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不了解什么是⽩⼈特权，就

更难解决种族主义的根本原因。

然⽽，在认识⽩⼈特权的过程

中，重要的是要把有⾊族裔和被

边缘化的社群的经历作为讨论中

⼼。

1

什么是⽩⼈特权？

在⼀个以种族不平等和不公

正为特征的社会中，⽩⼈基

于其种族⽽拥有的固有优

势。

"⽐[相同情况下的]有⾊族裔
有更多机会获得权⼒和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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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吉-⻨⾦塔在1988年发表了⼀
篇关于⽩⼈特权的开创性⽂

章。在她的作品中，她⽤⽆形

的背包这⼀⽐喻来描述⽩⼈特

权是潜意识的、⽆形的和⽆意

的。

1

珮姬·⻨⾦塔
 “⽩⼈特权: 解开⽆形

的背包.”

能够打开电视，看到你的种族的⼈⼴泛存

在。

⾛进任何⼀家美发店，都能找到能处理你的

发质的⼈。

⻨⾦塔解释说，偏⻅是由于⽩⼈没有意识到他们拥有

这种权⼒/特权⽽延续的。

⼀些⽩⼈特权的例⼦（根据⻨⾦塔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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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是⼀种有意
识的武器

"⽩⼈特权既是⽆意识地享受，⼜是有
意识地延续。它既在表⾯上，⼜深深

嵌⼊美国的⽣活。它是⼀个没有重量

的背包，也是⼀种武器"。

⻨⾦塔的理解解释了⽩⼈特权的⽆意识

和不可⻅的优势。然⽽，它掩盖了许多

有⾊⼈种对⽩⼈特权的概述，包括有意

识选择对于有⾊⼈种造成的后果。

⽩⼈特权并不仅仅是关于美容业和娱乐

⾏业中的形象，它也有能⼒影响系统性

的决定。

⽩⼈特权既是种族主义的原因，也是种

族主义的后果。它的存在是因为历史上

持久的种族主义和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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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facets
of power:

这些例⼦经常被⽤来接受⽩⼈特权是代表某种

常态的权⼒: 
在过去的⼏年⾥，Bandaids出售 "贴合肤
⾊ "的创可贴，却只是配合⽩⼈的肤⾊。

对于⽩⼈特权这个概念来说，这通常是⼀个相

对简单且容易接受的介绍。因为这种说法将⽩

⼈特权定义为最⼩的损害和潜意识的特权。

然⽽，这些特权是象征性的 代表“正常”的权
⼒。

代表“正常”的权⼒

为了更清楚地解释⽩⼈特权既是⽆意

识的，但⼜是有意识地延续的，我们

探讨其权⼒的三个⽅⾯。

权⼒的三个⽅⾯

⽩⼈更有可能带着他们的需求被轻易满⾜的期望在这

个世界上⽣活。有⾊⼈种在这个世界上⽣活时，知道

他们的需求处于边缘地位。认识到这⼀点意味着认识

到哪⾥存在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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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可能因为看起来 "可疑 "⽽被警察随机拦截、审
问或搜查。

虽然对许多⽩⼈来说，每个⼈都得到同情和被⼈道地对

待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这并不是有⾊⼈种可以得到的

特权。

有⾊⼈种更有可能成为种族偏⻅的受害者，并⾯临承受

负⾯的偏⻅和政策的后果。

⼀些例⼦: 

假定⽆辜的权⼒

⽩⼈更有可能在电影、电视、⼴播和新

闻中看到⾃⼰的正⾯形象。这意味着他

们更有可能被当作个⼈来对待，⽽不是

通过定型的种族⾝份来理解--因此更有
可能被假定⽆辜/⽆过失。

"正如有⾊⼈种没有做任何事情来被不平等待
遇⼀样，⽩⼈也没有 "赢得 "不成⽐例的怜悯
和公平的机会。他们得到的是系统性的种族主

义和偏⻅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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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例⼦： 

财富不平等及其与种族刻板印象的联系。

累积⽽来的权⼒

⽩⼈特权可以被认为是通过系统性的种

族主义⽽逐渐累积的权⼒，这种权⼒随

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复杂。

这种积累的⼒量 "也是在⾯对种
族不平等时保持沉默的权⼒。这

是⼀种可以在抗议或对抗必要

时，进⼀步消解或平衡为⾃⼰发

声带来的不适/不⽅便的权⼒。
它可以帮助个⼈选择何时何地采

取⽴场。这就是知道你和你的⼈

性是安全的。这是多⼤的特权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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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来的权⼒

当⼈们理解了反种族主义，有了讨

论种族、性别、阶级和压迫的语

⾔，却不愿意放弃任何东西，包括

他们所占据的空间、权⼒、平台

等，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

破坏性的⾏为模式。
    –Dhakshy Sooriyakumaran

⽩⼈特权可以被认为是通过系统性的种

族主义⽽逐渐累积的权⼒，这种权⼒随

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复杂。

以边缘⼈群和有⾊族裔的声⾳和经验为中⼼，

是试图理解社会在系统中是如何延续种族主义

的关键。这⽅⾯的⼀个重要例⼦是扩⼤了⽩⼈

特权的定义，以包括有意识的种族主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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