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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代以来 , 在中国和东南亚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 中国的华南移民越过海洋抵达

新加坡后重建社会与文化家园。在精英文化和上层制度缺失的状态下, 华人移民利用祖籍地的文化传

统, 并以血缘、族群和信仰为纽带, 重新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华人文化, 并进一步完成了社群的整合与

文化的重植。作者在 5越洋再建家园6 一书中选取了华人社会的本土视角与民间视角, 以历史人类学

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考察了新加坡华人社会从移民到定居转变过程中文化移植与重建家园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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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5越洋再建家园 ) ) ) 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
研究6 (以下简称 5越洋再建家园6, 江西高校

出版社, 2003) 是一本研究新加坡华人民间社

会及其本土化的最新著作, 代表了海外华人本

土化研究的一种趋势。

作者曾玲博士系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专治明清社会经济史。1994 年

移居新加坡, 任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

言文化中心研究员, 从事新加坡华人社会与文

化研究。任职期间, 除了教学, 她还担任了多

项研究计划, 如新加坡历史博物馆的 /华人村

落潘家村的调查研究0、/华商俱乐部怡和轩一
百周年研究0, 新加坡华裔馆的 /当代海外华

人社团跨国活动研究0,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的 /华人民间文化研究 ) ) )

以中元节为个案0、/二战后三十年华人宗乡社

团变迁0。还主持了 /从宗乡组织看新加坡华

人社会的本土化: 以新加坡广惠肇碧山亭的金

石、档案资料为切入点0 计划。2001 年, 她

返回厦门大学执教, 同时兼任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特邀研究员, 继续研究

东南亚华人社会文化的建构与发展。

在旅居新加坡的七年期间, 曾玲完成了从

明清社会经济史到海外华人社会文化研究的转

向, 并受到当地历史学家及台湾人类学家的影

响, 开始以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致力于新加坡民

间社会及文化的研究。为了对新加坡华人社会

组织、宗族文化、民间信仰等有深入的了解,

曾玲不辞辛劳地深入到各个会馆机构、庙宇组

织、帮群坟山之中, 长期以参与者和观察者的

身份往来于各个华人社会组织之间, 收集了丰

富的文献资料, 包括政府档案、会议记录、专

刊特刊、石刻碑铭等等, 而且留下了大量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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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笔记和口述访问的记录。

2000年, 曾玲与台湾著名人类学家庄英

章教授合著了 5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崇拜与宗乡

社群整合 ) ) ) 以战后三十年广惠肇碧山亭为
例6 (台北: 唐山出版社, 2000) 一书, 这是

其第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该书详细探讨了碧

山亭以祖先崇拜来凝聚三属社群的文化及历史

内涵, 体现了新加坡华人社会在国家和社会转

型过程中的调适能力与本土化趋向。
[ 1]

2003年曾玲出版的 5越洋再建家园6 是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的又一力作。作者把研究对

