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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1960—1975年闻美国社会广泛存在的节育行为的世俗化为切入点，探讨美国天主

教徒在生育限制领域里对教会教义的反叛，并就天主教会权威受到的冲击进行分析和评价，以说明宗教世

俗化的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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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美国联邦政府食物和药品管理处(下文简称FDA)正式批准类固醇药物为口服

避孕药在市场上正式销售。短短五年以后，它已经被包括天主教徒夫妇在内的美国人民广泛

接受。天主教徒“高”人口出生率的特征已经消失，天主教会的权威在与科学对抗过程中

又一次遭受打击。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1955—1975年美国政府历年的全国人口出生率调查

报告以及其他相关非赢利性机构的调查报告。¨o

一、罗马天主教会反对家庭计划的传统

《圣经》教导人们尊重所有的生命，它说人类是全能的上帝的创造物，只有上帝能决定

一个人的受孕、出生、流产或是死亡。天主教会认为，一切反自然的行为如堕胎、避孕、离

婚和同性恋都是不允许的。天主教发言人责备那些主张把限制生育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

的人是悲观厌世者，坚持认为在一个新的更加平等的经济秩序里，世界能够抚养得起更多的

人12I。1930年罗马教会公布了第一个谴责避孕的通谕《贞洁婚姻(Casti Connubii)》，认为

“在婚姻中不管使用什么样的避孕方法，只要他故意阻挠婚姻产生生命的本性，他就是对上

帝和自然法则的冒犯。”1958年罗马天主教会制定了关于避孕药的立法，它规定医生在开药

方时可以用避孕药治疗生殖系统的紊乱，但当它用来避孕——一种形式的绝育时，在道义上

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纽约天主教区大主教认为，教会的这一规定?过去是正确的，现在是

正确的，将来也是正确的”。1968年罗马教廷《人类生活(Hum arlae Vitae)}通谕仍旧重申

了教会关于反对用安全期以外方法避孕的传统立场。它宣称人工避孕方法“开辟了一条宽广

的捷径，朝着婚姻的不忠诚和普遍道德标准的下降方向倾斜。男人在使用避孕工具的环境中

长大，将最终失去对女人的尊敬，会仅仅把它们当作一种满足私欲的工具，而不再把它们看

作自己心爱的、尊敬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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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60—1975年美国天主教徒对教会传统的反叛

(一)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的人口出生率：从分离到汇合。虽然美国天主教徒和非天

主教徒的人口出生率，就总体趋势而言，前者总是高于后者，但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高出

的幅度随着时间的变化有不同的表现。20世纪初，天主教徒带着远远高过非天主教徒的人

口出生率跨进新世纪的门槛。受大萧条和战争阴影的影响，以及美鼠天主教徒比例不断下

降，20年代至40年代早期，天主教徒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速度要比非天主教徒的快得多，

使得两者数值趋同。二战结束后美国迎来了经济的再度辉煌，同时也迎来了人口增长的又一

高峰。但与人们期望的相反，在1946至1964年间，天主教徒夫妇充分发挥了过去20多年

里被压抑了的旺盛的生殖能力，把自己这一群体的人口生育率迅速地送上新的颠峰。1951—

1955年，每对天主教徒夫妇平均生3．54个孩子，1956—1960年当非天主教徒的人口出生率

达到顶峰3．36个时，他们已经生育4．24个小孩，，五年以后，他们平均生育了4．25个孩子，

超出此时美国总人口出生率(3．45个)的20％，比非天主教徒夫妇的生育率(3．24个)多

出1．11个。同时，我们还发现，婴儿高峰结束以后，天主教徒的人口出生率迅猛下降，速

度又快于非天主教徒的。197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调查报告(下文简称NFS)结果显示：当

年天主教徒人口出生率3．21要比1965NFS所给出的4．25少1．04个。1975NFS里同一项下

的数目又减少到2．27个，已经与非天主教徒的2．17非常接近了。由此可见，在20至40年

代初已经形成的两者低生育率的趋同现象，在被打断了30多年后，又再度出现，天主教徒

高人口出生率的特征正在逐渐消失。

(二)天主教徒妇女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从现象到本质。分析1955NFS，我们看到，在

