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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边境越南籍散工
社会支持网络的讨论

＊

———以广西Ｃ市越南籍家具工人为例

□陈劲波，郭帅旗

［摘　要］　从中越边境的跨国劳务流动切入视角，基于田野调查，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对位于中

越边境前沿的广西Ｃ市某家具工厂的越南籍家具工人进行研究，通过对其跨国和迁入地社会支持网络的

时空剖析，逐步得出越南籍散工的形成起 因 于“空 间 的 劳 动 分 工”，从 而 为 中 国 进 行 区 域 合 作 以 及 成 为 海

洋国家走进文化南海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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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
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无论在一国之内或之

外，来自不同文化区域人类的流动行为越来

越成为经 济、社 会、尤 其 是 文 化 交 流 的 重 要

载体。跨过２１世纪第一个十年，在互联网尤其是个

人通信技术几乎将所有世界上现代形式的国家和地

区连接成一张“网”的时代里，反观由来 已 久 的 人 类

流动，无论是互联网时代之前还是当下，承载着不同

文化元素的人类，流动并涵化着“他者”的 文 化，“文

化人”体现出趋向全球化的变异。

＊ 基金项目：２０１１年广西“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民族研究”特聘专家岗位资助；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编号：１１ＪＪＤ８５０００４）；２０１２
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研究中心资助项目（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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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是流 动 人 群 非 常 重 要 的 依 靠，如 本 文

涉及之越南籍散工群体，其适应陌 生 环 境 的 途 径 与

中国庞大的异地务工群体一样，是 基 于 其 所 属 的 社

会网络。

首先以国内研究成果为例，在此进行比较，如张

继焦对迁 移 者 就 业 与 创 业 的 研 究 提 出 三 种 适 应 策

略，进而结合中国国情和国外人类 学 家 的 网 络 分 析

提出从“差 序 格 局”向 网 络 分 析 的 转 变，［１］（Ｐ６４，６６）体 现

了社会网络支持流动人口“生根发芽”的 效 用；与 之

相反，由郭伟和在对转型中北京社区进行研究，其中

展现了社区资源被特权性社会关 系 网 控 制，从 而 将

北京本地部分下岗职工和外地自雇人员排斥在这个

社会关系网之外，而这些被排斥群 体 的 生 活 模 式 和

生计对策，以及这一群体内部不同 社 会 角 色 之 间 相

互贬低和排斥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缺乏社会网络作

用所导致的流动人口不能“安身立命”。［２］（Ｐ１２８）

流动的劳 务 群 体 属 于 社 会 网 络 中 的 一 部 分 成

员，所以，本文以社会网络 切 入，认 为 在 针 对 劳 工 群

体的研究范围中，社会网络这一概 念 的 外 延 应 放 回

社会支持的理论框架之中讨论，形 成 社 会 支 持 网 络

的分析框架。

社会支持理论 在 中 国 学 界，作 为 一 种 物 质 上 的

实际支持和精神上的情感支持，起 初 多 用 于 心 理 健

康问题，如李强［３］，之后主要应用于养老问题、［４］贫困

家庭、［５］留守儿童、［６］以及失业性贫困人口等研究。［７］

最后也出现有关于社会支持与社会网络理论结合的

研究，尤其是个人社会支持网的研究。［８］

值得注意的是，当 视 角 转 向 国 际 移 民 和 跨 国 流

动问题时，社会支持网络的形态便 在 不 同 的 地 缘 政

治、经济、社会形态的文化 集 丛 中 生 长，并 由 不 同 文

化的边界反衬而形塑出来。如王春光、Ｊｅａ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ＢＥＪＡ认为群体的聚集和互助找到合理的谋生和发

展手段是温州在法国的非精英移民融入社会的有效

途径；［９］吴晓萍、何彪指出以复杂的家族关系为主线

的社 会 网 络 关 系 使 美 国 苗 族 在 美 国 得 以 立 足 发

展；［１０］何亚平、骆克任通过出 国 前 海 外 社 会 网 络、异

国生存支持网络以及回中国后与日本方面保持联系

等维度对赴日返沪移民的社会网 络 进 行 调 查，体 现

对出后续迁移存在的潜 在 拉 动。［１１］李 志 刚、薛 德 升、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ｙｏｎｓ、Ａｌｉｓｏｎ　Ｂｒｏｗｎ通过对广州小北路西

非族裔黑人聚居区进行跨国社会 空 间 的 分 析，从 族

裔的经济 行 为 和 往 来 中 提 出 聚 居 区 族 裔 经 济 的 发

展。［１２］孙晓娥、边燕杰对留美科学家的国内参与及其

社会网络进行强弱关系假设的再 调 查，提 出 基 于 沟

通平台和信誉保证的信息互通支持留美科学家的国

内参与、提供体制资源。［１３］韩 冬 临、崔 大 伟 发 现 留 日

海归与日本存在多方面经济与文化的跨国支持。［１４］

本文以质性研 究 方 法 为 主，针 对 中 越 边 境 越 南

籍散工群体的个案研究，并非旨在测量网络结构，而

通过叙事 的 方 式 从 细 节 上 把 握 这 一 群 体 的 社 会 联

系。［１５］

二、研究样本及田野概况

基于Ｃ市越南籍家具工人工作场所和生活场所

一致的实际情况，这一群体的活 动 范 围 仅 限 于 工 厂

周边，本研究通过进入家具工厂，与越南籍家具工人

生活在一起，逐步进入越南籍家具工人的社会网络，

并基于参与式观察的学术视角，通过对工作环境、居

住环境、食品、公共物品 的 观 察、劳 动 环 境 的 测 量 以

及通过深入访谈和个案分析的方法进行。调查的时

间为：第一阶段，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第二阶

段，２０１３年的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第一阶段初步到

家具厂与工人相识，重点对家具 厂 越 南 籍 家 具 工 人

的工作、生活环境进行调查，第二阶段对重点对象进

行深度访谈及观察。但由于越南籍家具工人活动范

围有限，加之Ｃ市家具厂比较分散，相隔较远，并因

红木家具制造的业内“规矩”，介于家具设计样本、原

材料等“商业机密”，家具厂以及不同工 厂 的 工 人 之

间极少往来，所以本次研究仅限于１家家具厂，值得

注意的是，基于地缘文化与社会文化的联系，本次调

查选取的家具厂位于跨国民族 相 对 集 中 的 区 域，以

便近距离、深入观察越南籍家具工人的社会网络。

（一）样本及调查的主客观条件

本次研究基于上述调查地家具厂的特殊情况和

同属散工的越南籍家具工人的“神秘性”，本 次 调 查

的样本总体２０人，其中４人为中国人，其余１６人为

越南籍家具工人，其中男性１５人，女性１人。

需要说明的是，越 南 籍 家 具 工 人 与 其 从 属 的 越

南籍散工群体一样，表现出作为散工自由性强，流动

性强，边境地域来去自 如 的 特 点。笔 者 住 在 家 具 厂

里，与越南籍家具工人同吃、同住、同娱乐，细致的观

察和频繁的交流，一方面得以近 距 离 观 察 这 一 流 动

性强的群体，另一方面获得丰富 的 田 野 调 查 的 实 地

材料，所以不影响调查的全面性。

基于第一阶段 的 接 洽 和 熟 悉，在 第 二 阶 段 重 点

调查中，关于田野调查时间的选 择 源 于 工 厂 的 客 观

条件和越南籍家具工人的主观条件。客观条件１月

份接近中越两国共同的传统节日———春节，此时越

南籍工人准备回国过节，有利于 调 查 工 厂 结 发 工 资

情况，而且春节假期前劳动强度相对松弛，有利于访

谈时间的充分和日常交流的频 繁；中 国 国 庆 节 期 间

有利于观察工厂在“本国”节日中的表现。在越南籍

工人主观条件方面，由于临近春节，由思乡的情绪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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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家人购置的礼物等情绪的表达方式也提供了更加

