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海外移民与中华民族认同＊

曾 少 聪

中华民族不仅在国内发展，而且在海外繁衍生息。中国的海外移民及其后裔遍及世界各地，
形成了海外华侨华人群体。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的救亡图存，激发了中国的现代民族意识和
国家意识，也推动了中国海外移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增强了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在１９５５
年中国政府宣布取消双重国籍之前，绝大多数的海外移民是华侨，他们是中国人。在此之后，大多
数海外移民加入住在国的国籍，成为住在国的公民，由中国人转变为外籍华人。不论是华侨还是
华人，他们身上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传承着中华文化，期盼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祖籍国
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中华民族有着强烈的认同。而海外移民自身因素，中国和住在国政府对海
外移民的政策，也深刻地影响着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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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华民族不仅在国内发展，而且在海外繁衍生息。中国的海外移民及其后裔遍及世界各
地，形成了海外华侨华人群体。①据２０１４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海外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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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海外侨胞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项目编号：２０ＡＭＺ０１５）、国家社科基金“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历史经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研究”（项目编号：

２０ＶＭＺ００１）、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重点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２１－ＧＭＡ－００３）的阶段性成果。

学界已有一些中国海外移民的相关研究成果。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六卷，

有专章讨论中国海外移民问题，并把中国的海外移民分为四个阶段，秦汉至隋唐时期、唐宋元明时期、明后期至清中叶、近代
海外移民。朱国宏的《中国的海外移民———一项国际迁移的历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根据“推拉理论”，对中
国海外移民作了考察。杨国桢等的《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以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
的视角，从沿海经济、沿海社会组织、沿海社会文化三个方面，探讨明清时期中国东南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的互动，进而说明
海外移民的历史作用。丘立本的《从世界看华人》（南岛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提出从世界史的角度研究海外移民。曾少聪的
《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从经济、社会和文化三个方面，

比较明清海洋移民中国台湾与菲律宾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异同，指出中国海外移民移居菲律宾，不像西方列强走殖民的
道路，而是走民间的、和平的发展道路。［美］彼得·邝（Ｐｅｔｅｒ　Ｋｗｏｎｇ）著、王冰等译的《黑着：在美国的中国非法移民》（世界
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专门讨论在美国的中国非法移民的状况。另外，赵和曼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中国华侨出版
社２００４年版）一书，比较全面地讨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问题。



华人有６０００多万人，分布在世界近２００个国家和地区。① 海外华人是指移居国外的华人及其
后裔，包括华侨和华人。“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华侨作为中国公民，享有中国
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的权利，也应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的义务”。②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籍法》界定了华侨的国籍身份，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华侨的权利和义务。④

１９８４年国务院侨办制定的有关身份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次对外籍华人的身份做了解释：“外籍
华人是指原华侨或华侨后裔，后已加入或已取得居住国国籍者。从政治规定中可知，外籍华人
是外国人，而不是华侨，这是法律上加以区别。”⑤“华侨是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外籍华人通
常意义上是指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原中国公民及其外国籍后裔，华侨和外籍华人在开展侨务工
作中通常密不可分，华侨和外籍华人统称侨胞”。⑥有关国际移民、华侨、华人、华裔、归侨、侨眷
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张秀明在《华侨华人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一文中进行了深入的辨析，
这里不再赘述。⑦

海外移民是中华民族在海外的发展。学术界有关中华民族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面世。⑧

关于“中华民族”概念，《大辞海·民族卷》已经给出了比较详细的界定。“中华民族 中国各民
族的总称。中华，原意与中国相通，又与华夏相系。自１８９９年梁启超于《东籍月旦》一文中开
始使用‘民族’一词后，‘中华’逐渐与‘民族’一词连用，以之作为中国境内各民族总体的称号。

分布在亚洲东部。共有１３亿多人口，包括汉族和５５个少数民族”。⑨ 不过，这个定义只谈中
国境内的中华民族，没有涉及中国海外移民的华侨群体，华侨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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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４－０３／０５／ｃ＿１２６２２５４３４．
《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法律条例政策卷》编辑委员会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法律条例政策卷》，中国华侨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９０－１９１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人都具有中国国籍。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第四条 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国，具有中国国籍。第
五条 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外国，具有中国国籍；但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本人出生
时即具有外国国籍的，不具有中国国籍”。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１９８０年第１３号（总号：３４０），１１月１５日，第３８３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
和利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８·特刊４月１５日出版，第１２页。

《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法律条例政策卷》编辑委员会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法律条例政策卷》，第３４１页。

参见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许又声的《国务院关于华侨权益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５日在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载中国侨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ｑｗ．ｃｏｍ／ｓｑｆｇ／２０１８／０４－２６／１８７４０２．

张秀明：《华侨华人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新中国成立以前，学界和政界对中华民族已有不少的论述。梁启超在１９０２年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在１９０３年的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５册，中华书局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１８５－１２０７页）一文倡导中国需奉
行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的大民族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提出“民族主义、

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三大原则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其革命早期以排满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主，而到
了后期则以通过构建“中华民族”凝聚国民为主，并提出“五族共和”，在清朝管辖的全部领土上构建现代民族国家。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９期，１９３９年２月１３日），建议把“民族”概念仅用于“中华民
族”，中国内部各族不称“民族”。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１９４３年版）一书中提出取消境内各少数民族民族地位的
中华民族“宗族论”。近４０年来，学界出版了不少有关中华民族的研究成果。比如，费孝通等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葛兆光的《宅兹中国》（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黄兴涛的《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
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江平主编的《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黄光学和施联朱的《中国民族识别———５６个民族的来历》（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郝时远的《中国的民族与民族问题》（江西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金炳镐等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通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马戎主编的《“中
华民族是一个”———围绕１９３９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等论著，深化了中华民族的研究。

