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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美国约
17 个州的建筑工地上被发现放置“绞索”。
而在美国种族主义语境中，“绞索”被隐喻以
私刑方式处死非洲裔人士，是种族仇恨的一
种象征。该报道指出，“这是美国社会种族
主义和极端主义普遍存在的又一例证。”

一年多过去了，弗洛伊德的呼喊犹在
耳畔，美国种族主义问题有何改观？显而
易见的答案令人寒心。美媒7月公布的一项
盖洛普民调结果显示，64%的美国人认为针
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种族歧视在美国很普
遍，比 2016 年上升了 3 个百分点。另一份
报告显示，在经过数月的“反歧视亚裔”
活动之后，今年美国发生歧视亚裔事件的
频率仍然很有可能高于2020年。

这样的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在美国，
种族主义是全面性、系统性、持续性的存
在，是这个所谓“山巅之城”与生俱来的

痈疮，几个世纪以来仍在不断流脓淌血。
正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所说，“种族歧视存
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制度中，影响深远，
是美国基因的一部分。”

回望历史，在美国引以为傲的《独立宣
言》上签字的 56名代表中，有一大半是奴隶
主。为团结蓄奴州代表，《独立宣言》的正式
版本中删掉了初稿中谴责奴隶贸易的相关
内容。自美国建国起，从“西进运动”中大肆

屠杀驱赶印第安人，到长期实行奴隶制和种
族隔离运动，再到通过《排华法案》……一部
美国发展史，也是印第安人血泪史、黑人奴
隶剥削史、少数族裔受辱史。

回到现实，种族主义在美国有愈演愈
烈之势，白人至上主义渗透至美国社会方
方面面，少数族裔的基本人权备受践踏。
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执法部门报告的
8302 起仇恨犯罪案件中，57.6％的案件涉

及种族族裔身份；2020 年，美国警察枪杀
的 1127 人中，非洲裔占比 28%，远超其在
全美人口中的比例；2020 年，针对亚裔的
仇恨犯罪激增 149%；疫情中，非洲裔的感
染率、住院率和死亡率远高于白人，但疫
苗接种率却远低于白人……西班牙 《国家
报》不无讽刺地指出，“种族主义将美国国
旗的条纹变成裂痕，将星星变成坑洼。”

美国的种族主义为何遗毒难清？

一方面，在西方殖民高峰时期建立的美
国，一直用“文明优越论”和“社会达尔文主
义”等论调，来包装和美化自己在美洲大陆
的侵略及掠夺行径。资本主义的自私、排他
和扩张本性，又助长了种族主义毒瘤的膨
胀。可以说，种族主义犹如殖民主义和资本
主义的“帮凶”，是美国的原罪。

另一方面，面对根源如此之深、影响如
此之广的种族主义问题，美国政客们一直缺
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肯承认自身的罪恶
殖民史。同时，白人至上主义与如今美国政
党讦斗、政治极化的乱象交织叠加，种族主
义问题往往沦为政客相互攻击指责的工具，
从未得到政府的真正重视和解决。

“ 美 国 还 没 有 为 自 己 的 种 族 主 义 赎
罪。”《洛杉矶时报》 毫不留情地作出批
评。美国政客们，是时候清醒过来，彻底
清算本国的种族主义了！

种族主义是美国骨子里的遗毒
李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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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血液流淌至今

2020年 5月 25日晚，非洲裔美国男子乔
治·弗洛伊德因涉嫌使用假钞购买香烟，被白
人警察残忍跪压 8 分钟致死。令人窒息的事
发情景再次撕开美国种族歧视的丑陋伤疤。

如英国 《卫报》 所言，在“弗洛伊德之
死”之前，类似的事情早已频繁发生在美国
少数族裔身上。加纳之死、布朗之死、马丁
之死……重复上演的悲剧一次又一次提醒人
们，于美国少数族裔而言，种族平等仍只是
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从1619年第一批黑人被
运到北美大陆开始，种族歧视的罪恶基因就
流淌在美国的血液中，至今依然存在。

“1619年之后的几十年里，随着更多的黑
人被贩卖到英属北美，各殖民地相继以法律的
形式确立了黑人奴隶制。1664 年之后，以对
黑人的种族歧视为主的种族区别意识已经深
深根植于各殖民地法律之中。”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于留振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指出，奴隶制在美国延续了 200 多年，
给黑人等少数族裔带来了无可挽回的创伤，让
美国背负了沉重的历史耻辱，制造了无处不在
的种族仇恨和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文化，也成
为当今美国种族歧视和种族冲突的主要历史
根源。