18—39岁的调查群体中，有70％的天主教徒是遵奉教会的教诲的，到1960年这一方面的比

例仍然占主体(60％)。但是，存在一个不妙的趋势：约61％的天主教徒妇女转移到采用其

他方法避孕的行列中，而不再采取安全期法。由于1958年教会同意用药片来治疗疾病而禁

止用来避孕的缘故，美国著名女作家洛丽塔?麦娜芙林这样写道，“突然间有如此众多的妇

女要求得到这种药片来治疗月经不调，这些妇女以前可从来没有过这种症状!”有些信仰天

主教的医生在给她们开药的时候也并不仔细盘问。弗朗西斯·C·马森声称：“我在作为医生

的时候，并不考虑自己的教徒身份。如果有位妇女要我开药方，我就给她开”，这说明信仰

天主教的医生已相当“开放”。因此，1960年正式面市之前，事实上，已有相当多的天主教

徒妇女在服用教会所严令禁止的用来避孕的口服药。

五年以后，18—39岁的已婚天主教徒妇女采用安全期法以外方法避孕的比例从1960年

的38％跃升为51％，以绝对多的优势使得非遵奉教义现象成为天主教徒妇女生育限制行为

方面的主流现象。查尔斯·威斯托福和他的助手约翰1977年做了一次社会调查。对其结果分

析可知，如果以1965年58．5％的避孕天主教徒的比例为100％的话，那么用安全期法的只

占31．8％，而使用其他方法避孕的则占68．2％，其中，采用口服药的比例最大，为21．8％，

它最有潜力的竞争对手是避孕套，比例只有18．3％，两者总和共占40．1％，远比教会允许的

安全期法多得多。事实表明，安全期避孕法并没有能够促进婚姻中的完美结合。美国社会学

家帕特里夫妇在世界范围内做的调查结果显然说明了这一点。被调查人群的大多数(63％)

说，安全期法伤害了他们的婚姻，使他们感到紧张、受挫折、烦躁、失望和缺乏安全感，并

伴有怀孕的担忧。有65％的人认为，安全期法并不起作用，它不能帮助天主教徒妇女阻止

一个接着一个不想要的孩子的出生。大多数人愿意看到教会批准服用口服药，否则她们将领

不到圣餐，丧失名誉，甚至死后也不会有人“在坟墓上献上一束鲜花”，因为她们背叛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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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限制方面的教义。据盖洛普民意测验，1968罗马教会通谕发布一个月后，有54％的美国

天主教徒反对教会的观点，仅仅只有28％的人赞同。对于教会来说，更为不详的预兆是，

在20多岁的天主教徒当中，10个中就有8个不赞成教会的规定。许多天主教徒因此而对教

会以后作出的几乎所有规定都提出疑问，这极大地损害了教会的权威。这些教徒坦白地承

认，正是由于教会的这种传统规定，才成为“在我心中对教会忠诚的第一道裂痕。”