《大辞海·民族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４页。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强调：“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
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
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①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广泛团
结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②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许又
声在《国务院关于华侨权益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５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中指出：“我国是侨务资源大国，有６０００多万海外侨胞分
布在世界近２００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华侨约６００多万，外籍华人约５０００多万，他们是中华民族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及促进中外友好的重要依靠力量，是我国不
可替代的重要资源。”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
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目前，有的学者从法治意义看中华民族，认为法律法规中的中华民族有多重含义：中华民
族代表我国５６个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代表中国；中华民族代表全国人民。④ 有的学者
提出，“直至新中国的成立，才意味着实践跟上观念，独立自主的中华民族称谓名副其实地得到
国家主权的确认与保障。不过，国家主权的确定就意味着海外华人华侨的存在，他们在模糊的
叙事中仍然称谓中华民族，但从国籍确定性上，唯有国家主权内的中国人可以持续承担起中华
民族的称谓，因而已入他国国籍的海外华人就不再具备这种特性。”⑤对已加入他国国籍的海
外移民就不属于中华民族这一说法，有的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中华民族可以从三个层面
去理解：“由‘中华民族’的差序格局，可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三重差序格局：各民族凝聚
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人民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世界华人文化认同的中华民族
共同体。将三重结构的中华民族差序格局联系和贯通起来的是‘中华文化’。换句话说，‘中华
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⑥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海外移民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本文重点讨
论中国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以及影响中国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因素。

二、中国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中国海外移民的认同有多种面向，王赓武指出海外华人的认同主要来自四个方面的认同：

体质方面的人种认同，政治方面的民族认同，经济方面的阶级认同，以及文化方面的文化认
同。⑦ 从中国海外移民的整体认同来看，王赓武提出的分析框架比较全面和具体，具有指导意
义。本文讨论的内容限于中国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国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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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９日），《人民日报》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３０日。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３９－４０页。

许又声：《国务院关于华侨权益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５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上》，载中国侨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ｑｗ．ｃｏｍ／ｓｑｆｇ／２０１８／０４－２６／１８７４０２．

李占荣：《中华民族的法治意义》，《民族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青觉、徐欣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要素分析与时间逻辑》，《民族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张小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差序格局及其文化实践》，《广西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Ｗａｎｇ　Ｇｕｎｇｗｕ，“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ｉｎ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Ｃｕｓｈｍａ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Ｇｕｎｇｗｕ　ｅｄ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ｉｎｃ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Ⅱ，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

ｐｐ．１１－１６．



同，主要从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以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认同等
方面展示出来。

（一）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
中国海外移民移居世界各地，对祖先和祖籍地保留着清晰的“历史记忆”，籍此“历史记忆”

保留着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王明珂把“记忆”分为“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三种
类型：“社会记忆”的范围最大，指的是一个社会中籍各种媒介保存和流传的“记忆”；“集体记
忆”的范围较小，这是指在前者中有一部分的“记忆”经常在此社会中被集体回忆，而成为社会
成员间或某次群体间分享之共同记忆；“历史记忆”的范围则更小，指的是在一个社会的“集体
记忆”中，有一部分以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人们籍此而追溯社会群体的共
同起源及其历史流变，以诠释当前该社会人群各层次的认同与区分———如诠释“我们”是什么
样的一个民族。“在‘历史记忆’的结构中，通常有两个因素———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 ———在
‘时间’中延续与变迁。因此‘历史记忆’可诠释或合理化当前的族群认同与相对应的资源分
配、分享关系。……此种历史记忆常以‘历史’的形式出现在一社会中。与一般历史学者所研
究的‘历史’有别之处为，此种历史常强调一民族、族群或社会群体的根基性情感联系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因此我也曾称之为‘根基历史’。‘历史记忆’或‘根基历史’中最重
要的一部分，便是此‘历史’的起始部分，也就是群体的共同‘起源历史’。‘起源’的历史记忆，
模仿或强化成员同出于一母体的同胞手足之情；这是一个民族或族群根基性情感产生的
基础。”①

本文讨论的历史认同，强调的是一个民族、族群或社会群体的根基性情感联系，也就是王
明珂所讲的“历史记忆”或“根基历史”。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是历史记忆的两个重要因素，也
是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的两个重要因素。基于地缘追溯和血缘追溯，海外移民在
移居地建立同乡会、宗亲会等社会组织，构成自成体系的内部结构（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以此维
系海外移民社会的正常运作，传承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

１．同乡会：地缘追溯。中国海外移民大多来自闽粤地区，起初他们以祖籍地缘进行组合，
同一祖籍的移民往往同住在一起，形成各自的社会群体。这是因为移民移居到一个新的地方，
人地生疏，为了守望相助，往往同籍相率而居。至于海外移民分类的地缘组织同乡会的出现，
是１９世纪以后的事情。同乡会是以地域为基础组织的自愿团体，在中国的本土通称为“会
馆”，这种组织由海外移民带到移居地。菲律宾的地缘组织仍然以祖籍地域和方言为组织单
位。在同乡组织中，马尼拉“广东会馆”成立较早，成立于１８５０年，馆址设在圣克鲁斯。此外，
福建人组织的“杂姓会”，并非闽南人用以同广东会馆对立的机构，而是近乎于郎君社（在菲律
宾传承闽南戏曲南音的一种社团组织）的团体，于１９０３年改名为“闽南会馆”。② 民国以后，菲
律宾同乡会纷纷设立，同乡组织琳琅满目。因为菲律宾华人主要来自福建漳泉沿海地区的几
个县，并且人数较多，所以福建的同乡组织不仅以省、府来划分，甚至以县、乡、村来划分。例如
“龙（龙溪县）同（同安县）海（海澄县）同乡会”，“永宁（镇）同乡会”、“锦尚（村）同乡会”，这一点
与海外其他地区华人同乡会有显著的不同。

