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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芬芳!台湾中央大学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客家学院海外客家研究中心!台湾桃

园市中坜区中大路&##号!邮政编码%&"##$!电邮%597:DD'$=7:%'">=&

由衷感谢田野中研究参与者的生命经验分享!以及在地人士的协助!同时感谢本文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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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婚$确实是成
!

穆斯林的主因!但易将改宗定格在结婚!

而未能将之视
!

一个长期过程!甚或在非穆斯林华人眼中!可能是

因
!

被下蛊才改宗&然而!不论是通婚!或是遭受巫术!又或是其

他原因!如此观点完全忽略改宗者的生命经验在宗教信仰改变上所

施展的影响力&

!

凸显改宗者实有其作
!

主体的能动性!亦因在研

究过程中注意到改宗者的情绪变化!因此本文以情绪作
!

探究印尼

山口洋与班达亚齐的客家华人进入伊斯兰经验之出发点!将之视
!

#意义造者$!有其改宗的#个人模式$&本篇文章从根植於生

活
5

络中的情感表达!理解研究参与者在走向伊斯兰的道途上所经

历的苦痛与平
N

!在#臣服$於阿拉的过程中!改宗者意识到自己

今昔差?!重整其意义体系结构!自我认知发生变化&

89:

"印尼客家华人"穆斯林"改宗"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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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詹姆斯'0:%%:7=.7=(9M$*)"!$0$# (於$0#"年出版的*宗教经验

之种种+3;*+:&$.+).+-"(<+'./."#-=>?+$.+%6+;

!

!虽然距今已超过一百年!但由

於其
6

调的是个人经验!特
(

是特殊的宗教经验!如皈依3">*A(69:>*;"密契

主义3=<95:":9=;&从个人经验出发!包括个
(

差?与感受!让我们更能了解

人类心灵&詹姆斯在*宗教经验之种种+第九章,皈依.首先引用斯塔伯克

3U'I'@576B&"F;对於#皈依$的描述! #有一位运动家33有时候会突然领

悟到这个比赛的微妙之处!因而感到一种真正的喜
O

$!

"

!以此作
!

引文!

紧接着在正文中开宗明义对#皈依$下定义% #皈依"新生"蒙恩"体验宗

教"获得确保等这些词语!表示某种一向分裂?自觉
!

卑劣"不快乐的自

我!由於比较稳固地坚持宗教的真实!逐渐或突然变成统一"优越而且喜
O

的过程&无论我们是否相信某种神的直接作
!

才能带来这种精神上的改变!

至少这是一般对皈依的定义$&

#

!不论从引文或是定义中!皆可见到与情绪

有关的描述!如#喜
O

$" #不快乐$!更值得注意的是!不论相信与否!

#皈依$因神的直接作
!7

生精神上的改变&

詹姆斯针对的是基督宗教的皈依历程!其研究可
#

是宗教心理学中重要

且
!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专著!重视的是个人经验!尤其是特殊的
6

烈宗教

经验!然而自詹姆斯时代至今!对於皈依的讨论已有极大的变化&由於詹姆

斯的皈依以基督宗教
!

主要探讨!但今日基督宗教的皈依历程已不再被视

!

典范!皈依历程依不同宗教文化而定)此外!詹姆斯的心理学对於宗教的

研究?未考量宗教起源"历史与宗教制度及组织!但社会心理学认
!

这些会

影响个人宗教经验与自我转化基础!须注意不同宗教经验之差?)詹姆斯以

特殊人物与特殊经验
!

主!无法了解一般人的经验!其学生普瑞特3.7=(9/'

N6755;弥补了这个缺漏&

$

!有
(

於詹姆斯多以特殊"痛苦!且以基督教
!

主的

宗教经验! 普瑞特则以较
!

多样的宗教信仰
!

题材!?且聚焦於被詹姆斯定

&#

VWX

!

"

#

$

威廉-詹姆斯OP4884?GQ?G6=R著!蔡怡佳"刘宏信译! *宗教经验之种种 +'台北%立

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

威廉-詹姆斯著!蔡怡佳"刘宏信译! *宗教经验之种种+!页"&)&

威廉-詹姆斯著!蔡怡佳"刘宏信译! *宗教经验之种种+!页"&(&

蔡怡佳"刘宏信! ,宗教与心理学对话的开端.!载威廉-詹姆斯著!蔡怡佳"刘宏信

译! *宗教经验之种种+!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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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

#健康心智$

%

!的宗教经验!因此他最常提及的改宗类型是清楚自己目

标所在的个人!及其所?取有意图之行
!

!他们?不满足於单纯的情绪状

态!而是透过改宗获得新的平
N

与满足之感&

&

!

虽然詹姆斯的论点有上述疏漏与忽略!然而笔者认
!

前述从情绪的形

容"情感的表达!以及精神上的改变定义#皈依$适用於本文研究参与者&

此外!詹姆斯认
!

宗教经验与心灵苦痛之间有着深刻连结!这更是改宗者生

命写照&他们的情感表达可能是痛苦的"无奈的!然而伊斯兰带给他们平

N

"快乐与好心情&纵使在成
!

穆斯林之後!仍有人生的挑战!以及不可避

免的挫败感!然而伊斯兰给予他们方向!让他们有力量继续在人生的道路上

前进&

在既有谈到与东南亚华人改信伊斯兰相关的研究中!

'

!大多
!

平面
N

态

的描述!读者可以了解改宗的原因!但未能听见改宗者的声音&癋且在一般

认知之中!相当容易将伊斯兰与穆斯林画上等号!然而两者有其差?&昔日

透过穆斯林的田野经验研究伊斯兰的人类学著作(

!!其关注焦点亦在於了解

伊斯兰!然而人类学家R7B6:(%(O7667*":提醒我们应该要理解的是身
!

穆斯

林的人之声音!?非将穆斯林视
!

其宗教或文化体系的代表!而要了解他们

的情绪3(=>5:>*9;与感觉3D((%:*$9;&

)

!再加上!笔者在研究过程中!与研究

对象数次接触而观察到他们明显变化///不再是苦痛!而是神
P

奕奕!因之

'

dQEb

( &$

%

&

'

(

)

詹姆斯以类型学的观点!将人的气质倾向分
!

健全心态O>6?8D>A1G4BE6EB6==R与病态灵魂

O=4ST =H28R!两种气质的宗教经验截然不同&

Q?G6=U:V3?DD9;*+<+'./."#-1"%-6."#-%+--3V(K]>6FLE7D*(6M$0%$;M$)#'

W4?2XY4?Z9CL=8?G?BE ,>4B6=6<==4G48?D4HB 4B LBEHB6=4??BE -?8?A=4?9K4B 1*.%+-+@+'.+(-

&%3 A$&6).6+-.% 2"#)*+&-)4-.&M()'4G(& E>"F C>*$ 3@(%7*$>6I76&%UG97*LN(%7*)&F

N&B%:"75:>*9M$00&;M(0!$##^O:"G7(%.7">B9(*M_J9%7= 7*) N6>"(99(9>DO:*>6:975:>*

7=>*$ U5G*:"4G:*(9(:* J*)>*(9:7LW9":%%75:*$ B(5K((* X7:5G 7*) N>%:5:"7%U">*>=:"

UY?():(*"<M̀ 4-.&% =)*%.6.)7+L" 3"##(;L%$!*% 曹̂云华! *变?与保持%东南亚华人的

文化适应+'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

昆章! *印尼华侨华人史

'$0(#至"##)年(+'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84@@H3E Y663D[9<+'./."% "(!&8& 34G:"7$>L4G:"7$> -*:A(69:5< N6(99M$0+# ;̂ 4%:DD>6)

R((65#M0-'&BCD-+$8+33V(KE7A(* 7*) +>*)>*L]7%(-*:A(69:5< N6(99M$0+*;̂ 4%:DD>6)

R((65#M4()+$)*+E&6)F;G"1"#%)$.+-HE"#$I+6&3+-HC%+4%)*$"?"'"/.-)347=B6:)$(MO799'L

E76A76) -*:A(69:5< N6(99M$00( ;̂ N7&%Q7B:*>KM<+('+6)."%-"% E.+'3G"$J.% K"$"66"

3/(6F(%(<L -*:A(69:5< >D47%:D>6*:7 N6(99M $0%% ;̂ U6*(95R(%%*(6M K#-'.B 2"6.+)7

347=B6:)$(L47=B6:)$(-*:A(69:5< N6(99M$0*$;'

Y?534686-?33?BS49;*+4%)*$"?"'"/7"(0-'&B3+>*)>* 7*) V(K]>6FL/(6$M"##*;M%('

,

-

.

/



留下深刻印象&故本文以情绪出发!探究山口洋与班达亚齐客家华人改信伊

斯兰的经验&

!

能了解改宗者所处社会!在第二节中透过两地华人迁移历史"在

地处境!勾勒出研究参与者之生活环境&紧接着第三节则介绍田野场域与研究参

与者!以便更加深入改宗者的个人背景以及作者田野经验&第四节#

!

何要从情

绪出发0$!希望透过情绪的研究视角!凸显研究参与者的个人声音以及解构一

般对於改宗者与既有客家刻板印象&重要意涵不仅在於凸显客家
$

部差?!更揭

示客家移民在不同社会中因与周遭族群互动之下的在地化意义&由於本文侧重於

个人经验的呈现!故第五节#意义造者$与#个人模式$可作
!

#如何理解改

宗者0$的答案&改宗涉及自我认知的改变!因
!

生活中社会与文化实践的变

化!人我关受到影响!尤其是家人知道他们
G

定改宗的反应及言语!但是家人

之所以如此激烈!实与印尼华人在印尼社会处境有关&由第六节#改宗者
!

何而

苦0$道出!虽然成
!

穆斯林导致改宗者与家人"亲友或与华人社会的关不

佳!甚至
G

裂!但#臣服$於阿拉带给他们支
Q

力量!尤其有助於他们从苦难中

解
B

而感到#心安$与#平
N

$&这个过程涉及改宗者意义体系进行重构!认知

发生变化!改宗者如何改变!将在文末分析&

K

#

��������~��G

在$0世纪中期华人大量移民之前!早在$(世纪!华人就开始透过贸易与印

尼群岛
7

生关&$*世纪中期!因
!

当地酋长或苏丹招募!来自嘉应州"惠

州"潮州客家华人踏上西婆罗洲的土地!开始?矿生涯&他们跨越血缘与地缘

结社成立公司3F>*$9:;

*+,

!!其中以罗芳伯*+-

!集结其他公司创立的兰芳公司最值

得注意!因其除了团结乡亲"增进效率"与马来统治者进行交涉之外!成员间

互助合作!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具民主意涵!故有兰芳共和国'$%%%!$**) (之

称&

*+.

!由於当地华人留下定居!因此形成#华人区$34G:*(9(I:956:"5;!其中

&"

VWX

*+,

*+-

*+.

#公司$是一种独立经营矿业的经济组织& #公司 $成员共同承担开?任务!共同养

R

"种菜和冶工具!年终时均分?出的金沙&巫乐华! *南洋华侨史话+'台北%台

湾商务印书馆!$00( (!页"(&

罗芳伯'$%&*1$%0( (!广东嘉应州人&清乾隆三十七年 '$%%" (与亲朋结伴前来婆罗

洲!於坤甸OVHD4?B?TR上岸!初期以教书与?金矿
!

业&

张维安"张容嘉! ,客家人的大伯公%兰芳公司的罗芳伯及其事业.! *客家研究+!

第&卷!第$期'"##0年(!页(%1**&然而当时荷印殖民政府认
!

公司是皉密会社!因

此以武力征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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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客家人居多&

*+/

!此处客家人在艰困?乡求生存!在面对周围的马来人"达雅

人时!一方面要维持原来的文化!但另一方面与当地人透过通婚与经济活动建

立关!

*+0

!他们可
#

是#边缘地带拓荒者 $3/>6)(6%7*) X6>*5:(69=(*;

*+1

!!这

个特色使得西加里曼丹客家人有
(

於中国或其他海外地区的客家人&此外!

由於客家人多住在
$

陆乡村!以务农
!

主!某种程度上!因其居住环境上的

隔
9

*+2

!使客家语言及文化得以保存&

相较於西加里曼丹!亚齐有大量华人进入晚了超过一个世纪&在历史过

程中!华人遭受限制!不得进入'$+&%!$+)$ (&

*+3

!$+*)年!大清帝国开放海

禁!与亚齐通商!部份人留下!构成当地华人人口&$*&*年到$*%#年之间!

华人因宗教因素被迫离开亚齐*+4

!!之後!荷印政府予以华商土地与鸦片专卖

权!利诱华商移居亚齐&然而!$**#年初当地华人遭受攻击!致使华人迁

离&

*+5

!基本上
#

来!亚齐华人人口?不多!直到$*%$年英国退出!荷印势力

进入!较具规模的华人社群才开始成形&进入亚齐的华人以客家人最多!其

中学者认
!

最早到亚齐的客家人!是由与荷印政府关密切的广东大埔客家

人张弼士所引进的&

*6,

!潮州"海丰与陆丰客家人透过 #汕头
S

香港/新加

'

dQEb

( &&

*+/

*+0

*+1

*+2

*+3

*+4

*+5

*6,

-?3AWHG63=\64E>26=9L"'33.//+$-HE&$B+$-H&%3 ;$&3+$-.% )*+M1*.%+-+I.-)$.6)-N"(,+-)

O&'.B&%)&%H0%3"%+-.& 3J5G7"7MV']'L4>6*(%%-*:A(69:5<M@>&5G(79589:7N6>$67=

N&B%:"75:>*9M"##&;M$&^@G76>* 8'47695(*9M5.-)"$.+-H1#')#$+-H03+%).).+-F2)#3.+-.%

K&'&7-.&% 1*.%+-+,"$'3-3@:*$7?>6(L@:*$7?>6(-*:A(69:5< N6(99M"##+;M*0'

-?3AWHG63=\64E>26=9L"'33.//+$-HE&$B+$-H&%3 ;$&3+$-.% )*+M1*.%+-+I.-)$.6)-N"(,+-)

O&'.B&%)&%H0%3"%+-.&M$"!$)'

V>484Z <:/2>B91*.%+-+&B"%/ C)*+$-F=B./$&)."% .% K"3+$% ;.B+-3+7*G7=MOIL

Q>K=7* 7*) +:55%(D:(%) N&B%:9G(69M"##*;M&0'

$0+%年!印尼政府
!

