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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式意识形态斗争的

政治学解释∗

金君达

　 　 【内容提要】 　 美国出现过两次针对共产主义的激烈意识形态斗争即“红色恐

慌”，它本质上是一种由保守主义政客领导、以夺取政治权力为目的、以意识形态宣传

为主要动员手段的社会运动。 “恐慌”可能导致美国政府采取具有意识形态对抗和排

外色彩的内外政策，研究“恐慌”形成机制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政策意义。 作者结

合政治过程理论等主流理论和案例特点，提出了适用于“恐慌”式意识形态斗争的社

会运动三要素模型，认为议题素材、运动领袖和运动听众是美国发起和维持反共社会

运动的三要素，也是“恐慌”形成的先决条件。 在两次“恐慌”中，运动领袖建构出外来

威胁，并以此对社会进行动员，运动随着争议性剧目的爆发不断升级；在领袖失去政治

声望后，运动则随之降温。 将该模型应用于当前美国反华政治，可以看出美国尚未形

成类似“恐慌”的排华运动，但拜登任内在野的共和党政客有动机进行意识形态斗争。
中国对美国正在酝酿的反共运动应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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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意识形态斗争是一种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政治性运动。 美国曾发生两次以“反

共”为主要诉求的意识形态斗争（以下简称“反共运动”），两次运动均出现社会大众的

广泛参与，最后导致出现对特定社会群体的政治清洗。 反共运动的高潮被称作“红色

恐慌”（Ｒｅｄ Ｓｃａｒｅ，以下简称“恐慌”），其中第二次“恐慌”即“麦卡锡主义（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ｉｓｍ）”，日后成为政治迫害的代名词。 “恐慌”是西方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最激烈形式，

研究其形成机制对于预测当事国内政外交走向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亲历者穆瑞·列文（Ｍｕｒｒａｙ Ｂ． Ｌｅｖｉｎ）将“恐慌”定义为“由于

共产主义革命即将在美国爆发而造成的全国范围反共狂热，人们害怕它可能改变教

堂、家庭、婚姻、礼仪和其他美国生活方式”。① 第一次“恐慌”是 １９１９—１９２０ 年美国司

法与情报部门对劳工组织、左翼人士和俄裔移民的大规模审查，伴随的反共运动始于

１９１９ 年年初的大罢工。 第二次“恐慌”是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Ｊｏｓｅｐｈ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在

１９５０—１９５４ 年对“苏联间谍”的大规模清洗，“麦卡锡主义”因此得名，②伴随的反共运

动可追溯至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ＨＵＡＣ）③的反共审查，持续至 ６０

年代的平权运动。 “恐慌”是反共运动的子部分，其特征包括联邦政治机构主导的群体

性恐慌（ｍａｓｓ ｈｙｓｔｅｒｉａ）、大规模政治审查和迫害、社会自发的排外暴力活动和检举等。

“恐慌”式意识形态斗争有可能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 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国

内的反共运动极大限制了美国外交决策者的政策选项。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

对“苏联渗透论”的狂热宣传与认知导致美国决策层将社会主义新中国视为对立面。

中国随后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加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对

抗加剧。 在美国，“恐慌”使大量左翼人士受到不公正调查，美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

侵犯。 即使在麦卡锡下台后，残留的反共思潮也对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美国平权和反战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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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Ｍｕｒｒａｙ Ｂ． Ｌｅｖ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Ｈｙｓｔｅｒｉａ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ｆｏｒ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１， ｐ．２９．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ｕｓｔｉｎ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ｅｄ．， Ｌｉｔｔｌｅ “Ｒｅｄ Ｓｃａｒｅｓ”： Ａｎｔｉ⁃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９２１－１９４６， Ｏｘｆｏｒｄ： 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Ｇｒｏｕｐ， ２０１６， ｐ．１０．

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由得克萨斯州众议员马丁·戴斯于 １９３８ 年成立。 戴斯属于民主党保守派，曾于

１９３２ 年支持罗斯福新政，但在 １９３７ 年后与罗斯福及执政的进步派决裂，与共和党保守派一同发起意识形态审查。
在 １９４５ 年戴斯卸任之前，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又被称为“戴斯委员会”，其调查对象主要是新政机构、劳工组织

和其他左翼组织。 “非美”即“不爱美国”、可能出卖美国之意。 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是美国国会首个常设的专

门调查“颠覆”活动的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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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形成了阻碍。

近年来，美国政坛对华战略敌意上升，多名政学界人士公开警告“麦卡锡主义”可

能重现。① 美国是否会出现第三次“恐慌”？ 反共运动在何时会升级为“恐慌”？ 本文

对 ２０ 世纪美国两次反共运动进行比较研究，提出美国反共运动的一般动力机制和升

级为“恐慌”的必要条件，并分析美国社会近期爆发“恐慌”式意识形态斗争的可能性。

本文基于历史案例和社会运动理论构建了美国意识形态斗争三要素模型。 通过

对历史上两次“恐慌”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美国的反共运动是其政客通过建构议题

动员选民的过程。 美国反共运动的形成需要三个要素，即议题、运动领袖和听众。 三

者的形成依赖以下过程：其一，国内政治斗争的特殊态势催生了试图通过反共运动夺

权的政客，这些政客成为反共运动领袖。 其二，运动领袖根据美国遇到的外部挑战建

构出安全威胁。 其三，社会矛盾为政客进行反共动员提供了群众基础。

二　 相关文献梳理

“恐慌”是反共运动持续升级的产物，对“恐慌”的研究必须着眼于反共运动全程。

结合史实与相关理论，本文将反共运动定义为带有意识形态斗争色彩的社会运动（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美国学者已就反共运动进行了多方面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政治学理论对“恐慌”案例的解释

在美国政治学中，社会排外思潮和排外运动被称为政治压迫（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或政治排外（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两次“恐慌”是政治压迫现象的重要案例。 美

国政治学界根据对“恐慌”的档案研究和理论分析，提出反共运动中政治压迫升级的

四类成因。

第一类研究强调反共政客影响。 詹姆斯·吉布森（Ｊａｍｅｓ Ｇｉｂｓｏｎ）运用政治压迫

模型研究两次“恐慌”，指出“恐慌”中的政治压迫都由精英而非群众发起。② 反共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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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历史学界被称为“第二次红色恐慌”，但“麦卡锡主义”一词知名度更高，因此更多

地被中美政界和学界公开使用。 本文探讨反共运动的一般动力机制，在学术讨论中使用范围更加广泛的“恐慌”
一词更为准确。 各界人士对“麦卡锡主义”的警告参见《中国驻美大使：应坚决防止“麦卡锡主义”回潮》，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０－０８ ／ ２０ ／ ｃ＿１１２６３９１６１４．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包道格：《美对华政策须

避免陷入“麦卡锡主义”》，载《环球时报》，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

记者会》，ｈｔｔｐ： ／ ／ ｉｎｆｏｇａｔｅ．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ｆｙｒｂｔ ＿６７３０２１ ／ ｊｚｈｓｌ ＿６７３０２５ ／ ｔ１７８４０５８． 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Ｊａｍｅｓ Ｌ． Ｇｉｂｓ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Ｒｅｄ Ｓｃａｒｅ，”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８２， Ｉｓｓｕｅ ２， １９８８， ｐｐ．５１１－５２９．



的关键人物包括司法部部长亚历山大·帕默（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Ｐａｌｍｅｒ）、①联邦调查局局长

埃德加·胡佛（Ｅｄｇａｒ Ｈｏｏｖｅｒ）、②参议员麦卡锡③等人。 安德鲁·伯特（Ａｎｄｒｅｗ Ｂｕｒｔ）

指出，关键人物的演说对社会运动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两次“恐慌”都随着代表性人

物声誉受损而快速衰落，可见政客个人对“恐慌”的维持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④ 基于

精英个人和历史事件的研究强调文化、个人性格等历史特定要素的作用，但也因此难

以上升为普遍性理论。 由于社会在叙事中往往被动地对焦点事件进行反映，此类研究

容易忽略社会群众对反共运动的助推作用。

第二类研究强调苏联对美国反共运动的作用。 部分学者认为左翼活动家受到苏

联共产主义运动鼓舞，对美国的斗争形势产生误判，在组织左翼运动方面过于激进，引

起社会反弹。⑤ 尼克·谢普利（Ｎｉｃｋ Ｓｈｅｐｌｅｙ）认为，第一次“恐慌”源于美国工人运动

分裂，马克思主义工会与排外的保守主义工会的斗争加剧了左翼与右翼的冲突。⑥ 另

一些研究认为对苏联的间谍活动⑦（如“美亚事件”⑧）是运动升级的关键。 近年来，美

国学者以苏联解密资料为依据，将反共运动的升级归咎于苏联。⑨ 这些研究分析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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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Ｎｉｃｋ Ｓｈｅｐｌｅｙ， Ｐａｌｍｅｒ Ｒａｉ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ｄ Ｓｃａｒｅ（１９１８－１９２０）：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ｔｙ ｆｏｒ Ａｌｌ， Ｌｕｔｏｎ： Ａｎｄｒｅｗｓ
ＵＫ Ｌｔｄ．， ２０１１， ｐ．５４．

