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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0斛胡椒，在付款时发现了这批胡椒有

毒，但他仍然按原价买了下来，这是因为

他考虑到如果退回卖主，这批胡椒还可能

会转售他人，这样就会坑害更多的人。徽

商的这种舍利取义的行为和诚信的品格

为他们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口碑。“亦儒

亦商”的文化性格使他们更具有经商的智

慧和把握商业机遇的能力，更容易结交官

僚士大夫，扩大他们的社会交际圈，这也

间接的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回报。

尽管徽商注重功利，追求钱财，但在

实践中也深感文化的重要，加之传统文化

对其根深蒂固的影响，当他们积累了大量

财富之后，培养子孙读书做官就成了他们

的追求。因此，重视教育，提倡读书在徽商

中蔚然成风。为了让更多的子弟读书业

儒，徽商大量投资兴办家塾、义学、书院，

还为家庭贫困的宗族子弟提供经济援助。

正是徽商们的努力，才使得徽州地区成为

“东南部署”、“文献之邦”，浓厚的读书

氛围绵延数百年而不衰，培养了大批的人

才，这些人是徽州文化培育的精英，同时

他们自身也成为徽州文化的创造者和生

力军。从这个意义上讲，徽商的重教兴学

为徽州文化精英的成长提供了物质保证，

也为徽州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徽商的文化投资显示了他们独特的眼光，

他们的雄厚财力足以支撑文化的繁荣，满

足自身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需要。反过

来，这些文化上的投资也促进了商业的发

展，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戏班和园林

有效地发挥了社会交际的作用，文人雅

集，诗酒文会对徽商来说，其中就很有可

能蕴藏着商机，蕴藏着他们所追求的财

富。对子孙后代教育的重视，培养了更多

的人才，形成商儒互济的局面。他们以一

己之力改变了文化史的走向，促进了商业

与文化之间的良性循环。

没有文化的商业是短命的，没有商业

的文化是无力的，文化和商业不应该是对

立的而应该是共生共荣，相互促进的。徽

商是经济与文化良性互动的一个标本，

“我们研究徽商的历史，不是醉心于颂扬

往夕的辉煌，而是希望从中寻求一种精神

力量，以应对迅猛发展的市场经济中出现

的问题。”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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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移民加拿大始于 19 世纪中叶。

早期华人移民为加拿大西部开发及太平

洋铁路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加国政

府却长期奉行种族歧视政策，先是用人头

税后又颁布排华法令限制和禁止华人移

民加拿大。二战后,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

加拿大于 1947 年取消了排华法，但其后

多年间，加国政府对包括华人在内的非白

人移民入境仍加以种种限制。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 随着加拿大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对高素质劳力的需求增加，而在此期间，

加拿大本国技术人才外流十分严重；此

外，欧洲经济繁荣和人口出生率下降也使

来加移民人数逐年减少。这就促使加拿大

于1967年修改其移民政策，删除其中的种

族歧视性条款，引进“评分制度”，面向全

球招揽人才，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

新移民法的实施使来自第三世界国

家的移民数量迅速增加，并逐步取代欧美

成为加拿大海外移民的主要来源地。八十

年代以后，随着加拿大移民政策的进一步

调整，非欧洲移民比例更是大幅上升，

2001-2006 年间共有 110 多万新移民来

加，欧洲移民仅占 16.1%。亚裔加拿大人

中，华人数量增长最快，从 1951 年 3.3 万

人增至 1971 年 11.9 万人。八十年代以

后，华人数量更是猛增，至 2001 年时已超

过百万，是加拿大最大的少数族裔群体。

据 2006 年最新人口普查，加拿大现有华

人 121.7 万，占全加总人口的 3.9%。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过去 20 年间，移

居加国的华人数量持续增加，但新移民中

“回流”现象也日趋严重，不少新移民来

加一年后就选择回国。另外，近年来，加拿

大华人中，尤其是来自大陆的新移民，因

不堪生活重负接连发生自杀或猝死事件

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加拿大一些

学术性研究机构，如位于新移民相对集中

的安大略省（Ontario）以及加拿大西海岸

的卑诗省（British Columbia）的移民问题

研究中心，近年来对华人新移民进行了一

系列的深入调查与研究。本文将借鉴上述

研究机构以及其他诸多学者的最新研究

成果，对加拿大华人社会的历史变迁，尤

其是二战后华人社区发生的新变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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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华人社会的历史变迁与现状
———兼析华人新移民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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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新移民在社会文化融入方面所面临

