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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美国黑人获得了自由的同时，却受到了来自南方白人的

敌视。他们不能容忍黑人平等的地位，想方设法剥夺黑人应该享有的公民权利。

即便宪法增加了第十三，十四，十五条修正案，但黑人的处境仍未得到多少改善。

不仅如此，从南方地区开始，美国白人针对黑人使用私刑的恶行蔓延猖獗。他们

将监狱里的黑人拖到大街 

上进行虐杀，甚至编造罪名、不问是非地对黑人施以绞刑、火刑等私刑，给

黑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私刑的蔓延更加激起了黑人自救的决心，许多杰出的黑

人站出来，为争取黑人权益而奋斗。艾达·贝尔·威尔斯-巴尼特（Ida Bell 

Wells-Barnett，1862－1931）正是这一时期杰出的黑人民权运动活动家。她的一

生从在学校任教开始，之后成为报社主编，最后定居于芝加哥，一边从事报社工

作，一边以反私刑活动家的身份进行活动。她利用媒体与民众舆论对抗三 K党等

恐怖力量，并推进了黑人民权运动的发展，为消除私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

力图通过南北战争后美国的种族关系与威尔斯的反私刑活动的论述，探讨威尔斯

对揭露白人滥用私刑乃至对黑人民权运动所做的贡献。 

 

关键词：艾达·贝尔·威尔斯；  私刑；  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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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Civil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 Africa Americans have become free 

people, but they also subjected to hostility from Southern whites. They don’t want to 

recognize the equal status of black people, and try to deprive blacks of their civil 

rights. Although the thirteen, fourteen and fifteen constitution amendments had been 

legislated, but still can not help the improvement of the black situation. Not only that, 

White Americans rose the lynching from the South. They dragged the blacks from the 

jail and marched to the street to kill them, and they even ignore the fact to lynching 

the blacks by hanged or fired them, caused great damage to black people. During this 

period, the phenomenon of lynch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veloped to a peak, 

numerous victims lynched to death. The spread of lynching elicited the determination 

of blacks to save themselves, many prominent have stepped up to fight for black’s 

civil rights. Ida B. Wells is the outstanding civil rights activist of this period. Ida first 

taught in school, then worked became an editor of the newspaper, and finally settled 

in Chicago, still working as an editor while dedicated to a campaign of anti-lynching. 

She used the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against Ku Klux Klan and other terrorist forces, 

promoting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eliminate lynching. However, the study of lynching problem is not much more in our 

daily study, and rarely known about Ida. This thesis aims to study the racism after the 

Civil War and Ida’s lynching activities, sum up her contribution to the expose of 

abuse lynching and civil rights movement. 

 

Key words: Ida Bell Wells;  Lynching;  Ra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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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选题缘由 

