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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立联邦之 日起 ,加拿大就面临着南部强邻

美国的威胁。由于加拿大地广人稀 ,经济总量远远

小于美国,∵些美国政客、历史学家大肆鼓吹北美一

体论 ,认为加拿大并人美国是
“
天命使然

”
。进人 zo

世纪 ,由 于
“
英国的衰落把加拿大推进了美国的怀

抱
”
[丬 (19-40页 ),美加经贸关系日益紧密 ,加拿大

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独立都面临严峻的考验 ,生存成

为加拿大文学文化的主题词 [2](”-36页 )。 为了

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文化 ,加拿大人民从 1783年美

国成立伊始就一直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从某种

程度上说 ,加拿大联邦的成立、发展以及加美关系的

演变 ,无不激荡着强烈的反美浪潮。从 1783年美国

独立到 1988年《美加自由贸易协议》签订的两百年

时间里 ,加拿大的反美传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从

广义上讲 ,加拿大反美传统的演变也从侧面揭示了

英、加、美北大西洋三角关系的演变历程 [3](1-22

页),而加拿大人民对 1988年《美加自由贸易协定》

的强烈反应 ,更是将这一反美传统体现得淋漓尽致。

本文将着重研究加拿大反美传统的三个发展、

演变阶段 ,即 1775— 1783的 美 国独立战争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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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臼 年加拿大联邦的成立阶段 ,以 及二战后七八十

年代加拿大最为重要三个的法案 (即 《时代/读者文

摘法案》、《国家能源法案》、《美加 自由贸易协定》)

的制定阶段 ,阐 述加拿大文化中反美传统的成因、发

展及演变过程 ,揭示英、加、美北大西洋三角关系的

演变以及加拿大文化最重要的主题——生存。
ˉ 一次战争 两个国家

1775年 至 1783年 的美国独立战争是北美历

史、文化的分水岭。独立战争后 ,原英属北美一分为

二 :密西西比河以东 ,新英格兰以南的 13个殖民地

组成美国,而 新英格兰以北的鲁伯特土地、新斯科

舍、魁北克和纽芬兰岛则仍然保留其殖民地地位
①
。

在整个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 ,大 约有

40000名 保皇党人从美国逃到加拿大。与此同时 ,

相当数量的同情美国革命的加拿大人则跨过边界 ,

进人美国。正如著名的美 -t口 文化 比较研究学者
Lipset所指出的那样 ,“ 美国是革命的产物 ,而加拿

大则是反革命的产物
”
。两国的价值理念从建国伊

始就迥然不同:美 国价值观强调
“
生命、自由和对幸

福的追求
”
,而加拿大的理念则体现为

“
和平、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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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反 美传统是加拿大文化的重要纽成部分 ,也 是加拿大文化的显著特征。对加伞大反美传统发展演变的研

究,不 仅有助于揭示英、加、美北大西洋三角关系的演变,还 能更好地理解加拿大国家形成发展的过程和加伞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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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良好的政府
”
[4](1-5页 )[5](190-191页 )。

但是 ,要 更加深刻地理解加拿大文化中的反美

传统 ,我们还得进一步从经济、宗教、美国 13个殖民

地和加拿大的新斯科舍、魁北克和纽芬兰岛各 自不

同的历史发展特点中去寻找。1651年英国开始实行

《远航法》,规范英国宗主国同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准

则 ,对英属北美产生了尤为深刻的影响。这一法令

以重商主义为理论基础 ,强调殖民地的意义在为宗

主国英国源源不断地提供原材料和产品市场。英属

北美对此的反应截然不同。对新英格兰等绝大多数

南部 13个殖民地来说 ,这是一种严重的阻碍 ;而对

加拿大来说 ,进入并维持不列颠重商主义体系则有

利可图。此外 ,不列颠还为其提供可靠的出口市场

[6](9z-10z页 )。 所以,当 后来美国革命如火如荼

时 ,北部的加拿大却冷眼旁观。从某种意义上说 ,加

拿大从一开始就扮演着原材料产地和产品市场的角

色 ,在加拿大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皮毛贸易具有重要

意义。这种以出口自然资源为导向的经济特点 ,时

至今日还对加拿大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产生

深刻的影响[8](兔 3-402页 )。

除了经济原因,宗教信仰和道德理念上的差异

也不容忽视。从一开始 ,美 国(尤其是新英格兰)就

深受加尔文主义和清教信仰(尤其是公理会 )的 影

响[引 (294页 ,415页 )。 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诸

如 T.Paine和 J。 Locke的理论 ,在美国都找到了生

长发育的土壤。新教的美以美会和浸信会在美国影

响最大 ,其宗教信仰里也孕育了
“
反对贵族的理念

”

