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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华侨华人二 、三代的民族认同管窥
———以神户的台湾籍华侨 、华人为例

郭 玉 聪

内容提要　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从民族认同的要素入手进行分析 ,说明神

户台湾籍华侨 、华人与日本的其他华侨 、华人一样 ,仍然坚持着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作者认为 ,日本对华侨 、华人的区别对待或歧视 ,是日本华侨 、华人仍然坚持民族认同

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 键 词　日本华侨 、华人　神户台湾籍华侨 、华人　民族认同

对于民族认同(nationalidentity)有各种不同的界定 ,本文的 “民族认同 ”概念主要是指王

赓武教授所说的种族及文化认同。① 所谓认同(identity)实际上是指感情上的结合 ,民族认同

也就是民族感情的结合。

笔者认为 ,广大日本华侨 、华人认同中华文化 ,有中国人意识。② 那么 ,日本华侨 、华人中

的台湾籍华侨 、华人有什么样的认同呢 ? 在日本占领台湾的 50年间 ,日本强迫同化在日的台

湾籍华侨 、华人 ,要求他们改换日本姓名 ,禁止他们的民族文化活动 ,企图消除其民族属性 ,改

变其民族认同。但是 ,正如英国民族学教授安东尼· D·史密斯(AnthonyD.Smith)所说的:

“民族认同虽然在某些时期会被重新塑造 ,但不会衰减消失。”③日本台湾籍华侨 、华人的民族

认同也是如此。现以聚居在神户的台湾籍华侨 、华人为例说明这一点。

一 、台湾籍华侨 、华人聚居神户的原因和感受

1992— 1993年 ,日本文部省实施了 “关西与亚洲 ”特定研究项目 ,其中的 “国际化时代与神

户华侨华人 ”课题及其问卷调查由神户华侨 、华人研究会的负责人 、神户大学教授安井三吉先

生主持 ,笔者有幸忝列其间。调查问卷共计发出 985份 ,收回有效答卷 257份 ,其中 ,台湾籍华

侨 、华人的答卷 55份 ,占 21.4%。④

之后 ,笔者以同样的问卷继续进行调查 ,最集中的一次是在 2001年 10月进行的 ,当时 ,日

本华侨华人福建恳亲会在厦门举行 ,笔者在神户华侨总会 、东京福建同乡会以及厦门市政府侨

办的帮助下 ,对与会者进行了问卷调查。笔者独自调查的对象都是日本的华侨 、华人 ,共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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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答卷 204份 ,包括台湾籍华侨 、华人的答卷 49份 ,其中 ,神户台湾籍华侨 、华人的答卷 27份。

日本华侨 、华人对于聚居的原因和感受 ,涉及民族认同的诸要素。现将神户台湾籍华侨、

华人的答卷 82份(安井三吉教授调查中获得的 55份答卷 ,加上笔者获得的 27份答卷),与安

井三吉的全部答卷并列 ,得出的调查结果参见表 1、表 2(表 1和表 2均为复选答卷)。

表 1　　日本华侨 、华人选择居住神户的原因

序号 选　项
人数(神户华侨 、

华人 257人)

所占比例

(%)

人数(神户台湾籍

华侨 、华人 82人)

所占比例

(%)

1 有中华同文学校 161 62.6 49 59.8

2 有华侨总会 、同乡会 127 49.4 39 47.6

3
有关帝庙或中华义庄

(华侨陵园)
40 15.6 21 25.6

4 华侨之间的相互关系良好 134 52.1 39 47.6

5 与地域社会的关系良好 126 49.0 40 48.8

6 其　他 35 13.6 13 15.9

表 2　　在神户令华侨 、华人感到亲切的场所

序号 选　项
人数(神户华侨 、

华人 257人)

所占比例

(%)

人数(神户台湾籍

华侨 、华人 82人)

所占比例

(%)

