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民族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１ 期

二十一世纪以来印尼华人
“

再华化
”

现象研究

张 小 倩

内容提要 ２１ 世纪 以 来 ，
印尼华人族群 内 部 出 现 了

“

再华化
”

的 现象 。

“

再华化
”

的 出

现 与 印 尼政府对中 国政策的 转 变 、 中 国 的和平 崛起 以及 当 地华人思想观念变 化等现象 密不

可分 。 同 时
“

再华化
”

对 中华文化软 实力 在 印尼 的影 响传播也起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 。 笔者

通过在印 尼实地调研所获得 的成果 ， 阐述 印尼华人
“

再华化
”

的背景 、表现 ， 对
“

再华化
”

是否

存在及其程度和性质进行 了讨论 ， 并探索这一现象对传播 中华文化软实力 的影 响 。

关 键 词 ２ １ 世纪 印 尼华人 再华化

日 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施蕴玲 （ Ｃ ａｒｏｌｉｎｅＨａｕ ） 指出 ，
２０００ 年以后 ，在东南亚华人社会

出现了一种
“

再华化
”

的现象 ，它是指华人群体过去曾被贬低 、被压抑的华人性 （ 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ｅｓｓ ） 的复

兴 ；广义地说 ，
它是指东南亚和其他地区华人持有公开而活跃的族群身份认同 ，华人在当地社会的

接受度变得更高 ，华人的 自信心变得更强 。

？ 此外 ， 庄国土 、云 昌耀等学者都 曾或多或少地指出东

南亚华人社会出现的
“

再华化
”

现象 。

基于苏哈托统治时期 ，印尼政府禁止华人群体有关族群文化的特征在公开场合出现 ，华校的关

闭 、华人社团 的转型以及华文教育的缺失等事实 ， 印尼华人的族群文化传承在此期间缺乏系统性和

连贯性 ，华人文化特征几乎在印尼大众视野中
“

销声匿迹
”

。 目前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的
“

再华化
”

现象 ，在印尼华人身上具有比较明显的表现。

２０ １４ 年 ５ 月 至 ７ 月 ，
笔者就印尼华人

“

再华化
”

问题在爪哇岛进行为期两个月 的田野调查 ，其

中包括在万隆 、三宝垄、泗水等城市开展的有关
“

印尼华人文化认同现状
”

的问卷调查 ，分别收回有

效问卷 ８２ 份 、９５ 份和 ７９ 份 。 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受访者接受华文教育情况 ， 参与华人社团活动 以

及华人传统节 日情况等 ，并对个别受访对象进行了深度访谈 。 笔者希望通过此次调查 ，探讨印尼华

人社会是否出现了
“

再华化
”

现象以及它的程度和本质 。

一

、印尼华人
“

再华化
”

的背景

印尼在
“

９７ 金融海啸
”

中遭受重创 ，政府急需重建国家经济 ； 同时印尼的排华和种族歧视政策

也遭到了华人及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 因此 ，
１９９８ 年对中国和华人态度强硬的印尼总统苏哈托下

台后 ，其继任者的对华外交政策及在国 内对华人事务的态度都渐趋友好 ，并开始在官方立场上逐步

废除过去歧视华侨华人的法规 。 例如 ，在瓦希德任总统期间 ，废除了１９６７ 年的第十四号总统决议 ，

这
一

决议内容主要是禁止印尼华人在公开场合庆祝华人节 日 。 基于此 ，他本人及其内 阁成员还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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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一

世纪以来印尼华人
“

再华化
＂
现象研究

加了２０００ 年在雅加达举办的华人新年庆祝活动 。 同年还将华人信徒众多的孔教纳入了 印尼合法

宗教之内 。 在梅加瓦蒂总统任期 内 ， 则进一步批准华人新年作为印尼的 国家节 日 。

？ 华人的政治

地位逐渐得到了改善和提升 。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 ，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与和平崛起的势头吸引 了包括印尼在

内 的世界各国的关注 。
至 ２０ １ ３ 年 ，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及外汇储备逐年增加并始终保持较高的增

长速度 。
？
２０ １０ 年中国更超越 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经济的发展无疑将吸引 更多海外华人

来中国投资 。 印尼作为东南亚华人最多和华商众多的国家 ， 当然也不例外 。 在苏哈托下台之后印

尼华商建立了 自 己 的组织
，
这其中至少有 ４个商业组织是 由印尼华人主导或者印尼华人参与度很

高的组织 ， 它们分别是 ： 印 尼
一

中 国经济 、 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 （ Ａｓｓｏｃ 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ｏｎｅ ｓ ｉａ
－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
Ｓｏｃ ｉａ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 印 尼工商会馆 中 国委员 会 （
ＫａｄｉｎＩｎｄｏｎｅｓ ｉａＫｏｍｉ

ｔｅ

Ｔｉｏｎｇ
ｋｏｋ ） 、 印 尼 工商 会馆 中 国 委 员 会 （ Ｉｎｄｏｎｅｓ ｉａｎ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ｈ ｉｎａ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 、印尼中华总商会 （

Ｉｎｄｏｎｅ ｓ ｉａ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 。
③ 这些商业组织实际上对

印尼经济的发展以及印尼与中国的经济联系都有所贡献 。 例如印尼中华总商会于 ２００ １ 年成立 ，其

主要职责是团结印尼华人企业家 ，
为推动印尼的经济建设贡献力量 ，强调对 内加强互助合作建设繁

荣经济 ，
Ｘｔ外加强与世界各国华商的联系 ，特别是与中 国企业家的联系 。

④
印尼知名华商大企业如

三林集团 （ Ｓａ ｌｉｍＧｒｏｕｐ ） 、芝普特拉集团 （
Ｃ ｉ

ｐｕ ｔｒａＧｒｏｕｐ ）等也都在中 国各地大规模投资 。 此外 ，据印

尼汇丰银行 ２００７ 年调查显示 ，
２００８ 年印尼中小企业 中有 ８ １％ 的企业表示要扩展业务 ，值得关注的

是 ５ １％ 的中小企业宣称要进人中国市场 ，改变以往主要以美国市场为对象的发展 目标 。

？ 这些中

小企业中 ，华商企业占据相当一部分 ，
在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起了带头作用 。

