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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5月中旬，日本京都文教大学人类学系奈仓京子博士来信，请我为她研究广东归侨的专著作
序。
由于教学科研任务多，工作繁忙，一直拖到6月中旬以后才开始动笔。
作为奈仓京子博士课程时期的指导老师，一提起笔来，就回想起许多往事，感到有责任写这个序，向
读者介绍情况，也想借此机会表达对这位年轻日本学者的期望和支持。
　　奈仓京子本科和硕士课程期间就读于东京女子大学，师从人类学者聂莉莉教授，研究中国社会文
化。
她曾经在云南民族大学留学，硕士学位论文做纳西族东巴文化研究。
由于学习成绩突出，论文写作出色，她获得了2005年度东京女子大学川上贞子奖学金，为她博士课程
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2004年2月，她刚完成硕士论文答辩就来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进修，开始了新的学术历程。
经过半年多勤奋努力，她通过博士入学考试，并于当年9月攻读博士课程。
2005年2月起，她开始在五邑台山地区侨乡村落及粤海湾华侨农场（使用化名）做田野调查，收集到大
量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撰写成博士论文《广东归侨的多元社区与文化适应》。
　　她2007年6月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在整个博士课程学习的过程中，她积极努力，表现出很高的学术潜质和进取精神。
虽说是外国留学生，但调查写作，不比中国学生逊色，是我指导过的博士研究生中最为出色的一位。
毕业3年来，她又在中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重要学术期刊上用中日英三种文字发表多篇论文，
并由于成绩显著而获得2008年度日本华侨华人学会优秀论文奖。
目前这部专著，是她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糅合了新研究成果，修改加工写成。
每次接到她寄来的论文，看着她在迅速成长，我感到一种莫大的欣慰，同时也想到了自己的成长历程
，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这一代学人的责任和学术使命。
　　1989年4月至1996年3月，我曾在神奈川大学（进修）、埼玉大学（硕士）及东京大学（博士）等
三所日本高校学习文化人类学并攻读学位。
留学期间，先后师从过神大约翰·保查拉利、和崎春日、埼大阿部年晴和东大关本照夫四位教授。
前者为美籍日本文化研究家，后三者则都是人类学家。
其中，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原所长关本照夫教授指导我时间最长，严格全面，可以说是我学术思
维和研究能力走向成熟的最有力推动者。
关本教授是日本著名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教授的学生，而中根教授与费孝通教授又同出一门，有非
常良好的个人关系。
在20世纪80～90年代，两位大师曾共同组织研究课题、互派访问学者及留学生，为促进中日两国人类
学的交流和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
关本教授虽不搞中国研究，但曾是60年代东大左翼学生代表，肯定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至今仍能流利
背诵几段毛主席语录。
加之导师中根千枝与中国人类学界的良好关系，他对中国非常友好，对我的指导也非常投入。
　　在东大读书期间，关本教授就曾对我说过，费孝通和中根千枝缔造的学术交流传统，需要继承和
发扬下去，我们师徒都有责任。
最近，他在为我编著的一本中日文化研究论文集所作序中又强调了这一点，希望两国学者将这个传统
发扬光大下去。
我在大学时期读过《古代社会》等人类学名著，被深深打动，立志要做一名人类学者。
但却没有想到，以后能在两国人类学大师所营造的国际学术环境下去日本学习人类学，而学成回国后
又能够有机会指导来自日本的年轻学者，为两国人类学的交流和发展做点实事。
回想起来，这些自然都是巧合，同时又感到是难得的缘分，也是人生的幸福。
中国学界在探讨中日关系时，比较注重历史、政治和经济因素，而不甚关注学术传统的相互影响、合
作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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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虽说人类学的事例还不能反映学界整体，但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明，中日关系及国际交流的维
系过程中，还存在一个由人类学研究所支撑的深层互动。
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也是中日两国学术界的财富，我们有责任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代代维持下去
。
　　华侨华人研究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学术研究领域，而奈仓博士所从事的归侨及华侨农场研究是其不
可或缺的一个门类。
世界上有数千万华侨华人，分布在100多个不同国家。
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及其他原因，有一部分人又返回祖国，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归侨。
特别是华南地区，有人口众多的侨乡，研究资源相当丰富。
归侨可自行返回故乡，或由国家安置，而国家安置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华侨农场。
20世纪50～70年代之间，中国政府在华南各省及北方个别省份共成立了84个华侨农场，安置主要来自
东南亚各国的20多万归侨。
其中，广东省有23个华侨农场，安置归侨人数占全国华侨农场安置归侨总数的近一半，可谓归侨安置
大省。
因此，广东华侨农场研究对归侨整体研究的支撑意义显而易见。
这方面的研究，中国和日本学界都有一些积累，但都还不够深入，相互学习、合作交流的空间还很大
