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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流社会态度对意大利“新移民”
同化的影响（１８７０～１９２４）＊

伍　斌

［摘　要］美国主流社会的态度 直 接 影 响 着 外 来 移 民 的 同 化 进 程。１８７０～１９２４年，意 大 利“新 移 民”同

化境遇的一波三折，既与美国主 流 社 会 态 度 的 急 速 流 转 紧 密 相 关，也 与 当 时 美 国 社 会 转 型 及 一 战 桴 鼓 相

应。同化不仅需移民积极融入主流社会的努力，更赖主流社会的包容与接纳。自工业社会以降，美国主流

社会习惯于将社会问题归咎于外来移民，并将其塑造为“不可同化者”而拒绝接纳，从而颠倒移民同化进程

的逻辑。因此，钩沉意大利“新移民”同化与美国主流社会态度之间的内在关联，不仅能认识移民同化的根

本特性，也是透视美国社会发展变迁的维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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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化（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①是移民社会走向同质化的必经之途。美国社会的变迁，也通常在其主流对

移民同化态度上有所体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意大利移民，作为美国“新移民”②的最大群体，其

同化历程一波三折，与当时美国社会转型及一战桴鼓相应，因而颇受学者关注③。美国学界对意大利

·６７·

＊

①

②

③

＊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一战期间美国欧洲移民同化问题”（ＸＱ１５００３）。

美国学术界对“同化”概念的研究聚于社会学领域，且经历了芝加哥学派、后芝加哥学派、新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兴起于２０
世纪初，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帕克与厄恩斯特·Ｗ．伯杰斯等。二人在合著的《社会学概论》一书中认为，同化是一种“相互渗透

和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人和团体获得了其他个体或群体的记忆、情感以及价值观，并通过分享他们的经历与历史而

整合进入到一种共同的文化生活中。到１９６０年代，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顿·戈登，在其代表作《美国生活中的同化》一书

中，第一次将同化分为文化同化和结构同化，并将结构同化作为同化实现的关键。以戈登为代表的后芝加哥学派，最大贡献乃

在于揭示了同化的多重性、多维性。查尔斯·阿尔巴（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ｌｂａ）与维克托·尼（Ｖｉｃｔｏｒ　Ｎｅｅ）所著的《美国主流的重建：同化与

当代移民》一书，是新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作。在该书中，作者对以往学界那种对同化简单化的处理提出了批评，指出非欧洲裔移

民的同化进程要复杂得多。他们对新芝加哥学派的贡献在于从更微观的角度来审视少数族裔的同化，这也是对戈登同化理念

的一大补充。这一学派一直持续到今天仍在不断发展完善中［分别参见罗伯特·Ｅ．帕克、厄恩斯特·伯杰斯：《社会学概论》
（Ｒｏｂｅｒｔ　Ｅ．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Ｅｒｎｅｓｔ　Ｗ．Ｂｕｒｇｅｓ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１９２１年版，第７３５
页；米尔顿·戈登：《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Ｍｉｌｔｏｎ　Ｇｏｒｄｅｎ，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ｆｅ：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ａｃ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１１７页；理查德·阿尔巴、维克托·尼：《美国主流的重建》（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ｌｂａ　ａｎｄ
Ｖｉｃｔｏｒ　Ｎｅｅ，Ｒｅ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版，第３～５、９页］。本文主要采纳弥尔顿·戈登对同化的理解，并受查尔斯·阿尔巴与维克托·尼著作的启发，认为意大利

新移民比一般欧洲移民的同化进程更为复杂。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与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涵化）不同，后者是指一个种族或部落或者社会族

裔群体在与另一个种族和部落的接触中在文化和艺术上的接近，促使一个民族适应另一个民族的文化。同化一词尽管最初特

指美国的情况，但对当前世界其他多民族、多种族国家也具有某种参考意义。

本文所说的“新移民”为１８７０～１９２４年间以东南欧移民为主的美国外来移民。当前提及的美国“新移民”，主要是１９６５年以

来的以拉美人和亚洲人为主的移民潮。

国内学界对美国意大利移民同化问题的研究也有初步尝试。王寅教授从多元文化的视角总体 叙 述 了 美 国 意 大 利 移 民 的 同

化历程（王寅：《筚路蓝缕他乡路———意大利 移 民 在 美 国 的 同 化 进 程 探 析》，《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学 报》２００４年 第４期，第７６～８２
页）。对意大利移民同化问题稍有涉及的成果还有，李其荣：《整体性和多样性的 混 合———美 国 的 中 国 移 民 和 意 大 利 移 民 的

比较研究（１８６５～１９６５）》，《华侨华人历史研究》１９９７年 第２期，第７～１５、６页；王 寅：《美 国 的 爱 尔 兰 和 意 大 利 移 民 比 较 研

究》，《世界历史》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第４８～５６页。



移民同化的研究呈现出对比鲜明的两极特征：一是关于美国意大利移民的宏观著述①，二是针对一城

一镇乃至一人的细致研究②。前者固然能提供整个意大利移民的总体同化理路，却也无意间抹平了

美国特殊时期意大利移民同化的起伏波澜；后者则常局限于一时一隅，在深化微观研究及个体经验的

同时，美国变局与意大 利 移 民 同 化 之 间 的 关 联 纠 葛 却 被 割 裂。如 此，一 个 介 于 二 者 之 间 的“中 观 视

野”，或许能为一战前后美国意大利移民同化历程提供某种新的认知，进而揭示移民同化的内在特性

与规律。

一　意大利“新移民”的特征

１９、２０世纪之交的意大利移民堪称整个人类迁移史上的壮举。就其一般特征而言，鲜有与其类

似者。恰如美国学者罗伯特·Ｆ．福里斯特所言，“这次意大利人口迁徙持续时间之长，在人类移民史

上尚无先例”③。意大利移民大规模地持续往美，不仅是为了逃避本土政治压迫，寻求更好的物质生

活，而且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人力资本配置的结果。意大利移民之所以在“新移民”中地

