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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文化认同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的归属感及内心的承诺 从而获得 保持与创新自身

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 一般来说 祖籍地认同 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之

间是相互附着的 而当社会流动出现后 这种连带关系出现了分离或重构 华人在海外

的生存发展典型地展示了文化认同的独立性和动力性 以这样的理论观照 本研究对马

来西亚华人社会进行了实地调查 试图揭示文化对华人的凝聚机制和功能  

  本研究发现 马来西亚华人身处多元种族文化背景之中 其文化认同源自以下线

索 1 由祖籍地认同 亲属认同演变为对整个马来西亚华族 华人社会组织的认同

整合机制由先赋性群体变为具有华人整体种族文化特征的现代组织 2 由祖籍地认

同 亲属认同 方言认同发展演变成为华语语言认同 突显出华人群体的文化特征 3

由习俗信仰认同演变成为对文化价值的认同 由于文化价值是包括一整套标志着文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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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性的观念系统 影响着人们对于生存目的和生活方式的选择 因此 这表达了作为文

化种群的人们对自己精神家园的最终守护 马来西亚华人经过国家认同改变后 形成了

以文化认同为主要族群凝聚力的社会整合机制 并逐渐建构了独特的马华文化  

一 文化认同的概念分析 

文化认同 cultural identity 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形成归属感

sense of belonging 及内心的承诺 commitment 从而获得 保持与创新自身文

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 以文化作为一个相对具有独立意义的属性形成个体的内群体认

同 in-group identity 是指个体在选择自己所认同的群体时 有意识地依据由语言

文化价值和文化习俗等因素构成的文化属性来进行 华人的文化认同选择意味着华人作

为一个族群的最显著特征是其独特的文化 族群中的成员的身份特征主要是文化性的

而不是其他特性的  

文化认同的心理机制包括文化比较 cultural comparison 文化类属 cultural 

categorization 文化区辨 cultural distinctiveness 和文化定位 cultural 

definition 四个基本过程 Tajfel 1978 1982 1984 Turner 1987 Hogg  1990

在个人层面上 它影响着个人的社会身份认同 social identity 和自我认同 self 

identity 引导着人们热爱和忠实于文化 从而保存和光大文化 最终将其纳入个人

的价值观这一深层心理结构之中 因此 文化认同是一种社会整合的巨大的社会心理资

源 在社会层面上 文化认同以文化为凝聚力整合和标识着多元文化中的人类群体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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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群体构成的一种类型 文化群体  

社会心理学家发现 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有两种认同的需要 其一是通过寻找 我

与 我们 的差异而获得 自我认同 其二是通过寻找 我们 与 他们 的差异而

获得 社会认同 前者使得个体获得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性和唯一性 后者使得个体

获得一种与众相同一致性和同一性 为了同时满足这两种需要 个体总是在寻找二者之

间的平衡(Brewer,1991 Breakwell & Lyons 1996) 文化认同也是一种社会认同 是

个体获得文化群体的我们感(sense of we-ness)的途径和过程  

从演进的角度看 文化认同通常源自亲缘与地缘连带的亲缘关系认同 祖籍地认同

方言认同 宗教信仰认同 生活习俗认同 文化价值认同等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形

成之后 文化认同又与民族认同 国家认同形成相互附着的关系 Müller-Peters, 1998)

因此 一般来说 祖籍地认同 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有着相当程度的连

带关系 换言之 它们之间是相互附着的 而当社会流动 特别是移民 出现之后 这

种连带关系则出现了分离或重构 经过历史的演变 它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相当复杂而多

样 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的条件下 某一种或某几种认同的功能大于另一种或另几种

构成了形态各异的个人身份认同 例如 相同祖籍地的人可能有着不同的国家认同 甚

至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认同 相同的文化认同的人可能有着不同的祖籍地 使用不同的

方言 成为不同国家的国民 在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 国家 文化 民族 宗教 语言

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新变化 它们不断地被建构与被解构 其中 原本附着在祖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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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习俗 信仰 民族 国家等因素之上的文化认同 逐渐表现出本身所具有的独立

