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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族主义理念和实践的存在与发展 ,是欧洲民

族问题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要客观认识和把握当

今欧洲民族问题及其发展方向 ,就必须考察和了解

欧洲现代种族主义的发展脉络 ,后者为前者的基本

前提。遗憾的是 ,无论在民族学与人类学界 ,还是在

欧洲学界 ,人们似乎对此均未予以足够的重视。

一般说来 ,种族主义研究通常关注的是由多数

人组成的社会中存在着的种族主义问题 ,而不是广

义的种族主义。国外大多数有关欧洲种族主义的学

术研究 ,或者倾向于关注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对立 ,或

者聚焦于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抗争。这一问题产生

的主要原因在于 ,从事殖民主义研究的学者与反犹

主义研究的学者 ,由于学术传统等多种原因 ,往往会

忽视、甚至否认其学术领地之间的联系 ,认为殖民主

义与反犹主义从本质上说不具有可比性。西方一些

历史学家从广义上对种族主义的这两种表现形式分

别进行了描述 ,他们的认识与上述观点大致相同。

种族主义研究是我国世界民族研究的主要领域之

一。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 ,至今尚未有专门研究

欧洲种族主义的著作问世。

本文所关注的是从 1870年至今 ,种族主义在不

断变化着的欧洲社会中的发展进程。试图从纷繁复

杂的头绪中 ,梳理出欧洲现代种族主义的发展脉络 ,

并追溯其中的原因。希望本文的探讨能够引起人们

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并为大家进一步认识和研究欧

洲种族主义问题、欧洲民族问题以及广义的种族主

义问题 ,提供点滴参考和借鉴。

一、欧洲现代种族主义的特征、表现形式和时间

起点

“欧洲现代种族主义 ”是一个相当大的题目。

受篇幅所限 ,我们难以顾及这个题目自身所涉及和

包含的全部内容。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完成一部包罗

万象的百科全书 ,而是将视角聚焦于问题的发展过

程 ,在有限的范围内为人们提供一个探讨相关问题

的大致轮廓。那么 ,欧洲现代种族主义的实质和特

征是什么 ? 应如何认识何理解 ? 它究竟具有那些表

现形式 ? 始发于何时 ? 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 下文将

对此逐一进行研讨。

(一 )欧洲现代种族主义的特征

现代种族主义的基本特征在于 ,反复强调种族

理论决定一切 ,是理解人类历史和政治制度的关键。

欧洲现代种族主义实践 ,往往依存于一整套由政府

制定和操作的制度与政策。在国家或地方权威机构

任职的种族主义者或具有种族主义意识、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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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的人 ,在控制舆论导向、制定和实施种族主义政

策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欧洲现代种族主义的产生 ,大致经历了从潜在

的文化 (大众 )种族主义 ,发展为有组织的 (国家 )种

族主义两个阶段。最初 ,种族偏见潜伏于一般大众

的文化中。但是 ,这种潜在的文化种族主义为政治

精英提供了鞭策或鼓动民众的资源 (特别是在经济、

社会或政治危机爆发的背景下 )。在国家种族主义

运动“爆发”过程中 ,相关政党和社团等自始至终以

种族偏见和种族陈规作为行动指南。

欧洲现代种族主义者的成分和宣传方式等与之

前明显不同 ,其“工作成效 ”也非往日可比。19世纪

中期以前 ,种族主义宣传家主要是学者 ,他们往往用

学术语言扩大其学术影响 ;种族理论对大多数欧洲

人来说 ,是与阶级界限相关的、难以接近的学说。19

世纪中期以后 ,欧洲种族主义者的成分变得比较复

杂 ,种族主义的核心思想常常被他们转译成大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来宣传 ,“进化的“种族主义通过日益

扩的大商品市场被散布到了人们迄今为止仍难以想

像的范围。

欧洲现代种族主义理论与种族学理论具有本质

的区别。为了研究某种学说、学术思想而保留“种族

歧视 ”、“种族主义 ”这类词汇 ,是有别于“种族主义 ”

