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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成果報告 

                                      日期：106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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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主題：華人歷史與文化 

—華人的定義是什麼？ 

 
 
 

1.尤家瑋助理：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助理家瑋,華人的數量在全世界中佔有可觀的比例,華人文化因此在

世界各地傳播,但是回歸到最基本的層面來看,華人的定義是什麼？是外貌？是血緣？還

是有其他不同的定義呢？歡迎大家多多分享和討論喔！ 

 

學 校 名 稱 銘傳大學 

活 動 名 稱 教學助理 

所 屬 計 畫 名 稱 105卓越計劃 

活 動 日 期 105年 9月至 106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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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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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葉依依同學回應： 

华人是一个血统概念，但从民族上来讲，汉族和 55个少数民族血统的人都是华人，但

具有外国血统却认同中国文化的人也称作华人，华人的概念已不断扩大，不再局限于最

初的汉族。 

 

3.尤家瑋助理回應： 

正如同所說的,最初華人的定義是由血緣來區分,基本是由外觀可以略知一二,但是由於科

技與社會的進步,使得華人文化得以傳播,因此,華人的定義可區分為狹義與廣義,狹義的

區分是以血緣為主,而廣義的區分則是由文化來分野～謝謝同學的分享！ 

 

4.金溢愷同學回應： 

華人即華夏人的簡稱，來源于遠古時期黃河上游“華”和“夏”部落的聯合，是對屬於

中華民族的人的泛稱。華人是一個血統概念，從民族上講，具有漢族和 55個少數民族

血統的人都是華人，具有外國民族血統認同中華文化的人也稱為華人。“華人”一詞最

初指漢族，但隨著華夏文明擴展到全國各地，“華人”的概念漸由當初單指華夏族（漢

朝以後改稱漢族），擴展到受中華文明影響的 55個少數民族身上。並成為了全體中華民

族之人的代稱，其下包括了“中國人”和海外“華僑”。 

 

5.尤家瑋助理回應： 

文化的傳播確實是影響華人定義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少數民族雖然文化和所謂漢人文化

有相異之處,但同樣是位於相同的區域,因此地緣關係也是區分華人文化圈的一個範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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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本土可以開展到其他鄰近國家的社會,比方說是東南亞,一則是因為華人移民,再則是

於當地開支散葉,形成東南亞的華人文化～謝謝同學的分享！ 

 

6.吳姿穎同學回應： 

華人是對原居於東亞地區的族群及其後代的泛稱。 

 

7.陳潼同學回應： 

高貴不存於血脈，而存於心中。我還是認為，華人的定義不是血緣也不是 黃種人的外

表，儘管這樣或許能讓我們更為容易地分辨彼此，但是更重要的還是那一份自我意識。

我們能夠認識到自己的身份並且為之驕傲，傳播文化於全世界，這就是最大的成功。 

 

8.尤家瑋助理回應： 

血緣是狹義的，而文化精神是廣義的，同學們也可以思考華人文化具有哪些特質~ 

9.楊心蝶同學回應： 

華人的定義: 

祖先為中國人就是華人  

而台灣有 95%以上的人都是華人  

除了原住民 

因為他們是南島語系! 

 

10.簡慧瑄同學回應： 

華人是一個約定俗成的名稱，並非一個有嚴格定義的學術名稱，類似於華人名称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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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中國人等稱呼，這些名稱隨著政治與歷史變遷，其內涵也隨之改變。 在化約主

義及種族主義的错误下下，時常產生混淆不清，難以清楚定義的情況。 也由於中國民

族主義將中國視為是一個由中華民族構成的民族國家，主張中華民族是由多民族融合而

成。 

也泛指黃皮膚種族,使用中華文字及吸收中國文化的人,或是被中華文化影響很深的人。 

 

11.夏清如同學回應： 

華人，換句話說就是炎黃子孫，有個黑頭發黑眼睛黃皮膚。 

華人民族是勤勞努力，樂觀向上的民族。 

我們是龍的傳人，是華夏的傳人。 

 

12.黃裕勝同學回應： 

華人，是對原居於東亞中國地區族裔群體及後代的泛稱，其概念源自於華夏，中華或中

華名族。華人是一個約定俗成的名稱，而不是有嚴格定義的學術名稱。 

 

