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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 在借鉴跨 国 主义理 论研 究 最 新 成 果 的 基础 上
， 本 文试 图 建 立

“

消

费 的 社会价值兑 现 的分析框 架来解 释 国 际 移 民跨越 国境 的 两栖 消 费 现 象 。

我 们通过移 居美 国 的 福 州 移 民 的个 案 ， 发现福 州 移 民 在其 消 费 过 程 中 ， 更 多

地 通过在祖籍地 的炫 耀性 、 互 惠 性 消 赛 以 及代理 消 费来 完 成其 消 费 的社 会价

值 兑现 并以 此来实 现社会地位 的 提 升
，
也 同 时 改善侨 乡 福 利 。 福 州 移 民 的

两栖消 费作 为个体 的 日 常 跨 国 实践 使移 民个体得 以 充 分利 用 不 同 民族 国 家

在世界体 系 中 发展水平 的落差
，
实 现其 社会地 位 的 最 有 效 的表 达

， 并在 一 定

程度上减缓 了 跨 国 流动 对侨 乡 与 移 居地 社会 的 资源 分配 不 平等 的 冲 击
，
也 间

接地为 移 民 适应 移 居地 的社会逆境提供 了 帮 助 。

关键词
： 消 费 的社会价值 两 栖 消 费 跨 国 空 间 华 人移 民 侨 乡

一

、 问题缘起

国际移 民作为投身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主体 ，其跨境迁移的原因 、过

程以及对于祖籍国或移居国 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已在学界广为探讨 ， 但

对于国际移民 的消 费行为模式及其后果则少有考察 。 在为数不多的 国

际移民消费研究中 ， 以往学者大多仅侧重于移民在移居地的消费 而且

把研究建基于一个有争议的前提之上
， 即 将 国 际移民视作移居地的

“

完整公民
”

（ 拥有完整 的 消 费权利 ，
可 以主动地 、 不受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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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进行 了 部分 田 野调查
， 特此 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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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年会
“

消 费社会 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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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宣 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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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中肯 的修改意见 。 文责 自 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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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限制地进行消 费 并通过消 费来实现在移居地的社会文化适应 、 表达

其族裔身份认同 以及表现其社会地位 的特征 （ ；

； ； ； ；

。 但也有
一些研究涉及到移民在移居地消 费所面临 的结构

性限制 ， 如阶层与种族界线对于移 民消费能力 和选择的制约 （ ，

；
；

。 事实上 ， 国 际移 民 的消 费除

了受到价格 的硬约束 还受到移居地的种族分层制度以及全球种族等

级排列的制约 。 即使是拥有
一

定经济实力 、但在种族分层结构中居于

中下层的移 民 也很难通过如在移居地 的消 费来提高声望并获得主流

社会的认同与接受 （ ， 更遑论无证移 民等经济地位低下 的

移民 。 如在移居地实施托斯坦恩 凡勃伦 所提及 的
“

炫耀性消费
”

不仅难 以获得个体社会地位的提升 ，
还有可能被主流

社会斥为
“

暴发户
”

并引 起公众反感 （ 凡勃伦

： 、 。 这些消费方面的结构性限制是国 际移 民在移居地

面临的一种普遍现象 。

但是 国际移 民并非是被动地适应这些限制的 。 以往的研究忽 略

了移 民本身的主观能动性 ， 很少去深人讨论移民 如何积极地应对结构

性的限制 ， 最大限度地实现消费价值 。 例如 跨国移民选择季节性地回

到祖籍地释放在移居地被抑制 的 消 费 ，
以 此寻求社会声望的 提升 （ 参

见普里斯 李 明欢 ， 。 这种压缩某一空 间 的消 费而将其用

于另
一空间 的消费的策略 ， 在近期 的社会学研究 中被称为

“

两栖 消费
”

王宁 ，
王宁 、严霞 ，

。

基于此 本研究在借鉴跨国主义理论研究最新成果 的基础上 试图

建立
“

消 费的社会价值兑现
”

的分析框架来解释 国际移 民跨越国境 的

两栖消费现象 。 消 费价值包含功能性价值和 非功能性价值两个部分 。

功能性价值指的是个人对于商品所带来的用于完成其基本劳动力再生

产的物质需求 而非功能性价值指的是个人对于商品所期望的 、 除去功

能性价值的符号需求 ， 如享乐价值和社会价值 。 国际移 民在移居地的

消 费活动大多只能实现消费的 功能性价值 但消 费的非功能性价值则

受到不同程度的结构性限制 。 而在全球化和 区域性不平衡发展 的脉络

① 商务印 书 馆蔡 受 百 的译本 中将 译作
“

明显 消 费
”

，
为 了 行文一致

，

本文全部采用
“

炫耀性 消 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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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国际移民又有可能将消 费的非功能性价值通过跨国实践从移居地

转移到祖籍地 从而实现享乐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兑现
， 亦即通过

“

两栖

消费
”

实现社会地位表达 。

以往有关研究文献虽然也提及 了阶层与种族两方面因素会影响 国

际移民在移居地的消 费活动和行为 但仍过于偏重种族 因素对少数族

裔移 民个体的作用 （ ；
。 在实际生活中

，

阶层与种族往往是高度重叠 、 相互作用的 。 比如 对于来 自 较低社会经

济背景的移民和那些被视为没有
“

合法权利
”

的无证移 民来说 ， 他们不

仅面临着移居地社会的种族歧视 ， 而且还 面临 着更为严峻的经济层面

上的挑战 。 他们虽然在地理上跨越 了民族 国 家边界 但其消费活动却

无法跨越阶层与种族的多重 限制 。 我们认为 对劳工移民尤其是无证

移 民进行研究 更能考察阶层与 种族这两个 因素是如何在国际移民身

上产生交互作用并影响其跨越国境的两栖消费的 。

因此 ，
本研究将聚焦于一

个特殊的劳工移 民群体——美 国的福州

移 民 。 在持续流向 美国的福州移民潮中 ， 合法与不合法 、 正常与非正常

移 民的移民渠道一直交织在
一

起 。 通过非正常渠道出 国 的福州移 民大

都经历了 （ 或正在经历着 ） 相当长时间 的
“

无身份
”

过程 有些则有幸遇

到移居国 的大赦或通过难民 申 请等方式成功地完成身份的转变 成为
“

合法移民
”

（ 李明欢 ，
。 对于福州 移 民来说 不管有无

“

合法
”

身

份 都受到
“

无证移 民
”

