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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华侨华人
李 英

澳大利亚现在有 � 万华人
,

其中

一半在悉尼
。

新移民的生活

澳大利亚地广人稀
,

物产丰富
,

风

光优美
,

但是工业和制造业并不发达
,

市场也不大
。

!∀ 世纪 #∀ 年代末
、

∃∀ 年

代初一下子涌进大量的以读书为名实际

是来
“

扒分
”

的人
,

工作十分难找
。

一些文化人
,

他们对于移民生活
、

中西文化碰撞可能比一般新移民更敏

感
、

强烈
。

文学评论家朱先生谈到一些

新移民在移居澳大利亚前就已经是职业

作家
,

他们企图在澳大利亚继续保持那

种写下成熟风格作品的生活方式
,

而且

正沉浸在话语的空前快乐之中
,

却完全

丧失了获得有效倾听的机遇
。

对于英语

读者
,

他们的作品是一堆根本无法解读

的符号 % 而对于具有强烈金钱欲的唐人

街居民来说
,

它们只是一些多余
、

可笑
、

毫无实用价值的废物
。

在一些俱乐部和华人社团的活动

中
,

常常能听到一些熟悉而亲切的歌声
,

而且感觉还很有专业水平
。

知情者说
,

这些人中不少原先是中央级艺术团体的

大腕
,

当时以什么名曲
“

火
”

了大江南

北
。

但现在有的则明显底气不足
,

唱来

唱去还是两首老歌
,

艺术生命就这样断

送了
。

还有的是刚刚打完工赶来
,

有这

种热情就算不错了
,

还能苛求什么呢&

一位来自中国南方某重点大学的高

材生到澳大利亚已有  个年头
,

仍然没

有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

一直在餐馆
、

菜园
、

洗衣店
、

油漆加工厂打黑工
,

直

到 ∃∀ 年代末才获得身份
,

找到一份较

为稳定的超市送货员的工作
。

他不无感

慨地说
,

悉尼郊外住着数万名像他这样
“

洋插队
”

的打工仔
,

并且大都有大学

毕业文凭
。

他们有的转行搞服装
、

开杂

货店
、

开出租车
,

以自己的劳动养家糊

口 % 有的半工半读
,

过了语言关
,

学了

一技之长
,

做到生活无忧
,

但内心深处

总有一种无法排遣的淡淡忧郁
。

而有的

固守中华文化的衣钵
,

对于融入主流社

会
,

甚至英语持排斥态度
,

生活更是艰

辛
,

成了名副其实的
“

边缘人
”

最近几年来澳大利亚实施招才纳

财的政策
,

华人新移民比起 #∀ 年代末
、

∃∋( 年代初的留学生
、

新移民
,

从总体

上来说
,

他们钱多了
,

适应社会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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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高了
。

特别是一批晋人
“

雅皮士
”

一族的华人
,

他们不像众多老前辈那样
,

历经熬身份
、

打苦工的艰难时世
,

相对

而言过着比较轻松的生活
。

当然
,

更多的是由留学生身份转变

为新移民
,

由临时居住变为永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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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生

意
。

他们吃亏在于语言而非智力
。

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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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时
,

他们

还注重对子女用中华文化进行教育
,

吸

收中西方教育的长处
,

有望实现自己未

了的梦想
。

悉 尼唐人街 ! ∀ ∀ 0 年换
新貌

新南威尔士州华裔上议员曾筱龙不

久前在悉尼表示
,

澳大利亚主流社会有

做新年计划的传统
,

华人社区也应该考

虑在新的一年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

华人在做好自己的生意和改善生活的同

时
,

也要改善社区整体环境
,

其中一个

重要任务就是扩大唐人街计划
。

悉尼唐人街是公认的澳大利亚最佳

唐人街
,

这不仅因为她地处悉尼市中心
,

靠近著名的达令港
、

星港城赌场
、

动力

博物馆等旅游景点
,

有众多的食肆和商

店
,

而且还因为她的悠久历史以及文化

遗产所蕴含的人文精神
,

正是移民历史

和多元文化的集中反映
。

唐人街牌楼上

的
“

四海一家
”