[9](z。 —25页 )。 在美国革命中和革命后 ,加 尔文主

义的宿命论逐渐被阿明尼乌信仰所取代 ,转而强调

通过自由意志、自由的恩典和乐观情怀 ,实现普遍的

救渎 ,体现上帝的恩典。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一理念

其实就是美国民主、平等和个人追求的价值观在宗

教层面上的对应 [9](Bg-89页 )。 英语加拿大的英

国国教(the Anglican Church)和 法语加拿大的高卢

教派(the Gallican Church)却 不受加尔文主义和清

教信仰影响。加拿大人深信自由之神的头上戴着的

应该是王冠 ,君 主制更能保障自由和民主。美国价

值观在当时的加拿大被普遍认为是穿着民主外衣的

暴民专政。加拿大当代著名学者 J.Co11way对 此是

这样评述的 :

在美国,民 意往往被认为至高无上 ,具有法

国罗梭强调民众普遍意志的诸多特征。同时 ,

64

民意的这种至高无上性也要求美国人必须在美

国化的旗帜下实现大一统。

而在加拿大,整 个国家是建立在对英国女

王的效忠基础上 ,并 相信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

权力 ,从 而享有更大的自由和多样性 ,个人和群

体也能更好地表达 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4]

(14页 )

另一位加拿大历史学家 Underhill在 《追寻加拿

大的自由传统》一书中这样写道 :

1776年 ,我 们的先辈拒绝参加美国独立革

命 ,实 为令人钦佩之壮举。1812年 的抗击美国

侵略,1837年 又拒绝追随美国理念 ,以 及 1867

,年 以保守、适度、高尚的英国辉格精神为指引 ,

成立加拿大自治领 ,组 建一个有责任心的政府 ,

都是此精神之延续 ,也 为抗击美国扩张必要之

举。[11](2zz页 )

在 19世纪后半叶当美国的西进运动和内战进

一步威胁加拿大 ,在 ⒛ 世纪当
“
英国的衰落把加拿

大推进了美国怀抱
”
后 ,当 加拿大完全有可能成为

美国第 51个州的时候 ,这种反美传统更是找到了生

长的温床 ,逐渐演变成为强烈的民族主义 ,并上升到

国家政策的层面上 ,进一步抗击美国经济和文化侵

蚀 ,确保加拿大国家和文化的独立性。

二 “
天命使然

” Ⅴs.“ 加拿大第-”

18臼 年加拿大联邦的成立 ,从很大程度上是为

了防止加拿大被美国吞并 ,有其深刻的历史、经济原

因;而加拿大联邦的第一位总理麦克唐纳德的《国

家政策》将这种恐惧和早期的反美传统体现的淋漓

尽致。

自从门罗主义提出后 ,美 国政客和一些历史学

家就鼓吹北美一体论 ,认 为加拿大并人美国是
“
天

命使然
”
。1812年 的战争和 1837年加拿大发生的

叛乱都是美国企图吞并加拿大的尝试。它们一方面

让加拿大人感受到了来 自美国的威胁 ,另 一方面也

促成加拿大民族主义的逐渐形成 ,为一个独立的加

拿大的成立提供了可能。1861年 的特伦特事件和

美国内战则使加拿大联邦的成立变得突然紧迫和必

要起来。

1861—1865年 的美国内战是加拿大的联邦成

立的直接原因。到 1864年 ,形 势已经逐渐明朗起

来 :尽 管有英国的支持 ,南 部叛乱政府已是苟延残

喘 ,而美国的军队则随时有可能挥军北上 ,吞并英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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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的殖民地。此前 1812年 的战争和 18⒍ 年的特

