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历丈的 回顾

第一时期
:

美国华人的参政始于本世纪

4。年代
。

夏威夷州是美国华人参政的发祥

地
。

华人谭善福于 1 9 4 2 年以共和党身份被选

为夏威夷毛依郡行政委员会的委员
,

1 9 4 8 年

首次当选为该郡郡长
,

1 9 6 4 年 n 月 4 日再

度当选为该郡郡长
,

此为他共 9 次连任这一

公职
.

亦在夏威夷出生的美籍华人李察 臣
,

于

1 9 6 3 年当选为夏威夷州副州长
,

此为美 国历

史上第一位华人副州长
。

1 9 4 8 年
,

另一位出

生于夏威夷的美籍华人邝友 良
,

出任夏威夷

州众议院议长
, 1 9 5 9 年夏威夷并入美 国联邦

后
,

他也于同年被选入美国立法机构
,

成为美

国参议院议员
,

首届任期 6 年
,

后来连任数

届
,

中间经过 5 任总统
,

前后任期达 17 年之

久
,

因而有
.

长寿议员
”

之称
。

邝友良为美国参

议员 中的首位华人
,

也是进入美国参议院的

首位亚裔人士
。

另一位美籍华人邓悦宁 (1 9 04 一 1 9 77 )
,

原籍 广东
。

经过 20 多年的艰苦努 力
,

他于

1 9 4 6 年竞选成 功
,

出任亚 利桑 那州议 会议

员
,

并于 1 9 6 0 年当选为美国国会参议员
,

先

后在美国政坛活跃 28 年
。

一般认为
,

上述 4

人为美国华人参政的先驱者
。

在上述时期 内
,

还有一些华裔精英相继

走上美国政治舞台
,

担任美国各级权力机构

内的公职
,

主要 的有
:

加州州务卿余江月桂女

士
、

洛杉矶市法官黄锦绍
、

西雅图市参议员陆

荣昌‘亚利桑那州法官邓心平
、

旧金山市法官

刘百 昌
、

加里福尼亚州奥克斯纳德市市长胡

胜
、

纽约市司法警长李卓生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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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时期
:

如果说在第一时期内
,

美国华

人的参政为起步阶段
,

仅限于个别华人精英

以个人努力
、

个人奋斗
,

通过竞选获胜或被委

任而步入美国政坛的话
,

那末从第二时期开

始
,

华人参政意识大大加强
,

表现力更大
,

步

入政坛人数更多
。

主要的代表人物有
:

白宫出

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
、

联邦海事委员会主

席赵小兰
、

总统经济顾间甘敏才
、

白宫国际商

务顾问黄仲元
、

总统国家教育顾问余显利
、

联

邦商业部副部长胡少伟
、

特拉华州副州长昊

仙标
、

打破五次连任纪录的加州州务卿余江

月桂
、

蝉联六届俄勒冈参众两院议员的邓稚

凤
、

蒙特利尔公园市参议员
、

市长陈李碗若
、

加州喜瑞都市市长黄锦波
、

旧 金山市议员谢

国翔
、

洛杉矶市议员胡绍基
、

纽约财政厅厅长

赵光华
、

纽约警察局副局长莫虎
、

大法官刘成

威
、

伍元天
、

谭国祯
、

陈翠芳
、

谭碧文
、

副助理

国际部长昊元黎等
。

第二时期的华人参政特点为
:

(1) 华人参

政出现了群体意识
,

参政的声势大
,

热情高
,

人数多
,

不分党派
、

地域
、

社团
,

共同为争取华

人的政治合法权益而奋斗
,

由此形成了参政

热潮
; (2 )华人参政的地域范围扩大到美 国的

几十个州
,

大批受过 良好教育 的华人知识阶

层在参政中起领导作用
,

一批华裔政治女强

人脱颖而出
; (3) 华人的参政活动逐渐得到其

他族裔 (包括白人 )的理解和支持
,

包括美 国

总统竞选时也重视华人力量
,

积极予以争取
。

二
、

参政高潮形成的原 因

华人移居美国的历史
,

据资料记载
,

最早

是在 1 7 8 5 年
,

距今 已有两个多世纪
,

如果从

一 5 7 一



19 世纪中叶赴加利福尼亚州淘金算起
,

也 已

有一个多世纪
。

那未
,

华人的参政为何直至战

后才开始
,

到 70 年代后才形成高潮呢 ? 这是

一个较复杂的问题
,

它不但与国际时局
、

美国

移民政策发生变化有关
,

更与战后华人自身

在思想观念
、

经济地位
、

文化知识水平方面发

生巨大变化有关
。

第一
,

战前美国华人均抱着
“

寄居
”

