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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中国移民发展特点研究
＊

王　铭
(辽宁大学 历史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

　　摘要:移民是各国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移民对宗主国来说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建设力量。

在美国 ,中国移民几乎伴随了美国建国后的整个历史时期 , 为美国的发展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美国的中国移

民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 从 18 世纪 80 年代到 1940 年 ,这一阶段种族歧视占主导地位;第二阶

段 ,从 1945 年到 1960 年 ,涌现出一批重新审视中国移民的美国学者;第三阶段 , 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 美国政

府为扩大高科技人才队伍 ,修改移民法 , 使大批华人知识分子涌入美国 , 为美国的发展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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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西方人来说 ,东方曾经是个神话 ,那独具特

色的语言文字 ,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 ,精彩纷呈的

文学艺术 ,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 ,都让西方人感到

十分神奇。然而 ,在过去的二百多年里 ,随着经济

全球化的进程 ,神秘的东方人也被无情地卷入到了

白人的世界里。美国建国初期 ,在东海岸的建设告

一段落和西部开发开始之时 ,中国人即被作为劳工

引入了美国社会 。据史料记载 ,最早移居美国的亚

洲移民是 18 世纪 80 年代到达美国的中国人〔1〕

(P3)。1849年以后又有大批的中国移民进入美国 。

他们在种植园劳动 ,修筑铁路 ,开发矿山 ,开垦荒

地 ,为美国社会的发展建设作出了贡献。不幸的

是 ,由于文化和种族的差异 ,使这些在美国的中国

移民也饱受了无尽的劫难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后 ,这些移民的处境才逐渐得到改善。1960年美

国政府颁布了新的移民法 ,中国移民的数量迅速增

加。尤其是 20世纪 70年代以后 ,美国政府为扩大

高科技人才队伍修改移民法 ,使大批华人知识分子

涌入美国 ,移民成分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移民中的

大部分人很快进入了美国主流社会 ,为美国的发展

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而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

注。美国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 ,跨学科地研究中国

移民的历史。然而在中国本土 ,对这方面的研究却

远远不够 。在新形势下对美国华人历史进行研究

是十分必要的 ,它对我国政府制定人力资源开发政

策将会起到一定的借鉴与启示作用。

　　一 、种族歧视时期的中国移民

种族歧视时期是从 18 世纪 80 年代到 1940

年。这时期移居美国的华人 ,除少数人外 ,大部分

来自广东省台山地区。这部分移民带有浓重的地

方口音 ,几乎没有人能说普通话。台山地区是一个

山多地贫的地方 ,农业很不发达 ,百姓主要从事商

业贸易 ,其中很多人到过香港 。他们在香港通过欧

美商人得知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 1849年发现了金

矿 ,由此开始了华人向美国的迁徙 。

最初华人进入美国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

与美国老板的华人代表签订合同 ,在合同中将表明

以什么方式为美国老板服务;第二种是有条件地接

受美国华人组织的资助 ,在美做工期间必须接受该

组织的监管〔2〕(P35-36)。1851年 ,加利福尼亚已有

华人25 000人 ,到 1870年达到63 000人 ,这些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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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都分布在美国的西海岸 。1880 年 ,大约又有

