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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移民中国梦:

构成要素、思想基础与目标层次
李 云 陈世柏

摘 要: 中国梦是全中国人民的梦，海外移民作为中国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海外移民

中国梦由家族梦( 包含个人梦、家庭梦和家族梦)、族群梦、家乡梦、中国梦与世界梦组成。家族主义是其家族梦的

思想基础，族群意识是其族群梦的思想基础，宗亲观念和故土情结是其家乡梦的思想基础，爱国主义是其中国梦的

思想基础，大同思想是其世界梦的思想基础。海外移民中国梦的构成要素之间紧密联系，相互作用。海外移民家

族梦是其中国梦的出发点和最低层次; 族群梦和家乡梦处于中间层次，它们是连结其家族梦和中国梦的纽带; 中国

梦和世界梦处于最高层次，它们是海外移民的最高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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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以来，中国梦日

益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中国梦是全中国人民

的梦，它既包含着国家和民族的梦，又包含着阶层、
群体的梦，还包含着个人的梦。当前学术界研究中

国梦大多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整体研究中国梦，对

阶层、群体以及个人的梦研究较少。海外移民作为

中国一个特殊群体，自晚清以来，他们为实现中华

民族的独立和复兴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是实现中

国梦的重要力量。本文以海外移民为研究对象，意

欲探讨海外移民中国梦的构成要素、思想基础与目

标层次，以拓展中国梦研究的内容。

一 海外移民中国梦的构成要素与思想基础

从海外移民中国梦的发展逻辑看海外移民中国

梦由五个梦构成，它们分别是家族梦、族群梦、家乡

梦、中国梦与世界梦。个人梦、家庭梦和家族梦构成

了家族梦，它们在海外移民中国梦的构成要素里处

于最里层，也就是说海外移民的中国梦是始于他们

的个人梦、家庭梦和家族梦。族群梦和家乡梦处于

中间层次，它们是连结海外移民家族梦与中国梦的

纽带，是实现其中国梦的中间环节。中国梦与世界

梦处于最外层次，它们是海外移民中国梦的最高层

次，是海外移民的最高奋斗目标。具体见表 1。
表 1 海外移民的中国梦

构成要素 类型 思想基础 核心内容 目标层次

世界梦

中国梦

家乡梦

族群梦

家族梦

家庭梦

个人梦

世界梦 大同思想

中国梦 爱国主义

家乡梦 宗亲观念

族群梦 族群意识

家族梦 家族主义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

改变家乡面貌

提高族群地位

促进家族延续和谐与荣盛

促进家庭幸福

提升个人幸福

最高层次

中间层次

最低层次

1. 海外移民家族梦及其思想基础。家族是以

家庭为基础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结构单位，它是

一亲属群体，是由“九族”内所有“户”所形式的一

种血缘组织。家族主义是海外移民家族梦的思想

基础。所谓家族主义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族

的生存与发展为基础，以家族观念为核心，以家族

的认同和强化为特征，以家人对自己的家族所持有

的一套复杂的心理与行为为主要内容的一套文化

价值系统。这套文化价值系统的主要内容包括为

家族争光的人生态度; 家族利益至上的价值理念;

孝亲忠国的伦理精神; 尊祖敬宗睦族的团体意识。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家族是农耕生活的核心，家族

的延续、和谐、团结与荣盛是极其重要的。为家族

争光，光宗耀祖，强调的是家族的延续和名誉; 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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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至上的价值理念强调的是家族富足，体现的是

