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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英国移民生活状态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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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战后的英国对世界其他国家仍有很大吸引力，每年都有大量移民进入英国。英国的移民政

策也时松时紧。不同时代的移民都面临着身份以及如何享有社会公共资源的问题。老一辈移民和新一

代移民由于成长环境、历史记忆的不同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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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英国一直是世界主要的移民输入地。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曾以
“日不落帝国”的身份建立了遍布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体系，源源不断的移民由世界各地进入英国。二战
后，经济发达、福利好的英国仍是欧洲吸纳移民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 ONS) 的统计，
2001 年 8． 3%的英国人是在海外出生的，共有 490 万，比 1951 年增长了 1 倍，这并不包括出生在英国的
移民二代、三代。［1］9数量庞大的移民来自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当他们带着各种期待进入英国
后，面临着怎样的生活状态? 本文将围绕该问题展开论述，需要注意的是文中所指的移民是合法移民，

不包括数量难以估量的非法移民。

一、二战后英国移民政策的变化
除了移入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外，移民政策对移民具有绝对性引导作用。政策会直接影响到移民

数量及结构构成。
1． 自由移民政策
二战结束后，尽管英国作为战胜国分享了一些胜利的果实，但由于战争几乎摧毁了英国的经济，特

别是工业和金融业，政府债台高筑，需要重新建设。发展面临的问题之一即是劳动力资源不足，特别是
采矿业、纺织业、建筑业、农业等需要大量体力劳动者的行业，工作环境相对艰苦，待遇不高，本土英国人
不愿意做，因此劳动力严重短缺。这种短缺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英国政府不得不着手解决这个问
题，1949 年英国皇家人口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英国每年需要额外的 14 万人才能够满足经济发展中
劳动力的需求，”［2］25因此先后通过了“波兰再安置计划”、“西进计划”、“蓝色多瑙河计划”等从欧洲大
量招募工人，但当局并不鼓励欧洲外的族群进入英国。然而这并不能阻止那些生活艰苦的英属殖民地
人民对移民英国的渴望。英国出台了《1948 年国籍法》明确殖民地居民也是英国臣民，不以种族对入境
权和定居权进行区分。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殖民地移民进入英国，由此带来了二战后第一批移民潮。

2． 限制移民政策
自由移民政策带来的大量移民让英国政府始料未及，也给社会管理、公共管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移民问题逐渐浮出水面。种族主义者大做文章，要求当局驱逐有色人种，并组织一系列的游行活动，挑
起针对有色人种的暴力冲突，比如 1958 年白人暴打西印度人的诺丁山事件。紧张的对抗冲突以及 50
年代末的经济危机，迫使英国政府于 1962 年出台了《英联邦移民法案》，法案通过移民控制条款和驱逐
条例限制移民进入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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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战后英国移民的情况
第一阶段，从 1948 － 1953 年以西印度人为主，每年约有 2，000 名西印度群岛人移民到英国。二战

后第一批踏上英国领土的是 492 名牙买加人，这也是战后英国移民升温的标志。50 年代印度人和巴基
斯坦人陆续进入英国，但西印度人仍是移民主体，特别是美国限制西印度人进入美国后，西印度人更是
纷纷涌入英国。据统计 1956 － 1962 年间英国的欧洲外移民有 372，950 人，其中来自西印度的有 235，
100 人，印度的有 72，450 人，巴基斯坦的有 65，400 人，还有一部分伊朗人。［3］305印度裔和巴基斯坦裔是
人口最多的两大族群，来自非洲、加勒比海地区以及中国和孟加拉国等国的移民位居其后。

第二阶段，1962 年受到英国限制移民法案的刺激，众多已在英国居住的移民及其家属想方设法获
得护照留下来，因此反而造就了 60 年代移民的一波高潮，也被称为家庭团聚时期。1963 年英国有色移
民是 34，500 人，1964 年为 68，000 人，增长了一倍。［3］306 来源地最多的是印度，其次是西印度和巴基斯
坦。70 年代，英国移民数量维持在 60 － 90 万之间。80 年代因当局加大对移民驱逐力度的关系，移民数
量一直在 40 － 50 万间徘徊。90 年代有所回升，英国移民数量在 50 － 60 万之间，亚洲移民占总数近一
半的份额。