的 污名 影响 ， 这种特殊 的经历也会影响 群体层

面的两栖消费行为 。 本文将以在美国 的福州移 民作为研究对象 ， 探讨

以下几个相关问题 ： 福州移 民消费 的非功能性价值 ， 尤其是社会价值是

如何在移居地产生的 ？ 他们又如何通过两栖消费来实现其消 费的社会

价值兑现？ 消费的社会价值在跨国空 间 的兑现与转移对移民个体与社

会带来了 怎样 的 影 响 ？ 我 们 将采 取跨 国 多 点 民 族 志 （

的方法 根据福州 移 民的流 向 ， 沿着他们 的祖

籍地——侨乡 ， 延展至海外的移居地 ， 对福州移民 、侨眷 、 侨乡 地方社会

及政府人员 等相关群体进行深入的调查 。 田野调査地点主要在福州市

廉县官镇 及美国 纽约唐人街 的东百老汇大街 、 布鲁克林区 的第八

① 流向 美 国 的移 民主要以廉县 、
乐县居 多 。 廉县位 于福建省 东部沿 海 辖 个 乡 镇 个

村居 ， 户 籍人口 万 ， 常驻人 口 万
（

年数据 ） 。 廉县 海外华侨 华人及港 澳

台 同胞达 万 余人 分布在 个国 家和地 区 ， 且其 中 大部分为 新移 民
，
全年 海外侨汇都

在 亿 美元 以上 是福 州 市 的重点侨 乡 。 本文所涉及的 人名 及地 名 均做 了 匿 名 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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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等福州移民聚居区 。
①

二、全球链下的消费的社会价值兑现

消费行为总是发生在一定的 时间 和地域空间 内 的 如何理解不 同

群体在不同时空背景中的消 费行为 ， 已 经成为消 费社会学研究领域
一

个极具潜力 的问题域 参见王宁 刘飞 ， 。 我们在本文关注

的主要问题是消费者为什么会在不 同的社会空间 中采取不同 的消费策

略 。 首先 我们需要理清本文所涉及 的
一些基本概念 。

在消 费过程 中 个体或家庭的收人与其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物

质和非物质资料 （ 包括劳务和服务 ） 支 出的 比例关系被称为消 费结构

人们每项消费支出 都是为了实现某
一

特定价

值 。 消费价值是指商品 对消费者需求的 满足程度 包括 （ 用于完成基

本劳动力再生产 的 ） 功能性价值和非功能性价值 （ 如享乐价值和社会

价值等 ） 。 消费者对于商品 的不同需求的 比例关系被称之为消 费价值

结构 （ 随着现代社会的生产效能及商

品化的发展 商品除供应消 费者最基本的功能性需求 以外 ， 可供应非功

能性符号需求的空间也越来越大 炫耀性消 费就随时准备吸收这个余

额 凡勃伦 、 。 当 个体的 收入超过劳动力再生

产所需要的收入之后 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边际效应递减 ，从而增加了

消费者对于非功能性价值的追求 。

凡勃伦虽然考虑到随着美 国城市化后 ， 人 口 流动 日 趋频繁 使得炫

耀性有闲及代理有闲逐渐让位于炫耀性消费及代理消费 但他所说的

这种弦耀性消费 更多还是在
一

个相对同质与静态的系统里完成的 ’ 较

少考虑到全球化所带来的急剧的跨国人 口 流动以及国际移民实现社会

地位表达的空间 的开放性 、 多元性与动态性 ，
也没有考虑到移 民消费的

① 我们 的 田野调查于 年 、 月 在福州 进行 年 月 年 月 期 间在 美 国 纽

约 完成 。 搜集材料的 方 式主要是参与 式观察与深度访谈 。

② 布希亚曾 区分 了 四种不 同 的 价值逻辑 ， 即遵循效用 原 则 的使用价值的 功能性逻辑 、 遵循等

价原则 的 交换价值的 经济逻辑 、
遵循差异原则 的 符号价值 的 差异性逻辑 、 遵循 矛 盾原则 的

象征交换的逻辑 。 对布希亚来说 只 有符号价值的差异逻辑 才是真正的 消 费逻辑
（ 参见林

晓珊 。 本 文所指 的消 费 的社会价值也主要是从符号价值的 角 度 来讨论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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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功能性符号需求所受到的结构与空间 上的局 限 ，
而这种限制一般表

现为同一

国度空间下个体难 以跨越 的种族与等级差异 （ 参见 ，

； 蓝佩嘉 。 比如 ， 对于 国际移民来说 他们 的消费功能价值

和部分享乐价值一般都可 以在移居地兑现 ’ 而社会价值兑现则受到移

居地社会分层结构及
“

天花板效应
”

的 限制 。 因此 ， 当消 费的社会价值

在移居地大量产生而又无法在移居地实现时 ， 国 际移 民往往会采取跨

越多个社会空间 的策略将消费的社会价值转移到祖籍地来兑现 。

消费的社会价值转移的现象体现了跨国移民在社会结构制约下的

主观能动性 ， 它不仅与个人的 经济能力 、社会经济背景有关 ， 还与群体

在移居 国的社会境遇 、移居国对于移民群体的接受程度等中观 因素有

着密切关系 。 此外 ， 全球阶层与种族的等级排列次序 、 国家间 的货币汇

率 、 不 同民族国家在世界体系 中的 落差等宏观因素也对国 际移 民 的消

费模式有着不同 的影响 。 上述微观 、 中观与宏观层面等各种 因素交互

作用 往往会形成一种消 费的社会价值在跨境体系 中兑现的特殊现象 。

下面我们将 以流向美 国的福州移 民群体为个案 ， 具体分析这种现象的

形成过程 、发生机制及其社会后果 。

三、

“

黑着
” ①

： 社会价值的产生

中国改革开放后
’ 在持续不断的 国际移民潮 中 有不少属于通过非

正式渠道跨境流动的无证移民 其中 以福州
“

偷渡客
”

最 引人注 目 。 许

多研究者对福州 移民 ， 尤其是他们跨 国迁移的原因 、 形态 、社会适应及

移民产业链做了探讨 （ 李 明

欢 庄国土 林胜 ， 。 我们首先从移居地

的视角来探究福州移民消费 的社会价值产生的动因和机制 。

一

紧缩的消费策略 ： 消费的功能性需求降低

消费的社会价值产生首先与消费者对于商品所满足的 （ 仅用于劳

动力再生产的 ） 功能性需求程度有着密切关系 。 众所周知 ， 国 际移 民

①
“

黑 着
”

以及后文的
“

黑
”

描述的 是福州 移 民 由于从 非 正式 渠道入 境而 没 有合 法的 身 份
，

受到移居地主流社会及 同 族裔社区 内其他移 民歧视的状 态 （ 参见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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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低技能劳工移 民 ） 在迁移后通常会遭遇严峻 的经济 困境 。 为

了度过最初 的艰难时期 他们甚至会接受 比移民前更低的工资收入 ， 因

而给 自 己和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 迫使其重新评估生活方式并

调整 消 费 支 出 结构 ，
也 即 消 费的 向 下 调整 （

；
。 移民的社会经济背景

与移居地人口 的平均社会经济地位 的差异越大 ， 他们越可能采取紧缩

的消费策略和积极的储蓄策略 ， 。

对于通过包括偷渡在 内的各种非正式渠道进入美国 的福州 移民来

说 ， 情况尤其如此 。

一方面 偷渡使得福州移民在迁移过程中丧失了社

会声誉而污名化 ； 另一方面 福州移 民所背负 的沉重的债务
“

脚镣
”

