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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型族群聚集与多向分层融入
＊

———基于广州南涌华侨农场两个归难侨群体的比较研究＊＊

□黎相宜

［摘　要］　以广州南涌 华 侨 农 场 的 两 个 归 难 侨 群 体 作 为 比 较 个 案，探 讨 其 产 生 多 向 分 层 融 入 的 原

因。研究发现，不同难侨群体所形成的聚集状况与亚群体网络内部形成的资源及文化价值观是其中的关

键性因素。马来亚归难侨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履历”形成了强势聚集，其亚群体网络所主导的价值观及内

部资源能够引导归第二代绕开农场亚文化的负面影响，顺利融入进本地主流社会中。而越南难侨及其第

二代则是一种弱势聚集，其所形成的与主流文化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亚文化以及网络内部贫乏的资源使个

体更易于融入本地社会的边缘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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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２０１３年度项目“归难侨群体的多向分层融入模式研究”（项目编号：ＧＤ１３ＹＨＱ０１）；中央高

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南涌华侨农场于２００８年已经正式改成街道，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称之为“南涌 街”。但 由 于 本 文 论 述 内 容 涉 及 农 场 的 几 次 体 制 改 革

的历史，南涌街当时仍然还是农场体制，为了还原当时的历史变迁过程及突出社区内拥有众多归难侨 群 体 的 特 征，本 文 的 标 题 仍 然 沿 用“华 侨

农场”，在论述当时的历史情境时亦会采用“南涌华侨农场”，而论述现在状况则会采用“南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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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移
民的社会 融 入 与 适 应 是 国 际 移 民 研 究 的 重

要议题，是指移民在历时多久和在多大程度

上能够 在 经 济 和 文 化 上 融 入 迁 入 地 社 会。

国际移民 研 究 有 两 大 理 论 解 释 外 来 移 民 的 适 应 过

程，一 是 线 性 同 化 理 论（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ｌｉｎｅ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二是多向分层同化理论（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　ａｓｓｉｍｉ－

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线性 同 化 理 论 认 为，移 民 同 化 是 一

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在这 个 过 程 中，不 同 国 家 的 移

民到美国后，经过长期努 力，逐 渐 摒 弃 来 源 地 文 化，

接受当地文化，并最终在经济机会 上 与 美 国 人 趋 同

（Ｒ．Ｅ．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Ｅ．Ｗ．Ｂｕｒｇｅｓｓ，１９２１；Ｍ．Ｚｈｏｕ，

１９９７；Ｒ．Ａｌｂａ，Ｖ．Ｎｅｅ，１９９７）。然而，线性同化理

论描述的单一同化路径难以描述和解释当代移民的

融入过程。在此背景下，多 向 分 层 同 化 理 论 应 运 而

生。多向分层同化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有些族裔的

移民群体会被困在社会底层，而另 外 一 些 族 裔 的 移

民群体则能避开这种悲 剧 性 歧 途（周 敏，２０１３）。多

向分层同化理论考虑到由于不同少数族裔在迁入地

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差异，移民 群 体 中 和 群 体 间

将会产生不同的融合结果，主要表 现 为 融 合 于 以 非

拉丁裔白人为主导的核心文化和以白人中产阶级为

主导的主流社会、融合于本土边缘社会亚文化、通过

族裔 经 济 实 现 选 择 性 融 合 三 种 不 同 的 模 式（Ａ．

Ｐｏｒｔｅｓ，Ｍ．Ｚｈｏｕ，１９９３；Ａ．Ｐｏｒｔｅｓ，１９９５）。多向

分层同化理论还进一步指出，通过 第 三 种 选 择 性 融

合的模式也即依赖族群聚集有助于使个体实现社会

适应。后续亦有学者提出 相 反 意 见，指 出 族 群 聚 集

造成了移民与主流社会的隔离，族 群 聚 集 企 业 中 的

雇主更可 能 利 用 亲 缘 和 地 缘 关 系 剥 削 同 族 群 的 劳

工，这些都会进一步限制移民的融入（Ｙ．Ｘｉｅ，Ｊ．Ｅ．

Ｂｒａｎｄ，Ｂ．Ｊａｎｎ，２０１２；Ｅ．Ｂｏｎａｃｉｃｈ，１９８７）。

针对上述 的 争 论，波 特 斯 指 出，族 群 聚 集 带 来

正面抑或负面效应与群体网络内部的资源性质和多

寡有着密切关 系（Ａ．Ｐｏｒｔｅｓ，１９９８）。强 势 聚 集 的

群体内部的资源较多，群体内部成 员 通 过 共 享 资 源

更有可能在 经 济 上 有 所 作 为（Ｙ．Ｘｉｃ，Ｍ．Ｇｏｕｇｈ，

２０１１）。如果进入族群聚集 的 移 民 是 在 公 开 劳 动 力

市场竞争中缺乏技能或语言能力 的 人，这 种 弱 势 聚

集可 能 掩 盖 了 族 群 聚 集 的 优 势（张 春 泥、谢 宇，

２０１３）。

关于“聚 集 命 题”（ｅｎｃｌａｖｅ　ｔｈｅｓｉｓ）的 争 论 颇 多，

但上述研究讨论的对象主要集中在采取主动实现族

群聚集的移民身上，认为在迁入地 社 会 遇 到 文 化 不

适应和就业困难是族群聚集形成 的 必 要 条 件，而 族

群聚集是 移 民 受 到 结 构 性 因 素 制 约 的 自 由 选 择 结

果。这类族群聚集可统称为“自由型族群聚集”。然

而，还存在一种由外在结构性力 量 造 成 而 不 是 个 体

选择导致的“制度型族群聚集”，它却往 往 为 现 存 理

论和研究所忽视。实际 上，这 种 族 群 聚 集 类 型 并 不

少见，发生这种聚集的成员大多 经 历 了 由 国 际 政 治

格局变化 或 民 族 国 家 政 策 调 整 造 成 的“强 制 迁 移”

（如很多成员具有难民经历），而在迁入 新 移 居 地 或

安置地时又多由民族国家及政府行政力量促成其族

群聚集，比如西方发达 国 家 的 难 民 集 中 营。虽 然 有

些学者运用多向分层同化论来解释一些特殊的移民

类型———比如安置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难民及其

第二代的适应模式（Ｍ．Ｚｈｏｕ，Ｃ．Ｌ．Ｂａｎｋｓｔｏｎ　ＩＩＩ，

１９９４；Ｍ．Ｚｈｏｕ，Ｃ．Ｌ．Ｂａｎｋｓｔｏｎ　ＩＩＩ，１９９８；Ｃ．Ｌ．

Ｂａｎｋｓｔｏｎ　ＩＩＩ，Ｍ．Ｚｈｏｕ，１９９７）尽 管 这 些 国 际 难 民

进入移居地后经历了一个被安 置 的 过 程，但 是 其 族

群聚集的实现主要是国际难民 自 我 选 择 的 结 果，而

非宏观 制 度 与 政 策 所 引 致 的。中 国 内 地 的 华 侨 农

场、水库移民安置区等（陈晓毅、马建钊，２００６；黎相

宜、周敏，２０１３）也是如此。与自由型族群聚集相比，

处于制度型族群聚集之下的族群成员的多元社会适

应结果不仅取决于其来源地、迁入前后的教育程度、

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所携带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资本

