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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１９８０ 年以来，洛杉矶的华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开始参与地方选

举政治，并进入了市议会。 在此基础上，华人精英又分别在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９ 年进入了州众

议院和国会众议院，并在州议会和国会连续传承至今，洛杉矶华人参政形成了从市政府到

州议会再到国会的完整链条。 在这个过程中，华人精英固然起到了箭头作用，但也离不开

华人在 １９９０—２０２１ 年间四次重划选区的努力。 通过历次重划选区，华人逐渐划出了一个

亚裔占多数的州众议院选区，并以其为基础，划出了一个亚裔是第一大族裔的国会众议院

选区，为华人进入州众议院和国会，以及保持其席位在华人内部传承奠定了选票基础。 华

人通过积极参政，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使华人的族裔性得到了美国社会的认可，也突

破了亚裔不问政治的所谓“模范少数族裔”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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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少数族裔”理论将亚裔描述为在政治上与世无争，凭借着自己重视家庭和教育、勤奋、吃
苦耐劳在经济、教育、职业上取得成功的形象。 同时，它将亚裔均质化，而无视亚裔内部的差异；将
亚裔与其他族裔的关系疏离化，有意无意地离间亚裔与其他少数族裔的关系。①对此，学术界已经

指出，模范少数族裔理论只不过是从“黄祸论”的种族主义之恨，转变为“模范少数族裔”的种族主

义之爱，其种族主义的实质没有改变。②

概言之，“模范少数族裔”理论以亚裔的埋头苦干、不问政治来批评黑人、拉美裔等所谓“问题

少数族裔”（Ｐｒｏｂｌｅｍ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积极为自己争取权利的做法。 该理论过分凸显亚裔与黑人、拉美裔

等其他少数族裔的区别，主要聚焦于亚裔的成就，以此来作为对所谓“问题少数族裔”的批评；而刻

意忽略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共同面临的结构性种族主义歧视、政治代表性不足等困境。
因为凸显了亚裔的正面形象，该理论得到了不少亚裔拥趸，他们为自己在白人主导的种族等级

制度中有了一个较好的位置而心满意足，对在种族等级制度中不如他们的黑人、拉美裔不屑一顾，
而对位于塔尖的白人亦步亦趋，甘心成为种族等级秩序中的一分子和维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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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洛杉矶少数族裔的郊区化及其影响研究（１９４０—２０１０）”（１７ＣＳＳ０１８）的阶段性成果。 感谢《世界

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 本文修改过程中得到了东北师范大学梁茂信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俊毅编审的指导，特
此致谢。 作者文责自负。

黄际英：《“模范少数族裔”理论：神话与现实》，载《东北师大学报》，２００２ 年第 ６ 期；金学品：《“模范少数族裔”理论及其意识形

态考》，载《英美文学研究论丛》，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
Ｆｒａｎｋ Ｃｈｉｎ， Ｊｅｆｆｅｒｙ Ｐａｕｌ Ｃｈａｎ （ ｅｄ． ） ， “Ｒａｃｉｓｔ Ｌｏｖ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Ｋｏｓｔｅｌａｎｅｔｚ， Ｓｅｅ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ｈｕｃｋ，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ｌｌａｎｔｉｎｅ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２， ｐｐ． ６５ － ７９．



然而，１９８０ 年以来洛杉矶华人参政的历程表明，他们没有落入“模范少数族裔”的陷阱。 相反，
他们向拉美裔等少数族裔学习，通过参政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和其他少数

族裔结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对抗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

一、洛杉矶华人参政成就及学术史回顾

据不完全统计，洛杉矶郊区华人集中的圣盖博河谷地区，彼此毗邻的蒙特利帕克（Ｍｏｎｔｅｒｅｙ
Ｐａｒｋ）、阿罕布拉（Ａｌｈａｍｂｒａ）、柔似蜜（Ｒｏｓｅｍｅａｄ）、圣盖博（Ｓａｎ Ｇａｂｒｉｅｌ）、亚凯迪亚（Ａｒｃａｄｉａ）、天
普（Ｔｅｍｐｌｅ）、圣马力诺（Ｓａｎ Ｍａｒｉｎｏ）七个城市，自 １９８２ 年至今已经有至少 ３１ 位华人被选入市议会。
而且这七个城市所在的圣盖博河谷西部还诞生了一位华人国会众议员和三位华人州众议员，另外

圣盖博河谷东部还出现了一位韩裔国会众议员和一位华人州众议员（参见表 １、表 ２）。 在“亚裔美

国人更关注与权势政客建立联系，而对于发展基于社区的政治力量关注不够”①的背景下，洛杉矶

华人参政的历史对于美国其他地方的华人乃至亚裔参与选举政治具有借鉴意义。
关于美国华人的政治参与，庄国土教授考察了 １９６５ 年以来美国华人在参政上的进步和不

足。②万晓宏教授对美国华人参政进行过具体而系统的研究。 整体而言，万晓宏教授关于华人参政

的研究虽然也强调选举参政方式的重要性③，但似乎更偏重于华人的非选举参政方式，比如关注被

任命为内阁部长的骆家辉、赵小兰，他们属于委任型参政方式④；关注王灵智教授所代表的综合运

用个人接触、组建民权组织、利用大众媒体、法律诉讼、发起抗议示威等非选举政治参与方式⑤，以
及重大历史事件刺激下的政治参与⑥。

对于参政团体的关注，万晓宏教授或者是聚焦波士顿华人促进会这样的采用非选举参政方式

的草根型民间组织；⑦或者是关注“８０ ／ ２０ 促进会”这样的将目标放在影响总统大选和追求总统任命

的参政团体上⑧；对于州级以下选举政治的关注较少，虽然也看到了选区重划对华人参与选举政治

的重要性，但更关注其结果而非过程⑨。 在关注华人参与选举政治方面，利兰德·斋藤（Ｌｅｌａｎｄ
Ｓａｉｔｏ）考察了洛杉矶圣盖博河谷的华人在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 年和 ２００１ 年两次通过选区重划将自己的代

表送进加州众议院的历史。�I0但未对这两次选区重划进行通盘考察，且对于 ２０１０ 年加州选区重划

规则改变以后的选区重划活动也没有关注。
本文关注洛杉矶华人通过参与选举政治从市政府走向国会的历程，首次将洛杉矶圣盖博河谷

自 １９９０ 年到 ２０２１ 年的四次选区重划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考察其对洛杉矶华人参政从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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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ｏｍａｓ Ｋｉｍ， Ｔｈｅ Ｒａｃｉ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ｓ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Ｔｅｍｐ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ｐ． １１６．

庄国土：《从移民到选民：１９６５ 年以来美国华人社会的发展变化》，载《世界历史》，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
万晓宏：《美国亚裔参政分析：以 ２００７ 年麻州地方选举为例》，载《世界民族》，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万晓宏：《试析当代美国华人参与

