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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潮学国际研讨会
时间:2015年8月17–19日
地点：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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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谨代表维多利亚大学及其亚太发展促进
中心， 欢迎各位来到美丽的维多利亚大学
参加第十一届潮学国际研讨会!
维多利亚大学亚太发展促进中心（缩写为CAPI)建于
1988年，作为加强维多利亚大学与亚太地区联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本中心为促进学术精进以及提高国
际学生流动和社会参与度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亚太
发展促进中心在三位研究方向分别为中国，日本，
法律及东南亚的学术带头人的带领下，拥有一系列
与时俱进并具有高度创新精神的项目。 本中心对亚
太区相关问题的知识创新与分享起到了催化作用，
并为我们了解加拿大与其他地区的联系提供诸多启

示。本次潮学研讨会是第十八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
的重要一环。维多利亚大学及亚太发展促进中心非
常荣幸有此次机会举办本次研讨会。 我们诚挚的感
谢各位的积极参与及大力支持。 

我衷心地期待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与各位进行亲切的
交谈，并祝愿研讨会圆满成功。祝各位在维多利亚的
行程一切顺利！

马昂主 
维多利亚大学，亚太发展促进中心主任

热烈欢迎各位参加由维多利亚大学亚太发展
促进中心举办的第十一届潮学国际研讨会!

第十一屆潮學國際研討會在美麗的維多利
亞大學揭開序幕。在此，歡迎遠道而來的潮
學專家、學者們，感謝為本次研討會付出努
力的合作單位——維多利亞大學。
在加拿大，生活著20萬潮州人。在我們引以自豪的多
元文化社會里，他們努力工作，服務社區，并保持者
潮人的文化傳統。本屆研討會的內容之一便是關注
潮人文化的傳承及在海外的傳播。這對生活在加國
的潮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對潮汕文化的認同及傳承
有積極的意義。

祝第十一屆潮學國際研討會圓滿成功！
 

 

 

 

 

林少毅
國際潮團總會第十八屆國際潮團聯誼年會籌委會主
席

在這個生機盎然的金秋時節，我們迎來第
十一屆潮學國際研討會在加拿大溫哥華隆
重召開。我們也很榮幸邀請到來自世界各
地的學者和專家參加此一盛會。
國際潮學研究會自1993年12月由漢學大師饒宗頤教
授倡導成立，已經成功舉辦十屆潮學國際研討會，
研討會研究成果豐碩，國際學術聲譽良好。潮州學以
中國廣東潮州這一地域、潮人以及相關的學問為研
究對象，潮州文化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
分，歷經數千年積澱而成，為現代文明發展提供寶貴
的研究價值。此次潮學研討會在美麗的維多利亞大
學舉行，意義重大，潮州人可以在融入當地社會的同

時，積極傳播自己的傳統文化。在加拿大傳承潮州
優秀文化傳統，既有利於潮人族群自身的團結和發
展，也有利於與當地其他族群人民的和睦相處，有利
於中加的友好關係。

在此，本人謹祝第十一屆潮學國際研討會圓滿成
功，亦感謝維多利亞大學為此次潮學國際研討會所
作出的努力與貢獻。

陳幼南
國際潮籍博士聯合會主席

第十一届潮学国际研讨会



研讨会时间安排
8月17日，星期一

6:30 pm 签到    地点： UNIVERSITY CLUB

7 – 9 pm
欢迎会及晚宴   地点： UNIVERSITY CLUB   着装要求：休闲正装

致欢迎辞：�维多利亚大学，亚太发展促进中心，主任：�马昂主�
国际潮籍博士联合会主席：陈幼南

8月18日，星期二
7:30 am 早餐   地点： FRASER 142

8 am
开幕演讲   地点： FRASER 159   着装要求：正装

由维多利亚大学商学院院长邵科澜发言并介绍主讲专家�
主讲专家：�黄挺（国际潮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9 am
A   研讨会第一部分
A1   经济学史   地点： FRASER 157 A2   方言#1   地点： FRASER 158

11 am 中场休息（提供饮料及点心）   地点： FRASER 142

11:30 am
B   研讨会第二部分
B1   人物   地点： FRASER 157 B2   方言 #2   地点： FRASER 158

1:30 pm 午餐    地点： FRASER 142

2:30 pm 返回公寓换装（休闲正装）， 准备参加下午及晚上的活动   着装要求：休闲正装

4 pm 维多利亚城市半日游（大巴前往公寓接送）

7 pm 晚餐   地点： OAK BAY MARINA�餐厅

8月19日，星期三
8:30 am 早餐   地点： FRASER 142

9 am
C   研讨会第三部分   着装要求：正装

C1   宗教   地点： FRASER 157 C2   社会组织   地点： FRASER 158

11 am
闭幕演讲   地点： FRASER 159

闭幕仪式，并颁发最佳论文奖 

11:30 am 午餐   地点： VILLAGE GREENS 餐厅

12:30 pm 返回公寓换装并收拾行李，准备返回温哥华   着装要求：休闲正装

2:30 pm 在学校公寓办理退房手续后前往布查德公园 

3 pm 大巴接送至布查德公园   

6 pm 搭乘轮渡返回温哥华

维多利亚大学，亚太发展促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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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1 经济史   
地点： FRASER 157

