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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 1967 年、1970 年维尔莫特 ( William Willmott) 出版了两本

根据他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在柬埔寨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成果的专书后，柬

埔寨华人研究即因为区域冷战、国内内战等因素而长年缺乏专门且深入的

研究专著，一方面因为众所周知的长年内战 ( 1970 ～ 1998 ) 而缺乏任何实

质或堪用的资料或史料，同时也因为 1979 年以来，国际学术圈对柬埔寨华

人研究的视野都聚焦在红色高棉的族群屠杀 ( Genocide) 和结束内战的和平

缔造 ( peacemaking) 等两个区域政治与历史议题，与此同时忽略了其他相

关的研究，因此柬埔寨华人社群研究也在过去近 50 年几乎成为一片空白。

在此背景之下，笔者多年来以跨学科方法进行柬埔寨华人研究，在柬埔寨

长期开展民族志田野研究，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本文在此基础上，重新

回顾了从事柬埔寨华人社群十年研究过程中所面临的文献积累、史料收集

与研究方法的问题，透过对台湾等地柬华研究文献、史料与成果，和田野

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与障碍的再检视，梳理、比较了当前学术界对柬埔寨内

战前与内战后华人研究的进程与问题，尤其是后维尔莫特时代 ( Post-Will-

mott Era) 迄今的学术文献与华社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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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海外华侨不仅扮演着居住国与祖国间的沟通桥

梁，更肩负着海外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因此华文学术界对海外华人的关

注，也从历史、经济与资本研究，至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逐步转向移民历

史、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等问题，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与教育实力

的进步，加上学科研究方法的积累、发展，以及进出境管理的开放与学术

资源的逐步开放，许多从事海外华人研究的学者与学生从而大量运用了中、

短期田野调查方法与访谈研究方法，因此当前的海外华人研究已经逐步浮

现了对于规范化与科学化的田野文献资料采集、运用与分析方法的建立需

求，在此基础之上，本文以笔者个人的柬埔寨研究专长为例，首先梳理在

国别研究中，“研究者”与 “文献”的关系，也就是不同 “研究方法”的

使用，对于国别研究方法的影响与限制，透过回顾个人从柬埔寨国别研究

转进柬埔寨华人研究的历程为经验与个案，透过 “前田野”与 “后田野”

两个阶段的研究方法转变检视，理解 “建构一个规范化的民族志田野研究

方法与文献资料收集程序”在华文海外华人研究与世界学术规范接轨中扮

演的重要功能，文章后段透过当前柬埔寨华人研究面临的文献资料困境的

说明，强调“长期民族志的田野调查”和 “文史口语档案资料的保存”对

于柬埔寨华人社区研究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在美国研究柬埔寨的台湾人”，14 年来笔者最常面对的三个

问题就是“会不会柬埔寨文”、“柬埔寨田野经验”、“为什么研究柬埔寨”，

这三个问题本身并不稀罕，但它们是明确地标志着学者间用来衡量彼此对

柬埔寨国别研究成果的门槛标准，而同时这也一再地提醒从事他者研究的

国别专家一个重要的方法命题，那就是 “研究者究竟以怎样的角度和身份

认同来理解研究对象，书写、论述对研究对象的理解”，本文的目标不在于

回答这个终究会沦为知识论辩证的哲学命题，而在于说明为什么笔者个人

的研究经历影响、限制了对柬华社区研究文献的理解与运用，而这里就把

笔者个人对柬埔寨华人社区的研究分成了两个阶段来检视，也就是从前面

提到的“前田野”与“后田野”两个时期来看。

前田野时期 ( 2000 ～ 2009 ) 笔者对柬埔寨研究初始于在台湾攻读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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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时，经由当时导师宋镇照教授的启发与引导而

