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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卑詩印第安酋長聯盟（Union of British Columbia Indian Chiefs）昨

日（24日）於溫市中心東端舉行遊行示威，呼籲聯邦政府補償原住民兒童福利制度

受害者。示威活動也同時哀悼一名曾在原住民兒童福利計劃下成長，但最後喪生的

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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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詩印第安酋長聯盟指，加拿大人權仲裁庭

（Canadian Human Rights Tribunal）裁令聯邦政

府，補償曾在兒童福利制度下成長的原住民受害

者，聯邦上訴法庭為此於今天（25日）進行司法

覆核聆訊。聯盟於昨日在溫市舉行遊行集會，呼

籲法庭堅持這個裁定，同時亦悼念曾在原住民兒

童福利制度下成長的青年Quentin Refce。

活動首先由一些同為該兒童福利制度受害人的

原住民，於卑詩印第安酋長聯盟辦公室地點致辭

，然後沿緬街（Main St.）北行至 Crab Park，並

在公園進行示威集會。遊行則由 Refce 的家人帶

領。

據Refce的伴侶指，Refce因需要享有兒童福利

，被強制脫離他所屬的原住民社區。當他過了兒

童福利制度規定的年齡範圍，就被這個制度拋棄

，並在沒有援助的情況下，在溫哥華的街道生存

下去。Refce 雖然為很多人帶來了正面的影響，

但最後還是無法承受生活帶來的壓力，並在29歲

因濫藥去世。

活動發起人之一的Dawn Johnson稱，她自己也

曾在該兒童福利制度下成長，被強制脫離原住民

社區，等同於種族滅絕。在這制度下成長的原住

民兒童一但過了規定年齡，通常是在缺乏原住民

文化、身分和資源的情況下生活，有部分活不到

30歲。她表示，目前的兒童福利制度絕對有改善

的必要。

昨日有近百人參與遊行，其中包括聯邦新民主

黨國會議員關慧貞。關慧貞亦有在遊行開始前致

辭，承諾新民主黨會盡力將《聯合國原住民權利

宣 言 》 （UN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引入加拿大的法律。

據加新社報道，仲裁庭要求聯邦政府，向從

2006起的被強制從父母身邊帶走的原住民兒童，

每人補償 4 萬元。原住民議會（Assembly of First

Nations）相信有 5.4 萬個兒童和他們的父母有資

格領取這筆補償金。聯邦政府表示，對仲裁庭的

裁定進行上訴是因為這筆補償金定在本年 12 月

10日前支付。而聯邦大選才剛結束，所以國會未

有足夠時間在限期前支付所有補償金。

【明報專訊】

本那比市一名亞

裔男子去年因在

網上發出 「溫哥

華 太 過 寂 寞 」
（So lonely in

Vancouver）帖文而一舉成名。男子近日表示，

已逐漸學會結交朋友，但由於城市生活的快節

奏，人與人之間仍難建立長久關係，並認為這

是一種 「城市病」。

現年30歲男子Winston Yuen（圓圖）去年透

過社交論壇Reddit發帖稱，在溫哥華的生活過

於孤獨寂寞，不知何去何從。

由於 「社交障礙」是當前存在於大城市之中

的普遍問題，這則不經意的發言，立即在網絡

上引起廣泛共鳴，作者Yuen也因此出名。

Yuen曾在帖中表示，他在大溫地區出生長大

，但自小學起就從未成功結交到朋友，無論怎

樣努力也無濟於事。此後，該帖收到數以百計

的回覆及轉發，有人向他分享成功社交的經驗

，亦有 「同命相憐」之人在留言中講述自己的

心路歷程。

近日有媒體採訪Yuen，詢問其一年以來是否

有變化。Yuen聳聳肩，笑稱 「有一點」。

Yuen表示，儘管還未找到 「摯友」，但在社

交方面也有所進展。例如，他與一名通過

Facebook結識的女子及她的朋友，一起共度了

2018年新年夜；還曾與一名網上認識的男子相

約登山遠足。

Yuen說，雖然使用社交媒體可以認識新人，

但難以建立起長久的關係。他仍將孤獨感歸咎

於大溫地區的 「薄情文化」（flaky culture），

認為人與人之間缺乏真情實感的交流。

卑詩大學（UBC）心理學教授Amori Mikami

說，多數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們都會有類似的孤

獨感，這種感覺甚至會伴隨他們的一生。當發

現身邊的朋友或家人出現孤獨感時，應主動與

他們進行交談，這是一種必要的關愛。

Mikami 亦對 Yuen 努力擺脫孤獨的做法表示

肯定，而 Yuen 也回應稱，城市中有很多值得

交往的好人，只不過是彼此都缺乏與他人建立

關係的時間和精力。

溫市遊行挺人權庭裁決
籲補償受害原住民兒童

亞裔漢帖文吐糟交友難 歸咎大溫薄情文化

遊行活動由遊行活動由RefceRefce的家人帶領的家人帶領
，呼籲政府補償原住民兒童和，呼籲政府補償原住民兒童和
改變現有的兒童福利制度。改變現有的兒童福利制度。

（李安迪攝）（李安迪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