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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肯 与 废 奴 主 义

罗 徽 武

对林肯的评价和他对奴隶制的态度,史

学界存在不少争论。有的认为他是一个比较

彻底的废奴主义者,有的认为他不是废奴主

义者。我认为,林肯反对奴隶制的主张和社

会实践表明,他基本上是一个废奴主义者。

林肯是奴隶制的反对者,这是比较公认

的。反对与废除既有区别,也有密切联系。

林肯反对奴隶制,主要是基于他的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思想。 《独立宣言》臼被马克思称

为第一个人权宣言。林肯正是根据独立宣言

中人人平等的原则,主张白人与黑人奴隶都

应平等。他谴责奴隶制扼杀民主,说: “因

为我不愿当奴隶,所以我也不愿意做奴隶主 ,

这表达了我的民主思想。任何与此不同的想

法都是不民主。
”⊙他揭露奴隶制 毁 灭 自

由,1842年对辛那提的听众说: “奴隶制和

压迫必须停止,否则 美 i彐 的 自 由 就 要 毁

灭。
”②他认为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听 以一

贯反对,他说:“我生来就是反对奴隶钔的。

如果奴隶制都不算错的话,那么天下就没有

错事可言了。在我的记忆中,我没有一天不

是这样想、这样感觉的。
”③林肯这种提倡

人权、自由、平等,反对奴隶制的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思想,同一些废奴主义者的思想不

能说没有共同之点。废奴主义者萨姆拉在先

后五次竞选演说中都支持林肯,并说: “幸

运的阿伯拉罕 ·林肯具有为带领我们渡过这

-难关所需要的那些品质。⋯⋯他冷静、沉

着、明智,同时也很勇敢。只要他把自己奉

献给人权,联邦就一定会保持下去并且变得

更加珍贲。
”④约翰 。布朗也曾写信给年轻

的废奴论者弗兰克 ·桑波恩说,他 一 直 都
“
喜欢一切人类生而平等这个学说

”⑤。可

见,即使是废奴主义者,最本质的也是从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出发进行反对奴 隶 制 的斗

争,不能否认林肯和废奴主义者之间有着大

体一致的思想基础。

内战爆发前夕,限制和扩展奴隶制的斗

争,是美国政治斗争的中`b,扩展奴隶制是

奴隶主赖以生存的基础和维持政治统治的根

本,南部同盟所进行的战争就是一个扩展和

永保奴隶制度的战争。美国当时的复杂局面 ,

要想立即消灭奴隶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
以林肯采取了从限制入手进而把它置于最终

消灭的现实主义态度。但是,有的人正是以

林肯反对奴隶制的扩张只是 “限制
”而不是

“废除
”

为理由,认为林肯不是废奴主义者。

这是强调了⒒t制 和废除的区别,否认了它们

的有机联系。反对奴隶制就要打击它,早在

1831年林肯就曾对一伙新奥尔良人 说 过 :r

“只要我一旦抓住一个打击那个 东 西 的机

会,我一定要狠狠地给它一下子。
”⑨林肯

没有把反对奴隶制的扩张作为最终目的,他

说:必须 “制止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扩展,并

把它置于公众深信最 终 归 于 灭 亡 的 进 程

中。
”⑦值得注意的足,林肯虽然没有直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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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废除奴隶制,但是奴隶主也清楚最终将

