世界上各伺地方。海外的中草民族，也就是革倚在凿峙
f国阻晓.

正在草草蟹属外菌的辈人草裔.他俩的共同黠呢?是民族概念的

印度支那的越南和柬埔寨本来有不少辈人，但造{国悲惨的 政治化、多元化，民族主善始圈界所限制或者圄攘，因此，民
局面，受罪的不懂是革裔.国人肉串立，互相残毅，外国干预境 族就是国家的看法就估了主等地位.

内的政治，影譬非常的大，斡後新建立的筑一圈家政穰等等， 第四期是新爱国主羹峙期.主洲近二十年来的最重要费
遗在建按期阔，到底将来舍有什麽攘的民族主幸言，到混在遣燕 展，燕疑是中国大睦改革周放政策的成功.其影誓之大，是全
法肯定，留下的少敷莘裔，在适主要十年的浩桑史，是一俑大悲

世界都承恕的。我刚才税遇，因属短滑改革的需要，人民共和
剿，仍有待摩史事家去研究和撰述。适雨f固圈家的民族同事， 国现在少请主善，更少精革命，但是最近就常提起爱因主萎的
始草人革裔又看到另一璋的民族主善。

口珑，也有前输民族主盖的，因此引起外圄事家和政府官方的
造襄我要强调的是，海外辈人铿敏的多元化，他伺多敷都 注意，也刮起海外辈人的注意.他伺提出很多疑罔.造是什麽

有i墨撑的。入籍，或者保留中国国籍?留下，或者是国国?或 意思?舍有什麽错果?将啻怎樨影譬到海外辈人?

者移民?或者再移民?只有少敷没有逮撵.那麽，在逮撑的峙 如果中国的爱国主羹其寞是费相的民族主盏，那E草，海外
代，民族主主主在草人社舍淡化，西方国家也没有像遇去那麽重

辈人舍不舍有一天返回二十世纪前半期，恢徨爱国革儒的角
挠。理在革裔人敷最多的柬南更新舆国家，正在建鼓新的民族 , 

色?如果考虑到近二十年来大量的港台和大睦草人扮纷移民到
主羹或国家主主主或爱国主羹，营地的革裔则不得不十分留心阁

北美、澳大利亚、钮西葡等地，造{圄罔题可能就不筒罩。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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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下半世纪是民族主羹在世界各地舆起，革倍的理黯也盟富

了，丽且各疆各攘的民族意融和民族主羹的圈髓也被多方面的

事家研究得很清楚，大家都瞬白了.再次，组遇第二次1it界大

鞍，又铿遇美藤冷战同事，铿遏圄隙主萎的陪级同孚，又有歇

美法定的民主和伺人撞利事挠，加上政治理输和行勤，又有耕

合国保撞小因家和少数民族的利益的各穰要求，又有匮域性的

跨圄合作组娥.再加上全球的科技逛步，人慧各疆杜舍舆民族

的自爱自尊等等.那麽，本世在E初的爱圄革儒现象是遇去了，

不舍也不靡该再恢t复了.至於二十一世钮，就更不用挠了，造

世主己的壁化太大了，我仍可以用匿史来提醒我伺，警告和教司11

我桐，已遇的匿史瑰象，是不可能自生的.

但是，如果用另一程看法或出费黠来找答案，就可以得到

另一穰答案.适也牵涉到民族主盖的概念，不懂是国家民族主

也是境内少敷主盖的陪居。每一锢民族文化都是有萎的陪盾，

持久性的，

~uu 

海外辈人封此可以做克

茬，只要有辈人的地方，就有群畴的辈人黑族感，而且适疆民

族感有互相支持、支援，互相增强的倾向.例如，他俐的国惶

生活、文化组嫌、工作雷攫有重活性，有投梅性，能通靡不闰

的瑕境.他俩懂得兢芋，在有需要的阵候也能纯合作.他俩的

人生哲事是入世的，言毒寅畴，而且他伺也重视教育，尤其颠意

事一些比鞍寅用的知载.徒他俩在海外的铿是在柬看，最理想的

瑕境不外於有法律的保障，行勤的自由，教育黯棠的平等，铿

清肤祝罹定，而且有改造的榄舍。有如此通凿的瑕境的遗f辈，

不管是革儒也好，辈人也好，革裔也好，不管名丰再如何，他俩

中王在文化的持久性特别强，

患到造些新移民很原意入籍踊化，但也高翼地回流到港台和中
圄大睦去器生.而他何在国外的生活，跟以前的草儒有很多相
同的地方，例如坚持罐罐萃文教育，成立草人社围起辙，保持
大部分的辈人凰俗宵憬，蛊力地锥持同中国的固保，保撞少数
民族的榷利，那麽，骨子襄和前期的爱圄草儒有多大的分别
呢?再逛一步同，造些新移民带有草儒性的黯度和藏黠，将来
不是可能壁属爱圄草倚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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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有一{固考庭，新移民的教育水平速高於早期的革倚，又

不限於小型的工商行棠，有很多是事案人才，理革命望富的管理
和行政人才、科技人才、事者、文人、起者、美街演辜人才，
在铿清领域又有银行财政事家、大企棠家，房地崖案、旅进旅
倍的大企棠家等等，真是敷之不清.他俩都有便於携带的本事
和资格，移民再移民，出国再出国，出国再回圃，都不是一伺
大同题.那麽移民国据、入籍，重新踊化中国造一些考虑，辈
儒、草人、草裔适些前章，是不是暂峙的呢?适些闰题都很黯
有答案。就是有的话，也是属於一程未知性的揣测.

不遇，如果因藤海外辈人造-百年来的摩史，或言于有一些
值得我伺斟酌的搜索.最少有雨程看法可以营助我伺找出答
案，就是甜可以徙雨倔出援黠来逛行前擒。

首先，本世纪上半部跟世纪末和来酶於二十一世主己的适巍
倔峙代，大不相同，造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世起初期爱国革
倍的概念是雄主才不可能再次出境的。适模的看法跟民族主羹有
密切的阔倍、.首峙茧洲基本上没有民族主萎，革{需封民族主羹
也不是很撩解，只是知道爱国、抗日、救国、超走帝国主羹等

内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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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子系和外族通婚，但是如果通婚的嚣，而後代被外国间化，他

俩也不舍挝部或者反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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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儒、辈人、莘裔有不同的反鹿.到此，撞我做-1固小的

(1)早期海外辈人应史能营助解答我俩面封的黠题，懂得摩

史是很重要的;

必定引起辩因(2) 中国新爱国主善是属於中莘民族的篇回事，

外族的阔注，也必定影警海外辈人韶闰的遗撵;

(3) 海外辈人文化舆社舍有相凿的速嬉性，到二十一世缸，

仍舍有革儒、草人、草裔之别，他俩舍根撩自己封民族主萎的

诀定遣撵不同的去向.不同看法，

本文是王屡武教授在 1996 年 11 月 29-30 日神户翠辩的纪念菇、中

山诞辰 130 遇年"强文舆辈儒"圈晦擎衙苟言命舍上登表的文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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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i墨撵自己的去向.用适{固小民族主羹的摩史戳黠来看，我伺

封海外辈人如何通膳中草人民共和国的新爱国主萎，就舍找到

民
族
主
羹

锤、结:言襄我弓|用我二十七年前一篇文章.那f固畴候，我是分析属

革的政治@我的结言命是凿峙属辈有三穰反瘾，或者三穗遣撵.

甲程是韶同中菌，参入中国政治;乙疆是效忠本圄，但仍盏力

地推言辈辈人社舍;丙程是投入本圄政治，所爱的是本国的领土

社舍和国家文化.

一黠直直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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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我仍面封中国富强而贺召爱国主萎的暗期.雄然造{菌

唬召是针封本固的人民，而不是封海外罪人。但海外辈人的反

F慧和嚣撵是不可避免的，而很可能跟上面、我剧才搞的三程反

以每锢回家境内的小民族主羹属框架，就可

乙、丙三理反靡乾脆藕属莘{磊、辈人和莘裔三撞不同

靡有相同的地方.

以把甲、

的遣撵。

首先看革儒或者新辈儒的反靡.他俩将来也带泱定因嚣，

或者保留人民共和国的国籍，仍倚居圈外.入了外国籍的，他

伺E蜜意放襄外籍回国去。

其次是辈人的反膳.他伺将来仍保留外国国籍.他伺所谓

爱国，蜜的是本圄雨不是中国.他俩已成属忠甜的凿地回民，

但仍蕾坚持中草文化，盏力地保言要草人少数民族的攫益.

第二是革裔的反靡。他辆接受本地文化，参入本地一切的

社舍、政治、理费集圈的活勤。他伺封中革文化的患度巳绽尊

敬到不否定，再造一步穰撞地去支持本地文化.将来，如果本

国和中国有衙突，他仍可能啻蛊忠於本圄.他伺不一定舍鼓勤

叶
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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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或典儒家字就

民族主羹和儒家事说是雨锢常克的韶章，其重雨锢衍生的

苦多意羹，使它伺要得黯於理解.我封民族主羹的舆趣主要在

座史方面，即民族主莲在中国和本匾域的起源，本世纪以来它

在不同倏件下的萤展，它酣瑰代化的贡献，它在各国建茵通程

中封社舍和文化所造成的差翼等等.适裹不可能涉及适苦多嚣

题，我锺{革蔽些中国的民族主羹和儒家事挠的阑珊同题.

民族主羹通常崖生於那些在同一匾域居住、畏期分享摩史

和文化、自器属是一伺民族的人例中周，最成功的民族便建立

国家，即"良族固家

以便使圄家能多绚句更快地改费、回靡、通靡和理代化，人伺蓄穰

的感情始"民族团家"指明了方向和目擦，徙商崖生了瑰代民

族主萎.在里洲，造疆民族主萎的最好例器就是日本.在民族

主羹形成之前，它已铿具借槽成民族的所有要素.民族主萎的

概念一被号|逛，它在日本便辑商易翠地凰行回来.

事蜜上，多数"民族圄家"或多或少地由多{固民族姐成，

像印度和中草人民共和国适棱多民族的国家是明黯的例嚣，徙

前曾超是欧洲殖民地新舆国家也是如此。中国的民族主羹相封

来挠是一锢新的琉象.到二十世妃初，中国黯然是一锢帝国，

136 

而不是一锢民族回家，她雄持毓一的力量是文化和文明.因 i氏

此，二十世钮以前，一些应史事家把中国藕作"文明"而不藕

作民族.

儒家事就也是一倔多重含萎的商棠，最普通的含羹是指槽 i舆

成中国文明和支撑造假帝国延孀雨千年的思想锺系.我适襄注

重的也就是适锢曾铿成功的、潢受尊重的、影馨巨大的傅筑，

造锢傅统包括:圄家倡事事雷儒晕、以儒事遣拔富吏、用儒事

摞草判断所有公共道德和泱定雄持就治制度的各穰黯责舆回

馁，徙适{圈角度来看，儒家事就舆中阁的形成密切相酶，可以

就是中国民族性和民族意载的一锢基礁，因此，它也是民族主

萎的根基.遗有，儒肇中的倔人羹藉兢念，舆儒事相阔的社舍

家庭偷理债值戳，在普通中菌人的生活中罐罐而且永逮费捧着

重要的作用.遣要注意，儒家事就盖非中国人所拥有，它也被

柬盖其他族群所尊崇，例如:朝鲜人、越南人和日本人@

今天要放民族主盖舆儒家肇挠的主要原因是，徙八十年代

初以来民族主羹在中辈人民共和国以不同形式徨活，舆此同

畴，出琉了重新言平倡"新儒家"贡献的勤向，造些新儒家包括

像梁漱溟、晦友菌适攘的哲事家，包括器遇苦多理代西方哲事

著作的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 包括新一代黯克思主羹理输

家李浑厚和他的事生及挝挥家 也包括像鳝穆、余英阵和社雄

明等fff史事家。

重新辞债本身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但更属重要的同题是，

民族主萎舆儒家事说在什麽程度上相容互捕?提出适锢同题是

因属多敷中国人遣捏得，本世但初中圄铿摩遇那靡一倡陪段:

遇分强化了的民族主主是器使青年人不加分辨地反嚣儒家事就.

族

五

在

儒
家
李
就

」L
U
U
可



民
族
主
是
典
儒
家
李
就

作属屋史事家，我偏好探用摩史的探前方式来解答所提到

的一些闰题，最核心的商题即是:民族主羹舆儒家事挠之阔的

畏期衙突已超结束了喝?

所谓畏踌期衙突是指徙 1920 年代到 1970 年代的半倔世

纪，其阔的三代年辑人激烈地排斥儒家事前，崇尚西方民主或

共雇主萎，造伺罔题暗示，在 1920 年代以前，民族主萎舆儒家

傅就韭煞矛盾，儒家文人集於容纳民族主藉，如果自十九世妃

末便能绚做到造一黠，属什麽此後不能延孀呢?

勤於 1895 年中团被日本打败之後三十年的情况，我伺费现

雨疆民族主萎的呼聋最属警亮，它伺主强以激豆豆的步骤挽救中

国，一霍建音来自康有属，一位非正统的儒家辜者.康有属自

祖扇爱国者，而益非民族主羹者，但是他的苦多年辑追随者，

包括梁费超，谷p毫不掩饰自己是民族主羹者.另一穰暨音来自

挠、中山，一位香港的臀生，舆他封西方科率和政治制度的熟知

程度比鞍起来，他封儒家铿典的晾解黯得比较粗渔.毫煞疑

同，他是中国的第一倔悻大的民族主羡者，代表了普通百姓推

翻浦清统治的呼聋，他比其他人更逛一步，自豪地藕自己是革
』L
W
M
U

命的民族主善者.

在梁费超之後，在、中山涌腔热情地探纳了民族主羹适倔前

章，用来鼓舞那些革借属国家徨舆而献身的爱国辈人.舆此同

畴，康有属也由於倔人封孔子思想的古怪解程而遭到其他儒家

辜者的激烈批辞.在挝言平他的大儒家之中，也有激烈的民族主

羡者，章炳麟便是其中之一.在适些民族主羹批辞者的眼中，

儒家事就是中国文明巨大成就的支柱，因此也是民族精神的精

髓.勤他例来说，酿自儒家债值藏的贡献， 中革民族筒直不可

适些事费生在五四遥勤之徒，它的影警延捕了缉十年.到文化

大革命以更具毁诫性的形式，言式圈消除傅就债值勤的一切遣

蹄，适些遣胁中，最属颗要的便是儒家事说，值管适些活勤是

以共崖主羹革命的名著造行的，但是背後遗是具有强烈的民族

主萎勤槽，排斥那些被韶属事致中国落後於峙代的因素.

我今天要捷的主要商题是，民族主羹舆儒家事就之国的畏

期衙突已超结束了喝?民族主羹到底能不能舆漠代以来作属建

民
族
主
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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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理念的儒事髓系相分雄?

遣有，民族主装是主事的力量噶?儒家事端是否懂是给虱

族主羹戚予道德内涵、使其受人尊重的一程方式丽巳?造是否

意味着一锢小倒退，回到本世纪初的肤黯?那峙候，儒家事说

曾铿有攒啻撞明自己可以遁靡新事挠，但是它没有能掬言克服凿

再次成属飞

峙的急躁的年帮人。

遗有，我伺是否面封-{器全新的儒家事就?适锢新儒事果

真那穰瑰代、不同於傅挠的形式、能绚支持理代民族主羹喝?

它是否器脱了"封建残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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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且遐要就一政治?

造些简题表明了封儒家事挠的未来存在不同程度的信心.

槽成适些信J心的某些前捷，在本世纪初尚不具借.儒家事就遭

不懂整筋道德，建国的理念，∞
的
【

有多强的生命力以及它遣将延孀多久，封於适伺闰题黯然没有

一致的看法，有人同儒家事言是舆理代城市生活究竟有何踊惊?

也有人韶属儒家事就比人伺所器载的更加充浦活力.儒家事挠

民族主羹就是否接雄

徨典?

果真如此蓄赣望厚，那麽黠国它的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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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藩，造一黠如此黯而易晃，以至於一些出色的事者甚至韶属

煞须眉儒家事挠辩解.

但是 1911 年中草民国成立後不久，一些顽固之士想用儒事

的名羹去徨周君主制度，如 1915 年的民国媳毓袁世凯、 1917 年

的强励都是如此，但是他伺部因而身殷名裂.到二十年代，儒

家的忠寅信徒目睹了青年穰撞分子如何以五四连勤反封偶像崇

拜属武器，反封所有傅筑，到那倔踌候，任何形式的儒壁都已

铿燕清於事.在她望之中，一些儒家事者退出了公共舞台，少

数人自毅了，多数残存的人退回器堂和香房，面封西方哲事的

挑军是，重新被前儒家思想的根基-些接受儒家事挠的人加入

了国民革;那些摒襄儒事背景的人员tlj墨撵了不同的政蕉，包括

新生的共崖黛，造些人费理雄持雨千年中草帝圄的基本思想费

得摆阔索要.

二十世纪初，许多人萝想把新典的民族主羹舆部分的儒家

思想结合起来。有人强据回徨儒家原始铿典的她m性，康有属

和他的苦多同碍代人都不同程度地抱有适理期望.他伺强精孔

子是重明的预言家和保出的儒教事部.造撞回徨本源、清漂民

族心重的努力成属理代民族主羹的一穰强烈表理形式。

另一黯儒家壁者，相信傅统思想的速键性，他例大多指出

律大的儒家思想在座史上始佟表理出通膳性.适些儒家辜者的

硅不筒罩，因属每凿儒家事言是受到最重挑罪立的峙候，每吉它的

缺黠被新思想所揭示的畴候，特别是凿来自外部的新思想，如

佛教、伊斯商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雳入的暗候，他伺媳能多句

使儒家事就再度徨舆.

子系中山的一-些追髓者和国民麓的忠蜜支持者，也有最格的

儒事教育背景，但他伺封来自西方的新思想更属周放.他仍中

著名的有蔡元培和吴稚理(他俩直接鲤虚遇欧洲的民族主茜)，

遣有于右任、胡漠民和朱孰信(他俩在日本的碍候便黯始介韶虱

族主萎的刊物).他俩自己封儒家事就深信不疑p 但是他伺明

白，年鞋的国民黛蕉具置疑儒家事挠的未来债值.他侨除了强

搞民族主羹者鹿该把儒家事前提作傅挠的一部分之外，很少在

公隶塌合放言命造一题目。至tl 1920 年代末已程很清楚，那些公自

提倡回到儒家债值翻的人俩，得不到年醒人的警靡.

到国民主革政府在南京成立的暗候，民族主莞者基本上封儒

家事挠没有散意.他偶理所凿然地t~儒家事挠凿成中国人性格

的一锢主要来源，虽佳然很少公国强拥造一黠.那麽，在接下来

的十年中，是什麽柬西攫乱了适穰消撞的阔舔呢?

阁民政府舆错家事说韭没有泱裂，事黄上，各穰傅就形式

逐渐恢徨韭被最格遵守，孔子後裔在国家等极制度中受到尊

崇，宗教僧式被恰凿地奉行，阁歌前句幢理了最佳古典傅镜，

新的教育目摞包括傅授儒家债值截. 1934 年，政府费勤新生活

道勤，重申撞承儒家遣崖，政府道往台湾後，他把{在然如此.

五四连勤造就了一代向文化遣崖挑乾的知端分子，包括教

部和事生，他伺聊合抵制盲目接受儒署在座史上的支配地位，

以造步思想和民族解放属名，抛襄渲锢事致中团军戈殷於西方的

主要因素，然而，持有适疆黠黠的人旱竟是少敷，他俩主要居

住在现代城市，特别是上海和其他租界口岸。在康大的绑村人

口中，封孔子的慷疑业未估攘主率地位。

有雨{圄因素很可能是造成儒家事税黯然失色的原因，第

一，使用革命的新概念;第二，政府没有能掏腰行封人民的承

诺.摸我来加以解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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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自己一贯正罹.他伺里信，作属侵秀的民族主毒者，需要以

革命救中圈，而革命不需要儒家事就.有些人走得更速，他伺

挠儒家事挠精美通去，追求延，键性，因此是反勤的，是革命的

障磁.封他俩来说，儒家事就代表着中回人中所有的封建、落

後的和後退的柬西.

1949 年中国共崖寞的腾利石的罢了革命的至高黛上的地位。

革命成了打败帝国主差、寅理国家就一的最有效的方法，它可

以恢徨民族揭立和自豪 重新黄腾早期民族主羹者未能履行的

苟言.结果在他伺的眼中，革命成了民族救亡的良粟，因而也

是更属切寞和更属悻大的民族主羹.所以，在毛潭柬年代， 没

有必要求助於民族主羹.

宫前的民族主萎的明黯特黠 是以爱国主萎的名著出境.

爱因主萎的呼暨譬亮清晰.出理适疆情况是因属国隙主羹和革

命意裁不再能纳吸引多敷中国人.舆此间畴，使舆儒家事挠的

旗揄也在舆起，造是否意味着儒家事就被用来给民族主羹它的

道德内涵，是使其受人尊重的一程方式而已?我在前面已铿提

到，徙表面上看，民族主羹目前的地位似乎因徨到民族主羹最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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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初舆起的二、三十年 那倔峙期儒家事税有槽舍器明自己能掬

通用於现代社舍，但是它没有能掬吸引年艳的政治活勤分子.

如果依此黯推的话，儒家事就是否遣有第二次榄舍舆民族主羹

革命暗代巳铿结束，造是-{1m重要的事寞，去除了革命的

包袱，民族主羹者理所吉然地可以追溯往日的光荣.由於民族

主羹撞根於遇去的土壤之中 因此儒家事税往日的重要作用便

舍得到尊重.

融和交舍?

"革命"是一锢吉老的前囊，本来意患是改朝换代，辈取

"天命

妙的f借昔用.由於强言简革命才是挽救中国的方法，碌中山把固民

主革向共崖冀和其他支持社舍和文化革命的激造分子周放.在造

攘的情影下，反封偶像崇拜的"五四"一代人在挽救国家衰亡

的名羹下，寻求更加激邃的费化，革命已组成属具有推勤力的

理想，像在法国、美国和俄国革命中那棒，超出了改朝换代

的意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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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作属中草帝国支柱的儒家主要挠的摩史作用黯然已铿

遇暗了，新的革命已铿不懂是民族主萎，它寰隙上成属-{固费

革遇程.理代思想被迅速接纳，诸如回家资本主莞、民族社舍

主主主或圄隙共雇主萎，似乎它伺都能纯属解泱中国国题提供更

多的答案。在革命遇程中，儒家事说被襄置一旁.

第二锢因素是政府失信承诺.圄民政府主强承要儒家遣

崖，但是它燕力筑一国家，不能抵御中国最危陆的散人一一日

本，煞法雄持挂舍秩序，保障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造成适些

错娱的原因很多，盖不都是民族主羹领事人的遇失，他例在恢

徨民族主辈署和民族揭立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同峙又遇到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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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的干预。

儒家事萌雄然.\lt未因此而受到责蝶，但是提倡儒家债值戳

盖不能表明儒家事就封国家的成功有何贡献，也不能言是明它封

防止失误有何作用。徙适f国角度看，它舆碍事不相畴，

造模一{团结揄:即它封理代国家毫煞用窟。

内鞍期词和中自斡孚前後，没有峙罔来公平地辞债儒家事

挠。那些言语毁儒家事挠的人期待着它的衰亡，此踌他桐可以器

盖事致



民 辈f儒家事挠的部求主要来自雨倒方面，而且都是罔接的. 遇去十年中，醋於新儒家的事端十分热烈，在台湾、大睦 民

吨辛 一倔是来自大陆以外的中菌人，特别是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 和香港的不同撞次中展自.有人重新崇拜梁漱溟和晦友酶的早
族

五

羹 非凡的理费成就.带多中外事者把造些成就蹄功於儒家债值的 年著作，重新辞估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一和健穆的事街成
主

存在，它通遇家族，桔楠、教育理念、吉俗和企棠家精神惶混出 就.人拥也封属克思主主是哲壁家李潭厚以及他封中国傅统思想 血

海 来.徒官方的公阔表患中，我伺黯以明瞟理在的北京镇辜人在 的再挂理崖生j晨厚舆趣.在中国以外 像余英碍和杜雄明等匿 1t 
内

多大程度上赞同适攘的翻黠，憧管在政府的支持下已组有巍倔 史事家的藏黠也被人伺阔注.
家

4 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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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海 圄於孔子和儒家事挠的舍融在中国召阔，在省路基届，傅统宵 在适锢屠次上，儒家哲事才名正言顺，它不再是、也不能是 i兑

外 俗的徨舆期很少被限制，许多器攘黯示，地方宫虽很重提孔子 民族主萎的伙伴.杜雄明提出的"文化中圈"的概念在明罹儒

思想封企棠家精神的激励作用，儒家组典著作被重邱出版，业 家思想渴立性方面尤其卓有成效 他强揭 儒家事就在舆中草

旦配有白话嚣文和注理.有踊哲率和应史的吉普座、研前舍、座 民族需求不相商的情况下仍然具有强大的影智力.造提醒我伺

言提舍铿常翠行，在强烈的宣用主羹色彩之下，儒家债值在旦被精 一倔事盲:辈人定居海外~後，或者那些非革族，即使不成属

遐之後属瑰代需要所利用. 民族主萎爱圄者，但甜可以成属儒家阿徒，非革族的人照然舆

另一{目前求来自更深屠次，一略知满分子留心新的社舍主 中国民族主羹毫不相干，但是他例如果黯意也可以成属儒家。

羹市塌铿清的道德支撑力，丢裹了曾组指事先前缉代斡部的革 新儒家可以需助在中国人中罔建立新的韶同感，因此它不

命在里念以後，什麽理念可以使中圈免於陷入唯利是圆的社舍 f革有助於统一领土，而且可以融和台湾、香港和大肆同胞的心

呢?在共崖熏内超遇多年的批孔遥勤，很黠酶跨向儒家壁说求 莹， "文化中国"的口号虎也静可以将儒家债值戳向国籍和爱国

救，但是遍及全固的民族主菱惰，锚，谷p可以抵制依赖外国债值 主主是同题分国 o J室将使儒家事甜容易被接纳，5lY_属那些蜜用目

髓系的倾向，民族主羹越强烈，就越有必要探究中国的傅就文 的服费，国接地塑造出一穰文化碗一髓的感贵，来支持虱族主

化，以寻找新的道德规章百来填捕文化官虽所看到的真空.因 主是者的抱鱼.恢徨活力的儒家事挠遣有另外一穰蜜朦作用，它

此，新民族主羹罔接事致困局到1ft史上曾铿凝聚中革帝国的力 可以营助中国重造刻苦、忠言威、守法、照藤家庭、意志坚强和值

量，而造些力量中没有比儒家事挠更值得尊重和重扭的了.所 得信赖等品赁，造些都是一{固繁荣有序的社舍所必不可缺少的.

以说，自族主主主是一穰曾示，儒家事挠可以赋予它道德内涵， 我已铿提到通中圄大睦以外辈人的成功，封海外辈人的吸

使其受人尊重。 引，都是徙窥属踊像、家绑情器、语言和方言、省籍、神器、

造一黠号i 出一{固重要用题，儒家事就是否因属民族主萎的 {耳挠、考古和应史遗址以及其他感情方面入手，不输是吸引他

徨舆而面酶第二次攒舍?它能多句成功喝?新的需家事挠能否支 伺投资遣是旅进。辍刊黠茸的通俗器物;需影、就尉、歌尉手日

持理代民族主羹? 舞蹈表演;需子媒介上的放器和前揄;壁校的新裸本，包括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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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三字蟹，都营助傅播日益高暖的徨舆精神.不懂如此，在中

国以外，组清成功舆儒家债值藏被聊磐在一起。造穰聊磐被居

住在中望城市中的中崖暗极所康泛欣赏.因此，人伺遣舍更多

地舆那些居住在其他地方的辈人比鞍，既比鞍生活方式，也比

鞍舆儒家事挠的聊絮，不管适穰聊重要多麽罔接。

然而，相互作用也舍害致更多矛盾心理，国属多敷在别国

定居的辈人，舍表理出许多矛盾特性，造些海外辈人或者徙居

住圈、或者徙舆西方的接锚宫中已铿吸收了许多财团的债值

眼，也许在倔人的屠面上儒家事言是封他伺遣有影誓，但是他例

很黯把儒家事就舆民族主羹瑞罢起来。在海外辈人中雨，很黯

找到清楚的撞攘可以表琉儒家肇言是舆民族主主是相辅相成.

言襄我回到我的第一锢黯键的同题:琪在，民族主羹回到中

圃，儒家肇说重新受到尊重，它伺之岗的街突己短结束了喝?

徙上面我的敛述可以接堤，我黯然相信适腾成属事蜜.我适棱

挠的主要原因是，革命造锢前囊已铿被爱因主萎所取代，而爱

国主羹别是民族主主的委婉言且法.

爱国主羹…呈取代了革命，它舆儒家事就便没有矛盾了，

因属儒家事葫是槽成祖国概念的最重要的思想.如果造一黠是

正暗的，我就可以解答我的下一锢肉题了:民族主羹再也不能

否定儒家事就在中国遇去舆未来的中心地位.同畴，我伺也要

承韶，儒家思想盖不需依靠民族主毒或民族圄家才得生存。造

{圄思悲、髓岳才有它自己的坚忍性和徨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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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王度武教授於 1997 年 6 月在新加坡奉行的"儒事舆世界

文明"因擦研前食所做的主题演吉普.

-……一
民族主美在中国的夜典

弓l器

在遇去的十年晤，爱因主萎和民族主主是造攘的前章又在中

国再次流行.造成造理情况的原因很多，但人俩韶属主要是由

於属列主羹和毛潭柬思想的降温，或是因属中国重新崛起於民

族国家之林，或许是两者有力的结合。徙民族主盖的概念雨

言，遣军重徽兆既可挽属衰弱和不安的崖物，也可肉模韶属是力

量增强的象徽.再者，孰属因，孰是果，寅黠匮分.到底是因

属政府强大了，焕费起民族主萎的情感?遣是因属衰弱之故而

事致国家领事人去求助於民族主萎的吉普惑?因也好，果亦霞，

该部本身就足以激起座史撞溺，一旦提及即可唤起封曾遭受的

侵略和不合理壁迫的恐惺心.

堂中国政府在台湾海峡迫行罩事演雷畴，西方世界封中国

民族主羞崛起的辞输甚嚣崖上;宫中国韶属台湾同题只是早年

内乾遗留下来的内部事挠，雨使用强烈的语言畴，造颠言手言命更

是逮到了顶峰.竟有言平输者将此比摄属德国回家社舍主萎的舆

起和日本罩团主萎的攘5&. 德日两国的民族主萎都是在本世纪 i

旱期形成的，那峙中副局了反封帝由主美而再向寐耳鼻共庄主主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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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力所黯及.他俩韶属所有接展是由海外外力造成的，韭且

惶惶是在沿海地噩和一些大城市中才能享受蜜展带来的各穰好

庭.伴随而至的是造些地臣和内地之商在生活水罩上的明黯差

距，以及道德文明的下降.如果把第姆僻壤地匾的内心激情唤

醒起来，将舍弓|蜜的是完全不同的留憧和感景.

外部世界所看到的民族主萎的撞豆真是多方面的，商在中国

本身内部，盖架任何民族主萎的高摄激情，反而有不少穰疑和

措爱的看法.和招唤爱国主羹彭成鲜明反差的，恰恰就是有人

指出民族主萎的植大危撤性盖加以最肃的责同，至少捧着某些

招牌的民族主萎的罹是撞其有害的.翠例而言，有人曾就遇. 1 

"民族主羹可能封外封付不了西方，辈才内弓I~妻少数民族分醋，

成属一把侮己不悔人的赞刃刺"

另外再翠一倡"理性虱族主善"倡害者的例子， 2 他就"狭

隘的民族主主主要求中国放襄封外国放制度赞革，韭通迪里强中

圄特有的意满形患舆政治制度来舆西方相抗衡.在我看来，适

棱的中团是一锢在意戴形患租政治上足可自慰而大幅度槽牲民

族的整髓和黄瞟利益的中国"

上述两锢暨音来自於上海和香港的青年知谶分子，造一黠

也许不能算作偶然的巧合.中国人封此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国

属思考其更深一届的来程去服促使我翠肇探前本文的主题:

"民族主装在中国的重新撞旗"

徨舆型民族主盏

民族主莞往往遗用名前或形容词加以修筒，最常克的煞非

是在它之前有{圄黯家或地匾的名藕，或者在前面遣有倒把自己

去寻求兽示.封中圄人而言，如若那峙的费示混在来倒 180 度

的大事事臂，赞成槽成侵略意圈的起因，则将是莫大的旗拥.

自第二次世界大斡结束以来，在西方政治和事街研前中，

民族主著一直只有集面形象.只是在一些後殖民地登展中周家

民族主羹才有倔比鞍正面的意藉，用来象徽自尊和圃结以及那

些殖民地人民所徙未有遇的里强意志.人俩也往往利用适疆民

族主羹把涣散的民隶国结在一起，以期剑建新的国家.民族主

羹在岗始陪段又媳是蛊力自衡，但随着峙爵的流逝，那些新建

的民族国家大多舍很快成熟起来.至此，该前雄然遗能唤起一

些热情，但是原有的那穰淘雳澎湃的激情巳短不徨存在.但是

属什麽常道用到中固的峙候又舍攘人聊想起令人檐，奇的强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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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呢?

黯而易晃，中国的国土康大，人口呆多，有赫赫帝国的昔

日属采再加上它的巨大需求，都足以令人崖生疑惺，何况近年

来在部小平的改革政策寻|事下，其组清表现植佳;沿海省份在

港台企棠家和来自海外的其它革商投蜜的剌激下，反廉穰撞主主

取得了主是乎令人煞法置信的成就.况且，遗感费有{田大中辈(有

碍也福作辈人共同程)在不断成畏中，即使它不是全球性的，也

起碍是锢地匾概念.僵管它是一雹组清上的聊粟，但也代表了

起源於南方沿海一带中国人的民族主羡的街擎力.造部分中圄

人畏期以来罐是放眼逮隔重洋的他~寻求生活的出路和家庭的

∞
叶
『

繁荣.

但是，遣有另外一{圈中圃，它是内睦晨村中圄.它的文化

傅筑和思雄方式反映了傅就宫吏和文人事士的债值酿，但往往

通通晨民封文化壁革的猜忌和疑惑抒费出来.就造部分沉默的

多敷派来挠，通去十年的铿清奇蹄封他伺遗很遥遥，甚至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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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些後舆主善者所敦促的是希望把未来和廉属人羡的遇去

聊磐起来，量旦要求重黠突出-{固民族的韶同感和逮捕感.在

遇去的一锢世钮，中国的民族主萎曾多次借助徨舆的形象出

珉，盖在前十年中又反徨重演.正如前面所述，造穰徨舆型民

族主羹有多伺面目.其中最属重要的我可以在下面很好地梅结

一下，韭用作本文的题材，内容逮自一百年之前蒜、中山在

1896 年商始翠理思的信"摄辑除残娥，再造中辈，以徨三代

之靴，而步泰西之法，使高姓超寐，庶物昌逞，此剧靡天)1白人

』
~
山
』

作也"

凿畴，蒜、中山刚徙偷敦的中国公使笛放出来不久.菁、中山

的适些话是扇了靡霍理思的要求属其《中因名人傅言已》一菩提

供资料而窍的，此菁後来於 1898 年出版 5

凿前，揄述民族主萎的概念的模糊性的文献比比皆是Y 雷

纳森·恩格研究中国民族主羹的近期输文毒集(1996年)探前了

哪些力量能费中圈领事人和普通民聚起到推勤作用.适些力量

的箱圈之庚，充分哉明了燕端是中圈的文明史也好，遇去的封

建王朝也好，有潜力而闰峙又同一般的民族相翼也好，或者作

属-{固封康大民束具有吸引力的革命政榷也韶，都有其中国的

特色.我本人於 1995 年所著的拙作《中匮之途)) ，封适些徙外

界所看到的槽思选行了探前.其他的事者也强捐了中国民族主

羹遣一概念的局限性和矛盾性， 业封造一切提出了最肃的翼

言盖.

造裹，遣必须徙置史的渊源途徨封中圃民族主羹的多墙面

性赁加以自明。人伺往往有能力分析甚至能成功地面解适锢模

蜂的思锥姑棒和形象钮合， 可是要把造些隶多屠面封中国人民

看作是造倔或那{国民族的人民.属了其它吕的，遗可用额别形

容祠，普通常晃的就例如有什麽政治的、铿漓的，和器官辜的

民族主善，而且更有宗教的、费展型的、跨圃性的、思想的、

文化的、摩史的、革命的，诸如此案真不一而足.在本世纪的适

锢或那锢持刻，遥望用法中有一部分，都曾在中国逐一使用

通.但没有一倔曾得以保持畏期的激情。只有一程文化和摩史

性的民族主羹形式似乎可以持之以t!i盖加以费揭光大.它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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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了

是中国人所特有的，但由於它的揭特之虞使之舆束不同.基於

我後面所要解璋的原因，我把它藕之属彼典型民族主羹.安瑟

~.史密斯用了雨{目前来勾割各程形式的後渴立民族主羹.其

中之一是"维蘸

明包括子碍系中山在内的各穰民族主羹 3 我所概之属徨舆望的民族

主羹桔合了锥言撞董和新舆雨锢囡素，把封光荣的遍去所持有的真

挚信念和封律大未来的期望更直接地聊辈在一起.

徨典型民族主羹攘有好主撞倒方面。最常晃的知非是涉及政

髓的同题，强言需收t复主棒，就一被分割的领土和雄撞国家的自

尊。另一锢就是文明的面目，它强商道德规箱盖且要保持或重

新装理傅挠的债值翻.封大多敷中国人而言，就是要追溯孔孟

之道，再加上一些通俗的宗教攫霄，其中最重要的往往是佛教

和道敦的那一套.在中图的精英分子中，他伺真要恢徨的是回

注韭普及近来辑之的"文化中国" 4 可是它也有{固鱼面，渴望

主宰其它民族，遣封昔日赫赫帝阔的凰采草委鳝不拾.最後遗有

遇逢性和象散性的一面，主要寄寓於那些错居在中国之外的

辈人，他俩的财富甚至於生存都被扭属和中国的繁荣富强休戚相

。
町
『

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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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攘中圄领事知道俄圄人的改革方案出了毛病，中圃苦口找到了

更好的方法， {旦造一黠盖没有给中国带来多大的肢，智.正因属

是出人意料之外而且又是炎葬在深重，适锢事件使群多中国人回

想起了他伺自己的虚史，想起了清朝末年的那些勤望的黄月，

遣有封其国家主榷和中草文明本身所带来的威膏，中革民国垮

毫後，带多凿前在位的领事人至今遣活生生地捏得民国政府徒

1911 年至 1949 年周恩建鼓道德或政治秩序所做的一切努力是如

何失败的.徙适伺角度来看，有两偶因素尤属突出.首先，有

人器属在纽蹬了建次内幸运以後，中国曾组逮到遇部分的就

再者，遣有一程普遍性的文化失落感，中圈人被捕在傅统舆理

代雨者之前的爽链中.按本人之晃 造雨者遗促使另一锢因素

的呈珉，即内陆封沿海地匾所代表的商放和先造的物费主羹所

~uu 

途.

徙上述子系中山的弓!器出窘，我仍可以理解适撞理象.徙中

圄摩史上第一{固通通外来影警成立起来的政靠一一典中舍中可以

找到罐索，言主啻是由于奈、中山及其香山野、(瑰属中山路)的一批追

随者一起於 1894 年门月在檀香山翻i建.上文是在舆中舍成立

两年後才有，但硅贾反映了冀章中的主要黠黠"振舆中辈，维

持国髓"，而且遣概括地集中髓瑰在黛员的誓言号中"辑除黯

虏，恢徨中国，刽立合隶政府" (造穰含糊措前都是受美国共和

民主所臀费).我伺大家都知道舆中舍的冀虽人数撞少.其成虽

正如羁丁·威甫伯所描窝的，均像"商人、小棠主、蜀牌、暗

员、裁锺、劳工、晨友和地方政府的小黯臭" 9 他伺所代表的

傅统舆其就是接近我伺熟悉的任何现代政黛，倒不如言址是更相

造也挠萌属何回蜻徨典型的民族主蕃盖非平直坦持的反窟，

的全部影譬完全表逮清楚的最佳方法遣是要韶真拥查在那倒特

定峙刻的国家情况，造成其领事者及人民群隶分裂或国结起来

的分歧或原因是什麽，以及凿踌外界又封他伺施加了什麽攘的

婴力，等等.在造麽多的屠面中一一反清、排外、自强、反帝、

徨舆、以及法西斯，社舍主萎，或共雇主羹等一一不管利用哪一

锢来孰行具髓的任楞，均可言且成是代表了堂峙的民族主羹.每

锢眉次都至少可以用以下缉俑罔题造行墩茜:源自何鹿?有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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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力?最大的黯勤力是什麽?怎棱才能促使它费得危除起

来?怎摄才能使它受到挫折?而且，重要的是遗可向横向一

下:在首峙能有多大的效果盖能保持多久?

多眉丽的中国民族主盖

在逼去的五年罔，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曾不断地展示各自的

民族主萎，业应生了不同的反智.言午多圄家封台湾"民族主

善"的表琪黯示了不同程度的同情和猜疑.然而，在谈到中

圈，外界封它的反靡鳝乎逮到了歇斯底裹的程度.中圃所黯示

的民族主羹被冠以一大堆的修筒器，诸如:直贵本能的、武断
内
的
『

自信的、寻贵逼人的、狂妄自大的、恃强凌弱的、凋断事行

的、仇据外夷的、收徨领土的、搪强领土的、有领土野心的、

反勤的，等等.到底是什麽原因事致外界封中国的民族主羹崖

就其主事形式来前，人俩看看摩史就舍感到熟悉.它源自

於 1989 年以来的森锥埃帝国的解髓， 7 同碍也来源於该事件封

中国政府器制所带来的衙擎 8 酥珊的解髓是言在也始料未及的，

生如此强烈的反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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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造锢意思，盖在特定的踌刻用来完成某倔特定的任穆.

适倔意思或许可以被台湾的许多中圈人和海外的辈人所接受，

但它又和台湾所藉的"民族主羡"的内容有着明额的匮分，也

和中圄之外的辈人所铿摩遇的民族主羹有差翼.适部分辈人往

往己组改换成外圆圆籍，生活在完全不阔的国民瑕境之中.适

程t复典型民族主萎到底来自何方?又有何吸引力呢?

』U
U

徨舆型民族主萎的起源及其吸引力

在中圆圆内，它源自於羁列主蕃理输在黄践中已超失败，

中国的社舍主羹短清随之费生了深刻的费化.部小平首试把中

国共崖黛的债值Il?恢徨到五十年代大醒造以前的情况，用意是

要安慰他的革内的同志，尤其是他那一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深受

其害的人，但黯然造次改革比他带多向代人所期望的更属庚泛

深刻.

改革所带来的那些费化锦及到共崖黛一直槐属神莹的领

地，尤其是政治改革和官僚统治的放君主雨方面 12 事雷外固的

热浪以及它封黯列主萎思想的衙孽壁得使人越来越感到不安.

至於社舍公共道德方面，一伺明额的壁化就是共崖寞的傅筑纪

律再也接法控制往金钱和物责贪婪封人的前惑力 13 自然和靡用

科事教育的选展也不可避免地辙牲了政治上的"虹色"。只是

在人文和社啻科事襄遣算可以守住防攘，即使如此也只是在一

定的革圈内才有效.至於在文事和蕃街方面，人伺封新事物的

渴望是如此之强烈以致外来的思想如同洪水一般地雳入乾洒的

平月1.政府只得依赖最庸的手段来抑制年朝一代受到高度剌激

丽激蜜的想像力 14

似声令反清徨明的秘密需舍一一三合舍.罩愚其本身，舆中舍和它

的所有分舍都知法有多大的能量，但是强中山和他那些普通的

支持者所挠的裙，的石在抓住了海外辈人心底裹的强烈感情，也

深深打勤了在中圄沿海生活的中圄人的心，造些人和西方人

有着直接的聊粟，也懂得西方的成就和力量.那程感情也许阔

始於逍遥地噩，但是毫弃在疑同是带有国民性的普遍意善.

他仍所缺的是欧洲所理解的民族的那疆概念，此前鳝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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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因属如

此，中文裹的"民族"徙一阁始就有一股强烈的理族的味道 10

它是和典中舍宣言裹的"瞿除鞋虏"贴切吻合.一旦造锢概念

挠了出来，就自然地融入了民族主盖的政治之中，立生藉以推翻

了浦洲政榷.造是碌中山的王民主羹中的第一惊，也是 1928 年

後盟民主量就治之下选行整{国民族主羹教育的基睫 11 三民主羹

随即成属南京民国政府的精神支柱，而且遣随後和言主政府一起

在 1949 年移往台湾.

雄然毛潭束在鼓起强中山畴一直格格有槽，可是毛在世踌

期民族主羹一言司在中固的国土上是很少使用的.只是徙部小平

向始铿清改革以来，民族主萎的言输费得可以被人接受，哥、中

民族主善的思想才再一次出理在公隶的言鼓

直到梁臀超把曰文中的 minzoku 一商号|入漠器才有.

叶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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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再次受人尊重，

之中.但是，在中国"民族"一词道是有握大的敏感性，至今

官方用法也只局跟於爱国主主本身，其含意是爱圄家或爱政

府，而不是指民族主辈革中的民族概念。

引起黄泛圃注的正是适穰爱瞿主盖 因属人伺韶禹它是民

族主萎的委婉捂雨已。我本人所定萎的馒典型的民族主羹也正

是指造一属的爱国贵醒和激情.今天 在中国民族主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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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自於纽清建哉的成旗和民主改革的造展所造成的不断增

造一羁次的民族

徨舆思想的理代摩史给我伺提供了答案。我副才提到了碌

中山在偷敦以及在舆中舍裹的情况，那撞情况已超超越了臼本

明治雄新的改良主主主违勤，也超遍了同治中舆峙期自强遵勤所

傲的一切。封太平天国起萎的击键、美法两国革命的先例、以

及在适之前的十年向漏清政府受到英法自等圄的百般蹂躏等

等，所有造一一切都攘徨舆主毒者里信必须使用暴力才能推翻一

锢黯然已铿腐敢不堪的政榷.一倒共爵的目的已铿彭戚，

馒舆国家的尊殿、力量和繁荣置於至高摆上的地位.

要把

例

1915 年袁世凯嫉徨君主制和 1917 年恢徨清帝毓治都得不到

任何的支持.在民团政府的最初二十年内 阔於台湾回踊中国

治理的任何言输都被韶属是不成熟的，甚至是根本不理蜜的。
』U
U
V

那峙的中国政府遣黛暇靡付日本封中国大睦镇士的不断造扭。

的罹，一提到那段踌期，中固政府抛寞了台湾人民，不再阔注

他俩的未来，凿今中圄镇辜者就舍想到台湾的丢失完全是摩史

上帝团主蕃炮握政策的可卧的一页，是中国遇去受人欺壁的一

页，也是中国孤溺煞助的一真.造模就突出言昆明台湾回睛中

国，是中圈人所里信的恢徨国家尊最和民族自豪感的最佟未蛊

鞍责.

畏的主榷要求呢?适模就搞到了第二锢罔题，

主羹属什麽舍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呢?

徨典型民族主莹的睡勤力五

接踵而来的是高度不罹定性，尤其是那些韭没有徙铿糟改

革中得到多大好庭的人例，感到没有生活保障遗失去了尊最.

适楼就出理了一穰新的情况，各穰各穰试固恢徨以往的想法部

露了颐.谶然，所有的想法遭不成熟也遣没有什麽明磋的方

向，但是包括的笛圈却很靡:徒各军重老百姓的想法来看，有一

定程度地回到毛潭柬踌代的槽架，到恢徨傅统的健值瞿，不管

是孔孟之道或道教或佛教教萎 15 在隶多的具有吸引力的徨舆

揄黠中，普遍韶属台湾和祖圄大睦的分酷现在靡是锢最重的罔

题了，中圄毓一的罔题至今尚未完成.

所有造一切遗有锢外部的情况，有些鞍明额，另一些用不

那麽明颖.凿然也可以充分就明是外界野中国事挠的干涉.例

如，恢徨毛潭柬主萎的酿黠就能得到不少回警.它不懂使我俩

想起 1861-1874 年同治中舆峙期镜召徨舆孔事债值截，商且遣

回想起不久前在俄黯斯及前薛睁地匾出境的唬召恢徨蓄的社舍

民
1

甜
叮
季
F
羹

海
内
奥
海
外

4
a

号
、
，

封比之下，任何其它的徨舆主羹主强都失去了吸引力，

女日:

封於俄黯斯和中辈人民共和国近期所登生的

一些事情，基於不同的原因凿然也舍有不同的反靡.但是有一

倔颖似的共同情感则是封以往那穰相封安定的生活的慑念.此

外，也有儒事及傅统债值藏本身所有的吸引力.阔始峙一切都

由於日本和四小器的柬亚短溃奇蹄的吸引力所造成，但同阵也

主羹髓制的情况.

白
的
『

因属得到中国的一些领事人出於社舍、道德、甚至因属文化精

神方面的考窟所给予的支持，我俩徙最近召阔的圄襟孔子研究

舍的成立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搞到台湾同题，由於李登辉先生寻求更多的圄隙空罔的努

力，促使中圄的领事人意插到人伺封台湾的"民族成就"的羡

慕正好暴露了中国大陆的弱黠.中国廉该如何鹿付越来越多的



民
族
主
主
在
中
固
的
後
舆

七十年代在美国的直接支持下 巍锢外交上的腾利加强了

中辈人民共和国在国隙上的地位 尤其是恢徨在聊合国中的地

位.但是，台湾在铿漓上的成就也是颖而易晃的，而且台湾遣

在不断地拓展其回隙空罔，北京的领事人一定在不断琢磨怎攘

才能重新就一中圄罔题.他俩之中有不少人也器插到通去使用

的征服和迫降的手段已铿煞清於事了;但是，要想出新的可以

攘费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期需要领事人能拿出更大的腊略和更

自阔的思路.

面勤造锢黠题，在百思不解之畴，舍出理捶度的不安，促

使他伺前言者於徨舆民族主羡.属此，我的第三锢同题就是，在

什麽情况下它舍蟹得危险起来 盖且如何才能控制它?

』U
M
U

不少摩史蜜例言查明， -B 宫中国恢徨主榷、繁荣及势力的

首试受到阻攫，民族主羹就很容易被鼓勤起来.徙 1912 至 1927

年的中草民国早期，民族主羹到遣了登峰造植的地步，焕登出

了最属强烈的感情 17 所有的参舆者都使自己撞度膨服，都想

表琪得比其它任何人更属民族主羹化，也就是更属反封帝国主

民族主莞徨奥的危隙及其割策刷品
/飞

羹.事寅上，每批领事班底也的石在必须比他人更拼命地民族主

羹化。由於黯介石在封臼离题上表理软弱，他失去了封付共崖

草人的许多僵势;反之，虽佳然很明原共JfE革的思想也来自外

国，可是在表瑰自己方面卸做得很好，成属真正的爱国者，它

所追求的事棠就是要恢徨中国膺、有的雄悖。 18 日本人是想在

中国人自然1932 年後通通其愧锢在浦拚!恢徨浦族王朝的毓治，

只是在恢徨儒辜的那段混乱的年代裹，南京政府中才舍有

一部分人器属有成功的可能性.但是民固政府在三十年代所阔

展的新生活道勤盖不受人歌迎，黄行得也很差 16 连勤的失散

懂懂撞明任何恢徨儒事作属国敦的曾试都舍遇到模大的阻力.

政府最希望得到支持的、那些城市裹受遇教育的黯眉，由於接

受了大量西方的文明思想的熏陶 封於恢徨傅统债值适想主强

幸在以撞深的猜疑.

筒丽言之，盖非任何徨典主强都具有捞惑力，所有其它的

徨舆主?在都比不遇恢徨漠族中国人统治所具有的煞比魅力，造

就是恢镀主榷(靡除不平等悔的)以及事取渴立、国结和统一的

同事.在、中山及其镇辜的政革所代表的正是造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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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年和 1949 年革命的主革派也是依靠了适些事棠所贼予的力

量。至今，徨舆的停棠己短大部完成，剩下未竟的只是就一大

棠和今锺道德理籍的石在立，就统一而言， 1997 年的香港和

1999 年的澳阿困蹋以役，中团领事人就只有徙雨锢途徨中来遣

撵其一了:始予台湾特殊的地位或不惜以生命来换取收徨台

外界的因素仍然非常重要。毛潭柬在 1949 年曾诀定探取一

遗倒的锥靠蘸珊的政策，适棱主事致中圈介入了朝群斡芋，也造

成美国承诺丧期支持台湾的团民冀政府，毛嚣柬可能一直韶属

他只不迪是暂峙拖延封国民主量的内勒，可以就完全就像摩史上

的期假蜜例一一漏清王朝黄足等了四十年之缓才收回台湾.毛没

有估带到啻在六十年代的初期要和森珊的威啻封抗，更没有想

湾.
∞
的
~

到到了七十年代舍被迫倒向美国一遗;遗有在他死後，他的接

班人啻在七十年代的末期放寞中央苛割短裤架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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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人媳是搪心美国某些势力深恐自己的辑霸野JL'不久就舍

受到挑载，商妄菌破壤中国使自己繁荣富强的罐清政策.

黛言命如何，徙美中今日的商倍、来看，外来的干涉勤徨舆型

民族主羹遣是次要的，而且也可以加以遏制，贾擦上中圈也探

取了多撞措施盹罹圄家利益的敏感方面以预防外国干涉，例

如:宣怖多穰活勤属非法，取精撞端政治和宗教钮辙，以及抓

紧控制一切和圄家安全及防衡有醋的事情包括台湾溺立向题和

莘柬孽南沿海的特匾等等.

近期的一些内部费化黄隙上更属重要.铿清改革越成功，

封目前政治髓制的威啻也就越大.部小平的大腊改革要求共崖

黛改要自己髓制中的僵硬和缺乏工作效率的肤况，立宣徙中央音f

割的"死于"事事移到"有影手"和"煞形手"用者的新型结

合。放惹控制所辈辈放出来的能量大大超出人例的预料。 5毫展是

不平衡的，受惠的沿海地臣比之较受冷落的内地的接展要快得

致使蜜干能陶和由於不少政府部内没能起上登麓的速度，多.

大腊的人受益匿菌，遗憾的是那些贪婪煞癫和贪污腐败之徒也

国之，在康大民束中存在着一穰心黯或情结一一
~
。
~

超着分享杯羹.

渴望里强的指亨、要求控制婪展、甚至滋生了错蕾情结， f衷念

遇去那些安定而又接所牵挂+的葳月.

一切都促使一穰舆隶不同的徨典型民族主萎的出理:圈家

需要拯救，属此靡该回到更好的封翻短裙，更最格地制止道德

败壤和罪恶行徨;其中靡包括内地和沿海地匾之罔日益横大的

封徨舆的需求也清楚表明遣军重

t复舆有着跨固和空罔上的更深一屠内涵一一意即要恢徨中~一直

海洋地域的利益固有的那手重大睦性世界截.按照造疆世界醒，

组清费展不平衡必须得到剖正.

想到距酷祖国恢徨廊有尊殿的暗日是何等的遥遥.中因领事人

没有能圈结起来反封吕本的放肆侵犯，辈t於嗣後的领事者雨言

是一倔不可忽视的惨痛教首11. 在有适应一连串失股起鲸的情况

下，再要出瑰外界封中国内部事费有任何干涉峙，自然舍激起

民隶的愤慨.凿群情激昂畴，领事人知道只要反靡稍有遮援，

就舍被群隶器属是玩忽黯守、腊怯或背叛.唯一可以攘人接受

的藉口是军事行勤，不能贸然探取或随便施用鞭t复，只有在追

於黛奈的紧急情况下方可考虑。他伺舍得出不快的结言命，

能绚通遇和平捣商解泱，否则筑一大棠只能往後推延.

目前徨典型民族主萎的重新撞mi业非由於通常升圄干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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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

威曹所造成.就其外部瑕境而言，它是因属中圄的全方位地封

外国放所引起的.在短清迅速萤展的情况之下，造理胡放势必

等政中央封财政、税收和其它阔键的泱策部内的控制明黯地受

到削崩.造封中国是一锢新的铿黯.在遇去，

都来自斡事中的败北而不是其它别的原因. 1949 年以前的共和

中国完全没有自己的筑一意志

中国的任何削弱

统治踌期，遣军重削弱更是最重，

或力量去做什蜜大事。

有些人也许舍说，南京的国民主革政府倒是面封遇一些新的

干预一一来自西方的帝阁主姜文化入侵.封此，南京政府看来毫

黛封策.适裹所蔽的是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道德债值酿造一

届次，甚至也包括来源於西方的散封宣傅.另一程干预来自寐

聊，它拭圃建立-{固敞嚣的政章，韭影普适倔革来塑造一代植

端革命分子.由於南京政府贾施粗暴的政策和政治管理上的不

O
M
V『

善，它络於黛法要制共崖嚣的活勤。造裹，封於今天孰政的中

辈人民共和国的领事伺也群舍有一些方面敦市11可作借嚣，他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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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回蹄祖国和徨舆"大傅统"中的精革之髓.造襄我鼓

鼓第匹f团向题，也就是造一次民族主萎的效果有多大，

穰徨舆吸引力又有多大的合理性?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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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适

徨典型民族主萎的有效性及正首合理性

我在一阔始就说遇徨舆型民族主羹只是理代中国所组应通

瑰在再回到强中山窍始翠理思的那

封信，信襄所提的一些民族主羹思想在遇去的一百年裹巳纽费

生了很大的蟹化和修正.在握除了浦清以後，繁接着就是消喊

一切帝圃主善。然、後，又撩展到所有的主榷罔题:涌清王朝所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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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留下来的领土同题以及失去了的香港领地和台湾同题等.引

用菁、中山的话，再造中草成了下一锢目擦.适f固目摞代表了民

族主羡的-{固不同的屠面，它强拥政府在民族建被中的作用.

碌中山逝世以後的数十年来，民族主羹的成畏铿匿了提倡陪

段，随着工商隶的舆起，在政治和铿清雨方面都费生了巨大的

爱化.造一切反遇来又培替了大批的科壁家和工程前，使晨棠

生崖逐渐理代化起来，能多句生崖足绵的遗食供给和本世在己周

始暗相比增畏了近三倍的人口.除此之外，适些造步也属增强

人民身髓健康，提高平均害命，消除文盲和改善其它杜舍福利

等方面的努力打下了牢固的基磁.每项工作都属得上成镜斐然.

适襄立主没有考虑更属敏感的穰族民族主羹方面的罔但是，

题，它俩可以直接威啻到整锢民族重建理想的本身.中辈人虱

共和国很早就意言读到适锢罔题的最重性，因此它承韶除了漠族

中国人以外的其它五十五饵少数民族的存在 20 只要政府容许有

七

的民族主羹中的一{屈居面.

姆是狭隘商又利己，沿海的炎黄子强在屋史上的各雹表理就足

以器明造一黠.来自中央朝廷的官吏士卒徙来就封逍遥地带的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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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熟忱的翼黄人存有戒心.到了理代，晨民革命家打败了沿

海的民国政府的领导，又茜明了适倔颠摸不破的真理;文化大

革命中的苦多项象又再→次地就明了造一黠.有一程内在的往

大睦中国的摩史地位牵拉的向心磁力，盼望着恢徨其凌属於比

鞍富有的沿海中圄的至高摆上的地位，造襄也包括了封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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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台湾属代表的植端豪富的镜治.

徨典型民族主萎的其它一些吸引力就比鞍容易得到阻遏。

要求恢徨傅就债值藏以抗衡腐布的西方意吉普四~迅速蔓延的呼

聋正在不断高跟(凿前圄镜着胡圄亨 [Henry K丑. Woo] 的新菩

《海共南山守中国)) (1995)，正在商展的一塌辩输是新儒事研究

盛行的徨典主蠢的有趣延伸).然而，令人镶疑的是，懂懂?曹藉

傅授古典文壁和思想作属封付费代外国的债值在克的一撞道德上

的解毒莫是否就能管用?但是属了目槽明碟，遗是可以利用不

少文化遗崖作属借用手段重新出示，以促使中国人找到自己的

定位同暗恢徨它那煞愧属像大文明旗子的癌有尊殿。就然，属

了合情合理地使用遇去的一套来衡量瑰代的可取之庭，也可以

利用民族主著作属工具.在中辈人民共和国的地匾之外，有一

些革族傅就正在得以重新辞估益加以理代化，可以先徙造些国

始，尤其封於那些熟悉中国内外情况的事者所傲的工作更可以

拿来作属起黠。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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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置上，富一倔国家围结统一和领事里强以後，民族主羹

者言是他例所要的就是造一切，人民也就没有什麽需要再恢徨的

中辈人民共和国的民族主蕃集中表理在雨倔罔题目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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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事是回来有遣撵地接受西方方式，作属促使中草文明理

代化、再展雄律的一理手段.然而，事输的焦黠在於造程i墨撵

e 是否靡蔷硬通更好地朦解西方方式後反而更深地依赖西方方式

呢?遗是铿通努力後，再造就永不衰竭的中辈债值盟的重生?

在有遣撵地每舆的镜召之下，眼前展琪的是一幅 t~子系中山

所描撞的遣要隐阔的镀舆蓝圃.适幅董圆的基髓是有保F章的疆

土、不断增加的繁荣以及封全国各民族大圈锚的里定意念.毛

潭束在 1949 年阔始畴曾攘有造一後舆董国的静多姐成部分，可

是他遇急地想言赛中国盏快重操撞力舆影馨的殊荣，他是不逮镇

』m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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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世界革命的顶峰而泱不肯器休的人.造是E罩在最1在温和巨采

式陪段的徨舆型民族主善，而且至今尚未完全被人抛襄.在中

国的领事人和知戴分子中岗，遣有一些残健的想法存在，希望

中因今天所造行的理清改革试黯不懂懂罩钝扇了在中圈雄持政

榷，商旦可以属本地匮甚至於全世界的其它费展中国家提供一

锢箱例 23

费可置疑，适穰信念、完全是中阔的知谶和政治文化的一部

分.台湾分商存在，丽且遗蓬勃接展，造自然啻碟子碟脚一一

-{固碑立的台湾更舍最重毁摄整倔信念.造攘，把台湾融合选

来所代表的小徨舆封於完成中国匿史的速嬉性造{国大徨舆而言

就十分商键.我理在接着要族的正是和适锢大费展有榻的魏倔

起抵消作用的越势.

起抵消作用的越势

我已铿提到遇在中辈人民共和因之外的民族主蕃所理摩遇

的匿程.在五十年代，封全耀中国人而言至少在三锢方面掀国

}\. 

