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美国黑人的群体嬗变与文化认同分化

牛忠光
内容提要　 上世纪美国黑人在政治、文学、艺术等等各领域的发展进步推动其内部

凝聚形成集体性的黑人文化认同。与此同时，由于全球人口流动的便宜与频繁，美国黑人
内部出现“新旧”移民群体之分，其文化认同也呈现多样化图景。基于美国黑人内部的群
体变迁以及博厄斯、赫斯科维茨、西敏司等人类学家的相关研究，分析美国黑人文化“诞
生”背景、路径、特征，进而探讨反思当今该群体内部的文化认同差异，有助于深入了解美
国黑人内部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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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６１９年第一批非洲黑人抵达美国至今，将近四百年的美国黑人史见证了该群体文化认同从
分到合的过程，并且学界一般认为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美国黑人文化走向一个顶峰，并开始“从边
缘走向中心”。① 基于“黑白”种族关系或从整体上研究美国黑人文化几乎已经成为该领域研究的
重点，但是当代针对其内部差异的研究相对较少。

笔者在美国开展针对埃塞俄比亚裔黑人的田野调查时，②发现受访黑人经常否认自己是“非裔
美国人”或“美国黑人”，而宁愿自称为“埃塞俄比亚裔美国人”、“在美国的非洲人”或者“美国人”。
这一现象显示出当前美国黑人内部出现明显的群体分化与文化意识差异。文化差异是在宏观历史
背景下发生在不同空间和不同人群身上的不同事件媾和演变而成的，具有共时和历时的双重性质。
那么，要深入了解一个宏大群体的文化认同，不仅仅需要宏观层面的共性考量，更需要微观上的差
异性研究。

本文基于国际移民研究与人类学视角，从“旧移民”和“新移民”的概念界分出发，叙述美国非
裔黑人移民内部的群体变迁，并通过博厄斯、赫斯科维茨和西敏司等美国人类学家的理论研究，追
溯上世纪美国黑人文化“诞生”的历史背景、路径与特征，进而探讨和反思当今美国黑人内部的文
化认同差异。

一、“旧移民”与“新移民”：美国非裔黑人的群体变迁
全球范围内的国际人口流动历史悠久，尽管缺少足够的实物证据，但是考古学家和史学家通常

认为其产生于人类伊始。③ 而现代国际移民浪潮主要历经了四个阶段，即资本原始积累时期
（１５００—１８００年）、欧美工业化时期（１８００—１９１４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二战后（１９１４—１９６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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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后民权时代美国种族主义思潮研究”（项目编号：１７ＹＪＣＺＨ１３３）的阶段成果之一。
罗虹：《从边缘走向中心———非洲裔美国黑人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２９页。
笔者曾于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４年在美国针对非洲黑人新移民群体开展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研究。
Ｐ． Ｂｅｌｌｗｏｏｄ，Ｆｉｒｓｔ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Ａｎｃｉｅｎｔ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２０１４，ｐｐ． １ － ３．



以及后工业化时期（１９６０—２００４年）。①
非洲移民最早的国际流动出现在奴隶贸易之前，例如来自埃及与埃塞俄比亚的早期航海者、非

洲摩尔人商人、西非曼丁戈人（Ｍａｎｄｉｎｇｏｓ）水手等等。② 而非洲黑人的大规模外流始于西方资本原
始积累时期或从１６世纪初到１９世纪末的横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据史学考证，截止到１８８８年
巴西最后一个废除奴隶贸易，几个世纪中大约有一千二百万非洲奴隶被贩卖到美洲的加勒比海地
区、美国以及南美洲等曾经的欧洲殖民地。③ 第一批非洲黑人奴隶最早于１６１９年抵达弗吉尼亚，到
了１８６１年美国南北战争开始时有四百万非裔美国人处于奴隶地位，没有获得自由民身份。④ 这一
早期移民美国的黑人群体及其后裔通常被称为“美国黑人”或“非裔美国人”，其构成了被研究的主
体。在研究内容上，中外学界主要关注于奴隶制与非洲奴隶后裔之间的离散文化的持续性与变迁
的明显关系（如对于非裔美国人文化的讨论）或隐性联系（如借此来探讨泛非运动的基础或为黑人
抵抗运动寻求更多合法理由）。
２０世纪前半叶，只有零星少数的非洲黑人通过留学、从事外交活动、旅游、经商等途径侨居美

