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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研究?

杨明光

摘　要：阿裔美国人是美国这一民族 “熔炉”中的一员，在美国族

群政治生活中处于非常独特的地位。一个多世纪以来，阿裔美国人已经

从最初的处于社会边缘的外来移民族群，演变为集中居住在大都市的殷

实中产阶级。同时，阿裔美国人通过进行抗议政治、组织利益集团、影

响选举与进行游说等多种途径参与美国政治生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反恐战争和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恶化，以及美国阿拉伯／穆斯林社

团的边缘化，使得阿裔美国人政治参与的前景比较黯淡。

关键词：美国社会　种族问题　阿裔美国人　政治参与　穆斯林

一、阿裔美国人的历史与现状

美国学界一般认为阿裔移居美国分为两个阶段。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至二

战结束为第一阶段，二战结束至今为第二阶段。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正是美国

工业化时期，这一时期的美国高歌猛进，工农业生产发展迅速，需要大

量的劳动力，由此引发１９世纪末期的移民高潮。最初的阿裔移民主要是

叙利亚—黎巴嫩裔天主教徒，他们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移民美国，大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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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张家栋博士访美期间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和良好

的建议，特此致谢。

杨明光，云南大学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英语语

言、中西文化比较、比较成人教育及国际成人教育等。



是农民、工匠，教育程度很低并且相当贫困。① 到达美国以后，他们主要

集中在农业、制造业、林业等基础部门，靠出卖体力为生。当然，第一

波移民中也有人数很少的精英分子，他们组织了一些慈善机构，对穷困

的移民进行救助，以维持族群凝聚力。他们也力图推进不同族群之间的

交流和理解，尤其是其他族群对阿裔的了解。

《１９２４年美国移民法》完整地阐述了限额制度，标志着美国自由移

民时期的结束。新的移民政策主要有利于欧洲国家尤其是西北欧国家移

民，对于亚洲移民则实施严格限制。这一新政策给阿裔带来了两个影响。

一是由于来自白人主流族群的压力增大，导致阿裔内部认同的加强和对

以宗教或教派为号召的族群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日益敏感，渴望不同族群

平等、和谐共处。二是加速了阿裔移民 “美国化”的进程，尤其是第二

代阿裔更是如此。一般来说，第二代阿裔只讲英语并且迅速脱离父辈的

宗教认同。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移居美国的阿裔逐渐 “多元化”。然而，真正

有重要意义的变化发生在二战之后的第二波移民潮中。战后的阿裔移民

在很多方面都呈现出与此前阿裔移民不同的特征。首先，来自于众多阿

拉伯国家的这一波新移民大多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他们要么是在美国

接受高等教育之后居留美国，要么本身就是其母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其

次，无论从来源国，还是从身份、地位、社会背景，还是宗教信仰、移

民原因等方面来看，新移民呈现出高度多元化的特征。再次，早期的阿

裔移民把自己视为 “寄居者”，打算在经济方面获得改善之后 “衣锦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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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ＡｌｉｘａＮａｆｆ，Ｌｅｂａｎｅｓｅ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１８８０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ｅｅｉｎ：Ａｌｂｅｒｔ
ＨｏｕｒａｎｉａｎｄＡｌｉｘａＮａｆｆ（Ｅｄｓ）：ＴｈｅＬｅｂａｎｅｓｅ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Ｃｅｎｔｕｒｙｏｆ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ＢＴａｕｒｉｓ
ｆｏｒ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Ｌｅｂａｎ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９２，ｐ４１～６３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ｕｌｅｉｍ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ｒａｂ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ｅｅ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ｕｌｅｉｍａｎ
（ｅｄ）：Ａｒａｂｓ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ｅｗＦｕｔｕｒｅ，Ｔｅｍｐ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１９９９，
ｐ１～２４