在马来西亚，华人组织了大量的同乡会，华人的同乡会大体上可分为省份、州府、县属及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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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四级。省份一级有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广西会馆、广汀会馆，州府一级有嘉应会馆、潮州会
馆、广肇会馆、福州会馆、漳州会馆，县属一级有惠安公会、南安会馆、番禺会馆、永定同乡会、南
海会馆、兴宁同乡会，乡镇一级有惠南联乡会、惠北同乡会。① 此外，马来西亚还有客家人组建
的客家会馆。这种会馆不是用行政区域的地名来命名，而是用特定的族群来命名。马来西亚
客家公会联合会（简称大马客联会）创立于１９７８年，旗下属会共有８１个，分布在马来西亚东西
马大小城镇，彼此之间关系密切、精诚团结，以便凝集整个马来西亚客家人的力量，为族群谋福
祉，为国家经济建设、社会繁荣作出贡献。② 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虽然冠以客家的名称，

但实际上也是一种地缘组织。

客家人主要分布在闽粤赣交接的地区，还有广西和四川等省份，有不少客家人移民到我国
的港澳台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海外地区。马来西亚华人通过组建客家会馆，凝
聚客家人的族群意识。他们通过客家会馆，与祖籍地闽粤赣客家地区建立联系，再通过客家百
姓来自中原地区的历史记忆，③追溯自己是炎黄子孙，由此认同中华民族。

２．宗亲会：血缘追溯。海外移民除了地缘认同之外，还有很强的血缘认同。血缘认同最直
接的表现形式就是成立宗亲会。菲律宾华人的宗族组织成立于清末，通常由热心的、事业较成
功的族人倡议，然后租借或购买会址，并筹集一笔钱作为宗族组织的基金会，族人的权利和义
务大多是属于自愿性的。自清末迄至１９１１年为止，菲律宾已有１７个宗亲会组织，这些宗族组
织分别为单姓和多姓两种。④ 现将菲律宾各宗族组织的名称、成立的时间、籍贯、以及单姓和
多姓列举如下：

（１）菲律宾弘农宗亲总会（初名四知堂），１８７７－１８７９年间成立，祖籍闽，单姓（杨）；（２）龙
岗公所，１８８４成立，祖籍粤，合姓（刘、关、张、赵）；（３）旅菲余凤采堂，１９００成立，祖籍粤，单姓
（余）；（４）旅菲粤侨陈颖川堂，１９００成立，祖籍粤，单姓（陈）；（５）旅菲谭宏阳堂，１９０２成立，祖籍
粤，单姓（谭）；（６）菲律宾粤侨黄江夏堂，１９０４成立，祖籍粤，单姓（黄）；（７）旅菲伍胥山堂，１９０６
成立，祖籍粤，单姓（伍）；（８）菲律宾曾丘宗亲总会（初名三省堂），１９０６成立，祖籍闽，合姓（曾、

丘）；（９）旅菲有妫堂总会，１９０８成立，祖籍闽，单姓（陈）；（１０）旅菲冲汗公会，１９０８成立，祖籍
粤，单姓（陈）；（１１）菲律宾锦绣庄氏宗亲总会初名“锦绣堂”，１９０８成立，祖籍闽，单姓（庄）；
（１２）旅菲西河林氏宗亲总会，１９０８成立，祖籍闽，单姓（林）；（１３）菲律宾济阳柯蔡宗亲总会，

１９０９成立，祖籍闽，合姓（柯、蔡）；（１４）菲律宾让德吴氏宗亲总会原名让德堂，１９０９成立，祖籍
闽，单姓；（１５）菲律宾陇西李氏宗亲总会原名李氏宗族自治会，１９１０成立，祖籍闽，单姓（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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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水檺：《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三册），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５０页。

参见《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总会长吁客家乡亲减少出行》，载中国侨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ｑｗ．ｃｏｍ／ｈｑｈｒ／

２０２０／０３－１８／２５００３０．
客家人作为汉族的一个民系，与汉族其他民系的差别除了居住地域的差别之外，最主要的是方言的差别，客家人说

的客家话属于汉语七大方言之一。客家人的大本营在闽粤赣交接的地区，但是，他们一直认为客家人的祖先来自中原地区。

陈春生指出：“罗先生（罗香林）有关客家人祖先来源于中原的说法，不仅存在与他所依据的客家人的族谱之中，而且在更早
的时候，就已经普遍存在于该地区百姓的‘历史记忆’中。所以，或许在学术史上更有价值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指出罗先生在
资料运用和史实描述方面的缺憾，而应该尽可能带有某种‘知识考古’的性质，去探讨罗先生所表达的有关‘客家’的观念，在
号称客家人聚居核心区的韩江流域中，是如何通过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逐渐形成的。”参见陈春声：《地域认同与族群分类：