在美国种族史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特别是中国学者多是对黑人争取公民

权、选举权、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而作为民权运动的另

一重要组成部分——反私刑运动的相关研究却很少。 

    据历史记载，私刑最早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一些美

国人针对北美大陆上同情英国的人采用的极端手段。美国独立后经济开始迅速发

展，进而大量引进廉价劳动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些白人废奴主义者、

黑人乃至华人劳工都成为了私刑的受害者。内战后，黑人成为主要的私刑对象，

南方重建结束之后，被吊死的黑人数量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之后，私刑的手

段越发残忍，枪击、火刑、分尸都在私刑的范围内。宪法规定的对黑人生命、自

由、财产的保护成为了一纸空文。1917 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时劳工

短缺带来了美国历史上声势浩大的黑人大迁徙，大批黑人离开南部农村来到东北

部和中西部城市务工，黑人问题开始从地区性问题上升为全国性问题，引发北部

和中西部一些城市中的种族骚乱，再加上一战时一些黑人士兵前往欧洲战场，他

们身着军装回到美国后，令一些仇视黑人的白人种族主义者无法容忍，从而开始

了针对黑人私刑的第二个高峰期。在战争的第一年，就有七十多个黑人民众和十

个黑人士兵遭到了私刑。1915 到 1918 年间，受到私刑的黑人有 199 名。1919

到 1922 年间，又陆续有 239个黑人死于私刑。1 

私刑的滥用及其恶劣影响，使美国黑人生活在恐惧之中，并对此深恶痛绝。

呼吁社会认识私刑的危害性，反对白人滥施私刑，成为黑人的当务之急。然而当

时美国司法部门对此却视而不见，美国黑人只能靠一己之力反对私刑。艾达·贝

尔·威尔斯—巴尼特（Ida Bell Wells-Barnett，1862－1931）正是这一时期著名的

黑人民权人士，而她的主要活动就集中在反私刑方面。身为一个非裔美国人，又

是一名女性，威尔斯在其所处的时代面临着重重困境，但她仍旧以坚韧的毅力奋

斗在反私刑活动的前沿。她通过文字揭示私刑的真相，亲赴现场进行调查，并在

全美乃至国外举办演讲，进行反私刑方面的宣传。可以说，她在反私刑问题上有

                                                             
1 陈静瑜：《美国族群史》，台北：国立编译馆，鼎文书局，2006，第 2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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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无论是反对私刑的斗争还是威尔斯本人，都是美国黑人历史上重要的一笔，

但对于私刑这一问题，不仅国内的研究不算多，美国本土很多时候也采取回避的

态度。2001 年，美国的大学教师布里奇特·库克斯（Bridget R. Cooks），想要

做一次有关私刑历史的照片展，但却被各大主要机构所拒绝。最终，只能选在亚

特兰大（Atlanta）的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纪念馆展示了从 1878

年到 1960 年的私刑照片。1这场展会的参观者众多，其中很多人都是在看到了这

些照片之后，才了解到美国私刑的这段历史。 

也因此，这段历史才更有被研究的必要。美国私刑的形成背景是怎样的？历

史的事实究竟是什么？而作为主要人物的艾达·贝尔·威尔斯究竟是什么人？她

是如何走上反私刑的道路，有为此进行了那些抗争？这些对美国历史的影响和意

义何在？这些都是本文需要研究的内容，也是这段历史值得研究的地方。 

 

研究综述 

 

关于美国内战后的种族主义研究，学者大多是从争取选举权、反对隔离制、

要求种族平等的角度加以论述，成果丰硕。至于本文研究的反私刑与艾达·贝

尔·威尔斯其人，虽在国外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国内涉及到这一方面的研

究则十分有限。 

尽管私刑在美国也是一个不愿被提及的话题，但这些年也有一些相关方面的

著作。早在私刑最为猖獗的年代，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就针对该问题发表了名为《美国三十年来的私刑，

1889-1918》（Thirty Years of Lynch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9-1918）的报告。报

告中对三十年间美国发生的私刑进行了详细的数据统计，列出了大量数据列表，

并描述了上百起关于私刑的具体事件。2这在当时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并对

反私刑活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后来学者的反私刑著作则更为丰富。例如迈克尔·普法伊费尔（Michael J. 

                                                             
1 Guerrero Lisa, Teaching Race in 21st Century, Confronting Terrorism: Teaching the History of Lynching through 
Photography,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213-214. 
2 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 Thirty Years of Lynch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9-1918,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tional Office, 70 Fifth Avenue, New York,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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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eifer）的《粗暴的正义：私刑和美国社会，1874-1947》（Rough Justice: Lynching 

and American Society, 1874-1947），就是在探讨美国在 19世纪末到 20世纪上半

叶期间的私刑问题。 1作者对路易斯安纳州（Louisiana）、加利福尼亚州

（California）、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等南部、西部地区使用私刑的情况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让读者更深刻地认识到私刑这种行为是可耻的。 

