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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代的海外印度移民多为“殖民地型移民”,在资本主义发展

的各殖民地 ,他们不可进免地要面临着文化冲突 ,尤其是语言和宗教方

面。在文化调适的过程中 ,他们通过建立宗教寺庙和学校 ,保留宗教文

化 通过英语加强沟通 ,增强凝来力 建立社会组织 ,改善经济状况 ,最

终在各技民地达到了对本国传统文化认同。

【关健词 】印度“殊民地型移民 ”文化冲突 认同

对印度海外移民的研究 ,国内学者论文著作多集中对现代海

外印度人对印度的经济影响及其国际影响力及其政府政策进行探

讨 ,如 贾海涛 、石沧金《海外印度人与海外华人国际影响力比较研

究 》,盖蓄《海外印度人对印度经济发展的影响探析 》,张秀明在其

《海外印度移民及印度政府的侨务政策 》。对近代印度海外移民的

探讨 ,国内外学者散见不多 ,对其文化认同 ,更没有专门的学术论

文或著作进行研究 。那么 ,近代的印度人为什么会移民海外 有

着深厚宗教传统的印度人在海外又如何面对文化冲突 又是如何

调适并最终扎根 本文试从这些角度 ,对近代印度海外移民的发

展及文化认同作一分析 。

一、殖民地型移民的甚本状况及特点
本文所要探讨的是近代的印度海外移民问题 ,主要是指殖民

地时期 ,即印度独立前的移民问题 ,集中于从 世纪 年代到

世纪初 年 进行探讨 。在印度的近代历史上 ,发生过两次大

规模的移民海外运动 ,第一次是始于 世纪 一 年代 。随着世

界资本主义发展 ,英法美等国都先后废除了奴隶法令 为了填补

奴隶劳动力的“真空 ”,大量南印度人民被输往这些地区 ,其身份是

契约劳工 ,实际上等同于变相的奴隶通过野蛮的掠夺 、绑架和非法

贩卖 ,这些所谓的契约和合同的签订是不平等的 ,具有严重的欺骗

性 。据统计 , 年至 印年的被移至海外的印度居民为 万

人 ,每年平均移民 剐 人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 ,随着 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

