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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
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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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美国进入转型期,由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 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

会。这一时期, 美国社会暴露出许多问题,如 /美国式的认知失调0、政治实践与原则二者间出现裂痕、社会

道德与政治日益腐化、社会问题频发和经济发展无序等等。由此引发了一场影响深刻的进步主义运动, 使

美国的政治理念发生转变,提出了新个人主义、政治与行政两分和新国家主义的思想观点 ,进而推动了美

国的政治与行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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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美国进入转型期, 由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 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

这一时期,美国社会暴露出许多问题,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影响深刻的进步主义运动。本文对美国进步

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加以探讨,揭示这场运动的社会与思想根源,以求对美国社会转型期

的内在变化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一、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

(一 )工业文明的来临

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始于 18世纪末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 至 19世纪末,美国在资本、技术、人口和

市场等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本,为新工业部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美国得天独厚的

自然资源为工业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保障, 铁路网的形成及通讯技术的发展为美国开辟了广阔的

市场, 外来移民的涌入进而使美国在人力资源方面得到保障。在诸种因素的作用下, 各州经济联系日

益密切,全国性市场迅速形成, 并进而推动了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1890年美国工业产值第一次超过了农业产值, 1900年工业制品价值超过农产品价值 2倍多,新

的工业部门和大型的工业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1860年, 美国工业产值仅占世界第 4

位,到 1894年则超过英国跃居世界首位,工业产量相当于欧洲各国工业生产总量的一半。从 1865年

至 1900年, 美国的工业产值增长了 500%, /工业产值从 33%上升到 53% , 农业的绝对产值有所增

长,但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却由 53%下降到 33% 0 [ 1]
。

20世纪初,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工业从北部扩展至南部和西部, 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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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 工业城市涌现, 基本上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使美国由农业社会转向

工业社会。

(二 )社会转型期的困境

工业化的完成,使美国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西方世界, 同时也给美国自身带来了许多复杂的问

题。新的经济模式不仅引起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转变, 还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和美国

人的生活方式,使美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主要表现为:

11垄断公司的形成威胁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 1899年,美国有垄断公司 185个, 拥有资

本总额 30亿美元,占全国制造业资本的三分之一。
[ 2]
垄断公司对市场的操控导致无数中小企业破产,

市场由于缺乏统一的管理而出现混乱。垄断公司凭借其掌有的巨大财富, /强有力地影响着各个主
要政党的活动,使得这些政党成为它们利益的代言人, 并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

政策过程。0 [ 3]

21社会分配不公,贫困化问题突出。1900年,美国的国民收入达到 170亿美元, 个人平均收入为

327美元, 处于世界最高水平。
[ 4]
与之同时,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据查理斯 # B#斯布尔 1896年

的统计, 1%的美国人占有近一半的国家财富; 12%的美国人拥有近 90%的国家财富。
[ 5 ]
而与之形成

鲜明对照的是: 1890年,仅纽约市就有 50万居民住在贫民窟。
[ 6]

1900年情况更加严重: 1%的富人拥

有美国财富的 87% ,而占美国人口八分之一的 1000万人却生活在极度贫困中。
[ 7 ]

根据美国学者罗伯特 #亨特的推算, 1904年, 美国工业地区家庭年收入不足 460美元的贫困者

约 1000万,占全国人口的 12%左右。
[ 8]
新移民的大量涌入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贫困。 1890年至

1917年间, 美国共有近 1800万移民进入,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欧洲和其他地区的贫困国家。
[ 9]
这些移

民到美国后很难找到理想工作,只能聚居于城市贫民窟中,境况悲惨。社会贫困进而引发社会骚动和

冲突。 19世纪末美国工人运动进入高潮, 1886年发生 /五一0运动, 1892年发生霍姆斯工人大罢工,

1894年发生普尔曼工人大罢工, 1902年发生矿工大罢工,等等。

31农业地位下降,农民陷入困境。工业化推动了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却使农产品价格不断下

跌,加上工业资本家暗中操纵运输和仓储市场,使农产品运输和储存成本激增。庞大的金融资本企业

盘剥农民,所提供的信贷成本常常使农民陷入困境。许多农民负债累累,不得不把农场抵押出去。农

民处境的窘迫,直接导致了格兰其运动和绿背纸币运动的发生。

41政治腐败滋生,民主制受到挑战。随着垄断公司势力迅速膨胀和美国政府监管权力的软弱,

企业开始与政府紧密合作。垄断公司经常买通政府官员进行腐败交易, 官商勾结和权力寻租现象迅

速蔓延。美国从乡镇到联邦都出现了政党机器, 党魁控制着各级立法、行政和选举。马克 #吐温在
5镀金时代6一书中讽刺美国现实政治是自私自利的政治家进行腐败和欺诈的场所。[ 10]

