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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新移民 族群认同与中华文化传承

—对 旧 金山 华人新移 民随机访谈的剖析

张 颖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博士生

摘要 」当代 美国华人新移民在工 作
、

生活
、

教育
、

文化等方 面展示 出一 系列有别 于早期华

人移 民的新特点
。

调 查显示
,

美国华人新移民表现 出对祖 国的 自牵感及强 烈 的情感
、

文化羁绊
,

中华文化在当地华裔族群得到传承
。

【关健词 」华人新移 民 族群认 同 文化 传承

是中国奥运年
,

全球华人都将

目光聚焦在这一历史性事件上
,

奥运圣火

的海外传递
,

更牵动了无数海外华人的拳

拳爱国之心
。

而圣火传递遭受少数藏独分

子的干扰破坏
,

以及别有用心的西方媒体

对此事件的扭曲报道
,

都引发了海外华人

的强烈愤慨与更大的爱国热情
,

他们表现

出前所未有的团结
,

用行动打响一场
“

民

族尊严和奥运精神的保卫战
” ,

体现了海

外华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

美国华人新移民族群认同新特点

自 年 月至 月
,

本研究选在

旧金山湾区 四家大华超市随机选择来此

购物的华人新移 民进行 了简要访谈
,

针

对受访对象的基本资料 年龄
、

移民来源

地
、

教育程度
、

工作行业等
、

饮食生活习

惯
、

语言使用
、

中文书报影视娱乐选择
、

中文社区活动参与
、

子女教育
、

社交范围

等涉及受访人华裔族群认同的问题进行

调查 了解
,

共取得 例访谈记录
。

较之美国早期的华人移民
,

这些华

人新移民 的族群认 同状况具有 以下新

特点

移 民来源

较之早期美国华人移民主要是来 自

于广东南部沿海地区的淘金客和铁路修

筑
、

矿山开采工人
,

当代美国华人新移民

的来源地显得更为多元 除历史上赴美

移民较为集中的中国广东
、

福建等南方

地区和东部经济较发达区域
,

中国大陆

的各省市均有一定数量 的赴美移民人

口 香港
、

台湾
、

东南亚乃至 中南美洲也

都有华人华侨移民美国
。

移 民类型

与美国早期华人移民以劳工输出为

主的移民类型不同
,

美国华人新移民中

技术移民人数不断增多
,

华商投资移民

的比例也有提升
。

教育程度

早期赴美的华人移民大多教育水平

不高
,

这也与当时中国全国教育水平普

遍较为低下有关
。

世纪 年代以后

赴美留学的华人 留学生人数有很大提

高
,

在美华人移民大都在移民祖国或美

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与专业技能培训
。

在 例受访者中
,

具有四年以上大

学的受访者占到
,

这一方面是由于

旧 金 山湾区附近设有多所美国著名高

校
,

华人留学生人数众多 另一方面则是

因为旧金山一硅谷地 区汇聚了大量的高

科技产业和数量众多的华人科研人员
。

职业分布

早期赴美华人移民大多教育水平不

高
,

以劳务输出方式赴美后多从事重劳

动强度
、

低技术水平
、

低语言能力要求
、

低薪资的工作如铁路河堤修筑
、

荒地开

垦
、

矿 山开采
、

餐饮业
、

种植业
、

搬运业
、

洗衣业等
。

华人新移民大多数受过高等

教育
,

因此能够直接进人美国主流社会

从事工作
,

广泛任职于科研
、

教育
、

医疗
、

金融
、

法律
、

政府部门等对于教育和专业

技能有较高要求的行业
,

如美国国家卫

生研究院 的万余名研究人员中就

有超过 〕 】位是华裔
。

居住地分布

美国早期华人移民经历了排华法案

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反华活动
,

当时在美

的华人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
,

华人普

遍遭受到歧视
、

非难乃至种族隔离 在美

华人被集中限定在唐人街范围内生活活

动
,

完全被排除于美国主流社会之外
。

世纪中期以来赴美的华人新移民大多受

过良好教育
,

就业后直接进人美国中产

阶层
,

有较好的薪资收人
,

具有
“

雄厚的

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
” ,

并多在城郊中产

阶级聚居区购置房产
。

语言使用

美国早期华人移民大多来 自广东

南部沿海地区
,

粤语是当时华人社区的

通用语言
。

如今在美国当地出生的新生

代华裔中
,

在家中以 中
、

英文混和使用

者最多
,

占
,

仅使用英语 占
,

闽

南语及英语混和使用者占
,

以上合

计 占美 国 出生 的新 生 代华裔 人 口 的
,

可 以看 出早期 占主导地位的粤

语 已逐步为国语 普通话 所取代
,

而

中文在新生代华裔当中也渐为英语所

取代
。

生活 习惯和 家庭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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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早期华人移民大多来自广东南