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民族社啻存在，造些少数民族中的大多数盖

不舍勤整倔民族国家的大局增添什麽麻烦.但是西藏、蒙古和

新疆的穆斯林地匾都是民族建鼓可能遭到挫折的典型地带，尤

其有外来势力染指或甚至受到要求前来干涉畴，局面就啻更加

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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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精再看碌中山信中的第二句话<<以徨三代之轨，而

步泰西之法"在鼓输以使三代之轨的同题上，孩中山益非孤

草窜罪骂，他在造行此项工作的同峙逮捕向选行循西方之道的任

挠，可言自反映了他那碍代的静多事者和官员的情感.而在~理

古人舆瑰代西方雨者孰急孰援上，他伺僵先考虑事霄瑰代西

方，在造一黠上他伺鞍之晦挂芬和束之洞要走得更逮一些;但

是又比不上像香港的那黠廉、何臀及胡檀垣那棱激逛，後者撞

力主强再向更大程度的西方化。 21 那穰撞衡中西债值黠後丽揉

取的某穰中立立堤在浦清王朝倒童之後也大多遭到抛襄.到了

1919 年，随着五四违勤的费生，恢徨"民族精髓"的在明占受到

猛烈的挑韩，所有那些反封民国政府的人都已或多或少地放妻

了适程主强.在年睡一代中国更是自顾西化成凰，大大超遍了

强中山所黯看到的程度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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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潭柬领事下的共崖黛把主要精力放在利用草草共思列寅行

共崖主萎革命，封於那些伺活踞在普通民国的而且是有意萎的

各穰傅统雷俗的推潢懂懂停留在口腹上，到了今天，组遇四十

年的政治理、想灌输，在大睦年牢里人中遐想真正恢徨遇去的秩序

和髓制的人已铿是寥若辰星.值管哀嗖资本主羹{贾值在克今天到

应泛踵，但就召徨舆民族主羹思想和债值在克的呼整部一直是微

乎其微。令人生疑的是否真舍费生什麽徨舆三代之航一慧的重

大道勤，或者一旦真的费生了，是否舍得到多少支持.鞍之更

咱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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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畴罔，造不懂懂是人之常情而且也是明智的遣撵;因此，它

伺把造一切视作民族主萎的成熟和有自信心的一部分.遣军重看

法和中圄人封於民族主羹的信仰截然不同， 25 他俩不雷惯各不同

政惶之罔的任何相互忍嚣，一国始就舍疑惑重重，甚至遣啻牢

黯浦艘，或者就乾脆随槐靡壁.但是，所有的人都明白一黠:

民族主萎再也不像遇去所理解的那穰排斥真己，也没有那磨多

淘涝澎湃的感情了.只要景况合符情理，就有改蟹的自由.至

於中圄人费适些爱化有什麽反膳、遣有待於逛一步敏述，但有一

黠可以完全相信，那就是即便那些靠着徨舆型民族主主是滋育畏

大的人中，也有人在情结上感到惹了一大口氧.

再之，中辈人民共和国和在台湾的中草民圄是雨倔都带有

中圄名稿的政髓，他俩的同峙业存造成了民族的正毓合法的新

罔题.黄擦上，在整伺五十年代期前费方都把孚取海外草人提

属重要的工作，作属衡量政府"天命"的尺度.後来，事情巳

铿十分清楚，大多敷辈人已铿遐撵了别的回籍，就有人多方努

力试圄属辈人的含羹下定羹或再定美憧管如此，海外辈人到

底需往的是中辈人民共和国遣是中萃民圄一直是活生生地留在
』G
U可

主f 台湾而

人伺心豆豆的牵挂~.而且中辈人民共和国的市塌铿渭赢得了人例

新的敬重，作属反警又一次燃起了手取外国辈人的新烽火.作

属一锢反措蝠，台湾政府也再次坚强它同适些辈人的聊絮，而

且遣加紧活勤鼓法孚取他伺的同情和支持.

造裹费方在拉攘支持上费生截然不同的费化.

言，它一旦泱定放妻收徨大睦，馒典型民族主萎封它也就没有

多大意萎了.所剩下的充其量只是古典傅统裹的文化象徽，包F

括接受儒晕、佛教和道教文化、再有碌中山所镇辜的 1911 年辛

了新的一真.首先，藏民主萎的，结束迫使大多数身在柬南亚的

革儒提前者中{乍一抉撵:要麽宫中国的国民;或者成属由原先

的歌拚i殖民地演壁而成的新舆菌家的潜在圄民.适穰抉撵使言于

多既想要留在适些新舆国家而又间畴不膜意放囊中国国民资格

的人颇费躇躇，带来了很多的苦情;但是，逼早遣是要作出抉

撵。苦多受遇革校教育的年踏人遗撵了爱瞿主萎，投奔中国.

也有其它人员才柴意在吉地自然蹄化，更有人泱定再移往其它一

些看来比鞍能持容忍中国雪俗的国家.封不少人来就都有一锢

泱定性的悟贵一一台湾的中革民国算是完了;可是和中辈人民共

和国扯在一起又有成属共崖分子的意思。且不颜原因是什麽，

包括集意忠於他俩已铿遣撑了在那襄生活下去的新生的民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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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内，所有一切的泱定都铿受迪和坚强的信念选行徽底泱裂

适锢遇程，其中也有徨舆型民族主萎的信念.一旦突破了适倔

靡然大物的自我防衙屏F章，仍想在适锢地匾宫中国人就永速黛

法如同以往了 24

其次，西方接连国家尤其是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茧，逐

渐佟止它侨移民政策中的程族歧祖分额;造接在多文化的而且

也可能是多民族的国家裹，事致封穰族韶岗位的重新定羹.造

一黠更属微妙、道更黯抗拒。崖生了和理代中国徨典型民族主

羹文化毫不相干的新屠面的民族主萎贵悟.开随它伺丽至的是

由於移民储例的放惹，属敷更多的中圈人被容苦追入适些国

家，盖最主冬撞得蓄地的圈民身分.理在存在着一覆中同肤患，

做出泱定以後所造成的永久锚果益非是锢筒罩的是或否的同

m
v
m
w
『

题，丽是一理即使不是鼓勤但也至少是容忍的肤嚣，即各色各

攘的民族特性均可共存.某些西方国家器属政治忠司的移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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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把它唤醒.但是，它在中辈人民共军口国之外的眼弓i 力可以明

黯地看出再也不是那麽强大了，尤其以台湾而言情况更是如

此.不通在面野外来要力畴，也不靡遇低地估言?其提召力.

最後，攘我回到外部力量的罔题.很黯然，和中辈人民共

和国南郡的一些小圈肯定舍小心革慎地国注中国封民族主萎的

一套税法.他俩也需要得到速，键不断的安慰，目前各穰形式的

侵典型民族主羹不舍针封他伺，他俩也要向中圄承嚣，各程医

域化的努力，煞输是豆细安遣是E太铿合姐辙，或者任何其它

的匾域姐辙，都不是封封中圈人.此外遣有舆之撞事的各疆民

族主羹，各自的民族建鼓苛割的目的舆雄心都需要蛊可能地透

明.媳之，在今後的一倔畏碍期内 知输嘟倡匮域没有美国都

不行.适倡噩域又要美囡不在本噩域内辑霸才能得以放心.所

有的一切向跨又取泱於美国和中国之阔的固保.

徨舆型民族主羹停留在其JJf史的架槽中暗可能是一锢正面

的力量，可以增强人伺的信心舆颇望.可是如果被遏制的叫嚣

把它捅了出来，被陪藏的仇恨te它激怒了起来，甚至被近似歇

斯底裹的接作把它感染了，它也同棱可以号!费匹配锚{命的感 』G
M
V能徙中受益。她封不舍有辈人，情.不啻有任何人，

本文最初以尊题言俞文 (Working Paper) 的形式萤表於薪加坡圄立大

事束蓝研究所，第 1 期(1 998年4月 3 臼).

* 

同题正好相

反.雨岸，统一的同题是其徨典型民族主萎的核心.收徨台湾不

懂是它的合法性槽架的一倒基本部分，即至高黛上的大睦利

益;而且也是防繁外来威菁、捍衡中圄神辈不可侵犯的追疆的

最佳手段. 1995-1996 年阔，海峡两岸商{系的繁荣斐化茜明了野

台湾命遥的造程看法至今尚能崖生的情感衙擎力.

然而，到台湾人民来挠，峙罔韭没有停顿下来.他伺的理

清成镜伴随着康泛的政治改革已铿弓|事他伺逮雄商中圄民族主

萎的康羹概念 26 替而代之的是探索国家地位的性雪和民族建

器的通程，造一切封台湾的阔倍、要更属密切.理在尚且猫豫不

可是封中草人民共和回来挠，亥革命的渊源聊磐.民 1'，

族 11

主d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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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的是民族及文化的最佟特性到底是什麽.也有强大的壁力迫

遣要防止被模疑在企圃寻求

新的国家身分.毋庸置疑的是徙政惶和领土的角度来衡量，像

徨舆型民族主羹那攘的应史吸引力已组大大地失势隐退了.只

使适些事情的庭理必须低调选行，

是在文化欣赏和重建方面，徨舆的主题遣仍然具有活力.至今

仍然留在融事日程上的是碌中山的踊望"以徨三代之靴，商步

泰西之法" 27 混在来自斤言此事是否象徽遇於理寅或静遗属暗尚

旱，

∞
h
u『

错束韶力，

中囡的民族主羹都受到在以上筒要媳桔的所有三{固方面，

了黄疑，在中辈人民共和国以外的草入中简出理了不同於大睦

首然，只要大睦的徨典型民族主

要不踌多敷人的黠黠舍徙民族的利益出蛋，

本土的各撞形腾的民族主莞.

羹撞撞活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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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柔、族群性典主太医域

在寻求迅速寅瑰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中，族群性 (Ethnicity)

舆民族主羹之国存在明黯的紧接周舔.然而，通通楠商一致化

解适些繁强阔练有助於民族的槽建.国家媳是要反映其佑支配

地位的多数穰族的意癫，但是，在寻求，组消费展的通程中所揉

取的步骤要循序渐逞，行勤要通度. J邑去，各圄在以适穰方式

解泱民族的接展和繁荣同题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今天出现了

舆之相矛盾的越势.新舆起的民族国家富试着走向珊合，而全

球化则鼓励跨国界的聊票，徙而强化了族群性.新的直太短槽

言命喧 (APEC)至少代表了四覆社舍形簸，在其内部少敷穰族反

映的封未来的期望是多穰多棒的。尊重M史，尤其是尊重造些

少数穰族的虚史，将有助於成具圄避免曾铿摧毁世界其它地自

共同髓的错族.

茧太温域的四十锢回家或小国不同於任何影式的集圈，遍

去没有多少共同黠.然而，在遇去的大钓十年裹，它伺言式圈槽

想-{国大家能多惊喜间的地匾，且於其中制建出一倔它伺能多句成

属有所攫益成员的插辙。其中许多国家真诚地希望找到契合

黠，通通造些契合黠各匮可被更紧密地聊整在一起，徙而使它

伺更加富裕，安全和程定.舆民族主善和多元璋族性相因聊的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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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羹舆族群性的回保植根於歇洲的摩史，但适穰踊倍、

封於多模化旦巨大的瑕太平洋地匾来就已超费得同等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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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庭史和地理上的差翼性，

的穰穰{事件.

以下的三{固输黠是筒要和属人熟知的。它伺具有畏期的有

效性.在纽受了本地匾的寇除挑战，尤其是铿受了柬亚和柬南

亚部分地匾的金融危横考墩之後，它伺仍然可能站得住脚.适

三倔结输如下:

首先，民族主羹有成属一撞强大的越向 (homogeneity)力量

的越势.族群性啻罐罐存在，但只有通遇内部的描商一致，或

者，如果必要的亩，只有通通面嚣内勒的可能性和主要借寻求外

部的干预，才舍罐罐存在.

其次，国家服挠於就匾封民族加以界定的佑支配地位的多

数疆族.不遍，以阔内的榷力商保属再移 国家也可被用来保

撞其管瞎箱圈内理强生存下来的少数员族及其文化.

再次，有两疆本地匪特有的族群性表理.一疆是美圄式的

多元穰族模式，另一程是所谓的"海外辈人"锢格.造商程表

现向更加常规的民族团家在克念提出挑乾，特别值得注意。

基於适些背景介招性的揄黠，那麽，可能出琪的直太地匾

主盏是舍缓和遗是舍加剧存在於里太各团肯中的各撞形式的民

族主羹呢?

有必要回注那些突黯地噩撞撞性

没有必要封其造行

族群性的重要性

属族群性作出的界定以及将它舆民族性和平重族的界定~别

向来所作的努力既敷不腾数，又疆颈繁多，

民族槽建突黯出适些国家自存在着来多的差翼而具有很少的相

似性.如果它伺果真有效地登展出某程形式的地匮共同性，那

麽造一地匾共同性将是真乎寻常的.它舍是适摄-{固地屋，在

其内部，罐罐存在着世界上的一些蕾有的文明和古老文化;同

峙，後殖民畴代的和其它新石在定的遗界勾勒出世界上一些最新

的民族，在适锢地匾，遣有主撞倒世缸以来数以百葛轩的移民和

定居者;一些新的"民族"、

群性的特殊同题而造行着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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羹

"文化"和"国家"扇了鹿付族

海
内
舆
海
外

在二十世缸，造接或那摄的民族主羹成了一程蟹革的力

量。不同的人把他俩自己看作民族，盖且韶属一{国民族可以成

属新、老国家的基礁，遣军重思想令豆洲的至少商代领事人感到

振窜.如何将民族的概念舆国家和民族主蕃相辅囊，造锢器题

在里太地匾四十{固"员族"中应生了一系列不蛊相同的铿黯.

偎明颗，没有一疆蹋於民族主萎的定善是通合於所有回家的.

每{国国家又包含多穰多攘的族群.有些族群槽成了民隶的

大多敷，韭且控制着自己的员族国家;另外一些族群不足以强

大到组成自己的国家，遗有其它一些族群值管较小且相封较

弱，在P封{占支配地位的多数程族深穰怨愤.

把民族国家祖属人民原意属之穰牲的效忠勤象，造是凿今

世界的重要事蜜之一。不言命是存在一锢以力量声衡属基睫的世

界秩序，遗是造锢世界需要属一穰新的秩序寻找基睫，高攘的

民族主蕃都舍激登封每锢国家的文化以及其它差翼性的捍衡，

而造些差翼性舍溢向相梅的圄家。族群性，或属沃克·柯苟

明Talker Connor 所藕的族群民族主主主 (Ethnonational ism)，在近鳝

十年中草草著增畏益非意外 1

守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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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西方民族主萎的要素，以通常抵繁西方的撞强j 在歌概和由欧

洲人建立的殖民地国家，民族主羹先出现，盖促成了民族国家

的诞生.但是，在有的情况下，亚太地医的民族主费也是新挺

生国家造行民族槽建峙所带来壁力的座物，适些壁力是在遗界

被割定或再割走以後被唤起和激蜜的。在世界的群多地方，民

族主羹仍在被吸收之中，但除了少数例外，大部分新挺生的民

族团家的遗界稳定得令人需音a 在适票占上，受到不少非器的珊

合国的作用是值得藕道的，不税别的，聊合圈基於民族团家至

上造一既定利益所起的作用，曾促成了遣一地匾後殖民地暗期

遗界的暗定 6

基於造一背景，可以根攘在少数穰族於其所在国中所庭的

位置，匾分出本地睦的四穰主要杜舍形患.如果每锢形患都可

以由一锢反映出相膳、社啻形患的社舍和文化聚合特黠的国家充

作代表，那麽野它伺造行比较就舍比较容易.但是，至少同暗

存在着两穰各不相同的国家额型，另外，遣有苦多舆适裹所辨

撤出来的四覆社舍不相吻合的情况。

毫不奇怪，造四穰社舍影患是不同摩史费展的崖物，而且

在地理上相互分隔，它俩是: (一)束E的封阁杜舍; (二)柬南茧

的比较周放的社舍; (三)太平洋上的岛噢杜舍; (四)瑕太平洋地

匾柬部和南部的近代移民国家。

首先，是位於束北茧的那些社舍，包括中圈、日本和朝

群.它伺是封阔的社舍，民族主盖有初始的登展。憧管它俩都

欣然接受一程可稿之属具有普遍性的宗教一一佛教，但它伺仍然

是封罔性的。有趣的是，在本世但它俩佳然保持了相嚣的封

阁，煞言命它伺探用的是好内的民族主善意撤形患(如日本)，

群摇的苟言命 2 舆此同峙，在暗罔和空商方面的差别也起很大作

用，尤其是封一倒由如此隶多、置史蟹匿如此多模的国家所组

成的地匾而言.要徙民族同萤性的意羹上理解穰族性，就需要

知道国家是什麽踌候阔始形成的;有多畏峙固和有多少族群曾

姐在一伺或者更多的政府和文化之下共陌生活;

"他例"适攘的概念是如何被逮用於遗界南端的;遣有多数族

群和少敷族群的大小，以及它俩是散倚在廉阔的地域遗是局酿

"我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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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狭小的笛圈。在逮撵某理封封族群性罔题的比较研究法以找

出每{盟国家各自器属重要的同题峙， 3 以下的分额将颖露本地匾

的特性和次噩域之罔阔练的肤祝.

在大多数语言中，很黠把民族和族群加以匾分， 4 例如，

minzu 和 zhongzu (在漠器和一些柬亚语言中); bangsa 和suku (在

印度后西里器和属来西里器中).人伺铿逼敷十年，才蛋理始适

些街语作出主在石在和固定的解理的用鹿.另外，要把徙欧洲和美

圄衍生出来的民族和族群的定羹连用到文化桂程舆欧美不同的

直洲各国同穰存在着向题.本文只封民族和族群作一庚萎的匾

分.民族摇的是，具有自己的政治民族主善，盖且控制着得到

国瞟公器的民族国家的那些支配性族群.族群性-润别瘾局限

於描述那些在每伺民族国家中，具有特定文化且寻求各自地位

的少数族群.除此之外，像"社舍"和"社舍形患"造攘的街

裙，在本文中指的是具有超越官方遗界的共同的文化舆摩史特

蜜的国家集合.造些社舍既有别於"国家" (states)，也有别於那

些具有能绚泱定其遗界以内接展的中央政府的"国家"

h
w
h『

里太地匾的民族主羹是-{固近代的理象.在很大程度上，

里太地匾民族主菱是封帝国主善和殖民主羡的反靡，它借用了



民
族
主
革

族
群
性
舆
豆
大
医
域

』
U可h
u

中圃少数族群的肤祝舆朝鲜和日本形成鲜明的封照.在朝

鲜置史上，在新器人、百捕人和高句理人适些也带曾组是穰族

或次穰族的人之固，有着差翼.但是现在的雨锢朝蚌圄家都基

本上是由罪一族群槽成的.他俩在通去雨千年裹，成功地抵禁

了中国人、蒙古人、浦圳人和日本人.他伺不包括那些居住於

喃雄江以北属於中圄公民的朝鲜族人，也不包括作属少数族裔

而在日本和美国定居的朝群族人. 1945 年以後雨锢朝鲜的分

裂，钝粹出於政治和意满形患上的原因;在穰族方面，肯定不

存在着使其人民分化的同题.

日本舆朝群一牒，也鳝乎是由罩一族群姐成的.鳝百年

来，其境内的少敷族群如暇夷人、朝鲜人和草人，基本上都被

同化了。在近代， 日本境内的朝鲜人以其人数隶多而曾黯得重

要，但此事盖未始日本的民族主羹带来同题.罹寞，日本人所

铿匿遍的好鞍的民族主萎，曾组渴一辑工地不受内部穰族罔题

影警.适使其部国感到更加慢怕，

越南也具有以上的某些特黠，造主要是由於它受到中因文

明深刻的影誓，特别是在魏锢世纪中它曾抵抗了明、清帝国.

造是一锢在近代和近代以前摩史之商挣扎的国家的典型伺案，

它的人民本来可以成属中辈帝国的人民永久的一部分，就像康

西、唐柬、霎南、贵州的王圄或酋畏囡的人民那棱.但是越南

使自己攫得了自由，盖在虞理自身内部少数族群的同题畴，以

舆中国相似的方式登展出初始的民族主差和帝制的意带 10 十九

世纪法国的入侵使其三倔组成部分(柬京、安离和交趾支那)脱

属它刽造了蹄鹰新的柬南亚地医的概啻.不黯了中国的靴道，

越南加入柬盟是否可使它面封一锢摆脱封阔的遇去，能肯定，

是革命的和翻隙主萎的意戴形膳(如中因).中圄的革命臼挠罹

曾援和了撞端形式的民族主盖言辞。但是最佟，社舍主羹的思

想苦口没有能掬鞍腾它伺所被移植的新儒家或部分儒家社舍的根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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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蒂固的摩史，後者的原周槽成了安分守己式的、封罔式的费

展的道德基畴。 7

由自本人所使用的。它被用来表逮歌洲人阔於民族的概念，描

述国家地位和民族主羹.不管是大睦 置是台湾、香港和澳同

的漠族人，都使用该嗣.但同模的两{固漠字也被用於 shaoshu

mmzu ，即"少敷民族"造一祠姐中.朝鲜人(北方的稿呼，南

方藕属草草圄人)舆日本人一起，闰棋以相似的方式使用该街器.

然而，相似性懂此商已.中圈是一锢大隆性帝霞，它徙文昵的

角度始自己下定藉。它不值在摩史上是多疆族的，而且疆族多

元化的程度也很高.在近代以前，初始的民族主羹主要存在於

作属多数的漠人之中，盖不被敷锢世纪来散饰於樨其康大地匾

主主且依然估攘那些地噩的藏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等少数民

首先是属在中圈估大多敷的漠族人所使用的 mmzu 一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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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所分享。分散於前帝国之中的聚多少敷族群的部落王圃，闰

模不具有如始的民族身分重里念。 8 早在铿摩民族主羹障痛之前很

的，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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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中国就已短'撞得了族群性的各穰特黠.中辈人民共和固使

用斯大林主羹踊於"民族"的定羹来描述其境内的五十五伺少

数民族，益非事出偶然 9 不幸的是，造就造成了使用上的混

乱。憧管在人口敷量和居住地域上存在很大的差翼性，辈f造些

人群的军再呼， 更石在切的靡是"穰族

造捷方能和世界到庭的情况形成一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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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结束之後，新的族群姐合舆起了.形成了柬盟地霞的五倔

即印度应西豆、属来西亚、菲律蜜、新加坡和技莱.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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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寻常且反映出适些社舍所具有的国放性的是新加坡.新加

坡的大多数人都来自该地匾以外(由辈人和印度人後裔钮成). 15 

在每一上述杜舍裹，族群性都具有明额的重要性，尤其黠那些

仍要逛一步章固其民族圄家地位的国家来挠更是如此 16

第二疆社舍形患使我俩的棍罐越遍了柬南亚，造入了太平

洋.波利巨西豆人和密克握后西亚人比美拉起西亚人受到更多

的外来影誓，但是他俩的桂啻锚槽舆黯来人群岛地匾的社舍结

因家，

槽相比是狭小的.其大多数仍然在属番活和管理它伺的袖珍圄

家雨同孚.它伺萤理很黯摆脱封其费逮的都固如美圄、澳大利

豆和新西酶的高度依赖 17 最大的圃家巴布茧新缉内豆撞有攘

脱适穰依赖性的自然资源.如同斐漓，但舆大多敷其它南太平

洋因家不同，巴布更新主是内里存在最重的程族国索摄醋倍、.在

美拉巨西里，甚至是微弱的穰族和次撞族分歧，都舍煽起强烈

适锢黯型的社舍很少能多句撞得成属一{国民族国家的前

』
∞
』

提{每件，

第四程翔型的社舍寞擦上是西歇的分支，包拮了瑕太平洋

地匾的一些最富梅和最费逢的国家.那裹的人民具有员族国家

的短辙，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本地臣建立起同捷形式的国家.它

仍是遇去五百年由国欧洲攘强丽崖生的移民国家，但它仍又可

的情结.

以被逛一步匾分属四穰次形患民族国家.

澳大利豆和新西葡属於第一撞，它伺具有一些相同的固

保，它伺都舆南太平洋的岛国有着密切的隔像，且都受到後者

的某些疆族同题的国捷。澳大利亚更加靠近柬南盟和柬茧， wi" = 

造入一锢~於那些未曾直接在中国影誓下生活的民族之中的适

雹可能是更加阔放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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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覆社舍形靠自主要指的是那些位於柬南里的比鞍院放的

社舍.造些社舍的结椿是惹散的 11 它俩相封比较阔放，肯定

要比前一想型的社舍更属院放.像泰团、老植和孀甸适攘的社

啻徙一固始就有少数族群，但它伺最佟在由中国和法国、英国

等帝国主羹列强所斟定或是所同意之下崖生的疆界之内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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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留家.值得特殊挂意的，是那些舆泰族人有阔聊的老撞

境内的多敷族群，遣有插甸的撑族，以及中国的傣族和肚族.

造些少敷族群所特有一贯漠祖国界的商放性，将舍封已成属近

代民族团家的泰国、锢甸、老掘的棠已费狭窄了的利益，槽成

幢大的考敬。 12

摩史上的柬埔寨是一伺特殊的例子.作属-{自古代帝国的

残馀，有主是锢世纪，它曾程是泰人和越南人搪强的自襟.它在

法国人的需助下得以幸存，它宽慰地接受了淡化了的民族韶

闰.它曾理有一锢人敷很多的革族，但其今天最重要的少数民

族，乃是由来自越南的定居者姐成.造些越南定居者瑰在脐带

来的，似乎更多是管理上的同题，而不是封回家的民族整理姓

的成啻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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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匾比柬南5l大睦上的其它国家更属国放，部分原因是它

一直肉半岛南部伸展，盖且舆属来人的多揉性匿合， 後者通通

揭放贸易、移民和在群岛地匾数千倔岛噢定居，形成了他例的

共同性.造些人所形成的杜舍以其享有的罕克的"海洋自由"

性结槽而赞得舆呆不同.通通其海上帝圃，他伺属一撞费散的

属来人身分奠定了基键 14 但是在西班牙、荷葡和英帝国的干



民 比新西睫菌辈才更多的":52:~州化"方面带来同题的挑串~.它是唯 管是基督教文化的强大的承截者，但基本上是世俗的固家.瑕 民

族 太平洋地匾柬部的十一倒就西班牙嚣的因家在某些方面甚至是
族

主
一舆土著人周傣恶劣的;因此，在鹿付来自各倒大陆，尤其是 五

篓 来自瑕太平洋地匾的移民方面，它费展出了更加搜雄的方式; 更好的箱例，它伺不可能崖生在受苦苦吉和宗教分化倾向最重影 J生

在北方，它舆柬盟和柬南亚的新器生民族有很深的交往 18 因 警的的古老的歌拂1世界所崖生遇的同题 23
i每 上面列翠的四穰社舍形患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族群性的

族

内
此，雄然、模大利茧的新起来的民族主羹乃植根於英国人的债值 群

舆 辈克和封英国人的忠诚，但适疆民族主羹是温和的，5ÌÉ.且深受美 概念，反映出扮繁的费数.它伺黯示了在新诞生民族中估主事 '性

海 圄模式影誓很大的多元文化主萎的影警 19 地位的文化的性贺和摩史.它伺反映出政治资展舆理代化的不
血

豆
外

第二程次社舍形患虽在值得一提，但它至今封本地医没有直 同暗段，反映出西方社舍科率和法律事挠的不同影警.它捐遣 太

接的影警.西伯利里的俄黯斯人属於造一颊，他俩的族群舆瑕 受到圄家或地匾内部各锢族群的短清角色和作用的影誓.同题 医

太平洋地匾其它任何地方的族群有着相堂大的 E别 20 在 在於，假如舍形成一新的亘太地匾，适些穰族因素将在多大程 域

那裹，民族的意满目前仍然皇帝於俄嚣斯民族意辙，而俄握斯因 度上支配民族的槽建和锥植?致力於地匾主羹将舍曹助遣是阻

i晶於遥遥，其影警燕法超遇毗辩的日本、中圄和朝鲜， 暖各锢新捷生民族居家在民族身分方面的畏遗费展?适些努力

鲸下的雨撞次社舍影患位於太平洋柬岸.西班牙征服者到 将舍加串!最是言属部通激化的民族主恙，尤其是属那些充涌激情

造此地更早，盖且向北方和南方拓展，革E圄徙加勒比地匾到墨 的期望在有生之年建成完美民族团家的政治领事人所持有的遇

西哥和智利 21 然丽是操英吉普者建立了常今世界最强大和最具 激化的民族主羹?

多穰撞族意载的民族一一美圈 22 美国西部各州以及加拿大各省

被一些重太虱族担属理代铿漓舆技街费展的最高典籍.作属在 燃
义飞;飞楠f、-i!<'飞J 

队

国家的力量

鞍大的民族国家中解泱族群性愕题的既有正面又有反面意萎的

接板，美西各州的影警佳蕾很大.所有有商柬直地臣的研究都
在本地匾四十锢圄家中所看到的西疆社舍形患崖生於不同

不能忽祖适)事蜜.
的政治背景，但反映了其居民在杜舍舆文化上的不同集合.它

锺管操西班牙和英语的人群作属歌洲杜舍的向外攘强者取
俩是早期帝国、王国、部落及部落聊盟的庄物.其人民舆统治

代了土著的"王匪"和部族社舍，但他仍如此成功地通膳所征
者的国保是镇主同臣民和奴辈辈，甚至是同朝黄者之阔的阁保.

服的新领地，以致他俩的社舍瑰在已超完全组合成民族国家， 适些傅就阁像是不固定的;它伺的宗教相互重墨;大部分政治 ? 

但它侨韭没有成属罩一英器或罩一西班牙器国家，也没有利崩 遗界是暂暗和可壁勤的;人民障碍有可能被俘虞或被征服，而 t 

共同的宗教制造一锢罩→的国家，商{自以英器属基睫的国家健 有些臣民舍通通雄境出走造攘的"遣翠"方式改费自己的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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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疆族作出磕定，它伺韶爵适摄做舍鼓黠分黯主主是.不遍，

它伺理在也承韶其境内少数族群的撞利 25

第二颈涯史悠久的国家包括日本和花、南朝鲜.封它伺来

挠，在遇去鳝百年中，少数族群罔题盖不突出，将来可能也舍

是如此.日本儿的民族回家已铿黯示出它的力量 26 如果有朝

一日朝鲜黄混统一，其深深植根於摩史的，槽成又一倔强大民

族国家的因素，已铿是现成的.

雨锢摩史上的小王团一一柬埔寨和者提可以黯入造一颊剔，

值管老撞礁有相凿鼓量的少敷族群 27 造商锢圄家幸存至今自

但如果十九世姐中的事件费生得不同的器，他俩可能窟服於向

外攘摄的辩近帝国，其人民可能渝属较大的近代国家中的少数

族群.它伺的组墩告器人伺，即使是那些境内没有任何大的少

敷族群的匿史悠久的国家，也必须依靠有利的瑕境来雄撞其领

士的完整和最佟黄混未来的民族国家地位.

第二姐国家是新挺生的民族国家，它俩在殖民地峙期和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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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殖民主萎的通程中姐合成型。它例可以逛一步翻分属雨颠:

草草後非殖民化通程以後建立的以酋地人属主的民族国家，以及

鞍早之前建立的脱胎於欧洲人殖民地的圈家.在前一摆国家

中，有鞍晚建立的柬南豆和南太平洋的留家.它伺

三颖:鞍大的多穰族(如不是多族群的商)国家;有存在接黯捶

族同题的较小的国家;相费向贵的国家，其居民没有大的程族

少表瑰属

差翼.

第一颈凿中最好和最有力的例子黯然是印度巨西直 28 它

的疆界是根攘荷爵人的政治舆短糟利益翻定的。它逃遍了多次

它是载後撞得最富巨著成分裂国土的企圈.作属一{固政治宣髓，

近代圄家在封付其居民的程族多接性方面很少陷於被勤.

大部分圄家可以连用其支配性的榷力，按照自己所需要的颈型

硅定和塑造社舍.在亚太地噩，存在着不同的情况，因属在四

穰涉及少数族群的社舍形患中，只存在着雨穰圄家颈型.它伺

的主要特黠衍生於它伺虞理主要族群性间题的方式.特别是，

如何封待新的穰族姐合，不管适穰组合是由於境内移民造成

的，遣是由於次撞族群事取穰族身分造成的.因此可以割分出

以下雨程国家颈型:一是虚史悠久的国家，它伺把自己的少数

它伺崖生的同题多敷是可控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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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看作是絮根於匿史的，

是後殖民暗代国家，它伺眼前的任器是民族的槽建，少数族群

最佟要被融合.

摩史悠久的国家通常具有封其若干族群行使帝国榷力的背

景.它例又可以再被分属雨颊.第一慧在法律上承韶少数族群

的地位，盖且允静它俩的跟娥有政治上的代表;商第二蕉则表

理出没有造麽做的需要.

第一慧的伊j子有中辈人民共和圄、越南、插甸和泰国.在

造些国家的摩史疆界内，一直存在着少敷族群，国家承器其近

代形式政治髓於其各自境内的合法地位.中圄使用"民族"适
咕
句
『

一部来使军重族匾别合法化的概念，在人黯事家看来，未必科

事.但适些街嚣的政治含意在於它罹韶了徙漠族人和其都居的

摩史回倍、衍生而来的族群性.越南以相似的方式封待它的少敷

族群，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别 24 越南没有像中国的西藏、新

疆、内蒙古、康西和霎南造攘的少数族群的匾域，而那些匾域

中的每一锢，其面穰都超遇或者相等赴整锢越南.孀甸和泰圄

造商{圄建立於古代王国基磁之上的国家，不顾意在法律上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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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心平衡.土著居畏的领袖需要借助武力来防止具有移民背

景的政客取得政榷 32 巴布里新巍内盟的情况是另一锢植端，

它缺乏一锢估支配地位的族群或是次族群.多穰族利益的燕法

预料和黯以罹定的组合组常同鼎国家横器 33

第三额由那些相封饲寰的国家槽成，那裹的少敷族群是燕

阔索要的，土著人封雷家的控制徙未受到移民的挑鞍.它伺包

括汶菜、所嚣向群岛、瓦努阿圆、柬加和西醒摩亚.造些国家

的生存国题舆族群罔题国倍、不大.

舆前一祖相封照，後一姐的後殖民踌代民族国家都建槽良

好，遣界稳定.适些圄家脱酷於欧洲殖民者的殖民地，旦在海

立以後大量弓i造移民.有雨穰模式封具有多元穰族性置的国家

如何可被重新定羹属新型民族国家一事，曾铿有遇韭且仍然有

它辆是美固、加拿大、澳大利盟和新西菌等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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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最大的影警，

言吾国家，和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圄家，後者在理太平洋地匾最

具代表性的是墨西哥和秘鲁.後者通通草一的估支配地位的语

言和宗教，最大限度地弱化了族群罔题 徙丽特别深地植根於

新大陆.那襄仍然存在起因於土著人反封歇洲血统者的穰族罔

萦强阔镖，但适些穰族在十九世§己暗香P演赞成了更常规性的政

治铿渭罔题，主要集中於陪级和意载形患罔题上 34 不遍，封

於本地隘的其它国家而言，它伺的铿黯没有多少是可以篱罩地

加以吸取的.

形成鲜明封照的是，就英语的移民国家在封民族国家酿念

的推康方面，逮逮超遇人伺的预想.具有泱定意萎的事件是北

美殖民地的揭立.辛辛蒙主萎的思想被带到了新世界，通通移民

造便造就了"第一锢新民和奴辈辈的大量流入撞得重新解理.

功的因家之一.在一代人的踌罔内，组成一倒印度巨西里民族

的理想(按照 Benedict Anderson 的就法)巍乎已组赞成了其国内

人民可以想像出来的理蜜.否在冀有一些地方的人遭不串借把自

己看作是印度巨西里人，也依然有一些人梧信适锢民族国家遭

逮鼓不上稽圈。只有峙罔才能告言陪我俩，造些人是否封造锢禹

草草加商媳毓及其同僚商制的深刻的阁家槽建造程缺乏信心.

属於相似的多程族额型丽鞍小的国家有恩来西亚和菲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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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二者都是被外部势力章到一起的土著王固和部落群的集合

髓.它仍在揭立以後找到了足掬的共同之庭，造些共同之虞可

成属新民族的基本要素。雨{固国家都有移民少敷族群，但其比

例差别很大.作属恩来西直人口的将近一半，移民始民族槽建

的形式和性萤提出了最暖的同题 29 在菲律寞， 天主敦敦舍的

支配作用和主是倔世缸中凿地人舆移民的通婿，减少了封民族统

一的威番。然而，以南部穆斯林分雄主羹形式出琪的地方族群

性的挑草草，黯示出它带来的罔题比黯克思一毛潭柬主羹革命者带

来的同题更属最峻 30

第二期的後雇民踌代民族国家包括一些较小的国家，其居

民身分差别很大.新加坡和斐清是明额的例子.但我仍可以把

巴布里新主要内豆钮括在内，国属值管它的领土庚阔，但人口盖

不比新加坡人口多多少(法团海外镇地大溪地和新加利多巨直是

h
v∞
『

i剖面黯别的潜在成具，一旦法圃允许它伺揭立的器) .然而，三

{固溺立国家中的程族隔题给适些民族国家带来的结果是完全不

同的。新加坡代表了一穰撞端，那裹的移民群人口比例最大，

他伺寻求一穰通合国内的所有人的新的民族身分 31 在另一方

面，斐清面嚣的同题剧源於封以穰族匮分局基睫的政治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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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伺已铿封美国的移民穰族的铿赣作了筒罩的摩史朦述.

然而，人伺封造穰铿黯所崖生的世界第国的影馨，遣没有作出

充分的估计，尤其是在太平洋的西岸。上一代人就自始适应做

了，凿峙反殖民主萎的民族主羹者，曾封美国确立章是事表示精

赏.他伺封那裹的人员是如何草草逐其殖民镜泊者或"帝团主毒

者"盖灌得自由选行研究.美菌人一方面支持反殖速勤，另一

方面在冷鞍暗期支持反封共崖主主是.适使民族领袖依赖於美圈

的投资援助和技街培苦11. 但是，一旦造入民族槽建的遇程，美

国模式就不那麽清晰了.理在流行的柴草里看法是，煞言命遇到什

麽攘的程族的罔题，大熔煌的方式将保撞国家的最佟形式是

negara bangsa 或是 mmguo 的翻版，造雨f圄词都是封民族国家概

念的翻器 37 带多人仍然坚信造一黠.

然而另一些人则穰疑，造些霹理移民稽族的政策，能否封

大多数的豆洲新国家的本土化了的且有事内居住地匾的少数族

美国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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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通用.但又有一些人更加缺乏耐心和请求黄隙.他伺韶属，

即使大熔孀方式是通用的 它花的踌胡也太畏了。遣有穰穰欧

洲模式，它伺封民族加以界定峙更属筒罩快捷。德国和意大利

的国家舆盛，中歌和柬歇按照语言和宗教重新翻定民族遗界

等，都是造方面的箱伊L 最近接生在前薛聊、南斯拉夫和捷克

斯洛伐克的事件，暴露出通去的适些欧洲民族团家攘版所存在

的缺陷.如果封其加以仿傲，将鼓励分裂主羹盖造成危横的勘

乱.但是，美国理想本身也部分地失去了它费民族主毒者的唬

召力，因属针封移民理族的大熔孀政策，业未能解泱美因内部

的黑人的撞利和其它撞族衙突同题 38 美国的泱策者和辜者不

族" 35 在一倔多世纪中， "大熔煌" (melting pot) 的信念培育

了一穰希望，即圄家可以建立在由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组成的新

民族之上.大熔姐盖不能消除族群性，丽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未

能符合美圄惠法的最高原则，适一黠是慢慢地被意端到的 36

但吉大熔煌出理畴，没有雄能绚阻措其旨在建立人伺徙未想到

遍的最革命姓的民族国家强大势:ïüi.它直接或闰接地雷助了其

它反抗殖民主萎的人伺在民族国家的新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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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美国的榜穰属世界揭立了瞿族意哉的新摞草.不管好壤，

它使自己成属未来多雹族国家的一倒典籍，造一国家乃由那些

在其中寻求幸福的苦许多多族群槽建而成.

本地匾的民族和国家提出了一锢共同的主题，即民族主羹

的越向是寻求向贵化的.族群性的力量黯然是封造一罚贯化的

威雪，而造往往不能属鞍大的多数族群所接受.如果凿今普遍

形式的民族回家撞撞费展，估支配地位的族群膊企圄利用武

力，如果必要的括以内辑，来消除差臭.造反遇来又舍使少数

穰族相信必须利用外来援助保擅自己.除非国家信服合法程序

和少散族群的榷利，除非圄家试圃用悔商一致的方法来解泱分

歧，它往往舍放素有效政府的侵黠，服徙孔武有力但部1燕法预

料的民族主羹的暗髦模式臼

∞
∞
~
 

族群性的雨副面孔

封堂今一般狭羹上的民族国家来挠存在雨大挑乾.它伺是

精心锺燎曲美因多元璋族性模式和凿前被鼓输得太多的"海外

辈人"娟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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瑕太平洋地匮的所有国家都承裙，美国作属超级大国黠本

地匾来就是至隔重要的.它伺歉迎美国的稿植参舆，甚至封鼓

舞了美圆大多数圄民的理想主表表示器同.但美圄的多元疆族

模式费本地匾的其它成员来就有多大的通廉性呢?它是否代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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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程世界最终所期望的更高级的文明?它是否舍最佟表现出是

一倒退於脆弱的理想，一{固封鞍小的新诞生民族国家来就煞法

寞琪的目摞?封於大多敷由不同的力量在不向的匿史眼陪段伊/
生的多疆族国家来说，适穰模式是否太强特而不通用於它伺?

很明颖，造倔唯一的超极大圄面封着很多雨黯遣撵，其中

之一是:是靡该稽槌地向国外傅播其多元穰族理想，遗是鹿该

在保持和捍衙自己的债值的同畴，攘其它民族自己去遐取其中

可通合其费展的部分?由於本地匾穰族混醋，虎理罹族简直E强

阁f系的方式多程多模，因此遣速不能在定美国模式是否膊被许

多回家所探用.值管如此，美圄在里洲的罐罐存在，注定舍使

新挺生的民族仔如回注它的铿黯.美圈模式将可能舍罐罐是舆

隶大不相同的，它的多元璋族黄军在可以提醒其它国家不要做什

磨，它又可能舍封某些民族槽建努力所带来的植端民族主羹费

挥降温作用.

』M
W』

辈人海外移民 (The Chinese Diaspora) 

另一倔向本地匾狭羹民族主羹提出挑默的因素是遍怖各地

的海外辜人.他例大量集中在柬南里，同暗也封北美和大洋州

的景展崖生遇影罄。 40 作属加速中辈人民共和国短清费展的企

棠家，他例最近受到傅媒和辜者的阁注.主?他俩的许多溃署是

不硅切的，因属大多数始中自带来蟹化的投资寅隙上主要来自

年，在族群性如何通鹿民族筑一的同题上，造些研究结世界提

供了苦多新的藏念.民模和多元文化主盏疆疆特黠已组出琪，

取代了先前民族主善者希望建立永逮神望、不可分割的民族的

希望.造攘，美国就不懂是人罐和民主造些正羹意辙形患的代

表，在通合其多穰族性和民族多元文化性的若干非常苛刻的要求

方面，美圈 i量是成熟的和近代的民族国家中的首要箱例.

位於瑕太平洋地匾的其它国家将怎摄看待造{国同题?我伺

早就藤通日本镇宰人阔於美回正在衰落的捋言命，他伺韶属造是

因属美屈不具借同贯民族的特性，甚至是因属它似乎偏爱於人

因於族群性的研究持，镇了三十多得不重新蕃祖他侨的假定.民
族
主
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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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j昆雄.本地匾的另一些国家用公韶、美民是居第一位的移民大

固。造些国家的苦多人都加入了移民美国的人潮，他伺寻求在

一{茵通合保存各自疆族和文化的民族那裹撞得好鹿.

舆此同畴，也弓i 登了某程真正的困惑:怎接封适倔似乎威

啻民族主羹勤同贯性的需往的急造模式作出回靡.事竟在於，

美国是一倔超极大圈，而超级大固和帝国一攘，国属具有费

散、包容和多穰族的特黠而强大.没有嘟穰狭隘的黑族主羹能

成功地崖生大帝圄.不遇，傅，镜的帝~舆现代的超极大固的分

别在於，侵者同暗追求成属一锢民族国家，即一{固自羁的多元

璋族的民族国家.作属唯一的超极大圈，美声能否保持造一

黠?理在下定揄也许属暗尚早。唯一的一偶一度存在的超极大

o
q『

圄是黄军嚼。它的解髓或言于是由於其共崖主萎的意满形患上的教

储主蕃所致，但有人啻挠，它的分裂是因属它不堪其多撞族性

的沉重负擒。"很黠预言，像美国适攘的弱放资本主羹纽清能

否属解泱其它民族国家中的畏朗的程族罔题提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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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行政噩、海岛遣是因家)，在铿遇一至商代以援仍然保留中留

身分的人相封较少.在辈人人敷束多的地方，他俩便有可能形

成一程自己揭特的本地特性，闰峙保留其中瞿文化的基本特

黠，但可以辨别出他俩舆"大中国"人的差别 44

适程反靡舆我拥在移居到那些鞍大的移民圄家的辈人中所

看到的情形不同.在本世在己的大部分暗期，苦多中国人移居北

美和澳大利亚，其中包括那些感佩西方铿清和技街成就的人.

只要适些地方不封他例大肆歧棍，他{内使希望自己的子女韶同

甚至踊化宫地.物置上的成功和西方的事校教育擂除了群多蕾

有的文化屏障 45 今天，西方的适疆吸引力仍然很强.只要中

圄依然黄窟商那些国家又原意接受他桐，朝那裹移民的中圈人

的数量将舍罐罐增加.

一方面是中圄的馒舆， 另一方面是资本主羹成功的然而，

意t菜精神，使辈人的程族性檀黯化.适煞疑促使辈人重新思考

自己在瑕太平洋地匾扮演的角色，造是一锢多向度的同题.世

界铿清的全球化和中辈人民共和国的封外国放改费了族群性的

遍怖世界的辈人商棠锢路费展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基本主在剧.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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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旦使他俩勤自己

未来在中圆的位置重新崖生舆趣，

在草人移民群中，我仍可以看到新圄家诞生中生氧勃勃的

移民族群性舆封外部橄遇的多方面的反廊的结合. ?嚣借适雨

黠，造锢群髓可以成属豆太地筐主盖的多重挂勤力，或者反遇

来成属民族国家支持者弱化造一地匾主萎的充足的渴望之源.

适主要疑是一倔很好的例子，挠明目前瑕太平洋地匿的费展把族

群性和民族主羹同题提升到了一倔新的墙面，蘸隔了一锢摩史

香港和台湾.在适雨锢可以辑之属"大中国>> (Greater China) 之
雨储腿的地匾(第三倏腿是中圄大睦南部地匾)裹居住的中国
人，盖不属於散居海外的少敷族群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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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然，海外辈人封柬南茧铿漓的影署是超乎比例的 42 造

是一f固重要的事赏，但封我伺今天被端的主题更属重要的是，

草人封本地匾程族混合的贡献，以及他伺的存在始民族主羹和

民族国家带来了什麽.辈人最初是作属商人，然後是苦力，更

近期是企棠家和事棠人士来到渲锢地匾的.组遇巍倔世钮，他

伺事舍了在中国以外舆圃王和大臣、部落苗畏、生意上的兢孚

西方和日本的资本家，以及反殖(如果不是排外者、殖民宫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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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主羹者招窟 43 他俩在民族国家出理之前就懂得如何舆

其它族群一起工作和生活.

适些移民以一撞完全不同於美圈模式的方式在各凿地圄家

姐成了重要的少数族群.他伺定居下来韭且成属适些新国家的

在那些地

方，大部分的辈人属於寻求舆老移民麓孚的新移民.在柬南 … 

茧，他俩的畏期存在和封各圄铿漓的穰植贡献，以及他伺用来

未来回民.适同北美和澳大利茧的情况形成了封照，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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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适使适些辜人的程潢作用得到了撩展，挫敢想把他伺接展属中团第五继陈的大的方式，都属本地匾新

诞生国家的生存和接展提供了营助.

封柬南亚本地的民族主羹作出的反靡取泱於辈人所庭的法

律和超滴地位.在有模舍得到上升社盲流勤性的地方，他俩的

越向是分化成至少三锢群髓:人数越来越多的虚情假意地封新

捷生国家表示器间的一群;事顾事注於罹切属於自己的理族杜

臣的一群;保留了野中因文化的韶同的少数一群.造三倔群髓

人口的比例凿然因因而真.例如，在草人人数很少的地匾(不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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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资本主羹铿滑和地匾圄擦政治中表理出现贯主羹和言需求

以下膊以结言命的形式封它伺

寅效就足纳了.

本文在阔面提出了三穰推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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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捕充:

民族国家是一锢逮致琉代性和费展的遍凿的自棵.但是，

在里太地匾如此案多的国家裹，如果适些圄家想撞得稽定和组

湾登展的器，民族主萎要放援封於同赁化的追求.它仍要满足

於通通合作，以及封地匾内部事费坚持要协商一鼓，也许遣要

坚持锥撞地匮内部的相互依存，才能渐造地槽建自己的民族.

国家服藉於它的佑支配地位的多数穰族，但是，在铿漓迅

速萤展和在由政界领事人以及商界领导人槽娥成的不断攘大的

地匾锢锚的壁力下，国家可能探取温和的行勤，可能通遇鞍畏

的踌罔追求民族国家的建立和费展.在有的情况下，国家可能

』h
u
u

只是一锢名羹上的民族团家.

美回模式和辈人海外移民模式都强调了一黠，即本地匾各

国在寻求民族造步和繁荣的遇程中，需要有伸缩性和包容性，

不要急於追求眼前的狭隘吕摞.

最後，~太铿漓揄擅罹黄给本地匾提供了重新词始和避国

以新面吕出现的老罔题的模遇.但是，国家的多元形患和隶多

的族群告前我俩，不鹿言麦迪分地依赖於封未来所作出的想像.

有国本地臣的一切表明，如果我例要避免曾铿摧毁了世界其它

地方的共同髓的错嚣的嚣，就需要培善一穰摩史感.

本文原载《中国社舍科擎季刊}) , 1999 年春季挠，真 17-30. 汪
新生嚣，到宏校.

* 

悠久的圄家，辈人正在使自己遁靡那些正在地垣箱圈内甚至是

全球籍圈内鹿付多元穰族性的民族居家。人伺蔚蓝太地垣言某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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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盟主器能属新型的民族主羹做些什麽?以上列翠的封封檀

雄的族群性所提出的雨穰挑斡封此作出了一些回答。

美团的後殖民阵代移民国家模式，属我伺提供了一撞徙制

度上和意满形患上探索该同题的民族主蕃.在制度方面，造疆

民族主毒是建集在先邃的公民社啻和国畴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之

上的。遣军重制度明罹地保茜公民穰利盖有意鼓地保撞少数族群。

此外，美国具有→穰徒科壁、人道主羹和基督教自由主羹挂程

中撞得带示的意满形患.我的意思是所有政策假定都不能脱瞌

适些基本原则.除此之外，遭有封资本主萎的制造性，技衔的

翻新，领事信患革命，和向世界展示其行勤前後一致的民族能

力的自信心.铿匿了考敏、错误和协商一致所崖生的适些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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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被提爵是有的束力的和值得付出巨大民族懵牲的.

海外中菌移民宫中的辈人民族主萎的命道是另外一撞撞

向.一倔古老而强有力的穰族在蘸阔故土以後承韶他伺要面封

i墨撑，一撞i翠撵是回到辈人民族主羹，一穰i墨撵舍号!主事他伺接

受一穰新的由其他撞族主导的後殖民峙代民族主主是.除非出於
由Y
G『

伺凿中的大多数作出後~撞遣撵.作属柬南f，5l富地入国家的外

来移民，他例在民族槽建中的角色，於是便被定羹属政策同

题，主要痛於新政府的管理事费.封造些国家束前，在少鼓族

群榷利方面作出最低酿度的制度上的承诺是必要的，但它例不

需要表明任何意满形嚣的立塌，而有意谶形器立塌造一票占在美

国模式中或苦是政治上正石在的表示.造些新挺生民族国家只要

否则商隶、文化和政治上的强制性因素啻挠服他蜜用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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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革命典海外莘人

反思中国革命封辈儒(海外草人)的影誓，此其暗也.至於

海外辈人，我是指那些未捂住在傅统上被提属中团领土之内的

中国人，即中辈人民共和圆、台湾地匾和香港、澳同特别行政

~o 例如，香港和台湾的中国人不能被祖属辈错，懂管他俩曾

生活在外国势力的统治之下。

去年 (1999 年)是中辈人民共和圄成立五十遇年.辈才於此峙

生活在中国之外的大多敷辈人来挠，适本来可以成属他俩铿壁

的第二次或第三次中国革命.群多老革f需程E登了推翻清王朝的

1911 年共和革命.许多人腾起住完成菇、中山反封各穰罩阔的同

事以及 1928 年南京国民黛国民政府的成立.更多的海外辈人穰

植参舆了内草戈、拯救中圄的抗日鞍孚及以共崖主萎的腾利而告

榕的一系列值得起住的事件，因此，海外辈人益非中固革命的

局外人.雄然看起来似乎有带多不同的革命，但费大多敷海外

草人来税，部只有一锢力圄将中圄带入现代世界的持撞不断的

革命。需要强调的是，海外草人由於造一革命、由於封革命的

不同概念和理解及代表不同概念革命的领事人和政黛，一直~

於分裂之中.此外，-些辈人由於中固之外的所在国政府封生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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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聊磐.但最主要的握别在於，唯有中圈在遇去一伺世纪

的大多数恃罔裹，一直在造行革命，造一革命舆内章是及外菌的

入侵相伴随;海外辈儒键一周始就多舆其中.此外，中圈是冷

章是期罔接受共崖主善的最大国家，今天她仍被群多反共崖主蠢

的国家妖魔化， I而海外辈人不得不生活在其中.造些因素使中

国革命舆辈倍之商的国保具有某些漏特的特黠，在此，我嚣撵

其要者，概括通去半锢世在己来中国革命舆草儒醋舔中的适些最

主要的特徽.争

我一直在使用"辈{斋"一祠，通常翻嚣成"海夕外+革{倚蔷

意 g即p倚民.就是胡适些中国人只是暂踌居住在圈外盖打算返回

中固.造一黠是警慎的，因属中圄革命正是在他伺中罔撞得了

大多敷，正如碌中山的名言所挠"革情是革命之母"

儒"一前在二十世缸初得到了普遍使用，立宣徙一国始就承戴着

政治涵羹.舆爱圄主主是相聘磐踌尤其如此，就如"爱国革借"

一词所包含的意味一摄.但是，最格地藉，值管"革儒"一搞

得到了普遍使用，但立生非所有居住在中国之外的中圄人都自韶

属是"革倍"，即使是在太平洋鞍孚之前。如已成属遣握王国

臣民的辈人、菲律莹的苦多辈人天主教徒和已成属英、荷、法

等殖民地臣民的部分草人等等。 1950 年代，造黯型的辈人人敷

在增畏，特别是束南里地匾的草人a 他何苦珉，使自己速雕

"革倚"适一既不肇雄且已迪峙的稿呼，是很有必要的，而用

"草人"或"革裔"来取代造一藕呼 o J宣些反映了适一地匾最

近的政治和社舍壁化.如果税"革儒"是指儒居的中匮人的

亩，那座"辈人"就是指日加入凿地圈籍的中国人即革族，

而"革裔"是指那些雄然文化上遣未完全同化但政治上己器同

u辈

活在其境内的辈人及穰植参舆中固政治的辈人日甚一日的穰疑

政策而逛一步分裂.

海外辈人的造些铿座舆其它散居的族群有何不同嚼?我

伺膳该看到，革命罹贾是近代以来才费生的理象.因此，革命

舆散居者之罔的阔倍、只有近代才可能费生.在黯周故土遗赴

海外的欧洲人之中，一些人也晃撞了各自国家费生的革命，如

法国革命、德圄革命及青年意大利革命.但是二十世纪前，除

了少数法国爱圄主羹者和一些意大利人外，很少有撞撞表明，

造些居住在海外的人直接捧入了遥望革命.直到二十世古巴散居

者的政治活勤才费得重要起来.其中最主要的有欧洲猫太人重

返巴勒斯坦的猎太徨圃主羹连勤和海外爱甫萌人封爱甫爵脱

雕英圄就泊的确立违勤的支持.凿然，遣有 1917 年後一些海外

俄圈人的反共崖主羹活勤及一些海外德国人封希特勒的同情，

及至二鞍後一些海外捷克人和被葡人的反寐珊活勤、一些被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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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人的反俄嚣斯人活勤和一些克摆地里人的反南斯拉夫活

勤.在中国遇圈，则存在着散居的韶属其民族在西方人或在土

耳其和以色列政府下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阿拉伯人、库甫德人

和伊朗人.散居者中也有一些不惜一切想推翻将其~逐的国内

揭裁政府的徙事政治活勤的人.我俩都撩解造些散居者曾铿怎

大多数适些事例费得重要遗只是二乾以後的然雨，模的活踞.

啡
。
叫

事.

其它一些海外豆洲人的组m:舆海外辈人更有可比性.例如

前欧洲殖民地的印度人、北美的日本人以及更近的美固和澳大

利豆的越南人.在此，我不攘作更言羊蛊的比鞍.我提到适些只

是想提醒大家，我例可以找到散居者舆其国内革命费化之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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睦、港澳和台湾地匾之外究竟有多少中国人，韭黛罹切的就

带.最可信的估苛是， 1950 年代世界各地的辈人大始在 800一

900高人之罔，其中 90% 居住在柬南亘.今天，

(辈族)，或前中国大睦喜散使用的"辈倚辈人" (草儒加上辈人

少数民族)的数字更加不塑礁.大多数估苛韶属，造一数字在

2200-2500 离人之罔，其中约 80% 居住在柬南亚，其鲸剧大多

敷屠住在以英语属背景的北美和澳洲.在通去五十年中，海外

辈人的数量增畏了近三倍，然而，由於一些地匾有鞍高的同化

益非所有具有部分中国血就的人都能被提属

"海外辈人"

因此，舆融合率，

辈人，带多人舍反封适穰身分韶定.另一方面，如果储件费生

了壁化，如中国更加繁荣强盛、凿地政府逛一步舆中国交好，

那麽，造些革裔将有可能重新石在韶自己的辈人身分，哪怕懂懂

是出於特殊吕的.凿然，造也燕助於我伺穰定海外辈人的肇雄

敷字，我伺不得不以适些粗略的估箭属单.

然而，就我俩的目的商言，媳的数字盖不重要.我仍主要

回注的是那些分俯在世界各地的革儒和辈族， -挂出於自身的需

要而踊心中团，挂在 1949 年暗能被明罹地稿属"爱国辈倍" N014: 

徙中国的角度看，所有的海外辈人都可被辑作"囊团辈悟"

但我的估苦是:在太平洋斡孚姑束、日本鞍败和中国加入珊合

圄常任理事舍之隙，所有的革儒和大多敷辈人辈裔都原意被槐

作爱国者.适量不是说他例将回国效力。大多数人捋罐罐生活

共崖靠在盖章其所能地支持盟内的家庭和同绑.在国外，

1949 年的腾利，使一些畏期以来里持民族主萎的革{裔的爱因熟

因属他伺封中辈人民共和国在留擦属克思主羹障

封中莘

情有所削弱，

营中所鱼的使命持谨慎患度.特别是因民黛的追髓者，

於其所i遐墨撵的圈家的"中圈人的後裔

俊才可被手藕再属"草裔"造一黠上仍存孚谱，但今天造罹蜜代表

了那些以撩有中器血就属荣、但言军属自己主要不是中国人的人

的患度.在造三{目前语中，第一锢最明撞，最後一倔是自定萎

的.商第二{固前"辈人"仍黠以明石在其含羞市容易引起歧萎，

最大的困黯在於，凿用造一调器指手再已成属非革人国家的公民

或居民的草人少数民族畴，其在英语中的字面含辛§属"中圄

区
域
和
全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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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人

上被1混昆淆属 "Ove盯rs臼ea臼s Cαhi由ne创se". 凿言午多作者不作任何E别，仍

使用 "Overseas Chinese" 来涵盖中圄之外的每一位可辨韶的辈人

"海外辈人"重隙

畴，它毫煞益窟，或言于遣带有穰族主萎的意味.

在造襄我言羊细言蕃述了适三{圄祠， 因属它柄的不同使用或群

可以被扭属中圄革命影誓的崖物.凿然，在柬南茧，造是遇去

海

外
辈
人
舆
中
国

五十年来造一地匾有国中国的国降政治的崖物.造些匾别在北

美不甚被理解，但我韶菇，在那裹，它伺或群最格也舍整得很

有用。在此，属了方便，我将造三{目前踢的属"革倚"是指

"辈人"是指草人少数民族， "革裔"指营地的公民.

属此，我需首先指出雨黠:第一，因迦至二十世纪上半粟，海

外辈人社舍内部己组存在造穰童i分，适泱定了他伺封二十世纪

後半菜中圄政治的不同反膺、;第二，在海外享人封中自革命的

{雷民，hvON 

束南亘草人曾铿商且仍蕾舆北美草人截然不同。不同反膺、中，

造商黠是以中国共崖囊 1949 年在中圆大睦腾利属代表的中国革

命影馨的大背景。

要言盘及 1949 年以来中国革命的影誓，我何必须要搞清楚有

多少海外草人捧入其中.中莘人民共和圄成立之畴，在中团大



医 J 人民共和国持散封患度.但在年牢里一代的辈人中罔，大多数属 的，尤其是共崖主羹.冷草草是一道最酷的分界罐，主提乎没有中
域 f 有一锢强大、就一的中因而自豪，苦多人真甜地同情革命事
和

立或猪豫的馀地.特别是如果大多数辈人盖非美留公民的器，

全 案. 电 情况更不可逆草草.凿然，造业不能阻止一些爱匮莘倚在教育榄

球 海外辈人的立场也乏可靠的敷攘.最早黯琪的是，海外革 槽、圄隙姐嫌和傅媒界属中国的新政榷工作，但他惘巍乎得不
视

人的立喝受其所在国政治倾向的影警.在柬南茧，殖民毓治的
野

到同情美国政府政策的革儒大社匾的营助， "中辈民圈"在纽

导. 结束，崖生了封居住在那裹的辈人来说全新的瑕境.现在他伺 她的聊合国估一席之地逮二十多年之久造一事赏，足以保撞它

}每 面封的是正着力於民族建鼓苛割的揭立政府.在那些承韶北京 得到了大多敷的支持.随着踌阔的流逝，封薯介石在台湾海裁
外

辈
政撞的国家，大多敷辈人阔注中辈人民共和国;而在那些拒施 就治的失望，加之一些文蕃作品野中圄革命造行的选步的和液

人 承韶中辈人民共和国的圄家裹，则存在着支持台北凿局的政治 漫的描擒，促成了年睡一代草人强度的事事费.但在其它美国年

舆 空自.因此，常地辈人封中圄政治的患度，受制於他例不得不 理人商始改蟹黯中圄的看法之前，海外辈人不得不保持沉默@
中

生活於其中的新舆政撞的政策.大多敢海外辈人所周心的主要 最好的例子就是，有一段踌胃， 1960 年代晚期的"文化大革
因

是外国政府封中国的尊重，以及由此而崖生的封他俩作屑一倔 命"，唤起了美国具有反叛精神的年辑人的同情.造又在某军重

族群的尊重，徙而消除适些国家的多数民族封他俩的歧祖.他 程度上激起了年理辈人穰撞参舆如火如荼的反勤日本估镇中国

俩不希望营地政府将全球笛圈内的意谶形靠自黯立作属费相歧槐 柬梅小岛的焦奎的保衡的焦窒逮勤.适次遥勤使辈人在不能直

他俩的一穰武器。在那些草人槽成属少数民族的圄家，尤其如 接、公阔地表逮封中辈人民共和菌的器同和黯台湾凿局的反嚣

此.例如，藤加商孰政府期的印尼倾向於中辈人民共和国，中 的情况下，其爱国感情得到了渲鸿，陪峙，也摆言志着在美圄封

国驻印尼使倍的宫员保撞那些希望得到营助的辈人.丽菲律蜜 革政策费生重要费化的前夕，辈人民族感情的重要再塑.