座谈会组长   施蕙 

从日本档案看晚清民初潮汕社会──以供水问题
为主
蒲豐彥，日本京都橘大学教授

目前，在日本國內保存着不少關于潮汕的歷史檔案。那些檔案包括
的內容比較廣泛。比如，丁未黃岡之役、潮汕鐵路、電燈公司以及教
育、宗教、衛生、瘟疫、颱風、貿易、海外移民、錢莊與貨幣流通、內外
航輪船等等方面。通過這些材料，一方面我們能夠了解日本人和歐
洲人在潮汕的活動狀況，另一方面又能了解当时潮汕的社會情況。
因为至今很少有学者注意這些日本檔案，本研究以清朝末年至民
國初年為對象，首先整理檔案的種類與內容，将其編成檔案分類目
錄。在該檔案中，有不少案卷涉及到潮汕社會的現代化過程，比如對
潮汕鐵路與內航輪船的具體運行狀況記述得比較詳細。本研究主要
探討這些現代化過程，從而還原在潮汕清朝末年至民國初年的社會
面貌。

從美國外交部檔案探索抗日戰爭時期的潮汕麻布
工業
史棣，汕頭大學全球研究中心副教授

本文借助近年公開的美國外交部文獻，探索在抗日戰爭期間，北美與
潮汕的麻布商人在美日兩國軍事角力之間，如何尋求生存空間，在戰
亂中保持貿易往來。本個案提供了一個地方視野，分析中美日三國外
交關係的新思路。

研讨会第一部分 
星期二，上午9-11时 

A

由维多利亚大学商学院院长邵科澜发言并介绍主
讲专家

主讲专家

黄挺（国际潮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黄挺简介

黄挺，1982年1月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在韩山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工作，1991年获得
中国古代文学副教授职称。1993年调进汕头
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从事地域历史文化研
究，1999年获区域史研究员职称，任中文系“汉
语方言与文化”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曾任汕头
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主任、汕头
大学图书馆馆长。2003年10月调韩山师范学院
潮学研究所工作，任研究所所长。现任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院副院
长，并担任《潮学研究》主编，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国际
潮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等社会兼职。

1990年以前，主要学术兴趣在中国古文献的整理和诠释。1990年以
后，则专注在潮汕社会文化史方面。

已出版的潮汕历史文化研究成果，有专著13种，论文100余篇。研究成
果得到较高的社会评价。

开幕演讲 
星期二，上午8-9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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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元利行看新加坡潮州人大米和土产业的商业
网络(1900-1960)
吴静玲

近代以潮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汕-香-暹-叻”贸易网络与大米和
土产业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认为，新加坡作为以暹罗为中心的“
汕-香-暹-叻”贸易网络中的一环，不仅促进大米及土产等货物在“
实叻”的销售，而且以自由贸易港的身份优势，拓展出从大陆东南亚
国家到海岛东南亚国家的贸易网络，形成一个次于“汕-香-暹-叻”贸
易网络、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次级贸易圈。本文主要由两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通过以经营大米和土产业为主要业务的陈元利行为例，
分析作为曼谷簧利在新加坡的分行，陈元利在陈慈簧家族的“汕-香-
暹-叻”贸易圈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其在新加坡所形成的次级贸易
圈。第二部分则通过新加坡潮州人的大米和土产商号为例，结合陈
元利行的商业网络来分析新加坡潮州人所经营的大米业和土产业
的商业网络的特点；总的来说，新加坡潮州人大米业和土产业总体
是属于“汕-香-暹-叻”贸易圈中的“叻”这一环节的一部分；同时在实
际贸易活动中又建构出以新加坡为中心的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次级
贸易圈。可以说，陈元利行的商业网络是潮州人大米和土产业商业
网络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典型案例。