富有人文色彩的情感细节，有利于 更 加 充 分 反 映 越

南籍家具工人在社会网络中的实 践 行 为，中 国 国 庆

节期间有利于观察越南工人对这一“他国”节日的态

度和活动。

（二）调查点家具厂概况

Ｃ市家具工 厂 绝 大 多 数 散 布 在 周 边 村 里，很 分

散而且隐蔽，都在田地或者村民住宅中间，在马路上

不能直接发现。但笔者进 入 工 厂 周 边 时，还 是 听 到

了打磨机的声音，并不明 显，除 了 声 音，家 具 厂 在 外

观上具有相似特征，其一远离大路 与 高 低 不 平 的 小

路相连，其二院子中堆有木材原料，其三由于财力相

对富足，家具厂院内大多有与库房 面 积 一 样 大 的 铁

棚顶用于挡雨，其四工人居住地多为陈旧的老建筑。

Ｃ市的家具工厂之间来往较少，相离较远，一般一个

村两三个家具厂，因为家具款式和 木 材 储 存 量 是 一

种商业机密。就算老板相互之间很熟悉也很少互相

走动，有亲戚关系的也不能拍照。

个案１：家具厂老板，４６岁，湖南人。

据他介绍，Ｃ市 家 具 厂 的 选 址 大 多 是 顺 着 城 市

的扩建迁移的，之前家具厂在市区有很多，现在注重

环保，市区不允许有工厂，因为会产生噪音、垃圾、木

屑、粉尘的污染；还有地域 限 制，不 能 接 近 居 民 区 影

响市民休息，而且市区的 租 金 很 高，农 村 便 宜 得 多；

基础设施比如水、电、道路，这 方 面 的 条 件 影 响 比 较

大，农村相对方便一些；城 市 里 经 营 的 成 本 很 高，而

且租厂房不像居住租房，需要一定面积，最好是现成

的厂房和院子；离城区远就不受城市面积扩张影响，

有小路通向大路方便，而且在农村不用经常搬迁，这

种长久性也得考虑；所以，现状就是集中在市郊的几

个村里。

三、越南籍家具工人社会支持

网络的空间性分析

Ｃ市的 越 南 籍 家 具 工 人 主 要 来 自 越 南 的 北 宁

省、河内市、胡志 明 市、海 防 市。从 宏 观 的 地 理 分 布

来看，Ｃ市越南 籍 家 具 工 人 的 来 源 多 为 越 南 的 中 部

和东部沿海地区，占越南 国 土 主 要 部 分，那 么，在 相

对广大的范围内，越南籍家具工人 是 如 何 获 得 工 作

机会并汇聚于 中 国 边 陲 小 城Ｃ市 呢？迁 入Ｃ市 后

其生活又怎样被支持的？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

视角，这里将从围绕越南籍家具工 人 跨 国 流 动 的 社

会网络中社会支持的方面对其空间性进行分析。

（一）越南国内工作机会的获得

Ｃ市越南籍家具工人的工作机会一般由越南居

住的中国雇主的亲朋、越南合作伙 伴 或 者 工 厂 内 有

权威的越南师傅引进、介 绍。从 越 南 籍 家 具 工 人 的

工作动机来看，最主要的表现为对更高收入的追求，

越南国内工 作 的 木 工 每 月 工 资 平 均１　５００～１　８００
元，而且饮食不好，想吃 好 的 还 要 工 人 自 己 掏 钱；从

技能水平来看，师傅与徒弟之间的技术差不多，好的

师傅很少，徒弟经过努力练习很 快 就 与 其 师 傅 水 平

相当。

个案２：阿东，男，４３岁，越南北宁人，木工师傅；

阿山，男，３８岁，越 南 北 宁 人，木 工 小 工。阿 力，男，

４１岁，越 南 海 防 人，木 工 师 傅；阿 树，男，越 南 海 防

人，４５岁，木工小工。

家具工厂内阿 东 是 阿 山 的 师 傅，阿 力 是 阿 树 的

师傅。在Ｃ市的这个家具厂里，师傅每月２　５００元；

阿树和阿山是小工，工资每月２　０００元；阿宁是中国

人但也是小工，每月工资２　０００元。Ｃ市的家具厂一

般比越南家具厂给工人的工资 多，在 越 南 师 傅 每 月

约１　５００元，小工最多每月１　０００元。

根据田野调查 获 取 的 材 料，发 现 其 具 有 亲 缘 主

导的特点，以越南籍家具工人为 中 心 按 照 由 亲 到 疏

分为越南籍家具工人亲缘网络、中 国 雇 主 与 在 越 中

国亲友的网络、中国雇主与越南 籍 合 伙 人 互 惠 的 三

个层次展现越南籍家具工人在国内获得工作机会的

社会网络。

越南籍家具工人的亲缘网络。Ｃ市越南籍家具

工人多由家庭、乡亲、朋友介绍引进工厂。从越南籍

家具工人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 实 践 行 为 来 看，首 先

由个别越南籍家具工人进入Ｃ市工作，之后熟悉了

跨国流动的方式、中国Ｃ市方面接应人的情况、工厂

的工作以及居住环境与收入的 高 低，加 之 越 南 籍 散

工流动的自由性以及频繁地返回越南国内过节等导

致中国一侧的社会信息频繁和迅速地传向越南国内

的家乡和社交圈子，返回中国后 又 会 将 越 南 国 内 相

关的劳务信息传回中国，从而连 接 和 填 补 中 国 和 越

南之间相关劳务信息的“结构洞”，这也 增 强 了 越 南

籍家具工人自身的社会资本，因 为 有 的 越 南 籍 家 具

工人介绍亲友并且在中国接应，带到工作地，一方面

成为到中国工作的越南籍家具 工 人 的 依 靠，另 一 方

面也由于为中国雇主带来优质的工人而提高自己的

地位甚至是收入。

个案３：阮 文 山，男，越 南 海 防 人，木 工 师 傅，５０
岁。由亲戚介绍到工厂做工，在家具厂居住、准备再

做两年攒些钱就回越 南。作 为 师 傅，他 在 越 南 就 会

木工，很擅长挑选原料，老板去进原料的时候有时也

会问他一些问题，其亲戚和中国 雇 主 的 中 国 朋 友 结

婚了，加上他自称在海防还是出一些名的，所以一个

月的工资比厂里的工人要高，但具体数额没有透露。

老板有时也会请他去市内吃饭，请 他 介 绍 几 个 看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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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眼的越南工人到工厂来做工。

