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成果報告 

                                      日期：105年 6月 16日 

帶討論人：康才媛老師、尤家瑋助理 

核心能力：1.人文素養  2.獨立思考、批判及創新斷能力 

配合課程：華人歷史與文化 

討論人次：43人次 

 

主題：何謂“華人”？ 

 
 

1.康才媛老師發表： 

 

各位同學： 

歷史的教育在於認識自己與自我的族群，目前許多人較接受“華人”的概念，你認為何

謂“華人”？ 

你認為"華人"是可以辨認中華文化的指標嗎? 

華人文化有何共同的特徵 

康老師 

學 校 名 稱 銘傳大學 

活 動 名 稱 教學助理 

所 屬 計 畫 名 稱 104卓越計劃 

活 動 日 期 105年 1月至 105年 6月 

活 動 時 間 不限 

活 動 地 點 網路 Moodle討論區 

活 動 聯 絡 人 康才媛 聯絡電話 0928-282-776 

活 動 內 容 說 明 



 

2.謝宜庭同學回應： 

我認為華人指的是祖先來自中國但隨交通發達而移居海外的民族 

文化本就是人類生活累積的結晶 

 

所以華人不能完全解釋中華文化但是足以代表中華文化 

我覺得華人文化的共同特色是飲食與傳統中國思想的家族群聚 

幾乎所有的唐人街都是以傳統美食構成而且緊密聯繫 

能累積民族意識與互相照應 

 

3.鄧屹玟同學回應： 

 

華人是一種基於歷史、文化、血緣的泛民族概念 

我認為華人不是完全的代表是中華文化的指標，但華人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 

漢字為主要溝通文字是華人文化共同的特徵 

 

4.陳宜婷同學回應： 

 

其實我覺得華人這個詞蠻模糊的， 

我覺得就是一種民族認同吧。 

對於這個詞，我始終保持觀望。 



 

5.吳尚融同學回應： 

我覺得華人是一個民族泛稱但他不不能作為中華文化的指標，僅算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 

那華人文化之間共同的特徵我想就是語言了吧 

 

 

6.彭翊涵同學回應： 

 

為此特地查了一下維基百科 

華人是一個民族泛稱，因為華人不代表唯一，所以出現很多「中國人」、「華裔」、「華僑」、

「唐人」各種定義不同但看起來相似的名詞。 

我認為“華人”就是外國人眼中大部分黃皮膚的亞洲面孔(在此暫不包括中外混血兒那

類)，遵循傳統古法、有很多有意義(有故事)的節日，祭天祭祖的我們，所以我認為"華

人"是可以辨認中華文化指標的，而華人文化的特徵應該就是以仁為本的儒家思想吧 

 

7.謝佳穎同學回應： 

 

華人，是華夏族及其後裔漢族、中華民族的簡稱，與猶太人類似，也是一種基於歷史、

文化、血緣的泛民族概念。 

 

8.吳修禎同學回應： 



 

我認為華人充其量只能稱作民族的泛稱， 

含糊地以外國人的角度看待黃種人， 

不全然能夠作為華人的指標。 

一個民族的指標所需要的是歷史的奠定與民族的文化素養等， 

也不能過度定義會由時間改變的文化。 

 

9.葉書晴同學回應： 

 

我認為華人是移居海外的中國人或其後代，也可以稱他們為華僑。 

後來的華人不一定都是中國人，但他們是世界族群很重要的一部分 

 

10.莊子豪同學回應： 

 

我認為華人就是漢人或人數較多的民族的民族通稱 

因為不管是中國人或者是台灣人甚至我們所謂的華僑同胞 

在外國人的眼裡我們都叫做華裔 

所以這應該只是通稱吧? 我們也不會出去跟別人介紹說我是華人吧 

 

11.李名訓同學回應： 

 



華人的定義很模糊，可以說是文化、民族、血統、語言的延伸匯集而成，而為甚麼黃種

人不等於華人，我覺得是因為亞洲地區也有其他血統的黃種人，像是印度、韓國和日本

等等的國家，那這樣他們也能算的上是華人嗎? 

