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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美国种族歧视的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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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是一个自我标榜的民主和自由的国家, 但是这种民主和自由是充满了悖论的。美国一直存在着种族歧视

现象。美国的白人观、黑奴制、黑人意识等三个因素互相影响, 使美国的种族矛盾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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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 美国一直标榜自己是最民主、最自

由、最理想的社会, 殊不知其本身也是社会问题丛

生。种族歧视便是其根深蒂固的社会痼疾之一。2000

年 9 月 21 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报告承认, 尽管消除

种族歧视的法律已经颁布了几十年, 但是种族歧视

依然困扰着美国社会。报告声称:“虽然大多数白人

不认为今天的美国有太多的种族歧视问题, 但大多

数少数民族在现实生活中的感觉却正好相反。”[1 ]90

年代美国依然出现了一系列的种族歧视的事件, 诸

如 1991 年洛杉矶警察殴打黑人罗尼·金, 1999 年

黑人移民迪亚洛在纽约被 4 名白人警察连击几十枪

而当场毙命, 得克萨斯州一位名叫詹姆斯·伯德的

黑人被绑在汽车上活活拖死, 以及许多犹太人、穆斯

林和黑人宗教场所被烧毁等, 充分显示了这一问题

的严重性。报告还注意到, 在美国被关押在监狱里的

黑人和被判死刑的黑人比例明显高于白人。在各州

的监狱中, 大约 47% 的囚犯为黑人, 16% 的囚犯为

拉美裔美国人。在 1977 年至 1998 年期间, 黑人仅占

美国全国人口的 10% 至 12% , 但在 5709 名被判死

刑的人当中, 有 41% 是黑人。为什么种族歧视在美

国依然存在。本文试图做简单的分析。

1　美国的白人观

美国的白人意识由来已久, 它并不是在接触黑

人后才产生的, 而是英国文化中早已沉淀下来的自

我认同心理。对于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人来说, 白

色具有一种特殊的文化上的含义, 它成为人们特别

是女性美丽的代表物。有诗这样赞美女王:“她的脸

颊, 她的下颚, 她的勃颈, 她的鼻子, 这就是百合, 这

就是玫瑰; 她的双手之白, 洁如鲸骨, 她的指尖, 闪烁

着淡紫; 她的胸脯, 光滑如巴黎凝脂, 托起两峰雪花

石膏。”[2 ]由此可见, 白色被赋予了积极的意义, 代表

纯洁、美丽和真诚, 与良好、善良、美德、智慧、勇气等

相联系, 与基督、天使相联系。与此完全相对的黑色,

它是堕落和邪恶的象征, 具有各种嫌忌性的含义。

当黑人在白人的视野里出现时, 又从一定程度

上强化了白人意识。换言之, 当两种异质文化接触并

发生碰撞之时, 居于主导性的文化, 必然以自身的尺

度衡量处于劣势的文化。布鲁顿·贝里指出, 如果

“我们认识到这种事实, 即冲突也涉及那些微妙的、

受抑止的互相作用形式, 在此之中, 一方寻求消弱另

一方的地位, 而不是将其完全从冲突中消除出去, 那

么, 当不同的人们遭遇时, 冲突必然会发生, 大概这

是真实的。”[3 ]当英格兰人最初接触到非洲大陆西海

岸的黑人之时, 便立刻意识到他们之间存在着人种

和文化上的强烈反差, 并产生某种抵触情绪, 其中,

最明显的莫过于人种上的迥异以及非洲文化的“野

蛮”状态。关于非洲人多神崇拜、生活原始, 溺婴、多

婚、同类相食、杀人献祭、穿肢化妆术、人猿乱伦的大

量报道和传说, 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猎奇心理, 也是

英格兰人内心不断进行自我思索的一种方式。这种

状态, 被说成是对基督教文明生活的否定, 这是英格

兰人绝然不愿与之为伍的动物性状态, 一种能腐蚀

掉自我的恶劣环境。他们懂得, 保持自我文明和纯洁

的代价是不能失掉对异质浸入的永恒警戒。与此同

时, 非洲的“野蛮”也是英格兰人自圆其说、自我解脱

的一种反映。对于“野蛮人”来说, 文明的到来是要付

出代价的, 即要由“文明的”英格兰人来统治他们; 英

格兰人一手拿着镣铐, 一手拿着《圣经》, 招呼这些

“野蛮人”: 非洲人, 不要拒绝我们, 我们给你们带来

了福音。对于“荒野”和“野蛮”的强调, 是一个自命不

凡的岛国民族在追逐自我利益, 不得不接触异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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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时, 不甘忘掉自我和上帝诫命, 并力图为自身行

