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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美国城市黑人问题

胡锦 山

摘 要 美国黑人是美国各种族中城市化程度最高的, 在其城市化过程中所引发的一

些城市问题也最棘手。从城市中居住区分离的角度看, 居住区隔离造成一系列连锁性影响,

随之产生了北部城市中事实上的学校种族隔离体制, 黑人不得不接受较差的教育, 进而又

加剧了黑人的就业问题。反过来, 学校隔离和就业困难又使居住区隔离现象更加严重, 更

难以解决。对于这些不平等现象, 美国黑人曾进行过多次斗争, 联邦政府也曾试图加以解

决, 但在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的情况下难以奏效。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声势浩大的民权运

动之后, 黑人居住区隔离和经济贫困问题不仅没有解决, 反而进一步恶化, 给高度城市化

的美国罩上一层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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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通常自诩为世界上最平等、最民主的国

度, 但现实的美国却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国家。它

按照社会阶级划分社会等级, 人们由于在社会等级

制度中的地位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获得社会报酬的机

会。在美国社会中, 绝大多数黑人因其群体特征,

即肤色 种族特征而被划入社会底层, 他们被剥

夺了享有与白人同等待遇的权利。尽管本世纪持续

不断的黑人由南部农村迁往城市的大迁徙运动, 绝

大部分原因出自逃避南部的种族主义, 但由于北部

和西部黑人人口逐渐增多, 造成城市中就业竞争加

剧和其他社会问题的出现与恶化, 白人敌意加强,

结果是使种族歧视与隔离由基本限于南部的地区性

问题蔓延为全国性的问题。

本世纪以来的两次黑人大迁徙, 使南部的农业

人口迅速向城市人口转变, 美国各大城市中黑人人

口一直呈上升趋势, 所占城市人口的比例更是越来

越大。到 1970 年, 美国黑人人口中 81 3% 为城市

居民 。黑人已成为当今美国最为城市化的一个民

族。而且, 不少城市中黑人人口已超过全市人口的

一半以上, 这使得城市特别是北部城市中的黑人问

题愈演愈烈, 城市中种族歧视与隔离有增无减。黑

人的居住、就业与教育这三个主要社会问题, 相互

交织, 恶性循环, 构成 20 世纪美国城市种族聚居

区的核心问题, 并成为美国政府和黑人运动都无法

解决的问题。

一、聚居区 黑人居住隔离

今日美国北部城市中种族隔离居住模式的形成

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的黑人第一次大迁徙。聚居区

史学派的著名学者阿伦 斯皮尔在其对芝加哥黑人

聚居区的调查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1914 年大迁徙

前, 芝加哥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种族聚居区, 市内

不多的黑人基本上散居于各个社区邻里中 。社会

学家奥利弗 祖兹对底特律市的黑人增长情况做了

系统考察, 发现在 1908 年时, 底特律尚无黑人聚

居区 , 甚至到 1915 年时, 黑人的居住仍散布全

市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开始了第一次黑人大

迁徙, 随着黑人人口的激增, 当黑人再度试图去白

人居住地段找房子时, 他们遇到了白人居民和房地

产经纪人的强烈抵制, 于是北部城市出现了第一批

种族聚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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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开始后的第二次大迁徙使越来越多的黑人

