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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ꎬ 左翼运动向身份政治的转向对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产生了深

刻影响ꎮ 身份政治影响下的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ꎬ 不再通过团结包括白人、 黑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

在内的不同种族的工人阶级来共同对抗资本主义ꎬ 而只追求在法律上实现对少数族裔教育、 就业和

文化权利的保护ꎬ 并在公共舆论空间中消除对少数族裔的歧视性话语ꎮ 这种形态的反种族主义斗争ꎬ

忽视了种族主义问题产生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根源ꎬ 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黑人等少数族裔所面临的

问题ꎬ 反而日益陷入 “孤立化” 的困境ꎮ 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要走出当前的困境ꎬ 必须在马克思主

义指导下跳出身份政治的话语逻辑ꎬ 形成一种能够团结不同种族工人阶级的广泛深入斗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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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ꎬ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及政治经济矛盾的加剧ꎬ 美国社会的种

族矛盾也日益尖锐化ꎮ 一方面ꎬ 以 “白人至上主义” 为特征的种族主义分子和极端种族主义组织大

量增长ꎬ 制造了大量的种族暴力事件ꎮ 另一方面ꎬ 带有浓厚种族主义色彩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力量

迅速崛起ꎬ 在主流政治舞台上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ꎮ 在 “种族主义回潮” 的同时ꎬ 以 “黑人的

命也是命” 为代表的反种族主义运动也风起云涌ꎮ 尽管这些运动声势浩大、 参与人数众多ꎬ 却并没

有明显改变美国黑人的境遇ꎮ 对于当前美国的种族主义问题与反种族主义运动ꎬ 国外学术界已经进

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讨论ꎬ 但这些研究总体聚焦于公民政治或身份政治的话语逻辑ꎬ 马克思主义明显

处于缺席状态ꎮ 近年来ꎬ 国内学术界对美国的种族主义问题也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ꎬ 但国内学术

界的研究多数聚焦于美国种族主义问题产生的原因、 种族主义现象的新表现以及种族主义思潮的新

发展等ꎬ 而缺乏对反种族主义运动的探讨和分析①ꎮ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出发ꎬ 在回顾美国

种族主义历史的基础上ꎬ 对当代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进行系统性分析ꎮ

一、 新自由主义与黑人民权运动的 “辩证的失败”

现代意义上的种族主义ꎬ 是资本主义殖民掠夺的产物ꎮ １５、 １６ 世纪后ꎬ 在新兴的欧洲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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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新大陆之后ꎬ 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和黑奴贸易的暴利刺激ꎬ 大量非洲的劳动力被贩卖到美洲成

为奴隶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 种族主义思想和制度逐渐在北美殖民地时期的美国生根发芽ꎮ 各个殖民地

政府为了维护奴隶制度ꎬ 不断出台种族主义的法律法规ꎮ 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后ꎬ 虽然 «独立宣

言» 的起草者们宣扬 “人人生而平等”ꎬ 但是他们并未将废除奴隶制纳入议事日程ꎬ 种族主义依然

是美国社会的 “毒瘤”ꎬ 种植园奴隶制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ꎮ 美国南北战争虽然以林

肯 “解放黑奴” 为导火索ꎬ 但在这场战争胜利后ꎬ 黑人只是获得了名义上的解放和人身自由ꎬ 并没

有从根本上改变白人压迫黑人的权力关系ꎮ 南北战争结束后ꎬ 美国南方的白人重新恢复了政治上的

控制权ꎬ 并逐渐建立起系统性的种族隔离制度即所谓的 “吉姆克劳” 制度①ꎬ 以法律形式强制将

黑人与白人分开ꎮ 这种种族隔离制度成为控制、 榨取黑人劳动力的工具ꎬ 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巩固与

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ꎬ 美国社会中黑人争取废除种族隔离制度、 实现种族平等的斗争此起彼

伏ꎮ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 美国社会爆发了一场以反对种族隔离、 实现种族平等为目标的大规模的黑

人民权运动ꎮ 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历史背景下ꎬ 黑人民权运动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

的深刻影响ꎮ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中ꎬ 阶级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本质的关系ꎬ 对黑人等群

体的种族压迫是嵌入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经济和阶级结构中的ꎮ 因此ꎬ 黑人的解放问题不是一个单纯

的种族问题ꎬ 而是与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ꎮ 马尔科姆Ｘ 等激进黑人民权运动领袖ꎬ 以