关键词：�陈元利行,�商业网络,�大米业,�土产业,�新加坡潮州人

从一则碑刻看康熙年间南澳岛的渔课摊派与海界
清理
杨培娜

本文以地跨闽粤的南澳岛为例，讨论清代前期广东沿海渔业课税的
征收制度及其在地方上的运作实态。文章主要利用南澳岛内现存碑
刻资料进行分析，认为广东的渔业课税征收以“渔课”为名，有相对定
额的渔课数；渔课以港澳为单位，按照作业方式对渔船进行分类，将
相对固定的税课额数摊派下去。而康熙年间广东地方官员尝试在沿
海地区对渔船进行登记、重新征派渔业课税，背后与清王朝意图解除
以郑成功家族后裔为代表的“海主”势力对濒海资源的控制、确立濒
海新秩序直接相关。

关键词：广东沿海,�南澳,�渔业课税,�海界

A2 方言 #1  
地点： FRASER 158

座谈会组长   林华

东南亚潮州话词语的借出与借入
陈晓锦, 中国广州曁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 汉语方言研究中心

东南亚是华人海外移民最多的地方之一，潮州籍华人在东南亚各国
的华人社区都有，尽管各国潮州籍华人的人数不一，潮州话在东南亚
各国华人社区流行的情况不一，但是无论人数多寡，东南亚各国的潮
籍华人都很好地融入了居住国。

生存在东南亚不同国家华人社区的潮州话在与居住国主流语言和居
住国华人社区内其他兄弟汉语方言的频繁接触中，很自然地产生了
互动，很自然地互相借鉴，互相学习，互为所用，华人社区内接触频繁
的兄弟汉语方言之间更是如此。

本文以实地调查掌握的翔实例子，从学习和借用最容易突破的词语
互借入手，探讨东南亚华人社区潮州方言与社区内兄弟汉语方言的
这种互动。文章从“华人社区其他汉语方言对潮州话词语的学习借
用，以及潮州话对华人社区其他汉语方言词语的学习借用”两方面展
开论述。希冀能够从这些互动里，看到海外潮州话，看到海外汉语方
言的一些变化，了解变化的一些方式方法。

关键词:�东南亚,�潮州话,�词语互借

翁著《潮汕方言》词语的文化内涵
杜奋

本文以翁辉东先生著《潮汕方言》的词语为研究对象，在词语变化发
展中观察其文化内涵，发现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词语的
变化速度更是日新月异。本文简要例举和分析了较有特色的类型变
化。

关键词： 《潮汕方言》,�词语变化,�文化

方言地理与潮汕方言调查
吴芳 彭志峰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借助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建立一个较详
细的潮汕方言数据库。数据库将开发潮汕方言地理分布信息系统，实
现方言立体化的分布与呈现，以更好地为潮汕方言的比较研究提供
基础平台。

关键词： 地理信息，潮汕方言，�Arcmap，有声数据库

研讨会第一部分 
星期二，上午9-11时 



第十一届潮学国际研讨会 4

B1 人物  
地点： FRASER 157

座谈会组长   施蕙 

饶宗颐先生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贡献
周少川

饶宗颐先生是国人与潮人的学术泰斗，他在海外传播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潮学的杰出成就，当代学者无人可与比肩。他在海外传播中华
文化的成就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一是饶先生在学术研究中特
别重视中外历史文化发展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他从世界范围的
广阔视野，多方位地阐述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文化的独特地位
和辉煌成就。二是饶先生在欧、美、亚几大洲开展广泛的国际性学术
活动，在国际学术前沿与世界各地的学者交流，传播中华学术和中华
文化，赢得国际学术界的尊重，成为国际汉学界的权威。他为中华文
化走向世界做出的巨大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是饶先生首倡在
国际范围内的潮学研究，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对潮汕文化在中外交
通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出研究，而且倡导成立“中华潮州文化研
究基金”，建立“潮州学”，号召培植海外传承潮人传统文化的人才，研
究潮人在海外的拓殖史和创业史，从而推进了乡邦文化在海外的传
播和弘扬，造就了当今国际潮学的繁荣和发展。

关键词：饶宗颐，�海外传播，�中华文化

郑午楼先生心目中的饶宗颐教授
杨锡铭

饶宗颐教授与泰国具有深厚情谊，被泰国华人视为一面文化旗帜，
当作中华文化、潮州文化的象征。郑午楼先生不但是泰国著名实业
家，社会活动家，也是泰国华文教育复兴的推动者。其创办华侨崇圣
大学，声誉远播；对潮州学的创立也颇有贡献。饶教授与郑午楼先生
情谊甚笃。郑午楼先生曾多次邀请饶教授到泰国举办书画展、讲学，
并出任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建校顾问和该校中华文化研究院首任院
长。饶郑二人的情谊，对泰华社会具有正面的影响。本文拟根据相关
资料，及本人对两位前辈的了解，梳理饶宗颐教授和郑午楼先生的情
谊，及郑午楼对潮州学的贡献，期能从一侧面窥见国际间潮州人的联
系，以及泰国华人社会之一斑。

