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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则并肩叠膝而坐，夜则交股架足
而眠”，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蜷缩在如
同“浮动地狱”的船舱里。100多年前的
华工就是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被运
到新大陆，为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献出
了汗水、鲜血乃至生命。

2014 年的亚太裔传统月对他们来说
无疑是荣耀的。5月 9日，1865年至 1869
年参与修建美国第一条跨州铁路的 1.2万
多名华工作为第一批亚裔美国人入选劳
工部的劳工名人堂。5月10日，来自美国
亚洲太平洋社区和中国广东地区的民众
出席横贯北美大陆第一条太平洋铁路建
成145周年纪念日仪式，纪念在修建铁路
过程中牺牲的中国劳工。

曾经被称作“猪仔”的华工终于得
到了迟到百年的“正名”。

枕木下的尸骨，难换一份尊重

横贯北美的美国太平洋铁路被称为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七大工业奇迹
之一。正是这条铁路成就了现代美国的
运输大动脉。从 1865 年到 1869 年 4 年

间，约有 1.4 万多名华工参加筑路工程，
占工人总数的90%。1868年，约有千名华
工死于内华达山段铁路建设。1970 年，
在今日美国人称之为“内华达山上的中
国长城”的铁路路段，人们曾挖出近1吨
重的华工尸骨，可以说“每根枕木下面
都有一具华工尸骨”。

然而，这样令人心碎的血泪描述却
换不来一份尊重。翻开已经发黄的 19 世
纪末期美国报刊，大量充斥着对华人侮
辱、嘲笑与咒骂，对华人赤裸裸的种族
歧视弥漫着整个美国社会。不少报道直
称华人“愚昧”、“不肯被同化”、“不讲
卫生”、是“道德败坏的劣等人种”。

1882 年，对华人的歧视达到高潮。
《排华法案》 使种族歧视的浪潮由强大的
社会舆论演变为政策行为，最终堂而皇
之地进入立法殿堂。在一个宣称“平
等”、“自由”、“人权”的国度，华人成
为愈发疯狂的种族歧视浪潮的牺牲者。

路漫漫其修远，唯上下而求索

有人曾把中国人比喻为土层里的蚯

蚓，在漫天的黑暗中，在深层坚硬的土
壤里硬是要钻出一个洞来。美国华人具
备这样的一种品性，他们的心路历程不
亚于修太平洋铁路，硬是从苦难中挖掘
出来的一丝亮光。

在 《排华法案》 出笼到 1943 年被废
除的 60 余年间，尽管美国华人遭遇了难
以言传的歧视、排挤、打压，但他们依
靠“蚯蚓”精神，加之祖籍国的不断发
展壮大，华人在美国的社会地位有了显
著提高。

骆家辉曾在讲话中回忆了作为一名
华裔的家史。他说，从他的祖父早年移
居美国，到他本人后来成为华盛顿州州
长，其间经历了约百年时间。骆家在华
盛顿州的居所曾距华盛顿州州政府仅一
英里之遥，“然而，这一英里就走了 100
年”。

迟来的正名，慰藉华人前辈

《排华法案》被废除后的近70年时间
里，美国国会或总统并没有对这部法案
表示道歉。

直到2012年6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全
票通过道歉法案，为 19 世纪末、20 世纪
初的 《排华法案》 等歧视华人的法律表
示歉意。这标志着美国国会首次承认这

一歧视性法律的不公正性。
2014 年对华工的“认证”达到了高

潮。4月3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关于亚
太裔传统文化月的公告中说“这个月适
逢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打下最后一根道
钉 145 周年，这一成就是中国劳工创造
的，他们承担了其中大部分艰苦繁重的
危险的工作。”

这是对美国历史上铁路华工得到的
不公正待遇的昭雪，它不仅是对华人前
辈的一个慰藉，也标志着华人在美国社
会地位进一步上升和政治力量提高。

迟到的“正名”，该满足吗？
回顾华工得以“正名”历程就会发

现，让别人道歉，归根结底要靠实力。
随着美国本土华人群体的发展和提升，
华人力量再也不容小觑了，在敢于“发
声”、善于“发声”，争取自己的权益等
硬实力方面有了明显的提升。

“硬实力”的提高，虽然有可能成为
“软实力”提高的基础，但前者并不直接等
于后者。要赢得别人的尊重必“先正己”，
不得不承认华人在完善自我形象方面仍
然需要努力，应摒弃早期华人社区的一些

