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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黎巴嫩侨民与祖籍国的关系是东地中海地区乃至整个中东地

区海外侨民与祖籍国关系的典型代表ꎮ 黎巴嫩的移民活动可以分为两大历

史阶段ꎬ 即黎巴嫩独立前的奥斯曼帝国晚期和法国殖民统治时期ꎬ 以及黎

巴嫩建国后的现代时期ꎮ 殖民主义遗产、 教派冲突、 经济危机、 内战等因

素对黎巴嫩移民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身份认同与经济纽带构成了黎巴嫩侨民

保持与祖籍国联系的主要方式ꎮ 侨民对黎巴嫩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教派认

同到区域认同ꎬ 再到国家认同的过程ꎬ 既得益于其自身在宗教、 民族、 文

化等方面的社会构建ꎬ 也与黎巴嫩政府的侨民政策密不可分ꎮ 黎巴嫩侨民

与祖籍国的经济联系主要包括侨汇、 债券投资与寻亲旅游等方式ꎬ 并为黎

巴嫩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ꎮ 黎巴嫩侨民与祖籍国的联系尚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ꎮ 未来ꎬ 如何合理利用和管理侨民资源是黎巴嫩国家治理的重要课

题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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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中民ꎬ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ꎻ 林昕煜ꎬ 上海外

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ꎮ

在流动性和相互依存不断增强的世界中ꎬ 侨民在全球经济和文化交流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ꎬ 随之产生的跨国网络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作为

非国家行为体的侨民ꎬ 不仅促使人们思考个人与集体的身份认同问题ꎬ 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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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侨民对祖籍国的身份认同及其经济贡献　

为 “高度国际政治化的问题ꎬ 引起国家元首、 内阁、 国防、 安全和对外关系

等部门的关注”ꎮ① 当前ꎬ 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通过制定、 完善法律法规及相

关具体举措加强侨民与祖籍国的联系ꎮ 长期以来ꎬ 由于国内政治、 经济发展

不平衡ꎬ 战争与冲突不断ꎬ 黎巴嫩经历了长达近两个世纪的移民浪潮ꎮ 黎巴

嫩独立后ꎬ 由于担心教派分权结构随教派人口的变化而破裂ꎬ 黎巴嫩政府不

再进行官方的人口统计ꎬ 因此外界很难获取黎巴嫩侨民的准确数字ꎮ 据有关

研究ꎬ 生活在海外的黎巴嫩侨民数量约为 １ ３００ 万人左右ꎬ② 远高于目前黎巴

嫩本土的 ６００ 万人口ꎮ 黎巴嫩侨民虽然远离故土ꎬ 但仍通过文化、 经济联系

的方式与祖籍国进行密切互动ꎬ 黎巴嫩侨民与祖籍国的关系也构成了东地中

海地区中东国家海外侨民与祖籍国关系的典型代表ꎮ
目前ꎬ 国内外学界对黎巴嫩侨民与祖籍国互动关系的研究尚十分薄弱ꎮ

从国内学界的研究现状看ꎬ 其研究的重点是周边国家流向黎巴嫩的难民ꎬ 但

对黎巴嫩向外移民的情况却缺乏关注和研究ꎮ 国外学界对黎巴嫩侨民与祖籍

国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关于侨民与黎巴嫩的联系及其影

响的研究ꎬ 主要包括侨民对黎巴嫩现代化的影响③、 贸易联系对黎巴嫩侨民文

化认同的影响④、 黎巴嫩侨民与祖籍国的关系网络及经济影响⑤、 对黎巴嫩侨

民文化认同的田野调查⑥、 黎巴嫩侨民的政治行为⑦、 黎巴嫩国内政党对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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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民的竞争及影响①、 黎巴嫩侨民的政治参与②ꎬ 以及侨民精英与普通侨民对

黎巴嫩政治影响的差异等③ꎮ 二是关于黎巴嫩政府侨民政策的研究ꎬ 主要包括

黎巴嫩政府侨民政策④和移民政策⑤、 黎巴嫩外交部门对侨民的保护等内容⑥ꎮ
通过文献分析可以发现ꎬ 国内学界尚未对黎巴嫩侨民问题进行系统研究ꎬ 国

外的研究多关注特定时期侨民对黎巴嫩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等领域的影

响ꎬ 以及黎巴嫩当局的侨民政策ꎬ 但对近代以来黎巴嫩侨民与祖籍国的关系

尚缺乏全面、 系统、 深入的研究ꎮ 因此ꎬ 本文拟从身份认同和经济纽带两个

层面对近代以来黎巴嫩侨民与祖籍国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ꎮ
在进入系统研究之前ꎬ 首先需要对本文的核心概念 “侨民” 进行讨论和

界定ꎮ 有学者认为ꎬ 侨民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具有以下特征: 从最初的 “中心” 流散

到两个甚至更多的 “边缘” 地方ꎻ 保留着 “关于祖籍国的集体记忆、 想象和

神话”ꎻ 深信自己不能或不完全能被住在国社会所接受ꎻ 深信自己及其后代会

在适当的时候返回祖籍国ꎻ 拥有忠诚、 拥护或建设祖籍国的愿景ꎻ 因与祖籍

国保持持久的关系而拥有民族共同体意识ꎮ⑦ 另有学者认为ꎬ 在通常情况下ꎬ
侨民被广泛地定义为具有共同民族起源却生活在其祖籍国之外的特定群体ꎬ
他们自认为或被他人认为是其本国民族共同体的成员或潜在成员ꎬ 这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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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其住在国地理位置和是否拥有公民身份的影响ꎮ① 当前ꎬ 侨民的含义更加

