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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英国有色人种移民问题研究述评＊

于 明 波

［摘　要］二战后，有色人种移民的进入不仅加剧了英国的移民流向变化，而且对英国社会产生广泛而

深远的影响。在英国学界，战后英国有色人种问题研究逐渐成为英国移民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学者们

关注的主要问题为种族关系理论的构建、移民与种族政治问题、移民与种族关系政策以及移民融合问题

等，研究成果丰硕。该课题研究的发展趋势表现为从零散到系统、从单一到多元、从宏观到微观、从浅层到

深层等，与现实社会政治联系密切是其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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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来自英属殖民地以及英联邦国家与地区的有色人种移民源源不断地进
入英国，导致英国由单质的白人社会逐渐转变为多元文化多种族社会，其社会影响广泛而深远，引人
瞩目。有学者坦言：“不了解移民的重要性，就无法理解二战后英国社会的演变。”①因此，在战后英国
移民史研究中，有色人种移民问题居于显著地位，大有覆盖全部内容之势。西方学者、尤其是英国学
者，一向关注与重视战后的有色人种移民问题，相关研究长期而深入。就历史学而论，这一课题研究
已成为英国移民史研究、乃至英国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　有关问题及相关研究的由来

学界对战后英国移民问题的关注始于该问题生成之时，即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期。二战后，在英
国，因社会需要而相继出现了三波次的移民进入浪潮，即第一波次是来自东欧、意大利等地的白种移
民，第二波次是来自爱尔兰的移民，第三波次是主要来自英属殖民地与英联邦国家及地区的有色人种
移民。由于涉及种族关系、肤色区别、文化差异等诸多复杂因素，有色人种移民的进入不仅立刻引起
英国社会的广泛关注，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心理学等诸多人文及社会学科的英国学者率先对有色人种
移民问题进行了观察与探究。他们围绕着移民的数量、分布、种族、种族关系等问题，运用个案研究、
田野调查、抽样调查等方法对英国城市中的少数族群展开研究工作。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相关研究已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在理论、方法及资料等方面为后继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②。

在历史学界，学者们对此则迟迟未表现出兴趣。其原因一是因为事情刚刚发生，还没有成为“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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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认为还没有对其进行专业研究的必要性；二是当时有关移民问题的官方文件、政府档案等第一手
资料尚未解密，从而限制了历史学家们的学术研究；三是受传统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英国的主流历
史学家认为正统的英国历史书写应是以盎格鲁—撒克逊为主体的历史，对进入英国的有色人种移民
问题则嗤之以鼻。但是，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随着有色人种移民对英国社会的影响日益显现，在战
后英国移民史研究中，有色人种移民问题逐渐受到关注。

二战前，大约有７０００名有色人种移民居住在英国。“帝国顺丰号”于１９４８年搭载４９２名西印度
群岛有色人种居民进入英国，揭开了战后英属殖民地及英联邦国家和地区有色人种移民进入英国的
序幕，随后出现了相对明显的三波次移民进入浪潮。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起，继前两波次移民后，

进入英国的有色人种移民的数量逐年增加，进而形成大规模迁移。１９５５年，进入英国的有色人种移
民大约为３５　２００人；１９６０年，其人数升至５８　０５０人；在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０年的５年间，大约有愈２０万来
自印度、巴基斯坦及西印度群岛地区的有色人种移民作为移民工人或永久定居者进入英国①；至１９６５
年底，定居英国的有色人种移民已达８５万人②。如果说在过去年代“移民”这个词意味着“英国人移
居自治领”，那么，在６０年代中期，人们从大街上流动的人群中看到的则是“英联邦国家的有色人种移
居到英国”③。如此之多的有色人种移民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涌入英国，这给移民聚居地区的社会公
共服务与资源造成巨大压力。许多城市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住房短缺、失业严重、医疗缺失、犯
罪猖獗等诸多棘手的社会现实问题；接踵而来的则是在作为白人国家的英国，逐渐出现了种族矛盾和
文化冲突等深层次的社会政治问题。凡此种种，有色人种移民问题渐渐显露于英国社会，进而引起朝
野的广泛关注。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移民与种族关系问题日益凸显的时期，也是移民问题政治化的形成与发展
时期，英国社会中的反移民思潮与活动由此兴起。以西里尔·奥斯本为首的保守派势力掀起旷日持
久的反移民运动，他们采取各种举措广泛宣传限制移民的主张，在推动移民问题趋向政治化方面“功
不可没”④。以１９６０年底成立的伯明翰移民控制协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要求政府限制联邦有色移
民进入英国，确保英国是一个“白人国家”。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在持续压力下，政坛上出现了在英
国历史上不曾出现的新情况，即移民问题逐渐成为英国政党选举中的主要议题之一，甚至屡屡左右选
举⑤。移民问题影响政治的现象吸引学者们开始探索移民问题政治化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与此同
时，亚非拉国家的独立运动渐入高潮，许多非洲新兴国家强力推行“非洲化”政策，这导致英国社会移
民问题的恶化程度加剧，如在肯尼亚发生的亚裔移民危机⑥。受美国黑人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与鼓
励，有色人种移民在英国也积极开展了维护移民权利与反种族歧视运动。在英国种族关系问题趋于
严重的６０年代中期，著名的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尔科姆·Ｘ两次造访英国，鼓舞了英国有色人种移
民争取权利与反对歧视的斗志⑦。