1905年, 美国

5文摘杂志6刊载了法国人绘制的美国政治地图,对美国 45个州的政治腐败状况加以区分:其中只有

6个 /没有腐败,政治清明 0, 25个 /完全腐败 0, 13个 /特别腐败 0。[ 11] /在一些腐败特别严重的州,如

密苏里州和新泽西州,州立法机构和政府的关键职位都被铁路集团控制。西部各州政府更甚,几乎整

个加州都成为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囊中之物。0[ 12]
少数人控制着美国政治,使美国的民主制度成了徒

有其表的空壳, /国家在没有财产权的公民关系中, 变得日益强硬,而在对待资本家时, 却显得越来越

软弱0
[ 13 ]
。

51城市管理混乱无序。美国工业的飞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据统计, / 1900

年,美国全国人口有 7600万,其中城市人口已占 3219% ( 1790年时仅占 313% , 1860年时占 1611% )。

全国 2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 10个, 其中纽约市已成为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二大城市, 人口约 300

万。0 [ 14]
城市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和来自非英语国家的贫民,然而他们素质低下,无一技之长,难以满

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很多人成为待业者, 给城市带来贫困和犯罪。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美国城市的

基础设施建设尚不能满足城市化发展的需要, 交通、卫生和住房等问题层出不穷。联邦政府对城市管

理没有统一政策,市政机构不健全,权限不清, 经验不足,使市政管理一片混乱。

61自然资源无序开发,生态环境遭受威胁。垄断公司唯利是图,对森林和矿产资源进行了掠夺

性开发, /使美国森林面积由内战前的 8亿英亩锐减到 1901年的不足 2亿英亩, 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

坏 0 [ 15]
。 1889年,内政部长卡尔#舒尔兹警告说: /现在头发已经斑白的人都能看到, 从缅因到加利

福尼亚,从墨西哥湾到普吉特海峡,美国将不再有值得一提的森林。0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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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给社会带来丰厚的物质财富, 却没有消除社会贫困,反而给处于转型期的美国带来一系列

严重的社会问题,出现 /物质丰富与社会进步间的-二律背反 . ,引起民众的不满和社会骚动0 [ 17]
。人

们感到困惑,改革者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三 )政治危机的出现

进入 20世纪,美国的工业资本主义逐渐取代农业社会, 随之美国政治也开始出现危机。具体表

现为:

11政府权力衰弱。在美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视政府的存在为对自由的压制,认为政府是 /必要的

邪恶0 [ 18]
, 主张通过限制政府的作用和规模去维护个人自由。从北美殖民地时期开始,各殖民地居民

就具有明显的反权威、限制政府权力和自治的传统,导致政府权力分散和衰弱。然而随着工业化大潮

的来临,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 权力弱小的政府难以处理社会出现的复杂问题,美国的政治结构显现

出它的僵化,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21政党分赃制出现。 19世纪以来,为了适应大众民主选举的需要,美国出现政党政治。城市中的

民众领袖通过在社区中建立职业政治组织去争取选票,或者 /购买0选票。 /久而久之,这些组织对选举

的控制越来越牢固,美国的政治事务也就逐渐被它们操控在手中。0 [ 19]
政府成为掌控政治权力的政党的

/囊中之物0,而政党的权力则高度集中于政党高层的党魁手中。政党政治导致政党分赃,即在竞选中获

胜的总统将政府职位分配给竞选中的支持者,引发政治腐化堕落现象频发、贪污受贿之风盛行,严重干

扰了美国人的政治与经济生活。在政党分赃制下,官员任用不以能力为基础, 任人唯亲。一些人称 /政
府供职者是具有如下三种品性之一者,即冒险家、无能者或无赖汉 0[ 20]