第三阶段，进入 21 世纪，英国移民的数量每年维持在 20 万左右。2004 年欧盟东扩以后，进入英国
的东欧移民大量增加，其中以波兰人居多。不过新世纪的移民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2002
年技术移民为 103，000 人，而 90 年代这个数字只有 3 万左右。［4］3英国移民由以往的体力劳动移民转为
智力移民为主。

三、二战后英国移民的状态
1． 社会地位: 未能均等地共享社会权利和资源
正如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所言，移民对于英国的经济发展是“绝对必要的”。2007 年 6 月，全英总

工会的报告称，如果没有移民工人，诸如餐饮服务业、蔬菜瓜果采摘业、鱼肉类屠宰与包装等行业将无法
维系。从报告可以看出移民主要从事的行业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服务业。他们主要从事脏、累、险的行
业，工资低且条件恶劣，男性主要集中于交通、建筑、炼油、原料加工和机械制造等部门，女性主要从事纺
织和服务业。而且这些工作替代性很强，因此移民的就业常处于不稳定状态。不论是经济繁荣时期还
是衰退时，移民的失业率都是最高的。占据伦敦人口 8% 以上的穆斯林移民，不仅生活贫困，而且居住
偏远，失业率也比一般的英国人高出 4 倍以上。1993 年的劳动力调查数据显示，白人的失业率为
9． 5%，印度裔为 15． 2%，巴基斯坦裔为 27． 7%。有色移民就业不稳定远远高于白人。辛普森与史蒂文
森( Simpson and Tomlinson) 1994 年在诺丁汉的调查中发现，亚裔与黑人申请白领工作被拒绝的几率是
白人的两倍。［5］36

就业结构中的状态也就决定了移民的社会地位，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移民居住区通常也是社会的
贫民窟，无论是教育、医疗还是文化领域，他们享受到的资源与本土英国人有着很大的差距，“平等”只
是停留在语言上。

移民限制法案出台后，英国加大了打击非法移民的力度。1972 年，警察厅设立专门调查处，与移民
部合作专门检查非法移民，并赋予警察尽快遣返他们怀疑的对象的权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警察
权力的滥用，有些无辜者未经证明就被驱逐出境，有色人种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加剧了种族之
间的矛盾。特别是在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弥漫不满情绪的现代社会，有关移民的矛盾、冲突很可能
成为社会动乱事件的导火索，给一直注重社会安定感的英国人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比如震惊世界的
2011 年 8． 6 伦敦打砸抢骚乱中，导火索即是英国警方怀疑一非洲裔黑人青年非法持有枪械，双方发生
冲突，青年被枪杀。

当然，也有部分移民通过努力进入了英国上层社会，在福利、教育、医疗、文化资源等方面跟本土白
人无异。但是他们付出了比本土英国人更多的努力，更多的艰辛。总体而言，移民未能均等地享有公共
社会资源和服务。

2． 文化地位: 无归属感，价值观上与英国主流文化价值观产生冲突
大量移民的到来对英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社会安全等构成了一定的挑战，并演变成日益严重

的移民问题，由此引发本土英国人的恐惧与不安，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与移民保持一定的距离。虽然移
民在英国长期居住，甚至在英国出生，但与本地人在肤色、传统、宗教、语言等方面等都有明显的区别。
移民通常小规模集中居住在一起，以群居的方式混杂在白人中间。这一方面增强移民的自我认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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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轻易改变传统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与当地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关系越来越疏远，游离于主流社
会之外。比如教堂，白人的教堂很少看到有色人种的影子。此外还有称谓和语言上的伤害或侮辱，如
smelly Arab( 臭阿拉伯) 。

文化冲突的典型案例是 2006 年穆斯林女教师爱莎·阿兹米因坚持戴面纱上课遭到校方停职，女教
师认为戴面纱是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坚守，将校方告上法庭，由此引发社会关于移民文化与英国文
化如何共同发展的大讨论。在价值观上，移民来自不同地域，有着各自不同的价值认同，比如亚裔移民
注重家庭血缘，强调长幼有序、谦卑服从，这与英国注重的个性自由与平等不可避免会有一定的碰撞。