几个大字
,

将来自五湖

四海的移民凝聚在一起
,

相互包容
,

和

谐共处
。

今天的唐人街
,

是不断发展的结

果
。

最早的悉尼唐人街是在岩石区
,

和

市内的码头相连
,

在北佐治街有许多商

店
,

这里就是事实上最早的唐人街
。

当

时
,

许多华人也开始移向金宝街和贝尔

抗日战争期间
,

澳大利亚华侨举行反法西斯大示威
�

并寡捐支

持祖国抗日 供图
,

1 2 +3。。亡。

悉尼店人街上一华人小女孩与妈妈
供图 ! −2 +3卜∗4∗

街
,

接近菜市场
,

方便居住和经商
、

种

菜园
、

养鱼
、

从事手工制造业
。

之后
,

唐人街向北延伸至莎瑟街
,

并和海港街

及德信街组成现代唐人街
。

至 5 ∃∀∀ 年
,

绝大多数华人认为喜市场是他们的居住

范围
。

5∃ !∀ 年
,

德信街真正成为华人活

动的中心区域
。

至此
,

唐人街最终形成
。

曾筱龙说
,

悉尼唐人街和悉尼市政

厅历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

市政府拥

有大部分唐人街的物业
,

后来市场搬到

费来明敦
,

华人开始购买唐人街的物业
,

市政府因此要经常和唐人街的业主和商

人打交道
,

特别是保护卫生
。

5∃6 5 年
,

悉尼市政府和华人社区合作
,

成立了美

化德信街华人委员会
,

5 ∃#∀ 年新的唐人

街步行街形成
,

唐人街开始蓬勃发展
。

曾筱龙指出
,

从狭义上来讲
,

现在

的唐人街是从喜街到高宾街
、

德信街的

步行街
,

曾筱龙和一些华人社区领袖谈

论过
,

他们都希望将唐人街沿德信街延

伸至利物浦街
,

并建一个

新的牌楼
,

种植绿树
,

增

加夜市
,

和现在的唐人街

连成一体
,

使更多商家进

人这一地段经营商店
,

扩

大和繁荣唐人街的商业和

文化生活
。

从广义上来讲
,

唐人

街范围北面与悉尼市商业

中心
、

达令港毗邻
,

南面

连接娱乐中心
、

悉尼科技

大学
、

中央火车站
。

唐人

街步行街是通往这些重要

地点的绿色信道
,

扩大和

美化的唐人街将把悉尼的
一重要商业区和旅游点连成

一片
,

游客可以从唐人街
’

一直步行至环形码头
、

植

物园和悉尼歌剧院
。

这种

变化将增强唐人街对亚洲
7

—
一 游客和澳大利亚本国游客

的吸引力
,

带动唐人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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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脸人街脾祖上写 ,
1 《四海一家 ( 供图 > ?2 , 3妇。4∗

提高实用技能和动手能力而设计的
。

张先生经过一番奋斗
,

在澳大利亚

一所大学谋得一个讲师的位置
,

生活安

定下来后
,

也把家里人接过来
。

女儿在

中国国内上小学时成绩中上
,

到了这里

的学校
,

成绩却非常突出
,

尤其是数学
,

学校还特许妞卿匕级
。

他非常满意女儿的听话和用功
。

但

是有一天
,

学校老师委婉地提醒他
,

孩

子太内向
,

过于腼腆
,

家长应鼓励她接

触社会
。

不久学校批发给每个学生一些

巧克力
,

让他们自己去卖
。

老师特意多

给张先生的女儿一些
,

还叮嘱张先生一

定帮助孩子卖掉巧克力
。

随着时间的推

移
,

张先生发现女儿变得越来越开朗
、

自信和健谈 了
。

生意和社会繁荣
。

因此
,

扩大唐人街的

工作值得华人社区去做
。

目前
,

位于高宾街和德信街的旧工

会大楼正进行改建
,

装修后会有更多社

团搬进来
,

今后的华人社会活动会更加

丰富多彩
。

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子女

子理直气壮地说
1 “

你敢扣
�

我
,

我就叫

警察 ≅
”

