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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认同视域下闽南方言的跨境传播

王曦
（泉州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福建 泉州 ３６２０００）

摘　要：闽南族群的跨境迁移已历千年，已然成为东南亚华人华侨重要的地缘分支之一。从族群认同视域探讨闽南
族群跨境迁移中闽南方言在族群认同中和文化认同中的地位和作用，闽南方言的认同功能与其交际功能、文化功能之间

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与长久维系闽南族群认同、构筑“一带一路”心相通、保护闽南方言资源等休戚相关，应加快闽南方

言的跨境传播研究，维护闽南族群的母语方言，以更加智慧、柔软的方式维系族群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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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东南部及广东潮汕地区，不仅仍沿用保
留着大量古汉语特征的方言，而且拥有和传承共

同的“光州固始”祖地记忆和中原文化，逐渐形成

了具有地域特征的闽南族群①。闽南族群自唐始

向东南亚及海外其他国家迁移，已逾千年，形成一

个具有共同血缘、亲缘、地缘、神缘、文缘的跨国

界、跨省界族群，是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主要地缘分

支之一。

进入二十一世纪，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历史

等原因，东南亚华人华侨的认同逐渐多元化，可分

为民族（当地）认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文化认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与族群认同（Ｅｔｈｎ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等
三方面。② 庄国土认为东南亚华人的认同分为政

治（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两大类。华人的文化

认同是东南亚华人族群认同的核心，族群认同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认同，语言则是族群文化诸

因素中最主要的③。华人华侨或多或少具备汉语

普通话和方言两种语言能力，而在跨境迁移中方

言群的区分无不体现于他们的社会结构、身份意

识、文化表征、职业特性，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等方

方面面。即使到了当今时代，作为群体认同的源

泉，方言仍在群体凝聚、群际竞争两方面起作

用④。对华裔新生代语言使用的调查证实了这一

说法。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认为日常生活中方言

的影响不逊于英语、马来语和汉语⑤。菲律宾华

裔青少年也认为自己方言能力（闽南语）仅次于

他们加禄语和英语，当他们面对多语环境时，使用

闽南语是继英语和他加禄语后的第三选择⑥，印

尼华裔青少年基本都具有一定的方言能力⑦，高

达９０％以上的华裔新生代认为学习和传承中文
是十分必要的⑧。以上调查也显示，在多语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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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似，或者由于前一中的共同记忆，而对他们共同的世系抱有一种主观的信念，这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的延续相当重要，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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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下，方言使用、祖籍地文化认知和族群认同呈

现同步下降，英语和当地语言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方言使用维度下降并未让位于汉语普通话使用的

上升，华人华侨对祖籍地语言和文化认知逐代

淡化。

东南亚华人的族群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最理想的族群认同方式，应当是既接受居住国的

身份，同时又能保持原有的族群认同①。基于此，

我们提出：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闽南方言跟随闽南

族群跨境传播，承载着跨境迁移的历史和文化精

神，加快闽南方言的跨境传播研究，推动闽南方言

认同成为凝聚海外华人华侨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

的和谐版，能有效延缓华人族群意识的淡化。

一　语言认同与闽南方言跨境传播的
关系

（一）关于语言认同

“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又译“身份、身份认同”），是
一个心理学名词，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究竟是