目

前的偷渡费用达 万美金之高 ） ，
使他们在迁移后相当 长一段时间 内

必须面临社会地位向下流动的 困境 。 为了偿还债务并赚钱补给家用 ，

福州移 民来美后主要分布在纽约及周边州的餐馆工作 。 日 复
一

日 、 繁

重重复的体力劳动将这批前农民逐渐转变成为现代世界生产政体中的

工人 。 在福州的外卖餐馆中 ， 移 民逐步将 自 己 的身体
“

规训
”

成
“

劳动

机器
”

，
以符合全球资本对于劳动力再生产 的要求 （ 福柯 ， ： ； 黄

志辉 ， 。 他们不仅被迫接受资本压榨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低薪

工作 还会尽量压低 自 己在移居地的消 费成本 ， 低水平地维持其消费的

功能性价值 。

近年来随着纽约开店成本的升高 ， 早斯主要集 中在纽约的福州外

卖餐馆部分开始迁往纽约市郊甚至附近 的州 （ 主要在新泽西 、 宾夕 法

尼亚 、康涅狄格 、北卡罗来纳及南卡罗来纳等 ） 。 很多新来的福州 移 民

的工作地点大多分布在上述华人稀少的地区 。 这种工作与居住髙度重

合的 时空格局 加上语言文化的 隔阂 ，在很大程度上让他们的 日 常生活

变得单调
，
也使他们的消费被严格控制在最低水平上 。 而这种生活方

式也出 自 于移民无奈 的 自 我选择 。 不少福州 移民表示
， 在纽约外州 打

工的工钱比在纽约更多 而且 由 于没有熟悉的华人社区也即适 当 的同

族裔消费场所 ， 他们朋友聚会 、购物等额外消费也大量缩减
， 因 而能够

存下不少的钱 。 住在福州 官镇珠村的邹女士有两个儿子分别在宾夕法

尼亚和康涅狄格 的餐馆工作 她在访谈中说到 ：

他们在外面 的很 多 人都不 会直接选择住在 纽约 中 心
，
因 为 那

里很 多 老 乡 ， 房租又很高 ， 生 活成本很高 。 而 且老 乡 非 常 多 ，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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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 心 工作的话
，
经常被老 乡 约去吃饭喝 茶什 么 的 ， 赚的钱很快就

花完 了
，
根本哪有钱剩 下来 。 所 以很 多 人都选择在郊 区

，
或 者山 区

里 面生活 这样子 一个 月 可能都见 不 到几 个 中 国人的 ，
只是 白鬼黑

鬼
（ 指 白 人

、 黑人——笔者注 ） ，他们 也就能够安心 工作 ，
能够把钱

存 下来 。 （ 年 月 日 下午笔者在福 州 官镇某村对村干部 邹

女 士的访谈 ）

在纽约附近州 的外卖餐馆开业 和打工 的福州移 民 的生 活都是 由
“

工作
”

组成的 ， 几乎没有额外 的休闲 时间 ， 休息只是为 了满足基本 的

劳动力再生产 ， 为接下来 的劳动储备能量 。 许多移民都没有周六 、 日 的

休假 他们
一

般每月 才准假 天
，
只 能利用难得的休假时光回到纽约唐

人街购置所需的 日 常物品 ， 或在老板提供的宿舍休息 ， 根本没有多余的

闲暇时间用于满足劳动力再生产之外 的消 费 （
根据 年 月 日 ，

笔者在纽约唐人街对福州移民 、某酒楼楼面经理林女士的访谈 ） 。

由此可 见 ， 声 誉 与 经 济 地位 同 时 下 降 的 社会 阶级 失 位 （

状况
， 进

一步导致福州 无证移 民在移居地的 消 费基本延续了

迁移前在国 内 的节俭惯 习 （ ，

①他们更多的是遵循一种维持性

的 、 最基本的消费模式 。 他们只消费维持体力 和生存需要的生存资料 ，

尽可能地压低在移居地的生活 成本 。 这种极端低下的生活标准和 勤

俭 使得他们有可能在工资低微和债务繁重的情况下还能储蓄存钱 。

由 于移民储蓄增加而功能性需求被人为压至最低标准 ， 商品可满足移

民非功能性需求的空间也随之增大 。 这为消费的社会价值在跨国空间

的兑现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基础 。

二 社会地位表达受限 消费的符号需求产生

福州移 民因收入低微和债务沉重而实行紧缩的 消费策略 那 么他

们消 费的非功能性价值的符号需求会因此而降低吗？ 据我们的观察 ，

他们消费价值结构 中 的符号需求不仅没有降低 ， 反而 因为阶级失位而

变得强烈 。 但由 于移居地多层社会结构的 限制 他们不可能像本土人

① 布迪厄指 出 ， 惯 习 并非先验的 主观 意识或其体现
，
而 是由 沉积 于个人身 体 内 的 一 系 列 历

史关 系 所构成 是客观而 共同 的社会规则 、 团体价值的 内 化
，
它以 下意 识而持久的 方式体

现在个体行 动者身上 体现为 具有文化特 色的 思维 、 知觉和行动
（ 参见刘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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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通过同一地域 、不 同社会空间 的两栖消 费策略来实现弦耀性消费 ，

以满足个人对商品 的符号需求 。 尽管海外华人社区拥有 自 成体系的社

会空间 而福州移 民似乎也有可能选择在其 中进行社会价值兑换
；
但纽

约老唐人街的居 民 ， 大多来 自 中 国南方传统侨乡 广东 ， 且大多讲广东

话 ， 这对福州 移民形成了 区隔 ： 福州 移 民作为后来者 ， 由 于其非正式的

身份 、 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语言的差异 ， 时常被广东移民排斥 。 因

此 作为
“

偷渡客
”

的福州 移民被视作
“

过街老鼠
”

， 受到主流社会与 唐

人街华人社 区的双重排斥 不仅在移居 国主流社会无法实现消费 的社

会价值兑现 ， 在移民社区内也难以表达其强烈的符号需求 。

经过一段时间 的社会适应 福州无证移 民群体的 内部逐渐分化成

劳工与业主两大阶层 。 对于大多数身为劳工 的移民来说 即使竭尽全

力将所获不多的收人用于移居地 的消 费 ，
也无法完全获得所谓歧视性

对比 的优势 。 年美 国华裔人均年收人 中位

数为 万美元 非西班牙裔 白 人的人均收人 中位数为 万美元，

而福州移 民
，尤其是无证劳工移 民 的收入远低于前二者 。 由 于收人所

限 无论福州移 民如何依赖紧缩 的消费策略 都难 以在美国 实现
“

炫耀

性消费
”

。 黄先生 年偷渡来到美国 ， 至今还没有取得绿卡 。

我刚 开始 在餐馆就是做打杂 的
，

一 个月 美 ） 元 ，
包吃 包

住 。 平常哪里有什 么 娱乐 ， 都要工作啊 。 那点钱都要拿来还债 的 ，

即使还完倩也不敢乱花吧
，
有剩 下 的 钱也不 够 怎 么 在这里

（ 指 美

国 ） 花的 。 （ 年 月 日 笔者在纽约唐人街对福 州 移 民 黄

先生的访谈 ）

而对于那些能顺利通过族裔经济晋升到企业主阶层 、 拥有更高 收

人的福州移民来说 移居地的种族分层制度和语言文化 的隔阂 也使他

们难 以在美国 实现完全消费权与社会地位的完整表达 。 他们虽然晋升

到了企业主阶层 ， 但也跟劳工阶层的 同 乡
一

样被贴上了
“

偷渡客
”

