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民族》 2 0 1 5 年第 2 期

二战后美国的华人
“

自首计划
”

及其历史影响
＊

赵 辉 兵

内容提要 2 0 世纪 5 0 年代 中 期到 6 0 年代 中 期 ， 在美 国排 华 的 余波 、美 国 华人的 抗

争 、二战后美 苏 冷战 与 2 0 世纪 6 0 年代末 以 前美 国对 新 中 国推行 的遏制政 策等 因 素交互

影 响 下 ，美 国 国务院 与 司 法部联合发起 了
一项反对身 份造假 的非法 移 民 的 运动 。 该 项运

动 的 高潮是美 国移 民 归化局 实施的
“

自 首计划
”

或称
“

华人 自 首计划
”

，
其主要针对 的 人群

是在 美 的非 法华人移 民 。 该计 划 要 求那些通过假身 份 （ 即
“

纸儿 子
”

） 非法 移民 美 国 的 华

人主动 自 首 ，
向 政府 坦 白其欺骗行 为 ； 作 为 补偿 ， 美 国政 府保证帮 助 其获得合法身 份 （ 即

拥有永久居 留权或公 民权 ） 。 1 9 5 6 至 1 9 6 5 年 间
， 有 3 万 多 名 美 国 华人参 与 了 该计划 ， 承

认其非法移 民行为 ，
其 中 大 多 数人获得 了 合法 身份 。 该计划 对美国 的 华人社会 ，

乃 至美 国

社会政治产生 了 复杂 而深刻 的 影响 。

关 键 词 美 国华人 自 首计划 冷战历史 影 响

2 0 世纪 5 0 年代 ，美国国务院与 司法部联合发起了
一

项反对身份造假的非法移民的运动 。 该

项运动的高潮就是美 国移 民归化局 （ ＩＮＳ ） 实施 的
“

自 首计划
”

或称
“

华人 自 首计划
”

（ Ｃｈ 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 ）其主要针对的人群就是在美的非法华人移民 。 该计划要求那些通过假身份

非法移民美国的华人主动 自首 ， 向政府坦白其造假行为
；
作为补偿 ，美国政府保证帮助其获得合法

身份 （ 即拥有永久居留权或公民权 ） 。 结果 ，有 3 万多名华人参与了该计划 ，承认其非法移民行为 ，

其中大多数人获得了合法身份 。

② 由于这项计划没有得到任何法律授权
，
只有一套由 美国移民归

化局批准创立的调整华人身份的行政程序 ，

？所以该计划较少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 。 本文拟在充

分利用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对 1 9 5 6 至 1 9 6 5 年间美国政府发起的
“

自 首计划
”

的来龙去

脉进行概要的梳理。

一

、

“

自首计划
＂

的远因 ： 《 1 8 8 2 年排华法》与美国的非法华人移民问题

《 1 8 8 2 年排华法》的 出台是美国排华运动的高潮 ，标志着其排华政策由地方层面上升到国家层

＊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
“

美 国进步主义政治哲学研究
”

（项 目号
：

1 3 ＺＸ Ｃ 0 1 0
）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① 也有学者将该计划翻译为
“

坦白方案
”

，参见赵小建 ： 《重建家园 ：动荡 中的美国华人社会 ：
丨 9 4 0

—

1 ％ 5 》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2 0 0 6

年 ，第 2 0 8 页 。 将
“

Ｃｏｎｆｅｓｓ ｉｏｎＰｒｏ
ｇ
ｒａｍ

”

译成
“坦白方案

”

，笔者以为 ：

“

方案
”
一词带有停留在纸 面上 的意味 ，而事实上该计划执行了近 1 0

年之久 ，
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华人社会。 故笔者倾向于将其翻译为

“

自 首计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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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美国 的华人
“

自首计划
”

及其历史影响

面 。 该法规定除属于豁免之列的商人 、学生 、教师 、游客与外交官外 ，禁止所有的华人劳工人境 。 它

既是美国历史上第
一

部基于种族的理由而限制移 民的联邦法律 ，也是唯
一一

部针对某特定族裔移

民 （ 即华人移民 ） 的歧视性法律 。

？
 1 8 8 2 年之后的美国放弃了以往的 自 由移民政策 ，基于保护美 国

白人与反对
“

不受欢迎的
”

外国人的理由 ，开始实施谨守门户的新的移民政策 。

？
及至 2 0 世纪 3 0 年

代 ，对移民进行检査 、要求提供护照及其他文件证明 、对移民的监督与量刑 以及对违法移 民的驱逐

都成为美国法律执行的标准程序 。

（ 3 ）

对此
，
美国学者安德鲁 ？

盖瑞 （
ＡｎｄｒｅｗＧｙｏｒｙ ）写道 ：这是一部打

着道德的旗号 ， 由
“

镀金时代的政客们运用非道德的策略实施的
一

项不道德的法律
”

。

？

面对这一恶法 ，很多力 图移民美国 的华人只能利用弱者的武器 ，采取非法的方式进入美国 。 方

式之一就是
“

走后门
”

， 即通过墨美与加美边境 ，非法人境 。 由于这种入境方式极其隐秘 ，
因此很难

准确估算出排华期间借由此方式非法人境美国的华人移民人数 。 据估计 ，
1 8 8 2
—

1 9 2 0 年间至少有

1 7 3 0 0 名华人移民非法人境 。 而据 1 9 0 1 年美国众议院移民委员 会的
一

份报告 ，每年至少有 2＿

华人被非法输送到美国 。

⑤ 但因这种方式风险很大 ，更为普遍的非法移民美国 的方式则是
“

纸儿

子
”