另外 ，新移民的加入也是印尼华人社会
“

再华化
”

的重要动因 。 新移民离开祖籍国的时间不

久 ，因此相较于土生华人
，

前者更倾向于在当地恢复和建构 自 己熟悉的中华文化 ，
客观上为印尼当

地华人重新拾获华人文化增添了助力 。 根据福建省调查资料 ，
１ ９９６ 年前往印尼的新移民及其子女约

３０９００人 ，而到 ２００５ 年 ，仅在印尼的福州籍新移民即增至 ５ １３ １ １ 人 。
？ 这些新移民到达印尼后 ，往往会

加人宗亲会或地缘社团 ，参与其中的活动 ， 以便更好地融人当地生活 。 新移民在经济文化及社会活动

领域为印尼华人社团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在
一

定程度上促进了印尼华人文化的复苏和发展。

新世纪的印尼华人族群身份认同 已然在增强 ，但是令人忧心的是印尼 ５５ 岁 以下的华人对华人

文化及华语的了解和掌握程度远远低于其周边国家水平 。 据暨南大学一项问卷调查显示 ， 与马来

西亚及新加坡相比 ， 印尼的华裔明显对 中华文化各方面了解偏少 。

？ 这
一

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在

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统治期间对华侨华人实行的强制同化政策 。 由于印尼华人的一言一行都遭到当

局管制 ，使印尼华人几乎失去了他们讲华语的能力 ，传统文化习俗也无法公开表达 。 但是 ， 通过下

文我们可以 了解到大部分印尼华人在内心深处对族群文化传承依 旧渴望 ，华语并没有在印尼完全

消失 。 然而由于客观环境的制约 ，华人语言和文化丢失仍很严重 ，特别是没有经历过华校教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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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代 。

华语和族群文化方面的缺失又可能会导致经济方面的连锁反应 。 从商
一

向是东南亚华人的首

选职业 。 在华商网络的建立过程中 ，地缘与血缘即地缘社团或同姓社团的发展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而大多数成功华商在合作伙伴建立和拓展时需要的媒介多是方言或普通话 。 显然 ，这对那些

不会讲普通话或方言的华商是极为不利的 。

对于华人社团而言 ，它们需要充实年轻的血液 ，如果华裔青年对华人社团的活动没有兴趣 ，那

么现有的华人社团就将面临解散的危险 。 另外 ，华文媒体和华文教育的存在和发展 ，
也要基于印尼

华人对学习和传承华人文化的渴望和需求 。 因此 ，
笔者认为 ，从印尼社会发展的趋势与华人族群长

远的发展来看 ， 印尼华人的
“

再华化
”

是必然也是必要的 。 华人的族群文化是华人群体确立 自身的

归属感与认同感的基石 ， 因为印尼华人的特殊社会历史经验表明 ，虽然与其他 国家华人一样 ，族群

之间互相融合是社会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是现阶段印尼华人族群身份认同感在持续增

强 。 有越来越多的印尼华人认识到 ，如果抛弃 自 己的族群文化认同 ，那么 印尼华人就会陷入Ｓ尬的

地位
——

虽是印尼合法居民却没有任何
一

个民族的归属感 。 就像其他友族一样 ， 印尼华人族群应

该保持 自 己 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 ，作为印尼社会的
一

个少数民族 ，追求 自 己 的权利 ，履行 自 己 的

义务 。

总之
，

“

再华化
”

的出现主要是印尼华人的主观意识驱动 ，但与印尼社会及政治变迁 、中国在国

际上的地位提升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 。

二
、印尼华人

“

再华化
”

的外部动力和
“

再华化
”

的表现

（

―

） 印尼与中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中 国 的经济发展以及向世界推动中国文化软实力 的举措同样吸引 了印尼的 目光 。 印尼与中 国

在上世纪 ９０ 年代恢复邦交之后 ，特别是 ２ １ 世纪以来 ，
双方在各方面的交往更加密切 ：华人在大陆

的投资增多 、印尼 留学生的增加 、印尼在大陆旅游人数的增加以及双方频繁举办各种文化交流联谊

会 ，等等 。

１９９７ 年东南亚爆发
“

金融海啸
”

之后
，中 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与东南亚各国建立更进一步的经济

联系 ，如建立中 国
一

东盟 自 由贸易 区 。
１９９９ 年 ，

时任中 国总理朱镕基在东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

正式提出 了这一概念 ，但是并没能达成
一

致 。

一些东盟国家 ，特别是印尼 ， 并不支持这一提议 。 然

而 ，到 ２０００ 年 １ １ 月举行的第七届东盟高峰会时 ， 尽管印尼并没有公开表示支持 ，但包括印尼在 内

的东盟全体成员 国接受了这
一

提议 。 中 国
一东盟 自 由 贸易 区于 ２０ １ ０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建成 。

