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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深度媒介化时代，跨国移民的日常生活与媒介相伴，他们由交往建构的社会世界与媒介深

深交织在一起。研究比照罗伯特·E·帕克的移民研究，通过对加拿大华人移民为期 1 年的参与式观察和

深度访谈，探讨当代跨国移民的身份认同特点，描述媒介为移民生成了怎样的社会世界与认同，以及这

种认同与媒介生成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 ：与帕克所在的报刊时代不同，融入或同化不再是移民群体

的必然选择；媒介及其基础设施的脱域化和无边界化重塑了移民的社会世界，他们对周遭世界与共同世界、

全球与地方、虚拟与实在之间的感知逐渐模糊，地域不再是身份认同明确或唯一的支撑，媒介创造出与

地点无关的认同和归属感。在这个意义上，媒介生成了跨国移民新的身份认同，而且这种认同往往是混

杂的、纷乱的、碎片化的、不定向的。媒介基础设施的脱域性和无边界化弱化了曾经跨国移民身上独有

的漂泊情结，维系着他们与母国千丝万缕的勾连，保留着其精神世界的认同和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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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移民报告》，全球跨国移民总数从 1990 年的 1.54 亿上升到 2022 年的 2.81 亿。①中国已成

为世界上第三大移民输出国，移居海外人数达 1073.23 万人。②广大的海外华人移民是中国联系世界的重要桥

梁和纽带，与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休戚与共，而移民的身份认同关乎中华民族的“根”意识——落地生

根或落叶归根。③从前，移民群体被认为是一种断裂的、去根性的、双重缺席的存在，但现在移民是一个

流动的、可延续的、保持连接的群体。④正如孔飞力所言，对移民来说，海岸线并非边界，而是纽带。⑤关于

移民与媒介的研究由来已久，经典研究来自芝加哥学派罗伯特·E·帕克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讲述

了 100 多年前报纸促进移民美国化的故事。时至今日，伴随媒介技术的发展，跨国移民的境况发生了变化。

在全球化、数字化和深度媒介化时代，中文社交媒体在海外华人群体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据路透社

数据显示，2020 年微信在美国的日活跃用户超过 1900 万，在加拿大的日活用户为 100 多万，TikTok 在美

国拥有约 5000 万日活用户。⑥这说明，当代移民的日常生活与媒介相伴，他们由交往建构的社会世界从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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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与媒介深度交织。⑦媒介连接着移民的祖籍国与居住国，跨国移民的社会生活越来越依赖于媒介及其基

础设施，他们的身份认同亦与媒介深深交织在一起。本文通过为期 1 年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基于

媒介生成性的视角，试图探讨加拿大华人移民的身份认同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媒介如何对移民的认同心

理产生影响？更进一步，媒介为移民生成了怎样的社会世界与认同？这种认同与媒介生成性的关系如何？

一、文献回顾

（一）移民的身份认同与媒介

联合国移民组织将“移民”定义为 ：任何一个正在或已经跨越了国际边界的人，即在一国之内离开其

常居地的人，无论因何原因、自愿与否，无论通过何种手段，而且移民居留的时间一般在 1 年以上。中文《辞

海》里对“移民”的定义是迁往他地定居的人，属于人口的空间流动，可分为国境内移民和跨国境移民。

二者皆强调了移民的时空维度 ：空间上的相对迁移，时间上相对稳定的居留。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跨国境

的移民，不同于留学生或短暂停留的跨国流动人员，他们通常具备永久居留资格，或保留原国籍，或已

入他国国籍。身份问题对于移民而言往往是敏感的，寻求认同亦是他们跨国生活中本然的一部分。

“identity”一词在中文里有身份和认同两种译法，对应着两重含义 ：身份指的是个人或群体据以确认

自己在社会中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如性别、阶级、种族等 ；认同则是个人

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证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的过程。⑧本文对二者不作严格区分，而是以身份认同作为涵

盖两种含义的整体性表述。简单来说，身份认同就是关于“我 / 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思考与回答，是对

自我的界定和对所在群体共有属性的确认。⑨在后现代和全球化语境下，已有研究指出了跨国移民身份认

同的流动性、情境性和不稳定性，针对移民身份认同的这种特性，学者们提出了诸如双重认同、叠合

认同、复合型认同等概念，⑩⑪⑫以解释移民介于祖籍国与居住国之间认同的复杂性，不过关于移民的人

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研究并未充分关注到媒介的角色和影响。

其实移民与媒介的研究由来已久，芝加哥学派对移民相关媒体的关注开启了先河，经典研究来自帕

克对美国移民报刊的考察，他发现移民报刊的兴起既有助于同族移民之间的沟通交流并维持共同的文化

传统，也可以通过为移民提供本地的信息和新闻来增加其对居住国的了解和认同，最终的结果是促成移

民的社会融入和美国化。⑬后续研究不断丰富和拓展了各种新兴媒介技术之于移民的影响 ：新世纪以来，

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的普及促进了人口流动和移民潮，形成了与传统社会关系交叠的、跨地域的社会网络，