13.周子筠同學回應： 

華人亦稱作「海外華人」(Overseas Chinese)原有多種定義，代表著全世界不同國家（東

南亞地區、歐美加澳洲）的華人移民或公民及後裔，帶有中華血統與文化。 

而「華人」一詞時空的流變，張從興在<「華人」、「華語」的定義問題>一文中先就中國

大陸和臺灣的五部權威辭書歸納出「華人」共通定義之一爲「中國人的簡稱」。華人現

代的意義：「『華人』是中華民族一個特殊的支脈，同時又是當地一個重要的基幹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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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蔡侑諴同學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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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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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另一種看法只要祖輩出生在中國的領土裡，也可稱為華人。 

 

15.趙翔宇同學回應： 

华人(Ethnic Chinese)是对中华民族的人的泛称。  

亦称唐人，是一个人种概念，指祖先来源于古中国的人种。包括现代的中国人和取得所

在国国籍的中国血统的外国公民。 

通俗地说:华人=13亿大陆人口+2300万台湾同胞+700万香港同胞+50多万澳门同胞

+5000万海外地区华人们。 

一般来说，具有汉民族血统的人都是华人，与汉族相近的回族、苗族、瑶族、土家族、

满族、壮族等民族大部分也称为华人，而对于海外藏族和维吾尔族等与汉族历史渊源相

对较浅的民族，以及有自己民族国家的蒙古族和朝鲜族等在一些语言里可能不被称为华

人。 

而定义是 1. 祖籍中国的人，2. 具有中国国籍的人。 

 

16.朱曼寧同學回應： 

我認為華人就是大家習慣後，約定好而稱的，像是亞洲地區的人，以及膚色是黃種人、

血緣等都可稱為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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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林郁庭同學回應： 

華人（英語：Ethnic Chinese），是對原居於東亞中國地區族裔群體及其後代的泛稱，其

概念源自於華夏、中華或中華民族。華人是一個約定俗成的名稱，並非一個有嚴格定義

的學術名稱，類似於華人名稱還包括唐人等稱呼，這些名稱隨著政治與歷史變遷，其內

涵也隨之改變。在「中華民族」概念出現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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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或自稱為華人。 

 

18.劉庭同學回應： 

華人是現在大家對亞洲人的一個統稱，不代表特訂民族或國家 

 

19.沈威宏同學回應： 

華人 的定義 我覺得是 亞洲人就算是華人 

Asian~~~ 

 

20.袁嘉浚同學回應： 

華人之定義: 

不加以論述基本外觀、血統等。 

我認為現代人對於華人之定義與以前大為不同。 

其最重要的核心，我認為是由自己可以跟其他人說我是一個華人，予以這樣描述因自己

具有一個熱愛自己身份之心，因我接受自己歷史、文化帶來之影響而造就今天我身為華

人之身份。 

這種心卻比外在標籤來得更重要；當一個人沒有這種心，一切外在標籤只會讓此人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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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沒有自我認同之感。 

 

21.陳郁蓉同學回應： 

狹義的華人定義是指在法律上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民。 

而廣義來看則是泛指所有中華民族血統的人，並對中華文化有所認同的人。 

 

22.吳思瑩同學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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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景雯同學回應： 

在東亞地區，受到漢人主導的國家之中華人，普遍能說漢語普通話或漢語地方話，也能

使用中文漢字（簡體體或正體）。 

 

24.許新妮同學回應： 

祖先為中國人就是華人 而台灣有 95%以上的人都是華人 除了原住民為南島語系 南島

語系分布其實是分部非常廣的! 似於華人名稱還包括唐人、中國人等稱呼，這些名稱隨

著政治與歷史變遷，其內涵也隨之改變。 

 

25.程義凱同學回應： 

在化約主義及種族主義的错误下下，時常產生混淆不清，難以清楚定義的情況。 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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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民族主義將中國視為是一個由中華民族構成的民族國家，主張中華民族是由多民

族融合而成 

 

26.吳欣伃同學回應： 

華人是對原居於東亞中國地區族裔群體及其後代的泛稱 

 