开启了参与 “柬埔寨政治经济制度变迁的研究”，主要通过大量 “文献回

顾、政策分析与制度研究”来理解柬埔寨在过去 70 年以来、历经 7 个不同

政经体制转变的历程，其间除了三度短暂 ( 两周到四周) 地进行田野访谈

和资料收集之外，包含 2003 年赴美进修的前三年在内，对柬埔寨的认识无

非从媒体报道和所收集的大量中西文献所得，不但不善柬文，对柬埔寨的

实际认识不出于首都金边和吴哥窟所在的暹粒两地的 “游历”，赴美留学后

决定在政治学领域中专研柬埔寨政经发展，历经几年摸索、周折才转到了

俄亥俄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攻读硕士，而得以延续个人对柬埔寨研究的兴趣，

也才开始有系统地学习柬语，但当时导师郑力人教授 ( 后来转赴康乃尔大

学任教) 的一个问题却彻底改变了个人的多年研究目标: “身为留学生，你

对柬文、对柬埔寨的理解比不上柬埔寨人，使用英文书写、论述和辩证你

又比不上英文母语的西方学者，你为什么不想想自己的研究优势在哪?”而

这一简单的问题也开启了笔者转入柬埔寨华人研究的开始，但是初期也碍

于经费和工作规划而缺乏长期而深入的田野调查。

后田野时期 ( 2009 ～ 2016 ) 则代表笔者本人开始的柬埔寨华人社区的

民族学研究，在历经多年柬埔寨政经发展、政策研析后，随着进入夏威夷

大学人类学系而开始系统地接受了完整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初入新

学科的忐忑也随着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深化、田野工作的逐渐投入而逐渐改

变了研究的路径与思考的模式，从过去习惯宏大思考的政策制度关注，逐

渐转将视野聚焦在群体的日常特性 ( daily particularity) 与认同实践 ( identity

practices) ，换句话说，也就是从过去 “从上而下” ( top-down) 的远端俯视

( remote look down) ，转而成为以柬华社区为立足点而 “由下向上” ( Bottom-

up) 的在地仰视 ( local look up) 。

乍看之下，上述笔者的自身经验与学术训练历程这样的后现代本位个

案 ( individuality) ，好像跟本文的主题没有什么交集，但是这样的陈述正是

笔者试图用以声明，笔者本人的身份、个人经验与教育训练的历程，其实

正是一个通过多年、不同学科、不同研究方法与研究方向的文献筛选而培

育出来的国别研究视野，而这样的视野也成了受限的知识滤镜而限制了读

物与文献筛选的方法与内容，筛选文献，换句话说，这样多年波折、跨学

科、三地跨境的个人研究养成经历，也犹如一刀两刃各有优缺点，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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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广泛的柬埔寨华人社区研究需要的宏观背景知识，但在研究方法上和文

