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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岛国的民族

认同与国家认同浅析

　 庞 琴　 罗 韵　 黄绮琪

摘　 要:

太平洋岛屿国家对我国的周边安全和全球发展战略具有重要

价值。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 特别是国家

认同的现状这一影响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 缺乏系统和深入

的分析。 本文选取巴布亚新几内亚、 萨摩亚和汤加作为三个

典型案例, 分析这些国家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现状, 并

指出在这三个国家里, 国家认同的强弱主要是受两个因素影

响: 一是原有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否契合; 二是国家能

力的强弱。 在巴新, 分裂的民族认同和徒有其表的政体使得

国民的国家认同相当薄弱。 在萨摩亚, 尽管存在统一的民族

认同, 但是由于社会族群力量极度强盛而国家的权威相对衰

弱, 国家认同的发展受到限制, 国民的国家认同度一般。 而

在汤加, 由于社会的族群力量和国家的政治力量高度重合,

基本上是统一于国王及其贵族的领导之下, 国家认同感与民

族认同感紧密结合, 并在国家政治力量强有力的推动下, 获

得了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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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岛屿国家, 大都位于太平洋第二岛链以东, 在今日中国快速崛起的

背景下, 它们对我国的周边安全以及全球发展战略具有重大价值。 随着中国与

大洋洲的关系日益密切, 进一步了解这些岛国的政治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国家

认同是维系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 当今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的内部族裔冲突,

以及由此引发的分裂与恐怖组织活动,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咎于国家认同感的

薄弱, 因此, 从国家认同的角度分析岛国的政治发展状态,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

实意义, 特别是考虑到这些岛国的政治稳定性将极大地影响我国与当地的政

治、 安全和经济关系的开展。

国内学术界对于南太平洋岛国政治发展的研究目前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相

关的主要著作都是国外关于南太平洋岛国的研究译著, 且著作的性质多是对太

平洋岛国的种群情况、 社会族群情况及殖民历史的概述性分析, 如 《斐济现

代史》① 《巴布亚和新几内亚地理》② 《新几内亚简史》③。 关于民族和国家认同

问题, 只有少量的相关译著。 澳大利亚学者格雷厄姆·哈索尔 ( Graham

Hathor) 在 《太平洋群岛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冲突 (上)》 中介绍了太平洋群岛

的民族与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状, 评论了该地区民族主义的特征和民族冲突的

历史根源。④ 美国学者塞赖莎·米尔福德 (Se Laisuo Milford) 在 《帝国主义与

萨摩亚人的民族认同》⑤ 中分析了萨摩亚人在国内和国外所面临的民族认同问

题, 并指出帝国主义的干预是造成萨摩亚群岛地理、 社会和政治分裂的原因。

国内有很少量的作品研究太平洋岛国独立后的宪政改革和现代化进程, 如

《由萨摩亚宪政发展看中国的宪法文化危机》⑥ 《南太平洋岛国现代化研究》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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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世界现代化历程: 大洋洲卷》①。 但是, 总的来说, 目前国内外对于该

地区国家的政治研究很少或几乎不涉及国家认同问题, 或并未进行充分深入讨

论。

认同 (identity) 一词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政治学领域广泛使用的一个

概念。 认同首先意味着一种 “同一性”, 在心理学中指的是一种心理机制, 一

个人据此有意或无意地将另一个人或群体的特征归属于自己。② 弗洛伊德认为

“认同” 是个人与他人、 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情感上、 心理上趋同的过程。③ 在

社会心理学中, 认同则是指建立在共同体成员共同特性 (同一性) 基础上,

区别于他者的共有形象以及成员由此产生的对共同体的归属感。④ 民族认同

(ethnical identity) 是指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 态度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