6 000名华人进入美国 ,到 1882 年 ,进入美国的华

人人数增加了 4 倍。这部分人几乎都是从西部进

入美国的 。而 18世纪 80年代的美国华人 ,则是从

加勒比海进入的 ,他们开始是作为放牧人被招到西

印度群岛 。美国内战后 ,由于南方农场主急需大批

农业劳动力 ,于是他们又由西印度群岛迁移到美国

南部 。最初参加修筑铁路 ,而后在棉花种植园里劳

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中国人才分散到美国各

地的社会团体中。从历史记载的档案上看 , 1849

年以前进入美国的中国人不像之后进入的那些人

那样驯服 ,他们经常通过罢工来反抗不给他们报酬

和虐待他们的雇主〔3〕(P52-56)。1969 年美国历史

学家斯图尔特 ·克赖顿 ·米勒(S tuart Creighton

Miller)写的《不受欢迎的移民:美国人眼中的中国

人 ,1785—1882》一书中指出:“当时反对亚洲的种

族主义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因为在美国的文化

中 ,亚洲人被描绘成世界上唯一的对祖先的传统道

德盲目崇拜 ,在政治上受到奴役 ,道德败坏 ,并患有

令人讨厌的疾病 。正是这些错误的观念和看法 ,才

逐渐发展到 1880 年全国性的反华运动”〔1〕(P87)。

在强大的反华浪潮中 ,1882年美国政府颁布了《排

华法案》 ,大量削减了华人移民在美国的数量 ,接着

又颁布了禁止在美华人成为美国公民的法律 ,而公

民的身份不仅是各种职业甚至是拥有土地的必备

条件 ,中国赴美移民的大门几乎被彻底关闭。

早期赴美的华人几乎都是男性 ,当时美国的法

律又禁止华人与白人女子通婚 ,这给他们造成了无

法建立正常家庭的灾难性后果 。1988年美国历史

学家罗杰·丹尼尔斯(Roger Daniels)在美国人口

普查结果的基础上写了《亚洲移民》一书 。书中记

载了中国移民团体中的性别比例。他发现了惊人

的情况 ,因为中国的传统思想和美国法律禁止中国

妇女移民 ,因此 ,早期的中国移民团体的成员几乎

都是一些“单身汉” ,性别比例极不平衡 ,这些华人

移民又不可能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 ,所以他们的生

活极其孤独。此外 ,单身社会也最容易产生社会犯

罪 ,如卖淫和走私妇女等〔4〕(P69)。据统计 , 1860年

在美华人的男女比例约为 20∶1 ,到 1890年上升

为 27∶1。1989年斯坦福 ·莱曼(S tandlford Ly-

man)在他的《中国移民》书中 ,记述了单身的劳工

和社会地位低下的白人女孩间的性关系。他认为 ,

因为没有性 ,没有家庭 ,许多单身汉就容易犯罪或

聚赌成性而花掉他们有限的收入 。他还认为 ,造成

早期中国移民性别比例失衡的主要原因固然是美

国不公平的法律 ,但是他又将部分的原因归咎于中

国的传统文化 。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限制了妇女

移民 ,儒家思想把中国妇女限制在家里 ,横跨太平

洋的迁移对她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2〕(P94-97)。

中国早期移民在美国社会受到严重歧视 ,当时

许多美国学者都把早期中国移民看作是外国人 ,并

被贴上“黄色危险品”的标记 。这些学者的宣传给

美国社会制造了人为的恐惧和仇视。这些歧视宣

传使美国人普遍认为 ,亚洲移民的涌入会像饲养兔

子一样 ,迅速地繁殖人口 ,若干年后黄种人就会成

为这个新世界的绝对多数。一位主要研究加里弗

尼亚州史的美国历史学家休伯特 H .班克罗夫特

(Huber t H.Bancro ft)在 1890年出版的多卷本《加

里弗尼亚的历史》 ,就把亚洲移民看作是完完全全

的外国人 。他在书中写道:“他们的肤色 ,他们讨厌

的容貌特征 ,他们矮小的身材 ,他们那让人难以理

解的语言 、奇风异俗以及不信仰上帝的宗教……所

有这些都成为他们被隔绝于白种人之外的原因 。”

他还写道:“这些黄种人还常常根据他们的美国人

或欧洲人邻居脸上所表露出来的不快和行为的不

友好来决定他们的帐篷应该搬离白人的帐篷多远”

〔5〕(P336-337)。在研究东方的历史学家中 ,伍德罗

·威尔逊(Woodrow Wilson)较具代表性。1901

年他撰写的五卷本《美国人的历史》在欧美十分流

行。书中也表达出对中国移民的种族歧视:“中国

劳动力的涌入 ,起初是几百人 ,后来是几千人 ,最后

是成千上万的人 ,直到整个海岸劳动力的状况就像

发生了一场革命。白人劳动力不能同中国人竞争 ,

他们不能仅靠一捧稻米生活 ,也不能为微薄的薪俸

工作 ,最后他们发现他们自己正在被勤俭节约 、技

术熟练的东方人排挤出雇佣大军 。那些东方人有

着黄色的皮肤 ,低劣的生活习惯 ,更确切地说是有

着恶魔般的幽灵 ,与他们共事简直是不可思议 。”

