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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是中国大陆以华侨华人研究为主要内容的专业学术期刊，是唯一进入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华侨华人研究专业期刊。本研究以《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2 年以

来所发的约 60 篇马华研究论文为基础，分析大陆关于马华研究的主要领域、资料来源与类型等，在参考马

华研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大陆马华研究作者群情况。研究显示，大陆关于马华的研究，领

域涉及到政治、政策、宗教、文化、社会、文学、女性、族群关系、医学和音乐方面。资料来源上，研究

者重点使用的是英语资料和马来西亚当地的资料。在资料类型上，使用最多的是中英文图书，其次是中文

期刊和中文报纸。在研究方法，传统的文献资料分析法是主要研究方法。大陆有一批比较固定的马华研究

者，显示出一定的职业化特征，但作者群人数相对有限。选择马华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研究课题的作者成了

当今学界研究马华的主要力量。大陆学者少有进行专一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一般是研究范围较宽，研究

主题多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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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是发表科研成果的主要园地，是学术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

前比较多刊登华侨华人研究成果的刊物有近 20 种，其中，《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是大陆华

侨华人研究学者首选发稿的刊物”。1据 2004 年资料统计显示，华侨华人研究论文分散在近

千种学术期刊中，《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发文量占总发文量的 45 .5%，2《华侨华人历史研

究》也是唯一进入 CSSCI②的华侨华人研究专业期刊，在同类的学术刊物中处在“龙头”的位

置上。“它不但是国内华侨华人研究领域唯一的国家级专业杂志，而且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

来华侨华人研究状况、研究水平的一个缩影。”3因此，选择该刊所发论文为基础进行分析，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华侨华人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马来西亚华侨华人（下

面简称为“马华”）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研究以 1982—2011 年间《华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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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简称。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情报学家加菲尔德创立了系统的引文索

引理论，1972 年他又把引文索引工具引入到期刊评价。1999 年，中国教育部正式将南京大学和香港科技大

学联合研制的《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 CSSCI)列为重大项目予以支持。其来源期刊是精心筛选出来

的，有较高的科学性、公正性、广泛的代表性和较高的认可度。近几年来 CSSCI 在国内尤其是高校的影响

和使用日益广泛。CSSCI 的来源期刊经过几次调整，2012-2013 年调整后的来源期刊共 535 种，扩展版

来源期刊 179 种，收录集刊 120 种。近几年来 CSSCI 在国内尤其是高校的影响和使用日益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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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历史研究》刊发的近 60 篇马华研究论文为基础，参考近年来大陆有关马华研究的博士论

文，分析国内关于马华研究的主要领域、资料来源、资料类型、研究方法、作者群特点等，

以加深读者对大陆关于马华研究的了解，并希望有助于后续马华研究水平与质量的提升。 

一、《华侨华人历史研究》30 年刊发马华研究情况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正式创刊于 1988 年。其前身是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主办的《华侨

历史学会通讯》和《华侨历史》。1981 年 12 月，全国侨联在有关单位和人士的积极支持下，

成立了华侨历史学会，以推动组织协调各地开展研究华侨华人的活动。1982 年，华侨历史

学会创办了《华侨历史学会通讯》，目的是“在学会内部互通活动情况，交流工作经验，报

导有关的学术研究动态，借以推动学会的工作”。4《华侨历史学会通讯》1982 年出版 2 期、

1983 年出版 3 期、1984 年出版 2 期、1985 年出版 4 期，总计 11 期。每期 40 页、64 页、

74 页等不尽一致。1986 年，《华侨历史学会通讯》更名为《华侨历史》，出版 3 期，1987 年

出版 2 期。1988 年正式更名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季刊。此后一年出版 4 期，比较稳定。

该刊增刊很少，1988 年到 2011 年，只有 1997 年增刊 1 期。《华侨历史学会通讯》、《华侨历

史》和《华侨华人历史研究》虽然在各时期名称各异，主办单位和编辑人员等一脉相承，没

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本研究将取样范围扩展到 1988 年以前的《华侨历史学会通讯》

和《华侨历史》，一方面增加样本量，另一方面更能够全面地反映大陆改革开放后大陆马华

研究情况。下表是 1982—2011 年间《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共 113 期）刊发有关马来西亚

华侨华人研究的情况。 

 
表 1  1982—2011年间《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刊发的马华研究信息汇总表 

序号 作者 论文 时间 期数 备注 

1 林芳声 马来亚经济和马来亚华人 1983 2  

2 朱纪敦 兰芳公司性质辩 1983 3  

3 太 田 勇

等著，赵

博源译 

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变迁 1984 1 日本 

4 詹冠群 沙捞越拓荒者黄乃裳 1984 1  

5 郑焕宇 新、马华侨和华人史料介绍 1984 2 资料介绍 

6 郑焕宇 新马华人文化动向 1985 2 研究动态 

7 晓宁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资料研究中心”成立 1985 2 学术信息 

8 徐钧尧 世界经济危机和三十年代马来亚华人经济的转变 1985 4  

9 梁英明 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与华人社会 1986 1-2  

10 晓宁 马来西亚举办“为华社开拓新境界”研讨会 1986 1-2 学术信息 

11 一木 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 1800——1911》》 1988 2 书介 

12 梁英明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华人经济的发展 1989 1  

13 弋君 《星马华人私会党的研究》评价 1989 1 书介 

14 李君哲 战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前瞻 1989 3  

15 李保平;

丘岳译 

殖民统治结束后马来西亚华人资本的演变 1990 1 马来西亚 

16 孔远志 马来西亚三保山与华人 1990 2  

17 周益群 试 论 拉 赫 曼 时 期 西 马 华 人 经 济 的 发 展

(1957--1970) 

199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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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童家洲 日本华侨的妈祖信仰及其与新、马的比较研究 1990 4  