的标

签 其社会待遇与其他无证的劳工移 民没有多大的 区别 。 对于移居地

主流社会或唐人街华人社区来说 ， 来 自福州 的移民
， 无论是工人还是老

① 参见官方 美 国 人 口 普 查數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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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 都被视为
“

素质低 、 没文化 、 野蛮
”

的华人群体 。 在这种结构性因素

的影响下 ，
即使通过大额花销也无法获得

“

体面
”

、

“

有身份
”

的感觉 。

例如来 自 福州 的林先生
， 他拥有几家外卖餐馆

’
近年来还在纽约市及附

近州 购买了两处价值百万美元的房产 经济上已 经跻身于中产阶级 并

已加人美籍获得合法身份 ， 但还被视作身份低下的
“

偷渡客
”

。 因为苦

于
“

没人知道
”

， 林先生回 家 乡 盖了
一

座豪华别墅。 他说 在美 国置业
“

没有 回家乡 盖豪华别墅有身份
”

（ 根据 年 月 日 笔者在福州

官镇某村美籍华人林先生的家
“

青芝别墅
”

对其进行的访谈 。

可见 福州移民在移居地 的消费面临 自 身收入 以及移居地社会分

层结构的多重约束 其符号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要兑现消费的社会价值

惟有通过跨国空间来完成 以便将 自身社会地位
“

切换
”

到另
一

个能够

使 自 己 看起来
“

明显高人
一

等
”

的社会定位的参照系 中去 。

三 消费的社会价值
“

膨胀化
”

我们前面探讨了消费的社会价值如何在移居地产生及兑现的局限

性 。 移民一

般难以通过在移居地的消 费来获得提高社会地位和声望的

符号需求的满足感 。 下面我们要讨论的是为什么移 民可以 回到祖籍地

来实现消费的社会价值兑现 ， 这除了能够将移民放置在
一

个熟人社会的

参照体系下来对其进行评判外 还受到非单
一

国家阶层化框架的影响 。

货币作为民族国家经济的象征 ，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 国家的经济

实力 ’ 以及该国 在世界体系 中 的政治地理位置 。 由 于祖籍国与移居 国

在阶层化世界体系 中 的位差 ， 中 美之间存在着客观的货币汇率的差额 。

虽然福州无证移民在美收人 比其他华人移 民打工族的收人要更低一

些
，
但受到祖籍 国与移居国 的货币汇率差额的影响 ， 其与祖籍地的平均

收人相 比仍然要高出 好几倍 。 根据福州 的有关统计 年廉县人均

收入为 元人民币 （ 福州 市统计局编 ， 。 而根据我们 的调

查 福州移民在美国 的人均年收入大约为 万美元 。 据估算 ， 移民在

美国 的收入是福州 廉县本地人均收人的 倍左右 。

①

受到两国货币汇率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 ， 同样的支 出在家 乡 所产

① 由 于 美元在每个 国 家 的 实 际 购买 力存在差异 ，
所 以 除 了 人均 收入 外 还要参 考祖籍 国 与

移居 国在
“

购买 力 平价
”

（

— 上的 差异 。 根据 国 际 货 币 基金

组织发布的 数据 ，
年 中 国 大陆的人均 购 买 力平 价 （ 为 美元 ， 而 美 国人

均 购 买 力 平价 为 美元 ， 是中 国 大陆的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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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社会效用更为明显
， 能够最大程度上实现移民的符号需求 ， 也即社

会地位在全球范 围内的最大化表达 。 这意味着移民通过在移居地的紧

缩消 费策略所积 累下来 的社会价值需求在兑现 到侨 乡 时出 现 了
“

膨

胀
”

，
也使得福州移民在 回 乡 前就已 经积累 了较髙的

“

回归价值
”

。

四 、光鲜的
“

美国客
”

： 消费的社会价值兑现

有研究指出 ，移民在移居地难以 同化 也即社会境遇会影响移 民汇

款的发生率与数量 。 在迁移过程 中 许

多福州移民之所以愿意 、 也能够忍 受社会阶级失位所带来 的困境 ， 是期

望 自 己终将有一

日 能够将在移居地采取紧缩消费与积极储蓄所产生的

额外的社会价值带回 家乡 兑现
， 成为受人尊敬的

“

美国客
”

，实现
“

社会地

位补偿
”

黎相宜 、 周敏 。 这与祖籍地的社会地位评价机制是紧密

相关的 ： 在官镇
“

偷渡
”

并不是
一个特别贬义的词 ，

“

偷渡客
”

甚至被看作

勇于冒 险的
“

英雄
”

。 而当这些曾 经的
“

人蛇
” “

衣锦还乡
”

时 ， 侨乡 会用
“

美国客
”

来表达对其身份与地位的认可 。 所谓的
“

美国客
”

是一种属于

乡 村但又高于一般村民的新身份 ， 是需要移民通过不断地跨国阶级划界

卩 完成的 。 其主要 的方式就是通过跨境的

两栖消费来重构 自 己 的
“

新身份
”

， 改变原有在祖籍地 的社会地位
，
以

此赢得熟人社会对其身份变化的认可 。 接下来 我们要讨论 的是福州

移民在移居地被抑制的社会地位需求是如何在祖籍地实现的 。

一 炫耀性消费与社会地位提升

福州 移民在迁移前大多生活在具有
“

乡 土性
”

的熟人社会中 （ 费孝

通
，

。 在熟人社会中 要在短期 内 改变人们 的态度 、 重构

自 己 的社会地位与 身份是不容易 的 （ 参见王宁 ， 甘满堂 、 邓莲君
，

；
而通过弦耀性的符号消费 ， 可 以直接起到改变个体结构性社会

地位的作用 其主要消 费形式包括长期性消费与 即期性消 费 。

长期性 消 费 ：
空置的

“

豪宅
”

福州移民在海外赚钱 、取得绿卡并回 乡 后
， 首先要做的就是进行包

①
“

跨国阶级划 界
”

是指许 多 移民在移居地站 稳脚跟的 同 时 ， 选择重新跨越民族 国 家边界
，

返 乡 寻求 自 身社会地位及 所属阶级 的重新界定
（
蓝佩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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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住房在内 的长期性消费 ，
因为长期性消费最能够显示移民生活品质

的根本提高 。 如今福州有许多样式新颖 、 造价不菲的洋房 ， 大多是海外

移民 出钱兴造的 。

“

家
”

的概念在传统意义上具有联系 亲情的作用 而
“

祖屋
”

作为
“

家
”

的 物 质化空 间 往往 具有 特 殊 的 象征意 义 （ 陈杰 ，

。 移民在家的物理空间里是
“

缺场
”

的 但他们会通过各种途径 ，

跨越 民族国家边界去维系远在万里之外的家庭关系 ， 如为家人建造房

子——有形 的
“

家
”

， 以某种
“

在场
”

