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 3年第l 期

镀金时代美国思想文化述评

王 锦 塘

镀金时代美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许多新的
、

巨大的变化
。

代表上升时期资产

阶级进步文化的超验主义走向衰落
,

产生了讲求
“

效用
”

的实用主义哲学
; 浪漫主

义文学为现实主义文学所取代
;
传统的 自由放任学说受到挑战

,

出现 了主张国家

干预经济的改良经济学派
;
宗教不仅发展快
,

产生 了许多新教派
,

而且在教义上作

了改良
,

着重从社会和道德 的角度解释问题
,

注意发展慈善事业
。

政治思潮方面
,

主张 自由竞争
、

鼓吹有限政府
、

反对 改革的保守主义开始退却
,

赞成政府干预
、

主

张扩大民主权利为进行 一定的改革的 自由主义得到加强
。

价值观方面
,

传 统的个

人主义发展为所谓
“

集体个人主义
” 。

这个 时期既有资产阶级正 统文化的发展演

变
,

也有中下层阶级
、

工农文化运动的产生及其与正统文化的对立
,

后者是美 国文

化 中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 因素
。

这两种文化的存在和斗争是镀金时代美国阶级矛

盾在思想文化上 的反映
。

阅

镀金时代在美国一般指从南北战争结束到 19 世纪末
,

大致与人们所谓的向帝国主义过渡

时期 ( 18 65 一 18 9 8) 相当
。

这是美国历史上
“

新
”
(垄断资本主义 )

、 “
旧

”
( 自由资本主义 )交替时

期
。

在这一阶段
.

美国社会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变化
。

与此相联系
,

思想文化上也出现许多新现

象
、

新演变
,

研究这些新变化对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美国史乃至当代美国社会都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

镀金时代美国社会首要的变化发生在经济方面
。

它从落后的欧洲经济附庸一跃而为资本

主义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

在发展速度和经济实力方面都远远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

这
,

一时期
,

美国社会经历了两个过渡
:

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
,

从 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

过渡
。

认识这两个过渡
,

特别是 向垄断过渡
,

是我们理解 19 世纪末美国社会
、

政治
、

思想文化的

关键
。

许多问题都必须从这一问题出发才能解释清楚
。

因为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

础
,

垄断的一旦形成
.

就 一定会渗透到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中去
。

随着美国工业化
、

城市化
、

公司化的迅速发展
,

劳动群众的贫困化
、

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尖

锐化也 日益明显
,

可以说是进步与贫困并存
、

繁荣与危机同在 (从 1 8 6 5 至 18 9 3 年美国共发生

d 次经济危机
,

即 1 8 6 6
、

18 7 3
、

18 5 2
、

1 5 9 3 年危机 )
。

正如 (( 美国公 司化 》一书作者艾伦
·

特拉腾

堡所说
: “

在这些年头里
,

美国跃居世界工业大国的首位
,

但也为 自己的巨大进展付出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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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乱
、

冲突和不安的代价
。

伴随进步而来的是广泛的贫穷
’ ,① 。

从政治
_

t 看
,

与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相联系
,

这是资产阶级两党之间原则差别 日益消失
、

现

代意义的两党制终于形成的时期
。

民主党也好
,

共和党也罢
,

都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工具
,

是同一

个垄断资产阶级的两只手
。

镀金时代也是美国从联邦制向单一制国家过渡
、

中央集权 日益加强的时期
,

州权派
、

州权

论 日趋衰落
,

国家对州的至尊地位得以确立
,

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得到巩固
。

这一时期还是工农运动高涨
、

社会激烈动荡的时代
。

由于垄断资产阶级压迫剥削的加剧
,

阶级矛盾激化
,

爆发了美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

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

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

美国工运史上一些重要的工人组织
,

如全国劳工同盟
、

劳动骑士团
、

劳

联等都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
,

并爆发过多次全国性的大罢工
。

社会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
。

第一国际美国支部
、

社会民主党也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
。

农民阶级则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农民

运动
。

总之
,

镀金时代是美国社会大发展
、

大动荡
、

大变化的时代
。

美国社会新旧之间
、

城乡之间
、

劳资之间
、

大公司和中小企业之间都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

这些变化和冲突必然对美国思想文化

产生影响
,

因为
“

政治
、

法律
、

哲学
、

宗教
、

文学
、

艺术等的发展
,

都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 ,② 。

镀金时代美国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对美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