导致奴隶制的消灭,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

裘戴 ·P· 本杰明就明确地说过: “你们不

打算砍倒树 ;你们答应不这样做。你们只是剥

去一圈树皮,而树便死了。
”⑨关于限制奴

隶制与废除奴隶制的关系9马克思说得十分

明白:“禁止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扩展的原则 ,

就等于要从根割断奴隶主的统治
”, “把奴

隶制度严格地限制在其旧有地区之内,由于

经济规律势必使奴隶制度逐渐消亡”⑨。

考察任何历史入物的思想和主张都必须

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怛是有的同志只引

证林肯五十年代给斯皮德的信 “我认为我是

一个辉格党人,但别人讪已经没有什么辉格

党人了,这样一来,我就成了一个废奴主义

者了。¨⋯我现在所做的只不过是反对奴隶

制的扩展罢了”⑩,就认定林肯不承认自己

是废奴主义者。这种片面的认定,首先忽视

了林肯说这些话的背景。当时废奴主义者从

策略考虑都不赞成林肯采取他们那样的激进

立场。185硅 年10月 5日 ,一群激进的废奴主

义者在斯普林菲尔德集会后,参加会议的赫

恩登会后匆匆忙忙地找到林肯,要他到乡下

什么地方去i避避风头。赫恩登写道:“ 从策略

考虑,那时要他采取象我们那样的进步立场

是不行的。
”其次,认定者的引文忽略了林肯

给斯皮德的信的后半部分紧接着声明自己是
“一个憎恶压迫黑人的人

”
,而且还谴责奴隶

制违反《独立宣言》,说 :“作为一个国家,我

们是从宣布
‘一切人生来平等

’
开 始 建 国

的,我们现在实际上把它读成
‘一切人生来

平等,但黑人除外
’”⑧。在这里,林肯的

意思是很明确的,他主张根据 《独立宣言》

的精神,给包括黑人在内的一切人以自由、

平等。正是从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

马克思认为《晨星报》对林肯从限制奴隶制开

始所要达到的目的的如下评 论 是 正卺确的 :

“从决心排除领地内的奴隶制度开始,他已

经远瞩到所有反奴隶制运动的终极结果———

。】06·

从联邦的全部土地上根绝奴隶制度”@。

林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在当时美国

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危机四伏的环境中,

在时机尚不成熟的条件下,举起拯救联邦的

旗号,采取和平赎买奴隶的方针,在反对奴

隶制的道路上摸索着、稳步地前进,为彻底

解决奴隶制创造条件。 然而, 有的同志又

认为林肯以拯救联邦为目的,不是以废除奴

隶制为目标,所以不是废奴主义者。这种观

点,是值得商榷的。

笔者认为,林肯举起维护联邦的旗帜 ,

实质上进行一场反对奴隶制的战争,是面对

当时美国的现实状况,从客观形势出发而采

取的一种斗争策略。提出任何口号,制定任

何政策,采取任何策略,都必须从当时的实

际情况出发。内战初期,美 国大多数人对于

内战的起因、目的及奴隶制问题还没有充分

的认识。大资产阶级主要是关心维护联邦 ,

维护自已的政治、经济利益,保全自已新获

得的统治地位。而边界各州处于动摇之中,

是南北双方激烈争夺的对象,南部奴隶主们

所称的 “
南部

″,包括了当时联邦所拥有领

土的四分之三以上。这些州是美国境内奴隶

制度与自由制度并存而互相争胜的地区,是

南北之间的真正战场。林肯在内战第一阶段

不直接提出以废除奴隶制为目标,而是高举

维护联邦的旗帜,一个重要原因是争取边界

各州不要脱离联邦。当卡修斯 ·马 ·克菜劝

林肯以解放奴隶制为目标时,林肯说: “肯

基塔州将由此而反对我们,我们的负担现在

已经达到了最大限度。
”
所以林肯提出以维护

联邦为目标,不仅是安定边界各州的需要 ,

而且是为了保持北部民主党人对 联 邦 的 忠

诚、维护共和党内部团结和争取各方面支持

的需要。正如小阿瑟 ·施莱辛格所 指 出 :

“他反复声明,战争的唯一目的∴是:维 护联

邦,而不是敌视蓄奴制,因而争取过来了很



大一部分反对党人士
″

。 “这样,他既充分

满足了激进分子的要求,从而使他们留在党

内,同时又不完全疏远保守分子。¨⋯人们

一直认为,他与激进分子是格格不入的。然

而,实际上,他的最终目标同他们的并没有

多大区别。
”⑩这也说明林肯虽然举维护联

邦的旗帜9但是他废除奴隶制的最终目标同

激进废奴主义者并没有多大区别。作为总统 ,

提出任何口号都必须面对现实,考虑全国各

种不同的意见和多数人的认识水平9他对反

对奴隶制的牧师蒙丘尔、丹尼尔 ·康韦说 :