国，美国社会中黑人群体的主干依旧是黑人奴隶移民的后裔即所谓“非裔美国人”（Ａｆｒ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或者“非洲旧离散族裔”（Ｏｌ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⑤ 但是，这一时期的泛非运动、“哈莱姆文艺复兴”、
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昭示着美国黑人的自我认同意识从文化和政治上开始觉醒，并
最终促使美国颁布《１９６４年民权法案》，从法律上废除了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制度。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叶至今，美国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非洲黑人移民潮。这一时期黑人移民的

推力主要是六十年代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过程中持续的政治动荡、战争、贫困和大饥
荒；拉力则是１９６５年之后美国政府多次放宽接受外来移民和难民的政策，以及经济全球化所带来
的跨国旅行便利。这一时期的美国黑人移民通常被称为“跨国移民”（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ｓ）或者“新非
洲移民”（Ｎｅｗ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直到上世纪８０年代美国学界针对该新黑人群体的研究才开始涌
现，⑥而之前美国学界的研究重点仍然是黑人奴隶后裔即所谓黑人“旧移民”，以及其所代表的美国
非裔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相比之下，国内的美国黑人研究相对更为滞后。虽然姬虹（２００７）认
识到了美国新移民的新特征，但是其专著《美国新移民研究（１９６５年至今）》依然关注的是来自亚
洲、拉丁美洲的新移民，而未关注到非裔黑人新移民群体或者笼统地将其与美国本土黑人混为一
谈。实际上，这一黑人新移民群体与奴隶移民及其后裔相比，在移民途径、受压迫或“自愿”移民⑦
程度、祖源国文化意识、历史认同等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二、美国黑人文化的“诞生”：背景、路径与特征
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美国早期的非洲奴隶移民作为被动受压迫的劳动力，不仅仅推动美国工

业革命的发展，创造了丰硕的物质财富，而且他们将许多独特文化带入美国，其宗教、音乐、语言、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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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立本：《国际移民的历史、现状与我国对策研究》，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Ｋ． Ｋｏｓｅｒ，“Ｎｅｗ Ａｆｒｉｃａ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Ｉｎ Ｋｏｓｅｒ，Ｋｈａｌｉｄ （ｅｄ．），Ｎｅｗ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３．
Ｂ． Ｈａｎｌｏｎ ａｎｄ Ｔ． Ｊ． Ｖｉｃｉｎｏ，Ｇｌｏｂ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ｓ，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４，ｐｐ． ２４ － ２６．
Ｊ． Ｏ． Ｈｏｒｔｏｎ ａｎｄ Ｌ． Ｅ． Ｈｏｒｔｏｎ，Ｓｌａ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法罗拉（Ｆａｌｏｌａ）认为，以杜波依斯为代表所倡导的“泛非主义”其实终结了关于“非洲旧离散族裔”的讨论，而转向了讨论从多大

程度上非裔美国人可以参与非洲的发展进程。参见Ｔ． Ｆａｌｏｌａ，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ｌａｖｅｒｙ，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Ｒｏｃｈｅｓｔｅｒ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ｐ． ２５．

Ｋ． Ｋｏｓｅｒ，“Ｎｅｗ Ａｆｒｉｃａ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Ｉｎ Ｋｏｓｅｒ Ｋｈａｌｉｄ （ｅｄ．），Ｎｅｗ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３．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自愿”也是一个相对概念，这里只是与被强迫和剥削的奴隶贸易相比。而一些学者认为战争、饥荒等造成

的难民的移民并非是“自愿”的，但是的确构成了１９６５年之后非洲向美国移民的主体之一。



值观和技能塑造了美国极其独特的混合多元文化；同时他们对压迫的反抗以及对自由的不屈不挠
追求，也推动了美国民主自由制度的发展。但是，２０世纪前半叶，仍是黑人种族歧视与反种族歧视
在各个领域激烈交锋的时期。一方面，小说家、剧作者和电影制作人的作品（例如玛格丽特·米歇
尔的小说《飘》）中仍将奴隶制度当做是一种使非裔美国人受益颇多的“慈善制度”，一些历史学家
如菲利普斯（Ｕ． Ｂ．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也试图证明黑人的低劣性以及奴隶主的善行，从而为种族隔离提供历史
佐证，①社会生活领域也依旧充斥着针对黑人的暴行以及“种族隔离”。另一方面，泛非主义和泛非
运动、②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民权运动等在黑人领袖杜波依斯、马丁路德·金等人领导下，③不断
从意识形态上塑造美国黑人的文化认同感，以及唤醒大众对种族主义的反抗。

