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华人宗教信仰剖析

泰国的
·

“

同化
”

政策

许 国栋

泰国是被普遍誉为对华人
“

同化
” “

最为

成功
,

华人被 同化的程度最深
”

的 国家
。

泰国政府也认为
“
在 东南 亚 各国中

,

华人

在泰国是问题最少的少数民族
” 。

总理差

猜
·

春哈旺称 中泰人民关系
, “ 已是亲密到

水乳交融一样不可分的程度
” 。

正因为如

此
,

研究泰国的 “ 同化
”

政 策 就 有 深远意

义
,

泰国
“ 同化

”
政策实质是什么 何以能

取得成功又 认清这两个问题
,

不仅可以预测

东南亚华人社会未来发展趋势
,

而且可以澄

清在
“
同化

” 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观点
。

要认

清上述问题
,

首先要搞清华人在泰国被
“同

化程度最深
”

表现在那些方面 是否深到失

去民族特性
、

民族意识的程度
。

本文抱着这

样的 目的来研究被同化后的泰国华人社会
,

并着重从华人 宗教信仰方面来考察
,

以便能

更深刻地剖析泰国的
“ 同化

”
政策

。

泰国华人和华人社 会

为了全面了解泰国华人现状
,

必须全面

了解泰国华人和华人社会
。

据 年 月泰国政府公布的 数 字
,

全

国华人总数达 万
,

占全泰人 口  ,

是主

体民族泰族以外 的 最大少数 民 族
。

《华侨

华人大观》的 数 字是 万 左 右
,

万华

侨
。

华人在泰国生活已有悠久历史
,

早在

世纪初在曼谷已形成华人区
—奶街

,

并于

年在潮州籍 人郑达信 郑昭 领导下创

立吞武里王朝
。

应该说
,

泰国华人在泰国扎

根很深
,

并基本上归化泰国
,

是泰国国民
。

这

是考察泰国华人的基本 出发点
。

泰国华人是

一支很有特色队伍
,

最突小的有五大特点

一 泰国华人社会是一个带有浓厚潮

州风情的社会

如果根据 年 月的数字
,

在 万华

人中
,

广东籍占 万
,

是华 人 总数
,

其中潮州人占 万
,

是华人总 数 的
。

潮州人成 为泰国华人的主体
。

由于郑昭的关

系
,

历史上有
“
王室华侨 ”

之称
。

因而泰

国华人社会有着浓厚潮州风情
。

最突 出的是

潮州话在华人 中通行无阻
,

是华人社会的沟

通煤 介
。

在华人区 “
街头不时飘荡着悦耳的

潮州 戏曲
。 ”

由于潮州话成 为泰国最流通的

一种华语
, “

即使纯粹的泰族血统的人
,

在耳

濡 目染之下也时常讲几句潮语
,

以便广作交

游
。

甚至泰国政府官员中
,

也有不少人会操流

利潮语
。 ”  年《厦门 日报》 “

漫游泰国

唐人街
”

一文中也描绘
, “

步入曼谷唐人街
,

使人犹如置身于华人世界
,

华人招牌
、

华 语

和潮语畅行无阻
,

餐厅
、

酒楼中
,

客家
、

潮

州
、

海南风味食品应有尽有
。 ”

二 组织完善的华人社团和活跃的会

务

泰国现有华人社团 多个
,

单首都曼谷

就有 多个
,

是海外华人社团最多的国家之

一
。

新社团不断涌现
,

其中著名的有华文教

师公会
、

泰华报人公益基会
、

泰中促进投资贸易商会 年
、

泰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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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协会 年 等
,

