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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營業員提供最佳服務
地址：108-8131 Westminster Hwy.,

Richmond（近三號路）

電話：604-370-3471
星期一至六10:30am-6:30pm 星期日11am-5pm

正宗手工及機織波斯地氈，超過二千餘
條不同規格，顏色選擇

*純羊毛 / 真絲質料 價錢平通大溫

正宗波斯地氈店

Westminster H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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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舊換新歡迎舊換新
並提供設計及並提供設計及
送貨服務送貨服務

店前大量停車位

大大減減價價
全店四折
酬賓6060%%

OFF

免費託運到中國免費託運到中國

眾多新到款式 萬勿錯過!
新貨新貨

現已抵達
現已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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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記者 陳志強特稿

大溫地區天氣預測

世界部分城市天氣預測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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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溫哥華鐵城崇義總會慶祝成

立 100 周年，將在本周末舉辦多項活

動，預計會有超逾1000人一起隆重慶

祝。

「鐵城崇義總會」主席鄭宗勵說，

該會百年大慶將在本周末舉辦一連串

活動，隆重慶祝。他說，17日（星期

六）將招待嘉賓探訪 「鐵城崇義會」
總部，其中包括三級政府代表，以及

社區僑領。18日（星期日）將在文化

中心舉辦慶祝大會，過往舞獅慶祝只

是雙獅共舞，今年會出現九獅共舞的

場面，並安排了很多文娛表演。

他又說，過往會慶宴會只是筵開90

席，今年到來慶祝的人數實在太多，

18日晚上在富大酒樓將所有地方包下

，也只能容納1000人，故此在19日遊

船河之後再加設一場晚宴，也需要筵

開50席，才足夠招待所有參加慶祝的

嘉賓。

鄭宗勵感謝歷屆理事與全體會員通

力合作，克服重重困難，讓該會會務

蒸蒸日上，目前該會會員人數接近

1000 人。在北美洲的中山人團體中規

模數一數二，歷史也應該算是最為悠

久。

華埠春節大遊行是唐人街最大規模

的公開活動，鄭宗勵表示， 「鐵城崇

義會」差不多由一開始便成為主辦

「大遊行」的六大僑團之一。

鄭宗勵介紹，自己參與 「鐵城崇義

會」會務差不多有40年，當上主席已

經有15年的時間。

根據第七屆 「世界中山同鄉會懇親

大會」紀念特刊的介紹，清朝末年，

廣東七邑地區，包括台山、開平、新

會、恩平、番禺、順德、與香山（中

山市的前身），不少人隻身來到加拿

大謀生，並成立一系列組織，照顧僑

民福利事務。其後到了 1914 年 8 月，

有20多名鄉親發起籌辦 「崇義會」。

並在 1915 年 5 月 9 日假溫哥華片打街

（Pender St.）東 315 號召開大會，正

式成立 「崇義會」。 「鐵城崇義」的

名稱來自張儒伯，寓意該組織有若香

山縣 「鐵城」一樣堅固；像香山縣

「崇義祠」一樣作育英才。

「鐵城崇義會」創辦初期，便遇上

第一次世界大戰，加國經濟不景氣，