多方面的
。

美国文化的

几乎每一个方面
,

包括哲学
、

文学
、

史学
、

宗教等都受到巨大冲击
,

美国人的一些传统观念
、

价值

标准
、

意识形 态以及信仰
、

理想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

正因为如此
,

特拉腾堡认为
,

19 世纪末 3
、

相

年 间
,

美国
“

最深刻 的变化发生于文化这一层次上
,

因而很难为 当代人所认识
,

也很难为历史

学家所探索
’

场
。

从哲学方面看
,

代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进步文化的超验主义走向衰落
,

实用主义哲学开始

出现
。

实用主义产生于 19 世纪末
,

20 世纪初盛行于美 国
,

后来传播至全世界
。

它是一种推崇主

观经验
、

强调行动的实际效果的哲学
。

它主张用实际效果来评判一切
、

检验一切
, “

有用就是真

理 ” 。

这一时期美国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查尔斯
·

皮尔斯 ( 1 8 3 9一 1 9 1动)
、

威廉
·

居姆斯

( 1 8 4 2一 1 9 ] 0 )
。

实用主义产生于美国并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广为流行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文化

根源
。

从历史上看
,

美国是个重视行动
、

强调实际效果
、

重视求实进取
、

追求探索和试验的民族
。

加之
,

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是在比较优越和有利的自然
、

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

包袱少
、

起

点高
、

发展快
。

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环境下形成的资产阶级甚至整个民族
,

特别讲求实际
,

讲求利

益
,

讲求手段和效用
。

因此
,

从 9] 世纪末起
,

美国就出现了一种创造性的
、

生气勃勃的哲学
-

一
实用主义

。

它不仅适应了那种频繁流动
、

复杂多变
、

不断开拓
、

激烈竞争的美国社会生活的需

要
,

也符合美国人求实的价值观念和进取精神
。

所以有人说
,

实用主义是真正与美国社会相结

合的哲学
,

对美国社会发展起过 巨大的推动作用
。

从一定的意义上讲
,

实用主义就是美国精神
。

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必然性和进步意义
。

但是
,

也应该看到
,

美国是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
。

1 8 6 0年它的工业生产还只占世界第 4

位
,

到 189 碑年已跃居首位
。

生产和资本的迅速集中
,

出现了许多托拉斯化的大公司
。

垄断资产

一广
、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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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产生以后
,

对内加强对劳动群众的剥削
,

并吞大量中
、

小企业
,

迅速实现 了公司化
、

托拉斯

化
。

对外急于向世界扩张侵略
,

要求重新瓜分世界
,

妄图对老牌殖民主义者取而代之
。

美国垄

断资产阶级这种贪婪性和疯狂性
,

迫切要求有一种新的理论为其行为辩护
,

提供理论依据
。

于

是
,

强调
“

行动
” 、 “

功利
”
和

“

效用
”

的实用主义便迎合了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
,

成为官方哲学
。

在经济学领域
,

一方面
,

古典经济学派的 自由放任学说受到挑战
,

出现了主张国家干预经

济的新经济派别— 改 良达尔文主义或改革经济学派
。

一些批评自由放任学说
、

主张政府立

法
、

提倡改革的经济学著作逐渐问世 (如亨利
·

乔治的《进步与贫困》
、

劳埃德的《不利于共和国

的财富 》
、

维布伦的《有闲阶级论 》等 )
。

另一方面
,

为大垄断企业兼并中小企业
、

为弱肉强食的资

产阶级原则服务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受到青睐
。

19 世纪末
,

英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基的著

作在美国大受欢迎
,

总销量达 35 万册
。

1 8 8 2 年
,

当他访问美国时
,

受到大企业家卡内基等人的

热情接待和欢迎① 。

美国社会学家 w
.

G
.