① 中

国
一

东盟 自 由 贸易 区之所以得以顺利建成其中离不开东南亚各国特别是印尼华人企业家的从中调

解和帮忙 。 此后 ， 中印尼双方就达成了
一

系列的协议和合作计划 。 双方经贸往来紧密 。 据印尼 中

央统计局数据 ，从 １９９９ 年开始 ，
至 ２０１ ５ 年 ３ 月 印尼对中国 出 口额逐年增多 。

②

在留学生人数方面 ， 以厦门大学为例 ， 自 １９９８ 年起 ，尽管来 自印尼的 留学生 比例有所下降 ，但

是从实际人数来看 ，印尼
一直是厦门大学留学生人数最多的 国家 。 由表 １ 可知 ， 印尼来厦留学生这

８ 年来基本呈增长趋势 。
１９９８ 年和 １９９９ 年可能受印尼国 内排华冲突驱使 ，

一部分华人留学生因避

难而来 ；

２００３ 年受非典影响 ，人数有所减少 。

① 《中 国
一东盟 自 由贸易 区》 ， 载

ｈ
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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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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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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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 印尼对 中国 出 口贸易额 》 ，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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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厦 门大学 ８ 年留学生招生数据表及印尼历年招生表

＾份  ｜ 招生人ｉ ｜

茚尼年度福生人 晉分比
１ ９９８


２２７


９９


４３ ． ６％

１ ９９９２８０１ ３３４７
．
５％

＾０００３０２６ ＼２０ ． ０％
̄

２００ １４６７
￣

１２
￣

１ ５
．
６％

２００２６２７１ ２４１ ９ ， ７％
一

２００３５０３７９ １５ ， ７％
一

２００４
一

１０９ １ ｍ １ ０
．
８％

２００５
丨１０５５  １ ２５ ［ ｌＴ． ８％

资料来源 ：厦 门大 学 十年 印度尼西亚 留 学生教育研 究报告 。

在入境旅游方面 ，下列表格是中 国国家旅游局的相关统计数据 ：

表 ２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 ４ 年上半年按照入境 目的归类的印尼籍游客人数
＿

年份
 ｜

总人数／万人
Ｉ会反 ｜ 商务

｜

观光泳闲
｜

每亲访友
 ｜

服

２００５


３７ ． ７６


３７ ． ２４


１ ９ ． ４２


１ ０ ． ５２


０ ５２


０
．
０８

２００６ ４ ３ ． ３０２７ ． ４０
＂

３０ ． ４００ ． ３７
￣

５ ． ９２
￣

３ ＾８５

２００７４７ ． ７ １
￣

２５ ． ２９３６ ．
６ １ 〇７〇５９６ ． ０９２ ． ４ １

２００８４ ２ ． ６２１ ． ９ ８
＂

３ １ ． ４００ ． ０２ ８６ ． ９５
￣￣

２ ． ２５

̄

２００９
—

４ ６ ． ９０１ ． ８３
￣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４７ ． １ ８２ ． ８５

２０１ ０５ ７ ． ３４
＿

２
．
４３

＂

４４ ． ０４０ ． ０３
￣

７ ． ６９
￣

３ ． １ ５

＿

２０１ １
＾

６０ ． ８７ ２ ． ５２
￣

４６ ． ９８０ ． ０５８ ． １ ７３ ． １ ５

２０１ ２６ ２
．
２０ ３ ＾ ３３４６ ． ２２０ ． ０６８ ． ８６ ３ ． ７ ２

２０１ ３６ ０ ． ５３ ２ ． ８７
＂

４２ ． ３４０ ． １ １１０ ． ８６
￣

４ ． ３６

^

２０１ ４＾１
—６

月 ）
｜２７

． ２９ 丨ｌＴ 〇７丨

１ ８ ． ０２ 

 ｜０Ａ２ ５ ． ４４｜２
．
６３

资料来源 ：
根据 中 华 人 民 共和 国 国 家旅 游 网 站 （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ｃｎ ｔａ ．

ｇ
ｏｖ ．ｃｎ／ｈｔｍｌ／ｉ

ｊｙ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
所提供

２００５ 年 至 ２０ １４ 年 ６ 月 外 国旅客来华入境游人数资料整理所得 。

从上表可以看出 ２００５ 年到 ２０ １４ 年印尼籍游客人境总人数总体呈波动上升态势 ，
虽然印尼籍

游客并非都是华人
，
但是通过相关客观事实可以推断

，
其中华人访客应该不在少数

；
从上表也可以

看出 ２００５ 年之后的印尼籍游客中探亲访友人数锐减 ，而观光休闲的人数却锐增 ，但其实也不应排

除在观光休 闲的印尼籍游客中仍有
一

部分有探亲访友的 目 的 。

总的来说 ，在新世纪到来之后 ，印尼与中国交往更加密切 ，从而带动了印尼华人与祖籍国的交

往 ，部分华人扭转了对祖籍国的刻板印象 ，也为印尼华人重新确认和提升身份认同感提供了动力和

环境。

（
二

）
新加坡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现状对印尼华人

“

再华化
”

的推动

新加坡是人 口主体为华人的国家 ，
马来西亚的华人族群在国家人口 中占据的 比例也不容小觑 。

印尼与这两个国家比邻而居 ， 随着三方各种交往密切且频繁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认同积

极性对印尼华人显然会产生了正面的影响 。 单从华语教育方面来说 ，
在马来西亚 ，从华小到 中文大

学 ，
各级学校均显现出浓厚的中华文化氛围 。 因 为 ， 这些学校的学生和教师绝大多数是华裔

，
华

语因而成为学校的主要行政用语和交际用语 。 以人均占有量计算 ，马来西亚华人拥有的华文报刊

也没有哪个 国家能够与之相比 。
？ 新加坡方面 ，虽然英语是其官方语言 ，但是 自从 １ ９７９ 年新加坡推

行
“

讲华语运动
”

以来 ，新加坡华人的文化身份认同提升 ，华语逐渐在其 日 常交流中 占据重要地位 ，

中华文化也因此得以传承和延续 。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说过 ：

“

新加坡华人 ， 由于情感上和文化

① 〔 马 〕 陈志明著 ，李远龙译 ： 《马来西亚华人的认同 》 ， 载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 哲社版 ） ，
１ ９９８ 年第 ４ 期 。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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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需要 ， 将会而且必须继续使用 自 己的语言来交谈 、阅读和书写 。 这是认清 自 己 民族性和 自尊

