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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叶隽《侨易学的观念》（2011）的发表为标志，建立

在李石曾“侨学”与《易经》思想等知识传统基础之上的“侨

易学”（Kiao-Iology）得以建立。《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

观念》（2013）一书的出版，则是作者进一步地深化思考，

完善其学科概念、核心内容和基本原则等方面，将侨易学

深化为一个学科域的尝试。

在我看来，侨易学试图要容纳的，是人口迁移、文化碰

撞、观念融汇、常规变迁等无时或止的社会历史现象。而

在当下的全球化背景、科技手段日新月异的前提之下，人

与社会本身所面对和参与的，更是前所未有之巨变，文化

间交流使得加深文化的自觉成为突出的课题。基于此，侨

易学理应在揭示变与不变的形态、肌理与机制等方面有所

贡献。

如果集中在“文化的交流与变迁”这一主题上，侨易学便

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近代以来的传播论的关注点上。传播

论以文化的地理传播（diffusion）为研究对象，关注文化或

文化特质从一地流传到另一地的现象，传播学派把人类文

化史总结为文化的移动、接触、冲突和借用的过程（王铭



铭，1999：23），其思想对 20 世纪初的人类学和考古学、

民族学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影响。

不过，传播学派持有的一个基本立场令其受人诟病。即

他们认为，人类的创造能力是有限的，现有的不同的民族

和文化，实际上都源于一个或少数几个文化中心，各项文

化物件或特质即由文化中心扩散、传播，由此，追溯特定

的文化特质的传播过程，就可以确立不同人群的接触和文

化的交流的历史线索。极端的传播论，如英国的史密斯等

的文化单源论，将所有的人类文化的源头，都归到古埃及

这一个中心。

传播论的兴起及其背后的世界观，是与近代勃兴的资本

主义和殖民帝国模式相符合的，适应了处于核心地位的、

文明的西方与处于边缘地位的、落后的非西方这一基本的

二分法。也因此，传播学派的文化圈、跨文化传播等概念

逐渐受到质疑或被摒弃不用。

但是，如果剥离传播学派对于文化源头和发展机制的种

种断言，一个明确的现象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着

文化实践、特质的传播与借用、演化等的事实，在全球化

的条件之下尤其如此，而且，其传播的速度之迅速，范围

之广泛，影响之深刻，演变的内容、形态之多样等，都大

大超过了近代化早期的想象。

因此，近十数年间，在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



中出现了全球化传播（global diffusion）这样一个新的概念，

认为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日常生活细节中，都存在着某

些被广泛采纳的实践或习俗，因此，产生了这样一种取向

来研究某些制度、观念、做法等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例

如，为什么在人口调查中要把“民族”加进来？管制资本主义

的模式是怎样在全球发展的？全球性的经济组织、非营利

组织是怎么传播的？革命、社会运动等，为什么有时会在

不同区域不约而同地产生？为什么全世界的新娘结婚的时

候都要穿白纱？诸如板球运动，或者冥想、焚香等做法，

是怎样流传开来的？等等。

目前，对于全球化传播的研究散布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

之中，其解释潜力有待进一步发掘。简单地说，存在着两

种研究的取向，一种是从具体的背景因素、传播过程、变

化形态等入手，讨论传播现象与其不同社会背景之间的互

动；另一种是讨论传播过程中的机制性因素，解释变化得

以发生的机制问题。

前一种取向的典型案例，是追溯幼儿园这种保育方式在

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一个研究。在这本名为《幼儿园与文

化 ： 一种观 念 的 全 球 化 传 播 》 （ Kindergartens  and

Cultures: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an Idea）的著作中，编著

者们梳理了 11 个国家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分别采纳了幼

儿园作为其儿童教育体系之组成部分的案例，试图说明在



不同的政治设置之下幼儿园的功能，及其塑造民族、国家

认同的作用。

幼儿园源起于 1840年代的德意志，在 1848 年革命失

败之后随着流亡者的脚步传播至美国与英国，并陆续以各

有千秋的形式与澳大利亚、日本、中国、苏联、越南、波

兰等国的社会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综合了有关儿童

保育与发展、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社会实践与思想的

复杂的全球体系。

在不同的社会及文化背景之下，各国幼儿园的建立与发

展又各有其特色。例如，美国与英国的幼儿园发展过程中

中产阶级妇女的职业化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并与社会

福利制度的建立、杜威和蒙台梭利等的儿童发展理论结合

了起来。而在日本、中国、苏联和越南等国，政府在幼儿

园体制的建立、教育内容的设置等方面起着核心的作用，

幼儿园本身也成为其民族认同、民族主义思想等得以形成

的手段（Wollons, 2000）。

后一种研究的取向，以《市场与民主的全球化传播》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Markets and Democracy）为代表，