Ａｔｈａｎ Ｇ． Ｔｈｅｏｈａｒｉｓ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 Ｃｏｘ， Ｔｈｅ Ｂｏｓｓ： Ｊ． Ｅｄｇａｒ Ｈｏ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Ｐｈｉｌａ⁃
ｄｅｌｐｈｉａ： Ｔｅｍｐ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 ｐ．３０．

Ｄａｖｉｄ Ｍ． Ｏｓｈｉｎｓｋｙ， Ａ 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 Ｓｏ Ｉｍｍｅｎｓ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Ｊｏｅ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ｐ．１０．

Ａｎｄｒｅｗ Ｂｕｒ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ｙｓｔｅｒｉａ： Ｔｈｅ Ｕｎｔｏｌｄ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ｓ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ｕｉｌ⁃
ｆｏｒｄ： Ｌｙｏｎ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ｐｐ．８４－１３２．

Ｎｉｃｋ Ｓｈｅｐｌｅｙ， Ｐａｌｍｅｒ Ｒａｉ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ｄ Ｓｃａｒｅ（１９１８－１９２０）：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ｔｙ ｆｏｒ Ａｌｌ， ｐｐ．９－２５．
站在反共运动对立面的左翼人士成分比较复杂，包括美国工会、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社会福利的进步人

士以及温和派政府雇员等。 部分学者认为左翼人士为了令社会妥协进行激进暴力运动，反而引发保守民众反弹。
此类研究参见 Ｔｏｄｄ Ｊ． Ｐｆａｎｎｅｓｔｉｅｌ，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ｄ Ｓｃａｒｅ： Ｔｈｅ Ｌｕｓｋ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 Ｃｒｕｓａｄ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ｍ， １９１９－１９２３， Ｆｌｏｒｅｎｃｅ： 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Ｇｒｏｕｐ， ２００３， ｐ．１２１。

指美国情报部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国内苏联间谍活动尤其是非法情报收集活动的一系列调查。 当时

的联邦调查局等机关指责美国部分左翼组织是苏联的“间谍机构”，并在证据不确切、程序不正义的情况下大量

提出指控，引发国内“红色恐慌”。 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ｕｓｔｉｎ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ｌａｃｋｌｉｓｔ： Ｔｈｅ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 Ｌｉｓｔ ｏｆ
Ｓｕｂｖｅｒｓｉｖ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Ｋａｎｓａｓ， ２００８， ｐ．８。

指联邦调查局 １９４５ 年年初对《美亚》杂志社的突击搜查，该案被认为是美国对苏联间谍调查的起源。 由

于罗斯福政府的中国问题顾问谢伟思牵涉其中，该案经常被视作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分水岭，在中美关系研

究中受到重视。 参见张虹：《从泄密事件到政治工具———中美关系视角下的“美亚事件”研究》，载《中共历史与理

论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第 ２７１—２９７、３０５ 页；丁春砚、毕元辉：《〈美亚〉事件探析》，载《长春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第 ８９—９２ 页；Ｈａｒｖｅｙ Ｋｌｅｈｒ ａｎｄ Ｒｏｎａｌｄ Ｒａｄｏｓｈ，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ａｓｉａ Ｓｐｙ Ｃａｓｅ： Ｐｒｅｌｕｄｅ ｔｏ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ｉｓｍ，
Ｃｈａｐｅｌ Ｈｉｌｌ：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ｐｐ．１－２２５。

Ｇ． Ｅｄｗａｒｄ Ｗｈｉｔｅ， Ａｌｇｅｒ Ｈｉｓｓｓ Ｌｏｏｋｉｎｇ⁃Ｇｌａｓｓ Ｗａｒｓ： Ｔｈｅ Ｃｏｖｅｒｔ Ｌｉｆｅ ｏｆ ａ Ｓｏｖｉｅｔ Ｓｐ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ｐｐ．８０－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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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运动的外因尤其是外国政策这一变量对反共运动的影响。 但由于美苏意识形态斗

争贯穿大半个世纪，此类研究无法解释为何其他时代的反共运动未升级为“恐慌”，如
肯尼迪时代美苏对峙局势并未引发“麦卡锡式”迫害。

第三类研究认为反共运动是政治斗争的产物，①具体而言是反共保守团体与进步

团体的权力斗争。② 雷金·施密特（Ｒｅｇｉｎ Ｓｃｈｍｉｄｔ）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

的厌战和排外思潮为保守派提供了政治机会；反劳工保守势力通过对外来威胁的宣

传，煽动社会对共产主义“渗透”的担忧，进而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③ 兰登·斯托尔

斯（Ｌａｎｄｏｎ Ｒ． Ｙ． Ｓｔｏｒｒｓ）指出，“麦卡锡主义”的本质是两党保守派对民主党进步派即

新政民主党人的政治颠覆。④ 迈克尔·希尔（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 Ｈｅａｌｅ）认为，“麦卡锡主义”
是自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来美国保守与进步势力进行政治斗争的一部分。⑤ 部分研究

将美国的两次反共运动与民权运动等国内政治斗争相联系，将政治迫害归因于美国国

内保守派与进步主义、主流白人群体与弱势群体的斗争。⑥ 基于政治斗争的研究跳出

两次“恐慌”分析反共运动的全程，对于探讨运动的发展方向意义重大。 但政治斗争

是美国社会的“常量”，政治机会的出现则是关键自变量。 此类研究对政治机会的分

析往往受限于特定历史环境和个案，在建构理论方面有一定局限。
第四类研究则认为反共运动来源于美国政治系统的结构性缺陷，该类研究包括不

同方向。 一些研究着眼于美国历史，例如杰夫·伍兹（ Ｊｅｆｆ Ｗｏｏｄｓ）认为南方白人对

“外国激进势力”的仇恨源于奴隶主对“奴隶造反阴谋”的恐惧，因此南方各州的“恐
慌”与对黑人的种族歧视相互激发使运动升级。⑦ 另一些研究认为一些社会变量影响

社会对外来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例如詹姆斯·戴维斯（Ｊａｍｅｓ Ａ． Ｄａｖｉｓ）通过比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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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 Ｈｅａｌｅ，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Ｒｅｄ Ｓｃａｒ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 １９３５－１９６５， Ａｔｈｅ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ｒｇ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ｐｐ．１－６０．

Ｅｒｎｅｓｔ Ｆｒｅｅｂｅｒｇ，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ｄ Ｓｃａｒｅ： Ｃｉｖｉｌ 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Ｈａｒ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ｏｌｉｄｇｅ，” 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ｕｓｔｉｎ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ｅｄ．， Ｌｉｔｔｌｅ “Ｒｅｄ Ｓｃａｒｅｓ”： Ａｎｔｉ⁃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９２１－
１９４６， ｐｐ．１－２９．

Ｒｅｇｉｎ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Ｒｅｄ Ｓｃａｒｅ： ＦＢ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Ｍｕｓｅ⁃
ｕｍ Ｔｕｓｃｕｌａｎｕｍ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ｐｐ．２４－８９．

Ｌａｎｄｏｎ Ｒ． Ｙ． Ｓｔｏｒｒ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ｄ Ｓ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ａｌ Ｌｅｆｔ，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
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ｐ．６５．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 Ｈｅａｌｅ，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Ｒｅｄ Ｓｃａｒ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 １９３５－１９６５， ｐ．３５．
Ｊａｍｅｓ Ｚｅｉｇｌｅｒ， Ｒｅｄ Ｓｃａｒｅ Ｒａ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Ｂｌａｃｋ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ｍ，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

ｐｉ， ２０１５， ｐ．２１．
Ｊｅｆｆ Ｗｏｏｄｓ， Ｂｌａｃｋ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Ｒｅｄ Ｓｃａｒｅ：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１９４８－１９６８， Ｂａ⁃

ｔｏｎ Ｒｏｇｕｅ： 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１２．



同时期民调，提出教育是反共思潮的结构性推动力。① 此外，也有研究认为美国民主

制度中的民意—政策传导机制易于产生排外性政策。② 这些研究试图找到影响政治

压迫的长期社会变量，对于理解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形成机制具有一定帮助，但难以

解释为何“恐慌”会在特定时间点集中爆发。
（二）政治心理学的群体性恐慌研究

心理学理论以“恐慌”中的社会群体为研究重心。 部分研究者将“麦卡锡主义”等极

端运动归因于社会非理性，③而非理性源于群体遭受的危机。④ 理查德·霍夫斯塔德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ｏｆｓｔａｄｔｅｒ）认为社会群体相互争夺社会声望（ｐｒｅｓｔｉｇｅ）和被认同感。 在两次

“恐慌”之前，保守主义者在新思想冲击下声望受损，因而产生强烈排外情绪。⑤ 伯特认

为，社会中某些群体在国家身份（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的演变中被边缘化，必须将敌意投射

