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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人來自世界各地，除了中國，還有
從東南亞、南美以至非洲遷居的海外華人，
他們對參政的態度各不同。吳華揚表示，無
論政見如何，有一點肯定的是，華人之間的
聯繫前所未有地緊密。

小時打長途太貴 寫信回鄉
他憶述兒時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生活，他
的社區裡鮮有華人居住，身邊都是本地人。
想打電話給台灣的祖父母，一年也打不了一
次，因為電話費太昂貴負擔不起，只能寫
信。現在，美國華人遭「孤立」的情況已成
為歷史，網絡技術把華人連在一起，他指很
多華人靠即時通訊軟件微信了解中國，這對
華人參政也是有利因素。
吳華揚的父母由台灣移居美國，他於1967
年生於底特律。他坦言對這座曾經輝煌的
「汽車城」感到自豪，每當有人問他從哪裡
來，他都不假思索地說底特律。吳華揚曾經

去過台灣，但從未在當地長住；他在成年後
才踏足中國大陸。他坦言「只有在太平洋的
這一邊自己才感到自在，而不是另一邊」。

被追問「你從哪裡來」
不過，即使他對底特律的事情如數家珍，

但對於人們繼續探問「那麽你到底從哪裡
來」這問題，他和大部分亞裔美國人一樣，
多少感到不耐煩，即使對方只是好奇和沒有
惡意。吳華揚說︰「如果你說了自己的名
字，又被追問你的種族背景、祖輩和血
統……相信大部分人都會反感。」他形容這
是一種冒犯，變相不承認一個人的身份，把
其變為一個族群的代表。
吳華揚續指，令他最不安的是，若不想繼

續在血統這事糾纏下去，「你從哪裡來」這
問題往往淪為華人刻板印象的一部分，而刻
板印象正是種族之間不信任、排斥和仇恨罪
行的伏線。

專 訪 美 國 百 人 會 會 長

華人聯繫空前緊密 更了解中國

華人為美國寫下重要篇章，從故鄉漂洋過海、

經歷19世紀排華法案，華人走過艱苦歷程，如

今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日益提升。本報專訪美

國華人精英組織百人會(Committee of 100)會長

吳華揚(Frank H. Wu)，他暢談華人從政的意義

和挑戰，形容為「美好與糟糕並存」，最重要是

發奮自強，把困境轉化為機遇和進步，並肩負為

中美兩國擔當「築橋」和「傳話人」的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鍾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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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底，美國國會出現從未發生過的一幕︰一眾
民主黨議員在國會集體靜坐，抗議控制參眾兩院的

共和黨在槍械管制議案上一再拖延。這是兩百多年來首
次有議員在國會議事廳發起這類抗議，而示威者當中有三
位華人的臉孔，他們是眾議員趙美心、孟昭文和劉雲平。
「這是美好的時刻，也是糟糕的時刻！」(wonderful mo-
ment and terrible moment)，吳華揚接受本報訪問時如此
形容華人參政現狀，立即令人想起狄更斯名著《雙城記》
的名句「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刻板印象難除 從政求變
既然美好，緣何糟糕？吳華揚解釋，華人在美國全國

和地方層面積極參政，取得實質成就，這有目共睹，上
述三位華人晉身國會已是明證。然而，美國社會仍然充
斥着關於中國的負面消息，諸如西方輿論常掛在口邊的
南海爭議、人權問題和中國威脅論。吳華揚直言，這些
負面觀感完全是不適當和無必要。他指出，美國歷史上
一直對華人抱有刻板印象(stereotype)，覺得他們「不想
留在這裡、不屬於這裡」，甚至抱有深深的懷疑，認為
華人是「間諜」和「不忠於美國」。
吳華揚認為，恰因為如此，華人更加必須站起來，勇敢

發聲，並「建立對美國的歸屬感」。他進一步指，華人參
政的動力分為正面（希望）和負面（憤怒）兩種，遭受偏
見令華人感到不滿和憤怒，促使他們參政尋求改變。由
此，負面動力可轉化為積極的能量。

籲多參與公共事務討論
他提出華人須提高參政意識的三大原因。首先，民主是

眾人之事，包括華人在內的所有美國人都應該參與。其
次，華人仍面臨各種歧視。再者在外交層面，中美關係出
現一定程度的緊張，而美國推出亞太再平衡戰略後，兩國
「在各方面都存在巨大風險」。吳華揚強調，華人有義務
和能力（熟悉兩國語言和文化），可作為中美雙方的傳話
人。在這方面，華人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為改善雙
邊關係發揮橋樑作用，因為「沒有其他人能夠幫助我
們」。他又認為華人融入美國的同時，決不能對中國不聞
不問，而應留意中國的發展和中美外交動態。
接着，吳華揚深入剖析當前華人參政遇到的困難和應