宽泛ꎬ 涵盖了劳工移民、 临时移民以及留学生等群体ꎮ② 结合上述情况ꎬ 本文

把黎巴嫩侨民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宽泛地定义为自愿或被迫离开黎巴嫩ꎬ 但

仍对黎巴嫩保持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黎巴嫩移民及其后裔ꎮ 部分侨民拥有

黎巴嫩和侨居国双重或多重国籍ꎬ 也有部分侨民不拥有黎巴嫩国籍却具有黎

巴嫩血统ꎬ 但他们都被视为黎巴嫩侨民ꎮ 尽管黎巴嫩侨民与祖籍国距离遥远

且分散在世界各地ꎬ 但 “居住在黎境外的黎巴嫩人与其祖籍国保持着密切联

系ꎬ 他们仍因共同的文化特征和同祖籍地的共同联系而团结在一起ꎮ”③

一　 黎巴嫩侨民的历史演进

尽管部分黎巴嫩人将移民活动与古代腓尼基人的航海活动和商业特性联

系起来ꎬ 突出其身份的腓尼基特性ꎬ 形成了一套基于 “腓尼基主义”
(Ｐｈｏｅｎｉｃｉａｎｉｓｍ) 的移民理论ꎮ④ 但古代腓尼基人的商业和殖民活动并非本文

关注的对象ꎬ 本文主要探讨近代以来黎巴嫩人移民的历史及其与祖籍国的关

系ꎮ 黎巴嫩的移民活动已持续近两个世纪ꎬ 其历史演变可以分为两大历史阶

段ꎬ 即 １９ 世纪中叶至 １９４３ 年黎巴嫩独立前的奥斯曼帝国晚期和法国殖民统

治时期ꎬ 以及黎巴嫩建国后的现代时期ꎮ
(一) 奥斯曼帝国晚期和法国殖民统治时期

黎巴嫩自 １５１７ 年被奥斯曼帝国占领后ꎬ 在行政上隶属于大叙利亚行省

(包括现在的叙利亚、 黎巴嫩、 以色列和约旦)ꎬ 但黎巴嫩山区基本上处于帝

国的行政控制之外ꎬ 长期以来一直是持不同政见宗教团体的避难所ꎮ 在 １９ 世

纪早期ꎬ 该地区的政治权力由两个教派即马龙派基督徒 ( Ｔｈｅ Ｍａｒｏｎｉｔ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 和伊斯兰教德鲁兹派 (Ｔｈｅ Ｄｒｕｚｅ) 共享ꎮ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ꎬ 黎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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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派知识分子把腓尼基人与黎巴嫩人的身份相联系ꎬ 他们认为关于腓尼基人的历史叙事是黎巴嫩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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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爆发了反对奥斯曼帝国及其形式上的行省埃及穆罕默德阿里政权联合占

领黎巴嫩的斗争ꎻ １８４０ 年ꎬ 埃及军队撤出黎巴嫩后ꎬ 英、 法两国为争夺黎巴

嫩的市场ꎬ 不断挑起基督教马龙派与伊斯兰教德鲁兹派之间的斗争ꎮ 奥斯曼

帝国乘机于 １８４２ 年重新占领黎巴嫩ꎬ 并将黎巴嫩分为两个省ꎬ 北部由亲法的

马龙派封建主管辖ꎬ 南部则归亲英的德鲁兹派封建主统治ꎮ １８６０ 年ꎬ 黎巴嫩

发生基督教马龙派教徒与德鲁兹派之间的激烈冲突ꎬ 法国出兵进行干涉ꎮ
１８６１ 年ꎬ 欧洲国家的代表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ꎬ 制定了确保基督教徒安全

的方案ꎬ 该方案提议的解决办法是赋予黎巴嫩山区建立行政自治单位的权

利ꎮ① 黎巴嫩反对奥斯曼帝国与埃及联合占领ꎬ 英、 法挑拨教派冲突导致的战

乱ꎬ 构成了近代黎巴嫩地区移民的重要背景ꎮ 与此同时ꎬ 伴随帝国封建制度

趋于解体ꎬ 帝国对外开放港口、 黎巴嫩地区面向欧洲市场的丝绸经济崩溃等ꎬ
都促使许多黎巴嫩山区的民众开始向欧洲、 北美和南美迁徙ꎮ

首先ꎬ 奥斯曼帝国晚期的西方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使黎巴嫩与欧美的联系

增强ꎬ 为黎巴嫩向海外移民创造了条件ꎮ １９ 世纪以来ꎬ 奥斯曼帝国统治阶级

开始向欧洲国家学习ꎬ 实行近代化改革ꎬ 将新技术、 新思想引入帝国ꎬ 并向

西方国家开放地中海港口ꎮ 贝鲁特港的开放和蒸汽船的应用ꎬ 使得欧洲和美

国的基督教传教士进入境内ꎬ 向当地人传播基督教福音ꎮ 同时ꎬ 本土基督徒

被派往欧洲教会学习宗教文化ꎬ 以便回国担任神职人员ꎬ 由此开始了这一地

区的人口流动ꎮ
其次ꎬ 教派冲突加剧和丝绸经济的萎缩促使黎巴嫩民众加速向国外移民ꎮ

１８４０ ~ １８６０ 年期间ꎬ 黎巴嫩山区多次发生基督教马龙派和德鲁兹派的教派冲

突ꎬ 导致一大批马龙派基督教徒出走ꎬ 埃及是其主要目的地ꎮ 在教派冲突后ꎬ
黎巴嫩的丝绸业也发生重大变化ꎮ 在 １９ 世纪ꎬ 黎巴嫩山区农民通过桑树种植

和养蚕业谋生ꎬ 并广泛融入市场经济ꎬ 其中丝绸出口一度占黎巴嫩山区总出

口的 ８２％ ꎮ② 有历史学家认为ꎬ 与世界经济的接触为黎巴嫩人向美国移民做

好了准备ꎮ③ １８６９ 年苏伊士运河开通ꎬ 这意味着黎巴嫩山区生产的丝绸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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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通过运河从东亚运送来的丝绸进行竞争ꎮ 到 １９ 世纪末期ꎬ 黎巴嫩山区的丝

绸业陷入崩溃ꎬ 加之人口不断增长ꎬ 促使山区居民不断外出寻找新的工作机

会ꎮ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ꎬ 黎巴嫩山区 １ / ３ 的人口已经离开ꎮ① 从 １８６０
年至 １９００ 年期间ꎬ 每年离开黎巴嫩山区的人数平均约为 ３ ０００ 人ꎬ 这一数字

在 １９００ 年至 １９１４ 年间增至约 １ ５ 万人ꎻ② １８６０ 年至 １９１４ 年间ꎬ 黎巴嫩山区

人口的 ４５％移居国外ꎮ③ 随着时间推移ꎬ 黎巴嫩的移民数量稳步上升ꎬ 并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顶峰ꎬ 其重要原因在于当时黎凡特地区面临战争、
饥荒和严重经济危机等多重困境ꎮ④

１９２０ 年ꎬ 依据 １９１６ 年英、 法达成的 «赛克斯—皮科协定» 以及一战后协

约国达成的 «圣雷莫协议»ꎬ 法国在叙利亚、 黎巴嫩两地实行委任统治ꎮ 法国

委任统治当局实行的分而治之政策ꎬ 加剧了民族和宗教对立ꎮ⑤ 为了更好地实

行分而治之ꎬ 法国委任统治者于 １９２１ 年在黎巴嫩进行了人口普查ꎬ 这也是黎

巴嫩官方历史上除 １９３２ 年人口普查外唯一的人口普查ꎮ 这次人口普查除了对

黎巴嫩本土居民按教派进行人口统计ꎬ 还专门统计了海外侨民团体的数量ꎬ
以便通过把海外基督徒数量计入基督徒的总数据ꎬ 形成对穆斯林人数压倒性

优势ꎮ 为了确立基督教徒在黎巴嫩的绝对多数地位ꎬ 法国委任统治当局推出

了新的旅行政策ꎬ 旨在阻止黎巴嫩向外移民ꎬ 这些政策包括: 限制黎巴嫩人

流动ꎬ 通过领事馆对黎巴嫩人聚居的国外城市进行监控ꎻ 鼓励移民归国ꎮ⑥ 值

得注意的是ꎬ 什叶派穆斯林在该时期开始移民西非ꎬ 开启了该群体海外移民

的进程ꎮ 随着 １９２５ 年叙利亚的德鲁兹人起义蔓延至黎巴嫩境内并导致冲突ꎬ
黎巴嫩移民人数有所增加ꎮ 因此ꎬ 尽管法国在黎巴嫩限制人口流出ꎬ １９２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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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ｋ Ｆａｒｈａꎬ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ａ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ｄｅｒ Ｓｉｅｇ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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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移民的总人数已达到６８ ８ 万人ꎮ①