面对复杂的形势，英国政府与社会以更加审慎的态度重视移民问题，再三斟酌英国的移民政策。

·９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安东尼·Ｍ．梅西纳：《英国的种族和政党竞争》（Ａｎｔｈｏｎｙ　Ｍ．Ｍｅｓｓｉｎａ，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牛津：牛津大
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２页。

希拉·帕特森：《英国的移民与种族关系，１９６０—１９６７》（Ｓｈｅｉｌａ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ａ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１９６０—

１９６７），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９年版，第３～４页。
王振华：《英联邦兴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４６～１４７页。

兹格·莱顿－亨利：《英国的种族政治》（Ｚｉｇ　Ｌａｙｔｏｎ－Ｈｅｎｒｙ，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ａｃｅ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伦敦：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
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１～３２页。

移民问题左右英国选举主要体现在１９６４年的斯梅西克选举上［参见大卫·斯蒂尔：《禁止入境：１９６８年英联邦移民法的背景
及影响》（Ｄａｖｉｄ　Ｓｔｅｅｌ，Ｎｏ　Ｅｎｔｒｙ：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ｃｔ　１９６８），伦敦：比
尔出版社１９６９年版，第８０～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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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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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对于战后有色人种移民问题的史学研究逐步生成，并快速发展。因此，在战
后英国移民史研究中有一特点，即因有色人种移民的缘故，西方学者非常关注国际局势及国际事件对
英国移民政策产生的影响，并从多个角度探究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首先，移民研究机构的成立与相关刊物的创办为战后英国移民史研究提供了愈加开阔的发展平
台。１９５８年，作为非官方、非政治性的移民研究机构，“种族关系研究协会”成立。它不仅致力于开展
有关英国移民与种族关系问题的研究，而且对世界各地的种族关系进行研究①。它与牛津大学出版
社开展的合作极大地推动了战后英国移民史研究，曾产生轰动效应的《肤色与公民：英国种族关系报
告》便是二者成功合作的典范，著名经济学家纲纳·缪达尔称其为英国版的“美国的困境”。在纳菲尔
德基金会的资助下，协会成员Ｅ．Ｊ．Ｂ．罗斯等人对英国移民与族群关系进行了一项长达５年的调查研
究。其最终研究报告长达８００多页，内容翔实，数据充分，对英国有色人种移民的历史、移民在母国的
生活状态，以及英国有色人种的人口特征、就业现状与分布、住房情况和子女教育等问题进行了细致
调研与深入研究。在英国有色人种移民与种族关系研究中，这是一份颇有分量的参考资料②。

英国的高等院校是移民问题研究的重镇。许多大学先后建立移民研究中心，如布里斯托大学于

１９７０年成立的“族群关系研究中心”，这是当时研究因有色人种移民所导致的少数族群问题的前沿基
地，主要涉及种族歧视、公民权、政治参与、文化认同、难民、族群流动以及民族主义等问题③。爱丁堡
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苏塞克斯大学的苏塞克斯移民研究中心、牛津大学的国际移民研究所，以
及伦敦大学学院的城市研究中心等也积极开展了移民与种族关系的多样研究，出版移民研究报告、政
策性文件、学术专著、不定期简报、参考书目以及其他出版物，等等，极大促进了研究工作的进行。