家道兴盛信念; 孝亲与尊祖敬宗睦族强调家族的和

谐与团结，体现家族和谐信念。孝是百行之首，百

善之先，是家族主义的最核心内容，是中国海外移

民重要的伦理核心。此外，家族主义还是海外移民

实现家族梦的力量源泉，它对海外移民在海外安家

立业，创办家族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家族主义尽

管含有家长制、裙带关系、等级观念等众多消极作

用，但是家族主义在中国有重要的当代价值，“今天

中国的家族观念、家族文化，在本质上是良性的、能
够成为现代新型文化补充的、成为特定群体心理安

顿和精神支持的民间文化。”［1］它能够延续亲情，

传承文化，促进家庭( 家族) 和地区的和谐，增强家

族和民族的凝聚力，从而有利于海外移民中国梦的

实现。
2. 海外移民家乡梦及其思想基础。念祖爱乡

是中国海外移民的优良传统和文化自觉，也是中华

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表现。宗亲观念和乡土情结是

中国海外移民家乡梦的思想基础。海外移民之所

以具有宗亲观念，与海外移民与宗族的血缘关系紧

密相关。所谓宗族就是指拥有共同男性祖先的家

族群体，它是由多个有共同男性祖先的家族所组

成。孙中山曾说过: “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

团体，中 国 人 对 于 家 族 和 宗 族 的 观 念 是 很 深

的”。［2］238家族和宗族都与海外移民有血缘关系，它

们都是海外移民安家立业的重要依靠。早期海外

移民，为了在异地谋生存，求发展，他们往往要依赖

亲友及乡亲们的扶持，于是他们就以血缘关系、地

缘认同为基础建立起亲缘性和地缘性社团组织，在

共同的生活中大家守望相助。亲缘性社团组织常

以姓氏为单位，先是小规模的同血缘或同乡中的同

姓，后联合起来以同姓同宗为基础成立宗族总会或

联合会馆，最后发展为联姓联宗的宗亲组织，“以同

姓不同血支合成的或拟制血缘关系的组织却得到

长足的发展”［3］。海外移民的宗亲观念和故土情

结又与爱国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中国传统文

化里，家庭取向、乡土归属与乡土意识常常与强烈

的爱国主义精神融合在一起。中国人家国一体，国

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延伸。因此，中国人对家的

眷恋、对故土的热爱从来都与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

相一致。正是这种强烈的乡土与民族意识，使侨胞

将祖国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4］海外

移民回乡祭祀祖先，捐建祠堂，支持家乡村镇建设，

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实质上就是他们将宗亲观念和

故土情结与爱国主义完美结合的表现。因此，海外

移民的家乡梦与中国梦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一

致的。
3. 海外移民族群梦及其思想基础。海外移民

作为中国一个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群体，从大的范

围来说，它属于中华民族族群，从小的范围来说，它

本身单独可以看作一个族群。何谓族群? 《哈佛美

国族群百科全书》对族群的定义较为全面，它认为:

族群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群体，意识到自己或被意

识到其与周围不同，“我们不像他们，他们不像我

们”，并具有一定的特征以与其他族群相区别。这

些特征有共同的地理来源，迁移情况，种族，语言或

方言，宗教信仰，超越亲属、邻里和社区界限的联

系，共有的传统、价值和象征，文字、民间创作和音

乐，饮食习惯，居住和职业模式，对群体内外不同的

感觉。［5］在这里，我们把中国海外移民单独看作一

个族群，其依据在于: 一、中国海外移民拥有共同的

客观特征，包括这一群体的种族的、语言的、宗教

的、文化的特征，以及其成员或祖先所具有的体质

的、民族的、地理的起源等等。二、中国海外移民具

有群体共同的主观特征，它是主观情感上的认同群

体，族群意识和族群认同是形成其族群和族群梦的

主观基础。
族群意识是族群最本质的因子，它是“由于共

享各种利益所产生的一种团结感，反映的是群体内

部不分你我的人际关系，以及由此而生的集体荣誉

感和崇高感。”［6］中国海外移民的族群意识和族群

认同是在海外移民之间相互交往和互动的过程中，

在与其他族群相互接触并感觉到彼此之间存在着

根本性的差异的利益冲突时产生的。早期海外移

民到海外谋生，时常遭到异族的排挤和欺凌，他们

感到唯有相互团结，唯有形成一个强大的族群，才

能与异族抗衡。由于他们拥有共同的种族、语言、
宗教、文化等原生纽带，又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