涌入城市, 第一次大迁徙产生的种族聚居区不断发

展扩大, 在美国北部各城市又出现了第二批种族聚

居区, 而且是随着黑人的不断到来而恶性发展。北

部城市中的种族隔离居住模式已成为极普遍的现

象。

当代黑人作家克蒙德 布朗真实地记载了南部

最贫穷的人 黑人分成制佃农在来到被描绘为充

满无限经济机遇, 并且没有 肤色问题 的纽约

后, 却发现这块 希望之乡 是 一个贫民窟聚居

区, 满腔仇恨和愤懑的人拥挤在这个大城市肮脏腐

臭, 遍是被白人抛弃的破旧房子地带。 由于白人

的种族歧视和抵制阻挠, 黑人根本无法住进白人社

区, 所以当城市黑人人口在成倍增长时, 大批新来

黑人仍被迫挤进早已拥挤不堪的黑人聚居区。例如

在底特律市, 1940 年时该市约有 15 万名黑人居

民, 到 1941 年夏就已激增至近 19 万名黑人。这导

致该市住房问题紧张, 由于该市的 习惯与法律惯

例 , 黑人只得住在原已拥挤不堪破败肮脏的种族

聚居区中。1943 年该市住房委员会制定了一个有

关黑人居住隔离的政策, 并声称: 底特律市住房委

员会 尊重底特律社区中的种族特征 , 决不对此

做出改变 。

二战结束后, 黑人涌入城市的速度并未减弱。

1950 年时, 黑人占巴尔的摩市总人口的 20% ,但仅

占用该市 2%的房屋。洛杉矶一块以前住过 7 000

日本人的地方却拥挤着 3 万多黑人居民。在芝加

哥, 每一平方英里住 9 万黑人, 但仅住 2 万名白

人。而且城市黑人的住房质量远不能与白人住房质

量相提并论, 黑人城市住宅有 24% 没有自来水、

私人厕所或浴室设备。而美国城市全部住宅中只有

10%没有这些设备。1952 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对此这样评论道: 今天黑人公民在全美国的劣等

居住情况下束手无策。

50 年代美国黑人的迁徙人数与速度都在增多

加快, 在这十年中, 仅纽约市的黑人人口就增加了

46% , 底特律黑人增加了 60% , 洛杉矶黑人增加

了 96% , 密尔沃基的黑人人口增加了 187% 。城

市黑人聚居区问题越发严重。同一时期, 又有大批

军人复员重新安置, 战后生育高峰, 50 年代美国

增加了 28%的人口, 而且这些人口绝大多数集中

在城市中。这诸多因素造成的城市人口激增, 使战

后初期和 50 年代美国城市普遍出现房荒现象。

1949年初 , 纽约莱维特父子公司在纽约长岛的纳

索县买下一块 1 500 英亩的马铃薯地, 并开始在此

建造一批共有 17 500 户单元住宅。正苦于住房紧

张的纽约市白人中产阶级纷纷前来购买, 争先迁往

市郊, 其它各大城市也竞相效仿, 白人郊区化趋势

加强。战后美国经济的腾飞, 市郊高速公路的大批

修建, 以及交通工具的日益普及、便利, 更促使大

批白人中产阶级放弃城市中心地带, 搬迁到郊区居

住。由于战后在郊区新建的住房都是由私人修建

的, 几乎仅限于出售租借给白人, 所以城市中不断

增多的黑人只好住进白人腾出的久已失修破旧的住

房里。白人向郊外迁徙的人流为不断涌入城市的黑

人迁徙人流所平衡。1950~ 1960 年间, 据统计美

国 12 个大城市有 200 多万白人迁往郊区 , 这样,

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成员在城市中所占人口的比

重越来越大, 这 12 个城市中的某些城市的黑人人

口已超过城市居民的一半, 或接近于一半。然而,

黑人并未走出种族聚居区, 而是被进一步与白人隔

离开来。

对黑人的住房歧视不仅仅是私人的行为, 而且

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政策。战后联邦住房政策进一步

促成了黑人聚居区的发展。在联邦住房管理局对联

邦资助的住宅制定的条例中就有种族隔离的规定,

即 邻里间如欲保持稳定的关系, 就有必要使房产

继续为相同的社会和种族等级所占有。 这无疑是

加深美国邻里间的种族偏见与歧视。联邦住房政策

中对黑人居住隔离带来最大恶果的是 1949 年开始

的 城市更新城市 ( U rban Renewal Program)。这

一计划的主旨是解决城市内混合居住区的破败萧条

状况, 美化城市, 它主要是在白人居住区内或附近

清除贫民窟 黑人住房。用美国社会学家沃尔夫

冯埃卡特的话, 这一计划是将 消灭贫民窟这一

高尚目的与阻止黑人进入白人社区的自私动机混在

一起。 在这一计划的实施过程中, 联邦政府是先

将城市内的破败混合居住区或黑人聚居区的一片土

地购买来, 然后通常是再将该地块承包给私人建筑

公司用于非居住建筑或建造豪华住宅, 以此获利。

在 50 年代, 旧金山的黑人聚居区菲尔莫尔在拆迁

前, 黑人住在一些破旧的公寓大楼里, 每套单元住

房每月房租为 39 美元; 然而拆迁后, 在这地块上

新建的是每套共有三个卧室的豪华型公寓大楼, 每

套住房租金为每月 595 美元。这种住宅绝非低收入

家庭所能承担, 于是拆迁时搬进其他低房租黑人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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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区的黑人家庭无法再重新搬回原住址, 这无疑使