与
“

纸女儿
”

（或称为
“

纸面儿子
”

与
“

纸面女儿
”

、土生儿子 ，也包括土生孙儿等 ） ，即假冒华裔美

国公民或在美华商之子女 。

？ 而这种方式与 1 9 0 6 年的加州大地震有很大的关系 。 这次大地震引发

的旧金山大火烧毁了市议会 ，包括市档案厅 。 市政当局灾后重新建立档案资料之时 ，
加州华人借机

制造文件声称 自 己是美国 出生的公民 ，在中国 尚有子女 ，而美国政府没有档案资料可资反驳这种行

为 。

“

纸儿子
”

与
“

纸女儿
”

由此而来 这样 ，很多华人劳工通过宣称具有派生公 民资格？而非法

移民到美国 。 根据美 国移民归化局的数据 ，
1 9 5 0 年美国 的华人当 中至少有 2 5 ％ 的人是非法移

民 。

？
而在 1 9 2 0 至 1 9 4 0 年间 ，

以派生公民资格进人美国 的华人达 7 1 0 4 0 人。
？＞ 对此 ，美国学者艾明

如 （
Ｍａｅ Ｍ

．
Ｎｇａｉ ）指出 ：

“

排华期间 ，
这种身份造假的做法大行其道。 它连同排华行为不仅加剧了

其非法的恶名 ， 而且通过使移民维系在复杂的内部保护网之中 ，强化了华人社会的孤立与隔绝
”

。

？

二
、

“

自首计划
＂

的近因 ：冷战与
“

自首计划
＂

的推出

辛亥革命爆发后 ，在一些美国在华传教士的宣传下 ，美国人的 中国观逐渐从愚昧的 、异教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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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派生公民资格或派生公民权 （ ｄｅｒｉ ｖａ ｔｉｖ ｅｃｉ ｔｉｚｅｎｓｈ ｉ

ｐ ）
是指作为美国公民的 父母

（

无论通过 出生地或归化方式 ） 借助法律运作 ，可

以 申请其不在美国 出生的小孩成为美 国公民 。 2 0 0 1 年 2 月 2 7 日前未满 1 8 岁的孩子 ，符合下面 4 个条件可以获得派生公 民资格 ： 孩子父

母 中至少一位是美国公民 （通过出生或是入籍 ）
；
孩子在 1 8 岁 以下

；
孩子是永久居 民

；

孩子在美公民父母的合法监护下在美 国生活 。 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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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转 向在美国的保护下觉醒的中国人 。
？ 及至二战期间及战后 ，

由 于中 国的抗 日 战争与 1 9 4 1

年中美成为盟友 ，美国人的中国观 ， 同 1 9 3 0 年以前相 比 ，发生了很大变化 。 2 0 世纪 3 0 年代后期与

4 0 年代初期 ，

“

在美国公众当 中 ， 中国形象观迅速摆到了强烈 同情和十分友好的高峰
”

。

②
战争期

间 ，在美华人响应美国政府的号召 ，
或大力支援抗战 ，或积极参战 。

1 9 4 3 年 ，宋美龄访美 的成功 ，
进

一步改变了美国人的传统 中国观 。

？
在此背景下 ，

1 9 4 3 年美 国 国会废除了排华法 ，但这主要是迫于

国际形势 ，不得已通过的 战时举措。 其主要 目 的 ：

一是为了给已经坚持了 6 年之久的抗 日 战争的中

国打气 ；
二是出于反击 日本的宣传的需要 。 日本在战争中大搞宣传战与心理战 ，

指责美国在国内对

其盟友华人所施加的种族主义与种族歧视行径 。

？

根据 《 1 9 4 3 年的各排华法终止令》 ，
1 8 8 2 年以来 的各项涉及排斥或驱逐华人的法律条文一概

终止 ，通过配额的方式 ， 给予华人移民人籍的权利 。 这就为在美华人地位的进
一

步改善提供了先决

条件 。 为此 ，美国华人社团积极游说国会改变针对华人的移民法 ，争取解决因排斥与非法移民造成

的华人社会孤立与家庭分离的问题 。

⑤
1 9 4 5 年底 ，在美国华人社团的努力下 ， 国会通过了 《战争新

娘法》 ，允许美国军人的外 国籍妻子移民美国 。 1 9 4 6 年通过的 《 7 1 3 号公共法》 ，规定美国军人的华

人妻子进人美国不受配额的限制 。 此后不久 ， 国会又通过了 《美 国军人未婚妻法》 ，允许退伍军人

的外国籍未婚妻进人美国 。 《 1 9 5 2 年的移民与国籍法 》 （ 即 《麦卡伦
一沃尔特法 》 ） ，该法废除了排

斥亚洲移民归化美国的原则 ， 引 人了技术与家庭团聚型移民优先的制度 。
？ 不过 ， 大多美国人

“

仍

然把在美华人看作是外国人
＂

。

⑦
当年那些为了应付美国移民 当局而通过伪造身份来美的华人移

民 ，如果想要其家属来美国生活 ，他们就得继续欺瞒移民 当局 。 这是因 为 ， 即便是他们已经在美国

居住了很长时间 ，他们仍需对其非法移民美国这一行为负责 。 这样 ， 他们就得时刻保持双重身

份 。
⑧ 而且 ，

尽管 1 9 5 2 年的《麦卡伦
一

沃尔特法 》通过调整美 国移民政策改善了亚裔移民地位 ，但

这不过是作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工具而已 。

？

而战后国际局势的变化尤其是中美关系的变故与美国政府对
“

共产主义扩张
”