位突出，所受美国排斥最甚，原因在于其所具备的显著特征④。

第一，意大利移民规模之大，在“新移民”中首屈一指。自美国有移民统计以来，累计超过５００万

意大利移民抵美，其中约４００万人于１８８０～１９２０年间移民美国⑤。这种移民潮的出现并 非 突 发 事

件，而是处于波浪式渐增状态。１８６１～１８７０年间，移民美国的意大利人为１２　２０６人，到１８７１～１８８０年

间，这一数量增至５５　７５９人⑥。１８８０年，旧的意大利移民模式告一段落⑦，以南意大利移民为主体的移

民模式兴起。此后，美国 意 大 利 移 民 急 剧 增 长，并 在１９０１～１９０７年 间 达 到 顶 峰⑧。不 难 看 出，直 到

１８８０年，意大利移民仍只贡献了美国外来移民的很少部分；到１８９６年之后，已经超越任何其他单个

移民族群，成为最大的移民群体。１９００～１９１０年，意大利移民占美国外来人口的比重，从不到５％上

升至超过１０％⑨，足见移民规模之巨，增速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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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果有，亚历山大·德康特：《亦苦亦甜：意大利裔美国人历史探析》（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ＤｅＣｏｎｄｅ，Ｈａｌｆ　Ｂｉｔｔｅｒ，Ｈａｌｆ　Ｓｗｅｅｔ：Ａｎ
Ｅｘｃｕｒｓ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Ｉｔａｌｉ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集团１９７１年版；理查德·甘比诺：《血统之血：意大利

裔美国人的困境》（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ａｍｂｉｎｏ，Ｂｌｏｏｄ　ｏｆ　Ｍｙ　Ｂｌｏｏｄ：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加登城：双日与公司出

版集团１９７４年版；帕特里克·Ｊ．加洛：《族裔疏离：意大利裔美国人》（Ｐａｔｒｉｃｋ　Ｊ．Ｇａｌｌｏ，Ｅｔｈｎｉｃ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ｓ），拉瑟福德：菲尔里·迪克逊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南希·Ｃ．加 内 维 尔：《新 语 言，新 世 界：美 国 的 意 大 利 移 民（１８９０～
１９４５）》（Ｎａｎｃｙ　Ｃ．Ｃａｒｎｅｖａｌｅ，Ａ　Ｎｅｗ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Ｉｔａｌｉａ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１８９０～１９４５），厄巴

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代表著作包括，安德鲁·Ｆ．罗尔：《移民赞歌：意大 利 人 的 冒 险 与 北 美 扩 张 中 的 殖 民 者》（Ａｎｄｒｅｗ　Ｆ．Ｒｏｌｌｅ，Ｔｈ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Ｕｐｒａｉｓｅｄ：Ｉｔａｌｉａｎ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ｎｉｓｔｓ　ｉｎ　ａｎ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诺曼：俄克拉 荷 马 大 学 出 版 社１９６９年 版；玛 丽·霍

尔·伊特斯：《罗萨：一个意大利移民的生活》（Ｍａｒｉｅ　Ｈａｌｌ　Ｅｔｓ，Ｒｏｓａ：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ａｎ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明 尼 阿 波 利 斯：明

尼苏达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０年版；埃里克·安 菲 西 亚 特 洛 夫：《哥 伦 布 的 孩 子：意 大 利 人 在 新 世 界 史 话》（Ｅｒｉｋ　Ａｍｆｉｔｈｅａｔｒ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ｏｆ　Ｃｏｌｕｍｂｕｓ：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波士顿：布朗出版公司１９７３年版；玛塞

拉·本希维尼：《意大利移民的激进文化：美 国 颠 覆 者 的 理 想 主 义（１８９０～１９４０）》（Ｍａｒｃｅｌｌａ　Ｂｅｎｃｉｖｅｎｎｉ，Ｉｔａｌｉａ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ｖｖｅｒｓｉｖｉ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１８９０～１９４０），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罗伯特·Ｆ．福里斯特：《我们时代的意大利移民》（Ｒｏｂｅｒｔ　Ｆ．Ｆｏｒｅｓｔｅｒ，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ｕｒ　Ｔｉｍｅｓ），坎布里奇：哈

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１９年版，第３页。

关于意大利“新移民”特征，学界较少关注，笔者拟在此作相对全面的分析归纳；国内学者对意大利人移民美国的原因分析相

对全面，笔者行文中仅略作补充，而不再赘述。关于意大利人移民美国的原因，参见梁茂信：《美国移民政策研究》，东北师范

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７３～７８页。

参见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历史数据：从殖民地时代到１９５７年》（Ｕ．Ｓ．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ｓ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Ｕ－
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　ｔｏ　１９５７），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１９６０年版，第５６～５７页。文中数据为笔者根

据美国人口统计数据计算所得。

数据为笔者根据美国历史数据计算所得（参见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历史数据：从殖民地时代到１９５７年》，第５７页）。

１８７９年意大利移民美国的人数为５７９１人，１８８０年增至１２　３５４人，这是一个重要的跨越（参见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历史数

据：从殖民地时代到１９５７年》，第５７页）。

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历史数据：从殖民地时代到１９５７年》，第５６页。

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历史数据：从殖民地时代到１９５７年》，第５６页；罗伯特·Ｆ．福里斯特：《我们时代的 意 大 利 移 民》，第

３７２页。



第二，早期意大利移民多来自意大利北部，此时则以南意大利移民为主导。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初，