19 许国栋 新马华人与佛教 1990 4  

20 詹冠群、

谢必震 

刘子政与东马华侨史研究 1990 4 学者介绍 

21 廖赤阳 马来西亚华侨华人研究者原不二夫 1990 4 学者介绍 

22 晓赵 马来西亚华人经济的展望 1991 1 研究动态 

23 谢美华 政策与对策——独立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变迁

和前景 

1991 4  

24 梁英明 马来西亚种族政治下的华人与印度人社会 1992 1  

25 廖小健 九十年代的马来西亚华人资本 1992 2  

26 张秀明 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的演变与现状 1992 3  

27 廖小健 战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演变 1993 2  

28 汪慕恒 试论东南亚华侨经济的性质——马来西亚的典例

分析 

1993 4  

29 林远辉 二战前沙巴华侨的经济活动 1994 2  

30 周聿娥 新马菲泰华文教育的重新定位 1994 3  

31 许国栋 论马来西亚华人政治 1995 1  

32 丘光耀 马来西亚华人政策日愈开放化的导因 1995 2 马来西亚 

33 范若兰 近代新马华人妇女概说 1996 1  

34 林国安、

莫泰熙 

当前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的若干思考 1996 3 马来西亚 

35 吴建成 华文独中的发展对策、原则与方向 1996 3 马来西亚 

36 白晓东 法律突破: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战略的必行步聚 1996 3  

37 廖小健 近期马来西亚华人政策回顾与展望 1996 4  

38 张禹东 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化”运动对华人及其宗教文

化的影响 

1996 4  

39 李君哲 战后马华文学发展概述 1996 4  

40 廖小健 跨世纪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化 1997 S1  

41 范若兰 战 后 西 马 华 人 妇 女 劳 动 力 就 业 结 构 分 析

(1947—1980) 

1997 S1  

42 陈剑 马来西亚华团文化复兴运动 1997 S1 马来西亚 

43 林去病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三个突破的意义及其发展的前

景 

1998 2  

44 廖小健 马来西亚华人政策的特点 1998 2  

45 莫嘉丽 60 年代台湾文学与香港文学对马华文学的影响 1998 4  

46 张禹东 马来西亚的华人宗教文化 1999 1  

47 肖炜蘅 从华人文化节看当代马华文化的本土化进程 1999 1  

48 古鸿廷 马来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与困境(1951～1969 年) 1999 2 台湾 

49 聂德宁 《槟榔屿志略》与槟城华侨史料 2000 3 资料介绍 

50 廖小健 马来西亚国阵政府的华人政策走向 2001 1  

51 范若兰 新马华侨华人妇女史研究述评 2001 2  

52 张应龙 激情、奉献于牺牲：马来亚劳工党的精神遗产——

《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1952——1972 年）》札记 

2001 2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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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廖楚强 关于《槟榔屿志略》的作者力钧 2001 2 学者介绍 

54 莫嘉丽 中国传统文学在新马的传播——兼论土生华人的

作用 

2001 3  

55 韩方明 海外华人三重性及其作用——以马来西亚为例 2001 4 香港 

56 张应龙 激情、奉献于牺牲：马来亚劳工党的精神遗产——

《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1952——1972 年）》札记 

2001 2 书评 

57 张应龙 马来西亚国民阵线的组成与华人政党的分化 2002 2  

58 廖小健 大马伊斯兰教党的崛起及其影响 2002 2  

59 朱东芹 19 世纪的华人私会党与马来亚锡矿业 2002 2  

60 周  宁 重整马华文学独特性 2004 1  

61 张应龙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百年：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

研讨会综述 

2004 2 研究动态 

62 黄贤强 清末槟城副领事戴欣然与南洋华人方言群社会 2004 3 新加坡 

63 范若兰 性别与教育：战前新马华文教育的性别分析 2004 4  

64 冯立军 近代以来华侨华人与中医药在新马的传播发展 2004 4  

65 张祖兴 马来亚华人抗日武装与马来亚联盟公民权计划 2005 2  

66 廖小健 阿都拉政府的华人政策 2005 4  

67 赵海立 政治认同解构：以马来西亚华人为例 2005 4  

68 石沧金 试析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与祖籍国关系的演变——

以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为例 

2006 2  

69 林  勇 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就业地位变化的比较分析 2006 4  

70 叶兴建 马来西亚华商中小企业发展研究 2006 4  

71 荒 井 茂

夫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语言生活和认同结构——以

问卷调查为基础的分析 

2007 2 日本 

72 邱格屏 海峡殖民地政府对华侨秘密会党政策的演变 2007 2  

73 廖小健 影响马来西亚马华两族关系的文化与政治因素 2007 4  

74 张继焦 马来西亚城市华人移民就业情况研究——基于

2005 年在马来西亚实地调查的分析 

2007 4  

75 廖文辉 史料、方法、理论——谈马新 中文源流“华人研

究”主题的建立 

2008 1 马来西亚 

76 洪丽芬 试析马来西亚华人母语的转移现象 2008 1 马来西亚 

77 陈舜贞 20 世纪初期的槟榔屿华人知识分子——以《南洋

英属海峡殖民地志略》记载为例的分析 

2008 2 新加坡国

大 

78 齐顺利 一个民族，两种想象：马来人与华人关于马来西亚

民族建构问题争论之述评 

2008 3  

79 张祖兴 英国殖民当局与马华公会的成立 2009 1  

80 廖小健 马来西亚维持族群和谐的经济与教育因素 2009 2  

81 王静怡 二十世纪马来西亚华人传统音乐文化的主题变迁 2009 3  

82 刘轶 黄

贤强 

槟城领事谢湘与该地华人社会及其免职风波 2009 3 新加坡国

大 

83 李叔飞 海峡华人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观念——伍连德与

林文庆的比较研究 

2009 4 新加坡国

大 

84 廖小健 马来西亚纳吉政府华人政策调整述评 20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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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范若兰 马来西亚华人与伊斯兰党关系：吉兰丹州个案分析 2011 1  

资料来源：《华侨历史学会通讯》1982——1985 年总计 11 期、《华侨历史》1986——1987 年总计 5 期，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2011 年总计 97 期。 

 

经过统计，1982—2011 年的 30 年间，《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杂志上刊发的有关马来西亚

华人研究方面的论文及信息等为 85篇。
①
去除其中的资料介绍（2）、研究动态（3）、学术信

息（2）、书评（2）、书介（2）、学者介绍（3）等 14 篇，学术论文 71 篇，其中大陆外学者

稿件 13 篇②（马来西亚 7，新加坡 2 日本 2，台湾 1，香港 1 ），大陆学者 58 篇。按照每

10 年一个阶段划分，把 30 年分为 3 个阶段，各阶段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2  1982—2011年《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刊发马华研究文章数量统计表 