之后，迈克尔又著有《粗暴正义的根源：美国私刑的起源》（The Roots of Rough 

Justice: Origins of American Lynchings）一书。作者仔细观察了自 19世纪中叶起

几十年来美国南部、中西部、西部地区的私刑及暴力事件，并对美国社会历史中

私刑产生的基础进行了分析，为美国内战前的集体暴力事件提供了新视角。2 

布伦戴奇·威廉·菲茨休（Brundage, William Fitzhugh）所著的《新南方的

私刑：佐治亚州和弗吉尼亚州，1880-1930》（Lynching in the New South: Georiga 

and Virginia, 1880-1930）则是以地方为例，分析了两个州的种族关系，私刑数量

在该地各处的分布状况，以及受害群体对私刑的抗争情况。3 

特伦斯·芬尼根（Terence Finegan）的研究也是针对具体的州进行的。在《一

种可憎的行径：1881-1940年间密西西比州与南卡罗莱纳州的私刑事件》（A Deed 

So Accursed: Lynching in Mississippi and South Carolina, 1881-1940），作者对密西

西比州（Mississippi）和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暴力事件的原因和具体

情况做了深入的探究，揭示了社会经济环境对私刑的影响，以及非法暴力与政治

和民权运动间的联系，对美国的私刑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4 

另外，布伦达·鲁智（Brenda Lutz）的《美国的恐怖主义》（Terrorism in 

America），罗伯兹（Gene Roberts）的《种族打击：压迫，民权运动的挣扎和一

个种族的觉醒》（Ethical Complications of Lynching: Ida B. Wells’ Interrogation of 

Lynching），丽莎·葛瑞罗（Lisa Guerrero）的《21世纪的种族问题教学：大学

教师对他们的恐惧、危险和荣誉的探讨》（Teaching Race in the 21
st
 Century: 

College Teachers Talk about Their Fears, Risks, and Rewards）等书籍中，都有关于

私刑、反私刑问题的探讨。 

                                                             
1 Michael J. Pfeifer, Rough Justice: Lynching and American Society, 1874-1947,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4. 
2 Michael J. Pfeifer, The Roots of Rough Justice: Origins of American Lynching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1. 
3 Brundage, W. Fitzhugh, Lynching in the New South: Georgia and Virginia, 1880-1930, Urbana,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3. 
4 Terence Finnegan, A Deed So Accursed: Lynching in Mississippi and South Carolina, 1881-1940, Charlottesville, 
V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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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于本文的主要人物威尔斯小姐，美国学者也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就人物研究而言，最常见的形式即人物传记。例如米娅的《自由地陈述真相：

艾达·贝尔·威尔斯-巴尼特的一生》（To Tell the Truth Freely: the life of Ida B. 

Wells）一书，就从威尔斯的童年开始记述了她的一生，书中介绍了她在密西西

比的幼年生活，在孟斐斯的早年职业生涯以及后期在芝加哥生活的事迹。威尔斯

自 1883 年乘坐火车被强行驱逐出车厢起，就开始走上了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之

路，并由此开始了作为记者和社会活动家的职业生涯。威尔斯的反抗主要集中在

反对对黑人使用私刑和暴力的问题上，并为此在欧洲奔走，将反私刑运动的宣传

扩展到了英国。她的一生都在为追求种族正义而奋斗。1 

另外，还有威尔斯的亲笔自传，后来被整理成册，以《正义的圣战：艾达·贝

尔·威尔斯的自传》（Crusade for Justice: The Autobiography of Ida B. Wells）为

名出版。书中不仅涉及了威尔斯在民权运动和反私刑方面进行的工作，还记录了

许多威尔斯个人的想法，并收录了一些她与朋友之间通信的内容。2 

    也有一些书籍是对威尔斯经历中某一段往事的节选，比如米莉亚姆·德克斯

塔-威利斯（Miriam Decosta-Willis）编辑的《艾达·贝尔·威尔斯的孟斐斯日记》

（The Memphis Diary of Ida B. Wells）一书，作者在介绍了威尔斯这一时期经历的

同时，还转引了一部分威尔斯本人的日记内容，借由人物自身对这段经历的叙述，

某种程度上更容易让人理解当事人的行为思想。3 

除了从威尔斯本人入手外，还有研究威尔斯反私刑活动的著作，如宝拉·吉

丁斯（Paula J. Giddings）的《艾达，狮群中的一把剑：艾达·贝尔·威尔斯和反

私刑运动》（Ida, A Sword Among Lions: Ida B. Wells and the Campaign Against 

Lynching），就将威尔斯的生活和工作与反私刑运动结合在一起，集中介绍了她

在反对私刑上的贡献，并在其中囊括了威尔斯本人所作的私刑调查报告的内容。

作者认为威尔斯是一个开拓者，应该得到更多的认可。4 

    也有研究就威尔斯反私刑运动的问题寻找了更为细致的切入点，如梅根·帕

克（Maegan Parker）的《公民的渴望：对威拉得论战的分析》（Desiring citizenship: 

