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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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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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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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託運到中國免費託運到中國

眾多新到款式 萬勿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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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已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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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溫哥華教育局昨日就修
正性取向及性別身分的政策及法規草案
進行討論，引來支持及反對兩方近200
人 「逼爆」 會場，因此將討論延後至本
月22日，最快6月才會投票。反對人
士認為修正案政治意味濃厚，要求延後
投票並徵詢醫界的意見。支持者則稱修
正案符合人權，也能保護跨性別學生的
心理健康。

大溫地區天氣預測

世界部分城市天氣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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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0名支持及反對人士將教育局會議廳擠得

水泄不通，其中更有大批華裔家長到場。反對者

高舉抗議標語，包括反對利用學生來達到政治目

的，以及讓教師和衛生人員的職責分開等。

Lord Byng中學家長會主席Cheryl Chang昨日在

教育局會議上表示，家長會 13 名理事中，有 12

人反對這項性取向及性別身分修正案。她認為整

個議題太過政治化，而且家長們在一個月前才知

曉此事，就算想回應都不夠時間。她強調，自己

在互聯網上展開家長聯署活動後，短短24小時內

便有數以百計家長加入，顯示教育局完全沒有聽

到學生家長的聲音。

Chang稱，家長們只是想要求教育局暫緩通過

這項修正案，讓加拿大心理醫師學會等醫療界專

業人士進行評估後再進行討論，而不是趕在市選

前匆匆投票通過。她稱，自己表達反對立場後，

隨即被多人批評是 「恐同症」（homophobia），

覺得受到欺凌，而這個族群分裂的局面，正是溫

哥華教育局一手造成。

多名專業人士對修正案表達支持立場，律師芬

德利（Barbara Findlay）指，跨性別人士的人權受

到加拿大憲法保護，教育局的修正案完全合法。

註冊心理醫生普利斯（Melady Preece）透露，

跨性別人士經常會被孤立在社交圈之外，容易感

到不安全，最終影響心理健康。家庭醫生湯森

（Marria Townscend）則強調，跨性別人士所受

到的騷擾或暴力對待，會對他們的精神甚至肉體

健康產生傷害，有必要加以保障。

溫哥華家長關注校局小組發言人陳盧美馨指出

，華裔家長要求教育局延後修正案的投票時間，

讓更多家長能夠表達意見。她認為如果修正案倉

促通過，思想不夠成熟的學生，可能會在學校承

