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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有关加拿大华人社会历史研究方面，杨立文教授主

编的《谢培智教授纪念文集》（2001，民族出版社）为我们

介绍了加拿大杰出华人，并为中加友谊做出了巨大贡献

的谢培智教授，该著作具有重大的学术和现实意义。世

界知识出版社 2007 年版的李未醉的《加拿大华人社会

内部的合作与冲突研究》注重研究华人社会的合作与冲

突现象，给后人深入研究加拿大华人社会提供了借鉴。
受美国研究模式的影响，国外研究者，特别是本土

加拿大华裔学者对华人移民在民族认同、社会适应、经

济和政治地位等有较深刻的介绍和较全面的评说。其中

李东海的著作《加拿大华人史》历时十年深入研究，书中

包含了移民、劳工、华人社区、排华法案、文化和教育以

及华人分布等加拿大华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此外，这方

面的著作还有加拿大唐人街之父黎正恩的《中国城》，展

现了加拿大主要城市中唐人街兴衰的历史全貌。

中国华人进入加拿大 200 多年的历史，见证了中国

人民对加拿大无可估量的贡献，从最初 1788 年第一批

中国人的到来，到 1923 年《排华法案》的颁布和实施，直

到后来非法种族歧视的消除。200 多年来，加拿大华人在

加拿大历史上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华人艰苦卓绝的

创业精神、勇于开拓的创新能力、高度自觉的爱国热情，

以及多年来在加拿大鲜为人知的艰辛磨难，都在加拿大

华人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华人最初来到加拿大是作为低廉的劳工，他们为建

设加拿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

牺牲，尤其是在 1881 年至 1884 年间加拿大修建太平洋

铁路时，无数的华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然而他们

却在铁路建成后沦为了社会边缘的无业人员。更有甚

者，加拿大政府为了限制后续华人移民的到来，强加给

华人移民一项每年人均 50 加元的“人头税”，此后税额

从 50 加元上涨到了 500 加元。1923 年通过的排华法案

彻底禁止了华人的迁入。这种情况直到二战结束后才有

所好转。之后，加拿大公众对于华人的态度开始缓和，联

邦政府对华人的政府政策也在不断改善。与此同时，第

二代的华人移民由于生长在加拿大，开始逐步融入主流

社会。由于多种历史和现实原因，加拿大政府在 1971 年

正式实施多元文化政策，这项政策从根本上改善了加拿

大华人以及其他族裔群体的境况。今天，加拿大华人已

然发展成加拿大多元文化社会中正在崛起的中坚力量，

并不断取得卓越的成绩。

加拿大华人的历史变迁陈述

加拿大的华人移民历史脉络被史学家清晰地划为

七大时期：拓荒时期 （公元 458～1880 年）、修路时期

（1881～1884 年）、人头税时期（1885～1923 年）、黑暗时

期（1924～1947 年）、恢复移民时期（1948～1962 年）、肯
定时期（1963～1980 年）、扩大时期（1980 年至今）。

关于拓荒时期华人在加拿大的记载来自于法国著

名汉学家金勒先生的引述和美国学者的著作《中国僧侣

于公元 5 世纪发现美洲》，明确论述和印证了沙门和尚

慧深行游的历史价值—慧深本人所记载和描述的风土

人情与自然风光，指的就是今天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

亚省。
之后，根据资料记载，第一批到达北美不列颠哥伦

比亚地区的中国人是 1788 年 6 月，由来自葡萄牙殖民

地的航海家约翰·密尔斯（John Meares）带到温哥华岛上

加拿大华人社会历史变迁及其身份认同

■天津 / 李桂山 马京京 丁 颖

摘要：华人移民作为加拿大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 19 世纪末。随着加拿大多元文

化社会的发展进步，华人的历史也此起彼伏。针对加拿大华人在加拿大社会的历史变迁及其身份认同的探

究，有助于指导海外华人移民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更能从中对我国完善民族政策、提升文化自信、构建和谐

社会形成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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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当劳工的。当时，约翰·密尔斯正在与中国的商人进行