献资料、资讯的筛选过程中也受条条框框限制。

实际而言，前述的两个不同研究时期也标志着笔者文献积累的两个重

要的养成阶段，即前段对柬埔寨宏观历史、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普遍了解，

这其实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于顶层宏观的制度、结构变迁与精英互动等的范

式转移，主要研究方法在于通过文献资料、统计数据、理论推论 /归纳的方

式从远方理解柬埔寨这个 “远方的他者”，主要的材料都是间接、二手三手

的文献资料，这样的研究不但在时效、创新与格局框架方面备受限制，而

更根本的缺陷，也就是饱受区域研究专家和人类学家 批 评 的 “armchair

method / scholarship”，然而也是这段时期大量文献、背景知识、国情资讯、

社会文化等相关国别研究基础，才进一步为第二个阶段的深度民族志田野

工作提供了完整而全面的知识基础，能全面地理解不同学科出身的研究者，

通过不同研究方法与理论的运用关注特定议题，而反映出个别研究者眼中

的柬埔寨或柬埔寨华人社区。

二 柬埔寨华人研究的文献回顾与现状

而就笔者有限的理解，长期以来华文学术圈对海外华人的关注最主要

还是在于以北美、新马泰与印度尼西亚等已发展、发展中国家为重心，反

而对柬埔寨等经济发展程度相对低的国家缺乏关注与第一手调研，尤其对

以潮州人为主体的 ( 80% ) 柬埔寨华人社区更是缺乏适度的关注与理解。

其主要原因当然根源于柬埔寨从 1970 年开始陷入长期内战，柬埔寨直到

1998 年最后一支游击队编入皇家军队，才算真正终结了其长达 28 年的内

战。长期的战争对柬埔寨研究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影响: 一个是缺乏史料、

文献资料; 另一个则是研究过度集中在特定议题。

就“缺乏史料、文献资料”问题来说，长期的战乱、国土分裂、武装

冲突和人口激烈流动等各种因素，使各种政策、文献、出版、史料甚或个

人文件与档案等都付之阙如，这样的影响不仅限制了柬埔寨研究的视野和

研究范围，更让许多柬埔寨当代史的成果仅限于以少数西方学者的研究成

果为基础，而形成了由少数西方学者传播、教育、述说柬埔寨人自己的历

史的怪异现象，这些柬埔寨研究基础文献包含 David Chandler 与他的门生长



柬埔寨华人社群研究的文献回顾与现状 29

期经营的柬埔寨史①，Michael Vicky② 和 Benedict Kiernan③ 的红色高棉史研

究，Caroline Hughes④、Sorphal Ear⑤、Sorpong Peou⑥的柬埔寨政治经济研究，

Evan Gottesman⑦的后高棉政经研究，Ledgewood⑧和 May Ebihara⑨ 的民族与

文化研究。

长期的战争也导致柬埔寨国内一直缺乏受过完整、严谨国际学术训练

的柬埔寨研究学者，直至 2004 年才终于有两位柬裔的北美政治学者 ( Sor-

pong Peou 与 Sophal Ear) ，而直至 2014 年柬埔寨才终于有了自己第一个柬

籍、受过完整学术训练的柬埔寨历史研究博士 Deth Sokudom ( 德国洪堡大

学) 。而目前柬埔寨境内最主要的柬埔寨研究机构，除了皇家金边大学、柬

埔寨大学、Zaman 大学设有专门的柬埔寨研究单位之外，就是两个由西方出

资成立的私人研究机构，最早的是由联合国政权过渡组织余款和国际援助

出资，成立于 1994 年的“柬埔寨记录中心” ( Documentation Center of Cam-

bodia，惯称 DC-Camb) ，该中心从创立以来在中心主任 Youk Chhang ( 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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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柬埔寨华人) 的领导下，长期致力于红色高棉历史与内战文献的收集、

访谈、记录与教育推广，也一直是早期赴柬埔寨田野调查研究的所有外籍

学者 ( 包含笔者本人) 的接待组织 ( host organization) 与抵达柬埔寨后的第

一站。第二个主要的研究机构则是由美国、加拿大与法国学者、专家及友

好社会慈善家出资，于 1999 年成立的 “高棉研究中心” ( Center for Khmer

Studies，惯称 CKS) ，高棉研究中心初期创立的目标在于高棉文化、历史、

考古、人类学的本土教育与研究推广，目前在金边与暹粒皆设有办公地点，

已扩大转型为柬埔寨研究的文化语言推广、教育与研究中心，也已是国际

公认最主要的柬埔寨研究机构，唯长期以来受限于董事会与经费来源的关

系，仍设定主要支持柬埔寨人以及美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

学者从事研究工作的基地与支援机构，而其他东亚国家的学者则难以获得

经费与奖助的支持。

而长期内战对柬埔寨研究造成的最大影响，则是将所有的西方研究主

题和媒体注意力都在关注 “杀戮战场” ( the killing field) ，亦即红色高棉史

的研究，举例来说，就笔者的统计，从 2002 年到 2014 年英文大众读物里出

版了 22 本含柬埔寨为题的出版物里，有 19 本都是以红色高棉史、个人经历

自传、家族史或相关研究为主题，而 1993 年新的柬埔寨王国成立后，西方

的研究也关注在有限的议题里，包含日内瓦和谈、政经重建、关键人物的

传记和回忆录等，而直到 90 年代末期，这样狭隘的研究内容才逐渐全面地

随着环境的稳定、开放与田野工作的投入而深化成为全面、健全的国别

研究。

这两个影响深刻地限制了外界对柬埔寨的研究与理解，也从根本上限

制了当前柬埔寨华人社群的研究成果。以笔者个人的长期柬埔寨田野经验

为例，笔者田野访谈时，不管是战前的华社华校史料还是耆老个人文件在

柬埔寨都几乎觅之不得，反倒战前或战时外逃而后旅居国外的海外柬埔寨

裔手上才略有部分资料，以 2014 年柬埔寨最大华校端华学校百年校庆编辑

刊物为例，战前大部分的影像资料和文件几乎都是旅法、旅澳、旅美的校

友提供的。又譬如与战前、战时相关的社区历史，或与华人社区相关的政

策与事件，几乎都无法在柬埔寨国内找到相关的历史文件证明、澄清相关

的论述，反倒必须从中国大陆、台湾的相关文献里爬梳相关史料。但是这

样的文献来源因为政治意识、资讯筛选和间接文献的因素，对部分相关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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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细节则完全无法重建与理解，譬如说柬埔寨华人在 1975 ～ 1988 年面临的政