移民研究专刊的陆续刊行也是移民问题研究兴盛的重要体现。创刊于１９６５年的《种族与移民研
究》，原名《新共同体》，由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苏塞克斯移民研究中心和欧洲移民与种族研究中心联
合主办，编辑部设在苏塞克斯大学，由英国著名的劳特里奇出版社出版。该期刊关注种族争端、民族
歧视、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公民权等问题研究。再有，由“种族关系研究协会”发行的刊物《种族与阶
级》④，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旗下的《移民与少数族群》《族群与种族研究》《新定居者》，等等，均成
为学者们发表自己见解与研究成果的园地。

其次，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领域随之不断拓宽。２０世纪中期以来，在战后英国有色人种移民
问题的研究领域活跃着大批知名学者，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例如：谢菲尔德大学历史系教授柯林·霍
姆斯，德蒙福特大学历史系主任伊恩·斯潘塞和潘内克斯·潘纳伊教授，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兰德
尔·汉森，英国作家、评论家迪利普·希罗，英国黑人移民研究者彼得·弗赖尔，华威大学族群关系研
究中心主任兹格·莱顿－亨利、保罗·里奇和政治学教授约翰·索洛莫斯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教授
罗伯特·迈尔斯，利兹大学社会学教授阿德里安·费弗尔，美国明德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埃里克·
布里奇，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学者中，不乏本人就是战后移居英国的有色人种移民，如伦敦南
岸大学种族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哈里·古尔本等。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学者还致力于对年轻学者的培养与扶植。因此，不仅出现了大量以英国移民
问题为选题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而且还涌现了一大批从事英国移民问题研究的青年学者。随着
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以及研究工作的细致化，移民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展，如对有色人种移民研究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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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研究成果，参见约翰·雷克斯、罗伯特·莫尔：《斯帕克布洛的种族、社区与冲突研究》（Ｊｏｈｎ　Ｒｅｘ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ｏｒｅ，

Ｒａｃ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ｐａｒｋｂｒｏｏｋ），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０年版；Ｒ．Ｂ．戴维森：《英联邦移民》（Ｒ．
Ｂ．Ｄａｖｉｓｏｎ，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

Ｅ．Ｊ．Ｂ．罗斯编：《肤色与公民：英国种族关系报告》（Ｅ．Ｊ．Ｂ．Ｒｏｓｅ，ｅｄ．，Ｃｏｌｏｕｒ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Ｒａｃｅ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９年版。
族群关系研究中心后来又移至阿斯顿大学，１９８４年又迁到华威大学。２０１１年９月３０日，族群关心研究中心关闭。在其４０
年的发展历程中，该中心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专著、政策性文件、文献以及其他出版物，有力地推动了英国少数种族问题
的研究，加深了英国社会对少数族群的认识和理解。
《种族与阶级》（Ｒａｃｅ　＆Ｃｌａｓｓ）的前身是种族关系研究协会于１９５９年正式发行的《种族》（Ｒａｃｅ），１９７４年更名为《种族与阶
级》。



扩展至女性移民、移民健康、移民犯罪、移民身份、家庭移民、宗教问题、第二代移民等涉及基础社会、
且又能以小见大的具体问题，富有新意的见解层出不穷。

最后，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日益多样化。如前所述，从事战后英国有色人种移民问题研究的学者
主要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档案陆续公布，以及移民
问题重要性的不断上升，相关的历史学研究逐渐展开，入木三分。例如，斯潘塞、汉森以及凯瑟琳·保
罗等学者主要运用政府内阁、内政部、殖民局、联邦关系局、交通部等部门新近公布的文件报告、政策
文本、会议备忘录以及议会辩论等涉及移民问题的第一手材料来研究战后有色人种移民问题①。同
时，“业余”史家也为此作出了很大努力，特别是通过口述史的方式来研究移民问题，并且出版了许多
著作和小册子。例如，“少数族群口述史计划”已经出版了一系列关于移民少数群体研究的小册子②。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扩展，移民被描述为继商品、资本之后的“全球化的第三大浪潮”，当今时代被称为
“移民时代”③。在此背景下，移民问题中的国别比较研究成为一些西方学者的重点。在比较研究方
面，西方学者既重视欧洲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④，又强调欧洲国家与北美等国家之间的比较⑤。

