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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代百年， 鼓浪屿从传统的居民聚落空间演变成具有文化多样性和近代化生活品质的国际社

区。 移民企业家群体凭借强大的资本、 浓厚的家国情怀、 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及现代的观念和视野， 成为

推动鼓浪屿国际社区空间格局构建和社会近代化变迁的重要力量。 采用社会科学定量研究的方法， 分析和

探究移民企业家的群体特征及其与鼓浪屿国际社区形成的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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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近代百年， 鼓浪屿国际社区社会形态的流变，
大体经历了鼓浪屿国际居留地 （１８４２—１９０２） 和

高品质国际社区形成 （１９０３ 年至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中期） 两个阶段。 前一个阶段， 西方列强根据不

平等条约， 擅自将鼓浪屿划为其居留地， 随着外

国商人、 传教士纷纷进入， 鼓浪屿上的房屋、 教

堂、 领事馆等设施大量出现， 厦门地方当局鼓浪

屿社区的管理权逐渐被削弱， 社区建设和治理采

取民间宗族乡绅自治的模式； 后一个阶段， 鼓浪

屿公共租界变为高品质国际社区。 在多元文化的

碰撞、 中外居民的居住融合等因素的历史形塑下，
鼓浪屿国际社区在社区治理模式、 文化形态、 住

区和景观营造等方面呈现出独特面相。
１８４３ 年， 厦门正式开埠。 在优越的管理制

度、 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东南亚殖民地国家排

华政策、 “实业救国” 思潮以及投资获利思想的

鼓舞和驱动下， 大量海外返乡华人华侨纷纷移居

鼓浪屿， 鼓浪屿上的华人也由 １９１１ 年的近

１２ ０００人增长到 １９４１ 年的 ４３ ０００ 人［１］３５６， 在鼓

浪屿居民比例和纳税主体上， 华人都成为绝对的

主力。 有清以来， 政府大幅度地削减了地方的财

政预算［２］， 社会公共领域的投资越来越依赖于

乡族自筹资金或绅商的捐输。 为数众多的归国华

人华侨通过海外巨额财富的积累， 完成了绅士化

和精英化转型的移民企业家群体， 携巨资返乡，
投资鼓浪屿银行、 侨批、 公共事业， 引入了海外

近代城市社区先进的治理理念和制度， 促使鼓浪

屿社会生活、 城市建设及治理的主导权从西方转

到海外返乡的华人华侨手中， 造就了华人华侨精

英群体对鼓浪屿公共事务强大的话语权， 对近代

鼓浪屿高品质国际社区的构建做出了重要的

贡献。

　 　 二、 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及群体
特征分析

　 　 华人华侨中的移民企业家群体在鼓浪屿国际

社区的构建过程中， 成为社区建设和治理的积极

参与者， 尤其在鼓浪屿高品质国际社区形成阶

段， 甚至成为主导性力量。
（一） 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的形成

在 《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

战》 一书中， 塞缪尔·亨廷顿提出： “个人对全

球化进程的参与程度， 几乎是直接随个人的社会

经济地位而定的， 精英人士参与得比一般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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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３］， 自南洋等地大量返乡聚居的海外华商群

体， 经过多年的打拼和苦心经营， 积累了巨额财

富， 通过投资创业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变

革。 按照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

“企业家” 概念， 姑且可以称他们为 “移民企业

家群体”。 “移民” 指的是他们均来自海外 （主
要是南洋地区）； “企业家” 指的是该群体的投

资行为特征［４］。
１９２９ 年，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厦门交涉员

刘光谦称， 鼓浪屿 “居民户口约在四万左右，
十之六七系属各县回国华侨， 实闽省精华荟萃之

区” ［５］。 近代鼓浪屿移民企业家群体规模较大，
李清泉、 黄奕住、 叶清池、 曾上苑、 黄仲涵等是

这一群体的重要代表。 移民企业家群体皆来自海

外， 他们在国外投资创业， 成为豪商巨富， 携资

返国； 他们的经济行为来往于南洋和中国之间，
具有跨国性； 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方式和管理

