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在空间上是流动的袁 在时间上不仅仅是被

继承袁更是被创造的袁也就是说袁文化的流动是化学

的过程袁而不是一个机械的尧固定化的物理过程遥 人

是文化的载体袁流动的人群是文化流动的承载者袁正
是因为人的流动袁在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尧交流的过程

中袁激活了每个人身上的文化基因袁从而产生新的文

化样态遥移民文化深刻展现了文化的这一特性袁由于

移民的来源十分广泛袁因而其文化背景十分复杂袁每
个移民都是一个文化符号袁 在共同旋律下各自跳着

自己的舞蹈袁创造着移民城市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遥

一尧移民文化流动性的表现

移民文化流动性在于移民的流动袁 每个移民都

是一个文化符号袁他们各自的文化基因尧生活习惯尧
价值观念的聚集尧碰撞尧交融为生机勃勃的移民文化

提供了土壤袁具体体现为开放与包容遥 但同时袁这种

流动性也表现为身份尧 工作与生活的不确定性和非

正式性遥

渊一冤开放性与包容性

移民文化的流动性意味着开放与包容遥 移民城

市因具有人口高度流动性特征袁 来自不同国家或地

区的移民带来了各自的地域文化袁 这些色彩多样的

地域文化在移民城市中互相交流尧融合袁从而使移民

城市形成了一种开放尧 包容的文化心态遥 以深圳为

例袁 其人口构成来自全国各地袁56 个民族都有人落

户深圳遥人们漠视出身背景袁注重个人实力和创造潜

能的发挥袁 在与外界进行频繁的交往活动中很少具

有排外尧封闭的心理遥 同时袁深圳这座移民城市有着

巨大的包容性袁每个移民都是值得尊重的个体袁他们

的个性和多元选择性都会得到包容与满足遥从野这里

看重人的智慧尧尊严和爱的力量冶到野这里的微笑比

较持久袁这里的握手比较有力冶曰从野同在一片热土袁
共创美好明天冶到野来了就是深圳人冶袁一个个温暖的

理念袁变换的是表达的形式袁不变的是其包容的内涵[1]

渊P184冤遥 正是在开放与包容的环境下袁在深圳袁千千万

万的移民们成为文化建设的实践者袁他们在实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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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梦想的同时袁也成就了一个城市的崛起遥

渊二冤不确定性与临时性

移民文化流动性深刻影响着移民的文化身份认

同袁产生不确定性遥 在传统社会中袁个体的生活空间

基本固定袁 人们对自己承担的社会角色具有相当的

确认性袁与之进行社会交往的人也基本确定遥在这样

确认的社会环境中袁个体身份认同往往比较简单遥而
在流动性的移民社会中袁 传统身份认同所依赖的确

定的参照系已被抽离袁 但身份认同又是移民们不可

回避的问题袁尤其是文化身份认同遥文化身份认同体

现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之间袁吃什么样的东西尧穿戴什

么样的服饰尧交往什么样的人群袁每一位移民都感受

着文化差异带来的冲击袁 承认共同体内部成员文化

身份的差异袁由此也带来文化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遥
同时袁移民文化流动性还表现为临时性袁这种临时性

主要体现在移民的工作与生活遥 从移民的生活状况

来看袁 大部分移民没有城市户籍袁 无法享受城市福

利袁仅仅把移民城市作为工作尧谋生的临时场所袁除
了在这个城市必要的生活开支以外袁 主要的工资收

入并没有在这个城市使用袁而是转移到家乡袁带有很

强的机会主义色彩遥以深圳为例袁深圳已发展为上千

万人的现代化城市袁但其人口的 90%以上是来自外

地的移民袁且大部分没有深圳市户籍遥一个比较典型

的现象是袁每到春节袁平时繁华拥挤尧人流密集的深

圳袁 便由一座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变成了一座宽松

顺畅尧人流稀少的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遥

二尧移民文化流动性的积极影响

流动性意味着活力遥 流水不腐袁户枢不蠹遥 流动

的力量来自人与自然尧人与人尧人与社会的对话和互

动的本性遥这种力量在移民文化中体现得极为明显袁
带着各自文化基因的移民流动到城市袁在相互碰撞尧
交流和影响中形成一种融合而非排斥的文化环境遥移
民们在创造这种环境的同时袁 也对自身的思想观念尧
行为有着积极的影响院

