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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纪 末 以 来 ， 国 际 移 民 在 西 方 社会 引 起 了 相 关 的 社会 危 机 ， 其 中 国 际 移 民 的 民 族认 同 成 为

一 个新 的 问 题 领 域 。 国 际移 民 民 族 认 同 危 机 问 题 实 质 上 与 移 民 族 群身 份 政 治 运 行 机制 的 三 个 层

面 相 关 ： 文 化认 同 ， 是 指 国 际 移 民 亚 族 群在 民 族 国 家 的 下 层 对 原 有 族群 身 份 的 认 同 问 题
；

民 族 认

同 ， 是 指 国 际 移 民 亚族 群在 民 族 国 家 层 面 对 移 居 国 民 族 身 份 的 认 同 问 题 ； 全 球认 同 ， 是 指 国 际 移 民

亚 族 群 在 民 族 国 家 的 上 层 对 多 维 身 份 的 认 同 问 题 。 国 际移 民 民 族认 同 危机 的 变 化 受 到 亚 族群 文

化 认 同 要 求 的 社会平 衡机 制 ， 民 族认 同 要 求 的 国 家 设置 机制 及全 球认 同 要 求 的 多 维 性 变 化 机 制这

三 个 层 面 的 制 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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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西方社会出 现了 民族认同 的新问题 ， 这种新民族身份问题与 同时期 出 现的 东欧

民族主义复兴运动不 同 ， 是与 世纪末 国 际移民在西方社会引起的 危机相关 。 国 际移 民在

西方社会引 起的危机有 三个 问题 ： 主权问题
， 反移 民运动问题

， 民族认 同 问题
。 其 中 ， 国 际

移民 的民族认 同 问 题是一个新问题领域 。 从移民族群身 份政治分析 ， 国 际 移民 民族认同 危机

问题实质上受到文化认 同 、 民族认同 、 全球认 同 三个层面的运行机制 的制 约

在 世纪 年代 以前 ， 西方社会的 民族认 同 问题并不突 出 。 冷战后 ， 西方民族 国家体系

内 部形成 了 大规模 的 国 际移民少数族群社区 ， 导致西方民族文化和 民族身 份认 同 内 部层级结

构性要素 的多元化 ， 进而出 现了 以 下两个方面 的新情况 。

本文系 年度中 国博 士后科 学基 金第 批 面上资 助项 目
‘

‘

在广州 的 非洲 移民 群体 与 国 际移 民社 区管 理机 制研

究 ” 项 目 编号 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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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 世纪末 期 ， 西方社会开始出 现种族右翼 主义 、 排外主义和 反移 民政治 运动 。 例

如 ， 在现代史上 ， 英国 民族身份的框架和 定义是固 定的 ； 二战 以 后 种族主义在英 国
一直保持主

导地位 。 而冷战后
， 随着来 自 加勒 比 、 印 度 、 巴 基斯坦 、 肯 尼亚 、 乌 干达和斯里兰 卡 人加 速移

民到英国 ，英 国身份 的长期确定性边界首次被分解 ， 西方文化 中心 主义系谱性的传统分层结构

首次遭到质疑 ，英 国 民族身份的连续性 、 历史性和 自 我确证性首次被有效削弱 。 英国 社会 出 现

了 绝对主义性质 的文化种族主义倾 向 和极端主义的反移 民运动 ， 英国 合法 的左一 右翼政党甚

至结成反移 民联盟 ， 以进攻性的英国 主义立场来重建 、 修补和捍卫英国 民族身 份 。

第二 ， 西方社会 国 际移 民被迫采取防御性的 文化传统主义复兴运动 ， 宗教正统 主义运动 ，

原教 旨主义运动和 政治分离主义运动来建构反种族主义运 动 阵线 。 例如 ， 英 国第二代加勒 比

黑人青年发起一种符号主义运动
， 通过塔法里教 的象征物和 图形符号 认 同他们非洲起源 的血

统和传统 。 加 勒比 黑人和 亚裔社区共同形成反种族主义 的新身 份联盟 ， 提供
一

种新身份运动 ：

即
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

“

黑色
”

运动广 黑色
”

不是文化上 、 种 族上 、 语言 学上或 自 然体质上的颜

色 ， 而是他们被主导种族主义文化视为
“

异样的
”

， 即非 白人 、

“

他者
”

； 黑色身 份运动 的 目 标是建

立一

种
“

平等轴心
”

