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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九世纪中叶特别是 １８４５ 年至 １８５４ 年间的爱尔兰裔与德裔移民潮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潮。 英国的经

济与宗教迫害、饥荒所带来的贫困问题是这一时期爱尔兰人移民的主要原因，土地稀缺、人地矛盾的激化是德国人移民的主要原

因，贫困是这些移民的最大特点。 因为贫困、信仰等问题这些移民不被接纳，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排外主义在此时到达了第

一次高潮，对美国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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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４５ 年至 １８５４ 年的十年间，是整个美国移民史

上颇具特色的十年，具有移民人数增长迅速、移民数

量庞大、爱尔兰裔和德裔占比巨大等三大特点。 移民

美国的群体中，爱尔兰人与德国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

重，这两个国家的现实情况催生了数量如此庞大的移

民人口。 这些背景各异的外邦人涌入美国，对美国的

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理解这一时期

的移民潮是理解十九世纪美国的一把钥匙。
一、１８４５—１８５４ 年间美国移民概况
美国独立战争之后，来美国的移民数量并不多，

这主要是欧洲大陆军事冲突与对新生美国政权的不

信任感导致的。 一旦欧洲大陆恢复和平，移民美国的

人数又恢复到独立战争后约每年一万人的水平。 然

而，移民人数并没有稳定在这个数字，而是继续稳步

增加并且速度加快。 １８４５ 年开始移民数量大幅度增

加，１８５４ 年达到了顶峰，当时有 ４０ 多万欧洲人在美国

定居。 从 １８４５ 年到 １８５４ 年，约有 ２９ 万移民登陆美

国，比前 ７０ 年的总和还要多。 从 １８４５ 年到 １８５４ 年，移
民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１４．５％［１］１４。

１８４５ 年美国的移民人口约有 １０ 万人，至 １８５０
年，美国的移民人口约有 ３７ 万人，１８５０ 至 １８５３ 年间

移民人口稳定在 ３７ 万人，１８５４ 年达到最高值 ４３ 万。
在赴美的欧洲移民中，爱尔兰人与德国人所占比重极

大，约占美国移民人口的 ７０％［１］１５。 尽管爱尔兰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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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为美国提供了数量庞大的移民人口，但不同时间段