中国雇主与在越中国亲友的社会网络。Ｃ市家

具工厂的中国雇主和其他中国的管理人员与在越南

的中国亲友之间往来密切，加之广西Ｃ市与越南往

来交通便 捷，距 离 短，中 国 人 的 跨 国 往 来 也 非 常 频

繁，由于共同的情感和利 益 关 联，以 雇 主 为 代 表，其

与生活在越南的中国亲友也进行 木 料 的 采 购、价 格

比较等信息交换，尤其是其亲友会 从 越 南 介 绍 家 具

工人到家具厂“试工”，试工合格后便立即开始工作，

中国雇主便获得了“价廉物美”的 劳 动 力。并 且，由

于生活在越南的中国亲友与越南籍家具工人之间也

相识并且建立互信，所以越南籍家 具 工 人 也 会 比 较

快速地获得安全感和与中国雇主之间的个人关系。

个案４：文叔，Ｃ市家具厂管理人员，５２岁，广西

Ｃ市本地人。

笔者问到如何 招 聘 越 南 籍 家 具 工 人 的 时 候，据

文叔反映，主要是老板的 朋 友，有 中 国 人 有 越 南 人，

从越南介绍过来，有的是他们认识，也有那边也做家

具厂的，觉得厂里有熟悉的木工师 傅，师 傅 手 里“有

活的”，大家都是朋友，那边也帮忙联系木料，也有相

互钱财上的借贷关系，我们需要木 工 师 傅 就 跟 他 们

说，他们就找木工师傅先到这里试工，我们觉得不错

了就可以上岗了，也有越南工人自己带过来的，都是

找亲戚，不过里面就有些混日子的。

中国雇主与越南籍合伙人的互惠。Ｃ市家具厂

由于原材料、半成品和工人大多来自越南，所以有很

多中国人与越南人合伙开办的家 具 厂，主 要 由 中 国

合伙人出资，负责办理手续、寻找场地、销售，越南合

伙人出少量资金，主要负责越南方面的招工、原材料

采购，销售所得按照协议分成，一般出资多的中国合

伙人获得分成多。但是，作 为 一 种 业 缘 主 导 的 合 作

关系，由于利益的追逐，产生了利用招收不会木工技

术的越南亲友，从而向越南亲友提成，亲友关系不好

的便会解雇，并且在采购时故意抬 高 价 格 赚 取 实 际

差价被发现导致合作关系断裂。所以这种“合伙人”

的方式导致越南籍家具工人在Ｃ市工作的动荡。经

第一阶段观察，２０１２年４月来厂里有１７个人，很多

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人，１０月份的时候在老板的门店

里就安排６个人住宿，负 责 送 货 和 组 装 家 具。据 第

二阶段调查，在２０１２年８月 份 的 时 候，工 人 数 量 开

始减少，不是因为资金问题，是因为偷懒的越南籍家

具工人太多。

个案５：根据文叔介绍：“这帮工人十几个，因为

他们都是亲戚，互相介绍 来 的，还 分 了 三 个 小 帮 派，

后来除了阿东全体工人都辞掉了，除了他，别人都偷

懒，磨洋工，还能吃能喝的。”在工厂老板和越南籍合

伙人合作的时候，越南籍合伙人人 负 责 原 料 和 在 越

南国内招募越南籍工人，结果原料进价高，招募工人

都是其亲戚，开始家具厂老板也不好意思反对，可由

于中国老板 投 入 大 部 分 的 钱，２０１２年 上 半 年 有３０
万白白浪费掉了，后来便贷款并 将 工 厂 全 部 买 了 下

来，越南籍家具工人也都辞退了，老板说：“越南工人

还是不缺的，要招越南那边很多介绍的”。

（二）迁入地的生存支持

快速落脚。笔者在与越南籍家具工人访谈中得

知，在越南办理一天有效出入境许可证，来到中国便

直接由越南亲友接到工厂落脚，出 入 境 方 式 依 然 通

过Ｃ市北仑河上的铁皮船摆渡。经越南工人反映，

中国出入境通行证办理很快，盖 个 章 不 用 半 个 小 时

就办完，但是体检、劳务 登 记、还 有 暂 住 证 与 劳 务 登

记之间先后顺序搞不清楚，非常花时间，有些时候越

南一侧体检交了钱不用体检，但 是 中 国 的 各 项 手 续

都很严格，觉得到了中国便不能浪费时间，要赶紧住

下才安全，赶紧做工算工钱。

个案６：笔 者 在 与 阿 东 的 交 谈 中 问 到：“你 来 中

国这边办理证件了吗？”阿东回答：哈哈，我开始来的

时候怕出事，就办体检和劳务许可，在越南交钱就可

以，体检不用亲自去的。中国很严格，而且我到现在

也搞不明白到底是先办理暂住 证 还 是 劳 务 许 可，办

暂住证的时候要我说明工作单 位，我 办 劳 务 许 可 又

要我出示外国人居留许可，我都不知道先办哪个，后

来越南的老板，去年就是老板的合伙人，告诉我如果

不惹事的话没人找我，不被警察看到就好，看到也没

事，中国警察也不打人，就说来探亲的，这里有京族，

跟越南人是一个民族的。

提供食宿。Ｃ市的家具厂都会包下家具工人的

食宿，这家工厂不光包 下 一 日 三 餐，还 包 办 米 酒、饮

料、烟丝、茶叶等消费品，偶 尔 也 会 买 上 一 次 啤 酒 一

起喝。不过，饭菜的供应以老板态度为准，这家工厂

顿顿有鱼、肉、米 酒，但 大 多 数 工 厂 很 少 吃 肉 喝 酒。

老板会越南语而且在越南有生活、打工经历，所以会

给工人比较接近越南的舒适待遇。

饮食方面。在 这 家 工 厂，除 提 供 的 饭 菜 还 有 越

南籍工人最爱的越南鱼露以外，越 南 籍 家 具 工 人 也

自己制作作料，由于越南籍家具工人自己做早餐，按

照他们的习惯是喝白 米 粥，之 后 抽 烟、喝 茶，剩 下 的

白米粥装到塑料罐子里封上，发 酵 之 后 在 沉 淀 的 米

渣上面有白色透明的液体，味道是酸的，但没有白醋

刺激，就当做是白米醋 了。作 为 管 理 人 员 的 文 叔 也

对“发明”者表示赞许。

个案７：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８日 早 晨 在 市 郊 的 菜 市

场。

文叔说：“工厂 除 了 早 餐 都 是 我 做，早 餐 工 人 自

己做的，买点儿中午、晚上吃的。一天工人伙食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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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元的标 准。平 常 我 们 吃 得 也 蛮 好 的，别 的 不 说，