打算
,

他们的家属都在国内
,

急切巴望能通 过艰苦

奋斗
,

积攒起一笔钱财
,

早 日回家光宗耀祖
,

叶落归根
。

因此除梦想早点发财回国外
,

其他

的一切都变得无足轻重
。

中国政治的变化
、

经

济的发展才是他们息息相关的事
,

对居留国

政治
,

普遍持
“

客居 ,,, 心态
,

从不关心
,

更谈不

上参与了
。

1 9 4 1 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
,

美国

对 日宣战
,

中美成为盟国
,

就在这一时代背景

下
,

美国于 1 9 4 3 年废除了《排华法案》
,

每年

给予中国一定数量移民配额
,

并允许华人在

美国归化入籍
,

华人 在美 国的合法地位终于

在法律上得到承认
。

70 年代中美关系解冻
,

使许多旅美华人与祖国的亲人通过合法途经

在美国团聚
。

中国不承认
“

双重国籍
” ,

加上美

国政府放宽华人入境及华侨加入美国国籍的

限制
,

于是自愿归化入籍的华人越来越多
。

从

此华人由原先寄居的
“

客人
” ,

转变为久居的
“

主人气美国华人开始买房置产业
,

有的还和

异族通婚
,

这些均反映华人准备在美 国扎下

根来
,

繁衍
、

发展下去的想法
。

从
“

叶落归根
”到

“

入地生根
” ,

美国华人

这一国籍观念的改变
,

也使他们过去那种不

过问政治的心态发生改变
。

既然美国 已成为

久居的家园
,

自然就应该注意
、

关心这块赖以

生存的土地
,

他们的政治兴趣
、

经济发展目标

也从祖籍 国转变到归化 国来
,

他们开始理直

气壮地参与美国政治生活
,

积极争取华人正

当的政治权利
。

自从 1 9 6 5 年美 国颁布新移民法后
,

华人

以移民身份到美国的人数有了很大增加
,

大

约每年在 2 万名以上
。

自 60 年代起有大批来

一 5 8 一

自香港和台湾的留学生
,

加上从东南亚各地

去的华人
,

使美籍华人人数在过去的这些年

内翻了几番
。

例如
,

1 9 6 0 年时为 2
.

3 万多人
,

1 9 7 0 年时为 4
.

3 万多人
,

1 9 8 0 年时为 8 0 多
-

万人
,

1 9 9 0 年时为 1“ 万人
,

目前估计已超
-

过 200 万人
,

成为亚裔中人 口最多的少数民

族
。

如果说二次大战以前
,

华人人口太少
,

势

单力薄
,

使华人参政成不了
“

气候
”

的话
,

那末

今天
,

由于人 口急剧增加
,

人多势众
,

其力量

己不可忽视
,

华人在美国政坛上的
“

筹码
”

大

大加重了
。

第二
,

华人最初是作为华工到美国去的
,

他们一无资金
,

二无技术
,

大多数人只能从事

体力劳动
,

收入微豫
,

经济力量弱小
。

在美国
,

任何政治活动均与金钱密切相关
,

生活在社

会底层的华人
,

根本环可能有参政的奢望
.

二次大战以后
,

华人的经济地位也发生

了变化
,

他们在进入职业领域的同时
,

生活也

开始富裕起来
,

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阶层不

断扩大
。

特别是 1 9 7。年以后
,

华人从事专业
、

_

技术
、

文职等白领行业的人数 已占就业人数

的 54 %
,

许 多人 的年收入均 在 3一4 万美元

以上
,

有的高达 6 位数
,

华人经济实力的增

强
,

为华人参政奠定了物质基础
。

华人的经济利益与当地的政治态势息息

相关
,

他们知道
,

只求经济上而不在政治上谋

求发展
,

是不能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的
,

只有

通过政治地位的提高
,

才能保证经济地位的
*

巩固和发展
。

第三
,

早期赴美的华工大部分是来自中

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
,

其中

大部分是文盲
,

或者识字不多
,

他们抵美后因

忙于生计而无暇顾及学习
。

没有文化
,

语言不
。

通
,

加上文化背景迥异
,

使他们无法熟悉了解
-

美国文化
,

也不能与其他族裔沟通和交流
。

二

次大战以后
,

华人的知识程度有了很大提高
,

特别是华人 知识分子 队伍扩大了
,

例如在

19 5 0 年时
,

男性华人中拥有大学学位者只占

了写
,

而到 1 9 7 0 年时已 占 24 纬
,

不但高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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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少数民族
,

还高出美国平均数的一倍
。

目前

在全美的第一流科学家共 13 万人中
,

华人占

4 万
。

随着华人群体知识水准的提高
,

其职业

分布也发生很大变化
,

目前
,

华人知识分子广

泛分布于商业金融界
、

文化教育界
、

科技工程

界以及研究所
、

医院
、

实验室和各所大学
。

从

过去的竺三把刀
”