方法， 在鼓浪屿乃至厦门拓展新的行业和领域，
具有创新性； 努力改变家乡和近代中国经济社会

落后面貌， 展现出值得肯定的 “企业家精神”。
福建南安籍的黄奕住， 号称 “印尼糖王”， 年二

十一， 只身随亲友至荷属爪哇三宝垄谋生， 初以

码头华工剃头为生。 １９１４ 年创办三宝垄 “黄日

兴行”， 并在三宝垄、 棉兰、 巨港、 泗水及香

港、 新加坡等地设立分行。 一战后， 糖价上涨，
获利数千万盾， 成为东南亚四大糖商之一。 １９２０
年分别在新加坡和菲律宾创办华侨银行和中兴银

行， 同年携资 ２ ３００ 万美元归国， 定居鼓浪屿，
积极投资房地产 （建造房屋 １６０ 多幢、 独资开

辟鼓浪屿 “日兴街”）、 公用事业 （创办厦门电

话公司和自来水公司） 和金融业 （创办厦门

“日兴银号”、 投资 ７５０ 万的上海中南银行） ［６］。
１９０４ 年成立的厦门商会， 实质就是移民企

业家群体组织。 原因有二： 会员入会资格之一，
要求在厦门从事实业［７］１８０； 商会重要成员除林尔

嘉二三人外， 大多拥有外国国籍［７］１８３。 近代移民

企业家群体的行业分布、 资产规模可以由此组织

管窥一二。 厦门商会总干事共 １０ 人， 除两人经

营业务不明外， 从事金融业者 （银行、 钱庄、
当铺） ４ 人， 占已知经营业务干事 ５０％ ； 贸易

业者 ２ 人， 占已知经营业务干事 ２５％ ； 粮食及

消费品销售者 ２ 人， 占已知经营业务干事 ２５％ 。

商会共有成员 ４５ 人， 除 １８ 人经营业务不明外，
金融业者 １０ 人、 贸易业 （茶商、 纸商） ５ 人、
粮食及消费品销售者 ７ 人、 兼营金融及贸易者 １
人、 买办或洋员雇员 ２ 人、 新式生产事业或专业

人士 ２ 人。 金融业商人在商会内所占比例最大，
亦最具实力。 商会会员个人财产从 １２ ０００ 元至

１００ 万元不等［７］１８３。
抗战前厦门符合国民政府工厂法规定的工厂

仅有 ２１ 家， 资本额 ５３ ３５０ ０００ 元 （仅及厦门市

商业资本总额的 １２ ６７％ ）， 雇佣工人 ７３０ 人

（仅及厦门市商店雇佣人数的 ２ ５６％ ）， 年产品

值 １ ８２９ ９７２ 元， 约 ８０％到 ９０％的工厂都是由华

侨投资或与华侨资本有关［８］。
（二） 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特征分析

２０ 世纪初的鼓浪屿， 随着海外移民的大量

增加而变成侨乡社会， 海外返乡移民企业家群体

成为地方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地方公共事务

中享有强大的话语权。 通过对该群体特征的系统

分析， 可以更深入理解他们在鼓浪屿近代社会变

迁中的重要作用。
１． 籍贯分布。 美国学者顾德曼认为： “籍

贯是某人姓名、 字号以外第一个特征记录， 在法

律面前需要确认某人身份的首要事实。” ［９］ 出于

样本分析效果的考虑， 笔者选择了当时鼓浪屿社

区较有影响的移民企业家共 ５９ 人进行数据分析。
经统计分析， 鼓浪屿国际社区形成过程中移民企

业家籍贯分布呈现以下特征 （见图 １）。
图 １ 共统计鼓浪屿声望较著的移民企业家

５９ 人， 其中籍贯为福建 （泉州、 漳州、 福州、
厦门） 的为 ５７ 人， 比例高达 ９６％ ， 广东 （中

山、 梅县） 人数为 ２ 人， 占比仅为 ４％ 。 这一时

期移民企业家绝大部分来自福建， 尤其是以泉州

（３７ 人）、 厦门 （１０ 人）、 漳州 （８ 人） 为主，
分别占福建人总数的 ６３％ 、 １７％ 、 １３％ ， 三地

总人数合计 ５５ 人， 共占福建人总数的 ９３％ 。 由

此可见， 鼓浪屿国际社区形成的整个过程中， 近

代移民企业家群体主要是来自福建， 尤其是来自

厦漳泉为主的闽南地区。
２． 来源地域。 英法等国殖民东南亚各国后，

极力推行排华政策， 致使大批海外返乡移民携带巨

资， 迁居鼓浪屿。 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在鼓浪屿近

代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发展过程中， 作为一股强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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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量深度介入， 不仅提供了近代城市社区管理理