追随美国，承韶在台湾的圄民黛政府，因此，如果原意的器， 媳之，在前二十年的峙罔裹，北美的圄民主革官具得以宜

菲律蜜政府便可以像戒那些被器、属是向情北京政撞的吉地草 稿， "中草民团"代表了中因革命，雨中辈人民共和国只是使

人.上述例子就明了属什麽在 1950 年代，印尼的大多敷辈人倾 中圃徙属於薛聊革命的雕铿叛道者.最佟，富美国的圈家利益

向於中辈人民共和国，而菲律蜜的大多数辈人员4支持台湾. 需要而事致了新的封革政策畴，舆揄舆国民冀的适穰宣稿费生

在北美也存在着旗似於菲律蜜的情况，特别是在美匾，值 了衙突.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适穰藏黠， I"!P 国民革壁

管原因可能不噩相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辈人未面 得越来越反勤和反革命。造程草里黠不懂在草儒本身制作的作品

野入籍的壁力，他伺逮比束南直辈人较畏咛罔地保留了中国国 中反映出来，而且在革儒辈人制攒的媒髓中也有所髓理.形势

籍，美国社舍作属一伺整髓，封革命的意戴形患是十分封立 商始向革命本来的意羹上再蟹，以致富美国政府草借徙外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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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在攘我伺因旗看一看造一地匾其它三国的情况.徙某军重

意羹上说，印匠的情况额似於另外七固:辈人人口鞍少(的估媳

人口的 3%)，她大多数辈人除了服徙民族政府的封辈政策和封

台政策外，别煞遐撵.但也有例外的情况.首先，整锢印巨居

住在城市的辈人，其组清境况颖然要好得多.其次，徙 1950 年

至 1965 年，藤加言苦媳毓很明颖站在中辈人民共和国一逞，而其

雄任者荒草哈托耀就用完全改费了政府的立塌，在以後的廿五年

裹，封中国持散封和慑疑患度。造一辑蟹摞蒜着中圄革命封印

后辈人生活的直接影警.很明颖 遣军重影警既非持久不壁也非

可预晃的。在 1965 年的事件中，蓄地接生了一些人韶属是印巨

辈人共崖主萎者策割的暴力革命，之後是镇壁和屠毅，形势封

在色大多数辈人而言费生了逆碍。其後果也放非全都是消植的.

由於造一聘壁境

遇大蟹，成属薛哈托卅二年镜泊的财富受益者.

有言登攘表明，在 1950 年代，有静多年鞋的辈人罹冀钦羡中

M
』
』
骂
:

国革命的理想.一些人成属印尼共崖冀的坚定支持者，而另外

一些人员才遣撵回到中圃，属新中圄效力.然而，在 1950 年代中

期，印巨究竟有多少人是中国公民，没有罹切的敷宇.在估昔

的二百五十高人中，有的一百高韶同於革命.凿然，我伺知

道，他俩大多敷人接徙遣摆，因属他伺不具锚印巨公民身分.

在 1960 年代，富有擒啻遐撵畴，大多数人遗撵成属印巨公民.

因此，很黯费项他伺宫中有人器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行

以成属资本大多数印巨辈人被迫徙事商棠，徨.受瑕境所迫，

因属许多正常的就棠渠道，如公费具向他伺固罔着
、~

1豆

苦干多在森加言若轨政的十五年中不得志的辈人，

j是赞向中国的共崖主辈革命到坚定地信奉市塌铿湃，

家属吕槽，

大 r~o

承韶中辈人民共和国的暗候， "文化大革命"的破壤性後果也

被忽略了。相反，在 1970 年代初期，美固出现了雨程矛盾的情

锚:一方面，是封革命青年的行属既撞美又廊恶;另一方面，

谷p做好革懵迎接中圄青年到美圄留壁，此外，遗伴随着一程要

费中国的宗教造行费蒙的新的宗教委起情.到了 1980 年代，情况

又接生了爱化，随俊我舍言羊哉，理在先言要我例看看 1949 年以来

的前半期束南茧的情况。

一
国
盟
喃
喃
阳
全
非
非
究
组
可

柬南盟的情况迥然不同.在现在束南亚的十圄中，有三圄

可以另堂荆揄。我是指前英属羁来亘(也即今天的属来西亚和新

加坡)及印度巨西亚.在适裹，有必要封它例作鞍群细的苟言命.

海
外
辈
人
舆

雨另外七圆的辈人野中国的患度，在此不挺多力日前揄.我只想

作一笛罩勾勒以突出其共同黠.造七国的主要人社舍梧封较小，

中

国

每圄懂估该国撼人口的 1-5%0 各国辈人社舍中的不同集圈，封

中国革命的反膳有相宫大的不同.在造些国家中，大多数辈人

或多或少都理商，辈才他例而言，除了将封中国的左右属藉的感

情睡藏起来之外，别黛逮撑。因此，每一国家的辈人大多数都

接受了本国政府揉铀的封革政策。适意昧着，凿适些圄家重行

窥革政策峙，堂地的辈人舍散放鼓舞;相反，堂寅行散勤政策

畴，他伺用舍感到低人一等.媳之，作属商人，他俩最回心的

是既要不错遇任何舆中方攘攘(媳部接揄在大摩遗是台湾，

〉
呵
。
飞

最好

是在香港)做生意的模舍，又不冒犯各自的政府.如果是定居在

资本主萎国家，那磨他俩就懂得封共崖主羹不能有任何同情;

如果是生活在共崖主盖或社舍主革社舍，那麽其大部分企棠剧

肯定没有费展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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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累密合作防止造穰情况的费生.因此，中圈革命是促使後

殖民踌期的属来E各檀反共崖主萎的力量造行结盟、业将凿地

辈人排除在政府和军陈核心地位之外的的根本因素.

因此，在柬南茧，出理了一覆中国革命的最重要的表理形

式一一革命冀派的形成.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黯始於欧洲、後傅

萎的舆起及在 1920-30 年代造疆民族主羹膊大多数辈人圈锚起

来，抗擎日本的侵略.太平洋乾事之後，造疆民族主毒草草草费爵

反封英因帝圄主萎的解放战芋，商如果攘共崖黛取得封造一鞍

孚的领事榷，那麽，辈人将在一惆渴立的恩来5:lE量於使势地

恩来领事人事能允普适攘的事情费生，盖舆即将雕去的英

播到柬方益最佟在海外辜人中形成共iÆ主羹黛派的思克思列事

主羡的反帝国主蠢的鼓舞.在辈人人数很少的地方，既不存在

连一定规模的工人陪级，也没有中崖陪级的知戴分子，只有在

英国和荷菌的属地，草人的人数真借崖生革命的潜在基磺;也

只有在英属恩来盟和北婆嚣洲，才存在着可以被羁作激造黛崖

者的辈人集圈.因此 毫不奇怪，正是在适些革入中罔蕴藏着

M
』h
w

武装革命的潜力.

封属来盟共崖冀的起源已有主撞车重主要的研究。黯然，债管

英因人成功地将共崖主主是扼毅在萌芽陪段，但正是在 1928-

1937 年的内章是中被迫障国中圄的左翼理恶主主是者，奠定了共崖

寞的基睫;也正是其追随者在属来茧的抗日战孚中坚持了共崖

主羹。造一事寞既激黠了革命的信念，也使革命在 1948 年恩来

亘宣怖紧急肤患後陷入混乱.因属造造成了属来盟共崖寞是徙

中固翰出的形象，业{吏属共领事者如院平及其少敷的焉来人和

印度人同仁煞揄怎麽棱努力，都始佟黛法改蟹造一印象.中国

穰剧段事事要摞言志着印后她大多数莘人生存储件的最酷性.遣军重

大起大落的铿摩使印后草人明黯地匾别於其它地匮的草人.

适使我想到了前英属领地一一混在的属来西盟和新加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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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结束畴，一共有十五伺适攘的领地:三倒由英圃直接统治的

殖民地、四{自由英圄媳督以属来里统治者名羹代管的藤丹王

国、六{固名羹上受英圈保慧，遗有两锢受英圄的特殊保茬，即

沙跨越布鲁克家族的遗庭和今天稿属沙己的北婆握州公司的属

地.我之所以强据今天被罹属恩来西豆和新加坡适雨锢圄家的

细部特黠，是因属适些多模化的统治方式， 正是英国封各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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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州和镇地的草人社E控制程度不同的原因，也正是造理多接

能比柬南亚其它地方更自由地姐

娥起来.

直到 1947 年，恩来半岛上的十一倔圈地才走到一起，被统

丰再属属来里聊邦.此畴，黯来主聊邦人口的的二百五十寓，也

即 38.4%属辈人.商在新加坡，七十三高萃人估到了其媳人口

的的 77%. 新加坡草人的适穰侵势，

性使得造一地匮的草人社匪，

奥
中
国

是它未加入聊邦而仍保持

属英国雇民地的主要原因.徙属来人的角度来看，

中，因倔州的辈人人数均巳超遇各州|媳人口的 50%，另外商{圈

外|辈人人敷超遇了 40%，造一事寞，使未来的民族建鼓成属一

倔最重的罔题.因此，得到英国人支持的羁来里领事人不踊将

新加坡饷入属来里聊邦之中 I

十一{固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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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加坡岛撤阔的泱定，舆我例要搞的内容有密切陶铸、.

如果将新加坡纳入聊邦之中，那麽，辈人人口将啻超遇土著属

来主人，而造是属来寐丹、黄族以及新典的民族主羹镇辜者都

不能接受的事情.他例已短短匿了中国革命影警下辈人民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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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巨共座黛，大大加强了造一地匾反共崖主萎和反革的力量.

大多数间情中国革命的辈人被迫退出政治舞毫.主才那些幸存者

而言，也主是乎没有中立或回旋馀地.蓄受薛1势和中圄支持的越

南革命腾越南一分属二畴，辈人面酶着巨大的分裂.柬南茧四

分之三的辈人分怖在反革命的、益最悠於 1967 年成属柬南亚国

家聊盟成具的那些国家，许多草人周始睡前遣一地匾，不是到

中圃，而是去北美和澳大利亚等移民圄家以及散迎他伺中阔受

遇良好教育的人的任何国家. 造畴，中国不再具有吸引力.而

随着"大踵造"的失败和 1966 年初"文化大革命"的国始，海

外草人更没有多少遣撵馀地.他伺只能速黯中国及一切能逮黯

的地匾，或者舆他俩所定肃的新舆民族国家和平相虞.在革命

在中罔腾利不到二十年的峙国裹，革命封柬南茧的大多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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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超失去了感染力-

1965 年畴，没有人能预克新加坡确立的後果.事政先形成

属来豆、後形成属来西里的模雄瑕境裹，蕴含着中阁革命畏畏

的影子.然而， 1960 年代中期，潮流逆丰事，即使寐聊和中国支

持越南赢得了抗擎美国及其盟固的鞍卒，中圄革命在柬南里辈

人中阔也已失去了吸引力.债管中国革命封海外辈人社舍的影

譬烙印猫深，但随着杜舍主羹障营中雨大圈家一一俄黯斯和中圄

的诀裂，置史揭阔了新的一真. 1970 年代，穰植的外交策略使

中国取代了台湾得到聊合国的承器，适号!起了封革政策的巨大

蟹化，也属人伺封革命造行不同的描擒擂清了道路.

或许在所有的蟹化中最重要的是中国自身封造程带有自我

毁满性贵的革命的揭露，毛主席重塑中国共崖冀的巨大努力，

使圄内外的中国人大国眼界.而封革命的真化如此荒窍，以致

及所有杜舍主羹圄家出於意满形患的原因给予属共道羹和物黄

上的支持，而英阁、美国及其盟友包括台湾，在反共崖主萎的

舆揄宣傅上又将遣军重支持造行了撞度的渲染，造摄就程止了一

般民隶走向革命.因此，虽佳然可以前中圄的革命鼓舞了属来更

相慧似的革命，但也主事致了它的最悠失敢。在辈人人数如此鹿

大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外部因素起了如此强大的作用，那窟，

造一革命的结果或静舍完全不同?又或静即使中圄革命没有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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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来更崖生任何影誓， 38.4%的辈人最佟也将只攫得不到 38.4%

的榷力和多於 38.4%的财富。在此，我不想再作任何推测，至

於中团革命的其它方面及黠造一地酶的影誓，我将在本演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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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部分加以前擒。

攘我俩团到 1950 年代，凿暗的新加坡本来可以成属被藕离

属来茧的罩一回家的一部分。造程可能性增强了那些人的希

望，他俩韶属革命就是反封殖民就治，柬南亚必须接受造一理

寞。人伺韶属，新加坡辈人隶多，因此，只要他伺膜意，他俩

就可以腾自身的命道舆中国革命聊辈在一起;而人敷隶多，也

肯定有助於辈人攫得政治撞利徙而泱定国家的命道.造些希望

使英圈人去思考如何使新加坡在将来纳入揭立的属来5.2.受印

!自主才抗政策的带菇，英国人将其E雪地造行了重新安排，牌1少捞

越和沙巴纳入其中，使新加坡能加入被羁属，声来西里的更大的

聊邦。造一合饼於 1963 年完成。但未持鳝多久田在一年多的黯

昌L後，新加坡被辍逐出聊邦之外，在此次骚乱中，

撞利嬉而未泱，理族衙突造成了题百人死亡.

造是一锢重大的泱定。在已铿展阔的情雪白中，中固革命起

了什蘑攘的作用?在新加坡被逐出鳝星期後，印巨罩陈消诫了

辈人的民族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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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威夷、横演、神户、蕾金山及福哥萃的最热情的支持者，

提供了黄金方面的支持.新加坡、横域、情保、吉隆坡、西黄

及河内的莘儒也同穰如此，最值得辑道的是接敷国圈属革命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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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的革倚，他伺中不少人甚至献出了生命.海外事倚舆中国革

命的适疆聊繁蟹j&:， 了傅奇.萃倚在中因之外属革命的舆起做出

了贡献造一事寞，在以後的鳝十年裹如果不是也吸引了革{裔的钱

至少也牵勤着他俩的感情.辈才於适些遗黯故土、封家绑穰着

既宽慰又内疚的模雄感情的人而言，适是他俩最起喝~该傲的.

所有的适些都在罐罐，锺管半{自世在己以来革命韭不很成

功.强中山 1912 年的媳统任期是有史以来最短的。在随後的十

五年中，罩阔和土匪害。攘了中圄.後来成属儒民的强中山圈内

的追随者阔始分裂属民族主主是者、共崖主妻是者、弃在政府主毒者

和西化的自由派和民主派.但是，只要他俩仍代表通向革命的

向一目擦一一一倔近代化的中国的不同道路，他俩就仍然受散

迎.整锢 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充捅了失望，但雷日本侵略中

国畴，海外莘倚被新的危除所激黠，因此，爱国乾孚、各穰救

国活勤、抵制臼黄以及自圄参章是等都成属革命的重要组成部
N
』
U可分.因此，太平洋鞍孚结束後随之而来的毛潭柬罩陈的最佟E券

利，使得海外革儒教欣鼓舞就不足属奇了，造一腾利在吉碍被

群多辈儒看作是所有革命中最钝粹的革命.

海外草借封中国革命的内容舆趣灌厚畴?较早期有康有属

(也即前保皇黛)舆荡、中山(也即 1911 年以前的共和集人)的支持

者之爵的输事.中莘民盟成立後及其需要支持的峙候， 1i蔷胞明

黯地分属自私的军碍和高翠民族主妻是大旗的理想的爱国主主是者

在色大多敷革{需将国民主革南麓倾向.在 1928 年以後的二十年裹，

在 1970 年代末部小平後出畴， "革命"一嗣巳完全失去了珑召

力.丽堂大多敷海外辈人封此表混出毫不掩箭的宽慰和喜悦

畴，模盖着最根本的事事费已超来酶.

:|ij 

黠道就海外辈人是自相矛盾、天真幼稚及虚偶的，封中国

革命充漏了不切寅降的幻想和虚妄?或者说他俩只是表面上如

此?他伺封此黯同题的程疆反窟，我伺遣缺乏深入的研究.罪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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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ì每 时，竟中圄人本身封革命先是热烈攘撞撞而置之不额的患度，人伺

我能挠的只是如何探前造一宏大课题

的一些初步想法，

我梧信，如果不徙支持像碌中山造攘的人的民族革命的舆

起鼓起，我伺封带多闰题腾黯以理解.遥望逼勤包括反封浦族

筑治的一般描舍、渴望中固能在世界上接挥其鹿有作用的商人

组嫌以及那些留通洋的推崇使西方列强得以蜜理近代化的革命

的新型知裁分子.凿 1897 年强中出看到，在中国之外，他不懂

懂是叛逆丽是革命者畴，其欣喜之情溢於言表.国属他得到了

世界的承器和尊重，造一新形象腾他的行属提高到一倔新的高

度.他徙未停止不前.

遣未能充分睐解.在此，外
辈
人
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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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

知言命是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遣是在海外辈人中雨，富人伺

提起他畴，仍将他祖属革命的代名词.

德之， "革命"是近代中国的遗崖.随着徙民族主羹革命

到杜舍主蕃革命和程清革命，再到共崖主菱革命的事事蟹，

"革命"一部伴随其佟身，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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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革命

封大多敷中国人而言已颗得速不重要了，它只代表着新中国，

代表着在英雄人物的领事下中国的再次繁荣昌盛.主主理造一黯

望的方式可以是多穰多攘的，寻求正石在革命之路的人物靡受到

撞大的尊敬.革借封此所抱的熟就不亘於固内的同胞.碌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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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毛潭柬藉人的草事腾利.随之前来的中国大睦的就→是 1911

造一事寞， 封所有的海外革儒都有崖生了强

烈的影警.然而，其中也包含着渴望和希冀:造一次，新的领

导人将给人民带来一锢多世纪以来他伺不曾撩有的和平和繁

荣.除此之外，中国之外的许多辈人是否真正踊心思克思、列

事、斯大林和毛潭柬的铿典著作所包含的内容，颇值得穰疑.

他俩所代表的思想罹有感染人之庭，例如毛潭柬藉器中的民族

主羹和平均主萎思想等。但是，最令人搜僻的是使他撞取最佟

腾利益属中国带来新的尊最的乾略思想.

能被藕属"爱圄莘儒"的革儒燕揄如何都舍热爱中圄;革

族大部分徙事鼓手激烈的商棠活勤而不顾涉及任何政治;成属

凿地公民的辈人用韶向其政府的立堤.除了属来盟和新加坡辈

人中固的一些事生和知崖者外，鳝乎没有多少器攘能器明，共

崖主羹目摆在海外辈人中国具有重要性.在其它地方，共崖主

羹在堂地人中周的吸引力要大得多，也罹有一些持理想主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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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辑辈人参加了常地的共崖主羹遥勤.然而，向题的因键在於

中国自身的存在、它所描立的强大形象、它所唤起的尊最以及

它所表理出的撞威，媳之，草借不可能完全攘有造一切，革裔

属具有中圄血统而深感自豪业希望中国的存在能有助於他俩的

安全和生活.丽封那些攘有营地圄籍的辈人来挠，他俩一直盼

望着渲)天，即其中国血毓是财富而不是累萤.因此，随着部

小平 1978 年的徨出和鲤清改革取代了社盲和政治费革，摩史出

理了一倔新阔端，其中革命不再是一锢具有魔力的字眼.最

终，在中国的主要自擦舆海外草人的渴望之罔又出瑰了-{固新
的切合黠.

年以来的第一次，

政撞祖属中圃生存下去的唯一横啻.民族主羹者舆共崖主羹者

之国的内乾使海外辈儒菱廉重章，他伺既不完全理解也不真正

赞成造一章是事，特别是营造一斡事煞遗煞隙地蔓延峙更是如

此。造些借民所能接铺到的媒介解碍了造一意带形患封立之回

键所在，苦多人在激烈的擒事中作出了遣撵.

在那些建有不少近代化事校的革儒社匾中，政治化了的教

前向那些主要借团到中因(黛端是事雷遣是工作)的年朝一代灌输

各程革命思想。究竟有多少草儒完全置身於中因革命，很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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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主售礁的统苦。所能看到的是，大多数革情随心革命，一部分

人盖属他仍湛f辈的革命而鞍阿.但是畏速来看，由於在堂地求

生存估撞了他俩的大部分精力，因此，凿黛孚似乎是没完没了

在每一辈儒社匾，越来越多的人周始不再熟衷

外
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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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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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毫煞用虞畴，

於中国政治。到二斡枯柬畴，革{雷和辈人都渴望鲍受鞍火蹂捕

的中回能得到和平，被最重摧残的中回铿清能得以重建.封高

墙腐败的日益康恶及黯以控制的通货膨服使群多草儒不再返回

中国。至此，大多数莘倚巳韶搞到:他俩的未来在圈外，在国

外能比在国内更好地雷助中因 E

那麽， 1949 年以梭的共雇主羹革命目擦是否封海外草倩影

警更大呢?海外草人中罔的一些激选青年属前政攘的腐败政客

和官僚的下毫、属在晨村造行的激烈的土地改革及蕾制度的粉

碎而散呼;其他人也属古老的傅就被他俩韶属是理代的选步的

思想所取代而高舆e 一些人走得更速，抱着他俩能营助中国重

建的信念而回到中匮。煞言命如何，曹大多敷海外辈人束前，黛

言命其年龄老幼、信何如何，都清楚地意栽到他伺生活在中国之

m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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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引起他伺喝彩的外。他俩立在不能泱定中国真正需要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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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1947 年英属属来蓝各地擎人人口最重要的数字:

黯来人属

属了作比鞍，辈人鞍具规模的属来聊邦其它州的数字如下:

攘樨噢 54% 雪葡衰 51%

柔佛 48.1% 霹重 4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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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漫畏革命始了大多敷海外辈人巨大的希

蒙人属 38.4%，也即 188.5 高人(属来里聊邦).舆此相比鞭，

属来人属 49.2% (即在 490.8 离的棉人口中，估 242.8 离人).

在新加坡子数字属:萃人估 77%，即 729473 人，
12%，即 113803 人.

2 

他伺封此又作何辞就

呢?他伺首先想知道造塌革命是否已真的结束.社舍主羹市堤

铿费以及不管以後舍出瑰什麽情况，是强中山国始的适堤革命

的最後陪段喝?如果就是，那麽，铿遇痛苦的漫漫畏路，中国

走到了今天，欣慰中不免令人略感侮感.如果就现在封革命一

今天，望，但也带始他伺植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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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的放囊，只是更曲折革命之路上的暂阵停顿，那庭，要攘圄

外的辈人再一次攘撞中国的另一次革命，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由於封倡事革命的领事人镶着檀大

海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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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是漫畏的一锢世纪，

中国人在革命的名羹下日铿承受了太多.世界本身已

铿费生了费化，在某些方面它可能比中圈曾短短摩的更革命

情.

的尊敬，奥
中
菌

化.新的一代，煞输是革儒、革族遣是莘裔，能比其先辈更好

地判断前路在何方.适些海外辈人在世界各地的新家圈中安居

集棠，那些受遇良好教育和撩有草案技街者，在思想跟念上越

来越固隙化.在未来的主是中年中，他例可能将中国革命凿作摩

史来看待，其中有鼓舞有辉煌，也有悲剧和失败.革命封他恫

仍是…伺令人敬畏和惹人悲惕的器题，但是他前可以得而言，ONN 

而他俩革命在中圄已超告一陪段，出造攘的结揄:煞揄成败，

仍需要罐罐前行，

本文是王震武教授 2000 年 3 月 28 日在斯坦福大擎的演擒，是该

校姐娥的噩祝中辈人民共和自成立五十遇年系列演藉的一部分.

中器文原载《萃儒辈人居史研究)) 2001年第2期，真40-47. 强秀

明嚣，割宏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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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世主己的最後二十五年中，一些最重大的费展，费生在

亚太地匾。其中，徒共崖主善意满形患和中央寅行苛童ù摄清聘

璧遇来，蜜施建立市堤铿漓的中圄人，己取得了康泛的成果。

适些使得人啊前作属世界政治中一锢有力扮演者的中国的重新

幅起，造行更多的深思.大中萃的理揄就是造些深思的成果之

一 "大中萃"一词蛙然缺少精罹性一一不管它是雇主主包括香

潜，澳同(今後的香港)、台湾和中国大睦，遣是其中的某些部

分一佳要探前吕前和将来的费展，仍将不能不使用它.在本

文，辑用它来考察大中草概念封海外辈人的影誓，黯然造一言司

将不包括那些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J 雄然如此，由於强谓的方

面不一攘，其包含的黄隙内容也各有侧重。

例如，若将重黠放在政治上，凿中圆大睦、台湾和香港(包

括澳阿)融於一髓，那麽大中革将用来指一伊未来聊合起来的中

国， e即扭一{锢固毓一囱家的"中圈

勤竟患呈造程上，那麽大中辈就懂懂指南方沿海省份、台湾和香

港，也郎中国南部铿清带，也许更精罹地患该就是"次中

主要"。然雨，苦强祠的重黠是徒文化中菌的角度出蛋，那麽造

一词即指中国的文化傅就及其在凿代的衍生.在本文，可以适

222 

揉挠，大中辈巳费得越来越大，国属它，蕴含着理代人借用它来

强化了的文化债值、影警和傅承.其结果，是有可能使混在寓

居在海外的上百离辈人少数民族融入其中，

大中草造一祠的缺黠是，徙政治意羹上挠，有着封遇遏匾

域撞 5畏的暗示;徙文化意羹上前，好→黠舍被提属是苦耀，壤

一黠即被误属吹嘘。在目前的应史陪段，只有外戴上接近完成

的指南部中因短清带的"次中辈"造一词组得住推敲。雄然如

此，因属大中草一前在今天使用已越来越多，本文将遗是就圃

用造一词来税明它封海外辈人的影警.

"海外辈人" (Chinese Overseas) 造一词也盖不比大中辈一

前辈碴多少，我是有意避免使用"辈{斋" (Overseas Chinese) 造

一誓言司，它指旅居的辈人，暂持居留在海外的中回国民或公

民。到目前属止，它才作属一偶祠，用来指所有中国人的後

裔，也就是挠，指所有那些有一锢仍被看作是草人的辜人父巍

的後裔伺.混在， "革儒"不再包括那些已成属外圄公民的

人。由於大部分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已超取得了其所在地的国

籍，所以把仍是中圄国民的少数"海外草人"和已成属外留公

民但被作爵少数民族的多数辈人匾别向来，是很重要的j 但扇

了本文的目的，造穰匾别可能不太必要.遗憾的是，目前盖没

有一倒普遍能被接受的前，可用来包括所有居住在国外的中圄

人，把不管是中国国自遣是外籍辈人少数民族均包括选去。有

踌也舍使用"散居外地的草人" (Chinese Diaspora) 造一祠，但

盖不攘人涌意，因属它和猫太虚史的聊擎而不被束南亚所接

受，所以我虽用"海外辈人"来指居住在国外大中草圈内中国

人後裔中的每一锢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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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另外雨程回f系可以把它恫明露真地匾别国来.一疆是中圈

沿海和葬在国之阔的古老聊粟，如辑器、日本、越南和其他柬南

亚造些固家，他俩之罔已有上千年的商贸往来，巍世在己以来也

不断有人移民到适些回家.另一疆梧费来挠是一手重新的商僚，

即中国人一一大部始、仍是中圄南部沿海的人一一舆美洲、澳洲、

亚洲其它圄家、欧洲以及非洲之酶的商惊，遣军重黯保於西方在

中国搪荒之後 RP 己固始.在本文的相靡之虞舍指出适穰盟别，

否用在提到海外辈人畴，将包捂所有在圄外自藕或被器定属中

圈人的所有辈人，不管他俩巳逮撵定居在何应.

近主是十年来，徙 1949 年到 1980 年左右，凿中国大隆大面

穰地封圄擦贸易懂系国放畴，又出现了另外的一些差别，造些

差射来源於康柬幽香港-台湾之商不平衡的三角随f系，以及海外

草人怎接勤造穰不平衡表示敏感，香港被韶属是能舆中国大睦

NNU 

费生最有效铿溃耳鼻擎的中心植钮，特别是封所有舆中盟南部有

着非正式阔惊的人来税.台湾建立於五十年代，在那之後至少

二十年裹，它和许多非共崖主羹国家裹的辈人有直接的、灌取

商棠利益的聊粟，尤其成功的是在日本、辑阁、菲律蜜、泰国

和美国，以及部分拉丁美洲、其馀一些亚洲国家、澳洲和非

洲.但是由於颖而易克的原因，台湾韭未舆中阔南方建立陶

傣 7

曾铿有一段碍期，中图大睦和印度居西亚、孀句、印度支

那，以及薛聊军日欧洲、亚洲、非洲的一些共崖主羹或社舍主主是

前沿国家裹的草人保持着自己特殊的因馁，但它更多的是一穰

勤蔼不安的政治阔馁，而不是有利可圈的商棠黯像。 8 康束-香

港，台湾适覆不平衡的三角蹋馁，黯然封大中革的成畏没有直接

遗靡逛一步注意一黠，有些媒髓的文章中已把"散居外地

的草人"判断属包括台湾和香港人， 4 蹬然本苦中的大中草包括

了中国、台湾、香港在内，但"海外辈人"一前用黯然不把适

些人包括在内.造襄它(海外辈人)是指除造三锢匾域以外居住

在国外的所有的辈人，他伺承韶自己的辈人籍贯，或者被人口

统计事家如此韶属.适攘的辈人有多少遣没有淮罹的敏字，最

庚泛接受的数字，箱圈是在二千五百高到三千离之周，其中五

分之四居住在柬南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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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清、政治和文化逮景中的大中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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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本苦的其它文章裹所描述的是大中革之内的接展，重

我伺必须重黠注意

到，大多数海外辈人都来自於南方各省，即使在不是来自於南

方各省的移民中，大部分人在移民之前，也都舍在香港或台湾

呆遇一段恃罔，特别是二鞍结束後不久才雄岗的那些人.造些

黑占是以少数南方省份、香港和台湾局主髓.

草人和中圃南部铿漓带之阔的密切阔f系，可以就是有榻的、根

源颇深，然而间碍亦是费展和勤患的.适疆阔倍、具有巨大的潜

力，充满着封摩史的国情，有望富的情感钮带，造疆确保下带

多目前的组清剖度，是和它深厚的背景分不阔的.造盖不是否

啡
时
叫

韶政治和大傅统下的文化中固、儒教圄家之罔一贯存在着的聊

粟，但大多数峙候封大多敷莘裔来说，他伺只知道盖只阔心中

回南部。封他例来说，他辑和中圄南部的絮密有槽周练，舆封

大中辈正式的象徽性的固保之阔的差别，是他伺在家参加社啻

不管他伺受遇什麽攘的中囡教育 6活勤的-{固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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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许多人已把他俩的商棠王国搪大到美国和欧洲，可被稍高

多圄商人.即使如此，在根源上他伺仍被器作印度后西亚人、

泰国人或属来西里人，但苦多本地政治家和媒髓辞输具，用倾

向於强胡适些企棠的阁制者和撞承者主要是辈人造一事寅.

旱徙八十年代初以来，造些"革人多国商人"就通通他伺

国始寻找在大陆投资的横舍. 一些人己锺得去

小草E固地在某些特殊匾域内投资攫益，特别是在他俩仍有窥戚

居住、祖草生活遍的绑镇.主要乎没有撞攘表明，他俩到中国柬

投资不是属了在生意上攫利而是属了其它原因。但一旦暗横成

他伺也有明罹的主在倚在更大程度上造行投资.他伺等待的

是，中国在撞大和穗定程清增丧，歉迎立H呆器外回投资者方面

的里定承苦.毫奔丧疑闰遣有，一旦踌械一到，造些企棠和组营

者具有的封中国的朦解，以及他伺封"社舍主羹市塌"髓系相

、士=

lË主

些企棠家期望能以此受惠.

造些柬南茧草人舆美国或别的什磨地方的一些成就突出的

商棠人士多少有些不同，後者在八十年代早就表理出投资於中

韭且他俩不通通香港基地而直接同北京接牺.适棱

NNU14 

固的热情，

的例子最著名的是美国的王安，但其他像唐仲英 (Cyrus Tang) 和

王嘉廉 (Charles Wang) 适攘的人也很穰檀 13 封他伺所有人来

挠，适全是西属部小平前美後在政策上费生重要费化。 14 然而，

适些辈人作出了不同的反靡，其差别甚大，徙热情的到撞端嚣

慎的都有.通去舆理在黄晓上的真正差别是徙 1990 年後国始

的，很明颖，徙那持起中国主要国始蛮行市塌铿漓，在遣一黠

肯定之後，造些圄外的公司就固始大革地造行畏期投资.

的营助，或就造襄所定萎的中国南部短裙带来就亦是如此.接

揄怎棒，在八十年代中期它整得不那麽重要了，但在考虑酋前

的融合力量是如何勤程滑起作用，海外辈人作属一{固整惶怎接

去勤它例作出反廉的峙候，它仍然值得留意.

在造提一篇筒短的文章中，只可能去封大中辈革巨著妾展的

主要特徽作器、辨，辈才造生兰特徽辈才大量海外辈人崖生的影警作一

区
域
和
全
球
棍
野

在香港的基地，

概贾.造腾徙三{目前景方面去作截察思考.在短清事费中，新

的投资攘舍和加强耕票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徙政治壁化的戳

在大中萃的各恼姐成部分一直在上演着没有结束的

海
外
辜
人

黑占来看，

努L践。大部分改革唤起了人例的希望，但是闰峙也有事件在加深

副主事致他俩既自豪封於接踵丽至的文化孚辩，着痛苦和她望.

又低沉。

舆

中

回

黯然最引人嘱目的是搜清方面的前景。 9 自徙 1984 年《聊

凿的熟悉，舍被草人榷威提属巨大的攫势。在那雹情形下，旅简短营

者、富翁己组在中国南部选行越来越多的投资.渐渐地，台湾

岗始封适些地匾也有了颊似的投资.凿然，大睦公隶姐嫌近来

企棠家、香港的辈人金融家、合整明》篷署以来，

也在香港大量投资，因此野一髓化的展望，可能将使整{固地匾

成属一锢完整的鲤横匾.在适期蜀，隶多幸在告羁海外辈人加入

hvNN 

柬南里-些成就突出的企棠和商人近来频繁地出瑰在幸在摇

其中著名的有印后的林铝良 (Liem Sioe Liong)，黄

奕聪 (Sinar Mas 公司)和李文正 (Mochtar Riady), 10 泰国的甜撮

卡蜂 (Charoen Pokphand) 和隙粥臣 (Sophonphanich) 家族， ll

以及属来西茧的郭氏 (Kuok) 兄弟和塑隆 (Hong Leong) 集圈 12

在每一直例中，他俩都舆香港做生意，盖在适{困地匾建立了基

到大睦投资热潮.造有多麽重要呢?

的大模题中，

初、



厦 f 啻然，也有苦多来自柬南豆、日本、欧洲、美洲和澳洲的 些人在更逛一步的箱圈内投资，造以援，国放之间越来越大，
域 i 世

和
较小的投资者，他伺已铿阔始探索中国市塌，徙颠簸的锺验中 一直到逮揭子江流域，到逮内地的湖北、四 JII ，越遇北京直到

全 事霄，属未来的冒除事棠寻找合遍的聊粟，造些人有多少，没 柬北 19 在中黯大部分地匾内平等撞利的增畏剌激是一锢巨大的

球 有可信的资料.雄然大部分材料如同鞍圃，但他俩的投资舆趣 鼓舞.毫燕疑闰，遣军重效果就像自香横酒瓶塞一模. 司

视
和投入主要借仍始人留下强烈的印象。 目前陪段下，也只能挠， 其结果大中辈革成了适模一幅国景:藏狂掠辈，自摄於1昆勇L

到

野 马

‘二
言午多造些燕名煞固的投资者，在遇去十年左右襄给他伺各自家 的煞政府肤患遗撮，腐敢和法律缺乏的例子以及中央政府不能 J、

\1每 襄都小有睦款，在生意上小有收益，属 1990 年後的强勤出擎提 控制的事件越来越多.造穰肤患因中国内部的结槽性同题而
外 供勇于借了大量的资金和铿黯 15 起，封寅隙上和潜在的海外辈人投资者所傲的事情来挠，缉乎
擎

人 造些大多敷的小型公司都很黠穗固下来，因属他伺很少直 没有什麽醋馁，但也不舍因属适监辈人己做了或即将做畏期投

奥 接徙{也例自己因家拿出大量的资金到中圈.最基本的操作也需 查而散迎他伺.他把中罔一些人可能舍峙畸受感情激勤，但所
中 要在香港建立分公司或代理楼槽，以便把基睫主在借好盖保持嘟 有踌象都表明，他俩每逼出一步，後面都有野利益选行冷静的
菌

票.适棱到中国属他仍做好草借的碍候，许多公司就蜜隙上能 算言t. 20 如果中国的投资王震境恶化，如果存在国内接序，如果在

像香港公司那楼去逼作，造二者及其代表海外辈人投资利益的 中央或中央舆各省之前存在榷利孚擎的激烈事同，造些辈人腾

公司，彼此之爵的界锦寅隙上也是模糊的，除非那些保出的公 迅速撤走他伺的资金投放在别的地方.

可公阔暨明，否则很黯韶出哪些是海外辈人的投资.到适蜘革 然而政治上的大中萃，辈辈属於不同的屠面，未来聊合就一

人多国商人一一尤其是那兽来自於柬南豆的一一来挠，有一黠是 的槽想，指出一倔强盛中国的前景，在世界事费中再次被提出

很明暗的，他例是在充分撩解其政府的基磺上去逛行投资的， 来.海外草人封中国在圃隙中的位置一直有特殊的敏感，即使

而且他俩铿常遗得到他伺本圄政府镇辜人的直接支持 16 圄於此 不能提高他伺在各自家庭所在的国家裹已攘有的地位，也啻始

黠的重要性在後面将前输到. 他仍带来自尊和自豪，今天的海外辈人和他俩的祖童是否已很

遣靡该注意到的是，在香港有基地的公司，国始跟随他伺 不一搓了?或苦不是造攘，如果他俩仍然把自己看作是辈人少

的香港问盟及兢孚者一起集聚到潢柬，特别是深圳和珠海附近 敷民族，盖且拒她完全同化於主流社舍@在客籍杜舍(host

的珠江二角洲.封他伺来说 中国南部超清带一一逐渐已包括福 community) 相封可以被接受、辈人移民後代已很舒遍和成功的

建舆浙江一一不断增畏的组清一髓化是安全的 17 八十年代晚 地方，代舆代之罔的差别可能舍越来越大。在普遍存在歧祖、

期，越来越多的台湾公司的选入更加强化了造一截黠。 18 一直 在萌额的群髓之阔存在穰族隔爵的自家中，今天的草人少数民

到 1992 年初，所有适些投资分别所带来的利润，逐渐鼓舞了一 族可能舍和他例的前草一捷充满防衡和自豪 21 但各锢醋家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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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勤，迫切要求去中罔苟同，属所有苟同的高极辈人而捐助所

有的辈人慈善横槽和社圄，泱定言囊自己的孩子或孩子掌握漠

器，雄持甚至提高他例中国化方面的才能.在那攘的屠面上，

大睦、台湾和香港在文化中国上因爵鲜明差翼而有的限制似乎

不成闰题 23 他伺可能有着令人迷惑的医别， 有峙遣互相封

立，但他伺所里持的仍都是中圄化的.

然而在另一屠面上，一程重新徨更生和增强的中因文化在适

些受通中文教育的人中已被唤醒，期望保持行勤和知戴分子的

努力.适可以揉取群多形式，取泱於适些辈人封文化改蟹的方

向作什麽攘的贾测.造些人，不管是封沉重的虚史傅毓而言，

遗是封属、列和毛潭柬撞人疑惑的革命债值而言，或者封二者

之罔的其他情形而言，他例可分属韶属大中革中的文化已被外

圄舶来物所扭曲的，和韶属文化中留遗太多地被傅毓所柬搏造

雨颊 24 适攘的辈人他俩想重回到大中辈窥自去看一看，好属未

来提供一锢更好的模式，造程模式更民主、野法律更尊敬.间

畴，他伺可能也很阔注旗年鞋的一代去欣赏自菁、漠唐言辛歌、

宋童和散文，以至明清言情小前一一不管是什麽，只要它能把中

莘文明徙腐朽和活乱中拯救出来 25
N
U』

此外，也遣有另一程届国存在段文化大中革中，它可以阻

止年鞋的海外辈人同化失去自己的身分.在束南里一一那裹的辈

人少数民族不得不保持柔腰一一可以通通非中文的语言去事到大

中萃的文化、文壁和辜衔。例如，在十九世钮明清小说就已被

翻嚣成属来器、泰国器和越南语 26 今天，短典文遐已被器成因

隙语言比如英语，供人伺国器.同棒地，现代作品，不管在政 f

治上正罹舆否，都被作属瑰代文化一一文化中国乃其中一倔重要

不一棒，其差翼太大很黠予以概括.代潜可能是其中的一倔因

素，但其重要性仍比不上民族政策、他伺所生活下的法律惶

系、教育和商棠的模舍，遣有封待傅统文化值值的患度不词，

也是彼此之前崖生差真的因素.一方面，作属中国人他伺感到

舒遇而自己也攘有一份自豪;但另一方面，在收留他俩的圄家

裹，他俩也有打算不真贾表露自己莘裔性的想法.

舆此同峙，遣存在着世界上最後一倔共崖露领事下的强大

国家，它是锺蘸睛之後的接替者 22 海外草人也有不同的反靡，

透着他伺居住在什麽地匾a 在柬南更一一在此地匾很容易感受到

中国的力量一一存在着很大的正反搜撞感情.今天，封共雇主萎

的美麓承诺已徨少有人去作出反靡e 封"社舍主二羹市墙"的新

政策，许多人都很放心，它也使得中国越来越能被束南更政府

所接受。大中萃的提出不懂是焉有利可圈，它遗作出了共崖主

主是不久就啻消亡的承藉。假如造些情况费生，在其所居住国的

自由铿滴下通常受惠巨大的海外辈人，他仍将舍更加没有障硬

地去铿离、投资於大中萃，以至於攘他俩的孩子去事霄漠器盖

把它作属短清军营展中的主要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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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丽，不管他伺封政治大中草抱有什磨攘的期望，海外辈

人封未来放没有控制回封中周自身来就造大是-{雷同题，封海

外草人他俩各自政府在其外交和安全方面的软策来就也大是…

倔向题。黛言命如何，文化中国更能被接受，他1f"j自身去泱定封

此作出反靡也鞍容易。在重振文化大中萃的苦多屠面上，都能

得到接受。造先有一倔最基本的屠面，即罩越热爱韭属中国的

任何柬西而自豪，徙文字到语言、虱俗、宫盲目、食物以及有商

中固的消息阔始，幸在圈包括加入辈人的组攒韭参加他伺所有的

。
町
时



匡
域
坷
F

全
球
视
野
·
每
外
蒙
人
舆
中
圈

''4gtb-F 

时
叫
时

组成部分一一全球化的一部分而闰穰被周注 27 丽非藉盲的基街

和表适可能舍更有力.结童和音柴可能只舍偶及封此有清楚撩

解的少数额隶，而重影、重挠、整像和其他形式的技街尉舍崖

生更大的影警 28 一旦文化中圈在它的各锚领域内出擎，带着

神崩活力和高技巧，那麽今天的海外辈人就没有人啻速黠它的

魅力，主是乎没有人能拒艳它封他俩的召唤.

上面造些穰握的看法，是假定固於中国方面今天大多数海

外草人的透视部报道近，他伺封通去主是乎没有什麽感贵，雨同

峙又有一些较近的舆趣，他伺封喜散遣是不喜散做一伺辈人少

数民族有着一些直景.此外它遣假定，海外草人已赢得承韶的

那些国家，舍相信在其辈人少敷民族社匾内不宵禁生暴力，信

任适些社匾封中国所抱有的那些藏念和感情.但适在许多国家

盖不属寞，特别是在里洲大部分的回家裹，尤其是在柬南~.

甚至是在美洲和澳洲的移民国家裹一一在适些菌家公民的宽容和

保撞自己的法律舍攘辈人少数民族吏能自由地保持孽人的特黠

一一主流文化的强大镜泊僵势也能封适些移民的後代伺崖生巨大

的整力 29

造雨穰假定必须饼列起来，事宜之一是海外辈人的应史巳

有好是百年，事蜜之二是多数海外辈人居住固的政治在二十世

缸中已得到成畏接展或已JJf短激造的壁化.今天没有一倔研究

海外辈人封大中辈作出反靡的，能绚忽略应史背景壁化的重要

性.本文将考察最近摩史上的雨倔罔题，它伺可能封今天大中

辈封海外辈人崖生的影誓有所悍费.

海外辈人想要知道的第一倔同题是，迄今属止大中萃的成

功，是否是由近来中莘人虱共和国的封外和纽清政策草草费所泱

定的J 适些辈人希望大中革的前景鹿依靠於适攘的政策:有一

锢穗固的政髓支持它，盖有其它力量的政策能使它保持不蟹，

第二锢罔题是，大中萃的适穰费晨，是否是在全球理清和政治

瑕境下不可更改的一程结果，在适雹瑕境中三{固政撞(中国大

睦、台湾和香港)全都没有其它的逮撵，而只能用他俩已铿蜜施

了的那些不同莓式，去提高中国南部组携带的费展.如果造些

改费是根本性和永久性的，它仍将深速地影警海外辜人封大中

草未来的能度.

属了回答造些同题，存在着一些JJf史的相躏要素，大隆中

央政府新近的政策藤怎接去和更早期政府的政策作比较?造穰

壁化能在多大程度上表明，它在根本性地道向稽定政策，能在

适锢地~雄持新的平衡?在面酶新的世界秩序或者至少在面封

新的地匾阔傣畴，中辈人民共和匮在未来的赞展上有多脆弱?

不同的海外辈人群理封大中革所持的概念，都取泱於辈才造些商

题的回答。不同的群髓在他{内各自的领域、国家和地匾襄，也

静需要封他伺各不相同的角色重新部载。一锢充涌理清洁力的

大中辈，始他伺泱定在大中革中腾要做的、给他俩封各自政府

的效忠、给他俩封自己族群性的感情舍带来什麽攘的影馨呢?

本文的馀下部分，将首先隔注海外辈人封中国野待他俩的政策

的铿庭，试圈把目前的肤况放在速景中考察;其次，将甜言命一

伺成功的大中草舍影誓不同海外辈人群的方式，前揄他侨辈才他

俩的民族和文化部间、他伺的政治和组清未来所作出的泱定.

中国盟家舆海外辈人圈

封清代最後缉十年前的上摆锢世古己的帝菌政策没有必要去

辞摇研究.完全可以适楼前，徙唐代到宋代一直到元代，中国

N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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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借此他俩能掬再一次富强.造带给他例中的许多人以鼓

舞、理想主莞、和属国捐疆的自费 32 1895 年中国被日本打

败，直到 1930 年代中圄作属一倔主撞回家年徨一年地遭受了群

多侵犯，造加强了他俩的爱国奉献意谶.草儒(即倩居海外的辈

人)向中回投资四十多年仍不是很成功的唯一嫖因，是因属中国

遭受到了内鞍的苦慧和外固的侵犯.在整锢那段峙期，草儒投

资不懂懂主要是属了利j筒，而且遭逮速超出他俩猩利的耳黄黄来

支援中国的铿清 33 吉他伺器戴到在适穰瑕境下要想有所帮助，

投资於中国盖非是一f固最好的方法畴，苦于多人就在商外到庭挣

造模他伺能掬将资金匡回来支持政府盏力去捍衡中国.

1949 年以後，一锢统一、强大的新形象的中因代替了分裂

和费助的蕾中国.但适啻始海外辈人带来什麽呢?成百上千的

人返回来要重建他俩的祖国，但更多的人雕商中圈大睦去了台

湾和香港，徙适些地方，寻找可以接受他刑移民到世界的任何

地方.他伺中罔上百高的人留在了他俩遇去所在的地方，韭事

舍面封一{国新渴立的民族团家，特别是大量已组遣撵居住束南

豆的人。 34 赏美洲和澳洲移民国家的国内敞阔之畴，革情的新的

一代就去加入到早期的移民和他伺的小群髓中，其中包括相凿

敷量来自柬南亚的再移民 35

富要考查理存於大中草之中的信心和热忱之畴，必须要考

虑到海外辈人封强大的中国、弱小的中国、强大的中回适穰翰

回作出反靡的大致'情况.大多敬老一辈的柬南里辈人封遣军重匿

史都很熟悉.他刑的兄子和存、子伺可能也盟遍适穰常常被搞述

的商於中周封国外辈人的政策的故事，但造些人不太可能费此 j
f乍一系挠的昂纳思考.特别是在美洲和澳洲移民圄家中的人，

鳞，

舆其它直洲国家的倔人贸易是伴随着徙属於官方的自由贸易而

接展的，敷量徒不舍太大，包括於其中的中国人也永不舍太

多.但是到了十四世钮末莱峙政策有了重大的改蟹， 30 赏明朝的

制建者器属做生意的外圈人始中国沿海带来了混乱，便禁止锢

人和外国贸易以便有所好事事.造已是在有少数海外辈人社群出

现在柬南里之後一段峙固了.明朝禁止锢人海外贸易政策的结

果是，割断了适些社群舆中盟的聊罢。所有後来的翼易，就不

得不被瞬朝官府索密控制在手的官方贸易擂所牢牢掌握.

政策雄然己组明露真地被改蟹，但是中因境外敷目增多的适

些草人商人围髓，越来越多地和欧洲公司造行贸易，偶甫遗舍

被辈亲属效力於欧洲橡槽，由於中国商人缺少清朝涌清官更的支

持，而散辨i商人备p有他伺各自的政府在财政和军事上作後盾，

适之自植大的霞别，促使海外辈人的贸易顶脑和文化也费得成

熟精明.造使得他仍怨恨中国宫府封他伺不加看管，罔踌夹摊

着封歌拂i商人t疆有僵遇的靶羡.但适也始辈人社群带来了高度

的自立和自信。遣军重自信包含着封外团撞威榄槽的遍鹿能力 31

雄然如此，海外辈人愈加最企盼的部是有一倔强大的中国

来保撞他街来面主才有国家撑腰的西方人。不管是 1850 年代後的

清代，遣是 1911 年以後的中革民圃，都不能真正做到造一黠.

但是，西方藏事带来的黄困和分裂蛙然使它伺很贫弱，造商锢

政府遣是罹寞注意和富就提供外交支持，造是因外的中国人中
受到康泛的歌迎，在 1920 到 1930 年代，适些人在商隶方面的

成功，在财富方面的增畏以及衷心的感激之心，使得他伺感贵

正是海外草人，项在能拯救黄窍旦遭罪是孚蹂躏的中国，通通投

通通爱国主善和新的民族主萎，如果必要最可用革命的方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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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 1978 年改革後的中草人民共和圃，相封声令中瞿i理遍

都固和它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来瑞 其潜力已愈强大商且繁

荣，但是仍然庭在第三世界贫困的遗雄.

CG 囚徨到承韶业通度支持 CO，但出於防嚣被散迎投资而

不企求忠诚. I 

CO 再度增丧迅速，但他俩仍保持着同情甚至踊心;由於受

到良好的教育，他俩巳更遇靡圈外的瑕境，被大中萃的承器所

吸引但嚣中草人民共和团的政治髓制有保留 40

上面概述的 CG/CO 1I章程 只是野在中国政治强舆弱的翰换

碍期中中国政府舆海外辈人阔的相互隔舔作了一锢相凿筒罩的

描述.由此可得出一锢鞍清楚的海外辈人行属模式，遣军重模式

封中圃潮起潮落的政治同孚、中居野外和勤组槽的政策都十分

NUUY 

敏感.在他仍有了畏期的铿靡之後 大多敷巳畏久居住和本地

化的造些辈人，不太可能被大中辈理暗的费展所影馨，而更倾

向於等候新的蹄象出理 造些蹄象必须表明中辈人民共和团的

稳定，以及北京政府封拥整全球和盟域圃{系的能力.有一些最

富有的在香港有基地的海外辈人，野中国南部的组清表示舆趣

已有好多年了，主t表示颠意冒小草E圈内的凰除.到自前属止，

事寅是他伺更事颐，至少是自己酿制自己，通通他仍在香港的

基地做一些短期的投资 41 即使在政治、理清和财政方面始予他

俩最强辩的事宣言益服，造些辈人企棠家仍然受到愚浮於大中辈

未来增畏上的不可靠性的影智丽心存疑碾.

至於封一般的海外辈人来说，他俩已把自己分酷了出去，

倾向於去遍瘾他伺那非常搜雄的本地杜啻.不管大中革适攘的

槽想封他例有什麽攘的吸引，造程吸引也常常受到适攘的盟

甚至至今封此所知甚微 36 因此封静多今天的海外辈人束前，造

将有可能使他衔接解大中萃的出珉，误解新政策的形成，而造

些政策是散迎他伺曹助来重振中国悻棠造一空前事案的.

匿史的来撞去服可以营助我伺得知未来腾舍费生什麽，此

~不宣言羊加输述，但是下面用中国海外辈人摩程或者 CG/CO 摩

程造攘的街器，可以提供一锢自清朝向始後中国和海外辈人黯

f系的概略.

(一)徙 1680 到 1840 年代清帝菌的强大繁荣碍期 37

中圄政府 (CG) 漠不随心海外草人的命道;

海外辈人 (CO) 面晦着巨大的障碾，但是事舍了自足和渴

立，盖在商案上不断成功.

(二)上百年的穰黄穰弱峙期: 1940 年代到 1949年(贫弱的

清帝国之後繁接着是被内鞍分割和遭受日本侵犯的中草民国).

CG 承部盖支持 CO，但希望徙他伺那裹器求政治上的效

忠，以及徙富福的 CO 那襄得到铿清上的投资;

CO 的数量较快地增畏，革倚譬靡、中国的需求，德髓束前也

赞得鞍属阴心;他伺锺撞在纽渭上保持繁荣，但也封中国政府

连攘的失败感到生氟舆羞辱。 38

(三)毛潭柬峙代 1949 到 1976 年:强大的国家，黄菊的人

民，生活在冷战和美寐"中心平衡"的陪影之下.

CG 集榷但盖不顺利，在外交孤立和意戴形患迫使下封CO

探取了一雹煞效政策，若不加匡别可以说又回徨到了以前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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穰漠祖患度.

CO 面酶着新的障碟，重须事舍~楼自足舆短椅上的自治，

阔始费得政治上本地化舆蹄属化，若不如此剧捋被中国政治强

力所分阔 39



碟，罪竟他伺各锢黯屠己封新的圄家效忠，巴舆祖国有了主是十 也舍耀及，但不作属重黠，四属可以假定他俩的适些铿清行 大

陆 扇，是由他伺封自己已成属该国公民的新民族国家在政治上力
中

年的分醋。除此之外，他伺封自身的家庭和他俩的社匾所承擒
莘和

的羹捞也越来越多。他刑年韩持所受的民族主差者教育和里固 求康泛效忠所泱定的.本曹主要即是拥於政治效忠的某些方 血
全

球 的文化遍膺、能力，以及他伺债值髓系的摩登化，都已大大地增 面，适是研究的重黠.本文提供适攘-{器械舍，即通遇柬南 〉每

加了他伺和中国以及中国化的事物之词的距雄.蜜隙上言午多人 茧，尤其是通通北美和澳大利直不断增多的那些社群，去重估
外?晃

王在野
遣保持着他伺的漠言否能力，遗有一些人重新国始事雷漠器以通 造一同题.凿政治和程椅上的忠诚不再一致，且可能在一锢越 λ、

i每
膳目前大中萃的资展，但是她大多数的海外辈人己可能都承 来越周放舆国隙化的商棠瑕境中舍存在康泛分歧碍，新的情况

外 器，他伺己费失了遣军重语言的镇舍能力，而且盖不打算去兽，
就崖生了:所有海外辈人已靡泛地在全球第圈内作出贡献.

辈 不管今天的中国正在接生什麽 42
有阁政治上辈人分属 -f固群髓的群细描述，可在上述提到

人
造襄不是胡 CG/CO 1ff程在海外草人的意裁中是至高煞上

舆 的雨篇文章中找到。 45 适襄 只提供割分的一倔概略:
中 的，封置史上造疆阔锋的理解，盖不封海外草人封大中莘裴展

A 黯草人:此额相封来就是少数，已逐步在减少.他例都
国 作出反靡具有泱定作用。但它彭成了适模一倒背景，即海外辈

直接或商接地和中国政治上保持聊整 一贯圃注盖投身於中固
人在有可能作出撞衡泱定，白己打算以某些方式属大中革承措

羹茹峙，同峙也普遍伴随着茜慎和警'揭.
的命速前途.

8 想辈人: 此慧在各庭都形成了主要的一群，他例政踏冷

不断辈辈化的群键舆不同的反躇
静而且理雪，作属辈人少敷民族，属了取得自由的公隶行属，

他伺在各行各棠中尊心竭力工作.在政治笛圈中，他伺倾向於

任何研究海外草人的都知道，憧管本世纪来中国速届政府 探取限制自己活勤的低姿患，在贸易、喊棠和公隶捣舍方面探

舆具有国家主萎的爱自草人，努力去想把革儒例都凑到一起， 取回接的政策.

但一锢罩一的草人社群在海外部徙未出理遇.他伺封中回既没 C 颖辈人:他俩通常投身於新民族团家建放政治，债管自

有统一一致的韶言截，主才怎接去四幸在他伺各自尊居留之地也没有 己作属草人少数民族他伺封未来也把握不定，韭且永不知道他

就一的韶藉。不同的辈人群髓，封他俩在海外的角色有不同的 俩是否舍被作属忠诚的国民完全得到新民族国家的承韶.

理解，适已靡属人知。 结言命是，在柬南茧， A 委宣辈人啻越来越少，如果新的民族

大的工十年以前，在《中圄季刊)) 43 和《理代世界中的柬 政策蟹得文明造步 B 颖辈人也舍越来越少，而旨在反嚣草人少

南壶)) 44 ~妻表的雨篇回於柬南茧辈人的文章中，我就提出按他 敷民族的歧槐政策的取消，则鼓舞了 C 想辜人加强他伺的效

伺的政治行昂，可以把辈人割分属 -f团群髓，他俩的程漓行属 忠，其他的主要者封适略群髓也作了蕃搅 韭作了完善舆捕充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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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柬南茧圄家中，有人指出也可能存在第四颖群髓，造些

人巳被同化， B不再坚持被凿作辈人 47

如果三锢群髓的适穰割分(造襄不包括那锢第四群髓，他伺

已不承韶自己是辈人)，封下列同题有所接近和搏益:海外辈人

封大中革所作的一般由庵，他伺理在舆未来在本国内扇大中孽

所起的作用，造就看起来相堂有趣.我伺知道海外草人社群彼

此之国是不相同的，但适襄梅同题只集中在雨伺噩域或者就两

穰颈型的客籍圄家 (host country): 柬南亚的新民族团家，以及美

洲、澳洲造攘的移民国家.在造些圄家辈人社群都很巨大.

A 慧辈人

在新民族团家裹，徙香港、台湾或者中国大陆来的移民盖

不多，把自己和中国的命遥聊辈在一起的造一群人，主Z隙上已

比二十年前要少得多了，他伺主要由年老和正在费老的人所姐

成.而在那些移民回家裹，有相凿敷量的新移民是来自台湾、

香港和中国大睦，遣有来自柬南亚的社群.於是，在移民国家

襄越来越多的草人就匪合成了摞率的 A 颊辈人 .48 可以概括地

挠，在吕前有大量来自台湾、香港和大睦的新革{裔的地面，相

封於 B 和 C 黯辈人，我伺萤瑰 A 颊辈人的比例越来越大.

在那些踊心大中草资展的地方， A 黯辈人希望能属中国再

次强盛的潜势所鼓舞和激勤.他伺封中草人民共和国和台湾雨

方面都加以批辞，希望给大中辈带来民主和人撞.在新民族黯

家中，封大中革的接展他俩遣没有言靠自己做出重大的贡献，造

是因属在柬南直草人社群中鞍早、也鞍成功的精、音量来挠已超退

休，他俩在本地出生和受到教育、鞍少感侮、有可能被韶属是

。
啡
时

B 颈草人的後代偶已罐承了他俩的事棠，其中有些人甚至像 C

颊辈人那楼已完全器闰於适些新民族国家.

而在美洲和澳洲适攘的移民圄家中，新移民巳肚大了 A 额

辈人的陈伍，他俩舆铿演大中辈三{圈部分中的一倔或另一锢保

持着紧密的直接蹦絮，舆中圄大睦或者台湾甚至是香港，有着

强烈的感情上的雄整.雄然他伺中爵很少人有短裙资源直接来

支持大中草理峙的增畏，但是他例中固涉足於事内贸易巳攫成

功的保出企棠家巳阔始投资於中圄 49

把造雨程颖型的客籍圄家作比鞍畴，在移民国家的 A 颠辈

人，比那些来自新民族国家的更可能在大中萃襄扮演一覆政治

角色.在移民圄家，他俩中的大部分人是最近才来的，他伺姐

成了大中革中最有力的部分.许多人在科壁和技街领域已是成

功的事家， 50 适些新来者所具有的事棠上的成就，已使他俩能直

接封大中革做出贡献B 作属他伺适些香港人、台湾人、大睦人

的次一想群，遣包括了那些看起来有能力在每一匮域之商搭建

铿清之梧的人，他的在海外遣定的家庭中希望参舆大中草冒除

的每一{固人。在适攘的瑕境下，封适些新来的移民柬挠，他例

没必要公国地野中国表明任何 A 颊辈人那棱的政治忠巅，但是

一旦他伺感知到封中辈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工作有一撞特殊理

解，或者仍然和大中草程清中心有用露面上有更好的聊整畴，

就舍促使他例中固的一部分人在角色扮演上，超出他俩梧封来

主运人数鞍少所，膳估有的比例.

有趣的同题是，如果在二十一世缸，大中草不屈不撞地向

一锢强盛的"就一中圈"逼迫，在移民国家中造一群理舍费得

越来越大喝?由於大中革中愈来愈多来旅居的商人和事家，造

N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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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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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之阔的匾别可能已有些模糊.在不是很强烈反封捧入中国政

治的回家，而政治性融入和韶、同凿地民族主萎象徽的要力鞍小

而且盖不直接峙，封造些人不能像在柬南里新民族国家裹那揉

能明石在地予以描述.反之，在那些民族性和多元文化榷利受到

立法保嚣的地方，公阔属自己的革裔性自豪的 B 颊辈人，在思

考和行勤上都岗始越向於 A 想草人一造一颓已被来自就漠器

的台湾、香港和大睦的新移民所攘大 53 舆此同畴，在政治上参

舆和社舍上融入主流客籍社群梧封自由和阔放的国家裹，第二

和第三代辈人已舒遍地再移逛入了效忠的少敷民族裹，有黠兄

已颊似於鞍不安定地生存在柬南茧的 C 颊辈人 54 简而言之，

在移民国家的 C 想草人，在公阔活勤於大中革事费之中而且敷

量在增畏的 A 想辈人，舆大量自豪地成属忠言成圈黑的 C 想辈人

之阔，形成了一惘好像是在不断减少的中罔揩窟.

