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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旁观 者 到 参 与 者
——战后美国华人政治角色的变化

李其荣　傅义朝

内容提要　二战以后, 美国华人力量迅速增强, 获取了许多政治权力,并在美国政坛上产生了

一定影响。导致上述变化的原因除美国国内的因素外 ,主要是华人综合实力增强的结果。美国华人

要取得更多的权利, 产生更大的影响,必须进一步更新观念,完善自身, 增强综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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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在罗斯福总统的努力下,美国通过了废除所有排华的法案,这在中美关系史上翻

开了新的一页, 为在美华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它标志着美国长达 61年的排华政策终于

有了原则上的修正。自此以后,美国又通过一系列新的移民法案,“修正历史的错误”,开始对华

人采取比较公正的政策,华人在此过程中取得了公民权和其他一些正当权利。半个世纪以来,

伴随着美国移民政策的改变和自身处境的改善,华人在美艰苦创业, 有了较大的发展,转变了

传统观念, 积极参与政治,为提升自身社会地位而不懈奋斗,为美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

出了重大的贡献。战后, 华人身份地位逐渐实现了从移民——公民——选民的变化。本文旨在

对这种变化及导致这种变化的因素进行探讨,其目的是为了勾勒出华人战后政治角色变化的

大致轮廓,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未来的发展作一些思考。

一、走出泥沼地:华人参政的曙光

美国是一个政党政治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任何群体无论其在学术上、经济上如何拔尖、

领先,没有一定的政治发言权和影响力,要在竞争中对付排外主义、种族主义的歧视和排斥,赢

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为主流社会所认同,是相当困难的。可喜的是,战后华人通过切身的经历,

他们已经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 参政意识、参政观念已有了较大的加强。为美国华人参政树立

了良好榜样的吴仙标说:“美国历史上对少数民族太不公平了, 我要决心为华人和其他少数民

族争取平等机会。”¹ 美国喜瑞都市华裔市长黄锦波先生在谈到参政这一问题时认为:“要保障

自己的经济利益,就必须首先去争取政治地位,华人积极参政, 就是争取政治地位的表现。”º

陈香梅女士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在美国,中国人已慢慢地提高警觉,开始认识到参与政治的重

要性。”与此相比, 50年代前在美华人基本上抱着叶落归根的观念, 不大关心政治,对他们来

说,“美国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栖身之地”, 他们“保持着狭隘的家乡观念”,他们“渴望自己在乡

邻的眼里有更高的地位”。»他们大都有着很强的故乡情结,对中国有着强烈的归属意识。

战后,华人观念有了变化,他们有了长期定居美国、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为社会所认同的需

要。他们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从以下数据和事例可略见一斑: 1952- 1956总统大选年间, 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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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唐人街地区公民注册人数增长了 90% ; 1956年 11月 3日是总统大选日,此前, “纽约唐人街

的政治活动十分活跃。广播车大喊大叫,乐队车高奏乐曲, 女士们散发着传单,”; 1964年大选

时,投票者甚多,纽约市唐人街第二十三邮政局选区华人“从下午六点到夜里十点钟,前来投票

的人络绎不绝。”该地虽还有意大利人和犹太人, “但总的说来, 华人占参加选举的大多数。”¼

1986年为美国中期选举, 在投票日期里,华裔选民出现排队参加投票的景象,据《华声报》报

道,有的选民身在外地,为投票则专门赶了回来。再如 1993年美国选举,华人胡绍基竞选著名

城市洛杉矶市市长,需要经费 400万美金, 华人赞助了其中的 95%。½

单个的力量永远没有集体力量的强大, 在美国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国度里, 孤军作战, 要