 1982—1991 年 1992—2001 年 2002—2011 年 合计 

全部发文 23 33 29 85 

资料信息等 9 4 1 14 

总共论文 14 29 28 71 

大陆以外论文 2 6 5 13 

大陆作者论文 12 23 23 58 

 

整体而言，30 年间《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刊发马华方面的论文和资讯还是比较多的，

大约占整体载文量的 5.7%。
③
这说明中国大陆学界对马来西亚华侨华人的研究是比较重视的。

重视的原因，与马来西亚华人自身特色有关：华人人口绝对数量较大，2010 年统计为 6451300；
④在全国人口中比重较大，1970 年华人占总人口的 35.6%，2010 年这一比例是 24.6%，5是马

来西亚的第二大族群；因为历史的原因，马来西亚华人在经济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而在政治

方面发言权较少；有着独立的本民族文化教育体系，在文化传承方面有着较好的维系。此外，

华语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使用的语言之一，这也有利于大陆学者在外语水平有限的情况下选

择马来西亚华人进行研究。 

30 年中，刊发马华方面的比率比较接近。1982—1991 年间，杂志尚未正规，刊发的总

量比后面的 20年略少，这也与早期杂志期数少有关。1982—1991 年间，资料信息等的比重

比较大，这与当时的研究状态有关——改革开放初期，大陆学界还以学习引介海外为主，研

究能力相对较弱，经过近 10 年的积累，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这种局面已经大为改观，学

习引介越来越小，相互交流的成分增多。 

    从大陆外论文情况看，1982—1991 年间的两篇论文是中国学者翻译后发表的，1992—

2001 年间，丘光耀、吴建成、陈剑等新马学者在杂志上发表论文，这说明了中国华侨华人

研究影响力的扩大和中外学术交往的加深。而在 2002—2011 年间发表论文的海外作者中，

廖文辉、洪丽芬均有在中国大陆攻读博士学位的经历。这说明中国学术界进入新的阶段，不

                                                             
①
 该杂志中有时刊登有关马来西亚研究的书讯等信息，如史兵：“《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出版”（1991

年第 3 期）、吴藜：“《马新德教会之发展及其分布研究》中译本出版”（1992 年第 2 期）等，这些信息篇

幅较短，不到一页，虽在电子数据库中显示有目录，但笔者统计时未计算在内。 
②
 刘轶、黄贤强《槟城领事谢湘与该地华人社会及其免职风波》（2009 年第 3 期），以第一作者计算。李叔

飞《海峡华人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观念——伍连德与林文庆的比较研究》（2009 年第 4 期），作者在新加坡

国立大学读书，仍算作大陆学者。 
③

 据中国知网 http://www.cnki.net/统计显示，到 2011 年年底，《华侨历史》和《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总共

载文量为 1482 篇，由于 1982—1986 年间的《华侨历史学会通讯》没有电子版，这一阶段的载文量未有进

行统计，据粗略统计，11 期的《华侨历史学会通讯》载文量约为 100 篇，和前者合计约为 1582 篇。 
④
参见廖建裕：《全球化中的中华移民与华侨华人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 年第 1 期。 

http://www.cnki.net/统计显示，到2011年年底，《华侨历史》和《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总共载文量为1482篇，由于1982—1986
http://www.cnki.net/统计显示，到2011年年底，《华侨历史》和《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总共载文量为1482篇，由于1982—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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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像早期那样单纯的学术引进，还有学术输出的功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能吸引更多的

海外作者投稿，标志着中国大陆华侨华人研究和《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

最近几年，海外投稿比较踊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刊发海外稿件增多。总体来看，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华侨华人研究整体上有了非常大的发展。在马华研究方面，情况也是

一样。 

二、《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刊发马华论文的分析 

    上文对 1982——2011 年间《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刊发的马华研究论文进行了粗略的统

计分析，下面重点对其中大陆学者的 58 篇进行分析。分析研究的领域范围、引文资料和研

究方法等。分析时根据情况适当结合大陆外的 13篇论文进行参照对比。 

（一）研究的内容与时间范围   

根据论文的内容，笔者对 1982—2011 年《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刊发马华论文研究领域

进行了初步的分类与统计。研究内容的分类依据，除了依照常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教育、历史等以外，还结合了马华研究的具体情况，如马来西亚华人政策，可以归入政治或

者经济，但为了强调该项研究，专门提出作为独立的内容条。此外，有些论文的内容主题不

只一项，笔者只选取其最重要的一项进行统计。下面是对 58篇论文研究内容的统计。 

 

表 3  1982—2011 年《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刊发大陆作者马华论文研究内容统计表 

  1982—1991 年 1992—2001 年 2002—2011 年 合计 

研究内容 政治  1 7 8 

政策  2 1 3 

族群关系   3 3 

经济 4 4 3 11 

历史 3  3 6 

宗教 2 2  4 

文化  2  2 

教育 3 4 1 8 

社会  2 1 3 

文学  3 1 4 

女性  3 1 4 

音乐   1 1 

医学   1 1 

     

从研究内容上看，30 年间，大陆对马来西亚华侨华人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1982—

1991 年间，研究范围相对狭窄，主要局限于经济、教育以及历史人物和事件方面，1992—2001

年间，研究领域扩大到政治、政策、宗教、文化、社会、文学、女性等更多的领域。2002

—2011 年间，研究领域更扩大到族群关系、医学和音乐方面。中国大陆学界进入对马来西

亚华人比较全面研究的时期，这表明了中国大陆对马华研究进入较高的水平阶段。 

从上述统计数据上看，大陆学者对马华的研究，重点是政治、经济、教育和历史这几个

方面。这几部分的比重，占到全部内容的 65.5%。经济研究方面，11 篇约占 58 篇的 19%，

政治方面，8 篇约占 58 篇的 13.7%，如果把政策的 3 篇算上的话，比重增加到 19%，和经济

研究的比重一样，如果把族群关系也算到政治范畴的话，这一比例增加到 24.1%。教育的比

重占到 13.8%，历史研究方面，主要是建国前的历史人物或事件，比重也占到 10.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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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学者对马华研究的内容，既受马华社会实际情况的影响，也有大陆社会发展的因素。