遭遇，因而他们之间容易产生族群互动，从而在互

动中形成族群认同，确认自己的族群身份。他们在

与他族的交往过程中不断明确和强化本族的边界，

并且竭力推动以本族为单位的集体政治、经济、文

化行为。二战前他们聚居在一起，在全世界形成千

千万万个唐人街，极力保护他们自身的宗教、语言、
文化与风俗习惯，以免遭到异族的同化。

4. 海外移民中国梦与世界梦的思想基础。爱

国主义是海外移民中国梦的思想基础。爱国主义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列宁曾经说过:“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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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

深厚感情”［7］。海外移民离开故土，为何还产生爱

国主义? 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中国

传统社会宜农的生态环境是中华儿女爱国主义的

思想源泉，也是海外移民爱国传统形成的自然根

基。根据文化生态学和生态心理学观点，生态类型

可以影响文化类型。因为，“生态特征可以影响经

济类型，经济类型又可影响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又

可影响社会化方式，社会化方式又可影响性格行

为。”［8］爱国主义可以看作是一种思想文化因素，

而思想文化因素则是人类适应生态环境的必然结

果。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这里土壤肥

沃，适宜农耕，于是人们就以土地为生产工具，他们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生计经

济。由于土地和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成了中华

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依托，由于中华文化是在黄河

流域这块土地上的农业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

此，“土地崇拜”、“安息于土地”、“安土重迁”便成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 这种文化价值

取向逐渐成为自古以来炎黄子孙依恋故乡、热爱国

土的重要源泉，成为每个时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

要源泉。［9］二是海外移民生活的社会环境是铸造他

们爱国爱乡的赤子之心的社会心理因素。海外移

民移民和创业的辛酸历程唤起了他们对母亲的眷

恋，在海外遭受的压迫和排挤使他们极度渴望祖国

的强大。三是中华传统文化成为维系海外移民爱

国主义的情感纽带。中华传统文化是凝聚中华儿

女爱国爱乡的情感纽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在

根据，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中华

民族的炎黄子孙，无论他们身在何处，中华传统文

化，永远是他们祖辈牵连的根、世代萦绕的魂。从古

至今爱国主义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样，爱中国的大

好河山，爱中国人民、爱国君、爱王朝、爱中华民族、
爱中华文化都是海外移民爱国主义的表现形式。

大同思想是海外移民世界梦的思想基础。儒

家的大同思想以孔子为代表，他在《礼记·礼运·
大同》中说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

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

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鳃、寡、孤、独、废、疾

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

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可见，孔子把大同社

会看作是天下为公的社会，是一个全人类所期待的

和平社会。为了实现大同社会，儒家另一思想家孟

子则主张兼相爱，他认为: “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

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

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因此，要实现大同社会，务必

要实行德治，务必要唤起人类的“道德观念”，从修

身做起，然后齐家、治国，发挥人类“最高的善”，最终

平天下，实现大同世界。海外移民深受儒家大同思

想的影响，他们移民到海外后，修身养性，然后艰苦

创业、勤劳节俭，稍有积蓄后返回侨乡投资捐赠回报

祖国，最后跨越国界，以世界为舞台，以促进世界和

平与发展为目标，最终实现他们的大同世界之梦。

二 海外移民中国梦的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

关系

1. 海外移民个人梦与中国梦。中国梦是全体

中国人民包括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在内

的各层次、各类别中华民族成员共同的梦想，中国

梦包含着个人梦，为个人梦的实现创造机遇和条

件; 个人梦体现着中国梦，它是中国梦实现的坚实

基础。目前中国有 4500 多万海外移民，他们的个

人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个人梦的实现

与否与中华民族的兴衰紧密相关。只有海外移民

的个人梦与中国梦同频共振时，海外移民的个人梦

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梦的根本指向是人民幸福，因

此，实现海外移民个人和家庭的幸福是海外移民中

国梦的起点，也是终点。
2. 海外移民家族梦与中国梦。海外移民的家

族梦与中国梦有着紧密联系，有一致性和交融性。
家族梦是中国梦基础，家族梦包含着中国梦内容;

中国梦是家族梦的升华和发展，是家族梦的最高层

次。首先，中国是由千千万万的家庭和家族构成，

家族群体是构成中华大一统的基础力量。《尚书》
所言:“克明俊德，以亲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团结家族方可平安百姓，平

