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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 也不等同于欧洲的民主社会

主义, 但其实质接近于民主社会主义及

新的“第三条道路”。从历史渊源看, 从二

战后至今, 民主社会主义在委内瑞拉有

强大的影响。长期在委内瑞拉竞选执政

的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都属于民

主社会主义政党的范畴。查韦斯领导的

“第五共和国运动”竞选胜利虽然打破了

那两大政党竞选执政的局面, 但对“社会

主义”的理解并无根本的对立, 前者对后

者大体是一种扬弃的关系。查韦斯声明

他“既不是共产主义者, 也不是反共产主

义者”, 从他对马克思的赞美和对卡斯特

罗的敬重来看, 他是在走一条古巴社会

主义与传统民主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

路 , 并且是面对“21世纪的社会主义”。

查韦斯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带有明显的基

督教色彩。他说耶稣是“历史上最伟大的

社会主义者”。这与委内瑞拉百分之八十

的人口都信仰基督教有直接关系。

从19世纪30年代形成明显强大的社

会主义思潮和运动以来, 社会主义既没

有形成统一的各方都接受的定义, 也没

有统一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有学者说:

“与其说查韦斯是社会主义者, 不如说他

更接近于平民主义。”这种认识仍然囿于

某种社会主义模式, 而排斥其它模式。查

韦斯的“新社会主义”是一种根据本国国

情提出的、仍在探索中的、主要反对“美

国模式”的社会主义, 查韦斯声明: “21世

纪社会主义”决不是照搬曾经的社会主

义模式, 这是崭新的、委内瑞拉特色的社

会主义, “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原生的社会

主义, 印第安人的、基督徒的和玻利瓦尔

的社会主义。”我们要用新的眼光观察和

研究它。

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

运动处于低潮阶段以来, 摩尔多瓦共产

党人党的出色表现和查韦斯 “新社会主

义”的出现, 可以看作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开始涨潮的两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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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战争 , 都成为美利坚多民族社会发展的转折点。美利坚

民族 , 是在美国独立战争后诞生的。美国的南北战争 , 确立了黑人在多民族社会

中的地位。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 则重新确立了美国华裔和亚裔的地位。在

越南战争及冷战期间 , 美国的华人、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 , 开展了争取与白人平

等权利的斗争。而 “9·11事件”后开始的反恐怖战争 , 正在深刻地改变着美国社

会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

一、华裔在美国的政治现状

一 百 多 年 来 的 美 国 华 人 历 史 , 大 部 分 时 间 都 处 在 美 国 排 华 法 律 的 阴 影 下 。

1865年可谓美国华人历史发展的分水岭。在这一年 , 美国政府修改了移民律 , 取

消了偏袒欧洲裔移民的名额分配制度 , 此后大量华人涌入美国 , 使逐渐式微的美

国华人社会重获生机 , 在186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人数增长最快、在经济和科技领

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数民族社群。华人社会实力的成长刺激了华人对自身政治权

利的关注 , 参政的热情与成效与日俱增。

20世纪80年代以来 , 美籍华人人口已超过日裔 , 为在美亚裔人口的首位 , 是

美国增长速度最 快的民族之一。中华文化也 丰 富 了 美 国 文 化 , 美 国 华 人 已 经 从

100多年前被白人歧视的苦力变为美国经济文化领域不可缺少的骨干力量 , 他们

由 “旅美华侨”演变为 “美国华人”, 由 “落叶归根”发展到 “落地生根”, 成为

美国多元社会的一个重要成员。1991年6月美国人口普查公布 , 1990年华人为164

万多人 , 若加上尚未正式算为美国华人的印支华裔40万人。美国华人应在200万

人以上。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 美国全国人口从1990年的2.49亿增长到

2000年的2.8l亿。亚裔人口增长率为42%, 仅次 于墨西哥裔 , 居美国人口增长第

二位。资料表明 , 自1970年以来 , 亚裔人口已经增加一倍 , 预估到2020年将增至

2000万人 , 占全美人口的6%。 [1]

