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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三次三 K 党运动兴起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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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第三次三 K 党运动始于二战结束,持续至今。第三次三 K党运动是美国社会文化传统、

特定社会环境和特殊政治机制的产物,它的兴起和长期存在有其必然性。南部同盟传统、暴力传统、言论

自由与结社传统是三 K 党长期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原因; 美国部分白人经济地位的困窘成为该运动的经济

根源;美国种族政策的变迁与极端宗教信仰的出现为该运动提供了种族信条与宗教信仰的错误指导; 美国

行政制度的不力为该运动觅得繁衍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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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hird Ku K lux K lan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started fr om the end of Wo rld War II and lasts till

nowadays. The movement, with it s inevitabilit y of its emergence and long2term ex istence, is the pr oduct of American so2

ci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specif ic so cial environment and special po litical mechanism. Southern Confederat ion, vio2

lence, f ree speech and freedom of association pr ov ides its conditions for the long2t erm exist ence and development of Ku

Klux K lan. T he embarr assing economic status of some w hites in t he United States, as the economic roo t of the move2

ment, has been tr oubling the social economy and social fabric. M isleading guidance trigg ered by the t ransfo rmations of

Amer ican racial po licy and the emergence o f ex tr eme religious beliefs ultimately t urns out to be r acial and relig ious

cr eed fo r the movement. Ineffectiveness of the American administr ativ e system makes the movement g row in complexity

and strength.

  美国的三 K 党组织从诞生至今已有百余年

的历史。美国学术界一般认为,从该组织成立到

今天,共经历三次连续的三 K党运动。¹ 第三次

三 K党运动始于二战结束,持续至今。º 美国学

术界对前两次三 K 党运动研究偏多, 对第三次

三 K党运动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还不够系统,

这可能与第三次三 K 党运动还在发展有关。美

国学术界对第三次三 K党运动的研究多注重于

该运动的特点和传播方略等方面, 例如, 切斯

特#夸尔斯对第三次三 K 党运动的仇恨对象作

了新的总结和概括», 凯瑟琳 #比利应用社会学

的研究方法对该运动女性成员的参与情况做了

分析。¼ 美国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三 K 党对大众

传媒和大众文化的应用,例如, 丹尼斯#波斯特

道夫重点分析了三 K 党组织通过网络来散布白

人种族主义价值观½, 罗伯特 #富特雷尔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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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国百科全书6 ( T he Encyclop edia of A mer icana ,

