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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琉球曾历经独立王国时期（１４２９—１８７９ 年）、日本殖民时期（１８７９—
１９４５ 年）、美国占领时期（１９４５—１９７２ 年）和日本施政时期（１９７２ 年至今）。 １９７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美国将琉球群岛的施政权移交日本，结束了长达 ２７ 年的占领统治。 但重回日

本施政下的琉球人却不断推进反日运动或琉球独立运动，重拾并强化历史记忆，以凸显

自我族群的独特性。 在当代，冲绳社会思潮存在“琉球化”转向，具有后殖民时期边缘

族群认同再建构的基本特征，作为长期遭受差别对待、悲惨历史经历所带来的“冲击”
之下的“回应”，冲绳县民开始思考自己的日本人身份、琉球人身份，催生出琉球身份建

构的浪潮，琉球族群认同结合自身的利益而演变，每次受欺压后族群认同都会再次强

化，具体体现为传统符号的再发明、话语体系的再建立、族群特色的再展示、光辉历史的

再记忆这四个核心特征。
关 键 词　 琉球　 族群认同　 日本　 美军基地　 共同体意识

族群认同（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即族群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指族内成员对其所属族群的共同认知

和情感依附。 马克斯·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将“族群”的内涵界定为“文化习俗、身体形态的类似特

征，或者对移民或殖民的历史记忆在根源上享有共同信仰的人类群体”。① 而琉球人作为具有共同

历史记忆和文化构成的族群，可称作琉球族群，“琉球族群认同”即指琉球人对其所属的族群的共

同认知和情感依附。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Ｅｒｉｃ Ｈｏｂｓｂａｗｍ）和特伦斯·兰格（Ｔｅｒｅｎｃｅ Ｒａｎｇｅｒ）认为建构族群共同体

的方式在于“传统的发明”，用以分析民族服装、仪式变迁和生活方式等文化符号，指出有些看似传

统的文化符号，实则是族群共同体意识建构的一环。② 随处可见的琉球代表服饰嘉例吉衬衫（かり
ゆしウェア），每五年举办一次的世界家乡人（琉球人）大会（世界ウチナンチュ大会），在日本殖民

时期被明令禁止的琉球刺青（ハジチ），都作为文化符号在当代再现，更有相对激进的琉球独立团

体向世界宣传其纲领和思想，且第一时间表明绝对没有接受其他国家和政治团体的援助，属于维护

自身利益的自发行为，上述事例均为琉球族群共同体意识建构的一环。
“琉球人的过去属于谁？”是琉球归属及认同领域的一个难以避开的问题，长期以来中、日、琉、

美四方学者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过阐释，这一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存在着阶段性变化，琉球族群

的历史也不断地被阐释和重构。 日本学者大多认为，琉球族群认同日本源自远古时期日琉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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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ＶＬＳ０１４）、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东亚历史演进中的琉球族群认同研究”（２４ＣＧＪ０６２）的阶段性成果。 感谢《世界民族》编辑老师和

外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８， ｐ． ３８９．
Ｅｒｉｃ Ｈｏｂｓｂａｗｍ ａｎｄ Ｔｅｒｅｎｃｅ Ｒａｎｇ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ｐ． ３．



的人种和文化交流，以“海上之路”①证明日本大和民族的部分文化根源来自琉球，从而形成了文化

人类学领域的“日琉同根同源论”，后演化为民俗学领域的“南岛论”，以及后现代主义范畴的“日本

的尾巴论”（ヤポネシア論）②。 美国学界曾指出日琉之间的差异性，在 １９４５—１９７２ 年美国占领琉

球时期，一方面基于同日本本土分离统治的占领需要，另一方面基于历史的客观事实，美国文化人

类学家提出与“日琉同祖论”完全相悖的“日琉异祖论”，提出琉球人是日本人中的特殊存在，③琉球

人不认同大和民族的观点。 琉球学界则出现了阶段性的观点变化，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以“冲绳

学之父”著称的伊波普猷提出了“日琉同祖论”④，但伊波在强调日本和琉球同根同源的同时又衍生

出标志琉球主体意识的“个性论”⑤。 １９７２ 年前后，面对琉球归属问题，琉球学者提出“反回归”⑥

论，后衍化为“琉球独立论”⑦。
本文要提出的是“琉球族群认同重塑论”，族群认同重塑是一种冲击之下的回应，是弱势文明

对强势文明冲击的应激反应，弱势一方在历史的波折中不断重塑和强化族群认同。 在琉球王国时

期，琉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中国宗藩体系下的附属国，琉球人存在对琉球的族群认同和对中华

的文化认同。 到了日本殖民时期，琉球人被迫进行“大和化”改造，琉球人被同化为日本冲绳县民，
琉球族群认同被迫隐匿，转变为对大和的认同。 到了美国占领时期，美国停止日本对琉球群岛的施

政权，对冲绳县民进行“琉球化”改造，为琉球人打开了族群认同重塑的窗口。 到了今天的日本施

政时期，美军基地问题、经济差距问题并未得到日本政府的妥善解决，冲绳县民时常强调自身过往

的历史，不断重拾和强化历史记忆来展示自我的特殊性。 琉球族群认同复杂化的根源在于其在历

史长河中形成的主体性和独立性，现实因素在于日本长期对琉球的结构性歧视，琉球族群认同结合

族群自身的利益而演变，集中展现在对平等的追求和对尊严的渴望。

一、问题根源

琉球族群认同复杂化的问题根源不仅具有历史因素，还具有现实因素。 在外来强势文明的影

响下，在琉球社会曲折发展的历程中，琉球族群以特殊的族群认同意识予以回应。

操持的语言是日语；交易的货币是美元。
似日本，却并非日本；似美国，却并非美国。
实属难以领略的岛啊！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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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田国男『海上の道』（柳田国男：《海上之路》）東京：筑摩書房、１９６１ 年。
认为琉球群岛是日本本土（大和民族）的尾巴。 岡本恵徳『「ヤポネシア論」の輪郭 島尾敏雄のまなざし』（冈本惠德《“日本的