的方式来构建 自 己 对家庭的责任 。

因此 当侨 民在海外赚得第
一

桶金后
’ 为家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盖屋起

楼 。 走在福州 侨乡 的一些村子里 ， 随处可见高达 、 层楼的洋房 根本

看不 出是身处农村 。

这些
“

洋房
”

刚开始确实由 家里的老人和妻儿居住 ， 但不久这些亲

人也都被陆续接到美 国 。 因此 福州现在很多洋房除了在移民偶尔返

乡 时有使用价值之外 ， 其余时间多为空置 ； 其主要功能已经不是居住 ，

而 是具有象征 性 的符 号功 能 是 使 自 己 的支付能力 可视 化 （ 刘 飞
，

的重要方式 。 很多洋房不但外观颇为典雅气派 ， 内部的 装修也

极尽奢华 。 这些空置的
“

豪宅
”

以一种长期存在的 实物 的形式展示着

主人无形的社会地位 、 特殊的华侨身份以及在海外的
“

成功
”

。

即期 性消 费 ： 奢侈 的
“

道场
”

与 娱乐

虽然长期性消费能够以更为引 人注 目 、 耐用且长久 的方式彰显消

费者的地位 ’ 但由于长期性消费的功能价值往往要高于符号价值 其能

够达到的差异性 、弦耀性的程度有 限 。 因此 ， 除了 长期性消费外 进行

奢侈性 、 纯浪费性的 即期性消费 ，
也是福州移民实现消费 的社会价值兑

现的重要方式 。 其中 用于 民间信仰与娱乐 闲暇的消 费是两种较为 明

显 的消费形式 。

福州地处福建 中部 一直有着 出 海打渔 、 海外谋生 的 传统 ， 因 而
“

妈祖信仰
”

十分兴盛 。 特别从 世纪 年代福州 开启 非法移 民潮

后 妈祖庙的香火有盛无衰 。 以 廉县城关妈祖庙为例 ， 由 于其邻近港

口 ， 许多移民从这里坐渔船偷渡出 闽江口 。 为 了保佑 自 己 出 国顺利
，
许

多移 民在 出 国前都会来此庙拜祭 因 而这里的香火开始旺起来 。 如果

移民顺利到达移居地 、 取得身份或是正式人籍 ，

一般都会亲 自 或托家人

来此庙还愿 并大摆道 场 。 据妈祖庙工作人员介绍 ：

“

道场分有很多

种 有一天一昼夜的 ， 有三天三昼夜 的 甚至还有七天七昼夜的 。
一 天

一昼夜的要 万多元 七天七昼夜的要 多万
”

（ 年 月 日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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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福州 廉县城妈祖庙的 田 野笔记
）

。 我们第二次来这家妈祖庙时 ，

恰好碰到 了一

位为在美国 的儿子来还愿 的李先生 。 刚见面 他就十分

兴奋地告诉我们 他儿子在美 国 已经拿到 绿卡 了 。 在儿子 申请绿卡之

前 李先生曾虔诚地到妈祖庙来祈福 ：

“

妈祖跟我们心灵相通 的 懂我

们的心意
”

（ 年 月 日 笔者在福州 廉县县城妈祖庙的 田 野笔

记 ） 。 儿子成功取得合法身份后 李先生 出 手大方 ， 立即 给妈祖庙捐 了

元
， 并预订过几天做道场 。 做道场酬神 ， 除 了希望得到 神灵保佑

外 ，
还是显示 自 家财力和威望 ，

并向家乡 宣传 自 己在海外赚到钱 、 有 出

息的手段。 有一位移 民表示
，

“

做道场
”

并非他本愿 只是 因 为在家乡

的移民成功获得绿卡或人籍后都会做 ， 所 以他也就做了 （ 根据 年

月 日 笔者对福州官镇对美籍华人郑先生的访谈 ） 。 因此 做道场不

止谢神这么 简单 ， 而是获得歧视性对 比的重要方式 。

即期消 费除了信仰方面的消 费还有娱乐消费 。 许多移民等到还完

债 、 获得绿卡 、 把妻儿接到美国后 ，
自 己 也人到中 年 ， 独 自 或结伴 （ 通常

不带太太 ） 回来享受前半辈子都未 曾享受过的
“

奢侈廉烂
”

的生活 。 福

州 乡镇遍布着餐馆 、 、 夜总会 、 按摩 会所等娱乐场所 。 这些场所
一

到晚上就开始人声鼎 沸
一

直持续到 午夜 。 这些来
“

享受
”

的人当 中不

少是 回 乡 的移民 。 他们要将在美 国没时 间消 费 、 消费不起的服务转移

到家乡 来享受 ：

“

因为在国外享受不起啊 拿着钱回来可以享受 到 比较

好的
”

（ 年 月 日 笔者对福州官镇镇政府干部黄先生的访谈 ） 。

据廉县侨联干部林先生 的介绍 大至福州市 区 ， 小至辖管的乡镇 总是

有很多 回乡 享受的福州移 民 ：

一般移 民在清明 节 前后 回 来 住上 、 个 月 ， 、 月 份 出 去 ，

等 国庆回来再住上几个 月 。 不 少 移民甚至 回 乡 后 一直住在那些 酒

店 、 高级会所里
， 那里什 么 玩 的没有？ ！ 玩女人 、 赌博 ，

你能 想到 的

都有 。

一个 月 花个万把元
，
十 几万 甚至几十 万 的 都有 。 这也是体

现华侨的 身份吧 。 （ 年 月 日 笔者 对福 州廉县侨联干部

林先 生的访谈 ）

福州廉县官镇镇政府干部黄先生甚至劝海外的朋 友趁着 自 己 还能

享受的时候赶紧回来 （ 根据 年 月 日 笔者对福州官镇镇政府干

部黄先生的访谈 ） 。 由 于娱乐消 费具有 即期性与纯浪费性 它 成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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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 移民 弥补社会阶级失位 的缺失 、 实现社会地位提升 的重要手段 。

福州移民通过在祖籍地释放这种在移居地被压抑 的符号性消 费 ，
也重

新构建了
“

美国客
”

的身份与地位 。 后来 回 乡 的移民
， 为了满足侨乡 对

于
“

美国客
”

的期待而不得不遵从潜在的社会规范 ， 以博得大家对其华

侨身份的认同 。

二 互惠性消费与侨乡福利

移 民及其家庭 由于侨汇所建立起的新消费模式 容易引 起其他非

移民家庭的羡慕和妒忌 。

“

惹人妒忌
”

在熟人社会中是不可接受的 ，
因

为它往往会对原有的社会规范与秩序形成威胁 与挑战 。 因此
， 移民在

家乡 的消 费往往还带有很强的
“

互惠
”

与
“

福利
”

的性质 。 因为 如果
一

个人的弦耀行为其动机是为了要使 自 己 的家人 、 家乡 人过上
“

体面
”