對之道，主要分為外在和內在兩大範疇。如前所述，外
在因素是美國社會對華人抱有的戒心，質疑華人的美國
人身份。吳華揚批評部分華人不參與公共活動，下班後
就回家，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他建議華人多出席公共
事務會議，若獲邀請就應欣然參與；他又指華人可透過
參軍，展示自己關心國家。

維護權益 華社需多元人才
至於內在因素則牽涉家庭，吳華揚稱，上一輩的華人

父母只想兒女努力讀書和工作賺錢，抗拒他們從政。他
承認，家長想子女成為科學家和技術專才，本身並沒問
題，但華人社區需要律師和作家等多元化的人才，捍衛
族群權益。他慨嘆華人傾向息事寧人，遇不平事也少作
反抗，亦沒有全國知名的華人民權領袖。
對於政治可能給人高高在上的感覺，吳華揚反指，成功

參政沒有太多秘訣，也不特別，肯走出來競選就可以了，
「你看很多美國政界人物，他們本身也是像你和我一般的
普通人」。

■吳華揚（左3）是美國知名的法律教育專家，曾於黑斯廷斯法學院等院校任
要職。 受訪者提供照片

■吳華揚認為華人應為中美交流「築橋」。圖為中美元
首去年在白宮會晤。 資料圖片

■吳華揚鼓勵華人討論
公共事務。

受訪者提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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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參政系列之一

美國大選臨近，華人等少

數族裔票源成為兵家必爭

之地。環顧全球，無論是參選或是投票，華人

在政治舞台愈趨活躍。本報由今天開始推出五

篇系列專題，專訪美國、澳洲、英國和加拿大

投身政壇的華人政治人物，以及將投下手中一

票的選民，由他們親身解說華人參政情況，探

討這股潮流如何影響世界。

編者的話

吳華揚小檔案
1967年 生於俄亥俄州克利夫蘭

1988年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畢業

1991年 取得密歇根大學法律博
士學位

1995年至2004年 任教於霍華德大學法
學院

2004年至2008年 出任韋恩州立大學法學
院長

2010年至2015年 出任加州大學黑斯廷
斯法學院院長

今年4月 獲選為百人會會長

曾任公職（部分）︰
■國家諮詢委員會制度質量和誠信(NACIQI)
成員

■軍事領導層多元化委員會成員

著作（部分）︰
■《黃種人：在黑人和白人之外的美國人
種 》 (Yellow: Race in America Beyond
Black and White)
■《種族、權利和賠償：法律和日裔美國人
拘禁》(Race, Rights and Reparation: Law
and the Japanese American Internment)

亞裔傾向撐民主黨
華人 亞裔 全美

全國人口
美國居民(2013年) 430萬 1,920萬 3.16億
人口增長(2010至2013年) 13.1% 10.9% 2.4%
主要聚居州份(頭三位)
加州 152.5萬 616.2萬 3,833萬
紐約州 69.3萬 173萬 1,965萬
得州 20.1萬 128萬 2,644萬
參政狀況
已登記選民投票率(2012年大選) 71% 79% 87%
支持候選人的比例%
(民主黨奧巴馬/共和黨羅姆尼) 69/29 68/31 51/47

資料來源︰美國進步中心、AAPI數據

愈來愈多華人和其他亞裔人士在
政界和商界擔任領袖，隨着更多人
力爭上游，種族「玻璃天花」的阻
力也愈明顯。對於各種明顯和隱性
的種族歧視，亞裔有時覺得缺乏支
援，未獲社會同情。吳華揚表示，
這是因為亞裔不被視為「弱勢少數
族裔」(vulnerable minorities)，剛好
相反，美國社會對亞裔的觀感是
「模範少數族裔」(model minori-
ties)，是生活優越和工作出色的一群
人，也是競爭對手。
吳華揚續指，事實上，美國亞裔普

羅大眾的處境並不比其他有色人種好
很多，但人們只是看到小部分極富裕
和奢華的亞裔人，就以為這是整個群
體的狀況。這導致白人、黑人和拉丁
裔美國人感到焦慮，擔心亞洲人超越
他們。這正如上世紀日本經濟騰飛
時，美國人怕被日本人「買起」，這
種恐懼如今轉至華人身上。然而吳華
揚也不贊成亞裔把自身描繪為受害
者，而是應該盡力使自己更融入美國
主流社會，認可同一套價值觀。

■愈來愈多華人躋身美國政壇。
圖為華盛頓國會山莊。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