虽然华人担任各级政府公职的人数越来越多 , 但这些参政者多是直接在美国

两党政 治势力范围内发挥影响力 , 并非作为 华 裔 族 群 的 政 治 代 言 人 。 就 整 体 而

言 , 华人作为美国亚裔最大和最有成就的族群 , 其政治影响力远逊于华人的人数

及专业和经济实力。美国亚裔人口约有1100万人 , 占美国总人口的3. 5 %。但在

2000年大选前 , 在联邦875个法官中 , 亚裔有7名 , 只占0. 8 % 。1998年克林顿政

府里有250个内阁或次内阁职位 , 亚裔只有2个 , 占0. 8%。前500家最大企业的主

管中 , 只有一位亚裔担任自己创建的企业的主管。即使是在亚裔擅长的学术界 ,

亚裔也远远不如黑人甚至西裔人士。在大学管理人员和教员比例中 , 黑人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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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21% 印地安人是20%, 白人是16% ,西裔是15%, 而亚裔

则只有6%。

美国的华人历史学家麦 礼 谦 曾 说 道 , 居 美 华 人 是 美 国

人民的一部分。美国是他们的家 。他们的问 题 是 美 国 的 问

题 , 他们的斗争也是美国人民在美国社会 变 化 中 的 共 同 斗

争。 [2] 《亚洲周刊》2001年在美国做过社会调查 , 提出下

述问题: 21世纪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如何? 华人是否享

有与欧美国人同样的权利不受种族歧视? 结果是 : 1 /3的受

调查者认为 , 今天的华人与美国白人平起平坐 , 不受歧视 ;

另 外1 /3的 回 答 是 华 人 地 位 有 所 改 善 , 但 还 没 有 与 白 人 平

等 ; 还有1 /3的人则认为华人仍然受到排挤和歧视 , 其地位

与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一样 , 远远落后于白人。 [3] 可 见 ,

华人要真正获得群体的权利和平等地位 , 仍 然 面 临 着 诸 多

矛盾和困难。

美国社会的民主结构是以政治的民主内涵纳入核心的。

华人不参加政治 , 就会永远处 于结构之外 , 或 受 到 “结 构

性排斥”和 “结构性歧视”。加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3

年编辑出版 的 《少数族话语》课题说明中是 这 样 界 定 少 数

民族的 : “我们所说的少数族 , 是指那些由 于 某 种 机 制 的

作用被置于边缘地位或被排挤出社会之外的群体。”[4] 在美

国 , 华裔无疑处于 少数民族的尴尬地位。美 籍 华 人 无 论 在

美国居住多久 , 其中多数人与大陆、台湾和 香 港 , 都 还 保

持一定的联系。有些美国人认为 , 中国移 民 在 美 国 是 “一

脚门里 , 一脚门外”, 美国 “国民意识”不纯、他们对华人

对美国的 “忠诚性”表示怀疑 , 这使美国华人的 “美国情”

大受伤害 。在美华裔经常感到一种 “双重国 民 意 识 ” 的 矛

盾心态。他们在中国大陆和台湾被看作是 “美国人”, 而在

美 国 人 的 眼 里 则 “永 远 是 中 国 人 ”, 弄 得 他 们 “里 外 不 是

人”。美籍华人在美国的政治地位比美国黑人还要低得多。

二 、影响美国华人政治地位的因素

绝大多数美国人同那个 他 们 已 经 成 功 反 叛 的 民 族 具 有

相同的语言、文学、宗教和其他 文化传统。 民 族 的 根 基 只

好建立在肯定与母国分离和奠定宪法构架的 同 一 政 治 原 则

的基石上。美国人通过信奉自由 、 平 等 和 确 立 在 意 见 —致

基础上的政府 , 认定自身为一个民族 , 而其人民的民族性 ,

得自他们对这些原则的认同。

美国这个 “移民之国”, 长期以来被比喻成 “民族大熔

炉 ”。 也 就 是 说 , 来 自 不 同 种 族 、 不 同 民 族 、 不 同 国 家 的

人 , 到了美国都会被 “熔化”为美国人 , 融 合 进 新 的 美 利

坚民族的共同体中去 。或者反过来讲 , 美国 民 族 就 是 由 来

自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民 “熔 化 ” 而 成 的

新整体。美国政府长期为 欧 洲 移 民 , 尤 其 是 盎 格 鲁 ———撒

克逊人的后裔控制 , 新的移民却在不断改 变 美 国 的 种 族 构

成 , 美国的政治精英长期把美国描绘为一个 “大熔炉”, 意

思 很 清 楚 , 美 国 的 人 组 成 虽 然 包 括 了 来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人 ,

