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洲史话》（十一）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

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9/2021_2022__E3_80_8A_

E6_BE_B3_E6_B4_B2_E5_c107_209398.htm 41、多元文化除了

气候和自然景观，二次大战前的澳洲与英国极为相似。走遍

澳洲，除了英语几乎听不到其他语言。每一个乡村小镇都“

长的差不多”，你总能在主街道上找到一家皇家旅

店(RoyalHotel)，找到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杂货店肉店蔬菜店。

餐馆里总是晚饭牛排早饭火腿鸡蛋。人们每星期五晚上必吃

炸鱼薯条，星期六是体育时间，星期天晚饭吃烧烤，星期一

每家的后院里晾满了洗好的衣服。千篇一律，但人们感觉很

好，因为这时的澳洲人绝大多数（90％以上）都来自大英帝

国（包括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他们就是要

在澳洲再建一个英国。当然，这时的澳洲也有几万土著人和

不少华人，但他们根本就不算澳洲公民，只是被“容忍”生

活在社会的边缘和角落。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百多万美

国士兵进出过澳洲。这些热情的美国青年给了澳洲社会不大

不小的文化冲击。别的不说，这些美国大兵带走了1万2千多

澳洲新娘。二次大战后，澳洲大力吸收移民，英国人优先，

其他欧洲人也行。从1947到1969年移民总数200万，其中英国

人占42％，南欧人（包括意大利、希腊、土尔其等）25％，

北欧人12％，东欧人15％，美国人1％。全部来自亚洲和太平

洋岛国的移民才5万5千人，仅占1.6%。50年代的澳洲人可不

像今天这样宽容，他们以“同化政策”对待英国以外的欧洲

移民，要他们改变自己，接受澳洲的“英式生活”。如果东

欧或南欧移民在大街上用自己的语言讲话，澳洲人会极为反



感，常常不客气的打断他们，要他们讲英语。尽管如此，这

些新移民并不打算放弃自己的风俗习惯。城市里出现了意大

利、希腊、法国、北欧风味的饭馆。街上流行起地中海风格

的服装。新移民多住在靠近城市中心的老旧的小房子里，而

且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移民都有各自的聚居区域。但不

久却发现移民的孩子们很自然的溶入了澳洲，讲一口地道的

澳式英语，最爱吃牛肉馅饼(Meatpie)和热狗(Hotdog)加上西

红柿酱，长大之后往往搬出父辈的“民族区”，毫不在意的

和“老澳洲人”或来自任何国家的移民混居。60年代，特别

是越南战争之后，澳洲人的宽容心大大增强了，开始承认各

国移民带来的风俗习惯和服装饮食丰富了澳洲的社会生活，

他们对英国之外的文化已经从排斥到接纳。对土著文化的态

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67年之前对待土著人的“同化

政策”意味着对土著文化的根本否定。1967年以后工党和自

由党－乡村党联盟都先后放弃了同化政策，给予土著人“自

主”的权利。这不仅是社会民主的进步，也是对土著文化价

值的承认。很多博物馆开始大量收藏土著人的艺术作品和文

物。70年代，以越南难民为发端，澳洲又开始遭受亚洲文化

的冲击。亚洲移民的语言、习俗、服装、饮食、直到相貌与

澳洲人更加不同。数以十万计的亚洲移民对澳洲社会的冲击

力之大可想而知。尽管澳洲人此时对英国以外的各种欧洲文

化已经可以接受，但对亚洲文化持排斥态度的大有人在

。1984年，布莱内（Blainey）教授在一次公开讲演中总结了

澳洲社会一部分人对亚洲移民的各种担心：一是大量增加亚

洲移民就相对减少了英国和欧洲移民，二是亚洲移民聚居在

一起会引发社会矛盾，三是亚洲移民缺少对民主价值的认同



，会消弱澳洲的政治制度。他指责多元文化政策将把澳洲变

成一个“部落国家”(Nationoftribes)。当然，这只是反对的一

方，更多的人对亚洲移民和亚洲文化持宽容和接纳的态度。

多元文化成为政府的官方政策可以追溯到1971年1月，当时的

自由党政府总理戈顿（Gorton）在访问新加坡时的一次讲话

中强调“澳大利亚正在变成一个多民族的社会”。当时掌管

文化事务的部长堂奇泊（DonChipp）在电视讲话中表示支持

这个论点。从此以后多元文化这个词变的越来越常用。1972

年上台的工党政府正式废除了白澳政策并与亚洲国家加强关

系，进一步扩展了多元文化的基础。1977年，自由党政府总