受額外的壓力。

溫哥華教育局學務委員鄧立勤（Ken Denike）

表示，他在過去 3 天內已經接到超過 300 名家長

的電話或電子郵件表達關注。他稱，雖然教育局

已經在本月22日追加一場公聽會讓市民表達意見

，但早就已經爆滿，應該追加更多公聽會讓家長

表達想法。

【明報專訊】連贏3屆花樣滑冰男單

世界錦標賽冠軍的加國華裔好手陳偉

群於索契冬奧後，首次到訪溫哥華。

他昨日在列市出席一項慈善活動，與

八名青少年花樣滑冰選手交流；同時

拍賣一件簽名比賽服，收益將全數捐

贈給列治文醫院基金會。

陳偉群在八名青少年花樣滑冰選手

陪同下，現身列治文冬奧速滑館 Oval

，在一件新的比賽服上簽名，該戰衣

將被放在 eBay 競拍 10 日，拍賣並已於

昨日 10 時 45 分正式啟動，直至 5 月 24

日結束，籌得款項將全數捐贈給列治

文醫院基金會。

陳偉群為索契冬奧花樣滑冰男單項

目奪金大熱，在獲得銀牌後曾公開向

加國民眾道歉，亦未參加今年的花滑

世錦賽，冬奧後首次在溫市露面的他

表示，去少一次世錦賽並無所謂，稍

後會決定是否參加明年三月在上海舉

行的下一屆世錦賽。明年一月，陳偉

群可能會參加全國錦標賽，爭取再次

入選國家隊。他說， 「索契冬奧後休

息了一段時間，在家看電視或去滑雪

，亦有參加賽車活動，做一些平常男

生喜歡參與的事情；以前忙於訓練沒

法去，現在有機會去做」。

邀請陳偉群參與慈善拍賣活動的地

產發展商 Aspac Developments Ltd.董事

李金貴表示，公司稍早前已為列治文

醫院基金會籌款一萬元，以後還會繼

續為社區慈善事業努力。

【明報專訊】本那比市長柯里根

（Derek Corrigan）昨日早上到溫哥華

市議會發言，促請溫市拒絕金德摩根

（Kinder Morgan）的油管擴建計劃，

以維護公眾利益。

柯里根說，該項油管擴建計劃如落實

，本那比將受到最大影響，而溫市亦會

面臨每月額外的 34 艘運油輪進入本地

水域。他說，問題不是在於是否會發生

意外，而是什麼時候會出現一場災難。

他促請溫市議會，守護公眾利益，拒絕

油管擴建的計劃。

溫市長羅品信（Gregor Robertson）

表示，國家能源局試圖限制公眾發表意

見，因此認為市府需要舉行會議，讓居

民表達他們對油管項目的關注。

研推跨性別政策惹爭議
近200人「逼爆」溫教局

▲支持及反對人士逼爆教育局。
◀反對修正案的華人家長在溫哥華教育局舉牌抗議。 （馮伃新攝）

陳偉群展示將拍賣的戰衣。（呂寒攝）

陳偉群拍賣簽名戰衣 善款捐列治文醫院

中僑粵劇慈善夜周六開鑼中僑粵劇慈善夜周六開鑼中僑粵劇慈善夜周六開鑼
中僑互助會為旗下五間安老院籌款，並慶祝安老院20周年，將在本周末
舉行 「粵韻笙歌動雲城」 粵劇慈善夜，21名來自廣州的專業粵劇演員昨日
與市民見面，其中包括四位梅花獎得主歐凱明、黎駿聲、陳韻紅、崔玉梅
，以及多位國家一級演員。演出將在本周六及周日兩天晚上7時，假列治
文河石大劇院舉行，欲查詢詳情，可致電604-408-7228。圖見主辦單位
與來自廣州的粵劇紅伶合照，左三為中僑基金會主席楊興琳，左四為廣州
粵劇院董事長余勇。 （馮伃新攝）

柯里根反油管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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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 1949

明報與大溫哥華中華文化中心合作

卑詩華人歷史系列 四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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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工資規定