象扩大到与华人文化相关的各个领域, 如宗

族、坟山、俱乐部、祖先崇拜、民间信仰、岁

时节日、认同形态与跨国网络等, 但贯穿不同

主题的线索仍是华人文化在新的土地上重建和

本土化的过程。无论祖先崇拜、帮权坟山还是

商人的俱乐部, 作者透过华人文化的不同方

面, 试图探讨的仍是华人文化在异乡怎样本土

化以及利用何种手段本土化的问题。

本书是杨国桢教授主编的 /海洋中国与世
界0 系列丛书之一。这套丛书以人类和海洋的

关系为视野, 将中华文明及华人文化放在海洋

的背景之下, 扩展中国史的研究范围与角度,

重视华人历史与世界历史在海洋文明中的碰撞

与融合。作为丛书之一, 5越洋再建家园6 同

样是以中国东南沿海人民随着海洋流动向东南

亚迁移的历史为背景和出发点, 但作者着重探

讨了中国沿海人民越过海洋之后面临精英文化

缺失状态时以血缘、族群和信仰为纽带而进行

的社群整合与文化移植过程。新加坡既是一个

四面环海的岛国, 又是一个从移民社会发展起

来的以华人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化社会, 以此作

为海外华人社会的研究对象, 对于深入认识中

国海洋文明和华人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和多元特

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

5越洋再建家园6 共有九章。作者在 / 致
读者0 中, 依照自己的研究思路把全书划分为

四大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从 1819年开埠迄今

的近二百年来, 在近代以来中国和新加坡、乃

至整个亚太地区社会发展脉络下, 华人社会伴

随新加坡从殖民地时代到本土社会发展而经历

的历史变迁过程0 ( /致读者0 第 3页)。这也

就是第一章的内容。作为全书历史背景的总体

介绍, 作者着重分析了 19 世纪末华人移民南

来后, 华人社会初步形成时的帮权特征、新加

坡建国后华人社会的转型与调整以及 21世纪

在全球化时代华人社会面临的契机与再生。这

三个连贯的时期是作者考察华人社会文化重建

与变迁的重要历史背景。

第二部分是对华人社会结构的考察, 包括

/聚族而居的潘家村0、 /帮群坟山0 和 /怡和

轩俱乐部0 三章。这部分涵盖了三种不同类别

的社会组织形式。潘家村是移植重建的宗族社

会, 帮群坟山是以方言群为组织方式的帮群组

织, 而怡和轩则是华商精英们的社团组织。这

三种组织方式涵盖了从底层民众到商人精英的

社团组织。通过这三个不同层面的社会组织在

历史变迁中的不断整合可以看出, 无论是商人

精英团体、帮群会馆, 还是底层民众无意识的

宗族建构, 都利用了祖籍地的文化传统, 并根

据当地社会的实际环境, 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

祖籍地文化进行了选择性的吸收和改造, 这也

是中华文化在当地一步步本土化的过程。

如潘家村, 是从中国南来的潘氏族人以横

山庙为中心聚族而居的村落。但是潘家村并非

典型的中国传统式的宗族社会。因为海外移民

无法举族迁移, 他们在依照祖籍地的传统重建

宗族之初, 面临的宗族关系就是不完善的。在

无法完全依赖血缘关系的情况下, 潘家村人通

过祖先崇拜和神明信仰合二为一的方式重新建

构了自己的宗族组织。可以说, 神明信仰弥补

了血缘关系的不完善。在海外的华人移民社

会, /祖先不是自然产生, 而是人为的选择0

(该书第 57页) , 这种选择是华人维护和延续

自身文化的重要手段。

著名人类学家 Freedman 等人认为, 东南

亚不存在华人宗族社会, 宗族是无法移植的

(该书第 24页)。但作者通过对潘家村的深入

研究, 对这一结论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 中

国的宗族社会是可以移植的, 只是在移植过程

中因受到血缘关系不完善的影响而产生了变

异, 但本质上仍然是宗族社会; 而且在建构宗

族社会时, 华人移民充分利用了祖籍地的文化

72



传统, 如用神明信仰来弥补祖先崇拜的不足。

另一种华人组织是帮群会馆。/帮群组织0

是殖民地时代新马华人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

有关帮群社会已经有众多的学者做过研究, 如

林孝胜、颜清湟、陈育菘、陈荆和
[ 2]
等, 这些

研究的着眼点大部分都是帮群组织的社会结构

及其社会作用。曾玲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另辟蹊径, 在本书中透过华人社群对死亡的处

理, 从研究帮权坟山来看帮群组织对华人社会

整合及认同的作用。曾玲的研究显示, 在新加

坡, 坟山组织不仅是处理先人丧葬事务的组

织, 更是团结方言帮群的中心机构。二战后随

着国家认同的逐渐建立, 帮群坟山的管理逐渐

打破了方言属的限制, 面向全新加坡人开放。

而这种趋势也改变了移民时代华人的认同形

态, 从起初的祖籍地认同到社群认同再到国家

认同, 层层叠加。

在新加坡华人社会, 还有一类以有名望的

社会翘楚为主的社会组织, 那就是俱乐部。这

些人不仅在经济上富甲天下, 而且在社会领域

也是维护华社利益的华人领袖。其中怡和轩俱

乐部最有代表性。作者通过分析不同历史时

期, 怡和轩俱乐部在华社中扮演的各种角色及

其发挥的社会作用, 让我们看到, 不仅是华人

民间社会, 即使是华人精英阶层, 也在历史的

变迁中经历着认同的改变和社会职能的改变,

正如作者所言, /怡和轩俱乐部社会功能从领

导力量、重要力量到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的赞

助者的演化, 是新加坡众多华人社团的历史发

展的一个缩影0 (该书第 134页)。

第三部分讨论新加坡华人民间文化中的祖

先崇拜、民间信仰、岁时节日三种形态。作者

在这一部分里主要探讨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精神

文化。祖先崇拜是华人文化中最重要的特色,

它既代表着人们对死后世界的观念, 又是人们

借以维系生者世界种种关系的重要手段, 更是

文化传承的途径。在中国本土, 祖先崇拜维系

的是血缘关系内的人群; 然而在海外华人社

会, 离开了中国传统的土壤, 华人利用中华文

化的资源, 建构起的却是虚拟血缘的祖先崇

拜, 也即海外华人本土化了的祖先崇拜。这就

是曾玲在 /祖先崇拜0 这一章里主要探讨的问

题。帮权组织通过社群总坟来建立 / 社群共
祖0, /社群共祖0 是超越了血缘的祖先, 在华

人社会, 这样的祖先比单纯的家族祖先更具有

凝聚力和整合力。这种变异也是中华文化在适

应陌生环境中逐渐产生的。

/移神0 与 /移民0 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因此在海外华人社会, 民间信仰与祖先崇拜一