理弗雷泽(Fraser)任命盖勃利（Galbally）负责审查对新移民的

政策法规。而后，盖勃利在报告中敦促政府进一步强化多元

文化政策，应明确移民有保持其原有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的

权利。但同时他也强调了澳洲社会保持凝聚一体的重要性。

弗雷泽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多元文化政策更加成熟。它有

两方面，缺一不可：一是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二是维持社会

的凝聚力。没有第一点就是社会的倒退，没有第二点澳洲就

真成了乱哄哄的“部落国家”。1983年又一次上台的工党政

府对内进一步巩固了多元文化政策，对外则加紧向亚洲国家

靠拢。1989年霍克(Hawke)总理公开倡导成立亚太经合组

织(APEC）。1991年接替了霍克的基廷(Keating)总理更把多元

文化推向了一个高潮，并把亚洲看作是澳大利亚的希望。霍

克和基廷的工党政府不仅把吸纳亚洲移民看作是贯彻种族平

等的原则，而且还把亚洲移民看作是与亚洲进行沟通的中介

和桥梁，对澳洲经济具有巨大价值。可是，快速增加的亚洲

移民和工党政府“倒向亚洲”的政策也当然会受到传统势力



的抵抗。1996年韩森的出现像竖起了一面旗帜，把反对多元

文化的力量聚集起来。1996年10月，当韩森的势力把澳洲搅

的人心混乱之时，议会中朝野三党（自由党、国家党、工党

）全体议员发表公开声明，重申坚持无种族歧视的移民政策

，坚持与土著人和解的政策和多元文化政策。在1997年5月的

民意调查中发现：有78％的澳洲人支持多元文化政策。回首

望去，从40年代之前的“英式社会”到50年代的多种欧洲文

化进入澳洲，再到70年代开始的亚洲文化大规模进入澳洲，

变化是多么巨大。尽管时强时弱的反对声从没有停止过，但

澳洲社会一步步的走向更加宽容，各个民族和各种文化得到

了越来越平等的对待。仅仅几十年里，一个“纯粹的白澳社

会”已经转变为当之无愧的多民族多文化的澳大利亚，这不

仅是澳洲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光辉的一章。42、面向未来

澳洲的现代社会只有200多年的历史，澳洲大陆的变化却是天

翻地覆。那辽阔的、曾经只有原始人的荒野上出现了现代农

业、牧业、果园、矿山、工厂，和能与世界上任何大都市比

美的悉尼，墨尔本...。才200多年，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生活改

变的令人惊叹不已。200年前的英国移民要在海上颠簸几个月

半年才能达到这天涯海角的澳洲，然后就望眼欲穿的盼望着

“祖国”的音讯。如今，喷气飞机可在一天之内把人送到地

球的另一端，坐在家里可以随手抓起电话与远在天边的亲朋

好友谈天说地。未来的科技将怎样改变人类的生活，唯一能

够准确预测的是：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有挑战和冲击，就像

我们今天已经面对信息时代的“全球趋同化”，“文化灭绝

”，面对生物技术带来的“复制人类”，“转基因食物”这

样一系列问题。澳洲经济的主导曾经是农牧业，因此曾被称



为“骑在羊背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澳洲又“坐到了

矿车上”。1996年，澳洲的旅游收入首次达到140亿澳元，成

为最大宗的出口商品。这预示着旅游资源将在21世纪的澳洲

经济中扮演头号角色，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更突出的标志出

这一转变。几十年来，澳洲政治家们费尽心机的计划和推进

经济转型：从以初级产品为主导向技术产业经济转化。但由

于澳洲国内市场的狭小和来自国外的强大竞争，这一转化举

步维艰。旅游业的异军突起也许将使澳洲经济再次经历柳暗

花明的惊喜。澳洲的现代社会来源于英国，那个遥远的国家

曾长期被视为“祖国和母亲”。当20世纪伊始，澳大利亚以

一个基本独立的国家出现，但与英国还保持着千丝万缕“情

感上和名义上的母子关系”。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严酷事

实才使澳洲人猛醒：他们和远在一万多公里外的“母亲”有

着根本利益上的巨大分歧。二战后的澳大利亚与“母亲”的

关系只剩了那么一点名义。在迈向21世纪的前夕，澳洲举行

了全民公决：决定是否去掉那最后的一点名义，由早已名存

实亡的君主立宪走向彻底的共和制。公决的结果却是否定的

。但这并非意味着澳洲人还迷恋过去。倡导共和的人士指出

，公决的题目被反对共和的霍华德(Howard)总理“偷换了概

