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社会与文化

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与美国的应对
———兼论美国的文化政策

韦宗友＊

【内容提要】　美国 作 为 一 个 移 民 国 家，境 内 民 族、语 言、

宗教和文化千姿百态，七彩纷呈。然而，自立 国 以 来，盎 格 鲁

撒克逊新教文化 一 直 占 据 支 配 地 位，渗 透 到 美 国 政 治、经 济、

宗教及社会生活的方 方 面 面，为 美 国 这 一 多 民 族 国 家 提 供 了 强

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过，到了２０世纪七八十 年 代，随 着 民

权运动的兴起，多元 文 化 主 义 逐 渐 在 美 国 勃 兴 起 来。多 元 文 化

主义反对盎格鲁 撒 克 逊 新 教 文 化 在 美 国 各 个 领 域 的 支 配 地 位，

要求重新审视其他种族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与盎格 鲁 撒 克 逊 新

教文化之间的关系，认 为 美 国 是 个 多 种 族、多 文 化 并 存 的 多 元

社会，并在教育、就业等 一 系 列 方 面 掀 起 了 轰 轰 烈 烈 的 多 元 文

化主义实践。面对多 元 文 化 主 义 的 挑 战，美 国 文 化 保 守 派 与 之

展开了激烈的 “文化战争”，同时在保守派的支持下，美 国 政 府

从８０年代末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采取一系列政策举措，矫 正 多 元

文化主义对主流文化的冲击，捍卫盎格鲁 撒克逊 新 教 文 化 的 主

流地位，并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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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与美国的应对

　　美国作 为 一 个 移 民 国 家，境 内 民 族、语 言、宗 教、文 化 千 姿 百 态，堪 称 世

界民族及文化的万花筒。然而，自立国以 来，盎 格 鲁 撒 克 逊 新 教 文 化 一 直 占 据

着支配地位，渗透到美国政 治、经 济、宗 教 及 社 会 生 活 的 方 方 面 面，为 美 国 这

一多民族国家提供了强大的凝聚力、向 心 力 和 同 化 力。可 以 说，盎 格 鲁 撒 克 逊

新教文化既是美国的立国之基，也是美利坚民族的文化之魂。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美 国 移 民 政 策 的 变 化 及 民 权 运 动 勃 兴 以 来，多 元 文 化 主

义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在美国 悄 然 兴 起，盎 格 鲁 撒 克 逊 新 教 文 化 受 到 自 立 国 以

来最猛烈的冲击。面对多元 文 化 主 义 对 美 国 传 统 主 流 文 化 的 冲 击，美 国 的 文 化

保守派深感忧虑，如临大敌，展开了 抨 击 多 元 文 化 主 义 的 “文 化 战 争”，美 国 政

府也采取了诸多应对措 施，在 维 护 美 国 文 化 多 元 的 外 表 下 力 挺 主 流 文 化，防 止

多元文化主义 “跑偏”。

一、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

美国的多元文 化 主 义 兴 起 于２０世 纪 七 八 十 年 代，其 渊 源 则 可 以 追 溯 到２０

世纪２０年代。１９世纪后半 期 到２０世 纪 初，美 国 迎 来 了 建 国 以 来 第 二 次 大 规 模

移民浪潮。据 统 计，１８７０—１９２０年 间，超 过２　６００万 人 移 民 到 美 国，人 口 规 模

甚至超过了１８５０年 的 美 国 人 口 总 数。与 第 一 波 主 要 来 自 英 国 及 北 欧 的 移 民 不

同，第二波移民主要来自俄 罗 斯、东 欧 及 东 南 欧。这 些 在 宗 教、文 化 及 民 族 构

成上与先前移民截然不 同 的 大 批 移 民 的 涌 入，引 起 了 美 国 人 的 忧 虑，他 们 担 心

这些新移民会冲击以盎格鲁 撒克逊新 教 文 化 为 根 基 的 美 国 主 流 文 化。部 分 出 于

这种担心，美国国内掀起了一场轰轰 烈 烈 的 “美 国 化”运 动，从 语 言、宗 教 等 方

面对新移民进行重新改造和同化，重塑新 移 民 的 民 族 认 同 和 文 化 取 向。正 如 当 时

一位美国化运动的鼓吹者所言：“我们的任务是……尽力把盎格鲁 撒克逊的正义、

法治、秩序及民 治 政 府 的 观 念 灌 输 给 他 们 的 孩 子；唤 醒 他 们 尊 重 我 们 的 民 主 制

度，尊重公众生活中作为一个民 族 的 我 们 所 认 为 有 永 久 价 值 的 东 西。”①为 了 给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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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化披上漂亮的外衣，当时的一些学者还推出了 “熔 炉 说”，认 为 美 国 作 为 一 个

民族熔炉，能够将来到美国 的 移 民 锻 造、同 化 成 一 个 新 民 族：美 利 坚 民 族。这

一新民族是盎格鲁 撒克逊文化 模 式 的 “重 铸”与 “再 版”，非 盎 格 鲁 撒 克 逊 欧

洲移民的文化特征将在此被融化因而荡然无存。①

美国化运动最 初 由 基 层 的 非 官 方 机 构 发 起，并 逐 渐 得 到 官 方 的 广 泛 支 持。

很多州政府都制定了相 关 的 法 律，一 些 州 还 成 立 了 美 国 化 事 务 局。联 邦 政 府 也

积极参与，在劳工部设立了归化局，在 内 政 部 成 立 教 育 局，大 力 推 进 同 化 工 作。

据统计，到１９２１年，参 加 归 化 局 安 排 的 同 化 计 划 的 州、市、县、镇 共 达３　５２６

个之多。其中英 语 教 育 是 最 普 遍 的 美 国 化 运 动，得 到 了 各 级 政 府 的 大 力 支 持，

相继成立了大批公立学校，推进英语教育，宣 扬 新 教 价 值 观 和 美 利 坚 民 族 主 义。

据统计，１９２１—１９２２年，有７５０至１　０００个 社 区 为 移 民 安 排 了 公 立 学 校 特 别 学

习班。从１９１５—１９２２年，在这 些 学 习 班 学 习 过 的 人 数 超 过 了１００万。 “学 校 教

师们努力给移民的孩子们 灌 输 美 国 国 民 身 份 感。教 科 书 着 重 谈 美 国 的 体 制 和 政

治历史，以及为国家作出了杰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美国化运动的迅 猛 推 进，特 别 是 要 求 新 移 民 在 短 时 间 完 成 民 族 意 识、文 化

习俗的转变，不仅给新移民 造 成 巨 大 的 心 理 创 伤 和 文 化 不 适，也 造 成 了 民 族 关

系的紧张。一些具有自由主 义 思 想 的 知 识 分 子 开 始 重 新 审 视 美 国 化 运 动 和 民 族

关系状况，寻求解决文 化 分 歧 的 新 原 则 和 新 对 策，文 化 多 元 主 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ｌｕ－

