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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移民是美国历史上一支特点鲜明的移

民群体，在 19 世纪 20 年代至 60 年代，他们大量进

入美国本土，并对美国社会与文化产生了持久冲

击。任何研究内战前美国移民史的通史类著述都不

能忽视爱尔兰移民的存在。美国史学界对爱尔兰移

民的研究颇多，其中有不少堪称上乘之作。国内尚

无论及爱尔兰移民的专著，论文数量也比较有限。
总体而言，多数论文跨度较大，选题过于宏观，微观

研究有待加强。（1）

爱尔兰移民进入美国后，在 19 世纪上半叶经

历了与美国本土文化的冲突，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文

化特性与美国主流文化不兼容。美国自 19 世纪初

便开始了一场社会改良运动———禁酒运动。这场运

动直指酗酒对个人和社会所带来的危害，特别是社

会福音派教派更将酗酒视为道德堕落，对之深恶痛

绝，可以说，酗酒已经被主流文化所不齿。在此社会

思潮下，酗酒成风的爱尔兰移民成为众矢之的。以

爱尔兰移民的酗酒习惯为视角，从这个层面分析文

化冲突出现的原因，对认识爱尔兰移民在美国的社

会与文化遭遇及当时美国的社会文化有一定的辅

助作用。
一、爱尔兰移民的酗酒之风

爱尔兰移民在美国内战前形成了一股移民浪

潮，声势浩大，规模空前。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来

看，一种群体移居到另外一个地方，并非仅仅是外

在的居住地的迁移，更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的迁

移，这种迁移遇到差异较大的文化环境时，往往会

出现文化冲突。美国的爱尔兰移民便经历了这样的

遭遇。爱尔兰人移居美国后，也带来了其酗酒习性。
爱尔兰移民的饮酒之风根植于其传统文化之中，移

居美国以后，陌生的城市生活又加剧了他们对酒的

依赖。
爱尔兰移民的饮酒之风由来已久。早在 18 世

纪至 19 世纪初，爱尔兰人就已酷爱饮酒。在很多场

合，酒都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逢婚

丧嫁娶、朋友聚会、孩子洗礼等场合，他们都会开怀

畅饮。每天早上起床之后，他们常常先喝上一杯酒

提精神。他们甚至以饮酒代替吃饭。有时候孩子表

现好了，家长也会奖励给孩子一碗苹果酒，甚至爱

尔兰的神职人员有时也会在举行宗教活动时喝醉。
爱尔兰人还利用威士忌酒来应对阴湿的天气，治疗

失眠、霍乱等疾病。爱尔兰工人常借助饮酒来强身

健体，消除疲劳。[1]10-14 葬礼是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爱尔兰人的社会文化中，酒和葬礼密不可分，且

被赋予了独特的含义。在葬礼上，饮酒是客人热情

的象征。17 世纪到 19 世纪时，爱尔兰人葬礼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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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夜和葬礼上，饮酒成为一种常态行为。喝酒成为

葬礼上爱尔兰人热情好客的表现。早在 17 世纪就

有牧师指责，在葬礼上如此好客，将注意力集中到

饮酒方面，会带来喝酒的风险和出现“非基督的”行
为的风险，但这些指责并没有奏效。[2]405 虽然有不少

宗教人士继续谴责这种行为，但在 18 世纪及 19 世

纪，丧礼上提供酒的做法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爱尔兰饮酒文化的形成同盎格鲁 - 爱尔兰新

