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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化背景》

内容概要

介绍《美国文化背景》
由PrenticeHallRegents出版的第2版《美国文化背景》是一本从社
会价值观念的角度来介绍美国社会与文化的教科书，书中附有90年代
有关美国社会的各种最新数据、图表及民意测验结果：如合法移民的来
源及去向，美国主要的宗教信仰及其教徒的比例，群众关于谁应对污染
负责的看法，受歧视人群――妇女、黑人及说西班牙语后裔的就业比例
等等。
本书共有12章，每一章有：3～5个内容提示性的问题，即本章的
重点；课文及附图或图表；课文后面有本章的生词及英语解释。为了巩
固所学的各章内容，作者精心设计了与内容有关的各种练习：词汇练
习、课文理解练习、口语讨论题（大及小的问题）、调查美国人对一些
问题看法的题目、总结本章课文内容的填空练习。推荐了进一步了解各
章的阅读书目及电影名单。
尽管这本书是为在美国的外国人编写的，但是在美国国土以外，也
有许多教育机构和人们在使用它。人们通过这本书不仅学到了地道的语
言，更重要的是还了解到了美国的社会与文化，真是“一箭双雕”。因
为只有了解了美国的历史和文化，我们才能更好地和更深入地了解美国
人民，才能与美国人进行经验和思想的交流。在语言上，我们不仅可以
知道在什么场合该说什么，怎样说，还能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为什么
这样说的。这本书是我近来所看到的比较全面地介绍美国社会与文化的
书。我相信英语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可以从书中学到不少有关美国社会与
文化的新的信息与知识。
在这本书里，作者突出地提出了6个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社会价值
观念，这就是个人自由、自力更生、机遇平等、竞争、物质财富和奋发
图强。在各章里，如关于美国宗教、开拓边疆、高水平的生活、经商、
商业、联邦政府、种族、民族、教育制度、休闲时间、家庭等都是紧紧
围绕这几个价值观念，并从美国历史的发展角度来说明它们是如何形成
的，在各个历史阶段是如何反映的，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如何表现出来
的。
与中国相比，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她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
口稀少；是一个多种族、多民族的国家。一句话，美国人是由世界上各
个地区、各个国家的人民组成的，是一个移民国家。直到现在，每年都
有大批的移民进入美国。对美国多元化的文化有许多种说法，如“大熔
炉”、“色拉碗”、“马赛克”和“世界化的国家”等。这本书介绍了这几
种提法的时代背景。
这本书说明了美国为什么会像一块磁铁似地，每年吸引着大批移民
抵达美国。17世纪初期，第一批来自欧洲英格兰的移民是为了摆脱英
国国王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的统治来到北美这块“充满机遇的土地”
的。他们带来了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语言，在1776年建立了美
利坚合众国，1789年通过了宪法，宣布政教分离，在美国永远不会有
由政府支持的教会，教会的权限受到了限制。每个人都有信仰自由。正
因为如此，新教在美国得以发展。根据新教，每一个信徒可以直接与上
帝交流，并强调上帝帮助那些自助者。根据新教伦理，在现世受到上帝
保佑，来世上天堂的人，都是经过艰苦奋斗、发奋图强、生活俭朴而发
了财的人。美国人认为，正是因为新教将物质和宗教紧紧地结合起来，
因此美国近几百年才发展得这样快。在美国，商人得到尊重。人们认为
私营企业比联邦政府更有效率，因为它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因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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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更支持民主和自由。正因为有竞争力的商业与美国人们所想象的自由
紧密相连，美国人喜欢用“私营企业自由竞争”而不用“资本主义”来
讲述美国的商业体系。商业中的平等竞争被认为是在强化机遇平等的思
想。通过竞争取得成功和社会地位，被认为是取代按家庭出身来决定一
个人地位的最好途径，而从商的本身就是鼓励奋发图强。美国人不仅认
为经商是最快致富的办法，对个人有利，而且对国家也有利，因为通过
竞争，有更多的人富起来。在美国，人们始终对政府是表示不信任和怀
疑的，因为人们认为，政府就是要控制人民的自由，是自由的天然敌
人，尽管政府各级官员是人们选举的。所以美国宪法的条款明确提出不
