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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成年礼
父亲送把枪

! ! ! !美国建国 !""多年来，虽然
曾有过上万个修宪提议，但只有
!"个修正案通过并生效。最初通
过的 #"个宪法修正案后成为现在
所说的《权利法案》。《权利法案》
$%&$年 $!月 $'日通过，其第二
条写道：“组织良好的民兵队伍，对
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安全是必需的，
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
侵犯。”短短一句话，成为美国人拥
枪自由的“尚方宝剑”。
枪支是美国历史与文化的核

心内容之一。美国人心中枪的概
念，同禁枪国家的人心中的枪的
概念完全不同。在美国很多地方，
尤其是中部、中南部等偏保守地
区，男孩成年的标志，就是生日那
天收到父亲送的一把枪。美国国
民共拥有约 !()亿支枪，美国是
每人平均拥有武器最多的国家。

相关链接
“行动”、“团结”，面对国会山

前 80万民众，美国总统奥巴马
21日用这两个关键词开启第二任
期。18分钟的就职演讲中，最先
提到的就是康涅狄格州枪击案后
上紧发条的“控枪”博弈。奥巴马
说：“哪怕只能挽救一个人的生
命，我也必须这么做。”
“控枪”，无疑已成为奥巴马

第二任期的焦点战役。在“财政悬
崖”坠崖前一刻仍然斗得不可开
交的民主共和两党，在“控枪”议
题上，又将面临一场大战。上一次
争的是“钱袋子”，这次则是美国
人权中最神圣的“拥枪权”。

热点锁定：
!!日，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
称，菲方将启动程序，将其与中
国的南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法
庭。中方 !*日重申对南海拥有
无可争议的主权。

马里危机“溢出”
诱发阿人质事件

!"#

美国石油开采热
宁静小镇陷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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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家庭主夫”
成为消费新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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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第二任期 开场就打“枪战”
国会立法困难重重 政治代价难以预计

文 /驻美记者 徐东海

证明自己言出必行
当地时间 $月 $+日，在第二任期

就职典礼前 ,天，奥巴马签署了 !*条
行政命令，其主要内容是禁止新式攻
击武器、限制高容量弹匣、扩大对购枪
者的背景调查，以及施行更严格法律
对付枪械非法交易，以遏制武器在美
国各地扩散。
《纽约时报》评论说，奥巴马这次

不等国会同意，就利用总统职权签署
!*条行政命令，加强执行现有枪械
法，显示他的政府决心推动一场足以
改变美国的立法行动。《洛杉矶时报》
评论说：“奥巴马显然是想证明给美国
人看，自己是个言出必行的总统。”

反对声浪凶猛异常
控枪，对于历任美国总统来说都

是个“烫手山芋”。果不其然，奥巴马的
“控枪 !*条”刚一出笼，就遭遇了铺天
盖地的反对声浪。作为拥枪力量的骨
干，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专门打
出广告，声称奥巴马是“精英伪君子”，
并称奥巴马对“安置武装保安进入学
校表示质疑，而他自己的孩子却在学
校受到武装卫兵的保护。”
尽管这一做法遭到了包括共和党

人在内的公开批评，认为全国步枪协
会不该“将总统的孩子当做政治攻击
目标”，但其反对控枪的态度依然得到
不少人的支持。密西西比州州长布莱
恩 $+日表示，希望州政府抗拒一切限
制拥枪权的总统命令。得州共和党籍
州议员托斯则计划提出法案，不允许
在得州执行限售半自动武器或大容量
子弹匣的联邦法令。

来自民间的极端声音更令人不
安。田纳西战术反应公司首席执行官
伊格在其发布的录像中声称：“我不会
让任何人拿走我的枪，否则我就杀
人。”对于民间极端势力的过激反应，
0--评论称：“保守的电台谈话节目
无数次将奥巴马比做希特勒。拥枪者

们在它们的刺激和鼓励下，认为奥巴
马政府提出的任何措施，只要他们不
喜欢的，就是专制。”
面对众多反对声，白宫除了在网

上呼吁民众给予鼓励外，控枪计划的
主要负责人、副总统拜登将在全国各
地积极进行宣传。白宫新闻秘书卡尼
说：“我认为谁都不应该质疑总统在枪
支控制方面的承诺和努力。”

“控枪”为何这么难？
“控枪”，而非“禁枪”。在许多禁枪

国家的人看来，“控枪!*条”理所应当。
但在美国，任何试图改变公民拥枪权
的讨论或尝试，都注定极艰难。《纽约
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写道：“让有些
美国人放下枪，等于要了他们的命。”
拥有 $,1多年历史的美国全国步