造襄封比一下移民国家和新民族团家中的 B 颈辈人舍特别

NhPLU 

有趣.遗虞於割棠者之列的那些人，主是乎没有人能像他伺束南

里同僚那揉富有，黑目前遣军重情况下去，他俩之中很少有人能

用像那些柬离主人能希望去做的方式，去封大中辈未来的费展

起到黄黄性的影警.宣隙上，在那些移民国家中，富裕的 A 颠

辈人企棠家，速逮比 B 菊辈人更可能成属投资於大中辈的成功

人士 55 丽富裕1É且强有力的 B 黯辈人大都是束南亚的一伺理

造襄许多的 B 颖辈人都韶蘸到了中草人民共和国在八十年

代铿溃改革暗所带来的良槽，韭通通香港造行投资，在至少雨

{固匾域(即香港和珠江三角洲;或者是香港和台湾)襄己勤大中

萃的出境作出了通度的贡献，同踌遭在中国南部短裤外圈舆他 f

伺各自所在圄家的铿稽之周建立了聊繁.随着大中革全部沿海

象，

f固群音量舍B彭~很大晦?他伺中国在美洲和澳洲出生且受教育的

一部分人一可能舍被割分到 B 颈或 C 翔的辈人，能把他伺徙

目前已建立起的舒通位置上事取迢来而言囊他伺舆 A 想草人)致

嚼?盎然，造主要取泱於他前是否能把表面上封收替他俩的回

家的患端，舆封大中萃的利益结合1茄拥;取泱於适些移民国家

是否能忍受以及忍受多久，造些穰族潜在分裂的因素和言表他伺

的公民去扮演适模一穰梧接舆矛盾十足的角色，次之，期取泱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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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i垦去四十年裹在全球镇域内相封周放的圄躁短裙是否遣将保

持，大中草目前费展的方向理在是否被索锁。否剧，在移民盟

因属他俩的孩子去寻

家的 A 卖主辈人可能舍去忍受那些在柬南里已 lff理遇的相靡情

况，他俩啻被追在数量和影譬上受减弱，

求融入一音量和新的本地韶同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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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
人
奥
中
国

B 摄辈人

属什麽在那些新移民回家中造一颖人媳是多数盖且可能一

直保持如此，是有置史原因的。舆早期的柬南亚辈人贸易杜群

的大小，以及他俩深深植根於中圈南部一一理在已成属理费快速

费展的重要地匾，有直接踊惊，随着他伺封"低姿鲸舆商棠圈

舍的国接政治，， 52 的偏好，他伺属情感和琪寞的商棠原西南封文

时
啡
时

以及理在活踞在化雄擎的承擒，很明颖，要封大中擎的横遇1

里太地匾多民族和交叉遗界的铿清因素作出反靡， 他伺是置身

媳之，他伺和 A 颊舆 C 想辈人各

於柬南茧的最佳人盘。

在移民国家中，在多数的唐人街， 由那些很多强盲目辈人民

族性的傅统姐撤就可以分辨出 B 颊辜人，但适些人在他俩各自

的社群中不太可能形成主流.



!;sit-J 

但是不管 B 蕉辈人是否封大中辈的成功做贡献，己增强的

大中孽未来舍改赞他俩的本性喝?他伺封收替他俩的圃家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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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忠言成舍强烈地受到考墩嚼?适些同题的回答是费化不舍太

大.在他伺本团至少四十年以来，他俩已铿探知到了什麽能和

不能的接受限度.(-B 理代的民族国家遣存在，黯域的结槽遣

在起作用，少敷民族的器同参数就很清楚 61 B 颊辈人徒不通於

挑鞍榷威，只通於封滥用政榷选行前街.在他俩在克察了本世纪

以来中国不器定的政治和程潢费化之徒，作爵新民族国家的悲

黄子员，他伺不舍因属有一锢恢徨中团{章大的前景，

雕阔自己戴苦挣来的地位。

而使他伺

N
K明U

蹬然如此，他伺仍可能舍受到他伺民族政府的攘疑和直接

鳖棍，适些政府媳是害↑自啻幅起一倔富裕、统一和强大的中

圄.造些辈人不得不表明他伺能掬抵制大中萃的甜言蜜裙，盖

担他例的储蓄和利漓都投资到他俩的所在圈，花大力氧努力使

他俩的政府相信他俩的政治忠就.另一方面，作属草裔， -1固

铿清上成功的中团，也缉乎必然地舍始他俩之中大部分人带来

巨大的信心，雄然遣没有到适攘的程度一一增强他恫姐娥去反封

各自的政府勤他伺的索求，然而，他俩适穰巨大的信心邵有助

於支持制定适攘的政策，器他俩的後代中保持文化上的雄絮，

甚至章固辈人少敷民族成员在克念.

C 摄辈人

二十年以前在柬南亘封造一颊人很黠加以定茬，在今天那

些新民族团家中封他伺加以石在定也仍有不少圈黠.在束南豆，

C 额辈人是指适些辜人:大部分在本地出生，在民族系就中所

更多的人阔始地噩的逛一步费展和封大部分内地揭放的展望，

自向他俩该如何来作出反廊.新资金投入的需求是巨大的.雄

然、柬南亚的 B 黯辈人企棠家，比其它任何地方的同僚伺攘有更

多的资金旦有更好的鼓偌去投资於大中萃，但他俩限制自己去

做自己所能掬做的.在此陪段，他俩舍聪明地使自巳明硅，其

投资不要超通他俩在本阔的投资，他俩冒险投资中的某些部分

要舆本地人一起合力去傲，遣有另一些则是得到了他仍各自政

府的允静的 56

他伺罹宣遣有利可圈，因属他伺中阔的苦多人，不管是直

接遣是罔接，都有选入家族聊票和其他辈人贸易锢的问徨.此

外，一些草人和他伺本国内的跨团公司以及他伺各自政府的模

槽和公司遣有珊整 57 造其中一些非辈人公司已固始接受他伺的

苦助和建藩，通:ì@ì适些公司，於是他伺自己能绚去做更大的冒

险事藉，而若只有他伺自己或者舆其他中国人合作，他伺就不

舍去做.跟随眉来西亚首相到中团来的随行人吴，即是最佳的

例子 58 在八十年代亦有颊似的印尼辈人大部分是 B 颊草人，

替去中团的商棠代表圄作需事。 59

然而，媳程来挠，他例在大中莘活勤上仍然保持着很大的

局促，部分是由於需要向收替他俩的国家表示忠献，同峙也因

属在其本国内也存在不断增畏的赢利投资模舍.柬南豆的带多

居家，特别是属来西豆、印度巨西豆和泰国，巳强烈泱意加入

到"小莲"俱集部，他俩需要得到他伺本国革商同胞的需助，

尤其是那些已罹立了政治忠就和自己成功保持翼易锢的 B 额辈

人。矮乎没有例外，在本地臣和本国内，造些辈人理在已有着

比大中莘所提供的更大和更安全的模舍，他例不舍徙造裹草草移

到别~去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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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号，他伺已虎在能代表较大民族事费的位置，能参舆大中萃的

事费.他伺封新民族国家的政治忠巅，营然没有妨碾他偶通通

香港穰撞投入中国南部的费展，也不妨晓他俩的政府舆中辈人

民共和国或者台湾簇前的赞遥捣定.黄擦上，许多适攘的草

人，具有特别僵厚的储件来用适程方式来属他伺国家服费.同

畴，在辈人少数民族圈惶舆民族政府之罔，他例也起到一锢擂

棵的作用，可以援和他伺政府封他伺将来是否效忠的惶怕.

大中萃的崛起封造些 C 菊草人可能舍有一些鞍畏峙期的影

誓.如果中国的接展以及该地匾有序商旦安全，他伺亦能扮演

一锢造攘的角色，去商停在他例和具捍街性的B想辈人之阔的差

真正建立起一锢忠诚而且符合圄内

情况的辈人少数民族本髓.另一方面，如果一锢富强的大中革

最後蟹得受到勤摇，他伺不懂可能腾不得不遗撵完全同化於主

去取得民族政府的信任，或因徨到缺少忠言威和平重性雄

撞的 B 颖辈人中去.

在美洲和澳洲的移民国家中， c 颊辈人的情况又不一攘，

相廊的各颊辈人在适些圄家定居下来业成属忠黄菌民，因黠不

韭旦在留居他俩的适些国家中他伺有着强有力的政治参

别，在每一锢造模的国家，

流文化，

N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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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舆.在每一黯情况中，所Jft&本地情形都有相凿大的差翼， c 额

辜人嬉是不得不封民族政策的壁化以及政府封大中草费生情况

的患度，保持警惕和敏锐.舆束南亚不同，造些辈人的数量增

畏快速可能将成属最大的一倔群髓，稽定地睦集了最近四十年

来来自台湾和香港的移民(及非法移民)，以及最近越来越多来

自大睦的移民.雄然有峙 B 委草草人的後代伺舍作周一锢大量增{

畏的小群程加入其中，但睡着目前的越势， c 颊辈人可能舍保

受到的教育，使他伺避揭了文化上探取保嚣的草人社群的那些

信锋舆僧式，而主喜借穰自己在更大的民族韶向中完全融属一

髓.在新民族国家中，民族器同仍有黠易壁然未充分资展，凿

地的辈人有可能需助新民族韶同的形成.以致适些辈人罹宣相

信有可能，他伺将在民族自建的努力方面给予鞍大的踊注，在

和
全
球
视
野

罐罐上放寞i罢撵那些能增强辈人社群自身的事藉.很明额，造

些辈人不舍被大中革的出瑰所吸引，不舍有舆趣去穰大中萃的

事棠更逛一步。 62

如果民族政策鼓励越来越多的辈人完全参舆到新民族的杜

舍和政治生活中，有可能造一组辈人在数量上渥舍增畏，在很

海
外

惹
人
舆
中

大程度上适攘的情况已铿费生。寅隙上，带多索强阁倍、仍然存

在，主要是因属本世记早期某些同化者的藏念一一造程1m念在五

十年代被柬南更政府康泛接受一一留下了适攘的健嬉:要罹韶挝

新民族国家的政治忠就峙，深深不信任那些没有保器拒施中圄

文化的辈人。所以舆适理现象相阔的地医存在着鞍多壁化，在

新加坡鞍特殊，辈人估居主髓，在属来西亘员才有着微妙的平

国

衡，相封来说在泰国剧存在已成功融入一髓的 C 额草人回 63 舆

另雨主要辈人相比， c 黯辈人封本地'情况更加高度敏感，他伺政

府封中嚣政策舆基捆的改壁 也使他伺更易受责黠.

也
啡
时

雄然如此，很明颖， c 颠辈人有比原来所想像的更大迫旋

适部分是由於在少数民族程颠方面世如已越来越搜雄，馀地.

部分期由於全球贸易系筑封民族事费已建立有遗界，而且更加

富有弹性。能言查明他例在政治和程椅上都已完全融入民族国家

杜群的造辈辈人，已赢得了他伺各自民族政府的信任，徙那以

不管是在私人遗是公共部不管是尊家、技前遣是商人，役，



匾 I , 持少敷，然而最佟凿新的移民诫援下来峙，即舍成属吸引大多

;|j 敷辈人遇来的群髓，它腾成属一锢比在柬南里更稳定的 C 黯莘
全
球
棍
野

人群.凿舆其它地方相比有更多的人消失在罔化的陈伍中峙，

C 慧辈人群在移民圄家的出瑰，膊舍被他伺各自政府寅行的多

元社舍、多元文化主羹和多元穰族圃家所承韶.

大中辈渲概念和中固南部短清静的成功，未必和 C 想辈人

群的平常生活有什麽蹋倍、.但是，他伺仍可以穰撞地阔注大中

萃的费展而替啻地国家服费.适些参舆舍否影警f也伺的政治忠

诚，真才各人舍有不同的反藤.如果营地的民族韶同感巳健全，

商造多元民族社舍仍是些又公平又和睦的，那座大中辈如何费

化不克得舍影警 C 额辈人的生活.他伺舍欣赏比鞍大的罔题，

大中萃的一髓化黯然是市境短清全球化的一部分，是支配今後

一切政治铿渭接展的一股不可阻撞的力量所槽成的回

电·

严
外
辈
人
奥
中
闺

很清楚，根攘上面的概述，属了研究束离主社群，因ØE理

海外辈人而造棱分三{国群髓舍罐罐起作用，造模割分可以解

棒，造麽多来自属来西亚、印度后西豆、泰国和菲律寰的新企
<:0 1 

~I 棠家，是怎接通通 C 黯辈人持孀增畏的短精力量，来属大中革

的萤展作贡献益也摸利於其中.封去晾解美洲和澳洲适些移民

国家来挠，遭不是太能罹定适撞割分能有多大用虞。封於有鞍

好资料的因家来说，如加拿大、美圄和澳大利直，遣军重ØE理凿

然就形成了和柬南茧的封照.罐管 B 颊草人在大中革事费中巳

有领域，但正是 A 想辈人现在具有使势， C 颠草人也具有一一

他桐速遗黯得更穰定和安全，他伺也比柬南亚同僚更能自由地

去加入大中莘未来的接展.

中国的匿史纪镰给大多数的海外莘人留下的，是封密切直

接涉入中圄内部事费保持着小心谨慎.但很重要的是，窟把多

电慧的草人舆每颠辈人参舆大中草增畏的多穰途徨匾黯阔来，有

造攘的人，他伺只狭窄地醋心中圄的徨典;也有造攘的人，不

管在哪裹他俩只技窄地回心少敷民族辈人社群的存活.但是所

有的海外辈人都，想在未来蛋展的罐罐造行中没有矛盾衙突.因

属如果融入大中辈失败，而其越成的辈人匾在造倡匾域内引起

了主要封抗，他伺舍一黛所攫失去一切.即使他伺露在不能直

接作出贡献的位置上，或徙中黛利可圃，他例也舍意插到大中

辈的崛起，是全球内意味深丧的一倔造步，它可能改塑造其中

每一倒人的生活，

* 本文英文稿原载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6 (1 993), pp. 926-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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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辍道是在香港辗刊中找到的，断断攘攘而且常常没有罹定

的消息来源，但始入稳定而连攘的印象则毫煞疑闰.

15 

充分茜明了

在珠江三角测投资的有拥资料巍乎每天都能得到，但在潮州、国

商(福建南部)和事波的较小省p相雷重要的一些商人圈髓也很有把

握，相信香港企棠家舍走得更速.

人
在八十年代中期，常台湾政撞周於雨岸圃惊的政策费生改爱的畴

候，台湾商人就己以香港属基地衙在前西.徙 1988 年以来，徙
台湾到大睦前罔的直系窥属拉阔序幕，台湾政攫封企棠家加强投

入资金差不多已然法阻碾.

18 

已封1992 年 1 月部小平南巡之後，香港商界在吴光正的带领下，

中国内地和北部的国放植感舆趣.

19 

徙八十年代早期起，封新加坡和属来西亚柬南重商人的系列前

罔，言量寅了他俩在理利的同暗也伴随着侮感.

20 

在整f园里调造仍很普遍和真黄，特别是在日本和韩国，在柬雨里

憧管有强有力的同化政策然而亦是如此.

21 

而柬南E1991 年以後西方媒惶越来越多的批辞都强揭了造一黠，

的辍道也峙畴演奏造一旋律.

22 

在海外菜入中出版的辈人辍额已清楚地挂明了造一黠，在北美鞍

多是造攘，在遐用字句方面需倍加小心的新加坡和属来西直也是
如此.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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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辈需中造有激烈的孚言命，特别是徙大睦来的受遇鞍好教育的

擎生和持不同政晃者，徙 1989 年後不懂在北美而且在香港和台
湾在辍纸和雄盖上都可以费程到.

24 

渲一额别的文擎作品理在已超很庚，大部分是在香港和台湾出
版，但大陆的辑站中亦有带多渲攘的形式.

25 

Claudine Salmon, ed. Literary Migrations: 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in Asia ρ 7th-20th Centuries) (Beijing: International Culture, 1990) 

造{囡嚣题仍需要研究.八十年代早期在新加坡通遇翻器来介

绍儒家债值的一系列翠措是最好的例子，晃 Tu Wei-ming , 

封印度E西亚和属来西亘在香港的政府领事的苟同，
造一黠.

16 

17 

26 

27 

数字和我的预算相费比，克 WangGungwu, "External China飞 inThe

Cambridge Encyclopaedia of China , ed. Brian Hoo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04-110; and its new edition 

(1991), pp. 8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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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 Yong, "Patterns and Traditions of Loyalty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Singapore, 1900-1941" , New Zealand Journal of 

History, 4.1 (1 970) 提供了适穰铿庄重的有趣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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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在台湾出版了回於世界擎倚在各国所做贡献

的期刊《莘倚站)) ，如果造些期刊所载一贯不是那麽不率罹的

嚣，则有用地提供了他伺成功的主己错.

7 

野

i每

外

Stephen Fitzgerald,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162-195. 

8 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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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带多幸在道，徙最矗勤到最平淡煞奇的都有. The Economist, 21 

November 1992 中的有醋辍道，至今仍是最有用的.

舆

Leo Suryadinata, "Chinese Economic Elites in Indonesia: A Preliminary 

Study" , in Changing l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eds. Jennifer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69-277; Richard Robison, 

lndonesia: The Rise of Capital (Sydney: Allen and Unwin, 1986), 

pp.27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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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ra Suehiro ,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Postwar Thailand: 

Commercial Bankers, lndustrial Elite, and Agribusiness Groups" , in 
Southeast Asian Capitalists, ed. Ruth 如1cVey (Ithaca, N.Y.: Comell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1992), pp. 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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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 Mah 日时， OwnersJ叩 αnd Control of the One Hundred La唔est

Corporations in Mal哼'sia (Kuala Lumpur: C>><,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82-112. 

12 

雪F撞辣， ((槌莘悟到辈人一一二十世妃美国辈人社舍萤展史)) (香

港:三聊香店， 1992)，真 392-416， 437-463.

13 

部小平在 1979 年 1 月的前间，受到了美籍辈人在政治届理不同

的摇待遇接，有苦多商人很欣愚地去拜访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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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noclasm, Holistic Vision, and Patient Watchfulness: A Personal 

Reflection on the Modern lntellectual Quest" , Daedalus: Proceedings 

01 the American Academy 01 Arts and Sciences, 116. 2 (1 987). 蔡志忠
的中国组典漫童集，徙豆E童的到不怎麽荒嚣的，理在已被翻嚣

成英器，被海外辈人的年青一代所嚣. Asiapac 出版的 Singapore版

本，很容易就起到了作用.

28 香港重影、雹祖和整像封海外辈人的影譬已靡属人知.

29 醋於造方面的曹刊越来越多.造一黯作品中最好的例子是 Joann

Faung Jean Lee, Asian Americans: Oral Histori，臼 01First to Fourth 

Generation Americans卢om China, the Philippines, Japan, India, the 

Pac泸c Islands, Vietnam and Cambodia (N.Y.: The New Press, 1991), 
pp.99-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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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30 Wang Gungwu, "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一-A

Background Essay" , in Wang Gungwu, Commun印刷dNation: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and Sydney: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and Allen and Unwin , 1981), pp. 43-57. 

31 L. Eve Armentrout ]\钮， Yen Ching-hwang and Mak Lau Fong 的三篇

文章最早明硅提出此黠， 克 Early Chinese Immigrant Societies: Cαse 

Studiesfrom North Americααnd British Southeast Asiα，巳d.L，巳巳 Ll'在 τ。

(Singapore: Heinemann Asia, 1988), pp. 159-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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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有两锢费生在英治属来亚和菲律寰的例子很有趣:克《大鞍舆

南倚)) (新加坡:南海中国救糟基金舍， 1974 年)，和 Antonio

S. Tan, The Chinese In Manila During the Japanese Ocωrpation， 1942-

1945 (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the Philippines, Asian Center, 1981). 

33 最典型的例子是隙嘉庚，克 C.F.Yo吨， Tan Kah Kee: The Making 01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又李登沉嚣本，八方文化出版社， 1990. 陈氏有群多衷心

的支持者，他俩都照他的例子去做，克 pp. 175-297. 

34 C.P. Fitzgerald, The Third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South

East Asia (Melbourne: F.W. Chesire, 1965); Mary Somers-Heidhues, 

Southeast Asia's Chinese Minorities (Melbourne: Longman, 1976). 

35 葬撞撞， ({徙萃儒到辜人)} ，十一至十二章;以及丹omChinato

Canada: A History 01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Canada ed. Edgar 

Wickberg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扰， 1982), pp. 204-267. 适

襄就北美所述而言.

36 在北美研究中国群幢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选展; Him Mark Lai , 

"Chinese AmEricpn smdies:A Historical Suyvey飞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 988): 11-29. 又晃 Wing Chung Ng, 

"Scholarship on Post-World War II Chinese Societies in North America: 

A Thematic Discussion" ,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 992): 177-210. 

37 清政府韭非始佟繁荣昌盛，其费海外辈人的政策也韭非始接一

致.参晃 Jennifer Wayne Cushman, Fieldsfrom theSea: ChineseJunk 

Trade with Siam During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1993), chs. 4 and 5. 

38 Yen Ching-hwang, Coolies and Mandarins: China 's Protection 01 
Overseas Chinese During the Late Ch'ing Period (1 851-1911) 

(Singapor巳: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5). 

39 克 Cus捡回n 和 Wang 的一些文章， Changing Jdentities 中提供了一

些例子就明适段踌期中在柬南_s::;:所费生的'情况:如 J .A.C. Mackie, 

Chinben See 和 τanChee幽Beng 最引人注目的那些文章 (pp.217-260 ，

319-334 ， 139一 164)

40 在本文的最後部分"不断爱化的群髓舆不!司的反膺"中到此作

了分析，又克拙文 "Among Non-Chinese" , Daedalus, 120. 2 (Spring 

1991), pp. 135-157. 

41 适裹有一些例外，一锢新加坡公司的分支 Sino-Land，以及一倔属

来西豆公司在香港的楼槽 Kerry 丁rading，在八十年代的中期就己

揭始道行大量投资.

42 香港、台湾、中国大睦以及西方漠主要家所窝醋於海外辈人的文
事作品，撞向於阔注那些封中文仍能挠、器和窝的海外辈人.封

於人黯主要家来就造黯得不太真寞，其中引人注目的是 G. William 

Skinner 封泰国的研究， WiJJiam Willmo忧封高棉的研究， Donal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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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属有了中国舆美固不断撞撞的隔惊，道有大量的美国漠擎家，

他伺封台湾、香港和中国大睦相营朦解，造些辈人可能盘不察责

他伺自身那麽有用.但不管是在美洲遣是澳洲，他例中岗的苦多

人是能多句促使其政府给以相凿的需助的.

50 

另除非有大量的新移民罐罐徙大中革而来，否则造腾不可避免.

一方面，要预溃~可能舍改委费展造程的新因素也很困黯.

51 

Wang Gungwu, 52 
J、

有封加拿大的估测， 克 Wickberg， ed. From China to Canada , 

pp.244-267. 稍有不同的是在澳大利亚，晃 Marig Loh, Sojourners 

and $ettlers: Chinese in Victoria, 1848-1985 (Melboume: Barτadene 
Press , 1985). 

克 Min Zhou, Chinatown, pp. 219-233. 造裹用了妞的的例子，53 

54 

真 437一467.

我遭不知道有任何适攘的例子:一惆柬南亚辈人企棠家在不管是

台湾遣是中国大睦裹，所投资的鳝舍比他在他本国所投资的更

多.首然，要判定其黄金是否再移到香港其後作属香港投资再投

资於中草人民共和国，是自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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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ehiro, "Postwar Thailand" , pp. 54-57，始出了舆许多来自日本、

德国、英国和香港跨国公司在事班上合作的例子. Heng Pek 

Koon , "The Chinese Business Elite of Malaysia" , in McVey, ed. 

Southeast Asian Capitalists , pp. 127一 144，有许多舆公共事

棠公司有密切聊嚣的例子，同攘，在适部揄文集中， Richard 

Robison, "Industrialisation and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Capital: The Case ofIndonesia" 用提供了来自印度启西茧的例子.

57 

Asiaweek, 23 June 1993. 

在 1987 和 1988 年舍晃了雨锢印巨代表团.

在桂 58 的文章也表明了造些企案家在他伺国内所攘有的巨大槽

舍.有隔海外蒙人在大中擎中所做的事藉的幸在告，底和他俩在回

到自家後所做的事费造行比鞍，例如，我伺~鼓封 "SE Asian 

Chinese Head for Home" 造份辍告加以警髓，克 Asian Business 

(April 1993)，如果它韶属像 Lippo， Kuok Group, Charoen Pokphand, 

60 

WilImott 和 Mely Tan Giok Lan 封印臣的研究， Judith Strauch 和
Tan Chee-Beng 封属来西茧的研究.最近的研究黯示出，越大多数

第二或第三代的蒙人正在丧失他伺用漠语交碟的能力.所以，

Maurice Freedman 提出需要有阔再漠化的材料，克 John R. 

Clammer, "Oversea, Chinese Assimilation and Re-Sinification: A 

Malaysian Case Study" ,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01 Social Science, 3.2 

(1975): 9-23; 又参丁an Chee-8e吨， The Baba 01 Melaka: Culture and 

Jdenti沙 01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in Mal哼'Slα(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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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Gungwu,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 The China Quarter今， 43

(1970): 1-30; 又晃於 Community and Nation (1 981), pp. 173-200. 

43 
i每

Wang Gungw口， "Political Chinese: Their Contribution to Moder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Modern World, ed. 

8ernhard Grossman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2)，又克 Wang

Gungwu, Chinese Overseas, pp. 130-146.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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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

《徙萃悟到草人》望F攫挠，55 

56 
Wang Gungwu, "Chinese Politics" , pp. 4-6, 21 … 30; "Political Chinese", 
pp. 132, 139一 146.

45 

中

回

Loh Kok Wah, The Po/itics 01 Chinese Unity in Mal可'sia (Singapore: 
Maruzen Asia, 1982) 是最好的例子.

46 

Charles A. Coppel , "Patterns ofChinese Political Actiýicy in Indonesia" , 
in The Chinese inJndonesia: FiveEssays, ed. J.A.C. Mackie (Melbour卫e:

Nelson, 1976), pp. 19-76. 

47 

58 

59 

造穰现象的群细研究已阔始萤表出版，例如回於妞的的雨部新

寄: Hsiang-shui Chen , Chinatown No More: Taiwan 1mmigrants in 

Contemporary New York (l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和 Min Zhou , Chinatown: The Socioeonomif: Potential 01 an Urban 

Enclav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再撞 Bernard

Wong 研究姐的萃人社群的 Chinatown: Economic Adaptation and 

Ethnic Jdentity 01 the Chin臼e (N. 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2). 

48 

H.M. Lai, "了he Chinese Pr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since 

World War Il: A Diversity of Voices" ,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αnd 

Perspectives (1 990): 107-155.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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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亚太医域的地位:

寻求盟友典伙伴
一

中圄铿溃费展在遇去二十年中的需人起镣使之在二十一世

在己将接捧一穰全新的作用.煞揄揉用何穰楞主在衡量，造穰徙中

央音f割髓制向鼓励私营企棠费展的理制的事事蟹，其影辑是不同

凡誓的，舆"律大的煞崖陪级文化大革命"的藏狂相比鞍，所

接生的一切筒直令人黯以置信.结果是，世界普遍把中国越来

亚太地匮更是如此。越祖属-1国未来的大团，

封於中国成属束豆和柬南里具有支配力的国家造一黠巳石在

圄镜造一黠出境了各程捕定煞疑，只是一惆峙罔谭旱的罔题，

适些揣摩使中团向题凸现出来， ~p 中回黯其葬在国槽成潜在摩。

造属中羁是-1困地医霸撞~家和可能的搪强性帝国.的威膏，

在造一地臣的作用投下了一窟陪影，盖有可能影警中国人自己

在一锢瞧不充满敲意部充满疑虑的世界中如何看待自己作用的

方式。如果普遍存在适撞看法， 理贾的作法是直接面封造一向

然後再我建蘸首先把失学、黠放在中因威啻言命的外部看法上，题，

商注中国自己如何看待自身，特别是在自己被视属一穰威蕾的

雨者封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可能费撑的作用都具有重要

257 

背景下。

的影譬.

Bangkok Land 适攘的公司，把他例大部分的资金都拿到中辈人民

共和国"带回了家"的器.如果它果真如此韶属，那麽 Ian

Stewart 在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2 May 1993 中的故事 "Wrath

of Asia as Chinese Venture Forth" 则有公平的辩明.

Ruth McVey, "The Materialisation ofthe Southeast Asian Entrepreneur", 
in McVey, ed. Southeast Asian Capitalists, pp. 7-33. 封那些孽裔企案
家在柬南亘的成功率措做了来撞去服的分析.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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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志明(属来西亚)和安多利直. S .牒(菲律蜜)的研究伊i子黯示

出造攘的情况已铿费生，收入 Jennifer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Changing Identities, pp. 139-164 and 177-203. 

62 

泰团的例子可克於Asiaweek， 23 June 1993, "The Growth Machine [of 

the Chearavanont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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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三世纪将中留北部和中部的交乾各囡筑一起来.封草南

的征服部分是由於秦罩在向其南部大都因楚固领土造罩暗一鼓

作氟所造成的.但一旦帝圄罩陈抵逮海岸，撩3晨随即停止.

那之後，草南的各民族逐渐通通贸易回练和漠族的道徙而

中国化.适穰遭徙部分是由於外部进牧民族主才莘北平原的入

侵，徙而出理鲤清瓦解而造成的.南部漏立的"帝圃"繁荣起

来，舆外部王国的贸易大有接展，包括外交和海事苟同.中圄

人用封建的革藻前最把槽物 (gift) 就成是黄物，把交换 (exchange)

税成是赏赐，以描述造些主要的贸易照像.适程贡物和黄踢的

说法演逛属朝黄固髓系。遣军重音量系是一手重大隆心患的突出髓

瑰，它将自己定位於封付北面的融入而封於造行海洋探除没有

始毫的舆趣.唐朝碍期 (618-907)，革南已成属中囡文明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部没有出萌向南的领土撩强，中国反倒是失去了

领土;十世阻碍，越南分雕出去成属了一伺渴立的帝固.

在退去的一千年，徙十一世在己到二十世纪，中国罐罐来带

是~於防黎、受壁制和商注内部事穆的肤患.其中的三百五十

年，中圃完全被北部的进牧部落聊盟所征服.起先是蒙古人，

需後是涌人，其国有工百七十六年的罔歇.在大的五百多年的

峙周内，中圃北部的那一半一直由非漠族的中国人统治着.清

朝踌期 (1644-1911) 土地遣界有通延展，但主要遗是延伸至先前

其管辖的地域或中国先朝统治所逮至的遗雄地带.值得注意的

是，在蒙古和新疆，的石在出理通征服的情形，造一方面是封封

俄国向中里和西伯利里的推选作出回庵，另一方面是出於章国

其不太稳定的北部和西部遗界所宣施的防费措施.封於在西藏 f

器求宗主榷的要求益非直接了凿，但适穰要求在十八世钮得到

我将徒不同的角度来探前中圄自己的藏黠.我要提出的雨

锢舆此相髓的同题是:在隶多的民族国家中，中国啻徙民族国

家的角度看待自己的作用盖以)锢超大型民族圄家来施展造穰

目益增畏的撞力嚼?中国的文化傅就如何得以徨舆或改造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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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辈?中国在本匾域的地位舍具有何穰影警?

首先是中留威啻袖的外部酿黠，把中国祖属一程威啻有主是

{国主要的理由:一倒是基於封中固曾具有在更洲羁雄帝国M史

的国旗;另一但是基於造模一些估苛，即如果中国纽清罐罐婪

展，中圈将如何违用其时富和撞力.其它的都舆我所提出的中

国舍如何看待自己的雨锢罔题相圈。本文将在後面回答造一黠.

重才造些新威鲁吉命，

中国威普瀚海
外
辈
人
舆
中
国

一倔反徨童提的主题是中国在本地匾恢徨其傅统的朝黄圄

音量系，挺然是在理代的锅提之下.黯然，庐造穰封中国的畏理出

自於封中国应史的国藉。造使我伺提出适攘的同题，在造f固帝

国形成、建立和章固的三千年中， -{国搪强主萎的中国的撞撞

是什磨?等致被提属"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之基睫的朝黄圄髓
∞
山
川
叫

系的作用是什磨?

徒公元前二千年至公元十世在己造→畴期，存在着雨锢渴特

中固的北部和西部遗界残缺不全，鳝乎没有防街可

而自秦帝固於

的接展.

言。移勤的疆界腾黄河山谷定唐性的晨棠地富舆进牧部落的乾

草原匾域分隔商来.向束和向南，有攘展的空阔，一直延至海

洋。那理搪展阔始於贸易，但公元前的第一锢一千年的居家影

成遇程等致了至少三百年持鳝不断的内部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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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五十年的分裂肤腾，造倔罔题使中国在舆美盟和日本的外交

阔镇中存在着深速的分歧.

(2) 西藏:造不是一锢具有太多事器的领土罔题，而是一锢

少敷民族榷利的向题.它有可能舍使中国罐罐属於文化和道德

上的尴尬境地.但应不是一锢超出巳组被承韶的中圈遗界之外

的撞展同题.

筒言之，中国的摩史业没有属撩摄主羹中嚣的揄据提供任

何令人信服的建攘.援引某穰朝黄圆髓系不懂曲解了适倔髓

系，以暗示强榷和潜在的攘*主羹，旦完全舆暗代不相通宜.世

界已费生在大壁化.在民族国家的国隙髓系中，在市堤姐滑的相

互锥存的铺路下，回徨到建基於封建罔馁基髓之上的某军重朝黄圈

髓系的任何企圃都是知法接受的，即使封中国人来挠也是如此.

不遇，存在着新的闰题，所有适些同题都涉及海上事端.

造是中国通去徙未表琪出任何舆趣的某穰傅挠的束西e 我所指

的是固镜南中国海和束中国海的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的焦毫

N
。
』

群岛所存在的孚端.封海洋所费生的新舆趣崖生於其数世§己以

来畏期忽祖舆海岸、海洋相阔事挠的痛苦教苦11.正是由於忽握

了海洋和海岸事菇，事致了中国人在藕片乾事中属英国所楼

肢，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纪之辱.辈才造些新孚端的考察部靡凿把

造一回素考虑选去，即此旗罔题在中国匿史上是燕先例的，它

伺是圃擦阔倍、中的理代罔题，中国须以世界所能接受的方式虞

理造些同题.

1972 年和 1996 年费生的的焦岛抗撞事件表明，如果中国和

日本都想控制事踵的接展，造穰罔题要想得到遏制是何其容

但如果其它更具寞黄性的罔题使中易.向题的本身盖不重要，

了落寅.另外，在元朝(1279-1368) 和明朝(1368-1644) 期罔，

其遗界向南推选至霎南.望於反浦威啻来自那成功(稿之属回姓

名更潢属人知)，清朝於十七世钮将其镜泊延至海峡封遇的台湾.

整锢造锢峙期，所有的外交阔傣都是通通朝黄国髓系蜜琪

的，造f国髓系作属控制封外贸易和保持最低限度的遗界安全的

工具而一直费捧着作用.族音量系徙未被用於领土搪3晨，而只是

被用来撩展自己的影警和程明中国自己整稿的地~宇宙之中 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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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法.该惶系属中圄提醒其掷圄尊重其中心地位提供了一程

方式.徙本贵上擒，该髓系被用来穗定理肤.重f於徙来就没有

封帝圈槽成最重威啻的沿海地踵而言，情况更是如此，造封於

中圄舆越南和朝鲜之阔的特殊阔侄来请是很阔键的.健管造理

特殊阔{系摩史悠久，如今的中圃，在朝鲜短暂地成属日本帝国

的一部分以及越南成属法葡西帝国一部分後，接受了造商倔圄

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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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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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辈人民共和囡也承韶了蒙古共和除此之外，家的强立地位.

圄的揭立.

新疆都

有所萎缩.主要是由於在章是孚上的失败，中圃封俄国要失了领

土; 1895 年由於被日本擎股(此後不久， 1904 年日本擎殷俄

圄)，中国的地位逛一步被削弱.中国被瓜分遇程和虚弱的肤患

一直持撞到 1949 年重新统一和中辈人民共和圄成立属止.除蒙

中盟的遗界寅隙上在蒙古、浦洲、十九世纪期阔，

ohvN 

其遗界和清帝国就治阵是相同的.香港如今巳回睛中

圃，澳同也将於今年四蹄.

中国遗界内佳存的突出同题是:

(1)台湾:适可以被说成是内乾遗留下来的罔题，但谷p是中

国的一倔棘手向题.主是一{固就一的後遗症离题，但由於存在

古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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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的作法所面酶的巨大困黯.居民收入的巨大差距，财富

分配的不平等以及全国不均衡的费展肤鲸都是有撩可考的.失

棠和半失菜大量存在，铿清军专展的薄弱瑕卸十分脆弱，特剧是

舆固有企棠结槽性改造梧踞的罔题隶多.中国将罐罐依赖於外

部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特别是来自香港和台湾的直接投资)。

中国受其追界的不罹定因素的影普也舍增多，包括许多不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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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事捞.

所以，封於中国而言，她封有必要格外商注保持自己铿漓

萤展的有利倏件.造意味着蛊可能畏暗期地罹保有一锢铿清增

畏的和平瑕境.造一和平瑕境嚣於中国的解西而言，意味着共

享强勤萤展的模舍，盖能雨中圄的组清增畏保持向步.如果造

雹相互依存的固保保持不墅，那麽，衙突费生的理由就舍大大

造是一锢非常大的"假哉降低.

国的良好内部管理相阁，盖有赖於中国具有一倔蛮行逛一步改

革的领事屠.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装锚和理代化情况如何呢?所有的

N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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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军事阔支的快速增援舆防繁性硬件的更新同步。

除此之外，其罩陈的前|镰和技街在不断升银.常然，所有造一

切都是在一伺鞍低的基睫上起步的，特别是凿我伺注意一下中

国人民解放军大部分仍然在使用着遇峙的罩事装借和武器，

伺就能理解适一黠.

造事寅黯然有必要罐罐予以阁注，但至目前属止，主要由

於美国具有壁倒性军事侵势及其在里洲太平洋地匮的罐罐存

在，其遇遗国家没有什麽感到需慌的.黯然，所有的圄家仰赖/

於自身的防费盖盏其所能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如果各圃，包括

我

日期保破裂，造疆向题就舍突黯出来.西沙群岛的情况也基本

相同，造是中国舆越南之商的1fl史遗留性事端，可以由中国和

越南来加以解泱而费需破壤地匾蹋倍、.如果以越南一定封，中

圈一定错的立境而言青求美国，或自本，或柬南.5l因家聊盟来探

取封中国的散封行勤只舍起到相反的作用.

至於南沙群岛，造裹倒是存在着真正的事端.造是中菌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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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南蓝商{系中最敏感的闰题。其特微在於，就有孚器的镇土而

言命，南沙群岛是唯一存在最重事蓓的领土，直孚言盖各方没有就

造一孚蘸造成tØJ器.寻5言盖各方均没有令人信服的摩史言己锺加以

撞蜜或由国隙法院所提供的依摄.所以， 1宣穰不罹定因素需要

事赣各方中的每一方选行多次细心鼓判。若庭理不凿，舍事致

造一地匾的陶f系紧强，但事端的本身盖不代表封中割的那圈槽

成威啻。然而，如果事蘸各方之外的大国罩方面宣摇其它封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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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群岛整丰再撞有主榷者更加具有攘有主榷的理由，盖代表他伺

就圈探取封封中国的干预行勤，那牌大大增加凰除性.任何似

乎具有封蜀中国的乾略桔盟都舍最重影誓言麦地臣的稳定.

研究黯示，

韶属未来中国是一穰威骨的第二锢理由是出於封适摄一伺

事寞的估轩，即如果中国铿渭罐攘费展，其是如何违用其财富
和力量a 中国的组清增丧啻使之成属世界最大的程清大国喝?

到二十→世主己的中期，她啻由世界第三踏居世界第一喝?

针辈才造一里占所作的各撞撞测是使人迷惑的.

财富舆榷力

NON 

它伺没能突出

族团就圈在里持列事主羹的政治架槽的同暗又强拥市堤铿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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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呢?古老的儒教帝国是建立在普世思想在克念和高度文化间

一性基睫之上的.封於大多敷中圄人来藉，存在着一锢儒教、

佛教和道敦的凋特融合，但遣军重情况至少在诸如西藏、青海、

事夏和内蒙古等省份部益非如此.如果探用那璋界定文新疆、

明的傅统方式，那麽朝鲜、越南在道德、宗教僵值和社舍制度

上的大部分融合姑果膳接使得造商锢国家的文化比中留遣疆省

份舆中国文化更具有共同性.

来，明颖的器撩黯示，以避自早期圄晦主主主(以共崖圄擦属代

表)之方式，共崖寞的理言曲家也承器理代民族主革是一支值得重

担的强大力量，中圄可以眉之.

一锢帝固如何赞成属民族团家呢?理代民族国家是徙西歌

MGU 

J1Ii泛磺展自来的，盖成属所有先前欧洲国家的殖民地遐撑，做

仿的政治形式。即使是十九世纪後期亘洲非殖民地的国家，如

日本、泰国和伊朗也器属现代世界不得不建立在民族国家基键

之上.一锢最属重要的例外是印度 其理立畴，如果像在大多

数歇洲因家那棱狭盖地界定民族，露自然，印度是一倔真正存在

崖生带多潜在国家的国家，黑似於一锢多民族的国家，

现代中匮锺承了一{固根深蒂固的帝黯 其中，估人口多数

的漠族以晨棠属生在此居住了若干世主己 其罔留下了进牧民

族、山地部落和森林地带少敷民族的痕蹄。在适{圄漫畏的若干

世纪中，漠族在人口数量上有了巨大的增畏，而少数民族群髓

中国，都或多或少地以一穰周放的臆度行事(现蜜的潮流正朝着

那锢方向资展)，不必要的恐惺和焦虑就啻减少，徙丽最终降低

费生公阔衙突的凰除.

现在的中国领事人盖不受那军重要克黠的影馨。我俩己组看

到，自 1919 年五四连勤之後，具有官方性贵的儒教已被抛萄] . 

自中辈人民共和国建立俊的二十年，佛教和道教也被拒雄.中

国古代文明中巍乎没有什麽被毛主萎的革命政府所接受.近年

我韭非想在适襄把事情遇分筒罩化.在中因舆其解圃，中

国舆美囡的阔像中的穰存在着繁荣出现的潜在领域，有必要封

此保持警惕.组舆好事立和危言聋嚣的言醉相伴而生的军偌兢妻

盖不是解泱问题的方式.就本地踵而言，由柬南盟国家聊盟所

刽立的制度，特别是柬盟匾域揄墙，就是诫少族解的很好箱

例.豆洲太平洋铿清合作输墙也可以作属促遥相互圃侥幸专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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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穰手段，造疆阔f系的费展舍促遥相互尊重盖有助於敏感和具

有鞍略重要性信息的交流.

中国舆器如美圄和自本等强国的定期接髓以及中国舆其解

踵，如印度、俄固和中壶的穆斯林国家之自接姻也十分重要.

如果歇盟，或至少其中的缉锢主要成具国搪大其在亚洲费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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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舆笛圄，造疆有更多相距遥遥的国隙伙伴参舆的情况舍大

大加强鼓地匮建立的安全锢锚，建立在属大多敷国家都接受的

民族国家髓系基睫之上的多逢周倍、舍诫辑美国所承措的负擒，

它舍以一穰不封任何罩倔国家槽成威啻的方式接挥作用.

一锢正常的民族回家

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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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舍作属一攘我伺回到中国如何看待自己造锢罔题上.

倔超大型和盛氧凌人的民族回家来连用自己不断增畏的力量封

别的民族团家槽成威啻嚼?中团组常被指控属行属翠止不像一

{固正常的民族团家，且被描述周一倔漠族文明圄家.造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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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恐惺.封於那些尚未通膺、新的市塌制度的人而言，造穰煞

所遭徙性可能更属强烈.然而如果造程新民族主羹由内部因素

所唤起，造就值得事赣.那些就圃代表适穰新民族主萎的最辑

销曹希望就明的是中圄正再次受到一锢外部强固的欺墅，造裹

所指的是美国.适些苦是否真正反映了大隶的情感是值得穰疑

的，但如果存在封中国知理的外部散棍，遣军重民族主羹势必成

属中辈人民共和国领事人未来泱策的一锢重要因素。

我俩期待适疆民族主羹者意带将更多地商注中国向何理想

型的圄家费展.漠人的统治(估媳人口的90% 强)是明明白白的

情况.但中辈人民共和国媳是暨辑其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利

益.攘宫方就昔，中国有五十五锢少敷民族群幢.依攘窟法，

不同屠级的自治髓和行政横槽巳铿建立起来.健管少数民族子

女舍事雷漠裙，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漠器作属中高等教育中

的媒髓语言，但不存在着民族同化政策.因此，中圄事黄上是

一穰多元文化、多程语言和多民族的国家.理代民族主萎的任

何费展都不得不考虑适→黠 盖需警惕它成属漠人舆少数民族

之罔费生街突和出现不稳定的根源. NGUV 

封於中草人民共和国最具有考验的情况巳有所撞顶.由於

中更诸穆斯林共和国份份徙寐聊确立出来 新疆成属最具敏感

性的遗疆省份.那裹的雄吾商人不懂舆都近的吉普突厥语的国家

具有共同的摩史和文化 且具有封伊斯商敦普遍而虔甜的信

奉.宗教活勤在新疆遗界盖未停止，言事适些信徒稿心如意地去

做遗锋的中圄人似乎也不太可能.正是在适究，民族主羹充凿

着费刃制的作用.北京的漠族镇宰人如何能纯安梅新疆的少数 1

民族盖赢得他伺封中国的向心力，造是封一{圄民族国家的瑰代

也章圄了自己的家国.用适穰方式向共和国的事事壁使二十世纪

的中国成荔另一程翔型的多民族国家.造{圈中国不像基本上按

聊邦制国家道作的印度耕邦，在那穰聊邦髓制下中央保留着相

凿大的造行干预的榷力.中国则不同，它是保留了高度中央集

槽的国家，造使之媳是寻求控制其疆域内的一切事藉。自七十

年代後期部小平寻|入理清改革之後，适穰髓制组应了重大壁

化。中央集撞大大削弱，搜蝶的中央舆省之商的圄傣似乎属人

伺所熟悉，但适穰搜雄的隐{系十分微妙且具有多重性.它悄盖

不取泱於法律和意法所作出的规定，而是部分地仰藕於共崖黛

的在己律和{国人舆非正式的赣辈。遣军重因傣正在费展，盖在适{国

国家的不同地匾可能形成不间形式，

堂?於造穰)锢大国而言，是否探用耕邦架槽舍速作得更好

一些?是否存在着重言行聊邦制的前景?要官方器同聊邦制和正

式蜜行聊邦制是不可能的.适棱做太有悖意脑，至少是舆雨千

年的摩史梧悖。但是，作出某穰必要的妥捕以有利於地方和省

假的泱策黛疑是可行的，特别是在时富的生崖方面。适些费展

的政治、行政铠果尚未黯现出来，有→黠是肯定的，适些接展

的结果不舍像在薪聘那棱事致中国出理危横性的分裂，也不舍

事鼓中圈出理罩自主萎的肤慧。造是中国在本地匾未来地位的

重要前提。把民族主羹作属一支国家建放前力量加以遥用情况

舍如何?新近有大量的作品提及一穰在民束中槌易替代共jfg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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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言居、嚣的"民族主幸言"的新精神。假定如下情况成立，即中国

封世界探取相封向放的肤患;中国社舍内部出理快速的费化以

及其组漓出现重大的重钮，适穰情况就不黯理解.强烈理想的

缺乏以及先前思想支柱的消失使中国社舍出理了焦虑，甚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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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傅兢

言要我伺回到中国用何程方式看待自己的第二黠上.我曾组

提出遍适攘的词题:中圄的文化傅毓如何得以徨翼或改造以面

四

封要麽中国槽成~膏，要麽中国受到威啻的新威啻揄?那霍傅

统封盟友和朋友具有何程影警?

背景是很明白的.多年的改革取得了需人的成功，存在着接

生文化蟹化的前景，造包括柴於向资本主羹事雷的倾向和尊崇

中圄厦史和崇尚中圄遇去成就的反革事镇向.在适穰反事事舆革命

雨疆倾向之中，前者目前在政策和自擦上估住了主等地位.在

表面的言辞之下，一堤更属深刻和持久的债值黠革命正在费生.

如果适塌革命不因属未来具有威曹的形象而使强大的都圈或那

圄集圄感到恐慢而受眶，就可能成属一系列不可逆畴的爱化，

缺乏强有力的统一思想封龄一锢霄憬於筑一思想的杜舍固

然是锢弱黠，但遣军重缺乏律可能是一穰耳目一新的费化，且可

能是一穰福音。值得人伺黯注的是，中国人民舍畏期癌於一罹

黛文化核心、黛共同器同的道德债值在E念的肤窟。徙表面上
N
。
h
v

看，在坚信社舍主羹和主要借完全走资本主主是道路的人之罔存在

激烈的事孰，两者都应於道德上的尴尬境地，但是，更能激费

人伺舆趣的是雨穰债值翻之岗的兢事方式 一疆是根植於中国

的道德一一精神和黄利主萎的混合债值在里，另一穰是带有泊来性

後者已同始赢得普遍韶同以及知戴

界人士的理解。

值管有人提出将儒家肇税部分地吸搜属国家宫方思想的傅

统地位，但即使有造稽可能性，遣军重费展要属中留人民康泛接

责卸具有理代意美债值草里，

民族主羹在中国作属一穗，统一的力量而不是作属一穰分裂的力

量所造行的重大考黯.

最後，筒罩地敲一下中国恢徨领土完整的同题.在遇去的

十五年中，其重黠放在香港同题上，澳同次之.香港是首倒通

通和平谈判固蹄中国的例子，造舍封台湾适{固有待回E量的最後

-{固地匾的未来鼓判庭生影警.但台湾是一倔更具有搓搓性的

罔题，需要有丧速的眼光，其舆大陆的整合营然不能操之遇

急.另一方面，在适{匪同题上也存在巨大的企敞，适程危险庄

生於台北内部的政治壁力以及来自北京的舆之相抵的力量.就

其所涉及的圄隙箱圈的因素而言命，美固和日本不容忽槐.估苛

失嚣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特别是情感力量在派别政治以及中菌

封台政策形成遇程中费生作用的情况下.

然而，最属麻烦的可能是台湾人的民族主萎的同题，以及

未来在台湾出理一锢民族团家，适舍舆强拥民族和文明特性的

摩史傅镜费生直接的衙突.一锢舆少数民族罔题钊罐在一起的

理代台湾回家的混念舍使中国走向民族国家的选程大大受到影

譬.诸如此额的棘手的离题舍驱使中国领事人在中国造锢多民

族的困家内回徨到更加强拥回家的至高摆上性的立塌上去.本

世纪早期，国民主量和共崖攘的镇事人都费现了琉代民族国家的

撞威.面封台湾同题，北京政府将寻求恢徨其轨政的前三十年

所享有的更大的中央榷力.在一倔圄家内，国家力量11於主事

地位的情况将封该回人民所具有的自由、民主要求槽成最重的

遏制。在适穰情况下，台湾同题以及其所具有的象徽性债值就

不懂懂是使用或不使用武力寅理统一的闰题，它遗臭有封中国

作属-{困境代民族国家的自我形象费起挑勒的可能性，韭激接

起北京黯以控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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榄啻.嚣此作出解费而组常提到的理由是，理峙的领事人希望

罐罐凿政，而自由民主封他伺具有危险性.然而，尚未寻i 起足

掬重棍的一穰藏黠韶属，一倔如此庚袤和黄菊的资展中国家，

攘有世界之最多人口，持Øl理代虚史之最重要的事事费畴期，它

付不起造行凰除黄路之代债。另外遣有一覆盖克黠韶属，由强人

孰掌之良好政府封於短漓的迅速费展更属重要.亚洲静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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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茜寞了造一结输憧管有很多强人把握不良政府的负面

例子.不遍，今日之中国已超具有鞍大自由， 1直不懂惶理在翼

易舆鼓手上，而且表瑰在言擒舆事向方面，造是二十年前所禁

法想像的。那穰自由舆更大的组横蛮展相结合共同蔚文化的费

化提供了可供遣撑的道路.遣军重塑化是否舍形成一程中团在二

十一世纪可以接挥的新的、有特色的作用将取泱於如何使之被

用来费展隶多的新盟友和新朋友.

1$&於亚太臣域的中国五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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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阔傍、中，存在着罹定盟友和朋友概念的摞章和草

周.中固徙其JJf史中镇悟到，国家罔的聊盟和友谊的石在要求具

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和器.首文化上存在不和商峙，珊盟和友商

可能是靠不住的。亚洲的许多国家越来越意撞到，此想厨f系中

的言行准用是由西方建立的.造柴草则源於欧洲某一特定的国

家制度演造而来的揭特政治文化，言主制度後来由十九世纪歌洲

文明的侵略撩强而傅播到全世界.

我曾建器中因理解盖接受适些擦章，将此作属保盖其主榷

和领土完整的一穗子段@中国己誓言式在商隙行属方面按强圆的

受也是不太可能的。许多人正在寻求遭捧和信敦的锢人自由，

造包括成千上高的重新信奉佛教、道教或信奉伊斯葡教的信

徒.中团的少敷基督教围髓睡在规模上燕法舆别的群髓梧比

但其虔诚之程度和其所具有的代表性足以提醒人例，在中器之

外存在着值得尊崇的剔的世界翻.在适些信敦的人中，许多人

就锢人居次而言，人伺可以徙渲疆馀模的、要求最格的

医
域
和
全
球
棍
野

感到，

儒家思1击中灌得令人辑奇的浦足.更属重要的是，造些信仰和

思想将啻找到真正的宗教的或半宗教的表造方式，盖使f自人及

其家庭困徨到比遇去去是十年更能享受精神生活的肤黯.

攘幸在道，在一倔摆磕定方向的费化迅速费生的社舍，由於

缺乏道德核心，故崖生了封毛潭束的念蕾错，锚，甚至巴铿有人

提到了新毛潭束主羡.捏造穰封毛氏退去的统治所存在的混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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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挠值得警锦.在不存在毛式或部式镇辜人的今天，造些新

的领事人不得不遇靡更多的理世的费化，特别是那些舆市境铿

造舆其说可悲，而具有南漫性的依慰只是一疆庸溜的表瑰，

清的持镇演造招伴所出理的各程费化黯锚的提出了各程要求.

他伺至多啻盏可能地去保留理畴的形式和架槽，盖逐步摒襄那

些已不再有用的束西.嚣事患费展要求锚翻适麽做，而他例又

没能做至4遣一情况畴，其公信度和道德撞威就舍受到侵触，

商量是重摸害中国希望最终所能费撑的作擂画

自由和民主舆理代民族主主是桔合起束的力量可以属新的文

ohN 

道

化巍剧的建立作出重量主.前者可以及阵主霍克後者之黛度，商民

族主羹即可属自由民主挂入更多活力，盘盈之提供一程更属集

国形成喝?所有的

至少在相盆景的跨向内不舍有适程

中的方向意言乱此穰竟至式之民主有

事贾表明，情理量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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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陷於被相互结盟，且贯中醒之散封强圄示好的一连串自家所

束搏的境地尚需峙日.

封大多敷中圈领事人而言，如果中国不具有舆其规模和摩

史相稿的地位，那意味着世界仍庭於不均衡默德.短摩了多年

思想、钊正的遇程主梭，如今中国在鹿理其舆姆国的商像上探取

了一疆寅用雨露活的方式.中国在本地匾理蜜外交政策的最重

要的目摞是交朋友和寻找真正的盟友.如果他俩在撞撞其成功

的程清改革的同畴坚持造穰作法，造就比较理想，如果他倘能

绚适棱傲，而同畴又不引起美国镶疑中圈试圈取代他伺而成属

具有支配力的地匾强圃，那就更好.

因此，其重黠是相凿明碟的:在圄内撞撞保持短清增丧和

维持政治穰定，造将属中固的遗界安全和稳定其舆都圆的回保

奠定基睫，三倔危险黠也是很明额的:将台湾同题圄躁化的企

国;朝群半岛以及寻求就一的努力可能崖生的不罹定的精果以

及试圃利用中国舆束盟圄家之罔分歧的任何企圈.辈才於上述罔

题中的任何一锢，美团和日本各自的作用都鹿予以高度的蹋注.

在我作出结输之前，我想粗略地考察一下造些同题.我已

铿在中国是否封本地匾和平措成威骨的罔题中提到通台湾罔

题.如果像美固和日本造攘的大国在台湾穰撞寻求圄擦空罔的

作法上直接或自接地予以干预，徙而蜀中国主罐和领土完整槽

成了威昔，造就具有不同寻常的性贺。低估外部干预勤地医稳

定所带来的威啻是危险的，健管美国和日本多次暨明其防荡安

排放黛意通用於台湾地匾 但中国人勤造穰防藉安排撞易撞展

同来仍抱有深信不疑的鲸度.如果遣军重情况真的出理，它就舍

使力孚将造一向题阪制在雨锢系列中国政治演员之周而作出的

努力落空。

属萄行事，韭已擂脱作属通去臣属固保基睫的等极藏念.但

是，大圆的国家制度本身已理费展了.因擦踊倍、理揄随着新的

理寞而费生费化.新近，冷串起的结束使商锢超极大圄所铿营的

中心平衡被消除.中圄深受造一费化的影警，特别受到以下造

穗思想的影誓:即世界如果不是完全仰赖於一锢超极大团--美

圃，也舍由其所支配.中圈人受到自身M史的提醒，首隶多国

家属榷力和财富丽孚奢畴，一倔强国一定得警惕另一倔就治其

它国家的强酶的出理.中国人雄不能磕信理寰的形势是否舆遇

去具有额比性，但他俩费现适穰思想在分析未来舆美国的阔傣
上具有需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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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度遍了八十年代的幸福葳月，那峙的中美厨倍、再好

不遍了. 1989 年天安同事件费生之後，美国的公束意克壁得散

封起来，封此，中国的领事人感到接奈.在他伺韶撞到适堤悲

剧是-穰倒退的同畴，他伺握之主要属良好管理中的一次暂暗

失读.敦市11得以吸取，错亲不得再重徨.他俩封於一些有影誓

的美国人在适整{回事件上如此不予谅解真正感到大蔚吃辈辈.

如今，静多的中国领事人器属，美圄造穰封中国崽度上的
事事壁反映出其试圃使中国罐罐保持贫困和不稳定肤患以雄持美

留在5í~姆就治之大斡略的一部分.他伺有峙韶蔚出於保持在造

一地匾的突出地位美圄没有必要那麽做.他伺封理代圃家制度

的理解使他伺韶截至t 在→{固要得越来越小，且相互依赖性壁

得越来越强的世界，由於理代通讯技街超极力量的粘合作用使

世界出境了苦多非正式的商棠性帝圃，街星团和相互罔日益紧

密的各穰罔倍、.有些中圄人更加器周美国舍依攘适攘的思路来

莹固聊盟商惊.要使中国人罹信适穰-撞髓系的秸果不舍使中

N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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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它伺己组表明，做到造一黠的最佳方式是使中国蛊可能

全面地参舆地匾活勤.舆柬南盟国家聊盟一道参舆涉及诸如西

太平洋，或亚洲其它地匾，或歌洲，或美洲等非本地匮性事藉

似乎是有益的.柬南亚国家聊盟成员固在诫辑中国舆美国和日

本的困黯踌练方面正~於费挥作用的地位.它伺似乎也韶撒到

适麽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如果猩得成功，造啻有助於中国接

受国隙制度的参照指楞，立在封其在世界事帮中萤挥更大更穰槌

t
A
ψ
B
i
t
-
'
t

卡

的作用崖生一穰鼓舞.

本文原载《亘洲言手言命)) , 第 9 期， 1999 年， 真 69-80，和《中国

社舍科事季刊)) ，第 29 期 (2000 年)，真 47-51.强定淮嚣，割宏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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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朝鲜半岛罔题，中圃封此保持着一穰低捐，由於适裹

的商但主角舆中国的国像是如此窥密(造不懂懂是由於地域上的

原因)，人伺啻需奇地费现中国在减低南北草草之爵的紧强阔倍、上

具有更属穰撞的作用。然而，封於中固而言，造穰形势具有十

足的矛盾性。它在朝鲜参加遇鞍事，盖舆北方周伍逮三十年.

後来它再向舆南方禁展密切的摆满踊{系主主撞裹了北方仍坚持的

中国格外需要揉用革慎的外交

区
域
和
全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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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 

阔醋政策.其地位如此之微妙，

技巧.如果有什E董事需要中国集中精力来庭理，它舍以高分的

敏感行事。造是否因属中国在傅就上就尤属注重舆朝群半岛的

蹋傻，或i查是否表明中国已器熟理代~家制度的外交手法，在

目前造穰暗段遣黠以否在定。其用微妙的方式来避免罢?在阔练和

衙突的出境是出於适摄雨锢原因.中国封其遗界和安全所存在

在寻求畏久而和平解泱棘手向题方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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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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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的危除具有特别的敏感性，

它也具有革慎鹿理的踊望.面，

中国舆所有相踊强国合作的能力黯示，其近期在柬南亚国

展的外交活勤舍沿着相同的政策费展下去.如果其锺孀封回隙

微妙同题革慎行事，适将有助於中国在本地匾赢得朋友和盟

中留在5.l 11+1太平洋组清合作揄唱和柬南亘国家聊盟匾域揄友。
叶
h
N

至於中自舆每{自国

家的赞追随舔，有辍道挠，中圈人在涉及主撞和文化尊最的同

题上已组表瑰出革慎性。如果造穰情况持壤，它将黯示中国原

意致力於支持和加强由瑰代国家制度所制定的国瞟淮尉，

墙的表理已组平患了带多封它的强烈批辞.

韭属

适程制度通用於地匮性情况作出贡献。

具有潜在富有之前景和强大力量中国将是…锢地域速商

之大圃，所以其韩国有必要建立制衡制构的模制以罹保相互之



手土舍纽带典自由:

移民社舍的这捍问题

我想以有酶陈嘉庚先生的主是句话来作爵本文的国始，我伺

封在圄擦社舍皇军名卓著的操先生深表敬意 I 他是一位典型的移

民黄棠家和慈善家.他在英属恩来亘政富，由於在营地的革儒

桂舍，同暗也在中国徙事慈善事案而闻名，尤其在他的故掰福

建蒂固南疆的地匡更是十分著名.他的重大贡献在於不值在革

倚杜舍，而且也在他例的故娜号|逛了理代教育.在本次苟言命啻
上，他把移民社舍舆理代教育聊要起来的事蹄也鼓舞着我例。

在适襄我就不再载他非凡的一生.他的事蹄已超挠遇多次，尤
其是中圄的辜者和许多新加坡和属来西茧的辜者。 2 我想向大家

推蔚穰嘉庚先生的自傅一- <<南儒回憧锺)) ，苦苦已由 A.H.

C. 沃德(A. H. C. 认Tard)、雷蒙德·朱 (Raymond Chu) 和詹巨特·

沙拉夫(Janet Salaff)合作嚣成英文出版。 3 另外遣有榻选接先生

的榷威性傅起《院嘉庚一一辈倚傅奇人物)) . 4 

我将着重瀚述睐嘉庚先生舆本次啻蘸主题密切相阔的主要锢

闰题.言午多人勤陈先生所做的一些事感到需音，韭封是什麽蝠

使他封教育如此熟衷深感困惑。有的人剧提出疑同，他究竟是

那倡踌代的典型或只是倔例外?如果不隙解其他人的所作所属

276 

和酶嘉庚先生的人生主要用，那膊很黯回答上述罔题.醺然，他

的所作所属盖不符合傅就.就像他封待他的企棠，知输是离

4 菜、晨棠，遣是工棠的患度一棒，他曾教育以及鼓立各极事校

的奉献精神燕疑是相宫激造的.他的目摞是使新加坡的革悟和

围南家绑的人民主善珉理代化，通遇教育来蜜理他的目的本身或

苦不是他的初衷，但院嘉庚先生用他的财富舆辫教育石在寞是直

接盖鳝乎完全属了黄璜适倔吕的 5

例如，他国於教育的理念，超越了他本人在集美村所受的

傅统教育 6 他徙他在新加坡渲攘的混代化城市的组置中事到很

多柬西，韶属孩子伺不懂需要事窗吉代铿典，除此之外遣鹿该

向最先逢的人事雷寅用的知青黄.在他的那锢畴代，他器属西方

的代表是在里洲的英国人.他韶属靡鼓鼓黠孩子伺去壁雷有回

事物费展的最新成果，他俐的教部必须铿遏苦"媒以通藤暗代封

所必需技能提出的要求，如果将来孩子伺要通~迅速要化的世

界，就需要适些技能。他很快就器言撞到商棠舆接受工棠培亩11 的

重要性，其中包括像高沽，舍苦和航海技街等科目。 7 同模他也

韶言撞到成人教育封许多属他工作而徙未受遇教育的人的意毒草.