１６４０～１９４０年韩江流域民众“客家观念”的演变》，《客家研究》创刊号２００６年６月。

笔者于１９９６年５月至１９９７年５月在菲律宾雅典娜大学（Ａｔｅｎｅｏ　ｄｅ　Ｍａｎｉｌ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访问期间，采访菲华宗亲会
组织的情况。也可参见宋平：《承继与嬗变：当代菲律宾华人社团比较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０－２３页。



（１６）旅菲临濮堂，１９１１成立，祖籍闽，单姓（施）；（１７）旅菲忠孝梁氏宗亲会，１９１１成立，祖籍粤，

单姓（梁）。

菲律宾的宗族组织是以姓氏构成，既有单姓，也有合姓。中国宗法可以由收养或招赘婚兼
祧，因此组成两姓（或多姓）联宗共祖的宗族，在海外也时有发生。① 比如，菲律宾曾丘宗亲总
会（初名三省堂），有曾丘宗亲渊源考：“曾丘一家，在龙山曾氏族谱上，查出近世祖宋代曾公亮
（官昭文殿大学士谥宣靖大师鲁国公）之十四孙讳明字永在，号迁荣，入赘福建省海澄县新安乡
丘家，娶苏氏为继室，生二子曰大发、正发，是为新安丘姓肇基祖，后此传衍无穷，子孙均奉宗圣
公为一派祖，与龙山曾氏遵用相同派字、派语，至互不通婚，永守不渝。曾氏最远祖黄帝，即系
少典之后，而神农（炎帝）系少典所生，则曾丘二氏远祖同源，所谓炎黄子孙，信足征矣，而近代
宋闽海澄新安丘氏子孙，衍传闽台南洋各地，是也。”②像菲律宾曾丘宗亲总会，他们不仅保留
族谱，而且还续修族谱。菲律宾曾丘宗亲总会的会址设在马尼拉，会址类似东南沿海地区的宗
祠，请人看管会址，会址挂着曾子像，每年春秋两次祭祀，慎终追远。

福建的先民大多来自中原地区，福建陈姓的海外移民不仅回到福建祖籍地祭祖，而且还千
里迢迢地来到河南淮阳县的陈胡公陵园祭拜。“陈胡公是虞舜的后裔，建陈国，筑陈城，兴百
业，使陈国雄踞十二大诸侯国之列，薨后葬于龙湖之滨。其后裔子孙……，遍布海内外。陈氏
遍天下，淮阳是我家。……周武王将妫满封于陈国，胙土命氏，为陈氏”。③ 在陈胡公陵园里的
石碑上，镌刻记载了来自福建陈氏及其海外移民的捐赠。④

２０２１年４月４日，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在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黄帝陵桥山祭
祀广场举行，以缅怀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共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⑤ 其中，有许多海外华侨华
人参加了黄帝陵的祭典活动。海外移民通过对祖籍地的认同、宗族的认同，进而上升到社群的
认同，对炎黄子孙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华民族就是海外移民寻找的根脉。

（二）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中国海外移民的历史悠久，自明中叶以后，就出现了大批的中国海外移民。不论是早期的

中国海外移民，还是近代的中国海外移民，以及新近移民中的劳工移民、专业技术移民、投资移
民，他们都会在移居地传承中华文化，表现出对中华文化的强烈认同。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
同，因移居地不同而存在地区差异。

菲律宾是中国海外移民较早的地区，自明中叶开始，福建漳州和泉州人民就开始移居菲律
宾。道教较早传到菲律宾，有加洛干市的大道玄坛、马尼拉市的九霄大道观、巴西市的九八凌
霄宝殿。佛教最初传入菲律宾的时候，人们只在家中祭拜，偶然也有亲戚和邻人来烧香祈福，

不过当时还没有正式的寺院和专职的僧人及宗教组织。相传在１８９８年，有僧人从泉州到菲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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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８月６日至１２日，笔者和天津工业大学副教授杜谆博士一起到河南的淮阳、安阳和郑州考察，８月７日到淮
阳县的太昊陵、陈氏宗祠调研。

参见《２０２１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在陕西拉开大幕》，载中国侨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ｑｗ．ｃｏｍ／ｈｍｐｃ／２０２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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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募化，随身带来观音圣像一尊，供奉在私人家中。该僧人回乡，留下观音圣像。华侨多数信
奉观音菩萨，常相率前来礼拜，祈求保佑。该观音菩萨像的所在地成为当时的香火中心。因庙
址租赁在路夏义街，故又被称为路夏义佛祖。另有租在怡干洛街的观音堂和三宝颜市的福泉
寺。此三庙为菲律宾最早的华侨佛教信仰的所在地。１９３１年菲律宾侨界信佛人士组织“旅菲
中华佛学会”，集资兴建佛寺。１９３６年兴建信愿寺，１９３７年中华佛学会聘请闽南性愿法师来菲
为该寺住持，此时菲律宾华人的佛教信仰正式形成。性愿法师被尊为菲律宾大乘佛教的开山
祖师。接替性愿法师主持信愿寺为释瑞今法师，由于释瑞今等法师的积极弘法，佛教在菲律宾
海外移民中广泛传播。嘉牙渊省亚巴里社（Ａｐａｒｒｉ，Ｃａｇａｙａｎ）的威明宫是一所建于１９世纪末
的庙宇，供奉来自福建南安的广泽尊王（圣王公）。许多海外移民还祭祀土地公、关帝和妈祖，

这是海外移民社会比较普遍的信仰。①

中国海外移民移居阿根廷，始于１９世纪中叶以后，而大批移居阿根廷则主要是近４０年以
来。移民的祖籍地主要来自福建省的福清、长乐、福州和莆田地区。阿根廷的中国海外移民在
移居地传播中华文化，深刻体现出他们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②