这种群体水平上的认同包括群体认识、 群体态度、 群体行为和群体归属感四个

基本要素。⑤ 国家认同 (national identity) 是指个体对自己所属国家的历史文

化传统、 道德价值取向、 理想信仰信念、 政治主权等的认同。⑥ 国家认同本质

上也是一种群体认同, 但是和纯粹的民族认同相比, 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认

同, 强调公民对国家的政治权力和统治权威的认可、 接纳、 服从、 忠诚;⑦ 而

民族认同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和文化认同。⑧ 国家认同是随着人出生时被赋予的

公民身份而具备认同前提的, 国家通过颁布法律和制定政策保证公民的权利,

公民则履行相应的义务, 因此, 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公民意识, 是维系个体

670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王宇博、 汪诗明、 朱建君: 《世界现代化历程: 大洋洲卷》,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张旭鹏: 《文化认同理论与欧洲一体化》, 《欧洲研究》 2004 年第 4 期, 第 66 ~ 77 页。
张宝成: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跨国民族视阈下的巴尔虎蒙古人身份选择》, 人民出版社,
2012, 第 272 ~ 273 页。
李明明: 《论欧盟区域认同的社会建构》,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5 期, 第

14 ~ 20 页。
Cara J． McCowan, Reginald J． Alston, “ Racial Identity, African Self-consciousness, and Career in
Decision Making in African American College Women ”,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 26 (2), 1998, pp． 98 - 108．
贺金瑞、 燕继荣: 《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3 期, 第 5 ~ 12 页。
陈茂荣: 《论 “民族认同” 与 “国家认同”》, 《学术界》 (月刊) 2011 年 4 月, 第 155 期, 第

56 ~ 67 页。
Sandra Joireman,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Bloomsbury Academic, 2003, p． 2．



　太平洋岛国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浅析　
┈┈┈┈┈┈┈┈┈┈┈┈┈┈┈┈┈┈

和所属国家之间关系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① 只有当一个国家中的大部分国

民在思想上理解自己归属于这个国家, 确认自己的公民身份并且认同国家的政

治制度和理念时, 国家政治的稳定性才能得到保证。

有关 国 家 认 同 感 的 来 源, 有 两 大 基 本 流 派。 第 一 种 是 “本 源 论”

(primordialism), 这一派认为国家认同感来自社会成员对彼此之间共同的种族、 社

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纽带的认知;② 而与此对立的是 “工具说” ( instrumentalism),

该流派认为所谓 “共同的文化和历史” 只是一种想象, 是外在的政治和经济

力量塑造的假象。③ 国家认同感是国家 (或者代表国家利益的知识分子) 为了

创造自身的政治合法性而有意识地通过教育和文化宣传等方式向国民灌输

的。④ “本源论” 强调社会成员内部原生的历史记忆, 作为纽带凝结社会成员,

成为推动国家认同感发展的原动力。 而 “工具论” 则强调以政府为中心的政

治力量对国家认同感的刻意塑造, 认为政府实际上对社会成员的集体历史记忆

进行了再塑造, 目的是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性。 目前学术界认为两派的解释都有

合理之处, 国家认同感既来自社会共同体内部原有的共同历史和文化, 也来自

国家政府等政治力量的塑造。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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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巴布亚新几内亚、 萨摩亚和汤加作为三个典型案例来说明南太平

洋岛国的国家认同现状, 并主要分析其强或者弱的原因。 这三个国家分别代表三

种不同程度的国家认同: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家认同度很低, 国内政治比较混

乱; 萨摩亚国民的国家认同度中等, 政治稳定性居中; 汤加国民的国家认同度最

高, 政治最稳定。 我们发现, 在这三个国家里, 国家认同的强弱主要与两个因素

有关: ①原有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否契合; ②国家能力的强弱。 在巴新, 分

裂的民族认同和徒有其表的政体使得国民的国家认同相当薄弱。 在萨摩亚, 尽管

存在统一的民族认同, 但是由于社会族群力量极强, 而国家权威相对衰弱, 国家

认同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 国民的国家认同度一般。 而在汤加, 由于社会的族群