(二) 现代黎巴嫩的移民活动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ꎬ 黎巴嫩宣告成立共和国ꎬ 并颁布了宪法ꎬ 但仍保留法国的

委任统治权ꎻ １９４１ 年 ６ 月ꎬ 英军占领黎巴嫩ꎬ 同年 １１ 月法国宣布结束对黎巴

嫩的委任统治ꎻ 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ꎬ 黎巴嫩摆脱法国委任统治ꎬ 成立黎巴嫩

共和国ꎮ 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ꎬ 英、 法军队全部撤离ꎬ 黎巴嫩获得完全独立ꎮ
黎巴嫩独立后ꎬ 殖民主义遗产、 外部干预、 教派矛盾等复杂因素导致该

国动荡不安ꎮ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ꎬ 政治动荡以及高生活成本和高失业率ꎬ
导致黎巴嫩人不断向外移民ꎮ ６０ 年代ꎬ 黎巴嫩政治和社会环境进一步恶化ꎮ
１９６７ 年第三次阿以战争爆发ꎬ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利用黎巴嫩作为反对以色列

的基地ꎬ 促使以色列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ꎬ 对巴勒斯坦游击队进行打击ꎮ 因

此ꎬ 战乱、 动荡和经济恶化都继续促使黎巴嫩民众向海外移民ꎮ 此外ꎬ 海湾

国家因开采石油需要大量劳动力ꎬ 导致黎巴嫩向海湾地区的移民数量呈 “井
喷式” 增长ꎮ 据统计ꎬ 仅 １９７３ 年至 １９７４ 年间ꎬ 黎巴嫩就有 ７ ２ 万人前往其

他阿拉伯国家ꎬ ６ ４ 万人前往欧洲ꎬ ６ １ 万人前往非洲ꎬ ２ １ 万人前往美国ꎬ
１ ６００人前往澳洲ꎬ 以及 １ ７ 万人前往其他亚洲国家ꎮ②

１９７５ 年黎巴嫩爆发内战ꎬ 以色列在 １９７８ 年和 １９８２ 年两度入侵黎巴嫩ꎬ
以及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黎巴嫩爆发经济危机ꎬ 导致通货膨胀严重ꎬ 失业率急剧

上升ꎬ 进而导致多达 ９９ 万人在内战期间离开黎巴嫩ꎬ 占当时总人口的 ４０％ ꎮ③

欧洲、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海湾国家、 南美、 西非都成为黎巴嫩移民

的目的地ꎬ 并逐渐形成了当地的黎巴嫩侨民社区ꎮ
１９９０ 年内战结束后ꎬ 黎巴嫩向国外移民的趋势并没有减弱ꎬ 就业机会较

少和持续的冲突继续推动黎巴嫩人向国外移民ꎬ 受过高等教育和有技能的黎

巴嫩国民纷纷前往国外寻找更合适的工作机会ꎬ 使人才外流成为这一时期移

民最重要的特征ꎮ 海湾阿拉伯国家对高素质劳动力存在巨大需求ꎬ 因此成为

黎巴嫩人主要的移民目的地ꎮ ２００８ 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ꎬ 在 １９９２ 年至 ２００７

４７

①

②
③

Ｓｔａｃｙ Ｄ Ｆａｈｒｅｎｔｈｏｌｄꎬ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ｎｔ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ａｎｄ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ꎬ １９０８ － １９２５ꎬ ｐ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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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ꎬ ４５％的黎巴嫩家庭中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员生活在国外ꎻ 据估计ꎬ 在该

时期黎巴嫩移居国外的总人数多达 ４６ ６ 万人ꎬ 这还不包括在黎巴嫩没有直系

亲属的黎巴嫩人ꎮ①

图 １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２１ 年黎巴嫩人口外流数量

资料来源: «２０２１ 年黎巴嫩移民人数达到 ７９ １３４ 人» (阿拉伯文)ꎬ Ｔｈｅ Ｍｏｎｔｈｌ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ｃｏｍ / ａｒ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ｅｓｃ＿ ５１２２＿ ２０２１? ｆｂｃｌｉｄ ＝ ＩｗＡＲ１ － ＪＡ６ｎｇｋ＿
ｙｅ２ｊａ － ＴｏＵ２ＭｖｘＮＰｓＪ４ － ｍＹｊｘＡ － ＨＫＥｋ３Ｙｓ５ｌｉｔ０Ｆ１ｓＥｘｏＤ８Ｈ７Ａꎬ ２０２２ － ０６ － ０５

２０１１ 年阿拉伯剧变以来ꎬ 黎巴嫩的国内形势和周边环境持续恶化ꎬ 国内

货币贬值ꎬ 失业率急剧上升ꎬ 以及叙利亚内战向黎巴嫩外溢ꎬ 在大量难民涌

入黎巴嫩的同时ꎬ 还导致大批黎巴嫩民众出走国外ꎮ 根据黎巴嫩报纸 «今日

贝鲁特» 的数据ꎬ 在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２１ 年间ꎬ 黎巴嫩有 ２１５ ６５３ 人移民国外 (参
见图 １)ꎮ ２０１９ 年金融危机加剧后ꎬ 移民人数再创新高ꎮ② 自 ２０２１ 年来ꎬ 黎巴

嫩向外移民数量增加了 ３４６％ ꎮ③ 据 «外交政策» 杂志信息ꎬ 黎巴嫩正处于

“人才外流的终端”ꎬ 并突出体现在青年人力资本、 专业人士和专家的外流ꎮ④

另据德国阿登纳基金会 (Ｋｏｎｒａｄ Ａｄｅｎａｕｅｒ Ｓｔｉｆｔｕｎｇ) 的调查报告ꎬ 黎巴嫩 ６００
多万人口中约有 ３９％正在考虑移民ꎮ 在准备移民的群体中有 ４５％具备高中以

上的学历ꎮ 此外ꎬ 有移民意图的受访者多为青年人ꎬ 其中 ２１ 岁至 ３０ 岁的受

５７

①
②

③

④

Ｐａｕｌ Ｔａｂａｒꎬ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ｖｉｄ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Ｌｅｂａｎｏｎ”ꎬ ｐ ９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Ｊｕｍｐｓ ｂｙ ４４６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ｉｎ Ｏｎｅ Ｙｅａｒ”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０ꎬ ２０２２ꎬ Ｂｅｉｒｕｔ Ｔｏｄａ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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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者中有一半以上 (５２％ ) 正在考虑移民ꎬ 而目前正在准备离开黎巴嫩的大