1 关帝庙 142 55.3 44 53.7

2 南京町(中华街) 153 59.5 50 61.0

3 中华义庄 20 7.8 12 14.6

4 中华同文学校 205 79.8 58 70.7

5 华侨幼稚园 55 21.4 31 37.8

6 华侨总会 29 11.3 8 9.8

7 同乡会馆 10 3.9 18 22.0

8 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 5 1.9 4 4.9

9 神户孙中山纪念馆 25 9.7 25 30.5

10 其　他 12 4.7 2 2.4

从表 1和表 2可见 ,神户台湾籍华侨 、华人与神户其他华侨 、华人对于他们聚居神户的原

因及居住在神户的感受大体相同。择要进行比较 、分析 ,也许可以窥见神户台湾籍华侨 、华人

的民族认同 ,对日本其他华侨 、华人的民族认同也可见一斑。

二 、神户台湾籍华侨 、华人民族认同的表现

按选择上述选项比例的高低 ,依次分析华侨 、华人(包括台湾籍华侨 、华人)民族认同(民

族感情)的四个要素:语言 、地域 、宗教 、共同意识。

1.中华同文学校———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场所

在表 1和表 2中 ,中华同文学校是神户华侨 、华人的首选 ,其中 ,台湾籍华侨 、华人选中华

同文学校的比例略低一些 ,选华侨幼稚园的比例略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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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梁启超创办的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已历经百年沧桑。① 神户台湾籍华侨 、华人与该校也

有不解之缘。

曾常年任中华同文学校校长的李万之先生说:“在日本降服后台湾回归祖国 ,许多台湾子

弟要求进入我校读书 ,但他们年级不同 ,又来自不同学校。老师们经过研究之后 ,决定开设特

别班 ,先教授拼音字母和简单会话 ,待经过一段时期后 ,再编入正式班级。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

的这项措施很好 ,是老师们对大陆与台湾统一的具体贡献。通过在一起读书学习 ,大陆与台湾

籍侨胞几十年的隔阂消失了 ,同学们之间的感情融洽了 ,有些人毕业后还结为夫妻。这在当时

对沟通此地台湾侨胞与大陆侨胞之间的情感起了很大作用。”②

台湾侨胞曾国忠先生就曾就读于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日本投降后 ,从出生之日起就是日

本国民的曾国忠恢复了中国国籍。当时他已经 10岁 ,仍然只懂日语。日本投降一个半月后 ,

新寡且又贫病交加的母亲聘请教师教他学习中文。四五个月后 ,母亲临终前又让他从日本小

学转学到中华同文学校。该校当时有 694名学生 ,与曾国忠一道转学来的台湾籍学生共有

149名 ,约占总人数的 21.5%。

新中国成立后 ,台湾当局为利用华侨 、华人 ,千方百计地想控制这所学校 ,对广大爱国华侨

复兴该校的艰巨努力极尽破坏之能事 ,但该校的台湾籍学生反而日益增多。

参与问卷调查的 82名台湾籍华侨 、华人中 ,有 38名毕业于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另有 20名

肄业于该校 ,还有 14名就读过神户华侨幼稚园 ,共计 72名 ,占总数的 87.8%。调查结果显示 ,

多数台湾籍华侨 、华人就读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是为了学习民族文化 ,确立中国人意识。这也是

他们对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感到亲切的原因。

2.南京町———中国地域的象征

在神户 ,令华侨 、华人感到亲切的第二个场所是南京町(中华街)。

南京町是 19世纪 70年代神户华侨的发祥地。日本侵华之前 ,在这里居住的华侨最多时

达 6200多人。南京町是华侨商店 、中国货物的汇集之处 ,也是最富有中国风味和中国建筑特

色的街市。在二战的空袭中 ,南京町成为一片废墟。二战结束后 ,华侨商店所剩无几。但是 ,

1981年在日华侨 、华人摆脱政治纷争 ,积极致力于复兴南京町。时任神户中华总商会会长的

陈德仁先生频频召集在日华侨 、华人开会 ,筹办 “南京町商店街振兴组合 ”。此后 ,在日华侨、

华人携手共建南京街 ,至 20世纪 90年代初 , “南京街振兴组合 ”的成员增至 86家 ,华侨成员升

至 43家 ,其中台湾籍的成员最多 ,广东籍的次之 ,福建籍的再次之。

值得一提的是 ,神户台湾籍华侨 、华人最大的侨团 “留日神户华侨总会 ”在南京町西口兴

建了华侨大厦。该会会长林绪堂先生出生于台湾 ,他的两个儿子都毕业于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他的 “林大厦 ”就建在南京町旁边的元町。他正致力于对南京町与元町进行开发与改造 ,使之

