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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美 国历史上 , 追求社会正义和理想的改革运动不胜枚举 , 禁酒运动(th e

Pro hi bit io n M ov em ent ) 就是诸多社会改良运动当中独具特色的一个 " 它缘起于

19 世纪初期 , 结束于 20 世纪 30 年代 , 断断续续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 社会各个

阶层都被卷入到运动当中 " 其特点是时间跨度长 , 规模宏大 , 影响深远 " 19 19

年第 18 条宪法修正案的出台标志着禁酒运动达到了高潮 , 全国范围的禁酒正式

开始 " 十三年之后 , 第 18 条宪法修正案被21 条宪法修正案废止 , 旷日持久的禁

酒运动就此结束 , 酒类管制权由联邦回归地方 "

我们知道 , 美国人民是一个崇尚社会改革的民族 , 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追求

民主 ! 自由与个人幸福的历史 " 美国的宪法明确规定 , 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 "

这是美国的立国原则和基础 " 然而 , 就在这样一个视自由为生命的国度里 , 联邦

政府居然能够实施全国禁酒 , 并借助法律的手段来限制个人的生活习惯和行为 ,

此举简直不可思议 , 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好奇和思考 " 美国的禁酒运动并不是仅仅

不让人们喝酒那么简单 , 其实 , 这场运动折射了自 19 世纪以来各历史时期美国

国内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 , 禁酒只不过是各社会阶层为了实现心中的社会理想所

能够借助的一种手段 , 它是美国社会发生巨变时的必然产物 , 是美国各阶层追求

理想与社会正义的途径 " 因此 , 研究美国禁酒运动的目的 , 在于它能够透视美国

社会在经历大变革 ! 大转型之时涌现的种种复杂的社会问题 , 达到通过表象看实

质 , 进一步深入读解美国社会的深层问题 , 理解社会改革运动的功能 , 从而揭示

美国社会运动的一般规律 , 都具有重要意义 "

本文以禁酒运动为研究对象 , 重点是分析禁酒运动发生的社会动因和 ! 参

与者的动机 ,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社会转型时期不同禁酒时期因禁酒而引

发的诸多社会问题 , 以及各个社会利益阶层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对禁酒问题的不

同反应 "

第一章是禁酒运动研究的意义 ! 历史进程及研究现状 " 本章对美国禁酒运动

的历史进程 ! 特点进行了简要说明 , 让读者在宏观上对整个禁酒运动有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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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认识 " 同时 , 还阐明了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整理了国内外对美国禁酒运动的

研究现状 , 并指出了论文的理论框架 ! 写作方法 ! 研究的主要问题及资料的来源

及应用 "

第二章重点论述了禁酒的宗教动因问题 " 在禁酒运动中 , 教会一直起着关键

的作用 , 因饮酒而滋生的诸多社会问题成为美国各教会关注的焦点 " 社会福音运

动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帮助教徒戒掉酗酒恶习 , 减轻酗酒给教会成员的家庭和

个人带来的痛苦 , 通过禁酒来铲除一切社会邪恶 , 以一个清醒 ! 纯净的世俗社会

迎接新千年和基督耶稣的到来 "

第三章讨论了禁酒的社会动因 " 禁酒的科学性和经济利益是本章的重点 " 饮

酒除有碍于追求宗教理想之外 , 美国的科学家和医生还发现 , 饮酒对人体构成极

大危害 , 相关的科学实验证明了这一点 " 民众对饮酒的危害性认识普遍提高 " 同

时 , 制造业者 ! 工会组织 ! 体力工人开始对酗酒给劳动效率 ! 工会利益和个人家

庭的影响进行了深刻反思 , 禁酒成为提高劳动效率 ! 增加工会凝聚力 ! 增加个人

收入的最佳途径 "

第四章是酒文化 ! 酒馆和社会问题 " 进步运动时期 , 美国城市中的酒馆数量

猛增 , 作为美国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酒馆在城市居民生活中越来越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 , 成为男人们娱乐交际的舞台 " 随着啤酒时代和酒馆文化的兴盛 , 酒

馆业者和酒业集团相互勾结 , 实行行业垄断 , 酒馆成为了藏污纳垢的地方 , 它对

美国民主制度构成威胁 , 酒馆因此成为众矢之的 "

第五章论述了禁酒问题的政治化 " 基督教妇女联合会和反对酒馆联盟这两个

禁酒组织是考察的重点 " 在禁酒问题上 , 前者以道德规劝为主 , 而后者以制定禁

酒立法为目标 " 他们瞄准酒馆 , 将禁酒问题政治化 " 反对酒馆联盟代表了转型时

期中产阶级的社会责任感 , 它从新教思想中汲取力量 , 组织模仿了现代企业运行

模式 , 给政党施压 " 这两个组织将宗教因素和科学方法相结合 , 关注饮酒者及其

家庭幸福 , 洞察环境与社会问题之间的联系 , 利用社会反对企业托拉斯的情绪 ,

倡导禁酒 "

第六章考察了禁酒的 / 神圣试验 0 " 本章重点分析了禁酒修正案出台时的社

会背景及禁酒的执行情况 " 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了国内外政治环境变化 " 出于政

治和经济的考虑 , 国会草草出台了第 18 条宪法修正案和沃尔斯特禁酒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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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 lst ea d A ct ) " 然而 , 该立法本身的漏洞 ! 禁酒执法人员的匾乏和禁酒机构之

间责权不清给禁酒带来了致命打击 " 禁酒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使禁酒工作陷入困

境 , 也成为废除禁酒的导火索 "

第七章主要阐述了时代巨变与社会抵制 " 20 年代美国的政治 ! 经济和社会

文化环境都发生了巨变 , 禁酒工作遇到了巨大挑战 " 一方面 , 州权主义者对联邦

权力扩大的积怨开始凸现 , 同时 , 禁酒执法侵犯人权的事件屡屡发生 , 怨声载道 "

另一方面 , 工业化和城市化孕育了现代都市文化 , 年轻女性经济独立 ! 思想开放 !

行为放荡 , 敢于挑战一切传统 " 妇女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增强 , 禁酒运

动的有力支持者一 铁板一块的女性禁酒阵营瓦解 , 禁酒陷入绝境 "

第八章的核心是废除第 18 条宪法修正案 " 重点探讨了民主共和两党在废禁

问题上的政治斗争以及全国禁酒改革妇女组织 (W O N PR ) 的反禁酒攻略 " 纽约

州长奥尔 .史密斯 (A ISm ith ) 和 W O N PR 的领导人波琳 # 萨宾 (Pau line Sab in )

第一次将废禁运动纳入政党政治轨道 " 前者让民主 ! 共和两党在禁酒问题上的立

场明朗化 , 而后者让举棋不定的政客们看到废除禁酒修正案的希望 , 政治的天平

开始倒向了反禁酒一方 " 谨慎的小罗斯福在最后关头顺应民意 , 明确表示支持废

除禁酒立法的态度 , 问鼎白宫 " 同时 , 大危机的出现最终促成了第 21 条宪法修

正案的出台 " 禁酒实践就此结束 "

最后一部分是全文的结论 " 禁酒的成功和失败并不是偶然的 , 它是美国社会

大环境发展的使然 " 禁酒是社会各阶层在社会剧变过程中重新寻求社会定位的一

次尝试 , 同时 , 反映了美国人民在社会改革中的追求理想主义的浓厚色彩 , 这也

是禁酒运动最终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 " 历史经验说明 , 试图通过法律手段来强制

和规范社会道德和个人生活习惯的做法不仅行不通 , 还会导致更大的社会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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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tra Ct

In A m eri ean hi sto ry, th er e h ad e xP eri en ced num ere u s so ci al re fo rm s in P u rsu in g

soci al justiee an d ideal s, th e Pro hi bition M ovem ent w as just one of th ern , w hich

re fl e eted the t冲 ieal ch ara cteri sti cs o f 为 11eri eani z ed so ci al re fo rm . Th e m o vem en t

co nun en e记 at the begi俪 ng " r伍e 1gth century, an d 丘垃sh记 in 山e 305 " f 止e Zoth

cen ha ry, eo v er in g a P eri o d mo re th an a cen tu ry, al l so ci al elas se s w ere inv o lv ed in it.

Th e m o v em ent rev eai ed a fe at ur e o f long d u ratlo n , larg e seal e an d P ro fo u n d in fl u en c e .

T h e p as s昭 e o f the ls th 枷 en d m ent m 叭 记 th e p e砍 of th e 枷 址bitio n 喃 vem ent ,

sin ee th en th e n ati on 一w id e nro hib iti o n 而 ti at ed . T h irt e en 邓 are lat er, th e Z l st

枷 cn di 叮ent 哪 lac 记 伍 " l sth 枷 即 dm en t, th e las tin g P ro 肠 itio n M o vern ent

punetu at ed a ful l sto P , 皿d the Pow er of alco hol re gUl at ion w as tr ansfe rr ed fro m
企d er a l to state an d lo eal go v en卫n en ts.

It 15 w ell kn own th at A m eri eans are th e P co P le w h o h av e a stro n g in elin ati on to

adv en tt 迁e so ci al re fo rm s , th e hi sto ry o f th e U n ited S tat es 15 a hi sto ry o f P uLr su UOg

d em o cracy, fre ed om an d in di vi du al h ap P in ess . Th e A m eri can C on sti tu tio n cl earl y

stiP ulat ed th e ho liness of h切叮an ri ght w hieh ean no tbe vi olat ed , it 15 th e fo undation

即 d P ri n ciP le fo r the estab lish m ent o f th e U ni ted s tat es. H o w ev er, it is in 面 s v el 了

nati on th at th e fe d er al go v ~ ent ign o red su ch c h eri sh ed P n n c ip le an d P ra ctic ed th e

ban of al co ho ldrink 加g , 川del y int" , en ed th e 州vat e hfe an d re 酗 ated th e beh avi or

ofindivi duals by m ean s oflegi slati on , w hi ch aro used m uch m edi tati ons an d curiosity.

hi fa ct, A m eri can Pro hi bition rev eal ed som ething m uch de印er th an jus t th e ban of

al eoho l itsel f, it w as th e re fl ecti on of vari ou s soeial eonfl ict s of th e tim e , p ro hi biti on

w as jus ta m eans thro ugh w hi ch di 月殆rent soeial gr ouP s aim ed to ful fillth eir dre别且s

an d obtain an ideal so eiety. Th e M ovo n ent w as a nee essar y Produ ct duri n g th e Peri od

o f gr eat tr an siti on fro m a tr ad iti o n al so eiet y to a m o d em o n e. Th er efo re , th e a五n o f

P ro h ib iti on s加ld y is to d ec od e th e co m P lieat ed so ci al eo nfl icts o f th e P eri o d , to h av e

an ins ight to th e fu llcti on an d ro le ofvari ous soci al re fo rm s in A m eri ean soelety, so as

to fi五d so m e ge n 班.al rul es of A in eri c an so ci al re fo rm m o v a 刀en ts.

Th e au th or lays eln Phas is on th e re as ons an d m otivati ons of th e P别rticiP ant s of

th e M o vern en仁 sod al P rob lern s in di fl七rent Pro h ib iti o n stag es , 即d th e re acti o n s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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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fl七ren t so ci al elas ses to al e o h o l issu e.

C h ap ter o n e 15 the g e n eral surv e y to th e d ev e lo P m ent o f th e P ro hi b itio n

M ovem ent, th e st atu s quo an d signi fi ean ee of Pro hi b ition stu dy. A t th e sam e tim e, th e

ch ap ter stat es th e th eo re tieal b as is, w ri tin g m eth o d s, re sear ch targ et, an d sourc e s o f

m at eri al o f th e d issert ati o n P ap er. Th e a而 15 to let th e re ad ers h av e a P an o ram a ab o ut

th e M o v em en t 50 as to la y a fo un d at io n fo r b etter un d er stan d in g o f th e fo llo w in g

ch ap ters .

Th e fo cu s of Chap ter l, w o 15 on th e religi ous reas ons th at im Pulsed th e

Pro hi bition M ove们以ent .hi thi s m ovem en t, churehes had been Pla扒ng a cri tieal ro le,

esP eeial ly in th e fi rst h al f o f th e m ov em ent , 阴 d th e so eial P ro b lem s th at e au sed b y

drink ing w er e al w ay s th e gr eat eoneem of dlfl笼ren t religi ous den om inati ons. Th e

m ai n aim o f S o cial G o sP el M o v em en t w as to h e 1P th e fo llo w er s to ab stai n fro m th e

ab u sin g o f al eoh o l, reliev e th e P ain s o f th ei r fa m ily an d d ru n k ard s th em sel v e s. B y

d oin g thi s , th e P ro testan t eh u reh es w er e d ct en n in ed to er ad ieat e al l so e ial ev ils , an d

w ele om e th e A dv en t an d n ew 而 llenn lum w ith a sob er an d P ur e so e iet y.

C h ap ter 下比ee eo n een trate s o n th e so ci al m o tiv at ion o f P rohi b itio n .Th e seie n ti fi e

an d eeono m icalben efits of Prohi bition are th e m ai n obj eets ofth e stu dy. B esides th e

obstrU cti on to rel igi ous Pursul t, A m eriean seient ists an d docto rs gr adu al ly fo un d th at

dri nking al so bro ught m ore hann to drink ers , heal th , and th e corre sPonding seient ifi e

exP eri m ent s had Pro ved th at , 汕d th e re eo脚 tion ofth e Pub lie to th e harm ofdri nk ing
h ad im P ro v ed . A t th e saxn e t而 e , m anu fa eti ir ers , lab o r u ni o n s , 助 d P h y sie al lab o rs

b eg an to re fl e ct th e n eg at iv e im P act o f al eoh ol dri i> k in g o n w ork effi ci en e y, in tere st o f

lab o r un io n s an d th ei r fa n lilies. Th e eo n sen su s w as th at P ro h ib iti o n o f al e oh ol w as th e

bestw ay to im Pro ve e伍eien ey, increase Pers onal ineom e, an d strength en th e cohesion

o f lab o r u n io n s.

C hap ter Four gi ve s sP otligh t on sal oon eultu re, saloons an d social Pro blem s.

D 丽 119 th e P ro gr essiv e era th e n um b er o f sal o on s in ere ased gr eat ly, as a m ain

eom Ponent o f ci ty eultu re , sal oons Played a m ore an d m ore im P ort ant P art in soeial

lives o f eity dw el ler s , w hi ch b eeam e an id eal stag e o f entert ai nm ents an d soci al

eo nnnim e at io n to m an . Wi th th e adv en t o f b eer ag e an d b oo sti n g o f sal o o n cu l仅ir e ,

saloon k e即er s an d al eohol int er est gr ouP s Play ed booty, m on oP olized th e al eoh ol

in du stry, sal o o n s gr ad u al ly ev o lv ed int o a P lac e o f hi d in g so e ial d讯 ie s , w h ich w er e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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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g ard ed as a seri o us thr eat to A m eri c an d ~ 件歌ie sys teln . S al oo n , th ere fo re ,

tri ggered tid es of att acl " 加m the nub lic .

C haP ter Five 15 th e Politieai izati on of al co ho l issu e. Th e fo cus 15 on 幻刀0

加 po rt an ee P ro hi b iti o n o rg ani zati o n s: 研七m en , 5 C M sti an Te m P eran e e U n io n an d

A 刀ti一sal o on L eagu e . Th ey ex ag g erat ed th e P rob lem s o f sal o o ns an d m ad e th e al co ho l

issu e a P o liti cai m atteL Th ey ai m ed to b an th e al co h o l d ri 刊匕n g b y d iffe ren t m ean s:

th e fo rm er th rough m oral Pers uas ion an d th e latt er thr ough legi slat ion.A刀ti一sal oon

L eagu e r即n治ent ed the 而 dd le cl as s w ith s七.O ng soci ai re sP onsib ility, it obtai ned

Pow er fi e m th e Pro test ant m ent al ity, co Pied th e rl刀刀0 ng P att ernS of mo dem

co rp on妓ion s , 阴d 加 Posed Pressure on th e P art ies. T h e sim ilari ty 15 th at th e tw o

0堪ani zati ons stro ngl y uP hel d Pro hibltion by eom b而ng th e rel igi ou s el em ent s an d

sd en tifi e m eth ods in th ei rPro hi bltion eaJ刀Pai gn s, gi vi ng eoneem s to th e hap Pines s of
d nL nk ard s an d th eir fa m ili es , 叩 pere ei v in g th e re lat in ns b e七形een en v iro nm ent an d

so ci al P ro b lems , tak in g go o d ad v ant a g e o f P u b lie ag ai n st trU st P as sio n #

C haPt er S议 an al yZ es the sod al eon dlti ons fo r th e Pas sage of Prohi biti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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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美国是一个崇尚社会改革传统的国家 , 各类社会改良运动五花八门, 禁酒运

动更加独具特色 " 无论从持续的时间 , 运动的规模 , 还是造成的社会影响看 , 它

都不含为一场具有广泛影响和深远意义的社会改良运动 , 在美国历史上也十分罕

见 " 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追求民主 ! 自由与个人幸福的历史 " 美国宪法明确规定 ,

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 , 这是美国的立国原则和基础 " 然而 , 就在这样一个视 自

由 ! 个人权利为生命的国家 , 联邦政府居然能够在全国实施禁酒 , 并通过法律的

手段 , 限制个人的生活习惯和行为 , 这简直不可思议 , 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好奇和

思考 " 这场运动并不是仅仅不让人们喝酒那么简单 , 它恰恰折射了自 19 世纪以

来 , 美国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 " 各社会阶层为了追求理想 , 维护社会正义 , 把禁

酒看成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最佳途径 " 禁酒运动 ¹是美国社会大转折时期的必然产

物 , 是美国各阶层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 调整心理落差 ! 重新寻求社会定位的

一次尝试 " 因此 , 研究美国禁酒运动的目的而不在于运动本身 , 而在于洞悉美国

社会在经历大变革 ! 大转型时期不同社会群体的复杂心态 , 帮助我们认识美国社

会改革的功能和运动一般性规律 " 实际上 , 美国的禁酒运动涉猎的领域十分广泛 ,

借此可以考察禁酒时期美国的政治文化 ! 道德环境 ! 经济状况 ! 宗教纠纷 ! 种族

冲突 ! 妇女地位 ! 市民心态等诸多问题 " 禁酒是一个多棱镜 , 它可以透视美国人

当时生活的各个层面 "

¹ 严格地讲 , 内战之前的禁酒运动应当称之为戒酒运动 (介m p~ ee M ov ern en t) , 但为了行文的方便 , 论

文作者一律采用禁酒运动这个概念 " 禁酒强调用法律手段限制人们喝酒 , 而戒酒则强调通过道德的力量

说服人们不要饮酒 " (实际上 , 从戒酒到禁酒的变化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现象 , 不妨以此切入 , 甚
至小标题都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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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禁酒运动综述

. 禁酒历程回顾

禁酒运动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期 , 一直持续到20 世纪30 年代 , 历时长达一

个多世纪 " 全国范围的立法禁酒始于 191 9 年 , 标志是第 18 条宪法修正案的出台 ,

结束于 19 33 年 , 历时 13 年 " 运动的高潮发生在 20 世纪初期 , 即进步运动的大

背景之下 " 美国工业化进程加快了城市化的速度 , 美国社会进入大变革时代 " 城

市的发展孕育了都市文化 , 酒馆业兴起 , 酒馆文化盛极一时 " 酒馆的蔓延滋生了

许多社会丑恶 , 酒馆成为了众矢之的 " 具有社会道德责任感的中产阶级妇女 ! 受

过良好教育女大学生和进步主义者强烈呼吁禁酒 , 理由主要有三: l) 饮酒对饮

酒者的心身造成伤害; 2) 酒馆滋生政治腐败 , 犯罪率上升 , 社会道德下降 , 美

国政治传统受到严重腐蚀; 3 ) 酗酒者引发了家庭暴力和贫困 , 妇女儿童成为了

直接受害者 , 美国家庭受到威胁 "

纵观美国禁酒历史 , 禁酒运动大约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 独立革命至美国内战

是禁酒运动的形成阶段 " 殖民地时期 , 饮酒并没有对殖民地社会治安构成威胁 ,

酒并没有被认为是邪恶的东西而加以禁止 " 原因是酒在殖民地的社会生活中用途

十分广泛 " 它不仅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 同时 , 宗教界还把酒看作是上帝赐予人

们的礼物 , 是上帝的灵物 (Cre at ur e of Go d) " 虽然清教牧师们一直主张过勤俭朴

素的生活 , 但在殖民地时期 , 只要人们饮而不醉 , 那么饮酒就没有什么错 " 即使

醉了 , 也只不过被看成是一种无节制的不道德行为 , 并不认为酗酒会滋生社会问

题 " 这是因为: 其一 , 当时人们对酗酒的危害性没有正确的认识 , 加上殖民地时

期的娱乐活动极其贫乏 , 饮酒对男士来说是一种难得的放松的方式 , 酒馆因此成

为了殖民地人纵情欢乐与交际的最好场所; 其二 , 酿酒业在殖民地经济中起着重

要作用 , 殖民地的经济主要依靠进口糖浆生产酒类 " 与此同时 , 由于交通不畅 ,

西部生产的谷物不便运输 , 于是酿成威士忌酒 , 体积小 , 利润高 , 酒类生产成为

西部的重要经济来源 "

独立后 , 随着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 酿酒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下降 ,

酒对社会的危害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 "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 , 美国农作物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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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 , 酒类消费明显增加 , 酗酒和醉酒对家庭和社会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 "

医生和社会工作者从健康和道德的角度 , 论述了酗酒对人体和社会秩序造成的危

害 " 1785 年 , 外科医生的本杰明.鲁斯 (B enj am in Ru sh) 出版 了 5 烈酒对人体以

及社会幸福之影响的调查 6 的小册子 , 对酗酒的危害性给予强烈的谴责 , 成为当

时最具销量的出版物 " 不过 , 即使到了 18 世纪末 , 反对酗酒的呼声也很弱 , 禁

酒组织规模很小 , 而且十分分散 " 19 世纪早期 , 美国社会冲突不断 , 矛盾重重 "

有识之士倡导社会改革 , 创建理想 ! 公平的社会 , 于是各类改革运动应运而生 ,

其中既有要求改良社会制度的废奴运动 ! 女权运动 ! 普及公共教育运动 , 也有要

求改善个人道德与信仰的宗教运动 " 在这个大背景下 , 禁酒运动随之发展起来 "

18 世纪 90 年代末至 19 世纪 40 年代 , 美国掀起了一场社会福音运动 " 社会

福音教派 , 如浸信会 ! 长老派教会 ! 卫理公会等 , 强烈反对正统基督教所宣扬的

预定论 , 指出所有人的灵魂均可以得到救赎 " 它强调真善论 , 认为人可以做到至

善至美 " 实际上 , 这场宗教运动就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 " 社会福音教派通过布道

的形式 , 向人们宣扬宗教和社会改良思想 " 与其它教派相比 , 福音派教会更关心

世俗的事情 " 牧师们号召教徒关注社会问题 , 在社会活动中净化自己 " 他们对饮

酒 ! 教育 ! 妇女和奴隶制度等社会问题十分关注 , 并组成不同的协会 , 从事社会

改良活动 " 对于饮酒问题 , 福音派新教徒宣称 , 圣灵不会拯救沉酒于酒精的酒鬼 "

他们还指出 , 酒类零售商向人们出售威士忌酒 , 从而破坏了安息日的规矩 , 酗酒

使男子丧失了赡养家人的义务 " 在他们看来 , 反对酗酒是一场正义与邪恶之间的

斗争 , 禁酒就可以帮助酗酒者得到拯救 " 最早的禁酒组织大多集中在新英格兰地

区 " 例如 , 1812 年成立的马萨诸塞制止酗酒协会 (M Ssl ), 1826 年新教代表还

成立了美国禁酒协会 "

到了 19 世纪 30 年代 , 有很多的禁酒协会相继成立 " 与以往不同的是 , 这些

新成立的禁酒协会已经走出了狭窄的宗教界 , 世俗世界也开始参与禁酒活动 " 一

些制造业者和工业家为了提高生产效率 , 严格劳动纪律 , 开始积极支持禁酒 " 其

他非教会人士也积极参与到了反对酗酒的运动当中 , 他们在各类禁酒组织中的作

用更加明显 , 影响力扩大 " 可以肯定 , 社会福音运动积极地推动了禁酒运动的兴

起 " 19 世纪 40 年代以后 , 福音派新教徒依然倡导和支持禁酒 , 但禁酒运动的社

会基础 已经发生了改变 , 独立于教会之外的禁酒协会逐渐成为禁酒运动的主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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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19 世纪40 年代的华盛顿人运动就是一个独立于教会之外的第一个最有影响

的禁酒协会 , 它的出现让禁酒的规模急剧扩大 "

自内战结束到 20 世纪 20 年代是禁酒运动的第二个阶段 , 也是禁酒运动的顶

峰时期 , 标志是第 18 条修正案和沃尔斯特禁酒立法 (Vo lst ead A ct ) 的出台 " 美

国内战以北方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胜利而告终 , 此后 , 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美国社会经济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 美国经济繁荣和科技的进步使农业机械化水

大幅度提高 , 农作物产量空前提高 , 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 500/00 " 粮食产量除了

满足全国人口需要的同时 , 还有大量剩余 , 这为酿酒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提 " 内战

后的20 年间 , 酿酒业的投资增加了700 0/0@ " 酒类产量的提高极大地刺激了酒类

消费 , 酒馆数量倍增 " 比如 , 西部小城弗吉尼亚城人口仅有 1万 , 而酒馆却超过

500 多家 , 酗酒的人数比以前明显增多 " »无论是西部边睡小镇 , 还是东部的大

都市 , 到酒馆饮酒成为一种时尚 " 因此 , 城市中的酗酒人数逐年增加 , 每年因酗

酒醉酒而死亡的人数达400 0 多人¼"
这一时期 , 工业化速度加快 , 工厂制度确立 , 工业化促动了城市化 , 大城市

大量涌现 , 城市吸引了大量的移民 , 城市中的移民人口猛增 " 1860 至 1900 年 ,

共有 1400 万移民移居美国¾"城市化的速度远远快于社会结构调整的速度 , 城市

人口急剧膨胀 , 城市规模逐渐蔓延 , 住房日益紧张 , 居住环境越来越差 , 城市犯

罪有增无已 " 面对诸多城市问题 , 人们的困惑和不满正在蔓延 " 同时 , 这一时期

的移民大多数都来自东南欧和罗马天主教地区 , 这些天主教徒和非福音派新教徒

都不主张禁酒 " 对于这些漂泊他乡的移民来说 , 到酒馆饮酒是他们怀念故土和释

放紧张神经的一种方式 " 酒馆和移民紧紧连在了一起 " 城市白人把外来移民和他

们的文化看成是对本土文化的挑战和威胁 , 仇外心理逐渐强烈 " 因此 , 白人主流

社会反对移民到酒馆酗酒的呼声日益高涨 "

同一历史时期 , 城市老板操纵地方政府 , 飞扬跋启 , 酒业集团与腐败政客沉

淦一气 , 挥霍无度 , 政府官员腐败严重 , 政治民主受到严重践踏 , 城市居民生活

¹ 陆镜生等著 , 美国史新编 , 中国人民大出版社 , 1900 , PP 2 35一29 0.
º 为油ur 5.L in 氏A m 州can E卯ch , Hi story of th e U ni ted states sin ee 190 0, N ew ybrk :Al 仓记A . Kn opf ln c.,

197 3 , pp .20 一6 .

» 贝阿德. 斯蒂尔著 , 美国大西不开发纪实 , 光明日报出版社 , 19 88 , 第 203 页 "
¼ B aJ七m L留lie EP 而 n, Tb. pul ities of D om es tid 尔 从勺m en , E van gelism , an d 长油p~ ee in N inet een th

A m eri 叭 叭阳51叮 an U niv " 旧ity P戏留s , 19 8 1 , pp .10 1一113 .

½ 陆镜生等著 , 美国史新编 , 中国人民大出版社 , 1900 , pp 2 78一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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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糟糕 , 改革的呼声十分高涨 " 此时 , 酒馆滋生了各类社会问题 , 酗酒者在酒

馆滋生事端的事件时有发生 , 酒馆里的卖淫缥娟十分猖撅 , 导致性病流行 , 儿童

饮酒者人数增加 , 酒后家庭暴力和虐待儿童的现象十分普及 , 社会秩序受到严重

干扰 " 1875 年轰动全国的威士忌酒操纵集团丑闻使饮酒问题成为众矢之的 " ¹这
一集团中的酿酒商 !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局官员营私舞弊 , 私吞联邦酒类消费税收

达几百万美元 " 公众对酒业利益集团的愤慨如山洪般爆发 , 城市酒馆被视为罪恶

的源头 , 它们被看成是对民主政治 ! 纯净生活和社会安宁的巨大挑衅 " 以中产阶

级妇女为核心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和反对酒馆联盟的禁酒改革者挺身而出 , 主

张铲除酒馆 , 反对酒精放纵 , 呼吁政府维护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

这一阶段禁酒运动取得飞速发展 , 主要推动力首先来源于全国酒类消费量的

激增 , 饮酒者人数急剧膨胀 , 饮酒给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其次社会弊端丛生 ,

改良社会的进步主义思想流行起来 , 各类社会改革运动风起云涌 , 进步主义运动

的社会大潮给禁酒运动提供了契机 , 成为推动禁运的直接动力 "

从 1919 年全国实施禁酒到 1933 年第 21 条宪法修正案的出台是禁酒的第三

个阶段 , 也是禁酒运动由盛向衰的转折时期 , 又可称之为反禁酒时期 " 反禁酒运

动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 第一阶段是反禁酒修正案协进会成立前的反禁酒运动 ,

这时期的反禁酒者的主力主要是与酒类生产销售相关的企业家 ! 工人和服务人

员 , 他们都带有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色彩 ,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 , 反禁酒者的努力

以失败而告终 " 第二阶段是反禁酒运动扩充实力的阶段 , 在这一阶段 , 反禁酒修

正案协进会成立 , 并且成为反禁酒运动的领导 " 这一时期反禁酒运动比较温和与

保守 , 反禁酒者的具体行动是废除各州禁酒执行法和修改沃沦斯特法案 , 争取含

酒量为 2.75 % 的啤酒生产合法化 " 1923 年纽约州废除了州禁酒执行法 , 反禁酒

运动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但是对于修改沃尔斯塔法 , 尽管反禁酒者在 1924 和 1926

年两次听证会上做出努力 , 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 " 第三阶段是反禁酒运动的高潮

¹ 格兰特总统在位时期 (1869一1877) 是美国历史上腐败程度较高的一个时期 " 这个时期发生了两起重大

丑闻 , 即信贷公司丑闻和威士忌酒操纵事件 " 威士忌酒操纵案是指税务官员 ! 酿酒者与商贩勾结共同偷
税高达数百万美元的事件 , 案件牵扯到了财政部的主要官员和格兰特的私人秘书 " 1881 年就职不久的
加费尔德总统即被一名求职未遂者枪杀 , 这件事凸显了政党分肥制的积弊之深 " 加费尔德的死促使公众

关注腐败问题 , 推动了文官制度改革 " 腐败不仅在联邦政府中盛行 , 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中更为盛行 "

从 19 世纪中后期以来 , 政党机器特别是地方党魁操纵着城市政府甚至州政府 , 他们靠收买城市贫民选
票控制政府 , 利用政府合同收取回扣 , 利用政府职位酬劳党羽 , 政府成为核心小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 "

费城 ! 纽约 ! 芝加哥 ! 旧金山 ! 巴尔的摩等城市都曾沦为党魁操纵的工具 , 坦慕尼厅成为腐败的城市政
府的代号 "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 世纪前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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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 1928 年总统竞选 , 反禁酒者支持同情反禁酒的民主党候选人 ) 纽约州

州长史密斯 " 尽管最终史密斯落选 , 但是这一竞选使两大政党在禁酒与反禁酒上

有了明显分歧 , 为 1932 年大选民主党成为一个支持反禁酒的党创造了条件 "

准确地说 , 支持禁酒的干派和反对禁酒的湿派¹之间的斗争几乎从禁酒运动

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了 " 当初福音派新教徒主张禁酒时 , 天主教 ! 犹太教及非福音

派新教徒就反对禁酒 " 内战结束后 , 酿酒商开始进行有组织的反对禁酒活动 " 1867

年全国酿酒商大会发布宣言 , 声称反对任何同情禁酒的公职候选人 " 1917 年禁

酒法案通过后 , 遭到有组织劳工的强烈反对 , 禁酒法的实施遇到了强烈的抵制 "

但是这些反对和抵制活动并没有起到实质性效果 "

19 19 年禁酒法案生效 , 酒馆被取缔 , 饮酒者正常买酒的渠道被堵死 , 地下

酒馆 (sP eak eas y 又称斯比克) 遍地开花 , 酒类走私一本万利 , 酒类走私开始走

俏 , 酒水的质量之差令人堪忧 " 到 20 年代中期 , 饮酒者人数骤然增加 , 儿童 !

妇女加入到饮酒者的行列 , 劣质酒垂手可得 , 酒禁而不止 , 禁酒执法人员素质低

下 , 执法犯法 , 禁酒立法形同虚设 , 法律的威严受到挑衅 " 进入 20 年代 , 美国

经济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 新的行业层出不群 , 就业机会增多 , 现代都市文化骤然

兴起 , 娱乐和消费时代到来 " 都市文化和女权思想给美国的妇女产生巨大影响 ,

激进的年轻大学生和职业女性开始挑战传统 , 她们把饮酒看成是女性独立和时尚

的表现 " 男人饮酒的酒馆被关闭了 , 可是地下酒馆成了青年男女谈情说爱 ! 娱乐

放松的好去处 " 女性饮酒人数增多 , 酒走进千家万户 , 饮酒的家庭化趋势明显加

大 " 禁酒妇女阵营开始瓦解 "

禁酒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 反禁酒组织的数量增多 ,

声势和力量增大 " 湿派从开始只希望修改禁酒立法 , 解除严格的05 % 酒精含量的

限制 , 进而最后转变成一场废除禁酒修正案犯禁酒运动 " 美国酿酒商协会到各州

活动 , 阻止修正案在各州获得批准 " 反对禁酒修正案协会从政府构建原则的角度 ,

批判了修正案的合理性 , 认为禁酒实践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 , 从而剥夺了宪法

赋予州和地方的那部分权力 , 是对联邦主义的践踏 " 全国酒馆协会在律师的支持

下 , 也开始挑战禁酒立法 , 他们认为 , 第 18 条宪法修正案与美国宪法精神相违

¹ 美国将支持禁酒的州称之为干酒州 (the 甸 s住吐eS ), 反对禁酒的州为湿酒州 (the wet s枉吐e); 因此 , 相应

地将禁酒派称之为干派 (the 勿 ), 反对者为湿派 (th e w et) " 因此 , 论文的很多地方用到了上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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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 与宪法前十条修正案所保证的公民自由和州权相矛盾 " 反禁酒修正案协进会

为了赢得大众的支持 , 还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研究机构 , 以寻找反禁酒的证据 " 他

们出版了许多小册子 , 成功地改变了大众的观点 , 反禁酒运动的势力进一步扩张 "

1928 年 , 美国律师自愿委员成立 , 1929 年又成立了美国妇女禁酒改革组织 " 在

最后一阶段 , 即反禁酒运动赢得胜利的阶段 , 反禁酒者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 第一步 , 争取在 1932 年大选中赢得两大政党的支持 " 只要民主党支持反禁

酒 , 他们就极力支持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罗斯福 " 第二步 , 在罗斯福成功当选后 ,

反禁酒者借民众广泛支持废禁的东风 , 要求各州议会支持并通过第 21 条宪法修

正案 , 这是一个全所未有的举措 "

1928 年总统大选成为了废禁运动的转折点 " 支持废禁的民主党领导人奥

尔. 施密斯 (AI .Sm ith ) 虽然没能成功问鼎白宫 , 但他将禁酒问题政治化 , 让民

主 ! 共和两大党在禁酒问题上做出明确的立场选择 " 在此基础上 , 全国禁酒改革

妇女协会打破了妇女是铁板一块支持禁酒的思维模式 , 该协会在波林.萨宾的带

领下 , 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废除禁酒修正案组织 " 萨宾坚持不与任何政党

结盟 , 只要两党中的任何候选人支持废禁运动 , W O N R 都将给予大力支持 , 此

举扭转了干湿在政治上的力量对比 , 为 1933年第 21 条修正案的出台奠定了基础 "

1933 年支持反禁酒运动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弗兰克林 # D . 罗斯福当选美国

总统 , 这标志着禁酒派的大势已去 , 废除禁酒修正案只不过是时日问题了 " 1933

年 3 月 22 日 , 美国国会宣布 , 所有酒精含量不超过 3.5% 且不被各州禁止的饮料

可以出售 " 同年 , 第 21 条宪法修正案通过 , 第 18 条修正案就此被废止 " 至此 ,

全国禁酒的 / 伟大试验 0 就此结束 , 全国性的立法禁酒实践成为历史 "

2. 禁酒运动的特点

首先 , 禁酒运动的第一阶段体现了浓厚的宗教色彩 , 禁酒者采用道德规劝的

方法 , 规劝人们戒酒 , 到第二阶段以后 , 禁酒主义者想通过立法的形式实施禁酒 ,

经济 ! 政治成为推动禁酒的主要因素 " 在第一阶段 , 禁酒改革者倡导人们喝酒要

有节制 , 酗酒是不道德行为 , 只有少数人主张完全禁止喝酒 " 这一时期没有形成

大规模的席卷全国的禁酒改革浪潮 " 禁酒运动虽然取得 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 , 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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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协会和组织相继成立 , 偶尔有地方禁酒立法的出台 , 但总体而言 , 此时的禁酒

运动没有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 , 有影响力的禁酒组织在内战以后才出现 " 这一时

期的禁酒运动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 其中教会起着主导作用 " 无论是禁酒思想 ,

传播方式 , 还是禁酒的领导人 , 都留下了教会的痕迹 , 宗教的影响贯穿始终 " 早

期的许多禁酒组织都是在教会的支持下建立的 , 目的是想通过教会参与世俗活

动 , 关注现实社会问题来提高教会的凝聚力和社会影响 , 重塑教会的形象 " 虽然

酒在宗教中的应用十分广泛 , 但很多教会 , 如浸礼会 ! 卫理公会 ! 贵格会 ! 摩门

教等 , 并不鼓励教徒酗酒和滥用酒类 , 反对过量饮酒 " 可以肯定 , 宗教力量是防

止饮酒演变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的重要保证 "

第二 , 在整个禁酒的过程中 , 妇女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 禁酒初期 , 禁酒协

会领导权掌握在男子手中 , 妇女的禁酒活动受到限制 , 处于从属地位 " 妇女因男

人酗酒而承受巨大的损害 , 但禁酒协会或者排斥妇女 , 拒绝她们参加 , 或者让她

们处于完全受领导的地位 " 运动领导人告诫妇女 , 她们的主要任务是不要让她们

的丈夫 ! 儿子酗酒 " 即便成立了一些零星的妇女禁酒组织 , 也是以此为宗旨 " 这

种状况 , 直到 / 华盛顿协会 0 成立后才稍有改变 " 为了扩大禁酒活动的社会基础 ,

该协会建立了辅助性的妇女组织 , 众多妇女投人到反对酗洒的活动中 " 虽然该组

织不久就衰落了 , 但它开了先河 , 吸收了大量的妇女加入禁酒阵营 , 这个传统被

其他禁酒组织继承下来 " 在 19 世纪上半叶 , 酗酒带来的社会问题愈加明显 , 禁

酒成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 , 影响越来越大 " 但是 , 随着南北内战的展开 , 各种

社会改革运动被战争的阴影所笼罩 , 妇女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奴隶制 , 禁酒运动

也因此走入低谷 "

内战后 , 美国经济发展迅速 , 工业社会逐渐成熟 , 女性冲出家庭的小圈子 ,

走进工厂 , 投入社会 , 妇女成为禁酒运动的主力 , 男性退居次席 " 在禁酒过程中 ,

她们不再满足于受男性的领导和控制 , 开始成立了完全由女性控制的禁酒组织 ,

并逐渐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 " 1873 年 , 美国中西部清教妇女掀起了一场妇女圣

战运动 , 其 目的就是要关闭和捣毁酒馆 " 1874 年 , 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成立 "

W C T U 在领导人弗朗西斯. E. 威勒 (Fran ci s E .Wi nar d ) 的带领下 , 发展成为一

个全国最大的妇女组织 " 20 年代 , 妇女开始不满禁酒带来的社会弊端 , 开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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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放弃禁酒的立场 , 投入到了同样是为了保护家庭反禁酒当中 , 萨宾成为妇女反

禁酒运动的领袖 "

第三 , 禁酒运动始终与其他社会改革运动交织在一起 , 相互影响 , 相互

促进 , 平行发展 , 成为社会改革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 19 世纪初期的社会福

音运动 ! 内战之前的废奴运动 ! 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 ! 19 世纪末的女权运

动 ! 进步运动时期的社会改良运动 ! 一战期间的爱国主义运动等等 , 禁酒运

动要么与这些运动平行发生 , 要么成为它们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 它们为禁

酒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 , 禁酒运动反过来丰富了这些运动的内容 " 禁酒运动

的支持者同时可能是其他运动的成员 " 例如 , 1848 年第一个女权协会成立后 ,

争取妇女权利与妇女反对酗酒活动交织发展 " 美国著名的女权活动家伊丽莎

白. 斯坦顿 (El iz ab et h st an to n) 组织出版了报纸 5 百合花 6 , 该刊物关注最

多的就是禁酒问题 " 许多女权主义者既是妇女禁酒协会的成员 , 也是禁酒之

女社的成员 " 此外 , 新三 K 党运动的兴起也与禁酒主义者有关 " 内战后成立

的三 K 党在 191 5 年复兴 , 他们除了反对黑人外 , 还反对犹太人 ! 天主教徒

和移民 , 同时还是激进的禁酒主义者 ! 严格执行禁酒法令和尊重法律的有力

支持者 , 有着强烈的白人新教种族主义意识 " 他们攻击进步人士 , 其极端做

法不但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 , 反而增加了人们对禁酒主义者的反感情绪 , 将

禁酒与三 K 党联系在一起 "

第四 , 在禁酒运动的过程中 , 从联邦到地方 , 美国各级政府发挥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 成为禁酒运动取得最后胜利的必要保证 " 殖民地时期 , 殖民地

政府通过颁发和控制酒馆经营许可证 , 以及征收税务的方式 , 限制了酒类 的

销售和普及 " 例如 , 17 世纪晚期马萨诸塞的法律规定 , 只有具有选举权的人

和教会人员 , 即所谓的社会精英分子 , 才有资格持有酒类销售许可证 " 在弗

吉尼亚 , 法律只允许每一个乡镇有一个酒馆 , 而且酒馆往往紧挨着法院 " 此

外 , 殖民地的奴隶是没有权利喝酒的 , 除非得到了殖民地官员或奴隶主特殊

的恩惠和允许 " 殖民地政府还制定一些措施 , 对酒类饮料的销售进行控制 ,

如对非法售酒 ! 向醉酒者或印第安人出售酒类饮料处以罚款 , 征收特许权税

等 " 尽管殖 民地政府对酒 的管理是建立在一种严格 的社会等级秩序之上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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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护政府的权威和财政收入 , 但是在客观上有效地防止了饮酒风气的过

度膨胀 , 从而使酒类饮料的酿造和销售显得秩序井然 , 遏制了酒精饮料的泛

滥 , 消除了酒对社会稳定和发展产生的威胁 " ¹
美国独立之后 , 联邦政府就开始关注饮酒问题 " 17 91 年 , 国会通过了国产

税法 , 规定对酿酒征税 " 此举既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 , 也是为了以此来抑制酒类

消费 " 但该法令引起了酿酒商的严重不满 , 以至引发了 1794 年的威士忌酒暴动 "

19 世纪初 , 美国的一些州开始实行禁酒 , 最早尝试禁酒的是缅因州 " 1829 年 ,

该州通过地方居民选举权法 (th e Lo cal OP tion L aw ), 允许各县投票表决是否禁

酒 " 18 46 年 , 缅因州通过戒酒法 (the Te m p~ ce L aw ) " 到 18 65 年 , 除了缅因

州之外 , 还有马萨诸塞 ! 明尼苏达 ! 罗得岛 ! 佛蒙特 ! 密西根 ! 康涅狄格 ! 纽约 !

印地安那 ! 特拉华 ! 爱荷华 ! 内布拉斯加 ! 新罕布什尔等 12 个州通过了类似立

法 " 内战结束后 , 反对禁酒力量增强 , 各州的禁酒活动受挫 " 1880 年 , 只有三

各州依然实行禁酒 " 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 随着禁酒运动规模的不断扩大 , 许多州县重新颁布禁

酒法令 " 到 191 7 年末 , 共有三分之二的州禁止酗酒 " 禁酒运动的高涨引起联邦

政府的高度重视 " 但是 , 对于酒类的管制问题一直存在争议 ,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

各持一端 , 争议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后半期 " 1886 年 , 衣阿华州通过立法 , 限制

酒类进入该州 , 此举被联邦法院判决违宪 " 19 世纪末 , 联邦政府开始全面干涉

酒类行业 " 1890 年国会通过威尔逊法案 (th e Wi lso n A ct ) , 把管理有关州际商务

贸易中的酒类贩卖权委托各州 " 1913 年的韦伯一肯尼恩法 (th e w 比b一K en yo n A Ct )

废除了酒类在州际商务中的一切豁免权 , 交由联邦管理州际商务 " 不久 , 该法案

又遭到最高法院的废止 "

191 7 年美国参战后 , 干派把禁酒与爱国主义联系起来 , 提出了 / 为战争节

约粮食 0 的口号 " 借机把立法禁酒设定为禁酒派的最终目标 " 1917 年国会通过

征兵法 , 规定禁止在陆军和海军基地及其附近出售酒精饮料 " 同年 , 国会又通过

了利弗法 (the Lever A ct ) 禁止用粮食酿酒 , 并授权总统禁止酿造其他酒精饮料 "

191 7 年 12 月 , 国会终于通过了第 18 条宪法修正案 , 规定在该法案获各州批准

¹ Th omas R p雌 0 m , B attl ing D emon R刀m :Th e stru ggl e for a D ry A m eri ca, 1800一1933, C卜ie昭 " :Ivan 又D 留,
19 9 8 , PP .3一2 1 .

º Th om as 凡 Pegl翘m , B att ling D em on Rum , 即.34礴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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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 , 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在美国境内酿造 ! 出售和运输酒精饮料 " 1918 年

10 月 , 国会又通过了沃尔斯特法 , 延长关于酿酒的战时禁令 , 并确定任何酒精

含量超过 0. 5% (包括 0. 5% ) 的饮料均为酒精饮料; 禁止在宪法第 18 条修正案

生效后 1 年造 ! 出售酒饮料 , 保证禁酒修正案得到具体执行 " 为了使禁酒工作得

到很好地执行 , 联邦政府还专门成立了禁酒局 (Pro hib iti on B ure au ) , 每年拨款

50 0 万美元作为禁酒的花费支出 , 并招募 10 万代理人监督禁酒 "

第五 , 在禁酒问题上 , 民主 ! 共和两党的态度一直十分谨慎 , 谁也不愿意卷

入这场敏感的政治斗争当中 , 然而 , 禁酒运动的每一次巨大进展都少不了政党的

参与 , 政党是禁酒运动获得胜利的保证 " 例如在反禁酒时期 , 民主党和共和党在

酒的问题上不轻易表明他们的立场 , 因为这场运动不同于贫民党 ! 社区改良 ! 妇

女选举权运动 , 参加者的成分十分复杂 , 社会影响面大 , 一不小心就会失去选民

支持 " 因此 , 两党在禁酒问题上的态度通常是闪烁其辞 , 捉摸不定 , 只有当他们

摸清了民众的心理 , 确保能够在选举中稳操胜券时 , 他们才摊牌 , 以争取禁酒主

义者和反禁酒主义者的支持 " 1933 年小罗斯福的当选就是典型的例子 , 民主党

候选人罗斯福在竞选的前三轮还处于下风 , 因为他在禁酒问题上态度不明朗 , 反

禁酒支持者没有投他的票 , 到了最后一轮 , 他亮出了杀手铜 , 明确支持废除禁酒

修正案 , 才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

最后 , 禁酒运动一直伴随着种族歧视 , 禁酒是一场由中上层新教白人为主导

的社会改良运动 , 有色人种和移民只能是配角 , 或者是改革的对象 " 19 世纪初

期至美国内战 , 美国的南部黑人一直被当成禁酒的对象 " 南方奴隶主认为 , 贪酒

的黑人不仅会影响种植园的劳动效率 , 同时 , 酗酒的黑人男子最有可能侵犯白人

女性 , 是造成社会治安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 有抱负的黑人认为 , 禁酒可以提高黑

人的整体素质 , 改善他们在白人心目中的不良形象 , 是实现黑人自救和种族振兴

的最佳途径 " 因此黑人一直以来对禁酒运动给予默默的支持 , 但是 , 他们在美国

禁酒运动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往往被学者和普通人所忽视 " 到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

代 , 由于爱尔兰 ! 德国 ! 意大利和俄罗斯等外来少数移民有嗜好喝酒的传统 , 加

上他们中间不少人信奉天主教 , 于是他们首当其冲地被视为禁止的对象 " 这些移

民因此对于美国本土白人的家长式作风心存不满 , 对他们的禁酒呼声和劝告置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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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闻 , 依然我行我素 , 从内心持抵制禁酒 " 这就促使本土白人禁酒主义者和外来

移民文化的固守者之间发生了剧烈冲突 " 因此 , 在某种意义上 , 禁酒运动至始至

终就是一场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抗争 , 是基督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又一次对

话 , 运动本身带有种族歧视的色彩 "

三 ! 学术史回顾

. 国内的研究成果及动态

国内关于禁酒运动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 " 至今为止 , 国内还没有此方面的

专著出版 , 学术性的论文有十来篇 " 最早有关美国禁酒运动的报道出现在 20 世

纪早期的 5 东方杂志 6 上 , 这些文章都属于新闻类作品 " ¹ 研究禁酒运动的开山

之作首推陶培根的 5 美国历史上的禁酒运动 6 , 文章对禁酒运动产生的根源 ! 发

展 ! 特点 ! 后果以及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全面分析 , 是对禁酒运动的一个综述 " 相

类似的文章还有高国的 5 近代美利坚民族饮酒风俗与禁酒运动 6 , 王慧美的 5 小

杯中的大风波一一美国禁酒运动述论 6 º"何军的 5 19 世纪至 20 世纪美国禁酒

运动失败原因探析 6 一文对禁酒运动失败的原因进行了专门的分析 " 何军认为 ,

禁酒的失败与当时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 禁酒作法的不民主以及禁酒给社会带来

了负面影响等因素密不可分 " 他主要从禁酒运动本身去寻找失败的原因 , 对反禁

酒组织及其作用 ! 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没有给予关注 " 在 5 b " " Ueg 与美国历史

上的 pro hi bition)) 一文中 , 杜小惠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出发 , 探讨了 boo tieg 一

词在禁酒运动时期的由来与演变 "

有关美国禁酒运动与妇女的研究 , 最值得一提的是周辉容撰写的 5 19 世纪

美国妇女禁酒运动及其影响一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个案研究 6 比较深入 " 她

对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在禁酒运动中的作用进行了专门研究 , 文章论述了妇

女的禁酒历程 ! 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的整个历史 ! 该组织的运行模式 ! 策略

¹ 主要文章有: 罗罗: 美国之禁酒运动 , 5东方杂志 6 , 第 巧卷第 10 号 , 1918 年 10 月 巧 日; 罗罗: 美国
禁酒立法之经过 , 5 东方杂志 6 , 第 17 卷第 2 号 , 19 加 年 1月 25 日; 康符: 美国禁酒问题 , 5 东方杂志 6 ,

第 20 卷第 13 号 , 192 3 年7 月 10 日; 幼雄二美国禁酒法的扩张和厉行 , 5 东方杂志 6 , 第 20 卷第 13 号 , 19 23

年 7 月 10 日; 幼雄: 美国禁酒的失败 , 5 东方杂志 6 , 第 23 卷第 8 号.
º 陶培根 , 美国历史上的禁酒运动 , 载 5 美国研究参考资料 6 , 1991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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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主要活动 , 美国反禁酒妇女组织对它的冲击 , 以及禁酒运动本身对美国妇女

的影响 , 重点是 19 世纪 W C T U 的活动 , 及其在妇女解放史上的作用 " 这是一

篇针对禁酒组织进行的个案研究 " ¹张 聪在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中产

阶级妇女走向社会的动因和问题 6 一文中探讨了禁酒对妇女的影响 " 她认为 ,

妇女们通过禁酒这样的群体活动 , 加强了她们之间联系 , 由此发现了外部世界

的吸引力和社会上的不公正 , 进而转移注意力 , 开始介入现实生活 " 这种转 向

本身既有利于女性的社会化 , 也可借此更快地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 并显示女性

的力量 " 她指出 , 通过禁酒活动 , 大量妇女加入了禁酒组织 , 她们逐步产生共

识 , 开始关心社会问题 ! 扩大眼界 , 她们开始将妇女的影响渗透到家庭以外的

社区或地方政治生活 , 开始关注包括清洁用水 ! 街道照明 ! 垃圾清理 ! 公共图

书馆设置 ! 女工 ! 童工劳动保护法的制订等其他社会问题 , 妇女组织开始从地

方走向全国 , 关注的问题由单一转向多元 , 并最终影响到了全国政治生活 " 她

认为 , 禁酒使妇女摆脱了通过她们的儿子间接地影响公共生活的模式 , 把抚养

子女 ! 进行道德说教的家庭责任扩大 , 使家庭最终融入了社会 " º 厦门大学牛

荣荣的 5 略论十九世纪美国禁酒运动及妇女的参与和作用 6 主要论述了妇女在

禁酒运动中的表现 , 考察了禁酒运动与妇女运动的互动关系 , 说明禁酒运动对

妇女运动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 另外 , 她的硕士论文 5 弗朗西斯. 威勒与

美国妇女禁酒运动 6 结合 19 世纪指导美国两性关系的领域原则 , 以妇女禁酒运

动中的领军人物一威勒为研究对象 , 考察其在禁酒运动中的特点 , 并深入探讨

了妇女如何在领域原则的限制下挖掘 ! 运用和发挥性别优势 , 通过社会运动争

取自身权利 " 其学术价值在于文章是以人物个案研究的方式 , 结合时代的特色 ,

从女性利用自身性别优势争取妇女权力的角度展开论述 " 现实意义在于引发人

们对性别分工和性别角色的进一步思考 " 范亚东在其论文 5 论美国禁酒运动中

妇的历史作用 6 就美国妇女在禁酒运动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 首先 , 她认为妇

女所倡导的禁酒运动是 19 世纪美国社会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 对其他社

会改革运动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 其次 , 妇女是美国理想的塑造者 , 是美国禁

酒运动的先驱 " 她们保护 了美国家庭和妇女儿童 , 净化了政治空气 , 消灭社会

¹ 周辉荣, 19 世纪美国妇女禁酒运动及其影响一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个案研究 , 5 史学月刊 6 , 2002 年
第 5 期.

º 张聪 ,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中产阶级妇女走向社会的动因和问题 , 5 美国研究 6 , 199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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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罪恶 , 在维打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 ¹刘丽华的 5 运动文化与美国

有组织劳工的反酒馆运动 6 将重点放在了有组织工会与酒馆文化上 " 有组织劳

工反对酒馆的原因在于他们的 / 运动文化 0 理念与酒馆娱乐之间存在三个方面

的冲突: l) 酒馆中有一些消极 ! 非智趣性的娱乐活动; 2) 酒馆娱乐在一定程

度上表现了排他性的族裔特性; 3) 酒馆排斥女性 , 是一个主张两性别隔离的娱

乐场所 " º应当指出 , 这篇文章只反映了少数上层工会工人对禁酒和酒馆的态度 ,

如果就整个美国工人来看 , 大多数体力工人 , 尤其是中下层少数族裔工人 , 他

们是酒馆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酒馆维系了工人之间的兄弟情谊 ,

酒馆是他们与社会交往的纽带和放松娱乐的平台 , 也是他们消除思乡之情的调

节阀 "

到目前为止 , 国内在此方面研究比较深入的当属两篇硕士论文 , 一篇是喻

维莉的 5 美国历史上的反禁酒运动初探 6 " 该论文主要从反禁酒运动的兴起 , 反

禁酒运动的发展 , 反禁酒运动取得成功的原因 , 以及反禁酒运动的影响等四个

方面进行论述 " 她认为 , 反禁酒运动的兴起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 , 州权

主义者认为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即禁酒修正案侵犯了州权 " 其次 , 自由主义者

认为禁酒修正案及后来的禁酒执行侵犯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 最后 , 执行禁酒

不仅没有让酒在全国消失 , 反而带来了相关的社会问题 , 犯罪活动猖撅 , 腐败

滋生蔓延 , 不遵守法律的风气日盛 " 她将反禁酒运动成功的原因归功于: 1) 宪

法第十八条修正案强制改变国民生活习惯 ! 干涉个人 自由 , 必然以失败而告终;

2) 美国到了 20 年代经济繁荣起来 , 整个社会进入消费社会 , 个人更注重 自己

的物质需求 , 同时 , 州权和自由主义势力都开始上升; 3) 1929 年经济危机大

爆发成为反禁酒运动取得胜利的推动力量: 4) 禁酒执行法过于苛刻 , 这不仅没

有实现全国禁酒的目标 , 反而使人们认为禁酒一无是处 , 禁酒因此越来越不得

人心 " 她在另一篇文章 5 美国 20 世纪 20 年代的自由主义与反禁酒运动 6 中对

禁酒的失败做了深入探讨和补充 " 她认为 , 在经历了一战和战后初期社会冲突

和种族纷争之后 , 主张国家干预的强势总统被主张自由放任的弱势总统所取代 ,

美国人的进步主义热情消退 , 自由主义者在美国政坛占了上风 , 自由主义思潮

¹ 范亚东, 论美国禁酒运动中妇的历史作用 , 5 中华女了学院学报 6 , 2005 年第 17 卷第 6 期
º 刘丽华 , 雷雯 , 运动文化与美国有组织劳工的反酒馆运动 , 5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6 , 20 04 年第 n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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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回归 , 整个社会渴望回归 / 常态 0 , 不愿沉浸在社会理想运动之中 " 美国人

开始反思进步运动给社会带来的变化 , 考虑如何在保护社会与尊重个人权利之

间找到平衡: 个人自由是可以让渡的 , 但应当让渡到什么程度 " 反思中人们认

识到 , 禁酒修正案及其执行是对个人权利的限制 , 已经超过了人们所能忍受的

范围 , 禁酒修正案禁及禁酒立法严重干涉了个人的日常生活 , 侵犯了个人的自

由和权利 , 这才是导致禁酒失败的重要因素 ¹"
另一篇硕士论文是李慧撰写的 5 美国禁酒运动研究(19 世纪末一20 世纪 30

年代) 6 " 文章主要以美国禁酒运动与社会变迁为着眼点 ,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 , 探

讨禁酒运动和美国文化 ! 观念 ! 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复杂联系 , 考察它们之间的因

果互动关系 " 文章分别论述了: l) 美国饮酒风俗的起源和早期发展 ! 独立初期

的社会变动和早期的节制饮酒思想 , 说明禁酒运动的最初兴起与社会生活发生的

巨大改变有密切关联 , 指出它的产生并不是无源之水 , 并总结了早期禁酒运动的

特点 , 以使之与后期的发展状况相对照 , 更好地勾画出禁酒运动发展的脉络 " 2)

19 世纪末爆发的新教福音运动 ! 美国镀金时代 ! 20 世纪初期的工业化 ! 城市化

对禁酒运动的影响 , 作者将禁酒运动置于历史大背景下考察 , 又抓住重点问题进

行深入剖析 , 弥补了一般学者在这方面论述的不足; 3) 她从妇女运动的角度 ,

对妇女禁酒运动中的重要组织和人物 ! 观点等进行了剖析; 4) 从立法的角度 ,

探讨禁酒运动从道德劝说走向法制诉求 , 从地方禁酒走向全国禁酒的历程 , 分析

其中的深层原因 , 并揭示禁酒令最终遭到废除的原因 " 作者的结论是 , 禁酒令的

成功和失败都不是偶然的 , 它与美国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不可分割 , 其发展历程体

现出了美国人民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 , 这是美国的立国精神和民族特性之一 , 也

是导致禁酒运动最终走 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 存在的问题是 , 只有三四万字的论文

却要涵盖如此大跨度的历史事件 , 很难说得透彻 , 文章的思路很清晰 , 不过 内容

不构翔实 , 有罗列之嫌 , 信息量不大 "

总体而言 , 中国的美国禁酒研究处在初级阶段 , 成果数量很少 , 多以介绍为

主 , 其中宏观论述居多 , 微观和实证性研究很少 " 内容还是停留在禁酒与反禁酒

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分析 ! 社会背景透视方面 , 研究的领域与视野十分有限 " 多数

有关美国禁酒的文章都是因为研究者的目标是美国妇女 , 而妇女又是禁酒的主要

¹ 喻维莉 , 美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自由主义与反禁酒运动 , 5 桂海论从 6 (增刊) , 200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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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 , 因此才提及禁酒 " 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多 , 大概与以下几点有关系:

首先 , 我国国内学术氛围讲究研究与现实紧密相关 , 而禁酒运动研究没有直接的

现实指导意义 " 其次 , 与美国同行相比, 国内美国历史研究的总体水平相对滞后 ,

多数著作及出版物对于禁酒运动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 此方面可借鉴的资源

很少 , 而国外的资源又很难得到 " 最关键的一点 , 那就是对禁酒运动研究的意义

认识上不足 , 没有主动地挖掘和积累资料 , 造成关注的人很少 , 成果少也就自然

可以理解了 "

2. 美国的研究成果及动态

美国学者关于禁酒运动的研究可以说是精彩纷呈 , 成果不胜枚举 , 研究的热

情有增无已 " 到上世纪 90 年代 , 有关禁酒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 , 研究越来越细

化 , 领域更加宽广 , 这与中国学者的沉默与单一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据作

者粗略统计 , 至禁酒结束到现在 , 专门研究禁酒的专著不下 100 多部 , 期刊论文

更是多如繁星 , 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 , 在此只能挑选其中的具有代表性和影响面

广的成果 , 按照其出版的先后次序进行简要论述 "

美国关于禁酒运动的研究 , 早在 20 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 " 但多数人只是出

于对历史的好奇 , 研究者人数不多 " 早期的研究者将禁酒的动机锁定在了人们追

求清教道德的层面上 " 以H . L . 门肯 (H . L. M enk en) 为代表的一派认为 , 禁

酒是保守的清教徒试图将过时的农村观念强加给城市居民的做法 " 马克. 萨利文

(M ar k Sul iv an ) 等则认为 , 禁酒代表着进步主义倾向 , 是对过去错误思想的纠

正 , 是中产阶级试图净化道德和政治的努力 " ¹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 美国历史

学家才开始真正研究禁酒运动 , 他们受到了进步主义观点的影响 "欧内斯特H . 切

灵顿 (Em est H .Ch 而 ngto n) 所著的 5 美利坚合众国的禁酒演变 6 (Th e Evoluti on

" fPro hi bition in the U ni te d st at es ofA m eri ca) 是一部有价值的有关禁酒的分类研

究 , 他分别从地方 ! 州和联邦探讨了对酒类的管制 " 5 美国文明的兴起)}( Th e形sing

ofA m eri call C ivi hzati on) 的著作者查尔斯 . 比尔德 (Charl es A .B eard) 和玛丽 . 比

尔德 (M ary B eard ) 反对将第十八条宪法修正案的出台说成是少数有暴力倾向的

¹ H .L .M enk 即, . ,Puri tan ism as a Li tera ry F~ , .[ A] .A B oo k of Pre 丘IC es = M I.N ew ! b比: Al fr ed A. Kn op沉
19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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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向国会施压的情况下通过 , 然后又迫使地方立法机构批准了该修正案的说

法 " 193 1 年弗雷德里克. 路易斯. 艾伦 (Fr ed eri c Lew is Al len ) 在其著作 5 仿佛

就在昨天: 20 世纪 20 年代趣史 6 是一部详尽的社会史著作 , 弗雷德里克将上世

纪 20 年代的美国社会的细微的生活变化活灵活现地展示给读者 , 内容包罗万象 "

生活方面 , 作者涉猎了新女性的流行服饰 , 生活时尚, 汽车 ! 电影 ! 体育和娱乐

业 , 郊区住房与文化 , 广告 ! 媒体宣传 ! 新闻杂志和报刊 , 卡彭集团与有组织犯

罪; 政治方面有一战时期的红色恐怖 ! 哈丁时期的各类丑闻 , 威尔逊民主与恢复

/ 常态 0 的政治要求; 经济方面有柯立芝执政的繁荣 ! 纽约股市和经济大萧条 ,

也有种族问题 , 如三 K 党与种族冲突 " 弗雷德里克的 5 趣史 6 将禁酒置于 20 年

代大的社会背景下来考察 , 从而使人清楚地意识到社会的巨变将必然导致禁酒的

失败 , 文中他还批评了一战时期国会通过的禁酒修正案的草率做法 " 5趣史 6 并

没有直接论述禁酒问题 , 但它是一部了解禁酒运动有高潮走向低谷的最好的解

释 "

大萧条和禁酒结束后 , 进步主义观点被广泛接受 , 多数学者认为 , 禁酒是进

步主义的社会改革运动 " 5 难以置信的废酒历史:揭示宣传的威力 6 (Th e A m az in g

sto汀 or R 即e日: an E却ose of 伍e Pow er or Pro p铭即da) 的作者富奇尔 # 多宾斯

(Fet ch er D ob iyn s) 则认为 , 废除禁酒是一小撮有钱人仅仅为了改善他们 自己的

财政状况而进行的 , 而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原因采取了正确的策略 , 成功地使用了

宣传和政治运动 " 之后又出现了另一种观点 , 即认为禁酒运动是保守的农村清教

徒为了维持逐渐正在消失的文化模式而作出的反应性尝试 , 由于在当时现代化城

市化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 , 现代化和城市化必然要改变传统文化模式 , 因此禁

酒是农村人 口反对工业城市移民的努力 , 是逆历史潮流的举动 , 因此反对禁酒是

必然的 , 废除禁酒修正案在情理之中 "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理查德 # 霍夫

斯塔特 (形ch ar d H ofs ta dt er ) "

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气候的影响下 , 社会学者开始对禁酒运动的重要

性有了新的认识 , 这主要是由于毒品和酒精在青年人当中泛滥 , 给社会造成了巨

大危害 , 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对妇女在社会活动中的重要性认识有了提高 , 更多的

学者将目光再次聚焦到禁酒运动上 , 禁酒的话题又一次回到了人们的思考和讨论

当中 " 不过 , 他们对禁酒运动的解释发生了变化 " 他们发现 , 禁酒是对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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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杂反应 " 布赖恩. 哈里森 (B rian H ar rison) 在其著作 5 饮酒与维多利亚时代

的人 6 中提出 , 禁酒不是美国清教狂热的特有现象 , 而是一个国际现象 " 一些研

究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早期美国人生活的学者发现 , 禁酒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

关注 , 并非清教徒的狂热 , 禁酒组织在当时有深厚的公众基础 , 并且饮酒问题已

经上升到政治高度 , 尤其是广大劳工都支持禁酒 , 妇女对男性统治下的酒文化以

及酒馆的污秽强烈反对 " 约瑟夫. 加菲尔德 (Jos印h G 顽 el d) 用运社会学的方

法研究禁酒运动 " 他认为 , 进步主义者由于担心大工业滋生的垄断 ! 政治机器的

失灵和政治腐败会导致他们的社会地位下降 , 因此在禁酒问题上 , 他们放弃了道

德规劝的方法 , 走向严格的法控制 , 第 18 条宪法修正案的出台就是对这种社会

变迁的极端反应 " w. J. 罗拉堡(W J.R ar ab an gh) 的研究将经济与地理因素联系起

来 , 他认为 , 西部农民的利益虽然与就业紧密相关 , 但由于担心农村地位的下降 ,

反而支持禁酒 "泰勒则认为 , 反禁酒是保守的做法 , 而禁酒才是进步的 "安德鲁.辛

克莱 (A刀由ew Sinclair ) 的著作 5 禁酒: 放纵的年代 6 (Pro hi bition: Era of Exc es s)

对禁酒的起源 ! 禁酒修正案的通过 ! 执行和被废除的历程进行了全面论述 " 他研

究了禁酒者的心理 , 认为禁酒是保守和极端的行为 , 它将干派和湿派双方推到了

极端的地步 " 他认为 , 免除对发酵苹果汁的禁令是农村对城市的胜利 , 禁酒也可

以被看成是美国西部的终结和拓殖的 / 粗鲁 0 美国人向 / 体面 0 的城市居民过渡

的一个侧面反映 , 也是戒律森严清教传统与热爱自由的个人主义之间的一次大碰

撞 " 最值得一提的是詹姆斯 # H . 蒂伯雷克 (J am es H .肠m berl ak e) 撰写的 5 禁

酒与进步主义运动 (1900一1920))) (P ro 肺 ition 耐 th e Pro 笋 ssive M ov eln en t), 该

书从政治 ! 经济 ! 宗教 ! 科学的角度 , 分析了社会各个阶层的进步主义者对于禁

酒的动机 , 另外 , 反对酒馆联盟也是该书的重点考察对象 " 蒂伯雷克认为 , 美国

的中产阶级出于强烈的愿望 , 想通过禁酒这个渠道 , 来保护美国的民主传统 , 并

使其再现活力 " 如果禁酒能够成功 , 美国将会进入一个充满友爱的新世界 , 一个

积极进取的 ! 进步的 ! 成果辉煌的时代 " 然而 , 美国人追求完美与理想的天真做

法必然会导致两个能够预期的结果:美国人要么通过带有专治和强暴性质的做法

执行禁酒立法 , 要么他们就必须忍受因禁酒而带来的对法律尊严的挑衅 , 然后再

制定相关立法来弥补禁酒立法的不足 " 不论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 但都不是进步

的 , 无论禁酒是帮助美国人实现他们的追求的梦想 , 还是摧毁他们的梦想 ,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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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一样 , 那就是美国的前景一片黯淡 "

到了上个世纪70 年代 , 史学家大卫 # 凯瓦格 (D av id K 尹19) 的著作 5 废除

全国禁酒 6 (R eP eal N at ional Pro hi biti on) 对反禁酒运动进行了专门研究 " 此书以

在反禁酒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反禁酒组织一反对禁酒修正案协会为线索 , 论述了

该组织在反禁酒运动中的形成 ! 发展 ! 策略及作用 , 对第 21 条宪法修正案的通

过的过程也作了详尽的描述 , 对该组织中的一些杰出领导人的作用也进行了比较

客观的评价 " 在此基础上 , 他对前人有关反禁酒运动兴起的原因进行了修正 , 认

为反禁运动的兴起是禁酒主义者 ! 反对禁酒者 ! 整个大的社会背景 ! 禁酒立法本

身的缺陷等因素合力的结果 , 并非是少数居心巨测的企业家和有钱人为了自身的

经济利益而策划的一场损害社会利益的阴谋 " 他强调 , 从在司法角度讲 , 禁酒是

不合理的 , 禁酒践踏了个人权利和州权 " 同时 , 他注重从政治的视角 , 透视 A A PA

以及其它反禁酒组织的政治攻略 , 并指出 , 反禁酒运动给美国社会带来四个深远

的影响: l) 反禁酒运动是对进步主义的否定; 2) 进一步明确了美国宪法与民主

之间的关系; 3) 反禁酒运动使美国的民主党进行结构重组 , 并强势兴起 ; 4) 反

禁酒运动结束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酒精问题的争执 , 酒类的管制权回到了州和地

方 " ¹ 约翰. 考布勒 (Jo hn K obler ) 的 5 烈酒: 禁酒兴衰 6 (户Jdent SPi rit :Th e 兀se

阴d Fal lofPro hi hi tion)是一本时间跨度最长的禁酒专著 , 它是收集了禁酒时期当

事人的日记 ! 口述和其他一手资料 , 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当事人的心理变化和感受 ,

从社会的各个层面反映了人们对禁酒的复杂心态 " 伊安. 特里尔德 (Ian 乃叮ell)

所著的 5 清醒起来 : 战后美国从戒酒到禁酒的历程 6 (soberi ng UP : Fro m

介m peran ee to Pro 肠 ition in A 刀teb ellum A 8 11丽ea, 1800一1860 ) 和约翰. A . 克劳特

(Jo hn A .K沙out) 的经典之作 5 禁酒起源 6 (Th e Ori gin of Pro hi hi tion ) 一样 , 都

是研究内战以后禁酒改革最具权威的论著 " 后者是一部社会史 , 主要论述了禁酒

运动的起源 , 尤其是内战之后的禁酒兴起 " 作者从经济的角度分析 了禁酒运动的

参加者的动机 , 缺憾之处是他忽视了妇女在禁酒运动中的作用 , 而且重点是东北

部地区外 , 对于西部和南部的禁酒运动关注不够 "

80 年代美国学者关于禁酒的研究成果颇丰 , 有分量的专著很多 " 诺曼.H .克

¹ o avi d E . K州 g , R 印eal ing N at ional proh ib ition, Oh io: K ent Sta te U nivers ity pres s, sec ond ed i6on, 2000,
PP .192 一2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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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 (N onn an H .Cl ark )的著作 5 远离罪恶:美国禁酒运动阐释 6 (D el lverU s fro m

E vi l:An Int el , retati on of A m eri can prohi bition ) 是一部从政治 ! 经济 ! 社会生活等

全方位考察禁酒的专著 " 他认为 , 工业化 ! 就业机会 ! 社会动荡成为了道德的边

疆 , 它呼唤新的人际关系模式 , 而人们对于酒精的放纵正好威胁到了这种新的模

式 , 禁酒的目的就是要保护核心家庭的价值观 , 它源于人们对传统家庭的深层忧

虑 " 禁酒运动之所以能获得新的推动力 , 是因为美国社会摒弃了旧的 ! 更加开放

的公共生活方式 , 开始进入了一个内部机构组织森严 ! 充满活力 ! 更有约束力和

理智的社会 " 同时他认为 , 美国人之所以能够轻易地废除禁酒立法和修正案 , 原

因不在于反禁酒组织和人士成功的政治策略 , 而是代表了一个新的社会生活的开

端 " 禁酒运动是一场追求新的社会秩序 ! 新的社会稳定的运动 , 这场运动的根基

是资本主义的价值观 , 其动力来源自中产阶级对理想的追求 ! 狂热与放纵 ! 治影

响和强制手段 " ¹鲁斯. 鲍丁 (R刀th B ord in ) 的 5 妇女与禁酒: 争取权利与自由

1873 一190 帅 (研七m an an d 及功p~ ce: Th e Q uestfor Po ~ 助d Li bert y ) 是第一部

关于妇女基督教戒酒联合会的学者专题论文 , 也是第一个个案研究 " 他还撰写了

W C T U 的著名领导人弗朗西斯. 威勒个人传记 , 是传记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 另

外还有一部专门有关禁酒的论文集是小杰克. 布劳克 (Jack 5.Bl ock er ) 5 酒 , 改

革与社会:社会语境下的酒精问题))( Al co ho l, R efo nn an d soci ety :Th el iqpo:Is sue

in so d ai c " 址ext) " 巴巴拉. 莱斯里. 埃博斯坦 (B的 ara Les lie EP st ein ) 在其著

作 5 政治家庭化: 19 世纪美国的妇女 ! 社会福音运动与戒酒 6 (Th e Pul itics of

D om esti city :研勺m en , Ev an geli cai ism an d 及油p~ ce )对美国妇女发动的戒酒十字

军运动进行了全面的考察 "

到了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 , 对于反禁酒运动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 , 研究的

面也越来越宽 , 对反禁酒运动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 " 托马斯.R .佩格莱姆(Thom as

R .Peg刊m ) 的著作 5 向酒开战: 为了一个干爽的美国 6 (B attl ing D eln on R u比n:Th e

strU ggl e fo r a D叮A m eri ca. 180 0一193 3) (199 8) , 该书清晰地勾勒出了一个世纪以

来美国禁酒运动的发展历程 , 内容覆盖了殖民地时期 ! 内战 ! 镀金年代 ! 进步主

义到大危机时期的禁酒活动 , 详尽论述了不同时期禁酒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政治

¹ N ~ an H .cl ar k , L怡livenng Us fr om Evi 卜An lnt 呷 r.eta tion of A lneri can Pro hibi tion , N ew ! b rk:N ort on &
C o m P an y, In e., 19 76 , pp .13 , 2 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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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的斗争 , 展示了美国政府在社会道德的冲突面前无能为力的窘境 , 禁酒主义

者寻求政治手段解决酒的问题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 他认为 , 禁酒运动的参加者大

多都是中产阶级新教徒 , 然而 , 城市化和移民冲淡了主张彻底禁酒者的影响 " 他

还指出 , 禁酒要取得成果就必须借助政治的力量 , 之前无论是个地方的戒酒活动 ,

还是州一级的禁酒举措 , 它们之所以都未取得成功 , 主要是因为民主共和两党在

禁酒问题上总是敬而远之 , 相反 , 反对酒馆联盟 ! 全国禁酒改革妇女协会将禁酒

问题政治化都取得了良好效果就是最好的证明 " 凯瑟琳. 基尔伯特. 莫多克

(C ath eri ne G ilb ert M ur dock ) 的 5 禁酒的家庭化 6 (D om es ticat ing D ri nk ) 从社会

学的角度深入地探讨了美国妇女的饮酒习惯 , 以及酒如何从男人独霸的酒馆所走

入家庭 , 使女性可以和男人一样 , 可以大大方方地在公共场所喝酒 , 从而使酒成

为家庭往来和男女社交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全过程 " 她指出, 饮酒的家庭化

使得酒从男性世界逐渐进入到两性世界 , 饮酒成为女性体现女权和独立的一个重

要方式 , 妇女从男人的手中夺过了酒杯 , 使酒从酒馆走入寻常百姓家 , 妇女阵营

的瓦解是禁酒失败的主要原因 , 体面的中上层美国妇女既促成了禁酒修正案的出

台 , 也成功地废除了该修正案 " 她给妇女在禁酒中的作用不免有些言过其实 " 另

一部关于妇女历史研究的重要著作是肯尼斯 D 罗斯 (K ~ eth D .R ose) 的 5 美

国妇女和禁酒法的废止 6 (A m eri can Wo m en an d th e R叩eal of Pro hib iti on ) , 该书

重点分析了妇女反禁酒组织一美国妇女禁酒修正案改革组织发展历程 " 作者认

为 , 第 21 条宪法修正案的通过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 , 然而 , 最根本的原因是由

于妇女在反禁酒活动中采用了禁酒组织的策略 , 将反禁酒运动纳入政治轨道 " 该

书重新审视了全国妇女的禁运动 , 把妇女的废禁活动放在了在 20 年代大的政治

背景下考虑 , 重新发掘了妇女在废止禁酒中的作用 , 并且恢复了那些在废禁运动

中有影响的妇女的地位 , 提醒人们要重视妇女历史的研究 " 卢卡斯 # 艾林 (Lu cas

Ei le en ) 的专著 5 第 18 和第 21 条修正案: 禁酒法及其废除 6 是从宪法修正案的

角度去探讨禁酒运动和反禁酒运动的 , 该书讨论了宪法第 18 条修正案关于禁止

售酒和消费酒的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因素 , 同时探讨了宪法第 21 条修正案的通过

即对禁酒法的废除 "

2007 年 , 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麦克 A . 勒纳 (M ich ae lA .Lem er ) 撰写的

5 干渴的曼哈顿: 纽约禁酒史 6 (D ry M an hatt an :prohibition in N ew Yo rk Ci 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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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是迄今为止最有价值的一本关于禁酒的书 " 作者以纽约为背景 , 全面论述了

纽约市的 1900 年以后至 1933 年之间的禁酒历程 " 内容涉及禁酒立法出台之前纽

约人对禁酒的态度 ! 纽约市的禁酒立法 ! 执法和效果 ! 移民对禁酒的态度及禁酒

执法中的种族歧视 ! 20 年代纽约的都市文化与饮酒文化 ! 萨宾领导的 W O N PR

的反禁酒策略及妇女阵营的瓦解 ! 纽约黑人对禁酒的反应 ! 民主共和两党在禁酒

问题上的立场转变等 " 勒纳的 5 干渴的曼哈顿 6 受到了史学家和普通读者的一致

好评 " 勒纳认为 , 首先 , 纽约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具有多元文化的国际大都市 ,

移民成分的复杂就决定了禁酒在纽约的难度 " 天主教的爱尔兰人 ! 德国人 ! 意大

利人 ! 俄罗斯人等少数族裔有着悠久的饮酒传统 , 他们对禁酒的抵制从一开始就

存在 , 而禁酒执法人员把这些少数族群看作之禁酒执法的重点对象 , 无论从宗教

上还是从生活习惯上 , 新教白人中产阶级执法者从一开始就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这

些外来移民 " 因此 , 在某种程度上 , 禁酒执法就是一个变相的种族歧视行为 , 是

本土基督教中产阶级白人对外来天主教和其他宗教团体的社会底层劳工的歧视 "

其次 , 纽约是美国人既爱又恨的一个地方 , 这里的文化 ! 经济 ! 建筑等方面都引

领美国和世界潮流 , 但这里不是美国白人主流文化的发祥地 , 外来文化在这里混

杂从而对传统美国文化构成巨大威胁 , 本土白人对此感到恐惧和不安 " 在一定程

度上 , 纽约人对禁酒的抵制被看作是天主教移民对美国新教传统价值观的抵制 ,

纽约代表着外来文化 ! 天主教 ! 酗酒 ! 和犯罪 , 是整个美国人的敌人 " 再者 , 民

主党人纽约州州长奥尔. 施密斯第一个提出了反对禁酒的观点 , 从而使禁酒问题

上升为政党的政治问题 , 民主和共和两党不得不再次面临着在禁酒问题上做出艰

难的选择 , 全国禁酒改革妇女组织的领导人萨宾又以纽约平台 , 积极组织中上层

白人妇女反对禁酒 , 妇女禁酒阵营开始瓦解 , 禁酒问题被政治化 " 因此史密斯 !

萨宾成为了民主共和两党和干派的共同敌人 " 他的结论是 , 纽约引领了美国的禁

酒和反禁酒运动 , 禁酒执法中的种族歧视 ! 政党在禁酒上的态度变化 ! 禁酒妇女

阵营的瓦解 ! 经济大萧条等因素是导致禁酒修正案最终被废止主要原因 " 在研究

禁酒问题上 , 勒纳开拓了新的领域 , 将禁酒问题与种族歧视联系在一起 , 虽然之

前有人提到过这个话题 , 但都是一笔带过 , 而他进行了深入分析 , 很有说服力 "

实际上 , 禁酒对美国城市的影响远远大于农村 , 禁酒源于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 ,

后来蔓延到了中西部 , 最后深入南部和远西部 , 禁酒对纽约 ! 芝加哥 ! 辛辛那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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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东部和中西部大城市的影响尤为严重 , 因此作者选择纽约为突破点 , 通过纽约

的禁酒实践 , 折射全国在禁酒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实际意义 "

此外 , 作者对政治人物 , 如史密斯和罗斯福 , 给予了更多地关注 , 尤其对罗斯福

在禁酒问题上的犹豫不决和骑墙做法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论述 , 由此可以看出 , 美

国政党在禁酒问题上的担忧和恐慌 "

在此期间还有一些关于禁酒的论文 , 它们从反禁酒运动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论

述 , 从而使得人们对禁酒运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 戴维. 巴克英汉的 5 美国禁酒:

美国人意志力的胜利 6 一文主要讨论 192 0 到 1933 年禁酒法实行期间的历史 , 重

点探讨了美国为何没能实现禁酒目标 , 以及宪法第 18 案被废除的原因 " 文章的

主题是尽管禁酒有一些积极效果 , 然而其缺点最终使美国人相信 , 不禁酒的美国

要比禁酒的美国更好一些 , 而且最终使人们能够快速行动以废除它 " 另外是罗

宾 # 瑞姆的 5 美国电影业和饮酒业 ) 透视文化变革的媒介 6 , 这篇文章利用当

时的社会研究 ! 评论和同一时期的电影素材 , 来说明在自1924 年到 1934 年的关

键的十年里 , 电影事业在美国酒文化中发挥的作用 , 特别是电影中宣扬的妇女和

青年饮酒对于禁酒的不利影响 , 此文因而又开辟了一个研究反禁酒运动的新领

域 " 2000 年的社论 5 禁酒促使了 1929 年的股市崩溃一废止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6

( Pro hi bition C ontri buted to 1929 Sto ck Cras h 一R叩eal H elped Eeono m y) , 文章从

经济方面去研究禁酒 , 认为正是由于禁酒才促成了美国的股市的崩溃和经济危机

的到来 , 而废除禁酒就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 , 宪法第 21 条修正案通过后 , 减

少了禁酒执行带来的开支 , 从而更有利于美国经济危机过后经济的恢复 " 当然 ,

作者对于禁酒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过于夸大了 , 但是他促使我们从经济的角度去认

识反禁酒运动 , 去寻找反禁酒运动获得胜利的依据 "

3. 美国禁酒运动研究的特点

首先 , 美国学者关于禁酒运动的研究自 60 年代开始升温 , 到上世纪末至今

越来越热 " 原因主要与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变化有关 " 自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

由于越南战争和冷战的影响 , 美国的年轻人对国家 ! 政府 ! 学校 ! 父母等所有社

会权威失去信心 , 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对社会的不满 " 美国的毒品开始在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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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间泛滥 , 政府开始加强了对毒品 ! 药品的监管力度 , 并成立了专门机构进行

研究和对策 " 本世纪以来 , 美国的枪支犯罪 ! 国内外毒品走私集团的猖撅 ! 同性

恋合法化 ! 新一轮的新禁酒呼声 ! 酒后交通肇事等再掀波澜 " 同时 , 美国监管部

门的执法人员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 , 滥用职权 ! 以权谋私的案件时有曝光 , 美

国联邦政府如何监管和维护公众利益 , 妥善处理执法犯罪 ! 官员腐败 ! 枪支 ! 毒

品走私 ! 同性恋等问题 , 又不侵犯个人自由与权利引起社会的思考 " 这些问题与

当年美国政府处理酒的问题非常相似 , 给禁酒运动的研究者提供了动力 "

第二 , 禁酒运动研究领域由过去的传统题目研究走向多元研究 , 研究更加深

入和细化 , 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 , 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展 , 且各个时期的重

点有所不同 "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 , 学者们更多地是讨论禁酒运动是不是一场改

革运动 , 以及这场运动是保守的还是进步的 , 研究的重点是禁酒运动本身 ! 禁酒

与宗教 ! 工业化与社会问题 ! 禁酒组织 ! 禁酒领导人 ! 中上层阶级 ! 社会秩序 !

女权 ! 城市酒馆 ! 地方禁酒实践 ! 政党与禁酒等主题 " 八九十年代以后 , 学者们

的研究涉及禁酒与性别 ! 年龄 ! 地区 ! 社会底层人群的关系 , 以及禁酒对司法体

系 ! 公共选举 ! 有组织犯罪 ! 地方政府 ! 大众消费文化 ! 社会心理等社会各个层

面的影响 " 20 世纪以来 , 研究者的视野扩展到了禁酒与同性恋 ! 吸毒 ! 印第安

人 ! 家庭 ! 三 K 党 ! 底层劳工 ! 移民和少数族裔的关系 , 有的还研究殖民地时

期的客栈 ! 南方的吉姆克劳制度 ! 地方禁酒立法等细微层面 " 另外 , 学者们对禁

酒究竟是不是一场进步的运动的认识更加不统一 , 不过 , 这已经不是问题的重点 ,

他们只是依据 自己的具体研究 , 提出更加大胆的结论 , 思路更加宽广 , 给禁酒运

动的研究增加了深度和带来更多的启发 "

第三 , 研究大多采用了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相结合的办法 , 研究方法多样化 ,

比如经济学 ! 社会学 ! 心理学 ! 政治学等理论也运用到了禁酒研究之中 , 尤其是

社会学理论 "

四 ! 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在中国人看来 , 美国的禁酒运动如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样 , 很多人认为那

是一场荒唐的闹剧 , 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印象中的美国是一个极端追求自由和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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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权利的国家 , 还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 酒是社会交往的最佳纽带 , 古代

是这样 , 现代更是如此 " 酒是中国文化的标志之一 , 它维系了中国人与人之间的

亲情与友情 , 在中国人的日常交往中没有酒是不可思议的 " 即使在美国 , 大多数

人对禁酒运动的认识也还是停留在表面 , 认为它不过是一段尘封的往事而己 " 和

美国的南部重建一样 , 多数美国人对禁酒主义者和联邦政府的禁酒做法都嗤之以

鼻 " 在选择禁酒运动作为研究课题之前 , 论文的作者也持相同的观点 " 经过一段

时间的研究之后发现 , 禁酒运动远比想象的复杂 , 更具有研究价值 " 如果将禁酒

运动的研究只停留在讲述和分析运动发生的整个过程 , 那么 , 研究就失去了意义 "

前文说过 , 禁酒运动不仅仅是一场由中产阶级发起的铲除社会黑暗 ! 追求社会正

义与美国理想的乌托邦式的社会改良运动 , 它更多地反映了在美国社会变革时

期 , 社会各阶层的不适感和困惑 " 研究禁酒运动 , 重要的是要把这场运动放在当

时的历史大背景之下 , 考虑参与者的动机 , 它与政党 ! 妇女 ! 移民 ! 教会 ! 政府 !

普通民众等之间的关系 , 从而为理解美国的各类社会运动提供启发和思考 " 正是

基于这个考虑 , 论文作者并没有严格按照禁酒历史的进程来设计论文的框架 , 而

是每一章就一个问题进行展开 , 解释和分析干派和湿派争执的焦点和各自采取的

策略 "

全文共分为八章:

第一章是对美国禁酒运动的历史进程 ! 特点进行了简要说明 , 让读者在宏观

上对整个禁酒运动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 " 同时 , 还阐明了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整

理了国内外对美国禁酒运动的研究现状 , 并指出了本论文的理论框架 ! 写作方法 !

