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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党运动与重铸美国极端保守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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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严重衰退、联邦赤字和国债逐年攀升，茶党运动在美国大地

异军突起，对美国社会及政治（尤其在许多保守的选民和共和党人中间）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作为一场喧嚣的、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抗议活动，茶党运动的主要抱负是谋求拯救和改造

当代美国社会，重铸极端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其主要思想来源乃是传统

的保守主义、自由意志论和平民主义。茶党运动积极分子、支持者以及保守的新闻媒体和国会

共和党议员，构成这场运动的三股主要力量。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关系等一系列问

题上提出极端右翼保守的主张和看法，谋求把共和党重铸为极端右翼的保守主义政党。具有

极端保守主义倾向的茶党运动也谋求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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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美国国内经济严重衰退、联邦赤

字和国债逐年攀升，茶党运动在美国社会及政治

生活中异军突起，其主要目标是谋求拯救和改造

当代美国社会，重铸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生活中

的主导地位。作为一场喧嚣的、极具意识形态色

彩的政治抗议活动，茶党运动来势凶猛，对美国社

会及政治（尤其在许多保守的选民和共和党人中

间）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引起人们对它的形

成、发展和未来走向给予关注①。
在美国政治话语里，茶党这一术语往往与“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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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或“抵 制”的 含 义 相 联 系。１７７３年，波 士 顿 殖

民者不满英国政府颁布的征茶税令，把准备运往

英国的茶箱货物倾倒入波士顿湾以示抗议。“茶

党”一词由 此 而 得 名。２００９年，当 代 茶 党 运 动 在

美国社会东山再起，这次所抵制的对象则是美国

政府①。随着民 主 党 人 奥 巴 马 入 主 白 宫，美 国 政

治生活中的党派分歧和矛盾开始加剧。白宫和民

主党人占多数的国会通过“美国复兴和再投资条

例”，并在大多数共和党人表示反对的情况下，使

这一刺激 美 国 经 济 的 条 例 仍 然 成 为 一 项 美 国 法

律。党派之间缺乏合作和共识的情形，进一步激

怒了美国国内保守主义势力。在新闻媒体不断宣

传报道的推动下，许多基层保守主义人士和团体

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奥巴马政府和国会的增税计

划。一场“反 政 府”的 茶 党 运 动 在 全 国 各 地 蔓 延

开来。

一、茶党运动的思想来源以及谁是茶党

在美国，几乎所有的社会政治运动都 有 一 定

的思想和理念作为其行动纲领指导。大体上讲，
当下美国茶党运动的思想基础主要有三个来源，
它们分别是美国的保守主义传统、自由意志论和

平民主义思潮。
在 美 国，保 守 主 义（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是 一 个 传

统的意识形态，对美国社会和文化产生着重要影

响和作用。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美国建国时

期以倡导和奉行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理念作为启

蒙，但是保守主义却发展成为这个国家的主要思

想之一。保守主义的核心含义是，尊重传统、赞成

共和国体制、崇尚法制和基督教教义、捍卫西方文

明免受所谓现代专制政治文化的挑战。不过，保

守主义内部逐渐形成不同的分支。政治保守主义

认为，政府的核心职责乃是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

及财产；过分的政府行为将危害公民自由和社会

进步。经济保守主义赞成精简政府、低税、有限的

企业规定、企业自由化。社会保守主义则崇尚传

统的社会价值，包括赞成实施学校祷告和死刑做

法，反对 世 俗 主 义、堕 胎 以 及 同 性 婚 姻。一 般 地

讲，大多数保守主义者支持共和党（而非民主党）

人，赞成美国政府采取强硬的对外政策、维持美国

军事力量在世界的优势地位。

茶党运 动 还 有 着 强 烈 的 自 由 意 志 论（ｌｉｂｅｒ－
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根基。自 由 意 志 论 在 一 些 方 面 分 享 着

保守主义理念。它倡导有限政府并反对行政官僚

作风，认为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保护公民及企业免

受恐吓及暴力的威胁；提倡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

社会责任和义务；赞成自由经济市场，反对增税；

对不同的生 活 方 式 持 宽 容 态 度 等②。不 过，极 端

的自由意志论所面临的难题更多是在实践（而不

是理念）方面。譬如，里根政府时期，经济自由意

志论倡导政府不要插手商业活动，它使得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后期美国背负巨额财政债务，因政府监管

