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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美国文化多元性的成因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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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美国文化从它的创造主体分析是一种移 民文化

。

它在美 国经过初 步形 成
、

成 熟定型

进入当前的多元 文化发展阶段
。

美国移 民的多
“

源
”

性决定 了这种文化在民族认 同基础上具有鲜

明的多元性
。

影响移 民文化形成发展的三 个主要要素是
:
移 民祖籍国的文化传统

、

移民 与断环境

的千争以及在此过程中不 同族裔移民间的融合
。

它对美国的双重影响
,

既有
“

海纳 百 川
”

的 包各

性与杂交性
,

也可 以成 为某些 美国社会问题产生的文化因素
。

关键词
:
美国 ; 美国文化 ; 移 民 ; 多元文化

“

美 国民族的形成实乃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观
”¹

,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元性
。

就创造主体移 民及其特性而言
,

美国文化可 以被称为是一种
“

移民文化
” 。

广义上
,

美

利坚文化都可 以被认为是移民及其后裔们所创造的
,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德林曾说
: “

当我

想写美国移民史时
,

我发现移民就是美国历史
。 ”º由于美国文化的创造主体不是单一的而是

来 自世界不同种族
、

民族
、

族群的移民
,

它的多源性铸造了它的多元性
。

狭义上
,

它特指美

国历史上所有的第 一代
“

移民
”

的文化
,

不包括移民后裔的历史文化内容
。

本文试从广 义上

探索美利坚文化多元性的成因
、

构建这种文化的主要因素及其主要特征
。

一
、

创造移民文化的主体

—
多源移民群体

综观全球众多移民国家
,

美国移民的多源性是一 个重要特点
。

不同历史时期来美国的移

民群体是很不同的
。

移民始祖基本上是西欧人
,

特别是盎格鲁
一

撒克逊 人
,

后北 欧人
、

中欧

人
、

东欧人
、

南欧人大量涌人美国
,

同时非洲人也被迫作为奴隶迁居美国
,

进而」回I,l 人
、

拉

丁美洲人纷至沓来
。

美国移民的动机 也因
“

多源
”

呈现多样
。

有 因经济危扫L而到新世界谋生

的
,

有革命失败而流
一

亡美国的
,

有为实现政治理想的
,

有向往美国优裕生活条件的
,

有慕 自

由民主美名的
,

有追求美国高度发达科学技术的
,

有被迫迁居的
,

也有为摆脱个人不幸命运

的等等
,

不一而足
。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移民的结构与成分也在逐渐发
‘1二变化

:

与多源性相关的是美国移民迁徙的连续性
。

移民潮流不但没有随着美利坚民族形成而结

束
,

反而因美国的发展与崛起而不断高涨 ; 来 自不同时期的移民不仅吸取欧洲文化
,

也吸收

了许多亚洲
、

非洲
、

地理大发现前的美洲和近来的拉 丁美洲的文化形成了广泛被接受的价值

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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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

观念和信条»
。

移民文化蓬勃发展呈现一派斑斓绚丽的多元特色
。

人类历史上
,

迁徙
、

移居是一种与
“

生
”

俱来的历史现象
,

移居的艰难经 历与开拓新环

境的特殊遭遇造就了移民的独特性格
。

他们都是为了改变处境
,

寻求新的更好的生存环境而

离开 自己熟悉的故土
,

一生中都会有一段特别的
“

历险
”

、
“

创业
”

的经验
: ,

他们往往会组成

一个新的社会群体
,

在生死考验中变得格外互助团结和提高了民主意识
。

迁徙过程在某种怠

义上是一个残酷而严峻的自然选择过程
:

优胜劣汰
。

到达新世界以后
,

移民群体在艰苦环境

中求生存与发展
,

同死亡
、

疾病作斗争
,

白手创业
。

著名历 史学家汤因比认为
“

逆境
”

是一

种历史动力
。

经受跨文化的熏陶也是移民群体的共同特征
。

作为在祖籍 国接受过 一定文化熏陶的移民

来到新环境后置身于另一种不 同的甚至是相 反的文化氛围中
,

大都 会经历 一种
“‘

文化震

荡
”¹

,

感受介于若干不同文化边缘的
“

边缘人
”

的甘苦
。

移民群体中的知识分子因为具备

这种跨文化优势
,

能采用不同的文化视角观察社会与生活
,

吸取多文化的养分而产生 灵感
。

美国移民始祖不同于人类史上的古代移民
,

在现代文明的曙光照耀 「离开先进的祖籍国

向荒芜的美洲迁徙
,

作为现代文明载体的他们起了传播新文明的进步作用
。

马克思恩格斯认

为
: “

这些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拥有古老国家最进步的个人
,

因而 也就拥有与这些 个人

相适应的人
,

在古老的国家里还没有能够确立的最发达的交往方式
。 ” ‘几

就是这些具有特殊秉性的移民群体沿着移民始祖的足迹
,

来到美洲 (后来的美国 ) 世代

奋斗绘制了美国短暂而壮丽的历史画卷
。

二
、

构建美国移民文化的三个主要层面

如果对美国移民文化的成因加以进一步考察
,

至少有如下三个层 次的问题需要研究
。

这

三个层面虽有区别但相互影响构成合力推进移 民文化的生成发展
。

第一层面
: 移民祖籍国文化传统的重大影响

。

移民祖籍的文化传统是移民文化的直接渊

源之一
。

在旧世界中成长 的移民总是带着特定 的文化传统来到新世界
,

他们自觉或不 自觉地

将 自己的价值观念
、

宗教信仰
、

文化习俗甚至生活习惯一起
“

移居
”