萨姆纳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积极鼓吹者
。

史学方面
,

这个时期出现了特纳边疆学派
。

他们反对从
“

原种论
”

出发
,

反对从欧洲人的角

度来解释美国史
,

主张从美国实际
、

特别是从美国西部来解释美国文 明的起源
。

这对于美国史

学的发展有进步意义
。

但是
,

特纳强调
“

扩张是美国过去
、

现在和将来的一条生存规律
” ,

这就为

美国向外扩张提供了
“

理论
”

依据
。

在文学领域
,

反映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为现实主义文艺思潮

所取代
。

现实主义是文学艺术的一种基本创作方法或文艺思潮
,

提倡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
,

按照生

活的本来样式描写现实
,

真实地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

这个时期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马克
·

吐温
、

弗兰克
·

诺里斯等
。

他们的作

品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是享誉世界文坛的作家
。

现实主义文学是当时美国社会
、

政治经济矛盾的产物
。

众所周知
,

南北战争前
,

美国资本主

义还处在上升时期
,

奴隶制还没有废除
,

资产阶级革命在全国范 围内尚未完成
。

资产阶级 民主
、

自由
、

平等
、

博爱的口号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理想
。

这种对资产阶级自由
、

民主的热烈追求反映

在文学创作上表现为浪漫主义
。

南北战争废除了奴隶制度
,

美国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
,

并得到迅速发展
。

随

着工业
、

交通
、

通讯的迅速实现公司化
,

大垄断组织逐步实现 了对国家政治
、

经济生活的统治
。

由于垄断资产阶级对广大工农和 中小企业的巧取豪夺
,

贫富对立 日益明显
,

阶级矛盾不断激

化
,

工农运动迅速高涨
。

加之
,

19 世纪末
,

美国对外扩张活动越来越频繁
,

引起广大群众和进步

人士的反对
。

作家们要反映美国生活的真实的一面
,

就必需揭露这些事实
。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

产生了现实主义文学运动
。

如果说
,

浪漫主义文学反映了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热情
,

以及资产阶级对 民主
、

自由
、

平等

理想的向往与追求的话
,

那么南北战争后
,

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

则表 明资产阶级

上述热情的衰落和理想的破灭
。

从根本上讲
,

这是广大工农
、

黑人
、

中小资产阶级同垄断资产阶

级之间的矛盾在文学上的反映
。

宗教在镀金时代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

首先是发展快
。

19 世纪末美国人中大约有一半参加了各种教会
。

除了一些老教会外
,

还出

现了新教会
。

天主教发展最快
,

这主要是因为这个时期有大量东
、

南欧移民进入美国的结果
,

这

些人大都信仰天主教
。

`

其次
,

出现了一些改 良主义教派
,

如基督教社会主义和福音派运动
。

它们鼓吹通过合作
、

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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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主义和民主来代替竞争法则
,

加速上帝王国早 日在地球上实现
。

与此相联系
,

在 90 年代
,

对基督教教义的解释也发生了变化
。 “

来世
”

观点比较淡薄
,

突出
“
现世

”

观点
,

开始从社会
、

道德的角度来观察和解释社会问题
,

把
“

彼岸世界
”
和

“

此岸世界
” 、

“

来世
”
和

“
现世

”

或者说
“

天堂
”
和

“

人间
”

结合起来
。

强调人的主要任务是爱人
,

然后才是爱上

帝
。

为此
,

宗教界广泛开展慈善活动
,

如开办福音医院
、

贫民救济所
、

儿童俱乐部
、

主日学校等
。

宗教界的上述变化是当时美国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在宗教方面的反映
。

南北战争后
,

由于科技进步
、

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扩大
、

唯物主义的宣传
,

特别是 8
、

90 年代

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化
,

阶级矛盾和斗争 日趋尖锐
。

面临上述一系列挑战
,

基督教所宣扬的
“

彼

岸世界
” 、 “

来世福音
”

等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说教
,

越来越解释不了许多现实问题
。

社会上不少

人提出责难
,

教会 内部也有人发生动摇
。

为了稳住阵脚
,

巩固教会组织
,

不得不寻找新出路
,

于

是便产生了上述以改良主义为特征的新教派
。

镀金时代宗教的迅速发展与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

许多教会同垄断资产阶级

有密切联系
。

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为它们输血
,

教会则为垄断资产阶级效劳
,

支持他们在国

外进行侵略扩张
,

为他们在国内的剥削行径辩护
。

在政治思潮方面
,

这个时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

传统的保守主义开始退却
,

自由主义得到

发展
。

传统的保守主义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理论要点是
:

提倡 自由竟争
、

自由放任
,

反对政府干预

经济活动
;

提倡有限政府论
,

认为
“

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 ;反对一切改革运动

,

认为改

革是
“

外来的
” 、 “

非美的
”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
,

保守主义的上述主张受到冲击
,

在广大群众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反

对下
,

他们的
“

理论
”

有所改变
,

开始退却
。

这一变化的主要表现是
:

承认政府对经济生活实行一

定程度的干预或管制是必要的
;
.