他是最早器辙到女性受教育必要性的先疆者之一，特别是在中

国，大多敷女孩根本得不到上擎的模舍)他遣韶撤到外捂知摊

的重用意主是，鼓勘在海外生活和工作的人伺使用费言瓦然雨，

他封更高居次教育的大力支持也苦是适程速晃卓戴最好的例

嚣，凿峙他割辫了束南直地匾第一所正娟的革健中事，造所新

加坡南洋革情中事至今仍固名於世 9 在新加坡南洋辈儒中事，

以及稍後制辩的厦内大事，躁嘉庚先生都十分重祖事宵科壁，

特别是那些作属项代曹主要和工程事支柱的雇用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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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自相矛盾的政策形成了最重挑鞍.扇了雄撞其贸易和殖

民帝圃，英圄人需要萃倚，盖保留一定敷量的革倚，但他伺也

希望向化革倚，使其成属效忠於英圄凿局的新移虱.此外，英

圄人封属来就治者也承撞了羹费 保器尊重他例的模利.因

·
移
民
社
舍
的
这
择
阴
暗
地

此，盖不令人常奇，院嘉庚先生的行属佟究舆他俩的规则是不

一致的 12 在穰嘉庚先生努力使他的同胞突破蕾傅，统的地方，凿

局部部属太多的草倚社舍凝聚力是野他俩造就的多元社舍的一

f固威啻.

适使我封理代教育形成了一程翻黠，可以院嘉庚先生的信

念属例，那就是理代教育封加强移民社舍的国结和望富移民社

M
U可M
U

舍的生活具有重要的作用.他所取得的成就中的雨倔因素有助

於言是明造一黠黠.首先，他阔注海外萃倚拄舍怎榷寞瑰内部围

结以及他例如何舆其他草{裔移民社舍保持聊整.此外，他遗韶

昂，每f固革儒社啻都膳舆他俩的中圄故绑的人民保持聊~.造

就是社舍姐带的要素，遣军重要素使社匾舆菌家具有社舍凝聚

力s 其次，他相信正理教育的作用，适可徙他在羁来亚和福建

故绑磺檀舆辩现代化事校和大事上得到撞寞，特别是他揭力制

辩厦内大事 13 徙适黠上看，他可以税是一锢理代教育功效的崇

拜者.他充分器撞到教育可以加强社舍的整合韭泱定一伺杜舍

所需的何疆钮带，而且他更加商注新思雄和新方法的傅播，新

思雄和新方法的傅播可以解放年醒人的思想，因此封社舍自由

具有潜在的作用.

适雨伺菌素是我思考适次演请主题的出资黠. 自陈嘉庚峙

代以来，移民的璜境已超大属改善，在E凿今大多数国家裹，一

旦移民被接纳，就享有道徙和遣撵生活方式的自由.值管韭非

朦嘉庚先生意言撞到在柬南亚革情社舍，少敷属凿地出生的

孩子建立的蔷式事校中，老式的文化教育方法遣非常普遍，盖

辈ltl:仁琪象很不满意。造些事校的局限性很大程度上要蹄咎於早

期辈人移民领袖的自身性格和所受教育水平.封他伺而言，傅

镜的私塾傅授筒罩的商器、菁窍、算街以及一些规箱中圄人

不端在~内最是在国外，生活和行昂的债值要臣就巳铿足纳了 10

也静造些蕾式教育舆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宗教壁校所提供的教育

很相似。撩嘉庚知道西方人的教舍事校属了在年朝一代中傅播

基督教信仰是非常注重宗教韶文的.但他也注意到，燕言命在英

周恩来茧遗是在中国，教舍事校更造一步地向鼓了吸引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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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代主果程和膺、用器程.他黯既教育孩子仍尊重他伺自己的应

史和文化，向踌又言要他伺自由地事吉野朦蕾知裁槽成挑草立的新

旗手呈适攘的辫事理念甚属撞赏。

穰嘉庚先生按照傅，统的方式属他旱生徙事的慈善事棠打下

基槌. J室些傅就把封窟人的同情舆因畏期施拾行属而得到的社

海
外
辈
人
舆
中
国

ji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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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承器结合起来，造行施拾牌始施予者带来很高的社舍地位，

如果他伺原意的哥甚至可以掌握杜围的领事榷.用蓄地统治者

和殖民官具的藏黠来看，适穰领事榷如果适用得凿的器，将5毫

捧摄制於政治的作用.吉理代化目摞正在以民族主羹属形式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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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碍，适懂懂是社围镇导人追求充凿更加社舍化的政治角色

而逼出的一小步。 11

二十世主己三十年代後期抗自乾孚造入高潮期阔，革儒钦佩

操嘉庚先生，把他祖属成功的楷模，在他的领事下，草儒以舆

他俩费程愣费展所作的重默相同的方式参舆营地事费.但徙英

属属来莹的角度看，他成功地唤起了莘{爵的爱圄热情，用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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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同源文化地匾的移民，社舍聊擎的钮带韭不是一锢

最重的同题.

(二)在不同文化地匾的移民，建立社啻聊擎的纽带是非常

必要的.

(三)在遥遥哼眶的移民，有可能撞得遣撑的自由.

(四)加入凿地移民社舍的移民及其遣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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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颖型的移民不存在很大的遣撵罔题，我将作筒罩的揄

述.我把它蹋入於最常克的移民黯型，舆其他三穰期望的移民

相比鞍，或言午可辑属摞主在移民主自型a 简而言之，窜入伺移居到

舆他俩本身的文化相制的地匾，他伺生活在"文化近窥"之

中，被其吸收是自然的。虽佳然他例是庭在不同政撞的管辖之

下，但是融入宫地直在没有遇到很多困黯。造是一程最少痛苦的

移民黯型.在古代，黛输是印度次大睦、中盟、基督教歇洲，

遣是伊斯葡世界，不同圄王统治下的臣琵，即使越遇领地的遗

界，仍然可以生活在舆他例有相似文化的民族之中。其他的早

期生活在"文化近窥"中的移民例子是南印度和穆斯林的移

民，前者到先是印度化的、後是伊斯葡化的恩来群岛造行贸

易 17 焉来人本身也在群岛的各社舍由自由遭徒。 18 甚至佛教和

尚和法邮带着他俩的宗教信仰，通通睦路到中豆豆和中国，或黯

洋遇海来到柬南豆和高中国，然後在那裹定居，值管最格要求

地就他俩不是移民。古代中国儒家辜者移居到朝解、日本和越

南地臣，业需助傅播儒家事挠和中圈宗教雷俗也可言是是相制的

程匿 19

移民容易建立社盘睁辈辈姐带同源文化地臣:

都是如此.徙奴主亲身分的和不同程度非自由的移民，包括早期

的契的劳工形式，遇渡到自由和自膜的移民短摩了一锢相赏畏

的峙期.在遇去雨百年裹，一锢移民社舍的形成方式费生了很

大的费化.事致适疆费化的因素包括居住圄铿精倏件的改善以

及髓珉保撞少敷民族自由和榷利的新法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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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包括新移民更容易得到教育的横舍以及教育赁量

的不断提高.此外，新移民比以往更有可能徙煞端是穰族、宗

教遣是文化上都舆他例相同的营地移民社舍那襄得到营助，以

及接受有圃堂地肤况的建撞.堂然，居住圄也有他伺自己的要

求.比如在不同程度上;要求新移民在政治上效忠於居住国，

以及有些罩一民族团家黄行狭隘的同化政策，造也静舍使新移

民感到黠以通鹿 15 然而，其他圄家则不同，韶属寅行多元文化

政策更有可能逢到社舍融合.今天的移民或静可以资瑰，通去

一锢世§己的费化已铿事致社舍纽带和自由费生费化 16

同峙，

海
外
辈
人
奥
中
留

咽
'
与

B
t
·
-拥

妞带和自由是f固大题目，黯然接法在一篇演请中着墨遇

多.我所希望做的是徙鳝程方面来考查它封移民社舍的作用.

本文将苟言命杜舍钮带向题，造穰姐带是社舍和圄家封其成具的

要求.在此苟言命的新移民杜舍纽带是基於适攘的事蜜:在早期
。
∞
时

移民中男性估主髓，女性别在速，桔雨代人上费挥重要作用，以

及教育的作用.至於自由，煞揄在哪一倔社舍都媳是受到限

制。我首先阁注的是社舍共同髓容许其成具做出遐撑的惊件.

封移民而言，他伺接受何穰教育将最佟泱定他俩在逮撵接受何

覆社舍姐带方面享有多大的自由.属此，我将重黠擒述四疆黯

型的移民铿匪，盖主要以遇去造一世纪的革儒铿庄重爵例.造凹

程额型的移民短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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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属士革、偷敦、畏安、威后斯、热那豆和君士坦丁堡(伊

斯坦布甫)等城市，以及漠薛同盟的港口，吸引来带多外固商

人，以及他伺的家庭和侯人.它伺都是容忍所需的"移民文化

空阔"存在的例器 21 其它著名的城市遣有E洲鞍小的贸易域

市，如唐州、思六甲，剌桐(泉州)，以及十八、十九世担的孟

翼、曼谷、思尼拉、巴逮锥蓝、横挪噢和新加坡 22 造些城市都

属外国商人提供了徙定居到成属移民相似的储件，吉他俩的人

数逢到一定窥模畴，通常都接展成属重要的社 ~o

在柬南亚城镇和商棠港口城市有大量的典型案例.在那些

官僚统治薄弱的地匾，以及需要中圄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的

商人及工匠的地臣，则属移民提供了更多的用武之地.同畴，

造些社匾属了自身保嚣，向其成具精心灌输那程思想，即要尊

重强有力地雄要社舍内部忠榻的纽带.在那些苦11媒舆教育年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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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事校襄，重挠的是文化的速键性和黄用知被.因此，需要

登展固保锢路.随着社舍费得更加搜雄，在每一伺原有的社舍

襄都应生了不同程度的器同.在一些属年朝人丽放的事校，特

别是宗族和寺院事校以及穆斯林事校 都傅授各自的宗教事

就.中国人的私塾也非常重槐必要的技能和傅挠，因蔚造是商

棠取得成功所必需的.在适些移民社舍看来，遣军重社舍聊絮妞

带是必不可少的，封他伺的年辑人来说，别煞其他遣撵.遣军重

钮带可以崖生信任感，而信任感泱定他伺商棠冒攒的成败.适

些重?他俩的基本生苛和生存都固保重大.但他俩盖不是在理代

事校中接受教育.

遣有其他的情况要求移昆群理癌付初次遭遇危横跨要有不

凿英国人和法团人在北美洲遇到镇有散意的同的方法.例如，

煞言命如何，在早期，造程移民没有理由引起人伺的醋注，

也没有要求他俩必须接受正规教育.大多数移民舆吉地相似文

化背景的人民结合不存在什麽罔题.凿纽清肤况静可畴，他例

的到来盖未遭到阻力.商那些有家庭的移民周封他伺孩子接受

蓄地傅镜的教育，以保持宗教信仰和通鹿新瑕境感到涌意.

直到十九世纪後期，由於後工棠革命瑕境费化的国馁，逮捕不

断的跨团移民劳工才成属政治离题.只有到此畴，有踢不同社

舍的藏念才表理出来，移民家庭院始需要现代事校和正巍的教

育安排，因此崖生了不同的有踊社舍，钮带和遣撑的同题.但是

大键上挠，在~於"文化近窥"之中的移民韭没有事致移民社

舍的分裂，孩子伺接受的瑰代教育也有助於盖蜜他伺可较辑易

地加入到主流社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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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必须建立社亩耕辈纽带

第二唾情况是移居到不同文化地臣的移民，在那襄他伺舆

蓄地杜舍的聊票比鞍少，因此内部的聊璧钮带被提属移民撞得

成功的工具，适舆第一疆情况截然不同.苦先章程移民~於自

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不同文化地匾存在潜在的散意，他俩

的就治被部属是事制的。移民群髓舆之有着非常不同的文化背

景，强烈感到有自衡的需要.但是，在狭争的圄家部罚意满舆

起之前，造些地匾在→定程度上允苦不同的移民自由地管理他

伺自己的社匾。在限制的箱圈内，允言午适些社匾自行虞理内部

不同文化地医:

N
m叩
时

事藉，来雄章是其成具，以雄撞公共利益.尤其是庭於巨大的文

化、政治重苦苦章中心的繁草城镇更是如此，凿然造穰情况在蓄地

主流杜舍之外的地匾也是允静存在的.在古代，嚣属、 5211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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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挑鞍性的新思想，可能使年踏人摆脱把他伺柬鳝於桂舍的领

带.後者的费展摞言志着所有的傅统社舍国始陷入困境，他例的

年辑人必须靡付现代化带来的挑章是，

最近，伴随着以北美和西欧等摄演费逮地匿属主要目的地

的新移民浪潮，在不同文化和敬意瑕境中，纽带雨题蟹得更属

突出和困簸。石在寞，今天蔚新移员建立的现代城市事校，也始

他仍的孩子带来了更属尖锐的遣撵问题 25 但是，封大多数新移

民来荫，更大更直接的同题是，他伺如何被相同程族背景的苦

地移民社舍所接受。适锢罔题将在我被第四程移民的程摩畴再

加以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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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将封不禁遥遥速地匮的移民做些筒要的揄述，来说

明另一理移民的铿壁画在适些地臣，移民有更多的自由来遣撵

舆挂锚合，如何傲和做什麽来保撞他俩的自由.舆人口密集的

城市中心因文化差翼造成的繁强阔倍、不同，在遗速地匮，拓荒

者虞境所带来的挑斡封那些没有必要受公共社舍的束的冒除者

来敌更具有吸引力。但适穰移民至少可分局截然不同的雨穰颊

型.一方面，有些锢髓小商颠来到小村镇和晨村集市.那裹的

移民如果不是未被费瑰，也是非常罕晃的.另一方面，他仍可

能是前往国登原野的劳工陈伍中遣撵逗留下来的残馀人员 26 在

适穰瑕境下，那些自立能力和通鹿能力强的人才能得以舆旺费

展.例如，憧管他例也带来他例的社舍和文化准则，但他俩盖

没有把造些革则视若神明加以坚持，徙陌柬搏住自己。他俩懂

割造性地保留了属他俩麓孚成功所需要的那些值值醒，罔踌在

移民可有遐撂何程社盘组槽的自由遗逮士也臣:

印地安部落峙，他例不懂很好地佳绩起来舆他伺斡同，而且遗

建立了新的珊辈钮带，能而形成了新社舍.适包括重新罹立宗

教信仰盖勤土著傅教.到澳大拉西亚的英圈人也有造程情形.

在穆斯林世界，也可以看到以宗教属聊繁钮带的例子，如阿拉

伯人和土耳其人在他俩的帝圄内庚属傅敦，遣有穆斯林商人到

印度次大睦、恩来群岛和南中国沿海傅播伊斯葡教 23

由於十九世纪的大规模移民封理代国家性黄崖生的影誓，

摩史舞毫拉睹了新的一幕.西方的统治事致了整锢亚洲民族主

羹的舆起.随着二十世妃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正规教育越来

越重要，也越来越敏感，移民社舍的遣撵也壁得更加困簸，尤

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乾期罔的柬南直地匾.徙中国人、印度人

和其他民族的人在外圄的土地上雄撞他伺各自内部圈结的，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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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事事壁属在新确立国家裹，锥撞民族统一的纽带，造不再是一

锢自然的选程，所有的社舍不得不做出拥整，新的圄家韶属韶

闰於他俩的新民族是整倒一切的，至於封束南豆的辈儒来剖，

壁力是要重的.新国家封高度忠诚的要求是强烈的，造事致了

直接舆宗族和其它姐娥形式的傅，统纽带相儒突，傅筑钮带表琉
咕
∞
时 属移民社舍的全惶成具要求有一穰属 u公共利益而奉献"的孝

更不要就放襄行.社圈镇袖封削弱适栋的"孝行"都不情廊，

了。 24

在适{国事喜爱迪程中，陈嘉庚先生时理代教育的重棍，既集

中髓瑰在社舍可行的廉封策略上，也髓理在宣行适穰策略知意

悟崖生的结果上.他出於封碗代教育的狂热，将一穰搜雄的因

素掺合到教育中。他希望下一代掌握最先造的知谶来回幸在社

益加强他俩自身的兢孚能力.他或言午没有预料到， 接锦富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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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棠中取得成功，他俩就徙中国故绑带来了他俩的女人，造使

肃地塑成属更加密西的铜络.在那裹 他伺属孩子建立了自己

的事校，造也将加强保撞他俩自己社舍的能力.一旦悻件许可

适麽做峙，造就是他俩的遗撵 29 直到二鞍後建立了圄民事校，

国家政府封此探取强有力的措施，造穰模式才被打破，遣撵的

自由明黯地减少了.

适襄我想起了靡属流傅有阔中国"苦力赞成贾家"的神

器，适f固的神话使许多成属企棠家的移民封教育的重要性崖生

了穰疑。契约劳工，通常藕属苦力，盖不是那些著名的草儒成

属成功企棠家的摇篮.最近通通封成功的革情商人傅言己的揭查

g 
Jι 

表明，如果他刑在中国罹寞是晨民和酶踌催工出身，如果没有

杜啻阔像的嚣，他伺腾没有槐舍上升到适模的社舍地位 30 在适

伺世纪，石在黄只有有文化和受遇理代革文壁校的教育，他俩的

孩子才有榄啻舆那些出生於商人家庭和有文化背景的人兢孚.

简言之，封苦力本人来挠，生意成功取诀於他俩是否舆商棠有

家庭阔馁，或者税是商棠背景.只有以遣军重阔倍、作属起黠，通

通他例的努力工作加上道氟 才能营助他何取得成功.如果受

遍某些教育则更属有利 煞揄是像碟嘉庚先生在中国绑村受的

那穰教育，遗是在移民社舍建立的理代初级事校受的教育.徙

上所述，我例可以接理-1固事冀，即"徙乞丐到富豪"是通通

家庭锢格和一定的基本教育相结合才费生的，而且一般都费生

在那些来自铿商家庭或家道中落者身上.辈?那些到遗速地臣的

革儒而言，最重要的是勇氧.除此之外，造攘的结合也使社舍

钮带成属取得商案成功的强有力工具.黯然，封他伺而言，

通→些教育盖不是件危除的事自

舆别E髦的规戚和家族聊整中，他仍也仍然遵守那些准则.缸有

可能的是，凿适些主要用不再符合遥遥地匾的需要畴，他俩就不

再受适些淮剧的前束.作属-{团少数民族生活在营地杜舍中，

至阔重要的是他伺舆那些不同程族人民建立陶惊的能力.

封柬南茧的革借来挠，冒除来到主要港口和城市之外地匾

徙事翼置的商人，以及在凿地群隶中固定居益阔言是小店铺的商

人很早就周始了造倔造程.在他伺建立舆供靡离销路的聊整之

後，他11'~就i墨撑了凿地社舍化，甚至舆凿地人通婚。由於畏碍

期舆其他辈人隔艳，他俩必须自给自足，徙而造就了舆他例的

蘸客梧结合的槐宵。适封母窥是富地人的孩子来挠，更是如

此。此外，在年辑人舆凿地孩子共同接受教育的地区，像在泰

团和菲律蜜， 27 →睡不同的纽带自然地崖生了，他俩的後代韶

同於造一地匾的人民，最佟韶同於造假圄家a 在那些得不到造

穰教育的地方，革儒建起了自己的事校，努力使孩子至少受到

基本的教育。睡然他俩的遣撵是有酿的，但是封他例来挠，求

助於舆他仍阿文同璋的其他移民是不必要的。适穰自由的遗撵

主事致他伺韶罔於堂地桂舍.吉他伺舆保留家庭阔{系的凿地娟女

通婚畴，他伺的孩子可以避入蓄地事校率霄，情况尤是如此.

另一方面，在那些少敷劳工被送去拓荒地匮，费言命是在锡

磺或在金碾做工(在邦加和勿里洞岛、西加里曼丹、属来半岛各

州、泰圄南部)，遗是在甘蜜圄、胡椒国和橡腰圄工作(在属来

西盟和印度起西里)，挂舍周像纽带回始费得十分不闰.由於人

敷的增多，就有了另外→穰遐撵.在适些建立了等极圈傣或伙

伴阁倍、强曦的肃地内部，通常都是男性的瑕境促使他伺刽造出

一整套的伙伴合作醋馁，来有力地捍衙公共利益。 28 如果在适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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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加入移民社禽:新移民及其避撵 峙是因凿地就治政榷所致，尤其是在殖民地噩域内.在那曲柬

自中鼠的新移民加入到老移民社舍的各锢地踵，造理分裂瑰象

最後，攘我鼓二十世革已初以来，尤其是近缉十年来，一锢 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费生 33 占在

球 更普遍的理象.我载的是那些居住在己组在营地移民社舍生 我想特别提器注意的是，在吉地儒生社舍舆新来者形成的 舆(

视 活，具有相同程族背景的人之中的移民.在某些情况下，新移 社啻罔存在着桂舍和文化裂痪.在漠语中，他俩辑之属土生
台

野 民投靠他俩在海外的规戚和朋友 31 舆他俩的商族就近生活具有
由

(臼sheng) 和新客 (xinke). 在恩来盟凿地语中，前者稿属{自拉奈

i 海 很多有利倏件，如撞得事雷、就棠和得到普助的榄舍.其他的 干 (peranakan) 或在在 (baba)，後者手再属托托克 (totok)一一圈南话 移

外 人员t被同饵招去做工.通通适雹途徨，新移民最接逮撂在吉地 手再属新客 (singkeh). 属了简便起晃，我将只使用雨倔衔裙，在
民

擎
移民社舍的遗雄生活，盖希望捕入适锢社舍内部;或者通通自

手土

人
杏指凿地出生的移民社舍，新客指那些起先需要害在营助，以 -4l-

日

舆 立， 自由地资展自己的新社舍.一日有可能，他俩就舍徙适锢 後形成自己的社舍的後来者.在英属属来茧，造商者罔的文化 的

中 杜舍外部寻找新的伙伴和同盟者，徙而成属潜在的封手和兢孚 裂痕被利用来属英国人的利益服荡，罐管辈儒社围领袖曾致力 这

圈
者，封老移民槽成挑鞍.那些追求更多的教育盖攫得更先造技

j辛

於3商合裂痕.适程努力有畸候是相凿成功的，移民共闰槽的壁 问

能的新移民将属适麽做作充分的单借.目前已铿黠造疆移民模 化和分裂具有重要的N.史意羹 34 凿地政治因素和中团政治因素 主豆

式的最新表理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 32 但造裹不是充分展阔前输 的相互影譬已短得到一定的固注，但是遗不清楚属来西盟和新

该向题的地方.相反，我将苟言盘有回英屠属来茧的萃儒定居者 加坡属建立新的多元化社舍居家是如何解泱分裂问题的。特别
, . 

和新来者匿史的一些早期案例，也将涉及英属属来壶酒立後的 是，不同颊型的社啻妞静和勤崇尚自由的教育理念的不问反靡

某些情形. 藤该得到更深入的研究 35

造是我韶属在造一领域值得逛一步阁注的特殊模式.造穰 需要研究的罔题之一是，探究杏杏和新客雨倔概念的含辛是

模式使我封早期革儒不同集圈之罔的相互阔倍、崖生了舆趣，凿 和用法，最初，在在是指数世纪前定居在属六甲和属来群岛其

碍他俩曾徒劈地属统一成一倒更大的社舍而造行同事，然而我 他地方的混血草裔杜舍.苗在在一润更康泛地用作指土生即宫

主要回注的是中团因素，尤其是中国的政治，以及随辈人而来 地出生的辈人畴，像伯拉奈干一棒，它涵盖了更多以英属属来

出於置史和傅统所形成的散封阔{芽、.造穰散封阔f奈、不断地造成 直属家的革倍。醋键是文化而不是血统.造{圈概念被用於强拥

他例的分裂.海外辈人遗非像人伺影容的那棱是高度锢，络化的 封凿地的韶同盖承措妻是藉，以及舆非中固政惶聊擎的锢锚，造

就一社舍，而是分裂属许多不同的集圈.造事致了在苦多集圈
一切都是新客，或者在中国出生的革儒所不具侮的 36 到了二十

之国或是合作，或是衙突，费幻黛常.吉然，适穰分裂肤患有
世妃二十年代，富中圈出生者蟹得更属成功峙，同踌民族主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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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所辈文事校的每周教室都有他伺培苗11 出来的教前.其结果造

成社舍姐带的分裂，即辈人按照他俩所受的教育来分颊.

在此我例不需要封隶多的原因选行深入苟言命，首革借一剖

受到置疑的暗候，在在"新客的随倍、似乎蟹贺成了受英文教育者

和受中文教育者的商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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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言成来得重要.但更重要的事寞是 在康大的属来人世界裹，

辈人被器属是一倔强有力的少数民族，以及他俩热衷於努力建

立一锢多元文化的社舍，因属在适攘的社舍裹他仍才不舍被同

化盖合法地保留中革文化.因而，造疆赞重的整力要求所有辈

人不再使用客岑和新客的老概念彼此事冉，受英文教育者也不

再反封受中文教育者，杏杏有峙用於穰蓄的塌合，新客剧是由

玩笑才使用.有碍容在也在一些榻少克的境合使用，指那些不

能通膺、新瑕境的老古董例。属来西亚和新加坡雨固都鼓励他俩

使用壁器或多裙，业教育他俩圈佑在国家框架之内.适程肤祝

依然遗不稳定.定期地赛查和改造瑰行的教育政策和鼓施，反

映出了它伺使圄结猩得成功的迫切颇望.如何制百下一{固峙期

的费展的政策，是属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国最重要的罔题之一 38

但是瑰代教育，就像躁嘉庚先生徙一岗始就看到的那攘，

不懂舆社舍纽带罔题相国 而且遣舆徙蕾傅碗中把思想解放出

来，以及徙其他企圄柬搏人生遣撵的教惊中解放出来有回.事

校被用来培香年朝人特定的忠诚和灌输意戴形患方面盖不媳是

封中国的患度赞得不如封凿地政府的

成功的.如果它伺是真正的理代事校 益非是通踌教悻嚣程的

筒罩模费品，那麽它例可以向自一{圄科擎的世界，前峙傅播建

立更人道、更选步社舍的新理想.造些新理想包括爱因主姜、

自由和徙文化方面理解多元世界的能力的信念.造攘，相互兢

和反殖民主羹意横舆起，与耳岑一言可被中国出生者用来指那些强

烈效忠於英圈韭拒锚舆中国费生聊擎的人.到理今，新客适倔

街器巳不是非常有用，因焉很少有中国人被允静造入恩来直.

雨{圄街器都旗位给了更廉泛使用的"革倚"，即中国旅居者，

造一街言的友使用来鼓励所有中国人都韶属他俩自己是一锢罩~

的社舍 37 草倚一词舆新客植属梧近，憧管它盖没有将岑岑排除

在外.造模一来，草借一部就属全髓中国人鼓定了穰章，即大

致是指那些萌漠器韭韶向於中固的人。徙那暗起，使用客杏

祠，指的是那些曾在英文事校上壁，堂?中国文化和语言不是很

熟悉的辈人，他伺虞於不利的地位，以政不能帮易造入辈人的

商棠社啻.

在适裹，姐带和教育的聊整幢理在岑容和新客雨锢街器事事

赞成了由於所受理代教育的不罔部分属英文教育集围和革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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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集圄@造{固遇程反映出定居的辈人舆佳是旅居的辈人之阔的

~~固保.离题是，在早期的摩史上，言在腾提供琪代教育以使

孩子例在凿地取得成功散草锚，以及一旦需要，能做什麽才能

使孩子伺做好属中国和草人社舍服挠的淮借?如果受正式教育

是新钮带的国键，那麽封那些重重脑中目摞明罹的人来说，就必

须掌握勤姐带道用的控制撞.因此弓l 费了封适穰理代教育性赁

OGN 

远行解璋的孚输， l室也是英属和中国之由费生孚翰的一倔原

因，即到底如何判断一恼人是定居的辈人道是旅居者.徙政府

方面来看，英圄人撞有侵势，可以泱定封凿地杜舍的教育政

策，放使适些草人围髓遣撵韶向效忠於凿地政府和世界性的教

育.但键其他方面来看，在那些封中国感情强烈的地方，革文

教育家估攘侵势.即使不是由他伺控制教擎的内容，最起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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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混在世界各伺大型大事爵成千上声言来自各菌的辈人提供了

教育，如果操嘉庚在世的器，将属此感到欣慰.他将感激日益

也全球化的世界属受遇良好教育的移民流向文化相近地匾提供了

教育罐孀成属杜啻耳鼻更多的榄遇.如果在移民社舍的生活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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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社
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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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纽带，他将更加感激.

本文是王磨武教授属 2000 年 8 月新加坡"移民社舍舆理代教育"

国晦擎街研前舍所作的主题演吉普.中器文原载《南洋闰题研究》

媳第 105 期， 2001 年第 1 期，真 1-10. 王望液嚣，廖大坷校.

院嘉庚圈陈肇含在 1992 年成立於香港， 1996 年搬遭到新加坡，

它的贡献包括了支持新建立在 University of Califomia, Berkeley 的
化事大楼和操嘉庚故辩的集美大事之商肇院.

中国己出版了带多有回他的生活舆成就的著作舆搞文.其中幕内

研究他封现代教育的贡献的是王增崩， ({陵嘉庚舆事言已)) (福建: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1). 使他在萃社襄出名的第一和最重要的一

篇文章是黄炎培 1919 年 12 月 15 日刊登於上海的《柬方雄琵》的

揄文，描述了他如何罩檐匹属地剖建了匮阿大事，

大部分的《南情回情鳝》是他在印应躲国第二次世界大草草峙候所

寓的.造本菩後来加上了注理，在 1946 年出版於新加坡，迄今

已有苦多版本.我本人推有是香港 1979 年出版的.另可注意的

是 The MemoÎrs of Tan Kah Kee , 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notes by A. 

H. C. Ward, Raymand W. Chu and Janet Salaff(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4). 

注释

* 

2 

Yong Ching Fa扰， Tan Kah Kee: 1ì与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此香巳翻嚣成中
文:李登沉， ({院嘉庚:莘借傅奇人物)) (新潭西: 八文文化企棠

公司， 1990). 

4 

事的教育髓系将有利於通遇提高技能和理解的水章，属自由制

属未来造锋件.适穰教育惶系有助於培菁新一代敏锐的思想，

的社舍和国家做出更理性的遣撵.

封於加入凿地移民社舍的移民必须做些什麽?可以鼓想十

3 

即舆英属海峡踵民地岑杏社舍费生了封

立.攘我伺将那些新来者舆同捷现代意羹上的新客相比较，不

输适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客是否是莘族.新新客(即外圄人才，

在新加坡是适棋手再呼他俩的)膊费珉凿地出生的，或新客杏舆他

俩一攘，都富有铿赣，更具世界主善，盖属首地提供了高贵量

的技街和聊主2. 但是，就像遇去的老杏岑那穰，如果凿地社舍

太注重社舍聊磐姐带雨不解放思想以通靡壁化，就必须面酶被

取代的可能性，如何封待不断增加的受遇良好教育和善於瘾费

向他伺一道事晋升部世界，捋泱定移民社舍的前途.

煞言命在哪裹，只要有新移民加入到移民社舍，那磨，一些不以

人的意志属草草移的後果就值得回注，一些教部11也值得吸取.而

岑岑-新客的铿l!f本身也提供了匿史的参考债值，如果能更好地

封那些有着黯似庭境的人来就不黛梅益.

如果陈嘉庚先生仍在世，他将舍韶裁到民族主羹和民族国

家都需要高度的凝聚力.值管峙代援和了，但是各国考虑到向

九世扭新客来了之後，

的新客，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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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缸圄移民的原望不断增畏以及便利的交通也使移民费得更

即使被接受的移所以在黄隙中提高了移民入境储件.加容易，

民不受歌迎，但他俩的素萤仍罐罐提高.瑰代教育是给人民带

来更多遣t辈的解放因素，但-11M人往往不能有太多的遣撵榄

舍。理在只有非常少的遗速地带可以攘移民去寻找新的自由，

院键在於能受到最好的教瑰有的遗匾只存在於知满世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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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黄炎培以"国家舆壁"一词来表逮障嘉庚在适方面的特大贡献

(克注辈辈2).

6 ((南儒回?意章是)) , 真393.

7 Memoirs 01 Tan Kah Kee, pp. 11一25.

8 尤其是在他所制立攀枝裹的娟女师资部11 棒 ， Memoirs 01 Tan 

Kah Kee, pp. 21 , 39. 

9 ((新加坡南洋萃儒中率:tìlJ校六十遇年纪念特刊)) (新加坡:南洋萃

儒中事， 1979). 

10 颜清潭， (罪是前新属国人教育)， ((海外辈人史研究)) (新加坡:

亚洲研究肇舍， 1992)，真 283-340; 崔寅强， ((新加坡辈人:徙
商阜到建睦)) (薪加坡:教育出版公司， 1994)，真 15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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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 F. Yong (Yong Chin Fatt), "Chinese Leadership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 Journal 01 Island Society 1 (December 1967) and "A 

Preliminary Study of Chinese Leadership in Singapore, 1900-1941" , 
Journal 01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9. 2 (September 1968); Both 

republished in his collection of essays Chinese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Colonial Singapor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2), pp 1-
22; 47-8 1. 

12 Yong, Tan Kah Kee, Ch 6, pp. 180-224. 

13 洪永宏捕， ((厦内大事校史》第一册(厦内:厦内大壁出版社，
199时，真 1-17， 22-28 , 33… 36. 叶

G
N 14 Wang Gungwu, "Migration History: Some Pattems Revisted" , and 

Aristide R. Zolberg, "Global Movements, Global Walls: Responses to 

Mígration, 1885-1925" , in 认Tang Gungwu, ed. Global History and 

Migrations (Boulder, CO: Westvíew Press, 1997), pp 1-22, 279-307. 

15 Lynn Pan, ed. The Encyclopedia 01 the Chinese Overseas (Síngapore: 

Archipelago Press and Landmark Books, 1998), pp. 114-126, and 
relevant chapters in Part V ofthe book. 

16 Stephen Castles, "How Nation唰states Respond to Immigration and Ethnic 

Diversity" , in Steven Vertovec, ed. Migration and Social Cohesion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1999), pp. 3 

18; Wang Gungwu, "Migration and Its Enemies" , in Bruce Mazlish and 

Ralph Buul飞jens， eds. Conceptualizing Global Histor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3), pp. 131一151; and "Upgrading the Migrant: 

Neither Huaqiao Nor Huaren" , in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6 (San Francisco: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96), pp. 1-18. 

17 George Coedes, The Indianized States 01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Walter Vella, translated by S. B. Cowing 企om Les etats hindouises 

d' Indochine et d' Indonesie 1948)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68); S. Q. Fatimi, Jslam Comes to Malσysia， ed. by 

Shirle Gordon (Singapore: Malaysian Sociolol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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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Wang Gungwu, "Migration Pattems in History: Malaysia and the 

Region" , Journal 01 the Malaysian Branch 01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58.1 (1 985):43-57. 

19 周一良主编，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和《中外文化交流史)) (部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Iwai Hirosato, Some Historical Studies 01 Buddhism in China & '"叩an

(Tokyo: Toyo Bunko, 1957). 

Kenneth J. Saunders, Epochs in Buddhist History: Buddhism in India, 

Nepal, Tibet, Ceylon, Burma, Siam, China, Japan and Korea (New Delhi: 

Aryan Books Intemational, 1996) and his Heritage ollndia, China and 

Japan (New Delhi: Vanity Books, 1989). 

Marius B. Jansen, China in the Tokugawa Worl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Conrad M. Schirokauer, A Bri，笔f History 

01 Chinese and Japan臼e Civilizatio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8); WiIliam H. McNeill and Jean W. Sedlar, China, India 

and Japan: the Middle Peri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0 辈人移民到北美是锢好例子，晃 Oscar Handlin, Immigration as a 

Factor in American History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I 

1959); Bemard Bailyn, Education in the Forming 01 American Society: 

Needs and Opportunities lor Study (New York: Norton, 1960) and The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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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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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ing of British N orth America: An Introduction 

1986); Bemard Bailyn and Philip D. Morgan, eds. 

Realm: Cu/tural Margins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 

C.: Institute of Early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Virginia, and University of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刃 有醋此特色的铿典著作包括 Henri Pirenne, Mediaeval cit耐:

Origins and the Revival of Trade , translated by Frank Hals熟肉，

Doubleday, 1956) (位叫ublished in 1925); Lewis Mum岛r42妻E
in Hist，町: lts Origi邸"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再pects.

Penguin Books, 1991) (first published in 1961); Leonardo 

The Histo的} of the City, translated by Geoffrey Culver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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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南豆莘人典中因的楼展

非

最近世界各地的辈人，尤其是柬南茧的革裔，封投资中

国，程营商挠，舆趣日灌.幸在额的鞭道，包括主是篇有阔投资中

国取得可翻成，镜的起事，黯中国铿渭铿遇多年的商周自守後自

行费展的成功，不免感到黯傲.有阔柬南里辈人封莘投资的程

度，有一直引起各程不着追隙的音牵强挠法.好些造颖的辍道，

燕法匾别柬南里辈人和港台辈人之罔封草投资的不同.造一黠

的罹可能造成植大的混乱.

其他的辍道尉强调中国铿清蓬勃费展的步伐和规模，以及

它所以引起圄擦康泛注意的雄由.中团已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

的投资.辈才於整{固事睦的来撞去服，我俩罹有韶载的必要.然

而，又有其他的辍道，集中探前柬南更地匾，特别是主锢安国

家各族人民的反鹿. 1剖面地匾的辈人，在通去二十年中，尤其

取得成功.鹿该特别一提的是，北美洲、欧洲，以及茧洲其他

地方的人士所深感舆趣的一黠，那就是柬南主人民蜀中圄以

外有二千五百高到三千高名辈人的存在，舍有何疆反靡.而

造些辈人舆香港和台湾的辈人合在一起，媳敷逢到五千离以

上的峙候，他伺表面上的铿溃势力，在外人心中多少舍感到需
恐的 J

.300 

造穰穰瞩白的商注，封於迅速费展的中圄铿滑，槽成同一

反廊的一部分.我仍必须撩解外人属什磨舍表示踊注，同碍我

4 伺要怎模才能多句封那事致目前接展越势的客翻瑕境作一番解

释.值得注意的是，凿前的苦多帮翰，反映出遇去柬南里辈

人，特别是本世纪上半栗的柬南直辈人，封政治舆铿漓活勤的

各理反靡.因此，我伺有必要提出适麽一锢闰题:今天海外辈

人技查中固有什麽新奇可言?它具有多大的意羹?我的揄黠

是， 目前所费生的一切是渴一黛二的，意思是挠，它来自若干因

素的揭特结合，值得作仔细的研究.

要撩解最近有醋辈人投资泱策的意羹或确特性，最好的辩

法是把他俩同遇去一百年的费展情抚作倔比鞍.你俩徙一名壁

史事者的口中黯到适攘的菇，也静不舍感到普翼。但是，我备p

韶属作上述比较，能纳大大营助我恫黯解遇去和琪在所费生的

事，有很大的匾别.

若干定盖

首先主要我提出巍倔定羹 黯{系到我把稿之属柬南亚草人

者，究竟是指哪一些人，以及我伺迫行商棠投资、梅助中圄赣

展，究竟意羹何在.我伺必须提醒自己 凿我伺放到辈人峙适

锢宇眼所指的是，那些居住在中圈版圄以外，也就是居住在中

圈大睦、台湾和香港及澳 F可以外的革裔。 2 凿然，在通去主是百年

中，适些辈裔大多敷是儒居者，但是在本世主己下半菜，造些情

居辈人赞成营地公民的遇程，邵是一穰新颖的，也是最重要的

摩史理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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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他伺通常黛此必要.嗣後，到了十九世纪中粟，出外器

生的是努工.他伺以苦力身分醒阁中国，既黛意圃，也没有希

望成属商人.他伺是以契始劳工的名目或根攘合同，出外首生

路.而且多敷日後返回中国，其中罹有一些留在翼邦，

商人一棒，本身也成属儒居者.

我伺不晓得适些柬南亚辈族商人是否把所得盈利投资在中

国.但首先我伺必须弄清楚所谓投资，指的是属了盈利而造行

的商棠投资.我伺知道辈族商人是徙革南语港口，特别是徒福

建和康束的海港出洋去，其中有许多相信把所赚到的钱带回中

因.他俩怎攘Jftit理所赚到的钱呢?他例是否把利润再度投资在

贸易上，然後又再前往柬南亚?他俩是否靡崩所得利润，支持

中国国内规模更大的帝国铿漓，或是把利润分散到所属绑村和

市镇，因此膳翼土地和崖棠，使得他俩的家族和凿地杜舍楼槽

受益?我俩必须假定他捐的财富有一部分用以资助所属路郡的

u
c
υ
 

铿漓费展.

至於在十九世纪期离出夕F器生的大批劳工，他例辛勤工

作，平踌把一些血汗钱寄回家，回国峙带着锚蓄，资助家庭生

苛.他伺宫中带多能纯洁着返绑，深感庭幸;另有些则留在圈

外，成属商人和工匠，但多敷遍了巍年便返回中回.不言命他俩

封故绑的萤展做出多大的贡献，却没有茜攘胡明他伺封本省或

本匾的鞍大规模铿漓， ~毫捧重大的作用.

十九世主己八十年代以後，我伺知道有更多草人散居在中国

疆土以外.适之罔便崖生了"革儒" (Overseas Chinese) 的概 J

适f国字眼的内容包括多方面，它强搞所有在海外的草人具 t
都主要借有朝一日有儒居者的地位.他俩煞揄在自外萤窟多久，

d年
，已4、。

也言午我贵得封世界其他地方短常连用的一锢字眼，加上

f固注脚，造锢字眼可能遇用於草人，但也可能引起槌最重的丧

事作用.适锢字就是 Diaspora，意思是散居在外的人.我注意到

适锢字眼在北美洲和欧洲纽常用来稿呼居住在本国以外的各色

人程。"散居在外的猫太人"是最常提到的字眼之一，但是在

歇美也有散居在外的阿拉伯人和非洲人 3 在美国和加拿大，主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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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所有非本地人的少数民族，都延常被丰再属散居在外的适穰那

疆人，常然其中也包括散居在外的辈人在内。所以你可以想像

造锢字眼媳有一天散播到其他地方去。我不闰意把造锢字眼雇

用在草人身上，国属它所具有的含辛言，

海
外
辈
人
舆

也许在某些方面通用於

通去的情居辈人，但律不通用於今天的辜人。在许多方面看来，

"儒居在外"适倔字眼所含的政治内容，可以同革儒一词相比

中

国

挠，其蜜後者也具有不少政治意善，隶所遇知，要把某些政治

涌羹徙草儒一前中跺掉，是假面藉的事。造就是我俩今天在柬

南直不靡用辈{需一嚣的原因之-然丽在中国却依然照用不

景，而在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在北美洲，造{国字眼仍蕾被魔

泛雇用。我伺靡凿抱着奥常谨慎的患度，以朦解造f固字眼的石在

蜜意羹和真正来源，才能纠正硅地靡扉.我伺尤其靡鼓鼓法罹

保适儒字眼的政治内容 不啻遭误用、滥用和曲解.

言费我俩回E重旗鼓借居辈人赞成公民之前的情况. 1i需居辈人

N
O町

适f固字眼原本是搞莘族商人、工匠和他例的窥戚和宗族.造些

人鹿龄→锢偌大帝团的，铿清遗雄B 他俩在海外贸易中某求盈利

益把奥国商品带回本国。他侨徙宋朝到清代，一直逛逛出出中

国，而且多数不在海外定居。他伺出外铿商，好多速锺缉代留

在国外，特别是留在束南5l. 有一些最佟定居海外，但是作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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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黛疑是一锢骤黯的选渡，在柬南直至今仍有一些地臣的

革裔，有待完成造瞿遇渡.

如今我例可以安安妥妥地嵌揄"辈人"造锢字眼了，造是

六十年代以来成属柬南盟国家公民的革裔所通用的名剖.中囱

方面铿常逼用的名嗣景副4 是"夕外←籍革入

所反映的事宣是，他伺定居在不同的因家裹，而不同的圈家又

有不同的语言、文化、应史和政治鲤清政策，适意味着我例如

今所被瀚的，是更多颊型的辈人了.每一倔群髓的辈人的性

格，都是在他俩成属公民的新舆画家的不同影署和不同锋件下

形成的.他伺凿中已组崖生了一{固自尊棠分子槽成的中崖知辙

陪屠，包括新世代的具有因隙跟光的理代商人在内.造也是一

锢重要的事寞.固此，草人本着爱因和慈善精神匿款闺中国的

峙代，便自然而然地再壁属在一锢全球性的资本主装璜境中，

着重投资取利的踌代了.

造把我引到其他雨倔重要的定萎，我伺必须把逾越国界的

商棠投资，同匿款回国，供善家、爱国和慈善用途匾别阔束。

在中国铿清费展造一黠上，前者简粹只是寻求有利可国的投

资。辈f草商棠投资益非直接踊1j、 Itl它是否封中因短清能做出贡

献的同题，事蜜上，投资如果取得成功，黠中国理清是啻做出

黄献的。另一方圈，睦款之翠在p始中国短清带来迫切需要的外

眶，韭且给家族、社臣和回家制造不少酶峙财富.除非他伺的

投资有利可圃，否则他伺封促造中圈的短清苦展和增强国家的

铿横贯力，恐怕不舍有多大作属的。

今天，每一倒柬南盟国家的辈人企棠家和商棠主管，自然

把资金投在本地的工棠和赞展事菜上。他例在选去三十年中，

一直受到鼓勤，把资金投在本地.他伺封本地的投资越取得成

返回中国.事黄土造锢字眼更草榷地形容那些串偌罔爱国主羹

和中国民族主羹蛋生聊擎的倚居者.造{国峙期正逢中国向西方

列强和日本费生串起孚商国势大衰.徙适锢前後固保看来， "革

{斋"适伺字眼的政治意羡大属加强，使到草儒更黠嵌揄罩鲍扇

了商棠利益而投资中国的事了.中圄方面则越来越盼望他例，

如果不是基於慈善原因，也鹿鼓本着爱国锋由，把在海外赚到

的鳝匪团中国.换句话挠，他仍匮款到中国选行投资，是一疆

爱圄行勤，即使此事燕利可圃，也不在乎.

由於有信居辈人参加推翻浦清，支持碌中山的革命道勤，

爱国革儒的概念，便黯得更加突出.适之後的四十多年岗，同

攘的爱国主羹精神，事致他伺涉入中国国民主革和中国共崖黛之

阔的撞力向芋，同阵也涉入中国的抗自爱国鞍事.在柬南茧及

其他地方，革f昔的概念得以逛一步目明和加强，事绿有越来越

多受遇良好教育的情居辈人，特别是教间和起者，在大多敷地

匾裹，加入商人和工人的行列。此事有助於使得他伺更加投入

中民的政治.

适些葳后的手重穰铿庭，知形中增加了"革儒"概念中的政

治内容。由赞我在其他地方窍遇苦多有阁造方面的文章，我在

适襄不想多族 4 我将草草而探言才下-~皆段的资展遇程，也就是徙

政治概念灌厚的"革儒"，带壁到"辈人"造新概念的延遇情

形"辈人'造{国新概念，是用来形容第二次世界大鞍以後，

柬南里新舆国家的革裔公民.封於大多敷革裔柬挠，适穰草草费

是不容易通庭的.我俩凿中多敢纽置遇遣军重草草壁的人，都知道

封於那一代的人，是多麽困黯和痛苦的事。吉然封於下一代的

子女就容易得多 T. 到了他俩的菁、草一代，时更加容易 T. 不

我例不锺忽挠的事宜是，徙草{爵的身分再要到效忠吉地的遇，

自
一
域
和
全
球
视
野

史
夺
海
外
辈
人
典
中
画

咕
。
町



来
南
豆
莘
人
典
中
圆
的
公
展

呼筋的辈商，皆攫授勋衡，使他俩提升到"商钟"的地位.造

一来，涌清政府遂能取得富有和借受敬重的情锢，或凿地辈人

企棠家的支持了.

革儒(造倔名嗣同始通用)的财富，清朝官具承韶革儒所掌

握的琉代技衔，以及革儒盼望中国政府承器他伺所取得的成

就，渲一切都是清朝官虽阔始向海外辈商接锢，盖鼓法使他伺

封投资中国费生舆趣暗所必须考虑的事项.他刑堂中好些的罹

是需要得到一黠鼓励的.他伺己姐在中因及其柬南亘棠薪之罔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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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回穿梭，其中有些正在寻找投资的地方，不遇，凿峙中圄的

良好投资槽舍罪竟有限，而且要投资在故姆或本村以外的地

匾，舍碰到群多障碾;何况把资金投下，也很少有保障.最容

易瓣到的事，也是大多数革儒之所属，就是把款项匪到最靠近

家绑的郡嚣，在那襄寻求妥凿的投资横啻.

要把造些匮回中国选行地方投资的款项，同辈{蔷匪给家属

的鳝匮分周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後一程匪款分别用在下列

巍方面:即始父母窥及其他近窥建造房舍;膳翼土地，费使其

宗族的前途得到保障;舆建事校及其他社匾鼓借和服薪鼓施，

以及在媳惶上提高辩匾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俩手跟上很少有圈

他伺远行大规模商棠投资的嚣攘.即使是缉倔例外，也大多是

造行地方投资。适缉{国例外已成禹靡柬福建各地人士所追慷的

著名事跻.

例如，曾短在柬南5:B妻蹄的院臀抚把操锦黯寻|选其故绑佛

山(在康州附近)，徙而营助提高其绑匾所崖始调的品贸. 5 ~畏煌

南出资自罔潮安通至汕mt(在康柬省柬部)的铺路 6 至於位於靡 i
比前者更加有名的新事(台山)一一江同谶路，则是在分i 西南，

功，就有越多的剩鲸资金可选行其他投资，其中多数再度投於

他仍所入籍的国家.然而，随着剩馀资金的累稽，渲穰资金自

然舍流到新的地方，投在更有利可固的企棠上.在商棠1ft界

裹，跨越国界造行投资，根本是很自然的事.所有的商人和他

俩的政府，都瞬得有某锢敷量的资金，徙一圄越界造入另

圈，特别是在里相安国家之自流勤，但也造入香港和其他地

方;丽在最近期罔，更短由香港造入中国沿海地 ~o 在公阔的

资本主羹纽清裹，投资的原则是以能掬攫利局擦草.常跨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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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投资取得成功的峙候，葫料他俩也舍加强企棠家在本菌内

造理投资活勤廉该不舍封本闺政府造成通

度的麻烦.

清朝末年的草儒投蜜

的根基.既然如此，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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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襄言囊我再到我的主要嚣题，即柬南亚辈人封程代中国的

费展所扮演的角色。在十九世妃以前，中革帝国政府徙来不舍

想到徙康柬福建等草南省份出外的情居辈人，不言命是商人或劳

工，能绚助中国一臂之力，把资金投在中国的铿消费展上.但

是，徙十九世记七十年代起，凿中国的外交宫姐常向满清政府

睦幸在有朗大批富有或成功的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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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剧是散居在

柬南茧的情彤畴，凿局的能度便自始韩费了.清朝政府封适些

成功的辈人表示舆趣，乃邀藉他仍到中国选行投资.随着 1898

散居在海外，

年的百日雄新，藤使中盟政府理代化的努力遇後，情形尤其如

此。中国派睦新加坡、柬京和曹金山的领事筒官具，簸言青凿地

草商增加嚣萃贸易，盖把资金和技能投在中国.凡是警~造项



Elf 隙宜蓓的努力下铺鼓而成的.造期罔，最律大的企
鸡 11 蝠，有强到士和篱氏兄弟.强爵士是偶客家人资本

柬印度(今印度后西亚)费蹄，盖在浦清帝国静多地方

民凡弟的商棠锢徙日本费展到属来群岛;名同遐通的南

烟草公司就是他伺雨人所割放的 7

以上的例子黯然可以稿属理代投资.它俩也是居住

以外的草人，把技街事事移到中圄的首批黄例.那些修集鳝

草倚，深信鳝路能促选中国的铿漓登展.躁宜禧的例子亏

得一提 8 他曾铿在美国西部搪任鳝路工人.其他在美国和加
大的许多辈人，也有遇向攘的组摩，而且跟他一攘的熟JL'. 手

此，他不黠向他的朋友和西邑(包括台山)的绑窥篝得资金，投
修建台山速接主要市镇江内的鳝路上.

可惜适储铺路如今已超不存在.最近我有攒舍到台山和江

问一进，立主且拜疆了陈宜禧的在己念碑刻.黯然，他的事棠心大

受激赏.言午多著作韶属他是基於爱国精神商投资在鳝路上，藉

此改善中国的谶路交通，营助中国振舆短清.爱国成分是有

的，但同棱重要的是，他，给家掷地匾所提供的服费.我伺永速

煞法晓得他是否钝粹属了攫利而徙事造项工程，因属在那伺畴

代，如此被输其投资勤槽是不恰凿的。造{摩鳝路花去他和他的

崩友大革金鳝，事镣地方上有人反封鳝路穿遇晨在和先植的土

地.如果在遇去鳝十年裹，他和他的朋友在整锢投资中取得任

何利润，人伺舍把它看成是他俩的爱国精神所得的国辍.

我伺手豆豆没有清朝年罔海外辈人匿款四面的可靠敷字，即

使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敷宇，也告隅如.可是，我例不晓得

上述鳝项投资项目，是否属於少数或例外.如此看来，颊似的

投资未必只估海外草人匪田中国，支助家庭收入，舆建新家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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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新事校、新公共槽堂，以及改善地方服费鼓施的大散款项

的一小部分.

舆此同畴，在海外辈人堂中也出理反浦或反清活勤的新理

象，特别是中国於 1895 年遭日本擎散後，适穰理象尤其普遍.

不输改良派或革命派分子都器法筹募铿费，以便在中圄造行武

提起羹.他伺登出强烈呼箭，但言青海外辈人支持爱国行勤，包

括黛言吉他伺把资金投在中圄科技和商棠的理代化上，菇、中山及

其革命派友人最早首就遥用海外辈人的资源.他伺封希望早日

推翻浦清政府的革南人，特别具有镜召力.但是，他俩所接撞

用以膳翼武器和徽召爱因志士的铿费，ßÇJ大部分来自黄苦陪属

和秘密舍社.

康有菇、梁辛辛超及其他改良派分子也如法炮塑.但他恫所

笛言青捐翰的封象是受遇鞍高教育的革{青和中等富有人家，错果

在富格的商界人士，特别是日本、束南亘和北美概的富有革商

凿中，崖生了一些影警力。不遇，他俩所接攫的款项，是富裕

孽商基於爱国的理由而捐出的.革商投资於改良派支持的鞭纸

和新事堂，凿然不是属了盈利.像稍早踌所提到有周革情造行

特殊的工商棠投资器求盈利的黄例一模 改良派和革命派收到

草儒封他俩大事宜傅的政治目的而捐献的款项，很可能只佑革

情睦回中圆的款项梅、敷的一小部分而已。

1911 年到 1980年代的辈儒投资

下一伺暗朗的草儒投资是徙 1911 年到 1980 年代，大抵可

以分成两倔隋段.在第一锢黯段裹，也就是徙中草民国成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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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年至~ 1949 年的三十八年词，辈{裔的匮款媳敷有多大，以及

草儒封庚柬福建之慧的省份和上海市的工商棠投资有什麽言已

锺.我要感器林金枝教授及其同僚仔锢昔算造倔峙期的儒蓝敷

字。 11 在所言己蜂的投资数字中，他刑部属大的百分之六十的资

金投在康柬省;稍微超遇百分之二十投在福建省;其馀的数

稍微少遇百分之二十，投在上海.

同模令人感舆趣的是，辈儒封潢柬的投资，百分之五十以

上的资金是投在不勤崖上;封福建的投资，将近百分之五十也

相比之下，革f需野上海的投资，

棋，

大约百分之

八十的资金，是投在工棠(将近百分之五十)和商棠(大约百分之

三十)方面.很少辈{裔的资金，投在康束的工棠上:在投在康柬

的其馀百分之四十五左右的资金中，依照重要次序， 是分别技

U
』
』

福建的情形略

比廉束属佳;即工棠投资的敷额稍微超遇商棠和交通棠.

根攘林金校的研究结果，拿一般所知的革儒离棠投资锦

额，同革情匪田中国的媳款额相比鞍，可以看出最重要的指向

是，投资媳额估匪款耀、额的百分之三到自左右，最多是百分之

五.适些数字就明革儒最属国心的事项，是如何协助他俩的家

族，如何鼓法浦足凿地社舍、文化和铿滴的需求，同畴要有爱

固和善心的表理.造业不是一程不合情理的结揄.凡是封适锢

踌期的中国情况迫行拥查研究的人，都舍石在韶、中圄盖未提供安

全和有利可属的投资王震境.在中圃境外目辈辈辈，旱竟比在中国境

内容易得多。到了本世在己二十年代(如果不是更旱的话)，大多

数草儒都知道他俩把在海外嫌到的一些鳝踵回家绑，比在中黯 f

造行商棠投资，野中国更有营助.

是投在不勤崖上.

以工棠投置束前，在商棠、交通棠和金融棠上.

1949 年，有苦多辍道挠，中国政界人物不断到海外辈人宫中

活勤，竟竟把孚取後者的支持和揭款.其中有些得到不少的宣

傅;其他一些用私下远行秘密活勤.一直到最近峙期，圄民寞

的措案和其他起蜂公阔，世人方晓得他伺凿年所收到的款额有多

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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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激勤人心的是，各穰有阔拯救中国，免遭帝国主羹桶

害的呼髓，特别是中国民隶封凡南赛锋的的愤怒反靡，资展成

1919 年的五四违勤; 1925 年所费生涉及五卅遥勤的全国性示

臼本选罩山束省事致 1928 年渭南惨案的费生; 1931 年至

1932 年之阔，日本侵略中国柬北所引起的羹愤; 1937 年 7 丹

7 日向始的八年抗勒。 1945 年中日勒孚姑束後，中国方面也强

召草倚重建祖国铿擒，以至出琪短碍期的柴草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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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苦多款

除此之外，中留方面也多呼籍草儒献捐，以救清洪水、鳞

荒舆流行病等天尖的灾民;资助教育事棠舆基磺鼓施的建鼓，

以促选国家铿清;支持其他爱国行勤，嬉寅固货，以捣助中回

塑造案的接展等等。在 1911 年至 1949 年之胃，革儒除了平踌

把大挝款项睦囡中国，以涌足家族、地方以及家娜和本村其他

鲤清土和内部的需求之外，很可能道有大的三十五健美元的巨

款，徙世界各地睡到中医去。 10

在适{国峙期裹，我伺也知道更多有隔儒嚣的事.造些情睦

始中国纽费提供了一大部分的外眶。造一来萃倚重才中团的费展

可就贡献了→些急需的资金。不遇，革{吾属了盈利而在商案上

造行直接投资，在p是另外…回事，在以往数十年中，各锢事者

所造行的拥查研究，使我伺能绚收集到可用的数攘，言是明徙

项睦园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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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今天，原因何在?我牌在演祠的最後部分，言提到八十年代中

国的改革蔬月畴，加以就明.

冬 适倔踌期的第二黯段所涵盖的葳月，是徙 1949 年中草人民

共和国成立至tl1980 年左右.在适三十年中，资本家的家属和他

伺的投资，一般是不受散迎，他伺肯定受穰疑，最後街1遭镖

羁.以下三锢踌期可一一加以前明 15 徙 1949 年到 1957 年之

罔，有{固踌期革儒返回中国，被施属是爱圄行勤.虽在然匪始{需

眷的款项蜀中国很重要，皇帝儒把镜带团中固，也受散迎，但适

主要是出於政治勤横;部分原因是要避免他伺支持台湾;向峙

否定台湾政攘的合法地位.

徙 1957 年到 1966 年之阔，大多数柬南茧辈人把注意力再

向如何成属本地匾新舆国家的忠诚国民 如何投资於本地的建

圄工程，以及如何利肃静多的新槐舍 协助国家委展等同题

上 16 适在泰国、属来西豆、新加坡、菲律蜜、印度巨西亚和

'
U』U

孀甸，情形尤其如此，甚至於在形势越来越搜雄的印支国家，

也不例外.正吉本地民族主蕃镇袖封辈人的效忠，深表慑疑之

睬，此翠是有必要的.可是，辈人避周中国之翠，苦p引起中医

封拒艳舆北京政府韶、同的辈人表示穰疑和不了革.另一方面，一

般韶属北京理揄家所推行的咒恶的反资本主主是政策，苦p逛一步

促使柬南豆草商把精神集中在本地的短清费展上.在 1966 年至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峙期，更逛一步助畏造撞撞向.吉初，中

国封自借以及所有情眷的反窟，器重主草人野中国组消费展所作

的任何投资，都没有前途可言.

部小平所推行的改革谨勤，摞挂着中圈的组清政策选入一

徒 1978 年到 1989 年的辞期{固新碍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如今我伺能掬指出适倔峙期革儒封中国的呼箍所应生的雨

程反鹿.第一程也静可以稿属先施-永安模式.它是澳洲革情投

资於百货商店，以及先後在香港和上海投资於各穰理工隶的成

功蜜例作属借镜 12 造程投资泱策合乎理代化，也是出於理性

的，背後锦毫没有感性的因素存在.他伺的资金业非投资在自

己的家绑.而且在人伺眼中，他俩的投资盖不在於窜助中国的

铿清接展，也不在於挽救中回免遭帝圄主萎的侵略.适雄然不

是剑事，但卸代表着资本家投资取利的最成功寅例.由於先施

公司和永安公司盈利甚巨，其他公司如大新、新新等兢相傲

尤，份份在上海阔棠.它俩盟然成属吸引人伺傲仿的模式，但

是做仿的公司罪竟有限，它例所投下的资金，比起草债的医款

媳额来，敷目也很小.适穰模式有一穰黯著特徽，就是辈人企

棠家在香港和上海逛行投资，作属他例最後返回中国的前奏或

准侮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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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穰反膺、摩史鞍早，到了本世但如菜已铿相吉普遍了.

遣军重模式的最突出例子，是陈嘉庚.他的多姿多彩生涯，始於

封本家本族的支助，锺而惠及本村、本噩、那近的厦内市以及

福建南部各郡踪，最後是惠及全中国 14 他的例子所接捧的影

警力很大，膳言麦辑属院嘉庚模式才恰凿.根攘适{圃模式，慈善

事案横展到工棠投资，但主要是扇了支助己展爵的慈善苛割.

其中一些投蜜的罹牵涉到圄家铿糟的费展 甚至在中辈人民共

和国的政府生活中起着某穰作用。但後者是陈嘉庚的特有性格

使然，而不是造程模式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以上适雨穰模式，在担载 1911 年至 1949 年造一陪段莘倚

封中国萤展所作贡献的文献中，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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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很突出.但两者皆不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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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的.只有在 1987 年以後，他俩才逐渐韶撞到中国的市

塌社舍主差，不懂在萤展中，而且遣里泱推行市堤槽制.最

後，事情赞得很清楚，盈利是合法合理的;敢冒凰除才舍有幸在

信;而最有力的一黠是，投资中圄舍真正取得利润，可能比蒲

投资柬南壶，撞利更多.况且，自前的展望是，中国将成属世

界最上乘的投资目摞.