多数受访者 (４２％ ) 在 ３１ 岁至 ４５ 岁的年龄段ꎮ 其中ꎬ 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

美国是当前黎巴嫩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ꎮ 世界银行的报告称ꎬ 约有 ４０％ 的黎

巴嫩医生已经永久或暂时前往海湾国家或者西方世界ꎮ① 目前ꎬ 巴西是黎巴嫩

侨民最多的国家ꎬ 阿根廷、 哥伦比亚、 美国、 澳大利亚也是黎巴嫩侨民较为

集中的国家ꎮ
综上所述ꎬ 黎巴嫩移民的历史演进持续近两个世纪ꎬ 经济、 宗教和战争

等多重因素叠加ꎬ 不断推动着黎巴嫩人向世界各地移民ꎬ 其教派构成逐步由

早期的基督徒扩大到各个教派ꎬ 身份也由最初的工匠、 商贩等小市民阶层扩

大到中产阶级 (见表 １)ꎮ

表 １　 黎巴嫩侨民迁移简况

时间 流散原因 主要目的地 主要职业 教派

１８６０ 年至 １９１５ 年 经济、 宗教
美国以及巴西等
拉丁美洲国家

工 匠、 农 民、
商贩

基督徒为主

１９１５ 年至 １９４３ 年
经济、 宗教、 家
庭团聚

西非、 澳大利亚 商贩
基督徒为主ꎬ 部
分穆斯林

１９４３ 年建国后至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
代　 　 　

经济、 地区冲突 西非
教 师、 技 术 人
员、 工匠、 建筑
承包商

基督徒和穆斯林ꎬ
且穆斯林移民比
例逐步增加

１９７５ 年至 １９９０ 年
内战期间

经济、 战争
美 国、 澳 大 利
亚、 法国、 海湾
国家与西非国家

工程 师、 商 人、
医生、 银 行 家、
工 匠、 一 般 劳
动力

基督徒和穆斯林
均广泛移民

１９９０ 年内战结束
以来

经济、 政治、 社
会因素相叠加

欧洲、 美国与海
湾阿拉伯国家

各个行业ꎬ 技术
移民增多

教派分布广泛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ꎮ

二　 黎巴嫩侨民对祖籍国的身份认同

侨民身份认同的建构是一个三维立体、 互动叠加的动态过程ꎬ 它的形成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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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祖籍国、 侨民社群及住在国三方的影响ꎮ① 黎巴嫩侨民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

教派认同到大叙利亚认同再到黎巴嫩认同的复杂过程ꎬ 它既得益于侨民通过

家庭、 宗教和民族习俗进行社会建构ꎬ 也与黎巴嫩政府的侨民政策密切相关ꎮ
(一) 黎巴嫩侨民身份认同的演进

从历史角度看ꎬ 在黎巴嫩侨民身份认同的演进过程中ꎬ 其祖籍国先后经

历了奥斯曼帝国、 法国委任统治时期的叙利亚、 独立的黎巴嫩 ３ 个政治实体ꎬ
因此黎巴嫩侨民的身份认同并非从一开始就形成了明确的黎巴嫩认同ꎬ 而是

经历了从教派认同到大叙利亚认同再到国家认同的演变ꎮ 这一过程与黎巴嫩

侨民在奥斯曼帝国时期、 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和黎巴嫩独立后所处的不同环境

密切相关ꎮ
教派是黎巴嫩人身份认同的基础ꎮ 黎巴嫩山区教派多样ꎬ 教派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黎巴嫩人的日常生活ꎮ 因此ꎬ 黎巴嫩人更多地在特定教派的群体身

份中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ꎮ② 黎巴嫩裔美国历史学家菲利普希提 ( Ｐｈｉｌｉｐ
Ｈｉｔｔｉ) 认为ꎬ 生活在美国的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缺乏民族认同感ꎬ 他们首先

从宗教角度来理解自己: “一个叙利亚人③生来就有他的宗教ꎬ 如同美国人生

来就有他的国籍ꎮ”④ 因此ꎬ 大多数黎巴嫩人会从家族、 教派、 村落的角度看

待自己ꎬ 而不是政治化的民族忠诚ꎮ⑤

早期的黎巴嫩侨民大多拥有朴素的大叙利亚 (即奥斯曼帝国的大叙利亚

行省) 认同ꎬ 这与移民初期侨居国的公民身份有关ꎮ １８６９ 年颁布的 «奥斯曼

国籍法» 规定ꎬ 所有居住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人都是帝国公民ꎬ 这一规定也

适用于当时居住在黎巴嫩地区的人们ꎮ⑥ 因此ꎬ 当首批黎巴嫩人移居国外时ꎬ
他们是以奥斯曼帝国的公民身份、 持奥斯曼土耳其护照进入其他国家的ꎮ 尽

管接收国认为他们是土耳其人ꎬ 但他们不会说土耳其语ꎬ 也不认为自己是土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田自立、 隆德新、 周倩: «身份认同视阈下爱尔兰侨民战略研究———以 “凯尔特之虎” 奇迹

为例»ꎬ 第 １１７ 页ꎮ
Ｒａｎｉａ Ｍａｋｔａｂｉꎬ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Ｌｅｂａｎｏｎ”ꎬ ｉｎ Ｎｉｌｅｓ Ａｕｇｕｓｔ Ｂｕｔｅｎｓｃｈｏｎꎬ Ｕｒｉ Ｄａｖ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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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叙利亚包括今天的叙利亚和黎巴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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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人ꎮ 他们认为自己受土耳其压迫ꎬ 因此许多移民会选择 “叙利亚人” 这

一群体归属ꎮ 以美国为例ꎬ 在 １８９９ 年以前美国的居民人口登记册上ꎬ 美国均

将黎巴嫩人登记为亚洲土耳其移民ꎬ 而没有将他们登记为阿拉伯人或叙利亚

人ꎮ① 至 １９２０ 年ꎬ 美国人口普查局开始使用 “叙利亚” 来确定受法国委任统

治的大叙利亚省 (包括黎巴嫩) 移民的身份ꎮ② 其原因在于当时黎巴嫩属于

大叙利亚地区ꎬ 该地区的民族意识和地域意识多表现为大叙利亚认同ꎮ
然而ꎬ 许多黎巴嫩裔政治精英对大叙利亚认同表示不满ꎬ 并开始以黎巴

嫩人的身份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ꎮ １９１１ 年ꎬ 纳奥姆穆卡泽尔 ( Ｎａｏｕｍ
Ｍｏｋａｒｚｅｌ) 组建了 “黎巴嫩进步联盟” (Ｔｈｅ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ꎬ 这