选举政治的方式》，载《华人华侨历史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
万晓宏：《当代美国华人精英参政模式分析》，载《暨南学报》，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
万晓宏：《美国华人中的马丁·路德·金———记著名美籍华人王灵智教授》，载《华人世界》，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
万晓宏：《当代美国华人的非选举政治参与———以 ２０１３ 年全美华人抗议“ＡＢＣ 辱华言论”为例》，载《华人华侨历史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万晓宏：《当代美国华人草根型参政团体研究———以波士顿华人前进会为例》，载《八桂侨刊》，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
万晓宏：《“８０ ／ ２０ 华人促进会”与美国华人参政新策略》，载《华人华侨历史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
万晓宏：《选区重划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影响》，载《八桂侨刊》，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
Ｌｅｌａｎｄ Ｓａｉｔｏ， “Ａｓ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ｏｓ ｉｎ Ｓａｎ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Ｖａｌｌｅｙ，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ｇ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２”， Ａｍｅｒａｓ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９３， ｖｏｌ． １９， ｐｐ． ５５ － ６８； Ｌｅｌａｎｄ Ｓａｉｔｏ，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ａｃｅ： Ａｓ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ｏ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ｇ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ｉ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ｎ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Ｏｋｉｈｉｒｏ Ｄｅ Ｇｅｎｏｖａ， Ｎａｔａｌｉａ Ｇａｒｙ Ｍｏｌｉｎａ， Ｖｉｃｔｏｒ Ｊｅｗ， Ｔｏｎｉ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Ｒａ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ｔｉｎｏｓ ａｎｄ Ａｓｉａｎｓ Ｒｅ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５．



治层面进入州议会和国会层面的作用。 本文首先考察洛杉矶蒙特利帕克的白人对华人大量到来的

反应，然后关注华人在地方政治层面做出的应对，最后考察华人通过积极参与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 年、２００１
年、２０１１ 年、２０２１ 年的四次选区重划，最终划出一个亚裔占多数的州众议院选区和亚裔是第一大族

裔的国会众议院选区，从而使华人在州议会和国会众议院占有了一席之地。 在从地方政治走向州

议会和国会的历程中，华人跳出了 １９６５ 年之前的中国城时代那种隔绝于主流社会的状态，摆脱了

不问政治的形象，逐渐熟悉并能熟练运用美国的政治规则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华人的族裔

特性也逐渐得到了美国社会的认可。
表 １　 洛杉矶圣盖博河谷西部七座城市华人当选市长、市议员统计表①

姓名 城市 职位及任期

陈李婉若（女，Ｌｉｌｙ Ｃｈｅｎ） 蒙特利帕克 市议员（１９８２—１９８６ 年），曾任市长

赵美心（女，Ｊｕｄｙ Ｃｈｕ） 蒙特利帕克 市议员（１９８８—２０００ 年），曾三次担任市长

姜国梁（Ｓａｍｕｅｌ Ｋｉａｎｇ） 蒙特利帕克 市议员（１９９０—１９９６ 年），１９９１ 年担任市长

伍国庆（Ｍｉｋｅ Ｅｎｇ） 蒙特利帕克 市议员（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２００４． ８． ２１—２００５． １． １８ 任市长

黄维刚（Ａｎｔｈｏｎｙ Ｗｏｎｇ） 蒙特利帕克 市议员（２００６ 年至今），２０１０ 年任市长

赵谭美生（女，Ｂｅｔｔｙ Ｔｏｍ Ｃｈｕ） 蒙特利帕克
市议员（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０７ 年任市长、２０１０ 年任副市长

刘达强（Ｄａｖｉｄ Ｔ． Ｌａｕ） 蒙特利帕克 市议员（２００１—２０１３ 年），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９ 年任市长

吴学儒（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Ｉｎｇ） 蒙特利帕克 市议员（２００６ 年至今），２０１１ 年任市长

陈赞新（Ｐｅｔｅｒ Ｃｈａｎ） 蒙特利帕克 市议员，三次任市长

饶影凡（Ｙｖｏｎｎｅ Ｙｉｕ） 蒙特利帕克 市议员，２０２１ 年任市长

罗霈霆（Ｈｅｎｒｙ Ｌｏ） 蒙特利帕克 副市长、市长

梁侨汉（Ｈａｎｓ Ｌｉａｎｇ） 蒙特利帕克 市议员、市长

张胜雄（Ｓｈｅｎｇ Ｃｈａｎｇ） 亚凯迪亚 市议员（１９９６—２００２ 年）、市长（１９９６—２００２ 年）

鄂志超（Ｊｏｈｎ Ｗｕｏ） 亚凯迪亚 市议员（２００２ 年至今），２００５ 年任市长

郑博仁（Ｐａｕｌ Ｃｈｅｎｇ） 亚凯迪亚 市议员，２０２１ 年任副市长、２０２２ 年任市长

戴守真（Ｓｈｏ Ｔａｙ） 亚凯迪亚 ２０２１ 年任市长

（见下页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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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 １ 来源：麦子 编：《美国华人群英录》，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万晓宏：《当代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研究（１９６５—２０１２）》，暨南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３ 章，表 ３ － ３；Ｍｉｎ Ｚｈｏｕ， Ｙｅｎ⁃Ｆｅｎ Ｔｓｅ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Ｋｉｍ，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ｔｈｎｏｂｕｒｂ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ｎ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Ｖａｌｌｅｙ，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Ａｍｅｒａｓ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３４， ｎｏ． ３， ２００８， ｐｐ． ５５ － ８３；《饶影凡竞选加州审计长筹款

晚会 获全场政商侨界 ４００ 民众支持》，载《星岛日报·洛杉矶版》，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圣盖博市长廖钦和因健康原因辞职》，载《星岛日

报·洛杉矶版》，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



（接上页）

林元清（Ｍａｔｔｈｅｗ Ｌｉｎ） 圣马力诺 市议员（２００１ 年至今），２００６ 年任市长

孙渝今（Ｅｕｇｅｎｅ Ｓｕｎ） 圣马力诺 市议员（２００７ 年至今），２００９ 年任副市长

翁家伦（Ａｌｌｅｎ Ｙｕｎｇ） 圣马力诺 市议员（２００９ 年至今），２００９ 年任副市长

孙国泰（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ｕｎ） 圣马力诺 市议员（２００９ 年至今）

劳朱嘉怡（女，Ｐｏｌｌｙ Ｌｏｗ） 柔似蜜 市议员（２００７ 年至今）

李志（Ｓｔｅｖｅｎ Ｌｙ） 柔似蜜 市议员（２００９ 年至今），２０１０ 年任副市长

汪嵩之（女，Ｊｕｄｙ Ｗｏｎｇ） 天普
市议员（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任市长，

２０１０ 年因受贿辞职

喻颖章（Ｖｉｎｃｅｎｔ Ｙｕ） 天普 市议员（２００９ 年至今），２０１０ 年任副市长

文尚丞（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ａｎ） 天普 市议员

梅志坚（Ｃｈｉ Ｍｕｉ） 圣盖博 市议员（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２００６ 年任市长，３ 个月后病逝

黄裕民（Ａｌｂｅｒｔ Ｙ． Ｍ． Ｈｕａｎｇ） 圣盖博 市议员（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０ 年任市长

丁言愉（Ｔｏｎｇ Ｄｉｎｇ） 圣盖博 市议员，副市长

廖钦和（Ｃｈｉｎ Ｈｏ Ｌｉａｏ） 圣盖博 市议员（２０１３—２０２２ 年）

卜君毅（Ｊａｓｏｎ Ｐｕ） 圣盖博 市议员，２０２１ 年被任命为联邦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第九区主管

沈时康（Ｓｔｅｐｈｅｎ Ｓｈａｍ） 阿罕布拉 市议员（２００６ 年至今），２０１０ 年任市长

黄幼平（女，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Ｌｅｅ） 阿罕布拉 市议员

表 ２　 洛杉矶圣盖博河谷亚裔当选州议员、国会议员统计表①

姓名 地区及选区 职位 当选 ／任职时间 党派

赵美心（Ｊｕｄｙ Ｃｈｕ） 加州众议院第 ４９ 选区 州众议员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年 民主党

