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20世纪初美国政府夜校移民同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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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初大规模外来移民的到来，对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造成了强大

冲击；同时，排外主义者对移民与当时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煽动与渲染，

也引起了美国身份认同危机，从而促成美国政府通过多种途径来同化移民。美国政府试图通

过夜校等培训班的形式，斩断移民与母国的文化联系，促使他们融入美国主流文化当中，但由

于缺乏对移民的尊重，对移民与母国的文化关系也缺乏理解，使得美国政府移民同化教育的

效果有限。欧陆一战导致美国族裔群体的疏离与纷争，正是这一教育失败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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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美问题研究

20世纪初的欧洲战争阴云弥漫，两大帝国集

团剑拔弩张。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

洲大陆燃起战火。尽管在一战爆发后的两年多

时间里，美国一直隔岸观火、保持中立，但在其国

内却蕴含着深深的分裂危机：不同的族裔群体对

战争的态度迥然有异，甚至截然相反。大洋彼岸

的战争及其所导致的危机，促使美国主流社会反

思他们所生活的国度，并为实现国家认同的“同

一性”而努力，美国政府对外来移民（以下统称

“移民”）同化教育是其内容之一。但这种教育并

没有成功地将移民同化入美国主流社会。一战

导致的美国内部纷争，并非源于美国国家利益的

分裂，而是基于移民对母国的情愫。究竟是什么

原因促成了美国政府的移民同化教育？哪些因

素导致“夜校”移民同化教育的失败？这反映了

美国主流价值和移民文化的哪些特征？对于这

些问题的探讨，虽尚无专论问世，但在美国学者

的个别著作中亦有提及①。笔者拟通过对当时美

国报刊相关报道的分析，从文化史、观念史的视

角，尝试对上述问题提出一孔之见。

① 如 June Granatir Alexander，Daily Life in Immigrant America，1870—1920，Chicago：Ivan R. Dee, 2007等。如需了
解这一问题，可参见梁茂信：《略论美国政府解决城市社会问题的效用有限性》，《美国研究》2002年第4期。本文旨在分
析美国政府移民同化教育中夜校教育的实施及其效用，而非探讨美国政治体制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低效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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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移民潮与美国身份认同危机

美国内战结束后，欧洲人民重新向美国移

民，且规模越来越大。其人数从 19世纪 70年代

的 274.2 万，增加到 20 世纪最初 10 年的 820.2

万。一战的爆发，使得美国从欧洲而至的移民自

历史的最高峰急剧下滑，近于终止。1915年至

1919年间，从欧洲到达美国的移民只有 53.2万，

仅相当于此前 1910年至 1914年 452.4万移民的

1/9强。20世纪初大规模东南欧移民的到来，使

美国海外出生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而今，我们

已无法确切地知道一战前美国的外国出生人口，

但通过对美国19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仍可

以管窥一战前美国移民状况之一斑。

1910年美国人口普查统计的外国出生人口

达到1350万人，其中超过87%的人来自欧洲①，而

成功同化为美国公民的成年男性却不足一半，还

有超过230万的成年男性对同化为美国公民没有

兴趣。调查还显示，在 21岁以上的移民中，有超

过 1/5的人对英语近乎一无所知。更多的移民，

对英语也仅是知之寥寥。随着移民的持续涌来，

不通英语者的数量也在增加。自 1911年夏到

1914年欧陆一战的爆发，又有超过 320万的移民

来到美国，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欧洲。尽管这期间

也有不少移民返回欧洲，但美国的外国出生人口

仍增加到了 1370万。总之，到 1917年美国参加

一战前夕，国内存在相当数量不通英语的移民，

更有规模不小的移民自认为其不是美国人。这

不能不使美国主流社会担心美国国家认同的“同

一性”问题，从而导致美国身份认同的危机。

这种“身份认同危机”也与当时美国政治、经

济发展阶段相关。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美国，

社会“双转型”如火如荼。所谓“双转型”是指由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

会转化，二者相成而生、彼此促进。从历史发展的

经验看，急剧变革中的社会往往伴随着诸多社会

问题，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冲突也时有发生［1］（P17）。

而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大规模东南欧移民的到

来，给美国的排外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当局等都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转移社会问题的矛头。诚如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罗杰·丹尼尔斯（Roger Dan⁃

iels）所指出的，当时整个美国社会掀起一股“排

斥所有移民”的高潮［2］（P265）。排外主义者还宣扬，

美国社会失业率的上升，工资的低下，贫民窟的膨

胀，犯罪的猖獗等，皆是移民所导致的［3］（P88-89）。在当

时的美国文学界，甚至还出现了一种专门讨论新移

民对社会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的文体［4］（P446）。可

见对移民的排斥的话语逻辑，已经影响到美国社

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逐渐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