允许政府做坏事，并建立了一个权力极为有限的联邦政府。新政府由3
个独立的部门――立法、司法和行政――组成，每个部门有明确权力，
可以平衡其他两个部门的权力。政府的功能就是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个
人的潜能和天才得以自由地发展。
就是这些美国人创造了自由、民主、平等的氛围和环境，他们崇尚
个人自由。他们认为，要个人自由就得独立，自力更生。因此，美国家
庭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使每一个成员感到高兴和幸福。父母给予孩子很多
的自由和平等，他们可以和父母讨论或辩论问题，他们自己选择学校、
工作、配偶。他们往往18岁离家，要么工作，要么半工半读。在孩子
很小的时候就培养他们独立和自力更生。如果到20几岁还跟父母住，
就被认为有毛病了。他们看不起贫困的人和依靠救济生活的人，因为在
美国，尤其是在17，18世纪的时候，每个人只要努力劳动，生活肯定
会好起来。他们尊重成功者，鄙视失败者。正因为如此，有些人会攻击
政府的一些社会福利项目，他们认为，这种项目只会培养一批依赖政府
或依靠救济的懒汉。
美国人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场竞赛。每个人只要努力，在竞赛中
都可以成功。政府的功能之一就是要保证人人都有平等的机遇参加这场
竞赛。尽管一些人出身贫贱，但是到了美国以后，经过艰苦奋斗，他们
的社会地位就提高了。因为有成千上万的人到美国后成功了，所以机会
均等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价值观念。他们也知道，每个人各不相
同，这就要有同等的机遇参赛，要公平。为了机遇平等，就要参加无情
的竞争。既然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机遇去争取成功，那么每一个人就有
义务去试一试。因此，在美国，那些愿意去竞争并取得成功的人被誉为
胜利者。那些不喜欢参加竞争，但是又必须参加，可又失败的人被称为
失败者。为了培养孩子们的竞争意识，学校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各种运动
和比赛，培养他们不屈不挠、争取胜利、能输能赢的运动员精神。父母
和老师也大力支持学生通过类似正式的竞选当上学生会的各级干部。因
为这种经历可以提高他们参与政治和社会的责任感和事业心。美国人一
生的竞争压力一直继续到退休。这种竞争的压力使美国人有旺盛的精
力，同时也给他们的情感施加了压力。等到他们退休的时候，他们才从
压力下解放出来。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他们觉得自己没
有用了，社会不需要他们了。因为美国社会总是给予那些竞争的成功者
极大的荣誉和威信，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老年人得不到尊重的原因。
作者在书的最后提到，由于国际和国内情况的变化，美国人的社会
价值观念正处于十字路口。可以断定，在21世纪，美国将会出现许多
让人感到吃惊的事情，然而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尽管民族和种
族之间的矛盾会此起彼伏，但是总会有人出来以“独立宣言”的原则来
捍卫民族平等。第二，尽管美国人对强大的政府表示不信任，但是美国
人民对美国政府的结构有坚定的信心。这表现在，美国的宪法已制定了
200多年，却仅仅进行过26次修正，而头10条“民权法案”仅在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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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两年的时候修正过一次。最后的一个修正案是在1971年，降低了
选举人的年龄，由21岁降到18岁。第三是言论自由。大到政府的政
策，小到个人的性伴侣的性别选择都可以进行自由的辩论或讨论。这样
就促进了人们对社会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更加关注，同时也有利于找出
解决问题的办法。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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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考研的时候，老师推荐的。了解英文的文化
2、为啥中文的就一上午看完，英文的一上午只能看一节。。。真是KUSO.。。。。囧。
3、美国人自己写自己的文化，一般般吧
4、总的来说还可以 不过也只能了解个大概 并且有点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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