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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关于反美主义的界定在国内外学术界见仁见智,没有一个清晰明确、为大家所接受的概念。本文把反美主义界定为美国之外的

国家或地区的政府、组织或民众对美国 (政府、民众、社会、制度、文化价值观等 )的厌恶情绪、敌视言论和仇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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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美主义的历史演进

王 秋 彬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反美主义并非新鲜事物, 而是一个比美国建国历史还要久远的历史现象,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

不同的时代内涵, 而且与美国自身的成长历程息息相关。它先后经历五个阶段的历史演进: 18世纪, 欧洲知

识精英从自然学视角寻找例证把美洲视为退化堕落的大陆; 1800- 1880年间, 欧洲人转而蔑视美国的制度文

化, 嘲笑美国是文化荒漠; 19世纪末到二战期间,反美主义超越欧洲范围, 向世界其他地区蔓延, 主要是反对

美国的殖民狙浑





80年代,法国律师西蒙#兰盖 ( S imon L inguet)就警告说, /欧洲的渣滓将在美国建立一种可怕的社会,

创建一支强大的军队,接管欧洲并破坏文明。0 [ 12 ]
欧洲此后发生的一系列颠覆性革命运动印证了兰盖的

担忧: 1789年法国大革命、19世纪 30年代英国的自由大宪章运动、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风暴等等。

只不过兰盖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处死了,看不到欧洲接二连三的革命。 /在英国, 对那些寻求限制民主的

上层阶级来说,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与混乱坚定了他们对存在于美国的自由平等是危险的担忧。0 [ 13]
( p.

23)约翰#昆西 #亚当斯在 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写道, /每个地方的保皇党人都在憎恨我们, 把我们视

为共和主义者。0 [ 13 ]
( p. 22)托克维尔在他的5论美国的民主 6一书中将美国的民主制度与法国的贵族制

度进行了对比,但作者本人却公开指出: /谁要认为我想写一篇颂词,那将是大错而特错。0 [ 14 ]
( p. 16)

除此之外,欧洲人还卷入到了美国内战的漩涡中。尽管对奴隶制反感, 许多欧洲人在内战中还是支

持了南部邦联中的蓄奴州,把这些州看成是和欧洲有着相近价值观的地方。在美国内战期间, /许多欧

洲人宣称推动美国废除奴隶制的因素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烟幕弹 0, [ 13 ]
( p. 48)法国人则表现出了隔岸

观火的心态,他们对战争结局做出了不怀好意、一厢情愿的预测, 即美国的南北战争将使这个国家走向

分裂。然而这一幻想最后落空以及内战后美国的加速重建令欧洲人感到震惊,他们担心, 美国人的征服

欲不会就此止步,内战只是他们对别人发动攻击的先兆。因此,美国内战不仅促进了法国反美主义的定

型,而且也可以说是法国反美主义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 情感上对美国的蔑视被疑惧所取代。
[ 2]

( pp.

95- 96)

如果说第一阶段欧洲知识精英的反美主要是反对整个美洲的话, 那么这一时期已经具体化为反对

美国。欧洲人继续以一种高高在上的贵族眼光来审视新生的美国制度文化。需要指出的是, 当时蔑视

美国制度、认为美国文化贫瘠的主要是欧洲上层社会, 而下层民众出于寻找生存出路的需要, 继续大量

移民美国,当然也有部分欧洲移民仍没有改变他们对新世界的成见。

三、反对美国殖民扩张:反美主义的蔓延

从 19世纪末到二战期间,随着美国实力的增强以及向海外扩张,反美主义进入第三阶段,由欧洲蔓

延到美国的海外殖民地乃至世界其他地区。

19世纪最后 20年,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唱衰美国已经不可能,欧洲转而担心美国的多元民主、大众

文化与工业化模式有掌控全世界、进而改变他人生活方式的危险。这是欧洲国家出于维护自身在世界

的优势地位,对美国实力增长的一种本能反应。 1898年美西战争,美国对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西班牙动

武,赢得一场 /小而辉煌0的胜利,获取古巴美律宾等海外殖民地, 欧洲人对美国的扩张行为开始警觉

起来。欧洲媒体揭露了美国以 /缅因号0事件为借口来发动战争的阴谋, 俄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把

战争看作美国的侵略行为,全都指责美国而同情西班牙。欧洲共和主义者所塑造的美国和平形象也因

此破灭,取而代之的是以帝国主义色彩为主的美国新形象,人们甚至考虑建立一个由威廉二世领导的反

美联盟。
[ 2]