大量的东南欧移民的涌入，确实在短期内从

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美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他们

为了糊口养家，不得不鲜有选择地从事各种脏乱

差和低工资工作［5］（P76-77），也曾在美国工人罢工之

时被资本家招入工厂，对工人工资提高缓慢、压

缩工时困难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起了负面影

响。各种工会组织为了削弱来自移民的竞争而

敦促政府限制移民。美国钢铁协会就声称，“要

解决劳工问题，必须首先解决移民问题”［3］（P51）。

当时的美国社会，对移民的排斥通常与种族挂

钩。排外主义者通过对“种族”带有意识形态色

彩的定义，将东南欧移民描述为非我族类的“他

者”。这种种族歧视甚至已经上升到生物学与基

因学层面。［3］（P51）这无疑加剧了本土美国人的“身

份认同危机”与对移民的排斥心理。排外主义者

将当时美国所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矛盾的责任

归因于大规模从东南欧来的移民，并尽力贬低

之，从而掀起了一股排外主义的狂潮。

这种排外主义狂潮的出现，与转型时期美国

现代传媒的崛起也是分不开的。美国现代传媒

之父、报业大亨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

就是典型的代表。作为匈牙利裔移民的普利策，

既是传媒界的天才，同时他也在宣扬排外主义中

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为了迎合大众口味，扩

大发行量，煽情的“噱头和特写”也成了他屡试不

爽的手段［6］（P293，303），而移民与美国社会问题的关联

自然也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排外主义者掀

起的移民排斥狂澜，大大加深了土生美国人的身

份认同危机。美国社会中同化与禁止移民的呼

① U. S . Department of Commerce. Thirteen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taken in the Year 1910，Volume I，Population，
1910，Gerneral Report and Analysis，Washington D. 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3.文中数据皆为笔者根据所引文献
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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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日益高涨。

此外，移民的生活方式也是导致美国主流社

会产生疏离感的重要原因之一。以美国城市为

目的地的移民，往往局限于其族裔所集中生活的

社区，面对的是相似的面孔，操持相通的语言，有

着相近的价值观念、相同的信仰和习俗，对母国

也有着类似的情愫［7］（P189）。这种城市中形成的族

裔“隔都”（Ghetto），与其说是移民传统文化与美

国文化交融的桥头堡，毋宁说是移民母国文化的

庇护所。众多移民将“隔都”生活视为母国文化

与美国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最终达到适应美国

文化与社会的目的。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移民

对适应美国主流社会缺乏热情，更不认为学习英

语是在美国生活所必需。在土生美国人看来，这

些没有同化为美国公民的移民，对美国缺乏足够

的忠诚。移民的这种“隔都”式的生活方式，为美

国政府实施移民同化教育起了促进的功用。也

正是美国主流社会对移民“忠诚”的担忧，使得美

国社会对移民越来越“不宽容”，将移民转化为

“标准”美国人的行动也提上政府工作日程，作为

政府同化移民的夜校教育，逐渐在部分州的主要

城市展开。

二、夜校：作为一种政府行为的移民

同化教育

移民同化教育的实行与美国的立国理念并

不相符。建国之父华盛顿试图将美国建成上帝

的“山巅之城”、崇尚包容的“自由”庇护所。从理

念层面看，一战前美国政府并没有对移民实行强

制同化。但由于持续大规模移民的到来，促使

1906年《移民归化法》的通过。该法不但成立“移

民归化局”，同时也严格了移民归化程序［7］（P244）。该

法要求移民在同化为美国公民时，必须会说英

语，了解美国历史与政治体制的基本问题。这在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令形式将美国公民身份

