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的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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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大多来自欧洲传统的农业社会 ,都受到盎格

鲁—撒克逊新教主流文化的歧视和排斥 ,但不同的历史背景、传统习惯和价值观

念使他们无论在移民动机 ,还是进入美国后的居住模式、经济活动和政治取向等

方面都存在极大差异。尽管如此 ,两大移民群体努力摒弃陈规陋习 ,提高自身素

质 ,在美国筚路蓝缕走过了一条艰苦的同化道路 ,并且为美利坚文明奉献了各自

的优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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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是美国两大外来民族群体 ,并先后构成 19 世纪涌入美国的两大移民

洪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前者为 19 世纪 80 年代之前来自西北欧洲“老移民”队伍中仅次于德

意志人的群体 ,后者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来自东南欧洲国家“新移民”队伍中人数最多者。

两国移民均主要来自欧洲传统的农业社会 ,缺乏在美国城市谋生的技能 ,且信奉天主教 ,在相

当长的时间里深受以盎格鲁 —撒克逊新教文化占主流地位的美国社会的歧视和排斥。但是 ,

两国移民进入美国后积极投身各项经济活动 ,逐步接受新世界的现代文明和价值观念 ,文化素

质得到极大提高 ,最后都成功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然而 ,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价值观念迥然不同

使两国人民在移民动机、居住模式、经济活动、政治取向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 ,探讨

两国移民在美国调适和融合历程中的共性和个性 ,无疑是美国多元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

　　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进入北美大陆均可追溯至欧洲人早期拓殖时期。

爱尔兰人于 16 世纪进入美洲 ,并于 1621 年在今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建立了第

一个定居点 ①。美国 1790 年进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 ,全国有 37 ,180 名爱尔兰人 ②,另外

约有 15 万人带有爱尔兰血统 ③。早期爱尔兰移民主要来自母国北部 ,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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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 ,约 25 %为专业人员、业主和从事商业者或农民 ,40 %以上为手艺人①。

意大利人被称作新大陆的“发现者、探险者、殖民者和边远地区居民”②。从首航美洲的克

里斯托弗·哥伦布到其他同时代航海家和探险家 ,意大利人在美洲大陆开发初始阶段发挥了特

殊作用。早期意大利移民同样来自经济较为发达的亚平宁半岛北部地区 ,其中不乏商人、艺术

家、工匠、音乐家、教师和殖民者。独立战争后的数十年中 ,意大利移民几乎遍及美国各地。

爱尔兰和意大利人大量涌入美国发生在 19 世纪。与早期移民不同的是 ,他们均来自母国

贫困、落后的南部地区 ,因灾荒和饥馑远渡重洋。

19 世纪上半叶 ,席卷全国的两场马铃薯疫病造成的大饥荒使爱尔兰人大批涌向国外 ,尤

以美国为最 ,并在 50 年代以 91. 4 万之巨达到巅峰 ③。意大利人则因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国内

经济严重衰退、政府征税过重而离开故土。1881 —1890 年 ,意大利移民进入美国的数量从前

10 年的 55 ,759 人飙升至 307 ,309 人 ,并在此后 10 年进一步上升至 651 ,893 人 ,以 17. 7 %的

比例居同期外来移民之首 ④。

19 世纪进入美国的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大多经济窘困 ,没有技术 ,因而他们在美国的早

期经济活动和生活状况也大致相同。

爱尔兰人抵美后因贫困无力继续进入内地 ,许多人便聚居东部各口岸城市 ,如纽约、波士

顿、费城等。虽然后来有不少人移居中西部各地乃至太平洋沿岸 ,但依然群居城市之中 ,尤其

是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1870 年 ,爱尔兰移民近 95 %集中在新英格兰和中西部地区 ,34 %