是第一个集中关注黎巴嫩的移民组织ꎬ 其宗旨是支持黎巴嫩建立独立民族国

家的斗争ꎬ 尤其是支持法国庇护下的天主教徒和马龙派教徒在这一事业上的

努力ꎮ③ 尽管海外基督徒侨民的认同也具有多样化的特点ꎬ 但大都体现了对黎

巴嫩的集体忠诚ꎮ 不少旅美阿拉伯作家和政治精英发起了 “马哈吉尔

(Ｍａｈｊａｒ) 文学运动”④ꎬ 并创办文学会组织ꎬ 诸如 １９２０ 年旅美侨民文学家成

立 “笔会” 组织ꎬ 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故乡的怀念和对身份的探索ꎬ 黎巴嫩

裔作家哈利勒纪伯伦 (Ｋｈａｌｉｌ Ｇｉｂｒａｎ)、 艾敏雷哈尼 (Ａｍｅｅｎ Ｒｉｈａｎｉ) 为

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ꎮ 他们还创办阿拉伯语报刊ꎬ 如黎巴嫩裔政治精英沙洛

姆穆卡泽尔 (Ｓａｌｌｏｕｍ Ｍｏｋａｒｚｅｌ) 创办了 «叙利亚世界»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Ｗｏｒｌｄ)ꎬ
召集叙利亚和黎巴嫩裔学者讨论祖籍国的文化习俗和民族独立等政治事务ꎮ
此外ꎬ 为建立独立的黎巴嫩国家ꎬ 黎巴嫩海外基督徒侨民创建了各种组织ꎬ
并在法国和其他地区进行政治游说ꎮ⑤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ꎬ 叙利亚和黎巴嫩分别建国ꎬ 使黎巴嫩侨民的黎巴嫩认同

逐渐与大叙利亚认同分离并日趋清晰和独立ꎮ 在冷战背景下ꎬ 叙利亚成为苏

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米哈伊勒苏莱曼: «移居美国的阿拉伯人»ꎬ 谨良译ꎬ 载 «民族译丛» １９８８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３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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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光、 刘军: «阿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研究»ꎬ 载 «美国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１３ 页ꎮ
“Ｍａｈｊａｒ” 为阿拉伯语音译ꎬ 其含义为 “移民”ꎬ 起初指的是 ２０ 世纪初期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

叙利亚、 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文学家到达美国后发起的文学运动ꎬ 其目标是致力于推动阿拉伯文学的

复兴ꎮ
胡耀辉: «黎巴嫩基督徒的国家认同: 类型、 特点与影响»ꎬ 载 «中东问题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９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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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友ꎬ 黎巴嫩则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ꎬ 黎巴嫩与叙利亚进一步疏离ꎮ １９７５
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后ꎬ 叙利亚军队于 １９７６ 年以 “阿拉伯威慑部队” 的名义进

驻黎巴嫩ꎬ 直至 ２００５ 年才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从黎巴嫩撤军ꎮ 叙利亚持续干

预黎巴嫩政治的做法使黎巴嫩侨民对叙利亚产生强烈不满ꎬ “促使在美国的黎

巴嫩人加速了从 ‘叙利亚人’ 到 ‘黎巴嫩人’ 的身份转变ꎮ”①

可以说ꎬ 由于长期生活在遥远的异国他乡ꎬ 黎巴嫩侨民对祖籍国的身份

认同体现为一种 “远距离民族主义”ꎬ 即 “一套将生活在不同地理位置的人群

与他们视为祖先家园的特定领土联系起来的身份主张与实践ꎮ”② 尽管黎巴嫩

国内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严重ꎬ 侨民的家庭、 宗派和阶级差异显著ꎬ 总体

上不利于塑造黎巴嫩侨民在海外的集体身份认同ꎬ 但 “远距离民族主义” 超

越了领土边界ꎬ 对塑造黎巴嫩侨民对祖籍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发挥了一定的

作用ꎮ 此外ꎬ 黎巴嫩侨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思想ꎬ 也对黎巴嫩国内民族

主义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ꎮ③

由于黎巴嫩人属于阿拉伯民族ꎬ 所以黎巴嫩侨民的身份认同中也包含阿

拉伯民族认同ꎬ 并特别体现为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ꎮ 尽管阿拉伯国家在中

东战争中的失败导致阿拉伯民族主义走向衰落ꎬ 却刺激了包括黎巴嫩侨民在

内的海外阿拉伯人民族意识的觉醒ꎮ 早在 １９１７ 年英国发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

的 «贝尔福宣言» 之际ꎬ 纽约的叙利亚、 黎巴嫩侨民便立即成立了 “巴勒斯

坦反犹太复国主义协会”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Ａｎｔｉ － Ｚｉｏｎｉｓｍ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就巴勒斯坦局势

进行辩论ꎬ 并举行游行示威ꎮ 在此背景下ꎬ 许多黎巴嫩裔美国阿拉伯人ꎬ 在

政治上对中东事务的参与较为积极ꎮ 比如ꎬ 侨居美国的黎巴嫩人参与了阿拉

伯裔美国人支持巴勒斯坦的政治活动ꎬ 如经常参加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示

威ꎮ④ １９４４ 年ꎬ 菲利普希提在华盛顿成立阿拉伯裔美国人事务研究所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ｒａｂ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并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坚决反对在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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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犹太民族家园”ꎮ 随着阿拉伯裔移民归化为美国公民ꎬ 他们对美国的国

家认同也日益形成ꎮ① 美国的黎巴嫩侨民开始明确视自身为阿拉伯裔美国人、
黎巴嫩裔美国人ꎬ 其民族认同、 祖籍国认同、 对住在国的国家认同日渐清晰ꎮ

(二) 影响黎巴嫩侨民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

黎巴嫩侨民身份认同的构建既得益于侨民通过家庭生活、 教派活动、 现

代媒体等方式确立并保持对黎巴嫩的认同ꎬ 也与黎巴嫩政府通过特定的政策

和举措加强海外侨民对祖籍国的认同密不可分ꎮ
一方面ꎬ 黎巴嫩侨民以家庭和社区为单位ꎬ 通过家庭和社区生活、 教派

联系和共同的社会实践ꎬ 建立了对黎巴嫩的认同ꎮ 在共同生活的社区内ꎬ 黎

巴嫩侨民往往通过食物、 音乐、 方言、 宗教仪式等传统方式来维系对祖籍国

的归属感ꎮ 在社交网络中ꎬ 黎巴嫩侨民通常会参加餐饮聚会、 宗教节日和青

年营等集体活动ꎮ 因此ꎬ 通过维系亲属关系、 家族认同和教派认同ꎬ 以及外

在的生活习俗、 宗教仪式和社交活动等ꎬ 海外的黎巴嫩侨民可以在个人日常

生活中确立、 维系和巩固对祖籍国黎巴嫩的归属感和认同感ꎮ 此外ꎬ 电子通

信技术的发展也使得海外侨民可以随时关注国内的变化发展ꎮ 比如ꎬ 黎巴嫩

侨民数量较多的澳大利亚悉尼就有 ４ 家黎巴嫩报纸ꎬ 几乎所有的黎巴嫩电视

台和阿拉伯电视台都可以通过卫星方便接收ꎮ② 因此ꎬ 尽管移居海外ꎬ 黎巴嫩

侨民仍能够通过密切关注祖籍国的发展ꎬ 建立和加强对祖籍国认同ꎮ 总之ꎬ
黎巴嫩侨民的群体意识和对黎巴嫩的民族归属感源于亲属、 社群和教派联系ꎬ
是侨民在家庭和社交活动中发展起来的ꎬ 主要表现为对家庭、 教派、 祖籍国

