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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家乡与认同》

内容概要

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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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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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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家乡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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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出版专著为Chinese Overseas：Comparative Culturallssues，编著有Southern Fujian
：Reproduction of Traditions in Post-Mao China，Chinese Transnational Networks，Chinese Food and
Foodways in Southeast Asia and Beyond，并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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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家乡与认同》

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编 迁徙、涵化与本土化
第一章 华人民族学文化圈：世界华人社群的人类学研究
第二章 涵化、族群性与华人
第三章 华人移民、地方化和峇峇文化的生产
第二编 文化与认同
第四章 马来西亚的华人认同
第五章 华人族群：语言、国籍与认同
第六章 华裔与中国：态度与认同
第三编 政治、经济与族群关系
第七章 华人与族群关系：一些经济层面的解释
第八章 东南亚华人的文化与经济表现
第四编 全球化与跨国网络
第九章 东南亚华人与全球变迁中的认同
第十章 马来西亚的诗山叶氏与中国的祖籍地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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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家乡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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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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家乡与认同》

精彩短评

1、关于族群认同、涵化、经济竞争等多重思考。
2、还行吧，有些累赘
3、陈志明老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现国中山大学人类学特聘教授，在海外华人研究领
域建树颇多。该书为其得力弟子翻译，力荐。
4、出中文版了。

5、论文集
6、感觉有点乱，抓不到纲，一些细小的事例，有些话反复在说。
7、中规中矩的东南亚华人研究，这点上说，还不错，在门下各种搞族群的身上看得到老大的深刻烙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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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家乡与认同》

章节试读

1、《迁徙、家乡与认同》的笔记-第13页

        地球上某些地区的人们，其文化具有相当的同质性与独特性，进而成为民族学独特的研究对象，
同时，他们又具有十足的地方性差异，值得进行内部的比较研究从这个概念的角度出发，华裔的同质
性似乎早已消失，一个族群的同质性应该在4-5代之内，超过了似乎就难以找到同质。而海外的华人有
相当数量已经找过4-5代

2、《迁徙、家乡与认同》的笔记-第61页

        当今任何一个国家的华裔实际上都为非同质的群体。在历史，华人又不同种类的认同，例如，王
赓武所讨论的那样，从以中国人为中心的华人认同到以当地国为中心的华人认同。

3、《迁徙、家乡与认同》的笔记-第79页

        文化原则并非盲目的延续，而是依情况被有意识的遵循和协调这和中国的民俗有一定的联系，中
国的民俗遵循一定的原则，但在原则之外也有一定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主要是随着时间的延续对于繁
杂的规则之外另行协商而产生，故而在任何形式下的民俗仪式往往因调整而有变化。但这样的变化不
足以作为规则的改变，以此而证明仪式的变化更是不恰当。而学者往往不能考虑到这一点

4、《迁徙、家乡与认同》的笔记-第16页

              当我们比较海内外的华人文化时，并非将其视为一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在华人民族学文化圈
中，每个华人“社会”即是其自身的文化中心。中国内部的文化实践同样在发生着转变，不同的地方
拥有各自地方的传统，同时又反映出汉文化的某种共同原则。事实上，全球文化动力，包括海外的华
人文化，同样影响着中国大陆的地方文化。。。。。在华人民族学文化圈中，华人文化没有“中心”
与“边缘”之分。事实上，海外华人研究就是研究其自身，而不像冷战时期那样，仅仅为了理解以中
国为中心的华人文化。因此，在华人民族学文化圈内展开研究，有利于我们在比较的视野下理解地方
性中的华人文化实践以及海内外华人文化实践的相似特征。

5、《迁徙、家乡与认同》的笔记-第29页

        杨美惠使用了“跨国的华人想象”，十多年过去了，再回过来看这个词，似乎很恰当的说明全球
华人文化同质性基础上的交流基础，尤其在国内，跨国的华人想象，有多少带着点臆想的味道。想起
了前一阶段美国驻华大使的到岗，这种臆想竟然达到极致。

6、《迁徙、家乡与认同》的笔记-第105页

        社会化对于族群认同的意义在于它培植了人们一些文化习惯和观念。它重现了文化认同。在一个
国家内部，它重现了不同的华人文化表述，这取决于当地华人文化连续性、文化转型以及本土文化创
新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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