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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在美国的华文报刊、华社宣言以及华裔

聚会上 ,类似“融入主流社会”的话语不断出现 ,频率

颇高。不少美国华裔的实业巨子、科技精英、教育才

骏、政界翘楚纷纷现身说法 , 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忠告

同胞 : 只有主动融入主流社会 , 积极参与而不是自我

孤立 , 才能在美终有所成①。融入主流社会已然成了

全体美国华人的一种共识和自觉。对土生华人来说 ,

既然生于斯、长于斯 ,并以作为一名美国公民而自豪 ,

融入主流社会 ,抛弃其祖父辈刚到新大陆时保守孤立

心态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而对近二三十年

来数量日增的新移民来说 , 尽管其移民理由多种、文

化程度各异 , 但其目的却基本上是一致的 : 既为求在

美生存和发展 , 都谋求尽快加入当地国籍 , 成为当地

的法定公民 ,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也就成了他们的共

同取向②。从文化的角度看 ,这种“融入”的第一个直

接后果就是 ,使美国的华族文化由华侨文化变成了华

人文化 ; 紧接着 , 它又使得华人文化的特质发生了一

系列变化 , 不管是其价值观念、语言符号还是行为规

范体系 ,都深深烙上了美国社会主流 ———英裔白人文

化的印记 , 和其母文化 ———中华文化已有巨大区别 ,

以至于使得一些学者认为 :华人文化已不再属于中华

文化范畴 ,成为当地华裔特有的一种文化③。那么 ,究

竟应当如何看待、评价这种对美国主流社会的必然融

入进程和华人文化发展变化之间的内在关系 ?融入进

程最终又会塑造出一种什么样的美国华人文化呢 ?

一

对于美国华人来说 ,融入主流社会的进程其实早

在二战以后即已开始。随着 1943 年美国废除排华法

律并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陆续公布了“战时新娘法”、

“军人未婚配偶法”、“麦卡伦 ———沃尔特移民和国籍

法”、“民权法案”和 1965 年的新移民法等一系列法

案 , 华人在美的处境日益改善 , 逐步享受到平等的移

民权利 ;另一方面 ,由于新中国的建立 ,中美两国在意

识形态、政治制度上的差异一时间成了不可逾越的鸿

沟 , 再加上 1955 年中国政府对双重国籍问题的正式

声明 ,对于在美国的华人来说 ,继续保持 40 年代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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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寄居心态 , 期待有朝一日衣锦还乡已变得

极不现实。昔日可满足的来自中国家乡的价

值体系中对其自我价值的评价和认定已逐渐

变得漂渺 , 居住地社会已成为美国华人获得

自身存在价值认定的主要来源。同时随着时

间的推移 , 新大陆的环境对华人来说变得更

为舒适 ,在这里的事业基础日渐稳固 ,移民法

案的变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实现了与家乡亲

人团聚的宿愿。渐渐地 ,中国变得遥远起来 ,

美国成为了这些曾经的寄居者们的永远家

园。如 1944～1958 年美国华人出入境的统计

比较就显示 , 从 1948 年起 , 华人移居美国入

多出少 , 该年的移入者为 3574 人 , 移出者为

2238 人 , 此后每年的入多出少档次逐渐拉

大 ,到 1958 年时移入者为 3195 人 ,移出者只

有二人④。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 ,美国华人

开始了融入主流社会的进程。

尽管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多元文化社

会 , 但这决不意味着在这个国家中每一个移

入的族裔都是平等的 , 都可在社会中扮演均

等的角色。由始自终 ,美国社会都是以白人、

尤其是英裔白人为主流 ,其价值标准、行为规

范、社会组织形式等都是以其为基准。作为

占美国人口不足 1 %的少数民族 , 尤其又是

与西方社会有着巨大文化差异的华人族群 ,

要想真正在美国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必然要

对自身进行一番脱胎换骨般的改造 , 彻底抛

弃其曾经的自我孤立状态。从战后美国华人

的经历看 , 这种自我改造应当说还是比较彻

底 ,带有相当自觉成分的。无论是职业结构、

语言行为、生活习惯、婚姻家庭组织方式等均

发生了巨大变化 , 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主流

社会的观点、评价 ,越来越多的华人也已经被

主流社会所认同、接受。作为一个族群 ,华人

已成为美国社会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 在美国

的发展与进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从职业结构看 ,早期的华人靠“三把

刀”(菜刀、剪刀、理发刀) 起家 ,饮食、车 (洗)