的基本需要 。

……

如果我们放弃双语政策 ， 我们必须准备付出 巨大的代价 ， 使 自 己沦落为
一个丧

失 自身文化特性的民族……
”？在语言学者陈松岑的调查 中 ，新加坡有超过 １／３ 的受访者认为华语

主要是实用的 、沟通不同方言群体的
一

种交际工具
；
另有将近 １／３ 的人 ，认为华语主要是本民族的

表征 ；
还有约 １ ／５ 的人 ， 认为华语主要是继承华族传统文化的工具。 从纯粹功利的角度 ， 把华语当

成发财或有利于旅游的工具的人 ， 不过 １／ １０
。

？ 可见在将华语作为 团结华族的工具 、继承华族的

文化 、作为华族的表征等主要功能上 ，
新加坡华人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 。

由于苏哈托时期的排华以及与 中 国关系 的恶化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成为家庭条件允许的印尼

华人家庭子女留学的首选 ，这无疑对他们的华人文化和语言习得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 在笔者于

爪哇岛进行调研期间 ， 有不少被调查者特别是处于大学阶段的年轻华裔告知笔者 ，他们学习华语是

因为在前往新加坡或马来西亚旅游时 ， 在机场或其他地方用马来语或英语向 当地华人问路时 ，
总有

人会惊讶地问 ：

“

你是华人为什么不会讲华语？ 

”

这一现象无疑刺激了他们的华人文化身份认同感 ，

特别是没有接受过华语教育 ，
人文化身份认同较淡薄的年轻人 。

（ 三 ） 印尼华人
“

再华化
＂

的表现

华文教育 、华人社团
一

向是华人在居住国传播族群文化 的主要途径 ，但是在苏哈托统治时期 ，

这两方面都因受到印尼政府的压迫而被迫关闭或转型 。 华人传统节 日活动作为华人文化的一个重

要表现特征 ，在此期间也被禁止公开举行或庆祝 。 直到苏哈托下台后 ，
随着华人的努力和印尼政府

对华人各项权益的开始重视 ，形势才发生了转变 。 在印尼当代历史上 ，华人第
一次享受到了最大程

度的 自 由 。 不论在政策法规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 印尼华人正在逐步争取

自 己的族群权利 ，而且已初见成效 。 比如 ， 印尼政府在官方立场取消对华人带有歧视意义的称呼
“

ｏｒａｎｇｃ ｉｎａ

”

，而代之以
“

ｏｒａｎｇ
ｔｉｏｎｇｈｏａ

”

（ 笔者按 ：此为
“

中华
”
一

词的闽南语发音 ）
。 官方立场上 ，政

府已经不再强调同化政策 ，对华人的各种文化活动也逐渐放宽 。 印尼政府政策的改变对华人文化

的复兴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印尼华人群体也利用这一条件开始了文化复兴的过程。

１
． 华文教育的兴盛

——
“

华语热
”

与身份认同 。 在印尼政治环境开放后 ，老
一

辈华人因为受过
“

无书可读
”

之苦 ，

一直致力于华文教育和 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 ， 特别是华文教育 。 他们希望还未

接受过华文教育的下
一

代能够重新学习 自 己 的母语 ， 以增强族群文化认同感 。 他们认为 ，要使族群

文化不断根 ，语言的传承至关重要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前受过华校教育的一代始终保有对华语和

华族文化的热情 ，尽管在强迫同化时期忍辱负重 ，但是老一辈华人在印尼政治环境开放后 ，勇 于公

开表明 自 己 的华人身份 ，扛起了
“

再华化
”

运动的大旗 。 他们开始在公共场合讲华语 ，在店铺贴上

有传统中华文化象征意义的
“

福
”

字 ，或挂上同时有印尼语和 中文的招牌并在餐馆附上中文菜单 ；

筹资开办大量中文补习班 、三语学校 ，等等 。

大多数三语学校都是在 ２０００ 年后建立的 ，虽不受教育部管辖 ，但是由 于越来越多的人学习普

通话 ，教育部长也在 中国政府和印尼华人社团之间协调 ，希望将普通话教育引进公立学校 。 直到

２００７ 年 ，雅加达至少有 ５０ 所三语学校 。
？ 许多失去华语能力 的印尼华人特别是在 １ ９６５ 年华校关

闭后才小学或者初中毕业的老
一

辈华人希望让 自 己的子女或孙辈重新开始学华语 ，三语学校的创

办者基本上都是当地华人社团基金会的领袖 。 除了致力于传承华语和 中华文化 ， 同 时也为 了促进

① 李光耀 ： 《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开幕词 》 ，载 《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论文集》 ，新加坡华文研究会编印 ，

１９９０ 年 。

② 陈松岑 ： 《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态度及其对语言能力 和语言使用的影响 》 ，载《语言教学与研究 》 ，

１ ９９９ 年第 １ 期
，
第 ８５

—

８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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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与友族的语言和文化交流 ，他们积极投人于华语教育 。 比如泗水的小太阳三语学校 、马吉朗 的

培德国 民三语学校 、三宝垄的南洋三语国民学校 ，等等 。 除了三语学校等初级教育基地之外 ， 各大

高校也相继成立中文系 ，不仅吸引华族学生也吸引 了原住民学生 。 由于当地华人甚至原住民 的需

求和帮助 ，

２００４ 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汉办应印尼政府要求 ， 派遣 ２０ 名汉语教师前往印尼援助

汉语教学 。 在得到印尼政府的首肯后 ，印尼的第
一

所孔子学院也于 ２００７ 年挂牌成立 ，截止 ２０ １０ 年

共成立了六所孔子学院 。

①

为了探查现今印尼出现的
“

华语热
”