过渡 ,对劳动力的需求再次增加 ,因此 ,第二次大规模印度移民开

始了 ,大量印度劳动力被输送到了大英帝国的各殖民地的种植园

中。为了确保英国资本经营的种植园有充足的劳动力 ,英国殖民

政府进一步对印度移民采取鼓励政策 ,马来亚的殖民政府在

年明确地提出了鼓励印度移民输人的政策 ,对他们实施特别的劳

动立法 。 年到 年间又设立了半官方的印度移民委员会

“ 山皿 田面 越 而 ,下设印度移民基金 ,提供移民经费

因此 ,马来亚橡胶园中的印度劳工得以源源而来 ,从而保证了英国

殖民者获得的巨大利益 。途中因故也有一批滞留在非洲 。此一时

期 ,除了契约劳工和这一批人之外 ,还有一种“工头 ”监管劳工 ,即

由印度人自己组织的劳务输出 另外 ,伴随移民的还有一批以自由

人的身份自发前往 ,多是些小商贩 、工匠 、小业主 、文员 、商人和其

他职业人士 。比例也占相当大一部分 。他们的移民过程及当时的

社会待遇比第一批移民海外的印度人略强 。在非洲通过一段时间

的适应之后 ,他们基本以开商店从事商业经营或担任公共汽车售

票员与邮局等机构的服务人员为业 。据统计 ,从 年至 年

的 年间 ,印度移民达到 万人 ,年平均移民数约达 万人 。

在两次大规模的移民过程中 ,印度移民都是做为劳动力被输

送到殖民地的种植园中充当廉价劳动力 ,不管是通过契约工人还

是“工头 ”监管的方式 ,都是从属于英国殖民者的利益 ,具有典型的

殖民地移民的特征 。首先 ,在印度移民的地区分布上 , 世纪后半

期以后 ,印度移民事实上有 是在大英帝国管辖的范围内移

动的 ,尤以邻近印度的缅甸 、锡兰 、马来亚最多 ,占了印度移民人数

的 以妈白以上。其次 ,从印度移民的职业特点上看 。印度移民多为

种植园工人 ,锡兰的印度移民几乎全部为茶叶种殖园、橡胶园、咖

啡园的种植工人 ,马来亚的印度移民主要是充当橡胶种植园工人 。

据统计 , 世纪末至 世纪 年代 ,以英国人为主的欧洲人经营

的橡胶园占整个马来亚橡胶园面积的 ,而这些橡胶园中雇佣的

工人有 既 为印度工人 。第三 ,从印度移民的来源地上看 ,印度移

民多来自南印度各省 ,尤其集中在泰米尔纳德邦的马德拉斯地方

由于英国殖民者把大量廉价的稻米运到南印度 ,破坏了南印度原

有的稻米种植经济 ,农民破产者不断增加 ,闲散劳动力多 。第四 ,

从移民方式上看 ,作为殖民地国家的移民、印度移民的绝大多数都

是以“契约工人 ”形式移向国外的。这些具有典型的殖民地时期特

点的移民 ,我们在此称之为“殖民地型移民”。

二 、语盲及宗教的文化冲突

民族语言是形成民族认同感的核心凝聚力 ,是形成所谓“民族

性 ”的根本文化要素。德国的语言学家曾说 ,“一个民族无论如何

不能舍弃的 ,那就是它的语言 ,因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生存所必需的

‘呼吸 ’,是它的灵魂之所在 。能过一种语言 ,一个人类群体才得以

凝聚成民族 ,一个民族的特性只有在其语言中才完整的铸刻下

来 ”。因为“第一种语言中都包含着其特有的世界观 ”

