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8 壹读·国际 2018年4月29日 星期日

编辑：王昱 美编：许雁爽 组版：继红

华华工工，，为为何何勤勤劳劳却却不不被被尊尊重重
加拿大温哥华市为排华“黑历史”道歉的背后

当地时间4月22日，加拿大温哥华市政府和议会就历史上对加拿大华人实施歧视性法律和政策作出正式公开
道歉。这则消息估计会让不少国人在欣慰之余感到吃惊———“什么？加拿大还排过华？”

对于这个因地广人稀而向来广纳移民的“枫叶国”，的确很难想象它竟然还曾经立法排斥过华人。实际上，“排
华”不仅是加拿大的黑历史，更曾是一股席卷美欧各国的狂潮。而这场狂潮的动因，真的可以用简单的一句“种族
歧视”或者“弱国无外交”来概括吗？读完本文，你会明白，真相远没有那么简单。

昱见
遇见历史 预见未来

本报记者 王昱

不受欢迎的“勤劳者”

19世纪中叶，随着铁路技术
的成熟，美国和加拿大兴起声势
浩大的铁路修筑运动，大量就业
机会吸引了大洋彼岸的大批中
国劳工远涉重洋来到美洲大陆
修筑铁路。短短十数年间，数以
万计的华工来到加拿大参加铁
路建设，恶劣的工作环境导致华
工大量死亡。据不完全统计，仅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在修建西部
路段期间，就有3千多名华工丧
生。

然而，华人如此辛勤的劳动
和沉重的付出，非但没有获得加
拿大的感恩，反而招来了接二连
三的排华法案：1885年，《中国移
民法》出台，该法案要求华人入
境时额外缴纳人头税。此后，随
着法案的不断修订，人头税的数
额成倍上涨，最高峰为1903年的
500加元，相当于华工在加拿大
工作10年的存款。在“人头税”法
实行期间，加拿大共向82369名
华人征得约2300万加元的人头
税，数额堪比兴建整座太平洋铁
路的费用。1923年，加拿大变本
加厉，干脆禁止一切华人移民该
国。

同样在兴修太平洋铁路期
间大量使用华工的美国，在排
华上也不遑多让：1852年，美国
加州率先通过“外国矿工执照
税法”，高额盘剥华工；1854年，
加州最高法院宣布华人不准在
法庭作证；到1882年，美国国会
在激烈辩论后最终通过《排华
法案》，宣布绝对禁止华工入境
十年，其他居美华人如果没有
适当的证件，一律驱逐出境，今
后各地均不得准许华人加入美
国国籍。

在那个年代，不仅美加两
国，在澳大利亚，1857年发生了

“巴克兰排华事件”，2000多名
华人矿工遭到抢劫和屠杀。在
墨西哥，1911年的托雷翁惨案
造成了该城整个华人聚居区被
摧毁，仅9个小时内就有三百名
华人被屠杀……

并非只因“弱国无外交”

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
勤劳的华工为何在世界各地遭
遇排挤？

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中国人
最容易想到的答案莫过于“种族
歧视”和“弱国无外交”。但细细
想来，这两个说法都不太全面。

若说种族歧视，在白人种
族主义者的“鄙视链”中，最受
歧视的其实是黑人，而在白人
族群中，犹太人、吉普赛人等人
种也很受歧视。但像美国这样
的国家，却从没出台过一个《排
黑法案》《排犹法案》。事实上，

《排华法案》是迄今为止美国出
台的唯一一份针对特殊族群的
歧视性法案。

至于说“弱国无外交”，则更
站不住脚，在那个帝国主义横行
的时代，清朝好歹还有个“大国”
的架子，而像爱尔兰人、波兰人
等族群压根就是亡国奴，这些人
虽然也可能受到欺凌，但从没有
承受单独立法的“特殊待遇”。

想理解华人受排斥的真正
原因，让我们不妨剖析一个个

案，那就是促使加拿大于当年推
出《中国移民法》的美国“石泉镇
惨案”：当时，怀俄明州石泉矿区
的白人矿工为提高自身生活待
遇而举行大罢工，矿主为了破坏
罢工，就引进了大批中国劳工进
入矿内工作。由于华工对比白人
矿工更低的工资甘之如饴，勤奋
劳动，拒不参加矿工的罢工，双
方发生冲突。对华人“破坏罢工
行为”忍无可忍的白人矿工最终
在工会组织“劳动骑士团”的带
领下，捣毁矿区内华工住宅村，
杀死28名中国人。“劳工骑士团”
甚至发表了一份声明:“中国佬
从不维护自己身为工人的权益,
是所有其他族裔的劳工之敌。”

这场惨案揭开了西方当时
排华真相的冰山一角：19世纪
末，正是西方工人运动的高峰
期,工会组织者们发现,每当他们
要举行罢工,要求企业主提供更
良好的待遇时,极能吃苦忍耐的
华工总会总是通过不断压低工
资以保留工作岗位,而资本家们
则乐于引进更多华工来替代白
人的位置——— 一名美国铁路老
板曾在国会上作证说：他一开始