不力而出现金融丑闻。历史教训和失败经历反映

了极端自由意志论所面临的困境。

平民主义（ｐｏｐｕｌｉｓｍ）是茶党运动的另一个思

想来源。在美国政治史上，存在着意识形态各异

的平民主义运动，但它主要还是与极端右翼思潮

和政治势力联姻在一起。进入２１世纪，各种新的

平民政党在美国形成③。尽管平民主义存在着不

同分支并抱有不同的理想，但平民主义倡导者们

分享着一些基本看法。首先，平民百姓被视为美

国社会里道德高尚的人群。其次，社会精英应该

①

②

③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９日，美国广播公司商业财经频道（ＣＮＢＣ）记者里克·桑特利（Ｒｉｃｋ　Ｓａｎｔｅｌｌｉ）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大厅，抨击奥巴马政府救助抵押违约者的计划，揶揄那些还不起房贷者为社会的“失落者”，并借用“茶 党”一 词 呼 吁 人 们

起来抗议政府的刺激经济政策。

有关茶党运动与自由意志论之间关系的详细论述，可参阅Ｄａｖｉｄ　Ｋｉｒｂｙ　ａｎｄ　Ｅｍｉｌｙ　ＭｃＣｌｉｎｔｏｃｋ　Ｅｋｉｎｓ，“Ｌｉｂｅｒｔａｒｉ－
ａｎ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ａ　Ｐａｒｔｙ”，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ａｔ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Ｎｏ．７０５，Ａｕｇｕｓｔ　６，２０１２．另参阅Ｒｏｎａｌｄ　Ｐ．Ｆｏｒｍｉｓａｎｏ，

Ｔｈｅ　Ｔｅａ　Ｐａｒｔｙ：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Ｔｈｅ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譬如２００２年成立的美国平民党（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０４年组建的马里兰平民党（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Ｐａｒ－

ｔｙ　ｏｆ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以及２００９年成立的美国平民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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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并兑现自己所做的许诺，把这个国家建设得

繁荣富强。倘若社会精英只顾自己、自谋私利，那
么平民百姓就要组织起来羞辱他们，并剥夺他们

的权力。再次，精英阶层和政府官僚机构不能剥

夺平民百姓的正当权利、财产、身份和声音。在平

民主义茶党人士眼里，当下美国社会精英阶层的

代表者，乃是华尔街、奥巴马政府以及倡导扩大政

府规模的民主党人。
大体上讲，美国茶党运动主要由三股 力 量 汇

集而成。第一股力量是茶党积极分子。他们往往

是共和党人或者倾向于赞成共和党理念的人、肤

色上主要是白 种 人、已 婚 者、大 多 数 为 年 龄 在４５
岁以上的中年人和更年长者。这些人往往比其他

许多美国人受过更多良好教育；经济上舒适宽裕，
比一般美国人收入更高，不一定很富裕，但属于体

面的中产阶级者。许多茶党积极分子经常去教堂

做礼拜，其中许多人是福音派新教徒。换句话说，
茶党积极分子社会及经济地位优越、政治上抱有

明确的保守主义倾向、受过良好教育、属于中产阶

级范畴、往往具有宗教信仰。
第二股力量是茶党运动支持者（包括团体和个

人）。２００３年，由美国超级富豪科赫家族（ｔｈｅ　Ｋｏｃｈ
Ｆａｍｉｌｙ）资助并指导的思想 库 “健 康 经 济 的 公 民”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ｆｏｒ　ａ　Ｓｏｕ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宣 布 解 散，在 此 基

础上产生了两个全国性基层团体组织。一个是成

立于次年的“自由行动组织”（Ｆｒｅｅｄｏｍ　Ｗｏｒｋｓ）。多

年来，该组织一直竭力倡导保守主义的理念，包括

减税、废除政府对商业的限制、提倡社会保障私有

化、削减社会福利项目等。茶党运动兴起时，该组

织立即给予大力支持。另一个全国性基层团体组

织是以政策支撑为导向的“富民社”（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它继续从科赫家族那 里 获 得 直 接 的