念”。澳洲民众面对的并非“是否走向共和”而是“是否接

受一个由霍华德本人提出的又被他本人反对的有明显缺陷的

共和模式”。就连反对共和的阵营在公决前的宣传中也没敢

抬出“英国母亲”，而只是猛攻那个显然不成熟的共和模式

。这充分表明澳大利亚走向共和仅仅是个时间问题。澳大利

亚曾紧紧追随过美国和英国，这并非因为澳洲人缺少独立精

神。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确实难于抵御强大的敌人，与美英



结盟多少出于不得已。冷战时代的结束终于消除了直接的战

争威胁，从而澳大利亚可以实行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但澳

大利亚不能不密切注视着北方的近邻，那些亚洲大国。澳洲

的存在与否对她们没有什么不同，但她们的一举一动却可以

实实在在的影响澳洲。中国在21世纪成为足与和美国匹敌的

超级大国已经不再是疑问，这个超级巨人将深深的影响澳大

利亚也是必然的。澳大利亚不能不祈祷，盼望那个巨人是友

好、民主和对外亲善的，而不是相反。当澳大利亚宣称她希

望看到一个富强稳定的中国，这应该是真心话。因为贫穷而

又陷于动乱的中国对澳大利亚意味着千百条难民船大举登陆

。不仅中国，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战乱马上就让澳洲人想到

难民。真正的难民和由贫穷造成的“经济难民”是在可预见

的未来对澳洲的最大威胁，至少是最大的“外来问题”。澳

大利亚不反对接受真正的难民，她的地广人稀不仅使国际社

会认为，也使澳大利亚自己承认这是她的国际义务。但澳大

利亚也希望难民的进入不会超出她的承受能力，即不致严重

冲击澳洲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吸收移民也将继续是澳洲的长

期基本国策。但随着人口的增长，反对移民的呼声也会越来

越高。尤其当人口逐渐接近2600万时，这是许多科学家根据

澳洲情况计算出的“适度人口”。澳洲人口的分布极不均匀

，过度的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这使一些资源环境问题已经

变的非常尖锐。200多年里，澳洲社会观念的进步决不亚于物

质文明的发展。种族主义曾经是理所当然，土著人曾被当作

动物看待，华人曾被看作是邪恶的入侵者，黄祸曾经是亚洲

人的代名词。就在190 出国留学移民教育考试出国,留学,移民,

澳洲,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新西兰 41、多元



文化除了气候和自然景观，二次大战前的澳洲与英国极为相

似。走遍澳洲，除了英语几乎听不到其他语言。每一个乡村

小镇都“长的差不多”，你总能在主街道上找到一家皇家旅

店(RoyalHotel)，找到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杂货店肉店蔬菜店。

餐馆里总是晚饭牛排早饭火腿鸡蛋。人们每星期五晚上必吃

炸鱼薯条，星期六是体育时间，星期天晚饭吃烧烤，星期一

每家的后院里晾满了洗好的衣服。千篇一律，但人们感觉很

好，因为这时的澳洲人绝大多数（90％以上）都来自大英帝

国（包括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他们就是要

在澳洲再建一个英国。当然，这时的澳洲也有几万土著人和

不少华人，但他们根本就不算澳洲公民，只是被“容忍”生

活在社会的边缘和角落。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百多万美

国士兵进出过澳洲。这些热情的美国青年给了澳洲社会不大

不小的文化冲击。别的不说，这些美国大兵带走了1万2千多

澳洲新娘。二次大战后，澳洲大力吸收移民，英国人优先，

其他欧洲人也行。从1947到1969年移民总数200万，其中英国

人占42％，南欧人（包括意大利、希腊、土尔其等）25％，

北欧人12％，东欧人15％，美国人1％。全部来自亚洲和太平

洋岛国的移民才5万5千人，仅占1.6%。50年代的澳洲人可不

像今天这样宽容，他们以“同化政策”对待英国以外的欧洲

移民，要他们改变自己，接受澳洲的“英式生活”。如果东

欧或南欧移民在大街上用自己的语言讲话，澳洲人会极为反

感，常常不客气的打断他们，要他们讲英语。尽管如此，这

些新移民并不打算放弃自己的风俗习惯。城市里出现了意大

利、希腊、法国、北欧风味的饭馆。街上流行起地中海风格

的服装。新移民多住在靠近城市中心的老旧的小房子里，而



且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移民都有各自的聚居区域。但不