用来制作蟒袍的皮毛贸易。这一批中国人大约有 70 人，

他们当中有劳力、木匠和造船的工匠。后来，西班牙攻打

并占领了这片土地。自此，这批木匠和造船工匠的故事

趋于消失。有些资料记载他们被西班牙人俘虏并被带到

了墨西哥，也有资料记载说他们和当地的努特卡印第安

人结婚并定居在了那里。总之，那一代甚至两代华人的

身份消失了，直到 70 年后华人再次出现在北美加拿大

历史舞台上。
19 世纪中期，华人移民加拿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

因。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使得华人蜂拥而至加拿大，

自愿加入淘金者行列；而当时康熙统治时期的清政府由

于人口膨胀压力过大导致的经济不景气、农民衣食无

着、哀鸿遍野则是内部动因；1865 年美国奴隶制的废除

以及工业革命对廉价劳动力的急切需求，使得华人被诱

骗并签了等同于卖身契的苦力合同，这也为华人移民加

拿大提供了契机。据 1874 年人口统计，在加拿大境内大

约有 3000 名华人。在 1850 年金矿发现的前 8 个月，就

有多达 5 万的华人移民到了加利福尼亚，之后的 1858

年，随着弗雷泽河（Fraser River）一带发现金矿的消息传

出，成千上万的中国华人移民，从加利福尼亚来到了不

列颠哥伦比亚省。但他们并未意识到某种程度上种族歧

视的萌芽正在形成：他们只能在白人挖过的金矿淘金。
1873 年 5 月，维多利亚显现出第一个反对、歧视中国人

的社会。
1881～1884 年间，加拿大由于对廉价劳动力的迫切

需求，中国华人劳工被雇佣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也

就是今天加拿大东部至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之间的铁

路线，用以连接渥太华谷和格鲁吉亚湾两地的既有铁

路，实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于 1871 年加入加拿大联邦

的回报承诺。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CPR）

是加拿大的一级铁路之一，其横跨西部温哥华至东部蒙

特利尔，并设有跨境路线，通往美国的明尼阿波利斯、芝
加哥、纽约市等大型城市。据统计，在整个漫长的铁路修

建过程中，有 17000 中国人参与修建。他们在劳动过程

中饥寒交迫，恶劣的劳动环境、苛刻的待遇以及低下的

医疗条件使得他们经历了鲜为人知的痛苦。华人劳工填

补了加拿大劳动力短缺的空白，却只能拿到白人一半的

工资待遇（华人劳工每天可挣得 1.35 加元，而白人每天

可挣得 2 加元）。大约有 4000 华人在修建 350 英里长的

铁路过程中失去了生命，这意味着每修建 1 英里就有 2

名华人殉职。
毫无疑问的是，华人劳工成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经

济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历史角色。该省其中一位审判长

马修·贝吉比（Matthew Begbie）这样描述：“我无法想象没

有中国人的话我们的工程将是什么样子。他们什么活儿

都干，白人不会干的，白人不能干的，他们都可以干的很

好……”而这也正预示了华人遭到不公正待遇的不可避

免性。

加拿大华人的身份认同

1885 年太平洋铁路修建完成后，大批在加拿大务工

的华人劳工失业了。有的去了加拿大东部，有的回到了

中国国内，也有的留在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留下来的

华人为了生存，帮人洗衣、运货、清洁、饭馆服务员，几乎

包干了城市里无人愿意做的最底层工作，以至当时的加

拿大人形成这样的共识：凡是遇到需要啃硬骨头的艰辛

劳作，就去找中国人，也唯有中国人愿意承担、做得好，

并且工资低廉。更是雪上加霜的是，同年，加拿大联邦政

府颁布法令，规定每个入境加拿大的华人必须缴纳每年

人均 50 加元的“人头税”，到 1900 年的时候，猛增至每

人 100 加元。而且，华裔是加拿大唯一被迫交纳人头税

的少数族裔。加拿大华人被视为劣等民族的定性依然没

有得到缓解。

1902 年，加拿大皇家委员会决定将针对华人的人头

税增至 500 加元。由此开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华人在加拿大一直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地位。1886 年至

1923 年间，约有 8.1 万名中国移民入境时被强行征收

“人头税”，加拿大联邦政府从中共获 2300 万加元。

1923 年，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了《排华法案》（Chi-

nese Exclusion Act），只允许华人商人入境加拿大，这一

法案一直持续到 1947 年。这种劣迹昭著的种族歧视，当

时不只不受法律约束，反而得到官方的鼓励，成为加拿

大种族歧视政策下，十足违反人道与藐视人权的典范。

因此，在加拿大华人探求身份的过程中，他们对此表示

强烈不满，把加拿大的自治纪念日称作是“耻辱日”（Hu-

miliation Day），拒绝举行任何庆祝加拿大国庆的活动。华

商则不开门营业，华文报纸也停刊，此事扰攘了多年才

渐渐平息。基于这种原因，1921 年至 1941 年间，加拿大

华人的数量从 39587 人降至 34627 人；华人身份探求遇

到了数量上的挫折。

期间，加拿大华人一直处于对主流社会的抗争时

期，致力于废除这项法案的努力中。中国人被认为是乡

愁较重的民族，因此，一旦离开自己的家乡和土地，都试

图获得一种亲切的归属感，这也是文化乡愁的一部分。

于是，生活在异地的加拿大华人便自然开始了身份探

求，且这种探求不仅仅表现在物质世界，也包括精神世

界，因而，也成为了我们提升文化自信的驱动力。
“二战”期间，华人的积极帮助、辛勤劳作逐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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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加拿大人的认可，他们的身份地位得到改善。500 名华