旧金山的黑人聚居区状况进一步恶化 。据美国民

权委员会 1965 年 6 月对美国 77个城市的调查, 在

这 77 个城市中共进行了 115 项复兴计划工程, 有

4 3 万户家庭被重新安置, 其中 3 万户为非白人家

庭。这些非白人家庭只有一小部分在政府公共住房

中重新定居, 大部分迁入了早已拥挤不堪的其他黑

人聚居区内 。对这些城市更新土地使用情况调查

显示: 用于公共事业如公园、停车场、娱乐设施等

的土地面积占 37% , 作为商业和工业之用的土地

占27% , 只有 36%用于住房建设 。而这些住房又

基本是为上层阶级设计的。所以, 据统计 , 1950~

1960 年间, 芝加哥新建造的 28 万套住房, 黑人所

得不足 0 5% 。

黑人因种族原因被排除在一般住房市场之外,

破败萧条的城市聚居区成为极大多数城市黑人能找

到住房的唯一地方。据统计, 1950 年在纽约市

68 2%的黑人住在完全隔离黑人区, 仅 29 9% 住

在混合区; 而在白人中, 65 9%住在完全白人区,

32 8% 住在混合区, 芝加哥黑人中 81% 住在完全

隔离区, 底特律和圣路易斯都有 74 1% 的黑人生

活在完全隔离区 。大多数黑人又因经济原因被迫

住进人口高度密集地区的非标准的破旧住房。据

1960 年的一份有关调查, 大约 70%白人的住房为

标准住房, 而 70% 的黑人是居住在非标准住房 。

较之 50 年代, 黑人住宅状况进一步恶化。对这些

非标准住房, 白人房主从不加以维修, 致使许多黑

人住房摇摇欲坠。但房主却对这类住房征收超标准

房租。1968 年, 国内动乱总统咨询委员会基于对

新泽西纽瓦克市的调查, 指出, 非白人一直在为

住房付出比正常价格高出 10%的 肤色税 。这种

情况在国内大多数聚居区中都存在。 70 年代这一

状况也未能改善, 据 1975 年的一份调查, 纽约市

的黑人所交房租要高于正常价格的 3~ 6% 。

黑人不只要为其住房付出更高的费用, 而且还

不得不为食品和一切生活必需品花费比白人更多的

金钱。据 1966 年 纽约邮报 调查, 哈莱姆的食

品价格比全市平均价高 20 美分。同样的肉, 在哈

莱姆每磅售价 1 69 美元, 市内平均价为 1 15 美

元。

由于居住上受到严格限制, 黑人被迫与白人相

隔离, 随之产生了北部城市中事实上的学校种族隔

离体制。黑人不得不接受相对差的教育, 进而又加

剧了黑人的就业问题。

二、教育 事实上的种族

隔离学校体制

在北部城市, 黑人儿童所碰到的教育问题与南

部不同。在 1954 年之前, 南部各州的法律明文规

定黑人儿童不得进入白人学校, 只能在黑人学校就

读。为此南部黑人进行了长时期的斗争, 最终于

1954 年赢得了取消公共学校种族隔离的法院裁决。

但最高法院这一裁决却只适用于南部, 因为北部并

没有一州在法律上规定黑人儿童不得与白人儿童同

学校学习。但北部许多城市的教育法中却规定: 儿

童应就近在他们所居住地区的学校上学。由于北部

严重的种族隔离居住模式, 这一规定实际上就造成

了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学校体制。这一隔离体制由于

不受法律制裁故更难以消除。

1960 年时, 在纽约市的 589 所小学中, 有 95

所学校的学生 95% 为黑人儿童, 全市 125 所中学

中 22 所中的黑人学生占全校学生的 85% 以上 。

隔离的学校是不会存在平等的教育的。这种隔离学

校体制造成的后果是黑人学生的文化水平要比白人

学生低得多; 60 年代黑、白中学毕业生的 成绩

水平 有着三年的差距。如 60 年代初对哈莱姆聚

居区 20 所小学和 4 所初级中学的调查, 1960 年时

在校学生为 31 469 人, 基本上都是黑人学生。这

些学校教师中仅有 50 3% 持有市教育委员会颁发

的许可证书 (纽约市全部学校平均为 78 2% 的教

师得到许可证书)。在对三年级学生阅读理解能力

的调查中发现, 高于标准程度的学生占 21 5% ,

低于标准程度的占 30% , 与纽约市和全国三年级

学生阅读能力相比, 哈莱姆三年级黑人学生 阅读

能力要远低于纽约和全国同级学生的中等水平, 六

年级学生的差距就更大了, 只有 11 7% 的学生高

于标准水平, 低于标准水平的高达 80% , 仅相当

于纽约市四年级学生的平均水平。进入高中以后,

来自哈莱姆聚居区的黑人学生已比纽约市同一年级

的学生差有三年程度 。哈莱姆聚居区中的教育差

距说明了黑人学校教育质量低劣, 造成了学生群体

程度不断下降。当然, 这并不是哈莱姆特有的现

象, 而是美国黑人学校普遍存在的问题。费城教育

委员会副主席亨利 尼科尔斯 1967 年在电视中指

出, 75%的黑人学生到毕业时将是 功能性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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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al illiterates) , 其原因在于学校官员对黑人

