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战前“美国人类学派”对黑人种族形象的塑造
———美国早期种族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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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１９ 世纪 ３０—５０ 年代，一批被后世学者称为“美国人类学派”的知识精

英，基于颅相学和解剖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将“科学”话语引入美国国族构建的讨

论中。 该学派通过对不同的种族分别进行“科学”研究，构建了一套以白人种族优越论为

中心的理论体系。 其塑造的黑人种族形象既“低劣”，也适应了奴隶制度中白人文明的

“恩泽”。 这种建构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南方奴隶主的拥奴思想，并被用来作为证明奴隶制

合理性的依据，另一方面激发了美国白人内部的种族认同，增强了内战前国族构建中的

“种族性”特征，塑造了一条“科学”意义上种族优劣的边界，为后来“科学种族主义”的发

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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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建国之后，其白人政治精英就一直围绕“谁是美国人”的命题，探寻美国的国族构建及其

边界。 从 １７９０ 年联邦《归化法》到 １８５７ 年德雷德·斯科特案判决中的种族等级制原则，构成了这

一时期美国国族构建的核心内容与特征。 更重要的是，从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到 ５０ 年代末，一批知识

精英以 １８ 世纪后期兴起的“科学种族主义”①为依据，利用 １９ 世纪上半期的人体测量技术等“科
学”手段，对人种差异进行研究，其“科学”解释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其理论也被彼时大多

数白人知识精英所接受，遂被后世学者称为“美国人类学派”（以下简称“人类学派”）。②由于该学

派的研究一方面满足了当时国族构建和维护奴隶制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为“科学种族主义”的理论

发展提供了新的“科学范式”③，因而被视为美国“科学种族主义”发展的分水岭。 随着 １８５９ 年查尔

斯·达尔文《物种起源》的面世，“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也甚嚣尘上，而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盛极

一时的“优生学”和“ＩＱ 测试”则从不同的“科学”维度，将美国人类学派创立的理论范式推向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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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①尽管二战后美国学界对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的“种族主义”予以无情地批判，美国的“科学

种族主义”随之偃旗息鼓，但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却时起时伏，时至今日美国社会中仍存在一批

“科学种族主义”的笃信者，该思想在旷日持久的论辩中深深地嵌入美国“种族等级秩序”的意识形

态中。②

有鉴于该学派及内战前的国族构建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价值，美国学界一直对其高度关注。
从现有成果看，学者们因观察角度不同，观点纷呈。 科学史家强调其对生物学、人类学、医学等学科

的贡献。③社会文化史家往往将其与“奴隶制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批判其“科学”外衣下的种族主义

思想。④一些人类学的学者认为该学派是美国人类学史上一个独特的流派，但对其宣扬“白人至上”
的种族主义观展开批评。⑤相比之下，国内学界有深度的体系性研究迄今未见。 由于内战前美国的

国族构建涉及种族、宗教、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本文将以人类学派的研究为切入点，考察其对内战前

美国国族构建和奴隶制的理论支持，探索其对美国种族主义的影响，从而为深入认识现代美国的种

族关系提供基础性参考。

一、早期美国国族构建中的“种族”维度

在现代生物学研究中，“种族”一词仅仅是一个区分人种类别的科学概念，并无种族优劣的含

义。⑥然而在 １５—１８ 世纪，随着欧洲白人在非洲和美洲殖民活动的推进，他们接触到肤色有显著差

异的黑人与印第安人。 由于两者的落后状态与欧洲文明判若云泥，有色种族“野蛮”与“落后”的形

象在白人殖民者心目中油然而生。 它作为白人对“种族”意识的主观表达，含有“种族优劣差异”之
意。⑦尤其是“黑色”在基督教文明中有邪恶之义，白人殖民者遂将皮肤黝黑且不信仰基督教的非洲

人视为“有兽性”的异教徒。⑧随着后来大西洋贸易的勃兴，大约 １２００ 万非洲黑人被贩卖到西半球

充当奴隶。⑨在美洲的黑奴制发展中，白人开始“从最具普遍权威的经典《圣经》中寻找种族主义‘合
理’的依据，将奴隶制固化为一种社会与文化传统”�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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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期，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物种分类学的兴起，为启蒙思想家们的种族认知提供了新的理

论工具。 １８ 世纪，瑞典博物学家、启蒙思想家林奈（Ｃａｒｏｌｕ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按照不同地域和外观差异，将
人类命名为“智人”并分为四个不同的亚种，以黑皮肤卷发为特征的非洲人种被其视为野蛮无序的

种族。①不久后，欧洲知识界普遍接受了林奈的理论并将其纳入大学教育之中。② １８ 世纪末，德国解

剖学家布鲁门巴赫（Ｊｏｈａｎ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Ｂｌｕｍｅｎｂａｃｈ）根据颅骨的收集与整理，将人类划分为五种，其中

非洲人最“落后”。③法国启蒙思想家、博物学家布丰（Ｃｏｍｔｅ ｄｅ Ｂｕｆｆｏｎ）不仅首次频繁使用了“种族”
概念，而且还将欧洲白人预设为“标准人种”，认为肤色差异源于环境因素。④上述研究多数以地理

决定论和《圣经》中上帝造人的思想为依据，强调“人种同源”说，认为在自然状态下的种族是平等

的，种族差异源于地理环境和文化差异。 但与此同时，他们又违背了生物学原理，认为种族间的生

物差异实为其优劣等级的表现。⑤他们站在欧洲文明的高度，把世界不同地区的文明与种族相联

系，强调美洲和非洲的落后状态，进而塑造了白人优越、黑人低劣的“种族”形象。⑥

不过，大量欧洲移民的涌入、印第安原住民的存在，以及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繁荣，使北美大陆成

为不同种族交融的前沿，与种族相关的理论也在星移斗转中并行传播。 例如，在 １７ 世纪约翰·温

斯洛普的“山巅之城”的清教使命观的影响下，北美殖民地成了欧洲的“避难所”，英国人、苏格兰

人、爱尔兰人、法国人、荷兰人、德意志人和瑞典人纷至沓来。 在美国革命时期，各族白人精英按照

启蒙思想家的“自由”和“平等”思想，开始国体和国族的构建。 因此，厘清“本我”和“他者”的异

同，成为回答“谁是美国人”的一项重要命题。 当时，法国移民克雷夫科尔的回答是，白人中“所有

个体将被熔为一个新的种族———美国人”⑦。 这种取向与白人在当时美国人口的主流地位是一致

的。 据统计，１７９０ 年，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 ８０． ７％ ，在北部各州占比高达 ９６％ 。⑧由此可见，作为主

体种族的“白人性”（Ｗｈｉｔｅｎｅｓｓ）是美国早期国族构建中的一大特征。
但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建国精英们试图从盎格鲁 －撒克逊自由神话中寻找答案。 托马斯·