的新身份 。 亨廷顿也认为 ， 冷战后时期 ， 移民导致的美 国 边界失 控是对 国

家安全最大的单
一威胁 ； 国 际移民 和文化多元主义 已 经构成亨 廷顿提出 的 盎格鲁

一 新教
”

美 国 正统 民族身份 的一种新威胁 ， 并且潜在地分解美国
。

⑤ 因 此 ， 世纪末西方社会 国际 移民

引 发的 民族认 同危机是
一

种新 问题领域 。

关于 世纪末西方社会反移民运动的研究文献 以 获取工作机会 的个体层面 的经济理性
‘

选择为基本视角 ， 关于排外主义的研究文献以 多元 主义社区层面的文化适应为基本视角 ， 关于

国 际移民 引起 的主权危机 的研究文献 以 国 际社会层面的全球化时期跨 国 主义为基本视角 。 与

以 上相对照 ， 国际学术界关于 世纪末西方社会 国 际移民 民族认同危机的研究文献 以群体性

身份认同分析为 基本视角 ， 这种群体性身份就是族群 。

一

、 国际移民 民族认同 的类型和阶段

学术界一般认为 ， 现代史中 形成广泛影 响 力 的具有 民族意识 的群体性身份有 三 种 ： 种族

、 族群 （ 和 民族 （ 。

第一

， 种族术语 ，
基于封 闭性 的人类生物性特征 ，

在 世纪早期还很少见 ， 在 世纪初期

开始运用于犹太人和吉普赛人 ，

一

直 到 世纪 中 期才被广泛使用 。 歧视性运用
“

种族
”

， 是在

现代早期 由 移民群体中发展而来 的 ， 那些被定义为 低级种族 的群体被假定为 不值得拥有作为

一种民族的承认资格 。 在争取民族独立 的斗争 中 这些群体被排除在竞争之外 。 基于肤色 、 宗

教和其他标准的歧视 ， 在历史上长期存在 ， 但是在现代早期 ，
这种歧视通过帝 国人类学

“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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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论证而获得了 正当性 。 种族主义 ， 是群体生物性特征政治化 的极端主义形式 。

第二
， 族群 ， 基于开放性 的文化性特征 ， 如语言 、 宗教 、 地域或历史

，族群概念具有较少程度

的政治性 。 自 世纪中 期 以 后出 现的原教 旨主义运动 ， 是文化性群体身份政治化的激进主义

形式 。

第三 ， 民族 ， 是
一

种与身份政治紧密 结合的共 同 体概念 ， 基于一种系谱性共 同历史 ， 具有从

继承性向 建构性过渡的演化过程 ， 可 以 由 跨地域 、 跨语言 、跨族群和 跨宗教群体构 成的
一

种 密

不可 分的综合性的历史共同体 。

学术界一

般把 民族概念 的演化过裎分为三个阶 段 ： 早期 民族意识阶段 、 现代民族主义阶段

和后 民族阶段 。

早期民 族意识阶段 。 早期 民族意识有两个类别 ，
即 基于种族特征的生物性 民 族意识 和

基于文化特征的文化性 民族意识 。 民族意识 的发展趋势是
一个从种族性 民族意识演化到 文化

性民族意识的 过程 。 从这个角 度看 ， 民族意识是人类早期群体意识 ， 具有较少程度 的政治特

点 。 从词源来看 ， 民族一词 ， 系古希伯 来用 语 ， 该术语来 自
一种 世纪圣 经译本 ， 指 自 然 性

继承 。 在 中 世纪学 院中 ，

一

个
“

民族
”

指来 自 同
一地 区 的

一

群学生 。 在西班牙语和罗 马语 中 ，

“

民族
”

与
“

出生
”