的忠诚和责任ꎻ 报纸、 电视与网络等媒体是黎巴嫩侨民保持文化认同的重要

手段ꎮ 通过身份认同ꎬ 黎巴嫩侨民总是与祖籍国团结一致ꎬ 这种团结在过去

和现在都是 “侨民文化、 社会、 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主要基础”ꎮ③

另一方面ꎬ 为加强黎巴嫩侨民对祖籍国的集体身份认同ꎬ 黎巴嫩政府通

过设在世界各地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参加海外黎巴嫩侨民社区组织的文化活动ꎬ
并建立侨民与祖籍国联系的组织机制ꎮ １９４３ 年黎巴嫩独立以来ꎬ 历届新当选

的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总是特别强调海外黎巴嫩人的支持对国家建设的重要作

０８

①
②
③

杨明光、 刘军: «阿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研究»ꎬ 第 １３０ ~ １３１ 页ꎮ
Ｐａｕｌ Ｔａｂａｒꎬ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ｖｉｄ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Ｌｅｂａｎｏｎ”ꎬ ｐ １９
Ｇａｂｉ Ｓｈｅｆｆｅｒ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９７ꎬ 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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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ꎻ 黎巴嫩总统在访问侨民住在国时ꎬ 经常向杰出的黎巴嫩侨民颁发荣誉证

书ꎮ 这些做法都有助于增强黎巴嫩侨民与国内的情感联系ꎮ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ꎬ 黎

巴嫩政府组织召开了第一届黎巴嫩移民国际会议ꎬ 来自 ３６ 个国家的黎巴嫩移

民参加了这一活动ꎮ 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 “黎巴嫩人世界联盟” ( Ｔｈｅ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Ｗｏｒｌｄ Ｕｎｉｏｎ)ꎬ 这是黎巴嫩政府支持海外侨民建立的第一个非政府组

织ꎬ 该组织的创始人为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创始人皮埃尔杰马耶勒 (Ｐｉｅｒｒｅ
Ｊｍａｙｅｌ)ꎮ １９７３ 年ꎬ “黎巴嫩人世界联盟” 更名为 “世界黎巴嫩文化联盟”
(Ｗｏｒｌｄ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ｏｎ)ꎬ 其宗旨是推动海外黎巴嫩人与祖籍国的联

系ꎬ 促进黎巴嫩侨民及其后裔的文化发展ꎮ①

尽管黎巴嫩侨民身份认同的形成和维持受到侨民群体自身和黎巴嫩政府

的双重影响ꎬ 但由于黎巴嫩政府受到国内宗派矛盾制约难以制定有效政策ꎬ
因此未能在黎巴嫩侨民加强对祖籍国的认同方面发挥大的作用ꎮ 首先ꎬ 自

１９４３ 年黎巴嫩独立以来ꎬ 该国政府未能赋予所有海外黎巴嫩移民后代公民身

份ꎬ 特别是未能使建国前离开黎巴嫩的侨民后代获得黎巴嫩公民身份ꎮ 其次ꎬ
黎巴嫩的侨民管理部门几经变更ꎬ 特别是早期的管理部门职责不明确ꎬ 效率低

下ꎮ 当前ꎬ 黎巴嫩外交和侨民事务部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Ｅ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专门负责黎巴嫩海外侨民的事务ꎮ 为使侨民在黎巴嫩国内发挥更强有力的作

用ꎬ 黎巴嫩议会于 ２０１５ 年批准了关于海外侨民公民身份的法律草案ꎬ 允许

“黎巴嫩裔外国人获得公民身份”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外交和侨民事务部曾宣布对黎巴

嫩侨民实施新的公民身份法ꎬ 但至目前仍进展缓慢ꎮ
综上所述ꎬ 黎巴嫩侨民身份认同的形成和演变十分复杂ꎬ 奥斯曼帝国时

期的教派斗争、 法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民族斗争、 黎巴嫩独立后的国内宗派斗

争和对外关系ꎬ 特别是黎巴嫩与阿拉伯世界和中东事务的关系ꎬ 都不可避免

地使黎巴嫩侨民的身份认同受到教派、 民族、 地域、 国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ꎬ
并且经历了从教派认同到地域认同再到国家认同的过程ꎮ 黎巴嫩侨民的身份

认同得益于其自身在政治、 宗教、 民族、 社会、 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构建ꎬ 特

别是黎巴嫩侨民中的知识精英在思想宣传和政治动员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

作用ꎮ 此外ꎬ 黎巴嫩政府的侨民政策也对加强海外侨民对祖籍国的认同发挥

了一定作用ꎮ

１８

① 详见 “世界黎巴嫩文化联盟” 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ｌｃｕ ｗｏｒｌｄ / ｎｇꎬ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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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黎巴嫩侨民与祖籍国的经济联系

经济联系是海外侨民与祖籍国互动的重要领域ꎬ 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与

侨民接触获得经济利益ꎮ ２００９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ꎬ ４９％ 的黎巴嫩侨民为他们

在祖籍国的家人提供了经济支持ꎮ① 通常情况下ꎬ 侨汇、 债券投资与寻亲旅游

是黎巴嫩侨民与祖籍国联系的主要经济纽带ꎬ 其中以侨汇对黎巴嫩经济的影

响最为显著ꎮ
(一) 侨汇是黎巴嫩侨民与祖籍国联系的主要经济方式

德维什卡普尔 (Ｄｅｖｅｓｈ Ｋａｐｕｒ) 把侨汇定义为 “无回报的资金转移”ꎬ
通常来看ꎬ 更多的移民会带来更多的汇款ꎮ② 黎巴嫩是阿拉伯国家中向外移民

历史最悠久、 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ꎬ 黎巴嫩的侨汇收入也规模庞大ꎮ 如今ꎬ
黎巴嫩是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外汇接收国之一ꎮ

尽管历史上的第一代黎巴嫩移民通常是文盲ꎬ 但他们在抵达外国后ꎬ 会

向家乡邮寄大量外汇ꎬ 对平衡黎巴嫩山区的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１９００ 年ꎬ
黎巴嫩山区收到了来自国外的 ２０ 万英镑的汇款ꎻ 至 １９１０ 年ꎬ 这一数字上升

至 ８０ 万英镑ꎬ 这反映了黎巴嫩移民人数增长及其在移民经济方面的贡献ꎮ③

根据 １９２４ 年美国驻贝鲁特领事馆的记载ꎬ 黎巴嫩收到的侨汇相当于 １ ９００ 万

美元ꎬ 而黎巴嫩当年的出口额仅为 １ ７００ 万美元ꎮ④ 由此可见侨汇在黎巴嫩经

济中的重要地位ꎮ
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侨汇在黎巴嫩经济中的作用有所下降ꎬ 但仍占其国

