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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华文化有着强大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使得海外华人乃至华人的子孙对中华文化

都有着极强的认同感，无论身处何地都会不由自主地遵循中华文化中对于自己为人处事

的要求。在中华文化的节庆中，春节无疑是最能代表中华文化的节日，海外华人也多会

按照惯例庆祝春节。因此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来论述坤甸华人零零后对春节习俗和忌讳的

认识。从研究结果来看，坤甸华人零零后对春节习俗和忌讳有较强的认同感但是对春节

习俗与忌讳并没有太多了解、感性认识较强，理性认识偏弱、认识渠道单一，主体性较

差、行为认同度较高，持有开放态度。 

 

关键词： 坤甸华人；  春节习俗与忌讳；  文化认同 

 

一 引言 

1.1  背景 

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涵丰富，其中节日文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本民族

人民产生民族认同感的重要依据。春节，作为持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的节日，已经

成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更是形成了独有的节日形式和文化寓意。在中国传统文化

当中，春节寄托了人们对新一年生活的美好祝福和愿景，希望来年能够风调雨顺，五谷

丰登，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春节也被赋予了更多社会文化的功能，传递人们的一种

社会情感。时至今日，春节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已经走出了国门，传播到了海外。 

中华文化具有五千年的悠长历史，很多传统文化已经在海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承。

以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为例，公元 15世纪就有文献记载有中国移民到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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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印尼全国大约有华人上万人。由于先后经历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日本等

多个国家的侵占，殖民主义者对华侨和原住民采取的分而治之的策略使得原住民有较强

的反华情绪。同时，外国资本伴随着殖民进程大量进入印尼，而印尼地区在取得独立的

初期并没有认识到华人资本与外国垄断资本的不同，统治集团在面临经济危机时，为了

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往往是把华侨当作替罪羊放在人民的对立面，转移本国人民的视

线，同样引发了人民的排华情绪，使得当地华人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举步维艰。

然而中国春节的习俗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顶着歧视和压迫而被华人传承下来。 

1.2 研究对象 

本文以出生地在坤甸，祖辈来自广东、福建两省的华人零零后作为研究对象，对其

展开问卷调查。 

1.3 研究方法 

文献综述法：搜索、整理及研读有关研究中国、东南亚、印尼、春节文化的论文、

期刊，书籍等有关文献，将相关研究成果作为本研究的理论支持和借鉴方法。 

调查问卷法：对 400 位零零后的坤甸华人随机发放调查问卷，了解他们对春节习俗

和忌讳的相关情况。 

统计分析法：使用简单的定量统计方法，统计出相关数据，根据统计得出的相关数

据，进行分析并得出分析结果。 

1.4 研究意义 

当前中国国力不断增强，借助“一带一路”战略，中国正在成为世界舞台上冉冉升

起的新星，而国力的空前强大使得华人群体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进一步加深。笔者查阅

了诸多文献，尚未发现有学者对印尼华人的春节文化认同进行过研究，而春节文化是中

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人代系之间的交流正是凭借这样的节日纽带才能够得到进一

步强化，因此针对坤甸华人零零后对春节习俗和忌讳的认识进行研究，将更有助于了解

春节这样的传统节日文化是如何在坤甸华人群体中得以传承，以及传承的现状如何，这

是本文的理论意义所在。 

与此同时，坤甸华人身上的中华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同样受到了印尼文化的影

响，这使得坤甸华人的春节习俗已经有了诸多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实际上也是中华文化

地域适应性的一种体现，本文针对坤甸华人零零后对春节习俗和忌讳的认识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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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层面也能为印尼地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提供现实的依据，帮助印尼华人认识

到自己在文化传承方面存在的问题，这是本文的实践意义所在。 

 

二 文献综述 

2.1 印尼华人的相关研究 

2.1.1 印尼华人历史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之间的交流最早可以追溯到 15世纪前，当时

的唐朝就与印尼有着贸易往来，商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寻找贸易机会，僧侣则沿着海上

丝绸之路前往印度，甚至中国人还成为了印尼最早的伊斯兰教的传教士。最早记载的华

人大规模移民至印尼的记录发生在荷兰殖民的中期，这一时期移民的华人大多是为了寻

找适宜的商机。然而，欧洲人为上，华人与阿拉伯裔为中，而本地土著为下，这一由荷

兰人所建立起来的社会等级制度，是的华人与当地原住民之间一直很难亲密的融合。这

一制度的建立与荷兰希望优待个别民族而使原有的社会体制发生变化的愿望相符合。这

就使得华人成为了荷兰人进行殖民统治的有力工具，同时还能够缓和当地土著与荷兰殖

民者之间深层次的矛盾。 

在印尼独立时，华人已经有近一千万，占到印尼总人口的 5%，并且其中有九成以上

的华人已经加入了印尼的国籍。尽管印尼独立之后当地土著曾经与华人产生多种冲突，

甚至爆发了种种暴力事件，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移民的华人逐渐在印尼落地生根，成

