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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移民成为普遍现象。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越南战争结束
后东南亚苗族以难民身份迁徙到美国。苗族移民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社会文化背景使

他们难以适应美国社会。由于社会经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苗族移民在美国遇到了各种

各样的问题。苗族移民所面临的困境与他们受教育程度较低密切相关。美国苗族移民意

识到现代教育是他们适应社会生存发展的最佳选择，故而对后辈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寄予

重望。同时，年轻一代对苗族历史文化的陌生感使苗族长者深刻体会到苗族文化才是本

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灵魂，自己有责任唤醒后辈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现代教育与苗

族文化传承对苗族移民适应社会生存发展及延续民族文化基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　美国苗族 　社会适应　生存发展　教育　文化传承

一、研究的缘起

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移民成为普遍现象。如今难民潮席卷欧洲，其中一些难民是具有特殊宗

教文化背景的少数族裔。难民问题也成为２１世纪国际关系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如何妥善处理
好难民问题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棘手难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难民身份迁徙到美国的苗族在异国
他乡顽强地生存与发展，并保持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苗族难民在美国的移民发展历程对处理好

当今的难民问题有可资借鉴之处。

随着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的不断发展，海外少数民族移民成为学术界的关注对象。以往

海外华人研究中往往忽视少数民族成员，李安山认为其原因之一：大多数移居海外的中国人是汉

族；之二：从事华侨华人研究的学者对少数民族关注不够，将‘华人’等同于‘汉人’；之三：由于一些

复杂的政治因素，国内学者避免触及这个较为敏感的课题；之四：移居海外的少数民族绝大部分居

住在与中国相邻的国家，他们往往被视为跨界民族。”①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移居海外的少数

民族居民不仅居住在与中国相邻的亚洲，而且遍及美洲、欧洲和大洋洲。这些身居海外的少数民族

成员是海外华人华侨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苗族起源于中国，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全世界苗族人口估计不少于１２００多万，主要分布在
亚洲，中国苗族人口有近９４０万人，越南８６万人，老挝４６万人，美国３０万人，泰国１５万人，法国
１５０００人，缅甸２０００—３０００人，澳大利亚２０００人，加拿大８００人，阿根廷３００人，德国１１０人。②

历史上各种复杂的原因使得苗族人不断四处迁徙，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适应生存环境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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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定居地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苗族移民如何在新环境里生存与发展？如何在适应主流社会

的同时传承本民族文化？教育人类学关注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的生存发展与文化传递等问

题。本文以美国苗族移民为研究对象，试图从教育人类学视角阐明正规与非正规的教育是美国苗

族移民生存与发展的最佳选择，并分析苗族文化的重构模式及传承途径。

关于美国苗族研究，中外学者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中一些苗族学者的著述令人印象深

刻。例如，国内苗族学者张晓根据在美国苗族社区的实地调查，从亲类、同姓、同姓联盟等三个层面

论述了美国苗族如何利用传统的家族组织来调适和应对在美国的生存与发展问题。①另一位苗族

学者吴晓萍描述了被西方社会认为是“愚昧无知的表现”的民间信仰和仪式体系如何在美国实

践。② 居住在美国的苗族学者杨扣以亲身经历讲述了苗族移民在美国遭遇的困境以及他们奋斗拼

搏的历程和取得的成就。③美国苗族学者熊阳少论述了美国苗人的受教育状况及存在的问题。④另

有一些学者的著述和贡献在此就不一一列举。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了解美国苗族人提供了

重要参考。

二、美国苗族迁徙的原因与途径

美国苗族被称为“Ｈｍｏｎｇ”，这一称谓来源于该族群的自称。美国苗族与中国苗族同根同源。
美国苗族分为两个支系，即白苗和青苗。这两个支系除了在方言和服饰方面有区别外，其他的文化

特征则是相同的。“支系”是一种文化概念，是一个民族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支系是自成

体系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具有相同或相似文化的人群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族群

整体。⑤现在，除中国苗族保留较多的支系外，其他国家的苗族基本上只有白苗和青苗这两个支系。

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迁徙频繁的民族。苗族历史上经历了五次大迁徙。第一次大迁徙发生