资助和指导。总部均设在首都华盛顿的这两个全

国性基层团体组织，承袭先前思想库的保守主义

传统，继续推动限制政府权力的各种 议 程。２００９
年茶党运动的出现，为它们谋求实现自己的政治

及社会目标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动力①。

在支持茶党运动的众多个人方面，尤 其 需 要

提及思想上极端保守、政治上极为活跃的科赫家

族。科赫兄弟（Ｄａｖｉｄ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ｏｃｈ）在石油

化工业集聚财富，成为当今美国乃至世界最富有

者之一。他们对政治颇感兴趣，赞成极右翼保守

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主张，包括支持对富人减税、

抵制华尔街金融改革、赞成社会保障及医疗照顾

计划私有化、废除不必要的社会福利项目、反对环

境保护署等。为了实现这些政治及社会夙愿，科

赫兄弟投入大笔金钱创立并支持带有保守及自由

倾向的政策思想库、基金会以及大学项目；通过媒

体与政治上的敌人斗争，支持具有广泛社会基础

的游说活动，扶植极右翼政客赢得政治选举。茶

党运动兴起之后，因其极端保守主义思想、政治和

社会目标追求与科赫企业相似，而得到后者从财

力和组织上的积极支持。

支持茶党运动的第三股力量乃是保守的新闻

媒体和思想库，以及国会山的“茶党”小组。具有

保守主义倾向的新闻媒体对茶党运动给予积极报

道、介绍和传播。在美国税收日的第一天，“几乎

所有的福克斯新闻节目主持人参与了”对茶党运

动的欢呼②。得到科赫家族资助和指导的凯托研

究所（Ｃａｔ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在思想理念上奉行自由意志

论，倡导市场经济自由化、个人自由和有限政府等

原则，从思想和政策研究上推动和支持茶党运动。

在国会方面，来自明尼苏达州共和党众议院女议

员米谢尔·巴赫曼（Ｍｉｃｈｅｌｅ　Ｂａｃｈｍａｎｎ）牵头成立

众议院“茶党”小组。在参议院，来自南卡罗莱纳

州的保守派旗手、茶党“造王者”（ｋｉｎｇｍａｋｅｒ）、共

和党参议员吉姆·德民特（Ｊｉｍ　ＤｅＭｉｎｔ）创建了一

①

②

支持茶党运动的全国性团体组织机构还有“茶党快车”（Ｔｈｅ　Ｔｅａ　Ｐａｒｔ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茶党爱国者”（Ｔｅａ　Ｐａｒｔｙ　Ｐａ－
ｔｒｉｏｔｓ）以及“茶党联盟”（Ｔｅａ　Ｐａｒｔｙ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等。这些基层团体组织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并产生着 不 可 忽 视 的

影响。可参阅 Ｍａｒｋ　Ｍｅｃｋｌｅｒ　ａｎｄ　Ｊｅｎｎｙ　Ｂｅｔｈ　Ｍａｒｔｉｎ，Ｔｅａ　Ｐａｒｔｙ　Ｐａｔｒｉｏｔｓ：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ｅｎｒｙ　Ｈｏｌ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ＬＣ，２０１２．
Ｔｈｅｄａ　Ｓｋｏｃｐｏｌ　ａｎｄ　Ｖａｎｅｓｓａ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Ｔｈｅ　Ｔｅａ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Ｏｘ－

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ｐ．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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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类似的小组。２０１０年中期选举后，这两个国会

