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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 当 天 ， 就 座 后 ，
会 长 向 社 区 领 导 、 工
作 人 员 介 绍 了 联 谊 会
的 情 况 ， 社 区 领 导 表
示 慰 问 并 邀 请 文 艺 组
在 社 区 活 动 中 表 演 节
目 。 随 后 ， 归 侨 们 请
社 区 工 作 人 员 享 用 印
尼 美 食 。 社 区 领 导 提
议 请 归 侨 们 在 现 场 表
演 印 尼 舞 蹈 ， 一 开 始
他 们 婉 拒 了 ， 因 为 没
有 穿 印 尼 服 装 ， 但 在
盛 情 邀 请 下 ， 归 侨 拿
上 由 椰 壳 和 塑 料 花 做
的 道 具 ， 展 示 新 排 练
的舞蹈《椰壳舞》。

在 公 共 空 间 中 ，
饮 食 和 舞 蹈 是 展 现 身
份 “ 边 界 ” 最 醒 目 和
重 要 的 渠 道 。 虽 然 归
侨 们 没 有 穿 印 尼 服
饰 ， 但 印 尼 美 食 和 舞
蹈 作 为 他 们 的 文 化 特
征 ， 将 当 下 处 于 共 同
空 间 中 的 人 群 加 以 分
类 。 如 果 是 舞 蹈 对 归
侨 身 份 “ 边 界 ” 进 行
了 感 官 上 的 刺 激 ， 那
么 饮 食 则 兼 具 视 觉 、
味 觉 、 触 觉 的 多 重 元
素 ， 唤 起 了 归 侨 儿
时 、 青 少 年 期 在 印 尼
生 活 的 记 忆 ， 对 曾 经
家 庭 生 活 的 想 象 。 印
尼 特 色 食 物 如 九 层
糕 、 糯 米 鸡 丝 卷 的 制
作 并 非 易 事 ， 做 法 都
很 讲 究 和 繁 琐 ， 从 挑
选 食 材 到 烹 调 再 到 包
装 上 桌 通 常 要 花 费 很
多 时 间 和 精 力 。 这 些
食 物 外 人 根 本 不 会
做 ， 甚 至 都 没 有 听
说 过 。 归 侨 们 在 制 作
美 食 的 过 程 中 进 行 了
充 分 的 交 流 ， 倾 注 了

习 惯 和 情 感 ， 群 体 “
边 界 ” 也 因 此 得 以 维
系 。 语 言 、 舞 蹈 和 饮
食 是 对 归 侨 身 份 的 表
征 和 认 同 ， 以 此 说 明
自 己 身 份 的 正 当 性 及
同其他群体的区别。

（ 二 ） 社 交 媒
体：私人生活“边
界”的重构

现 代 通 讯 方 式
尤 其 是 Q Q 、 微 信 等
社 交 网 络 为 “ 边 界 ”
的 制 造 、 维 系 提 供 了
更 广 阔 的 空 间 。 一 方
面 ， 通 讯 、 交 通 方 式
缩 短 了 时 空 距 离 ，
为 “ 侨 ” 的 跨 国 网 络
带 来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便
利 。 从 2 0 世 纪 8 0 年 代
至 今 ， Y 省 印 尼 归 侨
侨 眷 联 谊 会 的 大 部 分
归 侨 有 重 访 印 尼 的 经
历 ， 有 的 甚 至 每 年 都
回 。 但 随 着 归 侨 的 老
去 ， 往 返 奔 波 身 体 吃
不 消 ， 即 时 联 系 则 弥
补 了 这 一 缺 憾 。 “ 我
母 亲 九 十 多 岁 了 ， 虽
然 精 神 不 错 ， 但 印 尼
太 远 没 回 去 。 不 过 印
尼 亲 戚 过 来 看 她 。 她
也 可 以 跟 他 们 视 频 ，
很 方 便 。 ” 同 时 ， 归
侨 们 根 据 具 体 需 要 建
立 了 微 信 群 ， 有 同 一
侨 居 国 生 活 经 历 的 华
侨 华 人 与 归 侨 在 网 络
空 间 得 以 “ 相 聚 ” 。
微 信 群 为 侨 “ 边 界 ”
的 形 塑 提 供 了 更 自 如
的 “ 在 场 ” 和 互 动 空
间 。 如 文 艺 组 归 侨
们 在 群 里 发 布 与 印 尼
相 关 信 息 ， 讨 论 活 动
安 排 、 小 吃 做 法 等 正
式 或 非 正 式 的 事 情 ，