人志愿军踊跃加入加拿大的陆军，也有的专注于工厂的

工作，有的为加拿大军队提供充足的后备补给。终于在

1947 年，华人的抗争与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果。自此，加拿

大移民的大门向中国敞开。1967 年移民政策的修正消除

了加拿大主流社会对华人的歧视，并且敞开大门欢迎中

国移民的加入，这掀开了中加文化交流史的新纪元。这

一时期加拿大中国移民的数量急剧上涨，而且移民的质

量有了明显提高，他们大多接受过教育，能熟练地用英

语交流并且能够很快的适应大城市的快节奏生活。截至

到 2001 年，加拿大华人比 1996 年增长了 16%，比 1991

年增长了 45%。
1971 年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

宣布了多元文化政策的实施，进一步促进了加拿大华人

的身份认同。多元文化政策承认各民族的专属文化，尊

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公民，并最终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和

谐相处、共同发展的社会形态。多元文化政策的宣布实

施反映了其少数民族政策的全面重新定向，华人和华人

的文化也终于开始被加拿大主流文化所接受。至此，华

人在加拿大的地位得到了认可，这成为加拿大华人历史

上的一个新起点。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不少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华

人移民到加拿大。之后，香港移民也纷至沓来。据分析，

到 2017 年，加拿大将有华人超过 180 万。据 2014 年 1

月 22 日人民网报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Center for

China&Globalization,CCG）、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发布的

《国际人才蓝皮书》指出：“目前，中国是加拿大最大的国

际移民来源国，也是加拿大最大的国际留学生来源国。
仅 2012 年一年，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签证的华裔人数就

达 33018 人，比 2011 年增加 4323 人，涨幅为 15.1％。”加
拿大移民局公布的关于 2012 年加拿大永久移民十大来

源国的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2012 年加拿大永久移民十大来源国表

（数据来源：加拿大移民局）

基于加拿大移民局提供的 2012 年加拿大永久移民

的相关数据，笔者制作了柱形图和饼状图，便于读者查

看和分析。
图 1：2012 年加拿大永久移民十大来源国

图 2：2012 年加拿大十大移民来源国比例示意图

从以上表、图的数据可看出，作为 2012 年加拿大十

大移民来源国位居前三的中国、菲律宾、印度，其移民数

量远超过排名其次的巴基斯坦等国家，是加拿大永久移

民来源国的重要构成国家。
尽管华人移民长期以来一直是加拿大移民的重要

来源国，但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加拿大移民政策的变

革，加拿大华人的身份认同及文化融入等问题的日渐明

显，中国每年移民加拿大的总人数却呈下降趋势。加拿

大移民部数据显示，中国移民自 2007 年以来，入籍总人

数逐年下降，从 2007 年 24347 人降至 2011 年的 15563

人，5 年的减幅达 36％。
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一种社会范畴，是指一

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性格、思维方

式的总模式，是一个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一个民族的

全部活动方式”。文化传承了一个民族积淀中最沉重、最

精华的部分。

文化包括信念、价值观念、习俗和知识等，其中价值

观念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

分，是人们行为的准则，思维的方式，认知的准绳，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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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学，在社会中起着评价标准和评价原则的作用，影

响着人们的评价和行为。价值观一旦形成，便支配着人

们的信念、态度、看法和行为，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生

活在加拿大白人社会的华人，因其文化价值观背景的不

同，必然不能游刃有余地生活。当华人移民进入加拿大

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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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有一种被排斥感，他们多以中