避免华人与共党有关!将华人
6

迫移居至靠近海岸的城市地区&因此不

论是在$0+%年之前或之後!华人皆居住在与其他族群隔
9

的环境&-?3AWHG63=\64E>26=9

L"'33.//+$-HE&$B+$-H&%3 ;$&3+$-.% )*+M1*.%+-+I.-)$.6)-N"(,+-)O&'.B&%)&%H0%3"%+-.&M"+('

<BD>HBA]64E94% 0%3"%+-.&% E$"%).+$F46*+%+-+&%3 C)*+$5.-)"$.+-"(2#B&)$& 3@:*$7?>6(L

@:*$7?>6(-*:A(69:5< N6(99M"##(;M$0(^蔡宴霖! ,#集中营 $还是 #自由区 $0///

亚齐难侨的历史与
T

事.! *全球客家研究+!第&期'"#$)年$$月(!页$%)&

<BD>HBA]64E9;*+@'""3 "()*+A+"?'+F<+8"'#)."% &%3 )*+=%3 "(;$&3.)."%&'<#'+.% P"$)*+$%

2#B&)$& 3H&7%7+&=?&6LWYD>6) -*:A(69:5< N6(99M$0%0;M+M盰释%)蔡宴霖! ,#集中

营$还是#自由区$0 ///亚齐难侨的历史与
T

事.!页$%)&

?̂B468_6̀9C.?Z F>4?G\46B ?BE <S6>9K0%3"%+-.& *" 3"##+;L$#"!$#&^蔡宴霖! ,#集

中营$还是#自由区$0 ///亚齐难侨的历史与
T

事.!页$%)&

<BD>HBA]64E9:+$&%3&* "(:."'+%6+F;*+@&6J/$"#%3 )")*+46+* A$"D'+B3@:*$7?>6(M@(755%(L

@:*$7?>6(-*:A(69:5< N6(99:* 799>":75:>* K:5G -*:A(69:5< >D079G:*$5>* N6(99M"##+;M+)

蔡宴霖! ,#集中营$还是#自由区$0 ///亚齐难侨的历史与
T

事.!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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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
S

槟城/苏门答腊$间的海峡殖民地人力仲介网络!进入亚齐!成
!

种植

胡椒的工人*6-

!!或是其他原来在苏门答腊东岸外海邦加岛3/7*$F7;的矿工到

亚齐!抑或是同样位於邦加岛上的门托克3O&*5>F;经由仲介转至亚齐*6.

!&此

外!亦有多来自广东梅州的客家人从韩江到汕头经南海到印尼!或是惠州客

家人从香港到印尼&

在荷印时期!西加里曼丹与亚齐之关因客家人而起&当时荷印政府
!

了使华人领袖'甲必丹!J&?.)+.% (能与当地客家工人社群沟通!因此从位於

西加里曼丹的坤甸3N>5:7*7F;

*6/

!徵召同时会
#

客家话"荷语以及马来语且具有

相关经验的华人!担任亚齐早期的华人甲必丹!以担任殖民者与客家工人之中

介沟通角色!?进行有效管理!例如E9:(G ]&*$!F&7*$

*60

!和Ca>(C(* E:*&

*61

!

由於$0&#年之後!无大规模华人移民荷印地区!因此蔡宴霖认
!

当时普查结

果可作
!

了解"#世纪中叶亚齐客家人口比例之参照值*62

!!即客家人?四成!

广府人近三成&客家人中以梅县居多!因此在亚齐至今仍是以梅县客语作
!

当地华人通行语&

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印尼华人!即便同
!

操客语者!因祖籍地不同而在

语言"信仰"习俗"职业等具有差?&然而印荷政府後来开始改变华人地

位!在
U

制"居住与通行设下限制)?在"#世纪初?用注重土著利益的#伦

理政策$

*63

!!再加上印尼华人受到当时兴起的中国民族主义影响!以及印尼

华侨学校在打造泛华人认同上所扮演的角色!这些皆
6

化了华人认同&印尼

华人菁英开始自称
!

E>7H:7& '华侨(或 W67*$ C:>*$G>7'中华人 (

*64

!&日

本?领印尼期间!华人被视
!

同一群体!?且和原住民及欧洲人区隔!

*65

!惨

遭杀害&再加上!当时日本政府监禁华人领袖!导致多数华人无法与原住民

&)

VWX

*6-

*6.

*6/

*60

*61

*62

*63

*64

*65

<BD>HBA]64E94% 0%3"%+-.&% E$"%).+$F46*+%+-+&%3 C)*+$5.-)"$.+-"(2#B&)$&M"#"M"$()

蔡宴霖! ,#集中营$还是#自由区$0 ///亚齐难侨的历史与
T

事.!页$%)&

?̂B468_6̀9C.?Z F>4?G\46B ?BE <S6>9K$#"1$#&:

今
!

西加里曼丹首府&

?̂B468_6̀9C.?Z F>4?G\46B ?BE <S6>9K$#&9盰释$#&

?̂B468_6̀9C.?Z F>4?G\46B ?BE <S6>9K$#&:

蔡宴霖! ,#集中营$还是#自由区$0 ///亚齐难侨的历史与
T

事.!页$%(&

-6386,?̀4B ]4ST86@=945.-)"$7"(K"3+$% 0%3"%+-.&H6QRSTT )")*+A$+-+%)3/%>>=:*$5>*L

J*):7*7-*:A(69:5< N6(99MJ5G7"7L4>6*(%%-*:A(69:5< N6(99M$0*$;'

蔡宴霖! ,#集中营$还是#自由区$0 ///亚齐难侨的历史与
T

事.!页$%"&

\HHB9,>?B71.?291*.%+-+03+%).)7.% A"-)U2#*&$)"0%3"%+-.&F1#')#$+HA"'.).6-&%3 K+3.&

3/6:$G5>*L@&99(Y 8"7)(=:"N6(99M"##*;̂ 廖建裕! *印尼原住民"华人与中国 +'新加

坡%新加坡青年书局!"##% (&

,

-

.

/



同舟共济对抗日本!原住民因此愈加无法信任华人!而且认
!

这是华人对印

尼不忠诚的表现&

$0)0年!印尼正式独立!此时荷印华人面临的问题是必须选择国籍!因

!

在此情形下!印尼华人变成新兴独立国家国族架构下的少数族群!处境艰

辛&

*7,

!然而!当印尼$0+(年进入全面与中国共党
!

敌的冷战局面之时!印尼

华人完全成
!

#他者$&尤其是$0+(年#0&#事件$以及後续的#排华$政策

与事件对全印尼华人
7

生巨大的击"恐惧与伤害!从雅加达扩散成全国性

的#反共$!连许多非共
7

党的华人都因此被伤害&亚齐的上万名客家华人

在#排华暴乱$中被迫离开家乡!成
!

亚齐难侨&

*7-

!$0%+年亚齐独立运动

3R(67F7* 8"(G O(6)(F7;更加迫使非在地族群离开亚齐!除了华人之外!甚至

连同
!

穆斯林的爪哇人亦必须离开&

*7.

!经过多年的武装突 '$0%+!"##( (!

#亚齐人$3W67*$ 8"(G;与穆斯林被建构
!

在地认同的情形愈趋
6

烈!在此

之前!华人与当地穆斯林可和平相处&

*7/

!再加上亚齐是印尼唯一实行伊斯兰

律法3@G76:\7;的地区!严苛的法律亦影响了社会氛围!非穆斯林华人认
!

亚

齐的伊斯兰是相当
6

势的&

笔者在山口洋所接触到的研究对象'包括已改宗的穆斯林!以及非穆斯

林华人(与亚齐华人同样有着被迫离开家乡的经验!甚至亲身经历$0+%年发

生在西加里曼丹达雅人3I7<7F;驱赶屠杀华人事件&

*70

!例如$0&)年出生的

86:(D提到自己的经历%

JSôe¾fghºü¢9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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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7.

*7/

*70

蔡宴霖! ,#集中营$还是#自由区$0///亚齐难侨的历史与
T

事.!页$%+&

蔡宴霖! ,#集中营$还是#自由区$0///亚齐难侨的历史与
T

事.!页$+&1"$"&

IT?W34G28A?B49CLBD63=6SD4HB?84DAH@]68474HB ?BE WHS4?8LE6BD4DAaF>6,>4B6=6H@U?BE?<S6>9K

$&D> Q2B69"#$%9>DDZ=abbSHBD6BE4B7GHE63B4D46=:BE:6E2b@468E1BHD6=bS>4B6=615?BE?1?S6>b:

IT?W34G28A?B49CLBD63=6SD4HB?84DAH@]68474HB ?BE WHS4?8LE6BD4DAaF>6,>4B6=6H@U?BE?<S6>K:

达雅人在村中以传递红碗OB&%/J"JB+$&*;作
!

宣战的信号& #红碗 $仪式是达雅族以

传统仪式进行的!要先屠杀山
R

和矱!把上述
R

矱鲜血放在一个小碗眧传递!红碗必

须在各乡村传递&对达雅人来
#

!红碗是号召进行一场战
+

!红碗要连接传递!从这一

乡村必须传给邻旁的乡村!连接不断&红碗通常由地区青年传递!红碗经过的村落!村

民要接受?落实该项号召&本段落出自长篇报导,西加华人#失去的一代$.!由印

尼文记者O&G%:9@&G7(6:撰写!刊登於坤甸 *婆罗洲纪事报+35&$.&% @"$%+";$.D#%+;!

一共$0节!刊载时间
!

"##*年 "月 $#日 至"*日&中文由小丰翻译!在此感谢印尼林世

芳老师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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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

事实上!在此事件之前!华人与达雅人关友好&该事件的发生背景同

样与#反共$有关&$0+#年代初期!沙劳越与北加里曼丹人民反对英国殖民

统治以及成立马来西亚联邦!但此举被当时的苏卡诺总统认
!

是颠覆印尼之

举!因此喊出#粉碎马来西亚3"6&9G2$7*<7*$ O7%7<9:7;$的口号!引起印尼

人民的战意志&当时在沙巴"沙劳越和汶莱起义失败的人们!多越过边

界!逃往印尼西加里曼丹!这些难民多
!

华人与共
7

党员)志愿者则来自山

口洋"孟加影和印尼其他地区成员!除了华人之外!尚包括印尼的马来人与

达雅人&

*72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与北加里曼丹人民部队!接受印尼军队在孟加

影华莪3@7*$$7&%()>;的军事训练!以反对马来西亚!

+

取沙巴与沙劳越独

立!

*73

!而华人是受到印尼政府要求进行协助的&

*74

!

然而华人的角色在$0+(年#0&#事件$以及$0++年*月印尼马来西亚签署

和平协议时大大转变了&在昔日印马对抗时!他们被招用和训练以反抗马来

西亚)到印马和平相处时!

&

遭追捕和通缉&

*75

!$0+%年%月游击队攻击孟加影

华莪的第二空军基地!雅加达方面派兵支援!不足以摧
I

游击队!但事实上

?非只有华人参与游击队!然而军方
&

将矛头指向华人!将华人从加里曼丹

西北部
$

陆驱离&

*8,

!$0+%年0月游击队开始攻击达雅人村子!发生烧
I

"绑架

与杀害事件!印尼军方则开始分化华人游击队与达雅人!开始策动达雅人相

信应该要把华人赶出西加里曼丹&

*8-

!

综上!可以了解从印尼华人在其所生活的大环境之中!因被定位
!

&+

VWX

*71

*72

*73

*74

*75

*8,

*8-

访谈笔记%<346@!"#$$年*月)日!山口洋&本文出自访谈笔记的段落均是研究参与者的

T

述原话照
,

!特此
#

明&

-2>84=W2>?634! ,西加华人#失去的一代$.! *婆罗洲纪事报+!"##*年"月$#日&

-2>84=W2>?634! ,西加华人#失去的一代$.! *婆罗洲纪事报+!"##*年"月$#日&

当时担任游击队翻译员的董福龙'印尼名
!

FHG4E4(!本身
!

印尼文教师!通晓华语"

荷兰语及客家话!证实$0+&年$"月底!有&$人从马来西亚沙劳越来到华莪!他们都是沙

劳越人民游击队要员)FHG4E4翻译游击队员所言! #我们得到印尼政府的同意!

+

取沙

巴和沙劳越的独立!政府要求华人协助&如果不是华族!还有谁能支助0 $&-2>84=

W2>?634! ,西加华人#失去的一代$.! *婆罗洲纪事报+!"##*年"月$$日&

-2>84=W2>?634! ,西加华人#失去的一代$.! *婆罗洲纪事报+!"##*年"月$"日&

-?3AWHG63=\64E>26=9L"'33.//+$-HE&$B+$-H&%3 ;$&3+$-.% )*+M1*.%+-+I.-)$.6)-N"(,+-)

O&'.B&%)&%H0%3"%+-.&M")('

-?3AWHG63=\64E>26=9L"'33.//+$-HE&$B+$-H&%3 ;$&3+$-.% )*+M1*.%+-+I.-)$.6)-N"(,+-)

O&'.B&%)&%H0%3"%+-.&M")('

,

-

.

/



#他者$而受苦&除了生命受到威胁之外!华人性亦被抹灭&苏哈托3E7a:

O>G7==7) @&G765>M@>(G765>;#新秩序 $3V(KW6)(6;时期 '$0++!$00* (!

!

了国家安全"秩序与稳定!

6

力推行 #建国五原则 $3N7*"79:%7;!实行同

化政策!抹灭华人性!

*8.

!?将华人标示
!

#华人问题$3O797%7G 4:*7;!尝试

以#解
G

$的方式来合理化对於华人所?取的歧视或抑制作
!

!

*8/

!包括消灭

华人文化的三个支柱!分
(

是媒体 '$0+(年禁止华文报纸 ("组织 '$0++年

禁华人组织(与学校'$0++年关闭所有华文学校(&此外! #鼓励$华人

?中文名字而更改
!

印尼名!限制使用华文与方言!禁止华人公开庆祝传统

与宗教节庆&

*80

!

进入"$世纪之後!印尼先後颁? *印尼公民权法 +'"##+M+7K>*

4:5:#(*9G:? >DJ*)>*(9:7(及反歧视法令'"##* (!在法律上保障与改善华人地

位!?且在瓦希德总统'8B)&667G=7* 07G:)M$0)#!"##0 (任
$

!华人文化开

始获得复兴的机会&时至今日!印尼国
$

局势虽有改变!尤其是依据"##)年第

&"号法令!"##(年开始地方直选之後!华人参政加速*81

!!甚至於"#$%年在山口

洋
7

生印尼地方政治史上首位女性市长蔡翠梅'CaG7:4G&:O:(!客家人(!

