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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伦多位于加拿大中部南端的安大略湖西北岸，是加拿大重要的港口城市。
安大略湖同它西面的伊利湖、休伦湖、密执安湖、苏必利尔湖共同构成北美五大湖区。
素有北美“地中海”之称的五大淡水湖群，是地球上最大的淡水水域。
因各大湖之间有水道相连，多伦多不仅可与加拿大境内的大湖诸港相连，而且还可与美国的沿湖重镇
，如底特律、芝加哥等相通。
多伦多向东经过圣劳伦斯河水道，还进入大西洋。
多伦多原来也是块荒凉的地方。
居住在北部和西部的印第安人都来此进行货品的交易，所以“多伦多”一词在印第安语里是“会集地
”的意思。
1720-1750年之间，法国人为了保护他们与当地土著的贸易，建起了三座小碉堡，其中一座取名为“多
伦多”。
1793年多伦多被选为当时是英国殖民地的“上加拿大”的首府，但改名为“约克”，直到1834年才建
市并恢复旧名“多伦多”。
二战后，多伦多和周边五个城市合并，于1953年成立了大多伦多市（The Met-rapolitan Toronto，简称
为“Metro”），从此一座崭新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崛起于北美五大湖之畔。
多伦多最具标志性的建筑是1965年落成的新市政府大楼。
新市政府大楼的建筑造型奇特雄伟，由相对耸立的两座弧形立体现代化大厦组成，东西两侧的大楼分
别高达27层和20层，形成半圆形。
市政厅前面的内森。
菲利普斯广场是市民休息的场所，经常在这里举行的露天音乐会和各种文艺表演吸引着大批参观者。
广场中间是水池，冬季池面结冰，成为最受市民欢迎的免费溜冰场。
从市政府大楼朝南不远，就到了波光粼粼、举世闻名的安大略湖了。
湖畔最为壮观的建筑当然莫过于多伦多电视塔。
建成于1976年的多伦多电视塔高达553米，该塔由塔基、塔身和天线三部分组成。
塔基是座圆形平台，浇灌在地表以下6.15米的基岩上，它承受着13万吨塔身的巨大压力。
塔身为中空的混凝土柱体，高451米，下部横断面为“Y”形。
102米的钢质天线塔分为42层，每层高度从1-6米逐渐增大。
多伦多市最为著名的街道叫央街（Yonge Street），它位于多市正中，南起安大略湖，往北穿出大多伦
多市，成为一条直通安大略省最北端的快速干道，据说全长有1897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街道。
但真正大都市意义上的“十里洋场”只是央街从安大略湖到布洛尔街的那一段。
如果从高处往下望，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川流不息的车辆宛然巨龙般强劲地跳动着，活像城市的有形脉
搏。
到了周末的晚上，央街一片灯火辉煌，即使到了深更半夜，街上还络绎不绝地走着兴致未尽的游客。
而在酒吧间、咖啡馆、舞厅、电影院外排着出租车的长龙，因为还有更多的游客还兴致正高，乐而忘
返呢。
央街不仅仅是多市的十里洋场，也是反映多市文化的一面镜子。
众所周知，多伦多是最具多元文化特色的国际性大都市，凡是呈现加拿大各民族文化的重大庆典活动
或表达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愿望和要求的游行活动都要经过央街。
这里既有代表加拿大主流文化的如每年12月25日举行的圣诞大游行，3月17日举行的纪念爱尔兰保护神
圣·巴特里克的游行，还有少数民族的庆祝活动。
特别是8月上旬的加勒比节，这是北美大陆最早的主人，印第安人的节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每年
盛大的游行吸引着100多万的参加者。
笔者觉得最为奇特的是，每年6月2日，央街上聚集着成千上万的同性恋者，他们来自整个北美大陆，
庆祝他们的同性恋自豪日，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伴随着震天动地的乐器声、高音喇叭声、人的喧嚣
声，在央街上要走上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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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央街咫尺之遥坐落着加拿大的最高学府：多伦多大学。
沿布洛尔街往西步行5分钟，就能从一条被称为“哲人之道”的幽径直通到多伦多大学的主楼：哈特
大厦。
这座大厦以及在它一侧的其他一些古老的建筑群，巍峨高大、庄重肃穆。
它们的方形屋顶、常春藤覆盖的墙壁和哥特式内景，楼内幽暗的甬道，古老的摆设，使人恍然觉得置