, 导致政纪废弛、道德沦丧、行政

效率低下。政府安置党徒亲信使联邦政府规模急剧膨胀,使政府官员更迭频繁,严重妨碍了政府管理的

稳定性和一致性。

政党政治的天然缺陷为垄断资本家提供了操控政治的绝好机会,党魁希图通过提供政治恩惠换

取选民的支持,而垄断企业则希图通过捐助政党及其候选人将其掌握的经济资源转化为政治资源,二

者一拍即合,使 / 19世纪末 20世纪初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政治腐败最为猖撅的时期0 [ 21 ]
。在联邦层

次,总统上任后便完全依靠这些大财团;在各州,政党与大公司结盟操控州政治; 在城市,经济利益集

团和政党相互勾结的情景更是屡见不鲜。

总之, 19世纪末,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导致大企业和金融寡头势力膨胀, 垄断企业凭

借其巨额财富与政府官员进行交易、相互利用,导致腐败成风、贿赂成灾。权力衰弱的美国政府无力

应对强大私人势力的挑战,政府官员成为企业利益的代理人。社会的急剧转型引发了严重的价值危

机和社会问题。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窘迫不堪。以致一些人断言, 美国的政治系统在 19世纪 80年代

已经开始失败。 /腐败的政治机器,立法过程中的行贿受贿, 腐败的城市政治0,任何一项都成为美国
/前进中的大礁石,除非特别熟练地航行, 否则就会遭到灭顶之灾。0 [ 22]

在这种情况下, 不满现状的有

识之士强烈呼吁政治经济改革以缓和社会矛盾,解决工业化带来的问题。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便在

这一背景下发生。

二、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时期的价值冲突

19世纪后期美国工业文明的来临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并未能使美国传统的价值和理想得以实现,

相反, 却使美国社会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理想与现实间的矛盾源于美国人个人主义观念中

隐含的内在矛盾以及其宗教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一 )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潜在矛盾

个人主义是美国人所奉行的基本价值观, 然而它同时包含着难以解决的潜在矛盾,它使 /资本主
义从一开始就陷入物质与精神的断裂、个人与社会的失谐之中0 [ 23 ]

。个人主义价值观所隐藏的第一

对矛盾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个人与社会之间应为既相互分离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公共利益非

个人利益的简单叠加,人们在社会中的共存须以牺牲部分个人自由为前提。一个稳定的社会需要找

寻一个平衡点,一方面保护个人的基本权益和创造力,另一方面则能够保持社会的和谐。然而进入工

业化时代的美国却难以获得此种平衡,日益庞大的垄断组织摆脱以往社会规范的约束,严重威胁到个

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社会日趋复杂, 个人难以通过实现个体自由去实现

个人价值的最大化,使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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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价值观所隐藏的第二对矛盾是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 /美国的自然地理条件、历史
传统、移民的文化心理背景,以自给自足、自由流动为特点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以团体为代表的社会组

织结构,决定了个人主义具有鲜明的农业民主特点, 即重自我独立、重个人尊严。0[ 24]
美国建国前,农

业社会强调平等的个人主义观;美国建国后,随着工业的发展,出现了强调自由的个人主义观。此后

两种观念在美国社会中并行不悖。然而 19世纪后期工业时代的来临使这两者间的矛盾显现,自由与

平等发生冲突。

工业时代的美国充满复杂的社会和道德问题, 贫富悬殊、政治腐败触目惊心。西进运动结束后美

国拓展空间受到限制,垄断资本的发展导致经济流动的僵化。严峻的现实使美国人感到在经济生活

中失去机会,使个人尊严、幸福和自由平等的传统价值无法得以实现。

(二 )基督教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冲突

美国政治学家梅里亚姆说: /清教徒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在美国国民特征的发展过程中一直
是一种强大的力量。0

[ 25 ]
清教徒信仰中的 /天职观 0对美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此种观

念意即:每个人必须勤勉于自己的工作,只有通过勤劳致富、在本职工作取得成功,才能获得上帝的恩

宠。此种 /天职观 0隐藏着清教主义与残酷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为取得上帝选民的资格,清教徒辛