百業蕭條。其後1919年，會務開始進

入正軌，並在1921年在省府維多利亞

開設支會，在1922年在阿省卡加利市

開設另一家支會。

「鐵城崇義會」由一開始便特別注

重打造鞏固的實業基礎，1922 年便發

起 「百子會」，集資股款7.5萬元購入

片打東街 100 號地段的 「三民旅館」
。1935 年，總會將 「三民旅館」資產

變賣，再以8.5萬元的價格購入華埠中

心區200號地段的 「來路樓」。

1957年， 「崇義會」又以18萬元的

價錢購入喜士定東街（Hastings St.）

夾積善街（Jackson St.）街角的一棟大

樓。其後命名為 「崇義大廈」。

為了強身健體，弘揚中華傳統文化

， 「崇義體育會」在1970年代誕生。

1988 年，又興建 「崇義耆英大廈」，

共提供72套住房，接受60歲以上長者

以及部分殘障人士入住。1991 年，又

開設一家佔地2000平方呎的託兒所，

聘用8位幼兒教師。

【明報專訊】一名經濟學家預

測，加拿大不少出口市場經濟均

在好轉，可能會湧現另一波出口

良機，其中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可

能重上 8%的水平，拉動本國出

口業。

加 拿 大 出 口 發 展 局 （Export

Development Canada）首席經濟

學家霍爾（Peter Hall）昨日在溫

哥華貿易局（Vancouver Board of

Trade）上發表演講，就2014-15

年的出口形勢作出預測。

他指出全球經濟經過近16年的

持續景氣之後，在2008年出現金

融海嘯，突然逆轉，過去 5 年半

以來，正處於緩慢增長的階段，

而大家已經習以為常，以為難以

擺脫這一滯後境況。可是過去17

個月期間，有16個月的經濟指標

向好，除了 2 月美國經濟遭受極

端氣候的打擊之外，到處都出現

好轉象。

霍爾認為，在金融海嘯期間，

加拿大經濟雖然恢復得更順利，

但國民卻因此而借貸過度，加拿

大的本土市場難以帶動下一輪的

經濟增長。但放眼其他地方，美

國人一直壓抑的消費意欲可能會

出現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而歐

洲經過緊縮時期後，整體境況已

經有所好轉，即使希臘也出現平

衡預算。

但在各出口市場中，霍爾最為

看好中國市場。他預測，中國明

年的經濟增長可能再次攀上 8%

的水平。財務危機期間，中國的

國際貿易份額由佔國民生產總值

的 62%一下子下跌至 42%。隨

中國的經濟向好，他估計中國的

國際貿易會出現重大躍升。

霍爾建議加拿大廠商做好準備

，迎接世界出口市場另一個景氣

循環的來臨。

【明報專訊】列治文市政府的一份

報告指，職員早前進行的調查發現，

有四分一的狗隻在公眾地方沒有繫上

狗繩。市府職員建議，於今年夏季加

強執法，屆時未為狗隻配戴狗繩的狗

主，將可被罰款，建議昨日獲市議會

社區安全委員會接納，預期最早會在5

月的長周末後開始實行。

列治文市議會昨日討論有關項目。

據市府法例與社區安全總經理提交的

報告，市府在今年三月，分八次、每

次四小時派員在西堤小徑（West Dyke

Trail）進行調查，發現在231隻狗隻中

，有52隻沒戴狗繩，至少17隻沒有掛

上狗牌。根據市府附例規定，除指定

免戴狗繩的區域外，在公眾地方的狗

隻均需繫上狗繩，而狗主亦需申領狗

牌。市府的數字顯示，市內共有5,018

隻已登記的狗隻。

就狗隻的投訴方面，今年市府共接

獲56宗投訴，其中33宗來自同一名投

訴人。在 2013 年，遭狗隻咬傷的個案

則有 55 宗。市府附例執法人員認為，

人口密度增加與投訴個案增加有關。

市府職員建議在今年夏季加強執法

，加派人手於各個地點，例如海灘、

堤壩、遊樂場及小徑等地巡查，狗主

如有違法，將可被票控及罰款。

另外，市府亦計劃派出職員，上門

協助狗主登記及申領狗牌，職員可即

場接受信用卡付款，或讓狗主透過電

