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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东南亚华侨华人对传统
民俗文化的继承

蒋姗姗

　　 [摘要 ] 鸦片战争后 , 大批东南沿海居民迁往东南亚并带去了中华传统文化 , 而民俗

文化是传统文化苑中的一朵奇葩 , 它在东南亚各地华侨华人社会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仅就

传统生活习俗及节日礼俗两方面就不难看出 , 近代东南亚华侨华人对传统民俗文化的继

承 , 同时也表明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生存、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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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战争后 , 大批东南沿海居民迁往东南亚 , 并

带去了中国传统的民俗文化。所谓民俗文化 , 是指通

过民间风俗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形式 , 是 “世间广泛

流传的各种风俗习惯的总称 ”〔1〕, 是 “一个国家或民族

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 , 反复出现 , 并代

代相习的生活文化事象。”〔2〕这些民俗文化是区分中国

海外移民社会与其他各民族社会的标准 , 最显著的是

生活习俗 , 它体现在对节日传统礼俗的继承上。这些

文化传统是海外移民互相团结的纽带 , 是他们对祖国

念念不忘的乡土情怀。他们津津乐道地传承中华文化 ,

在丰富东南亚各国文化内涵的同时 , 使中华传统文化

在域外得以生存、繁衍。

一、生活习俗的继承
民俗文化由中下层劳动人民在劳动和生活中创造

并以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为流传 , 涵盖了从衣、

食、住、行到岁时节日习俗的方方面面 , 世代相传 , 更

富于稳定性。“19世纪末 ,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进入东南

亚 , 由于文化的差异 , 以及为了生活的需要和谋生的

方便 , 在中国移民人数较多的地方开始形成初具规模

的华侨社会 : 他们使用中国语言文字 , 按照中国礼俗

和道德安排生活 , 处理人际关系 , 相对独立于当地社

会 , 自成体系。”〔3〕东南亚华人移民的风俗习惯形成于

国内 , 但与迁移地文化毕竟有差异 , 他们会以一种自

己熟知的方式安排生活的各个环节 , 因而在移民社会

这种相对封闭或半封闭的状态下一些传统生活习俗得

以长期保留下来。

在生活方式上 , 近代东南亚华人移民与国人无大

的差异。在服饰上 , 男子保留了穿布纽对襟衫和宽头

裤或衬衫西裤 , 一些有社会地位的男子也穿长袍马褂

或西装 ; 妇女多穿布纽斜襟的 “唐装 ”。在饮食上 , 他

们喜吃大米饭 , 配以中国式的酱菜、青菜和猪肉。餐具

和炊具多是中国样式的瓷碗、瓷碟、竹筷和砂锅、陶钵

等。发式上 , 辛亥革命前 , 男子大多保留着传统的辫

子 , 女子青少年梳短发 , 中老年梳发髻。

在生活礼俗上 , 他们重视传统的养生送死观念 ,

在婚丧嫁娶等方面都继承了中国的传统习惯。华侨身

居异国但仍以中国为 “祖国 ”, 称异国为 “他乡 ”, 大

多盼望早日 “衣锦还乡 ”, 所以华侨华人意识里总考虑

有朝一日返回祖国 , 即使在世不能实现 , 死后也希望

葬于故土。于是早期移居海外的华侨往往将遗体运回

祖国 , 也有很多华侨华人在当地土葬数年后 , 依旧开

棺拾出遗骨放进陶坛 , 运回家乡安葬 , 表示魂归故里 ,

落叶归根之意。在婚事上 , 先请媒人提亲 , 订婚前先对

“八字 ”看是否合婚 , 婚礼时要摆喜筵、闹洞房。在一

些富豪华侨家逢婚丧喜庆 , 有时会聘请戏班演戏酬神 ,

举丧出殡时 , 排设仪仗 , 鼓乐喧闹 , 同时呼召优伶 , 接

迎彩阁等。

祖先崇拜在东南亚华侨华人日常生活中很普遍 ,

这可能与移民所处的环境有关 , 他们飘洋过海经历风

涛险阻 , 又要寄人篱下 , 便寄希望于祖先及从故乡移

植来的神明的庇佑 , 这种在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中广泛

流传的信仰带有现实而功利的特点 , 不论门类、教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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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能保佑他们平安顺利就行 , 这种崇拜也成为维护

