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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移民在美国社会的崛起与融合

王 　寅

在创造美利坚文明的多源移民群体中 ,爱尔兰人可谓独树一帜。同最早来到北美大陆创

建殖民地的英格兰清教徒一样 ,爱尔兰人也来自与美国一洋之隔的西欧。爱尔兰移民大多因

经济困窘而远渡重洋 ,他们文化落后 ,身无长技 ,且信奉天主教 ,在很长时间里为以盎格鲁 - 撒

克逊文化占主流地位的美国社会所不齿 ,深受歧视和排斥。但是 ,爱尔兰人并没有因此而沉沦

或一蹶不振 ,而是以其特有的民族凝聚力和超凡意志 ,顽强地挣扎于美国社会底层 ,不懈地投

身各项经济活动 ,积极参与市政建设 ,坚守并捍卫天主教信仰 ,从而使自己既崛起于美国社会

又为美国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璀璨的美利坚多元文化添上了一抹浓重、亮丽的色彩。

一

爱尔兰人进入北美大陆可追溯至欧洲移民拓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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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 1790 年人口普查 ,美国有 37180 名爱尔兰人 ,另外约有

15 万人带有爱尔兰人血统。② 早期的爱尔兰移民大多来自母国北方地区 ,具有苏格兰人血统 ,

史称“苏爱人”。苏爱人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专业技术。据统计 ,专业人员、业主和从事商业

或农业者约占早期爱尔兰移民总数的 25 % ,另外还有约 40 %以上为手艺人。③ 这种局面一直

持续到 19 世纪初。1821 —1822 年发生的马铃薯晚疫病使大批爱尔兰人涌向国外 ,尤以美国为

最。爱尔兰人移居美国的涓涓细流就此转为滔滔洪流 ,并且蔚为壮观地延续了整整一个世纪。

1845 —1847 年间席卷西欧的灾难性马铃薯青枯病造成的大饥荒 ,更使自爱尔兰移居美国的人

数在 19 世纪 50 年代以 91. 4 万之巨达到巅峰。而在这之前的 10 年间 ,78 万爱尔兰移民占了

同期全美移民总数的 45. 6 %。④

19 世纪 20 年代后因饥荒弃国而去的移民使美国爱尔兰人的“质量”大幅度下降。据统

计 ,30 年代和 40 年代初 ,爱尔兰移民中只有约 1/ 3 的人拥有资本、接受过学校教育、具有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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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据美国移民与归化署《1975 年年度报告》(U. S.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 Annual Report , 1975) , 1820 年至 1900 年

爱尔兰移民美国人数分别为 :1820 —1830 年 ,54338 人 ;1831 —1840 年 ,207381 人 ;1841 —1850 年 ,780719 人 ;1851 —1860 年 ,914119 人 ;

1861 —1870 年 ,435778 人 ;1871 —1880 年 ,436871 人 ;1881 —1890 年 ,655482 人 ;1891 —1900 年 ,388416 人 (参见 Stephen Thernstrom (ed. ) ,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 Cambridge , 1980 , p. 528) 。

参见 Kerby A. Miller , Class , Culture , and Immigrant Group Ident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 The Case of Irish - American Ethnicity , in Im2
migration Reconsidered : History , Sociology , and Politics , Virginia Yans - Mclaughlin (ed. )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0 ,p. 126。

参见 1790 US Census Data. htm , 引自 http :/ / fisher. lib. virginia. edu/ cgi - local/ censusbin/ census/ cen. pl ,Feb. 13 ,2003 ; 黄兆群 :

《熔炉下的火焰 :美国的移民、民族和种族》,东方出版社 ,1994 年 ,第 80 页。

参见邓蜀生 :《世代悲欢“美国梦”———美国的移民历程及种族矛盾(1607 —20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 ,第 114 页。

© 1995-2004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或市场经验。进入 50 年代 ,每年移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中 ,中产阶级人数所占比例从未超过