的

生活 ， 那就很容易 获得公众的 接纳 。 移 民 的互惠性消 费集 中体现在仪

式的支出 以及 回 乡 见面礼上 。

涨价的仪式

根据涂尔干 的理论 ， 仪式是社会群体定期用来巩固 自 己 的手段

涂尔干 ，
。 福州移 民 回 乡 的

一

个支 出大项就是包括操办与

参与红 白喜事在内 的生命仪式的消 费 。 在福州 乡 镇 一

般用 于葬礼仪

式的花费需要 多万元 中等水平的丧礼是 、 万元
，
丧礼髙至

万元的大有人在 。 福州 丧礼 昂贵的原 因在于 举办丧礼的 主人家需要

给每个前来参加丧礼者从 到几千元不等 的费用 这被称为
“

辛苦

费
”

意为辛苦别人来参加丧礼 ） 或
“

红包
”

。 据福州 人回忆 ， 这种风俗

是从 世纪 年代大规模的 出 国 潮出现后才开始有的 。 从传统 的客

人给礼金到客人不需要给礼金 ， 再到主人家
“

倒贴
”

’ 福州丧礼礼俗变

迁 的过程反映的是移民 日 益增长的对于结构性地位的需求 。 随着出去

的移民逐渐取得身份 、 定居美国 ， 他们有了更野的经济能力来进行丧礼

消 费 间接地促进了移 民 间 的攀 比 。 包括
“

辛苦费 、 酒宴在 内 的丧礼

价格就在 多年间逐渐涨了起来 。

为什么福州移民会愿意将如此大笔的钱投入到丧礼之中呢 ？ 美籍

华人林先生的解释是 ：

“

主要还是为 了面子和排场吧 。 这么 多钱肯定

是外面的华侨 出 的
”

（ 年 月 日 笔者在福州 官镇某村美籍华人

林先生的家
“

青芝别墅
”

对其进行的访谈 ） 。 林先生 的 父母前几年去

世 他就花了 万元为两位老人举办丧礼 。 当 时他摆 了 席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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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参加 ， 林先生还给每个参加丧礼的人 元的红包 。

如此高额的丧礼费用 ， 即使是在大城市里也难以负 担 。 许多福州

人表示
， 丧礼 的费用确实昂贵 但由 于家家户 户都依靠侨汇

，
因此丧礼

的价格依然只升不降。
一场葬礼结束后 人们总会讨论这家修建坟墓

花了多少钱 ，
酒席摆了 多少桌 酒席质量怎么样

“

辛苦费
”

给 了 多少

等 。 本来相当廉价的仪式 在这种攀 比与面子下涨 了将近百倍 。 许多

福州人表示 如果没有人去美 国 ，

“

根本就死不起
”

（ 年 月 日
’

笔者在福州 官镇某村对村干部邹 女士的访谈 ） 。 这也进一步促使不少

青壮劳动力选择到海外务工
，
以确保家里能够负担起这种重要仪式的

昂贵费用 。

喜事也是重要的 人生礼仪之一

； 在 习 俗上
， 这一 礼仪 ， 往往是从

“

聘礼
”

开始的 。 在福州 ’ 从男方家给女方家的聘礼 中就显示 出
“

不菲
”

的价格 。 据福州人介绍 男方给女方 的聘金最低从 万元人民币 起

价
；
如果男方是移民 ， 聘金会更高 。 当 然 ， 女方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往往

乐意返还更多的嫁妆 ， 因为希冀男方不久能够将女方及其家人都 申 请

到国外去 根据 年 月 日 笔者在福州官镇某村对村民董先生 的

访谈 ） 。 项飚 曾 指出 ， 跨国 产业对 印度嫁妆制度起 了革

命性的推动作用 ，

“

新郎
”

获得的髙额嫁妆被视作对新 郎父母早期对

儿子教育投资的 回报 。 在福州 ， 给予移民新郎高额的嫁妆 ，

一方面是为

了换取 以后的海外生活 ， 另一方面也可看作对新郎 因早期偷渡欠下 的
“

旅行费
”

的补偿。 这种补偿除了具有物质意义外 ，
还具有某种象征性

意义
， 是对曾经的

“

偷渡客
”

的
一

种
“

去污名 化
”

的身份补偿 。

喜事最重要的仪式就是办喜酒 。 与举办丧礼相同 ， 操办喜事 的主

人家还要给客人送牙刷 、米 、 油等生活用品 （ 根据 年 月 日 笔者

在福州官镇某村对村 干部邹女士的访谈 ） 。 而与丧事不 同 的是 丧事
一般是主家给参与者一定数额的红包 ， 而喜事则需参加者给 主人家
“

见面礼
”

。

“

见面礼
”

的价格根据主家 、参与者 以及双方关系 的亲密程

度而不同 但据福州人说 ， 最少的
“

红包
”

也得给 元人民币 ， 给

元的人是很少的 根据 年 月 日 笔者在福州 官镇某村对村民

董先生的访谈 ） 。 人们不敢给少 的原 因在于
“

红包
”

很多时候是被公开

的 。 在婚宴开始 媒婆会当场念出每位来客的见面礼数额。 在极为讲究

面子和人情的熟人社会
，
每位前来喝喜酒的客人都不敢少给 。 如果与主

家是亲戚或很要好的朋友 红包
”
一般需要给到 美元 ；

如果关系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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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亲密的话
“

红包
”

甚至达到 万美金 。 因此 很多新婚夫妇在举办完

婚礼后少则有 多万 、 多则有上百万人民币 的收入 （ 根据 年 月

日 笔者在福州官镇镇政府办公室对主任黄先生的访谈 ） 。 侨汇通过

婚礼礼金这种 习俗认可的方式给予新人 以经济上 的支持 ， 起到了 某种

社会福利的功能 。 但婚礼礼金之所以在福州 居高不下 也跟大规模移

民潮有着紧密关系 ， 因为礼金多少反映的是赠礼者及亲人在海外 的生

活状况 在这种情境下
，

人们为了显示
“

海外成功
”

都不会少给礼金 。

这种仪式费用属 于熟人社会 中的
“

礼 尚 往来
”

， 除了有助于血缘与

地缘群体的团结 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侨汇在侨乡 范 围 内的循环流

通
， 具有社会福利的功能 。 但在公共福利背后 支持这种仪式费用不断

攀升的还是移民对于提升其社会地位 的追求 。

回 乡 见面礼

马凌诺斯基 、 古尔德纳 以及萨林斯都曾强调礼物交换 中的利他与

互惠 因素 ，
而且这些礼物交换通常都是发生在关系 较为紧密 的亲戚与

朋友 中 间 （ 马 凌 诺斯基
， ； ： ；

。 与多数 回 乡 的移 民相 同 ， 福州 移 民 回 乡 ， 尤其是第一

次回 乡 ， 都需要给亲戚朋友带
“

见面礼
”

。 这是
一

种既能够体现移民 的

特殊地位与身份 、 又不会遭致嫉恨的社会表演 ， 能够将福州移 民的经济

地位表演出来 。

福州 移民一般买礼物时都会多买一些 ， 因 为家乡 人对于谁要 回来

也
“

门 儿清
”

， 即使没有 提前知会的 亲友也有可能突然 出 现 。 除此之

外 移民还要备好现金 ，
以 备不时之需 。 特别在十几年前 ， 侨乡 与海外

的生活差异更为明显 ’ 而移民 的见面礼往往承担着
“

救济贫 困
”