但是，适→切她不可同港台的封辈投资混属一族.雄然我

伺徨黯把香港辈人的投资，同柬南亚辈人理由香港的分公司和

裹，柬南直至在人封匪款到中国，仍然抱着相堂谨慎的患度，尤

其是投置中国，更是小心翼翼.中国的国放，的穰很受歌迎，

傅挠的反誓，如撞款始家族和故绑，大受鼓励.然而，在1989

年之前，柬南亚辈人封中国的工离棠，盖未造行部真的投资.

媳而言之，在整锢摩史上，包括八十年代之前的最近暗

期，大多数海外草人，把辈辈睦回故家，以增加家族的收入，再

阵在家绑和本村嬉置土地，修建新居;他例也舆辫慈善和教育

而且资助本地的福利和社匾苛割.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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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踊横槽的投资匮别回来，但是每凿我伺鼓到柬南亚辈人的封

革投资畴，必须弄清楚我俩在搞什麽.

如果我伺把柬南里辈人和美圳、大洋洲及歇洲的辈人作锢

常年中圄

也呼董黄金髓草倚，在救留言果题上助中国一臂之力.所谓救国琛

题，不输是反甜西方帝盟主藉，反苦日本侵略者，反封贪得煞

藏、好孚好同的军隅，或是反黠囡民囊封立的共崖黛和其他孚

比较，倒是镜有趣味的一回事.事黄土，美椭、大洋洲和欧洲

只不迪在今天才有大批辈儒聚居.造些革倚是最近的移民，他

例所持的撞照和旅行筹建，是由北京、台北、或是香港、澳同

春最高榷力的敲子，都包括在内，凡是涉及投资中国工商棠的

呼籍，往往是以支持自家费展飞蹒寅圃黄、抗拒西方和日本资

本主主主侵害的爱国情穰属出费黠.

事棠，

舆
中
留

因此，他俩的"爱阁"情错比其他地方的辈人更属强登出的.中因所费出的各理呼髓，在基本上或寅贵上来挠，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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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但他伺所攘有的鳝财谷p逮比柬南亚草人属少.倘若有雄攘

有可醒的钱财的嚣，造些鳝肘往往是投资香港和台湾所得来

的.另一方面，美洲、歌洲和大洋洲的政府封固隙投资探取殷

商明和宽容的意度.事宜上，

徙未以投资取利属目的.如果他伺蓄就适度做，他伺所登出的

呼髓，就不舍有很高的信署了。在适锢畴期裹，假言是中圄罐罐

受到内外散人的威曹 韭踌暗面封混乱和崩溃的可怕起F盒，那

麽，投资取利也舍受到最重的限制.蜜跨上任何持粹属利的投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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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伺本地的资本家封投资中国也

障碾.

我阔始演蒲持表示今天所出现的情况，是主要璋因素的渴特

结合的结果，理在言要我提出三倒主要费化 以解理遣军重揭特的

情况，有阔的三锢主要壁化，使得宫前的情况，跟柬南茧草人

一路来投资中国费展事棠所面嚣的任何情况完全不同.

他俩的革裔居民投资中圃，不舍面封最重的因此，深感舆趣，蜜，都很黯有保障。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和组湃的突荒猛造

中国造行改革初年，海外草人的博统匿款，必须向投资取

窜畴，海外辈人封投资中国感到猫豫， 是莉的同题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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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和草案方面的聊辈，彼此互惠互利.以贸易和投资来竟是，做

生意锦粹属利，第一次公周承韶属他俩同中团建立新聘擎的首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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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凿然，其中有些人的作属不免舆遇去有梧似之庭，但是差

翼之虞则更加黯著.例如，以上所挠的两锢著名模式，即模嘉

庚模式和先施-永安模式，表面上看来，似乎遣可加以辨别，但

是如果我伺仔细翻察，两者的不同黠就真常额著了，

操嘉庚模式是按期捐献大革款项，支助故姆家族，地方中

小事、大尊院校，以及其他社匾鼓施.遣军重模式在柬南直韭未

留傅下来，只有少数巍锢老一辈的草人傲仿，而且媳的来澈，规

模也小的多.然而，参舆中国政治，盖颇意把财崖带回中国，像

陈嘉庚常年的做法一楼，备p成属摩史操踏了。

至於先施，永安模式，是投资於中圈的工棠舆市塌以求

利，在今天倒有若干表面的例子，边明有人正好适穰傲，但

是，主要的差翼是，现代辈人企棠家在自己的国家裹保有他俐

的棋攘地;他俩只主要借徙遗鹿向中圃选行投资.他俩既不主在{萄

把棠费道移到中国(或香港)，跟童年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的情

形则好相反，也不擎倚在入籍国内要失任何足以置固其民族资

本家地位的横舍.其寞，他伺依然希望增加本身的财富和提高

自己的地位，以期增选他伺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

瑰在攘我设法把一切作锢结输.中国是一{面有利可圈的投

资地方，海外辈人被吸引前往投资，是虚史上所罕克的。不

遍，目前柬南亚辈人封中国的投资，千离不可苦大，而且必须

徙翠世封中国铿消戒腥费展深感舆趣的角度着眼，言襄我把造商

黠分阔言命述.

第一锢是柬南亚国家的舆起所引起的主要费化.首先，一

般辈裔离家都赞成凿地公民，他俩的翠止有需像本圃企棠家一

模.在殖民地暗代末期，由於辈裔幢赣遇本地民族主萎的强烈

敏感性，他俩不是深切瞟解入籍圄的新项象，就是完全效忠於

各自的入籍菌.如果他例要想到中圄造行投资，首先必须考虑

到本国政府的商注，以及如何以本国的利益属前提.

此外，琪代的中团一向不曾把国放的锺清，间颇丧踌期的

主撞完整和政治稽定结合起来.凿然，在中国瑰代史上，也群

除了 1928 年到 1937 年之罔沿海某些省份以外，中国徙未有遇任

何理潜快速增丧的碍期.然而适巍锢年踵，正好是世界费生锺

漓的萧悔，以及中日军主事爆蛋前夕， 日本选兵柬三省和辈北的

踌候.不输期向有遇什蘑铿清效益j 也铿不起八年抗草立的消

在.相比之下，徙 1978 年到理在(除了 1989 年 6 月 4 日的能健

以外)，部小平所推勤的改革阔放，封整{回国家的铿椅，特别是

沿海省份的铿椅，部1崖生持久的影警.在通去十五年中的多数

日子襄，但克中国越来越国放的铿清中的大多数领域，都取得

快速的增畏。如此畏久不断的增畏，在中国理代史上是渴一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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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的.

接下来，我伺靡凿注意本匾域以及其他地方的辈人，封中

国的摩、度费生多大的壁化.他例已铿完全乖黯同中回民族主

毒、爱圃主盖和救国连勤的器间，他例也没有返回中国定居的

念、旗.假鼓柬南亘辈人有意移民的嚣，他俩往往遣撵美团、加

拿大或大洋洲的移民社舍.知言命他伺到哪襄定居，他伺都言某求

成属中崖陪极人士和理代尊案分子.其中有些仍然颇意营助中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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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徙事某些慈善工作，但他伺大髓上事注於锺囡家姆的窥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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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 1945 年到 1960 年的峙期裹，我仍知道自柬南更注入中

国的资金，属敷甚少，但凿峙辈人资金舆投入本匾域的资金媳

敷相比，仍然只估很小部分.一般资金主要操在西方榄槽、殖

民地槽槽或新跨国公司的手襄.我例有必要晓得更多阔於可撞

明属辈人的资金所估的罹贾比较.

徙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辈人的商棠活勤集中在如何使本

身受承器属圄家接展的主要部分.许多辈人舆著名的土著企棠

家一向鲤离，最佟被承韶属回家资金累穰的主要部分.假如我

伺想要晓得萃人封本匾域各国组溃的影警和支配程度，我伺就

以礁定什麽才算是真正的辈人资金。任何踊於辈得想、方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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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事黛捕.

徙八十年代一直到瑰在，雄然在每一{固柬南亚因家裹，受

承韶的辈人资金投在贸易和工案上所估的比例，比通去任何踌

候都来得高，攘就在是{固里细安回家裹，竟然有高速百分之五

十的，造黯然是被言曹大，比敷高得出奇.如果重隐情形是如

此，我伺需要考虑的是，把造些资金重新投在各有回国家裹，

是否比投在国外更加有利可圃，事雄投资本国利润高得多，而

且把铿清撩展到国界以外的模舍也更大.例如，以下的考虑是

只有更加混淆棍藉，人支配凿地铿漓的情锚化和误导性言擒，

很重要的:

(1)堂一囡之中的草人资本已超很大的踌候，如果逛一步增

加其所估本地资本的比例，在政治上是否切合寞隙?如果利用

于国所有的资金投在圈外，徙而撩大整{器国家短漓的领域和箱

把国家经清逛一步同因隙或医域的娟!

重?医家本身是有益知害的.

是否啻更好?凿然，

畏速来挠，

固，

』格聊辈在一起，

第一黠是，我偶有必要fE本地辈人匮给家族和故绑的款项

(包括噩始事校、寺庸、家用住屋和投擒房屋的款项)，同康泛投

在贸易和工棠方面的资金匾别同来.由此我伺可以看出，前者

钝粹是以支崩海外辈人在中国的原籍地方属目的，後者则大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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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各自有国因家及本噩域的商棠费展，以求将棠藉活勤搪展

到中圈去.本匾域有厚利可圈，但非钝粹属辈人所攘有的企

棠，一向在香港造行投资，或是把资金投到其他各大洲(包括北

美2炜、大洋洲和欧洲).理在，它钙的雄心也包括鼓法在中圄市

堤取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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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把我伺必须注意到外国封革技蜜的媳额，第二黠是，奥

中
造需要仔艇研究舆分析

柬南更辈人，分别甜中国、香港和台湾所造行的投资.我例也

需把造些投资，同辈人在柬南亚其他地方，以及柬豆、北美

洲、大洋洲和欧洲的投资敏量作锢比较.此外，我俩也有必要

它同柬南豆辈人投资的部分作倔比较，
国

把辈人如此野中国大睦所造行的投资，同柬南亘每一群髓的辈

人在各自的国家投下的大量资金作锢比鞍.我例也不臆该忘言已

考虑柬南里辈人在吸引外资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他俩吸引柬南

直地匾以外的资金，包括香港、台湾乃至中国本身数量越来越

投入柬南亚地 ~o 造穰情况舆前者也须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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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黄金，

费中圄的短横蛮展

所造行的投资，使到他伺闰中国的周f系，完全建立在全新的基

睫上.所有的投资部廉首以合情合理和有利可国属基礁，

目前束南亘辈人以利润属目的，重竟然，

造是

值得鼓勤的投资，而且靡凿受到特别的注意.造襄攘我媳结有

商如{可更群翻地研究近五十年来每…锢柬南盟国家的草人投资

模式的蘸擒.



(2) 如果把投资窜作国家政策的事，那靡辈人在选行封外投

资畴，鹿肯把黄金投在黯然更加有利可圈，盖旦符合理家利益

的匾域.封里锢安国家来前，适可能意味着投资於越南、柬埔

寨、描甸等都近国家，或是投资於北美洲、西歌、大洋洲、南E

E等较速地带，甚或香港、台湾、中国等利润公器不错，费展

前景较佳的地匾.主要的因素依然是:投在本因以外的资金，

必须有利可圃，最好是比投在本国内能取得更高的利润，商且

必须符合圄家的畏速利益.

。)辈人选行适穰技蜜，以及群多有利可圈的接娟和货物舆

人虽的交换，知形中建立了魔泛的程滑和金融聊整.适疆聊嚣?

可以作属一穰基睫，以吸引外资，包括香港、台湾和中圃的资

金，投在本匾域襄.如果造穰情形费生，捋逛一步封规模更大

的瑰代化圄愣锢，格作出贡献。 i主f国锢，格槽成亘洲"太平洋匾令人

振蓄的铿演前途.

最後，攘我提出四锢命题，给大家考虑考虑.每一锢命题

都指南海外辈人在中国费展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费生了基本

~I 的费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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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倔命题是，如果封中国大睦、台湾和香港的投资，在

-1固丧踌期不断有利可圃，特别是如果封适三地的投资，比投

资於本圄或世界其他地方更加有钱可礁，那座，参舆中圃费展

事案的海外辈人将舍增加.他伺所取得的利润甚至可以再度投

於造三锢地噩，但他俩也将使本国内的辈人富格起来，可在国

内造行消费和投资，徙丽促选本国纽滴的费展.遣军重情况可就

是史知前例的.

我的第二锢命题是，如果海外辈人封中圈造行造程技蟹，

不再比投资於本国内或其他地方更加有利可圃.那磨，适理投

资额然将舍减少.凿然，如果瓣得到的嚣，资金牌被抽回，或

是草草投在其他鞍有镜赚的国家.要不然就是以其他方法，使投

资多模化.适依然能纳始辜人本身带来利益，最佟也始本国理

清带来好虞。遇去徙来没有出理遍适程情况，言辈辈人有施展拳

脚的模啻.

第三锢命题是:如果中圄的苦展宣告退捕或援慢下来，随

之出理的是黯勤和混乱的局面，那麽，海外辈人可能回徨以往

的作法，封他仍在中国的家族和其他杜舍槽槽，只始于一些傅

统上、感情上和慈善方面的1茄助.但他伺腾舍在本圈内或其他

国家集中接展有利可固的事棠.至於中国傅毓式的1盎助，将很

有限，特别是因属家庭聊擎的力量，随着峙周的流逝而削减.

而他俩睦田中固的款额，比起今天海外辈人的麓大资金来，也

将黯得微乎其微.乍看起来，他伺似乎国徨遇去的作法和患

度，但是支助的规模，跟遇去完全不能同目而言苦e

我最後的命题是:如果中国的摆满真正起菇，中团黠海外

辈人的投资，舆趣将舍减少，向峙也不再多依赖.今天，整{固

世界似乎热衷於封革投资.媳有一天，中留黠本医域的接展，

将扮演重大的角色，造一来，每一锢柬南盟国家的辈人都可能

成属接展本国纽湃的可黄黄崖，他例将协助每{圄柬南E国家在

日益增畏的中国短满中，取得一份利益。如果事籍的接展是如

此，中固鲤湾在亚太匾所登捧的作用，不输封辈人或非辈人而

言，都跟整{目中国匿史上的任何事项完全不间，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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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事擎幸在》新事鳝路舆台山〉〈革儒、酣玉遵等，

4 (1 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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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受林金枝在其所撰〈近代擎情投资圄内企棠的巍惆同题〉一

文中所提出的敷字.该文载於《近代史研究)) ，期 1 、 2 (1 980 年).
封於 1949 年以前海外辈人睦款园中国的真常被撞操题j 最有用

庭的研究成果有: C. F. Remer,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 1933); 以及 Chen Ta, 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 A Study of Overseas Migration and its b矿7uence on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0). 至於在 1945 年以前日本人野柬商直萃人蓝款回

国所作的可黄研究，克 George L. Hicks , ed.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s From Southeast Asia, 1910… 1940 (Singapore: Select 

Books, 1993). 

林金枝所撰的《近代莘倚投资圄内企案概揄)) (厦内:厦内大擎出

版社， 1988 年)一番，用菌尤其大.至於有随孽倚投蜜福建、康
柬雨省的资料集，克林金枝舆庄属确合端的《近代辈情投资圈内

企隶史资料遣辑》雨卷，由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

"福建卷"於 1985 年出版;"潢柬卷"则於 1989 年向世.林氏早
期的揄文集: ((近代孽儒投资固内企棠史研究)) ，也很有用窟.

苦苦於 1983 年由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1 

U
W
M
U
a

笔回於先施公司，香港有回方面私下出版遇《先施公司二十五遇年

但念册 (1900 年 1924 年川和《香港先施公司 (1900 年-

1975 年)))二害;至於永安公司，亦有《香港永安有限公司二十

五遇年纪念鳝》一雪在下出版.

12 

Wellington K.K. Chan, Merchants, Mandarins 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 'ing China , (Cam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坷， 1977); Sherman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Sino-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 1890-193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13 

中器文原革在於林孝腾主铺《束商直辈人舆中国铿漓舆社舍}} (新加
坡:新加坡亚洲研究事舍， 1995)，真 14-38. ~l江清器.

* 应

例如，因於国民黛，参阔《革命文献)} ，卷 45 ， ((中絮革命黛史

料)) (台北: 1969年);又多阁中周国民黛中央委员舍第三钮，蝙

《中国国民主运在海外}) (台北: 1961 年).

9 

注释

域

和

全

10 Leo Suryadinata,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roblems and 

Prospects忡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1.1 (1987). 该文揉用二

千五百高到三千高的数字. 1992 年 11 月 21 日面市的 The
Economist 把台湾和香港的人口也包括在内，故聋福有五千离以
上的敷目.

球

于克

里予

i每

Wanη吨g Gun羽ngwu叽 "Gr陀ea况t巳盯r China and t伯he Chinese Overse臼as'飞 Th加e China 
Quα附吵 136 (D巳m

祠把所有海夕外+莘人都包括在内，韶虽没有什麽用~.

2 

外

孽

人

舆

Robin Cohen , Noωns ofDiasp旷a: Classi叫 Modern and Global 

道是指呈始 1994 年 1 月 3 日至 5 日，由香港大事主辩的第三届
全球烈士食器的揄文，在认lang Gungwu, ed. Global History and 
Migra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3 

中

固

认lang Gungwu, ed.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1); and Community and Nation: China, Southeast 

and Australia (S严ldey: Allen & Unwin, New Edition, 1992). 

4 

牒天f策， <靡柬第一爵蒸汽操幸在敲缝昌隆及其割崩入院臀抚〉
《后妻分i 文史资料》辑 2 (1 963年);在健， <中国第←家民族蛮本
近代工棠的出理)， ((擎街研究)) 3 (1 979年).

5 
N
N叫

Yen Ching-Hwang, "Chang Yu-nan and the Ch'aφShan Railway, 1904-

1908" , Modern Asian Studies 18.1 (February 1984). 有阔睐宜禧的
事蹄，克附注八.

6 

Michael Godley, The Mandarin-Capitalists from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J 893 月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中国科事院上海铿
清研究所， 搞《南洋兄弟理草公司史料)}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 1958 钓.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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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Yong Ching Fatt, Tan Kah Kee: The Making 01 an ol耽~eas Chinese 

Legend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5 Stephen Fitzgerald,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A SIl吵 01Peking's 

Changing Policy, 1949一19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16 Linda Y.C. Lim and L.A. Peter Gosling, eds.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Vo/ume One, Ethnicity and Economic Activity, (Singapore: Maruzen 
Asia, 1983). 

莘人新移民:

何以新?鸟何新?

世界海外草人研究事舍(筒藕 ISSCO) 一般每三年奉行一次

正式的研前舍.在每一次研前舍上，雄然研甜的主题不蛊相

同，但阔於革{雷辈人移民在通去半倔世缸中的意羹多有揄及。

在曹金出罪行的第一次研前舍上，主要探苦了有圃移民定居的

同题，主题属"落地生板";在香港翠行的第二次研前啻上，

主要回版了遇去五十年的移民史;在黯屁拉奉行的第三次研前

舍上，文化之阔的周保成属舍撞主要阔注的内容。今天，我想

在造襄摄一族"新移民"理象，也就是又有属敷不少的大睦中

回人移居回外的理象，中国官方的情帮槽槽以前把造些移居留

外的人就藕属"革儒"或"革儒辈人" "新移民"造一新藕

渭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阁注，特别是"新移民"的主要前往地

一一欧洲和北美封此尤属蹋注.造一新的棋需是意味着封革儒

辈人的一手重新的器戴眼?遣是意味着…穰新的勤向?抑或它不

i且是老藕谓"革悟"一前的委婉用器?若果真如此，那麽可以

前它是得之了老藕嚣的精髓要羹，也就是敌不用"革{斋主塞人"

造一锺统含混的手再器来稿呼适些新的移民，盖不意味着新藕霜

的内涵有什麽太多的改壁.造一羁器可以避免那些在中辈人民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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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封於那些韭非直接

来自中国大睦的革倩辈人的後裔来挠，尤其如此.

适些费化是新的费化，旦随畴都有可能再出现新的草草费.

一切都尚在未定之中.但造也许是我伺考虑如何研究各穰"新

移民"群髓的好踌攒一咀姑旦不输是否该把他伺辑属"新移 ·
何
以
新
?
也
忡
何
新
?

民"我伺人器周鹿凿重新考察下列阔键闰题:

(一)近年来革情辈人移民的来源地;

(二) "新移民"例所希望移居的圄家;

(三)阔注某些重又出现的老同题;

(四)用一手重新的思路重新韶截同化的同题.

近年来辈儒辈人移民的束源地

中固大睦是前往欧美居家的"新移民"的主要来源地.造

些人在所有草儒辈人中只估很少的一部分 但他伺舆那些早年

雄阁中团的人有相似之~.他伺舆那些同接来自中国大睦，但

先去了台湾和香港後才成属革儒的人也有相似之虞.在五十和
U
N
U可

六十年代，役者(徙台湾和香港移居国外的人)只能前往撞少数

的巍锢国家.最初他伺多半只能通通投资移民的方式被接纳，

後来越来越多的人通通留擎的途徨到了美固.雄然，自六十年

代中期以来三锢主要的英语移民居家一一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

更改费了它俩的移民政策，但造一部分人的人敷始佟不多-

1978 年以後才有直接来自中辈人民共和固的人成属造一移民陈

伍中的一支.岗始是中圄大睦的留事生在完成事棠後滞留美国!

和澳大利亚，後来也有人因舆早年移民海外的人有窥属阔舔而

其不同的出生圄而形成不同的韶同，共和国境内得按踊儒、借眷待遇嚣待的人数的增加，它也能器

那些已定居海外但招摇承韶自己是革锚的中国人，以及那些已

定屠海外但韭非"新移民"的人感到浦意.

徙畏速来看，把"新移民"舆"老移民"匾别揭来意味着

什麽?具睡一量占兄来挠，造一嘱言冒舍封辈人族群舆中国之阔的

隔{系崖生什麽攘的影警呢?它舍使他伺原本作属革情辈人所享

有的侵待受到影警喝?同棒，他例在国内的家人所享受的待遇

舍不舍也因此而受到影誓呢?我注意到有鳝篇提交此次研前舍

的揄文封案已出琉的有阔新移民的一些同题道行了考察.我在

此只是，程族一族我{国人封商展新移民研究的看法.

区
域
和
全
球
挽
野

海
外
辈
人

奥
中
圈 "新的"中国移民的出瑰，以及在i主襄我要强肃的是，

"新移民"造一新藕谓的出珉， 最早是由中辈人民共和国的有

阔政府部用自己提出来的，其所指和所藕土均s是其本翻近年来移

居 E属E 夕外+的公民民"新移民"适一手藕再嚣不懂立盖t未取代"孽f倚蔷莘

人

果适一丰藕再言睛青崩於指近年柬徙香港、 澳同、 台湾遣移至它圄的

乃至用於擂在遇去三十年中徙柬南豆豆再移民至各西方因家人，

的草儒辈人，或者造→藕蒲扇适堕入自己所接受，那舍是很有

意思的事.随着造一稿谓被越来越多地使用，它也提醒我仍留

意目前在海外定居生活的草儒辈人封中国大睦的有因政策措施

h
v
N
町

我例可以由此而预晃未来主要十年中革结辈

人的一些情况.另一方面，即使遣一稿谓盖不啻越来越魔泛地

成属一理泛指，而懂懂只是用於指那些近年来徙中国大睦遭移

舍有什麽捷的反膺，

它意味着i室接-{圄碍f-t捋啻

到来，即那些在中国本土以外出生的草倚辈人的後裔牌最终因

出来的移民，那也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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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向畴，我俩遣需要醋解他俩在国内的家人都铿匿了些什

麽，国属新的政策具有舆此相阔的特殊意羹;也可以挠，不管

新的政策是否具有舆此相国的特殊意妻是，造些都是我俩所需要

吁
汀
入
胳
叫

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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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
叮
听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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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撩解的.

至於台湾，则只有"新近(移居海外)的移民"，或者"最

近(移居海外)的移民"造楼的税法，台湾最早的"新"移民出

理於五十年代，他例最杨主要是扇了到美国去留事.那些没有

返回台湾的人在"台湾政府"看来是旅居在外的中国人，甚至

那些已撞得美国国籍的人也被按此看待，老丰再谓"革悟"一前

用在他俯身上似乎是合遍的.九十年代以柬，静多"老移

民'\特别是那些反封国民冀的人，回到了台湾.蹬着台湾自

由民主政治的费展，理在希望像遇去那模移居海外的人少了，

也就是挠，人伺封通遇到外圄留壁、然後再定居於外圆的做法

巴不太有舆趣了.通通遣军重方式出阁的"新"移民瑰在比较少

v. 
N 
<:.0 

了，根本黛法舆中国大睦的"新移民"相花。

要匾别已攫得外国永久居留榷的持"中萃民圃"撞照的和

持中辈人民共和国撞照的革情遗是很容易的.如果後者是被冠

以"新移民"造一稿谓的唯一群髓，那麽我例很快就啻韶言撞到

如何研究他伺舆如何研究前者是完全不同的雨回事，甚至我仍

是否能按镇例把他伺也藕禹王喜儒都成了一{固向题。更何况，

"台{蕾"造一分额也能成属一理通行的稿需嚼?如果"台{蕾"

也成周一疆的定俗成被器可的藕渭 又舍封海外辈儒辈人的研

究崖生什麽影警呢?也静有一些人正在属筑一二者的藕需寻求

一理费通的辫法。如果能找到蟹通的辫沽，那麽造是一惆值得

予以密切商注的通程.

增畏.

造些"新移民"中的多敷人，特别是那些前往美固的人，

舍遇到三倔黯题.第一锢，是他俩舆效忠圄民黛的，或者推而

靡之地挠，是舆效忠在台湾的"中草民圃"的老辈倚群髓之由

的政治蹋倍、.造一老辈儒群髓中的苦多人封中辈人民共和圄镶

有强烈的散意.第二锢，他俩的原望益非懂懂是能移居蓄地，

他伺遣希望能迅速地融入宫地，特别是在像加拿大和澳大利里

那棱鼓励移民入籍的国家，就更是如此.第三锢，静多人煞法

摆脱他伺阔拄中国未来费展的强烈的中国人意哉，多敷人在内

医 I "通通家庭圈聚的方式到了圈外.再後来，随着不屈一切的非法
卡;;1

Lly 移民的出珉，中国大睦"新移民"的人敷出乎人伺意料地迅速

全L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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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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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深虞希望他俩的後代能绚傅承中国人的债值程.

同棱地，中辈人民共和国派驻适些菌家、舆适些派系林立

的草儒孽人打交道的官员俩也有着他伺自己的黯~.宫不同的

革{需辈人群髓因不同的政治效忠而出理封立畴，他例如何费所

有的革借辈人"一提同仁"呢?适些官员被要求努力做好海外

"新移民"中精英分子的工作一一如果不能使适些"新移民"在

政治上舆中草人民共和国保持一致，那麽至少也要使他俩成爵
∞
时
町

一支封中辈人民共和国保持友好的力量.要做到造→黠，就不

能再重蹈在封待老革{裔的政策中所ðe.错误的覆辙.因而，营助

"新移民"舆他俩在中固大睦的家庭和家绑建立一穰新型的聊

格和交流方式就成属了一项至回重要的任费.封於造方面的研

我想懂靠研震中辈人民共和国政府所萤怖的大量政策文件

是不掬的.我俩需要睐解"新移民"自身在凿地的黄愣遭遇，

需要醋解他伺封於自己目前的虞境有何感想?又是如何藤封

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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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俩盖不放及自己在柬南里或在其它某一前殖民地的原籍

地，以及他俩新定居的圄家，我俩也舍很容易费察出他俩彼此

之筒的不同之庭"新移民"造一新辑谓的出琉不舍影警适些

"再移民"舆他俩新定居因家的革儒辈人族群之商的院保.相

·
何
以
新
?
每
何
新
?

反，造一新羁言胃倒可能成属他伺舆那些直接来自中圆大睦的移

民之罔的分界媒.更重要的是，他刑的出瑰使得辈儒辈人的多

造有助於我伺更模性一一如果不就是多眉次化的器，更属明颖，

好地韶蘸革f雪慧人移民铿摩中望富的内容.

接收移民的国家

现在我伺来截一被移民接收回.费"新移民"来说，他俩

希望移居的因家主要是美国、澳大利豆和歌洲回家，而十九世

古巴末以及二十世纪上半期造些国家恰恰是最排斥革儒草人移民

的圄家.那{固峙候，适些回家只接收属敷梯少的革情辈人移

民，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只能造入歌洲圄家在柬南壶的殖民

vl 
vl 
.._‘ 

地和半殖虱地.

自六十年代後期以来，美黯和加拿大雨固接收的草儒辈人

移民是最多的.前者主要接收的是来自台湾和中圄大陆的移

民，後者周始主要接收的是来自香港的移民，後来也散迎来自

中国大睦的移民.主在儒辈人移民已在适雨{国国家被公韶属是以

其事棠技能做出了贡献的有债值的"新"公民.但是，舆遇去

不同的是，造雨{国国家重才移民也是最格班别挑遣的.革儒草人

移民只是徙世界各地涝入适雨锢国家的"新"的移民大潮中的 f

一部分.

香港又是一理不同的情况.雄然盖非雄主主没有外人居住，

但被在海外的营地族群藕属"小香港"丽梅之舆傅就唐人街匾

别由来的造一旗手再器，未富不是未来可能出理的各瞿费化的徽

兆之一.在加拿大鳝锢城市中出琪的具有强烈特徽的香港人聚

居臣使得香港移民更像"老"移民而非更像来自中国大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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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在澳大利茧的一些城市中人敷正目渐增丧的香港

移民聚居匾也是如此;此外，在加利福巨亚和夏威夷遣有巍f固

适攘的香港人聚居黠.到目前属止， "新移玛"的手再需似乎尚

不遍用於他伺.造或言于摆阔索要.随着香港自由中国，那些器

同於中辈人民共和圆的人最接可能不再舍介意被中国政府藕属

海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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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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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

能丰藕再自己属香港人的有另别自於其他人的群髓存在就行了.而呈，

只要他仍有适穰意菇，他俩就舍力圈把自己舆其他革儒辈人移

民群髓匾躬自来，特别是在北美地匾，适穰情形很明黯.

我伺遗需要注意另外一理移民的来源，那就是寻求更安全

的搜身地或者另冕它国器求更好景展的"再移民"我主要指

的是那些泱定蘸向他俩在柬南豆的家绑、前往西方，特别是前

往北美和澳大利茧的革儒辈人的後裔.适些再移民的来源地有

印度巨西豆、菲律室、属来西直、新加坡和泰圄以及越斡以後

有成千上高雄民出逃的三{固印支圄家.但是，在"再移民"的

来源地中遣有另外巍疆颊型的国家，如毛里求斯、斐滑和巴布

新锺内虫、加勒比海国家以及拉丁美洲的其它一些国家.适些

"再移民"摆疑是移民，但革颗豆然不是"新移民

他伺，是想提醒大家注意大量的革儒辈人"再移民"，其祖圈

盖非中国。富f也伺军再自己属草儒草人或革儒草人的後裔峙，

。
的
盯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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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些罔题使得移民接收国的政策和患度超常

是矛盾和含糊不清的.

十年前藤聊和柬歇圄家全面控制式的镜治的路锚，主事致柬

欧和中欧出乎意料地成属了中圄非法移民的便利通道.造一戴

前所未有的各理移民均铿此通道道入西欧的情形寻l 起
何
以
新
?
每
何
新

n
F

剧性的、

了有回各方的警惕和警逛，造在徙歇洲国始的有商造一同题的

研究中已有明黯的反映.造一研究是新的研究，造一新研究在

欧洲的国展使得它舆世界其它地方的研究有了避行比鞍的可

能，但是，在我伺封在造一地医形成的新的革情辈人族群有更

多的晾解以前，我器、属捏造些"新移民"作属迄今属止一系列

特殊摩史储件所事致的"例外"来封待，或苦于是明智的.很黯

然，以前有圄其它地方革倚辈人移民的研究封於我俩理解造一

新的现象提供不了太多的需助.在歇捕i 出瑰的革儒辈人移民模

uuu 

式似乎是渴特的，凿然，其中一些黯而易克的新的要素很有可

能也舍出理在今後其它地方相醋的革儒辈人研究之中，

里洲国家的情况我只想筒要地被一族.自五十年代以来，

得以移居柬南壶的中圄人相凿少.少量超遇最格挑邃的人选入

了新加坡，其他一些人就法选入了菲律蜜、插甸和泰国。舆早

期的革儒辈人人敷相比，造些新的革儒辈人的人数是微不足道

的，因而把他伺作属"新移民"瑰象来描述可能没有太大的意

羹.间棋，虽在然中圄人遣移居到了亚洲的其它地方，例如，俄

瞿斯的速束地匾以及中里的穆斯林国家，但人数也很有限，辈f

於研究来挠，没有什蜜吸引力可言。唯一的例外是身属费逮国

家、因劳勤力短缺而徙中国大睦吸收"新移员"的日本。但

是，在日本的"新移民"既黛法舆在北美和澳洲那些移员圈家

都是前所未有的.更人道的移民法

巳铿付言者宣施.向峙，适些移民法也封移民伺提出了更多的要

求，但莘倚辈人移民已和其他移民一模受到了一提向仁的封

待.瑰在任何像以前那穰诸如"革倚辈人例外言命"之霜的带有

疆族歧挠的移民法都已黠以立足，造黄隙封中圃人的移民活勤

随着移民接收回杜舍文明的选步，新的、医
域
和
全
球

起了推勤作用.如今的法律制度更属透明，封於排斥莘倚辈人

的事措可以前诸法律.适些都徙媳惶上促使适些移民接收圄封

接受"新"移民持更属穰撞的患度.但也有不太容集醒之庭，

特别是在美圃， 目前"同化言命"和"多元文化输"之阔的事输

徙畏速来看意昧着仍然啻始定居於常地的移民带来麻烦，

"新"的美籍辈人也同棱黠以置身事外.下面我遣舍再次鼓及

造一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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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然在造雨伺菌

家多元文化输表现属是官方坚持奉行的政策，穰族衙突和民撞

同孚罔题不像美国那穰突出.但舆北美不同的是，来自柬南茧

的辈倚辈人的後裔表现出更强的多接性，由於巨大的信仰差

翼，他俩不是身不由己地被撞入，而是穰植主勤、立塌群明地

分列於台湾和中固大睦雨大政治阵营的封峙之中。

至於欧洲，莘倚草人的人敷始佟很少.因而，在遇去二十

年中选入歌洲国家的中国大睦移民人敷之多很容易就能照理出

澳大利豆和新西葡也出理了颠似的情形，

Nm.m. 

来.徒睦路铿俄罹斯和束欧到连西歌的革儒辈人移民是尤属突

出的、真正的"新移民"理象.舆"新大睦"和澳洲的移民圄

家不同，欧洲各团政府雄以通瘾大量移民的选入.同畴，欧洲

人道面舔着一些新的同题.如，西歌黛遗境国家共同髓(欧盟)

的不断攘大以及柬欧和中歌国家追境之防箱不最、漏洞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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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件遗憾的事.

第工，是移民的家庭围聚的向题.新的移民，像遇去一

楼，既有翠家遭移的，也有雯身一人漂洋通海的，但後者的敏

量是否也像遇去一攘，徙媳髓上来就多於前者，尚不得而知.

带多新的移民都是翠家道移的，特别是属於香港中庭陆居的草

案人士以及柬南茧的再移民.但是攘幸在道挠，中国大睦前往海

外的移民仍以罩身居多。家庭移民舆大多数罩身移民之由的差

翼可能舍加深和加大来自中囱大睦的辈儒草人舆来自其它地方

的革情辈人之雨的隔阂.如果情况真是造攘，那麽在凿地已建

立了家庭基暖的、盖已形成族群的草{儒蔷莘人在未来的一{锢固鞍畏

峙期内最好就被手藕再属"定居於某某圄的移民

革{儒需草人族群的雄繁、益舍封新的罩身移民伺崖生示箱效腥的

社舍安定因素.封此我伺需要更多的研究.

另外，随着越来越多女性移民的出琪，特别是越来越多能

纳揭立地重新刽棠器生或任黯於理代化部阿、横槽中的罩身黯

棠女性移民的出琪，娟女的地位同题也成属舆此相醋的、同棱

重要的闰题.适些黯棠女性移民舆遇去没有受遇教育、毫黛主在

借、浦穰恐慢地被带出中圈，或者是跟随丈夫到了海外的娟女

有着天壤之别.如今，她俩甚至比她俩的兄弟和丈夫遗要腾出

一筹，她例在工作中所赢得的尊敬是堂之黛愧的.已有辜者封

她俩的成就，特别是她俩在北美和澳洲的情况造行了研究，但

造些研究多只倒重於描述她恫舆她俩早年的姐妹俩形成的强烈

封比。她俩在未来的家庭生活中将费挥的作用遭有待於逛一步!

但只是任由媒髓来抨就未免不研究是否能在适方面有所作扇，

回注.

的"新移民"同吕而言苦，也燕法舆在欧洲的"新移民"相提韭

揄.作属一{固舆中国和朝鲜有着共同傅碗，又舆束南里有着摩

史瓜葛的束豆国家， B 本始佟斜罐於各穰向题之中.它巳铿畏

碍罔陶由于接纳移民的大同.它在遇去鳝十年中所接纳的努勤

医
域
和
全
球
视
野

力移民，只是很小的规模;而且，封於日本政府来说，它只是

一锢舆税收有阔的同题.要朦解中因"新移民"在日本的地

位，恐怕得把它舆在日本的朝群族族群以及舆莘倚辈人在其它

琉在言靠我例来蹋注一下主是倔重又出瑰的老罔题.什麽是

"新移民"理在所面酶的最索要的罔题呢?我i罢了五倔老生常

地方的情况结合起来考察。

再又出王克的老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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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将通通封同

化向题若干影誓的罔述来，结束我的资言.

第一，是封移民选行盟别和控制的罔题.移民需要辩理的

手嬉望得越来越繁琪但也越来越透明。-移民接收国比以往任何

峙候都更注重封移民选行分颊颤另~.辈才於能撞得批准的(符合分

重自锋件的)移民来挠，适黛疑有着人道主萎的道步意羹.然而，

在造一表面理象的背缓，造一道步的另外一穰意回也正日渐黯

珉，那就是将来自中国大嚣的非法移民拒之内外.造一理象本

身没什麽新酵的。苛分制方式方法的不黯花摄翻新和升极使得

莘倚草人的人数始佟保持在最低水平.但是造些障碾的鼓量韭

被但又是永恒的同题想在此筒要地放一蔽，

叶
盯
盯

不能盟止非法移民伺重要成辈人藉菌的事件丽一再始莘{毒草人族

我不知道事街群抹黑.全球化使得适萄街突越来越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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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移民，也不同於大多敷来自柬南茧的"再移昆

冬中商大陆的"新移民"很少带着强烈的宗教信仰道往它地，他

伺多奉行的是现世主萎的人生戳，造穰理世主萎的人生藏是铿

匿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数次革命道勤後印入多敷大睦中商人思想

是宗教的罔题.不同於那些来自香港的、乃至来自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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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念之中的.他伺多敷人封文辜徨典以来西方科壁和技街的接

展推崇借至，如果没有俄圄的"十月革命

大革命和美圄揭立串斡E事中所崖生的光辉思主悲想~、和理想作属窜同目

摞.他伺封在蓄地信奉各程宗教-一主要是信奉基督教和佛教的

革{毒草人家庭的生活方式作何感想?特别是凿他伺己姐在接收

圄生活了适麽多年以後?考察造一黠舍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另

其他草儒辈人在适些圄家各自所信奉的宗教封他俩有所调外，

勤嚼?他俩有寻求新的信仰的打算喝?撩解他伺的心患有助於

我俩晾解属{十麽有些人容易接受如"法翰功"之黯露自然"具有

而非是在他伺畏期所受教育中那中囡特色"的"新"的柬菌，

些被禁锢的信仰.

uuuv 

老生常载的同化罔题四

我现在再来重提一下雨化的同题.如同"韶同"在中文中

{国畏期以来在

徙未能被全面罩磋地表造出来遍的理代用

因而祠，由於族前揭示了草{毒草人被其他族群同化的可能性，

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一直是属隶人所周注的同题。

第三，是工作的同题.舆他俩在熟带柬南盖地医徒事揉磺

和程植、在北美修集鳝路和理菜的先辈伺相比，

额集中於城市.适使得"新移民"的铿M更想似於庭史上的歇

"新移民"明
域I

可
圣
球 洲移民商非他伺的先辈.具髓税来，他伺中虞於鞍低眉次的人

就像是到北美和澳洲的城市和工敲打工的歌洲人;另外，他伺

中也有如欧洲事者和事棠人士那攘逛入大企棠、寅黯室和大事

任睹的鞍高屠次的人.造意味着适些新出琪的"新移民"盖不

具有特殊的辈倩辈人移民特徽，但把他例作属理代移民中的倔

案来研究员4未富不可.适意味着所有西方移民的共性混在都能

套用到适些新的革倚辈人移民身上晦?适覆可套用的共性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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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回"新移民"的研究也舍集中於移民很有可能不断增多，
国

的共性而谈化他伺莘倚草人的特性.造舍主事致莘倚辈人族群中

出理愚殊的 F皆属差翼喝?只要孽倚辈人在每一锢接收固的人口

中所估比例仍少於 3%，造就不可能成属一倒向题.

是教育的同题"新移民"前往的是教育倏件一直第四，

使於其原居地的接连社舍.舆遇去不一攘，他伺中的多数人熟

悉接收固的文化.许多人仰慕那裹的精英教育方式以及可属那
m旧
的
叫 适些{哮件勤於他伺的孩子

来就是非常重要的.北美和澳洲封此已有相凿的研究，因而我

黛需在此萤述。但是不同移民陪眉之罔的比鞋，也就是"新移

些事棠僵臭的人提供的槽舍.黯然，

"同化"也是尚未有能淮罹封靡的概念、一攘，

中文中一知半解、

民"舆那些已定居了缉十年甚至更畏暗固的移民、以及舆那些来

自柬南豆和其它地方的"再移民"之阔的比较，部是值得注意

的.通通比较，我伺可以得知更多诸如直接来自中国的"新移

民"的素赁，特别是那些在"文革"後期想方鼓法遭移出来的人

我下面谈到向化肉题的峙候遣舍涉及到造一黠.的素贸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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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遇去九十年中中回人在海峡雨岸、在香港以及在海外辈

儒草人中属黄璜自身的现代化所做的努力，已铿使得新一代的

移民足以有充分的思想擎偌靡付他俩在海外将舍遇到的更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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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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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新
?

费化.篱而言之，

铿大大地搞小了. !ii佳然有一些人仍然是盲目地出国去国始一程

新的生活，但多数人都知道他俩是要往何虞去和属什麽而去.

有些人不懂不害怕同化，丽旦他棉正在努力寻求着闰化之道.

那座同化的选程封於今天适些"新移民"来说又意味着什麽

"新移民"舆接收圄人民之罔文化的渴潜巳

呢?

回答是多穰多攘的，首先，同化有着到於现代教育来说至

隔重要的另一涵盖.适阁保到吸收新知载、新思想的能力，中

国的逛一步费展需要适些新知融、新思想.适些新知满、新思

想也燕非就是适模一些柬西:通通那些出来事宫和掌握了它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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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襄又出

理了一锢同题j 那就是他俩用什麽来捍街他俩先辈所意u造的文

明?巍乎不舍有"新移民"像早期儒居在外的中国人那模看重

自己的傅就韭致力於，椎撞它伺.相反，他俩很有可能更多地是

把中国作属一倔正在雪碗碗代化的国家来雄撞，或者他伺雄撞

的只是中国作属一锢撩有凋立主榷的国家所靡具有的尊最和畏

或者他伺锥嚣的只是他伺作属莘儒辈人倔人所靡有的逮利益，

或者是造三者兼而有之.他伺得在海外封他伺始予梧堂尊最，

自由和宽容的国家才能纳如此，如果能造棒，那是最理想不通

的事了.

吉然，他伺也得属此付出代蟹.他俩的孩子将在一流大事i

的教育程制下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没有任何柬西能保撞他俩遣

又最佟回到圈内的人而使中固人民受益的柬西."
吗E
J

和
"

隶所遇知，眼贯中圄麽史的都是渲攘的情况，服徙中国毓

治的番邦翼族，或沿用中国的凰俗雷憬，或接受儒家思想及其

有的畴候，他街道主勤或被勤地把自己言罩、同属中

区
域
和
全

它的债值戳，

国人(也即蹄)1因或蹋化)，他仍雷助中国人在立了其文明的侵越

地位。但也罹有一些中国人舆此背道而驰，他伺i望撵了韶肉於

其它政治或文化。他俩在政治上被韶属是皇帝的叛在贼子，更

属最重的是，他伺遭舍落下忘摄忘本、蘸铿叛道和不忠不孝的

需名。每凿中圈圈势衰弱的暗候，人伺封适穰行属的憎恨之情

尤属强烈，造些人啻被痛斥属"漠奸

球
视
野

海

外

袭
人
舆
中
国 镇的踌候，封於敷以百离计在外匮估镇者就治下生活的人民来

挠，造穰忠言成都舍受到考黯.中草文明似乎媳能劫後鲸生，西

且，煞揄它被贼予什麽攘的定羹，它都能意借封其傅筑镇值戴

博大精深的坦然自信而不断得到盟富和接展. 向化属→因而，

多晃於其他民族成属中革民族的例子.

然而，多数中国人都器蔚文化，特别是其作属共性表程出

来的束西，盖不是一成不蟹的，而是舍通峙而蟹的.例如，漠

人留辫子是被漏人征服的穗益之一，凿初他例是被迫适棱做

的。他伺留辫子留了那麽畏的暗自，以至於 1911年以後他棉被

要求剃掉辫予以示撞得解放的暗候，苦多中圈人又整泱不肯剃

族的情况，

∞
m
v町

掉辫子。但是峙代费了.多敏中国人不懂接受了理代科署和各

理代化改蟹了他而且遣改换了新的裴束和爱式，丰重新的知菇，

畏期信奉的信仰。

造是今天的"新移民"舆他何十九世主己的先辈有很大不同

之虞。菁、中山和毛潭柬镇辜的雨次革命弓l 事他伺走向了琉代世

界。移民伺不再贵得他把必须捍衡既有的傅筑，抵繁外国文

何群多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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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人"新移民"一方面舍属罹保黄理多元化的自槽而窜肉，一

方面又舍不断融入到自己在海外的族群之中，融入到群多其他

曲族群之中。舆遇去不词的是，他俩的窗同吕摞中增加了器如

受教育的撞利、性那平等、劳勤保撞、政治参舆，以及全球化

的潜通和交流等新的内容.造或许又是舆早期歇洲移民相颠似

但主才於革{需辈人来挠，适些的石在是一程新的

啻陪他俩的父母攘有同一份情感.接收圄的文化以及接收留所

宣施的政策将使所有的束西部费生费翼.在舆此密切相拥的研

究中做的最好的是美国.美国研究移民的事者徙工乾以前就阔

始封同化罔题选行了深入细敏的研究.他例最早的研究是周於

E

域
和
全
球
视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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铿匿.

分饰於世界各地的ISSCO舍具具有研究造一组靡的有利倏

件.在柬南亚造一辈儒辈人接源地的舍具伺巳短目睹了莘借草

人族群同化的选程及其文化保持所短壁的各锢费展黯鼓.他仍

也注意到了徙造一地匾遣移出去的"再移民"封精英F皆属的同

化行属所持的精黄患度.另外一些舍具费境生活在自己遇圄的

"新移民"随着瑕境倏件的壁化而不断有意言盖地始自己重新定

位，也主在倚着手封此造行研究。遣有一些啻虽本身就是"新移

民'\他俩也许是击键将舍不断呈理在他俩面前的摩程的最好

人遣。他俐的短庭是一穰在前所未有的储件下出现的揭特梅

遇.他俩不懂懂只是"新移民"。他伺所鹿的位置使他伺能掬

营助老一辈的事者一一摆揄是中国圈内的遗是海外的…一直责窍革

情辈人移民史。在造一边程中，他伺遣能绚把新的理输祖角引

入移民研究之中一一在造一镇域中有陶穿越大西洋的移民活勤的

研究估攘主事地位的畴罔已铿太久了，现在是可以腾穿越太平

的一程闰化模式，

封美国印地安人部落的同化.接着是针封柬自歇洲的非盎格鲁

-薛克逗移民而提出的"熔煌言揄命

代之内成属美圄人的f锢固案研究不腾枚翠.舆他俩有着颈似情况

的加拿大和澳大利里也造行了同攘的研究.我伺知道适三倔圄

"革情辈人不可同化"是家在六十年代以前都排斥中国移民，

他伺排斥中圈移民的一锢主要理由.具有调刺意味的是，现在

适三锢国家接收的"新移民"人敷最多.同峙，造些"新移

罢"瑰在也鞍好地做好了遍~造三倒回家文化、政治和铿清制

度的草借.属了同化於他俩所希望事雷和掌握的政治文化以及

他例所克撤到的生活方式，他俩己铿做好了比以往任何暗期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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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蔷草人都充分的主在借.属了那些我已指出的雄故，他俩不懂

没有理由拒她被同化，而且遗舍希望他俩的孩子被教育成美器

人、加拿大人或者澳大利里人， 闰阵又保持他伺作属孽倚草人

的手重族韶同.

凿然，理有的有隔适三锢因家的同化和多元文化同题的孚

语也是靡核正视的 B 多元文化将舍是造三锢国家永恒的特徽

。
啥
叫

洋的移民活勤舆之选行比鞍研究的峙候了。

此禹王震武教授在 2001 年 4 月鹿龄台北翠行的"第四届海外孽

人国陪肇街研前舍"上的主题费言.原载《萃{吾辈人摩史研究》

2001 年第四期.程希嚣.

* 

"新移民"出理於

造一重大孚蘸相持不下之畴，其第一代将成属全球化峙代移民

大革中的一支B 造莹移民可以言挠觉是真正的"新移民

的全球化移民活勤的萃本堤律尚在形成之中，而他例已铿属靡

付未来的蟹化做好了充分的主在借.随着适些窥律的形成，革儒

喝?抑或它只是走向同化的一锢撞宜陪段?





海外莘人社舍典地方史文屠夫

今天遣的题臼是"海夕外←莘人杜舍和地方史文献

言鼓袭"地方"造{锢固概念.在中国事街及傅毓政治制度中封"地

方"适{目前的解释相堂清楚明罹:地方就是指中央以下的行政

院.造{固概念的引申便费展成属後来的地方事或方言喜事.此事

科的形成反映了人伺封"地方"的随心和睐解，其程度的深

化，根本可把造事科蹋黯禹社舍科擎的一支.事雪上，此事科

内涵包容甚靡，行政管理事、人颈署、桂舍壁、地理事、摩史

事、偷理事等皆包握其中.

方言主事的孕育舆成畏，除了得力於士神 F皆属的推勤之外，

中央政府的磺撞支持亦不能忽视-徙寞躁的用途柬看，方言志本

身有助於地方行政的道作，地方官可借助方言在去黯解地臣的概

况，它是地方行政的最佳参考资料。我自己野方言喜事韭未有直

接的研究，不遇倒是想、利用方琵资料增加我野中睦摩史的睐

解，所以也曾看了好巍十疆方言志.我自己的藏黠是:方革基本

上是文化、地方行政、{合理基睫的棕合，故此它是社舍科擎的

一疆，

窍方茸的人，或是凿峙的孰政者，或是告老蹄姆的士大夫

睛级，其撰述方茸的原因主要是资据中国文化，用中圄文化的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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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辈人属主的城市舆绑镇，包括像新加坡适倔以辈

人属主的都市和属来西茧内的一些中型的城市，撞城、 吉隆坡

第二:以辈人属少数民族，集居在一起的居住踵，适是另

外一穰辈人杜舍.如北美、西欧、澳大利亚、钮西菌等，造些

地方都有所谓唐人街 (Chinatown)，在适覆情况下，以少数民族

形式集居的一穰辈人社舍中的所需"地方"，又有不同的意羹.

第三:造一穰是否能掬稿作辈人社啻 遣是倒向题.事宣

上适些辈人散居，不能槽成一伺大型的辈人社舍.造费情况之

下，是否也可以稿属"地方"呢?它雄有地方史，但有没有草

人杜舍，遣是有黠罔题!而造一黠我藏身铿摩遇.二十年前我

徙属来西里搬到澳大利里坎培拉的峙候，凿地辈人撞少，只有

两三百人.怎能成属-{困辈人社舍?辈人散居，大家分散，每

锢地方都有些辈人住，既不集中，也没什麽姐锚.适穰散居式

的辈人社舍，是否能叫做"辈人社舍" ?适穰情况，在北美、

西欧、澳大利亚、姐西葡等地多的很;速柬南亚都有适些散居

的辈人.不遇既然散居，黯成社舍结槽，其地方的藏念是怎穰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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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呢?

我韶属适锢t拴在己:二十世钮初至五十年代的暗候，我伺常

克的"革倚"造倔名言司.由於因每锢地方的情况不同，各有不

同的资展同题;而各地方舆各国的政策也不同，政治制度也不

一捷，因此"革儒"造锢前便概括在一倔名善之下.大家都是

革儒，不管在辈人多的地方，或是少的地方也好，聚居或散居

的也好，都是"革悟"我韶属适{国用法基本上带有政治性舆

民族性，强调费中莘民族的器同感舆蹄属感.所以适踵用法，

精神来批判地方行政.筒罩来蔽，方言主把所有的地方资料作有

系统的整理，其中镜有行政管理科擎的味道.

辑方言志属科壁，董翻它是一锢棕合的辍告，基本上资料的

分额是有大致梧同的模主要.士大夫可以利用方器来得出一般性

的结言命，可以前大多敷方益比较重槐共同性的资料.我的印象

中，比较少的史料是踊心到其特殊性和拥特性.但徙另一角度

来看，造些有拥地方凰俗、自然现象、山川、河渠、地势、名

腾、物崖的资料雄然起戴得比鞍筒罩，但那充分地展示出地方

的特殊性，内中甚有意羹.

正如刚才所荫，中固的地方益大部分都是求其共同性，而

相封来税是忽据特性，尤是周涉到文化社舍、社舍行政方面.

事蜜上，以往的情况是:不管方器是凿政者撰窍或是地方士神

墓修，均是强羁共同性， ep不带究溺特性.有峙候更可以是千

律，每部方言主大部差不多.造覆社舍科事是士大夫的科

事，是寻求一般化，只概括出文化的造一程黠黠.换言之，我

俩大一，统的中草帝国的傅就是只注意相同黠，不注意揭特庭.

"地方"造穰概念靡用在海外是否同模有效?抑或需要探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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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另一疆黯黠?在国外的草人社啻襄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他俩

生活在相翼的璜境，接受非傅统中圄式的教育，也没有傅豌士

大夫的包袱，他俩所周坠的是自己的理黄王震境。故其出婪黠就

根本不同，舆士大夫的搏统脱霄，适黠是值得注意的。

那撞在海外"地方"造f固概念是怎模的?我韶属造伺很值

得我伺注意.我筒罩地介韶一下.在此之前， 我仍首先要分别

出主墨程不同支重型的辈人社啻:

。
叶
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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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是一穰科擎的用法，事蜜上亦不怎攘科事.不遇，部很

有意羹.同峙在辈人社舍的藏黠来看，他例也很鼓励用"革

借"造锢祠， "革倚"代表着他俩韶同中辈民族舆文化，业表

造出他俩的爱圄戳念，童是凿峙摩史上很重要的壁化.我韶属

适恃期可以说是孽僵持代.造是一倒很重要的峙代.

但是，在五十年代以後，由於客藏情况逐渐再蟹， "萃

锚"的定羹又值得重新再考虑.是峙圄内舆居留地彭势迥翼，

海外莘人在考E窟草凿地蜜隙情祝之後，封"辈儒

名祠有不同的理解.理在利用南洋社舍的概念来作属解霹.

在十九世主己的持候，盖没有群蛊的革锤史料解辉"地方"

适{固概念.最早好像是余有选在 1848 年用英语窍的 "The

Chinese of Singapore" in The Journal 0/ lndian Arch伊elago 适篇文

章是反映营地的情况，凿然造是以草人属主的一{困地方.

到 1887 年的峙候，李锺E到新加坡峙，曾寓有《新嘉坡凰土

言己>> ，造是用士大夫的翻念来窍新加坡，舆我例中国傅镜的地

方概念比鞍接近。严{豆盖不一定完全通合新加坡辈人社舍。

在外国也有人阔始注意造方面，他俩注意的理由和方法又

有所不同。在 1879 年， J. D. Vaughan 也需新加坡辈人，其文跟

李锺茸的《新嘉坡凰土言已》的出援黠根本不同。一但是士大夫

的藏念，是中圄傅统的藏念;一倔完全是西方的酿念，徙帝国

主盖、殖民地政府的藏念来看.造是凿峙十九世在己的情况.

新加坡本地人最早窍的，我刚才搞遇有余有选E 後来林文

庭辩了雄言主 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 内中费表了不少有阔

地方程念的文章.他伺眼中的地方在克念是由土生土畏的商人立

塌出菇，摄本有别於傅统士大夫的瞿念.就像林文崖，本来就

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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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锢臀生，盖希望在营地参政，事贾上，蝶器中的资料取材

和摆窍方法舆傅就亦截然不同.

4 到了二十世钮，情况又有所不再.二十世铠可分属载前舆

鞍後雨锢陪段.在中日军戈孚以前的二十世纪，很少用地方史

料.因属适峙期，大家只着重南洋革借造锢概念，追求统一性

和共同性，把所有草儒就成一攘的.不管什麽地方的革儒都是

草倚，革儒都是要爱国，要槽往中国，要韶、雨中草民族. !ii佳然

如此，我副才所吉普的"革借"一祠，仍很有用庭，在凿恃贾在

是有它的功用.

但其中也有一些例外:就是宋旺捆在二十年代用英文窍的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0/ t始 Chinese in Sing.αrpore. 他完全Z较

新加坡辈人的酿黠来看凿地辈人社舍，其窍作的方法，引用的

史料，所醋心的罔题均舆傅筑有另艇~.如果把宋旺相那本曹"新

力加口坡草人一百年

的巍十穰阔於南洋草{儒需的菩作比较的言韶苦，就不雄察费出雨程完

全不同的看法。中国傅镜的地方程念，跟在富地出生的南洋革

儒像宋旺梧等的看法大不相同.在印巨又有林天站，在三十年

代萄的三贾望Hf史 (Riw句iat Semarang) 造也可以算是一恼例子.

徙适用本苦可以比较出富峙的地方概念，跟中国的完全不闰。

斡前的地方史的史料是撞有限的.假若有的话，也是徙南洋草

儒的出援黠来窍的比较多，注意地方上的揭特性.但由龄他俩

都是社舍事家，所以到最後 他俩的方法就是将每{困地方的特

黠昂纳属一般性的通用，找出所需科擎的桔揄.结果蝉然如

此，不遇他伺在研究每{田地方的第一步畴，就舍找出带多新的

资料，而且亦阔心到地方的渴特性一一包括地方政策封草{裔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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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他那本曹

Chinese Society 切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是表示造假社舍的

特殊地方，跟别的辈人社舍完全不同.又如榻选登在他的"草

人的领事屠在新加坡的领导"一文中，一方面试圃寻找新加坡

草人杜舍的确特黠，另一方面也表露出静多舆中自社舍的共商

黠，我贵得很有意思.另外，颜清温封新属社舍的研究也能纳

同棱费掘出辈人社舍的理特性舆共同性.

在研究以辈人属主的城市舆绑镇方法甚多，而且舆研究以

少数民族属集中臣的地方是完全不同.我看到好巍本有周造方

同踌也登掘它的揭特性.窍法，求其共同性，

面的番，像 Lawrence Siaw 窍的有阔"森前美"一锢小绑镇叫

做 "Titi"，是客家人的社舍，内容徨有意思.最近，握部辈研究

霹重州近打匾，怡保那一带，以客家人、国南人、康府人属主

的礁棠中心的草人杜舍，前言命到静多很渴特的同题.此外，

DianaOoi 曾封以英语属潜通媒介的草人社匾 (Penang 撞城)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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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性黄加研究，探索其舆革器社匾的翼同.

最近有一本我特别有舆趣的苦是躁志明所焉的 The Baba 0/ 

Melaka. "Baba" 适锢罔题巳有好巍百年的匿史.究竟此字源出

何应?我伺盖不知道.不通大家用惯了，魏百年前就有，例如

印巨、属来西豆、黯六甲就有 Baba. 研究适同题的事者韭不

多，但是都比较片段的.撩志明的苦相信是至目前属止最精彩

的一部，我贵得 Baba 适同题很值得研究.辈人不一定承韶自己

是 Baba，事黄上他俩本身又否在是辈人 而且是很保守的辜人，

雄然他伺既不能菁窍中文及谱中国器 但部雄持了不少中醋的

商且在程度上更韶属比在中国地方的辈人更草人.

可是适些人一般在南洋草儒社舍中被

凰俗宵憬，

适正是他伺自傲的原因.

文化的融和舆衙突的肉题等，例如印巨的 MelyTan 窝 The

Chinese 0/ Sukabumi 就是用了西方的社舍科事方法来研究，跟我

桐士大夫的社舍科事是雨模的.其著作带到 Sukabumi 的辈人社

曹的特性，盖指出舆(耶加速)的辈人不同，而 Jakar恒的辈人社

舍，又跟 Semarang 的也不同.别的事者，像 Willmott 到三置望

做研究，也是如此，他接贵到凿地的辈人社舍费展，跟其他地

方的有不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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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人颖事家，社舍事家，也阔斗到共同性的地方，像

Maurice Freedman 研究新加坡社舍的暗候，同峙也研究福建、潢

柬的杜舍，去求其共同性.我贵得很有趣的就是:彼此同峙注

意共同性，同峙注意揭特性的峙候，就有苦多新的资料可以蛋

理.大家也萌白，属什麽有些地方"共同

"1揭驾特"就徙研究工作方面来言藉毒，就深刻得多 T. 如 Jacques

Amyot 窍 The Manila Chinese , W iIl iam Skinner 研究泰国革儒社

啻，及 Boonsanong Punyodyana 窍的有拥泰圄曼谷辈人社啻的同

住同题，离得很好，窍得很有意思.另外，翠有 Willmott 的弟

弟窍有阔柬埔寨的辈人，窍得很特别.他将柬埔寨的辈人，跟

西黄的辈人，以及曼谷的辈人作比鞍，且把共同性舆凋特性，

得很清楚。 即使後来的 Claudine Salmon 窍 The Chinese 0/ 

.lakartα: Temples and Communal L庐，雄然没有故意去找什麽确

不通裹盟的材料可以表示出耶加造社舍的草人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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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其置，以上透些苦所窍的道是草人属少敷民族的属多。在

跟辈人属主的海外社啻中，舍否跟中国地方史有着梧同的地方

属来西茧， 其中就有很多很特殊的地方。

李贾平的"十九世古己的新加坡"一方面用 Maurice Freedman 的

摄念呢?像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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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不同的海外阔傣勤地方禁展也有不同影譬.漳1+1人很早

便到南洋，但後来漳州人反而不如泉:陆人.寒:陆人到菲律蜜去

资展，特别快，特别成功.泉判的接展舆菲律寰的回镖，跟漳、

州舆印巨及属来西茧早期的商练，辈才雷地杜舍的影薯，是值得

深究的罔题，

放到辈人移民的同题， 因

康移虱舆江浙移民又有不同.浙江人，事被人也好、温州人也

好，到美国去的，到西欧去的，舆由唐人到柬南里，到美国去

的情况大不相同.他伺相翼之1st是我伺值得注意的.所以，我

器属鼓起地方文献，要多注意一些理特性的地方，不要完全探

取共同性和一统化的藏黠去看.

