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移民离开家园走向他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逃避灾荒，寻求新的生

活资源，以求温饱；有的是远离战争，找个安身立命之地，以求和平生活；有的

是不安现状，向往新的富裕生活，以谋求改善自己生活的愿望，等等。 

在欧美国家的法律还没那么严格的时代，有些中国人选择到欧美一些发达国

家去谋生，他们认为那些国家的经济比较景气，又文明，所以未来生活应该比中

国好。可是由于地缘上的相邻，大部分的中国人都选择迁移到南洋一带的国家。 

华人移居到世界各地的总人数比例比任何国家高得多，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但概括起来不外乎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两个方面。商人到南洋经商而定居，破产

的农民、手工业者为谋求活路而远走他乡，这些都可看作是经济原因造成的。国

内发生政治动乱，为躲避战乱、政治迫害而亡命南洋，成为长期侨居在外的中国

人，这是政治原因造成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探讨《唐人街故事》的文化社会历史和文学价值，

希望世上华人得知他们还有同胞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角落，尤其是那些生活在

穷乡僻壤的地方，并希望从故事里的内容能注意到还有些海外孤儿的生活未

走出困境。虽然为数很少，可是由于华人的血脉关系很浓厚，眼看他们还没

有过上好的日子，总觉得应该有人伸手去帮助他们。 

我认为世上的华人应该跟祖籍国同步走上世界的前列，互相保持血脉关

系和美好的传统文化，并建筑一条更强壮、更长、更广的桥梁，让世人知道

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华人，不仅是一个悠久和伟大的民族，他们的优秀文

化经过漫长的岁月还仍然在世界各地发扬光大。我认为文化是民族的主根，

它的存在意味着世界华人的心还能紧紧连在一起，这是民族的自豪。世上各

地的华人寺庙、学校、店铺、客栈、甚至坟墓，显然都显示了华人的印记。

为什么华人要离开家乡，千里迢迢到世界各地呢？书里的每一篇故事都为我

们提供了种种耐人寻味的答案。 

虽然现在世界各国对中国已刮目相看，但中国还要持续努力下去，不断

励精图治，才能维护长期的经济繁荣。在间接的角度看，中国的复兴已经为

海外华人铺了一条更加完整美好的新路。如今中商与海外华商已建立了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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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密切的交易往来，在教育界也有相当的合作。目前已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大