乡”；而新移民则抱定心思要定居美国，一心想在美国寻求新生活。①

根据美国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资料，目前阿裔的总人口达到１１８万以上，

来源于西亚北非的２２个阿拉伯国家，散布在美国的５０个州，但是有三分

之二集中在１０个州。阿裔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纽约

州和密歇根州。就其人口数量而言，阿裔大致与希腊裔、捷克裔和葡萄

牙裔相当。关于阿裔的具体数目，由于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标准和族

群的认同差异等方面的原因，有着较大的出入。例如，在１９９０年的人口

普查中，不再认同于阿裔的库尔德人和贝布人 （Ｂｅｒｂｅｒ）被单独划分出

来；而一些认同于阿裔的索马里人、苏丹人和毛里塔尼亚人也被单列

出来。②

就城市化程度而言，有９４％的阿裔生活在大都市区，尤其是集中在

旧金山、底特律、纽约、芝加哥和华盛顿特区等五大都市区。与几乎所

有的移民集团类似的是，阿裔在地域分布上也呈现出一些特点，即以母

国或者某种宗教认同为基础，集中居住在某些城市或州。例如，构成阿

裔主体的黎巴嫩裔散布于除新泽西州之外的美国各州并且占当地阿裔人

口的主体；埃及裔集中居住在新泽西州；叙利亚裔则集中于罗德岛；而

巴勒斯坦裔、伊拉克裔和亚述裔则集中于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和加利

福尼亚州。就宗教信仰而言，阿裔的主体信奉基督教，具体情况是：天

主教徒 （包括罗马天主教、马龙派和希腊天主教）为３５％，穆斯林 （包

括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为２４％，东正教徒 （包括安提俄克派、

叙利亚派、希腊派和科普特派）为２０％，清教徒为１１％，还有１３％的人

信奉其他宗教或者无宗教信仰。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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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ｕｌｅｉｍａｎ，Ａｒａｂ－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ＳｅｅｉｎＥｒｎｅｓｔＭｃＣａｒｕｓ
（Ｅ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ｒａｂ－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Ｐｒｅｓｓ，ＡｎｎＡｒｂｏｒ，
１９９４，ｐ３７～６０

Ｇ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ｄｅｌａＣｒｕｚａｎｄＡｎｇｅｌａＢｒｉｔｔｉｎｇｈａｍ，ＴｈｅＡｒａｂ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０，ＵＳ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ＳＣＥＮＳＵＳＢＵＲＥＡＵ，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３，ｐ２

Ｚｏｇｂ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００



阿裔美国人口来源状况

来源国
１９９０年 ２０００年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的变化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黎巴嫩 ３９４１８０ ４５８２ ４４０２７９ ３７０１ ４６０９９ １１７

叙利亚 １２９６０６ １５０６ １４２８９７ １２０１ １３２９１ １０３

埃及 ７８５７４ ９１３ １４２８３２ １２０１ ６４２５８ ８１８

巴勒斯坦 ４８０１９ ５５８ ７２１１２ ６０６ ２４０９３ ５０２

约旦 ２０６５６ ２４０ ３９７３４ ３３４ １９０７８ ９２４

摩洛哥 １９０８９ ２２２ ３８９２３ ３２７ １９８３４ １０３９

伊拉克 ２３２１２ ２７０ ３７７１４ ３１７ １４５０２ ６２５

也门 ４０９３ ０４８ １１６８３ ０９８ ７５９０ １８５４

库尔德人 ２１８１ ０２５ ９４２３ ０７９ ７２４２ ３３２０

阿尔及利亚 ３２１５ ０３７ ８７５２ ０７４ ５５３７ １７２２

沙特 ４４８６ ０５２ ７４１９ ０６２ ２９３３ ６５４

突尼斯 ２３７６ ０２８ ４７３５ ０４０ ２３５９ ９９３

科威特 １３０６ ０１５ ３１６２ ０２７ １８５６ １４２１

利比亚 ２１７２ ０２５ ２９７９ ０２５ ８０７ ３７２

贝布人 ５３０ ００６ １３２７ ０１１ ７９７ １５０４

其他 ７３１ ００８ １４６１ ０１２ ７３０ ９９９

　　资料来源：Ｇ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ｄｅｌａＣｒｕｚａｎｄＡｎｇｅｌａＢｒｉｔｔｉｎｇｈａｍ，ＴｈｅＡｒａｂ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０，

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ＳＣＥＮＳＵＳ

ＢＵＲＥＡＵ，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３，ｐ３

尽管阿裔到达美国时同样面临严重的种族偏见和歧视，但自从进入

２０世纪以来，他们在进行各类统计时被归入白人／高加索人种一类，逐渐

被认同为 “白人”。① 阿裔移民利用其 “白人”身份，迅速归化为美国公

民。换句话说，正是美国白人主流族群对于阿裔 “白人”身份的认可，

使得阿裔取得了完整的美国公民身份，推动了阿裔美国民族认同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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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因素，推动了阿裔在商业、贸易和专业技术等方面的成功，最