尾巴论”的轮廓 岛尾敏雄的目光》）沖縄タイムス社、１９９０ 年、第 ５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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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琉同祖论指日本人与琉球人的起源来自同一种族。 向象贤于 １６５０ 年编撰《中山世鉴》，文中记载日本源为朝的儿子是琉球

国舜天王朝建立者。 伊波普猷认为此为“日琉同祖论”说法的起源，并加以论证。 参见伊波普猷「琉球人の祖先に就いて」『伊波普猷全

集』（伊波普猷：《关于琉球人的祖先》《伊波普猷全集》）第 １ 巻、東京：平凡社、１９７４ 年、第 ３ 頁。
伊波普猷「琉球史の趨勢」『伊波普猷全集』（伊波普猷：《琉球史的趋势》 《伊波普猷全集》）第 ７ 巻、東京：平凡社、１９７４ 年、

第 ５８ 頁。
『新沖縄文学：特集·「反復帰論」』（《新冲绳文学：特集·“反回归论”》）第 １８ 号、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新沖縄文学：特集·「沖縄にこだわる － 独立論」』（《新冲绳文学：特集·“执着于冲绳 － 独立论”》）第 ５３ 号、１９８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山之口貘「正月の島」『沖縄と小笠原』（山之口貘：《正月的岛》《冲绳和小笠原》）第 １２ 号、１９６０ 年，第 ２２ 頁。 原文：つかってい

る言葉、それは日本語で、つかっている金、それはドルなのだ、日本みたいで、さうでもないみたいな、あめりかみたいで、そうでもな
いみたいな、つかみどころのない島なのだ。



这是琉球诗人山之口貘于 １９５８ 年写下的诗句，表明琉球人在美国占领时期对自我身份认同的

迷茫。 从 １９４５ 年至今，琉球人曾幻想成为像夏威夷一样的美国“冲绳州”，却被现实中美国军政

府—民政府①严格的身份限定打破；琉球人曾幻想回归和平的生活，却被美军基地的大规模建设打

破；琉球人曾幻想回归所谓的“祖国”日本，却又被“核密约”等利益交换背叛；琉球人亦曾幻想走上

发展繁荣的道路，却不得不面临日美大规模强化琉球群岛军事部署带来的战争风险。 处于美日夹

缝中的琉球，始终没有改变被牺牲和被利用的处境。
（一）历史因素：强势文明冲击之于琉球族群认同

考察琉球历史进程可以看出，强势文明对琉球族群的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 １３７２ 年，明太祖

朱元璋遣使诏谕琉球，琉球国中山王察度奉诏入贡，以附属国的身份融入中国宗藩体系。 １４ 世纪

后期，琉球开始以明朝附属国的身份同东亚各国交往。 在明朝的影响下，琉球的国家体制日臻完

善，以王府为中心的政府组织逐步建立。 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儒学教育促使琉球精英阶层对中国产

生了族群和文化认同。
１７ 世纪初，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后，琉球的居民在同萨摩藩博弈对抗的过程中强化了对琉球

王国的认同。 以《中山世鉴》《中山世谱》《球阳》等官修史书的编纂为基础，以士族家谱的修撰为

助力，琉球族群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日渐清晰。 不仅如此，１７ 世纪起，琉球王国深受中国传统华夷观

念的影响，形成了以首里王府为中心，周边离岛为附属的“小华夷”秩序。 《中山世谱》记录了琉球

受中国文化影响后产生的变化，称琉球国改变番俗，从此尊崇儒学，礼乐兴盛，琉球文化和中国文化

没有什么不同之处。②

１８７９ 年，日本吞并琉球设置冲绳县，琉球人的身份转变为“日本国民”，琉球原有的国家认同

被日本殖民当局刻意抹杀，日本的同化教育致使琉球族群开始认同转向，琉球的精英阶层甚至

提出了“日琉同祖论”和“连打喷嚏也要模仿日本人论”③，造成琉球族群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的

混乱，部分琉球人转向认同日本，并积极主动地争做合格的“大和人”。 同期还有“脱清人”团体

保持着对华认同，但随着 １８９５ 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琉球族群的对华认同逐渐式微，伴随

着日本帝国版图的扩张和“皇民化”教育的灌输，琉球族群被迫隐匿对中国和琉球的认同，转变

为“认同日本”。
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时，美国为攻击日本本土而寻找合适的登陆地点，正是由于美国人类学团

队发现了琉球族群的独特性，遂以分化琉球人和大和人为出发点，将登陆地点确定在琉球群岛。 登

陆冲绳岛后，美国对琉球实施分离于日本的统治，建立美国军政府，琉球族群的身份再次转变，由
“日本人”转变为“琉球人”。 随着美国把琉球和日本本土分离统治政策的实施，部分琉球人对大和

的认同转变为对琉球的认同；但在美国占领后期，因国际形势变化，琉球族群开始推进“有条件”的
“回归”运动，在 １９４５—１９７２ 年间，琉球族群拥有四重认同意识，即“认同琉球”“认同美国”“认同日

本”和“认同中国（闽人后裔）”。
强势外来文明冲击促使琉球族群寻求维护自身权益，族群认同成为维护族群权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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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政府—民政府是美国在 １９４５—１９７２ 年占领琉球期间政治机关的统称。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琉球群岛美国军政府成立，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琉球群岛美国军政府被改组为琉球群岛美国民政府。 美国军政府—民政府时期严格限制琉球人和占领军结婚，以避免琉球人获

取美国人身份。
『中山世譜』第 ３ 巻、伊波普猷等編『琉球史料丛書』（《中山世谱》第 ３ 卷，载伊波普猷等编《琉球史料从书》）東京：東京美術刊、

１９７２ 年、第 ４４ 頁。
太田朝敷「女子教育と沖縄県」『琉球教育』（太田朝敷：《女子教育和冲绳县》 《琉球教育》）第 ５５ 号、１９００ 年 １０ 月、第 ６ 巻、