研究的主要问题及资料的来源及应用 "

第二章着重论述了禁酒的宗教动因问题 " 在禁酒运动中 , 教会一直起着关键

的作用 , 因饮酒而滋生的很多社会问题成为美国各教会关注的焦点 " 社会福音运

动的一个主要 目标就是要帮助教徒戒掉酗酒恶习 , 减轻酗酒给教会成员的家庭和

个人带来的痛苦 , 通过禁酒铲除一切社会丑恶 , 以一个清醒 ! 纯净的世俗社会迎

接新千年和基督耶稣的到来 "

第三章就禁酒的科学性和经济利益作了深入研究 " 美国人发现 , 饮酒除了对

追求宗教理想形成障碍之外 , 还对人体健康有害 , 科学的实验证明了这一点 ,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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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对饮酒的危害性认识开始普遍提高; 同时 , 制造业者 ! 工会组织 ! 工人开始对

酗酒给劳动效率 ! 工会利益和个人家庭的影响进行了深刻反思 , 禁酒成为提高劳

动效率 ! 增加个人收入 ! 增加工会凝聚力的最佳途径 "

第四章的重点是进步运动时期美国城市中的酒馆文化 ! 酒馆和酒馆造成的社

会问题 " 作为美国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酒馆在城市居民生活中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 , 是男性公民们交往的舞台 " 随着啤酒时代和酒馆文化的兴盛 ,酒馆成为

了藏污纳垢的地方 , 酒馆业者和酒业集团相互勾结 , 实行行业垄断 , 这对美国民

主制度构成威胁 , 酒馆因此成为了禁酒运动的导火索 "

第五章对基督教妇女联合会和反对酒馆联盟这两个禁酒组织进行了特写 " 他

们瞄准酒馆 , 将禁酒问题政治化 " 前者以道德规劝为主 , 而后者以制定禁酒立法

为目标 " 反对酒馆联盟代表了转型时期中产阶级的社会责任感 , 它从新教思想当

中汲取力量 , 采用现代企业运行模式 , 给政党施压 " 这两个禁酒组织将宗教因素

和科学方法相结合 , 关注饮酒者及其家庭幸福 , 洞察环境与社会问题之间的联系 ,

利用社会反对企业托拉斯的情绪 , 倡导禁酒 "

第六章重点分析了禁酒修正案出台的社会背景及禁酒的执行情况 " 第一次世

界大战引发了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 " 出于政治和经济的考虑 , 国会草草出台了

第 18 条宪法修正案和沃尔斯特禁酒立法 " 然而 , 禁酒立法本身的漏洞和禁酒机

构之间责权不清给禁酒带来了致命打击 " 禁酒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使禁酒工作陷

入困境 "

第七章主要阐述 20 年代政治 ! 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巨变 , 以及禁酒遇到的新

的挑战 " 一方面 , 20 年美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 , 州权主义者对联邦权力扩

大的积怨开始凸现 " 同时 , 禁酒执法过程中侵犯人权的事件屡屡发生 , 怨声载道 "

另一方面 , 工业化和城市化孕育了现代都市文化 , 年轻女性经济独立 ! 思想开放 !

行为放荡 , 敢于挑战一切传统 " 妇女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增强 , 铁板一

块的女性禁酒阵营瓦解 , 禁酒陷入绝境 "

第八章就民主共和两党在废禁问题上的态度的转变和妇女组织全国禁酒改

革妇女协会的反禁酒攻略进行了深入探讨 " 奥尔. 史密斯和波琳. 萨宾第一次将

废禁运动纳入政党政治轨道 , 前者让民主 ! 共和两党在禁酒问题上的立场明朗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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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者让举棋不定的政客们看到废除禁酒修正案的希望 , 政治的天平开始倒向了

反禁酒一方 " 谨慎的小罗斯福在最后关头 ,他顺应民意 , 明确了个人支持废除禁

酒立法的态度 , 问鼎白宫 " 同时 , 大危机的出现最终促成了第 21 条宪法修正案

的出台 , 全国范围的禁酒实践就此结束 "

最后一部分是全文的结论 " 禁酒的成功和失败并不是偶然的 , 它是美国社会

大环境发展的使然 , 禁酒体现出了美国人民在社会改革中的理想主义色彩 , 这也

是禁酒运动最终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 历史经验告诉美国人民 , 试图通过法律手

段来强制和规范社会道德和个人生活习惯的做法不仅行不通 , 还会导致更大的社

会问题 "

五 ! 研究方法 ! 写作思路和资料来源

写作思路方面 , 论文作者本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 既要

忠实于历史 , 还要不为历史的谜团所困惑 , 透过现象看本质 , 反映美国社会运动

的一般规律 " 既然本文的主旨是要反映禁酒时期错综复杂的美国社会现状 , 而美

国的禁酒运动是一场主要由社会各阶层参与的社会运动 , 上到社会精英 , 下到街

区的百姓 , 政客 ! 企业家 ! 酿酒商 ! 酒馆老板 ! 执法人员 ! 酒馆招待 ! 妓女 ! 家

庭主妇 ! 职业女性 ! 青年学生 ! 体力工人 ! 酒类走私犯 ! 酗酒成性者 ! 社会工作

者 ! 记者等社会各阶层都是禁酒运动的主角 , 那么 , 就应当融入社会学的元素 "

因此作者在论文中加大了对许多社会变量的考察 , 如性别 ! 种族 ! 家庭 ! 阶层 !

人际关系等 , 让它们成为研究和考察的对象 " 不过 , 面对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研

究和写作对象 , 既试图让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简单明了 , 同时 , 还要让论文的思

路清晰 , 论述有理有据 , 说服力强 , 真可谓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

写作方法与技巧方面 , 作者在遵从了传统社会史学的写作方法之外 , 更多地

借鉴了新史学的方法 , 既关注社会上层人物 , 如史密斯 ! 萨宾 ! 威勒 ! 杜邦兄弟

等 , 在禁酒运动中的表现 , 还留意社会底层民众 , 如城市少数移民群体 ! 各宗教

派别 ! 黑人 ! 青年学生 ! 底层工人 ! 家庭主妇等弱势群体的呼声 " 另外 , 作者还

部分地借鉴了国外史学著作简洁而平实的写作风格 , 注重历史人物与个案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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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与分析结合 , 深入浅出 , 循序渐进 , 让文字简洁不呆板 , 内容丰实 , 历史感

强 , 信息量大 " 不过要顾及到方方面面的这些问题 , 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

在资料使用方面 , 作者注意到 , 国内关于美国的禁酒运动研究十分薄弱 , 资

料十分有限 " 尽管如此 , 作者也从其他国内有关禁酒运动的研究者那里得到了很

多启发 " 应当说 , 能够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 , 没有他们前期的研究成果作铺垫是

很难想象的 " 美国方面 , 有关禁酒的研究已经十分深入 , 研究成果颇丰 , 研究的

理论也很成熟 " 论文作者主要是在借鉴了美国同行关于禁酒运动研究的前期著作

和论文此基础上 , 借助互联网和国内高校图书馆资源 , 尤其是部分高校图书馆的

西文过刊资料库 , 查找到了美国禁酒时期的新闻报纸 ! 报刊杂志 ! 禁酒协会和组

织的文件 ! 会议纪要 ! 禁酒宣传资料 ! 海报 ! 信件 ! 时人评述等 , 这些材料成为

该论文资料的主要来源 " 此外 , 美国各类禁酒协会 ! 禁酒研究机构的网站也是获

取资料的重要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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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一个崇尚民主与自由的国家 " 早在殖民地时期 , 追求宗教信仰 自由就

己经初见端倪 , 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各宗教团体之间的相互包容促成了美国境内教

派林立 " 虽然各宗教派别对 5 圣经 6 教义的理解千差万别 ,

的相似点:

是当代的

都坚信美国民主制度和美国梦想 " 他们坚信 ,

但他们却有一个惊人

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 ,

/ 以色列人 0 , 美国就是世界的 / 山颠之国 0 , 净化美国的社会环境 , 提

升美国的社会道德 , 加强教徒的社会责任感是各教会的天职 " 在饮酒问题上 , 他

们也达成了共识 , 即饮酒滋生了社会邪恶 , 直接导致了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 , 铲

除饮酒带来的社会丑恶是美国各教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 因此 , 在禁酒问题上 , 教

会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 宗教因素几乎贯穿了禁酒运动的始终 , 从殖民地时期的清

教诫律 , 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期的社会福音思想 , 都是推动禁酒运动向前发展

的巨大动力 "

一 ! 社会福音教派的禁酒思想

19 世纪初期 , 美国社会爆发了大规模的宗教复兴运动 " 这是美国社会的基

督教在城市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兴起的一场宗教改革运动 , 它抨击社会丑恶现象 ,

批判资本主义工商业伦理 , 主张通过道德说教和社会改良, 以渐进主义的方式消

除社会弊病 , 实现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 " 宗教复兴运动的兴起对禁酒运动的发展

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 由于美国社会人均酗酒量显著增加 , 引起了很多牧师 ,

尤其是福音派牧师的广泛关注 " 据估计 , 1792 年美国烈酒 (如威士忌 ! 白兰地 !

杜松子酒等等) 的人均消耗量是 2.5加仑 , 到 1810 年达到了每人 4.5 加仑 " 由

于酗酒行为的增加 , 美国地方法院处理的案件己由 184 0 年的 595 起上升到 1869

年的 1, 869 起 , ¹在某种程度上 , 酗酒显然 己经严重影响到社会治安和人民的生

活 , 成为犯罪率急剧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 在福音派牧师们看来 , / 一个酗酒者

¹ 陶培根: 5 美国历史上的禁酒运动 6 , 载 5 美国研究参考资料 6 , 19 91 年第 9 期 , 第 3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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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的基督王国里给公民树立的只能是一个坏榜样 " 无节制的狂欢即使不是放

荡 , 也是个人行为恶劣 ! 缺乏自控能力的明显征兆 0 , / 酒精消耗量的增加说明个

人道德的下降 , 对基督文明构成了极大威胁 0 " ¹因此 , 要求禁酒的呼声越来越高 ,

福音派牧师们在布道时不断劝说人们戒酒 , 他们把酗酒视为一种 / 罪过 0 , 将禁

酒奉为所有忠于上帝的战士都必须参加的 / 圣战 0 , 甚至那些并不像卫理公会派 !

长老会派 ! 浸礼派等那样热衷于禁酒事业的教会也不例外 " 俄亥俄州主教派的一

位主教查理斯. P . 麦基尔文在 ((就禁酒致美国青年人书}) 的小册子中强调: / 我

们的国家正可怕地遭受着酗酒之风的痛苦 , 要求我们做出巨大努力以铲除这种罪

恶的时刻已经来到了 , 而如果没有全民动员和全民行动 , 任何努力都可能一事无

成 " 0 因此 , / 立即行动起来 , 全力以赴 ! 团结一致 , 采取有力措施 , 以推动这项

改革 , 是全国每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 0 他更主张采取完全戒酒的措施 , 因为在他

看来 , / 第一次饮酒就会导致第二次 , 第三次 , , 如此反复 , 最终会使适度与过

量之间的界限迅速模糊起来 0 " 与此同时 , 宗教复兴运动也使得禁酒的思想通过

布道和教义逐渐深入人心 , 除了宗教界人士外 , 社会各阶层也广泛参与到禁酒运

动当中 , 并产生了不少新的领袖人物和禁酒思想 " 在此期间 , 社会上支持戒酒呼

声越来越高 , 人们认为酗酒是所有社会丑恶现象的根源 , 贫困 ! 旷工 ! 虐待老婆

孩子以及其它暴力行为等 , 都是由于酗酒而导致的 "

182 6 年 , 一批积极从事传教事业的教会人士在波士顿成立了美国禁酒协会 "

该协会一年之内又建立起 172 个分会 , 会员人数达到 22 万人 , 十年之内就迅速

上升到 120 万人 " 1836 年 , 以完全戒除饮酒习惯为纲领的美国禁酒同盟成立 "

这些组织发起了一些以宣传戒酒为主的游行和示威活动 , 旨在劝导人们放弃饮酒

的陋习 " 同时 , 一些人开始逐渐不满足于单纯的道德规劝 , 而要求通过立法加以

限制 " 在强烈要求禁酒的呼声中 , 1846 年 , 缅因州首先制定了禁酒的法律 , 到

185 1 年成了其他各州制定同类法律的蓝本 " 到 1860 年 , 美国己有 13 个州通过

了禁酒法令 " 南北战争的爆发使禁酒运动走向低潮 , 战争结束之后 , 禁酒主义者

再度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改革浪潮 "

宗教复兴运动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两个层面的影响 " 第一 , 宗教的全面觉醒 ,

并产生了新的虔敬主义和禁欲主义 " 新的禁欲主义在个人道德上表现为节制俗世

¹ R ob日rt T H an d% A c七risti an A m eri 饿N ew yo rk , 198 4, P.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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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娱乐 , 包括饮酒 " 第二 , 重新强调个人阪依是宗教体验的核心 , 而饮酒成

为个人进行宗教体验的最大障碍 " 福音派基督教认为 , / 纯粹的将个体从邪恶中

拯救出来的方法是靠个人自救 0 " 为了宣传上述思想 , 新教各派参与进来 " ¹最初

将社会福音主义和禁酒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是路德教派中的社会福音主义者 " 他们

是 19 世纪早期瑞典宗教觉醒的先驱 , 因不满母国的宗教忏悔主义 , 看不惯瑞典

国教在政治上的保守做法 , 因此移居美国 " 他们在精神上不断进取 , 并将福音主

义和禁酒的想法带到了美国 " º在美利坚共和国的早期 , 教会在禁酒改革中的作

用微不足道 " 到 19 世纪 20 年代 , 新教各分支教派才开始参与这场运动 " 美国进

步主义运动的高潮时期 , 美国基督教各教派开始坚定地支持禁酒改革 "

新教徒关注的焦点是饮酒的道德问题 " 他们认为 , 过度饮酒不仅会摧垮人的

身体健康 , 破坏人的理智 , 摧毁人的良知 , 消除人对上帝的敬畏感 , 使信徒对上

帝失去虔诚之心 , 道德沦丧 , 还导致疾病乃至死亡 , 对人的精神和肉体都造成极

大伤害 " 纵酒是一种罪恶 , 是人的精神敌人 , 身体的污染源 , 它阻碍了人获得上

帝之爱的途径 , 使灵魂拯救工作变得异常艰难 " »莱曼比彻 (切m an B ee ch er ) 牧

师说 , / 醉汉与杀人犯没有两样 , 因此禁止进入上帝的天堂之国 " 0 ¼因此新教的

首要任务是拯救人的灵魂 "

福音派基督教认为 , 纵酒既是个人的罪恶 , 也是社会的罪恶 , 因此要拯救个

人 , 就要先拯救社会 " 饮酒不仅仅摧毁了人对上帝的爱心 , 它同时还摧毁了人的

自律意志和维护社会道德的愿望 , 与基督教原则相违背 " 饮酒最终会导致家庭悲

剧 , 贫困增多 , 社会犯罪率上升 , 疾病泛滥 , 恶行猖撅 , 整个社会道德标准下降 "

½一位禁酒改革者说 , 酒精放纵 / 损害了人的尊严和羞耻感 , 使良心保持沉默 ,

让原本善良的心死亡 , , 不论何时 , 一旦让它接触到人的生活 , 就会留下疾病 !

犯罪 ! 贫困 ! 羞辱 ! 醒凝与悲伤的可怕阴影 0 " ¾因此极力反对人们酗酒 " 另外 ,

它认为导致人们纵酒的责任不仅要归罪饮酒者本人 , 那些兜售酒精饮料 , 迎合酗

酒者 胃口 , 自己从中获利的商人难逃其咎 " 酒业利益集团助封为孽 , 加重了纵酒

¹ 夏刀uisA .B an ks, The Lin eoin L egi on , N ew 物rk , 1903 , p 23o.
º sister Joan B lan d, H ibern ian e ru sade: 仆e st呵 of th e C ath olie To tal Ab stinen ee u nion of A m 丽ea.

W 助h in g to n , 19 5 1 , pp .Z 15 , 2 7 1

» E .L.Eat on , Wi nn in g th e Figh tAg ai nstD - nk , C ineirm ati , 1912 , p.74¼ 切m an Bee cher, six serrn on s on th e N ature , o eeas ions, 51, s, Evi ls, an d R曰的edy of Intem pera nce, B oston ,
182 7 , P 36 .

½ E .L .E aton , Wi un in g th e Figh t , 即.76一77¾ J田旧es M .C learyilnt" 的peran ee:Th e Evi lan d th e R em ed% Th e e ath olie wo rl d, 58:xZ , o ctober l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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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恶 " 在利益的驱动下 , 酒类商人不停的寻找并培养新的酗酒者 , 并引诱轻度

饮酒者开始放纵喝酒 , 最终把他们变成酒鬼 " 在政治生活中 , 酒业集团的行为缺

乏道德 , 他们与赌博 ! 色情行业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 酒类贸易把人们引向了

深重的罪恶之路 "

卫理公会教派牧师宣称 , / 酒类经销商藐视法律 , 缺乏诚信 , 没有一个孩子

不被污染 , 没有一个妇女不被侮辱 , 没有一个男人能免于堕落的命运 0 , / 酒业利

益集团纵容了欺诈行为 , 开设了妓院 " 它们激发了人的报复行为 , 让杀人犯站在

被害人尸体上起舞 " 它们谎称给公众带来利益 , 理由是它给千百万人解决了就业

问题 , 向政府交纳了巨额的税收 " 然而 , 就算是他们给社会带来了真正的利益 ,

即使十分可观 , 也无法弥补腐败的政治 , 挽救酗酒者一贫如洗的家庭 , 他们让监

狱人满为患 , 让数不清的坟墓遍布荒野 0 ¹"一个人一旦从事此种行业 (酒类买

卖) , 就不可能不违反我们的法律和得到上帝之爱 " 因为一个既然对邻里充满仁

爱之心的人 , 怎么能同时将罪恶强加于他们身上呢? 显而易见 , 酒类经销商和酒

鬼一样 , 都不可能进入极乐世界 º"
在禁酒问题上 , 福音派基督教徒和进步主义者的观点是一致的 " 福音派基督

教以为 , 俗世的腐朽与堕落是可变的 , 是可以克服的 " 实现的途径既可以通过规

劝人们信奉上帝基督 , 也可以借助法律的威严和力量 , 使社会秩序按照基督教的

方式运行 " 因此基督徒的责任就是利用国家的俗世力量 , 改变文化大环境 " 如此

以来 , 就可以让俗世信徒保持其纯洁 , 让拯救工作变得更加容易 " 法律不仅是用

来抑制社会罪恶 , 同时 , 还有教育和提升社会道德水准的功能 " »在这一点上 ,

法律和宗教的目的是一致的 , 福音派基督教因此极力支持立法禁酒 , 认为它是实

现社会理想的一个有效途径 " 一位宗教改革者这样说 , / 禁酒可以创造一个良好

的社会道德环境 , 在此环境中 , 人们的道德观念将会加强 " 然而 , 没有禁酒的社

会环境只能诱导人们做不道德的事情 , 使他们犯错误 " 他们拥护英国政治家格莱

斯顿 (Glad ston e) 的观点 , 即 -政府的责任就是让人们做好事容易而犯错误难 " .

通过政府行为改善社会道德 , 其收益向来就是不可估量的 " 0 ¼
¹ G en " 傲Ic on介0 泊ce of th e M eth odi st EPi sc opalC hu邝h , Joum al, 1908 , 即.132一133.
º Th e冉刀ti一Sal oon L 翔卯e of A m eri 纸 Pro 沈ed ings, 100 0, P. 22» E滋ton , 钻朋m g th e Fi ght , pp 2 27 一22 8¼ n .比 gh C Ol vin , Proh ibi tion in th e Un i阎 Stat eS : A H isto 可of th e proh ibi tion party an d of th e proh ib ition

M ov " 前" 仁N ew YO rk, 19 26 , PP .5 89 一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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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寻求超脱的宗教理想和社会道德之外 , 社会物质需求也是社会福音派基

督教支持禁酒一个重要理由 " 同一切有影响的教派一样 , 美国新教孕育了其独特

的宗教文化 , 反过来 , 它也受到这种宗教文化的影响 " 和那些从不进教堂的同胞

一样 , 新教徒弥足珍视美国民主 ! 资本主义制度和中产阶级的社会生活 , 对人生

而平等 ! 自由和追求幸福的美国梦想坚信不疑 " 怀着这种理想 , 美国新教徒采纳

了全新的社会伦理标准 " 他们所关心的不是来世永恒的赐福 , 而是如何用他们的

自身力量为现世造福 " 对一个真正的新教徒来说 , 诚实 ! 勤劳 ! 清醒 ! 节俭 ! 审

慎等美德不仅仅是仁爱的上帝赐给他的有形标志 , 同时 , 也是经济成功和政治民

主的必要保证 " 因此 , 丢弃酗酒恶习不营是出于来世得到拯救的考虑 , 更多的是

为了得到现世的自由 ! 成功和幸福 " ¹无论从经济还是社会的角度 , 酗酒都遭到

了福音派教会的唾弃 " 它不仅破坏了个人的家庭幸福 , 也成为个人公民实现自我

价值和成功的障碍 " 因为纵酒 , 酗酒者将工资白白浪费了 , 导致家庭破碎 , 家徒

四壁 " 其次 , 酗酒降低了工人的工作效率 , 阻碍了社会生产 , 从整体上制约了国

家的物质繁荣和进步 " 尤其是它还导致了犯罪 ! 贫困 ! 疾病 ! 死亡数量的不断增

加 , 给社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灾难和困苦 , 增加了维持监狱 ! 贫困家庭和公共慈

善事业的负担 , 给全体公民增加了难以承受的税收负担 " º
在美国 , 拥有或者渴望拥有中产阶级体面的社会地位是普通美国人的梦想 "

在这样一个社会 , 物质的丰足和事业的成功被看成是美德与上帝恩惠的标志; 贫

困与失败则认为是上帝对邪恶与懒惰者的惩罚 " 纵酒者因此受到社会的普遍蔑

视 , / 清醒的人 0 自然会受到人们的尊重 " 卫理公会牧师 E.L.伊藤 (E.L.Eat on)

算了一笔账 " 他说 , 如果一个人戒酒 , 那么一日三餐他就会节省出五分镍币的酒

钱 , 按 20 年计算 , 仅利息一项可积累 2 , 349 美元 " 他总结说 , / 戒酒者因戒酒而

拥有了诚实的品质 , 勤俭节约与勤劳的生活习惯 , 加上他积累的财富 , 足以把他

送入上流社会 " 他将会拥有自己的财富 ! 企业和应有的社会尊重 " 0 »因此 , 美国

基督教徒认为 , 纵酒是获得物质财富和成功的障碍和敌人 " 不仅如此 , 纵酒也会

给美国政治民主构成威胁 " 美国民主的基本是要有一个受人民爱戴的政府 , 而不

¹ ^ lex is de lb c明evi lle, o em ocrac y in A llleri ea, H enry R eeve , tr. , H en 琢 5.C onun 铭er, ed .G al ax y ed ., N ew
物 浅 , 194 7 , pP 3 36一337

º»
B eec h er, S ix S enn on s , pp .22 , 30 .

E at on , Wi nning th e F igh t , PP .110一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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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君主立宪政体或独裁政府 " 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要求其公民是开明的 , 有道

德觉悟的人 " 而要拥有这样的选民 , 只有通过教育和宗教力量才能实现 " 莱曼.

比彻牧师说 , / 知识与德行才是共和政体的支柱 , 学校和宗教机构的道德力量是

获得知识和培养良好品行不可或缺的保证 " 0 ¹美国的新教教徒坚信 , 纵酒会使人

丧失理智 , 麻醉人的道德本性 , 侵蚀政治民主赖以生存的基础 " 没有了政治自由 ,

宗教自由将不复存在 " 基于此 , 他们对纵酒和酒类贸易持强烈的敌视态度 " 正是

出于道德 ! 社会 ! 经济和政治等原因 , 福音派基督教徒才积极参与禁酒改革运动 "

福音派基督教教会认为 , 为了与酗酒带来的邪恶作斗争 , 斗争的目标仅仅盯在倡

导人们适量饮酒远远不够 " 为此 , 他们提出要通过法律手段彻底禁止人们饮酒 ,

这种最极端的方式成为了禁酒改革的最终目标 "

到 19 世纪 90 年代 , 一些新教改革者将自己称为福音彻底戒酒者 , 并寻求从

5 圣经 6 中获得权威支持 , 在全国实施法律禁酒成为福音派基督教会的最高目标 "

他们认为 , 耶稣在最后晚餐上喝的并非发酵的葡萄酒 , 而是新鲜的葡萄果汁 " 这

种说法引起了人们关于希伯莱语中yay in , shekar , 和 tiro sh 三个词的含义的激

烈争论 " 他们的解释是 , 希腊语中的 " ino s 一词并不等同于 yay in 和 sh ek ar ,

因为后两者专指发酵的葡萄酒 , 因此在 5 旧约全书 6 中被禁止使用 " 它应当和

tirosh 一词的意思相同 , 指未发酵的葡萄酒 " 5 旧约全书 6 使用的应当是这个词 "

º然而 , 这两种葡萄酒之说只是在后来在美国流行开来 , 它遭到很多研究 5 圣经 6

的知名学者的反对 " 反对禁酒的湿派自然嘲讽干派的葡萄酒理论 " 一位酒业集团

的发言人表示 , 如果 5 圣经 6 中的葡萄酒是指未发酵的葡萄果汁 , 那么 5 圣经 6

应当改版重写 " 比如 5 以非所书 6 5 章 18 节当改为: / 请不要喝葡萄汁 , 以防醉

酒 " 0 他最后说 , / 反对酒馆联盟最好还是放弃从 5 圣经 6 当中获得有利证据的念

头 " 因为 5 圣经 6 写在反对酒馆联盟成立之前 , 因此就不要幻想着用 5 圣经 6 来

服务于禁酒组织的需要了 " 0 »因此 , 他们告诫人们 , 在基督圣餐礼上要用葡萄果

汁 , 不要发酵的葡萄酒 " 他们认为 , 酒是邪恶之物 , 教会的责任就是阻止邪恶的

产生 , 避免任何诱导人们犯错的倾向 " 对于福音派教会来说 , 把葡萄酒换成葡萄

果汁轻而易举 , 因为在他们看来 , 圣餐礼只不过是一种纪念仪式 , 葡萄酒和面包

¹ B eecher, S议s~ ns , P. 56º Eaton , 钻 朋访g 出e right , 即.21一22
» T. M .伍lm ore , le廿er to th e edi tor, T七e C七ri sti an H " 滋ld, F比ru ary 23 , 19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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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纯粹是象征符号 " 到 20 世纪初期 , 教堂中使用葡萄果汁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

不过 , 注重传统的罗马天主教 ! 路德教 ! 基督教主教等仍然继续使用发酵的葡萄

酒 ¹"
福音派基督教会虽然认为饮酒是一种过错 , 但他们并不直截了当地这么说 "

不过 , 他们认定从事或参与酒类贸易就是犯罪行为 , 应当毫不犹豫地予以谴责 "

他们认为 , 从事酒类生意的商人与个体饮酒者不同 , 他们引诱他人饮酒 , 为了达

到此目的 , 他们的手段极其卑鄙 " 为此那些从事酒类生产 ! 运输 ! 销售的商人应

当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 这些行业当予以取缔 " 一位社会改革者说: / 我们逐渐意

识到一些行业 , 如酒精饮料买卖行业 , 它们中饱私囊 , 既不能提升社会道德 , 也

不能增加公众的信心; 它们无时不刻地向我们的政治机体注入疾病 ! 精神分裂 !

堕落 ! 贫困 ! 贪婪 ! 犯罪 ! 腐败 ! 痛苦和敌意; 他们成事不足 , 败事有余 " 对此

我们的态度是 , 用国家的力量惩治它们 " 虽然个人的饮食习惯当属个人私事 , 任

何试图改变个人饮食习惯的做法都应当谨慎 , 需借助道德力量去影响他们 " 但是 ,

当个体在大街上经营生意 , 开办店铺 , 其行为就属于公共事务范畴 " 如果他所作

所为影响到了社会秩序和有伤大雅 , 就应当受到惩治 " 0 º
福音派基督教徒的禁酒思想与天主教移民的饮酒习惯产生了巨大冲突 "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 伴随着美国移民潮的到来 , 越来越多信仰天主教的新移民涌

入到了美国 , 美国天主教会的影响日益扩大 " 内战后 , 天主教徒的增长速度已经

逐渐超过了新教徒的增长速度 " 在美国刚刚独立时 , 天主教徒仅为 3.6 万 , 1880

年约为 60 万 , 1890 年约为 734 万 , 到 19 23 年则增长到了约 1 , 826 万 " 在 19 世

纪末期 , 天主教徒的年增长率为 4. 5 , 而同期新教徒的年增长率仅为 3.26 % " 到

1916 年 , 美国天主教徒已发展到 1, 572 万人 , 1920 年达到了 1 , 800 万人 , 是 1890

年时天主教徒人数的一倍多 »"
美国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要求人们过勤劳简朴的生活 , 而饮酒不仅会浪费大

量的时间 ! 金钱 , 还会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 , 他们认为 / 酒精消耗量的增加说明

个人道德的下降 , 因而对基督文明构成了强大的威胁 0 ¼"而天主教移民对酒的

¹ Jo恤 e o一e M cK im , Prohibition vs e hri sti an ity, th e N orihem A lneri can R eview, 2o8:124 , 儿ly lg ls.º An 即stF. Feh lan d仁A C en tury of Dri nk Re fo nn in th e饰 ited stat es , e ineinn ati , 一9以 , R 7
» 董小川.加 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 , 人民出版社 , 2002 年版 , PP .80一104 .
¼ R obelt T H an 你 A C hri sti an A m eri ca. N ew yo 氏 1984 .P.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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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有别于清教徒 , 他们认为酒是一种必需品 , 只有当酗酒者侵犯了他人时 , 才

构成了对别人自由的侵害 , 这只能说他的行为是不合理的 , 但这与酗酒行为本身

却是无关的 " ¹ 但新教徒则更多将酗酒造成的行为与酗酒本身联系在一起 " 美国

西部和南部的农村在传统上属于新教徒势力区 , 有些教派历来反对喝酒 " 清教传

统要求教徒节制饮酒 , 甚至连扑克 ! 抽烟 ! 跳舞等活动都反对 " 而欧洲移民中的

天主教徒常常在圣餐中大量饮酒 , 新教教徒对此也是极为不满的 " 再加上很多天

主教徒都是来自原先反对或迫害过清教徒的国家 , 这导致了不少新教徒本能的对

天主教徒十分反感 , 甚至认为天主教徒是 / 等级低下的 ! 野蛮的和自甘堕落的 , .o

一些禁酒主义者认为 , 这些人在美国威胁到了美国土地上的 / 纯净 ! 和平和幸福 0 ,

是 / 欧洲派到这里来统治美国的 0 " º因此 , 要维护美国的纯净 , 保护传统的维多

利亚式的家庭道德伦理观 , 维护清教教义 , 就有必要反对酗酒行为 , 尤其是外来

移民 ! 天主教徒的酗酒行为 " 事实上 , 这己经不仅仅是该不该喝酒以及在多大程

度上喝酒的问题 , 而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 宗教信仰 ! 道德文化的冲突 , 是谁

将决定美国未来的前进方向 , 谁将统治美国的问题 , 是美国人还是移民? 是新教

徒还是天主教徒? 这些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空前的反响 "

社会福音派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禁酒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 他们在地方

上组织戒酒 , 捣毁酒馆 , 选举出主张禁酒 ! 反对酒商的市政会议 , 在州 ! 县一级

则组成联盟或联合会议 " 一时间 , 禁酒成为社会时尚,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

成为地方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问题 " 在内战以后再度兴起的禁酒运动中 , 许多

禁酒主义者往往是美国本土出身的新教徒 , 如 1874 年成立的基督教妇女禁酒联

合会 , 该联合会中绝大多数的禁酒妇女都是有新英格兰血统 ! 有新教背景 ! 本土

出生的白人 " 1895 年成立的反对酒馆联盟与新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 由于新教教

会在美国社会和政治中无可比拟的巨大影响力 , 使该组织的禁酒运动取得了巨大

的成功 , 甚至被人称为 / 美国政治史上最有效的压力集团 0 " 一些禁酒主义者或

者直接加入了针对外来移民和天主教徒的组织和协会 , 将禁酒和移民排斥以及宗

教冲突联系起来 , 如出生于新英格兰的禁酒主义者爱德华. 沙顿 , 他在美国内战

¹
º

庄锡吕著.20 世纪的美国文化 , 浙江人民出版社 , 1993 年版 , p.19 .
N on n an a ar k L贻liver U s fr om E vi l: An In to p ret ati on of A m eri can P roh ibi ti on , N ew 丫b永 , P.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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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当了一名牧师 , 声称自己最大的理想就是 / 消灭制造酒徒的贸易 0 " ¹在 19 世

纪 90 年代初 , 他曾于一年之中先后发表了400 多次演说 , 号召人们抵制酒类 "

与此同时 , 他加入了美国本土保护协会 , 该协会的宗旨是限制天主教徒担任公职 ,

防止天主教会对公立学校影响的扩大 , 并大肆煽动反对天主教会的情绪 "

二 ! 社会福音教派的禁酒实践

19 世纪末是美国历史上的镀金年代 , 此时美国已经成为高度工业化 ! 城市

化的国家 , 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 º 剧烈的社会变化与冲突使

美国社会更加注重物质层面的成功 , 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到了残酷的生存竞争当

中 , 美国社会的世俗化趋势明显加剧 " 宗教上的个人自救对广大信徒已经失去了

说服力 " 与此同时 , 美国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微妙变化 , 各种新的社会思潮不断

冲击着传统观念和正统思想 , 社会达尔文主义 ! 实用主义在社会上盛行 " 正因为

如此 , 人们逐渐对基督教信仰产生了动摇 , 各教派的教徒数量骤减 " 显而易见 ,

原有的基督教教义已无法满足新的社会环境的需要 " 基督教各派为了遏制教徒的

流失 , 保持教会的影响力 , 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 它们开始抛弃了传统的宗教

哲学 , 积极参与社会生活 , 适应变化了的社会 , 在此背景之下 , 社会福音主义运

动运用而生 "

社会福音运动的核心问题是人出生于一个罪恶的社会 , 这是产生罪恶的根源 , 铲

除社会罪恶的途径就是期盼基督耶稣的降临 , 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 , 拯救罪恶深

重的人们 " »工业化和城市化给社会经济带来进步和繁荣的同时 , 竞争 ! 贫困 ! 剥

削等社会问题随之凸现 , 人们开始用传统的基督教教义的标准来重新审视 , 社会

福音运动逐步走向高潮 " 社会福音的改革者们本着坚定的宗教信念和社会责任感 ,

积极创办医院 ! 贫民救济所 ! 儿童福利院等 " 世纪之交 , 因酗酒而滋生的家庭暴

力 ! 贫困 ! 犯罪等社会和道德问题引起 了中产阶级人群的高度关注 " 而绝大多数

中产阶级居民是基督教新教教徒 , 分属于不同的教派 " 因此 , 为了重新赢得广大

¹ N orm an C laxk .D el lverU s fr om Evi l:An Int帅 retatlon ofA llleri ean proh ibition , N ew yo 改, p.101.
º 丁则民 , 5 美国通史 6 第三卷 5 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 6 , 人民出版社 , 2000 年 , p324.

» 同上 , P. 3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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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白人的支持 , 让他们回归宗教信仰 , 美国宗教界于 1908 年正式成立了美

国全国基督教协进会 " 该协会囊括了 33 个教派团体 , 教徒接近 1, 700 万 , ¹宣称

他们与禁酒改革者一样有共同的信仰和追求目标 , 这不仅标志着美国基督新教力

量的聚合 , 以新教伦理精神为核心的美国社会福音运动开始开展 , 也大大推动了

禁酒运动得发展 " 与此同时 ,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是美国进步运动的高潮期 ,

改革者的目标是铲除一切社会丑恶 , 净化社会环境 , 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准 " 每

一次禁酒运动高潮的到来 , 都伴随着一场全国性的社会改革运动 " 进步主义时期

的特殊历史环境正好给禁酒运动提供了强劲动力 , 把禁酒运动推向高潮 "

进步运动时期 , 美国的公民权利开始扩大 " 过去只有少数中上层白人才能享

受到的特权 , 开始被广大的城市普通劳工和西部开拓者阶层分享 " 禁酒运动是以

广大中产阶级白人为基础 , 其政治影响力的提高自然对禁酒运动十分有利 , 禁酒

又一次获得生机 " 前文提到 , 民主自治政府之所以能够存在 , 关键是它拥有崇尚

道德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 " 多数中产阶级居民担心 , 如果将公民权赋予那些不

守本分且没有资产的下层阶级 , 健全的政府将受到威胁 " 他们更加担心 , 饮酒人

数以目前的速度发展 , 将会有大批的下层居民沦为酒精的奴隶 , 变的一贫如洗 ,

性情会受到酒精的腐蚀 " 这些人多数没有宗教信仰 , 徘徊在贫困与绝望的边缘 ,

他们无所畏惧 , 生活在幻想之中 , 希望通过革命和流血改变其不幸的境遇º"最
终的结果就是 , 他们将利用手中的选票 , 攻击有产阶级 , 摧毁美国的自由和民主 "

莱曼. 比彻将美利坚共和众国看成是世界上 / 最自由的共和国 , 它注定会成为伟

大的国家 , 地球上最快乐的地方 0 " 然而 , 酒精放纵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 酗

酒者正在为美国的自由 / 挖掘坟墓 , 要埋葬遭受奴役之苦国家的最后一丝希望 " 0

»为了避免酒鬼给美国的政治机体构成威胁 , 拯救酗酒者的灵魂 , 美国基督教福

音派教会准备从精神上催醒美国 , 帮助人们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 他们发动了一系

列的人道主义的宗教改革运动 , 禁酒就是其中最具组织纪律和活力的运动 " 福音

派基督教徒规劝美国人阪依基督教 , 给他们灌输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 , 呼吁在道

德上不要放纵自己 " 他们认为 , 勤奋工作 ! 理智和清醒 ! 勤俭节约是基督徒应有

¹ 庄锡吕著: 5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化 6 , 浙江人民出版社 , 19 93 年版 , p.19 .
º B ee ch er, s认s~ s, pp .5 8一59» 枷d., p.l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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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德 , 它会给信仰者带来物质上的成功 ! 体面的生活和社会的尊重 " 通过宗教

复兴改革 , 福音派基督教会不仅丰富了自身的宗教文化 , 还弘扬了上帝的福音 "

作为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 美国新教徒积极加入到地方 ! 州和全国的进步主

义改革浪潮之中 , 又一次把禁酒运动看作是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 " 进步

运动时期 , 甚至在早些时候 , 新教徒们意识到酒精问题不可小视 " 这种认识主要

基于内战之后酒类行业的兴起 " 该行业经济实力雄厚 , 可观地纳税额使其往往能

得到各级政府的支持 , 它又与政治机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 作恶多端 , 在各行业

中 , 其腐败程度最严重 " 为了商业利益他们巧取豪夺 , 不择手段 , 成为政治改革

的巨大障碍 " 城市政府被其腐蚀而垮台的例子比比皆是 " 各教派深刻地意识到 ,

除了从道德 ! 经济 ! 社会的角度之外 , 还有必要从工业的角度谴责和抨击酒业集

团给社会带来的恶果 "

除了痛恨酒业集团利用超强的权力影响市政 , 腐蚀官员之外 , 新教徒更担心

由此会引发的社会动荡 , 社会底层贫困人口因此会被激怒而寻求报复 " 工业化促

进了城市化进程的步伐 , 现代城市文化开始流行 , 城市酒馆数量猛增 " 劳工阶层

把酒馆看成是寻求娱乐 ! 自我放纵和社会交往的理想场所 " 长老会教会戒酒委员

会观察发现 , / 在我们的大城市 , 投票权和选举权都掌握在危险的阶级 (劳工)

手中 , 而他们有完全被酒馆老板所操纵 0 , / 我们的城市政府就是 -老板政府 . ,

老板们通过酒馆自如地操控城市政府 " 0 酒馆让这些无产者 / 浸泡在酒精之中 !

思维混沌 ! 烂醉如泥 , 阶级冲突不断 , 并引发了工业界的尔虞我诈和社会的躁动 "

它们如幽灵一般缠绕在人们的心里 , 挥之不去 " 0 ¹公理会教会戒酒委员会断言 ,

/ 我们的城市正在悸动着一股亢奋热流 , 它随时可能转变成非理智的狂躁 ! 无序

和无政府状态 0 " / 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村镇和城市的血液里 , 都流淌着酒馆的

毒液 , 它摧毁酗酒者的速度 , 远远超过教会挽救他们的速度 " 0 º为了防范和抗拒

这种威胁 , 中产阶级新教徒站了出来 " 他们规劝人们相信上帝的福音 , 促进社会

改革 , 鼓励人们戒酒 "

新教徒认为 , 个人在道德上获得新生及由此产生的兄弟之爱 , 将把这个国家

¹ C har les F. Ak ed , M an an d H is N d gh bo r, A ppleton . sM 铭面 ne, 12:10 , Ju ly l908º N ati onal C ou neil of th e C ong re gat ional C hu代hes of th e U nited StateS , C onun ittee on T七11lp心ra nee, R印叭
19 10 , PP .2 29 一3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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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犯罪 ! 腐败和邪恶的沼泽中解救出来 , 才能净化城市 , 重新赢得因教会保守态

度而远离的那部分信徒 , 才能享受上层社会的体面生活 " 宗教复兴运动要取得成

功 , 禁酒是前提和突破口 " 酗酒者和酒类贸易阻碍了普通民众向基督徒的转化 ,

给阪依工作造成困难 " 一些悲观的新教教徒甚至认为 , 如果不能根除酒患 , 那么

就不可能再次发动一场宗教大觉醒运动 " 禁酒运动是宗教大觉醒的前提 , 基于此

种认识 , 美国新教徒才够保持如此高昂的热情 , 推动禁酒运动迅速向前发展 ¹"
190 0 年以后 , 主要教派开始成立特殊委员会来监督福音派基督教工作 " 1906

年 , R. A. 托雷 (R. A. To rr ey) 牧师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宗教复兴攻势 , 随即得

到了J. 威尔伯.查普曼 (J .Wi lbur Ch aP m an ) , w. 工道森 (w. J. D aw son) , 罗德尼.史

密斯 (Ro dn叮 sn五th ) , 威廉.A .萨恩得 (Wi ham :A sun 山w ) 和其他牧师的大力支

持 " 萨恩得是当时最著名的宗教复兴主义者 , 他谴责一切社会黑暗 , 认为要使社

会改革的成果持久 , 每个个体要从内心阪依基督教 , 仅凭借助法律手段而不通过

个人的新生 , 宗教改革的成果将不会持久 º"然而 , 20 世纪初期的宗教复兴运动

并没有像 19 世纪早期的那样轰轰烈烈 " 新教教会虽然竭尽全力 , 但依然不能掀

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宗教复兴运动 " 在宗教复兴集会上 , 参加者人绝大多数是已经

阪依的基督教徒 , 普通民众并没有被吸引进来 " 如果说早期的宗教复兴运动成功

地征服了美国西部边疆的话 , 那么 , 新一轮的宗教复兴运动却没能征服美国的新

边疆一 城市 " 它没能使那里被剥夺了特权的城市居民阪依基督教 " 这些刚刚移

居美国城市的贫困移民, 大多数来自欧洲非基督教国家 , 在语言 ! 习俗和宗教方

面都与本土美国人存在很大差异 , 这批人长期不进教堂 , 远离基督教教会 , 被隔

离在主流社会之外 , 不可能受到宗教复兴思想的影响 , 因此很难对宗教复兴运动

有任何积极反映 " 即使是那些曾经有过宗教复兴经历的人 , 也转而支持社会主义

和工会运动 , 从中找到发泄情感的渠道和精神寄托 " 福音派新教徒虽然不能发动

一场声势浩大的宗教复兴运动 , 但他们却成功地促进了禁酒改革运动 "

1900 年之前 , 改革者大张旗鼓地支持禁酒 , 呼吁人们彻底戒酒 , 倡导创立

禁酒委员会 , 支持通过禁酒立法 , 谴责酒类贸易的恶行 " 可问题是 , 他们并不关

助ton, W inning th e F ight , pp .311一329;Th e An ti一Sal oon L , gue of A m 颐叽 P代曰笼di ngs, 1907, pp .20, 23.;
B an ks , T b e L in co ln L 艳ion , PP 2 30 一23 1.

Ib id ., PP .28 ,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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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新教徒们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 , 因此禁酒工作进展缓慢 " 到了 20 世纪 , 禁酒

改革发生转机 " 随着社会改革运动的兴起 , 新教徒更加关注酗酒给社会带来的问

题 " 美国长老教会在禁酒问题上态度十分积极 " 1900 年 , 该教会年收入仅为 1 ,

500 美元 , 而一年印刷禁酒宣传材料达 100 万页 " 1916 年 , 该教会的禁酒委员会

把禁酒宣传资料的投入增加到 52 , 000 美元 , 印刷品页数达到了 2500 万 ¹"到后

期 , 该委员会人数一直保持在 10 人左右 , 并资助长老会教会学院和学校的各种

演说比赛 " 它不仅向长老会教会牧师 ! 星期日学校 ! 青年社团 ! 教会成员提供禁

酒宣传资料 , 甚至还向公立学院和公共图书馆提供资料 " 它还出版发行禁酒期刊

5 紫水晶 6 , 面向牧师 ! 星期日学校教师 , 以及其他教会工作人员 " 此外 , 教会

会员大会是该教会的权威机构 , 它有权通过一年一度的决议来制定重大政策 ! 组

织原则 , 规范和约束教会成员 " 它警告长老会会员要远离酒精饮料 , 杜绝参与任

何酒类买卖活动 " 19 14 年 , 教会会员大会进一步加强了组织纪律 , 授权地方教

会不仅可以开除一切与酒类贸易有瓜葛的会员 , 还要求其会员退出所有出售酒类

饮料的社区俱乐部 , 不然就开除其会籍 " 另外 , 会员大会通过了正式决议 , 派代

表旁听国会审议 , 向国会和总统请愿 , 给他们施压 , 要求通过禁酒立法 " 1913

年 , 会员大会发布正式声明 , 表示支持出台禁酒修正案 " º
政教分离是美国的传统 , 长老会教会不容许以教会的身份直接进入美国政

治 " 因此 , 它必须依靠教会成员联合起来 , 影响改革立法 " 内战之前 , 教会在禁

酒问题上主要依靠美国禁酒协会 " 内战后 , 它开始依靠禁酒党 ! 全国妇女基督教

联合会等禁酒组织 " 到 1900 年 , 该教会主要依靠反对酒馆联盟实现这一 目标 ,

鼓励教会成员支持反对酒馆联盟一切行动 " 1907 年 , 教会会员大会公开表示 ,

反对酒馆联盟是一个 / 健康的 ! 安全的 ! 能促进禁酒伟大事业的最有效的组织 " 0

»和长老会教会一样 , 几乎所有的其他新教教派都以上述方式 , 参与并支持禁酒

改革 "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卫理公会主教教会 " 它不仅支持反对酒馆联盟 , 还取

得了该联盟的领导地位 , 许多 ASL 官员和州的禁酒主管都 由卫理公会牧师及其信

徒担任 " 在南方 , ASL 领导核心的代表有卫理公会主教教会牧师小詹姆斯. 坎农

¹ pres byt eri an C h切rc h , U .s.A ., M in ut es , 1900 , p.136.
º xdem , M inuteS , 19 14 , p , 125.» Idem , M inut es , 1907 , 即.138一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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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am es C ~ n. Jr. ), 南方浸信会牧师 A. J.巴顿 (A. J. B art on ), 联合路德教教会牧

师 E. C .丁威迪 (E C Di n. w iddi e) , 以及公理会牧师霍华德 H .拉塞尔 (H ow ar d

H. R月Ssel ) 和韦恩 B .惠勒 (从厄0 e B. 饥 ee ler ) " ¹全国最有影响力的禁酒派主教有

鲁德 B. 威尔逊 (Ro od B. Wi lson ) , 牧师泊雷 A .贝壳 (D叮ley. A. B ak er ) , 詹姆斯

K .谢尔兹 (Jam es :K Shi el ds) , 威廉 H .安德森 (V入11iam .H 流刀ders on) , 欧内斯特

H .切林顿 (Em est H .Ch e币ngt on ) , 达科他州的律师 c A. 伯兰克 (c A. Pof lack ),

印第安纳州州长J.弗兰克.翰雷 (J , Frar 正H axil ey ) " 由于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 , 公

众自然地将 A SL 看成是卫理公会教会的代理机构 " 反过来 , 该教会将 ASL 看作

是禁酒改革运动的代表 " 这并不能说 , 基督教教会中的各个教派都响应禁酒的号

召 " 比如 , 美国新教主教派教会坚持温和的禁酒态度 , 不赞同倡导个人彻底戒酒

和出台全国性禁酒立法 , 支持颁发酒馆营业执照 , 不过要提高门槛 , 严格标准 "

到 1916 年 , 该教会才强制其会员不要在公共场所和聚会上饮酒 , 并支持禁酒立

法 , 抑制酒类贸易 " 另外 , 北美福音派路德教教会委员会就极力反对禁酒 , 因为

它的教徒主要是德裔美国人 , 他们都喜欢喝啤酒 , 而且十分守旧 " 不过 , 他们是

例外 , 绝大多数新教教会都能团结起来 , 支持禁酒运动 º"
为了使禁酒长久而有效 , 新教各派大力支持推广禁酒教育 , 灌输禁酒意识 "

他们在星期日学校开设禁酒课程 , 借助青年组织宣传禁酒思想 " 1912 年以后 ,

禁酒工作得到了美国基督教教会联邦委员会 (简称 FCC以) 的大力支持 " 同年 ,

这个代表 30 个教派和 1700 万教徒的 FCC以 成立了专门的全国戒酒委员会 , 全力

以赴调动公众的禁酒热情 , 招募支持戒酒和立法禁酒的教会信徒 " 它与下属的戒

酒委员会进行协作 , 鼓励在教区成立更多的分支委员会来协助禁酒宣传工作 " 同

时 , FCCCA 还亲自发动宣传攻势 , 煽动公众的禁酒情绪 " 19 14 至 19 16 年 , FCCC A

出版并发行了大量的禁酒宣传资料 , 发动其成员和演说家到全国作巡回演讲 " 在

19巧 年初 , FCCCA 戒酒委员会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彻底戒酒运动 " 它以全国戒酒联

盟的名义 , 资助了费城 ! 纽约和匹茨堡等其他城市的一系列公众集会 " 在集会上 ,

有数以千计的集会者宣誓要彻底戒酒 " 在费城的一次集会上 , 近 16 , 000 人听取

¹ stan dar d En卿clo, 刃ia of th e Al eoh olpro blem 11, 即.6 14一6 15;n̂ 6一s习oo n L阳gue of A m eri ca. p roc 以泪ings,
19 17 , Pl) .7 1一7 3

º "即飞e M . st哪)h " son , Th e Rel igi ou s A s侧戈ts of sw ed ish lnuni孚at ion : A stu 勿 of lm m igr an t c为urC hes,
M inn ea po lis, 19 32 , pp .19 , 3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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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威廉. 詹宁斯. 布赖恩的演讲 , 当场就有 1.2 万名听众宣誓 , 决心彻底戒掉酗

酒恶习 " 全国戒酒委员会还聘请了大约 100 名政治家和市民 , 由他们组成的咨询

委员会 , 在他们的帮助下编写了戒酒教育信息资料 , 强调了彻底戒酒的科学和经

济理由 " 这些禁酒教育信息被制作成文学作品 ! 幻灯片 , 分发给市政府负责社会

福利和安全的部门 , 以及铁路和制造业工厂 , 也散布到城市中非英语移民社区 ,

组织面向青少年的禁酒教育展览¹" 1916 年 12 月 , 四年一次的 Fccc A 大会召开

了 " 在会上 , FCC以 的与会代表一致认为 , 要提升道德水平 , 促进社会的安定 ,

个人必须彻底戒酒 , 州 ! 国家必须用法律的手段禁酒 º"翌年春初 , Fcc以 同意

其下属的戒酒委员会 , 与历史悠久 ! 最负盛誉的全国戒酒协会出版社联盟 , 增加

禁酒宣传力度 " 数月后 , 美国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 FCCC A 的禁酒委员会以此

为契机 , 进一步加大禁酒的攻势 , 增加禁酒宣传的密度 " 它通过报刊和禁酒宣传

广告 , 揭发酒业利益集团的反对禁酒活动 , 发行了数量巨大的禁酒宣传资料 , 出

版了四种刊物 , 其中包括 5 国家的倡导者 6 , 并将查尔斯.斯坦则 (Char les

St el zle) 牧师的作品 5 为什么要禁酒峥送给了工会领导 ! 国会议员和政府要员 "

FCCCA 戒酒委员会提议 , 在学院 ! 大学课堂和校友会举办的同学聚会或其他宴会

上 , 不要提供酒精饮料 , 劝阻社交型女性在社交场合杜绝饮用或提供酒精饮料 "

他们还身体力行 , 选派讲师在多种公众集会和研讨会上宣传禁酒 " 一战期间 , 戒

酒委员会还推出了 / 加强美国 0 运动 , 与陆军与海军中的战时戒酒行动联合委员

会合作 , 向现役军人发放有关戒酒的科学知识与教育材料 »"
除了发动复兴福音主义运动和采取直接参与戒酒之外 , 美国新教徒还大力支

持其他切实可行的社会改革运动 " 他们在强调个人自救原则的同时 , 还十分重视

社会拯救的原则 , 把基督的教诲与解决工业主义 ! 劳工和城市生活中的各种现实

问题结合起来 " 1900 年之前 , 只有为数不多的牧师宣讲社会福音 , 其中多数是

神学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 " 随着进步运动的发展 , 社会福音逐渐进入到正统美

国新教教义 , 并成为主流思想 " 大多数福音派教会还确立了它们服务社会的宗教

使命 " 同时 , 这些教会几乎都采用了 FCCCA 在 1912 年制定的关于服务社会的宗

¹ Ch arl es 5.M ac丘甘lan d ed ., Chri stian U nity at 认勺rk , 4th ed ., N ew yo 氏 19 13 , pp.253一260.º Pres byt eri an C hurc h, u s. A. , M inuteS , 191 4, pp .123 一124 .» C harl es 5.M ac6犷lan 氏Th e pro gr es s ofCh urc h Fed era tion , N ew 物氏 19 17 , 即.130一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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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信条 " 要求所有人享受平等权利与社会公正 , 把保护家庭 ! 废除童工制度 ! 保

护妇女劳工 ! 劳工有权成立工会 ! 消除贫困 ! 平等分配工业产品等作为奋斗目标 "

该信条明确宣称 , 酒精问题与上帝天国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 因此强烈呼吁要

保护个人与社会道德 , 免遭酒类交易给社会 ! 经济和道德造成的损失¹"
沃尔特.罗申布什 (Walter Rauschenbusch ) 是社会福音运动中最具影响力

的人物之一 " 1912 年 , 他出版了 5 社会秩序的基督教化 6 一书 , 主要论述社会

福音与酒精问题之间的联系 " 他说 , 要解决美国劳资之间的冲突 , 就必须调整民

国经济 , 并将经济与基督教伦理谐调起来 " 他认为 , 美国的资本主义越来越背离

基督教教义 , 它自私 ! 贪婪 , 不负责任 " 很多企业缺乏道德 , 唯利是图 , 不讲人

性 " 它们生产和出售有害于人健康的产品 , 最典型的就是酒业利益集团 " 为了扩

大市场 , 增加销量 , 这些企业毫不犹豫地不顾一切道德和法律的制约 , 寻求利益

最大化 " 罗申布什认为 / 酒精饮料是来 自地狱的幽灵 0 , 让整个国家放弃饮酒习

惯本身就非易事 , 此外 , 禁酒改革者还要应对穷凶极恶 ! 负隅顽抗的酒类行业 ,

这就使得禁酒难上加难 " 而酒类零售业和批发业个体商人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

本 , 他们想方设法 , 将过去的陋习 (这里指饮酒) 强加给已经愤怒的公众 " 毫无

疑问 , 这必然要遭到现代科学和人们良心的谴责 " 罗申布什同时还提醒人们要注

意酒精对劳工的不良影响 " 酗酒劳工是现代工业社会精密机械的潜在威胁 " 工人

长期饮酒就会失去自我约束力和判断力 , 而这些能力在工业生产中非常重要 " 只

有劳工们放弃酗酒习惯 , 才能加大他们与资方讨价还价的祛码 , 赢得教会的信任 "

为了营造一个清醒和理智的社会 , 工会集会应当远离酒馆和舞厅 , 教会有责任帮

助工会找到一个集会的场所 , 教堂就是一个选择º"
乔舒亚.斯特朗 (Josiah St ro ng) 牧师是又一位对禁酒改革产生深远影响的

社会福音主义者 " 1898 到 1916 年 , 他一直担任美国社会服务学会领导人 " 该学

会是一个著名的宗教代理机构 , 其主要任务是为社会改革收集相关资料 " 1908

年 , 该学会创办了 5 天堂福音 6 杂志 , 宗旨是 / 在基督耶稣福音的指引下 , 研究

并解决现存的社会问题 0 " 5 天堂福音 6 开设了一系列星期日学校课程 , 成为所有

社会基督教刊物中发行量最大的刊物 " 在刊物的讲座上 , 斯特朗讲述了工业制度

¹ Ch arl es H . H opki ns, Th e 几se of比e s画 欲oo 可姆lin A m eri ean Pro teS 加Ln dsm , 1565一1915, 刊 e stu 由es 讯

Religi ous E面eat ion. XI M N口即H ~ , 194 0,pp .3 16一317 .º 叭厄lter RJ叨SC h口busch , C hristi ani 云ng th e s喊 目 " 川er, N ew 物rk, 19 12 , 即.155, 20 9, 288, 276 ,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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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饮酒习惯之间的关系¹"在这个专栏中 , 他阐释了现代工业制度是如何加重工

人酗酒恶习的 " 一方面 , 工厂繁重的工作使工人精疲力竭 , 他们只有通过人为的

刺激来提神和解乏 , 久而久之 , 就沾染上了酗酒的恶习; 另一方面 , 工业制度更

有利于工人饮酒习惯的培养 " 在乡下 , 人们想饮酒 , 就只能到外面的酒馆去喝 "

但是在工业社区 , / 酒馆到处都有 , 人们出门就得躲着它 " 0 再者 , 美国工人的收

入相对较高 , 花钱买酒不成问题 , 因此在没有养成文明的生活习惯之前 , 他们

就已经沾染上了饮酒的习惯 " 可 以肯定 , 工业制度使美国人的因饮酒习惯加重 ,

工伤事故增加 " 此外 , 美国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 , 竞争越来越激烈 , 人们的神经

也随之紧张 " 因此 , 为了缓解工作的压力 ,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饮酒寻求放松 " / 对

一个神经紧张的人来说 , 喝一杯烈酒 , 就如同给一匹受伤的马抽了一鞭子 , 使其

因麻木而忘掉了疼痛 , 变得更加兴奋 " 压抑的程度越严重 , 就越需要更强烈的刺

激 " 0 他的最后结论是 , 现代工业制度加重了饮酒习惯 " 如果说一个嗜酒如命的

农场主摧毁的只是他自己和家庭的话 , 那么 , 一个酒鬼工人可以摧毁一个工厂或

一列火车 º"
在分析酒精放纵的动因时 , 乔舒亚从社会福音的角度 , 讲述了环境因素可以

影响人的行为理论 " 他指出 , 人们放纵酒精的因素很多 , 其中食物匾乏 ! 工作环

境恶劣以及作为穷人俱乐部的酒馆影响最大 , 拥挤的城市环境也不可忽视 " / 一

旦儿童们出生在拥挤不堪的廉价公寓内, 贫民窟就成了他们童年的记忆 , 没有操

场玩耍 , 街区没有人行通道 , 他们的学校就是城市主街道 , 他们的 -研究生教育 .

很可能要在酒馆里完成 " 0 贫困是导致人们酒精放纵的另一个罪魁祸首 " 酒精放

纵会造成贫困 , 反过来 , 贫困促使人们在酒精中寻求解脱 " 因此 , 要人们放弃纵

酒 , 铲除饮酒环境是关键 , 只有如此 , 才能营造一个理智 ! 清醒的良好社会氛围 "

斯特朗认为 , 要达到这个 目的 , 就得取缔酒馆 " 同时 , 还要建立阅览室和工人俱

乐部等娱乐休闲场所作为酒馆的替代物 , 支持一切改善劳工工作和生活环境的社

会改革 " 他认为 , 要走向理智与清醒的社会 , 仅仅依靠道德规劝的方法是不够的 ,

还要通过立法实施禁酒 " 在第二讲中 , 他坚持完全依靠禁酒立法是最好的补救措

施 " 斯特朗将高涨的禁酒热情归咎于美国民众民主意识的觉醒以及美国人对联邦

¹ Th e G osP elofth e儿ngdom , 8:97一98, 儿ly 19 16:H opkins, Th e形se ofth e soeial G o印el ,即.179 , 259一263.º Go 印elof th e K ingdom , I:105 , N ovem ber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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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权限扩大的接受 " 他说: / 个人自由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无冕之王 , 没有人对

它表示过真正的尊重 " 现在 , 公民的社会觉悟空前高涨 , 已经变得十分自觉 , 公

众机构和政府必须对它给予足够的重视 , 要对它加以监控和因势利导 " 我们不再

恐惧 -政府的家长作风 . , 不会再把它看成怪物 " 我们现在大胆地呼吁 , 政府的

任务就是要做个好家长 " 要想成为公民贴心的政府 , 政府就不要远离公民的一切

事务 0 " ¹
同一时代 , 社会福音主义的禁酒改革者查尔斯.斯坦则 (Char les St el zl e)

的影响也不容小视 " 查尔斯牧师出生于纽约市东部 , 在困境中长大 " 进入芝加哥

姆迪圣经学院学习神学之前 , 他是一名有经验的机械师 " 离开姆迪圣经学院之后 ,

他做了一名业余传教士 , 立志将基督教传播给城市底层的穷人 " 除了传播 / 纯正

福音 0 拯救人的灵魂之外 , 他还积极参与社会志愿者服务 , 投身社会改革事业 "

斯坦则认为 , 大多数工人对教会并没有恶意 , 只是有些麻木 , 只要教会给他们一

点关心 , 平等与公正地与其交往 , 他们都能进入教会的大家庭 " 从事传教士数年

之后 , 斯坦则成为了美国长老会教会的一名有经验的牧师 , 1903 年提升为教会

与劳工部部长 , 专门从事激进的社会福音运动 " 在他的努力之下 , 教会与劳工部

很快开发了一个项目, 专门向产业工人 ! 非城市劳工和移民提供服务 , 具有广泛

的社会影响力 " 任职期间 , 他负责作了一项社会调查 , 结论是酒精问题与其他社

会 ! 经济问题紧密相连 " 调查报告上说 , 酒精问题其实就是城市及城市工人的问

题 , 这些问题堆积在城市中心 , 那里的酒馆最多 , 酒的消费量最大 " 酗酒与酒类

贸易与组织工人的理想-一高工资 ! 理想工作 ! 效率 ! 子女教育 ! 贤妻良母以及

完整的家庭直接发生冲突 " 斯坦则利用调查数据 , 发表多次演讲 , 撰写文章 , 还

出版了 5 为什么要禁酒!)) 一书 , 劝说美国工人必须彻底戒酒以及法律禁酒的必

要性 " 他的结论是 , 解决酒类问题的关键是劳动工人º"除此之外 , 斯坦则还积

极参与 FCCC A 下属的教会与社会服务委员会工作 " 1911 年 , 他还领导了社会服

务部发动的男人与宗教促进运动 , 极大地促进了教会在社会福音运动中的作用 "

¹ Ib id., I:105一106 , 109 , 111, 112:6:97一8, Ju ly lg l4.
º C harl es Ste >z1e. A son of th e B ow a了:Tb e Li fe Story of an E as t si de A m 晰can , N ew Yo rk, 192 6.ch aP s i一vii ;

H oP ki ns , 了b e 形 se of th e S oc iai Go spe l, P. 28 0.



第二章 禁酒的宗教动因

三 ! 社会福音教派禁酒实践的特点分析

综观整个社会福音运动时期的禁酒实践 , 我们发现这一时期的禁酒运动具备

如下三个特点:

首先 , 社会福音派教会对饮酒问题的关注充分表明 , 禁酒运动不仅仅是农村

地区的新教徒的社会改良运动 , 还是一场城市新教徒的社会改革运动 , 它对工业

制度 ! 劳工 ! 城市发展所导致的社会问题进行的一次拯救行动 " 支持它的新教徒

既来 自城市 , 也来 自农村 , 因此这场社会改良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 根据

1906 年的宗教团体人口普查 , 在包括罗马天主教和犹太教在内的所有的宗教团

体当中 , 基督教的城市化程度最高 " 有 82 .6% 的基督教徒居住在 2.5 万人以上的

城市当中 , 他们是彻底戒酒和立法禁酒的支持者和倡导者 "一神论教会中有46 .6%

的成员居住在 2.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 这一比例也远远高于全国城市人口的平均

值 , 他们也给这场改革给予大力支持 " 在新教各派当中 , 最接近全国城市宗教人

口比例的是公理会和长老会教会 , 它们分别是 31 .1% 和 27 .5% , 这些教民都居住

在 25 , 000 人口以上的城市 , 这两个教派是禁酒改革运动的中坚力量¹"另外 , 农

村各教派当中还有数量可观的教徒暂居在城市当中 , 他们主要以卫理公会教徒和

浸信会教友居多 " 由此可见 , 禁酒运动并非是一场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较量 , 相反 ,

它得到了广大城市和农村教会的大力支持 , 正因为如此 , 在第 18 条宪法修正案

通过之前 , 一些大城市的禁酒运动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 , 并能够在全国禁酒之前

实施禁酒 "

第二 , 禁酒运动除了是一场城市和农村都支持的社会改革运动之外 , 它还是

一场中产阶级的改革运动 , 其核心是农村和城市的中产阶级新教徒 " 这两个群体

的构成和价值观应该有很大的不同 , 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 , 实质上是新中产阶级 "

他们在禁酒问题上有共同态度 , 但在其他社会问题上可能就有分歧了 " 也许正因

为这些分歧 , 他们不可能一心一意地共同参与禁酒运动 " 成也萧何 , 败也萧何 "

在人们的印象当中 , 艰苦农村生活迫使那里的新教徒更加节俭和有节制 " 其实不

然 , 在戒酒运动和大觉醒运动到来之前 , 美国的农民因为嗜好烈酒而声名不佳 "

¹ B ureau ofth e C en su s, 砒ligi uosB odi es , 一906 , I,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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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 , 也不能片面地说 , 城市生活促使城市新教徒必然反对禁酒运动 " 不可否认 ,

与农村人相比 , 城市人自然有更多的机会到酒馆饮酒 " 同时 , 多元化的城市生活

也促使城市居民在对待个人道德问题上更加务实和宽容 " 抛开城市与农村的差

别 , 城市和农村人有一个重要的共性 , 即他们都信奉中产阶级信仰一 资本主义

的自由企业制度 , 新教福音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 可以说 , 禁酒运动是美国中产

阶级价值观的特殊体现 , 它只有在工业化迅速发展阶段才能赢得了如此广泛的社

会基础和强大的支持 , 在农业社会阶段 , 禁酒只是少数上层白人的道德改良运动 ,

不会有赢得广泛的社会基础 " 美国禁酒运动的中产阶级本质可以从罗马天主教改

革者的心态上得到反映 " 罗马天主教改革者认为 , 由于天主教徒对母国的文化情

有独钟 , 很难被美国社会所同化 , 自然就被排斥在中产阶级主流文化之外 " 如果

天主教会想要赢得非天主教社区的尊重 , 把天主教的福音传播给美国人 , 天主教

徒首先要 / 美国化 0 , 即 / 被同化 0 , 只有这样 , 他们才能被美国中产阶级主流社

会所接受 " 因此改革者强调必须向天主教徒灌输勤劳 ! 诚实 ! 清醒 ! 爱国等中产

阶级传统美德 " 不然 , 教徒就会与教会的关系疏远 " 在改革者的眼中 , 纵酒是阻

碍天主教徒获得物质财富 ! 事业成功和社会认可的主要因素¹"鉴于此 , 他们极

力敦促教徒们戒酒 , 在信众中间营造禁酒氛围 , 支持美国天主教彻底戒酒联合会 "

第 13 任大主教里昂 (Leo ) 劝告他的牧师们要为了给信众树立榜样 , 牧师应当行

为谨慎 , 远离酒精 " 在大主教的倡导下 , 大批的神学院学生和牧师加入了彻底戒

酒者的行列 " 同时 , 天主教徒们还在教区学校宣传科学戒酒知识 , 在青少年当中

营造戒酒氛围 , 让他们在成人仪式和宗教交流大会上宣誓戒酒 º"
部分天主教徒还加入了新教徒的禁酒十字军运动 " 1895 年 , 约翰. J.凯恩

主教 (J oh n J. Ke an e) 出席了 AS L 的成立大会 " 从此以后 , AS L 当中必须有一

位天主教成员担当该联盟的副主席职务 " 在 19 16 年 ASL 的大会上 , 声名显赫的

哥伦布骑士党成员帕特里克. H.加勒翰 (Pat rick H. Cal la han ) 呼吁说 , 天主

教徒应当责无旁贷地支持禁酒运动 , 这样不仅可以平复天主教教会内部的矛盾 ,

同时 , 还可以修缮与新教教会之间的紧张关系 " 他说 , 哥伦布地区有 35 万名骑

士党成员与 ASL 联系紧密 , 他们正在帮助外来移民实现美国公民的 / 最高理想 0 ,

¹ B lan d, H i卜翔lian Cru sad e,即.44 ,60 , 106 , 161, 227.º Wi lliam J.M eG u氏 及油peI.an ce 从lo rk in o心r schoo ls, ibid., 43:366- 368 , SePt em ber, 1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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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按照美国人那样体面地做事 " 0 虽然哥伦布的骑士党没有正式宣布支持

禁酒 , 它还是与 ASL 以及其他禁酒组织进行合作 " 然而 , 大多数罗马天主教徒反

对禁酒 " 当禁酒运动发展到大城市后 , 天主教徒聚集的城市社区禁酒更加充满敌

意 " 20 世纪初期 , 许多州相继通过了禁酒立法 , 但这些立法却忽视了将天主教

圣礼用的葡萄酒排除在禁酒之外 , 这引起了天主教教会的强烈不满 " 他们认为 ,

禁止在宗教集会上使用发酵的葡萄酒是对个人权利的干涉 , 天主教会因此对教徒

抵制禁酒立法的行为持宽容态度 ¹"和天主教徒一样 , 大多数的犹太教徒对禁酒

持反对态度 " 美国犹太教教士中心会议是美国犹太教改革派的代表 , 他们低毁禁

酒运动是一场 / 滋生狂热主义 0 的运动 " º 总之 , 美国教会在禁酒问题上意见分

歧 " 支持者一方绝大多数是长老会 ! 卫理公会 ! 浸信会和公理会等新教徒; 而反

对者一方大多数是罗马天主教和犹太教教徒 "

ASL领导人在禁酒和进步主义运动上的态度正好反映了中产阶级新教徒的价

值观 " 20 世纪前 , ASL 的演讲与其他禁酒组织的别无二致 " 然而 , 随着进步运动

的兴起 , 他们对社会改革表现的十分乐观和自信 " 在 1905 年举行的 ASL 会议上 ,

霍华德 H.拉塞尔牧师 (How ar d H. Rus sel l) 称赞社会公正正在复苏 , 肯定了市

政和各州改革取得的成绩 , 认为改革对商业运行方式和标准发起了挑战 , 称赞西

奥多. 罗斯福是 / 英雄领袖的楷模 , 性格坦荡真诚 , 生活作风正派 , 是男人中的

男人 0 »"他宣称 , 美国正经历者一场 / 伟大的 ! 进取的运动 0 , 在这场运动中 ,

ASL 成功地动员了全体美国民众反对酒类买卖 , 并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 新时代

就在眼前 , / 世界冲出了漆黑之夜 , 走向了光明 , 到处都在迎接黎明的阳光 0 " ASL

是一个非党派压力集团 , 其目标就是禁酒 , 但是它与进步主义的目标基本一致 "

它不反对其成员以个人名义参加进步主义的各项改革活动 " 比如 , 在 1909 年召

开的 ASL 会议上 , 泊里. 贝克 (Pur ley Bak er ) 牧师将劳工运动定性为一场争取

社会正义 ! 尝试铲除社会罪恶与错误的神圣的社会改革运动¼" 1915 年 , ASL 在

亚特兰大城召开了联盟会议 " 据报道 , 会议持续了一周 , 参加者达 1万人之多 "

本次会议的一个突出主题就是服务社会和传播基督教福音 "

¹ Idem , pro c以月ings, 19 16 , 即.157一158; 1907 , p.67.stan dard En哪 10pedia ofth eAl eoh olp ro blern , V, 2298.º C en tra lC on 公沈ence ofA nleri ean R ab bis, ! 飞arB o武 1914 , 即.117一118.» n̂ ti一Sal oo n L比四e, p ro c以月ings, 1905 , 即.14一16.
¼ H aro ld T. Pu lsifer, Th eAn ti一Sal oon Lea gue C onven tion , , th e ou tlook , July Z I, 19 15 , 110:657.



美国禁酒运动的历史研究

其它禁酒组织也支持进步主义运动的精神 " 1900 年 , 禁酒党已经将立法禁

酒作为该党的唯一奋斗目标 " 到 1904 年该党的纲领更加充满进步色彩 " 禁酒此

时成为了进步主义者和禁酒组织的共同的理想 " 查尔斯 F.阿凯德 (Char le s F.

Aked) 这样说: / 我们中的许多人正在全力以赴 , 要为我们的后代创造一个更加

美好 ! 更加光明的世界 , 我们已经厌倦了贫穷 ! 肮脏 ! 无知 ! 麻木 ! 愚笨以及

妇女的悲惨和男人的堕落 " 看到儿童的悲惨生活 , 我们的心在流血 , 我们要改

变这一切 " 我们要将生命与自由之门向所有人的子女敞开 " 我们要尽可能地让所

有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精彩 , 然而 , 酒类生意使我们引导人们走向美好生活

的努力变得异常艰难 , 0 ¹
第三 , 社会福音主义者渴望让所有人进入天堂 , 获得拯救 , 实现生命 ! 自由

与幸福的美国梦 , 新千年的希望给他们提供了新的动力 , 美国新教徒期盼上帝天

国普降人间 " 在之前的两个世纪里 , 美国基督教新教所强调 , 上帝天国就是上帝

对人心智的统治 " 美国新教徒坚信 , 18 世纪的大觉醒运动和 19 世纪早期的新教

福音复苏运动是上帝降临美国的前兆 , 上帝将于新千年降临美国 , 它将把和平 !

正义与手足之爱带给普天下的广大信徒 " 一些主要福音教会解释说 , 此次黄金时

代来临的方式将与以往有所不同 , 耶稣基督为了拯救信众 , 先英勇赴死然后复活

的悲剧将不再上演 " 此次耶稣降临人间是以循序渐进的 ! 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的 ,

上帝的福音将悄然地得到传播 , 世人因被感化而信奉基督教 , 并最终成为信徒 "

在新千年 , 天国将依然存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 , 基督耶稣并不会出面管理俗世的

一切事务; 新千年所说的天国就是俗世 , 而非天堂 " 它是一个摸得着 , 看得见并

被彻底改变了的 ! 秩序井然的有形世界 " 新千年将是一个理想的和平时代 , 但绝

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时代 , 因为邪恶势力并没有彻底根除 " 相反 , 它们将在黎明

曙光照耀大地之前做最后的挣扎 " 那时 , 将会出现离节叛道之人 , 正义与邪恶将

进行一次殊死搏斗 , 不过持续时间不长 " 随后 , 督耶稣将第二次降临人间 , 这一

次他将亲自显身 , 带着无限的荣光与力量 , 前后簇拥着被他拯救并复活了的信徒 "

在他们的陪同下 , 耶稣将进行最后的审判 , 让正义者与善举者永久地升入天堂 ,

让作恶多端者下地狱 , 永不翻身 " 19 世纪福音派基督教会认为 , 历史将引领人

们走向上帝天国 , 迎接最后审判日的到来 " 美国的新教徒普遍接受这一观点 , 期

¹ Ch arl es E Ak ed , M 曲 an d Hi sN d gh bor, A即leton .: M ag 画ne, 12: 9 , Jul yl 9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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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上帝天国真正地降临美国 " ¹

图 1: 禁酒可以带来一个光明的世界

资料来源 : httP 刃~ .lib. un c. e蒯 ., /prohibi tio 可~ se

随着进步运动的兴起 , 期盼天国降临成为新社会福音运动的一个主要动机 "

只有少部分新教徒认为 , 这个世界已被邪恶势力所主导 , 并正在走向邪恶的深渊 ,

已经无药可救 , 只有基督耶稣在新千年重返人间 , 统管现世 , 才有望扭转这一局

面 " 绝大多数新教徒坚信 , 上帝天国不会一夜之间降临美国 , 它的到来必须要经

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 而且需要全体信徒努力 "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 , 宗教

自由与民主被广泛传播 , 科学与技术迅猛发展 , 人们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 , 基督

教在亚洲和非洲迅速传播 , 知识分子视野开始扩展 , 新的道德风尚正在兴起 " 社

会慈善活动 ! 人道主义 ! 政治 ! 经济改革全面铺开 " 这一切都被新教徒看成是基

督耶稣降临俗世天国的前兆 " 一位牧师宣称 / 在上帝精神的带领下 , 世界正在向

前 ! 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 上帝虽生活在天堂 , 但他所掌管的俗世也将会是一个

迷人的地方 " 0 º一位宗教自由主义者这样说: / 历史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漫长的演

化过程 " 在这个过程中 , 人类总体上在不断向前发展 , 进入到更高层次的文明 ,

取得了更大的收获 " 他们以更加出色的技艺和辛勤的劳动 , 不断地改变着他们赖

¹
º H .形ch ar d Ni ebub r, K ingd om of G od in A m eri ca, pp .认一x , 45 一56 .

J田旧es H .S n ow den , Th e C om in g of th e L o rd :WI ll lt be P r曰旧illen ial ? N ew YO rks 19 19 , P P .2 74 一275

5 l



美国禁酒运动的历史研究

以生存的环境 " 从长远看 , 人类的事业一直处在上升阶段 , 世界并非一天天变坏 ,

而是一天天变好 0 " ¹
在这种观点的激励下 , 新教徒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社会改革当中 " 对普通的新

教徒来说 , 酒类贸易与酗酒是上帝天国降临人间的唯一障碍 " 一位改革者说: / 基

督教各教派都相信 , 在将来某一天 , 新千年的曙光必将会照耀这个被酒精浸泡和

邪恶诅咒过的世界 " 而现如今 , 酒类买卖猖撅 , 我们就不要奢望上帝天国会降临

人世 " 沟在 1916 年的 AsL 会议上 , 厄尼斯特 H. 切灵顿(Earnest H. eherrington )

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 就任何一个宗教而言 , 其最大的价值 , 在于它能减少

人间的苦难 , 慰籍伤病的心灵 , 消除世间的痛苦与悲伤 , 创造幸福 , 除恶扬善 "

它不仅仅要带领信徒升入遥远的天堂 , 还要谋求近在咫尺的人间幸福---一个真

正公平的上帝天国 " 因此 , 教会的首要使命不仅要挽救信徒的灵魂 , 帮助他们实

现个人的愿望 , 带他们走进天国 , 它还要努力将更崇高 ! 更神圣 ! 更宽宏的东西

带到俗世 , 用上帝之灵光照亮漆黑的世界 " 0 »
上帝天国降临人间的信念是美国进步主义的宗教追求 " 新教徒关于上帝天国

降临美国是对美国使命和美国命运的有力支持 " 新教主义早就包含了美国是救世

主的含义 " 早期的美国清教徒认为 , 他们是上帝的选民, 得到了上帝的眷顾 , 注

定将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 " 从 18 世纪的大觉醒运动到 19 世纪福音主义的复苏 ,

以及后来的进步运动 , 其实都体现了美国是世界的救世主这一宗教目标 " 美国人

坚信 , 美国得到了上帝的特殊恩惠 , 民主的巨大进步和人道主义的社会改革都是

上帝的意图 " 上帝天国正在向美国走来 , 上帝认可美国的理想与制度 " 因此 , 美

国人是上帝的选民 , 他们的使命就是将美国的民主与制度传播到世界 , 从而把全

世界变成上帝天国 " 可以说 , 美国新教徒并不满足于将天国引入美国 , 他们还感

觉到了上帝赋予他们改造全世界的使命¼"
有关美国使命感的表述在许多社会改革当中都可以找得到 , 但唯独在禁酒运动

当中表达得最清楚 " 191 7 年 AS L 会议在华盛顿召开 , 萨姆.斯曼尔 (S 二 Small) 牧

师给大会作了激情演说讲 " 他说 , 既然美国坚信上帝天国降临美国 , 那么 / 你我就

很自豪地希望看到 ,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战无不胜和的基督教化了的国度 , 我们不仅

¹ shirl叮 J.C as e, The M illennial H叩e:A phase of , /a J, 下m e Th ink ing , Ch ie吧 " , 19 18, p.238.
º An ti一sai一 L 翔, e , P似 以月in gs, Jan u别, 189 8, P. 37 .» ld翻 , PrDC 以刃ings, 1916, 即.404 1.¼ H .形ch 耐 N ieb ul ir, 幻 " gdom of Go d illA Ineri ca, Pl, .14 1一143 ;R einhul d Ni ebuhr, Iro ny of A Ineri can 孤sto以

PP .2今 2 5 , 67 石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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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为自己的救世主 , 还要成为世界的榜样和 , 要成为重塑未来文明世界的监督

者 " 0 他接着说: / 在消灭了罪恶的酒之后 , 美国人民将把这面纯洁无瑕 ! 没有任

何裹读上帝和反人类的正义大旗 , 交给国会山上的自由女神手中 , 让她代表上帝

的旨意 , 把这片上帝统管下的 ! 属于华盛顿 ! 林肯 ! 罗伯特 E.李和伍德罗. 威

尔逊的土地 , 变成 / 滴酒不沾 0 永远干爽的国度 !放眼望去 , 远处国会的圆屋顶

高高耸立 , 直指月光朦胧的天宇 , 如同艺术家的梦幻世界 , 它的光辉遮盖了世界

的自由之源 , 从此 , 人们将不知道何为国王和王后 " 从此 , 君主和奴隶将从在这

个星球上消失; 远处 , 高高挺立的华盛顿纪念碑 , 宛如万能上帝的食指 , 托着长

长的投影 , 将扫过记录着世界文明和基督教历史进程的表盘 " 美国将成为新世界

的领袖和上帝与其它国家之间的桥梁 , 美国将传达上帝的旨意 , 让它们生活在上

帝的灵光之下 , 与邪恶分道扬镰 , 与正义为邻 " 0 ¹萨姆的演讲赢得了与会代表

久久不息的掌声与疯狂的呐喊 "

小 结

总体上 , 19 世纪末美国禁酒运动的兴起与这一时期重大的社会历史变迁

有着密切的关联 , 但禁酒主义者在视野上也表现出了严重的局限性 , 将社会问

题完全归咎于饮酒 , 忽视或者故意回避工业化 ! 城市化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社

会问题 " 此外 , 工业时代的来临使得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价值观已经逐步开始走

向没落 , 建立在传统的核心家庭价值观和新教教义基础上的禁酒运动已经无法

适应社会的发展 , 反而求助于复兴传统意识的统治地位 , 这种时代局限性决定

了它不可能取得成功 , 也违背了美国的立国传统和 自由精神 " 应该看到 , 进入

20 世纪以后 , 美国宗教在现实政治中的影响力进一步削弱 , 政教分离进一步

加强 " 宗教更多的是起到社会道德教化的作用 , 而不能从根本上左右美国的政

局 " 禁酒运动从一开始就是打着宗教改革的旗帜 , 尽管逐步地从道德规劝引向

了政治立法 , 但是其过于浓厚的宗教理想色彩却是与现实政治的利益需要无法

融合 " 另外 , 主张禁酒的社会群体众多 , 要求不一 , 难 以协调一致 的展开禁酒

运动 , 这可能也是这一阶段的禁酒运动不能取得突破的一个原因 "

¹ An ti一Sal oon b 汾罗e, Pro e以月ings, 1917 , p.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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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禁酒的社会动因

正如上一章讨论的那样 , 追求宗教理想虽然是禁酒运动的强大动力之一 , 但

它还不足以使所有的中产阶级改革者统一行动起来 , 支持禁酒运动 " 到了 1900

年之后 ,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 , 整个社会对饮酒给人体造成的伤害有了全方位的

认识 , 大工业时代主张效率与生产安全与饮酒之间的矛盾变得愈加不可调和 " 当

时的报纸杂志 ! 专业学刊 !行业通讯等专门讨论饮酒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 ,

工业家 ! 商人 ! 工人工会 ! 技术和非技术工人对饮酒与他们的行业利益有了清醒

的认识 , 于是禁酒呼声鹊起 , 禁酒的宗教动因逐渐被现实动因所代替 " 社会改革

者以此为契机 , 大力渲染纵酒带来的现实社会问题 " 上述诸因素汇聚成一股巨大

的洪流 , 成为了 20 世纪禁酒的巨大推动力 , 将禁酒运动推向了又一个高潮 "

一 ! 饮酒危害性的科学认识与普及

饮酒带来的负面影响一直是禁酒改革者关注的焦点 , 到了进步运动时期 , 美

国民众的社会道德意识普遍被唤醒 , 社会福利工作者 ! 社会学家以及其他中产阶

级人群 , 从来没有如此关注酗酒所导致的疾病 ! 犯罪 ! 贫困 ! 邪恶和苦难 , 饮酒

一时间变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 " 科技的发展让美国人对饮酒的科学性有了

新的认识 , 190 0 年以后出生的美国人成为笃信科学的一代人 " 当时越来越多的

科学实验已经证明 , 酒精会给人的心身造成极大损害 , 即使是适度饮酒 , 只有彻

底戒酒才是明智的选择 " 新的科学知识和信息迅速传播开来 , 禁酒已经不仅仅是

教会的理想和追求 , 它已经上升为提高国民身体素质 ! 创建清醒理智 ! 积极向上

的美好社会的有效途径 " 在某种程度上说 , 科学因素超过了宗教因素 , 成为当时

禁酒改革运动的最重要因素 "

186 0 年之前 , 酒精对人体造成不良影响的科学实验还十分少见 " 人们对酒

的认识仅来 自于有限的几个实验以及传统经验 " 在此之前 , 美国人普遍把酒看作

是刺激物 " 体力工人相信喝酒能增强肌肉力量 , 活跃人的大脑 " 医生把酒看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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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备的药品 , 用于临床实践 , 医治心力衰竭 ! 软弱无力等疾病 " 当时有一个流行

观点 , 即饮酒可以保持体温 , 抵御严寒 " 还有很多人把酒看作是食物 " 当时的科

学界认为 , 酒与其他的食物一样 , 在人体内燃烧并氧化 , 从而释放热量与能量 "

¹ 这些观点对禁酒主义者倡导的彻底戒酒十分不利 " 内战后 , 禁酒主义者对上述

观点进行了纠正和谴责 , 认为它们是导致酗酒者不能彻底戒酒的最大障碍 " º
19 世纪后期 , 饮酒对人体到底能造成多大伤害引起了巨大争议 , 很多人参

与了这场争议 , 人们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 , 有关饮酒与人体健康的科学实验随之

增多 " 在众多试验当中 , 首要想得到的是酒是否能在人体内产生热量 " 1866 年 ,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本杰明. 沃德. 理查德森 (B enj am in v. 形ch ard son ) 爵士向社

会公布了他的实验报告 " 结果宣称 , 人饮酒之后感觉全身发热其实是一种幻觉 ,

酒精不但不能使人保持体温 , 相反 , 它会导致人的体温下降 " 这主要是因为 , 酒

精麻醉了控制全身的血管神经 , 致使血管膨胀 , 从而血液流到身体的表层 , 等热

量散发后 , 身体很快变凉 " 虽然血液流经身体表层给人以短时间的温暖感 , 其实

却导致了全身热量释放 " 理查德森的结论得到了在寒冷环境中工作者 , 尤其是从

事北极探险的探险家们的支持 " 他们的经验告诉 , 在探险途中喝酒取暖无异于自

找死路 " »
实验想证明的另一个观点是 , 酒精到底是不是刺激物 , 是否有助于活跃人的

大脑神经 " 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埃米尔.克兰皮林 (Em il Kr aeP eli n) 教授和其学生

们所作的科学实验推翻了当时的流行说法 " 克兰皮林的相关研究结论是 , 酒精不

能刺激人的大脑和神经系统 , 相反 , 它起到了麻醉剂和镇静剂的作用 " 这一发现

的意义非同小可 " 在克兰皮林的实验中 , 他只使用了大约不到一盎司的酒精 , 这

远远低于适度饮酒者一顿饭所饮用的酒精量 " 结果表明 , 即使是少量的酒精也能

抑制人的大脑和神经系统 " 在随后的几十年 , 科学家们做了大量的相关实验 " 除

此之外 , 法 国 ! 瑞士 ! 瑞典和美国的科学家也在进行相同的实验 , 结果与克兰皮

林的基本一致 " 这些实验的结论是 , 酒精对人体有害 , 它给人的大脑施加明显的

影响 , 先麻醉大脑核心最敏感区域 , 然后 向外扩展 , 直到大脑边缘不太敏感区域 "

Jo hn G W 心0 11即 an d Wi lliaxn E .lo h nso n , 了七m Peran ee P ro g re ss of th e C en tu ry, T b ro nto , 190 5 , pp .37 3一3 74 .

D an iel D orc hes t氏 Th e Liquor Pr oblem in A llAg es , N ew yo 氏 1884 , PP .4034 06.
S ir Vi cto r H ors ley an d M ar 印 D . S tu rg e , Al eoh ol an d th e H um an B o dy : An In tro du etion to th e S tU dy of th e

Subj ec t, Lon do n , 1907, pp .176一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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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表明 , 即使是少量的酒精也能迅速抑制人的思维活动 , 如理解 ! 记忆 ! 联想 !