27.王怡茹同學回應： 

是對原居於東亞中國地區族裔群體及其後代的泛稱，其概念源自於華夏、中華或中華民

族。類似於華人名稱還包括唐人、中國人等稱呼，這些名稱隨著政治與歷史變遷，其內

涵也隨之改變。也由於中國民族主義將中國視為是一個由中華民族構成的民族國家，主

張中華民族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因此在「中華民族」概念出現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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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被稱或自稱為華人。 

 

28.劉育澧同學回應： 

對於華人世界有所認同，對華人文化有所理解與包容，內心是龍的傳人，這類型不論是

種族還是膚色，都能夠得到在華人世界的認同，我們也會對他以華人的尊重來接受他，

這也是世界上最大種族的宏觀。 

 

29.王宥蓉同學回應： 

【華人】 

①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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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指取得所在國國籍的中國血統的外國公民。 

 

30.王宥蓉同學回應： 

根據這個釋義，“華人”既指中國人，也指那些原爲華僑但取得僑居國國籍的人。  

 

31.姚淑琳同學回應： 

華人既是華僑，是移居海外的中國人及其後代。 

 

32.林家慧同學回應： 

華人最初是一種民族認同的概念，「華人」有很多種定義，它代表著全世界不同國家的

華人後裔，帶有中華血統與文化，又可稱作「海外華人」，但隨著時間的改變定義也會

有所不同，各有各的說法！ 

 

33.高于心同學回應： 

華人的用法比較空泛，因為中國文化的範圍到底包含到哪裡，就非常有爭議，台灣人算

不算是一種華人呢？ 以同樣廣泛使用華語這一點，台灣人應該算是一種華人，問題是

很多人覺得華人的用法還是和中國牽扯不清，而且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雖然有關係，畢

竟不大相同，這種不同究竟算不算是一個本系與支系的關係，牽扯到這個支系是不是已

經產生了獨立的生命，足以稱為一個亞系。 

 

34.陳厚學同學回應： 

我認為華人的定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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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即是中國人以及中國人的後代 

才稱作華人 

 

35.王家慶同學回應： 

華人是一個約定俗成的名稱，並非一個有嚴格定義的學術名稱，類似於華人名称还包括

唐人、中國人等稱呼，這些名稱隨著政治與歷史變遷，其內涵也隨之改變。 在化約主

義及種族主義的错误下下，時常產生混淆不清，難以清楚定義的情況。 也由於中國民

族主義將中國視為是一個由中華民族構成的民族國家，主張中華民族是由多民族融合而

成。以上為 google到的解答，但我認為目前華人的定義是從中國移民到其他國家居住的

人，血緣上還是有中國的血統只是不住在中國，但在當地會稱自己為華人。 

 

36.張翠瑩同學回應： 

華人是一個約定俗成的名稱，並非一個有嚴格定義的學術名稱，類似於華人名稱還包括

唐人、中國人等稱呼，這些名稱隨著政治與歷史變遷，其內涵也隨之改變。 在化約主

義及種族主義的错误下下，時常產生混淆不清，難以清楚定義的情況。 也由於中國民

族主義將中國視為是一個由中華民族構成的民族國家，主張中華民族是由多民族融合而

成。 

 

37.王宥勻同學回應： 

我覺得華人早期的定義是用地區來分，隨著時間的變化，人們對於地區具有流動性，所

以開始用血緣膚色來做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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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孫鍾萍同學回應： 

華人是對原居於東亞中國地區族裔群體及其後代的泛稱，其概念源自於華夏、中華或中

華民族。華人是一個約定成俗的名稱，並非一個有嚴格定義的學術名稱，類似於華人名

稱還包括唐人、中國人等稱呼，這些名稱隨著政治與歷史變遷，其內涵也隨之改變。由

於中國民族主義將中國視為是一個由中華民族構成的民族國家，主張中華民族是由多民

族融合而成。因此在「中華民族」概念出現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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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回族、內蒙的蒙古族等在中國以外地區被稱或自稱為華

人。 

 

39.鄭菲比同學回應： 

華人是對原居於東亞中國地區族裔群體及其後代的泛稱 

 