。
　　2005年初，经过近一年的理论学习和文献调查，奈仓提出要做华侨华人及归侨研究，并希望在华
侨农场做长期田野调查。
我感到广东华侨农场的人类学研究还比较缺乏，有必要深入挖掘，就同意了她的提议。
当时，考虑到广东省华侨农场分布区域广泛，涉及广府、客家、潮汕等不同民系文化，为了突出重点
，奈仓决定去广府文化相对浓重、归侨人口比较集中的台山地区开展调查。
她通过咨询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及当地研究机构的专家，并经过一段时间的预备调查，最终将田野调查
地锁定在粤海湾华侨农场。
在一年多的田野调查中，奈仓获得了反映归侨现实生活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并通过资料的整理和分析
，发现了华侨农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社会结构及其变化规律。
　　她的研究告诉我们，华侨农场有许多不同的归侨群体，尽管政府和周围社区赋予他们相同身份，
但他们之间却有着明确边界。
作为农场两大归侨群体，印尼归侨在行政管理及社会组织层面发挥着精英作用，而越南归侨则在民俗
文化建构方面坚持自身特色，并与其他少数归侨群体密切互动，形成归侨社区的多元社会结构。
在国家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下，这种社会结构的各个支撑群体都在自我调节，努力适应环境，以维
持自身存在和发展。
在这种社会变迁和文化适应的形势下，传统再造成为农场各归侨群体的当务之急，依托传统复兴、群
体认同、婚姻规制、宗教仪式及政治经济话语的群体博弈，构成了华侨农场复杂多样的文化风景线。
奈仓研究的分析基础是归侨社区的多元结构和群体关系，而社会变迁及文化适应则为其论述的展开提
供了令人折服的研究视角。
她成功的基本条件是广泛的文献阅读、深入的田野调查和敏锐的学术思索，但论文完成的最终动力则
是对人类学社会结构理论与文化动态理论的深刻领悟和交叉应用。
　　奈仓京子这部中国归侨及华侨农场研究，从具体实施的主体及过程来看，是她自身学术耕耘的成
果，也是中国人类学界的一个成果；但从学术传承及学科发展的历史渊源来看，还应该说是中日人类
学界几代学人长期以来互动合作的一个必然结果。
作为这项研究的实施指导者，我为这部作品在中国出版感到高兴，也为其反映出的学科发展前景感到
欣慰。
　　最后，我衷心地祝福奈仓京子，祝福所有耕耘在相关学术田野里的中日年轻学人，希望他们有更
多富有创意的作品，不断推进中国归侨、华侨农场乃至世界华侨华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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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华侨华人研究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研究领域，而归侨及华侨农场研究是其不可或缺的一个门类。
世界上有数千万华侨华人，分布在100多个不同国家。
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及其他原因，有一部分人又返回祖国，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归侨。
作者研究的分析基础是归侨社区的多元结构和群体关系，而社会变迁及文化适应则为其论述的展开提
供了令人信服的研究视角。
她成功的基本条件是广泛的文献阅读、深入的田野调查和敏锐的学术思索，但最终动力则是对人类学
社会结构理论与文化动态理论的深刻领悟和交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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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奈仓京子，1977年出生于日本静冈县沼津市。
文化人类学专业，本科(1997～2001)和硕士(2001～2004)就读东京女子大学，2007年6月于中山大学获得
博士学位。
2007年9月至2009年3月在厦门大学历史学系从事博士后工作，现为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
客座研究员。
一直以来以人类学民族志的视角，从行为者的角度研究边缘群体，探讨国民国家与个人、群体的关系
，以及接触界线的文化混合性和认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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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为官方创造的移民社区，农场有别于一般的农村社会。
通过对比农场和周围地区的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别，据此更能了解农场的特殊性
。
农场的居民与周围地区的居民存在心理上的距离。
这种距离感既有来自政治经济体制方面的因素，也有居民的种类、文化生活习惯上的差异等因素。
例如，周围地区的居民使用的语言是口音比较重的当地话，这是他们内部沟通的共同语言，同时也是
他们与周围村庄的村民沟通的语言。
而农场里的语言多种多样，虽然有作为共通语言的普通话，但有一些人并不懂普通话。
另外，当地的村庄里往往可以看到排球场，而且男女老少都喜欢打排球或看排球赛。
台山是中国著名的“排球之乡”，该镇虽然位于台山的西南边缘，但也可以让人充分领略“排球之乡
”的感觉。
而农场的居民对排球不感兴趣，农场里没有排球场，只有篮球场。
而且，农场的居民和该镇的居民平常也很少接触。
农场的居民有时候去镇上买东西，但当地居民很少来农场。
我初次到农场时，经斗山镇的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镇上的小学英文老师（c氏，将近40岁），在一次交
谈中他提到对农场的居民的看法。
他说同事中有一个是农场的印尼归侨，她刚从农场的小学调到镇的小学任教时，表现出很担心镇上的
老师不接受她的样子。
他又说，“我们镇里的人看不起他们。
农场的学校教育水平比不上镇上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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