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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论文最初是在 2010年 5月 20日于中国北京召开的 �中国与亚洲的移民 � � � 经验与政策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题

为�移民的文化政策 � �� 跨国移民与多元文化的新日本 �发言稿。后由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赵浚竹翻译,中山大学王建

新补充、校正并修改成文。引言部分 (第 1、2节 )使用了笔者之前发表的论文 (山下 2008) [ 12] ,做了一些修改并增加了新

的统计数据。说明 �多文化共生 � (m u lticu lturalcoexistence)是一个日文表述方式,与中文 �多元文化共存 �意思大致相同。

考虑到这个用语与中文相近,不妨碍读者理解,译文中保留了日文原语,只在必要时表述为�多元文化共存 � (译者注 )。

多文化共生:跨国移民与多元文化的新日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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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学 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日本 东京 )

摘 � 要: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 米德 60年前在其未出版的一本著作题目中使用了 �学习共同生

活在一个世界�。60年后的今天,这个题目还是那么贴切。日本近年展开的 �多文化共生 �项目就是走

向 �全人类生活在一个世界�之基本目标的一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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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移动的东亚

道格拉斯�梅西及其同事在�移动的世界� ( 1998) [ 1 ]
一书中指出,到 20世纪 80年代,国际移

民已经蔓延至亚洲,不仅是日本,而且延伸到包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新兴

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据估计, 到 2000年, 已经有大约 1 500万移民从东亚移出 (包括东南亚国

家 ) � � � 东亚地区正处于移动状态。

梅西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 亚太地区主要的国际移民制度使其成为世界移民的最新区域

( 1998)
[ 1] ( 169)

, 与北美和欧洲相比, 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然而, 近几年有关亚太地区移民研究的

关注越来越多, 诸如中国成长之影响研究 (诺尼、王 1997
[ 2]
, 王 2000

[ 3 ]
, 陈 2001

[ 4]
, 吉原、S izuk i

2002
[ 5]

), 日本移民研究 (小舞 1999
[ 6]

,道格拉斯、罗伯茨 2000
[ 7]

,别府、吉夏尔 �安吉斯 2001
[ 8]

,古

德曼、帕奇、竹中、怀特 2003
[ 9]

)以及关于菲律宾国际移民聚居区研究 ( Parrenas 2001
[ 10]

), 等等。斯

蒂芬�卡索也提供了一个与族群和民族主义相关联的东南亚及东亚新移民的概述性研究

( 1998)
[ 11]
。

在东亚,随着人口流动的加速,民族国家的边界正在动摇。即使在日本, 这个通常被认为是移

民控制非常严格的 �同质的国家�,到 2008年注册的外国居民数也已超过了 220万 � � � 日本也在

移动。本文将把日本作为一个民族志聚焦点, 探讨移民文化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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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国移民到日本

日本曾经是一个移民输出国。然而, 在经历了 20世纪 60年代的经济增长后, 从日本移出的移

民逐渐减少,到 20世纪 90年代初,国家移民工程终于结束。相反, 自 20世纪 80年代开始, 日本成

了一个移民接收国。结果是,如前所述,现在有大约 220万外国人在日本生活工作,他们占日本总

人口的 1. 7%。日本外籍居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还大大低于诸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欧

美发达国家。然而,过去 10年在日本居住的外国居民比例上升了一倍,使得外国人成为日本社会

一个非常显著的存在。

随着 1990年新移民法的颁布, 日本政府关闭了对外国工人的 �正门 �, 却敞开了许多法定的

�侧门�,例如,巴西和秘鲁日系人 (日裔 )自由进入, 研修人员以企业培训名义来日本工厂工作; 就

读于日语学校学习语言的学生被允许限时工作;来自菲律宾和泰国的舞蹈演员、艺妓等演艺工作者

(卡索 1998)
[ 11] ( 10)

等。

日本目前的跨国移民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他们中的 70%来自亚洲国家, 特别是中国和韩

国。2008年,中国移民人数达到了 655 000人, 成为最大的群体。中国人是留学生 (大学学生 )、修

学生 (语言学校学生 )和研修生 (进修人员 )群体中的主要部分。韩国列第二 ( 2006年前是第一 ),

人数为 589 000人,其中包括 42万韩裔少数民族、在日韩国 � 朝鲜人,他们的存在是日本殖民地劳

工移民的结果。他们大多是第三代或第四代。第二,随着 1990年新移民法的实施,日系移民,特别

是来自巴西的日裔达到 313 000人,成为第三大群体。他们一般在滨松、爱知、大泉、群马等县 �的

一些城市的工厂工作。然而, 2008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也冲击到日本, 一些