衣和杂货业是美华人经济的“三大支柱”, 直

到二战结束 , 这种状况一直没有什么改变。

在这种职业结构的背后 , 隐藏着的其实是华

人作为一个寄居群体的孤立姿态 , 因为这些

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主流的白人社会因

种种原因所不屑干的。对于一个个体来说 ,

选择这些职业往往会有损其在固定的社会阶

层结构中的地位 , 如白人在南部地区对杂店

业的经营⑤; 作为一个群体的华人竟然都选

择这样一些职业 , 表明的只能是此时的华人

并不在意自己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 , 其奋斗

目标只是赚钱回家。但在二战以后 , 这种情

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下表 : ⑥

1940～1970 年美国大陆华人主要职业分类 ( %)

科技等 业主、 办事员 工艺、 服务 城市体 农村体
专业行 店主、 售货员 技术职 行业 力劳动 力劳动
业 农场主 工 佣工 者 者

1940 2. 5 23. 7 10. 5 24. 5 38. 4 1. 8 2. 8

1950 6. 6 24. 6 11. 7 20. 6 35. 8 2. 0 1. 5

1960 20. 3 17. 6 13. 6 19. 3 28. 5 1. 5 0. 5

1970 26. 0 8. 3 21. 4 19. 9 21. 5 2. 2 0. 5

从此表我们不难看出 , 战后 20 多年间 ,

美国华人职业结构的最大变化是 : 从事传统

的服务行业、做小店主的人数有大幅度下降 ,

专业人员比例显著上升 , 或者说蓝领阶层人

员下降 , 白领阶层人员显著上升。大批华人

开始进入过去曾被认为是“禁区”的职业领

域 ,如科学技术、工程、医法、教育、公共关系

等部门。在政治、军事、法律、警察、航海运

输、宇航飞行等各方面的华裔精英呈群星灿

烂之态 , 其发展势头引人注目。1980 年的美

国人口普查显示 , 作为职业结构变化的直接

结果之一 , 华人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已达到

27354 美元 ,超过了美全国平均水平的 19917

美元⑦。这一变化清楚地表明 ,美国华人对职

业的看法已深受美国主流社会的影响 , 并逐

步和其相认同。过去那种选择主流社会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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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从事的职业 , 不愿同主流竞争而自我孤立

的状态已经彻底改变 , 同时大批华人的成功

也显示出主流社会对这一转变的认可。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在美国华人中所做的一项调