教徒上层也有关联。在 18 世纪，多数主人招待客人

时，认为将客人送走的时候，客人不醉表明主人不

热情好客。来自社会底层的天主教教徒纷纷效法新

教徒的这种做法，用酗酒来麻痹贫困潦倒所造成的

苦痛。后来，随着清教主义的兴起，在爱尔兰饮酒更

被视为一种高尚的行为，在男性聚集的酒吧自然地

替代了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3]9 由于爱尔兰人酗酒

之风盛烈，以至于在整个 19 世纪，有的人将爱尔兰

人与“酒鬼”相提并论。[1]9 就如一位爱尔兰出生的心

理学家所说的那样，“酗酒问题几个世纪以来一直

是困扰爱尔兰天主教移民健康的主要问题”。[4]118

由于酗酒植根于爱尔兰文化之中，移民到美国

后，美国陌生的文化环境及陌生的城市生活等因素

又增加了爱尔兰移民对酒的依赖。同之前的很多移

民不同，爱尔兰移民多选择居住在城市中，其人口

城市化比重较大。由于这种特点，在 19 世纪中期他

们被称为“城市里的先锋”。其居住地主要是东北部

及东部沿海城市。这可从爱尔兰移民在美国主要城

市中的比例清晰地反映出来。卡伦根据纽约州人口

统计推算，1845 年纽约市人口中出生在爱尔兰人

数为 104 000 人 （估计数），1850 年为 343 111 人，

1855 年为 469 753 人，1860 年为 498 072 人。[5]16 又

如波士顿市，移民席卷了这座城市。一名叫杰克·彼

特的居民回忆说，“在 1840 年，顶多有 4000 爱尔兰

移民到达波士顿，然而在 1847 年仅仅 5 月 10 日这

一天就有 1000 多爱尔兰移民在海岸登陆。在 1850

年，爱尔兰移民已经上升到 35 万人，而当时波士顿

的人口总数才 136 900 人。”1850 年至 1855 年爱尔

兰移民人口足足增加了 200 %，而其他群体只增加

了 15 %。[4]54 当时出生在外国的移民是 47 933 人，

占到了人口总数的 35 %，其中爱尔兰移民占到外

国移民总数的 74 %。[6]130 在波士顿、纽约、费城及巴

尔 的 摩 ， 1850 年 时 爱 尔 兰 移 民 占 到 总 人 数 的

26.34 %，1860 年占到 22.39 %，英国移民及德国移

民在 1850 年时所占比例分别为 15.53 %、17.20 %，

1860 年则分别降为 11.60 %与 15.39 %。[7]685 爱尔兰

移民到达波士顿、纽约和费城等东部城市后，一般

选择住在经济公寓和集体宿舍。一些住不起经济公

寓和集体宿舍的移民就在城市的空地上或者在铁

路和运河等工地上搭建起棚屋。纽约曼哈顿南部荒

凉地带形成了由数千爱尔兰人搭建的棚屋区。经济

公寓、集体宿舍和棚屋的共同特点是：拥挤不堪、通
风条件差、环境脏乱、阴冷潮湿。[4]111-113 这种恶劣的

环境对其身心造成了不小的伤害，所产生的孤立感

更加重了爱尔兰移民对酒的依赖。
爱尔兰移民在移民之前长期生活在落后的农

业社会，城市生活对他们来说很陌生。陌生的城市

生活使爱尔兰移民不得不面对诸多需要解决的棘

手问题。在匹兹堡市，爱尔兰移民感到很不适应，衣

食缺乏，身心痛苦，常借助酒精消除痛苦。[8]320 他们

高兴时喝酒，不高兴时也喝酒，在一天劳动结束的

特定时间也会喝酒，来麻痹生活中的痛苦。一些研

究族裔的人评论道：这很奇妙，爱尔兰人能用这种

单一方式（指酗酒）就可以消除这样多精神上的不

悦。研究表明：在美国社会中，爱尔兰移民要比其他

族裔饮酒量多，有 88 %爱尔兰移民饮啤酒与白

酒”。[3]118 当时爱尔兰移民在每天收入很低的情况

下，也用一部分收入来买酒。[1]136 他们缺乏熟练的技

能，所能从事的行业也很有限。许多爱尔兰移民选

择销售给爱尔兰同胞酒水来建立自己的事业。在爱

尔兰工人居住的区域中，很多新开的食品杂货店和

酒馆都是爱尔兰移民经营的。在 1820 年的费城，销

售酒水的许可证有三分之一发给了具有爱尔兰背

景的人。到了 1840 年，费城有 1 000 家有经营许可

的酒馆和不计其数非法经营的小酒馆。在纽约市，

则有多达 2 000 个沙龙。这些酒馆和沙龙，多数是

爱尔兰裔美国人经营的。[9]222

爱尔兰移民酗酒人群主要是信奉天主教的单