马来亚华人作为马来西亚的第二大族群，族群关系复杂，所以马华政治、政策和族群关系成

为大陆学者关注的重点对象。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独特性，也使其成为大陆学者研究的重要

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以发展经济为要务，这是大陆学者对马来西亚华人经济方面

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研究内容方面，大陆学者和大陆外学者有一定的差别。下表是对大陆

外 13 篇论文研究内容的统计，从表中可以看出，在研究内容比重上，教育 3 篇论文，比重

居第一位，然后政治、历史、语言分别是 2 篇，经济只是 1 篇，与大陆经济研究的高比重形

成很大的反差。 

 

表 4  1982—2011年《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刊发大陆外马华论文研究内容统计 

  1982—1991 年 1992—2001 年 2002—2011 年 合计 

研究内容 政治  2  2 

族群关系  1  1 

经济 1   1 

历史   2 2 

语言   2 2 

学术史   1 1 

教育  3  3 

社会 1   1 

 

从纵向的视角看，1982—1991 年，大陆对马华研究的重点是经济和教育，1992—2001

年间，经济和教育依然是研究的重点，政治和政策也上升成为研究的重点。2002—2011 年

间，经济依然是研究的重点，不过其比重被政治研究超过，与此同时，历史研究比重也在上

升，而教育研究的比重在下降。这些变化情况，与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具体情况有一定关系。

改革开放初期，大陆华侨华人研究重点是历史、经济和文化，政治学研究在 90 年代后期和

20 世纪后逐渐兴起。 

此外，从研究的时间范围看，大陆对马华的研究，既注重马来西亚建国前的华侨研究，

也注重建国后的华人研究。在 58 篇论文中，研究建国前的马来西亚华侨论文 19 篇，战后的

39 篇，两者比率约为 1:2。比大陆外的 1:3 比率还略高。从时间发展的纵向角度看，1982—

1991 年间对于建国前马华历史最为重视，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对建国前历史重视度急剧

下降，以现实研究为主，20 世纪以后，对建国前马华的研究历史与现实并重。大陆的华侨

华人研究， 80 年代历史研究重点。90 年代现实研究后来居上，20 世纪后，历史研究与现

实研究并重。 

表 5  1982—2011年《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刊发马华论文研究时间统计 

  1982—1991 年 1992—2001 年 2002—2011 年 合计 

大陆 独立前 7 4 8 19 

独立后 5 19 15 39 

大陆外论文 独立前 0 0 3 3 

独立后 2 6 2 10 

 

从上面的资料可以看出，大陆对于马华的研究，涉及范围已经比较全面了，研究内容也

比较深入了。将上述大陆学者研究内容和 2003 年 11 月 22- 23 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白年：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内容6进行简单对比，我

们发现，和海外学者以及马来西亚本土学者研究相比，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在研究的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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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陆学者对马华社会着力似乎不多；在政治、历史人物等领域，大陆微观的个案研究相

对比较少。在马华研究的学术总结梳理方面，成果相对较少。①  

（二）引用资料数量与来源地分析 

上面分析了中国大陆学者对于马华研究的内容与领域，一定程度上反映大陆学者对于马

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研究水平方面，笔者拟从引用资料上进行探讨分析。引用资料的多

少反映出作者研究视野的宽广程度，也反映了作者对于已有成果的吸收借鉴与创新。引用资

料的类型可以反映出作者研究的方法。本节先分析引用资料的多少和来源地，下一节具体分

析资料类型。 

注释分为释义性注释和引用性注释，在规范的格式中，释义性注释用脚注，引用性注释

用尾注。在部分马华研究论文中，两者全部作为尾注，笔者在统计时予以区分，单纯的释义

性注释不在统计之内。来源地分为中国与海外，港澳台也都计算在中国部分。需要说明的是，

有些引用资料，如崔贵强的《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出版地虽是厦门大学出版社，统

计时算作海外。此外，有些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译著，统计时也算作海外资料。下面是大陆

58 篇马华论文引用资料的统计情况。 

 

表 6  1982—2011年《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刊发马华研究论文引用资料数量统计表 

  1982—1991 年 1992—2001 年 2002—2011 年 合计 

引用资料总数  302 415 759 1476 

 单篇平均 25.2 18.4 33 25.4 

中国资料  68 61 63 192 

 单篇平均 5.67 2.7 2.7 3.3 

外国资料  234 356 696 1286 

 单篇平均 19.5 15.5 30.3 22.2 

注：引用资料根据论文的引文情况进行统计，有些解释性注释统计时排除在外，此统计结果与论文显示

的引文数略有差别。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大陆关于马华的研究，平均每篇论文的引文注释为 25.4 条。这个

引用率是比较多的，高于 1999—2008 年间《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平均每篇论文引文的 18

条。7这说明大陆学者是从事马华研究方面态度是比较严谨的。 

从资料来源上看，研究者重点使用的英语资料和马来西亚当地的资料。来源于中国的资

料约占 14%，来源中国以外的资料约占 86%。外国资料中，既有中文资料又有英文资料，英

文资料占有一定的比重。英文之外，还有个别论文（童家洲：《日本华侨的妈祖信仰及其与

新、马的比较研究》，1990 年第 4 期）引用日文资料进行研究。不过绝大部分的论文并没

有引用日文资料。目前看，大陆学者对马华的研究，涉及语种只是中文、英文和日文，还没

使用有别的语种。来源于外国的中文资料，马来西亚的占有很大比重，其中报纸和杂志是重

要来源。 

从时间跨度上分析，1992—2001 年年间，平均每篇论文的引文注释最少，每篇平均才

18.4 条，其中来源于外国的引文资料每篇是 15.5 条。2002—2011 年间，平均每篇论文的引

文注释最多，高达 33 条，其中来源于外国的引文资料每篇高达 30.3 条。这说明 21 世纪以

后，大陆学者学术的规范性进一步加强。 

                                                             
①

 在其他期刊上发表的有关马华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主要有李蓉：《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综述》，《文科爱好