到新土地上
,

企求按照

自己的生存方式去创造新生活
。

移民文化形成的早期阶段
,

祖籍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十分深远
。

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
,

英

国的文化模式一直起着主导作用
,

移民始祖不仅
“

带
”

来甚至是直接从欧洲 (特别是英国 )
“

搬
”

来了文化
,

在美洲尽量模仿英国的样式创造他们的新生活
。

英 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传统

对美利坚文化无疑是一种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因素
,

甚 至构成 了具有潜在影 响力的文化
“

基

因
” 。

美国政治科学历史学家克林顿
·

罗斯塔说
: “

他必须赞许用形容词
‘

英国美 国人
’

而不

是
‘

美国人
’

来描绘占统治地位的文化
,

甚至一直延续到 17 65 年
。 ”

他认为
: “

殖民地时期

的思想是大量被衍生的
,

经常是全面的模仿
。 ”¾因此移民文化的初步形成 l讨期往往是一种双

重意识
,

移民们
“

一方面意识到 旧世界的流风余韵
,

另方面 也意识到新世界的希望
。、

昨天已

成过去
,

但也值得留恋 ; 明天已经在望
,

但也令人生畏
。 ”¿

尽管英国文化在殖民地占着某种主导地位
,

但因为移民群体还来 自西欧其他国家而形成

多元格局
,

来 自不同欧洲国家的白人在相互融合的同时也吸收了印地安人的文化
,

不仅吸取

印地安人的农业技术和生产知识
,

甚至据说美国的开国元勋在制定宪法时都参考过易洛魁人

的政治经验
,

在军事行动中吸收过印地安人的作战方式
。

诚如美国学者所说 ; “

如果没有欧

洲人与印地安人之间的互动
,

今天的美国和欧洲社会
,

将别是 一番景象
。 ”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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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美国移民
“

源头
”

的不断扩展
,

美国文化得以继承的传统也不断扩大
,

以致发

展到今天它几乎继承了全球的多数重要文化传统
。

美 国历史学家康马杰说
: “

从继承而论
,

美国不仅继承了英国的传统
,

一

也继 承了欧洲 的传统 ; 不仅继承了 ! 7
、

18 世纪传统
,

也继 承

了两千年的传统
。

美国是英国的产物
,

这一点谁都承认 ; 美国的文化和制度的渊源可以追溯

到希腊
、

罗马和巴勒斯坦
,

这一点却被遗忘了 ; 美国人所保持的国家
、

教会和家庭的基本制

度以及他们所珍惜的基本价值观念都表明了这种悠久的来源和关联
。 ”Á如果把美利坚文化仅

仅理解为它的主流文化
,

上述分析是符合实际的 ; 但是如果把美利坚文化看成是它的主流文

化与支流文化或亚文化的综合体
,

那么美利坚文化恐怕不仅继承了欧洲的传统
,

而且 也吸收

了地球上其他不同文化的传统
。

第二层面
: 移 民与新环境的的互动作用

。

在美利坚文化的形成进程中
,

移民与新环境的

互动作用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

这个过程首先是移民不 断移居拓殖美国的过程
。

美国历史上
,

这种移居包含外移和内移两个相互依存的过程
,

一边是老移民及其后裔从大西洋沿岸翻过阿

巴拉契亚山
,

越过密西西比河
,

跨过大平原
,

翻过落基山
,

直达太平洋沿岸 ; 一边是外来新

移民源源不断飘洋过海
,

从太平洋
、

大西洋
、

墨西哥湾的不 同沿岸来到美国
,

出现一 种东西

互动
,

海陆交叉的大流动
。

美国的西进运动
“

形成了一座不仅从旧世界向西推进到北美洲西

海岸而且是通向亚洲泛太平洋地区的桥梁
” , “

不单是美国向西推进
:

当美国跨越到亚洲时
,

亚洲人也来到了美国
。 ”  

罗素曾在他的 《西方哲学史》中说
: “

人们生活 的环境在决定他们 的哲学上起着很大的

作用
,

然而反过来他们的哲学又在决定他们的环境上起着很大的作用
。 ”