及黑豹党等黑人解放团体ꎬ 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ꎮ 在黑人民权运动的冲击之

下ꎬ 美国政府最终废除了种族隔离的法律ꎬ 实现了法律意义上的种族平等ꎮ 从 １９６４ 年起ꎬ 美国国会

相继通过了 «民权法案» «选民权法案» «公民权法案» 等法案ꎮ 这些法案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ꎬ 禁

止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ꎬ 同时保障了黑人的选举权、 被选举权以及其他政治权利ꎮ 在美国的主流叙

述中ꎬ 这些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美国社会正式开启了一个 “后种族时代”ꎮ
尽管黑人在法律上取得了和白人平等的权利ꎬ “合法的隔离制度崩溃了”②ꎬ 但美国社会的种族

主义并未偃旗息鼓ꎬ 而是以更隐蔽的形式表现出来ꎮ 小阿道夫里德将这个过程称为黑人民权运动

的 “辩证的失败”ꎬ 即 “在胜利中走向了失败”③ꎮ 黑人民权运动的这种 “辩证的失败”ꎬ 在随后开

始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中集中表现出来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相继当选标志着全球

性的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开启ꎮ 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ꎬ 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问题加剧ꎬ 财

富急剧地向少数富人集中ꎬ 形成了 “１％ ” 压迫 “９９％ ” 的社会局面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 黑人群体由

于历史、 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原因ꎬ 往往在经济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ꎬ 其就业、 生活等各方面都

受到了极大的冲击ꎮ
第一ꎬ 不同种族间贫富差距扩大ꎬ 黑人群体的生活进一步陷入困境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

本主义 “黄金时代”ꎬ 美国不同种族之间的经济不平等状况曾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ꎮ 美国 １０ 年一次

的人口普查显示ꎬ １９４０ 年美国黑人男性收入中位数仅为白人男性的 ４５％ ꎬ 到 １９８０ 年时这一差距大

为缩小ꎬ 提升到了白人男性的 ７０％左右④ꎮ 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下ꎬ 美国不同种族间收入差距

缩小的趋势被逆转ꎮ ２０２１ 年ꎬ 美国白人家庭的财富中位数达到了黑人家庭的 ９ ２ 倍ꎬ 分别为 ２５０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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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克劳” (Ｊｉｍ Ｃｒｏｗ) 制度泛指 １８７６ 年至 １９６５ 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 (主要是非裔美国人) 实

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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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和 ２７１００ 美元①ꎻ 大约 １ / ４ 的黑人家庭 (２４％ ) 没有任何财富或者为负资产ꎬ 而美国家庭的平均

比例约为 １１％ ②ꎮ 在日益扩大的种族贫富差距之下ꎬ 黑人群体的贫困率明显高于白人群体ꎮ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
全球统计数据库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发布的报告显示ꎬ ２０２１ 年ꎬ １９ ５％的美国黑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ꎬ
而白人的贫困率仅为 ８ ２％ ꎮ 另外ꎬ 在住房领域ꎬ 不同种族间也存在着极大的差距ꎮ １９７６ 年ꎬ 黑人

和白人家庭的住房拥有率差距为 ２５％ (４４％的黑人家庭拥有住房ꎬ 而白人家庭的这一比例为 ６９％ )ꎮ
到 ２０２２ 年ꎬ 这一差距进一步扩大至 ３０％ (４５％ 的黑人家庭拥有住房ꎬ 而白人家庭的这一比例为

７５％ )③ꎮ
第二ꎬ 教育不平等和就业不平等问题进一步严重ꎮ 新自由主义推动了教育市场化和私有化的进

程ꎬ 优质教育资源日益向具有较高经济门槛的私立学校集中ꎮ 与此同时ꎬ 教育经费和社会公共服务

的削减ꎬ 导致贫困地区的学校教育质量下降ꎬ 而这些学校通常有更多的少数族裔学生ꎮ 这种不平等

的教育资源分配使得黑人学生在教育起跑线上就处于不利地位ꎮ 从 １９６８ 年到 ２０１８ 年ꎬ 黑人群体中

获得本科学位的比例从 １９６８ 年的 ９ １％上升到 ２２ ８％ ꎬ 与之相比ꎬ 白人群体获得本科学位的比例则

从 １６ ２％增加到 ４２ １％ ꎬ 黑人群体获得本科学位的比例仍只有白人的一半④ꎮ 与此同时ꎬ 就业不平

等的问题也进一步加剧ꎮ 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过程中ꎬ 美国的制造业等传统行业遭到冲击ꎬ “产业