第一波意大利“新移民”，仍多来自意大利北部的皮德蒙特（Ｐｉｅｄｍｏｎｔ）和利古里亚（Ｌｉｇｕｒｉａ）①。其后，

意大利移民以南部为主导。从１８７６年到１９００年，移民美国的７７２　７９２人中，仅９９　０２３人来自北部，其

余皆出自南意大利。１９世纪的最后十年，超过８０％的意大利移民来自南部，其中西西里占３０％，纳

普勒斯占２７％②。到２０世纪初这种移民特征更加突出，这从当时《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可见一斑：
“在１９１４财政年度的前１０个月……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共为２２０　１２３人，北部移民为３８　３９７人。”③

也就是说，这期间北部移民占整个意大利移民的比例不到１５％。南部意大利移民对其故土有着深深

的眷恋，在历史上虽经历过多次严酷内战仍不抛弃其故土而离去，而此时出现大规模移民浪潮，分析

其原因，至少有四：其一，统一之后的意大利，北部对南部压迫尤甚，而人口剧增导致南部意大利人生

存空间更受挤压；其二，美国工业化的飞速发展，也需要大量廉价的非熟练劳工；其三，由于人口及环

境的压力，当时的意大利政府史无前例地鼓励其国民移民海外；其四，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的确立，

要求人力资本实现全球优化配置。

第三，对照早期意大利移民的相对分散性，“新移民”聚居于美国东北部大城市。尽管意大利移民

遍布全美，但在１９００年，３／４集中于新英格兰和美国大西洋沿岸中部区域，如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

亚以及新英格兰南部诸地。在全部意大利“新移民”中，有约７５％～８０％聚居于都市④，超过当时美国

人口城市化率的２倍。

第四，移民中持寄居心态者居 多。“新 移 民”来 源 国 的 国 民，在 欧 洲 内 部 普 遍 有 季 节 性 移 民 的

传统，其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被认为是欧洲人的一种 生 活 方 式。意 大 利 亚 平 宁 山 脉 的 村 民，其 大

规模季节性迁移已为整个欧洲所共知⑤。但是，这种移民形式并非以在 移 居 地 扎 根 定 居 为 目 的，只

是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而暂别故土，而 且 这 些 移 民 所 迁 地 离 故 乡 较 近，集 中 在 德、法，漂 洋 到 海 外 者

屈指可数。这种传统也为美国的意大利“新移民”所保 持。很 多 意 大 利 人 来 到 美 国 只 为 短 期 工 作，

一如１９世纪中后期的中国移民，来到美国的目的是“工作一 段 时 间，赚 得 足 够 金 钱，然 后 回 老 家 享

受”⑥。移民斯特凡纳·迈勒（Ｓｔｅｆａｎａ　Ｍｉｅｌｅ）就曾在他的回忆中坦诚：“我离开意 大 利 去 往 美 国 的 唯

一目的就是为了赚钱。”⑦迈勒的态度并非个案。这里有一数据颇能说明问题：意 大 利 政 府１９０１年

规定，移民在申请护照时需要说明是暂时移居海外，还是永久定居异域。调查结果显示，有 超 过３／

４的人计划返回故土。１９０８～１９１６年 间，有 逾１００万 移 民 返 回 意 大 利，超 过 同 期 移 民 的 半 数。其

中，北部意大利移民返回母国的比例为４８％，南方则是５６％⑧。

第五，不同于意大利早期几乎清一色男性移民的特征，在“新移民”潮中，越来越多的妇幼加入到

了追逐命运的“豪赌”中。这由意大利“新移民”的模式决定。当时意大利移民往往以家庭为单位，妇

女和儿童自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统计数据显示，到１９２０年，绝大多数移民女性仍在族内通婚，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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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对夫妻中，有７００～８００对为族裔内结合。当移民男女不得不走出本族群寻求婚姻时，也会倾向

于土生美国人，或与其族裔特性相近的族群。例如，爱尔兰人与苏格兰人、威尔士人或英格兰人结合，匈
牙利人与奥地利人结合，波兰人与俄国人结合，等等①。一项关于马萨诸塞州移民小城劳伦斯（Ｌａｗ－
ｒｅｎｃｅ）的研究证实了上述情况。该研究认为，移民的婚姻一般不外乎三种形式，同一族群内部通婚占

７７％，移民与土生美国人的婚姻占１９％，跨族裔婚姻仅为４％②。意大利“新移民”的婚姻结构也大致

如此。这种族群内婚姻，既是意大利移民未被完全同化的证据，也直接影响到移民二代的同化进程。

二　主流社会对意大利“新移民”的排斥逻辑

意大利“新移民”的诸多显著特征，使美国主流社会对其产生一种强烈的“非我族类”之感。社会

群体的“我者”与“他者”归类，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以直接接触所感相似性和差异性为基础，

以突发社会问题为刺激来强化之；另一方面，对某些预设分类的内化，如性别、国别、阶级、职业、宗教、

文化或种族等。１９、２０世纪之交美国突出的社会问题，以及上述意大利“新移民”诸特征，使美国主流

社会形成一种相对于意大利“新移民”自我优越的身份认知，并直接加剧其对“新移民”的他者意识、排
斥理念与行为。据荷兰学者范·戴克研究，社会舆论符号再生产由精英支配，他们“控制了塑造公众

意识的沟通条件，因而也就控制了族群共识”③。也就是说，美国白人精英通过其掌握的权力与话语

资源，并利用公众的认知机制，使自己的种族主义观念与排外情绪成为主流思潮。如此，当时美国大

众媒体、知识分子、有影响力政客的看法显得尤为重要。大众媒体能煽动民众的情绪；而知识分子在

文化价值上有一定塑造能力，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引领着大众舆论与思想的发展；有影