在此社会背景下，博厄斯（Ｆｒａｎｚ Ｂｏａｓ）、赫斯科维茨（Ｍｅｌｖｉｌｌｅ Ｊ． Ｈｅｒｓｋｏｖｉｔｓ）和西敏司（Ｓｙｄｎｅｙ
Ｍｉｎｔｚ）等美国人类学家也开始关注和研究美国黑人作为一个文化群体存在的历史性、现实性和合
理性以及其文化特征。特别是后面两位学者试图通过一种历史民族志叙事，展现非裔奴隶移民及
其后裔身上所承载的过去与传统文化在美国社会中的连续性以及其文化的整体完整性，④这种叙
事以不同的方式对认同与传统进行阐释，并进而构建一种所谓的“想象共同体”即美国非裔黑人文
化。他们对美国非裔群体的认同与传统的研究同时具有重大的文化政治学话语意义。

博厄斯被认为是宣扬白人和黑人种族平等的第一人，⑤他在《种族与文化》、《人类学与现代生
活》等著作中主张从社会文化意义上理解种族，批判了种族主义歧视和不平等。⑥ 另外，作为美国
现代人类学的开山鼻祖，他提出“文化相对论”思想，创立了人类学史上的“历史特殊论”学派，明确
指出文化无大小优劣之分；历史上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外一个地方、一个群体传播到另外一个群体
的文化特质会构成一种内在的统一体或者精神气质（ｅｔｈｏｓ），并最终会形成具有显著差异的、有根
有据的各种文化；所有文化都与其所来源的过往历史存在明显联系。⑦

那么，对于美国非裔文化的分析与理解便应该从心理和历史角度去考察文化“元素”向某种
“整体”的整合。博厄斯指出美国非裔黑人文化与其祖源地非洲之间的联系虽然并非是直接的和
连续性的，但是美国非裔黑人的祖源地非洲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获取灵感与信心的源泉。⑧ 他的思
想曾对年轻时期的杜波依斯产生过直接影响。１９０６年杜波依斯在美国亚特兰大大学历史系任教
时曾邀请博厄斯做了题为《对于美国黑人的展望》⑨的讲座，他后来回忆道：“博厄斯到了我任历史
教师的亚特兰大大学，面对一个毕业班学生说：你们不需要为你们的非裔历史而羞赧；然后，他详细
讲述了一千多年来撒哈拉以南黑人王国的历史。当时，我惊讶地难以言表。所有这些是我从来没
听到过的，我而后开始意识到沉默与忽视如何能够使得真理彻底销声匿迹，或者使得其无意识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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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明：《近代非洲思想经纬———１８、１９世纪非洲知识分子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０７—３３７页。
王恩铭：《美国黑人领袖及其政治思想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９３—１４０页、第１９４—２４１页。
Ｄ． Ｓｃｏｔｔ，Ｔｈａｔ ｅｖｅｎｔ，ｔｈｉｓ ｍｅｍｏｒｙ：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１，１（３），ｐｐ． ２６１ － ２８４．
参见ｈｔｔｐｓ：／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Ｆｒａｎｚ＿Ｂｏａ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美〕博厄斯著，刘莎等译：《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４９页。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６９—７７页。
当时美国主流社会话语依然是强大的“同化论”，博厄斯本人受此影响也深信美国所具有的惊人的融合力量。博厄斯对于黑人

文化独立存在的判断某种程度上也从政治层面被扭曲利用，为信奉黑人差异巨大而无法被同化的“种族隔离主义”思想提供了精神食
粮。参见：Ｄ． Ｓｃｏｔｔ，Ｔｈａｔ ｅｖｅｎｔ，ｔｈｉｓ ｍｅｍｏｒｙ：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１，１（３），ｐｐ． ２７２ － ２７３．