伍国庆（Ｍｉｋｅ Ｅｎｇ） 加州众议院第 ４９ 选区 州众议员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 民主党

（见下页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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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信息来源：麦子 编：《美国华人群英录》，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万晓宏：《当代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研究（１９６５—２０１２）》，暨南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３ 章，表 ３ － ２；《华裔议员黄幼平，就任阿罕布拉市长》，《星岛日报·洛杉矶版》，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周慕云：《华
裔议员周本立获州长任命，出任洛杉矶高等法院法官》，载《洛城焦点》，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陆新：《加州众议员第 ４９ 区特别选举 方树强

宣布当选》，载《星岛日报·洛杉矶版》，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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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本立（Ｅｄ Ｃｈａｕ） 加州众议院第 ４９ 选区 州众议员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 民主党

方树强（Ｍｉｋｅ Ｆｏｎｇ） 加州众议院第 ４９ 选区 州众议员 ２０２２ 年至今 民主党

陈立德（Ｐｈｉｌｉｐ Ｃｈｅｎ） 加州众议院第 ５５ 选区 州众议员 ２０１６ 年至今 共和党

赵美心（Ｊｕｄｙ Ｃｈｕ） 国会众议院加州第 ２８ 选区 国会众议员 ２００９ 年至今 民主党

金映玉（Ｙｏｕｎｇ Ｋｉｍ） 国会众议院加州第 ３９ 选区 国会众议员 ２０２０ 年至今 共和党

二、华人到来及白人的政治反应

１９６５ 年美国移民改革法出台后，正式向东半球打开了国门。 此后，大批华人开始移民美国，洛
杉矶成为华人在美国的主要定居地之一。 １９６５ 年后，洛杉矶的华人新移民集中定居在洛杉矶市以

东 １２ 公里处的圣盖博河谷中的几个郊区城市，其中蒙特利帕克是华人最早定居的城市。
１９６０ 年蒙特利帕克的人口中有 ８５％是非西班牙裔白人，１２％是西班牙裔，只有 ３％是亚裔。 到

１９８０ 年，随着越来越多的亚裔移民、第二代和第三代西班牙裔、第二代日裔的到来，使西班牙裔占

到了这里总人口的 ３９％ ，亚裔占到了 ３４％ ，非西班牙裔白人降到了 ２６％ 。 到 １９９０ 年亚裔在总人口

中的比例上升到 ５７． ５％ ，西班牙裔降到了 ３１． ３％ ，白人更是锐减到 １１． ６％ 。 到 ２０００ 年，亚裔人口

进一步增加到 ６１． ８％ ，其中华人占到总人口的 ４１． ３％ 。①

随着华人人数的持续增加，华人也从蒙特利帕克外溢到了附近的城市。 ２０００ 年，圣盖博河谷

中，华人占总人数 ２％以上的 ２２ 个城市中，华人占到总人口的 １６． ７％ 。 ２０００ 年，华人在这 ２２ 个城

市占比最高的城市有蒙特利帕克 （４１． ２％ ）、圣马力诺 （４０． ９％ ）、圣盖博 （３３． ６％ ）、阿罕布

拉（３３． １％ ）、柔似蜜（２９． ３％ ）。②这几个城市都位于圣盖博河谷西部，且彼此相邻。
１９８３ 年，蒙特利帕克诞生了美国第一位华人女市长陈李婉若。 少数族裔的增加及各族裔间最

初的和谐相处一度使蒙特利帕克在 １９８５ 年赢得了“全美城市”的称号。③但白人和少数族裔之间的

矛盾很快就爆发了出来。 一是华人大量兴建联排公寓或高大别墅，改变了当地以独栋住房为主的

面貌，提高了居住密度，带来了交通拥挤、噪声污染等问题。 另外，大量人口到来推高了当地的房

价，房产税随之提高，也引起了老居民的不满。④

为此，白人居民开始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成立了蒙特利帕克居民协会（ＲＡＭＰ），该组织主张慢

增长，并在 １９８６ 年将他们的代言人巴里·哈钦（Ｂａｒｒｙ Ｈａｔｃｈ）选进了市议会，并且形成了一个白人

占多数的市议会。 巴里·哈钦是一个顽固的保守主义者，上台伊始，就叫停了华人的几个地产开发

项目，并且耗费巨资用西方的建筑风格对该市的亚特兰大广场进行了再开发。 在他的提议下，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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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Ｗｅｉ Ｌｉ， Ｅｔｈｎｏｂｕｒｂ：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 ８１．
Ｊａｎ Ｌｉｎ ， Ｐａｕｌ Ｒｏｂｉｓ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ｔｈｎｏｂｕｒｂ ｏｆ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６４， ｎｏ． １，

２００５， ｐｐ． ５１ － ６１．
何建明：《李婉若：从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市长》，江西人民出版社，第 １７６、１９２ 页。
Ｊｏｈｎ Ｈｏｒｔ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Ｍｏｎｔｅｒｅｙ Ｐａｒｋ，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Ｔｅｍｐ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ｐ． ９４．



会还下令该市图书馆不得接收中文书籍。①

对此，华人针锋相对地成立了蒙特利帕克促进和谐同盟（ＣＨＡＭＰ），该同盟的激进组织“创造

更好城市”（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ｉｔｙｈｏｏｄ，主要由开发商组成）还在 １９８７ 年开启了罢免巴里·哈钦和派特·雷

岑博格（Ｐａｔ Ｒｅｉｃｈｅｎｂｅｒｇｅｒ）的政治行动，理由是他们的行为是种族主义的表现。 虽然该罢免活动最

终在当年的全民投票中被 ６２％的选民反对而遭否决，但对支持哈钦的共和党形成了震慑。②

三、华人在市政府层面的应对

蒙特利帕克促进和谐同盟（ＣＨＡＭＰ）的温和派则推动华人候选人进入市议会。 １９８８ 年市议会

选举中第二代华人赵美心（Ｊｕｄｙ Ｃｈｕ）以总得票数第一的成绩当选为市议员。③ １９８８ 年选举后，市议

会五位成员中有四位白人（两位男性，两位女性），一位华裔（女性）。④赵美心拒绝了开发商的赞助，
主张进行有控制的开发，从而接过了哈钦“慢增长”的主张，争取了白人和老居民的支持，抽走了一

部分哈钦的支持盘。 １９８８—１９８９ 年，哈钦提议花费 ５ 万美元竖立乔治·华盛顿雕像以替换为纪念

１９８４ 年洛杉矶奥运会而建造的国际兄弟会雕塑；侵占该市图书管理委员会 １００ 万美元的预算权，
以减少外文书籍的采购；并主张暂停所有移民进入，但这些白人至上的提议均以失败告终。 而哈钦

还因为对市议会中三位女性议员的攻击而遭到美国妇女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ｍｅｎ）的抨

击。⑤主张白人至上的哈钦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特朗普的先驱，在这个意义上，哈钦的政治命运可