〔6〕(P185)当时的美国社会对待中国移民的态度也是

非常粗暴的。美国工会就站在排华浪潮的最前列 ,

他们经常制造事端 。1885 年 ,加利福尼亚的一个

华人社区 ,由于白人的武力威胁不得不全部迁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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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事件在美国西部的华人社区时有发生 。比

如 ,1871年在洛杉矶 ,有一伙白人暴徒一夜之间就

杀害了 20名左右的华人〔7〕(P4)。

19世纪末以前 ,在美国的中国移民多半都在

农场 、矿山 、铁路或白人家中做各种苦工 。20世纪

开始后 ,许多中国人离开或被赶出了传统的劳动场

所 ,开始自谋职业 ,主要是开设成本低廉的洗衣店

和中国餐馆。据 1920年统计 ,在美国有一半以上

的华人都在洗衣店或餐馆里干活。华人最初办企

业和商业是靠唐人街华人自发组织起来的互助会 。

因为华人和华人企业无法从美国银行和其他金融

机构获得贷款 ,所以只有通过互助会在华人中筹集

资金来投资商业。这个组织中的每个成员都轮流

使用其他人投入的互助款 ,每个成员都认真遵守互

助会的规定 , 按时还款 ,以便其他会员再使用 。

1950年以前华人投资商业和办企业基本上都使用

这种方法 。

1930年 ,美国政府对移民法进行了修改 ,允许

少量的中国妇女到美国与丈夫团圆 。1943 年 ,美

国政府撤销了 1882年的《排华法案》 。1945年 ,美

国国会通过立法允许数量有限的中国移民来美 。

这些措施的实施减轻了在美华人性别不平衡的状

况 ,使大多数华人过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移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美国国内劳动力十分缺

乏 ,这为华人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后 ,美国社会的反华情绪已经低落 ,国内出

现了一批重新审视中国移民的学者。他们强烈谴

责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在种族歧视思想指导下制定

的各项政策和那些歪曲历史事实的宣传 。其中颇

具代表性的著作有两本 ,一本是 1969年斯图尔特

·克赖顿 ·米勒(S tuart Greighton M iller)写的

《不受欢迎的移民: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人 , 1785—

1882》 ,书中明确指出:“即使是在内战以前 ,美国人

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印象不但是否定的 ,而且还带

有强烈的种族歧视。”〔1〕(P36)强有力地驳斥了以前

人们普遍认为的经济竞争是种族主义根源的说法 。

米勒(Mil ler)在书中也表达了对那些带有偏见 、不

公正和怀有阴谋的种族歧视运动的强烈反感 ,要求

予以纠正 。另一部著作是 1971年亚历山大·萨克

森(Alexander Saxon)写的《不可避免的敌人:劳工

和加利福尼亚反华运动》 。萨克森长期从事反华思

想的研究 ,他在书中指出:“大量中国人的存在为加

利福尼亚强大的劳工运动联盟的形成提供了必不

可少的粘合剂 。尽管在几十年前劳工运动就产生

了 ,但是中国人在西方出现后又加速了劳工运动的

发展和队伍的壮大 。”〔8〕(P63)萨克森还指出:“利用

种族歧视反华 ,不仅仅是反对移民而且也是反民主

的 ,这对美国的发展建设没有任何益处。”〔8〕(P84)