中 文 和 印 尼 文 穿 插 使
用 。 互 联 网 的 介 入 改
变 了 归 侨 原 有 的 联 系
场域。

综 上 ， 当 代 日 常
生 活 中 印 尼 归 侨 在 特
定 的 公 共 空 间 运 用 语
言 、 舞 蹈 、 饮 食 等 不
同 的 外 显 性 标 志 区 分
不 同 社 群 ， 表 达 其 归
侨 身 份 的 “ 正 当 性 ”
。 同 时 ， 社 交 媒 体 的
发 展 促 使 私 人 领 域 “
边 界 ” 的 表 述 更 为 灵
活 ， 将 有 着 印 尼 生 活
经 历 的 不 同 群 体 分
类 。 这 种 分 类 实 践 并
非 固 定 不 变 ， 而 是 在
不 同 的 社 会 互 动 中 不
断 生 成 新 的 “ 边 界 ”
。

三、结语
以 上 分 析 试 图

说 明 身 份 “ 边 界 ” 是
流 动 的 ， 不 同 时 空 背
景 下 “ 边 界 ” 生 成 的
维 度 并 不 一 致 ， 这 体
现 了 移 民 关 于 身 份 的
界 定 和 选 择 过 程 ， 映
射 的 是 不 同 身 份 的 “
边 界 ” 所 承 载 的 资 源
与 意 义 各 异 。 虽 然 印
尼 归 侨 曾 是 移 民 ， 但

在 现 代 民 族 国 家 的 框
架 下 ， 在 侨 居 国 和 祖
籍 国 的 两 种 身 份 “ 边
界 ” 是 不 一 样 的 。 在
侨 居 国 ， 他 们 被 划 定
为 “ 外 国 人 ” ， 面 临
来 自 身 份 认 同 所 形 成
的 挑 战 。 “ 中 国 人 ”
这 一 具 有 真 实 性 或 象
征 性 的 身 份 “ 边 界 ”
将 处 于 侨 居 国 各 地 的
移 民 凝 聚 为 可 辨 识 的
同 一 群 体 。 当 然 ， 如
果 将 民 族 国 家 具 象
化 ， 那 么 移 民 首 先 投
射 的 是 关 于 祖 籍 地 的
想 象 ， 进 而 生 成 对 祖
籍 国 的 想 象 。 在 东 南
亚 国 家 纷 纷 独 立 、 万
隆 会 议 召 开 以 及 民 族
主 义 浪 潮 盛 行 的 背 景
下 ， 东 南 亚 华 侨 （ 比
如 文 中 探 讨 的 印 尼 归
侨 ） “ 边 界 ” 的 建 构
显 然 带 有 鲜 明 的 政 治
性色彩。

值 得 强 调 的 是 ，
归 侨 对 于 曾 经 生 活 过
的 侨 居 国 “ 家 ” 的 情
感 ， 并 非 认 同 侨 居
国 。 人 口 、 资 本 、 商
品 、 资 讯 及 符 号 等 在
跨 国 空 间 中 流 动 ， 引
发 社 群 成 员 的 认 同 变

迁 ， 而 跨 国 移 民 又 会
利 用 其 对 地 方 的 记
忆 ， 想 象 性 建 构 新 的
认 同 与 归 属 。 由 于 这
段 经 历 带 来 的 不 一 样
的 体 验 、 关 系 、 资 源
而 形 成 的 “ 归 侨 ” 身
份 ， 在 国 家 政 策 、 大
众 媒 体 、 不 同 群 体 的
互 动 中 凸 显 出 来 。 一
方 面 ， 国 家 对 “ 侨 ”
的 重 视 及 侨 务 政 策 的
落 实 为 归 侨 身 份 表 达
提 供 了 “ 正 当 性 ” ；
另 一 方 面 ， 印 尼 作 为
归 侨 曾 经 的 记 忆 ， 更
多 的 是 一 种 “ 文 化 情
感 ” 。 这 种 “ 情 感 ”
促 使 归 侨 与 印 尼 有 关
的 社 群 在 互 动 中 生 成
了 流 动 的 “ 边 界 ” ，
不 同 语 境 下 形 成 不 一
样 的 分 类 实 践 。 与 之
伴 随 的 是 ， “ 印 尼 标
签 ” 逐 渐 成 为 一 种 记
忆 情 感 ， 在 下 一 代 的
观 念 中 淡 化 。 这 也 显
示 了 不 同 时 期 不 同 生
境 下 “ 侨 ” 所 带 来
的 “ 边 界 ” 的 流 动 和
认同的变化。

论 文 ： 武 汉 华 中
师范大学印尼研究中
心学术调研文

徐敏：印尼归侨身份
“边界”流变初探（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