伦特事件也证明这并非杞人忧天。与此同时 ,加 拿

大自身也面临着君主制和共和制度的选择 ,而 1837

年由 L。 Papineau领导的叛乱更让英国意识到问题

的严重性。把英属北美的殖民地联合起来 ,组成 自

治政府 ,防止美国的吞并 ,自 然而然就成了必要之

举。1841年 ,英 国政府通过法案 ,把西加拿大 (即上

加拿大 ,今 天的安大略省)和 东加拿大 (即 下加拿

大,今天的魁北克)合并成为加拿大省 ,以便达到上

述目的。1864年 9月 ,由 于美国内战的威胁 ,来 自

加拿大省、爱德华王子岛、新不伦瑞克省、新斯科舍

和纽芬兰岛的代表于爱德华王子岛的夏洛特城共聚

一堂 ,举行了著名的夏洛特城会议 ,讨论成立加拿大

联邦的相关事宜 ,通过了重要决议 ,英 国议会随后于

18臼 年通过了英属北美法案。这样 ,一个包括安大

略、魁北克、新不伦瑞克和新斯科舍在内的加拿大自

治领(Dominion。f Canada)诞 生了[11](1-22页 )。

到⒛ 世纪二战英国衰落以前 ,加拿大的反美传

统和民族主义包括三方面 :维持对英国的效忠传统 ,

对美国文化侵蚀和领土扩张的抗击 ,以 及努力孕育

独立的加拿大国家性格。对英国效忠传统的维系是

抵御美国军事侵略必要条件 ,而独立的加拿大国家

性格的孕育则是加拿大人共同的梦想。所有这些特

点 ,在加拿大联邦的第一位总理麦克唐纳德的《国

家政策》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建国之初 ,联邦之父们都面临一个相同的问题 ,

那就是加拿大联邦政府究竟应采取美国模式还是英

国模式。一方面 ,由 于当时各省都已经存在各 自的

省政府、议会和责任政府的相关机构。因此 ,采用美

国的联邦似乎顺理成章。另一方面 ,由 于长期以来

的托利传统 ,对美国民主制的反感 ,尤其是 1861—

18“ 年美国内战 ,都使联邦之父们更趋向于采用接

受政府的联邦形式 ,即在联邦制的基础上 ,允许以前

的殖民地省政府保留某种政治和经济的独立 ,但是

在具体的形式上要采取英国的首相一内阁制。在他

们看来 ,美 国内战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各州权

力过大的缘故。这样 ,加 拿大的联邦之父们最终采

取了自己独有的方式。加拿大的联邦政治框架体现

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的原则 ,但

又与美国的联邦政治框架不尽相同。在美国,总统、

法院与国舍之间是一种独立和制约的关系,并通过

制约政府的行为来防止政府的权力过分集中;而在

加拿大,总理和内阁在众议院中都有席位 ,因而行政

和立法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融合[12](1sO-1sz页 )。

正如《加拿大政治》一书中所说的那样 ,加拿大的政

治体制是
“
英国议会制和美国联邦民主制的融合

”
,

从而也体现了加拿大自身的特点[13](28页 )[14]

(507-ˉ 512页 ,537-ˉ549页 )。

麦克唐纳德是这一时期反美传统的的杰 出代

表。他是联邦之父 ,也一位坚定的托利主义者。他

有一句 名 言 ,“ 生 为英 国之 臣 ,死 为英 国之 魂
”
。

1864年 10月 11日 ,在 魁北克会议上 ,他 是这么评

论美国体制的 :

美国政治体制最大的弊端 ,就 是对总统的

放纵 ,让其在 四年的任期内为所欲为。因此 ,在

美国 ,总 统本人不可能深孚众望⋯⋯相反 ,我 们

的宪法必须以帝国议会制定的法案为基础 ,司

法上即使有任何争端 ,也 可以通过大英帝国的

法庭来解决⋯⋯对于上议院议员的产生方式 ,

我本人 目前倾 向于支持女王的任命 ,而 不是通

过选举来产生。当然 ,我 并不是说选举在加拿

大 已经是失败的历史。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

该正本清源 ,用 总督 simc。e的 话来说 ,加 拿大

的议会应当是大英宪法的体现和副本。[15]
(284-ˉ 286页 )

