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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四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双年会综述

范若兰
（中山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2018 年 6 月 9—11 日，第四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双年会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会议由马来

西亚华研中心和中山大学主办，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和历史系承办。

华人研究双年会是马来西亚华研中心自 2012 年以来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学术会议，前三届会议都

是在吉隆坡召开，会议主题主要是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本届华人研究双年会第一次在马来西亚以外

的地方召开，采取国际合作方式，会议主题扩大到东南亚华人——“东南亚华人研究的比较视野”。

本次会议共收到 90 多份参会申请，经过筛选，入选参会者 80 多位，提交论文和摘要 70 多份，参会

者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英国、越南、缅甸，以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

英国威尔斯加地夫大学历史与考古学系教授班国瑞（Gregor Benton）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吴小安为主讲嘉宾。班国瑞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对中国革命史及华人史有深入研究。

他在“欧洲与中国移民的家书比较”的主题讲演中，比较欧洲和中国移民因家庭背景、教育水平、

移民目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特点。吴小安教授以“东南亚华人与东南亚华人研究：亚太巨变背景下

历史与比较的视野”为题，以宏大的视角构建东南亚华人理论研究范式。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学

术研究委员会主任、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副所长饶兆斌博士做了题为“马来西亚第十四届大选的

中国因素与马中关系的未来展望”的闭幕讲演，最新的时政与评论，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

大会的议题涵盖面广，主流与边缘议题都有涉及。除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论文外，也有数篇东南

亚其他国家华人研究论文。从议题来看，举凡政治、历史、教育、文学、经济、文化宗教、性别等

议题都有涉及，共分十个小组进行讨论。大会有如下七个特点：一是华人政治议题广泛，马来西亚

华人政治最受关注，其他东南亚国家华人政治也是关注点之一。主要关注点有族群与国家建构，华

人政治地位变化，华人参政现状等。二是华人历史研究比较深入，主要集中在社会史研究、华侨与

抗日救亡运动研究以及史料和档案研究等方面。三是华人教育议题比较广泛，有学者从国际关系角

度探讨华文教育，有学者从语言学角度探讨东南亚的汉语教学和师资培养，也有论者从华人学生的

视角探讨华文教育。四是华人文化与宗教研究比较丰富，其中对华人民间信仰的研究最多，还有两

篇论文研究基督教与华人。五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研究多样，既有中马关系的论文，也有东南亚的

中国形象研究，还有侨务工作与新移民研究。六是华人女性与性别研究有所突破，本次会议有 5 篇

女性研究相关论文，既有女性职业发展研究，有对华人女性回忆录的解读和分析，也有对华人女性

的本土化问题进行的人类学探讨。七是华人经济研究多样，有的学者讨论华人职业构成和变化，有

的研究侨领的经济思想，还有研究关注马来西亚华人制造业的发展。

基于田野调研的论文较多，显示出较强的历史人类学偏好。华人历史研究论文注重档案、会馆

和其他第一手资料，同时注重田野考察；华人信仰和文化的研究更是以人类学方法为先；有关华人

政治、经济、教育现状的研究也有实地调研的经历。

本次大会是一次高质量的学术研讨会，为新马和中国两岸三地的学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会上

会下，大家热烈交流和讨论，收获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