但它特有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都能够使 新 来 的 居 民 脱 胎

换骨 , 融入 “主流社会”。所谓的 “大熔炉”不过是白人精

英把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强加给其他 种族 的 工 具 , 它 是

欧 洲 本 位 的 美 国 文 化 的 集 中 表 现 。 尽 管 在 上 世 纪60年 代 ,

美国国会废除 了移民政策中的种族歧视等弊 端 , 把 对 各 国

的移民政策确定在比较公平的基础之上 , 但 是 , 到 上 世 纪

80年代 , 美国的排外主义依然没有绝迹 。 其 目 的 是 要 限 制

有色人种的移民 , 要求入境的外 来 移 民 归 同 以 盎 格 鲁 ———

撒克逊人为主体的白人文化。李文和不 无 感 慨 地 说 : “如

果我 不是一个中国人 , 我永远也不会被冠 以 间 谍 的 罪 名 而

被起诉 , 也不会受到刑罚的威胁。”亚洲人在美国永远是外

国人。

外部社会对亚裔和华人政治参与的有意识排斥 , 构成

华人参政的有形屏障。而无形的 屏障则是 , 几 千 年 的 封 建

传统 , 封闭的内陆型文化 , 使得中华民 族 的 民 主 意 识 相 当

薄弱 , 政治趋向畸形化。其表现之一就在 于 , 美 国 华 人 大

多视政治为畏途 , 他们宁可在经济文 化等 领 域 发 展 , 也 不

愿涉足政治。同时 , 他们还缺乏在政治上团结互助的精神。

在美华人 难于结成一体的历史根源 , 在于 从 中 国 本 土 带 来

的小农意识。有相当一部分华人由于 受东 方 传 统 影 响 , 自

己 排 斥 自 己 , 认 为 美 国 政 治 是 美 国 人 的 事 , 与 自 己 无 关 ,

而不参加选 举投票。据统计 , 在以往的大 选 中 , 华 裔 的 选

票仅占华商人口的40%, 远远不适应现代华人政治发展的需

求。另外 , 帮派体系、秘密组织也严重 影 响 了 华 人 社 会 的

内部团结。在美国华 人中 , 中国大陆、台 湾 、 香 港 以 及 东

南亚的相当部分移民。由于历史、地域 、 语 言 等 因 素 , 不

团结现象十分严重。各地社团、会馆派系林立、构成复杂 ,

削弱了华人参政的力量 , 破坏了华 人社会 的 整 体 形 象 , 令

华人自陷孤立而难以发挥大的政治作为 。 华 人 形 象 遭 到 歪

曲 , 不 能完全归罪于美国公众漠视和麻木 不 仁 的 态 度 , 华

人自己也有责任。他们没有意识到 , 这种 沉 默 等 于 是 自 我

毁灭 , 无助于使自己得到美国人民的承 认 , 无 助 于 确 立 自

己的地位。 [5]