的词源联系 。 属于某个与 出 生相联系 的群体 ， 使得个体身份具有 了一种决定

性因 素 ， 即
一种 归属性身 份 ，或者一种终极的群体性身 份认同 。 民族意识 ， 逐渐归 属 于基于 自

然 遗传性的一个群体 ， 在成为 现代 民族主义之前 ， 该概念经历了
一

个长期 演变的历史 。

②

现代民族主义阶段 。 现代民族主义与 国 家有明 确 的关 系 。 在法国大革命时 斯 ， 民族主

义术语 已 经在共 通用法上有效地使 用 了 ， 民 族主 义概念 正式被赋予 民族 国 家 的政治涵义 。

— 的 年间 ， 民族单位出 现并持续发展 ， 民族从 以 前的政治形式中 分离出来 。 世
‘

纪 年代 ， 美国 被承认为一个独 立 民族 世纪 年代 ， 法 国 重 新确 认 自 身为 一个 民族 ；
海

地在 年获得民族独 立 世纪 年代 ， 西班牙美洲 大陆殖民地获得民族独 立 。 到 世

纪 中期 ， 经过一

个世纪的政治变革 ， 民族意指具有
一

个 邑族政府的群体 。 现代 民族 国家兴起 ，

确立新 的民族身份 ， 创造 了
一种新等级结构 ， 没有民族 国家的民族被置于一种更加低级 的层次

上 。 在 年 ，
法兰西 、 荷兰和 巴西被认为是 民族 伊博族和 孟加 拉族被标 志为部落 。 同

一时

期 ，

“

种族
”

意义改变 了 ， 增 加了
一

种 自 然类型或生物类型 等级 ， 不再具有 民族性 的等级结构 。

新教移民群体创建了美利坚 民族与 共和 国 ， 较早具备了 现代民族国 家的一

般特征 。 因 此 ， 北美

洲新大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点 发源 于移 民群体 ， 即移 民群体民族性和公民性的制度化 ， 并

在 一 世纪得到 了充分发展 。 世纪 ， 民族概念已 经发展出 了
一

种标准定义 ， 包括 四个要

素 ：

一

个 中央政府 ， 明确 的边界 ， 具有民族身份意识 的公民 ， 以 及国 际承认 的现代 民族共 同体 。

因此 ， 现代民族主 义是一种 政治性群体身份形式 在这个意义上 ， 民族认同 （ ，

也可 以 指 民族 国 家认同 ， 即 现代 民 族主义身 份共 同体形式是 民族 国家 。

后 民族阶 段 。 后 民族是指 世纪中 期以 后 ， 西欧建立地区 共同体欧盟的过程 中形成

和 发展的后民 族身份认 同 形式 。 欧洲 的这种精英主义阶层后 民族身份是否具有跨阶层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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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学术界存在争议 ， 目前在第三世界 国家也难 以成为 主流话语
。

人类史是一

部移 民史
，
移 民群体是不同历史时期 创造 民族身份要求的 中心变量

。 第 一

，

美洲案例 。 在 世纪 ， 现代 民族身份历史要求的 出 现归 因 于 移民 。 例 如 ， 在美洲 的欧 洲 移居

者 ， 即使仍忠诚于祖籍地 ， 但依然发展了 以 围绕被 占领土 为 中 心创造新身份的 不同 的要求和联

盟 ； 在美洲 的非洲奴隶也是如此 ， 即使处于奴隶地位上 ， 也在被 占领土 上发展了新要求 、 新联盟

和共 同 体愿景 ； 美洲 原住民 ， 同样发展了
一

种 新身份 无论他们是否被征服 、 被驱逐或者被要求

与 新邻居发展社 区关 系 。 第二 欧洲 案例 。 在 世纪之前 ， 欧洲 被称为
“

旧 世界”

，
在欧洲 形成

和 发展民族性方面 ， 移民起到 了 显著作用 。 例如 ， 法 国 拿破仑在民族建立方面 ， 通过移 民和 征

服 ， 在全欧洲推广 了
一种民族 意识 加速 了 民族身份 的增长 ， 尤其 在欧洲

“

塌 陷 的 中 心 区域
”