年仅正式注册的

宗亲会即达 个
。

这些社团可分为商会
、

同

乡会馆
、

宗亲会和公益福利机构四大类
,

其

中以宗乡会馆最多
,

以中华总商会为最高领

导
。

泰国华人社团
,

还以组织机构健全而著

名
。

泰国华人社 团的另一特点是 会 务 很 活

跃
。

每社 团实际上是一个华人小社会
,

管理

了众多事务
,

包括文教卫 生
,

宗教信仰以至

生老病死的慈善和互济事业
。

潮州会馆辖有

两所华文学校
、

一所泰文 中 学
、

两 所 幼儿

园
、

三座神庙
、

三处山庄坟场
,

客属会馆辖

下 有一所学校
、

一所医院
、

一所养老院
、

六

座神庙
、

两处山庄坟场 福建会 馆辖下有一

所学校
、

一所医院
、

两座神庙
、

两座山庄坟

场
。

其他社团大体也是如此
。

而且近年来纷

纷组团到中国拜祖省 亲
。

如 潮 安 同 乡会 自

年以来已多次组团到广东寻根访祖
。

所以泰国华 人社会被视为 “
社团机构组

织健全
、

会务活跃
,

使泰华社会具有较强的

凝聚力 ” 。

由于社团积极开展活动
,

所以华人社会

拥有 多所华文学校
,

家华文报社
,

其中

《中华 日报》
、

《京华中原报》
、

《星逼 日

报》 和 《世界 日报》 被列人全泰 家最有影

响的大报之列
。

曼谷华人街是华人活动中

心
,

而且范围在扩大
,

正沿循南河两岸的石龙

军路
、

置莱莉
、

哒叻仔
、

谷庄及挽 力形成华

人的商业中心
, “

也成为华人社会的文化中

心
” 。

。

三 华 裔阶层的特殊作用

二次大战以前泰华两族通婚普遍
,

形成

一个特殊社会阶层
—华裔

,

也有人称之为

侨生
。

现估计人数为 万
,

占总人 口
,

这个阶层在历史上早已 出现
,

拉玛五世初执

政时的一次官员集会上
,

他下令 凡有中国血

统的人站到左边
。

结果站 左边的 达
。

这也表明这一阶 层 的 特 点
,

大多是出类拔

萃人物
。

因为他们出生时
,

同时有一个经济

地位较好的父亲 和 当 地 族人的母亲
。

他一

出生就是泰国籍人
,

拥有泰国人应有的一切

政治权利
,

所以处于较优裕的地位
,

也受过

较 良好的教育
。

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河部利

夫教授 在泰国逗留五个月
,

研究了 “
侨生向

题 ,,
。

他的结论是
, “

正是这种侨生社会才是

领导泰国政治
、

经济
、

文化的真正优秀阶层

和窝示着华 侨发展方向的路标
。 ”

也就是

说
,

华裔的优越处境直接影响着华人的发展

前景
。

华裔现是政坛上 的 一 支 主力
。  !一

年由 位成 员 组 成 的 内阁中华裔占

名
,  !年大选中华裔 人 当选众议员

,

成

为由 名议员组成的众议院中
“ 最大 的 职

业团体
” 。

在华裔带动下
,

泰国华人参 政 意 识 较

强
。

现各大政党中华裔成员迅速增加
,

出任

领导者也不少
,

如道德正义党领 袖 卢 全 河

泰名查隆
,

团结党领袖黄闻波
。

美国 《世界 日报》 曾对华裔有一概括评

价
,

称他们
“
都对泰国十分忠 贞

,

也非常重

视华人的心声
。 ”

混血儿华裔虽然不同于

华人
,

带有较浓的泰人心态犷但华裔对父系

祖先及其故国怀有深厚感情
。

这从他们寻根

访祖的活动得以证明
。

年 月内政部长巴

曼
·

阿里缘 山警上将访华期 间
,

特地到广东

潮阳渡头村祭祖
,

并献了 “
中泰友谊万古长

青
”

和
“
中泰一家

‘

亲
”

的匾 额
。

年 月

曼谷市长詹龙也亲率亲属一行 人到广东澄

海冠山乡寻根认祖
。

正 如 前 副 总理比柴所

说
“
泰国华裔应对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感到

自豪
” , “

认祖是天经地义的事
” 。

华裔是沟通华泰两族的桥梁
,

他们促进

华泰两族的和睦相处
,

并增强了华人的安全

感
,

解除 了华人归化的精神压力
。

正如 日本

李国卿所说
“
更重要的是

,

华侨与当地民族

通婚所 生的侨生
,

已经作为领导泰国政治经

济事务的上层集团而存在于各个方面
,

建立

巩固地位
,

这就保障了华人在泰 国 社 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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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 ” 。