久却发现移民的孩子们很自然的溶入了澳洲，讲一口地道的

澳式英语，最爱吃牛肉馅饼(Meatpie)和热狗(Hotdog)加上西

红柿酱，长大之后往往搬出父辈的“民族区”，毫不在意的

和“老澳洲人”或来自任何国家的移民混居。60年代，特别

是越南战争之后，澳洲人的宽容心大大增强了，开始承认各

国移民带来的风俗习惯和服装饮食丰富了澳洲的社会生活，

他们对英国之外的文化已经从排斥到接纳。对土著文化的态

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67年之前对待土著人的“同化

政策”意味着对土著文化的根本否定。1967年以后工党和自

由党－乡村党联盟都先后放弃了同化政策，给予土著人“自

主”的权利。这不仅是社会民主的进步，也是对土著文化价

值的承认。很多博物馆开始大量收藏土著人的艺术作品和文

物。70年代，以越南难民为发端，澳洲又开始遭受亚洲文化

的冲击。亚洲移民的语言、习俗、服装、饮食、直到相貌与

澳洲人更加不同。数以十万计的亚洲移民对澳洲社会的冲击

力之大可想而知。尽管澳洲人此时对英国以外的各种欧洲文

化已经可以接受，但对亚洲文化持排斥态度的大有人在

。1984年，布莱内（Blainey）教授在一次公开讲演中总结了

澳洲社会一部分人对亚洲移民的各种担心：一是大量增加亚

洲移民就相对减少了英国和欧洲移民，二是亚洲移民聚居在

一起会引发社会矛盾，三是亚洲移民缺少对民主价值的认同

，会消弱澳洲的政治制度。他指责多元文化政策将把澳洲变

成一个“部落国家”(Nationoftribes)。当然，这只是反对的一

方，更多的人对亚洲移民和亚洲文化持宽容和接纳的态度。

多元文化成为政府的官方政策可以追溯到1971年1月，当时的



自由党政府总理戈顿（Gorton）在访问新加坡时的一次讲话

中强调“澳大利亚正在变成一个多民族的社会”。当时掌管

文化事务的部长堂奇泊（DonChipp）在电视讲话中表示支持

这个论点。从此以后多元文化这个词变的越来越常用。1972

年上台的工党政府正式废除了白澳政策并与亚洲国家加强关

系，进一步扩展了多元文化的基础。1977年，自由党政府总

理弗雷泽(Fraser)任命盖勃利（Galbally）负责审查对新移民的

政策法规。而后，盖勃利在报告中敦促政府进一步强化多元

文化政策，应明确移民有保持其原有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的

权利。但同时他也强调了澳洲社会保持凝聚一体的重要性。

弗雷泽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多元文化政策更加成熟。它有

两方面，缺一不可：一是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二是维持社会

的凝聚力。没有第一点就是社会的倒退，没有第二点澳洲就

真成了乱哄哄的“部落国家”。1983年又一次上台的工党政

府对内进一步巩固了多元文化政策，对外则加紧向亚洲国家

靠拢。1989年霍克(Hawke)总理公开倡导成立亚太经合组

织(APEC）。1991年接替了霍克的基廷(Keating)总理更把多元

文化推向了一个高潮，并把亚洲看作是澳大利亚的希望。霍

克和基廷的工党政府不仅把吸纳亚洲移民看作是贯彻种族平

等的原则，而且还把亚洲移民看作是与亚洲进行沟通的中介

和桥梁，对澳洲经济具有巨大价值。可是，快速增加的亚洲

移民和工党政府“倒向亚洲”的政策也当然会受到传统势力

的抵抗。1996年韩森的出现像竖起了一面旗帜，把反对多元

文化的力量聚集起来。1996年10月，当韩森的势力把澳洲搅

的人心混乱之时，议会中朝野三党（自由党、国家党、工党

）全体议员发表公开声明，重申坚持无种族歧视的移民政策



，坚持与土著人和解的政策和多元文化政策。在1997年5月的

民意调查中发现：有78％的澳洲人支持多元文化政策。回首

望去，从40年代之前的“英式社会”到50年代的多种欧洲文

化进入澳洲，再到70年代开始的亚洲文化大规模进入澳洲，

变化是多么巨大。尽管时强时弱的反对声从没有停止过，但

澳洲社会一步步的走向更加宽容，各个民族和各种文化得到

了越来越平等的对待。仅仅几十年里，一个“纯粹的白澳社

会”已经转变为当之无愧的多民族多文化的澳大利亚，这不

仅是澳洲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光辉的一章。42、面向未来

澳洲的现代社会只有200多年的历史，澳洲大陆的变化却是天

翻地覆。那辽阔的、曾经只有原始人的荒野上出现了现代农

业、牧业、果园、矿山、工厂，和能与世界上任何大都市比

美的悉尼，墨尔本...。才200多年，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生活改

