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进步主义能拯救美国吗？

———简评帕特南教授等新著《上升趋势》

李海默


［内容提要］　本文简要介绍了哈佛大学帕特南教授等人２０２０年所著 《上升

趋势：一个世纪前美国人是如何走到一起来的以及我们如何才能再次做到这一点》

一书，分析了该书的各项优劣之点，并将该书与别的若干新出相关研究进行了一

定程度的比较衡量。总体而言，该书为我们理解今日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提供了

新的思维和观察点，也充分揭示出美国当代政治极化必须要通过全盘改进、输入

新理念的方式方有可能得到有效缓解，局部的小修小补是很难真正起作用的。

［关键词］　帕特南　美国政治　政治极化现象

在笔者２０２１年２月刊于上海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的 《萧条谢幕之后，特朗普风

潮会卷土重来吗》一文中，曾有这样一段话：“美国政治和历史学界很多学者倾向

于认为２０１５年以来的美国政治运行模式非常像镀金时代 （ＧｉｌｄｅｄＡｇｅ）曾发生过

的那段往事。镀金时代，处于美国历史中的南北战争时期和进步时代之间，时间

上大概是从１８７０年到１９００年。普遍认为这个时代的代表特征就是南北战争之后

的充满贪婪和政治腐败的美国政府。”① 关于这种比拟，笔者近日读到一部作品，

提供了别样的思路取向，谨此与大家略做分享。



①

李海默，美国休斯敦大学政治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

关于此点，亦可参阅李海默 《美国政治极化现象的另一种观察》，刊于观察者网，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ｇｕａｎｃｈａｃｎ／ＬｉＨａｉＭｏ／２０１８＿０４＿０６＿４５２７８６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８－０４－０６。



这部书就是哈佛大学帕特南教授 （ＲｏｂｅｒｔＤＰｕｔｎａｍ）等人所著 《上升趋势：

一个世纪前美国人是如何走到一起来的以及我们如何才能再次做到这一点》。① 帕

特南教授曾著有 《使民主运转起来》《独自打保龄》《我们的孩子》等名作，而这

本书则是他最新的一部作品。

帕特南等分析相关数据后指出从镀金时代 （ＧｉｌｄｅｄＡｇｅ）到当代美国，１２５年

间大致呈现一个山型曲线，作为山脚的镀金时代和当代美国都是强调个体当先

（Ｉ），② 而作为山顶的２０世纪中期美国则是强调 “我们” （Ｗｅ）的价值。帕特南

等指出，山顶时期的２０世纪中叶之美国贫富阶层之间的差距相对来讲为最小，对

于贫者阶层的社会扶助项目投入则最大，政治极化现象相对而言为最轻，民众之

间彼此最为团结。③ 帕特南等认为，自２０世纪中叶到现如今的美国，这些关键指

数一直在走下坡路。帕特南等使用经济不平等性、政治党派极化互斗、社会资本

走向、文化上的自恋性四大框架进行分析，均发现２０世纪中叶可以说是美国的黄

金时代，而处于两头的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和２１世纪前期，④ 则是明显的衰落期

低谷，充斥着激烈的党派恶斗、非常深远的经济与社会性不平等及各种各样的失

范现象。在帕特南等看来，美国进步主义时代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Ｅｒａ，大致是 １８９０—

１９２０年间）所倡导的所谓社群主义导向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可能是将美国带离镀金

时代之沉沦而振翅跃起的关键力量。广义而言，中国知识分子所熟知的胡适的老

师杜威 （ＪｏｈｎＤｅｗｅｙ）教授也属于此一社群主义导向潮流之一翼。所谓进步主义⑤

的核心号召，即遏制金权政治 （ｐｌｕｔｏｃｒａｃｙ），反对以交换商品或服务的方式来得

到政治支持，希望能通过持续不断的进步而达到更广泛的平等、不同党派间的合

作、人民大众间的联结与互助互利。同时，进步主义运动亦有趋向民间草根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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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ＮａｔｈａｎＪＫｅｌｌｙ的研究也指出，当前美国贫富阶层之间的差距应是自２０世纪初以来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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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许多改革措施的最初发动来源不在精英云集的华盛顿或常春藤名校，而