(剪刀
、

莱刀
、

剃头刀 )到今日

的
“

六个师气大学教师
、

律师
、

工程师
、

会计

师
、

医师和建筑设计师 )
,

可见其变化之大
。

许多美籍华人学有专长
,

拥有硕士或博

士学位
,

他们通晓美国文化
,

理解美国精神
,

没有语言障碍
,

并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获得

巨大成就
,

受到社会的尊重
,

群众基础坚实
。

这批崭露头角的华人知识分子
,

已融汇于美

国主流社会
,

他们关心政治
,

思想敏锐
,

对自

己应享有的权利义务
,

对 自己的学识和能力

充满信心
。

华人知识阶层的出现
,

不但开华人

参政风气之先
,

也是华人参政的鼓吹者
。

他们

知道 民权不是赐与的
,

民权必须来 自积极的

参与和争取
。

近年来华人参政的代表人物
,

均

是华人知识界中的出类拔萃人物
。

三
、

现状与障碍

美国是个政党政治国家
,

要想在政坛上

争雄
,

竞选多种政治职位
,

首先必须获得所属

政党的培植与支持
。

对此
,

华人已有较清醒的

认识
,

许多华人加入政党
,

而且积极参加政党

活动
.

19 7 9 年陈香梅女士当选为全美族裔党

部主席
.

,

对华人的参政很有鼓舞作用
,

旋即带

动东西两岸建立起共和党亚裔党部
.

1 9 8 0 年

时
,

陈本昌
、

陈天枢等在纽约和洛杉矶等地成

立起支持里根竞选总统的机构
。

民主党人昊仙标于 1 9 8 4 年 n 月 6 日在

特拉华州副州长竞选中
,

以 1 2 0 5 4 5 对 1 2 0 3 1

票击败对手
,

当选为该州副州长
.

消息传来
,

世界华人社会均感鼓舞
。

吴是教授
,

由教授学

者竞选公职
,

在美籍华人中尚属首次
。

作为一

次参政的演习和对华人力量的检阅
,

吴的成

功为华人参政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

由此便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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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更多华人跃跃欲试
。

每一位美国新总统走马上任后
,

其智囊

班子中对亚裔的重视与否
、

对华人官员任命

的多寡也不尽相同
。

平心而论
,

在里根总统的

任期内 (1 9 8 1一 1 9 89 )对亚裔比较重视
,

许多

华人 出任高职
,

如陈香梅女士 为总统出 口委

员会副主席
、

张文卫为出口委员会委员
、

伍观

贤为教育部长助理
、
张之香为国际开发总署

助理署长
、

赵小兰为交通部海事局局长
、

陈天

枢为联邦人权委员会委员
、

刘 成威为联邦大

法官等
。

继里根之后的布什总统所任命的亚裔公

职人员 多达 200 位 , 其中 60 %左右为华人
,

华人在美国政府中所担任的高职
,

比任何时

候都多
,

其中有美国驻尼泊尔大使张之香
、

首

位内阁副部长赵小兰
。

据外刊统计资料说
,

梦布什任命华裔人士之多
,

职务之高
,

均史乏

前例
。 ”

尽管美国华人参政的道路不平坦
,

并不

时有挫折
,

但华人对参政的重要性和加入主

流社会的认识
,

正在尸天天加强
,

个别华人精

英还发起向参政高层的冲刺
。

1 9 8 8 年 1 1 月 8

日的大选
,

除布什当选总统外
,

还选举了国会

参众两院议员
。

美国特拉华州副州长
、

民主党

人吴仙标放弃易于实现的连任副州长职务
,

改为参加国会参议员的竞选
,

得到了几乎整

个美国华人社会的支持
。

尽管结果以 8 4 2 6 7

对 1 3 96 10 票败给对手罗斯
,

间鼎 国会 山受

挫
,

但由此而引起的全美华人参政热望之炽
、

助选声势之大
、

波及范围之广
、

募集经费和参

由n投票人数之多
,

都在美国华人参政史上 留

下了辉煌的一页
。

克林顿总统上台后
,

华人中的一些政界

人士曾寄望于能有更多华人进入美国政府决

策机构
.

