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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以 印 尼 客
家人这一华人次族群为个
案，以身份构建为视角，
论文通过考察印尼华人再
华化的内生动力，揭示了
再华化这一概念内涵的复
杂性及其表现形式的多样
性。论文认为，再华化本
质上是印尼华人在民主化
改革后进行身份重构和争
取合法权利的手段，其根
本 目 的 是 赋 予 “ 印 尼 公
民”以文化多样性和政治
包容性的内涵。协调中国
移民后裔与印尼公民这两
种身份之间的关系，是印
尼华人身份重构的根本任
务。印尼客家人通过政治
参与以及积极推动华文教
育、华人社团和华文报刊
的复兴，为再华化与印尼
华人的身份重构积累了宝
贵的经验。印尼华人的再
华化与身份重构都是未完
成的事业，二者的未来走
向既取决于印尼国内政治
的变迁，也取决于印尼华
人社会的选择与内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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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华化是当下海外传
统华人社会的一个重要现
象，这些华人社会通常在
居住国的政治压力下发生
过被迫的去华化过程。因
此，再华化不仅是海外华
人身份认同变化的结果，
也是其身份重构的重要表
现形式。事实上，公民身
份重构不仅是个体的人主
动或被动适应政治与社会
环境变迁的过程，也是全
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治理
乃至全球治理面临的重大
挑战之一。从这个角度来
看，再华化是海外华人在
居住国新的历史条件下，
通 过 复 兴 和 改 造 中 华 文
化，一方面在居住国争取

平等且具有实质内容的公
民身份，另一方面试图抓
住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发展
机遇加强与中国在经济和
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这在
客观上起到了巩固族群认
同的作用。

印度尼西亚华人是海
外华人身份构建研究的典
型案例，但现有的研究几
乎都没有明确将印尼华人
身份构建置于再华化与社
会抗争的语境中来考察。
有 学 者 认 为 ， 中 国 的 崛
起、印尼与中国关系的改
善、中国新移民的加入、
印尼华人社会与东南亚国
家华人社会之间交往的日
益频繁，是印尼华人再华
化的主要原因。这种解释
分析了外部因素的作用，
但没有深入考察印尼国内
导致和推动再华化的因素
以及印尼华人社会自身的
内生动力。事实上，去华
化与再华化都是印尼华人
社会回应不同阶段的印尼
现代国家构建的方式，目
的都是通过处理既有的中
华文化与居住国主流文化
之间的关系，构建最适合
生存与发展的公民身份。
印 尼 实 行 民 主 化 改 革 以
来，华人仍面临着成为印
尼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与执政当局治理失败“替
罪羊”的风险，在这种情
况下，再华化成为了印尼
华人争取具有实质内容的
平等公民身份和进行社会
抗争的手段。

对 于 印 尼 民 主 化 改
革之后华人社会的变迁，
现有的研究多局限在描述
华文教育、社团、媒体、
节庆习俗等具体的现象，
而少有研究用身份构建视
角将这些现象统合起来进
行理论的阐释。笔者在印
尼进行田野调查期间，走
访了华人聚居的十几个城
市，发现客家人在印尼华
人再华化的进程中有较为
突出的代表性。本文试图
以客家人这一印尼华人次
族群为个案，以身份构建
为视角，通过考察印尼华
人再华化的内生动力，来
揭示再华化这一概念内涵
的复杂性及其表现形式的
丰富与多样。

一、印尼华人再华化
的内涵、原因及动力

（一）去华化与再华
化

华人移民海外之后，
由于远离了中国，自然在
不同程度上会被在地化，
或者为了适应居住国生存
环境的变化，会主动或被
动地选择去华化。这是跨
政治边界、跨文化交往的
必然结果。然而，华化本
质上是一种文化自觉，它
是保护以华人身份为基础
的商业网络、风俗习惯、
社会集团和宗教集团的必
要条件。当我们将“华”
的 内 涵 界 定 为 “ 中 华 文
化”或“华人文化”，而
不是“中国”、“中国公
民”或“中国文化”，即
主要关注海外华人社会文
化特性的时候，去华化与
再华化都并非是不可逆的
身份构建过程。去华化与
再华化之间的界限并不是
绝对的，而是随外部环境
的变化而变化。更重要的
是，去华化并不一定意味
着 完 全 抛 弃 中 华 文 化 特
性，而再华化也并不一定
意味着恢复原先具有的“
传统的”中华文化特性，
或 者 模 仿 和 移 植 “ 中 国
的”文化。总之，去华化
与 再 华 化 既 是 自 然 、 客
观、外在的文化特性变迁
过程，也是自觉、自为、
内在的身份重构过程与策
略。