ｒａｌｉｓｍ）应运而生。１９１５年，犹太籍哲学教授霍勒斯·卡 伦 （Ｈｏｒａｃｅ　Ｋａｌｌｅｎ）在

《民族》杂志上发表长文，对美国化 运 动 提 出 批 评。卡 伦 指 出，人 们 可 以 选 择 或

改变自己的服饰、政治信仰、伴侣、宗 教 和 哲 学 等，但 无 法 选 择 和 改 变 自 己 的

祖 父 母 （即 出 生 的 文 化 背 景），强 制 一 个 犹 太 人 放 弃 犹 太 文 化，等 于 要 求 他 停

止 生 存。他 指 出，美 国 化 运 动 等 于 将 非 盎 格 鲁 撒 克 逊 的 欧 洲 移 民 看 作 劣 等 民

族，不 配 享 有 同 等 权 利，这 种 做 法 违 背 了 《独 立 宣 言》所 宣 示 的 平 等 精 神。

他 认 为，真正的美国精神应 该 是 所 有 民 族 间 的 民 主，而 不 是 某 一 民 族 对 其 他 民

族的绝对统治。１９２４年，卡伦将该文收入文集时，首次使用了 “文化多元 主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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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术语。①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文 化 多 元 主 义 是 对 强 制 推 行 的 美 国 化 运 动 的

一种反动，强调的是对非主 流 文 化 的 尊 重，其 目 的 主 要 在 于 要 求 主 流 文 化 能 够

以较为平等的态度来对待非盎格鲁 撒克逊新教文化的欧洲其他文化。

不过，随着１９２４年限制 移 民 进 入 美 国 的 新 移 民 法 的 颁 布 以 及２０年 代 经 济

大萧条的来临，移民美 国 的 人 数 急 剧 减 少，加 之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的 爆 发，以 卡

伦为代表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呼声逐渐销声匿迹。

进入２０世 纪６０年 代，美 国 国 内 掀 起 了 强 大 的 民 权 运 动 浪 潮。黑 人 运 动、

妇女运动、反战运动此 起 彼 伏，冲 击 着 美 国 社 会 生 活 的 方 方 面 面。在 民 权 运 动

的推动下，这一时期美国政 府 先 后 颁 布 了 一 系 列 保 障 和 促 进 少 数 族 裔 及 妇 女 地

位的法案，如１９６４年 的 《民 权 法》、《经 济 机 会 法》，１９６５年 的 《选 举 法》、《中

小学教育法》、《高 等 教 育 法》、《医 疗 照 顾 法》，以 及１９６８年 通 过 的 涉 及 城 市 交

通、住宅建设及城市发展方 面 的 法 律。这 些 法 律 的 通 过，使 得 包 括 黑 人、妇 女

等此前受歧视种族及群 体 享 有 了 选 举 权、受 教 育 权，极 大 促 进 了 种 族 及 性 别 平

等，保护了少数族裔及妇女的权益。

在６０年代的民权运动中，尤其值得一提的 是１９６５年 通 过 的 《移 民 法》（全

称为 《外来移民与国籍法 修 正 案》），它 对 日 后 美 国 的 移 民 政 策 和 移 民 构 成 产 生

了重大影响。该法案最突出 的 特 点 是 废 除 了 此 前 美 国 移 民 法 案 中 明 显 的 种 族 歧

视条款，禁止任何政府 官 员 以 国 籍、种 族 和 宗 教 为 由 歧 视 移 民。法 案 将 每 年 移

民的限额由原先的１５．３万 （其 中 西 北 欧 国 家 占８３％，东 南 欧 国 家 占１５％，亚

洲移民被排除在 外）增 加 到２９万，其 中 东 半 球 （及 亚、非、欧 三 大 洲）为１７

万，各国不超过２万；西半球１２万，移 民 不 分 国 籍，按 先 来 后 到 原 则 入 境。法

案还将家庭 团 聚 类 移 民 的 比 重 大 幅 增 加 到７４％，将 技 术 类 移 民 的 比 重 削 减 到

２０％。此前亚洲移民基本上被排 除 在 《移 民 法》之 外，移 民 的 绝 大 多 数 都 是 欧

洲移民，这一规定的初衷是 为 了 确 保 欧 洲 白 人 移 民 能 够 占 据 主 导，限 制 有 色 种

族的移民。但１９６５年 《移民法》废除了 明 显 的 种 族 歧 视 条 款，为 日 后 大 批 亚 裔

移民的进入提供了通道。该 法 案 还 有 一 个 意 想 不 到 的 后 果 是，此 后 大 批 拉 美 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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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墨西哥裔移民通过 合 法 和 非 法 途 径 涌 入 美 国，成 为 美 国 移 民 浪 潮 中 的 一

大突出现象。①据统计，１９７０年时，按地域划分，美国国外 移 民 的 最 大 来 源 地 分

别为欧洲 （占６０％）、拉 美 （１９％，其 中 墨 西 哥 占８％）、亚 洲 （９％）和 北 美

（８％）。而到２０００年，移民的地域构 成 已 经 发 生 明 显 变 化，其 中 墨 西 哥 移 民 高

居榜首占２９％，其他拉美及加勒比地区 的 移 民 占２４％，即 拉 美 裔 移 民 已 经 占 到

移民总数的一半以上，来自 亚 洲 的 移 民 也 高 达２８％，而 来 自 欧 洲 和 北 美 的 移 民

则仅占１２％和２％。②换言之，原先由 欧 美 移 民 占 主 导 的 移 民 构 成 已 经 让 位 于 拉

美和亚洲移民。移民结构的 变 化 导 致 拉 美 裔 在 美 国 人 口 中 的 比 例 迅 速 攀 升，传

统上占据绝对优势的白 人 （非 拉 美 裔）人 口 比 例 不 断 下 降。据 美 国 皮 尤 研 究 中

心的调查数据，在１９６０年 时，美 国 非 拉 美 裔 白 人 人 口 占 据 绝 对 优 势，为８５％，

而黑人和 拉 美 裔 仅 占１１％和３．５％。到２００５年 时，非 拉 美 裔 白 人 比 重 下 降 到

６７％，拉美裔 人 口 则 上 升 到１４％，超 过 黑 人 （１２．８％）成 为 第 一 大 少 数 族 裔。

皮尤研究中心预测，按照这一趋势 发 展 下 去，到２０５０年，非 拉 美 裔 白 人 将 仅 占

总人口的４７％，而拉美裔人口则将猛增 到２９％，黑 人 和 亚 裔 人 口 比 重 将 分 别 为

１３．４％和９％，届时美国将不再是白人 （非拉美裔）主导的社会。③

由于移民政策的变化及移民构成的 改 变，以 及 民 权 和 妇 女 运 动 的 风 起 云 涌，

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多元文化 主 义 在 美 国 逐 渐 兴 起。多 元 文 化 主 义 的 倡 导 者 多

为持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及商界和报 界 精 英。多 元 文 化 主 义 的 主 要 观 点 是：

美国是一个多元民族和族裔构成的国 家，而 非 由 某 一 主 导 民 族 和 种 族 （盎 格 鲁

撒克逊民族或白人种族）构 成 的 国 家；美 国 文 化 是 一 种 多 元 文 化，而 非 仅 仅 是

盎格鲁 撒克逊新教文化；美国的传统 是 由 构 成 美 国 的 不 同 民 族、族 裔 及 具 有 不

同性别和文化传统的美国人共同构成 的，不 能 仅 由 某 一 民 族 或 族 群 （如 盎 格 鲁

撒克逊民族）的 历 史 经 验 为 依 据；族 群 认 同 和 族 群 权 利 应 该 得 到 尊 重 和 促 进，

８７

①

②

③

梁茂信：《美国移民 政 策 研 究》，长 春：东 北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１９９６年 版，第２９６—３０３页。