成为日本最大的中华街。

陈德仁先生曾在复兴南京町的动员大会上指出:神户的南京町如同世界各大都市都存在

的 “唐人街 ”;“对华侨来说 , `唐人街 '是可以让人怀念遥远的祖国的第二故乡 ”。③ 应该说 ,这

是华侨 、华人复兴南京町的原因之一 ,也是 60.9%的神户台湾籍华侨 、华人对她感到亲切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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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

3.关帝庙———宗教信仰的场所

神户关帝庙虽然不是华侨 、华人聚居神户的主要原因 ,但在令他们感到亲切的场所中名列

第三 ,而且 ,选择因关帝庙而聚居神户的台湾籍华侨 、华人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华侨 、华人。

神户关帝庙是由来自中国大陆的侨领麦少彭等于 1887年组织兴建的 , 1945年毁于美国

飞机的轰炸 , 1947年由台籍侨胞翁沛翰等发起重建 , 1977年又遭回禄之灾 ,翌年由神户中华会

馆联合在日华侨 、华人再建。 1995年 ,关帝庙在阪神大地震中遭到损坏 ,又由在日华侨 、华人

合组的神户华侨震灾对策本部筹款修建。

关帝庙前的石柱上刻着 “中国关帝庙 ”五个大字。门匾上的 “关帝庙 ”三个字为于右任墨

宝 ,门联为:“精忠扶汉业 德泽萌侨民 ”。主要由台湾籍华侨 、华人集资兴建的礼堂有两幅隐含

“台湾同乡 ”四个字的藏头对联:“台梓分传灵显香火 湾流长驻忠义威声 ” , “同侨占安康有仰

圣德 乡情秉诚朴共沐天恩 ”。神户关帝庙中除了供奉关帝爷之外 ,还供奉了观音菩萨和天后

圣母妈祖等 ,香火兴旺 ,信徒众多。每年农历 5月 13日的 “关帝祭 ” , 3月 19日 、6月 19日 、9月

19日的 “观音祭 ” , 3月 23日的 “妈祖祭 ”,在日的华侨 、华人都会来祭祀。每年农历 7月 15

日 ,这里都要举行盛大的盂兰盆会 ,在日华侨 、华人均来 “共沐天恩 ”。关帝庙庙祝曾对笔者

说:“神户华侨 、华人没有不曾捐款给关帝庙的 ,也没有人不来祭祀的 ,因为这里供奉着我们中

国的神。”

4.华侨 、华人社团———华侨 、华人共同意识的象征

台湾籍华侨 、华人聚居神户的第 4个主要原因是 ,神户有华侨总会和同乡会。他们对同乡

会馆的亲切感(22%)甚至高于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侨 、华人(3.9%)。

1949年以后 ,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侨胞合组了一些社团 ,如神户中华会馆、神户中华总

商会 、同乡侨团等。最能反映在日华侨 、华人互相认同的社团是福建会馆。福建会馆及其前身

福建公所是闽南人的会馆。新中国成立后 ,金门岛虽然被台湾当局占领 ,但长期以来 ,福建会

馆的所有会员不仅未曾发生过冲突 ,而且一直紧密团结 、共同奋斗。 1985年前后 ,福建会馆的

会员不超过 40名 ,如以商号计 ,才 24家 ,但他们用 3亿日元兴建了 8层高的福建会馆大厦 ,利

用其租金兴办与祖国有关的教育 、文化等公益事业 ,授予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尤其是闽南籍学

