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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代表本报立场 ◆

本报特约撰稿人：王辉云

6月29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2票和6票对3票分别
做出裁决，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私立大学——常春藤名校
哈佛大学和历史最悠久的公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
采用的考虑种族因素的录取政策违背美国宪法中的平等
保护条款。至此，美国大学将不能直接以种族作为录取
学生的考量因素。这一裁决推翻了大学招生中实行了几
十年的平权法案。黑人大法官Clarence Thomas随后发文
赞同高院的裁决，重申美国宪法里人人平等的原则。

这次哈佛和北卡罗来纳大学败诉，美国最高法院
取消平权法案，绝不仅仅是废除精英大学招生的另类政
策，它将对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深远影响。

 

平权法案及其产生的历史
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是指一系列保护人

们免受歧视并确保平等的权利和机会的法律和法规，这
些法案旨在通过采取积极的行动来为特定群体，即因种
族、性别、国籍、宗教、残疾等受到歧视的群体提供保
护和帮助，以纠正历史上这些特定群体遭到的不平等待
遇、促进平等和多样性。这个群体中最受重视的当然是
非裔美国人。

美国政府自民权运动兴起后，颁布了一系列平权法
案，如《1964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1965年选举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
《1990年美国残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等等。这些平权法案的通过和实施对于
美国社会的平等和包容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还
有许多挑战和工作需要继续进行，但这些法案标志着美
国社会朝着更加平等和多元的方向迈进，并为许多人争
取到了公平和正义。

了解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美国是一个法制国家，
同时也是一个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仅仅在几十年
前，美国南方还在施行种族隔离制度。

一九五四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公立学校的种族隔
离制度判决为违宪，还曾在南方激起轩然大波。当时，
黑人学生在南方横遭侮辱被打被杀的情况非常普遍。
记得当时一个十四岁的白人女学生曾对采访她的记者
说，“如果上帝要白人黑人在一个学校上学，他就不会
把他们造成黑人，把我们造成白人了”。这就是南方普
通民众对种族问题的比较普遍的认识。上世纪九十年代
我在美国南方教书，在课堂上讨论民权运动时，还有相
当数量的学生依然持这种观点。

这就是几十年前美国社会的真实状况。为什么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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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在美国社会能够“入脑入心入魂”，一些人顽固坚
持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呢？这还得从根儿上说起。

我们知道，现代化最早是从欧洲兴起的。从十六世
纪起，欧洲白种人的国家依仗武器先进，携船坚炮利之
便，大肆征服掠夺其他民族，满世界攻城略地，强取豪
夺，在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同时，也在各自侵占的地盘上
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为了给自己侵略和殖民扩张正
名，欧洲殖民者创造出所谓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而种
族主义理论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他们制造出“白
人至上”的神话，说他们白种人是最高级的人种，而且
肩负着上帝赋予他们的教化夷蛮的使命，他们的侵略和
殖民活动是响应上帝的号召，勇于承担起“白人的负
担”（The White Man’s Burden）的高尚行为。

以白人至上为内涵的种族主义威力极大，它直截了
当地将有色人种置于绝望的深渊。根据这一理论，有色
人种无论创造出何等辉煌灿烂的文明，那都不值一提，
根本没法和白种人的文明相提并论。作为个人，即使你
努力接受白种人的“先进文化”，你的教育程度，文化
修养和聪明才智甚至高于白人同类，但你没法儿把自己
的皮肤变白吧？在种族主义者眼中，你的肤色决定了你
永远低人一等。

二次大战前，由于希特勒将种族主义发展到极端，
并且由于其种族主义政权在战争中的垮台，种族主义才
变得臭名昭著。尽管如此，种族隔离制度在美国南方照
样盛行，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席卷美国。

民权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
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这一法案规定了美国境
内不得采取种族隔离，也规定对黑人、少数民族与妇女
的歧视为非法。它结束了美国自建国以来长期的黑白种
族隔离政策，被认为是人权进步的里程碑。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在相关政策、立法、司法和实
践中实施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平权法案是
美国社会在经历了长达数个世纪对少数族裔尤其是非洲
裔的压迫、隔离和歧视后，在种族矛盾高度紧张的情况
下所采取的一种涉及行政、立法和司法系统的综合“救
治”行动。这一行动的突出特点不仅是保护弱者和弱势
群体，比如租房，买房和贷款，上学、就业和提干，都
不能因为种族、宗教信仰、性别、国籍等原因有歧视行
为，而且在上学就业等方面还对这些少数人群施行优
待。

这种政治现象代表的是文明社会的发展方向。一个
社会只有进步到一定程度，才会刻意强调保护其中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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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和弱者。美国社会接受并强调这种做法，在政治上
无疑是正确的，表明这个国家比民权运动之前已经进步
了一大截儿。

 

平权法案与政治正确
社会变革往往从器物层面到政治和社会制度层面，

再到思想文化层面，由表及里地展开。民权运动后，美
国种族问题不但在政治制度和法律层面上，而且在思想
文化层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种族问题在思想文化领
域产生积极变化的最显著标志就是“政治正确”的观念
被社会普遍接受。

那么，什么是政治正确呢？“政治正确”是指使用
一些用词及施行部分政治措施，避免冒犯及歧视社会上
的弱势群体，如不能冒犯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者及
跨性别人士（LGBT）、不同的宗教信仰或持不同政见
者，及残疾人士（见《维基百科》）。