念， 也构织了更加多元的文化图谱。 近代移民企业

家群体侨居国别和地区， 大致如下 （见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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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籍贯分布图①

（图中数据标签依次为籍贯、 人数、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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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侨居国别统计

（图中数据标签依次为国别、 人数、 百分比）

①资料来源： 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系列丛书编委会编： 《鼓浪屿文史资料》 （上、 中、 下）， ２０１０ 年； 何丙仲

主编： 《鼓浪屿华侨》，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戴一峰编： 《海外移民与跨文化视野下的近代鼓浪屿社会变

迁》，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洪卜仁主编： 《厦门华侨记事》， ２０１７ 年； 洪卜仁主编： 《厦门文史丛书》，
２０１５ 年。

由图 ２ 可知， 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主要来自

东南亚地区， 分布地区较为广泛。 其中以菲律宾

最多， 有 ２７ 人、 其他依次是印度尼西亚 １６ 人、
新加坡 ６ 人， 缅甸 ５ 人、 马来西亚 ２ 人， 泰国 １
人、 越南 １ 人、 澳大利亚 １ 人。 这些东南亚国家

随着 １８ 世纪早期欧洲殖民者的入侵， 较早成为

荷兰、 英国、 法国的殖民地， 在欧风美雨的侵袭

下， 具有了相较于晚近鼓浪屿更多的近代化气

息。 尤其是华族多居住于城市地区［１０］２２， 耳濡目

染西方现代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经验及理念是必然

的。 综合图 １ 和图 ２， 可以看出近代移民企业家

群体海外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区性。 泉州以侨居菲

律宾、 新加坡为主； 福州以侨居马来西亚、 印尼

为主。［１１］

３． 教育背景。 由于社会、 经济等方面的原

因， 早期出国谋生的华人华侨大多没有受过良好

的教育。 近代以来海外返乡的移民企业家群体文

化水平普遍较低， 文化水平以私塾和私塾以下为

主， 共 ４５ 人， 占总人数比高达 ７６％ ， 受过高等

教育的只有薛敏佬 （密执安大学）、 林谋盛 （香
港大学）、 林文庆 （爱丁堡大学）、 林庆年 （北
京大学）， 共 ４ 人， 占比仅为 ７％ ， 具有硕士学

历的只有林文庆 １ 人。
另外，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１） 近代移民

企业家群体文化水平虽普遍较低， 但他们见识

广、 能力强、 社会活动能量大， 尤其是近代移民

企业家群体中人数占比极高的福建人， “福建人

喜住城市而精于经商， 在上述各地华社内均握有

经济的最大势力” ［１０］１７。 这一群体在侨居国作为

富有华商， 基本上都是精英阶层， 处于华社的上

层， 与殖民政府当局关系也较为密切。 （２） 身

处异国他乡的艰难环境， 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深

切感受到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 具有强烈的投

资教育及文化事业的情怀。
４． 任职情况。 事实上， 上述近代移民企业

家群体除了具有工商业者这一最显著的身份标

签， 往往在本兼职方面呈现出多重化特征。 由于

材料局限， 笔者未能对 ５９ 位企业家本兼各职一

一求证， 但可以确认其中 ４０ 人 （６７ ８％ ） 身兼

多职 （见图 ３）。
由图 ３ 可以观察到 ３ 个问题： （１） 近代移

民企业家群体本兼各职涉及政治、 经济、 文化、
侨务、 教育等多个领域。 以福建南安籍华侨企业

家和社会活动家黄奕住为例， 其身兼厦门商办自

来水公司董事长、 鼓浪屿华人议事会主席团主

席、 中南银行董事长等职， 积极捐赠厦门大学图

书馆、 鼓浪屿中山图书馆图书及设备， 从事鼓浪

屿房屋及市政建设， 对厦门尤其是鼓浪屿近代城

市社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２） 从跨国主

义理论来看，海外华人华侨“经常跨越国家和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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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疆界， 其文化和身份认同具有明显的流动性

