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川 师 大 学 报 1986年 第 2期

评罗斯福对美国黑人的政治态度

一一兼与
“
怀柔政策

”
说商榷

刘 达 永

在美国的人口结构中, 
“
美国黑人

”(B

F夕 r勋 彳仇召t氵 c夕帘,以下简称黑人)约 占总人口

的十分之一。0“黑人问题
”
是引人注目的

研究题目。在涉及黑人的诸多问题中,研究

美国总统对黑人的政治态度,已开始受到学

术界的重视。罗斯福作为美国历史上著名而

有影响的总统之一,他对黑人究竟抱什么样

的政治态度, 自然不会为学人所忽视。有∵

著作论定: 
“
罗斯福⋯⋯对黑人实行了一套

怀柔政策。
”c笔者则认为:总观罗斯福对

黑人的政治态度,他对黑人资产阶级以至部

份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采取的是笼络政策 ;

他通过推行 f新舆
”,对黑人工农群众实行

安抚政策;对于广大黑人的公民权利,罗斯

福极少过问,应称之为回避政策。此中看法

要当与否,尚祈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ˉ )

本文的主题是探讨罗斯福对黑人的政治

态度 ,而
“
进行政治分析苜先应该提出阶级问

题
”

。③
“
美国黑人

”
中客观存在的阶级差

别,应当叙述。据笔者所知, “
美国黑人

”

中有如下主要的阶级、阶层。 (1)黑 人 资

产阶级。美国内战以后,黑人资产阶级开始

形成。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黑人资本家掌管

的企业,发展迅速。19O0年 ,全国有两万家

黑人企业,191厶年已增至四万家。C在
“
柯

立芝繁荣
”
时期 ,黑人企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妮

二次大战以后,黑人企业的发 展,更 为 迅

速。据国外刊物报道,黑人经营的企业,从
1969年的十六万≡千家,增加到1982年 的三

十五万七千家,这些企业的营业额在1982年

达一百七十亿美元。既然从内战以后已开始

形成黑人资产阶级∵在二次大战后这个阶级

又进一步壮大,罗斯福
“
新政

”
时期存在着

黑人资产阶级,应是没有疑问的。 (2)农
村中的黑人地主 (正卯溺o/J)。 在经济大危

机中,部分黑人地主破了产9但 是罗 斯 福
“
新政

”
时期,∷ 他们的存在确是事实。此二

者以剥削为生的
“
黑人

”,数量虽少,他们

与广大受剥削的黑人劳动者之间,阶级差别

是明显的;他们与白人工人、佃农之间,存

在着同样明显的阶级差别。论者切不可 f把

职业的差别同阶级差别混淆起来,把生活方

式的差别同各阶级在整个社会生产制度中的

不向地位混淆起来
”
。⑤ (3)黑人工 人 。

据估计,1934年约有五百万在业和失业黑人

工人。C他们约占
“
美国黑人

”
的 ˉ半。

(4)黑人小资产阶级。这里主要指从事 自

由职业的医师、教师、律师、作家、工程师

等等,他们在
“
新政

”
时期,比 较 活跃 。∷

(5)农村中的黑人,又分为完金拥有土地

者 (F勿 JJ O″〃7)、 拥有部:分 上地者 (P夕 t扌

o″〃t),现金佃农、分成制佃农 (收成的 去

或÷交给地主冫、分益制佃农 (收成的告或号



交给地主 )、 雇工等阶层。据1930年的人口

调查,黑人农民有97%住在南方,黑人农民

中拥有土地者不到20%,现金佃农·占10%,

上述后三类占zO%。 ⑦
“
美国黑人

”
中存在

着不同的阶级,阶层,本来是普通常识,可
惜有的论者却往往对之忽略,笼统地谈论黑

入如何受剥削,即是例证之∵。

学者￠l也许因一时疏漏不加 区 别 地 就

f黑人问题
”

发表见解,美国的历 属 当 权

者,却不同程度地在黑人各阶级中做文章。

罗斯福上任后,对黑人资产阶级、以及小资

产阶级中的部分人,采取了十分明显的笼络

政策。任命一些黑人但任联邦政府的高级职

务,就是突出的表现之一。罗斯 福 的前 任

们 ,仅偶尔起用个别黑人担任一官半职,或 向

并无官职的黑人顾问征询政治意见。罗斯福

及其政府成员一反
“
惯:例

”,委派不少黑人

担任正式职务,甚至给以决策性的职务。先

后在罗斯福政府里位居要职的黑 人 , 主 要

有:司 法部部长助理罗伯特·凡恩;内 政 部

助理检查宫威廉姆·海斯蒂(罗斯福在1937年

任命此入为最高法院法官,后来海斯蒂又出

任维尔京群岛总督,这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

先例的 );商务部黑人事务:顾 问尤金‘琼斯 ;

劳工部黑人劳工司司长劳伦斯·奥克利 斯 ;