的态度 。

还有一个造成黑人学校教育质量低劣的因素是

教育经费不足。美国各级公共教育经费均由税收支

付, 这样, 大部分负担落在州和地方社区身上。其

中州政府提供了全部公共教育基金的 40% , 10%

来自联邦政府, 而余下的 50% 则来自地方学区,

并且几乎完全来自财产税。由于各社区之间财力差

距甚大, 学校的设备、质量和教育计划有着明显的

不平等, 也造成了一种极不公平的现象: 贫穷地

区的贫穷公民常常要为孩子的劣等教育缴付比率很

高的地方税; 而富裕地区的有钱人的孩子享受优等

教育, 所付的地方税却较低。

在美国, 传统上将教育视为提高个人社会地位

的一个重要阶梯, 教育也经常被称为 伟大的平衡

器 。而在二战以后年代里, 黑人聚居区的学校所

起到的作用是压制黑人, 而非解放黑人。学校隔离

也进一步严重影响了美国城市的居住模式。随着黑

人增多, 城市公共学校黑人学生人数不断上升, 城

市里白人纷纷举家迁往以白人学生为主、教育质量

较好的学区。于是, 内城居住隔离加剧, 学校的质

量与经费也由于白人的迁往郊区而加速恶化。当富

有的郊区能够以最新的设备资助规模宏大的教育设

施时, 内城学校却处于衰败之中。自从 50 和 60 年

代白人向郊区迁移以来, 城市中许多公司也跟着移

向郊区, 因而美国大多数城市中心的税收一落千

丈。这样, 郊区学校再一次获利, 内城学校亟需资

金, 却又一次失利了。这种情况, 使城市黑人极为

不满。60 年代初, 在纽约哈莱姆区、波士顿、芝

加哥等城市, 黑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抗议

学校事实上的隔离体制, 要求组建黑、白人混合的

学校管理委员会, 共同管理学校, 黑、白学生同

校, 取消种族隔离。

消除黑白人间的教育差距, 建立种族合一学校

体制, 和黑人也要参加学校管理是 60 年代民权运

动、城市暴力斗争所要争取的目标之一。但五六十

年代的民权运动却未能解决这一种族教育不平等问

题, 直到现在, 北部公共学校事实上的隔离制仍普

遍存在。迫于压力, 1969 和 1970 年北部各地法院

先后命令所有学区对整个城市所有地区的学生入学

要一视同仁, 建议城市和郊区都考虑用校车接送儿

童的方式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然而实施情况难以令

人满意, 有些地区甚至发生白人家长砸毁校车事

件。而且, 当联邦各级政府敦促公共学校更好地实

行种族混合时, 许多白人家长加速逃往郊区, 或将

子女送进私立小学。这就使许多公共学校中的黑人

学生占了多数, 为数不多的白人不足以形成种族人

数平衡的局面。1978 年最高法院在一项裁决中表

明, 不能单纯利用种族因素来保证一定数目的黑人

进入学校或其他部门, 这使在学校里取消种族隔离

的努力遭到了进一步的挫折。

事实上种族隔离学校体制和不良的教学质量使

黑人青年难以在社会上与白人竞争。因此, 造成年

轻黑人的失业比率长期居高不下。十二年之久的隔

离教育, 也使许多黑人青年和白人青年认为种族隔

离是天经地义之事, 白人青年自然而然产生 白人

至上 意识, 黑人青年则萌生了卑微低下感。

三、就业 机会不均等与失业现象

1964 年一份对哈莱姆黑人聚居区青年就业情

况调查报告指出: 在哈莱姆黑人区黑人青年中的

失业状况是极其令人震惊的: 1960 年黑人男性青

年失业人数是白人男性青年失业人数的两倍。女性

青年的差异更大, 黑人女性青年的失业人数是白人

女性青年失业人数的两倍半。而且自 1960 年以后,

黑人失业状况是越来越糟 。 然而, 纽约市的

黑人失业状况并不是美国国内最糟的。实际上, 还

要略好于美国其他地区。据全国城市联盟的统计,

1961 年纽约市区的黑人工人失业率为 10% , 同年

美国的黑人工人平均失业率要比纽约市高出四个百

分点, 达到 14% , 其中芝加哥的黑人失业率为

17% , 克利夫兰高达 20% , 底特律的黑人失业率

更是高达 39% 。

黑人的高失业状况是自二战结束后就开始的。

战后, 随着军火工业的部分停产, 海外士兵归国复

员, 就业日趋困难, 对黑人的就业歧视也随之加

剧。1946年 6 月公平就业管理委员会宣布结束工

作, 各工厂纷纷大量裁减黑人。一位黑人妇女目睹

归国黑人士兵流浪于聚居区街头, 无所事事, 就曾

发出这样的疑问: 大战的考验我们都能承受, 可

现在能否在聚居区过安宁日子却成了问题 。在此

后的日子里, 这一问题非但未能得到解决, 相反,

由于白人中产阶级相继逃离城市中心, 迁往郊区,

城市中工业和商业也随之移到郊区, 造成城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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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困难, 就业率下降, 聚居区黑人的经济和教育