居住在全美最大的 15 个城市中 ⑤。至 1920 年 ,爱尔兰人 90 %仍居住在都市区。

中断了与土地为传统纽带的爱尔兰移民很难在美国城市找到合适的工作 ,不得不从事连

黑人也不愿干的艰苦、肮脏和危险的苦力 ,不仅收入低而且备受歧视 ,有的雇主干脆挂出“本店

概不雇佣爱尔兰人”的告示。因此 ,对于 19 世纪爱尔兰人而言 ,移居美国只不过改变了居住

地 ,由“爱尔兰贫民变成美国贫民”⑥,他们大多仍拥塞在贫民窟“质量最差的住房里”⑦。

意大利移民 80 %以上同样居住在城市地区。他们绝大多数经由纽约入关 ,许多人就此落

脚谋生 ,余者大多前往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 ,如费城、芝加哥、底特律 ,也有人随着铁路铺设进

入西部地区并在那儿定居。旧金山后来也成为意大利移民定居的主要城市。

在美国城市 ,意大利移民同样只能凭借体力加入非熟练工人的队伍 ,主要集中在采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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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和铁路建设工地 ,也有人进入钢铁厂、纺织厂、屠宰厂 ⋯⋯意大利移民在“所有需要普通

劳工的地方工作”,干着土生美国人和老移民所不屑的重活粗活 ,“忍受着美国人所能提供的最

差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劳动时间长报酬却极其低廉 ①。他们同样居住在城市贫民区 ,他

们的涌入使贫民窟的居住环境越发拥塞 ,卫生条件之恶劣耸人听闻。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两国移民都因为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差异备受歧视和排斥。

曾几何时 ,爱尔兰人被视作“蛮族”。生存的压力使爱尔兰移民越发性情粗暴 ,酗酒、斗殴、

犯罪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为了争夺就业机会 ,他们不断同其他移民群体发生冲突和打斗 ,流

血事件屡屡见诸报端。加之爱尔兰移民绝大多数为天主教徒 ,他们及德意志移民大量涌入使

天主教徒在美国各种宗教信仰人数排名中从 1776 年第 10 位上升至 1850 年的第 3 位 ,令持宗

教偏见的新教徒视作严重威胁。一时间 ,对于爱尔兰移民的诋毁和攻击甚器尘上。

宗教、文化和语言等多种因素决定了意大利移民同样难以迅速融入美国社会。意大利及东

南欧移民大多信奉天主教 ,他们的到来使美国天主教徒人数在 1890 年“首次以 730 万信徒 (包括

儿童)占据了首位”②,彻底打破了新教在美国一统天下的垄断地位 ,引起土生白人和新教教徒的

恐慌。这些人借“种族优越论”排斥新移民 ,认为来自阿尔卑斯山区、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地区诸

民族是低劣人种 ,他们若同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乃至条顿人杂居通婚 ,生育的后代势必会使盎格

鲁—撒克逊血统蜕化 ,使美利坚文化面临严重挑战。1887 年成立的“美国保护协会”更是到处煽

风点火 ,把美国镀金时代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归咎为新移民的到来 ,指责新移民将美国城市变成

了“政治和社会动荡不安的发源地”③。意大利人因其在新移民中人数众多而备受攻讦 ,许多地方

频频发生意大利人遭杀戮和私刑迫害案件。

二

　　19 世纪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虽然大多为了单纯的经济目的前往美国 ,但不同的历史背

景、传统习惯和价值观念使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大差异。

首先 ,他们的移民动机存在有很大不同。爱尔兰人到美国绝大多数是永久性定居 ,因而往

往举家迁徙 ,两性比例相当。意大利移民则只是打算在美国短期逗留 ,干活挣钱 ,将存款带回

国内购地置产。严格说来 ,世纪之交进入美国的意大利人充其量只能说是寄居者或侨民 ,而非

移民。他们中近 90 %为男性 ,绝大多数是 16 —45 岁的青壮年。他们蜂拥而至 ,但很快接踵而

去。统计资料显示 ,1899 —1924 年间有 380 万意大利人抵美 ,但约 210 万人同期离开 ④,由此

形成了美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移民大举迁徙入境后又大批返回故国的独特现象。随着时间推

