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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加拿大总理哈珀发表声明，称当年针
对华人并带有歧视意味的“人头税”政策属于极
大的“历史错误”。无论出于政治目的还是人道主
义声援，在今天已经发生巨变的华人群体中，哈
珀的道歉仍然带来几分暖意。

50加币，世纪的悲歌

当太平洋铁路“最后一颗道钉”被敲进铁
轨，自此北美西海岸的卑诗省归入加拿大版图，
这个故事发生在1885年11月。

在参与铁路修筑的 1.57万名华工中，4000人
客死异乡。华工为加拿大做出的卓著贡献是加国
版图完整的起因，却也成为一代华人的噩梦：一

部对华人带有明显歧视色彩的税法——“人头
税”出台。通过 《华人入境条例》 颁布，加政府
规定华人新移民额外缴纳50加元。

如此苛税，在今天看来数目不多，但对当时的华
人来说却是敲骨吸髓。两年以后，“人头税”又猛增到
500加元，这相当于当时一位华工两年的工资。

据统计，从1885到1923年，加拿大政府共向
华人征收了总计2300多万加元的人头税。再加上
1923年起联邦政府颁布的《排华法案》，致使移民
的大门对华人彻底关闭。将歧视推向极致，造成
的后果是已在加拿大的华人劳工，与妻儿从此天
各一方，再难团聚。

“这是加拿大宪政史上耻辱的一页。尤其是主
流社会对华人采取的‘过河拆桥’的态度和立
场，违反了当时的宪法精神。”加拿大国家广播电
台时事评论员丁果先生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

80年抗争，迟来的正义

丁果介绍，二战期间曾有 700 名华二代子弟
以“二等公民”的身份参加加军抗击法西斯，为
排华法的取消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创下了

‘800弟子兵改变了一个民族 （华裔） 在加拿大的
历史地位’的奇迹。”

80 多年，经过华人平权会和华社的不断抗
争，加拿大总理哈珀在2006年正式代表联邦政府
就“人头税”道歉，为曾缴纳人头税的华人幸存
者及家庭赔偿每人 2 万加元，一改历届加国政府

对此暧昧或消极的态度。
《温哥华太阳报》评论指出，这个道歉来得太

迟了，但毕竟让历史上耻辱的日子画上了句号。
而在丁果看来，今日的道歉可能包含着三重

含义：“首先针对目前加拿大社会一些关于华人负
面消息做出澄清，表明保守党政府勇于纠正歧视
之错；二是联邦大选即将来临，民意调查显示，
联邦保守党和联邦新民主党、联邦自由党呈现出
三足鼎立的态势，将是一次竞争激烈的选举。这
样，向华人喊话能争取‘关键少数’华人的支
持；三则意味着再次宣言，在保守党政府执政期
间，绝对不会让过去的历史重演。”

哈珀的道歉虽饱受争议，却也是实实在在为
抚平华人伤口再次呼喊。今天，华人已成为加拿
大继英法裔之后的第三大族群，数量达到 160 万
人，占总人口的 4.5%。迟来的正义对庞大的华人
族群来说是一种抚慰。“认识华人为这个国家曾经
做出的、以及继续奉献的难以估量的贡献，对建
设这个国家非常重要。”哈珀说。

积极融入，不再是“过客”

“人头税”的废止对今天的华人来说有何意义？
以华人远渡重洋到加拿大的历史轨迹来看，

从早期的铁路华工、淘金客，到后来的留学生
潮，再到近期的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一代代华
人在加拿大扎根、调适并尝试融入。歧视似乎已
经消弭，取而代之的是扬眉吐气。

华人为加拿大政治、经济和多元文化做出的贡
献有目共睹。然而，丁果认为，目前由于宪章和多元文
化政策，以及华人力量的成长、参政议政的深入，在制
度上歧视华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基于历史的陋
习和人性的弱点，隐性歧视仍在发酵。“尤其是政府在
雇用及企业管理职位提升方面存在玻璃天花板。”

近日，《加拿大移民杂志》 主办的第七届
“RBC最杰出 25位加拿大移民奖”正式揭晓，当
选的 5 位华裔均在各自领域取得了骄人成绩。但
同时也可见到发生的公共设施喷绘辱华字句的事
件，以及针对华裔政治人物的含沙射影的报道，
让华裔备受伤害。

只有自己变成主流的一部分才能扬眉吐气。
历史仍在对今天的华人发出警示。

虽然也有人效仿老一辈华工为争取体面的工
作和最低时薪而抗争，但丁果认为，华人提升自
己的地位还需要做两方面的工作。“首先对于歧视
和不公正的对待要学会合理利用华人组织，并拿
起法律武器回击。”同时他指出，华人不应再做