的问题与挑战加以概述和探讨。

一、二战后移民潮———从港台移民到

大陆移民

二战前移居加国的华人主要来自广

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加国长期排华，

华人数量始终不多，1941 年时仅有 3.5 万

人，占加拿大总人口的 0.3%。1947 年加国

虽废除了各种排华法案，但其后 20 年间，

对华人移居加国仍有种种限制。例如，

1947-1962 年间，华人被限制在家庭团聚

移民类别，规定只有入籍公民才可以申请

担保其直系亲属来加。由于长期反华排华

的结果，至四十年代，在加华人中仅有 5%

为加拿大或英国公民。1967 年加拿大实

施新移民法后，华人移民数量迅速增加。

在 1949 年至九十年代中期入境的 57 万

华人移民中，约 92%是 1967 年以后来加

的。1997 年以前，从香港移居加国的华人

远超过来自大陆和台湾的移民，然而

1997 年以后至今，大陆已取代香港成为

加拿大华人移民的最大来源地。

就香港而言，六十年代以后出现过 2

次规模较大的移民潮。一次是在 1967 年

至七十年代中期，共有 6 万多香港人移居

加拿大，这与 1967 年香港政治骚乱以及

同一年加拿大实施新移民法有关。另一次

移民浪潮更大，从八十年代中期持续到九

十年代中期，由多种因素造成。首先是

1984 年中英签署了 1997 年香港回归的

联合声明，引起了港人的恐慌；次年，为吸

引外资，加拿大扩大了商业移民计划，导致

大批港台富商到加拿大投资；1980-2000

年间，共计近 80 万华人移居加拿大，其

中，港台移民过半（57.4%），他们中又以

经济移民 （即商业移民和技术移民）居

多。例如，1990-1994 年间加拿大共接受

约 12.4 万商业移民，42%来自香港。1997

年以后，港台移民人数逐年下减，至 2001

年时已不足 2000 人；与此同时，港台移民

中“回流”现象也十分严重。这与近年来

加拿大经济状况不佳，生意难做有关。另

外，加国政府于 1998 年元月开始实施

“境外资产披露法案” 也是导致 1997 年

后港台移民锐减的一个重要原因。

1970 年中加建交前，大陆很少有人

移居加拿大。1973 年两国签订了家庭团

聚移民协定，从而使部分在大陆的加拿大

华人亲属得以赴加。80 年代改革开放，中

国放宽了公民出国条件，此后移居海外者

逐渐增多。90 年代中期开始，加拿大扩大

吸收高学历专业技术人才，简化对大陆经

济移民的审批程序，从而导致大陆移民人

数迅速增加。1980-2006 年间约 38 万大

陆人移居加国，其中，90%是九十年代以

后去加的。不同于港台移民，大陆移民以

家庭团聚移民和技术移民居多，商业移民

较少。例如，1980-2000 年间入境的 22 万

大陆移民中，技术移民约占 44%，而企业

家及投资移民不到 4%，家庭团聚和亲属

担保移民则从八十年代 93%降至九十年

代 39%。

二、加拿大华人社会的新变化

二战后, 尤其是 20 世纪六十年代以

后，加拿大华人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人口结构的变化。由于加拿大早期

劳动市场对男性劳力的需求，加之 1885

年至 1947 年间加国政府采用高额人头税

及排华法令限制华人入境，华人社区男女

比例严重失衡，人口迅速减少、老化。整个

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间，男性比例是女性

的 12-15 倍，人口从 1931 年 4.65 万人锐

减到 1941 年的 3.46 万人。二战后，加国

政府废除了排华法，允许华人家庭团聚，

并逐步放宽对华移民政策，致使华人社区

男女比例失衡及人口老化问题逐步得到

改善，至八十年代末，华人社区两性比例

已达平衡。加拿大本土出生的华人数量也

日益增多，2001 年时土生华人为 25.7 万

人，占加拿大华人总数的 25%。就年龄结

构而言，华人人口呈年轻化趋势。二战前

来加的老移民日渐减少，至 1991 年时仅

剩 1,268 人，占华人总数的 0.2%；70 年代

以后来加的华人移民成为华人社会的主

体。二战后来加的华人中有很多是家庭团

聚移民，青少年所占比例较大。加拿大本

土出生的华人年龄相对更年轻，1991 年

人口普查显示，土生华人中，30 岁以下者

高达 83.8%，30 岁至 65 岁占 14.4%，而

65 岁以上者仅为 1.8%。

2、来源地及居住模式的变化。二战

前，加国华人主要来自广东四邑地区。战

后，尤其是 1967 年后，华人移民来源地呈

多样性，来自世界各地。即使是大陆移民，

也不再局限于广东地区，很多来自北京、

上海等大城市。如今在华人社区，除粤语

外，还可以听到闽南话、客家话等方言以

及普通话。由于九十年代后大陆移民的迅