渊一冤强化了人们的开放与创新意识

文化的源泉在于人与自然尧人与人尧人与社会的

对话和互动遥在移民文化开放性环境中袁这种对话与

互动更加凸显袁强化了人们的开放与创新意识遥一方

面袁移民城市开放尧包容的心态强化了人们的开放意

识袁这种开放意识主要是向社会和人的心灵开放遥向

社会开放袁是指人与他人公平竞争尧互助合作尧和谐

发展袁其实质是求善曰向心灵的开放袁是指身处在移

民文化的多样性中袁 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优秀的精神

文化净化心灵袁促进身心平衡袁提高人生境界袁其实

质是求美[2]渊P36冤遥 另一方面袁文化的流动意味着文化

越来越多地被理解为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过

程袁这也是文化多样性的生成过程遥移民城市中文化

多样性的存在袁有利于防止趣味的标准化尧创造力的

贫乏以及文化表现形式的雷同遥 来自不同文化地域

的移民们在交流与对话的过程中袁 吸收与借鉴他人

的先进观念与行为方式袁 避免思想观念与行为局限

于某一固定的模式袁不断创新袁野苟日新袁日日新冶遥

渊二冤培养了人们的和谐思想

移民文化的开放与包容培养了人们的和谐思

想遥 这种和谐思想其实是移民在处理人与社会 渊他
人冤的关系时所采取的宽容和善的心态袁体现于文化

与文化之间的融合的关系袁 而不是非此即彼或你轻

我重袁这个融合过程是化学反应袁最后生成的是我中

有你袁你中有我 [2]渊P36冤遥 每一位移民都是文化的载

体袁且都会感受到不同文化的差异袁同时应对着新的

文化压力和标准遥 在此情况下袁 承认各自文化的差

异袁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袁就愈来愈多成为

人们的文化选择袁 也由此体现着移民文化的开放与

包容尧和谐与统一遥

渊三冤激发了人们的竞争意识

移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袁 就是对过去生

活的不满足袁对新的聚集地的希望和梦想遥从表面上

看袁移民是在寻找迁入地的精彩世界袁但是真正的移

民实际上是寻找自己袁 看看自己有怎样的头脑和智

慧遥 每个移民都很现实袁要为生活打拼袁其实在骨子

里袁他们总是在为梦想不断努力尧奋斗[1]渊P78冤遥 合适

则留下来袁生根尧开花尧结果袁不合适则收拾行囊再出

发遥也正是高度流动性的工作和生活袁使得每个移民

都有着强烈的竞争意识袁 只有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不

畏艰难尧勇于开拓袁做出属于自己的成绩袁提高自己

的不可替代性袁才能继续留下来袁实现自己的梦想遥

三尧移民文化流动性的消极影响

流动性同时意味着不确定性袁 移民的高度流动

对其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造成一些不利影响袁 主要

表现在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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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缺乏文化身份认同