谁”②。在快速全球化的今天，认同问题超越个体、

民族和国家，已经成为社会学、民族学、心理学、语

言学等多学科专家学者关注的话题。语言认同是

实现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语言除具有交际功能

外，还具有文化功能。语言的认同功能归属语言文

化功能。而且与语言交际功能相互作用、相互影

响③。语言认同以语言选择、语言使用、语言态度

外化等方式影响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实现。

海内外闽南族群在生活、工作等各种场合使

用闽南方言，坚守闽南方言和闽南文化，实现其身

份认同和文化认同。

（二）闽南方言认同维系闽南族群跨境迁移

闽南族群自东晋后南迁，主要聚居在福建及

广东潮汕地区。此处地狭人稠，土地贫瘠，人口、

资源和环境压力很大。早在东汉时，就有福建人

“流移至澶州”④的记载。９世纪至１０世纪时，亦
有福建人到达印度尼西亚的史料记载。元以后，

前往印尼和马来西亚的福建人有增无减。总体来

说，唐宋元三代的闽南海外移民人数有限，这主要

是由于民间海上贸易处于非法状态。唐代“浮浪

他所”（《唐律疏议》第二十八卷第４６２条）条规和
宋代“黥面流放”（《宋史》卷一八六志第 １３９）的
禁海条例都严格管控人口的跨境流动。明代永乐

开放海禁后，航海技术的进步保障往返东南亚各

国的安全，且东南亚各地地广人稀、谋生容易，在

经济上富足后也容易返乡，因而闽南人为躲避战

乱、宗族械斗、生活所迫大多迁往东南亚各地⑤，

同时欧洲殖民者刚刚到达东南亚急需大量的劳动

力，也使这一地域在鸦片战争后成为人口迁入的

密集地区⑥。

闽南族群的跨境迁移带动了闽南方言的跨境

传播，这是语言的交际功能决定的。以避祸、谋生

和改变经济状况为主要动因的闽南族群海外迁

移，其迁移人群多为农民、商人、征战的士兵和因

生活艰难被迫出海的讨海人，意味着文化层次低

且基本为男性⑦，共同的母语———闽南方言是他

们在迁移途中、到达迁移地后主要或唯一的交际

工具，同一方言是维系他们血缘、亲缘、乡缘的重

要纽带，生存的危机迫使他们抱团取暖、自给自

足，使用闽南方言实现闽南方言认同也在他们实

现群体凝聚、群际竞争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不仅如此，早期迁移的闽南移民为了能在异

国他乡立足和生存，往往按照方言区及对应的地

域聚居，当地殖民统治者也采用按籍贯分而治之

的方式统治和控制华人，如１７８５年英国耐特上校
开埠槟榔屿，１８１９年英国莱佛士爵士开埠新加
坡，１８１４年越南国王都对华人实行按方言、籍贯
分帮自治的管理制度⑧。分籍贯按方言聚居的方

式进一步稳固了闽南方言作为聚居群体内部身份

认同的基础。带动单一个体形成依赖于闽南方言

母语构建的生活方式。

经济诱因不仅是闽南族群海外迁移的首要动

因，也进一步刺激和反哺闽南方言的跨境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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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料显示，明中叶以后到清朝前期，闽南人几乎