身于牛津和剑桥建校时的中世纪。
哈特大厦前面是国王学院的圆形大操场，操场绿草如茵。
在这里散步，四周一片静谧，找不到喧嚣闹市的一丝一毫的痕迹。
说来可能有些未在多市住过一段时间的读者恐怕不会相信，从多伦多布洛尔街和央街进入真正意义上
的大自然的怀抱用不了5分钟的时间。
骑自行车从布洛尔街向西北骑车两三分钟，就可进人玫瑰谷的自行车道，自行车在玫瑰谷底行驶，两
旁坡谷上盛开的枫叶把这峡谷遮得幽幽暗暗。
只有到了秋天，火红的枫叶在金色阳光的照耀下，把玫瑰谷映得通亮。
如果没有与自行车道平行的汽车快速干道及干道上奔驰着的汽车，简直令人无法相信多伦多这座现代
化的国际大都市就在坡谷的上边。
在玫瑰谷骑车15分钟左右，就进入唐河河谷（Don Valley）。
在这里，自行车道和汽车快速干道基本上分道扬镳了。
唐河河谷由南向北把多伦多切割为东西两块，自行车也可沿唐河河谷的自行车道在大自然中穿行几十
公里，从多伦多最南的安大略湖到其北邻的士嘉堡、北约克等市。
唐河河谷的自行车道沿途有繁花似锦的公园，有修葺得平平整整的草坪和驯马场，但更多的是体现大
自然粗犷风格的原始旷野。
自行车在行进时，两边有看不尽的重峦叠嶂，走不完的杂草丛生，偶尔还有野生动物出没其间的荒谷
野地。
唐河（Don River）可能是12000年前小冰河后退时留下的遗迹之一，每当骑车者与奔向安大略湖的唐河
齐头并进时，不绝于耳的淙淙流水，可以把人带回到多伦多还淹没在安大略湖底的远古的洪荒时代。
我清楚记得，在1996年学成回国的前夕，只觉得自己在将要回到一个久别的母亲怀抱的同时，却又离
开了另一个母亲。
于今，快10年过去了，但我一直在关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
幸运的是，在我归国至今，有多次机会回到多伦多，其中我对2000年8月的重访印象最深。
在多市闹区信步闲逛间，我看到到处是五光十色的用玻璃纤维制成的北美麋鹿的雕像。
北美麋鹿是产于美、亚大陆北部、似牛又比牛更为高大雄健的野生动物，它们和爱斯基摩人、爱斯基
摩人居住的拱形圆顶冰屋，以及皇家骑警一起构成了加拿大的象征。
根据统计，全市共有352尊这样的北美麋鹿雕像。
最叫人忍俊不禁的是在旧市政大厦前的一对夫妇麋，它们取名于多伦多市长夫妇（曼尔·拉斯托曼和
曼丽琳·拉斯托曼），特别是曼丽琳·拉斯托曼麋，脸上涂满脂粉，脚穿红色高跟鞋。
当时笔者曾和这对市长夫妇拍过照，照片还刊登在《新民晚报》上。
我回国后曾编写过一本关于多伦多的书，并于2000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这次得到加拿大外交部资助
，出一套加拿大名城系列图书，这次出版，定居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女儿俞静蔚做了大量工作，我的硕
士研究生张雷承担了全书主要的翻译工作，此外顾今也参与了材料的整理和翻译。
全书在材料处理、剪辑和筛选以及译文方面的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希广大读者能不吝指正。
俞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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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对位于加拿大中部南端的安大略湖西北岸的重要港口城市多伦多作了全
面的介绍。
全书共分三篇，上篇——安大略湖畔的翡翠，主要介绍了多伦多的概况以及历史；中篇——驻驳陆离
的马赛克社会，主要介绍了多伦多的经济、文化、艺术、人口，以及教育等内容；下篇——旅游景点
，主要介绍了多伦多主要的博物馆、历史遗址、图书馆、娱乐设施，以及多伦多周边的名彡。
想去多伦多旅游、学习或生活的人都可以通过本书对多伦多有一个较为全面和深刻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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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个唐人街士巴丹拿街士巴丹拿地区的唐人街是四个唐人街中最古老的，并在大多数多伦多的游客中
知名度最高。
沿登打士西街，东起迈克考尔街西至奥古斯特街，再沿士巴丹拿街，北起书院街南到皇后西街，逶迤
伸展着唐人街，这里一直是华人社区的商业和零售中心。
上百家的商店、杂货店、餐馆和商业网点充斥着这一布满汉字招牌和霓虹灯的喧嚣地区。
这个地区最先是从靠近登打士街和卑街市中心的、最早期的唐人街向西延伸而来的，在那里你仍可找
到一些中国商店和餐馆，包括著名的珊瑚园和荔枝园。
