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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主义

第
一
章

概说

1.1  跨国社会实践

新加坡旁，碧桂园森林城市，引入至生态的垂直绿化理念，建筑

外墙长满植物，就如生活在森林里。地上架空，有轨交通连接整个城

市。地面都是公园，没有车辆穿行；地下两层是道路、立交和停车空

间，真正做到人车分流。这里常年蓝天白云，温暖海风，全城都是绿

色公园。人们可以随意晒太阳、跑步、健身、游泳。这是一座现代化

新城，孩子享幼儿园到大学国际教育。亚洲优越的医疗服务，让父母

在此颐养天年，更享安全宜居环境。每个人都向往的智慧生态之城，

新加坡旁，碧桂园森林城市。

—— 碧桂园森林城市电视广告词（中国中央电视台：2016）

边界安全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不经审查或未获允许而非法

进入美国的外来者对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联邦移民官

未曾审查这些外来者是否具有进入美国的资格。近来从与墨西哥接壤

的南部边界涌入的非法移民对联邦资源带来重大压力，让负责边界安

全和移民管理的机构以及安置众多外来者的当地社群不知所措。

跨国犯罪组织在南部边界两侧运作着复杂的毒品、人口贩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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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和走私活动，导致美国的暴力犯罪和因危险毒品死亡的人数显著增

加。在那些非法进入美国的人当中，有些人试图以恐怖行动或犯罪行

为危害美国人。持续不断的非法移民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了明显、现实

的危害。

…………

行政机构的政策应当是：（1）为了保障美国南部边界的安全，立

即在南部边界修建一堵实体墙，配备足够的人员予以监控和支持，阻

止非法移民、毒品和人口贩运以及恐怖主义行为 ……

—— 美国总统13767号行政令（White House：25 Jan. 2017）

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联手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声称多元

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已经破产。

本月早些时候，卡梅伦对英国历时三十年的多元文化主义发起猛

烈攻击，警告说多元文化主义助长了极端主义。

他的这一论断是谴责性的。就在几个月之前，德国总理安格

拉·默克尔说德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已经破产了。

现在，萨科齐加入越来越多的欧洲领导人行列，在多元文化主义

问题上持相同的看法。

  —— 2011年2月11日英国《每日邮报》新闻（Daily Mail：11 Feb. 

2011）

以上三个事例直接或间接涉及跨国活动，是当代跨国主义话语的一个

小小缩影。这些事例既说明跨国主义近年来已经成为一股席卷世界的潮

流，又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一潮流面临各种问题和内在矛盾，并非可以想

当然地作为既成事实加以接受。

碧桂园森林城市的广告完美诠释了当下跨国主义社会实践的现状。该广

告利用了时下中国人在住房、教育、养老、环境等方面的关切，也反映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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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中国公民海外置业的现象。这一现象本身就是跨国经济活动，背后有着