原来
,

王先生儿子所在的学校

告诉孩子们
,

父母不可以随便打骂子女
。

王先生的朋友告诉他
,

如果孩子真

把警察叫来
,

他将面临一系列的麻烦
,

孩子可能要被带走监护起来
,

他要接受

检查
,

社区的心理医生要对他进行辅导
,

教扭续口何教育孩子等等
。

按照中国人的观念
,

自己的孩子无

论怎样打骂
、

管教都是家事
,

别人管不

着
。

但在西方人看来
,

孩子是与成人平

等的个体
,

父母应该尊重孩子
,

随便打

骂孩子的家长可能会因虐待罪而受到处

罚
。

学英文不忘讲汉语

华侨华人在海外除了要为生存而奋

斗
,

还面临更大的挑战
,

就是如何在与

当地社会相融和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中

找到平衡
。

绝大多数在澳大利亚的华侨华人家

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通晓中
、

英两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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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

卿二不免常有
“

退缘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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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腼腆女儿卖巧克力
父亲打儿子

,

儿子叫替察
由于人口不多

,

高等教育又很发达
,

中国的传统教育信奉
“

棍棒底下出 澳大利亚中小学教育系统的设计不考虑

孝子
” ,

主张父母严格管教子女
。

很多 升大学
,

课程轻松
,

也没有家庭作业
。

中国人移民海外后
,

依然保持了这种教 孩子们的很多时间都消耗在板球
、

足球
、

育观念
,

王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

游泳等体育活动上了
。

他 # 岁的儿子在澳大利亚的小学上 学习上
,

老师也不督促
,

是否努力
,

了半年学后
,

一天又惹王先生生气了
,

全凭自觉
。

但是澳大利亚教育非常重视

正当他准备揍儿子一顿以示惩罚时
,

儿 能力的培养
,

中小学的不少课程就是为
美丽的悉尼海海一年一届的帆船比典
供图 > − 2+Β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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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要求孩子在家里能讲汉语
。

在许多

社区里
,

都有中文学校
,

周末学校的教

室里坐满了在澳大利亚生长而愿意学习

中文的孩子
。

金先生是个事业成功的生意人
,

有

一儿一女
,

5Φ 岁的女儿汉语
、

英语讲

得都非常流利
,

常常为父亲的中澳生意

伙伴做翻译
。

原来女儿刚上小学
,

就被

他送回国内读了几年书
,

汉语很流利了

才回到澳大利亚
。

现在他正考虑让已上小学的儿子也

回国几年
,

学习汉语
。

金先生说他基本

每年都要带孩子们回中国
,

不仅让他们

有个语言环境
,

也让他们感受祖国的变

化
,

不要忘记自己的根
。

李先生于 !∀ 世纪 #∀ 年代在出国学

语言的热潮中来到澳大利亚
。

他在找了

一份稳定的工作之后
,

开始认真培养孩

子
。

澳大利亚的中小学是义务教育
,

家

长不用为孩子掏学费
,

而中文学校却是

收费的
,

但李先生还是坚持让孩子上中

文学校
。

孩子上高中后
,

他还专门请在

澳大利亚大学教中文的教师教孩子古汉

语和中文写作
。

现在
,

如果有人问他的儿子将来想

干什么
,

他都直言相告
,

要做一名外交

官
。

对此
,

他常对朋友们幽默地说
,

他

们两代人最明显的差异就是
—

他当年

为求在澳大利亚立足
,

只能去学最易找

到工作来养家的专业 % 而他的儿子却可

以凭自己的兴趣
,

去构想
、

实现新一代

华侨华人对生活的期望
。

备

枯竭后
,

主要以种植蔬菜

水果
,

从事其他农业及中

小 商业维持生计
,

少数经

营进出 口业
。

广东中山人

马应彪
、

郭乐兄弟
、

刘锡

基
、

李敏周及蔡昌兄弟于

加世纪初先后在香港
、

广

州
、

上 海等地创 办 先施
、

永安
、

新新及大新四大百

货公司
,

以经营百货为主
,

兼营酒楼
、

金融
、

保险及

纺 织 厂 等
。

!∀ 世纪 6∀ 年

代末
,

来自各 国各地区的

新华人移民急剧增加
,

华

澳大利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娜维嫌无生在纪念邓小平
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致辞