是兴起于一些普通平凡的美国小镇上。① 帕特南等亦指出，镀金时代里美国的经

济、社会和政治生活都衍生出了高度的复杂性，使得普通的民众感到茫然无所适

从，从而产生灰心丧气、不满无奈之感。而进步主义范式新风的到来，主旨正是

在于提高个体的智能及对自身生活的掌控能力，以期重振普通民众对社会生活的

积极参与。镀金时代情况的改善是这样开始的：在镀金时代末期，一大堆亟待改

革的新议题浮上水面，充斥着美国政治场域，包括长者、无业和残疾人士的保险

问题，累进税的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劳动法问题，反垄断问题，女性投票权问

题，选战相关事务的财务改革问题等，而传统大党在这一系列改革问题上的表现

都远不尽如人意，导致不少持第三党立场的候选人纷纷出现并受到社会关注。最

初的时候，支持改革的主要力量是来自民主党的进步主义势力一系，但到２０世纪

初叶，共和党中的西奥多·罗斯福 （Ｔｅｄｄｙ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开始全力支持进步主义议

程，导致共和党也分化为建制派一翼和进步主义势力一翼。这种跨党派性质的对

进步主义议程的提倡和支持，最初开始于１９世纪８０—９０年代，但那时还仅只限

于各州和地方的层面，要到２０世纪初年才随着西奥多·罗斯福的崛起而蔓延至全

美和联邦层面。通过西奥多·罗斯福这样的人物，进步主义议程弥漫于两大主要

政党，并最终改变了两党的面貌，到１９１２年时三大主要总统候选人 （当时西奥

多·罗斯福以第三党身份参选）皆宣称其路线是进步主义范式的，尽管实际上他

们所持政见各有不同，但他们的确都支持反垄断立法，并支持联邦层级的累进所

得税。尽管西奥多·罗斯福在１９１２大选并未胜出，但帕特南认为他的政治主张深

刻影响了当选的威尔逊政权，并于后来影响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以至于更

久远的美国政治史进程 （进步主义时代开始后主要改革性质法案的通过往往皆获

有两大党同力支持）。②

同时，在帕特南等看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兴起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包括校

园暴力、民权运动、都市暴动、反对越战示威、刺杀政治人物等，最终促发了下

滑轨迹的开启。６０年代释放出的是自私精神、以自我为中心的自赏以及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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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书中所给出的美国１８９５—２０１５年间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情况走势图

的趋于原子化个体现象，人人都变得自以为依靠，为了追求自我利益实现而不择

手段。２０世纪４０—５０年代那个以层累渐进式的进步主义和社群主义为显著标识的

美国黄金时代，也逐渐随之崩蚀，最终完全褪色消散。帕特南也指出，在２０世纪

４０—５０年代，大多数的两党支持者在大多数时候都倾向于信任政府，不管执政的

是哪一个党派。但是，从６０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度从整体上

开始下滑，特别是当执政党与受访的个体民众所倾向支持的党派不一致时，这种

不信任感表现得尤其显著。１９６４年，美国普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有７７个百分

点，但后来的十多年里经过越战、水门事件、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一系列种族与经

济议题风波的洗礼之后，这一数据到１９７８年时急剧跌落只剩２９个百分点。此后，

虽在里根与克林顿总统任内有小幅反弹，但却一直都没有根本性的扭转和起色，

进入２１世纪后更是长期低迷。随之派生出的就是广泛存在的犬儒主义范式的愤世

嫉俗 （ｐｕｂｌｉｃｃｙｎｉｃｉｓｍ）与政治上强烈的异化和疏离感。① 实际上，将６０年代定为

衰落趋势分水岭的其实远不止帕特南。美国学者查尔斯·默里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Ｍｕｒｒａｙ）于其２０１２年的著作②中就已表达了相当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即使仅

仅只关注美国白人社会，从１９６０年到２０１０年之间的逐步衰败也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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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勤勉、诚实、信仰宗教、忠实于婚姻这几个关键层面，白人社会都一直处于不

断下滑的状态。

一　与若干其他新出研究间的比较分析

拿这本书和二十年前的帕特南名著 《独自打保龄》相比较，是很有趣味的。

比如，在 《独自打保龄》中，帕特南感叹的其中关键一点就是美国公众对政治参

与的热情下降。数据表明，近几年来美国公众对投票的热情比几十多年前的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增长了至少１０个百分点以上，但是新的政治剧烈极化现象却随之而来。