这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影响着移民的过程和生活方式。⑭当下，社交媒体成为移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设

施，改变了跨国家庭的交流方式，允许移民可随时“携带”与原籍的朋友家人之间的关系网络，为他们

提供一种“情感缓冲器”，并保持远距离的交往共在 ；⑮同时媒介也使移民更容易在族群社区中获取一些

非正式的信息和内部知识。⑯这些研究说明了媒介之于跨国移民日常生活和交往的重要性。

进而言之，媒介与跨国移民的身份认同息息相关。既往文献从不同的媒介使用类型、内容、习惯等

方面入手，来讨论媒介对身份认同的影响。比如在媒介类型上，大卫·莫利考察了有线和卫星通信的传

播环境对散居族裔认同的影响，传统媒体通过营造虚拟的“祖国”形象来满足认同，而现在移民寻找身

份感和归属感的重担落到了电子媒介身上，不过电子媒介建构认同的方式与此前不同，领土或疆界不再

是身份的明确支撑。⑰在媒介内容上，曹小杰发现上世纪移民通过在报纸上刊登中文广告来宣示华人文化、

身份乃至政治认同 ；⑱当前移民主要借助微信来了解当地情况和攻略，获取各种生活信息和资源，维系独

特的共同体文化，从中寻求认同和归属感。⑲然而，移民的媒介使用只是影响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种方式，

媒介不仅在内容和类型上对身份认同施加影响，还在与人的互型中“生成”社会生活的情境、场景和世界。

媒介就像是“墙”或“窗”，既能带来排斥和隔离，也能创造出共享和归属感；既能加强我们与他者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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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隔阂我们与他们。⑳这意味着媒介的“生成性”视角或可成为探讨移民认同的另一条路径。

（二）媒介的生成性与“社会世界”

从媒介内容的“中介性”到媒介场景的“生成性”，媒介不仅连接和中介了移民的离线世界，即作为

一种再现世界的“信使”，处于两个分离世界之间的居间位置，更重要的是作为生产人工世界的装置，“不

是效率上的提升，而是世界的产生，这才是传媒技术的生产意义。”㉑如果没有这个装置，千里之外的祖

籍国对移民来说是不可通达的，是媒介开启了新的社会世界与交往方式。换言之，在克莱默尔看来，媒

介既是一种中介化的工具，更是一种生成性的工具。媒介在承担中介功能的同时，实际上也在生成其所

中介的东西。㉒在这个意义上，媒介在中介移民对社会世界的感知和身份认同之时，也生成了他们的社会

世界与认同。因此，媒介的生成性视角为重新理解媒介与认同的关系打开了新的思路。

媒介生成性立足于深度媒介化的现实背景，数字媒介带来的传播革命根本性地重构了社会关系、结

构网络和生态，媒介从专业信息提供者升维为社会生活组织者并使社会秩序化。㉓媒介生成性提供了一种

特殊的社会观和世界观，旨在回答媒介如何成其所是的问题，聚焦于媒介特性究竟以何种方式建构人们

的时间、空间、权力和秩序？即通过生成时空、场景与时间，创造感知、经验和关系，媒介影响着普通

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安排并组织着人们社会世界的秩序，体现出其强大的自创生性。㉔媒介生成性

揭开了“人对技术的使用”这一表象下的冰山，突破了将人视作征服技术客体的主体的传统思路，转向

人与媒介技术二者的交织、依存和互型（figuration），即人与媒介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其中人对技术的

驯化与技术对人的异化同在，㉕而社会世界和身份认同正是在移民与媒介的互型中生成。

“社会世界”通常指的是人类生活的经验世界，特别是经由社会交往打造出来的世界。舒茨将之划分

为共同世界、周遭世界和前人世界，其中周遭世界是我们与他人在时空上的直接共存，共同世界则是间

接性的时空体验，二者分别对应“邻人”（你）和“同时代人”（他）。㉖但是，深度媒介化颠覆了社会世

界的现象学起点，模糊了舒茨所区分的周遭世界和共同世界，㉗互联网拓展了周遭世界的范畴、改写了共

同世界的定义，无论是可以直接感知到的社会现实还是间接的时空体验都与媒介深深交织在一起。正如

库尔德利和赫普指出的那样 ：深度媒介化时代，社会世界的建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型，社会世界正在