5 % —6 % ,熟练工人人数也仅占 10 % —12 %。19 世纪 ,绝大多数爱尔兰移民来自母国最贫困、

落后的南部和西部地区。他们拖儿带女远渡重洋 ,历经艰辛 ,到美国后已囊空如洗 ,无力继续

迁移至美国内地。喜欢群居和习惯于在村落周围小块土地上劳作的爱尔兰移民 ,不适应美国

的大土地农业生产方式 ,这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留在了先来者聚居的美国东部各州沿海城市 ,

尤其是他们抵达美国时的口岸城市如纽约、波士顿、费城等。虽然后来爱尔兰移民也逐渐分散

到了美国各地 ,但依然群居于城市之中 ,尤其是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例如 ,1870 年 ,出生

于爱尔兰的移民中有将近 95 %的人集中在美国的新英格兰和中西部地区。① 至 1920 年 ,仍有

90 %的爱尔兰人居住在美国的都市区。

1870 年联邦人口普查显示 ,爱尔兰移民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例不足 15 % ,而当时土

生美国人、德意志移民和英国移民的相应比例分别为 54 %、27 %和 26 %。② 对于来自传统农业

国度的爱尔兰移民来说 ,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离开了母国 ,更是中断了祖祖辈辈与土地相联系

的传统纽带。因此 ,他们中虽然不乏健壮的男性劳动力 ,但缺少在城市谋生所需的技能 ,很难

找到合适的工作。由于贫困 ,大多数爱尔兰移民没钱开办自己的农场或作坊 ;很多的人连体面

的房屋也租不起 ,他们住在城市贫民区中质量最差的房屋里 ,而且往往在一个小公寓内挤住着

一个大家庭 ,还有人不得不在路旁搭起了栖身之所 ,使原本就拥挤、肮脏的贫民区变得越发垃

圾成堆、老鼠成群、火灾频发。霍乱、肺病、精神病等恶性疾病的发病率更是与街区中爱尔兰人

的数目成正比 ,1849 年波士顿发生霍乱 ,病人几乎全部集中在爱尔兰人居住的街区。生存的

压力使原本“野蛮”的爱尔兰人越发性情粗暴 ,酗酒、斗殴、犯罪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以致爱尔

兰移民聚居之处令其他人望而生畏 ,并远远移居他处。③ 对于许多爱尔兰人而言 ,移居美国只

不过是改变了居住地 ,由“爱尔兰贫民变成美国贫民”, ④ 他们的景况甚至连黑人都不如 :1850

年 ,波士顿的黑人人口中从事体力活和充当家佣的比例大大低于爱尔兰移民 ,波士顿自由黑人

的经济状况一般而言要比爱尔兰人好。⑤

爱尔兰移民不得不凭借体力从事连黑人也不屑的艰苦、肮脏和危险的粗体力劳动 ,且大多

为临时工 ,不仅收入低而且备受歧视 ,有的雇主干脆挂出“本店概不雇用爱尔兰人”的告示。但

19 世纪下半叶勃兴的美国经济建设大潮为爱尔兰移民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说 ,

爱尔兰移民来美国适逢其时 :他们为美国工业化提供了一支庞大的非熟练劳工大军。爱尔兰

移民首先成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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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劳工挖掘 ,中西部的铁路大都由爱尔兰人劳工建筑。”⑥爱尔兰移民还渐渐在城市中找到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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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车行的马夫和马车驭手的工作 ,传统的屠宰业、磨坊、锯木厂等也使爱尔兰移民有了用武

之地。19 世纪下半叶 ,美国城市化进程加快 ,这使群居城市的爱尔兰人处于“近水楼台”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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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他们不仅在大量的建筑工地和码头大显身手 ,而且由于东、南欧洲新移民的涌入 ,第二代