和跨界性” ［１２］。 据可靠史料查证， 在上述论及的

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中， 至少有 １１ 位在侨居国

和中国均肩负重要职务。 例如， 菲律宾华侨李清

泉， 在南京政府出任财政部和实业部顾问， 同时

又是马尼拉中国商会的会长； 新加坡华侨林文庆

更是身兼厦门市政会会董、 新加坡华人议员、 南

京临时政府内务卫生司司长、 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等职。 这些移民企业家以 “既在此处， 又在彼

处” 的心态， 推动物资、 资金、 技术、 文化等

在侨居国和母国之间双向流动。 大量的跨国实践

活动， 对晚近 “双半社会” 的中国， 尤其是像

近代以来作为侨乡社会的鼓浪屿等地区， 于社会

变迁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 （３） 近代企业家本

兼各职及其相关的活动区域大多与城市相关， 甚

至华人中某些有威望、 有领导才能与富有者被殖

民当局任命为所在华社的官员， 间接统治华人社

区 （居住区）。 例如， 菲律宾的叶清池、 印尼东

爪哇三宝垄的黄仲涵都曾担任甲必丹， 后者甚至

升至军事阶级最高者玛腰。 他们在归国迁居鼓浪

屿后， 在厦门市政会、 鼓浪屿工部局担任会董、
华董， 侨居国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先进经验、 理念

也随之被融入到鼓浪屿近代城市社区中。 印尼华

侨黄奕住所在的三宝垄市， 长期被 “不卫生城

市” 之名所困。 在荷兰市政建设和管理经验的

治理下， 三宝垄市市政建设大为改观， 这令黄奕

住印象极为深刻。 作为厦门城市建设决议机关的

市政会和鼓浪屿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 正是参照

了三宝垄市政委员会， 开展市政工程设计、 审计

和筹款等工作［１３］。

图 ３　 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任职情况一览 （图中数据标签依次为职务、 人数、 百分比）

　 　 三、 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是鼓浪
屿国际社区构建的主要推手

　 　 海外移民企业家群体基于雄厚的经济实力、 爱

国爱乡的家国情怀、 现代意识及开阔的眼界， 造就

了鼓浪屿国际社区聚落空间格局和社会的历史变

迁， 成为推动鼓浪屿国际社区形成的重要力量。
（一） 鼓浪屿国际社区的概念界定

当前学术界判定国际社区标准主要有 ５ 点：
以城市地域里的社区为基础； 社区居民的国际

化， 境外人口需要聚集到一定程度； 文化的多元

化， 尤其是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等呈现多元多样

的特征； 组织制度、 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等具有

国际标准， 并有国际一流水准的社区治理水平；

国际社区应是一个成员和谐生活、 文化相互包容

的社会共同体。 因此， 鼓浪屿国际社区是以鼓浪

屿地域为基础， 国内外居民共同居住、 社区成员

国际化、 国内外优秀文化相互交融而形成的独特

的、 风景优美的、 拥有高品质文化的高端社区，
具有深厚的社区治理底蕴。 以鼓浪屿国际社区的

内涵上看， “国际” 代表了鼓浪屿居民构成及文

化形态的国际化和多元化； “社区” 是指鼓浪屿

作为高品质的生活社区， 具有完善、 宜居的公共

服务体系。 外延上看， 既体现在社区建筑、 风貌

等物质层面， 更体现在社区治理和社区文化等精

神层面［１４］。 鼓浪屿国际社区与近代上海公共租

界相比较： （１） 在社区建筑风貌上， 前者呈现

出多元化风格。 而后者则呈现出纯欧版空间格式

化的倾向［１５］。 （２） 社区管理上， 鼓浪屿国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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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华侨构成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 多元主体共同