“陋习”，增强沟通与主动融入意识。
当然，对美国来说，也不应该仅仅

停留在承认历史的阶段，也必须认识到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真谛！

迟到百年的“正名”，够吗？
杨 宁 褚国强

本报智利圣地亚哥电 （智华
联） 5 月 9 日，应智利第六大区
市政联合委员会的邀请，智利华
商联合总会会长王何兴偕同 15 名
总会代表前往距离首都往返500多
公里的 Pichilemu 市参观访问，并
与智利第六大区 33 个市政府举行
了长期合作协议签署仪式。该区
区 长 Morin Contreras Concha 女
士，国会参议员 Juan Pable Lete-
lier 先 生 ， 国 会 众 议 员 Ramon
Barros Montero 和 Sergio Espejo 先
生，Colchagua 省长 Carolina Cu-
cumides Calderon 女士，Cardenal
Caro 省 长 Teresa Nunez Cornejo
女士，以及 33 名市长等 500 多人
出席了仪式。

仪式上，大区区长等分别发
表讲话，称赞协议的签署有助于
推动该地区的发展；中智商家相
互提供合作项目，扩大合作空
间，互利共赢，前景广阔。

王何兴指出，这些年来，随
着智中两国自贸协议的签署，两
国的经贸往来迅猛增长，目前中
国也成为智利的第一出口国。中
国是世界上消费大国，智利是位
于南美的主要资源国，贸易互补
性很强。如未来中国需要进口大
量的安全食品，而智利，尤其第
六大区是无公害水果、蔬菜和其
他农产品生产的主要基地。世界
最大的埃尔特尼恩特地下铜矿也
位于这个大区。

智
华
商
联
与
第
六
大
区3 3

市
签
协
议

满载着浓浓情义的母亲节刚刚过
去，父亲节的脚步也越来越近。有人早
早地给父母备好礼物，有人百忙当中抽
出时间陪陪父母。而对于常年漂泊在外
的华人，父母的节日对他们来说意义更
是非同寻常。让我们一起走近节日背后
华人与父母之间的中国式亲情。

子欲养而亲不在

最近在美国一个人气较旺的华人论
坛有一条讨论到底回不回国的热帖，颇
能说明一些华人对国内父母的担忧，在
影响着他们是否留在国外的决定。发帖
者刘先生和太太现在同在美国一家投资
公司任职，经过 6年多的拼搏，如今有
房有车收入也不错。但就在两年前，一
向健康的母亲因突发脑血栓而中风，当
得到消息回国赶到母亲身边时，母亲已
经因为没有及时送到医院而左半身失去
知觉。让欲哭无泪的他第一次觉得工
作、金钱、身份都有了，但最疼爱的亲
人罹患重病，他得到的还有什么意义？
在办理完国外的手续后，举家回国定
居。

中国古语云：“父母在，不远游。”
但随着时代变迁，为了实现自我，追求
更好生活，现代年轻人的脚步越走越
远，海外华人就是其中最有代表的群
体。2011 年的统计显示，自 1978 年以
来，有 106 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

27.5万人回国。这意味着，大量的留学
生成为移民，定居海外。他们大都因身
处异国，发展事业，负担家庭，尽管在
物质上能做到厚待父母，也尽量抽空回
国看望，仍是无法常年守在父母左右，
喜乐不能陪伴，病痛不能伺候，甚至错
过给父母送终。

好山好水好寂寞

近日，一则关于中国老年人在美国
自杀的新闻引起了大家关注。据媒体报
道，一位中国老人赴美探亲仅半年后在
家中自杀。而在案发前，老人曾多次打电
话给国内朋友表示在国外生活不习惯。

海外新一代华人大多处于事业发展
阶段，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拼事业和
建设自己的小家庭，由于时间和经济等
原因，很难做到“常回家看看”。不少
人选择将年纪较轻身体尚好的父母接到
国外长期居住，想让苦了大半辈子的老
人在身边享天伦之乐。

殊不知，许多中国老人漂洋过海到
美国投靠子女，扑面而来的却是文化差
异、语言壁垒，甚至家庭纠纷。由于华裔
老人一般只能操一种语言而造成交际困
难，身处异国陌生环境时，对饮食、起
居等方面产生不同程度的不适应。此
外，老一代的传统观念与年轻人的生活
方式产生矛盾和摩擦，容易导致华裔老
人苦闷和抑郁而出现自杀念头。据研究

显示，美国每 100 名华裔老人就有 15 人
有自杀念头。华人因忙于事业，而忽视了
父母的精神养老。纵使金山银山、好山好
水，也难填父母身处异乡的寂寞之心。

有爱才有温暖

据媒体报道，母亲节时，记者在旧
金山唐人街就与父母的感情问题采访了
当地华人和华裔留学生。小武博士毕业
后选择定居美国，而父母因为离不开生

活几十年的生活圈而留在武汉，尽管不
能常回家看看，但只要有时间小武就与
父母视频通话。小武说：“孝的形式是
多元的，留在父母身边只是其中一种。
只要我努力工作，理解和满足他们望子
成龙子孙满堂的期望，保证跟他们感情
上足够的交流，让父母开心一样是一种
尽孝。”

