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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迁徒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作者陈志明继承并拓展了人类学研究的整体观
，强调华人族群意识的形成，不仅基于其自身的生活经验，更与其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及其与中国
的关系息息相关。
换言之，作者的华人族群研究，为我们展示的是由内至外的一系列概念与实践体系，内如迁徙、寓居
、认同、归属、适应、涵化、整合、地方化，外如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族群互动、政治、经济、权
力、意识形态、性别、阶层、宗教、全球化、跨国网络等。
以华人经济研究为例，作者强调不仅要分析华人经济的文化逻辑，同时也要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对华
人经济与族群关系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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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志明
著名人类学家与东南亚专家。
1950年生于马来西亚，1979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新加坡大
学、马来亚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并将于2012年8月起担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涉及东南亚社会与文化、海外华人、族群研究、全球化、文化变迁与认同、宗教、侨乡、饮
食文化、原住民／少数民族与发展等议题，涵盖东南亚及中国大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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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容易获得赴马来西亚的旅游签证，现在仍存在一些较为贫困的暂时移民从中国迁至马来西亚
。
在本项研究中，我们曾见到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女性到各家咖啡店贩卖各种产品。
当地华人能轻易辨别出他们，我们被告知他们是组织销售的非法集团的成员。
这些暂时的中国移民成为上门销售的廉价劳动力。
还有其他一些敢于冒险、独断独行的经济移民。
我们遇到过三位来自西安的女性在一所华人会馆中贩卖中国画和艺术品。
当然，这些非法活动都是以展览之名进行，并颇受当地华人和社团的欢迎。
画作是由她们从中国带来，所以比商店里的便宜。
这些经济移民都不是诗山的（我的研究地点）。
这些女性展现出移民的进取精神，以改善她们的经济生活，如今跨境与旅行的便捷促成了她们的活动
。
便捷的旅行同时也使从中国带入娼妓变得容易。
因此，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看待从中国来的华人的心态是矛盾复杂的，通常被贫穷甚至不道德的
华人女性之类的成见所歪曲。
他们看待中国亲戚的观念也是混合的，其评论从正面之经济地位的改善到负面之他们仍继续依靠海外
华人的捐助、投资没有产出的计划，如在村中修建大房，哪怕只有一个或两个人居住。
　　在我的研究中没有发现马来西亚叶氏回诗山做生意。
YeKS提到，在20世纪90年代，他曾想过到泉州或厦门投资，但不是诗山，那里没有很好的商机。
事实上，许多人强调到中国探亲就很好，但最好不要和他们做生意。
访问祖籍村很不错，但与这些村庄的联系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商业风险中的信任。
本项研究中少数与诗山有商业联系的案例是那些儿子在中国或碰巧发现有廉价产品可以带到马来西亚
销售。
我已经提到叶东生的次子从南安进口洗衣粉原料，因为这些产品在那里比较便宜。
无疑，这桩生意联系自然源自其对南安的访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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