日裔巴西人失去了工作又回到巴西。第三是妇女, 特别是那些来自菲律宾的妇女有其特殊的社会

处境。她们被称为 � japayuk i� (赴日本者 ) , 大多在酒吧及夜总会等娱乐行业工作。目前, 大约有

212 000菲律宾人在日本,其中约 80%是女性。 2004年日本被美国监督与打击人口贩运活动组织

列入 �第二级观察者名单�里,所以,自 2005年起,日本对 �演艺签证�制定了更严格的限制, 使得菲

律宾入境签证的演艺人员数大大减少。2008年日本和菲律宾签订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EPA ), 再

加之日本人口老龄化,使得菲律宾人又开始进入日本的护理部门工作。

除以上特征外,还有一个被称为亚洲新娘 �进口 �的现象。今天的日本女性的结婚年龄是全世

界最高的,年轻的日本妇女似乎没有合适理由去结婚,因此她们也不愿意这样做。一些村落的妇女

也外流到城市,导致农村人口减少, 年轻妇女缺乏, 从菲律宾、斯里兰卡以及中国 �进口 �新娘也就
成为常态。在日本东北部地区山形县朝日町出现了由市长率领旅游团去菲律宾安排相亲的现象

(宿屋 1988)
[ 13]
。渡边雅子讨论了日本农村特别在山形县年轻妇女缺乏和 �进口�新娘对近期社会

文化变化造成影响的问题 ( 2002)
[ 14 ]
。法耶尔在长野县木曾村进行田野调查,把菲律宾女性 �当媳

妇 �作为当代日本农村文化生产的案例来讨论 ( 2009)
[ 15 ]
。

面对日本低生育率促使老龄化加速, 外国的跨国劳工应该受到特别关注。 2005年,日本人口

下降进一步加剧,开始面临更多的劳动力问题。据预测, 低出生率将会使日本人口由目前的 1. 27

亿下降到 2055年的不足 9 000万,其中 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将上升到总人口的 40%。这是一个我

们从未经历过的超高龄社会。在这种人口学框架下, 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需要 �进口 �外国移民

以维持其经济。因此, 有学者认为, 到 2050年日本将有 1 000万外国居民 (阪中、浅川 2007)
[ 16]
。

这就必然导致日本文化不断加强的多元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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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文化共生:新日本的多元文化

在这种外国居民日益增多的背景下, 2004年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举行了一场名为 �多民族

日本: 日本外国居民的生活 �的特别展览, 展览的关键词是 �多文化共生 � ( �多元文化共存 � )。这

个词是 20世纪 90年代初神奈川县川崎市韩裔少数民族在市民权运动中最初使用的, 后来在支援

1995年神户发生的阪神淡路大地震的受灾者活动中被广泛使用。

当时,有 130万志愿者来到神户帮助人们从地震的阴影里走出来。他们帮助的不仅是日本人,还

有日本的外国居民,尤其是在神户市长田区居住的朝鲜族人。这一经验促成了 1998年从事人权及非

营利组织法律建立的市民社会组织的形成。例如, �外国居民地震信息中心�成立于地震发生期间, 9

个月后发展成 �多文化共生中心 �。该中心还扩展到大阪、京都、兵库、广岛和东京等 5个地区, 2004年

起这些组织都成为独立机构。观察这些市民社会组织由草根活动逐渐形成的过程非常有趣。

鉴于这种志愿服务在日本的发展, 2005年 6月,日本政府总务省 (M IC )成立了一个讲习班, 以

促进 �多文化共生 �项目。 2006年 3月汇编了一个报告, 其中对 �多文化共生�的定义是: �不同国

籍和民族背景的人们,承认相互间的文化差异,建构平等的社会关系,作为同一地方社区成员共同

生活在一起。��自此, �多文化共生 �概念受到来自总务省的官方认可, 并广泛地被地方政府援用。

例如, 东京都政府就出版了一个题为 �外国居民的人权: 互相了解很重要 �的宣传册以促进 �多文化

共生�项目, 其内容如下:

东京是一个有着各种国籍和大量外国居民的城市。我们经常会根据基于肤色、语言、

文化及风俗的偏见和先入观去对待他们。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以与

外国居民和睦相处,同时尊重他们的人权,建立一个符合当前全球化时代要求的社会。

针对这一文化政策本身,似乎并没有出现反对意见。但是,有三个问题需要考虑。

首先,这个文化政策关注的是当地社区,而不是国家社区;定义本身强调生活在一起的主体是

地方社区成员,而不是整个国家社区。事实上, 在人权宪法的讨论中,日本政府有将 �人们�与 �国

民 �等同的趋势。因此,外国移民往往是被排除在国家公民安全话语以外的。不过,根据日本地方

政府的法律,地方政府应对所有居民的人权负有责任,无论他们是不是日本国民。换言之,中央政

府在没有明确多元文化的国家政策的前提下, 将责任推卸给了当地政府。

第二,东京都政府的宣传册中显示,有一种 �我们日本人�和 �他们外国人 �的两分法。这种区

别意在应该尊重不同人的不同文化背景。然而,这种区分的过度紧张可能导致日本社会排斥外国

人,从而演变为另一种歧视。此外,这种两分法不适合诸如混血儿等外国籍人的日本人后裔,他们

可以是日本人也可以是外国人。我将在后面回到这个话题。

第三, �多文化共生工程�概念下的 �文化 �, 往往被概念化为一种基于本质主义的不同文化实

体。例如,日本文化不同于韩国文化。然而, 在当前全球文化流动的背景下,没有纯粹的文化, 相

反,作为历史融合的结果, 这两个文化具有很多共同的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不再能够维持

本质主义文化概念,其特征表现为被限定于不同文化各自价值和实践体系的多样认同。然而,通过

这种对文化本质化, �多文化共生�项目实际上将文化局限于所谓 �三 F� (服饰、节日和饮食 )的肤

浅水平。这就是泰萨 �莫里斯铃木所说的 �化妆的多文化主义� ( 2002) [ 17] ( 154)
。

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等国家, 多元文化主义是被作为土著居民及跨国移民参与国

家一体化的新途径而提出的。因此, 多元文化主义被定义为 �建构尊重土著人民和移民文化差异

之国家文化的尝试� (小舞 2006)
[ 18] ( 128)

。然而, �多文化共生� (日文版的多元文化主义 )在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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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缺乏一个国家共识:总务省提出了这一概念, 但没有在国家层面涉及多元文化主义 (事实上, 日

本政府目前还没有一个认可这些事项的移民政策, 将移民政策局限于移民控制 )。

正如莫里斯铃木所认为,这不是移民使一个社会 �多元文化 �, 而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

的 �内部多元文化主义 �或 �多元文化主义之内� ( 2002)
[ 17] ( 246~ 247)

。因此, 多元文化主义可能是民

族国家适应全球化世界的结果。不过,考虑到外国居民的选举权和日本仇外心理的存在,她预测,

如果日本迈出真正多元文化主义的步伐, 则有可能发生有关包容和排斥之界限的一系列争论。别

府晴海 ( 2006)
[ 19]
也提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日本会承认多元文化为市民社会的一个原则,但将在

相当时期内面对多元文化主义与单一文化主义 (源于日本的 �同质性习惯� )并存。这两种不同的
原则会使日本社会成为一个动态社会,尽管存在各种冲突。无论如何, 我们至少可以说, 日本正向

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迈进。

四、东京都新宿区大久保地区:日本一个多元文化空间的事例

现实中,我们已经可以观察到日本国内的多元文化空间,东京都新宿区大久保地区就是一个例

子。截至 2009年,东京有 418 000注册外国移民,占东京总人口的的 3. 2%。从他们的国籍看, 中

国人 ( 157 000人 )数量最多,其次是韩国人 ( 116 000人 )和菲律宾人 ( 31 000人 )。外国居民最稠

密的地区是日本东京新宿,这里有 35 000外国居民,是新宿总人口的 11%。这里最多的是韩国人

( 14 000, 41% ),其次是中国人 ( 11 000, 32% )和缅甸人 ( 1 300, 4% )。大久保地区的外籍人口比

率则更高,占 35%至 45%。这里吸引外国居民的主要原因是,它与日本最大的娱乐中心新宿区相

邻,有许多外国居民工作的酒吧和餐馆。大久保是他们方便的 �起居城 �。

根据稻叶的研究, 大久保区自 1990 年前后就开始转变为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城区

( 2008)
[ 20] ( 26~ 31)