转向由媒介平台及人们与媒介平台之间的互动所维系的站点，即转向总体趋势上在线世界的信息和人际

交往。㉘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世界的各类元素都与数字媒介及其基础设施相关，故而在考虑不同媒介实践与

社会之间的关系时不能离开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㉙对于跨国移民而言，他们同时生活在祖籍国和居

住国的“两个世界”：一个是近在咫尺、但始终感觉是“他者的”世界 ；另一个则是存在空间距离、但在

想象中依旧熟悉的属于“我们的”世界。㉚移民对这两个世界的感知、体验和认同往往是以媒介为前提的，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移民的社会世界与身份认同是由媒介所中介、建构和生成的。

综合上述文献，本研究在媒介生成性的视角下，探讨后疫情时代跨国移民的身份认同与媒介的关系。

具体而言，本文提出的研究问题如下 ：当代移民的身份认同呈现出怎样的特点？移民不同的身份认同对

应着何种媒介选择？媒介又如何影响着他们的身份认同？更进一步，媒介为移民生成了怎样的社会世界

与认同？这种认同与媒介生成性之间的关系如何？

二、研究设计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 2022 年披露的官方政府数据，加拿大华裔移民已经超过 171 万，约占加拿大总人

口的 4.7%。㉛这个庞大而典型的群体可以作为跨国移民的代表性样本。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居留时间 1 年以

上的加拿大华人移民，其中大部分已获得永久居民证，还有一些已入籍。从受访对象的基本信息来看（见

表 1），他们的性别、年龄、地域分布相对平均，涵盖的移民时段、移民方式、身份与职业也具有一定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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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性。出于研究的接近性和便利性，笔者在为期 1 年的访学过程中有机会与加拿大华人移民共同生活和

交往，并对该群体成员进行深入且持续的观察、接触和了解。

表 1   受访对象的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 原籍 现居地 移民时间 移民方式 身份与职业

M1 女 28 江西 C 2002 年 家庭移民 研究生

M2 女 30 北京 S 2011 年 留学移民 银行职员

M3 男 43 河南 S 2020 年 技术移民 超市员工

M4 男 52 安徽 S 2017 年 投资移民 技术员

M5 女 24 河北 S 2016 年 留学移民 本科生

M6 女 40 江苏 S 2014 年 投资移民 美容师

M7 男 24 江苏 S 2014 年 投资移民 本科生

M8 女 50 山东 S 2015 年 投资移民 银行柜员

M9 男 48 浙江 S 1998 年 留学移民 大学教授

M10 男 33 北京 E 2007 年 留学移民 汽车销售

M11 女 46 浙江 V 2003 年 技术移民 旅游顾问

M12 女 18 陕西 E 2018 年 家庭移民 本科生

M13 女 47 辽宁 S 2001 年 留学移民 孔子学院老师

M14 女 31 河北 S 2019 年 技术移民 政府职员

M15 男 32 黑龙江 S 2010 年 留学移民 研究生

M16 女 36 山东 S 2021 年 技术移民 中文老师

M17 男 37 山东 S 2017 年 技术移民 研究员

M18 男 53 山西 S 2017 年 技术移民 高尔夫教练

M19 女 42 四川 S 2018 年 技术移民 移民中介

M20 男 23 山东 R 2014 年 家庭移民 本科生

M21 男 48 广东 V 2020 年 技术移民 陪读家长

M22 男 33 山东 T 2014 年 留学移民 博士后

M23 男 40 上海 V 2021 年 技术移民 超市职员

M24 男 51 天津 R 1998 年 技术移民 华企会会长

M25 女 63 香港 S 1977 年 家庭移民 中餐馆老板

M26 男 36 黑龙江 S 2016 年 技术移民 地产经纪

M27 男 45 湖北 K 2002 年 留学移民 大学老师

M28 女 35 辽宁 S 2015 年 家庭移民 代购

M29 男 58 香港 E 2012 年 技术移民 律师

M30 女 36 浙江 S 2010 年 留学移民 家庭主妇

M31 女 43 北京 V 2020 年 家庭移民 教会牧师

M32 女 25 台湾 E 2007 年 家庭移民 研究生

M33 女 29 山西 V 2016 年 留学移民 博士生

M34 女 59 内蒙古 S 2000 年 技术移民 大学教授

M35 女 40 台湾 V 1995 年 家庭移民 研究员

M36 男 57 河南 S 2016 年 技术移民 孔子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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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展开。线下田野观察以留学生的身份入场，主