学举办汉语课程、孔子学院，互相交换学生，目的是为了提高汉语在海外的

普及程度，让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我相信侨居在海外的老一辈华人都

希望他们的后代有民族认同感，知道自己的根是来自中国的，并应该感到作

为炎黄子孙是很骄傲的事。同时也应该忘掉以往在中国的那一段苦境、委屈

或对当时的政府不满的伤感，因为人生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恰恰很相似，离

不开繁荣发展和坠落的循环。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要把整个国家管理得很完

善，让人民都能过上温饱生活，绝非易事。此外，社会上的小人也成为国家

的问题，尤其是那些有势力但缺乏道德的人物。从古至今，为什么忠臣与奸

臣，牺牲与自私，善良与恶霸的人都仿佛是双胞胎，一对一对出生在同一个

时代呢？这就是政府的贪污腐败，社会的不安宁的主要因素。这也是当时社

会动乱，导致一些华人下决心出国的原因。 

《唐人街故事》不仅描述海外华人在不同国家的生存和奋斗经历，它还为文

坛提供了一本很有价值的历史性资料。实际上它是属于报告文学。从长远看，书

中的内容对学者来说是考究海外华人生存的好助手。因为《唐人街故事》展示海

外华人命运的流程和生活的切片，看他们的欢喜，听他们的歌哭。此外，它涉足

地域之广、拜访人群之巨、创作立意之高，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次遍访世界各地透

视全球华人状况的作品。人们将从中学到许多新的知识，也体会到人生百态、情

感冷暖、朋友的可贵、默契的悠长醇厚，还享受到探索与争鸣中的畅快淋漓，在

不知不觉中丰富提高自己的人生见识。 

在 31 篇故事里，每一篇都各有特色。故事的主人公从不同的人生背景走上

不同的国家，面对着各种各样的生存问题。有些早期的华侨家贫落魄到无家可归

的地步。可是他们都不怕受苦，坚持为自己的生活拼搏、努力奋斗下去， 终大

都取得成就，发家致富。目前有不少海外华人是当地的大富翁，成为有名分、有

声誉、有势力的大名鼎鼎人物。他们的人生，是一本本讲不完的挑战人生的真实

历史。 

海外华人的经历让我们意识到“人生”这两个字写起来是很简单，可是当你

要顺利走过“人生”之道路的确很艰难。人生无论在经济上、感情上都会在生活

的某个阶段中，遭遇到崎岖不平的坎坷。所以说每篇故事都含有社会价值。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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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这本书都是值得人们细细品读的佳作和典藏

精品，阅读的过程，就是一种人生的享受和体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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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唐人街的历史与现状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可说是对华侨华人分布之广的一个生动、形

象的写照。据侨史学者考证，中国人迁居海外， 早可上溯到二千年前的周、秦

时代。从箕子赴高丽、徐福到琉球求长生的传说，就说明中国人的足迹已踏出“东

胜神州”，到海外寻求发展了。自唐代开始，在一些古籍里已能找到中国人移居

海外的记载。但是，有些学者认为有史可考的华侨史应从宋代开始。中国古代长

期封建专制统治，广大人民群众因生活极端贫困，就恋恋不舍告别祖国，成为华

侨。数以百万的中国人被迫背井离乡，造成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广大

华侨早期在国外处境十分悲惨。鸦片战争以后，海外侨胞已达 1000 万人左右，

足迹遍布亚洲、美洲、欧洲、非洲和澳洲，基本形成了目前的分布格局。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华侨华人在所在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发生

了深刻而深远的根本性的变化，华侨华人的人数急剧增加到目前的 3000 多万，

广泛分布在世界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第一节 唐人街历史文化之形成 

 

唐人街的形成，是因为早期华人移居海外，成为当地的少数族群，在面

对新环境需要同舟共济，便群居在一个地带，故此多数唐人街是华侨历史的

一种见证。在唐人街多数会看到很多唐人餐馆，而餐馆和洗衣铺皆为早期华

侨主要的营商行业。一些历史较悠久的唐人街，皆位于移民城市的旧区，环

境较为挤迫，治安和种族问题亦是某一些华埠要面对的问题。  

多年来，随着华人的富裕，华侨在外国的地位渐渐提高，新一代的华人

移民会选择移民城市的其他地区居住，一些唐人街亦出现华人人口迁离，人

口老化的现象。现在很多地方，唐人街已经成了中华文化区的代名词。无论

商业，还是娱乐，以及各种文化设施，都是体现东方华夏色彩却并没有华人

聚居地的本意了。 

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原因有多方面，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大多伴随着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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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起义、外族入侵和王朝更替，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

移居海外。各国华人的祖籍国是中国。他们自己，或者是他们的先辈，在不同的

历史时代，从中国故土起程，循着不同的路线，以不同的方式，散布到地球的每

一个角落。华侨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海外谋生和发展，他们有相同的辛酸血

泪、不同的奋斗历程。  

在经济上，他们受到当地政府、资本家或殖民者的剥削和压榨，食不果腹，

衣不遮体；在政治上，他们被视为“劣等民族”、“低等侨民”，备受歧视，毫无

自由和人身保障，屡遭迫害、屠杀。而贫穷衰败的祖国政府无力保护他们，使其

成为“海外孤儿”。因此，他们与西方侵略者及中国封建政府有着深仇大恨，关

注祖国和家乡的命运，纷纷投入祖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去。
① (P 20)