第 １５５ 頁。



日本强制吞并琉球时，琉球人借助清朝推进“救国运动”。 在日本殖民时期，琉球精英团体以“日琉

同祖论”等逢迎日本的统治。 美国占领统治时期，琉球人成立“金门俱乐部”①等亲美团体逢迎美国

的占领。 在当代日本施政下，琉球族群一方面反对美军基地的建设，另一方面通过诉诸法律、在国

际平台争取原住民地位等多种形式同日本中央政府抗争，以维护自身权益。
琉球族群对平等的追求和对尊严的渴望，体现在对自身历史传统的弘扬和对族群独特性的表

达之中，这种心理源于悲惨的历史经历，正是由于日本长期对琉球的牺牲和歧视，琉球族群不得不

反复强调自己“辉煌”的历史及其独特性，以“大琉球”“辉煌的琉球”“东亚的基石”等表述重构历

史叙事，追求平等的地位和族群尊严，从而获取心理上的优势，规避大和民族对本族群的“欺辱”。
从冲绳县和平祈福纪念公园博物馆②及其设计理念也可看出琉球族群对自身历史叙事的变化，在
冲绳战役的展厅里，展示了日本对琉球的歧视政策，以及将琉球作为牺牲品的大量证据，每件展品

都仿佛对参观者诉说琉球族群的悲惨历史。
（二）现实因素：日琉微妙关系之于琉球族群认同

琉球“回归”日本已达五十余年之久，冲绳地方政府和日本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却始终微妙，
作为地方的冲绳县政府时常会在琉球人核心利益等问题上同中央意见相左，以抗议游行和司法诉

讼等方式与中央对抗。 琉球族群在面对冲绳县政府和日本政府、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等各种利害

冲突中，往往选择维护自身利益，这种行为源于历史记忆，源于对日本政府的不信任，琉球族群认同

和日本国家认同存在冲突。
日本对琉球政治、经济利益的牺牲，对琉球文化的歧视贯穿于琉球历史进程之中。 日本殖民时

期，日本将琉球定义为“帝国的南门”，琉球要时刻为保全日本本土做出牺牲。 在当代，冲绳县所在

的“南西诸岛”又承担着重要的防卫任务，在冲绳县驻扎着全日本规模最大的美军基地。 根据冲绳

县政府 ２０２０ 年关于驻扎在日本各地的美军基地规模的统计数据，驻扎在冲绳县的美军基地设施面

积占比 ７０． ３％ 、东京都占比 ５． ０％ 、青森县占比 ９． ０％ 、神奈川县占比 ５． ６％ 、山口县占比 ３． ３％ ，其
他地区占比 ６． ７％ 。 显然，仅占日本国土面积 ０． ６％ 的冲绳县却集中了全日本 ７０． ３％ 的美军基

地。③ 大部分基地位于人口密集区域，琉球人时刻担心战争的潜在风险，担心亚太局势的不稳定对

自身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影响。
在经济层面，冲绳县的经济常年处于全日本垫底的位置，“美军基地经济”曾一度在冲绳占据

主导地位。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美军正式开始在琉球建设永久性基地，需要大

量劳动力，高峰时期雇佣 ４ 万—５ 万琉球人作为基地工作人员。 但在 １９６９ 年 １１ 月美日双方确定移

交琉球群岛施政权后，美军宣布解雇 ２４００ 名基地工作人员，１９７２ 年 ５ 月正式“回归”前又解雇 ７０００
人，尽管冲绳县政府采取财政补贴等对策，但基地员工大量被解雇造成琉球的失业率上升。④ 与此

同时，因琉球大量优质土地被军事基地占用无法开发，导致冲绳县与日本本土经济差距极大，为此，
日本政府制定《回归特别措施法》，设立冲绳开发署，制定“冲绳振兴开发计划”，计划在 ３０ 年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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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琉球赴美留学生于 １９５１ 年建立了属于琉球人自己的精英团体“金门俱乐部”（Ｇｏｌｄｅｎ Ｇａｔｅ Ｃｌｕｂ），其名称取自美国旧金山市的

“金门大桥”，意为发挥琉球和美国之间的桥梁作用，成员多为琉球精英和亲美派人士，包括政府官员、高级技术人员、企业经营者、留美

归琉人员和学者，定期举办亲美活动。
冲绳县和平祈福纪念公园博物馆于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建成。 记载着日美太平洋战争冲绳战役和琉球的战后重建历史，馆内展示有关

于冲绳战役的相关珍贵资料及生还者的证言。
沖縄県政府公式サイト『米軍基地の概況と統計データ』（冲绳县政府官方网站：《美军基地概况及统计数据》）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ｒｅｆ． ｏｋｉｎａｗａ． ｊｐ ／ ｓｉｔｅ ／ ｃｈｉｊｉｋｏ ／ ｋｉｃｈｉｔａｉ ／ ｃｈｉｊｉｈａｔｕｇｅｎ ／ ２０１２． ｈｔｍｌ（２０２４ － ０６ － ０１）。
琉球政府渉外課「軍雇用員問題に関する要請書」（琉球政府涉外科：《关于军队雇佣人员问题的申请书》）１９７１ 年 ２ 月 ６ 日、沖

縄県立公文書館蔵、資料コード：Ｈ０００１０７７７。



力于冲绳县的振兴开发，但收效甚微。 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在冲绳县举办大型活动促经济振兴，并增

强国家凝聚力，１９７５ 年 ７ 月，日本政府以“大海：它的美好未来”（海 －その望ましい未来）为主题举

办了冲绳国际海洋博览会，但日本的经济开发举措招致琉球人的质疑，部分琉球人认为开发举措会

引起物价上涨、环境破坏和日本本土资本收购琉球土地等问题，反对举办海洋博览会的声音频

出。① 加之冲绳美军基地强制征用土地问题无法解决，时至今日，冲绳县经济处于全日本垫底位置

的局面短期内依旧难有改观。
在文化认同层面，日本人对琉球人的歧视如旧，历史上 １９０３ 年大阪产业博览会的“学术人

类馆事件”即为典型案例，琉球人被日本人作为帝国的落后种族进行展示。 无独有偶，２０１０ 年在

日本电视台播出的一则广告中，讲“冲绳方言”（琉球语）的贫穷落后人物出现，表达着自己对东

京这样繁华都市的惊叹。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在冲绳县反对美军基地的抗议活动现场，抗议者

拍摄的视频显示，部分来自日本本土的警察辱骂当地住民为“支那人”和“土人”，该视频在上传

到国外视频网站的当日点击率就达 ３５ 万人次。② ２０２２ 年底，日本发布《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
家防卫战略》《防卫力整备计划》新安保三文件，向突破“专守防卫”跨出关键一步，琉球群岛成