查表明 , 只有 2 %的人认为工作有公平的升

迁机会 ,而在 1975 年对旧金山海湾区华人的

调查中 , 已有 60 %的人认为在升迁上没有困

难⑧。1987 年在美中地区所做的一个名为“美

国华裔专业者之家庭与事业”的调查也表

明 , 73. 1 %的华人已认为不再感受到歧视的

存在⑨。

其次从行为方式及生活习惯上看 , 在经

历了长时期美国式生活水准的社会化后 , 华

人社会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显著变化。主

流社会对华人一直有所保留的一个主要原因

便是他们的生活形态 , 如大部分开店的华人

家庭都住在店后或上面的几个房间里 , 每天

工作 16 小时或更长的时间等。随着对主流社

会的融入 , 情况发生了变化。哈佛大学的

J ames W . Loewen 博士对战后美国南部密

西西比州华人的社会调查向我们清楚地显示

了这一点�λυ 。如他指出 :在 Cleveland 及大多

数城镇中 ,华人已开始将住家和店铺分开 ,此

外华人店主们已开始投资于一些按传统观点

看来并无意义的事情 , 如装修商店的外观以

便使自己的经营方式能为白人所接受。1975

年对旧金山海湾区华人的一项调查显示 , 白

人已占了美国华人最常接触的人群的 1/ 3 ,

尤其是那些土生华人 , 和美国白人的接触已

几乎和与华人的联系一样频繁。同时 70 %以

上的华人每周都参加包括同事、邻居在内的

团体组织的活动 ,而在这样一些团体中 ,许多

成员并不是华人�λϖ 。对于华人尤其是第二、三

代的华人来说 , 白人的生活方式成了他们模

仿的范例 ,比如说对西式饮食方式的着迷 ,以

至于在许多华人家庭 , 年轻一代开始对从一

个大碗或盘中一起喝汤夹菜的习惯感到厌

恶。从更宏观的角度看 , 一个群体的生活方

式、行为模式只能是其生存环境的产物 ,对于

远居美国的华人来说 , 生存环境的差异无疑

是巨大的 ,一旦他们决心在此生根 ,成为一群

真正的美国公民 ,原来在其心理上、行为上对

迥异的生存环境的阻抗必然会迅速瓦解 , 随

之而来也就是生活、行为方式的“西化”,而这

种“西化”反过来又促进了华人群体对主流社

会的融入进程。

另外从婚姻家庭及社会组织方式上看 ,

来自华人的祖籍国的传统色彩也越来越淡。

部分的美国华人维持其紧密的家庭关系是为

了保持其在昔日有限的职业结构上的优势及

延续性 , 强烈的家庭乃至家族责任感曾是第

一代中国移民在美立足并获得经济上成功的

一大支柱 , 但随着华人受教育程度的日益提

高 , 如在 1950 年时 , 男性华人中拥有大学学

位者只占 7 % , 而到 1970 年时已占 24 % , 比

全美的平均数还高出了一倍�λω , 就业面不断

扩大 , 越来越多的年轻华人不再打算继承父

亲的餐馆或杂货店 , 获得经济上的成功更多

的需要依靠专业知识 , 进而维持华人家庭紧

密关系的纽带开始变松 , 华人传统的大家庭

开始解体 , 美国化的小家庭日渐增多。1970

年美国人口普查显示 , 有 64 %的华人家庭

人口在四人以下 , 距全美平均数 74 %已差

距不大。1975 年对旧金山海湾区的调查则显

示 , 华人家庭人口在四人以下的比例已升至

73. 1 % �λξ。同时在家庭中父子关系也越来越

美国化 ,小孩子们在家中地位变得更为显著 ,

他们所享有的权利在中国的远房兄弟们看来

甚至会是不可思议的�λψ。在家庭内部父母与

子女之间交流所使用的语言上 , 1987 年所进

行的一项调查表明 , 全部或大部分使用英文

者已占了六成�λζ。而早在 70 年代中期的一项

调查已显示 , 美国华人的英文阅读水平总体

上已优于其华文阅读水平�λ{。此外 ,在婚姻问

题上 ,随着自我孤立姿态的改变 ,非华人不娶

不嫁的观念被打破 , 与异族通婚者日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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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据统计在 1948 至 1958 年间 ,和异族通婚