行动的。一般说来 ,种族主义者不能等同于种族学

者 ,他们没有能力证明行为与某种“科学 ”论证相符

合 ,而种族学者并非一定是种族主义者。一般说来 ,

在现代欧洲社会 ,要将种族学者的学术论述和种族

主义者的反动演说区别开来并非易事 ,它们往往都

表现为由或多或少系统的思想观点构成的有机体 ,

一种具有“共同意识 ”的大众种族主义。事实上 ,后

者的影响范围和力度常常超过前者。比如“食人

族 ”和“黑鬼 ”等这些在公共场所经常可以听到、见

到的词语 ,很少有学者将之作为科学的逻辑而加以

详尽的阐述 ,但它们却充斥在大众通俗文化中。而

这种“大众种族主义 ”的扩大和加深 ,往往会超过种

族学家在研究著述中所做的复杂的论证。

(二 )欧洲现代种族主义的表现形式

我们关注欧洲种族主义的下述两种表现形式 ,

并非要给人们造成种族主义在欧洲仅此两种表现形

式的错觉。事实上 ,与种族主义在世界其他一些地

区的种种表现一样 ,欧洲种族主义的表现也是多种

多样的 ,我们只是受篇幅所限进行了取舍。

1. 反犹太主义

“典型的欧洲 ’内敌 ’是犹太人 ”,这一观念在欧洲

由来已久 ,至今尚未销声匿迹。在 19世纪中期的种

族分类理论中 ,犹太人被划定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生

物种族。在犹太人获得解放时期 (1782 - 1871年 ) ,

通常被视为宗教和文化集团 ,是可以完全被整和、甚

至同化为欧洲各国主体集团组成部分的群体。从

1850年开始 ,欧洲社会的相关情况发生了一些变

化 ,“非宽容种族主义 ”有所发展 ,不同种族集团之

间的生物差异被进一步构建起来。1860年以后 ,犹

太人被逐步定义为永远有别于欧洲人的种族集团。

基督教传统上将犹太人定义为“杀死上帝的

人 ”,但毕竟还保留了犹太人皈依的可能性。然而 ,

“非宽容的种族主义 ”理论却表明 ,犹太人的种族命

运会一直遗传下去。J·诺德曼在《犹太人与德国

人 》一书中将这种新形式的种族主义定义为“反犹

太主义 ”。认为 ,族内通婚等犹太人共同体的封闭特

性 ,决定了他们必然会成为欧洲社会所无法同化的、

独特的少数种族集团。反犹主义权威理论家 W ·马

尔强调指出 ,“当 ’血液 ’出现差异时 ,宗教歧视无疑会

从中生成。”

2. 反对黑人的种族主义

有关“黑人 ”种族类型的界定说法不一 ,意义也

不明确。在现代欧洲 ,“黑人 ”这一概念的涵义相当

丰富 ,指生物等级和文化等级低下人群 ,包括“尼格

罗人 ”和生活在欧洲社会中的所有其他少数民族 ,犹

太人、吉普赛人、爱尔兰人和车臣人等都被视为“黑

人 ”。

这种种族识别方法显然是为种族殖民主义势力

服务的。它背离了在对非洲的奴隶制、殖民统治及

其与此相关的具体文化标志物进行追溯基础上 ,界

定和识别“黑人 ”标准的科学研究方法。尤为重要

的是 ,它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歧视非洲人或

非裔加勒比人的欧洲殖民种族主义的认识 ,种族主

义的一些特殊表现形式都被排斥在外 ,比如针对一

些非裔少数族裔群体的种族主义 ,包括像发生在 20

世纪法国针对来自马格里布移民的种族主义行为 ,

特别是针对来自阿尔及利亚移民的种族主义暴行犹

为猖獗。

(三 ) 1870年 :欧洲现代种族主义的起点

1870年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 ,“非宽容的种族

主义 ”风潮开始在整个欧洲大陆兴起。同时 ,在以白

人为主体的欧洲社会中 ,黑人与犹太人所受到的歧

视加剧了。英国殖民机构的一名官员曾指出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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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科学和教育的增长势头并未减弱 ,但是对于可

