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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华人参政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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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饶师范学院, 江西 上饶 334001)

[关键词] 加拿大; 华人参政; 团结合作

[摘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华人的命运。郑天华就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华裔之一, 1957 年, 郑天华当选为国会

议员; 这是加拿大华裔参政史上的里程碑。此后, 加拿大政坛开始陆续出现华人的身影。华人参政是加拿大华人团结的重大表

现。为了争取更高的华人参政成功率, 华人应该走出华人圈, 走出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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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人参政是加拿大华人团结

的重大表现

参政是指参与政治活动或参加政治机构。前者

是指关心政治 , 参与投票 , 对国家的各项政治问题

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 ; 后者是指参加各种竞选活

动 , 并担任各种行政机构的不同职务 , 行使各种行

政权力[1]。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 , 华人在经济、居住、教

育及社会等方面都明显地受到种族隔离与种族歧

视。1923 年加拿大政府还通过了移民法案, 禁止华

人移民加拿大。华人在政治上更是处于底层, 被剥

夺选举与被选举权利。华人参政只能是一个美梦。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华人的命运。1945 年,

也就是加拿大政府开始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征召

华裔加拿大义务兵进行军事训练的一年后, 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政府在是否给予东方血统的加拿大人

以公民权利的问题上做出了让步, 授予加拿大武装

力量中东方血统的士兵以投票权。1946 年颁布的

加拿大公民身份法也使加拿大很难再使东方血统

的加拿大人保持战前那种二等公民的地位。一年

后 , 公民权利的授予又扩大到普通的华裔 [2]。同一

年, 加拿大议会废除了 1923 年的华人移民法。战后

的加拿大终于废除了对华人的歧视政策 , 从 1947

年开始承认华裔的公民权 , 而直接导致这种变革

的, 就是为国家浴血奋战的 600 多名华裔军人[3]。

郑天华就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华裔之

一。1957 年, 郑天华当选为国会议员。这是加拿大

华裔参政史上的里程碑。此后, 加拿大政坛开始陆

续出现华人的身影。

地位低下 , 备受欺凌、歧视与排挤的老一辈华

人, 对加拿大国内的政治生活表现淡漠。但是 20 世

纪 70 年代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宣布平等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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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民族, 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华人的社会地位,

使他们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尤其是一大批实力雄

厚的新移民的涌入 , 增强了华人社会的力量 , 并使

华人逐渐产生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4]。

在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里, 一个少数民族如果

采取坐等政策, 平等权的获得将是十分困难的事。

新一代华人中产阶级逐 渐 认 识 到 仅 凭 在 工 商 、科

技、学术界的成就 , 还不能保障他们及其后代的公

平地位和前途, 于是他们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与尊

严的同时, 进一步意识到融入当地社会、加强沟通、

广结善缘的重要性。广大华人及社团不仅艰苦创

业 , “独善其身”, 而且以财富回馈当地 , “兼 济 天

下”, 促进与其他族裔的相互了解与友谊, 并积极参

加当地政党, 颁发奖学金给学习法律和政治的华裔

子弟, 从而提高了华人的政治影响力。每逢大选年

份 , 各政党候选人均到华人社区 , 吁请华人选民支

持[5]。同时, 华人中的精英分子以华人社会为依托,

在参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982 年 , 余宏荣成为首位温哥华市议员 ; 1993