判断 , 最后抑制人体最基本的运动神经 " ¹ 同时 , 少量酒精也能抑制肌肉活动 "

饮酒后 , 酒精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加强肌肉力量 , 然后 , 它会很快地麻醉肌肉神经 ,

严重地降低了人体的活动能力 " 这进一步彻底否定了酒精既能使人变得更加能

干 , 也能提神解乏传统说法 " 一名科学工作者预言: / 传统谬论被揭穿后 , 劳工

阶层的饮酒量会大大减少 " 体力工人将十分清楚 , 饮酒并不能提高他们的工作效

率 " / º
其它一些科学实验进一步发现 , 即便是少量的酒精也不能刺激人体的循环系

统 " 饮酒之后 , 人心跳明显加快 , 但这并不是酒精刺激的结果 , 而是它抑制和麻

醉了心脏中枢神经所致 , 相反 , 大量饮酒将直接抑制心脏功能 " 不过实验发现 ,

少量的酒精能刺激消化液的流动 " 但饮酒过量会严重影响人的消化系统 , 对胃造

成极大的伤害 " 另外 , 还有一系列科学实验研究也证明了酒精容易对人的大脑

和神经系统造成伤害 " 1896 年马萨诸塞劳工统计局报道说 , 在对 1, 836 例精神

病患者调查后发现 , 有 20 .86% 的患者与饮酒有关 " 美国医生心理协会发布了同

样的报告 " 该协会对 117 家州属医院的 5 , 145 例精神病患者作了调查 , 发现有

24 .08 % 的患者与饮酒有关 " » 随后的研究加固了上述事实 " 例如 , 1908 年在对

长岛的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发现 , 因饮酒而直接导致的精神病的案例占 14. 4% "

依据可靠数据 , 美国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精神病案例直接或间接地与酒精放纵有

关 " 酒精除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明显的影响之外 , 调查还发现 , 它对人体其他器

官的负面影响也不能小视 " 习惯性过量饮酒将会导致慢性胃粘膜炎 ! 肝硬化 !

肾炎和心脏病 " ¼长期无节制的饮酒会降低身体抵抗疾病的能力 , 加重病情 , 降

低患者康复的机率 "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 科学家就酒精与遗传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科学研究 , 还

收集了大量证据来证实 , 父母饮酒无度是造成儿童身体 ! 思维和道德低下的祸根 ,

它阻碍了人体的正常发育 " 他们发现 , 大人们的饮酒嗜好虽不能遗传给后代 , 然

而父母 , 尤其母亲纵酒 , 将会导致孩子思维和身体器官的先天缺陷 " 怀孕母亲大

¹ Th e o肚tloo k, 108:99() , D eC " 旧be r30, 1913.º Joho 5.B illin gs, ed ., physio1Ogi 司 A s户戈ts of the Li明or prob lem , B osto n , 190 3 , 11 , 即.178一181.» B Illin gs, Physiologi 囚 A s户戈ts l, 即.19一20.¼ Ibi d. , I, 23 一24 .



第三章 禁酒的社会动因

量饮酒破坏了乳浆微生物的质量 , 导致母体虚弱 , 从而引起后代智力和体能退化 "

¹社会普遍开始接受这一观点 , 认为常见的儿童疾病 , 如智力减退 ! 癫痛以及轻

度智力缺陷等 , 都与父母饮酒关系密切 " 纽约地区的一项关于儿童智力缺陷的研

究表明 , 父母饮酒导致儿童低能和白痴的机率大约在 5% 左右 " 美国 16 万例癫痈

病当中 , 大约 20 % 的病例是父母饮酒无节制所致 " 另一项研究发现 , 纽约 20 , 147

名小学生中 , 53 % 的智障儿童来自父母饮酒的家庭 , 而正常家庭当中 , 儿童的智

障率仅为 10% " 另外针对 67 名智障儿童的调查发现 , 这些儿童的父母多数有饮

酒的嗜好 , 其中 10 名儿童来自残疾家庭 , 6 个白痴家庭 , 6 名癫痈病家庭 , 25

名生活无法保障的家庭和 10 名正常家庭 " 结果显示 , 82 % 的儿童智力有缺陷 ,

只有 17 % 的儿童正常 "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 61 名来自非饮酒家庭的儿童当中 ,

智力正常的比例高达 88 .5 % " º
把酒类饮料看成是食物的说法后来也被科学实验所推翻 " 酒类饮料等同食物

的观点向来都遭到部分人的质疑 " 因为酒既不能生成或修复人的机体组织 , 也不

能在人体内储存以备后用 , 而且饮酒过度还会损伤人的身体健康 " 实际上 , 一些

权威人士坚决反对将酒类产品列为食品 " 有些人甚至呼吁要在酒类产品上标上毒

品的标识 , 让饮酒给人体造成的危害大白于天下 " 然而 , 多数科学家认为 , 基于

现有的证据 , 将酒精饮料定性为毒品是不对的 " 据他们观察 , 所有的毒品只要剂

量适度 , 就不会对人体造成明显的伤害 " 换言之 , 只要不过量 , 酒精饮料就不会

对人产生不良后果 " 但是这个量到底是多少呢? 因为人的酒量大小是由饮酒者个

人的体质来决定的 , 同时 , 酒的质量和饮酒的频度也有关系 " 根据克兰皮林的实

验 , 人们每天酒精的摄入量不得超过四杯啤酒的酒精含量 " » 然而 , 在日常生活

中 , 正常人的饮酒量往往要超出这个限度 , 因此过去被认为是饮酒适中 , 现在被

认为是酒精过量 " 简言之 , 依据科学提出的饮酒标准就等同于让人们彻底戒酒 "

适量饮酒也能对人体造成伤害 , 这一科学结论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 它彻

底改变了公众对酒的态度 " 科学实验的结果让科研人员认识到了饮酒的危险性 ,

并决定以身垂范 , 放弃饮酒习惯 , 成为彻底的戒酒实践者 " 这些人当中有欧洲著

名生理学家奥古斯特.方雷尔 (An gu st Forel ) , 加斯塔夫.范.邦治 (G us tav vo n

¹ E .C .L.M iller, Al eoholan d o egen " 忿tion, Th e Ind印en d二t, 58:261一262 , Febru 卿 2 , 1905.
º H enry Smi th Wi lliam s, Al eoholan d th e Indi vi du al, M eC lure , 5M ag画ne, 3 1:705一707 , o cto ber 1905.» Ib id., 11, P.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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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un ge ) , 克兰皮林等 " 克兰皮林曾说过 , / 饮酒会将文明的人类领向堕落的歧途 0 "

¹ 到了 20 世纪初 , 整个美国社会对饮酒持反对态度 , 反对饮酒成为当时的学术

性文章 ! 名人访谈 ! 各种大型会议的重要主题 "

随着饮酒科学知识的普及 , 人们对酒的药用价值进行了再认识 " 医生开始放

弃把酒当作药品开在病人的处方上 , 拒绝用酒医治患者 " 1899 年 , 马萨诸塞总

医院购买酒类产品的费用为 3002 美元 , 到 1906 年下降为 738 美元 " 其他大城市

医院采购酒的费用也减少了 " 到 19巧年 , 医生们普遍减少了酒在临床上的使用 "

美国药品委员会投票决定 , 要将威士忌和白兰地从权威机构列出的药品清单上删

除 " º 191 4 年 , 精神病专家和神经科医师在芝加哥召开会议 , 并通过了一项决

议 , 该决议声称 , 酒 / 确实对人的大脑和其他组织器官造成伤害 0 , 人在精神 !

道德和生理上的堕落行为与饮酒关系密切 " 大会谴责使用酒精饮料的做法 , 建议

州立法机构通过立法 , 禁止人们饮酒 , 并敦促医疗行业事先垂范 , 保护禁酒立法 "

» 四年之后 , 美国医学协会代表委员会宣布: / 既然我们认为饮酒有碍于社会经

济活动; 既然酒作为食物和刺激物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 , 在临床上使用对人体有

害; 那么 , 美国医学协会一致决定: 反对人们饮酒 , 不支持把酒当成药剂应用在

临床上 " 0 ¼会议上 , 协会主席查尔斯 H.梅奥 (char les H May o) 发表了个人的

看法 , 表示美国医疗行业欢迎全国实施法律禁酒 "

在新的科学知识普及过程中 , 禁酒组织同样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 这些禁

酒组织以新的科学研究结果为强有力的证据 , 规劝人们彻底戒酒 , 呼吁通过禁酒

立法 " 妇女基督教戒酒联合会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主要负责机构 " 为了向公众

灌输戒酒观念 , 该组织在公立学校进行强制性的戒酒讲座 , 并开设戒酒课程 , 此

项活动持续了很多年 " 玛丽 H.亨特夫人是 代TU 下属的科学戒酒教育部门的主

管 , 在她的努力下 , 公立学校的生理学课本进行了改编 , 新的科学戒酒知识被写

进课本 " 不过在 1900 年前后 , WC TU 的禁酒教育遭到了美国医学协会下属的五十

人委员会的指责 " 该委员会组建于 1893 年 , 是一个纯男性机构 , 成员由社会各

界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组成 " 委员会的宗旨是研究饮酒带来的社会问题 , 包括具体

¹ M .A Ro san o代 Evi den ce Ag ain st Al cohol , M cC >ujre ! M ag 面ne, 32 :5 57 , M ar ch 19 09 .º Th e Li tel别ry 压ges t, 51:246 , An 四st 23 , 19 15.» 人刀石一sai oon L , , e, p找兀以月in gs, 1919 , 即.45礴6.
¼ Ibi 止, pp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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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酒给社会 ! 经济 ! 政治和人们心理造成的影响 " 该委员会的最后两个报告是

关于酒精与生理健康问题 , 其中提到了公立学校生理课本中的禁酒教育 " 报告上

说 , 这些课本当中有关酒的科学知识十分不准确 , 甚至有扭曲和夸大事实的嫌疑 "

从教学的角度看 , 各州立法规定的科学戒酒方法并不正确 " 报告公布之后 , 社会

对禁酒组织发起的禁酒戒酒教育给予了猛烈攻击 " 五十人委员会的批评让 WCTU

十分懊恼 "

该委员会批评 WCT U 主要针对有两种观点 " 第一 , WCTU 否认酒就是食物 , 并

宣称酒是一种毒药 , 对人体有百害而无一利 " 委员会认为 , 不能因为酒在人体内

氧化就否认了酒是食物的事实 " 第二 , WCTU 编写的课本中把酒说成是 / 无色的

毒液 0 " 这个定义无疑是在向学生传递酒就是毒药 , 这样的宣传对孩子们的成长

不利 " WCTU 言过其实 , 事实并非如此 " 五十人委员会批评 WCTU 的主要目的在于

它扭曲了事实 , 给孩子们传达了错误的信息 " 从教学法的角度考虑 , 戒酒教育违

背教学规律 " 委员会认为 , 在小学低年级开设生理学和病理学是不科学的 , 因为

小学生根本就没有能力接受这些深奥的知识 " 另一方面 , 科学禁酒的法律和 WC TU

所编写的禁酒材料 , 要求教师重复讲授与他们行为不符的禁酒知识 , 这无异于强

迫教师接受他们认为是错误的东西 , 然后再强迫学生将这些错误信息死记硬背下

来 " 这是自欺欺人的做法 , 不利于诚信教育 " ¹ 教育工作者也对 wcTu 的禁酒教

育提出了类似的批评 " 即便如此 , 批评者和五十人委员会并无意要取消戒酒教育 ,

他们只是反对这些做法不合理 " 他们的批评最终迫使 WCTU 修改了教材 "

到底在多大程度上 , 桃TU 倡导的禁酒教育促成了禁酒运动的成功还很难讲 ,

但可以肯定 , 它营造了浓厚的禁酒氛围 , 并为今后全国实行禁酒产生深远影响 "

禁酒的科学教育发生在进步运动时期 , 到 1919 年 , 接受禁酒教育的小学生正好

到了投票的年龄 , 禁酒运动之所以能在全国取得胜利 , 这与进步时期的禁酒教育

密不可分 " 因此 , 美国的教育专员这样说: / 学校戒酒教育所营造的氛围首先促

成 了地方自决 , 然后促成了各州立法禁酒的出台 , 后来演变成了一场全国规模的

禁酒运动 " 学校在禁酒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 事实上 , 它很可能起了重要的作用 "

首先 , 学校的生理和卫生课关于酒禁对人体产生危害的宣传教育使人们对酒有了

¹ B illin gs, physiologi ealA speet s, I, p .31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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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清晰的认识; 其次 , 它使人们对酒类行业和饮酒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情绪 0 " ¹
对饮酒的科学认识是禁酒成功的关键 , 它将酒的问题从情感和偏见的范畴中

剥离出来 , 将饮酒给人造成的伤害置于一个让所有人无法反驳和低毁的基础上 "

之前的改革者规劝人们戒酒 , 说饮酒是不道德行为 , 这个理由不足以让人们放弃

喝酒 " 然而 , 对饮酒的科学之争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 1906 年 , 禁酒改革者成

立了科学戒酒联盟 (简称 STF) , 将总部设在波士顿 , 目的是进一步传播科学戒

酒的案例 , 宣传适量饮酒的坏处 " STF 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 ,

为禁酒机构和其他戒酒组织提供情报 " 此外 , 它还出版书籍 ! 季刊 , 如 5 科学戒

酒杂志 6 , 印制传单 ! 宣传册 ! 海报 ! 印刷函 , 举办演讲和巡展等丰富多彩的形

式 , 传播科学知识 , 宣传酒对人体的危害性 " 一些禁酒组织为了达到说服人们戒

酒的目的 , 甚至歪曲和夸大科学研究结果 , 宣称酒向来就有毒 , 对人体有百害而

无一利 " 例如 , 全国戒酒协会总秘书长在 1908 年出版的 5 全球杂志 6 上说 , 酒

/ 是不折不扣的毒药 0 " º 更有甚者 , 一些激进的禁酒改革者要求在酒精饮料上

打上 / 有毒 0 的标志 , 和其他药品一样通过立法对其进行管制 " 其中的一本禁酒

宣传小册子这样说: / 既然酒是毒品 , 对人体器官造成伤害 , 致使人体共功能减

退 , 那么 , 就应当同砒霜 ! 的士宁等有毒物一样 , 置于严格的监管之下 " 0 À他

们的上述观点使他们自己难堪 , 不能自圆其说 " 按照他们的说法 , 既然酒是毒品 ,

那么 , 圣餐上基督耶稣饮酒不就是错误行为了吗? 进一步讲 , 如果耶稣能犯这样

的错误 , 那么 , 他在其事情上难道就不犯错误吗? 为了回避这个陷阱和尴尬 , 禁

酒改革者采用了两种葡萄酒理论 , 宣称基督耶稣所饮用的是葡萄汁而已, 并非发

酵的葡萄酒 "

在普及戒酒知识 , 反对人们饮酒方面 , 许多面向美国中产阶级人群的期刊杂

志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19 00 年以后 , 随着社会对酒精问题争论的再次升温 ,

戒酒成为这类杂志的核心主题 " 1907 至 1909 和 19 14 至 19 17 两个时段内 , 几乎

所有的期刊杂志讨论的全都是关于酒的话题 " 这些杂志有 5 瞪望 6 ! 5 独立者 6 !

5 竞技场 6 ! 5 麦克卢尔杂志 6 ! 5矿工周刊 6 ! 5 哈拍斯周刊 6 ! 5 哈拍斯月刊 6 ! 5 美

¹ E rn est H .Ch erri n目助n , Th e Evoluti on of pro hib ition in th e un i同 states ofA m eri 吸 w 比ter vi lle, 伪 10 , 1920 ,

P .175 .º An ti一sal oon L 阳gue, proC 以月ings, 1915 , 即.226一227.
» p~ Syl van ia S " 吐e Sabbath schoo lŝ soc lati on, Ai eoh ol an d Al co holism : Al co holism a Preven tab le 压seas e,

Ph ilad e > Ph i氏 19 13 , P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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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评论回顾 6 ! 5 当代文学 6 ! 5 劳动世界 6 ! 5 大西洋月刊 6 等 " 1908 年的 5 麦克

卢尔杂志 6 反映了戒酒科学之争的激烈程度 " 亨利. 史密斯. 威廉斯博士被编辑

们看成是当时最有能力的医学知识的宣传家 , 他在一篇文章中说 , 适量饮酒不利

于人体健康 , 并拿出了最新科学研究成果作为证据 " 他说 , 酒是日常用品 , / 流

行范围最广 , 却最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 但按照它给人体带来的最终影响来衡量 ,

它又是最具危害的东西 " 在这一点上 , 其他毒药无法与之相比 0 " ¹ 长期适量饮

酒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 他认为 , / 显而易见 , 酒对胃 ! 肝 ! 肾 ! 心脏 ! 血管 !

神经 ! 大脑等人体器官构成了威胁; , 无论在体能 ! 智商 , 还是审美等方面 , 饮

酒者的各种能力都在逐渐丧失; , 饮酒使人的心智退化 , 审美意识迟钝 , 道德感

减退; , 饮酒者因饮酒而失去了保持健康和长寿的机会; , 饮酒者很可能还要

将这些痛苦与不幸遗传给后代 , , 难道饮酒者的啤酒杯 ! 葡萄酒瓶 ! 高雅的酒会

和鸡尾酒还要比健康 ! 长寿和道德更重要吗? 0 º 5麦克卢尔杂志 6 的其他文章

也持相同观点 , 即饮酒对人体的每个功能都有害 , 适度饮酒也不例外 , 而且这种

伤害是严重的和永久的 " » 为此 , 人寿保险公司就饮酒与死亡率进行了调查 , 其

结果进一步验证了适度饮酒对人有害的事实 " 保险公司的调查结果也被禁酒组织

所用 , 通过大众杂志流行于普通民众中间 "

19 世纪末 , 虽然大多数人寿保险公司开始对投保者区别对待 , 拒绝给习惯

性饮酒者和纵酒者提供保险 , 但适度饮酒是否对人的寿命有影响 , 保险公司业内

也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 " 事实上 , 大多数保险公司并没有给彻底戒酒的人和不饮

酒者降低保费 , 或以红利的形式给予优惠 " 一家英国人寿保险公司就酗酒者和不

饮酒者死亡率有何区别进行了第一次调查 , 此举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 根据该公

司在 1866 至 1910 年间的调查资料表明 , 饮酒者的死亡率比不饮酒者高出 37% "

年龄段在 35 至 40 岁的饮酒者当中 , 其死亡率与其他不饮酒者相比高达 83% " 其

他英国和苏格兰的保险公司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 调查的结果促使人寿保险公司

开始对不饮酒者和彻底戒酒的人实施降低保费 ! 给予奖励等优惠措施 " 在美国 ,

((美国保险业者 6 杂志的编辑爱德华 H.费尔普斯第一个采用了科学方法 , 证明

酒是导致人死亡的直接原因 " 在对三家不同的保险公司的记录进行分析研究之

¹ wi lliam s, M eC I眼 .5M agaZ lne, 31:709 , " ctober 1905.º Ib id., 3 1:712» Ibid., 3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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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他估算出 1908 年一年间 , 因饮酒而死亡的成年人大约有 66 , 000 , 占总死

亡率的

委员会 ,

7.7% " ¹另外 , 美国保险精算师协会和美国医学主管协会组成了联合调查

代表了美国和加拿大的43 个人寿保险公司 , 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一次最

大规模的综合调查研究 "通过分析 1885年至 1908 年期间 200 万保险客户的经历 ,

该委员会将饮酒者分成四类: 每天饮酒在两盎司或以上者; 偶尔饮酒过量者; 曾

经酒精放纵但后来彻底戒酒者; 每天只喝两杯啤酒或相同酒精含量的饮酒者 " 并

就每一类提供了的具体的死亡数据 " 对第一类人群的调查结果发现 , 其死亡率高

出所有投保人死亡率的86% , 普通是患肝硬化 ! 糖尿病 ! 肺结核 ! 肺炎和自杀者

的两倍 " 第二类人群的死亡率高出普通人群 47 %至 74% , 其自杀率和事故率也明

显高于普通人 " 那些曾经酒精放纵的戒酒者 , 其死亡率高出普通人 32% " 最具社

会影响的发现是第四类人 , 他们长期饮酒 , 不过饮酒量适中 , 每天不超过两杯啤

酒 " 针对这部分人的调查结果显示 , 其死亡率高出普通人 18 % " º该结果无疑推

翻了当时的一个流行说法: 每天喝 2 至 4 杯啤酒是安全的 " 人寿保险公司的数据

无疑告诉人们 , 饮酒即使不过量也同样会缩短人的寿命 , 因此要想长寿 , 就得滴

酒不沾 "

保险业的调查报告和适量饮酒对人体也能造成伤害的事实对美国社会产生

深刻影响 " 随着统计数据和科学证据的逐渐传播 , 多数美国人的饮酒习惯发生了

明显的变化 " 商业界和职业界的人士饮酒量开始减少 " 埃尔伯特.哈伯德 (Elbert

Hubbar d ) 指出 , 他在 19 13 至 19 14 年冬天共参加了47 次宴会 , 其中 16 场宴会

没有提供酒精饮料 " 还有一位社会观察者说 , 19 16 年的某一个月 , 他所在纽约

市广告俱乐部的午餐和晚餐费当中 , 酒钱仅为 30 美元 , 而且用餐时没有一个人

喝酒 " »
饮酒与健康的调查结果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 其中 , 学校教师 ! 学生和

学者的改变最明显 " 一位名叫查尔斯 W.埃利奥特的学者从前经常饮酒 , 不过从

不纵酒 " 在科学证据和统计数据的影响下 , 他彻底戒酒了 " 美国的很多大学不鼓

励学生在班级集会和校园内饮酒 " 19 17 年 , 美国高校兄弟互助会大会召开 , 代

¹ E dw 田月B .phelP s, Tbe M o到ality 加m A lcoho一in th e U ni喇 stat es-- - th e R es ult叮a R eC 即tInves tigation of
th e C o n川b utory R el丽 on of Al eo hof wi th E aeh of th e As si gn ed C au ses of A du lt M od a lity, Int " 泊ati on al

C ongr es s on H ygi ene an d D em ogra Phy, Tr an saetions , 1912, 6 勺bls., W 助hin gt 叽 1913, I, 813一822.º Wi lliam C .Joho so n , soft L ivin g an d Eas y 功向g, Th e认lo rld . s研lo浅, 30:194 .Jun e 19 15.» c ollier , s w 比kl苏55:11, 却d l 14 , 一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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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来自全国 34 个高校 " 本次大会上采纳了一个建议 , 即在所有高校兄弟互助会

的宴会 ! 学校典礼和大学生兄弟会和姊妹会集会上 , 禁止饮用酒精饮料 " 19 16

年哥伦比亚学院的高年级学生在毕业活动中唱了 / 哥伦比亚饮酒歌 0 之后 , 到附

近的菲纳尔会所喝茶去了 " ¹ 大学里的运动员和其他职业运动员一样开始停止喝

酒了 " 康内尔 ! 威斯康星 ! 加利福尼亚 ! 普林斯顿 ! 密西根和其他大学都明令禁

止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期间喝酒 " 在职业棒球比赛中 , 费城运动中心的经理康

尼. 曼柯以身示范 , 反对喝酒 " 他说: / 酒精会使运动员的反应迟钝 , 我不想因

为年轻人喝酒而担心 " 0 曼柯认为 , 球队之所以在五年当中四夺冠军 , 主要原因

是没有一名队员在赛季里饮酒 " º
科学使美国人相信 , 适度饮酒有害于人的健康 , 而且他们还清楚地认识到 ,

酒给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 " 饮酒不仅会使人的大脑反应迟钝 , 神经系统麻木 , 而

且还是滋生贫困 ! 犯罪 ! 邪恶 ! 痛苦和死亡 , 其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

饮酒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会造成上述社会问题 , 没有人能说的清楚 " 然而 , 没有人

怀疑 , 酒是造成这些社会问题主要原因 " 在美国历史上 , 五十人委员会是第一个

最彻底调查酒与社会贫困 ! 犯罪关系的机构 " 1899 年 , 该委员会以酒精问题的

经济影响为题 , 公布了他们的调查结果 " 在 33 家慈善团体 ! 18 个州和哥伦比亚

地区联合机构的研究基础上 , 五十人委员会总结发现 , 25 %的贫困与酒有着紧密

联系 " 来自 10 个州的 50 家公立济贫机构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 近 37% 的贫困与

饮酒有关 " 这一结果与马萨诸塞州的劳工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最接近 , 该统计局在

189 5 年的报告中说 , 州内 39 %靠救济生活的困境人 口是 由于饮酒所致 " 五十人委

员会的最终结论是 , 公共政策的失误无疑是造成贫困原因之一 , 然而 , 四分之一

的贫困人口直接与饮酒有关 " »
饮酒导致的社会问题最明显的体现就是犯罪 " 五十人委员会在对 17 个监狱

和 12 个州的劳教所 13 , 402 名罪犯的纪录进行分析之后 , 得出的结论是: 16 %犯

罪案件与纵酒有直接关系 , 36% 的犯罪是由于饮酒引起的 , 还有 50% 的犯罪案件

与饮酒有间接的关系 " 犯罪者本人也承认这个事实 " 比如 , 在 19 14 年费城的东

方教养所中 , 1478 名犯人中的 1 , 008 名犯人向宾西法尼亚立法机构请愿 , 请求

¹ Ib id., 57:17 , M 即27, 19 16.º C ajrn pbe llM acC ulloch , Th e Sm ith s are w 砍ing UP , Lad ies H om e Jo哪 al , 3 1:18, D ecem ber 19 14.» John K oren , Eeon om ieA spects of th e Li卿or problem , Boston, 1899 , 即.16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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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禁酒 " 理由是 , 州内70% 的犯罪是由于纵酒所致 " 当然 , 一些专家也指出,

罪犯之所以夸大酒在犯罪中的作用 , 其主要动机是想将他们所犯的罪行归到饮酒

上 , 从而掩盖其他更严重的犯罪动机 " ¹
饮酒还直接导致其他社会问题的泛滥 , 如卖淫缥娟 ! 性病流行和家庭悲剧 "

1902 年 , 一个由改革家组成的十五人委员会对纽约城的社会问题进行了调查 ,

发现酒诱发了社会邪恶 , 妓女利用酒馆为平台 , 勾引在那里喝酒的男人 " 1911

年芝加哥恶习研究委员会的一个报道上说 , 在所调查的酒馆当中有多半妓女活动

频繁 , 妓女人数之多仅次于妓院 " 酒馆不仅诱发了妓女行业的兴隆 , 同时还是性

病传播的重要渠道 " 一位医生说 , 70%年龄在 25 岁以下的男性性病患者 , 是在酒

馆喝酒之后 , 与那里的妓女发生性关系而感染性病的 " 同时发现 , 在因病 ! 自杀 !

事故和暴力而死亡的人群当中 , 大多数人的死因与喝酒有关 " 据统计 , 每年大约

有 6 到 10 万人直接或间接的死于喝酒 " º除此之外 , 还证明饮酒是造成家庭不幸

和破裂的重要的诱因 "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 1877 年至 1906 年的一项研究结果发

现 , 酗酒导致了20 %美国家庭的离婚 , 其中儿童是离婚事件的最大受害者 " 五十

人委员会的调查发现 , 慈善机构中近 45% 的儿童来自酗酒家庭 " 仅依照这些数据

还不能如实反映儿童遭受醉酒父母虐待和被遗忘的痛苦 " »

二 ! 社会改革者的禁酒主张及实践

科学研究报告和数据统计结果为禁酒改革者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 这些研究结

果和调查数据并非来自禁酒组织 , 具有很强的可信度和客观性 , 因此禁酒改革者

得到了中产阶级的支持 " 反对者努力试图扭转不利形势 , 但是面对铁的证据 , 他

们己无力回天 " 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禁酒运动 , 呼吁取缔酒馆 , 认为

只有禁酒才能遏制人们饮酒习惯 " 美国社会展开了一场如何实施禁酒的社会大讨

论 , 各种禁酒建议不绝于耳 " 新的环境理论者认为 , 此前人们将堕落 ! 贫困 ! 犯

罪 ! 邪恶和其他社会罪恶仅仅归罪于酗酒者不完善的性格和薄弱意志力 " 现在却

Th e L ibe rty 压 ges - 4 9 :l4() , Ju ly 2 5 , 19 14 .
H ar 守 S .W 如 ler, S oc ial A ff 苗r 皿d th e Li q uo r P ro b l曰rn , Ch icago , 191 3 , pp .7 9一80 .

K o p已n , E oo no而 c 抽 PeC ts , pp .12 9一1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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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 导致上述不良后果的原因不在于饮酒者个人 , 而在于他们所处的残酷邪恶

的社会环境 " 要解决上述社会问题 , 除了要对受害者给予直接帮助之外 , 还要为

他们创造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 , 要间接地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 面对饮

酒滋生的社会问题 , 进步主义的社会学家抛弃了放任自由的想法 , 建议州政府进

行干预 , 对酒类行业实行监管 " 他们认为 , 饮酒阻碍了整个美国社会前进的步伐 ,

政府的责任是为整个社会带来福社 " 1918 年 7 月 5 美国社会学杂志 6 刊登了乔

治 E.霍华德的文章 " 文章说 , 自古以来没有遗传的犯罪阶层 , 罪犯只不过是社

会环境的产物 " 犯罪者之所以犯罪 , 是因为社会环境所迫 " 因此挽救他们的唯一

方法是改变这个病态的社会 " 既然酒是导致人们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 , 那么州政

府就有义务通过法律实施禁酒 " 虽然规劝人们戒酒的困难程度不亚于废除奴隶制

度 , 但最终还是可以实现的 " ¹
进步主义社会学家爱德华.A.罗斯说 , 所有的民族第一次接触到酒的时候 ,

自然对它很着迷 "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 , 他们要经历一场 / 酒的抉择 0 " 意志力

薄弱的民族将被酒精摧毁 , 或者留下弱不禁风的后代 , 最终还是躲不过消亡的

命运 " 只有那些受过文明熏陶 ! 保持清醒的民族才能幸存下来 " 从这个意义上

讲 , 那些古老民族所代表的是有一定抵御酒精诱惑能力的人群 , 而年轻的民族 ,

如美利坚民族 , 在获得抵制酒精的能力之前 , 注定要经历一段很长时间艰难的

/ 酒精考验 0 期 " 罗斯认为 , 美国人对 / 酒的抉择 0 意味着将有数以百万计的

人要失去生命 , 成千上万的家庭残遭破坏 " 到公元 2100 年 , 美国民族才能对酒

产生 / 免疫力 0 " 他不主张人们在 / 酒精抉择 0 期克制自己 , 而是要从法律上禁

酒 " 最好的补救办法是 / 掐住酒业利益集团的咽喉 , 如此以来 , 不幸的 ! 受酒

精困扰的人们将不会因为他们性格的弱点 , 而受到唯利是图的酒业利益集团的

欺凌 ! 引诱和陷阱 0 " 只有这样 , 社会犯罪和贫困就会减少 , 妇女和儿童的悲惨

境地就会得到改善 , 家庭结构和幸福得以长久 , 政治得以净化 , 劳工的社会地

位得 以提升 " º
经济学家西门.N.帕藤主张做三件事来遏制饮酒习惯 " 第一 , 加强食物的营

养 " 食物质量的提高会使人们感到饮酒没有必要 " 第二 , 创造清新 ! 舒畅的生

¹ o eo 电e E lliot H ow 田月, Al eoholan d C rim e, ^ stu 勿 in soc ial e au sati on , Th e A m eri can Joum al of soc iolo外
2 4 :2 7 , Ju ly, 19 18 .

º E dw ard A .Ro ss, Th e sod alTre nd, N ew Yo rk , 1922 , 即. 190一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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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环境 " 这样饮酒者就会觉得饮酒既不明智也没有必要 " 最后 , 牢记现代工业

的特点与饮酒习惯不相容 " 饮酒者必须明白, 如果要在竞争激烈的工业环境中

生存下来 , 他们就必须保持头脑的清醒和动作的敏捷 , 这样才能适应高速度和

精密的工业生产 , 禁酒势在必行 " 帕藤说: / 我们是要与环境对抗 , 因此受煎熬

呢 , 还是要积极地适应新的环境 , 获得自由之身呢? 0 他认为 , 美国人正在坦

然接受新的社会环境 , 正在转而支持禁酒 " 他们不久都将成为禁酒者 " , .I 日世界

正在离我们远去 , 一个崭新世界的轮廓正在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 它正在重塑我

们的生活 , 酒将与苦难 ! 贫困和疾病一道 , 随风而去 " 我们再也不需要它了 " 0

¹ 帕藤的观点未必很实际 , 但反映了美国人对禁酒的乐观态度和对美好前景的

憧憬 " 著名社会改革家本.B.林德塞认为 , 坚决打击酒馆是防止社会问题的唯一

途径 " 作为丹佛县法庭的一名律师 , 他特别关注社会罪恶与青少年犯罪问题 "

经过大量社会调查和研究 , 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 恶劣的社会环境是滋生丹佛

市犯罪和社会丑恶的主要根源 , 酒馆是造成恶劣环境的罪魁祸首 " 它不仅仅摧

毁了年轻的少女 , 使她们生活放荡 , 而且还与其他腐败势力 , 如弱肉强食的公

司 ! 贪污腐化的政客 ! 唯利是图的商业利益集团等沉靡一气 " 得到大公司庇护

的酒馆促使父母们生活堕落 , 摧毁了孩子们幸福生活的家 , 保护了无赖的赌徒 ,

让他们与酒馆一道强取豪夺 " 0 º
保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 环境主义者和进步主义改革者的观点则相反 " 他

们认为 , 社会向更高层次幸福演进的最佳途径是竞争和斗争 , 而政府进行干预 ,

并保护弱者免受强者的侵犯 , 无疑将阻碍社会的进步 " 他们坚决反对禁酒 , 认为

酒可以消除一代又一代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弱者 , 这是物竞天择 , 适者生存的规律 ,

它对改良人种起到积极作用 , 是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因素 " 优生学界的很多人也

支持这种观点 " 他们认为 , 个人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遗传而非环境 , 确保社会

进步的途径是提高人种质量 " / 酒的抉择 0 可以淘汰退化了的人群 , 因此许多优

生学家把它看成是一个有益的 ! 必要的过程 " » 但并不是所有的优生学家都反对

禁酒 " 5 应用优生学 6 的作者保罗.鲍皮尼尔和拉斯维尔 H.约翰逊认为 , 禁酒可

¹ sunon N .p att a . , Tbe Econo而e Bas is ofPr ohibi ti on , th e A nn al s ofA m 晰ean A ca deln y ofp oliti叼 an d &兀i目

Sd en Ce , n , Ju ly 189 1, pp .60 .66 .º» B en B . L inds 即 明d H 田, ey J.0 , 任 gg ln s, Th e B eaS 仁N ew YO rk , 19 11 , pp .88一10 1.

Li lian B 团 d兔川伪h ol ism an d s喊 ai P代)b l的 s, Th e Su叮v ey, 2 5 :2 1 , o ctob er l , 19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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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在两个方面间接地给人种带来好处 " 首先 , 禁酒有助于优生学家根据物种特

征选择优生物种 " 其次 , 禁酒还可以减少人们鲁莽的性行为 , 劣等家庭的数量因

此会减少 " ¹
虽然大多数社会慈善组织和救济中心的社会工作者意识到酒与犯罪 ! 贫

困 ! 疾病 ! 邪恶 ! 苦难和死亡之间有紧密联系 , 但他们并没有参与禁酒社会改

革 , 而是通过拯救行动和福利项 目 , 改善生活环境 , 从而达到拯救酗酒者的相

同目的 " 1910 年 10 月 1 日, 专门报道慈善事业的 5 纵览 6 杂志对饮酒的科学

性及其滋生的社会问题给予特别关注 " 同年 , 全国慈善和修正大会第一次任命

了一个醉酒委员会 " 翌年 , 该委员会赞助了一系列饮酒问题的研讨会 " 这些研

讨会就酒对人生理的影响 ! 醉酒的治疗 ! 戒酒教育的必要性 ! 禁酒改革立法的

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这些努力让社会工作者更好地理解了长期饮酒带来的

问题 , 他们在如何防治醉酒 , 如何帮助酗酒者重返社会生活 , 如何成为有用公

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他们坚持成立一些医疗机构 , 把酒精中毒者送到那里

接受特殊的治疗 , 反对简单地将他们送进精神病院 , 或搁置在医院的醉汉病房 ,

或干脆把他们抓起来投进监狱 的做法 " 他们认为 , 暂时的关押或者投放到监狱

只能使他们一时清醒 , 事后还将继续纵酒 " 不过 , 他们的建议没有得到社会的

积极响应 " 到 1908 年 , 只有马萨诸塞 ! 艾奥瓦和明尼苏达三个州建立了防治

酗酒者的特殊机构 "

此外 , 社会工作者还建议公共权威机构要对慢性酒精中毒者和酗酒者要区别

对待 " 对初犯者予以释放 , 只对其进行观察而不审讯; 对惯犯实行累计次数 , 然

后一总惩罚; 对酗酒成性 ! 难 以自拔者送到特殊的州立医院进行治疗 " 另外 , 要

对已经接受治疗的患者进行追踪观察 , 帮助他们重返家庭生活和社会 " 社会工作

者的主要工作是科学戒酒教育 " 波士顿联合慈善团体是此方面的领导者 , 1911

年该团体印制了海报和邮票 , 宣讲酒精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 海报内容五花八门 ,

非常有趣 " 其中一张这样质问: / 谁是第一个被解雇和最后一个被雇佣的人呢?

酒鬼 0 " 社会工作者还印制了一种菱形胶纸 , 粘贴在男孩子们的棒球棒上 , 上面

写着: / 速度 ! 目标 ! 雄心 ! 出色的棒球手 ! 酒精会使你远离这一 目标 ! 不信就

问红袜队 ! 0 " 这些贴纸首次在哈佛大学所在的剑桥市亮相 , 并大获成功 , 后来被

¹ Ib id., 即 395一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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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诸塞州的其它城市和村镇采用 " ¹
随着公众对酒的社会危害性认识的进一步加深 , 社会工作者将目标放在了禁

酒立法的改革上 " 波士顿的罗伯特.A.伍兹和波士顿联合慈善团体机构的伊丽莎

白.蒂尔顿夫人是最早转变态度 , 主张立法禁酒的人士 " 他们虽然承认 , 立法禁

酒不能根除饮酒习惯 , 却是防治犯罪 ! 贫困 ! 精神病 ! 家庭不幸和卖淫缥娟的最

有效手段 " 蒂尔顿打了个比方 , 她说 , 社会工作者忽视立法禁酒的做法 , 就如同

于给 / 一个开着水龙头的浴缸放水 , 怎么排放 , 里边都有存水 " 面对饮酒恶习的

盛行和酒类买卖的猖撅 , 我们站在一旁束手无策 , 只有清捡残骸的份儿了 " 0 º 伍

兹曾在波士顿执照颁发委员会任职 , 这段经历使他坚信 , 酒类行业不可能自行悔

改 , 采取法律手段绝对必要 " 社会工作者对法律禁酒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 19 16

年全国慈善和修正大会召开 " 会议期间 , 他们针对酒精问题召开了特殊会议 , 其

目标是帮助与会代表就禁酒问题达成共识 " 19 16 年 12 月 , 5 纵览 6 杂志把全国

立法禁酒列为社会工作者在新一年的工作目标之一 " »
在已经实行禁酒的城市 , 社会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观 " 这更加增强了社会工

作者支持立法禁酒的信心 " 1916 年 , 也就是执行不颁发酒类营业执照的一年多

时间里 , 得梅因的社会工作者汇报说 , 那里的社会救济人数由原来的26 %下降到

9.6% " 在实行禁酒的头 4 个月里 , 丹佛需要慈善救济的人比以前下降了 10 0% "

19巧 年 , 在未执行禁酒的前 4 个月 , 斯波堪需要救济的人数为 10 70 , 到 19 16

年实行禁酒之后 , 前 4 个月人数降到了700 " ¼
美国进入欧战之后 , 社会工作者的禁酒兴趣更加高涨 " 在 1917 年召开的

年会上 , 他们全体支持战争期间和战后一年内全国实行禁酒的决议 " 两年后 ,

宪法第 18 条修正案得到国会批准 , 他们召开了庆祝大会 " 在大会上 , 伍兹向

与会的社会工作者发表了演讲 , 并表达了他们难以掩饰的喜悦 " 他说: / 毫无

疑问 , 我们今天所庆祝的是有史以来最伟大 ! 最美好的事件 " 社会工作者们已

经看到了禁酒给社会带来的实惠 , 贫困 ! 犯罪和卖淫缥娟在逐渐减少 0 " 他预

言 / 最伟大的社会即将到来 , 禁酒将刺激社会经济的发展 , 提高全民的生活水

¹ Th e Ou t10k, 105:54 3.N oveln b留8, 1913.
º E lizab eth 五如n, A花S喊 ai 从陌rk " 旧N铭leC ti ng 阮 月coholpro blem ? Th e surV ey, 37:415 , M 山e h 21, 19 14.» c ora Fr已na翻Sted da rd, pro hibi tion , Th e sury 峨y, 37:360 , D eC 曰旧b叮30 , 19x6.¼ 下lto n , Tbe SurV 峨y, 37 :5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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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 培育健全和有生产能力的劳工组织 , 释放被压制了的人的潜能 , 提升普通

公民的道德意识 " 0 ¹

三 ! 企业主的禁酒动因和实践

对每一位美国人来说 , 19 世纪末期的美国社会到处充满了机会 " 一个人要

取得物质 ! 权力和名誉等方面的成功 , 唯一的决定因素就是他的性格和能力 " 人

们普遍认为 , 良好的性格是个人成功的保证 , 相反就会一事无成 " 一个纵酒成性

的人基本上没有取得物质成功和发迹的可能 " 因此美国人崇尚理智和清醒 , 把它

们看成是良好品德和成功的保障 " 谋求个人成功成为了工业时代禁酒运动的一个

主要动因 "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 美国经济蓬勃发展 " 机器逐渐地取代了人力劳动 , 越

来越多的工作由机器完成 " 有轨电车替代了马拉街车 , 更加精密和精致的仪器取

代了原先粗放原始的机器 , 机器的运转速度加快 , 工人操作机器的强度加大 " 这

就要求工人们必须在工作时段内保持清醒的头脑 , 头脑清醒成为工业工人基本要

求 " 工业家开始越来越关注禁酒问题 " 随着竞争的日益激烈 , 他们开始要求其部

分员工戒酒 , 必须遵守严格的禁酒条 " 1908 年 5 克利夫兰领导人 6 杂志就此发

表评论 , 说大公司已经拒绝雇用酗酒者成为其劳工 " / 绝大多数公司划出了更加

严格的界限 , 即使是偶尔喝酒的员工也被要求离开工厂 " 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到

近乎残忍的时代 , 商业利益如此重要 , 不容得任何破坏 , 即使是最低程度的 " 0 º
除此之外 , 促使大公司制定严格的戒酒条令 , 杜绝员工饮酒的另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要避免工伤事故 , 保证人身安全 " 全国铁路公司是此举的领头者 " 为了减

少工伤事故 , 避免严重的财产损失和昂贵的赔偿 ! 诉讼费用 , 铁路公司组建了安

全委员会 , 启动了安全竞赛 , 在员工当中推行禁酒 " 到 19 世纪 80 年代末 , 全国

超过一半的运输公司禁止其员工们在岗时饮酒 " 随后国会颁布了全国安全立法 "

法律规定 , 因员工饮酒而造成玩忽职守 , 进而导致的税收损失应当由铁路公司负

¹ R o恢时A .w b冈s, proh ib ition an d its Soeial Con seq uen ees , N at ionalC on长, ence of social Wo rk , proc eedings,
19 19 , P .76 3.

º John K oren , Eeon om ie A spects ofth e Li quor Prob lem , B oston , 1899, pP4 3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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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 这项法律的出台加紧了各铁路公司在员工中戒酒的任务 , 并为铁路公司解雇

酗酒员工找到了法律依据 " 在密西根和佛蒙特两个州 , 铁路公司实际上禁止任何

有饮酒习惯的人成为它的员工 "

为了响应全国需要清醒员工的号召 , 美国铁路协会于 1899 年提议采用新的

操作条例 , 这就是著名的 G 法则 " 它规定: / 禁止雇员在岗时饮用致醉饮品 " 员

工们的饮酒行为 , 或者经常光顾出售酒类产品商店 , 将足以成为公司解雇他的理

由 " 0 事实上 , 该法则几乎被全国所有铁路公司采用 , 并付诸实践 " 有些铁路公

司的规定更加严格 , 杜绝员工在任何时候 ! 任何地方饮酒 " 到 190 4 年 , 全国近

100 万铁路职工受到 G 法则及类似禁酒规定的制约¹"此外 , 铁路公司还采取其

它措施以保证在编员工更大程度的清醒 " 几乎所有的铁路公司通过信件的方式 ,

打探预招聘人员的信息 , 这样一来 , 曾经因饮酒而解雇的人 , 就很难有机会被

另一家铁路公司再次雇用 " 而且 , 一些铁路公司对湿州实行歧视政策 " 亚特兰

大和伯明翰铁路公司就拒绝在佐治亚州的菲茨杰拉德镇修建公司大楼和修配

厂 , 理由是那里有六家酒馆 " 由于上述原因 , 铁路公司的工伤事故大大减少 "

5 铁路时代 6 杂志吹嘘说 , / 铁路公司已经成为了当今所有禁酒组织中最庞大 !

最有效的公司 " 0 º
19 世纪 90 年代末 , 一些制造业雇主也行动起来 , 推行戒酒 " 但与铁路公司

相比 , 他们依然被拉在了后面 " 1897 年美国劳工管理局对 36 44 家制造业公司进

行了调查 , 发现只有 23 % 的公司禁止员工在工作时饮酒 , 只有 24% 的公司要求

所有或部分核心员工 , 如工程师 ! 看守 ! 领班 ! 机械师和白领工人 , 无论在岗还

是不在岗都戒酒 " 在对 1158 个矿业公司的调查发现 , 只有 26 % 的公司要求职工

在岗时戒酒 , 有26 % 的要求那些从事危险和身居重要岗位的工人在任何时候都要

戒酒 "

到 20 世纪初 , 除了铁路公司 ! 部分制造业公司和矿业机构之外 , 基本所有

其它行业已经摆脱了劳工安全和饮酒的困扰 " 1908 年 , 美国工业界全体积极行

动起来 , 对劳工安全和戒酒产生极大的兴趣 " 同年 , 美国钢铁公司发起了一场工

作安全运动 , 并蔓延到其它行业 , 191 2 年美国劳工安全委员会成立 " 起初 , 劳

¹ U. s C o浏而ssi on er of l月bor, Ec ~ c A 币eC ts of th e Li qu or Prob leln , Tw elth AJ 阴uai Re 训rt , 18 97 ,
W 助h in 目比n , 189 8 , P .72º Wi m am E .John son , R遨i如ad 长油脚川坦ce R舜, lati on s, Th e Ch au tau quan , 39 :3 47 , June, 19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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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安全运动只强调设备和机械操作安全 , 后来转而强调人的因素 , 比如粗心大意 !

缺乏专业知识 ! 经验不足和饮酒等 " 结果促成了日益高涨的工业戒酒行动 " 5 美

国机械师 6 杂志的编辑发现 , / 劳工安全运动始于倡导机械设备的安全 , 然后扩

展到其它领域的各种安全设施 , 提醒工人注意各种安全隐患 , 以及工厂车间的卫

生设施 , 现在已经包含了戒酒 " 0 ¹
引发劳工安全运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第一个工人工伤事故补偿法 " 1908 年

国会出台了联邦雇员补偿法 " 19n 年第一个类似的州法律问世 , 到 1920 年先后

共有 41 个州效仿 " 后来证明 , 该法律威力巨大 , 它极大地促进了工业界禁酒运

动的开展 " 法律强行要求工业雇主和保险商要对受工伤的工人或雇员给予补偿 ,

除非这些事故是由于当事人故意所为 " 这给工业界带来了额外的经济压力 " 因此

企业主展开禁酒宣传 , 杜绝事故的发生 , 从而减轻工业雇主的经济压力 "

随着饮酒对人体造成伤害的科学证据大白于天下 , 人们对酒是导致工伤事故

的担心深信不疑 " 尤其是听说少量饮酒也能破坏人的智力和器官 , 很多雇主和公

司的医师提出彻底戒酒 " 他们坚信 , 保持头脑清醒的工人才是安全的工人 , 而那

些少量饮酒的工人 , 由于酒精对他的伤害较小 , 不易观察 , 因此是工业安全的最

大隐患 , 其后果比重度饮酒者更加严重 " 虽然绝大多数的安全专家认为 , 酒是导

致工伤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 但没有人能准确地说清酒与工伤事故的联系到底有

多紧密 " 比如 , 鉴别一个工人是否倒下 , 并受到飞来物体的撞击或者路过车辆的

碰撞 , 这相对容易 , 但是要判断工人倒下和被撞与他饮酒有关 , 这的确很难 " 不

过 , 负责工伤安全的人士可以肯定 , 在美国的工业界 , 每年 35 , 000 名死亡者和

20 0 万受伤者当中 , 大多数与饮酒有关 " 1914 年 , 第三届全国工伤安全会议召开 ,

与会代表大约有 30 0 多人 , 会议最后通过了一项决议 , 宣称 / 饮用酒类刺激物导

致高比例的工伤事故发生 , 并滋生了很多的疾病 , 影响了在岗工人安全和效率 , 0

因此美国工业界必须禁酒 "

为了降低工伤事故 , 不让酒精成为事故的诱发因素 , 一些雇主对他们的雇佣

工人实行禁酒教育 " 教育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反对酒馆联盟 ! 全国工伤安全委员会

和其他致力于使人们保持清醒的戒酒机构主办的内部刊物 ! 海报 ! 禁酒专刊和广

告牌等形式 " 比如 , 其中的一个宣传栏上这样写道: 开办一个家庭酒馆 " 你是酒

¹ A m eri ean M ac hinis- 4 1:476 , s印tetn ber 10 ,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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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唯一的顾客 " 你无需花钱办个营业许可 , 只要给你妻子两美元 , 你就能买到一

加仑威士忌 " 从她那里买酒喝就省去到酒馆喝酒的麻烦 " 10 年如一日, 天天如

此 " 有一天你因工伤而亡 , 你的妻子就可以用这笔酒钱 , 把你很好地埋葬 , 继续

抚养和教育你的孩子 , 并买房置地 , 找一个体面的男人结婚 , 然后很快将你忘掉 "

¹

除了工作安全考虑之外 , 工作效率成为了企业家参与禁酒的重要原因 " 之前 ,

企业家虽然承认酒是工人提高工作效率的最大阻碍 , 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地重视这

个问题 , 直到 191 0 年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和实践风靡美国 " 新的科学管理的目

的是提升工业效率 , 扩大生产 , 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 " 科学管理首先分析和研究

企业的管理模式和组织结构 , 工人的身体条件 , 每个工人的工作量 , 然后得出一

套科学的结论和解决办法 , 并将这些办法应用到实践当中 , 从而达到实现企业利

益最大化的目的 " 科学管理的原理虽然被众多企业采用 , 但应用最多的还是制造

业 , 它在这些地方能发挥了巨大的效用 , 但在工矿和铁路等企业的效果不很明显 "

事实已经证明饮酒会降低人的工作效率 , 科学管理因此强调戒酒 , 这又成为了禁

酒运动的又一股推动力 " 一位观察家宣称 , / 酒必须远离我们 , 戒酒狂热分子完

不成的事情 , 政党没能做成的事情 , 甚至是宗教界都没法实现的事情将很快将成

为过去 " 效率要求禁酒 , 工业界呼吁禁酒 " 这是一个科学的年代 , 我们要看到事

物的本来面目 " 0 º
生产安全和工作效率是推动工业界禁酒的主要原因 , 但禁酒不不仅仅限于工

业领域 " 进步运动时期 , 每个人都立志于服务社会 , 成为良好市民的崇高理想 ,

商人们也不例外 " 例如 , 191 4 年在全国安全委员会会议上 , 全国制造业者协会

工伤事故预防和工人工伤补偿委员会主席表达了最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 " 科学管

理也反映了类似的人道主义思想 " 一位主张新科学的代表宣称 , / 只有贫困 ! 疾

病和不愉快消失之后 , 我们才能进入新千年 , 任何阻碍生产效率的事情实际上等

同于对人道主义的犯罪 " 0 受到改革精神影响 , 很多商人也决定戒酒 , 成为彻底

的禁酒者 " B. C . 福布斯说 , 如果放弃喝酒 / 能减轻贫民窟居民的痛苦 , 哪怕是

一点点 , 并能将百万计的同胞们从自我毁灭中解救出来 , 那么 , 我们做点小小地

¹ Al ex an der Fl d sch er, Th e A ttitu de of La 昭e Em ploy侧rs To w ar d th e U se of Al cohol by Th 比 Em ployee s,

º溉黑黑瓮装
Of Ch ari ti es , P代 - " 刃ing s , 19 16 , Pl, .100一10 1.

In dus勺 从0 usAl co hol , Th e Ou tloo K 107:858, Au gU sts ,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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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牺牲不仅愿意 , 而且十分高兴 " 0 ¹ 5制造业者档案 6 的编辑理查德 H .埃

德蒙德的调子更高 " 他声称 , / 我们与酒的战斗是一场全国性的战役 , 其 目的是

为了弘扬文明和基督教 , 为了保护男人和女人的尊严 , 为了上帝的事业 " 0 º
在很大程度上 , 正是由于生产安全 ! 效率改革和全面提高商业道德的缘故 ,

到 20 世纪 20 年代 , 工业禁酒运动迅速赢得广泛的支持 " 和过去一样 , 铁路行业

依然引领风骚 " 1912 年以后 , 当时所有大的铁路公司采用的 G 法则得到更加严

格的执行 , 这是由于一辆运输火车撞在了另一辆停靠的旅客列车的尾部 , 导致了

重大交通事故 , 造成了 39 人死亡 , 而事发后列车的司机承认 , 他在上班的 7 个

小时之前喝了两杯酒 " 州际商贸委员会并没有说司机饮酒与这则交通事故有联

系 , 而一些观察家认为 , 这可能是事故发生的诱发因素 , 并呼吁所有的铁路公司

应当执行比 G 法则更严格的规定 , 杜绝所有从事与火车操作相关工种的员工饮

酒 , 不论在岗还是休息 " 实际上 , 越来越多的铁路公司 , 包括巴尔的摩和俄亥俄

公司 , 已经在执行此规定 " 另外 , 有些铁路公司开始禁止在火车或站台上售酒 "

宾西法尼亚铁路公司禁止任何人在终点站 ! 食堂 ! 餐车和铁路公司所在宾夕法尼

亚州内的下属酒店售酒 "

制造业公司为了禁止工人喝酒做出了巨大努力 " 但是大多数公司只是禁止工

人们在干活时饮酒 , 很少公司禁止工人下班后饮酒 " 根据 1916 年对 113 家大型

钢铁公司的调查 , 几乎所有的公司都禁止工人在工作时饮酒 , 只有 10% 的公司完

全禁止他们饮酒 , 不论何时何地 " 要求工人们彻底戒酒的大公司有亨利 C .弗雷

克公司 , 杜邦电力公司和美国锡薄板公司 " 总体上 , 美国的铁路和制造业公司坚

决执行禁酒规定 , 矿业公司却拉在了后面 " 因此 5 煤时代 6 杂志的编辑对此感到

十分遗憾 , 并常常写文章强烈呼吁执行严格的禁酒标准: / 大量科学实验 已经证

实 , 酒不是有用的刺激物 " 像煤矿生产这样充满危险性的经济活动 , 需要生产者

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 理智和敏锐的判断力 " 立法者和牧师们要尽其所能 , 通过立

法和布道阻止人们喝酒 " 0 » 雇主们不仅开始提高了用人的标准 , 还采用 了更加

严格的措施 " 为了将饮酒的员工去逐出工厂 , 他们长期雇用侦探 , 暗中监视工人

的一举一动 " 例如 , 宾西法尼亚铁路公司雇用侦探监视工人的活动 , 全部 125 ,

¹ 5 .C .Forb es , Fod姆s, 3:797 , Febru ary 22 , 19 19.º 形ehard H .Edm onds, M anu fa ctu rer s R eC o川, 74:74 , Ju ly 4 , 1918.
» C oalA ge, 10:10 15 , D eC " 的ber 16,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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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0 职工每年每人被监视的次数多达6 次 " 还有一些公司实行了歧视政策 , 给不

饮酒者晋升机会 , 工厂每次需要减员时 , 饮酒者首当其冲 " 在被雇用者的保证条

款中 , 拒绝向因饮酒而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的疾病 ! 工伤或死亡的工人给予经济补

偿 "

另一方面 , 为了让工人们彻底戒酒 , 雇主们还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 , 开设比

酒馆更具吸引力的休闲场所吸引工人光顾 " 很多雇主意识到 , 恶劣的工作环境和

艰苦的劳动是导致工人们寻求喝酒的主要原因 " 因此 , 大湖区搬运工协会于 1910

年在运输船上开设了卫生条件好 ! 通风流畅 ! 饮食质量较高 ! 环境舒适的休闲娱

乐区 , 供员工们放松 " 克利夫兰的一家公司发现 , 自从向工人们提供了食物种类

齐全 ! 价格低廉 ! 环境优美的午餐服务之后 , 到附近酒馆就餐的工人人数迅速减

少 "其他公司还在午餐时提供牛奶 , 员工的啤酒消费量随之大幅度下降¹"丫M :c

铁路公司在全国设立了俱乐部 , 向铁路工人提供床铺 ! 洗浴 ! 阅览室和工作餐 "

其中最优雅的两家铁路俱乐部由著名的铁路家族提供独家经济资助 , 一家设在纽

约的大中心车站 , 由范德比尔特家族赞助 , 另一个在圣路易 , 由海伦.古尔德.谢

帕德夫人资助 º"
对许多商人来说 , 支持工人戒酒和全国禁酒是一回事 " 不过 , 他们支持州一

级的禁酒活动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 部分生意人认为 , 禁酒不但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

还可以帮助他们与在湿州同行的竞争中占得先机 , 南部商人尤为典型 " 他们想赶

超北方 , 希望南部各州实行禁酒 , 从而帮助他们与北方工业的竟争中赢得一席之

地 " 同时 , 美国商人认为 , 禁酒不仅可以提高美国工业界的效率和产量 , 提升国

际竞争力 , 在与英国人的竞争中不处于下风 " 商人们禁酒的另一个原因是出于经

济前景的考虑 " 据统计 , 美国的消费者每年花在买酒上的费用大约在 18 亿美元

左右 , 如果把这些资金分流 , 投入到其他生产行业 , 将必定提高全美国人的生活

水平和国家的繁荣 " 一些希望酒业利益集团倒垮的公司 , 如可口可乐公司 ! 韦尔

奇葡萄汁公司等 , 对这种观点倍感兴趣 , 它们将成为禁酒的直接受益者 , 为此 ,

它们极力支持禁酒 " 韦尔奇葡萄汁公司的产品外包装上如是写道: / 要养成喝韦

尔奇葡萄汁的习惯一它不会让你醉酒 0 " 商人们支持禁酒的另外一个理由是禁酒

¹º Indu stri al En gin 伐幼ng an d th e En gi neerin g 伪ges t, 14 :359, S印t助卜戈 19 14.
Edw ar d H unger fo rd , B ooze an d th e R渔i如 ad. Collier , s 叭le ekly, 56:12 , Feb ru ary lg ,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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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他们的税额 " 他们认为 , 禁酒让人们保持清醒 , 从而社会上的犯罪 ! 贫困和

疾病就会减少 , 长此以往 , 就没有必要缴纳更多的税来维持监狱 ! 警察 ! 医院 !

精神病所 ! 孤儿院和慈善机构等 ¹"最后 , 禁酒还可以在工人罢工时减少暴力的

发生 " 许多罢工最终酿成暴力和悲剧的发生 , 主要是因为某些醉酒的工人闹事所

致 " 5 钢铁业纵览 6 报道说 , 1916 年扬镇的罢工 / 开始时秩序井然 , 后来由于几

个醉汉的狂野行为 , 罢工乱作一团 0 " º
但并非所有的商人都支持禁酒 " 事实上 , 一些雇主就强烈反对实行禁酒 " 比

如杜邦家族虽然要求雇员们彻底戒酒 , 但他们反对禁酒 " 原因是: 第一 , 禁酒不

会促使经济繁荣 " 摧毁酒类贸易将严重地破坏经济秩序 , 从而会有成千上万的人

因此而失去生活门路 , 流离失所; 第二 , 由于禁酒 , 政府就会失去就业公司每年

上缴的巨额税收 , 这样会引发政府的财政严重不足 , 最终的结果不是缴税额的减

少 , 而是增加了全社会的缴税负担; 其次 , 一些商人认为 , 禁酒将摧毁整个酒类

行业 , 从而会削弱他们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 因为他们依仗与酒业集团和政客们的

联盟 , 左右公民的投票权 , 从政府那里获得特殊权利 , 保护他们的利益不受立法

的限制 " 还一部分商人反对禁酒 , 是因为他们的利益与酒类酿造业有重大的利益

牵连 " 以银行家为例 , 他们向酒类酿造商人提供了巨额贷款 " 到 1919 年底 , 银

行贷给酒类酿造商的抵押贷款多达 2, 000 多万美元»; 最后 , 一部分商人担心 ,

禁酒将向政府提供一个进一步干预和监管经济生活的先例 " 5 商业与金融年鉴 6

宣称说 , / 目前迫在眉睫的问题 , 不是酒类麻醉品的酿造和销售 , 不是 8 小时工

作制 , , 这些都不重要 " 最重要的是 , 如果我们让那些不经选举而被指定的公共

福利的监护人 , 凭借着禁酒立法的保护 , 达到满足他们的私利的目标 , 那么 , 我

们就无从维护我们的自由 , 公共制度和独特的政府形式 " 0 ¼, 这些担心不无道理 ,

最后的结果证明了他们的担忧 "

然而 , 支持禁酒的商人还是占绝大多数 " 禁酒的经济之争越热 , 禁酒的说服

力就越大 , 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 比如在西弗吉尼亚 , 全州实施禁酒的好处显而易

见 , 那里的煤矿工人的人均煤产量由 191 4 年的 908 吨 , 上升为 19巧 年的 964 吨 "

¹ H opklns, Th e 形se ofth e Soc ial G o印el , p.595.º Th e Iro n T比己e R evi ew, 58:2 14 , Jan u叮 27, 19 16.
» D an ielC .Ro per, An d N ota D ro p to Dri nK Th e IndepO ldent, 一0 1:166, Janu 娜 3 1, 1920¼ Th e C omm er eial an d Fin an eial C加roniele, 108:12 12, M are h 29, 1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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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事故的发生率由每生产 128 , 968 吨煤发生一次 , 减少到每生产 156, 243 吨才

发生一次 " 蒙大纳州巴特市的安娜康达铜矿公司与此类似 , 他们将这一结果归功

于罢工所导致的地方酒馆关门和强行戒严令 " 在 18 个人口均在 10 万人以上的城

市展开了一项调查 , 结论是: / 禁酒之后 , 每一个城市的银行储蓄额随之增加 "

这对于雇主来讲 , 这无疑是一件好事 , 在过去执行禁酒的一年当中 , 该政府在民

众当中的威望大幅度提高 " 禁酒不仅刺激了零售业 , 提高了储蓄额 , 同时 , 还让

更多的人有时间到娱乐场所潇洒一回 " 0 ¹
到 1915 年 , 商界支持禁酒的态度十分明朗 , 这使得反对酒馆联盟异常高兴 "

到 1917 年商界的禁酒热情高涨 , 并与反对酒馆联盟积极配合 , 于是 A SL 成立了

一个工业家和其他商人组成的委员会 , 其主要目的是将更多商界的禁酒支持者召

集在一起 , 共同参与禁酒事业 " 该委员会的主席是 5. 5.克雷斯治 (K淦esge ) , 在

他的领导下 , 许多分委员会在全国迅速建立起来 , 到年底 , 注册会员超过 1万人 "

美国进入一战之后 , 生产效率成为国家存亡的头等大事 , 这因此成为禁酒

运动的最大的一个推动力 " 5 制造业者档案 6 杂志的编辑宣称 , 迅速实行禁酒

/ 将会提升军队的战斗力 , 提高工业 ! 农业和煤矿工人的劳动效率 , 进而大大

地提高美国的潜在国力 0 º"到 19 19 年宪法修正案批准之时 , 广大的美国商

人已经加入到了中产阶级促进社会 / 清醒 0 的运动行列 , 如果没有他们的参加 ,

全国禁酒运动就不能聚集如此强大的力量 , 并在短时间内席卷全国 , 禁酒的议

案恐怕难成法律 " 哈利.爱默生.福斯迪克 (H arr y Em er so n Fos di ck ) 牧师后来

这样评价说: / 如果没有经济动机作基础 , 所有美国教会 ! 社会改革者 ! W C TU

以及 A SL 加在一起 , 都没有可能让禁酒的议案成为法律条文写入美国宪法.

要理解禁酒运动 , 就应该弄明白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 那就是美国的商人们发现 ,

要让他们的现代化大机器正常高效运转 , 就必须让工人远离酒精 , 使他们的头

脑保持清醒才行 " 美国就如同一个讲究节约和精明的商人 , 它知道禁酒是一个

划算的买卖 " 0 » 福斯迪克牧师的话虽然有些言过其实 , 但他还是指出了工业

界在禁酒中发挥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 这一点无容置疑 "

¹ Wi llis J.肠 加气Pro hibi tion in pnlc tice, C ollier .sw 比kl% 63:34 , M 盯 17 , 1919.º 形ch 耐 H .E山叮onds , M an u丘比tt甘.围R 留" 记, 72: 42 , Jul y 26 , 19 17.» H ar 汀E .Fo斌残 Th e pro h而tion QU es tion , N ew Yb政, 1928, 即.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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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有组织工会的禁酒之争

美国底层劳工支持禁酒的原因很多 , 不过 , 有两个原因成为他们参与禁酒的

直接推动力: 美国文化中的中产阶级的理想和工人工会运动的现实要求 " 首先 ,

在进步运动时期 , 美国的经济机会虽然有所减少 , 但是对那些渴望成为独立生意

人 ! 农场主和职业人士的底层劳动者来说 , 成为中产阶级人群中的一员对他们充

满诱惑力 " 而这些体力工人处在经济结构这座金字塔的底层 , 他们要想成功 , 就

必须戒酒 , 保持头脑清醒 , 只有这样 , 才能在激烈竞争中求得生存 , 才能实现美

国梦想 " 其次 ,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 美国社会已经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工业社

会 , 产业工人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和个人福利 , 就必须依靠产业工会的整体力量 ,

这是他们进入中产阶级圈的唯一办法 , 凭借个人的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

返了 " 于是 , 工会运动又一次悄然兴起 " 工会组织拒绝接纳酗酒会员 , 要求工人

必须远离酒精 , 保持清醒的头脑 , 以便在与资方的谈判中取得胜利 "

工人工会开始关注酒精问题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 第一 , 酒精放纵使工人们丧

失了劳动能力 , 使他们的阶级意识变得迟钝 , 在争取更好的工业环境的斗争中处

于不利地位 " 工会发现 , 工人们为了摆脱个人的痛苦与贫困 , 通常是借酒消愁 ,

而不是组织起来进行抗争 " 一位工人编辑曾建议说: / 请远离酒精吧 , 为了大家

的利益 , 就应该像斗士一般去战斗 , 只有这样 , 你的效率就会提高 100 % " 如果

所有的工人远离酒精 , 保持冷静的思维 , 用不了 5年 , 我们将进入社会和工业领

域的顶层 " , , 威士忌是资本家的亲密朋友 , 如果你喝酒 , 你就是工会的敌人 " 0

¹ 事实证明 , 在罢工期间 , 工人们纵酒对工会的确构成很大威胁 " 如果工人喝完

酒去罢工 , 暴力事件在所难免 " 醉酒的工人经常会因为情绪无法控制而捣毁财产 ,

招致生命危险和社会舆论的批评 , 州和地方政府不得不介入 " 罢工者的不理智行

为往往将政府推向了资方 , 替他们说话 , 而工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 因此 , 工会

在罢工前要做的第一件事 , 就是告诉工人们不能喝酒 , 让他们保持清醒和理智 "

劳工工会还发现 , 酗酒会员不仅在工会开会时滋生事端 , 干扰会议的正常进

行 , 还经常向资方泄漏情报 , 使工会领导和罢工的组织者失去会员的信任 , 处境

¹ C oast seam en . 5Journ al , 26:2, An 即st一3 , 1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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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艰难 " 企业主对付工会的办法就是通过间谍代理机构 , 大摆宴席 , 拉拢嗜酒

会员 , 甚至工会领导人 " 一位工会的记者这样说: / 事实证明 , 用威士忌酒瓶对

付工会最有效 0 ¹"另外 , 饮酒还引起工伤事故 ! 疾病 ! 死亡 ! 工人之间的枪杀

事件 , 这使得工会不堪重负工人们的福利和保险 " 而其他工人不愿意也没有责任

用他们的血汗钱 , 为那些因纵酒而烧伤 ! 致残 ! 甚至丧命的工友们提供帮助 "

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 劳工坚决支持禁酒改革 , 并督促工会执行 " 工会是工

人们的主心骨 , 工人是工会存在的基础 , 二者唇齿相依 " 工会的强大给了工人的

生活带来保障和经济利益 " 通过工会的帮助 , 工人们接受了教育 , 获得了自信和

自尊 , 唤醒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社会责任感 , 使他们有了更高的人生目标和理想 "

因此 , 那些已经衣食无忧 ! 生活宽裕且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工人 , 不会把时间和金

钱浪费在饮酒上 , 他们不想失去来自不易的幸福 " 熟练裁缝工会的秘书长曾经这

样说: / 自从我们有了工会组织之后 , 海关裁缝工会会员在饮酒习惯上的变化大

得.惊人 " 我能清楚地记得 , 以前从周日到周二或者周三 , 没有哪个城市的缝纫师

在工作时间还能保持清醒 , 即使有 , 那也是凤毛鳞角 " 而现在 , 这一恶习被铲除

了 " 现在 , 你再到这些城市去看一看 , 只要那里工会的历史长达 10 年以上 , 你

就很难找到一个成员还有酗酒的习惯 0 º"劳工领导也十分坚信 , 工会组织本身

就是一个戒酒的代理机构 " 因为在工会组织的努力下 , 工人们的工作环境得到极

大的改善 , 工人们心情舒畅 , 没有必要到酒馆借酒消愁了 , 这一点任何禁酒组织

没法与工会相比 " 例如 , 在国际码头装卸工人协会成立之前 , 码头工人通常被承

包商雇用 , 这些商人同时还是酒馆业主 " 这样一来 , 码头工人就不得不将他们辛

辛苦苦挣来的钱花在了承包商经营的酒馆里 , 否则 , 他们就要被解雇 " 工会成立

之后 , 这种捆绑式的做法不见了 " 美国劳工联盟官员说过这样的话: / 在美国 ,

没有那股力量能像有组织劳工运动一样 , 能如此有效地促使劳工阶层戒酒 , 劳工

运动在禁酒事业上取得的成绩超过了其他禁酒组织的总和 0 »"虽然这位劳联官

员的话有些言过其实 , 不过 , 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工会组织在禁酒方面做出的

巨大贡献 "

然而 , 许多工会组织并不满足于通过提高工资 ! 缩短工作时间 ! 改善工作环

¹ Bro th 的 的dof L 父om otive Firo n " 即dE ngi n~ , M ag理乙ne, 103 :76 6, 却对l, 19 08 .º 和 帅 叨d c al ki ns , Substi to tes for th e sai oon , B oston , 1901, 即.305一310.» M ath ew wo n.了b叫 sh alt N o - A m eri can Fed " , 6on is - 8: 534 , D自笼m b留11 , 1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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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办法督促工人戒酒 , 它们还直接攻击饮酒带来的社会问题 " 一些工会组织参

与禁酒运动 , 制定工会章程和规章制度 , 禁止工人从事酒类买卖 , 它们拒绝到酒

馆集会 , 举行大规模游行向地政府施加影响 " 许多工会的编辑和领导人撰写禁酒

的文章宣传禁酒 , 并以身示范 " 为了促使工人们戒酒 , 实施福利和保险计划的工

会只允许没有饮酒习惯的工人参加工会 , 分享工会的好处 , 如果会员因饮酒导致

疾病 ! 工伤和死亡 , 工会将拒绝给予经济赔偿 "

只要工会组织笃信美国传统中的自立和成功等价值观 , 它们就在禁酒运动中

表现得更加活跃 " 劳动骑士团就是一个典型的信奉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工会 , 是一

个囊括各种族 ! 信仰 ! 性别 ! 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庞大的工会组织 " 它虽然

也关心改善工作环境 ! 提高薪水 ! 缩短工时等迫在眉睫的工会问题 , 但 K L 的兴

趣并不在此 , 恢复经济机会 ! 教育工人摆脱雇佣制度 ! 成为自己的主宰和老板才

是它的最终目标 " 为了这个目标 , K L 避免举行罢工 , 转而支持中产阶级所关心

的诸如货币改革 ! 反垄断立法 ! 土地改革 ! 公共教育 , 尤其是生产商和销售商之

间的分工与合作等重大社会问题 ¹"K L 认为 , 饮酒是困扰他们的最大问题 " 饮酒

剥夺了一个健全工人的理智 , 摧毁了他的自信和和名誉 , 使其失去工作 , 降成平

民 , 给家庭和子女带来痛苦和不幸 " K L 领导人特伦斯. V 庞德利 (T七rence V

Po w derl y ) 曾经说 , 酒 / 给工人们造成的伤害是其他事情无法与之相比 0 º"他

认为 , 饮酒的恶习也给劳工运动造成影响 " 它削弱了工人与资方斗争的意志 , 打

乱了工会的组织工作 , 导致罢工失去控制和失败 " / 如果能赐给我 10 万或者 5 万

名神志清楚 ! 诚实 ! 热心的男人 , 而不是 12 0 万稀里糊涂 ! 神志恍惚的醉汉或酗

酒者 , 我就会发动一场非常成功的工会运动 " 0 » 庞德利认为 , 禁酒改革的关键

是要首先要改造 自己 " 美国 W CT U 的领导人弗朗西斯 E . 威勒对劳动骑士团的

成绩给予高度评价 , 说它为禁酒事业所作的要远远超过 W C TU "

在庞德利的影响下 , K L 几乎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禁酒当中 " K L 开除了

所有与酒精买卖有瓜葛的会员 , 解散了工会内部一切受酒业利益集团影响的机

构 , 禁止会员在工会聚会上和其他社交场合出售和使用酒精饮料 , 监督地方工会

¹ H aro ld E Wi lliam son , 1 衬" w th of th e A nleri ean E eon om y: An Intr od uetion to th e Eco nom ie H isto ry of th e
U n ited S tat es , N ew Yo rk , 194 6 , pp .6 15 一6 16 .

º Journ al ofth e Kn igh tsofl月bor, 11:l, û , st 14 , 1890.» T盯即ee V pow derl 从Th e Path 1Tr o氏N ew 物rk, 1940 , 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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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 反对工会集会时租借酒馆或与酒馆有牵连的公共场所 " 庞德利以身作则 ,

在任期间从没有走进过酒馆 , 也没有喝过一杯酒 , 他还时不时地向会员们宣传禁

酒的道理 " 1886 年 , 他起草了一个保证书 , 让会员在上面签名 , 保证 5 年之内

彻底戒酒 "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 保证书上的签名者多达 10 万人 " 庞德利还大

力支持州的禁酒举措 , 认为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帮助工人自己 " 他虽然承认 , 酒精

放纵导致劳工们的贫困 , 但他同时认为 , 贫困的生活和艰苦的环境促使劳工们借

酒消愁 , 在酒精中寻求一时的精神解脱 " 因此 , 他坚持只有改善悲惨的工作环境 ,

才能进一步促进禁酒运动的发展 " 劳工们只要有稳定的工作 , 比较满意的收入 ,

他们就不会在下班之后到酒馆寻求快乐 , 他们就会回到家里享受生活的幸福 ¹"
在庞德利任期间 , K L 把禁酒当成头等大事来抓 " 1893 年庞德利退休之后 , 劳动

骑士团在禁酒问题上的态度开始松弛 , 新任领导废止了工会章程上不许会员与酒

类买卖有任何联系的条文规定 " 在之后几年当中 , K L 会员人数锐减 , 由 1886

年鼎盛时期的 70 万人 , 减少到 1900 年的 3 万人 " 自此 , K L 从一股非常具有影

响力的禁酒力量 , 变成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工会 º"
和 肚 一样 , 火车司机兄弟会 (止e sro th eth 00d of Lo eom otive En gi lleers ) !

铁路列车长俱乐部 (Th e C扮der of R ai 加ad C onduetors ) ! 铁路乘务员兄弟会 (Th e

Bro th " 五ood of R ai 加ad T]滋in m en ) 和机车 消防员和机械 师兄弟会 ( Tbe

Broth " 七ood of Lo ~ tive Fin班nen an d En gin eln en ) 等四大铁路工会组织属于独

立的技工工会 , 它们对美国中产阶级理想更是情有独钟 , 禁酒热情十分高涨 " 1890

年 , 这些技工工会成功地发动了劳工运动 , 其影响随后迅速扩大 " 1900 年 , 上

述四个工会会员总人数为 139 , 000,- 到 1920 年 , 已经接近 50 万人»"这些工会

会员绝大多数为新教徒 , 年龄偏大 , 收入在美国工人阶层中最高 , 因此被称为工

人中的贵族阶层 " 和 K L 一样 , 他们渴望自强自立 , 这也是他们参与禁酒的重要

原因 " 一名铁路员工说: / 啤酒和烈酒就是工人的诅咒 , 它比战争 ! 瘟疫 ! 饥荒

还可怕; 它是人类社会的毒瘤 , 酒馆就是男人们收入的耗子洞 , 有多少花多少;

它是无政府主义 ! 肮脏政治 ! 卑鄙下流的温床 0 ¼"

¹ pow d曰% Tbe Path lTr ed , p # 18 9.
º L eO 叭lo lm an , Tbe C扮owt h of 予ra de U nion s, 188 0一19 23 , N ew Yo rk sl924 , P. 32 .» Ibi d. , PP .11吞117.¼ T七e R ai lw ay c onductor, 18:25 , Jan u叮 19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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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行业危险的工作性质让从业者对禁酒改革格外重视 " 这个行业不允许火

车司机 / 在半醉半醒中 0 工作 , 因为他们身后拉的是上千个生命以及数百万吨的

货物 " 正因如此 , 上述四大铁路工会分别出台了行业规章制度 , 在行会章程上添

加了禁止会员饮酒以及参与或从事酒类生意的相关条款 , 对因饮酒而致伤致死的

会员拒绝给予保险赔偿 , 在会员参加的宗教集会和行会刊物上宣讲戒酒的美德 ,

对违反禁酒条例的会员严惩不怠¹"实际上 , 如果某个会员因为违反了条例而被

解雇 , 其他的火车司机和乘务员甚至不会替他说情 " 到后来 , 四大工会把禁酒看

成了解决行业问题的一种手段 , 工会领导对 自己在禁酒方面取得的成绩感到十分

自豪 º"
继劳动骑士团之后 , 美国劳工联合会 (简称 A FL 劳联 ) 及其分会是又一个

提倡禁酒的劳工工会 " A FL 兴起于 19 世纪末期 , 随后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最有影

响的劳工组织 " 1897 年会员人数为 26 万多人 , 到 1920 年已经发展成为拥有 40 0

万之众的强大工会 »"作为一个全国性行业自治工会 , AF L 摒弃了 K L 的大工会

概念 ! 劳工团结以及中产阶级改革思想 , 不强调改善整个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

弱化虚无缥缈的崇高理想 , 采取了务实的做法 , 把目光放在了提高薪水 ! 缩短工

时 ! 改善工作环境等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目标上 " 同时 , 它反对社会主义的理

想和实践 , 反对用革命的手段实现 目标 " 简言之 , A F L 既不主张回到 19 世纪经

济竞争的环境中 , 从而帮助劳工摆脱贫困 , 成为成功的商人 ! 农场主或者职业人

士 , 也不赞同全国工业国有化 , 让靠体力吃饭的底层工人成为什么大机器生产的

主人 " A FL 的目标是在保持现有的经济模式下 , 依靠工人工会的力量 , 为他们

争取本应当属于他们的那一份经济收益 " 劳联认为 , 绝大多数劳工将依然靠打工

赚钱 , 不可能成为自己的老板 " 劳联之所以对禁酒感兴趣 , 主要是因为禁酒将对

整个工会有好处 " 与四大铁路工会和劳动骑士团相比 , A F L 认为 , 是贫困才导

致了劳工们酗酒 , 而不是因为酗酒才导致贫困 " 因此 , 劳联认为 , 要杜绝工人酗

酒 , 保持社会清醒 , 首先应当铲除工业环境中促使工人酗酒的一切不公和丑恶 ,

改善工人的贫困处境 " 5 联合矿工杂志 6 (U nited M ine 从/O rk ers Jo um al ) 上说 , / 只

有效除了贫困 , 醉酒的现象就会消失 " 只要减轻劳工们肩上的部分负担 , 他们就

¹ Ib id., 36:211.
º LOcom otive Engi neer .5 JO um al, 44 :1065 , n ec elnb即19 10.» L e初5 L.L " 即in, Th e A lneri ean Fed era tlon of Labor, W 公hingt on,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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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纵酒消愁了 0 ¹"
劳联虽然没有像劳动骑士团和铁路工会那样 , 采取直接的禁酒措施 , 这并不

等于它就完全忽视了禁酒 " 根据对 1900 年联邦各选区共 39 个工会所作的调查 ,

发现有 33 个工会组织直接参与了禁酒运动 , 数量占AF L 工会总数的90 % 以上 ,

它们都反对酒馆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 " 它们的做法和铁路工会一样 , 制定规章

条例 , 禁止会员纵酒和参与酒类买卖 , 拒绝酗酒会员享受福利的权利 , 以及给予

保险和工伤赔偿 " 劳联中仅有六个分工会没有参与禁酒运动 , 其中两个是酿酒工

人工会和木工工会 , 出于行业利益的考虑 , 他们从一开始就强烈反对禁酒 º"1900
年以后 , 劳联及其分工会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放到了禁酒上 " 劳联尽可能在远离

酒馆的公共场所开会 , 拒绝到酒馆招聘工人和发放工资的做法 " 此外 , 许多城市

的工人工会所明文规定 , 严禁工人携带酒类饮料入内 " 工会要求工会领导更是以

身作则 , 为工人们树立榜样 " 据说 , 1gn 年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劳联执行委员彻

底戒酒 " A FL 下属的出版机构积极配合禁酒活动 , 全国共 250 家周报和 100 多

家月刊当中 , 除了为数不多的几家承揽酒业利益集团的反对禁酒宣传材料外 , 其

余都拒绝为他们出版或印刷相关材料 »"
虽然在禁酒问题上劳联的态度一直比较积极 , 并做着不懈的努力 , 然而 , 在

是否要支持禁酒立法时 , 劳联内部发生了分歧 " 1909 年之后 , 中产阶级的禁酒

改革者们意识到 , 要取得禁酒立法的最后胜利 , 广大劳工的态度十分关键 " 因此

他们通过一系列活动来接近劳工阶层 , 争取他们的支持 , 说服他们支持取缔酒馆 "

禁酒改革者的努力也得到了劳联主要领导 , 如约翰 B. 赖农 (Jo hn B .L ennon) , 约

翰米切尔 (John Mi tch ell ) ! 劳联的全体执行委员 , 以及联合矿业工人工会主席托

马斯 L 刘易斯 (Thom as L.Lew is) 等人的支持 " 19 09 年 , 多伦多召开了全国工

会大会 , 与会代表达 4, 000 余人 , 劳联共派出400 人参加 " 在本次会议上 , A FL

第一次在禁酒立法问题上表明了他们的态度 " 各工会领导人都发表了演说 , 并支

持立法禁酒的提议 " 作为兄弟组织的代表 , 联邦教会委员会的查尔斯. 斯坦则牧

师也出席了会议 " 会期间 , 他呼吁在劳联内部成立反对酒馆协会 " 劳联将近一半

代表表示支持 " 不过 , 成立反对酒馆协会和支持禁酒立法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

¹ Un i囚 M ine 从七rk orS Jo切m ai , 22:4 , F比ura 口l, 19 12.º 釉 , 加 nd C目ki ns, substito tes for th e sai oon , Bo ston , 100 1.
» (石盯les sy司 气及油侧翻现ce an d La bor, N ati on ai C on五, en ce of c h州ties , P找沁以沼ings , 19 11 , PP .12 3一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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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团结的考虑 , 劳联领导人萨米尔.冈波斯要求斯坦则将此问题暂时搁置 , 日

后再议 " 从此 , 禁酒事宜就从劳联的议事日程当中剥离出来 " 为了赢得更多的底

层劳工的支持 , 干派改革者在劳工内部极力宣传禁酒给个体工人带来的诸多好

处 " 他们宣传说 , 取缔酒馆之后 , 劳工工资就会增加 , 生活水平会有明显提高 ,

工作效率将大幅度提高 , 工人会更加诚实可靠 " 他们可以把省出来的酒钱花在购

买食物 ! 衣服和其他生活日用品上 " 此外 , 清醒的工人将会在工会运动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 , 帮助工会在争取改善工人工作环境的斗争中做出更大的贡献¹"一名

矿工曾质问他的工友们: / 酒馆为你们做了些什么? 它们为你们教育过孩子吗?

为你们修建过教堂 ! 学校和孤儿院吗? 在道德 ! 经济和身体上给你们带来过任何

好处吗? 喝酒使你比别人更强了吗? 0 º"
禁酒改革者认为 , 立法禁酒将会给工人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 " 他们反驳了湿

派所宣称的立法禁酒将会摧毁整个酒类行业 , 从而导致 100 多万从业者失去工作

的说法 " 禁酒者认为 , 人们省出来的酒钱和用于投资酒类生意的那部分资金 , 将

会投资到更加有生产能力的行业和部门 " 这样一来 , 不仅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

还能把工人的工资提高四倍以上 " 根据他们的估算 , 19n 年被酒类行业雇用的

工人仅有 8 万余人 , 其中只有少数人是技术工人 , 在酒类行业倒闭后 , 这部分人

不得不学习其他技术 , 而大多数从业者是酒馆招待 ! 酒馆业主 , 以及和酒馆生意

相关的非技术雇员 , 他们从事其他行业容易 , 无须更多的技术和培训»"另外 ,

为了赢得劳工的支持 , 禁酒主义者尽可能将造酒业说成是有组织劳工的敌人 " 他

们试图用数据证明 , 造酒行业对劳工的剥削程度远远超过其他行业 , 并大肆宣扬

酿酒工人没有工会组织的事实 " 劳工刊物经常刊登酒业利益集团损害劳工的报

道 " 一家劳工刊物登载了一封指控旧金山酒类商人协会的信 , 上面说 , 该协会与

商会一起反对禁酒 , 目的是维持所有经营酒类的店铺正常营业¼"
其实 , 劳联内部在禁酒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 , 劳联工会始终反对禁酒 " 劳联

工会主要担心 , 禁酒会使酒类行业垮台 , 千计的从业者将会失去工作 , 其中受害

的不仅仅是酿酒工人和调酒师 , 其他与酒类行业相关的工人 , 比如雪茄行业工人 !