国人为自己的社交圈。

身份认同是以文化为背景舞台的，而文化所提供的

身份认同的契机是需要一些外部因素支持的。在 20 世

纪 70 年代以后当加拿大华人人口剧增时，其经济和政

治地位得到了相应的提升，加拿大华人对自己的族群意

识有了清晰的理论表述，完成了对加拿大华人这一概念

的建构，但这一概念涵盖所有居住在加拿大的华人，其

深层意义既包含了政治国际意义上的界定，也包含了这

一族群文化传统里的根深蒂固的渊源。思之将来，在身

份认同的问题上，华人世界的年轻一代只有传承本民族

的观念信仰和文化传统，才不至于丧失海外生存的文化

根源而成为“环球公民”。

唐人街与加拿大联邦政府

随着中国人在加拿大数量的增加，他们居住的地

方日益集中，这就形成了早期的唐人街。当淘金热拉下

帷幕的时候，很多中国人继而参与到煤矿作业中，而维

多利亚地区是当时中国移民矿工最聚集的地方。1880

年移民加拿大的 3500 中国人中，其中有 2000 人居住

在维多利亚地区，其他部分则分布在温哥华和纳奈莫

等地区。

曾有一度，横贯加拿大的唐人街面临消失殆尽的

危险。随着加拿大移民政策的改变，华人的增长在某

种程度上挽救了唐人街并恢复了唐人街以往的活力，

使其发挥更加活跃的作用。如今，唐人街已经植根于

加拿大的城市生活了。上述说过，中国人的乡愁情绪

是很浓的，所以，不少人以为中国城是很多华人新移

民的立足之地，是他们在远离故土的异邦自愿选择的

新家。其实并不尽然。唐人街的诞生、发展与变化经历

了一个远为复杂的过程。它体现了白人主流社会的文

化霸权，也显示了华人对主流文化的抗议、让步和认

同。1971 年多元文化政策被指认为加拿大的一项基本

策略时，维多利亚的唐人街也同时被指定为历史遗

迹。值得欣慰的是，加拿大各级政府清醒地意识到唐

人街的经济文化价值和越来越明晰的政治价值，多方

培植和保护。多少代华人艰苦奋斗最终成就了加拿大

政府对唐人街的青睐，这并不是加拿大政府与生俱来

的选择。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所体现出的文化包容

性———弘扬、保护和发展各族裔文化是我们应当学习

和借鉴的。
克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认为：作为一种意识

形态，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加拿大是由许多种族和族群

组成的，作为团体，他们有介入财富和富裕的平等机

会。作为一个建立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并将其视为重

要思想文化的国家，加拿大的不同族群的族群权利与

文化差异，并没有阻碍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的基本的

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形成与发展，这是值得我们深

思的地方。

结论与启示

2007 年，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

在人头税平反仪式上致辞华人，“加拿大对排华法的实

行深表遗憾，该法案是可耻的，加拿大人应该对此表示

歉意。”2008 年 5 月 14 日是充满歧视的加拿大排华法案

正式废除 60 周年纪念日，华人对加拿大政治经济社会

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收到了盛赞。如今，加拿大多元

文化社会中各民族的融合程度是非常可观的。

从 18 世纪末至今，加拿大华人所经历的巨大社会

变迁以及加拿大华人面对文化霸权所进行的适应性改

变与抗争为我们研究华人的身份认同提供了大量的历

史素材。如今，华人是加拿大多元文化社会中不可或缺

的族裔群体，他们对加拿大的发展发挥着巨大作用，也

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汉语甚至成为了继英语

和法语两大官方语言之后的第三大语言。作为一个拥

有 56 个民族的国家，中国国情同加拿大有着众多相似

之处。

加拿大联邦政府也极力促进各族裔文化教育事

业的发展，激发他们的包容性，以更好地营造一种和

谐宽容的社会氛围，从而使各族裔人民都能抒发自己

的心声。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只有高瞻远瞩，不

断完善和加强自我，才能以更强者的姿态出现在社会

舞台上。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文化背景的不

同，种族歧视和偏见还是存在于某些角落：移民华人

需要适应，需要抗争，更需要理解和支持，才能更好地

同加拿大主流社会相处。中国移民在经历艰难的适应

期时，也需要磨合期来适应加拿大主流族裔和其他少

数族裔。

在当今全球化进程加剧与多元文化并存中西方话

语占主导的历史背景下，对于一个民族多元化的国家来

说，在关注外部的同时，更致力于倾听内部的特别是族

裔的声音，才能使多元文化的发展更加持久有序。只有

确认了他们在加拿大这个多民族文化复合体当中的地

位，才能得到更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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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发展、繁荣的宝贵资源。随

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的文化必然走向百家争

鸣、和而不同。西方文化的优秀传统和基因，固然是值得

中国文化学习和汲取的营养，但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

和优秀基因也不可迷失。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文化

和世界全球化的有效对话，才能积极构建多元文化管理

体制下的文化建设发展。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只有尊重文化

的多样性，才能使不同文明与文化和平共处、相得益彰，

才能实现多元共生的和谐局面，才能最终达到和谐的最

高境界：合和，即大同，协和万邦。而在文化元素存在多

元化发展趋势的今天，创造一个适合多元化文化生存的

环境非常重要。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强调中华民族文化

中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念一体的基础，同时需要继承和发

展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中华民族多元文化，这不但是对

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延续，也是中国文化建设的必然途

径。只有正确处理好这把“双刃剑”，才能更好地建设当

今的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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