以作为观察今天美国政治走向的一个窗口。 除了代表亚裔反对排外运动外，赵美心还与另外两名

女议员合作，互相支持、互相让步，开始在蒙特利帕克建立跨族裔联盟，引导当地的政治逐渐从仇外

政治走向多族裔合作。 在赵美心的倡导下，蒙特利帕克开始促进各族裔居民之间的互动，比如创办

“和谐周”，内容包括以多族裔社区共存为主题的全市作文竞赛、荣誉市民晚会、推动商家和服务性

团体间的和谐、强调种族和谐的价值，引起积极反响，后来继续扩展为“和谐月”。⑥

１９９０ 年，市议会改选，哈钦及其支持者雷岑博格在六位候选人中得票垫底而落选。 而第一代

华人移民姜国梁（Ｓａｍｕｅｌ Ｋｉａｎｇ）以最高票数当选。 当选的另外两位分别是拉美裔的弗雷德·鲍尔

德拉马（Ｆｒｅｄ Ｂａｌｄｅｒｒａｍａ）和白人妇女玛丽·普维斯（Ｍａｒｉｅ Ｐｕｒｖｉｓ）。 改选后的市议会有两名华人

（男女各一位）、两名白人（男女各一位）、一位拉美裔（女性）。 他们都和赵美心一样反对语言限

制，且都支持有控制的增长。 反映了选民反对族裔分裂政治，支持解决过度开发、交通拥挤等各族

裔共同面临的问题。 随着少数族裔在市议会数量的增加，白人本土主义者逐渐式微。 蒙特利帕克

关于移民的斗争平息了下来，跨族裔联盟逐渐出现。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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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Ｊｏｈｎ Ｈｏｒｔ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Ｍｏｎｔｅｒｅｙ Ｐａｒｋ，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Ｔｅｍｐ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ｐ． １０３．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Ｐ． Ｆｏｎｇ，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ｕｂ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ｔｏｗｎ：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ｎｔｅｒｅｙ Ｐａｒｋ，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Ｔｅｍｐ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ｐｐ． １２７ － １３７．

赵美心在华人和日裔美国人中的得票率分别为 ８９％ 和 ７５％ ，同时在拉美裔和白人选民中的得票率也达到了 ３５％ 和 ３０％ 。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Ｐ． Ｆｏｎｇ，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ｕｂ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ｔｏｗｎ：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ｎｔｅｒｅｙ Ｐａｒｋ，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Ｔｅｍｐ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ｐ． １４１．

Ｊｏｈｎ Ｈｏｒｔ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Ｍｏｎｔｅｒｅｙ Ｐａｒｋ，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Ｔｅｍｐ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ｐ． １１３．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Ｐ． Ｆｏｎｇ，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ｕｂ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ｔｏｗｎ：Ｔｈｅ Ｒｅ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ｎｔｅｒｅｙ Ｐａｒｋ，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Ｔｅｍｐ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ｐｐ． １４３ － １４７．

洪玉儒：《加州蒙特利公园市华人政治参与及影响（１９６５—２００６）》，载《中兴史学》，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３ 期。
Ｊｏｈｎ Ｈｏｒｔ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ｌｄｅｒｏｎ Ｊｏｓｅ，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Ｊａｍｅｓ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 ， ｅｄｓ．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ｏｙａｌｉｔｅｓ： 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Ｂｏｏｋ ｏｎ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ｌｙ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ｐｐ． １９１ － １９２．



在围绕赌博业合法化的斗争中，能够看到亚裔和拉美裔这种跨族裔联盟的形成。 在这个过程

中，最初领导“慢增长”运动、要求维护社区生活质量的白人，却出面支持华人经营的赌博业的发

展；而被视为降低了社区生活质量的亚裔和拉美裔却联合起来反对赌博业。 １９９０ 年代，经济衰退

所带来的预算缩减、过度支出、抗税以及联邦和州政府救助的取消，都使南加州的城市政府考虑要

将赌博业合法化以增加税收。 在蒙特利帕克，此前主张“慢增长”的蒙特利帕克居民协会（ＲＡＭＰ）
转而开始支持赌博合法化。 对此亚裔和拉美裔坚决表示反对，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洛杉矶地区的黑

人、拉美裔、亚裔在 ２５ 岁以下人口中占 ６０％以上，而非西裔白人在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中占３ ／ ４。①支

持赌博合法化的主要是子女已经离开本地的白人居民，在他们看来，赌博业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将

主要由少数族裔承担。 此外，赌场会被安置到拉美裔的居住区周围，因为那里的土地成本最低；华
人是赌场的经营者和主顾，所以新的税收会转嫁到华人身上。 总之赌场合法化的社会和资金成本

将主要由少数族裔承担，而白人坐享减税的好处。 正因如此的原因，此前反对过度开发、无序开发

的白人转而支持赌博合法化，而华人和拉美裔则联合起来表示反对。
华人市议员姜国梁提议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反对赌博合法化，该提议得到了赵美心的强烈支

持，另外三位议员则摇摆不定。 在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 ２ 日，就这一问题举行了听证会，会上发言的 ６６ 位

居民中，有 ５４ 人反对赌博合法化，６ 人支持，６ 人中立。 最终，犹豫不定的其他三位市议员加入了反

对者阵营之中，他们“保证采取所有法律所允许的措施来在蒙特利帕克禁止赌博合法化”②。

四、华人通过选区重划进入州议会和国会

在美国每 １０ 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之后，会对州议会（参众两院）、国会众议院的选区进行调整，
以保证每个选区人数的平等。 民权运动之前，这一过程主要由白人政治家主导，他们将少数族裔人

口集中的区域划入不同选区，以稀释其政治影响力；或者将少数族裔高度集中于少数选区，以压缩

少数族裔议员的数量，许多选区因此被划得奇形怪状，这一做法被称为“不公正地划分选区”
（Ｇｅｒｒｙｍａｎｄｅｒｉｎｇ）。③洛杉矶的华人就遭遇了这种不公平对待。 １９９０ 年之前，在圣盖博河谷西部华

人集中的蒙特利帕克、圣盖博、阿罕布拉、柔似蜜等四个毗邻的城市，却被划到两个州监督区、三个

州众议院选区、三个州参议院选区、三个国会众议院选区。④这种情况下，华人选票被分割、稀释到

不同选区。 虽然华人在地方政治层面已经站稳了脚跟，但是在州议会仍然没有自己的代表，更别说

进入国会。 如何将局部的人口优势转化为在州议会乃至国会的选票，成为摆在华人参政者面前的

新课题。 而在此之前，黑人和拉美裔经过民权运动和诉讼，已经清除了亚裔进入州议会乃至国会的

司法障碍。
在民权运动的推动下，国会早在 １９６５ 年就通过了《投票权法案》（Ｖｏｔ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ｃｔ），开始纠正

此前政治上剥夺少数族裔权利的做法。 １９７２ 年，国会制定了《投票权法案》第二条，规定“不得实

施、应用任何出于种族或肤色因素而导致投票权被否认或稀释的标准、行为或程序”。 １９８２ 年，国
会申明不依据主观动机，而依据是否造成歧视事实来判断是否违反《投票权法案》第二条。 １９８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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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ａｂａｇｈ ａｎｄ Ｍｅｈｄｉ Ｂｏｚｏｒｇｍｅｈ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ｏｇｅｒ Ｗａｌｄｉ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Ｍｅｈｄｉ
Ｂｏｚｏｒｇｍｅｈｒ， ｅｄｓ． ， Ｅｔｈｎｉｃ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６， ｐｐ． ７９ － １０７．

Ｊｏｈｎ Ｈｏｒｔ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ｕｂｕｒｂａ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Ｍｏｎｔｅｒｅｙ Ｐａｒｋ，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３，
１９９６， ｐｐ． １００ － １１０．

万晓宏：《选区重划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影响》，载《八桂侨刊》，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Ｌｅｌａｎｄ Ｓａｉｔｏ，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ｓ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Ｌａｔｉｎｏｓ，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ｓ ｉｎ ａ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Ｓｕｂｕｒｂ，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ｐ． １６２．