要求提高政府税率
,

争取更大福利
;
认为实行某些改革是必要

的
,

但要慢慢来
,

必需由当权集团来主持
,

自上而下地进行
。

自由主义理论在这个时期虽然发展缓慢
,

但 已开始受到重视并逐步发展起来
。

自由主义的

内容主要有
:

要求制定 比过去更加积极的
、

政府干预经济的新政策
;
要求扩大某些民主权利

,

如

妇女选举权
、

参政权
,

参议员 由人民直接选举
;要求实行创制权

、

复决权
、

罢免权
;要求按形势发

展修改宪法等等
。

,

在广大工农运动的推动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努力下
,

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改革
,

如文官改

革
、

市政改革
、

金融体制改革
,

还通过了限制托拉斯的法令
,
如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

这些是资产

阶级在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的情况下不得不作出的让步
。

反映在思想理论上就是资产阶

级改良主义
、

自由主义的出现
,

保守主义的退却
。

社会的变化
,

时代的变迁
,

必然影响人们的价值标准和伦理道德观念
。

随着工业化
、

城市化

的发展
,

美国生活方式的许多根本特征
,

如强调竞争
、

重视物质生活
、

尊重白手起家
、

注重实际

以及个人奋斗等观念得到进一步巩固
,

但在某些方面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

以前认为
,

个人奋斗
,

勇气加运气
,

敢于 冒险就能发财致富
,

现在除了个人奋斗外
,

还要有合作
、

控制
、

有预测
,

还要讲

究管理技术和效率
。

传统的个人主义发展为
“

集体个人主义
” 、 “

合作个人主义
” 。 “

集体
”
和

“

合

作
”

是手段
,

实现个人利益是 目的
。

同时
,

由于机械化的进步
,

无须每个人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

清教徒所持
“

勤劳是美德
,

瑜懒是恶 习
”

的 !。观念 日趋淡薄 ; 因为经济繁荣和容易从投机生意 中发财
,

力口之经济形势变幻

不定
,

货币价值起伏无常
,

被清教视为美德的
“

节俭
”

似乎也过时了
。

所有这些
,

说明镀金时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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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的价值观和伦理观 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

研究美国镀金时代文化的艾伦
·

特拉腾堡指出
:

美国
“

在实现迅速而全面的工业化和城市

化的几十年间
,

最深刻的变化发生于文化这一层次上
” , “

同样
,

最深刻 的反抗和对立也发生在

这一层次
’ ,⑥ 。

这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见解
。

上述镀金时代美国思想文化的新变化一般指白人中产阶级为代表的主流文化
,

有的则是

适应垄断资产阶级需要
、

为公司化服务的统治阶级文化
,

如实用主义之为官方哲学
,

改革经济

学派
、

福音派教会的活动
,

特纳边疆学派中的扩张主义等等
。

但是
, “

每个民族文化里面
,

都有一些那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成分
。

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
,

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

主义的思想体系
’ ,⑧ 。

下面着重评介这个时期两种新的文化运动
。

l
、

平民党为代表的农民文化运动
。

19 世纪后半期
,

美国农民为了反对垄断公司的压迫和剥削
,

曾发动大规模的农 民运动
,

前

后出现三次高潮
。

第一次是 60 至 70 年代的农民协会运动
,

高潮时会员达 15 0 万人
,

地方组织

近 2 2 0 0个⑦ 。

农民协会向农民宣传农业知识
,

举办农民合作社
,

监督铁路公司的活动
,

开办农

民银行
,

要求修改政府的财政政策等
,

其斗争矛头直指垄断公司
,

表现为与公司文化对立的农

民文化运动
。

第二次是 70 至 90 年代的农民联盟运动
。

联盟遍及全国
,

1 8 91 年处于鼎盛期
,

会

员有 2 00 万
,

几乎占全 国农 民的一半⑧ 。

农民联盟反对铁路公司和土地投机家的巧取豪夺
,

举

办农业合作社
,

出版农民报纸和杂志
,

推广和普及农业知识
。

同时要求对铁路和其他公用事业

实行国有化
。

1 8 9 0 年选举中
,

南部农民联盟几乎取代了南部民主党
,

选出了 4个州长
,

控制了

8 个州议会
,

还选出了支持联盟的 利 名众议员
、

3 名参议员⑨ 。

农民联盟运动所表现的政治和

文化 内容比农民协会运动更富有农民文化特色
,

它是有别于垄断资产阶级文化并与之相对抗

的一种新文化运动
。

第三次是 90 年代的平民党运动
。

1 8 9 2 年
,

平民党的建立是这一运动的顶

件 平民党运动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第三党运动
,

其基础是西部和南部的小农
。

平民党的圣路

易纲领集中体现了这一运动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内容
。

它要求没收铁路公司
、

土地公司多余的土

地并把它分给真正的移民
;
要求铁路

、

电话
、

电报及邮政归政府所有
; 实行累进所得税
;
允许无

限铸造银币
。

在 1 8 9 2年的总统选举中
,

平 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J
.

韦弗尔获得 1 00 万张选票
,

并

选出了 0] 名众议 员
、

5名参议员
、

3 名州长和 1 50 名左右州议会议员
,

表明平民党在当时 已迅

速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

从平 民党人提出的国家干预经济
、

公共事业国有化和
“
人民统治铁路

”

的政治经济主张来

看
,

从农民协会
、

农民联盟举办农民学校
、

农民报刊杂志和农民图书馆等农 民自己的文化事业

来看
,

它无疑是与传统的自由放任思潮与财产私有化
、

垄断化相对抗的一种新文化
。

它是美国

历史上一次规模宏大的新的文化运动 、一次文化震荡
。

因为它超出一般群众团体和政党的范

畴
,

具有反垄断和为人民服务的进步思想感情和文化色彩
。

2
、

工会和工人运动为代表的劳工文化运动
。

在镀金时代
,

美国工会和工人运动得到较大的发展
。

工会作为劳工组织是与资本家的公司

相对立而存在
,

相斗争而发展起来的
。

这个时期较大的工会组织有全国劳工同盟
、

劳动骑士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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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劳联
。

全国劳工 同盟在其高潮时会员达 0 6万人 (1 6 8 9) ;
劳动骑士 团鼎盛时期达 0 7万人

(1 866) ;
劳联在 1 90 0年也达到 5 0万人

。

这些工会组织的共同点是
,

强调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
,

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
;
提倡并领导了争取 8 小时工作 日的斗争

;
主张建立劳动保护制度
;

要求男女同工同酬
。

全国劳工同盟主张建立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
,

并和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

保持密切联系
。

劳动骑士 团还提出反对垄断
、

主张电报
、

电话
、

铁路等公用事业国有化
,

实行累

进所得税
,

建立工人生产和分配合作社等
。

工会提 出的这些政治口号和斗争内容
,

代表了工人

阶级利益
,

得到他们热烈拥护
。

特别是争取 8 小时工作制运动
,

在工人阶级中受到广泛欢迎
。

,’8 小时
”

成为当时美国社会时髦的文化词汇
,

工人们把 8小时工作制当作自己的战斗 口 号和

奋斗 目标
。

他们穿着
“ 8 小时牌鞋子

” ,

吸着
“ 8 小时牌香烟

” ,

唱着
“ 8 小时歌

” 。

然而
,

资产阶级报

纸对
“
8 小时工作制

”

运动视为洪水猛兽
,

称它是
“

猖撅骇人的共产主义
’ ,
。。

。

为 了同资产阶级公司文化相抗衡
,

工人们建立了自己的图书馆
,

创办了工人学校
、

工人报

刊
,

写作与高雅文化相对立的通俗文化作品
、

工人诗歌和戏剧
。

资产阶级文化宣扬贪婪
、

自私的价值观
,

视不平等为理所当然
;
劳工文化则赞颂合作和互

助精神
,

反对各种不平等现象
。

劳动骑士团提出的
“
一人受苦
,

大家分忧
”
的 口号
,

以及这个时期

劳工
、

农 民
、

黑人
、

妇女等团体和社会主义者发表的几十个反对垄断和经济不平等的新的《独立

宣言 》就是生动的例证@
。

正因为如此
,

有人认为
“

在这个时期
,

有关的种种影响起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已开始融合
,

逐渐形成一种与众不同的劳工文化
’ ,
@
,

甚至认为这是
“

一种集体主义的反主流文化
’

