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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争取 “独立” 和 “平等” 是美国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 争取实现民

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两个庄严口号 ,也是指导美国革命推向前进的两面光辉旗帜。正

是在这两面旗帜的鼓舞下 , 北美殖民地人民推翻了英国殖民统治 , 取得了民族独立

的伟大胜利 , 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 可是 , 在政治上、 经济上和文化上实现真正巩

固的独立 , 还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 美国人民争取独立的任务在近代实现了 , 他们

所追求的平等理想 ,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 但是离真正的平等还相差甚远 , “平

等” 的大旗他们还要继续打下去。斗争仍未有穷期。今天 , 美国统治者动辄对别国

以经济制裁相威胁 ,肆意干涉别国内政 , 侵犯别国主权 , 这完全是对 《独立宣言》的

践踏 , 是对其立国精神的背叛 , 也是对自己历史的抹黑。

众所周知 , 美国独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大英帝国凭借其强大的政治、 经济和军事力量 , 对北美殖民地

实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他们对北美殖民地在政治上实行压制 , 经济上进行限制和控制 , 使它完全成为宗主

国的附庸。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 ,殖民地人民享受不到与英国人民一样的平等权利 ,成为宗主国的次等臣民。

随着北美殖民地各阶层人民与英国殖民者之间矛盾的尖锐化 , 1775年 4月 , 终于爆发了美国独立革命战争 ,

争取 “独立” 和 “平等” 成为殖民地人民的两个鲜明的奋斗目标 , 也是指引他们将这一神圣事业进行到底的

两面光辉旗帜。 1783年 , 美国革命取得胜利后 , “独立” 和 “平等” 这两项目标并未完全实现 , 美国人民为

之还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

一

“独立” 之所以成为近代美国人民的一面旗帜 , 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的。 美国的移民始祖大多数是来

自英国的那些承受着王室横征暴敛重压的自耕农、 商人、 手工业工人和身受英国国教压迫的异教徒。他们告

别母国 , 离乡背井到新大陆来 , 一是要摆脱沉重的压迫枷锁 , 二是要建立美好、 自由的幸福生活。因此 , 从

最初的殖民地建立时起 , 独立的倾向就非常明显。正如美国著名史学家比尔德在 《美国文明的兴起》 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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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清教徒已不受英国国教主教的戒律和国教牧师奢望的约束 , 逐渐趋于独立 ; 没有经过多少岁月 , 每个

小教会都变成了一个享有自主权的教区”①。正是这一初始的 “独立” 意识成为后来美国人民争取实现民族独

立、 建立独立国家的动力 , 成为 《独立宣言》 发挥得淋漓尽致的美利坚民族的立国精神。随着殖民地经济的

发展 , 殖民地人民摆脱殖民枷锁的愿望日益强烈。然而 , 北美殖民地人民追求 “独立”、 “自由” 生活的美好

愿望、 他们要求自由地建立和发展自己经济的权利 , 由于英国各项殖民政策的颁布和实施 , 以及总督们高压

手段而终于成为泡影。俗话说: “压之愈重 , 反抗愈烈 , 蓄之既久 , 其发必速”。英国的殖民压迫加速了北美

殖民地人民走向独立的进程。最初那种 “趋向独立的潜流” 逐渐发展成为奔腾的洪流。早在独立革命前 ( 1775

年 3月 ) , 弗吉尼亚的帕特利克· 亨利就发出 “不自由 , 毋宁死” 的庄严口号 , 它激励着许多仁人志士为独立

而奋斗。 《独立宣言》 更是高举民族独立的旗帜 , 成为团结全体人民反英革命的战斗号角 , 它动员了千千万

万民众团结奋斗 ,经过 8年浴血奋战 ,终于在 1783年最终粉碎了英国的殖民统治 ,取得了独立革命的伟大胜

利 , 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正是独立的意识使美洲殖民者逐渐认识到自己是美国人而不是英国人 , 正是独立

