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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加拿大民族决策的角度透视新移民的融合问题

徐 � 丹

(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 � 摘 � 要: 就新移民如何调整自己的处境以便尽快被加拿大主流文化所接纳的问题, 无论是加拿大政府部门还

是理论界都有各自的看法甚或争议。试图从加拿大民族决策的角度对此现象加以剖析。加拿大政府在阐释该国

的移民问题时通常采用�融合�这个术语, 认为顺从主流文化的融合是新移民能够被东道国吸纳的最为理想的方

式。然而从表面上看, 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对那些坚持自己民族特色的新移民给予宽容的态度, 实质上却将其

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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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一个以多民族和多元文化著称的发达国

家,就其每年接收的移民数量而言,加拿大无疑是世

界上最大的移民接收国, 也是在外国出生的人数占

全国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 1] (P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加拿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新移民入境的政策

和法规,先是于 1967年推出� 打分制度� ( Point Sys�

tem) ,根据申请者潜在的经济贡献能力筛选移民; 紧

接着又在 20世纪 70年代初期颁布了多元文化政策

(Mult iculturalism) , 广泛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1985年,加拿大联邦政府修改了投资移民法案, 敞

开国门欢迎所有投资者、企业主和个体经营者,此举

给该国迎来了又一个移民浪潮。加拿大人经常自豪

地说, 世界上有多少国家, 他们就有多少民族。诚

然,多民族有它的好处,可以从各种优秀文化中汲取

营养,吸收多方面的人才发展本国的经济;但也有它

的问题:主流社会怎样认同诸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

的新移民? 新移民又如何对东道国真正产生归属

感? 虽然加拿大联邦政府坚信多元文化政策是解决

上述疑问的良药, 但其结果是复杂的。一方面加拿

大整体的社会平等有了更大的进步,特别是在 1982

年权利和自由宪章进入加拿大宪法以来, 少数群体

的权利得到了进一步的保护;另一方面强调多元化

的政策则强化了各少数群体自己的认同, 而表现出

削弱对加拿大国家集体认同的倾向。在这种情况

下,加拿大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在保护少数群

体的自由和权利的同时又能协调其与多数群体的关

系,在自由民主体制下健康发展多元文化的公民社

会就成为一个严肃的课题。一直以来, 无论是加拿

大民族政策的制定者还是理论界的研究人员,在讨

论这一课题时都倾向于使用� 融合�这个术语。大家

普遍认为融合是新移民被东道国所接纳的一种理想

的途径,该标准既可以界定新移民的成功与失败,也

能够体现加拿大移民政策的效力。但是研究表明,

加政府在使用这一标准评判新移民时, 经常局限于

对他们身份认同的狭隘理解,刻板地期待他们能够

大一统地遵循加拿大本土人士的行为准则。例如,

新移民的收入水平如果同加拿大当地人保持一致,

他们就被认为达到了经济上的融合。同样, 新移民



的融合程度与其能否熟练运用英语或法语, 是否脱

离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氛围并且积极参与主流社会的

社交或政治活动密切相关。简言之,新移民对主流

文化的完全认同意味着他们最终抛弃自身拥有的民

族文化的特色。基于这一衡量标准,加拿大联邦政

府及本土人民对新移民的社会地位的认同完全模式

化了。本文以分析加拿大民族政策对新移民融合标

准的阐述作为一个切入点, 试图论证融合是一个需

要新移民和加拿大社会双方付出努力彼此适应的过

程。

一、讨论融合问题的社会背景和理论依据

加拿大社会各阶层对新移民融合问题的争议

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加拿大在历史上长期受制于

英国的殖民统治,而且至今仍然是英联邦的成员国

之一, 所以英裔群体在制定和执行国家决策时具有

相当的优势,其倡导的文化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社

会所公认的主流文化。著名社会学家约翰�波特在

�直立的马赛克:加拿大的社会阶层与权力�一书中