1787年制定的联邦宪法，以“五分之三条
款”、“逃奴条款”和“奴隶贸易条款”等规定隐
晦地承认了奴隶制的合法存在。“从历史上看，
毫无疑问，这个国家是由种族主义者和白人至
上主义者建立的，这个国家早期的大部分财富
是建立在被奴役的非洲人身上的，早期的大部
分扩张是以屠杀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和破坏
与他们的条约为代价的。”《纽约时报》非裔专
栏作家查尔斯·布洛撰文指出，美国历史上的
前10位总统中，有8位是奴隶主。

1861 年至 1865 年，美国爆发内战。最
终，北方联邦取得胜利，废除了奴隶制，并
赋予了黑人法律上的平等公民地位，但歧视
黑人的种族主义思想并未消失。

“内战与重建虽然废除了奴隶制，赋予了
黑人男性公民以选举权，但黑人并未获得真
正意义上的平等。重建后期，南部各州重新
回归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控制之下，黑人新获
取的权利几乎被剥夺殆尽。与此同时，北部
的种族主义势力重新抬头。直到民权运动之
前，美国大部分黑人始终处于政治上无权、经
济上贫困、社会地位上遭受歧视的状态。此
外，在同一时期，美国对华人和其他少数族裔
的歧视也甚嚣尘上。”于留振说。

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中国美
国史研究会理事长梁茂信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指出，种族歧视在美国的不同历史时期

呈现出不同形式。“1865 年以前，主要是针
对黑人的奴隶制度以及针对印第安人的驱离
驱赶政策，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惨烈、最残酷
的歧视形式。从 19 世纪 80 年代到 1968 年，
美国在法律制度上对有色种族实行隔离政
策，不仅针对黑人和印第安人，也包括排斥
来自亚洲、东南欧等地的移民。1968 年至
今，尽管美国在联邦法律层面废除了种族歧
视和隔离的条款，但一种社会性的隐性歧视
和隔离依然存在，更加复杂、更加隐蔽。”

梁茂信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非
洲裔、拉丁裔、亚裔等少数族裔的中下层民
众被困于美国中心城市的“隔都区”内，这
种空间上的种族隔离导致了教育、就业等各
领域的隔离，使这些群体失去向社会中上层
流动的机会。

世纪疫情放大痼疾

新冠肺炎疫情如同一面放大镜，凸显美国
政治制度的种种痼疾，也将长期深植美国社会
的种族歧视暴露无遗。如英国《金融时报》所
言，“没有什么比这场疫情下的生死更能体现
出美国肤色差异的恐怖”。

医疗领域暴露的问题最为直接、真实。
2020年 8月 21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非洲人
后裔问题专家工作组向人权理事会第45次会
议提交报告指出，美国新冠病毒的感染率和
死亡率体现了明显的种族差异，非洲裔的感
染率、住院率和死亡率分别是白人的3倍、5
倍和2倍。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20年8
月发布的报告显示，疫情中的种族差异扩大
到了儿童。拉美裔儿童因新冠肺炎住院的比
率是白人儿童的 9 倍，非洲裔儿童住院的比
率是白人儿童的6倍。

《今日美国报》网站认为，有色人种死于
疫情的人数远远多于白人，可归因于不平等
的教育与经济体系导致有色人种得不到高薪
工作、住房歧视导致有色人种居住密集以及
以牺牲穷人为代价的环境政策等。在新冠肺
炎死亡率最高的 10个县中，有 7个县是有色
人种人口占大多数；在死亡率最高的前50个
县中，有31个县的居住者主要是有色人种。

“可以看到，疫情期间，美国社会出现一种
巨大反差，一面是美国富人社区依旧歌舞升
平，一面是有色人种聚居的‘隔都区’陷入水深
火热。”梁茂信指出，2000年以后，反对政府干
预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一直在美国政治生
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前任政府上台之后，
将这种自由放任的政策推向一个新高度，使其
在疫情防控方面几乎无所作为。在此背景下，
资源有限、处于社会边缘的有色人种无力应对
疫情带来的挑战，不仅更易感染病毒，而且在
美国经济受到冲击之后更难维系正常生活，并

由此衍生出各类社会犯罪问题。
事实上，美国少数族裔在疫情期间受到

的不平等待遇远不止于此——
遭受欺凌。一些美国人将疫情的暴发归

咎于亚裔，对亚裔的歧视、骚扰和仇恨犯罪
事件比比皆是。民权组织“停止仇恨亚裔美
国人与太平洋岛居民”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0年前 7个月，美国共发生 2300余起针对
亚裔的仇恨犯罪。《纽约时报》 网站直言：