1924年 | 溫哥華酒店（Hotel Vancouver）辭

退所有華人員工，以白人作為替代。

一年之後，鋸木廠引入最低工資制度，令到

不少華人工人被辭退。1928 年 ，最低工資規

定進一步擴大，覆蓋餐廳行業。不少華人僱員

也因此被辭退。原因是假若工資一樣，僱主情

願聘請白人。

1927 年 | 卑詩省議會通過《天然產品銷售

法》（Natural Products Marketing Act），專門

針對果菜的銷售，限定銷售數量以及價格。當

時的農業廳長 Barlow 便毫不諱言，卑詩省推

出該法例的目的是讓白人把農業重新奪回手上

。該法律生效之後不久，錦碌市華人 Mah

Chong便因為無牌輸送數車馬鈴薯，並且以低

於規定價格出售而被檢控。Chong的律師指出

，有關法案超逾權限（ultra vires），以此作為

辯護。但法官最後還是判定，Chong需要繳交

50 元罰款。在 1928 年，卑詩省府檢控 Chung

Chuck以及另外8名華裔農夫 「私賣馬鈴薯」
的罪名（potato bootlegging）。

果菜風雲

1934 年 | 卑詩海岸蔬菜銷售局（BC Coast

Vegetable Marketing Board）成立，目的是限制

華人經營的果菜農場進一步擴大市場佔有率，

令矛盾進一步激化。警察也插手，鎮守各運輸

橋樑，限制華人農場向批發商輸送蔬菜。1935

年8月，14輛為華人載運馬鈴薯的貨車衝擊設

在馬寶橋（Marpole Bridge）的關卡。最後所

有農夫獲釋，因為檢控官未能提出證據，證

明該批馬鈴薯是作本地銷售用途。

1935 年 | 全球經濟蕭條踏入高峰期，當年

的華裔工人有80%失業。中華會館向溫哥華市

府陳情，要求救助。聖公會（Anglican Church

）派出使命團，在華埠派發賑濟湯。省工人

議會（Provincial Workers Council）以及華裔

工 人 保 障 協 會 （Chinese Workers Protective

Association）均呼籲要救濟華裔工人。勞工部

（Labour Department）最後決定將 217 名陷入

絕境的華工遣返中國，理由是把他們遣返比

不斷救濟他們更為划算省錢。

1936 年 | 6 月，卑詩海岸蔬菜銷售局（BC

Coast Vegetable Marketing Board）開始充公儲

存在溫哥華倉庫的馬鈴薯。拉德納（Ladner）

華裔農夫Chung Chuck與Mah Lai在卑詩最高

法院興訟，申請禁制令，制止銷售局的無理

行動。但銷售局繼續截停華人運蔬菜貨車。

華人農夫向法院提出申請， 拘捕 「銷售局」
的理事，指他們藐視法庭。同一時間，華人

商販向市府陳情，要求壓制檢查官的行為。

因為部分稽查以檢查貨物為名，將他們的貨

1937 年 | 1 月，樞密院（Privy Council）裁

定，有關 「銷售局」的聯邦法例並無法律效力

。引起華人農夫以及分銷商興訟，控告 「銷售

局」，要求發還先前徵收的費用。

元旦群毆

1934 年 | 1 月 1 日，溫哥華華埠爆發華人與

白人之間的大規模毆鬥事件。接近 1000 名白

人與東方人互相毆鬥。據悉，導火線是一名白

人乘客遭到一名華人的士司機的攻擊。涉事的

士司機被指揮動鐵鎚，襲擊乘客頭部。群毆爆

發後，警察也不能控制場面。需要召喚消防隊

到場，以噴水槍驅散聚集人群。

第一份英語刊物

1936 年 | 華 裔 社 群 首 份 英 文 刊 物 《The

Chinese News Weekly》開始發行。

1937年 | 盧溝橋事件爆發，日本全面侵華。

當時擔任法律翻譯及傳譯員的黃文甫（字寬先

，英文名字Foon Sien Wong）被 「中華會館」
委任為全權代表，統籌抗日救國募捐運動。

1939年 | 9月，德國入侵波蘭。英國與法國

相繼對德宣戰。當時便有加國華人志願參軍。

但加拿大政府一直拒絕讓華人直接投入戰鬥。

當時華人被標籤為 「同盟國外人」（allied

aliens），有可能受到審查。同一時間，華人團

體籌募到數以十萬元計的捐款，支援中國及加

拿大的軍事行動。

加軍從日軍手上接收香港

1942 年 | 當年引入的《國家資源動員法》

（National Resources Mobilization Act），容許

加拿大派遣軍隊到海外作戰。但加拿大軍隊並