为了当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中华文化也因为华人移民的存在而开始在印尼地区

逐渐繁荣1。 

2.1.2 印尼华人身份认同 

2006 年以来，有不少学者对印尼华人的身份认同进行过研究。王爱平（2006）认为

印尼华裔青少年均已完全认同印度尼西亚国家,但是印尼长期推行歧视、排斥华人政策

极大地挫伤了这种感情归属。他们有着强烈的华人身份认同意识,对融入印尼当地社会

持积极的态度,并期望与印尼主体民族拥有同等的待遇2。黄煜（2012）提出，印尼华裔

                                                 
1
 胡翊. 二战后印尼华人经济的发展状况、影响因素及贡献[D].华中师范大学,2017. 

2 王爱平.印尼华裔青少年的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华侨大学华文学院(集美)印尼华裔学生的调查

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2):28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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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有着强烈的华人身份认同意识，对融入印尼当地社会持积极的态度，并保持着对

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印尼华裔青少年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均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国

家的有关法律处和政策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3。沈玲（2015）提出印尼政府实行

的华人同化政策自实行以来客观上阻碍了汉语语言在家庭内部的代际传播。华人家庭各

成员的语言能力与汉语水平呈现代际变化。从印尼华人对语言、宗教、祖先、历史、族

际通婚等的态度可以看出，新生代华裔青少年对印尼的国家认同与情感归属明确，但他

们对自己的祖籍国中国依然怀有亲近的情感，还保留着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度，只是在

许多方面较其祖父辈相比，认同程度有所减弱4。张小倩（2016）认为印尼华人社会所出

现的“再华化”现象在无形中推动着中华文化软实力的传播，同时吸引了印尼其他族群

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和参与，有利于推动印尼族群之间的融合、印尼民主国家建设的发展

以及中国和印尼双方的进一步了解和交往
5
。 

2.2 认同理论 

文化认同的概念在学界一直颇有争议，普遍的观点认为文化认同应该是一种对个体

对群体文化的认可和赞同，同时被群体文化所影响的感觉。每个人都是生活在集体当中，

想要使自身所接受的文化观念完全不受到社会群体的影响是不现实的，社会群体的文化

不仅仅会在观念上对个体产生影响，更是会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到个体的生活。当然，

集体文化多种多样，受到集体文化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丢失个人的想法，个体在实

现自我认同的过程实际上是从多样的群体文化中寻找到自己认同的文化的过程，因此个

体文化与群体文化也可以说是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的。亨廷顿（2002）认为对于大多数

人来说，能够做到独立的文化认同已经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不同民族的人之所以形成

不同的文化大多是因为他们在表示自身文化认同的时候会选择他们认为最为有意义的

实物来作为载体，而同一民族往往选择的载体相同，利用这一载体来实现宗教、语言、

习俗等方面的自我定义。 

2.3 小结 

总的看来，印尼华人的移民历史可以追溯至几个世纪之前，近几个世纪不断有华人

移民至印尼。由于华人群体已经形成了固定的集体文化，而印尼华人聚集生活的方式也
                                                 
3 黄煜. 印尼华裔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及其对汉语学习的影响[D].广西师范大学,2012. 
4 沈玲.印尼华人家庭语言使用与文化认同分析——印尼雅加达 500 余名新生代华裔的调查研究[J].

世界民族,2015(05):73-85. 
5 张小倩.二十一世纪以来印尼华人“再华化”现象研究[J].世界民族,2016(01):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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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中华文化拥有了长久留存的空间，因而春节这样一类中华文化的符号已然成为了印

尼华人文化认同的基础，成为了印尼华人与传统中华文化之间斩不断的文化血脉。 

 