二　相关研究中的焦点议题

移民与种族关系原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由于有色人种移民来自不同的种族，因而移民引起了
种族关系问题。在这种解释框架中，移民与种族关系的概念是相互联系着的。在现实中，当战后移民
问题成为英国政治议题时，“移民”与“种族”在概念上几近可互换，并已成为一种“常识性逻辑”⑥。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以来，任何关于英国移民及其影响的讨论都通常将“移民”同“种族”“肤色”“种族关系”等
术语同等看待⑦。于是，围绕着“移民”“种族”等概念及其关联，战后英国有色人种移民问题研究呈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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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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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Ｒ．Ｇ．斯潘塞：《１９３９年以来的英国移民政策：多种族英国的形成》（Ｉａｎ　Ｒ．Ｇ．Ｓｐｅｎｃｅｒ，Ｂｒｉｔｉｓｈ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３９：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ｒａｃｉａｌ　Ｂｒｉｔａｉｎ），伦敦、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兰德尔·汉森：《战后英国的公民身份与移
民：多元文化国家的制度渊源》（Ｒａｎｄａｌｌ　Ｈａｎｓｅｎ，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Ｂｒｉｔａｉｎ：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ａ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凯瑟琳·保罗：《粉饰英国：战后的种族与公民身份》（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Ｐａｕｌ，

Ｗｈｉｔｅｗａｓｈｉｎｇ　Ｂｒｉｔａｉｎ：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Ｅｒａ），康奈尔：康奈尔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潘内克斯·潘纳伊：《移民的影响：１９４５年以来英国移民的作用与经历的文献历史》（Ｐａｎｉｋｏｓ　Ｐａｎａｙｉ，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ｍｍｉ－
ｇｒａｔｉｏｎ：Ａ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４５），曼彻斯特：曼彻斯特
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２页。

斯蒂芬·卡斯尔斯、马克·Ｊ．米勒：《移民时代：现代世界的国际人口迁移》（Ｓｔｅｐｈｅｎ　Ｃａｓｔ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Ｊ．Ｍｉｌｌｅｒ，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罕德米尔：麦克米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托马斯·哈马尔编：《欧洲移民政策：比较研究》（Ｔｏｍａｓ　Ｈａｍｍａｒ，ｅ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
ｙ），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斯蒂芬·卡斯尔斯编：《西欧移民工人与阶级结构》（Ｓｔｅｐｈｅｎ　Ｃａｓｔｌｅｓ，ｅｄ．，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加里·弗里曼：《工业社会中的移民劳工
与种族冲突：法国与英国的经验，１９４５—１９７５年》（Ｇａｒｙ　Ｆｒｅｅｍａｎ，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Ｒａｃｉ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ｏｃｉｅ－
ｔｉｅｓ：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１９４５—７５），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阿德里安·费弗尔：《融合
理念：移民与英法两国的公民意识》（Ａｄｒｉａｎ　Ｆａｖｅｌ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ａｉｎ），罕布什尔：麦克米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埃里克·布里奇：《英法两国的种族政治：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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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玛格丽特·拜伦、斯蒂芬妮·康登：《移民比较研究：英法两国的加勒比社区》（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Ｂｙｒｏｎ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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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奇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艾拉·卡茨内尔森：《白色城市：美国（１９００—１９３０年）与英国（１９４８—１９６８年）的种族、政治与移民》（Ｉｒａ　Ｋａｔｚｎｅｌｓｏｎ，Ｗｈｉ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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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克里斯汀·乔普克：《移民与民族国家：美国、德国与英国》（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Ｊｏｐｐｋｅ，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Ｇｅｒｍａｎｙ，ａｎｄ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马丁·Ａ．沙因：《法国、英国与美国的移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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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ｙ），纽约：帕尔格拉夫—麦克米伦２００８年版。
罗伯特·迈尔斯、安妮·菲扎克利亚：《白人国家：英国政治中的种族主义》（Ｒｏｂｅｒｔ　Ｍｉ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ｎｉｅ　Ｐｈｉｚａｃｋｌｅａ，Ｗｈｉｔｅ　Ｍａ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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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与多角度逐渐展开，这些研究大致可被归纳为以下四个渐次推进与深入的焦点议题。

１．关于种族及种族关系理论的研究
著名的非裔美国社会学家 Ｗ．Ｅ．Ｂ．杜波依斯曾断言：“２０世纪的问题是肤色界限的问题。”①虽然

这种提法有失偏颇，但种族关系问题在２０世纪确实已经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战后，随着有色人种移
民的不断增加，英国的种族关系问题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显现②。英国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首
开先河，以种族与种族关系理论为切入点，开展了探索性研究工作。社会学家迈克尔·班顿是英国战
后种族关系研究的开拓者。他将种族主义定义为“一个人的行为是由稳定的遗传特征决定的，这些特
征源于具有独特属性的独立种族群体，通常被认为是在优越与劣等的关系中相互对立”③，并运用社
会学的理论与方法长期致力于英国种族关系的研究。他首先运用历史学理论对种族理念进行梳理，
进而卓有成效地致力于种族关系系统理论的建构。通过追溯历史渊源，他尝试从意识形态、文化偏见
以及种族歧视等三个角度来探究英国的种族关系，以此来解读不同的种族关系问题④。

