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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那场事故，我们的视角可能还会紧盯华尔街的华人精英、
政治界的亚裔新秀，在传统中国人的概念之中，出将入相、富商巨贾，
才能称之为“成功”。刘文建牺牲时万人送别的场景，让我们的视角更加
人性：在平凡岗位上的牺牲，同样可能成为“英雄”。今天，我们把视角
对准华裔警察，进行一个群像扫描。

告诉你华裔警察的奋斗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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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英国华人社区领袖在接受 BBC采访时称，华
人在英国受到种族歧视、暴力或骚扰情况并不在少数，
但由于受害者不愿举报，华人受到种族暴力的程度一直
不被重视。

在一些自诩民主文明的国家，华人却屡遭种族暴
力。在接受BBC采访时，英国华裔女孩萨拉说，她的每
个家庭成员都曾因华人身份遭到殴打，而家里经营的餐
馆“不止一次被砸破玻璃”。如此恃强凌弱，行侠仗义的
骑士精神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歧视”。

打着“绅士”的旗号，语言却如此粗俗甚至恶毒。
据澳媒报道，当地华裔称常遭街头辱骂，“中国佬”、“鱼
脸”等污蔑性称呼不绝于耳。一位华人女学生在遭受恶
语时用不太标准的英语回敬了几句，居然立刻被殴打，
请问打人者，你们礼让女士的谦谦君子范哪里去了？

翻翻诸多类似报道，华人破财又受气，结尾却总是
以“没有充分证据”、“嫌疑人逃之夭夭”、“不能确定涉
及种族歧视”等诸如此类的说法草草了之。

反观美国弗格森案，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活动波及
全美，华人遭遇种族暴力并不比其他族裔少，却为何总
不发声如待宰羔羊？

英国华人参政计划的研究显示，华人社群普遍认为
向警方报案完全是徒劳。先前马来西亚一名华裔妇女被
抢劫后到警局报案，结果竟因语言不通遭到查案官以

“如果不会说国语，那就回中国去”的语言羞辱。执法者
冷漠如此，华人有冤向谁诉？

司法体系流程冗长，华侨参与审判难，让许多华人
受害者裹足不前。据 《欧华报》 报道，旅西华人起诉西
班牙警察暴力执法历时7年，然而，最终涉案4名暴力警
察均未受到相应处罚。面对这样令人寒心的结果，华人
还有什么安全感可言？

华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文化心理亦是原因
之一。专家指出，华人常常自行解决或家庭内部处理，
其实向社区团体通报此类事件能引起社会关注，有助于
改善华人仍显脆弱的处境。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境况好转的一面，华人积极
参政推动改善华人地位，华人平权联合会、英国华人计
划等华人维权组织日益发挥更大的作用，海外华人的维
权意识也在逐渐觉醒。

有理就要发声，坚决维护自身权益，让那些种族主
义分子为暴行付出代价，让世界看到，华人绝不是任人
欺凌的“软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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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1月6日，新当选的华裔联邦众议员刘
云平在华盛顿正式宣誓就职。作为本届“民主党议员新
人班”的主席，刘云平备受关注，会议间隙多位议员与
其不时攀谈。

然而，华裔面孔在众议院“左右逢源”的时候，纽
约华人却因为州长有点心情低落。自上任以来，纽约州
长葛谟就与华埠离得不近，不仅就职典礼上不见华人踪
影，还从来没有到访曼哈顿华埠。

对此纽约法拉盛侨商总干事杜彼得认为华人要想得
到重视，就要积极参加投票显示重要性。

参政成果难掩投票率低问题

2014年华人参政热情高涨，硕果累累。加拿大安大
略省的 3名华裔候选人陈国治、黄素梅以及初次参选的
大陆新移民董晗鹏，全部成功当选，创下同一届议会中
华裔议员人数之最。在2015年加州州财务长江俊辉、州

主计长余淑婷也成为首次当选加州
最高层次民选职位的华裔。

但是议员是政治人物，他们的行动目
的是当选和连任。这意味着，华人议员并不

一定维护华人权益。因此，只有选票的力量才
能影响他们的决定。据媒体报道，2014年初，刘

云平在参议院与其他两位华人参议员对美国加州第5
号宪法修正案 （SCA5提案） 投了赞成票。因为试图在

招生中考虑种族肤色，限制华人在入学中的优势，
SCA5提案遭到华人群体的强烈反对。因此一些反对提案
的华人表示要抵制这 3 位华人参议员。在这种情况下，
刘云平和其他华人议员致信州众议会议长，表明自己改
变立场，要求搁置SCA5提案。最终SCA5提案被搁置。