关键词：饶宗颐,�郑午楼,�情谊,�影响,�泰国

陳步墀繡詩樓所藏名家墨寶及其交遊網絡
黄坤堯

陳步墀(1870-1934)，字子丹。廣東饒平人。幼攻舉業，以文章自負。
惟失意於科場，而清廷旋亦廢科舉，乃棄學從商，來港協助父兄打理
生意。1905年，陳家乾泰隆行設於文咸西街27號，向香港政府登記註
冊，經營入口米業，乃是經營跨國生意的母公司；並在曼谷創辦黌利
行、黌利棧匯總莊、中暹輪船公司等，兼營航運及金融，業務遍及新加

研讨会第二部分 
星期二， 上午11:30 至下午1:30 B

坡、汕頭各地。長兄陳步鑾(1843-1921)，又名慈黌，在鄉間建有中西合
璧的豪華府第，保存完好，現稱陳慈黌故居，已開放為著名的旅遊景
點。陳步墀乃陳伯陶弟子，長袖善舞，交遊廣泛，與潘飛聲、賴際熙、溫
肅、蕭〔至夏〕常、劉景堂等詩文往還，交誼深厚。陳步墀嘗任保良局總
理，致力推動慈善事業。光緒三十四年(1908)，廣東三江暴漲，災民流
離載道，陳步墀成《救命詞》三十首，刊於《實報》，並與女界合作，繡詩
義賣，以為賑災之用，而繡詩樓一名亦因此而名揚海內外。繡詩樓舊
址在香港大道西乾亨臺，其後易名為歲寒堂，現存當時陳家的生活照
片一百餘幅，尤為顯赫。

陳步墀繼承父兄的產業，在香港營商致富，忠於清室，時常資助宣統
皇帝以至太史遺老的活動經費，推動香港的慈善事業；同時又雅好詩
文，長袖善舞，急人之難，交納四方賢豪長者，可以說是二十世紀初期
香港文學史上一位重要的詩人。著《繡詩樓詩》、《繡詩樓詩二集》、《茅
茨集》、《宋臺集》、《寒木春華齋詩》、《有光集》、《雙溪詞》、《十萬金鈴
館詞》八種，編入《繡詩樓叢書》，黃坤堯輯為《繡詩樓集》，2007年由中
文大學出版社發行。

陳步墀編著《繡詩樓叢書》三十六種，保存大量清末民初罕見的文獻，
推動香港的文化建設，表現嚴肅的道德意義和人倫思想。其中《卅家尺
素》(1914)、《尺素續編》(1916)、《尺素三編》(1919)三種，另加《歲寒堂壽
言》(1920)、《劉太夫人榮哀錄》(1923)二種，甚至建構了早期香港文壇
龐大的交遊網絡，函札往還，保存大量的名家墨寶，更是十分珍貴的文
化遺產，貢獻鉅大。

本文擬以陳步墀所藏名家墨寶為研究重心，總計59家，178函；其中以
賴際熙26函最多，次為溫肅13函、劉景棠12函，又張學華、孫雄各9函、
沈秉炎、蕭〔至夏〕常各7函、陳伯陶、潘飛聲各6函等。通過這批資料，可
供考察清末民初香港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學術思潮種種狀況，以
及國家民族的命運和發展情勢。

關鍵詞：陳步墀,�《繡詩樓集》,�繡詩樓叢書,�《卅家尺素》,�乾泰隆行,�陳慈黌故居�

B2 方言 #2 
地点： FRASER 158

座谈会组长   林华

香港「潮州話」與本土「潮州話」之差異研究 
——港籍第二代司馬浦大布方言音系分析
徐宇航,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有為數不少的潮籍人士及其後裔。早期移民的潮籍人士多能講
潮州話，他們的第二代，在潮州話溝通能力上減弱，第三代則能講潮州
話者甚少。據語言演變的基本規則，離開本土的語言如未與本土語言
接觸，則可能不參與本土語言後期的演變。基於此，香港潮州話與本土
潮州話在語音、詞彙、語法等方面會存在差異。然而，完全不接觸的語
言並不存在。香港潮籍人士與本土潮汕人的交流，潮州話與粵語的溝
通，會給香港潮州話帶來新的發展，讓這種剝離與傳承、平行與接觸變
得錯綜複雜。本文以字音為分析對象，考察香港第二代潮籍人士的方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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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第二部分 
星期二， 上午11:30 至下午1:30

言讀音情況，並從比較的角度出發，觀察在以粵語為主的社會成長下
的第二代潮籍人士，其潮州話與本土潮州話的異同，以及潮州話與粵
語的關係。由港籍第二代方言的特點，探求語言接觸的規則與趨勢，預
測其發展與創新，為香港潮州話的生態研究提供觀點與例證。

