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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華百年美參院道歉
承認有違平等原則 華人議員推動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沙飛 廣州報道）有數字
顯示，19世紀50年代到20世紀初，僅洛杉磯就住

一萬名華人
勞工。這些勞
工大都來自中
國廣東，為了

還清交給「蛇頭」的費用，他們要先做5年苦
力，他們的命運甚至連黑奴都不如。這些廣東農
民來美後長年做苦力，不會說英文，沒有家，沒
有任何財產，死後連葬身之地都沒有。

據《洛杉磯時報》的報道，108具華人遺骸
之中，75%為成年男性。資料表明，遠在1815
年在加州就有中國移民的紀錄，第一次大規模
的中國移民潮始於1848年加利福尼亞州的「淘
金熱」，來自廣東及南中國的中國移民，都在
礦區工作或當建築工人或參與興建美國內陸鐵
路。

屍骨築起大鐵路
1864年，美國聯邦政府決定修建連接東西部

的鐵路，由於工程地形複雜，氣候惡劣，吃苦耐
勞的華工開始被大批量的僱傭。根據當時的統
計，在整個鐵路修築過程中，華工的數量一直比
較穩定地保持在1萬人左右，佔工人總數的
90%，他們大多來自廣東和福建兩省。

正是這項被舉世稱讚的工程中，約有1000名
華工死在這裡。1970年，人們從當地沙漠中挖出
2000磅(約合907.2公斤)的華工屍骨。廣為流傳的

「每根枕木下面都有一具華工的屍骨」，這句話絕
非誇大其詞。

華工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拿的錢卻比白種工人
少。鐵路公司每月付給白種工人35美元，另包食
宿；付給華工的卻只有26美元，還不供食宿。再
者，華工全部沒有人身保險，公司還不承擔對工
人家屬的任何義務。

華工境況慘過黑奴

美國唯一
種族排斥法案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電，美國參議院6日

晚以全票通過一項決議案，為19世紀

末、20世紀初的排華法案等歧視華人法

律表達歉意。決議案的主要發起人布朗

參議員(Scott Brown)說，雖然道歉並不

能補償過去這些歧視性法律為中國移民

帶來的傷害，但承認過去犯下的錯誤仍

然非常重要。推動決議案通過的華人領

袖7日表示，這一決議案通過為美國華埠

了結了百年恥辱，帶來了遲到的公正。

排華法案是美國歷史上唯一針對某一族裔的移民排斥法案，由美國國會
在1882年通過。美國國會此後數次擴大該法案的適用人群，將所有華

裔包括在內，每次都對華裔作出愈加嚴格的限制。這一系列法案直至1943年
12月17日才被廢除，但美國國會此前從未就此正式表示過歉意。

給祖父輩遲到的公正
美國參議院6日通過的決議案以編年體方式細數對華人的不公不義，承認

排華法案與其他的反華立法，違反美國《獨立宣言》與憲法的平等原則和精
神。參議院對當年因這些歧視性立法而受傷害的華人及其後人表示歉意，並
重申承諾保障華人及其他亞裔在美國享有與其他種族完全相同的憲法權利。

推動此決議案獲得通過的加州民
主 黨 參 議 員 黛 安 · 法 因 斯 坦
(Diane Feinstein)7日發表聲明指
出，排華法案是美國歷史上

「可恥的一頁」，這段歷史絕對不能被
忘卻，我希望通過這一致歉案，讓那些不了解
美國歷史上這段遺憾篇章的人清楚真相，徹底結束那段困
難時期給華人移民家庭及後代帶來的傷害。

決議案最早推動者之一、美國華人全國委員會主席薛海培說，加州華人有
很多人的祖父輩曾經遭受過種族歧視，決議案的通過為美國華埠了結了百年
恥辱，帶來了遲到的公正。

促眾議院及總統道歉
眾議院的道歉議案由民主黨埃爾蒙特州華裔女眾議員趙美心(Judy Chu)

等人動議，並已獲得跨黨派議員支持。《洛杉磯時報》引述趙美心說，
她的祖父正是當年在排華法案的敵視氛圍下掙扎求存的一員。美國全國
各地成千上萬擁有相近家庭歷史的華人都將為參議院版本的決議案獲得
通過而慶祝。

薛海培說，他希望眾議院版本的道歉議案能在明年5月前獲得通
過，下一步他還希望推動白宮方面對此作出表示。薛海培表示，參議
院通過道歉案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的工作，下一步除了推動眾議院通過該法案
外，他還會力爭讓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發正式的聲明或公告，正式向全體美國
華人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沙飛 廣州報道）2003年4月，華裔女作家
張純如的《在美國的華人：一部敘述史》在
洛杉磯出版後，引起美國社會的強烈反響。
該書揭露了早期華工在美國遭受到的歧視。