为辩护的一种心态。在自我认同的标尺下, 殖民地的

英格兰人将自己置于中心。以肤色、宗教或民族性为

标准, 将其他族裔按照同心圆的方式依次往外排列。

简而言之, 半人半兽的黑人形象, 实际是白人审视自

己, 为自身行为辩护, 强调保存自身“文明方式”的一

种反映。黑人的存在激发了白人的种族观念。

2　黑奴制的遗产

美国长期存在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 还与美国

长时间存在奴隶制有很大的关系。奴隶制度曾作为

一个合法体制存在下来, 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其影

响力不可能会随着制度的清除而消失。奴役已经成

为一种下意识的活动。美国黑人所面临着白人从理

智上和自觉意识上对他们实施压迫的决心, 而且还

面临着“基本上已经化为下意识习惯和非理性冲动

的旷日持久的变态心理。”[4 ]

奴隶制作为一个合法的体制存在, 它对黑人的

压迫和奴役是不言而喻的。对于美国黑奴制的产生,

温斯罗普·乔丹认为, 奴隶制进入弗吉尼亚的未经

考虑的决定。黑奴制在美国存在究竟是偶然的还是

有意为之的, 由于篇幅有限, 在这里不作论述。但是,

黑奴制对黑人的奴役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体制下,

黑人连最起码的做人的权利都没有, 更谈不上什么

自由了。黑人作为一种财产, 经常是被变卖。“小农

场的奴隶要比大种植园的奴隶变动频繁。小农场主

死去, 都会把奴隶留给他的妻子和子女。他们经常用

奴隶来抵债, 或是以卖奴来获取资本。要是一个奴隶

主到死还没有偿清债务, 他的奴隶必须被出卖。”[5 ]

在这种经常的变动下, 黑人时刻会遭受妻离子散分

离的痛苦。以至于早期黑人的家庭很不稳定。黑人

所受到的惩罚也是很残忍的。鞭打是家常便饭, 割

耳、断肢等酷刑也是屡见不鲜。黑人女奴所受到的压

迫更是惨重, 她们不仅受到种族压迫, 还受到性别压

迫, 经常受到种植园主的性侵犯。

奴隶制废除, 作为一个合法的奴役黑人体制被

清除了, 但是其奴役思想并没有随之而消失。在某些

特定时期, 可能会激化, 变成社会痼疾。在重建时期,

自由民在名义上还受到联邦保护的情况下, 他们的

许多正当的活动和要求, 包括行使选举权, 都被南方

的权贵和反动势力说成是“阴谋”和“叛乱”。一批白

人种族主义者, 特别是三 K 党人不惜采用极其残酷

的手段杀害那些敢于要求实现合法权利的自由民和

普通的无辜的黑人。据约翰逊估计, 重建时期被杀黑

人也许有 5000 人。重建后, 南部的自由民仍被非法

剥夺了选举权,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上半

期。在 1920 年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通过以前, 大量

的黑人妇女及其组织支持妇女选举权, 但当修正案

通过想马上实施时, 却面临着种族歧视。“黑人妇女

想要获得选举权, 必须要交 300 美元的税, 还要通过

考试, 之后她们被要求从头到尾的解读联邦宪法。但

是白人妇女则不需要这样做。”[6 ]由此可见, 第十九

条修正案使妇女获得的选举权, 仅仅是白人妇女的

选举权, 黑人妇女是被排除在外的。种族歧视和种族

隔离, 以法律的形式被废除, 但是事实上的不平等却

是依然存在。如教育和就业住房等方面, 都存在严重

的不平等。“1966 年美国中学完成情况为: 白人男子

是 12. 0% , 白人女子是 12. 2% , 黑人男子是 9. 4% ,

黑人女子是 10. 1% ; 四年制大学的完成情况为: 白

人男子 7. 3% , 白人女子是 5. 4% , 黑人男子是 2.

2% , 黑人女子是 2. 3% ”[7 ]。1969 年失业率也是存在

着严重的种族不平衡:“白人男子的失业率是 1.

9% , 黑人男子是 3. 7% , 白人女子是 3. 4% , 黑人女

子是 6. 0% ”[7 ]。F lo rence R ice 也曾讲, 当经济低迷

时, 员工被解雇, 少数民族员工是第一个被解雇的;