在大约五千年前，生活在黄河中下游的苗族先民在九黎部落战败之后，其中一部分迁徙到长江中下

游，建立了强大的“三苗国”。后来，由于战争不断，苗族先民被迫再次大规模西迁，来到湖南的湘

西、贵州、云南等地。前三次大迁徙都是在中国的境内。第四次大迁徙发生在１７—１９世纪，受战乱
和艰苦的生活所迫，移居到中国西南地区的苗族人又迁移到老挝、越南、缅甸和泰国。⑥第五次大迁

徙始于１９７５越南战争结束后，东南亚苗族人以难民身份进入一些西方国家。
美国成为苗族难民的主要接收国，其原因是越战期间美国在老挝发动了一场鲜为人知的秘密

战争。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联络支持老挝皇室的右翼苗族，要求苗族人为美国
的利益而战。由于美国中情局在战争中秘密与作战一方保持联系，因而这场战争被称为“秘密战

争”。在战争中成千上万的苗族人为美国而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战后又有许多苗族人遭到屠杀

和清洗。他们为了逃生，历经艰难险阻来到泰国难民营，而后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大批苗族难民陆

续移居到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１９７５年苗族难民开始移居美国，后来移民人口逐年增加，在１９８０
年达到顶峰，当年美国政府接收了大约２７０００名苗族难民。⑦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美国苗族人口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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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速度较快，１９８９年苗族人口大约有１０万人，２０００年超过了１８万人，２０１０年又增至２６万余人。①

美国苗族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新移民的不断涌入。新移民有三种来源：（１）美国政府
不断接收的泰国难民营的苗族人，在２００４年及２００５年接收了来自泰国难民营的１５０００多人。②

（２）一部分已经在美国定居下来的苗族人申请亲属团聚；（３）一些居住在亚洲国家的苗族人通过婚
姻渠道移居美国。苗族有族内婚的传统习俗，由于生活习惯不同、语言障碍等原因，苗族青年择偶

对象首选本民族成员的现象十分普遍。在美国苗族２６万余人中，纯苗族血统的比例为９５．２％，与
其他民族混血的比例不到５％。③ 一些在美国定居的苗族男子倾向于找在泰国、老挝、中国等亚洲
国家长大的苗族故娘结婚，婚后把她们带到美国。在他们看来，这些在东方国家长大的苗族女子更

具有本民族的传统美德。东方苗族女子的魅力也吸引了美国白人男子。笔者在泰北村寨调研期间

曾造访过一个由美国白人与苗族妇女组成的家庭。这家男主人原来是联合国工作人员，在泰国难

民营工作期间，与在那里当翻译的一名苗族女子相识、相爱并结婚。后来，他们在泰国清迈附近的

苗族村寨安家落户，过着宁静祥和的乡村生活。这位男子的朋友从美国来到泰国看望他，十分羡慕

他的跨国婚姻，也找了一个泰国苗族女孩结婚，并把她带到美国定居。④

随着苗族的社会变迁和思想观念的转变，苗族青年男女的择偶观变得更加自由和宽泛，族际婚

姻、跨国婚姻现象频繁发生，其所生子女身份认同为苗族也是美国苗族人口增长的原因之一。此

外，苗族传统文化中“多子多福”的观念仍然有很大影响，无论家境富裕还是贫穷苗族人都以儿孙

满堂、人丁兴旺的大家庭为荣。苗族家庭人口规模在美国是比较大的，户均人口６．６人。⑤此外，苗
族人口年龄结构更加年轻化。

美国苗族人口分布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美国对新移民通常采取“熔炉政策”，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首批苗族难民进入美国时，为了尽快同化苗族美国政府采取了分散安置的措施，美国５０
多个城市都有苗族人口分布。一些慈善机构和教堂尽量帮助苗族适应美国社会的生活，苗族移民