也就是说，政治参与热情看似增长，政治极化现象却接踵翩然而至。此书也指出，

极化现象与此书所表彰的２０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新风可谓背道而驰，因为后者强

调的是真正的创新，亦即超越于意识形态藩篱网罗之上的创新，而前者则正好会

排斥那些试图开创新局 （而不拘泥于刻板的左右分野）之举。① 美国学者克里斯

汀·劳林 （ＫｒｉｓｔｉｎＬａｕｒｉｎ）等人最近的研究就指出，在一定范围内，政治极化也许

能带来正向效应，但如今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已明显失控，不同政见立场的各方

无法实现调和共进，导致通过政治程序已无法及时有效处理社会问题。而他们预

测未来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走向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极化现象仍将不断被强化，

尚未见其上升轨迹的尽头；二是极化现象可能已于近期到达高点，今后或许会有

所回落。② 两种可能性俱存在，足可见美国内部面临的问题和压力都是极大的。③

不过，帕特南等也明确谈到了所谓钟摆效应用之于物理现象和解释人类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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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在２０２１年 ８月初笔者完成此稿时，ＦｉｖｅＴｈｉｒｔｙＥｉｇｈｔ预测的拜登的民众普遍支持率是
５１５％，面临的反对率是４３４％，这样的数字足以说明美国当前社会尖锐的极化现象 （因为仅从理论上说，

拜登的抗疫措施比特朗普强得多，但事实则是明显大批美国人对拜登的治理并不买账）。所谓极化的核心特

征正是正反两方力量相当，互不相让，针尖对麦芒，持久拉锯。Ｇａｌｌｕｐ在这方面测得的民调显示得更为明
显，参见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ｇａｌｌｕｐｃｏｍ／ｐｏｌｌ／３５２７３３／ｂｉｄｅｎａｐｐｒｏｖａｌｄｒｏｐｓｌｏｗｅｓｔｄａｔｅａｓｐｘ；亦可参见李海默 《为什

么拜登百日执政民调表现不佳？》，澎湃新闻，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２４３７４５６２０２１－
０４－２９。



不同之处。物理现象中钟摆效应的复归是理想化和几乎注定发生的，其轨迹是

非常完美的，但在人类社会中，不可能实现这样的状态，所有的轨迹描摹都是

时断时续的，有时会发生剧烈变化，有时会发生长期停滞，而且更重要的是人

类社会的运行轨迹最终是取决于人类展现的智能和领导力，因此，趋势性的变

化并非必然会发生，而全视乎具体时段里的人类能力 （尤其是当政者的领导力）

表现状况。①

帕特南等对于进步主义的描述颇为一厢情愿，充满溢美之词。他们将进步主

义定义为一种道德上的重新醒觉 （ａｍｏｒａｌ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据说通过那种基于社群主

义理念的进步主义，不同的意见分歧可以逐渐得到弥合，人们也会变得更少考虑

自身得失，转而更多关心彼此之间所应做到的相互照应与扶助。在帕特南等看来，

在２０世纪初叶，美国进步主义接续于民粹主义的兴盛之后而发生，主要的竞争对

手是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而只有强调缓进与稳步改革 （ｓｌｏｗａｎｄｓｔｅａｄｙｒｅｆｏｒｍｓ）

的进步主义才得以与所谓 “美国价值”实现接轨。当时的进步主义者们懂得政治

上妥协的重要性，他们既强调社群主义理念，强调保护弱势群体和较为衡平的经

济发展，同时又保护私有财产与个体自由，只在既有体系内寻求变革。即使帕特

南等的这种归纳并不全错，② 但无疑也是过度地渲染了２０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实

际扮演的角色和发生的效力。当然，帕特南等确有充分注意到２０世纪初的美国进

步主义运动乃是一场由白人中产阶层所主导的运动，不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充斥

着种族隔离与白人至上的偏见，因此，帕特南等强调２１世纪的新进步主义运动应

注重平等与包容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并争取要在这些原则上不打折扣。看起

来帕特南等在这方面所做的大量论述与铺陈似乎主要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立

论中所暗含的保守主义取向和理路，因此希望能在大的结论上做一些限制和区隔，

使他们不要被读者视若仅仅是为保守主义理念张目而已。另外，在帕特南等的笔

下，其实保守主义也的确并不扮演特别光彩的角色，按帕特南等的描述，艾茵·

兰德 （ＡｙｎＲａｎｄ）、哈耶克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ａｙｅｋ）、密尔顿·弗里德曼 （ＭｉｌｔｏｎＦｒｉ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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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认为美国进步主义时代有两大特征：第一，强调优质而高效的政府公共治理；第二，强调弥