“过客”，而是积极融入，它表现在遵法纳税、回
馈社区、参与政治等多个层面。

丁果还建议华人投资者要有长远目光，积极
投入资源建立有水准的智库来弥补主流社会不关
心华人议题的不足，以披露正面数据和研究成果
让全社会看到华人对加拿大的实际贡献。

历史的伤口还需华人自己抚平。希望有一天，
华人们审视这一历史时，不再感到纠结与屈辱。

寻根，万众游子难忘的主旋律，那故乡的土，那故
乡的水，那故乡的情……祖先离乡 140余年，自己 10年
寻根，北美洲台湾乡亲联谊会会长梁义大一家近日风尘仆
仆地返回故里，寻根问祖，一解乡愁苦。

140多年前的同治九年 （1870年），梁义大的曾祖父——
梁仍枣16岁离开永春吾顶村，赴台谋生，心细的他用小楷笔
一笔一画记下了自己的故土“永春州二十二都蓬莱巷”，笔画
间留下了深情和离愁，他期盼归乡，却不曾料到时隔半个世
纪，曾孙辈们才再次踏上故土。

回家的路，从来都不曾遥远过。
在梁义大的记忆里：1984年，从台湾移居美国的他，身居大

洋彼岸，却关心两岸关系。2005年8月，他接任全美台联的第28
届会长，他就说“组织全美台联到大陆去”是他要做的重要任务
之一。

2006 年，应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 （简称全国台联） 的邀
请，梁义大首次组织了全美台联的“两岸和平之旅参访团”。此
行，梁义大不仅实现了到大陆去的愿望，同时也勾起了他和家人寻
找祖籍地的强烈愿望。于是，梁义大托人帮忙寻根。

从资料里的“永春州”入手，台联寻到永春县台办，锁定永
春梁姓聚居地——吾峰镇吾顶村和蓬壶镇都溪村，永春县台办第
一时间到县档案馆翻阅族谱，从 《永春梅镜梁氏族谱》 里，依
着梁义大提供的家谱寻找线索。

家谱里的“曾祖名枣，祖父名景”、“曾祖父住的屋名‘青
龙堂’”……依这些微小的线索依依排查，在吾顶村寻找到
梁义大的从弟梁国川。

寻根的结果，让梁义大一家喜出望外，便将情况告知分
布在美国和台湾的家人，回乡谒祖之旅随之而来。2015年
5月22日，梁义大一家回到曾祖父出生地福建省永春县吾
峰镇吾顶村，站在曾祖仍枣生活过的青龙堂旧址前，兄
弟俩几乎同时俯身抓起一把家乡土，“这是要带回美国
去的。”

尽管眼前的青龙堂已于 3 年前拆掉了，只有隐
约可见的石阶和正厅的沿墙根，但祖辈们的过去
在家谱里历历在目，梁义大紧握着两盒从美国带
回来、在路途上已经被压扁的饼干，来到祖先
牌位前祭拜梁氏祖先：当年 16 岁远行的少
年枣的曾孙们载誉而归了。

乡愁，是一杯清酒，醉了游子
心，却又是一个时间轴，转动了思

乡的岁月，沉淀了那份乡情。
归乡，回家的路，从来不

远。

哈珀又就人头税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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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华工交足“人头税”款后获得的
“移民纸”。 图片来源：21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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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加拿大华人积极参政。
图片来源：新华网

世界进入高科技时代，科技圈人才辈
出。其中，自然少不了华人活跃的身影。

你是否向往过《哈利波特》中帮助主角们
多次脱险的“隐身衣”？其实，这件魔法装备也
是科学家们的研究目标。能够人为设定折射率
的电磁超材料是科学家打造“隐身衣”的第一
选择，但由于电磁超材料一直存在窄频率、材
料损耗大等缺陷，研究停滞不前。

近日，美国华裔科学家辛皓在实验室里
成功研制出的有源超材料，克服了原有缺
陷，一举突破了关键技术障碍，让“隐身衣”
不再遥不可及。也许将来你也能拥有一件波
特家同款“隐身衣”。

女孩儿们都希望自己看起来“电力”
十足，华裔科学家王中林的发明可以从另
一种角度满足你的愿望。他领导的科研小
组则研制出一种能产生电能的新型纳米纤
维，只要受到拉扯、摩擦或微风吹拂即可
自行发电。

