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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研究东亚地区华人华侨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及其与中国大陆互动的历史，论证在东亚经济
一体化进程中，东亚华人经济体之间进一步整合的可能性及其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先导作用。
作者根据新发掘的资料，论证了形成于15世纪初的华商网络与当前华商网络的历史承继关系，论证了
经贸和移民是华商网络的两大支柱，并进一步指出，华商网络是当代东亚华人经济体整合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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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闽南的乡土文化习俗，有着浓郁的西洋特色。
其生意活动，更贯穿了“经济关系高于一切关系”（包括亲属关系）的西方市场经济原则。
这种文化的多元性与开放性，是闽南人务实精神与蔑视正统的体现。
　　3.闽南人文精神的局限　　以上闽南人文精神的三个特点相互依存与联系，以重商趋利为核心，
为逐利而勇于冒险进取，因重商而兼容开放，藐视权威定式。
这些特点的发挥同时也带来局限性。
　　闽南人通常缺乏坚定的政治理念以及为之奋斗的献身精神，这种献身精神与修身、律己相关。
由于重商逐利而功利目的明确，其活动有明显的短期行为。
由于全民重商又常历风波之险，如王十朋咏泉州诗中所谓“大商航海蹈万死”，闽南这块土地上很少
滋生出领一代风骚之大思想家，有破旧之勇气而无立新之韧性。
即使是明末大思想家李贽，其学说也是对传统现实抨击有余而建构不足。
南宋以降，南方学术重镇此伏彼起，引领中国政治思潮，蜀学、浙学、湘学、徽学等先后引导中国思
潮，南粤大地近百年更领社会思潮的风气之先。
福建对全国有一定影响的闽学，其基地在闽江流域，与闽南基本无关。
近千年来在中国政治、文化舞台上叱咤风云者，闽人屈指可数，林则徐、严复等，都是闽江流域孕育
出来的，亦与闽南无关。
　　相反，闽南人在政治理念上的摇摆和务实，却常受时人的诟病。
率南宋水师降元而加速南宋覆灭的蒲寿庚，为清军扫荡中原立下汗马功劳的洪承畴，受南明大恩却又
降清的郑芝龙，背叛郑成功又率水师剿灭郑成功后裔的施琅，都被时人和后人认为气节有亏。
唯一的异数是郑成功，据金厦丛迩小岛而敢北向中原争天下，南拓海疆与欧人抗争。
在南明国子监就学和隆武帝的知遇之恩使郑成功矢志孤忠，与清朝抗争到底，其坚定的政治理念与军
事组织能力在闽南人中可谓千载难遇，但郑成功却有一半日本人血统。
毛泽东在谈到北伐战争时曾戏言：广东人闹革命，福建人出钱，湖南人当兵，浙江人做官。
这里说的福建人，相信指的是闽南人（闽南籍华侨）。
　　与政治、文化人才凤毛麟角相反，闽南籍大商家辈出，东南亚闽南籍华商如陈嘉庚、胡文虎、陈
六使、黄仲涵、李清泉等，当前的黄奕聪、郑周敏、陈永栽、郭令灿等，都是富甲一方的豪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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