在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具象化目标上，外来意识形态因而成为其攻击对象。⑥ 陈晓律认为

由于美国保守主义者对于意识形态入侵格外敏感，反对基于理性主义的革命，往往成为

参与反共运动的主要团体。⑦ 这种理论能解释部分民众参与“恐慌”的动因，但对于群体

运动发展方向解释力有限，也不足以解释同时期的其他社会运动，如引发“恐慌”的左翼运

动为何产生。 此外，历史上美国的排外运动不局限于反共运动，也包括反移民、反外来宗教

和近期的反多元文化运动。 心理学理论难以解释为何“恐慌”的烈度、范围和持续时间远大

于其他运动，也难以解释同类运动间的差别，如第二次“恐慌”的持续时间和迫害规模大于

第一次“恐慌”。 总体而言，由于对政治系统关注较少，心理学理论无法呈现反共运动全貌。

（三）政治社会学的社会运动模型

美国学者对社会运动的一般动力机制提出了多种理论模型，主流理论包括资源动

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 但这些理论往往基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平权运动之后的美国

社会运动，无法直接用于解释反共运动的形成。 约翰·麦卡锡（Ｊｏｈｎ Ｄ．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和

迈耶·扎德（Ｍｅｙｅｒ Ｚａｒｄ）提出了资源动员理论，认为社会运动的形成过程是社会动员

·６３１·

　 “恐慌”式意识形态斗争的政治学解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Ｊａｍｅｓ Ａ． Ｄａｖｉｓ，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 Ｃｏｈ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１９５４ ａｎｄ
１９７２－７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８１， Ｎｏ．３， １９７５， ｐｐ．４９１－５１３．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Ｉ． Ｐａｇｅ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Ｙ． Ｓｈａｐｉｒｏ，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７７， Ｎｏ．１， １９８３， ｐｐ．１７５－１９０．

Ｇｕｓｔａｖｅ Ｌｅ Ｂｏｎ，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ｄ：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Ｍｉ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Ｖｉｋｉｎｇ， １８９５， ｐ．１５．
Ｒｏｂｅｒｔ Ｋ． Ｍｕｒｒａｙ， Ｒｅｄ Ｓｃａｒ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ｙｓｔｅｒｉａ， １９１９ － １９２０， 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５， ｐ．３．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ｏｆｓｔａｄ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ｎｏｉｄ Ｓｔｙｌ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Ｖｉｎｔａｇｅ，

１９６５， ｐ．６．
Ａｎｄｒｅｗ Ｂｕｒ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ｙｓｔｅｒｉａ： Ｔｈｅ Ｕｎｔｏｌｄ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ｓ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１２．
陈晓律：《试析英美保守主义的异同》，载《史学月刊》，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０ 期，第 ７０—７８ 页。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组织（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从成员和立场相似团体中寻找资源的过程，并定义

了物质、人力、社会关系、文化和道德五种资源。① 克雷格·詹金斯（Ｊ． Ｃｒａｉｇ Ｊｅｎｋｉｎｓ）

认为社会动员组织通过集体行动和对议题的塑造来解决“搭便车”问题。② 但该理论

在解释反共运动时有一定局限性，即预设所有社会运动必然由明确的组织发起。③ 可

是在两次反共运动中，社会自发的、组织度较低的保守思潮先于运动领袖而存在，资源

动员理论难以有效解释此类现象。

道格拉斯·麦卡丹（Ｄｏｕｇｌａｓ ＭｃＡｄａｍ）的政治过程理论认为，有四个因素决定了社会

运动，它们分别是政治机会（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反叛意识（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ｔ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社会

群体的组织程度和社会控制力。④ 尼尔·卡伦（Ｎｅａｌ Ｃａｒｅｎ）则认为，政治过程包括政治

机会、动员结构、建构过程（ｆｒａｍ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周期性抗议（ｐｒｏｔｅｓｔ ｃｙｃｌｅ）和争议性剧目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ｕｓ 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五要素。⑤ 迈克尔·阿马托（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ｒｍａｔｏ）和卡伦认为，政治

过程理论强调政治机会在社会动员中的作用，议题建构和社会动员都围绕政治机会进

行，政治机会来自政治系统的脆弱性（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如政治多元化、政府无法压制异见

和统治集团分裂等。⑥ 此外，戴维·梅耶（Ｄａｖｉｄ Ｓ． Ｍｅｙｅｒ）将外来因素（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ｆａｃ⁃

ｔｏｒｓ）视作重要的政治机会，会对社会运动起增强或抑制作用，是搭建议题和进行动员的

关键。⑦ 埃德文·阿曼塔（Ｅｄｗｉｎ Ａｍｅｎｔａ）等学者对动员过程进行了更细化的研究，指出不

同集体行动策略影响社会运动走向，而动员者根据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希望动员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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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Ｊｏｈｎ Ｄ．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ａｎｄ Ｍａｙｅｒ Ｎ． Ｚａｌ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８２， Ｎｏ．６， １９７７， ｐｐ．１２１２－１２４１．

Ｊ． Ｃｒａｉｇ Ｊｅｎｋｉｎ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９， Ｎｏ．１， １９８３， ｐｐ．５２７－５５３．

社会学家提出一些反例模型，例如，克劳沃德—派文策略是一种资源动员理论无法解释的社会动员现

象。 与社会群体发动的运动不同，它最初表现为弱势群体呼吁政府救济的自发行动，通过形成政府难以接受的巨

大财政负担，在政府和低收入人群之间创造矛盾。 在反共运动中，民众要求政府加强意识形态审查和加强美苏对

抗，严重限制政府外交政策，呈现出克劳沃德—派文策略的一些特点。 参见 Ｆｒａｎｃｅｓ Ｆｏｘ Ｐｉｖｅｎ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
Ｃｌｏｗａｒ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ｕｌ⁃
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４， Ｎｏ．４， １９９１， ｐｐ．４３５－４５８； Ｆｒａｎｃｅｓ Ｆｏｘ Ｐｉｖｅｎ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 Ｃｌｏｗａｒｄ， Ｐｏｏｒ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Ｗｈｙ Ｔｈｅｙ Ｓｕｃｃｅｅｄ， Ｈｏｗ Ｔｈｅｙ Ｆａｉｌ，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ｎｔｈｅｏｎ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７， ｐ．３８１。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ＭｃＡｄａ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Ａ． Ｓｎｏｗ， ｅｔ ａｌ．， ｅｄｓ．， Ｔｈｅ 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Ｅｎｃｙ⁃
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ｉｌｅｙ ｃｏｍ ／ ｄｏｉ ／ ａｂｓ ／ １０ １００２ ／ ９７８０４７０６７４８７１．
ｗｂｅｓｐｍ１６０，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

下文将详细讨论争议性剧目的定义。 参见 Ｎｅａｌ Ｃａｒｅｎ，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Ｒｉｔｚｅｒ，
ｅｄ．，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２００６， ｐ．４８。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ｒｍａｔｏ ａｎｄ Ｎｅａｌ Ｃａｒｅｎ， “Ｍｏ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Ｄｏｕｇ ＭｃＡｄａｍ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ｌａｃｋ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１９３０－１９７０，”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２５， Ｎｏ．１， ２００２， ｐｐ．９３－１０３．

Ｄａｖｉｄ Ｓ． Ｍｅｙｅｒ ａｎｄ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Ｓｔａｇｇｅｎｂｏｒｇ，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１０１， Ｎｏ．６， １９９６， ｐｐ．１６２８－１６６０．



类型制定策略。①

政治过程理论对于当代美国社会运动解释力较强，但并不能直接用于解释反共运

动：其一，政治机会、建构过程和争议性剧目这三个核心概念的界定太过宽泛。 其二，

该理论缺乏对特定社会条件如文化和政治规则的研究。 其三，该理论的结构较为严

谨，但对群体间动态博弈的讨论有限，因此对“争议”这类包含强烈主观判断的概念只

能进行较模糊的讨论。 反共运动具有一些独特性质，如议题的政治性、全国性和抽象

性，建构反共运动的政治过程模型时必须将其纳入考虑。

三　 三要素模型与美国反共运动的形成机理

本文在既有社会运动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两次“恐慌”及伴随的反共运动，结合意

识形态斗争的特殊性质，提出美国意识形态斗争的三要素模型。 在资源动员理论和

政治过程理论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美国反共运动的形成和升级机制可以用以下模型

表示（如图 １）。 本文的核心假说为：（１）美国反共运动是运动领袖通过建构议题吸

引运动听众的过程；（２）外来威胁议题、政治领袖和社会听众是构成反共运动的三要

素；（３）外部挑战者、政治斗争和潜在听众是美国社会常量，而议题完善度、斗争态势

和议题关注度是导致三要素出现的变量；（４）争议性剧目②是反共运动发展和升级的

催化剂。

本文将反共运动视作一种由政客或政党发起以获得选民支持和夺取权力为目标

的社会运动。 “恐慌”是反共运动的高潮阶段，其标志是反共运动失去社会和政治制

衡，反共运动领袖对政敌发动清洗。 反共运动可分为社会动员、升级和“恐慌”三个阶

段。 在动员阶段，政治机会催生运动领袖，运动领袖根据外部挑战者建构议题，议题吸

引社会关注并产生听众。 在运动升级阶段，运动领袖带领听众反复抗议，扩大议题的

影响力和社会参与度。 在“恐慌”阶段，运动领袖夺取权力并进行政治清洗，通过排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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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Ｅｄｗｉｎ Ａｍｅｎｔａ， Ｎｅａｌ Ｃａｒｅｎ ａｎｄ Ｓｈｅｅｒａ Ｊｏｙ Ｏｌａｓｋｙ， “Ａｇｅ ｆｏｒ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Ｕ．Ｓ． Ｏｌｄ⁃Ａｇ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７０， Ｎｏ．３， ２００５， ｐｐ．５１６－５３８．