系统阐释了加拿大种族分级的特征,认为种族歧视

的现象依然存在。长期以来, 英裔和法裔群体通过

掌控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优势,实际上已经形

成了很多有利于本民族的规则, 这就使得其他相对

弱势的群体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要么想方设法融

入主流社会;要么坚持自己的民族特色被排斥在主

流文化之外。[ 2] ( P55)直到现在, 英裔和法裔群体仍是

加拿大的� 创始民族� ( the founding peoples) , 它们无

论在人口规模还是社会政治利益方面都处于主导地

位。不过加拿大政府放宽移民政策后, 越来越多的

新移民来自非英法国家。出于对加强各民族的团结

和巩固国家政权的考虑, 联邦政府于 1971年出台了

多元文化政策, 进一步诠释了加拿大社会认同的实

质,即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权在东道国保留和发展

自己的文化与价值。加拿大政府明确指出, 虽然政

府规定英语和法语为两种官方语言,但这并不意味

着政府只推崇两种官方文化, 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比

其他文化更具官方色彩。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必须是

所有加拿大人的政策。
[3] ( P180) [ 4] ( P33)

按照加拿大官方

的说法,多元文化政策建立的前提是允许公民个体

在支持国家统一的基础上拥有自由选择文化的权

利。我国著名学者高鉴国教授在深入分析了加拿大

多元文化政策后认为, 所谓个人选择的自由是多维

的: ( 1)个人的族裔认同所体现的群体归属感是一种

� 集体生存意志�的反映; ( 2)多元文化意味着同化和

选择任何文化因素的权利, 如果一个人由于血缘和

语言而被禁锢于一个特别的文化圈子内, 其个人自

由也将受到极大的妨碍。在一个多样化的社会中,

个人自由难以自发地实现,政府的多元文化政策就

是对个人选择自由的明确支持和积极保护。[ 4] ( P34)然

而,虽然多元文化政策倡导尊重移民个体文化的差

异,但是这些差异是否对主流社会奉行的自由主义

的民主造成威胁却一直是加政府关注的焦点。为了

避免这种担忧,融合被认为是最好的选择。不过,如

何在不损害民主的广泛性和凝聚力的基础上将新移

民的文化差异融合起来是一个理论上的难题,因为

新移民的个体文化差异以及联邦政府奉行的多元文

化主义对强调尊重全民利益的自由民主社会是一个

挑战。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政治系教授阿布- 拉班

曾经明确指出,这是一场关于� 受限于少数民族差异

的自由主义,以及/或者受限于自由主义的少数民族

差异�的争论。[ 5] ( P438)有人对此提出了几个解决办法。

首先,许多自由党领导人认为,一方面坚持自由主义

(Liberalism)和普遍主义 (Universalism) , 另一方面拥

护多元文化主义和特殊主义( Particularism)并非势不

两立,因为承认新移民的个体差异和文化传统对于

宣传文明社会人人平等的论调很重要。其次,那些

批判多元文化主义的学者们声称: 自由党政府对多

元文化政策的表述只是象征性的, 它仅仅是在私人

生活中简单鼓励个人的多元文化, 对于制度的均衡

性和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并未触动,也就是说,自由主

义依照自己的意愿制定了多元文化政策但同时又对

其不予重视。另外, 一些抨击差异论和多元文化主

义的评论家强烈支持主流社会普遍推崇的价值观和

自由传统,预言新移民的非主流文化将会冲击国家

政权的完整性乃至于导致国家分裂。[ 6] ( P682)这里需要

指出的是,虽然加拿大政府、移民评论家和学者们

对融合的方式说法不一,大家至少有一点共识: 都认

为移民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和顺从是成功融合的标

尺。

二、加拿大联邦政府对融合理论的政策性阐释

加拿大联邦政府认为,所谓的新移民的融合过

程就是指他们成为生产力成员并同主流社会建立密

切关系的过程。一份来自 2002年� 加拿大公民移民

部�的报告对此作了详尽说明: � 融合目标是为了帮

助新移民尽快安居乐业以便早日成为加拿大社会建

设的贡献者。这是一个双方面都要付出努力的过

程,因为新移民和东道国都需要时间来彼此适应。

在整个融合过程中, 加拿大政府会提供大量安居项

目、服务设施以及促进融合的活动来满足新移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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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 7] ( P2)据此我们可以归纳出几项核心内容: 第