關鍵詞：香港,�潮汕方言,�比較研究,�差異

潮汕話文獻所反映的歷時音變現象解析
张屏生, 呂茗芬

潮汕話(或稱潮州話、粵東閩語)是流行於廣東省東部的一種閩南話次
方言。由於潮汕話在形成上有比較複雜的時代和語言背景，所以現代
潮汕話在語音、詞彙和語法上都表現了迥異於福建和台灣閩南話不
同的內容，使我們在進行閩南話語音層次比較的時候，常會因為潮汕
話所提供獨特的音韻內容，而突破研究思考的盲點。例如潮汕話有18
個聲母、沒有� n、� t韻尾……。本文將針對潮汕話不同時期的潮汕話
文獻(主要是有可靠標音的羅馬字辭書和其他相關語料)相關例字的
音讀整理，並進行歷史動態的全面探討，通過這個工序來闡述兩個問
題：

一、潮汕話聲母從十五音變成十八音的的歷時語音變化。

二、潮汕話�-n>N -t > -k 的歷時語音變化。

三、潮汕話的代表方言從潮州府城話移轉到汕頭話的原因

關鍵詞：潮汕話,�閩南話,�辭書研究

粵東雲澳方言特殊的“乞伊”結構
張靜芬,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雲澳方言是粵東汕頭市南澳縣雲澳鎮居民所說的方言，�
“乞[khoi44]”是雲澳方言的給予動詞、使役標記和被動標記等，特
殊的“乞伊”結構不表示使役義和被動義，同時也不是如文獻中所提
到的非賓格結構，因為非作格動詞及二元及物動詞也可以進入該結
構。“乞伊”結構的兩個語義特徵，即表達狀態的變化與表示不如意
的感情色彩，是謂語能夠進去“乞伊”結構的必要條件，其中，由“去”
等構成的補語是該結構要求強制出現的成份。本文指出“乞伊”結構
與被動結構的高度同構，是以“不如意”的語義作為紐帶，“乞伊”成為
固定搭配是“被動標記+伊（施事）”進一步語法化的結果。在語義功能
上，“乞伊”由“被動標記+伊”發展為標示不如意色彩的標記；在句法
功能上，“乞”不再是引介施事的被動標記，而是起到“減元”的作用，
可以容納一元不及物動詞。當“乞伊”作為標示不如意色彩標記的功
能發展成熟後，也進一步用在被動句（核心動詞為二元及物動詞）
中，以突出句中所表達的不如意感情色彩。

關鍵詞：“乞伊”結構,�状态变化,�不如意,�被動結構,�補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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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宗教 
地点： FRASER 157

座谈会组长   MARY YOKO BRANNEN

舊瓶新酒：新加坡義安公司的清明法會與醉花林的
中元普度
蔡志祥,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醉花林俱樂部（1845）和義安公司（1845）是新加坡潮人最早創立的上
層架構的組織。前者是控產機構、後者是潮州頭家的俱樂部。踏入21
世紀，這兩個潮州團體，分別在2001及2002年開始以連辦三年、停辦
三年的方式，聘請潮州善堂舉辦大型的清明法會和中元普度。本文嘗
試從這兩個傳統節日的再啓動，討論21世紀的救贖儀式與海外潮人
文化和身份的建設、家鄉文化的在地化的關係；同時考察海外潮人的
儀式如何揉入原鄉和在地的元素，在再造的族群“傳統”中，植入跨族
群的普世

潮汕基督教的海洋世纪
李榭熙，美國紐約市佩斯大學歷史系教授

本文集中探討基督教在潮汕地區傳播歷史，時間跨度為1860年至� 20
世紀末。從鄉村社會視角，對基督教東來與融入潮汕社會的歷史過程

研讨会第三部分 
星期三， 上午9-11时 C

進行細仔入微的考察，尤其是對基督教如何在地方社會紮根，並與當
地的宗族文化結合和對民間社會產生現代化的影響，進行了透切的
論述。

顯隱之間：潮汕與溫州的基督教運動研究比較
周翠珊，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博士候選人

中國教會在過去三十年的迅速增長，已經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本文
結合田野調查與歷史檔案，剖析廣東汕頭與浙江溫州地區的基督教
發展，尤其是教會如何克服宗派分歧，彼此協助，從而對抗外來力量
的控制。在解放初期，汕頭信徒群體透過傳統的宗族力量與海外華人
網絡互相支援；溫州地區的信徒，則組織跨越村落與傳統基督教宗派
的家庭聚會。這些民間的隱秘宗教活動網絡，讓地方信徒暫時放下信
仰與派系成見，共同度過艱困的歲月。到了改革開放時期，跨宗派合
作繼續成為整合和鞏固教會實力的必要元素。本文個案說明，唯有結
合田野調查與歷史檔案，方能了解中國民間基督教發展的動力。

