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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唐人街。位于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心的中区华埠，是多

伦多地区最早的华埠之一，也是目前北美地区华人最集中的

商贸中心之一。它历经沧桑，风光依旧，但也不断面临挑战

。据在当地经营了近30年的加荣丰布行老板郭伟光及枫城酒

楼老板陈乐屏和当地房地产名人刘彼得介绍，中区华埠其实

是从位于Grey Hound车站的旧华埠演变而来。数十年来历经

不同的移民时代，华埠的面貌也各有风格。70年代以前，多

伦多的华人来自中国台山，当时大多数的移民都集中在交通

比较方便的Grey Hound车站附近。多伦多以外的其它城市如

蒙特利尔和居住在小镇上的华人，隔三岔五地也要来多伦多

的华埠了解华人社区信息，许多社团如洪门民治党、龙冈公

所和林西河堂等在当时就相当活跃。70年代初，中国香港移

民潮开始。刚抵埠的华人多数都在华埠落脚，华人族群逐渐

沿登打士街向西扩展，由于重建排水道，许多房屋也相继改

建成店铺，在现在吉庆酒楼一带，形成初具规模的华人聚集

中心——国际城。郭伟光说，当时的华埠不仅对居住在多伦

多的华人具有凝聚力，就是不住在华埠的华人，一到周末必

定要上唐人街，品尝富有家乡风味的饮食，听听久违的乡音

，在异国享受难得的乡情。郭伟光称，由于当时交通不方便

，附近小镇根本买不到华人喜爱的食品及用品，中文的报章

杂志就更没机会得到。所以，住在小镇的人，大约每两个星

期就会来一次唐人街，享受乡情的同时，也满足购物需要，



更可以通过中文报纸了解世界。郭伟光指，小镇来的华人，

看到几天前的中文报纸都如获至宝。至80年代，华埠重心逐

渐向原来是犹太人聚居的士巴丹拿转移，在当地颇有名望的

文氏家族所建的文华中心，是许多华人聚集交换信息的重要

地点，号称是当时北美地区最大最繁华的中国城。1989年，

文化中心改建，成了集商贸饮食于一体的商务中心，至今都

是华埠的重要地标。陈乐屏1974年移民加拿大，一直对中区

华埠的美食情有独钟。当时他在蒙特利尔求学，一到寒暑假

必定要来唐人街大快朵颐，陈乐屏在唐人街浸淫几十年，见

证了当地的发展。他说，以前的唐人街，街车走在坑坑洼洼

的石板路上，一路吭哧吭哧的，车上的人也跟着路面的起伏

，上下颠簸。直到90年代末，路面重整、拓宽，而且附近几

个具有华人特色的商务中心如龙城、新光酒楼和文华中心等

的建立，使整个唐人街面貌一新，逐渐成为多伦多的旅游热

点。已经接替新光酒楼成为枫城酒楼东主的陈乐屏表示，酒

楼每天接待的客人，至少有20%是旅游观光者。从80年代末开

始，中国大陆移民进军加拿大，先走一步的福州人逐步接手

当地超市。目前中区华埠的3个主要超市华盛、华龙和隆华都

由福州人经营。从80年代开始，华人的商场酒楼大规模向北

迁移，对中区华埠造成冲击，这种冲击一直延续至今。首当

其冲的是酒楼，随着华人食客的北移，中区华埠的酒楼不少

难以为继。前不久，吉庆酒楼宣告停业，就是典型的例子。

但是中区华埠的经营者大多对前景信心满满。陈乐屏预言，

由于大量来自中国大陆受过高等教育、有生意头脑和先进科

学技术的移民在华埠的比重不断加大，以后的中区华埠不但

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同时也会成为一个融合多元文化的一个



商业重地。事实上，90年代中期开始，原已迁走的犹太人被

华埠兴旺的局面所吸引，纷纷回迁，使华埠的犹太人和欧洲

人不断增多。中区华埠发展至今，卫生问题一直受到各界批

评。对此，陈乐屏表示，关键在于中区华埠巨大的客流量，

虽然市政府保证每天清理街道一次，但相对于客流量还是不

足。而且，垃圾箱数量不够，设计也不合理，造成许多游人

不得不把垃圾放置在垃圾箱外，再加上中区华埠是老区，后

街狭窄，收垃圾的车进不去，商家和住户只能把垃圾放置前

街，这也是当地卫生比其它地方较差的原因。作为中区华埠

发展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郭伟光表示，华埠的卫生完全有可

能改善，委员会将进一步加强与市府的联系，定期检查监控

卫生情况，同时也要加强商户和居民的教育，并加大宣传力

度，使游人都一起来保持华埠的卫生。 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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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唐人街。位于加拿