移民的背景与人口素质各不相同。 以爱尔兰移民为

例，自 １８１２ 年战争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前的时间段

里，爱尔兰移民多为富农与城市中产阶级。 “移民的

不是最贫穷的人”，一位来访的法国人指出， “主要

是……中产阶级……舒适的商人或小农户，他们虽然

已经拥有了一些舒适的生活，但却急于改善自己的条

件”，“很少有人敢去美国，除非他们积累了足够的储

蓄来为新家的舒适调整提供资金”。 穿越大西洋的高

昂成本使得这一时期非技术工人和经济拮据的佃农

移民望而却步［２］ 。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后，贫穷移民

与非技术工人移民数量开始上升，最主要的原因是海

运的发展所带来的渡海的成本下降，跨海运输更快、
更安全，而且更便宜，使贫困人群能够移民。

德国移民的情况与爱尔兰移民相同，前期多为中

产阶级、技术工人，后期则以贫困人口尤其是农民、非
技术工人为主。 以爱尔兰人为例，十九世纪五十年代

前的移民中尚有高文化者和有资本者，五十年代后每

年移居美国的人中，中产阶级不过二十分之一，熟练

技工不过十分之一。 爱尔兰大饥荒后的移民是有史

以来到达美国的最贫穷、最没有技能的群体，其中

８０％到 ９０％的人被归类为非技术工人，９０％的人是天

主教徒，很少有人是带着积蓄来的［３］ 。

二、爱尔兰人移民美国的原因
爱尔兰长期被英国殖民统治，英国一直将爱尔兰

视为其原料产地与倾销市场，长期压制爱尔兰经济的

发展。 在宗教上，自亨利八世改革后，英国就逐渐成

为一个新教国家，而绝大多数爱尔兰人信奉天主教，
英国的宗教政策就是对天主教进行无情的打压。 在

政治上，天主教徒不能担任议员，不能拥有武器，政治

地位低下。 可以想象，在英国统治之下的爱尔兰天主

教徒遭受着怎样的苦难与压迫。
梁茂信教授认为：“人口本身不是移民迁移的促

成因素，但人口的增长却是移民浪潮产生的前提之

一。” ［４］ １７９１ 年至 １８２１ 年的三十年间，爱尔兰人口增

长了约 ４３％。 １７５０ 至 １８４５ 年爱尔兰人口的年增长率

为１．３％，远远超出同时期欧洲其他国家的增长率。 人

口的快速增长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人地矛盾，爱尔兰

已经没有足够多的土地来供新生人口进行耕种。 在

农村，土地的稀少迫使实行长子继承制。 爱尔兰产生

了相当多的无地人口，而它的工业并不发达，没有足

够的工厂能够吸纳这么多的无地产者。 一位生活在

当时的爱尔兰人指出，“为了不使农场变得更小，绝大

多数人选择移民到美国”。
作为一种种植简单、产量大、价格低廉、营养丰富

的粮食作物，马铃薯一直深受爱尔兰人的喜爱。 由于

爱尔兰地少人多的现实条件与其具有的优良特性，马
铃薯成为爱尔兰的主要粮食来源。 当 １８４５ 年马铃薯

枯萎病席卷爱尔兰时，爱尔兰的生活便变得令人无法

忍受。
马铃薯枯萎病是由真菌（致病疫霉菌）引起的，这

种真菌先使马铃薯的叶子变黑，然后变成灰烬。 爱尔

兰的农民们起初以为马铃薯可以被挽救，但这些看似

正常的马铃薯在收获后不久就腐烂了。 在 １８４５ 年，枯
萎病只摧毁了爱尔兰 ３０％到 ４０％的马铃薯作物，来自

家庭和政府的救济努力在大多数地方避免了饥荒。
但第二年，这种真菌几乎把整个马铃薯田都变成了

“一大片腐烂的植被”。 １８４７ 年，枯萎病有所缓解，但
前景一直令人沮丧，几乎没有农民种植马铃薯，结果

收获的马铃薯比 １８４４ 年减少了 ９０％［５］ 。 １８４７ 年的丰

收重新燃起了农民对马铃薯的信心，他们再次大量种

植马铃薯，但这种信念换来的是 １８４６ 年那样灾难性的

收成。 此后的每一年，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
马铃薯的收成都不到枯萎病爆发前的一半。

在马铃薯歉收之前，爱尔兰就已经被贫困所笼

罩，许多爱尔兰人几乎完全以马铃薯为生，因此枯萎

病的后果注定是灾难性的。 虽然饥荒前的爱尔兰人

普遍遭受着苦难，但饥荒却很少发生，现在它变得司

空见惯了，令人惊讶的“不是人们死了，而是他们活了

下来” ［５］ 。 据估计，在饥荒期间，有 １００—１５０ 万爱尔

兰人死于饥饿或与饥饿有关的疾病，约为总人口的八

分之一。 看着亲朋好友死亡或濒临死亡，而政府没有

采取什么措施来缓解民众的痛苦，有 ２００ 万人决定彻

底逃离爱尔兰。
极端贫困问题是促使爱尔兰人移民美国的最主

要原因。 来自英国的宗教与政治迫害，人口过剩导致

的土地稀缺，马铃薯枯萎病带来的粮食减产与大饥荒

等因素使得大批爱尔兰人决心逃离故土，这其中有四

分之三的人来到了美国。

三、德国人移民美国的原因
在十九世纪中期，有相当多的德国人移民到美

国。 不仅如此，在移民高峰期的 １８５４ 年，德国移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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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人数是爱尔兰移民人数的两倍。
人口过剩可能也是促使德国人向美国移民最主