文化身份的转换问题是每个移民首先需要重新

回答且需不断适应调整的社会归属问题遥 移民做出

迁移决定多半是出于个性需要的考虑袁 但牺牲了自

己原本稳定的社会归属遥作为外来的移民袁不仅与原

住居民的差异显而易见袁 而且由于移民文化现实的

流动性直接导致的文化复杂性与多样性袁 使之与其

他移民也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遥 正是这些差异性和

户籍问题袁使得大部分移民缺乏文化身份的认同遥比
如在深圳袁野没有户籍冶 是移民们不认为自己是深圳

人的重要原因袁即便是已经在深圳居住多年袁由于户

口不在这里袁许多人野不知道自己明天会在哪里冶袁认
为自己是野游荡于城市的边缘人冶遥一方面袁他们离家

多年或厌倦了老家的贫困落后袁 已经没有了回去的

念头曰但另一方面袁他们又不能在深圳找到自己的归

属袁于是处于一种缺乏文化身份认同的尴尬状态遥

渊二冤工作尧生活的融入性不高

在改革开放后新兴的移民城市深圳袁原住民尧外
来户籍人口和劳务工是构成城市人口的三大群体袁
其中劳务工的人口比重是最大的袁 远远高于其他群

体的总和遥而这些劳务工大多来自内地偏僻的乡村袁
到深圳来的目的主要是 野见见世面冶尧野学学技术冶尧
野挣点钱冶袁 他们受教育的程度远低于外来户籍人口

中的人才型移民袁 主要是在工厂流水线上和服务性

质的行业中工作袁他们工作和居住的流动性很大袁常
常是居无定所遥也正因为如此袁导致了这些劳务工群

体工作与生活的融入性不高遥在这种情况下袁一部分

移民可能会成为野流民冶袁游手好闲袁破坏社会的正常

秩序袁甚至做出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袁影响到移民城

市的健康稳定发展遥

渊三冤容易滋生双重道德人格

由于移民的高度流动性袁在流动交往中袁移民可

以扮演与现实生活中身份不同的一个或多个角色袁
可以在交往中表现出不同于平时的价值标准和道德

观念袁可能在交往中带上高尚的面具袁还可能为追求

利益或纯粹为填补内心的空虚而骗取他人情感尧钱
财等等袁展现人性中不道德的丑恶嘴脸遥这就使得现

实生活中的自我与流动交往中扮演的角色所表现出

的价值标准与道德观念出现极大反差袁 从而致使移

民出现双重道德人格[2]渊P37冤遥

四尧移民文化流动性的对策

移民文化是当代中国极具活力的新文化袁 其活

力之源的流动性特征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袁
移民城市的文化建设就是要扬长避短袁 提出规避其

消极影响的对策和举措遥

渊一冤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为重点

现行户籍制度是移民真正融入城市最坚硬的一

道制度壁垒遥政府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袁建立接纳移

民新机制袁让那些长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袁并具备一

定条件的移民融入城市[3]遥 在这方面袁广东省政府积

极探索野积分入户冶等办法袁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

住的外来人口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遥野积分制冶袁即根

据地方政府的人才需求和财政承受能力袁 综合考虑

流动人口在城镇当地的连续工作年限尧文化程度尧技
能水平尧投资规模尧纳税额度尧获奖等级尧计划生育尧
遵纪守法等情况进行积分登记袁 累积达到一定积分

额度即可申请享受相应水平的公共服务和城市入籍

服务遥当然袁文化身份认同绝不仅仅是转移一下户口

那么简单袁 更重要的是要使之成为真正的城市主人

翁袁成为这个城市文化建设参与者与创造者遥只有让

移民体面地劳动袁有尊严地生活袁融入城市发展袁才
是实现文化身份认同的核心所在遥

渊二冤妥善解决移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移民来到新的城市袁实现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尧
生活是其普遍目标袁假如这个目标实现不了袁将导致

其工作与生活的融入性不高遥 融入性不高有可能导

致其对城市各种规章制度的漠视袁 产生一种外来者

或野流民冶心态袁做出一些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事情袁
影响城市的和谐发展遥因此袁要想提高移民工作与生