平阶级之间激烈的对立冲突，相比于提高穷人生活水平，更为关注的是抑制富人阶层的骄横和放纵，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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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等人所宣扬的带强烈自由意志主义色彩的保守主义，使得美国保守主义思

潮日渐将自身与 “个人主义”取向相挂钩。① 实际上，与其说此书是为保守主义

辩护，不如说此书是希望促使当代自由主义思潮去接受若干的保守道德理念，为

己所运用，比如该书就花费了不小的篇幅谈当代左派世俗进步主义分子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ｓｍａｌｌｐ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ｓ）不应随意斥绝来自宗教和道德领域的话语论说，而是应建立

某种 “统一战线”，使那些宗教论说能为己所用。

帕特南等盛赞进步主义时代，将进步主义时代的最大特性说成是相信 “普通

人团结起来能改变历史发展进程”，然而，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一大核心特征就是

规管型国家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ｓｔａｔｅ）和专家式政治的建立，② 而这些特质在今日美国其

实并不一定真的有效。按照最近美国政治学者斯蒂芬·斯科罗内克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Ｓｋｏｗｒｏｎｅｋ）和约翰·迪尔伯恩 （ＪｏｈｎＡＤｅａｒｂｏｒｎ）等人合著的新书 《被围困共和

国中的两个幽灵：深层政府与一元型总统制理论》（ＰｈａｎｔｏｍｓｏｆａＢｅｌｅａｇｕｅｒｅｄ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ＴｈｅＤｅｅｐ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ａｒｙ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③ 所指出的那样，今日美国人实际

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是根深蒂固的所谓官僚体系 “深层政府”，意欲阻挡民意的实

现，并减低民选政治领袖的权威；二是试图压制住理性与法制声音的一元型总统

制理论 （尤其以特朗普为代表）。这两重挑战就是使美国政治陷入重围的两个幽

灵，这两者互相对战叫骂，同时又互相勾连，在斯科罗内克等人看来，其实就是

同一病灶在两个不同层面的不同展现，本质上乃是一体。斯科罗内克等人警告，

如这两个 “幽灵”现象不被妥善处理，其紧张对立关系甚至可能撕裂整个美国政

治，造成严重后果。斯科罗内克等人丝毫无意为所谓 “深层政府”进行开脱，在

他们看来，当代美国日常政治中的官僚规管型体制确实是客观存在，而且也确实

植根很 “深”。④ 因此，当代美国真的需要更多的规管与专家政治吗？这本身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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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问题。另外，帕特南等盛赞进步主义时代的上扬效应，却似乎完全没有注意

到，在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政治场上扮演主导角色的乃是共和党，而非民主党。

正如耶鲁大学法学院杰克·巴尔金 （ＪａｃｋＭＢａｌｋｉｎ）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本来到

了１８９６年时，自美国内战以来长期主导美国国内政治的共和党看起来似乎气数将

尽，应轮到民主党振起。然而，民主党却白白坐失了机会，由共和党的麦金莱

（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ｃＫｉｎｌｅｙ）主导，改变其政纲路线，致力于吸引城市工人和其他专业技

术领域人士的支持，扩大了共和党的民意基础，使得共和党继续统领主导美国国

内政治３０余年 （其间虽１９１３—１９２１年总统职位由民主党人威尔逊担任，但并未

改变共和党主导局面），直到罗斯福新政开始方才告终。① 仅这一条，便与今日美

国共和党的情况大相径庭，可见历史就算可能相似，却绝不可能完全雷同。同样

的道理，在帕特南等所艳羡的 ２０世纪中期的美国，非拉丁裔白人占人口总量

８７５％，黑人占１０％。② 而目前的美国最新人口统计数据则显示，非拉丁裔白人

占人口总量６０１％，黑人占１３４％，亚裔占５９％，拉丁裔占１８５％。③ 这两个

数据对比，无疑显示美国经历了十分重大的人口结构变革，故而社会整体面貌也

必定有极大之不同。如果确如帕特南等人所指出的，美国走出镀金时代泥淖凭借

的是超党派的进步主义范式共识，那今日美国连是否存在这样一个超党派共识都

成疑问，遑论其余。即便真的存在共识，会不会就是所谓民粹主义思潮呢？即便

不是民粹主义，就一定会是某种新的进步主义范式共识吗？借助社交媒体的神奇

力量充斥泛滥于今日美国社会的假信息、阴谋论和犬儒主义思潮，④ 是否又会造

成本质性的异化？凡此种种，皆是未解之问题。正如美国政治学者詹姆斯·莫

罗内 （ＪａｍｅｓＡＭｏｒｏｎｅ）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今日美国政治场上的喧嚣争吵

