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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媒介消费到社交联系:跨媒介环境下

澳大利亚华人文化身份认同研究的新取向

张晗 卢嘉杰

摘 要:本文通过回顾相关文献，结合媒介环境学以及文化身份认同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提出以社

交联系作为离散华人文化身份认同研究之新取向，以便更全面地解释影响海外华人文化身份认同建

构的各个因素。大众媒介向来被视为是促进少数族群和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

相关研究的关注点主要在于论证离散华人如何根据自身的文化背景选择所消费的媒介，并如何通过

消费这些媒介内容强化其文化身份认同。但媒介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受众所面对的媒介环境已经

迥异于往昔。一方面，得益于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以及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世界各地受众所消费的

媒介内容逐渐趋于同质化，媒介内容的消费偏好已不足以厘清各个族群间的文化身份认同差异。另

一方面，社交网站、智能手机、社交 APP 应用程序等更便捷的通讯手段不断涌现，使离散华人与故乡

亲友之间的联系比过去更为紧密，这会对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产生影响。综上所述，对离散华人的

社交联系进行分析，可以成为研究其文化身份认同的一个新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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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
tistics，简称 ABS)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0
年，澳大利亚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为海外移民，总

人数达 5，993，945 人。其中，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及

台湾地区的华人移民数量约占移民总人数的 8. 5%，

成为继英国和新西兰移民之后的第三大移民群体

(ABS，2011)。若包括来自东南亚等地的华人移民，

在澳大利亚的离散华人数量则更远高于此。
关于离散华人的媒介使用与文化身份认同之间

的关系，在北美及欧洲等地已经吸引了不少研究者

的关 注 (Hwang ＆ He，1999; Lee，2013; Zhou ＆
Cai，2002)。然而，北美及欧洲地处西半球，与中港

台地区恰好昼夜颠倒，因此当地的离散华人与故乡

亲友的实时通讯联系深受时差之影响。相应地，该

地区的离散华人媒介使用研究亦忽视了社交媒介，

而专注于报刊、电视、电影，以及互联网站等以传播

内容为主要功能的媒介。而较之欧美地区，澳大利

亚地处与中港台地区相近的时区，且在地缘政治和

经济方面与大中华地区的关系更为紧密———截至

2013 年，中国仍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国( 澳

华财经在线，2013)。紧密的经贸关系以及邻近的地

理空间，使在澳大利亚的离散华人与故乡的亲友建

立起了较强的社交联系。此外，随着离散华人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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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多，一些流行于华人地区的社交媒介( 如微信、
新浪微博、人人网等) 亦开始逐渐被引入至澳大利

亚，使离散华人之间的社交联系更为频繁和多元化。
这些现象会对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建构产生何种影

响? 是否会限制了他们融入澳大利亚本地的主流文

化? 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主题。
有见及此，本文以过往的相关研究为基础，结合