也成立互助小组帮助新来者。苗族喜欢聚族而居，大家族成员倾向于择邻而居。随着时间的推移，

美国的移民安置政策提供了苗族大家庭成员团聚的机会。随着苗族人口的迅速增长、失业问题、福

利政策变化等原因，美国苗族居民发生流动，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聚居区。现在，美国苗族人主要

集中在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及加利福尼亚州。

三、现代教育乃是苗族移民适应社会生存的最佳选择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以难民身份移居美国的苗族人与其他亚洲移民的社会背景差别很大。
通常，移居美国的亚洲移民或是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富人，或是受过良好教育、想到美国进一步

深造的青年，他们对美国社会的适应性相对较强。而绝大多数苗族移民则来自完全不同的世

界，他们或是生活在老挝深山老林里的农民，或是出生在泰国难民营的难民，穷困潦倒，既没有

经济基础，也没有受过多少学校教育。他们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社会文化背景都使其难以适

应美国社会。由于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苗族移民在美国遇到了语言障碍、就业率

低、贫困化程度高等各种各样的问题。１９９８年在明尼苏达州苗族人口中，６２％的家庭年收入低
于１万美元，８７％的家庭年收入低于１５０００美元，８０％的苗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其他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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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的贫困人口比例为１６％。①苗族移民面临的困境与受教育程度低有很大关系。他们缺乏正规
的学习经历或英语水平差，难以找到收入高的稳定工作。因此，获得良好的受教育机会是苗族

移民摆脱生存困境的最佳途径。

美国社会学家格斯柴德（Ｇ．Ｇｏｌｄｓｃｈｅｉｄｅｒ）指出，移民的社会适应是作为适应主体的移民对变
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做出反应的一个过程。②移民对新环境的适应程度与其能动性与积极

性紧密相关。移居到美国的苗族都是自愿而不是强制的，尽管他们的贫困化程度及失业率较高，但

他们相信在美国比在东南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尤其是后代有接受良好教育、改变命运的可能性。

正如一个苗族移民所说的，“生活在美国对孩子来说是有益的”。③这个苗族家庭从老挝逃到泰国难

民营，然后获准去阿根廷，最终定居在美国，家中的四个女儿在美国都上大学，并以优异的成绩毕

业，获得了社会的认可。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美国苗族移民意识到教育对改变其生存状况的重要性，非常重视对后代
的教育。美国苗族移民从农耕经济为主的传统社会进入到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谋求生存，跨

度是巨大的，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必须接受西方的现代教育。作为教育最主要形式的学校教

育，对现代公民价值观的塑造以及知识、技能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④学校教育是现代社会人们

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学校教育的功能提高了受教育者的社会竞争能力及适应能力。老一辈的苗

族移民深切体会到缺少教育机会的苦恼，积极鼓励家庭成员上学读书，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只要愿

意上学都大力支持，打破了过去在教育投资上“重男轻女”的成规。总的来说，苗族移民受教育程

度不断提高，尤其是苗族女性教育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一）苗族移民受教育状况的变化

苗族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化使得青少年教育成为苗族移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苗族青少年

在接受西方学校教育中因成长环境不同呈现出差异性。根据美国学者杨能的研究，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美国苗族青少年有以下四种情况：（１）从未接受过教育，目不识丁；（２）会一点儿苗文、老挝文或
者泰文；（３）在老挝时读到高中，掌握一定的知识；（４）到美国时年龄还很小，或者是在美国出生。⑤

杨能认为，在这四种苗族青少年中，第三种学生读书最用功，学习成绩最好，上高等院校的比例最

高。第二种学生能上大学的不多，多数只读到高中或职业学校毕业就去工作。第一种和第四种学

生遇到的问题较多。第一种学生从未上过学，应该从小学一年级读起，但美国的学校是按照年龄分

班的，一个１５岁从未上过学的苗族少年就会被编入十年级读书，其学习效果可想而知。另一位美
国学者也提到，最初美国苗族的初等教育被列入联邦政府管理的难民教育范畴，学生是按年龄而不