与了解美国历史及英语语言使用结合起来。从

移民的角度看，该法无疑增加了他们成为美国公

民的难度。这意味着，日工作普遍超过十小时的

移民，要想成为美国公民，就需要花大量时间学

习英语，了解美国历史等。美国移民同化的进程

对男性移民的影响更大。法律规定，如女性移民

的丈夫成为美国公民，她本人也就自然成为美国

公民。与此同时，也有上百万的移民对成为美国

公民缺乏兴趣。这引起土生美国人的担忧。

土生美国人试图通过教育来大规模同化移

民。20世纪 90年代，宣扬美国立国精神的爱国

组织美国“革命之女”率先展开了针对移民的“爱

国”教育计划，其最初目的是在移民中树立“美国

原则”，同时鼓励他们成为美国公民。与“革命之

女”组织性质相似的美国“革命之子”也在20世纪

的最初几年展开了行动，其活动包括组织关于美

国历史和政治的讲座等。［7］（P246）

美国主流社会认为，移民的同化教育应该是

公立学校的责任。蜂拥而至的移民大多属于成

年人，他们已经在法律上失去了接受义务教育的

年龄。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各地方在一些主要

的大城市逐渐建立起夜校以对逐渐增加的移民

进行培训。在美国主流社会看来，同化为美国人

的标准即是懂英语，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历史

文化，认同美国核心价值，拥有美国国籍。事实

证明，这一标准立足于美国主流文化，而忽视移

民的心灵感受与文化体验，以及他们对母国的文

化羁绊，也没有认识到文化本身具有延续性特

征，它不会因国籍变更而立即消失。从这点来

说，美国政府针对移民实施的夜校培训的效果是

可以料想的。下面笔者就将目光聚焦于纽约和

芝加哥这两个颇具代表性的移民城市，回顾美国

政府的夜校培训。

1907年 4月 9日纽约州参议院通过《威克利

法》（Wakelee Bill），以立法的形式允许州教育局建

立夜校，为移民讲授英语以及其他相关知识。这

标志着纽约州政府直接介入移民同化教育的开

始［8］（P5）。不过，由于纽约是移民入境的主要港口

和集散地，移民的人口数量巨大，且多数只是短

暂停留，以至于政府对夜校这种移民同化方式并

不重视，甚至连报纸也鲜有报道。《纽约时报》在

简要介绍了上述消息后，直到1916年6月才有关

于夜校的专文报道。该报道转载了一篇美国社

会改革家弗朗西斯·A.凯罗尔（Frances A. Kel⁃

lor）关于“学校与社会”的文章。此时，欧洲第一

次世界大战正酣，美国卷入战争的危险与日俱

增，各族裔群体间的争论也愈演愈烈。事实上，

美国内部这种纷争的事实，已经宣告20世纪初美

国政府移民同化教育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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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也有很多教育者在政府的鼓励下创立

相关教育组织，目的在于将所有在国外出生的人

集合起来，以淡化他们的母国文化影响，让他们

喜欢并忠诚于美国。这些教育者认为，越来越多

持异质文化移民的存在，会催生持续不断的摩

擦，待这种摩擦达到临界点后，则会导致美国内

部的冲突不可避免；美国最首要的任务就是根除

国土上的异质性，其相信通过政府的反制措施，

可以实现美国真正的持续稳定［9］（P24）。同时，由于

“移民携带异域的习俗、相异的理念、不同的思维

方式及传统来到美国，这里的政治制度也与移民

的母国截然有异，这里的语言对移民大多数人而

言也很陌生，这个国家建立在自由精神基础之

上，每个人都可以在不干扰他人的前提下，享有

最广泛的自由”，但是，“要获得这些基于自由和

民主之上的福利，移民就应该学习英语、了解美

国”［9］（P24）。每个移民都被强烈建议就近参加夜校。

相对于纽约，芝加哥市政府更加重视“夜校”