的

德国 自 此开始建立 自 己 的 民族 ， 并发展德 国文化和商业 。 除 了 法国 、 德 国 ， 世纪 初期大移 民

也发生于 欧洲 的其他地方 。 世纪末期在西方社会 出 现的 国 际移 民 危机 ， 在这个角 度上 ， 可

以 被看作是 由 于国 际移民 导致产生的一种民族认 同危机 。

二 、 国际移民 民族认同危机与族群身份再定位

世纪末期 西方社会 的 国 际移民危机可 以作 为考察 民族认 同 的案例 。 世纪 浪漫 民族

主义运动时期 、 世纪前半期 自 由 民 族主义运动时 期以 及 世纪 晚期欧洲 多 民族 国 家 的衰 ，

落时期 ， 民族认 同对历史事件都具有影响力 ， 对人类世界产生 各种 不同 的后果 ， 其 中 民族身份

都可以 作为基本参考点来考察各个阶段和各种类型 的现代民族主义理论 。 从民族认同 角 度

考察 世纪末西方社会国 际 移民 危机现象具有 同样 的历史依据和分类学标准 。

国 际移民 民族认同 问题分析的基本单位是移民族群这种亚文化群体 。 国 际移 民 民族认 同

危机问题的 实质是 国 际移 民族群身份的再定位问题 。 国 际 移民族群在定居 国
一般首先经过社

会和 经济涵化 ， 其次进行民 族认同 的强化 ， 形成移民对移居国 民 族和 国家 的归 属性身份 。 民 族

认 同是国 际 移民族群身份政治制 度的核心 。 例如 ， 萨伊德 认为 ， 民 族认同是

现代 民族国 家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 之一

； 世纪 晚 期 移民危机 ， 可 以 看作是 民族边界种族性

的重新划 界现象 。

③
福山 （ 持不同观点 ， 认为 世纪末移 民危机 尤其是西

欧社会同化穆斯林社区 的失败
， 是西方 国家在全球化时期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族群政策的失 败 ；

其原因是西方 自 由 民主政治 中 缺少集体身份传统 的漏洞所致 ； 解决方案是重新确 立西方以 公

民为 核心 的 自 由 价值观 并且保持 民 族身份机制 对新移民 的 开放性 。 可见 ， 在学术界关于 国

际移 民 民族认 同危机分析 的后殖民 主义和 新 自 由 主 义这两种代表性观点 中 ， 分别采用了 基 于

种族主义和 基于多元主义 的两种族群身份政治研究视角 。 因此
，
国 际移 民 民族认 同 问题领域

保持学术对话的开放性 ， 需要引入移民族群身份政治运行机制 。 身份政治概念假定 ， 任何身份

都是政治 的 并且任 政治 都是身 份的 。 基于这种身 份政治假定可 以 推论
， 族群身 份政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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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基于族群身份而产生的身 份政治化现象 ； 国 际移民族群身 份政治 概念是指移 民基于族群

身 份在居住国产生的身份政治化现象 。 国 际移民族群身份政治运行机制是指国 际移 民族群身

份政治要素在亚群体层面上社会化 、 在国家公共领域中 结构化与全球层面上多 维化 的运行过

程 。 世纪末国 际移民 民族认同 危机的 中 心 问 题事实上是在全球 化时期如 何重新定位移 民

群体族群身份与 民 族认 同之 间的关系 ， 或者在全球化时期 国际移民 族群身份与 民族 身份政治

合法性两者之间存在何种关联性 。

学术界关于 民 族身份政治合法性来源 的现代 民族主义解释理论有五种基本逻辑 ：

第
一

， 继承论 这是民 族身份合法性的正统性解释逻辑 ， 指 现代 民 族是 由 多 族群共同建

构 的历史共同体的
一

种宏结构遗产 。

第二 成熟论 这种解 释意指 世纪建立的很 多民 族 ， 基于 殖民 统治 和独立 运动的 经

验而逐渐发展成熟起来 ，是一种在去殖民化过程 中产生的 民族成果 。

第 三 ， 建构论
。

这种 理论是指
“

民族工程
”

的领导者 为获得具有控制权

的政府 民族是从
“

印刷 资本主义
”发展 出来 的一种

“

想象 的共同体
”

。

⑤

第 四 ，
工具论 。 这种观点是指在欧盟 国家出 现 的后民族身 份 ， 是用

一种现实主义 的工具

论解释代替 了早期 民族主义正当性解释 。

第五
，
选择论 。

⑦ 这种 理论是指全球化时 期 ， 移 民身 份政治 获得 了 新进展 ， 既可 以 去 中 心

化和 去主 权化 ， 也可 以选择与创造新身份或多 重身份 ， 其中 包括 民族身份 。

根据上述分析 ， 可以 得出 国际移 民 民族认同 研究的族群身份政治 运行机制的 三个层次 ： 由

继承论逻辑推出 以 族群亚群体身份为核心 的亚文化认 同 问题 ； 由成熟论与 建构也推 出 以
“

宏 一

民族身份 （ 为 核心 的 民族认 同 问题 ； 由 工具论和 选择论推出 以多维身

份为核心 的全球认 同 问 题 。 其中 ， 民族认 同 问题居 于 国 际移民 民族身 份的 中 心 ， 文化认 同 和全

球认 同从民族身份 的下层和上层分别作用于 民族认 同层面 ，
即移民 的 民 族身份受到 来 自 下层

族群身份和 上层多维身份的影响 。 如果这种 三个层面的 国 际移民族群身 份政治运行机制 对民

族认 同 的影响具有负 面解构作用的话 ， 就会产生国 际移民 民族认同危机 。

三 、 国 际移民 以族群身份为核心 的文化认 同 问题 ： 社会平衡机制

国 际移 民 以 族群身份为 核心 的文化认同在身 份政治 运行机制 中 引 发 的关键问题 ， 是建立

一

种族群身份社会化运动的社会
一

国家平衡机制 。 移民族群身份 是指 位于 民族 国家层面之

下 的
一种文化性亚群体或亚族群 ， 包括方言群体 、 地域群体和宗教社 区这些类别 特征 的文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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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族群 。 移民文化认同 ， 指 向 于本族群身份 ， 包括地域 、 语言 、 宗教和 系谱性记忆这些族群文化