19 世纪初期，英国向中国秘密输入毒品——鸦片，造成中国大量白银外流，

国家经济和人民健康受到极大损害。1839 年，清朝政府派遣林则徐到鸦片贸易

情况 严重的广东查禁鸦片，引起英国不满。1840 年，为了保护鸦片贸易，英

国政府动用武力进攻中国，挑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在战争中，清朝政府腐败无

能，向侵略者屈服，与英国政府签署了《南京条约》，内容包括：向英国大量赔

款，开放广州等通商口岸，并将中国领土香港“租借”给英国。
② (P 16)

华侨出国达到高潮，那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后大量移居

国外的原因主要是：第一，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自然经济被破坏，大批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处于极端的贫苦之中，

为寻求生路，不少人漂泊异乡。第二，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掠夺东南亚和其他殖

民地的资源，加快了对这些地方的开发。特别是 19 世纪后期，随着“自由”资

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开始了向落后国家进行资本输出。 在这个过程中，他

们特别需要来自中国的劳动力。在殖民主义者眼中，中国人不仅是廉价的劳动力，

而且是“不持武器而又勤恳的民族”，有较高的劳动技艺，这是矿山开采、园丘 

种植、公共设施的修筑中不可缺乏的。因此，他们大批招诱中国人出国。此外， 

———————————— 

①
任贵祥. 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②
肖立. 中国国情[M].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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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的大规模出国，和清政府政策的改变也有很大的关系。清初承袭明朝的“海

禁”政策，将出国视为大逆不道，一律禁绝，如有私出，要治杀头之罪。鸦片战

争后，随着“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政府被迫废除“海禁”政策，

使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掠夺劳动力合法化，这也是形成华侨大规模出国的重

要原因。华侨在这一时期移居的地方遍及世界各地，但主要是集中在南洋。
① (P 8-9)    

中国人移居南洋，经历了近千年的历史。作为来自文明古国的和平移民，他

们给南洋带去了先进的技艺、勤俭的美德，他们用辛勤的劳动促进了当地社会经

济的发展。同时，作为居住在外国的中国公民，他们对祖国怀有耿耿赤子情，与

祖国荣辱与共，有着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在长达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南洋华侨

虽然也有过种种变迁，有不少人已经完全融合于所在国的社会，但就整体来说，

他们仍然是侨民，仍然是生活在一个华侨社会中。在南洋，华侨学校遍布，华侨

社团林立，中文招牌、中文书刊处处可见，中国普通话、方言处处可闻，华侨中

完整保留着中国传统的节庆习俗。华侨以中国为祖国，关心祖国的动态和安危。

他们把居住国称为“他乡”，在这里仅仅是“作客”旅居，“唐山”（中国）才是

他们 思念、 想回去的国家。  

根据《南洋华侨史话》统计，至今海外华人的总人数多达二三千万，他们分

属不同的国家，能熟练地掌握和使用居住国的语言，但许多人还能讲华语（中国

的普通话）和中国的一些方言，还保持着中国的传统习俗，并且有众多的亲朋是

中国人。有些华人经济实力雄厚，有的在科学教育领域崭露头角。他们的成就，

他们的传统美德，博得了世人的赞羡。他们的今天，已广为人们所熟知；相对来

说，他们的过去，人们就不都那么清楚了。各国华人的祖籍国是中国，他们自己，

或者是他们的先辈，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从中国故土起程，循着不同的路线，以

不同的方式，年复一年，历尽艰辛，散布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有相同的辛 

酸血泪、不同的奋斗历程。如果没有当年的刻苦耐劳先辈，就没有今日的繁荣美 

丽。每一块砖瓦，每一根木头，哪有不沾染祖先的血汗。定居在外国的中国公民，

就是华侨。不过，“华侨”一词是 19 世纪末才出现的，在中国古书中，华侨被称

作“唐人”、“北人”等等。在历史上，南洋是华侨聚居地区，尤其是潮人。 

———————————— 

①
 
巫乐华.  南洋华侨史话[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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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海外的潮州人有约 1000 万人，差不多占了海外华人总数的 1/3，因此