潘恩在《常识》中把北美的独立事业置于无与伦比的高度，因为“太阳从未照耀过比此更崇高的事

业”⑨。 约翰·亚当斯也声称，美国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是“注定的”�I0。 托马斯·杰斐逊则进

一步强调，新建的美国继承了盎格鲁 －撒克逊民族的自由传统，是一个“自由”的、有着一致的价值

观和文化“同质性”的国家。�I1言外之意，盎格鲁 －撒克逊民族是先进文化和种族的代表。 美国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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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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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欧洲白种人、美洲红种人、亚洲黄种人和非洲黑人，参见 Ｃａｒｏｌｕ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 Ｗｉｌｌａｍ Ｔｕｒｔ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ａｃｋｉｎｇｔｏｎ， 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Ｃｏ， １８０２， ｐｐ． １⁃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ｉｔｅｍ ／ ８３２０９＃ｐａｇｅ ／ ７ ／ ｍｏｄｅ ／ １ｕｐ

Ｊｏｈｎ Ｐ．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Ｊｒ． ａｎｄ Ｎａｄｉｎｅ Ｍ． Ｗｅｉｄｍａｎ （ｅｄｓ． ）， Ｒａｃｅ， Ｒａ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 １６．
即高加索人、蒙古人、马来亚人、埃塞俄比亚人和美洲人，参见“ Ｆｉｖ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Ｏｎ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Ｂｅｎｄｙｓｃｈｅ， （ｅｄ． ），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ｓ ｏｆ Ｊｏｈａｎ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Ｂｌｕｍｅｎｂａｃｈ，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ｏｎｇｍａｎ Ｇｒｅｅｎ， １８６５， ｐ． １４８，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ｔａｌｏｇ．
ｈａｔｈｉｔｒｕｓｔ． ｏｒｇ ／ Ｒｅｃｏｒｄ ／ ００１２７４２７０

Ｃｏｍｔｅ ｄｅ Ｂｕｆｆ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ｖｏｌ． ３， ｔｒａｎ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ｍｅｌｌｉ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Ａ． Ｓｔｒａｈａｎ ＆ Ｔ． Ｃａｄｅｌｌ， １７９１， ｐｐ． ５７， ４４４⁃
４４５； ｈｔｔｐｓ：／ ／ ｓｗｃｏ － ｉｒ． ｔｄｌ．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６０５ ／ ８３ ／ Ｖｏｌ％２０３％２０Ｃｈ％２０４％２０Ｈｕｍａｎ％２０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ｄ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９＆ｉｓＡｌｌｏｗｅｄ ＝ ｙ

“Ｔｈｅ Ｒａｃ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ＮＥＳＣＯ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ｐｐ． ５⁃６．
Ｇｅｏｒｇｅ Ｍ． Ｆｒｅｄｒｉｃｋｓｏ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Ｉｍ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Ｍｉｎｄ， ｐｐ． ｘｖｉｉ⁃ｘｖｉｉｉ．
Ｊ． Ｈｅｃｔｏｒ Ｓｔ． Ｊｏｈｎ ｄｅ Ｃｒèｖｅｃｅｕｒ，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ａｒｍ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ｏｘ， Ｆｕｆｆｉｅｌｄ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０４， ｐ． ５１， ｈｔｔｐｓ： ／ ／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ｏｒｇ ／ ｄｅｔａｉｌｓ ／ ｌｅｔｔｅｒｓｆｒｏｍａｎａｍ０１ｃｒｇｏｏｇ
Ｕ． Ｓ．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ｓｕ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７８９⁃１９４５： Ａ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 １９４９， ｐ． ２７．
Ｔｈｏｍａｓ Ｐａｉｎ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ｎｓ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ｅｔｅｒ Ｅｃｋｌ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１９１８， ｐ． １９．
“Ｆｒｏｍ Ｊｏｈｎ Ａｄａｍｓ ｔｏ Ｊｏｈｎ Ｊａｙ”， Ｍａｙ． ８， １７８５， ｉ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Ａｄａｍｓ （ｅｄ． ），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Ｊｏｈｎ Ａｄａｍｓ， Ｖｏｌ． ＶＩＩＩ， Ｂｏｓｔｏｎ： Ｌｉｔｔｌｅ

Ｂｒｏｗ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８５３， ｐ． ２４６．
Ｐｅｔｅｒ Ｓ． Ｏｎｕｆ，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ｓ Ｅｍｐｉ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ｈｏｏｄ，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ｓｖｉｌ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ｐ． ７８．



通民众也对新生的共和国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相信盎格鲁 － 撒克逊人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有独特

的贡献。 至此，在早期国族构建中，种族概念上的“本我”轮廓已清晰可见。
与此同时，建国精英在国体构建的过程中，以其先辈的种族认知为基础，将有色种族作为劣等

的“他者”排斥在美国公民社会之外，在制度上固化了有色人种的低劣形象，并在国族构建中确立

了“谁是美国人”的种族维度。 这一过程恰似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所言，塑造“群体边

界”需要对“自身成员资格”和“排外方式”进行确定。①其方法就是将“谁有资格成为美国人”的理

念镶嵌在各州和联邦宪法之中。 １７７６ 年，弗吉尼亚州通过了其第一部州宪法，规定了只有“自由

人”才能获得选举权。② １７７７ 年，佐治亚宪法提出：“２１ 岁以上的白人男性才能获得选举权。”１７７８
年，南卡罗来纳宪法中规定，选民必须是“自由的白人”。③在随后的 １７８７ 年宪法中，南北双方在妥

协后的“五分之三条款”中明确指出，在选举和缴税过程中，黑人奴隶按五分之三的数量计算，不纳

税的印第安人除外。④ １７９０ 年联邦《归化法》中规定，只有“自由白人”才能成为美国公民。⑤这些制

度性的安排在法理上塑造了有色种族的“非美国公民”形象。
另一方面，“自由”的建国理念与黑人奴隶制相悖的困境反映了建国初期根深蒂固的矛盾和潜

在危机。 由于黑人奴隶制的长期存在，白人的统治地位导致黑人“落后”的种族形象深入人心。 以

托马斯·杰斐逊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始终对黑人抱有深刻的偏见。 他在《弗吉尼亚日记》中写道：
“黑人在想象力方面是迟钝的、无趣的、反常的，在身体和智力方面都不如白人。”⑥杰斐逊笃信，黑
人不属于美国，白黑种族间只能“相互怨恨”，彼此冲突不断，因而他希望将黑人定格在美国社会之

外。⑦ １７８８ 年，声名显赫的《哥伦比亚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人类等级的文章，直接将黑人描述为

“缺乏天赋和道德感，不能在文明或科学上取得进步”⑧。 次年，另一著名杂志《马萨诸塞州杂志》也
刊登了一篇文章，从南非黑人生活状况出发，指出黑人是“肮脏的、满身污秽的”，白人与黑人在各

个方面都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而得出“非洲黑人没有进步的能力”的结论。⑨这一系列出版物的发行