孝親與濟鬼背後：潮州中元節的歷史變遷
黃挺, 韓山師範學院

本文擬利用潮州古方志的資料和近年的田野調查所得個案，勾畫出
18世紀中以來潮汕人的中元節節日祭祀活動的變化，並探討引起這
種變化的因由，以及變化所折射的社會觀念的轉變。

摘要

将在城市半日游中带大家参观维多利亚市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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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第三部分 
星期三， 上午9-11时

C2 社会组织
地点： FRASER 158

座谈会组长   陈忠平

揭阳同乡建立社会资本的社群文化——以1945至
1949年
重组揭阳旅汕同乡会为例
陈瑛珣, 台湾侨光科技大学应用华语文系副教授

揭阳旅汕同乡会于1929年成立。1939年6月起日本占领汕头市6年，
迫使会务运作停顿。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汕头复员，该同乡会旋即
筹备改选。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完成重组工作。本文依据该同乡会复
原后第一、二届会员资料，运用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考察1945-1949
年揭阳社群在复员时期的汕头市如何重新建立社会资本。首先分析
第一、二届理监事人员的背景，继而依据会员姓名册分析会员的职业
和年龄。再从会员职业类别分析该同乡会的社会网络型态。最后考察
该同乡会使用社会资本的方向。本文发现该同乡会集结社会资源展
露社群特性，且其工作内容亦有其社群文化特色。

关键词：社会资本,�社群文化,�战后复员时期,�揭阳同乡,�揭阳旅汕同乡会

潮人发自同乡爱的惊人实践力——以台湾新竹市潮
州同乡会为例
吴贤俊, 台湾侨光科技大学应用华语文系副教授

新竹市潮州同乡会于1983年在台湾创立。20位发起人中11位为军警
公教人员，其中4人已退休。其余9人学历偏低。他们並非有錢有閒，
但出钱出力，熱情地把该会办得有声有色。尤其是一位不识字之发起
人，并不担任理监事，却将其整栋三层的楼房以原价让给该会之外，
加盖之第四层，免费奉送。另外又认捐10万，作为该会增购物品之
需。促使该会正式成立才三年，即拥有一栋四层楼之永久会所。新竹
市潮州同乡会诸理事以干练之手段，在极短的时间内，筹购会馆四层
楼一栋。还筹募慈善基金，成立慈善小组委员会，协助单身无依逝世
同乡处理丧葬。又于会馆四楼创设公祠，祭祀身故无眷同乡会员。令
任动容的是，对非会员之身故无眷同乡，亦一视同仁。理事长还私下
送红包慰问退伍军人同乡。该会更设置奖学基金、申请补助经费举办
旅游，竭尽所能为同乡会员谋福利。在在显示潮人发自同乡爱之惊人
实践力。

关键词：公祠、永久会所、同乡爱、新竹市潮州同乡会、慈善基金

深圳市潮汕商会运营模式创新研究
谢舜龙, 林博, 汕头大学商学院

当前，中国异地商会空前活跃。异地商会的传统模式面临新挑战，一
些异地商会正在摸索新的运作模式。深圳市潮汕商会继承发扬潮汕
文化，突破传统异地商会运作模式，开创了走实体化经济化的路子。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通过深度访谈和实地调研等方式，从深圳
市潮汕商会创新运营模式的动力源和阻力源视角，分析了异地商会
实体化道路的可行性，阐述这种新模式对推动当代异地商会新发展
的启示。

关键词：潮汕商会,�异地商会,�实体化,�运营模式

广东省潮人海外联谊会的创立、发展及相应的思考
许昌敏, 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时代潮人》杂志总编辑     

一、广东省潮联会的创立、发展与影响

广东省潮联会从1988年成立至2015年共27年.27年来，其宗旨始终不
变——立足广州，面向世界，为海内外潮人、华人和潮籍社团搭建联谊
合作平台。推动潮汕文化、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推动家乡经济社会
发展。

广东省潮联会的发展经历两个阶段：（1）加强自身建设，积极投身国
际潮团活动（1988年—2008年）；(2)广东省潮联会与时俱进、迅速发
展阶段（2009年—2012年）

二、广东省潮联会在国际社会发展新形势下的创新（2013年—2015
年）

当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海内外潮团也体现了新特点，新变化。
广东省潮联会在适应国际社会发展新形势新特点下立足广州面向世
界，注重社团创新。