与提供

公共物品的社会功能 ：

以 前很 多 家 乡 人生 活不好
，
孩 子可能 没钱读 书 ，

老人没钱看

病
， 有时给

“

见 面礼
”

也相 当 于 帮 助他们 解决 一些 日 常 的 生 活 困

难 。 因 为 时常 回去的
“

美国客
”

多 ， 有不 少 人拿着这些 积攒下来 的
“

见面礼
”

给孩子 交学 费 、 给老人看 病什 么 的 。 （ 年 月

日 笔者在纽约唐人街对美 国福州 管 乐 团 成 员 周 女士的访谈 ）

对于移 民来说 ， 这一方面是
一

个经济负 担 ， 但另 一方面也是
“

幸

福
”

的负担
， 能够无形 中重构

“

美 国 客
”

的社会身份 。 移 民周女士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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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福州 人
“

要面子
”

， 但她 自 己 回 乡 也不能
“

免俗
”

。 周 女士 第
一

次 回福州 ，
不算路费就花了 万美金 这是当时很多福州移 民一

年

的收人了 。 尽管这笔钱在美 国也不是小数 目
， 但换成人民币 所产生 的

社会效用则更为显著 ：

“

当时 的美元拿 回 去还是好花 很好花 你看我

拿了 万 ， 都已经是 多万人民币 了 ， 当时在 国 内 来说也是很多钱

了
”

（ 年 月 日 笔者在纽约唐人街对美 国福州 管乐团成员 周

女士的访谈 ） 。 当然 礼物的分配是遵循着费孝通 （ 所说

的
“

差序格局
”

进行的 。

许多移民在瞬间 消费掉多年在移居地 的储蓄 成功营造 了
“

衣锦

还乡
”

的假象 。 这对很多暂时没有还完债 的移 民造成了 挤压效应 。 很

多移民也不敢在无法购买更多
“

见面礼
”

的 时候 回 乡 （ 根据 年

月 日 笔者在福州官镇丁村对村书记李先生 的访谈 ） 。 邹女士 的儿

子刚拿到绿卡 ， 她虽然牵挂儿子 ， 但却让他暂时不要回来 。 因为 回 乡 的

成本 包括来 回旅费 、

“

见面礼
”

及其他一些弦耀性消费 ） 对于还没还完

债的移 民来说实在太
“

昂贵
”

了 （ 根据 年 月 日 笔者在福州官

镇珠村对妇女主任邹女士的访谈 ） 。 许多移民会为 自 己 第
一

次 回 乡 做

好
“

充足准备
”

， 从而确保 自 己 的
“

第
一

次回 乡
”

风光体面 。

“

见面礼
”

虽说无需受赠者真正买一

份礼物回 报给赠予者 （ 实际上

他们也
“

还不起
”

， 但这种赠礼并非完全不需要 回 报 （ 莫斯 ，
： 。

按照潜在的社会规范 受赠者通常需要在受礼的刹那 间
“

制造
”

羡慕以

及感激的表情 这种羡慕与感激有 时是真实 的 ） 。 在侨乡 ， 这种
“

见面

礼
”

的赠予甚至已经成为隐藏于社会秩序背后 的既定规则 ， 既具有促

进社区福利与公共物品获得的性质 ，
也成了 区分移 民与 非移 民 、 移民

之间社会地位差别的评判标准 。

三
“

寄生阶层
”

与代理消费

前面主要讨论了福州移 民的消费的社会价值是如何在祖籍地兑现

的 ， 实际上
， 侨乡 的非 移民 尤其是侨眷的消费也受 到了 移 民 的影 响 。

由于劳动力 的大量外流与缺失 ， 侨乡 逐渐成了依赖海外侨汇的消 费型

社会 。 在移民身上产生 的消 费 的社会价值被部分转移到 了家乡 的侨眷

① 尽管从 主观动机 来说 移 民在仪 式与 见面礼上的 花费 很 大程度 上 出 于追 求名 声 ， 但从客

观上来说 这些 支 出 达到 了 促进公共福利 的社会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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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 ，甚至形成了一个纯依赖移民汇款 的
“

寄生 阶层
”

（ 费孝通

。 福州官镇镇政府 办公室主任黄先生形象地描述了这种
“

寄生 阶

层
”

是如何形成的 ：

我们其 实这边还是就业在 国 外 ， 消 费在 国 内 ……辛苦我一人
，

幸福一 家族。 他 虽 然在外 面辛苦
， 但他有回报啊

，
就是能够寄钱 回

去给家人啊 。 他们在外 面 都是非 常不 舍得花钱的
，
比如说在外 面

赚 美元
，
他就希望最好是 （ 能够寄 ） 美元 回来这边 ，

他 那

边能够 节省 就节省 ……他就是很有牺牲精神 ，
他就是想 着 还有 家

里人在 家
， 都希望把赚到 的 钱给家里人

，
他们 就在外 面拼命干 活

，

压制 消 费 ，
回 来这边才 消 费 ……而 家里 的人就很舒服

，
只 是在 家里

消 费 。 （ 年 月 日 笔者在福州 官镇镇政府对办公室主任黄

先生的访谈 ）

由于福州有着众多依靠侨汇的侨眷以及花着美金享受跨境消费好

处 的移民 福州 的土地价值飙升 ， 房价急剧 上涨 生活成本 日 益增大 。

例如我们在福州调査期间的生活成本 包括食宿 、交通 费用 ） 甚至 比在

大城市还要高出许多 。 许多福州人表示 这都是由 于侨汇 如果脱离了

侨汇
， 即使是工薪阶层都无法承担如此高的消费水平 。 以 人们的 日 常

饮食消 费为例 ， 由 于福州邻近闽江 口
， 人们喜吃海鲜 许多海鲜 的价格

髙得令人难以置信 。 尽管如此
， 黄先生表示 福州人在乎的不是食物的

价格 ，
而是是否真的物有所值 ：

“

我们看到好东西是先放到菜篮里才问

价钱 的
，
如果真是好东西都被抢走了

， 哪怕是几百元一斤的鱼
”

（ 根据

年 月 日 笔者在福州 官镇饭桌上与镇政府办公室主任黄先生

的闲聊 ） 。 当然 ， 黄先生的表述有夸张之嫌 但起码描述 了相当一部分

依赖侨汇的侨眷们的惬意生活 。

这些依赖移 民 汇款 的 侨眷实 际上执 行 的 是一种 凡勃 伦 （

曾提及 的
“

代理有 闲
”

与
“

代理消费
”

，
显示的是移民在海外 的

“

成功
”

，
因 为侨汇具有较高价值 可以使家人不再需要从事生产性的

劳动而专事 消费
”

与
“

享受 。 移 民在海外的劳动力市场刻苦工作 ， 为

的是侨眷可以在适 当 的 场合 、 以适 当 的方式 为他执行某种程度上 的
“

代理有闲
”

与
“

代理消费
”

， 实现社会价值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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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讨论