沒有徵用華人當兵，只有小部分華人以特別技

能加入加國部隊。一直至 1944 年，加軍才廣

開 大 門 ， 徵 召 華 裔 加 拿 大 人 入 伍 。 Roger

Cheng是第一名被加拿大軍方擢升為軍官的華

人。

1943 年 | 羅景鎏（William K.L. Lore）成為

皇家加拿大海軍服役的首名華裔加拿大人，他

的官階是中尉（Sub-Lieutenant），他也是所

有英聯邦國家海軍中的第一名華裔軍官。由於

羅景鎏會說廣東話，抗戰勝利後，他是第一個

以英國海軍軍官的身分登陸香港，從日軍手上

收回這一個英屬殖民地，並且是第一個加拿大

軍官解放深水埗戰俘營，釋放戰俘。

1944 年 | 加拿大政府正式徵召華裔加拿大

人入伍當軍。一批華人被安排進入 136 部隊

（Force 136），有一部分被派往東南亞從事敵

後破壞活動。另一部分被派往澳洲及印度服役

。留守本土的華人也獲准參加軍需軍用品的生

產工作。很快，船塢碼頭工人工會（Dock

and Shipyard Workers Union）便接收了 300 名

華裔會員。

1945 年 | 黃文甫開展運動，為華人爭取投

票權。

同年，卑詩省通過法例，容許已經歸化為公

民並且曾經在二戰中從軍的亞裔擁有投票權。

華人終獲投票權

1947 年 | 加拿大的華人終於贏得公民資格

。華裔軍人在從軍時已經獲得投票權，在退役

後，這些華裔軍人紛紛組織起來，與同道者攜

手，一起爭取平等國民待遇。

經過一連串的游說工作，加上公眾情緒的改

變，不少反亞反華的法律規定陸續被推翻；包

括 1923 年的《排華法》、 「華人人頭稅」、

以及《連續行程法》（Continuous Journey Act

）等。加拿大在戰後也簽署了聯合國的《人權

憲章》（Charter of Human Rights），已經認

識到歧視性法律有違《人權憲章》，不能持續

。1947 年 1 月 1 日，《加拿大公民法》（The

Canadian Citizenship Act）正式生效。

1949 年 | 亞裔加拿大人終於在當年的省選

與聯邦大選中投下神聖一票，這包括溫金有。

他在剝奪華人投票權法例

生效之前與之後，都有投

票。由於《排華法》被推

翻，不少華裔加人的妻兒

開始陸續到來加拿大，分

隔太平洋兩岸的一家人終

於可以團聚。

1939 年 9 月 1 日，德軍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

大戰爆發，加拿大隨即向德國宣戰，準備出擊歐

洲。但想不到加國軍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參與

的第一場戰役，竟然是在香港發生。

歐洲戰場吃緊，應英國要求，加拿大派出兩個

營的兵力，協助英國防守香港。加軍在1941年10

月由溫哥華出發，在 11 月 16 日登陸香港。但可

能是準備得太倉卒，大批裝備被轉運到馬尼拉，

未能派上用場。

不到一個月之後，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

襲珍珠港，並幾乎在同一時間，進軍香港以及英

國在亞洲的殖民地。在香港時間1941年12月8日

，也就是珍珠港開打之後 8 個小時不到，日軍向

香港發動進攻。守衛香港的二千名加拿大軍人奮

戰近18日後，基本上全軍被殲被俘。加拿大政府

在日軍不宣而戰的翌日，也就是加國時間1941年

12月8日，對日宣戰。

已經與日本鏖戰多年的中國一夜之間改變身分

，成為與加拿大並肩作戰的同盟國。加國華人的

地位也出現 180 度的逆轉。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不

一樣，眼見中國國土遭日軍鐵蹄踐踏，華裔加拿

大人更加踴躍參軍與購買加拿大的愛國債卷。

在香港被俘的加軍其後遭受到種種不人道對待

，不是在投降後被屠殺便是在戰俘營內受到虐待

。出征香港的1,975名加軍中，有超過550人命喪

他鄉，永遠不能回歸故土。

在同仇敵愾的氛圍下，加拿大民眾對華人維權

活動也開始作出讓步。各級政府紛紛更改法律，

恢復華人的合理合法權益。1947年，《排華法》

被廢除，當時距離 「香港保衛戰」只有六年。

1949年，華人終於可以在省選與聯邦選舉中行使