Ｆｒａｎｚ Ｂｏａｓ，“Ｔｈｅ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ｅｇｒｏ”，Ｉ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Ｗ．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Ｊｒ （ｅｄ．），Ｔｈｅ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１８８３ －
１９１１：Ａ Ｆｒａｎｚ Ｂｏａｓ Ｒｅａｄ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１９７４，ｐｐ． ３１０ － ３１６．



扭曲”。① 可以说，博厄斯与当时的美国黑人社会活动家的一样，开始将“非洲性”（Ａｆｒｉｃａｎｎｅｓｓ）放
到了美国黑人声张其文化认同与社区共同体的前台显著位置，促使美国非裔离散群体自身反思和
声张他们与其祖源地非洲之间的文化联系。②

与博厄斯不同，赫斯科维茨在美国黑人问题上的思想立场曾发生明显变化。上世纪２０年代，
他依旧与美国主流社会的白人自由主义者一样，秉持同化论或美国化的观点，认为美国黑人并不具
有文化上的显著性，而是与美国社会的其他人一模一样。正如他在其早期著作《黑人的美国主义》
与《涵化与美国黑人》中所言，黑人与其他美国人之间是“相同的模式，只有些微不同的差别”；③非
裔美国人虽然是具有最明显的不同种族特征，但是他们过的是“与美国白人一样的生活”。④ 赫斯
科维茨的思想立场在上世纪３０年代之后发生了彻底变化。他在其著作《海地山谷中的生活》（Ｌｉｆｅ
ｉｎ ａ Ｈａｉｔｉａｎ Ｖａｌｌｅｙ，１９３７）和《黑人过去历史的迷思》（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ｇｒｏ Ｐａｓｔ，１９４１）中，开始将
“非洲”作为研究非裔美国人群体的最重要参照。后来，他在《美国非裔研究的问题、方法和理论》
一文中，⑤ 更明确指出研究美洲非裔黑人有助于更加充分理解非洲文化本身，而研究非洲人的生
活方式则对于理解美洲新大陆存中的非洲文化遗存是绝对必要的。总的来说，他认为美国黑人在
文化上是具有显著差异的，而且这种差异性很明显地源于一种真正的非洲传统。⑥ 换言之，对于美
国的非洲离散族裔研究，离不开该群体的祖源地非洲大陆。

历史人类学家西敏司在美国非裔文化上的看法与赫斯科维茨的后期研究一脉相承，他在其专
著《美国非裔文化的诞生：人类学视角》（１９７６）中更明确地指出非洲黑人离散族裔在美国历史进程
中没有完全被白人盎格鲁文化同化，而是将其非洲祖源文化与美国本土文化混合，诞生出了独具特
色的美国非裔文化。⑦ 他认为，对于美国早期的非洲离散族裔即黑人“旧移民”而言，由于迁移方式
的不同，其族群文化独特性的构建过程与早期欧洲裔移民相比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而言，早期的欧
洲大陆移民群体既表现出具体的民族国家文化传统特征，而且也表现出极其鲜明的地方性特征，而
非洲奴隶移民群体虽然自非洲大陆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族群和语言群体、不同社会，但是由于他们
从历史上就相互联系和密切接触，从而共享着许多对于文化的共同理解和假设。

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以及上世纪６０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西敏司为代
表的美国人类学界在７０年代几乎已经形成共识，认为美国非裔黑人在特殊历史遭遇过程中虽然已
经一定程度上被“美国化”，但是在文化上并未被白人主流文化所完全同化，而是诞生了一种共享
意义上的美国非裔黑人文化。综合来看，这一新文化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第一，美国黑人在最深层次以及基本的人际关系和表达行为层面成功地保留了其非洲“性
格”。早期黑人奴隶是一个具有族群异质性的个体集合体，这些非裔群体共享的深层文化规则、假
设和理解可能非常有限但却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是催化剂，来自不同社会的个体们以此来塑造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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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系，成为这种新文化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特定框架；这些普遍化的规则使得美国的早期非裔群
体从事实上变成了一个“社区”，并且开始共享一种由他们自身自我创造的文化。①