“战时政策”也是这时期许多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讨

论的主要课题 。1945年 ,恩简特 V.罗斯图(Engen

V.Rostow)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在战时所犯下的

最严重的错误》的文章 ,强烈谴责了战时对待亚洲

移民的粗暴政策 ,引起了历史学家们的兴趣 。此

后 ,有关这方面的作品开始大量涌现 ,形成了一股

强有力的潮流 ,最终导致了 1980年美国政府释放

大批被拘留的亚洲移民 。

在新的形势下 ,许多华人开始把自己的子女送

进大学深造或学习专门的职业 ,此后华裔专业人员

的数量开始增加。1940年 ,加利福尼亚州只有 3%

的华人是专业人员 ,到 1950 年增至 6%,到 1960

年增加到 18%。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 , 1940 年只

占华人比例的 2%, 1960 年就猛增到就业人员的

20%,其中半数以上的专业人员是从事科研 、财会 、

工程 、制图或在高等学校任教〔2〕(P137)。到 1959

年 ,美国华人的平均收入超过了其他的美国人。

随着经济地位的上升 ,华人居住地开始分散

了 ,大多数华人不再住在唐人街。1992 年在纽约

城的“唐人街” ,一些学者进行了一次中国移民团体

的调查。他们认为唐人街是华人向外部世界开放

的重要机构 ,为美国社会输送了大批人才 ,唐人街

并不是“镀金的贫民窟” ,也不是“阻止移民进入美

国主流社会的上层组织” 。这完全改变了以往美国

学者的观念。笔者在美国期间也曾对纽约的“唐人

街”进行过调查 ,感觉到唐人街有着结构的二元性 ,

它既拥有保护部分 ,来为中国移民服务 ,又有输出

部分 ,来为美国社会服务 。唐人街具有中国移民了

解 、适应美国和自我保护的功能 ,同时又是美国了

解中国 、中国移民和获取人才的重要窗口。它就像

中国移民与美国主流社会之间的一个平台 。

1960年美国政府颁布了新的移民法 ,中国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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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 。根据新移民法 ,亚洲移

民可以通过正常途径或者难民的身份移入美国 ,妇

女也获得同等的权利 。结果 ,移民成分发生了巨大

改变 ,移民的数量迅速增加 ,华人成为近几十年来

在美国发展最快的少数民族团体之一。

　　三 、20世纪 60年代以来的中国移民

为了扩大高科技人才队伍 , 1960年美国政府

颁布了新的移民法 ,使大批知识分子涌入美国 ,美

国华人的数量及成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1970年

以后 ,许多华人知识分子在美国的主流社会中已经

担负重要角色 ,并作出了巨大贡献 。现在美国几乎

所有的大学都有中国的留学生。美国华人的人口

到 20世纪 60 年代几乎翻了一番 ,从237 000人增

加到435 000人 。1960年 ,在旧金山全美最大的华

人区 ,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已达到该市平均密度

的 3倍 ,3年后增加到 6倍 。而在同时期的纽约 、

洛杉矶 、波士顿和芝加哥的华人人口也增加 1倍以

上。60年代以后 ,每年大约有20 000多名中国人

从香港和台湾合法地进入美国 ,而且据估计 ,每年

还有同样数目的华人非法入境〔12〕(P1350)。

随着中国在经济 、政治上的强大和国际地位的

提高 ,许多美国人也开始学习汉语和重新研究美国

华人的历史。在亚洲移民史记载中 ,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的民权运动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民权运动