本身并不算得上是新现象，真正的新现象是泾渭分明的两党彼此战线。尤其是，

在这战线上截然对立着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关于 “我们是谁？美国为何？”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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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认同界定。①

我们亦可将此书论点与美国政治学者杜如松 （ＲｕｓｈＤｏｓｈｉ）新著 《长期博弈》

（ＴｈｅＬｏｎｇＧａｍｅ）相比较，杜如松认为，“上世纪美国发生过４次衰退主义浪潮，
第一次是１９３０年代的大萧条。但经过罗斯福的新政计划重塑了美国。到战后美国

又回到了最佳状态。”② 第二次出现在１９５７年，当时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史普尼克１号”，但之后美国建立了联邦支持的科研和教育机构，使其在后来数
十年里成为太空科技领导者。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７０年代的第三次衰退主义浪潮

最为漫长，美国经历了社会动荡和政治暗杀：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和停滞性

通胀的到来，尼克松被弹劾和南越政权的倒台。但是，最终这些事件带来了调整

和更新。社会动荡推动了民权改革，弹劾行动重申了法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

溃带来了美元的统治地位，越战的失败结束了征兵，苏联入侵阿富汗加速了其崩

溃。第四次衰退主义浪潮发生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以工业侵蚀、贸易逆差和
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为特征，促使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宗加斯 （Ｔｓｏｎｇａｓ）在竞选总统
时提出 “冷战结束，日本赢了”的口号。但是，美国还是成功地利用信息技术革

命，使其被誉为无与伦比的超级大国。现在，美国处于第五次衰退主义浪潮中。

但杜如松仍对美国相当有信心，他宣称：“美国的软实力来自其开放的社会和公民

的信仰。乔治·弗洛伊德 （ＧｅｏｒｇｅＦｌｏｙｄ）遇害事件发生后的抗议活动，实际反映

了公众为实现美国创始价值观而进行的斗争，这种价值观吸引了全球观众。”③ 杜

如松引述政治学家亨廷顿 （ＳａｍｕｅｌＰ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的话说，每一次美国的衰退都
展示了这个国家 “一个不寻常的自我纠正能力”。很明显，杜如松的书比起帕特南

等的来，要更为意识形态先行 （也可以说充斥着更多的陈腐 “美国例外论”腔

调），因此也明显更不可信，但是即使是杜如松这种带有 “吹捧”性质的研究，

也至少在三个点上与帕特南相呼应：一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７０年代的衰退主义浪
潮扮演的角色位置可称至关重要；二是现如今的美国确确实实处在一种衰退的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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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之中，有待振起和自救；① 三是他们都认为罗斯福新政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情况

有明显的救援效果。

而帕特南等人在此书里所做的研究，从总体层面无疑比杜如松的要更为可信

一些。

二　此书存在的一些盲点

让我们再回到学术范式的讨论上。从严格的社会科学角度来讲，帕特南等承

认他们对于整个现象的因果关系逻辑并没能完全搞清楚，哪些是因，哪些是果，

并不完全清晰。② 帕特南等所致力反映的主要是一种较为宏大的历史叙事场景。

帕特南等讲的较多的是政治理念和社会思潮上应发生的变化，但即使这些变

化真如帕特南所期待的那样发生，是否就能有效改进当前美国政治严峻的极化对

立现象，改变美国日益显著的 “金权统治”格局，③ 很大程度上仍是未知之数。

美国学者约翰·赛德斯 （ＪｏｈｎＳｉｄｅｓ）等人针对 ２０２０年总统大选的研究指出，

２０２０年总统大选与其说是促使美国各界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其国家面临的挑战———

包括新冠疫情大流行、乔治·弗洛伊德 （ＧｅｏｒｇｅＦｌｏｙｄ）被谋杀案和国会山骚乱

等———实际上，这一系列挑战反而是更进一步加剧了分歧。④ 另外，所谓进步主

义，在当代美国政治光谱中无非只是民主党内 “中间偏左”派系 （Ｃｅｎｔｅｒｌｅｆｔｆａｃ

ｔｉｏｎｓ）中之一翼，其是否真能主导整个民主党尚存极大疑问，更遑论在政治极化

现象十分尖锐的当代美国是否能为广大社会公众所广泛接受。帕特南等人抨击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美国政治与社会的走向衰颓，但当代美国政治语境中现有的这种 “进