¹ stezl e, 认飞y pro hib ition !pp.95一96, 111一115.º U nited M in e从lo rker s Jo urn al, 25:9, D 即cm b , 23 , 1915.» stez le, son ofth e B re 绷飞 即.194 一197.¼ Th e Joum al ofE leC tri cal 从lo rk 曰围an d OP era tors , 16:193, o etober,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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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工人 ! 玻璃品生产者 ! 啤酒桶制造工人 ! 酒吧服务员 ! 甚至音乐人等 , 都将

受到牵连 " 例如 , 19 16 年雪茄制造工人工会报告说 , 当年该工会在禁酒地区的

失业者人数达到了1 , 247 名 ¹"正是这些原因 , 劳联系统内的酒类行业工会组织

极力反对劳联其他行业工人的禁酒活动 , 酿酒业工人的反映尤为强烈 " 还有一些

工会工人担心 , 禁酒将会导致工人工资下降 , 而不是提高 " 他们认为 , 雇主会通

过减薪的办法将工人们省下来的酒钱扣除 , 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 " 他们不认为禁

酒能促进经济繁荣 , 相反 , 捣毁酒类行业只能使活跃的经济活动受到压制 , 劳工

的生活因此会雪上加霜 " 禁酒不但不能减轻工人的税收负担 , 相反 , 由于酒类行

业的破产 , 政府每年就会损失3 亿美元的财政收入 , 这个巨大的财政缺口就得广

大民众共同承担º"
一部分工人反对禁酒是因为它带有阶级剥削的性质和家长式作风 " 他们认

为 , 禁酒是一个虚伪的运动 , 带有阶级诬蔑行为 " 禁酒者的禁酒动机是想控制个

人的自由习惯 , 实现雇主利益的最大化 , 而他们 自己压根就没有戒酒的想法 , 该

怎么喝就怎么喝 , 禁酒只不过是一个蒙骗下层阶级的骗局而已 " 一家工人杂志写

道: / 禁酒是带有侵略性质的阶级行为 , 它主要针对社会的下层阶级 " 没有哪个

立法能阻止有钱人在自己家的地下室或壁柜上储藏他们想要的食品 " 0 冈波斯也

持同样观点 " 他说: / 人们反对这种歧视性立法的呼声在所难免 , 除非所有的商

人和有钱人能真正戒酒 " 禁酒的结果将会是 , 靠出卖体力的工人喝不到一杯酒 ,

而那些衣食无忧的富裕人群却能储藏大量的酒精饮料 0 À"
另外 , 还有一些工人反对禁酒是因为他们喜欢喝酒 , 渴望感受酒馆里那种放

松 ! 随和的氛围 , 任何人没有权利剥夺他们饮酒的自由 , 他们认为禁酒违反了个

人的自由权利 " 一位工人说 , 他们的小镇之所以有酒馆 , 是因为 / 酒馆满足了人

们的需求 , 它给人们提供了聚会的机会 , 酒馆传递了欢乐 , 满足了人们对友情的

渴望 0 , 对于那些精疲力竭的工人来说 , 酒馆可以 / 放松他们的神经 , 让他们透

支的体力得到恢复 0 ¼"好酒的外国移民尤其反对禁酒立法 " 两名西弗吉尼亚的

煤矿工人因为禁酒到俄亥俄州寻找工作 , 他们说: / 那里 (西弗吉尼亚) 的日子

¹ e igar M ak 曰rs , " 伍d al J~ 缸, 40:9 , A pri l1916.º B rau er zd tun g, 22 :l , 彻 即st 31 , 190 7.
» Sen ate su卜刀浏面ttee of 脉 c onnn ittee on th e加did 出甲- H " 的n罗 on th e B ills to pIOh ib itth e L i职or 予ra ffi e,

66 C o ng. , I , 活5., part l, P. 22 .

¼ Th e M in.围, M ag 理口ne, 12:11, lune 20,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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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难熬了, 不适合我们 " 到处干涸 , 我们喝不到一丁点酒 " 现在 , 我和马丁到一

个离酒馆不远的地方工作 , 收工之后 , 马上就可以喝到威士忌 " 那里的威士忌供

应不受限制 " 0 ¹由于多数劳工在禁酒问题上持有敌意 , 这使得劳工领导人对禁酒

的前景并不看好 " 一家劳工刊物宣称 , / 禁酒将禁而不止 " 不要指望动用了法律

人们就会变好 " 事实证明 , 任何用法律手段强迫人们做事的努力都将以失败告

终 " 0 º
美国劳联工会当中具体有多少会员反对禁酒已无法考证 " 不过 , 可以从 1919

年 6 月亚特兰大城举行的全国劳工会议上找到一丝答案 " 此次会议提出了一个反

对 1918 年 n 月国会战时禁酒法案的决议 , 此决议支持将沃尔斯特德禁酒法案中

有关禁止使用低度啤酒的条款删除 , 并提交全体与会代表表决 " 最后的结果是

264 76 票赞同 , 3997 票反对 »"因为每一票代表着 100 个会员 , 由此可以推断 ,

劳联工会所在的 82 % 的选区是反对禁酒的 " 但是一些观察家并不认可这个观点 "

他们认为 , 劳工代表们一般都支持酿酒工人工会和其他行业联盟工会递交的决

议 , 并不是因为他们真心支持这些决议 , 而是因为考虑到今后需要得到这些工会

的支持 , 是一种政治交换而已 " 就总体而言 , 冈波斯认为大多数工人工会反对禁

酒的观点是有道理的¼"
除了铁路四大工会组织和美国劳工联合会之外 , 唯一能够真正代表底层劳工

意志的工会是世界产业工人工会 (简称 IYV丫V ) 和社会主义者党 (Th e so ci ali st

p斌y) " 铁路工会和 AF L 代表的是拥有技术和半技术的上层工人的利益 , 而 1905

年成立于芝加哥的 n邢W 是一个纯产业工人工会 , 其 目标是通过直接的行动 , 推

翻资本主义制度 " 工会成员大多数都是非技术工人 , 其中有矿工 ! 伐木工人 ! 建

筑工人 ! 西部候鸟式农场工人 ! 东部的纺织工人等 " 产业工会虽然取得了一定的

成功 , 但其影响和会员人数一直难以与劳联相提并论 , 到 1920 年其成员还只有

41 , 60 0 人 " 产业工会一直主张暴力行动 , 罢工 ! 怠工 ! 搞阴谋破坏是其运动的

主要方式 " 该工会蔑视中产阶级的理想和价值观 , 认为禁酒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阴

谋 , 具有一箭双雕之功效: 其一是想通过禁酒 , 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 , 延长工作

¹ C oal A se, 8:80, Ju ly 17, 1915.º M achinistM onth ly Journ al , 16:874 , o ctobe r 1904 .
» A m eri ean Fed " 冠tion is - 3 1:327一328, A pril 1924.¼ Solld别rity, 6:2, N ov eln ber s, 1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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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 诈取最大的利润 , 同时 , 还可以转移工人的注意力 , 避免工人与资方的冲

突 ¹"
与产业工会略有不同 , 社会主义者党对工人戒酒和实行立法禁酒表示极大的

支持 " 它与劳动骑士团 ! 铁路工会和劳联还有区别 , 它的目标是彻底铲除资本主

义制度 , 建立集体经济制度 " 但它感觉到有必要解决酒精问题 , 因为酒使工人们

行为放荡 , 体能下降 , 道德沦丧 , 阶级意识模糊 , 阻碍了工人把自己从资本主义

的罪恶制度中解放出来 " 因此 , 该党建议实行两步走: 首先 ,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

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经济的无序和社会环境的险恶 , 才导致了酗酒的发生 "

他们认为 , 实行社会主义将会开启一个新时代 , 纵酒现象将会自然消失 " 一位社

会主义者党的负责人宣称: / 总有一天 , 社会主义的新秩序和高度的文明就会建

立起来 " 新的社会环境将会培育更加健康 ! 快乐的新人类 " 到那时 , 我们将还给

工人阶级一个美好的世界: 所有儿童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 , 能够快乐成长; 妇女

将走出精神的窘境 , 免遭道德的折磨和性的奴役;男人将会意识清醒 , 信心百倍 ,

劳有所获 , , 那时 , 有谁还非要喝酒并灌醉自己呢? 0 º"其次 , 实行酒类行业

国有化 , 将行业利润降到最低 , 从源头上消灭酒类生产与销售的巨大诱惑 " 如此

一来 , 整个社会就会保持清醒 , 酒会不禁而止 " 由于社会主义者不切实际的目标

不能实现 , 他们直接转向抨击饮酒行为 " 他们一致认为 , 教育是规劝人们戒酒的

最佳方式 " 但面对要不要出台禁酒立法时 , 他们中间产生了分歧 " 部分成员赞成

以社会主义者党的名义 , 明确表示支持 " 芬兰籍成员说: / 禁酒运动的动机是为

了促进全社会的福社和人类的进步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它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的理

想 0 »"该党负责禁酒问题的发言人约翰. 斯巴戈 (John sp田名o) 说: / 有组织的

酒类贸易是资本主义制度中最典型 ! 最具影响力的经济组织形式 , 它是实现社会

主义的最大障碍 , 而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不能像欧洲同胞一样 , 坚决地支持禁酒运

动 , 这实在让人痛心 " 酒是政治腐败和社会民主的头号大敌 " 饮酒与社会主义所

要求的工业效率与完整的人格格格不入 " 因此 , 解决酒精问题的唯一方法是禁

酒 0 " 他对于部分成员提出的将酒类行业实行国有化的建议 , 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

他认为 , 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将那些寄生的行业实行国有 , 就如同妓女行业不能

¹ s喊 al ist p aZt y, prOC 创刃in gs时th e N 而朋目co nven ti眠 1908 , p.3 16.º In 切 ati on ai M uai d an s, ll: 巧, A u即st 19 11 .
» s喊 al ist p art y, pro Ce ed in邵 叮th e N 而onal e on vention , 1905, p.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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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化一样 , 唯一的办法就是根除它们 " 他反对禁酒会违反个人自由权利的观点 "

他认为 , 所有的社会立法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某些人的自由 , 禁酒也不例外 ,

无可厚非 ¹"
美国社会主义者党成员当中也不乏反对禁酒改革者 , 其主要原因大致为: l)

党内德裔美国人的影响越来越大: 2) 担心禁酒会导致失业人数增加; 3) 禁酒会

破坏党内团结; 4) 部分成员对饮酒导致贫困 , 禁酒会铲除贫困 , 有助于社会问

题的解决等宣传表示反感; 5) 不愿意让警察的权利再度扩大等等 " 直到 1908 年 ,

禁酒问题第一次正式出现在社会主义者党的会议上 " 会议形成了一个决议 , 呼吁

党内成员提防纵酒的危险 , 督促他们少量饮酒 " 该决议经过几次修改 , 最后得到

了全体代表的支持 " 内容如下:

(酒类商人 ) 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而生产和销售有毒的 ! 掺假的酒精

饮料是直接导致诸多社会问题根源. 放纵酒精破坏了人体健康 , 抑制了

人的精神和道德 " 由此我们认为 , 党内成员无节制纵酒是工人阶级取得

胜利的最大障碍 , 它破坏了我们进行政治 ! 经济斗争的决心 " 因此我们

呼吁 , 工会的每一个成员放弃纵酒恶习, 积蓄力量 , 确保政治 ! 经济斗

争的胜利 , 不要让酒精成为我们实现 自我解放道路上的绊脚石 " 我们不

赞成通过高压和扩大警察的权力手段来铲除邪恶的酒精 , 酒的问题是资

本主义制度酿成的. 贫困 ! 劳累过度 ! 忧心积虑必然导致纵酒 , 工人是

酒精的牺牲品 " 为此 , 要根除邪恶的酒精和酒类贸易, 最稳妥的办法是

废除资本主义的用工制度和社会丑恶 " º

总之 , 到 1910 年 , 全国工会当中支持禁酒的劳工加在一起还不到劳工总数

的 10% , 那些不属于任何工会组织的劳工在禁酒问题上持何态度呢? 其实 , 这个

问题也很简单 , 因为底层劳工绝大多数都是非技术工人 , 大多数是非基督教徒 ,

以外国移民为主 , 与有组织工会同胞们相比 , 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更加低下 ,

因此对禁酒问题根本不关心 , 甚至强烈反对 " 尽管他们人数众多 , 超过 1, 700 多

¹ John Sp田名o, soc iai o em o口习cy E却lai ned : Th eories an d Ta cties of M odem soeialism , N ew yo 氏
19 18 .pp .33 0一3 32 .

º SOCi alistp art y, Proc以泪in gsofth e N at ional C onven tion , 1908, pp.90一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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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 但绝大部分集中在工业城市 , 其影响仅局限于地方 , 无论从政治影响和经济

实力来看 , 他们都没有能力与分散在广大农村地区和城市中的占据社会主流的中

产阶级进行抗衡 " 虽然他们没有能力阻止第 18 条宪法修正案的通过 , 但他们有

能力让禁酒主义者尝到失败的滋味 " 20 世纪初期 , 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这

些底层劳工有机会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 , 他们在社会地位上的转变足以使禁酒实

践寿终正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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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饮酒文化是围绕酒馆展开的 , 不论是殖民地时期 , 还是进步运动时

期 , 酒馆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在殖民地时期 , 酒馆既

是政客们讨好投票人 ! 拉近与选民距离的最佳场所 , 也是殖民地男人们交流信息 !

体现男性权威 ! 寻求阶层平等与归属感的俱乐部 " 到了进步运动时期 , 酒馆成为

现代都市文化的摇篮 , 定居在城市的外来移民把酒馆看成是 自己的家 , 这里既有

欧洲移民的同胞 ! 母语 ! 乡情 ! 工友 ! 邻居 ! 老板 ! 牌友 , 也有廉价的午餐 ! 工

作的机会 ! 家庭般的温暖和不同阶层间的平等 " 然而 , 从殖民地时期到进步运动

时期 , 酒馆滋生的社会问题 , 如政治腐败 ! 酒后闹事 ! 色情服务 ! 性病流行 ! 家

庭暴力 ! 社会贫困等 , 使酒馆一直成为中产阶级社会改革者关注的焦点 , 社会对

酒馆和酒馆业者的指责和批评从未间断过 " 美国禁酒运动的缘起 ! 发展和高潮与

酒馆紧密联系在一起 " 禁酒组织 , 如基督教妇女联合会 ! 反对酒馆联盟等 , 把酒

馆看成禁酒运动的依托点和攻击的对象 " 很难想象 , 如果没有酒馆和酒馆文化 ,

美国的禁酒运动将如何进行下去 "

一 ! 殖民地时期的酒文化与酒馆

在北美殖民地时期 , 酒是人们社会交往中不可或缺的润滑剂 " 各种庆典仪式 !

婚丧嫁娶必有狂欢相伴 , 朗姆酒 ! 袋酒 ! 白兰地 ! 苹果酒 ! 葡萄牙红葡萄酒和潘

趣酒都是当时的常见饮品 ¹, 是殖民地人民生活的必需品 " 村镇社区的一切体力

活动 , 如收割粮食 ! 修路 ! 伐木 ! 建房 , 都能成为人们赛酒会的借口 " 劳工的工

资有时甚至用酒来替代 , 雇主与雇员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 雇主可以给雇员

放假 , 让他们专门去喝大酒 " 西印度群岛的朗姆酒被认为要优于新英格兰地区生

产的同类产品 , 仅售价两便士 " 由于大量的谷物用于酿酒 , 因而造成了谷物价格

的上涨 , 农场主发觉种植粮食作物是一件有利可图的大好事 " 在西部边疆 , 酒是

¹ 李剑鸣 , 美国的奠基时代 , 美国通史(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 2000 年 , P. 4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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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饮品 " 一名叫威廉. 比瑞德的作家曾经带着几个人去调查弗吉

尼亚和北卡罗来纳边界地区的荒芜地带 , 当地的一个农户主人热情地款待了他

们 , 而所用的食物竟是用朗姆酒浸泡的肥猪肉¹"在村镇 , 酒被当成货币用于流

通 , 其价格用品脱或加仑来计量 " 农场工人 , 包括黑奴 , 都可以得到主人定量分

配的酒 " 商店里常常准备了带有水龙头的朗姆酒桶 , 主要是为了方便顾客饮用 "

市场上 , 一名男性黑奴的价相当于 20 加仑的威士忌 " 殖民地人自出生的那一刻

起 , 就已经品尝到了酒的味道 " 婴儿被系上装有朗姆酒的酒瓶 , 让他们保持安静 "

1830 年 , 美国出版了 5 老版美国百科全书 6 , 书中这样描写独立战争前美国人的

饮酒习惯: / 在美国南方流行着这样一种习惯 , 人们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喝

一杯有薄荷味的威士忌 " 到中午 n 点 , 人们会聚集在出售烈酒的公共酒吧喝上

一杯开胃酒 , 那里的酒名目繁多 , 有斯林酒 ! 棕搁酒 ! 饮料酒等等 " 通常情况

下 , 办公室和财务主管会给他们的雇员放半小时的假 , 让他们到附近的咖啡店

或酒馆放松一下 , 畅饮一杯用酒 ! 水和糖调制成的五味子酒来提神 " 晚饭时间 ,

威士忌 ! 白兰地和带有苹果味的水一起就着饭菜饮用 , 吃饭的整个过程都离不

开酒水饮料 " 当时的观点是 , 只喝白兰地和威士忌而不喝水有助于消化 " 朗姆

酒加草墓可以抵御严寒 " 在宴会结束之前 , 人们一般要饮用核桃制成的带涩味

的朗姆酒 , 随后就是甜点 " 朗姆酒与牛奶搭配 , 营养丰富 , 是女性办公室的常

备饮品 " 0 在北美 , 几乎每个酒馆的墙上都贴有这样的文字: / 让寻求死亡或精

神麻醉的人喝烈酒吧; 让心情沉重的人喝葡萄酒吧 " 让他喝吧 , 让他忘掉他的

贫困 , 让痛苦离他远去吧! 0 甚至到法庭参加听证会也成为人们聚会喝酒的由

头 , 法官和陪审团在案件审理期间饮酒的花费也能成为合情合理的开支 " 殖民

地的法官们常常因饮酒而醉倒在法庭的长椅上 , 为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 殖民

地出台了相关规定 , 对那些因饮酒而不能完成法庭审讯的法官处以重罚 " 由于

苹果白兰地和废密红 (朗姆酒与蜜糖调制而成的) 十分便宜 , 一夸脱只有几个

便士 , 因此殖民地的男人 , 无论穷富 , 奴隶还是自由人 , 他们的一半时间都是

在半醉半醒之间渡过的 " 当时的饮酒风气之盛 , 由此可见一斑 º"

¹ W. J.R到ra bau gh , lbe Al co holi c R印ub lic :An A m eri can Tr adition , N ew ! brk :ox fo rd un i~ ty p代沼s, 197 9,
P .2 5º E dw ar d B ehr , Proh ib ition: Th irt een Y - 盯5 Th at Ch an ged A llleri ca. N ew ! brk:户- Cade pu blish ing , 199 6 ,
pp .1一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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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人把酒被视为上帝赐予的礼物 , 认为它是 / 耶稣的血液 0 , 清教徒通

过饮酒 , 可以拉近他与上帝的联系 , 达到一种更加神圣的境界 " 作为上帝的礼物 ,

酒被看成是生命之源 , 既是食物也是药物 , 是可以医治一切疾病的万能药 " 美国

南部和中部的一些重大的宗教活动甚至规定教徒必须要喝酒 , 而且要喝醉 " 1775

年 , 马萨诸塞规定城镇必须拥有酒馆 , 否则予以罚款 ¹"在早期的定居者当中 ,

大多数人都喝大酒 , 虽然清教徒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自我放纵性娱乐活动 , 清教

道德视醉酒为违法 , 但不反对人们饮酒 " 5 圣经 6 中多次提到酒给人带来的快乐

与恩惠 " 正是因为 5 圣经 6 给美国人定了基调 , 牧师中的大多数人酗酒成性 , 醉

酒成为普遍现象 " 牧师的工作就是每天都要走家串户 , 了解社区居民宗教活动 "

因此每个家庭都会用苹果酒或朗姆酒招待牧师 , 出于礼貌 , 牧师在造访结束时不

得不喝上一杯告退酒 , 以示谢意 " 一天当中 , 每位牧师平均走访 20 家住户 " 1857

年 , 一位禁酒的倡导者调查发现 , 50% 的牧师每天造访居民的行程加在一起 , 大

约 50 多英里 , 一圈下来 , 他们几乎个个烂醉如泥 " 殖民地时期的牧师 / 不是酒

鬼 , 就是饮酒成性 , 他们的名声和工作因此受到极大损害 " 0 城市管理者在颁发

酒馆营业许可证时发现 , 所有这些酒馆都在教堂附近 , 这是因为 , 牧师和他的信

众们在布道的间歇 , 可以就近到酒馆饮酒 " 几乎所有的圣职授任仪式 ! 婚礼大典 !

丧葬仪式 , 往往成为长时间社交饮酒的盛宴 , 有时候场面十分宏大 º"
在殖民地人民的政治生活中 , 酒与酒馆也一直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 酒是

地方政客赢得选票 , 拉近与投票人之间距离的最好方式 " 政客们请客喝酒被投

票人视为是民主的体现 , 后来美国开国元勋都不例外 " 1758 年 , 为了赢得弗

吉尼亚议会中的一个议员席位 , 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邀请有投票权的自由白

人男子到酒馆喝酒 , 其中有 白兰地 ! 朗姆酒 ! 苹果酒 ! 高度啤酒和葡萄酒 , 酒

水钱共花了 37 英镑 7 先令 »"酒馆是作为殖民地男人们交往的平台 , 社会阶层

的界限在这里己经不重要了 , 殖 民地 的男人们可以在酒馆平等地交流思想 , 传

递新的民主政府理念 , 公民殖民地人 民的 自由和殖民地独立的思想 " 在某种意

义上讲 , 酒馆孕育了美国的民主和独立意识 , 为加强了殖民地人民之间的联系

和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 , 它成为了是殖民地人民交流之间信息交流的重要渠

¹ Th e G uide to A lneri can Law. w 忱tpublish ing C om pan y, 1984 , p.306.º Rar abau gh , 仆e Al eoh olie R epublie, p.27.
» John K ob ler, A rden tSpirit:Th e 形se an d Fal lofpro hib ition , N ew ! brk:D a C apo pres s, 1973.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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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 在美国革命时期 , 酒馆被视为平等与自由的象征 , 几乎所有的政治集会 !

投票 ! 重大决策都在酒馆里进行 " 正因为酒馆在殖民地城市 ! 村镇生活中的地

位和凝聚力不亚于教堂 , 作为酒馆的关键性人物酒馆业主作为酒馆的关键性人

物 , 因此在当地的社会社区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和 , 他们的政治影响力难以

忽略 " 自独立战争开始 , 酒馆业主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地政治的核心人物 "

他们能左右民意 , 将选票投给那些给他们带来最大实惠的政客 " 在这里 , 政客

的政治观点无关紧要 , 而他们的个性 ! 固有的观念 , 尤其是他们所能支配的资

金和工作机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17 60 年 ,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 亚当斯在

他的日记中曾这样描写美国酒馆: / 这些酒馆成了产生立法委员的摇篮 , 这种

影响实在不好 " 这些狡猾的 ! 没有任何理性和情感的人 , 操纵着城镇里那些没

有主见的乌合之众 , 他们可以增加客栈和酒馆的数量 , 从而控制了酒馆业主和

零售商的选票 " 酒馆的扩大就能诱惑更多的人前往喝酒 , 这些酒鬼们至于将选

票投给谁 , 他们并不在意 0 " ¹
殖民地人民的好酒习惯应当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加以考察 " 当时的 , 美

国社会人口稀少 , 农村人口居民居多 , 与欧洲相比 , 在这片广裹的土地上 , 没

有无休止的你争我夺的意识形态的冲突 , 内战只是一个例外 , " 美国的人口聚

集中心一村镇星星点点地洒落在广阔的土地上 , 居民点之间的联系十分有限 "

这些居民点 , 或曰村镇 , 的社交中心就是教堂和供居民休闲聚会的酒馆 , 当地

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仅仅地位让围绕着这两个中心展开 , 社区数量远远多于欧

洲 " 可以想象 , 在没有电视 ! 收音机 ! 大众媒体广告 ! 大量流通的报刊的年代 ,

酒馆和教堂成为只能是社区居民交往活动 的中心 , 而酒馆业主和教堂牧师 自

然而然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社区的核心头面人物 , 他们成为了主导着社区的公共

舆论的制造者和主导着 " 作为社区举足轻重的人物 , 他们的观点往往成为街头

巷尾议论的话题 " 然而 , 酒馆业主的社会地位在 19 世纪后半期发生了改变 ,

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外国出生的移民 , 自1850 年以后 , 大量的外国移民涌入

城市 , 从而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社会的人口结构 " 酒馆业主的早期的政治影响被

后来的酿酒商利益集团所取替代 , 他们接管了酒馆 , 成为这里的真正主人 " 正

因为如此 , 亚当斯总统感到忍无可忍 , 于是他在 18n 年给一位朋友的信件中

¹ B ehr, Prohibition , PP .l一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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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写道: / 当看到大量游手好闲之人 ! 小偷 ! 酒鬼和那些需要马上就医的肺

病患者在这些握凝的地方鬼混时 , 我陷入了深深的悲伤之中 , 不能自拔 " 我的

激愤之情是如此的强烈 , 以至于真想与烈酒 ! 酒馆 ! 酒类零售商和酒吧馆进行

一场决斗 " 0 ¹

二 ! 美国革命之后饮酒文化的盛行与禁酒尝试

自独立战争至美国内战 , 美国社会酒消费量显著增加 , 饮酒之风日益盛行 "

18 10 年 , 美国总人口仅有 700 多万 , 虽然当时的统计技术还十分落后 , 但统计

数据反映了当时人均酒消量还是十分惊人 " 根据 1814 年马萨诸塞州禁酒协会发

布的报告 , 当地每年的酒的消费超过了250 万加仑 " 这只是一个有据可查的数据 ,

如果将自家酿制的酒 ! 进口的酒 , 以及为逃避政府征税而隐瞒的酒等加在一起 ,

马萨诸塞州的酒类消费量就远远超出这个数字 " 根据 1830 年康涅狄格州地方戒

酒协会的报告 , 在过去的 10 年中 , 里奇费尔德县一个人口仅有 1, 586 的小镇 ,

烈性酒零售量就达到了 36 , 400 加仑 " 依据地方戒酒协会的报告 , 马萨诸塞州达

德勒镇的 1900 名居民在 1827 年就喝去了 1万加仑的朗姆酒 " 同年 , 康涅狄格的

索尔兹伯里 34 户家庭中 , 每家朗姆酒的平均消费量为 29 .5 加仑 " 纽约的阿尔巴

尼戒酒协会报道说 , 当地的 2 万居民在 1829 年消费了 20 万加仑的烈性酒 , 人均

消费的 10 加仑的酒当中 , 威士忌 ! 朗姆酒或杜松子酒居多 " 据统计 , 自1750 至

1810 年 , 白人成年男子年平均喝掉了 10 至 12 加仑的烈性酒 " 调查数据显示 ,

在殖民地时代 , 每年人均烈性酒消费量为 3.7 加仑 " 独立战争胜利 以后 , 由于与

西印度群岛贸易的减少 , 以及联邦政府开始对酒类征收新税 , 使得酒类的消费量

下降了 1 /4 º"但是到 19 世纪初期 , 伴随着酒精蒸馏技术的提高 , 以及为逃避税

务而非法销售酒类现象的出现和 日益增多 , 酒类饮料进一步普及 , 酒消量大大提

高 " 从 1800 年到 1830 年 , 蒸馏酒消费呈直线上升的趋势 , 达到了人均 5 加仑之

多»"除了饮用高度的蒸馏酒之外 , 美国人还饮用酒精含量较低的啤酒 ! 苹果酒

¹ Th om as 凡p eg刊m , B att lin g D em on 彻m .C hie铭 " :Ivan R D ee, 1998, pp.2一23.º R田冠bau gh .Th e Al coholie R印ublie, p.8.
» R aJ旧bau gh .Th e Al eohul ie R印ublie, p.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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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葡萄酒等等 " 喝酒的不仅仅是成年男子 , 还包括妇女和儿童 "

图2 : 20 世纪初期典型的美国酒馆

资料来源: h即沙w ww -filum en a. com /b ackg旧und.as p

一位到美国旅行的人写道: / 我经常看见一些父亲给自己年仅一岁多的孩子

喝朗姆酒或白兰地 " 孩子们长大后很快就开始模仿长辈们喝酒 , 很多青少年把在

公共场所喝酒看作是成年的标志 " 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十二三岁左右的男孩走进酒

馆 , 要上一杯白兰地或啤酒 0 " 大人们经常鼓励青少年喝酒 , 当男孩子开始能够

跟 自己的父亲一起到酒馆喝酒时 , 父亲们会感到十分自豪 " 根据后来美国禁酒协

会的统计 , 在 19 世纪 20 年代 , 900 万的妇女和儿童一共喝掉了12 0 万加仑蒸馏

酒 , 而 300 万成年男子则喝掉了600 万加仑 " 最多时 , 一个成年男子平均每天将

近喝掉 0.5 品脱的酒¹"
独立革命后 , 美国的酒消量开始剧增 , 主要原因有: 首先 , 在独立之后 , 美

国走上了一条独立 自主的发展道路 , 各行各业发展迅速 , 农作物的产量不断提高 ,

酒精蒸馏技术逐渐成熟 , 这些因素为酿酒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 早期的美国经济

主要是建立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之上 , 农作物产量不断提高 , 加上葡萄栽培技术以

及葡萄酿酒业的确立和推广 , 酒类饮料的生产效率和生产数量都大大增加 " 同时 ,

技术水平的提高降低了生产的成本 , 酒类价格也大大降低 " 例如 , 在波士顿 , 1

加仑朗姆酒的价格从 1772 年的 3 先令 6 便士跌到了 1788 年的 2 先令 " 价格的低

¹ R叮ab au gh .Th e Al eoh olie凡, ublie , p.45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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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不仅刺激了消费 , 还进一步刺激了生产 " 到 18 世纪中期 , 波士顿 ! 普罗维登

斯 ! 纽黑文以及费城都逐渐成为美国生产蒸馏酒的工业中心 " ¹
其次 , 酒馆在革命时期的特殊地位促动了酒馆文化的兴起 , 到酒馆饮酒被看

成是爱国行为 " 在殖民地时期 , 殖民政府为了保持社会稳定 ! 维护传统社会的等

级制度而制定的许可证制度 , 制定了许多管理办法 , 如规定卖酒的营业时间 , 禁

止星期日卖酒 , 禁止把酒卖给水手 , 未经主人许可 , 奴隶不得买酒喝等等 " 这在

某种程度上抑制了酒类饮料的泛滥 , 同时也给酒类贸易商提供了发财的机会 , 但

同时召来了酗酒者的强烈不满 , 私酒开始泛滥 , 酒的价格十分低廉 , 交易自由 ,

顾客人数增加 " 5 弗吉尼亚报 6 的一篇文章写道 , 殖民地政府制定的许可证制度 ,

阻碍了大众 / 对独立的追求 0 , 并使他们 / 受到了权威的压迫 0 " 到了独立战争时

期 , 酒馆成为了很多秘密革命组织和革命活动的联络点和聚集的场所 " 殖民地的

爱国者们高举着酒杯 , 呼唤革命和自由 , 在某种意义上 , 酒馆成为了传播革命火

种最佳渠道 , 成为殖民地人民发动独立战争的摇篮 " 独立战争胜利后 , 酒馆的威

望有增无已 , 新的联邦政府也试图通过颁发酒馆经营许可证的办法 , 来治理无序

的饮酒市场 , 但遭到了追求自由和独立的美国人的极大反感 " 他们认为 , 新政府

的做法与殖民地时期殖民统治者的作法一样 , 不得人心 " 酒类管治不了了之 , 酒

馆的声望反而提升 , 这大大助长了酒类饮料的生产和消费 " º
第三 , 西部的孤独而沉闷的生活环境促使拓殖者把饮酒 ! 赌博看成是消磨时

光的最好的娱乐方式 " 独立战争的胜利开启了大规模西进运动的历史 , 西部人口

快速增长 " 1790 年到 1830 年之间 , 美国人 口从将近 400 万增加到 1200 多万 ,

人 口的膨胀促动了对耕地的需求 , 土地的需求刺激了西进运动的发展 " 在 1790

年 , 只有约 10 万人居住在西部 , 到 181 0 年 , 西部人 口增加到 10 0 万 " » 我们知

道 , 此时美国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 , 拥有一块属于 自己的土地是每一位西部

寻梦者的最大愿望 " 然而 , 西部广阔而肥沃的土地给他们带来实惠的同时 , 他们

还得忍受因交通不便和远离文明社会的痛苦 " 收获季节过后 , 就是漫长而无所事

事的冬季 " 在这种情况下 , 这些孤独而散居的西部开拓者不得不聚集在小村镇的

酒馆 , 打牌 ! 喝酒 ! 赌博 , 等到攒够足够的钱再向西进发 " 因此在西进过程中 ,

¹ R田旧bau gh .Th e Al eoholie R即ub lie, p.29.
º Th om as 凡p egr.a m , B attl ing D emo n R um .C hie昭 " :Ivan R D ee , 1998, pp.2一6.» R盯ab au gh.Th eAl eoh olie R印ublie, p.33一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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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者酗酒并滋生暴乱的事件频频发生 "

最后 , 独立战争之后 , 美国工农业的发展使城市化进程加快 , 人口迅速增长 ,

同时 , 新的社会问题凸现 , 全新的社会环境给各阶层带来了不适应感 , 饮酒成为

人们工作之余放松神经的一种方式 " 1790 年 , 人口在 5 , 000 人以上的城市只有

12 个 , 到 18 10 年 , 增加到28 个 , 18 30 年则达到了56 个 ¹"早期的城市化带来

了很多问题 , 比如政府的职能太弱 ! 城市社区卫生条件恶劣 ! 从乡村到城市的转

变让很多城市居民产生疏离和孤独感 " 另外 , 新兴的工厂体制也逐渐改变了人们

的生活方式 " 工人对工厂生活感到新奇的同时 , 也感到迷茫和混乱 , 使生活在其

中的每一个个人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 , 莫名的紧张和焦虑无处不

在 " 人们开始到城市酒馆喝酒 , 以释放自己的紧张情绪 , 缓解焦虑和压力 " 与农

村人相比, 美国城市居民喝酒的人数呈直线上升之势 " W. J. 罗拉堡在书中写道 ,

那时美国人喝酒的习惯 / 来自于对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焦虑 " 0

图 3: 酒馆将人们带到了万丈深渊

了1 望孟公 刀 O F 犷户了侧犷之主R 之) 矛七峨了1 了

资料来源: h仰刃加w w ;pro hibi tion .o su ./ 川留Fdown w ard .c彻

由于饮酒之风盛行 , 社会上酗酒 ! 醉酒现象屡见不鲜 , 酒后暴力和闹事给家

¹ R ajra baugh .T ! eAI 咖 olie肠甲ublie, p.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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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和社会造成十分不良的影响 , 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 " 此外 , 工业化带动了美国

的经济的发展 , 生活社会生活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 然而 , 经济的发展拉大 了社会

的贫富差距 , 不平等现象严重 , 在欣欣向荣的大机器生产的背后 , 是随处可见的

贫民窟 ! 流浪者和流离失所的孩子 " 农村人口和外来移民纷纷涌向美国城市 , 给

工业生产带来繁荣 , 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迅速膨胀 , 种族矛盾凸现 , 劳资纠纷不断 ,

社会治安问题层出不穷 , 社会风气和道德受到严重侵蚀 " 在西部 , 失去政府保护

的拓荒者不得不独自面对边疆潜伏的危险 , 流氓 ! 罪犯和一些捣乱分子却常常可

以逃避法律的追究 ¹"面对这些社会不安定因素 , 部分美国人开始审视社会 ! 经

济 ! 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 , 思考美国的立国原则 " 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对风靡全国

的饮酒风气感到担忧 , 呼吁政府对其进行制约 " 医生 ! 牧师从各自的角度出发 ,

公开反对酗酒 "

美国最早提倡戒酒的应推本杰明. 拉什 (B enj am in Ru sh) " 拉什是一位著名

的外科医生 , 独立战争期间曾经担任过美国陆军军医局的局长 , 是美国 5 独立宣

言 6 的签署人之一 " 由于亲身经历了战争 , 目睹了战争期间很多士兵酗酒导致滋

事 ! 战斗力下降的现实 , 他首先对所谓饮酒能使士兵保持体力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

拉什声称 , 军队给士兵派发朗姆酒的传统 , 导致了难以计数的疾病 , 尤其是发烧

和腹泻 " 1782 年 , 他写了 5 抵制酒精饮料 6 一文并刊登在报纸上 , 这篇文章呼

吁农民不要向收获期雇佣的劳工提供酒 , 他主张 , 酒精不能增加劳动力 , 反而会

损害健康 ! 败坏道德 ! 浪费金钱 " 紧接着 , 他于 1785 年提出醉酒是一种疾病 ,

如不加以有效的控制 ,最终会导致死亡的观点 " 尽管拉什只是从医学的角度劝导

人们节制饮酒 , 并未提倡彻底的戒酒 , 但是他所提出的饮酒过度对身体有害以及

关于 / 疾病 0 ! / 毒瘾 0 的观点还是对人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在整个 18 世纪 80

年代 , 拉什的医学理论和观点在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他本人也成为开创

美国禁酒运动的先锋 " 继拉什之后 , 陆续也有人站出来反对过度饮酒 , 指责了酒

精的罪恶 , 但是 由于戒酒宣传力度不够 , 又缺乏令人信服的事实 , 因此没有引起

很大的社会反响 º"
19 世纪初期 , 美国社会爆发了大规模的宗教复兴运动 " 这是工业文明的冲

¹ R田, bau gh .Th e Ai eoh olie R印ublie, p.29.º pe乡旧m , B att ling D em on Rum , 即.2一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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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下的一次宗教改革运动 , 它抨击社会丑恶现象 , 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制度 , 通

过道德说教的方式规劝人们改正错误 , 逐渐铲除社会弊病 , 实现资本主义的民

主社会 " 这次宗教改革运动的主力是福音派牧师 , 在他们看来 , / 一个酗酒者在

未来的基督王国里给公民树立的只能是一个坏榜样 " 无节制的狂欢即使不是放

荡 , 也是个人行为恶劣 ! 缺乏自控能力的明显征兆 , 酒精消耗量的增加说明个

人道德的下降 , 因而对基督文明构成了极大威胁 0 " ¹因此 , 要求禁酒的呼声越

来越高 , 福音派的牧师们在布道时不断劝说人们戒酒 , 他们把酗酒视为一种罪

过 , 将禁酒奉为所有忠于上帝的战士都必须参加的 / 圣战 0 " 俄亥俄州主教派的

一位主教查理斯.P. 麦基尔文在 5 就禁酒致美国青年人书 6 的小册子中强调: / 我

们的国家正在遭受着酗酒的痛苦; 要求我们做出巨大努力以铲除这种罪恶的时

刻已经来到了 , 而如果没有全民动员和全民行动 , 任何努力都可能一事无成 " 0

因此 , / 立即行动起来 , 全力以赴 ! 团结一致 , 采取有力措施 , 以推动这项改革 ,

是全国每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 0 他更主张采取完全戒酒的措施 , 因为在他看来 ,

/ 第一次饮酒就会导致第二次 , 第三次 , , 如此反复 , 最终会使适度与过量之

间的界限迅速模糊起来 0 º"与此同时 , 宗教复兴运动也使得禁酒思想逐渐深入

人心 , 除了宗教界人士外 , 社会各阶层也广泛参与到禁酒运动当中 , 并产生了

不少新的领袖人物和禁酒思想 " 在此期间 , 社会上支持戒酒的最有力的观点主

要是: 酗酒是所有社会丑恶现象的根源 , 贫困 ! 旷工 ! 虐待妻儿以及其它暴力

行为等 , 都是由于酗酒而导致的 " 在某种程度上 , 酗酒显然己严重影响到社会

治安和人民的生活 , 成为犯罪率急剧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 因此 , 在 182 6 年 ,

一批积极从事传教事业的教会人士在波士顿成立了美国禁酒协会 , 该协会一年

之内又建立起 172 个分会 , 会员人数达到22 , 000 人 , 十之内就迅速上升到 120

万人 " 1836 年 , 主张完全戒酒的美国禁酒同盟成立 " 这些组织发起了一些以宣

传戒酒为主的游行和示威活动 , 旨在通过劝导号召人们放弃饮酒的习俗 " 同时 ,

一些人开始逐渐不满足于单纯的道德规劝 , 而要求通过立法加以限制 " 在强烈

要求禁酒的呼声中 , 18 46 年 , 缅因州首先制定了禁酒的法律 , 到 18 51 年成了

其他各州制定同类法律的蓝本 " 到 1860 年 , 美国己有 13 个州通过了禁酒法令 "

¹ R o伙戒T. H an dy. A C M sti an A m 币ca. N ew yo 氏 19 84 , P. 46º H an dy. A C hri sti an A m eri 叽 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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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战争的爆发使禁酒运动走向低潮 " 内战结束之后 , 禁酒主义者们才再度掀

起了轰轰烈烈的改革浪潮 " 可以说 , 宗教复兴运动的兴起对禁酒运动的发展产

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¹"

三 ! 内战以后的酒馆文化与社会问题

自内战之后 , 尤其从 1890 至 1920 年之间 , 现代美国社会的各种特征初见端

倪 " 美国工业化促进了各个行业大的大发展 , 酒类生产行业也不例外 " 现代化

的生产和运输带动了酒类行业的大发展和繁荣 , 啤酒业异军突起 , 酒馆行业进

入鼎盛时期 " 酒馆给人们带来了快乐 , 也滋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 , 它成为了藏

污纳垢的场所 " 新一轮禁酒主义者又一次关注酒馆 , 并以此为突破点 , 紧紧抓

住酒类行业给社会带来的问题不放 , 揭发城市酒馆的丑恶 , 曝光酒业利益集团

与酒馆行业之间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 " 他们点燃了新一轮的禁酒热情 , 将禁酒

运动与进步主义运动结合起来 , 一场更加强劲的新的禁酒浪潮席卷了美国 , 各

州纷纷出台禁酒立法 , 为全国禁酒立法的出台打下基础 , 禁酒由一个地方问题

演变成全国问题 "

整个 19 世纪 , 美国社会还是以农业为主 , 农村城镇和工商企业是这个时代

的主要特征 " 到 19 世纪后半期 , 美国工业化进程加速 , 大城市和现代工业取代

了传统农业 , 美国社会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 " 1890 年 , 美国人口统计署宣布 ,

美国的西部边疆时代结束 , 从东海岸至西海岸都有人定居了 " 到 1920 年 , 绝大

多数美国人口居住在 2 , 500 人以上的城镇当中 , 美国已经成为了城市化国家 " 同

一时期 , 美国大城市的数量翻番 , 10 万人以上的大城市 由 1890 年的 28 个 , 增

加到 192 0 年的 68 个 " 除城市数量的变化之外 , 城市的内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 摩天大楼 ! 大城市公园 ! 郊区街车 ! 大公司总部建筑群 ! 超大型工厂 ! 现

代化的电话网以及城市间铁路网成为城市的基本元素 " º历史学家塞缪尔. 海斯

(s am ue l H ays ) 说 , 美国人生活在一个 / 组织化的社会 0 里 , 经济和职业的触

角 已经延伸到了家庭 ! 宗教和生活社区 "

¹ H an dy, C hris tian A ln eri ca, P. 47 .
º 王旭 , 美国城市发展模式 ,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2000 , 第 55一6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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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 年至 1910 年 , 美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移民潮 , 以天主教徒为

主的东南欧移民涌入美国 " 数以百万计的意大利人 ! 希腊人 ! 俄罗斯犹太人等新

移民 , 和爱尔兰 ! 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国的老移民一道 , 进军美国城市 , 成为

美国工业化的主要劳动力 , 城市人口急剧膨胀 " 到 191 0 年 , 在波士顿 ! 布法罗 !

芝加哥 ! 克利夫兰 ! 底特律 ! 密尔沃基和纽约等大城市中 , 移民和他们的子女占

城市总人口的70 % 以上 " 大量的外国移民和国内人口不断涌向城市 , 其中既有贫

困农民 ! 农场主 , 也有技术工匠和普通劳工 , 他们将独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带

到了城市 " 到城市酒馆饮酒成为他们特有的休闲娱乐方式 " 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传

统与工业社会中的美国中产阶级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格格不入 "

工业化虽然一直是进步运动时期美国社会的主旋律 , 但由于受根深蒂固的传

统思想的熏染 , 很多美国人 , 甚至那些具有现代社会思维的中产阶级 , 依然不能

放弃固有的价值观 , 积极的面向未来 , 对工业化持抵制态度 " 工厂劳工无视甚至

挑衅工业时代的劳工制度 , 继续保持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 , 抵制工厂纪律 , 反对

雇主和社会改革者们来规范和干涉他们的生活 " 同时 , 经济萧条 ! 劳工冲突 ! 农

场主的愤怒 ! 种族暴力 ! 社会秩序混乱以及无监管的企业扩张十分严重 " 面对诸

多社会问题 , 新生的中产阶级积极倡导社会改革 , 关注各类社会和政治问题 , 他

们成为了进步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 , 他们中间有律师 ! 社会工作者 ! 公共健康专

家 ! 城市规划家 ! 公司职员 ! 中产阶级家庭妇女和女大学生 " 在推崇现代企业制

度高效的同时 , 他们还忧虑垄断企业所操控的无限权力 , 更担心社会贫富的巨大

鸿沟会将美国分成两个世界 " 进步主义的改革者们呼唤社会的公正和秩序 , 呼吁

用政府的权力消除社会的不公平 , 营造一个安全 ! 高效 ! 充满关爱的现代社会 "

面对如潮的移民人口 , 本土中产阶级居民表现出了一种复杂的心态 " 一方面 , 他

们同情新移民贫困的生活 ! 拥挤的居住条件和危险的工作环境; 另一方面 , 他们

对新移民的生活方式感到陌生和可怕 , 担心这些生活方式会危害到美国的传统习

惯和价值观 " 正当美国人竭尽全力进行自我调整 , 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之时 , 饮

酒问题再次成为美国社会的核心问题 " 对饮酒的又一轮攻击正好反映了现代官僚

体制和大众都市文化在美国的崛起 , 反映了美国中产阶级为了谋求社会秩序 ! 进

步和社区凝聚力的献身精神 " 和其他社会改革一样 , 禁酒主义者利用专家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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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的研究手段 , 探求饮酒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 " 应该说 , 禁酒改革是新经济

和社会环境的产物 , 是美国人对改革社会弊病充满 自信和乐观的一种表现 , 是一

场有组织的政治和宗教活动 , 也是美国人重新定义其行为规范的一场文化运动 "

前一章已经提到 , 医生和社会学家们就饮用烈酒对饮酒者的身体 ! 个人的经

济状况和家庭 ! 工厂的安全与工作效率以及社会治安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 "

专门对进行了调查研究 , 他们发现 , 父母无节制的饮酒会给他们的下一代造成了

极大的影响 " 即使是适度饮酒 , 也会给人们的中枢神经带来不良影响 , 成为健康

的潜在威胁 " 威士忌和白兰地从医生开出的药单上抹去 " 美国的医学协会谴责把

烈酒当饮料的习惯和行为 " 保险公司把医疗行业的结论当成证据 , 向饮酒者收取

十分昂贵的人寿保险金 " 同时 , 进步主义时期的专家们对饮酒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十分在意 " 1899 年 , 专门调查酒精问题的五十人委员会发布了长达 70 页的调查

报告 , 详细地向公众展示了饮酒与贫困 ! 社会救济 ! 忽视和虐待儿童 , 以及社会

犯罪之间的关系 " 进步主义时期 , 由于大量生产机械的增加 , 大量工业事故的发

生导致劳工事故赔偿法和雇主责任法相继出台 , 工业效率与企业利润直接挂钩 ,

它们都直接影响着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工人收入 " 于是有人专门针对饮酒对工

业企业的影响进行了探视 " 研究发现 , 工人们上岗时饮酒严重地影响了工作效率 "

美国中产阶级的职业人士对禁酒问题的意见与上述专家虽有所不同, 但他们追求

纪律 ! 秩序 ! 进步的目标 , 注定了要坚决反对劳工阶级饮酒习惯和饮酒文化 "

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 , 美国的社会问题从生 , 男性无节制饮酒滋生了社会混

乱 , 这给中产阶级敲响了警钟 , 他们把男人饮酒与旧世界移民的陋习 ! 劳工阶层

文化上的独立和社会邪恶的蔓延联系在了一起 " 一位芝加哥的牧师认为 , 外来文

化的 / 入侵 0 是从移民饮酒文化的蔓延开始的 " 进步主义者坚信 , 生长环境将对

儿童成长产生深远影响 " 关注儿童健康与成长的社会工作者担心 , 儿童到酿酒厂

捡垃圾 ! 到底层劳工的酒馆就餐 ! 打工 , 让他们过多地接近饮酒文化 , 这是无家

可归儿童普遍醉酒的原因 " 因此 , 许多的社会工作者们 , 如社会改 良运动的先驱

简. 亚当斯 (J an eA dam s), 倾其全力 , 致力于改善城市社区的生存环境问题上 "

190 2 至 1916 年之间 , 美国 100 多个城市展开了有关地下色情服务的社会调查 ,

代表性结论是 , 酒馆导致社会伦理道德的堕落和色情行业的兴隆 , 其他任何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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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与之相比 " 一时间 , 有关酿酒商人和蒸馏酒商人破坏大众生活 , 腐蚀未成年

人健康 , 以及给政治带来不良影响的指控越来越强烈 , 而外来移民和工人阶层聚

会的酒馆成为了社会的众矢之的 " 禁酒主义者把酒馆描述成 / 邪恶的榜样 ! 社会

不公的典型 ! 憎恨的根源 ! 道德败坏的源泉 0 ¹"
酒馆文化是美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城市文化合力的产物 , 是美国饮酒文化的

又一次回归 , 它彻底改变了美国人饮酒的模式 , 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 " 自190 0

年开始 , 美国人的酒消量陡然增加 " 19 00 年 , 美国 巧岁及以上的美国人平均

饮用 2.1 加仑的酒; 到 19 10 年 , 人均饮酒量增加到了2. 6 加仑 , 达到 19 40 年

以来的历史最高值 " 19 世纪早期 , 美国人的饮酒文化是围绕威士忌展开的 , 19

世纪 80 年代初期 , 全美的啤酒消费量大约是 50 万加仑 , 到了90 年代初 , 增

加到了 10 0 万加仑 , 到 19 13 年 , 增加到 200 加仑 " 啤酒已经替代了蒸馏酒 ,

成为美国酒民的首选 " 所消费的各类酒当中 , 啤酒占 60 % º"应该说 , 20 世纪

初期开启了美国的啤酒时代 , 而这种都市饮酒文化是移民 !

股合力的结果 ,

酒引进到美国 "

外来移民的影响尤其深刻 " 19 世纪中期 ,

工业化和城市化三

德国移民将储藏啤

德国人把啤酒视为食物 , 称其为 / 液体面包 0 , 是家庭生活和

社交娱乐的必需品 , 是取代蒸馏酒的健康饮品 " 一些啤酒酿造商人说啤酒的酒

精含量相对较低 , 酒精度仅为 5% , 是理想的 / 禁酒饮料 0 " 随着中南欧移民

潮的到来 , 饮用啤酒的热情再次高涨 , 到 20 世纪早期 , 德国人的啤酒文化已

经渗透到了美国主流文化之中 " 只有那些没有受到移民潮的冲击的南部农村地

区 , 啤酒文化的痕迹不十分明显 , 人们依然保持着喝威士忌的习惯 "

啤酒文化的蔓延原因很多 , 其中啤酒酿造技术的提高 , 企业合并风潮和酒类

行业之间激烈的竞争 , 以及外来人口向城市聚集是关键因素 " 相对蒸馏酒而言 ,

19 世纪 80 年代之前的啤酒供应量不大 , 主要是因为啤酒不能像威士忌那样用小

容器盛载 , 储存时间不易太长 , 而且啤酒的用量大 , 容易变质 " 另外 , 虽然啤酒

的酒精度低 , 味道清爽 , 深受美国大众喜欢 , 但它需要在低温下保存才能保证新

鲜的口感 " 到 19 世纪末 , 机械冷藏技术飞速发展 , 啤酒酿造技术进一步完善 ,

啤酒产量才大大提高 " 同时 , 全国交通网初步形成 , 城市人口的膨胀的一个反应

¹ Peg冠m , B atd in g D eln on R um .P. 86 .
º Pe乡l m , B atU 吨 D " 叮on R刀m .pp .8 9一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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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啤酒的消量大幅度增加 , 可靠稳定的啤酒供应成为社会的需要 , 啤酒酿造业因

此逐渐成为了美国较大的经济部门 " 美国中西部的啤酒酿造商 , 如 Pab st , Schi itZ ,

Bl atz , L em p 和 M oerl ei n , 开始将他们的啤酒产品推向全国市场 , 与地方啤酒商

人展开了激烈的市场竞争 " 竞争促使啤酒业界开始了企业合并 , 啤酒企业由 1899

年的 150 0 家减少到 19 14 年的 1250 家 , 此时 , 市场上近 50 % 的啤酒产品来自于

全国前 100 名的大啤酒公司¹"
美国啤酒酿造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特点是它与象征着传统酒文化的酒馆紧

密联系在一起 " 技术的革新使得啤酒的运输和储藏变得十分容易 , 啤酒零售业开

始兴盛 , 但啤酒产品依然不能走进家庭 " 这是因为瓶装啤酒易碎 , 不易运输 , 而

且酒瓶回收再利用比较麻烦 , 所以大量的啤酒只能装在大木桶里 , 运输到各大酒

馆 " 每桶啤酒大约在 31 至 55 加仑之间 , 酒馆的顾客较多 , 啤酒可以在短时间里

卖完 , 还能保持其清爽口感 " 而电冰箱在当时还没有走入美国普通家庭 , 啤酒无

法冷藏 " 这些原因最终决定了 20 世纪初期美国的酒文化只能围绕酒馆展开 , 而

啤酒是酒馆文化的核心 " 在当时 , 大多数酒馆业主经营的酒馆规模很小 , 酒馆里

面可供出售的啤酒不超过两桶 , 而且只出售一个牌子的啤酒 " 在城市 , 好几家酿

酒商人为了争取酒馆代售自己的啤酒 , 在竞争中赢得先机 , 他们通常向酒馆免费

提供诸如挂历 ! 广告宣传画 ! 玻璃器皿 ! 巨幅印刷画等东西进行小恩小惠 " 另外 ,

价格打折或私下向店老板提供回扣的做法屡见不鲜 " 他们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了

啤酒价格大幅度下跌 " 比如 , 在啤酒消费最大的市场芝加哥 , 原先一桶仅售 8 美

元的啤酒 , 由于竞争的关系 , 降为 4 美元º"
为了阻止啤酒价格的下降 , 遏制独立酒馆业主的特殊权限 , 啤酒商从英国

引进了 / 酒厂直营 0 体制 " 他们在城市社区开办酒馆 , 申请营业许可 , 配备酒

馆经营所需的设备 , 然后招租给经营者 , 每月付给他们 固定的工资 , 但酒馆的

承包者必须遵守一个条件 , 只允许出售提供商提供的产品 " 或者 , 酿酒商与独

立酒馆业主达成协议 , 啤酒由厂家免费提供 , 房租费也由厂家承担 , 所得收益

双方按比例分成 , 条件是酒馆业主只能出售厂家的啤酒产品 " 这样以来 , 酿酒

商就有 了自主权 , 不受独立酒馆业者的控制 " 据 191 6 年芝加哥的一个官方调

¹ Pegr am , B att ling D em on R um .即.96一105.
º C co 花e A de, Th e o ld 肠m e sal oo n:N ot认/e t一otD I丫Ju stH isto 以N ew Y .ork , 1931.p.34一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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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 该城市共有酒馆 7, 000 余家 , 其中 70 % 由酿酒商直接控制 " 1908 年 , 新

泽西帕特森市有 76 % 的酒馆营业许可被酿酒商购买 " 在纽约 , 酿酒商购买的

酒馆营业许可占全市的 80% 以上 " 据说 , 洛杉矶的 200 家酒馆全部由酿酒商

控制 " 其他城市 , 如波士顿 , 酒类批发商用同样的方式操控着酒馆 ¹"/酒厂直

营 0 体制的引进保证了酒馆的稳定运行 , 酿酒商也感到了一丝安全感 " 酒馆运

营不善或经营权易手时有发生 , 但如果酒馆的承包人不能完成厂家指定的月销

售量 , 他们就要被辞职 , 新的酒馆承包人就会接替他们 " 此外 , / 酒厂直营 0

体制迫使酒馆承包人无条件的接受啤酒商制定的啤酒定价 "酒馆经营者为了满

足顾客对啤酒以外的需求 , 他们就得自掏腰包去购进 " 由于啤酒商必须通过酒

馆出售他们的产品 , 所以他们就想方设法将风险转嫁给酒馆经营者 " 然而 , 酒

馆经营者依然选择加盟 / 酒厂直营 0 体制 , 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 " 首先 , 获得

酒馆许可的费用十分昂贵 " 1880 年掀起的提高酒馆经营许可运动 , 将酒馆经

营许可提高到 500 至 1500 美元 , 其目的是要把那些边缘的和声名狼藉酒馆赶

出市场 , 整顿酒馆行业秩序 " 但这样做的结果是 , 独立的酒馆业主因负担不起

费用而不得不投靠酿造商 " 此外 , 由于厂家提供赞助 , 人们可以投入很少的资

金 , 轻而易举地经营一个小酒馆 , 机会是属难得 " 一位酒馆经营者兴奋地说:

/ 世界上最容易的生意就是开一个酒馆 0 " 正因为如此 , 数以千计的普通劳工

与酿酒商签订了经营合同 , 系上围裙 , 乐滋滋地开张了 " 他们心存梦想 , 希望

有朝一日自己成为独立经营者 ,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意 " 无论是生活所迫 , 还

是出于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 全国的酒馆经营者与酿酒商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正式

而固定的关系 "

/ 酒厂直营 0 体制的引入造成了酒馆经营的过度扩张 " 酿酒业能够成功地

将众多的酒馆纳入自己的体系 , 却不能够有效地遏制酒馆无休止的蔓延 "结果 ,

酒馆数量呈几何数增长 " 据美 国研究禁酒运动的历史学家诺曼 . 克拉克

(N orm an C lar k ) 的估算 , 1880 年 , 全美酒馆为 150 , 000 家 , 到 1900 年翻了

一倍 , 其中 , 绝大多数酒馆集中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当中 " 酒馆数量

的巨大 , 酒馆经营者经济负担日益加重 , 酿酒商又不断要求提高营业额 , 酒馆

¹ A de, Th e o ld尸n m e s以oo n.p.4一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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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不得不展开无情竞争 , 手段越来越卑劣 " 酒吧侍者为了提高营业额 , 变成

了冷酷黑心肠的赚钱机器 " 一位酒吧独立经营者抱怨说 , / 一个受酿酒商控制

的经营者 , 是不会考虑酒馆的和谐氛围的 , 他只关心赚钱 " 0 ¹禁酒者认为 , 酒

馆经营者为了赚钱 , 不停的规劝顾客喝饮酒 , 直至烂醉如泥 " 同时 , 他们还玩

一些小把戏 , 让未成年的男孩染上酒瘾 , 成为日后固定的客源 " 为了增加营业

额 , 酒馆通常延长营业时间 , 偷着将酒卖给未成年人 , 以及酒里掺水 " 一些业

主允许顾客在酒馆赌博 , 或者在酒馆举行艳舞表演 , 同意妓女进入酒馆 , 引诱

顾客们多喝酒 " 更有甚者 , 有些酒馆业者还同意小偷进入 , 在顾客中间来回穿

梭 , 窃取钱财 " 虽然有意提供犯罪机会的酒馆为数很少 , 但它们藏污纳垢的社

会形象影响了整个酒馆行业 " 据一位资深的酿酒公司代表估计 , 芝加哥只有

10% 的酒馆存在上述问题 , 数量大约在 700 到 800 家之间 " 1890 年 , 一位名

叫雅考伯 . 雷伊斯 (Joc ob Ri is) 的纽约记者报道说 , 法律禁止将酒卖给未成

年人的做法 , 深受居住在经济适用房的居民们的欢迎 , 该法令的受欢迎程度不

亚于禁止诅咒发誓的法律 " 这些报道向倡导禁酒者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 从而使

他们坚信 , 酒馆就是传播社会犯罪的罪魁祸首º" 1905 年 , 5 酒馆问题与社会

改革 6 的作者社会学家约翰 M .巴克 (Jo hn M .B arker) 认为 , 酒馆是引发社会

犯罪的关键 "面对如此多的负面报道 , 酒馆业者的行业刊物 5 公平竞争的冠军 6 ,

刊登了相关的自我澄清的文章 , 标题有 5 酒馆并非所有犯罪的诱因 6 , 5 贫困并

非由烈酒引起 6 等等 " 不过 , 它们的反驳毫无说服力 , 反倒给人做贼心虚的印

象 " 这些新的变化将美国的酒类行业推向了道德的审判台 , 从而又一次加强了

全国禁酒的呼声 " 酿酒商和酒馆之间的密切关系让美国人感觉到 , 美国的饮酒

文化 已经失去控制 , 法律遭到践踏 , 社会道德受到侵蚀 , 民主制度面临严峻的

挑战 "

¹ A de, Th e o ld Ti m e sal oon.p.即.49一51.º peny 凡Du is.Th e saloo n:pub lie D - nking in Ch ieago an d B osto n , 1880一1920 , Ch ieago , 1998.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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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酒馆是万恶之源

不淤 - /
资料来源: ~ nebn始kas tu di es. o习二J0701 夕 12 0. htnil

面对社会的指责 , 由农村势力把持的各州议会相继颁布了星期日关门法 , 然

而该法律引起了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居民的反对 , 并拒绝执行 " 城市居民的反映进

一步使农村中产阶级坚信 , 酒馆从事的勾当厚颜无耻 , 是违法乱纪的根源 " 星期

日关门法与城市文化背道而驰 " 大多数外国移民和城市劳工利用星期日来休闲娱

乐 " 一位德国移民认说 , / 经过六天的辛勤的工作与奔波 , 德国人想利用星期日

自由自在地享受一下生活 " 一些人要用早晨的时间去教堂 , 更多的人在下午去剧

院观看演出 , 然后到餐馆或咖啡馆就餐 " 还有一部分人干脆呆在家里 , 或者集中

到附近的酒馆 , 会见老朋友 , 结识新朋友 " 0 很多移民认为 , 该法律的出台毫无

道理 , 他们没有义务还要继续 / 苦行僧般的清教戒律 , 把星期日变成死气沉沉的

日子 , 没有欢乐 , 只有死一般的寂静 " 0 相反 , 支持该法律的禁酒主义者认为 ,

那些周日照常开业的酒馆是对公众道德的挑衅 , 是对法律尊严的蔑视 " ¹
不过 , 啤酒商和德国移民却不这么认为 " 他们将啤酒的物理和社会属性与烈

酒进行了对比 , 得出的结论是 , 烈酒有害于身体健康 , 而啤酒会给人的身体和社

会带来益处 " 1880 年一家由酿酒商资助的刊物上说 , / 喝威士忌不仅伤胃 , 还会

使人变得丑陋 , 而啤酒则不同 , 它不仅会使人变得柔美 , 性情温和 , 对朋友充满

¹ Du is .Th e Sai oon .PP 3 9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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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 , 还能使人与人之间的充满手足之情 " 0 有些啤酒商甚至认为 , 啤酒不会使

人醉酒 " 一位啤酒商说 , / 喝啤酒只能让人变得 -好玩 . , 但不能喝醉 " 不过 , 放

纵烈酒则会导致不良的社会后果 " 所有人都痛恨酒鬼 , 威士忌使人变成酒鬼 " 0 ¹
听到啤酒商对烈性酒的攻击之后 , 烈性酒的生产商们立即还以颜色 " 他们立刻指

出 , 啤酒商和酒馆是狼狈为奸的关系 " 1906 年全国烈性酒经销商协会曾经问到:

/ 是谁纵容违法犯罪 , 并修建低档粗俗的饮酒场所呢? 很显然 , 不是威士忌酒业

集团 , 因为没有几家酒馆能受控于威士忌行业 " 0 º不管怎么说 , 啤酒与酒馆的紧

密联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 按照克拉克的话来说 , 对千百万的普通美国人来说 ,

酒馆的形象是与烂醉如泥的酒鬼 ! 嘴刁怪味雪茄的胖子 ! 厕所混杂着尿臭和呕吐

物的恶臭味道以及酒后暴力犯罪联系在一起 " 社会批评家曾质问酿酒商 , 既然啤

酒把一群的酒鬼吸引到了如此恶心的地方 , 那么 , 又怎么能说它促进人的健康 !

大众间的友情 ! 社会的幸福呢? »

图5 : 酒馆业者在盘算如何让上学的男孩子们到酒馆喝酒

¹ R oy R osenzwei g, E igh t H ours for W llat we Wi ll:从勺rkers an d Leisure in An In面s币al e ity, 1570一1920.N ew
YO rk , 19 83 , PP .9 3一104

º
» Ro sen zwm g, E igh tH ours fo rW llat W 七Wi ll.pp .106一川 .

R osen ZWm g, E igh tH ours fo rW llat W 七Wi ll.PP .llg一123.



美国禁酒运动的历史研究

到 1908 年 , 啤酒和烈性酒行业己经充分意识到违法乱纪的酒馆对他们自身

的存在构成的严重威胁 , 但它们不但没有团结起来 , 实行行业整顿 , 有效地抑制

酒馆的邪恶 , 相反 , 互相抨击 , 内江现象严重 , 这使得本来岌岌可危的处境雪上

加霜 " 而此时 , 禁酒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股组织纪律严明的政治力量 , 对酒类行

业和酒馆构成了巨大威胁 " 在禁酒组织的压力下 , 美国酿酒商协会发动了有气无

力的反攻 " 他们将问题的根源归咎于不讲道德的酒馆太多 , 并承认 , 由于酿酒行

业之间的激烈竞争 , 才导致了酒馆数量剧增 , 超过了市场的实际需求 " 同时指出 ,

/ 无法无天的酒馆 0 之所以存在 , 声名狼藉的酒馆业主和 / 某些为了个人利益的

政客也难逃罪责 0 " 酒馆业主和酿酒商并没有联合起来保护自己 , 而是相互指责

对方的不是 " 酒馆业者攻击最多的是啤酒酿造商 , 其次就是禁酒工作者 " 他们将

酒馆林立的事实归咎为顾客太多 " 面对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的指责 , 一位酒馆

业者这样回答说: / 女士们 , 请你们不要指责我们 , 要怪就怪你们那些没有教养 !

缺乏管教的儿子吧 ! 0 ¹酒类生产行业不愿意听到人们对酒馆的批评 , 但没有能力

团结起来 , 清除酒馆存在的问题 " 蒸馏酒行业提出一个建议 , 设立一个保护项目,

取名为模范许可联盟 , 由政府监管酒馆 , 啤酒商拒绝参加 " 在整个禁酒运动过程

中 , 酿酒商和蒸馏酒商之间相互揭丑 , 行业内部大规模 ! 残酷无情的竞争从未停

止过 " 酒类行业的做法没法改变酒馆的不良形象 " 有趣的是 , 酒类行业的内江并

没有改变公众对它们的看法 , 在普通美国人的眼里 , 酒类行业是一个牢不可破的

利益共同体 , 只谋求行业利益 , 不顾公众死活 , 作恶多端 " 为数不多的几个州和

地方的啤酒商 ! 蒸馏酒商和零售商联合起来 , 筹集资金 , 公开参与政治行动 , 阻

碍禁酒议案的通过 , 在某种程度上 , 它们的统一行动也掩盖了整个酒类行业内部

的混乱局面 , 它们的院外游说活动只能加深了人们的固有印象 " 另外 , 190 0 年

啤酒行业接管了全国的大部分酒馆 , 企业所有权的更换更加深了人们的对酒类行

业的上述看法 , 坚信酒类利益集团内部存在着一个核心领导机构 , 他们组织严密 ,

活动经费充足 , 个个十分贪婪 , 所有的政治活动都经过了严密的策划 "

美国的企业组织模式进一步使人们相信 , 美国存在一个十分危险的酒业托拉

斯 " 19 世纪末 , 美国掀起了一股企业合并 ! 重组 ! 兼并的风潮 , 出现了许多巨

型公司 , 如美国钢铁公司 ! 美孚石油公司等等 " 为了优化经营 , 限制破坏性竟争 ,

¹ John M .B aJ ter, Th e sai oon p roblem an d soc ial R efo n 0 , Boston , 19o5.p.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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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投入 , 保护安全稳定的产品市场 , 许多生产商通过企业纵向合并的现代运营

手段 , 掌握了从生产到市场一条龙的企业控股权 " 这些巨型公司全权支配原材料 !

运输工具 ! 加工厂和销售网络 " / 酒厂直营 0 体制就是啤酒酿造行业的一种纵向

合并 " 只有当啤酒商操控了啤酒销售环节 , 公司的市场份额就随之增长 " 蒸馏酒

行业也是大鱼吃小鱼 , 形成更大的公司 , 这种做法通常叫做横向兼并 " 比如 1899

年创建的美国蒸馏酒公司 , 就是由4 家烈性酒公司合并而成的 , 合并之后 , 该公

司生产的烈性酒占全国的90 % " 同时 , 由于企业的合并导致了严重的行业垄断 ,

美国人开始担心 , 无所不能的垄断公司将会对美国的大众民主构成威胁 " 从这个

意义上讲 , 酒馆对社会的危险性进一步增加 " 因为它不仅仅是滋生社会犯罪和混

乱的温床 , 还是不负责任的酒类行业将其不良影响渗透到美国社会各个角落的最

佳渠道¹"

图 6: 反对酒馆和酒类买卖的海报

资料来源 : 一 leg en ds " 佃neri ca .c o而ah , rohib iti on sP 以水e ,

禁酒主义者把每一个酒馆看作是酒业托拉斯的一个前哨 , 它们在都市政治生活中

的重要位置严重地腐蚀了美国的民主制度 " 在 20 世纪到来之际 , 男性酒文化和

男权政治之间依旧保持着的紧密联系 " 酒馆是政客们拉拢选票的理想场所 , 自殖

民地时期起就很盛行 , 到进步主义时期 , 美国的投票人依然期望他们的候选人用

¹ John Ko ren , Eeonom ie As pect ofth e L iquorprob lem , N ew yo rk , 1899.即.77一83



酒来招待他们 , 酒馆作为社区的活动中心 , 自然是政治活动聚会的重要场所 " 一

年当中, 主要政党在纽约市召开的候选人提名会议平均达 1002 次 , 其中的 633

次在酒馆举行 , 还有 96 次选在了离酒馆不远的地方 " 大选期间 , 许多城市酒馆

后面背街的屋子被用作选票统计站 " 更为重要的是 , 各党派的忠诚者为了让其政

党候选人得到更多的选票 , 他们将酒馆的后屋变成了据点 , 下一轮投票开始时 ,

他们就从这里把那些由新移民组成的流动投票大军 , 引领到下一个投票点 , 进行

投票 " 酒馆业者中有很多人兼有公职 , 因此而搞出了不少的笑话 " 有一次 , 圣路

易市政府会议正在开会 , 有人雇了一名小男孩 , 让他向会议大厅喊了一声: / 先

生们 , 你们的酒馆着火了! 0 于是市政会议大厅顷刻之间人走楼空 , 会议不了了

之 ¹"比如 , 1902 年密尔沃基市政会议共有 46 个席位 , 其中 13 个席位是由酒馆

业主承担的 " 虽然酒馆业主身份的政客在市政会议当中绝非主导 , 但是在进步运

动时期 , 政府官员与酒业利益集团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产生的影响 , 却随处可

见 "

选举期间 , 酒馆与市政机器融为一个有机整体 , 之后 , 它们自然而然地卷入

了市政腐败的漩涡之中, 为腐败的市政机器提供维持其运转的 / 润滑剂 0 " 酒馆

之所以为所欲为 , 无视星期日停业法的存在 , 主要是因为他们向寻求政府职位的

候选人提供赞助 , 当选之后 , 这些官员向他们提供保护和特权 , 以示回报 " 同时 ,

酒馆业者还贿赂当权的政客 , 让他们提供绿灯 , 以便全天候开业 , 或开设赌场和

提供色情服务 , 吸引顾客光临 " 未获得营业执照的酒馆 , 将一年的罚金交给了主

管官员 , 这样以来 , 他们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做生意 , 再也不会有人打扰他们 " 每

年市政机器的幕僚们在扩招新随从 , 或者款待老下属随员时 , 就选择在酒馆花天

酒地 , 渡过梦幻的时刻 " 酒馆就是一个交易所 , 地下金钱交易 ! 培养政治机器的

忠实党徒等事情都在这里进行 " 此外 , 市政立法机构每年可从发放酒馆许可证当

中捞到大量的好处 " 酿酒商和酒类批发商也是市政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 据历史

学家佩里. 杜伊斯 (p " 比y D uis) 估算 , 在 19 06 年芝加哥市政府维持运营的资金

当中 , 22% 的资金来源于发放酒馆许可证 " 可以肯定 , 20 世纪之交的美国城市政

府 , 多数都受到酒馆和酒业利益集团的控制 " 一位禁酒激进分子说 , 市政老板和

酒馆业者是一对 / 孪生恶魔兄弟 0 , 他们沉靡一气 , 腐蚀着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社

¹ M ich ael K - 云n , Th ep opulist persu as ion:An A m 城can H isto以 N ew Yo rk , 1995.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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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肌体¹"
对于中产阶级禁酒改革者来说 , 酒馆滋生了伤风败俗的社会问题 , 并给美国

的民主政治构成了腐蚀 , 但在中下层劳工和移民看来 , 酒馆是他们生活中十分重

要的一部分 , 是他们生活交往的平台和娱乐的中心 " 19 世纪 90 年代 , 在五十人

委员会的资助下 , 由中产阶级社区改良主义者和大学生组成的社会调查员对酒馆

进行了调查 " 他们发现 , 酒馆除了向人们提供酒精饮料外 , 还向移民和劳工提供

非常重要的服务 " 由于社区内银行服务不便利 , 劳工和移民们常常要到酒馆兑换

现金 , 到酒馆存放他们值钱的物品 " 酒馆还是职业介绍所 , 为移民和劳工提供就

业机会和劳务信息 " 作为唯一开放公共场所 , 酒馆还是人们阅读报纸 ! 收发信件 !

打电话和上厕所的地方 " 提供免费午餐是酒馆的另一个特点 " 有些社会批评家指

出 , 免费午餐的目的是要鼓励顾客喝更多的酒水 , 而这对顾客来说十分重要 " 19

世纪末 , 美国社会竞争激烈 , 工人们为了节省时间 , 放松紧张的神经 , 他们就到

酒馆买一杯酒 , 下饭吃 , 于是酒馆午餐大受欢迎 " 通常情况下 , 酒馆 向顾客出售

食面包 ! 奶酪 ! 午餐肉 ! 热狗 ! 鸡蛋 ! 蔬菜等 , 与劳工们生活社区那些脏兮兮的

五美分餐馆相比 , 酒馆的饭菜要好的多 , 与十到十五美分的餐馆相比 , 酒馆饭菜

的价格十分便宜 " 不过食物量相对较少 , 而且很咸 , 主要目的是让顾客感到口渴 ,

让他们饮酒解渴 " 芝加哥的一位公共社区改良的调查员说 , 在芝加哥 , 依靠慈善

机构提供膳食的贫困者加在一起 , 还不及酒馆供养的人数 º"
坐落在城市劳工生活社区的酒馆还有一个最主要功能 , 它是 / 穷人的俱乐

部 0 " 底层劳工不可能有机会到豪华的酒店酒吧喝酒 , 也不可能像高收入的职业

人士那样 , 到专门职业人士的酒馆消遣娱乐 " 对于那些靠出卖体力谋生 ! 满身汗

臭味 ! 经常从事危险工种的底层人来说 , 社区酒馆的环境要比他们拥挤 ! 黑暗的

租用房好的多 " 这里宽敞明亮 , 气氛温和友善 , 是男人的天地 , 既没有妻子的牢

骚 , 也没有孩子们的吵闹和生活琐事的烦恼 , 他们可以在这里打扑克 ! 读报纸 !

闲谈政治 ! 体育和神学 , 无所不谈 " 许多酒馆还提供台球和钢琴 , 有些酒馆的后

面还有健身房 ! 保龄球道 ! 手球场 " 一些中产阶级评论员也承认 , 这些酒馆的确

很有吸引力 " 社会改革家弗雷德里克. 豪 (Fr ed eri c H ow e) 在上法学院时 , 他经

¹ B ark er, Th e Sal oon prob lem an d soeial R efo rm , .p.87
º Jon M .K ingsdal e, Th e p oor M an .5 Club:soeial H istory of th e 认/o rk ing C las s Saloon , A m eri ean Q uat er ly 25,

D ec em b e叽 197 3 .pp .4 72 一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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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什么酒馆 , 而只是杂货店 , 或者是药房 " 很多提供歌舞表演的酒店 ! 舞场 !

移民们开设的私家俱乐部 , 以及同一种族的兄弟会等 , 都持有酒水经营许可证 "

当全社会的目光集中到酒类利益集团 ! / 伤风败俗 0 的酒馆文化 , 及其与底

层劳工和移民的某种必然联系上时 , 它对城市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 " 1905 年的

一天 , 一位芝加哥少年在一家流行舞厅门前自杀 , 引起了公众的激愤 " 按照芝加

哥市政府的规定 , 在凌晨三点之前 , 舞蹈俱乐部可以向顾客提供酒水饮料 " 但此

规定比州政府的规定推迟了两小时 " 新闻报道强烈谴责年轻人纵酒行为 , 并报道

说 , 这只能鼓励青年人学习如何犯罪 , 甚至向色情行业暗示 , 它们可以在附近营

业到很晚 " 自杀案件发生后 , 州检察官要求所有经营酒类生意的场所要严格执行

州的相关法律 , 凌晨一点必须关门 " 迫于州府官员的压力 , 芝加哥停止向私人俱

乐部颁发特殊酒类许可证 " 对此 , 居住在芝加哥的德国 ! 波希米亚 ! 波兰 , 以及

其他少数民族移民感到异常的愤慨 " 他们强烈抗议 , 将安静的俱乐部与 / 十恶不

赦和劣迹斑斑的社会邪恶 0 联系在一起 " 他们成立了地方政府自制联合会 (简称

地自联), 由歌唱协会 ! 健身俱乐部和其它协会组成 , 成员达 60 00 多人 " 该联合

会在谴责酒馆生活的不良诱惑和堕落的同时 , 强烈呼吁城市议会重新颁发特殊酒

类经营许可 , 并将它的注意力转到了州议会颁布的周日关门立法上 , 而该立法正

好是农村立法议员们极力要求执行的立法 " 地自联宣称 , 像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 ,

应当 / 拥有绝对的权力 , 管理辖区内居民的风俗习惯和娱乐方式 0 " 地自联的代

表向芝加哥的宪法会议施加压力 , 要求取消州议会制定的严格的禁酒立法 , 给予

市政府绝对权力 , 自行制定周日关门法和私人俱乐部酒类经营法 , 并将新规定写

进城市章程 " 一位来自小城镇的立法会议代表嘲讽说: / 如果没有酒喝 , 德国人

和波希米亚人怎么熬过周日 " 0 ¹州立法机构要求将酒类管理权交付地方的建议从

城市宪法中删除了 , 并表示 , 如果芝加哥的代表不支持实行地方自决的议案 , 州

议会也将拒绝批准城市宪法 " 地自联却宣称 , 他们代表了芝加哥五分之四的选民

的意见 , 不做任何让步 "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 他们的城市章程遭到了州议会的拒

绝 , 从而导致在今后的数十年里 , 芝加哥的城市政府架构模式一直落后于其同类

他城市 " 此案例可以看出 , 此时的禁酒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严重的社会 问题 , 更是

一个政治问题 "

¹ n uis.Th e Sal oon .即.39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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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酒馆作为美国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自殖民地时期开始 , 到进步运动时

期 , 在城市居民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酒馆是男性公民们交往的舞台 "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初 , 工业化带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 , 城市化速度加快 , 移

民的剧增 , 尤其是德国移民进驻城市 , 使啤酒成为酒馆中的主打饮品 " 啤酒时代

和酒馆文化开始兴盛 , 它一方面丰富了中下层男性公民生活的同时 , 也带来的诸

多社会问题 , 成为社会改革者们关注的焦点 " 美国妇女在内战后要求公民权的呼

声越来越高涨 , 她们于是把酒馆看成了净化社会道德环境 ! 保护家庭 ! 实现女性

政治权力的最佳途径 , 而其他社会改革者也瞄准了酒馆的非美国化特点 , 以及它

滋生的社会丑恶 , 抨击酒馆和酒业集团相互勾结和酒类行业的垄断行为 , 把它看

成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潜在威胁 " 正因为如此 , 酒馆成为了 20 世纪初期美国禁

酒运动的导火索和其他社会改革的切入点 , 分别鼎盛于馏金年代和进步运动时期

的基督教妇女联合会和反对酒馆联盟在酒馆问题上大做文章 , 将禁酒问题政治

化 , 开启了又一轮更加强劲的禁酒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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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两章所述 , 内战之前的禁酒主义者多数从道德 ! 宗教和经济的角度出发 ,

宣传饮酒的不良后果 , 规劝人们放弃饮酒恶习 , 从而达到净化社会道德 ! 提高生

产效率 ! 重新树立教会形象和增强教徒社会责任感的目的 , 他们的努力取得了一

定的社会效果 , 整个社会对饮酒的后果有了一个科学而深刻的认识 , 一些州还制

定了禁酒立法 , 禁酒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 然而 , 这一时期的禁酒运动还是零散

的 ! 自发性的活动 , 仅限于州一级的层面 , 虽然个别几个州的禁酒组织也提到了

立法禁酒的设想 , 但都是尝试性的 , 并出现了反复 " 一直到了 19 世纪七八十年

代 , 由弗朗西斯. 威勒 (Fran ci s W lllar d ) 领导的基督教妇女联合会第一次真正

地将禁酒运动与政党和政治联系在一起 , 禁酒运动从此上升为全国的政治事件 ,

禁酒给美国政党集团带来了空前的压力 , 他们在禁酒这个敏感问题上一直闪烁其

词 , 但已经说明政党将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 " 到了进步运动时期 , 反对酒馆联盟

吸取了W C TU 的经验和教训 , 在禁酒运动中首次采用了现代美国企业的经营和

管理模式 , 继续将禁酒问题政治化 , 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统一的禁酒组织机构 "

A SL 有效地宣传加上实用主义的政治策略 , 最终迫使民主共和两党在禁酒问题

上表明态度 , 禁酒运动达到了高潮 " 尽管 A SL 没能只促使国会出台禁酒立法 ,

但政党已经完全被卷入禁酒问题 , 立法禁酒的理念流行开来 , 全国立法禁酒的时

代指日可待 "

一 ! 弗朗西斯. 威勒与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的禁酒实践

19 世纪末 , 由于美国的法律没有给予妇女政治权利 , 以保护她们孩子 ! 丈

夫以及亲人免受纵酒带来的痛苦 , 因此这些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开始行

动起来 " 1873 年底 , 中西部俄亥俄州的希尔伯兹拉和密歇根州的艾德里安等小

城的中产阶级清教徒妇女发起 了一场禁酒 / 圣战 0 运动 " 她们手拿圣经 , 走 向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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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 跪在酒馆门前 , 吟诵上帝的赞歌 , 祈求酒馆业主关门停业 , 拯救她们的家庭 "

然而 , 她们的行为招徕了一些酒馆业主的暴行 , 有的妇女被送上法庭 , 有的被酒

馆业主的狗咬伤 , 有些还遭到棍棒殴打 " 同时 , 她们的行为也赢得了社会的广泛

同情和支持 " 几个月内 , 有 1, 000 多家酒馆被迫关闭 , 许多城镇 ! 乡村还成立了

妇女禁酒协会 " 到 1874 年底 , 这场斗争 / 犹如过去在西部草原上的干草 , 遇火

即燃 , 大火席卷草原的壮观景象 , 犹如万马狂奔 , 风驰电掣 0 " ¹ 可是 , 妇女的

禁酒 / 圣战 0 运动仅限于地方 , 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形成影响 , 而且都是零零

散散的自发行动 , 没有统一的领导 , 持续不到一年就衰落下去了 , 关闭的酒馆随

后又重新营业 " 汲取经验教训之后 , 187 4 年 n 月俄亥俄州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

会成立 , 她们的禁酒目标非常实际 , 充分地利用政治渠道 , 提高妇女的社会影响 ,

把妇女的禁酒改革纳入主流政治 , 以期取得禁酒的胜利 "

在某种意义上 , W TC U 的政治目标与整个馏金年代的社会价值观是一致的 "

南部重建到 19 世纪 90 年代是美国历史上公民参与政治的黄金年代 " 在此期间 ,

有投票权的公民参与投票的比例高达 80 % , 政治事件能引起人们如此高涨的参与

热情让现代人难以想象 " 一方面 , 美国人希望通过政治参与 , 找到自己的归属感

和同质性 " W TC U 想尽其全力 , 在政治生活中赢得一席之地; 另一方面 , 由于

倡导禁酒 , W C TU 就不得不破坏馏金年代政治体系中的政党忠诚原则 , 将禁酒

运动变成一场政治运动的努力 , 让共和民主两党官员感到不安 " 他们担心 , 如果

限制人们饮酒就会导致党内分裂 , 两党官员进退两难 , 为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禁

酒问题限制在地方层面 , 在禁酒问题上尽可能避免在州和全国选举中表明立场 "

整个 19 世纪的 80 年代 , 禁酒主义者与主要政党之间的紧张关系 , 这也成为各地

方和州政治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 " W CT tJ 的改革目标是把禁酒演变成全国关注

的焦点问题 , 让政党在此问题上做出选择 " 要达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 , 但它却成

功地将禁酒问题成功地纳入了美国政治生活 , 打乱了馏金年代的政治体系 "

¹ Ru th B ord in , 从自m an an d及洲户川an ce:Th e Qu es tfor power an d Li 伙时% 1873一1900 , PhiladeIPh ia. 19s l.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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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醉熏熏的禁酒主义者规劝酒馆老板停业 , 而酿酒商在一边看热闹 "

赘赘耀粼粼

蘸蘸蘸蘸矍矍
资料来源 : http:如rohibitio几osu .朗回留F山下6.c加

最初 , w CT U 给人的印象是它是一个宗教组织 , 与妇女十字军一样 , 都主

张用道德的方法规劝人们戒酒 " 其实 , W C TU 组织纪律更严明 , 并与福音新教

教派建立了密切联系 " W C T U 倡导通过宗教集会 ! 祷告和公共宣传 , 拯救酗酒

者 , 恢复酒类零售商人的名誉 " 反对妇女直接上街游行 , 强行关闭酒馆的做法 "

它主张对周日学校的孩子们实行戒酒教育 , 鼓励参与社会慈善事业 " 虽然貌似传

统禁酒组织的做法 , 但 W C T U 却隐藏更加大胆的想法一挑战美国妇女依附地位 "

这一政策上的创举使她们成为一支政治力量 , 不但给禁酒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 ,

同时 , 也让 W C TU 成为了 19 世纪末一支规模最大 ! 影响力最广的禁酒改革组织 "

到 1890 年 , 交纳会费的会员多达 巧 万 " W C TU 赞同男性参与活动 , 却反对给

他们在组织内的投票权 , 以确保女性能充分地掌控 W C TU 的发展方向 " 在组建

会议上 , W CT U 没有明确地指出政治行动的承诺 , 也没有提及妇女选举权问题 ,

但从它的架构和行动可以看出 , 它将会是一个活跃的政治组织 " 比如 , W CT U 地

方分会是根据国会议员的选区进行划分的 , 而且 W C TU 要求各分会向所在地区

的国会议员施加压力 , 对酒业集团进行调查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 1874 年弗朗

西斯. 威勒当选 W CT U 全国组织的通讯秘书 , 这是 W C TU 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

她过去是西北女子学院的系主任 , W C T U 伊利诺伊州分会秘书 , 热衷政治 , 具

有非凡的个人魅力 , 极力主张改善和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 " 在担任新职务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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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 她将 W C TU 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 并明确表示 , 争取妇女投票权和禁酒是

W C TU 的工作重点 " 1876 年 , 在各地方分会的敦促下 , W C TIJ表示支持各州出

台禁酒立法 " 同年 , 在威勒的极力倡导下 , W C TU 开始讨论妇女投票权问题 ,

这一举动以引起社会的轰动 " 1879 年 , 威勒与 W C TU 的前任主席安妮. 威特米

尔展开了主席职位的政争 , 威勒以微弱的优势胜出 , 开始了她长达近 20 年的

W C T U 主席生涯 " 之后的20 多年 , W C TU 的活力及影响一直与威勒非凡的号召

力连在一起 " 她既是禁酒运动改革的领导核心 , 也是妇女美德的代言人 " 整个

80 年代 , 她利用个人的影响力 , 鼓励保守的中产阶级妇女采取大胆的政治行动 ,

广泛参与社会改革运动 " 她的影响力如此之大 , 以至于在她死后的数年里 , W C TU

的纽约地方分会每年都要为她举行生日庆典 , 朗读她著作中的名言名句 , 怀念这

位杰出的领导人 " 威勒之所以能成功地将禁酒变成妇女社会改革中的头等大事 ,

主要是因为她巧妙地将主流社会所崇尚的新教思想和维多利亚时期妇女的价值

观 , 与争取妇女投票权 ! 性别改革以及激进的政治理念有机结合 " 简言之 , 她竭

尽全力排除传统家庭文化对女性的限制 , 以表达女性对家庭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 " ¹
在威勒的政治生涯中 , 她不得不参与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 , 发表言不由衷的

演说 , 但这并不影响公众对她的认可 " 一家报纸在纪念威勒的讣告中说 , 作为一

名女性 , / 她出众的智慧并没有掩盖她身上那股女性特有的慈爱和温存 0 º"历史

学家鲁斯. 鲍丁 (R.uth B ord in) 说 , 威勒的号召力主要来自于她本人出众的魅力 "

这种魅力如此具有穿透力 , 以至于女性们也被她所吸引 , 许多威勒的女性崇拜者

因为她而加入 W C TU , 并决心效忠于威勒领导的 W CT U " 甚至保守的南方妇女

也被威勒的魅力所吸引 , 她们放弃了抵制妇女投票权和其他改革运动的 , 于 1881

年和 1883 年成立了两个 W C TU 的分支机构 " 威勒不仅给南方的禁酒运动带来了

活力 , 也因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国性禁酒组织 "

威勒通过自己的努力 , 最终克服了 W CT U 内部是否要争取妇女投票权的争

议 " 她认为 , 妇女在家庭 ! 宗教和生活有着特殊的位置 , 她们绝对有必要采取防

¹ R刀th B ordin , F找In璐 wi ll词 , " 处姆IH ill, phi ladelPh ia, 1986.即.75一99º aordin , F烧In ces 钻llard .1986.p.l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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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性的政治手段 , 与各种腐蚀社会肌体的不良势力作斗争 , 保护她们的温馨家园 !