的愿望使形成中的美利坚民族日益觉醒 、 成熟 , 正是独立的过程使一个个孤立的殖民地联合起来 , 建立了统

一的新国家。

可是 , 美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并没有因共和国的建立而结束 , 一系列政治、 经济和文化独立的使命仍

摆在美国人民面前。 斗争正未有穷期。

从政治上看 , 美国独立革命的胜利仅仅是实现独立的第一步。然而 , 英国并不甘心其失败 , 不承认美国

的独立 , 随时准备卷土重来 , 扼杀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 , 重建它的殖民霸业。争取真正的、 巩固的独立仍然

是严重的任务。英国不仅在海上封锁、拦劫美国商船 ,横蛮无理地捕捉美国海员 , 到 1812年战争爆发时已捕

捉了美国海员 6000多人 ,捕获或扣留美国船只 520多艘 ,而且还以加拿大为基地 ,频繁地对美国东北边境地

区进行袭击。他们煽动印第安人与美国农民发生冲突 , 不断地制造流血事件 , 严重地影响了美国政局的稳定

和经济的发展 , 特别是破坏了美国的对外贸易。 1812年 6月 18日 , 美国被迫向英国宣战 , 第二次对英战争

从此开始 , 史称第二次独立战争。战争期间 , 美国军民为捍卫独立成果 , 巩固新生的共和国 , 英勇抗敌 , 狠

狠地打击了英国侵略者。 1814年 8月 24日 , 英军从海上登陆 , 直捣华盛顿 , 野蛮地放火焚烧了白宫、 国会

大厦和其他建筑物。英军的暴行 , 激起美国人民更高的爱国热情 , 他们决心把抗英斗争进行到底。第二次对

英战争以英国的失败而告终。此后 , 英国才被迫放弃对美国的侵略 , 美国政治上的独立成果得到进一步的巩

固。 后来 , 在内战期间 , 美国又面临英、 法、 俄三国干涉的严峻形势。英国政府明目张胆地站在南部奴隶主

一边 , 承认 “南部同盟” 是交战的一方 , 妄图分裂美国 , 制造两个美国。 他们暗中为奴隶主政权贷款 , 为叛

军造军舰。至 1862年夏天 ,一共为他们建造了 290艘军舰 , 并虎视眈眈地伺机寻找借口进行武装干涉。由于

英国工人阶级坚决反对和林肯政府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政策 ,终于使英国干涉美国内战、分裂美国的阴谋彻底

破产。 通过内战废除了奴隶制度 , 巩固了联邦政权。至此 , 美国政治上的独立才算真正得到巩固。但是 , 美

国并没有在经济上获得真正的独立 , 直到 19世纪 60年代 , 从经济上看 , 美国还是欧洲的殖民地②。这一方

面是因为此时的美国是个农业国 , 工业产品主要靠工场和家庭手工业生产 , 绝大部分商品需要从国外进口 ;

另一方面 , 美国银行的大部分资本要依赖外国 , 特别是英国 , 建立铁路的资金有相当一部分也来自欧洲。有

些铁路公司 (如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公司和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 ) 实际上被欧洲人控制 , 国家的经济基础

比较薄弱。 凡此种种 , 说明争取经济独立的任务仍然存在。直到 19世纪 80年代经济独立才算完全实现。

反映在思想文化上 ,争取和实现真正的独立更加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将外来文化融合

成独特的美国文化的过程。除了像杰斐逊、 富兰克林这些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比较善于把外国文化和本土

文化巧妙地结合起来外 , 一般的人都要经历一个吸收、 消化、 融化和探索的过程 , 也就是实现外来文化美国

化的问题。从历史学上讲 , 早期的美国史学家多从 “原种论” (又称 “生源论” ) 出发 , 从欧洲的角度解释美

国历史 , 把美国史说成是欧洲史的延续。直到 20世纪 30年代 , 特纳边疆学派产生 , 才打破了 “原种论” 的

旧框框 , 主张从美国实际特别是从西部来解释美国文化的起源 (当然他们完全排除欧洲影响 , 过分夸大西部

边疆的作用 , 另当别论 )。 特纳在其 《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一文中所说的一句话是有一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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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他说: “以前研究美国制度史的学者们过分注意寻找日耳曼的根源问题 , 而对于美国本身的因素却注意

