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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市公共衛生局7月30日向社
會公布了全市新冠病毒COVID-19感染分

布和各族裔社區感染情況。公共衛生部門在5月20日
至7月16日收集的數據顯示，多倫多報告的新冠病毒
感染病例中，83％病例為少數族裔社區成員，但根
據2016年多倫多人口普查資料，全市總人口中只有
52％的人屬於種族群體。總體來看，全市少數族裔
人口感染率比白人高出很多，每十萬人中確診病例
為231人，而白人每十萬人只有50例。
該報告進行的病例族裔細分顯示，感染率新冠病

毒最多群體是拉丁美洲裔，每十萬人染病者高達481
例；其次是阿拉伯裔、中東裔或西亞社區，為454
例；黑人和東南亞裔並列第三，都是334例；南亞及
印度-加勒比裔224例。多倫多全市感染率最低的是
包括華裔在內的東亞裔，每十萬人中只有40確診病
例，低於白種人的每十萬人50例。
根據多倫多市公共衛生局數據，確診的黑人占全
市報告病例的21％，但他們僅占總人口的9％；阿拉
伯人、中東和西亞裔病例占11％，但他們僅占總人
口的4％。此外，白人病例占17%，但他們占總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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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華人抗疫非常努力

一直關注加拿大疫情及抗疫工作的環保專家
湯友志博士，對華人在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中的
防疫表現，打了個80至85分的高分。在接受《加
拿大商報》記者專訪時，湯友志博士認為：反應
快、行動早、自覺自律，是華人在這次抗疫表現
的最大持點，極大地降低了華人族群的感染率，
並對減緩新冠病毒流行、支持加拿大抗疫，作出
了重要貢獻。

湯友志表示，新冠病毒疫情今年一月初在武漢
爆發後，盡管加拿大政府後知後覺、遲遲不采取
防御措施，但華人華僑和留學生已經通過各種信
息渠道獲知新冠病毒的傳染性和疫情的嚴重性，
不顧本地人的異樣目光及不解，早早自發開展抗
疫自保工作，包括采購防護用品和抗病毒中藥，
個人外出戴口罩、回家洗手消毒，大量取消社團
聚會和探親訪友，主動拉開社交距離；華人商店
超市做好廣泛宣傳，安排場地消毒、進門測溫或
要求顧客戴口罩，努力防止病毒傳播。正是反應
快、行動早、措施得力，為控制疫情在華人社區
的擴散贏得了時間和主動。

另外，華人大都表現出很高的自覺自律性，保
護好自已而達致保護家人和他人。湯友志表示，
與西人只聽從政府指引及公共衛生官建議，強調
個人自由甚至聽天由命的文化不同，對17年前Sars
疫情衝擊談虎色變的華人及新移民，對這場突而
奇來的新冠病毒疫情及其高傳染性有著很高的警
覺性。為防止出現社區感染，不僅自己小心，為
家人做足日常保護工作，組織起來為醫院、華人
養老院募捐防疫物資，為需要居家隔離的華人家
庭提供接送、購物服務，努力幫助控制病毒的
擴散流行。尤其在幾級政府發出居家緊急狀態令
後，華人都很自覺地執行規定，餐館、商場、會
所、公司全部封閉，人人居家上班、上課，不外
出聚集和會友，主動隔離自己，更不會像西人哪
樣搞沙灘狂歡、聯歡聚會、上街游行。他正在上
大學的女兒從學校撒回家上網課後，也是幾個月
未踏出過家門，完完全全做到了自我禁足。

湯友志表示，本地華人記憶猶新的是，在新冠

病毒疫情已經撲面而來、但加拿大公衛官還持不
以為然態度的三月初，安省約克區華人家長曾起
來呼吁政府要求學生戴口罩上學、從疫區回來家
庭的孩子執行自我隔離，盡管在當時的環境下引
發了巨大的社會爭議，但後來證實這是必需且行
之有效的保護公共健康、防止疫情在校園擴散的
防疫措施。此外，對武漢爆發新冠病毒疫情後慘
況和封鎖抗疫有深切了解的華人及團體，不斷通
過不同渠道向三級議會議員、政府衛生部門，就
盡早執行邊境檢疫、開展社區防控、落實醫院及
個人防護用品供應及儲備等問題提出建議，介紹
中國的抗疫經驗，大力推動加拿大政府投入新冠
病毒疫情防控工作。湯友志說，加拿大的抗疫工
作和取得成效，華人的從中努力實在功不可沒。

受加拿大健康研究院資助委托，懷尓遜大
學心理學家楊麗霞教授、紐芬蘭紀念
大學流行病學家王培忠教授等正
在開展的《疫情對華人社區心理
和行為影響研究》中，收集到的
初步問卷調查顯示：超過80%的
受訪華人表示自己從疫情開始己
釆取戴口罩、勤洗手、不聚會等
個人防護措施。楊麗霞教授在接受
《加拿大商報》記者專訪時表示，這個
比率遠高於眾多調查所得的其他族裔人士釆用個
人防護措施的比率，反映華人在這次新冠病毒疫
情中的防控工作做得甚好，人人非常重視、小心
謹慎，措施做得很恰當和到位，並且能夠在積極
做好個人和家人的自我保護同時，主動投身參與
社會抗疫，開展宣傳、募捐，為養老院、醫院和
其他有需要族群提供了大量幫助。