她也是继首位华人市长
/

少凡 'E797* H76=7*!客家人!任期 "##%!"#$"

年(之後的第二位华人市长&

*82

!虽然如此!华人的禁止措施也早已解除!但

是既有的标不易撕下!华人与印尼其他族群之间的藩篱仍不易拆除&笔者

'

dQEb

( &%

*8.

*8/

*80

*81

*82

<346@U2E4G?B9CVH3D3?4DH@D>6,>4B6=64B VH=D1WH6>?3DHLBEHB6=4?9K4B 1*.%+-+0%3"%+-.&%-F

<+B+BD+$.%/HI.-)"$).%/HE"$/+)).%/M()9'C:= +:*)9(< 7*) E(%(* N7&97"F(63@:*$7?>6(L

J*95:5&5(>D@>&5G(79589:7* @5&):(9M4%7<5>*LO>*79G 89:7J*95:5&5(M"##(;M0*!00'

V

昌耀! *当代印尼华人的认同% 文化"政略与媒体 +'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 (!页("&

_6HW23A?E4B?D?9CID>B4S]68?D4HB=?BE WD?D6VH84S46=aF>6,?=6H@,HBD6GZH3?3ALBEHB6=4?B

,>4B6=69K4B I+B&$6&).%/ =)*%.6.)7.% P+GP&)."%-F1&-+-"()*+1*.%+-+.% 2.%/&?"$+H

K&'&7-.&H&%3 0%3"%+-.&M()'+((R&7* H:* 3@:*$7?>6(LH>*67)!8)(*7&(6!@5:D5&*$M

@:*$7?>6(@>":(5< >D89:7* @5&):(9M"##+;M"$&'

如锺万学OU?=2T4Fc?>?c?V23B?G?R!被称
!

<>HT '锺万学
!

邦加勿理洞出生的客家人!

祖先来自广东梅县!小名以客语发音
!

#阿学$(&他是首位担任雅加达省长的印尼华

人!任期
!

"#$)到"#$%年!於"#$%年被控亵渎*古兰经+服刑两年!於"#$0年出狱&或如

山口洋出生的
/

汉山O,>34=D4?BEAW?Bc?A?R!曾担任西加里曼丹副省长 '"##*1"#$& (&

/2G4?X?D4\?=D2D4̂ 6X49C,>4B6=6LBEHB6=4?B PHG6B 4B _HS?8VH84D4S=aF>6VH84D4S?8]4=6H@

Fc>?4,>24-464B W4B7T?X?B79K4-.&% ,"B+% &(L" 3"#$0;L(&!%)'

/2G4?X?D4\?=D2D4̂ 6X49C,>4B6=6LBEHB6=4?B PHG6B 4B _HS?8VH84D4S=aF>6VH84D4S?8]4=6H@

Fc>?4,>24-464B W4B7T?X?B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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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在印尼或是在台湾进行田野调查*83

!!或者因某些场合中遇到印尼华人!

最常听闻的是他们遭受迫害而
7

生的不安感&虽然这些经历都已是过去的事

情!但是对於这些人来
#

!已在生命中烙下记忆的刻痕&在描述这些经验

时!他们通常以#印尼人$指称破坏他们店铺!或是对他们生命造成威胁的

人!或是非华人!通常
!

穆斯林&虽然现今印尼华人在国籍上
!

#印尼$!

但他们自身会
6

调自己是华人!与#印尼人$区隔开来&

印尼华人与#印尼人 $最
!

显著的区分莫过於信仰!然而值得注意的

是!在印尼伊斯兰化的过程中!华人的影响不可小觑&

*84

!例如$(世纪郑和下

西洋途经爪哇时!曾传播伊斯兰&

*85

!从历史悠久的清真寺之装饰*9,

!"屋顶及

雕刻上*9-

!皆可窥见华人的?影&此外!土生华人穆斯林3N(67*7F7* O&9%:=9;

在作品与诗作中也留下对印尼伊斯兰的影响&

*9.

!但是印尼当代国族论述!特

(

是在苏哈托时期!故意对上述影响视而不见!?且排除华人与伊斯兰之关

&

*9/

!但是近年来!华人穆斯林传道者大受欢迎!因
!

这突破了长久以来华

人与伊斯兰之间坚不可摧的界瞃&

*90

!虽然如此!这?不意味着实质关的真

正改变&一般非穆斯林华人仍将伊斯兰种族化*91

!!亦即认
!

伊斯兰是马来人

的信仰&在此背景之下!本文研究参与者在成
!

穆斯林的过程中!

9

大多数

承受着苦痛经验&

&*

VWX

*83

*84

*85

*9,

*9-

*9.

*9/

*90

*91

笔者因执行科技部计划#从印尼西加里曼丹到台湾桃园///客家通婚与族群认同$'项

目编号%$#)1")"#1\1##*1##*1-." (有机会和与台湾客家人通婚的印尼客家女性互动

?访谈!她们大多来自山口洋或周边乡镇&

F?A8H39Q6?B Y68G?B9CF>6,>4B6=6?BE D>6I?38A,6BD2346=H@,HB 6̀3=4HB DHL=8?G 4B

LBEHB6=4?9K4B 1*.%+-+0%3"%+-.&%-F<+B+BD+$.%/HI.-)"$).%/HE"$/+)).%/M()9'C:=+:*)9(<

7*) E(%(* N7&97"F(6M$)*!$+)'

/

昆章! *印尼华侨华人史'$0(#至"##)年(+!页"%&&

6̂BA=_HG5?3E ?BE ,8?2E4B6W?8GHB9CL=8?G?BE ,>4B6=6B6==9K0%3"%+-.& (% 3$00&;L$"$!

$")'

Q6?B Y68G?B F?A8H39CF>6,>4B6=6?BE D>6I?38A,6BD2346=H@,HB 6̀3=4HB DHL=8?G 4B

LBEHB6=4?9K$)*:

6̂BA=_HG5?3E ?BE ,8?2E4B6W?8GHB9CL=8?G?BE ,>4B6=6B6==9K$")1$"*:

,>?386=<:,HZZ689CLBD3HE2SD4HBa]6=6?3S>4B7D>6-?374B=9K4B 1*.%+-+0%3"%+-.&%-F

<+B+BD+$.%/HI.-)"$).%/HE"$/+)).%/M()9'C:=+:*)9(< 7*) E(%(* N7&97"F(6M$'

P?41P6B7\6X9C-?3T6D4B7D>6,>4B6=6@?S6H@L=8?G9K%D> J652?3A9"#$#9>DDZabbXXX:

4B=4E64BEHB6=4?:H37bG?3T6D4B71D>61S>4B6=61@?S61H@14=8?G"#"#b#$b$$:

邱炫元! ,改宗与族群认同%印尼华裔穆斯林宣教师对华人的宣教策略.! *新世纪宗

教研究+!"#$&年!第$期!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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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历史与发展已勾勒出印尼华人在印尼之处境!包括山口洋所在之西

加里曼丹以及班达亚齐所在之亚齐&两地客家人虽有迁移历史上的差?!然

而共同之处皆在於远离爪哇!各有其跨域网络!西加里曼丹的经济活动以砂

劳越"新加坡或其他国家
!

主&据笔者田野观察!人民不论就医"购物或打

工!都多到砂劳越首府古
M

&亚齐更是与爪哇对抗的*92

!!在发展过程中!与

马来半岛关密切!在历史上特
(

与英属海峡殖民地之槟城与新加坡多有来

往*93

!&据笔者田野观察!至今仍是如此&更甚者!两地华人在印尼发展历史

上与爪哇华人不同!

*94

!可提供有
(

於爪哇'特
(

是雅加达"泗水(的视角&

两地华人更有着?於一般所认知的富有华人形象!尤其是山口洋多
!

务

农且经济条件不佳!是#'住在(农村的与贫穷的 $36&67%7*) ?>>6;!在乡

村职业多
!

农夫与劳工&

*95

!

经济拮
W

亦是改宗者的痛苦根源之一!山口洋客家华人的祖先大多
!

$*

世纪到西加里曼丹矿工的後代&但矿业
%

落之後!取而代之的是成
!

商人"

小贸易商"商店经营者和农渔民
!

主&$0世纪下半叶!西加里曼丹以出口天

然资源与农
7

品
!

导向!至今仍然以农
7

品的输出以及原料的出口
!

主&

$0%#到$0*#年代!以木材业
!

主!後来以种植柑橘
!

主!但在$00#年代进入

尾声&$00#年伐木业遭逢危机!一方面是因
!

过度砍伐!优良木材不足)另

一方面则是因
!

胶合板垄断者 />B E797* '雅加达商人!亦
!

苏哈托总统亲

'

dQEb

( &0

*92

*93

*94

*95

$*%& 年!荷印军废除亚齐苏丹?发动长达 &# 年的亚齐战
+

!更使得亚齐人对於以爪哇

与世俗文化
!

中心的荷印帝国
7

生
6

烈的反抗意识!埋下日後亚齐分离运动的种子&

<BD>HBA]64E9;*+1"%)+-)("$P"$)* 2#B&)$&F4)V+*H)*+P+)*+$'&%3-&%3 @$.)&.%HRWXWURWYW

3H&7%7+&=?&6L-*:A(69:5< >DO7%7<9:7N6(99M$0+0;̂ 8*5G>*< Q(:)M:+$&%3&* "(:."'+%6+F

;*+@&6J/$"#%3 )")*+46+* A$"D'+BM$&!$)^蔡宴霖! ,#集中营 $还是 #自由区 $0

///亚齐难侨的历史与
T

事.!页$%&&

蔡宴霖! ,#集中营$还是#自由区$0 ///亚齐难侨的历史与
T

事.!页$%&&

$*+#年!印尼约""万华人!其中+%N+d在爪哇岛)到$0"#年!约*#万华人!爪哇华人?

)%N(d!("N(d在其他岛屿!苏门答腊则有&%N+d&爪哇岛之外的华人鲜少受到爪哇华

人的影响!?且在职业上分?更多元!包括矿工"种植园工人"农夫"渔夫"自营商店

或做生意& ?̂B468_6̀9C.?Z F>4?G\46B ?BE <S6>9K$#$1$#":

-?3AWHG63=\64E>26=9L"'33.//+$-HE&$B+$-H&%3 ;$&3+$-.% )*+M1*.%+-+I.-)$.6)-N"(,+-)

O&'.B&%)&%H0%3"%+-.&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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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胶合板出口的徵
U

问题危及印尼在全球市场的价格&

*:,

!至於柑橘业式微

则与肥料有关!如一位曾经从事多种职业"後来种柑橘的山口洋客家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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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所提到的橘子是当时多数西加里曼丹华人种植的农作物&因
!

华

人原本就会种植作物!供自己食用!再加上与容易受到国际市场价格影响的

椰子和木材相比! 柑橘价格不易波动!因此华人特
(

喜好种植这项经济作

物&

*:.

!不过$00+年因
!

肥料问题!导致柑树病变而无法再继续种植下去&

$00#年代木材与柑橘
7

业式微之後!就
%

有新的
7

业出现!不过橡胶始终是

西加里曼丹最主要的出口原物料)在这些贸易中!华人?有关键地位!西方

人需透过华人方得以将触角延伸至当地经济&

*:/

!华人在西加里曼丹经济中扮

演着掌控的角色!这也是西加里曼丹经济的特色&

*:0

!西加里曼丹华人在当地

的优势除了较
!

先进的挖矿技术与从商技巧之外!尚因与当地人熟稔!明白

)#

VWX

*:,

*:-

*:.

*:/

*:0

-?3AWHG63=\64E>26=9L"'33.//+$-HE&$B+$-H&%3 ;$&3+$-.% )*+M1*.%+-+I.-)$.6)-N"(,+-)

O&'.B&%)&%H0%3"%+-.&M"+"'

访谈笔记%李先生!"#$"年%月"+日!山口洋&

-?3AWHG63=\64E>26=9L"'33.//+$-HE&$B+$-H&%3 ;$&3+$-.% )*+M1*.%+-+I.-)$.6)-N"(,+-)

O&'.B&%)&%H0%3"%+-.&M"+#!"+$'

-?3AWHG63=\64E>26=9L"'33.//+$-HE&$B+$-H&%3 ;$&3+$-.% )*+M1*.%+-+I.-)$.6)-N"(,+-)

O&'.B&%)&%H0%3"%+-.&M$"%'

-?3AWHG63=\64E>26=9L"'33.//+$-HE&$B+$-H&%3 ;$&3+$-.% )*+M1*.%+-+I.-)$.6)-N"(,+-)

O&'.B&%)&%H0%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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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需求!而能
H

掌握西加里曼丹经济)不过!华人也因此被认
!

要承担起西

加里曼丹一般人的收入仍然不如预期的责任!事实上当地的土壤贫瘠!农业

睶力"自然资源甚至人口皆?不如想像中丰富&

*:1

!

总体
#

来!华人在西加里曼丹经济中举足轻重!如"#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伐木"棕榈油等出口生意的获利进入来自雅加达的大商人的口袋中!而这些

生意人往往与印尼政界有良好关!西加里曼丹在地人民?未受益&

*:2

!此外!

与拥有石油之加里曼丹东部相比较!$0*#年代!西加里曼丹*#b的人口皆以

务农维生!虽然农业持续衰退!但只有$#b的人从事非农业活动!例如贸

易"建筑业"金融等&

*:3

!与其他省份相比!西加里曼丹可
#

是印尼最
!

贫穷

的省份之一!因此从$0*#年代开始!

!

数不少的华人离开西加里曼丹!其中

9

大部份前往雅加达!寻求新生活&

*:4

!

班达亚齐的客家华人!祖先
!

种植园工人!不如棉兰富裕!生活亦有清

苦之人!例如从事三轮车车?"市场卖菜等!多
!

商店自营者&本文研究参

与者的经济状癋尚可&亚齐的经济情形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
!

空间上的

不平等&与印尼其他地区比较!亚齐相对贫穷!从$0*#年到"##"年间!亚齐

贫穷率
M

升两倍!但同时期的印尼全国的贫穷率
-

半!主因在於当地的区域

发展与人力发展无法互相配合&另一
!

亚齐族群间不平等&当地亚齐人在就

业与教育程度方面不如後来移民进入的爪哇人&爪哇人是当地第二大族群!