终从根本上推动了阿裔美国人政治地位的获得和确立。这就是说，经济

因素是推动第一波移民潮的主要因素，而政治和社会因素则是推动新移

民潮的主要因素。

正是由于移民的背景和动力等诸多因素上的差异，导致了先后两波

移民潮所带来的移民，对于他们自身在美国社会的地位有着截然不同的

看法。如前文所述，第一波移民将自己视为 “寄居者”，认为自身并不属

于美国社会；而受过良好教育或原本就属于精英集团的新移民则恰恰相

反。他们寻求自由、民主和新的生活方式，积极投入美国社会的各个

方面。

美国２０００年人口统计数据表明，８２％的阿裔美国人已经取得美国公

民身份，６３％出生于美国。就性别比例而言，男性占５４％，高于美国各

族群男性人口的平均水平４９％。这可能是因为在一般移民活动中男性总

是先于女性所致。阿裔美国人具有相当高的教育水平，在获得硕士及以

上学历的阿裔是美国人口平均水平的两倍。由于具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和

较为年轻的年龄结构，阿裔美国人的就业率高于美国总体水平。以１９９０

年为例，阿裔的就业率为８０％，高于主体水平２０个百分点。①较高的学历

和较高的就业率，使得阿裔成为美国社会中坚定的中产阶级。以１９９９年

的情况为例，阿裔男性的年均收入为 ４２７００美元，超出全美平均水平

（３７１００美元）５０００美元以上；阿裔女性的年均收入为３１８００美元，超出

全美女性平均水平 （２７２００美元）近５０００美元；中等阿裔家庭的收入为

５２３００美元，超出全美中等家庭收入 （５００００美元）２０００美元以上。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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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ＳａｍｉａＥｌ－Ｂａｄｒｙ，Ａｒａｂ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ｌｌｉｅｄ－ｍｅｄｉａ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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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Ｕ，Ｍａｒｃｈ２００５，ｐ１４～１５



二、阿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及评价

在过去一个世纪当中，阿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其政治参与形式也随之不断多样化，其形式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抗议政治组织

组织各种社团 （其中一些社团后来演化为利益集团或者政治组织），

参与罢工，举行游行示威等形式是阿裔美国人抗议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

作为阿裔美国人中的先驱，“叙利亚人”率先建立了清真寺、教堂和

互助性的社团组织，如 “叙利亚女士援助社” （ＳｙｒｉａｎＬａｄｉｅｓＡｉｄＳｏｃｉｅ

ｔｙ）。这些宗教性或互助性组织的建立，为阿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奠定了

较好的组织基础。

整个２０世纪尤其是２０世纪早期的阿裔美国人政治参与史中，最为重

大的抗议事件之一就是１９１２年的马萨诸塞州劳伦斯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纺织工

人大罢工。在这一次由削减工时和工资引发的大罢工中，阿裔美国人扮

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罢工委员会不定期地在叙利亚裔美国人所建立的

圣·安东尼教堂 （马龙派天主教教堂）中举行会议商讨对策。① 阿裔美国

人法里斯·马拉德 （ＦａｒｒｉｓＭａｒａｄ）、詹姆斯·布鲁克斯 （ＪａｍｅｓＢｒｏｘ）、

伊斯康德·哈贾 （ＩｓｋａｎｄｅｒＨａｊｊａｒ）、米海尔·沙利巴 （ＭｉｋｈａｉｌＳａｌｉｂａ）、

约舒夫·沙英 （ＹｕｓｕｆＳｈａｈｉｎ）等人是此次罢工的主要领导人。② 在总共

大约３００００名罢工者中，约有２５００名是阿裔美国人。罢工期间，两名阿

裔美国人死亡。③ 此外，阿裔美国人在底特律的汽车制造业中充当了重要

角色。作为联合汽车工人组织 （ＵｎｉｔｅｄＡｕｔｏＷｏｒｋｅｒｓ，ＵＡＷ）的成员，他

们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发动了反对ＵＡＷ动用养老金购买以色列债券的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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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①

阿裔美国人还动用抗议政治参与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１９１３年，

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 （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ｏｎ）法院以叙利亚人不是白人为由，拒