独揽中国人在南洋的航海、商贸活动①。迁移的

闽南族群内往往子承父业，依靠家族联系从事相

同或相近的行业，使闽南族群内部以方言为纽带

能够最大限度实现语言自足，同时也能最快最有

效地实现对某一行业的控制。繁盛的商业贸易活

动产生的经济利益进一步刺激了闽南族群的迁

移，他们以闽南方言为纽带，以闽南族群聚居的方

式链接迁移中的个体，另一方面商贸活动产生经

济利益稳定了迁移中的闽南族群，从经济上强化

了闽南方言认同，这种内在自足和延伸机制，使他

们从身份上、职业上区别于其他迁移的族群。

伴随着闽南人的海外迁移，在东南亚各国逐

渐形成稳定的居住社区。他们虽在不同程度上受

到来自居住国语言的压力，但在各个社区内部，闽

南族群在生活和交际上仍保持使用闽南方言，形

成了诸如“闽南戏曲文化圈”“闽南商业圈”等，以

语言来维系群体的高度文化认同和具有整体经济

利益的圈子。这类圈子，是闽南族群在迁移中谋

求生存和发展的最有效的手段，经受了迁移历史

上多方考验和反复验证，因而可以说闽南族群的

跨境迁移导致了闽南方言的跨境传播。

（三）闽南方言是闽南文化跨境传播的重要

载体和工具

闽南方言既是闽南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

分，也是闽南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传播闽南文化的

重要工具。闽南族群的迁移带动作为闽南族群生

活方式的具体文化形式迁移他所，而这些文化形

式或以闽南方言为载体、或因闽南方言而产生共

鸣，进一步稳固闽南族群的语言社区，构筑族群文

化上的认同。

１．跨境传播的闽南民间戏曲音乐
闽南民间戏曲音乐丰富多样，是以闽南方言

传唱地域民间故事、传说实现娱乐、教化的文化形

式，也是跨境迁移的闽南族群必不可少的生活方

式之一。直至今天南音社已遍布东南亚各地，如

新加坡的弦管社团“衡云阁”，马来西亚的“仁和

公所”，印度尼西亚的“寄傲圣道社”等。东南亚

各国已然成为“闽南戏曲文化圈”的“外围地

带”②。海外迁移的闽南族群借助方言母语传唱

戏曲音乐，构建共享共乐的独立文化空间，方言母

语不仅是说唱的语言工具，也是重构记忆中的祖

地回忆的必要载体，还是纾解迁居历史和思乡之

情的不二选择。跨境传播的闽南戏曲音乐从文化

形式上夯实了闽南方言认同的基础。

２．以闽南方言为纽带的海外民间社团
族群的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族群

的文化。迁移中的华人社会内部以方言作为宽泛

的纽带，意味着来自共同或邻近的家乡。为了稳

固迁移族群的内部联系，加上崇乡重祖的文化传

统，海外闽南人还以地缘、宗亲等联系组成宗亲社

和乡亲团，还原祖地群体生活记忆，追求稳定和持

续的群体生活，但这类组织始终不能脱离与闽南

方言的联系。如始建于１８３０年的新加坡金兰庙
的创建者就是讲闽南方言的厦、漳、泉早期移民。

他们以闽南方言为身份认同组建封闭式帮派团

体，互帮互助争取共同利益，构建了一个颇具特色

的华人民间信仰社团组织。

时至今日，海外民间社团组织仍主要以方言

作为吸纳新成员的标准，尤其社团的基层组织。

共同的母语方言成为海外闽南人在社团内部实现

身份和文化认同的显性标识，从社会形式上具化

了闽南方言认同的基础。

二　跨境传播中的闽南方言认同
闽南族群的祖地语言和历史记忆是闽南方言

认同的核心内容。虽然迁居海外的闽南人已成为

家乡人眼中的“他者”，但方言母语认同始终是构

建居住地和家乡两地闽南族群身份和文化认同的

有效途径和手段。全球化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

族群之间、个人之间的交流和交往已突破了时空

限制，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带来了对个体身份

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冲击，大浪之中个体往往显得

茫然、孤立、焦躁。历史上，闽南方言伴随闽南族

群迁移海外积淀了历时和现时、个体与群体的丰

厚养分，从中挖掘稳固海外闽南族群身份认同和

文化认同的财富，在跨境传播中以更智慧、更柔软

的方式夯实闽南方言认同，对海外华族的延续、

“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保持语言多样性都具有

积极的作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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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君：《十九世纪后期菲律宾华侨社会变化探究》，厦门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０９年。
陈世雄：《论闽南戏曲文化圈》，《文艺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７期。
姜可雨：《跨国传播视阈下受众研究的嬗变》，《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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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利于发挥闽南方言认同“根”的作用

