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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会

战后英国移民政策中的种族因素透析

二战结束后 , 英国出现了外来移民大规模涌入的浪潮。

大 致 来 说 , 移 民 英 国 的 人 可 以 分 成 两 类 : 一 是 白 人 移 民 ,

主要是从爱尔兰、波兰等地 前 往 英 国 的 移 民 , 还 有 部 分 从

英属殖民地和英联邦国家返 回 本 土 的 英 国 人 , 他 们 与 英 国

人有着大致相同的文化背 景和 生 活 习 惯 。 二 是 从 西 印 度 群

岛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等英联 邦 国 家 前 往 英 国 的 移 民 , 他

们基本上都是有色移民。种 族 因 素 在 英 国 政 府 的 移 民 政 策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最终促 使 了 英 国 从 战 后 自 由 移 民 政 策

向有条件的限制移民政策转变。

一、1948年 《英国国籍法》 与自由移民政策

1948 年 6 月 , 英 国 政 府 颁 布 了 《英 国 国 籍 法》 ( the

British Nationality Act, 1948) 。该法案的出台主要出于政

治方面的考虑。第二次世 界大 战 结 束 后 , 民 族 解 放 浪 潮 风

起云涌 , 许多英属殖民地走向 独 立 , 尤 其 是 曾 有 “ 帝 国 王

冠上的一颗明珠” 之 称 的 印 度 也 在1947年 独 立 , 使 得 一 度

号称“日不落”的英帝国面临 分 崩 离 析 的 瓦 解 命 运 。 英 国

政府顺应时代潮流的变化 , 决 定 以 关 系 相 对 松 散 的 英 联 邦

来维系 与前殖民地的联系。随 着 英 国 实 力 的 衰 落 , 英 联 邦

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 成为战后 英 国 “ 三 环 外 交 ” 政 策 中 的

重要一环 , 被英国政府视为 维 持 英 国 大 国 地 位 必 不 可 少 的

组成部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 , 《英 国 国 籍 法》 作 为 英 国 加

强以自身为核心的英联邦凝聚 力 、 维 护 英 联 邦 整 体 性 的 重

要手段应运而生。

1948年 《英 国 国 籍 法》 正 式 区 分 了 两 类 公 民 , 一 是 联

合 王 国 及 其 殖 民 地 公 民 ( a citizen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olonies) , 二 是 英 联 邦 公 民 ( a

Commonwealth citizen) 。 “ 联 合 王 国 及 其 殖 民 地 公 民 ” 是

指居住在英国本土以及仍然受 英 国 政 府 管 辖 的 英 属 殖 民 地

居民 ; “英联邦公民”则是 指 国 家 已 经 独 立 但 仍 然 是 英 联

邦成员国的公民。1948年 《英 国 国 籍 法》 将 这 两 类 公 民 都

赋 予 了 英 国 公 民 的 身 份 ( the status of a British

subject) , 并表示“英国公民”与“联邦公民”具有相同 涵

义 , 允许后者自由进入英国 。 可 以 说 , 允 许 英 属 殖 民 地 及

英联邦居民自由移民英国成为1948年 《英国国籍法》 最为显

著的特征 , 它确立了英国在移民政策上的“开门”态度 , 为

后来英联邦及英属殖民地居民移居英国提供了法律依据。

1948年6月21日 , 492名 牙 买 加 人 乘 坐 “ 帝 国 顺 风 号 ”