全国青年署黑人事务司司长 玛 丽 ·麦 克 劳

德·贝修恩夫人;国内资源保护队黑人 事 务

顾问埃德加 。布朗;罗伯特·韦弗被内政部长

伊克斯延揽,充当助手,负责主持部分
“
工

赈
”
工作,后又在联邦住宅署供职;社会保

险署的艾纳·里德、教育局的阿门布罗斯·克

莱维尔,以及
“
另外还有许多黑人在政府机

关或联邦部门中担任高级职务
”

C。 这些官

员,以及其他职位较低、数量骤增的黑人官

员,在当时美国官员总数中只占少数。G但
由于

“
罗斯福任命的相当负责职务的黑人人

数,超过了所有其他总统任命的总和
”,⑩

故有
“
黑人内阁

”
之讥称。以反对罗斯福 i

伊克斯等人对黑人的
“
偏爱

”
。

罗斯福的这一行动,有几点值得注意。

黑人官员数量之多,任职之重要i,说 明罗斯

福的此举,决不是偶然的轻率决策,其背后

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此其一。其二,联邦政

府及其机构官员的任命,美国宪 法 明 载 :

“
总统应提出人选,经参议院建议和同意雨

任命太使、公使、领事、最高法院法官,以

及其任命手续未经本宪法另行规定而须以法

律加以规定的其他一切合众国官员。
”G但

是,美国历史却证明
“
总统在他任命的具体

人选方面实际上不受束缚。
”0因此,巩是

被总统任命或录用的官员,依附色彩是浓厚

的。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强有力 的 总 统 之

一,一些黑人受宠而参与政事,惊喜之余对

罗斯福的忠诚 自不待言。其三,在联邦政府

和机构任职:的 黑人,并非黑人工人或佃农,

而是黑入中的各类专家、知识份子,他们的

家庭背景大多属于黑人上层,不少人还是全

国性黑人组织的头面人物。他们出任官职尤

如一条纽带,把黑人资产阶级、黑人上层同

占主导地位的白人垄断资产阶级 联 系 在 -
起。这种联系,重要的不在于这些人的家庭

背景或本人成份,而在于他们的政治主张与

罗斯福的
“
新政

”
十分一致。因而可以说它

是白人财团在黑人资产阶级中找到了同盟军

的标志。

罗斯福及其政府成员,对黑人上层、知

名人士作出的其它姿态,也是笼络政策的表

现之一。内政部长伊克斯,商务 部 长 丹 尼

尔·洛皮尔,劳工部长弗朗西斯·帕金斯,罗
斯福的心腹顾问亨利·霍普金斯, 以及罗斯

福夫人埃莉诺 ·罗斯福 都 在 笼 络 黑 人 上

层、知名人士方面下了功夫。例如,伊克斯

取消内政部大楼饭厅的种族隔离制度,黑人

官员可与白人官员在同工饭厅用餐。罗斯福

夫人经常邀请一些经过挑选的黑人到白宫作

客,访问黑人学校、黑人的企事业、以及黑

左
两



人聚居地哈莱姆区。而最为典型的事例,是

罗斯福夫人、伊克斯等人对黑人女歌唱家玛

丽安·安德森的支持。1939年 3月 ,安德森原

拟在华盛顿宪法大厅演出,但该大厅的拥有

者
“
美国革命儿女会

”
拒不容纳。罗斯福夫

人闻讯后退出该组织,以 示不满;伊克斯随

即安排安德森在林肯纪念堂演出;罗斯福本

人也亲自过问此事。罗斯福夫人、伊克斯等

凡位部长,还参加了赞助委员会。在他们的

大力支持下,安德森的音乐会吸引了七万五

千人到场聆听,引起了全国性轰动。这类姿

态,虽然
“
只不过是象征性的东西

”,然而

在罗斯福执政之前, “
黑人连象征性的东西

也得不到
”

。⊙

学术界普遍认为,罗斯福
“
新政

”
挽救

了资本主义经济,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

黑人资产阶级和其它黑人剥削者也属于既得

利益集团之列,尽管他们的受益与白人同类

者相比,相形见拙。可以说, “
新政

”
的各

项政策,是罗斯福对他们的更重要的笼络。

(二 )

罗斯福对黑人工农群众,采取的是安抚

政策。 1929-1932年的经济危机,为历来处

于社会最下层的贫苦黑人带来了深重灾难。

1932年钅月7日 ,罗斯福在竞选广 播 演 说 中

称; “
在这个不幸的时代、我们要制订出一

些计划来,把希望重新寄托在那些在经济全

宇塔底层、被人遗忘了的人们的身上。
”