要的观察点包括华人教会、孔子学院、加华移民咨询机构、华人企业家协会、华人超市和邻近的中餐馆等，

积极参与当地移民组织的野营、垂钓、高尔夫、每周礼拜、企业交流会等线下活动，在与移民认识、交流

和熟悉后再邀请他们作为受访者进行深度访谈。同时，在各华人社交网站发布受访者的招募信息，除了

笔者所在的 S 城之外，还拓展到 V 城、C 城、E 城、T 城、K 城等加拿大华人移民聚集的城市。此外，线

上观察以当地华人移民的微信群（如活跃度最高的租房群、拼车群、团购群、二手交易群等），WhatsApp

群组以及他们的个人社交账号（微信、抖音、小红书）动态为主。

具体而言，深度访谈主要围绕移民的媒体使用、身份认同与社会交往等半结构问题展开，其中也会

涉及受访移民的日常生活、人生经历和故事讲述。访谈方式由研究者在线下一对一、面对面进行，少数

无法线下完成的访谈通过 Zoom 视频会议的方式进行，每人每次的访谈时间不少于 1.5 小时，直到访谈人

数饱和为止，最终共访谈 36 人。访谈全程录音，经转录整理后的文字稿约 42 万字，后期再通过 NVivo12

软件对访谈文本进行编码分析。

三、跨国移民的身份认同与媒介使用

（一）身份认同概况 ：流动、弹性和碎片化

在访谈中，移民针对身份认同问题——“您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还是加拿大人？哪里对您来说更有归属

感？”的回答一般可分为三种 ：中国人、加拿大人、混合型。从研究样本的统计结果来看，74% 的移民

依旧持有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回答“中国人”或“混合型”），这其中 45% 以上认同于中国人的身份，不

少受访者提及诸如“根子上、文化上、生活方式上、思维观念上还是中国人”，55% 则介于两种身份之间，

常见回答有“加拿大籍的中国人、中不中洋不洋”等，即“法律上是加拿大人，文化上是中国人”。移民

群体倾向于将加拿大作为政治-法律公民身份，同时保留中国的文化-心理身份。㉜这种“弹性公民”㉝的

身份混合体较为真实地反映出当下跨国移民的复杂心态。

从本文的受访对象来看，移民的身份认同呈现出流动、弹性的特点，他们经常是工具性、策略性、能

动性地使用身份认同。面对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动，跨国流动的移民群体充满了焦虑、风险和不安全感，

而流动的现代性往往拒绝支持主体的确定性和稳定性。㉞身份对于移民而言不仅是主观上的认同和标识，

还意味着一系列法律权益和资格。比如“拿身份”这个词在与受访者的交谈中频繁出现，他们所说的身

份通常指加拿大的永久居留证或入籍，而加拿大人或中国人对应着不同的现实利益与考量。因此移民在

作出是否要入籍的身份决定时通常慎之又慎，无论是“拿（新）身份”或“保留（旧）身份”都值得深

思熟虑。不少受访者表示一般以实际需求为导向，灵活切换不同身份以适应两国变化的环境以获取便利，

具有一定的机会主义色彩。㉟

此外，身份认同不仅在于自己主观认为是谁，还关乎他者对自己身份的客观承认。作为文化他者，移

民所属的集体身份往往先于个体身份，即亚洲人、黄种人、中国人的身份标签先于自己是谁。这一点在

访谈中被频繁提及 ：

“感觉身份是漂的，中国人不认，加拿大人也不认。”（M30）

“这不单单是一厢情愿的事，也得看周围的文化能不能接纳你啊。”（M23）

“就算我认同自己是加拿大人，但别人一看你的肤色，依旧认为你是中国人。”（M27）

“在台湾，别人认为我是加拿大人 ；在加拿大，别人认为我是华人。台湾离我很远，我离加拿大的核

心圈也很远，可能与离台湾一样远吧。”（M35）

由此可见，多重身份的本质是杂糅、离散、碎片化的，看似移民在故乡和他乡之间游刃有余，实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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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乡回不去、他乡融不进的两难境地。麦高登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宣称自己身份多元的人其实是一种

不得已的世界主义，一种出于苦涩的文化和现实需求，从而掩盖他们真实的身份困惑与无奈。㊱不过，在

这种认知不协调中，不少移民选择悬置身份认同的问题，就像受访者们常说的“在这里不谈认同”。这种

悬置的方式与斯图亚特·霍尔提出的“身份认同的游戏”（the play of identity）㊲异曲同工，即认同不过是

一场游戏，以此来强调现代认同永恒的矛盾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二）基于身份认同的媒介使用