小组均获得了发展。得到茶党运动支持而赢得当

选的共和党议员们，在国会山组成极端右翼的政

治保守主义力量①。

二、茶党运动的基本观点和主张

为了改造当下美国，茶党运动聚集和 推 动 全

社会各种力量，以谋求实现茶党运动所追求的长

期奋斗目标，包括给富人减税、取消政府对企业的

管理限制、改善许多茶党人所依赖的社会保障、推
动医疗保健计划私有化制、强化美国的军事力量。
为此，茶党运动从政治、经济、社会、对外关系方面

提出一系列的主张和看法。
在政治方面，茶党运动对美国宪法的 权 威 进

行捍卫并给予敬畏。它呼吁美国社会遵守宪法及

其精神，并广泛引用包括美国宪法在内的建国文

件（如“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旨在表达有关

追求有限政府（强调各州的权利）、宪政以及个人

责任等核心政治价值②。为了提升美国宪法的权

威性，茶党运动甚至把美国宪法和宗教结合在一

起，将前者视为“神圣的文本”，对其进行宗教式的

理解和诠释，倡导以阅读《圣经》的方法阅读美国

宪法。［１］在茶党运动看来，通过分 享 宪 法 文 本，讨

论其含义、目的和理念，可以把大多数美国人团结

起来。
茶党运动对当今美国政治现状颇为不满。在

许多茶党人看来，美国职业政客们正在绑架美国，
他们只关心自己如何获得连选连任，只顾享受手

中权力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却把自己所代表的选

民利益和需求抛在脑后。联邦政府也日益脱离美

国宪法的约束，在处理医疗保健、贸易和企业规范

等方面，超越了它所应有的权力范围。茶党运动

指望看到一个破除领袖地位的美国，一个没有等

级区别、没有庞大联邦政府、没有政府征税和法规

限制的美国。

在经济方面，美国社会长期争论不休 的 一 个

问题是，更大的邪恶者是“大政府”还是“大商业”。

在茶 党 运 动 看 来，回 答 显 然 是 前 者 而 不 是 后 者。

只有不受阻力的市场商业活动和自由追求，才有

可能出现经济的繁荣。于是，茶党运动抵制日益

增长的联邦政府开支及征税，反对政府对企业的

强行规定和限制，认为这些做法侵蚀了美国宪法

所倡导的个人追求健康、财富和幸福的基本自由

价值观。政府和工会被认为是腐败的来源；企业

被理想地视为自由市场及商业的积极力量。市场

只要不被干预，就可以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在

理 解 什 么 是 好 政 府 方 面，茶 党 人 经 常 借 用 托 马

斯·杰弗逊的话：“一个贤明而节俭的政府，应该

让人民自 由 地 管 理 他 们 对 自 己 实 业 和 进 步 的 追

求，而不应该从他们的口里将他们自己挣来的面

包夺走，这才是对好政府的概括。”［２］

实际上，茶 党 运 动 对 政 府 的 作 用 持 复 杂 矛

盾的态度。笼统地 讲，它 反 对 大 政 府，反 对 失 控

的公共行 政 开 支 以 及 严 重 的 国 债 和 赤 字，甚 至

悲观地认 为 美 国 社 会 正 在 走 向 分 裂 和 破 产，而

且这个国 家 的 未 来 正 朝 着 灾 难 后 果 走 去，除 非

它削减 数 万 亿 的 联 邦 预 算。具 体 地 讲，茶 党 人

并非反对所有的 政 府 规 定 或 由 税 收 支 撑 的 庞 大

社会开 支。问 题 是 政 府 被 谁 规 定，规 定 什 么 内

容，谁从这些庞 大 的 社 会 开 支 中 获 益。一 方 面，

茶党运动要求政 府 不 要 干 预 市 场 经 济 领 域 的 商

业活动，反对政府 对 企 业 的 强 行 规 定 和 限 制；另

一方面，它 竭 力 支 持 各 级 政 府 在 限 制 移 民 方 面

所采取的强制措施。

在社会方面，茶 党 运 动 反 对 政 教 分 离、维 护

公民拥有 枪 支 的 权 利，倡 导 社 会 美 德 主 导 下 的

个人自由，把“生命圣洁”和“传 统 婚 姻”视 为“个

人”及“宗 教”自 由 的 体 现。社 会 保 守 主 义 者 要

①

②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参议员德民特令人意外地宣布将辞去国会议员职务，出任美国传统基金会总裁，指望通过领导一

家极右翼思想的智库继续推动美国保守主义运动。

参阅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Ｐｒｉｃｅ　Ｆｏｌｅｙ，Ｔｈｅ　Ｔｅａ　Ｐａｒｔｙ：Ｔｈｒｅ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该书作者以为，茶党运动并非追求政治，而是谋求捍卫美国宪法原则，尤其是有限政府、主权至上、宪法原本主义三个“核

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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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政府坚 持 并 倡 导 传 统 的 道 德 理 念，赞 成 把 社

会公益及 好 处 给 予 那 些 自 食 其 力 者，反 对 政 府

利用纳税 人 的 钱 扩 充 各 种 社 会 福 利 项 目，帮 助

和救济 社 会 中 那 些 不 劳 而 获 者。他 们 声 称，政

府向劳动 者 征 税，然 后 以 社 会 福 利 项 目 的 形 式

将它们 用 于 救 济 那 些 社 会“寄 生 虫”，这 种 做 法

违反了传 统 的“美 国 梦”中 所 倡 导 的———勤 劳 和

自食其力———美 德 及 价 值。茶 党 人 经 常 引 用 古

罗马人西塞罗的 一 段 话：预 算 应 该 平 衡，财 政 应

该填充，国债应该 削 减，官 场 的 傲 慢 应 该 加 以 遏

制和控制，对外 援 助 应 该 减 少。否 则，罗 马 将 会

破产。人 民 应 该 重 新 学 会 劳 动，而 不 是 倚 赖 公

共救助 过 活。在 许 多 茶 党 人 看 来，这 段 话 里 只

要将“罗马”一 词 改 为“美 国”，便 是 表 达 了 当 今

茶党运动对美国社会提出的诉求。
当然，茶 党 运 动 也 表 现 出 它 复 杂 矛 盾 的 立

场。大多 数 年 长 退 休 的、中 产 阶 级 茶 党 人 想 从

由纳税 人 支 撑 的 社 会 福 利 项 目 中 获 得 最 大 好

处，同时又竭力要 求 政 府 削 减 征 税 和 联 邦 开 支。
换句话说，茶党人 赞 成 政 府 实 施 社 会 保 障、医 疗

保健以及 对 退 伍 军 人 的 慷 慨 补 贴 项 目，但 不 愿

看到政府用纳税 人 的 钱 去 帮 助 和 救 济 在 茶 党 人

看来属 于 不 值 得 帮 助 和 救 济 的 社 会“食 利 者”，
包括外来移民、低 收 入 者 和 游 手 好 闲 的 年 轻 人。
此外，一些 倡 导 自 由 意 志 论 的 茶 党 人 更 是 提 出