⊙

罗斯福上任后,虽然并未专门制订什么计划

去改善黑人劳动者的物质生活,但他在刈
·
美

国工人和农民的普追性政策中,也体现了他

对黑人贫苦劳动者的关注。

由于罗斯福政府大力推行
〃
工赈

”
政策 ,

不少失业黑人在
“
工赈

”
革位就业。1936年

在
“工程进展署

” (PT,/')就 业的黑人 ,就

得到该署所付工资的约31%。 截至1939年 ,

100万黑人家庭都靠在
“工赈〃单位所净工

4售

资为生。 “
工程进展署

”
花了四千五百ˉ

余万

美元为黑人建造和修缮学校、医院、文娱场

所;花 了近五百万美元为南方黑人学校增加

设各,10%的 黑人太学生受到全国青年署的

帮助;它贷款两千余万美元给各州Ⅱ使之新

建了二百二十五所黑人学校,改建了-百一
十八所黑人学校。1936年 ,G%的黑人 青 年

在国内资源倮护队就业,1937年 为9.9%,
1938年 为11%,共 有40万黑人青年先后在该
“
工赈

”
单位度过,每人每月可 得 约 30美

元,既养活了自己,又支助了他的家庭。⑥

由于有
“
全国工业复兴法

″
和

“
工 资工 时

法
”,黑人工人争取获得最低工资的斗争 9

具备了法律依据。罗斯福
“
新政

”
时期,工

人的实际工资有所提高,黑人工人的工资亦

相应提高。 “
瓦格纳法

”
承认工人有加入工

会的权利,黑人工人据此而加入工会者,创

历史记录, “
到1938年 ,参加产业工会菸l黑

人工人已经有25万多人
”