深刻的跨国主义内涵。这则广告隐含的意思，不仅是说移居海外似乎已成为

当下中国的一股潮流，是中国公民享有的合法权利，而且还有新加坡对跨越

国家边界活动的默许。实际上，这则广告只是模糊地论及与该项目几乎没有

实质关系的新加坡或亚洲，而把真正与项目有关的森林城市所在国马来西亚

排斥在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抹除了民族国家及其边界，把中国人移居海外

的活动想象成为不受国家控制的行为。不过，由于海外置业对于普通中国公

民来说并非现实，因而广告针对的潜在客户和跨国活动参与者实际上并非大

多数普通中国公民，而是那些具有经济实力的跨国精英。

美国总统13767号行政令与全球化以及跨国主义的理论和立场背道而

驰，强调民族国家对边界的控制，把潜在的移民视作外来者，亦即不具备

美国公民身份的外国人，要求美国政府在美墨边境修建一堵实体墙，并为

之配备足够的人员，以阻止非法移民，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从历史的角

度来看，虽然名义上民族国家之间的边界不仅很明确，而且由来已久，但

客观上民族国家对边界的管控并不是很严格。就美国而言，严格的边境管

控在二十世纪初才开始。不过，修建边界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除了已经

拆除的柏林墙，世界各国边境上现有的形形色色的隔离墙或围栏大约有

七十处，且近年来不减反增。其中包括美国早在1994年开始在美墨边境

修建的实体或虚拟的边界墙，也包括近年来欧洲各国为了应对难民危机而

修建的种种隔离围栏：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在各自

边境修建的铁丝围栏，北马其顿在该国与希腊边境修建的三米高的铁丝围

栏，英国在法国加莱修建的隔离墙，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这一行政

令的说法，跨国实践并不完全是值得肯定的力量，因为它涉及种种跨越民

族国家边界的犯罪活动，可能危害美国社会的和平和稳定。

《每日邮报》的报道表面上说明的是英、法、德三国领导人认为多元

文化主义政策已经破产，本质上是对多元文化主义背后的移民的跨国活动

和移民文化身份的拒斥。多元文化主义本来就因其忽视族裔群体内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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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以及缺乏跨国维度而受到质疑，被一些学者称为“一种基于宽容意识

形态的道德分割形式”（Quayson & Daswani：15–16），甚至还有学者指

责它是通过尊重他者的具体性而宣示自我优越性的“种族主义”（Žižek：

171）。不过，英、法、德三国领导人宣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失败，主要

原因还在于他们认为多元文化主义与这些国家的主流价值观相冲突，主张

移民应当融入移入国社会，与移入国文化相同化，而这与当代跨国主义的

理念和立场相去甚远。

不同于碧桂园森林城市的广告词，美国总统13767号行政令和英国

《每日邮报》的报道说明，民族国家远没有失去其对各类跨国活动的控制，

民族国家之间的边界也非虚设，跨国活动往往不得不止步于象征民族国家

权力和管制的边界。事实上，尽管近年来西方主流学者竭力弱化民族国家

的权力，摒弃“方法论民族主义”，推崇符合跨国主义理念的“全球视野”

（Glick-Schiller，2009：14），但民族国家非但没有放松对边界的控制和管

理，反而加强了管控，以应对跨国社会实践给民族国家安全和利益所带来

的威胁。

那么，跨国社会实践到底是什么?跨国主义的理论和立场是什么?跨

国主义与我们传统上所说的移民、流散等跨国社会实践是什么关系?跨国

主义之于文学研究又有何意义呢?

1.2  跨国主义：概念、因素、影响与争议

跨国主义又译为“跨民族主义”。由于理解、视角、立场的不同，研究

者对跨国主义的定义也不尽相同。史蒂文·韦尔托韦茨（Steven Vertovec）

强调“把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人们或机构连接在一起的多重关系和互动”，

所以在他看来，跨国主义就是“横跨民族国家且持续不断的跨越边界的关

系、交换模式、联系以及社会形态”（Vertovec：i，2）。妮娜· 格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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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Nina Glick-Schiller）等人关注当代移民与祖籍国和移入国之间的关

系，因此她们把跨国主义定义为“移民建立把他们的祖籍国和移入国联结

在一起的社会领域的过程”（Glick-Schiller，et al.，1992b：1）。移民属

于促进跨国迁徙、经济组织和政治的社会关系和网络，是跨国社会实践中

最显性的因素之一，但移民的跨国移居并不一定导致跨国主义意义上的跨

国联系和互动，且移民的跨国移居也远非当代跨国社会关系的全部内容。

总的来看，跨国主义既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又是人文社会学科关

于这一现象的一个充满争议的跨学科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理念和立场。作

为一种社会现象，跨国主义描述的是由跨国实践参与者建立起来的、超越

民族国家边界及其控制的社会网络，特别是人员、资本、信息、技术、思

想跨越国家边界的流动。纵观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以及与之相随的人类

的跨国活动和跨国社会关系及其影响几乎无所不在。小到海淘、出国旅

游、国内各大门户网站的移民广告，大到每年涌向世界各大学的中国留学

生以及进入中国大学的外国留学生，无不涉及或隐含着跨国社会实践。虽

然这样的跨国社会网络和流动自古有之，但人们当下讨论的跨国主义社会

现象主要指全球化语境和当代技术条件下超越民族国家边界及其控制的社

会网络。二十世纪下半叶，随着资本的全球化和大众媒体的扩张、科技的

发展所带来的交通的便利以及通信技术的进步，跨国、跨地域交往和联系

的速度、广度、深度空前加强，呈现出明显的即时性。便捷的交通和即

时的联系把人们连接在一个跨国社会网络之中，既直接影响到跨国实践参

与者的生存状态和身份意识，又间接影响到生活在不同地域中的其他人的

生活和观念。尽管全球化进程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

难和挫折，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脱离全球化所编织起来的跨国社会网络。唐

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并在美墨边境修建边界墙，

欧洲难民危机爆发，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肆虐等一系列地区和全球性事

件无疑减缓了全球化进程，阻碍了人们参与跨越国家边界的活动，削弱了

人们之间的跨国联系。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事件也说明经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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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及当代交通、技术、资本已经把世界各地的人们联系在了一个现实和