宗教信念和传统道德体系 " 1876 年在缅因州举行的一次禁酒野营集会上 , 威勒

发表了一个保守 , 甚至有些偏激的演讲 , 要求妇女争取投票权 " 面对广大福音派

卫理公会教徒 , 威勒宣称 , / 由于选举权被他人滥用 , 安息日因此遭到破坏了 ,

学校的孩子们被剥夺了接受 5 圣经 6 熏陶的机会 " 从天性来讲 , 妇女对上帝最虔

诚 , 最珍视孩子的教育 , 最珍爱这个国家 , 因此应当给她们投票权来反映她们的

心声 " 可不幸的是 , 由于大量异教徒的侵入我们的国家 , 神圣的安息日和 5 圣经 6

正面临着严峻的威胁 0 " ¹这种坦直的本土主义思想在威勒的演讲中虽不多见 , 但

在一定程度上 , 也影响了她呼吁争取女权的号召力 " 同年 , 威勒敦促 W CT U 的

会员们支持 / 保护家庭 0 的投票 " 同时 , 她提出要依靠女性的力量 , 让 / 美国

的母亲们和女儿们 0 自己决定是否关闭家门口的酒馆 " 威勒关于争取女权的观点 ,

并没有背离人们对传统女性的期望 , 只不过是想通过争取女权的渠道 , 保证妇女

内心的圣洁 , 维护家庭和社会的健康 " 到 1881 年 , 争取 / 保护家庭 0 的投票权

已经成为了W C TU 的一项既定政策 "

图9: W C T U 的领导人弗朗西斯. 威勒

资料来源: httP 洲~ w britan ica .co 而 , /33 123 /Frances 一Wi nard

¹ B ordi n, Fran ees Wi llard . 1986.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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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C T IJ 的禁酒口号是保护家庭 , 为了这个目的 , 一切对家庭构成威胁的东

西都自然成了 W C T U 关注的对象 " 在此原则指导下 , 威勒开始了一系列广泛的

改革计划 , 她提出了 / 做一切有益的事情 0 口号 " 为了响应威勒的号召 , W C TU

的会员到监狱宣传禁酒 , 发现女囚犯的生活很悲惨 , 于是提出了监狱改革运动 ,

要求女性监狱当由女舍监看管 , 建立监狱以外的看护办公室 , 帮助刑满释放犯人

恢复名誉 , 步入正常社会生活 " 在周日禁酒学校向孩子们宣传禁酒之时 , 发现了

孩子们的困难 , W C TU 于是开始关注童工 ! 无家可归 ! 无人监管以及受虐待的

儿童 , 支持并发动了为儿童开办幼儿园的运动 " W C TU 还向社会呼吁 , 消除对

妓女的偏见 , 帮助她们改正错误 , 为她们寻找生活出路 , 从而彻底 / 净化 0 社会 "

W C T U 开设女性健康讲座 , 拥护保护女性的立法 , 研究消遣方式 , 帮助工人阶

层走出酒馆 , 参与新的健康地娱乐活动 "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 , 威勒

和她的拥护者开始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 即饮酒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 , 如妇女们有

限的政治权利 ! 虐待儿童和囚犯 ! 家庭贫困 ! 劳工的匾乏等因素互为因果 " 威勒

开始认为 , 是因为贫困和无助才导致人们对纵酒 , 而并非相反 "

黑人妇女把 W C TU 看成是她们跨越 / 黑白 0 鸿沟和种族歧视的最佳途径 "

对于黑人妇女而言 , 参加 W C TU 能促进种族关系 , 加强女性的地位 , 超越种族

障碍 , 赢得中产阶级的尊重 " 比如在北卡 , 自 18 81 年至 18 98 年 , W C TU 就冲

破了 / 黑白 0 界限 , 在该州组建了许多由白人和黑人妇女参加的W C T U 分会 ,

隶属北卡W C TU 组织 " 历史学家格兰达. 吉尔摩尔 (Gl en da 以hnore) 说 / 这是

北卡 自南北战争以来第一个黑白种族自愿建立的组织 0 " 在对待黑人成员时 , 虽

然 W CT U 中的白人妇女表现出了不情愿和居高临下的态度 , 但是在对抗男性主

导的公共政策时 , 她们却团结一致 , 没有种族界限 " 吉尔摩指出 , / 非洲裔美国

妇女想借助 W CT U , 来加强黑人的自尊 ! 勤劳和良好公民的形象 0 , 因此出现了

北卡黑人妇女全体出动 , 参与公众事务的局面¹" 1889 年 , W CT U 黑人妇女们

走出了更大胆的一步 , 她们决定撤出北卡的 W C TU 组织 , 建立自己的组织 , 起

名为 / W C TU 第二 0 (W C T U N o. 2) , 该组织与全国的 W C TU 组织直接联系 " 这

¹ Gl 即da E. G o der an d Jim C row : 叭勺m 份 an d th e P o liti cs of 认飞ite Su Pr曰旧acy in N o / 五 C aro lin 氏

18% 一192 0,

压 lm ore , G o der an d Jin

, Ch ape l H ill, 199 6.P .15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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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黑人妇女在命名她们的协会时 , 谨慎地避免使用 / 黑人 0 两字 , 因为她们坚信 ,

所有人美国 / 生而平等 0 的原则 " 不过 , 威勒的改革计划时不时招来 W C TU 部

分成员的反对 , 而这些计划在南部更得不到重视 , 她所倡导的政治策略就引起了

更大的争议 " 虽然威勒感觉到 , 北方的大多数 W C TU 成员支持共和党而南方白

人妇女效忠民主党 , 她还是一直努力 , 想突破地域性政党忠诚模式 , 让 W C T U

与禁酒党结成联盟关系 , 因为禁酒党是唯一支持 W CT U / 保护家园 0 投票权和

宪法禁酒的政治组织 " 1882 年 , 威勒决定与禁酒党联合 , 将联合之后的组织命

名为禁酒家庭保护党 " 但是在 W C TU 的全国会议上 , 由于多数成员的反对 , 支

持禁酒党的提议因此被搁置 "

图 10: 中下层妇女禁酒积极分子

资料来源: httP ://eru eiality. w ordP re ss.eoll岁page/2 /

反对威勒与禁酒党联手的最大障碍 , 来 自负责全国禁酒立法的 W C T U 总管

J. 埃伦. 福斯特 (J .El len Fos ter ) " 福斯特本人就是一名忠实的共和党成员 , 她

反对威勒讨好禁酒党的做法 , 并采取了与威勒截然不同的做法 , 以示抗议 " 她游

说全国共和党 , 让他们举行 W C TU 的听证会 , 支持 W CT U 的提议 " 在州一级 ,

她要求举行全民公决 , 决定是否要实行宪法禁酒 " 1882 年在爱荷华州 , 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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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争取到了共和党对宪法禁酒提议的支持 , 这大大地鼓舞了W C TU 内部共和党

的忠实者 " 尽管如此 , 威勒还是成功地与禁酒党联合 , 此举迫使福斯特及其支持

者于 1889 年离开 W C TU , 另立门户 , 成立了无党派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 (简

称 N PW C T U ) " 在反思了美国妇女的政治地位之后 , W C TU 孤注一掷 , 寻求与

那些被边缘化的政治机构联合 , 扩大影响 , 争取机会 "

首先 , 威勒力争将激进分子与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团结在一起 , 形成一个

广泛的联盟 " 同时 , 她带领 W CT U 与禁酒党进一步合作 , 在禁酒党的党纲里增

加了支持妇女投票权的条款 " 在威勒的策动下 , W C TU 于 1886 年与劳动骑士团

达成了非正式联盟 , 劳动骑士团答应要支持 W C TU 提出的争取妇女投票权和立

法禁酒的提议 " so 年代末期 , 受爱德华. 贝拉米 (Edw ard B ell aln y) 的乌托邦小

说 5 向后看 6 (Lo " 物 9 B ackw aJ月) 的影响 , 威勒变成了一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

她将和平主义和国际仲裁的理念引入 W C TU 的改革纲领 " 此时 , 由于W C T U 将

改革的面铺得太宽 , 事无巨细 , 有些做法过于激进 , 最终导致了 W C TU 机构内

部意见分歧 , 难以驾驭 " 于是 , 许多地方分会干脆忽视了威勒宏大的改革目标 ,

将重点放到地方禁酒上事务 " 1889 年至 1892 年 , 为了巧妙躲开来 自各方面的批

评 , 威勒地发动了一场大联合运动 , 试图将 W CTtJ ! 禁酒党以及由农场主组成

的平民党联合在一起 , 形成一个新的广泛的政治联盟 " 但由于禁酒党与平民党在

某些原则问题上不能达成妥协 , 成立政治联盟的动议不了了之 " 到了 90 年代 ,

威勒倡导的 / 做一切有益的事情 0 的口号逐渐被人们遗忘 " 到威勒去世前夕 ,

W C TU 已经放弃了宽泛的改革思路 , 回到了单一的禁酒轨道上 " 同一时期 , 禁

酒党内部也对于广泛参与的改革思路产生了分歧 , 部分成员对改革议程敷衍了

事 , 一拖再拖 , 以至于多数人干脆放弃了原先的模式 , 将改革目标锁定在禁酒上 "

通过努力 , 禁酒党在 80 年代取得的一点点政治影响 , 由于内部纷争而丧失殆尽 ,

禁酒党从此一撅不振 , 逐渐淡出了美国的政治舞台 " ¹

¹ B o川in , Fn口璐 wi llard .1986.p.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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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WCTU 的政策与两党的禁酒态度

20 多年以来 , 威勒的禁酒改革思想一直是 W CT U 的指导思想 " 它也与劳动

骑士团和平民党的观点不谋而合 , 却与整个 19 世纪末期保守的美国社会主流思

想背道而驰 " 两党制的强大和弹性的做事方式最终还是战胜了激情和狂热的

W C TU 一禁酒党联盟 " 不过 , 20 世纪初期反对酒馆联盟领导的禁酒运动 , 却依顺

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禁酒立场 , 将引起争议的社会问题从禁酒纲领中删除 , 避开了

依靠第三党力量的思维模式 , 向竞选官员和主要政党施加影响 , 从而达到了理想

效果 " 在威勒之后 , W C TU 也遵照了美国的政治传统 , 对禁酒提供了有效的支

持 " 例如 , 1898 年北卡的 W C TU 分会组织放弃了黑白种族的联合的办法 , 开始

接受了该州民主党提出的白人至上的种族歧视性纲领 " 有意思的是 , 只有当

w C TU 背离他们尊重的领导人威勒的禁酒策略之后 , 他们才能实现全国禁酒的

宏伟目标 "

在整个馏金年代 , 威勒和 W C TU 的贡献重新点燃了美国妇女参与政治的热

情 , 将禁酒改革重新纳入了政治生活 ,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 在研究了纽约州的

政治运动之后 , 美国历史学家保拉. 贝克 (Pau la B ak er ) 发现 , 19 世纪末期纽约

州的禁酒运动更多的是吸收了农村妇女 , 她们才是这场运动的主力 " W CT U 的

妇女和格兰奇运动的妇女们一道 , 结成 了联盟关系 , 参与禁酒投票 , 向是否颁发

酒馆营业执照的公决大会提供食品服务 " 她们向州政府请愿 , 要求州议会通过

W CT U 提出的 / 科学禁酒教育 0 的立法建议 " 到 1900 年 , 几乎每个州都出台了

相关政策 , 要求公立学校对孩子们实行禁酒教育 , 让他们明白饮酒对人有害 "

W CT U 还向各位代表进行游说 , 希望通过更加严厉的禁酒立法 " 如果州长否决

了州议会通过的禁酒立法 , 她们就对州长进行猛烈攻击 " 在地方层面 , 禁酒的政

治斗争更加激烈 " 比如 , 在 1887 年进行的颁发酒馆营业执照的公决中 , 一位酗

酒者将死臭融扔到了正在给公决大会煮饭的厨房 , 女厨师怒不可遏 , 拿起了禁止

颁发酒馆营业执照的选票 , 跑到了投票站 , 强忍着反对者的辱骂和酗酒男性的口

水 , 鼓动人们投票 , 不要给酒馆颁发营业执照 " 在她的努力下 , 投票者们果然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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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支持票 , 当地的酒馆因此被取缔了¹"

图 11: w C T U 成员坎瑞. 奈生 (C ar叮 N a桩on )

资料来源: httP 洲~ bri tannica. co ln/b ps/s ear ch?qu ery =c " 而叭 of. 二

19 世纪 80 年代 , 关于禁止酒类买卖的争论已经成为了乡村 ! 城镇和县政治

生活中的大事 " 虽然妇女没有争取到 / 保护家庭 0 的投票权 , 但是 17 个州妇女

已经可以参加管理学校事务的投票 , 堪萨斯州将妇女参与投票权扩展到了市一级

层面上 , 怀俄明州给予了妇女彻底参与政治的权力 " 1900 年至 1901 年 , 坎瑞.奈

生手持斧子 , 带领妇女们捣毁了堪萨斯境内的多家非法酒馆 , 她们的行为震惊了

全美 , 奈生因此被多次被捕入狱 , 但都无罪释放 " 她的理由是 , / 既然你们拒绝

我的投票权 , 那么 , 我就不得不动用武力来维护它 " 0 º当然 , 奈生的举动只不过

是她个人的极端行为 , 并非普遍现象 " 禁酒运动基本上还是在法律和政治的框架

之内进行的 " 美国妇女通过参加 W C TU 得到的经验是 , 要禁酒就必须迫使政党

和政府正视酒精问题 " 到 19 世纪晚期 , 随着美国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变化 ,

职业政客们开始放弃了抵制和远离禁酒的做法 , 禁酒之事从而进入到了他们的议

事日程上来 "

¹ M i比ael L .Go ldbe 路, n̂ A nlly of wo m en :G en der an d polities in th e 以lded Ag e K an sas , B al tim ore , 1997.

P .10 9 .º Go ldb erg , An 为加y of 认lo m en . 199 7.p.l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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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馏金年代 , 美国的主要政党强调党员对政党的认同感和忠诚 , 因此各党保

持相对的平静 " 那些可能会引起党内分歧或分裂的问题常常被限定在了地方层

面 , 在全国选举中 , 共和与民主两党只关注通货膨胀和关税问题等重大问题 , 立

场明确 , 尽可能减少影响党内团结的因素 " 对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忠实者来说 ,

归属哪个政党己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传统 ! 家庭纽带关系 , 或者生活习惯的问题 ,

/ 政党 0 一词己经被赋予了 / 爱国主义 0 的内涵 " 但是在妇女 / 圣战 0 运动之后

和 W C TU 运动高潮期 , 民主共和两党已经在要不要规范个人行为和公共控制问

题上发生冲突 , 在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尤为激烈 " 民主党强调 / 个人自由 0 , 而

共和党强调整个社会的进步 , 只不过这些冲突仅限在地方层面 " 在小城镇 ! 城市

和县 , 人们在是否向酒馆颁发经营许可 ! 公立学校政策 ! 公共资助教区学校 , 以

及周日消遣方式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冲突 , 这一切打破了馏金年代平静的政治环

境 , 在党内引起波动 , 并向州一级层面开始蔓延 "

图12: 美国妇女想参与政治 , 支持禁酒

了梦豹日 尸口 之7冲 艺 行 O 尸 了刀乙 K
习的陇从日已 月 月瀚 才, 蕊户甲 曰汤O - 翻口孟旧J屯心拟 y.

资料来源 : h即洲w WW -pro hibition.osu.ed侧as Fsaloonz.e加

W C TU 引发的禁酒冲突在宗教教派和种族之间得到了反映 " 许多历史学家

人认为 , 由于受到福音教会忏悔传统的影响 , 基督徒们更加强调的是个人的修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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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卫理公会 ! 公理教会 ! 长老教会 ! 浸信会 ! 斯堪的纳维亚路德教的教徒 ,

以及大多数较小的新教徒都倾向于支持禁酒 , 反对用税收资助天主教学校 , 反对

欧洲人周日传统消遣方式 " 然而 , 那些重视教会传统和追求物质财富的教派 , 如

天主教 ! 德国的路德教 , 以及圣公会教会教徒 , 却坚决反对周日立法和酒类管制 ,

他们对这些限制表示极大的愤怒 , 认为这些做法破坏了他们的个人自由和文化传

统 " 当通货膨胀和关税等话题随之减弱 , 而文化之争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时 ,

馏金年代固有的政党结构就必然会被打破 , 在美国中西部地区路德教派为主导的

共和党党 , 对酒的争议更加明显 " 禁酒问题于是成为了影响各大党内团结的首要

问题 , 因为它涉及到最敏感的种族问题 " 在禁酒问题上 , 新移民和本土美国人的

反映截然相反 " 在此时 , 酒类管制已经上升为政治问题 " 许多当地新教家庭认为 ,

猖狂的酒馆生意使他们夫妻不和 , 妻离子散 , 他们的生活面临巨大的危机 " 为了

保护家庭 , 他们必须组织起来 , 利用民主的武器一政党 ! 公立学校以及州的权力

一捍卫社区的和谐与秩序 , 铲除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酒类生意 " 而新移民家庭 , 如

天主教徒 ! 路德教德国人 ! 爱尔兰人 ! 波希米亚人等 , 把禁酒对他们家庭和社会

秩序的影响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解释 " 本土新教徒家庭希望通过法律 ! 学校和其他

公共机构来捍卫他们的文化价值 , 而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德国移民们却认为 , 正是

这些法律 ! 学校和其他公共机构 , 从而损坏了父母对子女的权威 , 侵蚀了他们固

有的文化纽带 , 政府的手伸得过长 , 影响到了他们原本和谐的家庭关系 , 是家庭

完整和社会安定的最大威胁 " 新移民认为 , 禁酒是本土美国人的疯狂之举 , 其目

的是要破坏他们的家庭传统 , 用法律来干涉个体居民的自由 " 一位爱荷华州的德

国移民抱怨说 , 少数几个 / 意志脆弱 ! 缺乏道德脊梁的本土美国人 , 因为经受不

了啤酒瓶的诱惑 , 每次经过酒馆时都被其所吸引 , 从而喝得酩配大醉 , 于是乎就

跑过来说 , 他本人没有自控能力 , 无法保持清醒 , 建议出台禁酒法 , 管束我们这

些卖酒的生意人 , 如此以来 , 他们就避免遭受酒精的侵害 0 ¹"虽然本土美国人

和新移民的目的都是保护家庭 , 维护社会秩序 , 促进社会和谐 , 但他们对各自美

国梦的理解却有着天壤之别 "

共和党政客们充分地意识到了参与禁酒问题的危险性 , 因此他们力争避免使

¹ Th om as
U 比an a,

凡 P egl 洲m ,

Illn o is ,

P别rt isans an d P ro gr es ai ves : P ri vat e In ter es t an d P ub lie P o licy in Illin o is , 187 0- 192 2 ,

pp .9 9一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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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上升成为党内问题 " 19 世纪 80 年代 , 公职官员和酒业利益集团联盟一致支持

向酒馆征缴昂贵年营业许可税收 , 每年大约 500 至 1000 美元不等 , 实际上这是

一种变相的禁酒做法 " 高昂的营业税收将会使数量众多的小酒馆停业倒闭 , 只有

那些有资质 ! 有规范的酒馆才能存活下来 , 这样以来 , 就可以源头上减少了醉酒

的发生 , 减少社会暴力 , 抑制色情行业 , 平息公众对酒馆违法行为的愤慨 " 1879

年伊始 , 堪萨斯州共和党内的一小部分禁酒积极分子 , 呼吁放弃了向酒馆征收高

额营业税的做法 , 要求共和党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禁酒运动 " 他们提出要举行宪

法公决 , 否则他们将脱离共和党 , 投奔禁酒党 " 被迫之下 , 堪萨斯州举行了宪法

公决 , 公决大会由共和党州长约翰. 圣约翰 (Jo hn st .Jo hn ) , 堪萨斯州禁酒联盟 ,

以及 W C TU 领导主持 " 最后 , 堪萨斯人通过了州宪法修正案 , 禁止在该州内 / 生

产和销售有害人体健康的酒精饮料 0 " 在共和党势力最为强大的爱荷华州 , 普通

的共和党成员抛弃了在禁酒问题上犹豫不决的领导人 , 成功地通过了类似于堪萨

斯州的禁酒修正案¹"1883 至 1890 年 , 美国 16 个州 (俄亥俄 ! 缅印州 ! 罗德兰 !

密西根 ! 俄勒冈 ! 田纳西 ! 西弗吉尼亚 ! 康涅狄格 ! 马萨诸塞 ! 新罕布什尔 ! 南

北达科塔 ! 宾夕法尼亚 ! 华盛顿 ! 内布拉斯加等州) 相继举行了禁酒修正案的投

票 " 缅因州重申了禁酒的立场 , 罗德兰开始实施了禁酒 " 南北达科他州和俄亥俄

和堪萨斯一样 , 成为了新的禁酒州 " 即使是没有通过宪法禁酒修正案的州 , 也出

台了地方自决法 , 允许县和市的禁止酒类买卖 , 北方的共和党官员在禁酒主义分

子的压力下 , 也加强了周日关门停业法º"不过 , 没过多久 , 很多禁酒州又放松

了对酒的管制 "

1884 年总统选举之际 , 共和党感到了禁酒问题很棘手 " 由于共和党总统候

选人詹姆斯 G 布莱恩 (J am es G Bl ai ne ) 极力主张分肥制 , 拒绝解决饮酒带来的

社会问题 , 招致党内干派的不满 " 大选时 , 由于纽约的部分共和党成员倒戈 , 转

而支持禁酒党 , 布莱恩因此失去了纽约州 1000 多张选票 , 以微弱的优势惜败给

民主党候选人格罗弗. 克利夫兰 (G rover Cl ev erl an d ) " 此后 , 布莱恩和他领导的

共和党在禁酒问题上腹背受敌 " 造成这个结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 布莱恩没有

仔聆听替他拉选票的一位新教牧师演讲 , 这位牧师其中批评民主党的忠实者是一

¹ peg钊m , parti san s an d pro gr es sives .1992.p .ll3º pe乡甩m , parti san s an d pro gr essives .1992.p.l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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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 喜欢喝朗姆酒 , 信仰罗马天主教的不安分守己的暴民 0 " 布莱恩没有察觉这

句话的严重后果 , 也没有作任何解释 , 任其流传 " 结果 , 那些曾经给予他大力支

持的新移民 ! 天主教徒 , 以及他曾经用来抗衡共和党内禁酒分子的反对禁酒的人

被他疏远 " 大选失败以后 , 老大党雇佣了 W C T U 的艾伦. 福斯特 , 让她劝说共

和党内妇女不要受禁酒分子的影响 , 并希望她们支持共和党纲领 " 作为交换 , 共

和党在 1888 年的竞选纲领中插入了一些安抚性的话 , 强调 / 他们对于所有那些

明智的 ! 组织 良好的禁酒活动表示同情 " 0 共和党不想在禁酒问题上明确表态 ,

主要是不想疏远任何人 , 它的这一政治立场可以在党内的机关报纸上看得出来 ,

该报从来不提及任何有关禁酒的话题 "

1889 年至 1890 年期间 , 各党在禁酒问题上的政治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

1882 年 , 共和党内的反对禁酒者与民主党联合 , 试图阻止州长圣约翰第三次连

任 " 早在 1883 年 , 共和党人乔纳森. 多利夫 (fo nath an D ol hver ) 预测说 , 爱荷

华州将支持民主党 " 果不其然 , 1889 年爱荷华人选举了民主党的贺瑞斯. 波伊

斯 (H orac e B of es ) 为该州州长 " 之前 , 波伊斯因为不满禁酒修正案而放弃了共

和党 , 加入民主党 , 跟随他的是一大批被共和党疏远了的德裔成员 , 他们在选举

中投了反对票 , 以报复共和党 " 同样的灾难也降临在俄亥俄共和党州长候选人约

瑟夫. 弗莱克 (Jos 即h Forak er ) 的头上 , 原因他执行了周日关门法 " 辛辛那提的

一家德文报纸说 , 德国人 / 把共和党击得粉碎 0 , 因为他们对俄亥俄州的周日关

7 1法和高昂的酒馆营业许可税感到极为不满 ¹"直到 90 年代中期 , 共和党才将德

国人拉回到他们的阵营当中 " 共和党内虽然保留着大多数的禁酒支持者 , 但在遭

受了此次大崩溃之后 , 共和党接受了教训 , 在对待酒类管治问题时异常谨慎 " 他

们在做出承诺之前 , 一般要仔细考察和掌握公众的态度 , 以免重蹈历史覆辙 "

随着禁酒形势的发展 , 民主党党内就是否要支持禁酒产生分歧 " 比如 , 188 1

年北卡举行的全民公决就是个例子 " 民主党领导担心 , 一旦通过禁酒立法 , 共和

党将取得政治上的优势 " 因此在举行公决前 , 民主党领导极力反对公决的做法 "

一位田纳西州的政客承认 , 在禁酒队伍当中有许多忠诚的民主党成员 , 但他也强

调 , 禁酒者队伍当中也有很多的共和党和女权主义的倡导者º"整个南方地区的

¹ P雌卿叨,
º Peg冠m ,

P art isan s an d n ro gr eSS ives . 199 2 .p .12 1

P art isan s 明d P ro gr 曰弥ives . 199 2 .P .1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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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战略家都坚持认为 , 把禁酒问题引入两党之争将会加强共和党的影响力 ,

并促成禁酒党在南方的形成 , 如此以来 , 政治权力的平衡将被打破 , 民主党的统

治地位从而受到威胁 " 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 , 他们坚持一切酒类管治问题要在政

党以外的领域进行操作 " 可以看出 , 禁酒运动的活力和取得的成绩已经迫使政党

对禁酒改革采取了不轻易介入 , 敬而远之的态度 "

在经历了80 年代的波折与坎坷之后 , 禁酒运动终于迎来曙光 " 到了90 年代 ,

国内形势的变化给禁酒运动在政治上取得突破带来了契机 " 导致这一巨大转变的

因素虽然很多 , 但主要还是因为馏金年代政治体系的瓦解 , 而这种政治体系的特

点是政治气氛沉闷 , 能参加投票的选民比较固定 , 经济危机的重创和政治挑战都

无法动摇党派忠诚 " 到 1893 年 , 大规模的经济萧条导致上百家银行关门 , 数以

千计的工厂企业停业倒闭 , 即使没有停产的企业也己经奄奄一息 , 不得不通过大

幅度的减员和削减工资 , 以求得生存 " 当时失业工人达百万之众 , 他们失去了生

活的门路 " 在芝加哥浮华绚丽的哥伦比亚展览大厅 , 白天展示着人类科学技术和

艺术进步所带来的辉煌成就 , 在夜晚 , 它成为失业者和无家可归者暂时的安身之

所 " 全国上下 , 失业者人头攒动 , 他们聚集在火车站 , 铁路两旁 , 等待随时走向

下一个目的地 , 寻求不可能得到的工作机会 , 当时的报纸经常有踩踏伤人事件的

新闻报道 " 此次经济危机也改变了美国的政治 " 格罗佛. 克利夫兰总统是一名传

统的民主党人 , 他坚信 , 人民 / 应当心甘情愿的用爱国主义行动来支持他们的政

府 , 而政府的职责当中 , 不包括给予人民以支持的功能 0 " 克利夫兰总统的这番

话引起了人们的极大不满 , 他们嘲讽总统抱着他的 / 金科玉律 0 不放 , 蔑视政府

冷漠的袖手旁观行为 "

观察到了民主党的弱点之后 , 共和党开始攻击民主党应对危机的做法 , 自己

扮演成一个能给美国带来繁荣的政党 , 采取积极行动 , 争取民主党内的不同意见

者 " 民主党方面 , 他们于 18% 年放弃了克利夫兰 , 提名威廉. 詹宁斯. 布莱恩

(Wi ili am Jennings Bry an ) 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 布莱恩的竞选 口号是通货膨

胀 , 大规模向农场主和工人提供帮助 " 1896 年的总统竞选是在布莱恩与共和党

候选人麦金利之间展开 , 本次竞选打破了政党界限 , 党派之间进行了重组 , 从而

结束了馏金年代的政治传统与政党格局 " 许多东部的 ! 城市的以及保守的民主党

成员对布莱恩的改革建议和支持农场主的做法冷眼相看 , 一些人甚至转而投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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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共和党候选人 " 在一定程度上 , 平民党运动也拉走了两大党的许多忠实党徒 "

由于债务缠身 , 又深陷铁路垄断公司的盘剥 , 南方和西部农民已经对于联邦政府

不顾他们利益的冷漠态度极为愤慨 " 他们认为 , 扩大影响与争夺控制权一直是两

大党的指挥棒 , 正因如此 , 才导致了今天可怕局面的发生 , 也妨碍了他们采取有

效的措施 , 防范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 农民于是结成了自己的联盟 , 组建了平民党 ,

该党在 1892 至 1896 年之间有效地挑战了传统大党的地位 " 平民党存在的时间虽

然不长 , 但它动摇了政党政治 , 唤醒了美国人的意识 , 使他们认识到 , 政府可以

采取强有力措施 , 保护社会各阶层 ! 各行业的利益 , 促进公众的福利 " 18% 年

以后 , 美国选民不再热衷于忠诚某个政党 , 他们不愿更多地参与投票 , 在政治上

日臻成熟 " 虽然弗朗西斯. 威勒想建立平民党与禁酒党联盟的期望落空 , 经济萧

条时期政治生活的重点是经济问题 , 而不是禁酒问题 , 但是 90 年代政治力量的

重组为世纪之交新的禁酒改革提供了新的契机 "

三 ! 反对酒馆联盟与禁酒的再次兴起

19 世纪 80 年代 , 美国禁酒运动狂热一时 , 许多州通过了禁酒立法 , 禁酒

在 1889 年达到了顶峰 , 其标志是南北达科他州通过了禁酒立法 " 在随后的 18

年里 , 再没有哪个州成为干州 , 相反 , 7 个禁酒州中的4 个 (艾奥瓦 ! 南达科

他 ! 新罕布什尔 ! 和弗蒙特) 又一次同意出售酒精饮品 " 禁酒态度最为坚决的

堪萨斯州在 90 年代也出现疲软 " 禁酒主义者 ! 禁酒党和 W C T U 都遭受不同程

度的挫折 " 到 80 年代 , 禁酒党在全国的影响很快的消失 " 1898 年 , 随着美国

禁酒运动旗帜性人物威勒的去世 , 禁酒党与W C TU 之间的联盟随之瓦解 " 禁酒

党开始变得教条起来 , 琐事缠身 , 难以自拔 " W CT U 的禁酒态度虽然还是十分

坚决 , 但由于受到资金的困扰和威勒的离去 , 组织内部开始分裂 , 前进的步伐

放缓 , 非法酒馆开始蔓延 " 酒馆在美国的很多大城市重新开张经营 , 生意十分

红火 " 正当禁酒主义者遭遇严峻的禁酒现实时 , 酒馆文化的盛行给禁酒运动带

来了转机 " ¹
¹ Tbom aS P咫0 叨, B attl in g the D助 on R um :Th e stru gg le for a D卿A m eri ca, 180 0一193 3, C hica go:Ivan R D ee,

19 9 8 , PP .7 1一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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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 , 对酒馆的抵制在某种程度上激活了禁酒运动 " 妇女反对酒馆 / 圣

战 0 在各地掀起了波澜 " 她们在各地充当义务监督员 , 监视酒馆的一举一动 , 运

动的高潮出现在 1900 至 1901 年 , 狂热的禁酒先锋坎瑞. 奈生 (C arr y N at ion)

及其追随者手持斧子 , 肆无忌惮地袭击非法酒馆 , 在堪萨斯州引起轩然大波 , 支

持者和反对者不分伯仲 " 其他地方也采取了更为新颖的办法来根除酒馆 " 美国佐

治亚州的雅典市第一次采用了瑞典哥特堡市的做法 , 于 1891 年接管了当地的酒

类买卖贸易 " 具体做法是 , 市政府购进酒类饮品 , 分析其纯度 , 然后通过市政府

的酒类供应站 , 卖给成年饮酒者 , 在节假日 ! 选举日 ! 周六 , 酒类供应站关门休

息 " 这样不但可以消除酒馆带来的麻烦 , 同时 , 还可以增加政府税收 " 佐治亚州

的其它各县纷纷效仿雅典市的做法 , 都设立了酒类供应站 " 1893 年 , 南卡州长

本杰明.蒂尔曼为了压制州内禁酒的呼声 , 强迫州立法机构在州内实行酒类供应

制度 " 在 1895 至 1908年期间 , 北卡 ! 亚拉巴马和弗吉尼亚允许州内各市县设立

酒类供应站点 " 可是 , 妇女承担义务监察员和州政府控制酒类销售的做法存在明

显的缺陷 " 奈生的暴力做法和古怪的行为为给妇女的道德实践造成了极为不利的

影响 , 其狂热行为和破门而入的做法极其不得人心 " 她们的暴利行动也阻碍了南

卡酒类供应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 1894 年 , 得到州长蒂尔曼授权的执法人员 , 在

执行供应法过程中发生了枪战 , 造成 6 人死亡 , 执法人员违反地方主权的做法引

起了民众的愤慨 " 在艰苦努力之下 , 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才得以避免 " 可是 , 在此

后的 10 年中 , 由于法律上的纠葛和贪污腐败的蔓延 , 酒类供应制度被彻底摧毁

了 " 地方和州的禁酒组织从此实践中汲取了经验教训 , 它们在教会组织 ! 地方妇

女基督教戒酒联合会分会和其他基层组织的协助下 , 继续要求地方政府制定严格

的禁酒立法 , 并加强已有的禁酒立法的执行力度 " 1890 至 1906 年 , 当州一级的

禁酒举措停滞不前时 , 地方 自决法扩展到了 30 多个州 " 到 1906 年 , 全美将近一

半的县 , 60% 有法人代表权的村镇 , 近 35 , 00 万人 , 约占美国人口 40 % 的居民住

在禁止酒馆的地区 " ¹
反对酒馆联盟是继 W CT U 之后的又一个全国性的禁酒组织 , 它源于俄亥俄

的一个地方戒酒协会 , 最后发展成为全国禁酒运动的核心组织 , 霍华德 H .拉塞

尔是它的创始人 " 拉塞尔作为 80 年代中期奥伯林学院的一名神学专业的学生 ,

¹ B ord in , 认勺m an an d 长洲per.an ee, 1981.p.159一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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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参与地方活动 , 执行酒馆管理规定 " 1888 年 , 按照奥伯林戒酒联合会的

指示 , 他游说俄亥俄州立法机关来支持镇一级的地方自决法 " 1890 年 , 他在密

苏里州组建了反对烈性酒联盟 " 1893 年 , 拉塞尔返回奥伯林 , 决心发动一场更

有效的反对酒馆的斗争 " 在奥伯林解救联合会的帮助下 , 他组建了俄亥俄反对酒

馆联盟 , 并赢得了卫理公会教派组织的支持 " 之后不久 , 他便聘请了埃德温 C. 丁

威迪 (Edwi n C .D inw idd ie ) ! 泊里. 贝克 (Purl cy B ak er ) 和韦恩.惠勒组织和指

导州一级的禁酒运动 " 反对酒馆联盟吸取了禁酒党和 W C TU 的经验教训 , 强调

务实的妥协政治 " 他们利用地方自决立法的机会 , 将禁酒范围扩展到那些不愿意

彻底禁酒的州 " 地方自决投票在县 ! 市以及各市的选区展开 " 反对酒馆联盟发现 ,

迄今为止 , 这是摧毁酒馆的最有效的法律武器 " 尽管弗朗西斯.威勒批评反对酒

馆联盟的做法 , 说这是半途而废的做法 , 但其他人却认为 , 联盟务实 ! 无党派的

办法很具有吸引力 " W C T U 中 , 赞成无党派做法的成员以及威勒的竞争对手都

慷慨的向俄亥俄反对酒馆联盟捐款 , 并把他们引见给约翰D . 洛克菲勒 , 后来洛

克菲勒成了联盟的主要资助人 " 1895 年 , 俄亥俄反对酒馆联盟与哥伦布亚地区

的性质相同的联盟 , 以及其他几个禁酒协会一起 , 组成了美国反对酒馆联盟 (简

称 A SL ) " 1897 年 , w C功 与 A sL 开始合作 " 到 1900 年 , A sL 与其他州一级有

影响的禁酒协会 , 如堪萨斯州禁酒联合会 ! 印第安纳反对烈酒联盟等建立了合作

关系 , 并在这些州开始筹建分会 " 到 1907 年 , A SL 的影响扩展到 34 个州和地

区 , 每个月向订户发行 30 多万册的机关刊物 5 美国问题 6 " 到 19 09 年 , 总部设

在俄亥俄韦斯特维尔的 5 美国问题 6 出版公司 , 取代了美国最大的禁酒文献出版

公司全国禁酒协会 , 成为美国最大的出版禁酒宣传资料的公司 "

A SL 组织纪律严密 , 目标务实 , 尊重民意 , 主张通过政治手段 , 在法律的

框架内解决问题 " 在进步主义时期改革动力的推动下 , A SL 将科学组织的理念

和职业精神融入到禁酒运动之中 , 发动了新一轮的禁酒浪潮 " 首先 , 它构建了一

个反对酒类买卖的大众基础一 主要基督教教会通信网 " 联盟通过它雇佣的职业

工作人员 , 引导民众情绪 , 支持有助于禁酒的立法 " 该联盟将精力集中到禁酒一

件事上 , 从而尽可能地扩大其政治影响 " A SL 宣称 自己是基督教教会的代理机

构 , 专门与非法乱纪 ! 道德颓废的酒馆作斗争 " 19 世纪末 , 数个新教分支教派

坚决反对酒类贸易 " 卫理公会的圣公会要求教徒投票反对酒馆 , 以及任何与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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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犯罪分子有牵连的政客 " 1895 年 , 长老教会禁酒委员会积极推动组建全国

性的反对酒馆联盟 , 19 00 年 , 南方浸信会坚决支持禁酒 " 19 03 年 , A SL 加强

了与新教教会之间的联盟关系 , 重组机构 , 使州一级的联盟分会与教会组织联合 "

按照联合计划 , 每个教派成员投票选举代表 , 进入州的反对酒馆联盟董事会 " 卫

理公会 ! 浸信会 ! 长老会以及公理会相互合作 , 形成了强大的教会联盟组织 " 但

是 , 天主教和路德教一直对 A SL 态度冷淡 , 甚至怀有敌意 " 尽管如此 , A SL 一

直对外宣称 , 它代表教会组织与酒馆进行斗争 "

其次 , 它打破了党派之间的鸿沟 , 团结所有支持禁酒的组织和人士 , 支持任

何政党候选人 , 不以他所属哪个党为投票的标准 , 而只看该候选人是否承诺支持

联盟的禁酒立场 " A SL 坚持认为 , 不必非要选举主持公正的候选人承担政府要

职 , 而是号召会员将选票投给那些支持 A SL 举措的候选人 " A SL 呼吁会员放弃

个人的党派观念 , 将选票投给支持禁酒的候选人 , 即便他们不喜欢该候选人 , 也

不属于他们的教会 , 但决不要将选票投给一个立场错误的候选人 , 即使是他来自

他们所支持的政党 , 或者同一个教派 ! 社区 , 或许还是他们的朋友 " A SL 要求

会员远离酒精饮品 , 但不强求其政治盟友这样做 " A SL 承诺 , 不论是饮酒者还

是禁酒者 , 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 改革者还是腐败政客 , 只要他们赞成 A SL 的政

治纲领 , 他们都将在选举中得到 A SL 的支持 " A SL 强调 , 禁酒问题才是重中之

重 , 其他诸如党派界限 ! 个人的世界观 ! 政治道德等问题都在其次 " 一位联盟的

官员提醒各党派高层人士说 , 联盟与党派不发生关系 , 只关心候选人的立场 " 如

杰克.布劳克所说 , 反对酒馆联盟是美国政治压力集团的雏形 , 是美国历史上第

一个动员公众舆论 , 影响公共政策的现代利益集团的范例 ¹"在 A SL 的鞭策和鼓

励下 , 禁酒运动复制了其他进步主义改革的运动模式 , 实行三步走原则 , 先取得

地方的胜利 , 然后推进到各州 , 最后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 "

缺少妇女的参与上层管理是 A SL 的另一格策略 " 尽管 A SL 与 W C TU 保持

紧密的工作关系 , 尤其在南方 , 它还向妇女禁酒组织提供经济支持 , 欢迎妇女参

加 A SL 举行的禁酒大游行 , 对妇女的选举权要求提供口头支持 , 但是 , A SL 内

部的所有负责人都是男性 " 1907 年 A SL 的主要负责人泊里. 贝克宣称 , 妇女的

¹ Jack B lock er jr. Al eoh ol, R efo rm an d soeiety :Th e Li quor lssue in soeial C ontex t.叭怂stPO rt :C ree nwo od , 1979.
P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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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务是通过妇女基督教戒酒联合会和教会 , 为禁酒活动提供最好的服务 , 而

A SL 的任务是代表教会和该组织执行禁酒工作 " 联盟之所以这样做 , 很可能想

与威勒的 / 做一切事情 0 的改革思路区别开来 " 也可能是因为联盟感觉到 , 与有

着 自愿传统和温弱的禁酒女性形象相比 , A SL 更具有职业性 , 政治风格硬朗 ,

具有男性果敢的特质 " 不论出于何种考虑 , 联盟官员们没有讨论过妇女在该组织

中的地位问题 , 他们只是以行动明确地告诉人们 , 这是一个男性组织 " 在具体的

实施过程中 , 由于需要更多支持禁酒的选票 , 联盟的做法受到了影响 " 一位批评

家谴责说 , 马里兰联盟分会的妇女都没有投票权 , 是因为该州负责联盟事务的官

员以人多拥挤为由 , 故意限制妇女参加联盟会议 "

最后 , A SL 十分强调内部的组织纪律性和分工 , 注重工作效率 , 为此 A SL

甚至中断了与一些开放性 ! 民主性组织之间的联系 " 研究反对酒馆联盟历史的史

学家 K . 奥斯丁. 克尔 (K .A us tin K err ) 评价说 , 拉塞尔和A SL 的其他缔造者们

是以现代大公司的模式来经营 A SL 的 , 他们以高效 ! 统一领导和官僚机构为目

标 , 塑造了A SL 的组织框架 " ¹在联盟的董事会中 , 虽然有教会和其他禁酒组织

的代表出现 , 但实权依然掌握在州和国家一级的联盟主管手中 , 他们是一群职业

人士 , 以此为生 " 这些主管实行决策 , 起草议案摹本 , 游说立法议员 , 负责公共

宣传 , 筹集资金 , 策划并指导会员组织的公众游行等 " 据说 , 韦恩.惠勒吹嘘他

之所以能以微弱的优势获得选举的胜利 , 是因为他采用的方式与城市老板的别无

二致 , 都是他一手策划的º"部分学员在俄亥俄或者伊利诺伊州示范性联盟组织

接受培训并合格之后 , 将分派到其他各州 , 承担州一级的联盟主管工作 , 这种做

法引起了其他地区忠于联盟的成员的不满 " 他们抱怨 , 反对酒馆联盟的一切事情

都掌控在 / 俄亥俄人 0 手中 " 尽管联盟中不乏滥竿充数和联唱反调的代表 , 但正

是由于联盟内部有一个组织纪律严明的领导核心 , 才最终保证了联盟政策和操作

上的高度统一性和持续性 " 自组建之日起到 1913 年 , A SL 一直致力于建设强有

力的州和地方组织 , 扩大公共宣传 , 调动民众禁酒情绪 , 提高公众的禁酒意识 ,

促成州和地方通过禁酒立法 , 尽可能在广大地区消除酒馆 " 联盟的最高主管负责

政策协调 , 分配资源 , 影响联邦立法朝着有利于州立法方向发展 " 俄亥俄联盟分

¹ peg冠m , B attl i昭 th e D吻m on R切m , 1998 , p.103.º K. AI 山tin K " 戈 " 电明ized for Pro h沥tion : A N ew Hi st oty of th e An ti一s叔oo n L 戈即e. N ew H ~ , 19 85 #
P .18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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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为其他各州联盟的运作提供了经验 " 它成立了不同的部门 , 执行不同的任务 ,

如煽动并引导公众情绪; 制定禁酒立法并为立法四处游说; 监督禁酒立法得到有

效执行; 筹集资金 , 促使联盟的可持续性发展等等 "

四 ! ASL 的实用主义禁酒策略

A SL 十分清楚 , 要取得成功并非易事 , 于是他们制定了长远计划 , 持续向

俄亥俄立法会议施压 , 直至达到目的 , 这一做法成为了全国反对酒馆联盟的特点

和标志 "

189 4 年 , 俄亥俄联盟起草了地方自决立法草案 , 然后递交给正在开会的州

立法会议进行审议 , 印制了数以万计的宣传手册发放给会员阅读 , 派遣组织者到

地方激发禁酒热情 , 创建新的联盟分会 " 在立法草案未获通过之后 , 他们将矛头

对准阻碍议案通过的主要立法议员 , 使其在下一次的选举中不能当选 " 经过十年

的努力 , 联盟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 " 耐心的工作赢得了更多的教会选民 " 189 9

年大选时 , 联盟有记录的可靠选民达 10 余人 , 该联盟还雇用了 100 名工作人员

到现场煽动禁酒情绪 , 赢得更多投票人的支持 " 18% 至 1904 年每两年一次的选

举中 , 联盟的地方自决议案稳步向前发展 , 并取得了一些胜利 , 但更重要的是 ,

他们摸清了谁是俄亥俄共和党中阻碍禁酒立法的主要阻力 " 尽管俄亥俄联盟的官

员本人都是共和党党员 "

1904 年 , A SL 提 出一个议案 , 要求在俄亥俄州内部分饮酒的城市地区实行

禁酒 , 此议案遭到共和党州长麦隆 T. 赫里克 (M yr on T. H e币ck) 反对 , 于是联

盟宣布 , 要在 1905 年的大选中将赫里克从州长职位上撵下来 " 之后不久 , 联盟

发动 了猛烈的针对州长的宣传攻势 , 要求联盟的发言人充当 / 袒护酒馆的州长 0

的 / 检举人 0 " 在 A SL 的压力下 , 支持干派的民主党候选人约翰 H . 帕蒂森 (Jo hn

H .Patt is on) 获得提名 , 与赫里克一道竞争州长职位 " 随后 , 联盟为竞选活动筹

集 7. 3 万美元 , 大量发行禁酒宣传材料 , 举行与民众的见面会 , 并得到了 W C TU

的支持 , 规劝选民与他们一起反对 / 政党老板 (赫里克) 0 " 在大选中 , 帕蒂森

痛击现任州长赫里克 , 以 4300 张优势票当选 , 这是近 50 年来俄亥俄的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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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州长 , 也是当年全州内唯一一位当选的民主党人 " 受州长落选事件的影

响 , 19 06 至 19 08 年期间 , 俄亥俄的立法议员通过了A SL 的绝大多数议案 , 俄

亥俄的共和党开始了与 A SL 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 " 俄亥俄的 A SL 能在一个州

内 , 利用广大支持禁酒的选民的选票 , 击败现任州长 , 模糊政党界限 , 追求禁

酒目标的做法 , 鼓励了其他州联盟分会的士气 , 也赢得了其他各州处在观望之

中政治家的尊重¹"
随着联盟的发展壮大 , 它逐渐发展成一个处事谨慎 ! 甚至圆滑的政治性机构 "

这一点在与教会的关系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 A SL 虽然每年都能从几个较大的捐

助者那里获得大量的资金 , 比如洛克菲勒在 1904 年之后每年捐款 5000 美元 , 但

这并非唯一资金来源 , 相反 , 联盟主要依靠小数额的捐款人进行运转 " A SL 的

资金主要来源于A SL 设定的每年一次的活动日, 在这一天 , 与A SL 友好教会合

作 , 用一个星期天布道活动募集资金 " 在布道现场 , 联盟的工作人员首先向大会

汇报禁酒工作的进展情况 , 然后发放捐献卡 , 让资助者将资金直接汇到联盟总部 "

A SL 有一个不成文规定 , 不允许其代表到教会的讲道坛演讲 , 但不拒绝发放捐

献卡的机会 , 它拒绝教会提出的将所筹资金用于特殊项目的请求 " 1910 年 , A sL

共筹集资金近 100 万美元 , 它将这些资金返回基层 , 支持那里的禁酒工作 " 1913

年以后 , A SL 组织机构的变化要求重新分配资金 , 于是它从活动资金比较富裕

的分会调拨资金 , 用于支援活动资金匾乏的州的联盟分会 " 在其他各州 , A SL

密切监视教会成员反对酒馆情绪变化 , 威廉H . 安德森是伊利诺斯州联盟负责人 ,

他向州内的牧师发放宣传册 , 明确向他们传授鼓动教徒的具体办法 , 引导他们投

票支持地方自决议案 " 2000 名牧师按照 A SL 的要求执行 " 1907 年 , 在安德森的

再次催促下 , 2500 名牧师站出来 , 明确表态支持地方自决议案 " 同年 , A SL 发

起的一场特殊的星期日戒酒活动 , 全美国接近 3 万个教会参与了本次活动 " 除了

将牧师用作联盟非正式的说客之外 , A SL 与教会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 , 为联盟

奠定了一个极有价值的草根政治基础 " 例如 , 伊利诺斯州的教会同盟的组织基础 ,

为各地区的禁酒组织之间的联合提供了方便 " 由新教青年协会推选出的投票人委

员会东奔西走 , 游说和规劝他们的会员组织和邻里社区 , 给 A SL 支持的候选人

¹ Ju stin st. 田大私叩e W heel 岔 D 汀B oss, N ew yo 氏 1928 , p一57一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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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 " 他们列出了投票人的详细名单 , 包括他们的政党立场 ! 对某个候选人的态

度 ! 同情禁酒者的名字等事项 " 到 191 3 年 , 伊利诺斯 A SL 可以随意支配教会属

下的 1万 5 千名委员会成员 , 其影响力遍及该州的每一个县和教区 " 甚至在美国

反对禁酒实力最顽固的宾夕法尼亚州 , 经过4 年与教会的艰苦努力 , 到 190 8 年 ,

A SL 的宾夕法尼亚分会已经拥有了5 0, 000 至 75 , 000 名忠实投票者 , 并具备了通

过禁酒立法的群众基础 ¹"
从兴起到顶峰的道路上 , A SL 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在实用原则的指导下执行

的 " 19 06 年在联盟内部出版的手册中 , 安德森强调说 , 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 ,

A SL 追求的是机会主义 , 机会主义便成了A SL 最明显的特征 , 它利用一切资源

来影响重大决定 " A SL 的游说策略更是高出一筹 , 它并不将冗长的请愿书呈递

给立法者 , 而是要求它的支持者每人写一封信给立法议员 " 他们认为 , 在请愿书

上签字很可能受人指使 , 但写信是另一回事 , 说明写信人是认真的 " 于是 , 信件

和电报像雪片般落到了立法议员的办公桌上 , 立法者不得不仔细思量 , 这关系到

自己是否能再次当选的大事 " 大选之前 , A SL 一般要出版问卷调查的结果 , 然

后 , 将结果寄给候选人 , 对于符合联盟标准的候选人 , 它明确表态 , 予以支持 "

只有当获胜的几率很大时 , 它就呼吁支持者放弃党派界限 , 集中选票 , 赢得竞选

的胜利 " A SL 的机会主义做法在根除酒馆的活动中得到了具体反映 " 到 1912 年 ,

A SL 下属的出版公司每天印刷重达 40 吨的宣传资料 , 主要宣传没有酒馆地区低

廉的税收 ! 平和的政治以及繁荣的经济等益处 " 它有意避开个人饮酒的话题 , 只

瞄准有不 良社会印象的酒类利益集团 " 很多美国人 , 其中包括一些天主教牧师和

一般信徒 , 不愿意将法律的责任推到个体饮酒者头上 , 但是 , 他们都同意酒馆是

/ 美国家庭的天敌 0 的说法 " 美国人赞成用政治的手段遏制酒馆的罪恶 , 认为酒

馆文化中没有爱国主义本质 , 有反共和体制的倾 向 , 背离了美国的理想 ! 纯洁和

正义 " A SL 只强调酒馆问题却不提个人饮酒习惯的做法激怒了禁酒党 , 但赢得

了大多数美国民众的支持与合作 , 收到了满意的效果º"
同样 , A SL 机会主义的特点也充分反映在它对禁酒问题遮遮掩掩的态度上 "

¹ Ju stin steu art , 认厄0 e W llee ler :D叮 Boss , p.174 一18 1.
º Th om as peg冠m , Th e D ry M ach ine:Th e Form ati on of th e An ti一sal oon b , 四e in Illinois, Illin ois H istori eal

Journal 8 3 , An tu m n 19 90 .P .25 6 一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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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的官方文件明确表示 , 立法禁酒是它的终极目标 " 1906 年联盟蓝皮书上说:

/ 立法禁酒要胜过制度管酒 " 因此 , 对于已经有了禁酒立法 , 或者正在准备制订

禁酒立法的州 , 联盟予以支持 " 0 同时 , 地方自决运动将 / 培养庞大的禁酒队伍 ,

通过他们打垮各州及全国范围的酒类贸易 " 0 ¹但是在许多地方 , 为了赢得地方 自

决的胜利 , A SL 干脆掩盖了其真实意图 , 甚至否认禁酒的事实 , 并坚持说 , 通

过多数获胜的办法来保护美国地方自治原则 " 为了推进 A SL 的最终目标 , 它熟

练地运用了进步主义时期民主制度的创新方法 , 如创制权 ! 全民公决和初选等 ,

同时 , 联盟尽其所能 , 阻碍湿派使用相同的办法来扩大领地 " 当然 , 宪法第 18

条修正案最终还是剥夺了城市人口在饮酒问题上的自治权 " 实用政治导致 A SL

官员向民众隐瞒真实意图 , 打着关闭酒馆的幌子 , 操纵大众民主º"A sL 做法招

致了许多人的批评 " 有人指责说 , A SL 只强调禁酒而反对政党忠诚的做法 , 实

际上破坏了政治的游戏规则 " 19 00 年 , 一位记者说 , A SL 其实就是一个 / 地地

道道的政治机构 " 它所有的活动都地方化 , 既不与两党中的任何一个进行长期合

作 , 也不与两者共同合作 , 今天支持民主党 , 明天支持共和党 , 飘忽不定 , 改变

立场时毫不犹豫 0 " 政党领导和许多普通政客发现这种行为不仅令人困惑 , 还十

分危险 " A SL 经常有违反常规的做法 , 比如对 A SL 不友好的立法议员 , 联盟直

接向他发出威胁 "

尽管 A SL 的做法经常引来别人的质疑和报复 , 但联盟适应政治气候变化的

能力远远要强于许多政党的职业政客 " 1900 年之后 , A SL 的发展迅速 , 其主要

原因是它在政治上发生了巨大转变 " 19 世纪后半期 , 馏金年代的政治文化注重

整党忠诚 , 而不是制度创新 , 禁酒改革者因此被排挤在主流政治之外 " 然而 , 动

荡的90 年代打破了馏金年代的政党忠诚的传统模式 , A SL 代表了新的政治文化 ,

未来社会改革的发展方向 , 它敢于实践进步运动时期冒险的政治风尚 " 这些变化

在南方表现的尤为突出 " A SL 与南方进步主义者结盟 , 在他们的推动下 , 南方

各州自 1907 至 1909 年之间通过了一系列禁酒法律 , 这一胜利打破了 20 多年来

禁酒运动停滞不前的僵局 , 为 1914 年以后新一轮的禁酒运动开始作了铺垫 " 南

¹ pe乡艺m , Th e D 口M achine :Tbc Form 涌on of出e n̂ ti一Saloon L ea 即e in Illinois, 11一访015 H istori eal 为um 日83 ,
冉习加几叮 19 90 .P. 25 6一57 .

º P周犷别n , B attl in g the D em on R Lnn , 1998, p.l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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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各州是福音派新教徒集中的地方 , 19 世纪 , 很多禁酒团体在那里十分活跃 "

不过 , 南方人对政府强行禁酒的做法充满敌意 " 19 世纪 50 年代 , 当缅因法运动

席卷全国之际 , 南方人还游离于禁酒运动之外 ¹"只是到了内战时期 , 南部邦联

政府为了节约粮食 , 才实施禁酒 , 但随着和平年代的到来 , 这些法律随之被废止 "

重建期间 , 由于联邦政府实行的强制政策以及重建之后民主党操控南方事务的行

为 , 进一步增加了南方人对政府的反感 , 南方人对政府权力的质疑和对杰克逊民

主的狂热几乎渗透到骨子里 " 南方禁酒主义者承认 , 自美国有史以来 , / 南方人

一直崇尚维护个人自由的政党 , 他们 自然反对任何禁止人们奢侈行为的法律 0 "

在北卡实行禁酒的前一年 , 该州的一位联盟领导人直言不讳地说 , 该项法律 / 将

对美国的民主精神构成威胁 0 , 因为执行这项法律要求政府权力的集中 " 对于很

多包括禁酒积极分子在内的南方人来说 , 饮酒的权利是美国民主一个重要的组成

部分 º"
在 19 世纪 , 任何社会管制都不能侵害自由白人的权利是南方的政治文化的

核心 , 而进步运动时期 , 美国的主流价值观是谋求社会的共同进步和全体公民的

福社 , 保护个人自由次之 " 正是因为南方白人中产阶级担心社会动荡与暴力将淹

没整个南方地区 , 尤其是南部黑人和底层白人之间的种族冲突 , 才成为南方人禁

酒的真正动因 " 1898 年和 1906 年 , 北卡威尔明顿市和亚特兰大分别发生了种族

暴乱 , 南方种族关系不容乐观 " 一些观察家说 , 酒类贸易就如同把火把放入火药

桶 , 随时都会点燃种族之间的仇恨和暴力冲突 , 南方人生活在活火山上 "

南方的酒馆文化有别于北方 , 南方人们通常不在饭桌上喝酒 , 男人们饮酒就

去酒馆 , 而且只喝威士忌 , 女人不能随同前往 " 酒馆的环境粗俗不堪 , 那里到处

都是醉汉 , 行为及其粗鲁 " 因此 , 酒类生意不仅阻碍了南方进步主义运动的发展 ,

还阻碍了那里的文明进程 " 在南方流行着这样一个说法 , 黑人对 白人女性进行性

骚扰是因为喝酒的缘故 , 南方白人对黑人的性犯罪反映强烈 , 极为痛恨 " 发生在

亚特兰大的种族暴乱 , 就是因为误传黑人对白人女性实施了性骚扰而引起的 " 媒

体报道说 , 圣路易的蒸馏酒商要把一批商标上印着裸体白人妇女画像的杜松子酒

¹ P e目旧mº P egr am
, B att ling th e D em on R um , 19 9 8 , P lls .

, B att ling th e D em on R um , 19 9 8 , P .ll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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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送到南方 , 以满足那里的黑人消费者 , 此事在南方引起了轩然大波 " 一位亚特

兰大的牧师非常严肃地警告说 , 在南方社会有酒馆的地方 , / 种族冲突的危险随

时有可能爆发 0 " 南方进步主义者担心强奸 ! 报复性私刑 ! 酒后引发的暴乱将会

摧毁神圣的法律和民主 , 而这恰恰是社会秩序和繁荣赖以存在的基础 , 也是进步

主义者希望建立的社会 " ¹
南方独特的社会环境决定了禁酒将是进步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 它

会促进的社会进步 " 很多南方人认为 , 禁酒不仅能减少南方的社会动乱 , 还能推

进南方的经济繁荣与法制环境 " 南方的进步主义者希望通过禁酒来巩固公共福

利 , 抑制阻碍南方社会和物质进步中的极端个人主义 " 一位禁酒支持者说 , 禁酒

是一项 / 自我否定的法律 , 它代表着坚信社会团结信念的发展 0 " 历史学家杜威.格

兰瑟姆 (D ew ey G ran th 印且) 认为 , 禁酒是一座桥 , 它既连接了新旧不同的两个社

会 , 也连接了极端个人主义者和社会改革者两种人 " 社会改革家亚历山大. 麦克

维 (Al ex an der M cK el w ay ) 辩论说 , 通过禁酒 , 南方白人公民将为了社会利益做

出巨大牺牲 , 他们将个人自由抛在一边 , 保护弱小种族免于醉酒犯罪的困扰 , 使

他们自己远离种族冲突的不道德行为 " 禁酒预示着南方公民社会的成熟 , 同时 ,

也使其他社会改革成为可能 "

南方禁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剥夺绝大多数黑人的公民权 " 1907 至 19 15

年期间 , 南方有 9 个州实行禁酒 , 其中7 个严格限制黑人投票 " 虽然中产阶级

黑人经常参与禁酒投票活动 , 但多数禁酒主义者认为 , 黑人将会把选票投给酒

馆 , 他们是禁酒的阻力 " 由于受到这种主观臆断的影响 , 堪萨斯州议会于 1913

年通过了一项法律 , 要求各镇在给酒馆颁发营业执照之前 , 必须要得到当地半

数以上白人居民的支持 , 否则不予颁发 " 由于剥夺了黑人投票权 , 从而减轻了

南方进步主义政治中种族问题的压力 , 南方白人能再次就一些社会问题发表不

同意见 , 比如 , 在禁酒问题上 , 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表明个人见解 , 无须担心

因涉及种族问题而带来的麻烦 " 在这种新的社会氛围影响下 , 禁酒不但没有影

响到南方白人的优越地位 , 反而使之得到了加固 " 另外 , 由于对黑人投票权的

限制 , A SL 就能够更加 自如和有效地在南方进行禁酒活动 , 再也无须考虑党

¹ 任lm o茂, G即der an d Jim C ro w, 199 6.P. 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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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因素对他们的制肘 " 1907 年佐治亚州禁酒取得胜利 , A SL 虽参与其中 , 但

作用有限 , 1908 年密西西比州开始实行禁酒 , A SL 没有直接参与 " 但是在整

个南方的禁酒活动中 , A SL 一直是一股重要的力量 , 作用不可小视 " 正是由

于反对酒馆联盟充分意识到了南方人禁酒的愿望 , 从而促进了南方禁酒运动的

展开 " 190 4 年 , A SL 的全国负责人贝克任命肯塔基州地方联盟领导人乔治 W.

扬 (G eo rg e w. ! .ang ) 为全国反对酒馆联盟的特殊助理 , 以促进南方禁酒工作

的全面展开 " 扬的到来给那里的禁酒工作带来了起色 " 在他的帮助下 , 南方各

地的禁酒协会组织起来 , 形成了强大的政治联盟 , 向政府施加压力 , 促使州立

法机构通过禁酒议案¹"在反对酒馆联盟的帮助下 , 俄克拉何马州 ! 亚拉巴马

州 ! 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在 1907 年至 1909 年期间相继通过了禁酒立法 "

19 14 年 , 卫理公会教派主教詹姆斯. 坎农 (J am e. C alin on ) 领导的弗吉尼亚

A SL 向州议会施压 , 最后通过了禁酒立法 , 掀起了南方的第二次禁酒高潮 "

1915 年 , 亚拉巴马州再次恢复了 19H 年被取缔的禁酒立法 " 在南方禁酒 A SL

大联盟的推动下 , 阿肯色 ! 南卡和得克萨斯分别于 191 5 和 191 8 执行禁酒 " 另

外 , 佛罗里达和肯塔基州在州宪法中增加了禁酒修正案 º"
禁酒运动在南方取得的突破 , 预示着 20 世纪的禁酒改革将取得新的巨大

进展 " 酒馆行业不得人心的做法不仅坚定了公众反对酒类贸易的态度 , 同时 ,

美国人对政府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 到 1907 年 , 美国人似乎更愿意让政

府来保护和促进公共利益 " 比如 , 联邦和州政府相继 出台的纯净食物和药品法 ,

保护妇女和儿童劳工法 , 强制儿童接受教育法 , 工厂安全与消费者保护法 , 反

托拉斯法等等 , 这是政府干预社会生活和个人自由的具体表现 " 禁酒的目的是

为了公众的整体利益才不得不干涉个人 自由 " 到世纪之交 , 南方人开始认为 ,

禁酒改革会给整个南方社会带来好处 , 有必要进行一场社会改革 " 他们在态度

上的巨大转变将 必然给那里的禁酒运动带来福音 " 可 以肯定 , w C TU , A SL

以及其他的禁酒组织给南方的社会改革提供了指导方向 , 但不能夸大它们的作

用 " 准确地说 , 禁酒主义者利用了南方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禁酒的愿望 , 因

¹º
GI Im ore , G en der an d Ji m C ro w, 19 96 .P .10 2 .

G ilm ore, G en der an d Jim C ro w, 19 96 .P .l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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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行动不统一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 在阿肯色和得克萨斯 , 联盟领导人由于缺乏经

验 , 能力不足 , 致使他们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 在没有充分调动民众的禁酒热

情的情况下 , 不合时宜地举行了全民公决投票 , 而相反的例子是 , 由于全国反对

酒馆联盟重新调整了阿肯色和得克萨斯分联盟的领导机构 , 19巧 年阿肯色联盟

取得了禁酒的胜利 "

第二 , 禁酒势头锐减还是因为酿酒商和蒸馏商采取了疯狂的敌对行动 , 他们

向当地的捍卫个人自由组织提供资金支持 , 组建游说团 , 向州立法机构施加影响 "

由于饮酒市场生意走红 , 酒类生产商于 1910 年帮助组建了大俄勒冈地区自治协

会 " 在俄亥俄州 , 酿酒商协会在政治上日臻成熟 , 它曾一度与俄亥俄反对酒馆联

盟形成了对垒之势 , 在得州 , 酿酒商和蒸馏酒商史无前例地建立了联盟关系 , 联

合对抗禁酒势力的威胁 " 当然 , 这种局面维持的时间不长 " 到 19 巧 年 , 酿酒商

和蒸馏酒商之间无法化解的利益冲突最终还使联盟土崩瓦解 "

最后 , A SL 内部支持立法禁酒的力量相对较弱 , 没有加强地方各州的禁酒

力度 , 加之内部争执不断 , 给各州禁酒立法的通过带来了阻碍 " 绝大多数执行禁

酒的州允许个人邮购酒类产品用于家庭消费 , 但坚决管治运输零售用酒 , 而国会

不愿意对这条州际贸易立法进行修订 " 国会的态度给非法酒馆提供了机会 , 它们

抓住机会 , 储存大宗的酒 , 而这些储存酒逐渐流到干州的地下酒馆 " 因此湿派评

价干州是 / 禁酒不禁喝 0 或 / 禁而不止 0 的州 " 根据州际贸易委员会的估算 ,

仅 19H 年一年运输公司输送到干州的烈性酒多达2 千万加仑 ¹"因此要遏制州际

间的酒类贸易 , 恢复地方禁酒者的信心 , 就非常有必要显示禁酒力量在政治上的

强大影响 "

世纪之交 , 在 A SL 与 w C TU 的努力下 , 美国的军事基地取消了酒类买卖 ,

进一步加强了印第安人保留地的酒类管治 , 游说国会议员 , 关闭哥伦比亚特区的

酒馆 " 联邦政府向酒类税收 , 除了增加财政收入之外 , 主要 目的是想根除非法蒸

馏酒生产 , 监督合法蒸馏酒商的生产和销售过程 , 确认所有酒类生产商和零售商

人的总数 " 反对酒馆联盟把联邦税收当成了有力武器 , 利用它让联邦和州采取共

同行动 , 遏制酒类贸易 " 历史学家理查德 H . 汉姆(形ch ar d H . H am )指出 , 过去

的禁酒组织将联邦税收看成是政府与酒类行业的利益联盟 , 不得人心 , 相反 , 反

¹ pegr am , B att ling th e D em on R um , 1998 , 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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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酒馆联盟却把它看成是强大的武器 , 对执行州和地方的禁酒有巨大帮助 " 联盟

利用税收信息 , 确认和起诉违反禁酒法令的商人 " A SL 的不懈努力终于得到了

初步的回报 " A SL 与 W CT U 联手发动了宣传攻势 , 19 13 年 2 月 , 国会通过了

韦伯一凯尼恩法案 (w 比b.K enyo n A ct ) " 法律规定 , 如果从外地运入其他州的酒

与该州的法律存在任何形式的冲突 , 都将予以禁止运输 " 从措辞上看 , 该法律如

同州的权力法案 , 联邦没有插手各州禁酒之事 , 而是将权力交付各州自行实施酒

类管理 " 几十年来 , 南方人一直反对联邦政府采取高压政策 , 对联邦税收征稽人

员突然袭击式的监察行为极为反感 , 对联邦政府扩展权限的做法表示怀疑 " 韦伯

一凯尼恩法案的出台排除了南方人对政府的戒备心理 " 该法律显示了联邦政府在

处理州际事务上的权威性 , 保证了宪法的架构 , 从而使该项法律在上下两院以绝

大多数的赞成票通过 " 但是 , 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塔夫脱否决了该法案 , 理由是 ,

该法律给予州的权力有越权的嫌疑 , 是对联邦政府管理州际间事务的干涉 " 不过 ,

总统的否决被两院轻而易举地再次否定 "

韦伯一凯尼恩法案是联邦立法帮助各州禁酒的典型 , 它不仅给各州的禁酒运动

注入了新的动力 , 也为出台全国性禁酒立法提供了可能 " 191 3 年末 , 反对酒馆联

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 他们欲通过修正案的形式 , 将禁酒写入美国宪法 " 此

时的酒业集团已经溃不成军 , 全国收入税法的出台使酒馆生意无利可图 " 禁酒领

导人看到 , 仅仅依靠各州的禁酒热情实现全国范围的禁酒可能性不大 " 起初 , 反

对酒馆联盟告诫会员们做好心理准备 , 打一场持久的禁酒战役 , 然而 , 时隔 4 年

之后 , 国会提交了第十八条宪法修正案 , 要求各州予以批准 " 1919 年 1 月第十八

条宪法修正案得到各州的批准 , 一年后生效 " 禁酒立法通过的速度正好反映了国

内外形势的快速变化 , 这也为后来执行禁酒立法带来了潜在麻烦 "

小 结

回顾馏金年代的禁酒运动 , 我们可以看出 , 政客们和党派组织都不愿意卷入

到酒类管制的政治漩涡当中 " 但是 , 世纪之交的一系列事件 , 比如 , 医学界和社

会科学界的权威人士对烈性酒的谴责; 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和企业合并的风潮 ,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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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口猛增 , 移民大量涌进城市 , 将酒馆推倒了风口浪尖 , 人们开始注意到了酒

馆的社会危害; W C TU 瞄准臭名昭著的酒馆 , 将禁酒问题政治化 , 政党在禁酒

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 中产阶级坚信社会改革 , 崇尚社会公正和道德 ,

这些因素的合力 , 促成了禁酒运动的再次复兴 " 1895 年成立的美国反对酒馆联

盟 , 有效的利用了上述机会 , 推动了禁酒运动的向前发展 " 反对酒馆联盟的举措 ,

正好反映了转型时期美国中产阶级关注社会道德的现代的一面 " 它只将问题聚焦

到酒馆 , 而非饮酒者身上 , 这说明 , 该联盟只想根除培育饮酒文化的社会机制 "

它从美国新教思想当中汲取力量 , 给政党持续施加巨大压力 " 它发动选民的力量 ,

集中支持某个具体立法 , 它的一切行动都是在职业经理人的策划下有步骤地进

行 , 并得到了成熟老练的社会宣传媒介的强有力支持 , 它所制定的目标都比较现

实 , 并能灵活执行 , 对现任官员或施加压力 , 或承诺予以选民支持 " 毫不夸张地

讲 , 反对酒馆联盟是美国当时最有效 ! 最强大的院外政治游说集团 " 反对酒馆联

盟和全国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一样 , 都具有 20 世纪早期进步运动改革的某种

特点: 宗教动机和社会科学方法相结合 , 关注饮酒者健康 ! 家庭及孩子的幸福 ,

洞察环境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 , 能巧妙的利用社会反对企业托拉斯的情

绪 , 倡导通过立法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 " 如果说 , 酒馆促使现代美国人再次关注

饮酒带来的社会问题的话 , 那么 , 反对酒馆联盟就代表着 20 世纪的美国人寻求

解决酒精问题的方法 , 它注定将对长期以来的酒精争端作一个永久性的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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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 世纪20 年代中期 ,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美国禁酒运动的

命运 " ASL 领导的禁酒运动借机走出了低谷 , 重新焕发生机 " 在国内外形势都有

利于禁酒阵营的情况下 , 美国国会通过了第十八条条宪法修正案 , 并获得了各州

的批准 , 随后国会又出台了禁酒立法 , 各州都纷纷出台的相应的字法律 , 配合联

邦政府执行禁酒任务 , ASL 因此成为了全国禁酒的技术指导机构 , 美国进入了禁

酒时期 " 1928 年美国总统胡佛上任之后 , 将全国禁酒说成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次

伟大的道德上的 / 神圣试验 0 " 然而 , 这次 / 神圣试验 0 的结果却出乎人们的意

料 "

一 ! AsL 与禁酒立法的出台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动了世界范围的禁酒运动 , 欧洲参战各国纷纷开始

禁酒 , 禁酒成为一个国际现象 " 其他国家的禁酒举措给美国的禁酒运动注入了新

的动力 , 使其成为世界范围内禁酒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 到 1914 年达到高潮 "

一战伊始 , 英国政府开始限制发放酒类经营许可证 , 管制公共酒吧的营业时间 ,

甚至在部分地区实行禁酒 " 在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 , 战争促发了民间禁酒运

动 " 19 19 年芬兰政府实行禁酒 , 同年 , 挪威政府也开始禁止人们引用烈性酒 ,

随后 , 瑞典政府接管了酒类生产行业 , 将酒类生产和经营变成政府行为 " 19 巧

年 , 加拿大各省禁酒呼声不断 , 1919 年加拿大政府实施彻底禁酒 " 国际禁酒形

势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的禁酒运动 " 反对酒馆联盟的公共宣传部负责人欧内

斯特. 切灵顿 (Ear nest H. Cher ri ng ton ) 对世界范围的禁酒形势欣喜若狂 " 作

为 ASL 的执行委员会秘书和战略策划家 , 他于 1918 年就开始筹划成立世界反对

酒精联盟 " 世界范围的禁酒浪潮不仅鼓舞了美国的禁酒积极分子 , 同时 , 也给那

些驻足观望者传达了一个信号 , 即禁酒是时代的使然 , 是朝前看政府为大众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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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的必经之路 , 它不是什么过时或者传统守旧的价值观 "在经历了 1910 年至 1912

年的低谷之后 , ASL 紧紧抓住战争与国际禁酒形势的大好契机 , 坚持联盟既定的

禁酒策略 , 最后促成了禁酒修正案和沃尔斯特德法案的出台 "

长期以来 , 包括 ASL 在内的美国禁酒组织和个人都认为 , 要在全国实行立法

禁酒 , 并把它写进美国宪法是一项异常艰难的事情 , 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经过漫

长的时间 , 这已经成为他们的共识 " 然而 , 美国移民人口的膨胀和影响力的迅速

提升迫使 ASL 等禁酒组织不得不加快了禁酒的步伐 , 他们想凭借战争的良机 , 完

成他们认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目标 "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奥斯丁.克尔指出 ,

移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使ASL 不得不加快禁酒的进程 " 19 10 至 19 19 年是美国

移民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期 , 超过 600 万的移民移居美国 , 并定居在了美国城市 ,

其中大多数人在一战前进入美国境内 , 随后移民人数锐减 " 切灵顿担心 , 在 1920

年部分国会议员换届选举之前 , 如果禁酒修正案不能在国会通过 , 等换届之后 ,

代表城市居民利益的众议员代表人数就会增加 , 到那时 , 支持禁酒的国会议员人

数加在一起还不到三分之二 , 指望禁酒修正案在国会通过将成为幻想 " ASL 的高

层领导人霍华德. 拉塞尔 (Howard Russell) 和帕里. 贝克 (Purley Baker ) 认

为 , 要取得宪法禁酒的成功并非易事 , 需要长期持久的努力 , 非朝夕之间就能完

成 " 而运动筹划组负责人切灵顿并不这么认为 , 他坚持速战速决的原则 " 在政治

上 , 切灵顿是现实主义者 , 他认为州一级的禁酒运动不可能促使移民和劳工阶层

聚集的城市地区实行禁酒 " 大多数禁酒主义者深信 , 联邦行为对禁酒的成功十分

重要也很必要 , 但他们不得不承认 , 国会并没有权力强迫各州接受禁酒立法 " 只

有出台禁酒修正案才能使禁酒成果得以持永 , 才能遏制酒业集团的巨大阻力 , 但

前提是 , 禁酒修正案必须要经 48 个州中的 36 个认可才行 "

切灵顿本人虽不否认要想通过禁酒修正案 , 就必须给城市移民和劳工阶层进行禁

酒教育 , 但他还是不顾一切地推进禁酒进程 , 目标是在五到七年内促成禁酒修正

案 " 受到切灵顿禁酒前景预测的影响 , ASL 决定利用其影响进行最后一搏 , 争取

在 1918 年的国会选举中选举产生一个支持禁酒的国会 , 最晚不能超过 1920 年 "

1913 年 12 月寒冷的一天 , 反对酒馆联盟在华盛顿举行大规模的公众集会游行 ,

显示联盟的团结禁酒的决心 " 除了联盟和 WCTU 的成员之外 , 此次示威游行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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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者中还有银发的退伍军人和其他禁酒组织的成员 " 4000 多人的游行队伍沿着

宾夕法尼亚大街向美国国会走去 " 他们向来 自得克萨斯的民主党国会参议员莫里

斯.谢帕德(Mor ri 5 Sh即par d) 和亚拉巴马州众议员里奇蒙德P.霍布森(Ric hm on d

P.Hobson) 呈递了禁酒倡议书 , 后者是美西战争中家喻户晓的海军英雄 , 是反对

酒精的代言人和斗士 " 两人郑重承诺 , 他们将倡议书分别交付国会两院进行审议 "

虽然倡议书在那届国会中没有获得通过 , 但它让禁酒者们看到了希望 , 因为众议

员最后的投票结果是 197 票反对 , 19 0 票赞成 , 反对者和赞成者之间的差距微乎

其微 " ¹

图 14 :北卡 5 新闻与观察家 6 报纸反映了当时禁酒势头发展迅猛 "

资料来源: h即刃场, n从lib .un c. ed 侧..了ncl五story/ in ayZ oo 6/in dex 上切吐

此次事件之后 , ASL 各个机构加足马力 , 高速运转 " 联盟的战略专家把谢帕

德和霍布森禁酒决议看成是他们了解国会态度的试金石 , 为 1914 年的选举做准

备 " 联盟领导人惠勒后来回忆说 , 联盟的目标是增加参议员人数 , 誓死竞争每一

个众议院席位 , 打算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全国禁酒的基础 , 扩大禁酒州的数量和领

地 " 1914 年 , 联盟讲师团巡游全国 , 宣传和鼓动禁酒情绪 , 请愿书和电报像雪

片一般堆在了竞选官员的桌子上 , 联盟的宣传花费创历史新高 , 达 25 0 万美元 "

¹ Em es tH .Ch " 石ngi on , Th e E vohi tion of p rohibition in th e Un ited stat es of A m eri ca. W 比ter 劝ue, o hio ,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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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举的最后一个月 , 切灵顿的办公室负责印刷的宣传材料每天多达 10 吨 , 5

万多名训练有素的禁酒宣传团队在地方 ! 州和国会三个层面发挥作用 , 引导投票

者的支持 , 确保选举取得满意的结果 " 19 14 年的选举结果让 ASL 兴奋不已 " 州

一级的禁酒运动在南方纵深地区蓬勃发展 , 并蔓延到西部各州 " 1914 年弗吉尼

亚 ! 俄勒冈 ! 华盛顿 ! 科罗拉多河亚利桑纳州举行了禁酒全民投票 , 之后 , 上述

各州开始禁酒 " 翌年 , 另外五个州 (亚拉巴马 (第二次禁酒) ! 阿肯色 ! 爱荷华 !

爱达荷和南卡罗莱纳州) 也成为禁酒州 , 只有南卡是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实施禁

酒 , 其余四个州直接采用立法禁酒 " 19 14 年选举之后 , 参议院完全赞成禁酒 ,

但众议员的支持者虽有上升 , 但依然达不到三分之二的多数 , 因此 , 霍布森递交

给众议院的禁酒决议书还是未能获得通过 , 当然就没有机会交付个州审议 "此后 ,

经过周密计划 , 反对酒馆联盟将战略目标放在了 1916 年的大选上 " 按照惠勒的

话说 , 联盟将 / 1914 年选举中积累的能量释放在了 1916 年的选举活动中 , 不过

这次如烈火般更加炙热和疯狂 0 ¹"联盟似火的激情迎来了更多的胜利 " 到 1916

年又有四个州开始禁酒 , 其中包括密西根州 , 该州是美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最

高的州 , 它实行禁酒意义非同寻常 " 西雅图和斯博坎 (Spok an e) 这两个城市虽然

在 19 14 年拒绝在禁酒问题上举行全民公决 , 但到了 1916 年 , 城市的禁酒力量压

倒了反对者力量 , 开始禁酒 " 19 16 年选举之后 , 众议院的禁酒席位增长了85 个 ,

支持禁酒的议员人数占绝对优势 " 联盟急风暴雨式的攻势果然奏效 , 禁酒修正案

在国会 中获得通过并交付各州批准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 全国禁酒的前景一片光

明 "

禁酒修正案能在最后关头获得通过 , 与 ASL 传统的实用主义策略密不可分 "

AS L 能够老练地处理与政党的关系 , 审时度势 , 正确地把握时机向议员们施加压

力的做法继续发挥了威力 " 1916 年之前 , ASL 并不强迫政党在禁酒问题上表明态

度 , 也不要求总统候选人明确表达其禁酒立场 " ASL 只是努力确保两大党总统候

选人个人赞成禁酒 , 营造一个两党 内部都赞成禁酒的印象和氛围 " 在禁酒问题上 ,

共和党和民主党内部存在争议 , 但在表面上 , 他们依然保持沉默 " 在确保国会内

¹ Th om as 凡p egra m , B att ling D em on R um 一Th e stru ggle fo ra D ry A ln eri ea, 1800一1933 , Ivan R .D ee , c hie昭 " ,
199 8 , P 1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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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支持禁酒议员人数占多数之后 , ASL 要求国会明确禁酒的立场 " 对于ASL 向国

会发出的挑战 , 全国各大党极为高兴 " 奥斯丁. 克尔说 , ASL 的做法 / 把两党从

争论的麻烦中解脱出来 0 , 因为经国会投票决定 , 禁酒修正案将提交给各州 , 由

地方代表来决定是否实行禁酒¹"历史学家安德鲁. 辛克莱 (Andre w sinclai r)

对此作了准确地解释 " 他说 , ASL 的政治策略十分老练 , 它能让截然不同的总统

和政党领导人 , 包括西奥多.罗斯福 ,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 查尔斯.埃文斯.休

斯 ! 威廉.詹宁斯.布莱恩 ! 伍德罗. 威尔逊等人按照联盟预先设定的轨迹行事 "

比如 , 让他们开始时在禁酒问题上 / 保持沉默 , 言语含糊其辞 , 逐渐表现出某种

程度的支持 , 到最后全力支持禁酒 0 这样一个规律 " 正因为ASL 成熟的政治运作 ,

它将禁酒者的目标和政党的利益巧妙地结合 , 让政党来推进禁酒事业 " 而在此之

前的半个多世纪 , 两党一直故意回避禁酒问题 , 谨防涉足禁酒泥潭 , 引火烧身º"
不过 , ASL采取的机会主义的禁酒策略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 在煽动公众禁酒

情绪时 , ASL 将攻击的目标指向行为不轨的酒馆和唯利是图的酒业利益集团 , 对

个人饮酒行为只字不提 " 在 ASL 影响之下 , 各州出台的禁酒立法对酒业利益集团

和个人饮用烈酒都作了明确的区分 " 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州在 1916 年出台了彻

底禁酒立法 , 将个人储藏和饮酒行为视为违法 , 大多数的州则允许个人偶尔从外

地购买酒类产品 , 或者自家酿制各种饮用酒以满足家庭消费 " 历史学家拉里.恩

格尔曼 (Lar ry Eng el ma nn ) 指出 , 密西根州的禁酒立法是得到了 / 喝酒的禁酒

者 0 和适量饮酒者的支持票才得以通过 , 他们认为有必要限制酒馆和酒业集团的

违法行为 " 在许多州 , / 喝酒的禁酒者 0 是反对酒业利益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

虽然禁酒阵营中一些人支持彻底的禁酒立法 , 但都遭到了 ASL 的坚决反对 " 因为

它担心 , 这样做会破坏禁酒所依靠的广泛的社会基础 "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 ASL

通过霍布森和谢帕德向国会提交的倡议书只禁止生产和销售酒精饮料 , 但不禁止

人们喝酒 " 1916 年末 , 当参议院要求将禁止个人饮酒的条款写入霍布森决议时 ,

AS L 立刻表示反对 " 随着全国禁酒形势的发展 , 个人饮酒问题成为了焦点话题 "

理查德.汉姆 (Richar d Haln ) 辩论说 , 从州的层面来讲 , 将禁止酒类贸易和禁止

¹ K .A ustin K " 不0 1名ani zed fo r pm hibi tion :A N ew Hi story of th eAn ti一sal ~ L 比即e, N ew H ~ , 198 5. P. 77 .º An 山re w Sin d air. E扭of Ex ces s: A Soci ai Hi st创叹of th e Proh ibi tion M ovom ent.N e份丫b浅:H alp er C ol oPh 叽
196 2 .P .1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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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饮酒区别对待是可以理解的 , 因为有州际运输法做保证 , 干州的人想喝酒就

可以通过州际间的贸易得到 , 但是到了联邦层面 , 这种做法就显然行不通了 " 全

国禁酒形势的发展必将铲除美国境内所有酒精饮料的生产和销售企业 , 个体消费

者想得到酒喝 , 就只能依靠自家酿制或从国外进口 "

1917 年 2 月 , 当禁酒者组织在是否要采取果断和统一立场 , 支持彻底禁止

个人饮酒立法问题上犹豫不决时 , 他们接到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挑战 " 有人提议要

限制在邮件上印刷酒类产品宣传广告 , 并作为一项议案提交美国参议院对此进行

审议 " 密苏里州参议员詹姆斯.里德 (Jame S Reed) 提出 , 要在该议案中增加一

个禁止州际间酒类运输贸易的补充条款 , 禁止一切酒类产品进入干州 , 用于宗教

盛典仪式 ! 医疗和工业为目的酒类需求除外 " 这就等同于要求那些没有严格执行

禁酒的州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干州 " 里德的提议原本是一个恶作剧 , 他本人坚决反

对禁酒 , 本想通过这个出奇制胜的狠招 , 让禁酒议案不能在参议院通过 , 从而达

到打垮反对酒馆联盟的目的 , 使其禁酒计划最终流产 " 想不到的是 , 里德的补充

条款被议会真的采纳 , 2 月 15 日在参议院通过 , 并提交众议院审议 " ASL 领导对

里德的举动感到吃惊 , 他们这个突如其来的攻击毫无防备 , 让ASL 陷入了两难 "

一方面 , 教会组织 ! WC TU 以及禁酒党中的强硬分子对这个议案拍手叫好 , 如果

此时 ASL 明确表示反对 , 那就意味着分裂禁酒的广泛同盟 " 另一方面 , 联盟又担

心 , 如果它支持这项议案 , 就会伤及南方禁酒主义者维护个人权利的敏感神经 ,

让有少量饮酒习惯的禁酒者就会远离他们 " 再三思量之后 , ASL 拒绝表明他们对

议案的公开立场 , 只是督促众议院成员凭 良心投票表决 " 在国会代表的追问之下 ,

南方的两位反对酒馆联盟领导詹姆斯.坎农和亚瑟 J.巴顿 (Art hur J. Bar to n)

说 , 他们本人支持彻底禁酒立法 " 在经过一阵骚动之后 , 美国众议院于 2 月 21

日才通过了里德修正条款 , 投票的结果是 321 票赞成 , 7 票反对 " 反对酒馆联盟

虽然将计就计 , 挫败了里德的阴谋 , 但这种 冒险做法的前提是公众将坚决支持彻

底禁酒 " 就短期来看 , ASL 的机会主义做法得到了回报 " 联盟要求各州出台彻底

禁酒措施 , 作为对全国禁酒立法的补充 " 到 1917 年末 , 已有 18 个州给予响应 "

但是彻底禁酒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尚不得而知 " 联盟根本没有时间弄清楚它在

个人饮酒问题上的立场 , 只不过对突发事件做出了机敏反应而已 " 况且 , 公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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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彻底禁酒 , 仅凭 1917 至 1918 年几个州快速出台的彻底禁酒

法令很难得出答案 "

如果说 AS L 的努力和策略给全国实施立法禁酒铺平了道路的话 , 那么 , 第

一次世界大战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国际性因素 , 它的爆发把 ASL 所设计的禁酒日

程表提前 , 全国禁酒的态势不可逆转 " 当时一战正酣 , 美德打得难解难分 , 史

无前例的爱国主义热情席卷全国 " ¹历史学家查尔斯.默兹(char les Mer z)在

1930 年明确指出 , / 战争导致了三件事的发生: 第一 , 战争使华盛顿的权力更

加集中; 第二 , 战争使人们意识到节约粮食的重要性; 第三 , 一切与德国沾边

的东西都属违法 , 它们加速了禁酒的胜利 " 0 º甚至在美国对德宣战之前 , 欧洲

各国间的冲突已经朝着有利于禁酒的方向发展 " 早在 19 巧年 , 一些人建议美国

要提前做好战事准备 , 要求美国人全力以赴 , 寻求高效 , 提高警惕 , 保持社会

秩序 " 禁酒主义者明确指出 , 酒类生产和个人饮酒行为与上述要求格格不入 "

因此 , 参战后不久 , 美国国会要求在军营附近划出了一个非饮酒区域 , 以确保

士兵们保持清醒的头脑 "

全国德裔美国人联合会是一个种族组织 , 自19 01 年以来 , 它积极参与反对

禁酒活动 " 该组织反对禁酒的态度给酒类行业带来了致命打击 " 战争初期 , 德裔

美国人联合会的发言人明确表态 , 他们支持欧战中的德国 " 19 巧 年 , 美国的路

西塔尼亚号轮船 (Lus 1tan ia) 被德军击沉 , 美德关系急剧恶化 " 美国总统西奥

多.罗斯福 ! 伍德罗.威尔逊开始质疑 / 带破折号的美国人 0 对美国的忠诚 , 尤其

是德裔美国人À"针对德裔美国人联合会 , 威尔逊警告说 , / 一个美国人总把自

己看成是其他某个国家民族的一员 , 那么 , 他就称不上是一个美国人 0 " 一时间 ,

德裔美国人联合会臭不可闻 , 啤酒行业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 许多啤酒酿造厂倒闭 "

早在 19 13 年 , 美国酿酒商协会 (USBA) 就暗中资助德裔美国人联合会 , 希望他

们组成湿派游说团 , 向国会施加压力 " 1916 年的新闻报道指控德裔美国人联合

会有亲德之举 , 还说 USB A 向该组织提供资金 , 支持他们的亲德行为 " 与这件事

¹ C hri st叩her N . M ay, In th e N ~ of w 汾: Ju di d ai R eview an d th e w ar P一 sin ce lg ls , C aJ旧bri dge,
19 89 .P .20 8一 09 .

º peg忽m , B attl ing D恤 on R ujm , 1998 , pl44 .
»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 因此 , 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移民, 都要在美国人之前加上母国 , 或者来源地区

名称 , 然后用破折号隔开 , 如 Ch in ese -A m eri can , J叩~ " A m eri can , 以保留他们种族的特征或种族认

同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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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曝光的还有几个法庭诉讼案 , 涉及到得克萨斯和宾夕法尼亚部分酿酒商向政

客们行贿受贿的行为 " 在 ASL 的大力支持下 , 国会调查小组对此事展开调查 , 并

证实 , 德裔美国人联合会与酿酒商游说团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利益关系 " 1918 年 ,

国会废除了德裔美国人联合会的章程 , 该组织被迫解散 " 随着美国进入一战 , 公

众谴责 / 野蛮的德国人 0 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 酿酒商们的失策之举成为了超级爱

国主义者攻击德国人的有力证据 , 一时间 , 所有带有德国名字的美国人 , 如

Mi ller , Sc hl itz , Bl at z 等统统被看成是美国人的死敌 , 很多德裔美国人不得

不改名换姓 " 在战时狂热的爱国主义氛围中 , 酿酒商和他们掌控的酒馆从过去概

念上的敌人 , 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公敌 "

美国的参战不仅进一步摧毁了酒类贸易 , 还使人们意识到 , 铲除酒馆成为战

争需要 " 除了丑化德裔酿酒商 ! 让战士在战场上保持清醒之外 , 战争也给禁酒主

义分子提供了一个通过宪法禁酒的借口 " 多数观察家认为 , 在正常情况下 , 各州

有权执行或拒绝执行国会通过的禁酒立法 " 可是在战时的特殊环境下 , 国会被赋

予了特殊的权力 , 原本属于各州的那部分权力被联邦收回 " 禁酒机会主义者威廉.