毫无疑问揭示了建国初期”科学种族主义”思想影响力日益上升的趋势。�I0通过塑造黑人种族的“低
劣”形象，白人试图将黑人永久置于奴隶制的枷锁之中。 这种社会定位与盎格鲁 － 撒克逊人对“本
我”的政治与文化认同，一起构成了建国后至 １９ 世纪上半期美国国族构建的标准，而“种族”则成

为其中的重要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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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弗雷德里克·巴特主编，李丽琴译：《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 年，第 ９ 页。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７７６” ｉｎ Ａｒｍｉｓｔｅａｄ Ｒ． Ｌｏｎｇ （ｅｄ． ），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Ｌｙｎｃｈｂｕｒｇ： Ｊ． Ｂ． Ｂｅｌ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０１， ｐｐ． １０９⁃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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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Ｌａｗ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Ｎｏｗ ｏｒ Ｈｅｒｅｔｏｆｏｒｅ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ｖｏｌ． 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 １９０９， ｐｐ． ７７７⁃７８０；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１７７８”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Ｎｅｗｔｏｎ Ｔｈｏｒｐｅ （ｅｄ． ），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６， ｐｐ． ３２４８⁃３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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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 Ａｃｔ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ｎ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Ｒｕｌ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 Ｍ． Ｄｅｗｅｙ，

１８５５， ｐ． 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ｂｅｌ． ｈａｔｈｉｔｒｕｓｔ． ｏｒｇ ／ ｃｇｉ ／ ｐｔ？ ｉｄ ＝ ｎｙｐ． ３３４３３０１５０４５８５３＆ｖｉｅｗ ＝ １ｕｐ＆ｓｅｑ ＝ ２６＆ｓｋｉｎ ＝ ２０２１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ｅｎｇｕｉｎ⁃Ｐｕｔｎａｍ， １９９９， ｐｐ． １４５⁃１５０．
Ｐｅｔｅｒ Ｓ． Ｏｎｕｆ，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ｓ Ｅｍｐｉ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ｈｏｏｄ， ｐ． １４．
Ｅｄｗａｒｄ Ｌｏｎｇ，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ｕｔ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Ｃｕｒｉｏｕ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Ｎｅｇｒｏ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ｎ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ｏｒ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ｙ， ｖｏｌ． ２， １７８８， ｐ． １５．
Ｍ．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 Ａｕｔｈｏｒ）， “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Ｓｋｅｔ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ｐｅ ｏｆ Ｇｏｏｄ Ｈｏｐｅ”，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ｖｏｌ． １，

１７８９， ｐｐ． ３６６⁃３７０， ｈｔｔｐｓ： ／ ／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ｏｒｇ ／ ｄｅｔａｉｌｓ ／ ｓｉｍ＿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 ｏｒ － ｍｏｎｔｈｌｙ － ｍｕｓｅｕｍ＿１７８９ － ０６＿１＿６ ／ ｐａｇｅ ／ ３６６ ／ ｍｏｄｅ ／ １ｕｐ
Ｃａｒｒｏｌｌ Ｓｍｉｔｈ⁃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Ｔｈｉｓ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Ｅｍｐｉｒｅ： 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Ｃｈａｐｅｌ Ｈｉｌｌ：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 ４０２．



二、“美国人类学派”兴起的原因

人类学派诞生于 １９ 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的各种矛盾运动中，这其中不仅包括白人“天定命

运”与西进运动对印第安人土地的兼并，而且也包括奴隶制的扩张及其与北方废奴运动的冲突。
在美国精英阶层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背景下，自然科学的勃兴和学科专业化的发展为其引入了

“科学”的话语。
１８０３ 年，杰斐逊在购买路易斯安那的过程中，试图将印第安人驱赶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

地区。 他在给印第安纳准州总督威廉·亨利·哈里森（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ｅｎｒｙ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的一封信中

说：“如果印第安人反抗，那么和平的唯一方法就是占领他们的部落，并将其赶过密西西比河，
这样才能稳固我们的统治。”①在随后的西进运动中，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戕害成为一种常态。
１８３０ 年，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签署了《印第安人迁移法》 ，强行将印第安人驱至西部贫瘠的地

带。②其间，１０ 多万印第安人被迫西迁，数千人殒命于“血泪之路”之上。③在美国吞并佛罗里达

和俄勒冈地区的过程中，那里的印第安人也难逃被驱逐和屠杀的厄运。 白人的上述行为唤醒

了盎格鲁 － 撒克逊白人的“天定命运”思想。 这一思想反过来又为白人的西进扩张提供了正

义性的理论依据。 密苏里州参议员托马斯·本顿（ Ｔｈｏｍａｓ Ｈ． Ｂｅｎｔｏｎ）将种族因素融入“天定

命运”后认为，向西部扩张是白人的使命。 “白人是热爱土地的民族，他们有权利占有土地，因
为他们按照造物主的意愿使用土地。”④在一篇名为《种族的命运》演讲中，本顿宣称：“只有盎

格鲁 － 撒克逊白人接受了上帝的命令……只有白人种族能征服土地和新世界。”⑤种族化的

“天定命运”观的盛行，激发了盎格鲁 － 撒克逊白人种族的优越性、扩张行为的正义感和对“本
我”的种族认同感。 作为“他者”的有色种族被认为无法融入美国社会，因为那样的社会是

“没有未来的” 。⑥

不过，白人对种族差异的认知，并不妨碍他们在盎格鲁 － 撒克逊民族意识兴起中，从道德上视

奴隶制为一种邪恶从而进行谴责和鞭挞，其方式便是轰轰烈烈的废奴运动。 美国的奴隶制诞生于

１７ 世纪。 关于其促成因素，国内外学界尚无定论，多数成果将其归结于种植园经济发展的需要。⑦

以依拉·柏林为代表的美国史家认为，“种族”概念则是奴隶制形成关键因素。⑧从此，“种族”作为

一种“社会结构”存于北美殖民地中，它随着弗吉尼亚等殖民地一系列“奴隶法典”的通过，预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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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ｔｏ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ｅｎｒｙ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７， １８０３， ｈｔｔｐｓ： ／ ／ ｆｏｕｎｄｅｒｓ．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ｇｏｖ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 ０１ － ３９ － ０２ － ０５００

“Ａｎ Ａｃｔ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ｆｏｒ ａ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Ｌａｎｄ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ｓ Ｒｅｓｉｄｉｎｇ ｉｎ ａｎ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ｒ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Ｗ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ｐｉ” ， ｉｎ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ａｔ Ｌａｒｇｅ， ２１ ｓｔ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１ ｓｔ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ｐ． ４１１， ｈｔｔｐｓ： ／ ／ ｍｅｍｏｒｙ． ｌｏｃ． ｇｏｖ ／ ｃｇｉ － ｂｉｎ ／ ａｍｐａｇｅ？
ｃｏｌｌＩｄ ＝ ｌｌｓｌ＆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 ００４ ／ ｌｌｓｌ００４ ． ｄｂ＆ｒｅｃＮｕｍ ＝ ４５８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Ｔｈｏｒｎｔｏｎ， “ Ｃｈｅｒｏｋｅ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ｏｓｓ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ｌ ｏｆ Ｔｅａｒｓ： 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ａ Ｎｅｗ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 Ｅｔｈｎｏ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３１， ｎｏ． ４ （ Ａｕｔｕｍｎ， １９８４） ， ｐｐ． ２８９ ⁃３００ ．