要的原因。 随着土地变得越来越稀缺和昂贵，许多德

国农民选择离开故土，前往新大陆寻求廉价的、免税

的土地。 和爱尔兰一样，工业化和来自英国的竞争使

得德国工匠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 德国经济的日

益统一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因为国内通行费和关

税的取消损害了德国那些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业

不发达地区的利益，例如，在符登堡州，仅仅 １８４０ 年至

１８４７ 年间就有约六分之一的织布工破产［６］ 。 促成爱

尔兰移民的偶然因素，如早期移民的鼓励和更加便

宜、便捷的交通，也促使德国人前往美国。
德国移民到美国的人数在 １８４５ 年至 １８５４ 年的十

年间增长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

德国移民的惊人增长难以用饥荒来解释，政治动荡也

是促成移民的重要因素。 彼时的德国尚未统一，各邦

国之间相互征伐，人民饱受战争离乱之苦，渴望去一

个安定的地区生活，有意吸纳移民人口的美国自然成

为首选。 此外，政治的分裂与混乱使得当时的德国人

尚未形成祖国观念，祖国只是在精神层面而不是政治

层面［７］ ，大多数德国人移民的原因与爱尔兰人相同。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德国的马铃薯作物也歉收，尽
管马铃薯在德国人的饮食结构中并不像爱尔兰人那