者》（教育教学版）2009 年第 1 期；周燕平：《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华人社团领袖研究综述》，

《当代亚太》2008 年第 1 期。 

http://www.qikan.com.cn/MagDetails/1671-1270/2009/1.html
http://www.qikan.com.cn/MagDetails/1671-1270/200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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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资料方面引用率比较低的状况，也反映出大陆学者在马华研究存在的一些不

足。大陆学者相互之间互相引用不多，其原因大概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大陆马华研究学者人

数相对有限，研究内容比较分散，客观上可资引用的条件不具备，主观上是学术规范方面对

学术史回顾重视不够。其次，大陆作者的自引率也比较低。反映了科学研究的连续性、继承

性、相关性，反映了著者的研究方向及研究过程。一般来说，一个学术论著引文中自引越多，

作者的科研成果应该也就越多，在学术界的影响越大。大陆学者在这两方面似乎还有提高的

空间。 

（三）引文资料类型与研究方法分析 

引文类型反映出论文的文献来源、成分构成和各类信息被利用的程度，通过对引文类型

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学术研究的资料应用情况以及研究方法等。徐云曾根据文献特征，将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引文文献类型分为六种，即图书、期刊、报纸、、档案、网络和其它，

进行了相关数据统计。8图书，包括中外文学术著作、工具书、资料汇编、论文集和地方文

献；期刊包括学术期刊、周刊、特刊；报纸包括中外文日报、周报、旬报; 档案指有卷宗号

或文献号、在规定的馆藏地点保存的文书档案或实物档案，已公开出版的档案汇编不包括在

内；网络包括网页信息和电子文献数据库；其他包括学位论文、资料、法规、缩微、家谱、

复印本、标准、报告等。本文依据这种分类方法，对58篇引文进行了分类统计，结果见下表。 

 

表 7  1982—2011年《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刊发马华研究论文引用资料类型统计 

年份 中文 外文 合

计 图

书 

期

刊 

报

纸 

档

案 

网

络 

其

他 

小

计 

图

书 

期

刊 

报

纸 

档

案 

网

络 

其

他 

小

计 

1982-1991 55 34 32   8 129 48 6    4 58 187 

1991-2001 88 44 35 1 2 5 175 28 10  2  4 44 219 

2002-2011 178 41 23 4 17 7 270 66 8 1 3 4 20 102 372 

合计 321 119 90 5 19 20 574 142 24 1 5 4 28 204 778 

注：一篇论文中多条注释引用相同的图书、报纸、杂志等，只统计为 1 本（份）。 

 

通过引用资料类型的统计分析，可以更细致地了解引用资料的有关情况。从上表中可以

看出，大陆学者使用的中文资料数量远远高于英文资料的数量，这与资料来源地统计上的差

别（表 6）很大，这说明大陆学者使用了比较多的境外中文资料。 

大陆学者常用的报纸有：《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星洲日报》、《星槟日报》、《光华

日报》、《文汇报》、《华声报》、《中兴日报》、《世界日报》、《中央日报》、《南洋商报》、《广东

侨报》、《福建侨报》等，中文杂志用到的有（马）《商业世界》《商海》《华人》等，此外还

使用了不少新马政府的《公报》。 

在资料类型上，使用最多的是中文图书，约占全部资料的 41%；其次是英文图书和中文

期刊，其比重分别为 18.3%和 15.3%；再次是中文报纸，比重达 11.7%。中英文图书和中文

期刊报纸是最主要的资料来源，比重高达 86.4%。其他英文期刊、英文报纸、中英文档案、

中英文网络及其他比重较低，只占到 13.6%。这说明大陆学者在资料来源类型上还不是很全

面。使用了学位论文、档案、访谈资料的作者很少，主要有范若兰的《性别与教育: 战前新

马华文教育的性别分析》（2004 年第 4 期）、张祖兴《英国殖民当局与马华公会的成立》（2005

年第 2 期）和张继焦的《马来西亚城市华人移民就业情况研究——基于 2005年在马来西亚

实地调查的分析》（2007 年第 4 期）等，这与大陆外较多的调查访谈资料，如洪丽芬的《试

析马来西亚华人母语的转移现象》（2008 年第 1 期）、荒井茂夫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语

言生活和认同结构——以问卷调查为基础的分析》（2007 年第 2 期）形成一定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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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纵向时间角度看，大陆学者使用的资料类型逐渐丰富起来。1982——1991 年间，还

没有利用档案和网络资料，到 2002-2011 年间，档案和网络类型的资料使用增多。廖小健使

用了不少中英文网站；范若兰女士，在其《性别与教育: 战前新马华文教育的性别分析》的

论文中，“第一次引用了新加坡口述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口述访谈文稿、口述历史录音访谈等

档案资料，在档案的引用上走出一条新路”。
9
此外，在利用英语学位论文方面，范若兰也

做了不少的突破。资料类型的逐渐丰富说明大陆学者研究手段的逐渐丰富，在学术的专业化

方面有很大的发展。 

通过引文情况看，在研究方法，传统的文献资料分析法是主要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模

型分析等论文较少。这与中国大陆学者的实际情况有关，大部分作者鲜有到马来西亚调研的

机会。此外，出于大陆与马来西亚合作项目的成果还很少见到，这说明了大陆学者对于马华

的研究，现实的关注性主要来源于大陆而不是马来西亚本土。在大陆现有的情况下，可以加

强与马来西亚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增强马华研究的本土化与现实性，扩大大陆学术研究的国

际化。 

三、中国大陆马华研究作者情况分析 

学术研究是由人推动的，对作者群的了解更有助于加深中国大陆马华的研究了解。①上

面分析了中国大陆对于马华研究的论文情况，强调其专业化程度，下面接着分析大陆马华研

究的作者情况，探讨其职业化状况。在基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论文作者的基础上，笔者

再结合中国知网 http://www.cnki.net/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_特刊和中国知网的检索

功能检索的结果做进一步的探讨分析。 

（一）基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刊发论文的作者分析 

通过对《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刊发论文的作者统计，我们可以看出，《华侨华人历史研