巧妙的是，借助这种纤维制成的“发电
衣”，走路、心跳等日常活动都能产生的电
力，足够你收听随身听或给手机充电，整个
过程无污染，堪称真正的“绿色发电”。

正所谓英雄出少年，科技圈也不例
外。加拿大 17岁华裔学生凭借自己研究出

来的微生物燃料电池，一举斩获国际著名生化科技大赛大奖。他
还计划将部分奖金捐给慈善机构，余款用于继续研究，风范十足。

如果你觉得前面这几项新科技都太“高大上”，那下面这项华
裔科技成果一定很“接地气”。

不久前，一位澳洲华裔专家为深受“久坐”之苦困扰的上班族研
发了一款“智能座椅”。座椅上遍布着78个“电子皮肤”传感器，能够
察觉到细微的压力及动作变化，并根据这些变化定时发送提醒至手
机或电脑，指导用户适当调整姿势，就像有一个医生，能时刻监控你
的脊椎状态，告诉你如何保护你的脊椎健康。

科技圈中的华人自然不只
这些，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华

人走向创新之路，活跃
在世界科技舞台。

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纽约台 6 月
23日报道，纽约市长白思豪22日通过
社交媒体宣布，将农历新年纳入纽约
市公立学校假日。自此，继旧金山之
后，纽约成为美国第二个宣布公校春
节放假的大城市。2016年2月8日，纽
约市公校将首次放假一天庆祝猴年春
节。

“漫长的道路”

春节能够成为纽约市公校假日之
路并非完全一帆风顺。正如美国华裔
国会议员孟昭文所言，“这是一条漫长
的道路”。

早在 2000 年，布碌仑市议员就曾
提出一项名为 INT.6 的法案，要求将
春节纳入纽约市公共假日，但是遭到
搁置；2005 年，时任纽约州华裔众议

员孟广瑞提出的 《农历新年假日法
案》同样被搁置。

经过亚裔社区民选官员的多年奔
走和推动，2014年12月17日，将春节
纳入纽约市公校假日法案在纽约州参
众两院通过，并获得州长签字立法。

2015 年 6 月 23 日，白思豪和教育
总监在法拉盛公立 20小学宣布，将春
节正式列入纽约市公校假日。

走过这 15年漫漫长路，纽约市华
人终于收获了一份值得欢呼雀跃的答

卷。
在纽约，许多华人家长为此开心

不已。他们终于可以在春节当天和孩
子一起尽情地包饺子、走亲戚、讨红
包了，而不是等孩子下午放学后，度
过“一半的春节”。布朗士科学高中老
师说，法案通过后，华裔学生可以安
心过春节了。

此外，众多为推动法案签署而奔
走的人士也纷纷表示，学生再也不用
在上课和请假过年之间左右为难了。

坚持与传承

春节能够成为纽约公校假日，离
不开华人对春节的坚持与传承。

据悉，早在 20多年前，纽约华人
家长会就曾参与推动此事，但是碍于
当时华人力量有限，影响并不广泛。

随着一代又一代华人力量的发展与壮
大，人们对于春节依然执着。

纽约华人伍志强有两个儿子。每年
农历大年初一这一天，为了全家人一起
过春节，他都会坚持给孩子请假，带着
他们观看新春街会、舞龙舞狮等传统表
演，和家人一起感受节日的气氛。

在伍志强看来，孩子在美国出生
成长，平时很少有机会接触中国文
化，如果家人不将春节传统传承下
去，孩子就有可能将之遗忘。他觉得

作为一名华裔家长，自己有义务带着
孩子过春节。

华人曾瑞玲的两个女儿是混血华
人，但是，她却非常重视女儿的中华
文化传统教育，希望女儿能够通过春
节，来了解华人的历史根源和文化底
蕴。

海外受追捧

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华

人影响力的扩大，春节在海外也受到
了追捧。

众所周知，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很
多国家，都保留着过春节的传统习
俗，如日本、韩国等。

近年来，不少欧美国家对中国的
春 节 可 谓 是 兴 趣 渐 浓 。 每 逢 春 节 ，
美国多地都会举行烟火表演和游行
等庆祝活动。在法国，巴黎的市政
广场则会挂起红灯笼，喜洋洋的红
色，将广场笼罩在春节的喜庆氛围
之中。

更有意思的是，在英国的旅游手
册中，中国春节甚至被称为英国自
己 的 节 日 ， 可 见 ， 春 节 走 出 国 门 ，
已被外国人装扮成了有国际范儿的
节日。

多年来，在海外华人坚持和传承
春节传统的同时，其实春节也在无形
之中，以它固有的力量，将海外华人
紧紧地凝聚在一起，把中华文化传播
到五湖四海。

多方15年不懈推动

纽约公校将享春节福利
柴林翊

图为纽约市长白思豪23日在法拉盛公立20小学宣布将
农历新年列为纽约市公校假日。 来源：美国《世界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