年, 陈卓瑜成为进入联邦内阁的第一位华裔; 1997

年 , 梁陈明任成为首位华裔女性国会议员 , 并陪同

加拿大总理访华; 伍冰枝是加拿大有史以来第二任

女总督和首位少数族裔总督 [6]。1999 年 10 月 30

日 , 伴随着喇叭声、炮声和孩子们的欢呼声 , Adri-

enne Clarkson( 伍冰枝的英文名 ) 在渥太华国会山

正式就任加拿大第 26 任总督。这一仪式丰富多彩,

规模空前。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加拿大成为君主国

家以来的 132 年她是被任命的第二位担任加拿大

总督的妇女, 也标志着她是担任国家首脑的第一个

具有有色民族华人背景的人[7]。

维多利亚大学的华裔教授黎全恩博士认为, 从

政治人物的个人背景分类, 华人在加拿大参政的历

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土生华裔参政

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第一代老移民参政阶段。这类

人士一般从小就移居加国, 在本地接受中学甚至小

学教育, 他们英语流利, 同时认识中文, 兼得中西文

化所长。如余宏荣、叶吴美琪、李松等都是他们的代

表人物[8]。第三阶段是新移民参政阶段。这批参政的

华人在原居地长大, 在加国接受大学教育或大学毕

业后才移居加国。中文是他们的第一语言, 他们对

中国文化的了解优于本地主流文化。现任不列颠哥

伦比亚省议员的黄耀华、李灿明便是这类参政者[8]。

新移民参政, 在时间上晚于第一代老移民参政, 以

林思齐 1988 年担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督为标志。

林思齐 , 潮州人 , 1947 年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 , 获

文学学士学位。1948 年至 1950 年先后在美国坦普

尔大学、纽约大学、哈佛大学学习, 获工商管理硕士

学位。1988 年 2 月 27 日 , 被加拿大联邦政府任命

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督 , 任期五年 , 是加拿大建国

121 年以来的首位华裔省督[9]。

黎全恩还分析说明 , 从历史上看 , 三级政府中

的华人议员并不是靠华人选出来的, 尤其是早期 ,

“族裔牌”效果并不明显。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

特点 , 就是有长期为社区服务的良好记录 , 他们

的贡献为社会各族裔所认同。如梁陈明任、叶吴

美琪, 她们服务社区多年, 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大 ,

对她们参选也十分有利[8]。

华人参政,引起了华人的高度重视,成为华人团

结合作的目标之一。华人社会出现了一批支持华人

参政的团体。

全加华人协进会( 平权会) , 该会致力于争取华

人的人权和民权 , 支持华人参政。80 年代初 , 加拿

大保守党华人党部宣告成立。1986 年 9 月, 安大略

省的“安省华人自由党”正式成立。不久, 该华人自

由党与另一个“华人自由党协会”组 织 合 并 , 组 建

“华人自由党党部”, 其首届主席是在华人社区有较

大知名度的黄景培医生。当时, 自由党华人党员接

近 400 人[10]。

华人参政在 80 年代最大的突破是 , 知道加入

加拿大当地政党以及掌握地方党部的重要性, 并且

懂得如何以群体的力量去进行政治交易。多伦多市

的保守党华人党部以及自由党华人党部的先后组

成, 就开了加拿大政党少数族裔党部的先河[11]。

支持华人参政, 成为华人的共同点。早在 1906

年, 温哥华市就有一个中华会馆。长时间以来, 一些

抱有政治偏见的人控制了这个机构。大多数华人希

望办的许多好事, 多受阻滞。从 1975 年开始 , 内部

斗争比较激烈。最终由法庭出面规定改选, 华裔律

师余宏荣当选为主席。由于他任职后为华人社会做

了许多好事, 受到华人的广泛支持。华裔市民对他

也越来越了解和信任。他们积极支持余宏荣参加市

参议员的竞选。1982 年, 温哥华市长夏葛也邀请他

参加竞选 , 他由此决心投身到市政中去 , 好使华人

社会有人直接参与议政 [12]。余宏荣从 1982 年到

1986 年 , 在华人的支持下 , 连任两届温哥华市参议

员, 为加拿大华人社会及加中两国的友好交往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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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杰出的贡献。

1994 年 , 安大略省自由党华人党员和其他族

裔党员组成自由党卫星联盟会, 呼吁华人参政。自

由党华人分部主席郭伟光指出: 华人参政关系到华

人福祉, 因而十分重要。1995年5月, 安大略省华人

成立华人参政助选委员会, 号召华人踊跃投票[13]。

在加拿大华人史上, 华人团结合作战胜了白人

的种族歧视, 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能够生存发展,

其合作的途经有许许多多。二战后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 , 白人采取隐蔽的办法来推行“新种族主义”( 详