培训在同化移民中的作用。该市早在 1886年 9

月即已开始创办夜校。最初一期夜校培训共有

4850人报名，其中成年人有 1100人（包括 150名

女性）。这些成年人都不懂英语，从国籍来看，排

名前三的分别是德国人500人、瑞典人250人、波

西米亚人180人［10］（P19）。这1100名成年移民，被安

排在 31个不同的班级中学习英语。其教材基本

是小学二、三年级使用的课本。在芝加哥，移民

全家在同一学校上课学习英语也是常见之事。

在威尔斯（Wells）、富兰克林（Franklin）等区的夜

校，就常有父子同校的情形。

与其他城市的夜校培训内容一样，芝加哥的

夜校也是以教授英语和美国历史文化为基本内

容，但是，一些有创意的学校或老师并没有将教

授的内容局限于此，方式也相对多元。有的芝加

哥夜校还专门为女性教授基本生活技能，专门为

女学员准备公共厨房，组织上千女性在其中免费

学习厨艺。夜校之所以展开这类培训，一方面是

为了满足移民的需求，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女性

多数都在美国白人家庭从事家政服务，通过这类

培训，可以减少甚或消除移民自身分化对美国家

庭的影响，有利于保持美国主流文化家庭的传统

与“纯洁性”。

芝加哥的夜校教育也造就了个别成功人

士。一名成功的芝加哥商人曾不无夸张地回忆

说：“夜校是美国最伟大的成就。当我 17岁从德

国来到美国的时候，对英语根本一窍不通，而繁

忙的工作让我几乎没有时间学习。我就这样浑

浑噩噩、碌碌无为，无法有效地实现自我。后来

有人告诉我有针对移民的夜校培训，我参加并在

其中学习了三年。我之所以取得今天这样的成

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夜校。这是一样神奇

的事物，在其他国家是无法见到的。”［11］（PE2）这或许

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相对于纽约而言，芝加哥

的夜校培训显得更有效率。但这种培训成效切

不可夸大，更不能视为美国政府夜校培训的普遍

现象。上述的成功案例也仅是个别，由于参加夜

校的移民人数较多，这种个案的成功比率甚至与

没参加夜校培训的移民并无差距。更何况，随着

城市化的进程，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与移民

潮的到来呈现重叠之势，导致夜校规模难以赶上

移民增加的需要［12］（PE8）。

三、政府同化教育的有限效用及导因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美国内部各族裔群

体的不同态度来看，到一战前夕，仍有大规模的

移民不能使用英语，也没有同化为美国公民。如

此多的移民尚未同化，反映美国政府在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夜校教育并不成功。通过前文的叙

述与分析，笔者认为导致夜校移民同化培训失败

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夜校规模相对有限，课程设计不甚合

理。尽管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夜校培训的方式，加

速移民的美国化进程，但这些努力与大规模而来

的移民相比仍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根据后来

的调查，到 1914年，也仅有 10个州设立 253个夜

校，对移民进行专门培训［7］（P247）。这些地区所开设

的培训班数量之少，也根本无法满足大规模而来

的移民的培训需求。经费的来源也极其有限，纽

约偌大的一个城市，每所夜校每年仅有5000美元

的预算来筹办夜校培训，这显然与实际需求相去

甚远［9］（P5）。移民初到美国，面临新的环境，最迫切

的莫过于在这片新土地上立足。因此，对他们而

言，学得一技之长，找个适当的工作糊口养家才

是当务之急。

其次，移民对夜校培训普遍缺乏兴趣。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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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有一部分移民对这种培训学校表示了积极