想获得参政的胜利,并最终改变整个华埠的社会那几近是天方夜谭。因此,广大的华人仅热衷

于投票、捐钱等个体参政行为还远远不够,华人还应组织起来, 增强凝聚力、向心力, 实行集团

军作战,方能加快参政的步伐。考察战前华人社团,一般说来,他们“为着职业、居住、疾病、保

护、丧葬、年老救济、失业救济、互通消息、修理坟场、检运骸骨、助捐资回国等互助目的”¾ 组织

团体,各团体间很难统一,并经常发生纠纷,其类型“最基本的恐怕有三种,这就是地缘性组织、

血缘性组织和业缘性组织”, ¿其功能涉及范围极其宽广,但最为要著者无非“联络情谊、协调

关系、举办公益”此三项。因此, 早期华人社团主要是互助互救性质,将其定为政治团体似为太

过,而且由于内江、内争常常使其力量削弱,又各自为战, 于参政并无大的举动和业绩。

战后,随着受教育机会的增加、自身素质的提高,华人传统观念有了变化,逐渐跨越派别、

宗教、地域、血缘等的区别和分歧,团结性、疑聚力有了增强。华人团体开始纳入了新血液,呈现

全新的气象, 一批新的群众团体应运而生。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些团体的组织宗旨有了较大的

改变,其中之一即增加了为推动华人参政, 为华人进入美国主流社会服务的内容。据统计,目前

美国的华人社团约有 800余个, 其中以参政和维护华人权益为主要宗旨的有近 10个。这些社

团顺应历史发展的需求,为华人社会、政治地位的提升而奔走呼吁,身体力行,堪称华人社团群

体的楷模: 1972年, 旧金山华人权益促进会成立, 其宗旨是反对种族歧视, 谋求华人正当权益,

呼吁市政府任命一定数量的华人担任高级公职,并为华人社会服务; 1977年,全美华人协会成

立,该协会对维护华人权益,鼓励华人参政十分重视,曾于 1984年组织了一次主题为“华人参

与美国政治问题”的讨论会; 1983年 10月,美国华人参政促进会在洛杉矶成立,会长就是后来

担任蒙特利公园市市长的陈李琬若。在众多的华人社团中,成立于 1973年的“美华协会”格外

引人注目, 该会的奋斗目标为: 争取华人在美国社会的领导阶层地位, 打入美国主流及巩固华

人在美的权益。其在 1986年年会上提出“迈向成功之路,争取华人权益”的主题, 强调华人“通

过强大的组织,发挥他们在美的政治影响力”。À该会在 1994年年会上又提出“培养明日领袖”

的主题,并评估了克林顿总统上台后对华裔的政治任命, Á 1987年 3月 21至 22日, 一个以争

取华人出任美国政府要职为目标的“美国华裔政治委员会”在洛杉矶市成立, 会议发表了政治

宣言,呼吁全美华裔在 198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跨越两党界限, 一致行动以争取华裔公民平等

的政治权利。bk类似这样的华人社团组织还有旧金山的“华人权益促进会”、“华人进步会”等,

这些组织一方面有助于引起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的重视,使他们不得不倾听和考虑华人的呼

声和要求, 另一方面又能增强华人在美国群体中的竞争力量,加大较量的筹码,使得华人参与

政治的步伐加快, 争取参政的更大胜利。

战后, 一些教育界、科技界等各界知名华人有感于参政的重要性, 纷纷亲自出马, 率先垂

范,给华人社会树立了许多很好的参政榜样。1984年, 祖籍浙江的吴仙标竞选特拉华州副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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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当时,吴仙标参选困难很大: 他是非美国出生的亚裔移民;是物理系教授, 没有什么从政经

验;没有竞选经费。可他为了打破偏见,推动华人参政,还是决心竞选,他的举动获得了陈香梅

等华裔名流的支持, 在陈香梅的带动下, 50多位华裔名流组成了全美华裔支持吴仙标竞选委

员会,进行声援,华裔电视女强人靳羽西主持《看东方》节目,在全美拥有三千多万观众,她特地

出席支持吴仙标的助选餐舞会并高兴地担任司仪, bl吴仙标参选终于成功, 在华人社会中引起

强烈反响。在华裔中,积极参选的人很多,如余江月桂、赵小兰、胡绍基等等,虽然他们中有很多

人终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在竞选中败北,但他们这种参选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在华人参选方面, 1988年陈香梅、李政道等 1000名知名华人联合在《华裔公民关于 1988

