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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对比原则下美国犹太族群的崛起

——基于推力、拉力与阻力的分析

摘要：作为一个人口学意义上的少数群体，美国犹太族群已经在美国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与其人口比例不相称的巨大影响，甚至有了犹太人

“控制”着华尔街，“统治”着好莱坞，“操纵”着国会山的说法。本文将基于

元对比原则，从族群认同与社会地位两个维度对群体进行二重划分，在整合性框

架中通过对推力、拉力与阻力的分析为美国犹太族群的崛起提供一定的合理性，

以期实现对“整全犹太人”形象的探索。

关键词：元对比；美国犹太族群；族群文化模式；内群联结

一．挣扎中崛起

犹太人移居美国的历史开始于 1654 年。到独立战争时，全美犹太人大约只

有 2500 名。19 世纪以来，移民美国的犹太人口有所增长，截止到 1880 年，美

国犹太人口已经达到 25 万。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出现了一批犹太人移居

美国的高潮，接近 300 万俄国和东欧犹太人涌入美国。二战以后，大量犹太难民

被接纳进入美国。直到今日，大约有五六百万犹太人生活在美国。

上世纪初，多数移民美国的犹太人一贫如洗，而且完全不懂英语，只能依靠

体力劳动谋生，不少还要依靠犹太组织和慈善团体的救济才能勉强度日。据统计，

1899-1903 年来美国的移民人均携带 22.78 美元，犹太移民只有 20.43 美元
①
。

早期犹太移民的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以下东区为例，住户的用水由每层楼的一个

水龙头供应，唯一的一条下水道是污水通道。每个套房有三个房间，照明条件极

差，光线只能从“起居室”唯一的窗户透进来。聚居在这里的犹太人像“装在盒

子里的沙丁鱼”，每个房客占有的空间仅为 4.28 立方英尺，远低于法定的最低

标准。除了生活条件的恶劣，犹太移民的工作条件也不容乐观，整个移民社区都

承受着血汗工厂的煎熬。

但是，美国犹太移民在短短几十年里迅速崛起。直到今日，美国犹太族群已

经成为了美国最富裕、最遵纪守法和声望最高的公民群体之一，成为从边缘到主

流的少数族群。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犹太企业家已经掌握了美国 25%的钢铁工

业，90%的皮毛工业，60%的粮食加工工业，50%的屠宰场、餐馆、酒吧间和娱乐

场所以及 40%的电影企业。
②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犹太人在金融业也不断取得进

展，其投资涉足石油、航天和电子等核心领域。在 1985 年《福布斯》的一项统

① 刘中民主编. 犹太名人传·商业家卷[M].河南：河南文艺出版社.2002：序言 9.
② 刘军著. 美国犹太人——从边缘到主流的少数族群[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95.



计中，全美 400 名大富翁有接近 1/4 是犹太人。全美犹太人的收入水平也显著高

于平均水平（如表 1所示）。

除了经济层面，犹太移民在政治层面的崛起也不容忽视。美国政府的要职上

经常可见犹太人的身影。在罗斯福总统执政期间，一批犹太谋士得以起用负责起

草法案，实施新政；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包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基

辛格在内的一些犹太人得以担任政府要职。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犹太裔在美国

政治中发挥的作用更为显著。在 1998 年的第 106 届国会中有犹太裔众议院 23

人、参议员 11 人，占议员总数 6%多，远远超过犹太人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

例
①
。

二．元对比原则

在自我归类论中，特纳构造了一个精妙的构念——元对比原则，它是指“在

群体中，如果群体成员之间在特定品质上的相似性小于差异性，群体中沿着这个

品质或维度就分化为两个群体，群际关系因此在群体过程中凸显。
②
”，这意味

着人们对刺激类别的区分依赖于其所感受到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首先，只有当这

些刺激在某些更高的抽象水平上被分类为相似的或相同的时候，人们对它们的比

较才得以可能。在此基础上，人们在同一抽象水平上将这些刺激进行比较，从而

根据知觉到的差异把这些刺激区分到下一个较低抽象水平的不同类别中。

基于元对比原则这一行为连续体中范畴激活的基本原则，本文首先在美国居

民这一实体范围内从族群
③
认同的角度进行划分，从而形成其内部主流群体—犹

太族群的群际关系；而后，本文基于社会地位的维度在犹太族群内部进行二重划

分。最终形成了美国犹太族群崛起分析的三大主体视角——犹太底层社区、犹太

精英和主流群体（如图 1所示），三者在犹太族群发展的过程中分别扮演着推力、

拉力与阻力的角色。

① 刘军著. 美国犹太人——从边缘到主流的少数族群[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124.
② (澳)约翰·特纳. 自我归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总序 13.
③ 指的是“一个有着共同祖先和传说，有着共同记忆和文化因素的人群”。



