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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论 文
基 于 “ 边 界 ” 理 论 ，
将 印 尼 归 侨 身 份 的 “
边 界 ” 建 构 放 入 纵 向
的 时 间 维 度 探 讨 其 “
边 界 ” 的 生 成 及 变
化 。 研 究 发 现 ， 印 尼
归 侨 身 份 的 “ 边 界 ”
并 非 一 成 不 变 ， 而 是
在 特 定 的 社 会 情 境 下
遭 遇 他 我 之 别 时 所 “
框 定 ” 的 。 在 印 尼 ，
他 们 身 份 “ 边 界 ” 的
表 述 核 心 是 对 祖 籍 国
的 想 象 与 认 同 。 归 国
后 ， 尤 其 是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 其 身 份 的 “ 边
界 ” 表 述 则 在 自 我 和
他 者 的 “ 意 会 ” 中 贴
上 了 “ 印 尼 ” 标 签 ，
唤 起 的 仅 是 对 跨 国 经
历 和 过 去 生 活 的 记 忆
与 怀 想 。 这 一 分 类 实
践 的 变 化 ， 在 一 定 意
义 上 反 映 了 移 民 关 于
身 份 的 界 定 和 选 择 过
程 ， 映 射 了 不 同 身 份
的 “ 边 界 ” 所 承 载 的
资源与意义。

【 关 键 词 】 印
尼 ； 归 侨 研 究 ； 身 份
认同；身份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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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 侨 是 指 回 国 定
居 的 华 侨 ， 和 华 侨 华
人 一 样 是 中 国 独 特 的
宝 贵 资 源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 较 早 的 归 侨 可
追 溯 到 2 0 世 纪 五 六 十
年 代 。 当 时 ， 归 国 人
数 最 多 的 是 东 南 亚 华
侨 。 其 中 又 以 从 印 度
尼 西 亚 归 来 的 居 多 ，
约有13.6万人。华侨回
国 后 ， 面 临 着 与 侨 居
地 迥 异 的 社 会 环 境 与
生 活 环 境 ， 存 在 着 重
新 适 应 与 身 份 认 同 的
变迁等问题。

一 、 在 侨 居 国 ：
以“祖籍国”为核心
的身份“边界”建构

本 文 所 关 注 的
印 尼 归 侨 ， 其 祖 辈 、
父 辈 于 清 朝 后 期 至 2 0
世 纪 二 三 十 年 代 由 广
东 、 福 建 等 沿 海 一 带
到 东 南 亚 国 家 “ 讨 生
活 ” ， 辗 转 在 印 尼 定
居 。 他 们 主 要 分 布 在
爪 哇 、 苏 门 答 腊 、
西 加 里 曼 丹 一 带 ， 多
数 以 做 小 生 意 或 从 事
体 力 劳 动 谋 生 。 经 过
多 年 的 奋 斗 与 积 累 ，
其 后 代 的 生 活 有 了 很
大 改 善 。 本 文 的 访 谈
对 象 尽 管 都 在 印 尼 出
生 ， 但 在 访 谈 中 提 及
最 多 的 是 其 作 为 中 国
人 的 身 份 。 他 们 生 在
印 尼 ， 长 在 印 尼 ， 是
如 何 生 成 以 “ 祖 籍
国 ” 为 核 心 的 身 份 “
边 界 ” 的 ？ 这 种 身
份 “ 边 界 ” 的 建 构 不
是 一 蹴 而 就 的 。 一 方
面 是 个 体 在 社 会 结 构
中 的 自 我 选 择 。 这 种
选 择 首 先 受 家 庭 、 社
群 的 影 响 ， 并 逐 渐 在
不 同 的 社 会 交 往 和 行

动 中 得 以 框 定 。 另 一
方 面 ， 侨 居 国 政 策 、
民 族 主 义 、 大 众 媒 体
等 构 成 的 外 部 力 量 推
动 着 个 体 对 身 份 “ 边
界”进行形塑。

（一）家庭、社
群：“边界”的生成

春 节 是 中 国 文
化 中 最 隆 重 、 最 重 要
的 节 日 ， 它 伴 随 着 丰
富 、 固 定 的 习 俗 呈 现
出 典 型 的 文 化 象 征 意
义 。 在 访 谈 中 ， 受 访
者 多 次 提 及 在 印 尼 家
中 过 春 节 的 情 形 。 正
是 在 家 庭 耳 濡 目 染 的
影 响 下 ， 个 体 逐 渐 生
成 中 华 儿 女 的 观 念 ，
并 对 遥 远 的 “ 国 家 ”
形 成 大 致 图 像 ， 使 他
们 确 信 这 才 是 与 之 相
联系的国家。