我这里吃饭是不凑合的。”笔 者 看 到 文 叔 买 了 海 鱼、

两挂生猪肉、一块生猪肝、一 棵 白 菜 和 一 些 芹 菜，然

后又买了一些辣椒之后把这些菜放进摩托座位下面

的斗里，便转身进了一个食杂店，要了一箱漓泉啤酒

放在摩托车脚踏的地方，又拎了一瓶玻璃罐的米酒，

因泡了草药所以酒水是红色的。笔者坐在摩托车后

座，抱着米酒，文叔用双脚 夹 着 啤 酒 箱，踩 着 踏 板 便

开摩托车回工厂了。

住宿方面。越南籍家具工人在厂房后边的平房

里居住，每个房间２个人，去年人多的时候一个房间

４个人。摆放物品很简单，都是少量的洗漱用品、鞋

子以及行李箱，穿过的衣服散放在 行 李 箱 上 面 和 床

上，每人一 张 单 人 床，蚊 帐 已 经 发 黄。据 笔 者 了 解

到，越南籍家具工人来中国的时候 只 携 带 简 单 的 物

品，没有带衣服、被褥等厚重或蓬松的物品，可谓“轻

装上阵”，因为中国Ｃ市这边同样工作的亲友以及工

厂雇主会提供衣物以及牙膏、牙刷、肥皂、洗衣粉、暖

瓶等生活用品，体现出社会网络支 持 越 南 籍 家 具 工

人的生活。当然，需 要 说 明 的 是，如 衣 物、被 褥 等 用

品都是旧的，是之前的工人用过或 者 由 雇 主 从 亲 友

中收集后洗净再使用的。

四、越南籍家具工人社会支持

网络的时间性分析

随着越南籍家具工人在Ｃ市工作、居留时间的

增加，其与外界的交往理 应 增 多 和 扩 大，但 是，由 于

家具厂既作为越南籍家具工人工作场所又作为其生

活场所，所以这种封闭性和稳定性 却 也 限 制 了 越 南

籍家具工人对外交流，令这一群体显示出“神秘性”。

个案８：据 笔 者 观 察，工 作 时，大 家 都 在 忙 着 自

己的活，每个人都有各自 的 分 工，有 的 抛 光 木 料，有

的裁出形状，有的量尺寸，有 的 进 行 雕 刻，有 的 进 行

打磨，有的在上漆，有的在 搬 运 家 具，还 有 一 位 越 南

中年妇女在收拾厨房，估 计 工 人 也 刚 吃 过 早 饭。工

厂里有成品家具，有散的木头，厂内木屑弥漫在空气

中，越南工人在厂内工作 的 戴 着 口 罩，天 气 挺 热 的，

满头的汗水，看起来很辛 苦。经 测 量 工 作 时 车 间 内

的分贝，高的时候 达 到８３分 贝，低 的 也 有６０分 贝，

通常处于８０和７０分 贝 的 区 间。噪 音 还 是 比 较 大

的，大型切割、钻孔、打磨的 机 器 在 质 地 很 硬 的 木 料

上摩擦出很大的噪音，如分贝表显 示 相 当 于 繁 忙 的

街道、交通环境或者手机铃声、闹钟不停地响。

在这样日复一 日 的 工 作 噪 音 中，可 以 体 会 到 时

间观念麻木，加之工厂提供的生活 消 费 品 与 越 南 是

同样的，导致在物的体验上也没有大的改变，所以就

越南籍家具工人的生活、劳动作息而言，其时间上的

习惯仍稳固在与过去相似从而 保 存 得 比 较 完 整，自

身文化的变化也较少。这便导致这一群体的社会资

本积累的“意向”只能在工厂内部以及同胞间完成实

践，从而这一群体的社会资本并没有进一步增长，原

有的社会关系结构并没有进一 步 变 化，产 生 了 类 似

克利福德·格 尔 茨（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所 提 出 的 内 卷

化（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效应。［１６］本文以下将按照时间积累过

程Ｃ市中越南籍家具工人群体支持网络形成以及结

果进行描述和分析。

（一）单调的生活节奏

工作间歇。与当下媒体报道如“富士康”和广东

的纺织工人工作间歇少、持续机械工作、强度大的情

况不同，Ｃ市 这 家 家 具 厂 的 老 板 和 管 理 人 员 由 于 对

越南非常熟悉，尊重越南籍家具 工 人 在 越 南 养 成 的

工作习惯，越南籍家具工人想休 息 的 时 候 就 会 到 离

车间大门近的地方，坐在没有销 售 的 靠 椅 和 茶 几 上

喝茶、抽烟、聊天，持 续１０分 钟，有 时 完 成 订 单 时 间

紧也会自觉休息５分钟，一般上午休息两次，第一次

９点半左右，第二次１０点半左右，下午休息一次，大

约在４点半左右。而这 简 简 单 单 的 工 作 间 歇，除 表

现出越南籍家具工人得到的尊重和这家工厂人性化

的管理方式以外，也可从中发现 越 南 籍 散 工 在 工 作

间歇的时候，聚 在 一 起 喝 茶、抽 烟，相 互 聊 天、开 玩

笑，通过这一表面上平常的行为 进 行 工 作 以 外 的 社

会交流。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家都坐下一起，相互帮助

泡茶、点烟、共用水烟筒，这 时 虽 看 不 出 家 具 工 人 内

部的等级，但仍保持一个“小团体”坐在一起的方式。

这家工厂不按照流水线的方式 生 产，管 理 人 员 会 观

察，并根据这种亲疏远近的关系，安排工人的工作位

置和当天的任务，以保持工人间的互助和协调。

个案９：在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９日的调查中，笔者注

意到，晚饭做了三条大 鱼，阿 力 和 阿 树 吃 一 条，阿 山

和阿东吃 一 条，第 三 条 留 给 中 国 工 人 阿 宁 和 笔 者。

吃饭的时候，每一条鱼都是平均分吃的，且吃一条鱼

的连鱼刺也吐在同一个口碟里。

业余生活。家具厂里宿舍的娱乐设施还是比较

完善的，除了不能连接互联网以外，卫星电视、ＤＶＤ
播放机、几十张中国、美国知名电影的光盘和越南流

行歌曲的光盘也堆在 电 视 柜 里 面，象 棋、扑 克、中 文

漫画书、还发现了调查第一阶段 见 到 的 那 些 越 南 籍

家具工人喜爱玩的“台湾牌”。阿山因为喜欢学习中

文，便在业余时间自己 待 在 房 间 里 练 习 中 文，另 外，

笔者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也被 阿 东 邀 请 下 象 棋，在

笔者输给阿东几局后，旁观的文 叔 替 换 笔 者 与 阿 东

下起象棋来，表现出了管理人员 与 越 南 籍 家 具 工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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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和谐相处的特点。

个案１０：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１日晚，笔者饭后随阿东

上了楼，阿东笑着端来一 盘 中 国 象 棋。阿 东 把 棋 盘

放到三个堆着的席梦思垫子上，盘腿坐上去，说：“相

机，相机。”这时阿山从房间里出来，对笔者微笑着用

中文说：“中国 象 棋。”笔 者 也 跟 着 说：“象 棋，象 棋。”

阿东的象棋下得很厉害，每次十几步就将死了笔者，

笔者称赞阿东，阿东很开心．之后作为管理人员的文

叔上楼，看到说：“你老输他啊，我来。”文叔便和阿东

下起来，结果文叔马上要将死阿东却又下成了和棋，

之后将双手合适放于左耳侧和阿 东 说：“最 后 一 局，

下完睡觉了。”阿 东 点 头 表 示 同 意。结 果 还 是 和 棋，

阿东也高兴地收拾起来。笔 者 随 文 叔 走 到 楼 下 说：

“明明两步就将死他为什么要退回来和棋？”文叔说：

“阿东小心眼，你要是赢他，他就非要和你下，下赢了

为止，我也不能输他，就‘和气’吗。”