西进运动与工业革

命不仅是物质革命
一

也是一场新老移民创造美利坚精神文明的运动
。

首先是移民在与新的西部

环境的斗争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
,

即边疆民主的出现与美利坚的民主传统的继续发展 ; 美

国人的求实精神在西部开发中
,

获取了新的实践经验并汲取了世界优秀的哲学成果
,

升华到

哲学高度
,

实用主义的诞生标志美利坚民族创造了自身的哲学 ; 《美国宪法》通过修正案的

形式肯定了美国废除奴隶制革命的成果
,

《独立宣言》的原则得到全面发扬
,

印地安人
、

黑

人先后被视为美国公民而享有早该享有的与生俱来的
“

生命
、

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
” ; 美

国大众文化也形成了令世人刮 目的显著特色
: 20 世纪早期的电影

、

狄斯尼乐 园
、

好莱坞等

的出现构成了美国式的大众文化
,

美国的摩天大楼建筑群不仅远远高于欧洲的古典建筑而且

显现了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美利坚独特的艺术风格
。

移民与环境的斗争因采用不同的生产方式形成了不 同的社 会内容
,

显现出历史的阶段

性
。

如果说早期移民是为创建新世界开天劈地
,

华路蓝缕
,

在大西洋沿岸形成了新的民族和

建立起新的国家
,

构筑起美国政治
、

经济
、

文化
、

教育等构架
,

形成 了他们民族性格的雏

形 ; 那么其后继者则在声势浩大的西进运动中开拓疆域
,

掀起了美国的第一次与第二次工业

革命
,

创造 了美国的工业文明
,

实现了社会的转型
,

使美国一跃而为世界强国
。

美国特有的

标志性的里程碑式的文化已经在世界上脱颖而出
,

美国文化的特性最后形成并得到世界的首

肯 ; 二战以后美国开展 了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
,

大量非欧新移民的涌人为美国注人了新鲜血

液和蓬勃的活力
,

他们不仅在传统工业而且也在高科技和信息产业 中发挥重要作用
,

美国历

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

第三层面
: 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群体间的融合

。

不同文化传统背景的种族
、

民族
、

族裔

群体在与新环境互动中
,

因文化差异会有不同的社会经历与体验
,

他们积累的经验与知识也

各不相同
,

保留取舍自己文化传统的程度也因
“

族
”

而异
,

吸收外来文化的力度 由于各自的



目光不同而各有千秋
,

因此在美国多源的异质文化间呈现复杂关系
,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历

史阶段
,

因为移民结构与人口结构的不同
,

上述异质文化间的交融
、

吸上次甚至冲撞表现为不

同的内容与方式
。

各种异质文化在移居与开拓过程中融合
,

形成了移民文化的核心部分
,

即我们今天所指

的主流文化
,

这个过程在美利坚民族形成时期和 】9 世纪末 20 世纪的
“

大熔炉
”

时期表现最

明显 ; 与此同时各种不同文化中的独特因素混合存在于同一个社会中
,

形成一种类似拼盘式

的文化
。 “

融合
”

与
“

混合
”

同时存在
,

因而形成了主流文化与支流文化 (亚文化 ) 的关系
。

其中的少数族裔总是兼具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成员的双重身份
, ‘.

美 国亚裔的历史只有当我

们把他们视为既是移民又是非白人的少数群体时才能被充分理解
。 ”时

独立战争成了新文化的熔炉
,

在战争期间
“

殖民地人民的思想中
,

文字和概念已被给予

新的形式
,

以不同的方向强烈的更新着
,

得出他们自己 也难 以理解的结论
。 ”

眼战争进程本身

促使殖民地人民形成
“

我们是美利坚人
”

的共识
,

这是美利坚文化同一性的表现
。

178 2 年
,

克雷夫科尔在他的 《一个美国农民的信》中说过
: “

这时
,

所有 民族的个人融合为一 个新的

人种
,

他们的劳动和子孙后代总有一天会引起世界的巨大变化
。 ”

《独立宣言》与 《美国宪

法》的制定在理论上成为美利坚文化初步形成的标志
,

集中体现了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与政

治文化
。

尽管它 尚属于欧美模式的文明
,

一种以英国文化为主体
、

美国文化为辅的文化
,

但

新文明的轮廓毕竟已经初见
,

日后发展壮大的美国文化的基础与核心 已经形成
。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

当时欧洲移民 占主导地位
,

其 中包括西欧
、

北欧
、

中欧
、

东南欧

的移民群体
,

虽然他们有不同的国别与族裔
,

但文化背景大都为酉方文明
,

融合较为容易
,

美国政府强化推行
“

美国化
”

与同化政策
,

促使外来移民接受美国业已形成的价值观
,

增强

美国意识
,

学习英语
,

促使同化
,

让他们的
“

心
”

也都完全美国化
,

最后在美国这个
“

大熔

炉
”

里熔铸成了以盎格罗一撒克逊文化为主流
,

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北美新文化
—

美利坚

文化
。

它源于欧洲文化
,

但又别于欧洲文化
,

它是一种新的创造物 ; 这种文明虽然有着欧洲

文明的印记但决不是它的翻版
,

而是一种崭新 的美国文 明
,

完 全有着他们本身的新 的
“

质
”

地
。

曾经有学者认为美利坚文明只是欧洲文明的种子在北美生根开花的结果而已
,

阳光底下

没有新事物
。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
·

特纳提 出了他的
“

边疆
”

说
,

他认为
: “

边疆不

断地向西推进就意味着逐渐离开欧洲的影响
,

逐渐增长美国独有的特点
。 ” “

受到边疆的残酷

的考验的移民都美国化了
,

获得 白由
、

融合成为一 个混杂的种族
,

这 个种族既没有英国的民

族性
,

也没有英国的特点
。 ”心

人类历史发展表明
,

文化发展首先依赖于人类适应环境与改造环境的创新能力以及将这

种经验与知识继承与传递下去的
“

遗传
”