我 1 9 4 2 年 生 于 印
尼 泗 水 的 一 个 小 镇 ，
祖 籍 广 东 梅 县 。 出 生
时 ， 父 亲 在 印 尼 开 杂
货 店 。 虽 然 家 境 算 不
上 富 裕 ， 但 也 过 得
去 。 我 从 小 就 知 道 自
己 是 中 国 人 ， 我 们 的
父 辈 是 从 中 国 出 来
的 。 父 亲 的 书 法 写 得
好 ， 每 逢 春 节 邻 居 就

会 请 他 写 春 联 。 后 来
家 里 宽 裕 些 ， 父 亲 就
捐 资 筹 备 华 文 学 校 。
每 年 中 国 的 传 统 节 日
我 们 都 会 按 照 客 家 人
的习俗来过。

我 们 在 邦 加 ，
那 时 还 没 有 舞 狮 。 但
除 夕 会 把 家 里 打 扫 得
干 干 净 净 。 小 时 候 最
喜 欢 过 年 了 ， 过 年 有
压 岁 钱 ， 还 有 新 衣 服
穿 。 我 家 大 年 初 一 还
会吃素。

在 这 种 身 份 认 知
下 ， 他 们 在 生 活 中 与
印 尼 本 地 人 保 持 着 一
定 的 社 会 交 往 距 离 。
据 归 侨 张 雅 琳 所 言 ，
他 们 居 住 在 印 尼 华 人
社 区 中 ， 虽 不 可 避 免
地 要 和 印 尼 本 地 人 打
交 道 ， 但 社 会 交 往 半
径 仍 局 限 在 华 人 圈 。
她 讲 了 一 个 例 子 ： “
我 有 一 个 伯 母 ， 她 有
两 个 女 儿 。 大 女 儿 上
学 时 和 一 个 印 尼 人 相
爱 了 要 结 婚 。 她 坚 决
反 对 ， 也 不 去 参 加 婚
礼 。 二 女 儿 找 了 一 个
华 人 ， 结 婚 时 她 就 给
他 们 办 了 一 个 盛 大 的
婚 礼 。 当 然 也 有 华 人

娶 印 尼 老 婆 ， 但 没 有
那 么 强 烈 的 反 对 。 现
在 想 来 应 该 积 极 融 入
当 地 社 会 ， 还 是 太 狭
隘了。”

这 一 个 案 类 似 于
巴 顿 提 出 的 “ 族 群 关
系 的 行 动 模 型 ” ， 他
更 多 关 注 的 是 个 体 、
社 会 化 ， 强 调 个 体 通
过 日 常 生 活 经 历 来 区
分 或 认 同 他 们 对 其 他
群 体 的 反 映 。 案 例 中
的 “ 母 亲 ” 对 两 个 女
儿 婚 礼 的 态 度 截 然 不
同 ， 主 要 在 于 无 法 接
受 大 女 婿 印 尼 人 的 身
份 。 “ 母 亲 ” 对 于 女
儿 丈 夫 身 份 的 考 虑 显
然 大 于 女 儿 的 婚 姻 幸
福 。 这 个 例 子 虽 是 个
案 ， 但 从 侧 面 反 映 了
当 时 华 侨 对 与 印 尼 人
通 婚 的 “ 排 斥 ” 。 他
们 对 通 婚 半 径 的 考 虑
是 出 于 担 心 同 胞 对 自
身 的 评 判 ， 以 免 影 响
在 华 人 圈 的 活 动 和 融
入 。 时 至 今 日 ， 华 人
与 印 尼 人 通 婚 的 现 象
仍 不 算 多 ， 尤 其 是
女 性 嫁 给 印 尼 人 的 更
少 。 因 此 ， 通 婚 半 径
的 考 量 又 促 进 了 “ 边
界”的再生产。

由 此 可 见 ， 归
侨 在 侨 居 国 身 份 “ 边
界 ” 的 意 识 首 先 来 源
于 家 庭 和 社 群 的 影
响。

（ 二 ） 外 部 塑
造：“边界”的强化

人 类 学 家 陈 志 明
指 出 ， 族 群 意 识 在 现
代 的 意 义 乃 是 因 为 国
家 对 个 人 以 及 群 体 间

徐敏：印尼归侨身份
“边界”流变初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