然而，华人选民却没有意识到选票的重要性。纽约市
总共有近 50 万华人，占纽约总人口的 6%。但是据媒体报
道，在2010年的州长普选中有5529张票来源于法拉盛、曼
哈顿下城等华埠，2014 年来源于这些地区的选票却只有
3417张。从全市范围看，2010年州长普选中共有100551张
选票来源于华人，这一数字在 2014 年却减少至 61321。洛
杉矶橙县统计结果也显示，在今年美国中期选举中华裔选
民投票率仅为20.35%，低于全县23.9%的投票率。

议题不受华人关注是主因

早期华人因为语言问题难以融入主流社会，政治参
与度也不高。但是随着华人走进主流社会，政治意识已
经增强。但是华人选民对政治关心程度依然低的原因主
要是缺乏华人关心的议题。正如加拿大华裔时事评论员
谢坚所说，若没有一个与华人关心的议题摆在面前，相
信对华人的投票率不会有太大的刺激。

华人参与政治活动主要目的就是维护自身权益，一
旦涉及切身利益，华人关注度就会上升。据 《纽约时
报》报道，北加州圣拉蒙市将在城市附近建立墓地的计
划提上议程。对于华人而言，与墓地比邻而居让人难以
接受。因此这一提议得到了当地华裔民众的强烈抗议。
当地华人号召投票表决，最终在市议会上以4比0的投票
推翻墓地提案。

还有一些华人选民不熟悉选举程序，不能行使投票
权。据统计，今年美国洛杉矶橙县总共有近 2万华人选
民。但是到美国中期选举前，橙县登记的华人选民中，
却有4750人被列为不投票选民。据悉，这些选民有些是
因为已有四年以上不参加投票，有些则是邮寄选票被退
回。

华人社团积极动员

近来，越来越多的华人已经意识到选票的重要性，
积极利用选票维护自身权益。美国中期选举中，尔湾华
裔在微信上组成“尔湾是我家”群组，积极动员亲戚朋
友，抵制对尔湾“橙县大公园”预定地开发军人公墓议
案投支持票的候选人。

还有许多华人社团也采取行动，培养华人选民的投
票意识。英国华人参政计划组建了全新的团队，立志于
促进华裔参政议政。该团队的目标是让超过15万人的华
人注册成为选民，进而让华人投票数超过英国其他的少
数族裔和全英的平均投票比例。

不少华人组织还在实际投票过程中帮助华裔选民。
以“金橙俱乐部”为代表的橙县华人团体不仅组织义工
进行电话催票，帮助摇摆选民投出正确一票，还专车接
送无车的老人们去投票站投票。

华人参政华人参政：：投票率低是沉疴投票率低是沉疴
佘宇白

本报电 1月6日，入选2015年第50届洛杉矶华埠小
姐选举决赛的16位佳丽在华埠闪亮登场。选举决赛晚会
将于2月7日在环球影城希尔顿大酒店举行，包括一名皇
后与4名公主在内的2015年华埠小姐即将诞生。

据悉，此活动是洛杉矶 （罗省） 侨界喜迎新春的传
统项目，迄今已持续了50年。所有入选女孩需具备品学
兼优的人文修养和流畅的中英文语言能力。 （周 杰）

第50届洛杉矶华埠小姐即将产生第50届洛杉矶华埠小姐即将产生

2015年洛杉矶华埠小姐选举进入决赛的16位佳丽在
华埠闪亮登场。 周 杰摄

海 内 外 侨 讯

本报电 当地时间1月6日，以中国著名指挥大师李
德伦的名字命名的加拿大华人音乐机构——李德伦音乐
基金会宣布，“2015年中西汇粹新年音乐会”将于1月10
日在多伦多举行。本次音乐会由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
会、加中教科文交流发展协会、加拿大中国专业妇女协
会、北美国际交流协会和中央音乐学院北美校友会协办。

主办方介绍，今年音乐会邀请女高音歌唱家刘玉
梅、男高音歌唱家李华典等演出。整场音乐会由指挥家
赖德梧指挥多伦多节日交响乐团演奏和伴奏。乐团由中
西专业演奏员组成的，包括多伦多交响乐团的演奏家及
专业音乐学生，小提琴家赵茜为首席。

发布会上，刘玉梅在钢琴家伊嘎的钢琴伴奏下演唱
了普契尼的《我亲爱的父亲》，李华典演唱了王洛宾谱写
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 （徐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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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入行曾遭屏障

