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史与生命历程交叉视角下的华侨华人研究 

——《澳大利亚华人访谈录（布里斯班卷）》代序 

 

《澳大利亚华人访谈录（布里斯班卷）》是江苏师范大学张荣苏博士于 2019 至

2020 年在布里斯班昆士兰大学访学期间，与粟明鲜博士合作，访谈 23 位当地华侨华

人后整理而成的一部访谈体著作。本书的鲜明特点，及其特有的学术价值及贡献，在

于其将国内社会学、社会史及若干其他学科中很多学者大力提倡的口述史与生命历程

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角度结合在一起，并具体运用到华侨华人研究中。 

收到该书书稿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关注国内社会学界口述史研究的各种动

向及研究成果。使我感到惊喜的是，张荣苏博士与粟明鲜博士这本新作在处理访谈材

料、写作方法上，都与我近年来感兴趣的口述史和生命历程方面的研究有着惊人的巧

合。这也就成了我对这本访谈体著作的第一个突出印象，也是我认为可以强调的第一

个特点。 

强调口述史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以及推广生命历程的研究角度或分析框架，在国

内学术界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但近年来一个很活跃的学术团队，是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周晓虹教授领导的一个口述史课题组。新冠疫情爆发前，周晓虹教授到访墨尔本，向

我介绍了他们团队的研究计划，并邀请我参与他们课题组的部分活动。虽然后来由于

新冠疫情爆发，这已计划并未如愿以偿，但在过去两年的疫情期间，我不但收到过该

课题组 2020 研讨会的十几篇论文，而且还在不久前旁听了该课题组召开的 2021 年网

上研讨会。 

在通读张荣苏博士与粟明鲜博士这部新作书稿时，我联想起周晓虹教授在他撰写

的“口述史与生命历程：记忆与建构”一文中提到的生命历程研究中两个重要的分析

概念。第一是转变(transition)，即由某些重要的生活事件所造成的人生重大转折。在

国内，人们会用毕业、就业的时间，或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等转折点，将研究对象还

原到原有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同样的特征也表现在华侨华人人群中，并且可以成为观

察、分析他们的一个指导性概念及可操作的研究角度。第二是轨迹(trajectory)，即一

个重要转变给一个人、一群人后来的人生、社区生活带来的持续性的影响。生命过程

的研究者们都认为，个人在以往生活中的种种经验和积累，无论是可利用资源，还是

负面影响，都会对其后来的人生轨迹、生活进程走向、生活质量，以及可达到的人生



目标，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居住在原居住地、原居住国的人如此，移居他乡、他国

的人也鲜有例外。 

对于华侨华人来说，可能出现在他们生命历程中的例外，就是他们人生中的某些

转变、轨迹会受到移民国各种物质生存条件、人文环境，以及居住国或定居国发生的

重大历史性社会、政治事件的影响。而探索和分析这些特殊人生转变、轨迹的理想方

法之一，就是采取口述史与生命历程交叉的视角，以便将华侨华人定位在他们人生的

历程中，而不是他人的期望中，研究者的理论中，甚至旁观者的想象中。从这个意义

上说，《澳大利亚华人访谈录（布里斯班卷）》一书代表了一种新的、大胆的、有意义

的学术尝试。 

作为在同一国家、同一领域曾做过同样研究的研究者，我非常钦佩张荣苏博士与

粟明鲜博士研究项目所覆盖的时空范围，即访谈的深度和广度。与我本人在 2015 年

下半年以英文出版的 《九十年代以来澳洲华人移民的创业精神》(Chinese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in Australia from the 1990s: Case Studies of Success in Sino-Australian 

Relations. Oxford: Elsevier, 2015) 一书仅局限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大陆

新移民相比，这一特点尤其突出。因此，访谈覆盖时间长、行业范围广，访谈人数多

是《澳大利亚华人访谈录（布里斯班卷）》一书给我的第二个突出印象，也是这本访

谈体著作的第二个特点，及其学术价值所在。 

书中所访谈的 23 位定居在澳大利亚第三大城市布里斯班的华人，主要来自中国

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以及马来西亚。他们移居澳大利亚的时间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2016 年跨越了三、四十年的时间。作为昆士兰州首府城市的布里斯班是一个

迅速发展中的现代化新兴城市。布里斯班因其气候温和，自然环境优美，以及教育资

源优质齐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移民澳大利亚后到此定居。与悉尼和墨尔本这

两个华人移民历史悠久、华人数量众多的城市相比，布里斯班华人人口规模较小，目

前仍然只有大约 10 万人，约占昆士兰州总人口的 4.5%，并且大多聚居在布里斯班南

部的新利班区（Sunnybank）。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之来，华人移居布里斯班的历史也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首先

是 70 年代大批越南华裔随越南船民潮逃难至澳洲，被安置在昆士兰。随后是 80 年代

来自台湾的商业移民和香港的移民，选择定居昆士兰。进入 90 年代后，特别是新千

年以来，越来越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新移民也来到昆士兰。从华人社区人口结构及



分布的角度看，布里斯班的华人以新移民为主。他们主要通过商业投资、技术移民、

家庭团聚移民等方式移居澳洲。接受访谈的 23 位华人在布里斯班从事多种行业，涉

及中澳贸易、房地产开发、教育和移民、养老院、中国民族品牌代理、华文报刊、中

式餐饮等各个领域。另外还有三位参政的华人接受了访谈，他们分别属于澳大利亚自

由党、工党，和 90 年代中期以煽动反亚、反亚裔移民思潮而出现的一国党。其中一

位曾当选为昆士兰州第一位亚裔州议员，并担任过昆士兰州多元文化部副部长，及矿

产资源部副部长等职务。另一位是布里斯班市自由党议员。还有一位曾代表一国党参

加过昆士兰州议会选举。 

本书访谈内容主要包括这 23 位华人、华裔移民澳大利亚的原因，来澳洲后的职

业选择及主要经历，参加的当地社会和政治活动情况，以及他们对澳洲华人社区及当

地主流社会的认知情况。通过访谈，两位作者不仅详细记录并分析了布里斯班市华侨

华人社区的发展历程、现状和主要特征，还以布里斯班华侨华人为例揭示了整个澳洲

华侨华人社区发展，以及澳洲社会的政治生态。同时，部分受访华侨华人还详细讲述

了他们移民后的经历。读者从中还可以看到近 40 年来中澳贸易发展历程，中国民族

品牌打入西方市场、主流社会消费人群的路径与困难，以及中国特色餐饮在澳洲发展

的困境与出路等问题。这部分内容不仅对学术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而

且还会对有意于从事外贸活动的企业及个人，以及对外贸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有着

重要的现实意义。 

两位作者与我相识多年，并曾不断探讨过合作研究澳洲华人社区的机会。但由于

近几年来澳洲反华情绪持续高涨，华侨华人深受其害，有关他们的学术研究也难以开

展，加上我本人一直忙于其他项目，使得我未能找到与两位作者合作的机会。但非常

高兴见到他们合作的成果，并祝贺本书在国内正式出版。 

我相信本书将有助于丰富华侨华人研究，为学术界同行、研究生、本科高年级学

生，以及其他读者，提供宝贵的访谈史料，及一种具有启发意义的、行之有效的研究

方法及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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