。当时,那里出现了许多台湾人、泰国人和马来西亚人经营的餐厅、影碟屋、民族食

品店、语言学校, 以及为外国女招待所设的美容院。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 旅行社、酒店、回收店、

教堂和清真寺也开始在大久保地区出现。韩语和汉语成为街巷口语。自 2003年以来, 随着 �韩

流 �出现,大久保成为东京最热门的旅游景点之一, 尤其是那些喜爱购买韩国食品和商品的女性。

在这种情况下,跨国移民通过发展小型、充满活力的商业经营重写了大久保的城市景观。大久保已

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多元文化城区, 尽管日本整体经历了萧条 � � � 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失去的数十

年 (稻叶 2008)
[ 20] ( 139)

。

虽然,全球化形成期的大久保存在日本居民与外国人之间关于住房、垃圾问题以及生活方式等

方面的冲突,但是,大久保日本居民现在已经意识到,除了接受和外国居民一起生活在同一城市的

事实外别无选择。河村千鹤子根据观察到的此类变化将大久保地区定性为一个 �日本之外的地方

社区�。 �地方社区已能够适应多种族和多文化的运动, 以及人类正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这些社区

已经尝试在日常环境中找到生存的可能性。任何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不论他们住在哪里。他

们意识到,与不同种族背景的人一起生活能够为社区发展提供积极影响。� (山下译, 1998
[ 21] ( 256)

)。

根据河村的解释,一起生活在一个多种族和多文化环境, 需要我们不仅仅是口头上理解人权,

更多在于我们的日常行为 ( 1998)
[ 21 ] ( 258 )

。我们需要不断地学习来认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移民

也有权利工作、享受生活、结婚以及供养家庭。

五、多元文化日本之菲律宾妇女的梦

这方面,我想对菲律宾移民的个案做些评述。根据久田惠研究, 1979年是产生 � japayuki� (赴

日本者 )模式的第一年,菲律宾妇女来日本工作人数多于 10 000( 1992)
[ 22] ( 307~ 308)

。 30年后, 菲律

宾妇女人数已经超过了 20万。如前所述,她们一般在娱乐行业工作,但也有在酒吧或酒馆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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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相识而与之结婚的菲律宾女性, 这种类型的夫妇目前超过 10万。在嫁给日本男性的外籍妻子

中,菲律宾女性是最大的群体, 占到了日本男性与外国女性国际婚姻的 33. 8% �。

然而,婚姻为这些新娘带来的并不一定是幸福。在某些情况下,她们遭受家庭暴力而没有人权

可言, 她们甚至被卷入人口贩卖交易。离婚变得司空见惯。有人说, 有 5万 (包括离婚 )的单身母

亲必须努力工作来养育她们的孩子, 除了在娱乐场所工作外还要兼职其他工作。尽管存在这些困

难,她们依然怀揣梦想而努力生活。南茜 �卡拉维的评论适用于在日本的菲律宾女性移民: �移民

女性必须被看作是一个更加自信、果断、机智的女性群体,她们拥有梦想,承担使命。她必须从婚姻

失败或失业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她得继续前行。� ( Caraw ay 2008)
[ 23] ( 253)

日本人 � 菲律宾妇女婚姻中有一个子女的问题。混血儿童中有超过 20万的日本菲律宾儿童

( JFC)。他们中有些出生前并不被父亲所承认。根据日本国籍法, 未婚夫妇所生混血儿童如果没

有父亲在其出生前的父子认可就无法拥有日本国籍。

2005年 4月,在 JFC网络和其他团体等非政府组织 (NGO )支持下,有 10名这样的儿童向东京

高等法院提起了诉讼。2008年 6月,日本最高法院下达了裁决, 认为这违反了宪法第 14条 �保障

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应由种族、信仰、性别、社会地位、出身地位、政治或社会关系而被歧视。�因
此,最高法院裁定这些儿童应该拥有日本国籍。此后,日本国籍法也作了修订。

