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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华人史》

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第一本关于马来西亚华人史的著作。作者并未对马来西亚华人史作面面俱到的铺陈，而是
选取了华人社会权威、华人社群和华人信仰三个领域来选角度做专题研究。其中，华人社会权威选取
马六甲华人甲必丹和青云亭亭主为研究对象，华人社群选取吉隆坡福建人为研究对象，华人信仰则选
取高僧大德、汉传佛教寺院和华人神庙为研究对象，代表了作者研究选题的主要方面，涵盖了马来西
亚华人史的三个主要维度。此外，三篇书评也体现出作者对马来西亚华人史研究路径的一些思考。附
录为作者在马来西亚报章上所发表的书评，对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史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Page 2



《马来西亚华人史》

作者简介

宋燕鹏，河北永年人，历史学博士（博士后），副编审，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历
史与考古出版中心副主任。2012年11月-2014年1月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心客座
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马来西亚华人史。学术兼职：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国唐史
学会、中国宋 史研究会、中国元史研究会、中国民俗学会、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中国社会史学会、中
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员。著有《籍贯与流动：北朝文士的历史地理学研究》（2011）。自2000年以来
，在《社会科学战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南洋问题研究》、《南洋学报》（新加坡）、《
华人研究国际学报》（新加坡）、《汉学研究学刊》（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马
来西亚）等国内外刊物发表有关中国史、马来西亚华人史的学术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
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面上资助）等各级各类课题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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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华人史》

书籍目录

序一 吴小安
序二 黄子坚
由碑铭看1800年前后马六甲华人甲必丹之活动
一、1800年前后马六甲的形势
1、马六甲统治权之转移
2、马六甲地位的降低与槟榔屿、新加坡的先后崛起
二、1800年以前马六甲华人甲必丹之活动
三、1800年以后马六甲华人甲必丹之活动
四、19世纪初马六甲华人甲必丹的终结
结语
19世纪上半叶马六甲青云亭亭主领导权的式微与再造尝试
一、首任青云亭亭主梁美吉及其时代
二、权力的隐喻：亭主薛佛记（文舟）对甲必丹的奉祀
1、薛佛记在马六甲地位的经营
2、薛佛记对青云亭权威的重建
小结
20世纪30年代吉隆坡福建人的籍贯分布
——以吉隆坡福建义山收据为中心的考察
引言
一、20世纪30年代吉隆坡福建人的府（州）籍贯分布
二、20世纪30年代吉隆坡福建人的县级籍贯分布
三、20世纪30年代吉隆坡福建人籍贯分布特点的形成原因
结论
20世纪30年代雪兰莪福建会馆对中国事务的关注
一、关注华南政局
二、拥护国民政府
三、欢迎国内政要
四、关注福建事务
五、赞助文体教育
六、20世纪30年代雪兰莪福建会馆中国认同的发生原因
结语
融熙法师
——从华南才子到南洋僧侣
一、马来亚大学线装书中的佛教典籍
二、汤雪筠——动荡时局中的华南才子
三、从汤雪筠到融熙法师——香江因缘
四、南洋初定居——新加坡
五、落地生根——吉隆坡
六、慧命延续——马来西亚佛学社
小结
佛寺耶？非佛寺耶？
——大马汉传佛教寺院类型的历史学考察
引言
一、早期民间神祗居主的寺院
二、19世纪末单纯佛寺的出现——极乐寺
三、借助民间神祗来吸引信众——变化中的佛寺
四、由僧人管理的特殊祠庙

Page 4



《马来西亚华人史》

结论 模糊的界限
大马汉传佛寺公益活动的历史学考察
——兼与华人神庙公益的比较
一、20世纪大马公益体系的变革
二、大马佛教公益的百年变迁
三、大马佛寺公益的个案考察——八打灵观音亭
四、大马佛寺公益与华人神庙公益的比较
结语 由理论到实践的佛寺公益
浮动界限、认同和忠实性
——槟城浮罗山背福灵坛九皇爷神诞巡境之意义
一、槟榔屿之九皇大帝信仰
二、浮罗山背的华人社群与信仰空间
三、浮罗山背之福灵坛与九皇大帝
四、福灵坛九皇诞巡境游神之活动
五、福灵坛九皇诞巡境游神之意义
结语
区域社会史：马来西亚华人史研究的基础理论
——读《拓荒·扎根：武吉巴西永德公塚与地方拓殖史》有感
一、历史学的基本技能：大马区域社会史研究方法之一
二、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大马区域社会史研究方法之二
三、区域的视角：大马区域社会史研究方法之三
结语
开辟早期马六甲华人史研究的新局面
——《马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1614-1820）》读后
一、墓碑：马来西亚华人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
二、中国史：马来西亚华人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历史背景
三、籍贯：马来西亚华人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
四、《集录》籍贯商榷
开辟大马半岛华人区域史研究的新领域
——《东海岸潮州人移殖及会馆史略》审查报告
一、区域：大马华人社会发展的舞台
二、方言群与会馆：大马华人社会发展的主角
三、文化互动：大马华人社群发展的必要面相
结论
附录：报章书评
走一段记忆里的槟城之旅
谁的槟榔屿，谁的城
当历史远去，我们能做的是什么
槟榔屿日常生活史的文学书写
体会前辈高山仰止的学术
大马华人社群史研究新页
后记
(正在采用) (你提供的)