四 华人是泰国文化素质较高的队伍

据  ! 年的统计
,

泰国高等院校 中华人

学 生占 肠
,

华人教授 占
,

到国外留学

的学生中也占  
,

在全泰政府机关
、

大学
、

医院
、

研究所的公职 人员中占
” 。

这意

味着华人是泰国科技
、

文化和教育界的一支

重要力量
。

这是泰国政府严格限制华文教育的一个

结果
,

学生均接受 义务教育
,

中学都进人泰

文中学谈书
,

因而能接受泰国文化的系统教

育
。

加上华人家庭向来有重视子女培养的传

统
,

所以在 泰 国 学 校中华人子弟占较大 比

例
,

且成绩较优
。

华人受 过 高 等 教育又有

更多选择职 业 的 机 会
。

华人在科技文教领

域的重要作用
,

不仅提高华人在 泰国社会地

位
,

而且助长华人民族自豪感
,

增强华人民

族意识和参政意识
。

五 较为完整地保留民族传统文化

泰国华人是一支民族色彩较浓的队伍
。

尽管华文教育受到限制
,

但并没有禁止使用

华文
。

华人街华文招牌十分盛行
,

而且保存

了华文报刊
。

更突出的是华人民族 习俗仍完

整地保存 了下来
。

中华民族的各种传统节 日

泰国华人都郑重其事地过节
,

各大宗祠隆重

的春秋二祭
、

祭祀祖先
、

欢度春节
、

清 明节

扫墓
、

端午节吃粽子
、

中秋节赏月以及佛教

的孟兰节均是华人的重要节 日
。

泰国斯冬查认真考察华人后
,

在
“
泰国

小城镇中的华人和华裔
”

一文中认为
, “

华

人是保留了相 当多中华文化的群体
。 ”

泰

国报刊也认为
, “

华人后裔并未因接受泰国

文化而完全抛去原有的文化习俗
。 ”

华人保存 中华传统文化和 习俗
,

最集中

地体现在宗教信仰方面
。

这是本文所要阐述

的主要问题
。

泰国华人的宗教信仰

不少人认为泰华两族均信奉佛教
,

是泰

国容易
“
同化

”
华人的重要因素

。

其实华

人的传统信仰与泰国作为国教的佛教信仰
,

有着本质差异
。

泰王 拉 玛六世 一

年在位 就因此猛烈评击过华人的宗教信仰
。

他说
, “我们的宗教

,

目的在于能分明是非

善恶
。

中国人信仰宗教完全是为 了 有 利 可

图
,

只要会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他们什么神都

拜
。 ”

并以此攻击华人是
“
拜 金主义者

” 、

是
“
东方的犹太人

。 ”

