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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１１月中新社的一个报导指出中国沿海地方社会需要拓展侨乡的

优势适当利用侨乡的文化资源在福建广东等老侨乡的社会应该?由

注重老一代侨民向一二三代侨民?重转变在巩固与老一代侨民联的

基础上通过认祖宗拜祖祠祭祖墓活动增
%

二三代侨民对家乡的认

同感?①　地方社会以宗族庙宇慈善和节日等促动海外不同世代的华人

对故乡的恋怀对祖宗原乡的憧憬吸引海外华人重新建立割断了的家乡联

是当代侨乡社会将传统转化
&

有效的文化资源的重要策略

早在１９２０年代陈达在他的开拓性著作 《南洋华侨与闽
'

社会 》已经注

意到海外华人对原乡文化和社会的影响移民不仅改变了地方社会的家庭结

构新的语言和习惯渗透原乡的生活方式同时庞大的侨汇也带来地方社会

的近代化②　然而在政治和金融动?的２０世纪上半叶对海外华人的关

注很大程度还是集中在政治和经济的范畴随着１９４９年新政权的建立在

破四旧的政治语言下很多的研究集中在宗族或与宗族相关组织的解体以

及１９７０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来宗族功能随着海外乡亲的投资的再现③　改革

开放以来海外华人大量的投资也吸引了国
(

学者对海外华人的原乡社会的

注目这些研究以宏观的角度
%

调海外资本和投资带来的经济的击注重

当前的经济状癋④　正如庄国土在１９９８年在
)

江举行的中国侨乡研究国际研

讨会中
%

调?宏观把握的科学性需要微观研究的支
*


&

了透视近二十年

海外华人与中国的经济文化合作我们选择侨乡作
&

主要研究对象这不

仅因
&

侨乡是海外华人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最主要区域而且因
&

侨乡的

①
②
③

④

〈福建著名侨乡福清市倾力打造侨务资源可持续发展〉（中新社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０日）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

'

社会》（长沙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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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可能对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先导作用 ?⑤　随

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近二十馀年来……侨乡一词的使用率空前频繁 ?⑥　

陈志明和丁毓玲指出侨乡和侨乡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在改

革开放後中国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如福建和广东如何鼓励和促使海

外港澳台的华人回乡和投资另一方面是侨乡人们如何巧用海外关

使海外关这一特殊资源
&

侨乡的民间风俗宗教复兴等各种民间活动

保驾护航?⑦　经济和文化的动力究竟带来了近代化和西化还是加
%

了

原乡的传统文化２０世纪後半叶海外华人研究从
%

调华人落叶归根回返

故园的意愿到在?地落地生根再建家园的过程中探索了海外华人身份认

同的转折在新世代的华人与祖先的原乡再连接的过程眧海外华人与原乡

的文化再认同是否一种
,

拟的归根现象

华琛牗ＪａｍｅｓＬ．Ｗａｔｓｏｎ牘在２００４年亚洲学会的主席演讲中以香港新界北

区边境的新田乡文氏
&

例指出在１９５０年代以後新田急速成
&

典型的侨乡

社会即男性离乡老弱妇孺留乡社区由农村演变
&

依赖侨汇的经济体

系虽然如此前近代的亲属关如华人的宗族制度仍然在後现代社会中活

跃华琛进一步指出文氏是一个有七百年历史的宗族清楚的故乡共同的

姓氏和语言可以追认同一祖先和其他以族群
&

定义的离散社会不同文

氏以祖先
&

名拥有土地不动
-

等祖尝初代的移民与家乡怀抱根固的感

情期盼衣锦还乡的日子捐资修建家乡的祠堂庙宇学校以至节日庆

典第二三代的华侨在侨居地定居故乡成
&

他们度假之地他们虽然离

散各地然而根固的宗族关成了非正式的网络建构的关键亲属团体

成
&

一些当代最成熟的跨国流离社会的组织平台⑧　　对新世代的海外华人来

.

重新拥抱家乡追根溯源追寻文化根源等寻根的文化活动是对一个

消失或从
/

用经验过的过去的想像然而这样的怀旧这样的认同这样

的想像究竟是崭新的
-

物还是这个不断受来来去去的人群带动的边缘地

专号前言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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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固有生态

早期的海外华人大部份来自福建和广东的东南沿海地区从陈翰笙傅

衣凌弗里德曼以至科大卫刘志伟的研究我们知道最晚从明代中叶以

来东南沿海地方是男性主导的宗族社会宗族不仅是控
!

机构而且是左

右乡民日常生活的文化语言陈翰笙等在１９２０及１９３０年代的调查显示南中

国广大的田土大部份是公共财
!

尤其是以宗族
"

名的尝
!

⑨　　弗里德曼

以
"

这与地方社会的边陲性有关而科大卫则以
"

乡民透过想像和实践以祖

先崇拜
"

中心的宗族制度把地域社会嵌入皇朝国家的体系之中身近的边

陲地域的流动物质资源远离的皇朝国家的文化资源提供了侨乡社会可以

操控的多元的能动力

本辑收
#

的文章是２００８年度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赞助的 ?在边境

的社区华南侨乡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网络比较研究?（计划编号ＲＧ００１

Ｐ０６）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在这个计划中我们试图比较有长期的移民经

验与海外华人社区有悠久历史的东南沿海的侨乡社会的
$

在构造和海外联

本专号主要集中讨论边境乡村的
$

部结构的问题１９９０年代以前的侨乡

（或移民社会）研究大多是过度概括?且以单一的角度理解侨乡的历史

发展我们在这眧尝试展现的是边陲的侨乡社会多重的深层结构乡民如何

竞逐权力控制资源塑造身份益善人群透过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和

文化方面的深层理解将有助我们明白侨乡社区中便利移民和商业管理的网

络关的创造和再创造的历史过程人
%

和制度之间的互动关海外华人

追根认祖的根据以及侨乡社会用作吸引华侨华人的作
"

文化资源的传统

蔡志祥（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４ 蔡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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