步主义”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那些运动关系牵连甚深 （当然，其自身一般不愿意

承认或强调这种牵连⑤）。

很有趣的一点是，帕特南等人对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美国走势的解读，与美

国广大公众的一般性看法是有很大不同的。按照盖洛普民调 （Ｇａｌｌｕｐ）提供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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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１９６２—２００１年美国公众对美国全球形象与全球地位的满意度几乎一直在爬升，

从４４％最高升到７１％，但２００１年之后出现剧烈的震荡，且进入总体层面的下跌

轨道，到２０２１年时最低跌到只有３７％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时更跌倒只剩３０％①）。

按笔者的理解，很可能帕特南等的长线观察要比美国普通民众的一般感知来得更

靠谱，实际上，美国民众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直到２０世纪与２１世纪交汇处的四十年

自我感觉良好，② 也许仅仅只是一种对大趋势、大变化茫然无所体察的幻觉。

图２　１９６２—２０２１年美国公众对美国全球形象与全球地位的满意度 （％）

另外，若我们侧重于关注美国自１９６１年以来的 ＧＤＰ年增长率，则确实亦能

看到整体上该长线数据呈现逐渐下滑的趋势走向。③ 似乎也远远应和着帕特南等的

结论。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美国最有钱的１％人口只

占有其社会２５％的财富，但是在当代美国最有钱的１％人口已占有全社会４０％的

财富；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全社会范围而言下一代的子女们收入多于上一代父母

收入的比例大约是９０％，到今日这一比例已下降到只有５０％左右。④ 此外，帕特

南的研究也与美国学者詹姆斯·坎贝尔 （ＪａｍｅｓＥＣａｍｐｂｅｌｌ）对当代美国政治极化

现象的分析相呼应，坎贝尔认为当前美国政治极化的根源并不在于党派极化或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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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渲染，而实际上起源于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美国广大公众中以自下而上 （ｂｏｔ

ｔｏｍｕｐ）模式生成的彼此对立极化。①

图３　美国１９６１—２０２０年的ＧＤＰ年增长率 （％）②

具体到政治制度设计的层面，帕特南等亦很诚实地承认美国固有制度有若干

潜在问题，比如麦迪逊主义式 （Ｍａｄｉｓｏｎｉａｎ）的权力分立和制衡体系，联邦机制，

参议院冗长发言阻挠议事 （ｓｅｎａｔｏｒｉａｌｆｉｌｉｂｕｓｔｅｒ）机制，政策制定程序中的多个

“合法反对节点”，两党复杂博弈程序等，皆使得美国政治人物在表决公共政策时

更容易说 “不”。③ 但是，帕特南等并未就制度层面提出大刀阔斧的改革建议。相

形之下，美国知名政治学者特里·莫 （ＴｅｒｒｙＭｏｅ）等人就直白得多，他们认为，

美国政府当前绩效不彰的本质原因乃是由于整个治理体系过度老旧，缺乏实效和

领导力，因此他们抛出了一系列直接针对制度面做改革再造的建议。④ 而另一位美

国政治学者伊恩·夏皮罗 （ＩａｎＳｈａｐｉｒｏ）则认为如不能直接动手改变制度设计，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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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也应对美国主要政党的内部管治结构做更新和修缮才行。①

另外，帕特南等明显没有注意到进步主义在美国政治史上投射的若干其他阴

暗面。比如，２０世纪初的美国进步主义者们并不反对帝国主义的进路，甚至往往

支持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或至少在此类问题上保持默认的态度。因此，就算进

步主义对于美国内部的发展是较为积极正面的，但进步主义却未必会对别的国家

产生任何助益，甚至还可能带来灾祸。② 又如，美国学界的一般共识是，２０世纪

初的进步主义运动几乎完全没有削弱那些大财团企业的不断扩张的社会性、政治

性和经济性力量。③ 此外，我们也看到有评论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的美国社会

并没有一种清晰且强大的基于平等原则和社群主义理路的进步主义上扬势力存在，

更不必说工薪阶层的白人与进步主义力量 （主要是白人知识分子和各少数族裔）

之间存在一系列难以调和的矛盾。④

于是，针对这样的一部研究自然可以问，那历史终究是轮回的？还是一去不

复返的呢？新进步主义又是否真的可使美国重新振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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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新进步主义能拯救美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