( p. 158) 20世纪初在国际舞台上还出现了关于 /美国危险0 ( American peril)的阴影。 /美国危

险 0一词常常出现在德国议会和媒体争论中,也突然出现在奥地利、意大利等国的作品里。1905年法国

历史学家亨利#豪瑟尔 (Henry Hauser)写道: /人们在报纸上、会议上、议会里听到的除了美国危险外别

无他物。0 [ 15]
( pp. 5- 6)美国在一战期间大发战争财, 20世纪 20年代欧洲一些国家发生债务危机, 欧洲

人就将不满情绪发泄到了债权人美国头上,斥其乘人之危。在美国经济、军事对外扩张的同时,美国的

大众文化产品也被大规模输往国外, 与美国经济联系较密切的欧洲首当其冲,形成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欧洲历史上 /美国化0的第一次高潮,普通民众乐意接受能够带来消遣和娱乐的美国大众文化,而知识

精英们则忧心忡忡。他们以不同的文笔形式消极地描述了以 /现代性 0为主要特征的美国文化, 尤其对

欧洲生活方式产生强大冲击的好莱坞进行诋毁性的攻击,试图在民众中形成 /恐惧0之感,自觉地构筑

起抵制美国大众文化的意识,以维护欧洲传统文化的 /纯洁性 0。[ 16]
( pp. 160- 161)这是欧洲人对美国的

/偏见0在新时期的反映。此外, 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 美国国内出现了尖锐的阶级

矛盾和复杂的种族问题,致使无论欧洲的左翼还是右翼都对美国抱蔑视和淡漠态度。对许多左翼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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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 美国是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象征;右翼人士则认为美国因为种族不纯而导致了社会退化。
[ 17]

( p.

6)尽管欧洲人对美国有这样或那样的指责,但却无法改变美国两次协助欧洲遏制德国扩张的历史现实,

战后欧洲重建同样也离不开美国的帮助。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反美已经突破了欧洲这一地理范围, 向其他区域延展。美西战争之

后,美国获得了对菲律宾、古巴的殖民统治权, 并在 1900- 1921年间, 对多米尼加、海地、尼加拉瓜、巴拿

马、墨西哥等国发起 28次军事干涉。美国的扩张行为激起了被压迫民族的强烈反抗。乌拉圭作家何

塞 #恩里克 #罗多 ( Jose Enr ique Rodo)在 1900年出版的代表作5爱丽尔 6 (A rie l)中, 把美国描绘成 /凯
列班0 ( C aliban, 莎士比亚戏剧5暴风雨6中半人半兽形怪物,喻为丑恶而残忍的人 ) , 体现了粗俗的精神

文化。
[ 9 ]
罗多的思想在拉美广为流传, 成为这一地区反美主义的起源。此后, 古巴、海地、多米尼加等国

均爆发了反抗美国的起义与抗议运动。1933年 8月 5日,古巴首都哈瓦那爆发了各行各业的总罢工和

罢市, 罢工群众高呼 /美国佬滚回去0、/古巴必须自由 0等口号。此外,东亚也发生了反美运动, 20世纪

初,由于美国的排华政策, 中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席卷全国的抵制美货运动;由于美国以承认日本对朝

鲜半岛的合法入侵为交易,诱使日本承认其对菲律宾的统治,朝鲜半岛发生了近代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

反美主义浪潮。

在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进行海外扩张的过程中,遭到了欧洲的抵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

抗。然而,由于美国在海外殖民地的利益有限,尽管受到民族解放力量的打击,但并未伤及其国家根本,

同时美国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佑护与两次世界大战的机会, 国家实力进一步壮大,这是反对它的欧洲人

所没有料到的。

四、打倒美帝:意识形态视角的反美主义

二战结束后,美国实力达到登峰造极地步,欧洲国家已经很难望其项背,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

当然领袖,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搞公开对抗。在冷战大背景下, 意识形态色彩的反美斗争凸现。

战后英、法、西德等欧洲国家出于自身安全与经济重建的需要,接受马歇尔计划, 同时基于对抗苏联

的考虑,与美国结成某种形式的同盟,也基本认同了美国在西方阵营的领导权。但是欧洲人特别是左翼

的反美声音并未因此消失,法国仍有十分浓厚的反美情结,而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

了强烈的反美独立倾向。在文化领域,美国的大众文化产品大量涌进欧洲, 给刚结束战乱的欧洲人带去

精神抚慰,深受年轻人的欢迎, 却遭到欧洲知识精英的抵制,他们批判美国大众文化充斥着物质主义和

享乐主义,反对美国化,捍卫欧洲文化。1947年法国发起电影保卫战, 在 50年代初达到高潮。西德的

知识精英也在抵制着美国的爵士乐、抽象的表现主义与流行艺术。
[ 18]