相比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文化价值观的冲突更具有根本性。石黑一雄、萨尔曼·拉什迪、提摩西·
默等当代英国移民作家以作家敏感的目光、自己的切身之痛描述了不同文化与价值形态在同一个地理
空间遭遇的碰撞，揭示了移民群体在异国他乡的孤独、失落与丧失文化身份所造成的尴尬处境。比如石
黑一雄的小说《上海孤儿》就描述了移民群体因游离于不同文化价值形态与民族传统之间而面临的身
份与认同危机。

3． 老一辈移民与新生代移民的不同诉求
( 1) 老一辈移民: 被分裂的人
老一辈移民有着白人对他们国家和民族残酷殖民统治的痛苦记忆，他们在英国殖民体系结束后不

久，怀抱着梦想背井离乡来到英国，本想在这里改善生活，但迎接他们的却是冷漠和歧视，工作不稳定，

生活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各种因素又无法返回家乡。这让老一辈移民有一种无所归依的失落感，并
过着分裂的生活。一方面生活在英国，每天要跟英国人打交道，但骨子里头对白人文化的排斥比以往更
为坚决; 另一方面因各种原因离开了故土，但却将故乡文化神圣化和虚无化。战后这些老一辈移民与家
乡仍保持着各种密切的联系，比如汇款、托人带家乡的特产、内部婚姻等，并且不允许自己的后代忘本。
家乡祖国仍是其生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灵深处带有强烈的回乡意愿，英国只是赚钱、打拼、让
孩子受教育之地，并非心灵上的归宿。虽然他们对现状不满，但为了生活，也为了让后代有区别于他们
的生活，更多的选择了逆来顺受，没有身份，将各种不满压抑在心底，过着分裂的生活，并将全部希望寄
托在下一辈身上。如同牙买加和英国的混血儿史密斯小说《白牙》所言:“这地方你( 移民) 不受欢迎，只

能忍气吞声，就像是终于被驯化的动物一样。”［6］52

( 2) 新一代移民: 文化抗争之路———全盘英化与寻求融合
与第一代移民沉重的历史负担不同，新一代移民出生在英国，除了皮肤、发色、居住地区外，身上已

无多少家乡祖国的印记，他们熟悉的是英国的生活，关于家乡的一切只是父辈口中的“传说”。当然，年
轻一代也感觉到了他们与白人的不同以及白人带有异样的眼光，两方都不属于，面对这种身份的尴尬，

年轻移民不再像父辈那样顺从，做出了不同选择: 全盘英化或者成为愤怒的青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
选择，前者努力让自己成为英国人，参加白人社团，跟白人做朋友，模仿白人的言谈举止，像英国人那样
绅士等。他们在父辈的鼓励支持下，进入英国高等学府学习，特别是医学和法律这两个被认为是待遇丰
厚的专业，凭借优异的成绩获得工作机会，力图让自己成为中产阶级的一份子。他们当中的一部分甚至
拒绝承认、厌恶自己的种族身份，比如排斥参加同乡举办的社团活动、不交同肤色的朋友等。后者则强
烈反抗白人的文化霸权，有的加入宗教组织或民族组织，以获得身份上的认同，有的成为街头混混，甚至
用暴力的方式宣泄心中的不满。不管何种，新一代移民可以说与英国白人之间仍有着强烈的隔阂。

随着社会的变化，不同民族之间越来越相互融合或渗透，无论是英国还是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新
一代移民中追求全盘英化的也在英化过程中，日益感受到文化并无优劣高低之分，白人文化也有其难以
解决的硬伤，民族文化有自身的特色与价值，没有必要人为地将之对立，而是可以寻找融合、多元共存的
状态。因此这部分移民就调整自我，以平和的心态对待身份问题，期待在生活中，不同种族的人能同样
以宽容、包容之心对待自己和他人，和谐相处。

