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文化主义一
�

西方国家处理民族关系的新政策

阮西湖

不同民族集团共同生活在 一 个国家里
,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里早已存在
。

但这种现象在以

移 民为主的国家更为明显
,

如北美
、

南美
、

澳大利亚
。

加拿大
、

美国和澳大利亚都有 � �� 多

种民族集团居住
,

比我们国家民族的数 目还多
。

英国由于历史上侵 占过许多地区
,

而这些被

侵占的殖民地居民
,

由于种种原因而移居英国
,

也使英国成了一个民族成分复杂的国家
。

这

种现象在西方国家里被称为文化的多元主义
,

或文化的多样性
,

或多元文化和多元民族
。

美国
、

澳大利亚
、

加拿大曾在较长的时期里
,

一直推行同化政策
,

比较著名的有美国的

“民族熔炉政策
” ,

它企图用盎格鲁
—撒克逊人文化同化所有的移民

。

澳大利亚情况也是这

样
,

因为在澳大利亚的非土著居民中
,

英裔居民一直占统治地位
,

其人 口也占绝对多数
。

在

� �� �年
,

英格兰人占总人 口的 ��
�

�� � �
,

爱尔兰人占��
�

�� � �
,

苏格兰人占� �
�

� � � �
,

威尔

士人占�
�

� �� �
,

英伦群 岛居 民占�
�

� �� �
,

英裔居民加起来占� �
�

� � � �
。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 � � �年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英裔各民族中也不是和睦相处
。

原因并不是爱尔兰人
、

苏格兰人和威

尔士人起源于古代克尔特人
,

而英格兰人起源于盎格鲁—
撒克逊人

,

而是在于政治原因
。

这种民族间的不和睦也在澳大利亚表现出来
。

在墨尔本市
,

爱尔兰人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爱尔

兰民族节
,

以此来抗衡英格兰人
。

可见
,

同化政策是行不通的
,

上述四个 民族都来 自英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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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斯拉夫人

”

的成长
,

使我想到了 � �� �年 �� 月在斯洛文尼亚进行考察
,

同科学艺术研

究院院士弗兰
·

兹维特尔教授等座谈时他所说的一句话
� “

社会自治加上民族政策—
这就

是南斯拉夫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
” 。

的确
,

社会主义的社会自治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政策相

结合
,

卓有成效地解决 了它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 问题和正在不断地解决新问题
,

同时也是

“
南斯拉夫 人

”

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
。

南斯拉夫的著名学者科查
·

云契奇博士曾说
� “南斯拉夫虽然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

,

但

是由于它的多民族人口类型
、

它的联邦社会政治结构和它在民族关系方面所达到 的 先 进 水

平
,

却是世界上最使人感到兴趣
、

最复杂和最与众不同的国家之一
。 ” � 而

“
南斯拉夫人

”