“政治正确”一词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并在社会
上流行的，最早是指大学中的一种左派思潮。在当时的
文化争论中，反对派给激进的左派人士贴上一个标签，
即“政治正确”，讽刺他们的观点只在政治上正确，在
其他方面一无是处。

其实， “政治正确”也可溯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
民权运动，是人权平等观念的延伸。它由“人人生而平
等”推演开来，发展出种族平等、性别平权、性向和信
仰自由等社会理想。上世纪六十年代，除了民权运动，
美国社会还出现了广泛的社会抗议运动，如校园民主运
动、妇女解放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同
性恋权利运动……等等，这些反传统的社会运动虽然转
瞬即逝，但在推动社会进步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
持续性影响。

随着民权观念深入人心，美国社会逐渐形成一种
风气，即反省社会应该如何善待弱势群体。除了立法保
护和优待弱势群体外，在语言上也相应地做了尊重弱势
群体的规范，将带有歧视性的词语剔除。您不能再管黑
人叫Nigero，而改称“非洲裔美国人”，将印第安人改
称“美洲原住民”，“妓女”变成了“性工作者”，
“疯子”改称“精神病患者”，连“傻子”也不能直呼
其傻，要用“智能受挑战者”来避免在语言表达上犯政
治错误。在某种程度上，坚持“政治正确”的人在理想
主义的道路上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甚至给言论自由划
上了红线。

“政治正确”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反对者认为，

主张“政治正确”的人提倡的是一种平均主义，弱势群
体要求平等意味着政府必须以不平等的方式来优待他
们。事实上，平权法案允许在招聘、录取和雇佣等领域
采取积极的行动，以纠正历史上的不平等待遇。这意味
着特定的受保护群体可能会得到额外的关注和优先考
虑，以确保他们能够获得平等的机会。但是，在优待黑
人、妇女、同性恋者等少数群体的同时，在人口上占多
数的白人异性恋男性常常会受到不公平待遇，甚至导致
了逆向歧视。因此，也引起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人的强
烈不满。

正是在“政治正确”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形势下，
社会上的种族偏见从公开转向隐秘，成为美国社会一股
强大暗流。川普在2016年巧妙地利用了民众对“政治正
确”、特别是对精英阶层（包括主流媒体）的“政治正
确”的愤怒，大胆地拿“政治正确”开刀，说老百姓
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因此，赢得相当“民意”，当选总
统。他那个“让美国重新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无疑是对一个消退的文化传统的回归，同时
也在客观上为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的回潮开了绿灯。

任何一种文化传统的形成都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而这种文化传统的改变消失也是如此。这就是所谓
的“传统的持续性”，也是为什么美国种族主义文化传
统不易消失的原因。正因为如此，系统性种族主义和种
族偏见得以存在于很多人的潜意识中而不自知。

 

政治正确面临的挑战
拜登总统在2020年的选举中获胜使在美国一度式微

的“政治正确”重新占领了道德高地。然而，透过理想
主义与现实主义意识形态争斗的云翳，人们仍能清晰地
看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在平权法案实施了长达半个世纪之后，非洲裔美
国人在美国社会中的状况依然堪忧。作为人口占13%的
少数族群，黑人在美国社会中最严重和长期存在的问题
之一仍是贫困，近25％的黑人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他们教育程度低，失业率高于平均水平；犯罪率高，在
美国各州和联邦监狱里被羁押的犯人也以黑人居多。因
此，人们对黑人的成见(stereotype)也就容易理解了。

几年前发生在纽约的“库珀事件”就是一个例证。
纽约中央公园一个白人女子库珀因为不满另一个黑人向
她提出拴绳遛狗的要求，报了假警。这件事的真相曝光
后，白人女子库珀遭到网民大力声讨。她所属公司将其
解雇，同时，她也不得不公开道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
地位已有很大改善，但前面的路仍然很长。虽然实施平
权法案后政策明显向黑人倾斜，但效果却不如人意。是
黑人族群自身的问题还是制度问题？是否因为机会不平
等造成的结果不平等？在很多人心中是有数的。然而，
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白人的“原罪”，由于“政治正
确”对言论自由的设限，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广泛讨
论和认真对待，甚至还有被党派斗争利用的嫌疑。

这次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重申了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的原则，不再迎合“政治正确”，算是迈出了回归现
实的可喜一步。大学招生本应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之
上，而不是通过平权法案来刻意增加特定群体的录取机
会。大学招生应该以学术成绩、才能和个人素质为依
据,而不应该考虑种族或其他身份因素。这样才能真正
实现平等和公平的招生，避免歧视和偏见。利用平权法

案人为制造校园内的平等和多样性，不但会剥夺其他学
生的平等机会，制造新的不平等，而且还会损害学校的
声誉。学校就是学校，NBA就是NBA，各有各的术业专
攻，如在NBA也推行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多样性的话，
那他们的球赛也就没什么看头儿了。

美国社会真正实现种族平等，非一日之功。在今后
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种族问题仍将是美国最大的政治
和社会问题。企图以激进的方式改变这种状况，效果很
可能适得其反。只有坚持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才能淡化种族分歧和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与
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