“新冠病毒肆虐期间，在美国身为亚裔是一种
非常孤独的感觉。”

面临失业。《华盛顿邮报》网站2020年6
月 4 日报道称，经过严重疫情后，只有不到
一半的非洲裔美国成年人还拥有工作；美国
劳工部 2020年 9月发布的数据显示，非洲裔
的失业率比白人高出近一倍。英国 《卫报》
评论称，“最后被雇佣，最先被解雇”是非洲
裔美国人最无奈的现实。

在接种疫苗问题中“被忽视”。美国疾控
中心 6 月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有族裔数
据可查的至少接种过 1 剂新冠疫苗的美国人
中，61%是白人，15%是拉美裔，9%是非洲
裔。少数族裔接种疫苗的比例明显低于其在
总人口中的占比。美媒指出，有资源的白人
能够跨地区尽早获得疫苗，而少数族裔只能
苦苦等待。

“疫情发生之后，美国出现的仇恨亚裔现
象，反映出根深蒂固的白人种族优越心理。
而美国少数族裔在就医、接种新冠疫苗、就
业等方面遭遇的不平等现象，和他们在美国
历史上每次危机时刻面临的状况一样——受
冲击最大的总是这些处在社会边缘的弱势群
体。”于留振说。

看不到改变的希望

从1865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十三条修
正案，规定奴隶制或强迫劳役不得在合众国
境内和管辖范围内存在，到1964年美国通过

《民权法案》，宣布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
为非法政策；从 1963 年马丁·路德·金发表

《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到2020年全美140
多个城市举行反对种族歧视的抗议活动。数
百年间，反对种族歧视的抗争从未停止，推
动美国从法律制度层面做出了一些改变。然
而时至今日，纵观美国，种族主义沉疴遍
地，甚至愈演愈烈。

“美国是一个多种族的接受外来移民的国
家。种族多样性并不一定会导致冲突。但是，
不同种族在历史上形成的恩怨会以不同形式
表现出来。直到今天，奴隶制及其遗产仍然严
重影响着美国社会，种族问题和种族主义也成
为美国挥之不去的历史包袱。”于留振指出，从
历史上看，美国的发展得益于奴隶制以及对奴

隶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压迫和剥削，而白人是主
要的受益群体。不同种族之间的不同步发展，
造成了彼此之间难以弥合的冲突。

梁茂信认为，美国种族歧视的根源在于
美国的政治制度。从建国之初起，美国的政
治制度就是一种为白人中上层服务的种族等
级制度，直到现在也未改变。尽管美国的奴
隶制、种族隔离制度等先后被废除，现有法
律制度看似强调自由平等，但这只是一种表
面上的体面，实际并不解决问题。

“事实上，在美国自由放任过火、政府干
预不足的治理模式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优
胜劣汰的残酷机制落实到人类社会中，必然
会在职业结构、财富分配等各个领域产生不
平衡性。这看似与美国政府无关，但其实正
是社会制度的种种束缚，制约了少数族裔的
发展。这是一种制度性歧视。如果不从社会
制度上进行彻底变革，美国的种族问题不可
能得到解决。”梁茂信说。

美媒发表的一份题为《致命的歧视——难
以置信的压迫链》的调查报告指出，一直存在
的制度性种族歧视，在疫情期间造成包括非洲
裔、亚裔和拉丁裔在内的美国有色人种比白人
的新冠肺炎死亡率更高的惨剧。

报告指出，首先，美国教育和经济体系
长期不平等，致使多数有色人种无缘高薪工
作，多为一线工人。一旦疫情袭来，他们更
可能暴露在新冠病毒之下并被感染；其次，
数十年来，有色人种在美国遭受不平等的住
房待遇，他们多聚居于拥挤的社区，往往无
法或很难获得健康和新鲜的食物，这使得居
民易患有糖尿病、肥胖症和心脏病等疾病，
更容易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再次，美国
现行的环保政策以牺牲有色人种的利益为代
价，他们的居住地附近多为化工厂，有害物
质排放严重，当地居民易患癌症等疾病，进
一步降低了对新冠病毒的抵抗力，而联邦基
金也无法提供支持，在疫情肆虐下，这些脆
弱的社区因医疗条件缺乏而不堪一击。报告
引用专家的话说，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使
有色人种成为“被忽视的群体”，且“看不到
改变的希望”。