的桑伯诉金格斯（Ｔｈｏｒｎｂｕｒｇｈ Ｖ． Ｇｉｎｇｌｅｓ）案中，最高法院明确了选区重划时造成歧视事实的几种情

形：１． 该少数族裔人口必须在某个选区占多数；２． 该少数族裔必须能证明自己在政治上是团结的；
３． 该少数族裔必须能证明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总是被占据多数的白人击败。①拉美裔最先运用

１９８６ 年桑伯诉金格斯这一判例为自己争取政治代表权。 １９８９ 年的加尔萨诉洛杉矶县（Ｇａｒｚａ Ｖ．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ｃｏｕｎｔｙ）一案，法院裁定洛杉矶县的拉美裔一直被划分到不同的洛杉矶监督区（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违反了《投票权法案》。 为此，洛杉矶县重新划分了选区，以纠正拉美

裔选票被稀释的做法，最终拉美裔格洛丽亚·莫丽娜（Ｇｌｏｒｉａ Ｍｏｌｉｎａ）当选为新划定选区的议员。
这是 １１５ 年 来 首 次 有 拉 美 裔 被 选 入 洛 杉 矶 县 监 督 委 员 会 （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ｓ）。②美国司法部部长赞扬此次诉讼是“一个针对歧视我们民主中公民最重要权利的胜

利：在公正划定的选区中自由、公平选举中投票的权利”③。 面对华人参政止步于地方政府，无法进

入州议会、国会的局面。 华人决定学习拉美裔，从选区重划做起。
（一）１９９０—１９９２ 年选区重划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 ３ 日，亚太裔美国人法律中心（Ａｓｉａ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ｅｇ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召开了一场名

为“人口统计数据的另一面：重新任命和政治赋权”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亚太裔美国人法律中

心、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裔美国人研究中心（ＵＣＬＡ Ａｓ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ｅｎｔｅｒ）、亚太政策和

规划委员会（Ａｓｉａ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ｏｕｎｃｉｌ）、亚太劳工联盟（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Ｌａｂｏｒ）等四个组织成立了亚太裔争取公平选区重划联盟（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ｆｏｒ
Ｆａｉｒ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ｇ，ＣＡＰＡＦＲ），由该组织向负责选区重划的加州立法机构宣传亚裔的利益。 这是亚

裔也是华人第一次积极参与选区重划。④

赵美心时任蒙特利帕克市市议员，是当地职位最高的民选亚裔官员。 赵美心和伍国庆（Ｍｉｋｅ
Ｅｎｇ）夫妇积极参与到选区重划中，投入大量时间研究问题、组织会议、参加听证会，还多次在他们

自己的家中举行会议以研究选区重划方案。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圣盖博河谷的亚裔美国人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开会，着手规划新的选区。 根

据 １９９０ 年的人口统计数据，圣盖博河谷中亚裔美国人最集中和增长最快的地方正是华人集中的四

个毗邻的城市：蒙特利帕克、阿罕布拉、圣盖博、柔似蜜。 亚裔分别占这四个城市总人口的 ５６． ９％ 、
３７． ６％ 、３２． ０％ 、３３． ７％ ；四个城市合计，亚裔占到其总人口的 ４０． ９％ 。 而这四个城市却被分散到三

个州众议院选区、三个州参议院选区、三个国会众议院选区。 这四个城市的总人口是 ２３． １６ 万人，
根据 １９９０ 年的人口统计数据，一个加州众议院选区至少需要 ３７． ２ 万人。 这就需要和周围的城市

联合起来才能组成一个选区。 这四个城市的北部是圣马力诺和亚凯迪亚，它们的亚裔人口在 １９９０
年分别占到各自总人口的 ３２． １５％和 ２３． ２８％ ，但它们是历史悠久的上层白人郊区，政治上支持共

和党。 这四个城市的东、西、南三个方向上都是拉美裔集中的城市，政治上支持民主党。
考虑到拉美裔在选区重划方面已有成功的经验，如他们在加尔萨诉洛杉矶县一案中取得的胜

利；在蒙特利帕克市反对赌博业的活动中，亚裔和拉美裔建立的跨族裔同盟；以及双方共同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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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２０１１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ｇ， ｐｐ． １３ － １４．
Ｌｅｌａｎｄ Ｓａｉｔｏ，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ｓ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Ｌａｔｉｎｏｓ，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ｓ ｉｎ ａ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Ｓｕｂｕｒｂ，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ｐ． １７１．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ｅｇ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ｄ， “ＭＡＬＤＥ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ｔａｔｅｗｉｄｅ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ｇ Ｐｌａｎｓ： Ｓｔａｔ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Ｓｔａｔｅ

Ｓｅｎａｔｅ， ａｎｄ Ｕ． Ｓ．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２０１１，
ｐ． ４．

Ｌｅｌａｎｄ Ｓａｉｔｏ，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ｓ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Ｌａｔｉｎｏｓ，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ｓ ｉｎ ａ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Ｓｕｂｕｒｂ，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６．



党立场，亚太裔争取公平选区重划联盟（ＣＡＰＡＦＲ）选择与东部和南部的拉美裔占多数的城市联合

起来组成新的选区。 在拟定的选区中，拉美裔在总人口中占据多数，这有利于选出一位拉美裔议

员，所以拉美裔也表示支持，以共同对抗白人至上主义。①

亚裔和拉美裔分别在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和 ７ 月举行了两次会议，最终决定将蒙特利帕克、阿罕布拉、
柔似蜜、圣盖博这四个亚裔集中的城市联合起来，并在南部联合拉美裔集中的城市，创造一个亚裔

人口未被分散、同时拉美裔人口占多数的选区。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拉美裔和亚裔团体将方案提交州议

会。 该方案在民主党占多数的州议会通过后，遭到了共和党人州长皮特·威尔逊的否决。 按照程

序，加州最高法院接管了所有搁浅的选区重划方案。 它任命了一个三人组成的“特别专家”委员会

来确定新的选区。 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圣盖博河谷的亚裔和拉美裔在听证会上踊跃发言，
支持以这四个城市为核心划出一个选区。②

最终，该委员会划出了六个拉美裔人口占多数的选区，第 ４９ 区是其中之一，而亚裔集中的四个

城市被完整地放到了这个选区。 “４９ 区以蒙特利帕克、阿罕布拉、圣盖博、柔似蜜为中心，拉美裔人

口占 ５５％……该选区还有大量的亚裔人口：２８％ 以上，亚裔和拉美裔都要求该选区以这四个城市

为其基础”③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２７ 日，加州最高法院做出裁决，表示“认可并采纳所有这些方案。”④。
经过这次选区重划的努力，亚裔终于将其人口集中的几个城市放到了一个单独的州众议院选

区，即加州众议院第 ４９ 选区。 这是一个拉美裔占人口多数的选区，所以 １９９２ 年选区重划后该选区

的前两位议员都是拉美裔。⑤直到九年后的 ２００１ 年，该选区才出现了第一位亚裔议员，即长期担任

蒙特利帕克市议员、曾为建立加州众议院第 ４９ 选区奔走的赵美心。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８ 日，该选区的拉

