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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第一屆「海外華人研究與文獻收藏機構國際會

議」，開始於西元 2000年，主辦單位為俄大邵友保

研究中心（全稱美國俄亥俄大學圖書館邵友保博士

海外華人文獻研究中心）在美國俄亥俄大學，當時

有來自世界各地五十多個研究機構、圖書館、學

會、博物館等單位及代表與會，會議並得到蔣經

國學術交流基金會、世界華人聯合商業銀行文化

慈善基金會及邵友保博士等單位的贊助。是歷年來

以探討「華人研究」為主題較大規模的國際會議。

從此之後，建立了華人研究機構與文獻收藏機構

研究人員雙向交流的平台。第 2屆會議於 2003年

3月 13日∼ 15日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第 3屆會

議於 2005年 8月 18∼ 20日在新加坡舉行。

今（2009）年「第四屆海外華人研究與文獻收

藏機構國際會議」由俄大邵友保研究中心與廣州暨

南大學聯合主辦，於 5月 8日∼ 10日在廣州暨南

大學召開。邀集海外華人研究與文獻收藏機構及學

者專家研討、切磋相關議題，本人也受邀參加本

次會議並於會中發表《中國國際圖書館成立與藏書

探析》一文。三天的會期內，與會者相互討論，

分享學術成果，交流意見並促進彼此的聯繫，對

於圖書館員的我而言，是很難得的學習過程。

二、開　幕

會議於 2009年 5月 8日至 10日在廣州暨南

大學舉行三天，共有來自美國、加拿大、法國、

荷蘭、德國、英國、西班牙、瑞典、義大利、波

蘭、古巴、澳大利亞、紐西蘭、中國、日本、台

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

香港、澳門等 23個國家和地區 210餘人與會；暨

南大學副校長、華僑華人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紀宗

安教授主持開幕式。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政策法規

司王曉萍司長、暨南大學校長胡軍教授、俄亥俄

大學圖書館榮譽館長李華偉博士、世界海外華人

研究學會會長廖建裕博士，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

究院院長兼基地主任劉澤彭先生分別致辭。應大會

邀請，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主席王賡武先

生，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歷史與政治學院兼任

講座教授顏清湟先生分別作了題為《從民族史的角

度談新舊移民》、《中西文化的互動：一位海外華人

學者兼社會活動家的親歷》的主旨演講。日本東

京大學名譽教授、中山大學亞太研究院院長濱下

武志，荷蘭萊頓大學歷史系教授包樂史（Leonard 

BLUSSÉ），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東亞研究講座教授

劉宏，加拿大卑詩大學亞洲圖書館館長袁家瑜，

五邑大學廣東僑鄉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張國雄，菲

參加「第四屆海外華人研究
與文獻收藏機構國際會議─
互動與創新：多維視野下的華僑華人研究」實錄

陳德漢　國家圖書館採訪組助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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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會長、ISSCO秘書長洪玉