Vol. 16) ,第 16卷,丹伯里:学术图书馆出版社 2006年

版,第 588页。

第一次三K 党运动开始于 1866年,肆虐于美国内战之

后的重建时期。第二次三K 党运动开始于 1915年,在

20世纪 20年代达到了顶峰。

切斯特# 夸尔斯:5三 K 党及其相关的美国激进主义

和反犹主义组织6 ( Chester L. Quarles, T he K u K lux

K lan and Re lated A meri can R aciali st and Ant i2S emi t2

i c Org ani zat ions : A H istory and A nalysi s) ,杰弗逊:麦

克法兰出版社 1999年版。

凯瑟琳# 比利:5成为一名种族主义者:当代三 K 党和

新纳粹在组织的女性6 ( Kathleen M . Blee, Becoming a

Racist : Women in C on temporary Ku Klux Klan and

Neo2Nazi Gr ou p) ,5性别与社会6 ( Gend er & S ociety ) ,

1996年第 6期。

丹尼斯# 波斯特道夫:5三 K 党的网络隐喻:在网站建

立疯狂的个案研究6 ( Den ise M . Bostdorff , / T he In ter2

net Rhetoric of the Ku Klux Klan: A C ase Study in

Web Site C ommunity Buildin g Run Am ok0 ) ,5传播研

究6 ( Communication S tud ie s) 2004年第 2期。



白人种族音乐在该运动中的兴起。¹ 总的来说,

美国学者对第三次三 K党兴起原因的考察还有

待深入。美国学者回避当代种族主义问题,很大

程度上限制了美国学术界对该运动的兴起原因

做出全方位的梳理。虽然以 SPLC(南方贫困法

律中心)和 ADL(反诽谤联盟)为代表的反三 K

党民间团体发布的调查报告对其兴起原因有所

阐述,但是缺乏一定的理论深度, 同时大多会从

各自团体的立场出发而偏于一隅º。所以, 第

三次三 K党运动兴起的原因还有待于我们去

做更深入的探究。本文拟对这一问题做初步

探析。

一  历史传统的影响

三 K党在美国长期存在有其历史传统。总

的来看,南部同盟传统、暴力传统、言论自由与结

社传统是三 K党长期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前提。

南部同盟传统的存在是美国社会与历史的

产物。美国南部具有相当特殊的历史和文化传

统: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阶级矛盾、种族压迫、对州

权原则的坚持和在内战中受到的冲击,构成美国

南部独特的社会机制,这一传统影响深远。/奴
隶制南部荣光0要追溯到内战结束前,但是直到

现在, 我们仍然可以注意到南部传统运动的高

涨,这一现象被称为/ 新同盟运动0。/新同盟运

动0的思想核心包括美国南部民众对美国内战前
南部文化尤其是奴隶制的留恋,并且致力于恢复

这种体系。这一运动也得到了南部保守政客的

支持。著名政治家詹姆斯 #布坎南、参议院多数
党领袖特伦特 # 罗特和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迪

克#阿米都支持新同盟运动。» 新同盟运动宣

扬白人至上主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和州权思

想。这种运动兴盛的标志之一,就是南部民众对

内战时期南部同盟战旗地位的维护。1960年代

之后,亚拉巴马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州旗就是同

盟战旗,佐治亚州和密西西比州的州旗上也有同

盟战旗的标志。在 2000年和 2004年的总统大

选中,南部同盟战旗还成为辩论的焦点。三 K

党组织的旗帜就是南部同盟战旗。白人至上主

义思潮在/新同盟运动0的指引之下,在 1980年

代早期开始复兴。三 K党复兴的基础就是以白

人至上主义思想作为意识形态的根基的。¼ 研

究三 K 党的权威人士大卫 #查尔默斯强调三 K

党被视为美国南部民间崇拜之一, 南部为三 K

党的存在提供了沃土。½ / 反诽谤联盟0的一次
统计结果显示, 从地方分布上看, 南部地区是三

K 党组织的核心地区。¾

美国人对暴力的崇尚可谓根深蒂固,西进运

动更为这一崇尚提供了用武之地。暴力不仅是

美国社会生活的传统,而且融入了美国的民族性

格,成为一种崇拜。三 K 党之所以暴力行为不

断,恐怖事件频发,相当程度上与美国人崇尚暴

力有关。大卫#查尔默斯强调了三 K党的暴力

性。知名的三 K党领导者比尔#威尔金森宣扬

道: /我们从来就没有说过我们是非暴力的。0他
呼吁每一个三 K党成员都应当有暴力倾向。¿切

斯特#夸尔斯也揭露第三次三 K 党组织一如既

往地把暴力作为一种战术手段。À 美国宪法对

拥有枪支自由的规定导致了枪支的泛滥,也是促

成暴力事件频频发生的一个原因。宪法第 2 条

修正案规定:管理良好的民兵为保障一个自由州

的安全所必须, 因此, 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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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 富特雷尔:5解读运动中的音乐: 白人力量音