策影响即因为区域政治的变化而有不同的观点和辩论，又譬如 1982 年知名的

351 政策 ( circular 351) 的内容、目的、根源和影响，即莫衷一是而完全无法

有相关的史料与史实证明各方不同的说法和疑问，连有柬华社区活字典之称、

刚去世的端华学校老校长李辉明 ( 1934—2016 ) 都无法完整明确地回忆该

政策当时的情况和时空背景，这都说明了长期内战的混乱对柬埔寨的研究，

甚至对柬埔寨华人社区的研究都构成了重大的限制和挑战。

三 柬埔寨华人研究的文献回顾与现状

在这样先天不足的条件下，就可以理解何以海内外对柬埔寨华人社区

的研究几乎都只关注于红色高棉和内战时期的种族屠杀 ( genocide) 处境、

惨状的悲剧叙述，而像 S － 21 监狱和 Choueng Ek 万人冢的悲剧观光点之前

饱受批评的遗骨橱窗一样，这样的焦点与论述其实恰恰反映了过去 60 年冷

战意识形态对抗和区域政治变迁的敌对叙事 ( antagonistic narratives) 和群体

记忆创造的根本问题。撇开学术界目前尚难有定论的几个辩论和争议问题

不谈，当前国际上针对柬埔寨华人社区的专门著作，还多以由在中国出生

的加拿大裔新西兰学者 William Willmott 于 1967 年和 1970 年出版的两本专

著为主①，然而在历经 28 年长期内战、五个不同政治体制与十几年的市场

经济发展之后，Willmott 教授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完成的田野调查资料，

显然已经需要更进一步的更新与理解。而新柬埔寨王国政府于 1993 年成立

以后，历史学家 Penny Edwards 于 1997 年完成的调查手稿是 Willmott 之后较

完整的社区调查，之后开始有零星学者在不同条件和环境下出版了特定议

题或范围的成果，诸如 Pál Nyíri② 的柬埔寨华人资本研究、野泽知弘的华社

①

②

William Willmott，The Chinese in Cambodia，Vancouver，Canada: Publications Centre，Univer-
sity of British Columbia，1967;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mbodia，

Athlone Press，Humanities Press，1970.
Pál Nyíri，“Chinese Entrepreneurs in Poor Countries: A Transnational‘Middleman Minority’ and
Its Futur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2011; Investors，Managers，Brokers，and Culture Work-
ers: How the“New”Chinese Are Changing the Meaning of Chineseness in Cambodia，Cross －
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Ｒeview，2012; “Chinese Investors，Labour Discipline and
Developmental Cosmopolitanism，”Development and Change，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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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Andre Martha① 的中柬关系史研究。

相对于西文中的柬埔寨华人研究成果的不足，目前华文学术成果中针

对柬埔寨华人社区的研究成果则相对丰富，诸如邢和平、王士禄、周中坚、

高斌、温北炎、廖小健、庄国土、许梅、罗杨等学者发表的期刊文献成

果②，加上部分硕士学位论文，这些文献大量梳理了柬埔寨华人社区的历史

变迁、历来的国内新闻报道和相关的中国政策文件、数据 ，加上国内最新

的局势动态报道，但是除了少数作者能善用西文文献和数据，或是作者本

人具有柬埔寨语、人脉资讯优势而有显著贡献之外，这些文献的两个共通

点，第一个就是使用间接的中文调查统计研究资料来阐释、说明柬埔寨华

人社区在过去近 70 年来的变化与发展，而多聚焦在中柬外交关系、区域政

治变化对柬华社区的影响与冲击，抑或是中国对柬华社区侨务、侨政的演

变过程，这类的文献的出发点多半以国家民族的视野去关注宏观的政策变

迁导致的社区变化，而非以柬华社区为主体面对政经环境变迁的一手田野

调查、研究成果，其主要通过“文献回顾与政策分析”两种主要研究方法，

进一步关切上层社区社经精英与宏观政策的本质，则与西文研究中视柬埔

寨华人社区为文化 /族群单位 ( culture / ethnic entity) 的民族学或文化人类

学视野有所不同，更与人类学家习惯采用的 “参与式观察研究方法”关切

的社区庶民事务与文化日常有所不同。

更进一步来看，当代以 William Willmott 教授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调研