本文就以潮州人在海外的生存奋斗史为例，来讨论华人漂洋过海的精神文化之形

成。因为海外华人的艰苦耐劳、披荆斩棘、开拓经营和奋斗精神，无论在世界哪

一个角落，都经历了几乎相同的艰难的奋斗历程。 

潮人大批移居海外。始于明、清两朝。这当然与海外贸易的发达有关。“商

人重利轻别离”， 富开拓意识。据统计，当年经营“红头船”出海贸易的商人

和船工中就有差不多一半人留居海外，在东南亚各国开拓新的天地。但移居海外

的绝大多数人还是贫苦的农民，由于地少人多和苛重的私租国税，他们在家乡生

活无着，只好冒涛之险，抛妻别子，远涉重洋，到异国他乡去另谋生计。 

潮人移民海外历史悠久，人数众多，分布广泛，早期离乡别井，漂洋过海

的潮汕人民，主要在东南亚各地谋生发展。这是由于地缘上的临近，东南亚成为

中国移民迁徙的首选之地。他们虽然远在千山万水之外的异国他乡却始终心向祖

国故乡，时刻关怀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早期潮汕人民移民海外，是在国内受到封建压迫剥削，极端贫困，无以为

生的情况下，被迫“过番”谋生，寻找新的出路。到了国外又受尽帝国主义和殖

民地政府的歧视凌辱，奴役迫害，为了摆脱“海外孤儿”的悲惨命运，他们日夜

盼望祖国早日昌盛富强，作为广大侨胞的强大后盾，改变他们在海外寄人篱下、

低人一等的地位。这一长期蕴藏在华侨思想深处的强烈民族意识和浓厚爱国感

情，就成为潮籍华侨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祖国人民进行全民族抗战的巨

大精神力量。
① (P 221)

我们从潮汕文化在海外的传承及其与所在国文化的交流、融合和流变方面来

看，“潮州族群是近代中国人往海外移居的重要一系，他们的移民成为南亚各国

人口构成的重要部分。他们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有卓越贡献，独树一帜。他 

们在贸易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他们的文化艺术不但在中国是朵奇葩，在国外也

都能跟着潮州族群四处绽放异彩。潮汕人在东南亚各国的拓展，引起潮汕文化和

东南亚民族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表现在语言、文艺、生活习俗以至思想观念各

个方面。由于 1949 年以前大部分潮汕籍侨民并不定居东南亚，而往来故乡和侨 

———————————— 

①  
阙本旭，陈俊华.  汕头大学潮学研究文萃[M].  汕头: 汕头大学图书馆，2006. 

 7

 
 
 
 

 
 



居地之间，他们的回流，又给潮汕文化留下东南亚民族文化的痕迹。 

历史上潮汕人民历经早期的对外迁移繁衍，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的移民高潮，

在东南亚各地逐步形成为一个地缘血缘特征显著的侨民群体。他们在海外谋生立

足的过程，一般是从开垦种植，劳工苦役开始，继而肩挑零卖，小本经营， 后

积有余资发展商贸，开办企业。无论是劳工和经商，都是刻苦耐劳，勤俭节省，

逐渐发展形成来自商业、矿山和种植等各行业的华侨资本。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

初期，东南亚潮侨的商贸经营已略见规模，并有了初步的发展，在泰国、越南、

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一部分拥有巨资的潮侨商人，甚至在当地执一业之牛耳，

称一地的雄主。他们在资本形成和经济发展上奠定的稳固基础，就为支援祖国的

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准备了雄厚的经济实力。 

说到潮人开拓意识，不能不涉及上个世纪中期以后的契约华工问题。契约华

工出海始于上个世纪的 50 年代，每年约数千人，1861 年汕头开埠后，规模越来

越大，每年达数万人，据统计，1876 年至 1898 年，从汕头经香港或直达东南亚

的中国人有 150 多万，其中绝大部分应是潮人。契约华工史是一部血泪斑斑的历

史，它记录了西方殖民者的滔天罪行，也记录了契约华工的深重苦难。
① (P 4)

  