乐6 ( Robert Fu tr ell, / U nder standing Music in Move2

ments: T he White Power Music S cene0 ) , 5社会学季

刊6 ( T he S oc iolog ical Quart erly ) 2006年第 22期。

SPLC(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和 ADL(反诽谤联盟 )是美

国最主要的反三 K 党民间团体。前者通过提供教育

培训、分发传单和不定期发布调查报告的形式,使人们

意识到种族主义的危害性。该组织为了确保其大众性

和通俗性,对三 K 党组织的兴起原因的分析很少涉及

理论层面;同时,该组织的着眼点大多在美国南部,缺

乏大局观。后者是犹太人赞助成立的组织,旨在消除

人们的反犹意识。该组织的宗旨具有很强的目的性,

导致在论析三 K 党兴起原因上很难做出全面的阐释。

奇普# 博雷特: 5美国右翼民粹主义6 ( Chip Berlet ,

R ig ht2Wing P op ul ism in A meri ca ) ,纽约:吉尔福德出

版社 2000年版,第 283页。

罗里# 麦克维:5结构性忽视与美国有组织种族主义6

( Rory M cVeigh, / S tru ctured Ign orance and Organiz ed

Racism in the United S tates0 ) , 5社会力量6 ( S ocial

F or ces ) 2004年第 3期,第 897页。

¿ 大卫# 查尔莫斯:5头罩美国主义: 一部三 K 党的历

史6 ( David C halmer s, H ooded A meri cani sm: T he H is2
t or y of th e K u K lux K lan ) ,达勒姆: 杜克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第 428、463页。