称为种族的人群和有色人种的反感都在日益加深。”

与人们的希望相反 ,来势更为凶猛、分布更为广泛的

种族主义成为现代化和“进步 ”时代的同伴。的确 ,

在人类社会即将进入 20世纪的门槛时 ,欧洲历史上

重又出现了反犹排犹主义的种种征兆 :政治上的反

犹排犹主义在德国、奥地利和中东欧的其他地区散

播开来 ,先前在犹太解放运动中业已取得的成果受

到了践踏和扼杀。欧洲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以理

性、科学和进步为基础的启蒙传统 ,以及建立在平等

和广泛人权基础上的社会与政治秩序呈现出受击和

防御状态。

1870年以后 ,欧洲种族学有关种族界限的理论

观的影响已远远超出学术意义 ,给欧洲社会带来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灾难。所谓“种族 ”却几乎成为人

们剖析人类历史、理解现实社会、乃至人类社会未来

演进趋势的重要理念。社会达尔文主义源自较强种

族与较弱种族间为争夺生存生存权而战的思想观

点 ,蕴藏在种族退化、种族纯洁、军事冲突和帝国征

服等理论当中 ,并逐步被付诸实施 ,欧洲社会乃至整

个人类社会因此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二、欧洲现代种族主义的沿革

下文将集中探讨现代种族主义这两种范式的产

生、建构和发展历程 ,希望能够因此为人们理解欧洲

历史一度呈现种族化特征的原因 ,进一步认识和把

握现代种族主义的现状及其未来演进趋向 ,提供一

个平台。

(一 )欧洲种族主义的早期发展形式 (1750年 -

18世纪末 )

我们认为 , 1870年以前 ,欧洲种族主义的发展

形式 ,大致包括 :

1. 人文主义 (“宽容 ”)种族观的萌生 ( 1750 -

1800年 )

1750年 - 18世纪末是“种族学 ”发展史上的重

要时期。种族学的缔造者们 (林奈、巴芬和布莱门巴

赫等 )通过运用体质人类学的比较方法 ,建立了将人

类划分为不同种族集团的复杂的分类系统 ,将人类

的类属细分为四个种族 :白种 (欧洲 )人、黄种 (亚

洲 )人、黑种 (非洲 )人和红种 (美洲 )人。尤其重要

的是 ,他们提出的“人类起源理论 ”将人类划为动物

世界的一部分 ,打破了人类起源于神灵的经院学说。

诞生于 1750年 - 19世纪末的“人类起源理论 ”

是欧洲种族意识形成的明显标志。与《圣经 》中的

有关传说和人类皆兄弟的启蒙观念相一致的是 ,它

认为人类各种族均源于同一人类集团。与前两者有

所不同的是 ,一些新的内容被增加近来 :人类是具有

白种人特征的同一祖先集团的后代 ,后因各地气候

条件、和生活模式等方面的差异 ,最终形成不同的种

族集团 ;不同的种族集团之间的差别只是种族等级

的不同。

2. 发展中的人文主义 (“宽容 ”)种族观 ( 18世

纪末至 1849年 )

在这一时期里 ,大多数欧洲思想家都在强调人

类共有的特性和本质上的平等权利。启蒙运动、美

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使人文主义价值观得到广泛的

认同。人们普遍认识到 ,不论人们出自怎样的阶级、

宗教、肤色和民族集团 ,所有的人都属于同一种物质

存在 ,享有同样的基本权利。一些从事种族差异问

题研究的学者通过研究认为 ,人类各种族集团的进

步均得益于白人所创造的文明和基督教文化。1794

- 1865年 ,随着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的废除 ,以及

犹太人的解放 (法国于 1789年、比利时于 1830年、

普鲁士于 1850年、奥匈帝国于 1867年、德国于 1871

年 ) ,上述观念得以进一步传播。比如 ,黑人被给予

了一个“较好的归属 ”。布莱门巴赫提出黑人“几乎

可以不必单列为劣等种族 ”。废奴主义者曾经有过

一个很经典的口号。即今天非洲人可以与欧洲人一

样完美。

(二 )欧洲现代种族主义的雏形 :“排斥性 ”种族

主义的发展 (1850 - 1869年 )