身男子。单身男子在爱尔兰移民中占有较大比例，

而且多是天主教教徒。从内战前的 30 年代开始，有

许多未婚爱尔兰天主教移民进入美国。30 年代以

前，典型的爱尔兰移民是新教教徒，他们多是农业

劳动者，多以家庭为单位移居美国。19 世纪 30 年

代以后，来自底层的未婚天主教移民比例增加。绝

大多数是 35 岁以下的单身天主教男女。[10]129 这些

单身男子没有家庭道德的束缚，在饮酒方面更加缺

乏节制。
酗酒习惯进一步损害了爱尔兰移民在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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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本来就不好的形象，以致当美国人提到爱尔兰

人时，很自然地将他们和酗酒联系在一起。[1]74 他们

把爱尔兰移民视为“不节俭的醉汉”（improvident

drunks）。[9]222 形成这种认识虽然有美国主流社会偏

见的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爱尔兰移民

酗酒之风的盛行。酗酒的恶名不知不觉和爱尔兰移

民紧密联系在一起。酗酒之风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

阻碍爱尔兰移民获得美国主流社会认同的重要因

素，所引发的文化冲突也迅速凸显出来。
二、酗酒引发的文化冲突

爱尔兰人酗酒所引发的文化冲突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一、酗酒恶化了美国原有的城市问题；

二、酗酒与当时美国主流社会所倡导的禁酒运动及

其思潮相背离，两者产生了观念上的深刻冲突。
首先，爱尔兰移民的酗酒之风恶化了美国原有

的一些社会问题，加深了爱尔兰移民与美国社会的

冲突。长期生活在农业社会的爱尔兰移民多是选择

定居在美国的城市中。清贫的爱尔兰移民大量聚集

于美国城市，恶化了原有的犯罪问题。尽管美国城

市犯罪问题早已存在，并非是因为爱尔兰移民涌入

才出现的，但这期间美国城市出现的犯罪问题呈现

出新的特点———犯罪者中外来移民比重增加。而在

这些移民中，爱尔兰移民又所占比例较高，其犯罪

率在移民中居高不下。
酗酒成为引发犯罪的一个重要诱因，因此酗酒

问题已成为美国城市面临的一大问题。纽约市是爱

尔兰移民重要的聚集地。在 1847 年至 1854 年，共

计有180 万移民进入纽约港。纽约市成为爱尔兰流

散者的集中地，在 19 世纪 50 年代，纽约市的爱尔

兰移民占到美国所有爱尔兰移民总数的 12 %至 13

%之多。[11]33 根据罗伯特·恩斯特（Robert Ernst）引用

的政府权威的资料显示，在 1850 年至 1859 年，在

押犯人中，酗酒者人数分别达到：18 853、19 453、
22 891、24 132、25 371、32 703、24 797、23 817、
30 2000，[12]201 可见爱尔兰移民成为美国社会治安稳

定的不安因素。1849 年发生了一场影响很大的骚

乱，有 25 人死亡，被杀和被捕的多是爱尔兰移

民。这场骚乱使得爱尔兰移民因酗酒而生事的形

象为美国人牢记，“醉醺醺的爱尔兰乌合之众”成为

爱尔兰移民当时深深刻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13]17

酗酒成为爱尔兰移民撕不掉的标签。
在众多移民中，爱尔兰移民中因饮酒而受到惩

罚的比重较高，远高于其他族裔。每 10 万爱尔兰移

民中有 3 234 人因酗酒而逮捕，这大大超过处于第

二位的苏格兰出生的移民，后者每 10 万人中只有

1 548 人。[1]4 在波士顿，1846 年时候有 850 家酒馆

经商，在 1849 年则有 1 200 家。警察局的调查显

示：大多数商铺是爱尔兰人经营的。爱尔兰人常因

嗜酒而入狱。在纽约市，爱尔兰移民人数众多。
纽约的酒水贸易中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份额掌握在