三、利用美国选举制度与其他亚裔选民联合来提升华

裔地位

美国不是由个人组成 的 民 族 , 而 是 一 个 由 种 族 集 团 组

成的民族。于是 , 种族性包括他们 的政治 性 和 社 会 性 , 成

为 区 分 美 国 人 的 主 要 标 准 。 一 个 种 族 集 团 的 政 治 成 熟 性 、

政治参 与的程度、参政参选的意识 , 直接 影 响 着 这 个 种 族

集团在美国的社会地位。投票是表达华人声音的有效途径 ,

华 人 必 须 团 结 一 致 , 积 极 参 政 , 才 能 在 社 会 大 变 革 时 期 ,

保护和发展华人社区的利益。尽管全美华人人口比例不大 ,

但 在 大 选 战 况 胶 着 之 时 , 在 两 党 追 逐 极 为 接 近 的 情 况 下 ,

华人的选票就可发挥 “临门一脚”的功 能 , 可 谓 “秤 砣 虽

小压千斤”。

美国总统选举制度避 免 了 使 选 举 变 为 简 单 的 群 体 统 计

的危险 , 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种 族众多、文 化 多 元 的 国 家 来

说 , 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现行美国总统 选 举 人 团 制 度 增 加

了 一 些 地 理 上 集 中 、 凝 聚 力 强 的 少 数 种 族 的 政 治 影 响 力 。

以犹太裔投票者为例 , 犹太人在全国总人口中约占3%, 但

是在纽约州中占14%, 纽约州拥有全国第二多的选举人票 ,

显然 , 在现 行 “选举人团制”下 , 纽约州 犹 太 人 的 投 票 重

要性增大了。 [6] 虽然犹太人只占美国总人口的3%, 可是在

媒体精英中 , 他们占了23%; 在企业精英里 , 他们占了8%。

就 是 靠 了 这 样 的 实 力 , 犹 太 人 才 能 在 美 国 社 会 呼 风 唤 雨 。

相比之下、华人和其他亚裔集团就大为 逊 色 。 华 裔 素 来 有

“一盘散沙”的名声 , 在美国的华人至今还没有摆脱这一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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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华人在美国社会地位的低下除了政治观念比 较 淡 薄 之

外。还受到大陆和台湾的关 系的影响。与华人选举 的 态 势

不同 , 其他美国少数民族 , 例如黑人、犹太人、 爱 尔 兰 后

裔 , 都 可 以 在 历 次 总 统 选 举 中 形 成 一 个 多 数 。 这 样 一 来 ,

黑人和犹太人的选票 , 就成了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必争之地。

因为这些少数民族的选票 , 将会在总统选举中起 到 关 键 的

作用 , 这样 , 黑人和犹太人说话 , 他们就很注意听 。 共 和

党与民主党都争着声明和证明 : “本党代 表了黑人 和 犹 大

人的利益”, 以换取黑人和犹大人的选票。在取胜以后 , 被

黑人和犹太人 “送上”总统宝座的候选人 , 积极推 行 有 利

于黑人和犹太人的政策。

华人人口虽然增加很快 , 但毕竟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

所有亚裔加在一起, 也不过占4%, 远远少于西班牙裔的13. 5%

和非裔的12.7 %。在2004年大选中 , 亚裔仍感到受到两党候

选人的忽视 , 除与亚裔人口相对少有关 , 也与亚 裔 原 国 籍

多 , 政治态度复杂有关。同时亚 裔集团之间彼此沟 通 也 十

分有限 , 往往是老死不相往来 , 所以长期不能积 聚 强 大 的

政 治力量。加之白人的种族主义 , 亚裔被排斥住美 国 的 主

流社会之外 , 长期处于二等公民 的地位。亚裔希望 在 政 治

舞台上有所作为 , 只有走团结的道路 , 包括内部 团 结 和 外

部团结。 由于种族矛盾和歧视在政治领域的表现是极其严

重的 , 少数族裔在政治参与方面 很难大幅改善。少 数 族 裔

在遭遇相同问题后 , 尝试走联合的道路 , 如国会 的 黑 人 党

团、西 班牙裔党团和亚裔党团开始进行接触 , 希望 能 放 弃

分歧 , 求共同的利益。尽管联合的过 程中还存在权 利 分 配

之争 , 但合作毕竟是有了很大起步。从政治献金 案 到 李 文

和案 , 亚 裔尤其是华人从痛苦中懂得了不能只顾自 扫 门 前

雪。而必须像犹太裔、爱尔兰裔甚至黑人那样 , 团结一致 , 积

极参政。惟其如此 , 才能让社会听到华人社区的声音.才能显

示出华人集体的力量。李文和在采访中也忠告全美华人 , “不

要只埋头工作 , 要多注意政治”, 多参与政治。只有这样华人

社区才可以在美国社会 “更加大声说话”。

经过一系列风风雨雨 , 愈来愈 多 的 华 人 领 悟 出 一 个 道

理 : 投票是表达华人社区声音的有力途径。到80年代中期 ,

华 人 精 英 的 “整 体 效 应 ” 开 始 显 现 。 参 政 方 式 趋 于 成 熟 。

旨 在 争 取 美 国 华 裔 公 民 平 等 政 治 权 利 的 《华 裔 公 民 关 于

1980 年 大 选 政 治 宣 言 》 的 被 采 纳 和 “华 裔 政 治 委 员 会 ”