得十分不够。边疆是一条极其迅速和非常有效的美国化的界线。” “因此 , 边疆不断地向西推进意味着逐渐离

开欧洲的影响 , 逐渐增长美国独有的特点。因此 , 研究这一进程 , 研究在这些情形下成长起来的人们 , 以及

研究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结果 ,是研究真正的美国历史。” “只有把视线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大西部 ,

才能真正理解美国历史。”③所以 , 特纳的 《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一文被称为 “美国历史写作的门

罗宣言”。 这是美国文化独立的一个重要标志。

文学方面 , 虽然早期美国也出现了被誉为 “美国文学之父” 的华盛顿· 欧文和 “公认的第一个采用民族

题材的美国作家” 詹姆斯· 库柏。但是 , 从主流上看 , 当时美国还没有摆脱英国文学的影响。 直到 1820年 ,

由美国作家写的作品 , 只占全部出版书籍的 30% , 而英国作家所写的作品仍占 70%。 1830年 , 美国和英国

作家所写书籍的比例仍为 2∶ 3。 迟至 1840年 , 美国作家的作品才在数量上超过英国作家 , 占 55% ④。 在相

当长时期内 , 美国社会盛行英国庸俗的流行小说 , 美国作家模仿英国文学作品的倾向还异常明显。 1820年 ,

英国批评家西德尼· 史密斯带讽刺的口气说: “美国人没有什么文学……文学都是进口货”⑤。19世纪 30年代

以后 , 建立独立的美国文学的呼声越来越高。 1830年 , 威廉· 埃勒里· 钱宁在其 《关于民族文学的意见》一

文中就批评了模仿欧洲旧传统的倾向 , 呼吁不要 “依靠外国思想来提供精神刺激和享受”⑥。在这方面 , 拉尔

夫· 爱默生是个代表人物。 他的 《论自然》 ( 1836) 和 《论美国学者》 ( 1837) 是其代表作。 他在 《论美国学

者》中指出: “美国对外国学识的漫长的学徒时期” 即将结束 , 号召美国作家 “奔向生活的千百万民众 , 绝不

能永远靠外国宴席上的残羹剩菜来喂养……这里的事件 ,这里的所作所为应该予以歌颂 ,他们要唱出自己的

歌。”“每一代新的人都要写出自己的书”。爱默生在《论美国学者》中勇敢地抨击美国文学界的因循守旧习气 ,

为创建民族的、 大众化和具有民主精神的文学作品而大声疾呼。 这篇作品在当时的文学界和思想界震动很

大 , 被称为 “思想上的独立宣言”⑦。爱默生则被称为 “一个时代的发言人”⑧。然而 , 独立的民族文学不是一

下子能建立起来的。多卷本的 《美国文学史》 主编罗伯特· 斯皮勒在谈到创建独立的美国文学的艰难历程时

指出: “具有自身特点的新文学的出现是一个新国家正在形成的标志。 从旧大陆获得政治上的独立以后 , 接

踵而来的便是建立独立文学的呐喊声 ,问题简单但回答却并不容易” , 文学的 “新形式不会突然出现” , “新酒

必须装进旧瓶” , “我国最早期的文学家一方面有着青年人要与过去彻底决裂的强烈要求 ,另一方面又在艺术

上需要一种传统与范例为其生活的原始材料找到表达形式。因此 ,他们既天真纯朴 ,敢于创新 , 又墨守陈规 ,

自愧不如 , 亦步亦趋”⑨。虽然一般认为 , 到 19世纪 50年代 , 美国的独立文学已经建立起来 , 但英国文学的

影响却远未消除。直到 1894年 , 美国作家赫姆林· 加兰还尖锐地指出: “模仿是几乎所有美国艺术的致命弱

点。直到今天 , 模仿使得美国艺术如此缺乏特性又不自然 , 它更使人想起人工裁培的玫瑰 , 而不是自由生长

的野花” , “在最初 150年里 , 在我国的文学中几乎没有民族色彩。 它同英国文学很少区别。”10

可见 , 不管在政治、 经济上 , 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 , “独立” 始终是近代美国的一面旗帜 , 也是推动美国