中國打工族 慘遭妖魔化
在19世紀70年代，華人移民在給美國帶來

利益的同時，他們也成為替罪羊。在1848-
1855年加利福尼亞的淘金熱中，大量中國貧
民來美找尋 他們的財富。隨 淘金競爭加
劇，當地人對華人的憎惡也迅速增加，其後
演化為反華械鬥。華人們在被強行驅逐出金
礦之後遷入了城市，從事薪酬勞動和僕役。

在當時，華人被描述為「妖魔鬼怪」。加州
一份日報在1879年的一篇社論中把華人形容
為「半人半魔，吃老鼠，衣 破爛，不懂法
律，憎恨基督文化，吸鴉片，廉價勞工，吮
吸內臟的亞洲人」。

美國經濟差 即出排華潮
在歷史上，出現過兩次較大規模的勞工輸

出，隨之而來的是兩次大規模排華浪潮。
1877年美國加州經濟轉入低迷，出現第一次
排華浪潮。為此，1880年美國與清廷簽訂

《北京條約》，其中第一條款規定限制華人到
美的人數和年限。1882年，美國通過《排華
法案》禁止中國移民。第二波華人移民潮出
現在1952年和1965年，美國移民法解禁之
後，大量台灣留學生到美國求學，其中一部
分畢業後留在當地工作而成為移民。自1965
年起，美國移民局對華裔移民分別予以中國
大陸、英屬香港和台灣出生不同的配額。

在美華裔人 至今存歧視
曾經有兩宗事件刺激了美籍華人和美籍亞裔人，尤其是美

國出生的華人：1982年陳果仁被白種人汽車工人謀殺事件；
以及1999年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文和
因未經證實的行為被指控為間諜事件，不少人認為他們兩位
是種族歧視的受害者。中美關係緊張時，華人總會受到傷
害。2001年撞機事件發生後，伊利諾伊的兩家電台公開號召
人們抵制中餐館，甚至提出要把華人都「趕回中國去」。

赴
美
華
人
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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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史中國成赴美移民第二大來源地

香港文匯報訊 據美國《僑報》報
道，在美外國出生的移民已達創紀錄的
4000萬，其中亞裔移民1128萬，出生於
中國的旅美移民達近217萬，在墨西哥
之後居第二。

華盛頓智庫移民研究中心主要根據最
新人口普查數據於6日推出的研究報告
顯示，中國是全球赴美移民第二多的國
家，現有定居美國但出生於中國大陸、
台灣和港澳的第一代移民216.7萬，僅次
於墨西哥。

這份報告說，相較於1990年到2000年
美國工作機會增加2000萬而移民只增長
1320萬，過去10年美國就業機會減少40
萬，但移民增量卻創1390萬的歷史新
高。現在旅美外國移民數量是1990年的
兩倍，1980年的3倍，1970年的4倍。

《排華法案》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一個針對
某一族裔的移民排斥法案。這項法令1882年
獲得通過，直到1943年12月17日才被廢除，
但至今美國聯邦政府或國會從未就此表達過
歉意。該法案不允許一般的華人進入美國，
不允許哪怕在美國合法的華人加入美國籍，
要求華人隨時隨地攜帶身份證明。

此外，當時在加州等地也出台了類似的歧
視性的排華法案，禁止華人在美國擁有房地
產、不允許華人與白人通婚、禁止華人在政
府就職、不允許華人同白人在法院對簿公堂
等等。2009年加州議會和舊金山議會已先後
通過決議案，就《排華法案》向華人道歉。

話你知

■1850年隨「淘金熱」前往加州的華工。

■1885年，加州的上百名華人被趕上船隻，放逐他鄉。 網上圖片

■正在淘金的中國苦力。 網上圖片
■美國其他族裔對華人文化充滿好奇。圖為紐約唐人
街舞獅慶祝春節。 資料圖片

■餐館老板是當年華工的第三代傳人，已融入當地社
群。 新華社

■1882年，
美國出台排
華法案期間
的排華宣傳
漫畫。

網上圖片

■攀登雪山的華工。

■國會議員趙
美心(右)、比
格特(中)、科
夫曼(左)等於
今年5月共同
提交議案。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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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勞工為美國大鐵路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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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一群華工長途遷徙，穿過冰凍的密
蘇里河，從加州步行到得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