性和动力性 华人在海外生存发展的历史过程就典型地展示了文化认同的这种独立性和

动力性 他们在远离祖籍地的异国他乡 面对周遭的人和自己 都必须回答 华人是指

什么 这样的问题 华人是指他的祖籍 种族 皮肤及外貌特征 语言 还是指他的信

仰 习俗 文化价值观 进而的问题是 中华文化所包含的文化价值是否可以脱离祖籍

习俗 语言 信仰而被保持 什么是文化价值的核心内容 换言之 保持文化价值的基

本条件是什么 文化价值的保持是可以选择的吗 系统研究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 将可

以通过海外华人的实践探讨这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问题  

在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和平移民史上 东南亚华人有着重要的地位 不仅由于华人移

民东南亚的历史长久 人数最多 而且由于东南亚华人对自己文化属性的选择的高度自

觉 而典型地保持了与中华文化的血脉联系 又融于居地国家的社会文化之中 这一在

多元文化的背景下选择 保持自身的文化属性 与其他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是华人华侨

的创造和奋斗的历史 也为人类文明发展积累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以往有关东南亚社会研究往往比较关注东南亚社会发展的状况 例如 朱杰勤 1990

林云辉 张应龙 1991 巫乐华 1997 或是关注华人社会在当地的社会 经济地位

以及华人社团的社会功能 例如 李明欢 1995 郭梁 1998 并积累了较多的可供

借鉴和参考的资料 例如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 199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

香港中文大学海外华人研究社 1995 这些研究大大丰富了人们关于东南亚华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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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认识 不过 令人遗憾的是 这些研究较少触及一个社会 心理和文化因素共同

构成的层面 — —文化认同的层面 这一欠缺致使海外华人在以中华文化作为其种群特征

而在生存发展进程中积累的实践成果在相当程度上被忽略 另一方面 对于全球化给海

外华人带来的新的挑战 在对自己文化属性进行选择的时候 华人将作出怎样的决定

这一问题没有在学术上进行深入的探讨 所幸的是 致力于推动海外华人研究的王赓武

先生 Wang Gungwu, 1991 在他的 中国与海外华人 1991 一书中特别著有 东南

亚华人身份认同研究 一文 提出了文化认同概念对于华人的意义 马来西亚华人学者

林水濠 1999 就文化对于华人的整合等功能进行过研究 林水濠等人合编的 马来西

亚华人史新编 1998 对于华人文化认同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 林

开忠 1999 的研究更是从族群属性 民族国家与华人文化之间关系的视角审视马来西

亚华文教育历经的历史和其中所包含的意义 这些研究都具有前瞻性和开拓性的问题意

识 但是 仍然因其缺乏实证研究的结果而使得这些观点和假设没有得到更加充分和深

入的验证与分析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视角下 我们成立了 东南亚华人文化认同研究 课题 试图借

以经验研究方法 包括问卷调查 焦点组访谈 个案深度访谈及分析 历史文献分析

实地观察等 揭示文化对华人的凝聚力 探讨其中的运行机制和社会功能 并发展出有

效的测量工具  

作为研究的第一步 我们首先选择对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进行了第一次实地调查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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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月至 7月 在五个被调查城市中 我们采用焦点组访谈 focus group 和个人访

谈法对一百多位华人进行了不同深度的访谈 整理出访谈录音近 20 万字 参观访问了

华人的家庭 血缘性 地缘性和行业性会馆 寺庙 华人兴办的医院 华人私人博物馆

华文独立中学 华文图书馆 华人文化协会资料馆 华人为主的政党 华文报社 华人

社会研究中心和州及全国性的华人社团 进行了一百多份有关文化认同的问卷试调查

此外 还观察了华人比较集中的住宅区 沿街的各类店铺 饭馆 华人生活环境中的其

他种族文化现象 例如 清真寺 吉隆坡 教堂 诗巫 印度庙宇 槟城 荟萃各

种民族风味的小吃城 古晋 早期殖民时期外国人的公墓 槟城 等等 我们的正式

问卷调查在 2001 年 2 月进行 被调查的样本来自马来西亚中部 北部 东部 南部和

西部的六所华文独立中学和六所国民型中学毕业班的学生及其家长 共计 1200 位青年

人和成年人 测量工具为在我们试调查问卷基础上编制的用于马来西亚华人的 海外华

人文化认同量表 通过调查 我们将进行马来西亚华人学生不同华文教育水平对其中

华文化认同影响的比较 马来西亚华人中华文化认同的代际差异 不同地区比较等方面

的数据分析和研究 同时 我们也对华人家庭 华人居住社区进行深度访谈和实地观察

使我们的研究更加深入 我们共计整理出 57 万字的访谈录音原始资料  

马来西亚华人身处多元种族 多元文化背景之中 一方面要与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

族 信奉印度教的印度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睦相处 另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种族的文化

