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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诗百年终道歉 华裔努力得梦圆

歧视歧视：：旧伤已愈新伤又添旧伤已愈新伤又添
本报记者 杨子岩

先是美国华人劳工入选“劳工名人
堂”，“猪仔”这一卑微的群体终被美国历
史所“接受”，后是在加拿大政府就“人
头税”向华社道歉8年后，卑诗省于15日
就歧视华人政策道歉。经过多年的努力，
华人赢得了胜利，不容忽视的是，其他形
式的歧视依然存在。

里程碑式的道歉

2006年，加拿大政府总理哈珀为“人

头税”道歉后，时任卑诗省省长金宝尔
（Gordon Campbell） 认为联邦政府的道歉
代表着各省的态度，卑诗不必再道歉。

但华社并不这么认为。当年“华人进
入加拿大，卑诗是必经之地，而且当时很
多的排华政策都是由卑诗省做出的”。加
拿大华侨、北京大学访问学者王家明分
析。

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建立时，西部仍
多是未经开发的荒野。为避免加拿大成为
美国的殖民地，联邦政府拟议修建一条把

这个殖民地同加拿大东部中心地区连结起
来的铁路。

华工是这条铁路的主要劳力。据《华
人在B.C》一书估计，有1500名华工死于
铁路建设中。然而，在铁路将要竣工时，
华工就陆续被解雇。对于大批失业华工，
铁路公司和政府完全置之不理；不给予救
济，不设法遣返中国，对牺牲的华工不作
抚恤。与此同时，加拿大联邦政府当年就
通过了限制华人移民的第一个排华法案。
这一年通过的自治领选举法，还排斥了华
人的选举权。

卑诗省是这场排华的“急先锋”，除
“人头税”外，还通过了不少歧视华裔的
法案，包括 1872 年通过 《选民资格及登
记法》，禁止华人在省选投票等。由于当
时联邦选举是使用省选的选民名单，造成
卑诗华人当时不能参与联邦大选。

在卑诗省府不断施压下，联邦政府在
1885 到 1923 年间向华人征收“人头税”；
更于 1923年通过 《排华法》，这项法例除
令华人失去移民加国机会，连在加国华人
也无法与境外的家人团聚。

道歉是大势所趋

“排华法案影响很大。1885 年至 1923
年，加拿大移民中只有 44 个人是中国
人。”王家明介绍。“美国已经就排华法案
道了歉，加国政府道歉是大势所趋。”

“中国的实力今非昔比，加拿大政府
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也要付诸实际行
动。”王家明分析：“另外，华人参政议政
意识增强，国会里也有不少华人面孔，在
此问题上起到了推动作用。”

还有一点，就是加华人总人口已过百
万，而且集中居住在多伦多和温哥华等大
城市。他们广泛分布在各行各业，成为推
动加社会前进的一支强大生力军，其中有
不少人被授予终生成就奖——加拿大勋
章。华人不仅受到主流社会更大的重视和
尊重，也成为各政党极力争取的票源之
一。

“‘人头税’这项歧视性政策老华侨
关注比较多，而且对废除也做了很多推动
工作。但新侨就职于政府部门者，对此事
也有很大推动作用。”王家明说。

种族歧视依然存在

随着社会发展，加拿大华人社会发生
了十分显著的变化，新移民成为华人社会
的主要构成，文化素质比较高，华人有更
多的机会进入加拿大各行各业，也获得了
大量的机会，但歧视依然存在。

“举个明显的例子，在找工作方面，
优先顺序是白人、黑人或有色人种中的印
度人，华人排在其次，这是一个‘潜规
则’。”王家明举例。“在机场也可以看出
来，华人能做的事情，也不会让华人
做。只要有中国面孔，十有八九都会被
严检。”

王家明是做国际外贸的，对加拿大的
贸易体系门槛之高也深有感触，“形成几
百年的商业体系，华人打不进去。即使做
出成绩来，也会遭受技术指标壁垒。”