随着阿根廷的华侨华人不断增多，能够标识中华文化的器物、建筑和艺术品，如瓷器、丝
绸、灯笼、舞龙舞狮、赛龙舟、唐人街文化景观等在阿根廷逐渐传播和流行开来。在布宜诺斯艾
利斯的贝尔格诺 （Ｂｅｌｇｒａｎｏ）区，以阿立贝诺斯 （Ａｒｒｉｂｅｎｏｓ）街为中心，包括呼拉门多
（Ｊｕｒａｍｅｎｔｏ）和欧拉萨巴（Ｏｌａｚａｂａｌ）之间的数条街范围内，即是所谓的“中国城”（或称中国街，

当地人则称为 “Ｂａｒｒｉｏ　Ｃｈｉｎｏ”）。在中国街形成之前，阿立贝诺斯街一带相对荒废。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台胞在阿立贝诺斯街２２７５号建造中华会馆，成为华人移民的重要集会场所，阿立贝
诺斯街也成为华人移民的重要集市。１９８５年，第一家中国商店中国屋开张，早期主要经营手
工艺品、大豆制品和草药等，后发展成为超级市场，并于１９９１年开始从台湾地区进口商品。③

随着台湾移民的增多，中国街逐渐繁荣起来，形成了稍具规模的中国人商业区。逢年过节，这
里热闹非凡。２００４年，这里有数十间餐厅、两所华文学校、一间佛教寺庙、四家超市、两间豆腐
店、三间理发厅、三家中药店、四间放映店以及一家眼镜公司。最大店面是面积几百平方米的
两家超市，分别为中国屋和东亚商场。目前，中国街有近百家商店，他们以销售中国商品为主。

２０１７年，中国街有３０多家销售中国商品为主的礼品店，４家大超市（中国屋、东亚超市、一级棒
超市和大中华超市）和一些小超市。餐厅、服装店等一些店铺里设有协会。２００６年成立了中
国街管理委员会，着手筹划建造一座具有中国特色的牌楼。在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的支持下，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接受了这个设想，并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由布市议会通过相关法令。阿根
廷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将牌楼赠送给布市政府，建设中国城牌楼被纳入布市政府改造中国城
的规划。２００９年７月８日，中国城牌楼揭幕仪式正式举行。中国街成为阿根廷重要的中国人
商业区，也是阿根廷重要的旅游景点。

在阿根廷，中国街还是一个集中展现瑰丽多彩的中华文化的重要场所。写着华文招牌的
店铺，琳琅满目的中国商品，各种各样的中国美食，显眼的华文学校和华人庙宇———中观寺等，

处处展现和传递着中华文化元素。中华民俗文化活动、客家文化展、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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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少聪：《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８日至２１日，笔者到阿根廷罗萨里奥大学访问，并在阿根廷华人社区进行实地调研。

Ａｄｍｉｎ：《中国屋的来历》，阿根廷华人在线，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ｒｇｅｎｔｏｎｇ．ｃｏｍ／，浏览时间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活动等系列展演等，都在直观和生动地传播着中华文化。逢年过节的
舞龙舞狮、庙会集市成为当地人旅游观光、娱乐休闲的重要选择。阿根廷的春节庙会一般在布
市阿根廷国家公园广场举办，为期两天，会场占地面积超过１万平米。庙会包括舞龙舞狮、文
化集市、文艺汇演等不同板块，有中国春节的传统节目，如舞龙舞狮、武术、杂技、古典音乐和各
民族的舞蹈表演、书法等。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
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富滋养。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海内外中华儿女内心的
中华文化，培育了中华儿女的崇高追求，规范着中华儿女的行动。海外移民传承中华文化，认
同中华文化，在深层次上也是认同中华民族。

（三）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认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和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后，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那时
以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中国共
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
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①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
程中，海外移民发挥了独特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日益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面对帝国主义的外部侵略和封建
主义的内部压迫，如何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成为近代以来中华儿女的时代重任。戊戌变
法失败后，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侨居生活，以华侨
身份继续从事旨在争取民族复兴的政治活动。与维新改良派相比，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更
加重视和善于动员海外华侨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孙中山曾谓“华侨乃革命之母”，充
分肯定了华侨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② 在孙中山长达三十余年的异国他乡革命活动影响下，
海外华侨积极参与国内革命。革命派的早期组织兴中会、同盟会都是在海外成立，其成员也以
华侨为主。通过阅览革命报刊、参与演讲活动，广大华侨实现了从改良到革命的思想转变。从
豪商巨贾到小商小贩、从矿场业主到普通工人，广大华侨纷纷义捐财物、义购债券。在广州起
义（１８９５年）、潮州黄岗起义（１９０７年）、惠州七女湖起义（１９０７年）、钦州廉州起义（１９０８年）、广
州黄花岗起义（１９１１年）等武装斗争中，华侨踊跃参加，成为骨干力量。辛亥革命后，面对袁世
凯违背时代潮流、阻碍民族复兴的倒行逆施，海外华侨纷纷通电讨袁，并为国内的反袁斗争提
供人力、物力和舆论支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海外移民和国内同胞一起致力于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伟大斗争。③

这一时期，在一系列对中华民族站起来有着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中，海外华侨都有重要的
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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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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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５日），《人民日报》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６日。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５２页。

