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名女孩
在加拿大里贾
纳摆放鲜花，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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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前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旧址
发现千余具儿童遗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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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灭绝铁证铁证
露出冰山一角冰山一角

■ 宗和

随着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6月30
日发现又一所前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旧址
附近182处无标记坟墓，一个多月来，加拿
大三所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旧址附近累计
发现无标记坟墓达1148座。

不少原住民领袖认为，加拿大真相与和
解委员会2015年调查报告公布的原住民寄
宿学校学生死亡人数统计不全面，仅是“冰
山一角”，今后新的发现会越来越多。

3所儿童寄宿学校，3个坟场

5月28日，据加拿大媒体报道，215具
原住民儿童遗骸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坎卢
普斯市一所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上被发
现。这些儿童是“坎卢普斯印第安寄宿学
校”的学生。

6月24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原住民
组织宣布在该省原住民学校“马里瓦尔印第
安寄宿学校”旧址附近发现751座无标记坟
墓。这一消息震惊整个加拿大，再次引发对
加拿大人权问题的高度关注。

6月30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下库特内班德”原住民部落发表声明宣布，
在该省克兰布鲁克市前原住民儿童寄宿学
校“圣尤金教会学校”旧址附近发现了182
处无标记坟墓。

这是一个多月以来连续三次在加拿大
前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旧址附近发现大量
无标记坟墓。

“整个冰山，正在漂浮出来。”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原住民梅蒂人组
织前主席罗伯特·杜塞特6月5日在加拿大
广播公司网站上发表文章，作为寄宿学校的
幸存者，今年60岁的杜塞特说，在原住民中
间，人们“悄无声息”地谈论着失踪儿童的下
落。在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发现原住民儿
童遗骸“只是冰山一角”，“整个冰山，正在漂
浮出来。加拿大人还没有准备好迎接即将
到来的一切”。

目前已经发现大量儿童遗骸的三所学
校——

“坎卢普斯印第安寄宿学校”，是加拿大
在19世纪末建立的原住民寄宿学校中较大
的一所，于1977年关闭。

“马里瓦尔印第安寄宿学校”，1899年
建立，1997年关闭，位于省会里贾纳以东约
140公里处。

“圣尤金教会学校”，也是一所寄宿学
校，该校存在时间为1912年至1970年，由
天主教会管理运营。

追溯历史，19世纪70年代，加政府将
“同化”原住民列入官方议程，公开宣扬“扼
杀印第安血统从他们的孩子开始”，通过设
立寄宿学校对原住民实施文化灭绝政策。
原住民学龄儿童被强行带离家庭，被迫改信
基督教，禁止使用土著语言，许多儿童遭到
性侵、殴打。该制度持续超过一个世纪，直
到1996年，最后一所“血泪”学校才关闭，其
间至少有超过5万人被虐致死。2015年，加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公布调查报告认为，原
住民寄宿学校制度等同于“文化灭绝”。

据史料记载，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
纪90年代，加拿大估计有15万名原住民儿
童被强迫离开父母，进入寄宿学校学习“文

化和文明”。2015年，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
员会发布关于寄宿学校的最终报告，报告详
细描述了寄宿学校对原住民儿童的残酷虐
待，认为至少有3200名儿童被虐致死。

2008年联合国通过《原住民权利宣言》
时，加拿大是极个别投反对票的国家，直到
2016年才撤销其反对立场。加政府迄今未
解决原住民低教育率、高失业率、高犯罪率、
贫困等问题。原住民平均寿命比其他群体低
近10岁，中学教育普及率仅7成，就业率不足
6成，收入明显低于其他族裔。针对原住民的
暴力凶杀问题也十分严重。仅1980年至
2015年间，就有数千原住民妇女和儿童失踪
或被杀害，且此类案件侦破率极低。一份
2019年公布的调查报告认为，加各级政府对
涉原住民女性案件的处理存在严重偏见和

“结构性问题”，甚至达到“种族灭绝”程度。
加统计局202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温

哥华55%、蒙特利尔36%、多伦多31%的少
数族裔认为基于种族的歧视和骚扰行为呈
上升趋势。

打破沉默，幸存者站出来

诺拉·杰弗里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家
专门帮助原住民中心的负责人。她日前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最近中心接到了越来越
多来自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的电话，他们
表示愿意讲述自己的悲惨遭遇，不再保持沉
默。她说：“以前他们被成功洗脑，认为没有
人会相信他们所说的话。”

杰弗里强烈反对使用“学校”这个词。
“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是展示人的天赋的
地方，而那些地方根本不是，它们就像集中
营，我认为这个词才准确。”她说。

近段时间以来，一些原住民寄宿学校幸
存者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披露了更多遭受虐
待的细节。

弗雷德·戈登9岁时被绑架到寄宿学
校。“有一天我和另外两个孩子在院子玩，一
名皇家骑警、一名牧师和两名修女走过来，
把我从院子里抓了出来，扔进一辆马车。”戈
登说，他常被学校的修女骚扰。他所在寄宿
学校与一所神学院隔湖相望，牧师们也不时
到学校来。“白天，我们去上课，一切看起来
很正常，但到了晚上，这些畜生就来虐待我
们。”由于遭受长期虐待，戈登右耳失聪，左
眼失明。