另 见 Ｍａｄｄａｌｅｎａ　Ｍａｒｉｎａｒｉ，“‘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Ｍｕｓｔ　Ｓｈｏｗ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ｏ’：Ｔｈｅ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６５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２６，Ｎｏ．２，２０１４，ｐｐ．２１９—２４５。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ｏｎｅｓ－Ｃｏｒｒｅａ，“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Ｇｒｏｕｎｄ：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Ｊｕｌｙ　２０１２，ｐ．３．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Ｓ．Ｐａｓｓｅｌ　ａｎｄ　ＤＶｅｒａ　Ｃｏｈｎ，“Ｕ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５—２０５０，”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１，２００８，ｐ．９．



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与美国的应对

不能以某一种族来压制、排斥其他族 群 的 认 同 和 权 利。①哈 佛 大 学 非 裔 美 国 人 研

究系主任亨利·路易斯·盖茨 （Ｈｅｎｒｙ　Ｌｏｕｉｓ　Ｇａｔｅｓ　Ｊｒ．）指 出，多 元 文 化 主 义 理

论的核心是承认文化的 多 元 性，承 认 文 化 之 间 的 平 等 和 相 互 影 响，打 破 西 方 文

明 （在美国表现为盎格鲁 撒克逊文明）在思维方式和话语方面的垄断地 位。②社

会学家内森·格拉泽 （Ｎａｔｈａｎ　Ｇｌａｚｅｒ）指 出，多 元 文 化 主 义 者 力 图 从 各 自 的 角

度描述一个不带偏见和歧 视 的 更 为 美 好 的 美 国 图 画，希 望 将 美 国 文 化 看 成 是 所

有种族和族裔文化交融的结果。③

不难看出，相对于２０世 纪１０—２０年 代 文 化 多 元 主 义 的 诉 求，多 元 文 化 主

义争取的不仅仅是对美国 社 会 不 同 种 族 和 族 裔 的 文 化 和 传 统 的 尊 重，而 是 要 对

传统的美国主 流 文 化 提 出 全 面 检 讨 和 重 新 界 定，甚 至 要 改 变 美 国 的 政 治 基 础，

要求将种族平等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去。“多 元 文 化 主 义”所 包 含 的

“文化”的内容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 “文化”范围，实 际 上 成 为 一 种 明 显 而 直 接

的政治诉求。同时，多元 文 化 主 义 也 不 再 是 一 种 局 限 在 美 国 国 内 的 运 动，它 的

形成也受到世界形势发展 的 影 响，它 本 身 也 是 对 全 球 化 时 代 世 界 秩 序 的 一 种 探

索。比起文化多 元 主 义 来，多 元 文 化 主 义 代 表 了 一 种 更 为 深 刻 和 广 泛 的 诉 求，

对美国社会的震撼更为剧烈，所引起的反弹必然更为强烈。④

首先，教育领域的多元文化主义。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当多元文化主 义 的 概 念 首

次出现时，它的目标是在中 小 学 教 育 中 增 加 对 不 同 民 族 和 族 裔 的 文 化 传 统 的 理

解。在８０年代时，“多元文 化 主 义”又 被 一 些 大 学 借 用 来 描 述 对 传 统 人 文 学 科

内容的改革。到９０年代，多元文化主义教育思想逐步趋于成熟。⑤主张多元文 化

主义教育的人认为，在美国 种 族 构 成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的 情 况 下，传 统 的 以 白 人 为

中心、以盎格鲁 撒克逊新 教 文 化 为 主 导 的 美 国 教 育 和 知 识 体 系 必 须 改 弦 易 辙，

应该在课程体系和课堂讲 授 中 充 分 反 映 其 他 族 裔 的 文 化 与 知 识，向 学 生 提 供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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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载 《美国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５２页。

Ｈｅｎｒｙ　Ｌｏｕｉｓ　Ｇａｔｅｓ　Ｊｒ．，“Ｔｈｅ　Ｗ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ｅｒ，Ｖｏｌ．６９，Ｎｏ．９，Ａｐｒｉｌ　１９９３，

ｐｐ．１１３—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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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第６２—６３页。

同上文，第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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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而非阉割的多元文化知 识 与 训 练，让 学 生 们 听 到 因 种 族 歧 视 或 偏 见 而 被 压 抑

或处于 “无声”状态的少数族裔 的 声 音。多 元 文 化 主 义 者 还 认 为，在 美 国 社 会

种族构成日益 多 元 的 情 况 下，尽 早 让 学 生 了 解、熟 悉 其 他 族 裔 的 文 化 和 习 俗，

可以让学生对将来更加多 元 的 社 会 有 充 分 的 准 备。他 们 不 仅 主 张 课 程 设 置 应 该

反映美国社会中人口构成 和 社 会 经 济 等 方 面 发 生 的 重 大 变 化，鼓 励 学 生 更 加 积

极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同 时 要 求 授 课 的 教 师 也 应 当 为 教 育 那 些 在 文 化、语 言

和社会经历方面差异更为 广 泛 的 学 生 作 好 充 分 的 准 备，包 括 增 添 少 数 族 裔 教 员

的数量和比重。①

在多元文化主义 者 的 推 动 下，自２０世 纪６０年 代 末 起，美 国 大 学 人 文 和 社

会科学学科教学内容出现 了 明 显 的 调 整 和 变 化。一 些 强 调 少 数 民 族 和 妇 女 研 究

的学科开始兴起，并随着少 数 民 族 研 究 人 员 的 增 加 而 渐 成 声 势。有 关 非 西 方 文

化 （包括历 史、文 学、哲 学、宗 教 等）的 课 程 被 列 为 大 学 生 的 必 修 课。一 些 大

学甚至要求学生 必 须 选 修 本 身 文 化 以 外 的 两 个 其 他 文 化 的 知 识 课 程 方 能 毕 业，

部分常春藤大学也纷纷增加讲授非西方文化的课程。

其次，要求对美国 历 史 进 行 改 写，重 新 认 识 其 他 族 群 及 文 化 在 美 国 历 史 中

的地位和作用，建立跨文化 历 史 视 角 和 跨 文 化 沟 通 能 力。多 元 文 化 主 义 教 育 者

尤其强调对传统的美国历 史 知 识 内 容 的 改 革。持 多 元 文 化 主 义 历 史 观 的 学 者 认

为，美国的历史和传统是多种民族或族裔共同经历、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某个

主导民族缔造和书写的。他 们 希 望 追 本 溯 源 并 帮 助 学 生 全 面 认 识 美 国 社 会 目 前

存在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 和 贫 穷 等 问 题，克 服 和 消 除 对 其 他 民 族 和 族 裔 文 化

的误解，提升他们与其他族裔沟通与相处 的 能 力，培 养 他 们 对 群 体 差 别 的 欣 赏，

最终培养他们在 “由多元 民 族 组 成 的 国 家 以 及 相 互 依 存 的 世 界”中 进 退 自 如 的

能力。②

再次，多元文化主 义 者 要 求 政 府 在 就 业、教 育 等 领 域 推 行 肯 定 性 行 动，维

０８

①

②

张爱民： 《美 国 多 元 文 化 主 义 起 源 研 究》，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博 士 后 研 究 工 作 报 告 （未 刊），

２００２年，第５４—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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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和促进少数族裔及 女 性 的 政 治、经 济 和 社 会 权 益。无 论 是 政 府 公 职，还 是 公

