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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海外华人与中国侨乡”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密素敏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北京 100007）

2017 年 10 月 22 — 24 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侨务办公室、广西民族大学、中国华侨华人研究

所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海外华人与中国侨乡”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西防城港举行，来自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美国及中国国内部分高校、科研院所等 8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广西

壮族自治区侨办副主任陈洁，广西民族大学副校长吴尽昭，防城港市政协副主席彭景东，中国华侨

华人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秘书长、《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杂志主编张秀明分别致辞。广

西侨乡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广西民族大学教授郑一省主持开幕式。

陈洁在致辞中说，广西侨务理论研究工作依靠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充分发挥各学科侨务理论

专家学者的带头作用，为促进广西与各国友好文化交往做出了贡献。吴尽昭介绍了广西民族大学的

基本情况，并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对华侨华人研究提出了看法。彭景东介绍了防城港市的基本情况，

希望与会专家对防城港的侨务工作多提意见和建议。张秀明在致辞中表示，侨乡是国际移民的输出

地，是华侨华人的祖籍地，也是中国对外交往的窗口。侨乡研究是中国学者开展华侨华人研究的比

较优势所在，也是中国学者开展国际对话的重要领域。目前侨乡研究已形成一定的声势，国内主要

侨乡广东、广西、福建、云南、浙江都已成立侨乡研究机构，有关侨乡研究的国内国际学术会议频

繁举行，出版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侨乡研究既是地域研究，也是国际性研究。相信凭借天时地利人

和之便，中国的侨乡研究一定会再上一个新台阶。

在会议研讨阶段，与会学者主要围绕四个专题进行报告与讨论。一是“海外华人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杨保筠、古小松、刘芳彬、夏雪、沈燕清、宋燕鹏、杨锡铭、张应进、张小倩从不同的角

度探讨了东南亚国家华人的族群认同及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华人传统民间信仰

及其他宗教信仰。二是“侨乡及其文化”。黎相宜、陈奕平、钟晋兰、周云水、何作庆、唐若玲、李

德华、吴元、陈舒婷的研究成果囊括了福建侨乡、广东侨乡、云南侨乡、海南侨乡、广西侨乡、新

疆侨乡等中国主要侨乡。三是“一带一路与华侨华人”。张秀明、饶洁莉、江峡、吴小玲、廖萌、夏

玉清、李海翔等以“一带一路”为视角，讨论了广西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势与路径、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国际话语权、华侨华人的作用、缅华社会的延续与变迁、海外华文媒体新

发展、印尼华文教育的发展等问题。四是“海外华人社会及其文化”。陈爱梅、何启才、张运华、王

威、夏远鸣、林秀美、陈利江、童莹、刘益梅、潮龙起、贾颖妮、邓宇、叶小利、吴小保围绕华人

民间信仰、华人社群形成与经济活动、社团组织、文化结构、生存状况、华文报刊、华商跨国经营、

华人参政、华文学校等华人社会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滕兰花教授、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曹云华教授、

丽水学院华侨学院院长李其荣教授、马来亚大学高级讲师祝家丰先生、中国社科院国际移民与海外

华人研究中心主任曾少聪教授分别主持小组讨论。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高伟浓教授做会议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