第二，非裔黑人文化最核心的特征是动态性，具体而言，由于有意为之或历史记忆的断层或移
居地客观社会环境的变化，移民群体将其原有文化进行移植和维系时，并非是完全复制，而往往会
历经扬弃的过程，但是其原有文化中某些元素的丢失，并非意味着文化认同的丢失，而是一个文化
与认同的动态创新过程，即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新身份认同的产生。具体而言，早期非裔群体内部的
族群异质性随着外力的影响以及其内部相互之间的适应而越来越弱化，集体性的“非裔”认同变得
更加重要，这种集体性认同在上世纪６０年代随着黑人民权运动的胜利而在政治领域得到进一步的
凸显，时至今日，由于传统上“黑人”与“白人”的对立之外，美国黑人群体又面临来自拉丁裔等其他
少数族裔群体的竞争，②从而使得他们之间的政治和文化认同也继续被强化。③

第三，美国非裔黑人文化的基础是建立在１９世纪末之前的奴隶移民或所谓“旧非裔移民”的
历史遭遇基础之上的，正如西敏司所言这些移民并非像赫斯科维茨所说的那样本身就具有同质性
的共享文化，而是一开始就是具有不同文化的族群，他们所显著共享的是“被奴役的经历”，④在这
种经历过程中这些早期非裔移民联系逐渐紧密，进而创造出了共享的、多样化的新文化集合体，例
如就宗教而言，“非裔民众将美国白人的基督教形塑成了不同的形式，有些是以犹太教和伊斯兰教
的形式出现，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以及服务于他们世代相传的单一社会制度；广义而言，非裔美
国人宗教是一种重新改写的基督教，具有其自身的特征、风格和观点，其也融入了许多非洲宗教
元素”。⑤

三、结构制约与能动构建：当今美国黑人文化认同的内部差异
美国黑人经过几个世纪的抗争以及美国学界一个多世纪的研究，证明了美国早期黑人奴隶移

民及其后裔最终构建起了一个新族群即“美国黑人或非裔美国人”，证明了其文化即“美国黑人文
化”的历史演变与合理存在。然而，如前所述，从上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特别是８０年代之后由于大量
非洲黑人新移民的涌入，使得美国黑人群体的构成发生很大变化、黑人内部的族群文化身份认同的
差异逐渐显现、黑人文化的凝聚力逐渐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近些年，美国学界将美国黑人放到
“新移民－旧移民”的二元框架之内去讨论，便是对黑人文化与认同遭遇到这种当代新变化的力
证。我们这里借助于人类学史上“能动性”（ａｇｅｎｃｙ）与“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之间关系的研究范式，试
图更加清晰地阐释与展现美国黑人内部文化认同的嬗变过程与显著差异特征。

从涂尔干提出“社会事实”以降，结构范式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无论是拉德克里夫布朗，还是列
维施特劳斯和马文哈里斯都将一种形而上的（无论是文化上还是社会上的）“结构”凌驾于个体之
上，个体的能动性几乎被完全忽视。当然，英国人类学家埃蒙德利奇也曾认识到社会结构之中个体
所具有的能动性，认为人是由经济、政治利益盘算的主观行为抉择者；社会与文化是不断变化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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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中个人行动起到很大作用。① 弗雷德里克·巴特则进一步认为行动强调的是主观意义和
动机；不是结构和制度形塑人们的行为，而是人们通过行动决策即确定怎样支配和使用时间及资源
的决策，来生成、维系和改变社会结构和制度。② 当代著名法国人类学和社会学布迪厄的实践理论
则旨在整合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消解结构和能动性之间的矛盾。为达到这一旨意，布迪厄主要借
助于场域、资本和惯习三个重要概念，通过论述三者之间的关系，最终落脚于它们和实践的关系，而
正是在实践层次上布迪厄对弥合结构和能动性的对立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场域是一种客观的关系
系统，是一些社会生活领域中客观性的位置之间形成的网络。场域是具有伸缩性的，每个场域由个
体组成，并且无数场域会构筑更宏大的场域综合性结构。个体或群体在场域中的位置由其所拥有
的资本所决定，资本也决定了一个社会系统的客观阶级结构，它涵盖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
本和符号资本，其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是权力场域斗争的核心，而符号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其他领
域被人们用来进行斗争。场域中的行动者是有知觉、有意识和有精神属性的人，因而每个场域都有
属于自己的惯习。惯习既是主观的，表现为一套以某些特定方式行事的既定性情倾向系统，也是结
构性的，人们应对社会世界的精神或认知结构。惯习和场域之间既是制约又是认知建构的关系。
一方面，场域塑造着惯习，惯习是某个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心上的体现；另一方面，惯习不
仅仅被解构形塑，而且还不断产生新的结构。③ 这样一来，惯习成为了与客观结构的场域相对应的
主观结构。惯习和场域之间的这种互动便成就了实践。正是在这种主客观互动而产生的实践中，
布迪厄看到了结构和能动性之间的融合。如前所言，客观结构（场域）不完全决定主观结构（惯
习），而且一个人的主观结构也不是完全不变的，它不可能规定一切。换言之，结构的约束不完全
决定人的思想、选择和行动，而只是建议、引导和限制其表征和行动，这便为行动者留下发挥能动性
的自由空间。据此，实践中的行动者在具体的情景中感受、判断、选择的时候，能够依靠实践逻辑，
具有创造性和能动性地采取策略和行动。④