 

12.金博鈞同學回應： 

 

我認為華人就是中國人及移居海外的中國人。 

很多華僑根本就不太會說中文，那就不太有辨別中華文化指標的功能了。 

話說華人這個詞對一些台灣人及香港人應該是不怎麼喜歡的詞，在英文中的華人跟中國

人都是 Chinese，感覺西方人根本就分不出是不是中國人，而國家認同強一點的人(台

獨、港獨)根本就沒辦法接受把自己跟中國混為一談。 

 

13.羅文君同學回應： 

 

我認為華人是一個針對族裔群體、人種的概念，祖先來源古中國的人種。 

而華人是否能辨認中華文化的指標，我覺得是無法的，有些從小居住於國外的華人，雖

然身上是流著華人的血液，但生活習慣、文化等等都與大多數的華人不一樣。 

華人文化的共同特徵應該是能藉由漢字來表達，許多華人文化內涵是不言可喻的，這很

難以其他語言轉譯或取代。 

 

 



14.陳哲儀同學回應： 

常聽到人家說華僑跟華裔 

我覺得華人應該不單單是指中國人 

發現華人好像是一個族群 

但族群範圍也因為政治因素已經被混淆了 

 

15.程玟瑄同學回應： 

 

我認為華人的定義很模糊，因為華人這定義是把文化與民族、血統、語言等等的東西匯

集而成，但卻又無法具體定義何謂華人。 

但我認為黃種人不是華人，比方說日本韓國就不統稱為華人。 

 

16.蔡舒喬同學回應： 

 

我覺得華人的定義滿模糊的，黃種人?來自相同的祖先?有相同的文化? 這些都有可能是

華人的定義，如果要以華人來算是用來辨識中華文化的指標，我覺得有點困難，對我來

說華人的定義沒辦法一言以蔽之，但黃種人來自相同的祖先跟有類似或相同的文化，我

覺得就能大致分辨是不是華人，我覺得最爭議的應該就是用語言界定，許多華人從小移

居英語系國家，甚至連自己的中文姓名都不會寫了，所以我覺得語言是最不能當作依據

的方式。 

 



17.吳秉祚同學回應： 

 

在認知中華人給人的印象就是源自於中華民族 

但其實許多的非中華民族之黃種人也被稱為華人 

所以我覺得華人大概就是擁有類似的生活方式（例如米飯主食 

或是在歷史的演繹中有類似的進程 

不過好像在歐美都把黃種人當作華人 

 

18.許孝銨同學回應： 

 

我查了網路是這麼說明華人，是華夏族及其後裔漢族、中華民族的簡稱，與猶太人類似，

也是一種基於歷史、文化、血緣的泛民族概念。唐朝漢人常以唐人自稱，故海外華人聚

居地也因而稱為“唐人街”。 漢化程度相對較淺的民族，如藏族、維吾爾族等，可能

不被稱為華人。一些民族雖屬於中國官方所定的 56 個民族的成員，但這些民族本身有

以自身民族為主體的民族國家，如蒙古族、朝鮮族、哈薩克族、京族、俄羅斯族等，一

般也不被視為華人。 但也有另一種看法，如印度，號稱民族博物館。文字、文化也不

相同，但只要祖輩曾出生在印度裡，卻也稱為印度人。所以只要祖輩出生在中國的領土

裡，也可稱為華人。但我認為只要是黃種人皆是華人。 

 

 

 



19.諶劭宇同學回應： 

 

華人我覺得就是屬於跟中華文化有關的人吧  

我覺得定義蠻廣的 

 

20.徐凱豐同學回應： 

 

華人這個詞有很多種說法有些人認為華人就是中國人因為華是中華的話，但在我心裡卻

想著有些華僑也不是中國人也許大家對這個詞的定義也不是很了解包括我也在內 

 

21.林瑋晟同學回應： 

 

華人 

這兩個字其實蠻值得讓我們去思考 

這兩個字代表什麼意思 

中國人嗎？會說華語嗎？。。。 

我覺得華人不完全是代表著中華文化 

反而 

華人是中華文化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 

 

 



22.郭娜安同學回應： 

 

覺得華人只是一個民族的統稱 

就像亞洲人或著是黃種人這種稱呼 

因為過去的歷史而延伸下來的 

 

23.劉威毅同學回應： 

 

我認為華人泛指具有該血緣族群人的統稱 

古至黃帝堯舜時代透過族群和文化的融合 

華人已經是個具有廣大文化的代表性族群 

華人乃算是中華文化的其中一環 

若以人之生活與行為討論 

華人確實能作為中華文化的指標 

 

24.陳怡庭同學回應： 

 