( pp. 67- 75)在政治上,马歇尔计划

在法国被描绘成 /特洛伊木马0, 人们担心法国经济将殖民地化,并在军事上依赖美国, 乔治 #索里亚还

出版了 5法国会成为美国殖民地吗? 6一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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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以来,共卷入 38场战争 (包括美国制造的非军事干涉以及政变和颠覆企图等 ) ,其中冷战期间占了

17次,占总数的 44. 7% ,涉及的国家有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还包括伊朗、黎巴嫩、刚

果、利比亚、危地马拉、多米尼加、智利、巴拿马等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
[ 22]
美国出于反苏反共的一己之

私,无视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独立诉求,扶植亲美政权, 对其反动独裁统治听之任之, 遭到第三世界国家

进步力量和人民的激烈反抗。而这一时期苏联以民族独立运动天然盟友的身份自居,赢得了部分国家

的好感,使它们主动加入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阵营中来。冷战时代,美苏相互争霸,相互抹黑,苏联的媒

体上关于美国的话题基本不变:美帝国主义、穷兵黩武、工人运动、种族问题、城市里的犯罪问题等等诸

如此类的负面形象,
[ 23]

( p. 15)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美国形象也大体如此,给人的感觉是美国人民生

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尽管社会主义阵营后来出现分裂,但是它们反美的主旋律却并没有改变,例如, 中

苏关系恶化后,中国对美帝国主义的声讨一直持续到 20世纪 70年代初。这一时期中东地区成为反美

的 /后起之秀 0。由于美国在 1967年、1973年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以及派军队登陆黎巴嫩等原因, 美

国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裂痕由此产生, 有的伊斯兰教领袖甚至认为美国是伊斯兰世界一切灾难的根

源。
[ 24]

( p. 159)中东穆斯林通过恐怖袭击来反击美国的霸权行径, 1983年 4月, 美国出兵黎巴嫩期间, 贝

鲁特发生了多起针对美国目标的恐怖袭击,最终迫使美军撤离。除了中东之外, 美国的后院拉美地区也

纷纷 /举旗0反对美国的扩张与干涉, 根据统计,在 1956- 1965年间, 全世界发生的 171起反美游行、骚

乱与恐怖袭击中,有 65起发生在拉美,
[ 25]

( p. 463)占总数的 1 /3强。中东和拉美也是冷战结束后反美最

为强烈的两个地区,这与冷战期间美国在这两个地区的胡作非为不无关系。

冷战时期的反美主义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主力是社会主义阵营, 欧洲反美主义的主角也是左

翼,第三世界的反美主义则带有排除美国干扰、寻求民族独立的意味。冷战的终结, 消解了原来社会主

义阵营的反美力量,反美的接力棒被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和极端势力接过。

五、反对 /一超 0独霸:反美主义的 /全球化 0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中肆无忌惮地推行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对外

输出美国文化与价值观,激起了遍布全球、空前激烈、形式多样的反美声浪。从巴格达到哈瓦那,从德黑

兰到巴黎,从首尔到开罗, 人们怀着不同的心情加入到反美的行列,反美主义走向全球化。 / 9# 110恐

怖袭击是反美主义的极端行为,许多国家对此进行了谴责并对受害者表示同情, 但也有不少人幸灾乐

祸,认为这是美国罪有应得。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激起了反美主义的进一步反弹,人们惊呼 21世纪将

成为 /反美世纪0。[ 26]
( pp. 5- 16)

中东 ) ) ) 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空前 /升华 0, 达到了全方位反美的地步: 已不限于对美国中东政

策的痛恨,而是泛化为一种抽象的、对所有美国象征物的反感, 甚至上升到宗教层面的 /文明冲突 0; 参

与者既有普通民众,也有极端主义势力以及某些穆斯林国家政府。美国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生活方式、

文化价值观,乃至普通美国人都成为反美主义者憎恨的对象。在这种情绪化的反美主义 /感染 0下, 致

使美国所有政策举措都被视为是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如对埃及和沙特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被视为 /别

有用心 0,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被指责为 /穆斯林苦难之源0,对索马里的人道主义努力被描述为帝国主
义势力扩张的组成部分等等。而且, 反美主义不限于受到美国压制的国家 (如巴勒斯坦、伊朗和叙利亚