究》上的 58 篇马华论文，发表两篇及以上论文的作者有 8 人，其中李君哲 2 篇，许国栋 2

篇，张禹东 2 篇，张祖兴 2篇，莫嘉丽 2 篇，梁英明 3 篇，范若兰 5 篇，廖小健 11 篇。廖

小健发文最多，其次是范若兰。 

从时间跨度上看，梁英明、李君哲、许国栋活跃于 80——90 年代，莫嘉丽、范若兰、

廖小健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依然活跃。30 年来，大陆的马华研究出现了代际更替，老一

代的梁英明、李君哲、许国栋或者退出学术圈，或者改变研究主题，中年一代的莫嘉丽、范

若兰、廖小健、张禹东是马华研究的核心人物，青年一代的也开始崭露头角。因为在《华侨

华人历史研究》发文有一定难度，所以还没有发文 2 篇以上的青年学者。 

（二）基于中国知网对作者进行的检索 

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在其他杂志上有的也发表了马来西亚华人

的论文，有些作者除了对马华研究之外，还对其他选题进行研究。下面是通过中国知网的检

索功能检索的结果（2012年 4月 4日检索）。 

 

表 8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马华研究作者论文发表情况统计 

序号 作者 发表马华论文数 其他内容论文数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其他杂志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其他杂志 

1 林芳声 1 0 0 0 

2 朱纪敦 1  0 7 

                                                             
①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华侨华人研究取得了发展和进步。这种发展和进步“表现在研究视野的拓展、研

究领域的扩大、新资料的发掘整理、新的研究成果的大量产生、中外学者交流的积极开展、新的研究人才

的不断涌现等等方面”。徐云：《从引文分析看大陆华侨华人研究——基于 CSSCI (1998——2005)的研究》，《华

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 年第 1 期。 

http://www.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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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詹冠群 1 6 2 9 

4 徐钧尧 1 1 0 4 

5 梁英明 3 0 16 16 

6 孔远志 1 4 4 49 

7 周益群 1  0 1 

8 童家洲 1  1 48 

9 许国栋 2  3  

10 谢美华 1  3 4 

11 张秀明 1  8 8 

12 汪慕恒 1 26 1 297 

13 林远辉 1  0 18 

14 周聿峨 1 5 7 1 

15 范若兰 5 13 1 30 

16 白晓东 1 0 2 10 

17 廖小健 11 54 3 127
①

 

18 张禹东 2 1 2 36 

19 李君哲 2  3 20 

20 林去病 1  1 9 

21 莫嘉丽 2  0 23 

22 肖炜蘅 1  2 2 

23 朱东芹 1  1 15 

24 周  宁 1  1 61 

25 冯立军 1 0 0 15 

26 张祖兴 2 1 0 15 

27 赵海立 1 2 0 18 

28 石沧金 1 14 1 20 

29 林   勇 1 2 3 32 

30 叶兴建 1 0 0 3 

31 邱格屏 1 7 0 53 

32 张继焦 1 0 0 92 

33 齐顺利 1 2 0 2 

34 王静怡 1  4 0 4 

35 刘  轶 1  0 2 

36 李叔飞 1  0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上刊发论文的作者，既有重点研究马来西亚

华人的，又有顺便研究马来西亚华侨华人的。包括在其他期刊上发表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论文

最多的作者，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主要是汪慕恒、詹冠群、孔远志等，其中汪慕恒发文最

多，高达 27篇。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主要是廖小健、范若兰、石沧金、邱格屏、周聿峨、

王静怡等人，其中廖小健发文 60多篇，数量最多，其次是范若兰和石沧金。范若兰发文 18

篇，石沧金发文 15 篇。邱格屏、周聿峨和王静怡也发文不少，邱格屏 8 篇，周聿峨 6 篇，

王静怡 5篇。其他齐顺利、赵海立、张禹东、林勇也分别发表 3篇论文。这表明大陆有一批

                                                             
①

 其中约有马来西亚经济、外交等论文 6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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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固定的马华研究者，显示出一定的职业化特征。 

研究重点上，各位作者有所不同。汪慕恒重点在马来西亚华人经济，詹冠群研究范围涉

及文化、教育、宗教、人物等。孔远志研究重点是语言和宗教。廖小健研究范围较广，涉及

马来西亚华人经济、政策、文化、族群关系等，范若兰则重点集中在妇女和宗教。石沧金重

点是马来西亚华人社团，邱格屏重点研究马来亚华人的秘密会党，周玉峨研究重点在马华教

育，王静怡则集中于马来西亚华人音乐。其他齐顺利、赵海立重点研究马来西亚华人政治，

张禹东重点在马华宗教，林勇则重点在经济。 

从作者发表的马华论文和其他主题论文数量比例来看，大陆学者少有进行专一马来西亚

华人研究的，一般是研究范围较宽，研究主题多于一个。研究范围宽泛的好处是作者思路更

为开阔，不利因素是对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用力不够。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发表论文的作

者中，一类是以研究马来西亚华人为主业，其他领域是副业，这类作者比较少，主要是廖小

健、范若兰、石沧金、王静怡等人。更多的作者自有其研究领域，涉及到马来西亚华人的时

候做些副业研究。从这方面看，中国以马来西亚华人为重点研究方向的作者群人数有限。 

（三）基于博士学位论文的作者群分析 

在中国大陆，博士教育是专业研究人才的重要来源。博士论文也是反映学术研究的重要

指标，下表是根据万方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 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库

http://res4.nlc.gov.cn/home/search.trs，检索分析后制作的有关马华研究信息。 

 

表 9  近 10年来中国大陆马华研究博士论文统计 

序号 论文题名 作者 学位授予单位 学位授予年度 

1 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研究 邱格屏 南京大学 2000 年 

2 华人与马来西亚现代化进程 韩方明 北京大学 2001 年 

3 社会性别与华侨社会 范若兰 中山大学 2002 年 

4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史研究  石沧金  暨南大学  2003 年  

5 马来西亚华人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变迁  王静怡  福建师范大学  2003 年  

6 分流与整合：马来西亚华人中国绘画”