等个体与家庭因素，还与族群聚 集 区 内 部 的 社 会 经

济资源多寡与亚群体网络、族群 的 聚 集 状 况 以 及 国

际社会、民族国家政策的制度支持等中观、宏观因素

密切相关。

本文 将 试 图 讨 论“制 度 型 族 群 聚 集”中 的 特

例———被集中安置在华侨农场的归难侨群体。华侨

农场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因特殊历史事件，经由特

殊历史决策而形成的与本地社会相对区隔的特殊社

区。农场归难侨群体的“族群聚集”并非出于他们的

主动选择，而是由国家政策及行 政 力 量 所 主 导 而 形

成的。随着 中 国 改 革 开 放 的 深 入，在“体 制 融 入 地

方，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的转型大背景下，

行政干预减弱而市场力量增强，作 为 计 划 经 济 产 物

的华侨农场遭遇了空前强烈的冲击（李明欢，２００３）。

这深刻影响了农场内的归难侨及其子女在安置地的

多元适应与融入状况（刘朝晖，２００３；姚俊英，２００９；

俞云 平，２００３；奈 仓 京 子，２０１０：１４５～１５２；孙 晟，

２００３）。即使在同 一 农 场 里，不 同 安 置 时 间、来 自 不

同国家的归难侨群体的融入结果也呈现着差异。虽

然这种差 异 在 以 往 研 究 中 曾 被 笼 统 提 及（李 明 欢，

２００５：１７４～１７６；奈仓京 子，２０１０：１４５～１５２），但 这

些研究并没有进一步讨论影响这种差异的社会文化

机制是如何形成的。

因此，笔者将结 合 多 向 分 层 同 化 理 论 及 相 关 的

族群聚集研究，分析归难侨群体 本 身 的 聚 集 状 况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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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群体网络内部所形成的资源和价值观念是如何与

个体、家庭、华侨农场、本地社会、国家等多个层面因

素互动，共同影响集中安置在同一华侨农场、但安置

时间不同且来自不同国家的归难侨群体的多向分层

融入进程的。

本文 所 使 用 的 实 证 材 料 均 来 自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

年暑期及２０１４年寒假在广 州 南 涌 华 侨 农 场 的 田 野

调查。广州南 涌 华 侨 农 场 于２０世 纪５０年 代 初 成

立，是广东省归国难侨处理委员会 在 原 有 农 场 基 础

上办起的全国第一个华侨农场，起 初 用 于 安 置 马 来

亚及少数印尼归难侨１　１００多名。当时农场正值土

改，有部分原属南涌三角洲附近农村的农民以“带地

入场”的方式，由农业户口转成非 农 业 户 口，加 入 农

场成为正式职工，这批原籍农民及 其 后 代 形 成 了 农

场内的“本地人”群体。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后期越南

排华，１９７８年 农 场 首 批 接 待 安 置 越 南 难 侨５００多

人，至１９８６年 底 止，共 安 置 难 侨４　４９７人。① 从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末开始，南涌华侨农场先后经历了设立

管理区、撤区设街的体制改革。② 截止至调查为止，

南涌街（前身为南涌华侨农场）辖区面积４１．５平 方

公里，设９个居民委员会，常 住 人 口 近３万 人，其 中

归难侨、侨眷约４　３００人。③

在长达六十多 年 的 时 间 里，南 涌 华 侨 农 场 经 历

了较大的历史变迁，而生活在农场 内 的 马 来 亚 与 越

南归难侨群体却在同样的制度转型与改革进程中呈

现不同的社会适应结果，这种差异 在 他 们 的 第 二 代

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个归难侨群体都是在移

居国出现 政 治 动 乱 及 排 华 时 期 一 无 所 有 地 回 到 农

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及其第二代的融入产

生如此矛盾的结果呢？下面笔者将主要从两个群体

的聚集状况以及亚群体网络出发，结合个体、家庭以

及华侨农场、政府等多个层面来解 释 上 述 两 个 归 难

侨群体在社会适应上的差异。

二、重建“家园”：马来亚

归难侨群体的强势聚集

华侨农场是一 个 相 对 偏 离 主 流 社 会 的 社 区，是

本地社会的一部分，但又是一个被 主 流 社 会 所 忽 视

的、体现了群体和阶层交错的（归难侨及低收入贫困

阶层集中的）边缘化社会。这种边 缘 化 社 会 环 境 很

可能会导致归难侨群体在社会适应与向上流动的过

程中出现问题。因此，归难侨群体的迁出背景（ｃｏｎ－

ｔｅｘｔ　ｏｆ　ｅｘｉｔ）与迁入背景（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就显

得尤为重要。下面我们将分析马来亚归难侨群体归

国前后的社会经济背景、所携带的 政 治 资 本 及 本 地

社会对他们的安置方式是如何影响其强势聚集的形

成，并且如何进一步影响第二代的融入状况的。

（一）政治资本与“分散”安置

在２０世纪４０年 代 末、５０年 代 初，马 来 亚 政 局

动荡，一大批马来亚共产党员以 及 同 情 马 共 的 群 众

被英国政府遣返回国。在 这 样 的 历 史 背 景 下，南 涌

华侨农场接收了一千多名马来亚归难侨。由于人数

较少，当时政府将这些马来亚归 难 侨 以“大 集 中，小

分散”的模 式④安 置 在 各 个 生 产 队，与 农 场 内 的“本

地人”一起同吃同劳动。⑤

黄昶就是其中一个被英政府遣返回国的前马来

亚共产党员。黄昶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０出生于马来西

亚霹雳州（Ｐｅｒａｋ），原籍广州郊区竹料镇东凤村。在

日本侵占马来半岛期间，黄昶经 人 介 绍 参 加 马 来 亚

共产党领导下 的 抗 日 儿 童 团，参 加 抗 日 斗 争。１９４６

年７月１日，黄 昶 加 入 马 来 亚 共 产 党。１９４８年，英

国政府 宣 布 马 共 非 法，颁 布 紧 急 法 令，１９４８年６月

２０日零时起对马共党员实施大搜捕。１９５２年７月１

日，黄昶被叛徒出卖被捕，在当地警局饱受折磨而后被

转送到全马最大的集中营———怡保集中营。１９５２年１０

月，黄昶被英当局告知离境。在海上渡过了７天８夜

后，黄昶坐的轮船于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１８日下午约５时经

过虎门到达黄埔港。作为第２２批回国的马来亚归难侨

群体的一员，黄昶受到了当地政府以及地方社会的热

情接待。黄昶在广州招待所待了一段时间后，被分配

到海陆丰农场工作，没多久调到南涌华侨农场，从事农

业耕作。

马来亚归难侨回国大多发生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

恰逢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背景。中国国内侨务工

作的任务是“加强对侨眷、归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一

切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庄国土，２００１：２７７；奈仓京

子，２０１０：１７２～１７３；Ｇ．Ｄ．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１９８８）。由于马来