                                                             
1
 Mia Bay, To Tell the Truth Freely: the life of Ida B. Wells, New York: Hill & Wang, 2009. 

2 Ida B. Wells, Crusade for Justice: The Autobiography of Ida B. Wells, ed. Alfreda Dust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3 Miriam Decosta-Willis, The Memphis Diary of Ida B. Wells,memories,travel notes and selected articles, Beacon 
Press,1995. 
4 Paula J. Giddings, Ida, A Sword Among Lions: Ida B. Wells and the Campaign Against Lynching,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9.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sqf-y9pcfsEC&lpg=PP1&pg=PP1#v=onepage&q&f=false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sqf-y9pcfsEC&lpg=PP1&pg=PP1#v=onepage&q&f=false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PjqS0NaN-4gC&printsec=frontcover&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v=onepage&q&f=false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sqf-y9pcfsEC&lpg=PP1&pg=PP1#v=onepage&q&f=false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PjqS0NaN-4gC&printsec=frontcover&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v=onepage&q&f=false


19 世纪后期美国种族关系与艾达·贝尔·威尔斯的反私刑活动 

 5 

a rhetorical analysis of the Wells/Willard controversy）一文，就是关于威尔斯与威

拉得在英国就反私刑运动进行争论的事件。1虽然威尔斯描述了美国私刑的恐怖

之处，但很多英国自由主义者难以相信如威拉得这样在英国新闻界获得“美国民

主无冕之王”称呼的白人妇女会对此视而不见。威尔斯谴责威拉得在私刑问题上

沉默的态度，并指出对方在去南方旅行的途中曾经说过谎——将禁酒法案的失败

归咎于黑人。 

就反私刑运动的方面而言，不仅仅是研究威尔斯其人或民权运动的人发表过

相关的文章，事实上，威尔斯本人在这方面也写过不少文章。除了她在报纸上发

表的多篇文章之外，还出版过一些小册子。例如在 1892 年出版的《南方恐怖：

各个阶段的私刑》（Southern Horrors: Lynch Law in All Its Phases）。威尔斯在其

中指出，基于所谓的“强奸白人妇女”的罪行，她审查了很多相关的私刑，最后

做出了总结。南方人只是将强奸作为掩盖他们实施私刑真正原因的借口：黑人经

济发展迅速，对白人的钱包造成了威胁，同时他们也总是对黑人怀有恶劣的想法。

黑人经济的发展进步是南方在当代产生的问题，由于重建法的抽象性，经常使南

方种族主义与其发生冲突。可以说，因为其新闻记者和杂志编辑的身份，威尔斯

留下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以供参考，而论文中一些观点在引用威尔斯本人文章的

情况下也更有说服力。 

与国外的研究情况相比，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十分有限。私刑问题在美国发

展到后期，参与人员已经覆盖了众多普通白人公民，但国内并没有这一方面的专

著，涉及到私刑方面的研究多是单纯针对三 K 党的问题。例如谢国荣的《三 K

党与美国南部重建》，就探讨了有关三 K党的兴起以及黑人和政府的应对对策。

但更多的情况是在研究黑人种族问题的时候，涉及到有关私刑的内容。 

至于对威尔斯本人的研究，目前本人在大陆方面还没有找到相关的文章。不

过，2012 年，台湾淡江大学余任信的硕士论文选取了相关的研究方向，题目为

《美国私刑抗争运动：研究民权斗士依达薇丝为例》。正文内容主要包括私刑的

形成背景，黑人和华工遭遇私刑的情况，威尔斯的成长背景与民权运动的关系，

威尔斯利用报社出版业及媒体对私刑的影响，以及威尔斯对美国政治和社会影

                                                             
1 Maegan Parker, "Desiring citizenship: a rhetorical analysis of the Wells/Willard controversy", Wome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2008(1), pp. 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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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1文章一定程度上具有参考价值，不过本文的研究内容与该作者略有区别，