M asam iTapil是原告之一, 她与母亲 Rosana、妹妹 Naom i一起生活在东海地区。Rosana 24岁时

来到日本,她曾在一家餐厅工作, 并在那里结识一位日本男子,随后与其生下了一名女婴,取名为

M asam i(用汉字表示是 �雅美� )。M asam i说, 她的父亲在她出生前并不承认与她是父女关系,因此

她不是日本人,她的名字也不能使用汉字字符。而她的妹妹, 在她母亲怀孕期间得到了父亲的承

认,因此取名为 N aom i(用汉字表示是 �直美 � )成为了一名日本公民。就这样, M asam i被命名为

�Masam iTapil�,一个菲律宾名字,而她的妹妹却是一个叫做 �佐藤直美 �的日本人。因此,她们有

时不被认为是真正的姐妹。直到诉讼获得成功的记者招待会上,当 Masam i谈到她梦想成为一名警

务人员时,才被大家接受是一名日本人 (东京产经新闻, 2008年 5月 )。

另一个例子是来自东京的苏珊娜 (化名 )。她加入了 CHOBET(社区及家庭英语教师组织 ) ,这

个项目由 C JFF(日本菲律宾家庭中心 )组织运作,它是一个支援菲律宾人的非政府组织。 2006年 5

月开始,这一组织努力为菲律宾妇女提供技能培训,让她们顺利从艺人转变为英语教师。该项目希

望为菲律宾妇女提供谋生之道,增加尊严及能力。苏珊娜于 1990年在她 20岁时来到日本, 当时她

是一名歌手。在长野酒吧和其他地方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她移居到静冈县伊豆工作, 在那里她认识

了她现在的丈夫。他们 1991年在菲律宾结婚。在那加城 � � � 她的家乡逗留了数个月后,她又与丈

夫回到日本。她的丈夫在经历过数次跳槽后, 目前在东京地铁做售票员工作。她有 5个孩子。在

我做此项研究时,作为 CHOBET项目的内容,她每周为 5个班级教 3次英语。当我问到她的梦想

是什么时,她回答说, 她希望她的孩子是 �普通的�日本人。
�成为普通的日本人� � � � 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梦。然而,在当代日本, 由于个人价值取向和生

活方式的多样化,我们很难界定什么是 �普通�。因此, 即使是日本父母也很难将他们的孩子抚养

成为 �普通孩子�。这对于有着混血儿女的菲律宾母亲来说就更加艰难了。她希望自己孩子能成

为一名 �普通 �日本人的梦想看起来就更加具有挑战性, 但也是一种基本人权, 所有人在他们所居

住的地方有追求完美生活的权利。

加桑�哈格在�反对偏执的民族主义 �一书中讨论了 �一个不断缩小的社会的希望�。根据他

的看法,人类社会是一个产生和传播希望及社会机遇的机体 ( 2003)
[ 24] ( 9 )

。如果新日本是一个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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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多文化共生�社会,那么就应该能够提供日本国民及外国移民共享的梦想。问题是,这还关系

到跨国移民的人权和公民权以及多元文化社会的民主等等
[ 25]
。

结论: 学会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

全球化的世界如同一块被连接在一起的根茎, 正如迈克尔 �科尔内所提出的,基于 �我们, 一起

���而不是 �我,或者���的逻辑,创造出一个复杂的跨区域乃至跨国网络 (科尔内 1995)
[ 26] ( 558 )

。

我所设想的 �新地球�里,世界不应像地图上那样,由不同彩色所点缀的民族国家组成,而是没有国界

的 �一个世界� (山下 2009)
[ 27]
。通过 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我们已经以一种相当消极的方式

体验到世界紧密相连的程度。它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但随即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 �共同生活在一

个世界�,无论是好是坏,非常肯定的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

在这里,人们也许还记得 �学习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是由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 60多年

前在她未实现的书中提出,由于美国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出版受到阻碍 (比曼 2004)
[ 28]
。经过了

60多年,这一提法仍然是那么贴切。除了不断努力去学习生活在 �一个不断缩小的世界�, 我们可能

没有其他更好的希望。笔者这里所探讨的近年在日本展开的 �多文化共生�工程, 就是走向 �全人类
生活在一个世界 �之基本目标的一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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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unka-kyosei (multicu ltural coexistence):

Transnationa lM igrants and theM ulticu lturalism in the New Japan

Yam ash ita Sh inji

( The Un iversity ofT okyo)

Abstrac t: Am er ican anthropo log istM argaretM ead even pu t the phrase � lea rning to live together in one wor ld� in her

unrea lized book titlem o re than six ty y ea rs ago. Over six ty years later, her book title is still proper today. Japan� s recent

tabunka-kyo se i project is just an attempt tow ard this fundamenta l goal for a ll of hum an ity liv ing in one w orld. This paper

d iscusses the cultura l aspects o fm ig ra tion by tak ing Japan as an ethnog raph ic focus.

K ey words: imm igrant; New Japan; m ulticu ltura lism; one w 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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