如前所述，媒介是移民身份认同的重要变量，不仅是信息提供的渠道，更是自我和身份的象征。媒

介的选择和使用反映出我们及所属群体的形象，并将人们划归到不同的信息系统，从而创造出不同的群

体身份。㊳访谈涉及受访者日常生活中的媒体使用习惯，请他们说出最常用的三个社交媒体和用途，从表

2 可知移民的社交媒体使用总体上呈现出中西兼容、内外有别的特点。一方面，微信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应

用，微信满足了移民日常生活需求，提供了熟悉语言和文化的舒适圈，维系着移民与祖国的联结 ；另外，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等外国社交媒体的使用率也不低，移民在这些平台既可接触英语世界、结

交外国朋友，同时也能联系当地华人、了解更多国内讯息。移民大多会根据国内外的社会交往或信息需求，

在各类社交平台之间切换使用。

表 2   移民社交媒体使用类型和用途

另一方面，移民的媒介使用体现出内外有别的原则，并根据身份认同来调整媒介的配置，其中涉及

生活方式、文化观念、未来发展等因素。对于中老年移民而言，由于文化惯性和语言障碍，他们倾向于

选择使用微信让自己生活在华人圈，比如 ：“我年纪大了，英语不好，还是用微信最多，一般不咋用外国

APP，说到底还是华人思维，就活在华人圈也挺好。”（M18）但对于年轻的移民或二代移民，为了将来的

就业机会和职业规划不得不使用外国社交媒体，颇具代表性的回答如 ：“其实依靠微信也可以生存，不过

考虑到之后想继续留在这工作，就不能完全只靠华人圈了，还是得尽量融入西人的社交圈，未来要和他

们打交道的。”（M7）可见，移民认识到媒介使用关乎他们在异国的身份融入、交往与发展，正像受访者

向笔者解释的那样 ：“同样的道理，如果老外用咱们的微信聊天，你也会觉得更亲近不是吗。”（M28）基

于身份认同和现实考量，移民会积极调适媒介使用行为，熟悉新的社交媒体界面，主动与当地社交圈建

立必要的联系。

同时，媒介还是移民自我呈现和身份展演的重要平台，他们的身份和角色在“观众隔离”的社交空

间中差异化地呈现和展示，从而链接到内外有别的场景、群体和社会世界。以笔者参与式观察的一系列

孔子学院活动为例，华人移民在加拿大民俗节、国庆日和春节会表演古筝、武术、舞狮等传统节目，并

排序 社交媒体 主要用途 使用率

1 微信 WeChat 联系国内亲友和当地华人、获取信息 97%

2 Facebook 社交、浏览新闻、二手交易平台 47%

3 WhatsApp 与国外工作 / 学习中的同事 / 同学联系 35%

4 YouTube 浏览视频、上传视频 26%

5 Instagram 社交、分享日常生活 26%

6 抖音 TikTok 刷短视频、发布自制视频 21%

7 小红书 分享生活、搜索问题、浏览内容 12%

8 Twitter 看新闻、社交、发推文 12%

9 微博 获取资讯、关注国内热点 9%

10 腾讯 QQ 联系国内的同学朋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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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外的社交媒体上同步发布动态。对内多在小红书和抖音等平台上分享，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这种展示族群身份的表演既满足了国内观众对海外华人生活的好奇和期待，又唤起移民的身份意识并深

化中华民族认同 ；对外多在 Facebook 和 YouTube 等平台上分享，作为少数族裔文化的代表，他们参与的

类似活动通常还邀请加拿大政府官员参加，此时中华传统文化就成为一种独具民族特色的展演资源，有

助于华裔在当地寻求身份的承认和正当性。因此，这些当地活动的媒介呈现与移民的身份认同紧密相连，

既彰显了对母国文化的传承性，又展现出作为加拿大公民的统一性。

（三）移民的身份认同与社会交往

随着中文社交平台对海外移民生活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媒介基础设施之于移民社会交往和身份认同的

意义也越来越显著。以使用率最高的微信为例，微信已然深深渗透到移民的日常生活中，是他们进入华

人世界的重要入口。移民与祖籍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甚至对于侨乡事务的关心远远超过对身边事务

的关心。“生活在群中”可以概括这种内群体（in-group）倾向，即本能地与同民族共文化群体接触、抱

团和打交道，比如：“除非你从小在这，不然还是会本能地去找同民族的人，或者是找那种 CBC（Canadian 

born in China），华人的面孔总是更亲切。”（M2）微信群作为移民生活的基础设施，团购群、打车群、租

房群等提供了极大便利，以至于很多受访者表示“有时感觉不到生活在国外，几乎被华人包围了，说中

文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M22），甚至一些华人聚集的大城市有“清华园”——清一色都是华人的园区，