任贵祥从华侨积极投身旧民主主义革命，协助共产国际创建中共，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融入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的大革命洪流，掀起第二次爱国高潮，在全国解放战争中分化与转变六个方面，阐述了华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民
主革命时期华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参见任贵祥：《华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兼论民主革命时期华侨与中国共产
党的关系》，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海外华侨再次掀起爱国热潮。为了动员、
组织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成立了救国会、难民会、筹赈会、慈善会等抗日团体。海外爱国华侨筹
捐战费、认购债券、增加侨汇、抵制日货、捐助战需物资，为开发西南大后方等提供物力财力支
持。他们回国从军、组建救护队和服务团，为抗战提供人力与技术支持。他们创办抗日报刊，

推广战时教育，创作抗战文学和救亡戏剧，宣传、营造抗战氛围。他们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建立反日和反法西斯联合阵线以联合世界抗战力量做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广大华侨逐渐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拥护、支持共产党的民族复兴
之路。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名义，于１９４６年９月１１日
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参众两院议长及美国特使马歇尔、大使司徒雷登：“抑蒋政府要人，就本
人多次接触，深知其昏庸老朽，头脑顽固，断不足与言改革。贵国传统政策，对各国人民，公允
友爱，不事侵略，信誉昭然；今乃一反其道，竟多方援助贪污独裁之蒋政府，以助长中国内战。

本人曾亲访延安中共辖地，民主政治已见实施，与国民党辖区，有天壤之别；且中共获民众拥
护，根深蒂固，不但国民党军队不能加以剿灭，即任何外来金钱武器压迫，亦不能使其软化。职
是之故，本人代表南洋华侨，特向贵国吁请顾全国际信誉，以日本为前车之鉴，勿再误信武力可
灭公理，奸谋可欺上帝；务望迅速改变对华政策，撤回驻华海陆空军及一切武器，不再援助蒋政
府，以使中国内战得以终止，人民痛苦可以减少。则贵国将为全世界爱好和平之人民所拥护，

而上帝必佑贵国矣。”①

新中国成立后，华侨华人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奋斗在各条战线上，为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的实施，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加快，海
外移民的重要作用愈加受到重视。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海内外荣氏家族部分成员时，发表了《争
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的讲话，讲述了中华民族富起来的事业，并明确表示：“我们欢迎在
海外的华侨、华人参与这个具有前景的事业。”③在中华民族富起来的进程中，海外移民结合自
身优势发挥了独特作用。具体而言，主要集中在经济、软实力和技术方面，尤以经济为重。

作为对外开放最初的排头兵，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在设立之初就充分考虑
到了海外移民的因素。“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
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④事实证明，由于广大海外移民的参与，侨乡相对较早和较
好地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基于地缘、亲缘、神缘、业缘、物缘等文化认同，海外移民以侨汇、捐
赠、投资等方式改善侨乡的教育、交通、水利、医疗卫生、生产设备，推动侨乡现代化。除此之
外，海外移民还积极响应改革开放政策，在广泛的地域范围内开展经济活动，从经济上助力中
华民族富起来。相对于直接的投资、捐赠、侨汇等，海外移民对于中华民族富起来更大的意义
在于：考虑到当时的世界格局和中国自身的投资环境，海外移民敢为人先进入中国，可谓是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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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编：《南洋政论集》，新南洋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２页。

张应龙从科技攻关、体育、高等教育、侨资企业、慈善捐赠、发展中外友好关系、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促进和平统一大
业等方面，阐述华侨华人为新中国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参见张应龙主编：《华侨华人与新中国》，暨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版。

邓小平：《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八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第１６２页。

邓小平：《视察上海时的讲话》（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二月十八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３６６页。



当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突破口，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局面；海外移民利用自身的示范效应、借助自
身的关系网络，通过以侨引侨、以侨引台、以侨引外，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中国，发挥了以侨
为桥的作用，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
就，离不开海外移民的诸多贡献。

自党的十八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站在了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起点上，中华民族从
富起来走进强起来的新时代。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海外移民仍然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习近平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指出：“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在这个伟大进程中，广大海外
侨胞一定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
广大海外侨胞有着赤忱的爱国情怀、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智力资源、广泛的商业人脉，是实
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只要海内外中华儿女紧密团结起来，有力出力，有智出智，团结一心奋
斗，就一定能够汇聚起实现梦想的强大力量。”①

在新时代，海外移民除了继续参与中国的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等事业建设之外，在维护
国家统一和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方面也将做出更大的独特贡献。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
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之所在，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在
中华民族即将实现伟大复兴目标的新时代，祖国完全统一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凸显，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要求中国的完全统一。海外移民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过程中发挥
着两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促进祖国统一。海外移民与台湾社会各界联系紧密，在化解误会、
增进理解、扩大交流、凝聚共识等推进两岸关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是促进祖国统一的重要力
量。二是反对分裂势力。广大海外移民长期在国外学习、工作和生活，具有反对分裂势力的地
域优势，一直以来坚决反对 藏独 、台独 、港独 等分裂势力的各种分裂活动，为维护民族团
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做出贡献。

总之，近代以来，中国海外移民积极参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这充分表明海外华人具有强
烈的中华民族认同，期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落实到具体行动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做出了独特贡献。

三、影响中国海外移民认同中华民族的因素

中国海外移民认同中华民族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海外移民自身因素影响到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海外移民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一个整体，其实其内部的差异是很大的。这种差异性包括