查尔斯·蒂利认为争议性剧目是“组织为向特定人群提出特定主张而使用的整套工具”，多纳泰拉·德

拉波尔塔认为它是“人群知道他们在遭遇不公正社会观点时能够做的行动”。 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争议性剧目是

与运动主题相关的、能够引发社会关注和辩论的斗争事件，典型事例包括大规模游行、暴力事件和争议性公开言

论。 参见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ｕｓ 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ｓ ｉｎ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１７５８－１８３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１７，
Ｉｓｓｕｅ ２， １９９３， ｐｐ．２５３－２８０； Ｄｏｎａｔｅｌｌａ Ｄｅｌｌａ Ｐｏｒｔａ， “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Ａ． Ｓｎｏｗ， ｅｔ ａｌ．， ｅｄｓ．，
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００２ ／ ９７８０４７０６７４８７１．
ｗｂｅｓｐｍ１７８，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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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美国意识形态斗争的三要素模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政策兑现对听众的许诺。 下文对本模型的三要素进行详细讨论，并介绍模型运作

机制。

（一）外部挑战与威胁的建构

外来威胁是反共运动的主要议题，也是运动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 在伯特等人的

历史比较研究中，外来宗教、外来移民和秘密结社均成为美国社会排斥的对象，①日

本、德国等多国曾对美国形成外部竞争甚至军事冲突。 外部挑战可以说是美国社会的

常量。 但外部挑战者只是为运动领袖提供了议题建构素材，必须经过议题建构才成为

社会认可的外来威胁。 与其他曾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国家、组织和外来思想相比，只有

苏联使美国产生了全国范围的“恐慌”式意识形态斗争：一方面，苏联扩张对美国造成

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美国政客将国内左翼运动与外部威胁挂钩，夸大了苏联对

美国社会的“威胁”。

议题完善度是反共运动的第一个自变量，其核心在于因果链的完整度。 反共运动

的议题建构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渠道。 其一，美苏地缘竞争客观上引起美国社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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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ｎｄｒｅｗ Ｂｕｒ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ｙｓｔｅｒｉａ： Ｔｈｅ Ｕｎｔｏｌｄ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ｓ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１２．



注，苏联阵营扩张令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变得更加完善、具体和迫切。① 其二，美国社

会感受到的“苏联威胁”一定程度上是反共政客建构的产物。 作为对比，冷战初期欧

洲国家存在直接面对苏联军事入侵的风险，但并未出现类似“麦卡锡主义”的狂热政

治迫害，欧洲主流媒体甚至还对麦卡锡团队在欧洲的反共调查大肆嘲讽。② 而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的苏联并未对美国构成显著地缘挑战，却被反共政客建构为美国的意识形

态对手。③ 可见政治宣传在塑造威胁方面甚至比地缘政治事实更加重要，是将外部挑

战转化为反共运动议题的关键。 政治宣传的核心目的在于构建因果链，将外部挑战者

与社会广泛关注的国内安全问题相联系。 举例而言，美国政客将危及中产阶级生活的

大罢工归因于苏联对美国劳工运动的支持，建构出企图颠覆美国生活的苏联形象。 反

苏因果链的核心在于共产主义思想“入侵”美国，因此反苏政治天然强调意识形态斗

争，这是其他外部挑战者未能引发“恐慌”的关键因素。

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争议性剧目是与运动主题相关的、能够引发社会关注和讨论

的冲突事件，如劳工运动和恐怖袭击。 在运动领袖的诱导下，听众将争议性剧目视作

外部挑战者危害美国社会的确凿证据，因果链随着争议性剧目的涌现不断完善。 随着

运动的发展，运动领袖建构出的外来威胁逐步具象化，成为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的

议题。

（二）政治斗争与运动领袖的产生

运动领袖是反共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往往为在任政客，是运动形成的必要条件之

一。 如果没有政客建构议题、组织抗议，美国民间力量很难自发形成全国范围的政治

清洗运动。④ 美国幅员广阔，社会高度多元化，信息的扩散、政治主张的传播和全国性

社会运动的动员都高度依赖媒体宣传；政客就争议性剧目进行的公开演说能够影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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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旧孤立主义是美国 ２０ 世纪之前的主流外交观点，强调避免与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纠缠。 威尔逊参加第

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这种规则，富兰克林·罗斯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 随着美苏竞争加剧，美国已经

无法坚持旧孤立主义原则。 参见 Ａｒｔｈｕｒ Ｍ． Ｓｃｈｌｅｓｉｎｇｅｒ， Ｊ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ｍ，”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 ／ ｐａｓｔ ／ ｄｏｃ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ａｓｉｓｏ．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 Ｒｏｖｅｒｅ， Ｓｅｎａｔｏｒ Ｊｏｅ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ｐｅｒ Ｔｏｒｃｈｂｏｏｋｓ， １９５９， ｐｐ．１９９－２０５．
例如《华盛顿邮报》指称西雅图罢工为“美国赤化的奠基石”，西雅图市长奥利·汉森极力将劳资矛盾鼓

吹为国家和民族危机。 参见 Ｔｒｅｖｏ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Ｏｌｅ Ｈａｎｓｏｎｓ Ｆｉｆｔｅｅｎ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ｏｆ Ｆａｍｅ，” ｈｔｔｐ： ／ ／ ｄｅｐｔ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ｅｄｕ ／ ｌａｂｈｉｓｔ ／ ｓｔｒｉｋｅ ／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例如在“９·１１”恐怖袭击后，共和党总统小布什立即平息了国内的反穆斯林情绪，声称“恐怖主义不是

伊斯兰的真正信仰”。 在小布什任内，恐怖主义对美国本土造成了安全威胁，中东三股极端势力与美军直接对抗，
这些地缘事件都加剧了社会对穆斯林的恐惧。 但由于共和党政府和反对党均没有将穆斯林建构为威胁的意愿，
美国的反穆斯林运动在小布什任内大部分时间里受到压制。 参见 Ｇｅｏｒｇｅ Ｗ． Ｂｕｓｈ， “ Ｔｅｘｔ ｏｆ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ｕｓｈｓ
Ｓｐｅｅｃｈ，”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１， ２００１； Ａｎｄｒｅｗ Ｂｕｒ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ｙｓｔｅｒｉａ： Ｔｈｅ Ｕｎｔｏｌｄ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ｓｓ 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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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意，进而促进社会运动的全局发展。 与此同时，政客往往掌握充足的社会资源，能

够有效动员政治主张相近的社会群体，提出明确的运动目标，提升社会群体的组织度，

同时打压持反对立场①的社会群体。

斗争态势是反共运动的第二个自变量。 美国社会常年存在参与政治斗争的政客，

但政客只有在特定态势下才能成为运动领袖，即反共强硬派在野、温和派执政。 这是

因为构成反共运动的议题天然具有安全色彩，应对外来威胁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核心职

责之一，反对派可通过夸大威胁严重性来攻击政府失职。 围绕“恐慌”展开的政治斗

争是政客个人行为、政党竞争、部门利益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结合体，有四方面因素会影

响斗争的强度：其一，运动领袖个人从“恐慌”中收获资源，其利益可能与党派冲突。

例如麦卡锡所属的共和党在 １９５２—１９５４ 年执政，但麦卡锡出于自身政治发展考虑，继

续将意识形态斗争扩大化，甚至攻击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 其二，政党可能出于党

争考虑为政客提供支持，并为目标一致的政客协同作业提供平台，但其利益可能与政

客个人冲突。 其三，情报部门出于自身利益鼓吹外来威胁，侧面支持议题建构和社会

动员，如胡佛在两次“恐慌”中均参与了针对左翼人士的审查和迫害。 其四，意识形态

斗争影响政客在政策路线之争中的立场，例如民主党保守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支持

共和党对本党进步派的清算。 从 ２０ 世纪的“恐慌”案例来看，反共运动领袖往往在

“保守派在野、（对外）温和派执政”的政治态势中崛起，但领袖发动反共运动仍然需要

配套的议题建构与社会动员。

争议性剧目尤其是部分官员的“不忠诚”表现可能成为扭转斗争态势的关键，为

在野政客尤其是具有监督权的反对党议员提供夺权机会。 这种现象在第二次“恐慌”