（1）以国际潮团总会理事单位身份积极融入国际潮团联谊年会活
动；（2）借助《时代潮人》这个平台联合海内外潮团“四有”精英，推动
潮汕文化在海内外传播；（3）与新媒体携手，搭建与世界相连接平
台。

三、思考：

思考一：要重视对社团发展，进行顶层设计、系统规划和现代化管
理。当前，社团要在大浪淘沙中不断前进，必须与时俱进，创新管理模
式，树立社团管理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意识和行动。

思考二：要重视社团专职工作者队伍的培养和建设，才能提高社团影
响力，与国际接轨。具有国际视野的首领是社团的灵魂，优秀专职社
工是社团国际化的保障

思考三：要赋予社团“海外联谊”新内容，与时俱进，创新与革新，要积
极与新生代社团建立联络，开展科技文化等交流活动，为社团海外联
谊注入新鲜活力。

关键词：潮团、创立、发展、创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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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者履历
A1 经济史   

蒲豐彥 
蒲丰彦。（日本）京都橘
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
域是清末民初的潮汕
史和在广东中日战争
史。

史棣
史棣(Stephen�M.�Leahy),�
美國威州密爾瓦基馬
楷大學博士，曾任教於
威斯康辛大學及波士
尼亞美國大學.�目前為
汕頭大學國際研究中
心歷史副教授.�獲獎著

作:�Clement�J.�Zablocki�傳記-�美國亞
洲外交政策的立法先驅.

吴静玲
吴静玲，新加坡国立大
学中文系研究生，对
19-20世纪间东南亚与
潮汕之间的贸易关系
有着浓厚兴趣。杨培娜�

杨培娜
广东饶平人，历史学博
士，中山大学历史人类
学研究中心讲师，研究
兴趣为区域史、明清社
会经济史和海洋史。�

A2 方言 #1  

陈晓锦
陈晓锦，中国暨南大学
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博士，博士生导师，主
要研究汉语粤、闽、客
方言，海外汉语方言。�

杜奋
杜奋，中国广东韩山
师范学院潮学研究院
职员，法学硕士，从事
汉语方言与文化研究�

吴芳
吴芳，揭阳人，副教
授，暨南大学汉语言文
字学博士，香港科技大
学博士后，现为深圳大
学文学院教师

B1 人物  

周少川
周少川，男，广东省汕
头市人，1954年出生。
现任中国北京师范大
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
究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陈垣研究室主任。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常务理事、荣誉会长。

杨锡铭
杨锡铭，潮州市侨联
主席，韩山师范学院
客座教授，国际潮学
研究会副秘书长。�
�

黄坤堯
黃坤堯，香港中文大學
聯合書院資深書院導
師、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客座教授。

B2 方言 #2 

徐宇航
徐宇航，博士，畢業於
香港中文大學，從事語
言學研究，現任職於香
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
研究所。

张屏生
現任台灣中山大學中
國文學系教授，專長：
聲韻學、漢語方言學、
田野調查、閩南語、客
家話、閩東話研究。

呂茗芬
現任台灣中山大學中
國文學系研究助理。
專長：漢語方言學、田
野調查、社會語言學。�

張靜芬
本人研究兴趣是方言
学及语音学等，现为香
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
博士候选人，论文主题
是潮汕方言的声调模
式及演化。

C1 宗教 

 蔡志祥
蔡志祥，香港中文大學
歷史系教授，国际潮学
研究会学术委员.

李榭熙
李榭熙,� 祖籍潮陽縣古
溪鄉,� 現為美國紐約
市佩斯大學歷史系教
授、孔子學院院長兼東
亞課程部主任。著有《
聖經與槍炮:� 基督教與
潮州社会� (1860-1900)�

》(北京:�2010)�。

周翠珊
周翠珊為美國普林斯
頓神學院博士,� 研究興
趣包括宗教社會學、宗
教倫理、及中國當代基
督教運動.

黃挺
黄挺，1947年10月出
生于潮州。现为韩山师
范学院潮学研究院教
授，国际潮学研究会学
术委员会秘书长。

C2 社会组织

陈瑛珣
僑光科技大學副教授;�
泰國湄州大學觀光發
展博士;�廈門大學歷史
博士;�大葉大學設計碩
士;�國立成功大學歷史
碩士

吴贤俊
僑光科技大學副教授;�
彰化師範大學中文博
士;� 大葉大學設計碩
士;� 中央大學哲學碩
士;�臺灣師範大學中文
碩士

谢舜龙
谢舜龙博士:�汕头大学
商学院副教;�汕头大学
MBA教育中心副主任;�
研究领域：管理决策、
商业文化

许昌敏
许昌敏，潮州人，现为
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
馆馆员、《时代潮人》
杂志总编辑、国际潮团
联谊年会潮学研究会
理事会秘书处副秘书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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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地图