当前的移动通讯、社交媒介等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探

讨从社交联系的角度来分析离散华人文化身份认同

建构的价值及可能性。在第二部份，本文首先回顾

了离散华人的媒介使用与文化身份认同建构之间的

关系，发现已有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讨论内容

消费对离散华人文化身份认同的影响，而忽略了社

交联系的作用。对此，本文援用 Castells 关于网络社

会(network society) 和身份认同之关联的论述，结合

媒介环境学的观点，建议通过媒介环境的角度分析

媒介与离散华人文化身份认同建构之间的关系。在

第叁部份，本文分析了报刊、电视、互联网、社交媒介

四种不同的媒介所营造的环境，并分析归纳了在不

同的媒介环境中，离散华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建构分

别受到了何种影响。在第四部份，文章论述了以社交

联系分析(social connection analysis)作为研究离散华

人文化身份认同建构的新取向的价值及可能性。

二、民族媒介与文化身份认同

移民和少数族群的媒介使用行为与他们的文化

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早已引起了社会科学研究者

的关注。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里，移民及少数族群

的媒介一直都被视为在国家内部处于边缘位置的一

种传播活动形式(Karim，2010)。在上个世纪廿十

年代，Park 就已经指出，以移民为目标受众的报纸是

影响他们融入当地社会主流文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

素(Weatherly，1922)。虽然 Park 关注的是更广泛意

义上的种族关系问题，但 他 关 于 民 族 媒 介 ( ethnic
media)的研究启发了后来的研究者，形成了一个通

过媒介消费的角度来分析少数族群文化身份认同的

研究取向。继报纸后，电视、电影、影视租赁店、卡拉

OK，以及互联网都成为了研究移民和少数族群文化

身份 认 同 的 传 播 媒 介 ( Lum，1996; Naficy，1993，

1999; Sinclair ＆ Cunningham，2000; Yin，2013)。除

了跨国移民外，非移民的少数族群同样可以通过民

族媒介来建构其文化身份认同。蔡佩(2012)通过分

析台北都市原住民族群电视台，发现民族媒介对少

数族群的自我身份认同有强化作用。
在移居他国的过程中，移民通常都会经历媒介

环境的重大改变，因而使他们所感知到的文化连续

性和身份认同受到影响(Lum，1991)。对于移民和

少数族群而言，民族媒介有助于他们建构一个与所

在国相适应的身份认同(Yin，2013)，并为他们提供

融入当地文化的路径(Zhou ＆ Cai，2002)。因此，对

于离散在海外的华人而言，媒介消费是建构文化身

份认同和促进文化融合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民

族媒介同时又发挥着维系海外华人与故土的联系的

作用。Shi (2005)在研究中发现，在许多离散华人的

心里，故乡是一个有着深厚的文化联系且独一无二

的地方，而关于故乡的一切遐想，很大程度上都是通

过消费中文媒介来获得满足。
然而，此种通过消费媒介内容所形成的文化身

份认同并不完整。社会心理学认为，身份认同包含

两个层面的认同:社会身份认同( social identity)———
通过群体成员来定义自己，以及个人身份认同(per-
sonal identity)———通过与众不同的特点以及封闭的

个人关系来定义自己 (Vaughan ＆ Hogg，2011，p．
123)。或者如林文刚(1998) 所归纳的，身份认同由

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来自于自我认知( the self)，另一

部分来 自 于 自 我 认 知 与 群 体 成 员 ( group member-
ship)之间的关系。蔡佩(2010) 认为，连结自我和群

体成员的重要象征符号不只是在与群体成员沟通互

动时内化为自我认同，同时也外化为传播的实践来

建构认同。因而，离散华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建构过

程必然包括与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所进行的传播实

践。这种实践可以是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亦可以是

借由媒介所建立的社交联系。
至于少数族群的身份认同( ethnic identity)，则

仍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标准定义，相当数量的文

献将少数族群的身份认同定义为社会身份认同中具

有民族特色的组成部份 ( ethnic component) ( Phin-
ney，1990)。依据上述观点，若要厘清少数族群文化

身份认同是如何形成的，显然无法回避少数族群成

员的社会交往问题。然而，过往的离散华人媒介使

用行为研究，大多只关注媒介内容的消费，故未能全

面分析影响离散华人文化身份认同形成的各种因

素。在互联网高度普及、媒介产品全球分销系统成

熟发达、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当今社会里，世界各

地的受众都有可能在消费着相同的或是类似的媒介

内容。仅凭媒介消费的差异来定义离散华人的文化

89

张 晗 卢嘉杰 从媒介消费到社交联系:跨媒介环境下澳大利亚华人文化身份认同研究的新取向 传播与符号



身份认同，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Castells(Castells，2010，p． 11) 指出，网络社会

