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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作为一n学科，既未曾被正式界定过，且有待发展。

华社研究中'以（华研）是目前惟一 V乂马来西亚华人研完为其主要学木范崎的学术

机构，对于促进有关学科是贵无旁贷的。因此，华研于199日年开始策划出版〈(马

来西亚华人研完学刊》，目的在于促进学术研究与交流，希望对发展学科有所贡

献。现超学刊面世之睛，我想给读者们介绍华研并阐述我们对马来西亚华人研究

的一些相关槪念。

创立华研的槪念可1^/追調到1983年在模城召开的。全国华团文化大会"，两

年后即198日年1月华研V乂 "华社資料研究中吃的名义成立，巧雪兰我中华大会

堂负贵管理。自成立V乂来，华研不仅转捉搜集資料、出版书刊、举乃、研讨会，还

汇集各领域学者、专家探讨华人社会所面对的问题。虽然如此，作为一所学术机

构，当时华研的定位并不明部，组巧也有欠完善。1993年7月华研申请成为一所

独立的非營利机构，实行会员制，面会员大会选出董事会管理。这巧转变标志了

华研的一个新起点。近年来，华研才明确地被定位为一所学未研究机构，vV、"马

来西亚华人研究"为其主要的学未范畴。目前华研尚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来日

方长。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是马来西亚华人的社会与文化为其研究对象，造一口结

合社会与人丈科学、特定社群为研究客体的综合性学科。马来西亚华人，或称

华崭马来西亚人，既是马来西亚国民，认同于马来西亚，也是华人，认同于华

撫。国家认同与民族（文化）认同，在多元的马来西亚社会，可v'X并冉而不悼。

马来西亚的国家哲学——1970年的《国家原则》——肯定了多元文化是这个国

家的力量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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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至20世纪初，各种历史因素促使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人民大量移

居东南亚，今日东南亚各国的华人社会实滥顧于化。在马来西亚，华裔祖先在各

领域的努力，配合了各种变数，为今日华人社会奠下了基础，也对国家的独立义

姪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在面向新千褚之际，日百多万的华人，作为这个国家的重

要组成部分，正与国内各民族同协力为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为落实" 2020宏

愿"而辛勤工作。

华齊祖先带来的中华丈化，和各民族丈化、西方文化交流互动了近两百年，

如今已发展为具有本地色彩及本身特点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化"（"马华文

化"）。换言之，马华文化是马来西乐华人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为适应居留地

的环境，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通过与当地各种文化涵化的历程而产生的。从文

化发展的过程和成果来看，马华丈化是马来西亚国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文

化渊源来看，马华文化和其他发展于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华族文化有共同之处'、

在这个資讯时代，这些华族文化可交流互动，产生积机的影

巧入21世纪的马来西亚华人近年来热衷于改革义建设本族丈化（"马来西亚

中华大会堂息会"联合各华团正在草柏《文化工作总纲领〉）义筹乃、。思想兴革大

会"），化項艰巨之工程必须学未研完为基础，因此华研上述的学术定位显示

其任重道远。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不论其历史、现状、或前景，向来都风引了各国学者们

的注意，因而累艇的研究成果也不俗。虽然如此，有关马来西亚华人巧研究只是

附庸于马来西亚研究、东南亚研究、海外华人研究、或中华研究，在理论与方法

论的层次上，不曾开相，更不曾独立口户。此外，对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有兴趣的

学者，一直缺乏一个特定论妃便进行更有效的学术交流。希望衣刊的出版有助

于弥补这些不足。

筹划本刊期间，我们曾向各地区学者说明出版缘起并邀稿，幸获热烈。向应，

我们盛激良深。希望今后本刊可获更大的支持，更希望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在各

方面的努力下，能穗健地发展，最终会有一定的独特性和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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