概念的梳理和思考（1919-1965） 
颜泉发  南京师范大学  2005 年  

7 马来西亚政府华人政策研究  梁  忠  复旦大学  2006 年  

8 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经济地位变化

的比较研究（1957—2005） 
林  勇 厦门大学 2006 年 

9 马来西亚华人与佛教信仰研究 白玉国 厦门大学 2006 年 

10 马来西亚社会变迁与当地华人语言转

移现象研究——一个华裔的视角 
洪丽芬 厦门大学 2006 年 

11 马来西亚非政府组织发展史研究 王  虎 厦门大学 2006 年 

12 战后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研究  廖小健  暨南大学  2007 年  

13 独立以来马来西亚华商发展研究  叶兴建  厦门大学  2007 年  

14 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

（1926-1976）  
谢诗坚  厦门大学  2007 年  

15 马来西亚华语戏曲研究  康海玲  厦门大学  2007 年  

16 文化语境下的女性书写—当代大陆/马

华女性小说比较研究  
杨启平  南京师范大学  2008 年  

17 突围与自强——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

学教师自主专业发展研究 
黄祯玉  华中师范大学  2008 年  

18 儿童文学与新马华文教育研究 陈如意 北京师范大学 2008 年 

http://www.cnki.net/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_特刊
http://res4.nlc.gov.cn/home/search.trs
http://res4.nlc.gov.cn/home/search.trs?channelid=3&respeople=%3cfont%20color=red%3e邱格屏%3c/font%3e著
http://acad.cnki.net/kns55/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QueryID=2&CurRec=1&dbname=CDFD9908&filename=2003082686.nh
http://acad.cnki.net/kns55/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D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7%9f%b3%e6%b2%a7%e9%87%91&scode=07759071%3b
http://acad.cnki.net/kns55/Navi/CDMDNavi.aspx?NaviID=36&UnitCode=GJINU
http://acad.cnki.net/kns55/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QueryID=2&CurRec=2&dbname=CDFD9908&filename=2003071600.nh
http://acad.cnki.net/kns55/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D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7%8e%8b%e9%9d%99%e6%80%a1&scode=06672029%3b
http://acad.cnki.net/kns55/Navi/CDMDNavi.aspx?NaviID=36&UnitCode=GFJSU
http://acad.cnki.net/kns55/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QueryID=2&CurRec=7&dbname=CDFD9908&filename=2005150156.nh
http://acad.cnki.net/kns55/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D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9%a2%9c%e6%b3%89%e5%8f%91&scode=08083763%3b
http://acad.cnki.net/kns55/Navi/CDMDNavi.aspx?NaviID=36&UnitCode=GNJSU
http://acad.cnki.net/kns55/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QueryID=2&CurRec=5&dbname=CDFD9908&filename=2008046034.nh
http://acad.cnki.net/kns55/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D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6%a2%81%e5%bf%a0&scode=14345573%3b
http://acad.cnki.net/kns55/Navi/CDMDNavi.aspx?NaviID=36&UnitCode=GFUDU
http://social.wanfangdata.com.cn/Locate.ashx?ArticleId=Y1032002&Name=%e6%9e%97%e5%8b%87
http://acad.cnki.net/kns55/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QueryID=2&CurRec=3&dbname=CDFD9908&filename=2007192525.nh
http://acad.cnki.net/kns55/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D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5%bb%96%e5%b0%8f%e5%81%a5&scode=00009498%3b
http://acad.cnki.net/kns55/Navi/CDMDNavi.aspx?NaviID=36&UnitCode=GJINU
http://acad.cnki.net/kns55/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QueryID=2&CurRec=9&dbname=CDFD9908&filename=2008058385.nh
http://acad.cnki.net/kns55/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D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5%8f%b6%e5%85%b4%e5%bb%ba&scode=11488526%3b
http://acad.cnki.net/kns55/Navi/CDMDNavi.aspx?NaviID=36&UnitCode=GXMDU
http://acad.cnki.net/kns55/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QueryID=2&CurRec=38&dbname=CDFD9908&filename=2008058315.nh
http://acad.cnki.net/kns55/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QueryID=2&CurRec=38&dbname=CDFD9908&filename=2008058315.nh
http://acad.cnki.net/kns55/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D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8%b0%a2%e8%af%97%e5%9d%9a&scode=17248575%3b
http://acad.cnki.net/kns55/Navi/CDMDNavi.aspx?NaviID=36&UnitCode=GXMDU
http://acad.cnki.net/kns55/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QueryID=2&CurRec=8&dbname=CDFDLAST2010&filename=2009077771.nh
http://acad.cnki.net/kns55/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D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5%ba%b7%e6%b5%b7%e7%8e%b2&scode=09195115%3b
http://acad.cnki.net/kns55/Navi/CDMDNavi.aspx?NaviID=36&UnitCode=GXMDU
http://acad.cnki.net/kns55/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QueryID=2&CurRec=29&dbname=CDFD9908&filename=2008151780.nh
http://acad.cnki.net/kns55/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QueryID=2&CurRec=29&dbname=CDFD9908&filename=2008151780.nh
http://acad.cnki.net/kns55/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D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6%9d%a8%e5%90%af%e5%b9%b3&scode=08083794%3b
http://acad.cnki.net/kns55/Navi/CDMDNavi.aspx?NaviID=36&UnitCode=GNJSU
http://acad.cnki.net/kns55/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QueryID=2&CurRec=36&dbname=CDFD9908&filename=2008115119.nh
http://acad.cnki.net/kns55/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D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9%bb%84%e7%a5%af%e7%8e%89&scode=11094201%3b
http://acad.cnki.net/kns55/Navi/CDMDNavi.aspx?NaviID=36&UnitCode=GHZ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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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主权和移民：从“旧约”到“新约”——以马

来西亚华人身份政治为案例 
余  彬  暨南大学  2009 年  

20 马新的中英文源流东南亚研究及其比

较（1800-1965）  
廖文辉  厦门大学  2009 年  

21 “文化新山”的边城风景——战后马来西

亚新山华人社会文化研究 
安焕然 厦门大学  2009 年  

22 种族、社群、文化：马来西亚华人文化

节研究   
焦秀英 厦门大学 2009 年 

23 抗争与妥协：马来西亚华社对华族母语

教育政策制定的影响  
胡春艳  暨南大学  2010 年  

24 海外华人宗教文书与文化传承——新马

德教紫系文献(1947—1966)研究 
陈景熙 中山大学 2010 年 

25 马来西亚华文报研究——以当代为重点 巫连心 厦门大学 2010 年 

26 日常歌唱与文化认同：马来西亚华人叙

事探究  
黄美冰  复旦大学  2011 年  

27 多元化教学评价的研究：基于芙蓉中华

中学华文多元化教学评价的个案分析 
王淑慧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年  

主 要 根 据 万 方 数 据 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 和 中 国 国 家 图 书 馆 博 士 论 文 库

http://res4.nlc.gov.cn/home/search.trs，检索分析后制作。其中包含大陆外作者韩方明、廖文辉、洪丽芬、

谢诗坚、安焕然、巫连心、黄美冰等。 

 