三 坤甸华人零零后对春节习俗和忌讳的认识 

3.1 调查问卷设计及实施 

为了解坤甸华人零零后对春节习俗和忌讳的认识现状，笔者参考了文化认同的相关

理论，以及杨子健6、姜瑛7、陈虹娇8、王凯南9、祁琳10等学者对非中国籍人群文化认同

的研究问卷，设计出了本文使用的《坤甸华人零零后对春节习俗和忌讳的认识》的调查

问卷。调查问卷基于文化认同理论设计了认知认识、情感认识、实践认识三种类型的问

题，通过这三个层面来了解坤甸华人零零后对春节习俗和忌讳的认识现状。笔者选择华

人聚集地随机发纸质问卷，共发放问卷 400张，回收有效问卷 380张，问卷回收有效率

95%。其中男性受访者占比 20.5%，女性受访者占比 79.5%，具体调查情况如下： 

3.2 对春节习俗和忌讳有较强的认同感 

如图 1 所示，在问及 00 后受访者是否喜欢过春节时，表示自己非常喜欢的占比达

到了 65.2%，表示自己一般喜欢的占比 33%，表示不确定的占比 1.8%，没有受访者表示

自己不喜欢或者非常不喜欢春节（见图 1）。正是因为大多数零零后受访者都喜欢春节，

在回答春节的日期这一问题上，大多数受访者才能够回答对是正月初一（见图 2）。

                                                 
6
 杨子健. 在邕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与中华文化认同的相关研究[D].广西大学,2018. 

7
 姜瑛. 菲律宾主流中学学生汉语学习动机与中华文化认同相关度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8. 

8
 陈虹娇. 南非中文专业大学生汉语学习动机与文化认同研究[D].暨南大学,2018. 

9
 王凯南. 日本汉语学习者的文化认同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8. 

10
 祁琳. 泰国华裔青少年对中华文化认同及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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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坤甸华人零零后对春节的态度 

 

 

图 2 坤甸华人零零后对春节日期的了解 

 

在忌讳的传承方面，46.4%的受访者认为非常需要传承，44.6%的受访者认为

一般需要传承，这说明坤甸华人零零后对春节忌讳的认同度也是较高的（见图 3）。 

 

图 3 坤甸华人零零后对春节忌讳的认同 

3.3 对春节习俗与忌讳并没有太多了解 

65.20%

33.00%

1.80% 0.00% 0.00%

A.非常喜欢 B.一般喜欢 C.不确定

D.不喜欢 E.非常不喜欢

6.00%
0.50%

87.50%

6.00%

A.八月十五 B.五月初五 C.正月初一 D.十二月初一

46.40%

44.60%

5.00% 4.00%

A.非常需要 B.一般 C.不太需要 D.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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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忌讳方面，零零后群体的了解则要低很多。在了解方面，36.6%的受访者

表示自己了解，大部分 51.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只了解一点基本常识，甚至还有

相当一部分 00后受访者表示自己根本不了解春节的习俗或者忌讳（见图 4）。在

这样的背景下，表示自己非常相信春节忌讳的仅占 14.3%，78.6%的受访者态度

一般（见图 5）。而认为春节需要一定的习俗与忌讳来体现的仅占 43.8%，认为一

般需要的占比 42.9%，还有近 15%的受访者认为春节不需要习俗或者忌讳来体现

（见图 6）。 

 

图 4 坤甸华人零零后对春节习俗与忌讳的了解 

 

 

图 5 坤甸华人零零后对春节忌讳的信赖度 

6.30%

36.60%

51.80%

5.30%

A.十分了解 B.了解大部分 C.只了解一点基本常识 D.不了解

14.30%

78.60%

7.00% 0.10%

A.非常相信 B.一般 C.不相信 D.非常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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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坤甸华人零零后对春节忌讳存在必要性的看法 

 

正是由于零零后华人对春节习俗和忌讳的认识不高，在问到哪些不是春节的

忌讳时，36.6%的人回答拿红包，45.5%的人回答放烟花，64.3%的人回答吃饺子，

占比都不是很高，这说明受访者中认为这些事情是忌讳的大有人在（见图 7）。 

 

图 7 坤甸华人零零后对春节忌讳的认知 

 

3.4 感性认识较强，理性认识偏弱 

所谓感性的认识是指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感官在自己的思

维中直接认识客观事物并形成与之对应的感觉或者印象的过程。换言之，感性认

识就是春节习俗和忌讳在坤甸华人零零后中留下的最直观的印象。在问到受访者

哪些不是春节的习俗时，93%的受访者回答吃月饼，67%的受访者回答划龙船，65.2%

43.80%

42.90%

8.90%

3.40% 1.00%

A.需要 B.一般需要 C.无所谓 D.一般不需要 E.非常不需要

17.00%

24.10%

20.50%

64.30%

45.50%

14.30%

19.60%

36.60%

28.60%

0.00% 10.00%20.00%30.00%40.00%50.00%60.00%70.00%

A.打破东西

B.打人或者骂人

C.杀生

D.吃饺子

E.放烟花

F.初一到初三不能用扫把扫地

G.未婚的不能给别人压岁钱

H.拿红包

I.不能欠别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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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访者回答吃粽子（见图 8）。 

 