前的反共运动中尤其明显，罗斯福政府官员谢伟思（Ｊｏｈｎ 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被卷入“美亚事

件”引发了保守派对罗斯福支持者的清算。

（三）社会对议题的关注度与听众的产生

运动听众是参与社会运动、提升政客支持率的人力资源，是运动形成的必要条件

之一。 如果社会没有对运动领袖的反共言论积极响应，反共运动的规模将受到巨大限

制，运动领袖也缺乏维持运动的资源。 而一旦反共政客通过建构议题动员足够数量的

听众，执政者将在选举压力下被迫采取与运动领袖相近的反共立场，从而形成在野党

和执政党在反共言论和政策上的“军备竞赛”，最终导致反共运动上升为“恐慌”。

社会对议题的关注度是反共运动的第三个变量，争议性剧目使社会对外来威胁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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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反共运动的打压对象既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意识形态，也包括反对政治迫害的人权

活动人士、主张对苏联采取温和政策的政治人士等。



题的关注上升。 如果社会缺乏一项尖锐急迫的主要矛盾，社会群体的利益和关注点多

元且分散，无法形成具有明确诉求的运动，也不大可能对政客的呼吁进行有效响应。
社会只有在特定环境下才会优先关注外来威胁而忽略其他矛盾，产生反共运动的听

众；争议性剧目正是吸引社会关注的关键事件，它往往对美国社会生活带来冲击，令民

众直观地感受到外来威胁，尤其是外来价值观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威胁。 历史上的两

次“恐慌”都发生在美国社会多重矛盾并发的时期，大规模工人运动使得工人阶级与

城市中产阶级的矛盾格外突出，引发美国社会对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仇视。
（四）周期性抗议与运动发展

卡伦提出政治过程理论的重要概念“周期性抗议”，认为社会运动的发展可能需

要经历若干周期，而非阶段明确的线性发展。① 议题建构、政治斗争和社会动员三个

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运动领袖发起的周期性抗议活动中反复强化。 具体而言，
运动领袖将社会内部问题与国际关系相结合形成因果链，将社会矛盾转化为美国价值

观和外来意识形态的矛盾，使保守派群体通过政治参与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与此同

时，运动领袖将内外矛盾与政敌的施政失败挂钩，煽动听众支持自己、反对政敌，达到

夺取政治权力的目的。 外部挑战者与外来威胁之间的因果链也需要不断完善，随着争

议性剧目不断涌现，运动领袖建构的因果链愈发完善，更多民众接受运动领袖的“反
共”逻辑，成为运动的听众和参与者。 随着周期性抗议获得更大社会影响，更多的政

客和民众参与其中，使运动不断升级。 例如帕默和麦卡锡都是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登上政治舞台的。
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反共思潮兴起的同时，劳工运动和其他左翼运动也随之兴

起，试图以阶级斗争叙事动员社会群众。 但相比之下，反共运动拥有四项左翼运动不

具有的优势，往往能争取到更多听众。 首先是议题关注度，由于占据人口大多数的中

产阶级更加担忧劳工运动对美国社会生活的破坏，这些群众更加关注“共产主义威

胁”而非劳工所受到的压迫。 其次，右翼政客的政治资源远比左翼活动家雄厚。 再

次，苏联影响力扩大客观上加深了美国社会对“苏联威胁论”的认知。 最后，左右翼暴

力冲突为反共运动领袖提供了建构议题的素材，在运动领袖诱导下，美国社会涌现出

更多的反共运动听众。
一旦运动领袖在事实上失去制衡，反共运动即升级为“恐慌”，具体表现在五个方

面：第一，运动领袖得到社会高度支持，短期内收获极高的个人声望。 第二，运动领袖

凭借新收获的政治资源批判执政者，限制执政者的政策选项，实际上夺取政府决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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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Ｎｅａｌ Ｃａｒｅ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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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运动领袖失去制衡，能够违反言论自由、公民司法权利等政治规则，对反对者进

行清算。 第四，运动领袖兑现对保守派听众的政策承诺，推出更加强硬的排外政策，默

许甚至鼓励民间自发的排外行为。 第五，“反共”成为社会和政坛的主流意识形态倾

向，反对者不愿与运动领袖公开斗争，“恐慌”期的意识形态斗争因而带有一定惯性。

然而一旦三要素不复存在，反共运动将走向衰落。 三要素的消失分为三种情景：

首先是外部挑战者因国力衰退、国际关系变化等原因不再构成威胁，国内矛盾与挑战

者的因果链断裂，反共运动的议题建构将缺乏基础。 其次是政治斗争形势变化，当运

动领袖夺权上位，其践踏法律和政治规则的行为将遭到政敌的集中攻击。 最后是社会

听众的流失。 社会矛盾的平息导致民众政策诉求多元化，减少了群众参与极端社会运

动的意愿。 与此同时，长期高强度的意识形态对抗会消耗听众对议题的关注，领袖难

以持续对听众进行动员。 上述因素可能引发美国社会对于领袖滥用权力的反感，导致

反共运动无以为继。

四　 案例检验与分析

美国在 ２０ 世纪出现的两次反共运动存在多方面共性，经济动荡、工人运动、保守

派反扑和一系列冲突事件对社会进行反共动员。 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内政外交

需求明显有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面临更加明确的地缘和意识形态竞争，这种环

境差异也在两次运动的议题建构中有直接体现。 但总体而言，两次运动均可用三要素

模型进行分析。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反共运动的泛起与消解

１．反共运动三要素分析

第一次“恐慌”之前，美国社会正在形成反共运动的三个要素。 第一，社会对意识

形态斗争关注度较高。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威尔逊政府放弃美国多年秉承的孤立主义

原则，派遣军队参与欧洲诸国的大型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大流感带来空前

的美军伤亡，美国社会充斥着强烈的排外情绪。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面临多重

挑战：首先是经济领域的高失业率、高通胀率；其次是士兵回国引起的社会动荡，大量

士兵在缺乏安置和救济计划的情况下复员；再次是黑人、妇女在战时地位提高对美国

社会秩序的冲击；最后是保守派的排外主义情绪。 俄国移民群体成为美国社会反共和

反移民情绪的主要攻击目标，种族主义者、仇俄人士和禁酒主义者很快形成一个坚定

的反共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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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苏联威胁”借劳工运动逐步建构成形。 在苏联共产主义革命的鼓舞下，美

国的工人运动快速发展，无政府主义和其他各类左翼运动与布尔什维克积极呼应，对

美国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形成冲击。 与此同时，部分工人组织受到苏联革

命鼓舞，对美国革命前景产生了过分乐观的估计，其斗争方式在美国社会引发了较强

的反共情绪。 威尔逊政府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接连出台了一系列强调意识形态

对抗的法律，包括 １９１７ 年《间谍法》、１９１８ 年《煽动法》 《移民法》等，这些原先被用来

审查亲德反战言论的机构很快被用于反共，但美国在野党和保守派民众仍指责威尔逊

政府对共产主义软弱。

第三，政客抓住政治机会。 威尔逊在国内的政治基本盘并不稳固，他在 １９１２ 年的

当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进步党（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Ｐａｒｔｙ）与共和党分裂；①１９１６ 年他与共和

党人查尔斯·埃文斯·休斯（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ｖａｎｓ Ｈｕｇｈｅｓ）得到的选票数非常接近，凭借进

步派和劳工的支持才成功连任。 威尔逊倡导的国际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遭到国

内批评，孤立主义在美国社会重现，为保守派政客创造了夺取权力的机会。 由于威尔

逊应对老兵复员等工作不力，美国社会发生动荡，劳工和美国中产阶级爆发激烈冲突，

威尔逊已经失去继续争取连任的实力。 在 １９２０ 年选举临近、中央权力出现松动的情

况下，多名政客开始以反共为手段吸引选民。

２．运动的发展与升级

１９１９ 年 １ 月，西雅图劳工中央委员会展开美国史上第一次城市总罢工，将近 ２０％

的市民参与其中，城市服务停摆。 西雅图罢工是第一次“恐慌”的首个争议性剧目，工

人瘫痪城市的能力令美国中产阶级如临大敌。② １９１９ 年年初，参议员李·奥瓦曼（Ｌｅｅ

Ｏｖｅｒｍａｎ）率先展开针对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调查，多名国会议员随后跟进。 １９１９ 年