来源地差异、居住地差异、语言差异、阶层差异、代际差异、新老移民差异等多个方面，这些差异
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这里只重点谈新老移民和代际差异这两个自
身因素如何影响到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１．新老移民。二战以前，中国海外移民源源不断地移居海外。在移民高潮中，中国女性移
民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迅速增加，使得华侨的性别比例逐渐平衡，大大减少了华侨与当地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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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维涛、王尧、兰红光：《习近平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强调 共同的根共同的魂共同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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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通婚的人数。二战以后，海外移民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新移民的源流基本上中断，
也就是说，海外移民社会基本上得不到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海外移民社会失去新移民带来中国
文化传统的新鲜血液。另一方面，由于人口的增殖，在当地出生的华人已占华人总数的绝大部
分。二战前的海外移民有着强烈的落叶归根意识，希望将来能够告老还乡。１９９７年４月１８
日，笔者与菲律宾华商杨女士一起，在马尼拉访问许女士。许女士生于１９０５年，１９３５年从大
陆到马尼拉侨校教书，曾任闽商学校（现更名为培元学校）的校长。据她所言，２０世纪４０年代
初，菲律宾的华侨去世，附近的其他华侨大多会去送葬，多数送葬者会痛哭流涕，原因之一就是
为亡者未能告老还家，尸骸葬于异邦而伤心。后来华侨在菲岛去世的人数渐渐地增多，对于客
死他乡的现象也就渐渐习以为常。① 叶落归根的情感，既是对家乡的认同，也是对中国和中华
民族的认同。随着二战后海外移民构成的变化，叶落归根的情感有所减弱。

２．代际差异。第一代移民由于在中国出生成长，对中国的感情是天然的、割不断的；而生
于斯长于斯的华裔新生代则主要认同于当地，对中国的认知较少，对中国的情感比较疏远。此
外，出生于当地的华裔教育水平、职业发展等普遍高于第一代移民。英国学者研究发现，没有
受过多少教育的华人移民已经培养出了教育水平较高的下一代，后代能很快实现向上层社会
流动。这影响到了他们的认同，他们的国家认同与父母代截然不同。他们对英国具有强烈的
国家认同，这种认同甚至要超过其族群认同。② 从菲律宾华裔二三代移民与第一代移民的比
较来看，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③其一，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同。１９７５年，菲律宾与中国建交，马
科斯把华侨转籍的大门打开，这些转籍的华人，虽然负有菲律宾国民各种义务，可是他们在政
治上取得了选举权（被选权要等到第二代土生菲人，才能获得）。其二，他们在经济上和菲律宾
人一样获得了对土地的拥有权，以及各种工商业经营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获得，尤其是对土地
的获得，对菲律宾华人来说是一帖强心剂，使得长期被束缚的华人松绑，促使菲律宾华人经济
的腾飞。其三，华裔二三代继承了第一代华人冲刺拼搏的精神，当然，他们无需像第一代华人
那样单枪匹马到菲律宾偏远的地方开一间小店，要补充商品时就把店关起来，自己一个人到市
镇去采办。其四，华裔二三代普遍比第一代富有，但他们把中华文化节俭的传统美德继承下
来。其五，华侨华人二三代的教育普遍提高，８０％以上的人具有大学毕业的文凭，他们的职业
分布也比较广，除了传统的商业部门外，还涉及政府、文教等领域。海外移民的代际差异，融入
住在国社会程度的差异，直接影响到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二）近代以来中国侨务政策影响到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１．清廷侨务政策。清朝初年，清廷实行海禁，禁止国人出洋，并将海外华人视为弃民。迄
至清末，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从此不再阻止华工出国，并
开始注意制定侨务政策。“初期侨务政策的重心以保护华工为主，但有时也屈服于西方殖民帝
国的利益。此时侨务政策的内容，多半以皇帝颁布的诏书形式出现，主要反映在中外条约中。

１８９３年清廷正式取消海禁，并且对于保护海外华工和华侨，采取积极的态度。１９０９年清政府
公布国籍法，采取血统主义原则，认定父亲为中国人的海外华人拥有中国国籍，正式确认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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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拥有中国国籍，正式确认全体‘华侨’为清廷保护的对象，为清廷侨务政策的一重要里
程碑”。① 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注意到海外华侨在经济方面日渐壮大，
希望借用华侨的力量来为清政府的统治服务。为了争取包括土生华人和华侨对中华文化和清
政府的认同，清政府支持海外移民社会创办华校、开展华文教育。１９世纪中期以后，福建帮、
广东帮等各帮开始创立华文学校，延聘教师，但是帮立学校的目标是为各帮培养人才。现代学
校的国语教学克服了华侨内部的语言障碍，有利于在海外保持和发扬中华文化，有利于从文化
上认同中国，从而促进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生和发展。② 另外，清政府还致力于在华侨社会中推
动超越帮派、业缘、宗族的社团组织———中华总商会———的成立。此外，清政府通过派遣官员，
军舰出访华侨居住地，在华侨社会中卖官鬻爵，劝诱华侨到国内投资，设领护侨等措施来引导
华侨关注和参与其家乡、亲族之外的中国国内事务，进而使其重视中国的命运与前景。“如果
说１８６０年清朝统治集团是被迫允许华工出国的话，那么７０－８０年代，统治集团中已有相当部
分人认识到移民既可缓和国内矛盾，海外华侨对中国社会也能做出相当贡献，具有很高的利用
价值”。③ 清廷实施的侨务政策，加强了华侨与祖籍国的联系，也增强了华侨对中国的认同。