移 ,意大利移民越来越感到自己更适应的是美国生活 ,萌生永久定居美国的想法 ,千方百计将

家人接到美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阻隔了意大利人在大西洋上的往返 ,也使更多的人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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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第二代移民 ,彻底摒弃了侨民意识。

其次 ,两国移民尽管都主要居住在城市贫民区 ,但居住模式和行为模式截然不同。

数百年反抗异族残暴压迫的斗争使爱尔兰人形成了强烈的群体意识。移居美国后 ,他们

的民族感情进一步强化 ,因而喜欢聚居 ,热衷于相互帮助 ,共同在陌生的国土上寻求生存条件

和发迹机会。爱尔兰人抵达美国后得到先来者提供的各种帮助 ,如职业介绍、住宿安排、医疗

服务等。而新移民们一旦条件改善便慷慨资助乡民赴美或帮助在美国的困难同胞。

南部意大利人同样“带着根深蒂固的地区或地方特征来到美国”①,但闭塞的乡村生活形

成了他们独特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异族入侵和封建割据使意大利自罗马帝国衰亡后一直

处于分裂状态 ,南部地区更是分割成语言和文化迥异自成一体的独立单位。虽然经过 19 世纪

50 年代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 ,意大利王国于 1861 年宣告建立 ,但意大利移民潜意识中仍

认为自己是那不勒斯人、叙拉古人、卡拉布里亚人或西西里人。此外 ,南部意大利人有着强烈

的家族观念 ,家族纽带牢牢维系着彼此依附关系 ,为了家族利益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在这些潜意识的双重作用下 ,意大利人进入美国后不像爱尔兰移民那样寻觅本民族同胞

相伴为伍 ,而仅仅同本家族或来自同一地区乡民聚居一处 ,经济活动、社交、婚姻等也都局限在

同族或同乡范围内 ,而对来自于亚平宁半岛其他地区的同胞则视若路人。诚然 ,意大利移民在

美国城市结成数十上百个“小意大利”,他们在这些“小意大利”中聚居 ,讲相同的方言 ,过熟悉

的生活 ,持传统的风俗习惯。然而即便在这些“小意大利”中 ,他们的人口比例也相当低 ,如

1890 —1920 年间 ,芝加哥只有少数几个街区意大利移民占到居民数的 50 % —80 %②。

此外 ,意大利移民还要遭受本国包工头的盘剥和欺诈。利用同胞语言不通的弱点 ,一些在

美国生活了较长时间、掌握英语并且熟悉美国经济生活的早期意大利移民通过契约手段将他

们介绍到美国工作。包工头为新移民提供就业和生活的便利 ,但绝不是他们的“朋友”,用一句

农民的话来说 ,他们是“吸人血的蚂蟥”,从中谋取大量不义之财。还有的包工头同老板和房东

联手 ,利用移民急于找到工作和住房的心理 ,压低工资抬高房租 ,使之遭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此外 ,两国移民的政治取向相去甚远。

爱尔兰人不满足求得经济发展 ,认为只有取得政治层面上的强势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成

功。美国崇尚民主自治 ,政治环境相对宽松 ,使热衷政治的爱尔兰人有了用武之地 ,充分利用

同胞强化了的“种族和宗教内聚力”和手中选票选举能为自己谋利益的政党执掌权柄。早在

1828 年大选中爱尔兰人就在亚当斯和杰克逊之间的较量中起了重要作用 ———纷纷涌向投票

站将选票投给杰克逊这位“穷苦的爱尔兰移民的宠儿”。4 年后 ,他们又在杰克逊与“亲英保守

派”亨利·克莱的总统候选人角逐中如法炮制 ③。爱尔兰移民对民主党情有独钟 ,当其他外来

移民因个人因素支持不同政党时 ,他们几乎一致拥戴民主党 ,并在民主党内形成一定的势力。

爱尔兰人大多能言善辩 ,会说英语 ,能够从容地“进入美国政治而没有任何语言障碍”④。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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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爱裔当选联邦各级议会议员 ,担任政府各部门要职的人数逐渐增多。国会中爱裔议员数一