的兴起正在对我们身处的时代的身份认同建构过程

提出质疑，并由此引发新的社会变迁。在此新的社

会背景及跨媒介环境下，离散华人如何运用各种媒

介建立社交联系，并以此来建构他们的文化身份认

同，此为民族媒介与文化身份认同研究领域一处待

填补的空白。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 的相关理

论或能提供有参考意义的解释。

三、新媒介环境下离散华人的文化身份

认同建构

社交媒介的兴起并非单纯是一种技术上的变

革，祂不仅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传播形式，而且从更

深层面上改变了用户所处的媒介环境，并导致其对

自身的文化认同发生了变化。媒介环境(media envi-
ronments)是指由媒介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的信息系统

(Lum，2005，p． 28)。人类生活在两种环境之中:自

然环境和媒介环境，后者由语言、数字、形象等元素

构成，还 包 括 一 切 符 号、技 术 和 机 器 ( Postman，

2000)。厘清各种媒介技术的特点，可为分析离散华

人所深处的媒介环境提供线索，以窥探在新的跨媒

介环境中，离散华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建构与过往有

何异同。
(一)报刊:基于地理空间的媒介环境

时至今日，报刊仍是离散华人日常生活中的一

种重要媒介(Sun，2005)。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

市，华人华侨人数约为 9 万①，市面上却有将近 10 份

华文报纸，以及杂志若干。其中较为常见的包括《澳

华时报》、《澳华地产报》、《镜报》、《华商周报》、《生

活情报》、《布里斯班生活快报》、《华友周报》等，在

华人群体中流行程度较高。这些华文报纸多为免费，

每周置于指定地点(主要在华人集中的 Sunnybank 区

和 Fortitude Valley 区的唐人街处之超市及餐厅门口)

供读者自行取阅。因此，华文报刊可被视为一种区域

性的媒介。因报刊多为免费，经营者为维持运作，在

报纸中刊登了大量的广告，其中以地产、餐饮、移民投

资服务、留学教育服务等周边商业信息为主。
居住在布里斯班的离散华人主要来自于中国大

陆、香港以及台湾三地，此点可从当地中文报纸的新

闻、广告以及排版中得到体现。《澳华时报》所使用

的是中国大陆地区通行的简体汉字，新闻中包括了

大量的大陆官方动态以及大陆各地区之新闻，版面

编排亦较接近中国大陆地区的报刊;而在广告内容

方面，则以家居、教育、商业、移民服务的广告为主。
而以正体( 繁体) 中文出版的《华友周报》则是以来

自台湾的离散华人作为目标受众，此结论可通过其

对新闻的报导立场以及国外人名翻译得出。报纸其

中有一专版名为“两岸三地”，刊登有关两岸关系以

及中港台地区的相关新闻。而至于广告内容，则有

较多的文化服务及活动宣传。而同样以正体(繁体)

中文出版的《镜报》这以来自香港的离散华人作为潜

在受众，新闻内容主要为财经类新闻，广告内容则多

涉及投资及移民。从内容采编、广告类型，到行文风

格、版面设计，各份报刊均有较明显的地域特征，反

映出媒介内容生产者的区域身份认同，以及对目标

受众的文化身份认同判断。
各种媒介按照其偏向(bias) 可分为空间型与时

间型两种 ( Innis，2007)。由于报纸的使用周期较

短，且其传播目的主要为覆盖指定区域，因此，华文

报纸所营造的是一个空间型媒介环境。在这个环境

中，华人族群的文化身份认同主要通过一个统一的

空间来确立———即根据报纸所提供的信息，在相同

的区域获得相同的服务，或对相同区域的新闻事件

产生共识。但对于那些不在此区域居住或活动的华

人而言，此类华文报纸并不足以强化他们的文化身

份认同。
对于那些在特定区域以外的离散华人而言，他

们的文化身份认同建构更多地是受到那些能突破空

间限制的媒介所影响，而电视则是其中一种重要的

媒介。
(二)电视:仪式化的媒介内容消费

在 1980 年代，为了应对移民日渐增加的情况，

以及体现对于文化多元主义政策的支持，澳大利亚

政府成立了特殊广播服务(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
ice，简称 SBS)频道，为海外移民、原住民、本国少数