他一上任就开始实行《国家政策》,主要包括三

个要点 ,即 建设横贯加拿大的大陆铁路 ,实施关税保

护政策和鼓励移民向西部拓展。作为保守党的代

表 ,麦克唐纳德的《国家政策》打上了深深的反美烙

印。可以说《国家政策》是其反美文化、政治理念的

宣言书。建设铁路、实施保护关税政策和鼓励移民

全都是与美国西进运动和领土扩张针锋相对 ,反 映

了深刻的历史时代背景。19世纪上半叶 ,美 国移民

开始大规模向西移居 ,尤其是 1848年美国加尼福利

亚发现黄金 ,引 发了移民浪潮。1858年 在加拿大的

弗雷泽河谷也发现金矿 ,大量的美国移民随即从旧

金山跨过边境 ,涌 人该地区,总人数达 zsO00人 。在

淘金热过去后 ,英属不列颠面临着两种选择 ,要么加

人美国,要么加人加拿大。麦克唐纳德向英属不列

颠许诺 ,将修建一条横贯北美的铁路 ,把英属不列颠

同东部连接起来。英属不列颠随即于 1871年 加人

加拿大联邦。这对加拿大国家发展的具有重要的意

义 ,它不仅实现了加拿大
“
从海洋到海洋

”
的版图梦

想 ,也遏制美国进-步 向北扩张[16](1s,-20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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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加拿大政府从哈德孙公司手中购买鲁伯特

土地 ,随即相继建立曼尼托巴、萨斯卡切温和阿尔伯

塔三省 ,鼓励移民往西部定居随即成为必要。而保

护性关税的实施则是为了阻止美国过多货物涌人加

拿大、鼓励加拿大保留在英帝国的贸易体系内的有

力措施。亲英和反美再一次结合 ,并在国家政策中

得到充分体现。

与此同时 ,深受联邦成立的鼓舞 ,一些具有强烈

爱国热情的加拿大人如 H.Morgan,C。 Mair,R。

Halibunon,G。 Derlison,和 W.Foster喊出
“
加拿大第

-” 的口号 ,对美国政客鼓吹的
“
天命使然

”
论调进

行有力的驳斥 ,表 达要求国家独立的呼声。随后在

文坛也 出现了
“
联邦诗人

”
,其 代表人物有 W.

Campbell,A。 Lampman,D。 scott,C。 Roberts和 lB。

Carman。 他们以文学创作为武器 ,为 创建加拿大独

立的文学传统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8](118-1“

页)。

到 19世纪末 ,美 国的外交政策越发变得咄咄逼

人。如果说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在 1900前 还仅限于

意识形态的话 ,那么到 19世纪末 ,美 国总统罗斯福

外交政策则使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变得清晰可见

[18](“—66页 )。 加拿大此时虽然已经逐渐摆脱了

美国军事侵略的威胁 ,但面临美国经济、文化同化的

潜在威胁。幸运的是 ,在英、加、美北大西洋三角关

系中,加拿大此时仍然属于大英的帝国防御体系内。

另外 ,在亚洲的扩张活动中,美国是作为英国的
“
小

伙伴
”
从事侵略活动的。美国海军、商人、外交官等

尾随英国炮舰之后分享
“
利益均沾

”
。美国对英国

的这种依赖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缓解了加拿大的压

力[3](z9-30页 )。 加拿大参加波尔战争则进-步

体现加拿大在英、加、美北大西洋三角关系中尴尬地

位 ,也表明加拿大人对美国日益凸显的帝国主义的

深深忧虑。追随英国加人波尔战争 ,不 仅是效忠传

统的延续 ,也是抗拒美国的需要。另一方面 ,由 于此

前保护关税、大陆铁路的建设和移民政策的实施 ,也

促进了加拿大经济的稳定发展 ,加 拿大对 自己国家

的发展也充满了信心。正如加拿大第一位法裔总理

劳里埃所说的那样 ,∵ 19世 纪是美国的世纪 ,zO世

纪则属于加拿大
”
[zO](侣 8页 )。

三 二战后的加拿大反美传统

二战后 ,尽管加拿大努力想维持传统的英功口关

系 ,对抗美国的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同化作用 ,但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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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国衰落 ,美国崛起 ,传统的英、加、美北大西洋