“我所处的地位却使我多少了解到全国各地

各种不同的意见;在我的印象中这个国家的

多数人似乎对黑人关心得较少,而是急于想

获得军事上的成功。
”⑦面对这种情况,他

认为当时直接提出废奴的目标时 机 尚不 成

熟, “一个人在前面走得太快而使全国跟不

上,是没有好处的。
”⑩但是他坚信解决奴

隶制的时机一定会到来 ,“ 当解决奴隶制的时

机到来时,我确信我一定会尽我的职责,哪

怕付出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⑩这在反对

奴隶制上是多么鲜明的态度,多么坚定的立

场。

不能因为林肯维护联邦的统一而否认他

主张废除奴隶制,还因为二者不仅并不矛盾 ,

而且联邦的统一或分裂和奴隶制的扩张或消

灭是紧密联系着的。林肯首先是美国总统 ,

他要考虑当时仍然留在联邦之内 的 各个 阶

层、各种政治势力的愿望,他要维护官方的

观点而抑制个人的思想、感情,但也不难看

出他要废除奴隶制的真实感怙。他说: “直

到今天,我所有的官方行动没有一件是仅仅

由于我自己抽象的判断和对奴隶制的感情来

决定的。
”⑧而且就在他提出最高目标是拯

救联邦的同时也说: “在这里我只是根据我

对所担任的政府职务的理 解 来 陈 述我的意

图,对于我经常讲到的所有地方的一切人都

应获得自由这个个人愿望,我是 决 不 改 变

的。
”⑩使所有的地方一切人都获得自由,

实际上是废除奴隶制的一种曲折表示。林肯

虽然以维护联邦为目标,但是他对联邦统一

与分裂和奴隶制的存在与废除的关系是清楚

的。1858年他在伊利诺州共和党代表大会上

说: “‘一幢裂开了的房子是站立不住的。
’

我相信这个政府不能永远保持半奴隶和半自

由的状态。
”⑩他在同民主党领袖道格拉斯

辩论时进一步指出: “没有奴隶制度,就绝

不会发生叛乱,没有奴隶制度,叛乱就不可

能继续下去。
”⑩林肯虽然隐瞒 内 战 的 原

则,但是内战的原则问题已经由南部破坏和

平发动战争的口号作了回答。前奴隶贩子贝

德福德 ·福雷斯特曾说过: “如果我们不是

为奴隶制度而战,那又是为什么而战呢?”0

南部的一个魁首斯普纳特则大叫: “对我们

来说,这是建立一个伟大的奴隶制共和国”

的问题。所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如果说

北部拔出刀剑只不过是为了保卫联邦 ,那末 ,

南部不是更早地宣称奴隶制度的继续存在与

联邦的继续存在不能相容了吗?” ②所以即

使林肯出于策略需要提出维护联邦统一的目

标,但是内战的原则、战争的实质都是扩展

与废除奴隶制的斗争。

有的同志还认为林肯解决奴隶制问题的

主张是 “赎买
”
而不是解放,这种主张同废奴

主义相去甚远。林肯曾同意国家以二百美元

的价格购买奴隶,然后把获得解放的黑人移
艹

殖到外国去,即 以赎买的形式有偿地废除奴

隶制。这当然有它的不足之处。但是,应当

看到赎买的目的是废除,不然赎买为何?不

能否认这也是一种废除方式。在资产阶级革

命或改革中为了废除某些封建制度,采取赎

买形式是常见的,所以不应一概否定。有的

同志认为,林肯的有偿废除计划是从解决国

内矛盾、维护国家统一安定出发的,所以不

算废奴主义。事实上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正

是奴隶制与雇佣制的矛盾,奴隶制是危害国

家统一安定的主要因素9为 了解决国内的主

要矛盾,从而促进国家的统一安定而废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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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算废奴主义?而且林肯的这种计划

还出于对奴隶的深切同情。他在1862年 8月

14日 接见 第 一 个 自由黑人委 员 会 时 说 :

“为什么要让你们这个种族的人移殖到外国

去 ?。··̈ 你们这个种族遭受了深 重 的 苦 难
·冖。̈ 即使你们成为自由人时,你们离达到白

人一样平等的地位9也还相距很远。
”②所

以实行有偿废除把黑人移植外国的主要目的

是使黑人奴隶免受苦难获得真正的自由、平

等。这不能说同废奴主义者的主张没有共同

之点,更不应说同废奴主义者相去甚远。废

奴主义者葛立逊就曾在1861年向林肯政府递

交请愿书支持对 “忠诚
″奴隶主解放奴隶予

以赔偿。1862年多数废奴主义者都热烈欢迎

哥伦比亚特区有偿废奴的计划。其实林肯有

偿废奴移殖国外的计划比部分废奴主义者让

南部蓄奴州分裂出去的计划更能达到废除的

目的。菲力浦斯曾在波士顿代表一个废奴论

派别讲演说: “让南方耀武扬威地离开吧 ,

祝他们一路平安⋯⋯让我们高呼
“
分裂

’
万

岁!⋯⋯·让边缘上的五个州也去罢。
”