亚归难侨很多是曾参与马共及其 外 围 组 织 的 革 命 者

或是支持同情革命的群众，他们 来 到 农 场 后 大 多 积

极接受政府所倡导的“自力更生”“劳动光荣”的劳动

①

②

③

④

⑤

南涌华侨农场志编写组：《南涌华侨农场志（１９５０－１９８８）》，

内部资料，第５－７页；《１９４９年至２００８年大事记》，内部资料。

南涌华侨农场志编写组：《南涌华侨农场志（１９８８－２０００）》，

内部资料，第５－６页；南 涌 华 侨 农 场 志 编 写 组：《南 涌 华 侨 农 场 志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内部资料，未刊稿。

南涌华侨农场志编写组：《南涌华侨农场志（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内部资料，未刊稿。

马来亚归难侨群体本 身 被 安 置 在 农 场 属 于“集 中 安 置”，但

将这些归难侨分散 到 其 他 生 产 队 去 而 不 专 门 编 成 一 个 独 立 的 生 产

队，则属于“大集中，小 分 散”的 模 式。这 种 分 散 安 置 不 是 绝 对 的，与

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国际难民的分散安置也不同。

南涌华侨农场志编写组：《南涌华侨农场志（１９５０－１９８８）》，

内部资料，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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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反对铺张浪费”的节俭观念以及“服从共同社

会主义利益”的集体观念等，①这为马来亚归难侨后

续的适应奠定了良好的前提。

此外，马来亚归 难 侨 群 体 第 一 代 的 融 入 过 程 与

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以及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有着