。⑩黑人工人入工

会,有利于他们处境的改酱。由于
′
社会保

险法
”
并没有歧视性条款,黑人工人、黑人

儿童也就可以得到社会保险。在经济危机年

代,不少黑人无家可归,即使有栖身之所 ,

黑人劳动者中将近一半住在贫民窟,欠租者

达66%。 对此,联邦房屋管理局
“
作出了很

大的努力,用有宽大窗户的向阳房屋取代黑

人区的贫民窟。联邦政府所建造的廉价出租

的房屋,特将三分之一保留给黑人。
”o

罗斯福的农业玫策,也改善了农村非剥

削阶层黑人的经济状况。在 19姓 0年 ,完全拥

有农场的黑人农户,共 16万 8236户 ,占此类

农户总数的5· 4%,在南方,此类黑人 农 户

共14万 1902户 ,占 南方 此 类 农 户 总 数 的

10.6%;又据统计,同年拥有部分土地的黑

人农户,占此类农户总数的5%,,在南 方 则

占总数的85%。 ⑧他们在
“
新政

”
时期的景

况如何呢?据统计,全美国农场经营者的净

收入、每个农场陶平均收入,分别是氵1933



年25亿 5500万美元、379美元;1934年 29亿

2300万美元、碴31美元;1935年 52亿zgOo万

美元、775美元;~1936年躬亿另800万美元、

639美元 ;∷
1937年 60亿另500万 美元、 905美

元;1938年 茌3亿 61O0万美元、668美元 ;1939

年娅亿 1在 00万美元、685美元;各年收 入 均

高于罗斯福上任前1932年 的⒛ 亿 3200万 美

元、30遮美元。o农场经营者未偿清的债务 ,

在
“
新政

”
期间又逐年下降: 1932年 90亿

9300万美元;1933年 8厶亿6600万美元;193厶

年m亿 85O0万美元;1935年 75亿 8厶00万 美

元 ;1936年 私亿2200万美元冖937年 71亿 5300

万美元;1938年 69亿 5400万美元;1939年 67

亿790O万美元。@这些材料充分说明,农场

经营者的经济收入太为改观。即使黑人农户

的收入∵般低于同类白人农户,他们的经济

状况得到改善冫则是肯定的。

在
“
新政

”
时期,佃农的情 况 比较 复

杂。从1930年 至1940年 期间,白人佃农减少

1返万9289户 ,黑人佃农减少19万2001户 。④

佃户减少的原因,与罗斯福控制农业生产 ,

减少耕地有关。地主为独占减耕奖金,趁机

夺佃赶走佃农,近 20万黑人佃农是不幸者。

载至 19硅 Q年 ,约有23%的南方黑人 (包括黑

人佃农 )迁往城市或西部,但不能简单地说

他们的处境更加悲惨。他们中流落街头者,

景况当然极坏;而大批加入工人 队 伍 的黑

人,则壮大了工人队伍,他们的生活比之在

农村,一般说还要好些。前述黑人工人经济

状况的改善,也包括这部分人。那些留在农

村的佃农,其总的经济状况尚无资料说明,

仅就得到联邦政府补助一项而言,略有增加

之势。1934年 '平均每户得H美元,1937年

为″美元。⑦即使由于种族歧视,黑人佃农

所得比平均数少,但毕竟有所得 。 又 据 资

料,19硅0年 6月 ,1万4千黑人贫苦户受到 农

场倮险署的帮助,占此类农户的25%;该署

缉织的租赁合作社 (t绍纫J￠o∞ ct夕古氵v￠s),

其成员一半以上为黑人。农业工人的收入,

在
“
新政

”
期间也有提高。1933年 ,雇主提

供食宿每日另付工资90美分;193硅年,每 日

一美元,1935年,每 日1.1美
:元

,1936年 ,∷

每日!。 2美元,1937年,每 日1·。35美元,1938

年、1939年每日分别为1.3美元、1。 25美元、

略低于1937年 ,但比1932年 的95美分高。◎

黑入农业工人工资的增加, 自不例外。

在1ρ 30-19硅 0年期间,黑八死亡率从千

分之十点八,下降到千分之十点六,这也反

映了黑人生活状况的变化。④

笔者之所以较为详细地引用上述材料,

原因之一是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差距

太大。有学者认为,罗斯福
“‘

新政:不仅

没有改善黑人工农群众的状况,反 而使他们

的经济地位更加恶化
”
⑧。这一结论与事实

显然不相符合,并与同一学者关 于罗斯 福
“
对黑人实行了-套怀柔政策

”
的论断发生

矛盾。笔者的结论是:在
“
新政

”
时期,翠

人工农群众的物质生活有了些微的改善。既

不是极大的改善,也不是f更加恶化∵̀表叨

了罗斯福对这部分黑人的政策, 是安 抚 性

的。

(三 )

如果说黑人劳动者的经济状况可以通过

普遍性政策得到些徼改善,黑人的公民权利

则是任何普遍性政策所不能解决的。美国历

史上长期存在的种族歧视恶习、种族隔离制

度、罗斯福基本上没有触动它。以下的事实

足以说明这一点。黑人的公民权利,主要包

括 :

黑人的选举权。】8⒛年3月 30日 公 布 的

宪法修正案第十五条称; 〃合众 国 和任 何

州,不得因种族、肤色或曾是奴隶为由,否

定或剥夺美国公民应有的选举权。
”