三角关系荡然无存。此前 ,加 -美关系一直属于传统

的英、加、美北大西洋三角关系的组成部分 ,而现在 ,

加-美关系则完全变成了加-美双边关系 ,加拿大将

不得不独立面对美国的威胁和挑战。

进人 ⒛ 年代 ,由 于中东石油危机的影响 ,加 拿

大经济出现衰退。魁北克省的独立趋势 日益加强 ,

阿尔伯塔省作为日益重要的产油省份 ,也开始挑战

加拿大联邦政府 ,尤其是美国大量资本的涌人 ,加 拿

大的经济、文化、政治的独立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危

机。从某种程度上说 ,七 八十年代是加拿大生死攸

关的⒛ 年[?0](63— 64页 )。 在这种情况下 ,加拿大

的反美情绪空前高涨 ,积极推动加拿大联邦政府 ,从

投资、文化(贸 易三个最为重要的方面狙击美国影

响 ,维护国家的独立与完整。下面就七八十年代加

拿大最具代表性的三个政策 (《 时代/读 者文摘法

案》,《 国家能源法案》以及《美加 自由贸易协定》)

的出台背景 ,来 阐述加拿大文化中反美传统在这一

阶段的特点。

3.1 《时代/读者文摘法案》:反美传统在文化

领域的抗争

加拿大地广人稀 ,广播和出版物一直是把加拿

大国民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因此 ,可 以说加拿

大是最重视广播事业的国家。战后 ,加 拿大经济腾

飞 ,加 拿大人要求发展自己独立的经济、文化的呼声

日益高涨。然而 ,地广人稀 ,区 域主义 ,尤其是无孔

不人的美国文化影响 ,都成为加拿大形成和发展自

己文化的巨大障碍[2丬 (58-68页 )。 加拿大参议院

特别委员会在 1970年 的报告中指出 ,“ 如何维护加

拿大文化的独特性将是我们这一代加拿大人面临的

最严峻考验 ,只 有调动一切所能调动的力量 ,我们才

可能 ,也能够维护加拿大文化的独特性
”
[zz](m

页)。 而美国的《时代》、《读者文摘》在加拿大所享

有的税收优惠政策 ,则 成为反美文化浪潮的首要目

标。

这种强烈的文化反美情绪其实是长期以来美国

文化过多侵人加拿大的必然结果 [23][24](xxv—

xxvii页 )。 1968年 加拿大的《广播法》规定 ,“ 加拿

大要建立自己的广播电视系统 ,不仅更好地服务于

加拿大人民,更重要的是促进加拿大白己的广播事

业和加拿大文化
”
[zz](ω 页)。 1971年 加拿大电视

广播和远程通讯委员会又向参议院提出一系列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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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要求加强对边境电视广播的管理 ,其 中包括禁止