了与自 己 信 奉 理 念 相 反 的 社 会 主 张。一 方 面，
他们宣扬并强调 个 人 的 自 由 和 选 择；另 一 方 面，
他们竭力反对同 性 婚 姻、反 对 吸 食 大 麻 合 法 化、
反对堕胎合法化，认 为 政 府 应 该 制 定 有 关 规 定，
维护和体现 美 国 的 传 统“家 庭 价 值”和“伦 理 价

值”。
在对外政策方面，茶党运动内部存在 着 不 同

立场。以美国国会议员容·保罗（Ｒｏｎ　Ｐａｕｌ）为代

表的非国际干预派主张，美国对外政策宜采取海

外实 力 收 缩 战 略，不 赞 成 美 国 谋 求 做 世 界 警 察。

这一派认为，不能在限制国内大政府、谈论财政紧

缩、预算赤字和日益膨胀的国内开支的同时，却支

持政府的海外扩张行动、耗费庞大军事开支占领

和威吓世界其他地方，或不顾在世界上维持一个

庞大的美利坚帝国所需要的费用。美国的对外政

策不能建立在这样一种幻觉上，即通过举债和印

钞的方式维持美国在海外的武力存在。前阿拉斯

加州长萨拉·佩林（Ｓａｒａｈ　Ｐａｌｉｎ）等人则代表着传

统保守主义派，强调美国对外政策应该积极但审

慎地卷入国际事务，因为只有深入接触这个世界

才能保护美国国内自身安全。这一派认为，美国

应该有效地使用军事力量，在决定派兵卷入海外

事务之前明确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作为最后的

政治手段，一旦决定出兵，美国宜投入全部力量快

速取胜。国家重建在理论上是个美好想法，但美

国军队的首要任务是取得战争胜利；美国士兵决

不能置于外国人的指挥之下。

从目前看来，在相互竞争的两种主张里，后一

种主张明显处于美国茶党运动对外政策的上风。

尽管如此，大多数茶党人分享一些基本的对外政

策看法。在国家安全方面，美国应该在军事上保

持处于世界“绝对优势”的地位，信奉里根保守主

义时代关于“以超强军事手段维持和平”的理念，

维持现有美国国防开支水平，反对民主党人和具

有民主党意识形态倾向的人提出美国政府削减防

务开支的主张①。

三、茶党运动把美国保守主义推向极端

所有的西方政治（包括美国民主政治）关乎道

德上至关重要、情感上充满偏爱的东西，譬如宪法

范围内政府应该做什么，人民对国家权威提出怎

① 有 关茶党运动与美国对外政策的讨论，可参阅 Ｗａｌｔｅｒ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Ｍｅａｄ，“Ｔｈｅ　Ｔｅａ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
ｃｙ”，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９０，Ｎｏ．２，Ｍａｒｃｈ／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Ｒｏｎ　Ｐａｕｌ，“Ａ　Ｔｅａ　Ｐａｒｔ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Ｗｈｙ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Ｃａｎｔ　Ｆｉｇｈｔ　Ｂｉ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ｔ　Ｈｏｍｅ　Ｗｈｉｌ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Ｉｔ　Ａｂｒｏａｄ”，Ａｕｇｕｓｔ　２７，２０１０，ａｔ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０１０／０８／２７／ａ＿ｔｅａ＿ｐａｒｔｙ＿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Ｄａｎｉｅｌ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Ｔｈｅ　Ｐａｌ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Ｗｈａｔ　Ｉｓ　ａ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ａ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ｄｓｔａｔｅ．ｃｏｍ／ｄ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３／２０１１／０５／０４／ｔｈｅ－ｐａｌ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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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政治及社会诉求。西方政治还关乎身份，即