安德森分析说 , / 如果说紧急状态能提供一个捷径 , 使我们想做的事 (禁酒) 要

比在正常情况下少一些延误和阻力 , 那么 , 目前的战争就是捷径 , 是对已经延误

了的事情的一个补偿 0 " ¹AsL 追求的这个 / 捷径 0 就是战时禁酒立法 , 通过它

在全国实施禁酒 , 直至宪法禁酒修正案的通过 " ASL 积极利用战争的天赐良机 ,

呼吁扩大了的国会权力 , 制定严格的全国禁酒立法 , 以至于威尔逊总统对 ASL 咄

咄逼人的游说方式感到十分恼怒 , 他认为 , 联盟的做法阻碍了他指挥战争的自由 "

1917 年 4 月 , 威尔逊召集了 1916 年选举产生的支持禁酒的国会 , 召开了特

别会议 , 商讨对德宣战之事 " 与此同时 , 禁酒主义者也发起总攻 , 希望赢得禁酒

战役的最后胜利 " 根据联盟的安排 , 会议一开始就把禁酒宪法修正案交付国会审

议 , 只不过 ASL 将问题的重点转移到了如何在战时遏制酒类贸易上 " 而且 , 联盟

游说的切入点是如何保护战略性资源 " 由于德国对英法两国的封锁 , 美国出口欧

洲的货物受到严重影响 , 为了体现美国人民的牺牲精神 , 威尔逊政府向全国呼吁 ,

希望国会给予总统特权来统管全国的食物和燃料的生产 " ASL 打出了 / 让更多

¹ peg ra m , B att ling D em on R um , 1998, pl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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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拥有食物 , 还是少数人有酒喝? 0 口号 , 并领导他们的禁酒游说团向政府施

压 , 呼吁关闭蒸馏酒和啤酒生产企业 , 因为这些企业都使用粮食作原料生产酒精

饮料 " 同年 8 月 , 国会出台了利弗粮食控制法 (Lever Foo d一co nt ro l Aot) , 法

案规定 , 自 191 7 年 9 月至战争结束 , 禁止酒类生产商用粮食作原料 , 生产酒类

产品 " 蒸馏酒业集团因此而解体 " 但是啤酒业最终还是被暂时地保留下来 , 这主

要归因于劳工工会极力反对和湿派参议员威胁 , 他们说如果啤酒和葡萄酒生产也

要接受政府管制 , 那么他们就推迟利弗法案 " 威尔逊要求双方妥协 , 啤酒酿造商

为了啤酒行业的利益 , 立刻独自做出妥协 , 背叛了蒸馏酒商 , 于是酒业集团在禁

酒势力的压力之下瓦解了 " 然而 , 新的立法规定 , 总统有权减少啤酒中的酒精含

量 " 19 17 年 12 月 , 威尔逊遵照立法赋予他的权力 , 将啤酒中的酒精浓度降低到

2.75% , 并要求用于酿造啤酒的粮食成分削减 30 % " 一战结束后 , 国会不顾威尔

逊的反对 , 于 191 8 年 n 月21 日通过了战时禁酒法案 " 法案规定 , 自191 9 年 5

月起 , 禁止葡萄酒和啤酒生产; 自 19 19 年 6 月 30 日起 , 禁止销售一切能使人醉

酒的酒精饮料 , 直至全国总动员结束 " 对于终止日期的规定十分含糊 , 事实上 ,

这个日期一直被推迟到第十八条宪法修正案生效 " 对于一边倒的投票结果 , 一位

新闻记者进行了评论 , 他说 / 总体来看 , 每个国会议员都十分惧怕反对酒馆联

盟 , 他们对总统也没有这样 0 " 威尔逊本人也承认联盟力量的强大 , 不想招惹他

们 , 就签署了禁酒法令 ¹"就这样 , 在第十八条宪法修正案还没有批准之前 , 全

国已经开始禁酒 "

很显然 , 宪法禁酒是禁酒主义者在战时禁酒运动中所取得的最重大的成

就 , 也是近 10 0 年来禁酒改革运动积累的结果 " 这一时期禁酒运动的神速进展

与漫长的禁酒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ASL 明显反映出了快节奏 " 由于受到里

德彻底禁酒补充条款的挑衅 , 加上一些州意想不到的开始禁酒 , 导致禁酒区域

的扩大 , 尤其是战时爱国主义的推动 , ASL 草拟了 191 7 年的禁酒修正案 , 这

与 1914 年的谢帕德或者霍布森决议书相比要更加严格 " 最初的禁酒措施只寻

求禁止酒类生产和以销售为目的酒类运输 ; 而 1917 年出台的禁酒立法则限制

一切能使人醉酒的酒类生产 ! 销售和运输 , 也就是说 , 禁酒的目的是限制人们

饮用酒精饮料 " 为了给人们根植一种长期的彻底禁酒的意识 , 干派领导人认为 ,

¹ pe乡l m , B attl ing D ~ R理m , 1998 , pl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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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把家庭酿酒和个人消费为 目的邮购酒的做法当成违法行为 , 才能保持禁酒

的胜利成果 " 这是 ASL 明确插手限制个人饮酒 , 而在此之前 , ASL 总是不愿意

涉及这个话题 "

在与以沃伦 G.哈丁 (Warren G. Harding)参议院员为首的湿派议员进行一

系列的讨价还价之后 , ASL 终于出台了能让国会采纳禁酒修正案的一揽子决

议 " 为了保证禁酒的可行性 , 要求各州审批宪法修正案的期限为 7 年 " 然后 ,

从各州批准修正案之日起到开始执行 , 允许有一年的准备期 , 以保证酒类行业

在此期间处理剩余产品 , 转产改行 " 在 ASL 的坚持下 , 宪法修正案要求各州和

联邦政府共同立法 , 并一同执行禁酒法令案 " 19 17 年 12 月 22 日, 欧战的炮

声正酣之际 , 国会同意将禁酒立法写入美国宪法当中 , 并交付各州审议通过 "

19 19 年 1 月 16 日 , 内布拉斯加立法机构通过了第十八条宪法修正案 , 成为第

36 个批准修正案的州 " 随后又 有 14 个州 , 包括伊利诺伊 ! 加利福尼亚 ! 宾夕

法尼亚 ! 纽约以及从马萨诸塞到特拉华在内的整个东北部都拒绝通过各州的禁酒

立法 , 康涅狄格和罗德兰是最后通过该修正案的两个州 , 就这样所有的州都通

过了修正案 " 禁酒因此成为美国宪法的一部分 " 干 ! 湿两派对如此迅速的结果

都表示吃惊 " ASL 的一位官员后来承认说 , / 按照我们的判断 , 国会通过该修

正案最少需要花费 3 到 4 年的时间 , 可没想到 , 事情变得如此简单 " 0 禁酒的

速度如此之快 , 使人们来不及考虑彻底禁酒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

第十八条宪法修正案的顺利通过并不能掩盖禁酒带来的潜在问题 " 各州虽然

批准了禁酒修正案 ,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将与联邦政府将进行合作 , 共同执行禁

酒立法 " 在各州审议禁酒修正案的过程中 , 他们对到底酒精含量为多少的酒应当

被禁止这个问题争论不休 , 各持己见 " 虽然第十八条条宪法修正案和战时禁酒法

规定 , 能导致人醉酒的酒类产品属违法产品 , 但还是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酒精浓

度 " 在一些城市 , 啤酒酿造商依然在生产战时威尔逊总统规定的浓度为 2.75 %的

啤酒 , 理由是这种浓度的啤酒不会让人醉酒 , 自然就不属于被禁止的行列 "

1919 年 10 月 , AS L 的领导人惠勒根据各州的禁酒管理条例 , 起草了一份禁

酒议案 , 经过明尼苏达州众议员安德鲁.沃尔斯特德 (Andre w Vo1 Ste ad ) 的修

改 , 交付国会审议通过 " 国会最后通过了沃尔斯特德法案 (vol stea d Act) , 又

称禁酒令 " 该法案由三部分组成 , 第一部分是在战时禁酒法案的基础上 ,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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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加严格的条款; 第二部分明确规定 , 酒精含量在 0.5% 以上的酒类产品应当

被禁止 , 成为全国执行禁酒的标准;第三部分确定了工业酒精使用的指导办法 ,

并将沃尔斯特德法的执行工作交付财政部下属的美国国内税局 (工nt er na l

Revenue Servi " e , 简称 IR S) 具体负责 " 沃尔斯特德法案的出台在社会上引起了

巨大反响 , 人们对第二条款的内容感到十分震惊 , 这等于禁止所有含酒精的酒 ,

彻底禁止人们喝酒 " 纽约 ! 新泽西和马萨诸塞对沃尔斯特德法案进行公开挑衅 ,

他们先后于 1920 年通过立法 , 同意生产和出售酒精含量较低的啤酒和葡萄酒 "

由于全国违反禁酒的案件的急剧增加 , 联邦最高法院不得不在同年末做出裁决 ,

认为各州自行规定同意生产酒精含量高于沃尔斯特德法案的立法违宪 , 从而制

止了各州的违禁行为 " 为了更好地执行禁酒工作 , IRS 成立了专门的禁酒执法

机构禁酒局 (Prohibition B盯ea u) , 禁酒局的主管被给予足够的权力与非法酒

类贸易进行斗争 " 禁酒局有权搜查和出售用于运输非法酒类产品的轿车 ! 船只 !

飞机以及其他私人交通工具 " 经法院授权 , 禁酒局可以关闭生产和销售酒类产

品的工厂和销售点一年 , 该规定后来被称之为上锁法 (Pad lock l, ) , 这是禁

酒期间最有效的禁酒措施之一 " 另外 , 禁酒局还可以对酒类走私者处以最多

1000 美元和不超过 6 个月监禁的惩罚 " 对于再次违法者 , 如果情节严重 , 就可

以处以最高达 1万美元和 5 年的监禁 " ¹

二 ! 美国禁酒局与 Ŝ L 的禁酒原则

无论在禁酒立法出台之前还是之后 , ASL 一直是禁酒运动的主导者 , 从禁酒

立法的起草到禁酒执行 , 无不体现了ASL 领导人的个人意志 " 在禁酒问题上 , 他

们有意回避一些难缠的 ! 有争议的问题 , 禁酒的立场和做法矛盾 , 这些错误的做

法给禁酒工作埋下了隐患 " AS L 领导人韦恩. 惠勒一直倡导从严禁酒的原则 " 从

1919 年到 1927 年惠勒突遭心脏病而死亡的这段时间里 , 他一直是美国最具影响

力的禁酒人士 " 作为一名知名的禁酒活动家 , 他不知疲倦 , 能力出众 , 对权力充

满欲望 , 是ASL 的核心领导人 " ASL 负责公共宣传事务的秘书说 , 惠勒 / 天生就

有领导人的气质和出众的才能 0 " 他战胜了ASL 当中很多谨小慎微和过于理想主

¹ Sin elair. Era of Exces s, 1962.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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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竞争对手 , 他依靠咄咄逼人的游说技巧 , 成功地推行他所提倡的以攻为主的

禁酒策略 " 相反 , 禁酒的关键人物欧内斯特. 切灵顿却倡导用温和的 ! 循序渐进

的方法实施禁酒 , 他主张通过广泛的教育项目斩断美国人依赖烈性酒的念头 , 从

根本上取得禁酒的胜利 " 但在禁酒宪法获得批准之后 , 他的光芒被惠勒所掩盖 "

1918 年选举之后 , 国会被共和党控制 , 因此来自共和党的惠勒自然就取代了民

主党领导詹姆斯. 坎农 , 成为 ASL 在华盛顿地区的头号领导人 " 惠勒一向坚持要

最大限度地利用 ASL 的现有机构 , 让禁酒运动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¹"
惠勒虽然坚持严格禁酒的原则 , 但在面对一些棘手问题如宗教用酒时 , 他还

是选择了退让 , 不想冒险干涉美国人的宗教自由 " 因此宗教仪式中祭祀用的葡萄

酒不在禁酒之列 , 只要宗教团体提出申请 , 他们就可以得到葡萄酒 " 此外 , 医疗

用酒和以生产苹果醋 ! 食用醋为目的的商业生产用酒都能得到许可 " 其他有悖于

彻底禁酒原则的做法都是政治妥协的产物 " 这与惠勒之前的禁酒标准有一定的差

距 , 其中分歧最大的就是个人消费用酒不再禁酒之列 " 惠勒希望国会将个人私自

储藏酒类视为违法行为 , 却遭到了国会的反对 " 国会坚持保护个人住所储藏并使

用酒的权利 , 认为只要这些酒是用于储藏者本人 ! 其家庭成员以及亲朋好友消费 ,

就不应看作是违法行为 " 同时 , 国会制止禁酒执法人员到个人住所进行搜查 , 除

非有确凿证据表明该住所确实存在售酒的行为 " 最后 , 立法者在禁酒令中增加了

一个匪夷所思的条款 , 允许家庭生产以家用为目的 ! 非使人醉酒的苹果酒和果汁 "

也就是说 , 禁酒人员不得到个人家中执行禁酒令 , 除非有确凿的证据 , 家庭可以

酿制葡萄酒和烈性苹果酒 " 这一条款得到了加利福尼亚的葡萄酒行业的支持 , 因

为他们可以把葡萄和果冻卖给消费者 , 消费者可以用这些原料轻而易举地做成葡

萄酒 " 但是此举激怒了城市的啤酒商们 , 他们说该法律保护了乡下酒鬼的利益 ,

却剥夺了城市居民喜爱喝啤酒的居民的权利 " 他们的争执不无道理 , 沃尔斯特德

法案的确对农村人十分宽松 , 对城市居民十分严格 " 正是由于存在这些法律上的

问题 , 它们成为日后禁酒执法的最大障碍 " º在国会既支持又反对的矛盾做法影

响下 , 于是就产生了上述我们看到的这个十分奇特的禁酒立法 , 这也正好反映了

AS L 禁酒改革方法上的弱点 " 这个弱点将注定执法者在执行禁酒立法时将要步履

¹º Ju stin Steu art , 叭厄卵 e W llee ler : D ry B o ss , N ew Yo rk , 192 8 , P .12 3.

N o n n an C I田玉. D el iv er U s fro m E vi l:A n Int " 下retat ion o fA m eri ean P ro hib ition .N ew 丫b rk , 19 7 6 .P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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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艰 "

20 世纪初期 , 禁酒是为唯一目标 ! 公司运作模式以及积极参与政治是 ASL

的一大特点 " 因此禁酒主义者在三个层面取得了一系列的骄人战绩 , 包括从地方

禁酒立法 ! 州的禁酒立法和全国禁酒立法 " 但是 , 自沃尔斯特德法出台以后 , AS L

的政治策略发生了变化 , 这严重地妨碍了对禁酒的成功执行 " 这些变化具体表现

在: 首先 , 在争夺禁酒的领导权的过程中 , 韦恩. 惠勒不择手段地采用政治手腕 ,

这严重损坏了ASL 的非党派组织的形象 , 阻碍了禁酒立法执行工作的展开 " 其次 ,

沃尔斯特德法使禁酒工作与政治完全脱离 " 表面上 , 国会议员和地方立法机构大

力支持禁酒工作 , 但背地里减少执行禁酒所需的必要资金和人员 , 使禁酒执法工

作陷入疲软状态 " 第三 , 自沃尔斯特德法案和第十八条宪法修正案通过后 , 全国

支持 ASL 的高涨热情骤然消退 , 禁酒运动再也不能成为吸引美国人的焦点问题 ,

逐渐被人们遗忘 , ASL 从而失去了以前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 他们不可能迫使立法

者为他们解决执行禁酒立法时遇到的困难 " 最后 , 普通大众对禁酒运动的结果产

生失望 " 十多年来 , ASL 一直代表着强大的社会进步力量 , 人们相信禁酒是进

行社会改革的最佳途径 " 然而 , 人们对禁酒过高的期望值与禁酒工作的实际效果

之间形成巨大反差 , 让美国民众对 ASL 感到十分失望 , 以至于人们只记住了禁酒

给社会带来的诸多问题 , 反而忘记了 ASL 在禁酒立法出台之前所发挥的巨大作

用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 禁酒立法的胜利导致了ASL 彻底失去了其政治影响力 ,

其固有的社会基础和改革推动力荡然无存 "

作为全国干派的领导人 , 惠勒在性格上极端自我 , 在政治上违背了ASL 坚持

的无党派原则 , 深陷政治权术的旋涡 , 给ASL 的形象和禁酒执法带来了致命的打

击 " 惠勒负责制定了全国禁酒执行立法中的关键条款 , 因此 , ASL 借近水楼台之

便 , 直接地参与了禁酒立法地制定和执行工作 , 这就为以后禁酒局暗箱操作和贪

污腐败打开了方便之门 " 例如 , 禁酒的执行工作由财政部负责 , 而不是司法部 ,

这种安排超乎人们的想象 " 惠勒对此的解释是 , 美国国内税局一直负责酒类税收

的征缴工作 , 并且己经建立了一整套由禁酒专家组成的管理队伍 , 便于工作 " 然

而 , 安德鲁. 辛克莱却指出 , ASL 之所以极力赞同这样的安排另有隐情 " IRS 的

本职工作负担就不轻 , 再加上要执行额外的禁酒工作 , 他们已经是超负荷工作 ,

因此工作人员的抱怨不断 " 此时 , 惠勒自告奋勇提供帮助 , IRS 自然很感激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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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禁酒执行工作交给他们去干 " 这样一来 , 只要疲惫不堪的 工RS 负责禁酒执行

工作 , ASL 就有机会分享到禁酒执行的权威和权力 "

另外 , 沃尔斯特德法案中有一条规定 , 禁酒局所有执法人员属于非文职人员 ,

这给禁酒工作带来了又一个致命性打击 " 也就是说 , 禁酒执法人员的任命要更多

地考虑政治因素 " 该规定正中惠勒下怀 , 他相信 , 这样一来 , ASL 就可以利用其

政治影响 , 在执行禁酒工作上有所作为 " 众所周知 , 美国的文职人员绝大多数不

受当选官员去留的影响 , ASL 可以向政府官员施加压力 , 使他们按照ASL 的意志

行事 , 但这对文职人员不起作用 " 而事实是 , 禁酒执法人员官员由禁酒局直接任

命 , 因此惠勒就可以利用他与禁酒局的特殊关系 , 软硬兼施 , 任命有利于 ASL 的

禁酒执法人员 " 1921 年 , 威尔逊领导的民主党政府让位于沃伦. 哈丁领导的共

和党政府 , 惠勒再次利用他和哈丁总统既是朋友又是俄亥俄老乡的关系 , 要求总

统任命罗伊 A. 海因斯 (Roy A Hay ne S) 为新一届禁酒局主管 " 原先严格执行禁

酒立法的禁酒局主管约翰 H. 克莱默 (Joh n H. Kr am er ) 深受支持禁酒人士的欢

迎 , 不幸的是 , 他是一名民主党人 , 因此被调离禁酒局 " 海因斯本人之前只不过

是一个鲜有人知的俄亥俄共和党报纸的编辑 , 喜欢将禁酒的成绩夸大 , 除此之外 ,

惠勒推崇他的原因还因为海因斯性格温和 " 惠勒的秘书回忆说 , 惠勒支持海因斯

的另一个原因 , 就是要求海因斯在禁酒局里安排更多惠勒的人 " 尽管人们对海因

斯禁酒执行不力提出了很多批评 , 有些批评甚至来自ASL 内部 , 但惠勒还是坚定

地与海因斯站在了一起 , 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 1925 年林肯 C.安德鲁斯(Linc ol n

C. An dr ew S) 接替禁酒局工作为止 " ¹
惠勒还利用他能够左右禁酒局官员任命的资源 , 尽其所能 , 维持一个干派 占

多数的国会 , 提升他在共和党中的影响 " 在某种意义上 , 他一直没有走出依靠竞

选的思维模式 , 这也是 ASL 从兴起到壮大发展过程中一直所追求的模式 " 惠勒的

策略是 , 尽可能保持一个 由干派议院占多数的国会 , 但他不能将精力用在有效执

行禁酒上 " 在整个 20 年代 , 惠勒一直努力通过权力的分配 , 换来一个支持禁酒

的国会 " 为此 , 他 冒着 巨大风险 , 让禁酒立法形同虚设 , 禁酒局因此遭到禁酒人

士的反对和唾弃 " 1927 年 , 一位纽约的离职禁酒官员抱怨说 , 纽约 2500 名禁酒

¹ Steu art , 叭厄0 e w llee ler :D万B oss, 1928, p.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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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当中 , 有四分之三的人是政客的楼罗和阿谈奉承的小人 , 他们都是政客

们任命的 " ¹禁酒局的分肥制如此的猖狂 , 甚至对于有些任命连惠勒本人也无法

左右 " 惠勒去世的前一年 , 他开始同意了将禁酒局从财政部中独立出来 , 把禁酒

局的工作人员变成文职人员 " 根据立法 , 禁酒执法人员在变成文职人员之前 , 要

通过一个资格考试 , 结果只有 40 %的执法人员合格 " 这说明禁酒执法人员的素质

低下 , 他们不仅不能有效执法 , 有些人员还执法犯法 , 严重地影响了禁酒队伍的

形象 " º
惠勒安插官员的办法为的是将自己挤进共和党的核心领导层 , 但这一做法不

仅损坏了ASL 独立于党派之外的传统原则 , 还造成了ASL 内部的不团结 " 20 年

代 , 惠勒开始死心塌地支持共和党 , 他利用个人与哈丁和柯立芝政府之间的特殊

关系 , 同时加上纽约州长奥尔. 斯密斯 (Al Smi th) 领导的民主党湿派的崛起 ,

进一步促使惠勒加强与共和党之间的同盟关系 " 惠勒的做法与联盟不介入党派组

织的原则相违背 " 坎农是ASL 中最具影响力的民主党人士 , 他对于惠勒的做法十

分反感 , 因此时而不时地对他进行严厉批评 " ASL 内部对惠勒一意孤行的做法开

始抵制 " 1924 年 , 全国禁酒事务主管帕里. 贝克因病去世 , 自此 , 联盟内部的

斗争进而扩展到对联盟的领导权的争夺上 " 惠勒想让 F. 斯科特.迈克格莱德(F.

S " ot t Mc Br ide ) 接替贝克的工作 , 而迈克. 布莱德又是一位听任惠勒摆布的棋

子 , 这不仅让坎农大为失望 , 同时 , 也使布莱德的接班人欧内斯特. 切灵顿极为

不满 " 1927 年惠勒去世 , 此后惠勒主义悄然退出禁酒舞台 " 对于惠勒与党派的

关系 , 切灵顿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 他说 / 要取得禁酒长远的胜利 , 最重要的不是

下一次的政党选举 , 而是下一代人 0 " 而此时的AsL 阵营已是分崩离析 , 它再也

没有能力影响美国的政治文化 "

当然 , AS L 的内让是禁酒运动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 但不是全部 " 因为所有

当选的官员向来都不希望禁酒之事与政治搅和在一起 " 20 年代 , 公众在禁酒问

题上争论不断 , 但全国各政党的纲领中从不提及禁酒问题 " 即使干派和湿派在禁

酒问题上争斗的不可开交之时 , 各政党就此事依然保持相当的谨慎 , 态度极不明

¹ St. 田大撇叩 e w heel 岔 D ry B oss , 1928, P.179 #º st即田丸釉卿 e w beel 优 n 汀B oss , 1928 , p.1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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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 " 弗兰克林 D.罗斯福在 1929 年的信件中, 谨慎地表到了多数职业政客的想法 "

他说: / 准确地讲 , 禁酒不是党派考虑的事情 , 民主 ! 共和两党都如此 " 我个人

认为 , 我们不应当在任何事情上贴上政党的标签 , 除非它是党内绝大多数人坚持

的原则问题 " 0 ¹ 20 年代 , 尽管两大党内部的禁酒者和反禁酒者的呼声不断 ,

但在此问题上 , 两党还是选择了谨慎的沉默 " 有趣的是 , 第十八条宪法修正案和

沃尔斯特德法通过之后 , 官员们反而不重视禁酒了 " 华盛顿的大多数官员 , 上至

总统下至一般官员都强调 , 遵守禁酒立法是美国人的道德责任 , 但他们没有多少

人能真正重视禁酒这件事情 " 禁酒的头四年 , 国会仅通过了一项法律来巩固禁酒

成果 , 那就是限制医生在处方中写上啤酒 , 当作药物使用于临床 "

大多数的美国政治领导人也不希望禁酒工作的力度太大 " 查尔斯.默兹曾尖

锐地评价说 , 美国禁酒局的 / 真正任务不是有效地执行禁酒 , 而是保持禁酒工作

不要停止 0 " 另外 , 共和党政府在 20 年代的主导政策就是要削减政府开支 , 主

张政府不要过多地干预社会事务 , 减少执行禁酒的费用符合共和党这一时期的执

政原则 " 尽管哈丁和他的继任者柯立芝总统都口口声声支持禁酒 , 但没有人提出

要加大禁酒的执行力度 " 不过 , 哈丁本人还是响应禁酒精神 , 1923 年在他去世

之前 , 他的饮酒量已经大大地减少了 " 实际上 , 在这两位总统执政期间 , 国会拨

给执行禁酒的费用 , 还要略高于政府的实际预算 " 另外 , 反对酒馆联盟一直坚持

说 , 执行禁酒无需花费太多的政府资金 , 少许的资金照样能完成这个任务 " 这是

因为: 其一 , ASL 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 对禁酒前景盲目乐观 , 认为美国民众从内

心愿意接受禁酒 " ASL 宣称 , 执行禁酒所需资金每年最多不超过 5000 万美元 "

惠勒则更加乐观 , 他在 1920 年明确表示 , 执行禁酒工作的年预算仅需 500 万即

可 " 惠勒及其同仁想告诉美国人 , 禁酒是一项既行得通 , 而且有效的社会政策 ,

无须政府的行政命令和强行手段来组建一支不受人们欢迎的禁酒执行队伍 , 更不

需要庞大的资金 " 当禁酒工作踉跄前行时 , ASL 才提出要严格执行 , 但此时它已

经失去了左右政府官员的政治影响力 " 其二 , 似乎绝大多数美国人希望看到一个

严格的禁酒立法 , 却不希望严格的执行它 " 因为自 1920 年以后 , 再也没有出现

像过去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 来支持 ASL 的禁酒工作 " ASL 也知道要申请更多

¹ pegr am, Batt ling D em on R um , 1998, pl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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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禁酒执法拨款非常困难 , 莫不如干脆提出一个让政府和社会容易接受的实

际预算更为妥贴 "

应当指出 , 自从ASL 将改革的目标由关注饮酒者的心灵转向摧毁酒类生产和

销售行业之后 , ASL 就已经将自己的前途和立法禁酒捆绑在一起 " 既然这个 目标

已经实现 , 酒类利益集团已经土崩瓦解 , 因此就没有必要在此事上浪费更多的财

力和时间 " 事实上 , 许多曾经支持联盟的禁酒主义者开始认为 , 他们没有必要再

给 ASL 捐款了 , 也不再响应 ASL 的号召给政府官员写信施压了 " 资金的锐减成为

困扰 ASL 的最大问题 , 由此联盟内部的腐败现象开始蔓延 " 1924 年 , 纽约的ASL

领导人威廉. 安德森位因经济问题 , 被他的政敌大做文章 , 最后银挡入狱 , 刑期

虽然不长 , 但已经使 ASL 的颜面全无 , 处境十分尴尬 " 更致命的是 , 1925 年联

邦教会委员会 (FC C) 对联盟进行了调查 , 并将结果公布于众 " 该委员会对联盟

禁酒执行当中的政治策略提出谴责 " ASL 因此失去了新教教会组织的强有力支持 ,

AS L 从而无法对国会施加压力 , 迫使其采取更强硬的行动执行禁酒立法 "

对于禁酒者来说 , 立法上的胜利具有很大的讽刺意味 " 在过去的30 年当中 ,

ASL 一直将酒类贸易说成是造成社会贫困 ! 犯罪 ! 疾病和政治腐败的罪魁祸首 ,

因此禁酒改革得以继续 " 现如今 , 酒业利益集团被彻底摧毁了 , 而禁酒工作开始

遭到了人们的质疑 , 认为禁酒反而带了更多的新的社会问题 , 是酿成社会罪恶的

源泉 " 比如 , 过去当人们在贫民窟里看到烂醉如泥的醉汉时 , 常常就会说: / 看 ,

这都是酒业集团干的好事! 0 " 而现在 , 他们走大街上 , 看到东倒西歪的醉鬼时 ,

反而会说: / 你看 , 这都是禁酒把人给弄成这样了! 0 ¹"

三 ! 反对禁酒立法的社会呼声

自联邦政府提出要以立法的形式实施禁酒之日起 , 反对禁酒的呼声就没有间

断过 " 啤酒酿造商 ! 蒸馏酒商 ! 酿造工人 ! 酒馆和酒店的老板为了自身的经济利

益 , 坚决反对出台这样的法律 " 他们深知 , 这项法律足以让他们关门破产 , 一贫

如洗 " 但在 1919 年之前 , 禁酒组织几乎没有碰到非常强大的对手 , 酿酒和蒸馏

¹ John K obler. A rd en tspirit :Th e形se an d Fai lofpro hib ition , N e份! b政:D a C apo p心 s, 1973.p.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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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行业协会虽然组织了小规模的抗议活动 , 但总体而言 , 没有形成一定的社会和

政治影响 " 此外 , 这些反对禁酒组织之间相互拆台 , 组织机构涣散 , 无形中削弱

了他们与禁酒者之间对抗的能力 " 酒类消费者更难以组织起来 , 他们一致认为 ,

酒业利益集团实力强大 , 为了保护行业利益 , 他们有足够的资金发动一场行业保

卫战 , 根本用不着消费者操心 " 美国酿造业者协会成立于内战时期 , 他们对付禁

酒组织的办法就是向政府上缴足够的税收 , 或者组织起来四处游说 , 资助大选之

年的各种竞选活动 , 向政客施压 , 这些手段一直以来十分有效 " 其他酒类行业也

仿效他们的做法 , 效果明显 " 他们对禁酒运动从内心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 前文

提到 , 进步运动时期的美国酒馆虽然受到中下层阶级的欢迎 , 但它给社会带来的

诸多问题越来越引起改革者们的关注和社会的不满 , 而酒业利益集团没有整顿行

业内部的违规操作 , 或者轻描淡写地提出批评 , 而没有任何实际行动 , 或者干脆

视而不见 , 听之任之 " 除此之外 , 一战之前发生了很多事情 , 给酒类行业的形象

造成极大的破坏 " 比如 , 德裔美国人联盟是酿造业资助的一个协会 , 该组织成立

于 1916 年 , 早在 19 14 年其成员就参与亲德活动 " 一战期间 , 反德情绪极其高涨 ,

任何与德国人有牵连的人或者组织都会遭到美国人 , 尤其是爱国人士的反感甚至

愤怒 " 酿造业与这个亲德组织之间的瓜葛一经曝光 , 就引起 了美国人的哗然 " 这

更使得支持英国和保持中立的美国人对酿造行业利益及集团极为不满 " 美国参与

一战之后 , 美国裔德国酿酒商人无例外地成为了美国的公敌 , 虽然他们购买了大

量的战争债券 , 也得不到宽恕 " 19 18 年 7 月 , 国会宣布德裔美国人联盟章程无

效 " 9 月 , 国外资产管理员 A.米切尔.帕默 (A . Mitchell Pal me r) 揭发啤酒酿

造商人资助亲德新闻媒体 , 试图影响美国的政治走向以及参与反美活动等做法 "

为此 , 国会还成立了分支委员会专门调查此事 " ¹
面对禁酒派发动的层层攻势 , 酒业利益集团表现的非常不堪一击 , 这不仅仅

是因为他们不光彩的行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碰巧撞车 ,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

原因 , 那就是酒业内部的不团结 , 尤其是酿造商和蒸馏酒商之间的明争暗斗 , 相

互拆台的结果 " 他们始终都把对方看成是竞争对手 , 即使在关键时刻也没有达成

¹ Jam es H .Ti m b叮lak e, pro hib ition an d Th e p ro gressive M ovemen t, N ew Yb rk :H arV ar d U nivers ity pres s, 1963 ,
PP .157 一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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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联盟 , 一致对外 " 一些酿酒商甚至认为 , 禁止生产和销售蒸馏的烈酒将给啤

酒业带来难得的机会和巨大的利益 " 为了保证食品的供应 , 国会出台了利弗食物

控制法案 , 禁止在战争期间生产烈酒 " 美国酿酒商协会很快作出了反应 , 指出该

法律禁止的是烈性酒而不是啤酒 , 并宣称 , 啤酒 ! 低度的葡萄酒和不含酒精的饮

料一样是一种 / 健康产品 0 , 与烈性酒有质的区别 " ¹酒类行业内部像这样相互

在背后捅刀子的做法屡见不鲜 , 它不仅阻碍了形成强大的反对阵营 , 还给禁酒组

织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 即便如此 , 他们还是继续努力 , 孤军作战 , 阻挠禁酒

修正案在国会 ! 州立法机构以及地方法院的通过 " 酒类行业一直强调 , 全国实行

禁酒违背了地方自治原则和侵犯了州权 " 美国蒸馏酒业者协会认为 , 立法机关

通过并批准禁酒立法不符合宪法 , 并要求在 14 个州进行公民投票 , 表决是否要

制定禁酒立法 " 美国酿酒商协会还向威尔逊总统提交了一份请愿书 , 明确表示

反对沃尔斯特德立法 " 新泽西的一家酿酒厂还出资 , 支持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

最后上诉 " 但无论他们怎样辩解 , 都不能摆脱一个致命的问题 , 即他们的所作

所为都是为了维护行酒类行业的身利益 " 因此他们的反对活动不可能引起社会

的共鸣 , 得到人们的同情与支持 " 在全国反对禁酒的团体当中 , 唯有美国劳工

组织的影响力相对较大 " 酿酒工人成为行业工会中的带头人 , 支持他们的还有

酒吧招待 ! 旅馆和饭店的员工 ! 雪茄工人 ! 烟草工人 ! 玻璃制品工人 ! 制桶工

人以及音乐人 " 他们心知肚明 , 如果酒类行业一旦被搞垮 , 他们 自然会失去工

作 " 他们把禁酒看成是一个带有阶级歧视色彩的立法 , 是雇主和老板们为了剥

夺雇员的饮酒习惯 ! 榨取最大行业利润的阴谋 " 当然 , 多数工会工人只是认为 ,

酒馆是他们的俱乐部 , 他们不想失去饮酒放松和娱乐的地方 , 不想让任何人干

涉他们的生活自由而己 " º
前文提到 , 在反对禁酒问题上 , 美国各工会的态度也十分复杂 , 它们既想保

护工会的利益 , 还不想背上不爱国的骂名 , 在矛盾中徘徊 " 美国劳联在反对禁酒

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 , 主要担心失去会员 " 不少工会都支持第十八条修正案 , 因

为他们认为这会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好处 , 同时还能提高工作安全 , 减少工伤事

¹ 肠m b叮lak e, proh 化i瓦on an d Th e Progr es sive M ovemen - 即.179.º 肠m b留lak e, Pro h洲tion an d T五e Progr es si ve M ~ 仁P.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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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 他们鼎力支持禁酒的态度与酿酒工人工会坚决反对禁酒形成了强烈反差 " 比

如在 19 16 年 , 由于工作充满危险 , 铁路工人兄弟会坚决支持禁酒 , 劳联领袖塞

缪尔. 冈波斯 (S aln ue l Go mP er S) 本人也反对禁酒 , 但是他十分担心 , 这样做会

严重地影响正在发展壮大当中的工人工会组织 , 因此他迟迟不表明自己的态度 "

到了 19 19 年 6 月 , 越来越多的劳联分会反对禁酒 , 呼声也愈加强烈 , 迫于成员

工会的压力 , 冈波斯不得不在年度会议上宣布劳联的明确立场 " 在会议上 , 酿造

业工人工会递上了一个决议 , 宣称禁酒将剥夺该行业工人们的生计 , 将会使他们

的行业工会瘫痪 , 其目的就是要剥夺劳累一天的工人下班后喝杯酒放松神经的权

利 " 他们说 , 酒精含量不超过 2.75% 的啤酒不应当在禁酒之列 " 最后 , 会议代表

投票决定劳联的立场 " 结果 24475 人支持禁酒 , 3997人反对禁酒 , 1503 人弃权 "

因此 , 在最后关头 , 工人工会也没能形成一个强大的反对禁酒阵营 , 阻止禁酒立

法的通过 " ¹
全国实行禁酒之后不久 , 其他地方零零星星地出现过一些反对活动 " 在禁酒

修正案提交各州议会进行讨论之际 , 各大媒体和职业人士都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

绝大多数的报纸表示支持禁酒 , 但纽约的媒体提出了强烈地反对 " 还有一些律师

协会从法律的角度 , 对修正案的某些条款进行了批评 , 但依然认为禁酒是一个明

智之举 , 没有对它给予全面否定 " 医师们抱怨说 , 沃尔斯特德立法过于严格 , 这

会给他们的行医带来限制 " 但这些负面声音传播的范围有限 , 也没有其他人呼应 ,

因此也不会产生大的社会影响 " 此后 , 反对禁酒的浪潮进入低谷 , 酒类行业基本

上放弃了反抗 , 部分工人工会虽然一直坚持反对 , 但基本上被禁酒组织所忽略 "

酿酒商和蒸馏酒商 自认倒霉 , 听天由命 , 就连酒精浓度极低的啤酒和药用烈性酒

的有限市场也不愿意争取 , 转而生产不含酒精的饮料 ! 冰激淋 ! 奶酪 ! 麦芽膏 ,

或者干脆退出酒类生产行业 , 从此洗手不干了 " 酿酒工人 ! 酒店和饭店雇员工会

看到他们的会员人数和薪水骤降 , 不得不依然坚持孤军奋战 " º美国劳联工会组

织虽然坚持要求国会让酒精浓度在 2.75% 以下的啤酒合法化 , 但热情不高 , 他

们不想在有分歧的问题上纠缠不休 , 以免给工会造成分裂 " 之后不久 , 全国反对

¹ N uala M eG ann L斤esch er, Th e OP position to proh ibition, 1900一19 19:A soeial an d hi du stri alsto 奴 Ph.o .diss.,
U n iv曰rs ity of D el aw 田七, 1964 .º Stan l即 B aron , Brew ed in A llleri ca :A H ist呷 ofB eer an d Al e in th e Un ited stateS , Boston , 1962 , 即.313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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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酒协会向禁酒立法发动了又一轮的攻势 " 该协会成立于 1919 年 1 月末 , 发起

人是纽约的宾馆业主和房地产商人 , 希望在全国酒店行业发动一场抗议行动 " 该

协会拒绝吸纳所有想通过废除禁酒给 自己带来直接经济利益的会员 , 目的是排除

嫌疑 , 保持良好社会形象 , 使其成为一个纯粹为整个社会福社谋利益的反对禁酒

团体 " 然而 , 协会领导人承认 , 他们将 1918 年整个行业酒水毛收入的 5% 的资金

用于反禁运动 " 从此该组织给公众留下的影响是 , 他们反对禁酒依然出于行业利

益的考虑 , 宣传带有一定的欺骗性 " 该组织虽后来经过多次努力 , 试图重塑自我

形象 , 但均未获得成功 , 黯然引退 " ¹全国所有的反抗禁酒运动均告失败 "

在联邦的禁酒修正案通过之后 , 酒业利益集团的反对很快就堰旗息鼓了 " 因

为自美国历史以来 , 所有通过的修正案还没有被废除过 , 因此没有人对废除修正

案抱有任何希望 " 甚至当时在国会面前为美国酿酒业利益集团进行辩护的知名律

师埃里胡. 鲁特 (Elih u Root ) 不得不承认 , 修正案一旦通过 , 想要废除它几乎

没有可能 " 然而 , 就在禁酒修正案刚刚通过 , 新一轮的反禁运动开始汹涌澎湃 "

与传统反禁酒组织关注的角度截然不同 , 这个反禁酒组织从宪法的角度解释禁酒

立法的不合理性 , 他们也没有因为废除禁酒的巨大困难而退缩 , 这就是反对禁酒

修正案协会 (从以) 领导的废除禁酒运动 " 在之后 15 年的斗争中 , 这个组织发

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 为废除禁酒修正案做出了很大贡献 "

四 ! 禁酒执法存在的问题及其社会影响

首先 , 在全国实行禁酒之后 , 联邦政府将注意力转向其他事务 , 禁酒立法主

要依靠州和地方政府具体执行 , 每年仅拿出少得可怜的资金支撑庞大的禁酒队

伍 , 禁酒工作流于形式 " 要严格的执行禁酒立法 , 监督各地的酒类走私活动 , 至

少需要数量可观的训练有素的禁酒执法人员 " 1920 年 , 美国工业用酒的生产量

是 2800 万加仑 , 5 年之后上升为 8100 万加仑 " 美国共建立了 30 个改变酒性质

的工厂 , 它们在酒中放入一些添加成分 , 就可以改变酒的性质 , 人们就不可以饮

用 " 但是 , 这需要有人去监管 , 从而保证酒在改变性质之前不被转移到其他地方 "

¹ I州吧 BOrs tein , 仆 " l浦汾" 丫比rs:Th e H ist卿 Of th eA ln幼can 从勺欣er, 1920一1933 , a oston , 1960 , p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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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 , 酒精含量在 0.5%以下类似啤酒的饮料产品在当时是合法的 , 但它的生产

过程是 , 酿造商先生产啤酒 , 然后将啤酒中的酒精抽取 , 直到酒精浓度符合法律

要求为止 " 如果没有严格的监管 , 这些啤酒很容易被唯利是图的酿酒商直接投放

到 / 干渴 0 的市场 " 另外 , 跟踪成千上万的药剂师和医生 , 看看他们是否有经营

许可 , 是否按法律要求操作 , 这些工作也牵制了禁酒执行人员大量的精力 " 这固

然劳心费力 , 但要与巡逻绵延数千英里没有设防的国界和海岸线 , 防范酒类走私 ,

穿梭于城市社区和村镇之间 , 捣毁非法蒸馏酒生产 , 以及关闭地下酒馆等工作相

比起来 , 已经是轻松得多了 " 许多美国人 , 尤其是城市居民 , 他们非常不情愿遵

守禁酒立法 , 他们的抵触情绪最终演变成巨大的酒类消费市场 , 酿私酒者和走私

分子抓住机会 , 酒类生意开始异常火爆 " 加拿大作为美国北边的邻国 , 它在 20

年代初期修改了其禁酒立法 , 允许酒类生产 " 从此 , 加拿大就成为了美国蒸馏酒

和啤酒的供应地 , 抵制禁酒立法的地区和州于是从交通方便的近邻那里开始偷运

酒类 , 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 " 即使是多数美国人遵守禁酒法律 , 也需要政府财政

的大力支持 , 才能保证禁酒工作的顺利进行 " 可是 , 美国联邦和州两级政府都没

能够遵守承诺 , 财力的缺乏使得禁酒工作捉襟见肘 "

美国禁酒局是禁酒执行工作的主要负责机构 , 但它的工作很少能够得到联邦

其他机构的配合和支持 " 19 24 年 , 美国联邦政府给海岸警卫队调拨了新船只和

警力 , 用以协助禁酒局遏制海上酒类走私活动 " 在陆地 , 海关工作人员 , 甚至包

括部分移民官员在内 , 都有权缉拿酒类走私犯 " 然而即即便他们努力工作 , 每年

也只能抓获 5% 的走私酒 " 另外 , 海岸警卫队和美国海关并没有足够的资金协助

禁酒局 , 一举摧毁酒类走私活动 " 要强制禁酒就必须切断酒类的供应 , 但是联邦

政府在具体的实施层面上遇到了巨大的阻碍 " 美国拥有长达 1.8 万多英里的海岸

线 , 为走私者提供了绝好的条件 , 无数来自伯里兹或圣皮尔或其他地区和岛屿的

船只 , 满载着朗姆酒 , 混杂在许多合法的货物之中 , 经过伪装之后进入美国港口,

或换成摩托艇 , 它们可以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小港湾停靠 , 然后通过隐秘的渠道 ,

将酒运送到美国的各个角落贩卖 , 从中牟取巨额利润 " 据美国商务部估计 , 仅

1924 年一年 , 就有价值 4000 万美元的酒精被非法运入美国 " 虽然早在 1920 年 ,

联邦政府就拨款成立了一支专门的禁酒执法队伍 , 最初人数仅为 1520 人 , 直到

1930 年 , 也只有 2836 人 , 虽然不时还会借助于其他如海岸巡逻队 ! 海关部门或



美国禁酒运动的历史研究

移民局的协助 , 但执行起来仍然异常困难 " 有人对此作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明:

假如在 1920 年将所有执行禁酒令的人员召集起来 , 到海岸线和边界线上执行禁

酒任务 , 那么 , 每人至少要负责巡查 12 英里海岸 ! 12 英里海港 ! 12 英里海呷 !

12 平方英里森林以及 12 平方英里的沿河陆地 " 而与此极不协调的是 , 执法人员

的薪水十分微薄 " 1920 年 , 大多数禁酒执法人员的薪水每年是 1200 至 2000 美

元 , 直到 1930 年 , 也只有每年2300 到 2800 美元 " 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

在社会上 , 酒精的生产和流通仍然存在大量的空间 " 成千上万的药剂师凭着医生

处方仍然可以获准出售酒精 , 没有严格而持续的监督 , 是无法加以控制的 , 大量

打着药用名义进口的酒精源源不断地被加工成酒类饮料 , 流入人们的胃中 " 此外 ,

工业酒精的生产更为私自酿酒者提供了无数绝好的机会 , 许多允许制造的工业酒

精被转化成了酒类饮料 , 一旦工业酒精从工厂里被生产出来之后 , 执法人员不可

能做到监督每一个环节 " ¹
联邦政府部门之间因竞争而扯皮的现象屡见不鲜 , 他们相互制肘 , 使信息

不能及时交换 , 禁酒执行工作不可能全面改观 , 禁酒局要执行禁酒 , 只有靠自

身的力量单打独斗了 " 在禁酒开始时 , 禁酒局主管克莱默就强调 , 要有效执行

禁酒工作 , 就必须得到国会足够的资金支持 , 吸引一批高素质的禁酒执行官员 ,

通过高薪养廉的办法 , 从源头遏制或降低收受贿赂 , 贪污腐化的危险 " 同时 ,

州政府也要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 , 保证与联邦政府共同执行禁酒立法 " 但事实

是 , 自 1921 至 1926 年 , 国会每年拨给禁酒局的资金一直在 600 万至 1000 万

美元之间徘徊 " 这些钱要支撑 3060 名禁酒工作人员很难想象 " 因此 , 禁酒执

法队伍的士气低落 , 人员素质低下己经是不争的事实 " 在禁酒的头六年 , 每

12 名禁酒官员当中 , 就有一名因收受贿赂 , 办非法营业许可 , 共谋或参与非

法酒类销售 , 以及其它腐败行为而被解职 " 1925 年 , 一个联邦法院在一个月

之内 , 对 58 位警察和禁酒执法人员因违反禁酒法而判刑 " 可怜的薪水 , 大面

积的腐败 , 少而又少的财政支持 , 加上禁酒管理过左的忽左忽右 , 频繁的人员

更替 , 这一切注定了禁酒局将不可能是一个有效执法的机构 " º

¹ Fred eri ck Lewi sAl ien .On ly Y七sterd ay: An In fo n 0 alHi st ory of th e Ni net een T脚enties .N ew ybrk :H明Pe r&
R o w, P u b lisha rs , 19 3 1 , pp .2 06 .2 10.

º P周歹别rn , B attl ing D " 旧on Ru m , 1998 , p.170一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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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1930 年纽约市最大的非法啤酒酿酒查被拆除

资料 #来源 : http://h isto卿atrka.blogspot.eo , n/ 2008/03/prohibition ,

图 16: 禁酒执法人员将查获的酒精饮料倒入街道的下水道

资料来源: h仰://www. vintageperiods #eol讨pro hibition #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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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海岸警卫队员与朗姆酒走私者在海上交火

资料来源: httP 刃w w w -vin ta g印eri ods 刀"叫卿 瓦biti on .phP

州政府不愿意承担联邦政府应当承担的禁酒负担 , 它们向禁酒机构提供很少

的资金支持 , 有的州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 干脆拒绝禁酒 " 同时 , 因饮酒而引起的

违法案件成倍增长 , 地方法院的审理负担加重 , 法官对禁酒的反感情绪与日俱增 "

马里兰州州长艾波特. 雷奇 (Alber t Ri tch ie) 是全国反对禁酒的领导人 , 因此

该州的禁酒情况可想而知 " 其余各州在 20 年代早期都纷纷出台了各州的沃尔斯

特德法案的子法律 , 目的要与全国的禁酒立法相互配合 " 然而 , 一些州的禁酒立

法甚至比全国的立法还要严格 , 规定个人私藏酒类饮品为违法行为 " 法律同时赋

予地方政府很大的权力用来搜查和没收非法酒 " 但各州都对禁酒执行工作投入的

资金非常少 " 1923 年 , 各州投入的资金加在一起还不到 55 万美元 , 到 1927 年

这个数字仅为69 万美元 " 在全国禁酒的最后几年里 , 有 28 个州干脆没有投入一

分钱用来执行禁酒工作 " 各州花在禁酒上的资金总数 , 仅为各州用来维护公园资

金的四分之一 , 是各州执行禁止打猎和垂钓资金的八分之一 " 有些州甚至连表面

工作都不愿意做 , 干脆拒绝禁酒 " 1923 年 , 纽约州取消了执行禁酒令 " 在接下

来的6 年当中 , 相继有马萨诸塞 ! 蒙大拿 ! 威斯康星取缔了禁酒令 " 州和联邦协

同禁酒是 AS L 所推崇的禁酒原则 , 曾经一度取得过很好的效果 , ASL 一向以此

为荣 , 不过 , 此时已成为历史 , 各州釜底抽薪的做法给禁酒工作带来了灾难性的

后果 , ASL 的后院开始起火了 "

在那些有反对禁酒传统的城市 , 禁酒工作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 " 19 21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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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金山的警察本想严格执行禁酒令 , 却遭到了当地禁酒监管委员会的批评和阻

拦 " 在费城和芝加哥 , 禁酒工作得到了严格有效的执行 , 数千名违法者被拘留和

逮捕 , 但是很少有人被定罪 , 后来只是不了了之 " 斯曼得利. D . 巴特勒 (Sme dley

D. Bu tler ) 过去是一名海军将军 , 也是坚定的禁酒主义者 , 他想在费城彻底禁

酒 , 后来他对那里的禁酒形势感到十分沮丧 , 他说 / 禁酒之路已经被有影响力的

人 ! 本应当给予禁酒工作大力支持的立法机构 , 以及日新月异的酿酒技术给堵死

了 0 " ¹ 在执行了两年的禁酒工作之后 , 芝加哥市长威廉.丹佛 (william Dev er )

己经被累的筋疲力尽 , 他失望地说: / 要么把这个负担 (禁酒工作) 交给其他人

去干 , 要么就必须给禁酒立法给予实质上的支持 , 不然就很难摆脱 目前烦心的局

面 0 º"到 1928 年 , 芝加哥城市法庭已经明显开始敷衍了事 , 执行禁酒立法 " 整

个美国上下违反禁酒令的案件堆积如山, 面对如此众多的案件 , 法庭的审理负担

越来越重 , 法官们已经疲于应付 " 联邦和州政府又不能给予资金上的帮助 , 雇用

更多的工作人员和法官处理这些蜂拥而至的违禁案件 " 因此 , 到了 1925 年 , 法

庭专门开设了 / 讨价还价日 0 , 在这一天 , 只要被告放弃陪审团审理 , 承认了自

己违反了禁酒令 , 并愿意交纳少许的罚金 , 那么 , 他就能免除牢狱之灾 " 这是法

庭因审理压力太大而采取的不得已的办法 , 以减轻法庭的压力 " 可以说 , 没有了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资金的支持 , 禁酒执行工作已经形同走过场 "

其次 , 禁酒执行双重标准 , 禁酒执法者对富人和穷人 ! 上层白人和少数外来

移民不能一视同仁 , 禁酒本身带有浓厚的种族歧视和本土主义色彩 , 因此城市中

的底层人群和移民为了同样的美国梦和平等权利 , 公然藐视法律 , 违反禁令 " 纽

约是美国现代城市文化的代表 , 纽约人在禁酒问题上一直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 纽

约多元的人口特点和城市文化给禁酒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 禁酒期间 , 纽约的

的问题最严重 , 反对禁酒的呼声最强烈 " 1921 年 5 月 , 一位 77 岁的纽约妇女因

为携带价值一美元的威士忌烧酒而受到指控 , 不得不出席纽约城市法庭 , 为自己

辩护 " 在法官面前 , 她说她年纪已高 , 每天不得不喝几口酒来提提神 , 让自己保

持活力 , 因此请求法官们网开一面 " 然而 , 她的请求换来的是置若阁闻和冷漠 "

法庭最后的判决是 , 老人入狱 5 天 " 这位老人实在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结果 , 非常

愤慨地说 , 禁酒只是针对像她这样的穷人 , 富人和上层人想喝就喝 , 无所顾忌 ,

¹ pegr am , Battling D etn on R um , 1998, p.172.
º peg限m , Battl ing D ern on 彻m , 1998, p.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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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对他们进行任何干预 " ¹ 美国第十八条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 , 所有的美国

人 , 不分阶层 ! 民族或种族背景 , 一律要遵照执行 " 然而上述案件说明 , 在禁酒

道德改革的实践中 , 禁酒立法将更多的 / 关照 0 给了社会中的底层和劳工阶层 "

从禁酒立法实施开始 , 纽约的禁酒工作表现出了浓厚的阶级偏向 ! 宗教上的不宽

容 " 从 20 年代初禁酒开始 , 纽约的爱尔兰人 ! 意大利人 ! 东欧移民 ! 天主教和

犹太教徒以及广大的其他外来族裔就发现 , 禁酒主义者禁酒的目标就是要改变和

监督城市穷人 ! 外来移民和劳工阶层的生活习惯 " 在美国禁酒运动的整个历史过

程中 , 中产阶级主流白人一直表现出一种家长式的作风 , 他们的禁酒对像从来没

有离开过非白人移民 ! 天主教 ! 犹太教徒 ! 底层劳工和穷人 " 虽然禁酒主义领导

人试图冲破民族 ! 种族和宗教的界限 , 在全国形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强大的禁酒联

盟 , 但他们始终不能摆脱内心的歧视情结 " 反对酒馆联盟领导人泊里. 贝克曾经

说 , 德国人 / 吃起饭来不要命 , 喝起酒来像头猪 0 " 就连干派中的处事谨小慎

微的威廉.约翰逊和小詹姆斯.加农牧师也不例外 , 他们从不掩饰自己的种族主义

和反对天主教思想 " 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美国 WCTU 和骑士禁酒会 " 禁酒运动

期间 , 这两个组织就非洲裔美国人是否加入禁酒组织展开激烈争论 , 最终导致组

织内部的严重分裂 " 美国的禁酒运动的美好理想往往掩盖了强烈的本土主义意

识 , 然而随着外来移民人口的增多 , 这种潜伏的思想逐渐浮出水面 "

图 18: 广告宣传鼓励人们通过投票的方式反对禁酒

资料来源: http :刀~ .加bram sey. org/

¹ M A N丫压stri ct Att om ey sc哪 boo ks , M ay l3 , 19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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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大都市一样 , 20 世纪初期纽约的外来移民人口成倍增长 " 移民人口

的增多给传统美国文化价值观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 大量的移民固守本国文化 , 他

们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很难使他们尽快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 纽约变成了一个

由众多少数族裔王国组成的国际化大城市 " 纽约的白人人数相对减少 , 面对少数

外来文化的冲击 , 他们极为不安 , 有着同样担心和不安心态的还有纽约以外的其

他中上层白人 " 他们担心 , 移民的到来将会破坏美国的传统价值观 , 腐蚀新教中

产阶级的道德标准 " 外来移民 , 尤其是有好酒的恶习爱尔兰人和德国人 , 将会成

为社会安全的隐患 " 作为禁酒运动的中间力量 , 禁酒主义者把禁酒立法的出台看

成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对抗的一次重大胜利 , 他们坚信 , 禁酒将有助于城市中

的非白人种族居民放弃他们的外来文化和生活习惯 , 融入主流美国文化 , 真正成

为 / 体面 0 的美国人 " 比如 , 在进步运动时期 , 一个宣传册上说纽约的意大利 / 喝

酒从来不节制 , 居住地肮脏不堪 , 经常为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大动干戈 , 持刀杀

人 0 " 5 世纪杂志 6 的记者对纽约的小意大利城进行了走访 , 把那里的社区说成

是 / 到处都是罪犯 0 " 一位史学家说 , 中产阶级对纽约城的外来移民的不信任感

十分强烈 , 以至于 1904 年纽约市警察局专门在小意大利城的中央修建了一个新

的总部办公室 , 来维持那里的秩序 " ¹ 在某种程度上 , 禁酒主义者通过丑化外来

移民形象的办法向政客们施加压力 , 他们把天主教徒 ! 犹太教徒和城市的所有外

来居民说成是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威胁 " 在禁酒运动的鼎盛时期 , ASL 谴责纽约移

民的 / 无知与邪恶 0 , 激进的禁酒主义分子呼吁美国社会要蔑视他们 , 对他们实

施道德和社会改革 " 全国实施禁酒之后 , 禁酒效果不尽人意 , 禁酒主义者憧憬的

乌托邦式的清醒社会并没有到来 " 相反 , 社会问题层出不群 , ASL ! 优TU 以及其

他禁酒组织不愿意将禁酒立法的漏洞和执行中的违规行为自己承担 , 他们找到了

最好的替罪羊--一 切非美人口和宗教团体 " 少数族裔 ! 天主教和犹太教徒成为

了导致 / 神圣试验 0 失败的 / 罪魁祸首 0 º"
禁酒主义者决心监督一切非美人群的生活习惯 , 可这种做法不但没有取得 良

好的效果 , 却换来了他们坚决抵制 " 比如 , 纽约的少数族裔居民继续用饮酒的方

式来挑战干派基督教文化的权威 " 他们并没有在 / 支持禁酒就是真正的美国人 0

和 / 反对禁酒就是外国人 0 的简单逻辑下做出选择 , 而是继续保持自己的种族特

¹ Edw ard A- Ro ss, Ita lian s in A m eri ca, C en tU ry, M 呀 o ct ob er 19 14 , p.433.º P au l 5.B oyer )U rb an M as ses an d M ora lC斤der in A m eri ea. 1820一1920 , c aJ的bridge:H arv ard U nivers ity pres s,
19 7 8 , P .2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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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 捍卫他们的文化传统 , 对干派的无理要求置之不理 " 20 年代初 , 在整个纽

约市的所有不同种族的酒馆照常营业 , 似乎禁酒修正案根本不存在 " 虽然酒馆的

数量减少了 , 生意也很不景气 , 而且大多数酒馆避开了主街道 , 并作了一定的掩

饰 , 以防禁酒执法人员的突然袭击 , 很多酒馆业主并没有想通过卖酒赚钱 , 而是

通过继续营业表示自己对禁酒的抗议 " 在纽约著名的酒馆如 Doe lger , Ehret ,

Hu pfel 和 RuP per t 内 , 顾客想喝的威士忌和啤酒保证供应 , 只不过来源不详 ,

质量不敢保证 " 顾客在酒馆里读报纸 ! 玩扑克 ! 甚至赌博 , 那里的气氛跟往常一

样热闹 , 掩饰身份的禁酒调查员经常在他们的报告结尾中草草地说 , 这些酒馆

/ 秩序井然 , 未发现异常现象 0 ¹"
一战时期 , 由于狂热的爱国主义氛围和仇外情绪 , 纽约移民在对待禁酒问题

上采取了沉默的态度 , 但到了1919 年 , 他们将对禁酒的不满情绪公开表露出来 "

纽约的一家意大利报纸驳斥说 , 禁酒并没有解决社会问题 , 而只是惩罚了诚实 !

勤劳的劳工阶层 , 剥夺了他们每天饮酒的习惯 " 一位葡萄酒商人在报纸上刊登了

一则广告 , 倡导人们向禁酒运动开战的最好方式就是储存大量的葡萄酒 " 很多移

民看到 , 为数不少的纽约警察在饭馆喝酒 , 于是意大利移民把禁酒说成是一场虚

伪的运动 º"纽约的意大利居民不但没有把喝酒看成是违法和不道德行为 , 相反 ,

他们认为酒馆停业就如同面包店关门一样 , 没有面包他们可以自己做 , 现在没有

酒喝他们就自己酿制 " 在意大利社区工作的社会工作者对这里进行了粗劣的估

计 , 禁酒之初 , 纽约的意大利家庭平均要花费 300 至 500 美元购买酿酒设备 " 法

院的记录中显示 , 意大利人不仅在地下室造酒 , 以供家用 , 同时 , 他们还向邻居

们出售家酿酒 " 葡萄酒酿制如此盛行 , 人们走在意大利居民聚集区的街道上 , 就

可以看到马路的阴沟附近都被葡萄汁染红 , 当地的杂货店主的手都被葡萄汁染成

红色而不好意思向顾客伸手 " »
第三 , 禁酒立法脱离实际 , 条款过于严格 , 难以执行 " 在禁酒修正案通过以

后 , 国会就考虑禁酒的执行法律 , 然而禁酒者被禁酒修正案通过时的公众热情所

鼓舞 , 错误地认为公众要求禁止一切酒类 , 因此把致醉酒类的标准定为含酒精量

为0.5% 的啤酒 " 19 19 年通过的沃尔斯特德法案把致醉酒类的法律范围定义在含

酒量高于 0.5 % 的饮料 " 正是由于这条过于严厉苛刻的法律 , 为禁酒者以后在禁

N Y P L , C onu n itt ee of F o urt een P aP ers , B o x 34 , F older 19 20 , v颐 ous 川PO rt s.

Li t " 别ry 压 g es 仁 > 助u ary 25 , 191 9 , P. 9.

Ro llin 伽 lde H斌 , M ad e in ltal y, Th e lnd印en d即 - Ju ly 23 , 192 1, p .19.

»¹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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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法的执行上带来了许多问题 " 在美国实行禁酒前 , 啤酒的酒精含量是 5% , 即

使在一战期间 , 啤酒中酒精的含量也是 2.75 % , 这一法律本身禁止了淡啤酒的

生产 , 对致醉酒类的定义过于苛刻 , 从而也就增加了它执行的难度 " 因为 , 尽管

许多人希望禁酒 , 但是实际上他们所憎恶的是禁止致醉酒类的酒 , 然而 0.5% 酒

精含量的饮料的定义 , 远远超过了致醉酒类的标准 , 大多数人特别是工人 , 他们

需要啤酒来解乏 " 而且即使一般人也需要饮一定量的淡啤酒 " 把致醉酒类定义得

如此苛刻 , 不可避免地带来人们的反对 " 因为 0.5% 啤酒根本不可能满足普通人

的要求 " 在二十年代 , 美国经济得到了发展 , 被称为繁荣时期 , 许多人的收入水

平有了提高 , 因此他们也更注重自身的物质要求 , 对于许多人特别是男人来说 ,

啤酒是他们日常生活所需的 " 沃尔斯特德法禁止了酒的生产 , 但是它却没法禁止

普通人的需要 " 许多人在需要啤酒时他们并不是去克制 , 而是去采取其他形式来

获取啤酒 , 这实际上就导致了大量的酒的泛滥 " 而反禁酒者在反禁酒的初期也只

是反对沃法 " 他们认为沃法过于苛刻 , 太不人道 , 他们希望改变沃法 , 允许 2.75

% 酒精含量的饮料合法化 " 但是就是由于禁酒者以及禁酒执行系统不愿意做出某

些修改 , 反禁酒者最后才下定决心 , 要求废除禁酒修正案 "

由于沃尔斯特德法过于苛刻 , 禁酒执行从一开始就举步维艰 , 也正是由于起

点定得太高 , 所以到最后只能一意孤行继续苛刻下去 " 在全国实行禁酒之后 , 饮

酒的现象并未杜绝 , 酒还是禁而不止 " 1921 年夏 , 美国国会被迫通过了威利斯.坎

培尔法案 (wi llis一Compben Bi ll) " 该法案对医生临床用酒量进行限制 , 规定

任何病人在十天以内只能开一品脱的酒药方 ,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关闭由医院供应

酒精的渠道 , 却遭到医生们的反对 , 因为在不同的病例中 , 对于酒精量的要求也

不同 , 而这一规定不利于医生采取有效的方式治病救人 " 1929 年初 , 国会又通

过五和十法案 (Fi ve 一an d一Ten bill) , 加重了对于违反禁酒法的处罚 , 把最长监

禁期从以前的六个月提高到五年 , 最高罚款额从 1000 美元增加到 1 万美元 " 因

为饮酒或者酒精贩卖而定那么高的处罚 , 这在美国历史上还属首次 , 在禁酒越来

越不得人心的时候 , 这一法律的出台招致 了更多人的J僧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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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1923 年禁酒执法者捣毁走私酒

资料来源: h仰:/彻叼砚all 公沁uth eer. con / fe ature 蛇 16go th eer. htm l

第四 , 到 20 年代中期 , 因禁酒而滋生的社会问题开始凸现 , 饮酒者人数逐

年上升 , 酒类的供应渠道比禁酒之前翻了好几倍 , 禁酒实践开始不得人心 " 禁酒

开始的几年 , 美国的酒类消费量明显减少 , 社会犯罪下降 , 禁酒主义者和对禁酒

寄予厚望的民众对此欢欣鼓舞 , 庆祝禁酒给社会带来的益处 " 然而 , 好景不长 ,

饮酒者人数开始反弹 " 只要人们肯花 6 到 7 美元 , 他们就能在街道上的五金商

店买到加工蒸馏酒的器皿 " 使用说明书可以到公共图书馆中找到 " 很多城市居民

通过这种办法学习酿造私酒 " 而更有想法的人 , 只要花 500 美元就可以建一个大

的蒸馏酒加工厂 , 仅用 4 天时间他们就可以收回成本 " 因此家庭蒸馏酒作坊在城

市的贫民社区十分普遍 " 在加工过程中 , 刺鼻的气味到处可闻 , 经常招来街坊邻

居的抱怨和不满 , 警察和禁酒执法人员顺着气味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加工窝

点 " 私人加工的蒸馏酒不仅没有质量保证 , 而且这些作坊极易引起火灾 , 爆炸时

有发生 , 这给酿酒者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 各大城市的报纸经常报道此类爆

炸伤人事件 " 比如在 1930 年的一次爆炸中 , 由于一家大型蒸馏酒作坊坐落在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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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克林区的一个学校附近 , 爆炸不仅摧毁了整栋楼房 , 还伤及了学校里的 15 名

学生 " 私人蒸馏酒作坊遍及整个城市 , 警方很难将它们根除 " 1926 年 , 律师艾

莫里.巴克纳 (Em or y Buc kne r) 在国会出面作证时承认说 , 在纽约 , 联邦执法人

员平均每周只能捣毁4个蒸馏酒作坊 , 而密苏里参议员詹姆斯.里德(Jaln es Ree d)

怀疑说 , 纽约至少还有 5 万多个作坊在生产蒸馏酒 " ¹
除蒸馏酒外 , 啤酒更是热门饮品 " 许多厂家生产 / 针啤酒 0 , 即在接受检查

后把酒精用针管注入啤酒瓶中 , 就变成了标准的啤酒 " 库存酒 ! 医疗用酒 ! 质量

低劣的家酿酒和工业用酒开始泛滥 , 走私酒成为最大的酒类供应源头 " 据美国商

业部估计 , 1924 年前后 , 每年大约有 400 万加仑的酒流入美国市场 , 而非法酒

销售点也在 20 到 50 万个之间 " 从以 指出 , 尽管人均啤酒消费比战前下降了四

分之三 , 但是酒精的总体消量却成倍增长 , 烈性酒的消费量上升了 10% " 干派承

诺的 / 酒将在美国大地上完全消失 0 仅仅是一个幻想 "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 禁

酒令的实施不但没有如人们早先期待的那样 , 为美国人树立起一种崭新的生活方

式 , 把人们带入一个耳目一新的文明社会 , 相反 , 犯罪案件层出不穷 " 以前合法

的酒吧停止售酒 , 然而地下酒店却高朋满座 , 生意兴隆 " 一些家庭妇女为维持生

计或增加收入 , 悄悄地在自己家里酿造酒 , 秘密接待到访的 / 客人 0 , 到处出现

了秘密的酒坊 " 为了便于藏匿 , 一种扁平的酒瓶应运而生 " 最令人吃惊的是 , 此

时饮酒的人不再仅仅是那些嗜酒如命的酒徒 , 就连以前那些滴酒不沾的人也开始

偷偷摸摸地喝起酒来 , 很多青年人把喝酒看作是一种与传统社会进行对抗的反叛

行为和时尚的标志 , 并以此为荣 " 对普通的城市居民来说 , 要想喝酒并不是件难

事 , 穷人可以走进商店的后堂 , 享受杯中之物 , 富裕者则专门有人给他们上门送

酒 , 书房成为掩人耳目的酒吧 " 另外 , 由于私酒买卖的火爆 , 工业酒精直接兑水

就可以出售 , 如此以来 , 因酒精中毒而死亡或失明的事件成为家常便饭 "

酒的质量得不到保证是禁酒时期的一个最大隐患 " 前面提到 , 沃尔斯特德禁

酒立法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立法 , 酒精浓度限定在 0.75% 以下 , 而且对违反者的惩

治几乎超出了人们可接受的程度 " 此外 , 为了阻止人们喝酒 , 各级政府都采取了

相应的措施 , 以达到禁酒 目的 " 其中之一就是联邦政府在工业用酒中添加了有害

添加剂 , 以改变酒的性质 , 以防止人们饮用 " 而酒贩们为了赚取大把的钞票 , 将

¹ H ow ard M eC lellan , Th e H igh C ostofN ullifieat ion , R eview of Re vi ew s, A pril 1930, pp.56一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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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性质的工业用酒再次蒸馏 , 以便分离其中的有害成分 , 供应市场 " 然而 , 再

次蒸馏的做法不可能恢复到原来食用酒的标准 , 遗留的有害物质依然很多 , 这样

的酒照常进入市场 , 被人们所食用 " 此外 , 走私酒贩也向市场供应家酿酒 " 在加

工过程中 , 就会产生一种副产品--一 杂醇油 , 它是一种无色的挥发性有毒油状

液 , 但在当时没人在意它的危险 " 这种酒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地下酒馆 ! 夜总会等

场所 " 1926 年 , 社科研究委员会报道说 , 纽约市的实验室对 100 个品种的酒做

了采样化验分析 , 结果有 99 种酒内含有有毒物质或杂醇油 " 报告上说 , 这些物

质 / 必定会导致极高的死亡率 0 " 巴克纳律师在国会面前作证说 , 经过两年的

时间 , 他的工作人员对所得到的酒类样品进行检测 , 结果是98 %的酒含有有毒物

质 " 1929 年 5 纽约电讯报 6 进行了同样的市场调查 , 结果如出一辙 " 该报纸的

工作人员对纽约的400 个酒源做了调查 , 发现这种含有毒成分的酒源供应十分旺

盛 , 很可能马上要在城市中顶级的会员俱乐部面世 "

当喧嚣的 20 年代的序幕缓缓地拉上之际 , 地下酒馆 ! 夜总会所特有的时髦

气氛消失殆尽 , 取而代之的是恐怖和暴力弥漫了整个饮酒场所 " 最典型的要数

Hos ty 一Tosty 俱乐部凶杀案 " 1929 年 7 月的一个深夜 , 刑满释放的犯人西门.沃

克 (Simon 侮Ik er ) 和他的两个好斗的弟弟威廉.雷德.卡斯蒂 (Willi叨 Red

Cassidy) 和皮特.卡斯蒂 (Peter Cassidy) 到百老汇大街上的 Hosty一Tosty 俱

乐部喝酒 , 该俱乐部的老板杰克. 雷格斯.戴梦得 (Jac k Legs Di am on d) 也是当

地有名的土匪 " 据当地媒体报道 , 在这三人来到 Hos ty 一Tosty 俱乐部之前 , 他们

就已经喝了很多酒 , 已经醉意朦胧了 " 到了之后 , 因为酒吧服务生没有及时把酒

端上来 , 他们就开始嚷嚷 , 随后卡斯蒂兄弟就和戴梦得及其搭档查尔斯.恩特雷

特 (Char le s Ent ra tt a) 发生了口角 " 一怒之下 , 戴梦得和他的搭档查尔斯.恩

特雷特拿出来福枪 , 当场打死了雷德 , 皮特也受了重伤 " 在一旁的沃克虽然没有

参与争吵 , 也被他们开枪打死 " 就在这时 , Hos ty 一Tosty 俱乐部的另一位同伙海

米.科恩 (Hym ie Cohen) 命令乐队继续大声演奏 , 以遮蔽开枪的声音 "

Ho st y一Tosty 俱乐部的杀人案透视了一个信号 , 禁酒时期的地下文化已经走

上了歧途 " 案发当时 , 有 25 人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 , 但出于生命安全的考虑 ,

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为此事作证 " 查尔斯.恩特雷特在案发后逃往芝加哥 ,

过了几个月抓获归案 , 但因证据不足而宣判无罪 , 予以释放 " 数月之后 , 人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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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查尔斯被人打死 , 另外 , 还有两名俱乐部的服务生也被人打死 , 他们俩也是整

个凶杀案件的目击证人 " 在枪击案发生当时 , 命令乐队继续演奏的科恩本人也消

失了 " 俱乐部的老板戴梦得在躲避 8 个月之后 , 接受了警方的审讯 , 但因证据不

足又被释放 " 新闻记者斯坦利.沃克 (Stan ley Wal ker ) 说 , / 证明他有罪的所

有 目击证人都已经死了 " 0 ¹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 , 城市酒吧中类似的案件很多 , 城市谋杀率成倍增长 ,

新闻报刊每天都刊登相关报道 , 禁酒成为了滋生社会丑恶的温床 , 其丑恶与握凝

程度与 19 世纪末 20 年代初期的酒馆相比 , 有过之而无不及 , 其中谋杀成为黑暗

的禁酒时期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 在该类事件中 , 星期六晚上地下酒馆酗酒导致的

谋杀占很大比例 " 顾客被打致死致伤 ! 酒吧招待被杀 ! 抢劫顾客钱财的案件时有

发生 " 1933 年 2 月 , 媒体报道了一名送货工人早晨 2 点半到纽约西 52 号大街上

的 Porky Murray 酒吧喝酒 , 进去后发现 , 酒吧一片狼藉 " 酒吧服务生被人用枪

打死 , 躺在吧台的后面 , 旁边还躺着一男一女的尸体 , 据说是顾客 " 根据后来警

方的调查结果 , 嫌疑犯是一名醉汉 , 原因是因为酒吧服务生让他说话小声点 , 以

免打扰其他顾客 , 他一怒之下 , 开枪打死了服务生 , 为了消灭证据 , 一并将两名

顾客打死 " º 1921 年纽约地方法院因杀人而提审的案件记录共 712 件 , 到 1931

年 , 这一纪录达到了 1500 件 " » 由于禁酒的影响 , 各种犯罪案件直线上升 , 法

律的尊严和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 纽约州刑事法庭法官阿尔弗雷德 J. 坦利

(Al fred J. Tal ley) 说 , 不仅仅是纽约 , 整个美国的 / 犯罪案件以惊人的比例

在增长 , 这成为困扰大多数州 ! 地方政府和市政府的首要社会问题 0 , / 禁酒是

滋生犯罪的温床 0 " 他说 , 不仅如此 , 禁酒还加速了儿童犯罪 ! 人身袭击 ! 妇

女犯罪的发生 " 他解释说 , / 酗酒人数的增加 , 法律监管体系的崩溃 , 都是公众

不尊重法律的结果 " 而造成这一恶果的主要原因是禁酒立法及其实践 0 " ¼

¹ N ew 物rk Ti m es , July 14 , 1929 , PZ o;Ju ly 16 , 1929:Ju ly 19 , 1929:July 2 1, 1929.stan l即 认伯Iker, Th e N igh t
C lub E ra. N ew yo 政 :F red eri e A . Stok es , 193 3 , pp .2 36 一237 .

º A illster dam N ew s, M ar ch g , 1933 , p.l;Th e N igh tC lub Era, 即.2 16一2 17.» M A N Y, M agi sti习te , 5C ourt , 八刀nu目R叩ort s, 1930 , 1933.¼ N at ional Prohib ition L aw, H e如ngs befo re th e sub eom m ittee of the C omm ittee on th e Judiei田, - U nited State

Sen ate, Sixty- N inth C on gr es s, Vo l.I(W 砧hingt on D .C .:G overn m entPrin ting o ffi ee, 1926 , PP.1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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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私酒交易 " 在纽约 , 最有名的要数阿诺德.罗斯坦恩 (Arn ol d Rot hste in)

走私集团 " 该集团建立了一个巨大的跨国走私酒供应网络 , 北有加拿大 ! 南有西

印度群岛 ! 西有英格兰 " 阿诺德还购买了用以海上走私的快艇 , 储藏酒的仓库 "

据统计 , 加拿大将近 80% 的蒸馏酒经该集团贩运到美国市场 " 1918 年 , 巴哈马的

葡萄酒进口量仅为 944 加仑 , 到了 20 年代末期 , 接近 40 万加仑 , 而巴哈马进口

的葡萄酒的目的地是美国市场 " ¹ 阿诺德将日常工作交付好几个少数族裔团伙分

别承担 , 它们分别是 Irving wexler , Big Maxie Greenberg , CharleS Lueky

Luci ano 和 俪ney Madden 黑帮团伙 " 在阿诺德的统一领导下 , 这些分支黑帮团

伙为了避免风险 , 使各自的利益最大化 , 通过协商 , 他们统一售酒价格 , 划分势

力范围和经营类别 " 在阿诺德的指挥下 , 他的下属黑帮组织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走

私酒帝国 , 它的主要业务是自己酿制或走私进口包括啤酒 ! 烈性酒和葡萄酒等 ,

向零散的地下酒馆提供私酒买卖保护等 " 他们还投资并经营夜总会 ! 剧院和电影

院 , 从古巴走私朗姆酒的同时 , 还利用快艇涉足贩卖中国移民到美国 " 私酒贩运

每年给黑帮带来了巨额利润 , 其中黑帮头目拿出一少部分钱买通警察 , 换取他们

的保护 , 并与政界建立联系 " 在芝加哥 , 臭名昭著的黑手党在其首领 / 芝加哥教

父 0 多里奥的率领下 , 率先介入私酒贩卖行业 , 多里奥以老大的身份给各个黑手

党家族划定了地盘 " 到 1925 年为止 , 多里奥已经控制了西塞罗全部地区 , 在政

府部门安插了自己的人 , 将贩卖私酒的生意扩展到几乎所有公开的赌博场所和酒

吧 , 这些地方卖淫活动也是一个主要收入来源 " 阿尔. 卡彭接替多里奥之后 , 将

私酒生意越做越大 , 每年获利都在 1.5 亿美元以上 " 如此一来 , / 神圣试验 0 的

负面影响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

事实上 , 贩卖私酒不仅为有组织犯罪集团积聚了巨额的财富 , 同时 , 也为以

后从事毒品走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培育了严密的组织和犯罪网络 " 由于私酒利

润丰厚 , 各地的黑帮组织之间的火拼事件时有发生 , 火拼伤及路人的事件接连发

生 " 这些暴力犯罪又经常成为新闻界关注的焦点 , 公众的怨声载道 , 抱怨禁酒执

法不力 " 据估计 , 仅芝加哥因划分地盘不均引起的人员伤亡不下千余人 , 其中最

¹ 拓ch C oh en , G un , C angster an d B usines s of C nm e , Finan eial 下m es , June 27 , 1998, p.4.; H umb ert S .N el li,
Th e B usin es s o f C ri m e: Ital ian s an d Syn d icate C ri m e in th e Un ited S tat es, N ew YO rk : Ox fo rd Un iv ers ity P res s ,
197 6 , pp .159 , 1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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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烈的一次还使用了空投炸弹 , 目标是伊利诺斯州威廉森县的一家私酒酿造厂 ,

这是美国境内第一次空袭事件 " ¹ 禁酒执法带来了大量的社会腐败 " 由于酒类走

私所产生的巨大利润 , 甚至还有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也卷入其中 , 政

府腐败和受贿的丑闻层出不穷 " 许多官员被物质利益所诱惑 , 收取贿赂而给走私

分子提供方便 , 有的甚至还参与走私活动 , 利用职权帮助走私分子运酒 , 有些官

员主动向偷运走私分子索取报酬 " 卡彭集团私酒集团每年从收入中拿出 1000 万

贿赂政府禁酒监管人员 " 据美国威克森姆委员会报告表明 , 无论是在联邦还是州

的范围 , 基本上每一个禁酒案件都与官员腐败有瓜葛 "

图 21: 芝加哥走私酒犯罪集团头目阿尔 #卡彭

资料来源: http:刀~ red user. ne 雨 川耐sh " 州址ead.P 冲?卜64 25

1929 年一年 , 联邦法庭共审理了 75298 起禁酒违法的案件 " 联邦监狱人满

为患 , 监狱人数从 1920 年的 5000 人上升到 1930 年 1.2 万人 , 其中 1/ 3 是违反

了禁酒法 " 私酒贩卖成为一本万利的生意 , 挺而走险者数不胜数 " 林格在 5 美国

人眼中的美国人 6 一书中说: / 想到有组织犯罪 , 人们便不能不想到禁酒 , 因为

正是禁酒导致了有组织的犯罪的产生 0 " º据估计 , 在禁酒时期 , 美国每年消耗

¹
º

董乐山: 5 美国的罪与罚 6 , 光明日报出版社 , 1988年版 , 第 110 页 "
F red J.形n gel , 喊 A m eri can as A m eri ean S ee l仁H are o urt , B rac e.& C o.19 32 .P .1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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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私酒至少达到 1 亿加仑 " 当时私酒大部分是从墨西哥和加拿大越境过来的 , 也

有用船运进来的 " 有些地方还私设酿酒厂 , 如此大规模的经营 , 没有政界和警方

的默许和合作是做不到的 " ¹
禁酒立法本身存在着严重缺陷 , 对个人权利造成侵犯 , 不得人心 , 一般市

民不愿意尊重法律 , 甚至对此视而不见 , 照旧饮酒 " 执行禁酒过程中 , 很多禁

酒执法人员经常采取一系列非常规手段获取证据 , 逮捕罪犯 , 而且经常伤及无

辜 , 却受到最高法院庇护 " 如此以来 , 政府官员在大众的眼里已经成了违法的

最主要的代表 , 这更加重了普通人对法律的憎恨 " 整个社会对遵守法律产生抵

触情绪 " 更严重的是 , 青少年只要有钱就能轻易获得酒饮料 , 年轻人饮酒人数

剧增 " 大学校园饮酒现象成风 " 广大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开始淡化 " 20 年代禁酒

运动的中心是在中西部的农业州 , 虽然一度遭到东部一些州的反对 , 但是禁酒

运动还是借助于一战所带来的爱国主义激情而促进了禁酒令的通过 , 如美国历

史学家杜蒙德所言 , / 虽然东部州拥有全国人口的半数以上 , 宪法却是可以违

反这十二个州的愿望加以修改 , 只有另订一项修正案才能废除这一修正案 , 可

全部人 口不到 600 万的 12 个小州却可以阻止另订一项修正案 0 " º事实上 , 有

相当一部分美国人是抵制禁酒运动的 " 就全国的实际情况看来 , 诸如马萨诸塞 !