经济回升时, 他们又是最后一个被通知上班的。

3　黑人民族意识的崛起

黑人作为唯一的非自愿、强制移居美国的种族,

他们的反抗斗争是由来已久的。早期的斗争形式比

较简单, 装病、怠工、抛弃工作、损坏工具和设施、自

残肢体、纵火、放毒、暴动、逃跑、偷窃等等都是经常

采用的方法。后来, 黑人斗争上升到一定的规模, 发

展为一定的有组织、有领导的运动。但是无论简单的

斗争还是大规模的运动, 像 19 世纪末布克·华盛顿

领导的塔斯克基运动, 还有 20 世纪 60 年代的黑人

民权运动等, 都是黑人想竭力融入白人主流社会的

尝试。他们斗争的矛头并不是向推翻整个现存的制

度, 而是在现存的制度下争取黑人的合法的权利。也

就是说, 黑人想争取和白人平起平坐的权利。在重建

时期, 他们试图通过种种办法享受过去只有白人能

够享受的种种待遇, 如在人行道上不再给白人让路,

穿白人式的绅士衣服, 或者是牵着狗在街上散步, 或

者是去白人聚集的餐馆用餐⋯⋯就是黑人女性的着

装和审美标准也是以白人为参照物的。但是他们的

主动融入是遭到白人抵制的, 法律上和现实生活中

都有不成文的歧视黑人的政策, 如《杰姆·克劳法》

以及对黑人施行私刑等等, 都给黑人融入白人社会

筑起一堵厚厚的墙。

现实社会中, 黑人所受的待遇不容乐观, 寻找融

入白人主流社会已经无路可走, 只有另辟蹊径, 才能

找到黑人的自由, 因此黑人中产生了分裂主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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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南方的法律上的隔离基本结

束。但是寻求平等的道路却是来日方长。布朗案第

一次给黑人表面的平等的公民权。“但是到 1963 年

为止, 取消种族隔离的进程是很糟糕的。在南方仅仅

有 1% 黑人孩子进入白人班级上课。学校的种族融

合多是在城镇和黑人人口少于 1ö5 的中小城市。融

合的学校吸收黑人中产阶级的子弟要比工人阶级的

要多。”[8 ]但是在“远南部”(deep south) 却很少有学

校种族融合。北方黑人对南方的黑人的斗争深有体

会。虽然民权运动破坏了法律上的隔离和歧视, 但

是, 它对在工作、住房教育机会和法律的执行上的超

法律的歧视影响很小。在北方, 事实上的住房的种族

隔离导致了学校和公共设施的隔离。在这个时候, 种

族和谐的梦想走向边缘。盖丽思在 Pushed Back to

Strength 中也是讲以前是模仿白人, 试图融入他们

的社会, 但是现实中的歧视, 却一步一步把他们推向

反叛, 以致分离的地步。1964 组建的密西西比自由

民主党中的一些领导人由种族融合而变成了黑人分

裂主义者。1942 年组建旨在种族融合的争取种族平

等大会 (COR E ) , 在弗洛伊德·麦金斯科 ( F loyd

M ck issick)和罗伊·英尼斯 (Roy Inn is)领导时期, 采

用了“仅仅黑人”成员政策。全国学生统一行动委员

会 (SN CC) 当初旨在为种族隔离斗争要建立一个种

族融合的社会, 在 H ·雷珀·布朗 (H. R apB row n)

的领导下, 它也要求黑人权力。同时黑人国家主义也

出现了, 如新非洲共和国。黑人中也出现了激进组

织, 如黑色穆斯林以及黑豹党等。这些组织在追求黑

人的权利时, 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但是其中一些过激

行为也使白人心怀疑虑。在这种情形下, 使种族关系

更加的恶化。

以上三个因素互相促进、互相影响, 以至于种族

问题、种族矛盾成为美国的主要社会问题, 一时难以

解决。当然, 在当今美国, 黑人的地位确实得到了大

大的改善, 他们在参政和教育经济状况等方面比以

前都有所进步。异族的通婚已越来越被接受。不同

种族的小孩以及他们的父母亲, 也在学习与其它种

族一起游戏和工作。然而, 歧视现象依然存在。美国

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主席朱利安·邦德认为, 现

在非洲裔美国人和其它少数民族在许多方面的境况

要好于 1963 年, 但他强调:“白人与黑人之间仍然存

在着巨大差别, 无论是在教育、收入还是在寿命方

面。”哈佛大学法学院黑人教授查尔斯·奥格莱特里

说:“从一些象征性的现象来看, 每天, 你都可以看到

(在种族问题上的) 进步, 但当你看看《财富》杂志上

的 500 家大公司, 当你看看财富的积累情况, 当你看

看权力分配情况, 你会发现非洲裔美国人顶多算得

上二流的水平。”当前, 种族主义言行在美国是被禁

止的。然而, 许多有识之士指出, 在现实生活中, 一些

顽固不化的种族主义分子的活动变得更加隐蔽, 他

们也许不再有明显的标志, 而是千方百计地寻找法

律的漏洞或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歧视其他种族。看来,

要消除种族歧视现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是长期

而艰巨的任务, 需要各方面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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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 ig in of Amer ican Rac ia l D iscr im ination
ZHAN G X iao2yun

(H isto ry D epartm en t East Ch ina N orm al U 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Am erica boasts freedom and democray. How ever, freedom and democracy are paradox ical. T here has

been full of racial discrim ination in Am erica. T h ree facto rs , such as concepetions of Am erican w h ite , slavery

and black consciousness, are m utual2influence so that racial conflicts are comp lex in Am erica.

Key words: Am erica ; racial discrim ination ; the w h ite ; the black ; o 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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