主要集中在威尔斯争取民权和反私刑的具体活动上，还详细介绍了她在国外的两

次反私刑宣传，这是之前所没有出现过的。 

由于私刑和威尔斯其人在国内的研究相对较少，而美国方面也对这一问题采

取回避的态度，直到近些年才重新对相关问题加以正视，因此，能够搜集到的资

料较为有限。但同样地，因为国内的研究有限，才更值得进行进一步的探讨。这

是对历史的正视，也是以史为鉴，通过了解私刑、暴力给社会造成的伤害，更加

认清暴行带来的恶果，避免历史的重演。 

希望本文能够对相关方面的学术研究有所贡献。 

 

 

 

 

 

 

 

 

 

 

 

 

 

 

 

 

                                                             
1 余任信：《美国私刑抗争运动：研究民权斗士依达薇丝为例》，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硕士论文，2012 年，

源自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网址：

http://www.airitilibrary.cn/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1?DocID=U0002-230620122132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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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内战后美国种族关系与私刑的猖獗 

1863 年 1 月 1 日，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颁布了正式的《解放黑人奴隶

宣言》（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翻开了黑人在美国历史上全新的一页。

然而，解放并不意味着黑人从此过上了自由人的生活，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新

的挑战。刚刚获得自由的黑人迈向了另一段漫长并充满坎坷的道路。 

 

第一节 内战后的种族关系 

 

南北战争结束后，400万南方黑人奴隶成为了自由身，整个社会结构随之发

生剧变。为了稳定战争的成果，也出于现实层面上的政治考量（共和党人希望以

支持黑人获得普选权来换取在南方的势力扩张），国会设立了相关机构对黑人进

行帮扶，并颁布了一系列的法案来保障黑人的民权。 

获得自由后的黑人缺少生活保障，大多数人除了种地没有其他的谋生手段，

也没有接受过教育。他们处于“极度贫穷困苦之中”，“没有舒适的环境，甚至

于几乎没有生活必需品”。疾病、死亡都变成了常见现象。1为安抚黑人自由民，

同时也帮助恢复南方的经济，1865 年 3 月 3 日，美国国会以立法的形式宣布了

自由民局（Freedmen’s Bureau）的成立。自由民局的工作主要包括给黑人和难民

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医疗援助，并专门设立了就业培训机构，教给黑人独立生

存的技能，培训男人工农行业的工作技能，以及教育女人如何做家庭主妇。同时，

还将内战期间无主的土地出售或租给黑人耙种，并帮助黑人适应自由人的生活，

融入到美国主流社会当中。自由民局还建立了公立教育体系，让黑人接受一定的

教育。 

    此外，为保障黑人的权益，宪法也增添了相关的修正案。国会的共和党人在

1863 年底就开始起草“第十三条修正案”，1865 年底正式成为宪法的一部分。

修正案规定，“在美国国境内任何国家治下的地方，除了对法律制裁下的罪犯的

惩罚外，不得存在奴隶制与强制劳役。”2黑人“自由人”的身份从此得到了法

律上的确认，同时也为之后的修正案打下了基础。而“第十四条修正案”是在

                                                             
1 Gaines M. Foster, “The Limitations of Federal Health Care for Freedem, 1862-1868,”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1982(3), p. 358. 
2 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5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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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 年通过的，规定了已成为“自由人”的奴隶拥有正当的公民权，法律要保

