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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刘宏

鲁虎博士的专著《新马华人的中国观之研究1949–1965》出版，

我由衷为他感到高兴。

鲁虎是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2003年1月开始指导的研究生。他之

前在北京大学接受本科、硕士的历史学训练，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从事东南亚研究，已有较好的专业功底。他放弃稳定的工作职位来

国大攻读博士学位，学习目标明确，仍以他喜爱的东南亚历史作为

主修方向。鲁虎以求知为乐，勤学好问，积极修课和参加各种学术

活动。他还特别珍惜现场感受新马历史的机会，常利用周末或假期

时间背包外出访古寻幽。

鲁虎的新著来自于他的博士论文研究。他经过一年的学习准备，

确定把新马的中国观作为研究论题。这是新马历史研究有所涉及、但

尚未系统、充分探讨的领域。在交流和互动中，与资金、物资、人口

等相比，信息、观念、思想同为客观事实，但具有无形的特点，因而

在分析时相对更难把握。选题不仅要考察新马巨变时段的方方面面，

而且也需要对中国的历史有相应的了解。在这点上，鲁虎可谓勇于应

对挑战。观念/形象研究，一般可从文化形象学的理论进行，或按照

国际关系研究对社会心理学的借鉴着手。鲁虎的研究以他熟悉的历史

学因果探讨为基础，参照国际关系相关理论，结合区域研究、东南亚

中国关系、华侨华人、民族主义等已有学术成果，所提出的研究框架

和思路都颇为自然合理。他在研究资料上肯下扎实的功夫，广泛阅

读、搜集中文、英文及部分马来文的文献，从报刊新闻、档案资料、

研究著论、个人访谈到广告文字都博取采用，同时本着有一分史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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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话的原则，参证辩驳，条陈节论。在鲁虎的研究中，既有宏观的

背景、类型、影响概论，也可见细致的个案、人物、事件解剖，论述

和文字都显示出其求真存疑的严谨态度。在对新马社会三类中国观的

全面、深入论析之后，鲁虎提出中国在战后新马内部发挥着远比人们

想象的更大影响，并且是新马历史外部动因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

这一结论是谨慎求证的结果，颇见说服力。

去年下半年，鲁虎对他的研究做了两次补充修改。在更新的论

著里，他把论题调整为新马华人的中国观。这一调整使整个研究更

为集中，各论述部分也更加平衡。为此，他对某些章节也作了新的

安排。鲁虎补充了大量的最新出版资料，系统查阅一些旧报章，充

实了研究论述，尤其是在中国观的建构和内容方面，如英国最高殖

民官员麦唐纳的中国观和韩素音1956年访华即为新增部分，有助于

更清晰展现当时的历史图景。修改后的文字表述也更为中性，原来

通篇较多的用词如“新中国”和“英国殖民当局”等，需要处都注

意作了相应的更换。

多年辛勤的研究，终能出版面世，这是一件值得欣喜、祝贺的好

事。古人云：“学不可以已”。我期望鲁虎博士能够坚持不懈，更上

层楼，为东南亚尤其是新马研究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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