的形成
,

在我看来
,

目前贝��正是这种先进水平的最突出的表现
。

� 见 《南斯拉夫的民族》 一书 �前言 �
,

贝尔格莱德国际政治出版社
, � ��  年

,

第 � 页
。 �� � �年 � 月�� 日 至 � 月

� 日
,

联合国在马 其顿共和国奥赫里德市举办了一次关于少数民族间题的讨论会
。

此书是东道国南斯拉夫筹 备

委员会编辑 出版的一本关于南 斯拉夫 的民族关系 的专集
,

云契奇是为编辑此书而专门成立的编委会的主任
。



都讲英语
,

但文化差异使它们不能同化为一个民族
,

同样情况也在加拿大和美国发生
。

根据

加拿大官方的数字
,

英裔加拿大人包括英格兰人
、

爱尔兰人
、

苏格兰人等
。

英格兰人 � � �� 年

有人 � ���
,

� �� 人
, �片总人 口的��

�

� �
,

爱尔兰 人有叔 �
,

�� �人
,

占总人 口 的 � �
�

� �
,

苏格兰人

� � �
,

� � �人
,

占总人 口的 � �
�

� �
。

� � � �年 � 月美国官方公布的
,

材料是
�

英格兰人 � �
,

� � �
,

� � �

人
,

爱尔兰人 ��
,

�� �
,

�� � 人
,

苏格兰人 � 。
,

�� �
,

� �� 人
。

尽管美国和英国是友好国家
,

但是民

族感情有时超过国家感情
。

美国的一些爱尔兰人支持英国的
·

北爱尔兰人的分 离运动
。

此外
,

在上述三个国家里
,

华人
、

意大利人
、

希腊人的文化传统不但依然保留着
,

而且

日益得到所在国的重视
。

�

在上述三国都有唐人街
,

在 加拿大
、

澳大利亚还有意大利街
、

希腊

商店
。

其他移民集团也和华人
、

意大利人
、

希腊人一样依然保持着他们的文化差异性
。

客观

的情况说明
,

同化政策在民族众多的移民国家里是不能成功的
。

加拿大由于魁北克问题
,

即法兰西民族为维护其语 言和文化
,

要求分离
,

建立北美的法

语国家
。

加拿大政府为使国家不分裂
,

最早提出 了 “ 一个国家
,

两种官方语言 �法语和英语�

和多元文化政策
。 ”

在国务部下建立多元文化事务局
,

并在联邦政府和各省建立多元文化委

员会
,

吸收不同民族成员参加该委员会
。

这项政策比起同化政策无疑要开明一些
。

如在多伦

多的唐人街
,

街道
一

名称牌用华文和英文并列书写
。

在 其他国家里用汉语作路牌
,

恐怕是第一

例
。

这一政策收到了一定 作用和积极效果
。

澳大利亚政府根据加拿大的经验
,

在 � �  �年对非土著采纳 了多元文化政策
,

即放弃 了过

去 的同化政策
。

与此同时
,

对土著居民采用一体化政策
,

承认土著民族的文化
,

放弃 了要土

著 居民采纳统一的澳大利亚生活方式
。

为推行这
一

政策
,

在
“

多元文化首都
”

墨尔本建立了多元文化主义事务研究所
,

归联邦政府

直接领导
。

墨尔本居民民族构成较复杂
,

故被称为多元文化首都
。

目前
,

澳大利亚政府正在

着手编写 《澳大利亚民族百科辞典》
,

并在莫那斯大学进行多元文化研究与教学
,

已有人想

攻读多元文化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

该校还出版 《族际文化研究》 和有关多元文化书籍
。

在西

澳大利亚州还设立多元文化和多元民族部
。

可见
,

这门新学科正在迅速发展
,

它不但具有现

实意义
,

也有 一定理论意义
。

美国从 � � � �年提出
“
民族熔炉

”

