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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港。截至2016年，外
市的三语学校仅有2009
年在烈港开设的新中兴
学校一所，正规汉语教
师只有两人，他们于中
国大陆留学归来后，在
新中兴学校教汉语。其
他华人为主的小学、中
学甚至高中，中文老师
人数也非常稀少，有的
学校虽然半数以上为华
人，但是中文老师却也
只有两位，教学方面，
有的老师的教学资格也
值得商榷，年纪较大的
老师只凭借以前在华文
学校学习的经验和知识
来授课。无论如何，岛
上能够接触中文教育的
机会、学习体验与邦加
华人的人数及需求确实
不匹配。这主要因为目
前邦加的汉语教学发展
滞后，开设汉语课的学
校 太 少 ， 硬 件 条 件 不
足。这一现实将打击邦
加华人学习汉语的积极
性。在访谈过程中，不
少邦加华人希望当地的
华文教育能够被重视，
他们渴望能有学习中文
的机会，希望有注重华
文教育的企业家或教育
家，能够推动邦加岛的
中文教育。因为，他们
的家庭环境和工作环境
不允许自己去往汉语教
育发达的地区学习。这
一现状阻碍了邦加华人
接受华文教育的实现。

华 文 媒 体 方 面 ，
阅读印尼本土中文报和
观看当地华语节目的邦
加华人十分稀少。据了
解，主要原因是不懂，
其次是订阅不方便。但
是不少邦加华人家庭安
装有卫星电视收看外国
的华语节目，不过这部
分 人 主 要 为 老 一 辈 华
人，他们在苏哈托时期
之前多上过华校，有一
定的中文基础。

邦 加 的 华 人 社 团
数量稀少，影响较大的
孔教总会和客属公会的
主席为同一人。但是，
这并不影响大多数邦加
华人参与社团活动的热
情。这些华人社团注重
推动传统文化和宗教的
保存。这些努力也取得
一定成绩，多数受访对
象对华人社团未来的发
展表示关注，他们认为
参与社团的活动能够提
升 自 己 的 华 人 文 化 认
同。邦加华人的宗教信
仰 没 有 发 生 明 显 的 改
变。受访对象总体学历
不高，而且历史上邦加
地处偏僻，华人聚居，
鲜 少 受 到 外 来 文 化 影
响。因此教会或教会学
校对他们的影响力也没
有像爪哇岛那么大。与
友族相处融洽，也使得
华人传统节日在这里仍
然 能 够 较 大 范 围 的 保
留。即使在华人文化受
打压期间，他们仍然可
以选择和邻居私下共同
庆祝。随着社会环境的
开放，他们的庆祝活动
更加无须隐藏，一到节
日期间，大街小巷热闹
非凡。就连清明节，邦
加华人也会在墓地附近
的主通道两边挂满红灯
笼，以显示这是属于华
人的节日。

三 、 对 邦 加 岛 华
人文化认同现状的一
点思考与建议

正如上文所指出，
在中印（尼）断交后，
绝大多数印尼华人加入
了当地国籍，政治上认
同于印度尼西亚。由于
与祖籍国关系的长期疏
远，再加上苏哈托政府
长期的强制同化，邦加
华人社会同样出现过文
化沉寂的时期，但是，
通过实证调研，我们可
以发现邦加岛华侨华人
始终保持较为强烈的华
人文化认同，特别是在
偏远县市。

邦 加 岛 华 人 对 祖
籍国的文化情感一直存
在，但当前他们渴望学
习中文的心情，对中国
向心力的方兴未艾应该
出现于中国改革开放之
后。中国经济地位和国
际地位的大幅提升，既
吸 引 了 印 尼 政 府 的 目
光，同时也让印尼华人
敢于公开表达自己对祖
籍国日益强大的自豪与
骄傲。

然而，在爪哇、西
加里曼丹或其他华人人
口较为密集的地区，老
一辈华人开始利用逐渐
宽松的客观环境，寻求
族群文化复兴，在他们
的推动下，华文教育、
华文媒体、华人社团都
在迅猛发展，特别是华
文教育，他们希望振兴
华文教育来使下一代重
新习得华人文化，增加
甚至是恢复印尼华裔的
族群文化认同。但是当

前邦加岛的华人文化认
同还是更大程度靠身份
和文化自觉，族群文化
复兴现象似乎并没有在
邦加出现，特别是华文
教育的发展，严重落后
于其他华人人口密集地
区。

汉语和汉字作为中
华文化的缩影和重要组
成部分，作为华人族群
文化的载体，在邦加岛
俨然已存在缺失现象，
这一现状造成了邦加华
人族群语言和文化系统
教育的断层，可能造成
当 地 华 人 身 份 认 同 淡
化，成为邦加华人追求
华人文化认同的严重障
碍。

无 论 如 何 ， 当 前
邦加华人的文化认同更
多依靠传统宗教、文化
自觉，华人社团也起到
一定作用，而华文教育
对他们的影响却杯水车
薪。印尼是千岛之国，
领土较为零散，笔者认
为与邦加环境相似的其
他较为偏僻的岛屿和华
人区可能也存在同样的
现象。

笔 者 以 为 ， 华 人
文化与中华文化同宗同
源，作为海外华人的祖
籍 国 与 中 华 文 化 发 源
地，我国政府的相关部
门和机构在推动邦加岛
华人或印尼其他偏远岛
屿进一步增强族群文化
认同方面大有可为。

首先，在推动当地
华文教育发展这一块可
以起到重要作用。派遣
对外汉语教师一直是我
国为海外有需要的国家
或地区提供汉语教育帮
助的重要举措。基于此
次调研结果，邦加岛华
人普遍有学习汉语的需
求，同时也希望能得到
帮助，那么我们可以与
当地教育部门、华文教

育机构采取适当合作形
式，促进当地华文教育
的发展，并且增加培养
当地华文教师的力度。

其 次 ， 可 考 虑 将
在印尼举办的文化交流
活动推广到偏远岛屿。
文化交流活动是文化互
通的一个重要平台，也
是让海外华人感受祖籍
国文化繁荣发展、寻求
文化共性及进行文化互
动的重要舞台。自2001
年中印尼两国签订《中
国政府和印尼政府文化
合作协定》以来，合作
举办的文化交流活动几
乎都在大城市举行，如
爪哇岛各省会城市，苏
门答腊的棉兰、巨港等
等，偏远岛屿的华侨华
人参与祖籍国文化交流
活动、与祖籍国文化近
距离接触的机会较少。

再 次 ， 在 推 进 “
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
中可考虑与邦加岛开展
相关领域交流与合作。
笔者在采访当地华人问
其对祖籍国的看法时，
不少受访者表示中国现
在 强 大 了 ， 他 们 很 高
兴，现在中国在推进“
一带一路”，但是邦加
华人很难参与其中，因
为 中 国 政 府 更 多 地 在
印尼的大城市开展相关
工作，其实当地华人很
想参与，他们希望中国
也能多和邦加开展经贸
活动，当地的基础设施
和电力系统非常匮乏和
落后，欢迎中国企业能
来投资，推动当地经济
发展。但是这种合作不
仅是基于经济因素，同
时也因为当地华人与祖
籍国深深的血缘文化联
系，他们同时表示也希
望中国同胞能多到邦加
旅游看看，展开文化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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