态度，希望能通过这种教育掌握英语，了解美国

的历史与社会。但更多的移民对此感到失望，觉

得夜校的培训内容并非他们所急需，中途纷纷放

弃培训班的学习。这从入学名单与最后的结业

名单差额一看便知。一所报名时有 7000人的培

训学校，到最后只剩下1200人。即便是这最后的

1200人，其上课的出勤情况也很不固定［7］（P248）。

可见，只有极少一部分人能够坚持到最后，完成

学习。这是夜校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对于

这种情况，克罗尔曾批评说：“这种只关心入学，

而不注重将学生留住的做法十分短视。但是这

件事的教训也是具有建设性的：想办法把他们留

在学校与想办法把他们招进学校同样重要。两

个任务密切相关，必须同时进行。”克罗尔还分析

说：“之所以出勤率不高，是因为移民在整天辛勤

劳动之后，很难在短时间内赶到距离其居住地并

不近的夜校。”［13］（PX12）

移民本身的生活状况，也导致很多移民对夜

校培训缺乏兴趣。一些在矿场做工的移民，整天

在连呼吸都感到吃力的环境中繁重工作长达九

个小时，他们的工作是如此艰辛，以至于跟他们

谈论所谓的夜校培训显得非常荒谬。当他们经

过一天极度疲惫的劳作之后，最想做的就是泡

个澡，好好休息、恢复体力，以应对来日的劳苦

工作［14］（P1）。很多移民觉得他们在学校所学与日

常生活脱节。

最后，美国政府夜校移民同化教育失败的根

本原因在于美国主流社会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中

心主义思想，以及对移民“身份认同”与文化归属

缺乏深刻理解。前者从本质上说是美国主流对

移民少数族裔的偏见与歧视。美国著名社会学

家伯纳德·M.克拉莫尔（Bernard M. Kramer）认

为，美国人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包括三个层面：认

知层面、情感层面与行为层面［15］（P389-451）。认知层

面是指认知个体对少数族裔具体“形象”的构建；

情感层面则是个体因少数族裔而产生的心灵情

感体验；而行为层面是针对少数族裔的某种特定

的行为或行为倾向［16］（P7）。19世纪末 20世纪初美

国排外主义的兴起，正是主流社会对移民族裔的

歧视在上述三个层面的综合表现。排外主义者

首先通过包括大众媒体在内的多种手段来诋毁

外来移民的形象，引起普通民众的反感情绪，从

而为接下来的歧视与排斥行为奠定“理论”基础，

盎格鲁-新教文化自然也堂而皇之地成为所有美

国人遵循的价值模式。于是，英语、美国历史与政

治制度、以及盎格鲁-新教的价值观念与家庭伦

理、生活方式，都成了移民成为美国公民所必须遵

循的。如果说成为美国公民，需宣誓效忠美国以

及遵循美国的政治与法律尚在情理之中的话，那

么要求移民遵从盎格鲁-新教的价值伦理与生活

方式，则是赤裸裸的盎格鲁-新教族裔文化中心主

义，激起移民的强烈反感与抵触亦在情理之中。

可以说，美国政府与社会忽视了移民同化与

文化归属问题的多维性、复杂性。美国著名社会

学家米尔顿·M.戈登（Milton M. Gordon）将同化

分为七个层次，包括文化模式、社会结构、婚姻血

缘、族群意识、不受歧视、不受偏见以及对移入社

会公共或世俗事务平等的参与［17］（P119）。根据戈登

的理论，移民要实现基本同化，必须要同时满足

上述条件，达到包括文化、结构、观念以及身份认

同的同化。人既是一定文化的载体，也是情感动

物。移民不但继承着母国文化因子，而且也会因

为对母国的“乡愁”而在异国他乡更加珍视传统

文化，并希望后代传承。因此，移民的同化是

“旧”文化与“新”环境的复杂博弈，这一过程艰辛

而漫长，甚至需要超过三代人的努力。而只关注

于英语、对美国历史与文化的了解，以及公民身

份等表面文化与政治形式的夜校培训，试图在短

时间内斩断移民的文化之根，彻底同化之，其难

度可想而知。

总体而言，美国政府的夜校移民同化教育，

在美国移民同化的历史上影响有限，其效果不如

同时期社会活动家同化移民的努力，其力度也逊

于后来的“百分之百美国化运动”，但它们都是大

规模外来移民冲击美国社会“同质性”的结果，同

时也受进步主义运动的影响。夜校培训在性质

上有其独特之处。从形式上看，夜校培训属于对

移民“自然同化”的范畴，报名自愿、来去自由；从

教学内容上看，又带有“强制同化”的色彩，无论

是英语教学，还是对美国历史与政治讲解的内容

与方式，尤其是其中强烈的“盎格鲁-新教”文化

中心主义色彩，都非移民所期望，这也是夜校培

训出勤率低的原因之一。透过旨在同化移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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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校培训，也能部分反映出美国核心价值理念存

在的内在矛盾，即移民与土生美国人的矛盾，文

化多元与民族团结之间的矛盾，移民同化与“自

由、民族、平等”等观念的矛盾。这些矛盾既是美

国社会一直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需要相关学者

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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