劳动节前夕发生连环炸弹袭击，劳动节当天，工人与保守派所谓“爱国者”团体的冲突

加剧了紧张局势。 司法部部长帕默试图以“支持和平游行”的中立言论息事宁人，但

遭到国会和保守派社会群体的“通共”指责。 ６ 月 ２ 日，帕默的住宅也遭到未遂炸弹

袭击；司法部随即展开报复，由胡佛领导的情报部门准备对“共产主义者”进行大规

模排查和驱逐出境。 在帕默住宅遭袭后的几个月里，帕默和胡佛都在为大规模搜捕

做物质和社会舆论准备，１９１９ 年 ９ 月波士顿警察罢工等劳资冲突加剧了社会上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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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进步党又称“公驼鹿党”，是西奥多·罗斯福在 １９１２ 年输掉共和党初选后建立的政党，其主要政策主张

是社会改革和对部分弱势群体的福利政策。 罗斯福和希拉姆·约翰逊合作参与竞选，造成共和党候选人威廉·
霍华德·塔夫脱失利。

Ｏｌｅ Ｈａｎｓ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ｓｍ Ｖｅｒｓｕｓ 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 Ｐａｇｅ ＆ Ｃｏ．， １９２０， ｐｐ．ｖｉｉ－ｖｉ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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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呼声。①

获得民意支持的帕默在 １９１９ 年 １１ 月初对美国的 ２０ 多个所谓“共产主义组织”进

行大规模搜查，其主要目标是并不激进的俄国工人工会（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

其余一些被审查组织也不过是俄国移民俱乐部。 纽约等地开始大规模搜捕俄裔移民，

许多美国公民和 ４７１ 家“激进媒体”也成为搜查对象，政治清洗逐渐失控。 １９２０ 年 １

月 ２ 日，胡佛的探员在 ３０ 多个城市对共产主义组织进行搜查，造成大量不公正调查和

迫害。 但帕默由此获得了美国国会和选民的高度支持，其违反《权利法案》的政策并

未遭到违宪质疑。 在高社会支持率的鼓舞下，帕默着手大规模遣返俄国移民，试图利

用高曝光度和支持率捞取参加 １９２０ 年总统选举的政治资本。

然而由于帕默在短时间内采取大规模、强有力的反共手段镇压工人运动，工人运

动快速平息。 美国社会感知到的外部威胁不复存在，“苏联威胁美国”的因果链无法

维系。 １９２０ 年劳动节前夕，帕默大幅渲染劳工恐怖主义，并出动大量军警；但节日当

天并未出现暴力游行，帕默开始遭到蓄意夸大共产主义威胁的质疑。 曾反对司法滥

权、阻止大量遣返令的劳工部助理部长路易斯·珀斯特（Ｌｏｕｉｓ Ｐｏｓｔ）在 １９２０ 年 ５ 月 ７

日公开作证时当众攻击帕默，随后一些法律和政界人士也开始谴责帕默违宪，帕默的

高支持率开始瓦解。 即便该年 ９ 月发生华尔街炸弹袭击，激进暴力已经不足以引起大

规模公众恐慌，劳工组织也不再采取该策略进行抗争。② 美国的反共运动告一段落。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共运动的泛起与消解

１．反共运动三要素分析

第二次“恐慌”之前，美国社会同样形成反共运动的三个要素：第一，社会对苏联

警惕性较高。 应该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感受到的“苏联威胁”很大程度

上来自地缘竞争本身，但美国社会的三个因素为反共议题的建构创造了基础。 首先，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使美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社会主流主持意识形态对抗。 其次，

劳资冲突再次加剧。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美国国会中止战时价格管控，导致 ２００ 万工人下

岗，工人阶级实际收入大幅减少，工会运动此起彼伏，从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到 １９４６ 年 ８ 月，

美国共发生暴动 ４６３０ 起，其中 １９４６ 年上半年被劳工统计局定性为史上最密集的罢工

潮，共有 ２９７ 万余人参加罢工。③ 大规模工会运动再次引发美国社会对苏联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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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的担忧。

第二，“苏联威胁”议题因间谍案和苏联扩张逐步完善。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对美国构成了更为显著的挑战。 首先是地缘竞争，由

于共产主义阵营的影响力在欧亚大陆快速扩张，美国政界无法回避与苏联的意识形态

斗争。 杜鲁门政府于 １９４７ 年提出“杜鲁门主义”，主张对苏联进行遏制，此举将美国

社会对“苏联威胁”的关注推向新高度。 由于中国国民党在 １９４９ 年败退台湾，美国国

内社会因“失去中国”感到恐慌，社会主流观点认为苏联“操纵”了中国共产党和杜鲁

门政府。① 执政的民主党人希望单独解决“苏联威胁”，以在国内舆论战中挽回颜面，②

但仍成为党内保守势力和共和党政敌的攻击对象。 其次，苏联间谍活动取代了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的炸弹袭击，成为建构外来威胁的主要素材。 １９４５ 年的《美亚》 （Ａｍｅｒａ⁃

ｓｉａ）杂志社搜查开启了美国对苏联间谍活动的审查。 １９４８ 年，伊丽莎白·本特利（Ｅ⁃

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Ｂｅｎｔｌｙ）、大卫·惠特克·钱伯斯（Ｄａｖｉｄ 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这两名苏联间谍

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接受听证，指称大批政府雇员通共，社会对“苏联威胁”的关

注空前高涨。 政府的反共政策、反对党政客对政府“通共”的指控和社会对“苏联渗

透”的恐慌相互激化，导致国内政治迫害不断升级。

第三，政客抓住政治机会。 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来长期

执政，其进步主义意识形态、扩大联邦政府的政策诉求和多年政治斗争都为新政民主

党树立了不少敌人。 美国的部分政客从社会对共产主义的担忧中看到了争权夺利的

机会，开始建构“苏联渗透”议题，以期从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手中夺权。 两党内反

对罗斯福新政的保守派议员建立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其成员将反共运动视作攻击

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官员的机会。

２．运动的发展与升级

１９４５ 年联邦调查局和战略服务办公室（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对《美亚》杂志社的

“间谍活动”进行调查，相关审讯大多因为程序不正义和缺乏确切证据而不了了之，但

引起社会恐慌，罗斯福政府的中国事务外交官谢伟思遭到指控。 １９４８ 年本特利、钱伯

斯声称几位政府雇员参与间谍活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根据钱伯斯的指控，审讯

雅尔塔会议期间罗斯福的助理、曾参与联合国创建的阿尔杰·希斯（Ａｌｇｅｒ Ｈｉｓｓ），并于

１９４９ 年年底宣判希斯有罪，受到鼓舞的保守派开始大举攻击新政民主党人。 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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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锡将反共运动视作政治机会，他于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９ 日在惠灵演讲时声称自己握有

２０５ 名间谍的名单，引起轩然大波；２ 月 ２０ 日，麦卡锡在参议院作证时宣称还有 ８１

名“忠诚可疑”人员的名单。 麦卡锡利用“失去中国”给美国社会造成的恐慌，指控

希斯的上司欧文·拉铁摩尔（Ｏｗｅｎ 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通共；随后麦卡锡利用朝鲜战争带来

的反共情绪抨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屡立战功的乔治·马歇尔（Ｇｅｏｒｇｅ Ｃ．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将军，其支持率在争议中攀升。 到 １９５２ 年，麦卡锡的声望如日中天，民主党担心对

抗麦卡锡会遭受舆论反噬，共和党则害怕与其分割会激怒选民，并希望通过麦卡锡

打击新政民主党人。

１９５２ 年共和党赢得总统大选后，共和党支持麦卡锡的动机有所弱化，并试图约束

麦卡锡的疯狂指控。 但麦卡锡凭借高声望继续推动反共清洗，与助手罗伊·科恩

（Ｒｏｙ Ｃｏｈｎ）组建调查小组委员会，其支持率在 １９５２—１９５３ 年日益高涨。 执政的共和

党无法对麦卡锡进行有效制衡，麦卡锡甚至敢于在 １９５３ 年攻击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

尔。 科恩等人甚至远赴欧洲，对当地左翼运动进行调查。

然而随着麦卡锡委员会对美国陆军展开反共调查，尤其是科恩在委员会助手戴

维·施尼（Ｄａｖｉｄ Ｓｃｈｉｎｅ）到陆军服役期间以权谋私，麦卡锡委员会很快与陆军相互提

出指控。 麦卡锡开始遭遇公关危机，共和党以此为契机与麦卡锡划清界限。 １９５３ 年 ３

月 ９ 日，共和党参议员拉尔夫·弗兰德斯（Ｒａｌｐｈ Ｆｌａｎｄｅｒｓ）公开谴责麦卡锡分裂本党；

４ 月 ２２ 日，麦卡锡委员会举行对陆军的公开调查听证；６ 月 ９ 日听证会中，麦卡锡打破

双方默契，指控军方律师约瑟夫·奈·韦尔奇（Ｊｏｓｅｐｈ Ｎｙｅ Ｗｅｌｃｈ）的雇员弗雷德·费

希尔（Ｆｒｅｄ Ｆｉｓｈｅｒ）有通共嫌疑。 这种歇斯底里的人身攻击令美国公众厌恶。 听证会

后，麦卡锡的公众支持随即每况愈下。 １９５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麦卡锡遭到参议院谴责，其