一些美国电视广告进人加拿大 ,同 时修改税法 ,以 达

到狙击美国文化人侵的目的 [25](29页 )。 虽然美

国国务院对这些措施表示了强烈抗议 ,甚至国务卿

基辛格也十分关注此事 ,加拿大还是最终于 19乃 年

通过了《时代/读 者文摘法案》,从各方面对美国的

杂志进人加拿大作了诸多的限制。这是战后加拿大

反美文化的一大胜利。

3.2 《国家能源法案》:反美传统在投资领域

的抗争

加拿大从成立联邦之 日起 ,就面临着外资比重

过高的问题。在一战前 ,尽管外资的直接投资也占

了一定的比例 ,但是 Ts%的外资来 自宗主国英国 ,

并且主要是以有价证券的形式持有的[2刂 (2gO页 )。

二战后 ,最主要的投资则来自美国,并且主要是直接

投资。这种外资的变化在加拿大引起了极大的不

安 ,因 为被美国拥抱则意味着加拿大有可能失去自

已的独立和文化特征。于是 ,反美传统再一次在投

资领域找到了舞台。

大量外资的涌人 ,尤其是美国资本的涌人给加

拿大经济造成许多负面的影响。据 19“ 年的统计 ,

外国资本控制了加拿大制造业的ω%,石油天然气

业的⒕%,其 中TO%—80%是美国资本。美国资本

利用加拿大的资源来发展 自己的产业 ,而不是发展

加拿大的产业 ,因 而严重地制约着加拿大产业的发

展 ,不仅加剧了加拿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稳

定性 ,还可能使加拿大的失业和财政收支恶化。一

个比较有力的数据是 ,加 拿大是世界上外国资本渗

透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国家 ,人 均使用外资为

1700美元 ,将近美国的⒛ 倍 (美 国人均使用外资为

88美元)[13](173页 )。 外资 (尤 其是美国资本 )在

加速发展加拿大经济的同时 ,已 经严重威胁到加拿

大的国家独立与民族特性 :加 拿大人民发出了控制

外资(主要是美国资本)的呼声。1972年 ,加拿大著

名的《多伦多星报》的民意测验就非常明确地反映

了这-变化 [26]。 值得注意的是 ,加拿大人对美国

资本的态度表现除了强烈的民族情绪 ,从 1961年到

19gT年 zO多年的时间里 ,加拿大一直有超过 50%

的人认为美国在加拿大投资过多[27]。

通过立法 ,限制美国资本已经是势在必行 ,加上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大力推动 ,加拿大于 19gO年宣

布实行《国家能源法案》,主要是提高加拿大国家资

本在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的占有率 ,把一些事关 国民

经济命脉的产业收归国有 ,从而为保障国家独立奠

定经济基础 ,反 美传统在投资领域取得了初步的胜

利。

3.3 《美加 自由贸易协定》:反美传统在贸易

领域的抗争

加拿大素来以贸易立国,其经济发展走的是一

条以自然资源为基础、以国际贸易为基本导向的发

展道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之一 ,其人口不

到 3100万 ,但加拿大的进口约占世界市场的 4%,

出口商品和劳务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0%。 1995

年 ,加 拿大的对外贸易总额为钾88亿加元 ,占 国民

生产总值 的比例 由 1994年 的 饱。3%上 升到了

61.4%,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3](1m页 )。 贸易可以

说是加拿大的生命线。

一战、二战以前 ,加拿大处于英、加、美北大西洋

三角关系中,其 贸易对象主要为英国和美国:总的

说来 ,加拿大从美国的进口贸易超过其所愿 ,但是对

英国的出入口贸易却恰恰相反。加拿大总是用从英

国赚取的盈余去偿付对美国的欠款 [28](60页 )。

也就是说 ,“ 加美两国间不平衡的经贸关系在平衡

的英、加、美北大西洋三角关系中找到了缓冲空间
”

[1](33页 )。

二战后 ,加 拿大历史上的这一缓冲空间随英国

的衰落而荡然无存。加拿大在逐渐融人北美经济的

同时 ,仍然努力维系同英国的经贸关系 ,以 此来抗拒

美国经济的巨大吸引力和同化作用 ,同 美国紧密的

经贸关系完全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但是无论加拿大

联邦政府多么努力 ,想要在维系同英国传统贸易的

同时 ,努力发展多边合作和贸易 ,以 摆脱对美国的过

分依赖 ,这种努力在战后的国内和国际经济、政治环

境下是失败了[29](47-75页 )。 1937年 ,加 拿大对

英国的出口占出口贸易总额的 41%,进 口占进口贸

易总额的 19%;而到了 1957年 ,则 分别跌到了 19%

和 9%[29](21页 )。 1937年 ,加 拿大对美国出口为

37200万 加元 ,占 出口贸易总额的 们%,到 了 1957

年 ,这一数字跃到了“4100万 加元 ,占 出口贸易总

额的ω%。 同一时期 ,加拿大从美国的进口分别为

49000万 加元 (59%),和 399800万 加元 (71%)

[⒛ ](z3页 )。 在随后的六七十年代 ,加 美̄经贸关系

一直持续稳定地增长。

与此同时 ,加 拿大文化传统中的反美情绪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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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恐惧有增无减 ,加拿大⒛ 年代著名的总理特鲁