完成的侨社组织和社会结构分析数据为基础的所有研究和分析，其实已经

①

②

Andre Martha，Brothers in Arms: Chinese Aid to the Khmer Ｒoug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乔云: 《柬埔寨的华人社会———从潮州会馆和陈氏宗亲总会看华人社团的国际化》，《南洋

资料译丛》，2011; 《柬埔寨的华人社会———关于金边华人华侨聚居区的调查报告》，《南洋

资料译丛》，2012。周中坚: 《战后五十年柬埔寨华人的曲折历程》， 《南洋问题研究》，

1996; 《柬埔寨华侨华人史主要事件述略》，《东南亚研究》，2003。廖小健: 《柬埔寨华侨

华人政策的发展变化》，《东南亚研究》，1996。徐珮琪: 《柬埔寨之华人政策》，2011。戴

小峰: 《全球化时代的柬埔寨华人经济》，《八桂侨刊》，2003。温北炎: 《柬埔寨政治经济

发展与华人经济》，《东南亚研究》，2003。王士录: 《柬埔寨华侨华人的历史与现状》，《华

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庄国土: 《二战以来柬埔寨华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南洋问题研

究》，2004。许梅: 《战后柬埔寨华人社会的发展》，《东南亚研究》，2000。邢和平: 《柬埔

寨的华人华侨》，《东南亚纵横》，2002。邢和平、彭晖: 《柬埔寨华文教育的过去和现在》，

《东南亚纵横》，1997。高斌: 《1980 年代末以来柬埔寨华人经济地位的发展变化》，《南洋

问题研究》，2003。齐坚: 《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华人的遭遇》，《炎黄春秋》，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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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当前柬埔寨华人社区的实际情况，譬如说 Willmott 教授对华社的分类

与社区结构的划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不论是柬华社区的会馆功能、组

织结构与组成、领导职能与角色、固定活动与仪式，甚至族群关系与认同

都已经与当年完全不同。严格来说，笔者的田野经验所理解的当前柬埔寨

华人社区与 Willmott 教授当年的陈述与研究成果，在历经长年内战、政经体

制的变迁与世代旅居经验的不同程度柬化 ( Khmerization) 之后，已经呈现

了完全不同的风貌。以此为基础，历经几个不同阶段研究方法的试炼，加

上语言习得与长期的田野访谈之后，笔者于 2015 年在夏威夷大学完成了博

士学位论文①。该论文试图填补在 Willmott 的专著出版后近 60 年的柬华民族

志调查空白，尤其在历经 28 年的内战后，当前的柬埔寨华人社区显然已经

不可同日而语，而笔者试图通过对当前柬埔寨华人社区的社会结构、族群

组织 ( ethnic organization) 、会籍身份 ( membership identity) 与族群认同的

日常实践的调查，呈现当前柬埔寨境内不同华人群体的内部动力，以及不

同群体认同的认同生态 ( ecology of ethnic identities) 。与一般常见的族群认

同研究试图定义、界定、衡量、比较出华性本质与内容的方法不同，该论

文将柬埔寨华人社区中三个主要群体的族群组织与个人会籍的取得 ( indi-

vidual membership acquisition) 视为群体与个人对身份认同的谈判与互动过

程，也就是说族群身份的社会化过程 ( socialization process) 不但是族群认

同习得的过程，更是个人在人际网络、日常社交 ( daily socializing) 中，企

图去最适化个人背景、族群特性、生活文化与社会资本的日常实践。该论

文的完成也应该是目前国内外海外华人研究中近 60 年来首度经过长期田野

调查、运用民族志参与式访谈素材和深度制度结构分析为路径的当前柬埔

寨华人社区纵述。

四 柬埔寨华社发展与文史资料保存问题

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华人社区研究成果相比，柬埔寨华人社区研究的

文献与成果显然还有很大的空白亟待填补、投入，而根据前述的笔者田野

① Shihlun Allen Chen，Socializing Chineseness: Cambodia's Ethnic Chinese Communities As A Meth-
od，Ph. D. diss. ，University of Hawaii，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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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与理解，伴随华文学术圈对柬埔寨华人社区完整文史回顾的积累，当