响力的政客则对民众有着极强的号召力，特殊时期能够左右社会舆论的发展。从一战前美国的总体

舆情来看，意大利“新移民”面对着来自主流社会的敌意与歧视。

与此前排华情形如出一辙的是，大众媒体始终在意大利“新移民”排斥中扮演煽风点火的角色。

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美国媒体中，强调意大利移民数量之巨及其对美国带来负面影响的报道屡

见不鲜。例如，《纽约时报》１９０３年２月２３日用两大版面，阐述过去几年“每年都有１００万左右的移

民来到这里”，其中意大利移民“超过任何其他单一国家”④。《华盛顿邮报》１９０４年１２月５日报道：
“在过去的一年，有８１２　８７０名移民来到美国，……其中１９３　２９６人来自意大利。”尽管这一数据已很庞

大，但仍不敌一年前的２３０　６２２人⑤。１９０７年３月 该 报 同 样 发 文，表 达 了 对 大 规 模 外 来 移 民 的 恐 惧，
“在去年的移民大潮中，来自意大利的移民数为２７３　０００人”，并认为意大利移民是所有移民群体中最

大的“潜在威胁”⑥。《华尔街杂志》对这一时期的移民也有持续的关注⑦。这些报道表面上看似一种

基于事实的陈述，其实无形中激起了土生美国人对外来移民的恐惧，而作为“新移民”最大群体的意大

利移民，自然是首当其冲。

随着南意大利移民人数的渐增，土生美国人遂将南意大利人视为意大利移民的典型，认为他们属

野蛮人，是罪犯、污秽与贫困的代名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东南欧“新移民”的到来导致了美国

人种退化，并指出当时意大利移民已超过爱尔兰人，但政府却仍无限制移民之策⑧。美国知识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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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如作家威廉·霍威尔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ｅａｎ　Ｈｏｗｅｌｌｓ）、亨利·詹姆斯（Ｈｅｎｒｙ　Ｊａｍｅｓ）、艾迪斯·

瓦尔顿（Ｅｄｉｔｈ　Ｗｈａｒｔｏｎ）同样为塑造南意大利移民的劣等形象添油加醋。霍威尔斯将南意大利移民

视为半开化的人。詹 姆 斯 将 波 士 顿 的 意 大 利“新 移 民”视 为 粗 俗、危 险 之 人，认 为 应 尽 可 能 予 以 制

止①。就连当时美国移民局局长秘书亨利·杰克逊（Ｈｅｎｒｙ　Ｊ．Ｊａｃｋｓｏｎ），也发表了反对意大利移民的

观点，认为意大利移民是美国“最不需要的移民”②。不仅美国主流社会将意大利“新移民”视为低劣

的“有色人种”，曾一度饱受美国主流社会歧视的 爱 尔 兰 人 也 将 意 大 利“新 移 民”与 黑 人 相 提 并 论③。

就连北意大利人也不承认与南意大利人在种族、文化上的关联。在美国雇主们心里，北意大利人是稳

重而可靠的工人，而将南意大利人视为野蛮狂暴之徒。由于种族主义社会学家以及马尔萨斯主义经

济理论的误导，因此美国劳工领袖也认为意大利移民的大规模到来降低了美国人的工资待遇。很多

进步主义者认为，移民是导致贫民窟扩张的罪魁祸首④。据《芝加哥每日论坛报》报道：“在纽约，已经

有超过５０００名无所事事的意大利移民，跟猪（ｈｏｇｓ）一样拥挤于贫民窟的公寓内，……并与当地美国

工人展开工作竞争”⑤。

每年意大利移民将在美国的所得汇回母国，也是导致土生美国人排斥意大利移民的重要因素之

一。这笔汇款数目相当可观。《纽约时报》报道说，“１９０５年，邮局办理寄往意大利的汇款单为２９５　２２１
笔，总额达１　１０９２　４４６美元，每单汇款的金额约３７美元”，是所有外来移民中寄回母国资金最多的群

体⑥。在主流社会的美国人看来，这些财富理应在美国内部循环，而不能流向国外，这是近代以来重

商主义在当时美国的体现。他们只见美国资产表面上的流失，却没有意识到移民给美国社会创造的

可见与潜在的巨大价值。这里仅举一例：１９世纪末，意大利移民掌控着整个旧金山的卫生系统以及

芝加哥９９％的公路建设⑦。可以说，尽管他们大多没有技术，但凭借自己吃苦耐劳的坚韧精神，同样

为美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意大利“新移民”中颇为流行的“契约工”制度，也为美国主流社会所责难。意大利“新移民”有

的以“契约工”的形式来到美国。他们抵美后，需要为契约主工作数年，以偿还自己移民美国的各种费

用。美国主流社会将之与奴隶制混淆，认为这些移民是美国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事实上，这种“契约

工”秉承自愿原则，与早期美国来自西北欧的“契约劳工”并无二致，而与毫无人身自由的奴隶制则有

云泥之别。当然，在意大利移民中还有一种“工头体制”（Ｐａｄｒｏ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一些意大利移民在到达

美国后，由于无亲无靠，通常被所谓的“包工头”拐骗利用，被骗至矿区或铁路，从事异常繁重的劳动，

即为带有强制色彩的“工头体 制”⑧。在 一 般 美 国 人 看 来，这 种 体 制 下 的 移 民 劳 工，就 是 新 时 代 的 奴

隶。这对于曾经饱受奴隶制之苦的美国来说，尤为敏感。不过，在这种“工头体制”下的工作者毕竟只

是少数，不具代表性。

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同样表达了其对“新移民”排斥的观点。在２０世纪初的美国移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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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中，罗斯福愈发觉得，应通过严 格 移 民 法 来 限 制 移 民，尤 其 是“那 些 不 能 迅 速 同 化 的 种 族”①，同 时