移民宛如在国内一般，仍可维持原来的生活和交往方式。

这正如查尔斯·蒂利所说的“移民小环境”：团体成员分享认同并界定身份，明确我们与他们。㊴以

前的唐人街提供了移民小环境，如今微信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这个角色，将移民聚合在群中共享信息、

团结互动、休戚与共。这符合帕克的判断 ：与移民报刊相似，移民社群是新移民所能接触到有关当地生

活的重要非官方信息来源，能够帮助他们更快适应和安顿下来。㊵但与帕克发现移民报刊促使移民同化或

美国化不同，认同或融入加拿大主流社会不再是当代移民必然的选择。如果从加拿大主流社会获得承认

是困难的，那么亦可借助微信等便捷的媒介基础设施向当地移民社群或向国内寻求支持和认同。本文的

访谈证实了这一点 ：“我的工作（地产经纪）接触基本是华人，做生意也是和华人新移民做，中国圈子就

够了，没有必须要融入加拿大的紧迫感。”（M26）

因此，媒介基础设施为移民创设了便利舒适的信息、交往和生活环境，他们的衣食住行包括律师会

计事务都可以在华人圈得到解决，从而减少了他们求助于本地机构的动力和需求，这反过来巩固了移民

与母国的联结和归属感。对于加拿大华人移民来说，与媒介相伴不是表象，而是直接构成了他们的身份、

经验和生活本身。㊶媒介就像是移民在两个世界的“旋转门”，他们在灵活的媒体切换与平台摇摆中穿梭

于不同的社会交往时空，由此建构着情境化的群体归属和身份认同。

四、媒介生成性之下的社会世界与认同

对于跨国移民而言，他们在对世界的认知中定位自己的身份和认同，而现代认同更多发生在一个由媒

介所中介的世界里。移民群体的社会世界被媒介“扰动”，其周遭世界与共同世界、全球与地方之间的界

限逐渐模糊，因而他们的社会心理特别是身份认同遭遇了困惑甚至危机。从媒介生成性的视角来看，媒

介不仅中介着移民对社会世界的感知和身份认同，同时也生成了他们的社会世界与认同。

（一）周遭世界与共同世界

在舒茨将社会世界划分的三种类型中，人们的交往对象主要来自周遭世界和共同世界。不过随着媒

介技术的演进，周遭世界的定义开始被改写，互联网将与他人直接照面的周遭世界扩大至面对面的群体

之外，无论是周遭世界的“邻人”还是共同世界的“同时代人”，都开始集中出现于线上的社会世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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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呈现出一种新的场景和关系密度。㊷这意味着周遭世界与共同世界之间的边界弱化，共同世界是周遭

世界情境诸多变化中的一种，二者之间可相互转化、过渡和交界。㊸其中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周

遭世界的情境再造，使得共同世界的逻辑逐步入侵周遭世界，原先的周遭世界转变为共同世界。换言之，

媒介通信技术使得移民与更大的世界的联系失去了地域性，汤姆林森称之为“文化的远程性”，㊹故乡依

然在羁绊着远在他乡的移民，移民文化、意义和认同的栖息地变得颇具可塑性，可以在任何空间和地方

伸展开来。

空间是媒介建构社会世界的一种显在方式。媒介总是以“去空间化”的方式表征世界，不是通过内

容而是改变人们社会交往的“场景地理”。这便是梅洛维茨所说的“脱域”——媒介损坏了物质地点和社

会场景的传统联系，允许人们在信息上避开由物质地点所确定的领地，从而模糊了以前不同的群体身份。㊺

当媒介介入人们的社会交往之后，地域与国别不再是最重要的界限，从而创造出脱域的交往方式、群体

关系和身份认同。比如克里斯坦森注意到媒介技术在当代家庭中的整合作用，分布式家庭在复杂的社会

空间中依旧保持连接性共在，最亲密和最熟悉的家人仍可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继续扮演好家人的角色。㊻

在跨国移民那里，这种缺席但在场的体验更为明显 ：“我几乎每天都在家庭群冒泡，逢年过节就视频一下，

国内有什么大新闻会在群里聊几句，什么事儿都可以网上说，感觉和在国内没啥区别”（M5），类似的表

述不一而足。

前互联网时代、机械化时代的媒介依附于地点而存在，故而上世纪的移民无法摆脱地域的限制，只

能借助于移民报刊或当地华人社区来寻找在新世界生活的出路，除此之外没有太多选择。对于老移民来说，

他们在离开周遭世界之后是无法直接转入共同世界的，当时只能经由邮寄缓慢的信件或昂贵的越洋电话

来达成。正如上世纪 70 年代的香港移民 Loretta 所讲述的 ：“我们那时候的老华侨都是卖了家里所有东西

到这来，没有退路，必须 move forward（向前走）。以前没有手机，只能写信回香港给妈妈，几十年过去

朋友都断了联络，现在有了 Internet 就太方便了。”（M25）到了互联网时代，脱域化的媒介基础设施几乎

无远弗届，无论身在何处，精神世界仍然可与母国同步，熟人旧地可随时随地保持连接，曾经的周遭世

界也被嵌入到共同世界之中。换言之，当代跨国移民的身体从物理空间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社会世界变