三、口服药带来了美国天主教徒生活上的一场革命

(一)天主教会的教义在家庭领域受到冷落。就天主教而言，衡量教徒是否虔诚有两个

标准。一是接受天主教正统教育的程度(可达到大学水平)；二是普通教徒到教会领取圣餐

的次数。一般而言，至少每月领一次圣餐的属于非常虔诚一类，而其他的只能归入名义上的

教徒。普林斯顿人口研究中心在这一方面提供了详尽的一手数据。

就第一种标准来说，1965年前，非遵奉派在没有完成高中学习的女天主教徒中所占比

例最高(57％)，在已经进入大学或从大学毕业的女性人群中比例最少(40％)——说少也

只是相对的。到1970年，相同项目下的数据在年轻姑娘身上发生了剧烈变化，完成大学学

业的那些人身上的非遵奉比例已经超过了低文化水平的人群(78：76)。这些变化主要是由

受更高教育的女天主教徒中非遵奉派比例显著增长所引起的，这种增长以安全期法的减少而

口服药的相应增多的形式出现。本应成为维护教会教义的中坚力量、成为最虔诚的护卫者和

宣传者的她们，却成为率先倒戈的先锋!
。

就第二种标准而言，非遵奉的倾向也很强烈。首先，1965—1970年间至少每月领一次

圣餐的女天主教徒的比例不断减少。1965年为52％，到1970年只剩下44％。更为糟糕的

是，这些变化大部分归因于年轻天主教徒比例的减少，1965—1970年五年时间里共计下降

了十五个百分点。其次，在坚持至少每月领一次以上圣餐的妇女群电，1965年非遵奉的、

45岁以下妇女比例为33％，而在这些妇女中，此时采用安全期法的仍占大多数，达42％，

但到了1970年，非遵奉的、45岁以下妇女的比例已经上升到67％，而同时采用安全期法避

孕的这类妇女的比例剧跌，只有23％，还不及服药所占的比例(26％)。而大多数年轻的遵

奉教义的妇女过去从未采用过任何方法，当她们长大成人并抛弃安全期法的时候，实际上的

背叛比例将会达到90％，剩余的lO％只是那些不能生育的妇女。与天主教会和某些保守势

力相反，天主教徒并没有受制于教会的“坐而论道”，而是在马不停蹄地世俗化着自己的生

育限制行为。至1970年，在这个方面，由于自身不断抛弃安全期法，他们与非天主教徒实

际上几乎没有差别了，年轻时用口服药，年老时则做外科绝育手术。毫无疑问，口服药在天主

教徒中引发了一场生育限制革命。崇尚自由、实用主义的现代美国天主教徒已经摆脱了由宗

教伦理与世俗生活的冲突所引起的伦理困惑，顺时代潮流而动，迈出了坚定的世俗化的步伐。

(二)彻底抹去了天主教徒历史悠久的高人口出生率特征。与1946至1964年的婴儿高

峰期相比，1975年天主教徒的人口出生率几乎下降了一半。在此，显然应估计到1973年美

国最高法院出人意外地宣布全国50州范围内堕胎合法化所产生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更应

注意到口服药在开启天主教徒生育限制方面非遵奉教义行为上的作用。正是口服药动摇了罗

马天主教会在家庭领域的权威，正是它率先让美国天主教徒有可能去寻找教义规定以外的更

有效方法。‘有人说口服药的效果并不是100％，它还有很多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不如堕胎或

外科绝育手术那样对美国总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贡献大。殊不知，第一，它是唯一一种可逆转

的现代避孕工具，服用者停服一段时间以后可以再怀孕，还可以用它来安排(下转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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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产物。”．1
8|

伽达默尔指出，人类的历史性原则决定着历史文本的开掘和发现是一个无限的过程，

“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二种

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1列陈寅恪强调当代人必以“当代意识”去阐释

菇人之作，诠释中并不需要努力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地处东、西方的
两位世界级文化大师历史阐释理念的契合。

注释：

[1][3][10][15][16][17][18]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C]．270，344，283，185，279，282，

248．北京：三联书店，2001．．

[2]陈寅恪诗集[z]．11．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4][9][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380，422．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5]乐黛云．文化更新的探索者——陈寅恪[J]．北京大学学报，1991，(4)．

[6][7][8][9][11](1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C]．153，144，154，154，288，286．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0．

[12]张岂之．中国思想史[M]．267．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

[14][美]E·希尔斯．论传统[M]．傅铿．译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参考文献：

[1]汪荣祖．。陈寅恪评传[M]．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2]钱文忠．陈寅恪印象[z]．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3]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4]李玉梅．陈寅恪之史学[M]．香港：三联书店，1997．

●一_¨●-“●”●’H。●，I·-O,_·◆_·●-l-◆一”-e"-¨-◆-l◆·--●“一●-t-◆·_-◆m·◆t_t●-_-●-●--4"m·●-_-◆一4一◆日-e"_-O．4-●一¨◆_◆·_-◆一_-◆-l-◆·--●_◆-_-◆··l·◆一"·●_·●·日●__一●·IIt◆懵I -_

