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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龚小夏

民主党的奥巴马当选美国第四十四任总统，开创了少数族裔

进入白宫的先河。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便是，选上一位黑人总

统是否有可能缓解美国严重的种族危机？许多奥巴马的支持者盼

望，新的奥巴马政府将有能力从根本上开始解决种族问题。美国

的左翼知识分子精英——奥巴马被认为是其中的一员，起码也是

深受他们的影响——正在兴高采烈地期待用政府的力量来推行他

们主张的政策，通过财富再分配的手段来进一步实现种族平等。

的确，种族问题是美国社会的毒瘤，无论是自由派的民主党

人还是保守派的共和党人，在这点上都没有异议。而这个种族问题，

说白了就是黑白问题，也就是三百年奴隶制遗留下来的病根。种

族问题的表象是肤色，实质却是社会经济和文化。

在美国这个被称为民族大熔炉的国家里，肤色本身已经越来

越难成为定义种族的唯一根据。有全世界各个地方来的移民，皮

种族的意识形态和现实
美国通过立法或者行政的国家行为来实现种族平权已经取

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奥巴马的当选就是一个明证。然而在

改变黑人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政府的政策可以说相当失败，

因为国家的能力在这个领域不仅有限，而且弄不好还产生

相反的效果

卢：其实我真不想涉足外交政策领域。这个领域十分棘手

（tricky），一个错误的陈辞就会把人逼疯，我不想介入。

中国新闻周刊：那自由贸易政策呢？中美两国今年举行了数

轮战略经济对话，你觉得新任政府会继续这样的对话吗？

卢：我也从来不谈贸易。我觉得这种提法有一个问题，你把

焦点集中在诸如中国大陆或台湾的问题上，而不在那些可以团结

美国人的议题。人们总问，你们将来会如何处理中美贸易关系，

可是，美国工人呢？难道保护美国工人不比保护中国工人更重要

吗？这是我的看法。

中国新闻周刊：长期以来你和奥巴马工作一直十分密切。你

能否谈谈你的上司？

卢：他没有什么嗜好，如果有，那就是和他的家人在一起。

他的家人对他来说意味着全部。无论我们在哪，我们在开什么会，

一到晚上七八点，他就一定会离开会议给他的孩子打电话。当他

在华盛顿任参议员时，周一到周五只要我们完成工作，他就会马

上跳上飞机飞回芝加哥见他的孩子。前些天他甚至暂停竞选回夏

威夷看望他病重的祖母。当他母亲去世时，他不在身边。他当时

就承诺绝不再让这种错误重演。而这种家庭观正是华裔群体所重

视的，奥巴马对此非常理解。                              ★

                      （作者为汕头大学美国大选报道团学生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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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的颜色从极黑到极白，介于黑白之间的人数也逐年增加。最近