族群提供广播服务。
SBS 的运营模式既不同于一般商业频道( 如频

道 7、9、10)，也不同于完全依赖 公 共 财 政 ( public
funds)的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ustralian Broadca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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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ion，简称 ABC)，其主要的财政支持来自各个

群体的赞助，以及政府的拨款。作为一个服务移民

和少数族群的公共频道，SBS 在世界范围内实属一

个独一无二的媒介产业形态，祂同时发挥着再现并

维护少数族群的文化身份认同，以及提高澳大利亚

电视节目质量的双重作用(Sinclair，Yue，Hawkins，
Pookong，＆ Fox，2000)。

针对在澳大利亚的离散华人，SBS 播出的节目

内容包括中文( 国语 /普通话、粤语) 新闻及影视作

品。虽然构成 SBS 观众的离散华人来自不同的国家

或地区，但由于他们大多认同一些共同的核心价值

(Tannenbaum ＆ Howie，2002)，因此，尽管媒介内容

产地各异，但电影、电视剧等类型的节目仍受到了来

自不同背景和地区的离散华人的共同青睐(Sinclair，
et al． ，2000)。然而，新闻节目是一个例外。离散华

人所收看的新闻节目多为来自他们故乡的新闻内

容———但由于节目转播及编排的限制，他们无法实

时收与故乡同步播出的新闻节目，最快亦只能看到

之前一天所播出的内容(Sinclair，et al． ，2000)。与

影视作品不同，新闻是具有高度时效性的媒介内容。
一旦延时，其信息价值将大减。可见，对于离散华人

而言，观看来自故乡的新闻节目的主要目的并非获

取及时的信息，而是对故土事物的一种虚拟参与，是

维系与故乡人事之间的联系的一种形式，并满足他

们对于故乡的想象。
但若仅将电视视为一个传播信息的渠道或平

台，似乎无法解释其为何仍在离散华人的生活中占

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事实上，无论是新闻抑或是电

影、电视剧，离散华人大多可通过互联网获取。但从

媒介环境学的角度分析，电视和互联网所营造的是

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环境:互联网建构的是一个个

人化的互动环境，而电视为受众提供的则是一个集

体的社交空间( 卢嘉杰，2010)。在电视所营造的集

体空间中，获取媒介内容已经不是主要的活动目的，

观看电视时各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才是这个环境中

的主要活动，而看电视这个行为本身则更像是一个

仪式。相关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的离散华

人家庭中，确实存在将收看晚间新闻当做一种仪式

化活动的情况———家庭成员之所以要一同观看晚间

新闻，是为了在用餐时能就新闻内容进行交流和互

动(Sinclair，et al． ，2000)。在观看奥运会等体育赛

事转播，以及每年春节除夕由中国大陆的中央电视

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时，媒介内容消费的仪式化

特征则更为突出。
电视虽然能够突破空间的限制，强化身处不同

区域的离散华人的文化身份认同，但其技术特点决

定了信息只能单向传播，且深受各级传媒机构的把

关限制，所传播的内容呈碎片化，且不连贯，无法对

离散华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建构产生持续且一致的影

响(Yin，2013)。而另一方面，互联网凭借其强大的

互动功能以及更个人化的内容选择，逐渐成为了离

散华人常用的媒介，在离散华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建

构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三)互联网:个人化的互动空间

与电视不同，互联网的技术和物质构造特征决

定了其是一种具有去中心化及个人偏向特点的媒介

(卢嘉杰，2013)。无论是以个人计算机、智能手机，

抑或是平板计算机作为接入互联网的终端设备，在

多数情况下都只能满足一位用户使用。互联网和电

视一样，是一种能够打破空间限制的媒介，但其能为

离散华人提供比电视更多的选择性。互联网由于具

有个人化及互动性的特点，正在某些方面逐步取代

电视原有的功能( 卢嘉杰，2010)。一旦当地的民族

媒介所提供的内容无法满足移民的需求时，他们很

自然地会转向通过互联网来获得他们想要的内容

( Ip，2006)。
在由互联网所营造的个人化的媒介环境里，离

散华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建构会呈现出更多的差异。
可以假设有这样的两位离散华人，甲来自上海，乙来