力量和国家的政治力量高度重合, 基本上统一于国王及其贵族的领导, 国家认同感

与民族认同感紧密结合, 并在国家政治力量强有力的推动下, 获得了稳定发展。

一　巴布亚新几内亚——民族地区主义

　　对国家认同建构的阻碍

巴新国内分散的民族认同①成为阻碍国家认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支离破碎

的民族认同使得社会成员个体更倾向于归属区域集体, 原因可归咎于其地理环

境、 被殖民的历史及发育不良的现代政体。 多民族文化无法整合为国家文化,

而发育不良的国家政体缺乏有效的约束力来加强政府的合法性, 巴新的国家认

同是 “早产儿”, 虽已经形成却非常脆弱。

1． 区域性民族认同的形成原因与影响

(1) 地理因素

地理因素奠定了巴新地区民族主义的基础, 巴新具有分割性的地理因素决

定了民族的区域性。 巴布亚新几内亚位于赤道以南, 西与印度尼西亚的巴布亚

省接壤, 南隔托雷斯海峡与澳大利亚相望, 东南面与所罗门群岛一衣带水, 东

距瑙鲁 3000 公里, 北距美国关岛、 密克罗尼西亚和马绍尔群岛 3000 公里。 全

境共有 600 多个岛屿, 主要包括新几内亚岛、 新不列颠、 新爱尔兰、 马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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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干维尔等。 新几内亚岛东半部山岭重叠, 主要山脉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

中部偏西地区以马勒山脉为主, 山脉高度由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 山地宽度逐

渐变窄, 形成东南半岛。① 居住在巴新本土南部及东南部各省的居民约占全国

总人口的 35% , 一般称巴布亚人; 居住在巴新本土北部和沿海各岛屿的居民

则称新几内亚人。② 而布干维尔岛上的居民则有意识地区别于本土居民。

(2) 语言因素

区域上的隔绝导致语言的多样性, 最早的本源说理论强调共同的语言是产

生国家认同感的关键。③ 虽然巴新的官方语言为英语, 但是地方语言有 820 余

种之多, 即使在本土, 南北双方亦是说不同的语言。④ 许多语言之间没有或只

有微弱的联系, 巴新政府亦曾经规范语言, 希望可以使国内的交流更为顺畅,

然而只以某一部落的语言为基础进行规范的话, 其他部落在感情上很难接受,

因此语言规范化成效不大。⑤

还有学者认为巴新的这种语言差异性并非源自人口迁徙或自然环境对人口分

布的划割。 恰恰相反, 聚居在一起的人们仿佛自然而然地选择分化为迥然相异的群

落社会, 这种分化过于细密以致难以保证相互之间的顺畅交流。⑥ 巴新的部落还会

以语言的差异性作为身份标识, 一支巴新的斯莱皮特语族群就将他们表达 “不”

的词 “bia” 改为了 “bune”, 以此与邻近村落的其他斯莱皮特语群落相区别。⑦

(3) 殖民因素———分治模式

英国和德国都曾对巴新进行殖民, 殖民历史记忆使巴新国内的不同部落各

自共享着自己的历史记忆, 这种历史记忆巩固了部落的民族认同, 但是阻碍了

现代巴新国家认同的构建。

1790 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关注巴新, 直到 1886 年, 英德两国就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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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的保护国范围达成协议, 德国占领该岛东北部地区及附近岛屿, 称 “德

属新几内亚”, 英国占领该岛东南部地区及附近岛屿, 称 “英属新几内亚”。

这种分治方式产生在国家出现之前, 使得人们对于权威的认同仅仅停留在部落

层面, 可以说这种分治方式强化了人们的民族认同。

以布干维尔岛的分离主义为例, 部落认同过强影响对国家的认同。 布干维

尔岛本身是从英属所罗门群岛转到德属新几内亚的, 然而殖民行政范围的改变

并没有使人们忠诚于新的所属政府。 比如当政府需要征用当地居民的土地采矿

时, 布干维尔岛的人们敢于并且有能力与政府对抗。 到了巴新准备独立的时

候, 布干维尔的人民亦宣称, 即使布干维尔不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分离或独立,