UVIC CLUSTER HOUSING (学校公寓)
与会人员住宿地点

VILLAGE GREENS 
星期三午餐地点

FRASER BUILDING
研讨会地点

重要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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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及奖学金项目

自2003年以来，中心每年向维多利亚大学的在校生及来自全国范围
内的加拿大毕业生提供一系列的实习机会。至今已有超过一百名学生
参加了我们的实习项目，并有机会与分布在孟加拉国，印度，日本，马
来西亚，尼泊尔和菲律宾等国的民间社会组织一起工作。很多学生表
示该经历对他们的人生有着很大的影响。同时，我们也为在亚太地区
进行实地考察研究的维多利亚大学的学生及来自其他英联邦国家的
维多利亚在校生提供一系列的研究奖学金。本中心的实习项目仍在持
续扩展中。今年我们将有三十名实习生分别前往分布在七个国家的十
二间致力于移民研究的民间社会团体，并支持他们的工作。

领导力项目

亚太发展促进中心目前拥有两个领导力项目。
•� 中国青年领导项目为中国大学在校生提供国际性的学习和实习
机会。该项目通过将课堂学习与实地考察全面地结合起来，为学
生们提供了体验式学习机会。

•� 中国新晋领导者培训课程：通过与维多利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的紧密合作，中心为活跃于中国大陆及香港的政府各级部门与
私企领域的专业人士提供职业发展机会。今年该课程将着重研
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职业发展的首创性活动

•� 由亚太区法律关系中心主席�Victor V. Ramraj 带领的法律职业发
展项目今年将举办两个国际性会议：

•� 亚洲论坛及亚洲法律研讨会
•� 跨太平洋航空法律及政策研讨会

Jarislowsky�东亚（日本）主席�Dr. Mary Yoko Brannen�在�2015�年管理学术
会议过程中举办了为期一天的职业发展讲座“管理与新时代”。

Students from the Yanch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Beijing visit the Tsartlip Nation at Tod Inlet to take part 
in a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restoration project.   来自北京燕京职业学院的学生们通过参
观 Tod Inlet 的原住民地区，参与到环境教育及恢复的项目中。（由维多利亚大学摄影服
务中心拍摄）                        Photo by UVic Photo Services   由维多利亚大学摄影服务中心摄制

亚太发展促进中心
位于风景如画的维多利亚大学校园内的亚太发展促
进中心成立于1988年。本中心着重研究亚洲太平洋
地区对加拿大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同时致力于加
强维多利亚大学和该地区的联系。自创建以来，亚太
发展促进中心一直是联系维多利亚大学与亚太区的
重要纽带。本中心通过提供首创性的研究项目，促进
来自亚太区的学者与来自维多利亚大学的学者紧密
合作。二十年来，亚太地区不仅对加拿大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并且其影响力仍在日益增长。我们通过与
维多利亚大学，世界各地相关研究机构，民间团体，
以及各领域的学术带头人紧密合作，为了共同的研
究方向，把来自全世界的学者，学生及民间团体成员
联系在了一起。

中心的研究方向
学术带头人

亚太发展促进中心目前有三位学术带头人，分别关注不同的领域及
项目：
•� �Jarislowsky东亚（日本）主席: Dr. Mary Yoko Brannen

•� 亚太区法律关系主席:�Dr. Victor V. Ramraj

•� 中国及亚太区关系主席:�Dr. Guoguang Wu

研究项目

中心的两项长期的跨学科研究项目分别为：
1.� 移民及人口流动项目：� 探索亚太地区对全球移民的影响及其过
程。该项目包含两个由�SSHRC (Social Science & Humanity Research 

Council)� 加拿大社科及人文研究委员会）提供资金支持的研究
课题，并创办了由同行盲审的在线期刊 (www.mmduvic.ca): 《移
民，流动与迁徙》。该期刊于2015年6月成功举办了国际跨学科会
议——移民与晚期资本主义：十字路口上的亚太。

2.� “不公义的情景”是一个持续七年之久的，由多方承办的研究项
目。� 该项目旨在探讨在二战期间日本裔加拿大公民权利被剥夺
的情况。

亚太发展促进中心的活动，项目及首创性活动
公开活动

亚太发展促进中心定期举办与亚太地区相关的活动，� 其中包括大型
的国际会议，研讨会，艺术展，以及一系列的演讲及讨论会，比如由�
Dr. Mary Yoko Brannen 主办的“新时代的日本及其他”系列讲座。我们
的活动旨在提供多方面信息并促进学术讨论。� The Albert Hung and 

Neil Burton�系列讲座提供可贵的机会，让来访的杰出学者向本地社区
听众就当前共同关心的议题做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