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争取独立的斗争成为美国人民的神圣使命。在 “独立” 的旗帜下 , 具有美国特色

的政治、 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逐步建立起来了。

二

“平等” 之所以说是近代美国的一面旗帜 , 同样是美国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决定的。 首先 , 美国是个

移民社会 ,移民们离开母国 , 远涉重洋到美洲 , 其重要目的就是要挣脱被压迫的锁链 , 建立自由平等的生活。

因此 , “平等” 的观念 , 要求享有平等权利的思想 , 一开始就在他们头脑中牢牢地树立起来了 ; 其次 , 美国是

个没有经历过封建制度的国家。一般来说 , 等级观念淡薄 , 在早期 , 阶级界线不太明显 , 多数为中下层阶级 ;

第三 , 美国是个新开辟的国家。在创业之初 , 几乎所有美国人除了力气和意志以外都一无所有 , 大家站在同

一条起跑线上 ,因此 ,承袭下来的权利就无足轻重 ,大家靠本事吃饭 ; 第四 ,美国人信奉所谓 “天赋人权” 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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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宣言》 宣称: “人人生而平等” , 都具有 “天赋人权” , 即 “生存权、 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1。美国

宪法还附有 10条 “人权法案”。正因为如此 , “在整个 19世纪 ,平等观念渗透到美国人的生活和思想领域 ,他

们的行为、 工作、 娱乐、 语言和文学、 宗教和政治 , 无不体现平等观念 , 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 , 无不受这

种观念的制约”12。美国人的平等观表现在各个方面: 在政治上 , 他们主张在投票箱面前人人平等 , 也就是说

人人有选举权 ; 在生活领域 , 他们认为 , 在大自然面前 , 人人都有生存的权利 , 只要有能力 , 有力气 , 谁都

可以获得财富 , 谁都可以发财当富翁 ; 在教育方面 , 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提倡人人有受教育的机会 , 主张公