政治生涯宣告结束。

（三）美国两次反共运动的共性

美国两次反共运动的背景差异较大，但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基本符合三要素模型。

第一，美国面临的国内外问题为反共运动提供了政治机会，促进了议题建构和社

会动员。 一系列短期国内问题在战后短期内集中爆发，给美国社会的部分群体尤其是

保守派群体带来强烈不安全感。 由于劳工运动与苏联天然具有密切联系，美国社会对

意识形态入侵高度关注，促生大量反共运动听众。 劳工运动也为美国反共政客提供建

构“苏联威胁”的素材。

第二，部分政客抓住了有利斗争态势，成为反共运动领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的反共运动中，领导反共调查的奥瓦曼等人属于共和党和民主党中的保守派，扩大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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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搜捕的司法部部长帕默则希望竞选总统，他们都希望从威尔逊政府夺取权力。 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的反共运动带有更强的针对性，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成员是共和党

和民主党内反对罗斯福新政的保守派政客；理查德·尼克松（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ｉｘｏｎ）和卡

尔·蒙特（Ｋａｒｌ Ｍｕｎｄｔ）等共和党议员利用该平台对多名新政民主党政客进行听证和

攻击。 麦卡锡被共和党视作赢得 １９５２ 年选举的政治武器，但在选举结束后又脱离该

党掌控，利用方兴未艾的反共思潮为自身谋取政治利益。

第三，争议性剧目是社会运动升级的必要条件。 第一次出现意识形态恐惧而“反

共”的背景是西雅图全市罢工，这是美国首次出现城市服务瘫痪，对美国城市居民造

成巨大心理冲击。 １９１９ 年 ４ 月，邮局发现共有 ３６ 位美国政界要员成为邮件炸弹的袭

击对象，而袭击时间定在 ５ 月 １ 日国际劳动节，这类新闻对民众的反劳工情绪产生巨

大影响。 由于汉森和帕默等人也成为炸弹袭击受害人，受到民众同情，他们推动的政

治清算给政客本人带来了短期的极高支持率。 第二次出现意识形态恐惧而“反共”则

是三种内外因素交替作用的结果，即罢工潮、以“失去中国”为代表的苏联阵营扩张和

苏联间谍案。 其中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对本特利和钱伯斯的听证对于事态升级的

影响尤其重大，由于两人公开指认政府官员，舆论宣传和政治斗争两条动员路径发生

重合，尼克松对希斯的指控为麦卡锡的大规模清算开启了先例。 没有这些争议性剧

目，社会对抽象的“苏联威胁”缺乏第一手了解，政客无法完成对排外主义议题的建

构。 争议性剧目的反复出现则向社会直观展现了斗争的升级，有助于政客将局部矛盾

包装为苏联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威胁。

在运动升级的过程中，政客个人声望和说服能力直接影响议题建构和社会动员

的效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反共运动的操盘手帕默是贵格教徒，自称“有原则的和

平主义者”，在“恐慌”前以温和派形象积累了很高声望。 由于帕默是炸弹袭击的受

害人，且在发起迫害前数月时间里保持政策与言论克制，社会对其逐步升级的反共

清算表示理解与支持，较少对其侵犯言论自由与践踏嫌犯司法权利的做法进行质

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麦卡锡为代表的反共政客则体现出不同的动员风格，在公

开听证中采取“疯狗式”策略，频繁发出证据不足的指控污蔑，并通过“通共名单”吸

引眼球。 虽然麦卡锡声名不佳，甚至被参议员普遍视作骗子，①他却成功在证据不足

的情况下抹黑谢伟思等民主党政府官员，导致民主党人人自危，惧怕与麦卡锡公开

交锋。 可以说麦卡锡的谎言和诽谤本身就是反共运动中的争议性剧目，它吸引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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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对反共运动的关注，并调动了社会的反共热情。 正如当时一名美国选民所说：“他
是我们的一员，麦卡锡反共，我们都反共。”①随着电视技术开始应用于美国政治，麦
卡锡以后的政客必须使用冲击力更强的言论快速吸引观众，而不能像帕默时代那样

静待舆论发酵。 近十年鼓吹排外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美国政客在言论风格上更加接

近麦卡锡而非帕默，麦卡锡式宣传风格有可能成为信息爆炸时代政客进行社会动员

的首选。
第四，在反共运动的衰落期，反对运动领袖滥用政治审查权批评者出现。 与此

同时，由于三要素消失，运动领袖无法通过建构议题吸引听众。 在两次反共运动后

期，苏联这一外来挑战仍然存在，但以劳工冲突为代表的国内社会矛盾有所下降，
政治斗争的模式也由运动领袖夺取权力变成运动领袖维护权柄。 在这种情况下，
运动领袖的政敌有可能对其进行批判，以争夺政治权力。 在“恐慌”期间，帕默和麦

卡锡两位核心人物的政治迫害同社会听众支持形成了自我强化的循环，因此反共

运动在高潮期具有一定政治惯性。 但随着运动领袖的政敌反复对其进行批判，不
利于运动领袖的争议性剧目在运动衰落期出现，即帕默与珀斯特的辩论、麦卡锡与

韦尔奇的辩论。 运动领袖因争议性剧目而声名狼藉，不再能够吸引足够听众，反共

运动也无以为继。
在反共运动达到“恐慌”后，以劳工为代表的被迫害者进行反抗可能令运动升级。

事实上，被迫害者也无力进行系统性反抗，但其他反对斗争运动的个人和团体可能从

社会中涌现，领导对运动领袖的反击。 与帕默对抗的珀斯特曾遭到反共情报机构审

查，但被情报部门证明没有“通共”嫌疑。 与麦卡锡对抗的陆军则在美国社会拥有较

高声望，律师韦尔奇个人则是符合美国主流价值观的白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社

会同情。 这些新政敌与运动领袖在反共运动中打倒的旧政敌不同，在意识形态上的弱

点较小，因而能够令意识形态斗争的烈度降低直至平息。

五　 三要素模型下的当代美国意识形态斗争

中美关系在小布什任期结束后开始恶化，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受到的质疑与日

俱增。② 美国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制定了一系列加强意识形态对抗的政策，对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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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抗性迅速增强。 以国务卿迈克·蓬佩奥（Ｍｉｋｅ Ｐｏｍｐｅｏ）为代表的反华政客提出

两方面诉求：一方面以“间谍活动”为由审查和驱逐中国在美机构、企业与个人，另一

方面以“中国威胁”为由打击对华“软弱”的政敌，吸引关注“中国威胁”的选民群体。

上述两点目标基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麦卡锡的政治主张重合，因此蓬佩奥等人力推

的反华政治引发中美学者关注。

美国当前反华政治是否会升级为“恐慌”式意识形态斗争？ 美国权力更替将如何

影响美国国内的反华政治走向？ 本文采用三要素模型分析中美意识形态斗争，得出以

下结论：在特朗普任期内，反华政治的因果链建构、政治斗争态势和争议性剧目均存在

一定缺陷，反华运动进展相对缓慢。 但在民主党执政后，美国反华政治升级为“恐慌”

的可能性较大。

（一）特朗普时代反华政治未能升级为“恐慌”

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反华政治并未升级为“恐慌”，主要原因包括三点：第一，从政

治斗争态势来看，共和党政客将攻击中国当作推卸责任和打击民主党政敌的手段。①

但在特朗普任期内，共和党执政、民主党在野的斗争态势不利于反华政客发动社会群

众。 在这种态势下，共和党人指责民主党对华“软弱”，但民主党的外交主张并未对美

国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民主党的所谓“通中嫌疑”对美国社会并未构成严重威胁。

在野的民主党为了夺取权力对特朗普政府进行批判，其批判焦点则集中在美国国内议

题和司法争议上，分散了对中国议题的关注度。

第二，从议题建构角度来看，美国反华政客建构的“中国威胁”并不完善，缺乏争

议性剧目的支撑。 美国自奥巴马以来频繁指责中国“咄咄逼人（ａｓｓｅｒｔｉｖｅ）”地展现所

谓“锐实力（ｓｈａｒｐ ｐｏｗｅｒ）”，并将中国影响力的扩大视作外部挑战。② 自 ２０１７ 年起，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官方文件开始将中国建构为美国的“首要安全威胁”。 但

由于美国社会对国际议题关注度有限，中美在中国沿海、第三国和国际组织的地缘竞

争难以传导为社会民众能够亲身体会的“中国威胁”。 由于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中

国既未直接对美国社会生活造成破坏，也未参与美国社会中受到广泛关注的种族和党

派等冲突。 与之相反，由于中美两国当前仍保持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美国社会从对

华贸易交流中直接受益，部分民众对中国国情有较为深入的了解。 这些群体对于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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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捏造“中国威胁论”起到一定的“祛昧”作用。

第三，从社会矛盾角度来看，美国社会政策焦点高度多元化，重视“中国威胁”的

听众数量有限，对反共运动总体并不积极。 根据《财富》杂志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的调查，在

