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大利亚华人华侨社会扫描

刘少才

去年笔者到澳大利亚旅游，当地的华人导游

就曾向我们介绍说，郑和下西洋时曾到过澳大利

亚北部城市达尔文，比库克早 300 多年。回来在网

上查证一下，有文记载说在 1432 年下西洋时到达

了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港，只是当时澳大利亚

北部土地荒凉贫瘠，郑和船队没有多停留，也没有

像库克船长那样插旗宣布主权，留下的遗迹很少。
据澳大利亚一位名叫大卫·戴尔的作家著书

说，中国人在 1000 多年就可能已经来到澳大利

亚，并和土著人有过贸易活动。如他所说，中国人

到澳大利亚的年代比郑和还要早的多。
有记载最早移民澳大利亚的中国人叫马赛

英，他于 1818 年来到澳大利亚。马赛英于 1798 年

出生在广东。那时来澳大利亚的人大多是流放到

此的英国囚犯。而马赛英却是驾船自愿来到悉尼

港的。他在悉尼远郊的帕拦玛塔买了一块地，将自

己的名字改为约翰·赛英，意在少受当地人的刁难

和欺负。约翰·赛英还娶了一位英国后裔女子为

妻，并生儿育女。1829 年，他在帕拉玛塔开了一家

名为“雄狮”的旅馆。如今，他的后代仍居住在帕拉

玛塔。帕拉玛塔位于悉尼以西 18 公里，面积 61 平

方公里，人口近 15 万。市内华人居民占第一位。
1851 年，在蓝山西部发现金矿之后，来自中国

的移民数量急剧上升。到 1861 年，澳大利亚有 3.8
万中国人（约占澳总人口的 3.3%），其中女性却只

有 11 位。
金矿被开采完了之后，大部分人都回中国，有

些人则留下来经营牧场和餐馆。19 世纪，悉尼最著

名的华人是匡塔特（音译）。1859 年，童年的匡塔特

来到澳大利亚。1874 年，他开始经营茶叶和丝绸的

进口业务。他的茶室成了悉尼最著名的聚会地。
1903 年，匡塔特在其茶室被盗贼杀害。当地人为了

感谢他为当地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他被安葬

在若克沃得大公墓里的英雄墓中，旁边埋着的都

是悉尼杰出的市民。
20 世纪早期，中餐馆发展到了乡镇和大城市

的郊区，喜欢冒险的澳大利亚人外出用餐也开始

首选他们认为是传统的中国菜，如：咕老肉、鸡丝

炒面、扬州炒饭等。
与此同时，种族偏见不断加剧，原因是有人觉

得中国人太聪明，夺走了白人手里的工作，抢走了

白人的饭碗。1901 年，新组建的澳大利亚议会通过

了其第一部宪法，严格限制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白澳政策”。白澳政策是澳大

利亚联邦反对亚洲移民的种族主义政策的通称。
1901 年，白澳政策正式确立为基本国策，只许白人

移居。当时在澳大利亚生活的华人基本只有两类，

一类是 19 世纪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华人后裔，另一

类是各国到澳留学的华裔留学生。据统计，1966
年，全澳华人为 26723 人，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

0.23%。在“白澳政策”下，大部分华人忍受不了欺

压、被迫离开澳大利亚。1972 年，澳大利亚工党政

府取消了“白澳政策”。1974 年，澳大利亚政府宣布

新的移民政策，即全球一致，无人种、肤色或国籍

之歧视。自此，澳大利亚开始接纳大批华裔移民。
70 年代末，澳大利亚陆续收容来自越南、柬埔寨、
老挝的印支难民约 8~10 万，有一半是华裔。1994
年，澳政府给予 1989 年 6 月 20 日以前抵澳的 3.6
万中国大陆留学生居留权，当年，全澳华人人口超

过 40 万。随后，这批留学生申请家人到澳大利亚，

在几年间，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移民总数约 15~20
万人。此外，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及中国香港、台
湾地区的合法和非法移民。据推测，现在全澳华人

人口约有 70 万人，占澳洲总人口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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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来，澳大利亚继续加大移民力度，实

施招才纳财的政策，更多的中国留学生转变为澳

大利亚新移民，由临时居住变为永久居住，并在这

块陌生的土地站稳脚跟，安居乐业。他们大多有一

个较稳定的工作或小生意。他们用自己的辛苦所

得，买房子、换新车，以及调整自己喜爱的工作。
澳大利亚的华人孩子每天在校、在家使用两

种语言，受到两种文化的熏染。如果说，他们的父

辈来澳大利亚后虽经努力奋斗仍不免常有“边缘

人”的感觉，这些孩子却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别无

选择”地成为两种文化的结晶。
目前，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经营领域早已经扩

展到方方面面，中小商业几乎遍及各行业，如：小

超市、杂货店、珠宝店、电器商行、五金店、药房等

等；有较大的贸易公司、购物中心、大型商场等。还

有电器、汽车零件、家具、钟表、眼镜及首饰店等；

媒体有报馆；服务行业有餐馆、夜总会、酒吧、电影

院等；还有书店、影印店、照相馆、金融保险、旅行

社；有人经营食品加工厂、纺织厂、成衣厂、电子

厂；也还有人经营果菜种植园、畜牧业。年青一代

的华人，大多为留学生，则从事会计师、律师、教

师、工程师及医师等及行政工作。少数资金雄厚者

从事房地产、银行、进出口、酒店、冶炼、超级市场

等行业。澳大利亚旅游业的不断加大，中国游客不

断增加，除了众多的华资经营的旅馆、旅行社、纪
念品商店外，华人导游、华人司机随处可见；华商

创立护理公司、私人医院、移民顾问公司等也挤进

白人的天下；相应的服务行业如洗衣店、理发店等

更是随处可见。由于来澳华人华侨数量的不断增

加，为了不让自己孩子忘了根，自办的中文学校也

就应运而生，不过澳大利亚是实行义务教育的，只

有中文学校是收费的。
当地华人说，只要你肯吃苦，勤奋，过了创业这

道坎，一切都会有的。2009 年 5 月 28 日，据澳洲新快

网报道，新出炉的澳大利亚《每周商业评论》杂志年

度 200 名澳洲富豪排行榜中，就有来自中国无锡、中
国台湾、新加坡和当地的四名华人在榜上有名。

（作者单位：辽宁省凌海市广播电视局）

过 番

陈杰庄/口述 宋 葵/撰文

偶尔翻到一本写华侨史的书，看到许多华侨

当初为生活所迫，远渡重洋，背井离乡，成为异乡

异客，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只是我又回来了，从

华侨变回了归侨。我常常会想起我的童年，我的过

番史也许就是许多有一样背景的人的缩影……
我的老家海南文昌孔铎村是一个很偏僻的小

山村，村子里只有十几户人家，高高的椰树林间几

条羊肠小道通向外面的世界。母亲守着几亩薄瘠

的土地，闲暇时替人家放牛，日子虽过得紧巴巴的

但还算平静；日本鬼子来了之后，烧杀淫掠，无恶

不作，母亲带着我东躲西藏，甚至躲到了刺竹丛中

的地洞里，恐怖就像一支悬在我们头顶随时可能

落下的利剑，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少小离家

1939 年，我也就五六岁吧，老家实在是过不下

去了，趁日本鬼子“扫荡”的风声不太紧，再加上在

南洋谋生多年的父亲托人捎回了一笔钱，我和母

亲就跟着水客和乡亲们，踏上了漫漫“过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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