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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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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多元文化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以民族方式处理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理论和政策模式。在 20 世纪 60～70 年

代左右 ,随着民族文化多样性问题的突出 ,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加、澳等移民国家兴起。冷战结束以来 ,多元文化主义成为

西方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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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描述近几十年来西方社会变化的重要术

语 ,多元文化主义是当代西方关注民族文化多样

性 ,主张尊重差异 ,追求多元文化平等共存 ,构建社

会和谐的重要思潮。它产生于美国和加拿大 ,1970

年代被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瑞典确立为国家政策。

冷战结束以来 ,多元文化主义成为西方社会一种普

遍的社会思潮 ,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拟

就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进行探讨。

一、多元文化主义术语的由来

多元文化主义 (multiculturalism) 是 20 世纪 50

～60 年代出现的一个新术语。1990 年代以来 ,多

元文化主义一词已被频频地使用。要认识多元文

化主义 ,追溯这个词语的由来显得非常必要。mul2
ticulturalism 是个复合词 ,由 multi 和 culture 组成 ,

在产生的过程中 ,首先出现的是 multicultural ,然后

才是 multiculturalism。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multicultural 指的是一

个由多个不同文化的族群构成的社会。1941 年 7

月 27 日 ,美国新泽西州《先驱报》的一篇报道里首

次使用 multicultural ,文中说到 ,一个反对民族主

义、反对民族偏见和行为的讨论会赞成一种多元文

化的生活方式 (multicultural way of life) ,这里指的

是一种生活方式。Multicultural 这个词在 1950 年

代后期的加拿大开始流行起来。1959 年 6 月 16 日

蒙特利尔《时代杂志》有文章把蒙特利尔描绘成为

多元文化、多种语言的社会 ,并说多元文化、多种语

言的社会是世界上最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之

一[1 ] (P138) 。这里用以形容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

的社会。此后 ,multicultural 这个词语得到广泛的

使用。可见 ,multicultural 作为一个新创造的词汇 ,

最早出现在 1940 年代的美国 ,在 1950 年代后期的

加拿大开始流行 ,1960 年代以后广泛使用 ,主要用

于描绘一种社会现实 ,形容一个社会的状况和特

征 ,就其含义而言 ,主要是指一个社会的多文化、多

民族和多语言特征。

Multiculturalism 是由 multicultural 演化而来

的。根据《牛津英语词典》,Multiculturalism 第一次

使用是在加拿大政府的报告中 ,即 1965 年颁布的

加拿大《皇家委员会关于双语主义与双文化主义的

报告》。报告称 ,在加拿大处理英语民族和法语民

族关系的方法是 Multiculturalism。1971 年加拿大

政府宣布多元文化主义为国家政策 ,指出在双语言

的框架内 ,对于政府而言 ,一种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是确保加拿大文化自由的最合适的方法。1972 年

12 月 12 日 ,《时代》周刊称 ,加拿大面临着尚未解决

的双语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问题[2 ] (P79) 。可见 ,多元

文化主义是个复合词 ,最初产生的是形容词的“mul2
ticultural”,然后才是作为名词的“Multiculturalism”。

从这些最初的用法来看 ,multicultural 主要是形容一

个社会的多民族、多文化的特性 ;而 Multiculturalism

主要是用以表示在多元文化的社会里处理多民族、

多文化之间的关系的一套新的思想和方法。

二、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

在 1960 年代 ,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加拿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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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广泛兴起。就其背景而

言 ,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 :