一方面是全印尼的优势族群!另一方面则是在亚齐掌控了都市
7

业以及在乡

村持有土地&

*:5

!由於亚齐拥有天然气与石油!吸引受过教育的非亚齐人进

入!这些皆导致当地族群发生突&

两地城市总人口数相差不多!大约在"#到""万之间!然差?在於华人人

口多寡与族群关&山口洋华人?四到六成!且是华人民间信仰?多数的城

市!有#千庙之城$称号!以及每年有元宵节347? R> O(G;乩童?行&然因

'

dQEb

( )$

*:1

*:2

*:3

*:4

*:5

-?3AWHG63=\64E>26=9L"'33.//+$-HE&$B+$-H&%3 ;$&3+$-.% )*+M1*.%+-+I.-)$.6)-N"(,+-)

O&'.B&%)&%H0%3"%+-.&M$"*'

-?3AWHG63=\64E>26=9L"'33.//+$-HE&$B+$-H&%3 ;$&3+$-.% )*+M1*.%+-+I.-)$.6)-N"(,+-)

O&'.B&%)&%H0%3"%+-.&M"+)'

-?3AWHG63=\64E>26=9L"'33.//+$-HE&$B+$-H&%3 ;$&3+$-.% )*+M1*.%+-+I.-)$.6)-N"(,+-)

O&'.B&%)&%H0%3"%+-.&M"+"'

-?3AWHG63=\64E>26=9L"'33.//+$-HE&$B+$-H&%3 ;$&3+$-.% )*+M1*.%+-+I.-)$.6)-N"(,+-)

O&'.B&%)&%H0%3"%+-.&M"+"'

-H>?GG?E ;28@?B F?EcH6EE4B9=>?'&.%.%/ 1"''+6).8+:."'+%6+.% 1"%)+B?"$&$70%3"%+-.&FE$"B

1"%('.6))"1""?+$&)."% 3E7=?9G:6(LN7%$67A(O7"O:%%7*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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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条件不佳!

9

大多数研究参与者的生活受到穆斯林的帮助&班达亚齐

!

亚齐特
(

行政区'V7*$$6>(8"(G I76&997%7=M或以8"(G称之(首府!而亚

齐是印尼唯一施行伊斯兰律法地区!再加上长期的独立亚齐运动!导致亚齐

人与穆斯林成
!

主要的在地认同&此外!就历史而言!亚齐?非特
(

欢迎华

人&

*;,

!在此情形下!跨越宗教界瞃的改宗者自然感受到来自周遭华人社群的

压力&如此的差?导致笔者在班达亚齐进行的田野调查时!相当不易找到研

究参与者&如此的改宗经验不仅揭示阶级在成
!

穆斯林时所发挥的影响力!

客家华人
$

部的?质性亦因此显现&E(K在其"#$*年出版的 1*.%+-+,&7-"(

@+.%/ K#-'.BFP+/").&).%/ =)*%.6.)7&%3 <+'./."-.)7.% 0%3"%+-.&

*;-

!中明言!若将

华人穆斯林视
!

一个同质群体!将是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笔者於"#$$到"#$+年间!分
(

在山口洋与班达亚齐进行田野调查!研究

方法包括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与山口洋研究参与者接触一到四次不等!与

班达亚齐研究参与者则接触一到三次&每一次到达当地之後!皆会再度联与

访谈&在山口洋接触到"*位改信伊斯兰的客家华人'男性$(位!女性$&位(!

在班达亚齐则
!

+位'男性$位!女性(位(!共计&)位客家华人穆斯林&虽然

山口洋与班达亚齐的客家华人穆斯林有上述差?!但他们共通的情绪与感

觉!正
#

明
!

何改宗与其生命历程无法分割&

山口洋的研究参与者男性教育程度一般高於多
!

小学肄业或
%

有读书的

女性!男性多
!

蓝领阶级!女性多
!

家庭主妇!不论男女!

9

大多数经济状

癋不佳&在年龄分?上!以笔者於"#$$至"#$"年初次进行访问的时间计算!

男性"$至&#岁计&位!改信年龄分?在$%到")岁之间!成
!

穆斯林的时间则
!

$到$#年之间)&$至)#岁两位!改信年龄一位是$%岁!另外一位则是&#岁!前者

成
!

穆斯林的时间
!

$(年!後者*年))$至(#岁计%位!改信年龄分?在$#

*;.

!

到&(岁之间!成
!

穆斯林的时间长则&#年!最短(年)仅有一位("岁!於"*岁

时改信!信仰伊斯兰已有")年时间)另外两名男性皆超过%#岁!一位在+"岁

时改信!成
!

穆斯林已有$#年!另外一位则在%+岁改信!仅一年时间&

山口洋女性研究参与者之中!仅有一位"(岁!改信年龄
!

""岁!成
!

穆

斯林的时间&年))#岁一位!改信年龄$0岁!信仰伊斯兰"$年))$至(#岁计两

)"

VWX

*;,

*;-

*;.

?̂B468_6̀9C.?Z F>4?G\46B ?BE <S6>9K$#"1$#&:

\6XP?4P6B791*.%+-+,&7-"(D+.%/ K#-'.BFP+/").&).%/ =)*%.6.)7&%3 <+'./."-.)7.%

0%3"%+-.& 34>?(*G7$(*LV>6):"J*95:5&5(>D89:7* @5&):(9M"#$*;'

因父母改信!所以这位男性研究参与者在小时候也跟着父母一起成
!

穆斯林&

,

-

.

/



位!其中一位在小时候被马来人收养而改信!另一位则亦在小时候成
!

穆斯

林)($至+#岁&位!於"*岁到&#岁时改信!信仰伊斯兰已有$&至")年的时间)

+$至%#岁(位!在$)到&#岁之间改信!信仰伊斯兰时间皆长达&#到)%年的时

间)仅一位超过%#岁!成
!

穆斯林已有(#年以上的时间&

班达亚齐的女性研究参与者皆
!

高中毕业!多自营商店!或受雇於人!

经济状癋尚可&男性一名!大学肄业!开设饮料公司!经济状癋较佳!改信

时年龄&$岁&笔者於"#$&年到他家中访问时!他刚改信一年&笔者於"#$$年

初次访问其他(名女性!以当时的年龄计算!分?在&$至)#岁三位!改信年龄分

?在"(到&$岁之间!成
!

穆斯林的时间则
!

"到$#年之间&

在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笔者所使用的语言依互动对象而定&笔者本

身
!

操四县腔的客家人!客语听力佳!由於在台北长大!因此
#

客语的能力

尚可&两个田野地点的客语腔调不同!亚齐的腔调主要以广东梅县
!

主!因

此笔者在听方面较无问题!然而当地客家话用词与台湾仍有差?!再加上研

究对象通常在言谈间相当容易掺杂印尼语!因此笔者
!

确保沟通无碍!请当

地在台湾留学的客家华人协助翻译&山口洋客语则以陆丰腔调
!

主!笔者可

以沟通的程度虽不及在亚齐!但仍可沟通!但与亚齐相同!客语掺杂印尼话!

亦请曾在台湾住过数年的当地华人协助!以免无法顺畅对话&当然!在两地

进行访谈时皆遇有华语流利的客家华人!或是在亚齐遇有亚齐族!在山口洋

遇有马来族!则以英文作
!

沟通语言&综言之!笔者在田野中的语言使用依

对象而定!因此本文中描述个人情绪的词!例如#平
N

$" #心安$" #焦

虑$" #怨恨$!有的以客语表达!若遇有使用华语者!则以华语表达&

除了以改信伊斯兰的客家华人作
!

研究对象之外!在班达亚齐进行田野

调查时!由於住在当地客家华人家中!因此获得机会参与其日常生活!其中

包括在咖啡厅盻聊或是参与他们与邻居"朋友的聚会&更能从非穆斯林言谈

之间!再对应研究参与者的经历!因而了解成
!

穆斯林的华人所承受的压力&

与华人改宗有关的盻聊中!笔者印象最
!

深刻的是其中一位改宗男性!对於

他成
!

穆斯林的看法!不仅可得知於其非穆斯林华人朋友!且得以与其亚齐

妻子单独谈话!从而同时获知双方观点!更加了解#成
!

穆斯林$

!

何使得

研究对象感受改宗的压力&非穆斯林华人朋友在言谈中!反复表示虽然他已

经改信!但仍将他视
!

朋友&这意味着成
!

穆斯林之後!原来的华人交友圈

可能因此缩小&同时他们认
!

这位男性的改信是受到太太的#勾引$&而这

位亚齐妻子则明白指出!先生是自己在青少年时受到伊斯兰的吸引!成
!

穆

斯林的想法早在心中萌芽&由此观之!非穆斯林华人将改信原因归咎於改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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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被动$!甚至认
!

是受到穆斯林的蛊惑)然而亚齐穆斯林则更
6

调改

宗者的#主动$&在山口洋时!笔者所遇到的住宿家庭的友人!则惊讶於华

人成
!

穆斯林的存在&这些田野经历让笔者得以从非穆斯林华人与研究参与

者的双边视角*;/

!!了解身
!

改宗者在转变信仰过程中的情绪变化///由痛苦

到心
N

与心安&这些皆是极
!

重要的田野观察!让笔者能
H

更加理解改宗者

的情绪表述&

�

#

��!����

(

镶嵌在情绪之中的人生经验与生命故事!有助於我们较能从心灵深处理

解他们
!

何成
!

穆斯林0

*;0

!本文从情绪出发的原因有以下三点%首先!除了

是田野调查过程中的观察之外!最主要是来自於非穆斯林华人的观点引发笔

者思考!究竟除了通婚之外!其他改宗原因
!

何0 "#$$年笔者从雅加达开

始!继而前往山口洋与班达亚齐!踏上探究旅程&在雅加达时!?未真正接

触到改信伊斯兰的客家华人!仅从非穆斯林的客家华人口中!大致了解宗教

信仰改变的原因!获得的答案几乎如出一辙///因
!

与穆斯林结婚!必须改

变宗教信仰&关於改宗原因之探究!笔者已经在拙著*走向伊斯兰%印尼客

家华人成
!

穆斯林之经验与过程+中提出!虽然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是通

婚是最常提到的改宗原因&

*;1

!不可否认!通婚的影响力甚钜!然而似乎仅将

与穆斯林结婚停留在人生中的某一个时刻!事实上这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个人生命经验扮演着极
!

重要的角色&由於研究对象的确多因

通婚而成
!

穆斯林!然而当他们在
T#

通婚过程与婚姻生活时!情绪与情感

透露了他们身处其中的感受或变化&

其次!不论在西方论述中!或是在印尼华人眼中! #穆斯林$相当容易

被视
!

同质#集体$&在西方!尤自"##$年#九一一事件$之後!穆斯林等

同於恐怖份子)而在印尼!由於近九成人民
!

穆斯林!华人将穆斯林等同於

))

VWX

*;/

*;0

*;1

当然在研究过程中亦透过互动而获得印尼马来人或是亚齐人的观点!详细讨论见蔡芬

芳! *走向伊斯兰%印尼客家华人成
!

穆斯林之经验与过程+'桃园%国立中央大学出

版中心"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

笔者於"#$+年出版的*走向伊斯兰%印尼客家华人成
!

穆斯林之经验与过程+中!当时

未能注意到情绪的重要性!因此在本文的处理上!以情绪作
!

出发点!同时从意义体系

结构重整与自我认知变化切入!希冀能更深刻了解研究参与者成
!

穆斯林的变化&

蔡芬芳! *走向伊斯兰%印尼客家华人成
!

穆斯林之经验与过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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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人与印尼政府!长久下来因华人与印尼政府或印尼社会之关!导致华

人对於伊斯兰持负面观感!再者!更因改信伊斯兰意味着背祖忘宗!因此

#穆斯林$身份对於华人而言!族群与宗教交织之下的政治权力与社会位

置!而#华人穆斯林$则被排除在#华人$之外&在此观点之下!穆斯林的

声音很难被听见!遑论其生命故事与经验&因此!O7667*":指出!我们应该

要理解的是穆斯林的声音&

*;2

!由於在研究过程中!笔者经由观察与访谈发

现!纵使是因
!

通婚而改宗!其背後也有许多个人经验!因此有必要呈现研

究参与者自身的想法与观点&

情绪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改宗者的认同&情绪与感觉有助於我们了解研究

对象!但在过去的研究与田野工作中无法察觉其重要性&情绪是在人与周遭

环境关互动下的表现!让人
7

生情绪的对象除了人之外!引起任何个体感

官感觉的事物亦会引发情绪&

*;3

!过去人类学在谈认同时!多以社会结构去谈!

较少从个人出发!

*;4

!再加上长期以来!西方研究穆斯林认同的方法论皆以

#差?$

!

出发点!?认
!

他们属於 #不同 $的文化范畴之中&

*;5

!如此观点

相当容易将穆斯林锁入#本质化$的桎梏之中&

最後!之所以特
(

关注到情绪议题!与笔者在田野中的角色与位置相关&

由於笔者本身?非穆斯林!因此除了
?

读文献之外!在田野中的观察"文化

击与反思构成笔者对於穆斯林生活世界的理解观点&然如研究西方女性成

!

穆斯林经验的8**7O"R:*5<

*<,

!所言!假若研究者同样具有穆斯林身份!在

与研究对象互动时!研究对象会认
!

研究者应该理解他们的
G

定!而不需要

向研究者
#

明
!

何如此!但是假若研究者
!

非穆斯林!研究对象则无法向研

究者表达
6

烈的宗教感受&

*<-

!依此观点所延伸出来的考量是!笔者若同样是

穆斯林!会认
!

研究对象的表现或言论是#理所当然$的!这有损於研究中

在诠释与转译#?$文化中所需要的敏感度)假若因
!

笔者?非穆斯林!导

致研究参与者保留其宗教感受的表达!那
)

!即使研究参与者表达感受!笔

'

dQEb

( )(

*;2

*;3

*;4

*;5

*<,

*<-

Y?534686-?33?BS49;*+4%)*$"?"'"/7"(0-'&B'

/?A-48DHB ?BE -?32=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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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亦未必能
H

真正达到#神入$3(=?75G<;

*<.

!///理解与神入?进!共同经验

是神入的基础*</

!&癋且!纵使逐渐了解这些与宗教实践相关的意义!或是研

究者与研究参与者之间有共同经验!然而不可否认!仍如Q7=B>所言!教徒

在信仰与精神层面对自己的理解与学者的书写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差距*<0

!&

笔者认
!

!解
G

之道在於 4%)*$"?"'"/7"(0-'&B的作者 R7B6:(%(O7667*":所提

出的!田野工作者或许无法与研究对象共享相同的情绪类
(

!亦无必要共有

最深沉的感受!但是可以将此情绪与田野工作者自身在人生中所经验之事连

结!如此可以克服前述研究者?非同
!