⑦然而

在南方备州 (D″氵纟),1022万黑人 (约 占

5
ˇ∠

飞



罟人苍:数的
昙 )中,大多数黑

个
的选举权却

被剥夺了。种族主义者剥夺黑人选举权的主

要手段有:以暴力、恫吓、解
·
雇,以及其它

经济上的报复手段,阻止黑人进 行选 民登

记。南方各州有臭名昭著的
“
人头税

”(Po:J

r夕″s)制度,凡穷苦黑人不能 交付每年人

头税者,选举权即被剥夺。

黑人中大量存在的文肓、半文盲,由 于

未能通过
“
文化测验

”(r召 s饣 s。 f Jf氵召t夕 cg),

或望而生畏,他们的选举杈被剥夺了。种族

主义者往往又以某一黑人不具备
“
良民资

格
” (PⅡ of o∫ g。。

'c乃

四r夕cJft),而 不准他

们进行选民登记。在南方,黑人还须通过关于

美国宪法和丿刂l法律的、所谓
“
常识测验

”
(T召 sJ

亻 姒J召 ts莎 夕″J氵刀g)。 其 题 目之 难, “
即使

训练有素的律师、法官也难以回答
”
。②此

外,当 时颇为流行的
“
祖父条款

”
 (ε t夕″J

f沩乃et jJ砌:e冫 ,又剥夺了大批黑人的选举

杈:以上七种主要的手段,尤如层层关口,

贫苦黑入是难以闯过的。而黑人上层,一般

说不为所难。这种种限制,种族歧视的色彩

固然十分明显,而阶级压迫的特征,则更加

昭然。对此,罗斯福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囚

之,直到19硅 0年 ,南方各州黑人登记为选民

者,只有25万人,仅 占已登记适 龄选 民的

5%⑧ 。

黑人的谋生权。黑人劳动者求 职 受歧

视,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严重现象。在通常情

况下,正如黑人劳动者的民谣所 示 : “
我

们,解雇在先,受雇在后。
”
① 在多 数年

月,黑人工人的失业率高于白人工人。G黑
人不仅在私人企业求职难,在官办单位,求

轵同样难。即使闯过了求职难这-关 ,黑人

进厂后随即在工种、工资收入上受到歧袂。

大多数黑人工人从事繁重、被视为低贱的工

作。黑人工人的工资,从总体上看,远远低

于白人工人。据统计,在 “
新政

”
实施了多

噜0

年的】939年,白 人男性工人平均 年 工 资为

1419美 元,黑入等非白种工人平均收人∷仅63θ

美元;同年,白人女性工人收入平均 86⒊ 美

元,黑入等非白种女工,年平均收入 仅 327

美元。C在 “工赈
”
单位就业的黑人工人 ,

同样受歧视:以国内资源保护队为例,在抽

样调查中,11%的黑人劳动力,仅得到付出

工资的9.5%。

黑人的受教育杈。在
“
新政

”
时期” 由

于全国青年署等机构的努力,不少黑人能有

了读书的机会,联邦政府也为黑人大专院校

建造了一些大楼,增加了拨款,甚至有30万

成年黑人学会了读书识字。从1930年 至1940

年,黑人文盲下降了⒋9%。 到1940年 ,16-
25岁 之间的黑人青年有三分之二 在 学 校 念

书。这是罗斯福安抚黑人工农群众的一面。

然而在种族歧视方面,罗斯福又不敢去触动

它。当时的美国盛行学校种族隔离制度,黑

人子弟不能进入白人学校大门。 1896年 最高

法院在判决普来西 (PJ6σ 7。 F召昭〃sc勿 冫一

案中称,只要白人、黑人学校
“
设各相等

”
,

就不是种族歧视。罗斯福上任后,没有采取

行动来改变这一判决。事实上,两类学校的

设备,并不平等,而且不许黑人在白人学校

上学,本身就是歧视。这种歧视 性膈 离 制

度,直到195硅年最高法院才宣布违宪。

黑人的生存权。按照1868年 通过的美国

宪法修正案笫十四条, “
凡出生及归化于美

国,并享受美国政府管理的人,皆为美国及

所居住州的公民。⋯⋯不得于未经适当的法

律程序时,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自由或 财

产。
”@实际上,黑入的生命经常受到种族

主义者、特别是三Κ党徒的威胁,黑人受私

刑处死者,时有发生。仅 1933年就有24起私

刑处死黑人案,193在年15起 ,19s5年 18起 ,⑧

1936-193'年 16起,@1938ˉ 1940年 12起。

广大美国人民早就要求制止、制裁这一野蛮

血腥的行为。科斯蒂根和瓦格纳也提出了联



郊反对私刑处死案。当参议院否决这-法案

后,罗斯福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私刑,贫
苦黑人的生命仍不时受到威胁。

罗斯福曾说: 
“
在她球上任何人种竟然

遇合充当同属人类的其他入种的主宰,这种

事情以前从来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永远

不会有
”
;⊙

“
在美国公民中,不会有被遗

忘的人和种族。
”

⑩然而罗斯福对黑人劳动

者的选举权、谋生杈、生存权、受教育权 ,

以及使用公共设备的权利等等,竟是那样地

熟视无睹;对黑人劳动者来说, “
新 政

”

“
决无民权纲领

”
③可言。恩格 斯 曾经 指

出,美国宪法最先承认了入权,但 “
人种的

特权则被神圣化了。
”C罗斯福

“
新政

″
时

期的情况仍是如此。不过,黑人受歧视,黑
人的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固然与肤色、人

种有关,雨从上述事实看,受害者主要是贫

苦黑人,因 而表面上的种族压迫掩盖了实质

上的阶级压迫。以此雨论,罗斯福回避黑人

劳动者的基本公民权利,是不能用
“
怀柔政

策
°
来解释的。

《四 )

以上主个方面的叙述表明,罗斯福对黑

人的政治态度 ,应概括为笼络、安抚和回避。

他对黑入资产阶级尽可能笼络,视之为同盟

军;他对黑人劳动者∵则施以小恩小惠,安

抚敷衍,而对其公民权利实际上 回避 。 困

此,笼统地谈论罗斯福的黑人政策,是不科

学的。

那么,罗斯福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政冶态

度呢,笔者认为,一是阶级利益的ˉ致性,

-是资本统治的需要。

所谓
Ⅱ
阶级利益的一致性

”,有两方面

的含义:白人垄断资产阶级与黑 入 剥 削 阶

级,都是剥削者,两者的阶级利 益 是 一 致

的:故而占主导地位的前者,要笼络并不占

主导地位的后者,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所有

的被剥削者,罗斯福无视黑人劳动者的公民

权利,主要原因之一是不敢冒犯种族 主义

者,特别是不敢冒犯南方利益集团。罗斯福之

不敢为氵究其根本原因又在于他与这些人有

共同的阶级利益,也就是说垄断资产阶级的

阶级利益制绗着罗斯福这个执政者。

所谓
“
资本统治的需要

”
,须着重指出

以下几点:

马克思指出:“ -个统治阶级越是把被统

治阶级中的优秀份子吸收起来,它的统治就

越是巩固
'越

险恶。
”
∈在联邦政府任职的黑

人,有 -些并不属于剥削阶级,但他们被罗斯

福视为美国黑人申的优秀份子,应无疑问。

这些担任公职的黑人9对巩固资本的统治,

明显起了直接作用。全国青年署的贝修恩夫

人、国内资源保护队的布朗、内政部 的 韦

弗,都忠实地推行了罗斯福的
“
工 赈

”
政

策;劳工部的奥克斯利,专门负责黑人劳工

事务,为贯彻罗斯福的劳工政策 , 不 遗 佘

力;他如在司法部、商务部、社会倮险署⋯⋯

等等部门任职的黑人官员,也都 是 罗斯 福
“
新政

”
的积极推行者。又由于这些人都是

黑皮肤的美国人,各种报刊?特别是黑人圭

办的报刊,对他们的出任大加渲染,广为传

搔,在广大黑入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他们

的任职,麻痹了广大黑人,起到了白人官员

所不能起的作用。此中统治手段,确乎是险

恶的。

罗斯福对黑人上层的笼络与对广}大黑人

劳动者的安抚两者的结合,有利于巩固资本

的统治。长期以来,黑人资产阶级中存在着

的改良主义思潮,与罗斯福 〃新政
”