前柬埔寨华人社区研究亟须投入的显然不是历史、政治、外交的研究，而

是最基础、最前线的社区调查与田野文献、资料的收集等世界民族志田野

访谈方法，这样的需求缘于笔者在柬埔寨长期田野调查中面临的三个最重

要与最刻不容缓的问题。以下就针对当前柬埔寨华人社区研究的三个亟待

解决的问题略作论述。

第一个值得关注且刻不容缓的是 “柬埔寨华社文献资料的保存与建档

工作”。从 1991 年柬埔寨华人理事总会 ( 以下简称“柬华理事总会”) 复会

开始，长期以来华社领导的主要组成就以金边商业界精英为主体，包含连

任五届总会长的杨启秋勋爵在内的老一辈华社领导，他们多半出生在 1953

年柬埔寨王国首次独立前后，在 1966 年华校被禁前多少受过华文教育，华

校、华报遭禁后部分接受过私塾或学堂教育，因此其方言、华语文能力皆

有一定基础，即便是许多没接受过正规华文教育的耆老也多半能书写、阅

读华文，因此其社区意识强烈，对华人文化与身份认同也比年轻一辈相对

高些。1993 年新的柬埔寨王国成立后，这些成为金边商业精英、华社领导

的领袖们虽然能操持、使用普通话与方言处理社团业务，但是其主要的事

业核心多为商业经营，社团参与的主要目的也几乎都以商业网络、经商情

报为主，对于社团的经营及与华人社区发展的文史保存意识有限。笔者研

究发现，从 1991 年柬华理事总会复会开始，华社的对外联系、对内工作都

有大量的公文、文书、信件的往来，然而再历经两次会馆搬迁、经常的水

患之后，几乎没有保留任何复会后早期的所有文书档案，即便是当前的柬

华理事总会办公室，其 2002 年搬迁至目前下市仔的两层楼会址后，也已经

丢弃、损害、鼠啮、水淹掉大部分的档案公文和出版品，除了少数关键文

件之外，如除复会公告、政府的立会公文两件之外，两旧会址时期的所有

公文、文书和相关档案皆已遗失，而复会后的档案也大量、不规则地堆叠

在办公室角落。举例来说，1992 年出版印刷的 《柬华理事总会创会周年庆

专刊》，里面包含了珍贵的创会经过回顾、国家领导来信、政府公文、社交

聚会晚宴照片、华社领袖介绍的详细资料等，但目前柬华理事总会内外已

无存档正本，而仅有一份堆叠在陈年旧刊底部的复印件，在笔者的提示下，

办公室主任才承诺予以保存。

在笔者与办公室主任陈毓新，以及柬华理事总会副会长同时也是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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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总会华文教育总事业总管，也就是柬华理事总会的文教处组长、柬华