查尔斯·布洛也在《美国是一个种族主义
的国家吗》一文中指出，“美国的制度——就像
它的刑事司法、教育和医疗系统——具有亲白
人/反黑人的偏见，而美国有非常多的人否认
或维护这些偏见。”他认为，美国的种族主义已
经演变，变得不那么直言不讳了，但它并没有
因此而变弱，“这把刀被磨得更锋利了”。

历史创伤不可愈合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历史学家亚瑟·施
莱辛格曾在 《美国的分裂》 一书中，主张来

自不同国家的人们互相融合，共同树立全新
的国民意识，找回往日的理想，避免“一个
美国”意识的崩溃。如今看来，事与愿违。
2020 年，“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种族骚乱
成为美国的一场噩梦，也让世人看到种族歧
视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不可承受之重”。

“种族之间的仇恨和敌视是种族主义给美
国社会留下的巨大创伤，也是未来难以彻底
解决的问题。”于留振指出，2017 年抗议者
移除南部同盟纪念碑等行为可被视为美国内
战与重建的遗产在当代的一个回响，让人们
看到美国社会由于种族问题所带来的撕裂有
多么严重。

梁茂信指出，种族骚乱作为美国种族歧视
的后遗症，自 20 世纪以来一直没有消停。种
族歧视给美国社会造成了不可抹去的创伤。
令人担忧的是，造成这种创伤的治理模式仍在
美国延续。“直到现在，美国社会的资源分配格
局仍然如同一个阶梯，有色人种处于下层，他
们尽管看似有选举、发表言论的权利，但不能
解决实际问题。社会财富两极化的格局成为
一种常态性的社会问题。当社会矛盾加剧的
时候，必然出现分裂，在这种分裂中，种族矛盾
就会进一步凸显。”

“歧视和仇恨一旦被散布开来并播种到人
心之中，清除起来十分困难。”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冯维江认为，
种族歧视“浊浪排空”将给美国社会带来难
以承受的沉重负担。首先，种族歧视将削弱
美国作为移民国家的吸引力和竞争力，降低
全世界优秀人才到美国创业兴业的意愿，对
美国长期经济增长所依赖的人力基础造成侵
蚀。其次，种族歧视可能让美国的社会撕裂
升级为国家分裂。近年来，因为贫富差距等
原因造成的美国社会撕裂日益严重。在此背
景下，种族歧视的强势嵌入，可能为美国的

“社会撕裂之火”添加产生永不熄灭之焰的特
殊燃料，甚至将社会分裂扩大为国家分裂。
第三，种族歧视可能加剧美国与其他国家的
矛盾和冲突。美国的种族歧视如果长期得不
到有效遏制，积累并扩展开来，不仅对美国
社会是持续的巨大伤害，还可能冲击国际秩
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震荡。

“美国一方面对外自称‘自由世界’，另
一方面却始终难以根除国内的种族主义，出
现了‘自由与奴役’的悖论，这将使其在国
际上丧失道德影响力。作为一个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大国，美国应当带头反对种族主义，
推动种族公正，而不是无端指责别国。”于留
振说。

正如美国总统拜登自己所言，系统性种
族歧视是美国灵魂上的污点。对美国来说，
不论付出多少努力维护全球霸权，若其国内
种族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所谓“人权卫士”

“自由灯塔”的称号只会是一种讽刺。

种族歧视是美国

遮不住的丑陋伤疤
本报记者 严 瑜

在美国，种族歧视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仅过去一年，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非洲裔美国人死亡的案件就

多次发生：2020年3月，26岁的非洲裔女子布伦娜·泰勒在自己家
中被警察射中8枪致死；2020年5月，46岁的非洲裔男子乔治·弗
洛伊德被白人警察当街残忍“跪杀”；2020年8月，29岁的非洲裔
男子雅各布·布莱克在打开车门要上车时被警察从背后连开7枪导
致重伤，事发时布莱克3个年幼的孩子就在车上目睹了这一恐怖经
过……

而这只是美国种族歧视罪恶历史的冰山一角。今年是美国塔
尔萨种族屠杀100周年。100年后的今天，在美国，“人人生而平
等”的“美国信条”和种族主义的丑陋现实仍然相持不下，对少
数族裔的歧视和压迫令人“无法呼吸”。

环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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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今年4月，大量示威者在纽约
举行主题为“停止仇恨犯罪、反对
种族歧视、捍卫亚裔权益”的大型
集会游行活动。

新华社记者 王 迎摄

◀ 2020 年 6 月，一名男子在白
宫附近手举“黑人的命也是命”的
标语，抗议警察暴力执法致非裔男
子乔治·弗洛伊德丧生。

新华社记者 刘 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