話，連接市府的牌照部門。

有專門提供放狗服務的公司則指，

列市市內只有六個免用狗繩的地方，

但那些地方的面積很小，根本不敷應

用，而且一些在溫市的放狗人員，亦

會到列市放狗，令地方變得更不夠用

。他們希望市府能參考其他城市的做

法，讓狗主能在指定的時段，在部分

指定的公園免用狗繩。

列治文市府在本月1日起已開始派發

新的灰色回收箱及黃色大袋，預料整

個派發程序會在本周五完成，另外亦

會在本月24日舉行教育工作坊。

在新的回收計劃下，現時部分不在

回收之列的物品都可被回收，這些物

品包括牛奶盒、發泡膠、花盆、錫紙

包裝品、膠質包裝袋及飲品杯等。

列市市府表示，除擴大回收物料的

範圍外，居民棄置紙張作回收亦較以

往方便，因為新計劃容許居民將報紙

及其他紙張同放在一個箱內，而玻璃

器皿則需放在新設的灰色回收箱。

列市市府指，雖然分類的方式改變

，但對居民來說仍然是方便和簡單。

為配合計劃，市府特別訂製新的回收

箱，用作回收玻璃器皿，這部分雖增

加了市府的成本，但不會轉嫁予市民

，而會透過回收業界的資助來支付。

有收到新回收箱的家庭表示，用作

盛載玻璃器皿的回收箱太小，認為市

府應派發較大的回收箱，以免玻璃瓶

跌出箱外，對小孩或路人構成危險。

市民如欲查詢計劃詳情，可瀏覽網

站 www.richmond.ca/recycle 或 http://

multimaterialbc.ca/。

卑詩下周擴回收範圍

列市派灰箱回收玻璃樽

▲列市派發的單張，包括中文版本。
（本報記者攝）

◀列市的居民已陸續收到新的灰色回
收箱及黃色大袋。 （列市市府提供）

【明報專訊】卑詩多元物料委員會
（Multi-Material British Columbia, MMBC）
推出的新回收計劃將從本月19日實施，擴大藍色回收箱接受的回
收物範圍，一些物料如牛奶盒、錫紙包裝品等將可回收。列治文
市府亦已陸續派發新的回收箱，並附以中英文版本的簡介單張。

鐵城崇義總會周末慶百周年

鄭宗勵自90年代以來一直擔任 「鐵城
崇義總會」 主席。 （陳志強攝）

人放狗不繫狗繩
列市加強票控違規狗主

靈巖山寺每年均推廣素食，日前趁浴佛紀念日，同時
舉辦 「慈悲健康素食日」 ，來自不同族裔逾千人參加活動。三級政要，包括聯邦長者事務國務部長黃陳小萍、省議員列勵達
、屈潔冰、列治文市長馬保定、市議員麥樂田和區澤光，教育局學務委員趙錦榮等，親臨浴佛儀式及饗用素食。

靈巖山寺浴佛紀念靈巖山寺浴佛紀念靈巖山寺浴佛紀念 逾千人參加素食日逾千人參加素食日逾千人參加素食日

出口發展局經濟師：
加國出口料受惠中國復蘇

霍爾預測中國經濟增長明年可返
回8%的水平。 （陳志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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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與大溫哥華中華文化中心合作

卑詩華人歷史系列 四之三

第一次世界大戰，投入英國等 「協約國」陣營

的中國派出大量勞工，幫助 「協約國」維持正常

生產。但這一舉措，並沒有為加拿大的華人贏得

較寬容的待遇。加拿大反而在戰後引入《排華法

》，企圖徹底禁絕華人移民。

1914年歐洲各國陷入混戰，其後擴大成第一次

世界大戰。面對嚴重的勞工短缺，英、法等國先

後從中國徵召14萬人前往歐洲，補充勞動力的不

足。這批中國勞工大部分通過加拿大奔赴歐洲。

但在加拿大過境期間，基本上與社會大眾隔離。

雖然中國勞工所襄助的是加拿大的盟國，但並沒

有因為這個原因而贏得加國社會的好感，反而在

戰爭結束後，推出更嚴厲的措施，對付華人。

華人人頭稅對於有意進入加國的華人已經是一

道難以逾越的門檻。但當時聯邦政府意猶未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推出《排華法》，企圖將