能力
。

美国移民在继承祖籍国祖先的知识与经验的

基础上在新环境中进行开拓
,

为他们生活的时代积累新的经验与知识
,

增添新的内容
,

创造

新的文化成果 ; 同时他们又与其他族裔的移民群体在开拓进程中接触井接受吸纳他们带来的
“

外来
”

经验与知识
。

纵向继承
、

横向开拓与相互吸收构成移民文化生成的一 个完整过程
,

前者是文化渊源的继续
,

后者是同环境作斗争与吸收外来文化的创新开拓
。

_

l:. 述三个层面的互动历经三个多世纪的潮涨潮落
,

美国移 民不仅创建了美国文明而且在

创建过程中也改变与发展了自身
,

形成了美国人 自己的性格
。 “

美国不是属于一个种族或一

个群体……美国人从第一次触及弗吉尼亚海岸的一刻起一直在重新界定他们的民族特性
”‘甘

三
、

美国移民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阶段

美国移民文化并非一毗而就
,

它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过程
:

初步形成
、

成熟定型与多元



发展阶段 ; 在内容上经历了一个从多元
—

“

同一
”

—
多元的变化过程 ; 在地域与发展空

间上
,

经历了在北美洲中部从大西洋沿岸到太平洋沿岸的扩展
。

À

初步形成阶段
:

美利坚文明初步形成阶段是指 160 7 年到 17 8 3 年前后的近两个世纪
。

这

是第一个
“

多元合一
”

的过程
。

16 07 年 的英国探险者在弗吉尼亚詹姆斯顿登陆
。

】6 19 年
,

一条荷兰船带来 20 名黑人来到弗吉尼亚 ; 16 20 年
, “

五月花
”

号运载英国移民来到波士顿湾

的朴利茅斯建立定居点
。

往前还可追溯到西班牙殖 民者在北美洲的探索活动
。

据统计
,

17 9()

年
,

美国第一次进行人 口统计
,

全 国共有 3 92 9 6 25 人
。

愁其中英格兰人占 60
.

14 %
,

苏格 兰人

占 8
.

1 %
,

爱尔兰人占 9
.

5 %
,

德国人 占 8
.

6 %
,

荷兰人占 3
.

1 %
,

法国人 占 2
.

3 %
,

瑞典人 占

0
.

7 %
,

西班牙人占 0
.

8 %
,

不明身份者占 6
.

8 %
。

这种移民结构已显示出多源的特点
。

这些不同民族
、

族裔
、

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居 民生活在共同的土地上
,

由于经济发展统

一市场的形成
,

英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使用的语言
,

在开辟新环境的斗争中他们加强联 系认

识到共同的利益与追求目标
,

美利坚民族认同感在独立革命前初步形成
。

马克斯
·

萨弗尔说
:

“

在 165 介一一 17 50 的一个世纪里一场知识革命已在北美洲的英属殖民地发生…… 他们已经创

造 了一种新文化 ; 他们懂得它
,

他们为此而骄傲
。”。 也诚如斯蒂格所言

: ‘ 。

总之
,

行省时期

的作家们虽然他们的背景有很大的不同
,

但是他们在兴趣
、

秉性
、

住所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特

点
。

因此
,

凡是直接关系他们经验的事情都是美利坚的
。 ”  同时

,

他又认为
“

显然
,

在行省

时期没有一种美国思想
,

而只是一种美国人思想的复合物
。 ”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丹尼尔
·

布尔

斯廷认为在美国革命以前
“

一种新文明的大致轮廓已被勾划出来
。”  

成熟定型阶段
:
美利坚合众国建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被认为是美利坚文化的成熟定

型时期
,

所谓成熟定型
,

就是指美国文化脱离欧洲的
“

母胎
”

从内容到形式 以全新的面貌并

带有明显美国特征出现在世界上
。

美国建国以后的一个世纪里发生了对美利坚文明成长具有

决定意义的重大事件
,

波澜壮阔的西进运动与两次新的移民高潮
,

两次产业革命和一场政治

革命
—

南北战争
。

西进运动与工业革命是一场全面开发美国西部 的运动
,

也是美利坚民族融合的大熔炉
,

更是一场全面的美利坚文 明的创建运动
。

它不仅使在大西洋沿岸初步形成的美利坚文明的轮

廓和雏形得以充实与提高
,

最后扩展到太平洋沿岸 ; 而且在移民开拓广裹土地与推进边疆线

的进程中
,

铸就了美国人的性格特点
,

形成堪称世界上的另一种文 明

—
‘“

密西西比河文

明
”¼

。

西进运动首先是移民创造西部物质文明的伟大实践 ; 西进运动与第一次产业 革命几

乎同时开展的
。

西进运动创造了美国中部
、

西南部的农业基地
、

畜牧业基地和远西部的矿业

基地 ; 随着荒地的开拓
,

居民点的形成
,

小镇的出现
,

工业的发展
,

城市犹如雨后春笋地在

北美洲土地上拔地而起 ; 交通事业的发展促进了西进
,

西进 又促进了交通事业
,

横贯全 国连

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铁路应运而生
。

文化多元发展的新阶段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今

,

美国式 的多元文化发展到新阶段
,

影响美利坚文化继续发展的因素增多了
,

不仅有原来的欧洲传统
,

而且有美国自身的新文化

传统 ; 同时随着络绎不绝来美国的非欧裔新移民的到来
,

非欧文化传统对它的影响力倍增
:

移民面临的新环境也由以前的
“

荒野
”

变成了工业化的新美国
。

四
、

移民文化的主要特征 : 多元性与同一性的统一

移民群体的多源性决定 了这种文化的多元性
,

多元性 已成为美国社会与文化的本质特征

之一
。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

移民的内部构成发生重大变化
,

来 自拉丁美洲与亚洲的移民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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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成为多数
。

总人数

(见表 1 )卿

表 1 199 9 年美国移民来源表 (美国移民归化局的统计 )

欧洲 { 亚。。 { 美洲 {力
口
勒 、匕海 {

、

, 美。, ; {
:
。美。、

非 洲

(训石
,

5 6 8 9 4
,

37 3 193
,

肠飞 { 3 12
,

3拱 两币万补刃}卿
n % { 6 % 一 6 铸 { 乃%

大洋洲

4
.

299

1印% ! 1 4
.

6 % 一 3 0 % } 4 8 % 0
.

6 %

移民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了美国的人 口构成
。

据最新统 汁
,

美国现有人 口 2
.

8 亿
,

其 中

白人 2
.

1亿
,

约占美国总人 口的 75 %
,

西班牙裔是指那些从古巴
、

墨西哥
、

中南美洲迁移而

来的人及他们的后裔
,

约有 3 5 00 万
,

超过非洲裔美国人成为最大的少数民族
,

占全国人 !:--1

的 12
.

5 %
。

其次是黑人
,

有 34 00 多万人
,

占 12
.

3 %
。

亚裔是
“

第三大少数 民族
” ,

有 1以X:

万
,

占 3
.

6 %
。

印第安人与阿拉斯加原住 民有 25 0 万
,

占美 国总人口 的 0
.

9 %
。

夏威夷土著与

其他太平洋岛民的人 口不到 4 0 万
,

只占 0
.

1 %
。

@值得注意 的是美国战后不同族裔的通婚 比

例呈增高趋势
, “

没有这样一个国家正在产生如此众多的混合血统的人
’‘

公

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
,

不仅地理上的距离 口益缩短而且使全球各个角落息息

相通
, “

现代通讯
—

电台
、

电视
、

电话和印刷媒介
—

不仅是一 度被认 为的同化力量
,

而

且成了人们在外部环境中保持他们 自己特性的工具
。 ”。

‘·

地球村
”

的形成使移民与祖籍国的

距离消失
, “

使 (美国的 ) 少数文化的成员能不管地理上的分离而相互保持联系
,

使移民同

他们祖籍国的文化保持联络
,

因而现在少数族群能更好地抵制同化和动员更多公众支持承认

他们的文化
。 ”勿国际上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成了美国多元文化发展的主要外部条件

。

2 0 世纪 60 一 70 年代民权运动的高涨
,

高等教育领域广大师生要求教育多元化的改革呼

声
,

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兴起
,

美国政府面对现实在继续维护主流文化的同时也从政策与体

制上保护少数族裔受教育与就业的机会
,

修改移民政策等等推动了文化多元化的历史进程
。

美国高等学校始终是领导美 国文化新思潮的发源地
,

文化多元性 表现最为突出
。

90 年

代
,

美国高校首先吹响多元文化主义的号角向主流文化挑战
。

高校社会学科的课程改革彰现

了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的发展趋势 ; 同时为了适应美国多元社会与全球化的需要美国教育 的培

养目标与教育手段也作了改革
,

加强了多元文化素养的培养
,

教
一

育成为帮助学生了解与适应

多元社会的重要途径
。

在批判
、

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过程中
,

社会学利
一

课程的多元文化特色

在 日益增强
,

少数族裔的文化历史传统与优秀思想成果受到重视得到发扬
,

同时西方文明也

重新受到关注
。

美国大学过去曾经为建设美国主流文化作出过贡献
,

现在又 自觉推动美国文

化的多元化进程
。

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六十年代是全美国学生运动策源地之一的著名
“

反叛中心
” ,

九十年代这里又兴起了向主流文化发起挑战的多元文化主义
。

宗教领域多元化根深蒂固
。

从殖民地时代开始美国宗教就呈现多元态势并成为美国文化

多元性的主要历史根源之一
。

多元文化的扩展促使原先的主流宗教影响力出现衰势
。

少数族

裔的宗教包括东方的宗教信仰在美国开始扩张并显现一定规模
。

宗教裂变不仅表现为三大宗

教教徒之间在世界观和社会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的差异
; 而且也在同一信仰内部发生

,

如进步

派逐渐主导了美国天主教
,

主张改革的犹太教进步派也开始控制该教的大局
、、

美国语
一

言的多样性反映了移民文化的多元性
。

据有 关统计
,

19 90 年外 国出生 的美国 人

在家里使用的语言的情况极 为复杂
。

大约 19 50 多万人 口 中
,

使用英语 的仅 4的 多万
,

使用

非英语的 巧oo 多万
:
其中使用德语 53 万 ; 法语 53 万 ; 西班 牙语 7 35 万 ; 葡萄牙 语 28 万 ;

汉语 109 万 ; 日本语 24
.