楊麗霞教授分析認為，在這次新冠病毒疫情
中，華人感染率之所以甚低，在各族裔抗疫表現
中成績突出，首先是因為疫情最先爆發於中國武
漢，華人也就最早獲得大量疫情相關信息，對新
冠病毒的傳染性、嚴重性早就提起警覺，明了新
冠病毒的特性，掌握如何預防感染的基本知識，
早早就投入防疫抗疫。而加拿大政府及西人主流
社會對這次疫情的認知過程需要更多時間，應對
政策措施明顯是緩慢了；其次，華人傳統文化中
親情、利他因素占有核心地位，在知道新冠病毒
疫情的嚴重性後，大家都主動做好個人自我防
護，不希望因為自己染病而傳染到家人和他人，
所以都一直很自律和小心謹慎，嚴格依照防疫指
引和政府法令進行禁足防疫。反觀西人主流傳統
文化則強調個人權利和自由，不願意自己的生活
有任何約束，而且只有患傳染者才戴口罩觀念根
深蒂固，對疫情嚴重性一直認識不足，在行動上
也不重視，甚至發生了不少抗議戴口罩、反對政

府禁足令的示威，對疫情的防控造成一定阻力，
造成疫情的反復。楊麗霞教授表示，自覺自律、
嚴防死守，幫助華人社區成功地對抗新冠病毒疫
情擴散，在後疫時期還必須繼續堅持。

本報記者留覽加拿大中文網時，也看到最多
華人網民認為：華裔普遍都戴口罩。東亞裔最自
律。東亞裔為什麼感染率會這麼低，主要的原因
是自律！幾個月沒有聚會，沒有社交，盡量少出
門，其它族裔能做到效果是一樣的！也有網民表
示：一方面華裔比較惜命怕死，注意社交距離，
戴口罩；另一方面財務狀況比較保守，存得下
錢，關鍵時刻不出去工作也活得下去。拉美裔一
方面不在乎的人多一些，另一方面更多的人不得
不出去工作。華裔多從事it、金融等可以在家上班
的工作也是一部分原因。

約克大學災難與緊急情況管理教授Aaida 
Mamuji最近一項研究發現，大多倫多地區華
人對COVID-19很早就作出迅速而積極的反
應，只不過被污名化和種族主義掩蓋了。
該研究報告發現，在整個大多倫多地區實
施保護措施之前，唐人街的一些餐館就已

經要求工作人員進行體溫檢測和戴口罩了，
而且多倫多中區唐人街商業促進會還為餐館設

立了數百個消毒洗手點。早在一月和二月份，華
人社區就已經開始保持社交距離。但當時各級政
府官員卻還鼓勵公眾繼續生活，甚至宣揚可以外
出用餐購物；3月中旬，加拿大全國才進入封鎖狀
態；5月份，公共衛生官才終於承認口罩的作用，
開始呼吁大家戴口罩。他認為，華人社區采取的
許多有效行動，領先了所有人，包括我們的公共
衛生官員，我們的政府官員。

的48%，比例明顯低於黑人。東亞裔人口占全市
的13%，但確診數僅占全市病例的4%。而且，在
全市全部族裔中，也只有東亞裔和白人的感染率
低於全市平均的145例。報告同時顯示，感染者
中不僅少數族裔背景者多，而且經濟狀況差別很
大。收入越低群體受新冠病毒影響越大，收入越
高，所受影響越小。隨著收入水平增加，新冠肺
炎病例數就明顯逐漸減少。

在加拿大西岸，華人聚居的卑詩省六月初公布的
統計數據也顯示，全國華裔人口密度最高的列治文
（Richmond）市是全省感染比例最低地區。該市

華裔人口比例接近60%，但每百萬居民中只有444
人感染新冠病毒，比溫哥華市每百萬居民中832人
感染低了近一半。而且自5月18日以來，列治文市
再沒有新病例，是低陸平原唯一長久保持病例零增
長的地區。當地傳染病專家表示，華人社區在早期
預防病毒散播的努力獲得了回報。在政府尚未宣布
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之前，華人社區都自發性地
采取了相關措施，這值得嘉許。華人們的努力抗
疫，也獲得了列治文市長的高度贊揚。卑詩省衛生
官亨利醫生公開表示，疫情暴發以來，華人社區確
實很認真地做足了保護措施。

