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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山举行的“人头税”平反仪式上，加拿大总理哈珀代表加

拿大政府向全体旅加华人正式道歉，承认“人头税”政策带

有严重的种族歧视色彩。尽管这一声道歉迟到了一个多世纪

，８万多名受害者中只有不到３０人等到了这一天，但这声

道歉对于自强不息的整个华人群体来说，仍然显得这么重要

而令人激动。 从１８８５年到１９２３年，大约８．５万华

人每人缴纳了多达５００加元的“人头税”。许多人不得不

借债来筹集这笔在当时相当于两年工资的钱。这项一直实施

到１９４７年的歧视政策阻止了妻子和子女与其在加拿大的

丈夫和父亲团聚，从而造成家庭破裂。 ８２年前，３岁的马

林笑容在父亲给她、母亲和哥哥分别交了５００加元人头税

后，才得以来加拿大实现家庭团聚。作为最后一个交纳人头

税的华人，马林笑容在平反仪式上做了简短而感人的发言。

她说，“人头税”这个耻辱的阴影一直伴随着她，根本没想

到能够活着看到平反的这一天，“今天我才觉得自己是个真

正的加拿大人了”。 ８８岁的盘占元老人向记者讲述了自己

的辛酸故事。１９２２年，父亲借了１０００加元，给他们

兄弟二人交了“人头税”，但为了还清这笔钱，父亲用了１

７年的时间。盘老先生特别强调：“重要的是纠正历史的错

误，还我们尊严。” 在几百名“人头税”受害者家属中，一

身二战老兵戎装的８１岁老人雷绍箕比较引人注目。他属于

在加出生的“人头税”受害者第一代子女。当记者问他听到



哈珀的道歉有何感想时，老人大声地回答：“我太高兴了。

”坐在他一旁的小孙女补充道：“他当时哭了，什么也说不

出来。”雷绍箕指了指身上的军装说，他当时之所以参军去

缅甸打仗，初衷就是为了改变当时因为没有公民身份而被人

瞧不起的状态。 为增加平反仪式的喜庆气氛，加政府还特地

邀请了几位中国民乐手来助兴。霍尔市中国联谊会主席张鸣

弹得一手好琵琶，她考虑到“人头税”受害者大多都是广东

人，特地准备了一曲《旱田雷》。张鸣认为，“人头税”的

平反与华人地位的提高有很大关系。她１９９２年初到加的

时候，华人社区远没有现在这么活跃。“中国国家强盛，经

济发展，华人自信心比以前增强多了。” 除正式道歉外，哈

珀同时宣布将对“人头税”受害者进行象征性补偿。根据补

偿方案，政府将为目前健在的“人头税”受害者（约３０人

左右）和其他受害者遗孀（约３００多人）每人补偿２万加

元（１加元约合０．９美元），同时拨款２４００万加元，

资助各少数族裔社区就历史问题开展教育活动，其中２５０

万加元将用在华人社区进行“人头税”问题的宣传。此外，

加政府还将拨款１０００万加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反种族

歧视宣传。 对于这一补偿方案，大多活着的受害者和受害者

家属都表示接受。他们认为，正如主席台背景墙上所写的“

承认、道歉、平反”六字口号所强调的那样，比赔钱更重要

的是政府要承认华人为加拿大所做的巨大贡献，纠正错误，

给遭遇屈辱的华人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从萨斯喀彻温省来的

余启容在哈珀签署道歉声明的桌子旁拍照留念时，特地把祖

父的身份证、交纳人头税的证明书等也展示开来，九泉之下

的老人若有知必也深感欣慰了。 一直主张“道歉和个人赔偿



”的平权会人士对政府未对受害者子女赔偿表示失望，他们

表示将继续开展第二步的索偿行动。而其他一些华人社团领

袖则表示，应该充分利用政府所拨出的社区教育基金，向全

社会尤其是下一代人进行宣传和教育，期望“人头税”等种

族歧视的错误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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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