之前 ,美国历史学家主要研究的是中国人在移民过

程中和到达移居国后的不幸遭遇。而在民权运动

之后 ,美国历史学家拓宽了他们的研究范围 ,他们

不再单纯地写中国移民的遭遇 ,而是同时注重研究

他们的社会历史 、文化 ,同主流社会的关系以及他

们在主流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因此 , 1970年

以后 ,在美国史学界有关亚洲移民历史的研究呈现

出多学科 、多层面的格局 ,出版物的内容也更加丰

富多彩了 。

美国历史学家阿尔 ·桑托里(Al Santo li)在

1988年写了《新美国:一个口述的历史》一书 ,在书

中桑托里引用了从采访调查中获得的大量一手资

料 ,得出的结论是 ,新移民尤其是亚洲移民和难民

由于其成分与几十年前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大批

的知识青年 、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进入美国 ,他们

在社会的不同领域都为美国的发展建设作出了巨

大贡献。另外 ,新的亚洲移民为了融入美国主流社

会往往需要付出巨大努力 ,他们克服重重困难 ,艰

苦奋斗 ,努力工作 ,他们的精神和勇气可以成为土

生土长的美国人的榜样 。桑托里最后的结论是 ,新

移民工作努力 ,生活勤俭 ,他们为社会创造的财富

远远超过他们的所得 ,美国应该欢迎他们〔9〕(P97)。

另一部实用史学的著作是历史学家詹姆斯 ·弗林

(James R.Flynn)于 1991 年写的《亚洲移民:超过

智商的成就》一书。作者写这部书的目的 ,是为了

纠正曾流行的一种错误观念 ,即亚洲移民在过去的

20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他们高智商遗传的结果。弗

林通过对大量档案资料的研究 ,发现 1960年以前

亚洲人的智商曾经低于白种人。然而 1970年以后

的情况发生了惊人的改变 ,亚洲人的智商达到或远

远超过白人的标准 。弗林通过考查认为 ,亚洲移民

的智商之所以如此高 ,主要是他们能将全部的精力

和热情投入到事业之中。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不是

遗传的结果 ,而是他们对待事业的正确态度和孜孜

不倦的工作精神的产物〔10〕(P153)。目前 ,在就业的

在美华人中 ,有 1/4 的人员在科学和专门领域工

作。华人家庭的收入总额远远超过白人家庭 ,受教

育的程度也高于白人家庭。作为一个群体 ,在美华

人家庭富裕 ,而且受到良好教育。据 1980 年调查

显示 ,大约有 1/5的华人家庭有 3个或更多的人在

同时挣钱 ,这样的家庭在波多黎各人中只有 1/3 ,

在印第安人中只有 1/10 ,在白人中也只有 1/8〔11〕

(P266 , 284 , 302 , 306)。

在美国出生的新一代华人子女 ,他们无论在美

国的哪类学校学习都很出色 。纽约唐人街的老师

对华裔学生的评价是 ,和白人学生相比 ,“他们品行

好 ,听老师的话 ,独立性更强”〔7〕(P23-24)。然而 ,

在美国的华人只是在工作和受教育方面占有优势 ,

与美国人相比 ,在其他方面并无优势可言。现在美

国还有一大批贫穷的现代华人 ,他们拼命打工 ,但

经常失业 ,在这一部分人中除青年学生外 ,还有一

部分是没有身份的青年人 ,其精神生活十分痛苦 ,

这样的人在美国也是到处可见。

40年来 ,在美华人成分的变化 、地位的迅速提

高 ,已经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1970年以后 ,

把华人看作是美国发展建设的劳工 ,是美国社会的

主流趋势 。然而 ,近些年来由于大批华人进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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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流社会 ,使美国的一些历史学家 、政治学家和

