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华侨、华人研究现状述评

李 枫

对于国内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学界已经广泛讨论, 而针对国外该领域研究状况的

论述却相对不多。近年来,国外华侨、华人研究呈现出诸多亮点,值得国内学界参考。本文以最近

5年,即 2004年至 2008年间,发表于国外刊物的部分英语论文为样本,尝试对国外华侨、华人研究

现状、主要发展方向等展开述评,并就其可供国内学界借鉴之处提出看法。

一、当前国外华侨、华人研究的几个亮点

1.从生理、心理角度关怀老年华人的健康状况。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老龄化研究中心暨社区

医学系的学者以波士顿的 177名华裔老人及上海 428名条件相当的中国老人作为研究对象,开展

了一系列研究项目。 研究人员对比分析了上述两组老人的健康问题与沮丧症候的关联程度,进

而得出尽管移居国外后需要面对种种挑战,但与不曾移民的同龄人相比,美国老年华人的心理更为

健康,而在两组老人身上,各种慢性病均与沮丧症候的累积有关等结论。研究还表明,文化因素更

有可能影响中国老人对健康服务的利用 (如看牙医 ) ,而同化程度 ( degree of accu lturation)会对美国

老年华人利用同类服务产生作用;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社会工作学院 D. W. L. Lai的 Impact of

Cu lture on D epressive Symp tom s of E ld erly Chinese Imm igran ts!和 Effects of S ervice Barriers on H ea lth

S ta tu s of O lder Ch inese Imm ig ran ts in Canada∀ 等文,则分别探讨了文化因素、医疗服务障碍因素等对

加拿大老年华人健康的影响。

2.关注华人青少年移民适应当地社会的过程。美国旧金山大学教育学院的 C. J. Y eh在

D evelopm ent of aM entoring Program for Chinese Imm igrant Adolescen ts# Cu ltural Adjustm ent一文中,以

新近从中国大陆地区移民到美国的 32名高中生为研究对象,引入一种名为 ∃同龄人顾问计划 %
( Peerm entoring program)的研究模式,在为期一年的跟踪研究中,观察这 32名高中生与由美国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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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高中的学生充任的 ∃同龄人顾问 % ( Peerm entor)之间的互动情况,建议学校辅导员、社会工作者

和其他心理健康专家对移民青少年提供辅导。 而在 Ch inese Imm igran t H igh School S tudents#

Cu ltural Interactions, Accultura tion, Fam ily O bliga tion s, Language Use, and Social Support一文中,

C. J. Yeh等学者则认为,不断提高学生的英语流利程度,对于缓解他们适应全新环境时的焦虑情绪

至关重要。此外,学校还应为移民学生提供各种论坛,让他们参与各种社交场合,以便他们与操英

语的同学展开充分的交流。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家庭与儿童生态学系的 D. B. Q in在 Doing W ell

vs. Feeling Well: Understand ing Fam ily D ynam ics and theP sycholog icalAdjustment of Chinese Imm igrant

Adolescents一文中,以两组中国移民家庭为对比样本,分析 ∃尽管亚裔美国学生的成绩普遍较高,但

他们通常在心理与社交适应方面表现不佳 % 的原因,涉及家庭教育方法、父母期望、亲子关系等

方面。 

3.透过各种社会现象思考华人的相关问题。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与地区问题研究院主任亨廷

顿 ( Samuel P. Hun tington)的 T heH ispanic Challeng e一文,聚焦美国社会族群的融合状况,重点讨论

美国墨西哥裔及其他拉美裔族群融入美国社会的相关问题,其中部分内容涉及到华裔,如提到在非

美国出生的外来族群中,墨西哥裔为数最多,约占 27. 6% ,华裔和菲律宾裔分列第二、第三位,分别

约占 4. 9%和 4. 3% ,还建议所有美国人都应该掌握包括中文在内的至少一门重要外语,以利于了

解一种外来文化,并方便与该文化的族群人士交流; ! 2001年,美籍华人导演李安执导的影片 ∃卧

虎藏龙 % ( C rouch ing T iger, H idden Dragon)获第 73届美国奥斯卡 4项大奖后,各国学者纷纷撰文探

讨该现象。新加坡国立大学的 K. Chan在 The Global Return of the Wu X ia P ian (Chinese Sword -

FightingM ovie): A ng L ee# s ∃ Crouching T ig er, H idden D ragon%一文中,讨论了该片所建构的中国意

象 ( Im age of Ch ina)及男女平等的可能性,认为导演李安在影片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家长权威进行

了冲突性解读。∀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C. K lein的 Crouching T iger, H idd en D ragon: A D iasporic

Read ing一文,则从海外散居者 ( D iaspora)的视角,分析了导演李安呈现的电影语言和美学模式,探

讨了他与中国故乡、与其他散居海外的中国人之间的各种联系。∗ 此外, X iaochun Jin+ 和 Munyi

Shea,等学者则分别透过治安、就业等社会现象,思考了华人的相关问题。

4.重视应用地理学、考古学、民俗学、文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地理学方法的应用上,加拿

大瑞尔森大学 LuW ang的 Global Connectivity, L oca l Con sumption, and Chinese Imm igrant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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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通过对多伦多华人移民消费偏好的分析,揭示了族群特征及族群文化对移民消费行为产生的

影响。 英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的 S. Y. T eo在 Vancouver# s N ew est Ch inese D iaspora: Settlers or