枪协会拥有 ,*"万会员，是一个十分
活跃的政治游说组织。它以美国宪法
第二修正案为依据，坚持公民持枪权
利，强烈反对任何试图加强枪支管制
的政治努力。多年来，该协会在美国地
方和联邦选举中拥有巨大影响力，成
为政客们争先讨好的对象，“枪支管
制”因此变成他们避之不及的话题。在
!"$!年的选举中，全国步枪协会投入
,"""万美元，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

姆尼成为主要受益者。
历史上，控枪也曾让民主党承受

了不小的政治代价，尤其在连续推出
控枪举措的克林顿政府时期———$&&,

年国会中期选举、!""" 年总统大选，
民主党失利背后都有枪械利益集团的
影子。在第一个任期，奥巴马甚至从未
提到过枪支管控，这个历来是两党争
端焦点之一的话题几乎从竞选议题中
消失。不过，随着顺利连任，奥巴马现
在终于可以轻装上阵。

政治博弈妥协难免
奥巴马推出“控枪 !*条”，并不意

味着一切就都尘埃落定，相反，这只是
一场冗长战役的开始。用纽约市长布
隆伯格的话说，“现在，无论是纽约市
民，还是美国人，都应该是表明自己立
场的时候了，总统需要你们的支持。”
美国媒体预计，一场遍及美国整个社
会的大讨论正在上演，“国会将是最主
要的战场”。
目前应该看到的是，美国国内支

持持枪自由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并
且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内，这样
的声音都不小。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
袖里德表示，参议院将考虑讨论关于
加强枪支管理的议案。但是否能够出

台这样的议案，议案是否能在民主党
占多数的参议院通过，里德都表示“只
是有可能”。而对于在共和党占多数的
众议院能否通过加强枪支管理的议
案，里德的答案是“相当怀疑”。
此外，面对一场马拉松般的战役，

奥巴马政府究竟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放
在枪支管控立法上，也是个有待商榷
的问题。目前看来，组建新内阁，与共
和党人谈判，解决高额财政赤字，以及
“后财政悬崖”威胁，都足以让奥巴马
政府忙得焦头烂额。如再碰到类似“班
加西案”这样的突发事件，“控枪”很容
易被转移注意力、搁置在一边。
同样，奥巴马自己也将面临不小

的政治风险。一旦法案最终在国会陷
入僵局，奥巴马就要为此付出更多的
政治资本。正如之前的财政悬崖谈判
中，为避免最后时刻“坠崖”，奥巴马也
不得不做出让步，在政府预算削减上
满足共和党提出的部分要求。此外，奥
巴马控枪方案中的许多资金投入需要
国会批准，而目前两党正准备就债务
上限问题展开博弈，控枪议案难以在
国会成为优先议题并得到财政保障。
当然，如果控枪措施的实施最终

取得成功，不仅意味着奥巴马推动 !"

年里最大规模的强化枪支安全管理措
施获得成效，同时也将削弱全国步枪
协会和其他支持持枪团体的政治力
量。长期以来，这些组织一直支持的也
是与奥巴马对立的共和党人。这将最
终使得奥巴马在第二个任期内，更有
可能在推动其他议题方面取得成功。
美国媒体预计，控枪立法过程注

定漫长，而且不会有哪一方获得明显
优势。正如白宫顾问普劳夫所说，“我
觉得控枪方案不会全部或以当前形式
获得国会通过，但我们认为当前的方
案中包含至关重要的元素———限制大
容量弹匣和全面调查购枪者背景能获
得国会通过。”
至于这场“枪战”将持续多久？最

后孰胜孰负？只能等待时间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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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早在!"")年竞选总统
时，奥巴马就曾笼统地提
出过控枪口号。只不过，在
第一个任期，他被疲软的
经济形势拖累，无暇关注
控枪问题。但震惊全美的
康涅狄格校园枪击案，加
上倒在枪口下的!"个孩子
鲜活的生命，终于让他下
定决心。奥巴马特地把康
州枪击案一遇难者父亲赠
送的一幅画放在白宫办公
室内，提醒自己必须有所行动。

奥巴马这次推动 !"年来最
大规模的控枪措施，时机堪称绝
佳。之前美国已发生多起恶性枪
击案，如奥罗拉影院枪击案，民众
抱怨声空前高涨。在此背景下，包
括无党派的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在
内的政要纷纷表态力挺。
此外，民意支持也是奥巴马

促成控枪的重要因素。根据美国
媒体所做的民意调查，高达 &!2

的受访民众认为枪支零售店应对
购枪者的背景进行审查，))2的
民众赞同对在枪支展览会上购枪
者的背景予以审查，%'2的民众
认为个人之间的枪支交易也应接
受背景审查。民调显示，')2的民
众支持在全美范围禁止攻击性武
器的销售，赞成禁止销售大容量
弹夹的民众也占到 ')2。

综合来看，“控枪”得到 '+2

民众的支持。美国媒体分析认为，
这使得奥巴马能够在国会尚未通
过立法的情况下以行政手段推行
控枪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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