文化不仅是民族精神的载体，也是民族凝聚

力的桥梁。语言是一种符号，是储存、继承和传播

人类文化的有效的、普遍的载体，是实现身份认

同、文化认同的重要依据。从 ２０世纪末到 ２１世
纪初，海外尤其是东南亚闽南族群新生代方言使

用呈明显下降趋势①。多语习得现状和语言使用

的倾向性，表面看是海外闽南族群融入当地主流

社会、接受政治认同的必然，但方言母语使用的下

降空间并未因华语学习和使用得以填补，闽南方

言使用情况的下降预示着对祖籍地语言认同、族

群文化认同的淡漠，进而影响海外华族的身份认

同和文化认同。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根”，是地域文化认同的

核心。历史上，闽南方言既是迁移中的闽南族群

在不同地域追寻族群的首要外在方式，也是个体

寻求群体依赖、群体安全感的主要手段。早期迁

移的闽南人注重语言的传承，在居住的社区中长

期存在私塾、义学等教育方式，往往以方言，如闽

南语或粤语作为教学用语②。１９世纪末 ２０世纪
初，闽南方言逐渐退出了学校教育，但海外的闽南

族群在日常交际和商贸活动中坚持使用闽南方

言，积极影响海外闽南族群在代际传承时对母语

方言的选择。因而挖掘闽南方言的“根”之文化

属性，丰富闽南方言认同内涵，推动闽南方言的跨

境传播，不断填补海外闽南族群尤其是新生代在

后迁移时代迷失的祖籍地记忆，对唤醒海外华族

淡漠的个体身份认同，对延缓海外闽南族群方言

母语认同和文化认同危机有积极的作用。

（二）有利于维护和延续海外闽南族群文化

认同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华人华侨的迁移从“侨寓
者”“侨民”向落地生根族转变③，加入当地国家国

籍，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逐步在地化。此外血统

混杂、异族文化渗透等加速冲击、挤压海外闽南族

群的身份、文化认同，导致海外闽南族群认同的茫

然、迷失、犹疑。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后，中国进入改
革开放快速发展时期，以求学和经贸为目的的人

口迁移再也不可能引发大规模语言社区的迁移。

相反，国内经济发展、生活稳定却带来了一部分的

人口回迁。整体的迁移放缓使海外闽南族群的文

化认同缺乏有效的能量补充，激发海外闽南族群

凝聚文化认同的动能严重不足。依赖华语教学构

建华人华侨文化认同的愿景美好，但由于东南亚

各国之间华语使用差异大且缺乏必要的语境，短

时间内以华语为核心凝聚华人华侨的文化认同还

难以形成广泛的共识。海外华人在多种因素综合

作用下，出现“去华化”甚至被当地主体民族同化

的情况，我们认为夯实闽南方言认同能够有效充

实海外华族群体认同的根基。闽南方言是汉语方

言的地域分支，其承载的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

地域分支，闽南方言认同首先是闽南族群的身份

和文化认同，更是华族的身份和文化认同。传播

闽南方言、传承闽南文化与传承中华文化并行不

悖，因而，闽南方言认同有利于维护和延续海外闽

南族群的文化认同。

（三）有利于促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民心之本、社

会之本，也是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基础。

多元文化融合既是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也

是民心相通的重要体现。

闽南文化跟随闽南人在历史长河中广泛传

播，与域外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互动和融合产生了

丰厚的成果。如菲律宾他加禄语中有４００多个闽
南语借词，马来西亚乔治市和马六甲市因其包含

闽南文化和马来文化的独特价值于 ２００８年被世
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马来西亚的

“簔簔娘惹文化”广为人知。闽南方言和闽南文

化在迁居地生根发芽，与当地民众有更多的“亲

密接触”，与当地文化的关系融洽，已然为当地国

家、民众乃至世界接纳，在海外特别是东南亚认同

度较高。一段时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在大踏

步推进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曲折，这与当地环境

复杂及我们对海外情况不熟、沟通渠道有限与解

决问题的手段不足有关。因此既要抓住中国在

“一带一路”国家的影响力增强，华人对自己的文

化身份重新树立自信以及当地国期望通过华人加

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的契机，以当地国家、民众熟

悉的闽南文化加强民众、民间机构的公共外交，做

好“曲径通幽处”的工作，消除当地国对中国的猜

疑，以更柔软、更智慧、更和谐的方式展示中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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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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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民族》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韩晓明：《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变化对汉语传播的影响及前瞻》，《语言文字应用》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庄国土：《论东南亚的华族》，《世界民族》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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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由此夯实闽南方言认同基础，凝聚闽南族群

