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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枪支情结探秘（下）
! 张业亮

枪支管控为何步
履维艰

美国的枪支管控步履维艰，除
了宪法第二修正案对个人持枪权的
保护和悠久的枪支文化外，联邦与
州分权的政治制度、强大的枪权利
益集团的游说以及美国近十多年来
不断加剧的两党政治极化所导致的
复杂的枪支政治是重要的原因。
首先，宪法第二修正案和最高

法院的保守裁决为美国民众持有和
携带枪支提供了宪法保障。根据这
一修正案，持枪权是公民拥有的基
本的权利。但宪法修正案保护的究
竟是个人持有和携带枪支的权利、
还是州民兵集体才拥有的权利，一
直存在争议。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集体权利说在司法和学术界占主流
地位。在美国最强大的枪权团
体———全国步枪协会多年来不遗余
力的推动和自由派宪法学者的努力
下，个人权利说渐成主流，并成为最
高法院保守法官裁决的依据。
其次，美国社会悠久而独特的枪

支文化也是枪支管控寸步难行的一
个原因。早在北美殖民地时期，为了
对付野兽和随时可能发生的印第安
人的袭击，美国人就形成了人人携带
武器的习惯。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
由于人人持枪，使开国总统华盛顿能
依靠自行武装起来的平民打败英军，
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这也进一步培
养了人们强烈的持枪意识。美利坚共
和国成立后，民众普遍对政府不信任
的保守理念和防止出现中央集权导
致暴政的想法进一步巩固了人们的
持枪意识，推动立国先贤把第二修正
案写入“权利法案”，作为公民权利和
公民自由的一部分，使得枪支文化深
深扎根于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内战时
期，为了确保北方有足够的兵源与武
器装备同强大的南方作战，林肯政府
大力鼓励武器生产和积极武装北方

民众，进一步造就了枪支文化。这些
历史以及不断向西开拓的边疆史，加
上小说和好莱坞西部牛仔片的渲染，
使枪支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和美
国精神的象征，一直延续至今。即使
在今天，横穿广袤的西部和全美乡
村，尤其是山区，朋友们携枪聚集闲
聊仍是一道常见的风景和生活方式
的一部分。枪支文化还与美国重视家
庭的价值观相结合，狩猎和运动射击
成为家庭户外活动的一个方式。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喜爱枪支

的文化传统是他们反对控枪的惟一
原因。枪支文化还造成在控枪态度
上西部和东部、乡村和城市的对立。
对多数西部和居住在乡村的人来
说，拥有枪支是一个传统和生活方
式的选择，即使他们赞同对持枪的
背景审查，也竭力想维护他们持枪
的权利；而在大城市，由于枪支暴力
犯罪严重，多数居民则拥护控枪。
第三，枪权团体的游说活动也

是美国枪支管控步履维艰的一个重
要原因。在美国众多的枪权团体中，
美国步枪协会是最强大的单一议题
利益集团。美国步枪协会于 !"#!年
由国民警卫队和退休军官在纽约成
立，最初只是一个射击爱好者俱乐
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美国社
会枪支暴力犯罪增多和枪支管控逐
渐成为全国性议题，它开始涉足政
治。上世纪 $%年代，随着国会控枪
法案的增多，美国步枪协会成立立
法事务部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影
响国会的枪支立法、反对枪支管控
为己任，完成由射击俱乐部向压力
集团的华丽转变。目前，这一免税的
“社会福利”组织自我标榜的使命是
“保卫和捍卫美国宪法，推动公共安

全、法律和秩序及国家防务”。
经过多年的经营发展，美国步

枪协会的会员人数剧增，&%'&年会
员高达 ()%多万，并具有超强的募
款能力，&%*+年其募集资金是全国
最大的控枪团体———“布雷迪预防
枪支暴力运动”的 (&倍。步枪协会
的游说活动对美国枪支立法产生巨
大的影响。虽然每次发生大规模枪
击惨案后都引起美国社会对控枪的
辩论，但基本上无果而终，背后都有
强大的步枪协会游说活动的阴影。