生奖学金。① 1987年 ,福建会馆大厦刚出租了一部分房间 ,贷款还远远没有还清 ,就开始授予

留学生奖学金。在阪神大地震中 ,福建会馆大厦也遭到损坏 ,维修费用达 2750万日元 ,但被授

予奖学金的人数反而从 1995年的 6名增至 1996年的 8名。被授予奖学金的留学生都希望能

回中国服务。

每年春节 ,福建会馆所有会员及家眷都举行团拜和文体活动。每年还组织二三次以中国

为主要目的地的旅游活动。福建会馆的会员及家眷不仅彼此认为是 “我族 ”, 而且亲如一

家人。

在非常时期 ,来自台湾海峡两岸的侨胞也常联合成立临时组织 , 1995年的神户华侨赈灾

对策本部就是一个例子。在阪神大地震中 ,神户华侨 、华人和留学生损失惨重 ,有 54人罹难 ,

其中台湾籍华侨 、华人 6人 ,轻 、重伤者更多 ,房屋损坏 1358栋 ,其中台湾籍华侨 、华人的房屋

85栋。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 ,来自台湾海峡两岸的侨胞决定共同成立一个临时组织 ,处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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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面临的难题:救死扶伤 ,处理罹难者后事 ,包括举办大型追悼会;开展募捐 、救济活动;统一规

划 ,进行灾后重建;参加神户的赈灾活动 ,塑造华侨 、华人的良好形象。没有哪个侨团自外于华

侨 、华人的统一行动。

成员在内部互相认同 ,对外则自认为是一个整体 ,这就是包括台湾籍华侨 、华人在内的神

户华侨 、华人的民族认同。

三 、神户台湾籍华侨 、华人坚持民族认同的原因

文化具有传承的特点。来自台湾海峡两岸的侨胞共同拥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不辍 ,这是台

湾籍华侨 、华人坚持民族认同的重要原因 ,而日本民族对华侨 、华人的排斥则是另一个重要原

因。包括台湾籍华侨 、华人在内的华侨 、华人并非都没有完全融入日本社会的愿望 ,事实上也

有一部分人已加入日本籍 ,并与日本人联姻 ,在法律上已是日本公民。① 但是 , “除非接受他们

的民族已准备要把他们完全融入 ,否则他们的意愿再高也是惘然 ”。②

且不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台湾籍华侨 、华人如何被迫害 、歧视 ,时至今日 ,他们仍然被日

本人视为外国人。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 、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为遏制中国而热衷于 “台

独 ”活动 ,与台湾当局互相勾结。但是 , 2001年 ,他还称台湾籍华侨 、华人为 “第三国人 ”(这是

日本在二战中投降后不久 ,用来指那些不应该留在日本的外国人的专用词语 ,含有 “不良外国

人 ”的意思。当时 ,主要指日本前殖民地的台湾人和韩国人)。石原慎太郎的讲话掀起了轩然

大波 ,可是在他讲话后不久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 ,日本民众对他的支持率高达 70%。③ 较

之对中国大陆人 ,日本对其前殖民地的人更有心理优势 ,也更加轻视甚至歧视他们 ,即使有些

台湾籍华侨 、华人一心想要当日本人。这正是日本华侨 、华人包括台湾籍华侨 、华人仍然保持

民族认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所以 ,在安井三吉以及笔者的问卷调查中 ,都只有 3人自认为是

日本人 ,各占总数的 1.2%、1.5%。④ 斯大林指出 ,民族和民族的特性具有非常的稳定性。⑤ 日

本的华侨 、华人如此 ,其中 ,神户的台湾籍华侨 、华人也是如此。

Abstract　Basedonfieldinvestigationresultsandanalysedbythewayofelementsof

nationalidentity, thearticleprovesthattheTaiwaneseinKobestillacknowledgetheir

ChineseidentityasotheroverseasandethnicChineseinJapando.Theauthorholdsthat

oneoftheimportantreasonsliesintheJapanesegovernment'sdiscriminatingattitude

towardsalltheoverseasandethnicChineseinJapan.

(郭玉聪 ,副教授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厦门 , 361005)

〔责任编辑:黄海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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