以地区或全球范围内的特定的经济与政治措施或手段的传

播为案例，分析了国际金融的自由化、缩减公共部门、私

有化、双边投资协议、新自由主义税收政策等各个方面，

研究其驱动机制。并指出民族间的好胜或竞赛、国家间竞



争等，是促进传播、逐渐形成新的政治经济体系的驱动因

素（Simmons, Dobbin & Garrett，2008）。

而相关的一篇论文，更是集中地将 20 世纪末的经济与

政治的自由化趋势归结为国际间组织或专家共同体相互作

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并总结了具体传播过程中的四个不

同机制，社会建构的机制关注通行于国际组织间的某些公

共规范；强制机制设定了强势的民族国家作为行动者，竞

争机制表明了国家间的你争我抢的竞赛，学习机制指出，

其他国家的经验会成为指导决策的依据（Dobbin, Simmons

& Garrett, 2007）。

由以上举例可知，对于社会与文化交流、演变的研究，

从早期的传播学派到现在的全球化传播的研究进路，其研

究进路和关注点有所改变。一方面，研究者的关注点先是

从复杂系统中提取相似元素，到现在以追溯单一物件的传

播路线为主；另一方面，从对古代社会的推测，过渡到对

当前世界的观察。更重要的是，传播论毋宁说具有明确目

的论色彩，自身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其先定的文化中心、

中心-边缘的格局等，已经设定了传播的结果；而现在的全

球化传播，强调了传播过程中各个地区文化的不同的反应

及其方式，其结果是未完成的、开放的。

与这两者相比较来看，侨易学所具有的一个独到之处，

是包含着文化的主体性，即，探讨传播所及之处的文化系



统如何面对、吸纳变化，进而改变变化本身。这样，就使

对文化交流的研究转变了立场，从传播者转向继受者，从

描摹被动的冲击转为体现主动的因应。这样的进路所包含

的文化概念，应当是具有包容性的、和谐的，其主体性既

鲜明，又深谙因应之道——在稳定的认同之下有不断流变

之实质。

具体到有关中国的反思与研究当中，建立在这样一个包

容的、既稳定又开放的文化体前提之下，侨易学可以完成

某种文化基因的“编码”的工作，即，能够追溯历史之变革，

又深入地探究文化如何吸纳变革、维系其核心特征、发展

出新的枝桠。这种区别名、实的分析方式，对于一般的文

史研究来说，或许可改变失之呆板与专断的断代方法，进

入文化体系内部的运行之中。例如，通过专门史对基本文

化物件的条分缕析，可以建立起参差多态的历史编年体系

由此，或许能更加接近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本身。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晚清以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侨易学

的立场，有助于建立一种更丰富的近代史与中华文化长期

发展之间的有机联系，深入探究其演变的机制。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面对“近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受西方的冲击既大，

在前述传播学派的影响之下，学术界深受“华夏文明西来说”

之类的学说所困，可以说是撼动了数千年来文化体系的自

足与自尊。彼时思想界的焦虑与彷徨，体现在近代史的叙



事主题与前提设定上，就是难以摆脱的冲击-被动反应、压

迫-反抗等色调。应用侨易学的思想，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将

近代之变与历史上的重大文化变革联系起来，从而能够更

从容地理解这一变局的影响与意义，理解中华文化吸纳、

消化外来冲击的机制，从“不变之变”、“变中之不变”等角度

深化文化的自觉。

总而言之，我认为，侨易学是一个富于想象力和发展潜

力的研究方向。从知识史的角度来看，侨易学之概念的创

生本身，体现出作者所具有的会通中西、勾连时空的气象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侨易学能够凝聚不同研究领域的

力量，致力于文化交流、演化、创新、承继等的研究。从

中国自身的文化自觉的角度来看，侨易学有可能成为某种

研究进路，深入揭示传统得以生生不息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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