美裔在职议员格洛丽亚·罗梅罗（Ｇｌｏｒｉａ Ｒｏｍｅｒｏ）因为当选加州参议员（参议院第 ２４ 选区）议员而

辞职，５ 月 １５ 日赵美心在为递补而举行的特别选举中当选，并于 ５ 月 ２１ 日就职。 华人参政由此从

市政府这一地方政治层面迈向了州议会层面。
（二）２００１ 年选区重划

２００１ 年选区重划时，亚太裔争取公平选区重划联盟（ＣＡＰＡＦＲ）将重点放在众议院选区的重划

上，因为众议院的选区比参议院选区和国会众议院选区都小，亚裔最有可能在州众议院选区形成集

中优势。 当时加州众议院共有四名亚裔议员，位于洛杉矶圣盖博河谷的众议院第 ４９ 选区因为亚裔

比重最高而成为关注的重点。 该选区中的蒙特利帕克、阿罕布拉、圣盖博、柔似蜜几个毗邻的城市

是加州亚裔人口最多、增长也最快的区域。
与 １９９２ 年相比，２００１ 年划定的第 ４９ 选区将拉美裔集中的东洛杉矶划了出去，而增加了圣马力

诺等亚裔集中且快速增长的城市。 ２０００ 年，华人在圣马力诺总人口的比重已经从 １９９０ 年

的 ２５． ９％上升到了 ４０． ６％ 。⑥重划后的第 ４９ 选区拉美裔的比重降到了 ４６． ６３％ ，亚裔增加到了

３９． １１％ ，白人占到了 １２． １％ ，黑人和美洲土著不变，仍为 １％ 。 有拉美裔个人和团体在听证会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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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 Ａｍｅｒａｓ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９３， ｖｏｌ． １９， ｐｐ． ５５ － ６８．

Ｌｅｌａｎｄ Ｓａｉｔｏ，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ｓ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Ｌａｔｉｎｏｓ，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ｓ ｉｎ ａ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Ｓｕｂｕｒｂ，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ｐ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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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ｅｃｉａｌ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ｏｎ Ｒｅ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ｏｎ Ｒｅ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 Ｆｉ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１９９１， ｐｐ． １９ － ２０．

Ｗｉｌｓｏｎ ｖ． ＥＵ， １Ｃａｌ． ４ ｔｈ７０７， ８２３， ｐ． ２ｄ ５４５， ４ Ｃａｌ． Ｒｐｔｒ． ２ｄ ３７９（Ｊａｎ． ２７， １９９２） ．
先后是 Ｄｉａｎｅ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１９９２—１９９８）和 Ｇｌｏｒｉａ Ｒｏｍｅｒｏ（１９９８—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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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００５．



第 ４９ 选区拉美裔人口的减少提出批评，但拉美裔选区重划组织墨裔美国人司法保护和教育基金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ｅｇ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 ＭＡＬＤＥＦ）则对新的第 ４９ 选区表示支持。 众

议院第 ４９ 选区拉美裔和亚裔人数的此消彼长是亚裔和拉美裔选区重划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
图 １　 　 ２００１ 年加州众议院第 ４９ 选区①

经过 ２００１ 年选区重划，华人维持了 １９９２ 年的将华人集中区放在同一个选区的成果，而且经过

调整，华人在该选区的比重还有所上升，为亚裔当选该区众议员提供了基础。 赵美心在 ２００１ 年当

选后，又分别在 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４ 年再次当选。 ２００６ 年赵美心三届任满，伍国庆接替她当选第 ４９ 区众

议员，此后又分别在 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０ 年再次当选。 ２０１２ 年伍国庆三届任满后，华人周本立当选。 此

后加州参众议员任期改为 １２ 年，周本立连选连任，直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被加州州长纽森任命为

洛杉矶县高等法院法官为止。②经过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的特殊选举，华人方树强（Ｍｉｋｅ Ｆｏｎｇ）当选为

加州第 ４９ 区众议员，接替了周本立留下的空缺，③华人在该选区实现了四任传承。
赵美心在 ２００１ 年当选该选区的议员，除了得到亚裔的支持，还因为她在蒙市市长、市议员任上

的作为得到了拉美裔、白人、亚裔的共同认可，因为她一直关注的是所有居民的利益，如改善地方学

校、健康护理、反对赌博等，而非仅关注华人或亚裔。 另外她支持双语教育也为她赢得了南加州拉

美裔政要洛蕾塔·桑切斯（Ｌｏｒｅｔｔａ Ｓａｎｃｈｅｚ）、希尔达·索利斯（Ｈｉｌｄａ Ｓｏｌｉｓ）、李·贝卡（Ｌｅｅ Ｂａｃａ）的
支持和拉美裔的选票。 但新划定的加州参议院选区和国会众议院选区仍然将圣盖博河谷的亚裔人

１２１

超越“模范少数族裔”：１９８０ 年以来洛杉矶华人参与选举政治研究

①

②
③

资料来源：Ｔｈｅ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ｔａｔ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ｇ Ｐｌａｎ（ＳＢ ８０２）， ２００１， ｐｐ． １６７， １６８，
１７５， １７６；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ｔａｔ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２０２１， ｐ． ５３。 该图是根据２００１ 年，２０２１
年的选区地图制作而成，阴影部分为该选区在 ２０２１ 年比 ２００１ 年增加的部分。

周慕云：《华裔议员周本立获州长任命，出任洛杉矶高等法院法官》，载《洛城焦点》，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陆新：《加州众议员第 ４９ 区特别选举 方树强宣布当选》，载《星岛日报·洛杉矶版》，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口分割到不同的选区，蒙特利帕克、阿罕布拉、圣盖博、柔似蜜四个城市被划到三个不同的加州参议

院选区（第 ２１、２２、２４ 选区）和两个不同的国会众议院选区（第 ２９、３２ 选区）。 最早诞生华人市长的

蒙特利帕克市被分成两个部分，分别划入第 ２９ 和 ３２ 国会众议院选区。① ２０１１ 年选区重划后，这几

个城市才终于被划到同一个加州参议院和国会众议院选区。
（三）２０１１ 年选区重划

２０１０ 年之前，选区重划都是由州议会实施，然后交由州长批准；如果州长否决了州议会的方

案，则提交加州最高法院进行重划。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加州通过了第 １１ 号提案，制定了《选民优先

法》（Ｖｏｔｅｒｓ Ｆｉｒｓｔ Ａｃｔ），将划定州众议院选区、州参议院选区的责任从州议会转移到了一个独立的委

员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加州又通过了第 ２０ 号提案，对《选民优先法》进行了修订，将划定国会众议院

选区的责任也交给了该委员会。 该法申明其目的是 “独立的公民选区重划委员会 （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将本着严格、无党派的立场去划定选区，保证所有人都得到公平的代

表”②。 该委员会成立后，在全州 ３２ 个地方召开了 ３４ 场听证会，现场参加听证会的人数超过了 ２７００
人。 另外还收到两万多份书面材料。③

以亚太裔争取公平选区重划联盟（ＣＡＰＡＦＲ）为代表的亚裔组织积极参与到听证会中，向委员

会表达自己的诉求。 该组织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就全加州众议院和参议院选区的划分提出了通盘

方案。 在众议院第 ４９ 选区，该组织认为应保持阿罕布拉、蒙特利帕克、柔似蜜、圣盖博、亚凯迪亚、
圣马力诺、天普等七个城市所在的圣盖博河谷西部的完整。④在 ４ 月 ２９ 日在圣盖博举行的听证会

上，ＣＡＰＡＦＲ 的代表明确提出，在圣盖博河谷西部七个城市达到投票年龄的公民中，亚裔已占到总

数的 ５０％以上，理应得到《选举权法》第二条的保护而被划入同一个选区。 而且，这里的亚裔屡屡

因为英语不熟练而被侵犯合法权益，也确实需要在政治上有自己的代表。
最终，该委员会划出了一个亚裔占多数的加州众议院选区，即第 ４９ 选区，该选区在 ２００１ 年的

基础上，增加了原本属于第 ４４ 选区的阿卡迪亚、天普市，它们都是亚裔人口集中的城市。 另外还增

加了原本属于第 ５８ 选区的蒙特贝洛（Ｍｏｎｔｅｂｅｌｌｏ）市。 重划后，亚裔占到该选区总人口的 ５３． ３６％ 、
拉美裔占 ３２． ４７％ 、白人占 １２． ５％ 、黑人占 ０． ８６％ 。 如果按达到投票年龄的公民数量计算，亚裔也

