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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文化、政》

内容概要

蕭新煌  /中研院社會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李美賢  /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教授
專文推薦
「閱讀本書，是一段感性與知性交織的閱讀之旅。該作除了有深度的理論對話、清楚的分析架構之外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始終是那些紮根於田野的豐富又深具情感的經驗性資料。對海外華人研究、族
群研究等學術社群而言，本書提供了刺激精彩的學術對話素材；況且本書絕佳的翻譯品質，甚至會讓
讀者感受到輕快閱讀所帶來的幸福感。」
——李美賢  /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教授

【內容簡介】
揭開遭噤聲的族群歷史，通往被隱沒的創傷記憶
荷蘭殖民者的種族隔離政策，埋下了印尼社會族群隔閡的歷史種子。華人在反殖民運動中的「缺席」
，則成了日後族群對立的潛在因素。1998年印尼陷入亞洲金融風暴，蘇哈托政權將華人當成經濟危機
的代罪羔羊，造成了大規模的排華暴動，至此族群衝突達到高峰。隨著蘇哈托下台，開啟了華人認同
政治的新頁。本書的具體貢獻即是為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提供有價值的解謎。
本書作者交互運用參與觀察、田野訪談、文本分析、口述歷史等研究方法，解析華語教育、華人組織
及華文媒體在當代印尼的多元呈現。並突顯華人與原住民之間「想像的界線」，以及二者對彼此的刻
板印象與歧視偏見。透過抽絲剝繭般的探索與分析，作者指出認同是持續不斷的形成過程而非實存的
狀態，以此拆解各種關於「華人性」的本質化論述與同質性建構。而作者寄寓書中的深刻洞見——沒
有真正的優勢族群存在——將是台灣社會最重要的省思。
=====
當前台灣社會有42萬名外籍移工，其中印尼籍移工佔有四成，另約有2萬7千名印尼籍配偶在台。然而
，台灣人對於印尼這個鄰近國家（有300多個民族、700多種語言，2億4千萬人口分居在6000多個島嶼
），其實十分陌生，大多僅限於峇里島的觀光客凝視。
本書承繼當代大師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與人類學巨擘紀爾茲（Clifford Geertz）的「印尼研究」
，提供了另一種深刻的全新視角，引領讀者進入這個歷經殖民統治、獨立運動、政治紛擾、族群衝突
的國度。
以此關照，台灣族群關係的歷史糾結尚未釐清，新的移民社會已然成形。在政客的隱性操弄及顯性動
員，以及媒體的應聲附和與特定支持下，舊的刻板印象未除，新的族群偏見不斷增生。本書的歷史考
察與社會分析，將是一面重要的明鏡，映照出台灣認同的結與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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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雲昌耀（Chang-Yau Hoon）
1980年出生於馬來西亞，在汶萊長大，1997年赴澳大利亞西部讀書。2003年在西澳大學（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取得商學與文學雙學士學位（並獲得文學士的第一等榮譽學位）；2007年於該校取
得博士學位，並獲得傑出博士論文評價。2008年起在新加坡管理大學（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任教。2008年於英國出版專書Chinese Identity in Post-Suharto: Culture, Politics and Media，本書印尼文
版將於2012年出版。此外，於國際期刊發表多篇論文，並與人共同編著印尼華人研究的論文集
（Chinese Indonesians Reassesed: History, Religion and Belonging, Routledge, 2012）。目前正在進行印尼華
人基督教會以及印尼不同宗教之間互動的研究。

【譯者簡介】
邱炫元
荷蘭烏特勒支（Utrecht）大學社會學博士，專攻東南亞穆斯林社會與印尼華人研究。
何景榮
出生於印尼，成長並求學於台灣。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目前為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學系博
士候選人。研究興趣為經濟社會學、政治經濟學，研究範圍以東南亞各國（特別是印尼與馬來西亞）
為主。
陳琮淵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研究興趣為企業史、經濟社會學、華人資本主義、東南亞
區域發展。著有《文學、歷史與經濟：砂拉越華族社會發展探思》等書，論著散見於Development and
Change、《台灣社會學刊》。
林育建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生，曾任中研院亞太區域專題研究中心博士培育生。研究興趣為客家
文化商品化現象、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消費研究、族群經濟。
【延伸閱讀】
族群與認同
《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
《國家與認同》
《離與苦》
《扶桑花與家園想像》
世界華人研究
《華人族裔企業》
《比較霸權》
區域研究
《海參戰役》
《面對巨變中的東亞景觀》
田野調查與民族誌書寫
《以身為度、如是我做》
《傷心人類學》
《後事實追尋》
《泰利的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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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印尼華人認同的結與解／蕭新煌
譯者序：承先啟後的印尼華人研究／邱炫元
導讀：在印尼，誰是「優勢族群」？／李美賢
序言
導論：一種不確定的認同
第一篇 測繪「華人問題」
第1章 調解華人性的方法
第2章 華人認同的歷史建構
第二篇 改變文化要素
第3章 華人「文化」與自我認同
第4章 華人政治的異質性與內部動態
第5章 華人報刊的重新出現
第三篇 維繫族群界線
第6章 「種族」、階級與刻板印象：原住民對「華人性」的認知
第7章 保存族群性：協商界線的維繫與跨越
結論：重新概念化華人性
附錄一：Evi Mariani對身為印尼華裔的個人反思
附錄二：〈事實上到底是你們或我們已經受夠了？〉
注釋
參考文獻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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