華人進入加拿大的門戶徹底堵死。

留在加拿大的華人人數開始下降，加上當年的

加拿大華人主要是單身男性勞工。性別嚴重失衡

。加國雖然沒有對華人施行種族清洗，但加國華

人作為一個族群，其走向消亡，當時似乎已經無

可避免。

人頭稅以及《排華法》，將華人入境加拿大的

大門嚴密關上。繼續逗留在加拿大的華人也受到

不同法律政策的壓制，謀生的空間不斷受到壓縮

。不僅部分行業明令禁止華人參與，一些專門聘

用刻苦耐勞華人的工種也因為最低工資的引入而

開始嫌棄華人。

另一方面，西方各國的經濟在1930年代陷入大

蕭條。大量失業的白人勞工把華人當作發洩怒火

的對象。整個社會陷入動盪不安的境況。族裔矛

盾進一步升級。在1934年，便因為小事故，近千

名華人與白人在華埠爆發群毆。

1878年維多利亞華人罷市罷工抗稅

1878年，在維多利亞的華人抗議被針對徵稅，

集體罷市、罷工。而這場華人的抗稅罷工與罷市

十分具戲劇性，徵稅官員進入維多利亞唐人街，

只聽到鑼聲大響，唐人街全部店舖關門罷市，向

省府的不公稅款說 「不」。

其實卑詩省府一直有政客希望引入省一級的

「華人人頭稅」，但由於缺乏法理依據，一直被

指不可行，沒有推出。但到了1878年，政客還是

強行通過法案，並趕在渥太華否決法令之前，趕

緊執行。最初徵稅官還以為華人會乖乖就範，想

不到華人的抗爭會如此激烈。

省府引入的法例規定華人不用繳付其他省稅，

但每6個月需要購買一張30元的執照（其後削減

至每3個月10元）。

維多利亞的徵稅官進入該市的唐人街，企圖徵

收該稅款時，卻遇上激烈抗爭。華人拒絕繳稅。

稅務人員企圖充公華人財物時，突然之間鑼聲大

響，所有華人店鋪紛紛把門關上，整個華埠完全

停止運作。第二天，華人商店拒絕接待白人顧客

。挑著蔬菜逐家逐戶兜售的華人小販也不知所終

，餐廳大廚拒絕下廚。更有甚者，當時白人家庭

所僱用的不少華裔傭人離開僱主家庭，直至有大

批白人從三藩市抵達維多利亞，可能搶奪他們飯

碗之後，這群華裔傭人才願意復工。

華人也派出代表，向清政府陳情，指出遭受壓

迫性的剝奪。但在該稅收演變成外交問題之前，

法院判定，該稅款越權無效（ultra vires）。

當年的華人雖然處於劣勢，但華人這次罷工罷

市，證明華人在卑詩省的經濟扮演著不可或缺的

角色，不會任由白人宰割。

當年的白人報章《Standard》驚呼： 「這是華人

的一場重大勝利。維多利亞的居民可以想像在不

久的將來，中國國旗將會在省議會以及詹姆士灣

（James Bay）飄揚！」
徵稅失敗後，省府也取消向路過卡里埔收費公

路進入內陸的每磅大米徵收2仙的稅款的計劃。

1911 年 | 人頭稅惡法實施後，單在 1911 至

1912年，卑詩省便從人頭稅中分得120萬元的

份額，約佔全省稅入的13%。其餘一半人頭稅

則進入聯邦政府庫房。

一戰遺憾

1914年 | 8月4日，英國對德國宣戰。加拿

大緊隨其後，在8月5日對德宣戰。第一次世

界大戰正式開打。1916 年，戰事仍然未有結

束跡象，大量男子被徵召上前線，加拿大勞

動力大為短缺。

1916 年 | 菲沙河谷的果園經營者與米遜商

會（Mission Board of Trade）聯手要求聯邦政

府將華人人頭稅擱置。但遭到自由黨新西敏

省議員 David Whiteside 所反對，批評該建議

「短 視」。 新 西 敏 技 術 人 員 與 勞 工 議 會

（New Westminster Trades and Labour Council

）也提出抗議。該議會更指摘亞裔果菜農場

經營及販賣者藉著戰爭的機會，通過不公平

的競爭， 「控制本省的食物供應」。在 1915

年至1916年之間，只有20名華人繳付人頭稅

在 1916 年 | 加拿大華人勞工協會（The

Canada Chinese Labour Association）成立。該

會的宗旨是提升工人的知識水平，同時提升

華裔勞工在職場的地位。該會開辦英文識字

班，演講俱樂部，並出版期刊。在 1918 年，

該會會員已經攀升到600人。其後，華人勞工

團體紛紛成立，先後出現了華人蔬菜商販協

會（Chinese Vegetable Peddlers Association），

以 及 華 人 木 瓦 工 人 工 會 （Chinese Shingle

Workers' Union）。

1917 年 | 8 月 14 日，中國對德國及奧地利