Ｔｈｏｍａｓ Ｈ． Ｂｅｎｔｏｎ， Ｔｈｉｒ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Ｖｉｅｗ， ｏｒ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ｉｒ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ｆｒｏｍ １８２０ ｔｏ
１８５０，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 Ａｐｐｌｅｔｏｎ，１８５７， ｐ． ４７４， ｈｔｔｐｓ： ／ ／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ｏｒｇ ／ ｄｅｔａｉｌｓ ／ ｃｉｈｍ＿５０１８７ ／ ｐａｇｅ ／ ｎ４９５

“ Ｓｐｅｅｃｈ ｏｆ Ｍｒ． Ｂｅｎｔ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ｅｇｏ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Ｇｌｏｂ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 ２９ ｔｈ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１ 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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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将被牢牢禁锢在“奴隶制”之下。①由此产生的基于社会地位对“黑人”的认知，在白人内部

形成了“一致性”的认同。 在美国革命时期，白人政治精英围绕“自然权利观”主导了建国时期对奴

隶制的讨论。 可是，当北方各州陆续废除奴隶制的时候，南方奴隶主却将黑奴作为“个人财产”而
加以辩护。 特别是 １７９３ 年轧棉机发明后，给南方的棉花种植业和奴隶制带来了新的活力，“棉花帝

国”开始在南方形成，奴隶制一跃成为南方最廉价且生产力最高的经济生产方式。② １８０８ 年国际奴

隶贸易被废除之后，国内的奴隶贸易遂成为满足南方经济发展对奴隶劳动力需求的重要来源。 它

不仅给南方白人带来了巨额财富，而且也使奴隶成为南方最有价值的财产。 据美国历史学家史蒂

文·道尔研究，１８６０ 年，南方所有奴隶财产的总值已逾 ３０ 亿美元，大致是彼时全美制造业价值的

三倍。③由此不难理解南方白人坚定地支持奴隶制的原因。
与南方奴隶制兴盛相悖的是，在第二次宗教大觉醒的影响下，北方的废奴运动于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

代迅速兴起，并提出了“立即解放”的口号。 他们认为奴隶制是一种违背自然的原罪，是对上帝的

反叛，它摧毁了人类的道德责任。④ １８３３ 年，“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全国性废奴运动有

了一个统一的组织，其目标直指废除奴隶制度，并致力于阻止奴隶制向西部扩张。⑤由于废奴思想

深入人心，废奴运动在北部声势浩大，到 １８３８ 年已有 １３００ 多个大大小小的废奴组织和 ２５ 万名成

员。⑥废奴运动的发展引发了南方奴隶主的恐慌，特别是 １８３１ 年纳特·特纳起义后，奴隶主为对抗

废奴运动，在国会开展了长时间的亲奴隶制辩论，并推动国会众议院于 １８３６ 年通过了限制废奴言

论进入众议院的《钳口律》。⑦奴隶主领袖约翰·卡尔霍恩（Ｊｏｈｎ Ｃ． Ｃａｌｈｏｕｎ）把奴隶制比作对黑人的

“善举”，认为奴隶制推动了黑人种族的进步。 他在 １８３７ 年国会辩论中指出：“从过去到今天，黑人

种族从未达到过如此文明的状态。 他们曾经以落后、退化和野蛮的状态出现在我们视野中。 虽然

奴隶制一直受到谴责，但黑人种族在奴隶制的帮助下，发展到目前的相对文明状态，不仅在身体上，
而且在精神上和思想上也得到了改善。”⑧此时南方奴隶主试图寻找充分的证据，一方面捍卫自己

的“财产”，另一方面维护奴役黑人种族的正当性。 而人类学派的兴起无疑为奴隶主送来了久旱的

甘露。
当然，人类学派的兴起与 １９ 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学科专业化的发展密切相关。 如前

所述，１８ 世纪末至 １９ 世纪初，美国知识精英对“种族”的思考基本继承了启蒙思想家的“人种同源

论”思想，他们通过观察、记录和剖析，将自然科学推向了对人性本质的研究。 例如，１７８７ 年，新泽

西学院（现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塞缪尔·史密斯（Ｓａｍｕｅｌ Ｓｔａｎｈｏｐｅ Ｓｍｉｔｈ）认为，白人与有色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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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肤色差异是外部环境造成的。 虽然黑人种族相对白人处于“贫困”“落后”的境地，但“黑人正在

进步”却毋庸置疑。①与此同时，以杰斐逊为代表的早期政治知识精英也认可人种同源的思想。 这

种认识在彼时的美国思想界占据着主导地位。②

１９ 世纪上半叶，在“天定命运”思想的影响下，美国知识界产生了一种试图摆脱欧洲影响的离心

趋势。 一些科学家从唯物主义哲学出发，拒绝接受《圣经》对人种“同源”的解释，③结果催生了“人种

多源”（Ｐｏｌｙｇｅｎｅｓｉｓ）思想。 其先行者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查尔斯·考德威尔（Ｃｈａｒｌｅｓ Ｃａｌｄｗｅｌｌ），他是

一位著名的南方医生和解剖学家。 １８３０ 年，他在《关于人类起源统一性的思考》中提出，高加索人、蒙
古人、印第安人和非洲人是由上帝分别创造出来的物种。 “诺亚是公元前 ４１７９ 年从他的方舟中出来

的，然而，埃塞俄比亚黑人也存在了 ３４５０ 年。 如果这些人是‘诺亚的后裔’，他们只有不到七百年的时

间从高加索人变成黑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人种差异是固有的，落后的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是低

劣的，注定要灭绝。④鉴于“人种多源”说与之前的“人种同源”背道而驰，因而引发了美国社会各界的

长期争论。 然而，由于“人种多源”说是基于肤色及社会发展差异的观察与总结，其中关于种族间的优

劣定论也是基于主观推测和种族偏见，缺乏完整的科学理论支撑，故其“科学性”仍备受质疑。

三、美国人类学派对黑人种族的构建

不过，围绕“人种多源”的辩论直接推动了人类学派的产生。 其代表者之一便是塞缪尔·乔治·
莫顿（Ｓａｍｕｅｌ Ｇｅｏｒｇｅ Ｍｏｒｔｏｎ）。 他早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专业，深受考德威尔“人种多源”
思想的影响。 ３０ 年代初，莫顿开始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类头骨标本，在费城建立了蜚声海外的