立学校的教职，抑或是公司 员 工 招 聘 及 大 学 录 取，都 要 充 分 考 虑 到 少 数 族 裔 及

妇女的权益，让 少 数 族 裔 和 妇 女 占 有 一 定 的 比 例。一 些 高 校 为 了 完 成 “指 标”

甚至不惜一再降低受照顾 群 体 的 分 数 和 录 取 标 准，有 时 为 了 完 成 少 数 族 裔 教 师

职位指标而不惜相互挖 墙 脚，吸 引 黑 人 等 少 数 族 裔 教 职 人 员。例 如 杜 克 大 学 在

１９８８年作出规定，硬性规定各系在１９９３年前必须再增加一名黑人教授，凡 是 办

不到的，届时都要受到行政处罚，除非能拿 出 过 硬 的 证 据 证 明 已 经 尽 力 而 为 了。

威斯康星大学在１９８９年宣布，它在１９９１年 底 之 前 将 再 聘７０位 少 数 种 族 出 身 的

教授，威廉斯学院则打算在９０年 代 初 使 少 数 种 族 教 员 占 其 师 资 队 伍 的２０％。①

在肯定性行动的压力下，就业市场及教育领域出现了 “矫枉过正”的扭曲现象。

二、冷战后美国主流文化面临的潜在挑战

多元文化主义的 主 张 及 其 实 践，引 起 了 美 国 国 内 保 守 派 的 惊 慌，他 们 指 责

多元文化主义者正在 阉 割 美 国 历 史、肢 解 美 国 文 化、瓦 解 美 国 信 念、分 化 美 国

认同。１９８７年芝加哥大学教授艾 伦·布 卢 姆 （Ａｌｌａｎ　Ｂｌｏｏｍ）出 版 《封 闭 美 国 心

灵》一书，吹响了反对多元文化 主 义 的 批 判 号 角。布 卢 姆 痛 心 疾 首 地 表 示，在

多元文化主义的鼓动和实践下，美国大学的传统精神和功能已经 被 肢 解，经 典 的

西方人文思想 “已经死亡”。他认为，多元 文 化 主 义 者 力 图 追 求 种 族 和 不 同 文 化

的平等的做法，是一种反历史 的 一 厢 情 愿，注 定 要 失 败，因 为 “历 史 与 社 会 本

身就是同时拥有高低贵贱等不同 内 容 的”②。布 卢 姆 的 观 点 得 到 弗 朗 西 斯·福 山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的呼应。福山认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前的美国 从 来 不 是 一

个多元文化的国家，盎格鲁 撒克逊新 教 文 化 一 直 是 主 导 美 国 的 文 化，而 正 是 因

为有盎格鲁 撒克逊新教文化霸权，美国才可能充满自信地称霸世界。③ 《纽 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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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宗美：《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挑战》，载 《美国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３期，第１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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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对 与 多 元 文 化 主 义 有 密 切 联 系

的新美国史学进行了无情鞭挞。他声称，当 前 的 美 国 历 史 讲 的 都 是 压 迫 与 痛 苦，

让人认为美国历史就是一 部 “除 白 人 之 外 的 所 有 其 他 人 都 始 终 在 受 苦 受 难 的 历

史”，这种治史的方法无异于 “刻意的宣传鼓动”。①

历史学家小亚瑟·施 莱 辛 格 （Ａｒｔｈｕｒ　Ｓｃｈｌｅｓｉｎｇｅｒ　Ｊｒ．）在 其 出 版 的 《美 国 的

分裂》一书中忧心忡忡地表示：“两 个 世 纪 以 来，盎 格 鲁 撒 克 逊 新 教 传 统 一 直

影响着美国文化与社会的 方 方 面 面，这 一 传 统 提 供 了 其 他 移 民 需 要 遵 从 的 标 准

和同化的母体”；但是当前 “对美国熔炉的反叛至少 在 言 辞 上，如 果 不 是 在 行 动

上，达到要否定 （美国）共同文化 和 单 一 社 会 的 地 步。如 果 多 数 人 都 接 受 这 一

观点， （美 利 坚）共 和 国 将 面 临 严 重 问 题”。②约 瑟 夫·爱 泼 斯 坦 （Ｊｏｓｅｐｈ　Ｅｐ－

ｓｔｅｉｎ）在 《哈得逊评论》１９９１年 春 季 号 上 发 表 了 一 篇 题 为 《学 术 动 物 园：实 践

中的理论》的文章，以辛 辣 的 笔 触 历 数 了 文 化 多 元 论 者、女 权 论 者 和 解 构 主 义

者的极端荒唐之处。他指出人文科学的政治化，乃是问题的要害。他说：

此种政治化的人 文 科 学 所 提 出 的 问 题，其 影 响 远 远 超 出 常 春 藤 校 园 四

壁内的学术。近年来美 国 高 等 学 府 对 西 方 文 化 和 自 由 制 度 的 谴 责 之 声 一 直

不绝于耳，这决不 是 一 般 的 清 谈，它 体 现 出 对 社 会 基 础 的 有 组 织 进 攻，而

这种社会基础 恰 恰 保 障 了 文 化 和 艺 术 生 活 的 独 立，包 括 高 等 教 育 的 独 立。

在女权主义者和解构主 义 者 以 及 类 似 主 义 的 鼓 吹 者 们 所 设 想 的 那 种 变 革 的

背后，确有一张激进 变 革 蓝 图，意 在 使 得 社 会 和 政 治 生 活 的 每 一 个 方 面，

从我们赋予上流文化 的 独 立 地 位 到 人 们 相 互 交 往 的 方 式，都 发 生 革 命 性 变

化。正因为如此人文科 学 的 传 统 概 念 和 公 认 的 文 化 经 典 才 受 到 学 术 界 新 潮

人士的恶毒攻击，被诬 蔑 为 西 方 民 主 社 会 苦 心 孤 诣 加 以 确 立 并 维 持 的 那 些

理想和价值的文化卫道士。③

在保守派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声讨中，哈佛大学教 授 塞 缪 尔·亨 廷 顿 （Ｓａｍ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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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　Ｐ．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集中指出了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文化乃至美国国家特性 带 来 的