华人的传统宗教信仰是多神信仰
,

除了

儒教
、

道教和佛教
,

还敬祀祖先以及敬奉各

式各样的民族保护神
。

这种宗教信仰特点在

泰国华人中表现最为突 出
、

最为典型
,

是泰

国华人社会的一大特色
。

日本学者市川信爱考察泰国 华 人 后 认

为
,

几乎闽粤两省的民间神 在 泰 国 都有
。

除了共同信奉的观音菩萨
、

福德正神
、

关帝

圣君
、

天后妈祖和郑和外
,

各籍以至县籍还

各有 自己的保护神
,

各个会馆各 自辖有 自己

的神庙
。

客家人的三奶夫人庙和关帝庙是

泰国华人兴建最早的神庙
。

客家会馆所辖的

神庙
,

单在 曼谷除上列两座外
,

还有本头公

庙
、

汉王庙
、

观音庙
、

吕公庙等六座
。

潮州

人主要保护神是大峰祖 师和七圣 妈 也 称夭

后圣母
,

潮州会馆在曼谷拥有三座 神 庙
。

海南人主要信奉天后圣母
,

水尾娘娘和昭应

英烈
,

曼谷的猛叻昭应庙是琼州人的信奉中

心
。

福建会馆在曼谷辖 有 顺 兴 宫
、

福莲

宫
、

新兴宫
、

妈祖宫和观音亭共五座神庙
。

而 闽南各县籍又有 自己的保护神
,

安溪
、

永

春和南安三会馆信奉清水祖师
,

厦 门和漳州

会馆信奉保 生大帝 吴本
。

曼谷以外各地都

有众多华人神宇
,

单吞府一地就 有 大 峰 公

庙
、

三德台
、

万顺将军庙
、

真君报德社
、

大

伯公庙
、

张 天师庙
、

福德祠
、

清水祖师堂和

华人佛寺紫峰阁等
。

这些神庙不仅是华人宗教活动的场所
,

而且是华人活动和联络的中心
,

对华族起着

凝聚力的作用
,

华人的各属会馆几乎都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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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琼州会馆是以  !

年兴建的昭应英烈庙作为活动中心
,

年

才正式成立会馆
。

客家人于清 同治初年兴建

三王府庙 作为活动中心
,

年兴建 吕祖庙

初创客家会馆
。

福建会馆是于  年兴建

顺兴宫作为活动中心
,

年创立福建公所
,

后改组为福建会馆仍以顺兴宫为会址
。

所

以 日本市川 信爱说
, “

在诸位先辈领导下
,

早在 多年前
,

就建立各种神庙
,

通 过 宗

教形式来加强团结
。 ”

敬奉祖先是华人同泰人 差 异最大 的 信

仰
,

泰族人是宗族观念极薄弱的民族
,

而华

人重 宗法关系
。

泰国现有宗亲会 家
,

是泰华

社会一支重要社团
,

各 自有宗祠作为联谊中

白
,

每年春秋二祭是华人重大的民族传统活

动
。

单海南人在 曼谷的大宗祠就有文 昌云氏

大宗祠
、

海南陈社
、

韩氏画锦别墅
、

吴氏大

宗祠等
。

华人佛寺还设有功德堂
、

各会馆坟

场山庄也设有功 德 堂 为 华人提供供奉本家

先人灵位 的场所
。

可见华人敬奉祖先的观念

仍然很强
。

由于泰国以佛教为国教
,

泰国华人信奉

佛教也特别盛行
。

但华人信奉的是中国传统

的大乘佛教
,

同泰国的上座部小乘佛教
,

在

仪式
、

教规
、

戒律以至教义上都 有 极 大 差

异
,

是不同的两大教派
。

所以华人不仅拥有

自己的寺院
,

而且 自成体系
、

有 自 己 的 组

织
,

独立管理
,

这就是泰国的佛教
“

华宗
” 。

华人在泰国很早就兴建 自己的佛寺
,

吞

武里王朝时 一  年 兴建的普福寺是

华人最早 的寺院
,

清道光年间 一

年 在尖竹北议府
、

北柳府和曼谷市中心又

分别兴建三座佛寺
,

清同治年间 一

年 在曼谷又兴建永福寺
、

甘露寺和龙莲寺
。

这为
“

华宗
”

佛教奠定 了基础
,

随着僧人南来

主持华寺
,

拉玛五世时  一 年 正式

形成 了泰国佛教
“

华宗
” 。

创始人是来 自广东

梅县的续行和尚
。

拉玛五世救封续行和尚为
“
华宗大尊长

” ,

这标志着佛教华 宗的形成
,

也表明华人的大乘佛教华宗被泰国所认可
。

“
华宗

” 已 传七世
,

刚即位不久的是真顿大

师
,

他于 年获泰 王 救 封 为
“
华宗大尊

长
, ”

年又因对佛教有杰 出贡献
,

经国

务院和僧务院推举
,

获公主颁发的最高荣誉

奖座和证书
。

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是六世普净

大 师
,

他也是中国律宗第十九代传人
, 先后

七次受泰王救封
,

拥有
“

奕真达摩禄真萨
” 、

“
奕真伽那纳真情

”
和

“
华宗大尊长

”
等封

号
。

使华宗大尊长的地位仅次于泰国僧王
,

也进一步巩 固了华宗在 泰国的地位
。

佛教华宗现在泰国有大寺院三十多座
,

普福 寺是最古老的华宗禅寺
,

普门报恩最为

著名
,

有
“

庄严瑰玮为泰国佛教华寺之冠
”