现象是否与华人族群的身份认同有直接关系 ，或者只是将

华语作为
一

种谋生手段 ，笔者在问卷中设计了
“

是否想学华语及其学习 目 的
”
一

题 ，并对调查结果

做了如下统计 ：

表 ３爪哇岛部分城市华人学 习 中文及其 目的情况表 （单位 ：人
）

—

地区 （市 ）
／份数对保持华人身份重要

｜

掌握多语言 、经商 、工作等需求
｜

爱好
｜

不想学
ｐ
作答

万隆／８２


３５


５９


２６６

三 宝垄／９５４３５７２８
￣

１ｌ

￣̄

泗水／７ ９２８６０ １１４｜１ ｜７

资料来源 ：
笔者 于 ２０ １４ 年 ５ 月

一

６ 月在 爪哇 岛 所搜集问 卷资料 。

透过这个结果 ，我们还不能立即断定想要学习或者已经在学习华语的受调查者中 ，学习华语 目

的的功利性大于追求 自 己的华人身份认同 ，这一点在本问卷主观题
“

华人是否应该保持文化传统 ，

要保持哪些方面
”
一

题中 ，也可以得到证实 。 例如万隆的既得问卷中有 ３０ 人明确 回答
“

语言
”

（ 笔

者按 ：虽然答案中也有明确回答普通话或方言者 ，但是回答
“

语言
”

者 占绝大多数 ， 因此将其他两个

答案也归纳为语言 ）应作为华人需要保持的文化遗产 ，值得注意的是原来并没有选择
“

学习华语对

华人身份认同重要
”

的受访者中也有 １ ８ 人将
“

语言
”

作为华人必须保存的文化传统之
一

，甚至是唯
一

。 泗水方面 ，只有不到 ４０％的华人认为学习华语对华人身份认同很重要 。 但是同样在
“

华人是

否应该保持文化传统 ，要保持哪些方面
”
一题 中 ，上述选择偏 向现实利益选项的 ６０ 人中有 １ ５ 人 回

答了
“

华语
”

，
这就证明实际上在受访的 ７９ 人中有 ４３ 人即过半数的人认同华语对保持华人身份的

重要性 。 因此 ，实际上华语作为他们的母语对相当一部分华人来说绝不仅是为了现实利益 ，
已经有

超过半数甚至更多的受访者认为学习华语对保持 自 己华人身份认同是很重要的 。

此外 ，
２０００ 年以后 ， 随着华文教育的兴盛 ，华文媒体也开始了 重建的过程 。 例如 ２０００ 年 １ １

月 ，用印尼语、英语和华语进行播音的
“

地铁电视台
”

开播
，

华人更容易收听 、收看来 自 中国原汁原

味的广播电视节 目 。 ２００ １ 年 ４ 月
， 印尼万隆市华裔陈如锵先生在华社

一

些人士的支持下成立了
“

万隆美声广播电台
”

，这个电台是印尼首家
一

天 １８ 个小时用华语播出节 目 的 电台 。
？ 电台等华语

媒介的出现 ，有别于报刊等传统华语媒体 ，在繁忙紧凑的 日 常生活 中 ，可能比传统媒体更受年轻人

欢迎 ，从而增强华人文化如传统文化 、音乐等在华人群体甚至主流社会的吸引力 。

２ ． 华人社团推动华语教育
，
鼓励年轻华裔继承族群文化 。 印尼华人社团作为当地华人的重要

组织 ，历史上始终发挥着它独有的作用 ，但在苏哈托任期三十余年内几乎被迫暂停除丧葬外的所有

活动 。 苏哈托之后 ，印尼的华人社团再次萌发了活力 ，他们积极组织和参与能加深中印 （ 尼 ） 了解

和联系的文化 、经济活动 ，促进了双方的 了解和合作 。 在国内 ，华人社团也积极开展各方面活动 ，促

进华人群体的文化教育和发展 。

其中 ，
支持印尼国 内 的华文教育是华人社团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

２００ １ 年印尼教育部决

① 姜冬梅 ： 《 印尼孔子学院的建设现状分析与解决方案 》 ，载 《湖南科技学 院学报 》 ，
２０１ １ 年第 ３ 期 。

② 陈奕平主编 ： 《和谐与共贏 ： 海外侨胞与中 国软实力 》 ，
第 ８ ３ 

—

８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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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将华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作为中学外语选修课程之一后 ？为了抓住这
一

