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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關注泰國北部二代雲南華人的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從社會人類學中

族群理論的社會建構面向作為分析視角，企圖檢視從 1949 年國共內戰後遷徙到泰緬邊

境的二代華人後裔的族群現象，說明泰北華人的認同轉換並不只是獲得泰國公民權下的

必然過程，而是必須鑲嵌在 1949—2000年中華民國政府對於當地華人的僑務政策治理，

以及在泰國民族主義政治治理結構之交互作用下，如何作為結構性的動能，形塑當代以

「泰北華人（族）」作為自我身份認定的「族群邊界（the boundaries of ethnic group）」。 

泰北華人作為一社群主體，除了凸顯戰後中華民國民族主義治理的跨國性，也體現

了在移居地—泰國後期的同化政策下，促使泰北華人重新思考境內的族群關係。一方面

他們成為戰後中華民國民族主義收編下的「中國同胞」，來台求學的二代華人被視為回

歸祖國的懷抱，然而來台後衍生的身份問題以及後期台灣主體性論述下，也造成泰北華

人到了後期產生中國—台灣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另一方面，在泰國對華政策的改善

下，泰北華人重新被納入為泰國民族建構框架下的少數族群，在二代華人的生命經驗

中，對自我的身份認定從「中國同胞」、「中國難民」轉變為「泰國華人」; 更是在後期

建構「華人性（chineseness ）」中的「正統」論述中確立與境內曼谷華人的不同。 

本研究考察位於泰緬邊境的美斯樂（Mae Salong）華人村落的族群現象顯示，族群

認同形塑的內外部動能涉及政治經濟結構、公民權利的掌握程度以及原生性

（promordialism）的內戰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傳承，更策略性地運用這些族

群屬性（ethnicity）展現自身泰北華人的族群身份。反映在二戰後泰國政府如何面對境

內華人的族群態度，以及如何透過泰北華人將泰國曼谷華人他者化的過程，重新定義自

身泰北華人的族群認同與情感歸屬，最終本研究認為泰北華人性是政治權力以及族群關

係下的產物，且族群認同游移在「原生情感」以及「工具邏輯」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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