等状况加速恶化, 这一问题也愈加严重。

二战以来, 黑人在美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

相对地大大下降了。1948 年, 黑人的失业率为白

人的一倍半 (白人为 3 2% , 黑人为 5 2% )。朝鲜

战争之后, 黑人被解雇的现象进一步加剧。1952

年黑人的失业率为 5 4% , 到 1954 年上升为

9 9% , 以后持续上升, 到 1961 年经济萧条时期,

黑人失业率高达 12 4%。从 1952~ 1964 年, 黑人

失业率平均为 10 2% , 为白人平均失业率的两

倍 。1965 年瓦茨暴乱前, 洛杉矶瓦茨区的黑人失

业率达到 34% , 这个数字超过了 1930 年大萧条的

失业率 。

对于黑人来说, 比高失业率更为严重的是就业

歧视问题。由于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国内劳

动力短缺, 黑人离开南部农村来到城市寻找就业机

会, 但他们马上遇到的是十分严重的歧视现象。二

战初期, 黑人基本上被排斥在国防工业部门之外。

例如, 1941 年在航天工业中就业的人数近 9 000

人, 黑人却只占 17 人, 钢铁工业部门就业人数为

3 5 万人, 黑人为 245 人。造船业中只有 1 7% 为

黑人工人。在康涅狄格、巴尔的摩和洛杉矶等城

市, 由于劳动力严重不足, 许多工厂开始从其他地

方引进白人非熟练工人, 而不雇佣当地黑人。1942

年 9 月, 南卡罗来纳查尔斯敦的国防工业合同签约

人计划从其他地方雇佣 9 千名白人工人, 而当时该

市有 4 千名黑人失业 。

就业平等与同工同酬是不存在的。1943 年政

府的一份劳工市场调查报告中指出: 现有的一切

事实证明, 雇主的歧视是黑人就业率不足的主要原

因。 当黑人获得一些报酬较多职位较高的工作

后, 白人工人在种族主义分子挑动下, 经常举行所

谓的 仇恨罢工 , 抗议雇佣黑人工人。这类罢工

极易发展成为迫害黑人工人的种族暴乱。仅 1943

年, 美国就有 47 个城市发生了这类种族暴力事件,

其中底特律市的骚乱造成了 25 名黑人的死亡。白

人雇主的歧视与白人工人的抵制, 使绝大多数黑人

工人只能从事非熟练和半熟练工作, 只能得到低于

标准的工资。1959 年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

通过对纽约市制造业的情况进行的一系列调查研

究, 得出的结论是: 在纽约市服装制造业中, 黑人

和波多黎各人 主要集中在技术要求较低、工资低

微的工序和生产低廉大路货的车间中。在这个工业

部门当中, 他们提升去搞技术或要求较高的工作的

过程是缓慢的。在技术要求较高的生产上衣和套服

的部门中, 这个少数民族工人阶层几乎很难见

到。 尽管二战以来, 黑人工人的工资有所增加,

但由于遭受歧视, 黑人与白人工人间实际收入的差

距却在加大。1954 年, 黑人工人每小时平均收入

与白人工人平均收入相差 0 90 美元, 1959 年下降

为相差 1 45 美元 。从 1952 年到 1958 年, 黑人中

等家庭的收入为白人中等家庭收入的 57% 下降为

51% 。直到本世纪 60 年代初时, 在黑人被雇佣

的地方, 有 80% 的黑人都在经济阶梯的最底层工