变的令人惊叹不已。200年前的英国移民要在海上颠簸几个月

半年才能达到这天涯海角的澳洲，然后就望眼欲穿的盼望着

“祖国”的音讯。如今，喷气飞机可在一天之内把人送到地

球的另一端，坐在家里可以随手抓起电话与远在天边的亲朋

好友谈天说地。未来的科技将怎样改变人类的生活，唯一能

够准确预测的是：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有挑战和冲击，就像

我们今天已经面对信息时代的“全球趋同化”，“文化灭绝

”，面对生物技术带来的“复制人类”，“转基因食物”这

样一系列问题。澳洲经济的主导曾经是农牧业，因此曾被称

为“骑在羊背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澳洲又“坐到了

矿车上”。1996年，澳洲的旅游收入首次达到140亿澳元，成

为最大宗的出口商品。这预示着旅游资源将在21世纪的澳洲

经济中扮演头号角色，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更突出的标志出



这一转变。几十年来，澳洲政治家们费尽心机的计划和推进

经济转型：从以初级产品为主导向技术产业经济转化。但由

于澳洲国内市场的狭小和来自国外的强大竞争，这一转化举

步维艰。旅游业的异军突起也许将使澳洲经济再次经历柳暗

花明的惊喜。澳洲的现代社会来源于英国，那个遥远的国家

曾长期被视为“祖国和母亲”。当20世纪伊始，澳大利亚以

一个基本独立的国家出现，但与英国还保持着千丝万缕“情

感上和名义上的母子关系”。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严酷事

实才使澳洲人猛醒：他们和远在一万多公里外的“母亲”有

着根本利益上的巨大分歧。二战后的澳大利亚与“母亲”的

关系只剩了那么一点名义。在迈向21世纪的前夕，澳洲举行

了全民公决：决定是否去掉那最后的一点名义，由早已名存

实亡的君主立宪走向彻底的共和制。公决的结果却是否定的

。但这并非意味着澳洲人还迷恋过去。倡导共和的人士指出

，公决的题目被反对共和的霍华德(Howard)总理“偷换了概

念”。澳洲民众面对的并非“是否走向共和”而是“是否接

受一个由霍华德本人提出的又被他本人反对的有明显缺陷的

共和模式”。就连反对共和的阵营在公决前的宣传中也没敢

抬出“英国母亲”，而只是猛攻那个显然不成熟的共和模式

。这充分表明澳大利亚走向共和仅仅是个时间问题。澳大利

亚曾紧紧追随过美国和英国，这并非因为澳洲人缺少独立精

神。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确实难于抵御强大的敌人，与美英

结盟多少出于不得已。冷战时代的结束终于消除了直接的战

争威胁，从而澳大利亚可以实行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但澳

大利亚不能不密切注视着北方的近邻，那些亚洲大国。澳洲

的存在与否对她们没有什么不同，但她们的一举一动却可以



实实在在的影响澳洲。中国在21世纪成为足与和美国匹敌的

超级大国已经不再是疑问，这个超级巨人将深深的影响澳大

利亚也是必然的。澳大利亚不能不祈祷，盼望那个巨人是友

好、民主和对外亲善的，而不是相反。当澳大利亚宣称她希

望看到一个富强稳定的中国，这应该是真心话。因为贫穷而

又陷于动乱的中国对澳大利亚意味着千百条难民船大举登陆

。不仅中国，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战乱马上就让澳洲人想到

难民。真正的难民和由贫穷造成的“经济难民”是在可预见

的未来对澳洲的最大威胁，至少是最大的“外来问题”。澳

大利亚不反对接受真正的难民，她的地广人稀不仅使国际社

会认为，也使澳大利亚自己承认这是她的国际义务。但澳大

利亚也希望难民的进入不会超出她的承受能力，即不致严重

冲击澳洲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吸收移民也将继续是澳洲的长

期基本国策。但随着人口的增长，反对移民的呼声也会越来

越高。尤其当人口逐渐接近2600万时，这是许多科学家根据

澳洲情况计算出的“适度人口”。澳洲人口的分布极不均匀

，过度的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这使一些资源环境问题已经

变的非常尖锐。200多年里，澳洲社会观念的进步决不亚于物

质文明的发展。种族主义曾经是理所当然，土著人曾被当作

动物看待，华人曾被看作是邪恶的入侵者，黄祸曾经是亚洲

人的代名词。就在190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