可是一年多来
,

不但在 白宫任职的华
,

人屈 指可数
,

而且都是副职和助理 之类的官
-

职
。

不过在 1 9 9 3 年的竞选公职中
,

仍有几位
有胆有识的华人 出马角逐

,

当选者计有华盛

顿州最大的景郡郡长骆家辉
、

西雅图市议员



周雪清
、

贝尔威尔议员李瑞麟
、

休士顿市议员

朱慧爱
、

亚利桑那州议员黄仕均等
。

华人胡绍基因竞选美国等二大城市洛衫

矶市市长职位
,

而成为 1 9 9 3 年华人参政的焦

点人 物
。

42 岁 的胡 绍基 为第三代华人
,

自

1 9 8 1 年起曾担任过三任洛杉矶市市议员
,

在

市区的政坛上有扎实基础
。

竞选中一路过关

斩将
,

在 24 人的角逐中脱颖而 出
,

最后和共

和党富商赖尔登对垒争夺市长席位
。

美国总

统克林顿打破传统
,

以总统身份支持吴绍基

竞选
;
同时胡还得到洛衫矶市广大黑人和亚

裔的支持
,

特别是美国华人赞助了竞选经费

40 0 万元美金中的 95 %
,

结果却在复选 中失

败
。

在各种条件和形势如此有利的情况下
,

胡

绍基竞选功败垂成
,

表明全美华人在参政的

征途上
,
所面临的挑战仍是十分严峻的

。

从美国官方 1 9 9 0 年的人 口统计数得知
,

全美华人共有 1 64 万
。

如果按人口 比例计算
,

华人在国会中应占有 4 个席位
,

可自从邝友

良和邓悦宁之后
,

华人在国会中未占一席
,

而

且在 50 个州中也没有一位华人州长
,

这和华

人人数和所作的贡献是极不相称的
。

相 比之

下
,

人数比华裔少一半的 日裔 已有 5 位国会

议员和一位州长
,

只有三四十年移民历史的

韩国人
,

也已有一人当选为国会众议员
。

由此

可见
,

华人在美 国参政要走 的路还很长
,

许多

经验教训需要认真总结
,

更有很多困难和障

碍需要克服
,

主要有以下几点
:

(1) 美国华人由于来自不同年代
、

不同地

域
、

不 同阶层
,

具有不同政治信仰
,

故山头林

立
,

派系复杂
,

历来就不团结
,

被人家看成是
“

一盘散沙
” ,

这严重削弱了整体力量的发挥
,

最后导至在竞选中惨遭失败
。

华人中的嫉妒

心
、“

见不得人好
” 、 “

窝里斗
”

和
“

告密
”

现象在

选举中屡见不鲜
。 “

亚裔支持布什
、

奎尔竞选

联盟
”

全国主席祖炳民先生透露
,

他曾负责向

布什总统推荐亚裔人士担任政府公职
,

可每

当白宫考虑任命一些杰 出华人时
,

许多告密

信便蜂涌而至
,

使白宫不得不重新考虑
,

这就

是人们所说的
“

被自忍人拉下马
”

现象
。

相比

之下
,

日裔和韩裔就非常团结
。

华人的不团结

现象是华人参政取得更大成果的一大障碍
。

(2 )华人人才济济
,

但很少晋升到领袖地

位
,

甚至连高级管理人才也不多
。

究其原因
,

是对政治仍较淡漠
,

参政意识仍不够强
,

被人

家看成是
“

沉默的一群
” 。

许多华人平时注重

经济技术
,

只顾埋头做学问
,

只顾想方设法赚

钱
,

一旦在经济和技术上取得成就
,

便算大功

告成
。

许多华人还没有意识到政治是华人在

美国立足发展的靠 山
,

有些人虽然对参政也

有一定热情
,

但光出钱
,

不出力
。

华人融入美

国主流社会的程度不深
,

未能与主 流社会融

成一 片
,

主动争取别人信赖支持
,

却过分谦

让
,

缺乏
“

政治野心
” 。

在美国大选中捐钱的很

咨华人也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
,

既不要求任

命华裔官员
,

也不要求增加华裔权益
,

等于白

掷钱
。

这种
“

含蓄
”

与
“

谦让
”

的政治参与
,

实在

难以与欢喜讨价还价的美 国人和犹太人竞

争
。

(3) 大多数华人还不重视选举
,

不参加选

民登记
,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历年来投票率太

低
。

华人在旧金 山的投票率只有 6 %
,

谢国翔

在竞选旧金山市议员连任时所得的 10 万张

漂中
,

白人给了他 8
一

万张
,

许多华人不参加投

票
。

谢 国翔 希望 华人 的 投 票率 能提 高到

1 0 %
,

而 日本人在洛杉矶的投票率为 43 写
。

1 9 8 4 年 n 月纽约州众议院竞选时
,

位于纽
、

约市等 62 个选区的华埠有 6
一

10 万华裔
,

如

果有资格投票的华人都去投票
,

即可把华人

伍球俊推上 台
。

结果伍氏所得华人的票连
一

5 %还不到
,

仅得 5 0 19 票而败北
。

纽约皇后区

竞没有华人投票的统计数字
。

此外
,

华人还缺

自己的强有力的政治组织
;
许多华人社团都

流于亲情联谊和慈善福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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