首先 ,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快速发展

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移民国家。在历史

上 ,他们都形成了以英语移民及其后裔构成的主体

民族 ,为了保持种族纯洁和文化同质 ,都曾经长期

实施限制性移民政策 ,严格限制有色人种移民的进

入。二战后 ,出于国际压力和自身发展的需要 ,他

们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运动 ,接纳了大量欧洲的难

民和移民。就澳大利亚来说 ,二战成为了其移民史

上的转折点 ,二战后澳大利亚推行大规模移民计

划 ,广泛地从非英语国家和地区招募移民。来源多

元的移民进入后 ,使其人口的民族结构日益多样

化。英语民族在人口中的比重下降 ,民族文化多样

性空前发展。二战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形成和发

展迫使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先后于 1962 年和 1973

年废除限制性移民政策 ,为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奠

定了基础。

其次 ,民权运动广泛兴起 ,少数民族要求承认

和平等的呼声日益高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在风起云涌的殖民地民

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 ,殖民主义体系瓦解 ,西方国

家内部的种族、民族矛盾也进入了高涨期。1960

年代美国产生了声势浩大的黑人民权运动 ,很快影

响西方国家。在加拿大产生了法裔民族与英裔民

族的对抗 ,以及非法裔和非英裔民族的反抗。而在

澳大利亚土著人争取平等的斗争展开 ,非英语移民

要求结束被歧视的地位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在这

些运动中 ,少数民族群体要求的是群体的权利 ,要

求主流社会承认他们的文化传统和民族身份。这

些迫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发达国家在面对种族、民

族、宗教、语言、文化等社会异质性基础上重新定义

他们的国家 ,促进了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

再次 ,同化政策普遍失败 ,种族纯洁文化同质

的建国理想破灭

为实现种族纯洁文化同质的建国理想 ,西方国

家长期实施同化政策 (Assimilation) ,否定和排斥民

族文化多样性。同化被认为是少数民族成员放弃

自己的传统文化以适应主流社会的过程 ,通常称为

遵从和/ 或文化适应 (conformity and/ or accultura2
tion. ) [3 ] (P23) 。同化主义模式否定移民的文化权

利 ,有条件地给予移民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 ,就是

准许那些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人们以文化同化为

代价加入该国家和民族。同化政策成为长期以来

许多国家处理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普遍模

式。在白人中心主义的种族优越论的指导下 ,这些

国家怀抱种族纯洁文化同质的建国理想 ,长期以来

实施同化政策 ,对土著以及有色人种移民 ,甚至非

英语的其他白种移民及其后裔进行歧视、排斥 ,拒

绝和否认国内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存在。

加拿大在民族问题上长期坚持同化政策 ,要求

移民放弃自己祖国的文化与传统 ,接受英国和法国

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就是以英、法文化作为

加拿大文化的基质和主流 ,强迫所有的非英裔、非

法裔种族转变民族意识 ,归化成为加拿大人。在

1970 年代以前 ,澳大利亚要求非英语移民在文化、

语言上快速同化 ,或盎格鲁澳大利亚化 ,放弃自己

的语言、文化传统 ,顺应澳大利亚民风 ,遵从澳大利

亚人的生活方式 ,然后消散在澳大利亚社会之中 ,

变得无影无踪 ,最终达到如移民部长比尔·斯内登

所称的理想目标 :我们应该有一种单一的文化 ,每

一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生活 ,相互理解 ,有着共同

的愿望[4 ] 。对于土著人澳大利亚也长期实施同化

政策 ,要求土著放弃他们的种族文化身份 ,放弃他

们传统的生活方式 ,接受澳大利亚白人的宗教信

仰、价值观念和思想文化 ,采纳澳大利亚的生活方

式 ,融入澳大利亚社会之中[5 ] 。随着民族文化多样

性的发展以及少数民族争取承认和平等的斗争的展

开 ,同化政策越来越无法适应形势的发展和需要。

就在同化政策失败的情况下 ,多元文化主义作

为一种更为自由和民主地处理民族文化多样性的

模式而出现。多元文化主义成为西方社会为了把

来源多样的移民整合进主流社会和给予移民保持

和发展他们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机会的努力。

多元文化主义提倡这样一种社会模式 ,在其中文化

异质不是被认为是一种暂时现象 ,而是一种永久性

的现象。多元文化主义指的是来源多元的个人和

群体和平共存的理想状态[6 ] (P624) 。多元文化主义

的目标是在保护民族多样性的同时促进政治统一。

1971 年 ,加拿大政府率先将多元文化主义作

为解决国内种族、民族矛盾的理论基础 ,推出多元

文化政策。1973 年 ,澳大利亚移民部长艾尔·格拉

斯比出访加拿大 ,归国后正式引入多元文化主义概

念 ,成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产生的标志。1975

年 ,瑞典继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之后正式宣布在国内