自广州。由于同样来自中国大陆，他们所选择的报

刊有可能都是使用简体中文的《澳华时报》，所看的

电视节目也可能同样是 SBS 转播的 CCTV① － 4 的新

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建构是完

全一样的，因为就报刊和电视而言，他们并没有太多

的个人化选择。但当他们在使用互联网时，却有可

能会表现出较大的差异———甲更有可能会选择打开

“宽带山”②，而乙则可能更倾向于浏览“广州本土

网”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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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大陆地区中央电视台的简称，其第四频道 CCTV － 4 为面向海外地区的国际频道。
上海地区用户常用门户网站，网址为 http: / /club． pchome． net。
广州地区用户常用门户网站，网址为 http: / /www． gzyes． com。



而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进程以及成熟的文

化产品分销系统，世界各地的互联网用户所消费的

媒介内容日趋同质化。在互联网上，大部分来自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人都可以通过搜索引擎以及视频分

享网站获取相类似的内容。此外，更有 Bittorrent 与

E － Donkey 等 P2P 程序供用户下载各类文件，甚至

是无版权媒介内容。这些通讯科技在技术层面上打

破了文化产品的传播壁垒，而全球化的推广在意识

层面上同化了各地用户的消费倾向———好莱坞电影

面向的不再只是美国观众，韩国电视剧在中港台等

华人地区亦同样备受追捧，此可谓媒介内容消费同

质化现象。
因此，若仅仅通过高度同质化的媒介内容消费

行为来分析离散华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建构过程，显

然是有失偏颇的。虽然互联网削弱了媒介内容对离

散华人文化身份认同构成的解释力，但同时提供了

另一个研究取向。互联网为全球各地的离散人群构

筑了一个跨国界的网络小区(cyber community)(Par-
ham，2004; Yin，2013)，从而衍生出数字离散华人

(digital Chinese diaspora)这一概念(Ding，2007)，突

显了数字技术、文化、社交关系三者对于离散华人文

化身份认同构成的作用。随着近年来各种社交媒介

(social media)的兴起，离散华人之间、离散华人与故

乡亲友之间的联系变得日渐便捷和频繁。在这个新

的跨媒介环境里，离散华人的文化身份认同构成会

有哪些变化，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四)社交媒介:无处不在的社交联系

近年来，社交媒介方兴未艾，但其根本理念被认

为是源自更早期的 Web 2． 0 以及用户生产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简称 UGC)，是互联网在这两个概

念共同驱动下的结果 (Kaplan ＆ Haenlein，2010)。
在互联网刚刚普及的时期，多数用户主要将互联网

视为获取信息的渠道，他们阅读或观看由其他用户

或机构发布的信息。随着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逐渐

从信息发布渠道演变为信息共享平台。两者最根本

的区别在于，在信息共享平台上，内容不再是由某个

用户或机构所决定，而是多个用户共同协作下的产

物，并持续地被修改。所谓的 Web 2． 0，便是用于描

述这一媒介形态而在 2004 年时被提出的概念(Kap-
lan ＆ Haenlein，2010 )。而 在 此 前 后 数 年，正 是

Myspace(2003 年)、Facebook(2004 年)、Twitter(2006
年)等社交媒介出现的时期。因此，社交媒介可被视

为是以互联网为基础而衍生出来的媒介形态。

虽然社交媒介(如 Facebook)最早出现在基于个

人计算机的互联网上，但其发展趋势则更加倾向于

与智能 手 机 进 行 整 合，而 非 个 人 计 算 机 ( Miller，
2011)。就在 2014 年 2 月 19 日，Facebook 宣布以

190 亿 美 元 的 价 格 收 购 智 能 手 机 通 讯 软 件 公 司

Whatsapp，正是这一趋势的最佳脚注。
手机是一种具有高度空间偏向的媒介，它帮助

用户摆脱地理空间的限制，可在任何地点(只要有信

号)与远方的人进行实时的沟通。当手机的移动性

(mobility)与互联网的连接性 ( connectivity) 一旦融

合———正如当前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融合一

样———其所带来的颠覆性甚至会超越互联网所带来

的信息革命(Levinson，2004，p． 8)。
由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共同构筑的媒介环境