的改良

主义措施,特别是对黑人劳动者 的安 抚 政

策,十分吻合。困此 9一些黑人组织,如 1910

年成立的
“
全国都市联盟

”
和1909年建立的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都积极:配合罗斯

福政府,为 “
新政

”
的推行,竭尽全力。前

者成立了
“
黑人紧急咨询委员会

”,广泛宣传



打
新政

”
的各项政策,使广大黑人 “适应

”

新的政策;它们向当局不时提出各项建议,

使后者在安抚黑人群众方面,做得更加
“
完

美
”;每当黑人工人参加罢工9它们便出面

软化,干预罢工;如此等等。这显然对资本

的统治有利。倘若罗斯福对黑入上层不采取

拉拢的策略,就如他的前任们那祥,黑人上

层是否积极配合,是很难预料的。
⋯

罗斯福的回避政策,也与资本统治的需

要有关。前文己经提到,罗斯福之所以回避

染人劳动者的公民权利,主要原因是避免与

南方利益集团正面冲突:在罗斯福
“
新政

”

时期,大部份黑人农民住在南方 (到 1940年

止:农民是黑人总数的52%),而南方,历

来是种族主义者活动猖狂的地区,那里的剥

削集团:是以剥削、压迫黑人劳动者为其生

存和统治的基础的。自罗斯福推行
“
新政

”

以来,南方利益集团已经产生了抵触、不满

情绪:他们抱怨
“
新政

″
的救济政策减少了

雇员对雇主的依赖性;他们责怪
“
新政

”
的

农业政策打乱了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惟恐联

邦政府给佃农补贴而
“
宠坏

”
了佃农;他们

指责政府的信贷绕过了银行,使其少利或无

利可图;等等。而在美国国会里,有他们的

不少代表人物。这些入,又把持了国会各委

员会圭席的职务。罗斯福推行
“
新政

”,需

要国会的支持,特别需要国会内南方民主党

人的支持。罗斯福曾多次重复类似 的话 :

“
如果我冒犯了那些靠资历避制着国会各种

委员会的南方人,各种法案就会陷入永远不

能通过的境地。
”
⑩因此,罗 斯福对南方利

盎集团总是小心翼翼:不敢得罪。例如,有

关的农业高级官员因冒犯南方利益集团而被

清洗1辞职者不乏其人:农业调整署法律处

处长杰罗姆·弗兰克等
∷
人被清洗;重新安 置

扃局长威尔逊 ·塔格威尔辞轵;农场保障局

局长威尔 ·亚历山太的日子很不 好 过 , 他
°
在国会的拨款委员会中遇到了南方某些有

48

力人物和北方反动份子的反对,他们把对新

政的怒气集中在农场保障局身上,害怕该局

威胁到白人的优越地位。
”@另外罗斯福深

知,倘若要在黑人劳动者公民权利方面作点

改变性的尝试,必然会引起民主党的分裂 9

雨这正是罗斯福最害怕的局面。在罗斯福的

政治天平上,统治阶级内部团结的砝码,显

然大于黑人劳动者的公民权利。罗斯福在实

际上回避了黑人劳动者的公民权利,完全是

出自资本统治的需要:美国有学者说, “
罗

斯福本想把民权法案的制订工作推迟到战后

去办
”,0看来缺乏根据。

至于罗斯福的安抚政策,很明显地也是

出自资本统治的需要。这个问题笔者在几篇

拙稿中,已经从广义 Ľ谈到了这一点,此处

不再赘言。

以上从两个方向分析了罗斯福对黑人采

取笼络、安抚和田避政策的原因。罗斯福的

如此政治态度,是否还有其它原因呢?如果

从罗斯福的政治哲学、策略手段 等 等 去 分

析,还可以提出几点:但如认为罗斯福的安

抚政策,是出自
“
与失业、贫穷、无特权的

人们同命运共呼吸
”
,⑤则值得商榷。我们

不排斥剥削阶级中有个别或少数人对民众有

同情心;资产阶级式的恩赐,慈 善 家 的 怜

悯,在剥削阶级菅垒申也会不时地冒出来 ;

甚至有个别人投身到民众中。我们也可以认

为罗斯福等人对
“
被人遗忘了的人

”
很 关

注,但不能说他与劳苦大众
“
同命 运 共 呼

吸
”

。须知剥削阶级的执政者如不能以维护

本阶级的利益为 己任,而与劳动者
“
共命运

同呼咴
”,是决不会为本阶级所容忍的。事

实上这样的执政者根本就不存在。罗斯福对

黑人劳动者公民权利的冷漠,是他的资产阶

级性的反映;他在物质生活方面给黑人劳动

者以点滴安抚,同样是他的阶级性的反映。

马苋思主义的史学l,F究 , “
必须牢牢把握住

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



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

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 经济、政治、

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
”