的 DNA 检测表明，许多以为自己是白人的，身上有更多黑人的血

液；而许多自认为是黑人的，祖先却更多是白人。有趣的是，就

连种族本身也是根据社会认同来定义的。

1910 年，在美国最早的标准全国人口统计中，犹太人、信奉

天主教的爱尔兰和意大利后裔都被单列出来，不算在“白人”之列。

而当时的阿拉伯后裔因为人数太少不形成一个单独的集团，则被

算是白人。究其原因，是当时的爱尔兰和意大利人多数是移民。

他们居住在大城市中，形成了自己的社区，保留了母国社会的一

些结构和习惯，与英国、德国等清教移民后裔有明显的区别，所

以就被排挤出了“白人”的行列。

又如现在已经占美国人口大约百分之十五的“拉美裔”被算

成了一个种族。其实，拉美裔和传统的美国人一样，也是旧大陆

移民和新大陆印第安人的后代，肤色从最黑到最白都有。除了说

西班牙语和多数信奉天主教之外，他们很难构成一个所谓种族。

在经过几代人之后，这些拉美裔就会完全融入美国社会。

亚裔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长期受排斥之后，亚裔移民及其

后代在经济社会上的成功使得他们获得

了“模范少数族裔”的称号。在入学、

就业等各个方面，亚裔已经不再被列入

需要特殊名额照顾的少数民族。种族虽

然是个问题，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移民更

是有语言、文化的障碍需要克服，但并

不是妨碍他们实现美国梦的主要因素。

可是，黑人——或者按照目前“政

治正确”称呼为“非洲裔美国人”——

的情况就不一样。1861 至 1865 年的南

北战争解放了黑人，给予过去的黑人奴

隶以公民权。此后，经过了一百年时间，

特别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权

运动，黑人在法律上获得了平等的地位。

通过联邦的民权立法，过去南部各州推

行的种族隔离、限制黑人投票权等等法

律都被废除。到了 21世纪，黑人作为

一个族裔群体，已经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黑人的总投票率接

近白人，高于其他族裔；国会黑人议员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少数族

裔，黑人社区和政治团体往往能够左右地方和联邦一级的政府决

策。从参政的角度看，黑人比其他少数族裔更加成功。

通过在政治上的影响，黑人为自己和其他少数族裔争取到了

各种经济社会权益。自从 60年代以来，政府的社会政策对少数族

裔实行了各种优惠，从入学、就业到贫困救济、医疗、住房等等，

作为少数族裔都能得到一定的好处。

可是种族平权不仅仅在于法律，更在于社会经济。法律只能保

证各个族裔的公民能够有绝对平等的政治地位，却不一定能使得所

有人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在黑人民权运动经历了四十多年之后，黑

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善却远远跟不上政治权利的进展。在各个族

裔中，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最低。大约四千万黑人中，有几乎一半

住在大城市比较贫穷的区域。那里面经常充斥着暴力、毒品、犯罪，

年龄在20至 34岁的黑人男性中，九个人就有一个被关在监狱里面。

而黑人社区的家庭结构更是处在被完全摧毁的边缘。百分之七十的

黑人儿童出生在单亲家庭。15至 24岁年龄段的黑人母亲中，没有

配偶的比例竟然接近百分之九十。这使得大量黑人家庭处于贫困状

态，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犯罪与儿童缺乏教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家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事实上加剧了

贫困—低教育—犯罪—单亲家庭这一系列恶性循环。“吃福利”已

经让黑人社区担上了负面的名声。有一位著名的黑人女学者在

1968 年深入到圣路易斯的黑人贫民窟，在大批十几岁的黑人单身

母亲中进行调查。她发现，这些不幸的女孩子对自己的子女都怀

着深切的期望，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好好读书，以便找到好的工作，

过上中产阶级的日子。当时这位学者得出结论说，贫困的黑人女

孩有着白人中产阶级的梦想。过了二十年之后，她在 1988 年回到

同一社区，再次与年轻的黑人单身母亲谈话，结果令她大吃一惊。

这些新一代的女孩子们多数不爱工作，靠吃社会福利来生活。她

们觉得这样过就很好，自己的孩子们

将来也可以照样生活。社区里的男性

青少年——也就是孩子们那些完全不

负责任的父亲们——也同意此等说法。

这位学者感到非常悲哀，她批评说，社

会福利政策打碎了黑人的美国梦，也

摧毁了黑人社区的未来。

总的来说，美国通过立法或者行政

的国家行为来实现种族平权已经取得了

相当大的成功，奥巴马的当选就是一个

明证。然而在改变黑人社会经济地位方

面，政府的政策可以说相当失败，因为

国家的能力在这个领域不仅有限，而且

弄不好还产生相反的效果。

这也正是未来的奥巴马政府将面

临的一个困难问题。无论从他本人的

教育背景、意识形态、顾问班子，还

是从支持他的利益集团的期待来看，都显示出他将通过政府来实

行财富再分配的倾向。这也就是奥巴马在竞选中说的要“将财富

到处散发”（spread the wealth around）的想法。这种想法在美

国的左翼知识精英中间相当流行。然而，如果美国过去四十年的

福利政策并没有能改善黑人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甚至反而导致

其恶化，更多地增加福利是否能够解决问题呢？这令人非常怀疑。

当然，也有分析家预测非常现实的奥巴马有可能放弃原来的

意识形态，转而实行控制甚至削减社会福利的政策。他们争辩说，

由于奥巴马本身是黑人，所以他在削减黑人社会福利时无需担心

被指责为种族主义。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有大批热情支持奥

巴马的黑人选民将会感到深深的失望。                      ★

              ( 作者为资深民主党人，本届初选时的民主党党代表 )

电视宣布民主党获得大选胜利后，奥巴马的支持者有人欢呼，有人开始擦

拭泪水。第一名非洲裔总统诞生激发了美国选民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