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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原住民

美國在19世紀末至1960年代間，於全國各地開設了約375間寄宿學
校，先後有超過10萬名原住民兒童被強制安排入讀。這些寄宿學校

的辦學目的是企圖將原住民兒童帶離原有族群，再讓他們變成「文明
人」。以位於賓夕法尼亞州的「卡萊爾印第安人工業學校」為例，創校的
軍官普拉特稱要「將印第安靈魂扼殺，挽救人類靈魂」，兒童一抵校，便
會被迫脫下原住民服飾、剪走長髮。

學生染肺結核 死時僅17歲
部分寄宿學校的設立與當時美國政府政策息息相關。1867年，美國從俄
羅斯買下阿拉斯加，負責管理原住民的印第安事務局便開始試圖同化當地
部落，除了派出傳教士將兒童送入孤兒院，戰爭部更會施壓部落領袖交出
兒童。全國原住民寄宿學校復和協會執行董事麥克利夫直指，將兒童從他
們的家庭中帶離進行「同化」，實際便是文化滅絕。
來自阿拉斯加的泰托夫於1901年被送入卡萊爾印第安人工業學校時只
有12歲，此後5年間，她只有一半時間真的留在學校讀書，其餘時間都是
被校方以「外展生活」的名義，送到白人家庭當傭工，在工廠或農地工
作，美其名是要讓原住民兒童「融入白人生活」。泰托夫在1905年第5次
「外展生活」期間不幸患上肺結核，送回學校1年後終告不治。
卡萊爾印第安人工業學校從1879年建校到1918年關閉期間，估計共接
收來自50個部落共1.1萬名原住民兒童，年紀最小的只有4歲，但最終列
入學校畢業生名錄的，只有800人，其餘學生不是提前肄業，就是像泰托
夫一樣死於非命。

後裔尋屍骨 墓碑有名屬「幸運」
泰托夫死後被葬在校內，始終無法回到6,000多公里外的家鄉。卡萊爾
印第安人工業學校關閉後被改建成美軍軍校，泰托夫與其他學生的墓地經
過多次遷移後，被夾在一條大街和一個停車場中間，不少墓碑在過程中丟
失，有些更只餘下無名墓碑。泰托夫算是比較「幸運」的一位，墓碑上還
有她的名字，儘管姓氏和部落名稱都被串錯。
現居加州的彼得斯是泰托夫的曾曾孫輩，數年前她聽聞部落長輩想打聽
泰托夫的下落，於是四出調查打探，終於找到這位早逝遠親的屍骨墓地。
調查期間得知祖先一代歷史的彼得斯，更因而重回校園，在加州大學戴維
斯分校攻讀美國原住民研究博士。
美軍打算重新安置卡萊爾印第安人工業學校的死者，彼得斯和兒子上周
特地前往賓夕法尼亞州，參加為泰托夫重新舉行的葬禮，遺體日後會送回
阿拉斯加安葬。彼得斯認為，泰托夫代表了阿拉斯加原住民一整代人，是
被暴力對待及剝削的典型例子，在泰托夫身上發生的事「深刻、黑暗、可
怕」，但認為原住民後代今後將可以「重奪從我們身上被偷走的東西」。

美國大量原住民兒童曾被強制送到寄宿學校，並因此客死異鄉。近年調
查揭發，原住民兒童在校內接受為期5年的「外展生活」，實則是被迫在
白人家庭當傭人，而且寄宿學校環境擠迫、衞生條件惡劣，很多兒童因此
病死。
1912年10月，15歲原住民少女懷特被迫離開家鄉，進入賓夕法尼亞州
卡萊爾印第安人工業學校。記錄顯示在「外展生活」期間，懷特只有頭幾
個月在校讀書，翌年5月便首次被送到白人家庭當傭人。1913年秋寄宿學
校爆發沙眼疫情，懷特受感染導致眼瞼畸形，需要接受手術。1914年，懷
特第3度「外展」時，僱主發現她呼吸困難，以為是天氣悶熱所致。到同
年9月懷特第4次「外展」開始僅兩星期，便因闌尾炎離世。

拒送走孩子 19名父親被監禁
事實上，當時很多原住民部落都聽聞兒童入讀寄宿家庭後「有入無出」
的傳聞，1894年19名亞利桑那州霍皮族父親曾經試圖拒絕送走孩子，結
果齊齊被送到加州阿爾卡特拉斯島監禁。
1922年，護士帕特森調查西南部多間原住民寄宿學校，發現校內廁所長
期未有沖洗，臭氣沖天，狹窄的宿舍通風陽光不足，學生長期從事體力勞
動且營養不良，導致結核病盛行。

美國原住民保留區生活環境至今依然非
常落後，部分地區基建和資源短缺，缺乏
乾淨食水，衞生環境欠佳。印第安衞生服
務局（IHS）統計顯示，截至2018年全美
有逾13萬個原住民家庭需要改善食水和
污水處理系統，然而相關維修和建設工程
需要花費大量資金和時間，即使近年不斷
有聲音促請政府採取行動，但原住民生活
環境仍未獲得改善。
非牟利組織美國食水聯盟指出，每
1,000個原住民家庭中，便有58個沒有
室內供水和排水系統，部分地方即使有
供水系統，也經常出現斷水或污染問
題。美國食水聯盟還指出，原住民家庭
面臨供水問題的比例，較白人家庭多出
19倍，可見現代原住民家庭的生活環境
與白人仍差距甚大。