(1987年3月6日) 的成立。体现了华人由过去 “寓居”的客

人变成了 “久居”的主人。他们的政治意 识的觉醒 和 文 化

层次的提升 , 为美国华人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在90年代 ,

以陈香梅、田长 霖等华人社会精英为首 , 组织了一 个 有 一

百位华人工商界领袖、媒体文艺界巨星、科技 界泰 斗 和 华

社杰出入物参加的 “百人会”。目的是加强对华人参选参政

的领导 , 促进美国 华人社会内部的团结 , 集中和统 一 华 人

社会的声音 , 建立与美国政府和其他族群的对 话。 “百 人

会”的成立 , 标志着美国华人参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田长霖、陈香梅等华人社会精英 , 在2000年大选之前 ,

发起组织了 “80—20促进会”。 “促进会”的宗旨是集中亚

裔的选票 , 要求2000年总统候选人作出政 治 承 诺 , 在 当 选

后彻底调查社会上对亚裔的歧视现状 , 并制定出改善措施。

同时 , 任命更多的亚裔担任联邦政府的高级官员。 打 破 压

在亚裔头上的 “玻璃天花板”。[7]“80- 20促进会”认为 , 民主

是通过数量来显示力量 , 人口数量就是政 治 实 力 。 要 通 过

2000多万亚裔的背景发挥出来。过 去 多 年 以 来 , 华 人 参 政

参选都是直接打入美国主流政治即 “白人政治”, 过去的华

人 精 英 坚 定 不 移 地 相 信 , “美 国 人 ” 就 是 “白 人 ”、 “主

流”就是 “白流”, “白色”就是 “权力”的代名词 , “美

国化”就是 “白色化”。其结果 , 虽有几个华人出来竞选做

官 , 但是华人并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力 量 , 而 几 个 华

人政治家也容易陷入孤芳自赏的状况。一 旦 白 人 权 力 和 某

些强势的有色 族裔发生权力争斗和文化冲突 时 , 华 人 社 群

非但起不到调和的关键作用 , 相反会进退两难 , 无所适从。

华人要团结和联合亚裔选民 , 这样 , 华人 在 美 国 有 色 人 口

比例发生改变 的情况下 , 就可以争取主动 , 使 亚 裔 成 为 美

国政治中举足轻重的一员 , 而不是白人政治的尾巴。

尽管促进会支持的候选 人 戈 尔 没 有 当 选 , 但 亚 裔 群 体

第一次显示了整体的大选倾向 性 , 使今后任 何 美 国 政 治 家

都 必 须 认 真 对 待 亚 裔 群 体 的 政 治 倾 向 。 在2000年 大 选 时 ,

骆家辉 州长竞选连任成功 , 联邦众议院首位 华 人 议 员 吴 振

伟也连任成功。当然 , 赵小兰成为交 通部长 , 是 美 国 华 人

史上第一位部长 , 多位华人出任各级政府要职和议会议员。

对华人 而言 , 2000年大选的成就不但 是 多 位 华 人 出 任 各 级

政府要职 , 更重要的是华人提高了对参 选参 政 的 热 情 , 能

在全国范围整合选举资源 , 并且采取联合其他亚裔的策略。

随着华人 移民的不断涌入和华人选 民 人 数 的 增 多 , 在2020

年左右 , 华人选民的数量将与犹太人大体 相 当 , 若 华 人 的

选举资源能像犹太人一样整合 , 则华人的 政 治 实 力 将 对 美

国政府的施政产生重大影响。

在2000、2004总统大选中 , 居美华人与其他少数民族相

比 , 仍有差距。亚裔在参选方面固然有令人赞叹的成就 , 但在

美国的政治文化版图上没有体现出力量。亚裔选民应意识到

需要通过选票来显示自身的力量 , 通过选票来伸张自己的要

求 , 走进主流社会 , 为华族整体的权益争取应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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