(上接第71页)每两次生育之间的间隔，这是其他方法所不具有的；第二，也是最重要的，

是它，而不是其他的方法，让美国天主教徒乃至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开始重新考虑更加有效地

限制生育的可能。1970年后，天主教徒采用哪种方法避孕已经已不重要了，因为在口服药

的冲击下，人们已经接受了非教会规定的方法。效果、副作用、使用率都已经与天主教徒生

育限制观的世俗化没有关系，在避孕问题上，已不再有天主教徒与非天主教之间的区别。
参考文献：

[1]赵梅．“选择权”与“生命权”——美国有关堕胎问题的论争[J]．美国研究，1997，(4)55—87．
[2]阿斯贝尔．避孕药片——一个改变世界的药物传奇[M]．东方出版社，2000．6．

[3]查尔斯、爱丽斯．美国天主教徒生育限制行为的世俗化[z]．计划生育，1977，(9)20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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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 黄济群 宗教与美国废奴运动——从宗教角度探析美国内战中的废奴隶运动 2009
    美国除了经济和政治，宗教方面也是研究美国史的一个重要领域。在美国，宗教是充满活力、不断发展变化的。美国是一个教派众多的国家，但不

是被宗教统领的国家。在美国有着众多的教徒和信仰者，但是没有统一的国教，各个教派独立发展，体现了美国的民主精神。1861年至1865年是美国历

史上的内战时期，此内战实际上是北方诸州(联邦政府)和脱离联邦而组建邦联的南方诸州的矛盾爆发。长期以来，国内外史学界对美国内战和美国宗教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把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在这方面的成果却相对较少。<br>　　

 本文着重从宗教入手，深入探讨其介入美国内战的方方面面，从中找出相关性和存在的历史意义。因为长期以来，对美国内战的研究，国内史学界大部

分是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入手，而对于在美国有重大影响力的宗教因素，却很少加以考虑，这不失为一个遗憾。从这一角度来看，本文有一定的创

新性。另外一方面，美国内战与宗教之间关系的互动研究，从大的方面来讲，可以说是文化与战争之间关系的研究，即从宗教、道德、精神、心理意识

等方面来研究美国内战，这并非唯心主义史学观，而是从唯物史学观出发，更客观全面地对这场战争进行分析。所以，本文自始至终都从这一观点出发

，对美国内战的研究做进一步补充，试图客观地对这场战争从宗教角度进行重新评价。本文分为四部分：<br>　　

 第一部分：探讨美国内战中宗教的情况和介入动因，首先研究美国内战前宗教情况，对宗教与内战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以考察宗教是如何作为一种诱

因推动了内战的爆发。其次研究宗教介入美国内战的历史背景。最后研究宗教介入美国内战的动因。<br>　　

 第二部分：分析宗教对美国内战的影响及作用。宗教在美国内战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发挥了重要影响，因为内战是从废奴运动始起

，因此我们在探讨宗教对美国内战的影响及作用也要从废奴运动开始。探讨宗教给美国内战提供的理论支持和精神力量。<br>　　

 第三部分：宗教在美国内战中的不足处。宗教界没有把奴隶制问题列为中心地位；圣经教义的不严谨性使废奴制思想受到限制；宗教派别的林立减弱了

宗教介入美国内战的强力。从中得出结论：宗教介入因废奴运动引起美国内战是有明显的历史局限的。<br>　　

 第四部分，是论文的结语处，总结了关于美国内战和宗教的历史衡量，并对其进行思索和总结。

2.期刊论文 高岳.GAO Yue 从乔治·班克罗夫特看美利坚特性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
    乔治·班克罗夫特在<从美洲大陆发现以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史>等著作中阐明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热爱独立和自由的民族特性是美国人自由精神的源

头,而清教平民宗教的特性是美利坚人对自由的追求和信仰的另一个来源.信仰自由的美国将越来越符合道德世界的一般法则并趋向统一,美利坚独特的精

神也因此使国家内部趋于一致,并在世界上具有普适性.秉承自由精神美国的民主制度是现代文明国家的范例.班氏在其著作中为正在起步的美利坚指明了

精神上的方向,增强了这个新国家的凝聚力.其史学思想迎合了19世纪中期美国社会的愿望和要求,也揭示了19世纪中期美国的民族心理和美利坚特性形成

的历史渊源,因而他的著作被当时社会所广泛接受.