年大选政治宣言》上签名,呼吁和要求美国政府重视华人的呼声和意愿,任命华人参与政治。

《宣言》是对华人参选的一大支持和鼓励,也是华人参政意识提高, 参政行动加强的明显标志。

通过积极参选, 华人较以往已取得了较显著的成就, 华人中一大批人才脱颖而出,担任着美国

国家各级官职,如联邦部副部长、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白宫经济顾问、空军少将等等。美国每

一位总统走马上任后, 大都还能积极任命华人, 如里根总统时期所任命的亚裔公职人员达 200

位,其中华人占了 60%左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1996年 11月5日,华人骆家辉在华盛顿州州

长选举中击败共和党竞争对手克拉斯威尔,当选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州长。bm为美国华人

参政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马克思主义认为, 阶级的意志只有上升到国家的意志,才能为全社会所认可, 并得以实现。

因此,任何一个群体、集团或阶层,要想真正地参与国家政治, 就必须设法参与或影响政府的决

策过程。因为,只有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中, 本群体、集团或阶层的意志才有可能得到体现、认可

和贯彻。华人作为美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要想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参与美国政

治,争取平等权利,就必须积极地参与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考察战后以来美国华人史,我

们认为,华人在这方面是作了不少努力的,这既为华人社会争取了一些平等权益,也极大地带

动和促进了美国社会的发展。

据统计, 战后以来,华人在美国各级政府担任的职务有市一级的市长、财政厅长,州一级的

州务卿、副州长,联邦一级的有关部门委员会主席、副主席、驻外大使等等。华人担任公职后,积

极工作,政绩斐然,表现出了良好的公民意识和奉献精神。如祖籍广州花县的余江月桂女士,她

积极参选,并取得了成功。她曾于 1961年当选为加州众议员,在 1968、1970、1972年三次加州

选举中,三次蝉联该州州务卿成功。她说:“我代表的不是一小部分人,而是各族人民的要求、希

望和理想。但是由于我是华人后裔,所以我扮演的角色对加利福尼亚的华裔和少数民族有着重

大的影响。”bn余江月桂当政,以州务卿的职务,积极为华人争取合法权益,她支持《平等权利修

正案》, 在美倡导用英文、华文双语教学,保留华人在美史实,积极推动华人参政。此外还自筹展

览,让更多的人了解华人对美国的贡献。居住在加州的华人约有 40多万,她经常出席华人的各

种集会, 积极支持筹办华人文物展览, 举办各种公益事业, 反对种族歧视政策。bo再如陈李琬

若, 1982年, 以蒙特利市历史上的最高票数当选为市议员, 她为整顿市容、改善华人的权益及

解决其他社会问题而努力工作。bp此外,华人官员邝友良、赵小兰、邓悦宁等在当政期间,都积

极地参与影响政府决策,为在美华人的合法权益而不懈努力。

虽然, 与其他族裔相比,华裔参政还只是初露锋芒, 但参政的“星星之火”却无疑是华人社

会革新、发展的曙光,在华裔广大精英层的鼓动和身体力行下, 广大华裔放弃保守观念和落后

政治思想,积极参与政治,融入美国社会主流的局面必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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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织机上的图案:华人参政索因

战前,华人职业主要集中在餐馆、洗衣、理发等体力型行业,处于社会底层,接触上流社会

几乎不可能。战时,华人积极参战,反击法西斯,美国政府一方面为了回击日本人的抨击,另一

方面也为了表明自己的所谓民主, 在总统罗斯福的努力下,于 1943年废除了长达 61年的《排

华法案》,华人不仅取得了居留美国的合法地位,还取得了公民权和其他一些权利。战后,华人

受教育的机会增多,自身素质大幅度提高,美国一些高、精、尖部门急需人才, 放宽了对华人的

限制,于是华人职业慢慢有了很大的变化,表现在华人从事脑力型职业的比重明显增加,在科

技界、教育界、工商界等各界一大批华人脱颖而出。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统计, 1970年华人