1850年 ,一种“排斥性 ”种族主义观开始在欧洲

出现。英国解剖学家罗伯特特 ·诺科斯发表的《人

类的种族 》(1850年 )一书 ,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此

种观念的集中体现。他认为 ,不同种族之间存在着

绝对的生物差异 ,力量强大的高等种族有义务消灭

力量弱小的低等种族。诺科斯虽未使用“有性生殖 ”

这一术语 ,但其理论已与亚当为人类之父的基督教

传说、启蒙时代提出的人类源于无性生殖的学说以

及人类大一统观念截然有别。诺科斯思想理论的问

世 ,标志着现代种族主义的雏形已经形成 ,象征着

19世纪中期以后自由主义危机的加深 ,以及欧洲社

会针对少数族类群体的非宽容的、内在的优胜者意

识的滋长。“种族学 ”随之成为揭示各种社会现象

的主要认识论工具。

(三 )欧洲现代种族主义范式的形成与发展

(1870年以来 )

78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850年后 ,随着侵略性民族主义的出现 ,直接

威胁欧洲的非安全力量的发展 ,现代种族主义开始

将视点转向欧洲内部存在的不同种族。1750 - 1849

年 ,人文主义种族观在欧洲种族学中占主导。在这

个理论体系下 ,所有的欧洲人都被看成是同源的。

但是 ,现代种族主义坚持认为 ,应将欧洲人划分为不

同的种族集团 ,他们之间的差异如同彼此有别的红

种印第安人、霍屯督人和其他“未开化的人 ”之间的

差别。尤为重要的是 ,体质人类学的这种变化直接

表现为两种形式完全不同形式的种族主义的诞生 :

一是针对欧洲社会以外的“其他人 ”的殖民种族主

义 (反对黑人的种族主义 ) ;二是以生活在欧洲的

“外国人 ”(特别是犹太人 )集团为靶子的、形式更加

偏痴的种族主义。

三、欧洲现代种族主义的发展契机

1870年以后 ,欧洲种族主义将矛头直指黑人和

犹太人。如将此种具有排斥性特征的现代种族主义

的出现 ,仅仅理解为欧洲人改变种族观念或改革种

族学研究的结果是远远不够的。这是需要在一个更

加广泛的变迁中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中来

加以探讨的问题。现代种族主义为什么会产生于

1870年后 ? 我们认为其中的契机包括如下内容 :

(一 )资本主义经济的空前发展

1870年后 ,“资本时代 ( 1848 - 1875年 ) ”已有

的社会秩序已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坍塌所冲击 ,工业

化的迅猛发展给欧洲社会带来了难以预料的各种变

化 ,如可穿越大陆的蒸汽动力机车的出现和工厂的

发展等等。大型的中心城市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

1850 - 1900年 ,伦敦人口从 230万增至 640万 ,巴黎

人口由 130万增至 330万 ,柏林人口从 44. 6万增至

240万。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虽赢得了空前胜利 ,但

欧洲社会的非安全因素的也以超常速度聚积起来。

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开始纷纷投身社会主义或无政府

主义运动 ,资产阶级因此感到了来自社会下层的威

胁。同时 ,他们在先前资本竞争中建立起的自信心 ,

受到 1873年的“证券交易事件 ”,强烈反犹理念和实

践所激发出的反作用 ,以及发生在 19世纪 90年代

的“大萧条 ”的沉重打击。一些集团和组织的成员

在受到由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后 ,转而用一种

保守或反动的方式去求得生活的稳定和内心的自

慰。事实证明。这些人比较容易接受种族主义言

行 ,特别是将犹太人视为“内部 ”敌人和“攻击对象 ”