的

美称
,

作为世界各地来泰华僧住锡的佛光学

苑是
“
最典型 中国式宫殿方格 佛寺

。 ” 此

外还有众多精舍
、

觉苑
、

佛堂和俗家佛 寺
,

构成一大华 人宗教景观
。

华宗佛教是一支庞大的华人社团
,

最高

组织是华宗僧务委 员会
,

管理各华宗寺院和

华僧的事务
。

俗家华宗最高组织是中华佛学

会
,

由华人上层人士
,

包括专家
、

学者
,

大

多数是实业家名流为主体的组织
,

财 力雄厚
,

便于与世界各地佛教交流
,

影响甚大
。

拥有

广泛群众基础的是 中华佛教居士林
,

下属有

众多分林
,

单曼谷分林就有十多家
。

如西竺佛

堂
、

保宫亭佛教会
。

而保宫亭佛教会在各地

又建立许多分会
。

最有名的佛教会有泰京莲

华佛教社
、

逞罗龙华佛教社
、

义和念佛敬德

社
、

大光佛教社
,

光华佛教会等
。

华宗佛 寺
、

神庙
、

宗祠
、

功德堂和山庄

坟场不仅体现了华人独特的宗教 信仰
,

也是

华人民族文化特征和传统 习俗的体现
,

至今

仍是泰国华人社会的重要标志
。

华人宗教的存在体现了泰国对华人政策

的一个重要方面
,

正如新加坡崔贵强教授所

说
, “

泰国政府对外来移民的宗教信仰
,

一

向采取容忍放任政策
。

所以华人传统信仰的

孔教
、

道教 虽然在教义与仪式上
”

与 佛 教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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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

但不仅与佛教并行不悖
,

且彼此融合
,

形成宗教上 的混合
。

简而言之
,

泰华敬神拜

佛是同时奉行
。 ”