空心化” 日益严重ꎬ 工人阶级的就业岗位严重流失ꎮ 而这些传统行业往往是黑人就业的主要领域ꎬ
从而加剧了就业领域的不平等ꎮ ２０１７ 年ꎬ 黑人群体的失业率为 ７ ５％ ꎬ 比 ２００８ 年还高 ０ ８ 个百分

点ꎬ 而白人在这两个年份的失业率分别为 ３ ８％和 ３ ２％ ⑤ꎮ
第三ꎬ 社会保障领域的不平等扩大ꎮ 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社会福利开支削减ꎬ 使得原本就处于

弱势地位的黑人群体更加难以获得必要的社会保障和支持 (如医疗保险、 住房补贴等)ꎮ ２０１８ 年ꎬ
美国黑人的医疗保险未参保率为 ９ ７％ ꎬ 而白人仅为 ５ ４％ ⑥ꎮ 在新冠疫情中ꎬ 黑人群体所受到的影

响尤其严重ꎮ 尽管黑人仅占美国总人口的 １３ ４％ ꎬ 但因新冠感染死亡的美国黑人却占死亡总人数的

６０％ ꎮ 比如华盛顿特区的黑人人口比例为 ４６％ ꎬ 在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中所占比例超过

７５％ ꎻ 威斯康星州黑人的人口比例为 ６％ ꎬ 但却占到了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的 ２５％和死亡人数的 ３９％ ꎻ
在路易斯安那州和芝加哥ꎬ 黑人约占人口的 １ / ３ꎬ 但却占到了感染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的 ７０％ ⑦ꎮ

第四ꎬ 针对黑人的警察暴力行为有增无减ꎮ 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ꎬ 美国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的

财政拨款日益减少ꎬ 地方政府在财政上越来越依赖于金融企业、 房地产企业等各类私营公司ꎮ 与之

相适应ꎬ 美国警察的职能不仅是为了打击违法犯罪ꎬ 而且要为吸引资本投资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ꎮ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ꎬ 一些城市将当街乞讨、 在公共场所睡觉、 随地大小便、 乱穿马路等有碍城市

形象的行为皆视为犯罪行为ꎬ 处于社会底层的穷人、 少数族裔、 边缘人群因而越来越频繁地成为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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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施暴的对象ꎮ 很多人经常因为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而遭受警察暴力ꎬ 甚至因此而殒命ꎮ 在这些因

为警察暴力而殒命的人中ꎬ 黑人占到了很大的比例ꎮ 如 ２０１４ 年美国黑人埃里克加纳被白人警察

“锁喉” 致死的原因ꎬ 是其被怀疑销售无税票香烟ꎻ ２０１６ 年在明尼苏达州死于白人警察枪下的费兰

多卡斯蒂尔ꎬ 生前曾因未系安全带、 超速等交通违章原因而缴纳罚款 ５２ 次ꎬ 共计 ６５８８ 美元ꎻ
２０２０ 年乔治弗洛伊德之死的起因ꎬ 也仅是他涉嫌使用一张 ２０ 美元假钞ꎮ

二、 身份政治与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的转向

在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同时ꎬ 全球的社会主义运动日益陷入困境ꎮ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ꎬ 苏

联东欧等传统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遭遇了严重的危机ꎬ 并最终崩溃解体ꎮ 在西方社会内部ꎬ 左翼力

量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ꎬ 传统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左翼阶级政治逐渐退潮ꎮ 以性别、 种族、 性取向

等身份议题为核心议题的身份政治ꎬ 逐渐替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ꎬ 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

左翼政治ꎮ 一方面ꎬ 身份政治主导下的左翼运动不再以阶级为核心范畴ꎬ 放弃了工人阶级在社会运

动中的主体地位ꎬ 而主张基于不同身份群体的特殊利益和需求ꎬ 构建一种多样化、 多元化的斗争ꎮ
另一方面ꎬ 深受后现代化话语影响的身份政治不再关注与经济相关的议题ꎬ 转而聚焦文化问题ꎬ 把

文化上的多元与平等作为斗争的主要目标ꎮ 左翼政治向身份政治的转向ꎬ 对美国的反种族主义运动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ꎮ 身份政治主导下的反种族主义运动ꎬ 不再通过团结包括白人、 黑人以及其他少

数族裔在内的不同种族的工人阶级共同对抗资本主义ꎬ 而主要聚焦于以下几方面的活动ꎮ
第一ꎬ 致力于消除公共领域中对黑人的话语歧视ꎮ 在身份政治的理论逻辑中ꎬ 少数族裔、 女性、

性少数群体等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并非来源于特定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安排ꎬ 而是来自他者视角的歧