２．民国时期侨务政策。孙中山长期在海外生活，他的革命活动大多是在海外华侨中开展，
因此，华侨与中国革命息息相关。正如孙中山所言：“我海外同志，昔与文艰苦相共，或输财以
充军实，或奋袂而杀国贼，其对革命之奋斗，历十余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二
字，以长留于国人之脑海。”④当清朝的昏聩无能被海外华侨认识后，大多数华侨转而支持革
命，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来保护他们在国内和海外的利益。国民党和民国政府也很
重视发挥海外移民的作用。民国政府有专门的机构负责侨务工作。“行政院”侨务委员会，简
称侨委会，设立于１９２６年，原先隶属于国民政府，１９３２年才改为隶属行政院。侨务工作随着
国家情势及海外侨社的演变，不断地调整，并服务广及海外各地的海外侨胞。在抗日战争期
间，国民党也号召海外移民积极参与中国的抗日战争。经陈嘉庚安排，由东南亚华侨华人组成
的３０００多名技工奔赴抗战前线，奋战在滇缅公路上。

３．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侨务政策。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向来重视海外华侨华人的工
作，⑤“从１９３５年８月发表《八一宣言》以来，中共在斗争的实践中，尤其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思想理论的指导下，已从原来不甚重视华侨转变到重视并力争吸引华侨参加到中共领导
的革命事业中来，对华侨的革命性和重要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⑥１９３８年３月，毛泽东、周恩
来在延安会见“马来亚华侨抗敌后援会”代表团时，不仅高度赞扬了广大华侨的爱国抗日行动，
而且向全体海外华侨发出号召：“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援助祖国，战胜日寇”，“共产党
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⑦ 抗战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
党中央全方位展开侨务工作，中共的侨务政策已趋成熟；到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共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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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作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①

新中国成立后，侨务政策始终为海外侨胞及其居住国当局所关心。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
先后与印尼等国签订了关于国籍问题的双边协议，郑重承诺中国政府不承认双重国籍，并鼓励
华侨根据自愿原则加入居住国国籍。这一政策对于海外华侨加速融入当地社会，更好地在当
地生存发展，以及促进中国与华侨居住国双边关系的发展起到十分明显的积极作用。

自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侨务工作。② １９７７年，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严肃指出：
“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关系（海外关系）太多，

而是太少，这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③“海外关系”无疑是推动现代中国发展的
关键性因素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海外华侨华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作用。他指出：“无论
处于什么时代，全世界华侨华人命运始终与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始终与祖国同步发展，始终
是祖国革命、建设的重要力量。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华人。但广大华侨华人无论身处何
地，总丢不掉深深的中国情，忘不了生养自己的那片热土，即使几代人在海外，还是忘却不了他
们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缘。”④２０１４年６月６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
团联谊大会代表时强调：“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
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共同
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我们一定能够共
同书写中华民族发展的时代新篇章。”⑤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思考侨
务工作，为我国新时代侨务政策的实施与落实提供了指南。

（三）住在国政策影响到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中国海外移民在国外发展，受住在国对华人政策的影响很大。战后菲律宾政府的华人政

策，对菲律宾的华人认同的转变产生巨大影响。菲律宾政府对待华人的政策，按其内容和实
质，以１９６６年为转折，可分为两个阶段。⑥ １９６６年前为第一阶段，华人政策以菲化为特色，以
立法为手段，以限制和排斥华人为目的。以１９６２年马卡帕加尔担任总统为界限，菲化运动由
高潮逐渐趋向低潮。特别是在１９６６年马科斯任总统以后，菲化浪潮已成为过去，对华侨的政
策趋于积极，由排斥和限制转为利用，对待华人的政策也比较宽容。因而，战后菲律宾对华人
的政策，从马克斯执政时起，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重点是以开放入籍解决华人
问题，以宽容为特色，以利用华人的资金、技术、经验于菲律宾经济建设为目的。由于政策的宽
松，加速了华人融入菲律宾的进程。

受住在国政策的影响，虽然海外华人加入了住在国国籍，政治上效忠住在国，在经济、社会
和文化等方面也融入了住在国，有的甚至不会说汉语及其方言，已经完全的在地化了。但是，

海外华人从血缘和文化上属于中华民族这一属性并未改变。由于海外华人天生的特征，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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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黑头发和悠久的中华文化，在他们的外表和内在意识上依然说明他们是华人，这是主观方
面的认同。从客观上看，当地的其他民族也认为海外华人与自己不同，是另外一个民族群体。
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海外华人仍然保留着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和认同中华民族。

四、结　论

中华民族在海外繁衍生息形成的华侨华人群体，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传承着中华文
化，认同中华民族，期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国广泛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包括华侨和
华人，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世界各地有几千万海外
侨胞，大家都是中华大家庭的成员。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不忘祖国，不忘祖籍，不忘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热情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中
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作出了重要贡
献。祖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广大海外侨胞的功绩。”①

在海外繁衍发展的华侨华人群体，之所以认同中华民族，主要在于：首先，中华民族是海内
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海外移民中，无论是华侨，还是华人，他们基于共同的血统等原生性因
素，对中国和中华民族有着强烈的情感依恋，这是他们认同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
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历史活动中逐渐形成
的，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其独特、鲜明的特征，并为民族成员所遵从。中国悠久的历史，展现了
中华文化的稳定性与持久性。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传统，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宝贵精神
财富。再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想。民族是人们在长期的
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拥有共同命运的共同体，共同体意识反映人们对共同命运的深切关怀，
海外移民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命运相连。一方面，海外移民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各项事业做出
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为海外移民带来了经济实惠和自豪
感，并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权益保护，海外移民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发展休戚与共。总之，中国
海外移民认同中华民族既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团结和凝聚海外移民的重要政治话语。充
分彰显和促进中国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有助于进一步发挥他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 刘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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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６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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