几个结论

综上所述
,

我们对泰国华人可以得出如

下明确的结论
。

一 泰 国华人社会并没有
“
式微

”
或

“
解体

” ,

而是确确实实地存在
。

这不仅说

明了华人社区的存在和发展
,

更重要的是证

明了华人社会的三大标志
,

即华人社团
、

华

文学校
、

华文报刊在泰国不仅存在
,

而且还

在发展
。

泰国华人社团为数众多
,

组织较健

全
,

会务较活跃
,

是海外华人社会中比较典

型
、

比较突 出的一支队伍
。

二 华人的民族文化没有消失
,

民族

意识较强
。

关于华人的民族意识我将在下一

个问题进一步说明
。

而华人的民族文化
,

包

括宗教信仰在泰国华人中不仅存在而且较为

突 出
,

关于这一点已在 本文中有 较 详 尽 说

明
,

特别是民族传统和习俗都保存下来且带

有浓厚潮州风情
,

使奉国华人的民族特性更

为突 出
,

更为典型
。

三 华人被同化程度最深问题

所谓华人被 同化程度最深
,

最主要是三

个方面 , 一是基本上归化
,

绝大多数加人泰

籍 , 二是华人以泰国为家
,

效忠于新的祖国

甚至改泰名
、

泰姓
,

表明华人落地生根的观

念较强
。

三是接受泰国的文化
,

语言以至很

多习俗
,

包括如合掌 礼
,

进泰国的寺庙
,

同

泰国人民一起过宋干 节 泼水节
、

甚至成年

剃度出家等
。

这是华人在泰国已 生活了几百年
、

扎根

深
,

特别是同泰国人民长期和睦相处
,

并已

亲密到水乳交融的程度的必然结果
。

有一些错误的观点
,

影响人们正确看待

泰国华人被 同化
。

其中之一是 认 为 归 化
、

认同于泰国
,

就没有华人社 会 的 存 在
。

如

沈顺先 生甚至认为华人也 不 能 成 为单一民

族
。

实际上华人的民族特性和民族意识绝

不会 因归化而消失
。

而这是判断一个民族是

否存在的根本
。

另一种观点
,

认为华人接受

了泰族文化与习俗就表明华人已 被 完 全 同

化
。

其实判断一个民族是否被同化
,

不是在

于她接受些什么
,

更重要的是 她保 留 些 什

么
,

谁也无法证明华人 已抛去了本民族的文

化和习俗
,

何况接受泰族文化习俗正是华人

的另一传统观念
,

就是入 乡随俗
。

特别应指出的一点是
,

绝不能以泰国混

血儿华裔的心态来代表华人心态
。

泰国华裔

虽然同华人有血缘关系
,

也以此为荣
。

但一

出生就是泰国人
,

必然更多地接 受 泰 国 文

化熏陶
,

所以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泰族意识也

必然更多
。

四 泰国同化政策的实质

泰国对华人的同化政策与其说是同化
,

不如说是 实施一视同仁以达到民族和睦的政

策
,

其实质是民族融合的政策
。

这也是泰国

对华人政策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
。

一视同仁的民族和睦政策
,

从 年中

泰两国建交以来表现得 越来 越 明 确
,

这是

泰国政府在历史实践中认识到的正确解决华

人问题的最佳选择
。

除我在前面提到的  

年西提外长 明确地提 出这一政策外
,

年

总理差猜也具体地加以了阐述
,

他说
“
在泰

国居住的华人很多
,

与泰国人和睦相处
,

也

是泰国国民之一
,

应一视同仁
。

华人在 泰国

仍保 留着中华文化
,

风俗传统
,

实施华文教

育
,

办学校
,

这是可以理解 的
,

也是得到法

律所允许
,

华人后裔懂华文对繁荣泰国经济

有很大好处
。 ”

没有对少数民族文化
、

习俗的尊重
,

实

施民族平等
,

就不可能有水乳交融的民族和

睦
。

《福建侨报》 曾以 “
泰 国 成 功 的华人

同化政策
”

为题
,

把泰国解决华人问题成功

的原因归结为
“
政治待遇平等

、
、

社会地位平

等
、

经商机会均等
。 ”

这是泰国对华人政

策值得称颂和借鉴之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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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华人必然形成一个单一民族—华

族
,

存在于泰国社会的大家庭
,

为泰国的繁

荣富强作 出自己的贡献
。

这是由两大因素所

决定的
。

首先是泰国政府无意剥夺华人的民族特

性
,

清除华人的民族意识
。

这在 年以来

历届泰国领导人的讲话中已讲得很明确
,

而

且实际上泰国政府 已把华人 当作一个民族来

看待
。

国家安全院在对少数民族问题调查研

究中
,

把华人 当作一个少数民族
。

在 户籍

表册和身份证上
,

民族登记为 “
华 族

” 。

再者是华人的民族意识根深蒂 固
。

这种

民族意识是几千年历史形成的
,

华人不论走

到那里都带去了 中华传统和习俗 以 及 宗 教

信仰
,

于是组社团
、

建 寺 庙
、

建 宗 祠
、

办

报刊
、

办学校
,

加上海外华人又 有 聚 居 习

惯
。

这一切均保 证了民族文化的延续
。

美国

《世界 日报》 的
“
侨社传统组织 与 新兴 力

量
”

一文中指 出了华人这一特点
, “

大家虽

然在海外开创事业
,

但流在我们血液里的传

统
、

习惯却是根深蒂 固的 ” 。

同时指 出
,

由

于社团活动的开展
, “

华人聚在一起
,

民族

感情就愈聚愈浓
。 ”