葛瑞

利也随声附和说: “让这些犯错误的姊妹们

和平地离开吧。″④林肯的计划使联邦统一 9

菲力浦斯等的计划造成国家分裂;前者使奴

隶获得解放,后者使奴隶在一个奴隶制国家

继续受到奴役。

林肯在内战第一阶段面对复杂的局面虽

然不得不摸索着9但是他顺应历珞的潮流”

坚定地在废奴道路上前进。拉夫焦伊曾说 :

“
林肯先生在内心深处是和那些奴隶制反对

者一样强烈地反对奴隶制的。但他不能不摸

索着前进。⋯¨他下决心时比较迟缓,但一

旦行动起来就勇往直前。
拶④18m年 5月 ,

他对巴特勒将军 “以战时违禁品″
的名义对

叛乱奴隶主的逃亡奴隶加以没收表示默许 ,

后由国会通过 “没收法案”加以肯定多1862

年 2月 25日 国会通过禁止使用军队捕捉逃奴

并把他们引渡给奴隶主的法宋·姓月16日 签

署了解放哥伦比亚特区奴隶的法案,废除了

。 JO8 。

该区及首都的奴隶制度; 6月 19日 国会通过

法令 ,宣布美国各准州的全体奴隶无偿 的 获

得自由。这些措施虽然不是对奴隶制采取迅

速的 “割治
”
手段,但是

“
所有这些法律和法

案都在起着打击、削弱、侵蚀、蚕食奴隶制度

的作用9它们把奴隶制的法律屏障炸开了一
道缺口,逐渐破坏着奴隶制生存的支柱和堡

垒。
″⑩为进一步彻底废除奴隶制准备了条

件,预示着奴隶剃的最后灭亡。

1863年 1月 1日 ,林肯颁布的 《解放宣

言》,实质上就是废奴宣言,是在废奴道路

上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9因而是废奴

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有的同志又认为

林肯颁布 《解放宣言》废除奴隶制只是出于

军事需要9完仝是形势所迫而与他本人的意

愿不符,昕以虽然解放了奴隶,怛也不是一

个废奴主义者。这种意见仍然是 值 得 商榷

自0。

不可否认林肯颁布 《解放宣言》有人民

群众和废奴主义者的推动,是客观形势的需

要,不能看作是完全自觉的、主动的行动 ,

但是也不能完仝看成是消极的、被迫的行动。

实际上是林肯反对奴隶制的思想、主张同客

观形势相结合的产物9是社会实践促成了他

反对奴隶制思想的根本转变。他在颁布 《解

放宣言》后说: “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有

象在这个文.件上签名这样更加确信自己是做

得正确的。”⑧而且林肯在颁布《解放宣言》

后是坚决执行,决不后退。他在1864年国怙

咨文中写得明确:“我重申我一年前的宣言 :

‘
只要我仍然担任我目前的职位 ,我决不收回

或修改宣言,我也决不使那些根据这一宣言

的条款或根据国会的任何法令而获得自由的

任何人重新沦为奴隶
’

。元论人们采取什么

方式或手段提出总统的职责就是使这些入重

新沦为奴隶,那就必须由另一个人 ,而不是由

我来充当执行这⋯任务的工具。
”◎为了永



远废除奴隶制,他费尽 j'苫心,取得口会众

议院三分之二多数票的支持,逦过了宪法第

十三条修正案。他对马萨诸塞州国会议员约

翰 ·艾利说g “我是被赋予了巨太权力的合

众国总统。在宪法条款⊥明文规定废除奴隶

制度,不仅将一劳永逸地决定目前正生活在

奴隶制桎梏下的几百万人的命运,而且将决

定尚未出生的千百万人的命运。
”所以林肯

颁布 《解放宣言》决非权宜之计,正如黑人

妇女索琼纳 ·特鲁思所说,它是林肯签署的
“奴录制死刑判决书。

”⑩

林肯对黑人奴隶的同情和对奴隶制的痛

恨9废除奴隶制的基本主张以及献身于废奴

事业的精神和废奴主义者没有本质的不同;