度是其他所有族群议员数总和的一倍以上。马萨诸塞州爱裔望族后代约翰·肯尼迪赢得 1960

年总统大选胜利入主白宫。第 40 任总统罗纳德·里根同样具有爱尔兰血统。

意大利人则大多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初到美国举步维艰 ,黑手党活动和二战期间墨索

里尼法西斯政权更使他们雪上加霜。意大利移民在很长时间里认识不到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

重要性 ,入籍率一度很低。后来即使入了籍 ,他们仍缺乏公民意识。很多人甚至不到投票站投

票 ,致使原本不多的意裔候选人无法得到足够多的选票。“小意大利”居住模式使意大利移民

尽管曾经是美国仅次于德意志移民的第二大群体且群居城市 ,却如一盘盘散沙形成不了左右

形势的力量。

诚然 ,意裔政治家后来也在美国政坛崭露头角 ,二战后在美国政坛的影响日益增大 ,不少

人任职联邦各级机构乃至内阁 ,但意裔从政人员鱼龙混杂相对比较复杂。他们中有的被黑手

党拉拢腐蚀 ,有的本身就是政客置身黑手党保护伞下 ,还有的是发了迹的黑手党徒跻身上流社

会。黑手党还同政府官员相互勾结利用 ,在司法、新闻、警察等界建立层层密密的关系网 ,其手

段之卑鄙 ,危害之凶险 ,一度令公众谈虎色变。这使美国公众对意裔官员产生许多不良看法。

这些人虽然是意大利移民中很小的一部分 ,但使其他人备受牵连 ,给他们在美国的同化道路增

添了曲折和羁绊。

三

　　在种族杂居文化多元的美利坚合众国 ,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曾经被视为不可同化的移

民 ①,然而“所有的移民 ,无论永久性的 ,还是临时性的 ,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他们的新环

境”②。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也不例外。他们不断自我调适 ,摒弃原来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

以适应美利坚文化 ,最后都成功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究其原因 ,其中固然有他们都来自欧洲 ,共同的欧罗巴文化使他们远比来自亚洲、非洲和

南美的移民更容易接受美国文化的因素 ,但还有许多值得总结和借鉴的共同点。

第一 ,两国移民都积极参加美国经济活动 ,构成劳动力大军的主流队伍。

19 世纪中后期美国经济发展大潮为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使之先

后构成了庞大的非熟练劳工大军 ,既成为许多经济领域不可或缺的有生力量 ,也帮助他们走出

贫民区进入主流社会。

爱尔兰移民是美国 19 世纪交通运输线路的主要建设者。“南北战争以前的美国运河水系

大都由爱尔兰劳工挖掘 ,中西部的铁路大都由爱尔兰劳工建筑。”③ 他们还为美国第一条横贯

东西的“太平洋铁路”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38 ,000 多名爱尔兰劳工承担了该铁路东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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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 爱尔兰人的到来更使美国工业基地东北部工厂获得了急需的大量廉价劳动力 ,加

速了工业革命的进程。他们还逐渐在美国城市中找到了发挥自己特长的工作。在母国农业生

产中世代相传的驭马本领使他们垄断了美国城市客栈、出租车行马夫和马车驭手的工作 ,传统

的屠宰业、磨坊、锯木厂等也使他们有了用武之地。

在美国城市 ,世纪之交的意大利移民同样只能凭借体力加入非熟练工人队伍。他们接替

爱尔兰移民 ,成为劳工大军的主体力量。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极其广泛 ,但大多集中在采矿业、