日报社社长黄焕明先生长谈时，他们都表示，由于经费、人力、技术与空

间不足，当前柬华理事总会并没有能力和条件保存过去的出版品、公文、

书信和档案，不论是华社资料、华校档案还是数字化以前的柬华日报旧报，

许多都已经遗失或销毁。黄副会长更悲观地表示，目前没有人想到或在乎

要保存相关文件的重要性，而社团也没有保留文件档案的习惯，在老人去

世后，家人不仅看不懂中文，也习惯焚烧、丢弃老人留下来的旧文件或个

人物品，因此，目前金边几乎找不到任何战前的文物，即便是战后的相关

文件与物品也都没有保留。黄副会长更以他个人寻找读书时期的相关资料

为例，说明了柬华社区目前对文献资料保存的不足。黄副会长接任柬华日

报后虽然极力保存相关的报道、档案、文件，但是能做的还是有限，因此

急切需要外界或双边政府伸出援手，而柬埔寨王国政府目前估计也没有能

力负担这样的工作。

同样的华社文史资料保存问题在偏远省份的柬华理事分会和华校显得

更严重。在柬华理事总会辖下有 52 个各省柬华理事分会，每一个分会都拥

有一个规模、大小不一的华校，绝大部分分会都有祠堂、庙宇或设在分会

大厅的道坛。① 这也是文史资料的保存在偏远省份更显急迫与需要的根本因

素，在这些位于各省份里的柬华理事分会不如总会的会员一样拥有强大的

商业经营网络和财经资源，偏远的柬华理事分会和华校的预算多半依赖地

方华人和耆老的小额捐输，加上部分总会和总会领袖们的援助，或是不定

时、不定量的海内外个人捐款，加之环境硬件更形恶劣、不足，以及缺乏

对华人社区的文物、史料保存的概念，一旦老一辈退休、凋零，个人文物

与社团的文物亦随之遭弃。虽然有部分接受笔者访谈的华校教师表示，在

乡下华校极度缺乏教材和华文资源的情况下，其实反倒很多毕业校友的东

西是受到保存和重复使用的，但是诚如笔者试图向受访对象解释、厘清的，

“华教资源的长期使用、物尽其用”和“华社文物的保存”其实是两个不同

的概念，而这样的误解也充分说明了，偏远地区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对

于社区历史、华社文物的保存概念更显不足。

① Shihlnn Allen Chen，Socializing Chineseness: Cambodia's Ethnic Chinese Communities As A Meth-
od，Ph. D. diss. ，University of Hawaii，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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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迫切需要大量人力投入而时间紧迫的是 “华人社区耆老口述历

史的收集与重建”。1959 年时的柬埔寨人均寿命是 44. 2 岁，1982 年时为

34. 8 岁，直至 2014 年才稳步成长为 69. 50 岁，这样的平均寿命相对于其他

国家而言仍处令人担忧的程度，更何况历经长期战乱后，柬埔寨华人社区

耆老的凋零与逝去的速度更令人唏嘘，而在完全缺乏研究投入的情况下，

柬埔寨华人耆老的口述历史记录变成了当前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之一。以

笔者访谈的经历为例，笔者 2009 年返柬埔寨田野访谈时选带了 13 张 2003

年时田野访谈留存的重要联系名片，时隔 6 年的再度田野访谈在第一周便在

充满挫败与伤感的气氛中度过，因为 13 个关键访谈对象，时隔 6 年只剩 6

个人尚健在或清醒健康可以接受访谈。而另外以台商圈为例，从 2000 年

到 2008 年的五任柬埔寨台商会长也总共有 3 位因非自然因素死于任内。

上述的数据、例证说明，对于历经长期内战而文献资料缺乏的柬埔寨华人

社区研究而言，目前最珍贵的资料和历史重建的唯一方法，就在社区耆老

口述历史的保存，这些生于战前、战前受过华社兴盛时期教育，而又能从

战争中存活下来、为数不多的老人家，正是重建华人社区集体历史记忆的

珍贵科研宝藏，但这需要大量的人员、经费的投入及系统的访谈与记录，

而这与前述的文献资料保存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更是刻不容缓的重要

工作。

第三个问题则是正在急速变化与繁盛的 “柬埔寨新华人移民的社区结

构与社团发展”。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从 2008 年开始大量涌入金边，2012 年

各类乡缘、业缘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大量出现，截至 2016 年初，4 年间

已经有超过 20 个同乡会 /商会 /产业公会组织成立。2015 年前 10 个月持中

国护照入境柬埔寨人数高达 573287 人次 ( 占总旅客人数的 15. 3% ) 。笔者

访谈的侨社领袖与媒体记者也估计有高达 25 万中国公民旅居柬埔寨，而在

柬谋生的中国公民人数近年也大幅提升。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显示，

在柬埔寨的中国公民也已经逐步通过同乡会、地方商会、同业公会三种形

式分群，截至 2016 年初，在柬埔寨中国商会下属登记的地方商会和同乡会

就高达 14 个，并有电力、矿业、农业、机电、汽车与经贸联合会等 6 个业

缘组织，另外还有柬埔寨中国同学会、体育性组织等，这还不包含笔者长

期记录、追踪的 33 个非正式化的乡缘、业缘、地缘联谊团体，其他还有更

多小规模、自发性的社交群体等。所有的证据和大量的社交活动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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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活跃的社会组织动力与如雨后春笋般林立的移民联谊组织 ( social or-