的华人男性为 5. 83 % ,女性为 4. 84 % ,通婚

者大都是白人。但到了 1979 年 , 男性达

44 % ,女性高达 56 %�λ| 。如果注意到这些华人

异族通婚的对象大都为白人以及美国社会中

根深蒂固的种族阶层色彩 , 那么很显然这些

婚姻的大部分或多或少都带有“上攀婚”的特

征 ,作为其结果 ,在婚姻中华人一方在家庭权

威方面自然会处于弱势 , 整个家庭也因此而

会更倾向于美国化。对于华人来讲 , 尽管这

种弱势的家庭地位并不令人舒心 , 但就客观

效果而言对其融入主流社会的初衷显然是有

益的。

最后 , 能够较集中地反映华人对主流社

会融入程度的要算是对美国政治的参与度

了。尽管有资料显示 ,早在 30 年代末期的夏

威夷就已有个别华人参政的事例 , 但华人大

批参政却是 70 年代的事情。从 70 年代中期

到现在 ,华人参政意识、热情不断增强 ,人数

逐渐增多 , 参政地域已扩大到全美的几十个

州市 , 大批受过高等教育并卓有建树的华人

形成一个知识分子阶层 , 在参政活动中起着

领导作用。从最近的李亮畴、骆家辉到较早

的吴仙标、邓稚风、黄仲元等 ,虽然华人在政

坛上的成就还谈不上巨大 , 但也逐步让美国

主流社会认同了华人族群的存在和价值 , 同

时还显示出华人在进行自我改造、适应、接受

美国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

的成功。考虑到东西方在上述各方面的巨大

差异 , 尤其华人传统观念中对法、对政治的

强烈规避倾向 , 再反观在美国声势日渐浩大

的华人参政潮 , 我们不难看出 , 华人在向美

主流社会融入进程中已经历了质的飞跃。在

实行西方民主制的美国 , 一批又一批的华人

不断活跃于代表民意的政坛 , 这本身也就显

示出这些华人及他们所代表的群体已在一定

程度上被接受成为主流的一分子。在 1982 年

的一项民意测验中 , 44 %的美国人认为在美

华人对美国社会有贡献 , 持反对意见的人只

占 19 % �λ} ,被认同的倾向已是十分明显。

二

简单地说 , 文化是人的整个生活方式的

总和。其大致可分属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两

个范畴 ,前者通常称之为“显在文化”,是从外

部可以把握的文化 ,如衣食住行的方式等 ;后

者常被称为“潜在文化”, 是不表现在外部的

知识、态度、价值、信仰等精神上的文化。从

构成要素上看 ,文化又可分为 : 第一 ,精神要

素 ,主要指哲学和其它具体科学、宗教、艺术、

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念等 , 其中尤以价值观

念最为重要 ,是核心 ;第二 ,语言和符号 ,人类

借助语言、符号进行沟通 ,沟通和互动创造文

化 , 而文化的各方面也只有通过语言和符号

才能反映和传授 ; 第三 ,规范体系 ,规范指人

的行为准则 ,有约定俗成者 ,如风俗等 ,也有

明文规定为法律条文、群体的规章制度等 ,规

范规定人们的活动方向、方法和式样 ,规定语

文符号使用的对象和方法 , 规范是价值观念

的具体化。

对于美国的华人文化来说 , 一方面它自

然应当包括从中华民族中所继承的中华文化

成分 , 另一方面它又必然会不断地从其生存

环境中吸收他族文化成分。同美国华人史分

为华侨阶段与华人 (包括华裔) 阶段一样 ,其

华人文化也分为华侨文化和华人文化两个阶

段。华侨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为主的华人文

化 , 其中的中华文化是由华侨从中国带到美

国并予实践和保留的。而第二阶段的华人文

化 ,则是已逐渐成为以当地文化为主 ,但仍保

留某种程度的中国文化成分的综合性文化。

按基本特质区分 ,前一阶段属中华文化范畴 ,

是中华文化的海外分支 , 后一阶段属于当地

文化范畴 , 最终将成为当地主流文化的一个

分支。曾有学者撰文指出 : 海外华人都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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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风俗习惯 , 由于风俗和习惯中也含有