一点, 它暗示融合的最终目的是鼓励新移民完全投

身于东道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各个领

域,快速平稳地过渡成为对东道国有贡献的成员; 第

二点,既然融合是一个双向过程,新移民和加拿大社

会都应该为此做出相应的改变。� 加拿大公民移民

部�副部长明确指出融合不是同化,而是在多元文化

主义下保留新移民的个体文化差异: � 在加拿大, 融

合是新移民和加政府彼此适应的过程: 它鼓励新移

民在保留自己文化特色的前提下适应加拿大社会;

它同时鼓励公民和机构对新移民带来的文化差异持

善意的、尊敬的态度� [ 8] ( P4) ; 第三点,加拿大官方在应

对新移民的融合问题上态度积极。为了帮助他们早

日获得必需的社交和语言技能, 加政府可谓不吝财

力物力。以 2000- 2001财政年度为例, 加政府先期

投入 2050万美元, 而后又划拨给各省区 1570 万美

元用于安置新移民并提供各项培训服务, 如语言技

能的培训等。[ 9] ( P1)但是,尽管加政府的安居项目意义

重大,由于财政拨款偏重于解决新移民的就业问题,

所以在覆盖面上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

但是,就如何对待新移民的文化差异而言,加拿

大政府真正做到了言行一致吗? 答案是否定的。众

所周知,融合过程中的语言交流障碍是新移民和本

土出生的加拿大人都要面对的难题,但是主流社会

更期待新移民采取顺从和屈服的态度尽快掌握东道

国的官方语言, 效仿本土人的生活准则和行为模式,

并以此作为价值尺度来评判新移民的融合程度。来

自� 加拿大就业和移民部�的一份文件使我们深刻体

会到政府在阐述融合政策时的自相矛盾的说法, 一

方面它一再强调融合并非否定新移民的个体差异,

但另一方面它又敦促新移民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作

为行为标准:� 加拿大已经正式以官方的名义承诺,

在融合过程中允许移民团体保留他们的民族身份

��联邦政府已经明确指出融合是一个双方面都要

付出努力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移民和加拿大社会

对彼此的接纳和适应��在探讨移民如何成功地融

入加拿大社会时,我们不妨假设那些选择来到这里

的人尊敬加拿大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已经成功地

融合进加拿大社会的移民, 应该很满意自己同其他

加拿大人一样在社会和经济生活等重要领域里所取

得的成就。� [ 10] ( P7)毋庸质疑, 上述官方文件肯定了加

拿大普遍价值观的重要性, 同时指出遵循加拿大生

活标准是成功融合的根本。移民迈入加拿大国门那

一刻起就应该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有着普遍价值

观和行为标准的成熟社会,他们的义务是� 签署�一

份大家心照不宣的� 社会合约� :� 允许一个经过协议

的价值观推动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去运作和发

展�。[ 12]
加政府没有明确解释何谓� 经过协议的价值

观� ,不过通过分析 2002年 10月加拿大下议院重新

修订的公民宪章里的一段公民誓词: � 新公民尊重加

拿大的权利和自由并支持民主价值观� , [ 11] ( P1)我们

不难发现其内涵。应该指出的是, 移民必须尊重加

拿大核心价值的观点经常导致人们对有别于主流文

化的种族差异的偏见, 我们可以从加拿大官方对少

数民族聚居地的描述看出这一点:� 在缓解陌生文化

对新移民造成的巨大压力时,少数民族聚居地可以

起到积极的作用��从少数民族团体控制其成员防

止他们改变本民族的行为标准和价值观的程度来

看,他们能够阻止新移民完全融入主流社会,并最终

把自己孤立起来��理想的方式是, 在一个主张融

合的社会里, 移民可以先期利用少数民族聚居地的

资源,最终离开它进入主流社会。由此可见,来自外

部更大团体的排斥促使个体的新移民寻求少数民族

团体的庇护。少数民族聚居地虽然会继续存在, 但

是一旦个体在东道国站稳脚跟就可能选择离

开。� [ 10] ( P9)显然,少数民族聚居地在反对� 主流社会�

和� 更大的社会团体�时具有社会特征, 因此跟加拿

大的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实际上, 少数民族聚居

地之所以不被看好是因为它将自己孤立于主流社会

之外。虽然它们在特定的时间里会给新移民提供精

神上乃至物质上的支持以应付来自外围社会团体的

偏见,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他们对� 非主流文化

的标准、价值和行为�的坚持阻碍了新移民和主流社