至少也应寻求自治。① 最终, 当 1975 年巴新宣布独立时, 成立了布干维尔省,

布干维尔是目前巴布亚新几内亚唯一的自治区。

(4) 殖民因素——— “间接统治”

殖民时期所实行的 “间接统治” 同样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 人们会

将部落权威奉为神明, 而不会依从疲软政府的治理。 “间接统治” 是殖民者减少

殖民地管理投资成本的方法, 即由族群首领作为中间人代为管理。 在农村的乡村

法院, 采用传统的理念, 特别是与土地有关的法律案件, 通常都以当地习惯法做

出裁定。② 事实上, 曾多次担任巴新内阁总理的迈克尔·索马里在 1992 年议会

重新采用死刑制度时就说, 在制止严重犯罪方面, “现代的” 刑罚没有传统的

刑罚那么有效。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社会中, 群体之间的战事是 “长期的、

不间断的和地方性的”, 这已被描述成公认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以前曾有过

各种传统的和解方法, 当这些方法不起作用时, 冲突就会发生, 这与现代国家

的出现无关。③ 可见, 在 “间接统治” 的管理模式下, 地区内部社会力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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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布干维尔冲突的起源, 有民族、 文化和阶层三个分析视角, 相关论述参见 Anthony
J． Regan, “Current Developments in the Pacific Causes and Course of the Bougainville Conflict”, 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Vol． 33, No． 3, 1998, pp． 269 - 285。 转引自韩锋、 赵江林编著 《列
国志·巴布亚新几内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第 57 页。
韩锋、 赵江林编著 《列国志·巴布亚新几内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第 49 页。
阿郎·贝都勒夫斯基: 《当代新几内亚高地的战事》, 《种族》, 23: 2, 第 74 页。 转引自

〔澳〕 格雷厄姆·哈索尔、 李启欣: 《太平洋群岛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冲突 (下)》, 李研译, 林

致平校, 《世界民族》 1997 年第 3 期, 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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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行为直接由地区社会势力规范, 国家法律条文的约束力不强。

天然的地理因素使得巴新国内的族群自然分化, 而语言的多样性使得族群

难以轻易融合; 而作为身份标识的语言差异难以消除, 统一民族认同就很难建

立。 殖民时期的分治模式则强化了区域意识, 构建了强烈的区域历史记忆, 这

是对国家认同构建的横向破坏。 而 “间接统治” 的管理模式, 则纵向地进一

步加固了区域的民族认同, 即强化了个体对区域 (特别是其内部的社会势力)