特征 以此在马来西亚这片国土上生存和发展 本文通过初步调查研究资料 梳理马来

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演变的基本线索 在此基础上 对于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概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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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考察文化认同的动力性和独立性 同时形成问卷调查和量表编制的内容框架  

二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发展演变的基本线索 

梳理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发展的线索 需要对文化认同及其形态类别进行说明和

定位 文化认同作为个体对于文化的归属和承诺 从发生的角度看 最初必然是附着于

种族 语言 习俗 民族 地域等属性的认同之上 这是由于文化本身最初是附着在这

些属性上面的 是无法从这些属性中分割出来的 文化 根据比较公认的定义 是指文

化群体成员之间共同拥有的一整套社会行为方式和价值理念系统 它反映在文化群体中

成员的日常生活 习俗 宗教 艺术 教育 社会 经济 政治等制度安排之中 体现

了文化群体对文化价值的选择 杨宜音 1999 个体随着出生和社会化 socialization

过程自然而然地获得了这种文化属性 成为皮肤之外的最为重要的类别特征 然而 伴

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 对于个体来说 文化所寓含的意义和内容也在发生变化 个体对

此不仅面临着如何进行选择的问题 而且也面临着如何参与和建构的问题 从马来西亚

华人文化认同的历程来看 我们发现以下三个主要线索  

一 由祖籍地认同 亲属认同发展演变成为华人群体社会 经济 政治利益认同 

与世界各地的华人相同 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认同首先表现为和来自于对亲缘关系

和祖籍地认同 这也被社会学称为 血缘 与 地缘 关系连带引发的认同 由于这些

认同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中包含的 自己人 区分系统 杨宜音 1998 2001 相联

系 它给华人带来的是互助的义务 信任以及亲情 而这些恰是身在海外作为异乡异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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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最为需要的 据统计 马来西亚西马华人的地缘组织 包括会馆 同乡会等乡团

1890 年以前有 77 个 1891 年至 1941 年新增了 164 个 马来西亚华人人口与地缘组织

的数量关系如下  

表 1  马来西亚华人乡团组织数量 

时期 华人人口 乡团组织数量 人口与乡团比例 

1890 以前  391,418 77 5083 1 

1941 2418,615 241 5331 1 

1991 5260,000 769 6840 1 

资料来源 根据刘崇汉 独立前华人乡团组织 刘崇汉 独立后华人乡团组织 钟临杰 西马华人人

口变迁 饶尚东 东马华人人口变迁 载林水濠 何国忠 何启良 赖观福 1998 马来西亚华人史

新编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 整理  

这些乡团组织所具有的社会 经济 政治 文化 教育 宗教 习俗等方面的功能

为华人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条件 成为华人归属的社会群体 对于早期华人移民来说

大多数是只身来南洋谋生 在异国他乡 乡团组织甚至成为高于家庭的归属群体 李明

欢 1995 在这个时期 华人对于文化的归属是对乡团所代表的区域文化的归属  

当血缘 宗乡关系不足以提供足够的帮助的时候 华人各会馆出现了各种形式的联

合 同时各个行业的组织也逐渐形成 由血缘 地缘和业缘连带整合起来的华人社会出

现了新的面貌 展现出更大的力量 在这个自然的整合进程中 突发的历史事件对马来

西亚华人的文化认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37 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继而侵占马来亚

华人因此被动员起来 关注中国的命运 加入抗日救亡的行列 这时 中国人 和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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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概念超越了 客家人 福建人 广府人 潮州人 海南人 等概念 成