基于此理论框架，我们发现美国黑人文化认同的嬗变过程便不仅是黑人个体与群体能动性的
表现，也是美国社会结构使然。早期的“旧移民”及其后裔的受剥削、压迫、隔离和歧视的特殊历史
遭遇与记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决定了维系其文化连续性以及进行文化重构的难度。但是，美国社
会历史中的奴隶制度、种族主义歧视、种族隔离制度、白人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早期黑人的前现代国
家特征等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从一开始便促使早期非裔奴隶移民及其后裔发展出一种独立且具
有明显非洲祖源基因的文化。

这一文化及其认同的共性潜存于他们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实践之中，形成非裔黑人群体共享的
惯习。自上世纪初开始这些惯习在政治权力场域和社会文化场域中不断被激活和实践，黑人文化、
符号、社会等多种资本的凸显，逐渐强化了美国黑人的集体性文化认同意识，促使美国在种族问题
上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并且促使美国黑人文化从隐性走向显性，最终凸显为美国社会的结构性存
在。这种黑人文化结构的显著特征包括曾遭受奴役的共享的历史遭遇以及在主流白人文化博弈过
程中所形成的语言、宗教、习俗等等文化实践。

上世纪６０年代之后大批非洲黑人新移民涌入美国，这是美国移民政策的改变、经济吸引力等
“拉力”与非洲大陆新兴国家内部的“推力”等等当代全球性社会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面
对这一结构性变化，美国本土黑人将新黑人移民视为“外来者”；同时后者也将前者及其文化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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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这种互为他者性便是当代美国黑人文化认同内部分化的鲜明表达。
如前所述，美国本土黑人文化虽然根源于历史上的非洲大陆黑人文化，但是由于早期奴隶移民

的来源地本身处于前现代时期，奴隶移民及其后裔所拥有的只是对于其祖籍小地方的离散记忆，他
们的文化意识之中缺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换言之，对于美国旧黑人移民及其后代而言，
毋宁说其文化认同根基于非洲文化本身，倒不如说是根植于他们在美国遭受的历史苦难与奋斗记
忆以及种族肤色。而这也是他们在当代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权力场域中生存与争取权益的资本。
例如，当生活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埃塞俄比亚裔移民社区领袖试图申请将索肖区的一条街名为
“小埃塞俄比亚”以彰显其族群文化时，当地本土黑人老居民反应激烈，“他们不是通过艰苦斗争而
获得权利。（１９６５年）大暴乱时他们在哪儿？这些家伙只是最近才来的。他们凭什么就有这权利？
难道就是因为他们在这里开了店吗？”①

与美国本土黑人不同，黑人新移民具有不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意识。一方面尽管一部分黑人
新移民是由于战争、饥荒等等灾难而造成的难民，但是他们进入美国伊始就完全是自由身份，很大
程度上拥有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平等权。② 另一方面，黑人新移民来自现代意义上的非洲新兴国
家，具有明显的祖源国文化意识，特别是在上世纪８０年代至今信息交通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化网
络的日益增强、跨国流动的便宜，使得他们更易于与祖源国的社会关系网络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不
断地将祖源国文化输入到美国社会之中。在此过程中，非洲大陆独立国家的文化异质性有机会得
以释放，从而当今美国城市中涌现许多新的黑人移民“文化兼族群社区”（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ｕｍ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例如埃塞裔移民社区（“小埃塞”）、加纳裔移民社区、索马里裔移民社区等等。