职业分布与 1950年华人职业分布的具体情况是: 在 1950年,华人主要集中在服务性行业, 而

到了 1970年,华人职业结构大大转变,专门职业、技术职业、办公室工作等所占比例明显上升。

据统计, 1980年华人与白人在公私营机构就业情况是: 91. 8%的华人集中在私营企业和政府

部门工作,与此同时,白人的比例为 93. 8%, 仅比华裔高出 2%。再譬如,以 1940年同 1970年

比较,华人从事教育、科技行业的比重, 1940年为 2. 5% , 1950年为 6. 6%, 1960年为 20. 3%,

1970年为 26. 0%。bq到了 80 年代,华人在机械、土木、电子、化工、电机等领域大显身手,在百

万华人中, 有 8万多人从事科技、教育工作, 在美国十二三万第一流的科学、技术人员中,华人

占 1/ 4。br诚如托马斯·索威尔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的美籍华人职业地位较高。”bs这种变化为

华人接触和进入主流社会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我们认为,华人从事脑力型职业,改变了华人的

群体形象,在美国社会中树立起较好的威望;另一方面,还影响了政府相关部门的一些决策。综

观近年华人参政, 其代表人物均是从事脑力型职业的杰出人物。

在美国, 要参与政治,就得以金钱作后盾,没有一定的财力支持是不行的。战前,华人处境

悲惨,处处受排斥、压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不高,根本不可能有条件参政。战后,随着华人

职业结构的变化, 再加上华人自身不断的奋斗, 艰苦的创业,华人经济力量有所增长,经济处境

有所改善。据1972年美国商务部的统计,加州日本人的商店有 9213家,营业额为4. 1万美元,

中国人开的商号仅为 5136家,营业额却为 5. 62万美元。bt另据美国商务部 1986年调查报告,

华裔经济力量增长居各少数族裔之首。1982年全美华裔企业有 5. 2839万家,处于第二位的日

裔,有4. 9039万家,华裔企业总收入为日裔企业的2. 2倍。该报告还指出,华人企业家拥有比其

他族裔更多的高科技工业及金融机构,全美各地华人社区拥有的律师、医生等服务业专业人口

也高居各族裔之首。ck战后华人在工商业方面有很大的发展,经营能力、技术水平、经济力量都

有较大的提高和增强, 从以上比较数字即可见一斑。与华人整体经济水平提高相适应,华人的

平均收入水平也有较大的提高。比如, 1970年,华人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水平是比较高的, 尤

其值得注意的是,华人个人收入在 1万美元以上的占其总数的 24%, 与全美的指数 25%相差

仅一个百分点,而华人平均家庭收入 10 610美元已超过全美的平均水平9 590美元。以上比较

告诉我们,华人经济水平已达到一定的程度,华人已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华人经济力量的增

长为华人积极参选、参与政治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前提,战后华人政治角色的变化正是其经济力

量增长的必然结果。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华人经济力量的增长、职业结构的变化作为一种

社会存在,必然引起其社会意识的变化——产生和加强参政意识。这也是为什么战后华人参政

日趋活跃的重要原因。

此外,华人整体素质的提高,也使得华人能够较好地认识美国,理解美国,扫除一切不必要

的障碍如心理上的、语言上的等等,从而有利于其自身参与美国社会生活,积极参政,争取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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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权益,提升本阶层的社会地位。

综上所述,战后华人政治角色有了变化即政治参与性大大增强,导致这种变化的因素有很

多,如美国移民政策的影响,六七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发展等等。但我们认为,这种地位和角

色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华人长期不懈奋斗和追求的结果,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

竞争十分激烈, 优者胜劣者汰, 华人之所以能够立足并能有所发展和建树,根本之点在于华人

自身不懈的努力。

三、门里与门外:任重道远的华人

华人政治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是华人不懈奋斗的结果,是华人经济、文化水平提高的

必然要求。与此同时, 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 华人参政仅仅是小有战果,只是一个起步,种族