为华人新的身份认定 中华文化 的地位也开始上升和超越地域文化的地位 此外

身处多元种族的国家 马来西亚华人也不得不寻求自己更有代表性的种族特性 以便归

属于一个更加有力的群体 与马来人 印度人等民族相比 客家人 福建人 广

府人 潮州人 海南人 等更具有 华人 的族群相似性 通过社会比较 华人有

理由形成更加有效的族群区别 以适应多元种族的社会生活  

战后 马来西亚华人经过长期的努力 在 1991 年成立了马来西亚华人大会堂联合会

形成了完整的整合华人的全国性组织 伴随着华人的认同从过去的一族 一村 一镇

一帮的祖籍地认同 转变为对整个中华文化的认同 来自各个方言群体和祖籍地的华人

对整个马来西亚华人社会 华人社会组织的认同也开始形成 在马来西亚 5762 个华人

社团中 除了亲缘与地缘社团的乡团联合会以及目前居住区域的社团 例如各市州的社

团 还有很大数目的商业 教育等业缘群体 例如马来西亚华人总商会 全国华校教

师联合总会 全国华校董事会联合会等 这些社团在代表华人各方面利益 促进与其

他民族沟通 处理本领域内的事务等方面已经变得不可缺少和不可替代 刘崇汉 1998

华人政党的出现使华人社会在政治上有了自己利益的代表 何启良 1998  

从这条线索上看 马来西亚华人经历了从归属传统的先赋性 ascribed 群体到归属

现代社会 经济 政治的获得性 achieved 组织的过程 这个过程使得认同更具有选

择性和建构性 它表达了华人对于 什么才是更重要的 所作出的选择 建构了一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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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认同的结构体系 即 在国家政治上认同马来西亚的前提下 形成华人的文化认同

它也包容了一部分人的各自的方言群认同 这样 华人整体的种族文化特征必然成为超

越一宗一族的血缘纽带而凝聚华人的重要因素  

二 由附着在祖籍地认同和亲缘认同之上的方言认同发展演变成为语言认同 表现

为华校 华文报社的建立和发展 

方言认同是附着在祖籍地认同和亲缘认同之上的 因为方言是辨识祖籍地的明显特

征 方言所形成的区隔性增强了区域之间的壁垒 同时 也增强了方言区内的群体的一

致性 从而形成内群体( in-group )认同 马来西亚华人的主要祖籍地 中国的福建省

和广东省的沿海地区 山多地少 交通不便 方言种类繁多 言语沟通困难 不同的方

言标志着不同的祖籍地认同 所以 方言称为划分群落的指标 从 说哪里的话 辨

识 哪里的人 推知哪里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 关系网络 甚至人格特质 不同的

方言群所形成的人际区隔 成为祖籍地的代称 因此 当 华人 概念欲超越 福建人

广府人 客家人 潮州人 海南人 的时候 选择大众沟通媒介的语言问题也

就被凸现出来 而中文文字基本相同 在不同中存在着相同 为语言的沟通提供了基础

这样 语言认同的需求与语言认同的条件同时存在 并且经过多年的历史积淀 使得来

自不同方言区域的人在使用相同汉字的基础上 终于采用了普通话作为 华语 进行言

语沟通 华校的建立以至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的形成 华文报刊 广播 电视等大众媒

介也培养和保证了使用华语的基本人群  



 11

语言认同始终作为重要的因素影响着华人的文化认同 语言所蕴含和传递的文化价

值更是成为区分不同文化认同程度的核心内容 因此 马来西亚华人在交往中习惯以接

受什么语言教育为其文化认同程度 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 的判别标准 受华文教育的

人与受英文或马来文教育的人形成的文化差别 反过来也说明了语言认同在文化认同中

的突出作用  

表 2  马来西亚华人教育背景分类 

 所受教育 受教育的时段 

华文教育 小学 中学接受华文教育 

华文 英文教育 小学接受华文教育 中学接受英文教育 

  华文 

教育背景 

华文 马来文教育 小学接受华文教育 中学接受马来文教育 

英文教育 小学 中学接受英文教育  非华文 

教育背景 马来文教育 小学 中学接受马来文教育 

资料来源 何国忠 1998 独立后华人文化思想 载林水濠 何国忠 何启良 赖观福 1998 马来

西亚华人史新编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 

正是由于看到了不同语言教育的背景对文化认同的巨大影响 马来西亚华人对坚持

华文教育极其重视 其倾注的心力和财力之大之多 恐怕为全世界华人社会中仅见 学

校 庙宇 会馆 社团 报社都在关心华文独立中学的成长和发展 这样 华文独立中

学的发展便成为华人为之奋斗的事业 也成为凝聚华人心力的核心 与其他东南亚国家

相比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体系完整 规模较大 有全国性的社团组织 在华人社会产