挑战。他认为，以多元文化主 义 为 主 要 代 表 的 解 构 主 义 运 动 正 在 对 美 国 核 心 文

化、美国信念及英语的地位构成挑战。①

第一，对美国核心 文 化 的 挑 战。多 元 文 化 主 义 要 求 重 新 审 视 美 国 历 史、文

化，要求在大学人文及社会 科 学 学 科 的 课 程 建 设 上 开 设 少 数 族 裔 及 非 西 方 的 历

史和文化课程，要求重新发 现 少 数 族 裔 及 非 西 方 文 明 及 文 化 的 价 值，以 及 希 望

用主要与种族相联系的各种文化来取代 美 国 主 流 的 盎 格 鲁 撒 克 逊 新 教 文 化。这

无疑对长期以来美国赖以立国的盎格鲁 撒 克 逊 新 教 文 化 构 成 了 挑 战。一 些 学 者

甚至断言，多元文化主义 运 动 是 “反 对 欧 洲 中 心 论 价 值 观 的 单 一 文 化 霸 权，因

为这一单一文化霸权普遍 排 斥 其 他 种 族 的 文 化 价 值 观。这 一 运 动 反 对 狭 隘 欧 洲

中心论关于美国的民主、文化和特性的理念”②。它 基 本 上 是 一 种 反 西 方 的 意 识

形 态。一 位 多 元 文 化 主 义 作 家 说：“多 元 文 化 教 育 的 一 个 重 要 目 标 是 改 革 学 校

和 其 他 教 育 机 构，让 不 同 种 族 和 不 同 阶 级 的 孩 子 们 能 够 体 验 到 教 育 上 的 平

等。”③这 种 平 等 不 仅 仅 意 味 着 不 同 种 族 和 不 同 阶 级 的 孩 子 都 能 够 得 到 同 样 质 量

的 教 育，更 意 味 着 在 教 学 大 纲 中，各 种 族、阶 级 的 文 化 应 受 到 平 等 的 对 待。

保 守 主 义 者 对 此 忧 心 如 焚，他 们 担 心 这 样 做 的 结 果 将 会 削 弱 孩 子 们 对 美 国 人

共 同 的 文 化 和 价 值 观 的 学 习，并 最 终 消 解 美 国 的 主 流 文 化，削 弱 美 利 坚 民 族

的 国 家 认 同。④

第二，对美国信念的挑战。美国文化保 守 主 义 者 认 为，建 立 在 盎 格 鲁 撒 克

逊新教文化基础之上的 “美 国 信 念”是 美 国 特 性 的 主 要 组 成 部 分，也 是 美 利 坚

民族的意 识 形 态。它 主 要 表 现 为 自 由、平 等、民 主、个 人 主 义、人 权、法 治 和

私有财产等政治原则，它 将 具 有 不 同 种 族、文 化、宗 教 及 历 史 背 景 的 各 民 族 黏

合起来，形成 “合众为一”的美 利 坚 民 族，也 是 吸 引 世 界 移 民 的 磁 石。这 一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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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１９—１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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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也是支撑美国黑人、少数族裔及妇 女 争 取 平 等 运 动 及 民 权 的 重 要 思 想 武 器。①

但随着多元文化主义运动 的 兴 起，特 别 是 在 其 支 持 推 动 下 肯 定 性 行 动 的 大 力 推

进，它正在消解美国信 念 的 基 础。在 文 化 保 守 主 义 者 看 来，肯 定 性 行 动 不 是 依

据个人的禀赋、成就和 勤 奋，而 是 根 据 种 族、性 别 等 群 体 特 性 进 行 补 偿 性 和 分

配性优待；它不 是 强 调 机 会 平 等 和 程 序 正 义，而 是 强 调 结 果 平 等 和 分 配 正 义。

这是对强调自由、机会 平 等、个 人 主 义 的 美 国 信 念 的 扭 曲。反 对 者 对 这 种 多 元

文化主义取向的政策嗤之以鼻，指出：“种族 区 分 意 味 着 对 个 人 起 决 定 作 用 的 是

血统，而不是性 格、阶 级、宗 教 信 仰、年 龄 或 教 育。但 是 这 种 群 体 区 分 只 适 用

于等级制度，在它的基础上是很难建立公民平等的社会的。”②

第三，对英语地 位 的 挑 战。美 国 面 积 广 袤，人 口 众 多，种 族 和 文 化 更 是 千

姿百态，七彩纷呈，但美 利 坚 民 族 之 所 以 能 够 合 众 为 一，具 有 强 大 的 向 心 力 和

凝聚力，英语的同化力 功 不 可 没。英 语 不 仅 是 交 流 工 具，更 是 文 化 和 文 明 的 载

体。盎格鲁 撒克逊新教文化通过英语 口 语 和 英 语 文 献 代 代 薪 火 相 传，同 时 也 同

化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种 族 和 文 化，让 他 们 尽 快 融 入 美 利 坚 民 族 的 熔 炉 之 中。不

过，随着１９６５年后大批外国移民源源不 断 地 涌 入，特 别 是 多 元 文 化 主 义 运 动 的

兴起，英语的绝对主导地位逐 渐 受 到 挑 战。１９６７年 得 克 萨 斯 州 参 议 员 拉 尔 夫·

亚伯拉夫 （Ｒａｌｐｈ　Ｙ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起草了双语教育法，要求给家 境 贫 穷、英 语 水 平

低而在学习中处于不利境 地 的 墨 西 哥 裔 美 国 孩 子 提 供 援 助，首 期 拨 款７５０万 美

元。这一法案同年获得通 过 并 于 次 年 被 约 翰 逊 总 统 签 署 为 法 律，即 《双 语 教 育

法》。③此后，非英语教育迅速传 播 到 全 国 各 地，甚 至 出 现 在 已 经 通 过 立 法 规 定

英语为唯一教学语言的七个州。１９７２年，一 个 联 邦 地 方 法 院 裁 决，根 据 法 律 上

的平等保护条款，新 墨 西 哥 州 的 学 生 应 得 到 其 母 语 和 原 有 文 化 教 育。１９７４年，

针对 《双语教育法》的一 项 修 正 案 规 定，在 允 许 孩 子 顺 利 完 成 学 业 的 必 要 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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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给孩子提供其母语和原 有 文 化 的 教 学，从 而 将 上 述 关 于 新 墨 西 哥 州 双 语 教 育

的法院裁决进一步法律化。根据１９７８年 美 国 教 育 研 究 所 报 告，双 语 教 育 计 划 负

责人当中，８６％的人反映那些 以 西 班 牙 语 为 母 语 的 学 生 在 英 语 已 经 熟 练 以 后 仍

然留在保持母语的教学计划中。①换 言 之，双 语 教 育 已 经 由 一 种 过 渡 性 的、让 母

语非英语的学生尽快适应 英 语 教 学 的 临 时 性 安 排，变 成 了 某 种 意 义 上 真 正 的 双

语教学，这实际上削弱了非英语学生 学 习 英 语 的 动 力。１９８５年，美 国 教 育 部 长

威廉·贝内特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Ｂｅｎｎｅｔｔ）指出，双语教育过多 强 调 让 学 生 了 解 其 本 土

语言和文化，而没有充分重 视 把 它 作 为 确 保 学 生 学 习 英 语 的 手 段，或 帮 学 生 慢

慢学好英语的 过 渡 性 方 法。另 一 位 双 语 教 育 的 发 起 人 之 一 也 忧 心 忡 忡 地 表 示，

双语教育被扭曲和政治 化 了，它 本 来 是 要 帮 助 学 生 学 英 语，可 是 “英 语 学 习 被

削弱或推迟，在许多地 方 还 被 挤 掉，全 部 课 程 都 用 西 班 牙 语 进 行 教 学。本 来 的

意图可不是这样”②。

除了双语教育对英语 地 位 的 挑 战 外，更 大 的 挑 战 来 自 大 批 说 西 班 牙 语 的 拉

美移民。与来自亚洲及 其 他 地 方 的 移 民 不 同，拉 美 移 民 不 仅 人 数 众 多，教 育 水

平普遍不高，而且特别喜欢集中居住，这使 得 拉 美 移 民 对 于 学 习 英 语 缺 乏 动 力。

加之双语教育和多元文化 主 义 的 支 持，在 美 国 境 内 很 多 地 方 形 成 了 说 西 班 牙 语

的语言和文化飞地。在迈阿 密 和 南 加 利 福 尼 亚 州 部 分 地 区，西 班 牙 语 甚 至 取 代

英语成为更为流行的日常交流语言，西班牙语的报纸、期刊、图书、广播和电视

铺天盖地，特别是西 班 牙 语 电 视 网 络 Ｕｎｉｖｉｓｉｏｎ的 收 视 率 更 是 超 过 美 国 一 些 老 牌

电视媒体成为当地的收视大户。正如一篇美国媒体报道所言，墨西哥裔人 数 的 大

量增加，使得 “许多拉 美 裔 人 拉 丁 化，使 他 们 易 于 确 认 自 己 的 文 化 遗 产……他

们感到人多势众，年轻的一 代 又 一 代 成 长 时 有 了 更 多 的 民 族 自 豪 感，拉 丁 文 化

的影响开始渗透到娱乐、广告和政治等各个领域”③。

第四，种族构成的 挑 战。除 了 上 述 多 元 文 化 主 义 的 诸 多 挑 战 外，美 国 保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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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认为，大量拉美移民的涌 入 以 及 美 国 种 族 构 成 的 变 化，构 成 了 对 美 国 主 流 文