机会建立学校 、聘请

华语教师 ，各个华人社团开始筹资 。

一

时之间 ， 由 华人社团直接兴办或支持的华文学校相继出现 ，

并推动在印尼境内逐渐建立了从幼稚园 、小学 、中学到大学的完整的汉语教育体系 。 除了对汉语教

育的推动 ，
不少地方性社 团内也积极开展祖籍方言的教育 ，

如雅加达晋江同乡会 、雅加达客属公会 、

三宝垄福清公会、泗水惠潮嘉会馆等社团 ，都定期开展对社团成员包括年轻华裔的方言教育工作 。

这些社团开展方言教育的 目 的是希望能推动更多的华裔能够接受并学习祖先文化 ，不要忘本 。

其次 ，鼓励华裔青年传承华人文化也是社团的另一项重要任务 。 笔者于 ２０１ ４ 年 ６ 月 份前往印

尼期间 ，采访了部分社团领袖 ，希望了解 目前社团 内部年轻人参与文化及社会活动的现况 ，采访对

象包括万隆的福清公会、万隆闽南公会、三宝垄闽南公会 、三宝垄福清公会 、三宝垄大觉寺基金会 、

泗水 中印文化交流协会、泗水惠潮嘉会馆 、泗水黄 氏宗亲会 、泗水华裔联谊会 、雅加达晋江同乡会 、

雅加达客属总会等 。 对族群关系及华人传统文化传承的担忧
，
使这些社团和组织都持续朝着恢复

华人文化 ，促进印尼各族群文化交流及开展慈善和体育运动等方向前进 。 老一辈华人也在积极培

养下一代接班人 ，推动更多年轻印尼华裔加人 、参与继而组织社 团活动 。 如万隆福清公会 、泗水黄

氏宗亲会 、雅加达客属公会等都设有青年部 ，
在访谈过程中 ，

它们的负责人告诉笔者 ，
他们现在的活

动尽量朝着年轻人感兴趣的例如传统音乐 、舞蹈及与祖籍国／地的文化交流等方向发展 ，希望能吸

引更多的华裔青年参与活动 。 而这一努力也获得了一定的成效 ，例如三宝垄的大觉寺基金会、泗水

的惠潮嘉会馆等华人社团 ，都吸纳了不少年轻华裔进入社团参与组织工作 。

３ ． 华人对传统节 日 的传承及其身份认同的发展 。 印尼华人
“

再华化
”

除了表现在华文教育 、华

文媒体和华文社团等的实际作为之外 ，还表现在华人的文化和身份认同方面 。 在苏哈托统治时期 ，

印尼华人绝大多数完成了从
“

落叶归根
”

到
“

落地生根
”

的转变过程 ，加入了当地国籍 。 但是大部分

华人仍 自觉传承华人文化 。 据笔者在 ２０ １ ４ 年 ５—６ 月 份在印尼搜集的问卷 （例如上文对
“

华语学习

及其 目 的性
”

的分析结果 ） ，
以及保留华人的传统节 日方面的问题结果也可证明这一结论 。

表 ４万隆市华人庆祝传统节 日情况表

有过这节｜家庭 ｜家族 ｜

家庭参会华社或寺庙活动

新年


９ １％


４ １ ％


６ １ ％


１ ２％


清 明
５５％５０％

￣

５５％２１ ％

端 午３７％
—

４５％
一

４３％
￣

１ ６％

七 月 半１６％
＂

２９％５３％２９％
̄

中 秋
２６％４３％

￣

４８％２４％

元 宵４０％３９％６３％１ ８％
̄

注 ： 新年 ７５ 人
，清 明 ４４ 人

，
端午 ３ １ 人

，
七 月 半 １ ３ 人

， 中 秋 ２ １ 人
，
元 宵 ３３ 人 。

表 ５印尼三宝垄华人庆祝传统节 日 情况表

有过这节｜家庭 ｜家族 ｜

家庭参会华社或寺庙活动

新年


９８％


４０％


６２％


２９％


清 明７６％
—

３８％６ １％
＂

３ ３％

端 午４４％
￣̄

４０％
＾

６０％４３％

七 月 半３８％
＂

４４％５０％３ ６％
̄

中 秋４９％
＂

３６％５３％
—

４５％

元 宵６０％３９％５３％４０％
̄

注 ： 新年 ９３ 人
，
清 明 ７２ 人 ，

端午 ４２ 人
，
七 月 半 ３６ 人 ， 中秋 ４７ 人 ， 元 宵 ５７ 人 。

① 《国际 日报》 ，雅加达 ，２〇〇４ 年 １ １ 月 １４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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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华化
”

现象研究

表 ６印尼泗水华人庆祝传统节 日情况表

有过这节｜家庭 ｜家族 ｜

家庭参会华社或寺庙活ｆ
新年


９ １ ％


４２％


６８ ％


１ ４％


清 明６ ８％
—

４４％６９％１ ９％

端午４９％４６％６２％
一

３ ５％

七 月 半３３％
＿

４６％６２％３ ５％
—

中 秋５２％４ １ ％７６％２４％
̄

元 宵５４％４０％７２％１ ９％

注
： 新年 ７２ 人

， 清 明 ５４ 人
，
端 午 ３９ 人

，
七月 半 ２６ 人

， 中秋 ４ １ 人
， 元 宵 ４３ 人 。

虽然苏哈托专制统治时期对印尼华人的文化习俗包括节庆采取髙压政策 ，不能公开庆祝 ，但是

从表 ４ 到表 ６ 的显示结果 ，
可以发现

，
大部分华人至少仍保持过春节团 圆的习俗 ， 以及对祖先的尊

重
；并且与以小家庭为单位 比较起来 ， 大部分的华人仍旧更喜欢大家族聚在

一

起联络感情共同庆

祝
，
特别是春节及清明这种传统上比较重视团圆及伦理意识的节 日 。 印尼华人仍然顽强地保持了

庆祝华人传统节 日 的习惯 ，这也表明了印尼华人群体具有较强烈的华人意识和华人文化认同 。 不

过苏哈托的高压政策也部分改变了华人的某些传统 。 例如 ，在其统治期间 ，华人社团和寺庙的职能

发生了转变 ， 只保留丧葬功能 ，而由于华校的关闭 ，处于求学阶段的华人子弟更多进人天主教和基

督教学校求学 ，
因此印尼华人参与华社或寺庙组织的公开节庆活动的规模已经远远不如以前 。

综上所述 ，
２ １ 世纪以来印尼华人的

“

再华化
”

趋势仍是 明显的 。 在 ２０００ 年 的全 国人 口普查

中
，仅有 ２４０ 万 ， 即全国总人 口 的 １

． ２％
，承认 自 己的族群身份为华人 ，而到了

２０ １０ 年 ，这
一

比重却

增加至 ３ ． ７％
，
ｇ卩 ８ ８０ 万人承认 自 己为华人。

① 可见印尼华人的身份认同在印尼政治环境开放后由

于老
一

辈的推动 、 自身的需求 、族群文化复兴的要求以及新政府实行的多元民族 、多元文化政策而

越发明朗化 。

三 、印尼华人
“

再华化
”