勤工作,取得职业上的成功。然而,一方面,工业时代使人们对物质的渴望攀升, 个人的成功导致物欲

膨胀, 物质世界的发展使精神世界日益缩小, 乃至将清教徒推到理应遵守的道德标准之外。另一方

面,垄断资本的形成使个人失去经济自由,使其发展受到限制,使个人通过努力得到救赎的愿望难以

实现。人们的物质追求和精神世界发生严重对立, 清教信徒出现严重的信仰危机。正如梅里亚姆所

说: /在这新的和陌生的社会力量中,自由和平等应作何解释? 在一个史无前例的环境中, 政治和社

会正义的概念应该是什么? 0 [ 26]
人们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之中。

三、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时期政治理念的转变

19世纪末,美国政治思想领域所流行的自由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这一时期美国社

会、政治和经济腐败的保护伞。基于此,改革者开始反思美国的传统政治思想,提出了新的政治理念。

(一 )新个人主义思想的出现

个人主义是美国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早期的移民为了摆脱他们在欧洲大陆遭受的政治和宗教

压迫, 在设计其政治体制和社会组织时,将保护个人权利置于首位。广袤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平等的社

会条件为美国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有利因素。然而 19世纪末, 当美国步入工业社会时, 传统

的个人主义却面临挑战。个人主义的膨胀,使个体行为与社会共同利益之间出现矛盾,对公共利益造

成严重伤害。 /大公司的兴起, 使少数人掌握了庞大经济力量和社会权力,直接对大多数个人的自由

与权利构成巨大威胁。0 [ 27]
垄断导致机会不平等、社会流动僵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拜金主义和道德沦

丧,使个人无法完全靠自我奋斗去实现人生价值。传统个人主义与社会现实产生矛盾,严重威胁了美

国的社会、政治秩序及民主制度,使美国以个人主义为根基的政治思想发生变化。

进步主义运动时期,伴随着人们的反思,新个人主义思想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个人主义思想, 代表

人物为克罗利和西奥多#罗斯福。克罗利认为,在大工业和大金融时代,不干涉和放任自流的政策导

致 /财富权利和经济权利集中于少数缺乏责任感的人手中, 这是我们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实行混乱

无序的个人主义所造成的后果。这对国家的民主也是极不利的, 这将导致政治弊端和社会不平等最

终成为一种体制。0他指出, /美国生活希望的实现不仅需要最大限度的经济自由, 而且还需要一定的

制度约束;不仅要尽可能多地满足个人的需求,而且需要个人的服从,并具有忘我的无私精神。0 [ 28]
克

罗利描绘出一个个人与国家和谐一致的社会: /个人成为国家的缩影, 为个人的独特目的而努力;国

家成为一个放大的个人,它的目的就是关心人们生活的改善。在国家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

位置。0[ 29]
克罗利的思想被称为 /民主集体主义0 [ 30]

。受到克罗利思想深刻影响的西奥多#罗斯福认
为, /在一个单纯而贫穷的社会,民主制可以存在于纯粹的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但在一个富裕而复

杂的工业社会则不能如此0 [ 31]
。他反对漫无节制的个人主义,认为在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上,除竞争之

外还须加上合作,方能保护个人权利。

新个人主义思想融合了集体主义思想,摒弃了极端捍卫个人自由的观点,体现为一种新的价值,

以应对工业时代美国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新个人主义是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美国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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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产物,用以调整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视个人利益为社会利益的相互依存体,

而非将个人自由和权利绝对化,主张以集体性行动弥补个人奋斗的不足,以合作互助缓和竞争。主张

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加以干预,倡导企业与政府合作,崇尚个人与国家和谐共存。

(二 )政治与行政两分观点的提出

19世纪末,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美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如缓解劳资纠纷、失业救济、

环境保护、食品监管、国民教育、城市发展等等,需要政府予以解决。社会公共事务日益增多, 政府职

能日益复杂。政府管理迫切需要理论指导,以满足社会对提高政府效率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 1887

年伍德罗#威尔逊发表了 5行政学研究6一文, 对政治和行政加以区分。伍德罗 #威尔逊认为, 政治

与行政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行政活动是政治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行政活动领域是一种事务性

的领域,属于技术范畴,而政治活动则更为重大和复杂得多0, /行政应该处于政治领域之外, 行政问

题不是政治问题。尽管政治为行政确定了目标, 但不应该去操纵行政活动 0 [ 32]
。通过探讨美国政府

行政的发展方向,吸入自由民主的新鲜空气,排除官僚主义习气, 并在汲取他国经验的基础上使之美

国化。威尔逊关于政治与行政两分的思想以及 1883年美国国会制定的 5彭德尔顿法 6所提出的文官
中立原则,成为 19世纪后期以来美国政治与行政制度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1900年,古德诺进而发表了 5政治与行政 6一书,继威尔逊之后对政治与行政的关系进行了全面、