公民權利，投下神聖一票。在不到十年的時間之

內，加國華人由沒有合法權利、身分曖昧的二等

公民搖身一變成為加拿大公民。

卑詩省法律和省議會記錄
翻譯：梁麗芳、黃聖暉

1925年：省議會通過議案，給予男性

最低工資。歷史學家 Patricia Roy 認為原

意是使得亞洲男性工人不那麼受歡迎。

農業常委會提出報告，包括以下的建

議：探討立法院是否能立法，禁止華人

和日本人在BC省擁有、出售、出租、或

者租地。

1927年：曼蓀（Manson）提出人口報

告，其中包括人口統計與就業資料。第

23 頁指出，公共事務部的合約條款中，

包括一項禁止僱用華人與日本人。如果

某公司僱用亞洲人，則沒收所有款項，

連利息在內。

1928年：有關大英-日本條約，議員

戴偉（Davie）動議，雖然由加拿大國家

議會批准，但該條約妨礙卑詩省處理日

本人的權利。建議要求自治領政府開始

與中國和日本政府商討，包括限制移民

和對華人和日本的人口比例，進行補救

的計劃。

1935年：動議反對把公民權給予卑詩

省有東方血統的人。

1936年：省議會極力反對任何給東方

人公民權的建議，並說省議會始終不會

改變其立場。動議不被接受。

1938年：議員動議，促請聯邦政府廢

止與日本簽訂的日本移民條約。同時把

省議會中，提出反對日本人與華人入境

卑詩省的意見，載入記錄。動議通過。

「「香港保衛戰香港保衛戰」」逆轉加國民意逆轉加國民意
抗日戰火成為加國華人命運轉捩點

「香港保衛戰」 是一場扭轉加國華人命運的戰
役，也是一場陰差陽錯安排之下出現的戰役。正
當加拿大的華裔社群在多層壓制、排擠之際，在
香港爆發的一場戰爭，卻一夜之間將這一局面完
全扭轉。 明報記者陳志強

▲▲20122012年，總理哈珀訪問香港時，特別前往港島的小西灣軍人墳場，年，總理哈珀訪問香港時，特別前往港島的小西灣軍人墳場，
向在二戰中保衛香港而犧牲的加拿大軍人致敬。向在二戰中保衛香港而犧牲的加拿大軍人致敬。 （本報檔案圖片）（本報檔案圖片）

▲▲被日軍俘虜的加拿大軍人。被日軍俘虜的加拿大軍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19261926年的華人果菜批發商。年的華人果菜批發商。
（溫哥華圖書館歷史圖片）（溫哥華圖書館歷史圖片）

▲▲ 19491949年投票的溫金友，他成為唯一一個年投票的溫金友，他成為唯一一個
既曾在排華法前投票、又在取消該法後投既曾在排華法前投票、又在取消該法後投
票的卑詩華人。票的卑詩華人。 （檔案圖片）（檔案圖片）

▶▶加國首位華裔海軍羅景鎏。加國首位華裔海軍羅景鎏。

參與香港保衛戰的加參與香港保衛戰的加軍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橋樑，限制華人農場向批發商輸送蔬菜。1935

年8月，14輛為華人載運馬鈴薯的貨車衝擊設

在馬寶橋（Marpole Bridge）的關卡。最後所

有農夫獲釋，因為檢控官未能提出證據，證明

該批馬鈴薯是作本地銷售用途。

1935 年 | 全球經濟蕭條踏入高峰期，當年

的華裔工人有80%失業。中華會館向溫哥華市

府陳情，要求救助。聖公會（Anglican Church

）派出使命團，在華埠派發賑濟湯。省工人議

會（Provincial Workers Council）以及華裔工

人 保 障 協 會 （Chinese Workers Protective

Association）均呼籲要救濟華裔工人。勞工部

（Labour Department）最後決定將 217 名陷入

絕境的華工遣返中國，理由是把他們遣返比不

斷救濟他們更為划算省錢。

1936 年 | 6 月，卑詩海岸蔬菜銷售局（BC

Coast Vegetable Marketing Board）充公儲存在

溫哥華倉庫的馬鈴薯。拉德納（Ladner）華裔

農夫 Chung Chuck 與 Mah Lai 在卑詩最高法院

興訟，申請禁制令，制止銷售局的無理行動。

但銷售局繼續截停華人運蔬菜貨車。華人農夫

向法院申請， 拘捕 「銷售局」的理事，指他

們藐視法庭。同一時間，華人商販向市府陳情

，要求壓制檢查官的行為。因為部分稽查以檢

查貨物為名，將他們的貨品胡亂扔到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