化的最大威胁。在短短几十 年 时 间 里，拉 美 裔 已 经 超 过 黑 人 迅 速 崛 起 为 美 国 第

一大少数族 裔，据 预 测，到２０６０年 时，拉 美 裔 人 口 将 高 达１．２８亿，占 美 国 总

人口的３１％。①据美国 统 计 局２０１０年 的 统 计，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间，拉 美 裔 人 口 从

３　５００多万上升到５　０００多万，其占总人口的比重由１３％跃升至１６％。而 且，拉

美裔人口居住密集，主要集 中 在 西 南 地 区 与 墨 西 哥 接 壤 的 加 利 福 尼 亚、新 墨 西

哥、得克萨斯、亚利桑那以 及 东 南 部 的 佛 罗 里 达 州，其 中７５％的 人 居 住 在 拉 美

裔人口超过１００万的八个州，分别 是 加 利 福 尼 亚、得 克 萨 斯、佛 罗 里 达、纽 约、

伊利诺伊、亚利桑那、新 泽 西 和 科 罗 拉 多 州。特 别 是 加 利 福 尼 亚 州 拉 美 裔 人 口

高达１　４００万，占美国 国 内 拉 美 裔 人 口 总 数 的２８％。在 纽 约 和 洛 杉 矶 等 大 城 市

中，拉美裔人 口 高 达２３０万 和１８０万，在 休 斯 敦、圣 安 东 尼 奥、芝 加 哥、菲 尼

克斯、埃尔帕索和达拉斯等城市，拉美 裔 人 口 也 在５０万—１００万 之 间。②这 些 地

区不仅拉美裔人口居住 密 集，且 得 到 源 源 不 断 的 新 移 民 的 补 充，形 成 了 讲 西 班

牙语、传承拉美文化习俗的文化飞地，对以 盎 格 鲁 撒 克 逊 新 教 为 主 导 的 主 流 文

化造成巨大冲击。对 此，亨 廷 顿 忧 心 忡 忡 地 表 示：“西 班 牙 裔 移 民 的 持 续 涌 入 正

在将美国分裂为两个 民 族、两 种 文 化 和 两 种 语 言。与 以 前 的 移 民 群 体 不 同，墨

西哥人和拉美人并没有融 入 到 美 国 主 流 文 化 中，相 反 他 们 正 在 形 成 自 己 的 政 治

和语言飞地———从洛杉 矶 到 迈 阿 密———拒 绝 美 国 梦 赖 以 存 在 的 盎 格 鲁 新 教 价 值

观。美国如果忽视这一挑战将十分危险。”③

三、美国政府的应对

为应对多元文化 主 义 对 美 国 主 流 文 化 和 美 国 信 念 的 冲 击，自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末９０年代初 以 来，美 国 政 府 在 文 化 保 守 派 的 支 持 下，相 继 采 取 了 一 系 列 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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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狙击多元文化主义，维护美国主流文化，确保美利坚民族的国家认同。

第一，重新思考多元文化主义，对肯定性行动进行纠偏。多元文化主义对美

国主流文化的解构和批 判，特 别 是 具 有 多 元 文 化 主 义 倾 向 的 政 策 实 践，引 起 了

美国地方及联邦政府以 及 政 府 官 员 的 不 满，并 相 继 采 取 措 施，对 多 元 文 化 主 义

进行纠偏，重振美国主流 文 化。１９９１年３月，共 和 党 总 统 候 选 人 帕 特 里 克·布

坎南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将文化多元主义称作 “美国的垃 圾 堆”。纽 约 州 州 长 马

里奥·科莫 （Ｍａｒｉｏ　Ｃｕｏｍｏ）在１９９１年 纽 约 市 庆 祝 哥 伦 布 节 大 游 行 之 际，针 对

当时种族团体对这位伟 大 航 海 家 的 非 难，公 开 表 态 说，哥 伦 布 沟 通 了 新 大 陆 与

全人类 的 联 系，并 迎 来 了 “５０年 的 开 发 和 民 主 政 府 的 缔 造”①。在 立 法 方 面，

１９９１年４月，来 自 伊 利 诺 伊 州 的 众 议 员、共 和 党 人 亨 利·海 德 （Ｈｅｎｒｙ　Ｈｙｄｅ）

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法案，要 求 阻 止 文 化 多 元 的 主 张 渗 透 到 私 立 学 校，这 个 动 议

得到了美国公民自由联 盟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ｉｖｉｌ　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　Ｕｎｉｏｎ）的 支 持。１９８９年 后，

美国最高法院也开始限制 “肯 定 性 行 动 计 划”的 实 施。与 此 同 时，反 对 “肯 定

性行动计划”的行动在州一级的政治 上 产 生 了 结 果。１９９６年，加 利 福 尼 亚 州 选

民举行公决投票通过了被称为 “２０９提案”（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２０９）的 《加 利 福 尼 亚 民

权动议》（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Ｃｉｖｉ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全面禁止州属机构 （包括州立大学）

实施 “肯定性行动计划”。②得克 萨 斯、佛 罗 里 达 等 州 也 相 继 取 消 了 在 州 立 大 学

实行 “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做法。

第二，进行教育改革，加 强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和 传 统 文 化 教 育。１９８３年 里 根 总

统成立的全国卓越教育 委 员 会 发 表 了 一 份 题 为 《国 家 处 于 危 机 之 中：教 育 改 革

势在必行》的报告，呼吁对美国 教 育 进 行 大 刀 阔 斧 的 改 革，重 振 美 国 教 育。这

一报告在美国教育改革 史 上 具 有 里 程 碑 式 的 意 义，被 一 些 人 视 为 “保 守 主 义 的

宣战书”。针对因多元文化主义和肯定性行 动 而 导 致 美 国 教 育 的 日 益 滑 坡，该 报

告建议：在课程内容设 置 上，要 加 强 对 美 国 文 化 传 统 知 识 的 讲 授，同 时 增 加 数

学课程，增加课程数目和课 程 难 度；在 入 学 标 准 上，提 升 入 学 门 槛，强 调 择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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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在教师聘用上，强调按照 严 格 的 教 育 标 准 进 行 选 拔，择 优 聘 用，同 时 提