“坚决拒斥所有种族的罪犯、弱智者、穷人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移民美国”。他觉得包括意大利移民在内

的南欧移民，改变传统旧习、融入美国社会的进程极为缓 慢②。由 于 罗 斯 福 在 美 国 民 众 中 的 崇 高 威

望，其观念自然也颇具影响力。罗斯福的态度在与美国主流观念的相互激荡之下，逐渐在全美范围形

成一种排斥东南欧移民的氛围。
可见，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政治精英，都是基于美国种族主义的排斥“新移民”的观念。同时也能

看出，种族主义并非天生，而是后天习得；人们通过公共话语的诸种形式来习得这些观念，而公共话语

由精英控制。他们的“他者”所指，及其排斥话语，会同主流媒体在大众中广泛地传播族裔偏见和种族

主义意识形态，并使之成为“主流共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群体内的个体往往容易丧失自我而

选择随波逐流。这也是意大利“新移民”在美国遭受普遍排斥的社会心理基础。这时期“我者”与“他

者”的极化来自于人们对于极化了的规范的顺从，而规范的极化是主流社会与移民群体之间关系作用

的结果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特别关注精英对意大利“新移民”排斥的话语支配，并不意味着不存

在大众种族主义及其对意大利“新移民”的排斥，也不意味着大众话语与种族主义不能自下而上地影

响精英的社会认知与行动。精英话语与白人大众的互动催化，所构建的共识性意识形态，掀起的对包

括意大利在内的所有“新移民”排斥浪潮，其规模在美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美国主流对意大利“新移

民”“不易同化”的指责，乃是对移民同化维度的片面解读，即过于强调种族、文化差异，以及对移民的

同化之责，而忽视自身在移民同化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事实上，主流社会对移民的接纳、尊重

与包容，是移民同化的先决条件。美国主流社会一方面排斥意大利“新移民”，另一方面又指责其“不

可同化”，实是颠倒了移民同化的内在逻辑，更有“欲加之罪”之嫌。
一旦这种对意大利移民排斥、歧视的话语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与支持，思想上的排斥就会转化为

行动上的拒斥，且二者处于积极互动之中。其表现之一是意大利移民在入境美国过程中遭受一系列

刁难。《纽约时报》１８９６年３月１２日报道：“有９００～１０００人昨晚被拘留在爱丽丝岛接受检查，其中

绝大多数为意大利移民。”④一如同时对华人的严苛审查一样，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减少意大利移民

入境。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后，由于主流媒体、排外主义者对意大利移民危险性的渲染，致使意大利移民

遭受了一系列恐怖的暴力袭击。其中，１８９１年３月１４日发生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的事件颇为

典型。在该事件中，１０名 意 大 利 移 民 被 射 杀，一 名 意 大 利 移 民 被 处 以 私 刑。这 一 例 子 并 非 个 案。

１８９３年，９名意大利移民因涉嫌谋杀科罗拉多瓦楞斯格（Ｗａｌｅｎｓｇｕｒｇ）城的一名酒吧老板而被捕；两

年后，其中６人被暴民处罚致死。１８９４年，在宾州的阿尔图纳（Ａｌｔｏｏｎａ）有２００名意大利 移 民 被 驱

逐。１８９６年，路易斯安那州的哈维尔（Ｈａｈｎｖｉｌｌｅ）有３名意大利移民被私刑处决。３年之后，在密苏

里州的塔卢拉（Ｔａｌｕｌａｈ）有３名意大利移民遭受了同样的命运⑤。
面对美国这种歧视与 排 斥 环 境，很 多 意 大 利 移 民 选 择 返 回 母 国。在１８８７～１８９０年 间，只 有 约

１０％的意大利移民返回故土，１９００～１９１０年间为５７％，到１９１１～１９２０年则高达８２％⑥。然则，我们

也不能将这种移民返程笼统地归为意大利移民在美国所遭受的歧视与排斥，在返回母国的意大利移

民中，也并非都是在美国遇到了问题，而更可能是因为１９０８年意大利政府改变了政策⑦。当时，意大

利向海外的移民被制止，并鼓励海外的意大利人带着积蓄和新技术回国效力，以实现意大利的崛起。
但意大利移民所遭受的拒斥，无疑是其返回母国的直接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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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战前意大利“新移民”的同化困局

移民的文化适应过程，通常由移居美国时间长短来决定，但民族融合同化的程度，却因移居时间

不同、所在地区和民族文化背景的相异，存在种种差别。移民同化入主流社会的比率，与移民自身的

同化意愿、能力不能简单划等号。美国主流社会的接纳程度，可能在移民同化过程中发挥着更为重要

的作用。尽管绝大多数１８８０年以前来自西北欧的“旧移民”，与土生美国人文化也不相同，但由于居

住相对分散，且被美国社会接纳，因而较易同化入美国社会。相反，以意大利移民为代表的“新移民”，
大量聚集于东北部城市的隔都区，似乎对其他地方的工作机会不感兴趣。而当时美国工业化的发展

对大量普通劳工的需求，吸引了“新移民”来到诸如纽约等工商业中心。他们大多为实现家庭团聚而

移民，有属于自己的社区。很明显，所谓“新”“旧”移民间的区别，并不仅仅关乎于其移民美国的时间

与分布差异，更在于美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及两者所承载的文化差别。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意大利“新移民”的同化进程相当缓慢。这是美国主流社会与意大利“新移