( Empire Windrush) 抵达伦敦附近的蒂尔伯里 ( Tilbury) 港

口 , 从而揭开了战后英属殖民地及英联邦居民移民英国的序

幕。他们移民英国的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 ( 1) 这 些国家

和地区的许多青年在二战期间与英国士兵并肩作战 , 不仅学

习了英国的语言、文化 , 掌握了一定技能 , 更重要的是培养

出了他们对英国的深厚感情。 ( 2) 当时英属非洲殖 民地及

印 度 、 巴 基 斯 坦 等 刚 独 立 的 亚 洲 国 家 经 济 发 展 程 度 相 对 落

后 , 战后面临着严重的失业问题。相比之下 , 英国有着充分

的就业机会。英国本土在德国长期密集空袭下损失惨重 , 这

使得战后重建工作异常艰巨。同时 , 很多青年男子在战斗中

伤亡也使得战后英国面临着劳动力严重匮乏的问题。英国皇

家人口委员会在1949年的报告中指出 , 英国每年需要额外的

14万人才能满足经济发展中的劳动力需求。因此 , 很多英属

非洲殖民地和印度、巴基斯坦等英联邦国家人民迁居英国。

这股移民浪潮在20世纪50年代初逐渐显现 , 此后进入英国的

数量逐渐增加。据统计 , 1955年到1960年之间 , 来自加勒比

和 印 度 次 大 陆 的 移 民 达 到 211640 人 , 其 中 加 勒 比 移 民 为

161450人 , 印度移民33070人 , 巴基斯坦为17120人。

虽然英国政府赋予了英属殖民地和英联邦居民自由移民

的合法权利 , 但是却对这些有色移民的到来持忧虑态度。英

国皇家人口委员会在1949年的报告中就指出 : “我们将毫无

保留地欢迎大规模移民 , 假如这些移民有着良好素质、他们

的宗教和种族不会阻止与宗主国居民的通婚与融合。”言外

之意 , 他们更欢迎有着共同文化背景并在种族通婚和融合方

面没有障碍的白人移民 , 来自经济落后地区的有色移民则存

在素质低下之嫌 , 并且他们独特的语言和文化使其在与英国

居民通婚和融合方面存在障碍。英国政治与经济计划委员会

也得出相似结论 , 表示“吸收大量的非白人移民将会极其困

难。”英国政府担心有色移民的涌入“将加深这个国家某些

(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 1948年 《英国国籍法》 规定了战后英国对英联邦及英属殖 民 地 的 公 民 实 行 自 由 移 民 政 策 。 但 是 英 国

政府和民众对有色移民的忧虑和歧视贯穿始终。1962年 , 英国通过 《联邦移民法》, 自由移民政策被有限制有条

件的移民政策代替。种族因素在战后英国移民政策的转 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战后英 国 移 民 政

策中的种族因素加以分析和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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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已经明显存在的种族紧张关系”。

英 国 对 有 色 种 族 的 歧 视 与 偏 见 有 着 深 厚 的 历 史 渊 源 。

“英国资本主义的扩张建立在奴隶贸易以及对印度的掠夺等

破坏性基础之上。”奴隶贸易成为英国工业原始积累的重要

手段 , 利物浦等城市也由于奴隶贸易而空前繁荣。随之而来

的是英国大规模地对外殖民扩张 , 对印度的掠夺成为英国殖

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英国白人凭借自身在商业、工业和军

事上的优势对有色人种进行征服和奴役 , 这让他们认为白人

种族优越于其他有色种族 , 黑人等有色人种都是在智力上低

人一等的低劣种族。虽然奴隶制度被取消 , 印度殖民地也走

向了独立 , 但是这种对非洲和印度有色人种的歧视与偏见态

度并没有随之消失。20世纪50年代以后 , 随着英属殖民地和

英联邦有色移民的到来 , 少数的种族主义者不断鼓吹种族歧

视与偏见情绪 , 并引发了大众对有色移民引发社会问题的高

度关注。

大众认为有色移民的增加主要引发了犯罪增加、失业增

多、住房拥挤及疾病传播等社会问题。一些媒体对这类问题

的报道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犯罪方面 , 一旦某个有

色移民违反了法律 , 报刊杂志就会大肆渲染 , 尤其突出他的

有色 移 民 身 份 , 以 便 引 起 普 通 大 众 对 该 有 色 群 体 的 厌 恶 情

绪。黑人成为被攻击的主要目标 , 各种报刊杂志经常指责黑

人应对犯罪、暴力和骚乱事件等问题负责。由于大众媒体在

公开报道中更多地强调有色移民的危险 , 从而对普通民众的

心理判断及感情倾向产生了误导。

英国政府本来就对有色移民心存忧虑 , 报刊媒体的误导

性宣传促使种族情绪更加蔓延 , 进一步对英国政府施加了压

力。英国政府意识到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就有必要对有色移

民进行直接的干预和控制。于是 , 英国政府在移民问题上针

对不同种族采取双重政策。一方面对白人移民敞开大门 , 对

他们几乎没有任何限制措施 , 相反还努力树立热情好客的形

象。另一方面努力减少有色移民进入英国。为了减少从英属

殖民地及英联邦国家的有色移民数量 , 英国政府首先向加勒

比地区和印度次大陆的英联邦成员国施加压力 , 要求当地政

府严格控制本国人民向英国迁徙。这种努力在印度和巴基斯

坦地 区 收 到 了 一 定 成 效 , 但 是 在 加 勒 比 地 区 并 不 成 功 。 其

次 , 英国政府大力描述冬天的恶劣环境以及在英国找工作的

困难等等 , 以期打消英联邦有色公民的移民热情。此外 , 英

国政府还否定西印度人以较低的价格乘坐英国军队船只旅行

的权利 , 以便增加有色移民的迁移障碍。英国政府这种带有

浓厚种族色彩的移民政策很快受到有色民众的批评 , 人们谴

责“表面的‘一视同仁’实际上是一种欺骗。”