值得提及的是，业余生活虽然丰富，但反映了明

显的由小团体内部同质性的强关系和小团体之间异

质性的弱关系导致的工厂内部社 会 网 络 分 化，小 团

体都是在一起做业余活 动 的。阿 东、阿 山 最 喜 欢 在

业余时间学习中文、玩扑克、喝茶、下象棋，而阿力和

阿树来自越南沿海城市海防的渔 村，除 上 述 活 动 项

目以外，也喜欢看电影和听流行歌曲，他们因为会打

鱼捕虾，所以有特别的业余休闲方式，就是去东部的

鱼塘里抓“塘角鱼”，体表光滑有黏液，寄生在鱼塘角

落泥里，这种鱼肉质鲜嫩，但 是 表 面 光 滑，去 鳞 和 去

内脏的时候文叔经常会割到手，但 由 于 老 板 称 赞 过

塘角鱼好吃，加之这是免费的“午餐”，所以阿力和阿

树经常在午休的时候去爪塘角鱼，这 也 成 为 阿 力 作

为师傅出 面 进 行 与 自 己 的 小 团 体 以 外 的 人 交 际 的

“礼物”。

个案１１：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１日午休时，窗外传来了

笑声，远处虾塘的土坝子上走来两个人，各把着扁担

的一头，扁担穿过桶的把 手，桶 挂 在 扁 担 的 中 间，便

是阿力和阿树捕鱼回来了，进入工厂院子后，阿力笑

着大声说了一通话，大家 看 到 都 笑 了，阿 力 很 开 心，

笔者数了一下，捕了１２条塘角鱼，鱼个头还挺大，还

捕了虾。阿力指 着 阿 宁 说：“阿 宁，老 婆，老 婆，ＯＫ，

ＯＫ。”阿宁连忙摇头说：“我 不 带 了，感 恩（音 译 越 南

语‘谢谢’），我不带了。我 不 会 杀 鱼，我 们 不 怎 么 吃

鱼的。”

（二）物品共享的效率

与上文叙述的 业 余 生 活 用 品 的 分 化 不 同，由 于

这些消费品是共享的，越南籍家具 工 人 便 会 凑 在 一

起，聊天、开玩笑等新的建 构 社 会 架 构 的 行 为，在 这

一建构过程中，物品的共享也成为 越 南 籍 家 具 工 人

关系的“晴雨表”，物品共享的效率，即可以用共享的

速度与共享者的情绪来判断。

个案１２：阿山来到工厂的时候带着北宁老家的

水烟筒，大多时候自己 用，也 会 和 其 他 人 分 享，另 一

个小团体的师傅阿力便经常借 用 阿 山 的 水 烟 筒，平

常阿山用过后便斜着竖在一个 小 铁 桶 里，烟 筒 里 的

废水、烟灰以及喝过的茶叶也会倒在桶内，谁都可以

用，但是在两人的一次分歧之后，阿山带走了水烟筒

独自使用，阿力只能自己制作一个水烟筒。

另外，工厂提供的其他宿舍娱乐设施的共享，大

多数成为巩固小团体内部凝聚力的工具。例如阿东

下象棋的时候 阿 山 会 在 一 旁 观 看，而 电 视、ＤＶＤ播

放机也常常由阿力和阿树占用，播 放 劲 爆 的 迪 斯 科

乐曲，阿力和阿树也跟着跳起了舞。

需要补充的是，在 物 品 的 共 享 网 络 里 也 存 在 着

消费的共享，阿山在其他３人的指引下，坐老板的车

到市内买了一个触屏手机作为过年回国送女儿的礼

物，经笔者观察，与三星的ＧＴ－Ｉ９３００手机相似，不

过是山寨手机，手机系统经常从越南语变成泰国语，

售价也只有３６０元。但是由于是在其他越南籍家具

工人熟悉的店购买的，而且相信其他的工人，所以坚

信这个手机是真品。而且大家时不时会拿出自己的

手机讨论，所以通过相同的消费地点、相似的消费档

次以及同胞之间的信任，这种消 费 反 而 生 产 出 了 共

同的消费群体，以在群体内部交流信息和相互支持。

（三）等级惯习的延续

Ｃ市这家家具厂的师徒等级制与在越南的家具

工厂相同。该家具厂的越南籍家具工人内部分为师

傅、小工、学徒三个层级，也有之前不是家具工人的，

有的是建筑工、农民以及其他工种，经朋友介绍到家

具厂里做学徒———比小工还低一级别的工人，但因

技术较易掌握很快会成为小工，并且因有师徒关系，

会在师傅的教导下超过小工，比小工要高一级别，有

些小工拜师后也会成为学徒，不 过 因 需 要 雕 工 和 木

工的“细 活”，并 会 设 计 图 样，要 成 为 师 傅 就 有 些 难

了。工人内部等级最明的体现在洗碗、喝酒种类、荤

菜上，师傅从不洗碗，小 工 和 学 徒 吃 饭 一 桌，师 傅 一

桌，师傅可喝啤酒，吃更多的鱼，徒弟、小工喝桶装米

酒、荤菜较少。

另外，从饭桌上的座次也能看出，中国工人阿宁

坐在管理人员文叔对面，两名越 南 籍 师 傅 其 中 一 名

坐在文叔的旁边，另一名坐在阿宁的旁边，之后向外

座次是小工和学徒。阿宁得以坐在管理人员和师傅

中间，根据之后持续的观察，推断其一因为阿宁是中

国人，隐隐的族群意识使越南籍师傅让出位子，保持

中越二元的分布；其二因为酒都 习 惯 性 放 在 阿 宁 的

旁边，阿宁是中国籍小 工，由 阿 宁 负 责 填 酒，这 样 也

给越南籍师傅们面子。并且，啤酒由于师傅才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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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价格高于米酒、口味也更符合师傅的喜好，在这