纽约 ! 新泽西 ! 伊利诺斯等这些拥有大量外国出生人口的州 , 大多数人是反对

禁酒的 , 许多人认为喝酒是个人不可侵犯的一种权利 , 禁止喝酒是对人身权利

的粗暴侵犯 " 这类群体的美国人不但不支持禁酒 , 相反还团结起来 , 开展反对

禁酒的斗争 " 在纽约 ! 巴尔的摩等地一度出现了反对禁酒的集会和游行 , 在华

盛顿的国会大厦前出现 了一定程度上的骚乱和请愿 , 美国劳工联盟的领导人要

求对禁酒令进行修改 , 维护工人们喝啤酒的权利等等 " »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

的结束 , 战争中的爱国主义激情迅速淡化 , 社会又恢复到了常态之中 , 人们开

始对禁酒运动给社会带来的变化进行反思 "

¹ 董乐山: 5 美国的罪与罚 6 , 光明日报出版社 , 1988 年版 , 第 10 9 页 "
º (美)德怀特 # L 杜蒙德著 , 宋岳亭译: 5 现代美国 6 , 商务印书馆 , 19 91 年版 , 第.21 8 页 "
» Al len .On ly Ye sterd av, 193 , p.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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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当时的漫画反映了酒类走私者用金钱贿赂禁酒执法者

... , 叫 . . . . ~ . . ~ 喇. 钾 州 --

,,梨睽瞥瞥
-- 卫飞匕一二兰卫.竺t)厅兰兰

月O F犷 O 刀只 声峨刀日乙刃口 书积减了军材 0 0 口S 摊左归 声旧0 .
资料来源: http:刀 ~ 彻 glibn甘丫" 习 0 .ha sto卿龙192 0/as n .htin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 禁酒令显然是失败的 , 它直接导致了人们对法律的蔑视 "

作为一个追求民主和法治的国家 , 宪法是美国的根本大法 , 法律在维护社会稳定

是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是不容质疑的 , 遵纪守法是公民所尊崇和信奉的美德 "但是 ,

随着地下组织和走私活动的泛滥 , 政府丑闻接连被报道 , 人们对禁酒的信心发生

了动摇 , 禁酒令的威信不复存在 , 现实打破了法律在人们心中的神圣地位 " 实施

禁酒产生了一个后果 , 那就是它让个人自己去做决定他是应该忽略这项法律还是

遵守它 " 假如你不认同一项法律 , 但被强迫遵守它时 , 那么 , 你的不愉快便直接

导致你对它的蔑视 , 以至于你会蔑视所有的法律 " ¹ 正因为如此 , 许多原本遵纪

守法的公民也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 据统计 , 在禁酒期间 , 政府总共逮捕了 50 多

万人 , 其中 30 万人被判刑 , 这些被逮捕和判刑的人中大部分是平时守法而被迫

走上犯罪道路的人 " º 有很多原本依靠经营酒店为生的人 , 为谋生计不得不走上

了贩卖私酒的道路 "

¹º 八刀朋丫m " 此:Th e R " 目Stoty of a B oo tlegger, N ew lbrk :B oni& Li veri gh - In e., 192 3 , P.23 1
S田旧u el

vo l ,3

E . M o币 son , Th e o xfo rd Hi sto 尽 of A llleri can P eO P le 186 9- 19 65 , N ew A m eri can Li bra 以 19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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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漫画描绘了一名醉酿醒的禁酒人员被迫执行禁酒 ,

执法犯法的情况比比皆是

资料来源: http:// www. dru glib扭以 " 习 , 小isto ry/ el92o/a sll.htm

五 ! 对禁酒的评价

对禁酒的上述评价难免有些过头 , 我们应当看到 , 自禁酒之后 , 美国人的饮

酒文化的确发生了改变 ,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 历史学家对禁酒的成败问题争议

很多 , 有时候意见截然相反 " 研究禁酒的知名历史学家诺曼. 克拉克 (Nor ma n

Clark )与多数持批评意见的史学家相反 , 他认为禁酒并不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了 ,

至少在某些方面取得 了成功 " 之后 , 史学家约翰 C.波恩含 (John C. B盯nh aln )

对禁酒的结果评价更加积极 , 他说禁酒不但不是一场失败的运动 , 相反 , 它取得

了相当大的成功 " ¹ 如果我们把美国的禁酒运动看成是一场 旨在捣毁酒馆和男性

饮酒文化的社会运动的话 , 那么 , 它的确实现了这一目标 " 按照克拉克的话说 ,

禁酒运动扫除了由酿酒商把持 ! 只为男性顾客开放的旧时代酒馆 , 酒馆 中男性文

化的核心一请客习惯消失了 , 取而代之的是禁酒年代的酒价昂贵 ! 氛围神秘的地

¹ N orm an C lark , o el iver U s fro m Evi l一An Int呷 retation of A m 丽ean Pro hibition , W. W. N ort on & C om pan %

N ew Yo rk , Lo ndon , 1976, 两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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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酒馆 , 这些地方不仅成了男人偷偷喝酒的去处 , 更是青年男女幽会的最佳选择 ,

那里没有禁酒执法者 , 情人们可以饮酒作乐 , 窃窃私语 , 说话方便 , 故被称作 / 方

便说话 (sP ea kea sies ) 0 的地方 " 此外 , 在 1933 年解禁之后 , 美国人可以在夜

总会 ! 咖啡馆 ! 酒吧间和餐馆等地方喝酒 , 这些新型的酒馆开启了一个新的娱乐

文化时代 , 与 19 世纪的男性酒馆文化形成鲜明对比 "

禁酒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劳工阶层的饮酒习惯至少暂时地得到了扭转 " 人们虽

然可以搞到城市中的非法酒精饮品 , 但价格十分昂贵 , 工人阶层一般负担不起 "

1928 年经济学家欧文.菲舍尔 (Irv in g Fi sher) 做了一个研究 " 他发现 , 自1916

年以来一夸脱啤酒的价格增长了 600 倍 , 杜松子酒的价格涨了 520 倍 , 威士忌

150 倍以上 " 克拉克说 , 19 19 年芝加哥参冰的威士忌饮料的价格为 15 美分 , 但

是在沃尔斯特德法出台以后 , 涨到 75 美分 " 许多工人阶层的消费者不得不退出

酒类消费市场 " 证据表明 , 因为禁酒的缘故 , 酒的内容和人们饮酒的行为方式随

之发生了变化 " 一位煤矿公司的经理告诉国会的调查人员说 , 虽然 / 有人偷偷的

酿酒 , 有人在家里造酒 , 有人偷着卖酒 , 但过去发工资时工人们欢呼雀跃的场景

已经不见了 " 即使喝酒也只是在背地里进行 , 同时 , 把一个月的工资全部用在喝

酒上和挑战社会道德的冒险行为都不见了 " 0 换言之 , 男性在公共场所大肆饮酒

的文化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 最为明显的一个结果就是 , 全国的饮酒量急剧下降 "

据估计 , 从 19n 到 191 5 年 , 年龄在 15 岁以上的饮酒者年平均酒消费量为 2.56

加仑 , 这正好是各州和联邦政府开始实施禁酒之前的数据 " 虽然在全国禁酒期间 ,

美国人的酒年平均消费量没法统计 , 但是在禁酒结束后的 1934 年 , 全国的人均

酒销量下降到 0.97 加仑 " 美国人对酒的年平均消费量低于 2.56 加仑的状况共保

持了50 年之久 , 直到 1970 年 , 这个数字才达到 2.50 加仑 " 可以说 , 禁酒使美

国进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谨慎饮酒年代 ¹"
禁酒在美国产生了上述结果 , 但依照禁酒主义者的初衷 , 禁酒并不是要限制

美国人喝酒 , 而是要铲除饮酒给美国社会生活带来的诸多问题 " 他们承诺要严格

执行禁酒令 , 通过禁酒促进美国经济的繁荣 , 净化社会道德 , 提高工作效率 , 维

护家庭幸福和完整 "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衡量 , 那么禁酒显然是失败的 , 而且是灾

难性的 " 20 年代中期 , 还没有多少美国人能意识到有一天禁酒修正案将被取缔 ,

¹ p咫卿叨, B att ling D咄m on Ru m , 1998, p162一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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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是认为 , 禁酒如同其它社会政策一样 , 将逐渐地被淘汰 " 然而 , 20 年代

的新文化运动和美国经济大危机对禁酒运动的影响 , 不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 只

是后者加速了禁酒立法的出台 , 而前者加速了废止禁酒立法的进程 "

小 结

美国的禁酒运动起起伏伏长达一个多世纪 , 虽然每个时期的禁酒高潮都与其

他的社会改革运动紧密相连 , 但都没能够取得禁酒主义者所希望的结果 " 而每次

禁酒取得的成绩都伴随着一次失败的反弹 " 进步运动时期 , 在ASL 的推动下 , 禁

酒的浪潮在各州又一次强势兴起 , 但禁酒一直仅局限在各州层面 , 全国范围的立

法禁酒似乎遥不可及 " 然而 ,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国内政治环境发生变化 "

受国际形势的影响 , 其他欧洲国家也相继出台了禁酒政策 , 此举给美国的禁酒主

义者以极大的鼓舞 " 在此期间 , 大量欧洲人移居美国 , 美国城市的政治问题凸现 "

同时 , 一战在即 , 临战氛围调动了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 , 全国上下倡导节约粮

食 , 把支援战争 ! 自我牺牲看成是爱国主义的表现 , 国内环境迫使酒类生产商响

应号召 , 关门停业 " 最顽固的德裔美国啤酒商此时也不得不保持沉默 , 放弃反抗 "

战时紧急状态扩大了联邦政府干预社会事务的权力 , 团结成为重中之重 " 反对酒

馆联盟借助国内外的禁酒形势又一次主导了禁酒运动 , 在推进全国禁酒的过程

中 , 它又一次展示了其强大而灵活的政治策略 , 没有让战争的浪潮掩盖了联盟的

呼声 , 将禁酒与战争的胜利捆绑在一起 , 大做文章 , 催促国会采取强硬措施 , 制

止酒类贸易 " 它不仅成功地促成了第十八条宪法修正案在国会的通过 , 起草了沃

尔斯特德禁酒立法 , 还成为了全国禁酒工作的核心和指导机构 "

然而 , 全国禁酒 自一开始就注定了它将来的命运 " ASL 作为一个主导禁酒的

全国机构 , 没能克服自身的局限性 , 采取了坚决维护一个支持禁酒的国会的策略 ,

陷入了政党执政的旋涡 , 在禁酒人员的任命上推行分肥制度 , 没有将精力放在禁

酒质性工作上 " 其次 , 禁酒立法是利益各方激烈较量而妥协的产物 , 禁酒执法机

构和禁酒立法本身又缺乏成熟的设计 , 这些问题注定禁酒实践必将失败的命运 "

另外 ,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禁酒工作上态度不积极 , 没有给禁酒执行工作给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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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的资金支持, 联邦政府各部门由于工作压力太重 , 没有精力协助禁酒局的工

作 , 甚至相互扯皮 " 由于全国禁酒促发了新一轮的饮酒高潮 , 酒类走私带来的巨

额利润诱使很多人挺而走险 , 地下有组织犯罪集团悄然兴起 , 暴力犯罪和火并事

件时有发生 , 民众怨声载道 " 更为重要的 , 禁酒执法存在严重的问题 , 执法人员

素质低下 , 禁酒官员执法犯法 , 执法过程中的歧视态度激起了城市下层人群和外

来移民人口的强烈不满 , 公开抵制和藐视禁酒立法的现象十分普遍 , 法律的尊严

受到了威胁 "

上述问题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 反对禁酒 ! 废除禁酒立法和第十八条修正

案的浪潮在酝酿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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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代是美国历史上比较特殊的十年 , 它充满了变化与新奇的时代 , 是新

秩序出现之前旧秩序全面爆发的年代 " ¹经济上 , 工业化和城市化促使美国经济

高速发展 , 社会普遍繁荣 " 汽车行业异军突起 , 它带动了航空 ! 建筑 ! 电影 ! 无

线电等其他新行业的蓬勃发展 , 消费和娱乐文化成为现代化美国城市的一个显著

特征 " 在政治上 , 由于进步主义运动的热情逐渐退去 , 传统的州权主义和自由思

想开始抬头 , 尤其在经历了一战的磨练之后 , 美国民众强烈要求回归 / 常态 0

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占了上风 , 美国进入了弱势总统时代 " 同时 , 第十九条宪法

修正案的出台使得美国妇女拥有了同男性一样的平等选举权 , 女性在政治 ! 经济

和思想上获得了全面解放 , 女性劳动力人数猛增 " 意识形态方面 , 性别平等与弗

洛伊德思想给传统美国妇女价值观以巨大的冲击 , 以新女性为代表的年轻妇女开

始追求时尚 , 她们把性解放 ! 饮酒看成了经济独立和思想开放的表现 , 年轻女性

交友 ! 饮酒成为时尚 , 地下酒吧生意开始火爆 " 在这样一个政治 ! 经济 ! 思想都

发生剧变的时代 , 鼎盛于进步运动时期的全国禁酒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 前文提到 ,

禁酒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 相反 , 与禁酒相关的新的社会问题接踵而来 " 因

此 , 自由主义者和州权主义者对联邦的禁酒行为提出了质疑 , 社会反对禁酒的呼

声愈加强烈 " 出于保护家庭的考虑 , 一部分家庭妇女开始反对禁酒 , 以中上层中

年妇女与传统妇女为核心的妇女禁酒组织开始瓦解 " 酒禁而不止 , 禁酒执法问题

层出 , 社会抵制愈加强烈 , 禁酒陷入了困境 "

一 ! 政治气候的转变与对禁酒的质疑

自进步运动开始 , 联邦权力迅速扩大 , 联邦通过管理州际商务 ! 建立联邦储

备系统 ! 管理全国经济 ! 对州政府实行财政补贴和制定劳工立法等一系列措施 ,

把原来属于州政府的一部分权力集中到了联邦政府手中 , 州的许多权力都受到了

¹ 余志森 , 崛起与扩张的年代 , (美国通史第 4 卷)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2000 年 , 第4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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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 但多数人对此表示理解和接受 , 因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 工业化所带

来了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 , 要解决这些问题 , 联邦的权力就必须扩大 , 削弱一些

州的权力是历史的选择 " 但经过一战和战后初期社会冲突及种族纷争的洗礼之

后 , 进步运动的步伐开始放缓 " 美国人对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和政府的干预社会生

活感到厌倦 , 进步主义者的热情逐步消退 , 回归 / 常态 0 的呼声鹊起 " 人们开始

渴望一个能倾听民众呼声的总统 " 主张改革的强势总统被主张恢复 / 常态 0 的弱

势总统所代替 , 总统和联邦政府无限膨胀的权力开始受到了质疑和制约 " 整个

20 年代 , 哈定 ! 柯立芝和胡佛都坚持的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取代了西奥多. 罗

斯福和伍德罗. 威尔逊的国家干预政策 , 美国社会又一次变得保守 , 回归传统的

呼声越来越高涨 "

从哈定到胡佛 , 历届政府都把美国的繁荣与大企业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 , 联邦政府反对一切妨碍投资和扩大政府管理范围的措施 , 政府在经济生活中

的作用被限制 " 在政治和经济上 , 总统的光芒被国会所遮盖 , 总统不再雄心勃勃

地去追求社会进步 " 整个社会此时沉静下来 , 开始思考进步主义改革遗留下的问

题 " 哈定上台之后提出美国要 / 恢复常态 0 " 他说: / 美国当前需要的不是豪情壮

志 , 而是休养生息; 不是济世妙策 , 而是正常状态; 不是革命 , 而是复原; 不是

剧烈振荡 , 而是轻微调整; 不是手术 , 而是静养; 不是激情 , 而是冷静; 不是试

验 , 而是均势; , , 0 ¹"柯立芝认为: / 自由主义的创立不是为了扩充官僚政

府 , 而是要限制它 " 真正的自由主义追求一切合法的自由 , 倘若没有这种自由 ,

那么对所有别的幸福和利益的追求都是徒劳的 " 这一信念是美国经济和政治进步

的基础 " , , 如果将政府的干预扩展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 那么 , 政府是必

将成为人民灵魂和思想的主宰者 " 0 º人们开始再次思考州和联邦政府的权力如何

分配 , 联邦权利应当扩大到什么程度等问题 " 经过思考 , 人们得出的结论是 , 州

的一些基本权力依然应该保留 , 联邦权力的扩大应该有一个限度 "

从本质来说 , 禁酒修正案和禁酒立法是通过立法的手段旨在强制国民改变生

活习惯 , 因此它严重地干涉了个人自由 , 进一步引发了全社会的对禁酒的普遍抵

制 " 早在美国独立革命时期 , 独立宣言就明确了美国的事业就是保证人民追求幸

¹ 丹尼尔斯诺曼 , 192 0 年以来的美国 , 海内曼教育图书公司 , 197 8 , 第 l页.
º 戴安娜. 拉维奇美国读本 (下册), 中译本 , 北京: 三联出版社 , 1995 年 , 第 491 一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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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的权利 , 宪法前十条修正案第五条还明确规定了人身保护的具体办法 " 人们此

时发现 , 禁酒已经触及到了州权的核心部分 , 是对人民生活自由的干涉 " 如果联

邦政府连地方州政府的自治权力都要干涉 , 那么常此以往 , 州权就可能丧失殆尽 ,

美国人引以为豪的联邦制就会变为中央集权制 , 杰斐逊的民主思想将不复存在 ,

其后果不堪设想 " 因此有必要对一切联邦权力的不正常扩大予以制止 , 维护联邦

主义 , 把联邦政府的权力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 正因为如此 , 禁酒修正案和禁

酒立法成了联邦主义者的攻击 目标 " 禁酒修正案及禁酒是强势政府政策的产物 ,

与整个时代背景与主流政治格格不入 " 既然整个社会要求回归 , 那么也就不应该

留下这个 / 不回归 0 的产物 " 在难以逆转的社会大潮面前 , 继续执行禁酒显得十

分不合时宜 , 有悖于民心 " 在这样一个回归 / 常态 0 的大背景之下 , 州权主义势

力开始活跃起来 , 他们对联邦权力的无限扩大感到极为恐惧 , 认为禁酒对州权构

成了威胁 " 因此 , 反对禁酒成为州权主义者限制联邦权力 ! 恢复州权的最佳切入

点 " 在这股反对禁酒 ! 维护州权的力量当中 , 威廉 H .斯丹藤 (Wi ili am H .stayt on )

领导的反对禁酒修正案协会最为活跃 " 他从宪法的角度 , 对禁酒修正案提出了严

峻挑战 , 为反对禁酒提供了理论依据 , A A PA 的因此成为反对禁酒运动的巨大

推动力 "

斯丹藤生于 1861 年 , 是瑞典人的后裔 , 经过商 , 当过海军军官 " 在华盛顿

期间 , 他目睹了禁酒修正案在国会和各州立法机构获得批准的全过程 " 他坚信州

权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 , 地方政府拥有独立决策权的基本原则 " 他对进步主义的

改革理念和联邦政府不断扩大的权力感到不安 " 斯丹藤反对禁酒 , 既不是出于个

人经济利益的考虑 , 也不是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 他唯一要坚持的是先辈们遗留

下来的政府理念和组织原则 , 不希望因为社会的日新月异和工业化的冷漠而丢失

了弥足珍贵的政府建构原则 " 在海军研究院学习期间 , 他的一位老师关于政府的

组织原则和国防思想对他产生过深远影响 " 他告诉朋友 H. L.门肯说: / 他 (老

师) 告诉我们 , 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权力的划分上并不是随意的 " 任何思维正

常的人都会认为这种划分是十分必要的 " 他说 , 每个房屋的主人都是按照自己的

性格和喜好来布置和装饰自己的房子 " 如果让远在华盛顿的美国总统 , 或者其他

官员统一规定房屋的风格 , 就显得十分荒唐 " 州政府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房子 , 而

联邦政府就是比州政府还大的房子 " 虽然它们在某些事情上有共通之处 , 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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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同的办法进行管理 , 但必须明白, 它们各自有独特性 , 有不同的想法 , 因此

就必须给州政府足够的自由 , 让他们按照 自己的具体情况 , 处理他们自己的特殊

事情 " 在美国海军服役期间 , 每当我在海上巡航的时候 , 我就想起老师讲过的这

段话 " 我发现 , 即使是美国海军军官在执行军人职责的时候 , 也要像联邦政府的

权威机构那样 , 时不时地要征求地方和州政府权威人士的意见 " 由此 , 我开始阅

读美国宪法 , 并对它倍感钦佩 " 不过我发现 , 地方政府的权力正在被联邦政府蚕

食 , 如果任其发展 , 将对我们建设民主政府的伟大实践构成严峻的威胁 " 0 ¹
斯丹藤还认为 , 美国宪法的核心就是保留各州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 , 而第十

八条修正案恰恰破坏了这一原则 , 它剥夺了地方政府实行自治的权利 " 禁酒的实

质上就是居住在不同环境下的 ! 远离各州的一部分人 , 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各州 ,

使各州的居民不得不屈从于他们的决定 , 州和地方连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也不能自

主 " 他认为 , 全国执行禁酒的做法 , 无异于从华盛顿向各州选派州长 , 毫无道理

可言 " 禁酒应当是各州自己的事情 , 他们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制定相应政

策 " º 一时间 , 禁酒不应写入美国宪法的观点很有市场 " 塞缪尔. 哈登. 丘奇

(S alnu el Har den Church) 叹惜说: / 我们毫无戒备地让一支由狂人 ! 顽固者和

盲信者组成的训练有素 ! 资金充足的禁酒组织 , 将刻板和毫无人情味的 (禁酒)

立法写进我们伟大的自由宪章当中 " 我们不要忘记 , 国会没有能力通过法律的

手段 , 让这个国家变得纯洁和清醒起来 , 我们更应当明白 , 按照我们自己的想

法去改变和控制别人的思想和行为是多么的疯狂 0 " » 前纽约州共和党议长兰塞

姆H.吉尔 (Rans om H. Gillett) 曾经一度担任 从以 的总律师 , 他告诉波士顿

经济学俱乐部说: / 禁酒摧毁了联邦 ! 州和地方政府之间微妙的平衡 , 我们不仅

仅损害了我们 自己的自由 , 也摧毁了我们后人的自由 " 0 ¼纽约市关于禁酒的公

共讨论中 , 吉尔再度强调 , 第十八条修正案与宪法精神相去甚远 " 他认为 , 制

定宪法的目的是要明确规定政府的权限 , 在过去的 100 多年当中 , 无论是宪法

的原文件还是第 17 条修正案 , 它们之中找不到任何关于禁酒的规定 " 宪法的制

¹ 伽以目 in H .L.M 即ck. , / M an 从飞o R ea lly 助sted proh ibition o ves 翻 C代月itto OP 训site sex, 0 B目timore
S un , O d o b 叮 30 , 193 2 .

º Wi lliam H . Sta yt on , / O七r E x详泊m o t in N ational pro hibition: w hat progr es s H as It M ade?, . in T H enry
从飞肠u t, 喊 , 乃m h ib i石o n an d Its En f(万c~ 仁户刀n ai s of th e A m eri can A ca deIn y of P ul iti cal an d S喊 ai sd enO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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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者谨小慎微 , 不想让过多的权利集中在中央政府的手中 " 而禁酒修正案之所

以被写进宪法 , 纯属于一股狂热 , 这种做法等于将遏制独裁与专权的保护伞撇

在了一边 " 他指出 , 最高法院关于兰热案的裁定 , 其结果是让州政府和联邦政

府对一个违法案件作出两重惩罚 , 这对美国人的自由传统构成巨大威胁 " 禁酒

问题的实质就是美国人是否要将他们自己的权利交给政府 , 由政府来规范和管

理他们的 日常生活和习惯 " ¹
1922 年 , 5 独立者 6 杂志的编辑费边. 弗兰克林在其著作 5 禁酒给美国带来

了什么 6 一书中 , 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禁酒的担心 , 他不久还加入了从以 反禁

酒组织 " 他在书中写道 : / 制定任何一部宪法的目的就是要确立政府的基本框架 ,

这样以来 , 单凭多数或者普通的立法程序就不能轻易改变这些基本框架 " 因此

制定宪法其目的不是要约束后来人的日常实践活动 , 而是确保政府架构的稳定 !

个体拥有基本权利和 自由 " 而把第十八条禁酒修正案写入宪法 , 是因为它具有

稳定性 , 希望禁酒成为永久之事 , 这却正好违背了宪法的精神 , 让限制人个体

自由的条款永久地得到庇护 " 他辩驳说 , 一旦那些不受人欢迎的法律条文写进

宪法 , 人们就会认为 , 要废除它们并非易事 , 结果是人们因对这些法律的不满

而产生藐视的心理和行为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禁酒修正案严重侵犯了个人的基

本权利 , 从而使美国宪法的神圣性大打折扣 , 还破坏了美国赖以立国的基础 !

地方的威信和决策权 " 如果我们不能把握这个底线 , 那么 , 美国的事业将前图

暗淡 , 美国人必将屈从于联邦政府的权威 " 与国家的边界相比, 各州的边界将

变得不足轻重 " 因此禁酒修正案不仅仅是对美国各州自治原则的践踏 , 更是对

这个原则的彻底放弃 " 0 º
禁酒实践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名流的关注和反对 , 其中杜邦兄弟对禁酒表

示了他们的看法 " 杜邦三兄弟中的老大皮埃尔. 杜邦 (Pierre Du Pon t) 更加担

心联邦政府以禁酒为借口 , 加大了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力度 , 这将对美国大公司的

的发展极其不利 " 他认为 , 固有的美国经济 ! 政治和社会制度帮助了他们家族公

司的成长和繁荣 , 而禁酒可能会导致美国现有制度的改变 " 他还担心 , 联邦政府

以造福社会的名义进行社会改革 , 结果却可能摧毁了一个行业而不作任何赔偿 "

¹ R an som H .G illett Joh n H aynes H olm es , R epea lof th e Proh ibition A m en dm en t, 仆e R efe renee Shelf, vol一,

n o.11 , N ew Y b rk :H .W. W ilson , 19 23 , PP .9 一14 .º Fabian FI.an kIin , v门lat prohibition H as D on e to A llleri ea, Ne w vo 比:H ar court , 2922, 即.24一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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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 / 当第十八条修正案写入宪法和沃尔斯特德法案通过之时 , 酒类生产行业

的巨额投资因此合理合法地变得一文不值 , 在执行这些法律时 , 政府从来没有考

虑一下那些无辜的投资者的损失 " 0 ¹面这些批评 , 杜邦兄弟中的老二伊瑞尼. 杜

邦 (Ire ne e du Pon t) 也作出了强烈回应 , 积极加入了从PA 组织 , 并列举了他

加入反禁酒组织的四点理由: 1) 禁酒不但禁而不止 , 反倒刺激了人们饮酒欲望 ,

尤其是青年人饮酒者人数剧增; 2) 禁酒让政府蒙受了巨额的税收损失 , 而这些

税收以其他方式变相地揣进了腐败官员和酒类走私犯的兜里; 3) 禁酒严重地侵

犯了州的权利 , 各州不能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管理他们的事务; 4) 禁酒如同一

枚楔子 , 深深地插入了遵照宪法治理国家的美国政府理论之中 , 美国政府的立国

传统可能因此松动 " º 1922 年 , 皮埃尔. 杜邦的好友约翰 J.拉斯考博 (Joh n J.

Ra sko b) 受斯丹藤的邀请 , 加入了从以 反禁酒组织 , 他的反禁酒理由有别于杜

邦兄弟 " 在给一名禁酒主义者的信件中 , 他这样写道: / 我本人并不饮酒 , 是一

名拥有 30 万员工的公司董事 , 家有 12 个孩子 , 最小的只有 5 岁 , 最大的21 岁 "

出于对国家和我的孩子的前途考虑 , 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担心 , 那就是美国的公

民正在对国家的法律和政府机构失去尊重 , 他们似乎认为 , 只要 (喝酒时) 不被

逮住 , 那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0 " / 当我们的儿子和女儿看到那些知名和成功的先

生和女士们 , 手持酒杯 , 大饮特饮 , 谈论着他们的酒类走私者朋友 , 品尝着他们

搞到的上等美酒 , 表现出对禁酒立法的轻蔑和忽视的时候 , 这会对他们的幼小心

理留下什么影响呢? 0 »他还担心 , 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 , 他们正在面临着

干派新教徒的严重威胁 , 这些新教的禁酒主义者正在试图通过禁酒立法 , 限制天

主教徒的生活习惯 " 他们没有理由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在没有任何道德错误的天主

教身上 , 这是对天主教徒宗教自由的粗暴干涉 " ¼
美国学者布尔斯廷曾评论到: / 联邦政府以前的任何立法都没有像沃尔斯特

德法这样干涉这么多人的生活习惯;也不曾像禁酒令这样公然侵犯人们的日常习

惯 ! 风俗和个人嗜好 0 ¾"禁酒修正案虽然没有明文禁止人们购买和使用酒类饮

¹ Pierre 5.du Pon tto El la D .C or如 另M 田陷h 16, 1925.º In , ee du P0ntto wi lliam Al len W > 11te, Ju ly 3, 1926 , In汀ee du P on tPa详0 .
» loho J. R as kob to P. H .C all ah an , June 4, 192 8, pri nted an d di s川buted as Th e R as ko卜 C ail ah an

C o rr eS P0 n d翻 Ce, R as ko b P aP 曰旧.

¼ Ib id .
½ 丹尼尔 # J # 布尔斯廷. 美国人民主历程[M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 1.p.120一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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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 但它禁止了酒的生产运输和输入 , 从源头上禁止了饮酒 , 从而间接地干涉了

个人的行为自由 " 饮酒与否本属于个人饮食习惯问题 , 与国家和他人无关 , 而禁

酒立法却限制 了个人的饮酒 , 干涉了个人的日常生活 , 侵犯了个人的自由 " 当时

的禁酒者也承认 , 禁酒修正案确实侵犯了个人自由, 但由于受到进步主义思想的

影响 , 他们还是坚信整个社会的进步比个人狭隘的自由更为重要 , 如果个人能做

出小小的牺牲 , 换来整个人民生活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 , 那么 , 这种牺牲是值得

的 " 1918 年 , 斯坦则在 5 为什么禁酒 6 一书中就这样写道: / 只有你不为你的邻

居和州造成负担时 , 你才可以行使你的个人自由 " 0 ¹禁酒运动时期 , 人们之所以

接受禁酒修正案 , 是因为他们希望像禁酒者所宣扬的那样 , 禁酒会促使整个社会

的进步 , 饮酒带来的社会问题将被铲除 , 他们因此才接受了禁酒修正案 , 愿意牺

牲个人的部分自由 " 但是 , 随着禁酒执法的进行 , 酒不但没有在美国消失 , 相反

禁酒引起了新的社会问题 , 许多人开始反思个人自由的让度是否值得 " 就在美国

人对禁酒的具体做法产生置疑的时候 , 最高法院的三个案件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禁

酒的态度 "

图 24: 禁酒执行人员与缴获的私酒

资料来源: httP 刃~ -cgi. eb ay. con灯A 一SM O K ED 一H O叫旧Y- SPEA x卫A SY- FL A PPE R ,

¹ n avi d E K尹19 , R代pealing Na tio nalp找2hib i如n , K en tstat e U nivers ity pres s, 2000 ,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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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1 年 12 月 , 联邦禁酒执法人员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 , 强行搜查了乔治.凯

罗尔和约翰. 奇诺所驾驶的车辆 , 并在车座下搜查出威士忌和杜松子酒 , 他们以

此为据 , 对这两人进行起诉 " 美国宪法第四条修正案规定 , / 人人拥有人身 ! 住所 !

文件及财产的安全 , 不受无理之搜捕和拘捕的权利; 此项权利不得侵犯; 除非有

足够的理由, 加上宣誓或誓愿保证 , 并具体指明必须搜查的地点 ! 必须拘捕的人

或必须扣押的物 , 否则一律不得颁发搜捕令 " 0 然而 , 禁酒执行人员根本没有搜捕

令就搜查了私人的车辆 , 这明显违背了上述有关个人权利的基本保证 "

第二个案件是 1922 年维托 . 兰热案件 " 由于兰热违反了华盛顿州禁酒法规

关于禁止生产和运输酒的条款而被处以罚款 , 他又以同样的罪名被联邦法院起

诉 " 而宪法第 5 条修正案规定的 / 不得使任何人因同一罪行而两次遭受声明或身

体的危害 0 " 最高法院的判决表明 , 州和联邦都拥有对违法者实行惩罚的独立权 ,

这明显地否定了宪法第五条修正案 " 另一宗更大的侵犯个人权利案件发生在 1925

年 " 著名的加拿大酒贩罗伊. 奥特姆斯勒得以及其他 70 多名贩酒人员因走私罪

被起诉 , 然而 , 起诉他们的证据是通过电话窃听获得的 " 华盛顿州法院以窃听电

话行为不当为由, 驳回了对被告的起诉 " 但禁酒执法官将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 ,

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是窃听电话合法 " 由于窃听电话依赖于执法官员的判断 , 这

样不可避免就会听到一些普通守法公民的电话 , 从而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 , 这样

人们就陷入一种不安全 ! 人人自危的恐惧之中 , 保证个人权利的修正案成为一纸

空文 ¹"当自由主义正在抬头之时 , 上述这三个案件加速了美国人对个人自由

权利的渴望和对进步主义实践的反感 "整个社会形成了重视个人 自由与权利的

氛围 , 人们深刻意识到 , 禁酒思想与美国所倡导的个人自由与天赋人权极不相

称 " 这些判例成为了反禁酒力量宣传禁酒侵犯个人 自由和权利的有力证据 " 在

反禁酒组织的大力宣传下 , 人们纷纷指责禁酒 , 反对禁酒立法 , 要求废除禁酒

修正案 "

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发生巨变的同时 , 美国经济一片繁荣 , 城市化进程

明显加快 , 随着就业机会的增多和女权思想的普及 , 加之弗洛伊德哲学和郊区

理想的流行 , 以消费和娱乐为特征的新的城市文化悄然兴起 , 禁酒越发显得不

合时宜 "

¹ K yvlg, D avi d E , R印ea l吨 N ati on al pro hibi tion 阳 ], oh io: Th e K en tSta te U ni ~ ty P~ , 2000 :14 6.



第七章 时代的巨变与社会抵制

二 ! 都市文化的兴起与女性饮酒的流行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经济呈现一片繁荣 " 汽车业迅猛发展给美国经济注入了

新的活力 , 汽车产业推动了广告业发展 , 广告业培育了新的消费文化 , 消费 ! 享

受生活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 勤俭节约的清教伦理 ! 进步运动时期的中产阶级价值

观和维多利亚道德传统受到巨大冲击 , 新兴的城市消费和娱乐文化蓬勃兴起 " 在

此背景之下 , 禁酒显然变成了逆历史潮流的不受人欢迎的做法 " 美国人的传统思

维方式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 年轻女性成为这次新文化浪潮的冲浪者 "

20 世纪前 30 年 , 美国的汽车产量从 4000 辆上升到 480 万辆 , 平均每 5 个

人就拥有一辆汽车 " 昔日作为身份 ! 地位象征的汽车 , 现已经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

汽车产业的发展带动了钢铁 ! 机械工具 ! 石油橡胶 ! 房地产等行业的繁荣 , 同时

也促使了其他新行业的产生 " 汽车维修 ! 加油站 ! 汽车旅馆等相关行业蓬勃发展 ,

随着公路网的延伸 , 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开车出行 " 1928 年从事汽车生产的产

业工人为 37 万多人 , 其他与汽车相关的企业工人达到 370 万 " 汽车对美国社会

影响深远 , / 它逐步改变了美国的面貌 , 把繁荣带到了那些处于长期萧条中的地

方 , 把不毛之地变成了一排排加油站和热狗店 , 它使那些铁路城镇于其他城镇相

比不再有优势 , 它把城市带到了乡村 , 把乡村带到了城市 , 它让许多乡下人第一

次看到了摩天大楼的阴影和大城市中的罪恶 , 使很多城市居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

青山 ! 绿水和牛羊 , 它缩短了乡村的比例 , 使整个国家动了起来 , 它创造了车轮

上的文明¹ "0
汽车产业的发展促使汽车生产和销售商之间争夺消费者 , 激烈的行业竞争孕

育了广告业的繁荣 " / 汽车时代把广告变成了一系列的使用和购买需求: 一辆比

你的邻居更宽敞的车子 , 一次豪华的旅行 , 一间全电气化的厨房 , 为母亲准备的

貂皮外套和钻石 0 , 广告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 1927 年 , 美国的广告投入达 巧

亿美元 " 广告的主要对象是妇女 , 它使追求时尚的女性花钱大方 " 充分体现女性

特点的丝袜销量从 1900 年的 1200 双猛增到 1930 年的 3 亿双 " 追求高消费的美

¹ 莫里森 , 塞缪尔 埃利奥特 , 牛津美国人民史[M ] , 第 3 卷 , 纽约: 新美国图书出版公司 , 1972 :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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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妇女因此被称为是 / 美国最大的毛皮动物 0 " 广告效应刺激了巨大的消费需求 ,

因此美国人发明了一种新的消费方式 ) 分期付款 " 分期付款成为 20 年代的一

种普遍现象 " 据统计 , 美国家庭 60 %以上的汽车 ! 收音机 ! 家具都是通过分期付

款的方式实现的 " 美国人从此放弃了自殖民地时期以来一直影响着他们的节约美

德 , 相反他们认为节约对社会有害 , 消费才是一种美德 " 斯科特. 菲茨杰拉德这

样写道: / 我们穷的不能节约了 , 节约是一种浪费 ¹"0 20 年代的美国人相信 / 缺

少钱才是唯一的罪过 0 , 哥伦布环形大楼外面的霓虹灯广告上说: / 当你 30 岁时 ,

你应该有 1万美元的财产; 40 岁时应该有 2.5 万美元的财产; 50 岁时就应该有

5 万美元 º, .o
整个 20 年代 , 对奢侈的生活向往和对金钱的追求成为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

活理想 " 经济的繁荣给普通工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 , 他们的工作条件和待遇

得到改善 , 生活质量提高 , 享受生活和追求娱乐成为时尚 " 1923 年至 19 29 年 ,

美国工人的收入增长了11% , 而每日的工作时数由原来的12 小时减少到8 小时 ,

中产阶级工人家庭将大部分工资花在了工作以外的娱乐活动上 " 电影院 ! 剧院 !

周末聚会 ! 野餐 ! 地下酒馆 ! 驱车旅游 ! 体育 ! 家用电器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生活

的一部分 " 饮酒 ! 吸烟成为 20 年代时尚女性的标志 " 过去男人们在酒馆饮酒 !

女人在家里自饮的模式在 20 年代被男女同饮的模式所取代À"电影院每周的票房

收入从 1922 年的 4000 万美元 , 增加到 1930 年的 1 亿美元 " 收音机的普及使广

播成为人们足不出户的最佳消费 " 女性化妆品消费急剧增长 " 美国教授保罗. 奈

斯特罗姆保守的估计 , 1930 年美国妇女总共花在化妆品和个人美化上的费用达

7500 万美元 , 而另一些人的估计是 2 亿美元 "

与此同时 , 20 年代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 ! 性心理分析理论给美国人的性道

德带来了一场革命 " 美国人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是离婚率普遍提高 , 婚前性行为

被社会所接受 , 性开放程度甚至一度影响到了妓女行业的生意 " 社会对女孩子的

保护习俗消失了 , 人们开始认为 , 女孩子有足够的能力保护自己 , 男女之间有了

更多的自由, 异性一起工作 ! 游玩开始流行 , 未婚妈妈不再成为社会排挤的对象 ,

女性不再需要从一而终 , 不必再忍受痛苦的婚约 , 社会对女性形象的要求发生了

¹ 洛希滕伯格. 威廉 , 繁荣中的危机 =M ], 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 19 58 :19 8.
º 约翰逊. 华特等 , 美国人民文献 1阅 , 波士顿: 吉恩公司 , 1951 : 12 1.
» 余志森 , 美国通史第四卷一崛起和扩张的年代 =明 , 人民出版社 , 北京 , 2002二4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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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天覆地的变化 " 那种温顺 ! 沉默寡言 ! 贤惠的女性形象已成为历史 , 甚至有人

认为矜持的妇女是多么的虚假 , 表面上 / 洁身自好 0 的女孩子内心可能蕴藏着丑

恶与污秽 " 维多利亚和清教徒式女性被看成是不光彩的代名词 , 认为她们是婆婆

妈妈 ! 操持家务的过时女性 , 只会给人们带来扫兴 " 开放的现代女性受到人们的

宠爱 , 她们的标准是具有社交能力 ! 聪明 ! 敢于向一切社会尘俗挑战 , 心胸坦直

¹"20 年代新女性放弃了掩盖颈项 ! 手臂和脚躁的传统服装 , 穿露膝盖的短裙和

袜子 , 剪短发 , 手中有鸡尾酒杯和香烟 , 享受与男性的一切消遣 , 干练 ! 开朗甚

至有些放荡 " 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的批准使女性拥有了同男性一样的平等选举

权 , 成千上万的妇女参加选举 , 有的被选担任政府公职 " 在经济上 , 她们也获得

了更多的机会 " 妇女所从事的职业范围得到扩大 , 当时的妇女可以驾驶飞机 !

海洋作业 ! 开出租 ! 架电线 ! 搞建筑 ! 装卸船只等 " 到 1930 年 , 有 1000 多万的

妇女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 º"

图25: 时尚女性长丝袜里藏着扁酒瓶 , 饮酒是一种时尚

资料来源: httP二/加明w tamu t.ed侧acad em ies加perr i汀X厂Te xas% ZoH is ,

¹
º A llen , Fred eri e 此wi s, O nly Ye ster day [M ], N ew Yo rk :H arp ers & B ro th ers Publishers , 1931.

张聪 ,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中产阶级妇女走向社会的动因和问题叨 , 北京:美国研究 , 199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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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20 年代是新文化的冲击 , 妇女对禁酒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她

们在这场反对禁酒修正案的运动中作用日趋凸显 , 所表现出来的力量让很多人始

料未及 , 感到吃惊 " 新的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的都市摩登女郎 (fl aP pers )

将饮酒视为对维多利亚传统的挑战 , 是展示女性个性和与男性分享权利的表现 "

随之而来 , 地下酒馆和妇女饮酒文化的悄然兴起 " 爵士乐 ! 饮酒 ! 性开放 ! 舞会

不仅成为一种时尚 , 也成为新女性增加个人收入的一个渠道 "

一部分中上层中年白人女性也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 不甘落后和任男人摆

布 , 敢于脱离了维多利亚式传统妇女阵营 , 从传统道德的守护者 , 变成了新时代

的改革者 , 对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道德标准提出了挑战 " 她们在禁酒问题上意见

发生分歧 , 妇女内部形成了干湿两大对峙阵营 " 以波林. 默顿. 萨宾 (Paul ine

M ort on Sab in ) 为首的妇女成立了第一支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反对禁酒的妇女组织

全国禁酒改革妇女协会 " 她们复制了 A SL 的做法 , 利用政治手段 , 宣传禁酒给

社会带来的危害 , 反对禁酒修正案和禁酒立法 , 在政治影响上抢得先机 , 打破了

把妇女与禁酒运动捆绑在一起的传统思维定势 , 妇女禁酒阵营开始瓦解 , 她们成

为了废除禁酒运动的活跃分子 "

刚刚进入禁酒年代 , 人们的认识还停留在所有的妇女都是社会道德和家庭守

护者的这个层面上 , 坚信她们依然是禁酒的忠诚支持者 , 全国禁酒风云人物坎

瑞. 奈生过激举动尤其加深了人们的这种固定认识 " 然而 , 爵士乐的流行让这种

看法脱离实际 " 20 年代 , 爵士乐将具有反叛精神和追求时尚的年轻妇女吸引到

了地下酒馆 " 美国大城市的爵士乐文化一时火爆 , 城市的摩登女郎开始喜欢上了

这种新文化 , 她们成为了地下酒馆的常客 " 妇女与禁酒运动的牢不可破的纽带关

系第一次发生了破裂 " 自禁酒以来 , 干派一直期望妇女们在禁酒问题上给全国树

立一个典范 , 而纽约妇女的表现让他们非常失望 " 事实上 , 干派在对妇女阶层和

区域分布的认识上犯了一个错误 " 进步运动时期 , 支持禁酒的妇女都来自中产阶

级 , 多分布在中小城市和白人占绝对优势的地区 , 她们更注重传统道德规范 , 讲

究体面 " 而纽约等大型城市移民人口众多 , 文化多元 , 劳工阶层的妇女居多 " 她

们很少参与禁酒之事 , 对于新事物接受较快 " 她们中的很多人饮酒 , 妇女因饮酒

而上法庭的例子比比皆是 , 纽约更为典型 " 在违反禁酒案件当中 , 被告的妇女很

多有着意大利 ! 爱尔兰和东欧背景 " 在拘捕的妇女中 , 只有个别人声称她们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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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来个人消费 , 大多数是进行地下酒交易 , 希望通过私酒买卖添补个人和家庭

收入 , 混口饭吃 , 有些当然是想发财 " 由于经济上的困境和禁酒立法执行中对移

民和中低收入者的歧视 , 她们似乎对禁酒立法不屑一顾 "

图26: 美国中产阶级在他们的汽车上印上了废除禁酒的字样

资料来源: ht tP :// fu si on an om al y. ne灯P roh ib itio n .h tm l

一方面 , 多数中下层少数族裔妇女喜欢喝酒是由于受到母国饮酒文化的熏

染 , 另一方面 , 她们是为了赚钱用以养家糊 , 因此可以理解 " 但是中产阶级年轻

女性开始饮酒就值得人们思考 " 1925 年 4 月 巧 日, 5 纽约时报 6 报道了一位名

为弗朗斯西 . 弗兰琪 (Fr an ee sFre nch ) 年轻漂亮的女士 , 被指控违反了沃尔斯

特德法 , 出现在布鲁克林联邦法庭上 " 报上说 , 该女士从她的珍珠手提包里拿出

了一瓶威士忌酒出售时被人发现的 " 接受法庭审讯时 , 她直言不讳的说 , 贩卖私

酒是为了付商学院的学费 " ¹ 无独有偶 , 一天下午 , 24 岁的速记员克莱尔. 菲

阿斯 (Cl ai re Fi an ee ) 被执法侦探在大街上拦住 , 盘问她腋下包裹里装的是何物 ,

菲阿斯给了侦探一个 / 灿烂的微笑笑 , 并甩了甩带波浪的金发 0 , 从容地说 , 里

面装的是一瓶威士忌 " 侦探拘捕了她 , 并送到了市中心的收管所 " 从年轻有为的

职业女性弗兰琪和时尚漂亮的菲阿斯挑衅禁酒修正案的事例说明 , 生活独立 ! 行

为放纵的新一代女性正在崛起 " 当时的诸多报刊杂志上都刊登了这些新女性 , 说

这些 / 摩登女郎 0 明显的特点就是经济独立 , 对传统女性的角色不在乎 , 想尽力

¹ N ew Yo rk Ti m es , A pril 14 , 1925 ,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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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妇女长期受奴役的命运 " 5 新共和国 6 杂志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 这些爵士

乐年代的摩登女郎下决心要和男性一样出色 , 与他们享受到同等待遇 , 她们不想

生育超出抚养能力的孩子 , 不想被排斥在任何她们想要从事的职业或行业之外 "

很显然 , 在性别选择的游戏规则当中 , 她们再也不想被人强迫扮演某个角色 0 " ¹
这些新女性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 , 她们与男性一样 , 喜欢抽烟 ! 喝酒 , 与男

性一起工作 , 一起玩 " 喝鸡尾酒 ! 留波浪卷 ! 穿短裙和长筒袜 ! 擦胭脂 ! 穿薄而

透的衣服都成为时尚女性的标志 " 她们同男性伙伴跳舞时拥得很紧 , 并能轻易满

足他们要求 " 在这些标校的背后 , 反映了新女性追求时尚 ! 追求享受 ! 追求感官

刺激 ! 追求快乐 ! 追求标新立异的深层思想 " 新女性把喝酒视为独立和标新立异

的一个重要体现 , 喝鸡尾酒成为都市女性重要的经历 , 以至于美容院 ! 时装店都

要向女顾客送上一杯鸡尾酒来招徕顾客 " 一位女士对这种流行的做法说出了她的

看法: , .( 美容院 ! 时装店) 的确是好地方! 女孩子可以 (在那里) 修修指甲 , 喝

点小酒 , 烫个波浪 , 点点儿雀斑 " 0 º 美国著名作家菲茨杰拉德的妻子泽尔德.菲

茨杰拉德概括说: / 我认为欢乐高兴 ! 心情愉快 ! 追求时尚的女性比追求职业 !

追求事业的女性更加幸福 " 因为前者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 , 而后者为了工作而拼

命 , 因此她们的心理一直摆脱不掉孤独和哀愁 0 »"正因为如此 , 新女性反对性

压抑 ! 提倡性开放 , 不愿意在婚姻上作出任何承诺 , 她们崇尚浪漫爱情 , 但反对

爱情阻碍她们的独立性 , 希望得到男性的爱 , 却不愿意承担生儿育女的责任 " 她

们就要玩得开心 , 过无拘无束的生活 " ¼
新女性的饮酒和挑战传统的反叛行为 , 与传统妇女的道德标准发生了巨大冲

突 , 引起了社会对禁酒修正案的辩论 " 在新女性出现之前 , 美国妇女被一直看成

是支持禁酒运动的活跃分子 " 一旦与此标准或期望值发生偏离 , 她们就会被认为

是不道德的 , 行为古怪的 , 背离女性标准的 " 前文已经提到 , 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 , 妇女在禁酒运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 W CT U 就是禁酒运动中最

具影响的妇女组织 , 这场运动吸纳了更多的妇女参与政治活动 , 人数之多远远超

过了女权运动的女性成员 " 从 19 世纪 80 年代到禁酒修正案的通过 , W C TU 鼓

B ruee B liven , Fl aP P er Jan e, Th e N ew R 印u bl ie , S卿 " 旧b 叮9 , 192 5 , P .67 .

S " 口ley 叭la lker, T七e Ni gh tC lub Era, N ew ! b政:F代月幼ck A StokeS , 193 3 , P. 30 .
N an cy M ilfo rd , Z elda. N ew 丫brk:户- 皿 Books , 1971 , P.160.

¹º»

¼王恩铭.20 世纪美国妇女研究.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2002 ,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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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妇女参加各种运动如劳工改革 , 支持通过保护童工立法 " 借此机会 , 妇女对男

性主导的政治领域形成了挑战 " 到了 20 世纪初 , 禁酒妇女的政治影响力非常强

大 , 酒业利益集团不得不主动出击 , 阻止妇女获得投票权以遏制禁酒在全国的蔓

延 " 结果是 , 在妇女的支持下禁酒修正案得以通过 , 而且很多妇女还没有参与投

票 " 从此所有的妇女被打上了支持禁酒运动的印象 " 到了 20 年代初 , 这一思维

定势被打破 , 城市的劳工阶层的年轻妇女成为第一批反对禁酒的现代女性 " 1919

年 , 美国妇女联合会同盟的领导人罗斯. 施耐德曼 (Ro se Sehn d d~ an ) 说 , 该

联盟中的 5 万名成员一致反对第十八条修正案 , 她估测 , 全国还有 50 多万妇女

和她们站在一起 , 但由于他们的移民背景 , 社会阶层和参加劳工运动的经历等原

因 , 禁酒者不认为她们的观点具有代表性 " ¹
摩登女郎的出现给禁酒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 她们既不是少数族裔的移民妇

女 , 也不属于劳工阶层 , 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中上层人 " 正是这些纯正的美国女性

不仅要摆脱传统女性的定义 , 还要在禁酒问题上也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女性划

清界限 " 她们的做法使人们对妇女的理解和在社会中的地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

化 " 同时 , 也给美国妇女通过废除禁酒运动介入美国政治打开了方便之门 " 她们

不同于 20 世纪初的新女性 , 后者虽然同样具有很强的独立意识和反叛意识 , 想

通过选举权运动和法律保护的形式 , 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 , 争取个人和政治自由 "

但前者更大地扩展了社会对女性自由的限制 , 蔑视维多利亚时期在两性道德上不

公平的双重标准 " 摩登女郎认为 , 20 年代的妇女应当拥有和男性一样的平等权 "

随心所欲的去饮酒 ! 约会和社交 , 充分享受城市夜生活的五光十色 , / 独身男性

能做的独身女性也可以做 0 " º 她们的行为彻底摧毁了妇女应当是社会道德的保

护者和改革者的老套认识 " 摩登女郎争取充分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解放的追求 , 与

干派要求她们应当支持和遵守禁酒修正案和禁酒立法的想法背道而驰 " 对她们来

说 , 通过文化的反叛行为反对禁酒 , 既可以摆脱对社会对女性道德的各种约束 ,

也是实现女性解放和平等的最佳渠道和机会 "

20 年代的城市饮酒文化已经与传统酒馆的饮酒文化发生了质的区别 , 夜总

会 ! 酒店成为男女共同的休闲去处 , 女性成为新的酒吧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¹ N ew Yb rk肠m es , Ju ly Z, 19 19 , p.I.
º W illiam H .C hafe , Th e p田旧dox of Ch an 罗: A m eri ean Wo m en in th e Tw en tieth C en tu 以 N ew Yo rk :o xfo rd

U n ivers ity P res s, 19 9 1 , pp .46礴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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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士忌 ! 啤酒已经不再是唯一的饮品 , 味道甜美 ! 色彩鲜艳多变的鸡尾酒 ! 杜松

子酒 ! 苦艾酒 ! 金鱼酒成为妇女们的最爱 " 夜总会 ! 斯比客斯 (sP eak eas ies ) 中

的女顾客越来越多 " 在禁酒之初 , 人们看到女性出入酒吧 , 或者因喝醉了酒在大

街上步履蹄姗时 , 都会感到吃惊 " 到了20 年代后期 , 人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了 ,

没有人还会大.惊小怪 " 女性不但人数增多 , 而且酒量大得惊人 , 很多男士自惭不

如 " 当干派的改革者看到体面的妇女喝酒后有失大雅时 , 他们无不感慨女性道德

和行为的退化 " 一次在调查纽约酒吧的执行任务当中 , 约翰.雷奇.斯特雷顿(John

Ro ach Strat on) 牧碰到了 / 许多年轻女性喝的东倒西歪 , 其中三个走路摇摇晃晃 ,

极度亢奋 0 , 在酒馆的门口, 他还看到一些醉酒的妇女 / 吵吵嚷嚷 0 , 而酒馆里

边的年轻妇女 / 几乎一丝不挂 , 跳着下流馥凝的舞蹈 0 " ¹ 他对此感到十分的担

忧和惋借 "

人们对 20 年代摩登女郎的饮酒行为和挑衅传统女性角色的做法心态复杂 ,

既感到吃惊 , 又充满羡慕 " 5 新共和国 6 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写道 , 若是上一代人

看到 / 纽约女性如此放荡 , 他们就会非常震.惊 0 , 然而 / 现在的女性可以在宾馆

的饭厅里抽烟 , 可以光着腿坐在公共场所的长登上 , , , 女人的胳膊要人掺扶着 ,

而不是女人掺扶男人 0 " / 所有这些表明 , 约束女性行为的老规矩似乎已经不再适

用于20 年代的现代城市女性 0 " º 随着禁酒的深入 , 现代时尚女性喝酒和性行为

的联系越来越明显 , 成为了社会感兴趣的话题 , 一些文章报刊对此充满惊恐和担

忧 , 有些却乐此不疲 , 反应坦然 " 道德的改革者们认为 , 女性的性开放和喝酒一

样 , 给维多利亚时代社会道德构成了巨大威胁 " 5综艺 6 报纸评价说 , 纽约的摩

登女郎的行为 / 和码头的装卸工一样放荡自由 0 " 道德改革的圈内人士们担心 ,

唾手可得的酒水饮料和性开放成为这个时代的印记 , 将给社会道德带来灾难 " »
他们也意识到 , 20 年代饮酒与性行为之间的瓜葛由来已久 , 并非新的社会现象 "

早在 19 世纪中后期 , 改革者们之所以要发动一场反对喝酒的社会运动 , 其中一

个重要理由就是由于性的泛滥和妓女的猖撅 , 尤其是同性恋和不同种族间的性关

系等给社会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 " 20 年代又一轮的性开放行为让他们再次感到

了改革的紧迫和艰巨 "

¹ south " 爪压stri ot of N ew yo rk, B ox l6 5 , " X ket N o.c2 5一174 .
º H .1.B rOC K -,N ew 丫b比, 5c OC kt- 1H our, , . Tbe N ew R印ublie, Jan u叼 一l, l蛇2 , 即.180一181.» !乞riet y, D eC O. b叮20 , 1926, P.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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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步运动时期 , 性行为只能在名声不好的酒馆里进行 , 多数酒馆只做正经

生意 " 到了 20 年代 , 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 , 地下酒馆遍地开花 , 对它们实施监

督几乎不可能 , 这给性活动提供了方便 , 要制止性交易 , 其难度不亚于执行禁酒

工作 " 因此 , 同性恋 ! 种族混杂 ! 异性装扮癖者等成为城市酒吧文化的一部分 "

过去 , 寻欢作乐的地方十分隐蔽 , 作乐者必须费力去寻找方可找到 , 而现在 , 性

展示成为城市夜总会里的常规娱乐项目, 寻求刺激者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得到 " 5 综

艺 6 和其他出版物上关于夜总会的评论进一步证实 , 地下酒馆和俱乐部成为展示

形形色色性开放的大舞台 , 成为 20 年代反叛文化的一部分 " 同性恋在这些地方滋

生蔓延起来 " 5 综艺 6 报道说 , 市区酒吧是一个男同性恋者为主的酒吧 , 这里的 / 女

人唱低音部 , 男人唱高音部 0 , 而时代广场的某些地下酒吧最出名的是那里有 / 柔

声细气的男子 0 " 在哈勒姆区 , 很多俱乐部吸引顾客的招数是提供性服务 " 5 综艺 6

的编辑还说 , 有个俱乐部向客人提供下流舞蹈表演 , 走私酒买卖 , 个人夹带的瓶

装酒 , 公开的做爱表演等服务 , 职业妓女成为这里的常客 , 有的只有 巧岁 " 因此 ,

在不到四周的时间里 , 这里遭到禁酒执法人员的突然检查多达 6 次 " ¹ 性开放给

女性们带来快乐刺激的同时 , 她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 一位名叫洛伊斯. 朗 (Lo is

Lo ng) 的妇女回忆说 , / 你根本无法知道你喝的是什么东西 , 也不知道醒来的时候

你身边睡的是谁 , 0 她说 , 性行为的放纵导致了大量的非计划性怀孕 " / 我们也不

可能随时能找到避孕工具 " 给我们这伙人专门做流产手术的是一个女医生 , 她常

年很忙 , 只有在圣诞节到新年那段时间 , 她才能够休假几天 " 0 º
饮酒文化促动了性行为的混乱让改革者们很痛心 , 但更让他们伤心的是卖淫

缥娟的猖撅 " 十四人委员会是纽约的一个改革机构 , 委员们认为 , 妓女行业死灰

复燃的罪责应当由城市地下酒馆和夜总会承担 " 在整个 20 年代 , 该委员会的主

要任务是查处纽约市里的哪些饮酒场所窝藏妓女和男妓 , 向客人提供性交易 " 该

委员会争辩说 , 坐落在劳工阶层社区的地下酒馆和葡萄酒酒窖经常向顾客提供色

情服务 , 这是他们在 日趋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增加收入 , 保持优势的唯一办法 , 这

些地方的老板和经理对此直言不讳 " 这些地方的女服务生和舞女们告诉调查人

员 , 她们不仅被迫诱惑男顾客多喝酒 , 还不得不向他们提供性服务 , 一名 17 岁

¹º ! 乞riety, F ebru ary 15 , 192 3 , P .3 0.
H arr ison Ki nn ey, Jam es T七uth 既 H is L ife an d 下m es , N ew Yo rk :H en ry H o lt an d C o ., 199 5 , PP .3 7 8一3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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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舞女调查委员会的人说 , 她在一家希腊人经营的地下酒馆的处境就是如此 , 你

只有两个选择 / 要么留下 (按照老板的意思做), 要么走人 (不听话的话) 0 " 她

说 , 她还在其他三个地下酒馆都找过工作 , 那里的条件都一样 " ¹
十四人委员会非常关注地下酒馆中的色情活动 " 1926 年 , 他们决心要在纽约

全市范围内发动一场打击卖淫缥娟的整治行动 " 委员会宣称 , 它所调查的 392 个

地下酒馆当中, 有 360 个窝藏妓女 " 在调查员所接触到的 998 个舞女中 , 有 544

个人曾经主动向调查员提供色情交易 " 该委员会主席弗雷德里克.威廷 (Fred eri ck

认飞1血 )要求沃克 (认旬ker )市长提供资金 , 支持这次净化娱乐服务业环境的行动 "

委员会的内部调查报告上说 , / 下层居民光顾的俱乐部和地下酒馆是培育色情活动

的温床 0 " 它特别强调 , 很多纽约以外城市的妇女以舞女的名义 , 被骗到这些俱乐

部 ! 夜总会中 , 被迫从事色情交易 , 她们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 " º 但是也有许多

人对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持反对意见 " 20 年代中期纽约社会环境的变话 , 让十四人

委员会的说法很难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 , 该委员会只不过是旧

时代机构 , 他们的话危言耸听 , 既不合时宜 , 也不符合事实 " 批评者们承认 , 妓

女的确存在于地下酒馆当中 , 但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达到很高比例 , 相反 , 该委

员会只是发现了事物的表象 , 对内情根本不想知道 "

该委员会觉察到 , 他们和 A SL 一样 , 越来越遭到社会的嘲讽 , 原因是他们

坚持严格的道德标准 , 这与 20 年代的城市文化愈加不合拍 " 造成这种局面的部

分原因是他们没能区分现代女性的性开放行为与职业妓女性交易之间本质的区

别 " 在没有弄明白到底是偶尔红杏出墙跳舞女郎 , 还是职业妓女时 , 调查人员便

一口咬定俱乐部或夜总会中的女性全是妓女 , 他们也拿不出足够的证据 " 比如 ,

秘密调查西 97 号大街上皮特酒店的报告写道 , / 有 20 位没有男性作陪的女性 , .,

她们 / 嘴里抽着雪茄 , 一些人显然喝酒过量 0 " 调查员发现 , 其中的一位妇女独

自一人游走于顾客的桌子之间 , 与客人们交换地址和电话号码 , 他由此推断 , / 这

些妇女大多数极有可能就是妓女 0 " 该调查员也承认 , 他几次向酒店的经理要求

提供性服务时 , 都被他拒绝了 " »
委员会的目的是要发现夜总会之类的场所存在色情买卖 , 但他们却没有看

¹ A m ster d别叮N ews , M aJ陷h 17, 192 6 , p.3.º /认飞atthe N ight C lub R ea lly Ar e, , , Th e surv ey, û 即st ls , 1928, 即.506 一507.» th 诚



第七章 时代的巨变与社会抵制

出 , 这些女性只是利用男性们对她们的兴趣 , 偶尔同欢作乐 , 增加她们的收入 ,

而她们大多都是有职业的年轻女性 , 红杏出墙既可以享受生活 , 还可以赚点零花

钱 " 在海滩马车酒店 , 调查者给两位女士买了酒水饮料 , 其中的一位女士告诉他

说 , 她是一名接线员 , 一周挣 18 美元 , 她到这里是想挣点外快 , 如果调查员喜

欢的话 , 她可以满足他的性需求 " 像这样通过向客人提供性服务换取外块的例子

不胜枚举 " 她们用这些 / 捎带的礼物 0 帮助支付房租 , 或者其他额外的花销 "

自20 世纪以来 , 年轻的女性靠挣外快填补生活消费己经成为纽约劳工阶层

文化的一部分 " 全国范围的禁酒增加了她们挣钱的机会和渠道 , 越来越多的单身

女性经常光顾地下酒馆 , 警察和禁酒执法人员有限 , 督察工作已经力不从心 " 20

年代的性开放程度很高 , 前一代人已经无法想象 " 如果愿意 , 单身女性可以向任

何人提供性服务或者寻欢作乐 , 不是感谢客人的好意 , 就是从中赚点收入 " 但可

以肯定 , 这一定不像调查委员会所说的那样 , 色情行业正在大规模的流行开来 "

事实上 , 有证据显示 , 纽约的色情行业在禁酒时期开始萧条 , 原因是这个时期的

性开放 已经对色情行业产生很大冲击 , 男女之间可以随意交往 , 性行为成为家常

便饭 , 妓女的生意越来越不景气 " ¹ A SL 和十四人委员会等干派组织都有一个

共同的认识和担忧 , 认为妇女如果偏离了社会赋予她们的传统角色 , 她们毫无疑

问将会变成酒精放纵 ! 卖淫缥娟 , 或者二者结合的牺牲品 " 但是禁酒改革者们似

乎没有看到 , 年轻女性们正是利用了禁酒实践的机会 , 满足她们的生理欲望和物

质需求 " 实际上 , 很多妇女渴望并追求新文化的因子 , 其中包括性解放 ! 社会权

利和经济独立 " 在夜总会 ! 地下酒馆 ! 酒店 ! 酒吧以及舞厅中 , 打工的年轻女性

并不是受害者 , 在某种意义上 , 她们是机会主义者 , 想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机会获

得在这些领域中的控制权 "

三 ! 酒吧中的女权主义与男性饮酒文化没落

在 20 年代新的都市文化的影响下 , 新女性与饮酒 ! 性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

饮酒 ! 性 自由成为女性表达时尚与成熟的最新方式 " 如果说男性抽烟 ! 喝酒是表

¹ 肠m othy 份Ifo yle, C ity of Eros:N ew Yo rk C ity, pro sti tu tion , 明d th e C omrn ere ializat ion of sex , 1790 一1920 ,
N ew YO rk : W. W .N ort on an d C om P an y, 19 92 , pp .30 9一3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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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男子汉气概的一种方式的话 , 那么 , 女性饮酒和性放荡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标

新立异 , 更在于它让男权的标志发生了改变 , 女性从此打破了男人为主导的饮酒

模式 , 她们闯进了男权世界 , 从政治上给禁酒运动提出巨大的挑战 "

/ 摩登女郎 0 一词开始渗透到美国人的思想意识中 , 她们与 10 年前新女性

有所不同 , 当时的那些年轻妇女博学广识 , 活跃变通 , 特立独行 , 曾乐此不疲地

忙于公众事务 ! 选举权等问题 , 出入于所有没她们不行的场合; 而 20 年代的摩

登女郎则更风华正茂 , 成竹在胸 , 主张精神独立和异性恋爱 , 她们的行为让老一

辈美国人感到头痛 " 这些时髦一族在 20 年代大饮特饮 , 有意在嘲弄上一辈女权

主义者的禁酒行为 " 她们被人们斥为男不男 , 女不女的另类 " 19 15 年 5 论坛 6

的一名记者嗤之以鼻地说 , / 这些女人要干男人的活 , 效仿男人尽男人们的职责 " 0

192 0 年的 5 联盟信号 6 (U ni on si gn al ) 杂志中一篇关于妇女吸烟的社论说: / 这

年头 , 男人要什么 , 女权主义者们也跟着要什么 " 就公平而论 , 是没什么可挑剔

的 , 可就省事而论 , 那可就难辞其咎了 " 0 ¹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 , W C T U

的成员们都对她们感到犯愁 , 说 / 这帮疯丫头把男孩们的那套样板照搬过来 , 却

没了自己特有的东西 " 0 À
20 年代的评论家们强调说 , 女性们一度追求的政治平等的口号 , 现在换成

了新的名词叫个性解放 , 她们想通过喝酒 ! 性自由来实现她们的目标 " 191 9 年 ,

一位心理分析学家认为 , 女性饮酒是因为她们的就业机会和权利范围都得到了

拓展 , 女性身上潜在的阳刚气质在当今得到了激发 , 这一点可以来解释她们饮

酒日盛的现象 , 而在此之前饮酒是男人的特权 " » 1925 年 , 一篇探讨校园恋爱

的文章也涉及到了饮酒与性爱之间的关系问题 " 社会上流人士提醒初来乍到的

大学生们对喝酒和恋爱要有节制 " 1927 年 , 桃乐茜. 邓巴. 布洛姆莱 (D oro thy

D unbar Bro nil ey ) 所著的 5 标新立异的女权主义者 6 , 把女权主义者描写成了一

群一心要独树一帜 , 要挑战老一辈 / 窈窕淑女 0 做派和价值观的一代新女性 ,

而 / 女权主义 0 一词被赋予了贬义 " 它要么意味老一代的传统女人们穿着平底

鞋东奔西走 , 要么意味着现代新女性叫嚷着姓娘家姓 , 争取平等权 , 与男人们

¹ In ~ e in sm oki ng by 从lo m en a e au se fo rAl arm , Un ion si, 目46 , reb lZ , 1920º K al由已rine H al 0 s, ^ stU dy 时 FO. inine an d c lass Id二tity in th e 叭lo m en .s e俪stian Te m 户川劝ce U nion ,
1920一1979:A C as e stU dy, H istoriCU s Z, no.2 , 1981, P.6 1.» K ath er in e H arri s, A stU dy of Fa盯inine an d a as s Iden tity in th e 从lo m an ! c俪sti an 及 0 侧州劝ce U nion ,
1920一197 9:A C ase stu dy, H istori cu s Z , no.2 , 1981, 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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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庭抗礼 " 布洛姆莱笔下的 / 标新立异 0 的女权主义者强调与男性交往 , 与异

性过性生活 " 她们似乎只热衷于照搬男人的样板 , 义无反顾地拒绝可能会束缚

个性的任何性别角色 " ¹

图 27: 20年代末男女在地下酒馆 (spea ke as ies ) 共饮成为时尚

资料来源: httP 洲~ {legendsofa m eri ea.eon / ah一Pro hibi6onspe欧e ,

1933 年 , 伊 内兹. 海恩斯. 欧文 (hi ez H a 0 es Ip刃in) 出版了 5 天使与悍妇 6

一书 , 书中说: / 男女的习惯不再径渭分明 , 而开始同归一处 " 这种融合在抽烟

和饮酒上可见一斑 " 按传统习俗只有男人可 以喝酒 , 女人则被剥夺 了这种权利 "

这种情况现在已不多见 " 对男性种种劣迹的不屑态度 , 成了老一辈禁酒妇女行

动的原动力 , 而当今已为强弩之末 " 0 º 从欧文对禁酒的含蓄批评中 , 反映了她

本人就是个 / 标新立异的女权主义者 0 " 大众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 刘易斯. 艾

伦 (Fr ed eri ck L ew is Al len ) 还把鸡尾酒 ! 弗洛伊德 ! 科学怀疑论和敢于直言不讳

联系起来 " / 时髦就是好 " 谁都希望自己时髦 ! 成熟 ! 精明 ! 藐视传统 ! 心直口

快 " 有一杯鸡尾酒在手 , 还有什么不敢直说的? 0 »早期的一位 w C TU 成员坦

言说: / 对于崇尚鸡尾酒的女性们看来 , 我们这些人 (这里指支持禁酒的中产阶

级妇女) 就是土老 冒了 " 0 换言之 , 如果女性要与酒决裂 , 就意味着她们要与男

¹ D oroth y D unbar B ro m lev, Fern inist:N ew Sty le, H 抑 er .5 M onth ly 155 , o et.1927 , p.557.
º Inez H a 0 es Irw in , 灿 gels an d A m azo ns: A H undred ! .ear s of A m eri ean w om en , N ew 物改: A 8110 , 1974 ,

P P .3 3 1.» W C TU M etn ber quoted in JoseP h R .G usfield , s帅 bolie C ru sad e, U rb an a:u nivers ity of Illinois Pres s, 1963,
P .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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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交往的现代社会决裂 "

禁酒期间 , 妇女们饮酒放肆不只是单向的 " 她们饮酒目的是要汲取男性身上

的优点 , 达到阴与阳之间的完美结合 " 同时 , 她们饮酒本身也重新诊释了男性的

饮酒习惯 " 在饮酒文化方面 , 一战前和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 " 19 世纪 70 年代 ,

W C TU 通过捣毁酒馆来彰显女性角色的价值 " 进入了20 年代 , 都市文化把女性

带出了家门, 女性可以和男人们一样 , 体面地在公共场所喝酒 , 男性独霸酒馆的

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取而代之的是两性共同主导的酒吧文化的崛起 , 女人在家里

家外都看管着男人们喝酒 " 美国的礼仪作家阿尔玛 E 惠特克 (A lm a E 认币ltak er )

倡议美国的女招待们亮出手中的利剑 , 向禁酒主义者和禁酒立法开战 " 她说: / 成

功撤销第十八条法案至关重要 "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全国的妇女行动起来 , 尤其

是女招待们 " 如果我们对酒的种类 ! 质量 ! 服务水平 , 以及对顾客的言谈举止 ,

像对派对上的食物 ! 服务 ! 打扮一样 , 精挑细选 , 追求完美 , 那么 , 废除禁酒立

法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 0 ¹ 惠特克期望美国的男人和女人都饮酒 , 让他们痛痛

快快地醉上一回 " 她觉得 , 为了能成功地废除禁酒法案 , 妇女们必须责无旁贷 ,

再也不能袖手旁观 "

其实 , 在禁酒期间 , 妇女们在家饮酒已经十分普遍 , 并被社会所接受 , 不过

她们的饮酒文化与男性的有所不同 " 她们常喝的酒是鸡尾酒 , 里面掺有烈性酒 ,

但烈性已减 , 女性味道十足 , 也没有了男人们放纵的恶习 " 不敢品尝纯杜松子酒

的女子们 , 可要一杯不含酒精的马提尼 , 她们无须顾虑这样做会有辱声名 " 鸡尾

酒往往包装讲究 , 外观既整洁 ! 巧妙 , 而又时尚 , 被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 美

国妇女引导了鸡尾酒文化的到来 , 自此美国人对鸡尾酒的包装别出心裁 " 鸡尾酒

吧装饰一新 , 自诩为 / 美国酒吧 0 , 鸡尾酒已经冲出美国 , 走向世界 " 到20 世纪

20 年代 , 鸡尾酒的指南类书籍已有法文版 , 到美国旅游的人于是有了 / 美国酒 , .o

面对饮酒文化的巨变 , 禁酒主义者展开了全面地反击 " 1935 年 , 反酒馆联

盟的全国性报纸 5 美国问题 6 的一篇社论声称: / 千家万户的鸡尾酒派对蛊惑了

无数的妇女 , 让她们从此一辈子都沦为不能自拔的酒鬼 " 酿酒厂通过女性杂志上

的广告 , 来吸引女人们的眼球 , 勾引她们喝酒或者卖酒 " 0 她们极力反对妇女在

¹ M 招.川m a Fu llfo rd W llitak er, B aC ch us B eh ave!Th e LostArt of Poli te Dri nking, N ew ! b政:F代刃晰c A. StokeS ,
193 3 , P .3 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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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合饮酒 " 5 美国问题 6 的这篇社论还预测说 , / 撤销禁酒法案自然会给社会

带来了许多变化 , 不过可以肯定 , 那时将会有男女相互搀扶着 , 从酒吧里出出进

进 , 并成为家常便饭 " 0 ¹
面对妇女饮酒文化的日益盛行 , 禁酒主义者和反禁主义者都表示出了担心 "

一位雇主在 1923 年哀叹说 , 维多利亚时代风靡一时的男人俱乐部 , 现在连留住

老主顾都很难 , / 一度繁华的圣地 , 如今到夜晚竟是门庭冷落 0 " 幽默作家堂. 马

奎斯 (D on M ar quls) 对新式酒吧取代旧式酒馆感到痛心疾首 " 他说 , 在这里 / 还

有更糟的事 " 女人们大驾光临新式酒吧 , 不经过妇女专用通道 , 而是大摇大摆

地径直从前门进来 , 她们直奔吧台 , 二郎腿放在栏杆上 , 噜起胳膊 , 顺着她们的

细脖 , 将本来属于男人的酒倒进她们的胃里 " 现在雷池已被逾越 , 男人的城堡已

被攻陷 , 男人哪里还有藏身之所 , 在文明的废墟里已经找不到任何一处世外桃源 ,

被女人围追堵截的男人们 , 只能同病相怜 , 远远地躲开她们 , 找个地方 , 和他们

的死党大吹大擂地过把嘴瘾而异 " 要是窝在家里 , 和老婆孩子喝两盅 , 那还有什

么乐子? 0 º 弗雷德里克. 刘易斯. 艾伦总结说: / 这个世道彻底变了 , 喝什么

酒的人都有 , 什么样的人也都喝酒 " 0 »
青一色男人聚集酒馆狂饮的场面已成为历史 , 男人们已经无力回天 , 他们只

能把对那段 / 美好 0 的日子装在记忆当中 " 电影里和报纸上男人们聚堆饮酒的形

象不再狰狞 , 不过感觉到有些滑稽和新鲜 " 到 20 世纪 30 年代 , 美国男人们已经

彻底失去了他们饮酒的专利 , 不得不和女性一道分享饮酒的快乐 " 饮酒不仅被两

性化和大众化 , 也被家庭化了 "

四 ! 妇女禁酒阵营的瓦解

如果说 , 20 年代追求时尚的年轻女性蔑视禁酒立法只代表少数具有反叛精

神的美国妇女的话 , 那么 , 以波林. 默顿. 萨宾为首的妇女则反映了美国社会主

流女性开始反思禁酒给社会带来的问题 " 此前认为所有美国妇女都支持禁酒实践

¹ 幻Iling B od ies an d sou ls wi th out R egar d to A 罗or Sex , Th e A m eri ean Issu e 42 , N ov. 1935, p .3.º o on M ar quis, H er Foot15 on th e B诩5 Ra il, N ew Yb rk :M ar chbanks, 1935 , 即.5一7.» F代沮州e L i 初5 Al len , on ly ! 乞steru 盯:n̂ Info rm al H ist卿 of the 19205, N ew 物改:H 即pe r and R 0w - 193 1,

P .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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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 , 现在已经失去了说服力 , 禁酒妇女阵营由此开始瓦解 "

萨宾来自一个忠实的共和党家族 , 是默顿. 萨尔特 (M orton Salt ) 家族遗产

的继承者 " 她的一个大爷曾经是内布拉斯加州的州长 , 一个叔父曾经是西奥多.罗

斯福 (Thco dore Ro os ev elt ) 总统手下的一个海军大臣 " 即便如此 萨宾对政治并

不感兴趣 , 她既没有参加过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 , 也没有参与争取第十八条修正

案的运动 " 只是到了 20 年代 , 她才开始涉足政治 , 目的是通过政治渠道使她的

慈善工作更加有效 " 由于出众的个人能力和政治天分 , 她进入政治圈不久就显露

头角 , 成为纽约共和党内的一名活跃分子 " 1923 年 , 她被提名为共和党全国委

员会委员 " 和其他妇女一样 , 出身名门的萨宾曾经是禁酒运动的忠实支持者 , 她

坚决支持禁酒修正案和禁酒立法 " 然而 , 几年来的禁酒实践让她看到 , 这场道德

改革不像以前承诺的那样美好 , 禁酒不但并没有给美国带来预期的改变 , 相反 ,

禁酒使得酒精更加泛滥 , 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远远超过禁酒之前 , 禁酒给普通家庭

和个人造成更大伤害 , 这成为萨宾最大的心病 " 新的社会问题迫使她不得不改变

立场 , 加入反对禁酒的行列 " 她曾解释说: / 此前 , 我一直认为禁酒将会对我的

两个儿子有好处 , 如果这个世界如果没有酒精的侵扰 , 那将会是一个十分美好的

世界 " 0 ¹然而 , 禁酒者口口声声支持禁酒 , 但私下里从不节制个人的饮酒习惯 ,

反而更加放纵 , 这让她无法接受 , 她开始怀疑禁酒主义者禁酒的真正动机 , 对禁

酒领导人认为所有美国妇女都支持 / 神圣试验 0 的观点十分反感 " 1928 年 , W C TU

的领导人埃拉. 布尔 (El fa B oo le) 在向国会做陈述时 , 慷慨激昂地说 / 我代表

所有的美国妇女! 0 " 萨宾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 那么 , 尊敬的女士 , 这儿有

一位妇女你就代表不了 " 0 º
1928 年总统大选时 , 萨宾并没有直接表现出她对禁酒的不满 , 还是积极帮

助赫伯特. 胡佛取得竞选的成功 , 对共和党支持第十八条宪法修正案的纲领也没

有提出抗议 " 参加完胡佛总统的就职演说之后不久 , 她便辞去了共和党全国委员

会委员之职 " 1929 年 4 月的一个共和党妇女午餐会上 , 她正式宣布将要 / 不遗

余力地改变禁酒立法 0 " 数周后 , 她组建了全国禁酒改革妇女协会 (w 0 N PR ) ,

这是一个超越两党的全国性妇女废除禁酒组织 , 也是萨宾向废除禁酒迈出的第一

¹º D avi d E.K州 g, 叭七m 印agalnst P找由ibi tion , A m eri can Qu 翻rter ly, Fall , 197 6 , PP .44 6训阵7.
Ib i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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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 开始时 , 萨宾将 W O N PR 定位在了一个由上流社会妇女参加的反禁酒组织 ,

要求成员必须在她所处的社区里有良好的社会形象和影响力 , 行为举止和个人道

德修养都要无可挑剔 , 要成为美国妇女树立榜样 " 这个定位正好反映了她本人的

社会地位 " 1929 年 5 月 29 日, W O N PR 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芝加哥举行 , 与会

代表共 50 人 , 都来自东部沿海社区的名流望族 " 格雷斯. 鲁特 (G rac e R oo t) 撰

写协会历史时说 , 萨宾和她的同事们一致坚持 , / 这些代表 W O N PR 的妇女必须

是她们各自社区中的佼佼者 , 品行端正 , 无可挑剔 , 并且在维护公众的利益和良

好公民形象方面成绩斐然 0 " ¹ w O N PR 的创建者都有着尊贵的社会背景 , 人们

因此认为 , 这是一个由贵妇人组成的反禁酒组织 , 这正好成为禁酒组织对它进行

攻击的借口 " 干派领导们说 , 参加这个组织的妇女在思想和行为上都非常放荡 "

一家福音报纸上说 , / 这些湿派妇女虽然个个都很富有 , 但也不过就是地面上的

浮灰 , 她们白天穿着漂亮的裙子到处炫耀 , 很可能到了深夜 , 就在豪华的度假别

墅与别的女人的丈夫打情骂俏 , 饮酒做乐 0 " 卫理公会教派戒酒委员会秘书克拉

伦斯. 特鲁. 威尔逊 (Cl ~ ee ITrue Wi lso n) 把 W O N PR 贬低成 / 一小撮嗜好喝

葡萄酒的妇女协会 0 " W C刊 佐治亚州分会主席玛莉. 阿摩 (M ary A nn or) 医生

说 , W O N PR 是 / 萨宾领导下的喜好鸡尾酒妇女协会 0 , 并发誓说干派将 / 让她

们解散 , 使她们臭不可闻 , 销声匿迹 , 并让她们下地狱 , 没有发言权 0 " º
其实 , 干派对 W O N PR 的认识有失公允 "经过对这些时尚和前卫女性的观察 ,

社会名人和作家对干派的批评提出了质疑 " 整个社会开始欣赏新女性们的做法 ,

把她们看成是 20 年代时代精神的一部分 " 媒体对她们赞赏有加 , 认为她们是一

群敢作敢为 ! 具有新闻价值的特殊人群 " 萨宾和所有 W O N PR 成员开始受到了媒

体的欢迎 , 认为她们是时代女性的代表和成熟女性的化身 , 希望她们走进全国公

众的视野 " 5 纽约人 6 ! 5 浮华世界 6 ! 5 时尚 6 等杂志赞扬萨宾是一位 / 迷人的贵

妇人 0 , 她 / 精力充沛 , 穿着优雅 , 视野开阔 , 关心民生 , 能言善辩 0 " » 其实 ,

w 0 N PR 的成员与摩登女性或曰时尚女郎有所不同 " 她们在穿着打扮上有别于时

尚女性 , 她们反对像时尚女青年那样放荡饮酒 " 但是媒体将她们混为一谈 , 说她

¹ G ra ce C .Root, w om en an d R甲 泊1:Th e story of th e 认lo m en .5 o rgan izat ion for N ati on alprohibition R efo rm ,
N ew l b rk : H 田下er an d B ro th ers , 19 34 , pp .5一9 .º 助 ot, 叭七m en an d R印ea l, 即.110一113.

» M ilto n M ackaye, / Th e N ew C ru sad e, , , th e N ew Ybrker, o ctober 22 , 1932,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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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大胆 ! 有活力的时代女性 " 这让萨宾和她的支持者更具吸引力 " 5 时代 6 刊

物的一名记者对 W O N PR 和 W T C U 两类妇女进行了对比 , 结论是W O N PR 成员

们 / 更具魅力 , 不因循守旧 0 " 媒体上刊登了萨宾和埃拉. 布尔的照片 , 前者仪

态优雅 , 而后者寒酸邀遏 , 两人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 , 这更加深了人们对她们的

认识 " 萨宾因此成为了20 年代独立女性的象征 , 她的独立更多地表现在政治主

见上 , 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和经济行为的独立 " 她的行为告诉美国社会 , 在政

治上 , 妇女已经不再与禁酒运动捆绑在一起 , 就像时尚女郎那样 , 她们没有义务

要支持陈腐老化的道德观念 " 这个信息对美国妇女 , 尤其是都市女性非常具有号

召力 " 萨宾最大的贡献在于 , 她让废除禁酒成为 20 年代末期妇女政治的核心问

题 " 她努力想通过 W O N PR , 消除人们的固有理念 , 她想让社会知道 20 年代的

妇女在政治上并非步伐一致 , 或者说 , 她们没有义务支持禁酒运动 "

在萨宾的努力下 , 湿派妇女与干派妇女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 , 她们在政治

上的影响愈加明显 " 媒体也发现 , W O N PR 成员的政治立场和她们的风格相得

益彰 , 很难将二者割裂开来 " 萨宾本人并没有特意要达到这种效果 " 不过 , 妇

女废禁运动从 / 萨宾式女性 0 形象中获益匪浅 " 媒体对她们的印象是 , / 萨宾式

女性 0 对她们的政治目标的重视程度 , 不亚于她们对穿着 ! 首饰 ! 行为举止的

讲究程度 , 一点都不能马虎 " 5 浮华世界 6 杂志曾经把 W O N PR 的领导人描写

成一帮 / 外表优雅 ! 有修养 ! 很务实 0 的女性 , / 不论在私下还是公共场所 , 她

们都能够展示女性的魅力 , 争取国会议员的支持 , 与禁酒势力形成对抗 0 " 媒体

将 W O N PR 成员利用个人魅力说服国会议员的策略 , 命名为 / 时尚女性政治 , .o

为了能在政治上与禁酒组织进行抗衡 , 湿派女性更加注重自己的形象 , 向人们

强化她们是一群成熟的现代女性的思维定势 , 就如同 20 世纪初期人们对新女性

的印象是 , 她们是一群留着波浪发型 , 身着水晶玻璃球服饰的时尚女郎 " ¹ 媒

体的正面报道 , 加上政治领导人萨宾的努力 , W O N PR 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最活

跃的反对禁酒组织 " W O N甲R 总部所在的纽约市 , 1930 年成员达到 5 万人 , 超

过了该地区 W TC U 的成员总数 " 1931 年末 , 登记在册的W O N于R 成员增长到

40 万人 , 也比 W CT U 总人数 38 万多 2 万 " 之后不久 , W O N甲R 总人数到达.惊

人的 130 万 , 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废禁组织 , 萨宾自然成为了全国废除禁酒运

¹ Jef 介0 on Ch as 气 / Th e sab in es R五vish th e sen ators , .. v allity Fair, 19 31 , pP4 2 ,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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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领军人物 " ¹
W O N PR 的迅猛发展让妇女禁酒组织坐卧不安 , 她们想竭力遏制对手影响的

扩大 , 挽救自己权威的衰退 " 干派妇女指责萨宾采用不诚实的手段吸收会员 , 并

宣称 , W O N PR 之所以能够有今天 , 全靠她们后面有百万富翁丈夫资金的支持 ,

并特意强调W O N PR 与纽约市之间的紧密联系 "纽约在美国的地位和影响力比较

特殊 , 美国人对它既爱又恨 " 很多传统美国白人认为 , 纽约市文化多元 , 移民比

例高 , 纽约人思想超前 , 是一个对传统美国文化价值构成潜在威胁的现代化大都

市 " 干派认为 , W O N PR 妇女组织只代表移民文化和少数族裔的利益 , 不能反应

所有美国妇女的政治立场 " 萨宾也毫不手软地给予了还击 " 她向 W C TU 和其他

干派妇女领导人叫板 , 要求在公共场所举行一次辩论 , 让干派组织拿出相应的证

据来证明她们观点属实 " 比如 , 在美国妇女协会资助的一次大型活动中 , 萨宾向

W CT U 提出挑衅 , 要求它拿出一个 1000 人的名单 , 指名道姓地说出这些酗酒者

已经经过禁酒的洗礼 , 彻底改过自新 , 不再沾酒了 " 这让 W C TU 非常难堪 , 她

们实在拿不出有力的证据 " 在这个回合的较量中 , 干派又一次输给了湿派 "

随着禁酒派和反禁派之间较量进入白热化 , W O N PR 的反禁攻势越来越具有

侵略性 , 她们不仅获得了纽约地区妇女的支持 , 全国一些有政治影响的妇女也加

入进来 " W O N PR 通过媒体和广播向妇女们灌输一个观点 , 即整个社会开始接受

妇女在禁酒问题上改变立场的做法 , 她们有权利公开地表达反对禁的政治立场 "

为了保存正在被蚕食的阵地 , W CT U 倾巢出动 , 寻求女政治家的支持 , 并反复

声明 , 只要禁酒执行得力得当 , 伟大的 / 神圣试验 0 一定能够成功 " 19 30 年 ,

两位著名的干派妇女组织领导人 , 玛米 . 怀特 . 考尔文 (M am ie 认七ite C ol vn )

和夏洛特. 威尔金森 (Charl ottt eWi lkinson) 游说纽约州长罗斯福的夫人埃莉. 诺

罗斯福 (El ean orR oos evel t) , 让她公开表示支持禁酒 " 威尔金森在给罗斯福夫人

的信中 , 恳求纽约第一夫人要捍卫第十八条宪法修正案 , 只有这样 / 才可以让全

国妇女相信 , 美国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坚信禁酒会给美国社会带来好处 0 " 这时 ,

W O N PR 成员伊丽莎白. 拉维特 (El iz ab eth Lo vett ) 也写信给 了罗斯福夫人 , 向

她汇报了W O N PR 的迅猛发展情况 , 催促她加入到难以抗拒的反禁酒洪流当中 "

罗斯福夫人不冷不热地给威尔金森回了信 , 她说: / 我深信禁酒造福社会的良好

¹ G race R oblnson , / 从勺m en 叭/e ts, 0 Libert丫N ove mb er l, 1930 , p 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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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 , 但我也看到了禁酒执行工作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 可是我无法保证还能做些

什么 , 才能改变目前令人担忧的处境 " 0 ¹
与干派争取广大妇女支持的较量中 , W O N PR 开始占了上风 " W O N PR 向全

国妇女呼吁 , 不要让干派妇女组织替自己说话 , 妇女们要自己做主 " 对每一个从

原初的禁酒主义者转变成反对禁酒的妇女 , W O N PR 都要把她们树为典型例子 ,

公开报道 " 萨宾特别强调 , 大学和城市中的职业女性已经表现出来了的强烈的反

对禁酒的热情 " 萨宾彻底改变了大多数妇女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习惯 , 越来越多的

现代女性 , 甚至那些十分保守和传统女性 , 也开始走入废除禁酒的队伍 " 基本上

所有的阶层 ! 种族和年龄段的妇女都被吸引到废禁运动当中 , 成员的多样性超过

了当年鼎盛时期的妇女禁酒组织 " 20 年代末 , 妇女与干派组织的关系发生了换

位 " 过去没有人可以否认 , 妇女是禁酒运动的主力这个事实 " 现在 , 也没有人能

够忽视 , 废禁运动已经成为了现代城市妇女的主要政治目标 " 1930 年 , 5 时尚 6

杂志刊登了新闻记者玛格丽特. 卡尔肯. 班宁 (M 出名ar let Cul肠吐B aJ田山且g) 的一

篇文章 , 他提到 , 美国妇女的社会和政治行为在 20 年代发生了惊人的转变 " 他

说: / 在 10 年前 , 大多数妇女都接受过禁酒教育 , , , 因此几乎所有的女性对饮

酒表示反对 , 几乎没有几个妇女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 然而 , 禁酒改变了这一切 "

20 年代的妇女再也不把饮酒看成是什么不光彩的行为 , 她们开始放下了禁酒的

旗帜 , 她们不认为禁酒是一件为之值得付出的道德改革了 " 0 º
1932 年之前 , 妇女支持废禁运动的效果并没有完全显露出来 , 但之后 , 它

为全国的反禁酒运动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 许多美国妇女很早就为萨宾和她的同事

们给妇女带来的政治自由高兴不已 " 新闻记者格雷斯. 罗宾森 (G race R obin so n)

在 5 自由杂志上 6 写文章嘲讽说 , 男性政治家并不在意妇女在禁酒上的政治影响 ,

而是偏见地认为 , / 在很多问题上 , 妇女就像一盘散沙 , 总是叽叽喳喳 , 吵来吵

去 , 如同一群下了蛋的母鸡 " 0 格雷斯的最后结论是 , / 毫无疑问, 她们在禁酒问

题上是一群有思想的人 , 她们将会利用 自己手中的选票 , 向所有支持禁酒的人说

一声 -不 . " 很显然 , 在反对禁酒的问题上 , 妇女已经走在了男人的前面 " »0

¹ K elm eth D .助 呢 A m 日ri can 认勺m en an d the R印司 of Proh ibi tion , N ew ! b rk : N ew ! rork un iv ers ity P心 s,
19 96 , P .3 2 .

º»
M ar gr et C u 街 n B ann in g , / An ti .P roh ibi ti on nett e , , , 珑 即 e, SeP tem b er l , 19 3 0 , P .5 5 .

G ra ce R ob in son , / 从勺m en 叭le ts , , , L ibe rty, N o v曰m b er l , 193 0 , P.3 0 .



第七章 时代的巨变与社会抵制

禁酒年代发生了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 禁酒问题一直与妇女联系在一

起 , 禁酒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给妇女 ! 儿童和家庭带来幸福 " 但是 , 到了 20 世

纪的 20 年代 , 新女性 , 尤其是城市中的年轻女性 , 对传统提出挑战 , 她们拒绝

了那些过时的 ! 不切实际的要求 , 用实际行动争取政治和生活自由 " 在禁酒问题

上 , 美国妇女发生 180 度的大转弯 , 这更让人始料未及 " 长期以来 , 禁酒改革者

一直告诉美国妇女 , 她们的社会地位和尊重与她们支持禁酒事业密不可分 " 新女

性的思想和行为改变了社会对妇女的固有认识 , 她们已经不再是禁酒运动的支持

者 , 相反 , 她们首先勇敢地站了出来 , 反对禁酒给社会带来的混乱与暴力 , 与禁

酒组织 W CT U 针锋相对 , 她们反戈一击的做法却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支持 " 妇

女禁酒阵营己经分崩离析 "

五 ! 小 结

20 年代 , 随着一战的结束 , 美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 长达 20 年

的进步运动使美国人的改革热情锐减 , 感到心神疲惫 , 进步主义运动成了强弩之

末 " 人们对进步主义时期政府干预社会生活的政策和做法产生质疑 , 整个社会渴

望恢复平静 " 州权主义者对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大和集中早就忧心忡忡 , 在社会呼

唤 / 常态 0 的社会大潮面前 , 他们又一次积极行动起来 , 维护州和地方的权力与

自制 " 作为联邦政府管理和干预各州和地方事务的渠道 , 禁酒成为了州权主义者

攻击的目标 " 企业家担心 , 联邦政府既然能强行执行禁酒 , 合理合法地摧毁酿酒

行业 , 那就 , 将来有可能对任何行业故技重施 " 在禁酒实践过程中 , 执法人员侵

犯人身自由的事件频频发生 , 最高法院对违法案件的裁决与美国的根本原则相冲

突 , 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将没有任何保障 , 民众怨声载道 , 有法不依 ! 蔑视法律威

严的现象比比皆是 , 禁酒立法和禁酒执法者称为眼中钉 , 肉中刺 , 禁酒的前景一

片暗淡 "

现代都市文化的盛行给禁酒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 同时 , 20 年代是美国工

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的时期 , 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 城市化促进了都市文化

的流行 , 地下酒吧 ! 爵士乐 ! 媒体广告 ! 女性杂志 ! 汽车和汽车贷款 ! 电影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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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尾酒会 ! 郊区的家庭聚会 ! 下午茶等新生事物扑面而来 , 美国进入了现代社会 ,

消费文化取代了传统工业和农业文化 " 工业化 ! 城市化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兴盛 ,

美国妇女的就业机会明显增多 , 女性进入到了各个行业当中 , 工作机会的增加提

高了她们的经济地位和独立性 , 接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和中上层妇女作出了不同

的反应 " 城市中的年轻女子大胆地挑战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传统道德 , 她们经济

独立 ! 思想开放 ! 行为不拘一格 , 一切挑战传统和标明自我的事情她们都感兴趣 "

而萨宾式的中上层中年女性也不甘示弱 , 她们更关心社会问题 , 视野更宽 , 思想

上更加能够接受新兴事务 , 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 , 对女权和女性

的政治地位据理力争 "

酒吧文化的盛行使私酒贩卖有利可图 , 禁酒不但没能抑制美国的社会问题 ,

反而引发了新一轮的饮酒高潮 " 青年男女一起到酒吧饮酒成为时尚 , 饮酒 ! 吸烟 !

