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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 提 要 】 本
文通过追溯邦加岛华侨
华人的历史，分析其文
化认同的变化，并在实
地调查基础上评估邦加
华侨华人文化认同的现
状。本文认为，历史以
来，邦加岛华侨华人始
终保持较为强烈的华人
文化认同。虽然经历过
苏 哈 托 时 期 的 文 化 强
制，但是邦加华人的文
化认同并未受到太大影
响 ， 特 别 是 在 偏 远 地
区。而2000年以后，印
尼华人社会通过华人社
团和华文教育所掀起的
华人文化复兴浪潮并没
有在邦加华人社会有明
显的表现。与爪哇岛或
其他华人人口较为密集
的地区相比，当前邦加
岛的华人文化认同更多
的 是 靠 身 份 和 文 化 自
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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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期 邦 加 岛 的 华
侨几乎都为来自广东和
广西的客家人，作为“
契约华工”在荷兰殖民
者的管理下过着集体生
活。职业的一致性、祖
籍和语言的同一性、聚
居的生活环境，客观上
保证邦加华侨能够较完
整保留其传统习俗和文
化，即使与当地人通婚
也不易受其影响。

2 0 世 纪 4 0 年 代 以
后，邦加的契约华工大
批返国，爪哇工人代替
了契约华工的位置，留
下来的华工及其后代人
口占比降低，并受到马
来文化的影响，特别是
在如省会邦加槟榔等与
外岛交往较多，现代化
程度较高的地区。但其
他居住在原来矿区如哲
布斯、勿里洋等地的华
人则因地处偏远，受到
外界影响较小，传统文
化、习俗和方言能够较
好保存。

然 而 ， 在 苏 哈 托
统治时期，华人特征同
样 在 邦 加 的 公 开 场 合
消失。20世纪90年代以
后 ， 中 国 国 际 地 位 提
升，与印尼的关系也大
幅改善。印尼华人迎来
族群文化复兴时期，爪
哇、苏门答腊和加里曼
丹等地区的华文学校、
华人社团纷纷建立，推
动了这一场“文化复兴
运动”。在其他印尼华
人比例较高地区喜迎族
群文化复兴的时刻，作
为历史上曾经的华人聚
居地，当前邦加华人族
群的文化认同是否同样
迎 来 “ 复 兴 ” 值 得 关
注。

一、邦加岛华侨
华人概况及其文化认
同演变

1 8 6 0 年 以 前 ， 荷
属东印度华侨大多居住
在爪哇岛和马都拉岛，
外岛华侨人数较少。此
后，外岛华侨人数逐渐
增加。原因在于1870年
后，荷印政府加强了对
这 些 岛 屿 的 征 服 和 开
发，新来的移民或契约
华工从此大量移入此地
区 。 邦 加 岛 也 因 此 成
为“契约华工”的聚集
地。

19世纪末20世纪初
是契约华工输入邦加岛
的高峰期。1905年，邦
加有将近43700名华侨，
占 该 岛 总 人 口 的 3 8 %
；1920年估计有67398名
华侨，占总人口的44.6%
。邦加华侨作为邦加岛
的“开拓者”，这一时
期在该岛的人数比例将
近一半，这就表示当时
邦加华侨社会更不易受
外界影响而改变其原有
的文化认同。

另外，早期邦加华
侨的文化认同还有一特
征，就是与其政治认同
密不可分。长期处于荷
兰殖民者压迫和剥削下
的大量邦加契约华工，
迫切希望有一个强有力
的祖国可以保护他们的
权益。清政府的腐败是
他们被迫离开家乡，远
走南洋谋生的主要原因
之一，因此他们对清政
府并不抱有希望。而革
命派到来后，在革命党
人的宣传活动下，他们

的希望被点燃，产生了
爱国热情，形成了对祖
国的政治认同，开始在
当地积极建立同盟会分
会、书报社等组织，支
持革命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
中 华 民 国 ” 建 立 前 的
1908—1911年间，荷属
东印度的同盟会大致有
13个分会，这些支部几
乎都在外岛，仅邦加一
岛 就 成 立 了 3 个 分 会 。
而在岛上主要城市都有
书报社的存在，华侨苦
力较多特别是客家人较
多的地区则普遍存在。
可见处于社会下层的工
人 受 革 命 鼓 动 的 程 度
更大。邦加岛的书报社
包括槟港中华书报社、
文岛中华书报社、烈港
明德书报社等。书报社
不仅提供华文读物，推
动中华文化在华侨群体
中的发展，而且讨论中
国国内局势，商讨革命
事宜。书报社有力推动
了华侨，特别是土生华
侨参与爱国民主主义运
动，形成对祖国的政治
认同和文化认同。

在印尼其他各岛广
泛开展新式教育时，邦
加岛的华侨也十分重视
子女的华文教育和文化
传承。雅加达中华会馆
建立的头十五年里，在
全印尼开设了25个中华
学校分校，其中邦加岛
就占了4个，其他几乎都
在爪哇岛。1919年大约
有800个华侨子弟在中华
学校就读。到1930年，
岛上共有华校40所，其
中槟港有9所华校，门托
克有2所，烈港有11所，
南邦加共5所华校，北邦
加（勿里洋、哲布斯）
共13所华校。

邦加华侨学校的发
展不仅促进了当地华侨
社会统一文化认同，接

受新式教育，而且派侨
生前往祖国学习，加深
了当地土生华侨与祖国
之间的联系，推动了当
地华侨对祖国产生政治
认同。土生华侨不再局
限于方言教育，同时接
受了祖国的主流文化教
育和爱国教育，形成了
对祖国的政治认同和统
一的文化认同。

1930年以后，荷属
东印度经济受到世界经
济危机的影响，逐渐停
止“猪仔”输入，邦加
的契约华工人数逐渐减
少。但他们对祖国的政
治认同并没有减弱。在
抗战时期，上海华侨爱
国义捐总收款处对1933
年 5 月 份 经 收 的 款 项 进
行 统 计 并 发 表 报 告 ，
其 中 邦 加 槟 榔 中 华 商
会共捐1200元。1937年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印
尼华侨抗日救国的联合
组织——华侨捐助祖国
慈 善 事 业 委 员 会 应 运
而生，该会下辖34个团
体会员，其中就包括邦
加勿里洋华侨赈灾委员
会以及邦加槟港华商公
局。1937年，邦加岛九
莲堂华侨为支持祖国抗
战 募 得 大 洋 6 0 2 元 8 角 8
分。20世纪40年代初，
邦加华侨社团带领当地
华侨募集大约11000荷币
寄往中国的解放组织。

中国抗战胜利后，
也即印尼独立（1945年
宣告独立）以后，邦加
便不再输入契约华工，
而由爪哇劳工所代替。
之后，岛上的华侨或回
祖 国 ， 或 去 往 他 岛 谋
生。同时，印尼共和政
府成立后，领导人开始
着 手 处 理 境 内 华 侨 问
题，华侨的国籍问题也
被提上议程，但大多数
留下来的华侨坚定不移
地选择中国国籍，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