民收入的 ５％ ~７％ ꎻ 六七十年代ꎬ 海湾阿拉伯石油生产国收入急剧增长ꎬ 黎

２８

①

②

③

④

Ａｌｉ Ａｗｄｅｈꎬ “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 ｔｏ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Ｂａｎｋｓ”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３ꎬ ２０１４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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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ｂａｎｋｓ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３０

Ｄｅｖｅｓｈ Ｋａｐｕｒꎬ “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ａｎｔｒａ?”ꎬ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Ｇ －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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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 ０６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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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嫩收到的来自海湾国家的侨汇迅速增长ꎮ 在 １９７５ ~ １９９０ 年的黎巴嫩内战期

间ꎬ 尽管国内的战乱和动荡严重影响了侨民往返国内ꎬ 但侨汇仍为黎巴嫩经

济提供了重要支持ꎮ 资料显示ꎬ 黎巴嫩侨民的汇款从 １９７０ 年的 ２ ５ 亿美元增

加到 １９８０ 年的 ２２ ５ 亿美元ꎻ 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ꎬ 黎巴嫩的侨汇收入已占整

个国民收入的 ４０％ ꎮ①

１９９０ 年内战结束后ꎬ 黎巴嫩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ꎬ 沉重的债务使黎巴

嫩经济前景暗淡ꎬ 政府根本无法负担对公民的福利开支ꎮ 在此背景下ꎬ 来

自海外黎巴嫩移民的大量侨汇为解决战后重建困难和帮助黎巴嫩民众渡过

经济危机提供了重要支持ꎬ② 特别是来自海湾国家侨民的汇款对黎巴嫩经济

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在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３ 年期间ꎬ 黎巴嫩在 ２０ 个依赖侨汇的

主要发展中国家中排名第七位ꎬ 侨汇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排名第

三位ꎮ③

当前ꎬ 黎巴嫩是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外汇接收国之一ꎮ ２０１９ 年以来ꎬ 由于

治理不善ꎬ 黎巴嫩货币贬值异常严重ꎮ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贝鲁特港口大爆炸的发生ꎬ 黎巴嫩陷入了恶性通货膨胀、 民众抗议浪潮频繁、
政府陷于停滞的严重危机ꎮ 与此同时ꎬ 黎巴嫩接收的侨汇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７４ 亿

美元下降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６３ 亿美元ꎬ④ 但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ꎬ 在侨汇对国内生

产总值的外部资金贡献方面ꎬ 黎巴嫩仍排名第一ꎬ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５４％ ꎻ
就具体数额而言ꎬ 其获得的侨汇额在中东地区仅次于埃及排名第二ꎮ⑤ 侨汇占

黎巴嫩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ꎬ 充分反映了侨汇在黎巴嫩经济中发挥的难

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见图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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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勇: «国际侨汇对移民来源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国外学术观点综述»ꎬ 载 «华侨华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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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２１ 年中东北非部分国家或地区侨汇占其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资料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ꎬ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ｒｉｅｆ ３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ｎｏｍａｄ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２２ － ０７ /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ｒｉｅｆ＿ ３６＿ ｍａｙ＿２０２２＿
０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２０

　 　 (二) 海外侨民的投资构成黎巴嫩社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

资金来源

侨民在家乡投资诊所、 自来水厂、 水利设施、 道路、 学校等公共项目ꎬ
为祖籍国的公共投资提供了大力支持ꎬ 获得普遍称赞ꎮ① 黎巴嫩侨民对祖籍国

的公共部门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例如ꎬ 巴西圣保罗市雅弗家族在

贝鲁特美国大学建立的雅弗图书馆ꎬ② 侨民为家乡社区捐建的医院、 药房等ꎬ
都为改善当地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２０１３ 年ꎬ 由侨民组成

的黎巴嫩企业家联盟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ｆｏｒ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成立ꎬ 旨在帮助黎巴嫩发展

技术创新系统ꎮ③ 在 ２０２０ 年贝鲁特港口大爆炸发生后ꎬ 海外侨民迅速向黎巴

嫩非政府机构捐款、 提供医疗用品和必需品ꎬ 对缓解港口爆炸后的社会危机

发挥了一定维稳作用ꎮ
尽管黎巴嫩政府没有制定全面的侨民经济战略ꎬ 但在面对经济危机时都

通过多种方式争取侨民的支持ꎮ ２０１４ 年ꎬ 黎巴嫩外交和侨民事务部发起了名

为 “黎巴嫩侨民活力”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Ｅｎｅｒｇｙ) 的倡议ꎬ 鼓励侨民和政府

４８

①
②

③

林勇: «国际侨汇对移民来源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国外学术观点综述»ꎬ 第 ７０ 页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ｉｒｕｔ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ｕｂ ｅｄｕ ｌｂ /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

Ａｂｏｕｔ / Ｐａｇｅｓ /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ｓｐｘꎬ ２０２２ － ０８ － ２０
详见 “ 黎巴嫩企业家联盟” 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ｉｆｅｌｅｂａｎｏｎ ｃｏｍ /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 ｊｏｂ －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２ － ０７ － ２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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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对话ꎬ 呼吁黎巴嫩侨民参加年度会议ꎬ 讨论黎巴嫩的经济发展等问题ꎮ
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在 “黎巴嫩侨民活力” 倡议下建立了各种平台ꎬ 增强了侨民

对祖籍国事务的参与ꎮ① 自 ２０１９ 年以来ꎬ 由于移民地国家经济发展不稳定ꎬ
黎巴嫩的侨民汇款大幅度减少ꎮ 尽管许多侨民家庭希望给本土黎巴嫩家人汇

款ꎬ 但由于经济原因ꎬ 美元汇款不能被直接接收ꎮ 黎巴嫩政府甚至请求海外

侨民 “带着美元回来”②ꎬ 足见黎巴嫩经济困难的程度和侨汇对缓解黎巴嫩经

济困境的重要性ꎮ
当然ꎬ 不容否认的是ꎬ 由于黎巴嫩国内政治分裂ꎬ 政府治理能力低下ꎬ

使黎巴嫩经济对侨汇形成了一定的依赖ꎬ 其根本原因在于黎巴嫩政府未能制

定系统的侨汇政策ꎬ 未能充分发挥侨汇对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ꎮ 此外ꎬ
黎巴嫩房地产与银行金融业等泡沫经济严重ꎬ 黎巴嫩磅与美元直接挂钩ꎬ 都

刺激侨汇源源不断地流入黎巴嫩并进入经济投机领域ꎬ 成为黎镑对美元大幅

贬值的重要原因ꎬ 加剧了黎巴嫩经济的经济危机ꎮ
(三) 认购国家债券是侨民支持祖籍国经济的方式之一

侨民债券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ｂｏｎｄｓ) 是专门供某国侨民购买的政府债务证券ꎬ 其