密切关系。当时正值革命 年 代，中 国 对 战 争 和 冲 突

的基本看法是：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冲突是人类事务

中的普遍现象。二战后中 国 所 处 的 安 全 环 境，尤 其

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的威 胁，使 这 些 战 略 文

化的核心得以强化（秦 亚 青，２００３）。这 些 思 想 也 反

映在中国对国际体系的看法上，中 国 认 为 中 国 是 世

界革命的一部分，当时的国家建设 是 为 了 实 现 更 大

革命目标的一个时段，因此它应该 支 持 世 界 范 围 的

民族主义革命。这样的世界想象中又穿插着一定的

“革命天下”的 想 象。２０世 纪６０年 代 初，毛 泽 东 提

出，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中国外交战线要搞“四面出击”，甚至 提 出“世

界革命”的口号，直接和间接地介入东南亚地区的革

命输出（项飚，２００９）。

基于上述的历 史 背 景，中 国 政 府 对 于 这 批 受 排

华风潮影响回来的前马共党员及其同情者给予了颇

多的照顾与特殊待遇，为其个体的 融 入 及 群 体 的 强

势聚集 的 初 步 形 成 提 供 了 良 好 的 制 度 支 持。１９５４

年，黄昶被调到农场第三基建队工作，正式脱离农业

劳动生 产，进 入 华 侨 农 场 场 部 成 为 干 部。１９６１～

１９６５年黄昶先 后 任 基 建 队 副 队 长、队 长，１９６３年 转

为行政干部２４级。１９６６年１月，黄 昶 被 省 委 组 织

部安排到北京进行马列主义理论 的 学 习，同 年８月

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驾驶各种军 用 车 及 枪 支 射 击。

１９６７年５月，黄 昶 学 习 结 业 后 回 原 单 位 工 作，任 农

场基建队队长。１９６９年，黄昶加入中国共产党。改

革开放后，黄昶升任华侨农场基建站副站长、建筑水

电安装工程公司经理，成为农场领导之一（当时农场

领导相当于县级领导级别）。黄昶于１９８８年以离休

干部的身份退休。黄昶今年已经是８５岁的高龄了，

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每月退休金近万元，看病费用全

免，生活过得十分惬意。上 述 黄 昶 的 经 历 可 以 反 映

了相当一批马来亚归难侨干部的生活状况。而作为

普通农场职工的其他马来亚归难侨则可以每月领取

工资，享受公费医疗、退休养老。他们的退休金按照

不同工龄和级别从３　０００元到８　０００元不等，生活无

虞。

与其他国际难 民 不 同 的 是，在 各 种 影 响 马 来 亚

归难侨群体实现社会融入的迁出 背 景 中，除 了 人 力

资本（一些归难侨在回国前就具备一定的 文 化 素 质

及见识）起着一定作用外，最为重要的是有不少马来

亚归难侨拥有为当时主流价值观所认可的“政 治 履

历”（如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及其外围组 织）。这 种 政

治履历的重要性在被转换到迁入地情境后得到了再

次的强化，从而衍生出这个群体 所 拥 有 的 独 特 的 政

治资本。这些第一代归难侨来到农场后很快主动且

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中国当时的意识形态与共产党所

宣传的主流价值观，从而较为顺 利 地 融 入 安 置 地 社

会。尽管并 非 所 有 的 马 来 亚 归 难 侨 都 拥 有 所 谓 的

“政治履 历”②，但 由 于 有 为 数 不 少 的 马 来 亚 归 难 侨

在农场内部担任领导职务，使得 整 个 亚 群 体 内 部 所

共享的资 源 要 明 显 优 于 本 地 人 及 其 他 的 归 难 侨 群

体。马来亚归难侨群体所形成的这种强势聚集以及

亚群体网络中的积极因素都为第二代的社会向上流

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第二代的选择性融入

华侨农场是长期受到 国 家 特 殊 扶 持 的“政 策 性

社区”（李明欢，２００３），其内部所形成的文化价值观、

思维行为 模 式 与 外 面 的 主 流 社 会 存 在 着 一 定 的 差

异。居住在农场内部的归难侨子女很容易自然地被

农场当地的亚文化所吸引，反叛 家 庭 而 融 入 边 缘 社

会。在这种情况下，华侨 农 场 内 部 形 成 的 亚 群 体 网

络就可能起到重要的作用。下面我们将重点考察第

一代马来亚归难侨所形成的强势聚集以及亚群体网

络如何与家庭、华侨农 场、本 地 社 会 互 动，从 而 影 响

第二代的“选择性融入”的。

黄莉是前面提 到 的 黄 昶 的 小 女 儿，她 的 父 母 均

是从马来亚回来的归侨。黄昶被组织送去北京学习

期间，黄莉以及三个哥哥都被安排在省委高干楼住。

她的三个哥哥被安排到高干子 弟 学 校 就 读，而 她 则

被安排 到 省 委 的 幼 儿 园。为 了 让 他 们 获 得 好 的 照

顾，组织上还专门派了 保 姆 照 顾 孩 子 们 的 生 活。虽

然生活在条件较为艰苦的农场，但 由 于 出 身 干 部 家

庭，自小受到父辈严格而正统的教导，黄莉并未过多

沾染华侨农场当地“不求上进”的亚文化：

虽然我们知道 爸 爸 是 归 侨，但 平 常 并 没 有 说 要

靠国家的特殊政策的，无论是从 小 读 书 还 是 后 来 工

作还是靠自己多点吧。因为我爸爸也是这么希望我

们的。他们也是比较传 统 的 老 革 命，觉 得 凡 事 要 自

己自立。③

由于受到国家 倾 斜 性 政 策 的 特 殊 照 顾，马 来 亚

归难侨群体的整体生活状况一直到农场改制前都要

①

②

③

根据２０１３年８月４日，笔者在广州南沙南涌街新光 酒 家 与

马来西亚归侨黄昶家的闲聊。

根据黄昶的说法，实际真正参与马共及其外围组织的“革命

者”才占到整个马来亚归难侨群体的３０％。

根据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６日，笔 者 在 广 州 南 沙 南 涌 街 茶 馆 对 马

来亚归难侨第二代黄莉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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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于农场内部的本地人群体。但这个亚群体的价值

观并不倡导“福利依赖”，而是鼓励个体“努 力 奋 斗、

向上”的行为取向。在这里，家庭教育通过亚群体网

络得到重新强调与重塑，使得许多 马 来 亚 归 难 侨 第

二代一方面不仅充分重视自身人 力 资 本 的 积 累，另

一方面还会善加利用强势聚集的 优 势、亚 群 体 网 络

内的优质资 源 以 及 国 家 的 倾 斜 性 照 顾 政 策。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末，黄莉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父亲做领导