歧视、政治排斥、中国传统文化落后因素的束缚等等无疑还是华人参政的藩篱。如今的华人较

其先辈有了突破藩篱的勇气,开始接触其门槛, 形象一点说,华人现在还只是一种“骑门阶层”,

如何从门外跨越门槛, 走进门里,值得华人为之奋斗。

1. 增强实力, 提高发言权。长期以来,美国社会排斥、压制华人的一个借口是, 华人“是些犯

罪之人——赌徒、鸦片烟鬼、敲诈勒索和暴徒, 他们已充斥监狱, 成为纳税人的负担”, cl认为

“华人粗笨”, “带有先天性自卑情绪”,这些论调当然纯属夸大其词甚至无中生有,但是由于华

人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及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 他们只能从事一些体力型职业,主要是“三

馆”,经济力量相当微弱,因此华人社会在相当长时期内与其以外社会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从而

成为一些种族主义势力攻击、鄙视的把柄。华人发展史表明,华人参政成败、社会地位加强与削

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人自身综合实力的强与弱。因此,在现在和将来,华人在融入主流社

会过程中,就得注重自身的发展。

2. 革新观念, 加快调适步伐。美加州医学院精神教授毕新东医师认为,中国人“遵行天理命

运论”、“保守”、“包容、忍让”、“守旧”,而美国人按法律行事,“叛逆”、“善变”。cm这些说法是十

分肯切的, 这是几千年的儒家思想的束缚而造成的,要彻底改变, 是很不容易的。华人初至美

国,中西之间是“你看不惯我”、“我看不惯你”,文化之间调适的进程很慢。近半个世纪以来,这

种状况虽然有所改变, 如异族间的通婚, 父子关系等等, 进步不小, 但现状仍难能令人满意, 就

以政治参与观念来讲, 其调适程度还很低。传统儒家思想中倡导的政治思想是“重德”即“重

政”、“修德”也即“修政”,《论语·为政第二》中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政治主张。这种重德的政治思想往往注重个人品行的修炼,而不强调身

体力行,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是一种间接参政的方式。早期华人,面对排斥、压制,他们选择了回

避的方式(典型的中国儒家文化倡导的方式) ,“如果加利福尼亚的社会和经济变得令人不能忍

受,华人便向东流散。如果白人出于妒忌不让华人找到工作,那么华人便自己开设洗衣店、饭馆

或货店,自己当雇主。如果美国法院对待华人不公正,华人便绕开美国法院而成立自己的组织

以调停自己人之间的争端。”cn这或许是其典型的描述。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一个又一个的排华

法案相继出笼,一次又一次的排华风潮甚嚣尘上。

政治参与程度不够强, 势必影响到参政的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华人应该加快中西文

化的调适,保留华夏文化的精粹,去其陈旧落后成份,加速融入美国社会的主流。

3. 团结协作, 发挥群体优势。有人说,对付一个中国人比较困难,对付两个中国人则简单多

了;还有人说,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打麻将”——“我和不了,你也别想和!”

这些说法形象地道出了中国人的某些弱点:自私、勾心斗角、不善协作。深受封建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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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陶的中国移民到达美国后,这些陋习也随之搬到那里, 华人社会长期存在的堂斗以及各种宗

教、血缘、地域、行业的组织,以及各种派系、小团体即是明显的例证。团结协作的精神对于现今

的华人参政十分重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60年代以来黑人民权运动所表现出的群体力量,

正是华人所缺少的。华人在美无论就人口质量、数量,还是就华人社会的整体实力,在少数族裔

中都是相当可观的,为什么参政成绩不甚理想, 远远赶不上犹太裔、日裔? 问题的症结在于:华

人单个来看, 十分优秀,群体来看,则不堪一击。广大的华裔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近些年来一些

参政成果的取得,都是来源于一定的群体力量, 如果群体力量再强大些,则华人参政现状将改

变。眼下,当务之急,广大华裔应该走出派别、区域、政党等的差别, 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争

取华裔正当权益而奋斗,尽量将华裔社会各种力量拧成一股绳,以一种统一的声音求取华人社

会新气象的到来。华人之参政,目前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要克服的障碍

也很多,就内部而言,加强华人团结、革新华人观念、增强华人实力,不仅调动精英阶层参政,而

且还要发动普通阶层参政等等, 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秉承中西文化精髓的广大华裔定能在将来大有所为,团结一致,积极参与政治,融入主流,为美

国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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