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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厦门大学由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光荣的传统，是中国近代
教育史上第一所由华侨出资创办的高等学府。
陈嘉庚先生所处的年代，是中国社会最贫穷、最落后、饱受外侮和欺凌的年代。
陈嘉庚先生非常想改变这种状况，他明确提出：中国要变化，关键要提高国人素质。
要提高国人素质，关键是要办好教育。
基于教育救国的理念，陈嘉庚先生毅然个人倾资创办厦门大学，并明确提出要把厦大建成“南方之强
”。
陈嘉庚先生以此作为厦大的奋斗目标，蕴涵着他对厦门大学的殷切期望，代表着厦门大学师生的志向
。

在厦门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首辑《南强丛书》，共15部学术专著，影响极佳
，广受赞誉，为校庆7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此后，逢五逢十校庆，《南强丛书》又相继出版数辑，使得《南强丛书》成为厦大的一个学术品牌。
值此建校90周年之际，再遴选一批优秀之作出版，是全校师生员工的一个愿望。
入选这批厦门大学《南强丛书》的著作多为本校优势学科、特色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
作者中有资深教授，有全国重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有新近在学界崭露头角的新秀，他们都在各自的
学术领域中受到瞩目。
这批学术著作的出版，为厦门大学90周年校庆增添了喜悦和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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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李明欢，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博士，厦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先后在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学研究所、人口研究所、社会学系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
长期从事移民、族群及跨文化比较研究，尤其注重国际移民、海外华人社会及中国侨乡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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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其一，因国界变更而产生的依然住在原居地的“没有迁移”的“国际移民”。
审视世界上众多民族国家边境变迁的历史过程，人们不难发现，政治边境的划分，可能将某一人群的
传统生活地域人为地划入不同国度，因而出现“跨界民族”长期跨越边界两地生活；也可能出现某一
人群自身并未流动，却因重划国境而成为“国际移民”的特殊现象。
例如，在前苏东地区，由于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内战后导致分裂等因素，根据新划定的边界和新的主
权国家权力，数千万原本属于“苏联”的国民，如今成为解体后相继独立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
尼亚、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十多个国家的公民，而前“南斯拉夫”的公民，如今也成为塞黑、克罗
地亚、波黑、马其顿、斯洛文尼亚等国的公民。
这些人本人虽然没有“跨国流动”，但是，因为他们的生存在政治上“跨越了主权国家的边界”，因
此在联合国相关机构的统计数据中，他们亦被列入“国际移民”群体。
其二，虽然没有离开本人出生国，但与住在国主体民族之族性不同且持外籍护照的“外国人”，往往
约定俗成地被视为“国际移民”。
例如，出生并居住在美国，却自愿选择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华裔；或者，出生在中国，却持他国
护照的非华裔，这两种情况与以上由权威机构公布的“国际移民”定义不尽相符，但在现实中却往往
因民间社会的约定俗成而被视为“国际移民”。
其三，虽然因母亲在外国工作、旅游度假或临时避难等原因而在非母亲的祖籍国出生，但出生不久即
一直在母亲的祖籍国成长，根据“居住在非出生地原则”，此类人员亦被划人“国际移民”，但在现
实生活中，这部分人往往从认同、文化到行为举止都与本国同龄人相似。
其四，在异国他乡长期居住却不列入“国际移民”的人群。
例如，各国派驻他国的外交人员和军事人员、跨国驻扎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官兵等，虽然也在异国他乡
长期居住，但因为其迁移是受祖籍国或国际机构派遣的非个人行为，因此即便“在异国连续居住一年
以上”，也不被视为“国际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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