视和伤害ꎬ 以及蕴含着一种均质化逻辑的传统规范ꎮ 所以ꎬ 承载着他者视角的文化领域ꎬ 就成为各

种边缘群体抵抗其受歧视和受排斥的场所ꎮ 在身份政治的推动之下ꎬ 西方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反对

话语歧视的社会规范ꎬ 即 “政治正确”ꎮ 这种社会规范的初衷是消除公共场所和文化领域对弱势群

体的歧视性话语ꎬ 形成一种相互尊重和包容的舆论环境和社会环境ꎮ 在身份政治影响下ꎬ 反种族主

义运动也将消除公共领域中对黑人群体的话语歧视作为其主要斗争目标ꎬ 对各种歧视性言论和行为

进行了积极的斗争ꎬ 使得黑人群体在主流社会中获得了更多的尊重和承认ꎮ 比如在媒体报道及学术

话语中ꎬ 类似于 “黑鬼” (Ｎｅｇｒｏ) 之类的词汇成为禁忌性词汇ꎬ 而逐渐为中性的非裔美国人 (Ａｆｒｉ￣
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所替代ꎻ 在电影等文化工业中ꎬ 要求必须出现以黑人为正面形象的角色ꎻ 一些带有

种族主义色彩的雕像和纪念碑ꎬ 比如南北战争时南方的一些将领或者支持奴隶制的人物的塑像被移

除或摧毁ꎮ
第二ꎬ 通过捍卫 “肯定性行动”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来争取黑人群体的受教育权和就业权ꎮ “肯

定性行动”ꎬ 也称 “正向平权” 或 “积极行动”ꎬ 是一种为消除教育、 就业等领域的不平等而制定的

一系列补偿性计划ꎬ 要求大学、 政府机构及企业在招生、 招聘时优先考虑那些历史上曾受到歧视或

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ꎬ 如黑人、 原住民和其他少数族裔或女性等ꎮ “肯定性行动” 开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是黑人民权运动的斗争成果之一ꎬ 它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黑人群体的受教育权和就业

权ꎮ 当然ꎬ 在长期实行的过程中ꎬ “肯定性行动” 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ꎮ 很多学者、 政治家及普通

民众指责 “肯定性行动” 造成了对白人群体的 “逆向歧视”ꎬ 因而要求废除 “肯定性行动” 的声音

不绝于耳ꎮ 在这种状况下ꎬ 反种族主义运动将捍卫和扩大 “肯定性行动” 作为维护黑人权益的主要

方式ꎮ 如特朗普上台后曾一度试图废除教育领域的 “肯定性行动”ꎬ 但遭到了反种族主义活动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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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反对ꎮ
第三ꎬ 反对警察暴力和司法领域的种族歧视ꎮ 面对频繁发生的针对黑人的警察暴力及其所造成

的恶性后果ꎬ 反对警察暴力成为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的主要活动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３ 日ꎬ 黑人特雷

冯马丁被白人警察乔治齐默尔曼枪杀ꎬ 但随后乔治齐默尔曼却被判无罪ꎬ 引发了黑人民众的

大规模抗议ꎮ 在此过程中ꎬ 帕特里斯卡洛斯等三位黑人女性在 “脸书” 上创建了 “黑人的命也是

命” 标签ꎬ 呼吁公众关注黑人生命权问题ꎬ 标志着 “黑人的命也是命” 运动的正式形成ꎮ 在 ２０１４
年密苏里州迈克尔布朗和纽约州埃里克加纳两位黑人青年相继遇害后ꎬ 这一运动在美国全国范

围内迅速发展ꎮ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底ꎬ 乔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 “锁喉” 致死后ꎬ 再次点燃了民众心中

酝酿许久的怒火ꎬ 其影响力进一步扩展到国际层面ꎮ 这些大规模的反对警察暴力的抗议运动ꎬ 体现

了黑人群体对于长期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不满ꎬ 呼吁美国社会尊重黑人的生命权ꎬ 引起了全球范围

内的关注和支持ꎮ

三、 当代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的困境与 “种族主义回潮”

１. 当代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的困境

身份政治影响下的当代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ꎬ 虽然在争取黑人群体的受教育权和就业权ꎬ 以及

创造一种相互尊重的话语空间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ꎬ 但由于其过度依赖以 “身份” 为基础

的文化抗争ꎬ 忽视了种族主义问题产生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根源ꎬ 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黑人群体所