穆斯林之困难&

*<1

!由於笔者自身
!

女

性!因此在田野中会不禁注意同
!

女性的研究对象在
T#

婚姻经验时的情绪

表达&尤其是跨族通婚不仅仅牵涉缔结婚姻的两方及其家庭!更涉及两方所

属的族群身份&笔者因自身族群身份与夫家不同!双方父母对彼此族群存有

刻板印象!因此在筹备婚事初期需要耐心沟通&虽然笔者的情绪
6

度远不及

本文研究对象因与?族通婚所承受的痛苦情绪!然而可以理解家庭因跨族通

婚所引发的反应&此外!近年来在研究情绪议题时!人类学家注意到研究者

本人在进行研究或田野工作时也有情绪!这也会使研究对象与成果受到影

响!但也因此让人类学研究更接近其所宣称的目标*<2

!/// #人$!一个有情

绪的个体!而不只是死板的"宏观层面的社会文化制度或结构&

*<3

!

探寻研究参与者成
!

穆斯林的过程!透过他们以
T

述的方式表达!无

)+

VWX

*<.

*</

*<0

*<1

*<2

*<3

卢蕙馨! ,宗教研究的 #神入 $.! *台湾宗教研究 +!"##)年!第$期!页 $1)%)

Y?534686-?33?BS49;*+4%)*$"?"'"/7"(0-'&B&

]6B?DH]H=?8EH91#')#$+&%3 ;$#)*F;*+<+B&J.%/ "(2"6.&'4%&'7-.-3/>95>*L/(7"7* N6(99M

$00&;'

_6X4=]:]?G5H9[%3+$-)&%3.%/ <+'./."#-1"%8+$-."% 3V(K E7A(* T +>*)>*L]7%(

-*:A(69:5< N6(99M$00&;'

Y?534686-?33?BS49;*+4%)*$"?"'"/7"(0-'&BM%+'

这与$0*#年代後现代理论对於人类学之情绪研究的影响有关&

/

应贵在"##"年,关於情绪

人类学发展的一些见解%兼评台湾当前有关情绪与文化的研究.提出由於本体论上承认

过去在经验论科学观影响下理性主义与系统理论的限制!

6

调人本身'特
(

是研究者与

被研究者不可言
#

的经验(才是社会文化现象研究上的主要对象!以此观点!近现代西

欧文化中认
!

是#非理性$之类的情绪因而对於我们在了解社会文化现象上具有重要性

以及解释力&另外一个影响则是
6

调包括情绪在
$

的社会文化现象是经由文化所建构!

因
!

在认识论上认
!9

对客观的#真实$是目前无法了解的!因
!

所有的理解皆透过文

化而来&此观点具有极
!6

烈反本质倾向&

/

应贵!,关於情绪人类学发展的一些见解%兼

评台湾当前有关情绪与文化的研究.!*新史学+!"##"年!第&期!页$$%1$)* &

张繤! ,文化与心理"基本文化分类观念.! *人文与社会科学简讯 +!"#$$年!第&

期!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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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其镶嵌在宗教信仰改变的生命历程中的情绪进行观察!然而可以透过语

言与相关事件推测其情绪&

*<4

!此外!我们亦可从#情绪的生活$!抑或是#在

生活
5

络下的情绪$的角度切入&

*<5

!对於本文的研究参与者来
#

!生活
5

络

与宗教信仰的变化有关!其感觉经验包括因
!

成
!

穆斯林不被亲人谅解"生

气"沮丧"被排挤"难过"无奈!因
!

有了信仰之後的平
N

"宁
N

等&因这

些感觉经验而?取的行动亦是值得注意的!如此方能了解情绪的作用&

综上所述!从情绪出发了解印尼华人成
!

穆斯林的经验!将有助於我们

从根植於生活
5

络中的情感表达!理解研究参与者在走向伊斯兰的道途上所

经历的苦痛与平
N

///研究参与者大多在成
!

穆斯林之前的生活充满挑战"

困顿!在#臣服$39&B=:55>;於真主之後!

$

心平
N

!纵使日後遭遇生命难

题!信仰亦给予他们力量&更甚者!以情绪开
X

认识印尼华人穆斯林之窗!

对於我们了解海外华人移民之信仰有以下贡献%

*=,

!

$#

�� G¡¢

华人改信伊斯兰研究在探究华人
!

何成
!

穆斯林的原因时多以外部因素

解释!即由於印尼或马来西亚华人受到歧视与不公待遇!因此欲透过投入主

流信仰改善处境!所谓因追求利益之#外生改宗$!希冀藉此获得安全感

?被主流社会接受&

*=-

!在这些研究中!未见个人声音与
$

在情感!无法了解

改宗历程中所遭受的亲人反对以及自己如何面对的生命转折&有
(

於上述研

究!郑月里*=.

!在其"#$"年出版的专著*华人穆斯林在马来西亚+中!以田野

资料归纳出马来西亚华人改信伊斯兰的原因!计有%自己研究或研读*古兰

经+深受吸引"婚姻"经济"真主召
Y

与梦中
X

示"朋友影响"同侪或同事

'

dQEb

( )%

*<4

*<5

*=,

*=-

*=.

张繤! ,文化与心理"基本文化分类观念.!页+&&

张繤! ,文化与心理"基本文化分类观念.!页+&&

此处思考参
?/

应贵! ,关於情绪人类学发展的一些见解%兼评台湾当前有关情绪与文

化的研究.!页$""&

/

应贵认
!

!情绪人类学之所以能在"$世纪的人类学逐渐发展成

一个分支!且能在情绪与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源於其三个主要贡献%$N对於

以往研究的课题与成果提出新的观点与解释)"N更能突显出被研究社会文化的特性)

&N了解与掌握研究主题本身独特性!有可能挑战人类学已有的社会文化理论而有助於

人类学知识本身的发展&

W4?2XY4?Z9CL=8?G?BE ,>4B6=6<==4G48?D4HB 4B LBEHB6=4??BE -?8?A=4?Kf-4S>?68Q?SH5=6B9

CL=8?G?BE V3HS6==6=H@-4BH34=?D4HB ?GHB7ID>B4S,>4B6=64B LBEHB6=4?ag=S488?D4B756DX66B

J?4D> ?BE VH84D4S?8ISHBHG4SIhZ6E46BSAKf曹云华! *变?与保持%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

应+)

/

昆章! *印尼华侨华人史'$0(#至"##)年(+&

郑月里! *华人穆斯林在马来西亚+'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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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亲戚影响"兄弟姊妹影响"感觉'自己喜欢(以及其他因素!例如追

随家人皈依"拜神花钱且不会保佑&

*=/

!郑月里已经较
!

细地罗列出改宗原

因!然而笔者认
!

!她虽然将婚姻视
!

华人皈依伊斯兰的重要原因之一!但

是将婚姻定位
!

达到目的之手段!即是
!

了达到与特定对象结婚之目的而改

信!之後再
B

教&

*=0

!郑未能观察到通婚的其他面向!例如情感层面!癋且通

婚牵涉的是一段长时间的生命过程!?非仅停格於结婚时间点上&因此本研

究透过研究参与者个人生命历程!从情感表达!可让个人声音被听见&

"#

£¤|}~��G�\¥�G8¦

自$0$#年代起!因
!

中国本身政治动?与文化变动对海外华人在语言"教

育上所
7

生的影响!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传播!致使华侨2华人成
!

东南亚客

家华人涵盖性的认同&

*=1

!再加上在移入国'例如印尼(当地民族主义使然!东

南亚客家人从早期的#方言群认同$的差?认知!转变
!

以华人作
!

整体性认

同的标?&

*=2

!然而!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事实上华人
$

部方言群的区分依

然存在&例如在班达亚齐的研究参与者谈到客家人与福建人"潮州人之区分!

提到客家人移民亚齐的原因!是因
!

家乡贫困&亚齐客家人的原乡
!

广东梅

县!环境困苦造就客家人习惯艰苦生活!同时延伸出客家女性不缠足进行劳动

的现象&但当客家人移民到亚齐之後!因能读书识字!可担任#财政"簿记$

的工作)相形之下!福建人与潮州人#敢做$!且#鬼头$

*=3

!!但不识字&

*=4

!

另一位研究参与者提到!在"##)年海啸之前!婆婆与福建人的邻居是不

相往来的!海啸之後!大家才开始打招呼&

*=5

!而在山口洋的情形则是%

)*

VWX

*=/

*=0

*=1

*=2

*=3

*=4

*=5

郑月里! *华人穆斯林在马来西亚+!页$)#1$((&

郑月里! *华人穆斯林在马来西亚+!页$)&1$))&

林开忠"李美贤! ,东南亚客家人的认同层次.! *客家研究 +!"##+年!第 $期!页

"$01""%&

萧新煌"林开忠"张维安! ,东南亚客家篇 .!载徐正光编! *台湾客家研究概论 +

'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员会"台湾客家研究学会!"##% (!页(+0&

#鬼头$是非穆斯林客家人陈先生的用词!陈先生的祖先来自广东梅县&本文所有研究

参与者姓名皆经过变更!以保护隐私?符合研究伦理规范&此外!由於本文的研究参与

者与笔者於"#$+年所出版的*走向伊斯兰%印尼客家华人成
!

穆斯林之经验与过程 +相

同!因此本文中研究参与者之姓名与该书相同&

访谈笔记%陈先生!"#$$年$$月$%日!班达亚齐大亚齐佛学社
$

&

在班达亚齐进行田野调查时!"##)年$"月"+日发生的南亚大海啸是相当容易从当地人口

中听到的时间分界点&海啸夺去亲人生命!或造成生还者精神上的创伤!但也同时在某

些程度上改善当地族群关以及华人
$

部方言群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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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由上述可知!班达亚齐和山口洋的客家人与其他方言群的区分要素!包

括原乡环境"性格"从事行业差
(

!?凸显客家人的教育程度高於福建人与

潮州人&过去的区
(

使得华人
$

部通婚不易!时至今日虽然界瞃已趋模糊!

再加上两地华人沟通语言皆
!

客家话!但是当遇有族群组织时!方言群的区

(

则再次出现&例如山口洋於"#$(年成立的客家公会曾经想找一位积极参与

当地事务的人士加入公会!但後来知道他是潮州人而作罢&

*>?B

!

&# &

§'()G¨©

'

.>G* Q'/>K(*於"#$"年出版的4P+G4%)*$"?"'"/7"(0-'&B

*>?C

!中提到!以

新的角度来理解伊斯兰的重点!在於坚持从个人掌握住文本诠释资源的努力

以及以有意义的方式形塑实践来进行分析&

*>?D

!分析策略有二% '$ (#往
$

聚

焦$3D>"&9:*$ :*K76);///通常投注大量注意力在个人见证与历史!深化我

们了解与实践有关的意图"理解与情绪) '" (#向外敞开 $3>?(*:*$

>&5K76);///宗教实践的社会意涵与条件!通常我们以此了解
!

何想法与实

'

dQEb

( )0

*>?@

*>?A

*>?B

*>?C

*>?D

约$0(#到$0+#年代&

访谈笔记%李先生'非穆斯林客家人!祖先来自广东揭西河婆 (!"#$"年%月"+日!李

先生山口洋所开设的华文补习所
$

&

访谈笔记%张先生'非穆斯林潮州人!可以流利以客家话沟通 (!"#$+年"月")日!山

口洋张先生家
$

&

QH>B ]:UHX6B94P+G4%)*$"?"'"/7"(0-'&B 347=B6:)$(L47=B6:)$(-*:A(69:5< N6(99M

"#$";'

QH>B ]:UHX6B94P+G4%)*$"?"'"/7"(0-'&B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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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在这个社会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现!

&

在另一个社会以那样的形式出现&

*>?E

!

前述
!

何要从情绪了解改宗者以及上述贡献!已
#

明了本文 #往
$

聚

焦$的策略)

*>?F

!至於#向外敞开$策略!伊斯兰之在地适应情形!亦是
!

何本文
6

调在地社会
5

络之原因&/>K(* 认
!

!穆斯林会在日常生活中!从

伊斯兰中获得所需要的对於生活的帮助!例如念经文以治?孩子的疾病&以

此观之!不同地区的穆斯林会依照在地价值与限制调和日常生活中的伊斯兰

实践&

*>?G

!以本文山口洋与班达亚齐
!

例!则可清楚改宗者依在地情境不同而

有各自理解伊斯兰之於他们的意义&例如!山口洋多数改宗者因受到穆斯

林帮助而入教!且经济情癋有所改善!亦获得遮风避雨之居所!或是因
!

伊

斯兰而疗?疾病&班达亚齐的改宗者则虽多因通婚而成
!

穆斯林!但是由於

教育程度较高!经济条件较佳!因此他们较能透过比较之前所信奉的佛教与

後来进入的伊斯兰!而重新调整其意义体系!?且明白伊斯兰带给他们的个

人意义!从而更加坚定其信仰&山口洋与班达亚齐在地社会
5

络差?
#

明了

#印尼伊斯兰$3J*)>*(9:7* J9%7=;

9

非均质!而有许多区域差?&例如亚齐

的伊斯兰!由於反抗荷兰与印尼中央的统治!以追求独立
!

目标!因此其在

地特色即以剽悍与清朴简约的民族集体记忆作
!

基调&

*>?H

! #印尼伊斯兰 $是

一个杂且持续发展的概念!不仅有
(

於中土伊斯兰!而且兼具伊斯兰与地

方文化传统!以及须考虑到不同的因素!如经济成长"社会流动与文化扩

张&

*>?I

!社群
$

部的多样性亦是印尼伊斯兰的主要特徵/// #印尼伊斯兰?非如

同*古兰经+所描述的一个1联合统一的社群23&==757* K7G:)7G;$

*>J@

!!当中

包括政治"文化与伊斯兰律法诠释之差?而有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之分&

*>JA

(#

VWX

*>?E

*>?F

*>?G

*>?H

*>?I

*>J@

*>JA

QH>B ]:UHX6B94P+G4%)*$"?"'"/7"(0-'&BM&!)'

QH>B ]:UHX6B94P+G4%)*$"?"'"/7"(0-'&BM&!)'