三．推力——文化模式

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指出：每一个文化都有自己的主题，在把彼此

分散的文化元素组合起来之后，围绕该民族中心观念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思想和

行为模式得以形成，而这就是该民族的特定文化模式。美国人类学家 C．威斯勒

尔将普遍的文化模式区分为 9个部分
①
。基于美国犹太移民的非民族性，本文从

语言、神话与科学知识以及宗教习惯三个层面对美国犹太底层社区的文化模式进

行分析。

语言文字在功能方面具有二重性，它既是群体成员学习本群体传统文化的工

具，又是不同群体之间进行信息沟通以及彼此学习对方知识、开展经济合作的工

具。在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参与公共生活、实现就业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便是掌

握本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掌握国家通用语的熟练的程度，实际上决定了每个国民

在各领域的参与程度和发展空间。在美国的犹太社区中，英语的习用受到鼓励，

熟练地使用英语被视为取得成功的关键。各类犹太裔慈善组织开办了英语和职业

培训班，为犹太移民的英语教育快马加鞭。在移民内部还出现了英语圣经与祈祷

书，社区会堂的礼拜仪式也开始用英语或双语来主持。犹太移民在掌握英语的同

时还对英语进行了改造，将其母语和方言糅合进美式英语中形成了“洋泾滨”英

语。尽管它的日常词汇和用语并不合乎规范，但基本能表达意思，为新犹太移民

快速融入美国环境提供了有利的工具。

在美国犹太社区，学识是社会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犹太移民有一种源自文

化的尊重学识和教育的传统，他们表现出对教育的极大热情，并将其视作一种上

升策略。为了让孩子充分地利用美国社会的机会，犹太父母通常愿意做出牺牲，

让孩子尽可能地接受好的教育。犹太裔的孩子在父母的熏陶教诲下往往也形成了

勤奋好学的秉性。在重教传统以外，犹太移民面对教育变化也持有较开放的态度。

① 分别是：①语言；②物质特质；③美术；④神话与科学知识；⑤宗教习惯；⑥家庭与社会体制；⑦财产；

⑧政府；⑨战争。

图 1



早期移民所面对的主要是美国世俗的公立学校，其教育的具体内容以及形式都有

所变化。但是，犹太移民深刻认识到单单追求道德以及理性意义上的学习的局限

性以及现代知识与学问的务实性。他们甘愿以“美国化”的代价让子女获得在新

世界赖以立身的知识与技能。据 2000-2001 年的一项统计，在成年人中，55%的

犹太人拥有大学学历，这个比例大约是美国总体受大学教育人数比例的两倍，他

们中间有 1/4 的人拥有硕士以上学历，这比美国总体受研究生教育人数比例多 3

倍（如表 2所示）。

犹太移民特性的最重要的方面便是宗教信仰，如何调适犹太教与美国环境的

关系是他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美国，犹太教呈现出四大派别并存的局面：

正统派（包括极端正统派、现代正统派和哈西迪教派）、改革派、保守派和重建

派。其中，现代正统派主张在不与《托拉》律法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根据现代世界

的变化对犹太教进行相应的调整，鼓励教徒投身于现代西方文化之中，学习科学

技术，接受世俗公民教育，并允许着现代服装。改革派面对现代文明的挑战也积

极回应，力求寻求传统教义与现代精神之间的平衡点。除此以外，美国社会中还

有很多世俗犹太人，他们注重自由，不信仰任何宗教，实际上不参与任何宗教活

动也不遵守犹太教的法规和习俗，但仍然参与一些具有犹太教性质的文化节日。

实现族群的发展需要三管齐下，教育是起点，经济是基础，参政是手段。在

语言、教育和宗教模式的基础上，美国犹太移民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发展选择也

成为其族群文化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屈从于一个统治集团的少数民族或少数

派宗教，由于他们自愿或不自愿地被排除在政治影响之外，一般都会以一种异乎

寻常地力量介入经济行为。”
①
底层犹太社区的移民首先积极参与到了经济事务

之中。他们勤奋节俭，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与经商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摇身变为

“血汗工厂”的老板。部分靠小本生意起家的犹太移民从社区的手推车小贩发展

为小店主甚至是专门供应商。随着这些犹太移民经济地位的提高，必然要求在政

① (德)韦伯.于晓，陈维纲译.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26.