速增加，普通话已成为华人社区中除粤语

外使用最多的语言。早期华人移民大多集

中在加拿大西海岸的卑诗省。自上世纪八

十年代起，东部安大略省取代卑诗省成为

拥有华人最多的省份。如同老一代华人，

二战后来加的华人移民多数选择在大城

市生活和工作。例如，1980-2000 年间，近

80 万华人移居加国，其中约 95%选择在

多伦多和温哥华这样的大都市定居，比同

期来加的其他国家移民高出 9 个百分点。

由于白人种族歧视以及自身语言障

碍，早期华人大多聚居在唐人街。二战后，

随着主流社会对华人歧视的减少，一些中

产阶层华人陆续从唐人街迁到环境较好

的郊区居住；战后来加的新移民大多也避

开老城区的唐人街，而去白人集中的郊区

购房安家，故而华人社区逐步由市区向城

郊扩展，新型华人商业大厦和购物中心拔

地而起。传统华人组织如宗亲会、同乡会、

中华会馆在战后日趋多元化的华人社会

中已渐失影响力，新的华人社团，如专业

人士协会、商会、校友会、中华文化中心等

以及各类华人社区服务机构，如律师事务

所、房地产及保险公司、银行、旅行社等纷

纷涌现。此外，以维权为宗旨的华人政治

团体也相继建立，如八十年代末成立的全

加华人协进会，至 1993 年时已有 30 个分

会。该组织曾于 1979 年成功地组织和领

导了针对加拿大电视台 W5 频道无端指

控华人学生在高校挤占加拿大学生位置

的抗议活动以及 1984 年声势浩大的要求

退赔人头税运动。

3、知识结构和职业的变化。早期华人

移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加之就业市场对

有色人种的歧视，华人大多只能从事服务

性行业，如杂货店、洗衣房和餐馆等。二战

后，尤其是 1967 年实施新的移民政策以

后，高学历的华人技术移民不断增加；同

时，本土出生的华人受教育程度也逐步提

高。据统计，2001 年时，近 1/3 的加拿大华

交 流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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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拥有大学学历，而加拿大总人口中这一

比例仅为 18%。就华人移民内部几个主要

群体的教育程度而言，九十年代以后来加

的华人文化程度高于以往移民，尤以来自

大陆的移民最为突出。八十年代大陆移民

多为家庭团聚移民，拥有学士及以上者仅

占其总数的 5%，而到了九十年代，随着技

术移民比例的大幅增加，拥有学士及以上

学位者也增至 36.8%，远远超过港、台移

民 10.9% 和 22.4%的相应比例。但在掌握

加拿大官方语言方面，大陆移民整体外语

水平要逊于港、台移民。

华人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二战

后对他们歧视的减少使加拿大华人的职

业有了明显的变化，往日“三多”（洗衣

店、杂货店和餐馆）的传统行业取向被打

破，华人开始涉足加国的各行各业。在二

三十年代，受雇华人中约 2/3 的人为餐馆

或洗衣房工人、仆役或干其他粗活，而

1991 年人口普查显示，这一比例已降至

18%；与此同时，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华

人从当年不到 0.5%，增加到八九十年代

的 18%-19%。华人在教育和就业方面的

进步导致经济上的改观，至上世纪八十年

代，一个新的华人中产阶层已形成，主要

从事专业技术和管理工作。他们中 80%以

上不是在加拿大本土出生，多数是在

1967 年之后移居加国。华人中产阶层还

包括为数不少的港台商业移民，这些人凭

借经济实力，来加后购置房地产，开办公

司、商场，或办报馆等，将上百亿资金投入

加拿大经济市场，同时为该国创造了众多

的就业岗位。

三、华人新移民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目前,每年从世界各地移居加国的人

超过 20 万。如上所述，华人新移民中有相

当一部分人在国内已取得高学位，来加主

要是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然而，过去 20

年间，华人“回流”现象呈上升趋势。多伦

多华人普通话协会 2002 年网上调查显

示，华人新移民中仅 20%的人表示在取得

加拿大国籍后会继续留在加国。虽然中国

政府近年来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海外

华人回国对移民“回流”有一定影响，但

加拿大令人沮丧的经济现状是主要原因。

加拿大 2009 年发布的 “多元文化调查”