面临的社会困境ꎮ 在身份政治的影响下ꎬ 当代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逐渐与社会主义运动割裂开来ꎬ
并被以民主党为代表的美国主流政治所驯化和收编ꎬ 成为南茜弗雷泽所说的 “进步新自由主义”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的一部分①ꎮ 在这种状况下ꎬ 反种族主义运动对于文化、 身份、 尊严的平

等关系的追求ꎬ “恰恰符合建制派精英和金融寡头的治理设想ꎬ 以此维护美国的经济统治结构与政

治安全”②ꎮ
第一ꎬ 身份政治影响下的当代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ꎬ 忽略了种族不平等现象产生的社会经济根

源ꎬ 最终沦为新自由主义的同谋ꎮ 当代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不再将种族主义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

政治经济关系及其阶级矛盾ꎬ 而是将其归结为抽象的 “白人至上主义”ꎬ 并完全无视新自由主义在

经济上对工人阶级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ꎮ 在这种政治话语中ꎬ 尽管新自由主义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

阶级不平等ꎬ 但是只要黑人群体及其他少数族裔在社会结构中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和话语权ꎬ “资本

主义社会就是无可挑剔的了”③ꎮ 因此ꎬ 当代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对推动基于工人阶级利益的、 反对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努力充满敌意ꎬ 并拒绝以经济利益再分配为核心的平等主义政治ꎮ 比如黑人民权

运动先驱、 众议员约翰刘易斯在 ２０１６ 年民主党初选时ꎬ 曾对坚持经济平等理念的伯尼桑德斯进

行了尖锐的批评ꎬ 而支持 “进步新自由主义” 的代表人物希拉里ꎮ “黑人的命也是命” 运动虽然推

动黑人群体反对警察暴力ꎬ 但系统性警察暴力背后的资本主义体制及新自由主义机制却完全被无视

了ꎮ 小阿道夫里德指出: “ ‘黑人的命也是命’ (它被称为 ‘Ｂｌａｃｋ Ｌｉｖｅｓ Ｍａｔｔｅｒ’ 而不是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Ｌｉｖｅｓ Ｍａｔｔｅｒ’ ) 的全部意义在于将种族和种族主义问题置于中心位置———它意味着接受新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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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 “进步新自由主义”ꎬ 是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形成的新自由主义和进步社会运动的一种政治联盟ꎮ 在这个 “进步新自由

主义” 联盟中ꎬ 进步力量与认知资本主义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特别是金融化的力量ꎬ 有效地扭结在一起ꎮ
何晓跃: «经济视角下的美国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论析»ꎬ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ꎮ
〔英〕 阿萨克库马尔等: «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身份政治的介入»ꎬ 王亚萍、 王晓华译ꎬ «国外理论动态»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ꎮ



需要的不公正ꎬ 并将其转变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可以热切而真诚地谴责的不公正ꎮ”①

第二ꎬ 身份政治影响下的当代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ꎬ 忽略了黑人群体内部的阶级分化ꎬ 最终成

为一种服务于黑人精英的政治社会运动ꎮ 黑人民权运动推动废除了法律和政治层面对黑人的隔离和

歧视ꎬ 但其最大的受益者是黑人群体中的中上层精英ꎬ 使得他们 “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美国权力

结构”ꎬ 并 “利用种族团结作为掩盖其阶级立场的手段”②ꎮ 在新自由主义浪潮开启之后ꎬ 黑人群体

内部的阶级分化也日益加剧ꎮ ２０２１ 年ꎬ 收入前 ２５％的黑人家庭所拥有的财富ꎬ 已经达到了黑人群体

总财富的 ９０％ ③ꎮ 对于黑人群体内部的阶级分化ꎬ 身份政治影响下的当代反种族主义运动采取了漠

视甚至无视的态度ꎮ 这种忽视黑人内部的分化而认为黑人有共同身份的想法最终 “只会加强黑人精

英的力量”ꎬ 而 “削弱黑人工人的声音”④ꎮ 正如小阿道夫里德所指出的: “任何不考虑黑人内部政

治冲突 (相对于黑人与其他种族之间的政治冲突) 的黑人政治叙事ꎬ 本质上都是一种阶级政治ꎬ 因

为这种话语有意无意地掩盖了美国黑人之间的阶级分化ꎮ”⑤ 比如反种族主义活动家所捍卫的

“肯定性行动”ꎬ 虽然试图纠正基于种族、 性别身份的社会不平等ꎬ 但基于阶级的不平等却被完全忽

视了ꎮ 这样所导致的后果是ꎬ “肯定性行动” 的最终受益者只是黑人群体内部的中上层精英ꎮ 这种

对黑人内部阶级分化的漠视ꎬ 在 “黑人的命也是命” 等运动中都有明显的体现ꎮ 凯南马利克指

出ꎬ “黑人的命也是命” 组织自称是 “全球黑人大家庭” 的一部分ꎮ 但这种 “全球黑人大家庭” 只

是一种虚构的共同体ꎬ 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掩盖群体内部的分歧ꎬ 从而使建立跨种族的团结变得更