〈J阶级分析方法仍

是分析
一

切私有制度社会问题的基本指导线

索,它并没有
“
过时

”
。事实证明,罗 斯福

对黑人的各种有区别的政策,为他本人、民

主党和垄断资产阶级,带来了好处。一些资

产阶级学者和黑人领袖对罗捞福的评论,说

明了这一点。有的说: 
“
罗斯福是内战以来

对黑人最有l及 引力的总统
”

氵 ∷̀有 的 说 :

“
他为黑人打开了希望之门

”
, F到 了三十

年代末, 
“
黑人∈‘把他们 白己献 身 于

‘
新

政
’

和罗斯福总统
”;f即使像杜波依斯这

样著名的黑人领袖9也不无夸大地浼, 自黑

人奴隶解放以来,三十年代的
“
美泅黑人在

向着他们充分妁公民杈方面
”, “

取得了较

大进步
”

。1事实上,热人劳动者尽管争得

了一些权益9但罗斯福对美国黑人劳动者实

际
“
承担的义务

”
是极微薄的。大多数黑人

支持罗斯福、民主党,也说明罗斯福的黑人

政策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有利。由于共和党总

统林肯发表了
“
解放宣言

”
冫共和党在国会

占优势时叉通过了有利于黑人的第十三、十

四、十五条宪法修正案,故 雨直到二十世纪

三十年代初,大多数黑人支持共和党。然而

在
“1936年 ,在美国历史上大多数黑人选民

第一次支持民主党候选人
”,G在 城 市,g

的黑人选民投罗斯福的票。019屡0年、19姒

年的大选,也是如此。在罗斯福
“
新政

”
时

期,黑人的群众性斗争虽然时有发生,甚至

有如1935年 哈莱姆黑人聚居区的大规模抗议

行动,总的说来,它没有对统治者构成什么

威胁。罗斯福的笼络与安抚政策,竟然掩盖

了他的回避政策,或 者说他以前者来平息后

者所引起的不满,这种政治手段,是相当高

明的。

继罗斯福之后,白人垄断资产阶级已非

常注意与黑 '∴、资产阶级联盟,当 今更有推出

′
黑人为美匡l副 总统候选人者。罗斯福并了两

者联盟或结合一起的先河。罗斯福的安抚政

策'在
二次大战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尽管镇压

黑人的事屡有发生。由于广大黑人的不断斗

争,也 由于安抚政策的影响,19b7年、1960

年、1964年先后通过了
“
公民权利法

”
,以

及1965年 生效的
“
选举权利法

”,黑人的公

民权利有了大的改观。这些都说明罗斯福的

黑人政策对战后的统治集团产生了影响。应

该说罗斯福是继林肯之后,在黑人问题上取

得较大进展的美国总统。

涟  释 :

① 《关国统计史料 》,"76年纽约英文版,第

9页 :"“年,黑人和其它少数种族, Ⅰ2弼 万 】千

人 ,全国总人口1亿″25万 人;m39年,前 者 Ι835

刀5千人,后者Ι亿3088万人。⑧第弱5页 ;⑩第犭85

页;⑩第娴】Fr;④第犭ε5页 ;⑧第幻8页 ;④ 第 5⒎

页;①第BO5页 。

② 《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 》(南开大学历史

系关国史研宄室寺著 ),人民出版社 Ι977年 Ⅱ月

版,第 258页 ;④⑥⑦@④⑩,依次见第200、 朋8、

255、 2“、2sg、 2“ 页。叉据⑩、第Π】页: 来 自

南方、南方边缘各丿、H的民主党议员,在Ι8g。n~Ig30

年期间,占 民主党议员总、数的 各;】 9"-Ig“年 ,

民主党m个参议员中,有80个来自南方、南方边缘

各州,民主党众议员3Ⅱ 人中,南方人 占 Ι80名
;

"g5_Ξ
936年 ,民主党69名 参议员中, 南方 人 30

入,民主党众议员
"0人

中,南方

^、

Ι80名 ;Ι 987一

【9ε 8年 ,民主党参议员
"人

中,南方人80人,民主

党众议员s3I人中,南方人Ι80名 。故罗斯福不敢轻

易冒犯他亻门。

③ 《列宁全集 》第25卷,第勿5页。

③ 《列宁全集 》第5卷,第Ⅳ】页。

⑤⑩⑧④拉尔夫·德·贝茨 《关国史 》,^.民 出

版社
"8厶

年版,上卷,第 202、 207、 IB8、 200页。

⑨据莫歇尔等编 《公务人员署 》一书,Ι 950年

英文版第27页 :"86年 ,美国文官共″万 gd犭 o人 ,

Ξ9dO年 ,101万利17人 。据⑤第m页,至m35年 上

丨年,扌 '0|、
‘
犭5亿 罕:^、 |∶ 丨Ι寸闪大多数汛i|Ⅱ 新玫

”
丬氵l~丬￠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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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高级职务。到Ι9犭Ξ年,联邦黑人文官 (英文直

译应为
“
文职人员

”
)逾 15万人;其中,一百余人担

任高级行政职务,数千黑人以经济学家、统计师、

工程师等等身份在
“
新政

”
机构工作 (⑩第Tg页 )