的恐惧的升级 ，

为美国
“

自 首计划
”

的出 台提供了外部推力 。 随着 1 9 4 9 年 1 0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中华

民国政府迁往台湾 ，此时美国政府亚洲政策的重点由扶植
一个亲美 、强大 、统

一的 中 国改为扶植 曰

本 。 具体到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 即对新中 国 的政策是
“

等待尘埃落定
”

；对蒋介石领导的 国民政

府则是
“

与沉船拉开距离
”

，奉行
“

撒手政策
”

。

⑩

① ② ③ 胡谦 ： 《美 国 的中国形象观与排华法的废除 》 ， 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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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1

0
、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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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美国 的华人
“

自首计划
”

及其历史影响

然而 ，
随着 1 9 5 0 年 2 月 1 4 日

，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 这标志着中苏战略同盟关系

的正式确立 ，同时也意味着 中美近期和解的前景更为暗淡 。 朝鲜战争的爆发与新中国的抗美援朝 ，

使得处于未定之秋的中美关系走向 了敌对状态 。 与此同时 ，美国对台湾政策也发生 了逆转。 朝鲜

战争刚刚爆发 ，
杜鲁门立即派第七舰队进人台湾海峡 。 杜鲁门宣布 ：

“

对 （ 南 ）朝鲜的进攻明显地显

示出 ，
共产主义已经超越了他们用意识形态力量去颠覆和征服那些独立国家的界线 ，

共产主义用武

装侵略和战争来达到 自己 的 目的 。 在这种情况下 ，共产党军队对福摩萨 （指台湾
——

笔者注 ） 的占

领直接危及太平洋的安全和美国在该地区行使合法和必要的职能 。

”
？
由于朝鲜战争造成的巨大创

伤 ，

“

红色中国
”

已经成为美国的主要敌人 。 出 于全球范围 内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需要 ， 美国采取

各种手段围堵新中 国 ，
相继与东亚 、东南亚 、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国家签署 了防务条约 ，

包括 1 9 5 4 年

1 2 月 2 日美国与台湾国民党政权签署的 《美台共同防务条约 》 。

由此 ，伴随着战后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与 中美对抗的不断升级 ，美国国 内的反共产主义运动也

不断展开 。 1 9 4 7 年 ，杜鲁门宣布建立一套针对政府雇员的忠诚审査制度 。 同年 ，众议院非美活动

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调査共产党对好莱坞影 响 的听证会 ，

一

批人因 阴谋罪 、间谍罪受到无端迫

害 。

＠ 在这样的恐怖氛围下 ，
1 9 5 0 至 1 9 5 4 年间 ，美国兴起了麦卡锡主义运动 。 对于 2 0 世纪 5 0 年代

的美国 ，有评论家写道 ：随着权力落人那些
“

信奉专制政府价值观
”

的人之手 ，而
“

他们的治国方法

又是警察国家的做法
”

，

“

民主的 自 由
”

就处在危险之中 。

③

因此 ，出于对战后美国在亚太战略利益的考量 ，
根据 《麦卡伦

一沃尔特法》而形塑的美 国的亚

洲移民政策就依照亚裔移民的政治立场而区分为
“

好的亚洲人
”

（ 即来 自 中 国台湾 、韩国与战后重

建的 日本的移民 ） 与
“

坏的亚洲人
”

（ 即来 自 中华人民共和 国与其他共产主义地区的移 民 ） 。
④ 可以

说 ，美国政府决定推出的
“

自首计划
”

是战后美国亚洲移民政策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

一

方面 ，美 国

政府认为 ：该计划将有助于解决国家安全问题 。 自 《 1 8 8 2 年排华法》通过 以来 ， 美国政府就致力于

解决华人的非法移民问题 。 为此 ，
2 0 世纪上半叶 ，美国移民归化局通过

一

套繁复的盘问程序来审

査申请入境的华人是否存在身份造假问题 。 不过 ，华人移民通过背诵
“

口供纸
”

的方式 ，

“

许多抵达

口岸 的华人移民可毫不费力地顺利入境
”

。

⑤ 到了 1 9 5 0 年下半年 ，美国政府修改了华人移民的程

序 ，实现双重审査 ： 以往的审查程序 ，
允许华人移民在人境口岸接受审査 ，裁定是否可以人境 ；

现在

则要求华人移民在赴美前要先从美国驻外外交机构获得签证 ，然后在通关时 ，
由 移民局进行二次审

査 。 而随着 1 9 4 9 年新中 国的建立 ，美国从中国大陆撤出 了所有外交人员 。 由此 ， 想要移 民美国的

华人必须通过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提交 申请 。

＠
而此时 的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就成为了解决长期 以

来令美国政府头疼的身份造假问题的重要人物之
一

。 随着冷战的加剧与中美关系 的 日益敌对 ，解

决这个问题就显得 日 益迫切， 在反共人士与冷战斗士看来 ，华人移 民的欺骗行为被升级为 国家

安全问题 ，
因为这些非法移民中可能会有共产主义的间谍潜入美国 。

⑧ 通过该计划 ，美国政府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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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机搜寻美国华人社会中的左翼人士。