参与治理［１６］； 后者则设立工部局， 在租界行政

上实行统一管理。 （３） 鼓浪屿国际社区在吸收

先进文明和异质文化精髓基础上建构出近代市民

文化和市民精神， 后者则没有。
（二） 近代移民企业家对鼓浪屿国际社区构

建的参与和贡献

１． 鼓浪屿国际社区聚落空间格局形成的有

力推动者。 近代以前， 鼓浪屿作为中国东南沿海

孤悬海上的一座小岛， 聚落格局相互分割且分

散。 鸦片战争后， 外国侨民大量迁居鼓浪屿， 在

鼓浪屿岛的东南部山势较高处及周边海滨区域建

造房屋居住， 华洋分别聚落形成一定的区隔。 ２０
世纪初， 随着闽南籍海外移民大量聚居， 逐渐成

为鼓浪屿聚落形态和空间格局演化的主导性力

量。 据统计， 仅 ２０ 至 ３０ 年代十几年间， 返乡海

外移民就在鼓浪屿岛上兴建了１ ０１４座楼房［１７］４５。
另外， １９２４ 年至 １９３６ 年间， 鼓浪屿工部局颁发

的 ９７０ 份建筑执照中属于返乡海外移民及其眷属

的占 ７５％ ［１８］。 相当数量的海外返乡移民企业家

积极投资社区房地产和道路网、 自来水等公共事

业， 鼓浪屿公共社区的空间格局迅速扩展， 公共

设施趋于完善， 近代城市社区基本成型。
２． 鼓浪屿国际社区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在

鼓浪屿高品质国际社区形成时期， 随着相关配套

设施逐渐健全， 社区功能得以逐渐完善， 近代城

市社区基本成型。 随着海外返乡移民人数急剧增

加， 他们必然成为鼓浪屿城市社区纳税的主体。
１９３１ 年， “中国人税额为 ６３ ９９７ ７５ 元， 外国人

为 １２ ２０９ １４ 元， 中国人所付产业税已经为外国

人 ５ ２ 倍” ［１９］。 经济地位的提升使海外返乡移民

的政治地位也相应提高， 海外归侨精英群体作为

一股新的社会力量强劲介入， 逐渐占据社区建设

和治理的主导地位。 工部局作为新成立的社区管

理的统一机构， 始终都有华人参与其中。 １９２４
年工部局增设的顾问委员会， 就是以鼓浪屿海外

归侨精英为主体的。 董事会作为工部局的领导机

构， １９２６ 年洋董事的人数由 ６ 名减少为 ４ 名，
华人董事由 １ 名增加到 ３ 名［２０］。 来自南洋甚至

南中国海地区的鼓浪屿海外返乡移民， 尤其是闽

南籍海外移民中的商人构成的移民企业家群体，
在海外西方殖民地生活或经商获得了在国内难以

企及的文化、 阅历和经验， 他们迁居鼓浪屿之

后， 西方先进理念和社区管理模式也随之引入，
造就了一个迥异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城市

社区。
３． 鼓浪屿国际社区多元文化的重要建构者。

闽南籍海外移民为主体的鼓浪屿社会精英群体深

受海洋文化的影响， 具有务实、 求新、 兼容的精

神， 对构织多元文化共生的文化图景发挥了桥梁

和中介作用。 宗教上， “鼓浪屿华人居民的民间

信仰， 是与闽南民间信仰同源、 同构的” ［１７］２２１。
海外返乡移民的文化观念在根本上坚守着闽南海

洋文化的特质。 同时， 民间信仰上泛神化和实用

主义的特点， 使得鼓浪屿海外返乡移民群体对异

质文化保持一种开放心态， “既能以开放兼容的

胸怀接受多元文化， 又能够以和而不同的理念与

异域文化和谐相处” ［２１］。 外国侨民带至岛上的一

神教信仰的基督教， 因为被建构为当地众多神灵

之一， 而得到了迅速发展， 从 １８４２ 年到 １９４２ 年

厦门的教徒从 ２ 名发展到 １５ ０００ 名［１］２８９。
建筑上， 海外移民以欧式建筑或折中主义的

南洋华侨建筑为时尚， 自建别墅和近代园林， 风

格琳琅满目， 混杂了南洋、 西洋和闽南的多种文

化因素， 为社区营建活动注入了活力， 近代移民

企业家群体更是积极参与， 大兴土木。 “在鼓浪

屿， 最好的大厦是属于那些有幸在西贡、 海峡殖

民地、 马尼拉和中国台湾等地发迹的商人的后裔

所有” ［２２］。 印尼华侨黄奕住的黄家花园、 菲律宾

华侨许经权的番婆楼园林即是重要代表。
另外， 海外移民带来的西方音乐、 绘画、 体

育等社会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流、 碰撞， 造就了鼓

浪屿的多彩文化和特有气质。
４． 鼓浪屿国际社区近代教育发展的重要支

持者。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鼓浪屿近代教育发展迅

速， 教育结构日益多元化， 逐步形成了从小学、
中学到职业学校等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 这一时