⑩⑧@杰克·文伦等著《美国史》,英文版第2

卷,第犭77页 。

②维尔著 《美国政治 》,商务印书馆,∶ g8】 年

版,第″5一Ⅳ6页。

⑥⑩@威廉·曼彻坩i特 《光荣与梦想》,商 务印

书馆,∶ 9Fg年版,第一册,第 J52、 sg一“、引9页

(又据⑧第7i页 :黑人有25万 人学会读书、写字)。

⑩④⑩啥维德·斯蒂科夫《新政与黑人》、∶gm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英文版,第 68、 弼、95页 (zs%

的北方黑入投罗斯福的票;除芝加哥外,北方其它

城市至少有60%的黑人选民投票支持罗斯福 )。

⑩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 九 卷上

册,吉林人民出版社】9zJ年版,第 533页。

⑧安德烈·莫鲁瓦: 《美国史 》,上海人 民出

版社】9zz年版,第 226-227页 。又据⑤第 67页 :

Ι937-∶ g42年间,联邦住宅署所建】2万 2千套住房

中,大约有犭万】干套分给了黑人。

⑧ 《二十世纪的美国政府 》,普遍 求知公 司

"/∶
年英文版,第Ⅱ9页。

⑧ 《关国政府的言与行》,音 林蒂斯一荷尔公

司】980年英文版,第硐0页。又据⑤第
=B犭

页:罗 斯

福曾公开谴责
“
人头税

”,称
“
丿、头税与我们 确信的

基本民主和它的政府的代议制形式,相抵触
”;他

又宣布:“必须向我们所有的公民开放选举权
”
。然

而罗斯福只是说说 ,或呼吁而已。实际上,不仅南方

的黑人获选举权者少,在北方的城市,黑入的选举

权也受到限制。以底特律为例,Ι 9弼年黑人登记为

选民者也只占⒃%。

⑩ 《美国政治 》,安德孙一丿戎斯利 出版 公 司

I9"年英文版,第犭Ξ8页 。

⑩黑人失业率的有关资料” 时有出入。据④第

205页 ,黑人失业率比白人高60%;而据⑧第【g5页 ,

黑人失业率比白人高犭0-50%;但据① 第 ″8页 ,

Ig80年 白人失业率为6。 醐,黑人等少数种族6。 07跖 ,

Ι9们年,分别为】d。 6%,7。 88%。

④福斯特:《 美洲政治史纲 》,人 民 出版 社

J956年版,第 570页 。

据⑩第137页 ,罗斯福曾多次公开反对私 刑 ,

称私刑 《包括黑人对白人的报复性击杀 )是
“
邪 恶

的集团性屠杀
”
。在围绕制订联邦反私刑法案 的 争

辩中,罗斯福亦曾支持过瓦格纳,但他是
“
半 心 半

意的
”,实际上他拒绝与科斯蒂根、瓦格纳合作(⑩

第28噬页)。 因为
“
罗斯福需要南方各州的选 票。 为

再次全力支持南方白人,他叉一次妥协了,并不支

持黑人。
”(⑩第】87页 )

⑤ 《罗斯福选集 》(关在汉编译 ),商务印书

馆Ξ982年版,第 288页 。

⑩⑧④④④ 《新政 》,郎 格曼公司Ig引年英文

版,第 183、 5、 76、 ″8、 昭5页 。

⑧ 《反杜林论 》,第 IO9页。       
·

⑩ 《资本论 》第3卷,笫 70犭 页。

④ 《列宁全集 》笫2σ卷,第绍页。

④ 《穷人的运动 》,庞斯昂书局
"77年

组约英

文版,第 205页 。

⑧ 《美国研究介绍 》,郎格曼公司
"8】

年纽约

英文版,第Ι66页 。

⑨阿瑟·林克、威廉·卡顿著 《1900年以来的美

国史 》,社会科学出版社Ξ988年版,中册第丙页。

(上接59页 )

不出,论其后,有 (又 )后察不死,夺后爵,

除伍人;不死者归,以为隶臣。
’

④《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 》: 
“
不 当禀

军中而禀者,皆赀二甲,法 (废 );非吏也,

戍二岁;徙食、屯长、仆射弗告,赀戍一岁;

令、尉、士吏弗得,赀一甲。军人买 (卖 )禀

禀所及过县,赀戍二岁;同车食、屯长、仆射

弗竹,戍一岁;县司空、司空佐史、士吏将吝

50                               ^

弗得,赀一甲;邦司空一盾。军人禀所、所过

百姓买其禀,赀二甲,入粟公;吏部弗得,及

令、丞赀各一甲。禀卒兵,不完善 (缮 ),

丞、库啬夫、吏赀二甲,法 (废 )。
”

◎《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 》: 
“
军新 论

攻城,城陷,尚有栖未到战所,告 曰战围以折

亡,假者,耐 ;屯长、什伍知弗告,赀一甲;

伍,二甲。
”

⑩《史记·肉石列传 》索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