活的融入性袁 必须努力使其享有三个层次的社会保

障院其一是住房保障和教育保障袁它涉及移民安家落

户和子女的就学问题遥 移民们在城市生儿育女或拖

儿带女来到城市袁 却难以获得与市民同等的居住和

教育条件袁因此移民城市要尽力做到野居者有其屋冶袁
建造广厦千万间袁大庇天下移民尽欢颜袁使移民产生

野家冶的归宿感曰让移民子女与城市孩子一样享受到

城市优质的教育资源袁野幼有所学冶袁为其提供足够的

学位和接受教育的机会遥 其二是养老保障和医疗保

障袁它涉及移民的养老和就医问题袁移民流动性强袁
就业岗位不稳定袁 尤其是跨地区乃至跨省流动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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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Liquidity of Immigration Culture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LIU Zhi-shan尧WANG Jie
((Immigration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of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Abstract: Liquidity makes immigration culture vigorous, but brings about many problems as well. It is
mainly manifested as being open and inclusive, and being uncertain and temporary. For one thing, in an open and
inclusive environment, open consciousness and innovation is strengthened, harmonious ideology is cultivated, and
the sense of competition is stimulated. For another, due to the uncertain and temporary condition, immigrants lack
culture identity, are not highly integrated into in their work and life, and breed double moral personality. To
eliminate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the liquidity of immigration culture, we need to focus on the refor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solve the social security problem for immigrants. At the same tim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and life-oriented community service, allowing immigrants to identify with
their community, have a sense of belonging, and truly fit into the city.

Key words: immigrant; immigration culture; liquidity

的移民袁 其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转接因地方政策

的差异存在一定困难袁 因此移民城市要尽力使移民

们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地方补充养

老保险袁享受到住院医疗保险和生育医疗保险袁做到

老有所养尧病有所医遥其三是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

障袁它涉及移民的再就业和接受救济问题遥移民在城

市失业后袁没有了工资收入袁又无法获得与市民同等

的最低社会保障尧失业救济和再就业培训袁就会处于

孤立无援的境地遥 因此移民城市要为移民提供必要

的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袁 使其感受到城市的温

暖和关爱袁从而才能融入城市尧热爱城市袁把城市当

作自己的家袁并为之拼搏和奉献遥 总之袁解决移民的

社会保障问题袁从政府层面来说袁应当用开放包容的

态度为移民融入当地社会拆除政策壁垒袁 用制度来

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袁 使移民在当地与市民

一样享受到均等的社会保障曰从企业层面来说袁应切

实维护和保障移民权益袁 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和法定

保险制度袁不断提高福利待遇曰从社会层面而言袁应
帮助他们做好自我调适袁缓解心理压力袁树立健康向

上的生活态度遥

渊三冤完善综合性尧生活化的社区服务

加强社区文化建设袁提高移民的思想文化素质袁
培养其对流入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袁 使其成为社会

稳定和社区和谐的重要力量遥虽然移民的流动性强袁
但是其大部分时间仍然生活于社区之间袁 因而社区

文化建设是可行且贴近移民生活实际的遥 社区文化

建设主要体现于综合性尧生活化的社区服务遥社区服

务是指在政府的规划和指导下袁 社区组织机构发动

和组织其成员袁利用和开发社会资源袁为满足其成员

的各种需要而开展的具有公益性的居民服务遥 社区

服务是精神生活产品的重要载体袁 包括生活服务管

理尧环境综合治理服务尧医疗卫生服务尧文化娱乐服

务等袁由于这些服务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袁因此袁人
们能轻易尧 敏感地从中产生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袁有助于人们摒弃野流民冶思想袁修复因野漂冶而产生

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的断裂地带袁 找到自我认同

的精神家园遥这将有助于移民良好的心理秩序尧生活

秩序的构建和社区和谐尧社会稳定的实现遥

参考文献院
[1] 王京生.文化是流动的[M].北京:人民出版社袁2013..
[2] 刘志山袁李燕燕.流动交往的德育考量[J].深圳大学学报渊人

文社会科学版冤袁2011,(03).
[3] 杨同卫袁康兴娜袁陈晓阳.论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困境

及应对措施[J].经济纵横袁2011,(08).

揖责任编辑院林莎铱

窑34窑 深圳大学学报渊人文社会科学版冤 圆016 年 第 33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