的讨论

印尼华人社会文化复兴现象的出现 ，
引起了学术界关于这一文化复兴现象是否为

“

再华化
”

以

及
“

再华化
”

是否等同于
“

再中国化
”

的讨论。 总体看来 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

（

一

）认为印尼华人社会不存在
“

再华化
”

北京大学学者周南京指出 ， 印尼在 ２０ 世纪初出现过
“

再中 国化
”

现象 ，但现在没有 。 周南京先

生认为 目前在华人社会中开始
“

热
”

起来的华文学习 ，
主要是把华文作为一门外 国语文来学习 ， 力口

强交际能力和谋生手段 ，许多原住 民也热衷于学习华文 。

？ 笔者赞同 ２０ 世纪初 的
“

再华化
”

主要是
“

再中 国化
”

，
也赞同现在的印尼华人没有

“

再中国化
”

，而是
“

再华化
”

。 就本文不完全的分析结果

看来 ， 目前印尼华人社会的
“

华文热
”

除了把华文当作外国语文学习外 ，其中还有
一

个很重要 的原

因是认为华文对保持华人身份认同很重要 。

印尼华人学者廖建裕针对印尼华人姓名 的意义与其华人认同的关系 ，提 出他对印尼华人
“

再

华化
”

的看法 。 他指出 １９９９ 年 １ ０ 月 瓦希德总统推行亲华人政策 ， 准许华人可恢复使用华人姓名 ，

但却少有华人去恢复华人姓名 。 在新秩序时期 ，改用印尼姓名与国家认同及效忠问题相连接 ，许多

华人在半被迫的情形下改用印尼姓名 ，如今没改回华人姓名 ，是因为土生华人早已 以印尼为认同标

①Ｚａｋ ｉ
ｒＨｕｓｓａｉｎ ，

＂

Ｃｈｉｎｅ ｓｅ Ｉｎｄｏｎｅ ｓ ｉａｎｓＣ ｏｍｅＦｕｌｌ Ｃｉｒｃｌｅ

＂

，ＪａｋａｒｔａＰｏｓ ｔ ，Ｊｕｎｅ ８
， ２０ １２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 ｔｈ ｅ
ｊ
ａｋａｒｔａ

ｐ
ｏｓｔ

．ｃｏｍ／ｎｅｗｓ／２０ １２／

０６／０８／ｃ ｈ ｉｎｅｓｅ
－

ｉｎｄｏｎｅ ｓｉａｎｓ 
－

ｃｏｍｅ
—

ｆｕｌ ｌ
－

ｃｉｒｃｌ ｅ ，ｈｔｍｌ
．

② 周南京 ： 《周南京有话说
一

华侨华人研究辑录 》 ，香港 ：
社会科学出版社有 限公司 ，

２００６ 年 ，第 ２６
—

３０ 页 。

８ ９



《世界民族》２０ １ ６ 年第 １ 期

杆 ，采用印尼姓名就是对印尼的
一种认同 ， 在经新秩序长达三十多年的统治 ，新客华人 （ 即中 国新

移民 ） 及其后裔也已
“

土生华人化
”

，甚至已
“

印尼化
”

。
①

但就笔者不完全的调查结果所得 ，高达 ８２ ． ８％ 的受访对象有华语姓名 （包括普通话或方言 ） ，并

且大部分由长辈取名 。 笔者认为这些华人没有主动去恢复华语姓名 ，并非因为他们已经完全
“

印尼

化＇主要原因在于华语姓名在 日常生活的使用意义不大 。 但是华语姓名特别是姓氏对华人家族有特

殊象征意义 ，
而且华语姓名在华人群体的互相联系和交往方面占据重要地位 ，因此得以保存。

（
二

）
认为 目前印尼华人社会确实存在

“

再华化
＂

现象

印尼华人学者云昌耀指出 ，印尼华人以 ２ １ 世纪以来华文教育和文化认同复兴为出发点 ， 形成

了
“

新华人性
”

。 他认为华人利用印尼现在的 民主氛围 ，借由恢复印尼华人文化 、媒体 、宗教及语言

教育 ，来解放长久受压抑的认同与文化传承。 但是他同时也质疑这种
“

再华化
”

的本质是否仍是一

种
“

守旧
”

并未跟上时代的脚步 。

？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庄国土针对
“

华文热
”

现象指出 ，
由于中华文化的 国际影响力 日增而

语言为文化的主要载体 ，华文热将持续加温。 中华文化在东南亚地位的提升 ，
甚至成为东南亚华人

“

再华化
”

的因素之
一

，但他清楚指出 ，

“

再华化
”

并非
“

再中国化
”

。 他认为东南亚华人对中国经济

和文化兴趣的增长 ，不能视为
“

再中 国化
”

的表现 。 这
一

兴趣的增长在现实功利和心理上 ，对华人

族群认同及华人意识的保持会起推动作用 ，强化其
“

华人意识
”

， 即使有
“

再华化
”

的现象发生
，
也与

以往的
“

中国认同
”

不同 ，

“

再华化
”

并不影响东南亚华人对当地的认同 。

？ 庄国土先生明确指出 ，
２０

世纪末 ２ １ 世纪初的印尼政府在经济现实考虑下对华文报纸的解禁及允许华文补习机构的设立与

运转 ，似乎已多少意识到华族学习或保留其族群文化不会与其政治上对国家的效忠相冲突 。

（
三

）对印尼华人
“

再华化
”

的动机产生怀疑

看到印尼华人从后苏哈托时期开始重新燃起的
“

华文热
”

以及复兴华人文化的热情 ，极个别学者

认为这是印尼华人
“

再中 国化
”

的表现 ，其中以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薛鸿华的观点最为

突出 ， 引起学界争议。 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其文章中 的印尼华人
“

再中国化
”