样至关重要，但歉收使得食品价格和贫困程度急剧上

升，大规模的失业加剧了这些问题。 德国西南部受影

响最大，大多数德国移民到美国的人都来自这个地区。

四、移民对美国的影响
移民大量涌入首先带来的影响是，在美国北部大

部分地区移民人口与本土人口持平，甚至超过本土出

生人口。 在 １８４５ 年至 １８５４ 年的十年间，大量移民涌

入美国，《纽约论坛报》称之为“一种几乎没有可比性

的社会现象” ［８］８。 事实上，以前存在于大多数美国城

市的小型移民聚居区，现在已经扩大到几乎和本地出

生公民居住的社区一样大。 西奥多·帕尔克沮丧地报

告说，马萨诸塞州的萨福克县已经变成了“新英格兰

的‘科克郡’”，而波士顿则变成了“美国的都柏林”。
几乎美国所有城市都出现了类似的抱怨。 到 １８５５ 年，
在芝加哥、底特律和密尔沃基，移民人数超过了本地

出生的公民，也很快就超过了纽约、布鲁克林、布法

罗、克利夫兰和辛辛那提的本地人口。 波士顿、匹兹

堡、奥尔巴尼、罗切斯特和特洛伊的居民中有超过三

分之一是移民，而费城和纽瓦克的居民也接近这一比

例。 这些移民的到来使得以前并不存在的路德教会

和罗马天主教堂、神父神学院、天主教学校以及德国

和爱尔兰的杂货店和酒吧的数量惊人增长。 在移民

占比高的城市，整个街区的人们几乎听不到爱尔兰

语、德语或英语以外的任何其他语言，一些美国人认

为这些移民不是混合或同化到美国民族中来，而是使

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更加艰难，不是使美国人的生活变

得更好而是变得更糟。
成立之初的美国对大西洋对岸的移民抱有好感。

在《独立宣言》中殖民者抱怨说，英国国王通过“阻挠

外国人入籍法”和“拒绝通过其他鼓励他们移民到这

里的法律”，竭力阻止这些州的人口增长。 但当天主

教移民开始超过新教徒时，这种对移民的欢迎态度开

始改变。 美国独立战争后联邦和州宪法的制定消除

了美国反天主教的大部分立法表现，但公众对天主教

徒的反感仍然有增无减［８］１０。
天主教组织严密，各地的天主教教堂都听从罗马

教廷的命令，这与美国人心中的民主与自由思想相

悖，很多美国人认为天主教徒是倾向专制与独裁的，
会危及美国的民主。 一些关于天主教的不好的传闻

开始出现，最为著名的是“ Ｒｏｍａｎｉｓｍ”阴谋，这个阴谋

论认为教皇通过指定的爱尔兰主教进行对移民的控

制从而征服美国。 反天主教的情绪在一些移民州逐

步蔓延，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冲突事件增多，反天主

教情绪愈演愈烈，一些本土主义的社团开始策划并实

施针对天主教徒的暴力事件。 １８４４ 年费城本土主义

者烧毁了两座天主教堂，造成多人死亡；１８５５ 年，一无

所知党（以反对移民著称的政党）发动“非教皇运动”，
用各种手段诋毁、攻击天主教徒，丑化天主教会［９］ 。
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争端还有诸多体现：学校中《圣

经》是使用天主教规定的版本还是新教版本；教堂的

财产是按照天主教规定的大主教所有还是全体教士

均有；政府对于学校的经费使用是否应该向天主教学

校倾斜。 教堂财产、学校经费和《圣经》争议引起的反

响越来越大，新教徒认为美国人必须采取措施来抵制

天主教的影响，这为后来美国本土主义运动的兴盛埋

下了伏笔。
根据统计，爱尔兰移民中的熟练工人、拥有资本

或市场经验的人乃至接受过学校教育的人都相当有

限，在进入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之后，只能从事一些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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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低下的工作，背井离乡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不成比例

地集中在许多收入最低、最受奴役的非技术性和半技

术性职业中。 正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言：“爱尔

兰移民接管了以前主要由北方黑人从事的低级工作，
因为爱尔兰人更能忍受脏乱的工作环境与生活环境，
他在承担我们的业余爱好的同时，也承担了我们的堕

落。” ［１０］奥斯卡·汉德林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

注定是社区里的一大块毫无教养、难以消化的东西。”
批评者给爱尔兰人打上了懒鬼、偷东西的酒鬼的烙

印，说他们不是劳动力也不是公民［１０］ 。
在政治上，本土公民对于移民群体带有政治上的

偏见，不愿与其分享政治权力，移民长时间内只是美

国的“二等公民” ［１１］ 。 爱尔兰人来到美国后很快意识

到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爱尔兰移民支持社会和政

治激进主义，他们组织工会，发动罢工，参与激进的劳

工抗议活动。 １８４６ 年，纽约港口数百名爱尔兰工人参

与了罢工抗议运动；１８５０ 年，纽约市举行了一场规模

大、时间长、暴力性的裁缝罢工，辉格党保守派谴责

“这些人，几乎都是外国出生的，很少或没有美国公

民” ［１２］ 。 此外，移民群体参与政治时往往充斥着暴力、
舞弊等不为本土美国人所容忍的手段，他们支持民主

党，民主党为了选票主张给爱尔兰移民公民身份，这
让本土美国人感到恐慌，认为爱尔兰人并不了解与认

同美国的民主政治结构，这种政治参与会只造成美国

政治制度的动摇甚至崩溃［１３］ 。
不过移民的到来也有其积极的影响。 移民为美

国提供了大量低价劳动力，那些需要大量低廉劳动力

的产业大放异彩，例如交通运输业、制造业等，成为美

国工业化进程的中坚力量［１４］ 。 移民在美国中西部的

开发中发挥着作用，与爱尔兰移民不同的是，德国移

民并没有在大饥荒后丧失对农业生产的信心，德国移

民大多在新大陆继续小农生活，１８５０ 年后美国西部农

业的长足发展离不开德国移民的努力。
五、结语

１８４５ 年至 １８５４ 年十年间，大量爱尔兰人与德国

人移民到美国，这两个国家移民的原因各异，爱尔兰

有严重的饥荒，德国有革命带来的政治动荡，归根结

底是母国的实际情况催生了大量的移民人口。 他们

来到了吸纳移民的美国，文化水平低、贫穷使他们不

得不从事低贱的工作，信仰上的不同使他们遭受来自

本土新教徒的歧视，他们为美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

量，本土主义思想在美国的兴起，排外思潮大行其道，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量移民人口的到来，这深深影响

了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的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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