多提出了
“
第三种选择

”
,并努力推行

“
多边外交

”
政

策 ,即要在英国和美国之外力争寻求新的合作伙伴 ,

以减少对美国经济贸易上的依赖和外交事务对美国

的一味追随 [30](275-305页 )[31](zs5-289页 )。

所以在 19gs年 ,在特鲁多的继任者 Mulr。ney宣 布

将同美国进行自由贸易谈判 ,随后于 1988年 同美国

签订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 ,加 拿大举国上

下对此一片哗然。其深刻的历史、经济和文化背景 ,

概括起来有以下两点。

第一 ,加 拿大从成立联邦之 日起 ,在 贸易领域

内,就有着强烈的反美传统。加拿大联邦的第一位

总理麦克唐纳德的《国家政策》以及 1911年 加拿大

大选中对美自由贸易的激烈反对 ,都是这种传统的

体现。但是 ,从纯粹经济的角度来说 ,自 由贸易对加

拿大又有实实在在的好处 ,因 而成为一种必要。正

是这种对美贸易分歧 ,体现了加拿大历史文化的一

大悖论。Clin对 此有非常精辟的论述 ,认为对美国

的自由贸易截然不同的反应 ,说到底就是加拿大文

化中实用主义与完美主义冲突的现实体现。一方

面 ,加 拿大和美国同处北美大陆 ,有几千公里的互不

设防的边界线 ,加 拿大有超过 TO%的人口都居住在

加美边境 100公里以内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往来

和经贸发展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从实用主义的考

虑出发 ,北美经济一体化确实有利于加拿大的经济

发展。另一方面 ,加 拿大和美国的人口、经济、军事

力量的对比悬殊太大 ,再加上加拿大的经济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出口,对美的自由贸易就不

可避免地与文化生存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32](213页 )。

因此 ,Mulroney一 宣布将同美国进行 自由贸易

谈判 ,就在加拿大国内激起了轩然大波 ,遭到了民族

主义者的强烈反对。民族主义者认为 ,“ 同美国全

方位的自由贸易 ,会使加拿大联邦政府丧失对国内

自然资源和外资的调控能力 ,从而扼杀加拿大国家

独立的可能性 ,加 拿大最终会丧失 自己的文化和政

治的独立性 ,成为美国的第 51个州
”
[” ](Ⅱ 1-11z

页 )。

第二 ,进人 TO年代后 ,加 拿大的联邦政府面临

前所未有的危机。首先 ,19Ts年 的中东石油危机结

束了加拿大战后长期的经济繁荣 ,经济增长放慢 ,通

货膨胀高达两位数 ,失 业人数以一直居高不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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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盛产石油和天然气的西部省份与魁北克联手 ,挑