美洲裔英国移民作家维·奈保尔就是新一代移民的典型个案。奈保尔凭借自传体小说《抵达之
谜》获得 2001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娓娓叙述作家自己探寻身份之谜，抵达
精神文化家园的历程。奈保尔刚开始来到英国是为了求学写作，但此时的英国对他而言是一个完全陌
生的国度，仅是地理上生活之地，但经过一番探索后，奈保尔却发现，他能在英国找到自己的精神文化空
间，英国是自己的人生抵达之地，创作的抵达之地。奈保尔的经历实际上代表了新一代移民的“杂交”
文化身份，他们不再以对抗的姿态对待英国，而是融合、融入其间。

·66·



四、英国移民生活现状的原因分析
1． 移民族群众多，政府政策左右摇摆
英国移民数量众多，分为不同的族群，亚裔、非洲裔、美洲裔等，单亚裔内部又可分成以印度、巴基斯

坦为代表的南亚裔、以中国、日本为代表的东亚裔。不同族群各有各的语言、风俗与习惯，本身就是一个
复杂体。而且移民来源地与英国综合国力悬殊巨大，很多还是英国的殖民地、附属国，相对贫穷，受教育
程度不高，很多移民是在不会讲英语的情形下移民英国。这就势必带来很多问题，最显著的即是就业没
有保证，遇到问题时没能进行有效沟通。有些移民进入英国社会后，未能转变角色，因各种原因走上犯
罪之路或者成为恐怖组织招募的对象。据英国监狱管理部门的数据显示，1991 － 1997 年间，登记在册
的在押穆斯林犯人数量增加了 90%，截至 2001 年 11 月，穆斯林在押人数达 5，000 人，占在押犯总人数
的 7%，大大超出了穆斯林占英国总人口的比例。［7］19

2． 本土英国人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18 世纪中后期，随着大航海时代将世界逐渐连在一起，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率先完成工业革

命，综合实力大大增强，开始瓜分世界，建立殖民地，奠定自己在世界版图中的霸权地位，由此造成了世
界政治经济的严重不平衡。在世界秩序中，作为发达国家，英国在权力上处于强势地位，他们认为这种
扩张是由于欧洲文明的优越性带来的，其他民族或国家必须遵循欧洲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了欧洲中心
论。比如黑格尔就认为，世界历史起点于东方，但历史运动的终点在东方。兰克甚至直言不讳，印度和
中国没有历史，只有自然史。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观点宣扬欧洲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将其他民族排除在
所谓的正统之外。很长一段时间来，英国一直把自己视作欧洲的中心，等于世界中心的中心。尽管这种
论调在二战后一直被批判，并被证明是狭隘的，但在欧洲民族文化心理中仍有着深远的影响，本土国民
潜意识里有着比其他民族的优越感。因此和平时期，当无数的移民由第三世界进入英国后，本土英国人
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就表现出来了，本能地带着“有色”眼镜看待移民，由此可能会影响移民获得就业、医
疗、教育等机会。特别是移民发生不良事件时，媒体会有意无意地凸显或强化当事人的移民身份，比如
英国主流报纸在报道穆斯林移民的犯罪案件时，会有意无意地告诉读者，犯罪分子的“穆斯林”宗教身
份，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英国公众形成对穆斯林犯罪的刻板印象，由此遭到穆斯林族群、宗教人士
的强烈抗议，并诉诸法庭。

综上可以看出，不同时代的移民都面临着身份以及如何享有社会公共资源的问题。老一辈移民和
新一代移民由于成长环境、历史记忆的不同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虽然文化的隔膜、白人的优越感、有色
移民的焦虑不会完全消除，但多元融合是趋势，也是英国移民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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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Living Conditions of British Immigrants after WWII

LI Xia
( English College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Tianjin 300204，China)

Abstract: Britain has strong appeal to other countrie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ousands of immigrants
come into Britain． UK immigration policy is also changing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s． The immigrants of differ-
ent generations all have the problems of cultural identity． Because of differences of circumstances and history
memory，older generation of immigrants and a new generation of immigrants made different ch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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