不过，这种歧视需要政府作为的改
变，华人自身也要进行“融入”。用王家
明的话来说，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
变。“现在华人社团也很积极，经常有些
社团举办新移民服务讲座，让新移民了
解政府的动作方式、加国的文化习惯之
类的，让同胞更好地融入加拿大，消除
歧视。”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华人社会 10年才会有一次机
会把一位华裔子弟送到国会。而今年的选举，加州洛杉
矶的华裔参议员刘云平是最有希望入选的候选人。在全
国范围内，他几乎得到了两党所有华人和亚裔小区政治
领袖的支持。

前赴后继参政路

华人移民美国已经有 166 年的历史。从上世纪 60 年

代开始，特别是90年代后，华人逐渐现身政坛。1959年
邝友良成为第一位华裔美国国会参议员。37年后，吴振
伟在俄勒冈州当选为国会众议员。之后又有赵美心等先
后当选。虽然当选国会议员的人屈指可数，但参选者大
有人在，只不过大多数以失败告终。

当选州议员的要多一些，资料显示，从 1990 年到
2009 年，美华人新当选州议员的达 14 人，另外还有 8 位
华人连任州议员。自 2009年后，参选市议员与市长选举
的华人更多，在华裔或亚裔人口集中的城市，基本上都

有华裔参选或当选。
参选或当选的华人不仅人数增加，而且呈现年轻

化的趋势。2006年，美金宝市23岁华裔罗达伦当选议
员，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华裔市议员。

苦练功夫往上走

华人在政坛崭露头角，是由于华人在美国社会人
数增加、影响力不断增强，也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
高和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美华人参政都有群体的支持和辅助，每个华人官
员都有自己的辅选班底，还有一些全国性华人辅选团
体与华人民选官员联盟组织。

从个体角度而言，华人参政者的成功与自身的努
力拼搏密切相关。

早期华人闯荡仕途一点都不轻松。他们很多出身
于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甚至贫寒之家，骆家辉父亲曾参
军入伍，退伍后经营小餐馆。邝友良则出生于檀香山
的贫民区，从小就打小工挣钱补贴家用。

但凭借自己的聪敏才智进入名校，他们为自己打开
进入仕途的第一道门。骆家辉、邝友良都是哈佛毕业。
三位华裔国会众议员同样也是名校出身。而此次参选国
会议员的刘云平毕业于斯坦福。良好的教育让他们在学
生时代便开始积极投身社会工作，练就一身领导本领，
为后来的从政打下基础。

相比较而言，年轻一代华人可能要幸运得多，祖辈
们在美国社会打下的基业为他们成长为政治明星铺上了
高高的垫脚石。纽约州首位华裔州众议员孟昭文的父亲
孟广瑞是纽约州第一位华裔众议员，罗达伦父亲则是美
金宝市商会会长，家庭的培养给予了他们从政的优势。

前路漫漫修远兮

身为华人代表，走上仕途的华人参议员们不忘为同
胞维护利益。陈香梅不仅为在美华人，更为中美关系作
出卓越的贡献，赵美心是 《排华法案》 道歉取得胜利的
功臣……

华人参政一路高歌、硕果累累的同时，也有一些
“尴尬”。相比于其他美国亚裔，华裔的参政比例不算
高。华人选举过程中负面竞争手法也遭到非议，2012
年，纽约州 40选区州众议员，两华裔意外出局，媒体称
负面竞争手法是失利的原因之一。

另外，华人参政不熟悉美国游戏规则容易吃亏，前特
拉华州副州长吴仙标回顾华裔卷入不当政治捐款等问题
时说，华裔以亚洲文化来操作美国政治活动，教训沉痛。

风雨兼程，但前进的脚步没有停下，在美华人参政
路上终会赢得一片晴空。

华人参政，风雨兼程现晴空
王双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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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茶馆内，品茗听曲，南音绕梁，诗意氤氲。何
为南音，此般醉心？

南音又称南管， 用闽南方言演唱，唱奏一体，有
“中国音乐史上活化石”的美誉。它于2009年入选联合
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漫溯历史长河，寻觅南音足迹。晋唐、两宋时
期，数次大规模人口迁移将中原音乐带至闽南地区，
并与闽南本土音乐融合而自成风格。宋元时期，南音
途径“海上丝绸之路”随着华侨华人远渡重洋，抵达
东南亚，远至欧美。

华侨华人虽身在异乡，却时刻心系着祖国。“只要
有闽南人的地方就有南音。”海外华侨南音社团的兴起
不仅传承着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对广大侨胞联络亲
友、建设家乡更具有重大意义。