得随身“可携带”，形成了迁移性的关系网络。㊼

由此观之，地域和领土不再是身份认同明确或唯一的支撑，不同于老移民在大洋彼岸的几近隔绝状态，

他们的认同主动或被迫地发生在移居国的周遭世界，但现在媒介模糊了移民的社会世界，他们关注的事情、

获知的信息和维持的关系远远超出了周遭世界，这也带来了移民认同的复杂性。在周遭世界与共同世界

的切换和转化过程中，移民基于流动的情境化的媒介场景认知自己的身份，而这种与媒介相关联的认同

往往是混杂的、不定向的、碎片化的。

（二）全球化与在地化认同

社会世界的脱域引发了空间感知方式的改变，全球与地方、这里与那里、远处与近在、虚拟与实

在变得模糊，而这对于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至关重要。全球化理论家罗伯森最早提出了“全球在地化

（glocalization）”这一概念，旨在突破“全球化”和“在地化”的二元对立，强调全球与地方的相互渗透与

共融。㊽这与近来兴起的新移动范式主张“以动态的视角来理解全球与地方如何被感知为一个相互关联的

整体世界”的理念异曲同工。㊾深度媒介化时代，全球在地化的趋势日益强化，地方不再取决于空间上长

期的静止和固着，而在于人们在各种特定场所建构的社会关系，每个地方都由社会关系、移动和传播网

络交织而成。㊿跨国移民在全球与地方“两个世界”的互动中灵活调适自己的身份认同，不少移民表示在

拿到加拿大国籍这个“世界公民”的身份之后就可以两头跑，穿梭于母国与居住国之间，就像是“两栖

生物”一般，在太平洋两岸之间自由流动。正如项飙所言，移民的流动不是从厨房走向卧室，也不仅是

从原本的社会体系到一套新的社会体系，而是要在流动中改变这些社会体系，打通厨房和卧室，创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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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体系、空间和社会世界。■

全球在地化打破了传统稳定的社区纽带，媒介基础设施创造出与物质地点无关的地方感和归属感。

移民眼中的邻人、附近、地方等概念的意义也随之改变，以日常生活中经常谈论的天气为例，受访者无

意中提到“我们这里快下雪了，听说国内也在降温，我说的国内是指在安徽芜湖的老家”（M4）。受访者

在笔者面前点开了手机里的天气预报，初始界面显示为加拿大当地天气，然后他向左滑动就可见芜湖实

时的温度。在屏幕切换之间，技术将人们插入到彼此的世界，即使相隔万里，家乡似乎触手可及，这种

跨越地理界限的地方感和归属感在媒介生成的社会世界中成为可能。此外，社交平台弥散性地充斥于移

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构成了独特的媒介景观，打造出全球化时代移民的地方感。■比如通过微信，移民既

可以关注国内外的热点信息，还可以同步更新具体而微的家乡动态 ：“好多年没回去，点开群里发的视频，

看到老房子都拆了，街道也重建了。”（M24）这样的情形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进而言之，全球与地方之间的界限模糊导致移民身份认同的混杂性，跨国移民既是世界公民，又保

有着原语言、文化、民族等在地化认同，他们的全球化认同和在地化认同存在着明显的重叠，而且产生

了由两种认同交互而成的复合型认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媒介建构了崭新的地方感和生活方式，但由

媒介生成的线上社会世界并不能完全取代具身的线下交往。当移民回归记忆里的故乡和面对面的人际交

流时，很可能会出现文化的反适应现象 ：“从网上刷了再多国内的东西，真回去了还是觉得不一样。顶着

一张中国人的脸，却感觉自己像个不属于这里的游客，肯定会有陌生感和落差”（M2），这一点被不同的

受访者反复提到。换言之，媒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扰乱了移民对虚拟与实在的社会世界的认知和归属感。

因此，居住在媒介的世界之中，移民的身份认同往往是杂糅的、脆弱的、错位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