会的融合。鉴于这一点, 尽管加拿大社会对少数民

族聚居地的存在持包容的态度, 却希望个体移民只

把这里作为加入主流社会的踏板而非永久的港湾。

三、结语

综上所述,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策者们在对待

新移民的融合问题上持相对矛盾的观点, 一方面他

们奉行多元文化主义, 声称尊重新移民的民族差异;

另一方面他们又衷心希望新移民对加拿大主流文化

采取顺从的态度。试想, 如果新移民的融合过程意

味着他们将被加拿大本土人以国家的共同建设者来

接受,这样的伙伴关系就应该是建立在尊重和欣赏

差异的前提上,而不是由那些有权制定宪章的阶层

强加在新移民身上的统一基础。狭隘的融合观点使

人们不愿意承认移民的差异能够弥补加拿大社会所

没有的财富, 同时又未必能削弱其作为一个国家已

经拥有的财富。加拿大政府在评估移民融合与否时

应该考虑到社会各机构对其开放或关闭的程度;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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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各团体是否愿意接纳新移民; 加拿大本土出生的

人将新移民看作伙伴还是入侵者, 等等。由此可见,

加拿大民族政策的制定者首先应该放弃种族优越主

义的论调, 并向全社会宣传融合是一个需要新移民

和东道国双方付出努力的过程。为了履行这一承

诺,加拿大政府应该自愿作出相应的调整。成功的

融合不仅仅是新移民顺利融入主流社会, 也应该是

整个社会赋予新移民公民权利和社会财富的过程,

同时也允许他们享受某些特殊权利,如挑战权力机

构的权利。换句话说, 融合应该保证新移民享有同

加拿大本土出生的人一样的辩解权利、异议合法性

以及保留差异的权利等。总而言之, 融合是接纳新

移民进入一个参与和协商国家建设的民主过程, 而

不是单方面顺从权力阶层预先制订的所谓的社会标

准的过程。加拿大著名移民问题研究专家李教授对

此有独到的见解, 他认为政府在强调� 融合�这一理

念时应该体现更全面的包容性, 在世界日益全球化

的大环境下, 加拿大各民族间的差异应该被看做是

建设多元社会的宝贵资产。[12] ( P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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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ew Immigrants� Integration from the Angle of Canadian National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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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for the problem of how newcomers adjust themselves to mainstream culture, both Canadian government and theoretical

circles have particular views even debates. This thesis tries to analyze this phenomenon from the angle of Canadian national policy.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prefers the term � integration� in talking of immigration and believes that integration based on conformity

with the mainstrecma culture is a desirable way by which newcomers will become members of the receiving society. Superficially,

Canadian multiculturalism shows a tolerant attitude to those persisting their ethnic culture; practically, it drives them outside the

main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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