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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可以说是我过去十余年学术研究历程的写照：从一个专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工作者，因为
工作场域和研究资料等因素，而逐渐进入海外华人史和南洋华人族群社会的研究领域；再因自我的学
术反思，近年又朝向南洋华人与近代中国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南洋华人对近代中国影响的研究方向努
力。
　　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美国进修博士学位，专业领域是中国近代史。
1995年取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有关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与中国城市的群众抗争。
我的论文强调，虽然学界普遍认为近代中国的群众运动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但具有“近代”意义
的群众运动在20世纪初年已经发生，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就是其雏形。
取得博士学位后不久，我受聘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
之所以被聘用，除了我在中国近代史专业领域的研究能力受到肯定外，也可能由于我的博士论文中有
一章专门讨论海外华人在抵制美货运动中的角色。
因为当时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更名副其实的系名为汉学系或中华文史学系）正积极发展有关海
外华人研究的领域，而我的加入正可以加强这个领域的师资阵容。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学的最初几年，我继续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因为那毕竟是我“寒窗苦读
”多年的专业领域。
本书上编“跨域抗争运动——中国近代史的新视野和新史观”的三篇论文，即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
，再进一步将研究课题在时空和视野上加以展开及对相关课题作更深入探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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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分新马华人史学与史观、马来亚华人社会与人物、新加坡华人社会与政治思潮等上、中、下
三篇，每篇各有三章。
论述新马华人近代史分期和学术研究回顾，华人移民社会领袖在多元社会的地位，华人新移民遭遇、
战后劳工运动和华校学生学潮及社会变迁。
　　本书兼容传统史学论析和后现代史学论述，讨论的对象是新马地区的华人，时间范围则从十九世
纪中叶近代中国移民南来浪潮开始至1965年新加坡独立和建国前夕，研究方法之创新，研究范围之深
广，堪称东南亚华人研究论著之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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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五 结论：孙中山精神在新加坡的传承  第十二章 战后新加坡社会变迁中的劳工运动    一 前言：
劳资关系之基本理论    二 战后工运发展的三个阶段    三 劳工运动的后现代论述：浪漫剧的角色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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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辜鸿铭、李登辉和伍连德    一 前言    二 南洋知识分子与晚清国家和社会    三 晚清招揽人才政策和南
洋知识分子回国的机缘    四 余论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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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跨域抗争运动——中国近代史的新视野和新史观　　第二章　1905年的广州社会文化——从
抵制美货运动的几个侧面观察　　一　前言　　1905的广州，最引人关注的足抵制美货运动的发生。
美国华工大部分来自广东省，19世纪后半叶以来，他们在美国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使他们的亲人和同
乡感到非常的不满。
1905年中美两国正展开新的华工禁约谈判，5月10日，上海商人号召抵制美货作为向美方施压的手段时
，广东人立刻回应。
5月19日，广州绅商召开第一次商讨抵制事宜的会议。
抵制美货运动虽然开始于上海，但广州很快就成为风潮的另一个中心，甚至不久后主导了抗争运动的
走向。
　　至今对有关广州或广东抵制运动的研究和资料不少。
大部分论著将广州的抵制运动列入全国性抵制运动的一环，并认为抵制运动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高涨
的结果。
这种论断虽然有其道理，但却忽略广州社会文化的特殊性。
20世纪初广州的社会文化，一方面继承了其排外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有与时代接轨的近代性特质。
　　本文首先讨论1905年反美情绪与19世纪中叶反英抗争的一些关连。
其次，从一些突发事件及其影响来观察广州的社会文化。
最后，从一份刊物——《拒约报》的出版来论析广州社会的近代性。
　　二　广州的排外传统和反美情绪　　1905年广州反美的情绪的爆发，有来自上海抵制活动的刺激
，也有源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排外传统和抗争精神。
当谈到近代中国的排外抗争运动史，都会提起鸦片战争中的三元里事件。
1841年5月30日是中英战争中让中国民众最振奋的一天。
当天，有一支英国军队在广州城北的三元里遭到的村民的袭击，结果英军撤退，其中一人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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