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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緬甸華人的慶典歌舞實踐看文化與認同表述 

呂心純副研究員（民族學研究所） 

摘要 

一直以來，我的研究對象是緬甸華人和以緬族為主的古典音樂家這兩個社群，深入他們的音樂活動，探討相關社

會記憶、身體感知與多元認同等議題。田野場域長久在這兩個社群之間流轉，有助於我釐清緬甸複雜的族群關係。這

篇短文透過一群緬甸華人的自述、訪談與文化展演，來說明他們當代的聆聽感知和音樂實踐是如何連接到舊時代的慶

典記憶；從前特定時期的歌舞展演又如何被挪用到當代的音樂展演，以用來表述文化與認同的媒介。 

本文  

身為一個民族音樂學家，我關注音樂如何形塑與再現人們的生命經驗。主要研究對象，聚焦在緬甸境內外的音

樂實踐者，探討他們如何利用音樂來傳達內心情感及表述外在社會現實。赴緬甸研究其古典音樂十多年以來，我也

從事跨多點域緬甸華人（以下稱之為緬華）音樂活動的比較研究，地域涵蓋臺灣、仰光與澳門與全球化的場域等，

這不僅是因為我從小生活在新北市中和的緬華社區，自1998年開辦潑水節迄今每年記錄並參與相關節慶活動，對他

們的音聲展演感到特別的熟悉；更因為我認識到，緬華當代的音樂實踐深刻地反映、並時而形塑著個人的歷史記憶，

且成為他們展演集體認同的重要平台。 

 這篇短文透過引介一群緬華的自述、訪談與文化展演，探入他們的聆聽感知和音樂實踐如何與舊時代的記憶

交纏，又如何被挪用到當代的音樂展演，作為建構集體認同的媒介。在此我所聚焦論述的主體，是緬甸政府於1965

年關閉華校前，曾在仰光受過華校教育的第二代或第三代緬華；他們是緬華社群中特定的一群人，僅代表現存多元

緬華社群中的一支。他們的音樂展演、歷史情感與文化表述，承載著獨特的多重遷徙歷史與認同政治。 

動盪、離散下緬華認同的建構與再建構 

1962年以降，奈溫將軍 (General Ne Win) 在緬甸實施社會主義 (1962-1988)，造成政治動盪與社會劇烈變遷；

接踵而來的華校關閉與排華運動，更使當地華人謀生不易；加上當時中共與在臺國民政府的隔岸軍事衝突，皆讓許

多緬華菁英人士深感中華文化存續的危機。有鑑於此，許多人選擇出走——親國府的白派人士移居臺灣，親中共的

紅派人士則搬遷大陸，他們「回歸祖國懷抱」的決定，造就了第一波緬甸華人的移外潮。爾後，1988年緬甸民主領

袖翁山蘇姬 (Aung San Suu Kyi) 所領導的示威活動，遭受到當時拒絕移交政權的軍政府所鎮壓，不僅造成許多人民

傷亡，更使許多華人外流、異地求生。迄今，離散海外的緬華遍及全球，除了中國大陸、港澳與臺灣，也有許多緬

華落腳在加州、紐約、加拿大等地。 

早期這群移民為了生存，在各地陸續成立聯誼會或互助會相互扶持，以加強當地緬華之間的凝聚力。他們也與

在地政府及當地的緬族移民合作，舉辦以文化觀光為號召的緬甸傳統慶典，如潑水節與點燈節。對外，為加強與各

地緬華社群之間的跨國連繫，從2000年起，由澳門緬華互助會所發起的「世界緬華同僑聯誼大會」，成為一年一度

的跨國聚會。在緬華內部有意識的族群劃分下，「緬華同僑」這個詞，涵蓋了凡在緬甸出生或居住過、如今卻散居

四海的華人及其後裔。 

十多年來，全球各地的緬華意識高漲，接連於不同地方開辦慶典活動和發行刊物。亦透過紀念性樂舞的身體展

演及聆聽感知的回憶記述，重製、顛覆和規範過去，以鞏固「緬華同僑」這個族群的新概念。這樣的集體記憶，在

在回應了 Paul Connerton  對用身體實踐來記憶過往的討論 (1989,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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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不論是再現熟悉的「紅歌／紅樂」內容，或是挪用、改編具有親白或親紅意識形態的歌舞形式，當

代緬華慶典中的文化展演，均將原先承載特定時代性或政治意涵的歌舞身體，透過協商，轉化為緬華各界可以參與

釋義的文本；也藉由凸顯緬華可以共享的聆聽感知與民族意識，及亦可各自詮釋的歷史經驗，建構了一個跨國族群

性的想像與協商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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