里，社交联系变得无处不在。当一个人独处时，用户

可以通过社交媒介与远在他方的亲友联系。即使是

在朋友聚会时，也常见大家各自埋首在智能手机前

而相互不发一语的场景。因而有研究者认为，社交

媒介会 减 少 用 户 进 行 面 对 面 的 人 际 沟 通 的 可 能

(Humphreys，2007)。对于离散华人而言，社交媒介

能拓展他们的社交联系，但由于文化背景的影响，他

们或会更倾向于与其他离散华人，以及故乡亲友建

立和加强联系，反而更令他们疏远了所在国的当地

人群。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循环过程:出于对自身

文化身份的认同，他们选择通过社交媒介与其他华

人建立联系，而这一行为又产生了强化他们固有文

化身份认同的反作用力。
在社交媒介所营造的媒介环境里，影响海外华

人文化身份认同建构的主要因素已经不再是他们所

消费的媒介产品内容。他们生活在海外，看着当地

的电视和报刊，去电影院观看非华语电影，但这并不

意味着他们放弃了作为离散华人这一文化身份认

同。在一次非正式的访谈里，一位客居澳大利亚多

年的华人朋友告诉笔者，若要判断一个离散华人对

其自身文化身份认同为何，无需细看其看哪个电视

频道、上哪个网站、看哪份报纸，只需观察其社交圈

子以及最终选择的配偶是否华人即可。社交联系对

离散华人身份认同建构的影响，即便不通过学术研

究进行严密分析，也能在日常生活中窥见一斑。

四、从媒介消费到社交联系:研究文化身

份认同建构的新取向

身份认同之所以成为文化研究中经久不衰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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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或许是因为其涵盖了诸多层面。阶级、种族、性

别、族群等都可能成为身份认同研究的取向。离散

华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研究对象，同时符合了多个研

究取向的特征。从阶级角度看，早期的离散华人由

于语言及专业技能等方面的限制，在客居国只能从

事低收入的工作，无论是就经济地位抑或是社会地

位而言，均是处于被压迫和剥削的阶级。自进入上

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离散华人的构成逐渐发生变

化。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日益增加，所从事

的工作也开始由劳力工种转向专业工种，如金融、科
技信息、高等教育等。在离散华人的阶级身份得到

提升，物质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之后，作为少数群体的

离散华人，对于自身的身份认同变得更为关注。
虽然离散华人从种族( race) 角度看亦属于少数

群体，但种族通常所指的为生理上或外貌体征上之

特质，例如眼睛和皮肤的颜色;而民族( ethnic) 所指

示的则是更为深层的文化本质 (Procter，2013，p．
122)。生理及体貌特征相对稳定，因此基于种族形

成的身份认同亦较少出现变量及冲突。而文化则由

于受到家庭、教育、传媒以及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影

响，在人一生中的各个不同时期和阶段或会产生不

同的变化，因而导致民族身份认同在离散华人身上

表现出较大的差异。由于交通技术的发展，以及全

球一体化在经济、政治及文化层面不断加强，跨国移

民以及民族融合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一个普遍存在

的现象。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成长在客居国的第

二代离散华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开始出现差异。有部

分人的华人身份认同开始减弱，最终逐渐融入到客

居国的主流文化中，而另一部分则坚持著作为华人

的文化身份认同。
在文化身份认同的变化过程中，社交联系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社交联系的背后，则是社