样是华人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更重要

的是, 民间信仰对早期华人社会的整合也起到

了极大的作用。因为早期的华人大都是自由移

民, 缺乏官方背景, 更缺少政府行为的制度化

的建构, 华人社会只能通过民间的力量来建立

自己的社会秩序。而且早期的殖民地政府实行

的是分而治之的政策, 华人社群基本上属于半

自治状态。这种情况下, 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庙

宇组织就承担起了组织号召和治理民众的功

能, 一旦与帮权组织相结合, 庙宇的功能便得

到了极大的扩展, 早期的华人寺庙几乎都是集

会馆、学校于一体的。二战后, 庙宇的功能随

时代发展而转型, 更趋向于实用性和功利性,

而神缘也取代了地缘和血缘的主导地位, 成为

整合华人社会的重要手段。

在 /岁时节日0 这一章, 作者通过考察华

人的几个重要节日, 如春节、中元节和中秋节

等, 探讨了节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扮演的角

色及其传承文化的功能。新加坡的华人节日基

本上源于中国, 在保留传统节日习俗的基础

上, 随着本土化的加深, 又发展出了新的节日

仪式和社会功能。春节的采青、中元节的庆赞

活动、中秋节的社团庆祝活动在殖民地时代,

承担着加强社团凝聚力的作用; 而在新加坡建

国后, 这些节日又起到了打破社群界限、维护

种族和谐的新功能。

第四部分考察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当代海外

华人社团的跨国活动。这一部分内容比较侧重

于最近二三十年来, 冷战结束、中国改革开放

并打开国门后的情况。一般认为, 海外华人的

跨国 /宗乡活动0 更多是强调祖籍地的传统乡

土文化, 但作者在研究中发现, 当代的跨国宗

乡活动实际上涵盖了祖籍地和移居地两方面的

内容。而对祖籍地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并不

影响他们对移居地的国家认同。这种认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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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出华人认同的多元性及层层叠加的特性。

三

从研究方法看, 本书有两点值得关注: 首

先是研究角度的 /民间视角0 和 /自下而上看

历史0 的方法; 其次是以海外华人为中心而不

是以中国为中心来看待华人文化的本土化。

新加坡作为中国以外华人居住密度最高的

国家, 在短短不到二百年的发展历史中,
[ 3]
经

历了由移民社会到定居社会的形态转变及当地

华人身份认同意识的转变。新加坡华人社会的

文化形态, 无论作为一种已经本土化了的社会

文化, 还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华人社会

的延伸和发展, 都有着特殊的历史和文化意

义, 它的重要性和研究价值已经引起了海内外

学者的关注。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西方学

者就已经把新加坡及其他东南亚华人地区当作

研究中华文化的窗口。
[4]
如麦留芳通过对新马

早期私会党的研究, 写出了 5星马华人私会党

研究6
[ 5]
一书; 50年代初期, Maurice Freedman

利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对新加坡华人的家

庭与婚姻做出了细致的调查, 写出了 5新加坡

华人的家庭与婚姻6[6]
。

20世纪 70代之后, 新马当地的学者对华

人社会也展开了比较多的研究和讨论, 如颜清

湟的 5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6[ 7]
, 林孝胜的

5新加坡华人与华商6[ 8]
, 柯木林、林孝胜合著

的 5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6[ 9]
, 崔贵强的 5新

加坡华人: 从开埠到建国6
[10]

, 颜清湟的 5新
马华人社会史6[ 11]

, 等等。这些著作为新马华

人社会历史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并为新马

华人社会历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对华人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或华侨人物史

的关注是这些著作最大的特色, 但同时, 对于

华人民间文化的历史研究就显得不足了。曾玲

在 5越洋再建家园6 中就试图跳出华侨史的传

统思路, 采取了历史研究的 / 民间取向0 和

/自下而上看历史0 的角度来研究华人社会文
化。她根据自己多年来的田野调查和亲身参

与, 利用丰富的档案文件和实物资料, 以民间

文化为基点, 考察了海外华人是怎样利用祖籍

地的文化资源来建构新的文化家园的。

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曾经将

/华侨社会0 比作中国的 /文化试管0, 因为世

界各地的华侨社会或多或少地提供了中国文化

在若干新 /变项0 下的 /函数关系0, 使得研

究中国文化的人能更深入地了解其属性。
[ 12]