由于英国政府和大众在考虑移民问题时都把焦点集中在

有色移民身上 , 从加勒比、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地前往英国的

移民数量受到了过多关注 , 来自爱尔兰共和国、英联邦和欧

洲其它国家的白人移民则被忽视。因此 , 有学者指出 : “内

阁考虑的关键问题不是移民的数量 , 而是‘有色’移民的数

量。”归根结底反映了英国政府在移民政策中的种族偏见思

想。这种对有色移民的歧视态度为以后修改1948年 《英国国

籍法》 中的自由移民政策奠定了基础。

二、1962年 《联邦移民法》 与限制移民政策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 , 控制有色移民进入英国的论调

就 不 断 高 涨 。 英 国 议 会 多 次 讨 论 了 修 改1948年 《英 国 国 籍

法》 的可能性 , 准备通过立法措施来控制有色移民进入英国

的数量。但是这遭到了工党议员的坚决反对 , 因为这时期英

属殖民地与英联邦仍然在帮助英国维系大国地位中发挥着重

要作 用 , 他 们 担 心 立 法 会 伤 害 与 英 属 殖 民 地 及 英 联 邦 的 关

系 。 “ 我 们 相 信 , 限 制 联 邦 移 民 进 入 英 国 的 任 何 形 式 的 立

法 , 对于我们在联邦中的地位以及联邦国家人民的信心来说

都将是灾难性的。”即使立法条文的字里行间能够避免歧视

性字眼 , 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其排除有色人民的目的。同时 ,

两党议员在立法的具体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 保守党不愿意

在拥有绝对把握之前贸然采取行动。于是 , 修改1948年 《英

国国籍法》 中自由移民政策的立法工作被暂时搁置下来。可

见 , 英国议会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准备通过法律手段限

制有色移民 , 只是由于国际国内环境尚不成熟 , 立法工作才

暂时被搁置下来。但是这次对修改移民政策的议会讨论成为

1962年 《联 邦 移 民 法》 的 一 次 彩 排 , 为1962年 《联 邦 移 民

法》 的顺利通过进行了演练。

20世纪60年代初 , 由于担心英国即将采取措施限制自由

移民 , 许 多 英 属 殖 民 地 与 英 联 邦 想 要 移 民 的 人 大 量 涌 入 英

国。这种情况让种族主义者的活动更加活跃。他们一再宣扬

英国吸收、同化有色移民的能力有限 , 对有色移民的控制必

须由行政转向立法 , 通过法律来限制有色移民的数量 , 从而

保 持 英 国 白 人 血 统 的 纯 洁 。 保 守 党 议 员 西 里 尔·奥 斯 博 里

( Cyril Osborne) 是 主 张 立 法 控 制 联 邦 移 民 的 领 导 者 之 一 ,

他曾 公 开 说 道 : “ 这 是 一 个 白 人 的 国 家 , 我 想 让 它 保 持 下

去。”人民也普遍认为 , 对一个白人国家的白人来说 , 想要

保持这个国家的白色乃是合理的要求。这时期 , 国际形势和

英国外交重心也出现了重要转变。随着战后法、德主导的欧

洲一体化进程日渐深入 , 英国在1961年首次提出了加入欧共

体的申请 , 英国外交重心开始向欧美转移。相比之下 , 英联

邦的重要性开始下降 , 作为加强英联邦内部凝聚力和忠诚度

的移民政策受到质疑。通过立法修改自由移民政策的条件日

益成熟 , 《联邦移民法》 随之出台。

1961年10月 , 保守党政府正式提出英联邦移民议案 , 并

在 次 年 4 月 18 日 正 式 通 过 , 即 1962 年 《联 邦 移 民 法》

( Commonwealth Immigrants Act, 1962) 。该法的主要条款

在于控制英联邦公民进入英国。该法规定 , 所有英联邦护照

的持有者都必须服从对移民的控制 , 只有以下类型的可以除

外 : ( 1) 出生在英国的。 ( 2) 持有英国政府颁发的护照。

其它的英联邦公民要想进入英国 , 必须获得劳工部门签发的

证明。法律规定了三种可以得到签证的类型 : A.联邦公民在

英国拥有确定的工作。B.申请者拥有被承认的 技能或资质 ,

这些技能和资质是英国短缺的。C.所有其他的申请者中 , 战

争期间曾经在英国军队服役的人可以获得优先权。但是爱尔

兰移民不受 《联邦移民法》 的限制。

1962年 《联邦移民法》 提出不同类型的签证条件为英国

政府提供了一种控制有色移民数量的有效方式。虽然法案中

没有明确提出种族问题 , 但是显而易见的是 , 无论议会还是

大众媒体都将这个法案的矛头对准了有色移民 , 尤其是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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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 , 原因是具备英国规定的移民条件者大多数都是白人。