性特征 移民 以族群身份为中 心 的文化认同 问题 ， 是指移 民 族群文化认 同 从下层族群层面对

民族认 同 的 中 间层面产生影响 。

一

方面 ， 在移民 的不同 文化身份 中 ， 产生 各种身份竞争和交叉

现象 ，
导致公众具有多重亚文化身份 并且要求构建跨族群的 民族宏 文化认同 。 这种移 民文化

认 同 ， 作为社会层面的要素 ， 只在社会层面发生作用 ， 可 以 强 化移 民群体对移民 国 的 民族认同 。

另 一

方面 在特殊条件下
， 移 民文化性亚族群 的各种形式 的文化认 同 和极 端的生物性种族主

义 、 文化性原教旨 主义结合在一起 ， 会弱化移 民群体对移居 国 的 民族认 同 。 世纪后 期西方

社会出 现的各种新社会运动 ， 有效地建立了
一种社会协调机制 ， 为各种亚群体身份政治化运动

提供了一种社会 一

国家转化机制 ， 也使得新左派有效地转向 身份政治 主题 。 从这个角度看 ，

各种亚族群文化认 同 建设可以 看作是
一种社会工程 。

例如 ， 美 国移 民文化认 同建设工程主要有三种指导性理论 ： 熔炉论 ， 是指美 国 不同 族群逐

渐改变以互相适应形成共 同身份宏结构 ； 同 化论 ，是指 各少数族群放弃传统采用 主导群体文

化 ； 多元论 ， 世纪 年代以 后产生 于加拿大 ， 是指各 族群文化平等多元 。 而美国 例外论 ，

是美 国移 民文化认 同 的各种理论运行的前提和基础 ， 是基于传统 自 由 主义意识形态 。

美国 例外论包括 第
一

， 市场的作用 。 经济 自 由 主义观点 的美国例外论认 为 ， 市场导 向 的

社会具有动态性 能够消 化吸收大规模移民 ， 这种 自 选机制 ， 有利 于 人力 资本 和社会财富 的积

累 。 因此假定 移 民在一

至二代时期 内 将会被同 化 ， 个体被本地主流社会政治 、 经济 和社会

方面 同化吸 收以 后 ，移 民原有种族身份和种族政治 消失 。 第二
， 美国 公民机制 和公 民概念

。 政

治 自 由 主义观点 的美 国例外论认为 ，美 国公 民制度强调个体权利 和 责任 ， 以 反对欧洲
“

旧世界
”

的 阶级和种族观念 ，极为 适合
一种 自 由社会 和 自 由 经济 ， 对移民 具有最大的 开放性 。 美国 自 由

主义意识形态和 制度 ， 创造了
一

种包容性的 多元主义和温和路线 的中 间主义政治 学 ， 排除了 欧

洲政治体系 之中 极端的左 一

右政治学 。 因 此
， 福克斯 （ 认为 ， 美 国市 民文

化的力量 ， 有助 于美国 克服种族的 、 族群的甚至阶级 的分界线 ， 导致
一

种
“

自 发 的多元主义 ”

。

学术界存在对这种美 国例外论观点的批评 。 例如 ， 卢西恩 派伊 认

为 种族 民族主义是一个矛盾修辞学概念 ， 你可以 具有某种种族性或者民族主义 ， 但是你不可

能同时兼具这两种 特性 ， 因 为其 中
一种 总是摧毁另 一

种 。

⑥ 阿桑 定 ， 身份冲突 和边缘化长

期化 了 ， 身份政治总 是与 分离主义联系在一起 。 例如 ， 美 国 非裔 中 心 主义运动 ， 要求构造一种

美国 黑人身份意义上 的非裔血统的文化意义 。

⑦
史密斯批评福克斯提供 的是一

种美 国 历史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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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窄 解读 ， 美国 自 由 主义具有多种 传统 ， 平等主义只是更多
一些 ； 美 国共和 国 的大多数历史 ， 归