/文化试管0 的比喻其实是以中国为中心

来看海外华人的视角。然而当海外华人逐渐本

土化之后, 完全以中国为角度的研究已经无法

涵盖华人文化的方方面面。曾玲在 5越洋再建

家园6 一书中试图建构一个以海外华人为中心

的研究视角。这是这部著作在研究方法上的第

二个特点, 即把海外华人社会当作一个与中华

文化有密切关系, 却又完全独立的文化个体,

以华人为视角来探讨华人文化的本土化。

华人文化虽然与中国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

系, 但是并不能将之简单地画上等号。考虑到

海外华人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差别, 当我们

力求以 /中国中心观0
[ 13]
的观点来研究自己的

文化时, 对于海外华人社会也应该尽量做到

/华人社会中心观0 的研究态度。以西方为中

心或参照点的研究态度已经受到了史学界的批

判, 同样以大中国主义为中心去研究已经具备

了独立形态的海外华人文化也是应该警惕的。

四

在研究内容上本书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首先, 在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上, 作者提

出了一些新观点。如潘家村的宗族问题、虚拟

血缘的祖先崇拜、华人社会建构的地缘性主导

地位以及华人认同的叠加方式等等。

通过潘家村的移植历史, 可以看到宗族的

移植不一定要举族迁移, 在血缘关系不完整的

状态下, 华人可以利用祖先崇拜和神明崇拜合

二为一的方式, 以扩大了的血缘关系来建立宗

族。因此, 作者否定了宗族不能移植的论点。

在华人认同方面, 王赓武教授曾经提出了

/多元重认同0 的观点。曾玲通过研究证明,

华人的认同伴随社会历史变迁而形成层层叠加

式的多重认同形态。所谓层层叠加是指华人不

会因为姓氏认同而抛弃祖籍地认同, 也不会因

为祖籍地认同而放弃国家认同。华人会依据现

实的需要利用不同的认同方式。作者在分析跨

国网络的时候, 指出正是因为祖籍地认同与国

家认同的并存, 才形成了宗亲团体的跨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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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全球化与本土化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向0
(该书第 308页) , 在这种形势下, 华人的认同

方式更有利于自身的发展。

作者提出的这些新观点是建立在对新加坡

华人社会深入调查基础上的, 不仅对研究海外

华人社会, 而且对研究中华文化的适应性和多

元性也提供了新的范式。

其次, 作者在书中对死亡的处理和祖先崇

拜问题特别关注。

在本书中, 作者透过华人帮群坟山的组织

和运作, 详细地探讨了与移民社会密切关联的

祖先崇拜与死亡文化。华人移民在新的土地上

面临的不仅仅是生存问题, 还有对死后问题的

处理方面。在中国文化中, 因为对家族体系的

重视, 使得亡魂有着重要的地位。祖先肉体死

亡, 但其精神却代代相传, 死去的祖先其实是

整合和凝聚整个家族的力量。在移民社会, 因

为客观条件的限制, 华人 /祖先0 或 /先人0

概念已经发生变化, 不仅仅是指与祭祀者有血

缘亲属关系或 /虚拟血缘0 的死者, 而且也向

非血缘非同性的关系扩大, 呈现出泛血缘的特

征。在此基础上, 形成对两类先人 ) ) ) 社群先
人和家族 (家庭) 先人的崇拜形态 (该书第

204页)。作者在书中探讨的这样一个亡者与

生者的世界, 是以往学者的研究中较少涉及

的。但是因为章节划分的关系, 作为作者研究

中最有特色的这一部分, 被分散在了不同的章

节里。如果能辟专章论述先人崇拜与文化整合

的关系, 作者的观点也许会更加凸显。

总之, 新加坡早期的华人社会是一个缺乏

文化精英的移民社会, 华人移民在新的土地上

移植和重构自己的文化时, 更多的是利用来源

于祖籍地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资源。在此过程

中, 华人文化也开始了本土化的历程。民间文

化因而具有了相对重要的意义, 肩负起了文化

重植与社群整合的使命。要了解东南亚华人社

会的发展变迁, 民间文化是不可忽视的一环。

5越洋再建家园6 一书对于新加坡华人民间文

化的重视与深入挖掘, 以及 /贴近社会下层看

历史0 的研究方式, 带给了我们更多值得思考

的课题, 为东南亚华人史研究作了有益的补

充, 也为后来的研究者开辟了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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