大多伦多市中心的中区华埠，是多伦多地区最早的华埠之一

，也是目前北美地区华人最集中的商贸中心之一。它历经沧

桑，风光依旧，但也不断面临挑战。据在当地经营了近30年

的加荣丰布行老板郭伟光及枫城酒楼老板陈乐屏和当地房地

产名人刘彼得介绍，中区华埠其实是从位于Grey Hound车站

的旧华埠演变而来。数十年来历经不同的移民时代，华埠的

面貌也各有风格。70年代以前，多伦多的华人来自中国台山

，当时大多数的移民都集中在交通比较方便的Grey Hound车

站附近。多伦多以外的其它城市如蒙特利尔和居住在小镇上

的华人，隔三岔五地也要来多伦多的华埠了解华人社区信息

，许多社团如洪门民治党、龙冈公所和林西河堂等在当时就



相当活跃。70年代初，中国香港移民潮开始。刚抵埠的华人

多数都在华埠落脚，华人族群逐渐沿登打士街向西扩展，由

于重建排水道，许多房屋也相继改建成店铺，在现在吉庆酒

楼一带，形成初具规模的华人聚集中心——国际城。郭伟光

说，当时的华埠不仅对居住在多伦多的华人具有凝聚力，就

是不住在华埠的华人，一到周末必定要上唐人街，品尝富有

家乡风味的饮食，听听久违的乡音，在异国享受难得的乡情

。郭伟光称，由于当时交通不方便，附近小镇根本买不到华

人喜爱的食品及用品，中文的报章杂志就更没机会得到。所

以，住在小镇的人，大约每两个星期就会来一次唐人街，享

受乡情的同时，也满足购物需要，更可以通过中文报纸了解

世界。郭伟光指，小镇来的华人，看到几天前的中文报纸都

如获至宝。至80年代，华埠重心逐渐向原来是犹太人聚居的

士巴丹拿转移，在当地颇有名望的文氏家族所建的文华中心

，是许多华人聚集交换信息的重要地点，号称是当时北美地

区最大最繁华的中国城。1989年，文化中心改建，成了集商

贸饮食于一体的商务中心，至今都是华埠的重要地标。陈乐

屏1974年移民加拿大，一直对中区华埠的美食情有独钟。当

时他在蒙特利尔求学，一到寒暑假必定要来唐人街大快朵颐

，陈乐屏在唐人街浸淫几十年，见证了当地的发展。他说，

以前的唐人街，街车走在坑坑洼洼的石板路上，一路吭哧吭

哧的，车上的人也跟着路面的起伏，上下颠簸。直到90年代

末，路面重整、拓宽，而且附近几个具有华人特色的商务中

心如龙城、新光酒楼和文华中心等的建立，使整个唐人街面

貌一新，逐渐成为多伦多的旅游热点。已经接替新光酒楼成

为枫城酒楼东主的陈乐屏表示，酒楼每天接待的客人，至少



有20%是旅游观光者。从80年代末开始，中国大陆移民进军加

拿大，先走一步的福州人逐步接手当地超市。目前中区华埠

的3个主要超市华盛、华龙和隆华都由福州人经营。从80年代

开始，华人的商场酒楼大规模向北迁移，对中区华埠造成冲

击，这种冲击一直延续至今。首当其冲的是酒楼，随着华人

食客的北移，中区华埠的酒楼不少难以为继。前不久，吉庆

酒楼宣告停业，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中区华埠的经营者大

多对前景信心满满。陈乐屏预言，由于大量来自中国大陆受

过高等教育、有生意头脑和先进科学技术的移民在华埠的比

重不断加大，以后的中区华埠不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同时

也会成为一个融合多元文化的一个商业重地。事实上，90年

代中期开始，原已迁走的犹太人被华埠兴旺的局面所吸引，

纷纷回迁，使华埠的犹太人和欧洲人不断增多。中区华埠发

展至今，卫生问题一直受到各界批评。对此，陈乐屏表示，

关键在于中区华埠巨大的客流量，虽然市政府保证每天清理

街道一次，但相对于客流量还是不足。而且，垃圾箱数量不

够，设计也不合理，造成许多游人不得不把垃圾放置在垃圾

箱外，再加上中区华埠是老区，后街狭窄，收垃圾的车进不

去，商家和住户只能把垃圾放置前街，这也是当地卫生比其

它地方较差的原因。作为中区华埠发展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郭伟光表示，华埠的卫生完全有可能改善，委员会将进一步

加强与市府的联系，定期检查监控卫生情况，同时也要加强

商户和居民的教育，并加大宣传力度，使游人都一起来保持

华埠的卫生。 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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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