属性的 、 等级性的 和种族主 义的观点 胜过平等主义或托克维尔主义 。 美国 的种族主义 ， 通过

奴隶制和 吉姆 克劳体制 ， 形成一种 美国 版本 的种族 隔离 ， 从建 国 开始 起 ，
已 经建构并嵌人了

美国 政治系统之中 。 例如 ， 在 世纪和 世纪前半期 ， 在形成移民入籍政策和建构美 国 民族

身份方面 ， 从排华法案到 来源地 民族配额体 系 ， 种族主义起到 了 主导性作用 二战 以 后 ， 美

国 和西欧移民 接收 国家从这种归 属性 、 排外性和特殊主义途径上开始逐渐转向 ， 偏向 于更加 平

等主义的政策 因此
，
以 族群身 份为核心 的社会 层面的 文化认 同在 国 际移 民身份政治运行

机制 中对于国 家层面公共领域中 的 民族认 同 发挥着
一

种社会平衡功能 。

四 、 国际移民 以 民族身份为核心的 民族认 同 问题 ：
国家设置机制

国际 移民 以 民族身份为核心 的民族认同 引发 的关键问 题 是在 国 际移 民身份政治运行机

制作用下族群身份涵化为 民族身 份的过 程中 国 家设置所起作用 问题
。 国 际移民发生身份变

化 ，其 中最显著的是移民 民族身 份变化 ，
所 以

， 移 民是 主权 问题议程之一

。 移民 民族身份 的

变化导致涵化问 题 ， 移民 民族身份 的涵化过程 ， 包括社会涵化 、 经济涵化和政治 涵 化 。 社会

涵化方式是 由 社会活动 执行 ， 经济涵 化方 式是 由市 场作用施行 ， 政治 涵化方 式是 由 国家来完

成 。 世纪 年代 以后 ， 国 际移 民研究开始 出现于 政治学研究领域 世纪 —

年代

政治学的 中 心命题 ， 是
“

如 何让 国 家 回 归
”

的 问题 ， 从政 治学 引 申 出 来 的
一

个基本 问题
， 是如

何把 国家作用纳 入国 际移民研究 ， 自
“ ”

事件 以 来 ， 国 际 移 民与 族群研究是族群性 民族

主义与移 民 国 际研究协会 （ 中 增长最快的 领域 。 政治学 中 的移 民研究 包括三个 主

题 ： 控制 、 安全和 涵化 。 移 民 的政治涵化 ， 是指 在移 民 的社会涵化和 经济涵化 中 国 家所起的

作用 ， 包括 民族身份 、 公 民和权利 这些政治制 度核心 问题
。 国 家在移民新 的 民族身 份形成和

① 参见 ： ： ：

。

② ： ：

③ 参见
”

。

④ 参见
”

：

。

⑤ 参见 ，

， 。

⑥ 参见
“

，

”

，

’ ：

： ，

⑦ 参见 ， ；

， 。

： ， ， 。

⑨ 参 见

—

。

参 见 ， ， ：

，
。



《 民族研究 》 年第 期

发展过程 中 ，
起着 中 心作用 。 可见 ， 移 民 的 民族身 份 是指向 于 移居 国 的新民 族身 份 ；

移民 的 民

族认 同 ， 是建构移居 国 新民 族身份的 过程 ， 也是建构移居 国 这个 民族共同体 ， 即 民族 国家公 民

身份的过程 。

美国关于族群政策的
“

有色
”

论 和
“

无色
”

论 ， 可作为 在移民形成新 的 民 族认 同 问 题 中 国 家

所起作用 的分析案例 。 美 国族群政策争论 的具体方 向 和 内 容体现为
“

无色
”

论 ， 以 及与 之对立

的
“

有 色
”

论及公共政策 。 无色
”

论 ， 即
“

忽略论
”

， 主 张种族 因素在公共政策和 社会变革中 应

该被忽 略 。

“

无色 ”

论在美 国 公众舆论 中具有 一种主导性的话语权地位 。

“

有色
”