时至５０年代中期，英国学者主要通过借鉴与扬弃美国社会学学者研究美国种族关系的学术理论
与研究方法，来研究因战后有色人种移民的进入所导致的英国种族关系问题⑤，但研究角度不同，研
究结果各异。在英国，这一时期社会学的理论及方法对后继的历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具有导向性
作用。到了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于种族与种族关系理论又有了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学派学者运
用阶级分析法，认为种族主义是西方殖民扩张的直接产物，如在资本输出中，种族主义是主要用于压
迫和剥削殖民地的有色人种劳动力的。因此，它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一种意识形态。奥利弗·考克
斯认为种族主义的起源是“随着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兴起，欧洲人发展了种族剥削与种族偏见理
论，由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影响，所有的种族对抗都可以扩展至欧美资本主义白人的政策和态度”⑥。

受此启发，许多学者主张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分析战后英国的种族关系问题。迈尔斯认为，社会
学家运用种族类型学分析种族关系问题，难以涵盖种族主义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而对作为意识形态
的种族主义应该运用历史分析法赋予其更大的意义与范畴⑦。里奇关注的是帝国背景下种族概念建
立的思想传统，他将种族主义视为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工具，认为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种族关系
紧张与“帝国的遗产”密切相关，应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二者之间的关系⑧。索洛莫斯在批判前人种族
关系理论的基础上，着重强调用历史主义来分析种族主义的重要性，认为种族主义是一个动态的现
象，应该在历史大背景中探寻种族主义与种族问题对当代英国社会产生的重要影响⑨。

２．关于移民与种族政治问题的研究
移民与种族关系问题日益政治化的现象逐渐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并纷纷开始探讨移民与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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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２年版，第７２～９２页。

保罗·Ｂ．里奇：《英国政治中的种族与帝国》（Ｐａｕｌ　Ｂ．Ｒｉｃｈ，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
年版，第１～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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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问题。该问题研究主要涉及移民与种族纠纷是如何成为英国政治的主要议题、它又是如何影响
政党政治以及少数族群的社会地位等问题。保罗·富特指出，移民问题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成
为英国政党政治的“玩物”，如威尔逊政府（１９６４—１９７０年）之所以改变工党传统的移民政策，并非是
英国经济环境变化、或诸如住房和教育等社会问题的变迁所致，而仅是出于担心工党失去选票的考
虑①。关注英国移民问题研究的美国政治学家艾拉·卡茨内尔森认为，１９５８年诺丁汉和诺丁山爆发
的种族冲突事件②，终结了保守党与工党在移民问题上达成的“准政治共识”。由此，出于选举需要而
先后调整各自的移民政策与策略，相继将种族问题移出政治范畴，进而在若干年后又就此达成新的共
识，即种族非政治化③。他的论点对英国学者影响至深。受卡茨内尔森研究的启发，英国移民问题研
究者安东尼·莫西纳进一步考察了英国两党在６０中期至７０年代中期将种族问题非政治化的主要举
措，如两党达成共识，将种族关系问题排除在选举议题之外；两党同意在进一步限制移民的基础上，制
定反种族歧视的立法；建立被称为“种族缓冲器”的英联邦移民国家委员会等机构，用于处理种族关系
问题，等等④。

在２０世纪后半期，移民与种族关系问题对于英国社会政治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莱顿－亨利长
期从事移民与种族问题研究，其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系统性。通过探寻英国黑人逐渐融入英国传统
社会政治结构的历史进程，他认为，战后有色人种移民融入英国社会的程度确实在不断提高，少数族
群政治在英国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可是，因种族主义等因素作祟，英国黑人虽然已经拥有通常被看作
是政治一体化标志的选举权，也参与了英国的各级选举，但这并不能代表他们已经融入英国的社会政
治之中⑤。英国学者穆罕默德·安瓦尔分析了英国几个地区的少数族群在政治选举中的行为，认为

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少数族群参加选举的人数和投票模式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他的研究成果显
示，如果没有少数族群的政治参与，那么，机会均等以及良好种族关系势必会被削弱⑥。