升教师薪酬。报告还提 出，联 邦 政 府 首 先 必 须 明 确 教 育 中 的 国 家 利 益，联 邦 政

府必须与州政府共同合作 来 满 足 主 要 学 生 群 体 的 需 求；联 邦 政 府 必 须 资 助 和 支

持学校，以维护和扩充国家利益，满足 需 求。这 一 旨 在 提 升 美 国 学 校 教 育 水 平，

纠正多元文化主义及肯 定 性 行 动 的 “跑 偏”行 为 的 报 告，很 快 得 到 了 全 国 各 州

及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在美国掀起 了 轰 轰 烈 烈 的 教 育 改 革 运 动。①这 一 教 育 改

革运动从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 一 直 持 续 到２１世 纪。２００１年 “９·１１”恐 怖 袭 击 后，

美国政府 进 一 步 加 大 了 对 爱 国 主 义 的 教 育。２０００年，美 国 教 育 部 曾 制 定 一 份

《教育战略规划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提出 “在全国确保教育 机 会 均 等 并 推 荐 教 育 卓

越”的教育发展总体目标。但由于 “９·１１”恐 怖 袭 击 的 发 生，小 布 什 政 府 重 新

制定了教育发展五年计划，即 《教 育 战 略 规 划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与 旧 规 划 相 比，

新规划最显著的变化是对 教 育 为 国 家 服 务 的 价 值 取 向 的 强 调 和 重 视。时 任 教 育

部长罗德·佩 奇 （Ｒｏｄ　Ｐａｉｇｅ）指 出：“‘９·１１’事 件 使 得 教 育 比 以 往 都 更 加 重

要，加强学生的学业成 就、培 养 青 年 人 的 健 全 人 格 和 公 民 精 神、提 高 教 育 研 究

的质量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 迫。”佩 奇 还 强 调：“我 们 承 诺 不 让 一 个 孩 子

掉队，作为回应，国家可以要 求 我 们 的 年 轻 人 运 用 他 们 的 技 能 和 知 识 来 保 卫 我

们的人民，为我们的经济作出贡献，重建我们的社会，加强我们的民主体 制。”②

这一新规划还特意将 “提 升 我 国 青 年 人 的 坚 强 品 格 和 公 民 精 神”加 入 到 教 育 目

标中，强调培养公民精 神 和 健 全 人 格。在 调 整 教 育 战 略 目 标 的 同 时，强 调 加 强

对中小学校的爱国主义和 公 民 教 育。上 述 规 划 要 求 美 国 教 育 部 在 学 校 中 发 起 一

场全国性的公民教育运 动，使 学 校 更 好 地 履 行 其 肩 负 的 爱 国 主 义 使 命，培 养 青

年学生的坚强品格和坚定的公民意识。③教 育 部 还 鼓 励 学 校 开 展 高 质 量 的 历 史 教

学，为培养能够参与和服务 于 民 主 社 会 的 健 全 公 民 提 供 支 持，为 学 校 创 造 各 种

旨在强化公民意识的机 会，鼓 励 学 校 重 视 爱 国 主 义 和 公 民 意 识 教 育，鼓 励 学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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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教学中渗透有关 美 国 理 想 和 民 主 原 则 的 内 容。教 育 部 还 划 拨 专 款，为 那

些在培养公民品行方面取 得 显 著 效 果 的 学 校 及 其 教 学 活 动 提 供 资 助。联 邦 政 府

加强中小学公民教育的 政 策 得 到 国 会 的 立 法 支 持。２００３年３月，参 议 员 拉 马·

亚历山大 （Ｌａｍａｒ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向 国 会 提 交 题 为 《美 国 历 史 和 公 民 教 育 议 案》草

案，要求加强对学生的美国历史和公 民 精 神 教 育。２００４年，美 国 国 会 参 众 两 院

通过 《美国历史和国民教育法》，明确提出在 学 校 中 加 强 美 国 历 史 和 公 民 教 育 的

具体保障 措 施。例 如 拨 款 为 优 秀 学 生 成 立 “美 国 历 史 和 公 民 学 学 生 国 会 学 院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ｃｓ）”，组 织 全

国５０个州的部分中学教 师 和 学 生 参 观 美 国 的 三 个 著 名 城 市 （费 城、葛 底 斯 堡、

华盛顿），学习美国 历 史 上 的 三 个 重 要 文 献 （《独 立 宣 言》、《葛 底 斯 堡 演 说》及

《我有一个梦想》）。此外，还拨 款 给 “全 国 历 史 日”组 织，使 之 继 续 扩 大 活 动，

促进美国历史教学的研究 和 改 进。这 一 法 案 为 美 国 中 小 学 开 展 美 国 史 教 育 和 爱

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有力的法律和经费保障。①

第三，强调英语的 重 要 性。早 在 里 根 和 老 布 什 时 期，双 语 教 育 就 成 为 文 化

保守派的攻击目标。他们反 对 双 语 教 育，主 张 将 英 语 作 为 美 国 和 各 州 的 官 方 语

言，作为处理公共事务和公 共 投 票 的 公 共 用 语。秉 承 保 守 主 义 理 念 的 里 根 总 统

甚至主张采用早前所使用过的全英语教学 计 划。保 守 主 义 者 也 对 诸 如 佛 罗 里 达、

得克萨斯、亚利桑那和加利 福 尼 亚 等 州 的 双 语 教 育 持 反 对 意 见，认 为 如 果 将 用

于开展双语教育的精力 和 金 钱 花 在 别 处，将 会 取 得 更 好 的 效 果；双 语 教 育 实 际

上不鼓励孩子使用英语，而 是 允 许 他 们 在 学 校 生 活 中 不 使 用 英 语，这 样 双 语 教

育会成为他们取得学术 进 步 的 障 碍。他 们 甚 至 认 为，双 语 教 育 与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一样，实际上是促进了文化 分 裂，而 不 是 文 化 融 合。他 们 认 为，学 校 教 育 的 首

要目标就是传递核心知识 和 主 流 社 会 文 化 价 值。１９８８年 《双 语 教 育 法》修 正 案

获得通过，该修正案将为全 英 语 教 学 提 供 额 外 的 资 金 支 持，并 削 减 双 语 项 目 的

经费，同时该法案将学 生 参 加 双 语 项 目 的 年 限 缩 短 到 三 年。此 后，一 些 州 相 继

取消或减少双语教育，强 化 英 语 教 育。１９９５年７月，加 利 福 尼 亚 大 学 取 消 了 在

９８

① 贺国庆、何振海等：《战后美国教育史》，上海：上海交 通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４年 版，第１１７—

１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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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招生时对种族和性别的照顾政 策。１９９８年，加 利 福 尼 亚 州 又 通 过 了２２７号