加困难⑥ꎮ
第三ꎬ 身份政治影响下的当代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ꎬ 造成了工人阶级的分裂和反种族主义运动

“孤立化” 的困境ꎮ 伴随着身份政治对于阶级话语的消解ꎬ 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中的 “黑人 /白人” 矛

盾ꎬ 就变成了种族意义上的 “黑人 /白人” 矛盾ꎬ 从而形成一种 “种族还原论” 的叙述ꎮ “ ‘种族还

原论’ 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点ꎬ 一是认为种族作为一个类别可以解释社会现象ꎬ 二是认为以任何方

式影响有色人种或非有色人种的每一种不公正现象ꎬ 都可以归结为种族或种族主义ꎮ”⑦ 在这种话语

逻辑之中ꎬ 纵向的阶级对立转化成了黑人 /白人之间的横向对抗ꎬ 结构性的经济不平等问题被转化成

不同种族的 “文明的冲突”ꎮ 因此ꎬ 当代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拒绝关注工人阶级所面临的普遍问题ꎬ
而只愿意关注仅对黑人群体造成影响的所谓 “特殊主义” 问题ꎮ

在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社会阶级结构的前提下ꎬ 过分强调特定群体的特殊利益ꎬ 反而强化了工人

阶级内部的撕裂ꎮ 一方面ꎬ 在一些反种族主义团体和政治领袖中存在着对于白人的排斥情绪ꎮ 比如

“黑人的命也是命” 运动中ꎬ 一些黑人组织者对于白人的参与非常警惕: “他们警告说白人是 ‘外部

煽动者’ꎬ 可能会试图煽动暴力ꎮ 他们说ꎬ 只有黑人才应该拿起麦克风ꎬ 只有黑人才应该在集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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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ꎮ”① 另一方面ꎬ 很多白人工人阶级将自身的生存困境归咎于黑人等少数族裔ꎬ 认为是面向少数

族裔的 “肯定性行动” 造成了自身在教育、 就业以及生活等方面的困境 (比如在同等情况下ꎬ 黑人

学生被大学录取的可能性高于白人学生 ５ 倍)ꎮ 在这种状况下ꎬ 反种族主义运动逐渐与其他进步社会

运动脱离开来ꎬ 从而日益陷入 “孤立化” 的困境ꎮ 正如阿萨德海德尔所指出的: “身份政治使我

们离真正的解放计划越来越远ꎮ 其后果不仅是运动的非动员化ꎬ 而且是政治的分化ꎮ 在缺乏可信的

身份主张的情况下ꎬ 反新自由主义的斗争ꎬ 如反对学费上涨的运动ꎬ 被 ‘艺术’ 地从 ‘种族’ 问题

中分离出来ꎮ ‘有色人种’ 活动家关注的是警察暴力、 种族研究和后殖民理论ꎬ 而生活成本增加、
教育私有化和工作不稳定则成了 ‘白人’ 问题ꎮ”②

２. 种族主义的回潮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ꎬ 伴随着美国政治、 经济和阶级矛盾的逐步激化ꎬ 美国中下层白人尤其是白

人工人阶级的生活逐渐陷入困境ꎮ 这些经济上日益陷入困苦、 政治上被主流政党和政治力量抛弃、
文化上日益边缘化的中下层白人ꎬ 逐渐陷入了绝望的泥潭ꎮ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的一份由 «华盛顿邮报»、
凯泽家庭基金会和哈佛大学发起的全国性调查表明ꎬ 没有大学学位的白人群体对美国的未来持有一

致的黑暗看法ꎮ 他们最倾向于认为美国的辉煌已经结束ꎬ 对经济前景最为悲观ꎬ 也不相信辛劳工作

能够保证成功③ꎮ 这些日益陷入绝望的中下层白人ꎬ 将自身的生活困境归咎于黑人等少数族裔及外

来移民ꎬ 因而逐渐被主张种族主义的极右翼政治势力所俘获ꎬ 推动了种族主义的回潮ꎮ
第一ꎬ 极端种族主义分子和组织数量激增ꎮ 近些年ꎬ 美国社会中出现了大量的极端种族主义分