的基建站，一年后到南涌 中 学 当 民 办 老 师。而 后 通

过自学获得函授大专文 凭。在 农 场 转 制 过 程 中，黄

莉转成公办教师 ，目前工资待遇一个月有６　０００～

７　０００千元左右。黄莉的丈夫是农场本地人的子女，

为街道办事处的公务员。两 人 生 有 一 个 女 儿，从 重

点大学毕业后进入广州市的公务员行列。而黄莉的

三个哥哥也都在农场的企业以及 政 府 部 门 工 作，享

受良好的待遇与地位。

如果说黄莉及其三个哥哥能够顺利融入本地社

会，是因为他们拥有良好的家庭背景，那么更多来自

较差家庭背景的马来西亚归难侨第二代是否能同样

实现融入呢？现任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方敏本身是马

来亚归侨侨眷。她的大舅由于资助马共而被英国政

府遣返回国，方敏的妈妈程颖当时才９岁，跟着比自

己大１０岁的大哥（也即方敏的大舅）以及５０岁的母

亲回国。程颖小学毕业后 留 在 农 场 革 新 队 养 猪，后

与方敏的父亲（在农场工作的潮汕籍农民）认识并结

婚。１９６４年，方敏出生于农场，在家里排行第二，有

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方敏父母均为农场的普通职

工，家境一般。方 敏 幼 年 时，父 亲 过 早 病 逝，靠 母 亲

一人养家，家庭更是陷入困境。

相比黄莉来说，方 敏 的 家 庭 既 没 有 良 好 的 物 质

资源甚至也没有突出的政治资本，难 以 帮 助 个 体 达

到向上流动的目的。但方 敏 自 小 随 母 亲、舅 舅 生 活

在马来亚归难侨群体中，内化了这 个 群 体 所 倡 导 的

价值观，即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获 得 更 好 的 生 活 机

遇。再加上，方敏１８岁 高 中 毕 业 时，国 家 对 于 这 些

归难侨第二代仍然实行统包分配 的 政 策，方 敏 在 农

场中学读完高中后就被直接分配 进 华 侨 农 场 工 作。

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方敏一直都 十 分 勤 勉：“我 当

时养了一年的猪，我的猪还养得很好，我那年还拿了

先进生产者。”①

与此同时，由马 来 亚 归 难 侨 强 势 聚 集 所 带 来 的

内部资源往往能够帮助群体内的成员克服实现社会

向上流动 的 障 碍，从 而 引 导 个 体 融 入 本 地 社 会 中。

方敏后来的经历也体现出这一点：方 敏 在 生 产 队 工

作了一年后，有一位在华侨农场场部工作的干部，同

时也是２０世 纪５０年 代 回 来 的 第 一 批 马 来 亚 归 难

侨，发现方敏的文笔不错，而且还是马来亚归难侨的

子女，便有意推荐方敏 进 场 部。方 敏 借 助 亚 群 体 内

的社会资本从华侨农场的生产 队 考 进 场 部，脱 离 了

农业生产。方敏进场部 后 还 继 续 进 修，通 过 成 人 自

考拿到一家重点大学的文学学 士，后 又 相 继 取 得 法

律和行政管理 的 学 位。从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末 开 始，

南涌华侨农场经历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１９９２年设

立管理区，赋 予 县 一 级 经 济 管 理 权 限；２００２年 底 管

理区划入广州开发区管理，作为 其 属 下 的 正 处 级 行

政单位。方 敏 也 在 这 样 的 背 景 下 转 成 正 式 的 公 务

员。２００８年设立南涌街道办事处，方敏还通过竞岗

成为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跻身南涌街的管理层。

与黄莉一样，方 敏 也 是 马 来 亚 归 侨 子 女 成 功 融

入本地社会的典型例子。尽管从 家 庭 结 构（父 亲 早

逝，单亲家庭）以及家庭背景（家境一般）来 看，方 敏

的家庭所给予的支持力度要明 显 弱 于 黄 莉，家 庭 并

没有足够多的资源为方敏提供 引 导 和 支 持，但 由 于

方敏自小就在一个与主流价值观契合的马来亚归难

侨群体中生活，即使在改革开放、国家意识形态发生

较大转变后，这个亚群体仍然拥 有 与 本 地 主 流 社 会

相同的一套价值体系（有明确的向上社会流动目标、

期望值和行为规范准则，即通过 良 好 的 教 育 和 刻 苦

勤奋而改善自身的社会经济状况），这些网络中的积

极因素都能够与归难侨家庭联 手，引 导 第 二 代 避 免

来自农场底层边缘文化的负面影响。

此外，尽管马来 亚 归 难 侨 内 部 形 成 了 相 对 于 外

界的强势聚集，但是其作为一个 整 体 是 被 分 散 安 置

在农场的各个生产队内的。这就使得马来亚归难侨

群体的子 女 既 能 够 享 受 到 亚 群 体 网 络 内 的 优 质 资

源，又能与本地社会保持着密切 联 系：“因 为 我 们 的

父母和本地人的父母是一起在 农 场 创 业 的，所 以 我

们从小孩子开始也都玩在一起 比 较 多，不 太 会 有 区

分吧。我们 其 实 讲 话 都 和 本 地 人 一 样 了。”②所 以，

马来亚归难侨第二代的同化程 度 很 高，无 论 生 活 习

惯还是语言都与本地人相差无几。

综上所述，马来 亚 归 难 侨 的 第 二 代 的 社 会 适 应

并不是遵循完全同化于本地人 的 模 式，而 是 一 种 选

择性融入：他们进入就业期时，农场仍然实行统包分

配政策，使得这批人至少能够利用“归侨 侨 眷”的 特

殊身份进入体制内成为农场的 正 式 职 工，顺 利 地 融

入本地主流社会。而一些第二代还能经由马来亚归

难侨亚群体网络，善加利用强势 聚 集 所 带 来 的 优 势

及国家对于归难侨的特殊政策，在 农 场 改 制 过 程 中

①

②

根据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８日，笔 者 在 广 州 南 沙 南 涌 街 街 道 办 事

处对方敏的访谈。

根据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６日，笔 者 在 广 州 南 沙 南 涌 街 茶 馆 对 马

来亚归难侨第二代黄莉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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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公务员或进入农场的学校和 医 院 工 作，跻 身 中

产阶级的行列，较好地避免了由于 地 处 社 会 边 缘 层

的华侨农场所产生的亚文化的负 面 影 响，实 现 了 在

地适应及社会的向上流动（见图１）。

图１　马来亚归难侨及其第二代的选择性融入

Ｉ：个体；Ａ：家庭；Ｂ：马来亚 归 侨 亚 群 体 网 络（强 势 聚 集）；Ｃ：华 侨 农 场（本

地社会的边缘层）；Ｄ：本地主流社会

三、“困于”农场：越南

难侨群体的弱势聚集

与华侨农场内 的 马 来 亚 归 难 侨 相 比，越 南 归 难

侨具有双重身份属性：文化意义上 的 国 际 回 归 移 民

以及政治意义上的国际难民———从迁移的背景以及

性质来说，马来亚归难侨也能算是国际政治难民，但

与越南难侨政治被联合国认定为国际难民 不 同（孔

结群，２０１２）。因此，越南难侨在迁出背景（归国前的

社会经济背景、所携带的资本）及迁入背景（国 家 对

这一群体采取的安置方式）上明显与前者 有 着 很 大

的差异，这给越南难侨的族群聚集 以 及 亚 群 体 网 络

的形成带来了深远影响，并进一步 形 塑 了 这 个 群 体

在当地的社会融入。

（一）居住隔离与弱势聚集

在南涌华 侨 农 场 的 越 南 难 侨 大 多 祖 籍 广 西 防

城、钦州地区，有些是第一代跨越国境到越南北部广

宁、海防等地耕作的农民，大部分人是出生在越南的

第二代、第三代。这些越南难侨中多数为华侨，其中

少部分是入了越南籍的华人以及嫁给华人的越南媳

妇。① 这些越南 难 侨 归 国 前 的 职 业 大 多 为 农 民、手

工业者、工 人 以 及 小 企 业 主 等。他 们 于２０世 纪７０

年代末、８０年 代 初 受 到 越 南 排 华 及 中 越 战 争 的 影

响，以国际 难 民 身 份 被 迫 回 到 中 国（Ｃ．Ｙ．Ｃｈａｎｇ，

１９８０）。当时南涌华侨农场 首 批 接 待 安 置 越 南 难 民

５００多人，至１９８６年底止，共安置难侨４　４９７人。目

前这批难侨还 有３　０００多 人，包 括 侨 眷 子 女 在 内 总

共有４　０００多人。②

安置这批越南 难 侨 时，国 家 还 处 于 计 划 经 济 体

制尚未改革的阶段，因而动用了各种行政资源、采取

了强制性 的 措 施，将 这 批 难 侨 安 排 在 华 侨 农 场 里。

考虑到当时越南难侨人数众多，当 地 政 府 采 取 了 更

为集中的安置模式，将这些越南 难 侨 分 配 成 几 个 独

立运作的生产队，即“侨队”。侨 队 在 农 场 的 空 间 分

布相对于本地人和马来亚归难侨的聚居区域较为独

立。直至今日，越南难侨 所 在 的 社 区 与 农 场 内 的 其

他群体 仍 然 相 隔 遥 远，颇 似 被 孤 立 的“飞 地”（ｅｎ－

ｃｌａｖｅ）。而居住空间上的区隔进一步造成了“难侨”

身份的延续与强化。此外，１９７８年以来各级政府制

定了一系列旨在帮助越南归侨顺利适应陌生环境中

的生产和生活的倾斜优惠政策，这 也 使 越 南 难 侨 产

生了与周边本地人不同的差异性认同———“难侨”或

“国际难民”（孔结群，２０１０）。

基于此，集中安 置 的 模 式 以 及 群 体 的 自 我 区 隔

进一步导致第一代越南难侨形 成 了 族 群 聚 集，而 这

种聚集更多属于一种 弱 势 聚 集。首 先，大 多 数 越 南

难侨来自较低的社会经济背景，在 回 国 前 所 拥 有 的

人力资本就较为贫乏，而且由于 原 居 国 政 局 动 荡 被

迫回国、家庭四分五裂导致这个 群 体 的 社 会 资 本 急

剧减少。在来到农场后，由 于 缺 乏 马 来 亚 归 难 侨 的

“政治履历”，所拥有的政治资 本 更 是 微 乎 其 微。其

次，少数越南难侨在这个安置过程中，利用可能的亲

属网络及其他社会资本，想办法 留 在 了 华 侨 农 场 以

外的地方，也有不少难侨利用在 国 外 的 亲 属 网 络 移

民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法国等发达国家，还有一

些难侨通过非正式渠道（如偷渡）进入香港、澳门，以

寻求更好的生活机遇。可以说越南难侨的向外跨国

流动更多是一个正向选择（Ｂ．Ｒ．Ｃｈｉｓｗｉｃｋ，２０１３）

的过程，也即拥有更多资源的人得以迁移。因此，只

有那些既没有社会经济资源也没有海外跨国网络的

难侨才最终被安置并长期留在农场。

越南难侨这种弱势聚集进一步阻碍他们获得亚

群体网络之外的资源。以 语 言 适 应 来 说，由 于 居 住

空间上的地理隔离，越南难侨基 本 上 都 只 与 本 群 体

①

②

根据南涌华侨 农 场１９７９年 的 越 南 难 侨 统 计 数 据（内 部 资

料），安置越南难侨为３　４９２人，华侨占９３．９％，越南籍华人占５．２％，

越南人占０．９％。其中，来 自 广 宁 省 下 辖 区 域 的 难 侨 占 整 个 越 南 难

侨总数的５１．９％，来自海防的占２２．１％。剩下的２６％的难侨来自河

内、西贡、海康、谅 山 同 登、宣 光 山 阳 等 地。１９８６年 农 场 才 安 置 完 最

后一批越南难侨，因此上述数据为不完全统计，但可大致看出越南难

侨的来源构成。

南涌华侨农场志编写组：《南涌华侨农场志（１９８８－２０００）》，

内部资 料；南 涌 华 侨 农 场 志 编 写 组：《南 涌 华 侨 农 场 志（２００５－
２０１１）》，内部资料，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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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这使 得 他 们 多 以 原 本 的 母 语“艾 话”①作 为 日