战联邦政府 ,要求把权力下放到省政府。最后 ,1976

年 11月 ,以 莱韦斯克为首的分裂主义的魁北克人党

在魁北克的大选中取得胜利后 ,魁北克的分裂主义

趋势日益加强。一切都使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回旋余

地大大减少 ,限制了选择的能力。多边主义的失败

更是雪上加霜 ,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已经是没有选择

的选择 [20](65-67页 )。 从 19M年到 1988年 《美

加自由贸易》签订前夕 ,支持率从最高点 78%跌 到

了 辊%,而 反对率则从 17%一直攀升到了 狃%

[22](1zB页 ),加拿大的民族主义对美加自由贸易的

反对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但是 ,由 于不能拿出一套

切实可行的经济贸易政策来替代《美加自由贸易》,

策略上处于下风 ,《美加自由贸易》最终在加拿大人

民的一片争议声中通过。加拿大在实用主义与完美

主义面前 ,痛 苦地选择了前者。

综观以上的三大法案 ,可 以看出战后加拿大的

反美传统的一
些特点。首先 ,它是民族主义的重要

组成部分 ,并积极上升到国家政策的层面 ,抗击美国

的文化侵蚀 ,为确保加拿大国家的独立奋斗。其次 ,

在抗击美国经济、文化侵蚀的斗争中,可 以说是有得

有失 ,喜忧参半。总的来说 ,在文化领域内比较成

功 ,而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则差不多是劳而无功。最

后 ,反美传统在战后美国经济和文化的双重侵蚀下 ,

可以说是前途未 卜。

四 结论 :辉格依旧 托利依旧
^加

拿大的反美传统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经历

了深刻的变化。首先 ,在一战、二战以前 ,加 拿大和

美国的关系处于英、加、美的北大西洋三角关系中 ,

这种反美传统是同忠英、亲英紧密联系在—起的,保

持英国的传统不仅是感情上的需要 ,也是防止美国

吞并的必要。一战、二战以后 ,传统的英、加、美北大

西洋三角关系荡然无存 ,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也完

全演变成为单纯的加美双边关系 ,虽 然军事吞并和

占领的可能性已经变得微乎其微 ,但加拿大却面临

了来白美国无孔不人的经济、文化的侵蚀 ,反美传统

于是主要体现在抗击美国经济、文化侵蚀的斗争中。

其次 ,在 1988年 《美加 自由贸易》签订后 ,加拿大和

美国的经贸关系空前紧密 ,北美经济一体化的趋势

日趋明显 ,如何在同美国维持精密经贸合作关系的

同时 ,确 保加拿大自身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独立性 ,

成为巨大的难题 ,加 拿大的反美传统和民族主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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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是任重而道远。但是 ,无论美加关系多么紧密 ,它

都不能抹杀加拿大与美国在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巨大

差别。《泾渭分明 :论美加价值观念和传统》一书写

到 :

美国文化深受古典 自由主义 ,辉 格思想和

民粹主义的影响 ,以 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导向,具

有变动不居的特点。加拿大文化则扎根于托利

主义的土壤 ,深 受重商主义的影响 ,注 重群体价

值 ,尊 重权威 ,较 为静态化。加拿大可以说是具

有强烈社会主义色彩的君主制国家。[33](212

页 )

对于加拿大的历史和文化 ,加拿大 ⒛ 世纪最著

名的文艺评论家弗莱是这么论述的 :

一个国家的身份和独特性就是 (而 不是存

在于 )它 的文化 ,而 文化是一个 多层次的结构。

第一个层次是生活方式和习俗。在这一层次

上,加拿大(英 语加拿大和法语加拿大)事 实上

很早以前就同美国难分彼此了。文化的第二个

层次是文化身份和文化的独特性,它 是传统和

历史的产物,包 括经济、政治、宗教等具有 自身

鲜明特色的国家结构 ,并 且共同塑造一个国家

的意识形态。最后一个层次是一个国家所独有

的创造力的体现。⋯⋯加拿大国家的概念只能

在第二个层次,也 就是加拿大自己独有的历史

和传统中去寻找。[34](191— 193页 )。

正如弗莱论述的那样 ,在北美经贸高度一体化

的今天 ,正是加拿大历史文化中的反美传统 ,把加拿

大同美国区别出来 ,显 示出加拿大文化的独特性。

因此 ,对加拿大反美传统的源流、发展、演变的研究 ,

不仅有助于了解英、加、美的北大西洋三角关系和加

美关系的演变 ,更能揭示加拿大文化的特点和内涵 ,

进一步理解加拿大文学文化的主题——生存。

注释 :

①我们今天所说的加拿大 ,在美国革命时期主要包括新斯科舍(Nova scotia)、 魁北克(Quebec)、纽芬兰岛(Newfoundland)和 圣

约翰岛(1he Island of s西 m John)。 加拿大联邦成立于 1B臼 年,包 括安大略(魁北克、新不伦瑞克和新斯科舍 ,后 来各省逐渐

加人 ,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加拿大。下文为简便起见 ,在 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之前仍把这些英属殖地统称为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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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Ⅱ A111erican Tr引山tion in Canadian Culture

LI Jie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1ogy, Chengdu, Sichuan610054, China)

AbstraCt:As an essential ingredient in Canadian culture, antiˉ American tradition helps to articulate

the Canadian-ness。  Accordingly, studies of this tradition hopefu11y throw hght on the No⒒ h Auantic rela-

tions of Britain, Canada and America。  From it also deriv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urvival as the

cuhural symbol in Canada, and the national evolution through which Canada gradually comes to its leghiˉ ,

macy。

Key words:antiˉArnerican tradition; survival; Canadia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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