民”拉锯的结果。与同期德裔移民不同，意大利“新移民”面对美国主流社会的严重排斥，对母国文化

也缺乏自信，其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差异更为明显，因而缺乏安全感。一般而言，意大利“新移民”
有积极归化为美国公民的意愿，主流美国人则视其为低等人而加以排斥①。土生美国人通常误以为

移民聚居在一起，目的是为了重建其在欧洲的生活环境；但事实上，移民在新世界的生活模式与旧世

界相比可谓大异其趣。美国的城市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隔都”，外部世界的强大影响无处不在，这
与移民在旧世界城镇间的隔绝状态迥然不同。意大利“新移民”互助组织，不是来自旧大陆的移植，而
是缘于新世界需要的结果。在意大利南部，普通家庭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在他们移民美国之

初，往往有手足无措之感，这样各种移民志愿组织就显得非常重要。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意大利人组织

是１９０５年６月在纽约成立的“意大利之子社”（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ｎｓ　ｏｆ　Ｉｔａｌｙ）。该组织在短短几年内发

展到拥有１２５　０００名成员，在全美有分支８８７个②。其成员每月需缴纳２５～６０美分的会费。如此，互

助组织才有财力去帮助移民。其服务内容包括帮助移民立足，护卫其心灵，缓解其孤寂，照顾其病残，
乃至移民死者的善后等。纽约市的“意大利外迁移民社团”（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的目

的也是为那些刚到且无助的意大利“新移民”提供寻找住所与合适工作的帮助。意大利移民社团建

立，为保持传统化起了某种隔离墙的作用。这类组织在帮助“新移民”的同时，也延续了在美国的意大

利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维系着移民对母国的情感③。意大利“新移民”群体内聚与吸引，既是在新社

会的生存所需，更是对美国主流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下移民排斥的反击。就理论而言，“群体凝聚力基

本上是群体归属的表现而非起因”④，但一旦与共同的社会认同直觉联系在一起时，就有可能成为群

体形成的充分条件，更何况意大利移民有着共同的民族与文化基础，在母国并不相联系的地域间的人

们，到美国反而有了共同的经历、认知和认同基础。

意大利文的报刊对意大利新闻事件的报道，给新来移民在美国最初时光以安慰与调整，使其在漂泊

他乡的艰辛中感受到母语文化的温暖。美国最早一份意大利文报纸是１８４９年在纽约创建的周报《意大

利回声报》（Ｌ’Ｅｃｏ　ｄ’Ｉｔａｌｉａ）。到１８８０年以后，随着“新移民”大规模的到来，在１８８０～１９２１年间，仅芝加哥

一地就有至少二十种意大利文的报纸出现。此外，在美国还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激进报纸，纽约的《无产阶

级报》（Ｐｒｏｌｅｔａｉｏ）（１８９６～１９２０）便是一例；以及一些宗教组织出版的报纸，如《火炬报》（Ｌａ　Ｆｉａｃｃｏｌａ）⑤。尽管

意大利移民报纸秉承欧洲报刊的风格，但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很快跟上了美国的潮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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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吊诡的是，在这些报纸自身跟上美国方式的同时，它们以意大利文对意大利以及意大利移民的

关注报道，在维持意大利移民传统文化与认同中写下浓重一笔。
教育与同化的关系极其密切。但是，意大利移民却“不注重其后代的教育”①。尽管他们自己饱

尝因文化水平低下，以及不通英语而难寻工作的艰辛，但仍积极尽早将其年幼的子女送入工厂。事实

证明，有知识或中上层意大利移民更易于同化。当时美国《义务教育法》要求１４周岁以下的少年儿童

必须在校学习，南意大利移民的子女一般在到达１４周岁后，无论成绩好坏、愿意学习与否，其父母都

会将他们拉出校园，投入工作。这些孩子通过工作以补贴家用，缓解其父母经济困境压力。到一战

前，意大利移民青少年中，虽有７３％上过小学和初中，但继续高中学习者不足１／１０。对于贫困的南意

大利移民家庭来说，立竿见影的工作收益，远比长远的教育投资更具吸引力。教育水平的缺失，导致

多数意大利移民家庭徘徊于美国社会的底层。
除教育外，意大利“新移民”家 庭 结 构 也 延 缓 其 同 化 进 程。在 意 大 利 南 部 乡 村，社 会 结 构 基 于

家庭而立，每个人最重要之事是维护家庭尊严，增进家 族 荣 耀。父 亲 对 家 庭 事 务 具 有 决 定 权；母 亲

尽管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但在 家 事 上 也 有 一 定 发 言 权，常 在 父 亲 与 孩 子 之 间 扮 演 协 调 人 的 角

色；而孩子们在年幼时就需要担负起对家庭的责任，男孩 尤 其 被 视 为 家 里 经 济 的 重 要 来 源，其 收 入

须上交父亲，所以儿子越多，经济 收 入 往 往 也 越 丰 厚。女 儿 一 般 不 外 出 工 作，而 是 待 字 闺 中，以 期

佳偶②。孩子们在寻找配偶时一般倾向于听从父母之命。父母通常在本村为孩子寻觅配偶。在意大

利“新移民”中，很多都是整个家庭，乃至家族的迁徙。亲朋关联，既是当时意大利移民的关键驱动因

素之一，也是维系其传统 文 化 认 同 的 重 要 粘 合 剂。迈 克 尔·卡 莱 菲（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ａｌｉｆｉ）１９０５年 移 民 美

国，源于其兄长与堂兄的先导作用。兄长帮他找到了一份搬砖工的工作。尽管卡莱菲并不喜欢这份

工作，在几个月后就辞职离开，但这份工作无疑给他初来美国时扎稳脚跟以很大帮助③。马里奥·维

纳（Ｍａｒｉｏ　Ｖｉｎａ）全家能在１９０９年移民美国，也源于其父亲早先移民美国的多年积累④。局部封闭的

意大利家庭生活模式也随着移民家庭而带至美国。这种亲朋纽带无疑有利于移民对原文化认同的维

系。
意大利政府对美国意大利移民的立法保护也是维系传统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１９０１年，意大利