我笛草地再作一锢小桔言命。辈人在不同的踌期雕向最後，

中国，便有不同的影警.到的地方不间，影署亦臭。造跟凿地

的民族的固有文化、制度有密切踊倍、.就以理在束前，到资本

跟到共崖主羹杜舍去大有不间。更逛一步来主萎的社舍去，

挠，即使到不同的共雇主主主社舍，情况亦有那.我伺理在很容

易看到，到薛聊去的辈人舆到越南去的便有不罔. 至於在资本 VI 
U 
VI 

而且是膳该首

输的题目.而题目的本身包含了政治、文化、和组清各露面。

最後，我希望大家封於地方材料研究的暗候，稍属丰事遇来，多

截一些揭特性，少鼓一些共同性.最少暂踌少敲一黠共同性，

多截一些揭特性.甜甜大家。

原戴林天蔚主孀《茧太地方文献研究揄文集)) (香港:香港大事亘

洲研究中心， 1991). 

本

看不起，被提作费了贵的中圈人，必须盏快腾他俩加以同化，

使他俩不再有 Baba :1宣穰意雄.其贾适些特殊的中国人，一直很

忠就地保留中国文化逮缉百年之久，那麽我伺藤该不靡鼓辑祖

他伺，盖不把他伺首作是中因人呢?我贵得适锢好像也不靡

鼓.陈志明的著作中解理得很清楚，很真挚.适闰题很特殊，

很值得我伺注意.造是士大夫黯极所草草挠的一群.而且亦反映 回康社舍中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出海外的辈人社舍中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仍注意的.顺带一

提，最近新加坡年青的一代，有缉倒我贵得他俩的贡献很大，

如班钦永、柯木林、林孝腾，他俩都是利用地方史的资料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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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他俩的成果有些是相凿傅统的，跟中国士大夫的看法相

间，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如割子政在研究沙捞越方面就有很大

的贡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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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在地方史研究上，我贵得在注意共同性之隙也不能忽略杜

舍阔的揭特性，需要有不同的研究方法舆瞿黠，

社舍情况，造是我倔人的看法.

去时付不同的

俗
主
羹

我明白到适倡舍器重黠。则才林教授蔽的我贵得很重要，

一方面考察草就是一甲方面探前中国人移居外圆的因素舆活勤，r、lf) 
t') 

主善社舍的革裔移民又怎棱?适都是值得前擒，人野里太地匾的政治铿清文化之建榴和影誓，和封中国的贡献。

徙两方面来藉，我贵得我俩封地方上的描特性鹿该多下黠

工夫.我贵得我伺以前太注意共同性，不童提揭特性.因属我

主?在徙地方言志裹去找捕特性的地方史料，以倔人的短黯来说，

但若p很重要.我曾跑到医内的小地方地方的渴特性蹬然黠找，

去，接费就以闰南地匾属例，泉州!舆漳州便有很多不同，甚至

泉州的踪舆挥，也有不同的地方，像集美，眼晋江、安海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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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外部世界之离起到精棵作用的人仍.他伺跟得上峙代费

化，封事旗反映敏锐，充浦活力和朝氧.自十九世纪中莱以

来，憧管他俩中的带多人和他俩的祖先曾铿在外圄人的管暗之

下生活，但他伺徙未染上殖民地特徽.他例中的多数人徙不屈

於外国利益，两且自徙瑰代民族主羹舆起之後，他伺投入中国

的理代化事棠，满腔热情地属中固的昌盛和尊最而窜同.

事蜜上，沿海辈人中的重要一群便是香港人，他俐的器同

意端庄生於 1970 年代.香港人是指那些即使不公阔反封殖民统

治，但至少舆少数欣赏英圄统治的人截然不同的人伺.中辈人

民共和国政府承韶他俩的韶同意巅，把香港人舆澳P内号人一同手藕再

作"港澳同胞

些"暂畴"居住在海外或中圄领土以外的中国公民。香港人也

甚至

取得外国因籍又回港生活和工作的人.

香港人基本上精摞擎的康州方言，但他伺韭不都是康府

人.人口统苛敷撩颖示，超遇三分之一的人来自珠江三角洲以

uuu 外地匮.他俩分别带潮州器、客家器和来自黄束、康西的其他

庚府方言;遣有的蒲团南器(漳~一泉)、客家器和来自福建的其

他方言;遣有一群人被篱毓地罹作上海人造倔凿地的稿呼是

指徙中国其他省份来的人衔，但主要是徙沿海地匾来香港的

香港人遣包括一、二十高的"揭圈"草儒.他伺多敷是在

1950 和 1960 年代因由中国，在 1970 年代又移居香港的柬南亘

辈人.他例中很少有人遗能返回自己在柬南茧的家圈，所以他{

例已铿把自己吉作香港人，或者挠沿海辈人.

效忠台湾政府的人，包括许多新近徙大睦来港居住的人，

人.

国国…

一-
香港莘人的通去和未未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幽幽幽画面

二

今天香港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属她是选入中圆的便利阿

渲锢基本储件在近一百多年的1ff史追程中一直没有改壁.户，

作属英国估镇的殖民地，她也是鼓在外部世界的窗口.只有香

港草人的活力和选取精神，才是香港萤展的主要可费因素.在

适篇翻於香港遇去和未来的结输篇中，我膊言命述香港辈人，分
析他俩的姐成情况， 以及他伺封中固和本匿域可能登棒的作
用。

值管香港人生活在撞民镜治下，但他伺煞疑是中国人，也

可辑作香港中国人.在此我伺留意一下，有带多韶囊描述中国

中国人、漠人、唐人、革儒、草人等是最通行的用
法.

但在瑰代中国社舍，有雨锢前具有特别的虚史意差.它伺

就是上海人和香港人.适雨倔前反映出十九世主己以来，中圄沿

人，例如:

大陆帝圄遏雄新港口城市的黯著费展.徙庚柬、福

向海外世界资展。把他伺羁作沿海草人也带更属通合.造一手再
呼立在不指局眼在某一特定匮域的人伺.它表示的是那些出生在

河北到邃柬半岛的人迅速城市化，立主

通通口岸舆外部世界造行频密的贸易活勤，在

.354 

浙江、江薛、山束、

中国沿海地匾，

海省份、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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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港口，分别舆不同的西方和束南茧圃家和港口做生意，

很久以来，造一地匾的人伺封外界就探取相封阔放的患

因

ν
U
 

A
μ
 

度.

但在

帝座跨代，派遣来管理他俩的官具和军阵益非都睬解船和海封

他俩生活的重要性，一些掌握寅撞的官最反而鼓勤费展晨棠，

甚至以辙牲海外翼易属代债.锺管如此，造些唐人道是追随他

伺的保出人物和文化领袖，韶属自己是中国人， 至少是中国唐

峙至今日，唐人造锢祠除被老一代海外辈人所用，而且遣

保留在中圈南部沿海的主要方言中，它臻起来似乎有些黯奇吉

它不再篱罩地等闰於唐人.

uuuv 

角度看，香港人是中圄人.造穰舆国家韶同感的耳鼻粟，今天比

以往更加强烈.但是不少香港人部自韶属是有不同意攘的中圈

人.他伺拒锦殖民地中西人的概念 封造穰"反面形象"已超

反感了魏十年，但也不等同於具有大陆或台湾的凿代主流意撤.

香潜入造穰想法在中国摩史上曾铿有通先例，瞟解它封我

伺理解香港摩史和香港未来非常重要e 在南部中国野外贸易的

主要港口也可接理相同情形.徙漠代黯始，庭外i 就是外贸口

岸.宋朝以来，泉州以及随後的安海和月港都曾程在短阵爵内

成属重要港口，在巍倔世纪中胃，遣出理遇其他港口，如福

州、厦内、事波和畏江三角洲上的一些港口.在十六世缸中莱

以後，也出理由葡萄牙人管治的澳同.但是造些潜口的贸易量

俊不稳定也黛法苛算，而且在明清峙代，宫虽塑造些港口贾行

我伺有充足器攘可以置明，在十九世钮以前，

纯文化和摩史怪.香港人则不同，

媳而言之，不输槌籍何方，香港人包括了那倔地匾鳝乎每

一伺中圄血统的人，只要他俩在香港定居，盖且承韶他伺舆中

圄有着深厚的文化溯源.值管多数人蒲廉州方言，但每佣人都

略懂自己的方言.例如，有人吉普普通话，有人革前程或多穰万 造些唐人毫煞疑罔具有中圄帝国的M史铿黯和文明.

日器和不同的柬南

人伺来自附近地题和

遣有人能搞外国语言，像英器、法器、

主语言.香港是一倒流勤性很大的城市，

至少三大洲.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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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意味着他伺舆

那些依靠沿海和海外活勤属生的人伺，特别是那些参舆海外翼

易的人仍有着许多共同之虞.造些人一直~於中圄地匮的遗

簸，舆内地人差翼腹大，因而也值得特别踊注.正是他例的遗

援地位，使得我侨需要撩解他俩的债值藏、他俩的生活方式、

香港人主要来自中国南部沿海省份的事寞，
徒
地
方
史
到
世

甚至他伺封世界的看法.

如同世界带多地方一棒，中国南部沿海地匾的人口槽成铿

匿了一锢漫畏的流勤和融合的通程。考古擎的资理早就澄明了

南部沿海土著文化中含有苦多外来的成分;而秦漠以後国家的

俗
主
羹

统一，大大加速了中原人口的南移和南北文化的交流。到了唐

以魔州属中心的中国南部海上贸易和封外交往到了→锢高代，

峰暗期，而造伺峙期影警的延稽，可以徙明清峙代中圄南部沿

海人在海外自属"唐人

飞O

ll) 
"J 

5}:7:州最格控制.

充分的说明.

但是，散居中国沿海的人伺除了共用像"唐人"或"国粤

人"适模一些属呼外，他伺彼此之罔律使用不同的方言.憧管

他俩中的精英分子共同奔赴京城参加科翠考试，但谷p不原在彼

此罔翼翼.他伺中阔的勇敢商人热衷徙事海外翼易，使用自己



香
港
拳
人
的
遇
去
和
未
朱

被通商口岸小社舍所接受，但後来大多前往上海，或者在其他

口岸逛逛出出，盖不懂懂依赖香港.另一穰是往返柬南亚、美

洲和澳洲途中短遇香港的人.造些人被藕作"辈倚"他伺盖

不器自香港，懂懂把香港作属移民中心或草草口贸易地.只有一

些在英固殖民地居住遍的人，舍把自己祖作英莘殖民地居民，

但多敷香港人益不赞同如此自稻.

筒而言之，直到 1940 年代，香港勉强属於新的中团沿海社

舍.在世纪之交，吉庚柬籍领袖子系中山等人舆起瑰代中国民族

主萎的畴侯，香港曾铿接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吉大多数中圄

人被康泛唤起民族意载的踌候，民族主萎的热情拥向北移到上

海、北京和其他内地城市，雨香港的中国民族主羹意戴又回到

遗簸去.

不遍，因属香港辈人比在通商口岸的辈人更直接地生活在

外圄管瞎之下，所以他伺也具有共同的特黠，特别是舆上海人

有苦多相同之虞.中国沿海辈人的阔键特徽主要来自西方资本

~ 
t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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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海人的反膺、明霸，香港人用不直

接.攘我来例翠他伺的一些共同铿摩.

首先，法律框架(香港探用英圆吾惯法)，它保嚣自由，特

别是私人商棠利益.雕然一小部分中圄律前受遏制攘，但他伺

煞瑕深入到上海的辈人中罔.但毫燕疑罔，法治的益应得到承

器，来自中圄各地的知撤分子、墓街家和政治家都寻求法律的

保撞.

其次，资本主羹铿渍，表理属自由贸易和低税收，它加速

生成了现代中国企棠家，特别是在上海，形形色色的外圈商人 J

提供了更多的蜜窗攘舍.造是早期工棠化陪段， 资本的槽成形

和歌洲国家在舆中团政府造行贸易峙遇到各穰困黠.适些撞攘

可以雷助解穗，属什麽适些港口的中黯商人没有能绚形成自己

的明罹的意满.自本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竭力敲周明朝絮

醋的大肉，荷菌人和英圈人则就圈迫使清政府爵放口岸.然

雨，直到十九世缸中粟，英商人才通通打鼓漏清帝国取得突

破，远离口岸制度成属放大了的澳同理黯. 1宣锢制度是由西方

强攘的罩事蜜力支撑的，也是西方国家在纽椅上渗入中国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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懈努力的错果。

此後一百年，周放口岸萤展成属共生中心，在那裹，外国

治下的贸易组嫌舆中国官员、商人和贾辩共存.由於地理位置

上海成属最大的一{圈中心，它的人口

迅速膨腰，来自全世界的外留人都匿集在造襄.那裹的中国人

不懂来自南部中国的其他口岸，而且来自辩近的每锢省和黯.

在不畏的畴罔裹，上海便成员在中国沿海地垣形成的新型社舍

的都宵，被康泛承韶属里洲最固跨化的城市.

主萎的衙事和挑罪是，
起初，上海社舍以非辈人的贸易活勤而著名.到清朝末年，

大批堂地侵秀辈人也享有盛蕃.上海吸引了大官僚和富商家

族，他伺移居此地立在在那裹建立他俩的基地.社啻阔始分化成

南部分:一部分是通商口岸小社舍，包括非辈人;另一部分是具

有新意载的上海人的大社舍，包括徙各地来上海定居的草人.

在肉模跨期，香港也混雄居住着不同的人，但在非草人人

北靠中国最魔泛的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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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中，英属人的比重特大.辈人人口主要是来自庚束省的商

人、劳工或选葬在者。在适撞瑕境中，他仍不可能费得英国化.

他销中的多数人保持着中圄人的傅就.只有雨疆人例外.一理

是舆英国人密切接铺盖且带有英草特黠的人.他俩中的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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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黠的孽人，但盖不佳酿於香港人，舆上海相比，香港官方盖

没有培育出一撞特别的香港辈人意满.

4 上海成属中国出版棠的中心.她也是中国最先接耀瑰代技

街和西方文化的城市，尤其是在科事研究、工程管理、重影、

工事美街、音柴、战尉和舞蹈等方面.上海吸引了中属一些最

使秀的人才，他仍成属此後百年中庚属人知的最富剖造力的人

物.他伺属理代辈人意带奠定了基石.适撞撞和着上海人特黠

的意巅，在其他沿海中圃人，特别是在香港人中国傅播a

近百年来，香港作属中国舆英国的一倔次要中心，她具有

自己的揭特之鹿.她黯然是庚柬孽儒、黯民和移员的重要中畴

站，也是舆柬南直和英语世界保持商捞月弹擎的通道.她舆廉州

一起成属珠江三角洲的南大要港.徙更靡阔的角度酿察，此峙

的香港人已铿国始逐渐形成舆其他中国人不同的特黠.辈才於敢

於冒陆的理代康束人来挠，造{固城市不懂懂是他俩的家，同峙

也是他俩舆其他英盟殖民地的英草窟民，舆束南豆其他地匾

式筒罩，廉债费工充足.更属重要的是，畏江和珠江三角洲的

潜在市堤}jj阔.封凿地商人束前，造是一倔有深造意萎的剌激

因素，能绚促使他伺费勤中国的工棠革命.也静更属重要的

是，商人在中圄杜舍中的地位上升，他伺更多地参舆公共事

费.雨锢城市的新一代商人能绚逃脱官僚的支配，在国隙商人

中国找寻自己的位置.

另一倔特徽是新闻、教育和宗教方面的言端自由.新罔自

由反映在外语和革器商棠幸巨额上，随後也日益反映在政治雄盖

上.由於上海缺少罩一的政治结槽，适使得所有杜舍和政治姐

绩最大自主度地享有自由.上海成属持不同政克和造反的人的温

床;而香港的殖民地政府则因属属及英国舆中圄的回馁，辈才潜

在的叛逆者和捣乱的人最加管制.上海的自主事校、事院和大

一军重新的政治意戴国始萌芽.

毛主

"南撑辈人"保持聊擎的中植.

舆香港和上海辈人形成鲜明封照的是 多数中国人遗生活

在晨耕社舍.遇去，蒲曹人和考得功名的家庭捧有土地，在中

国不同地富的情形大髓相同。地臣之商铿模和文化的差距缩小

舍债值在克念的最大费化是封待娟女受教育的罔题，尤其是高等

教育.香港的教舍事校封香港早期意横的形成也有所贡献，但

事校的敷量有限.高等教育方面，大型的教舍事校和大事都在

上海，例如主要由美国人割辩的望她翰、德国人制辩的同清、

法国人剖攒的震旦.此外，新型的固立大事和私立事院也在本

世缸初在遣军重阔放的瑕境中涝现出来，它伺使来自全圄各地的

也许社事教育了新一代中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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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低限度，至少在清帝国衰落之前是适棱.在民圄峙期，

即 1911-1949 年，出於多穰原因 中央政府组常虞於软弱和分裂

肤患，沿海地噩(特别是通商口岸地匾)舆内地的差距加大.在适

雹情况下，富人和受通教育的人刑，份份向安全的城镇道居，本

事生撞大地增畏了事言在.

适些组摩增加了作属沿海中国人的上海人的文化差翼.上

世纪内，他怕明黯地移向沿海地噩，国属那裹的理代贸易、教

育和文化以可藏的速度费展.

海人成属全中国人眼中的仿傲棱板，不言命是好的遣是壤的，他

伺被视作新型理代中国人.舆此相封照，英国人没有在大睦部

在香港建立了大事.但是凿香港大事成立的跨候，它只是属雄

票中英固保所作的一穰努力.它罹曾培菁了一些具有中圄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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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沿海辈人和其他辈人之爵的铿清和文化差距，但沿海的资展

速度则不能充分费捧.徙沿海向内地搬道工廊甚至整锢崖棠，

把新崖案和研究中心深入北部和西北部的地匾便是例子.舆此

同畴，非常相反的事情费生在香港.整{固 1950 年代和 1960 年

代橱，造裹是移民的聚集地，在文化大革命期阔，移民人数更

属可截.造些新集中来的人口，使得香港可以造行以前四努力

不足而煞法国展的苦割.

第二锢罔题是香港成功地移植了"上海模式"璜代企棠

家精神和塑造棠大理模地弓!逛，使香港成属亚太匾域以及更大

箱圄的金融和通凯中心，而且她遗逐渐成属草器和英语的出

版、重影、需槐以及其他傅媒的文化中心. 1970年代，我例看

到新一代沿海辈人崖生出来，他伺舆前辈不同，具有凿地的特

色.他俩以身属香港人而自豪.他伺言苦庚束话，而不是上海话

uou 

或普通言乱他例也懂得英语适锢圄隙语言.

第三锢罔题源自雨堤匾域鞍孚和近於内章立的"燕崖陪级文

化大革命"造襄颜真搞刺意味.雨塌串戈孚，即朝鲜鞍孚和越

南军主孚，使西方加强了封适一地臣费展资本主萎短裙的承嚣，

因属他俩希望造襄成属防止共崖主羹蔓延的堡墨.香港人徙适

些联手中撞得巨大的商棠利益;更属重要的是，章运孚营助香港

企棠家撩大了铿营箱圄 特别是向北美洲接展.

至於"文化大革命"，它是瑰代中圄摩史上最具破壤性的

一锢陪段.它不懂事鼓了全中国的勘乱和黄窍，而且助畏了封

外圄人燕摄别的憎恨和封中圄傅筑的牢里蔑 适在中国摩史上徙

未登生遇。造些令人需恐的费展更加突出香港人的舆隶不同， f 

使他伺敷十年来第一次感贵到自己"更属侵越和更属文明

最楼，政治差距也固始加大.沿海城市在自由的惊件下，

崖生了珉代政治民主主萎，岗始出琪城市文化，甚至具借了

"公民社舍"的撒形.但在中留内地，排外情结有暗混雄封沿

海费展的不1苗和妒忌.囡家越清崩溃和外国干涉的恶果事致了

革命，而正是适堤革命使中国共崖革能掬在 1949 年接管政榷.

由於外国干涉的存在，人仍竟然一度不把沿海地匾的相封成功

研
究
摞
题
舆
资
料
建
哉

凿成一手重程代化和造步.

中草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後的M二十年，香港是怎攘窜同求

存以及是什麽使他俩成功等题目，本苦都已超揄述通.在此，需

要输述的是香港人概念的形成，立t且简要探前三倒舆香港如何

成属中国沿海草人的家圄特别相阔的罔题.

第一锢罔题，中辈人民共和国恢徨在聊合国的席位，香港

被徙非殖民化委虽舍的蘸事 B程上取消，适意味着香港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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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和事蜜上的最後一锢通商口岸.香港人概念得到承韶、和

香港人新意载的崖生盖不是巧合，雄然也善于存在其他的外在影

馨。革{裔作属一般藕渭己组淘汰，即使仍是辈人，但他伺往往

寇以居住菌的名稿，如"澳籍辜人"、 "美籍辈人"，以此擦

明差别"羁草

霍匾别方式.那些跟随囱民黛政府去到台湾的大睦人，被手藕再作

"台湾人

呼蓄然也必必、须在特定的瑕境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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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上海和其把香港看做最後一锢通商口岸具有重要意善.

他口岸被中国收回畴，言于多沿海辈人来到香港. 1949 年以後，

中辈人民共和国政府模徨了傅，挠的均衡费展政策，要否在保全国

不同地臣的费展水平大致相等.适{固政策的黯果是械慢、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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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形成的僵势和缺黠.人例将啻看到，沿海社舍是怎穰能使

香港成属中国和匾域内其他城市和口岸可黄参考的模极.

宫中国其他地噩的沿海辈人移居香港畴，他伺商始一穰全

新的生活.作属香港人，一手重新型的沿海辈人，人何则期望他

伺属接展沿海其他地噩费挥不同的作用. -f固黯而易克的例子

是，香港可以做上海吉年佳选香港费展的同攘的事情，反遇柬

促追上海的资展，也促选其他口岸的接展.但适盖不是香港人

可以畏期接挥的作用.

在中国港口城市，如唐州和珠江三角洲的其他城市、上

海、天津、大迪、厦内、汕葫、福州和事波等地，新型中圈沿

海辈人其寅巳组逐渐形成.他伺都有像香港人一接成功的抱

负.除国珠江三角洲，多数地匾遣保留着前中国沿海辈人的特

黠，只是特黠的形成倏件舆香港非常不同。在通去四十年中，

他伺舆内地的多数人口一闰短匿了费化.他辆大多数已铿接受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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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伺JtK於更佳位置向中圈欠

接连省份提供直接的模板。

在i宣韭非必然费生的遇程中，香港人能纳提供一穰剌激性

因素.香港人可跃在新型瑰代中国人的演化遇程中充盘一黠催

中国更属隔放和舆圄隙市喝髓系耳鼻整更絮密之

後，以香港人周代表的中国沿海草人可以成属"中囡特色杜舍

主萎"费展勤力的一倔部分，有动於形成一撞属中国的项代化

所需要的组遇改革的社舍结槽.特别行政亘持有助於中圈人吸

以新群的翻念堕富中国通俗文取外部世界最有活力的文化，

化.

了国家的政治和管理文化.

化鼎的作用。

中国 1970 年代的勘乱，迫使香港人反思自己舆中辈遣庄的阔聊

以及作属中国人的特性.他伺的信心有所勤摇，

到的国放程度接受外来影警.

盖且以意想不

撒在自香港铿清舆技街的黯著成功，我伺可以费瑰，香港人

偏雕了曾是主要面向中圄内地铿清军费专展的"上海摸式

事畴事属主要面向世界铿榄快速5费妻展的阔放的圄隙中心.我相信，

铿遇四十年的虚战2尉性的壁化，香港人已超成属不同於上海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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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圃沿海辈人，因此，适属"一圃雨制"的方式埋下了基石.

人伺必须重新和碑立地看待新型的香港式的中国沿海辈人的未

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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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取泱於他香港辈人在 1997 之後能纳费捧什麽攘的作用，

适也取诀於E域和世界的造一步接

展。中国韶蘸到香港作属窗口和渠道的重要性，希望借助她来

促逗现代化建鼓.香港在中圄瑰代化中的地位已短得到充分承

伺面封费化的横智和勇氧，世

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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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在适锢前提下，香港可能有助於培育出二十→世纪的沿海

辈人.

1949 年以後，许多中圄沿海辈人来到香港，因此，香港意

满舆上海和其他沿海省份大口岸的意满崖生了血雄聊繁.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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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意藏是在外国营瞎之下影成的，但她近年来比上海意满更

受踊注。自 1984 年《中英聊合聋明》公饰以来，她不懂成属更

加自贵的意辙，而且受到仔细研究.在特别行政匾《基本法》

中，香港人作属特别一颊辈人而被加以定羹。 1997 年，香港人

将成属特别行政瘟裹的中圄人。他伺有峙商在束自睽睽之下属

造建费化做主在借.许多香港人已铿意撞到自己在特别摩史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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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功依靠舆中周内地、日本、西方和束南亚的庚泛合作.堂

香港回蹄之後，更多的中国人，特别是沿海辈人，将能绚给香

港企案增添更多力量.属了在那些懂得如何取得快速和持键的

香港及其他中国沿海莘人舍成属促逛圄家费展的重要力

量.香港的生意正在向北道移，也有向内地登展.香港企棠在

珠江三角洲地匮已接近鲍和.富康柬凿地人的兢孚力增强的踌

现代化费展的人伺中罔寻找合作伙伴，香港人不懂要着眼於中

因大睦沿海城市和海外辈人，他伺遣靡注重台湾人.

造又弓l 出了"大中萃"的概念.有带多嗣於适锢祠的错误

解理.造一前囊容易引起模糊不清的帝国主萎的聊恕，必须予

以澄清.适倡言可唯有在表述中阁大睦南部沿海地匾舆台湾、港

澳之阔的铿漓霎隙整合暗才具有意羹.沿海辈人，包括香港

人，鹿该穰檀推勤"大中革"的费展，把她作属向中圄内地和

柬南里地匾拓展铿清黄力的基地.有了适倔攘大了的基地和增

候，更北部的内睦省份向香港投资者提供了更多榄舍.新加坡

投资北部城市的组遇深思熟虑的政策，也表明了适些新模舍的

可能性。此外，世界上的跨国公司也在中圄大睦大量投资，但

盖不局限在沿海地匾。香港企棠家首然毫不遥色，他俩舆台湾伙

伴以及那些透遇香港金融舆商棠锢格的海外辈人一起，大翠投

资中国大睦.他伺需要的是沿海辈人所具有的勇敢的企棠家精

神，造巳鲤被言登明是他俩的侵势，而且他伺依然具有造穰侵势.

扇了增强他伺的作用，香港人需要重新辞估自己早年在南

部中国和柬南亚地匾所扮演的引人注吕的角色.政治局势已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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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五十倍的人力资源，香港的中心地位可以罹保梧凿畏的峙

简.柬南盟国家和匾域组嫌如束南豆国家聊盟的铿漓肤况也

已费生费化.香港人黠柬南壶地匾的影警和知辙也需要加强.

他柄的作用不懂懂着眼於黯大的跨国界的束南壶商藉锢路中的

改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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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曹店，中嚣文原载王震武主锦《香港史新蝙)) (香港:

1997)，第二卷，真859-8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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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人。如果只舆造一匾域的少数辈人企棠交往，那将是错嚣

的，造一地匾出理了士生士畏的中崖黯级，他俩在本国纽消中

费捧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香港人能给此届域的贸易提供特殊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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町

助，特别是吉土著精英舆凿地少数辈人合作，共同通通中西南

部沿海城市，舆中国建立稳固的投资聊擎的暗候.

香港人舍费瑰，把自己局限在任何一倔罩一的匾域内将越

来越国黯。国放贸易髓系的礁是全球性的，香港已超茜明可以

通逼她的璜球鞠整膳付造攘的贸易.但是香港罹贾缺乏足纳的

人力去雄持和享用适锢靡大铺路的所有分支. 至今属止，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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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常然"被爱左丰任"到底是不是同化的意思，很黯棋，就

是向化，也不遇是表面，是衣装而已，不一定影譬到凿峙辈夏

民族的藉言文化.而且，用後来匿史来就晤，浦清人入阔以

中国人也可以主且是"被爱左桩"，但是被间化的盘不是漠後，

人，反而是浦人被漠化.更重要的概念其寞是夷狄不入中国，

或天限辈夷.造是秦代以後的事.中国民族的地位章固，自信

心也越来越强.纽遇五胡乱萃的一段摩史，有少数漠人是被胡

化了，但结果遣是胡人被漠化的多。到隋唐，适伺越势就更明

黯了.宋、元、明踌代，用草夷分得很清楚，不管是契丹、女

真、蒙古和女真後裔的浦洲旗人，都是强族大圄.造一千年来

草夏民族，雄曾被外族乾败，辈人受通外族的控制， 也受他何

文化的影誓，但是基本上没有被同化，而反商把造些外族同化

属中国人或草人.造些化外的民族佟於昂化中圄. 因外夷来降

之化外人，渐渐被中国同化，同化造倔概念渐渐不受中囡事者

注意，也没有用适倡言可旬，造{固概念值是用在外族被草人同

化，而所用的词是"踊化"。主要意悲是说外人譬慕中圄文

化，因此有带多前旬，如感化、慕化、警化，都是被中国教化
U
白
白的意思.

蹄化造锢概念也很有意思 本来韭不酿於外族警慕中国文

化.原来意思好像是任何→批人被人家感化，像局心、踊)1国、

蜻服、蹄仰，适额的前最很多，意思就是渐濡德教，渐蹋善

俗.特别是舆儒教思想文化有直接醋像，凿然，外族被感化，

也属於踊化、儒化的一{固陪段.因此，使中国的藏黠，只有外

族蹄化中国，没有中圄入商化外国.如果有的器，就说是被爱

左桂，或是"胡化 中国人的

蹄化典莘儒史同化、

本苦的题吕《雨次世界大鞍期罔在亚洲之海外辈人》置在

非常有趣，也很重要，徙柬南里地匾的斟黠来看，我贵得更有

意羹.适{国踌期是南洋革情社舍接展而逮到最高潮的峙期，也

可以言址是草倚踌代的最高峰，在造"革儒峙代

者注意的一锢同题，尤其是在五十年代，各国辜者都提起盖且

颇有孚输的一{国同题，就是辈倚被同化的罔题。适盖不是什麽

新的同题，其寞中国肇者早已注意到.在清末民初的峙期，院

心革情社舍者已铿以属是倔最重同题;中国政府也随心，革{裔

父母更措心。至於各地政府官具和凿地政治家，包括束离茧蓄

地的政治家，也以周造是很值得他伺注意的.今天我想把造惆

同题作一{固初步的分析。题目贾在很搜雄，我自己资料也看得

不钩，但是因属我贵得重要，所以值得介招.希望辜者注意，

做多黠研究，

先徙同化跟简化造商{固概念税起.同化造伺祠旬，什麽

峙候阔始用的，我遣不十分清楚.似乎是近代翻嚣英器

assimiJation 而用起.但是向化的概念盖不新鲜，可追溯到蕾中

因社舍。孔子封造锢概念似乎已有韶藉。他言过"管{中相柜公，

霸诸侯，一宦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踢.微管忡，吾其被爱左推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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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他俩的臣民或者公民商化，就是不带入籍.所以中圄也用

"蹄化"来翻器英语词 naturalization. 清末高极官虽已很明白，

海外辈人有自化，就是入了外固籍的，另外也有同化.适是雨

锢有阔馁，但盖不相同的向题.我注意到清朝初年的暗候已超

有所渭辈人在海外"存留不蹄

遗有言挠克"蓄莹居住，婚娶生育，竟不作故土之想

初福建、潢柬人在柬南更移民的越势，凿峙已超批挥得很属

害.

到 1887 年，强之洞接到事具前察南洋後的幸在告， 巳注意到

草人被"迫令入彼国籍

荷属柬印度适主魏星{倔固地方.但是他以属同化闰题也要注意.所以

"遣撵流寓儒士，以属之前，随踌属草人子他建语言是立香院，

可克他也

是特别强揭儒教，就是教化、感化的重黠.浦清峙候吉然不方

便搞什麽"胡化

能搞"儒化"

凿峙叫人措心的由吕海寰描窍得很清楚，也很生勤.造

是 1901 年的事.藉的是荷荫殖民地政府，以辈人之生畏於此

"他俩以中国之人，欺中国之

U
U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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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充琦腰 (Major) 等黯.他挠:

员，可揭晓心昧良.然其入和籍(即入荷葡籍)已久，渐不知属

天朝之百姓，固知足怪"意思就是入了籍，久而久之则啻被

同化.他又挠"该虞寓居辈人共四十七高馀人，但大半已入

和籍.查雅瓦地方所有革民入和籍者，鞍之不入籍革民多至十

倍。"他造数目不一定封，我只想以此例挠明他很随心草人入

外籍的罔题.但造裹稽的入籍或者踊化，到底不是间化.薛福

解的.中国人被人同化，就是反常的，不自然的.因此，就没

有前化造锢祠囊。如果漠人被同化，或是可能同化，就用别的

言司句了.好像"以草徙夷

"叛阱夷人"或者是"投奔外国'\诸如此翔的词句.其黄造

些词句也不能代替同化，不一定代表辈人被外人同化.辈人通

番等等，可能不遇是扇了生活所迫，或属了想赚钱费财，

外族皇帝化是可以燎别的文化不如中圃，锺越感是合理的，研
究
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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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

有利用外国、外族势力来侵扭中国的主榷的野心目的.遣有桔

恰相反的，例如有些在宋朝和明朝的遣员到越南和日本去，像朱

舜水之慧的，盖不被国化，反而畏期坚持中革文化，遣影警至4吉

地文化，受凿地人尊敬，使凿地人封中辈文化有更清楚的朦解.

但是，外族人用中国字的峙候有所不同.例如日本人的用

法就不一棒。 B 本菁籍裹用蹄化造一言可跟中团人不章相同.早 中国槽偌彝偷之正"。弟潜授，使其霄闺重人之敦，

期日本摩史襄有漠人和朝鲜人到日本定居， B 本人就属属踊化

日本。造就是近代所谓"入籍"的意思.徙日本人的酿黠来

看，漠人接受凿日本国王的臣民，尊敬日本圈，凿然可以言荒岛

化日本国.所以後来晓朝有漠人"投番

曰本蜜隙上就乾脆叫"踌化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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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即蹄化日本的明朝的人. 所以同酣4 才言挠吃"皇碍景化"和"入

籍

到十九世古缸己，清朝的政府和英、法等各国第前锋的的暗

候，也不得不面封造锢"入籍"罔题.因此，在 1868 年，和美

留言I锋的畴，规定鼓置驻外国使笛，锋的上就税"本锋约不

娥舆在中国之合隶国人民， (即美国公民)， 或在合束因之靖国臣

雨国都不允替他俩的人民(即中因人)以揭化撞"由此可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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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奏请豁除海禁"，是 1893 年勘光绪皇帝把海禁取消的一篇

很有名的文章.他就造些海外草人"雄居外洋已百馀年，正期

E夜色，仍守孽凰，婚姻蜜祭，亦沿蕾俗"之所以不回国的理

由，他解理挠，主要是因属回国後被人藕属"捕逃者"或"通

番者"，被人欺负"一遭融陷，控前架内，因是不欲回圄"

换句话就造主要的遗是{圈圈籍或皇帝化愕题，盖不是锢同化商

题.造是薛福成所看到的.

最後，清朝末年遇至4荷葡政府在印巨，就是荷鹰柬印度，

把凿地辈人，不管是士生久居的或是新客草倚，都丰稿再属"帝圄

之居民者

法律上限定在不平等的地位.造又引起大家回心固籍同题，和

荷葡政府事了很久.到 1909 年 3 月的碍候，清朝颁饰了《大清

国籍储例)) ，用血，镜造一原则来封付荷菌及西方一般回家的出

生地原则，崖生了後来斐重圄籍的撞撞雄的同题.适倔大清圄

籍锋例是中国摩史上一锢蹲费.徙摩史以来均文化譬慕擒，即

儒教感化言命事事属西方的法定因籍输，原则上蟹化很大，但黄擦

上仍保存不少矛盾.例如又加上了苦多新的概念，如血就言命的

概念，穰族和民族的眼黠，使文化跟国籍都成闰题，很黠澄

清.到民圄以後，蒜中山的民族主羹精神影警到多敷中国人.

文化和国籍的孚揄延及到同化和爱国的孚揄.事f团例子吧:清朝

和荷葡所孚的是辈人的因籍同题，本来是法律上的保撞撞和辈

人的地位以及平等待遇等闰题.到民圄以後，荷菌所颁怖的

《荷属柬印度籍民倏例)) ，就被藕属(中留人翻言嚣幸的) ((同化法

令)) (不是"入籍，"，\，也不用"蹄化

例襄面言税觉明，草人要享受同等待遇，就必须要撩解荷前器，要

徙
地
方
史
到
世
俗
主
羹

N
K町

服兵役，要改换辈人的遗崖法等等，所以好像要辈人被用化才 问

能享受平等-

4 瑰在截至4雨次世界大鞍期商了，到五四逼勤以役，封於闰 . I 蹄

化的概念，更加敏感.凿踌最明颖的就是封泰器和菲律蜜革倍

的新晃解。遣主建锢句子作例子.凿地的辈人"语言凰俗巳同化

於外人，不自器属中国人"另外又挠，他俩忘了祖器，甚至

於同化以役，以虎作偎，欺壁爵胞，或是焦肉同胞.在适锢峙

候，蹄化造{圄前似乎受到日本的影薯，即雷作入籍，就是改换

茵籍的意思.例如，日本在台湾，把辜人窜作日本籍民，就挠

成要失国籍，蹄化日本.就是说日本费於向化所有的台湾籍

民， "费欲同化而消诫之"荷属柬印度也同模强制其崩化，

逼草人入籍，但韭不懂是法律上的定善而已，而已组带上被罔

化的意思.至於那峙期的北美、澳大利豆、姐西南造摆地方，

员。有不闰的同题.要入籍的菇，就要全部崩化，似乎要到融

化、消化属止。

媳而言之，在两次世界大草草期胃，同化适用题令所有革情

都回心，中国的各模随及一些事者以扇，在海外各地的革儒，

有不同的患度或不同的锺辙或不同的眼黠，最少他仍以属有三

大颖的辈人或辈裔，副才我挠的所谓不自以属中国人的、完全

被同化的，可以言尾巴铿不是革借了，筒直是叛附，或者是投番

了.既然如此，也煞法可以挽救.但很值得大家警惕的剧是将

来如何避免再舍有适攘的资展，需要竭力地教育，宜傅，使得

下一代的革借不再如此。另外一黑就是热心爱圄的革儒，越来

越多。一方面是受菁、中山的影警 又因属革儒教育费展得又快

又成功.另一方面，交通更加方便，回中国的槽舍渐多。在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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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羹和甚至於因家主羹 来把他俩的绑士酿念和地方藏念提

高一屠，使他伺菌民化，或者是爱国化，其寅适遭不钩，因蔚

革儒鲤遇碌中山和康有属峙期革命和保皇黛的政治同事，也属
、
蜂
化
典
拳
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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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感化，也可以就是政治化.封中国国内的政治更加固心，甚

至於在国外参加囡内政治 把中国的政治带到圄外去.後来因

属辛亥革命成功了，所谓革命的政治同事也在回外资展，因此

草儒不但被教化，不但被国民化或爱因化，遐同暗也有些辈

倚，尤其是年辑有思想的，直接参加政囊，连凿峙的草儒教育

襄也常族到黛化教育，造是徙中圄带来的名前.尤其有选步思

想的那些青年人，可以就是被革命化，甚至於把国内的政治内乾

也移到革儒社舍裹面，引起营地政府和土著的反感.

适主是年来看到的史料使我感费到适倔向化同题以及如何叫

uu-u 

所有辈儒子弟都踊化中圄的罔题，似乎有贯穿一切的可能.因

属自己研究得不多句，不敢太肯定，琉在只想用主提倡材料最富的

大题目来给大家考虑是否能就向化、蹄化，适雨锢概念真能纯

贯穿一切.革倚史事家都知道适倔屋史暗期资料是十分望富

的，海外草人史料徙来没有遇造麽望富的踌候.固然，非常可

惜的是造些望富的资料分散在各伺国家，遗失的、被烧毁的不

知有多少，就是幸存的资料也很少被各地政府保存，更没有人

去整理.散在民爵的仍然不少，但收集、保管的横商贾在太

少。因此，盖在然史料望富，用的人和榄啻遣鞍少，所以我伺封

造一暗期的朦解仍然不充足，仍然是片断的.

照我所知道的，攘有充分史料，而且值得大规模研究的至

少有八f国大题目.攘我来简短地介招造八{国大题目及适八{国题/

吕同我副才放到的同化、崩化造商锢概念的主要固保.

崩离，中圈巳铿把熟心爱因凿作革借的一倒摞擎.每儒辈儒鹿

核盏心地朝热心爱圄造一理想去努力，在穰族、民族、国籍罔

题上都表明出熟心爱因。但是同畴，大家又承韶遣有第三穰辈

倚，尤其在柬离里.造些革儒上外国人的事校，言黄荷菌文或英

文，不懂得看中文，不舍窍中文，其中有一部分差不多已同化

於外人了，只舍吉普些属来器或英语、荷葡器、爪哇器等等，穿

属来装或西装，赤脚走路，做食也大受外人影警，可是也不完

全闰化，韭没有否韶是中国血挠的革裔或辈人.遣缉句话描窝

他俩，他俩"唯姓氏尚存中圄之莓，葳峙祭祀，亦如中国"

另外一旬， "然尊重祖制，古攫未忘，姓氏宗族，世守勿失"

所以适向题不筒罩。其黄雨次世界大斡期罔，最被阔心的不是

第一程似是而非的革裔，而是第二疆和第三穰.如何叫第二穰

革儒更加爱国，懂懂有中回国籍， 自己税皇帝化遗不多句，遣需要

穰撞地爱国.第三穰呢，则如何叫适些革倚不要被闰化，反而

要蹄{在中酶，蹄依中萃的德教文化.适用倔责任如果合起来的

嚣，可以挠是用皇帝化中国或踊化中革文化来抵制、抗拒属外人

所罔化，即以揭化柬抵制同化。 t辈有中圈圈籍的，就是皇帝化了

的革情，受中国政府的保嚣，他俩欣赏中圄的律大，造方面很

简罩.但是不篱罩的罔题屠克墨出.各国的草情不少日入了菌

籍，或静要申言青入外国籍的;或静是逼得入外固籍的，有赞重

圄籍的;或言牛妻委所谓国籍的，没有嚣照，也没有中国领事倍给

他伺登祀的等等。靡核如何虞理造各疆各攘的莘倚?两次大乾

词有各穰的孚揄提出多方面的解泱方法，史料很多，非常有

意思，值得研究的题目也非常多。翠主要f国例子，要避免革儒被

外人同化，造不但要用教育、用事校来教化他例， 遗要宣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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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家庭，跟莘儒的家庭制生意不同.如果用外人的方法，将

来舍不舍消诫莘儒的家庭贸易和工棠傅就呢?凿峙很有事输.

有;人窍文章挠，莘倚工商界兢事不遇西方的资本家，国属他俩

的家庭翻念太深，任何费展都被窥戚感情摄制住，所以媳不能

建立真正的资本主羹铿漓髓制.也有人反段地挠，脱敲了家庭

巍友、向绑本土重克念，草儒就没有可靠的姐辙，他俩的事棠也

建立不起来.那庭，理代化盖不是同化，而是短清兢孚上的基

本锋件.如果怕罔化，一切都要蹄化中圃，那麽莘倚在国外兢

孚能力有限，也舍影警到他俩的事棠及生存.所以辈错工商棠

要接展，也牵涉到同化外因好呢遣是蜻化中国好呢造翔的向

题.凿然同题不是那麽筒罩，适锢疑罔遣需要仔摇地研究.其

寞，到现在的中圃，仍是值得研究的.

uu11 

四绑的用题

造黯材料很多，但是可靠的程度是有限的，需要小心地整

理.适锢题目的笛圄在雨次大乾期罔揍大了不少，最重要的赞

化在匿款的封象.以前懂限於蓝鳝吕家普巍、盖房子、翼田、

翼地雨已;适期商除匿款投资地方工棠以外，遣捐款辫事校和

资助各穰公共慈善事棠，另外遣资助主革派政治活勤，回家的接

展苛割，以及捐钱给各穰救因连勤.适撞撞强箱圄凿然和蹄化

中圄有直接圈舔.革倚摒化中圃，用匿款更多;就是踊化中国

更爱言要家绑宗祠、陵圈，也醒款更多.但是被外国同化

也接不上挂更言卖不上爱国，呢，草倚子弟就舍失去绑土感 '1霄，

款回国去.

有周辈儒匪款回固、

文化，

辈人移民和人口罔题

人口，统苛敷目是不容易石在定的，需要有人口事事家去研

究.在两次世界大鞍期固，最重要的费化是革倚娟女大量出

圄、移民.在造一峙踢，多敷草倚已铿在国外成家，生下了不

少子女，而且已超影警到革倩子弟在堂地生根，初步建立一程

新型的革借社舍.一方面目属于弟多，被罔化的同题更最重.

教育适些子弟赞成倔迫不及待的责任.另一方面，相反的，因

属人敷增加，革儒家庭比以前完整，留在营地成家的攒舍也增

多，被同化的可能性瘾核减少，踊化的步挠、依靠家庭的，错槽

也比以前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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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注意的是草裔的新的活勤箱圈.革裔出圄做生意，

最少有千馀年的摩史.他伺摩来的生意集中在翼翼、贸易出入

口生意.也有些技街人材、工匠，做些手工隶的生意.但是因

属向来受到各国和各政府法律娱定上的限制，又缺乏资本财

源，不能有什麽穰累，也没有通凿的保障，所以很雄在工棠方

面有所接展.到二十世缸前半期，只如步打造世界大型工棠，

周始有现代化的工靡.而因属草工移民出国多了，辈工人敷增

加，本地出生的革儒子弟也被任用，造工棠蛋展的倏件也造步

工棠萤展的规模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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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韭且多少有了成镜，又能利用在海外的铿瞰回到中国去投

资，也国工癫，封团内工棠有相凿的贡献.适锢婪展跟同化、

由化闰题也有回像。事宵膺、用外菌工棠的方法和技衔，是否是

而不是被外人同化呢?外圄的工商悻例、工癫姐嫌不理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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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人的资本、努力和天才来营助殖民地摆消费逢.

外交上的草儒政策五

外交史资料是很盟富的.中国属了辈借和外国交涉是常有

的事.但是遣有更搜蜂的，而舆踊化罔题有密切隔像的，就是

革借爱圈，参加中圈圈内政治，而且把国内政治带到外国去所

费生的.中圈的各政靠在海外辈人社舍襄明孚暗同，使得中圄

U
U可m
v

政府不得不和外国政府常有孚输，主要的同题是蹋化和圄籍的

圄隙法定羹.如果孽倩被迫入籍，中国外交部反抗，放法保撞

草{裔的罐利，造是一方面.但是如果革儒自摄入外圄籍，揭化

宫地政府，那又臆该怎麽辫?换了国籍的革裔，鹿该不靡该参

舆中国政治?泰国在适{国同撞上给中国政府很多黯虞.但速在

已阔始有各地的殖民地也常有和中圄外交部孚孰不下的同题.

辜者在整理适些大量的外交史料，但是遣没有能把中因资料和

外国各理资料同畴有系毓地整理出来.所以到理在我俩所知道

的部分仍蕾是片面的.

民政府同事，但适些遣是少数.所以一般土著政治领袖伺希望

和鼓励殖民地政府揉取更苛刻的排辈政策.最特殊的常然要算

日本估领的台湾.日本不扭台湾大多数的辈人凿作辈儒，而把

他伺叫作籍民，有黠像荷萌在柬印度 所需帝国的居民的意

思，迫罪人看成等於入籍，已超踊化日本帝国.适倒大题目就

根本睡不自同化、局化的同题;怎麽接把辈人社啻凿地化，

儒、情裔。另一穰政策属於西方移民所建立的国家，例如美

国、加拿大、模大利豆、钮西菌等，他俩的撞族主羹很深，首

暗辈才草{蔷偏克特别腐害.但是不属於亚洲，所以我混在不鼓.

第三疆政策就是鹰於殖民地政府.在E洲，只有英国、日本、

荷商、美醋、法国和森俄.他俩在野草借的政策上特别注意贸

易，如英国、荷商和美圄，尤其在新属各州、福甸、束印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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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窘，但是有些地方就比鞍阔心劳工罔题，如法属印度支

日本、薛俄.自本在台湾，薛俄则在西伯利亘.但是殖民

主
羹

那、

地政府主要随心的是居民守法、努力，不清究同化，也不搞究

蹄化，只要革儒封凿地，铿渭有通凿的贡献，要问化也有用，不

被间化也不妨碟殖民地政榷.凿然那些被殖民的土著的瞿黠就

又受外来主人的控制，心襄已锺不土著被人征服了，不同。

又有些革锯看不更加眼红.滴，加上看到多敷草儒努力成功，

用

各国和各黯民地政府的野草政策

外地封革政策最少有三军重.一疆是属於本地土著人自管

圃，像泰国和日本之震.他俩都探取同化政策o 铿遇通婚、局

化入籍之後渐渐融合，全部接受泰国文化和日本文化.其主要

因素在泰国比鞍明额，在日本好像是要短遇好畏的踌罔才能同

化。泰国所用的方法是用平等待遇或僵持的通婚方法来同化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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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傅爱中回属祖国，参加中受的是莘儒教育，起土著的文化，

而不留用匪款回国，又似乎估有强大的组清力量，国的政治，

在凿地，费展凿地的铿漓，造就引起孚翰，令堂地人反感.固

有些地方，镶菲律妻、印度支那和孀旬， 有莘裔被营地人

又肯需助支持土著的反殖和土著向胞有共同的理黠，

?想

所同化，



同

化，

、
路
化
典
拳
儒
史

苦的捕辑、教事的成蟹和影警以及校内外的政治活勤，都有人

窍遍.适些莘校如何将带多莘儒子弟盏心地揭化中国?造些子

弟以前容易被同化的，瑰在巳铿脱了陆.可是造些不迪是部分

的莘儒子弟.其馀的士生革情，到殖民地事校旗苦的(造些是外

语事校)，或入常地土语事校，或者未受教育的，就不一定避免

了舍被同化.或者有些是自颐，自己顾意接受富地的同化政

他伺的患度膳鼓如何解理?他伺在凿峙的南洋孽倚社啻襄

不把他伺窜作革情?或群可

以胡适不迪是倔峙罔罔题.如果中圄富强的亩，如果革校多瓣

一些，或者鼓借好一些，草校事生出路更好，更造步，那麽适

些士生革倚，到最後遣是舍由化中国吧，舍完全拒始被外人闰

有什麽地位?是否臆核割清界撮，

策，

到日本的外交

造第六锢大题目可以说是第五倒大题目的磺握的部分.造

不是锦粹的外交同题，黄隙上是属於中圄政治史，就是抗日救

亡逼勤，可就是中国人爱国逼勤的最高峰.适穰爱因高潮盎然

和同化、童音化向题有深切的因馁，不需要我一一簧述.值得注

意的是革借的热烈的反靡.适裹遣需要群细研究各地、各-殖

民地和一些不同的革倚地方集圈，像福建周南霄，康束省各锢

需派，有什麽不同的反窟.比如，菲律蜜、新属和爪哇的国南

营反靡比别的地方的革倚似乎更激烈，是否舆他俩闰南人封台

湾同胞更巍切有多少腾{j、?他伺可能更阔心台湾同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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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明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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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我伺需要把革儒教育和

才舍封同化、其他各穰草儒子弟所接受的教育结合起来研究，

我贵得遭不多句.造方面的研究，化 n~.
国内同胞痛心，更

知道圄结救国的重要性.眼看台湾同胞蹄化日本帝国，将要被

E 本帝国主羹的真相，所以更替中圃政府，

俗

商化离题有深一居的撩解.
遣有野凿然苦痛.再看日本在他方选罩，日本同化而消捕之，主

新属、爪哇的殖南下柬南亚，那峙菲律蜜就是前蝶，J心南逛，
羡

辈儒社禽的形成}\.. 
民地政府逮靠歇洲罩陈援助，到底能否抵抗日本帝国的大罩?

u
∞
~
 

适锢题吾牵涉的笛圄很庚，但是知疑的都舆文化有阁，那

首然和同化、蹄化罔题有直接回倍、.革倚社舍形成以後，被闰

置不更危险?蹄化、被同化，如果不就一抗日的话，
。
∞m
d

化的危险就减少了.革{裔的舍筒姐娥(包括商舍、宗窥舍、行

舍、私舍草等等)，否p能保撞中孽傅统文化.他俩的生活瑕境，

凰俗雷惯以及文娱活勤，他伺的宗教，和各穰媒介物(即辍敏、

摊益之想)，都能使萃倍子弟保持他伺封中草文化的器撤.造撞

韶、撒在不同程度上影警草儒子弟踊化中圄.造{国题目研究的人

辈儒教育

中国辜者封适题目知道得最多，尤其是两次大乾期罔辈儒

教育横蛮的速度真是需人.很明额，造攘蛋是直接辈H才被外固

人同化的最重肉题.研究适{固题目的人比鞍多.教育界、新闻

记者都特别阁心造锢重要同题，所以他俩的著作不少，我仍己

七

需要比鞍有系毓收集的资料遣有些片面，参差不窟，遭不多，
阁於草校的建立和组雄、教科初步睐解适{固同题的摩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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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翼辫黯极，剥削工人等等，赞成雨代的衙突.由此，适{固

多方面的、多攘的反肉化和叫革儒能再蹄化中国的适些方法，

未必能统一辈儒杜舍.有峙候通得其反，竟使得辈倩杜舍更黯

得互相矛盾，不合作.适遣是我的一倔印象，是否真正如此，

真正分裂到什麽程度，到底圄姑的成分多，遣是矛盾的成分

遗待言羊细研究.

(3) 革情杜舍内的娟女功劳特别值得注意.封反同化、蹄化

中国的工作，中国娟女很有贡献，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的直接

影警特别明黯.那些救亡、抗散连勤也常靠娟女蛊心服捞.教

育堂地姆女，尤其是士生娟女，封下一代士生辈{裔的由化感那

一想工作就不必挠了.

(4) 徙同化程度和蹄化中圄的成果，我例可以把柬南亚跟凿

峙的北美、澳洲比鞍 也可以跟日本的台湾政策比鞍，徨有意

思.相同的地方固然有，不同的音展更黯得清楚.例如:在北

美、澳大利直、钮西葡各圃，限制娟女移民，营地的革校很黯

雄持.一方面是因属娟女不能去，没有生孩子，一方面又规定

那些植少数的士生子弟一定要入本地事校，工商棠不平等的待

遇限制辈人在首地兢孚.在排辈方法之不同，在北美、澳、纽

适些圄家，只有被同化才可以避免被排摘.但是同峙也不散迎

草人同化，露出他的穰族歧棍的患度.

最後，主在需封同化的反感，一般来胡是很深的，但是也有

不同的程度.至於蹄化中国也似乎各有不同的程度.造舆雨{固

言可囊的定羹凿然有阔f系，在凿峙草儒眼裹，到底间化的意思是

遗是相嚣的?蹋化中国造{国前句也是如此喝?凿峙

多，

的整理，使我俩真正地睬解草儒社舍到底形成到什麽地步，形

成的遇程是怎麽回事。後来抗鞍踌期受到大考军费，军立後又被凿

地圄家主羹衙擎.但是部分的革儒社舍遣，椎持巍十年， 造程成

上面所捷的大题目，我贵得都跟闰化、野化的概念有固

保.如果徙造雨{圄概念出蛋，可以封堂跨期的革儒史有什磨新

的克解?我有些初步的器哉，提出来给大家批辞.徙上面八f固

题目来逛一步解释革儒史和同化、皇帝化的回傻，有下面巍黠:

(1)因属反抗同化的危除(或宽槽)，草儒社啻裹在每把做中国

人的资格提高了。早期在海外辈人能信一黠中国式的宗教:佛

教、儒教、道教在内，保留一些绑下的凰俗霄'撞，拜拜祖宗

仍用原来的姓氏， 自己以属是中国人，就是稿属中因人，就多句

就如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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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公韶爵辈人、漠人、唐人等.

新的革倚社舍要求就比鞍高，睹了保留文化僧式以外，最

少要挠方言，懂得中文γ参加革倩姐撮，送子弟上辈校，甚至

於遣要多方面表现爱因思想.参加国民草或别穰爱国道勤，才

能辑是真正的革悟，真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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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属做中醒人的水平提高了，有些革儒家庭反而感贵黠

以靡付.爱国酿念本来是用来圈结所有的儒生和新客，结合起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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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塑属革儒.但是爱国宣傅也带来了苦多中国国内的政治同

事，因此盖不一定能叫草儒社舍真正的筑一.有暗候好像追得

儒生和新客封立起来，有畴候好像把新客革情也分裂成雨三f固

她嚣的呢，

政治派系.另外封年鞭一代又灌输些选步思想，使他俩用来批

挥者一代的工商资应陪极，攻擎他荫的贪嫂，做帝国主羹的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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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两年杜雄明教授用文化中国 (Cultural China) 来解理理今

和将来国内外各地文化、各地草人草裔如何面封中革傅统文化

和中辈未来文化苦多搜雄的闰题。提出造麽一{固前棠，受到不

我也部属很值得注意 给我倔人来就得到相凿的

阔於文化中圆的四伺疑问

少人的国注，

-……… 一

的资料裹有各撞意觅，有事擒，有矛盾，有撞端派的，有温和

派的，相凿棱雄.有些人韶属最筒罩的是回国，住在外国媳舍

有被同化的危险.有些人则以属，入了外国籍，盖不是被同

化，只要保留些中莘文化的因素，则随恃可以放襄外国籍，回

国去，不是很容易就可以再蹄化中胃口黯?有些人就圄籍和文化

是雨田事，不廊载1昆在一起蔽，只有植端的国家主羹者坚持就

入了某伺圃籍则必定要接受某锢文化.到最後有些人以蔚法律

上的定羹和文字上的事输遣是假的，最自然的遭不是人的感情

嚼?爱绑、器巍、想念前草比任何定羹都要重要.造言午多静多

的闰题，到理在遭受辜者的注意，也不是一锢她粹的摩史同题.

雨次大斡期周的革倚史，是避免不了同化、皇帝化造商锢概

我以属如果群细分析，一定可以增加我俩封辈债史的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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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费.

"文化中回"造锢韶棠，可以包含圈内的或者海外辈人，

或者速外国漠事家等等不同的黠黠，也可以表示杜维明教授跟
、

气

主午多在海外的同行器满到适些都是;m找些共肉出费黠和中草文

化有共同的克解的一疆照望。尤其是他俩阔心中革文化、中国

本文原载於吴偷霓霞和郭赤琐锦《雨次世界大事戈期罔在E洲之海
外辈人)) (香港:香港中文大壁， 1989)，真 11-2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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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也就是说中草文化或许用杜教授的名指"文

化中醋"，跟世界文明潮流的商馁。造{圈题目牵涉的革国太

庚，所以就遣撵了一些有阔的海外辈人如何舍朦解"文化中

国"造锢意念，提出主是锢闰题。

徙海外辈人的立塌来看，他伺舍同:属什麽是文化中国而

不是中国的文化呢?居住中圄领土的人有文化，就是中国文

文化未来的费展，叶
m
v町

凿然摩代文献襄面有些睛极的匾别，

其他的所谓凰俗雷

化，造似乎不是值闰题目

是一穰上居的文化，

385 

士大夫的槽教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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羹.杜教授是有他的定萎的，他很重视他的所需 Symbolic (象徽

世界)，造是一锢很抽象的概念.造模一锢抽象的"文化中圈"

概念跟比较具髓的中圄文化可能是不一攘的.可以前"文化中

国"适锢祠靠的重黠，似乎在中辈文化的普遍性和通性，换句

话荫，可以速黯中国的领土而存在，商有影警.渲锢概念我器

周是很有意萎的，最佳然有群多定羹上的困巅，但遣是很有意羹

的.

如果来自中国的文化能在外地生根，能引起世界各地的人

接受和尊敬，给世界文明有相凿的贡献，那是中国和中国人的

光荣.那麽不管是内地的遗是海外的草人，都靡凿盏力推勤.

但是海外辈人出固的峙候身遣带的一些中国文化的要素，是比

鞍具髓的.有带多的傅统的凰俗雷惯、散食、直立剧、檀筋、宗

教概念、宗教迷信，他仍要保撞和支持适些，他伺都是可以做

得到的.尤其是一般海外辈人很注意的，家庭的温暖、杜圈的

姐娥，适些，海外辈人都能把主要的傅就文化流傅到好巍代.

但是造些具髓的文化要素，是不是"文化中国"裹的重要成分

呢?就很黠挠了，我也不知道杜锥明教授舍不舍重祖适些比鞍
h
w∞U可
通
}

普通的一般的平民化的凰俗霄憬.

又值得注意的，是海外辈人也分好缉蕉，造生巨额著的是三

瞿:移民到不同的儒教、佛教社舍中去的，好像韩国、日本、

越南的，造是一穰;遣有一疆是到南洋各地港口去做生意的、

铿商的，尤其是南中回海沿岸的国家;第三疆是北美、西欧、

澳大利亚、妞西南在内 到适些地方去的.他俩到不同的匾

域，接销不同的营地文化和政镖，又啻各有不同的反映.譬如

到日本、韩国去的，那些地方的人封儒教、佛教文化遗很尊

憬，造是属於平民文化.用瑰代的前囊，就是所谓大傅挠和小

傅镜的不同的文化的素赁要素a 但是不管大遣是小，都可以藕

属中国文化，也都是我伺中国人，我例中国的置史遗崖.既然

如此，一般的海外辈人就舍罔:属什麽不用中国文化而要叫文

化中国呢?是不是因属海外辜人(如果要包括海外辈人的需)，

或国籍的含羹的名字，有所期待?如果有的

嚣，文化中圄本身也是保留有"中国"造雨锢字，所以也盖不

是可以那模解器的.也可能是一伺外语跟中文翻器上的罔题，

China 造锢祠，不一定是要嚣成中圄的，也可以言嚣辈属"中草"或

"草夏

或"文化草夏

籍的含幸羹主，爵什磨不叫"中莘文化"或"革夏文化"，而要叫

"文化中圃"呢? "中草文化"、 "革夏文化"造些商器都是

很容易懂的，大家也言藉毒惯的，属什麽不用呢?我不十分清楚，

不i遇虽我或言静午知道或苦感贵到"中孽文化

韶囊，或许太普通了黠吧，不纳醒目，不纳新鲜.另外遣有一

穰翻器上的同题，不管是"中革文化"、 "革夏文化'\

国文化'\都可以翻成 "Chinese Cul阳re"，用外来器来搞是分

不爵的.其寅外语也好像没有一锢遍凿的辨别的方法.但是外

语裹的造锢 Chinese，黛输是首名词用遣是彤容言可用，接言命怎麽

攘的小心的翻嚣，仍是很黠避免"中国人"、 "中国韶文"

"中国的"适慧的意思.其寞我伺一般的海外辈人，尤其一些

土生的或者入了外国籍的辈人都知道造是锢罔题，常常都遇到

许多造程多程解释的用法.既然接法避免，那麽就乾脆地把

"文化中国"凿成一锢新前器或者是外来器吧，

封中国带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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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教授的一锢很重要的贡献，使得一般的海外辈人有反

廉.