的归属与忠诚, 而不是作为公民对国家法律与政策的认同。

2． 国家能力的不足

国家认同的建立需要国家机器在国民中有意识地进行教育和文化宣传。 然

而巴新国家能力有限, 难以强力而有效地引导国民共同建构国家认同。 政治选

举制度的水土不服以及政党文化的缺乏是国家政体建设失败的两大原因。

(1) 选举制度水土不服

巴新政体的外部植入性表现为模仿英国的议会制, 形式上具有一套完整的

政体, 然而这一套选举制度明显是水土不服、 杂乱无章的, 它不仅不能代表巴

新国内大部分人的利益, 甚至不能健康有效地运转。

巴布亚新几内亚议会称 “国民议会”, 实行一院制, 议会是国家的最高权

力机关。 2012 年巴新国内就有 46 个政党、 3435 名候选人竞选 111 个议席, 然

而当一个席位有 33 位候选人竞争的时候, 选票容易分散到各个候选人手中,①

如 2002 年的选举中一些当选议员的得票率只有 5% 。 当选者所代表的是少部

分人的利益, 这显然不能够满足大部分人的利益需求。 买选票也因此变成了一

种竞选手段 (成本比较小)。② 当选议员仅对很小一部分投票给自己的选民负

责, 并不能很好地代表该区选民, 也不会很好地履行对选民的承诺, 这种政治

选举制度最终只会与本国现实脱节, 成为政客们自娱自乐的政治游戏, 不可能

成为赢得国民认同的方式, 亦不可能促使国家认同的有效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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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Papua New Guinea National Parliament”,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http: / / www． ipu． org /
parline / reports / 2247_ E． htm; Simon Eroro and Johnny Poiya, “3435 Candidate Set to Contest for
111 Seats In PNG Elections”, East-West Center Website, http: / / pidp． eastwestcenter． org / pireport /
2012 / May / 05 - 30 - 02． htm。
Benjamin Reilly, “ Political Engineering and Party Politics in Papua New Guinea”, Party Politics,
Vol． 8, No． 6, p．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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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党文化的缺失

巴新国内的政党文化亦因政体的发育不完善而畸形地发展, 表现为个人主

义崇拜以及党性的随意。 曾先后三次担任政府总理的迈克尔·索马里, 实际

上, 其前两次担任总理是代表潘古党, 现在则是国民联盟党的领袖———1980

年, 迈克尔·索马里领导的政府曾被不信任案推翻, 辞去潘古党领袖职务后成

立国民联盟党并任领袖。 候选人比政党更有影响力, 使得候选人在选举上比政党

更有优势, 是候选人选择政党, 而不是政党根据政治理念吸纳成员。 每届政府的

形成几乎都由政治领袖凭借个人魅力或者利益聚拢议员, 政党只是被当作保持权

力的工具。 政党的个人化会加剧政局的不稳定性。 2012 年 1 月 26 日, 巴布亚新

几内亚一座兵营发生政变, 目的是要求被议会投票废黜的前任总统迈克尔·索马

里重新上任。 这种政党的不稳定性的背后是分散的族群效忠和议员的低支持率。

其实归根到底, 短短几十年间跑步进入现代国家, 巴新的政治制度发育不

可能如西方民族国家般完善, 政党组织缺乏群众基础是政党发展过程中底层构

建的障碍, 而政党间区别甚小的执政理念则使得政治上层构建缺乏动力。 政党

之间因部落、 个人利益而竞争, 却几乎不关注政治理念、 国家层面的问题,①

使得国家认同缺乏制度基础; 没有常态化、 正常化的国家政治制度, 国家认同

的构建则无从谈起。

个人崇拜和党性的随意是巴新政党文化不健全的表现, 个人崇拜背后反映

的仍然是强势的族群利益认同, 即区域性的民族认同, 国民更愿意相信某位政

客的能力, 而拒绝建设各自富有理念的政党文化, 实质上阻碍了巴新国家认同

的发展, 使得国民的认同一直停留在民族认同的层面上; 而缺乏有效的国家能

力, 国家认同的构建难以为继。

总而言之, 巴新的区域的民族认同处于强势地位, 并没有发展到整个国

家, 从而形成与地区结合的区域民族认同, 而多民族的民族认同无法整合, 有

限的国家能力也未能有效地构建国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 巴新的国家认同的构

建仍有一段非常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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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enjamin Reilly, “Democracy, Ethnic Fragmentation, and Intern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Winter, 2000 - 2001, p．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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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萨摩亚——传统权威下的国家认同构建

萨摩亚于 1962 年独立, 曾是德国的殖民地, 又称西萨摩亚, 人口 99%为

萨摩亚族人。 尽管萨摩亚是南太平洋地区第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 并且实现了

民族自决, 但是萨摩亚人现在认可的国家是在殖民地时代创建的, 而且边界也

是由原殖民政府划定的, 这些边界仍然将社会分裂开来, 给后来公民的国家认

同危机带来深远影响。

1． 强势的传统权威

在被殖民前, 萨摩亚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 本土存在一套明确的社会文化

和风俗, 称为 “法阿萨摩亚”; 同时也存在一套明确的社会等级制度, 以 “马太”

为统治单位, 每个村、 地区和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 “马太”, 并分别由家族首领、