里克# 塞尔查:5三 K 党: 白人受众支持和反对的原

因6 ( Rick Selt zer, / Th e Ku Klu x Klan: Reasons for

Su pport or Opposit ion am ong White Respondents0 ) ,

5黑人研究杂志6 ( J our nal of B lac k S tu dies ) 1986年第

1期。

切斯特# 夸尔斯:5三 K 党及其相关的美国激进主义

和反犹主义组织6 ,第 126页。



利不得侵犯。¹ 美国政府特有的枪支管理体系

成为三 K党引发暴力与恐怖的原因之一。在众

多的枪击事件中, 最引人关注的事件便是 1979

年的/格林斯博罗屠杀0。在这次事件中, 三 K

党成员为阻止民权运动的游行队伍,枪杀了 5名

无辜者群众。º

美国宪法关于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的规定,

也成为三 K 党组织兴起和发展的一把保护伞。

美国宪法第 1条修正案规定: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

下列事项的法律: 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 或

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

这就从宪法上保证了人们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

的权利,即使人们发表一些不受欢迎或者挑衅的

言论也不会受到禁止。美国司法机关通常把宪

法第 1条修正案理解为保护像三 K 党这样的组

织进行集会游行,允许这些组织公开宣扬种族仇

恨与暴力, 并允许他们在公共场合焚烧十字架等

等。美国历来有结社自由的传统。但是,当前美

国的社团组织在其基础上有了一定的变化与发

展:美国人当中参加传统社团活动如教会、工会、

民权组织等组织的人数在下降, 而参加自助组

织、激进宗教派别以及传统上非主流的其他组织

的人数却在增加。美国宪法的一个特点是允许

不同的利益派别或利益集团对宪法文本与宪政

有不同的解读, 这就留给了极端团体独自的解释

空间。美国三 K 党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来使自己

的理念和行为合法化。第三次三 K 党运动时

期,三 K 党组织在多次起诉案件中提及美国宪

法第 1条修正案。

二  美国部分白人经济地位的困窘

美国部分白人经济地位的困窘是导致第三

次三 K 党运动兴起的第二个原因。尽管美国早

已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但不可否认, 贫困人口的

存在却一直困扰着它的社会经济与社会肌体。

二战之后, 美国应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最新成

果,革新生产技术, 使经济持续增长。技术的革

新无疑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财富,但同时它也会产

生一些消极方面的影响。技术革新时常会带来

一些颠覆性变化,导致既有经济关系、经济结构、

社会角色和文化价值的解构与重构。二战以后,

美国经济结构经历了从以商品生产行业为主导

到以服务性行业为主导的转向。一些经济学家

已经指出, 以服务性行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会导

致很大的不平等现象的出现,因为具体从业人员

在不同的经济结构下所得利益会有很大的差别。

经济结构的变迁和技术的革新要求从业者接受

高层次的教育和培训,并具备高水平技术。美国

部分白人接受的正规教育很少,致使他们在激烈

的竞争中失去优势,沦落为贫困人口。经济结构

的转变必然会使得一批从业者失去一些既得利

益,导致经济收入呈现不均衡趋势。从 1978 年

到 1987年,美国一些新型服务性行业的从业者

收入增加 21% ¼, 相反, 一些传统行业的从业者

却陷入困窘之中。大多数三 K 党成员接受很少

的教育, 只能从事手工劳动或者相关产业, 收入

甚微。½ 197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

/滞胀0当中,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富裕阶层的收

入日益增加,中产阶级与贫困者的收入呈现递减

状态。收入的不平等造成贫富差距过大,这是导

致第三次三 K 党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美国政府通过福利制度力图缩小贫富

差距, 以此来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但具有

讽刺意味的是,福利国家在弥合阶级矛盾的同时

也在事实上强化了种族矛盾,导致享受这种保障

的公民资格的封闭性和排他性越来越突出。经

济收入上的差距和不稳定在白人种族主义组织

的发展中起到很大的作用。白人贫困群体关注

的是失业或生活水平的下降。三 K 党组织的主

要成员来自美国白人低收入阶层。白人至上主

义运动的领导者也极力吸引农场主、制造业工人

和困窘的中产阶级下层。虽然在三 K党组织的

成员构成中, 大多数的领导者属于中产阶级¾,

但是种族组织的支持者和种族主义的信仰者依

然是低收入阶层。美国三 K党运动成员大多来

自社会的下层群体, 多数分布在乡镇。在美国

3100个县中, 至少 10%的县存在三 K党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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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组织。¹ 达瑞尔 #保尔森通过调查得出结
论:在佛罗里达州,有 44%的三 K 党成员来自不

足0. 5万人的小镇。º 1980年代, 美国农场经历

了严重萧条, 给美国农场主带来了很大的打击,

大量的农场因无法偿还贷款而被银行收走,归银

行所有,致使从事农场及其相关行业者产生了危

机感与憎恨心理。

经济生活的失意与困窘使得少数白人信仰

缺失和道德失范。少数族裔经济地位的改善使

困窘的白人群体感到身份危机和心态失衡。二

战以后美国黑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经济地位得

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自 1960 年代以来, 美国

政府的社会政策从入学、就业到贫困救济、医疗、

住房等方面,对少数族裔实行了一系列的优惠政

策,少数族裔得到了一定的利益。以 1964年民

权法案和/肯定性计划0为代表的一系列相关的

联邦法规实施以来, 美国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

经济地位得到了提高。这些无疑在一定程度上

缩小了白人和少数族裔之间经济地位上的巨大

差异。有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白人和少数族裔

之间的收入差距和以前相比缩小的幅度在 1/ 4

~ 1/ 2之间。» 在美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种族主

义体系下, 美国白人占有优势的经济地位,某些

白人意识形态中顽固的种族思想已经成为一种

固定模式。一旦白人经济地位优势被打破,种族

主义组织的成员及其支持者就会对自身的经济

状况变化极为不满。那些经济地位困窘的白人

群体一定会采取激烈的行动以恢复其原来的优

势地位。他们通过加入种族主义组织,甚至炮制

出一种/逆向歧视0的理论来改变现状。这种理

论认为,联邦政府在工作机会与资源利用上给予

少数族裔特别的关照,而实际上经济地位困窘的

白人才是种族歧视的真正受害者。¼ 白人贫困

群体由于对自身经济地位不满,这种不满又转变

成种族仇恨,因此少数族裔就成了/替罪羊0; 少

数白人最终便加入三 K 党这样的仇恨组织, 对

少数族裔实施迫害。

三  种族与宗教因素

种族主义和极端宗教信仰是导致美国第三

次三 K 党运动兴起的第三个因素。

从 1950年代开始, 美国采取的一系列关于

民权的法律措施使黑人的公民权利得到法律保

障。/布朗诉教育局案0( Brow n v. Board o f Ed2

ucat ion)、1955年蒙哥马利抵制公共汽车运动和

1957年/小石城事件0等一系列事件就是在这一

背景之下发生的,其中/布朗诉教育局0一案有关

键性的意义。美国最高法院在该案中作出裁决:

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违反宪法。这一裁决的影

响远远超出了公立学校的范围。它为法院对美

国生活各方面的种族隔离提出挑战提供了法律

依据, 废止了各州实行种族隔离的权力,把美国

黑人引入政治进程。在声势浩大的黑人民权运

动的推动下,美国政府不得不在改善少数族裔地

位和生活状况方面加快了步伐。在 1960年代后

期, 越来越多的民主党领导人表态支持民权运

动,通过了一系列法案, 对南部社会的政治秩序

和种族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二战以后的一

系列政策预示着联邦政府开始介入到南部的种

族问题,这是美国自重建以来最积极的一次。但

是,联邦政府种族政策的调整并没有得到社会上

的普遍认可,尤其对于美国南部的政客和多数白

人来说, 种族主义的影响根深蒂固, 种族歧视早

已潜移默化。联邦政府的这些政策从根本上触

动了南部既得利益集团和多数民众的利益,使得

种族关系在南部更加不和谐。1956年, 佐治亚

州为了抗议 1955 年/布朗诉教育局案0,把州旗
换成了内战时期的南部同盟战旗。南卡罗来纳

州和亚拉巴马州也相继把州旗换成了南部同盟

战旗。½ 二战结束之后,人们对传统三 K党颇为

同情和怀念,尤其在南部, 一些白人民众对三 K

党针对民权运动所施加的暴力和恐怖行为持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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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态度。一些三 K党组织还和当地执法机关相

互勾结,有时亦与地方政客狼狈为奸。这一时期

的种族冲突非常明显, 一些三 K 党成员称之为

另一个/ 重建时代0。¹ 1954 年, 一些新的三 K

党组织开始大量出现。为了对抗 1960年代声势

浩大的民权运动, 三 K 党运动又一次兴起。一

些分散的三 K党组织开始反击º, 并得到了美国

南部部分白人的大力支持。1950 年代以来, 三

K党制造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从 1954年 1月

到 1963年 6月, 三 K 党在美国南部制造了 163

起针对黑人的住宅、教堂与混合学校的爆炸事

件。»在整个南部几乎每周都发生恶性暴力事

件。这一时期种族关系的改变给第三次三 K 党

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从三 K 党创建之初开始, 其成员就具有强

烈的宗教色彩, 包含着浓重的宗教极端性。恐怖

主义有了极端宗教的指引,暴力事件与恐怖活动

就俨然成为信仰者神圣的职责和义务。直到现

在,三 K 党组织依然信奉极端的基督教信仰, 而

且新基督教右翼运动给它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三 K党组织将自己的政治目的和社会目的转化

成了一种宗教行为, 披上宗教外衣进行一系列有

悖法律和伦理的非法活动。另一方面,从现实的

角度来看, 这一时期的三 K 党组织在没有全国

性机构的情况下,需要有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指

引。三 K党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便为

自身的谬论披上了宗教的外衣。三 K 党理论家

路易斯#毕姆所蛊惑的/无领袖反抗0论就是在

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¼对三 K 党来说, /无领
袖反抗0论已经成为一种宗教信念上的诉求。这

