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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认知、态度与行为 
──评《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 

 

郭建如 

 

    怎样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民

族关系问题以弥补国内民族志研究的不足，

这是民族社会学首先需要考察的。马戎老师

在对国外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做了大量的

比较、剖析和反思之后，指出按种族或民族

来划分群体，同从性别、年龄、职业、户口

（如中国的“城里人”与“乡下人”）的维

度来划分一样，是社会组织的一个内容。因

而社会学研究不同群体的研究方法完全可以

推广运用于种族或民族的研究中，而对种族

或民族的社会学研究则可丰富社会学对其它

类型群体研究的方法技术。这种观点在我读

吴泽霖先生写于 1927 年的博士论文《美国人

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时，感受尤

深。吴先生的研究极具社会学味道，本人试

就其研究的思路与方法进行分析。 

    吴先生反对把“态度”定义为“趋向”、

“一般定向”、“被压制的活动”，因为这

些都是为社会学调查技术所达不到的，因而

也不是社会学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态度只能以“一系列明确的、系统的公共活

动来说明”。是故，吴先生认为种族态度是

“一个人或一群人对不同种族成员所反应的

一系列连贯的、观察得到的公开的活动”。

此外，吴先生还对“黑人”、“犹太人”、

“东方人”这些主要名词给以明确的界定。

从这些界定可以看出，吴先生的研究还是深

受美国社会学的影响，他从社会学调查技术

的角度出发，对概念进行操作化归纳，使之

变为可观察和可测度的。 

    吴先生这部著作中很浓的社会学味道，

还体现在他对社会现象的研究绝不仅仅从某

种官方的意识形态、从官方在某些“自由”、

“平等”等旗号下所制定的各种法律、法规

出发去构建所谓的种族或民族关系图，而是

始终注意到官方的态度与实际社会之间存在

着深刻而重大的差异。并注意从实际的民众

生活情况出发来研究。比如美国的法律规定

公民是平等的，这是一种国家的立场，但这

是否就意味着美国是一个实现了种族平等的

社会呢？政府官员在执行法律、法规时是否

也能保证做到对各种族和民族一视同仁呢？

在一个国家或社会中，官方的正式态度及官

僚体制的惯习对于种族或民族关系至为重

要，这两者为该国家的种族或民族关系设立

了一个基本的格局。也正因此，吴先生无论

是在研究黑人、犹太人或是东方人时，首先

关注他们在公民权方面，在政治领域内，在

司法领域，在教育领域这些与国家权力运作

联系非常紧密的空间里所受到的实际待遇，

并且发现了大量的规避和各种形式的不平

等。 

    一个种族或民族的群体要在一个社会里

扎下根来，最重要的是要在该社会的经济结

构（职业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并

不是所有的经济空间都是对每个人、每个群

体开放的。种族或民族群体在经济空间中所

分配的位置实际上是种族或民族群体之间斗

争与妥协的产物，因而从一个种族或民族在

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便能看出该群体在整

个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是否进入了该社

会结构的中心，或处于优势地位，或是被阻

挡（或排斥）在社会结构的边缘上，处于劣

势地位。吴先生在该论文中简略但很清晰地

描述了黑人、犹太人及东方人在经济领域内

的职业分布状况，求职、工资、晋升、管理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15 

等方面受到的种种不平等待遇。 

    如果说种族或民族群体在政治、公民权、

司法、教育等等与国家管理权力紧密相联的

领域所受的歧视状况反映的是在表面上（或

事实上）在公共领域内的地位以及被官方认

可的程度，在经济领域内所受的待遇反映了

他们各自的实际地位，那么在民众的日常生

活世界里，如在经常性一般场景中（剧院、

电车、舞场、餐馆、理发馆、旅馆、公共休

息室），尤其是日常的社会交往中（如邻里

交往中）的状况则最能体现出种族或民族群

体一般成员互相之间所持的态度，因为这些

行为大都是惯常性的，最“社会化”的，因

而也是最根深蒂固的和最强有力的。如果说

群体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受到的歧视还能

得到官方的干预与制约的话，在社会生活领

域，特别是在邻里关系与社会交往这些“私

人事务”上，官方的力量则鞭长莫及。吴先

生用“社交距离”这个概念来说明和测度不

同种族或民族成员之间的社会接触，他指出

即便是某一群体的个别成员受到了另一群体

个别成员的尊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够进

入这些成员中的私人小圈子，被真正当作他

们中的一员来看待。 

    吴先生在研究了种族（或民族）态度的

表现后，又从经济利害关系上和心理上对其

根源进行分析。他认为种族态度在多数情况

下与其说是“身份的”，到不如说是“经济

性的”。许多利害关系的改变往往可以导致

种族态度的改变。吴先生从精神分析的角度

认为存在着优势群体的统治精神变态和劣势

群体的被统治精神变态。 

    吴先生的研究虽然距今近七十年，但其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对于我们仍有一定的启发