3.期刊论文 陈志强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学系成立 -世界历史2003,""(2)
    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系于2002年8月6日正式成立。

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起步较早。新中国成立后院系调整，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教授从清华大学调到南开大学历史系，初步奠定了南开大学

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基础。1964年经国家高教部批准，南开大学历史系成立了美国史研究室、日本史研究室、...

4.学位论文 佟延春 国内美国城市史研究综述（1980-2000） 2008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它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城市化进程，速度之快，程度之高，令世人瞩目。随着城市在美国

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日趋重要，美国城市化的发展也相应地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与研究。

    国内美国史的研究起始于建国初期，国内的美国城市史研究作为美国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在80年代后期兴起，是在国内美国历史研究的基础上

，并随着对美国历史研究范围的拓展而逐步必展开。

    城市史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是一个很有价值、又非常独特的视角，城市发展史是美国历史的缩影，而美国城市的发展又伴随着美国历

史的发展而同步进行的，在美国历史发展的每个关键阶段都有城市的烙印。通过对近年来美国城市史研究的综述，可以归纳出美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领

域，并试图找到美国城市史研究的规律，从发达国家已走过的道路中寻求经验教训，做到洋为中用。

    全文由引言、正文、结语和参考文献四部分组成。正文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从国内美国史研究的兴起、艰难的发展历程和全国性研究机构的确立，及研究范围的逐步扩大等方面，阐述国内美国城市史研究的现状

及东北师范大学在国内美国城市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第二部分：从目前国内关于美国城市史研究的八个主要方面入手，通过阐述国内美国城市研究的学者们关于城市化的总体进程和特点、区域性城市

化、城郊化、美国城市政策、人口流动、移民与黑人问题、个案研究、中美城市与区域比较、宗教与美国城市化等方面的主要观点，并以此为基础，论

述国内美国城市史研究的领域方面的主要成就及今后的研究发展方向。

    第三部分：从丁则民先生对东北师大及国内美国史研究的贡献入手，通过美国史研究人才培养基地的建立和研究领域的拓展，并通过对东北师大王

旭、梁茂信、孙群郎等一批学者关于美国城市史研究方面论著的介绍，进一步论述东北师范大学在国内美国城市史研究中所做出的贡献。

    结语：对国内美国城市史研究的发展，是伴随着美国史研究领域的扩大而发展起来的，国内学术界关于美国城市史的研究，已经涉及到美国城市史

的方方面面，这些成果在促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研究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5.会议论文 金正耀.W.T.Chase.马渊久夫.三轮嘉六.平尾良光.陈德安.赵殿增 商代青铜器中的高放射性成因铅:三

星堆器物与沙可乐(赛克勒)博物馆藏品的比较研究 1993
    本文利用铅同位素分析法研究商代青铜器,通过高放射性成因铅同位素比值,探讨铅矿床分布,表明它们既有着相似的铅同位素组成,也在同一时代被

发现和被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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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期刊论文 刘新利 二战前后德国历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 -世界历史2002,""(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自50年代起,美国史学界率先开始的新史学运动倡导结构-功能主义的历

史研究方法,主张用系列数据研究人类社会中的各种传统的--不仅政治、军事和宗教的,而且经济、社会及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功能作用,以达到在"总

体"上理解和叙述人类过去的全部经历的目的.由此,改变过去的以政治事件和伟大人物串连起历史的方法,以作为历史基本内容的持续相对"长时段"的社

会-经济结构的发展为主线,以人类经历的一切方面为研究对象,采用所有能够借用的先进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技术,成为本世纪西方史学研究的

主流.在史学研究的主潮流中,曾经为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提供基础,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西方史学界占据重要地位的德国史学界,不仅没有推出像法国

的年鉴学派、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或美国的克莱奥学派那样的能够作用于研究特征的历史学家和刊物、著作,而且直到60年代以后才慢慢地走出传

统历史主义的象牙塔.因为二战前后德国史学研究的主旨取决于史学思想家的民族主义情绪.