宗教和价值观的成分 , 因此除非华人放弃自

己的传统 , 否则只是更多地受到当地文化的

影响 ,不能算是同化�λ∼。从前文的分析我们不

难看出 ,风俗习惯大都归属于“显在文化”范

围 ,是一种行为规范体系 ,从本质上讲 ,它是

由精神文化决定 , 评价一种文化是否发生质

的变化 , 更多地应从潜在部分而非显在部分

入手。

从美国华人对主流社会不断自觉地融入

中我们不难看出 , 其文化中的核心部分 ———

价值观念已发生了深刻变化 , 或者说已基本

上美国化了 , 否则我们就难以为华人参政的

热情与成功、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的变化等找

到合理的解释。至于华人社会在风俗习惯上

对传统的保留 , 更多地只是一种文化的“记

忆”成份 ,民俗活动也只是属于层次较低领域

的表演艺术 , 与一般华人的日常生活日渐脱

节。仅通过这种表演艺术和文化的记忆 , 年

轻一代的华人是很难真正继承下来多少中华

文化成分的 , 这种似乎特别有生命力的风俗

习惯的延续 , 最大的功能仅是维系整个华人

群体的自我认同 , 以便更好地维护华族的利

益。但即使是在“显在文化”层上 ,保留传统

印记的东西也是越来越少。以唐人街为例 ,

曾经是美国华人标志的、中华文化主要领地

的唐人街自战后以来不断萎缩 ,在 1940 年时

美国有 28 个城市有类似唐人街的区域存在 ,

到 1955 年时只有 16 个城市 , 1980 年时则已

不到 10 个城市有唐人街 �µυ ,目前美国规模较

大的唐人街只存在于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

三个地方。为了寻求自身更大的发展 , 与主

流融为一体 ,越来越多的华人冲出唐人街 ,不

少成功人士也纷纷著文呼吁 , 号召大家要勇

于冲出华埠 , 在更广阔的美国社会中谋求自

己的目标 �µϖ 。因为“一个少数民族在经济上获

得的发展机会和在社会上得到的承认与地

位 , 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一少数民族的成员

是隐居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 墨守成规还是投

身于更广阔的社会中 , 与占优势的文化融成

一体”�µω。

就中华文化本身而言 , 其发展一直是一

个可变性的转化和创造过程 , 是随时代变化

而不断丰富着的 ,在中华文化的内涵里 ,有传

统的种子 , 也有现代的基因。从这个意义上

看 ,源于中华文化的美国华人文化 ,在迥异于

母文化的环境中经过一段时间的摔打锤炼、

吸收整合 , 最终发生质变也就是合乎逻辑

的。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 中华文化都不

是一个封闭的而是在开放中不断发展的体

系 , 美国华人文化的发展历程从根本上看正

是与此一脉相承的。在新的环境中 , 在融入

主流的内驱力作用下 ,华人文化不断调整、改

变着对各种事物的表现或表达方式 , 而这种

不同的文化对各类事物不同的表现方式 , 实

际上便是促成文化独特性的重要基础 , 在文

化独特性的背后显现的则是一种文化之所以

成为这种文化的本质 , 即使是对于相同的对

象物 , 今天大洋两岸的华人文化与中华文化

也不可能再产生相同的表达方式 ,自然地 ,其

文化的独特性与本质也就不同了。当然 , 联

系仍然存在 , 但大半也都只是通过舞龙、舞

狮、神诞庆典、传统礼节等多少有点异域味道

的表演、通俗文化活动来显现了。

三

尽管美国华人主观上有融入主流社会的

强烈愿望 , 客观上也采取了一系列自我改造

的行动 ,取得了应当说也是较为明显的效果 ,

但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要求融入的态度并不

是一致的。在一定程度上主流社会对华人仍

存在着抗拒心理 , 有意无意地对华人的融入

进程制造着阻力。以华人参政为例 , 在美国

的各类选举中 ,人们常会见到这样的场面 :来

自主流社会的白人候选人为击败自己的华裔

●华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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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 ,常常不择手段地指责对手“代表华人利

益”、“出卖美国”, 用种族主义的说教拉拢选

民。1988 年邵品剡和吴仙标竞选国会议员失

败 , 主要原因之一便在于此。吴仙标因此不

无遗憾地说 ,他从政五年 ,深深体验到美国社

会对华人的种族歧视 ,“初选时 , 我遭到对手

恶意攻击 , 指称我‘出卖美国’和代表‘亚洲

来的影响’, 在选民心目中投下疑惧的阴影 ,

这种‘外国来的’反面因素 ,对我的候选资格

和竞选工作造成相当困扰”�µξ。九七年华裔民

权律师李亮畴在接受克林顿政府任命为助理

司法部长时一再受阻 , 共和党反对其出任的

唯一口实是 : 支持“平权法案”, 主张族裔平

等�µψ。尽管李亮畴最终还是获得任命 ,但曾任

柏克莱加州大学校长的田长霖在角逐能源部

长一职时却没有他那么幸运 , 最终因为类似

的理由而失败。再比如美国华人的贫困及收

入问题 , 尽管华人在美国各族群中平均受教

育年数是最高的 , 而在美国依靠教育阶梯的

引导向高收入和上流社会流动又几乎是一项

公认的社会原则 ,但 1980 年的全美人口普查

资料显示 , 华人的贫困率为 13. 5 % , 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的 12. 4 %。在华人与白人的收入