交资本( social capital) 在决定着社交联系的建立和

强弱。Putnam (1995) 将社交资本定义为一种有利

于协作及互惠的社会组织特点。社交资本可以是有

形的资产，亦可能是无形的信息。对于离散华人而

言，在群体中流传的就业机会、日常生活信息等社交

资本都能影响社交联系的发展。在此点上，已有相

关研 究 证 明 了 社 会 交 往 与 求 职 之 间 的 相 关 性

(Granovetter，1983)。
在海外生活的过程中，若离散华人更依赖华人

社交网络获得就业、日常生活、社会交往等各方面的

信息，其社交联系也更有可能在离散华人群体中建

立并巩固。此时，无论其所消费的媒介内容为何，并

不会对其作为华人的文化身份认同产生根本的影

响。相反，若一个离散华人更多地是从非华人的群

体获得这些信息，导致其社交联系逐渐融入到客居

国当地人的社交网络中，则有可能会改变其作为华

人的文化身份认同。
随着社交媒介的兴起，社交资本有了更多的流

通渠道。过去的离散华人大多通过面对面的人际传

播，以及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建立联系。然而，这

些方法或是受限于地理空间———相隔太远无法见

面，又或是无法做到及时响应———当不在电话或计

算机面前时。而由智能手机以及移动互联网所构成

的媒介环境里，社会联系可以变得无处不存在、无时

不发生。用户除了可以通过手机通话或短信联系已

经认识的人之外，还可以通过智能手机的 APP 应用

程序与陌生人建立新的联系，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

登录 Facebook 发布自己的照片、观点等信息。
在高度互动和关联的社交媒介环境里，每个人

都是媒介内容的生产者，纯粹的媒介内容消费行为

已经非常鲜见。当大家在社交媒介上对话、转发、评
论时，其实已经是在参与媒介内容的生产。而决定

用户参与何种内容的生产和消费的，则是他们在各

个平台上建立的社交联系。从这个角度而言，定义

离散华人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媒

介内容消费，而是在对媒介内容进行消费、生产的过

程中所建立起来的社交联系。

五、结论与讨论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后，以美苏对抗

为标志的冷战时代最终落幕，意识形态的冲突逐渐

为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所取代。从世界范围看，随

着大中华地区各华人社会经济实力的提升，华人的

身份形象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社会上开始备受瞩

目。然而在中华文化圈的区域范围内，中国大陆、香
港、台湾三地的华人身份认同依然处于一个看似统

一但又各有差异的微妙状态之中。虽然两岸三地的

经贸文化交流日渐频繁，香港及台湾的民众对大陆

游客赴港台旅行已经司空见惯，港台明星进军大陆

市场亦已非新闻，但三地华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却仍

差异纷呈。而一旦当三地的华人旅居海外，离开了

各自所属的媒介环境后，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将如

何界定? 华人社群与传播媒介之间的关联性如何?

这实属华人传播学界无法回避之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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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乃各种社会关系共同作用下之产物。自人类

社会进入工业时代起，由于社会分工日益专门化，使

得任何一个人(或是一类人)都无法脱离千丝万缕的

社会关系而孑然孤立。而信息社会却又被打下了高

度个人化的烙印，在虚拟的互联网世界，每个人的个

性都能得到极大的发挥。在既要依存又要独处的矛

盾中，漂泊海外的离散华人是要积极主动地融入到

当地社会的主流文化中? 抑或是坚持自身的文化身

份认同? 他们或许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一

个答案。很大程度上，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是由他

们所处的媒介环境和社交关系网所决定的。
本文旨在通过理论探讨，阐释通过社交联系分

析离散华人文化身份认同建构过程的可能性。通过

分析各种媒介技术，指出离散华人如今所处的媒介

环境已经进入一个以社交联系为主要特征的跨媒介

时代。在新的媒介环境里，社交联系已经成为影响

他们文化身份认同建构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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