我们是谁以及作为对立关系中的他们是谁。在美

国，“我们”总是希望政治家和政客们替“我们”讲

话，为“我们”办事，而不是替“他们”说话办事。
于是，美国茶党运动中各股社会力量 对 政 治

权威和权力给予格外的重视。它们的一个明确抱

负乃是要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使极端保守主义

重新成为主导美国政治的意识形态。为了实现这

一抱负，茶党运动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和方法，从起

初通过走向街头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表达自己的政

治及社会诉求，到组织安排各种茶党集会、市政厅

会议和政策辩论，再到采取更为成熟、更为机智的

方式———通过支持他们认为具有茶党人极端保守

主义思想的候选人参政执政，使这些人替茶党人

说话 和 办 事———以 谋 求 改 变 当 下 美 国 的 政 治

生态。
一般地讲，茶 党 人（尤 其 在 国 内 政 治 大 选 期

间）支持共和党，谋求把该党重铸为在政治意识形

态上更为极端保守的政党。２０１０年，茶党运动在

国会中期选举期间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一些评

论认为，正是茶党人帮助共和党人重新夺回在新

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并通过所支持的候选人

使共和党人赢得在参议院更多席位，缩小了共和

党在参议 院 与 民 主 党 多 数 席 位 的 差 距①。此 外，
在茶党运动的公开支持下，强硬的保守主义候选

人成功当选为一些主要州（像威斯康星州、俄亥俄

州、佛罗里达州和密西根州）的州长。尤其需要指

出的是，科赫兄弟通过大量政治捐款方式支持他

们所欣 赏 的 政 治 候 选 人。他 们 不 仅 影 响 和 左 右

２０１０年中期选举的结果，使利用这些政治捐款获

得好处并 步 入 国 会 山 的 新 议 员 形 成 科 赫 兄 弟 的

“国会帝国”，而且还投入大量金钱支持极端右翼

的共和党人竞选州长职务。
在明确表示支持共和党人参政执政 的 同 时，

茶党人要求在任的共和党议员和州长为茶党运动

倾心倾力，否则，他们在下次选举中将面临来自右

翼保守主义力量的挑战。一定程度上讲，２０１０年

国会中期选举后，促成美国政治中形成新的共和

党保守势力。在国会山，随着大批具有保守主义

倾向的新议员当选，国会共和党领导层比以前更

趋于保守。为了满足茶党运动所希望看到的美国

政治及社会变化，他们在社会福利、经济和对外政

策等一系列问题上———从保健计划、税收、财政到

军事干预利比亚———与奥巴马总统和民主党人主

导的参议院发生分歧和对抗。正如来自宾夕法尼

亚州的前参议员埃伦·斯派克特（Ａｒｌｅｎ　Ｓｐｅｃｔｅｒ）
在最近出版的自传里哀叹道，美国政治中心已经

死亡，并且抱怨他先前的共和党同行以及茶党活

动分子制造了美国政治及国会内部党派之间的矛

盾和分歧。［３］

不过，并非所有的茶党人都是共和党人，他们

中间许多人宁愿自称为政治上的“独立者”，这意味

着他们或许比一般共和党人更为保守，或者是共和

党人中的偏右者。许多茶党人对政治上温和的共

和党人持怀疑、批评甚至不信任的态度。茶党运动

的一个目标是要推动和影响当下的共和党发生变

化，使该党更坚定地接受极右翼保守主义价值和传

统原则，成为更加不妥协的保守政治力量。为了重

铸美国政治中的共和党，茶党运动（尤其茶党人中

间更为年长者和极端保守的选民）积极支持极端右

翼的共和党人参政执政，对那些在任的、温和的共

和党人则表示不满，抱怨他们“与民主党人在政府

规模和资金上达成妥协”。［４］（Ｐ１５６）茶党运动指望更

多的极端右翼共和党人参政执政，那么，茶党运动

的政治及社会目标就有可能早日实现。
于是，人们看到茶党运动和共和党之 间 存 在

着的复 杂 关 系。对于共和党人来说，茶党运动具

有双重性。一方面，共和党人的复兴需要借助像茶

党运动这样的美国基层社会力量所给予的政治热

情以及各种资源上的支持和帮助。茶党运动通过

① ２０１０年中期选举期间，茶党运动成功地扶植了一些参议员候选人，包括帕特·托密尼（Ｐａｔ　Ｔｏｏｍｅｙ）、马可·儒

毕欧（Ｍａｒｃｏ　Ｒｕｂｉｏ）、兰德·保罗（Ｒａｎｄ　Ｐａｕｌ）、迈克·李（Ｍｉｋｅ　Ｌｅｅ）、容·约翰逊（Ｒｏｎ　Ｊｏｈｎｓｏｎ）等人，但也支持了一些失

败者。在内华达州和科罗拉多州，处于弱势的哈利·瑞德（Ｈａｒｒｙ　Ｒｅｉｄ）和米歇尔·巴奈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ｅｎｎｅｔ）分别战胜了

茶党人支持的更虚弱的竞争者，使民主党人以微弱多数继续主导着国会参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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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途径支持和推动极端保守的共和党人积极参

政执政，促使他们采取不与民主党进行任何政治妥

协的坚定立场，以实现茶党运动所提出的一系列改

造美国社会及政治的要求。另一方面，尽管极端右

倾的国会共和党人在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上，对
白宫和民主党人持强硬的立场和态度，但是，许多

共和党人清楚地知道，政治意味着妥协，尤其在美

国这样的民主政治体制里，倘若没有妥协，什么事

情也做不成。于是，茶党运动也把保守的共和党人

推到美国政治的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不管怎么说，在２０１０年国会选举取得胜利的