？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庄莱德 （ ＥｖｅｒｅｔｔＦ ．Ｄｒｕｍｒｉｇｈｔ
，任职时间

为 1 9 5 4 年 1 2 月
一

1 9 5 8 年 3 月 ） 在 1 9 5 5 年 1 2 月 提交国务 院的
一

份 8 9 页 的白 皮书 中 ，把身份造假

问题同共产主义的渗透直接联系起来。 他宣称 ： 中 国 的 间谍正在通过购买假文件的方式打入美

国 。

② 另
一

方面 ，该计划可 以争取到海外华人的支持 ，

“

成功地同化了美国华人的种族叙事 ，将成为

自 由 民主制度优于共产主义的明证
＂

。

③ 时任美 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认为 ：在亚洲
，
有 2 千 2 百万

的海外华人 ，他们成为了支持中国的
“

第五纵队
”

。 因此 ，美国必须通过文化外交战略 ，给予美国华

人充分的公民权 ，
进而

“

利用美 国华人舒缓红色中 国对亚太地区的影响
”

。

④

此外 ，
美国

“

自 首计划
”

的推出既与二战后美国政府各部门 （ 移民局与 同属 司法部的刑事局 、联

邦调査局 、美国 国务院护照办公室 ）协同打击非法华人移民运动 ， 与冷战背景下国际格局的演变密

切相关
，

更与 2 0 世纪 4 0 年代后期以来华人社会内部的分裂有很大的关系 。

“

然而在 4 0 年代后期 ，

内部分裂成了华人社会的最大障碍。 华人社团中左翼与右翼的斗争不仅分化了华人社会本身 ， 这

些斗争在
一

定程度上也等于是联邦政府对过去一贯被视为华人内部事务的纠纷进行干预发出了公

开邀请 。

” ⑤

三 、

＂

自首计划
”

的分阶段实施

1 9 5 6 年中期 ，美 国移民归化局开始推行
“

自首计划
”

，为的是
“

寻求华裔美国人合作
”

，并
“

为 自

己 塑造
一

个 良好的形象
”

。

？
毕竟 ，许多华人采取欺骗方式移民美国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带有

明显的种族主义特征的 、严重不公的《 1 8 8 2 年排华法》密切联系在
一起的 。 而在冷战渐趋 白热化 的

背景下 ，声称是
“

山巅之城
”

、

“

自 由世界的灯塔
”

的美国如何对待其国内的少数族裔群体势必引起

全世界的关切 。 该计划没有任何法律授权 ， 只是一套由美国移民归化局批准创立的调整华人身份

的行政程序 。 其 目 的
“

在于通过这
一方案鼓励过去以造假手段冒籍人境的华人出来 自 首

”

作为
一项内部政策 ， 由于该计划

“

没有正式的书面政策
”

，因此 ，

“

移 民局可以随意决定谁可以 留在美 国

而谁将被遣返出境
”

。

？
不过 ，要想遣返数以万计的非法华人移民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 如果要对所

有涉及冒籍入境的华人进行调查的话 ，美国政府所要动用的人力 、物力与财力之巨大将是
一

个天文

数字 。 因此 ，
美国政府 当局在决定要遣返哪些华人方面 ，只能是采取

“

点穴式
”

的区别对待 。 重点

调查那些重大的嫌疑人 ，尤其是持不同政见者 ， 即左翼的 、同情或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华人移民 。

再有 ，就是随机地挑选
一

些华人作为调査的对象 。

＠此外 ，为 了迫使在美华人坦 白 ，移民局还以大陪

审团调查相逼 。

“

如果这些人拒绝配合 ，移民局便以送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上刑事法庭相要挟 ，
理由

是不合作等于继续参与造假活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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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美国的华人
“

自首计划
＂

及其历史影响

根据移民归化局内部的报告 ，

“

自首计划
”

是从
一

桩涉及 旧金山刘家的案子中找到突破 口 的 。

刘宝音 （
ＬｅｗＢｏｋＹｉｎ

）在 1 9 0 2 年通过人身保护程序 ， 因 出生在美国而成为美国公 民的 。 但在 1 9 5 5

年
，来 自 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情报显示 ，

刘宝音并不是美国公民 。 因此 ，那些声称是其后代的 3 4 个

人也就不是美国公民 ，而这 3 4 人中有 1 7 人 已移民美国 。 然而 ，移民局握有足够证据 ，可 以驱逐 的

仅有 3 人 。 因此 ，
在获悉 1 7 人中有 Ｋ） 人是美国现役或退伍军人后 ，移民局官员会见 了这些退伍军

人 ，并承诺 ：如果他们 自首 ，他们可以用真实姓名入籍美国 。 对此 ，
刘家在经过协商后 ，决定集体认

罪 。

？“最后刘家的两个成员被驱逐出境 。 其他人在被剥夺公民权以后重新取得合法身份的过程

也非常繁杂 。

“

而
“

对于整个家族来说 ，经过这一折腾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再也无法把还留在中国 的

亲人带到美国来了
”

。

②

1 9 5 6 年 6 月 ，美国移民归化局 旧金山分局局长布鲁斯 ？ 巴勃 （ Ｂ ｒｕｃｅＢａｒｂｅｒ ） 在旧金 山唐人街

的美国军队华人站的会议上 ，公开号召华人老兵们 自首 ， 以便归化人籍 。 到 1 1 月 份 ，该地区曝光了

1 1 3 起华人持有虚假公民权的案件 。

③ 而且 ，移民局大肆渲染
“

自首计划
”

