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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印第安人
是怎么搞种族灭绝的？

本报记者 高 乔

面积约7万平方公里的美国纳瓦霍族印第安
人居住区，是美国最大的印第安保留地，一度是
美国新冠肺炎感染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在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领域，美国印第安人
等土著居民遭受长期、广泛、系统性歧视，受新
冠肺炎疫情冲击尤为严重，生存环境脆弱。

历史上，美国为掠夺土地和资源，对印第安
人进行系统性种族清洗和文化灭绝，犯下罄竹难
书的种族灭绝罪行和反人类罪行。如今，印第安
人仍处在美国现代社会发展的边缘位置，享受的
美国发展红利少之又少。

美国土著居民经历了怎样的血泪之路？自诩
为“人权教师爷”的美国，为何对本国土著居民
的悲惨现状选择性“失明”？时至今日，美国对
土著居民种族灭绝的“至暗篇章”仍在续写，美
国何时才能还土著居民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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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必须清算美国种族灭绝罪
□ 林子涵

观 象 台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埃尔
帕索市，印第安裔美国人普丽
西拉·佩雷斯手举标语参加反
种族主义集会。

新华社记者 王 迎摄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班宁的圣博尼费斯印第安工业
学校墓地。

曾 慧摄 （新华社发）

美国实施种族灭绝的暗黑历史，近期被美媒揭了
老底。

《华盛顿邮报》网站日前发文称，美国必须正视对
印第安人犯下的种族屠杀罪行。文章指出，美国历史
上多次对印第安部落发动强制迁徙和屠杀，被限制在
保留地的土著居民至今仍是美国社会的“隐形人”。种
族灭绝和黑人奴隶制一样，是美国的原罪。

不只是种族屠杀，文化灭绝也是美国摧毁土著文
明、强制推行白人价值观的惯用伎俩。美国 《国会山
报》 刊发印第安部落研究专家文章指出，从 1869年到
1978年的100多年时间里，美国350多家寄宿学校用基
督教、西方传统和英语取代美国土著居民的价值观、
语言和生活方式。在寄宿学校发展的高峰期，83%的美
国土著居民儿童都被强制进入寄宿学校，他们除了要
忍受繁重劳动和疾病，还会遭到体罚和性虐待。美国
人权基金会 2019年的报告称，土著居民寄宿学校近乎

“地牢和死亡集中营”。
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美国用制度确立了种族灭绝

的合法性。从 1819 年印第安人 《文明开化基金法》、
1824 年成立印第安事务局等开始，美国制定了一系列
法律和体系，以“教化”印第安人的名义，在全美各
地大兴土著居民寄宿学校。美国全国土著居民寄宿学
校治愈联盟的研究人员指出，美国当初设立的数百所
土著居民寄宿学校中至少有73所至今仍在运营。

美国实施种族灭绝的范围远不止印第安人。1921
年 5 月 31 日，数千名白人暴徒在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
市围攻非洲裔社区，造成数百非洲裔居民死亡、数千
人受伤。塔尔萨大屠杀也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
种族屠杀事件。至今，大屠杀幸存者仍未获得美国塔
尔萨市政府的道歉或赔偿。

种族灭绝罪是国际公认的严重反人类罪行。1948
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
公约》，明确规定确认灭绝种族违反国际法，无论何
人以何种理由犯有灭绝种族罪，一律在惩治之列。美
国深知自己把土著居民和非洲裔当“垫脚石”的发迹
史写满了罪恶，因此历届美国政府皆三缄其口，拒
不承认曾经实施种族灭绝，甚至有意识地通过大众
文艺作品美化其“种族灭绝”罪行、掩饰各族群间
的裂痕，导致多数美国民众不了解美利坚土地下深埋
的罪恶。

没有得到清算的美国种族灭绝恶行，贻害无穷。
对内，美国社会至今仍保有系统性种族主义的余孽，

许多非洲裔、拉丁裔、亚裔美国人长期生活在种族歧
视和仇恨犯罪的阴霾中“无法呼吸”。对外，美国大兵
连年在阿富汗、伊拉克等海外军事行动中非法杀戮、
虐待别国平民，迫使数以千万计的民众沦为难民、数
百万儿童饱受流离和贫困之苦。然而美国没有一丝愧
疚，仍然自诩为“人权灯塔”，甚至反过来大肆给别国
乱扣“种族灭绝”的帽子。这种不顾颜面的“双标”，
竟然能得到一众以“人权卫士”自居的西方国家的追
捧，何其讽刺！