是实际水平分班。⑥ 因而，同一班级的学生学习接受能力参差不齐。同样的教学内容，有的学生吃

不饱，有的学生则难以消化，课堂教学效果不佳。一部分学生跟不上教学进度，中途退学，导致了较

高的辍学率。第四种学生虽然不存在语言障碍，但有的孩子不了解父辈的艰辛生活经历，不服从家

长管教，也不认真学习。然而通常来说，大多数在美国从小长大的苗族儿童在幼儿园阶段就开始学

习英语，上学后不存在语言障碍，比较适应学校的教学环境。学习成绩的好坏主要取决于学生的努

力程度、教学质量及家庭环境影响等因素。苗族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应根据不同社会背景下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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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面临的具体困难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

随着苗族移民人口的变化，苗族学龄儿童入学人数不断增加。据统计，１９９０年苗族学龄儿童
入学人数为３３２００人，大约占美国苗族人口的３５％；２００１年学龄儿童入学人数大约增加一倍，为
６５５００人；２０１０年学龄儿童入学人数大约有７１９００人，其中，有美国公民身份的苗族儿童大约占比
９０％。苗族人口比较集中的三个州的学生总数达 ８７％，其中加利福尼亚占３８％，明尼苏达州占
２８％，威斯康星州占２１％。在５岁至１７岁苗族青少年中，英语流利的人数占比从２００１年的６１．７％
增加到２００５年的６６．８％，２０１０年又提高到７１．８％。① 英语是美国社会的交流工具，掌握好英语是
苗族移民融入主流社会、适应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

教育是人类获得生存资料和经营生活的一种工具。学校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促进个

体的社会化和个性化、增强个体社会竞争力的作用，尤其是高等教育可以为受教育者提供更广阔的

发展空间和机遇。苗族青年认为影响他们进入大学深造的主要原因没有中学毕业文凭、缺乏资金

和家务负担繁重。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很多有志青年看到了接受高等教育乃是他们实现美好前途

的希望所在。在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１０年之间，美国苗族居民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与完成率有很大的提高，
２５岁以上获得学士或更高学位的比例从１９９０年的４．９％上升到２０００年的７．４％，２０１０年达到了
１４．５％。② 经过２０年的时光，苗族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与完成率增长了３倍。不同州的苗族人口受
教育状况存在着差异。

尽管苗族移民受教育水平与美国其他族裔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与他们移居美国初期相

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苗族移民坚信教育是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苗族学生的积极态度

使他们能够克服在学校所面临的文化障碍。③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苗族移民教育的发展更加多样

化和复杂化。

（二）苗族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

教育平等是衡量性别平等的基础，通过分析不同性别的受教育状况有助于了解两性发展状况

的差异及不同社会环境对两性发展的影响。

过去苗族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在不同性别方面差距较大。１９９０年，美国苗族女性获得高中及
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１９％，而苗族男性的比例则为４４％，④ 女性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男性。在现
代化、专业化和高科技的美国社会谋求生存，高中学历是最基本的要求，超过一半以上的苗族男性

受教育程度达不到最基本要求，找工作困难，而苗族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更低，这她们走向社会、拓展

自我发展的空间非常不利。

经济拮据是苗族女性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影响因素之一。除了经济因素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也不容忽视。苗族社会是以男性为主的父系社会，男性比女性的地位高。对于苗族青年男女来说，

为家族延续后代是义不容辞的使命，结婚生子是苗族女性人生中最重要的大事。据笔者在中国和

泰国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早婚、早育、多子多福”的传统习俗使不少学龄女孩仅仅读完小学或初

中就辍学回家结婚。这种传统观念在美国苗族移民中也同样存在。美国学者林奇（Ｌｙｎｃｈ）指出，
那些想上大学的美国苗族女性经常处于矛盾之中，接受高等教育可能会耽误她们的婚姻大事，她们

觉得美国苗族男孩不愿意与比他们文化程度高的女孩结婚。据说，如果一个新娘具有较高的文化

程度，其父母得到的聘礼反而比文化程度较低的新娘得到的聘礼少。美国苗族女生在高中阶段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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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回家结婚生子的比例不小。①由此可见，美国苗族女性高中完成率低、辍学率高的原因与传统观

