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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转 变 ” （ C h i n a ' s 
South: Changing 
Perspective）指出，
明清政权以北方为政
治中心，南方文人精
英往往在北方求得权
势与政治影响力；相
对地，其他的平民百
姓，如商人、农民、
渔民等，则热衷于对
前往南洋谋生致富。
自古以来，北方政权
经常受北方外敌的军
事侵略，直到十九世
纪中以前，都未意识
到南方海域的潜在威
胁。换句话说，无论
是南洋全球化贸易网
络的商业契机或是随
之而来的国安威胁，
皆是南方百姓早于政
治菁英得先机，后者
见到危险时，为期已
晚。王赓武教授将这
段历史与中国的现状
相比时指出，正当中
国积极在南洋拓展一
带一路策略，以推展
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
时，中国其实仍未充
分了解与处理与东南
亚国家之间的潜在矛
盾。

王 赓 武 教 授 对
中 国 南 方 及 东 南 亚

地 理 政 治 学 的 掌
握，早在1960年代已
引 起 费 正 清 （ J o h n 
Fairbank，1907-1991
） 的 注 意 。 当 时 费
正 清 正 在 编 纂 《
中 国 的 世 界 秩 序 》
（The Chinese World 
Order，1968），向
王赓武教授邀稿，即
为〈明初中国与东南
亚 的 关 系 ︰ 背 景 分
析〉（“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 a background 
essay”）一文。经过
了 数 十 年 对 东 南 亚
华 人 的 研 究 ， 王 赓
武 教 授 近 年 重 塑 论
点，出版了《中道今
来 ： 中 华 传 统 与 天
下 新 秩 序 的 重 建 》
（China Reconnects: 
Joining a Deep-rooted 
Past to a New World 
Order，2019，内容包
括2018年在香港之演
讲）一书，引起了广
泛的回响。

东南亚华人：多
元认同

王赓武教授以东
南 亚 华 人 研 究 之 先
驱 闻 名 。 他 并 不 认

为东南亚华人是一个
对 中 国 有 着 清 楚 认
同的单一群体，这些
华人有着不同的籍贯
（来自中国北方或南
方有不同的信仰与文
化），在不同的时间
点移出中国，有着不
同的经济活动，融入
其移居国家的程度也
各有不同。王赓武教
授按这些历史因素，
分 析 了 多 种 华 人 性
（Chineseness，或译
中国性）的历史建构
过程，这些华人群体
以各自的华人性身分
认同参与移居地或中
国的各种事务。

东 南 亚 后 殖 民
国 家 的 国 族 建 构
（nation-building）
打造了其公民的国族
认同，包括华人在内
的多元种族都接受了
这样的认同。关键在
于，华人的文化认同
或其华人性，并不排
除他们对移居地的国
族认同。因而王赓武
教授认为，对海外华
人的研究，不应独置
于中国历史的脉络中
讨 论 ， 更 要 考 虑 华

人 移 居 地 的 处 境 。
现 今 的 海 外 华 人 有
着 复 杂 的 认 同 ， 情
况 已 和 他 们 的 先 祖
大 相 径 庭 。 清 朝 至
二 十 世 纪 初 ， 那 些
以“华侨”（Chinese 
sojourners）身分离开
中国的先民，他们拥
有单一的祖国认同，
在当时中国演变为现
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
扮演关键角色。[5]

从亲身的生活经
历 出 发 ， 王 赓 武 教
授 精 通 东 南 亚 各 国
历史，细细考究古今
海外华人在地区里所
扮 演 的 角 色 ， 他 的
许 多 著 作 现 今 已 成
为 领 域 中 的 经 典 ，
如 ： 《 南 洋 华 人 简
史》（1969 ）（中译
本，英文书名A Short 
History of the Nanyang 
Chinese，1959）、《
社群与国家：东南亚
与 华 人 论 文 选 集 》
（ 1 9 8 1 ） （ 暂 译 ，
英文书名Community 
and Nation: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东南
亚与华人：王赓武教

授论文选集》（1987
） 、 《 南 洋 贸 易 与
南洋华人》（1988）
（ 中 译 本 ， 英 文 书
名The Nanhai Trade: 
The Early History 
of Chinese Trade 
in the South China 
Sea，1958、A Short 
History of the Nanyang 
Chinese，1959）、
《 中 国 与 海 外 华
人 》 （ 1 9 9 4 ） （ 中
译 本 ， 英 文 书 名
China and the Chinese 
O v e r s e a s ， 1 9 9 1 ）
、 《 社 群 与 国 家 ：
中 国 、 东 南 亚 与
澳 大 利 亚 》 （ 1 9 9 2
） （暂译，英文
书 名 C o m m u n i t y 
and Natio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海外
华人：从落叶归根到
追寻自我》（2019）
（中译本，英文书名
The Chinese Overseas: 
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2000）、
《切勿离家：移居与
华人》（2001）（暂
译，英文书名Don't 
Leave Home: 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海外华人研究的大视
野与新方向：王赓武
教授论文集》（2002
）、《离乡别土：境
外看中华》（2007）
。

除了是中国史与
东南亚华人的研究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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