爱尔兰移民手中，同时，食品杂货店也可以销售酒

水。[14]150 而兜售酒水者在爱尔兰社会同美国社会中

的地位可谓有霄壤之别：兜售酒水者被美国社会视

为贱民（pariah）,而在爱尔兰社会则被视为值得尊

重的人物 （figure）。[15]40 爱尔兰移民在纽约数量众

多，纽约人很厌恶爱尔兰移民的酗酒习惯。“纽约人

认为他们有理由谴责爱尔兰人，这不仅因为爱尔兰

移民贫困潦倒，还因为他们大量饮劣质酒。”。1859

年纽约市特别法庭（New York Courts of Special Ses-

sions）定罪的人中，酗酒者所占人数达到 6 648 名，

而美国本土人为 1 546 名，而另外一支人数众多的

德国移民，其酗酒者所占人数仅为 750 名。[16]204 爱

尔兰移民的酗酒之风引起了本土美国人的关注。
1855 年纽约一家爱尔兰移民创办的周刊就公开建

议爱尔兰移民摈弃这种放纵的饮酒习惯。同样，作

为亲爱尔兰移民的报纸《波士顿先驱报》也谈到了

爱尔兰移民中存在的饮酒恶习。该报编辑对“爱尔

兰式葬礼”很愤怒。在葬礼上，前来帮忙的人又吸烟

又喝酒，就像在酒吧里一样，而死者家属则在一边

伤心痛哭。葬礼上出现的类似情况在波士顿及别的

地方也普遍存在。[17]141 美国的本土主义者认为，酗

酒的爱尔兰移民对美国社会构成了威胁。
其次，酗酒所引发的另外一个文化冲突则表现

在爱尔兰移民的酗酒之风与当时社会所倡导的禁

酒运动及其思潮相背离。酗酒在爱尔兰国内被认为

是很正常的事情，饮酒者也不会被谴责为道德堕落

者，饮酒也不会在宗教上被视为亵渎神灵。酷爱饮

酒的爱尔兰移民大量移居美国后，在饮酒上仍然无

节制。但在这段时间，美国出现了一场改良社会的

运动———禁酒运动。上至宗教领袖，下至世俗民众，

出现了抵制酗酒之风的运动，他们试图改变酗酒对

美国社会所造成的伤害和对道德水准的冲击。
美国人对酗酒的这种看法乃是历史经验积累

的产物。其反对酗酒的历史可追溯到殖民地时

期。[18]60 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的酒文化也

曾比较盛行。后来随着过量饮酒者日益增多，酗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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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犯罪和社会道德下降的一个重要诱因，美国社

会开始反思饮酒所产生的对社会与家庭的伤害。宗

教人士首先大声疾呼。莱曼·比彻牧师曾说：“醉汉

与杀人犯没有两样，禁止进入上帝的天堂之国。”他
认为酗酒是美国社会的罪恶。[19]67“一个酗酒者在未

来基督共和国里树立的只能是一个坏榜样。无节制

狂欢即使不算放荡，也算是个人行为恶劣，缺乏自

控的明显征兆。酒精耗量的增加表明道德的下降，

因而对基督文明构成极大威胁。”福音派基督教认

为“饮酒不仅摧毁了人对上帝的爱心，它同时还摧

毁了人的自律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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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犯罪上升，疾病泛滥，恶行猖獗，整个社会