期， 兴办小学 ６ 所、 中学 ７ 所、 职业中学 １
所［２３］。 闽南籍海外移民为鼓浪屿教育的近代化

提供了资金和人才的积极支持， 贡献巨大。 “富人

阶层给各种各样的学校施予大量捐款， 对这项伟

大的事业继续慷慨的合作”， “居住在海峡 （指新

加坡）、 马尼拉和其他地方的厦门人对教育事业表

现出十分强烈的关注” ［２４］。 印尼华商黄奕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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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勤中学常年经费 １５ ８００ 元， 占厦门市全市中学

经费的 ５ ８％， 占华侨补助厦门中学经费总数的

９２ ９％。 据统计，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黄奕住捐助慈勤

中学经费总额高达 ３０ 万元以上［２５］。

　 　 四、 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特征与
鼓浪屿国际社区构建的正相关关系

　 　 通过采用社会科学定量研究的方法， 在统计

分析海外返乡移民企业家群体特征的基础上， 厘

清了移民企业家群体特征与鼓浪屿国际社区形成

的正相关关系， 揭示了移民企业家群体对鼓浪屿

国际社区形成的重要影响。
１． 海外返乡移民企业家群体的籍贯分布，

绝大多数集中在福建， 特别是厦漳泉闽南地区。
“从基层看去，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２６］。 中国

传统文化的家族本位和乡土色彩， 在闽南人中表

现得更为明显。 就闽南籍海外移民企业家而言，
爱国爱乡、 重义轻利、 乐善好施成为他们的共同

特征。 他们心怀故土家园， 积极回报乡梓， 助学

兴教、 投资经济建设， 有力推动了侨乡社会的现

代变迁。
２． 近代移民企业家来源于海外， 其侨居地

（南洋各地） 在西方殖民扩张下早已殖民地化，
欧风美雨的侵袭使它们相比晚近的中国具有更多

近代化特征。 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在南洋各地生

活、 从事工商业活动， 必然会获得国内人士难以

企及的经验、 阅历和眼界， 热衷于投资和引进新

式行业［１７］１３２。 事实上， 这一群体的大量迁入，
导致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建设和管理的主导权，
必然从西方人转到华人手中。

３． 早期经济压力下出洋的近代移民企业家

群体 （以闽南籍为主）， 大多没有受到良好的教

育， 甚至子女的受教育权利几乎都被剥夺殆尽，
在侨居国备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欺凌和迫害。 惨

痛的切身经历， 使他们深感良好学校教育、 科学

文化知识的重要性， 返乡后积极致力于家乡教

育、 文化、 卫生等公益事业的建设。 这种投资，
“体现了华商的非理决策的倾向” ［２７］。

４． 基于强大的经济实力， 近代移民企业家

群体以工商业者身份为基础， 形成了身份的多重

叠加。 他们以改善桑梓为己任， 跨国实践扩展到

政治、 经济、 社会等多个领域， 聚集起了更多的

社会资源， 放大了群体活动能量， 成为侨乡社会

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对推动侨乡近代化和经济

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五、 结　 语

近代以来， 基于世界和中国近代历史格局的

变动， 鼓浪屿经历了由东南沿海乡村早期聚落到

近代城市社区的演化。 特别是 ２０ 世纪的前 ４０
年， 随着南洋各殖民地返乡的近代移民企业家群

体的聚居， 鼓浪屿更是进入了近代发展的黄金

期， 成长为华洋共居共处的国际社区， 在建筑风

貌、 社区治理、 市民精神、 文化多元性等方面形

成了迥异于公共租界的样貌特征。
从近代鼓浪屿国际社区演进的历史逻辑来

看， 绝非西式文化与西式文明单一影响的结果，
最大的推动力量来自海外返乡的移民企业家群

体。 在近代特定的时空背景形塑下， 聚居鼓浪屿

的近代移民企业家群体特质明显： 具有浓烈的家

国情怀； 熟悉西方近代文明的种种制度安排和行

为规范， 近代化特征明显； 普遍教育水平不高，
但投资家乡教育、 文化事业意愿强烈； 财力雄

厚， 身份多重叠加， 社会影响巨大。 基于上述特

质， 闽南海外移民企业家群体必然地成为鼓浪屿

高品质国际社区构建的主要推手和重要贡献者，
近代鼓浪屿社会文化的变迁也呈现出多元并置的

面相和复杂图景。 海外返乡移民企业家群体作为

近代中国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产生的影响和效

果， 在鼓浪屿这样一个狭小空间， 尤其明显和集

中， 因此更具研究的样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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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８］ 林金枝． 论近代华侨在厦门的投资及其作用 ［ Ｊ］ ．