生的影响也比较大 林水濠 1998 郑良树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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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所华文独立中学尽管只吸纳了 10%左右的华人子弟 但是 它们所蕴含的文化

认同的意义的确是很大的 在语言认同的基础上 那些只能或必须使用母语表达的文化

才可能被体会 被传达 在语言认同的基础上 海外的华人才与中华文化无可质疑地连

接起来和张显出来 它们把华人群体的文化特征最明确地突显出来 成为除去皮肤相貌

之外的华人最重要的族群特征 由此可见 语言是文化认同一种渠道 一种标志 也是

一个文化认同的一个支柱  

三 由宗教认同 习俗认同发展演变成为信仰认同 价值观认同 表现为华人对中

华民间习俗 民间信仰的保持以及价值观念的坚守和发扬 

由于中华文化中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有着特殊的功能 华人的宗教认同也与世界上

其他民族的宗教认同的特点有所不同 这不仅表现为华人的儒释道三教合一 民间宗教

和民间信仰中包含了华人的世界观 社会观和个人观 而且表现为信仰与生活习俗 文

化价值之间大量和深入的相互蕴含 干预和渗透 例如 华人的庙宇宗祠往往也是华人

最初的聚集场所 从而成为宗乡组织的发端 一些姓氏公会 地方会馆以及学校往往就

在庙宇宗祠的基础上扩建形成 由于在庙宇宗祠进行的信仰崇拜活动具有社会整合功能

和亚文化传递功能 华人的宗教信仰认同与祖籍地认同 亲缘关系认同 方言认同相互

强化 更加突出了它作为文化认同的重要构成作用  

宗教信仰回答的是人与自然 人与人关系的根本问题 无论是几大世界宗教 还是

民间信仰 无一不体现了人类的终极关怀和他们的价值选择 宗教信仰的精神实质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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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之中 便形成了价值体系的依据 而其中的文化价值更是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  

文化价值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它至少包括个人与自然的关系 个人与社会

的关系 个人与他人的关系 变化 人生 个人成就 个人理想 社会规范 社会公平

等等一整套标志着文化特殊性的观念系统 杨中芳 1994 杨宜音 1999 这些价值是

华人作为文化种群对于什么是重要的和值得的东西的选择 也是这一文化种群的特征

它影响着这一种群中的人们对于生存目的和生活方式的选择 这正是文化认同所表达的

作为文化种群的人们对自己精神家园的最终守护  

价值观是个体的选择倾向 也是个体态度 观念的深层结构 它主宰了个体对外在

世界感知和反应的倾向 因此是重要的个体社会心理过程和社会心理特征 与此同时

价值观还是群体认同的重要根据 共享的符号系统 它成为划分群体的依据之一  

当文化认同成为文化价值的认同的时候 文化中最活跃的因素就将被独立出来 它

可以不依赖语言 祖籍地 亲缘关系 而成为构成文化的内核 正是因此 文化认同才

可能逐渐脱离先赋的一些特性 被人们选择和认同 在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上确实可以

看到那些不会说华文却保持文化习俗的 岜岜 和 娘惹 可以看到那些不尊奉民间

信仰而改信天主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却依然说华文 保持文化习俗的人们 可以看到

更愿意以英文为媒介语言的年轻一代 他们也许不再坚守文化习俗和信仰 也许很少参

加宗庙乡团组织的活动 却在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态度观念上依然不放弃孝道 人情 面

子 勤俭 报答 秩序 中庸 和睦 分享等中华文化价值 这使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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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认同的存在形态 条件和它的动力性特征 反过来 文化价值又对各种社会组织 语

言和习俗信仰起着凸显其价值意义的功能 它赋予归属承诺某种文化形态的人们以选择

的根据和意义 这种选择可能是被动的 由特定历史条件限制的 例如 岜岜 现象

也可能是主动的 由个体意愿决定的 例如 信奉基督教 以非华文为媒介语言等

无论怎样 文化价值选择形成的认同已经不同于生而与俱 伴随一生而且融入在血液中

的先赋性的地域文化认同  

文化价值认同的另一个特性在于它的建构性 对于文化价值的自觉选择 必然使社

会组织成员影响有意识 有明确宗旨 有热情地推动组织的发展 必然使文化群体中的

成员和其中的各种组织在能够对保持和发扬这些文化价值起重大作用的事项上倾其心

力 马来西亚华人在自己的实践中认定华文教育就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同时 他们还将