种诉求最终演变成为/基督教身份0,其核心便是

基督教的极端信仰。一些极端右翼者从 1940年

代开始发展了/基督教身份0运动。该信仰宣传
白人统治世界是上帝的意愿, 为了寻求理论渊

源, 他们甚至用极端的和荒谬的方式解读5圣

经6。许多三 K 党成员是/基督教身份0的崇尚
者。三 K党组织所制造的恐怖主义活动是和这

种极端的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的。½ 如今, 第三

次三 K 党运动与极端宗教的紧密联系促成了宗

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的产生, 导致三 K 党成员在

宗教热情的驱使下从事恐怖主义活动。

四  行政体制的不力

美国行政体制的不力成为美国第三次三 K

党运动泛滥的第四个原因。行政制度的不力主

要表现在美国联邦制两个方面的弊端上。

其一, 州权主义在美国根深蒂固, 州权与联

邦权力之间的斗争占据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相当

重要的一部分。联邦宪法确定了联邦政府的结

构和权力, 并且对州政府有基本规定。联邦与州

的分权在联邦宪法第 10条修正案中有所规定,

随着社会的发展,联邦宪法得到适应时代变化的

解释和修正, 使联邦政府具有影响州政府的能

力。调查和处理三 K党的过程需要联邦政府和

州政府的通力合作。从整体来看,联邦政府在抑

制三 K 党的发展方面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

在 1959年的一次总统内阁会议上, 联邦调查局

局长埃德加 #胡佛对以三 K党为代表的仇恨组

织做了汇报。随后,联邦调查局开始配合南部执

法系统来解决种族问题。艾森豪威尔总统也在

1959年一次密西西比州私刑案件中施加了压

力。¾ 在 1960年代,国会通过了民权法案, 联邦

法院敦促警察系统彻底调查三 K 党活动。政府

也开始派一些线人搜集三 K 党内部消息, 派一

些特工渗入三 K 党组织。从 1956 年到 1971

年,联邦调查局开展了一系列秘密行动计划 ) ) )
/反间谍计划0,旨在调查和打击反对美国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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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当时主要针对共产主义组织。¹ 从 1964

年 9月到 1971年 4月,联邦调查局把以三 K 党

为代表的白人仇恨组织列入该行动计划打击的

重点对象, 目的是削弱三 K 党以及其他白人至

上主义自警团组织。º 联邦调查局大约有 15%

的记录是针对像三 K 党这样的白人仇恨团体

的。»然而, 美国的联邦体制的弊端极大地制约

了联邦调查局的行动。从政治角度来讲,联邦调

查局的行动触动了南部保守的政客和白人,这必

然会遭到南部社会和白人不同程度的抵制。南

部政治保守势力自不必说,就连亚拉巴马州的舆

论都认为, 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众议院等联邦

机关介入州的事务是非常敏感的事情。他们认

为,这是联邦对州的威胁。¼ 这种观念无形当中

会产生州对联邦行动的抵制, 导致联邦调查局的

权力在佐治亚州和亚拉巴马州形同虚设。1971

年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不得不宣布行动计划中

止。

其二, 美国联邦制的最大问题是效率不高。

当大多数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意见接近时,联邦制

既能保护州的灵活性, 又能保证中央的权威; 当

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之间矛盾重重时,它们则利用

国家结构形式的特点相互推卸责任,联邦制就处

于低效率运转之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美

国联邦调查局与各州和地方警察局之间的关系。

美国的行政体系极大地制约了联邦调查局的行

动。联邦调查局办案的时候要和州与地方的警

察局合作, 这是联邦调查局最为头疼的事情。½

更何况, 早在 1950年代末, 三 K 党就已经渗透

到了南部各州执法系统, 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密

切。许多亚特兰大的三 K 党成员加入了市警察

局,有一些进入了领导层。1949 年, 有些侦探和

巡逻警察公开参加亚特兰大的三 K 党会议, 有

时还作为嘉宾发言。许多三 K党所犯的罪行由

于得到警察的庇护而不了了之。1961年 5月 14

日, 自由乘车运动到达亚拉巴马州的安尼斯顿。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在 5月 13 日已经把三 K 党

要袭击自由乘车运动成员这一信息通知了安尼

斯顿的警察局¾ ,但是该局不仅没有采取任何制

止措施, 反而将信息暗中透露给三 K 党组织,

给他们一定时间来实施暴力。之后, 警察再到事

发地点维持秩序。麦里森#米里斯是北卡罗来
纳州新汉诺瓦县的警长,他承认自己和他的 6个

副手都加入了三 K 党组织。虽然他辩称这是为

了能够搜集到三 K 党的相关情报,但是国会调

查表明,他们没有作出任何关于三 K 党调查的

报告。¿许多三K 党成员混进当地警察局和执法

系统是特定时期美国政治行政体制的产物。这

一现象的出现必然导致美国联邦行政体制从政

策的制定到执行受到消极的影响, 使得三 K 党

组织实施了暴力和进行非法活动却免于应有的

公正处罚。正是美国行政制度存在的问题,使第

三次三 K党运动获得繁衍的空间。

总之, 第三次三 K 党运动兴起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它的兴起是美国特定社会环境、政治机

制与文化传统的产物。通过分析其兴起的原因,

有利于我们从源头上去认识当今美国第三次三

K 党运动不断泛起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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