7.学位论文 凌程明 论保守主义思想影响下的美国劳工运动的保守性问题(至二战前) 2009
    对美国劳工运动的系统学术研究源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教授伊利(RichardThoedore Ely)，他在1886年出版了《美国工人运动》一书，此后

，研究逐渐扩大和深入。但是，美国史学界普遍的都将美国劳工运动放在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认为劳工运动是劳工阶级为争取自身劳动权利

和经济利益的一项斗争，认为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和社会文化，而不是从阶级斗争、争取阶级利益和政治权利的斗争的角度来研究美国的劳工运动。不过

美国左派史学家方纳(Philip S.Foner)的观点与其他大部分学者的观点有很大不同，他认为美国的劳工运动是世界工人运动的一部分，也是为了争取劳

工阶级的权利，他这种观点在我国影响很大。在我国国内，研究美国劳工运动的著作不多，研究的方向上主要侧重于介绍美国劳工运动的发展和特点、

总结美国劳工运动的性质和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待美国劳工运动的特点和意义。

    保守主义思想和保守主义政治在美国社会思想和政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保守主义思想和保守主义政治是美国的社会思想和政治的主流

。从美国联邦宪法到美国政府、国会和法院，他们的政策、法律和行为都渗透着深深的保守主义思想的内涵，保守主义思想还体现在美国的国民性格以

及由此而形成的美国社会文化，总之，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深深的影响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本文作者在学习、了解二战之前美国劳工运动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美国劳工运动与欧洲、俄国和一些亚洲国家的劳工运动的

不同，并看到这种差异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通过认真的思考和分析，总结出美国劳工运动之所以与西欧和亚洲有些国家不同而具有

美国特色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保守主义思想和保守主义政治的影响，才使得美国的劳工运动具有很大的保守色彩。通过这种分析，形成本文的

思路：从保守主义思想影响的角度来观察美国的劳工运动具有保守色彩的特点(至二战前)。本文从内容上分为三大部分，文章第一部分分析了保守主义

思想的内涵和在美国政治、劳工运动中的重要表现。第二部分具体分析保守主义思想对美国劳工运动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并具体说明美国劳工运动中保守

主义色彩主要体现，即具体体现有：第一，美国劳工阶级思想体现了保守主义的色彩，即在劳工运动中追求经济利益和法律上的保护，而不是争取政治

权利和阶级利益；第二，美国工会的宗旨、纲领和具体活动的行为和立场体现出了保守主义色彩，即工会组织的宗旨和纲领贯彻“职业意识论”思想

，在具体的活动中追求与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合作争取经济利益，消极支持劳工运动，阶级立场上趋于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三，美国工会领导

人的思想体现了浓厚的保守主义的色彩，即领导人的思想表现出与资产阶级改良的思想，坚持“纯粹工会主义”的立场，阶级立场上表现出积极与资产

阶级进行阶级合作。文章的第三部分分析美国出现这种带有保守色彩的劳工运动的原因并从辩证的角度来评价。美国劳工运动具有这种保守色彩是由于

保守主义思想在美国形成了强大阻力，这种阻力体现在：保守主义思想通过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等途径影响到了美国的国民性格、国家政治、社会思

想等，使得美国的政府和法院的政策以及其具体的行为都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从而阻碍了美国的劳工运动，再加上美国的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的阶级

利益通过各种手段和工具(如：和劳工签订“黄狗契约”、申请法院发出禁止罢工的禁令、选举代表制定限制劳工权利的法律、和政府联手来打压罢工等

等)来阻碍劳工运动，所以，在这些阻力的影响下美国的劳工运动具有了很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作者认为，正是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影响了美国政治、

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才使得美国的劳工运动具有了保守主义色彩，这种保守主义色彩体现在劳工运动的方方面面，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

带有保守色彩的劳工运动又是适合美国本土特点的，这种带有保守色彩的劳工运动是美国的产品，是美国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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