“对中国人也抱有偏见”,但在遭

遇一次罢工后只好雇用华工试
试,结果令他十分满意：华工们
不仅能保质保量地完成本土劳
工们的任何工作,而且日工资只
要求1美元,且食宿自理（本土劳
工要求1 . 5美元的日薪,并且雇
主要另行提供食宿费用）。更重
要的是，“他们几乎从不会罢
工！”这位老板表示，自认识到这
一点以后，他就只雇华人。

是的，这可能才是19世纪西
方排华浪潮的真相：浪潮的主要
推手非但不是资本家和各国政
府，反而是华工们的“阶级兄
弟”——— 各国的本地工人。正是
在这种来自底层的巨大“民意”
压力下，美加等国才相继推出了
排华法案。

“排华”真已成过去了吗

理清了上述原因，我们就很
好理解今天的美加等国为何会
相继就历史上的排华问题道歉：
二战以后，随着劳工权益保障制
度进一步普及，西方不同种族间
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不复存在，加
之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移民纷
纷成立组织维护自身权益，今天

的西方已经不太存在其他种族
担心华人“抢饭碗”的问题，“种
族歧视”问题当然迎刃而解。

然而，百年前促使《排华法
案》出笼的动因真的在历史上完
全退场了吗？恐怕并没有。

曾有人拿现任美国总统特
朗普竞选期间的涉华言论与百
年前“劳工骑士团”煽动工人排
华的演讲词做了个对比，结论
是，除了当年的“中国佬”换成
了今天的“中国”外，两者几乎
如出一辙：都是在鼓吹中国人
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抢了美国
工人的饭碗，所以美国要靠抵制
将工作抢回来。

这种相似并非偶然。冷战结
束后，新一轮全球化的最大特
点莫过于资本的全球化，资本
家们不再需要像百年前一样将
华工接到美国上班，而只需将
工厂开在中国，就能直接享用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据统计，截
至2012年，美国的单位劳动力
成本为中国的2 . 54倍，相比于
百年前的华工与美国工人，这
个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了。
而特朗普的上台和他所出台的
一系列遏制中国的措施，其实可
以看作2 1世纪的“新排华运
动”——— 在这场排华运动的背
后，是为中国人“抢饭碗”而感到
恐惧和愤怒的西方劳工。

当然，百年之后，站起来的
中国人不会像当年一样任人宰
割，但这场“排华”历时百年的轮
回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中国人
难道真的要用自己的勤劳换来
西方工薪阶层的敌意吗？

事实上，没有谁比我们自己
更清楚，中国劳动力的“吃苦耐
劳”以及对低工资的超强忍耐
力，其实是历史上的贫困所逼出
来的。如今，富强起来的中国不
应也不需要靠这种方式去换取
发展的动力。2012年，党的十八
大正式启动了中国版的“国民收
入倍增计划”，首次提出城乡居
民收入翻番的目标，如今，我们
正在向着这一目标前进。可以想
见，随着中国国民收入的提升，
西方延续百年的“排华”怪圈必
将终结，中国人的勤劳会获得全
世界的真正尊重。

默默克克尔尔到到访访求求情情，，特特朗朗普普仍仍没没松松口口
美国就北约防务与美欧贸易再次向德国施压

据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
特朗普２７日在白宫会见到访
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其间就北
约防务与美欧贸易问题再向
德国施压。

特朗普在当天下午举行
的联合记者会上说，美国在北
约军费开支中承担了“过重负
担”，北约对于欧洲的帮助远
大于对美国，包括德国在内的
北约盟国应在防务开支上作
出更大贡献。默克尔表示，到
２０１９年德国国防支出将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１．３％，正在靠
近２％目标。

谈及美欧贸易时，特朗普
说，美国与德国及欧盟当前并
未建立起“对等”关系，美国对
欧盟贸易逆差达１５１０亿美元，
希望未来可以在美欧间建立
更“公平”和“对等”的关系。在
被问及特朗普是否已答应给
欧盟国家延长钢铝关税豁免
期时，默克尔并未正面回答，
只表示“决定将由（特朗普）总
统作出”。

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多
次在防务和贸易方面对欧盟
施压。特朗普多次批评德国国
防开支不足，并要求防务开支

未达国内生产总值２％的北约
成员国增加投入。今年３月８
日，特朗普宣布，由于进口钢
铝产品危害美国“国家安全”，
美国将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
分别征收２５％和１０％的关税。
３月２２日，美国表示将暂时豁
免对欧盟、阿根廷、澳大利亚、
巴西、加拿大、墨西哥、韩国等
经济体的钢铝关税，豁免期将
于５月１日结束。

此外，特朗普和默克尔还
谈及伊朗核问题。默克尔说，
伊核协议是减缓伊朗核力量
发展的“第一步”。但她表示，

该协议并不“充分”，未来欧美
应“步调一致”应对该问题。

默克尔于２７日对美进行
工作访问。２５日，法国总统马
克龙刚刚结束为期３天的对美
国事访问。特朗普与马克龙２４
日在白宫举行会晤，双方讨论
了伊核协议和美欧经贸关系
等问题。

另据报道，刚刚宣誓就职
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２７日在
布鲁塞尔参加了北约外长会
议。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欧洲国家必须为其安全承担
必要的责任。

4月22日，温哥华市长罗品信在就歧视华人历史向华人道歉的市议会特别会议结束后，与出席会议的95岁

华裔退伍老兵李文英交谈。 中新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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