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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这样的多族群社会里，
一个少数族裔群体如果不发声往往
会被忽略。今年来，在美华裔受到
针对性的暴力对待事件时常发生。
综合媒体报道，在费城即有上百家
中餐馆和华人家庭遭受暴力打劫。

在 休 斯 顿 针 对 华 人 的 抢 劫 案
不下50起，其中一位印尼华人餐馆
老板被抢劫犯枪杀；在亚特兰大有
嚣张的歹徒持枪半夜到华人家中抢
劫；在纽约有华裔老人在街头被暴
力打死；在新泽西，一家中餐馆送
外卖的福州人郑先生被打劫至残，
成了半植物人。

美国饶舌歌手写歌煽动抢劫华
人家庭的MV更是在Youtube流传了
两年之久。而福克斯电视台新闻频
道10月初的一个政治评论节目“奥
莱利实情”在纽约唐人街采访时，
用夸张的语言，配以特技剪辑，对
华人进行种族形象定性，并有意无意
将华人同“小偷”“英语差”“对政
治冷漠”等负面形象联系起来，丑化
华人，引发各界批评和抗议。

以上种种恶性案件极大地扰乱
了华人社区的正常生活，引起了华
人群体的不安和愤怒。对此，美国
华人全国委员会(NCCA/UCA)将
于10月15日在费城、波士顿、休斯
顿、亚特兰大、匹兹堡等地同时发
起抗议集结游行活动。当天中午费
城华人餐馆也将停业，不提供午餐
服务，以示抗议。

发声是一种社会责任，没有发
声和抗争就没有平权。回看历史，
中国移民最初大批进入美国始于19
世纪中期，当时中国劳工远涉重洋
集结到美国西部，参与建造横贯美
洲大陆的铁路，也在矿业和农业等
其他工业领域做工。当年，由于美
国西部地理环境复杂艰苦，美国劳
工 和 爱 尔 兰 劳 工 建 设 铁 路 进 展 缓
慢。美国铁路公司抱着尝试的态度
引进了中国南方的劳工。大约1万2
千名吃苦耐劳的中国劳工克服重重
挑战，作出巨大牺牲，以惊人的速

度完成了美国铁路的修建。
尽 管 他 们 对 美 国 经 济 做 出 贡

献，很多美国人仍视当时的中国人
为 竞 争 者 和 劣 等 族 裔 。 铁 路 竣 工
后，美国在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
案》，直到1943年才被废除。经过无
数人不懈的抗争，2012年美国国会参
众两院先后通过决议，正式为此道
歉。2014年美国首条横贯东西的大铁
路通车145周年，又恰逢美国亚太裔
传统月之际，劳工部才于5月9日将19
世纪修建美国铁路的华人劳工纳入
了荣誉纪念堂，华裔亦由此才成为
进入该纪念堂的首批亚裔群体。

美国战后几十年有选择性地接
受中国移民，这也是美籍华裔被普
遍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主要原因。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亚裔美
国人，不管是外来者还是美国出生
者的人口总数在2012年为1,830万
人，占美国总人口的将近6%。此数目
比1960年代的不到1%有所上升。综合
来看，过去60年来美国370万美籍华
人引领了来自亚洲的当代移民潮。

虽然华裔在多个领域取得了突
出的成就，但种种辱华现实惨烈地
提醒着海外华人，华裔想要的公正

从来不会从天而降。过往历史中，
马丁·路德·金，历史上的同性恋
平权运动，都是相关族群一步步抗
争而来的结果。

比起抗议梁彼得的判决结果，
唤醒社会正义才是更重要的事。华
人群体被触怒系因为他是十年来第
一例在类似案件中被定罪的警察。
感到不公平的在美华人在梁彼得事
件中没有保持沉默，超过 10 万人
向白宫请愿要求撤诉。白宫也给了
回应，承认了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存
在。请愿的同时，在美国的华人组
织了规模巨大的，创造历史的华人
游行，目的是让世界听到华裔群体
发出的声音。

或许上述今年发生的那些暴力
抢劫和伤害华人的恶性事件尚未涉
及到自已本身，但如果容忍这种事
态的延伸发展，下一个遭殃的华裔
可能就是自己。保持沉默，华人生
存环境只能变得更坏。这也是为什
么这次将举行的华人游行意义格外
重大，因为它关乎未来华裔群体在
美国的地位和影响。

（摘自未名空间移民新闻）

生在美国的华裔精英 
仍然是“外人”

在今年10月3日晚间电视台新闻频道政治评论节目——“奥莱利
实情”（The O’Reilly Factor）中播出一段在纽约华埠街头采访的视
频，38岁的主持人Jesse Watters手持话筒，向多名华人提出具种族歧视
意味的问题。福克斯辱华事件引发全美各界，尤其是在美华裔的声讨。
就在此时，纽约又发生了一件与种族偏见有关的事。

9日，《纽约时报》华裔编辑Michael Luo，带着家人走在曼哈顿上东
区，一名女子认为他们挡了自己的道，便呵斥他们“滚回中国”。Michael 
Luo上前理论，女子则威胁要报警并再次高喊“滚回你那该死的国家
去”。受到侮辱的Michael Luo喊了回去“我生在这个国家”。

这一幕让他7岁的女儿不解地追问：“她为什么要说‘滚回中国
去’？我们不是从中国来的呀。”

事后，在一封刊登在《纽约时报》网站的公开信中，Michael Luo
说，这不是他第一次遇到种族歧视，很多亚裔每天都在竭力应对这种无处
不在的异己感，“我们来自美国……但有时候人们并不理解这一点”。

Michael Luo的父母从台湾移民美国，目前他在《纽约时报》任都
市版副主编，也是种族相关议题的编辑。

1976年，Michael Luo出生于匹兹堡，199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之后曾
为美联社撰稿两年，还曾任职于《新闻日报》、《洛杉矶时报》。2000
年，Michael Luo因在中美议题上所做的优秀报道而获奖。2003年至今，
他在《纽约时报》工作了13年，他带领的记者团队今年入围三项普利策
奖。即使如此，正如Michael Luo所说，和很多亚裔一样，他们“算是
人们口中的模范少数族裔了”，但他“依然常常觉得自己像个外人”。

他还认为，福克斯新闻在唐人街的采访片段之所以引发愤怒和反
弹就与此有关。他在个人推特上分享了自己被侮辱的经过后，引起了不
少亚裔美国人的共鸣。很多人分享说：

“我被这样叫了很多次，即使是在所谓“后种族时代”（作为美
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曾在演讲中多次提到要带领美国进入“后种
族时代”，也就是种族平等的时代）的夏威夷。”

“近几年，即使在这个以文化多元著称的纽约，我仍觉得自己越
来越不受待见。我出生在韩国，但在美国长大。”

抛开那些种族歧视，仍然有一些人态度友好，他们鼓励Michael 
Luo“你是属于这里的”。

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也在推特上声援罗：“每个人都
是属于纽约的，除了那些你所听到的（种族歧视）言论。”

“罗，你是属于这里的。一个傲慢的女人代表不了纽约人或者美
国人，对你的遭遇我深感抱歉。”               

                                                                    （综合自观察者网）

辱华事件升级 
美国华人路在何方

Michael Luo 资料图

华裔记者钱信伊（Ronny Chieng）在节目中反击：福克斯毫不了解中国，唐
人街不能代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