等 ) ,即使在那些与美国保持着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双方互有所求的阿拉伯国家 (如埃及、沙特、约旦

等 ) ,国内民众的反美情绪同样十分强烈。根据 2006年调查数据, 五个主要穆斯林国家民众对美国存有

好感的比率已经下降到 1 /3以下,伊拉克战争后,许多穆斯林国家开始视美国为伊斯兰教的威胁。
[ 27]

在拉美地区,美国正遭遇后院起火的尴尬。 /离上帝那么远,离美国那么近 0) ) ) 这是一句拉美人

常挂在嘴边的话,调侃间情绪复杂。拉美已厌倦了美国的霸道统治, 从门罗总统开始,美国曾无数次动

用武力试图主宰该地区,近两个世纪在门罗主义旗帜之下,拉美自然体会到了与强邻共处的复杂心态。

拉美人既艳羡北方强国的富庶生活, 又对美国的干预耿耿于怀,特别是在经历了种种危机和动荡后, 20

世纪 90年代末以来,拉美人民纷纷选择 /向美国说不 0的左翼力量上台执政,使拉美地区的反美声音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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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强劲,长期独立抗美的卡斯特罗多了许多 /同志0,例如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

斯。其中,查韦斯最令美国头疼,屡屡在美国家门口指责美国,直斥布什为 /杀人凶手 0, 抵制美洲自由

贸易区计划,到处搞反美 /串联 0。他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拉美乃至世界反美的一面旗帜,而美国对

此却无可奈何。

冷战结束以来,由于共同敌人的消失,美国与盟友的战略合作一直缺乏强有力的支持,美国与欧盟、

韩国、日本还曾一度出现过剧烈的贸易摩擦,双方的利益分歧增加。空前剧烈的美国化浪潮以及美国的

单边主义路线则进一步加剧了盟友对美国的提防与不满, 盟友反美主义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欧洲大

陆民众自发地抵制美国化, 20世纪 90年代中期, 有 61%的法国人、45%的德国人和 32%的意大利人认

为美国文化是对他们本国文化的一种威胁。
[ 28]

( p. 75)其中, 法国对美国文化入侵的反应最为激烈,发生

了一系列抵制、捣毁快餐麦当劳餐厅的运动,随便走进一家法国书店,你就能看到5谁在扼杀法国 6、5美
国的集权主义6和 5不要对山姆大叔感恩6等书位居畅销书榜。与此同时,盟国的自主性逐渐增强,不再

对美国的霸权行径 /忍气吞声0, 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采取轻视盟友的单边主义做法受到了盟友越来越多

的质疑与反感。法国前外长韦德里纳曾经言辞激烈地批评道: /我们不能接受政治上单极、文化上一致

的世界,我们也不能接受唯一-超国家 . ( hyperpow er)的单边主义。0 [ 29 ]
( p. 36)英国主流报纸 5镜报 6有一

篇文章的大标题是5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无赖国家 6。 2003年 10月, 欧盟民调处调查发现, 许多欧洲

人将美国与伊朗等同,视之为危险国家。除了欧洲盟友出现反美声浪之外, 亚洲盟友日本、韩国民众也

因为美国驻军频繁发生的犯罪行为, 一度对美国怒不可遏。

通过对反美主义历史演进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发展的一些规律特征:就时间而言,反美主义并非美

国发动反恐战争之后的新生事物,它的历史源远流长, 甚至比美国建国的时间还要早,当前的反美主义

是历史的延续;就内容而言,经历了从早期欧洲精英对美国 (美洲 )的漠视与偏见, 到对美国制度文化、

社会问题的批判与揭露,再到对美国霸权行为的反感, 内容与美国的成长历程息息相关;就反美的参与

者而言,经历了从欧洲到其他区域,从精英到普通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过程, 民间力量始终是反美的

主力; 就形式而言,欧洲的反美行为较为温和,基本上保持在对美国 /口诛笔伐0与抗议示威的阶段, 而

欧洲以外地区的反美则具有 /暴力0传统, 甚至出现恐怖袭击的极端行为;就原因而言, 早期的反美带有

欧洲人的偏见,后来的反美则是偏见与美国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并存的结果,当今的反美主要还得从美

国自身寻找根源;就结果而言, 反美并未对美国的发展及其国际行为形成根本性的影响,但在客观上形

成了对美国霸权的 /软性制衡0, 有助于防止美国强权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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