绝了叙利亚裔移民法拉斯·萨义德 （ＦａｒａｓＳｈａｈｉｄ）申请美国国籍的请求。

此后，这类事件不断上演，引发了阿裔美国人的连续抗议。但直到１９２４

年，叙利亚裔才被最终立法确认为白人并有资格成为美国国民。②

早期叙利亚裔移民大多为天主教徒而非穆斯林，他们根据其宗教信

仰来争取和维护自身的权利，尤其是美国公民身份及相关权利。在积极

维护自身权利的过程中，叙利亚裔美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种族、文

化和宗教身份。在美国白人种族主义的催化下，叙利亚裔美国人的新认

同逐渐得以形成。③ 叙利亚裔最终被认同为白人而与阿拉伯人或阿拉伯穆

斯林区分开来了。阿拉伯裔和阿拉伯裔穆斯林最终被确认为白人是１９４４

年的事情了。④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席卷整个美国社会的黑人民权运动，也诱

发了美国社会中其他少数族裔维护自身族群权益的愿望。尽管来自第三

世界的许多少数族裔都已经获得了自身的少数族群地位和权利，但阿拉

伯裔却没有。而原因则恰恰在于阿拉伯裔当初苦苦追求的 “白人”

身份。⑤

《１９６４年移民法》的颁布，使得阿裔美国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此前的阿裔美国人多半信仰天主教，而此后移民美国的阿裔多半为穆斯

林。同时，美国人口中的非阿裔穆斯林数量开始迅速增长。“９１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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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美国针对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的歧视、威胁甚至暴力活动迅速增加。

在阿裔美国人争取民权的活动中充当领导者角色的是反歧视委员会 （Ａｎｔｉ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ＡＤＣ）。

（二）利益集团和组织

以色列在１９６７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大获全胜，极大地刺激了阿拉伯

世界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反以、反美情绪。阿裔美国人的多数利益集团和

组织成立于此次民族主义浪潮之中。

事实上，阿裔美国人的利益集团组织几乎与他们在美国社会的活动

史是同步的。早在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叙利亚裔美国人就率先组织了起来，

只是他们当初的组织多半局限于较小的教派，如马龙派、东正教、德鲁

兹派等。当面临外界的强大压力时，这些较小的以教派认同为基础的组

织就可能采取联合策略，共同对付艰难局势。

在早期的阿裔利益组织中，没有明显派系色彩的是阿米恩·Ｆ哈戴

德 （ＡｍｅｅｎＦＨａｄｄａｄ）于 １８９２年 ４月 ２６日组建的纽约叙利亚人社

（Ｓｙｒｉ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成立伊始，这一组织也像当时其他移民社

团一样，侧重于对于新移民的教育，帮助他们早日 “美国化”以适应美

国社会环境。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更多的具有教派特征的组织先后成

立，其中不少组织集中关注妇女和儿童问题。成立于１９０７年７月３日的

叙利亚女士援助社，是相当长时期内援助妇女儿童最力的组织。

１９１１年，纳奥姆·穆卡泽尔 （ＮａｏｕｍＭｏｋａｒｚｅｌ）组建了黎巴嫩进步

联盟 （ＴｈｅＬｅｂａｎｅｓｅＬｅａｇｕｅｏｆＰｒｏｇｒｅｓｓ），是为第一个集中关注母国的移民

组织，其宗旨即是支持建立独立民族国家黎巴嫩的斗争，尤其是支持法

国庇护下的天主教徒和马龙派教徒在这一事业上的努力。到一战前夕，

阿裔移民的此类组织不断涌现，而战后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更是直接促成

了更多的此类组织的诞生。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使得原来归属奥斯曼帝

国的阿拉伯领土的地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部分阿裔美国人认为应该

由法国提供保护，以黎巴嫩的名义进行统治；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应该由

美国出面成立保护国；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应该成立独立的叙利亚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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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政治组织中，叙利亚联合社 （ＴｈｅＳｙｒｉａｎＵｎｉｔ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和新叙利

亚党 （ＴｈｅＮｅｗＳｙｒｉａＰａｒｔｙ）受到阿裔美国青年的热情支持，并为推翻奥

斯曼帝国的统治进行过种种努力。①

阿裔美国人对于巴勒斯坦的关注始于一战时期，巴勒斯坦福利社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ｏｃｉｅｔｙ）和巴勒斯坦全国联盟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ｇｕｅ）等组织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相当活跃。１９２９年，来自新叙利亚党、