上述博士论文的作者中，大陆外作者占有一定比重，韩方明之外，其余廖文辉、洪丽芬、

谢诗坚、安焕然、巫连心、黄美冰等，都来自马来西亚。这种情景一方面显示出马来西亚华

人学者与中国大陆学术界较为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也说明近年来中国大陆学术研究发展到

了较高水平，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前来求学。 

从上述统计中可以看出，近 10 年来，国内选择马来西亚华人进行研究的博士论文约有

20 篇。上表的 27 位作者中，有近 10 位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上发表过论文。也有个别

博士论文作者投过稿但未能发表。从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重点作者统计情况看，与博士论文

选题有很大的相关性。如廖小健、范若兰、石沧金、邱格屏、王静怡、林勇等人，博士论文

都曾选择马华作为研究对象。 

尽管选择马华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研究课题的作者成了当今学界研究马华的主要力量，但

也有不少博士毕业后改编了研究方向甚至不再从事学术研究。笔者通过中国知网对各位博士

论文作者进行检索，结果发现作者中，有近 10 位作者博士论文通过以后再也没有发表相关

的研究成果，估计是作者改变了研究方向甚至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因为毕业后就业的原因，

作者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是比较正常的事；有些作者即使继续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但因为

工作的需要，也会终止原有的马华研究。这些因素影响了马华研究后续队伍的补给。此外，

中国大陆近年来申报课题作为考评指标之一，有些作者如果申报了新的课题，也可能会终止

原有的马华研究，降低了大陆马华研究职业化的发展趋势。不过，申报课题也有可能吸引另

外研究方向的作者转入到马华研究的队伍中。 

 

小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对于马华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1982 年到 2011 年的 30 年

间，《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刊发马华研究 80 余篇，其中大陆作者发表的论文近 60 篇。研究

领域扩大到政治、政策、宗教、文化、社会、文学、女性、族群关系、医学和音乐方面。从

http://acad.cnki.net/kns55/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QueryID=2&CurRec=11&dbname=CDFDLAST2012&filename=1011129008.nh
http://acad.cnki.net/kns55/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D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4%bd%99%e5%bd%ac&scode=14037953%3b
http://acad.cnki.net/kns55/Navi/CDMDNavi.aspx?NaviID=36&UnitCode=GJINU
http://acad.cnki.net/kns55/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QueryID=2&CurRec=27&dbname=CDFDLAST2010&filename=2009189204.nh
http://acad.cnki.net/kns55/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QueryID=2&CurRec=27&dbname=CDFDLAST2010&filename=2009189204.nh
http://acad.cnki.net/kns55/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D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5%bb%96%e6%96%87%e8%be%89&scode=14337622%3b
http://acad.cnki.net/kns55/Navi/CDMDNavi.aspx?NaviID=36&UnitCode=GXMDU
http://acad.cnki.net/kns55/Navi/CDMDNavi.aspx?NaviID=36&UnitCode=GXMDU
http://acad.cnki.net/kns55/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QueryID=2&CurRec=6&dbname=CDFDLAST2010&filename=2010123687.nh
http://acad.cnki.net/kns55/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QueryID=2&CurRec=6&dbname=CDFDLAST2010&filename=2010123687.nh
http://acad.cnki.net/kns55/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D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8%83%a1%e6%98%a5%e8%89%b3&scode=07757594%3b
http://acad.cnki.net/kns55/Navi/CDMDNavi.aspx?NaviID=36&UnitCode=GJINU
http://acad.cnki.net/kns55/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QueryID=2&CurRec=10&dbname=CDFDLAST2011&filename=1011184012.nh
http://acad.cnki.net/kns55/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QueryID=2&CurRec=10&dbname=CDFDLAST2011&filename=1011184012.nh
http://acad.cnki.net/kns55/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D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9%bb%84%e7%be%8e%e5%86%b0&scode=17286479%3b
http://acad.cnki.net/kns55/Navi/CDMDNavi.aspx?NaviID=36&UnitCode=GFUDU
http://acad.cnki.net/kns55/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QueryID=2&CurRec=25&dbname=CDFDLAST2011&filename=1011135079.nh
http://acad.cnki.net/kns55/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D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7%8e%8b%e6%b7%91%e6%85%a7&scode=23389958%3b
http://acad.cnki.net/kns55/Navi/CDMDNavi.aspx?NaviID=36&UnitCode=GHZSU
http://res4.nlc.gov.cn/home/search.t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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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上看，研究者重点使用的英语资料和马来西亚当地的资料。在资料类型上，使用最

多的是中英文图书，其次是中文期刊和中文报纸，英文期刊、英文报纸、中英文档案、中英

文网络使用比重较低，使用访谈资料、档案、学位论文的作者很少。通过引文情况看，在研

究方法，传统的文献资料分析法是主要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模型分析等论文较少。 

通过对论文作者进行分析发现，大陆有一批比较固定的马华研究者，显示出一定的职业

化特征。汪慕恒、詹冠群、孔远志，廖小健、范若兰、石沧金、邱格屏、周聿峨、王静怡等

人，对于马华的研究重点各有不同。从作者发表的马华论文和其他主题论文数量比例来看，

大陆学者少有进行专一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一般是研究范围较宽，研究主题多于一个。中

国以马来西亚华人为重点研究方向的作者群人数相对有限。近 10 年来，国内选择马来西亚

华人进行研究的博士论文为数不少。选择马华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研究课题的作者成了当今学

界研究马华的主要力量。不少博士毕业后改编了研究方向甚至不再从事学术研究，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马华研究后续队伍的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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