和第三代爱裔美国人逐渐脱离了繁重的粗体力劳动 ,不少人成为建筑工地或码头的包工头 ,更

多的爱尔兰移民分散至其他行业。当然 ,分布在各城市的爱尔兰移民的就业情况存在很大差

别。1890 年 ,在波士顿 ,有近 2/ 3 的爱尔兰出生者从事无需特殊技术的工作 ; ①但在芝加哥 ,仅

有 1/ 3 的爱尔兰出生者从事无需特殊技术的工作。此外 ,“爱尔兰人几乎在城市警察和消防部

门刚设置时就垄断了这些行业”。②

当然 ,也有一些爱尔兰移民“在新世界 (通常是在费城)登陆之后 ,便向西移行 ,到阿巴拉契

亚山区一些峡谷里 ,并涌进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南、北卡罗来纳的内地”。③ 另有一部分爱尔兰

移民随着运河开挖与铁路线铺设 ,以及随军征战 ,逐步离开了东部地区城市 ,进入内地 ,有的抵

达太平洋沿岸各州。他们参加了加利福尼亚、南达科他等州的矿区建设。1870 年 ,爱尔兰人

成为加利福尼亚州最大的外国出生的移民群体。至 1880 年 ,有 1/ 3 以上爱尔兰出生者居住在

东海岸以外的地区 ,成为除犹他州以外西部各州和准州 (即当时美国西部若干已建立独立司法

机构但尚未正式加入联邦的地区)的三大移民群体之一。爱尔兰移民在美国西部开发中做出

重要贡献的同时也使自己的经济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1850 年 ,居住在波士顿的爱尔兰男性

移民从事白领工作的仅占 6 % ,而在旧金山和洛杉矶同类比例分别为 14 %和 12 %。1880 年 ,

东、西部的这种差异依然存在 ,如纽约的爱尔兰人从事白领工作的比例为 13 % ,旧金山的爱尔

兰人从事白领工作的比例则达 20 %。

至 1900 年 ,爱尔兰移民及其子女在除农业以外的所有领域取得了与土生美国人相应的职

业平等。爱尔兰男性移民中从事白领工作的人和专业技术工人、普通工人所占的比例与土生

白人大致相同 ,分别为 35 %、50 %和 15 % ,但爱尔兰人中的专业技术工人主要集中在高收入的

且大多为高度工会组织化的行业中。④ 一些有经营头脑的爱尔兰人开始拥有自己的产业 ,甚

至积累了万贯家财。拥有自己企业的爱尔兰人口比例在 20 世纪上半叶更是稳步增长。

二

无论从哪方面看 ,19 世纪中叶爱尔兰移民在美国都属弱势群体。然而 ,经过顽强抗争和

孜孜以求的努力 ,他们不仅逐渐在美国找到了工作 ,改善了就业状况 ,增加了经济收入 ,而且充

分利用群体优势 ,在 19 世纪下半叶美国工业化进程中 ,尤其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

中 ,形成一支不容忽视甚至举足轻重的力量。

独特的文化背景使爱尔兰人在母国缺乏从事工业劳动的经历 ,更没有工会组织和工会活

动的经验 ,但他们在数百年共同反抗异族残暴压迫的斗争中形成了很强的民族凝聚力 ,具有别

的移民群体所罕有的以地下组织形式 (包括宗教组织等) 从事政治活动的丰富经验 ,并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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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带到了美国。爱尔兰移民由于工作报酬低、工时长 ,经常受周期性失业的困扰 ,而他们往

往不仅需要挣钱谋生 ,还得寄钱援助母国赤贫的亲戚 ,因此对经济问题特别敏感 ,在经济上的

追求也特别迫切。他们往往联手行动 ,共同反对雇主的剥削、欺压。随着美国内战后工业生产

的迅猛发展 ,美国工人阶级队伍飞速壮大 ,工人运动也进入了最活跃的时期 ,这使人数众多且

高比例从事工业劳动的爱尔兰移民找到了施展才干的舞台。

其实 ,在美国早期的劳工组织中 ,来自爱尔兰的技术工人和中产阶级人士就起了很大的作

用。他们往往帮助组织并在其后领导着爱尔兰人和非爱尔兰人劳工的联盟 ,尽管在初始阶段 ,

这些组织往往是局部或地区性的。1861 年 ,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煤矿工人组织“美国矿工协