5 万 ; 意大利语 50 万 ; 斯堪的那维亚语 8()
.

7娜
;
希腊语 18 万 ; 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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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万 ; 菲律宾语 79 万 ; 越南语 43 万 ; 俄语 19 万 ; 波兰语 28
.

6 万 ;
泰国语 17 万 ; 亚美尼亚

语 n
.

5 % 万 ; 乌拉尔语 11 万等等
。

冬即使是现代美 国英语 也因吸收了其他语言
,

而分成
“

美

国人创造的新词
”

、
“

被美国人赋予 了新含义的英语 !「}词
”

、
“
已被英国人淘汰的美国常用词

” 、

“

来自印第安语和其他非英国移民语言的外来词
”

等四大类
。
抓可见美国英 语吸收与

“

融合
”

其他语言之一斑
。

此外新 闻传媒的多语化也是一种新现象
。

思想文化学术界的多元性则因为多源移民带来不同祖籍国的文化而显现为流派林立
,

学

风上的自由争论等
。

如欧洲的奥地利学派迁徙美国后发展了美国的分析哲学
,

史学研究从内

容到方法都呈现多样化趋势
,

少数族裔
、

妇女间题等社会 史著作不断涌现
,

文学上 出现的
“

寻根
”

现象与
“

黑人文学
”

、
“

犹太文学
”

的形成
,

心理学流派不胜枚举等等都是移民文化

所特有的现象
,

世界其他地区绽开的学术之花往往会在美国结果的现象值得研究
。

文化交融

在多元文化的氛围下进行得更为有声有色
,

非西方文化受到从未有过的重视
。

有美国学者主

张面临多元文化主 义的挑战应该捍卫一种世俗性质的
,

能在西方与非西方文化广泛相互 比较

演进中存在的道德观
,

认为非西方文化至少在如下三方面对形成这样的道德观作出贡献
:

“

一是非西方道德观念能有意义地矫正或解释我们西方的道德观念
。

二能帮助我们 认清我们

的重要义务
,

这些 义务源于我们的道德观
,

我们以前没有认识的或己经完全认识 了的
。

三能

帮助我们懂得如何最好地
,

特别是跨文化地去实施我们自己的道德观念
。 ”锣

美国社会的多元族裔结构对美国的政治文化与外交政策的影响也日益彰现
,

美国政界人

物少数族裔的比例不断增高就是明显例证
。

1970 年
,

阿拉 巴马州被选举担任政府公职的黑

人仅占 2 %
,

198 2 年增为 24
.

5 %
。

1986 年
,

非裔美 国人的选票成为 4 名南方民王党参议 员的

关键性投票
,

非裔美 国人担任市长的为数不少
,

包括洛杉矶
、

西雅图
、

明尼波利斯
、

纽海文

等黑人占少数的城市
。

。 今天鲍威尔成 了美 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 国务 卿等
。

外交上出现的
“

多元文化外交政策
” 。

经济领域不仅企业成员的族裔多元化
,

企业的运销随着全球化显示多

元特征
,

而且企业管理也转向调整人际关系
,

营造多元的企业文化方向发展
。

最近美国经济

学家开展
“

多元文化美 国梦
”

( MC A D ) 的多项指数的调查 研究发现 19 8 5 一 19 96 年期间美 国

少数族裔消费者在收人
、

购物
、

教育等方面的增长率是 白人的 2 一 3 倍
。

女口何根据多元文化

的思路发展美国经济逐渐成为商界研究的课题
。

¼

综上所述美国多元文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
,

美国的地名五花八门
,

美国人的姓

名无奇不有
,

美 国人的服装千奇百怪
,

美国人的建筑千姿万态
,

等等
。

诚如美 国学者所言
:

“

我们正在改变的人 口结构
”

是美国社会出现的一个
“

新趋势
”

,
“

从全世界各个角落来的移

民以及曾引以为骄傲的
‘

大熔炉
’

的失宠
,

已经明显地重新塑造了我们
。

那些认同和珍视美

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传统的人明白
,

这一新的文化多样性使我们更加丰富
。 ”

娜有美 国学者认

为
, “

现代社会的文化多元性采取 了许多形式
,

其中有三种是最普遍 的
,

一是虽然他们的成

员都享有一个广泛的共同文化
,

但他们中的一些人或保留着不同信念和相关的特殊生活领域

的不同实践
,

或发展他们 自己相对独特的生活方式
。 ” “

二是社会中一些成员高度批评一些中

心原则或优势文化的价值观
,

寻求按照适 当路线重建这种文化
。 ”

’‘

三是大多数现代社会也包

含了若干 自觉和多少是组织好的
、

以他们的不同信念和实践体系维系和生存的社区
。 ”
议

美国文化的多元发展是一种客观存在
,

一位美国学者在论释他的 卜名 了来自不同的海岸

—
美国种族与族裔解释》时说

, “

来自不同的海岸
”