性开放成为现代都市生活的一部分 " 摩登女郎到酒吧喝酒 ! 吸烟 ! 交异性朋友成

为一种时尚, 同时体现了她们的独立和与男性平等 " 然而 , 年轻人纵酒 ! 蔑视法

律 ! 性开放 ! 酒后犯罪 , 以及走私酒集团之间的火并和暴力犯罪成为中上层妇女

关注的焦点 , 她们强烈呼吁取消不得人心的禁酒 / 神圣试验 0 , 保卫家庭及子女 ,

铲除社会暴力 , 以萨宾为代表的A A PA 反禁酒组织成为禁酒组织的死对头 " 铁板

一块的女性禁酒阵营开始瓦解 , 形成了为了同一个美国梦想截然对立的两个妇女

阵营 " 时代的巨变和新文化的兴起启动了全国性的反禁酒浪潮 , 成为了禁酒运动

不可逾越的障碍 , 这一切已经表明 , 禁酒不得人心 , 这决定了它只能苟延残喘地

维持着 " 1928 年奥尔. 史密斯参加的总统大选及其之后发生的全国性的经济危

机 , 最终给禁酒运动划上了句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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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禁酒历程 , 我们不难发现 , 不论是全国性禁酒组织还是地方组织 , 无论

谁想要在禁酒问题上取得巨大突破 , 单凭一股热情和不懈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

只有当禁酒问题上升为地方或全国的政治问题 , 只有当民主共和两党参与其中 ,

让该问题成为两党政治角逐中的祛码时 , 禁酒运动就会取得巨大进展 " 从 1854

年的缅因州禁酒立法的产生 , 到 1919 年的禁酒修正案在国会中通过 , 都有力地

证明了这一点 " 废除禁酒运动也不例外 " 上一章提到 , 20 年代 , 美国的社会环

境发生剧烈震荡 " 在政治上 , 保守势力开始抬头 , 恢复常态和维护州权成为时代

的呼声; 文化上 , 城市化带来的新的现代都市文化方兴未艾; 思想上 , 以年轻妇

女为代表的新女性开始挑战传统 , 蔑视社会赋予妇女的传统角色 " 饮酒被看作是

时尚和独立的象征 , 妇女禁酒阵营分裂 " 湿派妇女出于保护家庭的同一个梦想 ,

挺身而出 , 维护社会秩序与公正 , 呼吁废除禁酒修正案和立法 " 同时 , 禁酒实践

带来的社会问题与日俱增 , 废除禁酒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涨 " 面对社会形势的剧

变 , 两大党再也无法采取闪烁其词 , 以免惹火烧身做法 , 他们必须在是否要继续

执行禁酒 , 还是废除禁酒两者中做出一个明确选择 " 到 1928 年 , 是否要废除禁

酒又一次成为全国瞩目的政治问题 " 反对禁酒的政治化预示着禁酒运动的历史轨

迹将又一次被改变 "

一 ! 废禁问题的政治化与 1928 年大选

20 年代后期 , 禁酒带来的社会问题愈加明显 , 社会上的违法犯罪案件成倍

增长 , 禁酒已被证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 " 美国大法官南特.哈本 (Nat Har ben)

向记者说 , 他怀疑 65% 的纽约人在违反禁酒法令 " 他说禁酒根本没有达到原初的

目的 , 事实证明 , 禁酒注定是一场闹剧 , 而且这场闹剧将要持久地进行下去 " 联

邦政府用在禁酒上的资金连年增加 , 由 192 1 年的 475 万美元增加到了 1929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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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0 万美元 " 即便如此 , 但没有人敢想禁酒修正案还能被废除 " ¹ 得克萨斯参

议员莫里斯. 谢帕德 (Mor ri 5 Sh即par d) 这样形容废除禁酒修正案的困难程度 "

他说: / 废除禁酒修正案成功的可能性 , 就如同在小鸟的尾巴上系上华盛顿的纪

念碑 , 让它飞到火星上去一样 " 0 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塔夫脱本人也反对禁

酒 , 但他认为 , 禁酒立法将会成为美国领土上的一个无限期的立法 , 废除禁酒修

正案的可能性一点点都没有 "

虽然干派主导的禁酒运动已经不受欢迎 , 但其影响依然根深蒂固 , 无人能够

撼动 " 政治家们对禁酒带来的社会问题早已心存不满 , 但由于担心失去民众的选

票却敢怒不敢言 , 表现出复杂的心态 " 从以 虽然是一个强大的反禁酒组织 , 他

们反对禁酒的理由充分 , 也反映了普通民众的心声 , 可它是一个由百万富翁和社

会名流组成的反禁酒机构 , 走的是富人路线 , 主要成员是酿酒商 , 人们因此对他

们的动机产生怀疑 , 影响面有限 "

在废除禁酒问题上 , 民主 ! 共和两党态度十分谨慎 , 不轻易表达各 自的官方

立场 , 只有个大党的地方政治家代表选民的意愿 , 反禁酒活动比较活跃 " 比如 ,

纽约的共和党政治家默里 . 巴特勒 (M盯ra y But le r ) ! 菲奥雷罗. 拉瓜蒂安

(Fiorello LaGuardia ) 都成为了积极的反禁酒先行者 " 1926 年 , 激进的政治

家拉瓜蒂安为了表达自己对禁酒的不满 , 他在国会办公大楼前 , 当着诸多新闻记

者的面 , 演示了勾兑合法酒的全过程 " 他将无酒精的啤酒和麦芽精混合 , 然后勾

兑出了口感清爽 ! 味道诱人的啤酒 " 他随后说: / 既然这两种原料是合法的 , 那

么 , 人们饮用勾兑的啤酒难道就违法吗? 0 在演示过程中 , 拉瓜蒂安与警察的一

段对白更发人深思 "

警察: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拉瓜蒂安: 我在制作啤酒 "

警察: 是吗.

拉瓜蒂安: 那你为什么还不拘捕我?

警察: 我想那应该是禁酒执行人员或其他什么人的事 "

拉瓜蒂安: 难道你不觉得我在挑衅你吗? 我原以为你会构留我呢 "

¹ " arl es M " 忍, 1 ! e D 可D ec ade, Sea ttle:U ni~ ity of节la shin gt on p代活s, 1931, p.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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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 , 拉瓜蒂安反对禁酒的另一个理由是禁酒存在严重的歧视 "他认为 ,

禁酒局将禁酒的目标锁定在了教会活动和工人居住的社区上 , 而对富人区饮酒的

泛滥熟视无睹 " 拉瓜蒂安替移民和工人阶层说话的做法 , 为他赢得了很高的支持

率 , 他因此在政治圈内名声大噪 " 他的成功向其他的政治家传达了一个信息 , 即

任何党派的候选人要得到选民的支持 , 他们就要有勇气表明自己反对禁酒的立

场 "

民主党内在废禁问题上的分歧很大 " 南方的民主党成员坚决要求该党支持禁

酒 , 而以纽约为代表的北方民主党成员却坚决反对禁酒 , 纽约因此被反对酒馆联

盟称之为 / 湿派的希望 0 " 1922 年奥尔. 史密斯再次当选纽约州长 , 之后 , 他实

施了一系列反禁酒活动 , 最重要的是废除了由纽约州制定的最为严厉的马伦一盖

奇 (Mul lan 一Gag e ) 禁酒立法 , 并修改了本州的沃尔斯特德子法案 " 他的支持率

因此而飘升 , 史密斯很快成为全国反对禁酒的旗帜性政治人物 " 1924 年的美国

大选表明 , 全国民众在废禁问题上的态度依然不能与纽约人相比 , 民主共和两党

谁也不愿意把禁酒问题当成总统竞选中的大事来看待 , 但此时禁酒势力和废禁势

力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 , 全国反对禁酒的力量在明显增加 " 1926 年 ,

史密斯主张在全纽约州进行一次民意测验投票 , 以决定是否要对禁酒立法实行修

正 " 结果表明 , 三分之二的纽约州居民和六分之五的纽约市居民都支持修改沃尔

斯特德立法 " 同一时期 , 威斯康辛 ! 伊利诺伊 ! 蒙大纳和内华达等州也举行了民

意测验 , 结果和纽约的相差无几 " 史密斯因此认为 , 让废除禁酒问题再度成为全

国关注的政治问题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 纽约和其他各州的民意测验还表明 , 城市

和乡村居民在禁酒问题上的不可调和的说法值得商榷 " 虽然城市居民反对禁酒的

人数明显多于农村居民, 但并不能因此就断定农村居民都支持禁酒 , 相反 , 1926

年的民测显示 , 农村居民反对禁酒的人数大幅度增加 , 禁酒支持者占绝对优势的

州已经不多了 " ¹史密斯在纽约州的反禁酒改革实践使其成为民主党乃至全国的

知名政治家 " 1928 年 , 民主党在休斯敦召开全国大会 , 议题是提名总统候选人 "

史密斯因其在纽约的政绩和在全国的影响力而顺利地当选 , 同时 , 为了争取更多

的支持率 , 民主党还提名干派成员阿肯色参议员约瑟夫 T.罗宾逊成为史密斯的

¹ H M L , pi~ 5. D upont p叩ers , A户田A file 1023一18, B ox 3, Folder / prin ted M atter-.一M od erat ion L ea即e, 0
P aJ 的P hlet , / P ro h ib iti on an d th e 192 8 C 田的P ai gn , , #



美国禁酒运动的历史研究

竟选搭档 , 冲击 1928 年的全国总统大选 " 毫无疑问 , 史密斯当选总统候选人的

事实说明 , 民主党在反对禁酒问题上态度明朗 , 它将支持取缔禁酒修正案 "

史密斯当选总统候选人充分反映了美国民众 , 尤其是少数族裔对禁酒的态

度 " 史密斯是一名爱尔兰后裔 , 信奉天主教 , 在纽约的贫民区长大 , 后经过个人

努力 , 成为纽约州州长 " 他的成长历程就是美国梦的典型范例 , 他成为了少数族

裔和社会底层民众学习的典范 " 史密斯大胆进行改革 , 在禁酒问题 ! 工人工伤事

故赔偿 ! 住房改革 ! 劳动立法 ! 城市公共设施管理等方面 , 切实维护了城市工人

和移民的利益 , 爱尔兰人 ! 意大利人 ! 捷克人 ! 波兰人 ! 犹太人和非洲裔美国人

都被吸引到了民主党阵营 , 他们和史密斯一样 , 都有着天主教的背景 " 很多城市

移民认为 , 史密斯是他们的利益代表 , 是他们的贴心人 " 5 爱尔兰世界 6 称他为

/ 活着的典范 , 每一个美国人都能够像他一样 , 通过自己的奋斗 , 从社会的底层

进入上流社会 " 0 ¹城市工人阶级和少数民族移民取代了南方传统的民主党支持

者 , 成为民主党的有力支持者 , 民主党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 , 民主党的结构因

此被重组 "

史密斯的当选 自然引起了禁酒主义者的强烈反应 , 成为了干派的攻击目标 "

干派抓住史密斯的移民和宗教背景来魔化他 " 1928 年 , 当史密斯乘火车西行穿

过俄克拉何马州时 , 三K 党分子和一些本土主义组织发布传单 , 指控史密斯在纽

约开设妓院 , 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酒鬼 " 他们推论说 , 如果史密斯当选美国总

统 , 他将会在总统府开办妓院 , 向酒类走私犯敞开大门 " 有人还说 , 史密斯每天

参加至少八个以上的鸡尾酒会 , 每次都喝得烂醉如泥 , 由人掺扶着离开 " 当火车

行至密苏里的独立城时 , 反对者拦截了火车 , 高呼着 / 他是一个该死的天主教徒 , .,

并向史密斯的随从扔鸡蛋和西红柿 "

韦恩.惠勒去世后 , 坎农牧师成为了反对酒馆联盟的主要负责人 " 作为民主

党成员 , 他对史密斯的反禁酒态度十分不满 " 他坚信史密斯及其支持者将会把民

主党的领导权交给坦穆尼厅和天主教会 , 因此 , 他在北卡的阿什维尔(Ashev ille)

召开会议 , 组建反对史密斯的联盟 , 阻止其竞选 " 坎农不放过任何一个贬低史密

斯的机会 " 他认为 , 国会内部对禁酒立法的攻击都来自信奉罗马天主的议员 , 或

者代表那些聚集着大量天主教人口选区的代表 " 在马里兰的一次演讲中 , 坎农警

¹ Iri sh 叭七rl氏Ju ly 7 , 19 28,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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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说 , / 史密斯将把这个国家交给意大利 ! 波兰 ! 俄罗斯犹太人和西西里人 , 他

想要的就是我们今天在纽约街边上看到的那些人 " 0 ¹ 为了遏制史密斯 , wc Tu 印

发了数以百万计的手册 , 在高速公路上树立公告牌 , 并组织了 9000 多妇女到南

方各州规劝投票者不要给史密斯投票 " 曼哈顿的浸信会牧师约翰.雷奇.斯坦雷顿

(John Ro ac h st ra t " n) 把史密斯说成是 / 今日美国道德之进步的死敌 0 " º 坎

农 ! 斯坦雷顿等人把史密斯反对禁酒与他的宗教背景相联系 , 这对他的总统竞选

是一个灾难性的打击 , 就连湿派中的一些人也产生了动摇 , 开始怀疑天主教总统

候选人的动机 "

干派对史密斯的攻击让共和党候选人胡佛从中受益 " 1928 年大选中 , 史密

斯惨败给了胡佛 , 前者仅获得了8 个州的选票 , 而且还失去了纽约州的选票 " 在

公开场所 , 史密斯将胡佛的胜利归功于 20 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 , 不过在私下 ,

他不得不承认 , 他的失利与他的宗教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 其他专家分析认为 , 史

密斯和他的竞选班子过度强调在禁酒问题上的立场 , 而忽视了其他的诸如关税政

策 ! 农业救济 ! 外交等问题 , 但他们一致认为 , 经济繁荣 ! 禁酒和宗教才是本次

总统竞选中的核心问题 "

1928 年大选的结果让干派欣喜若狂 " 他们认为 , 随着史密斯的败北 , 湿派

将从此退出与干派的对抗 , 国会中的干派力量将再次加强 " 可以肯定 , 胡佛的胜

利主要归功于 20 年代经济态势表面繁荣 , 以及禁酒力量在宗教问题上大做文章 ,

让史密斯处于不利的地位 " 一直以来 , 共和党和禁酒有着紧密的联系 , 而本次大

选更加深了民众对他们的这一印象 " 然而 , 1929 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共和党政

府在危机中的不作为 , 再加上它与禁酒之间藕断丝连的关系 , 反而成了湿派废除

禁酒的巨大推动力 " 史密斯虽然失败了 , 但他将涣散的反禁酒组织团结到一起 ,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要制定废除禁酒修正案 , 使废禁问题成为自 1919 年以来又一

次全国性的政治问题 " 这就注定 , 在 1932 年的总统大选上 , 民主共和两党将要

在废禁 问题上再决雌雄 "

¹ R obert ^ . H 0hn er. Proh ibition an d Pof ities: Th e Life of B ish叩 Jam es e ann on , lr. , e olum bia:u nivers ity of
ou th C aro lin a Pres s , 199 9 , pp .º E lla B oole , 6 ve

Pu b lish in g H o u se,

22 0一22 2 .

it C han ee , E van ston , IL : N at ion al 从/o m an , 5 Ch ri sti an Te m P eran ee Un io n

192 9 , PP .12 3 一1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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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萨宾与全国禁酒改革妇女协会的反禁酒措施

美国社会对禁酒带来的社会问题已经十分不满 , 加上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美

国 , 美国人此时产生了绝望心理 , 这为出台废除禁酒修正案打下了广泛的政治和

社会基础 " 就连最忠实的支持禁酒成员也不得不承认 , 经济的不景气使禁酒执法

变得十分艰难 " 坦直地说 , 顽固不化的胡佛总统己经不能成为废除禁酒的障碍 ,

取缔第十八条宪法修正案和禁酒立法 , 出台废禁修正案似乎成为了历史的又一个

选择 "

继纽约州长奥尔. 史密斯总统大选失败之后 , 全国禁酒改革妇女协会领导人

波林. 萨宾成为了湿派的又一位杰出领导人 " 萨宾看到 , 禁酒并没有给社会带来

任何所承诺的好处 , 相反 , 带来了更多的社会问题 " 1929 年 , 她毅然决然地离

开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 组建了全国禁酒改革妇女协会 (WON PR ) " 在她的领导下 ,

WON PR 在此后的两年里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废禁组织 , 并在全国各地建立

了分会组织 , 会员人数超过了全国最大的反对禁酒修正案协会 (从以) " 随着协

会影响力的扩大 , 全国的废除禁酒情绪被点燃 " 萨宾的政治能力过人 , 并善于从

干派和湿派的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 " 她所领导的 从PA 原本是一个由社会上层精

英们组成的反对禁酒组织 , 其发点是为了中上层富裕阶层的利益 , 其成员大多都

是企业精英 , 在社会上的影响力相对有限 " 萨宾因此决定 , 将 WONPR 的会员扩展

到中产阶级和劳工阶层的家庭妇女层面 , 以获得更大的社会支持 , 才能对干派阵

营构成巨大威胁 , 反禁酒运动才能取得成功 " 同时 , 她尽量将废禁运动与民主党

捆绑在一起 , 让废除禁酒写进民主党的党纲 " 虽然萨宾将废禁运动变成全国性政

治运动 , 却坚持不与任何一个政党结盟 , 她的原则是 , 只要两党中的任何总统候

选人支持废禁运动 , WONPR 都将给予大力支持 "

随时间推移 , 全国的社会氛围都倒向了废禁者一边 " 整个 20 年代 , 5 读者文

摘 6 每年都要就禁酒问题在全国进行一次民意调查 , 1930 年民意调查的结果显

示 , 竟然有高达 70 %的民众支持废禁运动 , 或者要求对禁酒立法进行修正 " 30 年

代初 , 美国的经济形势十分糟糕 , 但禁酒问题依然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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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 , 美国民众对禁酒给社会带来的麻烦已经忍无可忍 " 1930 年 1 月 , 全国

经济联盟做了一个民意测验 ,

个社会问题 ,

! 蔑视法律;

它们依次是:

根据这个测验 , 该联盟列举出了全国最令人关注的

1.行政公正; 2.禁酒带来的社会问题; 3.违法乱

4.高犯罪率; 5.法律不能得到有效执行 " 在经济大萧条时期 , 近

50% 的失业率问题居然排在社会问题中的第 18 位 " 仔细思考后就不难发现 , 这五

个问题都与禁酒有关 " 正因为禁酒 , 才使得广大民众对禁酒立法或视而不见 , 或

故意挑衅法律的尊严 , 才有了酒类走私活动的猖撅 , 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 地下组

织火并频繁 , 禁酒人员执法犯法 , 滥用职权和行贿受贿等事件 " ¹
作为全国知名的禁酒组织 , 妇女基督教禁酒协会在 1928 年成功地利用奥尔

史密斯天主教的宗教背景大做文章 , 使后者在总统竞选中败给了胡佛 " 在面对

WON PR 的强势崛起 , 桃TU 想再一次找到萨宾的弱点 , 阻止废禁运动的发展 " WONPR

的总部设在纽约 , 不论在经济还是在文化上 , 纽约一直是全国城市中的佼佼者 ,

对于中西部和南方人来说 , 这是一个让美国人既爱又恨的城市 " 这个城市总能引

领新文化的潮流 , 这里移民人口众多 , 文化多元 , 爵士乐 ! 夜总会 ! 时髦女郎 !

地下酒馆 ! 妇女饮酒等亚文化都发端于此地 , 纽约人向来对禁酒立法不屑一顾 ,

禁酒立法在此很难得到有效执行 " 在禁酒者的眼里 , 纽约是一个顽固不化 ! 外来

文化侵蚀最严重的地方 , 这里的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的冲突最为剧烈 , 纽约一直

成为干派的心头之患 " 干派因此以纽约为突破点 , 攻击萨宾的策略 , 将纽约说

成是特立独行的城市 " 他们认为 , 纽约的反禁酒组织都由上层社会精英控制 , 其

目的是要通过反禁运动 , 进入美国政治舞台 , 赢得总统选举 , 最终达到掌控美国

的目的 " WCTU 和其他禁酒组织不断提醒美国民众 , 萨宾和其他 WONPR 的领导人

都是纽约人 , 其他各州不值得效仿 " 在整个 20 年代 , 美国的幽默大师威尔. 罗

杰斯 (wi n Rog er s) 一直讥笑禁酒运动是荒唐行为 , 面对 WCTU 的丑化纽约人的

宣传 , 他也开始担心由纽约人引领的反禁运动是否合适 " 他 曾表示 , / 如果有一

个原因导致不能废除禁酒立法 , 那么 , 就是因为有一批错误的人 (纽约人) 主导

了这场运动 " 0 º
面对干派的攻击 , 萨宾处事不惊 , 从容应对 " 她深知 , WONPR 要赢得反禁酒

¹ F耐 eri e Lew is Al len , sinee ! 七sterd 盯: Th e N inet een 一tw en ties in A m eri ea: N ew ! brk: H即 er an d Bro th ers ,
194 0 , P.3 1.

º N ew Ybrk Ti m es , M 盯20 , 1932, p.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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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胜利 , 就必须去掉 WONPR 是中上层妇女的组织这个阶层标识 , 使废禁运动

成为一场有各阶层妇女参加的平民化运动 , 要吸纳包括中上层家庭 ! 中下层工人

及少数族裔家庭妇女在内的所有支持废除禁酒的妇女 " 在 WONPR 建立不久 , 萨宾

就号召在中产阶级妇女当中营造反对禁酒氛围 , 最大限度地吸引她们加入 " 她非

常谨慎 , 不想让公众把 WONPR 看成是一个倡导饮酒的妇女组织 " 她强调 , WON PR

是一个真诚的改革组织 , 其目的是要民众节制饮酒 , 保护家庭 , 反对禁酒给社会

带来的一切恶果 " 她认为 , / 神圣试验 0 已经证明失败 , 它不但没有阻止人们喝

酒 , 相反 , 却导致社会的酒类消费逐年增加 , 酒精放纵 ! 暴力 ! 有组织犯罪猖撅 ,

法律受到了践踏 , 社会更加虚伪 " 废禁运动的目的就是要铲除禁酒带来的一切社

会负面问题 , 减少酗酒 , 保护家庭 , 让人们能喝上质量有保证的酒 , 维护饮酒者

的个人权利和身体健康 , 维护法律的尊严 " 她坚信 , 合法的酒类生产和有效的监

管措施起到的效果将远远胜过禁酒 " 萨宾的废禁立场和宣传的确产生巨大社会影

响 " 到 1932 年 , 和NPR 达到了鼎盛时期 , 成员当中有 37% 的是家庭妇女 , 15% 来

自产业工人家庭 , 19% 是办公室职员 , 还有 15%是商界和职业女性 " 这个由纯女

性组成的废禁组织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各阶层妇女大联盟 , 并非是 / 上流社会喜好

酗酒的妇女的俱乐部 0 " 这一事实使干派的批评家们哑口无言 " ¹ 干派攻击 w0N PR

不但未取得任何成效 , 相反 , 它的规模越来越大 , WON PR 的影响由美国的中心城

市如纽约 , 扩展到了昔日禁酒最活跃的中小型城市和村镇 " 到 1930 年 , 该组织

中大量的妇女来自中西部和西部农村地区 , 在北卡 ! 密苏里和蒙大拿等州的废禁

运动异常活跃 " 此时 , 该组织中60 %以上的成员来自农村 , 而且她们脱离了禁酒

阵营 , 加入到废禁队伍当中 " 废禁组织成员由中心城市向农村地区的蔓延 , 这彻

底打破了禁酒存在着城市和农村对峙的说法 , 农村地区已不再是禁酒的坚实堡

垒 , 它们和城市地区一样 , 加入到了废除禁酒立法的行列中 "

有趣的是 , 当年 ASL 正是由于成功地利用了强大的宣传 ! 游说 ! 施压等手段 ,

才营造了一个令人可畏的禁酒氛围 , 为禁酒运动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 如今 ,

w0N PR 同样也借鉴了对手的做法 , 以牙还牙 , 让媒体宣传在废禁运动中发挥强大

的作用 " 经济危机使禁酒组织的收入锐减 , 组织的经济状况十分尴尬窘境 , 但由

于 w0N PR 会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会员是上流社会的妇女 , 她们的慷慨捐款保证了

¹ N ew ! 乞rk 肠m es , 九ly Z , 192 9,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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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 NP R 的资金来源 " 她们还开设废禁商店 , 出售领带 ! 丝巾 ! 废禁书籍 ! 扑克牌 !

纽扣等做法 , 筹集资金 " 有了资金的保障 , WON PR 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手段收音机 ,

向听众传播废禁讯息 , 用女播音员在早晨播音来吸引家庭妇女 , 男播音员在晚上

吸引男性 " 此外 , 她们还采取政治联盟 ! 在市政厅召开会议 ! 上街游行等手段 !

制作废禁新闻影片 ! 在报刊上刊登废禁组织的相关报道等办法 , 营造一个立体的 !

全天候的氛围 , 使人们意识到废除禁酒势在必行 " 另外 , 湿派还采取逐家逐户登

7 2 拜访 , 发展会员 , 并向职业政客和当选官员进行游说 , 向他们施压 , 催促他们

支持废禁事业 " WCT U 的领导人抱怨说 , WONPR 毫无创意地拷贝了他们当年的做法 ,

将禁酒支持者从他们的组织中骗走 " ¹
作为废禁组织 , WON PR 之所以能在美国的强势崛起 , 主要是因为它成功地发

动了中下层妇女 , 并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 向民众传递这样一个信息:

废除不合时宜的禁酒立法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 " 重要的是 , 她们懂得如何击败

干派阵营 " 她们的做法确实给禁酒组织形成了巨大的威慑 " 自禁酒以来 , 禁酒组

织第一次感觉到了对方的威力和自己的力不从心 " 随着禁酒成员数量的锐减 , 资

金的日益匾乏和热情的退却 , 禁酒组织唯一能做的就是举行传统的教堂集会 " 对

此 , 5 名利场 6 杂志的评价是 / 干派此时已经黔驴技穷了 0 " º 事实上 , 到 20 年

代末和 30 年代初 , 禁酒的社会基础开始迅速瓦解 , 一些忠实的禁酒支持者 ! 教

堂牧师 , 甚至是禁酒局的官员 , 对禁酒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感到 良心不安 , 他们开

始放弃了这项不得人心的事业 , 理智地思考解决办法 , 最后转向了支持废除禁酒

修正案和立法 , 还公正和秩序于民 "

随着废禁形势的发展 , 禁酒组织中的 / 背叛者 0 人数俱增 , 他们不得承认 ,

禁酒实践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 继续执行禁酒只是徒劳 " 很多政府官员和社会工

作者明确提出反对禁酒 , 他们开始对禁酒给予很高的期望 , 希望整个社会能从中

受益 , 然而 , 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 " 早在 1926 年 , 纽约市的缓刑监督官埃德温.考

斯利 (Edwi n Cos ley ) 在废禁出版宣传材料中这样写道: / 起初 , 我坚信禁酒会

给社会带来好处 , 因为多年来我看到许许多多的家庭被酒馆所破坏 0 " 然而 , 自

进行 / 神圣试验 0 以来 , 他所接触到的是社会的酒类消费有增无减 , 儿童饮酒者

¹º
N ew 丫b rk 下m es , o etob er 2 9 , 19 32 , P .5 .

Jefl七rs on C h as e , / Th e Sab in es R力vi sh the Sen at o rs , , , ! 乞nity F air, P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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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 " 面对禁酒带来的这些触目惊心的景象 , 考斯利放弃了先前的想法 " ¹ 和考

斯利一样 , 蔡斯. 霍伊特 (Chas e Hoy t) 是一名儿童法庭的法官 , 后来他转而支

持废禁运动 , 多年的法庭工作使他相信 , 禁酒只能增加儿童犯罪 , 导致城市儿童

被家长忽略的悲惨处境 " 布鲁克林区的民事法庭法官珍妮特.布雷尔 (Jea nn et te

Br ill) 解释说 , 她之所以支持修改沃尔斯特德立法 , 是因为她在法庭上看到 ,

禁酒确实带来了太多的负面影响 , 继续禁酒将不会有任何好处 " º
曾经对禁酒运动给予了大力支持的城市牧师和教会团体 , 也开始也加入了反

禁酒运动 " 1928 年 , 教会戒酒协会公布了一项内部成员的民意调查 , 结果显示 ,

只有 28 %的成员认为他们所在的教区的禁酒是成功的 " 报告反映 , 在过去 10 年

当中 , 接受测验的许多宗教领导人是禁酒运动的推动者 , 而在这次调查的回信中

只写了 / 没什么可说的 0 , 其中还有一些人毫不隐讳地表示反对禁酒 " 总共接受

民意测验的2000 名领导人中 , 14 00 名支持对沃尔斯特德禁酒令进行修正 " 最不

可思议的是 , 禁酒局的官员们竟然站出来反对第十八条宪法修正案 , 理由是 , 多

年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 , 禁酒立法及实践必须废除 " 林肯C.安德鲁 (Li nc ol n C

An dr ew s) 将军是美国财政部的助理大臣 , 专门负责监督禁酒执法工作 " 早在 1926

年 , 他就向国会作证说 , 按照目前的方式执行禁酒立法很不可取 " 他提出让啤酒

生产与销售合法化建议 " 毛利斯. 坎贝尔 (Mau ri ce Campboll) 是禁酒局委派到

纽约市的禁酒官员 , 因其在禁酒执法过程中行为过于强硬 , 并善于进行突然袭击 ,

在纽约市臭名昭著 " 这位铁腕禁酒领导人后来也自认失败 , 于 1931 年悄无声息

地离开了禁酒局 " 他后来抨击禁酒局原来的上司 , 并嘲笑 ASL 是一个 / 藏污纳垢

的组织 0 , 说该组织不光彩地利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 , 推行禁酒 " 在之后

的两年里 , 坎贝尔全力以赴 , 经营 5 废禁 6 杂志 , 致力于废禁事业 " »
从禁酒主义者转变成废禁主义者的人群当中 , 最引人注目人物是曾任美国总

检察 长 并负责禁 酒执行 工作 的助 理梅布尔 W.威 尔布雷特 ( Ma bel w.

暇11ebr and t) " 1928 年的总统大选中 , 她曾强有力地反对湿派总统候选人史密

斯 " 1930 年 , 她离开美国司法部 , 成为一名自由律师 , 并接受一个最大司法辩

护案 , 这个客户就是加利福尼亚葡萄种植集团公司 " 此举让禁酒组织大吃一惊 "

¹ N Y P L, S喊 al Sci en ce R eS G山e h C ound lPa详0 , B ox Z , Folder 4, Th e Peri sco pe , Ju ly 1926 , pp .8一9.
º C onnn ittee ofF o.rteen Pal珍口, B ox 83, Folder / Pro hibi tion 0 .» N ew ! brk 肠mes , N ov曰m b叮2 , 1931,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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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解释说 , 她本人依然支持禁酒 , 而这次辩护只是帮助自己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

的合法行业渡过难关 " 对禁酒组织造成更大打击的是工业大亨小约翰 D.洛克菲

勒 " 他和父亲一样 , 都是忠实的禁酒主义者 , 自1920 年以来 , 该家族陆续向ASL

捐款达 35 万美元 " 然而 , 1932 年他给尼古拉斯.默里. 巴特勒 (Ni chol as Murray

Butler) 的信中说 , 他正准备打算放弃支持禁酒修正案 " 他解释说 , 禁酒的负面

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它所带来的好处 , 他发现 / 酒类消费量有增无减 , 地下酒馆

基本上替代了过去的酒馆 , 而且是过去酒馆的两到三倍 , , , 违法者难以计数 ,

禁酒执法耗掉了巨大的资金 0 " ¹
萨宾的贡献在于她成功地发动了一场各阶层妇女参与的废禁运动 " 自 1919

年以来 , 没有人能够将不同地区的人组织起来 , 给废禁运动以强大的支持 , 使其

能够与 ASL ! WCT U 以及其他禁酒组织的相抗衡 " 废禁运动的领导人纽约州州长奥

尔. 史密斯对禁酒形成了巨大威胁 , 但是他没有能够使其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联

盟 , 而萨宾做到了 " 1930 年国会中期换届选举中 , WON PR 在全国的影响得到了验

证 " 当统计投票结果时 , 共和党内的干派因胡佛总统在危急中的糟糕表现遭到重

创 , 在众参两院失去了很多席位 " 5 费城记录 6 杂志这样评价说: / 1930 年的选

举日是 (禁酒运动的) 转折点 0 " 显然 , 民众拒绝给共和党投票 , 经济危机是一

个重要原因 , 但是 , 禁酒问题依然是禁选中的核心问题 " 5 纽约电讯报 6 评论说 ,

193 0 年的两件重大事件是 / 饥饿和饥渴 , , , 人们渴望食物 ! 工作和安全 , , ,

他们并不是渴望奢侈的酒精饮料 , 而是拥有喝酒的权利 0 " º在 woNPR 的支持下 ,

所有支持废禁运动的候选人在禁选中捞到了好处 " 民主党中的湿派候选人在俄亥

俄和堪萨斯击败了共和党干派 , 而这两个州向来以支持禁酒出名 " 在这次中期选

举中 , 民主党在众议院中获得了 53 个席位 , 参议院中 8 个 " »1930 年的大选之

后 , 废禁运动的发展一路高歌 , 似乎萨宾和 WONPR 找到了如何应对禁酒组织的秘

诀 " 湿派再也不认为废除禁酒立法是一种奢望 , 他们从过去的认为废禁是一件不

可能的办到的事 , 转而乐观地认为废禁不可避免 "

奥尔. 史密斯和萨宾对废禁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在他们的努力之

下 , 废禁组织由小变大 , 由弱变强 , 从一个涣散的组织变成了一个有凝聚力的

¹ H ohn er. pro hi bition an d p olities, p.284
º Iri sh W brld , N ovem ber 15 , 1930 , p.29.» L itera ry D igest, / Th e D em ocr ati e L an dslide, 0 N overn ber 15, 1930 , p.9.



美国禁酒运动的历史研究

团体 , 让废禁运动由纽约扩展到全国 , 对第十八条修正案形成巨大挑战 " 史密

斯虽然没有能够借助废禁的社会基础 , 把 自己送到白宫 , 但是在他的努力下 ,

两党在禁酒问题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 , 使废禁问题成为一个政党必须面对

的政治问题 , 共和党从此被加上了禁酒的标识 , 而民主党与废禁运动连在了一

起 " 其意义在于 , 在后来的选举中 , 民主党赢得了广大渴望废除禁酒的人士 ,

最终让禁酒修正案寿终正寝 " 作为史密斯的后继者 , 萨宾的做法截然不同 , 在

废禁问题上 , 她比史密斯走得更远 " 她咄咄逼人的做法使政客们在不得不在干 !

湿之间做出选择 " 在废禁问题上 , 她吸取历史经验教训 , 采取了新的策略 , 注

入了新的活力 " 他们两人将废禁运动纳入政治轨道 , 让美国人明白 , 要废除不

得人心的禁酒实践 , 光靠文化的反叛是不能办到的 , 必须借助政治力量才能达

到目的 " 到目前为止 , 废除禁酒联盟已经形成 , 社会影响如日中天 , 他们要做

的就是挑选一位能担当此任的总统候选人 , 在 1932 年的总统大选中赢得胜利 ,

乘胜追击 , 赢得废禁运动的胜利 "

三 ! 罗斯福与第21 条宪法修正案的出台

1929 年 , 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 , 失业成为社会的头号大敌 " 全国共有 1000

多万人失业 , 失业率高达 20% , 在一些大城市 , 这一比例达到了 50% , 有 1, 200

万人被迫离开家园 " 就业者当中 , 许多人每天只能工作半天 " 股票市场的总价

由危机前的 870 亿美元跌到 19 0 亿 , 2000 多家银行关门停业 " 据报道 , 纽约市

有 2 万名小学生营养不良, 到处是排队领面包和慈善粥的长龙 " 中央公园变成

了 / 胡佛村 0 , 到处是硬纸壳和报纸达成的零时住所 , 人们把衣兜外翻叫做 / 胡

佛旗 0 , 饥寒交迫的人们只有靠取笑胡佛来给他们绝望的生活添点笑料 " ¹ 到

1932 年春季 , 经济危机已经走过了三个年头 , 解决危机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

主要 问题 "

1932 年秋季的总统大选 , 将是对胡佛总统工作做出最后的评判 " 但是 20 年

代经济的表面繁荣使胡佛总统坚信 , 美国的经济政策是正确的 , 因此他不愿意改

¹ N ath an M ili er, N ew 叭勺rld C侧m lng:Tbe 192 0s an d th e M ak ing of M od " , A m eri ca. N ew ! brk :scri bn er, Zoo 3,
pp .3 75 一3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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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己有的经济政策 , 以应对 30 年代初的残酷现实 " 不可否认 , 危机影响了胡佛

在人们心中的位置 , 但他在禁酒问题上的错误立场 , 同样起到了巨大的负面作用 "

有的观察家甚至认为 , 禁酒问题对胡佛的影响超过了危机对他的影响 " 这是因为 ,

禁酒之争困扰了美国人达很长时间 , 他们对禁酒的发生和发展了如指掌 , 对它所

带来社会问题更加关切 , 禁酒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 " 而对于规模空前的经济

危机 , 很多人只是充满恐惧和茫然 , 对其发生的原因还是迷惑不解 , 更不知道如

何摆脱 " 但不论如何 , 这两件事成为 1932 年总统大选时考验胡佛能否继任的关

键 " 它们虽然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 , 却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在危急时刻 , 胡

佛总统不善于应对突发事件 , 对民众的呼声置若周闻 " 尤其在禁酒问题上 , 他不

理不睬 , 这让民众相信 , 胡佛不愿意作出任何努力来解决全国的经济危机 " 在应

对危机上 , 胡佛虽然也出台了很多应对措施 , 但都已经于事无补了 " 1932 年的

总统大选对胡佛是一大考验 , 这关系到是让听从于道德改革的干派政府来继续治

理美国 , 还是推举一个能顺应民意的新总统 , 采取有效措施 , 遏制危机的继续发

展 , 终止已经失败了的 / 神圣试验 0 "

1928 年之前 , 民主共和两党都能在总统大选中成功地避开敏感的禁酒问

题 , 但到了 1928 年以后 , 禁酒的社会危害已经没有人能够忽视 , 它已经成为全

国的头等大事 " 因此 , 在本次总统大选中 , 两党已经在废禁问题上径渭分明 ,

民主党将废除禁酒写进了党纲 " 1932 年 6 月 27 日, 民主党在芝加哥召开了全

国大会 , 2400 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 民主党成员达成共识 , 他们纽约和其他大

城市的反对禁酒运动浪潮己经传递了一个信号 , 即第十八条修正案已经不合时

宜了 , 联邦政府必须要采取果断措施 , 终止这一不得人心的立法 " 来自肯塔基

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奥本. 巴克利 (Al ben Bar kl ey ) 在大会发了言 , 提出了民主

党今后的工作 目标 , 并明确 了重新夺回白宫的决心 " 他呼吁降低关税 , 给农场

主提供经济补贴 , 要求政府救济数以万计的失业者 " 当谈到禁酒问题时 , 巴克

利直截了当地说 , 他本人和民主党全体义无反顾地支持废除第十八条修正案和

禁酒立法 " 他的发言博得了会场狂热掌声 " 两天之后 , 民主党对奥尔. 史密斯

起草的支持废禁党纲举行了投票 " 上面清晰地写道 : / 我们支持废除禁酒修正

案 0 " 并要求国会 向各州议会尽快递交一份新的废禁修正案 , 修改沃尔斯特德禁

酒立法 , 啤酒生产和销售合法化 " 当内布拉斯加参议员向代表宣读党纲后 ,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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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欢呼持续了20 分钟 " 恢复平静后 , 该党纲以较大的优势获得通过 , 只有佐

治亚和密西西比两州表示反对 " ¹这一结果说明 , 支持禁酒的南方各州态度发生

了 180度大转变 "

与民主党相比, 共和党的做法让人吃惊 " 共和党全国大会比民主党早召开两

周 " 在废禁问题上 , 党内产生严重分歧 " 共和党湿派代表 ,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

古拉斯. 默里. 巴特勒试图将废禁条款写进党纲 , 他担心 , 如果共和党在禁酒问

题上不转变态度 , 他们必定会将白宫拱手相让给民主党 " 但巴特勒和其他湿派人

物的影响不足以与胡佛和共和党内根深蒂固的禁酒势力相抗衡 " 老大党拒绝了巴

特勒的建议 , 最后达成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 建议在禁酒问题上举行全国公决 , 如

果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州同意废禁 , 那么就允许各州根据本州的情况 , 自行管

理酒类饮料 " 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决定 , 等于说 , 共和党还是有可能继续执行禁

酒政策 , 此举激怒了共和党中的湿派 " 政治观察家耻笑说 , 这是美国总统竞选活

动以来最含糊其辞和充满歧义的范例 " 更为严重的是 , 它没有利用废禁这个机会 ,

提升共和党处理危机不力的疲软形象 , 让己经绝望的美国人看到一丝希望 , 它又

一次失去了赢得民众支持的最佳良机 , 成为共和党退出白宫的转折点 " 5 美国月

刊 6 杂志的评价是: / 共和党在紧要关头不能挺身而出 , 支持废禁运动 , 它从此

错失良机 , 没能将罩在人们心头的危机迷雾揭去 0 " º共和党在此问题上的骑墙策

略 , 最终让自己戴上了支持禁酒的标识 , 胡佛成为了干派总统侯选人 "

民主党上下对入主白宫十分乐观 , 这主要是因为胡佛在处理危机时反应迟

钝 , 在禁酒问题上选择不明智 , 但这不等于说民主党已经稳操胜券 " 因为他们还

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总统候选人与胡佛竞争 " 在民主党会议上 , 纽约州长奥尔.

史密斯的继任者富兰克林 D. 罗斯福因赢得了多数成员的支持而进入候选者名

单 , 但他依然没能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票 , 很多人对他作为候选人的能力提

出了质疑 " 总之 , 他并不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最佳人选 " 不过 , 后来的事实证

明 , 无论对民主党还是美国 , 罗斯福是一个更具反应能力和做事果敢的总统 , 他

的政策更加贴近民众 , 与之相比 , 胡佛显然逊色多了 " 但起初 , 罗斯福的当选经

历并没有那么顺利 "

¹ 形ch ard o恤lall an. Th e M an 认飞0.. , , Th e Sto口of th e 193 2 D " 叮OCra tic C on ven ti叭 N ew 丫brk :压al P找绍s.
19 71 , pp .9 3一94 .

º M al石n L Fau so l氏T五e pres i山瀚卿of H改伙叭C .H oo ver, LaMlt e nce:Un ivm ity P~ of K an saS , 19 85 , p ,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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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纽约州州长期间 , 罗斯福大胆启动救济贩灾计划 , 收到奇效 , 名声大噪 ,

但保守的民主党人认为他的经济政策太过极端 " 另外 , 在民主党内 , 许多人都是

奥尔.史密斯的忠实者 , 他们认为 , 罗斯福的很多做法缺乏对党的忠诚 " 比如 ,

他对纽约市政厅的坦幕尼机构充满敌意 , 他与前任史密斯的关系紧张 , 他所领导

的反贪污调查 , 最终让受人欢迎的纽约市长詹姆斯 J. 沃克 (Jame s. J.wal ker )

辞职 " 这一系列的做法都使他在党内的威信大打折扣 " 1932 年 , 史密斯告诉一

位同事说: / 你知道吗 , 自从他 (罗斯福 ) 任州长以来 , 他就连一点点小事也没

有向我咨询过 ? , , 他忽略了我 !.. 给许多民主党人的印象是 , 罗斯福是一个不

值得信任的 ! 不愿意与民主党成员合作的精英人物 " ¹在很多人看来 , 罗斯福的

性格是他政治前途的最大问题 " 许多批评家把他描写成缺乏对别人信任的没有主

见的领导 " 5 国家 6 杂志的编辑奥斯瓦德. 加里森. 维拉德 (osw al d Gar ri so n

Villard) 对罗斯福的评价是: / 目前 , 在很多大事上 , 我们弄不清楚他到底站在

哪一边 0 " 5 哈伯斯 6 杂志的社论说 , 在政治问题上罗斯福总是优柔寡断 , 摇摆不

定 " 5 危机 6 的一篇社论认为他是一个两面三刀的州长: / 禁酒? 他既禁又不禁;

国联? 他既支持又反对; 政府有限权利? 同意又不同意; 提高关税? 是又不是 0

与胡佛的迟缓反应相比 , 罗斯福似乎也难以让人信赖 " º
在禁酒问题上也一样 " 民主党认为 , 废除禁酒是 1932 年总统大选中的核心

问题 , 而罗斯福在此问题上依然采取骑墙姿态 " 在民主党全国会议召开的前几个

月 , 民意调查显示 , 全国超过 73 %的民众 , 46 各州都支持对禁酒立法进行修正 ,

或者干脆废除第十八条修正案 " 会议召开前的两周 , 5 时报 6 报道说 , 除了北卡

和堪萨斯之外 , 废禁情绪已经席卷了各州 " 危机中期 , 5 读者文摘 6 公布了民意

测验结果 , 说大多数接受测验的美国人认为 , 禁酒问题是困扰美国的最大问题 ,

排在失业问题的前面 " 即便如此 , 在 5 个提名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当中 , 只有罗

斯福公开拒绝承认他支持废除禁酒 " »
事实上 , 罗斯福在禁酒问题上不轻易表态是出于政治的考虑 , 而且由来已久 "

他本人虽然非常喜欢喝马提尼酒 , 但在此前的整个政治生涯中 , 他一直回避禁酒

¹ Ro bert A. sl ayt on , E m pire Stat es m an :Th e 几se an d R ed o nption of Al s而th .N ew yo rk: Th e Free Pres s, 200 1,
pp .37 0一3 7 1º Th e C ri sis, M are h 1932, p.32.» L iterary D igest , A pri l30 , 1932 ,即.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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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他担心在这个问题上采取鲜明的立场还会失去干湿两派的支持者 " 1920

年 , 他以副总统的身份 , 与州长詹姆斯 M.考克斯 (Jaln es M. Cox ) 搭档 , 参与

总统竞选 , 为了与考克斯折中 , 他扮演了一个温和的干派形象 " 1923 年 , 在纽

约州议会任职期间 , 他就规劝史密斯不要废除严格的马伦一盖奇禁酒法案 , 建议

他采取回旋立场 , 让州有限地参与禁酒执法工作 " 在此期间 , 为了安抚纽约的湿

派 , 他建议禁酒执法工作不要过于严格 " 在 1928 年的州长竞选中 , 为了不让干

湿两派远离自己 , 他只字不提禁酒问题 " 担任州长期间 , 他一直摇摆于支持禁酒

和支持废禁之间 , 最终采取哪个立场 , 都要取决于政治 " 193 0 年为了连任州长 ,

他故计重施 " 虽然他的竞选口号是表面上是 / 要面包 , 不要酒 0 , 但背后他还是

暗暗地支持废禁主义者 " 总之一句话 , 要知道罗斯福到底站在哪一边 , 就要看问

话的人是干派还是湿派 " ¹
在禁酒问题上 , 罗斯福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只能一时奏效 , 随着废禁形势的发

展 , 该做法招来了民主党铁腕领导人史密斯 ! 约翰. 拉斯考伯的极大不满 " 他们

将民主党的前途压在了废禁运动的成败上 , 罗斯福的做法显然与他们的既定政策

相去甚远 , 于是决定强迫罗斯福在此问题上与党内的其他人统一思想 " 而罗斯福

依然不予理睬 , 坚持将禁酒修正案重新交给各州再度审议 " 这样 , 他就与民主党

多数的距离越来越远 , 要获得党内提名难度越来越大 " 此时 , 史密斯决心在最后

时刻阻止罗斯福获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 " 他的做法是不让罗斯福获得超过

三分之二的多数票 " 而罗斯福的支持者坚持 , 只要获得多数票即可当选 , 理由是

安德鲁.杰克逊时代遗留下的三分之二多数当选的做法已经过时 " 他们明白 , 罗

斯福获得多数票有把握 , 但是要获得传统规定的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困难很大 " 三

分之二原则之争不但没有给罗斯福带来好处 , 相反 , 它让党内的大多数人相信 ,

罗斯福及其支持者想通过违反常规的做法 , 骗得候选人提名 " 罗斯福看到没有任

何回旋余地之后 , 他当机立断地 , 在史密斯就禁酒问题向大会作演讲前的 15 分

钟 , 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 表示将不遗余力地支持民主党支持废禁的党纲 " 然

而 , 在前两轮的投票中 , 罗斯福一直排名垫底 " 眼看提名要泡汤 , 罗斯福与加利

福尼亚的威廉. 伦道夫. 哈特 (Wili aln Ran do1 Ph Hea rt ) 通电话 , 最后达成了

一个协议 , 让众议员约翰. 南希. 加纳 (John Nan ce Gar ne r) 退出候选人提名

¹ C onr ad Bl ac长F门吐目in De lano 凡沁sevelt:ch 别旧pion of F拍团om .N ew 丫brk :Pub lic 月肠irs , 20 03 , P2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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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逐 , 作为交换 , 哈特安排加纳与罗斯福搭档 , 竞争副总统提名 " 加纳将总统

候选人的选票全部给了罗斯福 , 他轻松地得到了三分之二的多数 , 获得总统候选

人提名 " 虽然史密斯在最后一轮获得 94 票中的 64 票 , 但依然无力回天 , 他拦阻

罗斯福的计划告吹 , 也因此告别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 ¹
即使获得了总统候选人提名 , 媒体和批评家对罗斯福的评价也不高 , 甚至毫

无信心和兴奋可言 " 在回顾了民主党会议的整个过程后 , 5 国家 6 杂志的编辑维

拉德说 , 罗斯福不是一个 / 令人满意的 0 候选人 " 我们看不出 / 他有领导人的气

质 0 , 也没有证据显示 / 他能够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 , 担当此任 " 0 支持史密斯的

报纸哀叹说 / 从罗斯福身上 , 我们看到了另一个胡佛 0 º"5哈伯斯 6 杂志对两位

候选人进行了对比 , 说 / 胡佛和罗斯福一样 , 都提不起人们的兴趣 0 " H.L.门肯

对民主党会议的进程进行了近距离观察 , 发现 / 没有人真的喜欢罗斯福 , 没人能

真正地信任他 , 即便是要好的朋友 0 , / 多数人支持罗斯福是因为他们反对奥尔.

史密斯 " 0 民主党虽然确定了总统候选人 , 但罗斯福的当选使他们的兴奋感一扫

而光 " 看到如此冷淡的反应 , 维拉德感慨地说: / 我从未见到一个总统候选人如

此平淡地获得提名 0 " »
14 年的禁酒给美国社会造成了巨大伤害 , 久积的民怨如此的强烈 , 它吸

引了美国人的全部注意力 , 反倒对经济危机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 罗斯福当选

候选人却遭遇冷淡说明 , 他没有在禁酒问题上做出让民主党全体成员信服的事

情 " 只有他以实际行动继承废禁事业 , 才能消除人们对他的疑问 " 民主党只关

注废除禁酒问题 , 对于经济危机反倒没有提出明确的应对措施 , 这使得一些知

识分子和政客们极为担忧 " 很多人甚至不理解两党为何要在废禁问题不依不

饶 " 对于两党在危机问题上的忽视 , 哲学家和教育改革家约翰.杜威感到吃惊 ,

他抱怨说: / 我们 目前处在自内战以来最大的一场经济危机之中 , 而民主共和

两党唯一想做的就是在禁酒上争吵不休 0 " 他认为 , 禁酒 问题远没有经济危机

那样值得给予更多的关注 " 随着 1932 年大选的临近 , 很多关注政治的人像他

一样 , 希望废禁的热情有所退却 , 让经济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首要问题 " 罗

¹ slayt on , 肋 pire states m an , pp.371一373
º Th e N ati on.Ju lv 13 , 1932 , 加 .22 , 27.
(3) N e w ! ro rk tlm es , Ju lV2 . 193 2 , 伸 .1,4 ; rlh e N ation , Ju ly, lj , l , jz , pp #艺艺;且arP er 一s , U cto Der l , " - , P # oJ I; n # L #

M en cken , Th e M ak in g a P res iden t, N ew 丫ro rk: Ai 廿ed A . K n oP t, l , j z , P # luo ; 为 cli ar G U . 七 " n no r, Ine r lrst

H u川ah :A Biogra Phy of Al fr ed E.Sm ith , N ew yo rk :G P. Pu tn am , s son , 1970 , pp .2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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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福的忠实者感到 , 过多地强调废禁是短视行为 , 他们在非正式场合重新打出

了罗斯福 1930 年竟选时的 / 要面包 , 不要酒 0 的标语 " 一位罗斯福的支持者

讥笑史密斯 ! 拉斯考伯等湿派的提议 , 并评价说 , 千百万人渴望获得食物 , 拉

斯考伯却给了他们酒水饮料 " ¹
罗斯福一直认为 , 禁酒问题不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 " 他声名鹊起的主要原因

归功于在纽约做州长期间应对危机的经济政策 " 显然 , 他依然希望打经济问题这

张牌 , 获得提名 " 但他不得不承认 , 民众的注意力和情绪全部放在了禁酒问题上 "

7 1肯在 5 美国信使 6 杂志上这样写道: / 不可否认 , 禁酒问题比无形的经济问题

更受社会的关注 , 它似乎更重要 " 稍加思索 , 人们就会意识到 , 胡佛和罗斯福都

不可能有任何灵丹妙药阻止这场危机 , 危机不会因人的意志而改变 , 不过它迟早

要结束 " 0 正因为如此 , 饱受危机煎熬的美国人似乎明白 , 危机让他们失去的太

多 , 因此他们不想让禁酒这个时代的错误延续 , 不想再次失去他们弥足珍贵的个

人自由 " 他们更渴望历时已久且气数已尽的禁酒实验赶快消失 , 让这场扎根于维

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改革寿终正寝 " 如门肯所言 , 选民们不认为政治手段能解决危

机 , 他们只要求两位总统候选人在禁酒问题上做得更多一些 " 在这一点上 , 罗斯

福比胡佛高明得多 " 面对禁酒问题 , 他一直小心谨慎 , 不轻易发表 自己的观点 ,

但是当他对事态有了一个明确的判断和把握之后 , 他能够果断地顺应民意 " 从这

个层面上讲 , 与其说胡佛败在了处理经济危机不果不力上 , 还不如说他败在对禁

酒问题反应的迟缓上 " 这并不等于说 , 罗斯福为了禁酒而彻底放弃了经济改革 "

事实证明 , 他后来成为了美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位最伟大的经济改革家 " 但在

1932 年的大选中 , 他的选择最终代表了美国人对过去家长式道德改革的批判 ,

是对禁酒运动的唾弃 " 罗斯福以更加敏感 ! 更加灵活的方式进行改革 " 这说明 ,

政府要体贴民意 , 关注民生 , 方法是多样的 "

1932 年 , 罗斯福暂时将他的经济改革放在一边 , 他接过了史密斯的废禁大

旗 , 赢得了湿派政治联盟的支持 " 之后 , 罗斯福乘坐飞机 , 到芝加哥接受民主党

总统候选人提名 , 会上 , 他发表了一个精彩的演讲 " 他宣誓要 / 将美国归还给美

国人民 0 , 第一次提出了 / 为美国人民实施新政 0 的经济计划 " 为了讨好湿派支

¹ M ath .即为成, hso n an d H二 血为s印hson , 川 sm i小:H ero of出e e i6es , s os to n:H ough ton M im in, 1969 , p.57:
L iter山了压 g es 气儿ly g , 19 32 , PP .4一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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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者 , 他将废禁放到了很高的位置 " 他告诉与会代表 , / 本次大会支持废禁 , 总

统候选人支持废禁 , 我坚信美国人民支持废禁 " , , 从今天起 , 禁酒修正案将注

定被废除! 0 他的演说受到了极热烈的欢迎 , 支持他的是众志成城的民主党以及

全美国的民众 , 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 " 5 哈伯斯 6 对大会的评价是 , 在这里 / 废

禁的洪流开始涌动 , 它如同汹涌的波涛 , 不可遏止 0 " ¹
在全国大选中 , 罗斯福 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总统职位 " 他获得了 2300 万选

票 , 而胡佛只有 1600 万 " 选举的结果印证了罗斯福在芝加哥民主党大会上的讲

话 , 美国人民希望废除禁酒 , 第十八条修正案必将废除 " 可以说 , 在 1932 年的

大选中 , 仅经济危机一件事就足以把胡佛挡在白宫之外 , 加之他在禁酒问题上的

不明智选择 , 他的失败在所难免 " 而罗斯福不仅能抓住民众渴望废除禁酒的心态

不放 , 并向他们承诺 , 他要让美国的经济复苏 , 要聆听公民的呼声 , 让人们免除

禁酒的困扰 , 确保政府不干预美国人自由生活的权利 " 在纽约 , 罗斯福赢得了选

票的 66 % " 5 阿姆斯特丹新闻 6 说 , 罗斯福的当选传递了两个信号: / 美国人盼望

联邦行政部门权力交接 , , 他们还渴望有合法的啤酒喝 0 " 纽约东区的一名居民

说 , 他之所以投票支持罗斯福 , 是因为 / 我们的报纸上和社区的领导人都说 , 罗

斯福会把我们带出困境 , 过上好日子 0 , / 他要废除禁酒令 0 , / 废禁是他们党的纲

领 , 我想 , 这就是我们大伙投票支持他的原因 0 " º
罗斯福的当选结束了这场已经失败了的 / 神圣试验 0 , 同时 , 也结束了干派长

达 30 年的禁酒努力 " 5 纽约先驱者报 6 评论说: / 不管民主党势如破竹般的胜利意

味着什么 , , , 有一件事显而易见 , 它要求国会修正沃尔斯特德禁酒立法 , 以及

通过一项干脆废除第十八条修正案的决议 " 0 5 综艺 6 杂志对此表示赞同, 说选举

的结果是 / 啤酒 , 宴会和斯比克斯 (这里指地下酒馆) 0 " 5 美国月刊 6 声称 , 美国

人投票支持罗斯福 , 一半是为了解决危机 , 一半是 / 为了废除禁酒令 0 " 尽管之前

罗斯福在禁酒问题上摇摆不定 , 美国人还是认可了这位湿派总统 , 很多政治家和

观察家把罗斯福的胜利和啤酒的合法化看成是美国走出危机的希望所在 " »
1933 年 3 月 4 日 , 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 " 他对公众要求新总统展示崭新

¹ N ew 丫brk 五m es , Ju ly 3, p.l:H帅 er .s, û 即st 1932 , pp.383.:Ou lah an , Th e M an w ho., , p.136º A lllster dam N ew s, N ovem ber g, 1932 , p.l:B lac k, Fran klin D el an o R oo sevelt, p250.» C份ce C .R oot, 认七m en an d R甲洛1:Th e Story of th e 从lo m en .5 0电an izat ion fo rN at ional prohibition R efo rm ,
N ew 丫b rk: H 田下er an d B roth efs , 19 34 , PP .ll4一1 15 :N ew y b rk H er ald Tri b ute , N o vem ber lg , 19 32 , P .8 ; ! 乞rie ty,
N ov em b 贫 1 5 , 193 2 , P .l :A m 州 ean M on th ly, D ec em b er 19 32 , 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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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风格作出了及时的回应 " 在他 巧分钟的就职演说中 , 他没有明确地提

到第十八条修正案 , 而只是谈论美国的经济危机 , 鼓励美国人振奋精神 " 他给

自己的执政风格定下了基调一 快速高效 " 他说 / 这个国家要求我们采取行动 ,

而且马上执行 0 , 从他后来的行动看出 , 这里包括处理禁酒问题 " 上任之后 ,

罗斯福收到了大量的公众来信 , 支持他废除禁酒立法 " 他不负众望 , 在不到

100 天的时间里给民众一个满意的答卷 , 并启动了第二十一条宪法修正案 , 第

十八条修正案的废除指日可待 " 一位德裔美国人给罗斯福发去了一份电报 , 请

求他尽快修改沃尔斯特的法案 , 并说: / 我们承诺将一直支持你 " 0 一位纽约居

民给罗斯福的信是这样写的: / 因为在最后一轮的投票中 , 你赢得了美国人民

对你的信任和信心 , 因此你要取缔第十八条修正案 " 0 约翰. 罗伯特写信鼓励

罗斯福说: / 自3 月 4 号以来 , 你的所作所为赢得了美国人的极大尊敬 " 你的

能力让国会把你看成是奇迹的源泉 " 0 他督促罗斯福总统为了美国的经济 , 必

须启动废除禁酒修正的程序 , 结束腐败和犯罪 , 恢复公民的个人 自由 " ¹ 罗斯

福遵守诺言 , 在废除禁酒和处理经济危机问题上采取了迅速行动 " 1933 年 3

月 13 日 , 他要求国会召开特别会议 , 立刻修改沃尔斯特德法案 , 使啤酒和葡

萄酒合法化 " 国会匆忙起草并通过了啤酒和葡萄酒收入法草案 " 3 月 22 日,

罗斯福签署了该法律草案 " 这是罗斯福上任后的头 100 天里第三大立法 , 前两

项分别为紧急银行法案和经济法 " 要废除第十八条修正案 , 就必须再起草一个

新的修正案来废除它 , 并要求各州议会审议通过 , 达到规定的四分之三即可有

效 " 国会在 2 月份就已经启动了这项工作 , 新的第二十一条修正案已经提交给

州议会审议 " 核心条款是 /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的第十八条修正案就此废除 0 "

在过去 , 要废除禁酒修正案连想都不敢想 , 现在却近在咫尺 "

1933 年 4 月 6 日下午 , 当收音机里传来了废除禁酒的消息时 , 多数美国

人几乎疯狂了 " 最激动的应当是德裔美国人 " 在历经了 14 年的禁酒之后 , 美

国人在当天午夜迎来了合法饮酒的时代 " 当午夜的点钟声敲响时 , 所有的酒吧

给顾客送上了免费啤酒 , 虽然啤酒的质量很差 , 货源紧缺 , 但丝毫没有影响人

们的饮酒兴致 " 很多的夜总会和中心城市酒吧举办了舞会 , 向顾客提供了来路

不明的酒水饮料 , 并向客人们保证这些都是 / 真货 0 " 大多数的市民要举行狂

¹ F older / Pro hib ition :A gainst 1933 #37 ,N 一 , 0 L 滋件fro m Joho M .R o恢叭to R oo seV el- A pril 10,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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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 , 庆祝这个历史时刻 , 必须要等到天亮 , 只有到那时 , 他们才能得到第一批

运来的合法啤酒 " 在曼哈顿的约克威尔 , 人们从第一批运来的啤酒中拿出两两

箱 , 送到了帝国大厦的奥尔.史密斯办公室 " 为了表达他们的敬意 , 远在圣路

易的人们也空运了两件百威啤酒 , 然后通过马拉车送到了史密斯的办公室 " 整

个早晨 , 当地的啤酒酿造商马不停蹄的将一车车啤酒运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 到

了中午时分 , 所有的啤酒供应全部脱销 , 人们挤满了所有能喝到酒的饭店 ! 食

堂 ! 酒吧 , 喝掉每一滴啤酒 " 在纽约第四大道著名的德国 Loc ho w 酒吧 , 普通

顾客 ! 警察局专员和社会名流都在那里开怀痛饮 , 将酒吧的酒一扫而光 , 然后

很不尽兴地离开了 " 巴尔的摩酒店的经理告诉记者: / 一点钟的时候 , 我看了

看餐厅 , 发现没有不喝酒的顾客 " 0

尽管这一天成了美国人的狂欢节 , 但狂欢者还是很有节制 " 警察局报告说 , 当

天没有一人因醉酒而逮捕 , 也没有酒后驾车的现象 " 城市各个医院中 , 酗酒者看护

病房只增加了6 个住院者 , 是当月中最低记录 " 两个月后 , 警方报告说 , 纽约因醉

酒而被逮捕的案件下降了 14% , 正好印证了当时的说法-一 取消禁酒令可以帮助人

们更好的戒酒 " 以纽约为例 , 啤酒业的合法化给纽约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 使这

个饱受危机打击的城市显示出了一丝活力 " 首先是酒吧行业 " 迫于顾客人数的猛增

的压力 , 德国的Loc ho w 酒吧召回了原来 35 名酒吧服务员和 20 名后厨 " 在鲁拍特

(R uppert . s) 酿酒厂 , 4 月 7 日一天当中就运送了25 万件瓶装啤酒和 1万 8 千

桶的桶装啤酒 , 它不得不雇佣 200 名长期工人和 100 名临时工 , 以保证市场供应的

畅通 " 在布鲁克林区 , 社区居民经常在当地的数家啤酒厂门口转悠 , 希望能被雇佣 ,

到工厂做搬运 ! 钉装啤酒的木箱 , 或者给啤酒上标签等零活 " 许多啤酒厂报告说 ,

他们的员工人数翻了一番 , 有的工厂还因为雇不到卡车运输司机而着急 " ¹
由于处理禁酒和经济危机上的果敢行为 , 罗斯福受到了美国民众的高度称

赞 " 上任不久 , 罗斯福就使啤酒生产销售合法化 , 第二十一条修正案在很多州获

得通过 , 而且前景一片光明 , 美国人梦想的事情 , 罗斯福总统替他们实现了 , 而

且比想象的快得多 , 人们因此把他与废除禁酒永久地连在了一起 " 表扬他的信件

和电报如雪片一般 , 从四面八方飞到了白宫的罗斯福办公室 " 当初不情愿参与禁

¹ N ew Ybrk 石m es , D ec eln ber 20 , 1932 , p.l.;A pril 7 , 1933 , pp.I, 2;A pri 1 8, 1933, 即.1, 2:N ew Yo rk Even ing
P o st , A P ri 1 7 , 193 3 , PP .l一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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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的总统 , 顷刻间变成了废禁的英雄 " 罗斯福的支持者对他的效率和果断感到吃

惊 " 一位纽约市民对罗斯福处理经济 ! 全国的银行危机以及废禁的做法给予了这

样的评价: / 你向那些怀疑你的人证明 , 你才是危难时期国家真正需要的那种领

导 " 0 还有人说 , 在纽约 , 上上下下的人都把总统的所作所为看成是最正确 ! 最

有人情味的行为 " 很多人都发现 , 罗斯福改变了政府的执政风格和气质 " 5 自由 6

杂志的专栏作家伯尔纳. 迈克范登 (Bernar r Mac Fad den) 无不感慨地说 , 伴随

着罗斯福入主白宫 , / 仅几天的功夫 , 看似神圣的禁酒立法就被废除 , 0 / 我们的

政府一夜之间就变得富有人情味了 0 " 随着新政的开始和禁酒运动的结束 , 美国

人与政府的关系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 ¹

图28 : 1933 年 12 月 5 日 5 每日镜报 6 头条新闻: 禁酒总算结束了

虱 只堪翼靶骥冥些于皿

p R O 川BI T IO N
EN 05 五T L肠 朴

资料来源:

egi .eb ay. eoln/ SM O K ED 一O N EY- SPEA K E A SY- FLA PPER- B O T TO M S.U卫一SH O T- G LA SS

全国的干派势力也发动了最后一次的攻势 , 希望能够保住禁酒的成果 " 他们

给罗斯福写信 , 规劝他废除禁酒令不是万能药 , 并争辩说 , 酒水的合法化只能诱

使更多的人喝酒 , 给家庭幸福造成危害 " WC TU 的领导人埃拉. 布尔以个人的名

义请求罗斯福 , 说 / 我们并不认为 , 政府从行恶者那里增加政府收入是一件妥帖

的事情 0 " 他们的请求得到了政府的热情答复 " 不过 , 干派的影响已今非昔比了 ,

¹ B em arr M acFad d即 , / 仆e N ew o司 15 H ere- 一G叱 B e P面s目!0 u bert y, AP ri一22 ,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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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再也不会对政府产生任何压力 " ¹
1933 年 12 月 5 日 5 时 32 分 , 犹他州成为第三十六个通过第二十一条修正

案的州 , 这就是说 , 超过三分之二的州支持该宪法修正案 " 按照规定 , 第二十一

条修正案成为了正式法律 , 第十八条修正案被正式取缔 " 当美国的执行国务卿威

廉.菲利普斯通过收音机 , 向全国宣布第二十一条修正案生效时 , 人们的喜悦之

情可想而知 " 勒尼德. 汉德 (Lear ned Han d) 法官这样写道: / 上帝啊 ! 我们终

于自由了 ! 自由了! 自由了! 自由了! 轻松愉快地谈论酒的感觉真好 ! 禁酒这个

字眼该诅咒 , 这段历史该诅咒 , 禁酒的始作俑者该诅咒 , 兴风作浪者该诅咒 , 策

划者该诅咒 , 拍马奉承者该诅咒 , 提议立法禁酒者该诅咒 , 支持者该诅咒 , 禁酒

执行者该诅咒 " 0 º 此时 , 人们的心态放松 , 如释重负 , 5 国家 6 杂志对此评述说 ,

/ 毫不夸张地说 , 禁酒是我们国家有史以来最愚蠢的一条立法 0 " »

小 结

1928 年的总统大选是美国禁酒运动史上的又一个重大事件 , 民主 ! 共和两

党中的湿派政治家第一次能够勇敢地站出来 , 表明他们在禁酒问题上的立场 , 打

破了禁酒 13 年以来政治上的沉闷气氛 , 反禁酒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 " 大选的结

果让干派如释重负 , 并使他们盲目地认为 , 史密斯的败北预示着湿派将从此退出

与干派的对抗 , 国会中的干派力量无人能够撼动 , 禁酒修正案及立法将成为美国

永久性的法律 " 可以说 , 20 年代美国经济表面的良好态势无疑帮助了胡佛在竟

选中胜出 , 而史密斯之所以失败 , 主要原因除了他过于强调禁酒带来的社会问题 ,

从而忽视了其他社会问题之外 , 他明确反对禁酒的立场招致了干派的报复 , 他们

就史密斯的天主教背景大做文章 , 让他在与胡佛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 然而 ,

干派组织并没有意识到 , 因为禁酒而带来的诸多社会 问题正在蚕食着禁酒的社会

基础 , 巨大的反禁酒浪潮正在暗流汹涌 " 屋漏又逢连夜雨 , 1929 年 , 美国爆发

¹ Fr.an klin D elan o Ro oseve lt Pape rs , R eC ord G roup o F 75 , Folders / proh ibition: In Fav or o f, 1933一7, -̂ I0 ;
/ Prohib ition:hi Favoro f, 1933一 , J一R. , ;C ongr es sionalR eC o喊 Sev en ty- th ird C on gr ess, Firs tSes sion , P.290.º G era ld G unth er, Leanled H an d:Th e M an an d th e Judge, N ew Yo rk :Al fr ed A .Kn 叩 1 1994 , p.3o6:Th e N ati on ,
D o " , n ber 12 , 19 32 , P .66 3

» Th e N ati on , D ecem b贫12 , 1932, p.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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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 而共和党面对危机的袭击 , 却表现得束手无策 "

美国民众对危机的困惑和绝望 , 对禁酒执法过程中的官商腐败 ! 暴力犯罪 ! 侵犯

人权等行为再也无法忍受 , 这为湿派废除禁酒提供了借口, 成为他们发动废禁的

巨大推动力 "

史密斯问鼎白宫虽遭失败 , 但他对废禁运动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 " 他第一次

将废除禁酒修正案题上了政治日程 , 自1919 年以来 , 禁酒问题又一次成为全国

性的政治问题 " 他将过去杂乱无章的反禁酒组织团结到一起 , 使其由小变大 , 由

弱变强 , 从一个涣散的民间组织变成了一个有凝聚力的政治势力 , 让废禁的浪潮

由纽约波及全国 , 最后对第十八条修正案形成致命一击 " 在他的努力下 , 民主 !

共和两党在禁酒问题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 , 共和党从此被贴上了禁酒的标

识 , 而民主党与废禁连在了一起 , 在以后的选举中 , 民主党从而赢得了广大渴望

废除禁酒的社会人士的支持 " 作为史密斯的后继者 , 萨宾的做法与史密斯有所不

同 " 在废禁问题上 , 她吸取历史经验教训 , 采取了新的策略 , 注入了新的活力 ,

比史密斯走得更远 " 她主张不与任何政党结盟 , 并坚持只要任何一位政治家支持

反禁酒运动 , 不论他属于哪个党 , 都能得到萨宾领导的 WONPR 的大力支持 , 这

对政治家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和牵制 " 她咄咄逼人的反禁酒游说使政客们在不得不

在干 ! 湿之间做出选择 " 总之 , 他们两人将废禁运动纳入政治轨道 , 让美国民众

明白, 要废除不得人心的禁酒实践 , 光靠文化的反叛是不能办到的 , 必须借助政

治力量才能达到目的 " 到 1932 年大选为止 , 废禁联盟已经形成 , 其社会影响如

日中天 , 禁酒修正案的废止将指日可待 "

1932 年 , 罗斯福暂时将他的经济改革放在一边 , 接过了史密斯的废禁大旗 ,

赢得了湿派政治联盟的支持 " 他比胡佛高明得多 " 面对敏感的禁酒问题 , 他一直

小心谨慎 , 不轻易发表自己的观点 , 甚至引来了史密斯等湿派领导人的强烈不满 ,

但当他对事态有了一个明确的判断和把握之后 , 他能够果断地顺应民意 " 1933

年 12 月 5 日5 时 32 分 , 犹他州成为第三十六个通过第二十一条修正案的州 , 这

样就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州支持该宪法修正案 , 第二十一条修正案成为了正式法

律 , 第十八条修正案被正式取缔 " 从某种意义上讲 , 与其说胡佛败在他处理经济

危机的不力上 , 还不如说他败在了对禁酒问题的反应迟缓上 " 罗斯福选择了废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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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代表了美国人对过去家长式道德改革的批判 , 是对禁酒运动的唾弃 " 他以更

加敏感 ! 更加灵活的方式进行禁酒改革 " 这说明 , 政府要体贴民意 , 关注民生 ,

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 在最后关头 , 是富兰克林. 罗斯福给禁酒运动划上句号 , 长

达一个多世纪的禁酒风波就这样戛然而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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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禁酒运动持续时间之长 , 影响面之广 , 在美国历史上是十分少见的 " 就时间

跨度来说 , 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开始萌芽 , 到 20 世纪初发展到顶峰 , 达百年

之久 " 即便是在禁酒令遭到废除以后 , 仍然有一些禁酒主义者在地方上开展零星

的 ! 间断的斗争 " 就影响范围而言 , 禁酒运动波及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 涵

盖了美国政治 ! 经济 ! 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 基本上每个地区 ! 每个人

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 禁酒运动的重要性在于 , 它正好发生在美国由传统农

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 , 各种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 , 因此是我们研究

同一时期美国社会其他矛盾的一个重要窗口 " 无论禁酒运动成功与否 , 我们都不

能忽视禁酒运动本身的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 "

表面上看 , 这似乎只是一场复兴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为主题的呼唤社会正

义 ! 铲除社会邪恶的乌托邦式的社会改良运动 , 具有美国式社会改革典型特征 "

它反映了美国人民勇于革除社会时弊 ! 追求社会公正与自由的性格与精神 , 以及

对社会问题进行自我调整的能力 " 从深层来看 , 这场运动反映了美国从农业社会

向工业社会转变时 , 社会各阶层的复杂心态 " 面对社会环境的剧变 , 他们不得不

重新调整心态 , 试图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 在这场传统与现代的历

史博弈当中 , 工业文明的核心 ) 现代城市文化最终异军突起 , 农业文明不得不

让位于现代工业和城市文明 , 由传统社会的主角成为新时代的配角 " 禁酒运动恰

好折射了社会转型时期各社会阶层的迷茫与不适 , 新旧社会价值观之间的碰撞与

融合 , 以及不同人对社会道德概念的困惑与再认识 "

禁酒是美国历史发展中的必然产物 , 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 它符合当时具体

的社会背景 , 绝非像理查德. 霍夫斯塔德所说的那样 , 禁酒运动是一场 / 虚假的

运动 0 ¹, 它也不是一场 / 悖理的运动 0 , 更不是 / 文明世界的笑柄 0 " º 禁酒运

动并非美国的特有现象 , 而是一个国际现象 " 在同一时期 , 英国 ! 加拿大 ! 北欧

¹ An 山re w Sinclair, Pro hibition , the E ra of Exces s: 钻 th an ln 如氏by 形ch ard H o伪ta dter, Faber & Fa卜式 19 62 ,

P .23 一3 1.º 徐杰. / 禁酒 0 和现代美国文明的兴起 , 5 复旦学报 6 (社会科学版 ), 1988 年 第 2 期 "



结 论

等国家也先后经历了禁酒运动 , 这说明禁酒是全世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 ! 改变不

满现状的一个共同心愿 , 不能把它简单地说成是落后的农村人口与拥有现代文明

的城市人口之间的对决 , 或者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一次对决 , 更不能说它

是一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不恰当的运动 "

禁酒运动的高潮出现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进步运动时期 , 其宗旨与进步

运动有很多重合点 " 我们不可以否认它的美好动机和进步性 " 因为禁酒的出发点

是铲除美国社会中的罪恶 , 消灭酗酒 , 政治腐败以及家庭暴力 " 然而 , 美国政府

的禁酒做法显得有些欠考虑 " 它想通过一纸立法条文 , 来规范个人的生活习惯 ,

以达到造福整个社会的想法 , 不免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 这种强硬地解决社

会问题的做法必然侵犯了个人的权利 , 与美国民主自由的政治传统相去甚远 , 注

定要遭到失败 " 不过可以肯定 , 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 30 年代的经济危机

的爆发 , 两个修正案就不能如此迅速地通过 " 前者加速了禁酒在全国范围的执行 ,

后者激化了禁酒的社会问题 , 从而加快了废除禁酒修正案的步伐 " 经济危机加剧

了美国的社会矛盾 , 为废除禁酒提供了借口和新的推动力 " 不然 , 反对禁酒的斗

争可能将会被延续下去 "

必须指出 , 美国妇女是禁酒运动的中流砒柱 , 同时也是废禁运动发起者 "

十九世纪初 , 美国妇女没有对自己收入的控制权 , 其财产和劳动所得全部归丈夫

所有 , 面对嗜酒如命的丈夫挥霍无度却无能为力 " 道德的规劝毕竟是软弱无力的 ,

妇女逐渐认识到要有效禁酒 , 其根本是改变自己所处的无权地位 " 在禁酒活动中 ,

妇女与男子的不平等也暴露无疑 " 在当时美国的公众集会中 , 如果有男子的参加 ,

就不允许女子发表讲话或演说 " 这一极其没有道理甚至奇怪的 / 约定俗成 0 引起

了妇女的极大不满 " 在日益扩展的禁酒运动中 , 妇女开始不满足于男性主导的社

会所赋予她们的角色 , 开始要求平等参与 , 要求公开发言权 , 甚至投票选举权 ,

女性独立的声音开始出现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门 ,

寻求经济独立 , 争取平等的社会地位 " 她们把吸烟 ! 饮酒看作是同男子一样男

女平等的一个标志 " 她们从美国传统道德的护卫者变成了新时代社会道德和价

值的塑造者 " 禁酒初期 , 禁酒运动是妇女参与社会改革 , 实现男女平等 , 争取

政治权力的最佳手段; 禁酒后期 , 妇女倒戈 , 呼吁废除禁酒 , 也是出于同样的

目的 , 却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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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酒运动对美国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 其中有两点十分明显 " 第一 , 它对美

国的司法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禁酒的失败就是法律的失败 , 是道德 ! 法律 !

风俗 ! 政府功能等因素在历史变化过程中合力的结果 " 法律和道德关系的问题一

直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 在殖民时代 , 法律的功能已经涵盖了道

德约束的功能 " 到 19 世纪 , 殖民时代的观点发生了重大改变 " 多数人认为 , 政

府不应该插手道德问题 , 道德问题应当由宗教 ! 教育以及其他社会机制来治理 "

美国传统中对联邦主义的敌意和对有限政府的青睐已经开始萌芽 " 人们认为 , 地

方社区可以用 自己的方式处理不道德行为 " 到了进步主义时期 , 美国社会就此问

题的理解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早期 " 社会开始接受法律可以处理道德问

题 " 当然 , 对在自由主义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来讲 , 这种转变对宪法和法律的影响

是巨大的 " 要接受这样一个积极政府的观念 , 就必须重新考虑宪法的功能 , 思考

联邦与各州的关系 " 饮酒在许多人看来是无罪的 , 纯粹是个人行为 , 而进步主义

者则认为 , 饮酒是一个社会问题 " 此时的价值体系把社会需要置于个人自由之上 ,

但还没有出现政府严重违犯个人权利的案例 , 人们还没有开始思考个人权利问

题 " 从立法角度看 , 民权主义者认为 , 当社会控制过于限制个人自由时 , 应该有

一定的法律加以弥补 " 20 世纪 20 年代 , 人们开始广泛思考联邦政府对个人权利

构成的危害 " 禁酒本身作为一项强制社会道德 , 完全不顾个人权利 , 在 20 世纪

20 年代也开始遭到质疑 " ¹
第二 , 禁酒运动培育了美国有组织犯罪集团 , 从此美国的黑社会势力发展壮

大 " 美国的黑社会由来已久 , 不过在 20 世纪之前 , 由于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 ,

黑社会靠打打杀杀挣不了多少钱 , 因此力量比较薄弱 , 规模不大 , 社会危害较小 "

禁酒时代的到来给他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 面对贩卖私酒的丰厚利润 , 他们

开始了冒险 " 他们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正好适合发展这种生意 " 于是 , 全国各

地的黑帮组织纷纷开办非法酒厂 , 生产 ! 运输 ! 销售成一条龙模式发展 , 利润如

潮水般涌来 " 高额的利润引来了更多挺而走险的组织加入 , 黑酒市场因此成为了

地下组织的天下 " 黑帮之间的商业纠纷不可能寻求正常的司法渠道来解决 , 因此

为了争夺地盘而大打出手的恶性火并事件时有发生 , 在弱肉强食的争斗中 , 一些

¹ Pau ll .M u中h% s喊 .回 M on习ity an d In di vi du al Fre ed om , 转引自Davi d E .K 州 9 ed ., 加琳 Al coh ol , 叨d
众 der, N ew 丫.o rk : C n沈幻w 以川 P n沼s, 19 88 , PP .7 1一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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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迅速发展壮大 , 财力雄厚 , 开始呼风唤雨 " 最典型的要数芝加哥黑帮卡彭集

团 " 黑帮为了长治久安 , 开始贿赂主管官员 , 左右选举结果 , 与官员沉靡一气 "

于是街道火并 ! 枪杀 ! 黑白结合成为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一个突出特点 , 它们后来

演变成了现今熟悉的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 "

2003 年 2 月 20 日, 美国加州葡萄酒协会在旧金山举办了一场庆祝禁酒令废

除 70 周年的招待酒会 " 宴会上 , 一些葡萄酒业人士聚集一堂 , 回顾了那段令人

难忘的禁酒历史 " 人们将葡萄酒和 白兰地放在中间掏空的小汽车里 , 或是装扮成

婴儿 , 用婴儿车偷运酒水 , 有人甚至将葡萄酒装入苏打瓶里 , 满足市场需求等等 "

总之 , 人们为了呈现当年禁酒的滑稽历史 , 可谓挖空心思 " 尽管禁酒令最终不可

避免地走向了失败 , 但这段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历史却对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 也引起了无数后人的反思 "

禁酒运动给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教训是深刻的 , 这说明政府通过立法和行政手

段规范社会道德问题的做法危险的 " 然而 , 新的社会问题 , 如同性恋合法化 ! 坠

胎 ! 枪支管制 ! 毒品管制 ! 通讯设备跟踪等问题将政府置于非常尴尬的处境 , 联

邦政府是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 , 保护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 还是从历史当中汲

取教训 , 尊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 放任不管? 诸多问题一直困扰着政府和美国民

众 " 美国的禁酒运动及其相关立法是一个典型的目标与手段脱节乃至对立的例

证 " 在社会事务领域 , 尤其在立法领域 , 事与愿违的现象经常发生 " 法令 ! 政策

声称想要达到的目的 , 和它们实际上达到的目的可能相差很远 , 甚至南辕北辙 "

想要避免这种现象 , 立法者和执政者就必须尊重人类社会发展和个体行为的规

律 " 如果不顾这些规律 , 一厢情愿地制定法令 ! 政策 , 并试图依靠强制和道德来

压制这些规律 , 不但不能达到立法的目的 , 反而只能让社会蒙受损失 " 此外还必

须认识到 , 帮助人们选择生活方式不应该是政府的工作目标 " 这些事是个人的事 ,

当由他们自己去处理 " 美国学者曾指出 , 政府有责任 ! 有权利禁止那些对于个人

没有益处的东西 " 有些东西 , 或者其本身就容易让人上瘾 , 或者由于消费者对其

危害性知之甚少 , 或者缺乏足够坚强的意志 , 或者容易被狡猾的商人欺骗 " 这类

消费活动 , 降低了生产效率 , 损害了社会环境 , 具有巨大的负面影响 , 因此 , 政

府必须替那些消费者做出选择 , 手段就是查禁 , 因为公众往往是盲 目的 , 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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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精英比公众更清楚 " ¹
禁酒运动结束以后 , 饮酒问题逐渐远离政治 " 学者们将酗酒列为疾病范畴 ,

这一观点洗清了酒业集团是造成酗酒者人数增多的罪魁祸首的罪责 , 开始认为酗

酒者应当为其行为负责 , 酒精依赖者应当受到社会的关注和治疗 , 此事与法律无

关 " 同时 , 研究人员检查酒精使用者的健康和医疗结果 , 关于酒精的讨论已经进

入到实验室 ! 科学杂志和教堂 , 从此远离联邦和地方议会 " 大萧条和二战扩大了

政府的职能和权力范围 , 但禁酒势力依然十分强大 , 它时刻提醒政府要限制权力 ,

以免重犯历史错误 " 而对于有些政治家来说 , 禁酒的历史不再有多大的参考价值 ,

道德立法不一定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陷阱 " 对于那些反对麻醉品立法和政府干预

烟草管制的人士看来 , 政府的行为和禁酒没有区别 , 他们依然用禁酒时期的愚蠢 !

无法执行的立法提醒政府 , 不要引起公众的抵制和对政府的不信任 "

近年来 , 饮酒又一次成为了公共政策争论的话题 , 需要政府出面干预 " 1947

年至 1960 年 , 全国法定饮酒人口的纯酒精消费平稳地保持在 2 加仑左右 , 到了

70 年代达到了禁酒前的2. 59 加仑 , 80 年代 2. 7 加仑 , 90 年代的2. 8 加仑 " 酒精

销量的增加与青年人饮酒文化的盛行关系密切 , 大学校园法定年龄以下的饮酒

人口剧增 " 饮酒量的增加和高速公路车祸迫使人们向政府施压 , 请求立法干预 "

美国母亲反对酒后驾车组织督促政府严惩酒后驾车的司机 " 致力于公共健康的

研究人员开始关注中度和极度好酒者 , 并将他们的运动称之为新禁酒主义者 "

他们关注公共安全和健康的呼声虽然不十分强烈 , 但这依然是美国社会改革在

新时代的延续和复兴 "

¹ 徐杰. /禁酒 0和现代美国文明的兴起 =刀. 5复旦学报 6 (社会科学版), 198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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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光阴茬再 , 岁月如梭 " 四年的博士生活就要划上句号了 " 此刻 , 我的心情十

分复杂 , 激动 ! 遗憾 ! 留恋 ! 失落一齐涌上心头 " 不过 , 更多的还是感激和感恩 "

首先 , 我要感谢带我带入美国研究 ! 给予我人生更多内涵的恩师王旭教授 " 其实 ,

我与王老师之间的师徒关系早就在 1999 年开始 , 由于工作的变故和其他原因 ,

我没能更早地进入博士研究生学习 " 然而 , 王老师身上那股特有的学者气质和人

格魅力一直成为我攻读博士学位的动力 " 2004 年 , 我如愿以偿地成为了王老师

真正的学生 " 在厦门大学四年的学习当中 , 王老师渊博的学识 ! 学者的幽默 ! 为

人的亲和 ! 敏锐的学术嗅觉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 王老师作为国

内美国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和美国城市史研究的开拓者 , 却为人谦和 , 笔耕不辍 ,

繁忙的行政工作丝毫没有影响对研究生的指导 , 相反 , 他十分重视课堂教学与课

外指导的结合 , 总能在讲课或闲谈当中透漏出对学生的关爱和鼓励 , 让我受益匪

浅 " 其次 , 我要诚挚地感谢厦大美国史研究团队的胡锦山 ! 韩宇和盛嘉老师 " 各

位老师虽然性格迥异 , 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 他们博学 , 谦和 , 坦直 , 低调 ,

从他们身上让我感受到了新一代学者的风范 " 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对美

国禁酒的理解 , 这对我的论文很有帮助 , 让我在博士论文写作中少走了很多的弯

路 " 尤其是韩宇 , 他既是我的老师 , 又是我的挚友 , 我们在网球场上交流球技 ,

在场下交流思想 , 陪伴我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 "

其次 , 美国研究反对酒馆联盟的知名学者 ! 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奥斯丁. 克

尔 (Aus tin Ke rr) ! 密苏里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迈克尔. 盛博士给我的论文撰写

提供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 , 尤其是盛博士 , 他借到中国讲学的机会 , 还特意从美

国带来了有关禁酒的资料; 同时 , 我的大学同学 ! 大连市政府行政服务中心的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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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莉 ! 王洋 ! 杨长云 , 在我看来 , 厦门大学美国史研究的团队就是一个温暖的大

家庭 , 在这里 , 我学到了知识 , 开拓了视野 , 学会了做人和做事 , 我们之间没有

功利之需 , 惟有鼓励 ! 帮助和亲情 " 我更不能忘记在凌云五同我一同并肩奋战到

深夜的杨继光 ! 顾乃武和 / 甘肃小胖 0 , 他们陪我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 " 同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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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我的工作和生活鼎力相助 , 帮我渡过了艰难的日子 " 我还要感谢民族学院图

书馆的王学艳副馆长 ! 馆际互借处的宛文红女士 , 她们不怕麻烦 , 在百忙之中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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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 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 , 在我读博阶段 , 他们与我同欢乐 , 同煎熬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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