華，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圖書館館

長葛劍雄，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少數族裔研究係

教授王靈智分別做了大會發言。

三、會議主題及議程

本次會議的主題是「互動與創新—多維視野

下的華僑華人研究」。會議通過多元文化背景下的

交流和互動，提供一個較大的平臺來展示當今世

界華僑華人研究的新課題和新成果。同時，也為

致力於海外華人研究的專家學者、圖書館員、檔

案管理人員搭建一個跨區域、跨學科、多功能的

溝通橋梁。來自世界各地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學

者二百多人參加會議，提交的會議論文達二百多

篇。為了使與會代表擁有充分交流、共用研究成

果的機會，9日下午和 10日上午，會議安排了三

十二場專題學術討論。與會代表圍繞著移民族群與

文化適應、社會衝突與社會流動、新移民研究、

僑批與華商文化、海外華商網路、婚姻、家庭與

社會、華人文化與藝術、宗教與民間信仰、僑鄉

與海外聯繫、新史料與海外華人研究、族譜與華

人研究、網路資源與數據庫建設等 12個主題進行

了熱烈深入的研討。

本人參與 9日下午文獻檔案整理和利用之分組

討論﹙第八場﹚，並發表《中國國際圖書館成立與

藏書探析》一文。主旨在以書目計量學為工具，探

析 1933年成立於日內瓦之中國國際圖書館的九萬

冊藏書內容，分成線裝書、舊平裝書、期刊與公

報、外文圖書四部分探析。

四、閉幕式

10日下午，暨南大學副校長林如鵬教授主

持閉幕式，廣東華僑華人研究會副會長吳行賜先

生、美國康奈爾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鄭力人博

士、美國俄亥俄大學邵友保海外華人文獻研究中

心特別顧問邵公全博士分別致辭，對大會的成功

召開與取得的廣泛學術影響表示了肯定與祝賀。暨

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張應龍博士受大會組委會委

託作總結發言，指出這次會議雖然時間短但成果

豐碩，提交大會的 200多篇論文涵蓋了華僑華人研

究的主要方面，體現了“多維視野”的特徵，在

研究重點上以移民研究、社會文化和文獻資訊三

大板塊為主，突出了本次會議的學術特色。提出

要加強研究機構和收藏機構之間的合作和交流，

加強對新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利用，加強對新技術

手段的運用，加強海外華人理論的研究，並對來

自世界各地積極參與的全體代表和大會工作人員表

示衷心的感謝。

五、心得與建議

一、參與學術會議，擴大視野

本次會議為專家學者、圖書館員、檔案管理

人員搭建一個跨區域、跨學科、多功能的溝通橋

樑。對於一向只參加侷限於圖書館界會議的我而

言，受到極大的衝擊，接受到各國跨學科專家與

學術之洗禮，擴大了學術視野，是一頗佳的自我

成長之機會，所以建議館方應鼓勵同仁多多參與

國內外跨領域之學術會議。

二、本次會議主題凸顯互動與創新

除了傳統族譜資料、碑刻資料外，本次會議

有不少論文對新史料的作了整理和利用，如人口

普及資料、家庭電影、私人相簿、社團年鑑、數

據庫等新資料的應用。又如跨國方法之研究以互動

整合保皇會相關之研究，以及美國國會圖書館對

美籍亞太裔族群館藏的新舉措等，都可見到互動

與創新的作法。

三、特色館藏、資料庫與網路信息之建立刻不容緩

文獻資訊為本次會議三大區塊之一，參與本

參加「第四屆海外華人研究與文獻收藏機構國際會議－互動與創新：多維視野下的華僑華人研究」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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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會議更容易了解海外華人文獻與資訊目前之典藏

與發展現況。深深覺得特色館藏、資料庫與網路

信息之建立已是圖書館界不可抗拒之趨勢。如香港

中文大學圖書館「高行健特藏」之設立、華僑博物

院華僑華人文獻專題資料庫的建立、廈門大學南

洋研究院華僑華人研究網路資源與資料庫建設等。

又如與會學者在本人發表《中國國際圖書館成立與

藏書探析》一文之討論中，對於本館該項特藏之未

來數位化問題很感興趣，所以個人建議可排入本

館數位化計劃中。

四、利用主辦機會，培養機構研究人員

海外華人研究會議今年首次在中國舉行，大

陸利用這次主辦機會，鼓勵多位的年輕學者、圖

書館員、檔案管理人提出論文，利用這種「以會

代訓」之方式培養新人，帶動研究風潮，這種模

式或許值得我們借鏡。

五、分組討論場次過多，場地太小

主辦單位規劃以 105分鐘為一場次時段 (每個

場次安排 5篇論文 )，同一時段有 8個場次於同樓

層的 8間教室同時進行，每間教室約可容納 30個

座位。亦即意味著同一時段選擇其中一場次的同

時，勢必要放棄其他 7個場次，所以如碰到兩場

以上都有興趣時，就面臨取捨的問題了。如能減少

場次且於較大的場地進行，相信較能滿足參與感。

六、會期過短，缺乏評論機制

大陸本次會議號稱二百多人參加會議，提交
筆者攝於「第四屆海外華人研究與文獻收藏機構國際合
作會議」開幕前

的會議論文達二百多篇，又在兩天的會期分組分

場進行完畢，時間上稍嫌倉促，討論參與感不

足。而最大的問題是，缺乏於台灣學術會議常見

之論文評論人機制，學術性與評論性相對缺乏。

以國際會議可容納 200人的空間，再輔以評論機

制，會期加長等，應該是下一屆會議可以思考改

進之處。

從接受這次會議主辦單位邀稿起，就開始了

一段自我成長之路。經過蒐集論文資料、吸引消

化資料、撰寫完稿等漫長過程，到單槍匹馬赴

會，在會場、餐宴中與其他各國學者之寒暄交

際，以及分組發表論文與回應問題討論等，其

間應對進退之拿捏，都是很難得的學習過程。總

之，這次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面對各階段之問

題，都能逐一克服與完成，是一個難得的學習與

體驗，在自我的成長之路已烙下深刻的痕跡。

參加「第四屆海外華人研究與文獻收藏機構國際會議－互動與創新：多維視野下的華僑華人研究」實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