马歇尔率先提出了“
公民身份”这一概念，并
且从权利视角来界定个体
的人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的
身份内涵。他认为，公民
身份包括三个基本要素，
即 公 民 权 利 、 政 治 权 利
和社会权利，而这三种权
利是民族国家分别在18世
纪、19世纪和20世纪进行
基本制度构建的产物。也
就是说，公民身份本质上
是个体的人与国家之间的
制度性关系。事实上，对
于任何社会群体而言，除
了生物学特征上天然的同
质性，保持、革新或重新
构 建 相 对 独 立 的 文 化 特
性，以捍卫、巩固或争取
现实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社
会权利，是其在不断变化

的生存环境中持续存在和
发展的前提条件。在实践
中，海外华人究竟能够在
多大程度上保留自身的中
华文化特性，或者能够在
多大程度上自主地构建兼
具多种文化特性的居住国
公民身份，取决于他们是
否正在遭遇或曾经遭遇居
住国政府系统性的排斥与
强制性的同化，而排斥和
同化少数族群是很多发展
中国家的执政当局构建统
一民族认同、控制经济社
会和巩固政治合法性惯用
的策略。

1955年中国放弃了双
重国籍政策之后，对于国
家认同与公民身份，海外
华侨不得不在中国与居住
国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
择。但对于如何构建自身
在文化上的身份认同，海
外华人却或多或少有相对
自主的空间，而这种空间
究竟有多大，在很大程度
上则是由居住国采取的现
代国家构建战略与相应的
少数民族政策来决定的。
对于那些主动选择加入居
住国国籍，或者因为种种
原因无法保留中国国籍或
再移民至第三国的海外华
人而言，如果居住国政局
稳定，并且采取较为平等
包容的少数民族政策，他
们会对居住国的主流文化
产生较强的认同，进而会
努力使既有的中华文化特
性与主流文化和谐共生、
相互融合，甚至主动选择
去华化以高度融入主体民
族。在这种情况下，去华
化将成为身份构建的主要
方式，且不可逆性较强。
相反，如果居住国政局不
稳，并且采取排斥性的或
强 制 同 化 的 少 数 民 族 政
策，甚至采取系统性的种

族或文化清洗政策，他们
就不得不选择去华化，但
正因为是被迫的、非自愿
的，这种去华化往往也是
不稳定的。一旦居住国政
局和少数民族政策发生转
变，再华化会作为华族争
取正义的社会抗争的重要
手段，重新塑造海外华人
的身份认同与文化特性。

（二）印尼政治变迁
与印尼华人再华化现象的
产生

自 从 独 立 以 来 ， 印
尼政府在构建统一的民族
国家认同，即实现国家格
言中的“多元合一”过程
中，一直面临着如何“调
解 华 人 性 ” 的 问 题 ， 为
此，印尼政府先后采取了
强制同化政策与多元文化
主义政策。苏加诺政府在
内政上剥夺华人正当的经
济权利，在外交上则亲近
中国，试图借助中国力量
抵御西方国家对印尼主权
的威胁。这些相互矛盾的
政策，不仅导致了印尼土
著建国精英群体的分裂，
也使得产生于殖民地时期
的“华人问题”变得更加
复杂。面对这种局面，以
苏哈托为首的右翼军人集
团试图通过建立威权政治
秩 序 来 强 化 国 家 统 治 能
力。一方面，为了强化苏
哈托个人的权威和威权政
府的动员能力，苏哈托政
权将华人视为损害土著族
群利益和助长共产主义威
胁的群体，进而对华人实
行强制同化政策。所谓“
强制同化”，是指通过在
政治上和社会生活中推行
边缘化、歧视和污名化的
华人政策，迫使华人为了
生存彻底抹去自身的中华
文化特性并放弃华人身份
认同，进而全面融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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