,

表达对邓小平的泉敬和怀念
供图 > ? 2+比吐。

链接
1

背景资料

从 5∃ 世 纪 中叶开 始
,

大批 中国

人 ∋以广东人为主 ( 以契约华工身份移

居澳 大利 亚
,

最 多时达 ,
�

# 万人左右
。

#∀ Γ 以上在维多利亚
、

新南威尔士及昆

士兰各州的金矿区以淘金为生
,

少数人

从事小商小贩
、

牧羊工
、

渔业工人及家

庭佣工等工作
。

5∃ 世纪末叶金矿逐渐

人经济获得较快发展
。

!∀ 世纪 ∃∀ 年代

实力的情况大致如下
1
大部分人经营中

小 商业
,

如杂货店
、

珠 宝店
、

电 器商

行
、

五金店
、

药房等等
。

据 5 ∃Γ 年初

资料
,

澳大利亚华资杂货商店 贸易公司

约有 0 ∀∀ 家
。

较大的 贸易公司是许景

河创立的基伯贸易公司和潘俊义创立的

潘氏企业公司
,

均经营向台湾地区出口

澳大利亚优质牛肉等业务
。

5 ∃ ∃ ! 年
,

华

商傅显达创立裕丰有限公司
,

拥有坎农

山购物中心和 �Η 22 沙
Ι ϑϑΚ 广场购物中心

等大型商场
。

华资经营的餐馆约有 #  ∋(∋(

家
,

以 中餐馆占绝大多数
,

亦有少数西

餐馆
、

外卖店等
。

营业规模不大
,

每家

资本额 自 0 万澳元至 5∀∀ 万 澳元不 等
。

电器
、

汽车零件
、

家具
、

钟表
、

眼镜及

首饰店等  ∀ 余家
,

报馆 Φ 家
。

服务行

业 ∋夜总会
、

酒吧
、

电影院等 ( ,0 家
。

书店
、

影印店
、

照相馆  ∀ 家
。

金融保

险 ,# 家
。

旅行社数家
。

食品加工厂 !∃

家
。

纺织厂
、

成衣厂  ∀ 家
。

电子厂 , #

家
。

有 5 万多人种菜或经营果莱种植园
。

有 5> , 左右华人从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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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超级市场等业
,

资

本达数千万至上亿元
。

较著名并列入当

地富豪榜的华人企业家有陈秉达 ∋陈百

纳 (
、

年德拔
、

胡仙
、

李明治
、

陈锡恩 ∋陈

大年 (
、

谢紊华
、

蔡氏家族及王氏家族等
。

其中一些为东南亚国家及香港的移民
。

华资房地产开发业发展迅速
,

约有

Φ! ∀ 家
。

东南亚 大型华资企业集团亦在

澳大利亚投资开发或收购房地产 5∃∃ ,

年
,

马 来西亚郭鹤年兄弟集团在悉尼等

地收购大量房地产
,

并改建为大型住宅

区
。

马 来西亚陈振南家族拥有的怡保花

园集团亦在悉尼兴建大型 商场
、

酒店
、

办公大厦等
。

这些房屋的购买者多为 当

地华商和台湾的厂商及新移民
。

随着旅游业 的发展
,

澳大利 亚华资

经营的旅馆
、

旅行社
、

纪念品商店等增

至 5,∋( ∀ 多家
。

投资者多为新加坡华商
,

占投资总额 的一半以上
。

由于来自中国

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新移民 日益增多
,

中

医诊所 已增加到 5∀∀ ∀ 家以上
,

也有马

来西亚华商创立护理公司和私人医院

等
。

相应的服务行业如洗衣店
、

理发店
、

移民顾 问公司等也增至 0, ∀ 多家
。

华资经营的工业以食品加工业
、

纺

织及成衣业
、

化工业等为主
。

鱼
、

肉
、

蔬莱
、

水果的冷冻加工厂有 ,! ∀ 多家
,

成衣厂商有 !! ∀ 家
。

华商陈锡家族经营

的 纺织成衣厂 规模最大
,

资产总值约

∃∀ ∀∀ 万澳元
。

台湾的宏基电脑公司
、

东

元电机公司
、

台湾糖业公司等大企业都

有在澳大利亚设立的装配厂和加工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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