家工厂的场域里具有象征“师傅”地位的 作 用，笔 者

替文叔以“局外人”的身份替文叔奖励其中一位师傅

一罐啤酒，以对其工作进行表扬。

个案１３：在 工 厂 的 第 一 顿 晚 饭，与 管 理 人 员 和

家具工人一起吃饱又喝足以后，时间已接近９点，是

该睡觉的时间了，大家嘻嘻哈哈地站起来回房间，笔

者拿起自己的碗想收拾碗筷，作为 管 理 人 员 的 文 叔

拦下说：“你别动，让阿树来，他是小工，小工洗碗，你

别管了。”这时阿树已经开 始 收 拾 起 碗 筷，之 后 端 到

水龙头那里洗了起来。

家具厂老板２０１３年１月 中 旬 交 给 阿 东 一 个 雕

工的活，作为师父的阿东 非 常 认 真，不 怎 么 休 息，而

另一位师傅阿力却显得经常休息 和 漫 不 经 心，所 以

文叔对笔者小声嘱咐了意图，笔者 见 没 人 注 意 便 立

刻把啤酒放到阿东的碟子旁，说：“翁鳖（音译越南语

喝啤酒）。”然 后 拍 拍 自 己 的 肚 子 装 样 子 打 了 个 嗝，

说：“喝不了了，你帮我。”这时阿东的表情很奇怪，没

用手接，却突然把头低下，然 后 瞪 大 了 眼 睛，非 常 严

肃甚至有些恐惧，笔者接着起身跟各位工人碰杯，阿

东还是喝着米酒，那罐啤酒还放在原来的位置，但是

阿力和阿树的眼神还是不由自主地看了一下那罐啤

酒，阿山没有看，专心地喝着自己的汽水。之后阿东

都没有说话，只是夹菜的时候偶尔抬头，直到喝完这

杯米酒，阿东才喝起那罐 啤 酒 来。当 喝 第 一 口 啤 酒

的时候，阿东还是用那双大眼睛很 快 速 地 看 了 一 下

阿力和阿树，看到阿力和阿树在聊天，这才放心地喝

起来。

（四）内卷化的小社会网络

越南籍家具工 人 在 工 厂 内 相 对 封 闭，单 调 的 生

计节奏、不变的文化场域、社会资本的匮乏，使 得Ｃ
市越南籍 家 具 工 人 的 社 会 网 络 边 界 基 本 与 厂 区 一

致，所以因来源地不同或者引荐到 中 国 工 作 的 亲 疏

远近关系而在工厂内部分化成小 社 会 网 络 单 元，且

这些小的社会网络之间的边界比较清晰。越南籍家

具工人之间表面和气，但对于工作 量 界 定 不 清 的 劳

动收入非常敏感，容易产生分歧，坚持本人从属的小

社会网络的整体利益。

个案１４：阿宁，广西梧州人，汉族，３５岁，来工厂

学习木工 手 艺，木 工 小 工。笔 者 与 他 聊 天 时 问 到：

“他们（越南籍家具工人）会有一起和你产生矛盾 的

时候吗？”阿宁回答：“我这 个 人 很 光 明 磊 落 的，他 们

背后肯定有说闲话的，他们自己都不和气，还有私下

向管理人员打‘小报告’的。有时 候 也 跟 我 抱 怨，我

和文叔说，文叔叫我就当没看见，我确实没必要夹进

去，一起做工和气就好，他 们 平 时 对 我 也 蛮 和 气 的，

有时候也会和我表示对别的越南人的不满情绪。我

也就和和气气就好”。

笔者在观察越 南 籍 家 具 工 人 所 住 的 房 间 时，发

现工厂按照越南籍家具工人的 亲 疏 远 近 安 排 住 宿，

中国工人阿宁单独一间，２０１２年第一阶段调查所见

一位越南籍妇女住在一楼，其他 都 是 按 照 工 人 的 亲

疏远近各自住在一起。经 观 察，越 南 籍 家 具 工 人 每

个房间的床位都是延对角线对 着 的，一 张 床 放 在 一

个墙角，周边摆设简单，但是从摆放的鞋子位置可以

看到，一个人至少有一冬鞋和一双拖鞋，以床为中心

点，大约到各自的鞋为半径画出范围来看，一个房间

基本上是平分成几块的，并不如 想 象 中 师 傅 会 占 有

更多的“地盘”，由此看出，对于小社会网络内部的支

持行为，出于亲戚、好友 等 亲 缘 关 系，也 是 保 持 互 相

谦让以维护稳定。而这 种 稳 定 背 后 的 作 用 力，便 出

自工厂内部内卷化的社会网络，在工厂内部，越南籍

家具工人接受的和给予社会支持的“意 向”，便 是 这

样有限而越发稳固。

五、社会支持网络的效果分析

上文中通过空间性分析对围绕Ｃ市越南籍家具

工人的社会支持网络中发生支持行为的空间点进行

了展现，并且通过时间性分析对Ｃ市越南籍家具工

人的跨国及家具工厂内部的社会支持网络塑造直至

内卷化进行了剖析，叙事出一张 从 越 南 国 内 到 中 国

Ｃ市的社会 支 持 网 络。那 么，在 这 样 的 社 会 支 持 网

络对于Ｃ市越南籍家具工人产生的效果又是怎样？

下文将以Ｃ市越南籍家具工人所“依附”家具厂的运

作表现作为对社会支持网络效果的反馈进行分析。

（一）工资的支付途径

基于上述空间 性 的 作 用，工 厂 的 老 板 支 付 工 资

一般不直接发给越南籍家具工 人 本 人，而 由 老 板 在

越南的朋友或者社会其他关系网络支付到越南籍家

具工人的家乡，每个月的中旬以 越 南 盾 的 方 式 汇 给

他们家乡的亲人，熟悉 的 甚 至 直 接 送 给 其 亲 人。之

后，代替老板在越南支付工资的人回到中国后，家具

厂老板以当时人民币兑越南盾 的 数 额 进 行 偿 还；工

厂负责包下越南工人 的 烟、酒、食 宿 以 及 应 急 费 用，

工资和工厂包办以外的费用会从越南方面支付的工

资中按照当时中国人民币和越南盾兑换的钱数进行

扣除。

个案１５：据阿力反映，工钱（越南）海防（市）那

边老板的朋友用越南盾送到他 们 家 里，这 里 不 发 工

钱的，每个月的中旬那边发工资，越南人的家里就收

到钱了，老板信用很好，所以他们手里也没什么钱。

对于这种支付 方 式，越 南 籍 家 具 工 人 表 示 很 认

同，从越南籍家具工人自身的原因来说，因跨国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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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载体都是北仑河上铁皮船摆渡，不 通 过 中 越 两 国