系统的阐述。古德诺认为,政治与行政的分立,是功能上的分立,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 行政是国家

意志的执行, /随着政府体制的发展,政府的这两种主要功能趋向于分化成一些次要的和从属的功

能 0
[ 33]
。他认为,行政的各种功能与政治间的关系有所不同,其中,执行功能必须服从政治功能, 其余

很大一部分功能与政治并无联系,因此需要 /组织一套完全不受政治影响的政府机构 0。此类机构应
具有两个特征:一是 /不受政治影响0,二是 /有相当长的任期 0。[ 34]

此外,古德诺强调政治与行政两种

权力的协调,主张建立确保政治与行政协调发展的法外调节系统。

威尔逊和古德诺关于政治与行政关系的思想, 成为进步主义时期美国政府行政制度改革的理论

指导, 为美国传统的三权分立原则注入了新的理念和实践性内涵, 推动了美国的政府行政改革和权力

扩张。

(三 )有限政府观念的转变

进步主义运动时期,与新个人主义的兴起紧密相连的是美国人政府观的转变。如前所述,伴随美

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出现规模庞大的企业。此类企业操纵着巨大财力, 将自己凌驾于政府之上, 使私

人权力超越于公共权力,对国家和个人提出了挑战。人们开始关注政府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呼吁政府

对社会和经济事务进行干预,使有限政府观发生转变。

此时期,美国政治学家克罗利提出了 /新国家主义 0思想, 他在 5美国生活的希望6一书中说: /改
革是不可避免的,改革的目标是重建社会而不是恢复旧状态, 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扩大政府职能, 加强

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0主张抛弃杰斐逊主义, 倡导 /新国家主义 0, 以适应时代的变迁。[ 35]

受克罗利思想的影响,西奥多#罗斯福提出了 /新国家主义0的竞选纲领。他认为, 美国政府 /近 40

年来都跟不上极为复杂的工业发展0 [ 36 ]
,必须将政府作为推行监管措施的有效机构,加强对经济活动

的干预,控制垄断企业的过度发展, 以缓和社会矛盾, 实现 /宪法中的共同福利 0,保护个人自由与平
等。

[ 37]
政治学家李普曼也提出,自由并不是没有计划或不受政府控制, 也不是无政府主义的代名词,

认为 /清静无为和软弱政府,那是对自由主义的曲解 0 [ 38]
。威尔逊则提出 /新自由 0理论。他认为,垄

断托拉斯的出现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 /我们再也不可能回到个人竞争的旧秩序中去, 所以建立在

联合基础上的企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常的, 是不可避免的。0
[ 39]
然而, 垄断行为是 /非法竞争0,

使中小企业难以生存和发展。 / ,,大型企业合并成为唯一的财富和权力中心,它可能管辖其他各

种各样的利益,因而会结束传统的美国民主制度。0 [ 40 ]
因此,联邦政府必须对垄断组织加以控制, 以保

障民众的经济自由和政治权力。梅里亚姆说, /对政府管得凶的恐惧心理减退了,对自由竞争的无限

信仰也减退了;取而代之的是认识到一定要有一个组织完善的政府,这个政府具有广泛的权力去控制

不公平的竞争,提高社会效率和促进普遍福利。0 [ 41]

尽管这一时期一些人将新国家主义观视为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即具有践踏公民权利和剥夺自

由的倾向,对之心存疑虑, 但在总体上,美国的传统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使政府和自由

二者间关系得到某种调和,国家职能得以增强,政府日益强大,开始承担起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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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美国在其社会转型期发生了一场进步主义运动, 它是对这一时

期美国社会出现的 /美国式的认知失调0 [ 42]
、政治实践与原则二者间的裂痕、社会道德与政治日益腐

化、社会问题频发、经济发展无序和社会价值观扭曲的反映。这场运动使美国的政治理念发生转变,

提出了适应于时代脉搏的新的政治思想, 即新个人主义、政治与行政两分及新国家主义思想, 摒弃了

极端捍卫个人自由的传统观念,强调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干预的合理性;一定程度缓解了美国的社会

矛盾, 推动了美国的社会公平、公正和机会均等,进而推动了美国政治与行政的改革和发展。

参考文献:

[ 1]李庆余, 周桂银 1美国现代化道路 [M ]1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1 491

[ 2] [美 ]阿瑟# 林克, 威廉# 卡顿 1 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 (中册 ) [ M ] 1 刘绪贻等译 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1 381