场
。

然而
,

对镀金时代劳工文化的性质和作用我们应该有实事求是的分析
,

不能估计过高
。

因

为
“

互助精神
”
没有也不可能导致工人阶级有效的联合

,

更不可能使工 人阶级获得解放
。

劳工文

化不仅会受到建立在个人奋斗与激烈竞争为基础的主流文化的排斥
,

而且必然遭到统治阶级

文化的排挤和扼杀
。

并且由于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种族敌视
、

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之间的矛

盾
、

以及由于宗教
、

语言不同而产生的种种分裂
,

从而使美国劳工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经历 了艰

难曲折的过程
。

同时
,

我们还应该看到
,

美 国进步的劳工文化运动所以发展缓慢
,

固然与雇主和政府的反

对和镇压有关
,

但是
,

工人阶级受
“

美国例外论
” 、

乌托邦式合作社计划
、

拉萨尔主义
、

币制改革

论等种种错误的
、

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
,

劳联本身执行 了阶级合作政策也是一个重

要的原因
。

总之
,

镀金时代的美国工农文化运动从其反压迫
、

反垄断这个角度讲
,

可以说是 与资产阶

级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新文化运动
。

但是
,

从美国工农群众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迷信来看
,

从

美国工农运动表现出来的不彻底性来看
,

从上述工 人阶级受各种资产阶级思潮的侵蚀和彤响

来看
,

这个时期的工农文化运动又不能完全说是一种全新的文化
。

因为它们具有资产阶级思想

文化烙印
,

带有改良色彩
。

平民党为代表的农民文化
,

从思想实质上讲仍属于资产阶级范畴
,

是

资产阶级主流文化体系之内而不是之外的东西
,

与工人阶级文化又有质的区别
。

从制度文化 (政党制度 )上讲
,

镀金时代出现 了与传统的资产阶级两 党制相对立的两种类

型的新党
,

或称第三党
。

其中一个类型是前面讲到的平民党
。

它是这个时期新产生的第三党
,

或称新的旧式党
。

所

以说它是新的旧式党
,

是 因为
:

①它的政治纲领与旧 的资产 阶级两大政党没有根本 区别
,

只有

具体的政策分歧
,

其最终 目标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
,

而是想用某些改 良办法来挽救资本主

义制度
。

它的思想体系与旧的两党没有质的区别
。

②它与美国现存两大资产阶级政党有矛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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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斗争
,

但并不否定两党制度
,

而是想通过竞选获胜
,

取代其中一个老党而成为两党制中一

员
。

它的价值观与正统文化没有质的差别 (拥护财产私有
、

个人主义等等毛
。

平民党最初是由不

满垄断公司压迫的农民组成的
,

但后来被资产阶级政客所操纵
,

其纲领并不以消灭资本主义制

度为最终目标
,

属于改良主义政党范围
,

没有脱出旧式政党框框
。

竞选失败后
,

许多人参加了民

主党
,

并于 18 9 6 年与民主党合并
,

平民党不复存在
。

所以
,

有人称平民党为两党制下的第三党
。

另一种类型的第三党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
。

它们是资产阶级两党制以外
、

同它们相对立

的新型的政党
。

因为
:

①它越出了资产阶级两党制的旧政党体系
,

不仅反对现有的两个资产阶

级政党
,

而且反对包括两党制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价值观
。

②它宣传并实践社

会主义理论
,

有独立的政治纲领和奋斗 目标
,

其最终 目的是推翻雇佣劳动制度
,

建立社会主义

制度
。

这种类型的党有全国劳工同盟
、

第一国际北美中央委员会
、

社会民主党
、

美国工人党等
。

这些先进的政党诞生后
,

先后办起了进步刊物
,

如社会 民主党的《社会 民主主义报 》
、

美国

工人党的《先驱报 》
、

《工人之声 》
、

《劳动旗帜 》
。

这些报刊宣传了社会主义思想
,

扩大了马克思主

义在美国人 民中的影响
,

犹如在黑暗的夜空中的一盏盏明灯
,

给人民送来新的思想养料
,

为他

们带来光明和希望
。

它们是美国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
。

这种新型的第三党的建立及其活动包括它们的纲领
、

理论主张
、

宣传活动
,

是对资产阶级

传统的所有制观念 (财产私有 )
、

政治制度 (资产阶级两党制 )和传统的价值观 (个人主义等 ) 以

及资产阶级报刊的严重挑战
。

如果说平民主义运动在美国掀起过
“
一次文化震荡

” ,

是
“
一种改

革潮流
”

的话
,

那么
,

由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文化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却是一次

文化
“
地震

” ,

是一种革命思潮
。

它们在美国进步文化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一
.

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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