而这正是媒介生成性之于当代移民认同的塑造。

五、结语：与谈帕克

综而观之，从本研究掌握的有限访谈材料来看，跨国移民的身份认同和社会世界与媒介深度交织在

一起。深度媒介化时代移民的身份认同呈现出液态的流动性、弹性和碎片化等特点，这表现为他们基于

不同的身份灵活调整媒介配置，以内外有别的策略进行差异化的自我呈现和身份展演 ；同时媒介基础设

施也为移民营造了便利的交往环境，使得他们可以在平台切换中穿梭于不同的社会时空，由此建构着情

境化的身份认同并巩固移民与母国之间的联结。更进一步，媒介的脱域化重塑了移民的社会世界，周遭

世界与共同世界、全球与地方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地域不再是身份认同明确或唯一的支撑，媒介创造

出与地点无关的归属感。在这个意义上，媒介生成了移民新的社会世界和身份认同，而这种由媒介生成

的认同往往是混杂的、脆弱的、错位的、不定向的。诚然，媒介无法解释跨国移民身份认同变化的全部，

这与当下变动不居的政治经济及国际局势息息相关，不过本文认为从媒介生成性的视角出发理解移民的

生活世界和认同心理亦是一种有意义的路径。

进而，本文试图与帕克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对话。帕克讲述的是上世纪移民美国化的过程，其

中外文报刊作为移民通往新世界和新经验的入口，帮助他们尽快熟悉和适应美国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

移民报刊就像加速器和催化剂一般促进其适应、融入和同化，最终将移民变成美国人。因此，“当没有精

神冲突、新的关系从旧的文化遗产中孵化出新的忠诚时，同化就欣然发生了。”■经典的同化理论更多是

站在移民输入国的角度，追求不同民族背景的族群达到文化一致性（cultural solidarity），“熔炉论”者甚至

要求移民“完全、彻底地忘却与出生国之间的一切义务和联系”，从而融入到主流社会之中。■从媒介的

视角来看，这是因为当时的移民除了接触报刊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媒介渠道，而千里之外的母国是很

难再回去的，所以融入当地社会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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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的崛起重新定义着现代认同的意义和力量，■随着媒介技术发展，当下移民的本质不是隔绝

或分离，而是连接和联系，母国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地方，家人、朋友和故乡同样也是移民在奔向目的地

旅途中可以随身携带、随时碰触、不会丢失的“行李”。融入或同化也不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最后，回到本文的研究问题 ：媒介如何影响移民的认同心理？媒介的生成性与认同的关系如何？媒

介究竟为移民生成出了什么？对于跨国移民来说，在媒介的扰动之下，他们对社会世界的感知逐渐变得

混淆，全球与地方、这里与那里、远处与近在、虚拟与实在变得模糊，由此媒介为他们生成了纷乱而不

是清晰的身份认同，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混乱的、不定向的、情境化的复杂认同状态。这在心理学上

对应着认同的首因效应与近因效应，如帕克谈的其实是移民的“近因”决定认同，即移民生活在哪里决

定他们的认同，地理的隔绝导致移民对母国的认同、情感和记忆不断减弱。不过本研究发现近因无法解

释加拿大移民的身份认同，如今那种身体在哪里心灵便归属于哪里的传统已然改变，最初来自哪里的“首

因”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为媒介基础设施的脱域性和无边界化弱化了曾经跨国移民身上独有

的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客居异乡等漂泊情结，维系着他们与母国千丝万缕的勾连，保留着其精神世界

的认同和归属。

（责任编辑 ：江潞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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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and Social World of Transnational Immigra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Generation

Chen Jiewen

Abstract ：In the era of deep mediatization，the daily lives of transnational immigrants 
are intricately connected to media，intertwining their social worlds with various forms of 
communication. This study compares Robert E. Park's immigration research with a one-year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of Chinese Canadian immigrants to explore the 
identity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transnational immigrants. It describes the social worlds 
and identities generated by media and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ntity and media. The 
research finds that，unlike the Americanization of immigrants in Park's newspaper era，integration 
or assimilation is no longer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immigrants. The dis-embedding and borderless 
nature of media and its infrastructure reshape the social worlds of immigrants. Their perceptions 
of the surrounding world，both global and local，virtual and real，become increasingly blurred. 
Place is no longer the sole or clear support for identity ；instead，media creates identities and 
senses of belonging that are independent of physical location. In this context，media generates new 
identities for transnational immigrants，which are often mixed，misplaced，fragmented，and 
nondirectional. The delocalization and boundarylessness of media infrastructure weaken the unique 
sense of wandering traditionally associated with transnational immigrants. This infrastructure 
maintains their intricate connections with their homeland，preserving their spiritual identity and 
sense of belonging.

Keywords ：transnational migration，identity，social world，media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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