村首领及地区首领构成。 这种 “马太” 统治架构维持着全国统一的权威、 共有的

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 而 “法阿萨摩亚” 则维系着整个国家的民族认同感。

“马太” 体制和 “法阿萨摩亚”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被殖民过程中, 萨

摩亚民族分裂为美属萨摩亚和德属萨摩亚, 美、 英、 德三国通过 《柏林总协

定》 对群岛进行协同管理并对土著王权予以实际否定。① 这种架空本土首领权

力的管理制度让土著居民不满。 当后殖民时期到来、 民族自决运动开始时, 这

种统治形式随即被推翻, 以酋长为权力中心的统治开始恢复并披上了现代化的

外衣。 虽然 1948 年成立的 “全国立法会议” 减少了土著王权对政治的参与,

但投票权仍是马沓伊 (即酋长) 阶层的专利, 这种制度在 1962 年西萨摩亚取

得独立时并未受到质疑, 直到 1999 年普选制最终实现时止。 而且尽管如此,

候选资格仍然是酋长的特权。② 事实上, 由于与 “马太” 等社会势力相结合的

民族认同非常强烈, 萨摩亚的政治体制不得不对这种传统做出诸多妥协, 通过

宪法确定对最高马沓伊头衔拥有者的安排, 从而获得一种基于传统的政治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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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华: 《萨摩亚 “共管” 体制: 19 世纪末美英德一次失败的殖民合作》,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年第 3 期, 第 7 ~ 13 页。
汪诗明: 《论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现代化进程及特点》,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5 期, 第 70 ~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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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这同时也是国家政权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举措。 这种传统权威和国家政权

权威的结合提升了国家的合法性, 促进并发展了萨摩亚的国家认同。

萨摩亚国内传统权威与现代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也在进一步加深国家认同

危机。 西萨摩亚传统土著政治精英在政治上享有较稳定的政治合法性, 独立后

成为人民心目中的国家的代表, 但他们的政治目标不是以实现民族或社会的整

合来促进民族国家的现代化, 相反, 如何维持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和权威才是他

们最关注的事情。 他们常常利用甚至制造阶级的、 种族的、 社会的分裂来宣传

自己的合法性, 寻求社会民众对自己的政治、 社会文化权威的认可。① 因此,

国家认同构建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土著社会精英蓄意推动的结果。

2． 脆弱的国家能力

萨摩亚脆弱的国家能力削弱了国民的国家认同。 萨摩亚国家能力比较弱,

表现在国家当局保卫国家安全和国民利益的能力和职能的缺失。 国家当局的首

要职能就是立国安邦, 保国卫民。 正是为了履行这一职能, 国家当局才有理由

扩大其权力, 并建立军队、 政府机构和有效的赋税制度。 在通常情况下, 保卫

国家安全的职能降低了, 国家当局的权威就降低了, 人们也不像过去那样认同

自己的国家, 相反, 更认同国家层次以下的和跨国的群体。② 萨摩亚国内没有

常规的军队, 仅有 500 多名警察, 负责治安和交通。 萨摩亚也没有常规的防御

工事或常规军事力量, 仅和新西兰存在非军事的防御纽带, 新西兰咨询和考虑

萨摩亚的一些要求, 并在 1962 年友好协定下提供协助, 这大大削弱了萨摩亚

政府保卫国家安全的能力, 使其政治权威和政府功能更加脆弱, 也让国民产生

不安全感, 这种不安全感不利于构建萨摩亚人民的国家意识和增强对国家的认

同。 这是因为一国的国民想当然地会寄望国家保卫他们的生命安全和保护他们

的利益, 而且在某些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武力,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连保卫国

家以及国民安全和利益的能力都缺乏, 那么国民就会认为这个政府不值得信

任, 当不了庇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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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雷芳、 张志兵: 《南太平洋岛国现代化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1 年第 9 期, 第 158
页。
〔美〕 塞缪尔·亨廷顿: 《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程克雄译, 新华出版

社, 2005, 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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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亚脆弱的国家能力还体现在中央和地方各自为政, 中央政府难以将触