華人應該是代表一個族群的統稱,受以前歷史影響有一個"中華"的名詞,故很自然的只

要祖輩出生在中國的領土裡即稱為華人,但台灣人呢?我覺得台灣人也是華人,那華裔

呢?也是華人一部分嗎?所以覺得這名詞的定義有點模糊 

 



不能成為中華文化指標,因為不只有一個族群而已,不能以一概全 

 

25.謝巧萱同學回應： 

 

我是一個馬來西亞華人，我們不會把自己稱為「中國人」，因為這個詞很容易讓人混肴，

這三個字可以從國籍的角度看，也可以從民族的角度來看，而當一個海外華人或華僑在

自我介紹時，使用「華人」這個詞可以更容易地讓對方瞭解我們的國籍和種族。 

 

26.王思雯同學回應： 

 

華人的定義其實很廣泛,不單指文化,還包含了宗教信仰,語言,民族性,在西方國家的眼

哩,第一直覺也許是黃種人,但華人裡面所含更深層的涵義,我們是屬於比較內斂的,比

較含蓄的,我覺得這是我們最大的特徵. 

 

27.尤家瑋助理回應： 

 

華人最早的認定是以血緣作為分界點,後來也有以地緣作為分野的情況,像是北匈奴等.

但隨著各朝演進,種族融合,開始出現華夷一家的概念,孔子所著《春秋》：「夷狄入中國,

則中國之,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因此所謂的華人是以文化作為主要的分界線.華人文

化普遍存在儒家思想,雖然說儒家文化並不能完全代表華人文化的一切,但儒家文化講

求長幼有序,尊卑分明,重孝道,重家國,以仁德君子為尚等,這事其他文化所沒有的.以



前我有一個朋友,因為是在國外長大的,所以在家裡稱呼爸媽多直接喊英文名,這點讓第

一次到他家玩的我實在不太習慣.不過這大概也能顯示東西文化的差異性. 

 

28.谷敏杰同學回應： 

 

華人就是華夏族及漢族、中華民族的總稱，還有因為歷史、文化、血緣所形成的一個民

族概念。我不認為華人是可以辨認中華文化的指標，現在許多華人在不同國家生活，從

小到大的環境都是接觸不同於中華的文化，身心除了血緣之外都是外國文化，所以我認

為，要辨認還是得生活在中華文化中的人才行。華人文化最共同的特徵是儒家文化、民

俗節慶以及文字語言。 

 

29.趙堉辰同學回應： 

 

認為華人的定義很廣泛，華人並不能代表某些特定族群，他是經過歷史、文化及各個種

族的民族性結合出來的名詞，所以我覺得只能拿來代表某些有受到華人文化影響的民

族，像是中國、香港、台灣或居住在外國的華僑，都可以稱做華人。 

至於華人可不可以辨認中華文化的指標，我認為是可以的，畢竟中華文化本就是經由各

個華人種族的歷史及文化而慢慢發展出來的，所以當然可以辨認中華文化的指標。 

華人的共同特徵就是起源於有血緣關係的祖先，再慢慢衍生出每個族群自己特有的文化

特色，所以歷史、文化，都算是華人的共同特徵。 

 



30.徐憶虹同學回應： 

 

華人的主要要件為族群和文化，族群為漢族(漢人)，文化為漢文化，可以說是文化民族

血統語言的延伸匯集而成。其定義非常模糊，但就我認為應以語系作為重要指標，華人

僅是黃人中的一部分，像日人韓人皆非華人，是屬一民族之泛稱，特徵為飲食習慣和思

想制度。 

 

31.林琬茹同學回應： 

 

華人作為一種民族認同的概念，一個針對族裔群體的民族泛稱，由於華人並非統一、固

定的概念，因此時常與「中國人」、「華裔」、「華僑」混淆不清。 

 

32.廖子良同學回應： 

 

華人，是華夏族及其後裔漢族、中華民族的簡稱，與猶太人類似，也是一種基於歷史、

文化、血緣的泛民族概念。唐朝漢人常以唐人自稱，故海外華人聚居地也因而稱為“唐

人街”。 漢化程度相對較淺的民族，如藏族、維吾爾族等，可能不被稱為華人。一些

民族雖屬於中國官方所定的 56 個民族的成員，但這些民族本身有以自身民族為主體的

民族國家，如蒙古族、朝鮮族、哈薩克族、京族、俄羅斯族等，一般也不被視為華人。 

但也有另一種看法，如印度，號稱民族博物館。文字、文化也不相同，但只要祖輩曾出

生在印度裡，卻也稱為印度人。所以只要祖輩出生在中國的領土裡，也可稱為華人 



 