在这样的新文化社区之中，普遍存在两种文化认同：一种是“具有一致性标签的公共（ｐｕｂｌｉｃ）
认同”，即美国黑人文化意识；一种是“与其原有族群或来源国相联系的私下（ｐｒｉｖａｔｅ）认同”。③ 实
际上，美国当今社会中所谓“尼日利亚裔”、“肯尼亚裔”、“埃塞俄比亚裔”等的群体分类本身便涉
及双重认同意识问题。一般而言，黑人新移民群体比较善于利用自身的各种资本，在不同场域中能
动地操弄自身的文化与身份认同，出于某种需要会游走在这两种认同之间。出于某种权力和利益
的考量，黑人新移民会视自身与美国全体黑人为同一利益共同体，从某种程度上会接受美国社会已
有的黑人文化。但是，这种接受是带有很大的协商性、权宜性、工具性和场景性的。特别是，在其族
群内部或者与其他少数族裔如华裔等交往时，这些黑人新移民也常会否认外界给予他们的种族标
签或者“非裔美国人”身份标签。因为他们认为“非裔美国人”专指美国本土黑人，有着与他们不一
样的历史遭遇与文化记忆，他们试图以自身祖源国的文化身份认同来规避这一称谓背后所暗含的
种族歧视和压迫的历史。

美国黑人内部的结构性变化一方面为原有黑人文化的发展输入了新鲜血液，使得当代美国黑
人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另一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代黑人文化认同分化甚或困境。
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变化是美国社会结构以及美国本土黑人与新黑人移民之间的博弈互动的结
果，体现了美国本土黑人与黑人新移民的能动性与文化自觉。美国黑人内部日渐突出的双重或多
重种族与族群文化身份意识，已经成为了当今美国黑人文化认同的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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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很大程度”也只是基于横向的历史对比，而从共时性的社会结构来看，一定程度上的逐渐同化也是众多移民难以回
避的历史命运。

Ｔ． Ｆａｌｏｌａ，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ｌａｖｅｒｙ，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Ｒｏｃｈｅｓｔｅｒ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ｐｐ． １１ － ２２．



四、结 语
总体而言，当今美国学界针对黑人群体的“新旧”二元研究路径更有利于展现美国黑人文化与

认同的异质性特征。与旧有的美国本土黑人相比，上世纪６０年代之后的非裔黑人新移民及其后裔
在文化意识和身份认同方面更加具有分散性和差异性，明显带有其祖源国的民族与地方性特征。
尽管上世纪８０年代至今更多的西方学界已经开始认识到当今美国黑人群体构成的变化及其文化
认同变迁，但是该群体内部的族群分化与文化意识差异，并没有完全反映在美国国家层面的政策领
域，当前美国官方对社会群体的分类依旧是将黑人或“非裔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①这在一
定程度上掩盖了美国社会中的种族和族群矛盾。因此，当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界针对美国黑
人或非洲移民研究便不仅需要传统意义上整体文化的宏观研究，更需要按来源国别的历史文化和
人群特点进行微观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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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官方基于族群将美国人细分为“西班牙裔或拉丁裔”（Ｈｉｓｐａｎｉｃ ｏｒ Ｌａｔｉｎｏ）和“非西班牙裔或拉丁裔”（Ｎｏｔ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 ｏｒ
Ｌａｔｉｎｏ）；基于种族将人群分为“美国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土著”、“亚洲裔”、“夏威夷土著或其他太平洋岛民”、“白人”和“黑人或非裔美
国人”。另外，这些分类相比，对于后者的解释明显更加泛化，即“任何具有非洲黑肤色种族群体血统的人”，这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黑人内
部的群体差异。参见美国政府网站：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ｏｍｂ ／ ｆｅｄｒｅｇ＿ｎｏｔｉｃｅ＿１５，以及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ｌｉｂｑｕａｌ．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ｄｍｉｎ ／
ｓａｌ１３＿ｓｔａｎｄ． ｐｄｆ，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６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