意义。如把“城市人”看作城市社区的一个

优势群体，而城市里的“乡下人”──民工

作为一个劣势群体，便可发现它们二者虽然

同处一个城市，但在各种官方领域、经济领

域、社会生活领域里，后者实际上是作为一

个群体受到了优势群体的歧视。他们被视为

脏的、不卫生的、言语粗俗、不讲文明，贪

钱占便宜，不负责任，也不可信任的人。“城

里人”将城市的街道不洁、治安混乱、交通

拥挤一股脑地推给了劣势群体。在社会交往

上，“城里人”对农民工始终保持着高高的

距离。虽然“城里人”与“乡下人”都属同

一个民族、种族，但实际上所出现的情况却

是极为类似的。所不同的是这些农民工群体

的少数或他们的后代的少数则可能会通过其

它渠道（如暴发或升学）而变成城市人群体

的成员，这在种族或民族群体中是不可能的。 

    社会群体的划分、区别作为社会组织的

必要要素，在任何社会里都是普遍的。这种

划分的过程实质上是权力运作的基础、过程

和结果。如果从这一维度重新考察种族群体

及其它类型的群体，可使我们获得新的启发。

而这一维度在吴先生的著作中处于隐蔽的状

态，他虽然意识到种族或民族的态度来源于

群体之间的交互认知（如对方群体是否会威

胁到己方群体的生存），以及优势群体为维

持自己的地位的权力运作。但是这一维度仍

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认知——态度（带

有感情取向行为）——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没有再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吴先生也没有考

察大量的个案中的认知——态度（带有感情

取向行为）——权力三者的关系，也没有挖

掘出种族或民族的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歧视

的态度是怎样在无数多的个体以及群体的认

知、态度（行为）和行使权力的过程得以再

生产的。 

    法国学者布迪厄使用区隔（distinction）

一词来描述社会中的各种分类活动，他认为

“界线就是人们全力以赴地攻击或防守的边

界，而确定他们的分类系统，与其说是知识

手段，不如说是权力手段，这些手段与各种

社会功能相结合，公开或隐蔽地以满足某一

群体的利益为目的。”布迪厄的论述也许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吴先生研究上的某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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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参考书目： 

吴泽霖，《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 

布迪厄理论摘引自《国外社会学》1994 年第 5 期，31-32 页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95 硕士生  郭建如） 

 

 

【调查报告选载】 

编者按：1994—1995 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承担了合作研究课题“中国教育的区域

发展”，在全国 6 省 24 个县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内蒙古、云南、吉林 3 省的 7 个民族聚居县。

本期刊登吉林省安图县调查报告的部分内容，供各位同行交流参考。 

 

安图县教育发展状况（节选） 
 

于长江 
 

一、概况 

     

    安图县位于吉林省东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南部，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安图县境内早在旧

石期晚期即有人居住，周代以后，秦、汉、隋、唐、辽、金、元历朝，该地均归属一定的行政机

构管辖。明代，这里土著居民为女真-满族，南部长白山是满族传说中始祖“布库里雍顺”的“发

祥圣地”，附近有清太祖努尔哈赤最早建立政权的“赫图阿拉”城。清代，满族统治者为了保护

这块“龙兴之地”，于康熙十六年（公元 1677 年）将兴京以东、伊通州以南、图们江以北疆域

实行封禁，县境内人迹渐绝，但仍有零星冒险潜入者。其中有朝鲜贫苦农民，为谋求生存，不顾

中、朝两国政府的严厉封禁，冒死越境进入该地。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后，封禁政策有所

松动，朝鲜越境私垦者迅速增加，特别是 1860—1870 年间，朝鲜北部发生前所未有的水灾、旱

灾、虫灾，灾民大量涌入。光绪七年（1881 年），清朝为了保疆筹边、增加财政收入，废除了

禁令，并设立机构招民垦荒，又有许多朝鲜农民应招迁入。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日本兼并朝鲜后，又有一些朝鲜难民、反日人员和失业人口人离

开朝鲜，越境进入中国。同时，日本提出所谓“中韩边界问题”，故意误指图们江的源头，把图

门江说成另一条河流，进而把图门江以北的中国领土称为朝鲜“间岛地方”，派员管理，并不断

扩大其领土要求的范围，甚至把吉林省中部都划归到所谓“西间岛”范围内，借此向中国提出领

土要求。清政府为了加强这一带边务，特别是保护图们江国界，开始加强这里的行政管理，并与

日本进行了交涉，勘定边界，溯清河流源头，澄清了界河。宣统元年（1909 年）组织移民 200

户到娘娘库（今松江镇），设县治，定县名为“安图”，属奉天省长白府管辖，这是安图县设县

之始。 

    作为一个设置比较晚的县，安图的人口增长速度相对比较快，据历史记载，清宣统元年（1909

年）设县治时，仅有县民 364 户，1784 人，以后人口迅速增长。1994 年常住人口为 217768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