资金所得主要用于失业、 医疗和养老金以及基础设施等社会保障领域ꎮ 侨民

认购国家债券有助于黎巴嫩维持财政运转ꎬ 也能够弥补黎巴嫩在不稳定时期

的经济缺陷ꎮ 在战后重建时期和经济危机时期ꎬ 侨民债券对黎巴嫩经济的作

用更加重要ꎮ １９９０ 年内战结束后ꎬ 黎巴嫩进行战后重建ꎬ 政府通过发行国债

的方式来吸引侨民的投资ꎮ １９９１ 年ꎬ 黎巴嫩专门建立了吸收侨民资金的特别

财政账户ꎬ 以帮助减少黎巴嫩债务ꎬ 该账户中为黎巴嫩政府吸纳了来自侨民

的 ５２０ 亿黎巴嫩镑 (约合 ３ ５００ 万美元) 资金ꎮ③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ꎬ 时任经济部长

乔治斯克姆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Ｃｏｒｍ) 提议发行 ３０ 年期的 “零息债券”ꎬ 黎巴嫩政府

对认购债券的移民颁发奖章ꎬ 最终有超过 ２２ ５ 万人认购此债券ꎮ④

(四) 侨民回国旅游对黎巴嫩经济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黎巴嫩旅游业以侨民为基础ꎬ 曾是黎巴嫩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ꎮ 黎巴嫩

５８

①
②

③

④

详见 “黎巴嫩侨民活力” 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ｄｅ － ｌｅｂ ｃｏｍꎬ ２０２２ －０８ － ２０ꎮ
“Ａ Ｃｏ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Ｓｔｏｒ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ｅｖａｎｔｘ ｃｏｍ / ｓｅｒｉｅ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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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ｉｔａ Ｈｏｕｒａｎｉꎬ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ａｎｄ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ｕｃｅｇｙｐｔ ｅｄ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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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民把故土视为精神家园ꎬ 出于寻根、 朝圣和探亲访友的原因ꎬ 黎巴嫩侨民

成为黎巴嫩旅游的重要客源ꎮ 此外ꎬ 黎巴嫩侨民和外国人通婚也促进了外国

人来黎巴嫩参观旅游ꎮ① 在 ２０１４ 年黎巴嫩外交和侨民事务部发起的 “黎巴嫩

侨民活力” 倡议下ꎬ 旅游是重点推进的领域ꎮ②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ꎬ 黎巴嫩政府

发布的旅游人数比此前增长 ６０％ ꎮ ２０１１ 年阿拉伯剧变以来ꎬ 叙利亚危机和难

民的涌入并没有影响黎巴嫩的旅游收入ꎬ 旅游人数从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３５ 万人增长

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８５ 万人ꎬ 呈现不断增加的态势ꎬ 其中绝大多数国际游客是定居

在世界各地的黎巴嫩侨民ꎮ③ ２０１８ 年ꎬ 黎巴嫩游客数量达 １９０ 万人ꎬ 旅游业及

相关产业的直接贡献为 ３８ 亿美元ꎬ 占国内生产总值 ７％ ꎮ④ ２０２２ 年ꎬ 黎巴嫩

旅游部长瓦利德纳赛尔 (Ｗａｌｉｄ Ｎａｓｓａｒ) 在社交媒体上向黎巴嫩侨民发出了

特别的邀请: “如果你想念黎巴嫩ꎬ 今年夏天就去看看”ꎮ⑤ 黎巴嫩政府对侨

民旅游的重视ꎬ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侨民旅游对于黎巴嫩经济的重要性ꎮ
综上ꎬ 侨汇作为侨民与祖籍国经济联系最主要的方式ꎬ 构成了黎巴嫩经

济的主要支柱ꎬ 侨民债券、 侨民旅游对黎巴嫩经济也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ꎮ
因此ꎬ 正是由于侨民对黎巴嫩经济的重要影响ꎬ 黎巴嫩政府把侨民视为黎巴

嫩经济最后的生命线ꎮ ２０２１ 年ꎬ 黎巴嫩时任总统奥恩 (Ｍｉｃｈｅｌ Ａｏｕｎ) 在会见

黎巴嫩—津巴布韦友好协会代表团时ꎬ 强调侨民对缓解黎巴嫩经济危机的重

要性ꎬ 并呼吁侨民通过合作帮助政府重振经济ꎬ 恢复黎巴嫩镑的价值ꎮ⑥

四　 结语

持续不断地向海外移民构成了近代以来黎巴嫩历史的典型特点之一ꎬ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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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故土的黎巴嫩侨民始终在身份认同、 经济联系方面与祖籍国保持着密切

互动ꎬ 进而使黎巴嫩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打上了海外移民的烙印ꎮ
从历史演变来看ꎬ 黎巴嫩移民的历史经历了奥斯曼帝国晚期和法国殖民

统治时期、 １９４３ 年黎巴嫩建国后的现代时期两大历史阶段ꎮ 从黎巴嫩侨民与

祖籍国的关系来看ꎬ 身份认同、 经济联系构成了侨民与祖籍国保持联系并相

互影响的主要方式ꎮ 黎巴嫩侨民身份认同的演进经历了从教派认同到地域认

同再到国家认同的过程ꎬ 其形成既是侨民在住在国进行社会构建的结果ꎬ 也

与黎巴嫩重视和吸引侨民的政策举措密切相关ꎮ 在近代ꎬ 侨民对于促进黎巴

嫩与海外的经济文化联系ꎬ 推动黎巴嫩的现代化进程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ꎮ
进入当代后ꎬ 黎巴嫩侨民通过为祖籍国提供侨汇等经济支持ꎬ 为促进黎巴嫩

的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当然ꎬ 由于黎巴嫩国内

宗派政治斗争严重和政府治理不善等消极因素的影响ꎬ 黎巴嫩侨民的作用并

未得到充分发挥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近年来侨民对黎巴嫩的政治参与不断加强ꎮ 参与国内选

举是侨民介入黎巴嫩政治最重要的方式ꎮ ２０１７ 年黎巴嫩通过了 «侨民投票

法»ꎬ 给予黎巴嫩侨民选民登记和投票的权利ꎬ 并在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的议会选举

中予以实施ꎮ «侨民投票法» 的通过是黎巴嫩侨民获得政治权利的重要标志ꎮ
此后ꎬ 黎巴嫩各政党日益重视对海外侨民选票的争夺ꎮ 在黎巴嫩侨民首次参

加投票的 ２０１８ 年议会选举中ꎬ 在近 ８ ３ 万海外登记的选民中有近 ４ ７ 万人参

加投票ꎮ① 在 ２０２２ 年的黎巴嫩议会选举中ꎬ 参与投票的海外侨民比 ２０１８ 年增

加了 ３ 倍ꎮ 但是ꎬ 由于黎巴嫩侨民深受国内教派政治痼疾的制约ꎬ 其政治参

与也具有教派政治的特点ꎮ 因此ꎬ 黎巴嫩侨民的政治参与也是一个值得学界

未来关注的重要课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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