的宽宏人道的性质 。

“

以

后只要有老兵举行归化入籍仪式 ，移民局都会向华人社会提供新闻简报 。

” ④

然而
，
这种方案收效甚微。 原因主要来 自 两方面 ：

一方面 ，
鉴于时间过久 ，其家庭成员可能 已分

散到全国各地 ； 或者他们也未必读报 ；另一方面 ，很多美国华人并不信任移民当局。 他们认为这很

可能是
一

个圈套 。
⑤ 因为在最初推行该计划时 ，移 民局

“

拒绝对 自首者作出不被遣返的许诺 ，
也从

不表示他们所犯的罪行一定会得到宽恕
”

；其最终 目的
“

是永久性地摧毁华人的移民网络 ，这
一

点

华人社会看得很清楚
”

。

？其中的一位 自首者的女儿伍慧明 （
ＦａｅＭｙｅｎｎｅＮ ｇ）描述道 ：

“

华人 自首计

划并不是一项大赦计划 ，其法律条文也是含糊的 。 公告是钉在电线杆子上的 。 我母亲是通过地方

报纸获知的 。

”
？而且 ，有影响力 的华人社团对此方案也置之不理 。

而 1 9 5 7 年 1 月 3 0 日
，
旧金山大陪审团对旧金山世界剧院老板李英 （

ＬｅｅＹｉｎｇ ）

—

案的判决进一

步加深了华人社区对美国政府的怀疑与恐慌 。 李英放映过从苏联和 中 国进口 的电影 ，并涉嫌参与

身份造假 ，即
“

李英本人是以冯水 （ Ｆｏｎｇ Ｓｕｅｙ ） 儿子的身份 冒籍进人美国 的
＂

。

⑧
因此 ，李英在坦白罪

行后被迫离境 。 该案件的处理表明 ：如果涉嫌非法移民的华人具有左翼倾向 ，将会很难享有豁免权

利与入籍的可能性 。

随着该计划的深入展开 ，美国的华人社会感受到了 日 益严峻的压力与威胁 。 因此 ，

“

当移民局

借用法庭的力量威胁华裔美国人并且试图驱逐
一

些人出境时 ，他们的努力受到了华人社会的坚决

抵制
”

。

？
 1 9 5 7 年 3 月 ，纽约的中华会馆 （

ｔｈｅＣＣＢＡ ）

⑩召集了
一

次全美的华人会议。 此次会议规模

空前 ，
有来 自 3 4 个城市的 1 2 4 名代表参加 。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助理霍华德 ？ 派尔 （ ＨｏｗａｒｄＰｙｌ ｅ ）也

专程前来致辞 。 与会代表通过了十四项决议 ，主要围绕增加华人移民的名额与改革歧视性的华人

①ＭａｅＭ ． Ｎ
ｇ
ａｉ

，


“

Ｌｅ
ｇ
ａｃｉｅ ｓｏｆＥｘｃ ｌｕ ｓ ｉｏｎ

：Ｉ
ｌｌｅ

ｇ
ａｌＣｈ

ｉｎｅｓｅ Ｉｍｍｉ
ｇ
ｒａ ｔｉ ｏｎｄｕ ｒ ｉｎ

ｇ
ｔ
ｈｅＣｏｌ ｄＷａｒＹｅａｒｓ

＂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
ｔ
ｈｎｉｃＨｉｓｔｏｒ

ｙ ｙ

ｖｏ ｌ ． 1 8 ，ｎｏ
．

 1
，

1 9 9 8
， ｐ

． 2 1
．

② ④ ⑥ ⑧ ⑨ 赵小建 ： 《重建家园 ： 动荡中的美国华人社会 ：
1 9 4 0 －

1 9 6 5 》
，复旦大学 出版社 ，

2 0 0 6 年
，
第 2 1 0

、
2 1 0
－

2 1 1
、

2 1 1
、

2 1 〗

一

2 1 2
、

2 1 4 页
。

③ＭａｅＭ ． Ｎｇａｉ ， Ｉ
ｍ
ｐ
ｏｓｓ

ｉ
ｂ ｌｅ Ｓｕｂ

ｊ
ｅｃ

ｔ
ｓ
 ：Ｉｌｌ ｅｇａｌ Ａｌ

ｉ
ｅｎ ｓａｎｄ

ｔ
ｈｅＭａｋ

ｉ
ｎ
ｇ

ｏｆ 

Ｍｏｄｅ ｒｎＡｍｅｒ
ｉ
ｃａ

ｔＰｒｉｎｃ 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 ｏｎ Ｕｎ ｉｖ ｅｒｓ ｉ ｔｙ Ｐ ｒｅｓｓ

，
 2 0 0 4

，ｐ
． 2 1 9 ．

⑤ＨｉｍＭａｒｋＬａｉ

，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ｍｅ ｒｉｃａｎ

：ＡＨｉｓｔｏｒ
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Ｉｎｓ 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ｓ
，Ｗａｌｎｕ ｔＣｒｅｅ ｋ