“契约华工”，是西方殖民者的叫法，是指华侨“自愿”通过签订契约，应

招到外国去做工，其实华工的“契约”是在暴力、诱逼下签订的，几乎和卖身契

差不多。“契约华工”在鸦片战争前已经出现，但规模小，影响不大。大规模的

“契约华工”出国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它一直延续 20 世纪初期才结束。
② (P  9-10)

我相信侨居在欧、美、非洲等地方的华人都同样经历了很坎坷的生活，因为

各国的社会制度与环境跟中国相比是有相当的差异，所以要生存在他乡，就必要 

随着当地的状况生活下去。从古至今，华人不会因为贫苦困难而放弃追求自己的 

前途的，也就是这种持续的坚持和一代接一代的努力，大部分的华侨才逐渐发展

起来，可见现在大部分的海外华人的经济已经今非昔比了。例如《唐人街故事》

的“走出巴黎的边缘”故事里说：巴黎第 11 区中的古老服装批发市场，在过去 

———————————— 

① 
阙本旭，陈俊华.  汕头大学潮学研究文萃[M].  汕头: 汕头大学图书馆，2006. 

② 
巫乐华.  南洋华侨史话[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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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里，华人的店铺一下子增加到大约 400 家，使这个街区在全法国甚至整个欧

洲都很有名气。家喻户晓，巴黎是世界 豪华、 时尚的服装市场，就这么闻名

于世的服装市场，谁能想象它的幕后成就大都是经过海外华人的精心努力，把一

件件美丽的衣服裁缝起来。他们的勤奋和能力展示在一个属于世界一流的服装市

场，事业也日益扩大，取得丰硕的成果，真是一批很了不起的华人。所以说无论

华人在世界哪一个角落，他们都拼搏奋斗，惨淡经营，创建基业， 终都取得辉

煌的成就。 

如今，中国人的脚步已经遍及全世界，而海外华人中 大的一个群体，就是

东南亚华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几百年前那些在南洋披荆斩棘的开拓者的

后代。华人在东南亚对当地的生产、生活以及经济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

华人在侨居国从事商业活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收购当地土特产，销售该国货

物，从而形成一个沟通中国与海外贸易的商业网络。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华人

成为手工业者，如裁缝、鞋匠、金匠、银匠、雕刻师、锁匠、画家、泥水匠、织

工等。从事农业、园艺和渔业的华侨人数也很多，他们同样在当地社会的日常生

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唐人街内部的组织机构， 初侨居海外华人各自有自己的组织，主要是由宗

亲会、同乡会、会馆等以亲缘、族缘、地缘为基础的团体，各自为政，甚至有雄

霸一方，不受外界干涉者。可是由于各国政府控制甚严，这些非正式机构并无权

利可言。无论如何，唐人街就是海外华侨的小华夏。 

在世界各大民族中，中华民族是 富于凝集力的民族之一，它之所以历经艰

难而依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富于民族凝聚力显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他们热爱祖

国，尤重乡情。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伟大的爱国志士文天

祥受到普遍的尊敬。他们在侨居国形成的社会，对他们来说是很有意义，因为那

是“异国有我国”的感觉。  

 

第二节 世界各地的唐人街 

 

唐（公元 618—907 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朝代，国力强大，商业发

达。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往往称自己是“唐人”。近代海外华工称祖国为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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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华侨称中式服为“唐装”。美洲、澳大利亚的大城市称华侨或华裔聚居街

为“唐人街”。现在世界上的唐人街很多，可以说遍布全世界，当然也有称中国

城、中华街，但一般通称唐人街。世界各国的唐人街可以说是全球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有的建立得早，有的建立得迟，现在世界各国还不断有唐人街出现。 