英国在海外殖民地进行征服的第一步 ,首先是武力征服 ,进一

步就是文而化之 ,把自己的文化强力植入殖民地人民的灵魂 ,在殖

民地型海外印度人中也是这样 。相对殖民地 ,移人的印度人其意

识形态及文明都高于所在地 ,因此 ,在英国对印度人的统治中 ,语

言、教育等都参与了帝国统治的系统 ,殖民地的教育完全是由英国

人控制的 ,孩子们在学校读的是殖民者提供的课本 ,《皇家读本 》告

诉这里的学生自己生活的岛屿的人种学知识和英国的自然历史 、

民间文学在学校他们高唱“前进吧 ,英国 ”他们对遥远的欧洲的了

解甚至比身边的地方还要详细、熟悉 他们被培养出对自己民族的

卑贱感和对大英帝国的忠诚 。在印度海外移民的一批人中 ,在接

受了英语教育的同时淡化了民族语言 。当然 ,对于在殖民地的海

外印度移民自然不例外 ,换语的境地使得原来的文化系统和现有

的文化发生了冲突 。

宗教信仰是许多文明的核心价值和内在精神 ,宗教与文化有密

切联系 ,是文明交往的基本要素。印度移民在海外 ,根本的改变是

印度教信仰的淡化 ,弱化和丢失。在英国殖民之下的南非 ,天主教与

印度移民的印度教及伊斯兰教信仰不可避免的发生冲突 ,幸运的是 ,

宗主国英国并没有大规模的迫使印度人改宗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

在印度移民的后代中 ,不仅身上带有印度教的圣线 ,而且还挂着天主



教的十字架 ,开始遗忘自己的史诗吟唱“罗摩罗摩塔西罗摩 ”的宗教意

义而学会“啊 ,上帝 ”进行祷告时 ,文化冲突的过程已经开始。

殖民地教育是一种直接的形式 ,而信仰的淡化使得海外印度

移民企图以欧洲文化价值为归依 。一方面 ,欧洲思想文化价值观

逐渐嵌人移民者的内心 ,使得他们的思想情感、文化立场和精神世

界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另一方面 ,移民者不可能迅速地认同欧

洲 ,现实的残酷和历史的痛楚使他们明白他们与欧洲之间的距离 ,

时常是作为“局外人 ”来审视 。由此 ,文化冲突不可避免 。

三 、文化调适与认同

据估计 , 别听一 年间 ,由于殖民主义的扩张 ,特别是英帝国

的扩张 ,有约 以刃万印度人移民海外。当然 ,其中相当大比例的人

最终又回归。以南非为例 , 攻汾一 年间 ,约 万印度人进人那

塔尔 南非 。脚 年来到纳塔尔的第一批印度人绝大多数都是印

度教教徒 ,还有 的人是穆斯林 , 的人是基督教徒。为了在新

移居地中创造一个自己熟悉的文化生存空间 ,并保持着原有的人际

关系 ,印度移民将原来固有的宗教和社会制度保留了下来。

一 建立宗教寺庙和学校 ,保留宗教文化

印度教是印度民族传统的一部分 。它超越了地域 、文化和语

言的不同 ,影响着印度移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南非为例 ,所

有的印度教寺庙和伊斯兰清真寺都成为印度人社会生活的中心。

早期的印度教寺庙建立在乌姆比罗、艾杰孔贝山、纽兰兹等地。此

外 ,他们还建立了自己的学校 ,早期的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主要座

落在格雷街 、西街 、里沃赛德 、斯普林费尔德 、韦斯特维尔等地 。寺

庙和学校随着移民社区的演进而发展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社会功

能 。首先 ,它们将人们组织起来从事各种宗教活动 ,从而达到了保

存宗教和文化传承的目的。其次 ,这些宗教场所与移民社区形成

了一种良性互动 。寺庙和学校帮助建立和维护社团生活 ,社区的

发展又促进了宗教的社会功能。再次 ,这些宗教场所还成为各个

移民社团的标志及其重大成就的象征 ,为那些远离家乡的印度人

提供了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 。最后 ,它们还是交换思想 、信息和不

同类型的文化生活的场所 。各种不同的社会活动传播了宗教教

育 ,寺庙和学校之间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和节日庆典 ,从而促进了印

度文化传统落地生根。在海外印度移民的过程中 ,不排除他们在

吸收宗主国的宗教教义教理过程中 ,将自己的宗教更加发扬光大 。

二 英语加强沟通

英语教育的同时淡化了民族语言的同时 ,却在不经意见发挥

着另一个“建设性使命 ”的作用 印度各地区自古以来各地民族众

多 ,地区封闭 ,各民族有各自的语言 ,而英语 ,在今天做为其官方语

言之一的语言 ,发挥了其在殖民过程中的“建设性使命 ”,印度海外

移民在民族语言不通的情况之下 ,通过英语 ,更加深了对 自己同是

印度人的沟通和了解 ,从另一角度上说 ,更利于不同民族的印度人

做为一个整体加强联系 ,增强凝聚力 ,在文化认同过程中 ,起到了

更好的调适作用 。

而英国在统治过程中通过英语教育文化手段 ,使这些接受其

教育的印度人不仅学会了欧洲人的思想观念 ,同样也看到了自己

文明的价值 ,他们因此而更加深了同胞间的联系 ,并且民族意识得

到加强 ,进一步促进了海外印度移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继而

推动着他们对 自己的饮食习惯及婚姻习俗的坚持 。

三 建立社会组织 ,改善经济状况

为了维护政治权利 ,改善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 。各殖民地的

印度移民也竭力建立 了一些社会政治组织 。在南非甘地于

年创建了纳塔尔印度人大会 ,这是纳塔尔的印度移民 万人 首

次超过白人 巧万人 的那一年。作为南非印度人的第一个政治

组织 ,纳塔尔印度人大会是南非“最著名的精英团体 ”。在 世纪

初 ,南非印度移民中出现了一些社会组织 。印度人青年协会于

例拓年建立 ,它的创始人是巴伊 ·帕玛兰德教授 。他于 卯 年到
德班 ,主要希望鼓励印度人学习泰米尔语 、参与传教事业以及回印

度参观 ,从而了解自己的文化遗产 印度农民协会是由斯瓦米 ·

桑克兰南建立 ,此人在 卯 年刚到达南非时就帮助建立了印度人

协会 。在 至 巧年间 ,南非出现了 个印度人社团组织 ,在

世纪 年代还出现了一些福利机构

通过这样一些斗争和艰难适应 ,殖民时代移民海外的印度人
的经济状况得到一定的改善 ,并且在海外扎根融人了当地社会 ,以

自由人身份移民海外的印度人 ,其经济状况也大为好转 ,社会地像
和经济实力得到提升。在今天 ,特别是那批在 世纪初本来计划

前往英伦而最后滞留非洲的 加万移民及其后代 ,他们的情况也

相当理想 。在非洲 ,他们相对比较富裕 ,属于社会的中上层 。

四、结语

殖民时代的海外印度移民有着自己深厚的宗教文化和民族语

言 ,他们因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通过契约劳工的形式到达宗主

国的各殖民地 ,在此过程中 ,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着文化冲突 ,

尤其是语言和宗教方面。在文化调适的过程中 ,他们通过建立宗

教寺庙和学校 ,保留宗教文化 通过英语加强沟通 ,增强凝聚力 建

立社会组织 ,改善经济状况 ,最终在各殖民地达到了对本国传统文

化的认同。正是这种对本国宗教传统文化的坚持 ,使得大批的印

度人对故土保留着感情 ,并且大部分都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 年

至 年印度移民的总数为 咖 多万人 ,其中回国者约 枷 万

人 ,净移民人数仅为 万人左右。正是他们及他们的后代 ,在经

历了文化冲突及认同过程之后 ,对印度的现代历史发生的重要的

影响 ,并影响至今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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