，ＣＡ ．

：ＡＤ ｉｖｉ ｓｉ ｏｎｏｆＲｏｗｍａｎ＆

Ｌｉｔｔｌ ｅｆｉｅ ｌｄＰｕｂ ｌ ｉｓ ｈｅ ｒｓ
，
 Ｉｎｃ ．

，
 2 0 0 4

，
ｐ ． 3 1 ．

⑦ ＦａｅＭ
ｙ
ｅｎｎｅＮ

ｇ ，

“

Ｍ
ｙ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Ｐｒｏ

ｇ
ｒａｍ

，
ａｎ Ｉｎｈｅｒ ｉ ｔａｎｃｅ ｏｆＩ ｎｄｅ ｃｉｓｉｏｎ

＂

，
Ｐｌｏｕ

ｇ
ｈｓｈａｒｅｓ，ｖ ｏｌ

．

 3 5
，
ｎｏ ． 2 

－

3
， 2 0 0 9 ，

ｐ
． 1 1 7 ．

⑩ 在新 中国建立后 ，围绕着对新中 国的态度 ，在美国华人社会分化为左翼与右翼力量 。 其中当时的中华会馆是美国境内 支持国民

党台湾政权的最有影响力的社团 。 2 0 世纪 5 0 年代以来 ，该社团协助美国政府打压美国华人社会中的左翼力量 。 左翼的组织有 《 中国 曰

报》 （
ＣＡｉ／ｗｉＤａｉ／ｙ

ｙＶｅｕ？
）

、 中华手工洗衣店联合会 （
Ｃｈ ｉｎｅ ｓｅＨａｎｄＬａ ｕｎｄｒ ｙＡ 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 ） 、 中 国工人互助会 （

ｔｈｅＣ ｈｉ ｎｅ ｓｅ Ｗｏｒｋｅ
ｒ
ｓＭｕ

ｔ
ｕａｌＡｉ

ｄ

Ａｓｓｏｃ ｉ
ａ
ｔ
ｉｏｎ

） 等 0

1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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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政策 。
？ 此次大会之后

， 中华会馆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游说改善华人移民地位问题上 。 为此 ，
围

绕推动对华人移 民的立法改革 、阻遏对华人社区的突袭检查与调整身份造假华人的地位问题 ， 中华

会馆的负责人与移民局官员进行了多次的私下会晤 。 作为交换 ， 中华会馆同意帮助推行移民局的
“

自首计划
”

。

②

而在此前 1 个月 ，即 1 9 5 7 年 2 月 ，
移民当局因该计划收效不大也进行了

一

定调整 。 移民局官

员承诺 ：
1 9 5 7 年 7 月 1 5 日前做过伪誓的华人不会 因伪证罪而被起诉 ，

并号召他们要主动认罪 ，
调

整其移民地位 。 1 9 5 7 年 ，美国移民归化局的年度报告 中秘密地写道 ：

“

在许多案子中 ，长期 以来担

心被驱逐或判刑的在美非法的华人移民则已充分知晓本局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帮助他

们调整其地位
”

。
③ 不过 ，此时大多数的 自首者选择主动认罪往往是不得 已而为之 ， 因为他们 自 己

认为 ：
政府对他们的案子的调査已经十分深入 ，

再也抗不下去 了 。

＠许多华人依然不愿意牵涉到该

计划中 ，他们对移民当局依然存有戒心。 因此 ， 自首者的人数依然是有限的 。

到了
1 9 5 9 年 3 月 ，

美国移民归化局进
一步完善 了该计划 。 凡 1 9 5 7 年 9 月 1 1 日 以前 （ 包括 9

月 1 1 日 ） 以欺诈方式人境的华人 ， 只要主动认罪 ，可以调整其地位 。
1 9 2 4 年 7 月 1 日前入境美国

的华人 ，将被立即归化为美国公民 。 1 9 4 0 年 6 月 2 8 日前进人美国的华人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 ，并

可以在 5 年之后申请入籍 。 那些在二战至 1 9 4 8 年 1 0 月 2 8 日期间进入美国的华人 ，
如果连续在美

生活 1 0 年 ，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 。

⑤

在
“

自首计划
”

的实施过程中 ， 由 于后来移民当局争取到 了 中华会馆等华人社团的合作 。

？ 这

就大大便利了该计划的执行 。 美国移民归化局在实施该计划时 ，没有任何立法基础 ， 只是
一套行政

程序 。 因此 ，执行该计划的移民局官员拥有很大的行政裁量权 。 自首者必须要与移民局官员 进行

正式的面谈 。 根据标准化的程式 ， 自首者要回答官员们的问题 ，要坦白交代其真实的家庭成员与谎

报的家庭成员及其住址 。 他们也会被问
一

些其他问题 ： 如是否投过票？ 是否有前科 ？ 是否是共产

党员 ？ 是否相信共产主义 ？ 最后要签字认罪 ，等候听证官员的最后裁决 。 而那些华人中 的左翼人

士或同情者则很难从该计划中获益 ｏ

？
不论如何 ，

该计划的实施使得
“

绝大多数的 自首者赢得了法

律地位 ，但有些人则不适合特赦 。 其中 ，较少数的 自首者被驱逐 出境 ；
也有

一些人因检察长拒绝起

诉 、移民局搁置他们的案子而依然留在美国
”

。

⑧

直到 《 1 9 6 5 年移民法》颁布后 ，不再需要针对华人的
“

这种特殊待遇
”

了 ，该计划才于 1 9 6 6 年 2

月 2 日被叫停。 在 1 9 5 7 至 1 9 6 5 年间 ，
至少有 1 1 3 3 6 人 自首 ， 受牵连者有 1 9 1 2 4 人 ，

被拒的申请入美

者有 5 8 0 0 人 。 （见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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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Ｐｒｉｎｃ ｅｔｏｎ
：Ｐｒ ｉｎｃｅ ｔｏｎ Ｕｎ ｉｖｅｒ ｓ ｉｔ