念的影响密切相关。

然而，苗族“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在新的移居环境里受到了挑战。苗族女性

肩负重担，既要生儿育女、照顾家人，又要分担养家糊口的重任。通常，一个家庭仅仅依靠男主人的

一份微薄收入，只能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在美国社会里没有受过学校教育或职业培训的人在就业

方面困难重重，苗族女性努力在家庭、教育和工作之间找到平衡。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增加家庭

经济收入，一些因结婚而中断学习的苗族妇女又重返学校继续读书。苗族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

高，与男性的差距逐步缩小。在 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６年，１４—２４岁苗族男性的高中辍学率从１５．７％下
降到５．２％，同一时期，同一年龄段的苗族女性的高中辍学率保持相对稳定，不超过５．４％。在２００４
年至２０１０年，苗族女性高中辍学率从２．１％提高到５．９％，苗族男性辍学率从２００６年的５．２％上升
到２０１０年的８．９％。②由此可见，２０１０年苗族女性比男性的高中辍学率低３个百分点，苗族女性的
辍学率虽有起伏但低于男性。

苗族女性在接受现代学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比男性的进步更大。１９９０年，只有３％苗
族女性获得学士及更高学位，苗族男性的比例为７％，女性比男性低４个百分点。２０１０年，苗族女
性的获得学士及更高学位的比例提高了５倍，达到１５．１％，男性的比例提高了２倍，为１４％。在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０年之间，美国苗族移民获得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提高了一倍，从２００１年的１３．２％
上升到２０１０年的２６．７％。２０１０年苗族女性的比例为２９．９％，而男性的比例为２３．４％，女性比男性
高出６个百分点。③ 苗族女性平均受教育程度逐渐赶上并超过了男性。

教育人类学不仅关注正规的学校教育，也关注包括非正式的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职业教育

是对学习者进行职业知识与实际技能的培训活动，接收职业教育提高了苗族移民适应劳动力市场

需要的能力。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明尼阿波利斯是鼎鼎有名的苗族社区，居住在这个社区的大

部分成年妇女英语水平低，缺乏工作技能，难以在美国社会中就业生存。为了帮助她们适应美国社

会、掌握工作技能，圣保罗·明尼阿波利斯社区在政府和私人机构的赞助下对苗族妇女进行卫生、

缝纫、家政、饮食服务等多种职业技能培训。④ 受过培训的苗族妇女在劳动力市场具备了一定的竞

争力，比较容易找到全日制工作。美国苗族妇女获得不同类型的教育机会有了显著的增加。

受教育程度决定了妇女参与社会的能力和发展潜力，直接影响着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参与

社会生活管理的深度和广度，是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苗族妇女参政议政意识

逐步提高，一些苗族妇女积极参与地方政府官员的竞选并获得了成功，苗族律师中女性比例也占到

了３０％。受过良好教育的苗族女性具有较强的自主意识和拼搏精神，她们为自身及民族的生存与
发展而努力奋斗。

（三）苗族移民的向上社会流动

苗族移居美国初期，身为穷困潦倒的政治难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饱尝了种族歧视的辛酸。

在语言不通、文化冲突的陌生环境里，大多数人只能靠卖苦力维持生计，艰难度日。尽管美国苗族

移民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经历了挫折与失败，但他们以积极的心态及努力拼搏的精神克服面临的重

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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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苗族移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他们有更多选择工作的机会。就业
结构逐步优化、就业质量不断提高。美国苗族由最初只能从事最底层的体力劳动，随后逐步进入技

术含量较高的行业，不管是蓝领阶层还是白领阶层都能寻找到苗族人的身影，一些苗族成功人士活

跃在美国的政界、商界、学术界及其他领域。苗族妇女的参政议政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第一位在

美国政府机构工作的苗族人是一位居住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妇女，她被选为当地教育委员会