纽约警局给予了刘文建
最高规格荣誉。按照警方的
说法，刘文建的葬礼是纽约
市警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葬
礼之一。全美各地2万多名
警员来为他送行。

纽约市长德布拉西奥在
悼词中说：“今天我们整座
城市都心碎了。”

刘文建享受了此生最为
隆重的纪念，但是是在他死
后。

在这一代人之前，对于
华裔晋升警官的人为屏障大
量存在。

上世纪 70 年代，警察
和军界，难得见到几张黄色
面孔。在那个时候，警署对于招收男性警官的要求是
172.5 厘米。这一要求将很多候选者拒之门外，特别是
那一些来自香港及中国南方的移民，在那些区域，人的
平均身高都普遍偏矮。

即使在唐人街中，当警察也显得有些离奇。人的职
业选择很大程度上受族群传统观念的束缚。“华人警察
有两类，一类是专家型的，一种是普通警察。”波特兰
州立大学教授李斧对本报记者说：“华人受‘万般皆下
品，唯有读书高’的影响，很少有人愿意当后一种。但
专家型的如法医、技术性侦查类的警察符合条件的更
少。”

萨福克大学副教授薛涌日前撰文提及，一位先驱者
成为警探，结果发现，嫌疑犯拒绝被他逮捕，亮出警徽
也没用。对方说：“你一个中国人，怎么可能是警察？
从来就没有中国人当警察的！”

奋斗也是为获尊严

心甘情愿以警察为职业的，多来自唐人街奋斗的底
层。他们的父母，经常在餐馆和制衣厂打工，往往不通

英语，早出晚归，没时间管孩子。对这些华裔的穷孩子
来说，法院、商学院、医学院显得太遥远。想办法读个
社区学院，上个警校，最终穿上警服，则是个通往中产
阶级的捷径。

“警察这个职业每月能有 5000 至 1 万美元的收入，
工作稳定，社会地位高，在美国算是个稳当的职业。”
洛杉矶中华总商会一位不愿具名的华人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说。在波士顿，就有一大堆年收入超过州长的警察

（其中重要的收入来源是加班费）。
上世纪 70 年代的入门歧视性条款，后来经过一系

列官司给推翻了。华裔警察的数量得到迅速发展。
以纽约为例，上世纪 70 年代华裔警察的数量不到

10人，如今已经占到市警总数的近5%，即纽约近3.6万
名警员中，有约4500人是亚裔，其中1500多人是华裔。

“美国人都有一种‘英雄’情结，从事警察工作会
获得一种尊严。”洛杉矶中华总商会的那位华人负责人
说。“随着中国人移民的增多，华人的双语优势明显，
各州都希望华人参与到警察队伍中来。

刘文建的悲剧，曝光度极高。特别是他妻子在葬礼
上的演讲，全美观众看得很清楚：一个英语不太好、从

底层挣扎上来的女性，几
度哽咽、几近崩溃，仍然以
顽强的意志用英文向世界
说完自己想说的话。“许多
底层的华裔，从中看到的
是人的尊严和奋斗。”薛涌
说。

更多的华裔会从警

不久前，在布鲁克林
地区纽约城市东区的楼宇
阶梯之间，警官彼得·梁将
一名手无寸铁的人枪击致
死。

不 久 前 ， 警 官 菲 利
普·陈在布鲁克林大桥被狠
狠打伤了鼻子；

不久前，警官刘文建
在布鲁克林地区巡逻车内

被枪击致死。
警察这个职业危险不危险？
当然危险。“各大城市很少有华人从警的，除了纽

约、洛杉矶、旧金山等个别城市，我这里，圣地亚哥，
200多万人没有一个华人警察，只有越裔、菲裔警察。”
美国广西同乡联谊会会长廖中强说。

在硅谷湾区，“华人一般从事高科技、电子、IT等
行业。”北加州河北同乡会会长董旭东说，“因为警察工
作很危险，可是少有半途而废的。”

与警界熟稔的洛杉矶中华总商会负责人则称，社会
上一些精神有问题的人或一些憎恨警察的人可能会带来
危险，其实警察的工作并不危险。来自美国的权威数据
显示，去年美国因公殉职的警察共有100名，相较出租
车司机、建筑工人等，因公死亡的人数更少。

一位退休华裔警察鼓励年
轻华裔进入警界，因为这是进
入主流社会的快捷方式：穿上
警察制服，没有人会质疑你的
英文能力及移民身份，反而更
加尊重。

送别华裔警察刘文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