ｙ
Ｐｒｅ ｓｓ ， 2 0 0 4 ，

ｐ
． 2 1 8 ．

③ ④Ｈ ｉｍ Ｍ ａｒｋ Ｌ ａｉ
，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
ｔ

ｉ
ｔ
ｕ

ｔ
ｉｏｎｓ

，Ｗａ ｌｎｕ ｔＣｒｅｅ ｋ
，
ＣＡ ．  ：ＡＤ ｉｖ ｉｓｉ ｏｎｏｆ 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 ｔｔｌｅｆｉｅｌ 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 ｒｓ
，
Ｉｎｃ ．

， 2 0 0 4
，ｐ ． 3 1 ．

⑤Ｐａｎ 
－

Ａｍｅｒ ｉｃａｎＣ ｈｉｎｅ ｓｅＷｅ ｅｋ ｌ
ｙ ，
Ｍａ ｒｃ ｈ 1 9

’ 1 9 5 9
’ 1 6

，
ｃ ｉ ｔｅｄ ｆｒｏｍＨ ｉｍＭ ａｒｋＬａｉ

，
Ｂｅｃｏｍ 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ｍｅｒ ｉｃａｎ

 ：Ａ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 ｉｅｓ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ｉｏｎｓ
，Ｗａ ｌｎｕｔＣ ｒｅｅ ｋ

，
ＣＡ ．

 ：ＡＤ 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Ｒｏｗｍａｎ ＆Ｌｉ ｔｔｌ ｅｆｉｅ ｌｄＰｕｂ ｌ ｉ ｓｈｅｒｓ
，Ｉｎｃ ．

， 2 0 0 4
，ｐ

．
 3 2 ．

⑥ ⑦Ｍａｅ Ｍ ．

Ｎｇａ ｉ
，

“

Ｌｅ
ｇ
ａｃｉ ｅｓｏｆ Ｅｘｃｌｕｓ ｉｏｎ 

： Ｉｌ ｌｅ ｇａ ｌＣｈ ｉｎｅｓｅ Ｉｍｍ ｉ

ｇ
ｒ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 ｈｅ Ｃ ｏｌｄＷａｒＹｅａ ｒｓ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ｍｅ ｒｉｃａｎＥｔｈｎｉｃ Ｈｉｓｔｏ ｒ
ｙ ，

ｖ ｏｌ
．

1 8
，ｎｏ

．  1 ， 1
9 9 8

， ｐｐ
．

 2 0 － 2 1 ， 2 2
－

2 4 ．

⑧Ｍａ ｅＭ ．Ｎ
ｇ
ａｉ

，Ｉｍｐｏｓｓｉ
ｂｌｅＳ ｕｂｊｅｃｔｓ

： Ｉｌｌｅｇａ
ｌＡ ｌ

ｉｅｎｓａｎｄ ｔ
ｈ ｅＭａｋｉｎ

ｇｏｆＭｏｄｅ ｒｎＡｍｅｒｉｃａ
7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
Ｐｒｉｎｃｅ 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Ｐｒｅ ｓｓ ，

2 0 0 4 ，ｐ
． 2 2

1
．

⑨ 根据麦礼谦所采用的 1 9 7 2 年美国移民归化局 发表的资料 ：
1 9 5 6 至 1

9 6 5 年间 ， 1
3 8 9 5 人 自 首 ，

2 2 0 8 3 人受牵连 ，

1 1 2 9 4 人被拒 。 参

见 
Ｈ ｉｍＭａ ｒｋＬａ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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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4 ，ｐ
．
 3 2 ． 赵小建也认可此数据 ，参见赵小建 ： 《重建家园 ： 动荡中的美国华人社会 ： 1

9 4 0 
－

 1
9 6 5 》 ，复旦大学

出版社 ，
2 0 0 6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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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美国的华人
＂

自首计划
”

及其历史影响

表 1华人 自首计划 （
1 9 5 7

－

1 9 6 5 年 ） 单位
：
人

主动 自首者人数受牵连人数
｜被拒的将要入美者人数



1 9 5 7


1 7 0 0


0


0


1 9 5 8 1 7 0 0


0


0




1 9 5 9


1 7 0 0


0


0


1 9 6 0 （ 仅东北部 ）


1 5 1



1 5 8


3 2 7




1 9 6 1



1 2 4 8



2 2 3 5



Ｈ 8 7




1 9 6 2


Ｕ 1 9


3 0 0 3



1 3 9 1





1 9 6 3


2 2 4 1



4 2 3 3



0




1 9 6 4


2 5 7 9


5 9 1 1



Ｕ 9 2




1 9 6 5


1 9 9 8



3 5 6 4


Ｕ 9 2


总 人数｜ 1 1 3 3 6 ｜1 9 1 2 4｜ 5 8 0 0

资料来源 ：
美 国移 民 归化局 年度报告 ，

1 9 5 7
— 1 9 6 5 年 。 ＩＮＳ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

ｒｔ
，
 1 9 5 7 

－

1 9 6 5
，ｃ

ｉ ｔｅｄｆｒｏｍＭａｅ

Ｍ ．Ｎｇａｉ
，

”

Ｌｅｇａｃｉ
ｅｓ ｏｆＥｘｃｌｕｓ

ｉ
ｏｎ

：Ｉ ｌｌｅ
ｇ
ａｌＣ ｈ

ｉ
ｎｅｓｅＩｍｍ ｉ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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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ｇ