超过了一半，占总数的 ５０． ９％ ；拉美裔占 ２７． ７８％ ；白人占 ２０． ００％ 、黑人占 ０． ９７％ 。⑤至此，加州第

一次出现了一个亚裔占人口多数和占达到选举年龄的公民多数的选区。 这正是华人议员从 ２００１
年至今在这个选区实现四任传承的重要原因。

２００１ 年亚裔集中的几个城市被分割到几个不同州参议院选区、国会众议院选区的局面到 ２０１１
年也被终结了。 加州众议院第 ４９ 选区与第 ４８ 选区一起组成了加州参议院第 ２２ 选区，从而使得亚

裔集中的城市被完整地放入同一个参议院选区，但在该选区亚裔尚无人数优势，拉美裔占该选区达

到选举年龄公民总数的 ４４． １２％ ，亚裔占 ３１． ６７％ 。⑥伍国庆在加州众议院第 ４９ 选区三届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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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２０１２）任满后，于 ２０１８ 年竞选加州参议院第 ２２ 选区议员，虽然在初选中得票率最高，但在

二选一的决选中败给拉美裔候选人苏珊·卢比奥（Ｓｕｓａｎ Ｒｕｂｉｏ）。
在国会众议院选区方面，亚裔集中的四个核心城市蒙特利帕克、阿罕布拉、圣盖博、柔似蜜也被

放入一个单独的第 ２７ 选区中，亚裔占该区总人口的 ３７． ９４％ ，是第一大族裔人口；在达到投票年龄

的公民中，亚裔达到 ３１． ５７％ ，仅次于白人的 ３８． ５９％ 。① ２００９ 年，国会众议院第 ３２ 国会众议院选区

议员，拉美裔的希尔达·索利斯被奥巴马任命为劳工部部长，在之后为补缺而举行的特别选举中，
赵美心当选第 ３２ 国会众议院选区议员，洛杉矶华人参政由此进入国会层面。 此后她在原第 ３２ 选

区基础上划定的第 ２７ 国会众议院选区连选连任至今。 赵美心进入国会众议院后，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提出要求对《排华法案》道歉的“６８３ 号决议案”，１０ 天后该提案在众议院获得全票通过，美国国

会正式就 １８８２ 年通过的《排华法案》道歉。②

（四）２０２１ 年选区重划

２０２１ 年的选区重划，因为疫情原因取消了线下听证会，通过线上渠道接收公众意见。 “委员会

从公众提交的证据中得知洛杉矶县的大部分亚裔是在国外出生的，并且在政治参与和获得社会服

务方面面临严重的语言障碍，且深受仇恨犯罪等种族间紧张关系的困扰。 加州大学圣贝纳迪诺分

校的仇恨和极端主义研究中心发现，洛杉矶县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在 ２０２０ 年增加了 １１５％ 。”③这

使得执行《投票权法案》第二条更为必要。
为此目的，委员会聘请种族极化投票（Ｒａｃｉａｌｌｙ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Ｖｏｔｉｎｇ， ＲＰＶ）研究专家梅根·考尔

（Ｍｅｇａｎ Ｃａｌｌ）来确定少数族裔集中的地区中，有哪些应受到《投票权法案》第二条的保护。 “结果发

现，在很多地方都发现拉美裔选民和非拉美裔选民之间存在种族极化的投票行为。 而洛杉矶县的

圣盖博河谷的亚裔选民也有明显的种族极化投票行为，且满足 １９８６ 年桑伯诉金格斯案所确立的应

受《投票权法案》保护的所有三个前提条件。”
最后，在该委员会负责划出的所有 １７６ 个选区中，有 ４２ 个在划定时考虑到《投票权法案》第二

条的要求，避免了其少数族裔的选票被稀释或分散到不同选区，以便于其少数族裔选民有机会选出

他们支持的候选人。 这 ４２ 个选区中有 １９ 个州众议院选区，９ 个州参议院选区，１４ 个国会众议院选

区。 “其中，州众议院第 ４９ 选区是为了让亚裔选出一个他们支持的候选人，其余选区是为了让拉美

裔选出他们支持的候选人。”④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圣盖博河谷西部的亚裔在国会众议院第 ２８ 选区未占到人口多数，所以最

初划定的方案中，构成该国会选区基础的加州众议院第 ４９ 选区被分割到了不同的国会众议院选

区。 对此亚美政联（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ｆｏｒ Ｓｅｌｆ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ＣＡＵＳＥ）联合众多个亚

裔组织、商业团体、个人通过重划选区委员会的线上渠道发表联合声明：“不要因为很难划出一个

亚裔占 ５０％以上的国会众议院选区，就将我们划分到拉美裔占多数的选区里，新冠肺炎大流行及

其带来的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使我们深受其害，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还援引

南加州大学克里斯提娜·格罗斯（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Ｇｒｏｓｅ）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娜塔莉·玛索卡（Ｎａｔａｌｉ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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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ｓｕｏｋａ）的研究，证明这里的亚裔在投票时团结起来支持亚裔候选人。 以此证明亚裔在政治上是

团结的，其选票不应被分割。
最终，加州众议院第 ４９ 选区被完整地划入了国会众议院第 ２８ 选区，而且在所有达到投票年龄

的公民中，亚裔占到了 ３４． ５３％ ，略微高于排名第二的白人的 ３４． ３８％ ，成为该选区的第一大族裔。①

这夯实了在职华人议员赵美心连任的基础，也为该选区将来继续诞生华人、亚裔议员打下了基础。
通过 １９９０ 年以来四次选区重划的努力，洛杉矶圣盖博河谷的华人成功地建立并巩固了一个亚

裔占多数的选区：加州众议院第 ４９ 选区，它为华人参政提供了稳固的选票基础，在这个选区华人议

员已传承四任；在州众议院第 ４９ 选区的基础上，还出现了一个以其为基础的国会众议院选区，选出

了一位华人国会众议员，２０１１ 年，２０２１ 年两次重划选区后，亚裔在该选区上升到第一大族裔人口，
华人代表的选票基础也得到了夯实。 目前华人已在市政府、州议会、国会形成了参政的梯队。 但至

今华人仍未能进入加州参议院。②

值得一提的是，圣盖博河谷东部也是华人、亚裔集中的地方，位于这里的众议院第 ５５ 选区虽然

没有涵盖所有的亚裔社区，但亚裔在该选区所有达到选举年龄公民中的比重为 ２６． １３％ ，是仅次于

白人的第二大族裔人口。③ ２０１６ 年，第一代华人移民陈立德代表共和党当选为该选区议员，并连任

至今。 ２０１９ 年，陈立德在州议会提议设立加州“华裔美国人日”，当年 ８ 月该提议正式通过，决定将

每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定为加州“华裔美国人日”，以强调华裔美国人为加州和美国的重要历史贡献。④在