３．关于移民政策与种族政策的研究
移民政策是英国公共政策的组成部分，对英国社会产生着广泛影响。因此，针对有色人种移民的英

国移民政策逐步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政府层
面上探究英国的移民问题，认为必须“到政治领域去寻找，说得准确些，要到政府的重要角色中去寻找。
政治方面的影响今天绝不可低估，再没有什么因素能比准入政策更影响移民的流向和规模了”⑦。因此，
鉴于政府在移民政策制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许多学者认为“移民是政策的产物”⑧。

通过研读大量移民原始档案材料，斯潘塞分析了自１９３９年以来英国移民政策的演变过程，认为
英国政府的作用举足轻重，它所推行的移民政策促进了战后英国多种族社会的形成⑨。汉森在对移
民档案材料进行研读后发现，导致战后英国的公民权利因移民政策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在
于种族主义。与以往所不同，现在出现的种族主义不再是个人的种族主义行为，而是政府主导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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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５年版，第１６１～１９４页。

１９５８年８月底至９月初，诺丁汉和伦敦的诺丁山地区的数百名当地白人手持棍棒石块攻击前来参加狂欢节游行的来自西印
度群岛的有色人种移民。此次种族冲突事件是英国战后第一次具有全国影响的种族冲突事件，导致移民与种族关系问题上
升为英国政治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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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主义①。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②。１９６８年，肯尼亚亚裔移民危机爆发后，英国议会通
过了《１９６８年英联邦移民法》。英国学者大卫·斯蒂尔在探讨了威尔逊工党政府修订该法的历史背
景及影响后意识到，其实此次危机并不严重，而工党政府修订移民立法的做法则有违承诺，损害了英
国的声誉，加剧了内部种族关系的紧张③。移民学者罗伯特·莫尔和蒂娜·华莱士着重分析了战后
移民立法对英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认为英国政府制定的移民立法有着明显的种族主义特征。就移
民立法内容而言，多有违背国际法及人道主义之处，例如，存在诸多易于导致移民家庭分裂的条款等。
他们的研究显示，管控移民来源是英国移民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其实际效果与影响则是不仅没有
改善英国国内的种族关系，反而使之更加恶化④。

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学者对英国现行移民政策愈加予以关注。移民学者威尔·萨莫
维尔从经济移民、移民安全、族群融合、国际难民等方面对布莱尔政府时期（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的移民政
策和法规进行了深入分析，试图从全球化趋势、欧盟事务、舆论媒体、利益集团等角度，对这一时期移
民政策的转变提供全面的解释框架⑤。

作为“硬币的另一面”，种族政策则是旨在解决因有色人种移民的多种族性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其
中最棘手的问题就是种族主义⑥。为此，英国颁布了第一部关于国内种族关系问题的法律《１９６５年种
族关系法》。作为“复杂且有争议的主题”，反对以种族歧视为内容的种族主义成为学界关注的又一焦
点问题。就种族关系立法问题，围绕“立法能否制止种族歧视”，许多学者着力探讨相关立法的成因以
及对社会的影响。移民法问题专家安东尼·莱斯特和杰弗里·宾德曼从英国种族关系立法的法律依
据与政治背景出发，深入分析了早期种族关系立法⑦中的协商机制，认为种族关系立法对英国社会至
关重要，政府应该继续完善种族关系立法，充分发挥种族关系立法的积极作用⑧。

针对工党政府相继于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８年和１９７６年颁布的三部移民问题种族关系法，华威大学教
授菲利普·索宾探究了它们的政治背景、制约因素、影响作用及不足之处，认为种族关系立法虽然得
到不断完善，但却未能达到政府的预期效果⑨。移民问题学者路易·克莱伯恩通过对在１９６５年和

１９６８年颁布的两部种族关系法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该法律的执行是通过说服而非强迫的方式来完成
的，却存在因“没有牙齿”而形同虚设的现象，即对于种族歧视中的加害者没有威慑与制止的作用，对
于种族歧视中的受害者也没有保护与帮助的功效。因而，克莱伯恩得出结论，在反对种族偏见与歧视
方面，它们几近无济于事。换言之，英国从来没有真正地在种族关系问题上成功而有效地运用过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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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①。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学者对种族关系立法进行了深入解读。伯明翰大学历史系教授加文·谢
弗通过分析《１９６５年种族关系法》第六条款“禁止煽动种族歧视”，认为虽然它可以改变大众的语言和
行为，但改变不了他们的态度和观念。例如，视己为主人的英国白人不仅依然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
有色人种移民的入境，而且一向主张限制、甚至是反对亚裔和非裔移民进入英国，其种种理由无不看
似冠冕堂皇②。