安百姓方可安邦定国。孙中山也言: “国民和国家

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就是国

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

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2］238可见，家族团结是社

稷平安的基础。当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

或者忠孝不能两全时，海外移民往往舍身救国，舍

家卫国，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时他们为了挽救中华

民族危机抛头颅，洒热血，有的甚至卖子救国，这些

都表明海外移民家族群体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

量，都表明海外移民把实现中国梦作为最高层次的

最有力证明。其次，海外移民的家族文化讲求孝

亲，但忠君为先。忠孝伦理次序的确立表明海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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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家族文化其实质是忠孝文化，其群体文化与中

华大一统文化有一致性，因此，海外移民的家族文

化是其家族梦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华大一统和中国

梦的思想基础。再次，海外移民的家族文化是联系

海外移民的纽带，是促使海外移民回乡投资和捐赠

的文化基因。
3. 海外移民族群梦与中国梦。海外移民的族

群梦与中国梦紧密相关，相互作用。一方面，海外

移民的族群梦是其中国梦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提高

海外移民的族群地位，增长他们的族群实力，才能

为海外移民实现中国梦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海外

移民的中国梦是其族群梦的保障，强大的中国和复

兴的中华民族是实现海外移民族群梦的坚强后盾。
首先，中国对海外移民态度和政策的转变以及与移

民迁入国关系的改善是海外移民能够移民到迁入

国的前提。根据移民系统理论，移民系统是一种

空间，包含了移民迁入国与移民迁出国相对稳定的

联系。移民体系中存在宏观与微观结构双重结构。
宏观结构指的是世界市场的政治经济状况、国与国

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的移民政策与法律制度，它对

移民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而微观结构主要

指的是移民链，它减少了移民风险与成本，使移民

过程更加安全、稳妥。可见中国与其它国家组成的

宏观结构对海外移民的产生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其次，当海外移民移民到迁入国以后，其地位的保

障与权利的争取与中国政府的地位紧密相关。近

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积贫积弱。
海外移民到达海外后，他们常被当作劣等民族对

待，“华民之流寓者，荷例有加无已，饮酒有禁，乘

车有禁，西例以中衙为车道，两旁为人行道，黄种人

只能与驴马同履车道，西人之行人行道者，可以牵

犬随行，不能与华民偕行，犯则禁罚。”［10］他们受尽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凌辱和压榨，生活极其悲

惨，尤以古巴华工最具代表性，“其工作过重，其饮

食过薄，其作工时刻过多，其被棍撞、鞭拷、锁闸等

茶毒又最甚。逐年各处打死、伤死、溢死、勿死、服

毒死、投水死、投糖锅死者累累不绝，观时折手、坏

脚，瞎目、烂头、落牙、缺耳、皮开肉裂指请验伤者已

复不少，凌虐实迹人所共见。”［11］此外，侨居地的

排华运动此起彼伏，无数海外移民惨遭杀戮，他们

的合法权利和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然而腐败无能

的清政府不但没有尽到保护海外移民的职责，反而

与狼共舞，为虎作怅，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一道共

同欺压和掠夺他们。荷兰“红溪惨案”发生后，乾

隆帝甚至言曰:“天朝弃民，不惜背弃祖宗庐墓，出

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他们真正成为了“海外弃

儿”。因此，海外移民倍感提高中国国际地位和维

护民族尊严的重要性，“华侨中有头脑的人总是想

把中国造成一个体面的国家。”［12］他们深信只有

建立一个独立、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才能真正实现他们的个人梦

和族群梦。
4. 海外移民家乡梦与中国梦。海外移民家乡

梦是其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梦的原动

力，是其个人梦与中国梦的纽带，是其中国梦与世

界梦的桥梁。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紧

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因此中国梦实际上是中

国的现代化之梦。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卷入世界

殖民主义体系，中国开始了早期的现代化运动。率

先跨出国门的海外移民由于最早接触到西方现代

文明，他们成为了中国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当中

国面对西方挑战而作出现代化的回应时，他们首先

成为这种回应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成为中国早

期现代化运动的启动器和实践者，而闽粤侨乡成为

了他们开启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试验场。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设