该选区基础上划出了国会众议院第 ３９ 选区，２０１１ 年选区重划后，以占达到投票年龄的公民数计

算，白人、亚裔、拉美裔占总数的比重分别为 ４７． ７１％ 、２４． ７２％ 、２２． ９６％ 。⑤第一代韩裔移民金映玉

在 ２０２０ 年当选为国会众议院第 ３９ 选区议员，成为全美唯一一位亚裔共和党国会议员。

五、余 论

１９６５ 年之前，华人的政治、社会、经济活动都局限于中国城一隅之地，与主流社会的交往被降

到了最低程度，隔绝于主流社会的选举政治之外，以至于华人被视为“不可同化的民族”。 １９６５ 年

后来到洛杉矶郊区的华人新移民与之不同，他们打破了以往华人远离政治的形象，先是为维护自身

权益而参与地方政治，并在市议会层面取得了成功；后又积极参与选区重划，先将亚裔选票集中到

加州众议院第 ４９ 选区，然后逐渐增加亚裔在该选区的比重，最后在 ２０１１ 年使亚裔成为该选区人口

和选民中的多数，为连续选出华人议员奠定了基础；后来又以加州众议院第 ４９ 选区为基础，将亚裔

集中到同一个国会众议院选区，为选出华人国会众议员奠定了选票基础。 经过积极参与选举政治，
洛杉矶圣盖博河谷的华人参政形成了从市政府到州议会和国会的完整链条。 与之相应的是，华人

被美国社会接纳的程度也在提高。 从市政府层面的语言协助，到加州“美国华人日”的设立，再到

联邦国会层面的为《排华法案》道歉都说明了这一点。 圣盖博河谷华人的参政历程表明，不能简单

地将“中国城”这样的概念套用到郊区的华人聚居区。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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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参政从地方政治迈向州和国会的过程，体现出一个鲜明特点，即先由箭头人物实现突破，
再经过选区重划进行巩固，两方面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２００１ 年赵美心在亚裔尚未占优势的选区

当选加州众议员，而后经过选区重划的努力，该选区最终在 ２０１１ 年成为一个亚裔在总人口和达到

投票年龄的公民中均占多数的选区，此后华人议员在该选区连选连任，至今已传承四任；同样，２００９
年赵美心进入国会众议院时，亚裔也不是所在选区的多数，随着亚裔人口的增长和两次重划选区的

努力，亚裔先是在 ２０１１ 年成为该选区总人口中的第一大族裔，后在 ２０２１ 年成为达到投票年龄公民

中的第一大族裔，为赵美心寻求连任和将来华人、亚裔的当选夯实了选票基础。
华人乃至亚裔、拉美裔参政呈现出身份政治的特点。 华人能否当选某一选区的议员，与华人、

亚裔在该选区总人口中的比重很有关系。 比如 １９９２ 年虽然将圣盖博河谷西部的亚裔完整地置于

加州众议院第 ４９ 选区，但因为当时这是一个拉美裔占人口多数的选区，所以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 年间该选

区当选的议员都是拉美裔。 随着亚裔人口比重在 ２００１ 年的增加和 ２０１１ 年亚裔成为该选区人口的

多数，该选区的议员才在 ２００１ 年由拉美裔转变为了亚裔，并由亚裔担任议员至今，而且是由亚裔中

人数最多的华人担任。 同样，２０１１ 年后加州参议院第 ２２ 选区由加州众议院第 ４９ 和第 ４８ 选区组

成，这同样是一个亚裔人口集中的选区，但亚裔在这里既占不到人口多数，也不是人口最多的族裔

（次于拉美裔），所以亚裔候选人伍国庆在 ２０１８ 年竞选中，虽然初选得票率最高，但在二选一的决

选中，还是败给了初选中得票率不如他的拉美裔候选人苏珊·卢比奥。 将来如果该选区的亚裔占

到人口多数，或许亚裔州参议员的出现便水到渠成了。 洛杉矶是美国华人集中的地区之一，人口的

集中可能不利于华人融入美国社会①，但为华人参与选举政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有利于他们

利用局部人数优势进入美国的政治体制。 这对于其融入美国社会也有助益，毕竟“就外来移民与

所在国政治认同的程度而言……加入移民国国籍，成为所在国公民为初级层次……如果进一步对

所在国的政治畅抒己见，主动积极地参政议政，发挥作用，则为政治认同的高级层次”②。
今天华人融入美国社会，不再是一个需要以自己族裔特性的丧失为代价的零和过程。 经典同

化理论中的同化观念强调同化于白人盎格鲁 － 撒克逊清教徒（ＷＡＳＰ）核心文化，而现今华人正在

融入的，是一个多族裔的美国社会。 可以说，在洛杉矶华人参政的过程中，拉美裔和白人都是重要

的角色，但拉美裔对华人来说可能更为重要：在市政府中，拉美裔和华人联合起来反对白人至上主

义；在选区重划方面，拉美裔是拓荒者和榜样；华人集中到同一个州众议院选区，是与拉美裔联合的

结果；如今亚裔占多数的加州众议院第 ４９ 选区，是由最初的拉美裔占多数而逐渐演变形成的；华人

进入州众议院和国会众议院，都是补拉美裔代表或被选入更高一级议院或被总统任命为内阁部长

而留下的空缺。 华人积极参政及其与拉美裔的合作，表明他们没有陷入 “模范少数族裔”与“问题

少数族裔”的对立，超越了所谓“模范少数族裔”的种族主义话语体系，是政治上更加成熟的表现。
在美国竞争性的族际关系中，③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以竞争为主、合作为辅。 在面对白人至上

主义这一共同的敌人时，亚裔和拉美裔会实现政治上的联合，如他们在蒙特利帕克市政府的合作；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 年、２００１ 年两次选区重划时双方的合作。 而在少数族裔占据人数优势的选区中，没有

了白人的威胁，亚裔和拉美裔便会直接对垒，一决高下，此时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双方选民人数的

多寡。 如 １９９２ 年后拉美裔和亚裔在加州众议院第 ４９ 选区的竞争和 ２０１８ 年双方在加州参议院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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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斌：《当代美国外来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困境》，载《民族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李明欢：《当代海外华人移民社团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 １０４ 页。
马俊毅：《多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与治理———身份政治的发展与影响》，载《学术界》，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原文为“西方国家族际

政治民主化竞争”。 在 ２０２１ 年东北师范大学召开的“族裔与政治：当代美国亚裔的恐惧与抗争”会议上，马俊毅进一步将其概括为“美国

竞争性的族际关系”。



２２ 选区的竞争。 在美国竞争性的族际关系下，虽然各种族内部在阶层上也有很大的差异，但在不

同种族间短兵相接的竞争中，种族而非阶层，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这也是不同阶级、政党立场不同

的华人社区最终走向联合的原因，如老牌富人郊区城市圣马力诺、亚凯迪亚，因其共和党立场而最

初游离于加州众议院第 ４９ 选区之外，而之后分别在 ２００１ 年、２０１１ 年加入该选区的原因。 ２０２０ 年，
拉美裔取代白人成为加州人数最多的族裔，白人成了“少数”族裔中的一员，亚裔和拉美裔之间竞

争性的一面可能会更加突出，这在 ２０２０ 年涉及拉美裔、黑人等少数族裔与亚裔争夺教育资源的加

州第 １６ 号提案中①已经有所体现。 包括华人在内的亚裔与拉美裔既是同盟者又是竞争者，随着拉

美裔成为加州的“多数”族裔，华人、亚裔与拉美裔的关系势必要经历调整，这是亚裔在白人至上的

老课题之外，不得不面对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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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亚裔学生在加州大学中所占比例很高，很多华人认为该提案要求大学录取名额按各族裔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分配，如果通过将会

大大降低亚裔的录取率，而提高拉美裔和黑人的率取率。 最终该提案未获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