子和组织ꎮ 他们鼓吹 “白人至上主义”ꎬ 煽动种族仇恨ꎬ 并宣传一种充满着阴谋论色彩的 “大替代”
理论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ꎮ 在他们看来ꎬ 伴随着黑人等少数族裔数量的增多以及移民的涌

入ꎬ 白人种族正在日益被其他种族所 “替代”ꎬ 并认为这种 “替代” 将会摧毁白人及西方文明ꎮ 因

此ꎬ 他们 “寻求回到 １９６４ 年 «民权法案» 颁布之前的美国”④ꎮ 这些极端种族主义分子和组织利用

社交平台和网络论坛ꎬ 以及张贴海报、 发放传单等方式ꎬ 大量散播极端种族主义思潮和其他仇恨信

息ꎬ 使得种族主义的影响力在美国主流社会日益扩大ꎮ ２０２２ 年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ꎬ １ / ３
的美国成年人相信极端种族主义者制造出来的 “大替代” 理论⑤ꎮ 这种 “大替代” 理论甚至渗透到

美国的主流政党之中ꎮ “南方贫困法律中心” (ＳＰＬＣ) 在 ２０２２ 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性民意调查发现ꎬ
近 ７ / １０ 的共和党人在一定程度上同意美国的人口变化是由进步派政客故意推动的ꎬ 认为他们试图通

过 “取代更保守的白人选民” 来获得政治权力⑥ꎮ
第二ꎬ 恶性种族主义暴力频发ꎮ 在种族主义情绪回潮、 种族主义分子和组织大量出现的背景下ꎬ

极端种族主义暴力也频繁发生ꎮ 如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ꎬ 白人男子佩顿金德伦使用半自动步枪在布

法罗市一个非裔聚居区的超市进行扫射ꎬ 造成 １０ 人死亡、 ３ 人受伤ꎬ 其中 １１ 名中枪者为非裔ꎮ 金

德伦曾在社交媒体发言ꎬ 称 “有色人种正在削弱白人的权力ꎬ 并取代白人”ꎬ 表明他是一名 “大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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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论的信奉者ꎮ 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 (ＧＡＯ) ２０２３ 年发布的报告显示ꎬ ２０１３ 年到 ２０２１ 年间联

邦调查局调查的美国国内与恐怖主义相关案件数量增长了 ３５７％ (从 １９８１ 起增至 ９０４９ 起)ꎬ 这些案

件多数与种族主义暴力活动有关①ꎮ
第三ꎬ 种族主义政治势力日益进入主流政治舞台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ꎬ 带有鲜明种族主义

色彩的 “茶党” (Ｔｅａ ｐａｒｔｙ) 运动开始兴起ꎬ 其核心诉求除了减税之外ꎬ 就是排斥黑人和移民ꎮ 此

后ꎬ 种族主义政治势力日益向主流政治舞台渗透和蔓延ꎬ 对美国社会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ꎮ
“自唐纳德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ꎬ 仇恨团体、 极端主义活动分子和我国一个主要政党日益交织在

一起ꎮ 共和党政客现在可以自由地与有组织的白人民族主义运动的成员交往ꎬ 并比美国近代历史上

任何时候都更自由地运用他们的言论ꎮ”②

四、 对身份政治的反思与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的未来

面对种族主义的回潮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对于西方政治体制所造成的冲击ꎬ 在西方学术界内

部产生了反思身份政治的理论话语ꎮ 弗朗西斯福山、 马克里拉等自由主义学者认为身份政治对

于差异性身份和特殊主义的强调ꎬ 摧毁了普遍主义的国家认同ꎬ 造成了美国社会的撕裂、 种族主义

的回潮以及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ꎮ 因此ꎬ 他们提出了 “信念式国家认同” (Ｃｒｅｅｄ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
ｔｉｅｓ) 和 “后身份政治的自由主义” (Ｐｏｓｔ－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等概念ꎬ 主张回归普遍主义的 “公民

身份”ꎬ 把被身份政治所撕裂的分散的个人重新连接到国家共同体ꎬ 形成一种共同的公民国家认同ꎬ
从而将自由主义民主从危机中解救出来ꎮ 比如在 ２０１６ 年之后ꎬ 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 “黑人的命也是

命” 运动本质上是 “将某些生命凌驾于其他生命之上”ꎬ 因而提出了 “所有的命都是命” (Ａｌｌ Ｌｉｖｅｓ
Ｍａｔｔｅｒ) 的叙事ꎮ 在他们看来ꎬ “ ‘黑人的命也是命’ 建立在本质主义的基础上ꎬ 提出了基于群体利