−Imm igran t Prisoners#? 一文中,从海外散居者和跨国主义 ( Transnationalism )两个概念入手,对新近

从中国移民到温哥华的技术型移民 ( sk illed imm igran ts)展开研究,分析其在异国他乡语言、就业、婚

姻等方面面临的诸多问题,随后提出了 ∃他们是移居者? 还是为再次移民而暂居温哥华的 −移民囚

徒 # ( imm igrant pr isoners) %的问题。 在考古学方法的应用上,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环境生物学

实验室的 A. H. H arris在 Additions to the Archaeolog ical Fauna of the Form er China town S ection of E l

Pa so, T exas一文中,考察了美国得克萨斯州艾尔帕索 ( E l Paso)一处 19世纪末唐人街遗址的出土

物件,并就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华人葬礼习俗等问题提出了看法。 美国斯坦福大学文化与社会

人类学系 B. L. V oss的 TheA rchaeology of Overseas Ch inese Commun ities一文,通过对加利福尼亚州圣

何塞 ( San Jos )马克大街 (M arket Street)唐人街的考察,对同化模型的理论和方法论提出质疑,认为

历史的证据表明,该华人社区的居民并非总是生活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格格不入中。! 此

外, F. Lau∀ 和 D. L. L i∗等人还分别将民俗学、文学等学科方法应用于对华侨、华人的研究中。

二、国外华侨、华人研究的主要发展方向

1.对弱势群体给予持续关注。上文列举的论文中,关注华族老年人、青少年等弱势群体在相

关国家生存、发展问题的占一定数量,主要从医疗卫生、心理健康、学校教育、家庭培养、社会责任等

方面入手,探讨帮助华族老年人维系身体健康、提高生活质量,以及辅导华族青少年适应移民后新

的学习、生活、工作环境等问题,通过对社会现象的考察,分析其原因及各种后果,并从社会学与医

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各学科的角度探讨对策,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较显著的社会价值。今后,此类

研究中所折射的人文关怀精神,将有可能得到进一步加强。

2.华族研究的触角更为细致、灵敏。当前,国外华侨、华人研究的触角几乎深入到相关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从个体健康到族群适应性,从经济到政治、文化等,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将具有国际

问题研究色彩的华侨、华人研究,置于国家社会稳定、族群和谐等框架内加以讨论。此外,从上文列

举论文作者的姓氏看,部分作者本身即为华族的可能性很大,如 B. W u、D. W. L. Lai、C. J. Yeh、K.

Chan和 X iaochun Jin等,他们大多供职于所在国家的高校或科研机构,具备一定的话语权和社会影

响力,而由于其华裔背景,他们也较多地以与自身族群相关的问题作为研究旨趣,进而与其他族群

学者一道,共同推进所在国家华侨、华人研究在广度上与深度上的不断拓展。

3. ∃学科 %痕迹淡化、∃领域 %意味增强。时至今日,国外华侨、华人研究中多学科方法的应用已

屡见不鲜,以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为基调,讨论华人社会变迁、家谱个案、侨乡纽带以

及华人与中国的关系等主题的论文相对为主流,如 J. C. Dorsey的 Identity, Rebellion, and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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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ce am ong Ch inese Con tractWorkers in N ineteenth- Cen tury Cuba、 M.W illiams的H ong K ong and

the Pearl R iver D elta Q iaoxiang、 W ei- W ei Zhang的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Concep t of ∃ Greater

Ch ina% 以及 Sheau- yueh J. Chao的 T racing T heir Roots: Genealog ical Sources for Chinese Imm ig ran ts

to the United S ta tes等。! 此外,如前所述,国外华侨、华人的研究学者还广泛应用了地理学、考古学、

民俗学、文学等学科方法。可见,今后国外华侨、华人研究的 ∃学科 %痕迹可能会趋于淡化,而逐渐

演变为一个兼容并蓄的研究领域。

三、国外华侨、华人研究可供借鉴之处

1.秉承人文精神。当前国内华侨、华人研究成果很大一部分集中在经济议题或相近的方向

上,如有学者曾指出: ∃在国家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导向下,关于华商和华人经济状况的研究最

为泛滥。 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后,几年内关于 −华商与东南亚金融风暴 #的论文及相关著作竟达

数百种,造成研究资源的极大浪费。%∀ 经济要素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仅从经济

视角出发,不可能圆满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问题,就华侨、华人的研究而言亦然。前文提到,近

年来国外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论文已越来越多地将关注重点置于老年人、青少年等弱势群体的身

上,致力于探讨对其提供帮助、辅导等的途径与方法,进而达成社会稳定与族群和谐,其中体现的人

性关怀的价值认同值得国内学界参考。

2.重视微观发掘。上文引述的论文在文献发掘、数据整理、案例分析等方面无不做足文章,论

文作者及其团队通过经年累月的不懈积累,较为细致、全面地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从根本上

保证了研究成果较高的学术水准和科研价值,推动了国外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不断创新、发展,而

由于各种原因,国内学界多少存在由急功近利心态导致的第一手材料掌握不足、成果低水平重复等

问题,相信若能在科研过程中,注意借鉴国外同行的细致认真,重视第一手材料的微观发掘,国内华

侨、华人研究的整体水平将有可能进一步提高。

3.容纳多元路径。国内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处于领军地位的各个科研院、所中以历史学起

家,或者说以历史学研究见长者为数不少,近年来,在各科研院、所产出的诸多研究成果中,也开始

尝试应用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方法,呼应了国外华侨、华人研究 ∃学科痕迹淡化,领域意

味增强 %的发展方向。今后,国内科研院、所若能更为全面地容纳多元路径,重视不同学科研究方

法的应用,重视吸引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研究特长的学者加入其中,将有助于进一步弘扬国内学界

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世界影响力。

(李枫,博士研究生,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厦门, 361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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