世人越来越清楚，美国才是阻碍世界人权发展的
最大毒瘤。今年初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6 届会议
上，110多个国家对美国人权问题提出批评，要求美国
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歧视少数群体等系统性问题。7月
14日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次会议上，90多个国家
共同声明或单独发言，揭批美国人权劣迹。

世人也越来越明白，只有清算美国的“种族灭绝
罪”、消除美国种族主义的遗毒、遏制美西方在人权问
题的“双标”，世界人权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

血泪之路

“历史性创伤”影响至今

1607 年 5 月 24 日，105 名英国人来到如
今的美国弗吉尼亚州，建立英国在北美的第
一个海外定居点——詹姆斯敦，由此开始英国
人在北美殖民的历史，也开启了美国土著的百
年噩梦。正如美国《大西洋月刊》评论所言：“回
顾西方在北美殖民的400年历史，这对美国印
第安人是一条不折不扣的血泪之路。”

自美国建国以来，多届美国政府曾发布
政策鼓励对印第安人的屠杀。美国开国总统
乔治·华盛顿曾将印第安人比作狼，认为两者

“尽管体型不同，但都是野兽”。美国第三任
总统、《独立宣言》 主要起草人托马斯·杰斐
逊曾指示他的战争部门，“必须灭绝印第安人
或者将他们驱赶到我们不去的地方”。

1814 年，时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逊
颁布法令，规定每上缴一个印第安人的头盖
皮，美国政府将奖励 50 美元至 100 美元。当
时的美国统治者，对印第安人实行不分男女
老幼的无差别屠杀。1862年，时任美国总统
亚伯拉罕·林肯颁布 《宅地法》，规定每个年
满 21岁的美国公民只需缴纳 10美元登记费，
就能在西部获得不超过 160英亩 （约合 64.75
公顷） 的土地。在土地和赏金的诱惑下，白
人纷纷跑到印第安人所在区域展开大肆屠
杀。同年12月26日，在林肯的命令下，明尼
苏达州曼卡托地区的30多名印第安部落神职
人员和政治领袖被绞死，这是美国历史上最
大规模的集体死刑。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名
将谢尔曼留下一句“名言”：“只有死的印第
安人才是好的印第安人。”

19 世纪 30 年代，在美国政府武力威胁
下，居住在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被强迫迁移
至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成千上万的人因为
饥寒交迫或疾病死在路上。这条上演无数惨剧
的迁徙之路，被后人称为“血泪之路”。19世纪
50 年代起，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实行“保留
地”制度，把印第安人安置在指定的居住地，这
些保留地主要位于贫瘠的中西部地区，最大
的面积约 6.5万平方公里，最小的仅 0.5平方
公里。通过这种方式，白人继续不断侵占印
第安人的土地。1887年至1933年间，全美印
第安人被夺走大约 9000 万英亩 （约合 36.42
万平方千米） 土地，占1887年印第安人拥有
土地总量的 65％。与此同时，为了同化印第
安人，美国政府推行“美国化”教育，设立
针对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寄宿学校、“保留
地”外寄宿学校、劳务培训学校等。

直到1924年，美国才颁布 《印第安人公

民法案》，承认印第安人的公民权。据美国印
第安国家博物馆介绍，从15世纪末到20世纪
初，生活在北美地区的印第安人从 500 万骤
减到25万。

美国印第安人事务协会执行董事兼律师
香农·凯勒表示：“美国印第安人的近代史就
是一部被殖民和种族灭绝的历史。美国刚建
国时，曾承认印第安部落是独立的主权政
府，后来却推行种族灭绝政策，终止了印第
安人的治理体系并夺走了他们的土地。现在
印第安人保留地大多位置偏远，基础设施落
后，缺乏发展经济的基本能力。美国政府要
承认，美国今天的成功是建立在对另外一个
种族的屠杀和灭绝基础上，这一历史性创伤
今天仍在影响着我们。”

生存之困

沦为发展问题“垃圾桶”

《纽约时报》等美媒曾坦言：美国对待印
第安人的行为是这个国家历史上“最不光彩
的一章”。然而，这一美国历史上的“至暗篇
章”仍在不断续写。贫穷、疾病、歧视、同
化……困扰着印第安人数百年的生存困境，
如今仍然未见改善。