常沟通的语言。很多越南难侨对于粤语和普通话不

太熟练甚至不会讲，这进一步又影 响 了 他 们 与 其 他

群体的交往。此外，越南难 侨 本 身 的 社 会 经 济 地 位

较低、所拥有的资源贫乏、来农场的时间较其他群体

更为短暂，因此时常会受到来自农 场 其 他 群 体 的 歧

视与排斥。许多本地人以及马来亚归难侨明确向我

们表示绝对不愿意把女儿嫁到侨 队 的，除 非 某 家 女

儿错过了最佳婚配年龄或是难于出嫁才会考虑嫁给

那些“越南难侨”。② 与马来亚归难侨亚群体的网络

不同的是，越南难侨所形成的亚群 体 网 络 在 具 有 强

纽带性、强凝聚性的同时 还 具 有 很 高 的 排 斥 性。这

具体表现在这个群体网络与本地 人、马 来 亚 归 难 侨

的网络是隔离与独立的，其所形成 的 亚 群 体 网 络 与

整个华侨农场出现某种脱节的状况。这进一步导致

越南难侨亚群体内部资源同质性 高 且 贫 乏，这 样 的

社会网络降低了个体与外界联系的可能性以及有可

能摆脱边缘化境地的机会（Ｍ．Ｐ．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Ｋｅｌ－

ｌｙ，１９９５：２１３～２４７），使 其“弱 势 聚 集”的 缺 陷 更 为

凸显出来，从而给成员的社会适应带来负面的影响。

这种负面影响在农场未被推向市场之前并没有

完全展现出来。第一代越南难侨③依靠着国家倾斜

性的扶持政策，回国后进入农场成为正式职工，享受

国有企业职工的待遇。目 前 这 批 人 大 多 已 退 休，退

休金约有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元，生 活 较 为 稳 定 并 且 享 有

一定的社会保障。应该说，这 些 越 南 难 侨 还 算 较 为

顺利地适应了农场内的生活。但华侨农场的环境即

使适合第一代，也未必适 合 他 们 的 子 女。随 着 农 场

体制改革的推进，越南难侨第二代 与 其 父 母 所 面 临

的情境已大不相同。而越南难侨第一代所形成的亚

群体网络虽然紧密但内部资源较 为 贫 乏，导 致 第 二

代在个人成长中从家庭及群体网络所获取的资源极

为有限，从而引发了“第二代衰落”的现象。

（二）第二代的衰落

赫伯特．甘斯（Ｈ．Ｇａｎｓ，１９９２）曾指出国际移民

的“第二代的衰落”特别适用于描述南涌华侨农场的

越南难侨第二代的现状：由于这批 人 成 为 劳 动 适 龄

人口时正面临华侨农场改制的关键期。与其他华侨

农场相似，南涌华侨农场自成立以 来 得 到 了 来 自 国

家的倾斜性扶持政策的照顾。国家长期减免南涌华

侨农场的农业、企业税收，承担起农场的教育、医疗、

社会保障等财政负担，广东省各级 政 府 还 动 用 财 政

大量补贴农场的经济亏损。然而，改革开放后，华侨

农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对生活 在 农 场 内 部 的 越

南难侨尤其是其第二代造成了较 大 的 冲 击，其 所 能

享有的优惠待遇逐渐减少。１９８５年中共中央、国务

院颁布 了《关 于 国 营 华 侨 农 场 经 济 体 制 改 革 的 决

定》，从１９８６年开 始，华 侨 农 场 职 工 子 女 成 年 以 后，

不再自动转成农场职工。越南归难侨子女由此变成

了“农场非职工”，他们生活在“农场”，却不拥有“农

场的正式成员”的资格（李明欢，２０１１：２７９）。这批成

年劳动力被直接推给市场消化。但由于这些越南难

侨第二代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 较 低，脱 离 了 国 家 的

优惠性政策后，低人力资本的他 们 往 往 难 以 在 农 场

外面找到合适的工作。而 与 此 同 时，越 南 难 侨 的 弱

势聚集无法提供给个体更多的 资 源 与 帮 助，反 而 使

其更易于受到来自农场边缘文 化 及 价 值 观 的 影 响，

对其融入形成制约。

越南难侨第二 代 出 生 或 成 长 于 农 场，形 成 了 既

不同于本地人、马来亚归难侨群 体 也 不 同 于 其 父 辈

的独特的适应模式。他们部分地接收本地主流社会

的价值观，向往中产阶级的物质生活，大多不愿意再

像父辈一样逆来顺受、吃 苦 耐 劳，接 受 薪 资 低、体 力

劳动时间长的农活，而希望能够 从 事 薪 资 高 而 又 无

须长时间体力劳动的工作。地方政府曾针对失业或

待业的归难侨及其子女举办各 种 职 业 培 训，经 过 培

训后的熟 练 工 人 还 会 被 介 绍 到 一 些 企 业 及 工 厂 工

作，但越南难侨对此意 愿 并 不 是 很 高。郑 云 的 父 母

均为越南难侨，他本身出生在农场，说起自己的同龄

人，他是这么看的：

像我这么年轻的，在侨队的，他们都不太想出去

打工，就嫌累啊什么之 类 的，或 者 嫌 远，就 靠 父 母 的

退休金，因为父母是有 退 休 金 的，所 以 就 吃 父 母 的。

我跟他们说过了，就是说以后这 个 父 母 要 是 万 一 都

走了，没有退休金了，那 怎 么 办，他 们 这 些 人 不 想 这

么远的。这些（侨）队的年轻人，你说懒我也承认，我

有一个堂哥，比我还大，就 是 靠 父 母 的 退 休 金，什 么

事都不做。出去就做了两个月的厨师，就不想做了，

平时就是睡觉，女朋友 谈 了 几 个，也 没 有 结 婚，让 他

出去做事，他也 不 愿 意。我 和 他 说，你 这 样 还 年 轻，

什么都不做是不行的。但他也听不进。他们宁愿做

“床长”（笔者注：躺在床上睡觉，终日游 手 好 闲），不

愿做“厂长”。我们社区现在就有几个十几岁的年轻

人，已经不读书，什 么 也 不 做。尤 其 那 些 侨 队 的，喜

①

②

③

“艾话”为粤西及广西南部等地区的一类客家语方言。

根据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１日，笔 者 在 广 州 南 沙 南 涌 街 街 道 办 事