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时，首先把海外移

民视为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独特机遇，把重视和

利用他们的海外关系作为加强中国与外国联系的

一条切实可行的纽带和通道，并因此把拥有丰富海

外关系的广东和福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和现代化

运动的突破口和先行点。邓小平指出: “我们还有

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

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

国发展起来。”［13］海外移民没有辜负中国人民的期

望，四个经济特区设立后，他们率先响应回国投资，

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群拓荒者。改革开放初期，

海外移民大多数把资金投向家乡，通过改变侨乡落

后面貌进而改变整个中国落后的面貌。可喜的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海外移

民逐渐突破家乡梦的瓶颈，打破血缘和地域界限，

把资金投向非祖籍地，把家乡梦的践行范围进一步

扩向非家乡，从而扩向全中国，最终实现整个中国

的繁荣富强，实现海外移民的中国梦。
5. 海外移民中国梦与世界梦。海外移民中国

梦是其世界梦的组成部分，它源于中国、属于中国，

它不仅具有民族性，而且具有世界性。中华民族的

复兴是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国和平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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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世界和平与发

展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外部环境。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

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人类

共同利益日益凸显，人类的整体性联系不断加强，

“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

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全

球化时代中国梦内在的新的世界观。处于伟大复

兴进程中的中国，崇尚“合作共赢”的理念，在追求

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

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

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把本国人民利

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

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破解

人类发展难题。［14］ 可见，中国梦不仅是属于中国

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不仅造福于中国人民，而且造

福于世界各国人民。

三 海外移民中国梦的核心内容与目标层次

1. 海外移民家族梦的核心内容及目标层次。
海外移民家族梦包含着个人梦、家庭梦和家族梦。
海外移民由许许多多个人组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

