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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华侨社团、华校教
育和华文报刊，在当地
华侨社会宣传爱国主义
思想普及中华文化，呈
现出对中国政治和文化
认同的新高潮。

1946—1954年印尼
政 府 采 取 被 动 式 的 国
籍政策。在被动式国籍
法实行期间，印尼华侨
并不重视印尼国籍，例
如邦加岛大部分华侨希
望成为新中国的一员，
他们对印尼国籍没有兴
趣，其他的人则不关注
政治。华侨报纸持续登
载 华 侨 青 年 脱 籍 的 盛
况。如《新报》就报道
了 邦 加 华 侨 的 脱 籍 情
况。“因邦加脱籍者人
数颇多，故法院前每晨
人数拥挤，因脱籍时限
已 迫 ， 为 便 利 脱 籍 申
请，邦加法院通融申请
人 可 以 先 签 脱 籍 证 ，
其 他 证 件 以 后 再 行 补
缴。”

1945年后，邦加的
华校数量也增长迅速，
许多城镇开办了新的华
校。到1946年，官方资
料估计在邦加有67所华
校 ， 已 经 超 过 2 0 0 名 教
师和9213名学生。与战
前1930年的40所相比，
邦加华校总数增加了27
所 。 1 9 4 7 年 1 月 华 校 新
学期开始，在邦加就估
计有12387名学生入学。
同 时 只 有 大 约 7 0 0 名 华
侨 学 生 进 入 国 民 学 校
学习。20世纪50年代中
期，邦加岛有华侨学校
84所，学生20700余人。

邦加华校的发展表
明中国抗战胜利后，爱
国主义和中华文化在当
地华侨社会继续传播和
发展。

1 9 5 5 年 中 印 尼 “
双 重 国 籍 条 约 ” 签
订，1958年印尼政府颁
布《第62号法令》，华

侨面临又一次选籍的机
会。到1961年3月，印尼
政府官员估计，65%的
华侨选择了印尼国籍，
而印尼国籍协商会估计
为 7 0 % 至 9 0 % 。 选 择 保
留中国籍的华侨中，很
大一部分人返回中国。
例如，总统十号法令颁
布后，在1959—1961年
间，不少邦加岛华侨出
于 对 印 尼 的 失 望 和 恐
惧，对在印尼生活的不
确定性，于是怀抱对中
国的巨大希望而离开印
尼去往中国。离开印尼
的许多都是出生于印尼
的年轻华裔，他们希望
能在中国继续他们的学
业或事业。而留在邦加
的华侨华人对中国的政
治认同则开始淡化。

在文化认同方面，
随着1965年苏哈托的掌
权 ， 印 尼 华 人 被 迫 改
名，华人社团、华文学
校、华文媒体以及一切
与中华文化特征有关的
活动都被关闭或禁止在
公开场合出现。国外华
文刊物、媒体影像等被
禁止进口印尼。印尼华
人陷入了长达32年的强
制同化时期。大量华人
子女往印尼其他城市学
习或寻求更好的发展，
老一辈老人则大部分继
续留守邦加。

这一时期，一直对
邦加华人文化造成重要
影响的华人中心开始发
生变化。第一个是雅加
达的 影响力开始超过巨
港。历史上邦加隶属于
巨港苏丹的管辖范围，
来自苏门答腊的宗教和
文化影响一直对邦加起
到重要作用，但是新秩
序时期之后，邦加与雅
加达的关系则越来越密
切，每天从邦加到雅加
达的航班比到巨港的航
班多得多。作为教育中

心，雅加达和日惹也吸
引着大量的邦加年轻人
前往，因为岛上的机会
太少。

第 二 个 则 是 新 加
坡作为东南亚华人文化
重心，对邦加岛华人特
别是上层华人的影响力
增强。从19世纪开始，
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华侨
华人政治、经济和文化
中心，影响着华人移民
和商业的发展。在推进
资本流通、苦力贸易、
胡椒交易、组织秘密会
社、为中国募捐等方面
起着重要作用，并且一
直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
亚中心。但是随着苏哈
托对印尼华人各方面的
控制，新加坡对邦加华
人的影响力逐渐减少。
然而，随着印尼政治的
开放，又有越来越多的
邦加富裕华人将其子女
送往新加坡深造。不仅
因为新加坡作为国际化
大都市，同时也因为它
拥有深厚的东南亚华人
历史底蕴和文化。

在 华 人 人 口 比 例
方面，80年代以后，邦
加华人大量移居外岛而
外 岛 原 住 民 又 不 断 移
入，致使邦加华人与人
口全盛时期相比，比例
逐渐下降（当前邦加华
侨华人在该岛的人口比
例已降至11.54%以下）
，全岛的原住民色彩日
益鲜明。但是，华侨华
人的文化并没有随之同
化，由于历史上华人与
原住民的通婚及其密切
交往，岛上邦加人口中
仍存在相当一部分的混
血华人，即在当地被称
为“半唐番”的华人。
这一现象使邦加原住民
社会有别于印尼其他地
区。最为典型的就是这
里的原住民颇像华人且
会 讲 客 家 话 。 与 印 尼

许多地区的华人是不断
地“原住民化”相反，
邦加却出现了原住民“
华人化”的有趣现象。
邦加华人与原住民之间
的和谐关系也为其能保
留华人传统文化提供了
前提条件。

二、邦加岛华侨
华人文化认同现状

为了进一步考察邦
加岛华人文化认同的现
状，笔者针对邦加岛的
华人，随机做了一份关
于《印尼华人文化认同
现状》的问卷调查，并
对个别受访对象进行深
度访谈。笔者的问卷调
查涉及城镇包括槟港、
高木、哲布斯以及烈港
等华人传统聚居地，共
收回有效问卷104份。

（一）受访对象总

体情况
根 据 表 1 至 表 3 ，

我们可以发现邦加受访
对象主要为青壮年，其
中以21—50岁的华人为
主 。 在 职 业 构 成 中 ，
从商仍旧占据岛民职业
的绝大多数。据笔者观
察，邦加华人的从业方
向较为一致，如果条件
允许，从商依旧是他们
的首选。此外，受访对
象中有部分工人，这部
分人多住在较偏远的哲
布斯地区，是当年“契
约华工”的后代，以往
祖辈作为矿工生活，现
在的他们则继续作为工
人为印尼的发展贡献力
量。

同时，根据问卷相
关问题答案的分析，在
邦加岛居住不满三代的
仅有9%，三代以上者有
30%，不知道自己为第
几代的有62%。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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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邦加受访对象性别比例表

表2：邦加受访对象职业比例表

表3：邦加受访对象年龄比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