部沿海地区
,

粤文化也是当时唐人街的

主流文化
。

华人新移民来禅地分布更广
,

但生活习惯上大多保持了故土的文化习

俗
。

华人新移民在家魔结构上以核心家

魔 父母与未成年子女 模式为主
,

同族
、

同乡康居的情况较为少见
。

谋介消 偏好

受限于当时媒介技术水平
,

美国早

期华人移民伪中文媒介选择主要是当

地的粤语广播和以唐人街为发行范围

的华人社区报刊
,

此时的中文报刊成为

联结早期美国华人移民与故土故国的

文字血脉
。

新的媒介技术随时代的进步不断发

展更新
,

在美的华人移民也有了更多更

丰宫的梁道了解中国
、

保持与中国
、

与故

乡
、

亲友的联系
。

同时
,

随着美国华裔族

群规棋的不断壮大及其经济实力
、

社会

地位的不断提升
,

美国的中文传媒呈现

出了快速增长的势头
。

现有的七家中文

报纸中《世界日报
、

《星岛日报
、

《明报

和《侨报 》这四家主要报纸的总发行 已

超过 万份
,

另有一些小型中文报刊被

娜放在中公馆
、

中国超市等地供人免费

取阅
。

由于美国以车代步的普迫性
,

开车

通勒的人群众多
,

一些有较大形响力的

中文广播电台其听众人数不可低估
。

各

地中国翅市旁多设有中文书局 许多在

中国大防及香港台沟现时热悄的杨梢书

在此也有发告
。

中文音像制品租售店提

供各类或怀旧或最新杨梢的音像制品
,

中文 】
,

也能在唐人街见到踪迹
。

英国中文电视也迅猛发展
,

现有

余家中文电视台
,

多个境外中文电视台

也已经或正在谋求进人美国中文电视市

场
,

如中央电视台海外颇道
、

凤且卫视美

洲台和东森英洲卫视
。

宽报网络的普及

也使得华人移民身在美国仍能收看到中

港台各地的电视节目
。

美国本地中文网

络媒体也发展迅速 为当地华人移民提

供各类实用信息服务之余也成为当地华

人的网络家园
。

此次的受访者中文媒介消费 百分

比数字 情况

约有 的受访者及家庭通过免

费及付费电视收看中文电视节目
,

如果

将中文网络电视与网络下载影视综艺节

目包括在内 则有多达 呱 的受访者

及家庭有收看中文形视节目
。

曾经购买

或下载中文音乐歌曲的受访者比例也达

到 左右
。

的受访者是网络频

繁使用者 每周五次以上
,

在这部分受

访者中
,

会固定访问相应网站了

解其移民祖国的新闻时事
、

经济发展等

信息
,

曾经访问中文网站
。

针对美国主流英文媒体对中国以及

在美华裔群体报道
,

约四成半受访者表

示会关注媒体报道的语气和角度
,

并认

为扭曲报道
、

文化误读的现象仍大 存

在
。

近半受访者表示中文媒介是他们信

息资源的首选
,

近八成受访者将中文媒

介作为其娱乐休闲的优先选择 就职的

受访者其英文媒体使用率远远超过未就

职受访者
。

超过九成的受访者表示
,

对移民祖

国新闻的关注程度超过对美国当地新闻

的关注
。

对美国中文媒体及美国主流英

文媒体的对华正面报道 几乎所有受访

者都表示出高度关注和与有荣焉的自豪

感 密集关注中国奥运相关报道的受访

者也达到
。

对 年 月发生

的汉川大地旋
,

许多受访者表达了感同

身受的哀伤
,

和各种方式的支持
。

华人社 区社 团活动

由于美国早期华人移民同宗族
、

同

地区
、

连锁式移民模式的普遗性
,

早期的

华人社团大致具有血缘宗族性
、

地区性

及行业利益性三大类
。

不同于早期华人

移民形式较为单一
、

集中在唐人街等传

统华人聚居地的社区社团活动
,

当代华

人新移民的社区社团活动以及新兴华人

组织在活动范围
、

活动内容及组织形式

等各方面都呈现百花齐放的多元化格局

职业滋术协会
、