除了个人感情上的沟通和交流外，
侨界组织也替海外华人向侨乡的妈妈们
表达问候和爱意。据媒体报道，母亲节
时，广东侨乡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因为
子女在国外工作而独身一人，当地侨联
在母亲节买了蛋糕和生活用品，为老人
送上了 80 多年以来的第一个母亲节蛋
糕。给她捎去了儿孙在外平安健康的消
息和节日的问候祝福，也给她带去了侨
界的关爱。

你希望你以后的婚礼是什么样的
呢？传统的、西式的······海外华人们
各式各样的婚礼，绝对超出你的想象，

“亮瞎”你的双眼！
据美国 《星岛日报》 报道，美国华

人小区流行童话式婚纱照，这些婚纱皆
取材于中国古代传说，例如，牛郎织
女的故事。当地的婚纱工作室根据顾客
的需求，布置一些中国民间故事的场
景，供拍摄时使用。

这些华人在婚纱上动心思，更多的
华人则选择别样的婚礼形式。

马来西亚一名出生于潮剧家族的 30
岁青年，选择在婚礼中加入家族行业的
元素。在迎亲的当天，男女双方都着古
装，给父母敬茶，然后拜祭祖先。伴娘
伴郎也同样扮上古装。为了这场婚礼，
他与友人一年前就开始寻找礼服，而其
中一些礼服也是潮剧戏服，一些则是特
别定做。

即便是身为基督徒，大马华人张添
燊还是用一台花轿将自己的新娘娶回
家。结婚当天，新郎的兄弟抬着特意定
制的轿子，举着“迎亲”字眼的牌子，
穿着红红的衣裳，伴随着中国传统锁呐
迎亲乐曲，到新娘家迎娶新媳妇，气氛
犹如中国古代的婚礼。

而在 2011 年，一对“80 后”美籍华
人在80多名亲友的陪同下专程飞回祖国举办了一场中西合璧的
婚礼，这场婚礼的主持人不是牧师，而是南山寺的僧人。僧人
带领新人遥拜南海观音，并按照佛教仪轨洒净、祈福。

除了在婚礼形式，婚期也有“讲究”。很多华人在择定婚期
时都是翻阅日历，求个黄道吉日。不过新加坡张汉文和未婚妻
陈炜俐选择在 2014 年 3 月 1 日结婚，因为日期“01-03-14”有

“一生一世”的谐音，两人希望能牵手一生，白头到老。
举办中国婚礼当然也免不了中式婚礼的麻烦，受邀参加华

人婚礼，总免不了送上红包。身在海外，也无法逃离中国式的
人情开支，这对于一些赚辛苦钱的华人还是有些压力的。

那为何华人钟爱中式婚礼？
因为，身在国外，可能生活环境变了，生活习惯也变了，

甚至连宗教信仰也变了。可是，唯一无法改变的是他们的
“根”——华夏儿女的身份以及流淌在他们血液中的文化情缘，
因此，一场蕴含中国味的婚礼对于他们来说别具意义，这是他
们对于自身文化根源的追寻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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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背后中国式亲情
彭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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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盛赞亚太裔：

实现超越体现美国精神

中新社5月 8日电 据美国《星岛日报》报道，美国
2014“亚太裔传统月”6日在内政部大礼堂举行开幕式，标
志着庆祝美国亚太裔文化、传统和历史、历时1个月的活动
登场。今年的主题是“我要超越”（I Am Beyond），奥巴马
总统发表文告指出，亚太裔实现了超越，体现了壮志凌云
的美国精神。同时，他还认为，亚太裔在许多方面丰富了美
国。就像美国本身一样，亚太裔小区也汲取来自许多独特
的多样性文化，壮大了自身的力量。

副总统拜登、国会亚太裔党团主席赵美心等发言者表
示，要努力解决人口增长最快的亚太裔面临的挑战，联邦
政府要为亚裔小区扩大机会。此外，由14人组成的总统亚
太裔顾问委员会也在开幕仪式上宣誓就职。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George Frey/CFPGeorge Frey/CFP

图为 5 月 13 日海南省神泉集团南田农场
职工胡海生家的芒果园喜获丰收，工人正在
打包托运。该农场安置了众多归侨。

胡一行摄

图为海外华人婚礼的独特装扮 来源：纽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