据美国内政部印第安人事务局统计，美
国目前约有 560 万印第安人，约占美国总人
口的1.7％，但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却远远落
后于其他族裔。2017 年，有 21.9%的美国印
第安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美国白人同期的
贫困率为9.6%；在25岁及以上的美国印第安
人中，仅19.6%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而美国
白人的这一比例为 35.8%。此外，数据显示，
印第安妇女遭遇性侵犯的比例是其他族裔的
2.5倍；印第安人高中毕业率在所有族裔中最
低，自杀率却在所有族裔中最高；印第安青
少年在学校受处罚的概率是同龄白人的 2
倍，因轻微犯罪而入狱的概率也是其他种族
的2倍。

2020年8月5日，联合国危险物质及废料
的无害环境管理和处置对人权的影响问题特
别报告员，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36/15 号决议
发布报告指出，美国土著居民面临采掘业、
农业和制造业释放或产生的有毒污染物，包
括遭受核废料放射性影响，并且采矿废物造
成的土壤和铅尘污染对其健康造成的影响远
超其他群体。

美国《福布斯》杂志评论称：“美国联邦
政府与印第安人部落的关系类似于监护人与
被监护人的关系，但从很多方面来看，联邦
政府没有履行好职责，造成印第安人保留地
成为美国最贫困的社区”。

“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和种族
歧视有其思想根源和利益驱动。”南开大学美
国研究中心教授丁见民接受本报采访时表
示，最早抵达美洲的欧洲殖民者，就带有白
人种族至上的种族优越思想，将美洲土著居
民视作低等种族。历史上，抵达美洲的白人
觊觎印第安人拥有的土地、矿产、水源等资
源，通过战争、屠杀、迫害对印第安人进行
种族灭绝，这是残酷血腥、赤裸裸的种族灭
绝。19世纪中期开始，美国政府为继续掠夺
印第安人的土地和资源，对印第安人实行保
留地政策，将印第安人驱赶到偏远贫瘠的地
区，强迫印第安人的生产方式从游牧转变为
农耕，资源的贫瘠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让大量
印第安人死于贫困、饥饿和疾病。20世纪90
年代后，美国推行“生态殖民主义”，通过欺
骗、强迫的方式，将核废料、工业垃圾等危
害人类健康的废料埋入印第安人居住地，引
发严重的环境污染，造成许多印第安人死亡。

“可以说，每次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政策
的改变，并非都是为了改善印第安人的生存
状况，而是将印第安人作为解决国家发展带
来问题的‘垃圾桶’。美国印第安人长期处于与
主流社会隔绝的境地，美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发
展红利不仅没有惠及印第安人，反而对印第安
人的利益造成持续性严重损害。美国印第安人
不仅不是美国高速发展的受益者，反而很大
程度上成为受害者。”丁见民说。

疫情之苦

“数据之外”的高死亡率

“几个世纪前，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几乎
让美洲土著居民彻底灭绝。如今，他们又深
受新冠病毒之苦。”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称。在反复汹涌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印
第安人遭受异常严重的冲击。

联合国适当生活水准权问题特别报告员
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43/14 号决议编写的报告
指出，美国少数族裔和土著居民受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最具破坏性，美国土著居民的住
院率是非拉美裔白人的 5 倍，死亡率也远超
白人。

美国 《华尔街日报》 网站刊文 《少数族
裔年轻人新冠死亡率偏高》 称，据美国全国
卫生统计中心数据显示，新冠病毒造成的死
亡在少数族裔中偏高。这个明显差异表明，
新冠肺炎对弱势群体的影响特别巨大。截至
2020年 8月初，该中心记录了约 15万死于新
冠病毒的病例。美国少数族裔年轻人患新冠
肺炎后死亡的可能性高于白人年轻人。因新
冠去世的年龄低于55岁的群体中，白人只有

3%，亚裔为 8%、黑人为 11%、拉美裔为
18%，而印第安人为24%。

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2020年8月18日，在新冠肺炎患病
率上，印第安人是白人的 2.8 倍；在病亡率
上，印第安人是白人的1.4倍。美国疾控中心
在报告中分析，美国长期存在的系统性卫生
和经济社会不平等，使得少数族裔群体的新
冠肺炎感染和死亡风险远高于白人。