颅骨博物馆并展开科学研究。 １８３９ 年，莫顿根据掌握的测量数据，出版了被认为是美国人类学派

开山之作的《美国人的头盖骨》。⑤在该书中，莫顿共测量了来自 ４０ 个国家和部落的 １４７ 个成年人

头骨，然后通过各项数据的比对，提出了其“科学”解说。 他在继承布鲁门巴赫关于美洲大陆存在

五个人种学说的基础上，将人种细分为 ２２ 个种族。 接着，他根据对各种族的生存状况、外部特征、
头骨形状进行观察，认为“高加索人种肤色呈白色，颅骨大且呈椭圆形，其前部饱满。 脸部与头部

的比例很小，呈椭圆形，具有匀称的特征，在各人种中拥有最高的智力与天赋。”论述到黑人种族

时，他刻板地将其归为“野蛮种族”，认为“埃塞俄比亚人种肤色呈黑色，眼睛大而突出，鼻子宽而平

坦，嘴唇较厚，嘴巴较宽，头部长窄，前额低，下巴突出，下巴小，在所有人种中，智力是最低的。”在
莫顿的研究中，颅骨数据的长短及颅脑容量的大小，与人的智力水平成正比，颅脑容量越大，智力水

平越高。 测量结果显示，白人种族的平均脑部容量为 ８７ 立方英寸，黑人为 ７８ 立方英寸，以此说明

白人的智力水平是最高的，黑人是“低智商”和“愚钝”的代表。⑥

该书的出版引发了美国知识界的广泛关注。 《北美评论》称赞其是“自布鲁门巴赫和普里查德

的著作问世以来，迄今为止人类自然史最有价值的补充”⑦。 《科学与艺术期刊》认为该书是“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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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自然史最广泛和最有价值的贡献”①。 《民主评论》指出，莫顿对人类学的研究创造了许多新知

识，对美国人类学发展做出十分有价值的贡献。②众多媒体的赞誉使莫顿的思想激发了美国知识界

对“种族”概念和人类学的极大兴趣，掀起了美国科学界研究人种科学的热潮。
需要指出的是，古埃及学家乔治·格利登（Ｇｅｏｒｇｅ Ｇｌｉｄｄｏｎ）是莫顿的重要合作伙伴。 《美国人

的头盖骨》出版后，格里登与莫顿利用古埃及考古学的成果，合作出版了《埃及人的头盖骨》。 在该

书中，莫顿通过测量并对比古埃及多个墓地出土的颅骨，指出尼罗河沿岸的白人是高加索人的分

支，其大脑构造与高加索人颇为相似，平均脑容量高达 ８８ 立方英寸。 相比之下，埃及黑人的头脑构

造简单，平均只有 ８０ 立方英寸，最小的仅有 ７３ 立方英寸，是所有人种中最低的。 不啻如此，他还通

过对古埃及文物和壁画中的奴隶形象与肤色的分析，追溯了古埃及奴隶制的起源。 莫顿的结论是：
“我们拥有最清晰的历史证据，奴隶制是古埃及最早的社会制度之一”，而且“古埃及黑人奴隶的社

会地位与现在近乎相同”③。 这一结论塑造了黑人“生而被奴役”的刻板形象。 正如种族史学者布

鲁斯·戴恩评价道：“莫顿发明了一种看似合理的基于生物学的科学语言……他塑造的种族群体

的等级中，黑人处于最低等级。”④莫顿的研究为美国人类学派的种族科学研究定了“白人种族至

上，黑人生而低劣”的理论基调。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乔赛亚·诺特（Ｊｏｓｉａｈ Ｃ． Ｎｏｔｔ）的出现进一步完善了美国人类学派的理论体

系。 与莫顿师出同门的诺特，被史学界认为是内战前南方最有影响力的种族科学家。⑤诺特出生在

蓄奴的南卡罗来纳州，本身也是一位奴隶主。 １８２７ 年，诺特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专业的博士

学位后，在亚拉巴马州从事解剖学专业研究工作。 在种族科学的研究热潮兴起后，他凭借自己的医

学背景和种族偏见，将人种优劣与奴隶制讨论结合起来。 他在爬梳 １８４０ 年美国人口统计中关于精

神失常者（Ｉｎｓａｎｅ）和智力低下者（Ｉｄｉｏｔｉｃ）的数据后发现，生活在北方的每 １４４ 名自由黑人中就有一

人是疯子或傻子，而南方每 １５５８ 名黑奴中才会有一个疯子或傻子。⑥因此，诺特于 １８４３ 年在权威的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学术处女作。 他对不同种族的死亡率进行比较后，认为纽约

自由黑人的死亡率为 ５． ３％ ，白人死亡率是 ２． ５％ 。 费城自由黑人的死亡率是 ５％ ，白人死亡率是

３％ 。 反观巴尔的摩的黑人奴隶，其死亡率仅为 １． ２％ ，远远低于北方白人和自由黑人的死亡率。⑦

这组数据的言外之意是，诺特塑造了黑人种族对奴隶制“适应”的形象。
１８４４ 年，诺特在《关于自然历史中高加索人种和黑人种族的两次演讲》中，参考了莫顿的研究

成果，认为埃及人的头骨与高加索人种相似，是高加索人的一个分支，因此，埃及灿烂的文明是由白

人种族创造的。 接着，他沿用莫顿关于颅骨尺寸与智商高低相关联的理论，认为黑人的大脑比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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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Ｃｒａｎｉ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ｒｔｓ， ｖｏｌ． ３８ （Ａｐｒ． ，１８４０）， ｐ． ３４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ｉｔｅｍ ／
９７１２３＃ｐａｇｅ ／ ３５５ ／ ｍｏｄｅ ／ １ｕｐ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１３， １８４３， ｐ． ５６０，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ｂｅｌ． ｈａｔｈｉｔｒｕｓｔ． ｏｒｇ ／ ｃｇｉ ／ ｐｔ？ ｉｄ ＝
ｍｄｐ． ３９０１５０１３１４０７３９＆ｖｉｅｗ ＝１ｕｐ＆ｓｅｑ ＝５８３＆ｓｋｉｎ ＝２０２０

Ｓａｍｕｅｌ Ｇｅｏｒｇｅ Ｍｏｒｔｏｎ， Ｃｒａｎｉａ Ａｅｇｙｐｔｉａｃａ ｏ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ｓ，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Ｊｏｈｎ Ｐｅｎｉｎｇｔｏｎ， １８４４， ｐｐ． １⁃３， ２１， １５１⁃１５８．

Ｂｒｕｃｅ Ｄａｉｎ， Ａ Ｈｉｄｅｏｕｓ Ｍｏｎｓ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ａ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 １９７．