图 8 坤甸华人零零后对春节代表符号的认知 

 

而在问到哪些不是春节忌讳的符号时，40.2%的受访者回答睡午觉，另有相

同比例的受访者回答是红纸，可见零零后受访者对春节忌讳的感性认知同样是较

强的（图 9）。 

 

图 9 坤甸华人零零后对春节忌讳符号的认知 

 

理性的认识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对物体表象的深化所得出的一种系统的

认知，这种认知不会受到表象的影响，是对感性认知的升华。大众对于某一事物

的理性认识通常表现为对该事物的态度。在问及零零后受访者认为春节习俗与忌

83.00%

14.30%

12.50%

67.00%

28.60%

53.60%

20.50%

14.30%

65.20%

11.60%

17.00%

17.00%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A.吃月饼

B.放鞭炮

C.贴春联

D.划龙船

E.吃饺子

F.赏月

G.去庙里拜拜

H.压岁钱（红包）

I.吃粽子

J.拜年

K.吃年夜饭

L.舞龙舞狮

8.90%

40.20%

9.80%

40.20%

0.90%

A.破镜 B.红纸 C.刀 D.睡午觉 E.稀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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讳对过年有什么意义时，回答“可以加深对春节文化内涵的理解”的人数占比仅

为 47.3%，尚不足半数，32.1%的受访者回答“可以更好的表达人们对春节的感

情”，17.9%的受访者回答“可以增加过年的节日氛围”（见图 10）。而事实上，

无论是“可以增加过年的节日氛围”还是“可以更好的表达人们对于春节的情感”

都只是对春节习俗和忌讳的表面关注, 实际上还是属于感性认知, 只有“可以加

深对春节文化内涵的理解”是表明零零后对春节习俗和忌讳的认识达到了更深的

层次，属于理性认识。 

 

图 10 坤甸华人零零后对春节习俗和忌讳的意义认识 

 

当然，在问到受访者对春节文化里的习俗和忌讳的具体含义认知多少时，高

达 73.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只是一般了解，而 19.6%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不确定（见

图 11）。这也反映出了零零后对春节习俗还是感性认识加强，理性认识偏弱。 

 

图 11 坤甸华人零零后对春节习俗与忌讳的具体含义认识 

17.90%

47.30%

32.10%

2.70%

A.可以增加过年的节日氛围

B.可以加深对春节文化内涵的理解

C.可以更好地表达人们对春节的感情

D.没有意义

4.00%

73.20%

19.60%

3.20% 0.00%

A.非常了解 B.一般了解 C.不确定

D.一般不了解 E.非常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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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认识渠道单一，主体性较差 

在问及零零后受访者对春节计划的认知主要来源于哪一方面时，接近 80%的

受访者都是回答来自于自己的父母，媒体、学校或者自主学习认知带来的认识都

比较少（见图 12）。同样在问到受访者可以通过什么途径加深对春节习俗与忌讳

的认识和理解时，占比最多的回答是从家长途径来加深理解和认识，占比约为

33.9%。其次是通过学校开设的课程或者社团的参与占比 28.6%，再次是自身学

习与参与占比 17.9%（见图 13）。 

 

图 12 坤甸华人零零后了解春节习俗与忌讳的渠道 

 

图 13 坤甸华人零零后加深对春节习俗与忌讳的认识和理解的途径 

 

仅从认知渠道的角度来看，坤甸华人零零后对春节习俗与忌讳的认识渠道其

实是比较单一的，无论是对于春节这一习俗本身，还是对春节中的忌讳，大部分

受访者的认识都是来源于自己的父母。当然这也合乎情理，大部分 00 后都还没

6.00%
6.50%

79.50%

8.00%

A.学校 B.媒体 C.父母 D.自主学习认知

12.50%

17.90%

28.60%

33.90%

7.10%

A.传统媒体的宣传

B.自身学习与参与

C.学校开设的课程或社团的参与宣传

D.家长

E.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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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年，因而对于春节习俗和忌讳的认识主要来自于父母的言传身教以及从小的

耳濡目染。但是与此同时，零零后群体也基本拥有了自己的思维能力，然而通过

自主学习认知春节这一习俗的占比并不高，这说明在面对春节习俗和忌讳上，零

零后受访者的主体性或者能动性还有待提升。 

3.6 行为认同度较高，持有开放态度 

尽管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春节的年味变淡了，但是实际上华人零零后中对春节

当前的年味还是比较认同的，8.9%的受访者表示自己非常喜欢现在的年味，53.6%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一般喜欢现在的年味（见图 14）。 

 