道德标准下降。”[20]81

到了 19 世纪 20 年代，美国兴起了禁酒运动

（American Prohibition Movement），1826 年在福音派

新教徒（evangelical Protestants）的领导下，在波士顿

成立了全国性的“美国禁酒协会”。该协会出版发行

了很多反对饮酒的布道文章等，他们派人在全国四

处演说，宣讲酗酒的罪恶。[21]14

禁酒运动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便是消除酗酒

问题给美国社会道德与生活带来的戕害。在州层次

上，美国也开始通过立法手段开展禁酒活动。1829

年美国缅因州法律，允许各县投票表决是否禁酒。
1846 年 该 州 通 过 了 《禁 酒 法》（the Temperance

Law）。[22]77 接着 1851 年该州又颁布一项法律，禁止

运输和销售含有酒精的饮料。之后的五年内，北部

有多达二十个州效仿缅因州，有两个州将酒吧视为

非法。[23]627 到了 1850 年，任何形式的饮酒都被等同

于恶魔撒旦。饮酒是一种道德问题，这成为成千上

万的美国人的共识。禁酒运动使得人们认识到酗酒

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是一种不负责的表现，

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这种观念及思维方式所产生的结果便是将酗

酒行为提升到伦理道德层次上，增加了美国人对爱

尔兰移民酗酒问题的敏感度，增加了主流社会对爱

尔兰移民的敌视，从而加深了其间的文化冲突。禁

酒运动所形成的思潮余音未尽，喜欢过量饮酒的爱

尔兰移民便接踵而至。在此背景下，美国人对爱尔

兰移民的酗酒习惯便更生厌恶与不满了。

注释

（1）国内发表的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原祖杰：《1840—1850 天

主教爱尔兰移民及其在美国的政治参与》，《世界历史》
2007 年第 4 期；王寅：《美国的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对比

研究》，《世界历史》2005 年第 4 期；张小龙：《爱尔兰移民

与 19 世纪美国天主教》，《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年第 6 期；王寅：《爱尔兰移民在美国社会的崛起与

融合》，《世界民族》2003 年第 4 期；刘文涛、杨成良：《19

世纪美国的德意志与爱尔兰移民之比较》，《历史研究》
2001 年第 3 期；李其荣：《美国爱尔兰移民的文化适应与

文化冲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8 年第 6 期。学位论文有：张小龙：《19 世纪中期—20

世纪中期美国天主教的本土化》（硕士论文，东北师范大

学 2002 年），刘星：《19 世纪中后期美国爱尔兰移民与主

流社会的冲突与适应》（硕士论文，东北师范大学 2005

年）；杨成良：《19 世纪的德意志和爱尔兰移民对比》（硕

士论文，山东师范大学 2000 年）（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

文数据库）。相对而言，原祖杰的《1840-1850 天主教爱

尔兰移民及其在美国的政治参与》，则注重微观探索，参

阅原祖杰：《1840-1850 天主教爱尔兰移民及其在美国

的政治参与》，《世界历史》2007 年第 4 期。
（2）有关研究可参阅郭华东：《爱尔兰移民的定居模式与美

国的城市问题》，《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 年 10 月 （第

30 卷第 10 期），第 96-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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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华东 美国爱尔兰移民的酗酒习惯及其引起的文化冲突

Irish Immigrants’Drinking Habit and Cause of Cultural Conflict
GUO Hua-dong

（School of History，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From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o 1860s, there was an unprecedented wave of Irish im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European immigrants, Irish immigrants had distinctiv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ne of them is
alcoholism. Their habit of excessive drinking has been a long-standing problem and the strange environments of U.S. cities deepen
their dependence on wine. The style is contrary to the temperance movement advocated by USA and is beneath contempt by
Protestant-dominated mainstream cultural groups. It triggers moral condemnation and cultural exclusion from the mainstream society.
Alcoholism becomes an important factor which causes them to conflict with American society.

Keywords：Irish immigrants；alcoholism；temperance movement；cultural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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