南音在东南亚华侨华人中产生的社会作用远超出
其音乐本身。它并非只是纯粹的音乐。在很大程度
上，南音成为闽南华侨华人在南洋生活的精神依靠之
一。南音如同飞跃万里的跨海大桥，帮助海外侨胞联
络乡谊、抒发思乡怀亲之情。

南音不仅有利于促进海外华侨华人之间的联系，
增进华侨华人与侨居地人民之间的沟通，还加速了中
华文化与侨居国文化的融合。同时，也加强了华侨华
人与家乡的交流，为家乡的发展助力。

华侨大学文学院王建设教授曾评价道：“南音和语
言一样，是跟着人走的。”南音经过千年洗礼，在流传
至今的唱词中仍然保留了许多中原古汉语的发音习
惯。中国传统文化借南音为载体，得以在海外“落地
生根”。

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虽然时至今日已难现
南音往昔的繁荣景象，但仍有不少老艺人在坚持收
徒，传承“中国好声音”。

为了南音能在海外“枝繁叶茂”，海外华侨华人集
思广益、出谋划策。他们不仅聘请家乡南音艺师跋山
涉水前来授艺，还在社团活动、学校研究等方面投入
了很大的人力和财力，使得南音在海内外更加嘹亮悠
扬。

除了南音的传唱，华侨华人还很注重南音曲簿的
收集、整理和出版，考证南音的历史等。

千年雅乐，回味无穷。承载文化，传递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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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据中国华文教育网站消息，日前，由国
侨办、福建省侨办主办，致公党福建省委、致公党厦
门市委共同承办的 2014年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
之旅”夏令营——厦门致公营开营仪式在厦门举行。
该营邀请了来自菲律宾、缅甸和泰国的30位华侨华人
子女参加。致公党福建省委副主委、泉州市政协副主
席陈铭福宣布开营，福建省侨办文宣处调研员秦大富
为夏令营颁授营旗。

为使营员能够更好地融入中国文化氛围中，此次
活动选择在环境优美，条件优越的厦门南洋学院办
营，营员们在此学习体验中国书法、茶艺、武术以及
中华服饰，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和福建侨乡的文化底
蕴，充分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夏令营期间还将
参观华侨博物馆、厦门大学等文化教育基地，了解华
侨华人历史，感受老一辈华侨华人吃苦耐劳、恋祖爱
乡的情怀。

本报电 据非洲 《华侨周报》 5 月 14 日报道，近
日，由博茨瓦纳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暨华人慈善基金
会主办，博华人高尔夫协会、非洲华侨周报、环球邮报等
机构协办的首届华人慈善高尔夫比赛在哈博罗内高尔
夫球场成功举行，博茨瓦纳政府、部队高级官员，驻博使
团官员、当地商界代表、侨胞代表等近百位队员参加角
逐，中国驻博茨瓦纳全权大使郑竹强出席活动。

博茨瓦纳华人慈善基金会由旅居博茨瓦纳并热衷
于公益慈善的华侨华人于 2012年发起成立。基金会成
立的目的是帮贫济困，鼓励侨胞融入当地社会，增进
中博友谊。基金会已向当地社会累计捐赠钱物达200多
万普拉 （1美元为 8.6普拉），涉及医疗、教育、培训、
生活等领域，多次受到博茨瓦纳总统及民众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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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庚戌（右二）为获奖选手颁奖。 来源：《华侨周报》

5月14日，印尼夏利·悉达亚都拉回教大学动工兴建《四
库全书》图书馆。净空老教授、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及
印尼教育界官员、华人侨领等近 200 人出席了动工仪式。该
图书馆是印尼夏利·悉达亚都拉回教大学汉学中心大楼的一部
分，也是全球首个在伊斯兰教的学府开设儒释道教育的机
构。大楼内将同时设立静思中心、伊斯兰教礼拜堂、佛教的
佛堂等，供不同信仰的学生礼拜、沉思，充分体现了对多元
文化的尊重与包容。 顾时宏摄

《四库全书》图书馆落户印尼

华人慈善高尔夫比赛举行

华裔孟昭文 （前排左三） 竞选州议员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