基础上，茶党运动积极参与并影响２０１２年美国政

治大选的结果。茶党运动不再搞群众示威或举行

市政厅会议，而是在政治上表现出更为成 熟 和 机

敏，以表明茶党运动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上升的

美国政治力量。类似于２０１０年的竞选战略，茶党

运动积极物色并资助具有茶党意识形态倾向的政

治候选人在２０１２年初选中获胜，让他们取代温和

的、政治上趋于妥协的在任共和党议员，即所谓“只
是名义上的共和党人”（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Ｉｎ　Ｎａｍｅ　Ｏｎｌｙ，

ＲＩＮＯ）。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３日，来自肯塔基州参议院

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克乃尔（Ｍｉｔｃｈ　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聘

请茶党“战略家”杰西·本顿（Ｊｅｓｓｅ　Ｂｅｎｔｏｎ）为自己

２０１４年的竞选出谋划策。落选的美国总统候选人

米特·罗姆尼曾选择政治上极端右翼保守、具有茶

党运动 意 识 形 态 倾 向 的 众 议 员 保 罗·瑞 安（Ｐａｕｌ
Ｒｙａｎ）作为竞选伙伴，一个主要目的乃是指望总统

大选中能够获得来自茶党运动的更多支持。

四、茶党运动的对华意识形态

茶党运 动 极 端 保 守 的 意 识 形 态，在 对 华 关

系方 面 呈 现 为 审 慎 和 悲 观 的 现 实 主 义。在 美

国，茶党人、保守的 共 和 党 人 以 及 具 有 茶 党 运 动

极端保守 倾 向 的 现 实 主 义 倡 导 者 们，他 们 通 过

对历史进 行 有 选 择 地 学 习 和 类 比，倾 向 于 把 迅

速发展的中国视 为 对 美 国 地 位 构 成 潜 在 威 胁 和

挑战的一个来源。
在对华贸易方面，茶党运动要求美国 政 府 减

少对中国的借债依赖，以减低美国向中国欠债的

压力。这 种 认 识 与 茶 党 运 动 对 西 方 历 史 的 学

习———尤其 对 大 英 帝 国 兴 衰 教 训 的 总 结———有

关。许多茶党人和保守的共和党人认为，大英帝

国军事溃败源于布尔战争后的收缩政策。英国在

经历两次布尔战争后感到财力不支，开始在全球

范围内实施战略收缩，允许海外势力成立自治地

区，这被认为是大英帝国走向衰亡的开始。最终

促成大英帝国从军事溃败到帝国版图瓦解，乃是

由于经济上 受 制 于 他 人。１９５６年 爆 发 苏 伊 士 运

河战争时，公然入侵埃及的英国和法国仍拥有大

量的殖民地。在美国的坚决反对下，英法两国接

受停火协议，使英国保守党人艾登首相下台。各

殖民地纷纷独立。当时英国“被停火”的原因乃是

美国利用经济手段逼其就范，包括抛售英镑，否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英国贷款，停止向英国提供

经济援助等。对大英帝国衰亡史的反思，加剧了

一些人对美国综合国力逐渐衰落的担忧。因此，
在茶党人和保守的共和党人看来，不能让任何一

个（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成为美国的单一债权

人。他们指责中国“抢走美国人的就业岗位”、“操
纵人民币汇率”。在他们看来，与中国进行贸易谈

判，首要目的是如何保护美国人的就业机会，而不

是谈论全球化背景下的“双赢”合作。否则，美国

就会成为一百年前的英国。
在安全方面，保守的现实主义倡导者 对 未 来

亚洲和中美关系持审慎而悲观的看法。他们趋于

把未来的亚洲想象成是１９４５年前的欧洲、一个具

有零和性质的战略竞争场所。新兴大国和传统大

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被理解为是一种历史规则。
复杂的亚洲地缘政治使得经济发展、军事技术、地
缘战略和国家利益的激烈竞争成为不可避免，尤

其在美国、俄罗斯、日本和中国之间更是如此。在

他们看来，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民主传播以及多边

主义，这些都难以摆脱大国之间不可避免发生战

略竞争冲突的传统安全困境。
具体在中美关系方面，保守的现实主义倡导者

同样持审慎悲观的看法，认为中国和美国之间必然

面临着地缘战略上的竞争。欧洲历史的两次经历

支撑着他们这种认知。一次欧洲历史经历是，根据

古希腊人修昔底德对历史的观察，雅典人的力量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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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发展，它引起斯巴达人的恐惧。作为陆地力量的