理事。①２０１６年１１月，美国明尼苏达州的苗族妇女苏珊·甘英·潘当选为布鲁克林帕克市议员，她
成为该地区第一位少数族裔议员，打破了该地区５０年来一直由白人在议会任职的传统局面。美国
苗族首位博士杨道说，苏珊的成功树立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典范。只有努力学习和工作，才能获得别

人的尊重，实现自己的梦想。② 与此同时，另一位美国苗族人也在政坛上脱颖而出，一位名叫斯蒂

夫·李的美国苗族男子在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当选为加利福尼亚州埃尔克格罗夫市市长。③他们的成功离
不开良好的教育，教育是促进苗族移民社会向上流动的助力。

如今，美国苗族移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现实问题，但通过正规的学

校教育与非正式的职业教育，苗族移民的就业率大幅提高，生存状况得到较大的改善。除那些年纪

较大、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年人靠救济金生活外，大多数苗族青壮年都能找到工作，挣钱养家，生活质

量显著提高。相当一部分苗族移民有房有车，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少数人已进入富人阶层。

苗族从东南亚国家迁徙到美国的几十年中，经历了“文化冲击”（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ｈｏｃｋ）与文化涵化
（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的过程，对美国社会的适应性逐渐提高。苗族移民的社会适应可分为基本生活适
应、发展满足、文化心理适应三个阶段。当苗族移民在美国站稳脚跟后，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及保护

民族文化的意识日益强烈。

四、民族文化乃是苗族移民民族认同之根基

（一）苗族文化的变迁

苗族历史上经历了几次大迁徙，他们不管移居何处都会把民族文化随之带去。苗族迁徙到美

国时不仅是个体的流动，也是整个族群的大迁徙。美国苗族移民包括男女老少，保留了许多传统习

俗，尤其是本民族语言保持得比较好。苗族迁入美国后竭力维持本民族文化，将苗族文化扎根在美

利坚大地上，具有鲜明特色的苗族文化为美国的多元文化增色添辉。这些年来，苗族歌舞、节日、习

俗等传统文化，尤其是精美的苗族服饰及手工艺品，多次向世人展示。

民族文化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环境、政治制度及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苗

族文化也是如此。尽管苗族移民竭力保持本民族的价值体系与文化特征，然而在西方强大的异质

文化包围中，苗族传统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例如，信仰传统宗教的人越来越少，皈依基督教的

人越来越多。原因之一：部分苗族人居留在泰国难民营期间通过西方传教士传教成为基督教徒，苗

族难民到达美国之后又得到教会的热心帮助，信仰基督教的人逐渐增多；原因之二：苗族传统宗教

需要宰杀动物来祭祀祖先，但在美国随意宰杀动物是违法的，因而祭祀活动受到一定的限制，参加

传统宗教活动的人越来越少。苗族的文化变迁还表现在宗族观念逐渐淡，传统葬礼进入商业服务

市场，苗族服饰精湛的手工技艺正在失传。苗族服饰是区别苗族支系的特征之一，美国苗族白苗和

青苗支系的服饰是不同的。过去各支系穿不同的服饰，现在美国苗族服饰混合了两个支系的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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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苗族的现代音乐融入了中国、印度及美国的文化元素。①

在美国长大的苗族新生代从小就受到两种不同的价值观的影响。苗族一向把民族的独立、自

由和尊严的理念放在首位。年轻人经常感到美国社会崇尚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与苗族的传统价值观

截然不同。作为苗族大家庭的成员，他们对苗族有着较强的认同感与归宿感；同时他们也有融入主

流社会、实现自我发展的需求动力。苗族新生代对主流社会文化的认同感十分强烈，而对苗族文化

的认同则是来自长辈的教诲。许多年轻人对学习苗族文化缺乏热情，很少参加包括苗族最隆重的

新年庆典活动及其他传统仪式。这些活动是传承苗族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的一种途径。

苗族长辈对在美国的移民生活现状有两种不同的感受。一方面，他们对后辈受教育程度普遍

提高、拥有富裕的物质生活感到心满意足；另一方面，他们对后辈迷恋美国的生活方式而忽视苗族

的传统文化深感忧虑。他们非常担忧苗族的传统文化最终会消失，希望子孙后代既能在美国社会

站稳脚跟，又能继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面对年轻一代对苗族历史文化的陌生感，苗族长辈深刻体