幸存者弗洛伦丝·斯巴维耶说，她去寄宿
学校是被逼无奈，因为若不去，父母中就会有
一人被关进监狱。她们被迫学习天主教知
识，学校“最后让我们学会不喜欢自己”。

幸存者伊丽莎白·萨克尼认为，寄宿学
校旧址附近发现的无名遗骸，只是冰山一
角。她记得学校附近有一家所谓医院，修女
和牧师常带学生过去，但不走地上公路，而
是走一条地下通道。据报道，当时加拿大一
些机构利用原住民儿童进行“肺结核药物试
验”“阿米巴痢疾药物试验”等。

马里瓦尔印第安寄宿学校幸存者巴
里·肯尼迪说，他五岁时到那里，“经常被人
打耳光、拳打脚踢”。他说，那些无名坟墓中
可能就有他的同学，因为有的人晚上被绑走
后再也没回来。

幸存者特德说，在寄宿学校的经历给他留
下了严重的精神创伤，以至于“现在一看到皇
家骑警，那些遭受虐待的记忆就会跳出来。”

加拿大和解大使、原住民长老国民大会
成员罗伯特·约瑟夫表示，加拿大到了对原住
民寄宿学校的恶果进行“真正的清算时刻”。

举世震惊，悼念与追责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6月4日发
表多位联合国人权专家联署的声明，要求加
拿大有关部门与天主教教会方面及时、彻底
调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坎卢普斯市原
住民儿童寄宿学校旧址发现200多具原住民
儿童遗骸的案件。声明同时要求加拿大政府

“对全国其他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进行同等
调查”，并做好追责以及补偿等相关工作。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
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蒋端公使6月22日代
表俄罗斯、白俄罗斯、朝鲜、伊朗、叙利亚、委
内瑞拉、斯里兰卡等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第47次会议上就加拿大人权问题做共同
发言，敦促加拿大立即停止侵犯人权行为。

7月6日，蒋端公使在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第47次会议举行的妇女权利年度专题讨
论会上发言，对加拿大严重侵犯原住民妇
女和女童权利深表关切，指出近期加拿大
接连曝出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发现1000
多无名墓葬和大量遗骸的消息，大量原住
民儿童在寄宿学校受到虐待和强暴。加拿
大还对大批原住民妇女和女童施行强迫绝
育。中方呼吁对加拿大所有原住民妇女和
女童被残害案件进行全面、公正调查，确保
所有责任人被绳之以法。加拿大不能以简
单道歉敷衍了事，必须采取实际行动纠正
错误。中方也敦促加拿大打击其国内持续
存在的针对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亚洲人
和亚洲人后裔，特别是妇女和女童的种族
歧视和仇恨犯罪。

这一事件震动加拿大全国，从5月底开
始多地民众自发举行了悼念活动。在不少
活动现场，鲜花与卡片中间摆放着大量童鞋
或玩具，以纪念从未被登记在死亡者名单上
的孩子。

7月1日，是加拿大日，多地民众举行
集会，悼念加拿大在强制“同化”原住民过
程中遭到残害的儿童，呼吁取消加拿大日
的庆祝活动。

加拿大许多城市取消了7月1日国庆日
的庆祝活动，以哀悼在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
死去的学生。与此同时，成千上万加拿大人
1日参加了全国各大城市的抗议活动，许多
人穿着代表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的橙色
T恤衫。

加拿大“主权原住民联盟”主席鲍比·卡
梅伦说，无名墓地揭示了“反人类罪行”，墓
碑被拆除“无疑是为掩盖那么多儿童遭虐待
和杀害”的事实。

加拿大政府目前正面临多起关于原住
民问题的诉讼案。根据加政府网站公布的
数据，加联邦政府迄今已向寄宿学校受害者
支付了超过40亿美元的赔偿金。然而，这
种企图用金钱赎买和解的方法无法从根本
上解决加拿大社会至今依然存在的种族主
义问题，许多原住民生活依旧困苦。

据英国《卫报》网站报道，尽管原住民只
占加拿大全国人口的5%，但却占加拿大囚
犯总数的三分之一。自2010年4月以来，
该国原住民入狱人数增长了近44%，而同期
非原住民入狱人数则下降了13.7%。因此，
曾有加拿大媒体将该国监狱比作“新的原住
民寄宿学校”。

“有太多加拿大人一直坚持认为，某些
文化和社会优于其他文化和社会，因此有权
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们认为低劣的任何
人。”公共历史学家泰勒·诺克斯今年3月在
加拿大《全国邮报》网站上发文指出，这种思
想正是自殖民时代以来针对原住民的种族
灭绝行动的根源。