第四，美国社会在控枪问题上
的分裂和日趋加剧的两党政治极
化所形成的独有的复杂的枪支政
治，增加了枪支管控立法的难度。
从政党政治的视角看，随着两党政
治极化加剧，两党在枪支管制问题
上找出中间立场的日子已一去不
复返。民调显示，以前，共和党人在
枪支管控问题上支持和反对的大
体相等，但目前只有 !!(的共和党
选民认为枪支管控比枪权更重要；
民主党人则相反，多数主张对枪支
实施严格管控，并且这一立场几乎
没有什么变化，两党在控枪问题上
的主张已成为两党形象的界定性
因素之一，两党的核心选民团体在
枪支问题上的主张也截然对立。枪
权派与共和党结盟，而控枪派则多
由民主党人士组成。两党政治极化
的加剧使新的枪支立法很难通过，
即使两大党在一些新的具体的管
控措施上有大体上的共识，但在更
严格的枪支管控法律上，仍会存在
严重的分歧。
从选举政治的视角看，在当今

美国，很少有议题像枪支管控那样
极化，美国社会在控枪问题上高度

分裂，围绕控枪的争议已成为美国
目前正在进行的“文化战争”的最主
要的特征之一。枪支管控成为总统
和国会选举的主要议题之一，两党
的公职竞选人在枪支管控问题上的
态度成为选举成败的一个重要因
素。枪支管控与美国的政党和选举
政治、利益集团政治相交织，形成了
复杂的枪支政治，使枪支立法成为
美国最为棘手的公共政策制定难题
之一，也是近十多年来国会枪支立
法难以通过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联邦和州分权的政治制

度也是美国的枪支管控步履维艰的
一个制度性因素。根据美国宪法，枪
支管控也属于州权的范畴。目前美
国枪支管控的法律法规大部分是地
方法规，并且由于管辖权的不同而
多样。根据全国步枪协会统计，全国
共有不下于两万个控枪法规，其中
多数由州颁布。
联邦与州分权的政治制度给枪

支管控带来以下困难：一是造成枪
支从管制较松的州流向管制严格的
州，使得后者的枪支管制形同虚设；
二是带来在枪支管制问题上的联邦
权和州权的冲突。特别是近十多年
来，由于联邦政府在枪支管控上的
立法僵局，枪权派和控枪派都转向
州作为立法的重点，这一趋向由于
一党同时控制州长和州议会的州增
多而加剧。在一党同时控制州长和
州议会的州，立法议程更容易通过，
两大党都运用其权力在枪支管制问
题上通过符合本党主张的新的法
案，不少州还通过规定联邦控枪法
无效的法案，这在加剧联邦权和州
权冲突的同时，也造成美国各州的
枪支泛滥。

民众对控枪的支
持率为何下降

可是，尽管近年来大规模枪击
惨案不断发生，美国民众对枪支管
控的支持率却在下降。盖洛普民调
显示，!,,% 年，支持的民众高达
$"-，&+!!年，这一数字下降到只有
()-；相反，主张放松管制的人数则
上升了 )+多个百分点。&+!&年 (

月的皮尤民调也显示，支持枪权的
民众由 &+++年的 &,-上升到 (,-，
而主张管制的则由 ..-下降到
(/-。民众对枪支管制支持率下降
的原因：一是美国社会犯罪率下降，
二是枪支立法僵局导致的民众对联
邦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三是枪权利
益集团强大宣传攻势以塑造舆论带
来的转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卡罗
来纳州的教堂枪击惨案虽然引发美
国民众对枪支管控立法的再次关
注，但如前几次一样，有可能还是无
果而终，枪击暴力还将持续发生。
与近十多年来发生的大规模枪

击案不同，南卡罗来纳教堂枪击案
件被警方定性为“种族仇恨”驱动的
犯罪。近年来，美国的仇恨团体数量
虽然下降，但针对少数族裔的仇恨
犯罪率仍高居不下，在过去的十年
里，年均发生 &%万")%万起。&%*&

年美国每百万黑人中有 /%多人死
于种族仇视驱动的犯罪，是少数族
裔中受害人数最多的群体。这说明，
美国枪击暴力案件频发，除了枪支
泛滥造成的恶果外，还有深刻的社
会根源。因此，仅仅从法律上控枪还
很不够，还必须解决贫困和种族矛
盾，才能真正杜绝美国的枪患。
摘自!世界知识"!"#$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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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做了一次身体检查

$点 */分比利开始踱方步。伊佳护士 "

点进入房间，在房里停留了 (%分钟，在护士
记录簿上简要写道：*,$"年 )月 *.日，比利
仍住在特别监护病房；对周围事物存有戒心；
谈及自己的多重人格；大部分时间是由“阿
瑟”讲话""有英国口音；他说比利有自杀倾
向，为了使其他人不受伤害，从 *.岁起就让
他沉睡；饮食和排泄状况良好；能充分
摄取食物，心情愉快而且十分合作。
伊佳离开后，阿瑟小声告诉其他