角深入地方。 在地方一级, 萨摩亚仍保留了传统地方自治体制———马沓伊制

度, 以 “马太” 为统治单位, 每个村、 地区和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 “马太”,

并分别由家族首领、 村首领以及地区首领构成。 上述统治架构可以说是萨摩亚

式的民主制度, 其作为一种历史传统在今天仍然得到了继承与发展, 这为强烈

的地区主义民族认同奠定了基础。① 同时, 这套传统的马沓伊运作规则, 主要

遵循的是萨摩亚三千多年来的习惯法, 中央政府权力基本上被阻隔在外。 这种

依托传统、 与地区相结合的民族认同根深蒂固, 使地方认同取得对中央认同的

胜利并得到了巩固, 从而降低了国家政权的权威, 使国家的合法性基础面临危

机, 造成了国家认同危机。

总之, 在萨摩亚, 与传统酋长特权结合的强烈民族认同对萨摩亚国家认同

的构建产生了有利和不利影响。 当外部势力抽离萨摩亚本土的时候, 萨摩亚政

府缺乏强有力的国家政府对社会成员的身份进行再整合与标签化, 亦是萨摩亚

国家认同构建不完全成功的原因。 总的来说, 尽管萨摩亚民族有着共同的文化

纽带, 但无奈国家能力脆弱加之萨摩亚国内传统权威与现代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

不断加深而造成萨摩亚国民的国家认同危机。 可喜的是, 如今萨摩亚正逐渐发生

新变化, 过去人们对氏族和村庄的忠诚正慢慢被对民族国家的归属感取代, 民族

主义和民族国家的观念深入人心; 平民日益走出村庄, 参与到国家和政治事务中

去。 因此, 我们有理由相信, 萨摩亚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正在逐步增强。

三　汤加——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完美结合

汤加与萨摩亚相似, 也是单一民族国家, 与萨摩亚的酋长制不同, 汤加

的传统权威强化民族认同, 并为国家的合法性提供有效保护, 从而加强了国

家认同的构建, 对 “集体自我” 的坚持使得汤加面对众多政治改革亦能从容

不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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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 塞赖莎·米尔福德: 《帝国主义与萨摩亚人的民族认同》, 杨国标译, 《世界民族》 1989
年第 4 期, 第 59 ~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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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萨摩亚等南太平洋岛国不同的是, 在汤加的政治生活中, 民众的民族认

同感, 包括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不是来自部落酋长等社会力量及其相关的传

统社会体制, 而是来自国民对君主和贵族实行统治的认同。 也就是说, 在汤

加, 国家的主要政治力量, 包括君主和贵族, 他们既是民族认同的核心, 也是

政治与国家认同的对象。 事实上, 与萨摩亚的部落酋长相比, 汤加国王更具备

团结国民、 增强民族认同感、 树立国家政权合法权威的功能, 这是因为汤加的

传统文化, 特别是其宗教信仰是以君主为中心的。 在汤加的传统宗教信仰中,

首领和贵族都有上帝赋予的超能力。 这种宗教信仰同时也是汤加民族认同感的

一部分。

汤加国民紧密结合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可以从他们的政治历史中得到很

好的诠释。 第一, 在过去汤加的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中, 国王掌握军政大权。

议长和内阁大臣等高级官员均由国王任命。 社会分王族、 贵族和平民三个阶

层, 但社会权力集中在贵族手中。 议会为一院制, 由全体内阁成员、 9 名贵族

议员和 9 名平民议员组成。 贵族议员从全国 33 名贵族中选举产生, 平民议员

经普选产生, 议长由国王在贵族议员中任命。 国王有权召开或解散议会, 议会

通过的法案需经国王批准方能生效。① 新的政治制度安排保持了与传统的一致

性, 即贵族掌握大部分权力, 受到国王庇护。 这样的制度得到了世袭贵族的拥

护, 国王得以确立牢固的统治, 保证了国家的稳定与和平。 此外, 与其他实行

君主制的南太平洋国家不同, 汤加的君主立宪制不是外部强加的, 而是一次又

一次成功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造就的, 它延续了汤加辉煌的国家历史———汤加王