建筑业和铁路建设工地 ,也有不少人进入钢铁厂、纺织厂、屠宰厂 ⋯⋯意大利移民在“所有需要

普通劳工的地方工作 ①。另有一些从事其他职业 ,如裁缝、理发师、商贩、小商铺和小饭店业主

等。由于南部意大利移民绝大多数原本是自耕农 ,他们中也有人到南方种植棉花、水稻或到西

部从事葡萄、柑橘等水果栽培或蔬菜种植。还有 ,意大利传统的酿酒技术也使他们在美国大显

身手。

第二 ,组建民族社团帮助同胞克服困难摒弃旧习。

土生美国人往往错误地认为 ,移民建立民族社团或会社将在美利坚大地上重构他们在旧

世界的生活圈子 ,恪守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然而 ,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正是通过这些组织的

活动和运作 ,为困难同胞提供保护和帮助 ,使之逐步适应美国生活方式和美利坚文化 ,最后“蜕

变”成为“新人”。

爱尔兰移民对经济问题特别敏感 ,他们往往联手行动 ,共同反抗业主的剥削和欺压。他们

还组织许多互助社团 ,先是资助乡亲离开灾难深重的母国 ,抵美后又帮助他们安家立业。随着

经济状况逐步好转政治势力日益扩大 ,爱尔兰人中的党魁和宗教领袖开始关注提高本族移民

素质 ,倡导自律勤奋节俭体面做人。他们组织了许多协会 ,如爱尔兰天主教慈善会、天主教戒

酒会等 ,帮助同胞与世代沿袭的酗酒恶习作斗争 ,使之不再成为招惹是非的群氓、破坏社会治

安的地痞 ,而是积极参与社区乃至城市管理的有生力量。

面对新世界的挑战和排斥 ,意大利移民意识到传统的家族纽带不足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

一切帮助 ,来自同一地区的移民便结成互助社团彼此关照。亚平宁半岛移民开始“产生了最初

的意识 ———他们享有意大利共同的遗产”②。梗阻在意大利人之间的沟壑渐渐淡化 ,各种为全

体意大利移民活动的民族社团相继成立 ,1905 年 6 月在纽约成立的“美国意大利之子会”为其

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组织 ,至 1921 年发展到拥有 125 ,000 会员和 887 个地方分会。意大

利会社管理规范 ,服务接近于现代保险业务 ,会员付费虽不多却可以在必要时候得到一定资助

解决实际问题。为了进一步吸引会员 ,会社还将服务范围从基本的救济功能扩大到娱乐和社

交活动。针对 1917 年美国国会通过《文化测验法》限制外来移民的做法 ,意大利移民成立“美

国意大利裔组织”,发表文章四处游说出席听证会 ,以大量事实驳斥排外主义者对新移民的种

种不实之词。

第三 ,改变轻视教育的传统偏见 ,通过教育提高同胞素质。

英国殖民统治爱尔兰数百年 ,客观上造成了爱尔兰人的“不开化”。为了促进天主教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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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了使后代在新教国家继续父辈的宗教信仰和更好地在美国生存 ,19 世纪中叶爱尔兰移民

建立了数十所教会学校 ———虽然刚开始时这些学校规模很小 ,不少教室设在教堂地下室。美

国内战后教会学校得到改善 ,许多主教辖区不仅扩建增建了小学 ,还兴办中学 ,使爱尔兰子女

得以接受更高等教育。至 1900 年 ,一些爱裔学生进入教会办的高校。

家族观念和农民意识曾使南部意大利人极度轻视教育。“1899 至 1910 年间在美国的南

部意大利人是东南欧移民群体中文盲率最高者”①。即便到了美国 ,他们开始时仍拒绝让子女

入学 ,惟恐子女接受教育会造成“对家庭神圣性的一种侵犯”,更何况还会给家庭带来直接经济

损失。义务教育法通过后 ,意大利移民不得不将子女送进学校 ,但仍要他们放学后就去干活 ,

年满 14 岁的子女一旦获得工作许可 ,就逼着他们辍学就业。美利坚文化的熏陶使意大利人认

识到教育的重要性 ,懂得教育是子女谋取较高社会地位的必由之路。意大利移民开始重视子

女的教育问题 ———虽然他们大多将子女送进公立学校。不仅如此 ,他们自己也开始进入宗教

机构和社会改良主义者创办的各种学校和会所。这些机构提供英语和公民学课程 ,还有的教

授数学、文学、历史、政治等 ,不定期地举办音乐会、舞会和讨论会。这些课程和活动对于帮助

意大利移民学讲英语 ,适应美国生活方式 ,培养公民意识具有积极意义。

第四 ,淡化民族意识 ,走出狭隘的族群圈子。

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流动的增强以及与土生美国人和其他外来

民族的交流增多 ,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的民族意识逐渐淡化 ,这一点充分反映在他们同异族通