东南亚各国在五六十年代
,

都不同程度

地推行
“ 同化

”
政策

,

但均未能达到预期 目

的
,

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华人的民族意识根

深蒂 固
。

泰国曾严格地限制华文教育
,

其结

果是促使华人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依恋
,

华

文学校仍有 所以民校 名义 保 存下来
。

泰

国 所高等院校设有华文专业
,

修课 的 学 生

也大都是华裔
,

如朱拉隆功大学文学系改以

汉语授课
,

多 名学 生均 是 华裔
。

泰

国政府放宽华文教育限制
,

立即在华人社会

掀起华语热
。

兴办中文培训班
,

或开展各种

以学华语为内容的活动
,

如中华会馆举办华

语演讲比赛
、

华语歌咏 比赛等
。

华人社会

领袖还积极等办华文大学
,

京华银行董事长

郑午楼等办泰国华侨崇圣大学
、

中华总商会

会长郑明如等办泰 中技术大学
。

年春节

前夕
,

泰国内阁通过
“

放宽华文教育方案
” ,

被称为
“
泰 国政府给予泰华社会一份意义深

远的新年礼物
。 ” 。

华人形成华族加人泰国民族大家庭
,

已

是国际上不少专家学者考察泰国华人社会后

的共同结论
。

美国社会学家高国麟说
, “

与

其说泰国华人大多数被同化
,

不如说他们既

是泰 国人又是华人
,

具有双重身份
。 ”

并进

一步指 出
, “

东南亚华人并不是一个衰微中的

民族
,

他们具有双重身份
,

既是华人又是东

南亚人
。 ”

泰国曼谷 出版的
“
国王庇荫下

的华人二百年
”

中指 出 “
泰 国 社 会 另一特

点
,

是接受共存的两种方式
,

这一点可以从

现今华裔身上证实
。

很多华人春节及其他中

国节 日时祭祀祖先
,

同时按照泰国佛教习俗

剃度 出家
。

换一种讲法
,

即华人后裔并未因接

受泰国文化
,

而完全抛去 自己原有习俗
。 ”

六 盲 目推 崇 或 宣 传同化论的危害

性

泰国对华人政策的成功说明
,

以剥夺华

人民族特性来消除华人 民族意识
,

即完全同

化于当地土著民族 或称为主体民族
,

是

不可能的
。

在泰国不存在
,

在其他国家更没

有成功的先例
。

澳大利 亚 汉 学 家费茨尔指

出
, “

即使消灭一个民族的语言
,

并不等于

消灭一个民族
。 ” 巴素指 出

, “
海外华人

具有强大 的凝聚力
,

中华文化在海外根深蒂

固
,

本质是不变的
。 ”

当前宣传同化论是有害的
,

必然会助长

狭隘民族主义者政视外来民族的情绪
,

同时

这种 同化论严重地阻碍民族间和睦共处
,

使

华人在各国处于被压抑
、

被排斥地位
,

滋长

民族对立甚至埋下民族仇视的祸根
。

特别现

在
,

华人在各所在国的经济
、

科技上均发挥

着重大作用
,

保护华人积极性
,

激发华人主

人翁态度是极其重要的
。

日本学者李国卿曾指出
, “

即使华侨取

得 当地国籍
,

但如果他们在政治上
、

经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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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社会活动方面都不能与当地国民一样受到

同等待遇
,

而是受 到不公平限制
,

那就无异

于给把定居国视为 自己新祖国并誓死献以忠

诚的华侨拨上 一 盆 冷 水
。

在这种情况下
,

片面地要求华侨对居住国忠诚
,

这种要求本

身就不合理
。 ”

对同化问题有系统研究的丘立本先生也

指出
, “

如果剥夺一 个民族 的 文 化 教育
、

语言和传统宗教信仰
,

会造成华人心理上的

压 力和伤害
,

逆反作用 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

题
。

这是以本民族 为中心
,

是 出于狭隘民族

主义的心理
,

使统治民族处于统治地位
、

优

越地位
,

这只能增强民族的对抗
,

实际上置

少数民族
、

外来民族于被统治地位
,

是对他

们人权的一种侵犯
” 。

泰国学者卡节派
·

巫律情在
“
泰国华人

与政治问题
”

中也指 出
, “

如 果 在 法 律或

规例等方 面 华人子女未具与泰人同等 权 利

者
,

应该予以修正增补
,

以免华人子女存有

不如人或 自卑之感
。

无论任何方面
,

华人子

女 当与泰人具有同等权利和义务
。 ”

总之
,

对
“ 同化论 ” 只能持否定态度

,

宣 传和提倡平等地对待华人
,

充分发挥其在

居住 国的作用
,

不仅使华人的正 当权益得到

维护
,

而且有利 于所在国的民族和睦和国家

富强
,

这才是最重要的
。

作 者系厦 门 大学历 史 系讲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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