校友会
、

同乡会
、

华商

组织
、

各学界学会
、

中文学校
、

中华文化

组织
、

华人宗教组织等
。

不论是早期或

是当代的华人社区社团
,

都为当时在美

的华人提供了文化的归属感
,

为华人个

体起到团结
、

联络
、

互助的作用
,

支持帮

助他们在异乡生存
、

立足与发展
,

并帮助

保持社区社团内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
。

社交范围

美国早期华人移民局限于唐人街等

华人聚居地进行日常活动与交际 社交

往来多限于同族
、

同乡
、

同业等较小范

围 同时受排华法案等因索影响
,

早期华

人移民在美国普遥被边缘化
。

而华人新

移民在语言能力
、

受教育程度
、

住宅社区

选择等方面都突破早期移民的小框框
,

不仅保持与当地华人主体社会的紧密联

系
,

也能借当代先进的媒介通讯技术之

便与祖国故乡的亲朋故旧保持联络
,

更

努力发展与美国主流社会的多元关系
。

子女教育理念

华人移民在子女教育问题上最大程

度体现了中华传统理念
“

万般皆下品
,

惟

有读书高
” 。

早期华人移民受限于 自身

教育水平普迫不高且 身美国主流社会

边缘之故
,

子女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

比例虽然不高
,

但他们更强调中文语言
、

中华传统文化
、

伦理等方面的传承
。

时

至今日
,

华人移民一如既往的强调对子

女教育的关注
。

与大多数美国家魔在子

女教育问题上的轻松态度不同
,

绝大多

数华人移民不仅对子女学校成绩有较商

要求
,

还积极进行科目繁多的课外教育

如中文
、

乐器等
。

裸裸介浦资项目目 中丈报刊刊 中丈形祝节目目 申国音乐歇白白

圈圈定使用用 乃 阴

甘甘俊用用 卯

族群认同与中华文化的传承弘扬

美国早期华人移民的族祥认同

美国华人移民的命运始终与中国政

治经济发展
、

国家实力水平
、

国际政治格

局以及中美两国关系紧密相关
,

同时也

受华人移民自身人力
、

金融资本水平的

影响
。

美国早期华人移民大多教育程度不

高
,

只身赴美从事 , 劳动
、

低收人的艰辛

工作
,

受到当地主流社会的歧视
,

排华法

案的出现更令他们的境遇雪上加肠 而

其时的中国清廷政府积弱不振
,

无法给

海外华人以强有力政治支持 当时的华

人移民被美国主流社会文化边缘化
,

生

活限于唐人街一暇
,

族群内部关系显得

尤为紧密与 , 要
,

与故土故国的血缘
、

情

感
、

文化联结对他们而言也更强烈且弥

足珍贵
。

同时
,

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
,

加之在

美国受排挤
、

受歧视的痛苦经历
,

早期华

人移民普通认为自己是客居异乡
,

期待

将来能落叶归根
,

终老故土
。

以上种种
,

造成美国早期华人移民对祖国对故乡对

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故乡地域文化的羁

绊与执粉
,

在族群认同上强烈认同于中

华民族 美国主流社会的歧视
、

排挤和早

那巍赚 以刃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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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华人移民居于一隅的状况一方面保证