华人族群意识的重要渠道。其形式在各地略有不同 ,

有的在家中客厅摆放祖宗的神位或是其他华人信仰的

传统的神 , 有的把地方神与祖先牌位共设。客家华侨

家中不摆放祖先灵位 , 而是以 “虚拟 ”祖坟为主或以

祖公神像为祭祀的对象 , 他们定期举行祭祖大典使参

加祭拜祖先的族人对供奉在祖先龛位上的共祖产生认

同 , 进而建立共同本源的情感。

以上都是以家庭为中心衍生出的生活礼俗形式 ,

家庭是海外华侨华人维持族群意识的基本单位 , 家庭

成员之间共通的生活习惯和信仰增进了家族的凝聚力 ,

也提醒自己和后人不忘记自己的根和列祖列宗。

二、节日礼俗的继承
东南亚华侨华人在节日庆典、礼俗方面 , 把中国

的传统较完整地继承下来 , 并发扬光大。“华人移居世

界各地 , 也把民风民俗带到各处 , 例如红灯笼、红彩

带、红布、红封套 , 喜庆事情一律用红色来表达的特

征 , 就十分完整地传承下来 , 成为民族凝聚的标

志。”〔4〕首先 , 通过传统的节日庆典和庆祝活动弘扬了中

华文化的精神。其次 , 其发展形式多样化 , 表现形式艺

术化 , 展示了华侨华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肯定和难舍的

情怀。再次 , 节日的各种纪念活动也团结了华侨华人 ,

增强了凝聚力。如春节欢庆、清明上坟、端午节吃粽

子、八月十五赏月等 , 这些域外的华人节日礼俗 “是

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 对民族的生活、思想、

心理、性格、道德等特征的形成 , 起着很大的作用 , 是

民族认同和凝聚的基本因素之一。”〔5〕就传统节日的社

会功能来讲 , “节日活动和节日传说 , 反映民族的传统

礼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伦理思想和审美情趣 , 在

一定程度上代表华族文明教化的水平。因此 , 节日活

动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次彩排 , 使民族文化得以保存

和发扬。”〔6〕

在东南亚各国 , 华侨华人视中国传统的农历春节

为最重要的日子 , 纷纷通过各种形式予以庆祝。在印

尼的雅加达等地华侨华人早就把春节、元宵节当作狂

欢节来过 , 这期间街上到处洋溢着喜庆的鞭炮锣鼓声 ,

人们表演耍龙舞狮 , 互相拜年。在新加坡 , 中国传统节

日大年除夕和元宵节要燃放鞭炮 , 合家团聚一起吃团

圆饭 , 大年头几天祭祖拜神等。在印尼的苏门答腊 , 祖

籍为泉州的华侨华人把除夕称 “年兜夜 ”, 以 “薄菜

饼 ”举祭厝文、门宅诸神 , 在大门外 “烧火囤 ”, 合家

围坐在一起守岁 , 长辈给孩子们分发 “过年钱 ”等。

东南亚各地华侨华人保存清明节扫墓的传统习俗。

在菲律宾 , “为先人守坟祭奠 , 同时遍访亲友坟墓 ‘点

烛 ’, 从清晨到午夜 , 车水马龙 , 人山人海 , 入夜灯火

辉煌 , 宛如迎神赛会。华人不但继承了闽南对婚俗丧

葬崇尚侈观的传统 , 而且发展为更加繁杂的仪式。”
〔7〕在印尼的苏门答腊 , 清明节扫墓对上山人数要求很

严 , 除妇女 “坐月子 ”外 , 其余人一律上山 , 其他扫

墓过程与泉州大致相同。仅从这两例可体现出传统文

化的两个特征 : 其一 , 华人重视死及厚葬。其二 , 借清

明扫墓 , 强化下一代的尊祖意识 , 永远不要忘本。

端午节东南亚各地亦有不同的庆祝特色。雅加达

等城市的华侨华人在江河中举行龙舟竞赛、吃粽子纪

念屈原。在新加坡 , 端午节不赛龙舟但吃米粽。在苏门

答腊 , 保留很多来自祖籍地的习俗和传说 , 却唯独缺

少 “赛龙舟 ”这项最重要的活动。

闽南华侨华人在移居东南亚时将他们的民俗也带

到了居住地 , 在重大节日要演出戏剧 , 端午节有 “龙

舟戏 ”、中元节有 “中元戏 ”、春节有 “迎春戏 ”等 ,

闽籍华侨华人在风俗习惯方面几代相传 , 根深叶茂 ,

保存家乡民俗特色 , 已成为一种责任。每遇节日 , 车水

马龙 , 鼓乐阵阵 , 戏曲连台 , 槟城 “蛇庙 ”、青龙宫的

清水祖师 “庙会 ”, 每庙右旁一瓦屋戏台 , 每年旧历正

月、六月、十一月三次节日都请戏演出 , 十分热闹。

其他如中秋节赏月、吃月饼纪念月宫的嫦娥和月

兔 ; 七姑娘节年轻姑娘祈求丈夫 ; 盂兰节 “普度 ”、搭

台演戏散鬼神 ; 上元节 “听香 ”、吃 “上元圆 ”; 重阳

节敬老 ; 冬至吃小豆粥等习俗虽不是原封不动被移往

海外 , 而是多少与移民自身情况相结合有些变化 , 但

实质上与国内的传统节日习俗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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