政府通过保护海外移民的法律。无论是意大利政府或移民，都理所当然地将意大利移民视为意大利

人。移民是意大利政府的特殊子民。移民到美国，只不过是时间或长或短地侨居在海外。有意大利

官员甚至认为，海外的意大利移民应该在有关官员的监督下参与意大利国内的政治选举。即便是那

些已经获得美国国籍的移民，如返回意大利，也该直接给予其意大利公民权⑤。母国对意大利移民的

牵挂，使移民心中有一种进退有据的踏实感，对母国自然也更为认同。

四　一战期间主流态度转变与意大利“新移民”同化契机

在一战期间，美国社会将关注的焦点聚于德裔移民，非德裔移民基本平安地渡过了美国参战的两

年余光阴。理论上，一战期间极端的移民族裔同化理论“百分之百美国主义”适用于包括德裔移民、意
大利移民在内的所有外来移民，但是战争的后果往往超越一般的理论逻辑范围。美国社会对“带连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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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族裔群体”①潜伏的仇恨变得公开化。这期间，在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发生了一起针对普通民众的袭

击事件，要求将所有的外来移民教员清出校园②。不过，这在战时仅属个例，因为移民在美国已是无

处不在，要将其清除出任何一个领域都难以想象。一战中，美国民族主义呈现出一种悖论。一方面，
美国社会对于移民团结与归同美国社会有着更加紧迫的需求；另一方面，非德裔移民的处境较一战前

普遍有所改善，这时期的排外主义者很少对其进行侵扰。美国社会对德国移民的同化更为迫切，同时

也在相当程度上给其他移民提供了一种宽松的环境。也正因此，不同移民族裔反而加速了对美国的

认同感。当然，非欧洲移民排斥在外。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改变了移民美国与美国的移民。战时的欧洲需要大量的人力，而移民

要穿越大西洋需冒更大危险，移民美国的人数锐减。意大利去往美国的移民从１９１４年的２８３　７３８人

到１９１５年的４９　６８８人，急速下降到１９１８年的５２５０人，基本结束了对美劳工的输出③。由于１９１７年

美国参战后对意大利移民态度的转变，以及军需生产对人力的大力需求，美国军队招募了３０万名意

大利移民，其中包括８９　６６２名未归化者④。美国劳工的短缺，给了意大利移民前所未有的高工资工作

机会，主流社会对其排斥亦被一战的洪流所淹没。大众媒体对意大利移民的正面报道，也在这期间迅

速增加。《纽约时报》１９１６年８月２７日报道：“在整个纽约考试的前三甲中，其中一名是移民，一名是

移民之子，另外一名则是第三代移民。”⑤该报道证明意大利孩子非常聪明，这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

将意大利移民视为劣等人种的看法已有霄壤之别。对于意大利意军人在一战期间的表现，美国媒体

也不乏溢美之词：“意大利飞行员在一战中的表现超乎一般水准。”⑥《华盛顿邮报》１９１８年４月２５日

也报道：“有一个很小的细节让人们不得不对意大利人刮目相看。很多意大利移民都积极踊跃地参加

军队，并在战场上展示了超乎寻常的英勇。作为意大利移民，他们代表美国在法国作战，这是一件非

常值得骄傲的事情。”⑦意大利水手也被称为“杰出的水手”⑧。报 纸 对 这 种 英 雄 事 迹 的 赞 扬，固 然 与

战争时期鼓舞士气的宣传格调有关，更是美国人对意 大 利 移 民 态 度 转 变 的 有 力 证 据。甚 至 包 括 战

争结束后一段时间，意大利裔美国 军 人 在 一 般 美 国 人 眼 里 也 是 正 面 形 象：“据 说 有２０万 名 意 大 利

裔预备役军人即将重返美国。这会成为问题吗？他们 将 在 农 场 工 作，如 果 他 们 在 城 市 从 业 亦 会 童

叟无欺、合理要价。”⑨当时美国情报部门官员克莱尔（Ｃｒｅｅｌ）针对意大利政府对其移民在美国所遭受

的敌对与歧视的宣传，认为可以将受伤的意大利裔士兵送到意大利去疗养，同时也是最有力的广告宣

传瑏瑠。其言下之意是，今日的美国意大利移民处境已非同往昔，已经获得了主流社会的认可、尊重与

接纳。
面对主流社会态度的转变，意大利移民也积极 地 参 与 到 美 国 事 务 与 同 化 当 中。据《纽 约 时 报》

转芝加哥４月２１日消息，“有超过 两 万 意 大 利 移 民 冒 雨 游 行”；市 长 认 为“意 大 利 移 民 很 快 选 择 成

为美国公民”，“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这个城市的所有意大利人成为‘百分之 百 的 美 国 人’”瑏瑡。意 大

利移民之所以能在一战 时 期 迅 速 地 融 入 美 国 主 流 社 会 之 中，并 非 其 真 正 在 多 大 程 度 上 实 现 了 同

化，而是美国社会由以往的反感与 排 斥，因 战 时 国 家 对 内 部 同 质 性 的 特 殊 需 求 而 以 宽 容 与 接 纳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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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威尔士美国人》报纸甚至还出现了意大利移民联 合 英 裔、法 裔 以 及 比 利 时 裔 移 民 写 给 总 统