QH>B ]:UHX6B94P+G4%)*$"?"'"/7"(0-'&BM('

Q?Si2684B6<i24BHW4?ZBH9L+%3+$H0-'&BHP&)."%&'.-B&%3 )*+2)&)+.% 46+*F;*+A&$&3">"(

A"G+$H1"U"?)&)."% &%3 <+-.-)&%6+3+>*)>*LQ>&5%()$(4&6#>*M"##";'

V46D63B688? ?̀B ĤH3B1\?3E639,"B+% 2*&?.%/ 0-'&BF<+&3.%/ )*+\#Z$&% .% 0%3"%+-.&

3-6B7*7L-*:A(69:5< >DJ%%:*>:9N6(99M"##+;M"*'

此言出自具领导地位之穆斯林知识份子!见 Q?8?82EE4B ]?T>G?D9]4[?8W2TG??BE ,8?3?

QH6XHBH9C-?ZZ4B7L=8?G4SF>H27>D?BE -H̀6G6BD=4B ,HBD6GZH3?3ALBEHB6=4?9K4B 0-'&B.6

;*"#/*)&%3 K"8+B+%)-.% 1"%)+B?"$&$70%3"%+-.&M()9'Q:#7%@&F=77*) 4%767.>(K>*>

3079G:*$5>*MI'4'L4(*56(D>6@5675($:"7*) J*5(6*75:>*7%@5&):(9M"##%;M* &

W2TG??BE QH6XHBH9C-?ZZ4B7L=8?G4SF>H27>D?BE -H̀6G6BD=4B ,HBD6GZH3?3ALBEHB6=4?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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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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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前述已阐明呈现改宗者个人声音的重要性!因此本文?用 8**7

O7*99>* O"R:*5< 在其"##+年出版的著作 @+6"B.%/ K#-'.BF,+-)+$% ,"B+%Z-

1"%8+$-."%-)"0-'&B所提出的人类学定义!将改宗者视
!

#意义造者 $

3=(7*:*$!=7F(69;///改宗者透过他们觉知与诠释的行动以使得外在的世界

成
!

自己的世界! #做$3)>:*$;是了解他们如何赋予改变宗教信仰意义的核

心!意义
7

生的过程发生在认知与感受以及论述之间&

*>JB

!如此侧重於改宗者

的能动性之观点!有
(

於过去社会心理学所认
!

的改宗是受到 #洗脑 $所

致!因
!

在此意义下!改宗者完全是被动的客体&

至於
!

何改宗!有的学者提出是因
!

在进入伊斯兰之前遭受生命困境与

生活危机&

*>JC

!此外! #关改宗 $36(%75:>*7%">*A(69:>*9;与 #理性改宗 $

3675:>*7%">*A(69:>*9;亦可
#

明原因&前者可区分
!

工具性///通常
!

穆斯林

女性与欧洲男性的婚姻关!但欧洲男性不见得会成
!

穆斯林)非工具

性///因与穆斯林透过婚姻"家庭"移民及旅行建立关而发生的改宗行

!

&後者则是因
!

追寻知识而走向伊斯兰!与人际接触无关&

*>JD

!然而笔者认

!

!这些分类无法体现改宗行
!

事实上可能同时含括不同原因与过程!而?

非只从单一角度认定或归类&例如遭受生命困境与生活危机是改宗原因!但

可能尚有如山口洋改宗者因
!

梦境*>JE

!而
6

化改宗
G

定!抑或是即便是因
!

通

婚所
7

生的改宗!但如班达亚齐的改宗者事实上也因受邻里影响或是受到伊

斯兰经文的吸引!而早已埋下成
!

穆斯林的种子&以此观之!改宗主要是因

!

特定个人信仰"要求与渴望使然!成
!

穆斯林者因伊斯兰教义与宗教理

念符合改宗者某种需求以及原本存在的想法!在前往#未知$35G(&*F*>K*;

的路上!改宗者从伊斯兰获得#认知认可$3">$*:5:A(6(">$*:5:>*;而走上成
!

'

dQEb

( ($

*>JB

*>JC

*>JD

*>JE

<BB?-?B==HB -SY4BDA9@+6"B.%/ K#-'.BF,+-)+$% ,"B+%Z-1"%8+$-."%-)"0-'&BM0'

<:/j=691"%8+$-."% )"0-'&BF4-)#37"(P&).8+1"%8+$)-3+>*)>* 7*) V(K]>6FLH($7* N7&%

J*5(6*75:>*7%M$00+;!转引自 H76:* A7* V:(&KF(6FM_J*56>)&"5:>*M̀ :* ,"B+% =BD$&6.%/

0-'&BFL+%3+$&%3 1"%8+$-."% .% )*+,+-)M()'H76:* A7* V:(&KF(6F 38&95:*MC1L-*:A(69:5<

>DC(Y79N6(99M"##+;M&&

/?34B ?̀B k462XT63T9CLBD3HE2SD4HB9K&fWD6@?BH<8846̀49CF>6W>4@D4B7W47B4@4S?BS6H@D>6

\?8?8b\?3?G J3HBD463ak?33?D4̀6=HB D>6\4c?5 ?BE gD>63L==26=9K4B ,"B+% =BD$&6.%/

0-'&BFL+%3+$&%3 1"%8+$-."% .% )*+,+-)M$"#!$("'

关於梦境讨论参
?

蔡芬芳在*走向伊斯兰%印尼客家华人成
!

穆斯林之经验与过程+的

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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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的道途&

*>JF

!

在往伊斯兰前进的路途中!改宗者对自己的改宗行
!

是有意识的!?具

有反思性!而且?非被动接受宗教信仰!而有能动性!?与外在社会与文化

环境有所互动&改宗者同时调和36(">*":%(;新旧观念!这些皆反映出意义
7

生的过程&

*>JG

!此定义呼应上述将改宗者视
!

#意义造者 $的意涵& #个人

模式$3?(69>*7%=>)(%9;更有助於我们理解改宗之意义生
7

过程///此概念

来自心理
S

认知人类学!意指思想与感受的
$

部结构!人们因此得以了解?

组织自己与所处世界&

*>JH

!改宗者透过特定的认知模式信仰?理解伊斯兰!而

自己亦因此重组&认知模式与之前和外在环境互动所
7

生的心智结构相关!

心智结构#了然於心"

$

化的思想感受模式!其调和了持续不断的经验的

诠释以及记忆的重构$&

*>JI

!宗教信仰改变使得改宗者原有的认知架构发生改

变!尤其是当改宗者需要调和伊斯兰的概念与原有认知时!则会
7

生#认知

调和$3">$*:5:A(6(">*":%:75:>*;!这对於意义
7

生的过程是重要的&

改宗经验带有情绪与存在意义*>K@

!!触发关乎自己的深刻问题!这些问题

不仅
6

化关於过去"现在的自己是谁的意识与省思!同时亦需思考未来究竟

何去何从&人类学将改宗视
!

认知与文化现象!认同以及人们如何透过改宗

理解生活改变的意义则是核心问题&

*>KA

!对於改宗者来
#

!成
!

穆斯林的个人

意义究竟
!

何0伊斯兰之於他们的意义何在0如何将伊斯兰整合至个人认同

之中0与改宗经验相关的情绪与记忆
!

何0改宗者如何理解不同的文化与宗

教概念0

*>KB

!这些问题将有助於我们理解本文成
!

穆斯林的印尼客家华人&我

们需先行了解与改宗经验首要相关的情绪///苦!以勾勒出本文研究参与者

所在社会情境!其认同则在此过程中逐渐构筑而成&

¯

#

®-���°z

(

虽然山口洋与班达亚齐的研究对象个人的社会属性'包括性
(

"阶级"

("

VWX

*>JF

*>JG

*>JH

*>JI

*>K@

*>KA

*>KB

<BB?-?B==HB -SY4BDA9@+6"B.%/ K#-'.BF,+-)+$% ,"B+%Z-1"%8+$-."%-)"0-'&BM0'

<BB?-?B==HB -SY4BDA9@+6"B.%/ K#-'.BF,+-)+$% ,"B+%Z-1"%8+$-."%-)"0-'&BM0'

<BB?-?B==HB -SY4BDA9@+6"B.%/ K#-'.BF,+-)+$% ,"B+%Z-1"%8+$-."%-)"0-'&BM0'

<BB?-?B==HB -SY4BDA9@+6"B.%/ K#-'.BF,+-)+$% ,"B+%Z-1"%8+$-."%-)"0-'&BM0!$#'

参
?

<BB?-?B==HB -SY4BDA9@+6"B.%/ K#-'.BF,+-)+$% ,"B+%Z-1"%8+$-."%-)"0-'&B!其中

提到她的研究参与者'包括瑞典与美国穆斯林(&

<BB?-?B==HB -SY4BDA9@+6"B.%/ K#-'.BF,+-)+$% ,"B+%Z-1"%8+$-."%-)"0-'&B'

<BB?-?B==HB -SY4BDA9@+6"B.%/ K#-'.BF,+-)+$% ,"B+%Z-1"%8+$-."%-)"0-'&B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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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世代等(以及所处的社会
5

络与班达亚齐的研究对象不同!但大

多在生活上遭遇困境与痛苦!因此当他们成
!

穆斯林之後!情绪上获得纾

解!生活较
!

顺心!这是新的宗教带来的情绪健康与顺遂!对改宗者有正面

影响!然而对有些人而言!改宗可能会增加沮丧"焦虑或其他心理层面的变

化*>KC

!!尤其当他们
G

定成
!

穆斯林时!当中大部份的人要取得父母的同意?

成全与穆斯林的婚姻!面对的是整体华人社会的?样眼光与家人的反对压

力!如此境癋使得他们不仅要去解释自己的选择!还要承受因
!

华人对於伊

斯兰教义与穆斯林社群的不解与误解所带来的无奈&

虽然本节主要探讨改宗者究竟
!

何而苦!然而笔者认
!

!印尼华人长期

以来亦处於受苦状态&虽然普遍的认知是印尼华人掌握经济权力!但如在第

二节所述!印尼华人历经荷兰统治"日本?领"印尼独立以及#新秩序$等

政策与制度的改变!笔者所到之山口洋与班达亚齐!?非如雅加达或其他大

城市的华人!过着富裕生活!而较多是社会底层!经济状癋不佳!或者至多

!

小康家庭!因此!非穆斯林华人亦同样有 #受苦 $39&DD(6:*$;经验///因

!

人与人之间的某种经验!使得人们陷入困境!因
!

在当中所承受的折磨与

困惑而出现沮丧"焦虑"

$

疚"癴辱"怨恨等情感!这是一种具有被
Z

夺"

痛苦"悲惨和损失感受所构成的生命经验!有时会伴随着#无意义$" #失

败$和#缺乏道德目的$的主观意识&

*>KD

!值得注意的是!受苦有其社会结构

因素!再加上有政治"经济与制度权力作用於人们!例如贫穷困苦"社会不

公"政治压迫等!因此综观言之!受苦经验实
!

社会性和关性的经验&

*>KE

!

虽然对於本研究的研究参与者来
#

!?非所有人皆亲身经历#排华$!

但这是身
!

印尼华人的集体记忆!对他们已
7

生影响&笔者认
!

!除了被排

斥於主流社会之外且生命受到威胁的处境构成印尼华人的集体记忆之外!华

人在如此政治与社会氛围中!在与马来人或其他在地主流族群'例如在亚齐

'

dQEb

( (&

*>KC

*>KD

*>KE

W2?B7=2E?,>?3H6BXHB79W434ZH3B ,>43?X?DT28?BE _6BH36-?BE63=HB9CIGHD4HB?8P6881U64B7

JH88HX4B7]68474H2=,HB 6̀3=4HB <GHB7PHG6B 4B kH3D>6?=DF>?48?BE9K!"#$%&'"(<+'./."% &%3

5+&')* (+ 3"#$%;L$$*!$"0'

龚宜君! ,格格不入%来台越南女性婚姻移民的双重缺场.! *台湾社会学刊+!第+(

期'"#$0 年+月(!页+01$"(&蔡友月! *达悟族的精神失序%现代性"变迁与受苦的

社会根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0 (&蔡友月以 /864BG?B 观点
#

明病痛经验与社会结构关!以此剖析台湾兰屿达悟族
!

何精神失序!然本文则借重於

#受苦$概念中的社会性与关性!以此
#

明印尼华人因
!

社会结构而受苦&

龚宜君! ,格格不入%来台越南女性婚姻移民的双重缺场.)蔡友月! *达悟族的精神

失序%现代性"变迁与受苦的社会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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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族群
!

亚齐人(相比较之下!自我观感形成!包括意识3">*9":>&9;与

无意识3&*">*9":>&9;的思维与情感3(=>5:>*9M或称
!

情绪;!这些思维与情感

构成印尼华人对於#我们是谁$的判断与感受3D((%:*$9;!由此带来自身在文

化中各种认同的位置&

*>KF

!

在日常生活中!族群界瞃仍然清晰可见&例如笔者在山口洋观察到!华

人只到华人的商店消费!与口中的#番人$保持距离!甚至有些未能完成学

业的华人!因不想读#番人书$而辍学&

*>KG

!尤其因苏哈托时代长达&"年禁止

华文教育!对於
%

有读中文!但亦未学习印尼文的客家华人来
#

!客家话是

其最主要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对外互动受到限制&例如去公家机关办事!

一方面受限於语言能力!另一方面是由於印尼官僚体系与公家单位的态度!

因此华人改信伊斯兰&他们认
!

因
!

与公务员同属穆斯林!较受尊敬!办事

较
!

便利&在班达亚齐!多数华人与亚齐人保持距离!除了因前述被驱赶的

经验使然之外!也因
!

亚齐人的暴力形象经过#

[

言$或是#盻话$的作用

在华人心中滋长!例如 #不要去读亚齐大学!很多华人说!不要去!不要

去!会被打$&

*>KH

!班达亚齐华人因着 #恐惧 $" #不安 $的情绪与感受筑起

与亚齐人隔开的高
E

!不愿与之来往&

*>KI

!

不论是山口洋!或是班达亚齐!普遍可见华人与印尼当地人 '#原住

民$!?$.D#B.(之间的距离!在此距离中!华人的自我观感於焉形成!认同

7

生&保持距离的表现在意识与无意识的思维与情感之间依情境摆?&笔者

认
!

!原先是基於政府的公民政策和制定有利於当地人的经济政策!以及後

来的#排华$与苏哈托时代长达&"年的#同化$政策导致华人有意识与当地

人保持距离!而後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成
!

无意识的#自然$反应!最多在市

场买卖上进行交易!但是否进一步成
!

朋友则另当
(

论!遑论通婚&因
!

跨

族通婚观察族群关之重要指标*>L@

!!而 #种族 $与 #宗教 $在相当程度上

()

VWX

*>KF

*>KG

*>KH

*>KI

*>L@

/?D>3AB PHHEX?3E编!林文琪译! *认同与差? +'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

司!"##+ (!+(&

研究发现来自於笔者所执行的科技部计划#从印尼西加里曼丹到台湾桃园///客家通婚

与族群认同$&

蔡芬芳! *走向伊斯兰%印尼客家华人成
!