ｔｈｅＣｏｌｄＷａｒＹｅａｒ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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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ｃａｎ

Ｅｔｈｎ ｉｃＨｉ
ｓｔｏｒｙ ，

ｖｏｌ ．  1 8
，
ｎｏ． 1

，
 1 9 9 8

，ｐ ．
 2 2

 ；ＭａｅＭ ． Ｎ
ｇ
ａ
ｉ

，
Ｉｍｐｏｓｓ ｉｂ ｌｅＳｕｂ

ｊ
ｅｃｔｓ


：Ｉｌ ｌｅｇａ ｌＡ ｌ

ｉ
ｅ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ｋ

ｉ
ｎ
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Ｐｒｉｎｃｅ

ｔ
ｏｎ

；Ｐｒｉ
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

ｖｅｒｓ ｉ
ｔ
ｙ
Ｐｒｅｓｓ

， 2 0 0 4
，ｐ ．

 2 2 2 ．

四 、

“

自首计划
”

的历史影响

自首计划对美国的华人社会的影响是复杂的 。 对美国华人社会来说 ，该计划的积极意义在于

为美国华人的归化提供了
一

个 良机 ，进而为后来的美国华人地位得到切实的改善与逐步融人美国

社会成为可能 。 参与该计划的 3 万多名华人中绝大多数成为合法居留 的外国人或归化为美 国公

民 。

？ 它不仅意味着美国历史上排华政策越来越难以为继 ，也使得排华法对许多华人造成的个人

伤痛得以大白于天下 。
② 这些华人归化为美国公民 ，

有助于结束对华人的隔绝政策 ，进而为 2 0 世

纪 6 0 、 7 0 年代的华裔美国人争取公 民权运动铺平了道路 。

？ 而且 ，

“

颇具讽剌意义的是 ，移 民局曾

经希望通过
‘

坦白方案
’

阻止华人在中国 的亲属们移民美 国 ，谁都没有料想到参加了这一方案的华

人经过交代澄清了 自 己 的身份 ，也等于是重新确立了与他们真实身份相符的家庭关系 。 现在根据

新《移 民法 》的规定 ，他们的直系亲属和其他亲属都可以相继申请来美
＂

。

④ 另一方面 ，该计划对美

国华人社会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 。 美国华人为此也付出 了高昂 的代价 ，承受了 巨大的压力与伤

痛 。 在 1 9 5 6 至 1 9 6 5 年时间里 ，这一麦卡锡式 的计划不仅
“

损害了家庭间 与朋友间的忠诚
”

， 而且
“

单单一个 自 首者就能毁了整个家族
”

。
⑤ 但也有很多华人移民 ，在

“

自首计划
”

期 间选择了拒绝坦

白而继续保持其假姓名 。 因为来美时间 巳经很久了 ，许多华人家庭以其移民时使用的姓名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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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赵小建 ： 《重建家园 ：动荡 中的美国华人社会 ＝

1 9 4 0 －

1 9 6 5
》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2 0 0 6 年 ， 第 2 1 8 页 。 新 《移民法 》指的是 1 9 6 5 年 1 0

月 3 日 ， 美国总统林登 ？ 约翰逊签署的 《 1
9 6 5 年移民法 》 ，该法废除 了 1 9 2 4 年 《移民法 》中关 于亚太三角地区移民限 制的规定 ，全面终止

了 以往基于种族渊源的移民配额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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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商务与个人账户 。 坦白将会牵连到其他的家庭成员 ，并会暴露其个人与职业上的联系人。

？

同时
，
由于

“

华人内部告密者与政府的调査工作密切合作
”

，
这也进

一

步分化了美 国华人社会 ，不利

于华人社会的团结 ，也使得
“

左翼社团组织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

， 该计划
“

不仅惩罚了美国华人中

的左翼人士 ，而且也要每位 自首者做公开的效忠声明
”

。 对于那些被认为是不忠诚的华人来说 ，他

们很有可能会被驱逐出境或锒铛人狱 。
③ 冷战的宣传与煽情式的对华人非法移民的调査加深了美

国社会中存在的
“

所有华人移民都是非法而危险的
”

种族观。

“

自首合法化了纸面华人移民的法律

地位 ，但这并不必然会使他们能够赢得社会的认可与尊重 。

“ ？

对美国政府来说 ，
从短期来看 ，作为美国政府联手打击非法华人移民运动的重要举措 ，

该计划

在很大程度上达到 了其最初 目 的 。

“

以假纸为基础的家庭一个又一个地被揭露 出来并被彻底捅

破
，那些被吊销的移民空额成了移民局的最大的骄傲 。

” ⑤
当把视线放得更长远些 ，

从 1 9 6 5 年以来

美国推行带有多元主义特征的移民政策来看 ，尽管该计划带有诸多缺陷 ，但它仍为
“

2 0 世纪后半段

美国华人继续争取种族平等与实现全面的公民权的事业打下了基础
＂

。

⑥
当然 ，不容否认的是 ，历

史上美国的排华运动与 《 1 8 8 2 年美国排华法》是造成美国华人社会中的非法移民问题的根本原因 ，

也是
“

自 首计划
”

出台的远因 。 它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 、冷战与麦卡锡主义的印记 它打着反共产

主义的旗号 ，为
“

国家强化对唐人街中左翼人士的监管 、发起管制美国华人移民的协调威慑运动提

供了强有力的论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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