（本文根据新华社报道综合整理）

■ 杨军红

近年来，学习汉语的俄罗斯人
数量增长迅速。中国教育部发布的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5~2016学
年有1.7万多名俄罗斯学生在华学
习。2017 年约有 18000 名俄罗斯
学生在中国高校学习。为了更好地
了解俄罗斯留学生在中国的学习和
生活，上海政法学院女性问题研究
中心采访了一些在上海高校读书的
俄罗斯女留学生，通过她们来了解
当代俄罗斯青年女性在中国的留学
生活和对今日中国高等教育的看
法，倾听她们的声音和故事。

阿纳斯塔西娅·布塔科娃：
和中国人在一起很舒服

阿纳斯塔西娅来中国6年了，
非常喜欢中国。谈到对中国的印
象，她说:“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
只有17岁。我去过哈尔滨的俄罗
斯餐厅，顾客们唱俄罗斯的歌曲。
提起中国，我就想到‘忍者’，还有

‘成龙’。我以为中国没有警察，因
为有‘忍者’可以维护和平。”

她笑着说：“很多中国人都认为
俄罗斯女人年轻的时候很漂亮，结
婚以后就胖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妈妈现在依然很瘦，很漂亮。”

阿纳斯塔西娅说，“到中国之
后，我发现中国有很多质量很好的
东西。苹果手机和其他有名的产
品，也是中国生产的。而且现在更
多的人都用中国的牌子，比如说小
米和华为。”中国制造的各种电子产
品在俄罗斯留学生中很受欢迎，他
们回国给亲朋好友的礼物大多数是
中国产的手机、运动手表以及各种
时尚的电子数码产品。

阿纳斯塔西娅说：“我在中国生
活的时间长了，对中国的感情很深
厚。我觉得和中国人在一起很舒
服。中国人很热情,也打扮，也化
妆，喜欢穿漂亮衣服。但是我穿不漂亮的衣服他
们也不在乎，这是让人感到舒服的地方。”

玛丽亚·杰曼：
学习中国文化中的“平衡”

2014年，正在俄罗斯乌拉尔国立大学东亚系
读大三的玛丽亚参加了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一
个教育推介会，介绍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这个推
介会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玛丽亚所在的乌拉尔国立大学是俄罗斯实力
最强的科研中心之一，主要从事自然科学、工程科
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经济科学领域的研究。
玛丽亚成绩优异，读本科期间参与了校内外许多
学术项目和活动，发表了很多文章。她在数百名
候选人中脱颖而出，顺利获得了4年的中国政府
奖学金全奖。

玛丽亚来华留学还保留了乌拉尔大学的学
籍。由于上海政法学院和她所在的乌拉尔国立大
学双方没有签署“学分互认”的文件，她不能在中
国直接申请硕士研究生。玛丽亚的本科上了6
年。中俄高校之间的学分互认的实施细则，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玛丽亚说，中国的大学生们住在封闭的大学
校园里，不用打工，每个月都能收到父母给孩子们
的钱。但是在俄罗斯上大学，大部分的学生住在
家里，都要工作，需要一边打工，一边上学。

玛丽亚经常和家人用微信视频聊天。淘宝，
天猫，支付宝，用的都非常熟练。她的弟弟妹妹也
想来中国留学。玛丽亚一年回国两次，回国要带
很多的礼物，手机、衣服、玩具。她妈妈是画家，每
次回国的时候，她都要在淘宝上给妈妈买一些画
画的材料。

她说，“我的专业是国际关系，我研究中国，对
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有比较多的认识。我真
的佩服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战略思
考。我来这里有自己的目标，我想看看真正的中
国和我之前研究的中国是不是一样的。中国有计
划，比如“一带一路”，这个项目会帮助中国。中国
文化更注重平衡。我现在也要改变一些，比如我
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也要注意平衡。”

马尔科娃·阿纳斯塔斯利娅：
将来到俄罗斯的中国公司工作

马尔科娃来自俄罗斯乌拉尔山西麓一个很小
的城市彼尔姆，人口只有145000人。

她是一个非常直爽的俄罗斯女孩，来中国快
两年了，汉语表达非常流利。

聊到将来的生活，马尔科娃说：“我的外婆想
让我留在俄罗斯，她很想让我去圣彼得堡学习。
但是我说我要去中国。”

马尔科娃提到自己的家庭，她谈到俄罗斯一
个普遍的现象，是在俄罗斯家庭教育中，父亲是

“缺席”的。美琳从小没有父亲，母亲去世后她在
外婆身边长大。她说现在俄罗斯女人出来工作，
照顾家庭，教育孩子，非常强大。她来到中国看到
一些年轻的父亲照顾孩子，买菜做饭，非常感叹。

谈到未来的工作，马尔科娃说：“我们毕业的
时候很难找工作，真的很难，因为我们需要经
验。现在俄罗斯有很多中国的公司和企业，我汉
语学好了，以后到俄罗斯的中国公司里工作比较
容易。”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原住民社团成员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集会上展示近期加拿大多地发现原住民

儿童遗骸的清单。 新华社发（梁森/摄）

加拿大“坎卢普斯印第安寄宿学校”旧址前摆放着各种纪念物品，悼念遇害的原
住民儿童。 新华社/法新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坎卢普斯市坎卢普斯印第安寄宿学校旧址。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