虚拟的社会网络之中。不管我们是否参与真实的跨国实践，我们都或多或

少地被卷入全球化的进程，成为跨国社会网络的一环，受到其正面或负面

的影响。就拿新冠疫情来说，尽管它给人们的跨国活动带来了巨大的困

难，影响到人员的跨国交往和物资的跨国流动，但如果没有全球范围内的

信息交流和技术合作，没有抗疫物资的跨国流动，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控

制疫情的希望就有可能更加渺茫。

作为理念和立场的跨国主义是一个以跨国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跨学

科概念。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文社会学科对“跨越国家边界和横

跨世界的人们、地方和机构之间的经济、社会、政治联系”表现出“广泛的

兴趣”，使跨国主义成为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一个无所不在的议题（Vertovec：

1）。面对当代跨国社会现象，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众多领

域的学者意识到各种跨国社会实践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股势不可当的潮流，

需要突破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用超越民族国家的阐释视角在全球范围内

审视经济全球化、移民的跨国活动，以及当代交通、通信技术对民族国家、

国家边界、民族主义、人口流动、公民身份、社会网络，以及政治、经济、

宗教、文化、文学等领域的深刻影响。由此，跨国主义思潮在过去三十年

中席卷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移民、媒体、文化、文学、性别等研究

领域，成为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核心学术议题。作为理念和立场的

跨国主义试图突破、抵制甚至弃置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强调跨

国社会实践超越民族国家边界及其控制的特征，特别是跨国实践参与者既

在此又在彼的生存状态和双重、多重甚至杂糅的身份和身份意识。

当代跨国社会现象是多个复杂而具体的社会历史因素相互交会、相互

影响的结果。影响当代跨国社会现象的最主要因素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

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形成单一的世界市场，引发资本、商

品、技术和服务日益频繁的跨国流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人员的跨国

流动以及思想和文化的全球扩散，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状态和身份意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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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特别重要的是，跨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在民族国家的界域之内组织生产

的模式，使其能够更高效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人员、资金、资源，组织生

产，开展贸易，而这削弱了民族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影响到工业

化程度不高的国家的稳定性。跨国社会现象也与当代交通和通信领域的技

术发展相关。如同印刷技术的进步和航海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了以往的人

类跨国活动一样，电视、电话、集装箱运输、航空以及包括互联网在内的

当代交通和通信技术把人员、资本、技术、思想、文化连接在一个更加紧

密的跨国网络之中，使处于不同国家和地域的人们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更加

便捷，从而提高了跨国社会活动本身的速度和广度，使得跨国社会活动对

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当代跨国社会现象还与去殖民化、跨国非政

府组织、人权普遍化等全球政治变革相关。不同于海外殖民时期欧洲人向

殖民地的人口迁徙，二十世纪的去殖民化浪潮引发了大量殖民者的后代和

殖民地本土居民向宗主国和其他殖民地的迁徙。经济、环保、消费、宗教

等众多领域的国际化非政府组织则把全球不同地域具有共同利益和信念的

人们联系起来，成为影响全球治理的力量。促进当代跨国社会现象的另外

一个因素是跨国社会网络的扩张。不同于跨国公司自上而下的跨国社会实

践，当代的政治变革以及交通和通信技术带来的便利引发了由移民建立起

来的自下而上的跨国社会网络的扩张，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跨国移居、经

济组织以及政治的再生产”（Guarnizo & Smith：4）。换言之，在当代交

通和通信技术的加持之下，移民建立起来的跨国社会关系和网络进一步推

动了跨国移居、跨国经济和跨国政治的进程。

跨国主义对当今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代跨国社会网络特别是即

时的信息交流，使得分布在不同地域中的人、组织、机构能够更快、更广

泛地调动区域和全球的力量，更迅速有效地干预民族国家的决策。尽管民

族国家的物理边界依然存在，但跨国社会现象至少在某些方面已经降低了

这一边界的效能，削弱了民族国家控制跨国流动的能力。跨国主义也深刻

影响到人们的身份意识。它一方面把人们与其他空间和社群的人们联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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