障黑人和白人享有同等的权利，任何州不能以任何形式剥夺他们的权利。1最后，

1870 年写入宪法的“第十五条修正案”则确立了黑人的选举权，规定“美国任

何州都不得以肤色、种族或前奴隶为理由，拒绝或限制公民应有的选举权。”2 

尽管政府采取了以上种种措施，但对黑人处境的改善却未有过多的帮助，无

论从政治经济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言，黑人依旧处于备受压制的地位。 

南方白人不愿接受黑人与他们拥有平等的地位，尽管宪法出台了修正案，但

各州依然坚持压制黑人的行为。南方各州在批准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时，就以战

前的奴隶法典为蓝本制定了“黑人法典”。“法典”规定黑人没有选举权、参政

权、陪审权，也无权出庭提供不利于白人的证词。经济上，黑人无权拥有土地，

也不得自由择业或自行创业，只能按合同在种植园从事强制劳动。同时，他们也

无权自由迁徙或自由选择居住地，一些州还划定了黑人居住区。另外，严禁黑人

与白人通婚。这实际上是否定了黑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并

意图以此继续保持白人对黑人的种族统治。3 

虽然之后随着南方重建的开始，国会相继出台了十四、十五条修正案，且取

消了“黑人法典”，之前备受压制的氛围得到了一定的缓和。这一时期有部分黑

人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总体来讲，黑人文化素养较差且缺少政治上的训练，政治

经验和物质基础都相当薄弱。因此，在与白人种族主义势力的较量中，黑人依然

处于弱势地位。 

到了 1876年，美国大选出现了四个州选票问题，共和党为保住总统的职位， 

与民主党达成了臭名昭著的“1877 年妥协案”（Compromise of 1877）。这是北

方共和党人和南方民主党人之间达成的不成文的协定，交换条件是在民主党候选

人塞缪尔·蒂尔登（Samuel Tilden）明显赢得更多的选票的情况下，总统的位置

仍归共和党人所有。作为回报，联邦军队从南方撤出，南方重建就此结束，民主

党重新执掌南方各州，黑人的处境变得更为艰难。“黑人，”政府人员作出了精

准的判断，“将在国家的政治领域消失。从今以后这个国家将与他们无关。”4 

                                                             
1 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586 页。 
2 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587 页。 
3 丁泽民、张友伦、余志森主编：《美国通史卷三：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41-42

页。 
4 Eric Foner, A Short History of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90, p.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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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黑人参与政治便成为了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民主党人在选举期

间采用恐吓和舞弊的手段来夺取大部分权力。他们想尽办法阻止非裔美国人投

票：修改州宪法，以黑人未受过教育的名义制定了文化检测、宪法知识测试、人

头税、居住年限、财产资格限制等，甚至填充投票箱并伪造选票。加上有三 K

党这的个准军事恐怖组织，从重建时期起就致力于“为民主党，种植园主阶层和

希望白人至上的人的利益服务”。他们肆意行凶，对黑人施以私刑，用诸如挖去

眼睛、烧死人、分尸等及其残忍的手段杀害黑人，黑人被害的事件时有发生。1 

    到了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美国步入进步运动时期，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

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提出了“公平施政”，民主党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

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也提出“新自由”的主张。美国社会各种改革

运动风起云涌，在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次重大的调整，但这一时期

的黑人却未曾享受过半点进步，相反黑人自身的境况愈见糟糕。此时的美国南方

各州已经由忽视宪法转为出台针对黑人选举权问题的法令了。1890 年，密西西

比州的制宪会议上剥夺了黑人的选举权。1895 年，南卡罗来纳州也随之剥夺了

黑人选举权。1898 年，路易斯安那州紧随其后。之后的各州纷纷修改了本州的

宪法，以剥夺黑人的选举权。至 1910 年止，北卡罗来纳州、弗吉尼亚州、亚拉

巴马州、佐治亚州以及俄克拉何马州都从法律层面剥夺了黑人的选举权。2以路

易斯安那州为例，1896 年时还有 13 万的黑人拥有选举权，到了 1904 年就只剩

下 1300 个有选举权的黑人。1900 年后，美国南部有权参与选举的黑人只剩下黑

人总人口的 2%左右。3 

种种现象证明，非裔美国人从法律上获得了自由的同时，也开始遭受南方白

人新一轮的打压。但这并非仅仅是因为黑人身份上的改变，还包括历史文化等多

方面的因素。 

事实上，美国的白人意识历史悠久，并非是由黑奴制度产生的，而是过去整

个欧洲广泛流行的一种观念。他们认为肤色最亮的人才属于最高梯队，中间夹杂

着红皮肤的美洲印第安人、黄皮肤的马来人与蒙古人、混血的拉丁美洲人，而位

于最低等的自然是肤色最黑的种族。在他们眼中，肤色代表着身心发展和道德的

                                                             
1 谢国荣：三 K 党与美国南部重建，《史学月刊》，1999 年第 3 期，第 93-97 页。 
2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美国黑人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 320 页。 
3 Paul Lewinson, Race, Class & Party , New York, 1965, p.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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