的反犹太主义的理念与实践。

(二 )悲观主义情绪的出现

1870年以后 ,一种强有力的保守的、“反自由主

义 ”政治开始在全欧范围内出现。无法掌控的资本

主义已使欧洲人渐生恐惧。从柏林到莫斯科 ,反对

“曼彻斯特自由贸易观 ”被人们视为当务之急。保

守的土地所有者和社会上层人士 ,不甘心旧的等级

制度的崩溃和传统农业社会的远离 ,“维多利亚 ”晚

期的成就被认为是一个充满浓重的悲观主义的时

代。部分欧洲人在追悔贵族政治制度衰落的同时 ,

也开始以“种族学 ”词汇诠释其“怀旧 ”心态 ,认为欧

洲文明与种族“退化危机 ”即将到来。其具体表现 :

对低等种族表现出“巨大恐惧 ”;种族优生学、生物

学理论的意义被极度夸大 ,有关种族潜能和民族力

量的著说纷纷问世 ;为消除种族混血或污染 ,一系列

关于种族隔离、排斥和灭绝的计划被构想出来 ;等

等。

(三 )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思想与实践开始出现

与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的缔合 ,是欧洲现代种族

主义的显著特性之一。从 15世纪晚期起 ,欧洲诸王

国在向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 ,试图通过消灭少数

人的语言 ,强迫其接受本国的官僚集权制度和同质

的 (因遗传而建构的 )“归属空间 ”。最早将原始种

族主义理念应用于所谓“民族化 ”过程的是西班牙

人。1449 - 1834年 ,血统纯洁程度一直由西班牙宗

教法庭裁定。

19世纪中期以后 ,现代种族主义成为侵略性民

族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在欧洲 ,民族的疆界被以

一种更加绝对的方式加以管辖 ,犹太人、爱尔兰人和

黑人等被视为“外国人 ”、“其他人 ”、“不可能被同化

或弃暗投明的人 ”。从 19世纪 80年代开始 ,西方国

家的国际移民政策开始由“自由开放 ”原则转向“有

限迁移 ”原则 ,欧洲众多民族由 1870年以前争取独

立自由阶段转向列强争霸阶段。

随着上述各种对抗性的加深 ,欧洲“种族学 ”由

一种“偏见 ”{以一元化的概念界定欧洲白人 }转变

为一种“内部专用科学 ”(将欧洲人的种族类型细

化 )。一些偏激的民族主义者开始用种族主义和社

会达尔文主义语言来阐释欧洲社会逐步升级的国际

紧张关系。他们以“保持种族纯洁性 ”作诱饵来激

发人们的“民族内聚力 ”,并以此作为民族国家应对

国际冲突的长备力量 ;而在政治上开展反犹主义运

动 ,正是他们为受其蛊惑的大众提供的行动指南。

(四 ) “新帝国主义 ”和殖民主义侵略行径的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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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

1870年以后 ,随着侵略性民族主义巨浪的到

来 ,欧洲“新帝国主义 ”和殖民主义的侵略行径迅速

膨胀起来 ,西欧强国无一例外地受到殖民主义和种

族主义宣传的影响。1880 - 1912年 ,列强以惊人的

速度完成了瓜分非洲大陆的行动 ,黑人“顺理成章 ”

地成为当时欧洲大众媒体和种族主义者所关注的对

象。侵略性民族主义理念与实践的迅速传播 ,推动

了“新帝国主义 ”与殖民主义侵略行径的施展 ,追求

民族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努力因此受到激励。法国一

家报纸曾报道了当时欧洲人的心态 : 1871年普鲁士

动荡给欧洲带来的危机 ,“我们必须从其他地方寻得

补偿。”