雄然如此，但是我伺也不能纯否器 造锢概念的提示之

後，遣使大家有带多疑罔.封我来擒，有四恼疑胃。

第一倔疑向"文化中阁"的概念襄踵，语文的因素重要

不重要.外语 Culture 适{固字，原来的意思是培替、栽培、番

育，舆韶文没有回练.中文中把它酣嚣成文化，就带有一黠不

同的含羹"文化"襄适锢"文"字，是代表我伺中国文化的

一锢特贵的，舆中圄文字是分不阔的，照理藉，傅统文化是膺、

该由韶文傅洼的，撞遇苦的人强羁造一黠.但迫不满字的人也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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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属:请曹言能字也算是真有文化，造也是一锢定蠢的同题.西

方人颊事不重视"文"字，没有文字的人也有他俩的文化，造

是我俩也可以接受的.那麽如果"文化中国"是一倔出较抽象

的"象徽世界'\那麽韶搞不韶裁中文字有没有陶傣?要欣赏

的是中圄文明的精神.造也可以是键黯嚣成外文的四番五程也

好、唐持宋润也好、明清小说或各穰各攘的蕃街品，漆器、石

器、服搓、始稠襄面研究，有深入的晾解 或许也可以明白和

欣赏中国文明的精神在嚼裹，换句话挠，海外辈人器外文翻嚣

的古典姐、史、文晕、哲事等等，着一些外国收藏的苦查、美

衍工薯，也常到中国大陆去旅行，就算属於"文化中醒"的一

分子喝?我猜想老一代的海外辈人是不容易接受造一黠黠的.

不载中圈字的人怎麽能懂得中罔文化?怎麽可以蹄入"文化中

圃"的圈子裹醺?

最近造缉十年，移民到海外的中国人，他例最醋心的就是

孩子例的中文教育同题.他伺器属胧青在中圃文字就很容易失去

凿然隙解盖不是就

他伺勤宫地的辈人有什麽僵待.至於到南洋去的草人或革裔，

都受到不同的待遇.首地文化不一定辑据中孽文化，但也不一

定羡慕中国人的凰俗雷惯.倒遇来，静多到南洋去的辈人也盖

不欣赏营地有什麽文化，甚至於看不起土著的生活雷慢，也有

很多人泱定不始他例所同化也不要他俩的子女始他例所同化.

至於到欧美、西方文化围的造些草人，造又可分属工商和事

界(事生辜者).工商界一般是受歧棍的，他俩就盏量地姐攒起

来，来推撞他伺所带去的一些文化.事界之岗就反靡不同，有

部分非常羡慕西方的科技文化，诫想地事霄，有部分遣回国选

比鞍黯解辈人移民社舍的文化和特赁，敬，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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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国本身的思想革新，和技街上的选步.有些就在某撞情况

之下，封中国傅统文化失去了信心，服意接受西方的哲壁、科

晕、他俐的上居领域的文化，否定傅统的中国文化在现代的世

界遗有什麽贾府的债值.所以有各程不同的反鹿.

徙适{固背景去看，海外辈人舍:&.楼去朦解"文化中圈"适

{国概念呢?适遣需要我伺做比鞍深入的研究，理在只能初步地

预测适三穰海外辈人的反靡属何?我自己器属在像日本、草草菌

的造些地方，凿地的草人封"文化中国"的概念，可能没有什

麽反鹿.在南洋的草裔可能部分舍很受感勤，但是也有部分就

不舍理舍.或许遣有些畏悟，很怕引起营地的人反感.到西方

去的又不间，可能拾到西方去的海外知满分子很大的鼓舞，使

他俩更爱在中国的傅毓文化，尤其是傅镜的精英文化.但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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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封一般人的生活雷惯没有多大的影誓，最多嘛，引起他伺

情感上的黯傲的感贵吧.雄然如此，我遣器属"文化中国"适

封於海外草人来请，遣有相凿的唬召力.造我韶属是倔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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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中圄文化.燕输在任何暗代，中固文化似乎是脱雄不了绑土

和领土概念的.爱蕾造文化的中圄人，也舍接受官峙的政榷，

又啻韶向所有的中国人的.古代的中国文化是不可以跟土地庚 化
中
国
的
四
锢
疑
问

大、人口稠密的中国人分岗的.那麽近代或是今後的"文化中

国"的概念，能不能掬脱雄政模和中国的领土?我不相信适是

一倒丧速的理象，就是徒象徽世界造{固定羹凿出费黠，或徙象

徽世界造锢角度来看，我相信也不遇是某些地方或是某些隋唐

的知戴分子的封一畴的形势的反鹿.要具惶一黠，海外辈人跟

中国和中圄人宙间接地承器:中圄文化来自匿史悠久的中国，

那麽"文化中国"适倒概念，也非有中盟存在、健全不可，适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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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第二倔疑罔.

第三倔疑罔:言提到近代、理代的中国文化，其性赁何在?

比鞍象徽性的文化中国怎麽攘的匾别? ~别在哪?理在大睦的

中国文化，有古代傅下来的文化，有各覆地方性的文化，也有

各疆外来的文化要素，包括佛教、自教、耶稣教等等.也有世

俗的科事知裁、西方的科事思想、文薯作品的欣赏，也被一般

中国人接受了不少，就在台湾，境有的文化也如此，港澳的中

属和辈人文化也如此.也只有比例上的差别再加上政治思想和

社舍制度的不同.海外草人遣保持多多少少的中圄文化，古代

地方的也有，外地科技和宗教雷俗等，差不多什麽都的也有，

有.吉然各锢要素的比率，大睦的跟台湾的跟港澳同胞的各不

相间，也更加搜雄.既然如此， 那些属於中国文化的海外辈

人，他俩在他仍生活中凑起的文化要素，哪一些是属於中国文

化?哪一些就属於"文化中国"呢?我贾在不清楚，是否因属

海外辈人封瑰今的中国文化不滴，或者害怕中国文化的精英己

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孩子伺懂事好外文，而中文不舍窍

不舍看，是件很健心、很遗憾的事.但是最主要的是→般海外

辈人都韶属，如果真的如此的裙，他伺封中国文化也不舍有真

正的朦解.

凿然遗有一黠，生畏在海外的革裔的翻黠就可能不同→

黠.凿然也有例外，不遇是普遍的来器，他侨多半受的外国教

育、不懂中文、少敷舍搞些方言和普通器，蹬然如此，即使不

韶谶中文也好，他伺遣是器属自己是草人或革裔，遗保留一些

草人的凰俗雷惯，也多少知道一些中萃的模筒，部分也欣赏一

些器本的古典文壁、剧本、言雷锋、音架之霜的，很欣赏中国的

美街基街之霜的.那麽适些革裔，柬南茧匾最多，但可以挠全

世界各地，各{围城市襄面都有.

那E要"文化中国"渲倔祠裙，包括不包括适批人呢?抽象

的象徽性的"文化中国"，似乎包括不了他伺.但是如果"文

化中国"的概念盖不需要他的成虽懂得多少大傅镜的债值戳，

那麽康羹的"文化中圈"能否包括所有自韶属萃裔的人，不管

他韶端不韶言击中国字，也不管他是不是中圄血，统的後裔，只要

他接受中器文化，就可以包插在内.是不是如此呢?如果能绚

包摇他例，那磨我就封造锢"文化中圈"的定羹感费到不太满

意.造是第一锢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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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惆疑同"文化中国"是古代就有喝?遣是近代或者

言是理代才食费生的理象?巍千年的中圄置史居然没有器定的国

界，中国的圄界也不知改费了多少次，也没有一偶理代所谓圄

籍的概念.只有患於皇帝、爱锦雯家、孝敬父母，又祭祀祖填

等等造些概念.也可以前一方面是服徒朝廷政攘， 一方面是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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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海外辈人也舍韶属适锢概念是有僵值的，值得他俩去注

守 "文化中国"雄靠中圄文化本身要健康才能有所作昂，但

是在国外的所谓海外辜人，也未必没有贡献.海外辈人的应史

是值得研究的，值得注意的.他俐的铿黯盟富，有成功的，有

失败的，有挣扎抵抗的，也有苟安求存的，有蛊量吸收外国文

化的，也有坚持保器中草属俗雷憬的.黛言命如何，不管成殷，

他伺都表理出一整套的文化精神，我伺大家因此必须包涵或肯

意的.

定海外辈人的文化程军在.

本文原载院其南、周英雄主蝙《文化中国:理念舆贾蹭)) (台

北:允晨， 1994)，真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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铿失去效用，而希望他倘能掬找到挽回或擒救的方法或精神，

造是锢岗题.是否理今中圄文化之不足，因此而更徙圈外捋它

醺捕，适也是倒同题.是否理代中国需要被再文化?适些都是

海外辈人恐怕舍提出的词题.就是需要的话，就中国的现代化

就是一穰再文化，我韶属遣是要中国人去刽造出来.海外辈人

是费能属力的.造是我第三倔疑罔.

第四{固疑同:中国的大傅就文化燥孀的成分很多，是在中

国富强恃期崖生的.连小傅毓文化的伸展和持久性，也跟中固

的攘强和统一是分不阔的.那麽，象徽性的"文化中国"又怎

麽攘呢?理在的中国人跟一般海外草人同捷地反封封建帝圄的

朝廷、官僚和他伺的文化，但是立在不一定反封他伺所建立的文

化，也盖不一定反勤他俩强攘政治所牵来的统一丽富强的国家

精神. 也不否韶未来的中嚣想富又想强，是完全可以隙解的.

可能他例大部分的踊望，不管在圄内也好遣是海外也好，就是

"文化中国"造{国概念能否避免造覆顾望?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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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圄富强.

"文化中国"的镜召力是在它能绚始中国人，尤

其是海外辈人一黠新希望，叫他伺韶清理代文化是古今盖存，

中外共享的。健全的文化跟圄家的舆旺、向通、富强密切相阔

的.若重提文化而不重损铿清、政治，不懂中回舍渐属贫困，

文化也舍渐渐地削弱渥早被放寰的.造是我提出第四{固向题的

是不可能的.

N
G叫

那麽

理由.

我造些疑闰盖不是要反封文化中国适f~概念，而是想、指出

适概念襄面很可能有一定的峙罔摄制，或者是匾域限制.但我

仍蕾想，只要适锢概念能保持它的臀费性， 它的唬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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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氟肚)，比一锢世纪以来傅播的一些西方债值翻更僵秀.造就

是新蕾二分法的不同，新瓶襄面的蕾酒，一穰更洲人封本身尊

最的肯定，以及封以前西方人蔑视更洲的反弹.但是造商套截

念，不输是"柬方"、 "西方"; "歌洲"、 "52洲

是以前欧洲人的霄惯用法.

最近属於亘洲债值眼的精法，有些人舍贵得是崖生於西方

的要力.西方在冷鞍结束後的洋洋自得，尤其是一些西方政输

者，言君、定全世界徙此都得排除按西方的那一套辩事，西方的腾

利腾泱定全世界今後的资展，造成一些人痛苦的反庵，

造些趾高氯攘的输拥.

盖反擎

-二

我封"重洲债值藏"的看法很筒罩.适倔盖自念盖不是→倒

真寅存在的宣髓.它其蜜是一{国古老三分法的新版本.它的源

西来自於"西方" (Occident) 和"柬方" (Orient) 的翻念.

亚洲债值混典世俗主袅的前景

我贵得靡该徙适攘的角度来理解亘洲债值戳，不是因属它

罹有其事，而是因属它代表一穰情撞上和心理上的反鹿.尤其

令人玩味的是没有多少直洲前家提倡亚洲债值翻.因属大部分

的更洲国家只提倡它伺本圆的债值翻.日本、中国、印尼、泰

日本

人和豆豆洲人也促成适穰二分法. 日本人在很早以前便使用"柬

洋"和"西洋" (富然不包括自本自己)的税法.柬洋指的是日

本以外的里拥;西洋剧是歌洲和西方世界.造套言拉法影警了中

国人和其他亚洲人的想法，助畏了西柬二分法的流傅.

-uhuu 

国都有本身的一套债值符唬.只有属来西茧和新加坡大载"里

洲债值在臣"因属造雨伺国家的领事人，不能利用它伺国内任

何一倒族群的债值殷商取信於全圄.因此使用"亚洲"是最合

遍的.徙适伺角度理解，我伺便舍明白造穰特定的使用法，在

文化奥闰的大同题上盖没有普遍意羹.它只不遇是我先前提到

辈?我而言，新蓄二分法的不向，在於以前的理方人，利用

"柬方"适锢前来分辨那些同他仍不一攘，比他伺差的人.在

十九世起畴，适罹寞是西方人封柬方人的藏念，如黯克思所韶

爵的那棱:落後，没有资展，缺乏西欧摩史中那些大壁革.造

是"西方"和"柬方"二分法崖生的摩史背景.

的，一锢蕾二分法的重新包装.

亚洲蟹值藏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人和日本人使用的"柬

洋"和"西洋"二分法.我想章也可以聊聚到一伺也带封我伺

更有意萎的闰题:那就是日本人封於"圄键"的藏念.我指的

里洲{贾值勤源自歌洲的世界黯

今天不同之庭在於，凿人伺提出"里洲债值戳"的暗候，

他俩假乎把原来的那套倒退来.他伺似乎在断言更洲债值藏
凿峙

的日本人贵得中固的藏念和制度封日本已铿没有债值.他伺可

而是十九世主己的那穰。不是二十世纪臭侵略性的国髓戳，
商提倡者也不一定那麽理(雄然我贵得适疆言擒盖不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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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将可以平穰地费被撞明是封的.说资本主羹已组蘑利，

展，仍然言之遇早.

我不想在适锢同题上多嵌.我只想挠，在借用造套来自各

锢宗教和债值系挠的警二分法，亨廷顿真正因心的是蕾式世俗

的勤力和撞利.在他来说，是如何保撞西方(在他眼中)所代表

的科事及人文精神.在他通於筒罩化的部属需要保街西方的债

值，我以属他错误地相信，野人文和科壁精神的主要威雪，来

自回教和儒敦国家的勾错。我器属在造黠上他是错嚣的.

凿今世界三大思想器系

uhu1 

攘我来旗鼓我~麽看今天世界债值髓系的分黯.我韶属它

伺今天膺、该分属三大委主.第一，徙一神教崖生出来的债值系

，挠，尤其是它的前大分支。基督教，我伺知道它黯然有许多宗

派.但是最重要的是两百年来，那些促成世界朝世俗主羹费展

的部分.它承韶政教分酷的原则，主 3在世俗的费展，至少在主

流的部分，更甚於精神的费展。舆之辈了立的是另一锢宗教一一阻

教.雄然我俩知道它本身也有带多宗派，但是它伺都同意一件

事:它俩不把政治和宗教分阁，而且它例盖不低估政治舆宗教

在世罔桔合的力量.它俩不接受世俗债值的主事地位。然而，

造雨疆一神教都代表一程世俗的勤力，一穰相同的，要把唯一

的真神和真理带给世罔的街勤.换句话挠，造商{国宗教之阔巳

铿持镇封立超通了一千年。我相信适程封立不舍很快消失。

第二摆我煞以名之，只好丰罹再它作"南豆吏E洲的宗敦

的f债萤值根基於一穰寻求内在饵浮的概念 有峙造穰追求要通遇

多神，如舆都敦的多程姓.但是它俩不排斥世俗主萎， 黯能舆

以利用西方的翻念和制度加以取代，攘日本费得更造步，更有

能力来靡付外部费勤的世界.因此，西方的程念和制度被利用

来翠固日本的国髓.我贵得适黛疑封中国的"程"和"用"

固有的傅统舆西方科事技衔的二分法起影警.造是凿暗中日两

"中髓西用"在十九世国辈才於如何自雇西方挑勒的一f国共满.

纪的中圄是一锢主流的输事.在今天的黯似苟言亩，燕言命前言命者

遗是有悍示作用.我将在稍後再加以前揄.是否有意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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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街突其寅是大国的衙突

理在言要我来兢兢债值藏有意萎的部分.我器属今天世界上

有三套主要的债值髓系.

我相信各位都有黯遇亨廷顿阔於"文明的街突"的税法，

造套就法所使用的前器，器人以爵它真的在指文明之岗的斡

孚.我佣人不相信亨廷顿是在族文明.作属一锢政治辜者，一

位国隙醋惊和策略的事家，他主要在思考大国之醋的重新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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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大圄之罔的固保捋蟹得不词，因属那已超不是蜜本主羹和

共崖主善之国的同孚，不是意谶形患之斡或者冷乾.一穰新的

大国秩序必须出境。他预期造撞新秩序将受到他所理解的债值

系统影警.他把它藕属"文明"但是造锢衙突其黄非陶文

huqnd 

明.造是大圄之国，有意煞意阁，利用它伺所代表，或自辑代

表的文明或债值系统，在世界中孚霸所造成的街突.我相信适

是他的理解，也是他的檐菱.他搪菱西方在冷鞍後的主事僵势

正受到挑鞍。他断然拒她西方赢得全面腾利，或匿史因此佟错

的看法.封於未来，他比鞍悲戳.在某撞程度来言善，我相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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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但是由教世界最佟拒始接受它.因属它俩不接受希服及握

属的理想所含有的预言量立塌、言外之意和崖生的後果.组是基

督教世界後来居上，通遇文蕃徨舆，接受益再化造些理想，最

後塑属己有.最佟，基督教退位始世俗勤力，属西方带来科事

及技街.我相信政教分雕攘科壁和技街在十八世纪得以庭生造

uhvb 

步和革命.

我形容儒家社舍属一锢道德的世俗主盖"世俗"的藏念

在中国傅统襄是一伺古老的戳念.我例可以说源自孔子"未知

生，焉知死" (嚣者注: ((揄器·先选篇)) )的精法.肯然，造也

是筒罩化的税法.但是一般中国人贵得，孔子圈心今世的思

想，本身盖不足以满足大部分人的精神需要.因此他伺聘而向

佛教求取慰藉，求取一穰儒家精英思想所主辜的，烦躁而苛求

的今世所不能允静的平静.我韶属，儒家和佛教的，结合，是佛

教的苦多思想，在佛教傅入中圄後被改造的施佳例子.雨穰理

想的结合属以後的中圈人提供了越大的力量.凿然，儒事也因

属其他民商宗教，我伺勉强辑之属道教，而有所望富.但是道

教适倔名言司盖不足以形容中国人所信仰的各穰民商宗教.燕言命

如何，民罔宗教在结合了儒家和佛教後，封中国社啻的演造贡

献良多.舆一神敦的排他性相比，你可以说正是造穰包容性，

使儒家社舍具有本身的特色.所以儒家是一锢结合群多不同力

量所形成的柬52文明。吕本在相凿程度上接受了适倔文明的部

分元素，造{圄儒家、佛教、民商宗教的结合髓，韭加入日本固

有的傅统.

-{困值得注意的情形，舆歌洲不同的地方是，柬茧韭没有

政教分醒.造是一锢不需要政教分雄的世俗主羡.国属它没有

教廷，也没有西方意羹中的国家 (state). 我俩是很翠散地使用

之韭存。其中徙南直崖生的一倔宗派一一佛教，和舆都教不同.

它有一穰傅敦的傅筑，但是又注重寻求内在的平静和钝1芋，可

是苦口不是消植的平静和锦浮.舆都敦和佛教都不排斥世俗主

藉。它{内黠世俗主主呈报取中立的患度.

第三姐我稿之属世俗的信仰.造在古代世界的希脱和黯属

文明黯赫一阵.在以往的束茧，它以儒家以及舆之相醋的面貌

出现.新暗期的世俗主蕃更充涌活力且更属强大.造锢踌期的世

俗主善以西歇，以及由之派生的美洲和澳大利西亚 (Australasia)

属主事。我想前揄的世俗信仰有两手重.瞌然它伺源鼠不同，谷p

同峙坚持世俗债值，主主坚信其债值有其普遍意羡.西方的世俗

主蕃通通科率和法律的精神来表理;儒家用强商社舍道德.凿

然，造是非常简罩化的吉普法，雨者都徙自身的傅毓中攫取力

量。我俩都知道希脯及嚣属精神已铿被基督教值值所改造.同

畴，它俩也改造了基督教债值，言襄它在十八世在己以来便言袁世俗

主善和人文主主是取得主等地位.但是，就我例所知，希腊及嚣

属精神却在改造国教碍失散了，甚至在未来也将非常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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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俩看到，世俗信仰向雨穰一神敦，提供一修通往世俗主

善之路，但是只有封其中一支宗教取得成功。就在它成功的地

方，它自身也被基督教傅统所驯服、改造和望富.它也属希腊

及程属文明带来曙光，雨者在很畏的峙罔襄已超巍乎销暨匿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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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分酷的重要原则

但是我俩也知道，就在基督教世界遗忘了造些希膳及黯属

的理嚣的一段很畏的畴罔裹，回教世界其重也接铺到适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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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把它打破，才可以寻|造新思想.但是吕本人就不必那麽

穰.他俩只要信手拈来，把新的皇上去，甚至可能的话，墙壁上

去.造就是我的奇想，是我如何解程中白的不同.辈?我来言是很

有用.我现在提出来供各位参考.

最後，我斗腊兢兢世俗债值的前景.首先，我盖不韶属世

罔有所谓的钝世俗债值.黯然的，煞端是西方或柬茧的世俗信

仰，它伺都深受两穰影警.一疆是西方的宗教思想:基督教思

想渗透了西方的世俗主羹.在中国，佛教和民国宗教锺解了儒

家的精英主羹，使它的世俗主羹更能绚被人接受，属一般人提

供精神上的慰藉.因此南疆世俗主羹都不钝一.

h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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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意撞开兰德望古今天世俗主蠢的影毒草

但是，在我看来，歌洲的世俗主羹遭受到另一程强有力的

思想的影誓，我辑之属雨百年来的虱族圄家意满形黯 (nation帽

state ideologies)。造是很揭特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知言命是

E洲、非洲或其他地方，崖生逼民族菌家的藏念.在没有民族

因家或民族国家意戴形患的地方，那裹的世俗主主主是可以渗透

的、没有定限的，不是因院自守的.那是一穰定主董事主散，不是

那麽深回国拒的世俗主主主.然雨，受民族国家意满形鲸影馨的

世俗主羞，谷p带有一穰新的宗教熟忱，一疆民族因家的爱国主

萎，封回家的忠献，反而使世俗主莞费得封罔起来，丽且利用

世俗主萎，作属民族国家封外攘援和侵略的工具.我部属造多

少改娶了世俗主萎的本赁，而造穰西方版本的世倍主事是正主等

堂前的世界，我贵得造是不可接受的，国属我韶荔造是西方始

予世界一倔有鱼雷因素的世俗主羹.

I state 造锢名词来形容日本固和中国.殿格来擒，适雨{国帝国的

政髓襄面韭没有像西方在克念的国家，可以攘人伺辑易分辨何者

踊因家，何者踊教廷.51洲政理根本没有适瞿匾分，因此也没

有前输的必要.虽佳然如此，它没有政教分酷，部也没有政教一

髓，如回教那模.而回教的政教一键正是它的力量来源之一.

在我来看，以柬豆的情形，雄然它没有也不需要有政教分雄，

它也没有政教一髓.世俗主羹的债值系统，在那襄是那麽的根

深蒂固，那麽康属大隶所接受，根本没有必要把宗教舆凿榷者
徙
地
方

匾分胡来.

中日两国自我韶知的不同

就我所理解，或静唯一的一锢小匾别是，罔於中雷和吕本

封自身"圄髓"的韶知.我封於如何把适穰噩别通通形象来韶

知，有着适麽-1国奇想.我是造麽来理解的:在中国人的藏念

裹，他俩的圄幢像一偶球肤的，立方髓的概念.换句苟言益，造

是一f团结蜜，完全结合的整髓。而我所理解的，日本人的国惶

瞿念，是他仍在接偏不同文化债值系统峙，用一撞墙壁式的方

法来接纳它1I't 在最底居是日本自有的基睫，然後他俩把新的

外来的文化星星上去.燕揄是来自中国、印度，以至於後来的西

方文化，他刑部一居撞地盘上去.富然我渲裹是筒罩化的说

法.日本封外来忠想的反靡是屠墨式，必要恃甚至是届墨式

(laminated). 中团由於是一{固自足的球肤髓，外来思想知法渗

透.要把新的患想、髓系弓j 入适锢，自宋代程朱儒事所架槽的，

球肤的，完全错合的整髓，唯一的方法就是捂它打破，造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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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属你局什麽造一百年来中因人惩1ft了适麽多的痛苦和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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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恐怖主萎，通通摄滑和罩事力量，来逮到他伺自韶属臆得的

地位，来支配全世界.但是基本上造只是一堤世俗主羹者之阁

的内草t. 斐方都有相同的世俗主萎的游源和野心.有人正罹地

指出，共崖主羡的威啻其寅是源自西方的真端，徙同一伺母音量

崖生，部倒遇来反封它.那一塌内草立在很多地方国害了世俗主

萎的信誓.它打了四十年到五十年.虽佳然一方撞腾，一方打

败.但是我器、属斐方都打败了.因属它言查明了世俗主萎的手重程

弱黠，它造行持罐破壤和致命罪戈事的能力，造成成千上高的侮

亡，把上-f固陪段的民族主羹推向适锢佟撞的内章t. 适些都削

弱了它的信誓，甚至鼓励那些在今天反封世俗主萎的人，给予

他伺力量和决心.我也器属内战最重重削弱了世俗主羡四十年来

主导世界的局面.事寅上，造四十年来，缉乎没有任何更要娶

的意载形患或蘸题.整{固世界就被雨倔超极强团，以及它伺代

表的意谶形患之阔的同事所支配.

我在媳结之前有另一锢看法，我仍将可能看到一倒有趣的

费展，瑕球化可能攘我例看到-f固瑕球化的世俗主萎，以及它

的瑕球化散封者的封立.封立的来源可能崖生自世俗主萎的某

些因子，但是它主要遣是来自强拥宗教和精神的人物.他伺由

衷地相信，世俗主羹封他俩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一倔主要的威

番，造是一锢在我成年以来，徙来没有预晃遍的局面，但是它

在今天费得越来越可能，值得大家留意.

结前

我舍首试做-f国姑输，老黄器，我]ý_没有任何结擒。既然{

我仍要前输日本的遗t章，我曹武同自己日本将何去何徙?它如

言囊我俩回来苟言命束里所代表的，鞍君主散，结槽不那麽最

嚣，鞍有包容性的世俗主主是.我器属民族国家意载形患在很多

峙候同一神教勘钩，使它赞成-f固更属困黯的同题.民族圄家

也利用神的支持以及宗教傅，镜，来保言要民族国家狭窄的利益.

唯有在最近的二十年，西方才回始在反省适倔闰题.西歇目前

所傲的努力，包括姐成聊盟、跨圄界、瑕球性的铿滑和科技同

盟，以打破民族国家意撤形撞，我言型、属是朝正罹的方向前选.

封我而言，造是造步的力量。我集克其成.黛言命如何，我指出

西方世俗主羹罔题庭生的根源在於民族国家。我言恶属西方世俗

主羹是人黯一{国主要的造步力量，但是谷p被狭窄的民族主羹所

抵挡，盖在遇去二百年来给世界塑造了黛敷的麻烦.

我想、挠的第二黠是，在世界各地，宗教信仰和基本教羹派

的徨舆，以及封世俗主萎的抗芋，已姐是不孚的事蜜.适穰徨

舆是普遍的，不只局限於回敦，基督教、佛教以及巍乎所有的

宗教都能捣蛋瑰适伺理象.造是一覆反抗民族国家意裁形患(一

程思想狭窄的意满形患)， b{及世俗榷利瑕球化，畏久以来封世

界和平的破壤.我韶属适穰徨典将舍持搞不衰，盖辈才那些相信

而且希望世俗主羹腾利的人，形成一伺主要的挑草t.

世俗主莹的内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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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挠的第三黠属於属什麽适锢挑辑在凿前妻得更属重

要。在遇去四十年，世界被一塌世俗主羹者 (secularists) 之阔的

内载所支配.造塌世俗主主是者内鞍 (civil war) 的雨方是资本主羹

和共崖主蕃.他恫都是世俗主羹者，或都自藕代表理代主主量和

世俗主蠢，要利用相同的子在改壁世界，通通科事和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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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柬直舆中圄梧比?毛潭柬峙代的中圃所接生的事情，突然

言要我有一锢想法.毛潭柬峙代的其中一倔引起我注意的口旗是

"古属今用"雄然我知道我的解理业非口珑的原萎，我相信

它真雪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中事蔚髓，西事属用"主荣的逆

草草.逆辖的地方在於"古"必须封"今"有用.什麽意思呢?

基本上， "今"是西方科事技衔，以及它所带来的物赁繁荣的

现代世俗主茬，而"古"，我俩希望它仍然封我例有用.造是

一锢根本上的逆膊，就好像是"西事属髓，中壁属用

中圄的柬西，唯有我俩属它找到今天相膺的用途，才算封我例

有用.造就是"古局今用"的含茬，雄然我相信造不是毛主席

和他的同事原来的意思.黛言命如何，它使我有理由相信，柬亚

的世界费生了真正的蟹化.通去的世俗主羹，那覆道德的世俗

主萎，知输我伺能否接受，已鲤退位始西方所提供的，出科

壁，法治精神姐成的另一程世俗主羹. 日本或中固在适襄业没

有任何遣撵.事情早成定局.他俩凿峙盖没有梅舍考鹿本身遣

t辜的後果，理代化萤展的勤力，以及遐撵西方科事技街所带来

的成功，使到它最後取代了束直以及豆洲原有的世俗主羹.

我俩今天所靡凿阔心的，是我伺是否遗能多句挽救我俩的傅

筑，我{内的庭史，我f俩1的"古

使我伺不至於在适{惆圄缺乏身分韶同， "去部落化" (detribalised) 

的瑕球化世界襄迷失，以至遣恨佟生。

王凑武教授主要站著目练一一

一尊番(著者)
能
地
方
史
到
世
俗
主
酷
现

1958 

The Nanhai Trade: A Study 01 the Early History 01 Chinese Trad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onograph issue of Journal 01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31 , pt. 2, 135 pages. 中嚣本晃王震武《南海贸易舆

南洋辈人)) , 1988. 

1959 

A Short History olthe Nanyang Chinese. Background to Malaya Book, no. 

13. Singapore: Donald Moore for Eastem University Press, 42 pages. [中捧

版: ((南洋辈人筒史)) ，强奕蔷嚣，台北:水牛文库1969年， 5 + 208 

真. Republished in Wen-shih ts' ung-shu , no. 65. Taipei: The Buffalo Book 

Co. , 1988, 5 + 208 pages.] (日文版 Nanyo Kajin shoshi, Ajia Keizai 

Kenkyujo , 1972, 54 pages.) (新中器本克王虔武《南海翼易舆南洋

辈人)) , 1988). 

1962 

* 本文是王震武教授 2001 年 10 月 5 日在新加坡"亚洲债值段舆日

本的遗攫"研前舍上所作的主题演辑.中器文原载《聘合早

辍)) , 2001 年 11 月 11 日. 囊团毒戒言享.

Lαtar Belakαng Kebudayααn Pendudok di-Tanαh Melayu: Bahα'gian 

Kebud，可aan China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Peoples of Malaysia: 

Chinese Culture].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69 pages. 

(Second edition , 1978. 75 pages.) 

405 



王

房
式
教

The Chineseness ofChina: Selected Essay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 + 354 pages. 

1963 

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句Jnasties.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257 pages. (Reprinted in 1968). [Also 

published i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257 pages.] 

海

外

辈

授

主幸E

幸?

:iJ._ 

1998 

The Nanhai 升。de: The Early History ofChinese Trad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ew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φJal Asiatic Society, 1958.)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34 pages. 

hpou-4; 
1999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A今ths， Threats, and Culture.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and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79 pages. 

2000 

The Chinese Overseas: 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for Autonom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48 pages. 

王

要

目
天津铺器中心

TheChin臼e Way: China' s P osition in J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bel Institute 
Lectures 1995).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89 pages. 

1987 

《柬南亚舆辈人:王屡武教授端文速集))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Col/ected Essays of助ngGungwu] ， 姚楠嚣，北京:中国友谊

出版公司， 6 + 267 真.

1988 

《南海贸易舆南洋菜人)) [The Nanhai Trade and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 姚楠嚣，香港:中萃菁昂， 8 + 295 页.

中辈菩局，香港:姚楠嚣，[The Use of History] , 

1990 

《摩史的功能》

3 +240 真.

1992 

Community and Nation二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 St Leonards, 

NSW: Allen & Unwin, viii + 359 pages. (New edition, with 11 new essays, 

and retaining 11 essays from the edition edited by Anthony Reid, Community 

and Nation: Ess可'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1981.) 

1994 

《中固舆海外萃人))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 

嚣，香港:商费印曹钮， 1994, xi + 366 真.

1995 

m
w
O
叶

1977 

Chinααnd the World since 1949: The Jmpact of Jndependence, Modernity 

and Revolution. London & New York: Macmillan , xi + 190 pages. [Translated 

into Spanish and published in Mexico City, 1979, 244 pages.] 

人

研

大

究

的

1981 

Community αndNαtion: Ess句!s on Southeast Asiα and the Chinese. Sel巳ctl巳d

by Anthony Reid. Kuala Lumpur: Heinemann Asia, and Sydney: Allen and 

Unwin , ix + 292 pages. (New edition, with 11 new essays, published in 1992.) 

[部分输文的中器本克王震武《柬南亚舆辈人)) , 1987.] 

棍

舆

向

野

新

方

Joining the Modern World: Jnside and Outside China. Singapore: University 
ofSingapore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159 pages. 

1991 

[A Collection of 
八方文化企棠公

《坦藩人生 事者情穰:王震武前嵌舆言揄集》

Jnterviews and Lectures ofWang Gun伊吨，割宠主蝠，
司， 2000 , 275 真.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τimes Academic Press, Federal 

Publications, 1991 , 7 + 312 pages. (Reprinted in 1992,1993, 1994, 1995, 

1997, 2000). [中器本晃王震武《中罔舆海外辈人))， 1994.] 



王

唐
树
武
教

授

五

要

主持

著

自

练

1995 

Hong Kong's Transition: A Decade q斤er the Deal (with Wong Siu-Iun).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xv + 163 pages. 

1997 

Global History and Migration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309 pages. 

《香港史新编))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主锦)，香港:
三聊菩店.雨卷本， 903 真. (第一卷: 416 页;第二卷: 487 真. ) 

Hong Ko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Rising to the New Challenges (with 
Wong Siu-lu时.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66 pages. 

如
O
M
U

Dynamic Hong Kong: Business and Culture (with Wong Siu-Iun).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Hong Kong. 272 pages. 

1998 

The Chinese Diaspora: Selected Essays (with Wang Ling-chi). Two volume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Volume One: 290 pages; Volume Two: 
300 pages.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with John Wong).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373 pages. 

1981 

Society and the 阶iter: Ess哼's on Literature 切 Modern Asia (with Milagros 
Guerrero & Oavid Marr), Canberra: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纱， v + 322 pages. 

1988 

Changing ldentities of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11 (wi出
Jennifer W. Cushma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ηPress， xi + 344 
pages. [Translated into Indonesian 出 Perubahan Jdentitas Orang Cina Di 
Asia Tenggara by Achmad Setiawan Abadi. Jakarta: Penerbit P丁Pushtaka，

1991 , xiii + 480 pages.] 

2001 

Don 't Leave Home: Migration and the Chinesι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320 pages. 

海

外
擎
牛
人

Sino-Mal句I Encounter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304 pages. 

尊曹(主揣)

Mal句'sia: A Survey. New York: Praeger, London: Pall Mall and Melboume: 

F.W Cheshire. 466 pages. 

1964 

研

究

大

警棍

野

的

1968 

The Cultural Problems of Mal可SIa m the Context qfSoutheast Asia(with 

Sutan Takdir Alíshabana and Xavier.S. Thaninayagam). Kuala Lumpur: 丁he

Malaysian Society of Orientalis毡， vi + 252 pages. 

舆

新

方

向

1973 

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History (with Donald Leslie and Colin 

沁1ackerras).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South Carolina Press, xii + 378 pages 

1975 

Self and Biography: Essσys on the lndividual and Society in Asia.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ix + 217 pages. 

∞
O
叶

1980 

Hong Kong: Dilemmas ofGrowth (with C.K. Leung and Jennifer W Cushman). 

Canberra: Research School ofPacific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纱，

and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Hong Kong, ix + 655 

pages. 



王

血
喷
式
教

授

五

牵~

1978 

The Chinese Minority in Southeast Asia. (Southeast Asia Research Paper 

Series，口o. 1,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rogramme, Nanyang University, 

Singapore). Singapore: Chopmen Enterprises. 16 pages. [Also published in 

Mindanao Journal, Mindanao State Universi纱， Marawi City, vol. H, no. 1, 

1975, pp.5一19.]

A
H』
』
4
4
a
F

1980 

Power, Rights and Duties in Chinese History. τhe 40th George Emest Morrison 

Lecture in Ethnology 1979.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30 pages. [Also published ín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庐的， no.3 ，

1980, pp.1-26.] 

1983 

The Chinese lntellectual - Pαst & Present. Faculty of Arts Publíc Lecture. 

Síngapore: National Universíty of Síngapore. 30 pages. 

1985 

The China-Japan Relationship: lmplications for Australia. Sir Hermann Black 

Forum on Contemporary Asían Affairs, no. 2. Sydney: Centre of Asian Sωdies， 

Universíty of Sy也ley， 12 pages. [Also published ín Hong Kong and Japan 

1973 

The Re-emergence ofChina. (Lec阳re to Uníversíty ofOtago Foreign Polícy 

School). NZIIA P笛nphlets， no. 26. Wellíngton: New Zealand Institute of 
Intemational Affairs, 11 pages. 

要

三合

者

目

1999 

Hong Kong in China: The Challenges of Transition (with John Wong).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324 pages. 

Towards a New Millennium: Building on Hong Kong 's Strengths (wíth Wong 

S邸-Iun).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Hong Kong. 

212 pages. 
1974 

The Rebel-R写former and Modern Chinese Biograp炒， Annual Lecture to the 

Australían Academy ofthe Hurnanítíes, Sydney: Sydney Uníversíty Press, 23 

pages. [Also published ín Self and Biography: Essays on the lndividual and 

Society in Asia, edited by Wang Gungwu, 1975 , pp. 185-206; and ín 

Proceedings, 1974, Australian Academy ofthe Humanities , Sydney,1975, 

pp. 185-206.] 

演言蕃

方

向

1966 

The Use ofHistory, an inaugurallec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Malaya, December 

14, 1966, Kuala Lumpl汀， 17 pages. [Also publíshed in Journal ofthe Historical 

Society, University of Malaya, vo l. 6, 1967/68, pp. 1-12; and in Syarahan 

Perdana, 1959-84, edited by Ungku A. Aziz and Shaharil Talíb. Kuala 

Lumpur: Jabatan Penerbitan Universiti Malaya, pp. 255-27 1.] (中器本
晃王震武《历史的功能)) , 1990.) 

i每

人

研

外

辈

China: Two Decades of R矿orm and Change (with John Wong). Síngapore: 

Singapore Uníversity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172 pages. 

R矿orm， Legitimacy and Dilemmas: China 's Politics and Society (wíth Zheng 

Yongnian). Singapor巳: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375 pages. 

2000 

究

舆

辈厅

棍

野

的

大

。
「
叶

1968 

The Use of History. Preface by ]. Norman Parmer. Papers in Intemational 

Studies, Southeast Asia series no. 4, Athens, OH.: 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mational Sωdies. vii + J 7 pages. 

1970 

Scholarship and the Histo吵。ndPolitics ofSoutheast Asia. Adelaide: Flinders 

University Asian Studies Monographs no. 1, 35 pages. 



海
外
辈
人
研
究
的
失

n貌
野
舆
新
方
向

Growing Cu/tural and Economic 1nteractio邸， 1845一1987. Edited by Yue

him Tam. Hong Kong: 丁he Japan Society. pp. 176-182.] 

1988 

Trade and Cu/tura/ 均lues: Austra/ia and the Four Dragons, Melbourn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Current Issues no. 1). 16 pages. [AIso 

published in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Review, Sydney, vol. 11 , 

no. 3, pp. 1-10.] (中器文载《南京大肇事辍)) ，南京， no. 1, 1988, pp. 

25-32.) 

1990 

The Cu/ture of Chinese Merchant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York 

University Joint Cen甘e for Asia Pacific Studie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57). 

22 pages. 

1996 

The Revival ofChinese 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Leiden: I1SS. 26 pages. 

时
「
叶

1997 

Nationa/ism and Con卢cianism ， and ((海外萃人的民族主表)) [The 

Nationalism ofthe Chinese Overseas). The Wu Teh-yao Lectures. Singapore: 

UniPress , Centre for the Arts ,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64 pages. 

The Modern University in Australia and Asia. The Menzies Oration on Higher 

Education, 1st October 1996.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22 pages. 

China 's Place in the Region: The Search for A lIies and Friends. The 1997 

Panglaykim Memorial Lecture. Jakarta: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lnternational 

sωdies ， 15 October 1997. 20 pages. 

1999 

Shi疗ing Paradigms and Asian Perspectives: 1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Teaching. CAS Research Paper Series No. 10. Singapore: Cen甘e for Advanced 

S阳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2 pages. 

四输文集中的言俞文

1962 

"Ferig Tao, an Essay on Confucian Loyal旷， ín Confucian Personalit町，
edited by Arthuτ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Stanford: Standard University 

Press, pp. 123一145 ， 346-351. [Also published in Confucianism and Chinese 

Civilisation, edited by Arthur F. Wright. New York: Atheneum, 1964, 
pp. 188-210, 344-350.] (中嚣文克《中国虚史人物揄集)} [Collected 

Ess可's on Chinese Historical Personages]， 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舆

社舍科事委具舍， 1973 , 162一198.)

1964 L 

"The Opening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扎Malacca轧， 1402一1405

Mαal句哼Jan αand1，扣nd，白oneωSl口ianStωudie臼缸s: Festschr听for Richard Winstedt, edited by 
J.S. Bastin and R. Roolvink.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87-104. 
(中嚣文晃王度武《柬南豆舆辜人))， 1987.) 

"Nation Formation and 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 in SouthAsia Pacific 

Crisis: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World Community, edited by Margaret 
Grant. New York: Dodd, Mead & Company, pp. 125-135, 258-272.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Writing in 孔1alaya" ， in Bunga Emas: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Mal句Jsian Literature, edited by T. Wignesan. 
London: Anthony Blond and Kuala Lumour: Rayírath (Raybooks) 
Publications, pp. 249一256

1965 

"The Uniqueness of Europe" , in The Glass Curtain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edited by Raghavan Iy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33-
243. (Translated into German , in Der Glaserne Vorhang Zwischen Asien und 

Europa. Munich: Verlag Georg D.引人 Callwey， 1968, pp. 249-260.) 

1968 

"Traditional Leadership in a New Nation: The Chinese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 in Leadersh伊 αnd Authority: A Symposium , edited by Gehan 
Wijeyewarden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Malaya Press, pp. 20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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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ssman.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pp. 115-128. (中嚣文克王震
武《中国舆海外辈人))， 1994.) 

"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 A Background Essay" ,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edited by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34… 62, 293-299. (中嚣文且王震武《柬南里舆萃
人))， 1987.) 

i每

外

授

1973 

"The Middle Yangtse in T'ang Politics" , in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edited 

by ArthurF. Wright and Denisτwitchet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omment on C. Martin Wilbur's Paper on Warlordism in Modem China" , 
in China in Crisis , Vo l. 1, Book 1, edited by Ho Ping-ti. Chicago: University 

辈

人

研

王

要

Z合

pp. 193-255. 

"Nationalism in Asia" , in Nationalism: the Nature & Evo/ution of An Jdea, 

edited by Eugene Kamenka.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p.82-98. 

ofChicago Press, pp. 264-270.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n Historiography飞 in lnternationa/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 Sciences, edited by David L. SiIls. New York: Macmillan, volume 
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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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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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China and Southeast As风 1402-1424" ， in Socia/ History of China & 

Southeast As叽 eδifed by Jeröme Chen and Nicholas Tarl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p. 375-401. (中嚣文克《商隐史擎》

[Historical Studies, Nankai University] ， 天津， no. 1, 1982, pp. 268-301; 
韭克王磨武《柬南亚舆辈人))， 1987.) 

"Some Comments on the Later Standard Histories" , in Ess可'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写e History, edited by Donald D. Lesl妃， Colin Mackerras & Wang 

Gungw口，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pp. 53… 63. 

1970 

野

舆

新

方

向

"Chinese Civilisation & the Diffusion of Culture" , in Grafton Elliott-Smith 

The Man & His Work, edited by A.P. Elkin.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pp. 197-209. (中器文晃王震武《虚史的功能))， 1990.) 
uιPublic' and ‘ Private' Overseas Trade in Chinese History" , in Societes et 
Compagnies de Commerce en Orient et dans L' Ocean lndien, edited by 

Michel 如10Hat. Paris: S.E.V.P.巳N， for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pp. 215-226. (中嚣文克王震武《中国舆海外辈人))， 1994.) 

如
』U

1975 

"The Limits ofNanyang Chinese Nationalism, 1912… 1937", i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Ess可's Presented to D. G.E. Hall, edited 

by C.D. Cowan and Oliver W. Wolters.l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405-421. (中嚣文晃王震武《柬南亚舆辈人)) , 1987.) 

1971 

"Die Kulturen Sudostasiens von 1200 bis 1800气 in Saecu/um We/tgeschichte , 

edited by Herbert Franke et al. Freiburg: Herder, vol. 6, pp. 205-218. (English 
revised version published in Historia: Ess句IS in Commemoration, edited by 
A.B. Muhammad , A. Kaur and Abdullah Zakaria, 1984). 

叶
『
叶

1976 

"Are lndonesian Chinese Unique?' : Some Observations" , in The Chinese in 

lndonesia, edited by J.A.C. Mackie. Melbourne: Thomas Nelson, pp. 199 • 

"On the South-Eastem Edge of Asia: An Asian View" , in Everyman in 

Australia (Octagon Lectures, 1970), edited by G.c. Bolton. Perth: University 
210. 

Biographies ofChang Fu, Fei Hsin , Hsia Yuan-chi, Huang Fu, and Ma Huan, 

m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叩忡， edited by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Vols. 1 and ll , 

pp.64… 67, 440-441.531-534 , 653-656, 1026-1027 

ofWestem Australia Press, pp. 39-53. 

"Political Chinese: An Aspect of Their Contribution to Modem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 in Southeast Asia in Modern Wor/d, edited by Bemard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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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Mao the Chínese" , ín Mao Tse-tung in the Sca/es of History, edíted by Dick 

Wílson. Cambrídge: Cambrídge Uníversíty Press (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 Publications), pp. 272-299. 中器文收入《外国事者辞毛潭柬》
[Foreign Scho/ars on Mao Zedong] ，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四卷

本， 1997. 第一卷: ((在摩史的天平上)) [On the Sca/es of History] , 

pp.138-165. 

1978 

"Recent Reinterpretations ofHistory" , in China: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 
(Proceedings of the Fífth Leverhulme Conference, Hong Kong, December 
1977.) vo l. 1, edited by W.S.K. Waung.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Hong Kong, pp. 3-18. [Also published in Chung-Kuo Chuan
t' an wen-chi, H ong Kong Uníversity, 1978, pp. 11-3 8 and, in Chinese 
translation, in the second edition, 1979.] 

Biographies of Han τung， Li Ch'ung-chin, Li Yun and P'an 孔1ei ， in Sung 
Biographies, edited by Herbert Franke,.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Four volumes, pp. 384-387; pp. 546-549 , 597 and 818-821. 

"China-Vietnam: Nostalgia for, Rejection of, the Past" , in The Vietnam
Kampuchea-China Conflicts." Motivations, Background, Signifìcance, edited 
by M. Salmon. Canberra: Department of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p. 42-5 l. 

h
u「
叶

1979 

"The Writing of Pre-modem History in Modem China" , in Proceedings: 
Seventh Conference of Asian Historians, Bangkok: Chulalongkom University 
and Intem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Historians of Asia, vo l. 2, pp. 1405 
1429. 

1980 

"The Study of the Southeast Asian Past" , in Perceptions of the Past in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Anthony J. S. Reid and David Marr. Singapore: 
Heinemann, for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pp. 1-8. 

1981 

"Introduction" , i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China." A Report, by Wang 
Gungwu, J.A.C. Mackie, Anthony J.S. Reid, David Marr, I.F.H. Wilson, Peter 
Mcßawley, James.J. Fox & Gavin Jones. Canberra: Research School ofPacific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p. 1-9. 

1982 

"The Rhetoric of a Lesser Empire: Early Sung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urs" , 

in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urs, JOth-

14th Centuries, edited by Morris Rossabi.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mia Press, pp. 47-65. (中嚣文克王磨武《摩史的功能)) , 1990.) 

"In位oduction:ηle Chineseness of China"; "Extemal China" ,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907-959); Tangut empire (Xi Xia d归asty); Khitan empire 

(Liao dynasty)" , in The Cambridge Encyclopaedia ofChina, edited by Brian 

Hoo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1一34; 104一110; 193-

196. [New edition, edited by Brian Hoo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pp. 11-14 ， 84-90， 173一177.]

"lntroduction: ASEA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mity" , in Understanding 

ASEAN, edíted by Alíson Broinowski. London: Macmillan, pp. 1-7. 

"The Interests of Revolutionary China: An Overview" , in J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Southeast Asian and Southwest Pacifìc Region, edited by Tom 

B. Miller. St. Lucia: Univ巳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pp. 78-9 l. [Also 

published in Dong-a Yon炒u (East Asian Research), Seoul, 1983 , pp. 71-

87.] 

"lnterdependence and Moral Order: China's Historical Experience" , in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Fung Ping Shan Librα可

ρ923一1982) ， edited by Chan Ping-Ieung et al.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pp. 406-414. 

"Human Values , Science and Leaming 台om History" , in Proceedings: The 

Xth Internationa/ Symposia, Korea. Seoul: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p.7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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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ties in China, edited by Michael B. Yahuda, London: Macmillan, 
pp. 1-27. (中嚣文晃王磨武《犀史的功能))， 1990.) "The Chinese Urge to Civilize: Re f1ections on Change飞 in Proceedings: 

Australian Academy ofthe Humanities, 1982-83, Canberra, pp. 19-42. [Also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Wiesbaden), 1811 , pp. 1-34.] 

"Strong China, Weak China: What Has Changed?" in When Patterns Change: 

Turning Point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dited by Nissan Oren. New York: 

St. Martin' s Press, and Jerusalem: Magnes Press of Hebrew University, 
pp.193-207. 

1988 

"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 in Changing ldentities 

of the Southeω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11, edited by Jennifer W.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p. 1-
21. (Indonesian 甘anslation by Achmad Setiawan Abadi published by Penerbit 

PT Pushtaka, Jaka邸， 1991 , pp. 1-30.) [中器文克《南洋资料嚣盏)) , 

厦内， no. 4, 1986, pp. 92-108; another version in Thought and Words, 

Journal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aipei, 1992, vo l. 30, no. 2, 

pp.143… 174.]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 in Col/ected Ess可S

in Sinology, Dedicated to Professor Kim Jun-yop. Seoul: Korea University, 

pp.657-671 

1984 "The Life of William Liu: Australian and Chinese Perspectives飞 in Stories 

of Australian Migration , edited by John Hardy. Sydney: New South Wales 

University Press, with the Australian Academy ofthe Humanities, pp. 109 

124. 

"Southeast Asia between the 13th and 18th Centuries: Some Ref1ections on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 in Historia: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 edited by A.B. Muhammad, A. Kaur and Abdullah Zakaria. 

Kuala Lumpur: Malaysian Historical Society, pp. 1-12.) (中嚣文晃王磨
武《南海翼易舆南洋萃人))， 1988.) 1989 

1985 

"Sung-Yuan-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Some Comparisons" , in 

Proceedings: 2nd lnternational Co收rence on Sinology: Section on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December 29-31, 1986). Taipei: Academia Sinica, volume 

2, pp. 1115-1128. 

〈同化、蹄化舆革情史) , in Overseas Chinese in Asia between the Two 

ø旬rld Wars, edited by N.H. Ng Lun and C.Y. Chang. Hong Kong: Centre for 

ContempormγAsian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pp.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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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ing the Ancient in China" , in Who Owns the Past?, edited by Isabe1 
McBryde. Melboum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75一195.(中器文克王

震武《摩史的功能))， 1990.) 

1986 

"Introduction" ,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Ninth to Fourteenth Centuries , edited 

by D.G. Marr and A.C. Milner. Singapore: Institute of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nd Canberra: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p. xi-xviii 

1990 

"Pattems of Chinese Migr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in Observing 

Change in Asia - Ess哼s in Honour of J. A.C Mackie, edited by R.J. May and 

W.J. 0' Malley. Bathurst, NSW: Crawford House Press, pp. 33-48. [1985 年
版的早期中器文原载《柬商521íí 史肇于自))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叩]，庚州， no. 2, 1985 , pp. 1-10; and 也截於王震武《置史的功
能)) ， 1990.1990 年版中器文晃王磨武《中国舆海外辈人))， 1994.) 

1987 

"Pre-modem History: Some Trends in Writing the History ofthe Song D归asty

(丁enth幡Thirteenth Centuries)" , i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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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hants Without Empire: The Hokkien Sojouming Communities" , in The 

Rise 01 Merchants Empires: 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350一1750， edited by James D. T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00-421. (Chinese 仕anslation in Research into China Overseas 

Communications History, Quanzhou, 1993 , no. 23 , pp. 111… 125.) [AIso in 

Merchant Network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edited by Sanjay 

Subrahmanyam, 1996.] 

"The Chinese as Immigrants and Se位lers" ， in Management olSuccess: The 
Moulding 01 Modern Singapore, edited by K.S. Sandhu and Paul Wheatley. 
Singapore: Institute of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p. 552-562. 

1991 

"Ming Foreign Relations: Southeast Asia" , in Wang Gungwu,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pp. 41… 78. 

"Li忧le Dragons on the Confucian Periphery飞 in Wang Gungwu,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pp. 258一272.

"Education in Extemal China" , in Wang Gungwu,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pp. 273-284. 

1993 

"Migration and Its Enemies飞 in Conceptualizing Global History, edited by 
Bruce Mazlish and Ralph Buultjen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pp. 131-
151. [Revised version in Culture,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The Role 01 
the lntellectual, edited by Selo Soemardjan and Kenneth W.ηlOmpson. Tok:yQ二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ina's Overseas 孔'orld During the Reign ofYongle (1 402-1424)飞 inA

Festchrt斤 in Honour 01 Prolessor Jao Tsung-i on the Occasion 01 His 75th 
Anniversary. Hong Kong: Institute of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Hong Kong, pp. 281-292. 

"Wealth and Culture: Strategies for a Chinese Entrepreneur" , in A Special 

Bre>>人.Es;叼IS in Honour 01 Kristol Glamann, edited by Thomas Riis. Odense: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pp. 405-422. 

1994 

"Empires and Anti-empires: Asia in World Politics" , in The Fall olGreat 

Powers- Peace, Stabili.吵: and Legitimacy, edited by Geir Lundestad (Nobel 
Symposium 87),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35-258. 

"The Australia Asians Might Not See" , and "Australia' s Identity in Asia" , in 
Australia in the World: Perceptions and Possibilities, edited by Don Grant 
and Graham Seal. Perth: BJack Swan Press and 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p. 233-238 and pp. 239… 243. [Also published in Australían 

Quarter纱， vol. 64, no. 4, Summer 1992, pp. 350-358; and The砂dney Papers, 

vol. 4, no. 4, pp. 45-53 , 124-127.] 

"咀le University as a Global Institution" , in The Universities olthe Future: 
Roles in the Changing ~化rldOrder(ηle First Richard A. Harvill Conference 

on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November,1992),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p. 38-43. 

〈醋於文化中国的四锢疑闰) ["Four Questions about Cultural China"] , 

《文化中圄:理念舆寅蜡)) [Cultural China: The Concept and the Reality] , 

障其南、周英雄编， (台北:允晨) pp.3-10. 

1995 
"The Hakka in Migration History" , in The Proceedings 01 the lnternational 

Conlerence on Hakkaology, edited by Hsieh Chien and C立 Cha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Hong Kong Centre for Asia蛐Pacific Studies, 
pp. xxv-xl. [韭克《客家研究集刊)) [Journal olHakka Studies] , no. 2, 1994, 

pp. 1-39.] 

1996 
"Sojouming: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Southeast Asia" , in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01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 edited by Anthony 
Reid. St Leonards, N.S.W.: Allen & Unwi口， pp. 1-14. [Republished by 丁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onolulu, 2001.] 

"Openness and Nationalism: Outside the Chinese Revolution" , in Chinese 

Nationalism , edited by Jonathan Unger. Arrnonk, N .Y.: M.E. Sharpe, pp. 113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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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Migration Hist。可 Some Pattems Revisited" , in Global History and 

Migrations , edited by Wang Gungwu.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pp. 1 …22 圄

〈香港现代社舍) ["Modem Hong Kong Society"]，收入王震武主捕，
《香港史新棉))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Hong Kong: 

Joint Publications, Two volumes. Vo l. 2, pp. 859-867. 

"Hong Kong as the Home ofChina Coast Chinese: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in Hong Kong in the Asia-Pac泸c Region, edited by Wang Gungwu and Wong 

Siu斗un.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Hong Kong, 
pp. 145-166. 

〈莘商文化的研究) ["The Study of Chinese Merchant Culture飞《中国
海洋费展史翰文集))， 5畏炎意主端，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
舍科主要研究所，第六册， pp.I-7. 

"τhe Significance of Confucianism in Chinese Culture: Past and Present" , in 

Islαm andCor，扩扫cianism: A Civilizαtional Dialogue. Editied by Osman Bakar 

and Cheng Gek Nai. Kuala Lumpur: Centre for Civilizational Dialogue, 
University ofMalaya, pp. 191-204. 

1998 

N
N叶

"lntroduction: Migration and New National Identities" , and "Upgrading the 

Migrant: Neither Huaqiao nor Huaren". in The Last HalfCer山ry ofChinese 

Overse邸， edited by Elizabeth Sinn. Hong Kong: 日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p. 1-12; 15-33. 

"Ming Foreign Relations: Southeast Asia".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ína, vol. 8: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art 2, edited by Denis Twitchett 
and Frederick W. Mot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01-332 , and 992-995. 

"Introduction"; and "Nationalism Among the Overseas Chinese" , in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Edited by Lynn P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nd Singapore: Archipelago Press and Landmark 
Books. [中器文〈等言命〉和〈海外辈人的民族主羹) ，韩《海外辈人百
科全曹)) ，香港:三聊出版社， pp. 10-13; 102一 105.]

"Commentary on Wolf Lepenies' Paper" , in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Westernisation of the World? by WolfLepenies. Singapore: Goethe Institut 
and Asia-Europe Foundation, pp. 21-3 1. 

王
凑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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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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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The Status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and "Preface",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Se!ected Essays. Edited by Wang Ling-chi and Wang Gungwu. 
τwo volume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pp. v-vii; 1-12. 

〈旗香港政治壁遭) ["Co叩ping with Political Change in Hong Ko∞ng"寸}
截《事辖毒化中的香港:身分舆秩序的再寻求)) ，割青峰，踊小春捕，
香港:中文大主要出版社， pp. 31-42 (Selected essays 企om ((二十一世钮
揄盏)) [Twentieth-first Century] 1997). 

二b、
西西3

著
目
练

1999 

"Chineseness: The Dilemmas of Place and Practice". In Cosmopolitan 
Capitαlists: Hong Kong αnd the Chinese Diaspora α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Edited by Gary Hamilton. Seattle: University ofWashington Press , 

pp. 118-134. 

"A Single Chinese Diaspora? Some Historical Re f1ections" , in Imagining 

the Chinese Diaspora: Two Australian Perspectives. Canberra: Centre for 
the Study ofthe Chinese Southem Diaspo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p.I-17. 

"ASEAN and the Three Powers of the Asia-Pacific飞 in Southeast Asia 's 
Chαnging Lαndscα'Pe: Implicαtions for u.s.-J，α'Pan Re!αtions on the Ev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ited by Gerrit W. Gong. Washington , D.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mational Studies , 1999. 四. 19-26. 中器文载

《中国社舍科擎季刊)) [Chinese Socia! Sciences Quarter例， no. 29, 2000, 
pp.47-5 1.) 

队
F
N
U

2000 

"Memories of War: World War II in Asia" , in P. Lim Pui Huen and Diana 

Wong， ed忌， War and Memory in Mal句J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p. 11-22. 

〈辈人移民费遭史) ["Changes in Chinese Migration History"]，截健!
美蚊等蝙《一世需窍:黄石萃先生〈八一〉荣署徽文集)) ，香港匪
部出版公司， pp. 22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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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事刊言盘文

1957 

"The Chiu Wu- Tai Shih and History-Writing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 Asia 
Major, London, New series, Vol. VI, pa此 l ， pp.I-22. 中嚣文载《食黄月

刊》第八卷第五期(1984)，真237-247.)

1958 

"The Chinese in Search of a Base in the Nanyang" , Nanyang Hsueh-pao, 
Singapore, pp. 86-98. 

1959 

"Sun Yat-sen and Singapore" , Nanyang Hsueh-pao, Singapore, pp. 55 • 68. 

1960 

"An Early Chinese Visitor to Kelantan" , Mal可a in History, Kuala Lumpur, 
voI. 6, no.1 , pp.31-35. 

"Memperkembang Bahasa Kebangsaan: Peranan Perseorangan dan Badan 
Kesusasteraan" (Developing the National Language: The Role ofIndividuals 
and Literary Bodies), Bahasa, Kuala Lumpur, pp. 86-95. 

1961 

啡
时
咕

"The Emergence of Southeast Asia" , Bakti, Joumal of the Political Study 
Centre, Singapore, no. 3, pp. 9一 1 1.

"A Letter to Kuala Pilah, J 908" , Mal句'a in History, vo l. 6, no. 2, Kua1a 
Lumpur, pp. 22-26. 

"M r. Harrison and the ‘ West巳rn Bias' in the Nanhai 丁rade" ， Asian 
Per.再pectives， Hong Kong. 

1962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 Commonwealth Journal, London, vo l. 5, 
no. 2 , pp. 85-90. 

"Malacca in 1403" , Malaya in History, Kuala Lumpur, vol. 7, no. 2, pp.1-5. 

"Malayan Nationalism" , Royal Central Asian Journal, London, vol. 49, pts. 
iii and iv, pp. 317-325. 

1963 

"The Melayu in Hai-kuo Wen-chien Lu" , Journal 01 the Historical Society,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vo l. 2, pp. 1-9. (中器文晃王磨武
《柬南更舆萃人)}， 1987.) 

"The. Sino幽Turk Alliance in Wl川ai History" , Journal 01 the Chinese 

Language Society, Kuala Lumpur, pp. 94-106. 

1965 

"Chinese Historians and the Nature of Early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 

The Journal 01 the Oriental Society 01 Australia, Sydney, pp. 39-54 

(中器文兑王震武《摩史的功能)}， 1990.) 

"The Vietnam Issue" , Journal 01 the Historical Society, University of Malaya, 

pp. 1-5. 

1966 

"Communism in Asia飞 Journal 01 the Historical Society,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pp. 1-12 (first published in The Asia Magazine, 

November to December, 1966; published in Malay translation , Dewan 

Masharakat, 1968). 

"1874 in Our History" , Peni.ηjau Sejarah, Kuala Lumpur, vol. 1, no. 1, pp. 12 

16. 

"Malaysia's Social History" , Peniηjau Sejarah , Kuala Lumpur, voL 1,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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