穆斯林之经验与过程+!页$")&

蔡芬芳! ,性
(

"族群与宗教之交织%印尼亚齐客家女性改信伊斯兰教经验与过程之初

探.!载张维安编! *客家族群及其周边+'桃园%国立中央大学出版中心"台北%远

流出版公司!"#$& (!页$#)&

王甫昌! ,族群通婚的後果%省籍通婚对於族群同化的影响 .! *人文及社会科学集

刊+!第+卷!第$期'$00&年(!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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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着婚配对象的选择*>LA

!&

因此!华人成
!

穆斯林意味着不仅逾越族群之间的界瞃!打破距离!在

信仰上亦跨界!走向华人心中与马来人或与亚齐人画上等号的伊斯兰&特
(

是家人的反应最
!

激烈!改宗者须承受来自家人的压力!以及外界亲戚"朋

友"邻居以及整体华人社会的?样眼光&这是大部份研究对象所承受的痛苦

来源&家人的反应不
B

斥责!通常父母的反应最
!6

烈!反对的首要原因是

改信之後!忘记父母!愧对祖先!班达亚齐的 +:*57*$ 的阿姨知道她要改信

伊斯兰!将她已过世的父母搬出来!认
!

做出如此
G

定是完全未将父母考虑

在
$

&+:*57*$的阿姨的指责意味着与亚齐人结婚会让父母
%

面子!而且成
!

穆斯林会成
!

大家
#

盻话的对象&山口洋的8G=7)的母亲反对他改变信仰的

原因是对自己祖先不好&

*>LB

!相形之下!8G=7) 的弟弟改信基督教!事实上也

不祭拜祖先!但是他的母亲
&

完全不觉得问题&可见其背後更深沉的原因在

於!在华人眼中!印尼当地人地位低下!有研究参与者直言! #其实是因
!

我们是华人!所以比较不愿意跟他们 '交往 (!因
!

觉得他们 '地位 (比

较33低一点!所以比较不愿意$

*>LC

!&

通常改宗者所遭受的言语指责!在在意谓着与#番人$结婚以及成
!

穆

斯林是不理智"不正常的选择&诸如#怎
)

这
)

笨!偏偏要娶一个番人!还

进入他们的教$

*>LD

!) #爸妈
#

什
)

都不可以!

!

什
)

要去信回教0这样很

笨$

*>LE

!&$00%年与丈夫结婚的8<&提到!新婚时!夫家的人对於她是华人
&

要改信提出疑问!此外! #有一堆华人会
#

我
!

什
)

要改信!一直
#

!在我

的背後讲坏话!不过因
!

我是开朗的人!所以我不去管他们&他们
#

我精神

有问题!发疯了$&

*>LF

!改宗者被斥责
!

#笨$"#精神有问题$" #发疯$!

意味着华人成
!

穆斯林是#不正常$的行
!

!且无法理性思考!反之! #正

常$的表现应是各自在族群与宗教对应的界瞃之
$

!亦即华人对应於佛"道

或孔教!印尼当地人对应於伊斯兰&当这界瞃被跨越!原被视
!

族群与宗教

对应的#秩序$就受到破坏&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印尼当地穆斯林虽然希望

华人改信伊斯兰!但事实上与华人一样!同样将信仰族群化&例如上述 8<&

'

dQEb

( ((

*>LA

*>LB

*>LC

*>LD

*>LE

*>LF

王甫昌! ,族群通婚的後果%省籍通婚对於族群同化的影响.&

访谈笔记%<>G?E!"#$$年*月&日!山口洋&

访谈笔记%]2=D?B!"#$"年%月$%日!山口洋&

访谈笔记%U?A2!"#$"年%月$0日!山口洋&

访谈笔记%]4HT4!"#$"年%月"&日!山口洋&

访谈笔记%<A2!"#$$年$$月$&日!班达亚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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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她的夫家在她新婚之际对她是华人
&

改信的做法提出疑问&类似的情

形也出现在班达亚齐一名被客家华人收养的亚齐人身上!他的亚齐人朋友见

他祭拜土地神觉得意外!认
!

他肤色黝黑!应该信仰伊斯兰!而非华人信

仰&可见不论是华人或是亚齐人!皆有将信仰族群化现象发生&此外!指责

改宗的言语揭露了在非穆斯林华人眼中!易将改宗者视
!

被动的受害者!例

如在班达亚齐多认
!

是因#被勾引"下蛊"作法"巫术$而与穆斯林结婚!

?改变宗教信仰&

*>LG

!再则!非华人穆斯林认
!

!华人男性是因经济情癋不佳

与亚齐女性结婚!因
!

可以住进女方家中节省花费&

*>LH

!上述
#

法!完全否认

改宗者的能动性!而将之视
!

被动客体!亦忽略改宗者的感受与情感表达&

虽
#

婚姻具社会联合之意!然而缔结婚姻双方之情感不可忽略的面向&

华人改宗者需要面临的问题是认同上双重的困境&正如 O7F +7&!X>*$

指出!华人改宗者必须同时与自身原来所属华人社群以及後来改信的穆斯林

社群!

!

自身认同进行协商&

*>LI

!一方面受到原生家庭与华人社群的排拒!另

一方面未必
!

穆斯林社群真正接受&

*>M@

!本文参与研究者中!有人因父亲
6

烈

反对!连结婚时家人都不知道*>MA

!!与父亲断
9

往来$#年)

*>MB

!有人与家人关

G

裂!导致姊妹伤心不已!虽然小孩四"五岁时!家人已经不再责
\

!愿意

接受孩子!但仍希望她离开穆斯林丈夫!甚至提议帮她照顾孩子!希望她到

台湾再嫁&

*>MC

!另一个改宗者的例子是於$0*%年出生的 I(**<&他从坤甸

3N>5:7*7*F;到山口洋!?非因
!

通婚而改信!而是因
!

疾病被治?!因此从

基督徒转变
!

穆斯林&但是他的母亲认
!

他从小就受基督教教育!进教堂!

不理解
!

何他到"(岁之後
&

转向伊斯兰!她以相当
6

烈的语气表明!治?他

的?非阿拉而是耶稣!而且到她生命结束的那一天都不会接受他进入伊斯

(+

VWX

*>LG

*>LH

*>LI

*>M@

*>MA

*>MB

*>MC

蔡芬芳! *走向伊斯兰%印尼客家华人成
!

穆斯林之经验与过程+&

访谈笔记%J?3?>!"#$&年*月"*日!班达亚齐&

-?T _?21JHB79"##"90-'&B.9&)."% .% 2"#)*+&-)4-.& 3C7:?(:L 89:7!N7":D:"Q(9(76"G

N6>$67=M"##";M($'

IT?W34G28A?B49CLBD63=6SD4HB?84DAH@]68474HB ?BE WHS4?8LE6BD4DAaF>6,>4B6=6H@U?BE?

<S6>K:

访谈笔记%]4HT4!"#$"年%月"&日!山口洋&

访谈笔记%k287?B?!"#$"年%月$%日!山口洋&

访谈笔记%W?84B?!"#$"年%月"#日!山口洋&山口洋客家女性多与台湾客家男性通婚!

参
?

蔡芬芳! ,#差不多33又不一样7 $%台湾与印尼客家通婚之文化经验.!载萧

新煌编! *台湾与东南亚客家认同的比较%延续"断裂"重组与创新+'桃园%国立中

央大学出版中心"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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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这位年轻男性
!

了不让母亲伤心!大多留在山口洋而少回坤甸&

由上述可知!家人对於研究参与者成
!

穆斯林的情绪是错愕惊吓"不解"

6

烈反对"伤心!而研究参与者则须忍受与家人断
9

关"受到指责的痛

苦!当然还有不被了解的折磨!或对伊斯兰的误解!尤其是认
!

信仰伊斯兰

愧对祖先与遗忘父母!但伊斯兰
6

调的是如*尼萨义圣训集+第四章第&+节

中所言#天堂在母亲的
D

下$以及*古兰经+中提到#要崇拜安拉!不以任

何物配主!要孝顺父母$&在这样的过程中!遭受严重反对的研究参与者!

在面对家人的质疑与
G

裂或是一般华人的盻言盻语!他们反而会更
6

调自己

身
!

华人的认同!甚至区分族群文化与宗教之差?!例如将华人春节视
!

其

文化的展现!而?非宗教!因此不违背自己的信仰!?提出在中国亦有穆斯

林!

&

无损於他们作
!

中国人的身份&

±

#

y²z&³{�´µ

宗教核心问题在於尝试回答神圣与社会秩序之关!特
(

是当遭受苦难

39&DD(6:*$9;时!宗教有助於将被破坏的世界恢复应有的秩序&对於改宗者来

#

!个人生活中的秩序因
!

宗教经历了破坏与重组的过程&在印尼将信仰族

群化的现象之下!导致成
!

穆斯林的华人原先在人际关中的秩序///与父

母家人之间的关!甚或是与周遭华人社群之关因
!

进入伊斯兰而破坏&

然而追求人际关和谐
!

汉族宇宙观层次之一%人际关的系统!人与人

关之间的系统!即
!

社会&

*>MD

!因此在原来秩序变动的过程中!需要经过个

人将原有认知与伊斯兰概念进行调和!自我才能
7

生意义!此即前述第三节

中 8**7O7*99>* O"R:*5<所提出的#个人模式$之展现&改宗者本身即
!

创

造意义之行动者!因特殊改宗经验及记忆让他们重新思考过去的行
!

?赋予

新的实践意义!在此过程中!认知"感受与情绪亦包含在
$

&

*>ME

!如此过程涉

及改宗者意义体系或意义模式的转变!但需要注意的是!旧有的宗教?非完

'

dQEb

( (%

*>MD

*>ME

另外两个层次
!

自然系统的层次%人跟自然的关!此
!

对天的看法!分
!

时间与空间

两个系统)人的个体"有机体!人对他自己
$

部生物体的一种看法!对#人$存在的看

法&传统的汉族假设个人这个生物体
!

一个小宇宙!与大宇宙一样要维持平衡&分
!$

在与外在的均衡&因传统汉人将人"宇宙与超自然视
!

一体!若三者能达和谐与均衡!

才会认
!

这个世界是最合理的世界&李亦园! *宇宙观"信仰与民间文化+'台北%稻

乡出版社!$0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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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被新的取代!而是改宗使得原来的结构重整&

*>MF

!

如上所述!改宗者首要面对的是来自家人的责备与反对!如此的抉择破

坏与家人之间的关!再加上!整体华人社会对穆斯林的接受程度不高!以

及改宗者尚需面对的是与穆斯林社群的互动以及是否被接受的问题&当然!

改宗者尚有各自生命难题&此外!改宗受到社会环境与人际互动的影响!虽

然看似宗教信仰发生变化!然而影响甚会扩及日常生活层面!将会导致社会

与文化面向发生实质上转变!同时!改宗亦与身体实践有关!例如祈祷"斋

戒"饮食)名字与衣着等与认同相关的鲜明标记亦因信仰改变而有所不同)

发生变化的还包括社会与文化实践!这通常关乎於节庆或者和?性接触&

*>MG

!

所有的个体需要自我调整以适应上述改宗後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和他人的关

会受到影响!这些会在心智健康"生命意义与自我认同上发生作用&

*>MH

!在

自我调整的过程中!意义体系进行重整!尤其是从旧有宗教信仰转变至伊斯

兰时的情绪变化!以及如何理解生命意义或是自我认同!是值得注意的面

向&在本文中!研究参与者的宗教信仰大多由佛教或民间信仰转变
!

伊斯

兰!少数从基督徒转变
!

穆斯林&

*>MI

!然而!不论是从佛教"民间信仰或是基

督教转变信仰者! #心安$" #心
N

$是他们在宗教改变後的情绪状态!由

表层观察是与念经或祷告有关!然涉及意义体系结构重整"认知发生变化!

当然还有伊斯兰满足了生活所需!因此即便改宗之後!生活依旧遇有难题!

但信仰给予他们极大力量面对生命挑战&

在班达亚齐所接触到的客家华人穆斯林!原来的信仰皆
!

#拜神$" #拜

佛$!其中 O7<7"X767G"8<& 更是经常前往 #佛堂 $'大亚齐佛学社!

c:G767/&))G7@7F<7=&*:/7*)78"(G (&在改信之後!研究参与者发现佛教

与伊斯兰最大的相?之处在於佛教无法提供教义或让人明白道理!仅能不知

所以地跟着念经!相形之下!伊斯兰解释教义!知晓
!

何而拜&另一个差?

之处在於佛教无法给人得以依靠的坚实後盾!而伊斯兰让改宗者感到
$

心平

N

!举凡任何事情!包括半夜惊醒"无法入睡皆可祷告&

(*

VWX

*>MF

*>MG

*>MH

*>MI

Y?534686\H@G?BB9K#-.'.B,+$3+%FE$&#+% .% I+#)-6*'&%3 J"8+$).+$+% 9#B0-'&B3X67*FD&65

7=O7:*LJ*95:5&5Dd6H&%5&67*5G6>?>%>$:(&*) U&6>?e:9"G(U5G*>%>$:(M$00%;M"%!"*'

/?34B ?̀B k462XT63T9CLBD3HE2SD4HB9K):

W2?B7=2E?,>?3H6BXHB79W434ZH3B ,>43?X?DT28?BE _6BH36-?BE63=HB9CIGHD4HB?8P6881U64B7

JH88HX4B7]68474H2=,HB 6̀3=4HB <GHB7PHG6B 4B kH3D>6?=DF>?48?BE9K$$*1$"0:

班达亚齐六位研究参与者全数原
!

佛教信仰!山口洋"*位中有五位是从基督宗教'包括

天主教与基督新教(转
!

伊斯兰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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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研究参与者在进入伊斯兰之前!除了#拜神$!尚接触其他宗教信

仰&例如!有一位改宗者8<&就读天主教高中!因
!

学校
$

的宗教课而接触

到天主教!但只是学校课程!

%

有深入了解的意愿!而与伊斯兰的接触源於

她成长过程中的邻里环境!她跟邻居学习 *古兰经 +?了解其意&

*>N@

!在三种

信仰之下!8<& 明白自己倾向於伊斯兰!虽然她是在"(岁'生於$0+0年(时

经过思考才
G

定成
!