治上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地位。另一方面，悲惨的流散经历又使得他们严重缺乏

安全感，而政治权力在握是保障自身安全和利益的最有力的武器。因此，他们积

极参与到美国的政治事务，以选举、投诉活动等各类政治参与方式提升族群整体

在政治领域的话语权。

四．拉力——内群联结

犹太移民在美国的立足与发展，不仅依靠其个人的奋斗，还仰赖其内部的团

结与互助——尤其是犹太精英的帮助。

在成为事实意义上的国家精英后，犹太精英们并没有因为犹太人的边缘处境

而与本族群在心理情感上出现“断裂”，而是始终力求在犹太文化与美国现代观

念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从而能够身兼犹太人与美国人双重身份，他们的杰出表

现为犹太族群赢得了好的社会声誉与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积极扶持帮助本族群

的民众，引导本族群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开拓思路，学习现代化进程中先进的知识

体系，从而逐步达到族群整体的向上社会流动。早期东区（犹太聚居区）形成的

一批有觉悟的精英试图把自我改善的技巧带给社区，鼓励其他移民学习各种技巧

谋取生计。此后，包括犹太慈善联合会和希伯来侨民援助协会等在内的多个机构

成立，它们为犹太移民提供免费的住所、衣食和医疗服务，设立职业培训班帮助

其迅速掌握新技术并安置工作。除此以外，还有专为年轻女性建立的全美犹太妇

女会以及特定的孤儿院、老人院等福利组织。1906 年，德国犹太裔建立了美国

犹太人委员会，富裕犹太人通过与美国当权人物的政治接触对美国政府在犹太问

题上的立场施加影响，从而有效地维护了犹太人的利益。犹太精英群体还把大量

资金投入反反犹主义、反对希特勒等紧急事业之中。这种内群联结与犹太移民因

共同信仰与共同遭遇形成的民族认同与互助传统密不可分。但值得注意的是，犹

太精英兼具的双重精英角色并非是矛盾的，而是有次序的。作为民族一份子的国

家精英认同始终要高于作为族群一份子的犹太精英认同，而在一般情况下，二者

并不存在绝然的冲突。

五．纠缠的三重图景：排斥、同化与共存

弗洛伊德将人类对于陌生的不安与恐惧感称为“非家异感”并将其放大到社

会层面，认为每一个民族内心都有一种对外来民族的恐惧感，因为害怕被控制或

遭受道德污染，反而率先实行“恐怖”。这种不安既与情境中不确定性的增加有

关又与他我对“我”的自在感的威胁有关。美国主流群体初期对犹太移民的排斥

不仅与“非家异感”有关，也与犹太人长久以来的某些“特质”有关。尽管犹太

移民逐渐进行了固守中的变革，初期移民的保守特质与某些特定的犹太形象还是



引起了美国人的不安。在定居美国的初期，犹太移民往往自愿固守于聚居区中，

维持着传统的生活模式。这种实质上的隔离一方面加剧了美国人对本国文化同质

性损害的担忧，一方面唤醒了“传说中的犹太人”形象。首先，美国是一个以基

督教各教派的信徒为主体构成的基督教国家，犹太移民仍然重视宗教教育以保持

犹太信仰，这唤起了民众关于犹太人是“基督教文明的颠覆者”“魔鬼的化身”

的印象；其次，随着犹太商贩的出现，犹太人“夏洛克”的传统形象得以显现。

犹太人被视作贪财、吝啬、粗俗的象征，精于计算，视金钱为上帝，笼罩着贪婪

与欺骗的外衣；最后，犹太移民进军经济行业实现经济地位的迅速上升，对美国

主流群体造成了威胁。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社会的反犹主义成为严重问题。

它以一种非正式的排挤制度存在，崛起的犹太精英被拒绝接纳进入美国精英的用

武之地。

19 世纪末，美国内部要求对外来移民实行限制和强制同化的呼声也达到高潮
①
。支持“盎格鲁遵从”论的强制同化主义者希望移民能彻底丢弃旧世界的文化

从而投身美国文化的拥抱之中。他们将拥有一套系统灌输方式的公立学校视作实

施同化策略的主要机构，加强美国环境的塑造作用。此外，还有另一种渐进的同

化理论——熔炉论。它主张在美国生活中发挥一定作用的移民群体都贡献一定的

文化因子来共同塑造一种崭新的美国文化。

在排斥与同化的论调以外，美国社会还有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代表的呼吁文化

共存的声音。1915 年，卡伦在其发表的《民主与熔炉》一文中指出“美国作为

一个文化多样性的联合体，是各种民族文化的联邦或共同体”，应该反对用消灭

或限制族裔文化发展的方法来获得文化同一，允许多元民族与文化的存在，让新

移民在保持其原有背景的同时为美国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形成一种“多族裔文

化共生”的美国文化。

尽管美国社会排斥、同化与共存的论调始终纠缠，但文化多元主义的思想却

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而随着犹太人逐渐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生活中的犹

太人”形象逐渐取代了“传说中的犹太人”形象，这使得美国主流社会对犹太族

群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其对犹太族群发展的设限也有所减少。

六．结语

作为只占美国人口不到 3%的族裔，犹太族群已经实际上成为美国社会中的精

英族群。为了探索其崛起的原因，本文基于元对比原则的二重划分，在推力、拉

力与阻力的整体性框架中，从犹太底层社区、犹太精英和美国社会主流群体三个

主体角度进行分析（如图 2所示），认为犹太社区以重教传统、开放变革等为代

① 李爱慧著. 文化的移植与适应——东欧犹太移民的美国化之路[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134.



表的文化模式、犹太族群内部尤其是上下阶层之间的紧密联结以及美国社会主流

群体对待犹太族群的态度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对于美国犹太族群崛起原因的

研究却远不止于此。同样是在美国的六百万，为什么却有犹太人住华尔街，华人

住唐人街的说法？同样是重视教育与内群联结的少数族群，为什么华人没能实现

犹太人的逆袭式发展？这些问题都有待在之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与回应，从而

在深入探究犹太族群崛起的同时为华裔群体生存状况的改善与社会地位的提高

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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