威尔逊的信：
　　尊敬的总统先生：

德国代表要求美国禁止企业向协约国出售武器。但是，从美国的公民到政府都有向协约国出售军火的自由

权利，该权利受国际法保护，且德国也是国际法的缔约国之一。这种法律非在和平时期不得更改①。

这一联合信件，是以美国人的身份发出的，同时也表达了意大利移民同化入美国社会的积极意

愿。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意大利移民与英裔移民相提并论。
意大利移民中，参与美国军队对德作战者亦不在少数，这既是对以往美国社会排斥的一种回应，

更是证明自己属于“百分之百美国人”的绝佳机会。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马力欧·维纳（Ｍａｒｉｏ　Ｖｉ－
ｎａ）出生于１８９６年８月３日，１３岁时移民美国，归化为美国公民的时间不详。据他回忆，自己曾在一

战时加入美军，在法国对德作战，并参与潘琼·维拉（Ｐａｎｃｈｏ　Ｖｉｌｌａ）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一只眼睛受伤

失明②。这些经历，足以使维拉能够较为顺利地归化为美国公民。概而言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某

种程度上打断了意大利移民在美国所遭受的敌视与排斥，实现了其在美国同化历程中的一跃。这再

次证明，美国主流社会的态度，在意大利移民同化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意大利移民所经历的战时短暂包容仅是昙花一现，正因此，人们一般认为“百分之百美国主义”之

下的所有族裔群体都处境艰难，这事实上抹平了“百分之百美国主义”下不同移民群体经历的跌宕起

伏。无疑，一战使土生美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注外来移民对美国的忠诚，试图使之彻底美国

化，这事实上也给了以往被排斥的移民族群以同化之机。但是，一战结束后，由于“赤色恐慌”③，以 及

对美国内部社会存在可能分裂的 危 机 想 象，使 排 斥 外 来 移 民 的 声 浪 迅 速 回 升，美 国 社 会 掀 起 歇 斯

底里的反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的 风 潮，很 多 美 国 人 也 将 矛 头 再 次 转 向 意 大 利 移 民，认 为 其 中 多

含激进主义者和罪犯。美国政府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很好 地 利 用 了 这 种 移 民 排 斥 话 语，从 而 为 严 格

的移民限额制度提供理论支 撑。美 国 国 会 适 时 地 通 过 了 一 系 列 移 民 限 制 法 律。到１９２１年，美 国

政府对东南欧移民实施限制。即便如此，《华盛顿邮报》１９２１年６月８日仍报道说，“来自意大利的

移民超过了移民法的限额”，应当予以进一步限制④。到１９２４年美国颁布移民限额 法，彻 底 颠 覆 了

其以往对欧洲“自由开放”的移民政策。此后，意大利移民锐 减，主 流 排 斥 态 度 死 灰 复 燃，其 同 化 历

程也回归缓慢。

五　结　　论

自历史步入现代，不同群体相遇频繁，同化自然也不可避免。从生物学层面看，同化是一种营养

补给过程，即将各种外来物质吸收到有机体的身体中，成为自身之一部分。但是，由于在这一过程中

物质具有排他性，因而同化也需要一定强制力。就一般理解而言，所谓同化，是指具有不同种族和族

群背景的人，在一个更大的社区生活中，摆脱原有文化的束缚，在相互交往中趋同的过程⑤。无论何

时何处，只要具有不同种族和文化传统的群体生活在一起，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中的部分成员（不论

他们是否构成数量上的少数）就会被逐渐同化。
同化既有单向同化也有相互融合。单向同化是指一个群体放弃自己的信仰和行为方式而接受另

一群体文化的过程；而相互融合是指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的互动、交融，产生一种不同于任何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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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化的第三种文化的过程，这种新文化可在同化过程中的不同水平上生长出来。戈登在他的著作

中说明了整个同化过程的不同阶段，认为完全同化应包含下述七个方面的变化：文化模式朝着东道主

社会文化模式的转变；在基层群体层面上，外族成员大量加入东道主社会的各种协会、社团和俱乐部

等制度组织；大规模通婚；作为东道主社会族群成员的认同意识的发展；偏见的消失；歧视的消失；权

利冲突和价值观念冲突的消失①。这个概念性框架，不仅对衡量同化本身，而且对确认同化进展到何

种程度，都是颇有价值判别标准。完全同化，意味着人群中已不再有基于种族或族群观念而相互隔阂

的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这往往需要至少三代人的时间。意大利“新移民”模式则是一种非典型单向

同化。美国主流社会排斥意大利“新移民”，虽未彻底关闭其同化入美国社会的大门，但同化速度迟

缓。一战“百分之百美国主义”指导下的同化，极大地改变了意大利移民族裔的同化模式。意大利裔

移民因被主流社会接纳也较快同化入美国社会中。这种特殊的同化模式，是一战极端局势下孕生的

“同化怪胎”，它违背自然同化规律，效果也是转瞬即逝。
可见，移民族裔同化的制约因素，除了以往学界普 遍 关 注 的 文 化 差 异 外，其 自 身 的 消 极 态 度 以

及主流社会的排斥与抵触，更是移 民 不 能 融 入 美 国 社 会 的 主 要 原 因，后 者 更 是 同 化 受 阻 的 关 键 所

在。更何况，即便少数族裔完美地同化入美国主流社会，仍 然 很 有 可 能 面 对 歧 视；而 完 全 同 化 关 键

在于主流社会的接纳与包容。由于任何文化在不停的 变 化 之 中，我 们 在 研 究 和 理 解 一 种 文 化 价 值

的时候，应该注意到影响这一价值的其他人群。同样，认 识 美 国 主 流 文 化 的 发 展 变 迁，不 能 忽 视 移

民族裔群体在同化过程中对美国 主 流 文 化 的 改 造。这 也 是 研 究 美 国 移 民 同 化 的 重 要 维 度 与 意 义

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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