有两层 含义
,

一是涉及我们美国人的

多元起源

—
我们的根如何能够被追溯到欧洲

、

非洲
、

拉丁美洲
、

业洲和北美洲本身 ; 二是

描绘学者们对种族和族群体验所作的解释和理解的不同的和有争 i义的方式
—

他们是如何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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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海岸提出他们的观点
。

¹ 区分美国多元文化的客观事实与有 关多元文化的各种
“

主

义
”

是必要的
。

多元文化主义即使作为一种理论
,

也有学者 认为它
“

既不能被看作是一种带

有实用主义内容的政治教条
,

也不是作为一种人与世界的哲学
,

而是对人类生活的一种透视

而已
。 ’,

妙多元文化主 义 (
: n uIt i cu Ittl I’a l i sl 。 ) 这个术语于 19 88 年出现在美国主要报纸上

,

19 89

年出现 33 次
,

19 90 年 100 多次
,

此后被广泛使用
,

19 91 年达 6田 余
,

19 92 年 9 00 余
,

19 93

年 12的余
,

19 94 年达到顶峰 巧oo 余次
。

¼它与 20 世纪初年的文化多元论一脉相承
,

强调美

国少数族裔的个性与历史性
,

加强了美 国社会中的这种多元意识
。

从 2() 世纪初曾经 出现的
“

文化多元论
”

到 90 年代
“

多元文化主义
”

的广泛传播
,

表明美国文化的多元特点为越来越

多的美国人所接受
。

当然作为一种理论它并不完备
,

且有明显的局限性
。

沁在美国批评
、

反

对它的大有人在
,

甚至有人将它看成是对美国构成
“

威胁
”

的专事内部破坏的特洛伊马
。
饭

综观美国历史的发展
,

多元化并非以损害美国一致性为前提的
,

作为历史客观进程多元

化与同一性两者是相互渗透
,

互为依存而不可分割的
。

在多元文化发展进程中
,

既有不同种

族与族裔文化的交融
,

也保留有不同质的文化的某些特性
。

因为异质文化之间
,

有其相容性

与非相容性的两个部分存在
,

相容性导致交流
、

吸纳与融合
,

非相容性引起冲撞
、

排斥与抵

拒
。

经过
“

熔炉
”

的融合
,

异质文化的相容部分融合吸收形成美国文化的核心
,

体现了美国的民

族精神和文化特质
。

美国学者对波士顿北端地区的意大利族裔社 区进行考察
,

根据那里的意

大利族群已经被同化而融 入了主流社会
,

但还依然保存着他们的某些多元文化的方 面得出结

论
: “

保持多元文化的某些方面而融 入美国生活经纬之中
,

对于美国移民是十分可能的
。 ”娜

同时
,

美国移民群体的居住有别于其他移民国家
,

加上移民来美国的时间不一
,

也有利于不

同族裔的移民相互接触与交流
,

美国大都市也都呈现多族裔的多元文化结构
,

此外异族联姻在民

族融合中使得移民的第二代
、

第三代分不清自己是哪一族的人
,

混血儿的大量出现使得族裔的划

分变得模糊起来
。

不过尽管近年来美国的多元文化盛行
,

但并没有使美国社会解体
,

没有使他们

的价值观发生根本改变
,

因为多元化在根本精神上符合美国
“

人 人生而平等
”

的价值观
。

移民的多源性与移民文化的共创性还决定了美国文化的杂交性
、

单一种族或民族的移民

无法创造 出多元的杂交文化
,

多族裔移民相互隔绝互不来往同样创造不出杂交文化
。

美国的

移 民不仅多样而且共创他们的新文明
,

因此造就了美国文化的多元杂交性
,

它表现为同质化

与混合化两种形态
,

前者是质的变化
,

形成为美国文化的主流与核心 ; 后者是量的变化
,

构

成美国文化的多种亚文化
。

同质化与混合化两者相互渗透与影响
,

同质化过程中含有混合化

的成分
,

混合化过程中包含同质化的内容
。

说美国是
“

大熔炉
” ,

这是事实
,

但这是部分的

事实 ; 说美国是大拼盘
,

也是事实
,

但也是部分的事实 ; 说美国既是
“

大熔炉
”

又是
“

大拼

盘
”

才是较为全面的看法
。

纽约就是典型的移民城市与移民文化
。

它从印第安人的一 个居民点成为荷兰人的新阿姆

斯特丹
,

再发展到今天美国的世界大都市
,

创造者是 i佳? 来 自不同国家
、

地区有着完全不同

命运的外来移民怀着
“

美国梦
”

在这 片土地上建造起现代摩天大楼建筑群
,

展现了他们如何

从套用欧洲古典式样到创造 美国特色的艺术语言的轨迹
。

20 世纪
,

纽约不仅成 了世 界金融

中
J

心而且成为美国文化的象征
,

纽约百老汇成为戏剧表演的代名词
,

这里的高等学府吸引全

球的萃萃学子前往深造
,

市内的大都会博物馆展现了世界各种悠久文明的优秀成果
,

纽约成

为吸引世界文化精英的当代西方文化艺术中心
。

纽约多元文化的繁荣致使人们难以区分主流

文化与支流文化的界限
,

终于令那些视美国为毫无文化品位的
‘“

暴发户
”