议案，即所谓 “儿童英语”提案，主 要 是 训 练 英 语 不 精 的 学 生，在 他 们 进 入 普

通课堂学习前，为他们提供不超过一 年 的 特 殊 全 英 语 教 学 服 务。２０００年，在 亚

利桑那州也通过了类似法案，此后各州纷纷 开 始 思 考 全 英 语 提 案。①此 外，有２７

个州将英 语 宣 布 为 官 方 语 言。只 赞 成 使 用 英 语 的 人 声 称，一 个 多 语 言 的 政 府

“将会鼓励语言文化飞地 的 成 长……导 致 种 族 和 族 群 冲 突”。一 些 保 守 主 义 学 者

甚至认为，这场关于英语语言的文化 战 争 是 “几 个 世 纪 以 来 将 英 语 与 ‘盎 格 鲁

美利坚清教文化’作为单一的美国语言和文化战争中的又一场战役”②。

第四，重视宗教的 作 用。美 国 是 个 政 教 分 离 的 国 家，宪 法 要 求 政 府 不 应 支

持任何宗教团体或宗教 活 动，不 得 允 许 宗 教 团 体 利 用 公 共 设 施。在 文 化 多 元 主

义兴盛时期，联邦法院 裁 定，在 公 立 学 校 仪 式 中 提 到 上 帝、在 课 堂 上 做 祷 告 以

及在学校内读圣经，都 是 非 法 的。政 府 处 心 积 虑 地 避 开 与 宗 教 的 任 何 接 触，教

会也被排除在社会和公共生活之外。但 随 着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和９０年 代 宗 教 的 复

兴，人们开始重新思考 教 会 受 排 斥 的 状 况，国 会、行 政 部 门 及 法 院 开 始 对 宗 教

问题作出正面反应。在里根 和 老 布 什 就 任 总 统 时 任 命 了 一 些 具 有 保 守 主 义 倾 向

的联邦法官，法院逐渐容忍宗教进 入 公 共 生 活。③小 布 什 就 任 总 统 后，提 出 了 联

邦政府支持宗教团体提 供 社 会 服 务 的 措 施，包 括 在 白 宫 成 立 “信 仰 与 社 区 创 新

办 公室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Ｆａｉｔｈ－ｂ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并在内阁五个部门成

立推进这些措施的中心。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小布什还发布行政命令，规定联 邦 政 府

机构不得将宗教团体排斥于社区开发和社 会 服 务 经 费 的 接 待 单 位 之 外。他 指 出，

歧视宗教团体的日子 该 结 束 了。２００２年６月，美 国 最 高 法 院 裁 决，学 生 家 长 可

以用政府发放的票券支持其子女在教会 学 校 的 学 费。④与 政 府 对 宗 教 及 宗 教 团 体

活动的松绑和支持相呼应，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宗教的思想、观念、问 题、群 体 和

讲道在美国得到极 大 复 兴。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美 国 信 教 人 数 大 幅 增 加，特 别 是 信

０９

①
②
③

④

［美］迪安·韦布：《美国教育史：一场伟大的美国实验》，第４０４—４０５页。

同上书，第４０３—４０６页。

姚运标：《美国公共教育中的宗教问题研究》，合肥：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６年 版，第３５０—

３７８页。
［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２８８—２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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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基督教的人群。“２０世纪末美国生活中最惊人和出乎意料的特点之一，就 是 宗

教情感作为政治和 文 化 中 一 重 大 力 量 的 再 现。”①基 督 教 的 复 兴，对 弘 扬 美 国 主

流文化和核心价值观起到了重要支撑和推动作用。

第五，强化移民控制。美国种族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大批拉美移民的涌入和

拉美裔人口比重在总人口中的不断 攀 升，引 起 美 国 保 守 派 的 极 大 忧 虑。从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开始，他们就鼓动加强对外来移 民 特 别 是 拉 美 非 法 移 民 的 控 制 和 打 击

力度。美国 国 会 也 先 后 通 过 多 个 加 强 移 民 管 制 和 非 法 移 民 控 制 的 法 案，例 如

１９８６年的 《移民改革与控制 法 案》、１９９０年 的 《移 民 法 案》以 及１９９６年 的 《非

法移民改革与移民责任法案》等。其中１９８６年 的 法 案 是 相 对 较 为 全 面 的 移 民 改

革法案，内容涵盖加强边境 控 制 和 打 击 雇 用 非 法 移 民、对 部 分 非 法 移 民 进 行 赦

免以及部分允许农业工人进入 美 国 农 场 进 行 季 节 性 劳 动 三 方 面 内 容。１９９６年 的

法案主要致力 于 加 强 对 非 法 移 民 的 控 制 和 遣 返，主 要 内 容 包 括 加 强 边 境 控 制、

强化非法移民遣返以及严 格 难 民 申 请 程 序 等 极 为 严 厉 的 措 施，被 认 为 是 在 大 幅

收紧移民政策。进入２１世纪，由 于 “９·１１”恐 怖 袭 击 的 发 生，美 国 将 应 对 非

法移民上升到国家安全 角 度，对 移 民 机 构 进 行 了 大 规 模 改 组，并 进 一 步 加 大 了

控制非法移民的力度，移 民 政 策 日 益 收 紧。２００２年，美 国 国 会 通 过 《加 强 边 境

安全与护照入境改革法案》，对护照申请者 实 施 新 的 评 估 程 序，强 化 入 境 安 全 检

查。２００６年，国会又通过了 《安全围墙法案》，计划在美墨边境修建８５０英 里 的

安全围墙，对来自 墨 西 哥 和 拉 美 的 非 法 移 民 采 取 更 为 严 厉 的 控 制 和 围 堵 措 施，

减少拉美非法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②在 严 厉 控 制 和 打 击 之 下，近 年 来 来 自 拉 美

的非法移民呈现下降趋势。

四、结　　论

戴维·戈德伯格 （Ｄａｖｉｄ　Ｔｈｅｏ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谈论世界范围

内的多元文化主义现象 时 指 出，多 元 文 化 主 义 具 有 一 定 的 历 史 形 成 过 程，在 这

１９

①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２８３页。

韦宗友：《奥巴马的移民新政：举措、动因及困境》，载 《美 国 问 题 研 究》２０１５年 特 辑，第

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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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历史中，多元文 化 主 义 是 对 美 国 霸 权 文 化———主 张 白 人、欧 洲 人 的 文 化 具 有

普遍性———挑战的回 应，并 且 认 为 它 所 指 的 是２０世 纪６０年 代 的 解 放 运 动，这

一运动所产生的只是 “意识形态和话语的成 果”，并 没 有 产 生 具 有 腐 蚀 和 挑 战 性

的元素，但是在当代多元文 化 主 义 中，尤 其 是 在 批 判 性 多 元 文 化 主 义 中 发 现 了

这些挑战性元素。①就美国而言，多元文化主义挑战的是居于支配地位的盎 格 鲁

撒克逊新教文化，并重 新 发 现 其 他 族 裔 的 历 史、文 化 与 诉 求。它 强 调 群 体 文 化

身份 （特别是少数族裔）的 重 要 意 义，主 张 平 等，承 认 各 种 文 化 差 异，尊 重 少

数群体的文化成员身份并赋予他们差异的公民身 份，实 施 “差 异 政 治”，从 而 实

现真正的平等。②多元文化主义的主 张 及 实 践，引 起 了 美 国 文 化 保 守 主 义 者 的 极

大恐慌和反弹，指责多元文 化 主 义 的 诉 求 及 实 践 正 在 阉 割 美 国 历 史，消 解 美 国

文化，破坏美国的团结。在他们的强大 压 力 下，从８０年 代 末 以 后 美 国 政 府 逐 渐

采取措施，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实践进行 “纠偏”，多 元 文 化 主 义 在 美 国 的 发

展遭遇 “逆流”。

２９

①

②

米歇尔·韦维尔卡：《多 元 文 化 主 义 是 解 决 办 法 吗？》，李 丽 红 译，载 李 丽 红 编：《多 元 文 化

主义》，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６页。

李丽红编：《多元文化主义》，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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