会到：苗族文化才是本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灵魂，有责任唤醒子孙后代保护文化遗产的自觉意识。美

国苗族移民不断探索各种传承苗族文化的有效途径。

（二）苗族文化的传承方式

１．成立各种协会。美国苗族有老挝之家协会、文化传承协会、妇女协会、老年协会等等。美国
苗族利用“协会”这一形式来使家族结社合法化，使之成为美国苗族家族认同、增强家族凝聚力的

手段之一。②苗族家族意识的构建和延续有利于加强民族认同。

２．成立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年组织。一些胸怀大志的苗族青年继承了前辈自强不息的精神，
努力用自己学到的本领为民族的发展做贡献，期盼苗族能够在美利坚大地上兴旺发达。在美国一

些城市及大学校园出现了以苗族青年为主体的组织。他们收集、整理和宣传苗族的历史文化，同时

也给苗族移民讲解有关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律方面的问题，使苗族移民减少与主流社会的摩擦与

冲突，避免类似王柴事件的悲剧发生。③

为了传承苗族文化，苗族学生还经常抽出时间来学习老挝苗文。苗族有语言没有文字。老

挝苗文由传教士和语言学家创制，与中国川黔滇苗文、越南苗文一样，皆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

字，但表达声、韵、调的字母有所不同。苗族移民将老挝苗文带到美国，并用这套苗文出版了几

十种读物。

３．家庭教育与社区教育相结合。为了使青少年学习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苗族移民充分发挥
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的功能。家庭教育对苗族儿童的成长尤为重要，在家里有两种文化知识背

景的家长是孩子最好的第一任老师。苗族儿童从小就生活在讲母语的环境里有利于民族语言

的传承。

在苗族聚居区开办苗族文化学校或学习班，传承民族文化精髓。邀请熟悉苗族历史文化的长

者和民间艺人来上课，向青少年传授本民族的价值观，教授苗族歌舞、芦笙的演奏技巧、苗族服饰的

制作技艺等。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苗族社区、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老挝苗族社区都开展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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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美国社会中的苗族家族组织》，载《民族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
参见：“美国苗族老挝难民为争夺狩猎地盘谋杀６人”，《信息时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６日。２００５年发生在北威斯康星州苗族老挝

难民王柴（ＣｈａｉＶａｎｇ，音译）因为争夺狩猎地盘谋杀６人，被判刑入狱。苗族的传统观念没有“财产私有权”的意识，认为在森林里自由
地渔猎是苗族文化的一部分，不应用美国法律约束他们。而美国白人则非常珍视“拥有和捍卫自己领土”的权利。文化的冲突与和观念

的差异，最终酿成悲剧。



活动。通常，传统文化学习班由民间组织举办。为吸引年轻人参加学习，达到基本要求的学员获到

证书。碰到有偿表演苗族歌舞的机会就优先雇佣这些学员，以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４．开办正规的苗族学校。苗族学生感到与主流社会疏离的原因是普通学校的课程没有涉及
苗族文化，学校也没有足够苗族老师和学生。为此，明尼苏达州开办了几所包括小学、中学及专科

院校的苗族学校。学校以苗语为主要教学语言，英语为辅助教学语言。学校教职员工以苗族为主，

也有其他族裔的教师教英文课程。学生来自附近的苗族家庭，个别非苗族学生也来该校学习。①学

校营造了浓厚的民族氛围，教室的墙上随处可见苗族的芦笙、背篓、挑花以及苗族文化历史的绘图。

苗族学校的开办对传承苗族文化起到很好的作用。２０１１年，加利福尼亚州一所公立小学开设了苗
族语言沉浸课程。②苗族学校以传承民族文化为主，开展跨文化教育以培养学生跨文化的

适应能力。

５．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功能。现代传播媒介主要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报刊、杂志、书籍、互
联网等。大众传媒具有覆盖面广及影响力强的特点。苗族通过开办苗语电视台、苗语广播电台、苗