改善工程太貴被駁回
缺乏乾淨食水可導致呼吸系統、皮膚
和消化系統疾病。在亞利桑那州的霍皮
部落，當地食水的致癌物砷含量是國家

環境保護局（EPA）安全標準的3倍。在
最大原住民保留區納瓦荷部落，由於乾
淨食水太過昂貴，很多原住民只能以汽
水代水，大大增加患糖尿病風險。
IHS估計，若要為13萬原住民家庭改
善供水、污水及固體廢物處理系統，需
要26.7億美元資金。IHS曾提交1,837個
相關工程項目，但最終28%項目因為太
貴被駁回。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公共政
策及原住民研究教授阿基表示，現時聯
邦政府對於原住民的資助嚴重不足，強
調為他們提供資源是政府的責任。

加拿大近月在原住民兒童寄宿學校發現數以百計

無名塚，讓美洲原住民被白人迫害的悲慘歷史再次浮現於

世人眼前。在對待原住民問題上比加拿大更惡劣的美國，便曾經

強制將阿拉斯加原住民兒童送到千里之外的寄宿學校，並以「文明

教化」為名，強迫他們充當白人家庭的廉價勞工。受害者後代在一個世

紀後，才能領回他們的遺體好好安葬。專家直指，美國原住民寄宿學校的

本質就是進行「文化滅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玟

強迫遷徙美其名「融入白人」
1.1萬學生僅800人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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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衞生差 惡臭盈天病死無數

美國滅絕原住民歷史

美國在3月時迎來歷史首位擁有原住
民血統的內閣部長，由曾任眾議員的哈
蘭出任內政部長，被視為美國多元化社
會的象徵，但同時也引發疑問，為何
美國立國200多年，現在才寫下這項
歷史。原住民過往被「滅絕」，今
天仍然弱勢，如同「看不見的群
體」，甚至有人認為印第安種族正
逐漸消亡。

原住民過往被白人壓
迫，今天美國雖然有
博物館等歷史記
錄，提醒在位者不
要重複歷史悲劇，不
過原住民的生活仍然
落後，經濟、教育、
醫療等方面指標均

落 後 白
人，內政
部原住民
事務局統
計 ， 2017

年只有 19.6%

的25歲或以上原住民擁有學士或以上學
位，白人則為35.8%。雜誌《福布斯》
分析，是因為聯邦政沒有履行好「監護
人」職責，才使原住民保留地成為美國
最為貧困的社區。

助搬入城市 實為淡化聲音
美國政府在1950年代曾推出計劃，讓
印第安人離開保留地遷入城市，在1950
至1980年間，約有75萬原住民接受計
劃。不過有批評認為這其實是當局的陰
謀，原因是愈多原住民移居城市，將部
落身份淡化，要求政府提供援助的聲音
便會愈少，同時會令原住民傳統進一步
成為歷史，變成博物館藏品一部分。
美國原住民協會執行董事凱勒指出，對
原住民而言，最期待是獲得承認，雖然他
們擁有多樣文化和語言，卻甚少被視為一
個民族對待，反而被視為一個從聯邦政府
條約獲得特權的政治階級。凱勒提醒，美
國需要承認今天的成就，是建立在屠殺和
滅絕另一種族的基礎之上，這些歷史創傷
至今仍正影響社會。

現今原住民陷水荒 汽水代水

二百年始迎來首位原住民部長
「被遺忘的族群」

吉內登哈騰大屠殺
1782年美國獨立戰爭期

間，一群賓夕法尼亞州民兵
殺入英屬俄亥俄領地吉內登
哈騰一個原住民部落，雖然
這些部落原住民早已改信基
督教，但民兵仍以他們涉嫌
攻擊白人殖民地為由進行大
屠殺，最終96名原住民被
分成兩人一組逐一殺害。

克里克戰爭
1814年，為報復原住民

抵抗美軍入侵，後來當選
美國總統的美軍將領傑克
遜，率兵屠殺186名克里
克部落原住民，當時原住
民女性為免目睹孩子遭美
軍屠殺，選擇親手殺死孩
子。最終克里克部落被迫
割讓大片土地給美國。

強迫遷移
1830 年，美國國會通過

《印第安人遷移法案》。當時
已是總統的傑克遜在國會發表
講話，聲稱印第安人「沒有智
慧、工業、道德習慣，也沒有
改善處境所需的進步意願」。
1830到1840年間，美軍強迫
逾6萬印第安人離鄉別井，遷
移至荒涼的西部地區。

曼卡托處決
1862年，達科他印

第安原住民蘇族人發動
起義，抗議美國政府違
約延遲發放退休金，美
國政府鎮壓起義後，時
任總統林肯下令在明尼
蘇達曼卡托公開處決38
名蘇族人，成為美國史
上最大型集體處決。

沙溪大屠殺
1864年11月，前衛理

公會牧師奇文頓率領700
人，襲擊科羅拉多領地沙
溪地區夏延族和阿拉帕霍
族原住民部落。夏延族部
落首領掛起美國國旗和白
旗，表明不會反抗，但奇
文頓仍下令襲擊，最終
160名原住民被殺。

●●卡萊爾印第安人工業學校借教化之名勞役原住民兒童卡萊爾印第安人工業學校借教化之名勞役原住民兒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原住民入學校僅
上課數月便被安排
工作。 網上圖片

●狹窄的宿舍陽光不足。 網上圖片●專家直指美國行徑是文化滅絕。 網上圖片

●美國原住民保留區基建和資源短缺。
網上圖片

●彼得斯（右）和兒子為泰托夫重
新舉行葬禮。 網上圖片

●泰托夫的碑文串錯字。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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