观点 。 薛鸿华特别强调 ： 印

尼当地华文报纸用大量篇幅报道 、宣扬 、颂扬和鼓励华人学会华文 ，大办华文学校甚至唱中国歌 ，跳中

国舞是非常危险的 ，是在搞
“

中国化
”

或
“

再华化
”

。
？ 很显然 ，薛鸿华先生不仅将

“

中国化
”

与
“

再华

化
”

混为一谈 ，也错误评价了艺术 、文化交流的意义 。

“

音乐无国界
”

这句话虽是老生常谈 ，但用来批

驳
“

唱中国歌 ，跳中国舞
”

是搞
“

中国化
”

的观点却再适合不过 。 进一步说 ，
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内 ，东

南亚华人几乎都已经同化于当地 ， 即便留有中华文化的特征 ，但是这种特征与其公民属性并没有矛盾

和冲突 。 华人对中华历史和文化的认同 ，有别于对中国的认同 。

（
四

）
笔者对印尼华人

“

再华化
”

的展望

基于笔者的调研结果 ，本文认为 ２ １ 世纪以来 ，印尼华人社会确实出现了
“

再华化
”

的趋势 。 这
一

现象的本质就是 ：在苏哈托时期 ，受族群和文化迫害所苦的老一辈华人所推动的族群语言和文化

复兴运动 ，年轻华裔受到老一辈的文化热情以及中国经济 、文化和平崛起的正面影响 ，
也参与其中 ，

但是其热情不如老
一

辈华人 。

① 廖建裕 ： 《现阶段的印尼华人族群 》 ，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
２００２ 年 。

② 〔澳 〕云昌耀著 、中国台湾
“

国家教育研究院
”

主译 ： 《当代印尼 华人 的认同 》 ，

“

国家研究 院
”

与群学 出版有 限公 司 ，
２０１２ 年

，
第

１ ７８
—

１ ７９ 页 。

③ 庄国土 ： 《 台湾对舖亚的投资和东南亚华文教育的振兴》 ，载古鸿廷等编 ： 《台湾社会与文化》 ，
稻香出版社 ，

２ ００５ 年 ，第 ９３
—

１ １２ 页 。

④ 薛鸿华 ： 《２００３ 年印尼华人又站在十字路 口》 ，载 《 国际 日报 ？ 大众论坛 》 ，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３ 日

；薛鸿华 ： 《２００３ 年印尼华人又站在十字

路 口 （再续 ） 》 ，载 《 国际 日报 ． 印华论坛》 ，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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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以来印 尼华人
“

再华化
”

现象研究

“

再华化
”

的出现引起了部分人士关于
“

再华化
”

与
“

再中国化
”

之间关系 的混淆 。 为 了印尼华

人的切身合法利益 ，也为 了印尼社会的和谐发展。 印尼华人有必要进
一

步融人当地社会 ，对印尼的

政治 、经济和社会进步贡献 自 己 的力量 。 尽管许多印尼华人特别是老一辈华人曾在政治上受过创

伤 ，但华人政治团体和各种非政府组织 的成立 ，使得华人族群较能融入印尼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

中 。 印尼华人想要消除
“

对政治漠不关心
”

及
“

经济动物
”

的华人刻板印象 ，积极参与政治是
一

个很

好的方式 。 可喜的是有越来越多的华人正在这样做 ，也颇有成效 。 在 ２０ １４ 年的总统选举中 ，客家

华人钟万学成为雅加达新
一

届省长 ，这是 自苏哈托以来在印尼政治历史上的重大突破 ，我们也期待

钟万学的政治活跃能够更大程度地消除族群偏见并鼓励更多的印尼华人将就业 目光从传统经济领

域转移到更宽广的方向 ，
全方位参与到印尼民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去 。

虽然面临青黄不接的困境 ，但是印尼华人社团作为团结当地华人的重要组织 ，也
一

直在为印尼

华人
“

再华化
”

而努力 。 另外
，
著名华人企业家和政治家通常直接参加华人社团举办的国际性联谊

活动 ，

？这在无形中增强了有关社团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 ，有助于吸引华裔青年参与社团事务 ， 从而

培养他们对华人族群及其文化的认同感 。 中 国地方政府或组织也经常和 印尼各地华人社团合作举

办各种演出 、展览或学术研讨会 ，如福建泉州木偶戏团演出或福建学研讨会 、每年春节大陆歌舞剧

团组织前往印尼进行表演 ，等等 。 这些活动都有助于加强海外华人对其祖籍地的认识和了解 ，也有

利于这些地方文化特色向全球传播 。

基于印尼华人
“

再华化
”

的事实 ，为 了促进印尼华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和 团结 ，
以及进一步传承

华人文化 ， 印尼华人有必要着重传播使居住国主流社会甚至国际社会更能产生共鸣的文化特质 。

例如 ２００７ 年 １ １ 月 ２０
—

２３ 日
，
在雅加达举行的第 四届 国际儒学研讨会 ，

议题主要是重新发现孔教

的价值以加强世界的和平与和谐。 这就完全符合 目前各国追求和平及和谐发展的国际大背景 ，这

场会议也吸引了印尼政府的注意力 ， 印尼宗教部长 巴苏尼 （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Ｍ ．Ｂａｓｙｕｎ ｉ
） 出席会议 ，倡导

全球团结和合作 、普世价值观 ，孔教的价值被再次提及 。

？ 这场会议的成功举办在某种程度上推动

了孔子学院和中华文化软实力在海外的影响和拓展 。

无论如何 ， 印尼华人社会所出现的
“

再华化
”

现象在无形 中推动着中华文化软实力的传播 ， 同

时吸引 了印尼其他族群对 中华文化的兴趣和参与 ，有利于推动印尼族群之间的融合 、印尼 民主国家

建设的发展以及中国和印尼双方的进一步了解和交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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