人，哈丁医院是个安全且于他们有利
的地方；由于在医院里需要接受各种
检查，还需要理智地协助医生治疗，因
此他（阿瑟）从此负责决定由谁出现。
当天清晨 &点 &/分，医生助理卡

恩听见房内发出巨大的声响，走过去
查看，发现病人坐在地板上。

从床上掉下来令汤姆深感不安。
几秒钟之后他听到脚步声，并发现有
人从探视孔查看。脚步声逐渐远去后，
他将粘着胶布的刀片取出来，小心地
将它贴在床下的木板上，这样在需要
时他就能立刻找到刀片。

)月 *,日，哈丁医生自芝加哥返回医
院。提前转移比利令他不太高兴，因为他已做
了精心安排。他本准备亲自前往监狱去接比
利的，还花了很多精力筹建了治疗小组""

成员包括心理专家、艺术家、辅助治疗师、精
神医学社会工作人员、医生、护士、医生助理
和治疗区护士长等。他与小组成员讨论了多
重人格症的复杂性。一些成员对治疗安排提
出了异议，他先耐心听取了他们的意见，然后
述说了自己最初的疑虑。他请同事们务必协
助他完成法院交予的任务，以开放的态度同
心协力地研究比利真正的问题所在。

艾尔斯医生在哈丁医生回来后的第二
天，为比利做了一次身体检查。他在记录中提
及比利的嘴唇经常嚅动，眼睛常转向右边，而
这些通常都出现在回答问题前。他还发现，每
当问及患者为什么要这么做时，患者都说是
在与其他人交谈""特别是和阿瑟，以便回
答问题。
“一般情况下称我们为比利就行了，”比

利说，“这样才不会有人认为我们疯了。我是丹

尼。文书工作一般由亚伦负责，我不管。”艾尔
斯医生在报告中如此记载，并加了以下注释：

我们事先达成协议&只以比利为对象&由

丹尼提供其他人的健康状况' 但他并不清楚

其他人的名字' 他只记得比利 &岁时接受过

疝气治疗""(戴维永远 &岁)&所以有疝气

的是戴维'亚伦视野狭窄&但其他人眼睛都很

正常**

注：在进入化验室之前&我详细

说明了这次检查的性质&并强调了检

查疝气治疗情况&以及经由直肠检查

前列腺的重要性&特别是后者&因为

他排尿不正常' 他听后变得非常紧

张&嘴唇和眼睛快速转动&显然是在

与其他人交谈' 他虽然紧张&却非常

礼貌地告诉我+(这可能会令比利和

戴维感到痛苦&因为那正是卡尔莫分

别强奸他们各 %次的地方'那时他们

住在农场&卡尔莫是我们的继父' )后

来他又补充说&家庭一栏中填写的母

亲是比利的母亲&(但她不是我母亲&

我不知道我母亲是谁' )

治疗区助理医生罗莎和尼克每
天都参与比利的治疗。每天上午 *%点和下午
)点，$或 "名病人会集中在一起进行治疗。

)月 &*日，尼克领着比利从特别监护病
房（晚上才锁门）进入活动室。这位年仅 &$

岁、身材瘦长的男助理医生留着浓密的八字
胡，耳朵上戴着镶有宝石的金耳环。他曾被告
知由于比利幼年时曾遭性虐待，因此对男性
充满敌意。虽然尼克对多重人格症充满好奇，
但仍持怀疑态度。

罗莎小姐 &%多岁，一头棕色秀发，一双
蓝色的眼睛，过去从未接触过多重人格症患
者。听完哈丁医生的介绍，她发现同事们分成
了两派：一派相信比利是多重人格症患者；另
一派认为他是伪装的，想借此免于被判强奸
罪而入狱。罗莎一直试图保持中立。
看到比利躲开他人独自坐在桌子的另一

边，罗莎便走过去告诉他，昨天患者们决定每
个人都用贴画的方式描绘出自己最爱的人。
“我没有最爱的人。”他说。
“那就为我们创造一个吧！大家都会做

的。”她拿出一张图画纸，“我和尼克也准备剪
贴一张。”