■環保專家湯友志博士。

■心理學家楊
麗霞教授。

■《疫情對華人社區心理和行為影響研究》
調查問卷部分內容。

■ 大多倫多華人餐館設立消毒洗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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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以來，加拿大華人一
邊是奮力抗疫成績卓著、亮點多多，受到主流社
會點贊；但另一邊卻是華人因疫情而遭到辱罵、
毆打、歧視，唐人街建築被塗鴉時有報導。種族
歧視，是華人在此次疫情中需要抗擊的不亞於新
冠病毒的另一種社會病毒。
心理學家楊麗霞教授告訴《加拿大商報》記
者，從今年三月份開始的《疫情對華人社區心理
和行為影響研究》課題，將用兩年時間完成，屆
時將向社區和政府提交一份關於華人在疫情中心
理和行為總體表現、問題及對策建議的報告。其
中，華人社區在疫情中遇到的歧視及造成的心理
影響，自然是個繞不開的問題。從已經收回的初
步調查問卷和針對性個人訪談結果來看，有11%
的華人表示自己親歷過因為疫情而帶來的種種歧
視。華人社區進行過的其它民調中，也反映疫情
期間華人或亞裔遭到種族歧視數字也是明顯比過
去升高。

環保專家湯友志博士表示，加拿大在歷史上
對華人的種族歧視一直都存在，只不過平時大家
相安無事而並不引起人們注意，但一旦發生災難
疫情或大事件，這種歧視或衝突現像就會浮現出
來。疫情發生以來，加拿大幾級政府在壓制種族
歧視抬頭方面是做了不少工作的，也沒有將疫情
政治化和在追究病毒起源問題上大做文章，但免
不了社會上會有種族主義者借疫情遷怒於華人，
尤其在目前中加關系惡化、疫情又最先爆發於武

漢、中美互相就病毒起源上互相甩鍋攻擊的大環
境下，華人社區很容易成為一些人攻擊、歧視的
對像。在這方面，需要政府和全社會共同努力，
一起進行應對。
湯友志博士同時表示，華人這次疫情中對遭
到種族歧視的感覺增加，也反映了華人在社會融
入過程中還有大量工作要做：一是不用對種族歧
視問題過於敏感，將社會上的惡作劇行為都上升
到種族歧視的高度，進而不利於自己對社會的融
入。已經見諸報道的一些街頭罵人、商場灑沷
實際上是一些小流氓惡行，這種現像經常都會碰
到。二是要利用好加拿大的民主體制，通過英文
媒體等渠道向主流社區多做宣傳解釋工作，消除
文化誤會、努力避免沖突。像疫情之初，華人出
外戴口罩時遭到的辱罵甚至攻擊，大多是由口罩
文化認知差異造成，因為亞裔有口罩文化，但西
人傳統上有傳染病人才戴口罩的觀念，也害怕被
認為有傳染病的人到處跑和接近他；之前約克區
家長呼吁學校要求學生戴口罩回校，出發點是好
的，但卻被人認為是搞種族歧視而引來非議，問
題是這些家長提出呼吁的方式未能被公眾容易接
受。因此，華人主動在主流社會宣傳、解釋族群
理念、傳統文化和行為習慣，爭取不同族裔的理
解，變得非常必要而且迫切。

楊麗霞教授表示，新冠病毒COVID-19大流行
爆發期間，對華人首當其衝的是恐懼、焦慮和恐
慌。由於疫情起源與中國大陸（第一個受COV-
ID-19影響國家）的緊密聯繫，加拿大華人社區最
容易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攻擊。從《疫情對華人
社區心理和行為影響研究》課題初步資料可見，
這場疫情對華人社區除了生意損失、失業增加等
經濟上的打擊外，還造成了大量心理和行為上的
負面影響，比如，因為失業或生意關停帶來的經
濟壓力和情緒焦慮；外出會不會受到種族歧視；
學校關閉後孩子呆在家上網課，產生新的子女教

育問題，親子關系出現挑戰；政府緊急狀態令期
間，夫妻整天宅家而引起的摩擦糾紛現像增加、
人際關系緊張等，這需要引起社區高度重視。而
他們正在大多倫多地區（GTA）進行的《疫情對
華人社區心理和行為影響研究》，旨在通過評估
中國移民對COVID-19的知識、態度/信念和保護
措施，確定當前正在進行的自我支持志願者計劃
的具體需求，並評估COVID-19大流行產生的心理
影響，例如抑鬱症、焦慮症，從而提出標準化措
施和應對策略，為社區及政府作出決策參考。

楊麗霞教授認為，這場疫情何時結束還是個未
知之數，也無法預測，但我們可以控制和做得到
的是繼續做好個人防護工作，同時積極調整自己
的情緒、保持心理倢康，合理安排工作生活，學
會舒緩自己的精神壓力，遇到精神壓力問題應主
動與家人溝通，取得社區或專業機構的幫助。她
表示，加華心理健康互助群（WeSupport）等機
構，目前開設了大量專門針對華人提供的心理輔
導、課程講座，在社會上收到的效果和反應都很
好，建議華人積極參與。

憂慮：抗疫中的社會融入和負面心理

■ 多倫多華人商場餐廳執行封閉令。

■ 華人社團為養老院醫院捐贈防護用品。

■ 多倫多華人商場要求戴上口罩購物。

■ 總理杜魯多三月中才發布全國緊急狀態令
時，華人社區早在兩個多月前已主動投入抗疫
工作。

■ 温哥華唐人街石獅遭人塗汚。

頭 條 故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