对大多 数 有 色 移 民 来 说 , 他 们 在 进 入 英 国 之 前 很 难 获 得 工

作 , 况且 有 些 殖 民 地 的 资 质 水 平 及 能 力 证 明 并 不 被 英 国 承

认。因此 , 有人评价英国移民政策中的工作签证制度“虽然

这项方案只是与就业有关 , 表面上是非歧视性的 , 但是它的

限制目标在于 , 而且事实也如此 , 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针对

有色移民。”从这个意义来说 , 1962年 《联邦移民法》 可以

被视为50年代以来政府和民间控制有色移民的运动思潮的结

晶 , 是一场持续的反对有色移民的政治运动的结果 , 主张控

制有色移民数量的人们取得了胜利。

“老的英帝国转变成自由国家组成的各种族的联邦是工

党政府的卓越成就。”对于工党来说 , 英联邦是一系列政治

原则的象征 , 它代表着国际间的和谐、和平与合作。正是出

于这种政治理念 , 工党长期采取反对移民控制和种族歧视的

政策。工党议员批评 《联邦移民法》 体现出了明显的种族歧

视 , 而且种族歧视倾向由于将爱尔兰人排除在限制范围之外

而变得更加明显 , 这将伤害英国与联邦国家的关系以及英国

内 部 的 种 族 关 系 。 工 党 议 员 戈 登·沃 克 ( Patrick Gordon

Walker) 更是言词激烈地指责 《联邦移民法》 包含了公开的

种族歧视 : “种族歧视不仅被写进了它的精神和实践 , 而且

体现在它的每一个字里。”然而 , 工党反对控制有色移民的

立场并不长久。盖洛普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 , 人民对 《联邦

移民法》 的支持率在62%～67%之 间 。 这 使 得 工 党 意 识 到 继

续坚持反对控制有色移民的政策必将违背社会主流民意 , 因

而在有色移民与种族问题上的态度开始软化 , 原先激烈反对

《联邦移民法》 的戈登·沃克也承认在有色移民数量过多时有

必要进行限制。1964年的全国选举中 , 工党对有色移民的宽

松政策再次遭到保守党攻击。“保持英国白人社会”成为保

守党竞选的重要宣传口号 , 他们指出“假如允许无限制的移

民 , 我们最终将变成一个巧克力颜色的、亚非混合的社会。”

保守党候选人以“如果你想有一个黑人邻居就投他的票吧 ! ”

攻击对手 , 致使工党在白人种族情绪激烈的地区都遭遇了竞

选失利。虽然最后工党在全国范围内以微弱优势获胜 , 哈罗

德·威尔逊成为政府首相 , 但是他也认识到工党的政策必须

随着作为社会主流的白人的意愿进行变化 , 否则工党的执政

地位岌岌可危 , 施政措施也将难以有效执行。所以哈罗德·

威尔逊 执 政 不 久 就 宣 布 《联 邦 移 民 法》 将 会 被 继 续 保 持 下

去。1965年 , 工党政府发表了一份针对来自英联邦移民的白

皮书 , 在控制有色移民方面实行更加严厉的政策。这标志着

英国两大政党在控制有色移民方面的政策走向趋同。

加紧移民控制并没有结束英国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 ,

相反使得它们更加增长和强化。每次对种族主义者控制移民

的压力所做出的让步都会引起后者更进一步的要求。尽管工

党对有色移民采取了严格控制措施 , 但是反对者并不满足 ,

他们要求实施更加严厉的控制行为。此后 , 英国政府又相继

颁布了几部移民法 , 包括1968年 《联邦法》、1969年 《移民

申 请 法》、1970年 《移 民 法》、1971年 《国 籍 法》、1972年

《移民法》, 它们进一步对移民进入英国的种种条件进行了详

细规定 , 致使有色移民前往英国变得极其困难。此后 , 从英

联邦国家进入英国的有色移民数量锐减 , 英国的大门对有色

移民“关闭”了。

三、结语

从1948年 《国籍法》 到1962年的 《联邦移民法》 标志着

战后英国移民政策的转变 , 即从理论上包括有色移民在内的

英属殖民地、英联邦的公民都可以自由移民英国转变到有条

件、有限度的移民。虽然 《联邦移民法》 中没有明确提出种

族问题 , 但是其主要针对有色移民的目标却是显而易见的。

由此可见 , 种族主义思想在战后英国移民政策的转变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移民控制的根源是种族主义。”正如当时工

党议员的评价 : “它让许多人更加坚定了他们的观点 : 这是

一部种族主义者设计来排斥有色移民的法律”。种族主义者

是推动控制有色移民数量的重要推动力 , 设想由种族主义者

推动的移民控制能够转变成为非种族主义的性质 , 这仅仅是

政治上的天真。虽然工党开始时期在种族和有色移民问题上

采取宽容立场 , 但是在执政以后也不得不顺应民意推行符合

白人利益的移民政策 , 致使两党在移民政策方面日趋一致 ,

控制有色种族的思潮在英国占据上风。此后 , 英联邦成员国

有色人口大规模移民英国的浪潮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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