身份、文化认同，减少当地国的“文化过敏”与“文

化排异”。发挥闽南华人华裔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及其民众的天然关系，构建人缘交往沟通的

友好环境。

（四）有利于全面审视闽南方言的保护和传

承工作

海外闽南族群的祖籍地是闽南方言和文化跨

境传播的源泉。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外

语学习热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国内

闽南方言的传承和保护也面临着弱化和退化的危

机。年青一代闽南方言能力明显趋弱①，“学习方

言老土，讲方言不利于语文学习”等观念和态度

影响闽南地域青少年对闽南方言的学习热情。年

轻一代是闽南方言认同和闽南方言传播的继承者

和执行人，他们对闽南方言的认同决定闽南方言

传承的时空范围。祖籍地的闽南方言和闽南文化

危机必将波及海外，这是海内外闽南族群面临的

共同问题。因而，回顾闽南方言跨境传播的宏大

历史话题，全面考量闽南方言跨地域、跨国域、跨

海域的经济、文化、政治资源价值，重新审视闽南

方言的传承和保护已成为当务之急，也是解决闽

南方言认同断代或退化问题的前提和关键。

三　推进闽南方言认同的对策和建议
调动闽南方言历时性与共时性资源，推动闽

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使者”跨境传播，急需学

术支持和行动指导。

（一）开拓闽南方言海外流布研究的新视域

以史为鉴，把握当下，面向未来，积极从移民

史、语言本体研究、语言政策和规划角度开拓闽南

方言海外流布研究的新视域。

一是从历史的维度，全面开掘海外移民史中

闽南移民的历史研究，在中国海外移民史中系统

爬梳闽南人海外移民的历史，结合移居国的历史

资料，分地域、分国别整理闽南人不畏艰难、前仆

后继、波浪壮阔的海外移民历史，分析其迁移的动

因、迁移过程及其更迭变化、迁移对迁出地和迁入

地的影响等等，挖掘闽南文化和中华文化友善、宽

厚、爱好和平的品质和精神，为和谐版的闽南方言

认同提供历史经验支持。

二是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维度，通过闽

南人海外移民史，发掘闽南方言海外传播的历史，

研究闽南方言对海外闽南族群和移居地域经济、

政治、文化的影响，全面深刻分析闽南方言的功

能，正确认识闽南方言与汉语学习、闽南族群认同

和华族认同之间的正迁移关系。探索制定“一带

一路”倡议下闽南方言海外传播的政策和规划，

为和谐版的闽南方言认同提供政策支撑。

三是从语言本体研究的维度，调动海内外闽

南方言学者学术力量和学术影响，全面调查闽南

方言海外存在的现状，分国别、分地域做好闽南方

言的采集、标注、建库与共享，制定闽南语信息化

的技术规范，建立“全球闽南语语料库”。在此基

础上，建设闽南方言资源平台，加强闽南方言的语

用探索，在闽南方言大数据的基础上，发展语言智

能，形成新的经济资源，为和谐版的闽南方言认同

提供语言技术和信息支撑。

四是从文化保护的维度，加紧在闽南地区复

兴闽南文化研究：（１）通过文化普查与抢救活动，
恢复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传统事物、技艺与风