两党和中间派选民中，对外交问题的关注度只有最低的 １％—２％，远低于种族、移民

和枪支管制等话题。① 因此虽然近年来中国在两党选民中的评价普遍恶化，大多数选

民尚不认为“中国威胁”是最急迫的议题，在对抗中国的政策偏好上也存在较大分

歧。 由于中间派选民和左翼选民对外来威胁关注度不高，民主党政客没有动机附和

共和党反华政客，渲染“中国威胁”。 对于民主党政客而言，附和“中国威胁论”可能

被少数族裔选民指责为种族主义，具有一定政治风险；相反，借“种族歧视” “推诿责

任”批判共和党政客的政治收益较高。 分裂的民意避免了形成两党反华言论的“军

备竞赛”。

（二）拜登执政加剧“恐慌”的风险

拜登就职后，被认为在中美外交中态度更加理性务实的民主党掌握联邦行政与

立法权，但美国社会的反共运动升级风险反而增加。 执政权更替造成的斗争态势变

化是风险上升的主因，与此同时，中美战略竞争升级也促成反共运动议题建构和社

会动员。

第一，从运动领袖角度而言，保守派在野、进步（温和）派执政的斗争态势更容易

出现反华运动领袖。 由于民主党同时控制总统席位和国会两院多数，②共和党至少在

拜登执政前两年内失去对民主党施政的制衡能力，难以对美国内政产生影响。 在这种

情况下，共和党可能将外交作为突破口，效仿麦卡锡参议员和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

成员，利用两院立法委员会监督权和公众影响力③批判执政党对外绥靖。 与此同时，

拜登在上台之前就强调与中国的意识形态斗争，④号称要举行所谓“民主峰会（ｓｕｍｍｉｔ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此举可能与共和党反华反共人士不谋而合。 为了维护自身执政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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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两党席位相同且表决出现平局时，平时不具备投票资格的、隶属民主党的副总统（参议院议长）可
参与投票，故民主党掌握参议院的所谓“半票多数”。

委员会是国会立法过程中的重要机构，通常由对某个领域积累了专业知识的“专家”议员参加。 在美国

立法程序中，法案在表决之前必须交由委员会磋商、审议和修改，两院均有此程序，因此委员会对本领域政策具有

重大影响力。 委员会也具有召开听证、传唤人员和索取文件的监督权，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即是利用这种权力

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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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争取共和党政客的支持，拜登政府可能主动强调中美对抗，因而陷入与共和党的反

华“军备竞赛”。 例如，国务卿托尼·布林肯（Ｔｏｎｙ Ｂｌｉｎｋｅｎ）在接受国会参议院外交关

系委员会质询时承诺，将在中国等议题上支持共和党的强硬主张。① 这种现象在两次

反共运动期间都曾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政府的《间谍法》和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杜鲁门政府的“杜鲁门主义”都是温和派政府在民意压力下展开意识形态斗争，

最终形成两党“军备竞赛”的实例。 除此以外，冷战时期的民主党总统，如林登·约翰

逊（Ｌｙｎｄｏｎ Ｂ． Ｊｏｈｎｓｏｎ）也曾在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斗争压力下采取强硬外交方略，致

使美国陷入外部斗争。 拜登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在野反共政客，但仍被指责“不

够强硬”，被迫升级中美对抗，形成恶性循环。

第二，从议题建构角度而言，随着中美斗争持续并升级，反共运动领袖建构出的

“中国威胁”这一概念日益趋于完备。 在拜登任期内，美国反华运动领袖将从至少三

条因果链建构“中国威胁”：一是中国对美国经济的“威胁”，即“偷走美国的工作”；二

是中国交流人员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三是将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 除上述反华

宣传外，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关系所揭示的，地缘竞争为议题建构提供素材。

当前中国周边存在多个热点区域，其中部分区域如南海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意义重大。

如果这些区域爆发武装冲突，可能将吸引美国社会广泛关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失

去中国”在美国引发激烈政策辩论，最终导致共和党对新政民主党外交官员展开迫

害。 与之类似，一旦未来美国无法防卫其亚太盟友，美国政坛可能出现对执政党的政

治清算，社会也将应激产生排华运动。

第三，从听众角度而言，美国社会对华负面观感不断攀升，“中国威胁”议题将日

益受到美国社会重视。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为意识形态斗争提供了一个争议性剧

目，可能成为导致更多民众参与反华反共运动的导火索。 共和党将席卷美国、造成数

十万人死亡的新冠肺炎疫情建构为中国对美国的“生化攻击”，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美

国政客多次在国际场合宣扬“中国有罪论”。② 此外，部分民间团体向中国政府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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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责诉讼”，①与政客言论遥相呼应。 疫情导致更多美国民众仇视亚裔，并成为反华

反共运动的听众和参与者。②

拜登上台后立即运用行政令推翻特朗普的多项政策，③其就职演说也以美国内部

矛盾为重点，④这说明拜登政府可能优先解决民主党选民更加关心的公共卫生和移民

等国内议题，对外则致力于参与国际组织与谈判，维护现有全球治理秩序。 上述方针

总体有利于避免中美意识形态斗争升级。 但如果疫情继续蔓延，经济不见好转，“中

国有罪论”继续传播，美国社会内部贫富和种族等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加剧的矛盾可能

被统一转化为中美矛盾。 而在外交领域，美国难以付出大量资源推动与盟友的合作，

因而可能以中美“意识形态竞争”作为对盟友外交的突破点，这将加剧美国及其盟友

内部的反华思潮。 综上所述，随着中美竞争在可见的未来持续并激化，美国国内反华

情绪将高居不下，仍有较大可能爆发“恐慌”式意识形态斗争。

六　 结论

美国是一个重视意识形态斗争的国家，其历史上出现的两次“红色恐慌”是西方

国家意识形态斗争的代表。 本文根据政治过程理论和其他现有研究分析“恐慌”，即

美国政府和社会在外来意识形态威胁下推行的排外运动和政治迫害。 本文研究围绕

“恐慌”出现的反共运动的发展全程，针对意识形态斗争的一般动力机制提出三要素

理论。 该理论将反共运动视为运动领袖为夺取政治权力而发起、通过议题建构动员社

会听众的过程，强调斗争态势、议题完善度和社会关注度对运动的重要性。 美国反共

运动的出现必然伴随着一个被建构出的外在假想敌，假想敌通过对美国社会的“渗

透”威胁美国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这种因果链经过政客宣传得到了美国社会多数人

的认可。 以麦卡锡为代表的运动领袖煽动社会对外来威胁的恐惧，攻击现任政府失

职，从而争夺政治权力。 政客争议性言论和传播广泛的恶性事件构成争议性剧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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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升级的必要条件。

美国历史上两次“恐慌”均针对苏联共产主义，但本文提出的三要素模型也可用

于分析当前美国的反华社会动员。 右翼共和党反华政客试图通过渲染“中国威胁”打

击政敌，巩固本党对美国政治权力的掌握，其反华政治具有向两次“恐慌”特别是麦卡

锡主义政治迫害发展的危险。 然而当前美国社会党争激烈，社会关注点严重分化，同

时由于中国并未对美国社会构成实质性的安全“威胁”，中国议题受到的社会关注度

远低于国内议题。 由于缺乏愿意参与反共运动的听众，特朗普时代的反华政治未能升

级为“恐慌”。

民主党夺取总统席位和两院多数后，美国反华运动升级风险不降反增。 中美两国

从长期来看在地缘、科技、金融和国际制度等领域均存在难以避免的竞争，在意识形态

领域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决定了中国仍将长期被视作美国的外来挑战者，也将

不断为鼓吹“中国威胁论”的美国反华政客提供新证据。 虽然反华政客在特朗普任期

内未能动员足够听众，其反华宣传却加深了美国社会对华负面印象。 在拜登总统任期

内，在野的共和党将通过批判政府对华软弱，削弱拜登的民意支持。 反华运动领袖仍

将积极建构“中国威胁”，通过煽动反华情绪误导民意，通过反复抗议和争议性剧目夺

取政治权力。 美国的反华政策不会因为美国国会和政府的人员更替而停止。

鉴于美国历史上出现的对意识形态“恐慌”而导致的重大影响（如严重干扰美国

外交政策选择），中国对此应当予以重视，采取措施让中美外交关系不要偏离正常轨

道。 对此，中国要继续维护与美国温和派人士的沟通机制，加强双边风险管控。 在有

条件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合作，避免美国社会爆发大规模反华情绪的蔓延。 在特朗普时

代，复杂的社会矛盾淡化了“中国威胁”议题，激进反华运动政客和听众在美国并不占

主流。 但随着政治斗争态势变化，美国反华政治可能上升为两党和全社会范围的“中

国恐惧症”。 中美双方都要未雨绸缪，避免类似美苏竞争中意识形态恐惧绑架美国外

交决策，进而导致大国冲突升级的悲剧发生。

（截稿：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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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慌”式意识形态斗争的政治学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