另外四项 社团 庙宇 报社 政党与华文学校教育并称为华人文化价值认同的五大

支柱 李业霖 2000  

文化价值的建构不仅体现了文化群体成员的自觉选择 还体现为文化群体成员对文

化价值的能动创新 马来西亚华人组织开始注重对 马华文化 的探讨和建设 他们成

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 例如 华人文化协会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出版了一些重要的

著作 可以看出 文化 已经不仅以延续舞狮 花灯 茶艺等习俗为标志 不仅以传播

一些来自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华人学者的思想观点为内容 而是以探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

中保持和生长的中华文化的定位 发展作为必不可少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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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演变的意义分析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 文化认同对海外华人的意义有两个 其一 以中华文化为

首要属性选择和建构自己的 我们 概念 而不是以国家 民族 地域 方言 宗教选

择和建构自己的 我们 概念 其二 由于以文化作为建构 我们 的基本属性 因此

我 与 我们 之间也要形成新的关系 我 与原有的地缘 血缘性的 我们 之

间几乎同质的关系发生新的变化 新的 我们 概念是超越原有地缘血缘性的我们概念

的 新的 我 概念也带有强烈的选择性意愿 也就是说 我选择了这个文化属性作为

我的文化归属 这是我的文化上的我们 这种选择不是原有的地缘或血缘文化认同那种

生而与俱 费孝通 1985 的先赋性认同 而是在生活社会文化历史的进程中的独

立的个体进行的选择性认同  

从社会学关于群体形成等理论的角度看 文化认同表现为对某种文化身份的选择

获得与保持的结果 它不仅影响个人的心理与行为 而且将成为群体划分与凝聚的重要

因素 文化身份最初作为一种先赋性身份被包含在初级群体身份当中 是与生俱来的

与种族特征并存的(Parsons, 1951) 随着社会流动的出现 先赋性身份中所包含的一些因

素逐渐被分离出来 使得个体具有一定的选择性 而这些选择性必然导致个人特性的张

扬 个别差异被扩大了 张显了 随之就形成了与先赋性群体 家庭 村落 乡镇 相

对应的获得性群体 同业群体 爱好群体 政党 价值观相同的群体 生活方式相同的

群体 宗教信仰群体 文化认同成为凝聚群体成员的一个重要因素 同时 也成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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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不同群体的标志 这样的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一样 都将是获得性的  

从理论上讲 当一个多元文化 多元种族能够共存于平等交流社会中的时候 人们

将能够依据个人的意愿对于不同文化属性进行选择和建构 而不是服从与生俱来的 无

法改变的先赋性文化身份 选择性认同与先赋性认同的区别在于它所包含的自主性和建

构性  

因此我们认为 对于马来西亚华人来说 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特性与程度必须从以

下方面进行测量 1 从祖籍地认同 亲缘认同到华人认同这一维度上处于什么位置

2 从方言认同到华文认同这一维度上处于什么位置 3 从宗教信仰 习俗认同到

中华文化价值观认同这一维度上处于什么位置 这三个维度构成华人文化认同的操作性

构念 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又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与当地文化共生的文化价值 从而

发展出具有当地特征的文化认同 例如马来西亚华人的马华文化认同 从个体文化认同

来看 就是 我是华人 和 我是马来西亚华人 这一认同结果  

这样的文化身份认同的特征是 开放和创建性的 而不是封闭和保守的 具有核心

特质的 而不是被完全同化和放弃的 兼容其他文化特质的 多元的 而不是排他的  

四 结语 

马来西亚华人在几百年的不懈努力下 经过国家认同上的改变过程之后 形成了以

文化认同为主要族群凝聚力的社会整合机制 并且逐渐建构了独特的在马来文化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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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的多元文化中立足的马华文化 表现在个体文化认同上 则是 马来西亚华人 这

一概念所包含的意义 这是几代马来西亚华人的创造 也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的最

终结果 它构成了一个具有马来西亚特色的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所以 对中华文化的

认同 在马来西亚华人中演变为对马华文化的认同 这个过程也是不断与其他类型的文

化比较 区别 融合 不断为本文化定位 更新 发展的过程 可以说 马来西亚华人

文化认同的案例不仅对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也为世界多元文化的

共生和发展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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