梦想。早期移民主要是谋生移民，他们的个人梦想

主要是改变个人乃至家庭的生活状况，改革开放后

的新移民主要由家庭团聚移民、投资移民和技术移

民组成，因此新移民的个人梦想主要是实现家庭的

团聚、促进个人知识和财富的增长，无论是早期移

民还是新移民其个人梦的核心内容是提升个人幸

福。海外移民家族梦主要是实现家族( 家庭) 的团

聚，促进家族( 家庭) 的和谐幸福。根据新迁移经

济学派提出的新经济移民理论，海外移民之所以移

民是由于其他要素市场的失效，才威胁到家庭物质

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许多阻碍人们在经济上获

取更多发展的障碍，从而使人们希望进行国际迁

移。家庭为了规避生产、收入方面的风险，或为了

获得资本等稀缺资源，会将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送

到国外的劳动力市场去。新迁移经济学派接受了

人们集体行动会使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

的思想，认为迁移行为不仅要使迁移者的个人利益

最大化，同时也要为其家庭提供增加资本来源和控

制风险的重要途径，尤其在没有失业保险、没有福

利、不能从银行贷款或不能安全投资的情况下，家

庭成员得到的移民汇款可能是全家经济财富的基

础。［15］由此可见，海外移民家庭成员的迁移是海外

移民为实现家庭成员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一种行

动，这种行动实际上是为了促进海外移民家族的生

命延续、生活富足与团结和谐，它正是海外移民家

族梦内容的体现。总之，海外移民的个人梦是起

点，家庭梦和家族梦是目标，海外移民的中国梦始

于其个人梦和家族梦，因而海外移民的家族梦是其

中国梦的最低层次。
2. 海外移民族群梦与家乡梦的核心内容及目

标层次。海外移民的族群梦的核心内容就是提高

海外移民的地位，争取和维护海外移民的合法权利

和权益，增长海外移民的经济实力。20 世纪 70 年

代以后，随着东亚、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经济的发

展，海外移民的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据 2000 年台湾

《全球华人经济实力现况与展望》报告称，目前海

外华人年总所得约为 2718 亿 ～ 3171 亿美元，约相

当于中国大陆经济总值的 1 /3; 华人总资产已达

11588 亿美元，华资厂商市值 6750 亿美元。与此

同时，改革开放后移民到海外的新移民大多数受到

高等教育，拥有高学历、高技术，专家、专业技术人

才不断增加，他们在侨居地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

他们逐渐受到侨居地的重视，从而他们逐渐融入主

流社会，“每个国家以其自身的方式承认华人作为

自己的国民。他们都希望提高华人的地位，华人就

会以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作出贡献作为

回报，最终是对接收国的完全的政治效忠。”［16］海

外移民经济实力的壮大，政治地位的提高为他们实

现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海外移民家乡梦的

主要内容是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侨汇、投资和捐

赠是其主要方式。广东和福建是海外移民最多的

两个省，是中国最主要的侨乡。海外移民的资金、
技术、信息成为了广东和福建侨乡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的重要力量。
海外移民的族群梦和家乡梦是其中国梦的中

间层次，族群梦和家乡梦是其中国梦的基础，而中

华民族的崛起与中国的强大则为海外移民的族群

梦和家乡梦的坚强后盾。
3. 海外移民中国梦与世界梦的核心内容及目

标层次。海外移民中国梦的核心内容是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近代以来海外移民的中国梦历

经三个阶段，五个高峰，在每一个阶段其中国梦有

不同的内容。第一个阶段是救国梦阶段( 1840 －
1949 年) ，其核心内容是挽救民族危机，实现中华

民族独立。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民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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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革命，因此，海外移民这一阶段践行中国梦最主

要方式是参加和支持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甚至用

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国主权完整和国家统一，强化中

国力量。这一阶段，出现了二个高峰，第一个高峰

是辛亥革命，第二个高峰是抗日战争。第二阶段是

富国梦阶段( 1949 － 2000 年) ，其主要内容是改变

中国面貌，实现中国富强。这一阶段，海外移民践

行中国梦出现了两个高峰，一是新中国成立后。新

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中国政府保护海外移民权

益，采取措施吸引海外移民回国参与建设。因此，

大批海外移民回到侨乡，他们用资金、技术、信息、
管理经验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掀起了

其践行中国梦的高潮。二是改革开放后。1978 年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国政府及时调整侨务政策，

积极采取措施吸引海外移民回乡投资和捐赠，再加

上各国移民政策环境的日益宽松，海外移民再次掀

起了其践行中国梦的高潮。据统计，“1980 年 ～
2008 年，中国已累计批准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约

63. 6 万个，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累计达 8990 亿美

元，这其中海外华资占近 70%。”［17］第三个阶段是

强国梦和复兴梦阶段( 21 世纪) ，其主要内容是扩

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进入新世纪，中国提出了实现中国梦的宏伟目

标，一是在 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时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二是在 2049 年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三是在整个 21 世纪一步步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这一阶段海外移民中国梦的践行以汶

川大地震和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为标志又出现了一

个高峰。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是民族独立和经济

发展，更是中华文明的复兴，更是中国综合国力的

提高［18］。因此，第三个阶段海外移民践行中国梦

的方式主要是继续参与和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推动中国经济走向全球化和现代化，

促进中国发展; 开展公共外交，促进中国统一，强化

中国力量; 传播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文明，弘扬中国

精神; 介绍中国道路，扩大中国影响［19］。
海外移民世界梦的核心内容是促进世界的和

平与发展。19 世纪中期，鸦片战争发生后，中国被

卷入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中国海外移民率先跨

出国门，开始了其世界梦之旅。他们在侨居地挖金

矿、修铁路、搞种植，大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

展，他们开展慈善活动，捐办社会公益事业，有力地

推动了当地社会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20 世

纪 70 年代后，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海外移民企业日

益跨出国界，加快了全球化的发展步伐，他们的资

本集团化、投资国际化、管理现代化，经营全球化已

成为未来海外移民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美国未来

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亚洲大趋势》一书中认

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的华人控

制各自国家财富的比例分别为 50%，70%，60%，

70%。东南亚似乎己把经济领地交给华人掌管，本

地人负责的仅仅是政权，并且他还对中国海外移民

的经济影响力进行了预测: “未来华人经济将对亚

洲乃至世界广大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20］可见，

中国海外移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国梦与世界梦已经融为

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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