益的特殊主张ꎬ 不可避免地将社会分割成对立的群体ꎬ 破坏了共同的文化结构”③ꎮ
但是ꎬ 回归公民政治ꎬ 是否真的能应对种族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所带来的挑战ꎬ 解决当前西方

所面临的政治困境? 答案是否定的ꎮ 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同一性的公民权利ꎬ 只强调公民所享有的

无差别的政治和法律权利ꎬ 而无视了不同身份群体在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现实结构性不平等ꎮ 在公民

政治的语境中ꎬ 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存在的种族、 性别、 阶级不平等ꎬ 都在 “机会均等” 的词句中

被合理化了ꎮ 也就是说ꎬ “身份政治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尽管提出了错误的解

决方案ꎬ 但自由主义者是要否认问题本身的存在”④ꎮ 同时ꎬ 当自由主义者提出要以公民国家认同来

替代身份认同的时候ꎬ 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ꎬ 这种公民国家认同的内核是什么? 当福山等人提出

以 “信念式国家认同” 为基础来重建公民国家认同的时候ꎬ 他们并没有把美国多元、 包容的移民文

化纳入其中ꎬ 而是把其所理解的国家认同归结为 “西方文化”ꎮ 福山明确主张ꎬ 由于自由民主制度

是西方社会的基础ꎬ 所以西方文化比其他文化占有更重要的地位ꎮ 在西方国家生活的人ꎬ 不论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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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族裔、 来自哪些地区ꎬ 都必须接受 “西方文化” 的主导地位ꎬ 并尊重其运行规则①ꎮ 这种披上国

家信念外衣的公民国家认同ꎬ 本质上依然是一种排他性的价值观ꎬ 是 “白人至上主义” 的另一种更

隐蔽的表现形式ꎮ
事实上ꎬ 在对身份政治这种特殊主义的反思中ꎬ 真正需要回归的不是普遍主义的公民话语ꎬ 而

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ꎮ 对黑人群体的压迫是嵌入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中的ꎬ 因此

反种族主义运动也应该跳出身份政治的视野ꎬ 和其他反资本主义运动有机地联合起来ꎬ 与其他一切

被压迫群体联合起来ꎬ 提出普遍主义的经济 /政治诉求ꎬ 成为全球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ꎮ
这样黑人群体反抗就不再是一个 “少数” 族群反对 “多数” 族群的运动ꎬ 而是一个处于 “多数” 地

位的被压迫人民反抗 “少数” 剥削者的运动ꎮ 这将会从根本上逆转双方的力量对比ꎬ 摆脱反种族主

义运动 “孤立化” 的困境ꎮ
当下ꎬ 美国黑人群体确实面临着很多白人社会难以想象的生存困境ꎬ 这是他们所要面临的特殊问

题ꎮ 但是ꎬ 一旦其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ꎬ 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所面临的每一个障碍ꎬ 都是嵌入资本主义

整体性的政治与经济结构中的ꎬ 它无法在身份政治那种特殊主义的话语框架中得以解决ꎮ “如果不能战

胜那种滋养了资本主义的谋利动机的话ꎬ 反抗种族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将永远无法取得胜利”②ꎮ 黑人群

体从自身 “特殊” 地位提出的诉求ꎬ 只有转化为对资本主义的普遍主义反抗ꎬ 才能真正得以实现ꎮ
在近几年的反种族主义运动中ꎬ 我们已经见证了一些把反种族主义斗争与反资本主义斗争有机

结合在一起的行动ꎮ 比如一些反种族主义活动家不仅把黑人群体的特殊问题作为分析和行动的切入

点ꎬ 而且提出了很多普遍主义的目标与诉求ꎬ 例如实行真正的全民医疗保险ꎬ 实现工人在公立和私

营机构的组织权ꎬ 建立住房、 食品合作社ꎬ 结束自然资源的私有化等ꎮ 这样的一些诉求ꎬ 有可能会

激发白人工人阶级的共鸣ꎬ 实现被压迫人民的普遍主义连接ꎮ 当然ꎬ 长期盛行的身份政治话语对反

种族主义运动仍然有很深的影响ꎮ 民主党人也一直试图以身份政治话语来实现对反种族主义运动的

驯服与收编ꎬ 使这种反抗运动既可以为民主党的竞选目标服务ꎬ 又不超出资本主义所能容忍的范围ꎮ
如果说种族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是反种族主义运动的外部威胁的话ꎬ 那么身份政治则代表着对这种

运动的内部侵蚀ꎮ 只有跳出身份政治的逻辑ꎬ 美国的反种族主义运动才能有真正的出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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