苏州河!黎明来敲门
王唯铭

! ! ! ! ! ! ! ! ! $%&卜舫济与黄素娥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苏州河边上，回到
圣约翰书院。先说说卜舫济。*".(年，卜舫济
生于美国。其时，美国的南北战争尘埃落定，
罗伯特·李即将带领他的残兵败将向北方军
队举起悲伤的白旗；其时，在中国，圆明园的
一场大火将满族统治者烧得“发虎跳”般的
痛，痛定思痛后决定用洋务运动来“以夷制
夷”，我强调这个时间节点上出生的卜舫济，
那是因为，当他漂洋过海抵达上海时，上海已
经进入了她的新时代，这于卜舫济于圣约翰
都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年出生的卜舫济，他的父亲是美国
圣公会牧师，与在苏州河边造起救主堂的文惠
廉牧师属于同一个新教差会，父亲卜雅各还是
一名出版商，在纽约出版《圣经》。*"")年，卜舫
济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年他又在纽约神学院毕业，获神学士学
位。历史记载了这么一个细节：当他进入圣公
会总神学院学习神学，有缘与一个中国洗衣工
相识，在与洗衣工频繁的接触与交流中，他对前
往中国传教产生了兴趣，还不是一般的兴趣。

*"".年 **月 *"日，上海的一个美妙秋
日，来自欧洲的一条大船缓缓地靠上十六铺
码头，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卜舫济踏上了上
海的土地。十分有意思的事情是，当卜舫济将
他的行李放在了圣约翰书院的教工寝室，信
步来到苏州河的河边，*,世纪中期的苏州河
以它秀丽景色让站在河岸边的卜舫济竟然大
声地呼唤起来：“多么伟大的扬子江啊！”
卜舫济将苏州河当成了长江，虽说啼笑

皆非，却也情有可原，毕竟纽约圣公会家庭出
生的青年，中国怎么一回事，上海怎么一回
事，苏州河怎么一回事，所有一切都要靠后来
数十年的上海生活方能洞悉。
卜舫济开始了圣约翰书院的教师生涯。
卜舫济很快地成了一个“上海通”，以后，

他还专门编写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上海方
言》，供在圣约翰大学中学习的人们使用。
在上海最初一两年的学习经历，让卜舫济

对中国人的社会和中华民族的
文化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
解，他知道无论在中国宫廷还
是中国民间，他们全都崇尚道
德，又以儒教文化中的“仁、义、

礼、智、信”作为人生的最高原则和生命的基本
准则；同时他又尖锐地看出了，大清国其时整
个官僚阶层文人集团中流行的严重腐败，这造
成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落后，也造成了帝国
内部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人尽管心智很
高，但奉行的教育方式和教授的内容却大大地
制约了中国人的智力发展，在一个没有自然科
学知识而只知四书五经的私塾教育结构中，中
国人不能也不可能产生出第一流人才。
数年后，圣约翰书院的英语老师卜舫济

转变为圣约翰书院院长，他内心中始终思考
着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全面引进西方特别是
美国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如何彻底地改造
中国的传统教育，最终培养出完全崭新的一
代知识精英和文化精英。
卜舫济甫入圣约翰书院大门，创始人施

约瑟已然退出了圣约翰书院舞台，其时，掌门
人是在苏州河口边兴建救主堂的文惠廉，华
人牧师颜永京在一边帮同着文惠廉打点种种
校务之事。

*",.年，圣约翰书院变身为圣约翰学
校，虽然叫学校，其实是转换成一个真正意义
的大学，卜舫济再次成为校长。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到 *"""年 "月 &)

日的一个现场，圣约翰书院里的圣约翰教堂，
一场婚礼正在进行，庄严的婚礼进行曲通过
花窗从教堂内向教堂外流泻，又沿苏州河的
河面一路向远方飘散。婚礼男主角，便是圣约
翰书院的英语教师卜舫济，婚礼的女主角，即
使上海已进入 *,世纪后期，但她还是让参加
这场婚礼的许多在场西方人士暗暗吃惊，因
为，她是华人，名叫黄素娥。
历史记载，黄素娥为自己的丈夫、丈夫的

事业，可谓鞠躬尽瘁、肝脑涂地。她多次陪同
卜舫济前往美国，为圣约翰书院的发展费尽
口舌地募集所需经费，为密切圣约翰书院内
师生之间的关系，每个周六，卜舫济会邀请低
年级学生到自己家来做客，校长太太黄素娥
分外热情地招待每一个做客学生，从没有一
丝厌烦，历年来，接待的学生高达上万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