比较中 ,男性白人每收入一元 ,男性华人只收

入 0. 84 元 ,女性华人只有 0. 42 元的收入�µζ。

只是依靠自身的更加勤奋 ,更长的工作时间 ,

家庭中更多的工作人员 , 美国华人家庭的收

入水平才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 华人社会似

乎成了美国某些公认的社会原则在适用范围

上的“盲区”。

令人感到担忧的还有美国的反亚裔 (华

人首当其冲) 情绪。1985 年反亚裔事件比

1984 年增加了 62 % , 美国民权委员会 1986

年度的报告中也承认 , 攻击亚裔的暴力事件

已成为全国性的问题 �µ{。在 1994 年到 1996

年全美犯罪案件下降 7 %的同时 , 针对亚裔

的犯罪案件反呈上升趋势 , 1996 年比 1995

年还上升了 17 % , 在最严重的加州 , 针对华

裔的案件甚至上升了 30 % �µ| 。同时近年来 ,美

国会对亚太裔不公平的法案时有涌现 , 如

1996 年 8 月 22 日通过的“福利改革法案”,

使大约 100 万合法移民在 1997 年 9 月 1 日

后失去他们的食物券 ; 1998 年 3 月 30 日众

议院通过的“非法外国政治捐款的法案”, 更

是支持一种危险的倾向 , 即把移民看作是外

国人 , 并拒绝他们在政治上享有应得之权

利 ; 新近提出的“竞选改革和诚实选举法

案”, 则可能将使大批看起来不象美国人 , 或

者有外国口音的美籍人受到不公平的歧视性

待遇 �µ} 。正如美籍华人政治行动委员会在对

华人社会的一封公开信中所说的 ,“我们华人

已被认为是最出色、最成功的族裔之一 , 然

而 ,不可否认的是 ,无论我们如何成功 ,无论

我们如何努力 , 在华人和所谓的主流社会之

间始终存在一条鸿沟 , 华人的合法权益常常

受到有意无意的侵犯”�µ∼。

面对来自主流社会的种种阻力 , 华人社

会的反应是 ,加强华人的自我团结 ,更加注重

华裔的整体 , 力图用华人的群体实力而非仅

靠个别华裔的卓越才华来促进向主流社会的

融入进程。要实现这一目标 ,就必须强化、宣

扬华人社会中独特的、带有共性的东西 ,也就

是华人文化中所保留的中华文化成份。因此

在整个华人文化中美国色彩越来越浓的同

时 , 其固有的东方色彩又受到华人社会的重

视。以中文教育为例 , 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的

会员由 1995 年 40 多所已增至 1997 年的 90

多所 , 规模日益扩大 , 学生人数成倍增长 ,

如新泽西州的华夏中文学校已有五六百学

生 ,有些大都市的学校还办起了连锁分校 ,中

文已渐成为美国大学的热门外语�νυ 。华语大

众传媒的情况也是如此 , 如在华人较集中的

洛杉矶 ,到 1998 年 4 月已成立了六家华语电

台�νϖ , 在旧金山的 11 份日报中 , 华文日报就

占了五份 ,其中两份甚至还是国际报章�νω。一

些新型的华人社团如全美华人协会、鼓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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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政委员会、百人会等纷纷成立 ,呼吁全美

华人团结一心 ,共求发展。在华埠 ,带有中华

传统色彩的民俗表演活动规模、影响也在不

断扩大 ,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华人参与和关

注。

总之 ,在美国华人向主流社会不可逆转

的融入进程中 ,华人文化一方面由于主体的

内在要求 ,越来越多地吸收来自当地的内容 ,

积极向主流文化靠拢 ;另一方面为对抗来自

主流的远未终结的各种阻力 ,其固有的中华

文化色彩又不时迸发出强烈的张力。在这看

似矛盾的两股力量的作用下 ,美国华人文化曲

折地开辟着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 ,在

相悖的两极中显示出自身长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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