[ 3] [美 ]埃里克# 方纳 1美国自由的故事 [ M ]1 王希译 1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1 1751
[ 4] [ 22] Go ld, Lew is L1 Re fo rm and Regu la tion: Am erican Politics from Roosevelt toW ilson1 P rospectH e ights1 I ll1: W ave2

land P ress, 19961241
[ 5] [美 ]塞缪尔# 埃利奥特# 莫里森等 1 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 [ M ] 1 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 1 天津: 天津

人民出版社, 19791 2671
[ 6]黄绍湘 1 美国通史简编 [ M ]1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1 4261

[ 7] F lanagan, M aureen A1 Am er ica Reform ed: P rog ressives and P rog ressiv ism s 1890s) 1920s1 New York: Ox fo rd Un iversity

P ress1 20071 71

[ 8] Hunter, Robert1 Poverty, Soc ia l Consc ience in the P rogressive Era1 New Yo rk: H arper& Row1 19651 2371
[ 9] Shannon, Dav id A11 20th Century Ame rica: The Progressive Era1 Ch icago: RandM cNa lly1 19741 951

[ 10] [美 ]马克# 吐温 1 镀金时代 [ M ] 1李宜燮等译 1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1 5561
[ 11]M ow ry, George1 The Era o f Theodore Roo sevelt and the B irth of M ode rn Am erica, 1900) 19201 New York: H arper

Torch Books, 19581 681
[ 12]资中筠 1 20世纪的美国 [M ] 1 北京:三联书店, 20071 841

[ 13] Ek irch, A rthur A11 The P rog ressiv ism in Am erica1 New Yo rk: New V iew Po ints, 19741471
[ 14]侯文蕙 1征服的挽歌 ) ) ) 美国环境意识的变迁 [M ] 1 上海:东方出版社, 19951551

[ 15]梅人 1美国四十任总统 [M ] 1 北京:时事出版社, 19881 2631
[ 16] Dona ld P isan i1 Fo rest and Conservation, 1865) 18901 The Journa ls of Am erican H isto ry1 vol1721 Issue 21

[ 17] [ 23] [ 27]李剑鸣 1 大转折的年代 ) ) ) 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 [M ] 1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2124、5、2291
[ 18] [美 ]托马斯# 潘恩 1 潘恩选集 [ C] 1 马清槐等译 1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131

[ 19] [美 ]桑巴特 1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 M ] 1赖海榕译 1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1 54) 551
[ 20]H oogenboom, A r i1 Ou tlaw ing the Spo ils: A H istory o f the C iv il Serv ice Reform M ovem en t, 1865) 18831 Urbana: Uni2

versity of Illino is P ress1 196111081
[ 21] [ 40] [美 ]阿密泰# 艾乔尼 1 美国首府政治腐败内幕 [M ] 1 陈银科等译 1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1 110、174)

1751
[ 24]张小青 1论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思想背景 [ J]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1987, ( 5) 1

[ 25] [ 26] [ 41] [美 ]梅里亚姆 1 美国政治学说史 [ M ]1 朱曾汶译 1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1 3、5、2171
[ 28] [ 29] [ 35] [美 ]赫伯特# D# 克罗利 1美国生活的希望:政府在实现国家目标中的作用 [ M ] 1王军英等译 1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121、354、2241
[ 30] Pells, R ichard H11 Rad ica lV isions and American D ream s1 N ew York: H arper and Row Pub lishe rs Inc1, 1973141
[ 31] [ 36] Blum, JohnM11The Republican Roosevelt1 Cam bridge: H arvard University P ress, 19541110、171

[ 32]W ilson, Woodrow1The Study o fAdm in istration1 Political ScienceQuarter ly, Vol1 21 No1 21 June1 188712101
[ 33] [ 34] [美 ]古德诺 1政治与行政 [M ] 1 王元等译 1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169、471

[ 37]王希 1原则与妥协: 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 (修订本 ) [M ] 1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1 2971
[ 38] [美 ]亨利# 斯蒂尔# 康马杰 1 美国精神 [ M ] 1杨静予等译 1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41 3271

[ 39]W ilson, Woodrow1 TheN ew Freedom1 New York: Doub leday, 191311631
[ 42] [美 ]塞缪尔# 亨廷顿 1 失衡的承诺 [ M ] 1周端译 1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51 51

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