的海关进入越南，而越南的警察又 在 越 南 一 侧 河 岸

上等待并围堵搜查，发现越南人身 上 要 是 有 现 金 尤

其是人民币就命令上交，越南警察 收 缴 了 钱 之 后 却

放进自己的口袋，也引起越南籍跨国人员的厌恶，这

样一来越 南 籍 在 中 国 做 工 的 人 员 都 不 愿 意 随 身 带

钱。从中国雇主自身利益和保持生产力持续性的角

度来看，通过这种方式，中国雇主通过自身的跨国社

会网络完成了工钱的支付，既得到 越 南 籍 家 具 工 人

和其家人的认可，又避免了越南籍 家 具 工 人 利 用 手

中现金与工厂以外的社会中消费、银 行 等 部 门 的 直

接联系或出门走动的麻烦。从越南籍家具工人迁入

地本地及周边村落当地人的交流 来 看，越 南 籍 家 具

工人与外 界 并 不 相 识，甚 至 不 知 道 远 处 交 通 情 况。

也就是说，这种方式极大地减少了 越 南 籍 家 具 工 人

对外交流从而扩大和积累社会资 本 的 能 力，从 而 保

持了工厂现有运行状态的稳定。

从这里可以发现，对于Ｃ市越南籍家具工人社

会支持网络，当跨国的“大社会网络”笼罩 越 南 籍 家

具工人在Ｃ市的“小社会网络”的时候，从空间上看，

越南籍家具工人获得的社会支持在越南籍家具工人

生活、工作的场域之外；并 在 时 间 性 产 生 的 效 果 中，

越南籍家具工人所获社会支持呈现出相同支持方式

频率上的积累，从而取代了以个体 为 中 心 自 然 而 然

地向外界进行扩散式的积累，从而使Ｃ市越南籍家

具工人的“小社会网络”产生内卷化效应。

（二）矛盾的应对方式

对于上文中描述越南籍家具工人维护自身小社

会网络利益，有打“小报告”的行为，家具厂的老板和

管理人员都只采取忽略的态度。这并不是表明中国

雇主和管理人员不关心工人之间 的 关 系，结 合 前 文

中对越南籍家具工人工作机会获 得 的 空 间 性 描 述，

可以推测：其一，因为亲缘的关联性太强，其“小社会

网络”对于中国Ｃ市越南籍家具工厂来说是不可能

打破的，这种“人情”也使得越南籍家具工 人 不 能 成

为单纯出 卖 劳 动 力 赚 取 收 入 的 非 社 会 性 的 职 业 个

体；其二，由于工厂包吃包 住，并 尊 重 越 南 籍 家 具 工

人的工作间歇习惯和饮食习惯，所 以 在 越 南 籍 家 具

工人生活的其他方面并没有不适感，“小社 会 网 络”

的边界导致的矛盾并不会高度激 化，这 样 保 证 了 对

于家具工厂最重要的生产稳定性；其三，由于越南籍

家具工人本身就属于散工性质的 自 由 劳 动 群 体，［１７］

且因跨国亲缘网络导致容易招募 越 南 籍 家 具 工 人，

导致经常更换工人，使家具厂管理 人 员 没 有 意 向 下

工夫逐步解决小小的利益纷争。

个案１６：在谈及如何处理和解决越南籍家具工

人利益争 执 的 时 候，文 叔 说：“不 管，不 影 响 生 产 就

行，你像阿宁有时候也和我说，上面吵起来了过后互

相都不讲话了，我就说 不 管，和 我 们 没 关 系，好 好 干

活就行。上次把越南工 人 都 辞 了 就 留 下 阿 东，阿 东

还说他能找到更好的工人，之前 有 个 你４月 份 来 的

时候问的另一个阿山（阮文山），他也被辞了，他是越

南合伙人的亲戚，工人都是他找的，找来那么多很多

不行的。阿东也想这么干，说他找越南工人，然后他

做老大，我说你要做老 大，自 己 开 个 厂 去，我 这 里 没

有老大，只有干活的。阿东这人干活还是很认真的，

就是心胸比较小。他们 吵 归 吵，吵 了 对 我 们 有 好 处

啊，没有老大了，后来为 了 避 免，我 们 每 月 给 他 们 的

工资师傅和师傅是一样的，小工是一样的，不同的是

年底分红不一样，干得好的多给一些，干得不好的给

个几百块完事，不好还不想让你来呢。”

工厂对越南籍 家 具 工 人 内 部 矛 盾 的 应 对 方 式，

也起到了稳定了越南籍家具工人内部的社会网络框

架的作用，使越南籍家具工人逐 步 适 应 并 接 受 不 变

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令其除了工 厂 提 供 的 有 限 的 休

闲娱乐之外，只能在占生活更大 分 量 的 工 作 中 寻 找

个体的存在感，即对于Ｃ市越南籍家具工人来说，工

作基本成为社会网络中实现自我角色以及得以继续

安全留在这个网络里的唯一途径。

（三）无法忽略的女性身影

在第一阶段的 调 查 中，笔 者 所 见 一 位 负 责 做 饭

和卫生的越南籍女性工人，因为 两 次 将 电 饭 锅 放 在

水槽里刷洗，使工厂更换了三台电饭锅，对此事件进

行访谈时笔者得知，这位越南妇女的工资低于小工，

仅仅比在越南的时候挣得多一 点 儿，且 其 要 求 提 高

工资却没有得到回应，所以破坏工作的用具———电

饭锅，破坏的结果便是离开已经 固 定 的 工 厂 内 部 社

会网络，即三个月后她被辞退了。

个案１７：在与管理人员文 叔 的 交 谈 中，笔 者 了

解到，文叔针对这位越南妇女三 次 用 坏 电 饭 锅 的 行

为表示：“她肯定在越南没用过 电 饭 锅，越 南 家 里 的

锅就是放在水槽里刷的吗。她跟我说电饭锅坏了我

还以为质 量 不 好，拿 去 修 人 家 说 被 水 泡 了，电 路 坏

了，我还纳闷，又买一个 还 是 这 个 结 果，第 三 次 先 是

被我发现原来她把电饭锅整个 放 在 水 里 刷，我 火 了

说了她一顿，后来电饭锅还是坏了。直接开除她，反

正她也干不了什么活。”

当我们把视线 移 向 这 位 工 厂 里 唯 一 的 女 性 时，

便可发现，这一容易在男权主导 的 工 厂 内 被 忽 略 和

藐视的研究对象，其破坏行为从 相 反 的 方 面 体 现 了

“破坏工作”而实现自我的特点，进一步 讲 便 是 其 突

破“内卷化”社会网络的意向。

通过对文叔的访谈可以明显判断这位越南妇女

在工厂内部的地位很低，但遗憾 的 是 笔 者 未 曾 获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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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这位越南妇女的机会，但是这种在工厂内部“离