宣戰，正式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成為以英

美法俄為首的協約國之一員。期間為了支援

協約國在前線的道路及戰壕修建，中國派遣

20 萬勞工奔赴歐洲戰場。他們通過水路抵達

加拿大，再乘坐火車從西岸轉往東岸。

1919 年 | 1919 年推出《補選法案》（The

By-Election Act），理論上所有亞裔有權在聯

邦選舉中投票。但省府迅速採取行動，修改

法案，剝奪沒有省選民資格者在聯邦選舉中

的投票權，除非曾經在加拿大軍隊中服役。

限制華人洗衣店營業

同 年 ， 卑 詩 省 議 會 修 改 《 工 廠 法 》

（Factories Act），禁止洗衣鋪在晚上7時至凌

晨7時之間營業。其後白人洗衣鋪經營者進一

步投訴，指出該法例執行鬆懈。不少華人洗

衣鋪無視法例，在法定假期照舊營業。結果

省府大幅提高刑罰，第二次再犯者最高罰款

提升至200元，拒絕繳付罰款者可能要入獄。

此外，廚師及侍應工會（Cooks and Waiters

Union）投訴，不少華人經營的餐廳以英語名

字隱瞞身分，並且聘用白人女侍應。而不少

非華人經營的酒店以及餐廳則聘用華人，因

為他們願意接受更低工資，工作更長時間。

1920 年 | 20 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從軍報效

加國的華裔獲得投票權。

1921 年 | 可能是卑詩省有史以來最具惡意

的種族主義小說《The Writing on the Wall》通

過Sun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

作 家 Hilda G. Howard， 以 Hilda

Glynn-Ward的筆名，繪影繪聲的虛構溫哥華

的華人惡意讓蔬菜與食糖感染傷寒桿菌，然

後向白人發售，令傷寒在白種族群中大爆發

，白人人口大幅下降。

書中又說，由於華人與日裔世世代代忽略

衛生，故此對傷寒這種傳染病獲得到先天免

疫力，在這場瘟疫中得以倖存。

由於不少白人家長不想讓子女與華人一起

上學，向當局施壓。維多利亞學校局在 1922

年為當地的華人學生另設學校。但華人家長

杯葛這一種族隔離學校，堅持讓子女在公立

學校系統中就讀。

排華法

1923 年 | 聯邦政府通過《華人移民法》

（Chinese Immigration Act），也就是臭名昭

彰的《排華法》，以最為明確具體的條文，

制止華人進入加拿大。該法案規定，所有華

人，不論本身國籍是什麼，均不能進入加拿

大，除非他們是外交官、在加拿大出生的人

、商人、學生。法案同時規定所有在加拿大

的華人在 12 個月之內向聯邦政府登記，並拿

取證書。沒有登記者的最高刑罰是罰款500元

或入獄 12 個月。所有出國者需要事先以書面

形式向官方申報、列明出訪地點以及行程路

線，並且必須在兩年之內返回加拿大。

直至 1947 年被撤銷之前，該法案基本上禁

絕華人移民加拿大。在該段時間之內，只有

44 名華人合法進入加拿大。加拿大的華人人

口開始下降，從 1931 年的高峰 46,519 人下降

至 1951 年的 32,528 人。加上 500 元沉重的人

頭稅，不少滯留在加拿大的華人均是單身漢

，並無能力在《排華法》生效後將妻兒帶來

加拿大。假若第二次世界大戰沒有爆發，假

若政治氛圍沒有逆轉，華人有可能在今日的

加拿大絕跡。

1924年 | 7月1日，也就是《排華法》生效

一周年的日子，所有華人經營的店舖罷市一

天，所有娛樂活動也停演一天，以表達對

《排華法》的不滿與抗議。華人也拒絕觀看

加拿大國慶日（Dominion Day）遊行。華人

的社群領袖發表公開演講，陳述《排華法》

對華人所構成的屈辱。

建成鐵路、協助卑詩省加入加拿大聯邦的華人
沒有得到應有的感激，反而換來了 「華人人頭稅
」 。而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協助加拿大的盟國
後，換來的是《排華法》。華人對加拿大的貢獻
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反而換來更為嚴厲的
歧視。 明報記者陳志強

維多利亞華人最激烈的抗爭﹕

▲▲這張在這張在19071907年的報章插圖最能體現卑詩省年的報章插圖最能體現卑詩省 「「排華排華」」 的情緒。的情緒。 （溫哥華圖書館歷史圖片）（溫哥華圖書館歷史圖片）