俗，复原闽南文化；（２）探讨闽南文化各个方面之
间的关系，找出具有普适意义的先进之处，不仅传

承丰富的物质文化，而且传承优秀的思想文化、智

慧文化与审美文化，综合闽南文化；（３）面向未
来，在全球视野中，研究闽南文化的发展方向特别

是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新环境下的生长点，实现

闽南文化的升格。

（二）构建闽南方言传播的生态圈

以东南亚闽南方言的核心区辐射周围东南亚

地区，通过经济、文化、教育齐发力在更大范围内

建立闽南文化与闽南方言传播的生态圈。

（１）以经济发展为动力，充分发挥闽南籍华
人的经商潜能与创业特长，利用闽南方言在商贸

中“有形”和“无形”价值，②使闽南语社区成为创

业天堂与区域经济的发动机，鼓动华人社团与企

业家恢复或建立闽南语商业街，使人们在自然的

交易与生活中迅速、有效地掌握闽南语。

通过经贸往来增加闽南地区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交流与互动，形成闽南语传播的强烈

需求。鼓励闽南中小企业联手到东南亚办工厂，

开拓市场，并利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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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燕玲：《闽南方言文化传承的问题与对策———以泉州青少年方言认知与习得为例》，《东南学术》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王曦：《“一带一路”视域下方言资源价值发掘———以闽南方言为例》，《东南学术》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第２３卷 王曦：族群认同视域下闽南方言的跨境传播

供的新的有利条件，与海外华人及台湾企业合作，

将建设项目打造成共赢、互利的民生工程，服务当

地发展，共建美好新生活。

（２）以民间文化交流为鼓手，充分发挥海外
华人民间社团、民间文化团体与闽南地区的合作

交流作用，开展寻根续族谱、民俗活动，开展闽南

曲艺、“海丝”文化节等文化交流活动，无缝连接

祖籍地生活方式，重塑闽南族群血缘、亲缘、地缘、

神缘、文缘的身份和文化认同。通过民间文化书

刊和各类展览，详细展示历史上闽南人跨境迁移

中艰辛、勤奋、不屈的历程，传扬闽南地区翻天覆

地的变化与日新月异的进步，增强闽南籍华人特

别是其后辈对祖地的地域认同。

（３）以教育教学为推手，充分发挥海外华校、
民间教育机构和闽南地域各级各类院校之间的交

流与合作，加快“闽南＋”的语言人才、技术人才、
文化人才的培养。通过“造血计划”培养“闽南＋”
汉语师资，海外校企合作培养“闽南＋”本土高级
技师，选拔能说闽南方言、懂闽南文化的汉语志愿

者和外派教师前往东南亚从事汉语教学，推动设

立闽南非遗文化海外传习所培养当地闽南文化人

才。营造闽南华裔新生代的闽南方言语境，鼓励

老一辈华人用闽南语与后辈沟通，回归闽南方言

家庭学习阵地，推动海外华校在幼儿阶段进行闽

南方言母语教学，组织华裔青少年参加“寻根之

旅”、海丝非遗文化体验营等活动，到闽南祖籍地

参观学习，让华裔新生代在学习、生活、工作中感

受到浓浓的闽南味、故乡情，营造和谐版的闽南方

言生态。

结语

近千年来，闽南方言的海外传播因经济始、因

经济兴，海内外闽南族群以闽南方言认同为纽带

构筑个体身份和族群文化认同，唇齿相依，互为镜

像，断裂或退化都将危及闽南族群的延续和传承，

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将失去一位重要“使者”。

因此，挖掘闽南方言史，推进和谐版的闽南方言认

同，任务艰巨，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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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ｔｉｓ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ｏｆＭｉｎｎａｎｅｔｈｎ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ｎａｎｄｉａｌｅｃ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ｔｈ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ｔｏｓｐｅｅｄｕｐ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Ｍｉｎｎａｎｄｉａｌｅｃｔ，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ｔｈｅｎａｔｉｖｅｄｉ
ａｌｅｃｔｏｆＭｉｎｎａｎ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ｅｔｈｎ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ｎａｓｍａｒｔｅｒａｎｄｍｏｒｅ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ｗａ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ｔｈｎ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ｏｆＭｉｎｎａｎｄｉａｌｅｃｔ；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责任校对　朱正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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