40.陳湘羚同學回應： 

華人，是對原居於東亞中國地區族裔群體及其後代的泛稱，其概念源自於華夏、中華或

中華名族。華人是一個約定俗成的名稱，並非一個有嚴格定義的學術名稱，類似於華人

名稱還包括唐人、中國人等稱呼，這些名稱隨著政治與歷史變遷，其內涵也隨之改變，

時常產生混淆不清，難以清楚定義的情況。 

 

41.彭詩倫同學回應： 

我認為華人是漢人的後代，擁有漢人的血統，而部分漢人因移民或其他因素到其他國家

定居，他們的後代也稱為華人。少數民族，例如藏族、維吾爾族等邊疆民族則不稱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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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但未來可能會因為文化與華人越來越相近，也可能會成為華人。 

 

42.莊心瑜同學回應： 

我覺得華人是指有漢人血統的，應該也等於華夏的後代子孫，少數民族應該不算是華人 

 

43.張瀞文同學回應： 

華人是對原居於東亞中國地區族裔群體及其後代的泛稱，其概念源自於華夏、中華或中

華民族。華人是一個約定俗成的名稱，並非一個有嚴格定義的學術名稱，類似於華人名

稱還包括唐人、中國人等稱呼，這些名稱隨著政治與歷史變遷，其內涵也隨之改變。在

化約主義及種族主義的錯誤下下，時常產生混淆不清，難以清楚定義的情況。也由於中

國民族主義將中國視為是一個由中華民族構成的民族國家，主張中華民族是由多民族融

合而成。因此在「中華民族」概念出現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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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或自稱為華人。 

 

44.鄭又慈同學回應： 

最初推斷華人的定義可能是血液,以地區性來區分可以部份推斷某些地區的人民為華人,

但隨著進步的科技,文化的交流與傳遞日漸盛行,華人的定義也已日漸廣義 

 

45.張育誠同學回應： 

華人的祖先就是中國人,另外華人的語言就是中國話或是客家與或台語 

 

46.趙汝霖同學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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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是對原居於東亞中國地區族裔群體及其後代的泛稱，其實我認為華人的定義在於

在此地區中他們心中認為自己是華人，並且有認同感，他們就是華人了。 

 

47.邱凌偉同學回應： 

從民族上講，具有漢族和 55個少數民族血統的人都是華人，具有外國民族血統認同中

華文化的人也稱為華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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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或自稱為華人。 

 

48.李承諺同學回應： 

祖先是中國人說國語,後來子孫移民到海外,但還是保有中國傳統的習俗. 

 

49.李亞澐同學回應： 

我覺得華人是就有中華血統的人，因為亞洲人其實都會覺得長得差不多，依居住也是分

不准，為血緣最能直接證明是不是華人 

 

50.古哲宇同學回應： 

華人，是對原居於東亞中國地區族裔群體及其後代的泛稱，其概念源自於華夏、中華或

中華民族。華人是一個約定俗成的名稱，並非一個有嚴格定義的學術名稱，類似於華人

名稱還包括唐人、中國人等稱呼，這些名稱隨著政治與歷史變遷，其內涵也隨之改變。

在化約主義及種族主義的錯誤下下，時常產生混淆不清，難以清楚定義的情況。也由於

中國民族主義將中國視為是一個由中華民族構成的民族國家，主張中華民族是由多民族

融合而成。因此在「中華民族」概念出現後，華人並不特定指具有漢族血統的後裔，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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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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或自稱為華人。 

 

51.陳丕銓同學回應： 

華人（英語：Ethnic Chinese），是對原居於東亞中國地區族裔群體及其後代的泛稱，其

概念源自於華夏、中華或中華民族。華人是一個約定俗成的名稱，並非一個有嚴格定義

的學術名稱，類似於華人名稱還包括唐人、中國人等稱呼，這些名稱隨着政治與歷史變

遷，其內涵也隨之改變。在化約主義及種族主義的錯誤下下，時常產生混淆不清，難以

清楚定義的情況。也由於中國民族主義將中國視為是一個由中華民族構成的民族國家，

主張中華民族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因此在「中華民族」概念出現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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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地區被稱或自稱為華人。 

 
 

活   動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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