▲▲ 18981898年攝的溫哥華華人果菜販年攝的溫哥華華人果菜販 「「SamSam」」 。。
（卑詩檔案館）（卑詩檔案館）

▲▲人頭稅。人頭稅。 （檔案圖片）（檔案圖片）

《卑詩省華裔加人編年簡史》
編撰者：朱靄信（Jim Wong-Chu）翻譯：明報

卑詩省法律和省議會記錄
翻譯：梁麗芳、黃聖暉

1902 年：議員夏密根（Helmcken）

建議，提出決議要求總理與英屬殖民地

總理討論亞洲移民，好讓他們能向英國

政府施壓採取步驟減少中國和日本移民

。後修改此決議為殖民地總理/英國政府

應知道在此被通過和否決的移民法案，

並要求他們調整制度使卑詩能無干擾地

通過這方面的立法，議案獲通過。

1902年：動議要求聯邦通過依循皇家

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對 「亞洲

問題」建議的法律。該委員會 「強烈反

對中國人和日本人移民加拿大」。

1909年：公共服務法案獲通過，其中

一節包含只有英國臣民才能進入公共服

務職位，除非職位要求需要專業技術知

識。

1916年：議員保士達（Brewster）提

問有關卑詩省是否已收到自治領政府從

施 行 「中 國 人 限 制 法 」 （Chinese

Restriction Act）所獲得的收入，獲得答

案是已收到。

1919年：工廠法修訂，規定除早上七

時至晚上七時外，只許看更或暖氣/蒸氣

維修工人才可在洗衣店內工作。歷史家

Patricia Roy稱此為 「用不公平的方法限

制華人洗衣店」。

1921年：議員漢斯（Hanes）動議聯

邦修訂加拿大移民法，全面限制亞洲人

入境卑詩省，考慮本地白人的意願，就

是這個省是為歐洲族裔而設的。此動議

獲通過。

1922 年：議員斯龍（Sloan）動議，

修正移民法，禁止亞裔入境加拿大。後

再動議，禁止亞裔入境加拿大。

I.A.麥根斯（I.A.Mackenzie）動議，向

聯邦請願給卑詩省權力制定法律，禁止

亞裔在卑詩省購買農耕地、林場、煤礦

場、捕魚和其他工業企業，同時，禁止

華人在上述企業尋找職業。

1923年：省議會通過法律，限制煤礦

和建築的每天工作時數為八小時。根據

歷史學家Patricia Roy的解釋，是減低僱

用亞裔的意願，因為他們願意長時間工

作。

省議會通過法律，白人與原住民已婚

和未成年女子不能在洗衣店、餐館、生

意地點， 或娛樂場所任職，此舉是 「為
了保護她們的道德」。歷史學家Patricia

Roy 解釋，立法目的是防止華人僱用她

們。

議員博德（Burde）動議，反對讓任何

東方人在卑詩省，或國家選舉中投票。

動議一致通過。

1924年：動議反對更多東方人入境卑

詩省。動議立法限制東方人的商業和工

業活動。

18781878年華人罷市罷工抗稅年華人罷市罷工抗稅

進入加拿大。

華人勞工成立互助組織

限制華人洗衣店營業

同 年 ， 卑 詩 省 議 會 修 改 《 工 廠 法 》

（Factories Act），禁止洗衣舖在晚上7時至凌

晨7時之間營業。其後白人洗衣舖經營者進一

步投訴，指出該法例執行鬆懈。不少華人洗

衣舖無視法例，在法定假期照舊營業。結果

省府大幅提高刑罰，第二次再犯者最高罰款

提升至200元，拒絕繳付罰款者可能要入獄。

此外，廚師及侍應工會（Cooks and Waiters

Union）投訴，不少華人經營的餐廳以英語名

字隱瞞身分，並且聘用白人女侍應。而不少

排華法

1923 年 | 聯邦政府通過《華人移民法》

（Chinese Immigration Act），也就是臭名昭

彰的《排華法》，以最為明確具體的條文，

制止華人進入加拿大。該法案規定，所有華

人，不論本身國籍是什麼，均不能進入加拿

大，除非他們是外交官、在加拿大出生的人

、商人、學生。法案同時規定所有在加拿大

的華人在12個月之內向聯邦政府登記，並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