中国经济史研究， １９８７ （４）： １０９ － １２４．
［９］ 顾德曼． 家乡、 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

认同 （１８５３ － １９３７） ［Ｍ］ ． 宋钻友， 译． 上海： 上

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３．
［１０］ 李恩涵． 东南亚华人史 ［Ｍ］ ． 北京： 东方出版

社， ２０１５．
［１１］ 林金枝， 庄为玑． 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

选辑： 福建卷 ［Ｍ］ ． 福州： 福 建 人民 出 版 社，
１９８５： １７．

［１２］ 杨宏云． 东南亚华侨华人的跨国实践与认同流变

———以印尼华商为例 ［Ｍ］ ．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１７： １１．
［１３］ 周旻， 主编． 鼓浪屿研究： 第 ２ 辑 ［Ｍ］ ．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１１９．
［１４］ 黄新华， 陈芳． 社区治理视野下的鼓浪屿 “历史

国际社区” ［Ｊ］ ． 鼓浪屿研究， ２０１９ （１）： １ － ３９．
［１５］ 姜龙飞． 上海租界百年 ［Ｍ］ ． 上海： 文汇出版

社， ２００８： １８９．
［１６］ 夏军． 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治理的遗产价值 ［ Ｊ］ ．

厦门特区党校学报， ２０１９ （５）： ３４ － ３９．

［１７］ 戴一峰． 海外移民与跨文化视野下的近代鼓浪屿

社会变迁 ［Ｍ］ ．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１８］ 吴 瑞 炳， 林 荫 新， 钟 哲 聪． 鼓 浪 屿 建 筑 艺 术

［Ｍ］ ．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１０．
［１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 鼓浪屿申遗文本

［Ｒ］ ．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 ２０１６．
［２０］ 洪思明． 东西方视域的鼓浪屿公共租界语言文化

交流研究 ［Ｃ］ ／ ／ 何瑞福． 鼓浪屿研究： 第 ７ 辑．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７．

［２１］ 王兰娟， 陈少牧． 闽南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中的历史作用与时代价值 ［ Ｊ］ ． 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 （３）： ６２ － ６６．
［２２］ 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 《厦门海关志》 编纂委员

会． 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 ［Ｍ］ ． 厦门： 鹭江出

版社， １９９０： ３５９．
［２３］ 厦门 市 政 协 文 史 资 料 研 究 会． 厦 门 文 史 资 料

［Ｇ］ ． 厦门： 鹭江出版社， １９９０： ５８ － ６２．
［２４］ 毕腓力． 厦门纵横———一个中国首批开埠城市的

故事 ［Ｍ］ ． 何丙仲， 译．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０９： １５８．
［２５］ 赵德馨． 黄奕住传 ［Ｍ］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

社， １９９８： ２５４．
［２６］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 第 ２ 辑

［Ｍ］ ．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２８．
［２７］ 潘淑贞． 当代菲律宾华商在华教育投资与管理的

特点———以闽南地区为考察点 ［ Ｊ］ ． 华侨大学学

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 （４）： ３０ － ３７．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ｌａｎｇｙ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Ｎ Ｆｅｎｇ１， ＣＨＥＮ Ｆａｎｇ２

（１． Ｃｈｅｎｇｙ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Ｊｉｍ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ａｍｅｎ ３６１０２１， Ｃｈｉｎａ；
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Ｇｕｌａｎｇｙｕ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Ｘｉａｍｅｎ ３６１００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Ｇｕｌａｎｇｙｕ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ｓｐａｃｅ ｉｎｔｏ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ｆｅ． Ｔｈ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Ｇｕｌａｎｇｙｕ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ｖｉｓ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Ｇｕｌａｎｇｙｕ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ｕｌａｎｇｙｕ Ｉｓｌａｎ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ｒｏｕｐ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责任编辑　 陈蒙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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