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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暨南大学老校长何炳松先生，于1936年在题为&ldquo;中华学艺社的责任和前途&rdquo;一文中写
下了这段简短的话，语意深长，足见处在艰难时局中的近代学人力倡举众攻坚、立国济世之胆识。
然星移斗换，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筹划多时的《世界华侨华人研究》创刊号面世之际，我们没有忘
记老校长七十年前这番语重心长的话语，个中不仅因为我们仍然面对现代学术竞争和中外广泛交流对
学术研究所提出的新挑战，还因为在学脉延展和学术研究的再深化方面，仍需要薪火相传、集木成林
，方能蔚为大观。
　　在侨言侨。
2008年适逢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三十年的发展离不开海外华侨华人的支持与帮助。
充分认识并正确评价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以及住在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是推动侨务实践和深化理
论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同时，华侨华人研究领域学术前沿的不断发展以及新时期海外侨情的变化，对当前的研究工作也不断
提出新要求。
借此创刊号机会，我想就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的过往、现状及未来谈几点看法，以就教于海内外同
仁。
　　暨南大学作为华侨最高学府，自1906年在南京创办以来，迄今已逾百年。
百年侨校一直致力于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的吸收和培养。
百余年来，暨南大学培养了来自世界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学子20余万人，目前在校的境
外学生来自84个国家和地区，人数多达13000余人，其中含有研究生1000多人。
学校现有4个校区，20个学院，67个本科专业，134个硕士点，39个博士点和10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此外，学校一以贯之地高度重视和致力于侨务科研机构的建立、壮大和完善，以及对侨务问题的深入
研究。
1927年暨南大学迁至上海后，就正式创立了中国第一所华侨研究专门机构&mdash;&mdash;南洋文化教
育事业部，并创办专业学术刊物《南洋研究》，此举使暨南大学成为国内最早从事华侨华人研究的学
术基地。
徐中舒、李长傅、周谷城、谭其骧、陈序经等前辈学者均先后供职于此，他们为暨南大学留下一笔珍
贵厚重的研究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校虽屡经播迁及各类社会变动，但华侨华人研究之学脉始终未断。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著名史学家朱杰勤教授的带领下，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的成就日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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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华侨华人在侨居国的生存与发展，受居住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种族关系、对外关系等各方面因
素的制约与影响。
而对当代海外华侨华人的政策，又是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为论文集，主要分为海外华侨华人文学研究、侨史研究、新移民研究、侨务与侨乡研究等主题。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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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政府对法律身份的认定有这样的原则：同中国移民结婚的当地妇女及其所生的子女，在人口分类
时是不加区别地视同&ldquo;中国人&rdquo;，而同荷兰人结婚的当地妇女则仍从属于原来的人口分类
，不加改变，其所生的子女归为&ldquo;欧亚混血后裔&rdquo;，不得视为&ldquo;荷兰人&rdquo;。
也正是这个原因，在官方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里，华侨人口拥有大量的妇女和儿童，而荷兰人口里妇
女和儿童则为数不多。
　　在华侨移居的初期，不仅远涉重洋的旅途条件异常艰辛，而且在吧城创业的社会条件也极其恶劣
，显然华侨人口中占有一定比例的妇女和儿童不可能是移入人口。
据《历代开吧史记》载，在吧城初建的两百年里，只有一位妇女是真正来自中国，这在当时还成为一
件轰动吧城的大事留下了记录：　　康熙三十八年巳卯，即1699年正月，唐船来吧，有王界夫妇，潜
搭此船来吧，登岸时唐番俱见，此信播扬通吧，直至大王耳边。
王界妻郑氏，伴态生成， 仪范端庄，衣服与吧人迥异。
大王询知备细，切意欲观中华妇人，即令人来请，王界夫妇齐到王府内相见。
①　　经分析判断的结论是，荷兰政府统计的华籍妇女大部分是当地女子通过婚嫁加入到华侨群体中
来的。
当然也不排除在城市规模扩大之后有更多华人妇女移入吧城的可能，但在总人数上微乎其微。
通婚后的&ldquo;侨生女&rdquo;成为华人社会中女子的主要成分，加上不断陆续嫁人的当地女子，构
成本文研究婚姻状况的女性主体。
　　所以，在原生态移民男多女少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下，华侨与当地民族或其他民族间的通婚就成
为华人社会发展的必然了。
与荷兰人严重歧视当地民族所不同的是，华人由于对移人民和加入华人家庭的当地居民不加区别，联
姻带来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因此而切实地发展起来了。
如果说华侨在移居地务农经商、勤勉劳作是他们在当地得以立足生存的经济基础，那么婚娶当地妇女
，组成和睦家庭就是他们得以世代定居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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