见 李 未 醉 : 《加 拿 大 华 人 社 会 内 部 的 合 作 与 冲 突

〈1923- 1999〉》) 。加拿大华人团结一致, 同“新种族

主义”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建立全国性的综合团体,

保持和传播中华文化, 帮助新移民更好地适应加拿

大的生活 , 促进中加文化交流 , 以及本文论说的华

人参政, 都是加拿大华人团结合作的具体表现。

华人参政 , 表达了华人的心声 , 捍卫了华人的

权利 , 提高了华人的社会地位 , 密切了华人各群体

的关系 , 同时也密切了华人同加拿大各民族的关

系, 加速了华人作为一个整体而融入主流社会的进

程。

二、为了争取更高的华人参政成

功率, 华人应该走出华人圈 , 走出唐人

街

华人参政出现了可喜的局面。据泰国《中华日

报》2003 年 1 月 4 日的报道: “最新一期的《温哥华

杂志》选出五十名最具影响力的权力精英 , 共有六

名华裔入围。倡议多元文化和谐的华裔商业界名人

黄光远挤入前十名精英榜, 其他获肯定的温哥华华

人影响性人物包括: 许知仁、谭秉荣、冯永发、Brandt

Louie 和陶黄彦斌。”不少成功参政的华人就是新移

民 , 例如 , 陈卓瑜、麦鼎鸿、梁陈明任和利德蕙等是

香港移民, 林思齐是中国大陆移民[14]。

加拿大华人近 20 年来参政的历史从一个侧面

表明, 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促进了政治民主 , 为包括

华人在内的少数民族人士提供了参政的机遇[15]。

但是, 如果就此认为加拿大华人已在实际上获

得与白种人一样的社会机遇是不现实的。华人在加

拿大从政方面取得的成就更多的是荣誉性的, 很少

有实际权力, 还没有像美国那样能够当选为省长或

政府有权势的部长。就连加拿大总督名义上虽然是

加拿大最高首长 , 享受总统待遇 , 但她的工作都是

一些礼仪上的 , 实际权力连部长都不如[16]。按照联

邦的政体 , 作为国家元首的加拿大总督 , 是英国国

王在加拿大的代表。根据宪法规定, 总督由政府总

理提名, 经英联邦女王任命, 一般的任期为五年 , 其

主要职责是代表国家出席国内外的重大活动, 象征

着国家的主权和统一。克雷蒂安①总理任命 Adri-

enne Clarkson 为加拿大第 26 任总督是经过深思熟

虑的 , 他是依据他们之间有共同的理想 , 而不是一

般的同党之间的相互保护。正如 Peter Henshaw 所

真诚地谈到的那样: “按照她( Adrienne Clarkson) 在

就职演说中所说的, Adrienne Clarkson( 和她的丈夫

John Ralston Saul) 将成为联邦的很有力的政论作

家, 他们的多元文化及社会福利思想和总理及其政

党是非常接近的。更妙的是, 他们不以自由党的身

份去做这些事情”[7]。

为了争取更高的华人参政成功率, 华人应该走

出华人圈, 走出唐人街。在加拿大从政多年的国会

议员梁陈明任说: “政治是一场战争。要从政就一定

要成功, 否则就是浪费。华人在加拿大还是少数族

裔 , 选票少 , 困难大 , 所以一定要走出华人圈 , 让更

多的人认识你。除非你本身就是家喻户晓的名人,

或者你有巨资去打造自己形象的本钱, 一定不要当

独立候选人, 而是要依靠政党的力量。理想固然重

要, 但策略更加重要。不讲究策略就是在打无准备

之仗。”[17] 黎全恩教授说: “华人如果想尽快被加拿

大主流社会接受 , 必须要离开唐人街 , 到主流社会

中打拼。唐人街事实上早成了故步自封、画地为牢

的代名词。”[17]只有走出华人圈 , 走出唐人街 , 加入

加拿大主流社会 , 与各少数族裔和睦相处 , 为他们

所忧虑, 和他们共甘苦, 才能赢得他们的心, 取得他

们的信任 , 才能被加拿大人所接纳认可 , 也就有可

①克雷蒂安( Joseph Jean Chretien, 1934- ) , 加拿大惟一连任三届的总理。出生于魁北克, 1963 年首次当选为众议员, 1984

年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1990 年当选为自由党主席, 1993 年任加拿大第 21 届政府总理。他对中国友好, 多次高度评价特鲁多总

理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与中国进行粮食贸易和首建外交关系的政绩。他在任职内曾四次访华。参见刘军: 《加拿大》,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05。第 116- 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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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华人参政方面争取更大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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