处对本地人胡师傅的访谈。

根据国际学术惯例，幼年时期（５岁以前）跟随父母回归的越

南难侨被视作第１．５代。原因在于，这些越南难侨回国时尚年幼，对

于原居国记忆模糊，社会化程度基本上是在农场完成的，其社会适应

的模式、心态都与成年后才回国的第一代越南难侨有着明显的差异。

这些１．５代移民与真正出生于农场的第二代在行为模式、价值取向、

社会心态上更为相似，因此本文将这些１．５代越南难侨放在下文与

第二代一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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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一起打下麻将，树下聊天也不喜欢找点事做。①

这些越南第二代对生活的物质期望要比他们的

父辈高得多，而父辈所形成的弱势 聚 集 又 缺 乏 足 够

的资源满足第二代向上社会流动的愿望。这导致了

一种完全不同于本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负面亚文化

（Ａ．Ｐｏｒｔｅｓ，Ｍ．Ｚｈｏｕ，１９９３）在 越 南 难 侨 第 二 代 群

体中产生。他们转而依赖 父 母 的 退 休 金、外 来 侨 汇

以及政府给予的补贴维持日常的生活。② 甚至还有

些越南难侨第二代很早就辍学，过早未婚生育，利用

政府的政策漏洞混日子。南涌华侨农场实行货币分

房政策，每月都会给个人 一 定 的 货 币 补 贴。由 于 这

个补贴是按照人头计算，很多不实 行 计 划 生 育 的 越

南难侨第二代能够因此分得更多的房屋补贴。南涌

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马来亚归难 侨 第 二 代 的 方 敏

对于越南难侨第二代这种“钻政策空子”的做法表示

不满。有着归侨子女与管理者双重身份的方敏无法

理解这些越南第二代为何“不更努力一些”，只 能 与

其他地方管理者一样用“懒”来描述这些越南难侨第

二代。可见，在越南难侨第 二 代 身 上 所 表 现 出 来 的

华侨农场亚文化（强 化 自 身“弱 势”的 地 位 及“难 侨”

的身份、依赖国家针对难侨的特殊 政 策 和 社 会 福 利

等）往往与当地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观格格不入，很

容易引起基层社区对于这一群体的排斥与反感。在

社区内部，越南难侨第二代甚至变成一个带有“污名

化”意味的指称。

而作为基层代 理 人 的 街 道，期 待 着 这 些 社 会 化

在农场完成的难侨第二代能够减弱甚至完全抛弃其

国际难民的身份认同，逐渐成为真正的本地人，直至

政府不 需 要 特 别 针 对 这 批 人 制 定 优 惠 性 政 策。然

而，让地方政府意料不到的是，这种纯援助性的治理

措施不仅没有换来越南难侨的“感恩戴德”，反 而 导

致很多难侨无法跳出原有的“贫困陷阱”。越南难侨

第二代甚至还认为自己仍是联合国安置在中国的国

际难民，但他们在国家倾斜性扶持 政 策 下 形 成 的 优

越感在竞争中逐渐减少（孔 结 群，２０１２）。产 生 失 落

心理的第二代认为自己有权利继续享受来自国家的

特殊照顾，而且对于政府的援助要求标准越来越高，

进一步使得许多地方官员在处理与这些治理对象的

关系上面临两难的尴尬境地：

最少的都回来有３０年了，其实是不应该要再提

归侨的特殊性的，但是他们就总是 觉 得 自 己 的 身 份

特殊，要求政府的照顾。其实他们回来这么久，就应

该要融入当地社区，慢慢地就变成本地人的嘛，但是

他们就是不愿意融入，特别是那些越南回来的归侨。

现在问题最大的就是他们的第二 代，总 是 觉 得 自 己

是归侨，有特殊身份，国家 应 该 要 照 顾 他 们，还 想 要

求更多的归侨待遇。③

此外，越南难侨群体虽然本身在农场十分孤立，

但由于国际难民的特殊性，其与 在 逃 难 时 被 分 配 到

海外及安 置 在 国 内 其 他 农 场 的 亲 戚 朋 友 联 系 比 较

多。他们之间形成的社会网络超越了区域的隔绝与

民族国家的边界。这种接触和交流对于越南难侨来

说是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的，是 重 建 社 会 支 持 网 络

的一种主体性尝试。但这种外向性无形中提高了他

们对于生活的预期与标准伴随而来的还 有“相 对 剥

夺感”。这种农场之间的比较、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安

置难民的比较所带来的是越南难侨对于作为治理主

体的基层政府及其治理效果的质疑。这使得一些南

涌街的基层干部不愿意更多倾 听 越 南 难 侨 的 意 见，

认为他们是“一群刁民”“只会无理取闹”。而且为了

避免发生激烈冲突，承受维稳压 力 的 基 层 管 理 者 比

以前更加刻意地回避与越南难 侨 群 体 的 日 常 接 触，

进一步使得越南难侨及其子女在农场处于更孤立无

援的处境，其亚群体网络所能够 获 得 的 资 源 更 进 一

步被限制。

图２　越南难侨及其第二代的向下同化

Ｉ：边缘化了的个体；Ａ：边 缘 化 了 的 家 庭；Ｂ：越 南 难 侨 群 体 网 络（弱 势 聚

集）；Ｃ：华侨农场（本地社会的边缘层）；Ｄ：本地主流社会

在越南难侨的 案 例 中 我 们 发 现，这 些 越 南 难 侨

第二代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均 较 低，仅 仅 依 靠 家 庭

难以获得必要的资源实现向上 流 动，而 与 此 同 时 越

南难侨形成的亚群体网络资源 贫 乏，其 群 体 文 化 与

主流社会的价值观相差更远。越南难侨由于弱势聚

集所形成的亚文化使个体容易忽视主体的能动性与

创造性，将生活的不如意归咎于 被 他 们 臆 想 和 重 构

的历史记忆，由此形成对于国家的持续依赖，并将对

①

②

根据２０１３年８月３日，笔者在广州南沙南涌街平安 社 区 侨

新队对越南侨眷郑云的访谈。

③根据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１日，笔 者 在 广 州 南 沙 南 涌 街 街 道 办

事处对民政科谭科长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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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利益 的 分 配 不 满 归 咎 于 外 因（孔 结 群，２０１０）。