所以得到废奴主义者的支持并与他们一道前

进。当然林肯同废奴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分歧

和斗争,但不是本质方面的不同,而 是解放奴

隶的方法、步骤和时机方面的分歧。各种分歧

即使在废奴派内也是亻jF在 浒的。所以不应强

调他们非本质的分歧,币否定他们共同的废

奴目标。早在1858年林肯同民j兰 兑顷袖道格

拉斯辩论时就明确表示 :“ 我始终痛恨奴求韦刂

庋,我的吞法是和一切废奴派完全一致的。
”⑩

他在关键时刻总是依靠废奴派9同他们站在

一边,他在谈到密苏里州的情况时对海 °约

翰说:“女口果我摒弃一方面而爱护另一方,那

亳无疑问,我 ∫门是釜选中其中哪一方的。̈ ⋯

我们必须和激进分子站t一边。
”@废奴主义

者道格拉斯曾论述他同林肯讨论丁贡臼 《解

放宣言》把废奴事业进行到底的许多闩辽,

并说这
“表达了他从道义上反对奴隶制的坚

强信念。
”

为了推动废奴事业,他宁愿继续

接受废奴主义者菲力浦斯的猛烈抨击,从可

提高人们的认识,一道前进。他对道格拉斯

说,菲利浦斯对他抨击 “没有什么关系,告诉

他继续这么做吧。让他促使人民心羽"晴愿地

去为解放奴隶而奋斗,而我岜一定会和这些

人并肩前进的。
”⑨后来也得到了菲力浦斯的

拥护,支持他再次当选总统。菲力浦斯还说 :

“对于踏踏实实地为实现 《解放宜言》大业

而努力的人,在他的试验遇到困难之际,我
曰人民是不会让他离开的。谁开始解放奴隶

的伟大试验,就应该由谁来为政府掌舵,直到

试验成功。
”因此9反对党都把这个讲话冠以

大字标题 :“废奴主义演说家拥护林肯。”⑩因

此我们不能因为林肯同废奴主义者的想祛和

主张有所不同,从而否定他们主张废除奴隶

制的共同本质。对于任何一种主义都应着重

于它的基本原则9美 国资产阶级史学关于废

奴主义也众说纷纭、概念笼统 ,不 易从中找到

确切 F勺定义9即 使被认定为废奴主义者的也

是派内有派,甚至公开分裂,所以是否是废奴

主义主要应看是否主张废除奴隶制度并为此

而斗争,不应用这样那样的一成不变的定义

去生搬硬套谁才符合废奴主义者 的 绝 对 标

准。

社会实践是检验任何一种主义的客观标

准。区分是否废奴主义者不仅要看他的主张 ,

而且要着重看他的社会实践。有同志列举美

国史学家加拉强调说,抽象地反对奴隶制和

参加废奴运动的实际行动是区分废奴主义者

孓J奴△

"∴

Ⅰl对者的 忄̄ 琨要标志。按照这种

说法,η i浃 itJ~不 看林古二十年代对奴隶制

的谴责到五十年代力叮Ij^奴 隶制而奔走。就

以当选总统,t∶ 的实际行功而论 :他领导了一

场反对奴隶制的战争 ,并 决心
“
把这场战争一

苴持续到奴隶制被废除为止。
”⑦他在极端

闷难屿条件下谨慎地前进,为彻底废除奴隶

∷准各条件,他颁布了废除奴隶制的 《解放

宣言》并为它的彻底贯彻而奋斗,他遭到奴

隶主势力的疯狂反对决不退缩,最后以身殉

职。林肯废除奴隶制的伟大实践难道不能肯

定他基本上属于废奴主义者么 !

匚注〕

①卡尔·桑德堡: 《林肯传》巾译本,三联书店,1θ78年

版,第θ了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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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s31页 ,转引自弗兰克林: 《解放宣言》,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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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牧师罗孝全就曾说过: “他们的可笑的宗

教抱负,是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的的
”

。这

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节日的问题上

也反映出这一事实。第二,在太平天国文献

中,虽然经常提到
“
金田起义

”
这件太平天

国史上的头等大事,但是,太平天国并没有明

确地规定一个纪念这一重大事件的节日。这

可能是由于在太平天国时代9》 对起义的重大

事件尽管十分重视,但并不像我们今天对我

们的革命起义日 (如 “八一南昌起义
”

等)

那样,要特别加以纪念的。他们对于起义的

理解,也许和我们今天的想法还很有距离 ,

因此并没有正式规定为节日。∶最后,太平天

国虽有六个节日的规定,并且天王洪秀全还

常在一些节日里特别颁发诏旨,表示对之很

重视。但从中央到地方,各个阶层,各个地

区,对:于这些节日究竟有什么纪念活动,这

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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