经叛道”的行为，可令人反思，在与 男 性 越 南 籍 家 具

工人相同的社会支持网络中，其女 性 身 份 在 工 厂 内

部是怎样被塑造出的？首先，在时间性上，由于工厂

内部与越南非常相似，所以对于这位越南妇女来说，

“未来意味着对过去的一种复制”。也许这与其他男

性越南籍家具工人一样，共同经历 着 其 社 会 网 络 的

内卷化效应，但因为其地位更低，所以这种内卷化的

效应便更 大 程 度 降 低 这 位 越 南 妇 女 在 工 厂 内 的 地

位，令其越来越被忽视，且当其工资与在越南相差不

大时，其对工厂和这份工作的认可便会大大降低，从

而产生对Ｃ市越南籍家具工人的社会支持网络第二

个效用———“通 过 工 作 实 现 自 我”产 生 了 反 向 的 行

为。而且，就算这种反向的行为发生自男性工人，得

到的也是相同的下场———被辞退。

个案１８：对于工厂的薪资和 管 理，越 南 籍 家 具

工人也表达了自身对权益的诉求，如阿力作为师傅，

其工资以及在工厂里得到的尊重不能超越另一位师

傅阿东，向管理人员文叔的抱怨也没有正面的回应，

便通过加大工厂器械的耗损来表达自己的不满。结

果，老板几次发现之后，笔者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的调查

中得知，老板以木工师傅阿力经常 跟 他 借 钱 出 去 嫖

娼，担心其被发现为由，将其辞退。

对这位看似“边缘”的越南妇女以及因令机器高

耗损而被辞退的木工师傅的分析便可发现Ｃ市越南

籍家具工人社会支持网络之强化男性主导的支持方

式。相反的说，对于相关劳 动 生 产 力 不 足 的 女 性 或

者“边缘化”“女性化”的工人进行苛刻的支持。

（四）对于偷盗的漠视

管理人员文 叔 的 旧 手 机 以 及２００元 钱 于２０１２

年１０月底在工厂内他的办公室里丢失，而同样住在

厂里的其他人没有丢失东西，办公 室 其 他 财 务 也 没

有丢失，所以这一事件的指向性很明显，是针对文叔

的。不过，由于损失钱物总价不高，文叔并没有深究

和调查。相比常人丢失手机和２００元钱的抱怨和愤

怒，文叔的轻描淡写也反映出其对 既 定 的 社 会 网 络

的服从，最根本的，相比保 持 家 具 厂 的 稳 定 运 转，一

部旧手机和２００元确实算不了什么。

个案１９：对于这一事件，文叔表示：“算啦，我那

部手机连彩屏都不是，我用手机能打电话就行，丢了

就丢了。我记得２００元 钱 对 折 压 在 手 机 下 面，当 时

就放在办 公 桌 上，我 那 个 写 生 产 计 划 的 本 子 旁 边。

一般也不会有谁进来拿的，这几天你（笔者）的 电 脑

和手机都放在 那 里，也 没 丢 啊。奇 怪 了，算 了，也 没

多少钱的东西。”

通过上文所述，可发现其在文化的相容性下，劳

资双方基本保 持 和 谐 的 雇 佣 关 系，Ｃ市 越 南 籍 家 具

工人所得到的如与越南相同的消费品、工资支付、管

理层对其适度的宽容，以及文叔“自认倒 霉”表 现 出

管理人员权威的降低，加之不同 工 人 团 体 间 的 矛 盾

和由于越南籍家具工人的散工性质而导致工人数目

减少。这些都令人联想起迈克尔·布若威（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ｕｒａｗｏｙ）笔下的吉尔公司。［１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与吉尔公司不同，作为家具工厂，由于其产品的工艺

性以及手工艺方面对工人技能 的 要 求，在 现 有 的 等

级制度下，其工资数额并非计件而来，而是固定支付

的钱数。所以，每一件家具产品的生产，都是指定人

头进行固定的技术工作，这样一来，工厂的生产便易

于管理。但是，文叔对偷 盗 行 为 的 漠 视 反 衬 出 其 他

绝大部分越南籍家具工人对现 有 工 作、生 活 境 遇 的

认同。这种认同也体现出越南籍家具工人对现有的

社会支持网络的接受和内化。

六、结果与讨论

社会网络的经 典 理 论 包 括 关 系 强 度 理 论、嵌 入

性理论、结构洞理论、社 会 资 源 理 论、结 构 角 色 等 理

论。而通过本研究，在文化视角下，基于当下现实情

况的叙事对Ｃ市越南籍家具工人为例的中越边境越

南籍散工社会支持网络进行解 构，基 于 参 与 式 观 察

所发现的实际情况，由这一社会 支 持 网 络 提 出 新 的

思考。

Ｃ市越南籍家具工人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是

由跨国社会网络、工厂与越南籍 家 具 工 人 互 动 的 实

践行为所构成的，这与众多关于 中 越 边 境 的 研 究 成

果并不相左。但值得注 意 的 是，对 当 下 具 有 历 史 渊

源和惯习延续的社会表象进行 研 究，应 该 发 掘 和 联

系其在全球化时代的新表现。作为对当代社会现象

的研究，应尽量以当代的特征在 当 代 的 功 能 来 进 行

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和定位，使 其 成 为 与 其 他 特 征

相联系的当代环境的一部分。［１９］那么，基于上述社会

支持网络，从Ｃ市越南籍家具工人自身来看，其身体

与所处环境之间建立起了一个生产关系；从Ｃ市越

南籍家具 工 人 与 其 附 身 的 社 会 支 持 网 络 的 互 动 来

看，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体现出 了“情 感 的 表 达 和

体验”。那么，中国Ｃ市的越南籍家具工人作为代表

中越边境越南籍散工的群体“人格”，虽 然 其 属 于 一

个社会性的行动者，但本文并非 简 单 描 绘 一 幅 其 行

动的图示；对于其附身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虽然

从空间和时间 概 念 的 框 架 入 手，但 本 文 并 非 画 出Ｃ

市越南籍家具工人或者引申为中越边境越南籍散工

的辅助图示。而是通过对具有跨国性质的社会支持

网络的分 析，结 合 Ｃ市 越 南 籍 家 具 工 人 所 具 有 的

“越南人”和“散工”两种属性综合的性质进行整体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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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下的观察和分析。

本文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中越边境地区

的跨国劳务流 动 群 体，Ｃ市 越 南 籍 散 工 既 属 于 越 南

主体民族的京族，又属于区域国际 劳 务 分 工 的 行 动

者，围绕这一群体的研究是基于现 代 国 家 民 族 和 国

际分工的语境中的。这样 一 来，作 为 这 一 群 体 生 存

的中国Ｃ市也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就单一的城市

范围和现状来说，Ｃ市也成为跨国民族共生的空间。

值得思考的是，这种共生的空间的格局是变化的，从

古代此地两国边民共同生活在“天下”概念的边疆地

带，到现代国家边界精确划分之后 中 国 一 侧 按 照 国

家意志进行重新规划的城市。这一变迁使得如上文

所述家具厂迁到市郊农村中，随之，越南籍家具工人

也生存在了城市的边缘。如众多越南跨国流动人员

一样，从古代与如Ｃ市地带的边民相融，到今天成为

Ｃ市的边缘群 体，越 南 籍 散 工 体 现 出 的 神 秘 性 和 松

散性，以及被塑造为“边缘群体”，这一变化伴随中国

的现代国家边境城市的 区 域 重 构 而 形 成。所 以，作

为越南籍散工跨国流动的原动力是中越两国长久以

来相互流动的惯习，当今越南籍散 工 跨 国 流 动 的 社

会现象 便 是 现 代 国 家 意 义 上 文 化 流 动 的 体 现。那

么，在这种意义上说，中越边境越南籍散工的形成如

果起因于“空间的劳动分工”的话，那么中 越 边 境 和

谐边疆的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中国

从黄土国家经过东南亚各国到成为真正走向文化南

海的蓝海国家，应该培养边境城市 与 周 边 国 家 文 化

相融、开放的能力。

温故历史，如中国Ｃ市这样的边境城市与接壤

的越南城市同样，都可以作为历史 上 相 似 甚 至 共 同

的文 化 质 点；放 眼 当 下，正 如《２０１３年 人 类 发 展 报

告》中关注“跨国个人 关 系 网 络”“迁 徙 政 策”的 发 展

现状，尤其是在“新时代下的治理与合作关系”中，提

出南方国家的崛起使国际合作体 系 将 更 加 多 元 化，

形成更加全面的双边、区 域 乃 至 全 球 合 作 网 络。那

么，在全球化时代下的东南亚区域合作中，关注如中

国和越南之间边境的文化流动才能根本上发掘出区

域合作、和谐共生的潜质。

致谢：本文在田 野 调 查 与 写 作 过 程 中 获 得 了 广

西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秦红 增 教 授 的 指 导，特

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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