因此，越南难侨的亚群体网络不仅 不 能 引 导 个 体 摆

脱农场边缘文化的束缚，反而使其 更 易 于 滑 向 与 主

流社会完全格格不入的境地。越南难侨第二代一方

面难以从本族群的弱势聚集中得 到 优 质 资 源，另 一

方面从农场、本地社会、政府所获得的特殊照顾也只

是饮鸩止渴，无法真正帮助个体树 立 勤 勉 刻 苦 的 价

值观并实现向上社会流动。这些越南难侨及其第二

代只能被迫“困于农场”，融入本地社会的 边 缘 层 中

（见图２）。

四、结语

本文在与西方多向分层同化理论以及相关族群

聚集研究对话的基础上，以广州南涌华侨农场为例，

探讨为以往研究所忽视的族群聚集类型———制度型

族群聚 集。本 研 究 试 图 解 释 为 何 来 自 同 一 华 侨 农

场、同样从社会最低层开始并且经 历 了 同 样 的 农 场

转型的马来亚归难侨群体与越南难侨会出现不同的

社会融入结果。

与西方多向分层同化理论所讨论的基础不同的

是，本案例中的两个归难侨群体的 聚 集 是 由 国 家 政

策及行政力量所促成而非由个体选择形成的。在这

种情况之下，本文不仅考虑到归难 侨 群 体 是 能 动 的

实践主体，同时还考虑到 国 家 政 策、地 方 政 府、本 地

社会以及归难侨群体的网络、资源 及 价 值 观 念 等 结

构文化因素对于其社会融入的制约与影响。研究发

现，归难侨群体重新适应和融入安 置 地 社 会 并 不 意

味着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社会地 位 高 低 取 决 于 群

体融入安置地社会结构中的“哪一层”。而难侨群体

所形成的亚群体网络及聚集状况（强势聚集／弱势聚

集）是影响其多向分层融入的关键性因素。

作为相对偏离 主 流 社 会 的 政 策 性 社 区，华 侨 农

场无论是在资源还是价值观上都与本地主流社会相

差甚远。在这种边缘化社区环境下的归难侨群体及

其第二代很可能自然地被华侨农场亚文化（如 过 于

依赖国家 针 对 归 难 侨 的 特 殊 政 策 和 待 遇）所 吸 引。

在这种情境下，如果亚群体本身是弱势聚集，网络内

部资源贫乏，且与更大的社区之间相对隔离，亚群体

只能够在内部形成与主流文化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亚

文化，不仅难以引导个体摆脱农场边缘文化，反而使

成员更易于融入本土社会的边缘 层 中，这 是 越 南 难

侨及其第二代的例子。

而马来亚归难侨由于其迁出与迁入背景较为特

殊，回到农场安置时被主流社会赋 予 了 特 殊 的 政 治

资本，这使其亚群体内部形成较为丰富的社会资源。

再加上国家对于这一群体采取“大集中、小 分 散”的

安置方式，马来亚归难侨群体及 其 第 二 代 不 但 能 够

享受到亚群体网络内的资源，又 能 与 本 地 社 会 保 持

着密切联系，由此形成 强 势 聚 集。马 来 亚 归 难 侨 依

赖其强势聚集以及拥有优质资 源 的 亚 群 体 网 络，往

往能够引 导 第 二 代 绕 开 华 侨 农 场 亚 文 化 的 负 面 影

响，顺利融入主流社会中。

可见，归难侨群 体 成 功 改 善 其 社 会 经 济 地 位 及

其第二代成功地融入安置地主流社会的中上层并不

仅仅取决于个人的人力资本和 家 庭 社 会 经 济 背 景，

还取决于族群聚集状况以及亚群体网络所形成的资

本，即华侨农场内归难侨群体的 凝 聚 力 及 社 区 对 家

庭和个体的支持力。此 外，归 难 侨 群 体 由 于 其 特 殊

的多国跨境经历，拥有 着 其 独 特 的 语 言、信 仰、风 俗

习惯，完全抛弃国家特殊政策的 照 顾 以 及 自 身 群 体

的文化并非改善归难侨群体及其子女的社会经济地

位的良方，利用自身的群体优势 以 及 国 家 政 策 给 予

这个群体的特殊政策才是归难侨及其第二代改善经

济、融入社会的良策，也即所谓“选择性融入”。

最后，难侨群体 所 形 成 的 亚 群 体 网 络 与 聚 集 状

况固然受其个体、家庭社会经济 背 景 以 及 所 拥 有 的

资源类型与数量的影响，但是国 家 与 地 方 政 府 也 在

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对于一些属于制度型

族群聚集、其本身多由弱势者组成的群体来说，聚集

本身带来的可能是族群内部资 源 的 进 一 步 贫 乏，个

体即使勉强实现在地适应，也是 融 入 本 地 社 会 的 边

缘层中，无法实现社会的向上流动。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以及地方政府应该针对制度型族群聚集尤其是

针对弱势聚集的群体采取一些积极的应对措施。

致谢：美国加州 大 学 洛 杉 矶 分 校 以 及 新 加 坡 南

洋理工大学周敏教授对本文提 出 了 建 设 性 的 意 见，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陈杰一起参 与 部 分 的 田 野 调 查，

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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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欢．２０１１．群体象征与个 体 选 择：华 侨 农 场 的 改 革 历 程 与 归 侨 职

工的诉求［Ａ］．贺美德，鲁纳．“自我”中国：现代中国社会中个 体 的 崛

起［Ｃ］．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刘朝晖．２００３．社会记忆与认 同 建 构：松 坪 归 侨 社 会 地 区 认 同 的 实 证

剖析［Ｊ］．华侨华人历史研究，（２）．

姚俊英．２００９．越南归侨早期跨国再流动的人类学研究———以广州市

近邻 Ｈ华侨农场ＹＨ越南归侨社区为例［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３）．

俞云平．２００３．一个特殊社 区 的 历 史 轨 迹：松 坪 华 侨 农 场 发 展 史［Ｊ］．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２）．

奈仓京子．２０１０．“故乡”与“他 乡”：广 东 归 侨 的 多 元 社 区、文 化 适 应

［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孙晟．２００３．重建家园：松坪 华 侨 农 场 印 尼 归 侨 群 体 研 究［Ｊ］．华 侨 华

人历史研究，（２）．

庄国土．２００１．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Ｍ］．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

社．

秦亚青．２００３．国家身份、战 略 文 化 和 安 全 利 益———关 于 中 国 与 国 际

社会关系的三种假设［Ｊ］．世界经济与政治，（１）．

项飚．２００９．寻找一个新世界：中国近现代对“世界”的理解及其变化

［Ｊ］．开放时代，（９）．

孔结群．２０１２．越南归难侨的本土关系建构历程———基于广东小岭华

侨农场的个案分析［Ｊ］．南方人口，（１）．

孔结群．２０１０．难民认 同：基 于 苦 难 历 史 记 忆、政 策 及 现 实 利 益 的 想

象———以广东省小岭 华 侨 农 场 越 南 归 侨 为 例［Ｊ］．华 侨 华 人 历 史 研

究，（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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