疫情不仅对印第安人的生命健康造成威
胁，更凸显了印第安人在美国社会中长期不
平等的处境。2020 年 1 月，美国疾控中心发
布一份关于种族与孕产妇死亡率关系的研究
报告，但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居民没有
被包括在内。疫情期间，英国 《卫报》 发
现，美国大约 80%的州卫生部门发布了种族
人口数据，但几乎有一半州没有明确将土著居
民纳入分类范围，而是将他们归类为“其他”。
美国西雅图印第安人健康委员会首席研究官
阿比盖尔·埃科－霍克表示：“因为遭到种族灭
绝，印第安人的人口已经很少了。如果把我们
排除在数据之外，我们就不存在了。”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美国政府应对
疫情的政策和举措出现重大偏差，政府抗疫
不力的举措给美国民众带来恶劣影响，长期
处于社会边缘的少数族裔受到的损害更严
重，印第安人作为少数族裔中的少数族裔，
受到的冲击尤为剧烈。”丁见民分析，一方
面，印第安人等少数族裔的经济状况普遍较
差，未受医保覆盖，所在地区的现代医疗资
源匮乏，有限的疫情防护措施无法惠及他
们。另一方面，疫情带来的社会危机激化了
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疫情
以来，美国主流社会对少数族裔的仇恨和歧
视愈演愈烈，印第安人等少数族裔成为美国主
流社会和白人群体转移社会危机的“替罪羊”。

“隐形”之殇

持续遭受系统性侵害

“美国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种族主义社
会，种族主义是这个国家难以磨灭的一部
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非洲裔和
印第安人问题的学者凯尔·梅斯指出。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
究员、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庆四接受本报
采访时表示，美国早期移民在美洲领土上扩
展殖民地的过程，就是剥夺印第安人等土著
居民栖息地的过程。美国建立在杀害土著居
民的基础上，这是殖民者的原罪。在向西扩
张的过程中，美国通过军事行动大肆屠杀印
第安人，故意传播疾病导致印第安人大量死

亡，以诱骗、强迫等手段获取印第安人领地
的控制权，这些种族灭绝的罪恶行径可谓美
国政府不敢直面的“黑历史”。然而，由于美
西方国家一直占据国际舆论的主导地位，美
国这些反人类罪行被系统、全面地掩盖。

印第安人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的集体“隐
形”“失声”，让他们获得平等生存发展权利
的机会变得更加遥遥无期。美国内政部印第
安人事务局数据显示，在政治权利方面，虽
然美国有了首位印第安人内阁部长，目前国
会中也有 4 名印第安人众议员，但印第安人
整体的从政状况和政治影响力远远低于其在
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大西洋月刊》 评论说，从历史上遭驱
逐、屠戮和强制同化，到如今整体性的贫困
和被忽视，原本是这片大陆主人的印第安人
却在美国社会声音微弱。整个国家似乎已经
忘记了谁是这片土地的最早居民。

“被隐形，是对美国印第安人等土著居民
的新型种族歧视。”美国印第安人作家丽贝
卡·纳格尔指出，关于印第安人的信息在主流
媒体和流行文化中被系统性地清除。美国加
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家黛西·苏茉
儿·罗德里格斯曾刊文指出，大量美国政府部
门在收集数据时忽视了印第安人，此举对土
著居民产生了“系统性抹除”效应。

在土著居民相关的人权问题上，美国双
重标准再次“上线”。1948 年 12 月，联合国
大会通过《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首
次定义“种族灭绝”罪。公约于 1951 年 1月
12日生效，当年就收到美国民权组织关于美
国政府对黑人进行种族灭绝的申诉。然而，
一向标榜自己为“人权灯塔”的美国，直到
这个公约生效37年后才成为签署国，并为自
己量身定制“免责条款”：在未征得美国政府
同意的情况下，保留其免受种族灭绝罪起诉
的权利。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朱利安·库尼
指出，美国国务院经常发布各国人权评估报
告，却几乎只字不提他们对这块土地上土著
居民的不断侵害。

“美国对待印第安人的政策和态度，再
次暴露了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双标’和虚
伪。”李庆四分析，一方面，历史上，美国
的人权记录非常差，但通过主导舆论等方式
到处塑造“人权卫士”的形象，“打肿脸充
胖子”，以此掩盖本国历史上的“罪恶一
页”。另一方面，美国国内至今仍存在严重
的种族歧视问题，印第安人等少数族裔的人
权被严重侵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却屡次
借人权问题干涉他国内政，制造地区动乱，
频频在涉疆、涉港问题上污蔑抹黑中国，这
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再次暴露了美国将人
权问题作为政治工具和舆论工具攻击他国的
险恶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