1870年以后 ,列强在从南非到印度尼西亚和阿

尔及利亚所开展的殖民实践表明 :欧洲种族主义已

从较宽容的表现形式发展为具有强烈压迫性的统治

形式。欧洲人原有的“种族优越意识 ”为针对非洲

殖民地的、制度化的种族主义所取代 ,列强的殖民地

实际充当了“新帝国主义 ”和殖民主义制度的测试

基地。在“新帝国主义 ”时代 ( 1875 - 1914年 )和大

战期间 ,欧洲列强在非洲开展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种

族实践活动 ,比如 ,比利时在刚果犯下的暴行 ,德国

在西南非洲建立的灭绝人性的集中营 ,意大利在埃

塞俄比亚发动的种族灭绝战役。

(五 )种族主义思想理论的传播

19世纪晚期 ,欧洲初等学教育的普及程度和大

众传媒工具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1870 - 1900年 ,

成人文盲率开始大幅降低 (奥地利由 50%降至

23% ,法国由 31%降至 17% ,比利时由 31%降至

19% ,意大利由 69%降至 48% ,西班牙由 72%降至

56% ,俄罗斯和波兰由 81%降至 74% )。识字人数

的增加 ,扩大了媒体 (尤其是文字媒体 )的读者群 ,

随即也推动了出版、发行等行业的发展。到 1914年

前 ,现代化的印刷机可以在 12小时内印制 5, 000份

12页的报纸。轮转印刷、机械化打字和图像复制等

技术的进步 ,为大众传媒业的迅速发展打开了道路。

一些群众性读物的发行量随之大幅度提升 , 1898 -

1901年 ,“每日邮报 ”发行量由 40万分增至 100万

份 ,“巴黎时报 ”由 69万分增至 150万份。上述形

势的出现 ,极大地扩充了种族主义思想理论的传播

渠道。随着印刷和摄影等技术的进步 ,人们常常可

以看到种族主义者心目中的劣等种族形象 ,比如野

蛮人、食人族和长鹰钩鼻的犹太人等。学校的教材、

连环画册和教会的传单等 ,也都成为宣传白人创造

的维多利亚文明使命的工具 ,白人在其中总是被看

作进步力量的代表和启蒙者的化身。同时 ,随着火

车和汽车等交通工具的日渐便捷 ,种族主义思想理

论的传播范围与速度得到大幅扩大和提高。在

1882年、1883年分别举行的第一届和第二届国际反

犹太人大会上 ,参会国由三国 (德国、奥地利和匈牙

利 )增至六国 (奥地利、匈牙利、俄罗斯、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和德国 )。

四、结语

“种族 ”是否具有本体 ? 如何将人类划分为不

同的“种群 ”? 迄今为止 ,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凿的回

答。我们所要阐释的是对这种意义上的种族主义的

历史构建。

种族主义始终处于动态之中 ,体现为根植于某

种特定历史关系中的一系列观念和实践 ,以及不断

更新的政治、文化或语言的表达方式。种族主义的

根基被深深地夯入欧洲社会结构中 ,并随欧洲社会

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人们为什么至今仍然未能

给“种族主义 ”做出一个客观的、简洁的、宽泛的、令

人们广为接受的定义的重要原因。

欧洲现代种族主义的产生 ,是欧洲资本主义发

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是欧洲列强殖民主义实践的直

接产物 ,是欧洲基督教传统陋识和早期“种族 ”意识

的历史延伸。而它以 1870年为起点这一事实表象

背后 ,的确隐藏着若干契机。

种族主义思想意识与公众行为的互相渗透程序

问题 ,在欧洲种族主义发展史和种族主义社会学中 ,

至今仍然还是一个核心的、未完全解决的问题。通

常说来 ,政府行为对发动或遏制种族主义运动或潮

流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大众种族主义运

动或潮流发展为既成事实 ,它很可能会拥有自己的

意志和自治力。

我们希望人们透过欧洲现代种族主义两种范式

的产生和发展历程 ,可以比较客观地认识和把握欧

洲现代种族主义的现实状态与未来走向。因此 ,没

有尝试对过去已经做出界定的各“种族 ”集团给予

同等的关注。问题在于 ,作为广义分类的子群 ,不同

的种族类型一定还要分享某些共性的东西 ,否则此

种识别便不能成立。希望我们对欧洲当代种族主义

居于主导地位的两种表现形式的探讨 ,可以补偿我

们不得不舍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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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 istor ica l Perspective about Eurpean M odern Rac ism
L iu Ho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Ethnic lines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ethnic group. A study of ethinic lines is the indispensible con2
tent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The exis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acism concep t and p ractic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anifestations of European ethnic m inority issue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essence, the

nanifestation, the development and its turning point of European modern racism, which p rovide reference for peop le

to learn and grasp the actual state and future tendency of European modern racism obj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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