巴勒斯坦全国联盟和青年穆斯林社 （ＹｏｕｎｇＭｅｎｓＭｏｓｌｅｍＳｏｃｉｅｔｙ）等组织

的代表与当时的国务卿亨利·Ｌ斯廷森 （ＨｅｎｒｙＬＳｔｉｍｓｏｎ）举行了会

谈，就巴勒斯坦问题交换了彼此的看法。然而，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最为

重要的游说集团并非上述组织，而是阿拉伯全国联盟 （Ａｒａ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ｇｕｅ）。威廉·卡泽福李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Ｃａｔｚｅｆｌｉｓ）、阿米恩·理哈尼

（ＡｍｅｅｎＲｉｈａｎｉ）、福艾德·伊萨·沙塔拉 （ＦｕａｄＩｓｓａＳｈａｔａｒａ）、阿明·泽

丹 （ＡｍｉｎＺｅｉｄａｎ）、菲利普·艾尔科里 （ＰｈｉｌｉｐＥｌｋｈｏｌ）等人发挥了重要

领导作用。② １９３７年，阿米恩·理哈尼率领阿裔全国请愿代表团拜会当时

的国务卿科代尔·忽尔 （ＣｏｒｄｅｌｌＨｕｌｌ），要求美国在制定巴勒斯坦政策

时，一视同仁地对待其少数族群 （即阿裔美国人和犹太裔美国人）。对于

阿裔美国人而言，整个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他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巴勒

斯坦问题。１９４４年１１月底，阿裔政治领袖法利斯 Ｓ马洛夫 （ＦａｒｉｓＳ

Ｍａｌｏｕｆ）敦促罗斯福总统不要支持有悖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意愿的相关

政策。③ 随着二战临近结束，犹太裔美国人的游说活动日益活跃。以菲利

普·希提 （ＰｈｉｌｉｐＨｉｔｔｉ）为首的阿裔美国政治精英明显感觉到国际和国内

局势的紧迫，遂于１９４５年在华盛顿特区成立了阿拉伯—美国事务研究所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ｒａｂ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ｆｆａｉｒｓ）。菲利普·希提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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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ｉｌｉｐｐａＳｔｒｕｍ（ｅ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ｒａｂ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ＷｏｏｄｒｏｗＷｉｌｓｏｎ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Ｍａｙ５，２００６，ｐ８～９

ＭｉｃｈａｅｌＷＳｕｌｅｉｍａｎ（ｅｄ），Ａｒａｂｓ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ｅｗＦｕｔｕｒｅ，Ｔｅｍｐ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２２７～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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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在巴勒斯坦建立 “犹太民族家园”。① １９４６年，在美英联合调查委员

会就巴勒斯坦问题提出意见之后，② 阿拉伯—美国事务研究所又立即向美

国国务院提交备忘录，对该委员会的报告进行驳斥。遗憾的是，由于缺

乏活动经费，阿拉伯—美国事务研究所在几年之后被迫关闭。

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阿裔美国人政治组织的主要关注点有两个，一个

是阿裔美国人社会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联合和团结；一个是加强他们与

母国之间的联系。③ 这两个关注点在某种意义上是互相矛盾的。问题怎么

解决呢？一个全国性阿裔政治组织的组建已经成为一种历史需要。事实

上，早在２０世纪之初，就已经有阿裔精英提出建立全国性政治组织，但

出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叙利亚世界》（ＴｈｅＳｙｒｉ

ａｎＷｏｒｌｄ）的编辑、阿裔政治精英沙洛姆·穆卡泽 （ＳａｌｌｏｕｍＭｏｋａｒｚｅｌ）

才在这一方面做出实质性的努力。在他的努力下，全国叙利亚裔和黎巴

嫩裔美国人组织联合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ｙｒｉａｎａｎｄ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ｌｕｂｓ）成立了。④ 尽管其名称中有叙利亚和黎巴嫩这

两个地域色彩明显的词汇，但全国叙利亚裔和黎巴嫩裔美国人组织联合

会所关注的却是更为广泛、更具有包容性的 “阿拉伯问题”。１９４８年，

以色列建国之后，这一色彩更为浓厚。１９５１年，该组织的代表与杜鲁门

总统进行会晤，就巴勒斯坦问题等交换了意见和看法。⑤ １９５５年，该组织

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在过去３３年中所采取的巴勒斯坦政策是 “错误的”

“可修正的” “应该修正的”。⑥ 后来，该组织更是定期在黎巴嫩举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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