立学校应该招收各阶层的子女入学 ; 在社交场合 ,美国人乐于平等待人 , 也喜欢受到别人平等相待。摆架子、

盛气凌人或高人一等的表现为人们所不取 ; 在军队中 , 美国人认为 , 官兵之间应该是平等的 , 指挥官不能把

权威当宝杖使用 ; 在宗教方面 , 美国人认为人人有信仰宗教的权利 , 只要是清教徒 , 不经任何神职人员作中

介 , 都可与上帝相通 ; 在运动场上 , 美国人认为 , 只要具备才能和技术 , 谁都可以参加竞争 , 不应受到限制 ,

等等。

但是 , 必须指出的是 , 美国人所宣扬的平等权利 , 包括理论上和法律上的 , 与美国人实际上所享有的平

等权利是有很大差距的。美国人一直在追求的平等理想只是到近几十年通过广大群众的不断争取和斗争 ,才

有较大地进展。 开国以后很长一段时期 , 平等只是对一部分男性白人、 新教徒和有财产的人而言的。 黑人、

印第安人、 罗马天主教徒、 妇人和穷人谈不上享有平等权利。美国宪法规定不纳税的印第安人是不能享有平

等权利的。印第安人长期被剥夺了公民权。他们生活在美国社会 ,但却得不到美国宪法的保护。直到 1924年

6月 , 国会通过印第安人公民籍法 , 才确立了印第安人的公民地位。 即使这样 , 他们在许多方面仍处于次等

公民的地位。根据美国宪法 , 黑奴不算人 , 一个奴隶只能算 3 /5个人 , 《美国教育基础—— 社会展望》一书作

者理查德· D. 范斯科德等人在谈到 《独立宣言》 所宣扬的平等权利时 , 公正地指出: “在我们历史上 , 许多

少数民族被剥夺了生活、 自由和幸福的权利 , 并非所有的人都被看作是兄弟或平等的兄弟”13。所谓 “在投票

箱面前人人平等” 也要大打折扣。最初享有选举权的人只占全部白人成年男子的 10% ,后经人民不断地争取

和斗争才逐步有所扩大 , 但直到内战前 , 也只占成年男子的 40% 14。 黑人则完全被剥夺了选举权。

如果说 , 美国人民争取 “独立” 的任务在近代已经得到实现的话 , 那么 , 他们争取 “平等” 权利的斗争

目标则远未达到 , 还需要继续斗争。直到 20世纪 40年代 , 南部各州成年黑人中登记选民只占 5% 15。美国妇

女直到 1920年宪法第 19条修正案批准后才获得选举权。 1972年 3月 ,美国国会曾通过一项男女平等权利宪

法修正案 , 交由各州批准。可是 , 直到 1977年只有 35个州批准 , 还差 3个州才够法定数字。迄今为止 , 该

项修正案仍未获批准。美国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在美国 , 目前大多数妇女只能从事

低工资、 无升迁希望的职业。他们不能同男工一样同工同酬。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 , 1992年 , 受过高等教

育的专职女雇员平均年收入为 34552美元 ,而同样资历的专职男雇员的平均年收入则为 52920美元。今天 ,约

占美国人口千分之二的垄断寡头 , 控制着全国财富的 60% ,占美国人口 1. 6%的金融寡头控制着美国股票的

80%。他们控制着美国政治大权和经济命脉 , 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 , 只能依附和受制

于垄断资本 , 其平等权利是得不到保障的。据美国著名舆论分析家路易斯· 哈里斯统计 , 80年代中期 , 美国

白人中半数以上的人感到自己没有权利。 黑人中感到无权的人高达 77% 16。 可见 , 美国的所谓 “平等” 和

“人权” 具有很大的狭隘性和不公平性。 从来就没有什么 “天赋人权” , 只有 “人赋人权”。 “平等” 充其量只

是部分白人富有者享有的权利 , 对广大工人阶级 、 少数民族和妇女来说是残缺不全的 , 不公平的。

美国有人认为 , 平等只能指 “社会均等” , 以此来为后果的不平等辩解。但是 , 如果没有均等的条件 , 只

有均等的机会并不能保证公平竞争。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 , “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他们通过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 , 使选举原则成为本阶级独有的财产。平等原则又由于被限制为仅仅在 `法

律上的平等’ 而一笔勾销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前提下的平等 , 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

平等范围的平等 , 简单地说就是把不平等叫平等”17。 质言之 , “平等” 的大旗美国人民还要打下去。

美国人民高举 “独立” 和 “平等” 的大旗取得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 , 在世界近代史上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对法国革命和拉美民族独立运动起到过积极的影响。在 “平等” 的旗帜下 ,美国人民争取自由、平

·99·

王锦瑭: “独立” 和 “平等” 是近代美国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两面旗帜



等的事业也取得可喜的进步。 19世纪末 , 美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 特别是当其成为超级大国以后 , 它依仗着

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 在全世界推行霸权主义政策 , 以大压小 , 恃强凌弱 , 动辄以经济制裁相威胁 , 肆意

干涉别国内政 , 侵犯别国主权。它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对美国 《独立宣言》的践踏 ,是对其立国精神的背叛 ,也

是对自己历史的抹黑。当今世界的格局日益向多极化发展 , 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国际形势的主流 , 也可以说

是指引世界人民推动历史进步的新的两面光辉旗帜。殖民主义、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已经行不通了。各个国

家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自己掌握 , 世界的事业要由世界人民共同来主宰。 任何企图阻挡这一历史潮流的

人 , 也会像当年英国的殖民统治者被美国人民彻底埋葬一样 , 必然遭到可耻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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