Page 5



《马来西亚华人史》

精彩短评

1、结社与会馆在马六甲，佛教文化在槟城，商业开拓在吉隆坡，因缘际会与砥砺前行的三百年。PS
：作者是我见过长得最帅的文史学青椒@迷糊兔叔叔，和你一样帅～
2、作者用中国古代史出身的功力,治东南亚华人史,将中文资料的用途发挥得淋漓尽致.
除了当地的档案资料,作者也做了不少的田野工作,是研究东南亚华人史的一本好书!这本书可读性高,可
深深感受到,作者对研究的高度热忱.一个中国北方历史学者人,到了赤道线的马来西亚,无意间发现图书
馆里存有非常珍贵的线装书,线装书却被冷置在一旁,他义无反故地义务替这些珍贵的书籍建档,无意中
却发现了印章中的故事...或是冥冥的安排吧,他使印章的主人"复活"了....

3、社会学的好处就是能够做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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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华人史》

精彩书评

1、《马来西亚华人史：权威、社群与信仰》序文：吴小安教授与宋燕鹏博士结识，既是马来西亚华
人研究的共同兴趣使然，也是马来西亚拉曼大学讲师陈爱梅博士牵线搭桥的用心。后者是我在马来亚
大学历史学系好友黄子坚教授的学生，也是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史的巾帼学者。记得最初在吉隆坡，当
宋博士第一次被正式介绍给我时说，他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博士后、治马来亚华人史，并特别提到
我的另一位朋友马来亚大学卢慧玲教授的郑重推荐。坦率地说，当时我是第一次听说其大名的，心里
不免暗暗有些吃惊和惭愧：自己怎么啦，竟然如此孤陋寡闻，不知北京隐藏着一位年轻的同道。在随
后谈话中，我欣喜地得知，原来宋博士一直是治中国古代史，最近在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担任为期一年
多的访问学者，转而有志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史。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又多了一位志同道合的青年才
俊加盟，我当然十分高兴。再后来，在北京与来访的陈爱梅博士一起餐叙时，宋博士很客气地问我，
他有一部关于马来西亚华人史的书稿即将付梓出版，想请我作序。坦率地说，当时我是有些犹豫的：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竟然能完成了一部书稿。吃惊之余，也有些好奇：想了解宋博士的大作到底写的
是什么，又是如何完成的。所以，我委婉地答复道，先让我拜读书稿，然后再确定吧。然而，当书稿
送达快速翻阅后，明显感觉到宋博士是一位勤勉、认真、富有好奇心的青年学者；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完成一部专业水准与阅读趣味兼具的著作，不能不令人钦佩。这里，我想与读者分享本人两大阅读感
受。一部焦聚华人聚居地论文集首先，这是一部历史学专业训练背景的、关于马来西亚华人史的、历
史人类学的专题研究论集。顾名思义，书名标题是“马来西亚华人史”，当然是一部关于马来西亚华
人历史的著作。副标题则是“权威、社群与信仰”，则揭示了本书的主题与学科性质，表明它不是一
部传统的、通史范畴的马来西亚华人史著作。换言之，宋燕鹏博士的大作，不是一部基于详细策划论
证的项目计划书之上的专题著作，不是企图通过自己对有关“马来西亚华人史”的某些系列专题的详
细个案研究，检视有关“权威、社群与信仰”主题的一般范式与理论，而是籍此三个相关的主题串联
各章、统领全书。简言之，本书是一部论文集，收录了作者近几年陆续发表在中国大陆和新马的专业
期刊论文、报刊杂文和评论，如《南洋问题研究》（厦门大学）、《南洋学报》（新加坡南洋学会）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汉学研究学刊》（马来亚大学），以及《
华人研究国际学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等。论集主要焦聚于马六甲、吉隆坡和槟榔屿三个华
人聚居地，然而其整体关怀却覆盖了马来西亚华社、华南与南洋、中国事务与身份认同。论集文献资
料丰富全面，包括金石资料、会馆收据、典籍收藏与图书文献等，涉及面也很广阔多元，涵盖领域从
华人甲必丹到领导权，从方言群到会馆，从法师、寺庙到九皇大帝，从对马来西亚华社个性化的观感
到对马来西亚华人史研究的一般性观察和讨论等等。纵览全书各章，应该说宋博士大作结集出版可谓
水到渠成、顺理成章。选题专门，并紧扣学界关注热点；行文写意，而不失流畅，值得嘉许。东南亚
学者 追溯侨乡华南社会文化的源头其次，这是一部融专攻中国古代史转轨东南亚华人史的所谓“外行
”、从中国大陆初访马来西亚的所谓“外国人”和“陌生人”三重身份而一体的青年学人所撰写的专
题研究论集。除了历代中国文人皆备的学术游记习惯和中国古代史学者对地方文献的梳理考证、记传
与纪事传统特征，本书深刻地印烙了作者“跨界的”“异文化的”与“他山之石”的独特视角与文化
情怀。曾几何时，对汉语言文化圈和中国汉学界而言，华侨华人史最初一直成为中国史的分支，南洋
华侨华人则成为南洋研究的重点特色。汉学作为南洋研究的传统，当初不仅引领了南洋研究风骚，而
且南洋研究主力军是极少数从中国南来的传统中国学人，他们给南洋研究注入了中国学术传统与文化
特色的深刻烙印。对西方汉学家而言，战后相当一段时期，由于冷战的缘故不能进入中国大陆，对台
、港、澳、海外华人社会，尤其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关注与研究，成为其对中国研究的“替代品”及
其主题关怀的方法论工具。华南与东南亚长期的地缘经济与社会文化历史的传统纽带，无疑进一步加
强了上述两个不同学术研究领域的融合渗透。不少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纷纷进入海外华人研究，特别
是东南亚华人研究的领域；东南亚华人研究学者则反其道而行之，转而追溯侨乡华南社会文化的源头
。同样地，当下以中文为写作媒介的中国大陆华南学派也开始走向东南亚，固然是追踪中国历史文化
传统在海外的衍生与发展，更是走向国际、摆脱华南研究危机的一种重要选择。中国开放后，东南亚
华人研究跨地域的时代意识形态色彩消失了，西方学者们于是纷纷回归各自的专业领地。新马华人 处
于英文与本土语言之间不过，少数例外也是有的，例如美国孔飞力教授、日本滨下武志教授和加拿大
丁荷生教授（最近刚加盟新加坡国立大学）等等。这些杰出学者的跨界例子涌现，令本土东南亚华人
学界为“额外青睐”而深受鼓舞。应该指出的是，上述几位西方学者从东亚研究（实际上是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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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华人史》