论 ， 即特权论 ，

是指 国家采取族群政策的肯定性行动 ， 授予移 民少数族群在某 些特定领域 内采取优先权和特

权 。 有色论的公共政策化 ， 首先要求在
一

定语境中适用 关于被压迫种族群体人 口 数据的统计学 ，

进而要求种族身份确认和种族分类 。 批评方认为 这种正向 激励性族群公共政策 产生 了
一

种 反

向 的针对种族主义的种族身份政治 的悖论 ：
正是要求消 除种族身份的行动 ， 引 发了种族问题 。

这种关于新移民群体是应该被赋予特权和优先权 ， 还是应该符合
一种更加 个体 主义涵 化

模式的激烈 争论 ， 也发生在欧洲 。 在欧洲案 例中 ， 移民 已 经变成种族 主义右翼政治 的 中 心议

题 。

② 移民 政治 和涵 化政治被强化 以 后 ， 政治 机构和 政党逐步涉人移 民政治 问题领域 的 中心 ，

需求
一种更大的移 民控制 与 民族 性 、 公 民性法律 的变革 ， 并 由 政党 和政党体 系 引 导

年 德国 政府改革了 德国 民 族法
， 使得出 生于德国 且父母 中 至少有

一方在德国 居住八年以 上的

任何人都可 以 自 动 获得德国 公民 身份 。 在欧洲 国 家 的地方层面上 ， 反移 民联盟的 出 现可 以 引

发排外主义和本地主义政治 。 例如 ， 世纪 年代法 国 德勒 （ 镇及 世 纪 年代

早期南加利 福尼 亚的反移民运动 ， 迫使移民进入 国 家政治议程 。

⑤
又如 ， 法国 国家阵线 ， 开 始制

造袭击移民 的事件 ， 经常在损 害社区主义的情况下 ， 引 发本地工人阶级排外主义 ， 主要针对北非

移民 。

自 由 主义观点 在解释美 国
“

无色
”

论公共政策方面 占据 主导地位 。 自 由 主义观点 认为 ， 美

国 民族身份神话 巳 经被编纂在美 国 宪法之 中 ， 移民 政策受到 这种美 国 民族神 话的 影响 。 美

国 采用
“

十 四点 修正案
”

， 出 生于美国 领土的任何人 自 动成 为美国 公民 ， 新移民 在法律上人籍相

对容易
。

⑧ 移民 ， 是美国 民族传统 的一

部分 ， 欧洲 在民族 国家形成期 没有 出 现相 应现象 。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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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 民认同 危机与 族群身份政治运行机制扭究

国 新移民及其后裔不可能退化到
一

种政治贫 民窟状态 。 移 民政 治行为 比较研究显示 ， 自 由

主义国 家制 度具有弹性 ， 移民能够有效利用政治进程中 对移 民开放的机会结构 ，移 民在公 民制

度重新定义方面能够发挥作用 。 美 国公民 制 度和权利法典 ， 可 以 推动移 民改变社会成分 ， 重

组政治联盟 ， 分解政党体系 ， 并且重塑公 民身份和 民族身 份 。

③
政治现实主义存在对美国 移 民

政策的质疑 ， 例如 ， 自 由 主义
“

俘虏论
”

认为 ， 移 民政策被有组织的利 益集团所利 偏离了 美 国

民族认 同方 向 ； 自 由 主义
“

悖论
”

观点认为 ， 移 民政策 的 中立价值与 亚族群文化价值发生 冲

突 ，
阻碍了美 国 民族认 同 的形成 。 因此 ， 在 国 际移民身 份政治运行机制 下族群身份涵化为 民族

身份的 民族认同 建构 过程 中存在一

种 国家设置机制 。

五 、 国 际移 民以 多维身份为核心 的全球认 同 问题 ： 多维性变化机制

国 际移 民 以 多维身 份为 核心 的全球认 同在国 际移 民身 份政治运行机制 中 引 发的关键 问

题 ， 是 国 际移民在全球层面 上去领土化和去 主权化 的 多维性 身份变化引 起 的 民 族认 同 问题 。

学术界一

般认为 ， 民族身份受到两个层面的威胁 ：

一是位于民族国家层面 之下的亚族群文 化认

同 ，
二是位于 民族国 家层面之上的全球化多维身份要素 的 影响 。 移 民 ，

一方面 ， 是全球化流 动

性最强的核心 要素 ， 在后工业社会 中 扩散 ， 导致
一

种新 的民族身份和 公民政治 ； 另 一

方面 ， 反全

球化和反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运动 ， 在本地公 共社会 中 兴起 。 传统 国 际体 系 有两个基本 要