ganizations) 都是其他地方的新华人移民社区少见的，然而这样的新移民社

区动能和结社目前尚处于萌发的阶段，很多联谊性组织在成立后又逐步消

失或式微，因此对此现象后续的发展仍有待进一步的调查与研究。

五 结论: 跨学科视野中的柬埔寨华人社区研究

对于柬埔寨当前华人社区而言，由于长年内战导致的先天不足，加上

资源不足与缺乏保存概念等后天失调的因素，从 1970 年初 Willmott 出版专

书后迄今近 50 年以来的华人社区发展的研究与理解仍极度缺乏具体的史料

记录、研究成果可堪参考，追根究底仍在于长期内战与人口激烈流动而产

生的结构性的文献空白与史料不足的限制，因此柬埔寨华人社区研究当前

的首要任务即在于华社、华校、会馆文书档案的保存与建档，社区耆老口

述历史的纪录与保存，新侨社发展的观察与研究等三项工作。诚然逝者如

斯不可追，在缺乏史料的根本条件下，企图透过稀薄、不足的史料文献去

重建柬埔寨华人社区在战时面临的处境显然不实际，也缺乏效率。当然，

这也不意味着笔者对投入相关研究的可能成果感到悲观，相反的，一如笔

者前面罗列出的三项华人社区的文献保存、记录与追踪工作的紧迫性一样，

如果能通过大量学术资源的投入而适当地保存、追踪上述三项文献档案工

作，就可以逐步还原、厘清更多战时和战后的一手社区发展资料。

本文在笔者个人所经历的商学、政经、区域、人类学跨学科训练，以

及中国、柬埔寨、美国三地的跨境研究轨迹基础上，进一步从笔者的有限

认知里检视柬埔寨华人社区的文献贫瘠现状，以及其对当前研究造成的限

制，这样的成果可以用于反思当前海外华人研究与世界民族志研究的趋势。

当前华文东南亚研究以及国际研究或区域研究训练，开始逐渐强调研究国

的语言学习需求和深度田野调查方法的重要性，这诚然是个令人欣喜的变

化与进步，然而从笔者自身的经验来看，这样的积累和训练过程是个长期

而需要大量时间、精力投入的漫长过程。明确来说，仅语言的训练就必须

有数年的积累才能妥善地使用田野语言从事专业的学术工作，更不用说国

别研究需要积攒的历史、政经、社会、文化等基础背景知识与研究文献的

经年训练，加上长期田野观察、访谈需要的时间、经费、精力的投入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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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的标准为至少一年 365 天以上的完整观察) ，不管是教育训练阶段或

投入科研工作之后，都需要持续不断的延续语言训练、田野访谈与广泛的

文献积累，而一如笔者试图在前文里表达的个人不足与限制一般，笔者也

需要持续不断地加强田野语言 ( 柬语) 训练、更丰富完整的柬埔寨国别研

究基础和定期的田野回访计划，这些持续的在职训练需要来自政府、研究

机构在经费和制度上的支持才有可能，也才能持续深化国别研究的深广度，

减少文献误读的概率，增加对国情或社区发展预测的准确度。笔者心目中

一个理想完整的训练范式，可能是一个语言专长的本科基础，加上硕士研

究生阶段的国别背景知识训练，最后是博士研究生阶段耐心、长期的田野

经营与研究方法训练，这样十年训练出来的国别研究专长与深化的世界民

族志的积累可能最理想化。而目前的国内研究生培训制度与现状与之相比

略有差距，然而这样深耕于国别与海外华人 ( 他者) 社区研究的人才与研

究方法基础训练才是深化国别研究基础，更是国际化华文学术圈中海外华

人研究成果的重要步骤。只有这样的长期投入与耕耘，才可能有效培养出

这样的有识之士，他们能更好地协助政府在国际问题、外交事务、国际关

系、侨务侨政方面提出更有效的建议及应对之道。

Study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Communities in Cambodia

—A Bibliographical and Methodological Ｒeview

Shihlun Allen Chen

( Sun Yat-sen University )

Abstract: Ｒight after William Willmott published his two monographs in

1967 and 1970 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mbodia，which largely based on

his ethnographic field works in early 1960s，th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in Cambo-

dia has not been fully understood and studied due to the long-term civil war and

the cold war politics. The long-term civil war，on the one hand，had devastatingly

destroyed the country but has also vanished most of ethnographic materials and re-

cords in the nation. On the other hand，the civil war has also attracted most of ac-

ademic attention on the studies of Cambodia's contemporary history，human right

status，peace-making process，and its recent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and pol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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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 democratization. This is the reason that no specific monograph has yet dedica-

ted to the studies of current Chinese communities in Cambodia.

Therefore，the author attempts to review the modern literatures and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ommunities in Cambodia in this paper. Using author's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journey and transnat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on the

subject as a critical example，the author examines how various disciplinary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have contributed differently on the subject. The author

further addresses three urgent and yet important field issues on ethnographic data

based up on his long-term ethnographic fieldwork in Cambodia，and suggests an

advanced training possibility for future studies on both Cambodia and the Chinese

within.

Keywords: Cambodia; Chinese Community; Documents Studies; Studies of

Current Chinese Communities in Cambo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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