世界各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谋生发展的足迹。事实上，唐人街遍布

世界许多地方，只是有的地方不这么叫就是了。它的形成原因颇不一致，这是

由于地理环境及其他因素。华人前往东南亚各地，为时较早，人数也较多。早在

十五世纪初，东南亚华人聚居区已见中国史籍记载。 

自从西方殖民国家侵入东南亚各国后，虽然殖民政府曾有外侨分区居住的计

划，但因华侨人数众多，分布在各大城市中，无法加以限制，唐人街的范围也就

随之扩大。殖民者居住之处，反而成为少数民族聚居区。这是在欧、美各国以及

澳大利亚等地所未曾得见的。就美国而言，唐人街的形成， 初并非出于华人自

愿。华人大批移居美国，始于鸦片战争以后，先是为白人开采金矿，继而建筑铁

路，然后为开发美国西部地区作出很大贡献。然而白人劳工为了竞争就业机会，

想方设法促使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强迫华人迁居于大城市中的少数民族聚

居地，受尽种族歧视的悲惨遭遇，而唐人街却在这种情况下形成。
① (P 191) 

现在世上的唐人街不断地出现，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热，另一个理由是目前中

国货物售卖到世界各国的店铺，使中国货物的面积越来越扩大。各国的华裔与中

商的交易交往也随着生意兴隆日益密切，呈现互利互惠，相辅相成的趋势。 

现在唐人街已遍布亚洲、欧洲、美洲等地。为了深入了解世界各地的唐人街

的形成以及目前的现象，本文以新加坡，美国和日本等国有名的唐人街，来简介

华人在海外的凝集社会。 

新加坡唐人街——世界第一个唐人街。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的 南端，正处 

于南海和印度洋之间，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早在唐代，随着中

国海上贸易的兴起，中国的帆船已远航到新加坡等地进行贸易。 

牛车水唐人街在新加坡的发展历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展示了中国

祖辈早期来到这个小岛上辛勤劳动、艰苦创业的过程，它是新加坡迈向国际现代 

———————————— 

①  
 
邝治中.  新唐人街[M].  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89.  

 10

 
 
 
 

 
 



化的起源，它见证了新加坡的荣辱与兴衰。新加坡今日的辉煌与早年中国人的奋

斗是分不开的，牛车水唐人街既是新加坡的历史文化遗产，又是现在珍贵的社会

财富。保留牛车水传统社会的现实意义，在今天不但可以教育下一代，唤醒国民

对历史的认识，而且还能发挥其历史文物遗产的作用，促进国际旅游观光事业，

为新加坡做出新的贡献。 

牛车水街区经过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修复、改造，已经以崭新的面貌呈现

在世人面前。在修缮后的牛车水，一些破旧残陋的房屋已不复存在，但二、三层

楼房仍保存着中国房屋的结构特色，当然也融合了西方的建筑色彩，呈现一种独

特的中西合璧格式。现在的牛车水已是新加坡著名的旅游景点，已成为国外游客，

尤其是中国游客到新加坡的必游之地。
①

旧金山唐人街——美国西部的唐人街。旧金山的唐人街大约有八万余名华侨

居住。这里所写的所听的都是汉语，所见的都十分有中国传统风格，宛然是

一个小中国。唐人街具有自生活杂货至珍贵珠宝的所有中国货，还保有传统

餐饮及建筑穿着，游客尽可享受多彩多姿的中国文化。  

19 世纪末时，中国移民像“卖猪仔”似的被运来加州修筑太平洋铁路和

淘金，对当地的经济建设贡献厥伟，但他们却与义裔移民、黑人、穷白人、 

水手一块儿被当时的政府视为“次等公民”，并规定他们居住在特定区域内

以免“污染”其它地方。他们只好在以都板街(Grant Ave.)为中心的小范围

内活动，后来这里又迁入了新的移民，发展至今，便成了现在的“唐人街”， 

也是亚洲之外 大的华人社区。
②

旧金山的唐人街之所以是亚洲之外全世界 美 大的中国城，根本原因不在于它

繁华的商业市容，而在于商业市容所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元素。正是这些

中国元素使它有独特的中国市街味, 这里的琳琅满目商店都洋溢着中国传统文

化氛围，让东方人进去了有客至如归的感觉，让西洋人进去了有身临异邦的 

惊喜。 

———————————— 

①  李同成.  世界唐人街瞭望.  http://www.gdfao.gd.gov.cn/jlyd/200606200043.htm

②  
http://baike.baidu.com/view/1125857.htm  

 11

 
 