４．关于移民融合问题的研究
“外来移民如何有效融入英国主流社会”，这是战后英国有色人种移民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历史上，英国对待外来移民主要采取的是移民同化政策，如通过通婚等形式对移民进行“血统改造”，

促使移民在自我调整中逐渐失去或放弃原有的身份认同，进而完全适应主流社会，成为“英国人”。③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起，英国政府逐渐放弃了移民同化政策，转而推行以多元文化主义为内核的移
民融合政策，多元文化主义由此成为英国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１９６６年，时任威尔逊政府内政大臣
的罗伊·詹金斯提出，融合并不意味着移民失去他们自己的民族传统和文化，并将融合定义为在相互
宽容的氛围中，在承认文化多元性的同时，赋予移民们相同的机遇④。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移民
“融合说”。

针对詹金斯提出的“融合说”，学者们对此表示赞同，并进一步阐释了其重要性。帕特森支持詹金
斯的“融合说”，否定英国是一个单质社会，抨击认定最终将同化所有新移民的“同化说”。她认为这一
过程首先是将同化主张转变为文化多元主义，进而在彼此包容与相互认同的氛围中，在保持文化的多
样性以及机会均等的情况下，种族融合最终得以实现⑤。希罗在考察英国种族关系历史后指出，“融
合”也就是“社会多元化”，这是解决种族冲突问题的济世良方⑥。古尔本着重分析了多元文化主义对
英国种族关系产生的影响，认为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思想
力量，多元文化主义的推行有助于消除种族差异，促进有色人种移民融入英国主流社会⑦。

潘纳伊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了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他认为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历史悠久，早
在１９世纪早期就已经存在于英国；当今一些主流政治家之所以滥用多元文化主义的概念，显然是因
为移民问题的失当而导致英国社会规范遭遇破坏所致；通过对英国社会的多方位剖析，认为无论是经
济、音乐还是饮食……都揭示出移民的重要性，以及具有深厚历史根源的多元文化主义事实上的存
在，即移民创造了英国，等等⑧。移民史学者乔安娜·福米纳认为，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对后
殖民主义时代移民造成的文化多样性的回应。他赞同许多研究者的观点———英国的移民问题及其相
关的政府政策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之后变得日益“种族化”，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管理移民以及造就
多元化社会的“最佳路径”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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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反恐政治对英国社会产生的强烈冲击加大，学者们对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批判性
呼声也越来越高。在一些当代英国政治话语中，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成为大规模移民的负面后果的象
征。萨姆·本内特等学者对英国最近十几年的多元文化政策进行研究后发现，自２０００年以来，关于
英国移民融合的公共话语正在发生变化。由于强调“自给自足”以及不需要国家援助的新自由主义的
广泛扩散，导致移民融合问题在英国公共领域中的话语建构从文化多元主义化转变为新同化主义①。
英国资深记者梅拉妮·菲利普以蕴涵“伦敦已经被阿拉伯人伊斯兰化”的新词“伦敦斯坦”为书名，出
版了《伦敦斯坦：英国如何在内部制造一个恐怖的城邦》一书，猛烈抨击英国“固执的近乎愚蠢地信守
多元文化主义”，导致伦敦正沦为恐怖主义的国际“神经中枢”②。

三　关于研究的价值与趋势

首先，这一问题研究与当代英国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联系紧密，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与价值。移民
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动态社会问题，几乎涉及当代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对它所进行的学术研究
从一开始就是与英国社会变迁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体现着移民与英国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
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便是２０１６年以来英国脱欧。无论是对于英国，还是欧盟，英国脱欧都是一重大
事件。脱欧问题提出后，英国的移民问题愈发凸显，移民与英国脱欧问题的高度关联引起了学者们的
密切关注。学者们从移民的角度对英国脱欧问题展开深入的分析后发现，包括难民问题在内的移民
问题与英国脱欧多有因果关系，甚至前者的存在可谓是导致后者出现的直接因素之一，即移民问题是
致使英国脱欧发生的不容忽视的诱因之一。换言之，英国脱欧对英国乃至欧洲的移民问题产生着至
关重要的影响。这一观点在２０１８年英国政府颁布的《欧洲移民报告》中体现得尤为明显③。