穆斯林&她
6

调伊斯兰让她心安!有困难时会向阿拉祷

告!而且教长扮演着引导角色!帮助她面对困难&另一名研究参与者亦就读

天主教高中!家中拜佛!但亦如8<&选择伊斯兰&佛教或是拜神无法让人一

明究理!然伊斯兰经文提供意义!因
!

理解其意而明白!心因此安定&再

则!拜神佛徒有拜拜与烧金纸形式!或是其他如化解冤亲债主仪式!但都无

法真正满足研究参与者的心灵需求&伊斯兰对於研究参与者的重要之处尚有

教长扮演的解惑引导或念诵经文的角色!而佛教或是其他民间信仰则缺乏类

似伊斯兰教长的角色!原因之一"##)年海啸夺走许多华人生命!能
H

传递

经文知识的师父有限!例如仅单纯奉祀释迦摩尼的#大亚齐佛学社$须从棉

兰或是澳洲请师父来讲经!在此情形之下!平常少有机会了解佛教意涵&

值得注意的是!由上观之!佛教或是华人民间信仰无法提供改宗者意

义!相形之下!与伊斯兰同
!

制度性宗教的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与基督新

教(理应可以透过圣经提供改宗者了解教义的机会!但是对於本文原本就是

基督教的改宗者来
#

!伊斯兰
&

较可以让他们感到心安&例如山口洋一位年

轻人I(**<在父母重视的基督教价值观下长大!从小虔信基督教?积极参与

教会活动!但是对他来
#

!祈祷时
#

#耶稣"耶稣$起不了任何作用!但是

伊斯兰
&

让他
$

心平
N

&

*>NA

!同样也是山口洋的基督徒@&?75*>!亦因
!

伊斯兰

让他感到心宽而认
!

伊斯兰较好&

*>NB

!此外!原
!

天主教徒的@&G767:本来因
!

认
!

伊斯兰限制多而未对其有正面印象!但後来认
!

伊斯兰不需要透过任何

媒介!只需念经!即可感受到真主存在!但天主教拜耶稣!有人形存在&

*>NC

!

由於伊斯兰的信仰核心
!

#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

其
!

一神信仰!禁止崇拜偶像!尊崇唯一真神!禁止任何偶像崇拜!或是实

体之物&

'

dQEb

( (0

*>N@

*>NA

*>NB

*>NC

访谈笔记%<A2!"#$$年$$月$&日!班达亚齐&

访谈笔记% 6̂BBA!"#$"年%月"#日!山口洋&

访谈笔记%W2Z?DBH!"#$)年*月*日!山口洋&

访谈笔记%W2>?3?4!"#$"年%月"#日!山口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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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上述!意义体系重构主要来自於改宗者与之前旧有信仰相较之下!

发现伊斯兰教义可以
!

改宗者指引明路!且有教长解惑!给予改宗者心理支

Q

力量&再加上!虽然基督宗教与伊斯兰皆有教义"礼拜!但伊斯兰不需透

过任何媒介或偶像!仅需透过语言!即可接近阿拉&

改宗亦使个人认知发生变化与重构!尤其是对於原先
!

佛教徒或民间信

仰者而言!因
!

#臣服$於真主!使其更能
H

思考过去行
!

!进而确认信仰

的重要性&例如山口洋的@&G767:虽然信仰天主教!但会起乩!然而成
!

穆斯

林之後!就不曾再发生起乩现象!这让他更加坚定信仰伊斯兰&

*>ND

!另一位山

口洋的研究参与者/7<&!同样也在改信伊斯兰之前会起乩!但他相当不喜欢

这样的现象!因
!(

人会要求他预测彩票的号码&因
!

伊斯兰让他
B

离这样

生活!所以他不只信仰坚定!後来甚至成
!

念经老师&

*>NE

!

班达亚齐的O7<7因
!

与穆斯林结婚而进入伊斯兰!但她刚进入的第一

年!尚不熟稔伊斯兰!亦无进行礼拜&但是她已经入了伊斯兰!所以也不可

能回头拜神&此时的她可
#

是处在信仰的真空状态之下!遭遇许多不顺遂&

她的母亲提醒她!因
!

她既
%

有拜神!也
%

有通过礼拜与真主阿拉沟通!因

此生活无法顺利&在听了母亲一席话之後!她开始念*古兰经+与礼拜!生

活逐渐如意&

*>NF

!但後来因
!

对她家暴的丈夫失业与生病!除了在华人商店工

作支
Q

家计之外!O7<7还在家门口养矱贩售!以增加收入&在此情形下!

O7<7更是藉由念经平
N

心情!她的伊斯兰信仰也因而更加稳固!未来希望

去麦加朝圣!完成朝功3E7a:;&

笔者於"#$$年$$月首次与当时&$岁的 +:57*$ 见面!在向其
#

明因研究访

问来意之後!她开始缓缓道出自己的生命故事&她以第一段婚姻做
!

开端%

+#

VWX

*>ND

*>NE

*>NF

访谈笔记%W2>?3?4!"#$"年%月"#日!山口洋&

访谈笔记%U?A2!"#$"年%月$0日!山口洋&在改信之前会起乩的现象值得後续研究继

续深入&值得注意的是!山口洋的乩童?不限於华人!亦有马来人与达雅人&除了在元

宵节?行中看到马来与达雅的乩童之外!笔者"#$+年"月在山口洋中央大伯公庙宇
$

进

行田野观察时!遇到一位马来穆斯林女性进入庙眧!洽询庙方人员!她的弟弟以前是乩

童!因太久
%

跳而生病!她进庙眧询问是否有解
G

办法&山口洋大部份的乩童
!

华人!

有两个协会!分
(!

-?c684=F?HLBEHB6=4?和 F34E>?3G?乩童协会!成员有重砯现象&前

者共%##名乩童!当中"#名达雅人!七名马来人)後者)##名!$#名达雅人!三名马来

人&-?37?36D,>?B9CF>6WZ434D1G6E42G=H@W4B7T?X?B7aV63@H3G4B7lV6HZ86>HHEm9K4B

1*.%+-+0%3"%+-.&%-<+&--+--+3F5.-)"$7H<+'./."% &%3 @+'"%/.%/M()9'@:(K!O:* @7:7*)

4G7*$!]7& E>>* 3+>*)>* 7*) V(K]>6FLQ>&5%()$(M"#$);M$))'

访谈笔记%-?A?!"#$&年*月"#日!班达亚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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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

!

�H#«ª5g

+

*>NH

!

+:57*$与第一任丈夫的婚姻充满
+

吵!当她在描述过去遭受家暴情境

时!不禁落?!也夹带着生气!因
!

前婆婆?未告诉跟着前夫的女儿真实情

形!

&

告诉孩子#妈妈改嫁了$&之所以会有第一段婚姻!是希望让生病的

母亲看到生
!

老大的她有所归宿!让母亲放心!背後实
!

孝顺观念使然&第

一段婚姻带给她的是悲伤"气愤与些许无奈!甚至是希望结束生命&然而!

当她开始描述与第二任丈夫'

!

华人与亚齐人混血(婚姻时!语气与神情变

得不同!尤其她相当肯定现任丈夫可以
!

了不是亲生的大儿子生病!在半夜

'

dQEb

( +$

*>NG

*>NH

送日子
!

订婚礼俗之一!指男方在
G

定好举行婚期的日子之後!送至女方家中告知&

访谈笔记%_4D?B7!"#$$年$$月$)日!班达亚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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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床向阿拉祈求!希望能
H

让大儿子恢复健康!这让她感动不已&虽然

+:57*$是因
!

通婚而成
!

穆斯林!但事实上!她在改宗之前即已明白自己对

伊斯兰的偏好!因
!

经过与到过教堂的比较之後!她发觉自己排斥教堂中硈

颂耶和华声响!而伊斯兰念经声使她感动&她与丈夫在市场的生意不佳时!

向阿拉祈求!获得回应&+:57*$ 的生命经历让她以坚若磐石的态度看待伊斯

兰&

研究参与者从伊斯兰获得正面的力量!与过去的自己相比!成
!

穆斯林

之後#脾气变好!不容易生气$" #心
N

$" #心安$是最常听到的变化&

这一切的变化与信仰有关!遇到事情时!念经有助於心情稳定!因此是研究

参与者在情绪上感到心
N

与心安的来源&但真正的原因是在改宗後意义体系

重整以及认知发生变化!成
!

穆斯林的意义因而
7

生&除了前述的具体例证

之外!对於大多数的山口洋的研究参与者来
#

!身体健康与经济改善是改宗

之後的变化&他们生活的不顺遂大多与经济"健康有关&

在笔者的田野观察中!山口洋研究参与者的经济条件大多不佳!家中
$

部几无装潢!家徒四壁!木板隔间!或是位在杂草丛生之处&在山口洋!笔

者所接触到的研究参与者!大多住在华人与原住民'马来人(混居的村子!

例如位於山口洋中区 3@:*$F7K7*$ C(*!$7G;的 Q>B7* ! 山口洋北区

3@:*$F7K7*$ -5767;的 @&*$7:Q797& 3@(:Q797&;!山口洋南区3@:*$F7K7*$

@(%757*;的@()7&&

*>NI

!仅有两
8

的家庭经济情形较
!

良好!家中有沙发茶
]

!

其中一
8

甚至有抽水马桶!?非如其他家庭都是要用勺子舀水!或是
^

所在

屋外的果园中&大部份家庭因
!

经济问题!需要靠人捐助物资或金钱度日&

因此!在穆斯林的帮助之下!不仅有可以盝身之处*>O@

!!生活状癋也因此改善&

有的研究参与者因生病所苦&如年轻男性 I(**<

!

脑瘤所苦!常会昏

倒!一位长者给他念伊斯兰经文!他听了之後感到身体舒畅&I(**< 自"#$$

年入教!但因
!

伊斯兰的力量!他不需动手术"服用药物就可以控制病情!而

且信奉伊斯兰让他心情平
N

&

*>OA

!另外一名与I(**<同样年纪的男孩@&G767:!

在$%岁时在路边昏倒!一位无法辨识脸孔的白衣男人入梦!这位男人抱起

+"

VWX

*>NI

*>O@

*>OA

山口洋不同族群各有其较
!

集中的居住区域!马来人住在山口洋中区与北区!达雅人住

在东区!华人则集中在西区与南区&I86B?,>?49C(;+B?'+&%3 ;&)#%/ ;$&3.)."% .%

2.%/J&G&%/ 3@767K7FL-VJO8@N&B%:9G(6M"#$%;M$#'本文中已成
!

穆斯林的研究参与

者所住区域大致符合该市族群居住分?&

有两位研究参与者现在所居住的房子是穆斯林提供的&

访谈笔记% 6̂BBA!"#$"年%月"#日!山口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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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67:!告诉他只要念经就会痊?&当时的他尚未能
H

接受伊斯兰!但是成

!

穆斯林之後!喜爱伊斯兰&

*>OB

!

¶

#

j·

情绪镶嵌在生命经验与记忆当中!透过言语或是?水表达!研究参与者

的个人声音因而得以呈现&他们之所以走向伊斯兰的路途!无非单纯归类或

化约
!

某一种典型!而是将之视
!

一个过程!可回溯到从小成长环境中与穆

斯林邻居的接触!或是原本即受到伊斯兰的念经声吸引!抑或是可能因
!

梦

境治?疾病使然等&因此!纵使是因通婚而改宗!事实上从研究参与者的生

命经验中发现!尚有其他因素导致宗教变化的发生&

研究参与者成
!

穆斯林之後!精神上
7

生变化!由原来的痛苦!转变
!

心安"心
N

&痛苦源於不被家人接受!亦遭受周围非穆斯林华人的质疑!当

然痛苦也与个人的经济拮
W

或是身体健康有关!抑或是婚姻生活中的龃龉与

暴力让研究参与者呈现负面的情绪&然而! #臣服$於阿拉让他们意识到过

去与现在的自己之差?!重整其意义体系结构!这个差?来自於新旧宗教的

比较及自我认知的变化&由於感受到伊斯兰带给他们的力量与变化!因而对

於伊斯兰的信仰更加坚定&

从研究参与者所处社会
5

络理解他们
!

何而苦!整体印尼华人社会因长

期以来的政策制度导致其亦在受苦当中!而华人与穆斯林通婚?成
!

穆斯林

之举不仅打破原来的#人$'华人与印尼当地人(与#神$'华人信仰到伊

斯兰(的界瞃!更破坏根深蒂固存於人们心中#族群相等於宗教$的秩序!

但研究参与者在遭逢这些反对或是质疑声音时!能
H

因
!

明
_

伊斯兰教义或

是经典!从而将伊斯兰整合至个人认同之中!例如穆斯林?未忘记父母!抑

未用宗教区分族群!即认
!

华人的身份不因宗教而改变&

过去的相关研究
9

大多数
!

佛"道或民间信仰!以成
!

穆斯林的客家华

人作
!

研究对象!可挖掘出东南亚客家华人鲜少被注意到的图像&再者!本

研究透过山口洋与班达亚齐两地的社会
5

络凸显客家华人移民後代在地化的

过程&移民是客家文化的特徵与标记!客家认同因移民而形塑以及再形

'

dQEb

( +&

*>OB

访谈笔记%W2>?3?4!"#$"年%月"#日!山口洋&

,

-

.

/



塑&

*>OC

!客家人的移民历史构成中国移民历史的一部份!客家人的移动可
#

是

最
!

频繁的!除了原乡环境因素之外!位居巨观经济的边缘亦促成移动的发

生&

*>OD

!客家人从中国移出到世界各地即是在$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浪潮下

所
7

生的现象!此波迁徙将来自各地的契约劳工带到热带地区规模日益扩增

的矿场和大农场!除了中国的劳工之外!尚有印度劳工的迁徙!或是意大利

劳工到巴西种植咖啡等&在$0""#世纪移民至海外的客家人!远渡重洋到?

乡大多从事劳动工作&然因客家原籍的差?!如包括嘉应"永定"惠州"大

埔"增城"揭阳等!或移入地的不同!例如东南亚"北美洲"非洲"大洋

洲!因与在地其他族群互动而发展出可能相似但亦可能相?的生活样貌&当

然!移入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条件亦影响客家移民在当地的生存与社会地

位&在移入他国时!客家移民所遭逢的他者亦可能导致其文化与宗教变迁!

他者可能是操其他方言的华人"在地的原住民或多数主流族群!抑或是後来

移入者&选择以情绪作
!

出发点探究山口洋与班达亚齐客家华人之改宗经

验!不仅让我们理解改宗者个人声音!凸显在地社会
5

络!且作
!

客家移民

在地化过程的例证之一!以此扩展海外华人移民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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