作, 而在这一层工作的白人只有 40%。例如在洛

杉矶市, 1960 年时, 城市里 95% 的废品回收工人

是黑人, 80% 的街道清扫工和 95% 的保管员是由

黑人承担的 。

还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不利于处于经济底层的

黑人就业。战时美国的经济曾成功地吸收了巨大的

非技术劳动力, 战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生产

自动化, 取代了许多简单工序, 再迁入城市的黑人

已难以找到足够的非熟练工作职位了。自动化的发

展对就业劳工提出了更高程度的文化要求。但长期

以来黑人所受的隔离且不平等的教育必然使黑人在

与白人就业竞争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而且,

对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来说, 最大的威胁是大批

少数民族成员上升到社会上层地位。 美国的白人

社会一直不为黑人提供相关的职业培训与提高训

练, 借以阻挠黑人获得较好的职业。

一直在城市中发展的工业, 五六十年代随白人

迁入郊区。于是聚居区居民被遗弃在就业机会日渐

减少的城市中心。而且, 从 50 年代初起 , 新兴的

工厂企业、商业公司等约有一半是在城市的郊外兴

建的, 这无疑也减少了城市中心黑人居民的就业机

会。被郊外工厂企业等雇佣的黑人则不得不乘坐票

价不断上涨的公共交通工具奔波于聚居区与郊外,

增加了他们的经济压力。60 年代美国城市种族骚

乱连绵不断, 对白人商业企业带来极大损失, 这加

速了这些企业公司的迁出市区。据统计, 1965 ~

1971年间 , 仅芝加哥就有一千多家公司从市中心

地带搬迁到郊外, 其中包括 5 万个就业机会 。聚

居区黑人的就业机会不断减少。

四、黑人聚居区中的其他社会问题

长期以来, 城市黑人的就业不足与中高收入阶

38



层黑人的人数较少, 极大地影响了黑人的经济状

况。1960 年, 黑人中等收入水平为年收入 3 085 美

元, 白人为 5 427 美元, 美国 71%的黑人家庭年收

入低于 5 000 美元, 白人家庭为 39% 。1966 年

时, 有 36%的黑人家庭收入甚至不足 3 000 美元,

黑人中等收入水平为年收入 3 971 美元, 白人则两

倍于黑人, 为 7 170 美元 , 黑人与白人的经济差

距是越来越大, 黑人聚居区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

为就业 生存而拚搏对黑人聚居区造成极为

恶劣的影响。它严重地破坏了黑人家庭结构, 许多

无法找到就业机会的男人离家出走, 以使他的妻子

儿女可符合得到 对无依无靠儿童资助 或具备领

取其他救济的资格。1966 年, 白人有 8 9%的家庭

为单亲家庭, 而黑人则为 23 7% 。在这种依靠救

济环境中长大的儿童经常得不到正常的教育, 于是

使他们比他们的父辈更不易找到工作。还有一些黑

人干脆不找工作, 依赖救济维生, 这进一步又造成

黑人聚居区内的犯罪率和吸毒率等都要高于其他地

区。

在黑人聚居区内, 黑人的婴儿死亡率和成年人

死亡率都要远远高于白人, 聚居区也是高发病区,