了中华文化的紧密传承
,

但另一方面也

限制了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扬
。

美国当代华人新移民的族群认 同

相较而言
,

近年来中国国内政治经

济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

中国国际地位不

断提升
,

中美两国关系也稳步向前发展
,

这不但使美国华人移民增添了许多自豪

感
,

也改善了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
、

对华

人的整体印象
。

同时当代美国华人新移

民教育程度显著提高
,

更多从事对教育

和专业技能要求较高的工作
,

华人移民

的人力
、

金融资本极大提升
,

在美华人社

会地位也随之提高
,

融人美国社会主流

的能力与速度都有很大提高
,

民族形象

有了很大改善
,

不再有早期华人移民的

边缘感
。

媒介技术的发展
,

使得美国华人新

移民较之早期华人移民有更多的渠道保

持与移民祖国的情感与文化联系
。

华人

移民对移民祖国信息资讯的需求
,

以及

美国主流社会对迅速发展 的中国的了

解需求
,

促使美国中文媒体乃至美国主

流媒体的对华报道量大增
,

这样的大曝

光量也反过来增加了华人移民对中国

目前的发展势头与现行政治方针政策

的了解与认同
。

美国的中文媒体还承担

了服务华人社区
、

凝聚华裔族群
、

弘扬中

华传统文化的功能
,

充当了民间的中华

文化使者
。

美国的华埠
、

唐人街
、

中国城在不少

华人移民抵美之初扮演了缓冲垫或是避

风港的角色
,

为华人移民提供各类中国

商品及服务
,

使新移民能保持一种与其

在移民祖国相类似的生活方式
,

减低了

他们初来乍到的不安与无所适从
,

帮助

他们平稳渡过移民初期的适应阶段
。

不

少华人新移民尤其是未就职的主移民人

配偶
、

父母在美生活
、

娱乐的各个方面都

能在此得到解决
,

因而也就减少了不得

不迅速融人当地主流文化的压力
,

反而

是选择性的吸收主流文化之长
。

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与

兼容性
。

华人新移民在保有原有中华传

统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吸收融汇当地主流

文化的有利成分
,

在完善丰富自身文化

的同时逐渐形成独具美国华人移民特色

的美国华裔文化
,

也形成了美国华裔族

群共有的精神结构
、

价值体系
、

心理特征

与行为方式
,

在美华人移民在这种共同

的文化背景中获得了归属感和认同感
。

当代美国华人新移民给美国带来了

丰富的劳力
、

智力
、

资本与文化资源
,

为

美国的经济
、

技术
、

科研
、

文化等方面的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华人新移民在跻

身美国主流社会的同时
,

不是消极等待

被主流文化所同化
,

而是积极构筑华裔

族群文化
,

繁荣美国多元文化
,

建立 良好

的华裔族群形象
。

中华丈化在当代 美国华人社 区传

承与弘扬的现状

中华传统文化在华人社区内得到较

好的传承
。

华人新移民离开祖国这个中

华文化大环境的时间不长
,

本身带有浓

厚的中华文化背景
,

对中华文化的需求

与归属感都很强烈
。

大部分华人新移民

都具有相对良好的经济环境
,

有能力维

持中式的 日常生活消费与中文媒介消

费
,

也有能力送子女去中文学校学习中

文与中华传统文化
,

甚至是回国旅游感

受中华各地风土人悄与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
。

各类华人社区社团组织成为中华文

化在美传承与弘扬的主力
。

它们一方面

致力于在当地唐人街等华人聚居区营造

一个中华文化环境
,

宜传
、

组织中华传统

节日
、

民俗庆典 另一方面也组织开办各

类中华传统文化活动
,

满足当地华人移

民文化需求之余也为华裔后代青少年提

供接触
、

感受与学习中华文化传统与伦

理道德的机会
。

全球化和中国近年国际地位的提升

所带来的中国热
、

中华文化热以及中文

热都给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弘扬带来了新

机遇
,

美国现今相对宽松的多元文化氛

围也为此提供了便利
。

但遗憾的是
,

由

于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
、

有效的机构运

作与充足的资金来源
,

同时受制于美国

主流意识形态
,

中华文化仍未能全面走

出唐人街
、

华人圈
,

进人美国文化主流
,

而仅仅是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化之一为

美国多元文化格局做点缀
。

中华文化在美国弘扬发展常要注

意的 问题

更多强调活动的准确定位
、

系统

规划
、

合理组织
、

有效运作
。

现今阶段
,

中华文化在美国的宜传

弘扬
,

大多是由各地华人社区社团零散

组织开展的
。

然而各地华人社区社团的

活动组织
,

缺乏准确的目标与系统整体

规划意识
,

且社区社团组织结构较为松

散
,

活动资金相对有限
,

令它们的中华文

化宜传活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

活动宜

传效果也相应减弱
。

各地华人社区社团

的中华文化宣传活动
,

应更多强调活动

的准确定位
、

系统规划
、

合理组织
、

有效

运作 资金
、

人员
、

针对特定文化主题适

当配合组织一系列后续宣传与学习活动

等方面
。

另外
,

当前各华人社区社团的

中华文化活动内容相对较为单一
,

集中

表现为各个中华传统节 日庆典活动
、

中

华民族歌舞表演
、

中文语言学习
、

中华饮

食文化
、

中国武术等
,

需要更多更丰富的

活动内容
、

形式与表演教学人才
。

中华文化海外宣传材料在内容

与形式上有待进一步拓展
。

借助于现今发达的媒介
、

通讯技术
,

在美华人能快速便捷地获取全球各地

丰富多样的中华文化资源
,

这也为中华

文化在美国的弘扬提供了便利资料来

源
。

但由于这其中的大部分资源都不是

针对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扬而制作设

计
,

在题材
、

语言
、

呈现方式等方面都不

能完全符合海外中华文化宣传的需求
。

而现有的中华文化海外宜传专门材料

不仅数量有限
,

在内容与形式上也有待

进一步拓展
。

增强华裔后代对中华文化的归

属感与认同感
。

中华文化在美国
、

在海外其他国家

和地区的传承与弘扬
,

仍有赖于当地土

生的华裔后代青少年对中华语言
、

中华

传统文化的了解与喜爱
。

对生在美国的

华裔后代而言
,

英文是他们最熟练掌握

运用的语言
,

美国主流文化是他们所熟

悉了解的文化
。

对于已经融人美国文化

的他们
,

中文是第二语言
,

中华文化是外

来文化
,

他们对中华文化并没有强烈的

归属感与认同感
。

对这些枚关中华文化

在美国的传承的土生华裔来说
,

家庭浓

厚的中文语言
、

中华文化氛围
,

当地丰富

的华人社区社团的中华文化活动
,

用他

们容易理解和进人的语言文字
,

来呈现

的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人情风貌
,

帮助

他们更多了解
、

关注
、

并喜爱中华文化
。

惟其如此
,

才能让优秀中华文化传统在

美国土生华裔当中一代代传承下去
,

并

在美国
、

在海外各地扩展开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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