政策以来
,

这个 口 号已喊 了�� 多年
,

当然在这一 口号提

出前
,

美国已实行民族同化政策多年了
。

这个口号可以理解为�� 世纪民族同化政策的总结
。

尽管这项政策曾经得到人们的承认
,

但美国现实社会说明 了这项政策并不完全成功
。

当然
,

在 那些族际之间进行通婚 的后裔
,

民族观念有些消失
。

但那些在大多数情况 下只在本民族内

部进行婚配的民族 中
,

民族意识不但没有消失
,

而且还很强烈
,

如华人
、

意大利人
、

爱尔兰

人
、

犹太人等等
。

根据最近美国出版的书籍来看
,

社会舆论也在变化
,

已经 出现 了多元文化

教育的书
,

关于多元文化
、

多元社会
、

多元文化社会的议论也越来越多了
。

可见
,

多元文化政策是多民族国家不可抗拒的
,

社会发展趋势
。

它是民族研究 中 的 新 动

向
、

新课题
,

也是 �� 年代民族研究中的新理论
,

很值得我们注意
。

澳大利亚推行这项政策有

以下原因
。

�一� 经济发展需要不同民族的劳动力

澳大利亚经济发展需要专家和劳动力
,

这些专家和劳动力的获得
,

只有通 过 移 民
。

因

此
,

不同民族不断进人澳大利亚是不可避免的
。

下面以 � � �了年和 � � �  年的统计数字为例
,

说

明英裔居民比重下降
,

而其他民族比重上升
。



民民 族族 � � � �年占全全 � � � �年占全全

澳澳澳人 口比重重 澳人 口比重重

英英格兰人人 � �
。

� � � ��� � �
,

� � ���

苏苏格兰人人 � �
�

� � � ��� � �
。

� � ���

爱爱尔兰人人 � �
�

� � � ��� � �
。

� � ���

威威尔士人人 �
�

� � � ��� �
。

� � ���

英英伦群 岛居民民 �
�

� � � 多百百 �
�

� � ���

英英裔澳大利亚人总和和 � �
�

� � � ��� � �
�

� � ���

意意大利人人 �
�

� � � ��� �
。

� � ���

希希腊人人 �
�

� � � ��� �
。

� � �石石

西西班牙人人 �
�

� � � �石石 �
。

� � ���

爱爱沙尼亚人人 �
�

� � � ��� �
。

� � ���

捷捷克斯洛伐克人人 �
�

� � � “石石 �
�

� � ���

匈匈牙利人人 �
�

� � ���� �
�

� � ���

波波兰人人 �
�

� � � ��� �
�

� � ���

罗罗 马尼亚人人 �
。

� � � ��� �
。

� � ���

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人 �
�

� � � ��� �
。

� � ���

塞塞尔维亚人
、

克罗地亚人人 �
�

� � � ��� �
。

� � ���

和和斯洛文尼亚人人人人

日日耳曼人人 �
�

� � � ��� �
�

� � ���

荷荷兰人人 �
�

� � � ��� �
�

� � ���

比比利时人人 �
�

� � � 步百百 �
�

� � ���

瑞瑞士人人 �
�

� � � ��� �
。

� � ���

华华 人人 �
。

� � � ��� �
。

� � ���

日日本人人 �
。

� � � �石石 �
�

� � �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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厥� 人畜饮之多死
” 的惨剧

。

� 两军交战
,

民众何罪之有
,

长孙晨的水源施毒计充分暴露其

为一族一姓私利而不择手段的剥削阶级本性
。

人无完人
,

今人尚 且如此
,

古人更不必苛求
。

综上所述
,

有隋一代突厥与隋关系由敌对

到和好
,

关系 日益密切
,

长孙晨是有功的
,

他将作为我国古代一位颇有建树的政治家
、

外交

家和军事家而载入史册
。

� 《隋书》 卷 ��
,

《长孙星传》
,

册 � ,

页 ��� �
。

自� � 日� � � 岛呀巧呀呀吩曰巧巧呀曰� 呀 � 曰� � 乡�份石呀曰经呀召石吵� 级巧心呀份曰分� �石心曰 �分� 呀补� 巧 � 叼 幼 函三褪办� 曰� 巧 � 心� 函 欧� 日分石�� 召 � 巧

�上接 ���

这种情况与阿瑟
·

卡尔威尔力图保持�� �的愿望相反
。

他在 �� ��年一 �� ��年期间
,

竭力

主张每�� 个新移民中必须有 � 个英国移民
。

但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移民
,

不是按照国籍民族成

分
,

而是根据工商业部门的需要
。

因此
, ��  �年英裔人已下降到 ��

�

�� �
,

估计现在英裔澳大

利亚人比重还要下降
。

因为近年来已增加 了不少亚裔移民
。

�二 � 民族是稳定共同体

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稳定共同体
,

民族形成需要漫 长时间
,

但形成以后就不容易消失
。

如居住在美国南部的意大利人
,

一 百多年来依然未改变其文化传统
,

加拿大
、

澳大利亚的意

大利人也是这样
。

移民国家的民族集 团
,

如意大利人
、

塞尔维亚人
、

华人等等
,

有母国出版

的书籍
、

报纸
,

这就使得他们的文化不断得到营养
。

�三 � 移民集团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

不同移民民族集团在澳大利亚地位不断提高
,

他们从事商业
、

教育
、

工业
,

等等
。

他们

的工作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

这就使澳大利亚当局不能随意歧视其他移民民族

集团
。

�四 � 国际舆论

�� � �年召开的国际会议
,

提出了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的公约
,

也促进 了澳大利亚政

府对其他民族集团采取较公正的态度
。

虽然澳政府推行多元文化政策只有五年
,

但作了不少工作
,

其中 比 较 出 色 的 工 作 是

《� ��》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电视广播
。

澳大利亚电视台每周三晚上 用�� �频道广播不同语

言的电视节 目
,

有华语
、

塞语
、

德语
、

意大利语
,

等等
。

这收到很好的效果
,

如华语广播不仅

华人收看
,

澳大利亚其他民族也收看
。

从 � �� 电视广播节 目中
,

使澳大利亚人了解到不同民

族的风俗习惯
,

达到 了互相尊重的目的
。

看来
,

这项新政策值得我们民族研究工作者重视
、 �

了解和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