为日本建设“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关键。 冲绳县民众对于“再次沦为战场”的恐慌情绪攀升，和
平反战成为冲绳县政府的主要诉求之一。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冲绳县政府提出“２０２４ 年度冲绳县地区

外交的基本方针”③，方针致力于打造“２１ 世纪的万国津梁”④构建亚太地区和平的国际据点。
“２１ 世纪的万国津梁”的再度提出更是对琉球王国海上贸易中转站以及和平发展历史的重新认

同与再记忆。
总之，当下日本对琉球的态度较之殖民统治时期并无大的改观，即以本土利益优先，牺牲琉球

人利益，尽管日本对琉球给予大量的财政援助，但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日本国家的团结和稳定，并
没有解决美军基地和经济发展等实质性问题。 太平洋战争后所形成的美日关系地位依旧主宰着琉

球的命运，琉球族群如同大和民族的“异类”置身于日本边缘。

二、核心特征

族群边界不仅指地理边界，还包括“社会边界”。 在生态资源竞争中，一个族群强调特定的文

化特征限定本群的“边界”，以排除他群。⑤ 从体征观察，一类族群或在体征上毫无差别，但如果主

观地认定族群界限存在，则体征差别就可以被制造出来。 譬如，在部族社会，人们常以拔牙、拉大耳

垂、皮肤中嵌入物品和刺青文身等激进方式展现族群的特殊性，或以服饰、风俗和语言等相对温和

的方式展现本族群和其他族群的区别，从而强化族群边界。 在当代冲绳社会，设计代表琉球传统符

号的“嘉例吉”衬衫，建构琉球主体性的历史叙事，以“世界家乡人（琉球人）大会”凝聚族群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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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沖縄県国際海洋博覧会推進本部「海洋博に伴う問題点及び対応策について」（冲绳县国际海洋博览会推进部：《关于海洋博览

会的问题点及应对措施》）１９７４ 年 １１ 月、沖縄県立公文書館蔵、資料コード：Ｐ０００１３１５Ｂ。
日本衆議院「沖縄県東村高江のヘリパッド建設工事に反対する住民？ 県民を警備するため派遣された大阪府機動隊員に

よる差別発言に関する質問主意書」（日本众议院：《关于反对冲绳县东村高江的直升机基地建设工程的居民和大阪府机动队员关于

歧视发言的提问质疑书》）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ｈｕｇｉｉｎ． ｇｏ． ｊｐ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ｉｔｄｂ＿ ｓｈｉｔｓｕｍｏｎ． ｎｓｆ ／ ｈｔｍｌ ／ ｓｈｉｔｓｕｍｏｎ ／ ａ１９２０８３． ｈｔｍ
（２０２４ － ０６ － ０１）。

沖縄タイムス「平和創造へ県基本方針」 （冲绳时报：《以和平为基础的县基本方针》）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ｋｉｎａｗ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 ｊｐ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ｇａｌｌｅｒｙ ／ １３３１８４４（２０２４ － ０６ － ０１）。

“万国津梁”一词源于悬挂于古代琉球国首里城的正殿内的万国津梁钟，该钟铸造于公元 １４５８ 年，铸有汉字铭文。 琉球群岛

地处东亚的海上交通要道，北连日本列岛，隔海与中国相望，“万国津梁”意为琉球是古代东亚联通万国的桥梁。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第 ７３ 頁。



体，对琉球王国历史的再追忆，都属强化族群边界的行为。
（一）传统符号的再发明：嘉例吉衬衫

当今琉球街头，常见许多琉球政府职员、商务人士和教育从业者都身着一种印花衬衫，这种印

花衬衫的日文全称为“かりゆしウェア”，汉字写作“嘉例吉”，衬衫多设计成开襟半袖，附之缘起于

１３ 世纪的琉球传统“红型”印染技术，多印有苦瓜、珊瑚、龙和狮子等琉球传统纹案。 看似普通的印

花衬衫，却蕴含着琉球传统服饰文化符号的特质，并随着琉球社会自身需求的变化不断地被赋予新

的内涵。
印花衬衫设计之初并没有被赋予特殊意义，只作为旅游行业制服推出。 １９７０ 年，冲绳县观光

联盟会会长宫里定三为了振兴冲绳的旅游产业，参照美国夏威夷风格衬衫，设计出首款具有海岛特

色的夏季制服并命名为“冲绳衬衫”（沖縄シャツ）。 冲绳衬衫一开始只是在旅游从业者范围内推

广，以体现琉球特有的岛屿和海洋风格。 １９７５ 年冲绳县举办国际海洋世界博览会，此次博览会历

时半年，累计参观人数达 ３５０ 万人，“冲绳衬衫”遂被作为当地的特色文化向参观者展示。 通过博

览会的展示和媒体的广泛报道，印花衬衫由旅游业从业者制服向观光文化展示功能转变。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 １ 日，冲绳县政府决定要把“冲绳衬衫”进一步推广为代表琉球文化的传统服饰，

于是通过《冲绳时报》社等当地媒体公开向社会征集“冲绳衬衫”的新名称。 同年 ５ 月 ２２ 日，冲绳

衬衫的新名称“かりゆしウェア”得以确定，汉字写作“嘉例吉”。 “かりゆし”取自琉球语词汇，意
为“美好祝福”。 选择“かりゆし”一词有两层寓意，一是祈求冲绳县民幸福美满，二是突出琉球的

风土文化。 从此，印花衬衫以独具特色的新名称逐渐从旅游观光从业者向全社会拓展。① 印花衬

衫的观光文化展示功能随之向琉球特色文化的代表转变。 在当今的琉球社会，处处可见印花衬衫，
大到国际外交、政府会议、学术活动，小到民间节庆晚会、朋友聚会，无论个人还是团体，印花衬衫都

作为琉球族群的象征不断地向外界展示，既可以看到冲绳县知事身着印花衬衫出席政府活动以及

访问中国等外事活动，也可以看到琉球歌手身着印花衬衫登上日本 ＮＨＫ 红白歌会的舞台；既可以

看到身着印花衬衫的居民举行反对美军基地的游行集会活动，还可以看到身着印花衬衫的居民参

加琉球传统节日和花火大会等文化娱乐活动。
印花衬衫在设计之初几乎无人问津，到 ２０００ 年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后年产量已达 ３０ 万件，２０１２