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1980 年代 ,随着西欧国

家外来移民的增加 ,如何处理本国人与外来移民的

关系成为普遍问题 ,由此 ,英、法、荷、比、丹等国家

相继在不同程度上实施允许外来移民保持其文化

的多元文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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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

冷战结束以来 ,世界格局巨变 ,意识形态对国

际社会的影响消退 ,而人们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观念

却空前高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不同民族文

化的人们的交往空前密切 ,全球范围内的人口流动

日益加快。民族文化多样性成为世界多数国家的

普遍特征 ,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已

成为世人必须面对的难题 ,致使“今天 ,全球互动的

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

系”[7 ] (P3) 。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现代化的理想 ,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成为国际社会的口号同时 ,随经济

全球化发展 ,世界上的强势文化相对弱势文化构成

严重的挑战 ,使得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传承和

发展问题引起世人的普遍关注。

在这种背景下 ,多元文化主义超越了政策领

域 ,衍变成为一种影响广泛的政治思潮 ,成为国际

社会讨论的热门话题。由于多元文化主义在澳大

利亚的成功实践 ,使其国内民族关系趋于缓解和平

稳。1995 年澳大利亚政府在悉尼首次主办了全球

多元文化大会。大会议题涉及公共政策和多元文

化 ,多元文化的政治问题 ,多元文化的经济问题 ,文

化教育和语言等问题。2000 年 8 月 6～13 日在挪

威首都奥斯陆举行的第十九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上 ,把多元文化主义所关注的“少数民族文化与占

主导地位的大民族文化的关系”列为专题的之一。

国际社会成为推动各国政府与人民认可和尊

重民族文化多样性和积极倡导以多元文化主义处

理民族文化多样性问题重要力量。1995 年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社会转型管理项目组 ( MOST) 完成

一个重要的文件 ———《多元文化主义 ———应对民族

文化多样性的政策》,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总体评

估。同年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提出以多元文化

主义作为处理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基本原则。1998

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文化发展政策政府间会

议”认可了这一原则。200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编写的《2000 年世界文化报告》集中地谈论了“文

化的多样性、冲突和多元共存”[8 ] (P9) 。2001 年 11

月 2 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的第 31 届

会议上发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宣言指出 :“尊

重文化多样性、宽容、对话及合作是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最佳保障之一。”[9 ]2004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编写的《2004 年人类发展报告》集中地讨论“当今

多样化世界的文化自由”,指出处理文化多样性是

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挑战之一 ,报告有力地证明了

要尊重多样性 ,通过采取承认文化差异的政策即多

元文化政策来建立更包容的社会[10 ] (P1 - 2) 。2005

年 10 月 20 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三届大会

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

式多样化公约》(简称《文化多样性公约》) 。它确认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征”,“是人类的

共同遗产”,“文化多样性创造了一个多彩的世界”

等一系列有关人类文化的基本概念 ,强调各国有权

利“采取它认为合适的措施”来保护自己的文化遗

产[11 ] 。《文化多样性公约》的通过 ,意味着文化多

样性原则被提高到国际社会应该遵守的伦理道德

高度 ,并具有国际法律文书的性质 ,已经成为当今

世界大多数国家普遍接受的国际关系准则。它表

明文化多样性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特征 ,并称之为

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并列的三大世界潮流

之一。与此相应 ,以民主方式关注和处理民族文化

多样性的多元文化主义也成为国际社会普遍重视

的社会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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