Ｄｒｅｗ Ｇｉｌｐｉｎ Ｆａｕｓｔ，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ｌａｖｅｒｙ： Ｐｒｏｓｌａｖｅｒ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ｂｅｌｌｕｍ Ｓｏｕｔｈ， １８３０⁃１８６０， Ｂａｔｏｎ Ｒｏｕｇｅ： 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１， ｐ． ２０６．

Ｌｅｏｎ Ｆ． Ｌｉｔｗａｃｋ，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Ｎｅｇｒｏ， １７９０⁃１８６０”，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ｅｇｒｏ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４， １９５８， ｐｐ．
２６３⁃２６４．

Ｊｏｓｉａｈ Ｃ． Ｎｏｔｔ， “Ｔｈｅ Ｍｕｌａｔｔｏ ａ Ｈｙｂｒｉｄ⁃Ｐｒｏｂａｂｌｅ Ｅｘ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Ｒａｃｅｓ ｉｆ Ｗｈ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ｓ Ａｒ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ｍａｒｒｙ”，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ｖｏｌ． ２９， ｎｏ． 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４３）， ｐ． ２９．



小，尤其是“大脑的前部是掌控人类智力的部分。 黑人在这一部分存在普遍缺陷，因此黑人在智力

上不如白种人”。 他通过比较非洲及美洲的黑人种族后，认为“野蛮”“低智商”的黑人种族从未创

造过现代文明。 古埃及文明的衰落，就是“黑白种族融合”的结果。 此外，诺特还根据其医治病人

的临床经验相信，黑白混血儿的“高致病率”“婴儿高死亡率”和“低智商率”作为黑白种族融合的

结果，必然导致白人的“种族灭亡”。①诺特的结论不仅固化了黑白种族的优劣理论，而且还向美国

社会发出警告：黑白种族的融合会导致白人种族及其文明的覆灭。
１８４８ 年，诺特发表了为奴隶制辩护的《南方奴隶人口统计与人寿保险、奴隶制及蓄奴州问题》一

文，他从奴隶主是否为有色人种购买保险的角度切入，通过计算认为，奴隶主为奴隶投保是毫无必要

的，因为奴隶的生存状况比想象的要更好。 据统计，费城人口（包括有色种族）的平均死亡率是３． ８％，
而查尔斯顿市的人口死亡率仅为 ２． ２％。 因此，“在奴隶制下，黑人可以达到他体质和道德上的完美

状态，同时也可以获得最长的平均寿命……他们的死亡率比任何国家的劳动阶级都要低”。 由于南部

黑奴“处在更好的条件下，不论是道德上还是身体上，他们也更快乐”。② １８４９ 年，诺特在《〈圣经〉和
人类身体史》一书中，对比了世界各地黑人的生存状况，认为在奴隶制的帮助下，黑人种族的“体格

发育更加完美，比他们的非洲祖先更聪明”。 由于黑奴居住在奴隶主家里，衣食无忧，幸福快乐，而
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接受教育”，具备了读写能力。 所以，黑人的“最高文明是在奴隶制状态下实

现的，而当他们离开奴隶制之后，他们的最高文明就消失了”③。 诺特的研究将当时的种族研究热潮

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北方著名的《辉格党评论》对诺特赞颂有加，认为其“人类学研究引领了一个

‘科学的时代’”。④不过，人类学派利用“人种多源论”挑战了基督教对“人种同源”的解释，也引发

了部分宗教界人士的不满。⑤以南方神学家约翰·巴赫曼（Ｊｏｈｎ Ｂａｃｈｍａｎ）为代表的宗教领袖认为，
人类学派的研究是违反基督教传统的。⑥宗教界强调人类种族起源的统一性，而人类学派强调多源

性，由此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辩。 但是，双方对黑人种族“低劣”说的认同却是一致的。⑦

１８５４ 年，由诺特和格利登等多名种族“科学家”合编的《人类的类型》一书出版，其中爬梳了人

类学派的观点，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多学科拱卫的“种族科学”理论体系。 １９ 世纪最权威的《人类学

评价》赞颂该书“代表了美国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时代”⑧。 现代美国历史学家斯坦顿也认为，“这本

书提供了美国人类学派的所有观点”⑨。 它将美国天定命运观与种族思想相结合，将扩张主义的内

涵从版图拓展到种族上来，认为高加索人奴役低劣的种族是符合“自然法则”的，黑人种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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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Ｊｏｓｉａｈ Ｃ． Ｎｏｔｔ， Ｔｗｏ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ｕｃ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Ｎｅｇｒｏ Ｒａｃｅｓ， Ｍｏｂｉｌｅ： Ｄ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１８４４， ｐｐ． １６，
３４⁃３５．

Ｊｏｓｉａｈ Ｃ． Ｎｏｔ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ｌａｖ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Ｌｉｆ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ｌａ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ｌａｖ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 Ｂｏｗ’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ｉｖ， １８４７， ｐｐ． ２８０⁃２８８， ｈｔｔｐｓ：／ ／ ｂａｂｅｌ． ｈａｔｈｉｔｒｕｓｔ． ｏｒｇ ／ ｃｇｉ ／ ｐｔ？ ｉｄ ＝ ｕｃ１． ３１２１００１６９３２６３２＆ｖｉｅｗ ＝１ｕｐ＆ｓｅｑ ＝１１＆ｓｋｉｎ

Ｊｏｓｉａｈ Ｃ． Ｎｏｔｔ， Ｔｗｏ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Ｂｉｂｌ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ｏｒｄ， １８４９，
ｐｐ． ４１⁃４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ｈｉｇ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９， １８４９， ｐｐ． ３８５⁃３８６，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ｂｅｌ． ｈａｔｈｉｔｒｕｓｔ． ｏｒｇ ／ ｃｇｉ ／ ｐｔ？ ｉｄ ＝ ｕｖａ．
ｘ００４１３５７５５＆ｖｉｅｗ ＝ １ｕｐ＆ｓｅｑ

Ｔｅｒｅｎｃｅ Ｄ． Ｋｅｅ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Ｐｏｌｙｇｅ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 ２６， ２０１３， ｐ． ３．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ｃ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７，（Ａｐｒｉｌ． １８４５）， ｐ． ３７２，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ｂｅｌ． ｈａｔｈｉｔｒｕｓｔ． ｏｒｇ ／ ｃｇｉ ／ ｐｔ？ ｉｄ ＝ ｎｙｐ．

３３４３３０８１６６１４０１＆ｖｉｅｗ ＝ １ｕｐ＆ｓｅｑ ＝ ３８４
Ｊｏｈｎ Ｂａｃｈｍａｎ，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Ｒａｃ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ｏｎ： Ｃ． Ｃａｎｎｉｎｇ， １８５０； Ｌｅｓｔｅｒ 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ｕｔｈ： Ｊｏｈｎ Ｂａｃｈ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ｏｎ Ｃｉｒｃｌ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ｓ， １８１５⁃１８９５， Ｃｈａｐｅｌ Ｈｉｌｌ：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Ｒｅｇｉｎａｌｄ Ｈｏｒｓｍａｎ， Ｊｏｓｉａｈ Ｃ． Ｎｏｔｔ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ｅｒ，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 ａｎｄ Ｒａ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ｓｔ， Ｂａｔｏｎ Ｒｏｕｇｅ： 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 ｐ． １７０．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ｔａｎｔ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ｏｐａｒｄ’ ｓ Ｓｐｏｔ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Ｒａｃ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８１５⁃１８５９， ｐ． １６３．