图 14 坤甸华人零零后对现代年味的看法 

在对春节习俗和忌讳的认识上，零零后华人既有对原有的春节文化的继承，

也有对春节文化的突破。例如在过春节的方式上，接近 9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愿

意回家与家人一起团圆，这也正是中国传统的过春节的方式，阖家团圆是一户家

庭春节最好的期望（见图 15）。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有越来越多的零零后华

人愿意通过通讯软件或者打电话这种新的形式来拜年，传统春节文化与现代科技

文化并存（见图 16）。 

 

8.90%

53.60%
23.20%

11.60%
2.70%

A.非常喜欢 B.一般喜欢 C.不确定

D.不喜欢 E.非常不喜欢

88.40%

9.80% 1.80%

A.回家与家人一起团圆

B.独自或与朋友出去旅游

C.不喜欢与家人一起过春节，没有意义



Jurnal Cakrawala Mandarin 
Asosiasi Program Studi Mandarin Indonesia  

Vol.4, No.1, April 2020: P25-41                                E-ISSN: 2579
-4906 

37 

图 15 坤甸华人零零后过春节的方式 

 

图 16 坤甸华人零零后拜年的方式 

 

正是因为华人零零后对春节的习俗和忌讳持有开放的态度，在问到受访者希

望未来的春节习俗和忌讳朝着哪个方向发展时，33.9%的受访者表示该怎样就怎

样，没什么需要改变；26.8%的受访者表示按照传统加大宣传力度；23.2%的受访

者表示找到适合印尼国情与社会发展方式，过带有印尼特色的春节；还有 16.1%

的受访者表示与时俱进，向国外节目借鉴，在形式上有适当创新，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见图 17）。 

 

图 17 坤甸华人零零后对春节习俗与忌讳发展的看法 

 

92.00%

45.50%

67.90%

1.80%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A.到家里拜年

B.打电话拜年

C.通讯软件拜年（Wechat、

Whatup、Line）

D.寄卡片拜年

26.80%

16.10%
33.90%

23.20%

A.遵照传统，加大宣传力度

B.与时俱进，向国外节日借鉴，在形式上要适当创新，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

C.该怎样就怎样，没什么需要改变

D.找到适合印尼国情与社会发展方式，过带有印尼特色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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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化认同——印尼华人的血脉传承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代表着中华民族先民们对生活的态度，也是民族情

感的外化。在中华文化中，春节其实就是团圆的日子，是一种团圆的文化，更是

中华儿女们对未来的祈祷和憧憬。即便是对于定居国外多年的印尼华人而言，这

种团圆意识也是根植于他们的心中。因而即便部分华人零零后对春节习俗与忌讳

并没有太多了解、感性认识较强，理性认识偏弱，春节的习俗和忌讳仍旧停留在

他们的心中，到了春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零零后的华人们也会再次从父母处接受中

华文化的熏陶，过去与现在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周而复始的节日得以交汇，文化的

血脉就是通过周而复始的节日来得到强化，成为了印尼华人心中的文化认同。 

 

五 差序格局——印尼华人的文化实践 

关于印尼华人的文化认同，笔者认为其根源来自于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中

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其著作《乡土中国》中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

用以解释中国人的社交文化。差序格局认为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如同投入水中的

石子，由此泛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而这些涟漪由近到远分别是血缘、地缘、

经济水平、政治地位、知识文化水平，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由这种差序格局来

进行确定。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正是这样一种差序格局的反应。

当个体的“石子”溅起涟漪时，受影响最大的必然首先是与其由亲缘关系的人，

地缘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紧随其后。在这样一种伦理格局的背景下，印尼

华人尽管没有去过中国，却接收到了与自己存在血缘关系的长辈的直接影响，成

为长辈们泛起的第一道“涟漪”。而正是有了差序格局的存在，印尼华人才能对

中华文化有深刻的认同感，外化为对春节机会与习俗的接受，内化为自己的血脉

传承。 

六 结语 

在诸多世界文化中，中华文化都是一个特例，从未有文化能够像中华文化一

样源远流长，也从未有文化能够让其传人在身居异国他乡之时仍旧能够传承不断，

严格遵循各种节日的习俗和忌讳。本文以坤甸华人零零后作为研究对象，了解了

零零后华人群体对春节习俗与忌讳的认识，从研究结果来看，首先坤甸华人零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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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对春节习俗和忌讳有较强的认同感但是对春节习俗与忌讳并没有太多了解；其

次坤甸华人零零后对春节习俗与忌讳的感性认识较强，理性认识偏弱；再次，坤

甸华人零零后对春节习俗与忌讳的认识渠道单一，主体性较差；最后坤甸华人零

零后对春节习俗与忌讳的行为认同度较高，持有开放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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