显示，华人移民中仅有 37%的人认为加拿

大生活质量高于国内，六成以上的人持否

定态度。在就业方面，超过 70%的人对加

国就业状况不满意。

1、就业难、收入低。华人新移民,尤其

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来加的大陆技术

移民，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但其学历与在

加获得的经济待遇不成正比。高失业率、

工作不对口以及收入低是他们面临的严

重问题。加拿大学者宗力 1997-1999 年间

对多伦多等 6 个城市近 1200 名九十年代

移居加国的大陆专业人士调查后发现，仅

31%的人从事专业性工作，41.1%的人从

事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非专业性工作，另

外还有 22.4%的人从未工作过。加拿大

2001 年人口普查也显示，华人移民就业

率低于加国总人口平均就业率近 20 个百

分点。

另外，加拿大学者 Wang 和 Lo 的调

查显示，华人移民年收入仅为加拿大人均

年收入的一半。就华人移民内部而言，虽

然来自越南的华人移民受教育程度不及

大陆及港台移民，但收入却是这几个群体

中最高的。Wang 和 Lo 认为，这与越南华

人来加时间较早有关 （多数是在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作为难民入境）。这从另一方

面也说明，移民的海外学习经历在加拿大

不被承认。加拿大学者奥里普勒斯 2008

年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同时指出，

加拿大就业市场种族歧视严重：那些来自

英语国家并有加拿大学习经历的求职者

获得的面见机会比同样拥有加拿大学习

经历的非英语国家的人高出 40%，若后者

仅有海外学习经历，则前者获得的面见机

会比后者更是高出三倍多。

为了事业和生计，不少华人移民不得

不去高校重新“镀金”，以获取加拿大证

书或文凭。许多原先在国内属专业人士的

高学历人才，如今却不得不去工厂打零

工，开出租车，当店员等，他们常将这种尴

尬境地笑称为“洋插队”。有些人因对前

途悲观失望甚至走上了绝路，如大陆移民

耿朝晖和蒋国兵等先后自杀身亡。也有不

少移民则干脆选择“回流”，通常是男方

回国工作，留下妻儿在加拿大等待公民身

份。这种“太空飞人”式的家庭生活往往

给婚姻带来隐患，最终导致夫妻劳燕分飞

的例子时有发生。

2、语言和文化障碍。华人移民，尤其

是来自大陆的新移民，和其他移民群体相

比，英语水平较低，尤其是口头表达能力

差，难以和别人很好沟通。加拿大学者近

年所作的一系列调查都显示，语言问题对

华人新移民在求职、职位晋升、交友以及

寻求社会和医疗服务方面都构成障碍。

即使没有语言上的问题，由于中西方文化

的差异，多数华人还是认为自己难以融入

主流社会，普遍有一种被排斥感。除了在

生意上以及工作场所和老外打些交道外，

真正的朋友圈子还是中国人。

大陆新移民在社会融入方面困难更

多，往往遭受双重语言障碍。除英语外，华

人社区内部语言及文化差异也给他们的

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大陆新移民来加后往

往发现这里的华人社区俨然是一个个

“小香港”：无论是房地产开发商还是公

司经理大多来自香港，他们招聘员工除要

求懂英语外，还要懂粤语；中国城里，从商

店招牌到街道路标以及餐馆菜单多为繁

体字；就连几家主要的中文报刊，如《世

界日报》、《明报》以及《星岛日报》，都

由港台富商创办，使用繁体字印刷。报刊

文章中还不时夹杂粤语和闽南话，这让从

小讲惯普通话用惯简体字的大陆人难以

适应。

在移民安置服务方面，大陆新移民也

遇到类似的问题与挑战。诸多调查显示，

大陆新移民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困难时，

往往只是向家人、朋友、甚至华人教会求

助，却很少从政府的移民安置服务机构寻

求帮助。这也多是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所

致。在这些服务机构中，工作人员大多操

英语或粤语，熟悉英美和港人的行事方

式，对大陆新移民所提供的安居服务往往

缺乏文化敏感性，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另外，近年来加国政府紧缩移民安置经

费，致使一些服务项目无法实施或名存实

亡，这也给新移民在加国的生活造成困

难。■

（作者单位：安徽建工学院外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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