婚的现象中。1860 年 ,“只有 1/ 10 的爱尔兰移民同异族通婚”,波士顿爱尔兰人和异族通婚的

比例“甚至低于同时期白人和黑人之间的通婚”,但是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 ,爱裔男性与异族妇

女结为伉俪的比例超过半数 ②。如果说早期成功的爱尔兰移民往往会羞于承认或暴露自己是

爱尔兰人 ,如约瑟夫·肯尼迪的母亲坚持要儿子在给哥伦比亚信托公司送包裹时称自己为“乔”

而不是“乔·肯尼迪”以“掩盖他的爱尔兰血统”③,那么 100 年后异族通婚已使许多爱裔难以鉴

别族属 ,甚至被归类于其他种族。二战后移居美国的爱尔兰人的素质也和 100 年前不可同日

而语。他们到美国不再寻找 ———其实已经难以找到 ———本国移民的聚居地 ,这种局面促使他

们尽快融入美国社会。

同样 ,“自 19 世纪末以来入境的数百万意大利移民 ,也因其与其他民族的融合 ,很多人失

去了原有的民族身份”④,虽然第一代南部意大利移民曾经希望在美国继续传统的家庭生活。

意大利移民子女在新旧世界的文化冲突和对比中 ,深切感受到传统文化的落后一面。他们对

新事物了解越多 ,就越渴望摆脱家族的控制和羁绊。他们对由父母为他们在来自同一村庄或

地区的移民中间挑选配偶的传统婚配方式感到不满。从第二代移民开始 ,意大利人内婚率呈

下降趋势。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 ,意裔同其他民族通婚率不断上升 ,加速了他们同其他移民群

体乃至美国主流社会的融合 ,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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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 ,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在美国筚路蓝缕但殊途同归 ,走过一条从格

格不入到不断调适融合的道路。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他们并没有

消失在美利坚“熔炉”中 ,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保留着本民族文化遗产 ,并将许多优秀的民族传统

和风俗习惯融入美国文化。不同的民族传统和文化使两国移民在不同的层面上丰富了美利坚

文明。

爱尔兰移民在美国城市和罗马天主教会建设中成绩斐然。

美国镀金时代高速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的大量问题 ,为热衷政治的爱尔兰人提供了参与

城市管理的极好机会。爱尔兰政客和党魁成为显赫一时的“城市老板”、“为社会公益服务的人

物”。爱尔兰城市老板为选民提供各种服务 ,如职业介绍、生活救济、医药服务、筹措互济金等 ,

使美国“城市的政治生活人格化和人性化”。他们为城市管理引进的“爱尔兰方式”大大拓展了

美国政治生活的内容。爱尔兰城市老板控制了纽约市的政治机器坦慕尼协会和当地的政治选

举 ,使纽约几乎成了爱尔兰人的天下 ,而他们在纽约市政管理中的许多平民化举措 ,影响了美

国其他许多城市 ,使之也纷纷“把权力交给了下层阶级的代表”,给尚处萌发状态的美国现代城

市奠定了基础 ,尽管他们并不善于城市管理 ,采用的手段也大有可质疑之处 ①。

爱尔兰移民还为罗马天主教在美国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美国宗教教派林立 ,为创建理想中的“山巅之城”而前往北美荒原的清教徒移民始祖确立

了新教在这个国家的主流地位。虽然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国天主教徒参加了北美大陆早期开