的欧洲人 刮 目相

视
。

但是美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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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美利坚文明经历 了偏于北美洲大西洋沿岸的留有浓重祖籍国印记的初步形成

阶段
,

逐渐从欧洲传统特别是英国传统中
“

独立
”

而出 ; 后经蓬勃的西进开发运动与工业革

命
,

新文明在地域上 由北美洲东部扩展到西部
,

在内容上脱离欧洲文明而独立存在
,

在物质

与精神两方面都创造了美国特色
。

二战以后
,

美 国文明获得了新发展
,

多元化成为它的主要

特征之一
。

美利坚文明经历了一 个
“

合众为一
”

的进程
,

即异质异种在新世界现成一种新质

新种的新文明 ; 然后这种文明在定型以后经过新移民的不断创造发展 又呈现出多元 的特
』

点
,

似乎回到了多元的起点
, “

由一为众
” 。

整个美国文化的形成历程成了
“

合众为众
”

的轨迹
。

五
、

移民文化对美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双重影响

没有移 民就没有美国
,

没有移民文化
,

就没有美国独特的多元文化
。

美国文化的多元性

因它的广泛交流而具有
“

海纳百川
”

的包容性
,

吸收 世界
_

上各种文明创造的优秀成果充实 自

己
。

美 国不仅具有世界上的各种种族
、

民族
、

族裔的民众
,

而且拥有有各种文明的思想文化

成果
,

诚如美国的建筑是展现世界建筑的万 国博物馆一样
,

它的文化是 1吐界文化的万花筒

杂交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形成一种更为优越的新品种
,

凡是善于吸收其他文明的文明曾
、

是较为

先进的
,

有生命力的
。

当一种文明拒绝接受其他文明的时候
,

它就走入了死胡同
。

美国多元

文化在许多领域显示了它的跨文化优越性
。

如
:
美 国人吸收近代欧洲思想家的睿智建立起美

国的思想价值体系
,

涌现了富兰克林
、

杰弗逊等思想家 ; 非裔美国人在体育
、

音乐等领域显

示 了优秀品质
,

创建了美国特色的爵士音乐等 ; 美国政论家潘恩
、

第一任财政部长汉 密尔

顿
、

大企业家卡内基
、

比尔
·

盖茨都是外来移民 ; 二战中受德国法西斯迫害而来到美 国的知

识分子成为美国科学文化界的泰斗……美国有一大批经受多种文化熏陶的学者得以在科学技

术发明方面
,

在学术上能不断创新
,

走在世界潮流的前列
。

但是
“

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在给美国社会注人活力的同时
,

还带来前所未有 的挑战
。 ”¹

首先
,

多元文化给美国社会带来巨大优越性 的同时 也成了产生某种社会疾病的因素
。

因为移

民大潮总难免鱼龙混杂
,

泥沙俱下
,

外来移民既会带来祖籍国的优秀文化遗产
,

也会夹携文

化中之糟粕
,

如早期欧洲移民在给美洲带来现代文明的同时也携来欧洲存在的病毒
、

细菌
、

疾病一样 ; 多源的移民结构势必造成内部族裔间的复杂关系处理不当就会酿成种族事端
,

国

际犯罪团伙也总会利用美国是移民国家这个特点不断进行
“

渗透
” 。

因此美国社会存在的令

人不齿的黑暗面也可从移民文化中找到某些存在的原因
。

如种族歧视意识依然存在
,

来自欧

洲的白人至上主义成了美国种族骚乱的主要根源
,

种族问题一直是美国社会中的难以治愈的

瘤疾
。

美国的一些社会犯罪活动如意大利的黑手党在美国的猖撅
。

美国政府根深蒂固的打
一

张

主义政策也可以追溯到欧洲基督教使命感
,

等等
。

其次
,

值得人们关注的是正在美国发生的所谓
“

文化战争
” 。

由于多元文化的发展
,

不

同族裔的美 国人和持不同观点的人们从自身的文化视角出发
,

利用各种媒体对美国社会中的

种种问题
,

展开激烈争论
,

形成一场所谓的文化论战
。 “ ‘

文化战争
’

反映了许多事情
,

但当

它成为黑人和其他人分裂的时候
,

它们却反映了我们中没有 一个人想要的一个严重现实
,

虽

然所有人都希望看到它的消失
,

但是我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如何去克服它
。 ”  有人更担心美

国多元文化的继续发展将会破坏美国文化的一致性
,

出现
“

巴尔干化
”

、
“

拉丁化
”

最终导致

美国在某一时刻陷人
“

国将不国
” 、 “

主流不流
”

的危险境地
。

近年来有美国学者提出了
“

后

族裔美国
”

的设想
,

批评
“

美国化
”

和
“

文化多元论
”

在相反方向上都犯了错误
,

他们企图

用不是
“

一
”

就是
“

众
”

的片面观点解决美 国历史上的
“

老
”

问题
。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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