1957年，在新市政大厅建好后，华人社区向西迁移，随着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移民人数的增加，这
个地区成为社区的活动中心。
由于它靠近多伦多大学，所以吸引了数以千计到此地来的中国留学生。
这是一个一天24小时，一星期7天都很活跃而忙碌的地区。
烤猪和烤鸭挂在橱窗里；各式各样的中文版的书籍、唱片和录像机排列在商店的货架上；琳琅满目的
礼品店，丝绸衣服店以及玉器珠宝店随处可见。
对每一位到多伦多参观的人来说，不能不到这个紧挨市中心和安大略艺术馆的、北美最大的华人社区
的生活中心来观光。
东区唐人街位于吉拉德东街和百乐汇街角的是第二个闹市区的唐人街，比在登打士和士巴丹拿的那个
唐人街更为稠密，在很多方面更具地方特色，而且比士巴丹拿那个唐人街更容易接近。
如果说士巴丹拿唐人街是中国香港，那么这儿是小镇特色的中国内地，有几家餐馆，一两个面包房，
一家中草药店，数家杂货店、理发店和小商店，整个白天，来自周边地区的中国人在此，这里非常热
闹。
这个地区不像士巴丹拿唐人街那样吸引夜间活动的人们，但它在周末相当活跃，而且它有市里最好、
最便宜的中国餐馆。
在进入该街区的地方有一座俯视河谷公园纪念中国革命领导人孙逸仙的纪念碑。
附近的河谷图书馆收藏了大量的中文版图书、杂志和报纸。
该唐人街总是比其他三个唐人街更有一种勤劳肯干、普普通通的感觉，吸引了很多支付不起城市和郊
区昂贵生活费用的、不这么有钱的中国台湾和中国内地的移民。
就很多方面而言，它是多市最为正宗的华人生活区，是常规旅游路线之外，值得一游的去处。
土嘉堡和米西索加唐人街和许多其他的少数民族团体一样，华人社区在过去的20年从市区迁移到郊区
。
起初这种迁移人流是由想在郊区寻找更大，更安静的膳宿处的第二代华人移民组成。
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潮流极快地加速了，因为许多富有的来自香港地区的中国移民开始迁入多伦多
，并且着眼于在多伦多扩展中的郊区购置地产。
在士嘉堡的东部郊区，该社区集中在谢波德东大道和维多利亚公园大道地区。
大量的餐馆、购物中心和社区的各项服务设施，穿过两条大道，北到斯帝里斯大道，西至华登路，东
达发马西路。
从人口讲，虽然大批华人北迁马克姆、桑希尔和里士满希尔等近郊各地，这里仍是多市华裔人口最大
的地区。
米西索加的人口更加分散，但围绕着柯克维尔的登打士街上的龙门购物中心，一个新的商业中心已经
拔地而起。
这儿有一家大型的新光餐馆，还有众多的杂货店、面包房、商店和各种服务设施，所有这些房子都是
中国基调的建筑风格。
大多伦多地区的中国郊区：里士满山和马卡姆镇在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
中国内地的商人到多伦多来寻找商机。
他们购买了士嘉堡北部的里士满山和马卡姆镇的广阔土地，将这块安静的郊区变成了大多伦多地区最
大、最繁华的“中国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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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国移民建造了无数亚洲样式的商场、餐馆和豪宅以吸引新的定居者，尤其是来自士嘉堡和市区
的富裕的加拿大籍华人。
在几年的时间里，里士满山和马卡姆镇成为大多伦多地区发展最迅速、有着最多中国人的地方。
但这种新的发展也使中国社区分成两半，将里士满山和马卡姆镇的郊区居民同士嘉堡和市区奋斗者的
居住者分离开来。
在里士满山和马卡姆镇，很多商店的招牌都是汉语的，比其英文翻译要显眼得多。
大加拿大银行就使用汉语名称，有普通话与粤语服务。
在各种各样的亚洲餐厅里的食物也有很明显的中国口味。
书店和音乐商店也让喜欢亚洲流行文化风尚的人有多种选择。
社区内有广泛的中文服务，从会计师到牙医，且经济自立。
中国社区获得了许多人的民族认可和社会尊重。
与早期的移民不同，“唐人街”这个词不再反应怨恨和偏见。
今天的“唐人街”是加拿大马赛克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世界上文化最多元化城市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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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多伦多:安大略湖畔的翡翠(修订版)(双语读本)》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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