肺结核、梅毒、肺炎等的发病率都五六倍于白人同

样病的发病率。可是, 聚居区内的医疗服务业不仅

没有改善, 反而自 50 年代起纷纷迁往郊区。以芝

加哥为例, 1950~ 1970 年间, 城市中心行医的医

生平均每年损失 100 人, 内城 10 个最穷聚居区内

医生从占人口的 0 99 减少 0 25 , 而郊区 10 个

最富社区医生的比率从 1 78 , 增加到 2 1 。

在解放了一个世纪, 并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城市

化之后, 美国黑人仍处于年深日久、已经制度化了

的种族歧视的奴役之下。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是无

法通过国家的几条法律和黑人的几次行动得到解决

的。在城市 , 黑人的生活被限制在了聚居区中, 即

使有适宜的聚居区之外的住房可以得到, 黑人也无

力取得; 他们无法为抚养和教育他们的子女提供有

益于身心的环境; 也无法更充分地参与国家的经济

和社会生活。而且, 黑人所面临的问题绝非只此一

端。聚居区的居住隔离、学校隔离和就业不平等更

破坏性地造成了黑人的失意感和被疏远、遗弃的感

觉。随着黑人经济每况愈下, 城市黑人对白人的仇

恨情绪越来越强烈, 而警察对黑人的暴行和骚扰则

更进一步激化了种族矛盾。黑人动辄被警察殴打、

逮捕、投入监狱。警察根本不是维持聚居区治安秩

序的人, 而是强化白人种族统治, 残暴压制黑人的

代表。1968年的国内动乱调查报告中记载了黑人

对警察的不满, 在丹佛市的一个黑人区, 82% 的人

相信存在警察的残暴行为; 在洛杉矶的瓦茨区,

74%的黑人认为警察对他们不够重视, 或者对黑人

使用过侮辱性语言 。实际上, 60 年代的城市种族

骚乱, 有许多完全是由于警察的暴行而引发的。

无可否认, 民权运动对提高南部黑人的社会地

位和壮大黑人中产阶级的队伍起了根本性作用, 但

它却未能根除美国的种族主义, 从而也就不能解决

城市黑人的居住隔离、教育隔离和就业不平等等社

会问题。民权运动之后, 城市黑人的隔离问题和经

济贫困问题进一步恶化。长期以来, 生活在聚居区

的黑人家庭中一直有 1/ 3 处于贫困线之下, 这些贫

困黑人家庭中 70%为单亲家庭。失业、贫穷、犯

罪仍是内城黑人的普遍问题。内城中, 未婚母亲、

吸毒、自相残杀、抢劫等的比率不断上升, 社会环

境极为恶劣。1991 年一篇描述芝加哥内城的文章

写道, 芝加哥南端的电影大厅和律师事务所都已

消失了, 市内一度繁华的地方已为黑人占据。年久

失修的砖瓦房从一个街区蔓延到另一个街区, 间或

点缀着一两个装有铁丝网和防弹玻璃的酒店、炸鸡

棚和小商店。警车是唯一可见的车辆。 1992 年一

位参议员在国会的演讲中说: 如果让你访问出一

项自 60 年代以来改变了城市的事, 那只有恐惧。

城市中已没有让人感到安全的地方。 生活在破房

陋巷中的美国黑人, 前途渺茫。城市种族骚乱仍间

或爆发。

聚居区黑人问题如何解决? 美国黑人的前途何

在? 这已成为不仅困扰美国黑人, 同时也困扰美国

整个社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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