雅典人，在自身强大之后开始挑战作为海上力量的

斯巴达人，使得战争不可避免。另一次欧洲历史经

历是，１９世纪德国在欧洲崛起。作为一个大陆力

量，崛起的德国开始发展自身海军实力并挑战作为

海洋霸权的英国，从而引发２０世纪上半叶欧洲大

国之间的政治悲剧。在保守的现实主义倡导者那

里，２１世纪中国被历史地类比为古代雅典和１９世

纪德国。作为大陆力量的中国在其发展之后，必然

要挑战作为海洋力量的美国，从而使亚洲保持的一

种现存力量平衡———中国作为大陆力量和美国作

为海洋力量———被打破。鉴于中国的迅速崛起，发
生“权力转移”的情形不可避免。作为守成力量的

美国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增强它与亚洲盟国———尤

其是日本———的关系，如果美国想实现长期遏制中

国力量发展的目标。
于是，中国海军力量的逐步发展成为近年来美

国保守的现实主义倡导者的核心关切。在他们看

来，作为传统上的陆地力量，中国谋求海上军事力量

的逐步发展，将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军事优

势，并有可能最终打破该地区的地缘战略平衡。［５］他

们悲观地认为，中国将展示发展海军力量的强有力

“战略意志”。因此，以为中国会维持海上争端现状

并愿意继续保持目前水平的海军力量是愚蠢的。美

国海军应该重新研究２０世纪上半叶德国海军力量

崛起的历史经验教训，为应对２１世纪在海上出现中

国版的德国海军舰队做好准备。［６］（Ｐ３４）

然而，这类消极而悲观的看法和主张，忽视了

一些重要而关键的方面。一方面，茶党人和保守

的共和党人对美国经济的不景气表示担忧，应该

从美国经济体制的持续可行、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方面寻找原因，而不是把美国经济的衰退简单地

归咎于别国。事实上，美国国内企业所面临的实

际挑战和压力与中国关系甚微。另一方面，昔日

的欧洲并非今日和未来的亚洲。正如有评论者提

出质疑，“为什么要用欧洲的过去———而不是亚洲

自己的过 去———去 探 索 亚 洲 的 未 来？”［７］（Ｐｘｉ）实 际

的情形是，与其他新兴国家一样，中国正在以和平

的方式谋求发展，并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参与和

处理国际事务。不断发展的中国已经并继续成为

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稳定者———而不

是威胁者。

五、结　语

如果说２００９年前人们提及茶 党 还 是 指 几 百

年前发生在美国波士顿湾、旨在抗议大西洋彼岸

英国政府的倾茶事件，那么现在人们再次提到茶

党运动时，它则是指发生在美国本土、对美国政府

发出直接抗议的政治思想运动。当代茶党运动不

仅影响和改变着美国政治生态，而且是近年来美

国社会中最具争议、最具戏剧性的事件。
通过对当代美国茶党运动的观察、探 究 和 分

析，本文给出以下几点基本认识。
第一，茶党运动在思想来源上吸收并 结 合 了

美国保守主义、自由意志论以及平民主义思想，在
意识形态上呈现为强烈的极端右翼的保守主义倾

向。它由美国社会各种保守力量所构成，包括茶

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支持茶党运动的保守主义

团体和个人，以及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新闻媒体

和国会议员。它既是一种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民

众反政府政治运动，也是具有保守倾向的社会知

识精英和政客卷入的社会运动。
第二，茶党运动倡导坚守美国宪法、削减政府

开支并减税，减少国债以及削减联邦政府预算赤

字，但在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上采取了前后矛

盾和自 私 的 立 场 和 态 度。它 要 求 限 制 政 府 的 作

用，但同时要求政府在移民政策、堕胎政策和同性

婚姻方面采取更强硬措施。它反对政府扩大以税

收为支撑的社会福利项目，但又希望从政府的社

会福利项目中获得好处。
第三，茶党运动把重铸美国共和党作 为 明 确

的政治战略目标，谋求把美国政治推向极端右翼

保守的方向。在策略上，它积极物色和支持具有

茶党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候选人参政执政，通过

他们实现茶 党 运 动 的 政 治 战 略 目 标。２０１２年 政

治大选继续反映出茶党运动作为一股社会力量在

美国政治上趋于成熟，尽管茶党运动本身面临着

发展问题。
第四，在对华关系方面，茶党运动极端右倾的



　２０１３年第９期　

６３　　　

思想，表现为保守的现实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对

欧洲经历的简单学习和历史类比，它们在经济和

安全领域对未来亚洲及中国的发展持审慎和悲观

看法。
尽管人们 对 美 国 茶 党 运 动 存 在 着 不 同 的 看

法，支持者欢呼它促使美国重新回归核心价值；反
对者认为它只不过是传统上的宗教右翼思潮复活

而已，把它视为带有种族歧视的、反动的、最终将

是徒劳的抗议运动，但不管怎么说，茶党运动改造

着美国政治，美国政治也在改造着茶党运动。一

个不可抗拒的现实是，美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日

益多元文化、多种族共存、政府不断充当积极角色

的新时代。茶党运动在美国社会及政治生活中的

未来命运如何，人们还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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