语苗文互联网、苗文报刊的方式宣传苗族文化。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开办了名为《苗族时代》和

《今日苗族》的刊物。有的苗族网站仅使用苗文制作，有的使用苗文和英文。通常，美国苗族同时

使用苗文和英文为居住在全美各地的苗族同胞传播民族文化。

６．文化寻根与文化重构。大多数苗族二代移民不会说苗语，对苗族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原因
一是来自主流社会同化的压力，二是自身面临挣钱谋生的生活压力。他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

来学习民族文化。随着岁月的流逝，一部分苗族移民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也有出国旅游或学习机

会。他们产生了探访苗族发源地、寻找祖先足迹的强烈愿望。有的人来到泰国难民营或苗族村寨

了解苗族历史文化。２００４年笔者赴泰国北部做田野研究期间，曾见过一些返回泰国的美国苗族移
民。其中一位是留学生小杨。１９８０年小杨刚满两岁就跟随在泰国难民营的父母移居美国。移民
经历给她及家人带来了崭新的生活。后来她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非常想了解自己的出生地及苗

族文化，于是利用写毕业论文的机会来到泰国清迈大学。小杨的成长经历也许是来自泰国难民营

的美国苗族后裔一个缩影。

虽然美国苗族移民是从其他国家移居到美国的，但他们知道苗族起源于中国。有人多次来到

国内的贵州、云南、湖南等地寻根问祖。他们到苗族地区亲自体验日常生活，参与苗族传统节日，感

受苗族传统文化的魅力，并把所见所闻录像带回美国与亲朋好友分享。如今在美国苗族经营的商

店或苗族新年集会场所都能买到反映苗族文化的音像制品、服饰、芦笙、刺绣手工品、苗文出版物、

苗族传统草药等物品。这些都是展示与传承苗族文化的方式。

苗族的文化变迁与文化重构加强了苗族移民的民族认同感。然而，这种认同不再是昔日东南

亚自给自足的山地民族的认同，而是在民族文化传承中凸显了国际化视野。

五、结 语

美国苗族移民的发展史充满了艰难曲折。最终他们在社会文化反差巨大的美国既成功地融入

主流社会，又顽强地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美国苗族移民取得的进步是惊人的。它的成功经验对妥

善处理目前棘手的国际难民问题颇有借鉴意义。它对世人的启示之一：无论何时何处精神家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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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遗忘。如今，苗族文化在美利坚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美国苗族移民为了生存与发展，不可能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为了民族自身的发展，本民族的

优秀文化遗产不能失传。因而，苗族年轻一代既要接受西方现代学校教育，也要接受本民族的传统

文化教育。西方教育与苗族传承教育相结合的模式对苗族移民适应社会生存发展及延续民族文化

基因具有重要的价值功能。苗族移民通过多年的拼搏奋斗，不断调整心态适应新环境，逐渐在美国

社会站稳脚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崭露头角。苗族移民与其他族裔移民都对美国社会经济

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美国是一个移民大国，经济发展与此相关。美国在重新安置

难民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安置苗族难民的经验就是其中一例。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签署

的关于禁止难民入境的行政命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希望美国能重新在难民安置问题上

发挥坚实的作用。①

跨国移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移民相聚在一起，不同的

文化接触与互动是必然的。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人们不但要珍惜本民族文化，也要了解其他民族独

特的文化。如果不同民族之间能够多一份尊重和理解，那么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矛盾冲突。

２００５年前发生在美国的苗族王柴事件以及２０１５年发生在法国的查理事件，文化冲突是导致惨剧
的主要原因。跨国移民要努力适应移居国的主流文化，认同移居国的价值理念，遵守其社会准则；

移居国的主流社会成员也要尊重移民的宗教文化信仰。世界和平发展需要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不

同民族的人们彼此尊重，求同存异、和睦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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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雪芳，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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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马德林：《联合国秘书长：希望美国“尽快”解除难民禁令》，载《中新网》，２０１７－０２－０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