就是“被统治”，否则他们“拥有光明未来的可能性十分渺茫”①。 显然，诺特在认同莫顿等人的种族

优劣差异理论的同时，提出了黑人对奴隶制的“适应性”学说，无非是要用“自然法则”说明，奴隶制

是黑人进化的源泉。 至此，诺特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美国国族构建的内涵，而且为奴隶主维护奴隶

制度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依据，并将“科学种族主义”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度。

四、黑人“他者”形象的传播与影响

随着人类学派的研究成果不断面世，奴隶主随之欢呼雀跃。 一方面，由于奴隶制的存在，南部

白人接受了黑人是劣等种族的观点；另一方面，彼时关于废奴的激烈辩论，使奴隶主始终保持着对

种族差异理论的极大兴趣。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南方领袖约翰·卡尔霍恩便是人类学派的拥趸，他
与人类学家乔治·格利登有着密切的书信往来。 他在阅读格利登的著作后，对其“科学”论证推崇

备至，认为白种人的优越和黑种人的低劣，都在格利登的理论中得到“科学”证实。② １８４４ 年美国国

会围绕兼并得克萨斯及其奴隶制存留的辩论中，卡尔霍恩将格利登的理论引入发言中，重申自由黑

人的状况“不容乐观”，而蓄奴州的黑人却在不断“进步”③。 他在给美国驻法国大使的一封信中写

道：“在得克萨斯地区废除黑人奴隶制并不能将劣等种族变成自由人，反而剥夺了奴隶主监护与照

顾奴隶的权利，让这些低劣的黑种人重回‘落后’的状态。”④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詹姆斯·哈蒙德

（Ｊａｍｅｓ Ｈ． Ｈａｍｍｏｎｄ）也是人类学派坚定的拥护者。 他与诺特私交甚密，对后者的科学成果情有独

钟，认为在维护奴隶制的辩论中加入人类学的研究是极其必要的。⑤他在一次演讲中援引诺特的理

论时说：“我们的奴隶是黑人，属于另一个卑鄙的种族。 他们正处于‘进步’的状态。 他们的落后正

在通过奴隶制得到提升。 全世界所有种族都无法与南方的黑人奴隶相提并论。”⑥

比个人影响力更加广泛的是南方的各种亲奴隶制刊物，其中首推《南方季刊评论》和《德布斯

评论》。 它们从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中叶开始，连篇累牍地刊登诺特等人的文章或评论。 《南方季刊评

论》曾创纪录的连续 ３ 期转载并评论诺特的研究成果，这种情况是极为少见的。 《德布斯评论》也
是南方发行最为广泛的拥奴刊物之一。 自 １８４７ 年刊登了诺特《南方奴隶人口统计与人寿保险、奴
隶制及蓄奴州问题》以来，该刊物连续 ４ 期刊登了诺特的文章，提及诺特研究成果的文章多达 １４
篇，认为美国人类学派“是纠正社会错误，拯救人类的可靠手段”⑦。 在这些刊物的大力宣传下，南
方的白人普遍相信，奴隶制是帮助黑人种族进化的“善举”。

不可忽视的是，人类学派的理论对南方走上分裂国家的道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堪萨斯内战和约翰·布朗起义都昭示着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矛盾已达到白热化程度。
激进的奴隶主频频依据人类学派的理论，要求以脱离联邦来捍卫其拥奴权利。 例如，南方最激进的

分离主义者之一，托马斯·Ｒ． 科布（Ｔｈｏｍａｓ Ｒ． Ｒ． Ｃｏｂｂ）在其著名《黑人奴隶制法则》中，引用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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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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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ｓｉａｈ Ｃ． Ｎｏｔｔ ，Ｇｅｏｒｇｅ Ｇｌｉｄｄｏｎ （ｅｄｓ． ），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ｏｒ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ｓ，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ｒａｎｉａ ｏｆ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ｕｐ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ｂｌ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Ｌｉｐｐｉｎｃｏｔｔ， Ｇｒａｍｂｏ ＆ Ｃｏ． ，１８５４， ｐｐ． ７７⁃７９， ９５．

Ｊｏｓｉａｈ Ｃ． Ｎｏｔｔ， Ｇｅｏｒｇｅ Ｇｌｉｄｄｏｎ （ｅｄｓ． ），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ｐ． ５１．
“Ｃａｌｈｏｕｎ ｔｏ Ｐａｋｅｎｈａｍ”， Ａｐｒ． １８， １８４４， 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Ｋ． Ｃｒａｌｌｅ （ｅｄ． ），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Ｊｏｈｎ Ｃ． Ｃａｌｈｏｕｎ， Ｖｏｌ． Ｖ， １７８２⁃１８５０，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 Ａｐｐｌｅｔ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８５５， ｐｐ． ３３３⁃３３９．
“Ｃａｌｈｏｕｎ ｔｏ Ｋｉｎｇ”， Ａｕｇ． １２， １８４４， 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Ｋ． Ｃｒａｌｌｅ（ｅｄ． ），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Ｊｏｈｎ Ｃ． Ｃａｌｈｏｕｎ， ｐ． ３９１．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ｔａｎｔ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ｏｐａｒｄ’ ｓ Ｓｐｏｔ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Ｒａｃ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８１５⁃１８５９， ｐ． ５３．
“Ｓｐｅｅ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Ｋａｎｓａｓ”， Ｍａｒｃｈ ４， １８５８，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Ｈｏｎ． Ｊａｍｅｓ Ｈ． Ｈａｍｍｏｎｄ，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Ｊｏｈｎ Ｆ． Ｔｒｏｗ ＆ Ｃｏ． ，１８６６， ｐｐ． ３１９⁃３２０．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Ｍｅｎ”， Ｄｅ Ｂｏｗ’ 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１０， １８５１， ｐ． ２８７， ｈｔｔｐｓ：／ ／ ｂａｂｅｌ． ｈａｔｈｉｔｒｕｓｔ． ｏｒｇ ／ ｃｇｉ ／ ｐｔ？ ｉｄ ＝ ｕｃ１． ３１２１００１６９３２３２７＆ｖｉｅ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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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莫顿的观点说：“黑人是自然界中低等的种族”，而“奴隶制是黑人智力发展最成功的引擎”，因此