社会学家特别提醒美国政府要注意美国社会总体

结构的“合理”性。他们认为必须在社会结构上压

制这些移民 ,将亚洲移民始终置于美国社会结构中

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齿轮的地位 ,亚洲移民只能成为

美国发展建设的劳工 。

　　四 、对美国的中国移民发展特点的思考

通过对美国华人历史的研究 ,我们可以清楚地

看到美国华人在过去的 200多年里大致经历了三

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18 世纪 80 年代到

1940年 ,这时期种族歧视占统治地位;第二阶段从

1945年到 1960年 ,出现一批要求重新审视中国移

民的学者 ,他们强烈谴责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在种

族歧视思想指导下对亚洲移民 ,主要是对中国移民

制定的各种政策和种种歪曲历史的宣传 。第三阶

段是 20世纪 60年代以后 ,美国政府为扩大高科技

人才队伍 ,修改移民法 ,使大批知识分子涌入美国 ,

他们为美国的发展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而也引

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从以上三个历史发展

阶段中我们可看出 ,美国政府每个时期制定的移民

政策都是紧紧围绕本国的发展建设这个中心的。

美国学者十分重视移民史的研究 ,因为美国是

一个移民国家 ,移民的质量对美国的发展建设至关

重要 。但是在逐步走向全球化的今天 ,华人遍布世

界各个角落 ,深入地研究华人移民史对我国现代化

的发展建设也是十分必要的。然而 ,我国史学界在

华人移民史研究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首先 ,

我们还没有一个部门或学术机构将有关学者们集

合起来就中国移民问题展开讨论。所以 ,直到现在

出版的一些著作和论文 ,都是历史学者个人的研究

成果 ,而不是经过激烈学术争论后的学术成果 ,或

是对历史问题进行深层次挖掘后的新见解 。学术

研究缺少了这一点 ,写的书或文章也就只能注重通

史或一些特殊的题目 ,而不可能形成学术派别 。其

次 ,国内专门从事移民史研究的学者不多 ,研究得

也不深入 ,他们对华人出国前后的经历 ,尤其是华

人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人的成长状况关注不够 ,所以

这方面的专著和论文在国内出版的很少 ,从外文翻

译过来的也不多 。移民史在美国 、日本 、韩国都是

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 。在美国各大学图书馆里

都可以看到分类很细的移民史研究 ,他们把移民史

的书籍专门摆放在若干书架上 ,每个书架标明 , “来

自亚洲的美国人” , “来自非洲的美国人” , “来自意

大利的美国人” , “来自爱尔兰的美国人” , “来自德

国的美国人” ……只有这样深入细致地研究 ,才能

使移民史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第三 ,近年来 ,美国政府为加强人才队伍 ,制定的移

民政策又有新变化 ,主要目的是鼓励各国的各方面

人才移民美国。美国所谓的人才 ,指的范围很广 ,

有科技移民 、商业移民 、体育移民 、社会科学移民 、

文化艺术移民等 ,而且制定了明确的移民标准和规

定。可见 ,在逐步走向全球化的今天 ,美国已经开

始综合世界之力来发展建设国家 ,仅仅依靠本土的

综合国力已经显得有点落后于高速发展的世界形

势了 。在这一点上韩国做得也比较好 。20世纪 60

年代到 70年代 ,韩国有大批知识青年赴美国或其

他发达国家深造 , 80 年代大部分人都学成回国参

加建设。从 80年代中期起韩国政府又鼓励知识青

年到其他发达国家以及中国留学 。目前 ,在中国我

们到处都可以看到韩国留学生 ,若干年后他们都将

成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人才。面对世界新形势 ,如何

培养自己的人才和利用别国人力资源的问题是值

得我们思考的新问题。第四 ,我们的学者在研究中

国移民史中比较注重研究为什么移民 、如何移民 、

移民的人数多少 ,而很少注意研究中国移民在国外

生活和成长的经历 ,所以这还不能算是一部完整的

移民史 ,这样研究的成果价值也很有限 。这其中的

主要原因 ,是我们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移民史时很难

看到移民到国外后的档案资料和有关的书籍 、论

文。外国学者写中国移民史时也很难了解到移民

在宗主国时的生活经历 ,所以写的也不是一部完整

的移民史 。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今天 ,我们必须在

中外学者之间架起一座历史研究的桥梁 ,通过国际

交流和国际学者合作来完成我们的研究。

近年来 ,有大批的中国人进入美国 ,其中许多

人先后加入了美国籍 ,这批人文化程度高 ,大多数

人都有一定的技术专长 ,他们到美国后打破了新老

华人的界限。这一新的变化给我国历史学家提供

了新的研究课题 。我们不但要研究过去华人的历

史 ,还要研究近四十年在美华人成分的新变化 ,对

新老移民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 。在美华人几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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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爱国的 ,无论是绿卡持有者 ,加是加入美国籍的

华人 ,或是在美无身份的华人 ,他们都有一颗炽热

的爱国心 ,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不

可忽视的力量。笔者相信 ,随着太平洋地区正在逐

渐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移民史的

研究工作也将会受到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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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Immigrants in America

WANG M ing

(School of History , Liaoning University , Shenyang 110036 , China)

Abstract:Immig rants are an impo rtant part of countrys human resources and modern immig rants

have become force that canno t be neglected for a suzerain state.Almost throughout the w hole historic

stage since the founding of America , the Chinese immigrants in America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e

fo llow ing three phases:Phase One , f rom the 1880s to 1940 , was dom inated by racial discrimination;

Phase Tw o (1945-1960)saw a large number of historical revisionists;Phase Three began in the 1960s

w hen American government amended the Immig ration Law in o rder to at tract mo re hi-tech talents , thus

making it possible for a large number of intellectuals to rush into America.It i s these Chinese immig rants

in America that have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 f America.

Key words:immig rants;racial discrimi tion;review ;the mainstream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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