年，印花衬衫的年产量达 ３８５９６５ 件，比前一年增长 ９． ３％ 。② 从旅游从业者的观光服饰，到当今政

府办公、对外交流、学术会议、商业谈判和娱乐休闲的传统服饰，男女老少，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印花

衬衫。 当代冲绳县民穿着展示琉球历史传统的印花衬衫正是其共同体意识的展现。 ２００５ 年，琉球

大学家政教育研究室为调查冲绳县当地企业制服问题做过一份涉及当地企业选择印花衬衫的理由

等内容的问卷，调查对象为 ５０ 家企业，共 ６ 个选项：“展示南国文化”“加强自我表达”“比成套西服

价格低”“凉爽”“质地舒适”“县产品推广”，其中“展示南国文化”和“加强自我表达”两选项选择合

计超过 ５８％ ，可见琉球社会对于其独特文化符号的展示和自我表达的需求是选择印花衬衫的主要

理由。③

从印花衬衫的兴起和推广过程不难看出，其功能经历了从业者制服———观光文化展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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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沖縄県商工労働部観光リゾート局観光振興課「めんそーれ：沖縄県民運動推進協議会の設置関係 ３ ／ ４」 （冲绳县工商劳动部

观光局观光振兴科：《冲绳县民运动推进协议会设置关系 ３ ／ ４》）１９９１—１９９２ 年、沖縄県立公文書館蔵、資料コード：００００１１２７５９。
琉球新報社編『現代沖縄事典』（琉球新报社编：《现代冲绳事典》）那覇：琉球新報社、１９９２ 年 ４ 月、第 ６２ 頁。
藤原綾子、佐藤百合子、川畑裕美「企業制服としての「かりゆしウェア」の活用に関する研究」 『琉球大学教育学部紀要』

（藤原绫子、佐藤百合子、川畑裕美：《关于活用作为企业制服的嘉例吉研究》 《琉球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第 ６７ 号、２００５ 年 ９ 月、第
９３—１０４ 頁。



地特色文化代表———传统文化代表———共同体意识表达五次转变，即琉球族群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在印花衬衫功能转变过程中逐步得以强化：琉球人在“想象共同体”的过程中，不断地复兴并重塑

其传统文化符号，借传统服饰表达族群诉求，琉球传统“红型”印染技术在嘉例吉衬衫的推广中得

以展示，琉球传统文化记忆随之不断得以强化。
（二）话语体系的再建立：琉球史研究叙事

１８７９ 年，日本强制吞并琉球、设置冲绳县，随即推行“大和化”和“皇民化”教育，致使琉球族群

逐渐被日本同化。 冲绳县政府挑选优秀学童赴日本本土留学，这些学童中的部分人学成归来后成

为琉球人中的学术精英，并尝试将琉球史置于日本史的框架体系进行书写，琉球史自此成为日本冲

绳县史的一环。 “冲绳学之父”伊波普猷出版《冲绳历史故事：日本的缩影》；①“打喷嚏模仿日本人

论”倡导者太田朝敷出版《冲绳县政五十年》；②琉球著名学者东恩纳宽惇出版《琉球历史》；③这些

琉球土生土长、后赴日本接受高等教育的学术精英们，深受日本学界话语体系的影响。
日本本土出生的学者也致力于将琉球史置于日本史的叙事之中，形成从中心看边缘的视角，将

“南岛”琉球作为保留日本传统的代表，将处于边缘的琉球族群作为表达传统和展示原始文化的工

具。④ 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出版《海上之路》⑤就是将日本民俗文化溯源至以琉球为主的“南岛”
区域。 此外，日本本土学者冈本太郎出版《被遗忘的日本：冲绳文化论》⑥，对留存在久高岛上的琉

球祝女信仰向外界进行了“原始”揭秘式的阐释。
有别于上述琉球的历史叙事，以琉球作为叙事主体的历史研究兴起于美军登陆冲绳岛后。 以

天皇为中心的神国史观被打破，加之美国占领初期推行“亲美离日，扶持琉球主体性”政策，致使美

国占领时期接受过教育、逐渐成长起来的琉球学者形成琉球“主体性意识”。 美国占领时期结束

后，琉球学界涌现出一大批研究琉球历史的学者，主要代表为高良仓吉⑦、丰见山和行。 高良仓吉

在退任琉球大学教授后又任冲绳县副知事，对促进冲绳县保护琉球王国时期的传统文化和历史遗

迹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并编撰关于琉球王国史研究专著，⑧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个领

域。 丰见山和行于 ２００４ 年出版《琉球王国的王权和外交》⑨一书，透过琉球王国与明清中国、江户

幕府和萨摩藩多方关系的变化，指出 １６０９ 年琉球王国遭萨摩藩出兵后，除了维持王国的存续，同时

也尽可能地为王国争取最大的利益。 其观点有别于以往的“近世琉球的萨摩隶属说”，提出琉球王

国自 １６０９ 年后，即便受到萨摩藩的严密监管，仍具有“自主性”，其论著获第 ３２ 届伊波普猷奖，�I0并

影响了琉球史研究的动向。 曾留学于中国福建师范大学、就职于东京大学的渡边美季延续了丰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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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I0

伊波普猷『沖縄歴史物語：日本の縮図』（伊波普猷：《冲绳历史故事：日本的缩影》）東京：青年中央事務局出版社、１９４６ 年。
太田朝敷『沖縄県政五十年』（太田朝敷：《冲绳县政五十年》）東京：国民教育社、１９３２ 年。
東恩納寬惇『琉球の歴史』（东恩纳宽惇：《琉球的历史》）東京：至文堂、１９５７ 年。
同样族群问题理论见于王明珂著《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６３ 页。
柳田国男『海上の道』（柳田国男：《海上之路》）東京：筑摩書房、１９６１ 年。
岡本太郎『忘れられた日本：沖縄文化論』（冈本太郎：《被遗忘的日本：冲绳文化论》）東京：中央公論社、１９６６ 年。
高良仓吉关于琉球王国史研究的主要专著有：『沖縄歴史論序説』（《冲绳历史论序说》）三一書房、１９８０ 年；『琉球の時代』（《琉