奴隶制是符合“自然法则”的。①《里士满辉格日报》也刊文指出：“解剖学、生理学、人类学都证明了

黑人适合奴隶制。”②一篇名为《种族融合》的时评在称颂诺特的理论时写道：“没有人比诺特博士更

了解种族融合。”文章警告说：“一旦黑人与白人走向种族融合，对联邦是一种极大的危险。 道德的

败坏、文明的堕落会成为必然结果”，因此“鼓励种族融合就是鼓励犯罪”。③

此外，一些分离主义者不厌其烦地强调黑奴天生“适应奴隶制”的思想。 南卡罗来纳州的《分
离宣言》中，把黑人称为“没有能力”的人。④密西西比州的《分离宣言》中认为：“黑人理应在南方酷

热的天气下劳作。”⑤在南部邦联国会担任亚拉巴马州代表的斯蒂芬·Ｈ． 黑尔（Ｓｔｅｐｈｅｎ Ｆ． Ｈａｌｅ）议
员，利用诺特“白人种族灭绝”观点说，南方正面临“融合与灭绝”的危机。⑥分离主义者威廉·哈里

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ｉｔｔｌｅｔｏｎ Ｈａｒｒｉｓ）甚至扬言：“宁愿密西西比州的白人灭绝，也不愿看到共和党让黑人成

为公民后导致的社会退化。”⑦南方邦联副总统斯蒂芬斯（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Ｈ．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在著名的《基石演

说》（Ｔｈｅ Ｃｏｒｎｅｒｓｔｏｎｅ Ｓｐｅｅｃｈ）中强调：“北方‘种族平等’最终将被科学证明是错误的，我们的新国家

建立在伟大的真理之上，而这种真理便是白人与黑人的不平等，黑人永远从属于白人的奴隶制。”⑧

由此可见，人类学派的理论对奴隶主在维护奴隶制度方面的决心、走向分离主义的坚定信念，以及

煽起普通民众的分裂情绪，都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在北方地区，白人精英对人类学派理论的关注也不遑多让。 以威廉·加里森（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ｌｏｙｄ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为代表的废奴主义者对该学派的理论始终持反对态度。 他在 １８３２ 年起草的《美国废奴协会

宣言》中强调：“种族间虽然有差异和遗憾，但所有肤色的人种都享有相同的权利。”⑨加里森认为，所
谓黑人适应奴隶制的观点不过是“南方奴隶主用来支持奴隶制的理由”�I0。 无独有偶，弗雷德里克·
道格拉斯（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Ｄｏｕｇｌａｓｓ）也是内战前最有影响力的废奴运动领袖之一。 １８５４ 年，他发表了著

名的《黑人的声明》，反对人类学派关于黑人“低劣”和适应奴隶制的理论，指责诺特以“科学的名

义”破坏黑白种族之间的团结。�I1在道格拉斯看来，人类学家突出白人“优越”和黑人“低劣”，是为

了取悦南部白人社会，帮助奴隶主把奴隶制的罪恶转嫁到黑人种族身上，从而达到维护白人特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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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①

比较而言，多数北方白人对人种存在优劣的观点表示认同，“只有很少的废奴主义者坚持种族

平等。”②种族史家弗雷德里克森指出，这一时期的废奴主义者呈现出一种“浪漫的种族主义”情调，
它承认“科学”意义上的种族差异，但主张废除奴隶制。③这种定性凿凿有据。 例如，激进废奴派领

袖西奥多·帕克（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Ｐａｒｋｅｒ）在其书信及演讲中，多处展示了他对美国人类学派理论的认同。
在 １８５４ 年的波士顿废奴大会上，帕克公开表示盎格鲁 － 撒克逊人是现代文明的引领者，是世界上

“最适合”生存的民族。④他在 １８５９ 年的一封信中写道，黑人种族的智力与白人种族的差距巨大，黑
人争取自由的斗争需要由白人来领导。⑤不难看出，北方白人一方面基于宗教道德和政治诉求，主
张废除奴隶制，但另一方面也接受了人类学派关于种族优劣差异的思想。 １８５３ 年，北方影响力更

大的主流媒体《纽约邮报》印发了一份长达 ２６ 页的小册子，⑥对人类学派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正面介

绍，认为“黑人无法将自己提升到文明的高度”，但它又抨击“奴隶制是对白人优越性的滥用”。⑦与

之相似的另一个例子是政治家亚拉伯罕·林肯。 他在 １８５８ 年与道格拉斯辩论中说：“我和道格拉

斯法官都属于那个优越的种族。” 但是，“我既不赞成……让黑人成为投票人或陪审员，也不赞成让

他们有资格担任公职并与白人通婚”。 因为种族差异“使两个种族不可能在社会和政治平等的基

础上永远生活在一起”。⑧林肯强调废奴，不是要消除种族间固有的差异，而是要让黑人享有《独立

宣言》中的自由权利。 到内战前，黑人劣等说已成为白人精英普遍接受的“科学事实”，⑨表明人类

学派的理论对白人社会产生了超乎想象的影响。

结 语

总括前文，在 １９ 世纪上半叶，人类学派通过对“种族科学”的研究，将“科学”话语引入国族构建

之中。 它在确立白人中心地位的同时，又通过塑造黑人作为低劣的“他者”的形象而将其排斥在美国

公民社会之外，从而为奴隶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该学派构建的种族界限，在一定程度上回应

了“谁是美国人”的历史命题。 更重要的是，人类学派在美国的“科学种族主义”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

作用，为后来特别是 ２０ 世纪的“科学种族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当代，尽管“科学种族主义”日渐

式微，但其白优黑劣的“种族规则”和“种族等级秩序”说仍是当代美国社会走向平等的掣肘。�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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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深的层次上，人类学派的理论中还提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科学种族主义”
与“种族主义”概念的差异和相互关系。 从学术视阈看，种族主义和“科学种族主义”都是一种相对

现代的学术概念。 前者的首次使用是 １９０３ 年，后者的首次使用是 １９６０ 年。 两者作为学界关注的

热点并被频繁使用的时间是在二战后。①从两者的历史关系看，相同之处是都指白人对有色种族群

体的歧视、排斥和压迫，但是，“科学种族主义”是广义上的“种族主义”形式之一，核心是用“科学”
解释白人优越性和有色人种的劣等性。 它既脱胎于“种族主义”，同时又给“种族主义”的发展提供

了理论滋养。②相比之下，种族主义概念构成更加复杂多样，它既可以是一种思想、理论或社会思

潮，也指作为行为的个人或群体的社会实践，存在于美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国际关系等各个

领域的方方面面。 关于种族主义的概念，学界迄今暂无共识性定论，故笔者依据已有成果做出的广

义界定是：种族主义是一种坚信种族间存在差异和等级之分的思想，即种族间的差异可以作为一个

种族证明相较于另一种族优越的标准，并取得对劣势种族的压迫与统治。③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

美国史就是一部种族主义史，而且，这种历史还在延续，近年来，美国社会因种族主义导致的种族冲

突层出不穷，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相应的深入而成体系的研究，仍有待于学界同仁的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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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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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前“美国人类学派”对黑人种族形象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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