国是一个古老的王国, 其辉煌的民族历史激发了汤加人民的民族自豪感, 促进

了汤加人民的国家认同。

第二, 现代化的君主立宪制的建立使汤加避免了完全沦落为西方殖民地的

命运。 汤加王国在陶法阿豪·图普的带领下于 1875 年实行改革, 仿效英国建

立了完善的君主立宪制。 帝国主义列强发现, 把一个拥有宪法和完整的司法系

统甚至拥有中等学校的国家变为殖民地, 很难证明其合理性。② 1900 年, 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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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岛国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浅析　
┈┈┈┈┈┈┈┈┈┈┈┈┈┈┈┈┈┈

和英国签订条约, 英国成了汤加的保护国, 汤加保留除外交权之外的所有权力

和机构。 1970 年汤加又恢复了全部主权。 如此政治和社会的连续性在西南太

平洋岛国中是唯一的, 加强了汤加的国家凝聚力。

在民主化过程中, 对比其他岛国, 汤加并没有因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割

据而出现政局动荡, 而是实现了向民主化的成功过渡, 体现了国家强有力的

政治控制能力以及民众的国家认同感。 现代化民主进程开拓到这小岛上时,

一些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成员, 如民选议员、 教会牧师、 工商业者等,

组织发起了 “汤加人权与民主运动”。① 面对民主化运动浪潮, 2009 年 1 月,

汤加成立政改委员会 (Constitutional and Electoral Commission), 讨论改革宪

法、 选举和政治制度等问题, 计划在 10 月向议会提交改革草案, 2010 年实

施。 在 2010 年的议会选举中, 有 9 名贵族议员和 17 名平民议员胜出, 平民

议员在汤加议会中占大多数, 这在汤加是第一次。 因此, 汤加国王宣布, 选

举当天是汤加王国 “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 此外, 根据汤加新颁布的选举

法, 大选后, 国王将成为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国家元首, 而首相则成为掌握实

权的政府首脑。② 这种民主化的进程并没有受到贵族等社会势力的反对, 民众也

迅速接受了政治变革的结果, 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 这足以说明政府在应变及

控制社会方面具有良好的能力, 同时也展现了汤加民众稳定的国家认同感。

总的来说, 汤加国内表现为传统权威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是其国家认同能够

发展并强化的内在原因, 而与传统权威紧密结合从而得到提升的国家能力则是

国家能够稳定发展的辅助因素, 两者缺一不可。

小　　结

本文选取巴布亚新几内亚、 萨摩亚和汤加作为三个典型案例来说明南太平

洋岛国的国家认同的现状, 并分析其强弱的原因。 这三个国家分别代表三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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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程度的国家认同: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家认同度很低, 国内政治比较混乱;

萨摩亚国民的国家认同度中等, 政治稳定性居中; 汤加国民的国家认同度最

高, 政治最稳定。 研究发现, 第一, 就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来说, 在巴

布亚新几内亚, 由于民族 (族群) 众多, 分裂的认同导致区域主义, 在这种

情况下, 内部民族认同越强烈, 国家认同就越低。 而对单一民族国家萨摩亚和

汤加来说, 民族认同则推动国家认同的发展, 两者共生共长, 原因是两者之间

存在诸多重合之处。 第二, 国家的能力对这三个国家的国家认同都具有重要影

响, 二者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即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越强, 国民的国家认

同就越强。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松散的政治体制和脆弱的国家无力进行建立国

家认同所需的文化和制度建设, 国民的国家认同感较低。 在萨摩亚, 中央政府

缺乏实际控制地方的行政能力, 使得国家的合法性基础面临危机, 降低了国家

认同。 在汤加, 国家的主要政治力量, 特别是君主和贵族, 建立了强有力的制

度维持自己的政治权力, 并通过传统文化特别是宗教加强自己权力的合法性,

从而加强了民众对现有政治制度的认同, 提升了国家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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