其次，作为战后英国移民史研究中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战后有色人种移民问题研究呈现出“总
体史”发展态势。回顾当初，这一研究从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起步，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该
课题研究在体系上逐步表现出由分散、浅显并单一的格局向学科门类、视野视角与探究内容的有增无
减，以及多学科研究交叉、并举和交融的多元学科体系趋势演进。这不仅是研究对象本身所具有的综
合性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旨在认识与解决当代英国社会种种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而这些要求与需要
对于相关研究工作的推进与深入有着非同一般的作用。在英国等西方史学界，除了仍运用传统的历
史学研究方法外（如档案与文献的解读），学者们大量地综合性运用了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政治学
等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展开研究。在传统的种族主义、移民政治和政策研究主题的基础上，历史学家
们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和新的研究领域，提出了诸多新的观点和新的研究路径，使这一研究呈围
绕中心议题而展开的多维度、多样化的立体形发展势态，涵盖面越来越广泛④。这已成为战后有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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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移民研究的显著特征与演进路径。
最后，随着研究的愈加深入，各种资料的持续增加，以及内容的不断多样，战后英国移民史研究的

专业化水准逐步提高。学者们初涉移民史研究时发现，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对移民情况不甚了
解①，因此，战后英国移民史起初是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移民的基本社会特征上。时任种族关系研究协
会主任的菲利普·梅森在１９６０年出版的《英国的有色移民》一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的首
要目的是“搜集已知的（移民）事实以及将它们整合在一起”②。而在随后，因移民问题的日益凸显以
及移民与种族关系问题的趋于政治化，学者们将研究的重点转向移民政治史研究，主要涉及移民与种
族政治、移民与种族关系政策领域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与关于移民问题档案文献资料
得以陆续揭秘，这大大提高了战后英国移民史研究的发展，使其研究成果的专业性、科学性与准确性
大幅度提高。卡米拉·斯科菲尔德的研究既为典型代表。他利用２００３年解密的英国政治家伊诺
克·鲍威尔的档案材料，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完成了论著《伊诺克·鲍威尔与后殖民时代英国的
形成》。在书中，他对鲍威尔在威尔逊政府时期（１９６８—１９７０年）的反移民现象进行重新解读，引起学
界的广泛认可③。

总而言之，关于英国有色人种移民问题的学术研究在战后英国学界蓬勃兴起，吸引了社会学、人
类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等诸多人文社会学科学者的关注与探究。学界着重围绕着移民基
本社会特征、移民与种族政治、种族与种族关系理论、移民与种族关系政策和立法、移民融合等问题展
开研究。这些问题不仅涵盖了移民历史、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使得英国有色人种移民
问题研究从一开始便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特征，而且构成了英国移民研究的主要课题与重要内容。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研究水准日益提高。研究方法与手段不仅愈加多元化，而且
日益细致化，如年鉴学派关注和见长的生活史研究、口述史研究、情感史研究等已相继进入学者们的
视野④。研究脉络既有自上而下，又有自下而上，相互交叉，互为交融。研究工作的多角度、多边化和
多学科化等特征更加明显。研究主题得以进一步突出，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展与深化，纲举目张效应彰
显鲜明。科研成果汗牛充栋。

中国学界对于战后英国有色人种移民问题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虽然与英
国及欧美国家的同类或相关研究相比较，中国学者的研究还显得相当薄弱，但是，研究工作的发展相
当迅速，涌现出许多具有相当水准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年轻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正产生着越来越浓
厚的兴趣。以“英国移民”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搜索以进入英国的移民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共４２篇，其中硕博论文共１９篇。
中国史学界关于战后英国移民史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政策方面。学者们主要是考察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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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１年３月２７日，种族关系研究协会与皇家人类学研究所共同举办了关于移民问题的学术研讨会。学者们在会上一致认
为，目前英国移民与种族关系研究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缺少有色人种移民的人数规模以及地区分布情况。种族关系研究协
会的主任Ｐ．梅森（Ｐｈｉｌｉｐ　Ｍａｓｏｎ）曾直言不讳地说：“研究英国有色人种移民的最大障碍是缺乏可靠的移民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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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移民政策的历史演变进程，分析其变化的主要原因与影响①。近年来，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不断
增进，中国学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有着明显的深入趋势，他们在种族关系、穆斯林移民、移民身份、多
元文化主义等问题上展开了多学科、多角度的探讨，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观点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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