球的时代》）築摩書店、１９８０ 年；『琉球王国の構造』（《琉球王国的构造》）吉川弘文館、１９８７ 年；『琉球王国の課題』（《琉球王国的课题》）
ひるぎ社、１９８９ 年；『琉球の時代：大いなる歴史像を求めて』（《琉球的时代：探求伟大的历史像》）筑摩書房、１９８０ 年；『沖縄歴史への視

点』（从冲绳历史角度出发）沖縄タイムス社、１９８１ 年；『琉球王国』（《琉球王国》）岩波書店、１９９３ 年；『「沖縄」批判序説』（《‘冲绳’批判

序说》）ひるぎ社、１９９７ 年；『アジアのなかの琉球王国』（《亚洲中的琉球王国》）吉川弘文館、１９９８ 年。
高良仓吉『琉球王国』（高良仓吉：《琉球王国》）東京：岩波書店、１９９３ 年。
豊見山和行『琉球王国の王権と外交』（丰见山和行：《琉球王国的王权和外交》）東京：吉川弘文館、２００４ 年。
伊波普猷奖：为冲绳时报社于 １９７３ 年创刊 ２５ 周年时，为纪念“冲绳学之父”伊波普猷所创设的奖项，每年评选一次，评选期为前

一年 １０ 月至当年 ９ 月，选拔出具优异独特论点的琉球研究作品。



山和行的“近世琉球自主性”的学术观点，于 ２０１３ 年出版《近世琉球和中日关系》，①获第 ４０ 届伊波

普猷奖。
现今，琉球史研究以琉球大学法文学部、冲绳县立公文书馆、冲绳国际大学南岛文化研究所这

三家研究机构为主，琉球大学是琉球史、琉中关系史研究的重镇。 琉球大学由美国军政府建立于

１９５０ 年，旨在为美国军政府提供储备人才，宣传美国文化，对抗以苏联为代表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

观和价值观；１９７２ 年美国将琉球群岛“施政权”移交给日本后，琉球大学被日本政府更名为日本国

立琉球大学。 在历史研究方面，琉球大学法文学部下设亚洲太平洋研究室，由于地缘优势，对琉球

群岛的政治经济、民俗文化乃至琉球语都有比较详尽的研究，并有一系列研究成果。
琉球大学在琉球和中国关系史领域成果颇丰，首批代表学者是西里喜行，其《清末中琉日关系

史研究》②一书已有汉译本在中国出版发行，其后的代表学者有上里贤一和赤岭守，上里贤一毕业

于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系，在琉球汉诗方面造诣颇深，研究成果有《久米村的汉诗》等。 赤岭守对琉

中关系史料有充分的把握，在培养当地学术人才、同中国学者的交往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其撰写的《琉球王国：东亚的基石》③突出了琉球的重要地位，体现出琉球人对自身历史“主体性”的
叙事方法。 在对日本统治时期的历史叙事方面，琉球大学教授波平恒男编写的《近代东亚史中的

琉球并合：从中华世界秩序到日本殖民帝国》、④熊谷直的《琉球·冲绳受难史》⑤都指出日本对琉

球的统治带有殖民和压迫的性质。
冲绳县立公文书馆与冲绳县教育委员会在公文书馆内联合设立琉球史料编辑室，对琉球的

《历代宝案》进行了整理和编纂，并出版《历代宝案》校订本。⑥ 《历代宝案》中载有琉球王国时期外

交文书的重要史料，琉球大学每周举办《历代宝案》研讨会，由琉球大学教授赤岭守、琉球大学退休

教授西里西行、冲绳县立公文书馆野村直美等学者牵头参与。 该研讨会每周举办满语学习班，学习

满语以阅读清朝的琉球相关史料。
综上，琉球族群着力于自身历史文化的研究，倾力表达其主体意识，以显现对传统叙事———将

琉球史并入日本史的不满。
（三）族群特色的再展示：世界家乡人大会

大型独特纪念活动可塑造集体记忆，凝聚族群共同体意识。 自 １９９０ 年起，每隔 ５ 年，就会在琉

球举办一次“世界家乡人（琉球人）大会”（世界ウチナンチュ大会），“ウチナンチュ”在琉球语中意

为家乡人。 琉球历史上多灾多难，在日本殖民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的琉球人移民到东南亚、
美国夏威夷和南北美洲等地区。 在首届世界家乡人大会筹备阶段，工作组就“ウチナンチュ”一词

的定义反复讨论。 大会召集人知念英信称：“自 １６ 世纪起，琉球人从亚洲各国将交易品带回，建立

起繁荣的海上王国，在对外贸易交往中逐步建立起家乡人的联系和牵挂，返回家乡是对琉球人精神

的慰藉”⑦，“返回家乡”和“精神慰藉”等表述，足见琉球族群共同体意识。

７０１

当代琉球族群认同问题的根源与特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渡辺美季『近世琉球と中日関係』（渡边美季：《近代琉球和中日关系》）東京：吉川弘文館、２０１２ 年。
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
赤岭守『琉球王国：東アジアのコ一ナ一スト一ン』（赤岭守：《琉球王国：东亚的基石》）東京：講談社、２００４ 年。
波平恒男『近代東アジア史のなかの琉球併合中華世界秩序から殖民地帝国日本へ』（波平恒男：《近代东亚史中的琉球并合：

从中华世界秩序到日本殖民帝国》）東京：岩波書店、２０１４ 年。
熊谷直『琉球·沖縄受難史』（熊谷直：《琉球·冲绳受难史》）東京：新人物往来社、１９９４ 年。
沖縄県文化振興会公文書館管理部史料編集室編『歴代宝案』校訂本（冲绳县文化振兴会公文书馆管理部史料编辑室编：《历代

宝案》校订本）那覇：沖縄県教育委員会、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０ 年。
知念英信「『魂』と『絆』の発信 － 世界のウチナーンチュ大会考」『沖縄タイムス』（知念英信《魂与羁绊的发信———世界家乡人