发和建设 ,并于 1634 年在马里兰正式建立教会 ,但天主教只不过是美国“新教大海中的一个小

岛”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甚至没能建立统一教会。这种局面直到 19 世纪上半叶爱尔兰和德

意志天主教徒移民大量涌入才改变。爱尔兰教徒到哪里谋生就把教堂建造到哪里 ,使天主教

堂星星点点散布在美国许多地方。爱尔兰天主教神职人员则随教徒深入各地 ,不仅为本国移

民布道传教 ,还为其他国家天主教移民提供指导 ,使之尽快适应在美国的生活。

为了适应天主教事业发展 ,爱尔兰移民从母国输送大量神职人员到美国。仅都柏林万圣

学院 1842 年建校后的 60 年间 ,就向美国输送了 1500 名神父 ③。爱尔兰神职人员在对美国天

主教教会发展和辖区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关于 1789 —1935 年

美国主教的一份调查显示 ,“被任命的 464 名主教中 ,268 名为爱尔兰人”。其时 ,美国几乎任

何一个主教辖区或大主教辖区都有爱尔兰出生或具有爱尔兰血统的高级神父 ④。虽然这种现

象遭到其他移民群体中天主教徒们的反对和抵制 ,但充分反映了爱尔兰移民在美国天主教会

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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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移民则为美国奉献了璀璨的古罗马文明 ,包括雕塑、建筑、绘画、音乐、歌剧等。

早期意大利工匠和艺术家就在美国留下了不朽的作品。如 18 世纪雕塑家吉乌塞帕·塞里

希为一些著名政治家绘制栩栩如生的系列肖像 ,康斯坦丁诺·布鲁米迪历时 11 个月创作了国

会大厦中央大厅巨幅天顶画《天堂中的华盛顿》。近代意大利建筑师则成功地将文艺复兴时期

的古典主义和美国建筑融为一体 ,使古罗马风格建筑物出现在美国许多地方。

随世纪之交移民大军进入美国的意大利文艺工作者带来了优秀的传统歌剧和音乐。1883

年 ,美国最具声望的歌剧院 ———大都会歌剧院在纽约市曼哈顿西城三十九大街举行揭幕演出 ,

首席指挥就是著名的意大利人克莱凡特·坎帕尼尼。从那以后至 1966 年歌剧院迁入六十六大

街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的 83 年中 ,大都会歌剧院“共计有 101 名指挥 ,其中 34 名是意大利人”,

并有“约 1 ,600 名著名歌星在那儿登台演出 ,其中至少有 354 人是意大利人”①。直至今天 ,意

裔指挥家和歌唱家在美国仍享有盛名。

还值得一提的是 ,意大利移民虽然逐步被同化 ,但是他们世代相传的饮食习惯却完好地保

留下来 ,使美国公众得以享用意大利传统食品 ,包括 500 多种形状各异、口味不同的面制品。

意大利移民还使传统烹调方式经受了美国化的过程 ,从而广泛进入美国人的餐桌。如今 ,意大

利食品构成了美国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二战后崛起的快餐业中 ,意大利比萨饼和烤

馅饼更是受到美国公众青睐。

法国总统戴高乐曾将美国比作“欧罗巴的孩子”。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虽然都来自欧洲 ,

但不同的历史背景、宗教信仰及传统习惯使他们一度在美国深受歧视和排斥。然而他们在同

新教主流文化的冲突中努力摒弃陈规陋习 ,提高自身素质 ,逐步适应美国经济模式和生活方

式 ,成功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他们同许多外来移民一样 ,在以自己的鲜血、汗水和聪明才智为

美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 ,还以各自的民族素质和优秀文化为美利坚文

明增添了新的内容和财富 ,尽管其中也包括一些负面因素。而美国这个“多民族的民族”正是

在主流社会与各国移民的冲突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在同化各国移民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兼容

并蓄的多元文化 ,博采世界民族文化之精华从而使美利坚文化千姿百态、光怪陆离。移民群体

的调适与美国社会的同化谱就了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移民国家的一个主旋律。

[本文作者王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上海 　2000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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