）跨入东南亚研究（实际上是东南亚华人研究）是对其核心研究主题的地域拓展性关怀，或者说是同
一专业领域主题关怀在不同地域的延伸，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科专业领域的跨界。反观东南亚本土
地区，同样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学者转而也同时跨界关注东南亚华人问题，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黄
贤强教授和黄坚立教授等。他们跨界则是另辟疆场，主要考量应该是本土主流学术生态、专业市场动
力和社会关注度等因素，而且他们都拥有土生土长华人学者的在地背景优势支撑。这同样是一个非常
有趣的学术现象。从东南亚本土视角看，东南亚华人研究的语言、文化与族群的分野，一直界限分明
。对以中文为媒介的东南亚华人研究，尤其是新马华人研究而言，处于英文与东南亚本土语言之间，
更是一种坚定明确的求生存、谋发展的策略定位：一方面，立足于对华社自身族群与文化的在地化知
识；另一方面，依托于港、澳、台、大陆等同宗同源学术文化圈的国际空间。对非华南学派、治中国
史的广大中国学者而言，东南亚与东南亚华人的方法论工具与跨域想象，也是如此。随着汉语文化圈
人文交流的日益国际化，这可能是一个需要正面看待和具体客观分析的重要现象。将来能否发展成为
一种趋势，值得观察。香港中文大学治清史的梁元生教授利用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多年的机会，厦
门大学治唐史的陈衍德教授利用到菲律宾交流一年的机会，以及治明清史的曾玲教授利用到新加坡探
亲和定居多年的机会，纷纷转而研究在地的东南亚华人，都做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宋燕鹏博士的跨
界应该也属于此种类型，是一种难得的有益尝试，并且已经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开始。毋庸讳言，某些
专业学者，尤其是研究东南亚历史和东南亚华人的所谓正统学者，可能难免会苛求本书作者在研究主
题关联上的牵强与附会、学术理论与方法论讨论上的朴素与主观、报刊评论文章上的感性与夸张，甚
至遣词造句上的些许随意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宋燕鹏博士的学术热忱、探索勇气与勤勉认真等可
贵品质，不能不令人激赏。后生可畏，精神可嘉，相信读者会从本书阅读中得到印证。是为序。2015
年清明前夕于燕园刊于马来西亚《光华日报》2015年7月14日《光华文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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