本文根据对美国的福州移 民的个案研究 ， 从社会学 的视角探讨和

分析了 国 际移民 消费 的社会价值兑现产生 的动因 、 机制和社会后果 。

我们发现 福州移民大多是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劳工
， 在美国受到

“

无

证移 民
”

污名化的 困扰 以及主流社会与唐人街华人社 区 的双重排斥 。

这种恶劣的社会境况迫使其采取紧缩的消费策略 强化勤检惯 习 ， 以在

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功能性需求 （ 以及还清债务 ） 之外仍然可以储蓄 ，

并借此满足消 费的符号需求 提高社会地位和声望 。 然而 由 于种种结

构性障碍 ， 他们很难通过在移居地的炫耀性消 费来满足其非物质的符

号需求 并获得主流社会和华人社会的认同 与接受 。 但他们可以利用

不同 国家的货币汇率及两 国收人的差距 ， 将在移居地产生但又被压抑

的社会地位表达需求通过跨国实践来满足 进而实现消 费的社会价值

在跨国空间 中的兑现 。 福州 移民在家乡 的社会价值兑现除了体现为炫

耀性消费 （ 如修建豪宅 、大摆奢华
“

道场
”

等 ） 和娱乐消 费 还以一种客

观促进社区公共福利 的 消费方式 （ 如仪式费用 、 回 乡 见面礼等 ） 来实

现 。 这种跨境消费使得国际移 民从中获得结构性地位的提升 ，
以 弥补

他们在移居地的社会阶级失位 。 消费的社会价值还会有
一

部分被转移

到家乡 的侨眷身上 。 这些依赖侨汇 的
“

寄生 阶层
”

也以代理消 费 的方

式显示出海外亲人的社会地位与声誉 见下页图 ） 。

国 际移民的
“

生活世界
”

与
“

系 统世界
”

（ 参见哈贝 马斯 ， 在
一定程度上被不 同的地理空间分割开来 。 对于投身海外劳动力市场的

劳工来说
，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 移居地是使得他们获得物质利益与 实

现工具性 目标的系统世界 。 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的祖籍地
，
他们

可以利用长期压抑消费积累下来的货币 储蓄和优惠的货币汇率等经济

优势 ， 选择季节性的跨国实践 回 到祖籍地实现消费的符号需求 （ 包括

休闲享乐和社会价值兑现 ） 。 社会价值兑现的一个重要 的表现就是移

民通过跨境流动 将其在移居地被抑制的消费活动在祖籍地家乡 瞬间

大量地释放 出来 并借此完成社会身份的重构与社会地位提升 。

跨国移 民在祖籍地 的消费并非他们的 日 常性消费 而是一种季节

性的短期夸张消费 。 为了更好地在家乡 完成 消费的社会价值兑现 移

民一

方面尽量压缩 自 己在移居地的 日 常生活支出 ，
忍受长期的 社会声



跨国空间下消费 的社会价值兑现

社会阶级 社会地位

失位 提升

消费的功能 炫耀性
丨

性需要降低 消费

跨 国空间兑现

“

消费的符号
、

消费的社会 他二槐 ‘
弦耀性

需求产生
—

价值产生
— 跨現

：

燹
消费

——

消费的社会价 炫耀性

值
“

膨胀化
”

消费
社区福利

移居地 祖籍地

跨 国 空间 下的消费的社会价值兑现

望匮乏 积极储蓄 ； 另一方面 他们选择每年或隔几年 回到祖籍地
，短 时

间 内 消 费掉在移居地长期积累 的储蓄 。 这种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两栖

消 费使得移民有可能摇身
一

变 在家乡成为
“
一

掷千金
”

、

“

腰缠万贯
”

的成功人士
， 使消费的社会价值得以成功兑现。 这种两栖消 费策略也

使移民个体在跨国或跨境的社会空间 中暂时摆脱阶级地位和声望的低

下 模糊 了这些差别的社会显示 。 当 移 民 回到祖籍地时 ， 即使时间不

长 也可 以花钱买到地位 、成就感和满足感 。 此外 祖籍地 的地方政府

与 民间社会 出 于吸收侨汇 、 发展经济及政治统战等 目 的 也都会积极配

合和支持国际移 民的两栖消费 把他们视作
“

海外英雄
”

和
“

海外爱 国

华侨
”

， 给予较高礼遇
， 有时还会 由 各级领导 出面隆重接待 。 更重要的

是 侨乡本身还扮演着移 民实现季节性社会地位表达 的代理人角 色 。

这些都促使移民利用不同 民族国家在世界体系 中的地位落差 以及在全

球的阶层等级差异 通过祖籍国与移居国的非单
一

国家的 阶层化框架 ，

充分实现个体社会声望与社会地位在全球范围 内 的最大化表达 。 再

者 ， 跨境两栖消费作为个体应对世界体系所带来 的原子化与边缘感 的
一

种微观实践 使国际移 民在家乡 实现了消 费的社会价值兑现 ， 同时也

实现 了
“

消费反哺
”

；
而这种

“

消费反哺
”

在
一

定程度上弥补 了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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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位所导致 的村落公共物资与 福利的匮 乏 客观上促进 了侨乡 的集体

性社会福利 目标的实现 。 移 民 以 自 己 的小体系来消化那大世界体系无

法抗拒的力量
，
在一

定程度上减缓 了在生产领域跨国流动给祖籍国 与

移居 国带来 的资源不平等分配 的冲击 也为移民输出地 区提供 了 发展

的机遇与动力 。

而这种跨境 的两栖消费对国际移民在移居地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又

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呢？ 我们认为 ， 影响是有限的 ，其原因在于两栖消 费

的价值兑换必须依赖不同情境的置换 ， 而移居地和祖籍地则 为国际移

民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空间下的消费情境 。 由于在移居地受到阶层

与种族的限制 ，
国际移 民可以 通过在祖籍地的消 费来提升 自 身的社会

地位
；
但是 他们所提升的社会地位仅仅局限在家乡 的社会地位体系之

中 。 实际上 跨国两栖消费更多地是为移 民提供
一

个短暂的 、孤芳 自 赏

的
“

自 我假 日 形象
”

（ ， 与他们在移居地 的 日 常

生活 中显示 的 自 我形象 （ 恰成对照 （

：
。 这种社会地位的季节性表达也许会给予移民 自 尊心

的满足 、社会阶级失位 的补偿 以及对前途 的希望 甚至也能
一

定程度上

提高他们在海外族裔社区的社会声誉 但未必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他们

在移居地主流社会的地位和身份 。 同 时 ，
他们返乡 的挥霍也会过度消

耗他们在移居地的长期积蓄 ， 因而不利于他们在移居国 的 向上流动 。

当然 也有相 当一部分福州 移民精打细算 ， 量人为 出 把他们 回 乡 消 费

所积 累的社会声望和社会资本反馈于海外族裔社区 并通过族裔经济

的模式和族裔资源来改善 自身在移居地 的社会地位 实现 自 己 做老板

的美 国梦 。 总而言之 ， 跨国空 间 下的消 费社会价值兑现可 以 弥补移 民

由 于迁移造成的社会阶级失位 从而 间接地帮助移 民适应移居地 的社

会逆境 ， 积极地把握 自 己 的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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