大会考》《冲绳时报》）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



琉球大学曾对多届世界家乡人大会的与会者进行调查，２０１１ 年第 ５ 届世界家乡人大会共有

７３６３ 人出席，琉球移民多集中于美洲地区，其中 ２９５６ 人来自美国，１２３１ 人来自巴西，３４５ 人来自秘

鲁，２７６ 人来自阿根廷。 此外，还有来自日本本土的 ２０４６ 琉球人出席。① 调查涉及族群认同意识相

关内容，调查小组收集到 ５３５ 份问卷，调查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琉球移民家乡人意识调查：你认为自己是琉球人（ウチナンチュ）吗？ （单位：人）②

移民世代 非常认同 一般认同 有些不认同 完全不认同 未答 总计

第一代 １２２ １０ ０ ０ ２ １３４

第二代 ８５ ４７ ５ ２ ３ １４２

第三代 １００ ５６ ３ ２ ５ １６６

第四代 １８ １１ ０ ０ ０ ２９

第五代 ２ １ ０ ０ ０ ３

其他（不确定） ３９ １３ ２ ４ ３ ６１

总计及占比 ３６６，占 ６８． ４％ １３８，占 ２５． ８％ １０，占 １． ９％ ８，占 １． ５％ １３，占 ２． ４％ ５３５

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前来参加世界家乡人大会的人都对琉球人身份表示认同，但随着时间的

推移，年长者对琉球有更多的认同情结。 而在海外参加者中，来自美国的人数最多，占出席人数的

５８％ ，其中大部分为来自夏威夷的琉球移民，余者多来自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和秘鲁（见表 ２）。

表 ２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届世界家乡人大会出席者国别统计表 （单位：人）③

地区 国别（区域） 出席人数

美洲 美国 ４２４７

加拿大 １９７

墨西哥 ２３

巴西 １１３１

阿根廷 ５２５

秘鲁 ６２０

（见下页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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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世界のウチナーンチュ大会実行委員会『第 ５ 回世界のウチナーンチュ大会報告書』（世界家乡人大会筹办委员会：《第五届世

界家乡人大会报告书》）２０１２ 年 ３ 月、第 １２９ 頁。
野入直美「構築される沖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 第 ５ 回世界のウチナーンチュ大会参加者アンケートを中心に － 」『移民研

究』（野入直美：《被建构的冲绳身份：以第 ５ 届世界的冲绳大会参加者调查为中心》，《移民研究》）第 ８ 号、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加藤潤三『第 ６ 回世界のウチナーンチュ大会調査報告書』（加藤润三：《第 ６ 届世界家乡人大会调查报告书》）琉球大学法文学

部、第 ４ 頁。



　 　 　 　 　 　 　 （接上页）

表 ２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届世界家乡人大会出席者国别统计表 （单位：人）

玻利维亚 １３８

亚洲 菲律宾 ７６

泰国 １５

韩国 ４

马来西亚 ３

中国 ５５

欧洲 英国 ３２

西班牙 １

大洋洲 新喀里多尼亚 ６５

总计 ７１３２ 人

关于出席世界家乡人大会的目的，在来自海外的参加者中，以“为了学习冲绳的传统文化”
（１５． ７％ ）、“为了见亲戚”（１４． ５％ ）、“为了确认自己的族群根源”（１１． ４％ ）等目的居多，在来自日

本本土的参加者中，同样以“为了学习冲绳的传统文化”（１３． ６％ ）目的居多。 此外，“为了参加活

动”（１８． ５％ ）的人数也较多。 在来自冲绳县本地的参加者中，“为了参加活动”（１８． ３％ ）人最多，
还有“为了和世界多种文化接触”（１４． ０％ ）、“为了和世界各地的琉球家乡人交流”（１２． ３％ ）、“为
了了解冲绳裔移民”（１０． ２％ ）等目的。① 上述结果显示，大部分出席者认同自己的琉球人身份，拥
有琉球族群认同意识，更表明“世界家乡人（琉球人）大会”对凝聚琉球族群共同体意识所起到的特

殊作用。
（四）光辉历史的再记忆：久米村人后裔的中华情结

一个具有族群认同危机的群体，往往以强烈的文化特征强调本族群身份。 在琉球族群认同问

题中有一特殊现象需提及，即久米村人后裔借多种文化活动强调本族群的“中国”身份，具体言之，
当冲绳县的久米村人后裔认为自己是“华人”而非大和人时，就会努力使自己活得像“中国人”的样

子，以弘扬中国文化的方式，譬如建孔庙、祭拜关公妈祖、学《论语》和练毛笔字，等等，强调对中国

身份的认同。
明清两代，琉球人通过“官生”和“勤学”两种方式前往中国学习。② １３９２ 年，为便于琉球往来

朝贡，明太祖派遣“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帮助琉球发展造船和航海事业。 闽人三十六姓到达

琉球后在那霸港西北部定居并建立村落，史称“久米村”，闽人三十六姓也被称为久米村人。 久米

村人代代相传，久米村后裔除了负责朝贡贸易事务、教授琉球人航海技能外，还设立了明伦堂等教

育场所。 １８７９ 年，琉球被日本强制吞并设置冲绳县，久米村孔庙明伦堂被明治政府强行没收。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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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加藤潤三『第 ６ 回世界のウチナーンチュ大会調査報告書』（加藤润三：《第 ６ 届世界家乡人大会调查报告书》）琉球大学法文学

部、第 ５ 頁。
琉球派往中国内地的留学生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派，称为“官生”，这些官生在北京国子监学习，费用由中国政府负责；另一

类是自费生，称为“勤学”，费用自理。



日本殖民统治初期，琉球久米村人并未放弃对传统的坚守。 １９１３ 年，久米村人为了筹集修葺孔庙

的资金，开始筹建“久米崇圣会”。 １９１４ 年，冲绳县政府正式登记法人社团“久米崇圣会”，首任理

事长为国长掌政。① 二战期间，由于美军的空袭，孔庙、明伦堂、圣像及藏书等均遭战火毁坏，久米

崇圣会的活动也被迫停止。 经历过清王朝崩溃、日本殖民教育和冲绳战役的战火洗礼，早已被迫隐

匿于历史之中的久米村人的文化血脉和族群认同被重新拾起，长期沉默的久米村人开始在公开场

合声称自己有闽人血统，以身为久米村人后裔为荣。② １９６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久米崇圣会重建，首任理