33.金群同學回應： 

 

我認為”華人”意指祖先來自中國並至今保有中華文化之思想的族群 

所以無論是現今在中國,台灣,東南亞或是海外，我認為只要是能夠符合上述定義者，便

能稱為華人 

 

34.王浩任同學回應： 

 

對我來說華人這個字代表的不只是大陸人，而是所有在海外擁有共同祖先的中國人 

我認為是可以當做辨認中華文化的指標的 

 

35.林芳而同學回應： 

 

在我的國家馬來西亞有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這三大名族。而我就是屬於當地的華人。

我認為華人這個詞涵蓋的範圍太廣了，很難解釋清楚。而我個人覺得華人文化最大的共

同點就是會說華語，過農曆年等。我覺得華人不能作為中華文化的指標，因為還是有很

多華人對於中華文化還是一竅不通的。 

 

 

 



36.葉思辰同學回應： 

 

華人是一個針對族裔群體的民族,華人並不特定指具有漢族血統的後裔,許多中國大陸

少數民族如滿族、回族、內蒙的蒙古族等在中國以外地區也被稱或稱自己為華人。此外,

不少非中國出生的海外華人並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華人名稱還包括唐人等自稱 

 

37.張川揚同學回應： 

 

我覺得華人一詞定義蠻模糊的，說中文的就能稱作華人，還是接受中華文化的教育才稱

作華人，包含的範圍蠻寬的，我認為不能當作指標 

 

38.賴欣瑜同學回應： 

 

我認為只要是黃種人就是華人 

 

39.黃礪翬同學回應： 

 

我認為只要擁有與華人的血緣關係、文化、歷史都可以稱之為華人 

 

 

 



40.杜承憲同學回應： 

 

我認為 “華人” 在以前是指中華民族，現今是泛指海外的漢族東方人。 

"華人"是不足以完全辨認中華文化的指標。因移居海外的華人後代，多已脫離華人文化。  

華人文化共同的特徵表現在語言、文字、思維、節慶、生活習俗。 

 

41.林婷萱同學回應： 

 

我所認知的華人是祖先富含中國血統的人，但是也有許多人會移居海外，所以華認是四

散在各國的，我覺得華人是不能辨識中國文化的指標的，因為有些華人旅居在外，對外

國文化在耳濡目染下早已失去華人的文化，華人的特徵在心理層面則較為傳統，孝親敬

祖等等。 

 

42.陳蕙琳同學回應： 

 

華人是一個針對族裔群體的民族泛稱，與中國人不同，多指自清朝近兩百年來移居海外

的「中國人」及其後代（華僑），也包括「不是中國人」的群體（海外華人與華裔）。中

國人自明朝開始就移居海外，也讓各國的「華人」問題更加複雜。另外華人並不特定指

具有漢族血統的後裔，許多中國大陸少數民族如滿族、回族、內蒙的蒙古族等在中國以

外地區也被稱或稱自己為華人。此外，不少非中國出生的海外華人並不認為自己是中國

人。 



 

我認為華人並不能成為辨認中華文化的指標，或許有的民族可以，例如我會認為我有華

人文化，又有華人血統，所以認定我是華人，但如果像非中國出生的海外華人，他們以

血統上來講也是華人，但卻沒有任何的華人文化，所以並無法成為辨認中華文化的指標． 

華人文化應該都會有祭祖這類的活動吧～ 

 

43.黃紫宜同學回應： 

 

我認為華人並不是單單指著生活在中國這片土地的人們，只要是心裡有認知自己是屬於

華人的一份子就是屬於華人， 

華人（英語：Ethnic Chinese）是一個針對族裔群體的民族泛稱，與中國人不同，多指

自清朝近兩百年來移居海外的「中國人」及其後代（華僑），也包括「不是中國人」的

群體（海外華人與華裔）。不同階段的中國政府各有其政治定義。由於華人並非統一、

固定的學術概念，因此在化約主義及種族主義的錯誤下，時常與「中國人」、「華裔」、「華

僑」混淆不清。中國人自明朝開始就移居海外，也讓各國的「華人」問題更加複雜。另

外華人並不特定指具有漢族血統的後裔，許多中國大陸少數民族如滿族、回族、內蒙的

蒙古族等在中國以外地區也被稱或稱自己為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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