件 ： 公 民 位于 民族身 份范畴之内 ） 和主权 位于国 家政治范畴之内 ） ， 国 际移民跨越这两个基本

构件 ， 结果导致了 最大的理论扩展 ， 产生一种 后民族公民身 份 。 这种 后民族身份是一

种 从 国

‘

际法 、 国 际组织和 国 际机制 中 引 申 出 来 的权利 。 学术界关于 全球认 同 的 争论具有二元性特

点 。 例如 ，
关于全球认同 的同 质化和差异化之争 ， 后现代主义观点认为 ，

一

方面 ， 全球同 质化 ，

被解释为一种
“

美国 化
”

另
一

方面 ， 差异化的全球性 ， 是一种后现代身 份特征 ， 种族性的 复

兴”

，
种族 ，

是现代性 的
“

部落终极 ”

。 同质化和差异化 ， 可 以等 同于 全球化过程 中 的全球化和

本土化 、 中心 化与去中心化二分法 。 关于全球认 同和 民族认 同的关系 ， 也可以 解读为全球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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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 对于 世纪末欧洲 民族主 义复兴和 西方社会 的国 际移 民

危机等其他形式的特殊主 义复兴事件 ，

一

方面 ， 自 由 主义和 马 克思 主 义观点认为 ， 这些事件 以

不同方式说 明 ， 地方性和特殊性逐渐让位于更加普遍性 、 世界性和 国 际性价值观和 身份 ， 即 民

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旧 形式 被现代性的变革 力量消解 ； 另
一方面 ， 后现代主义观点 认为 ， 现代

性元叙事的非理性附着物 ， 即关于某种地方性或特殊性的 传统 、 起 源 、 民 族神 话和 想象的共 同

体 ， 逐渐被更加 理性化和普遍化 的身份所代替 ， 全球化的特点 是非全球性和 持续性 ， 是以 旧 民

族主 义形式的地方化复兴 。
因此 ， 霍尔 （ 认为 ， 全球化是多变 的 、 自 相 矛 盾的 ； 全球

化是一

种暂时 由 西方主导的 ， 缓慢地 、 不平衡地去中 心 化和去西方化过程 。

② 从全球认 同 的身

份政治视角看 ， 同
一化和差异化之争 ， 可 以看作是一

个全球身份政治结构调整过程中 的两种视

角 的 区别 ， 即 主导 的西方意识形态 中 的 中 心化和上升的边缘性结构去中 心 化的竞争过程 ， 两者

共时性发生 ，形式上并不对立 。

国 际移 民在全球化 的 同质化和差异化 ， 即全球认 同 和族群认 同 的两种 结构 化过程 中对 传

统意义上的 民族认 同 产生影响 ， 并且在 国际移民 身份政治运行机制 下形成一种 多维身 份的全

球认同 。 全球化时期 ， 国 际移民全球认 同在不同身份位置之间和不 同 文化传统之间转换 ，
是一

种复杂文化交叉和 文化混合的全球化共 同产品
。

按照 身份政治视角 ，

一方面 ， 国 际移民身 份

多重化 、 多元化 、 多样化 、 多维化或差异化 ，
匹 配产生各种可能性和认 同新立场 ； 另一

方面 ， 国 际

身份的归 属 性本质特征 ， 又要求身份的 同一化 、 立场化 、 确定化 、 承认化或者历时化 。 因此 ， 国

际移民 的全球认 同 以 多维身份为 核心 ， 族群身份是国 际移民具有平等性和兼容性的理性化的多
’

维身份之一

， 在国 际移民身份政治运行机制中存在全球认同 的一种多维身份变化的理性要求 。

六 、 结 论

世纪末期西方社会发生 了 国 际移 民 民族认同危 机事件 。 对 这个 现象进行研究 的基本

分析单位是国 际移民族群单元 ， 分析工具是建立一

种国 际 移民 身份政治运行机制 。 国 际移 民

身份政治运行机制包括三个层面 ： 以 族群身 份为 核心 的 文化认 同要求的社会平衡机制 以 民 族
‘

身份为 核心 的 民族认 同要求的 国 家设置机制 ； 以多维身 份为 核心 的全球认 同要求的 多维性变

化机制 。 在国 际移民身份政治运行机制 的三个层面 中 ， 文化认同 的 族群 身份和 全球认 同 的多

维身份对认 同 的 民族身份产生影响 。 国 际移民 民 族认 同危机问题实质上是一种族群身份在社

会、 国家和全球三个层面上的再定位 问题 ， 也是
一种 民族国 家在社会 、 国家和 全球层面上 如 何

处理 国 际移 民族群身份的 民 族认 同 问题 。

〔 责任 编 辑 马 俊 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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