事长为仲本为美，理事为池宫克贤、喜久山添采、国吉有庆、上津顺道、仲井真元楷和宜保为楷。③

１９７４ 年 １２ 月，久米崇圣会重建的孔庙、明伦堂、天尊庙、天妃宫竣工。④ １９７５ 年 １ 月 ２５ 日，时任冲

绳县知事屋良朝苗，那霸市市长平良良松出席落成典礼。 在孔庙内摆放着供奉孔子、颜子、曾子、子
思子和孟子的牌位。⑤

经由久米崇圣会主持，收集久米村古籍资料、举办公共讲座、前往中国调查研究等工作有条不

紊地推进，久米村的历史记忆得以重拾和复原。 除建立久米崇圣会外，久米村人后裔还根据自己家

族的族谱成立“门中会”（即宗亲会组织），用以团结族人，维系血脉，弘扬家族文化。 今日的久米崇

圣会已跨越百余年历史，有注册会员 ２００ 余人。 门中会有梁氏吴江会、毛氏国鼎会、王氏槐王会，等
等，其中担任梁氏后裔国吉顺质曾编撰冲绳战役后第一部历史教科书《冲绳历史》，⑥《冲绳历史》是
一部充分体现琉球主体性意识的教科书。 国吉顺质主张将冲绳历史置于世界史背景中考量，同时

应置于日本史之外，突出琉球的独特性。⑦

久米村后裔多以“门中会”为组织，寻求重新同中国建立联系。 １９８７ 年，由琉球历史学家高良

仓吉教授率领的团队携带琉球闽人家谱来福建寻根。 同年 ７ 月，琉球毛氏国鼎会成员偕同王氏、阮
氏前往福建寻根，此后，来闽寻根的久米村后裔络绎不绝。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久米崇圣会为纪念闽人

三十六姓移居琉球 ６００ 周年，举办了闽人三十六姓发祥地纪念碑揭幕仪式，纪念碑以进贡船为造型

设计，石雕进贡船两侧镌刻着三十六姓的所有姓氏。⑧ 同年，为纪念历史上琉中关系的友好往来，
那霸市政府在松山公园对面建成福州园，将福州市的“三山两塔一江”微缩至园林内，并采用福州

的市树榕树、市花茉莉花、市果福橘为典型植物景观。 久米崇圣会致力于举办复兴琉球王国和久米

村传统文化活动。 ２０１４ 年，正值久米崇圣会成立 １００ 周年，久米崇圣会举办了盛大的纪念活动，时
任冲绳县知事仲井真弘多和那霸市市长翁长雄志出席本次活动。⑨

久米村后裔的中国认同有异于海外华人的中国认同，对中琉关系和久米村历史的再记忆，是作

为琉球族群一分子的久米村后裔突出自身主体性和独立性的宣示，是为了证明久米村后裔群体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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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久米崇聖会編『久米崇聖会 １００ 周年紀念史』 （久米崇圣会编：《久米崇圣会 １００ 周年纪念史》）那覇：久米崇聖会、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２７ 頁。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笔者拜访久米崇圣会，对久米崇圣会会长国吉克哉和副会长奥村正信进行了专访，当提及为什么久米崇圣会花

如此大的精力来重建孔庙等中国文化设施，会长指了一下自己的手臂回答道“因为这里流淌着的是福建人的血液”。
久米崇聖会編『久米至聖廟沿革概要』（久米崇圣会编：《久米至圣庙沿革概要》）１９７５ 年、第 １１ 頁。
久米崇聖会編『久米崇聖会 １００ 周年紀念史』 （久米崇圣会编：《久米崇圣会 １００ 周年纪念史》）那覇：久米崇聖会、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３８ 頁。
久米崇聖会編『久米至聖廟沿革概要』（久米崇圣会编：《久米至圣庙沿革概要》）１９７５ 年、第 １２ 頁。
嘉纳英明『戦後沖縄教育の軌跡』（嘉纳英明：《战后冲绳教育的轨迹》）那覇：那覇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 １３２ 頁。
嘉纳英明『戦後沖縄教育の軌跡』（嘉纳英明：《战后冲绳教育的轨迹》）那覇：那覇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 １２３ 頁。
久米村 ６００ 年記念事業期成会編『久米村 ６００ 年記念事業期成会報告書』（久米村 ６００ 年纪念事业会编：《久米村 ６００ 周年纪念

事业会报告书》）１９９３ 年、第 １２ 頁。
久米崇聖会編『久米崇聖会 １００ 周年紀念史』（久米崇圣会编：《久米崇圣会 １００ 周年纪念史》）那覇：久米崇聖会、２０１４ 年、

第 １９ 頁。



经历过辉煌历史阶段的一种对外表达。

结　 　 语

特殊的历史经历铸就了琉球族群的独特性，美军基地的重压和日本的结构性歧视唤起了琉球

族群的历史记忆，少数群体意识到自己有别于主流群体，琉球人开始建构凝聚族群共同体的文化符

号，以区别于大和民族。 不仅有社会团体倡导琉球独立运动，亦有久米村后裔表达对中国文化的认

同；琉球学界则着重强调琉球王国时期的辉煌历史，将琉球定义为东亚各国海上贸易的基石；琉球

族群以传统服饰嘉例吉衬衫作为本民族的代表服饰，又以举办世界家乡人（琉球人）大会凝聚族群

共同体意识。 历史和现实因素致使日本施政下的“冲绳县民”在族群认同上试图重新做回“琉球

人”。 毋庸置疑，历史记忆和现实因素的叠加致使琉球族群认同愈发复杂，琉球人的“共同体意识”
“平等意识”“和平反战意识”和“国家历史记忆”在当代兴起，催生出琉球人身份建构的浪潮，在当

下美日同盟的夹缝中和“南西诸岛”军事化的重压下不断地自我释放。 琉球族群认同在重塑中不

断进行传统符号的再发明、话语体系的再建立、族群特色的再展示，以及光辉历史的再记忆，并以此

来争取平等、获得尊重、规避歧视，维护族群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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