 
 

 
 

http://baike.baidu.com/view/74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4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36.htm
http://www.gdfao.gd.gov.cn/jlyd/200606200043.htm


据说，这里许多类似建筑都是华人慈善组织捐助修建的，真了不起。这让世

人明白中华民族内在的巨大能量，知道有中国人的地方为什么就有“中流砥

柱”。街面上的建筑虽然经受时代的风风雨雨，却并不破败残缺，保持着中国传

统建筑的美观。有趣的是，这里诸如出售鱼肉、糕点的店铺，店名也是德昌、兴

茂之类标准中式称谓，而门廊上也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一派中国本土的情调。每

逢春节，元宵节或中秋节的时候，这里均耍龙灯、舞狮子，爆竹声中除旧岁，

保留着中国传统的种种风俗。会看到不少居民身穿的唐装一点不比大陆人穿的唐

装逊色，也是喜庆的团花纹样、吉祥的龙凤图案、精美的丝线刺绣、玲珑的琵琶

盘纽。还有声声唢呐中的舞龙和舞狮，或翻滚或腾越或扭摆，看得人眼花缭乱、

心花怒放。
① 

神户唐人街——华人艰苦创业的地方。日本神户唐人街，也称中华街，地处

南京路的东侧。入口处树立着中国式的红色门楼，穿过门楼，是南京东路、西路、

南路、北路等呈十字型的中心街，各商店的招牌是中文，在这里随时可以听到人

们讲中文，仿佛漫步在北京的王府井。 

街道两旁排列着各种风味的中餐馆，香味四处飘荡，十分诱人。粤菜名满 

天下，素有“食在广州”之美誉，在神户可以品尝到美味清淡的粤菜。这里的广

东小吃也是正宗地道，美味可口。这里也有几家北京饭店，红灯笼高挂，漂亮的

小姐身着旗袍，在门口亭亭玉立，以标准的北京话，满脸笑容，欢迎顾客。这里 

的餐馆近百家，生意都很好，经常是顾客盈门，有的顾客为了能够在这里品尝地

道的中国菜，不得不事先打个电话预约。每逢春节，可以看到艺人在表演节目， 

有人在唱京剧、有人在唱通俗歌曲、有人在舞龙、舞狮，还有人在表演太极拳等，

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非常热闹。                

这里的人都非常崇敬关羽，在山手街东面，有一座宏伟的关帝庙，走进门前

的两扇红色的大门，映入眼帘的是色彩斑斓的正殿。在这里供奉着我国的英雄豪

杰关羽。每天来这里烧香磕头的人连绵不断，成为唐人街的一大景观。
② 

———————————— 

① 
姚全兴.  旧金山唐人街.  http://xmwb.news365.com.cn/lycs/200905/t20090505_2308961.htm

②
 
李同成.  世界唐人街瞭望.  http://www.gdfao.gd.gov.cn/jlyd/2006062000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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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看来，华人的处境不错，那是因为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尤其

异于其他少数民族者，是他们“取得成功”并非赖于社会的援助。他们甘愿从

底层做起，相互帮助而获取成功。因此，华裔被视为“模范少数民族”。 

 

下面是世界主要唐人街列表： 

 

亚太地区： 

  泰国：曼谷

  菲律宾：马尼拉

  越南：胡志明市

  马来西亚：槟城、吉隆坡

  新加坡唐人街 

  日本:横滨中华街、神户中央区、南京町、长崎新地 

  韩国：首尔、仁川

  澳大利亚：墨尔本、悉尼

  中国：北京民族园路 

美洲

美国：纽约、旧金山、洛杉矶、波士顿、芝加哥、费城、波特兰、西雅

图、华盛顿  

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列治文、蒙特利尔

欧洲

英国：伦敦，中国城 

法国：巴黎 
①
      

 

 

 

 

———————————— 

①
http://baike.baidu.com/view/17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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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725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78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29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6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3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5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6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0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6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873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9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9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5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65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1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2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7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2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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