会”建立 ,马丁·伯克成为积极参与工会活动的爱尔兰人先驱。此后 ,在美国许多地方和许多行

业的工会组建和活动中 ,如制鞋工人工会、无烟煤矿工人工会、加利福尼亚工人党等 ,爱尔兰人

劳工不仅积极参加 ,而且表现出很强的宣传鼓动和组织领导能力。1877 年 ,一场席卷美国东、

西海岸线的全国性工潮中 ,参加者中约有 1/ 3 为爱尔兰人。特伦斯·V·鲍德利 ,一个被放逐的

爱尔兰佃农的儿子 ,从 1879 年起担任美国第一个重要的全国性劳工组织 ———劳动骑士团 ———

领袖达 16 年之久。1890 —1920 年间 ,爱裔劳工在劳工联合会 (以下简称“劳联”。当时 ,美国所

有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中有 75 %的人是劳联成员) 中“惊人地占有主导地位”。① 1900 —1920

年间 ,在劳联及其下属的 110 个组织中 ,有 50 个组织的主席或高层领导人有爱尔兰人血统 ,而

当时 ,爱尔兰出生者及其后辈中的男性劳动力仅占全美男性劳动力的 1/ 13。②

积极投身美国工运的还有来自爱尔兰的妇女。她们最初大多以做家佣和洗衣谋生 ,后逐

渐进入工厂。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她们在蓬勃兴起的美国工人运动中同样大显身手 ,例如 ,

著名的左翼工运宣传家玛丽·H·琼斯在 1905 年帮助组建了世界产业工人联盟 ;温和的工会活

动家詹姆斯·奥康奈尔曾经担任劳联副主席 ;1903 年国际妇女工会联盟成立时 ,莉奥诺拉·奥

赖利是理事会成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爱尔兰移民及其后代在美国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 ,他们中的许

多人是工会组织的重要领导者。菲尔利·M·奎尔参与组建美国运输工人工会并为首任主席 ;

伯利·J·柯伦是 1937 年成立的全国海员工会首任主席 ;爱尔兰人劳工之子菲利普·默里担任产

业工会联合会主席 ,并帮助产联在 1955 年同劳联合并 ;合并后的劳联 —产联主席乔治·米尼是

来自爱尔兰的钳管工 ,任该职直至 1979 年退休 ,他任职期间不仅大权独揽 ,而且在民主党内颇

有影响。③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爱尔兰人在母国长期遭受外族统治 ,强化了他们的民族意识而大大弱

化了其阶级意识。到美国后 ,爱尔兰人的民族意识进一步强化而阶级意识进一步弱化。强烈

的民族意识使爱尔兰移民 (包括他们中原有的中产阶级人士和率先富起来的有产者)热心地为

本民族移民提供各种各样的援助。而经济上的追求使爱尔兰移民“更加容易接受 ⋯⋯中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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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理想”和“奉行阶级合作的改良主义路线”。①爱尔兰人所信奉的天主教更是主张阶级调

和。种种因素促成爱尔兰人劳工基本上都奉行强调阶级合作的改良主义路线。他们在美国劳

工中的势力和影响使得美国 19 世纪下半叶的工人运动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特伦斯·V

·鲍德利就曾公开号召工人阶级“同资方建立密切联盟与和谐关系”,并宣称“雇主的利益与骑

士团的利益是一致的”。② 劳动骑士团解体后组建的劳联也因为爱尔兰移民的影响而主张阶

级合作 ,逐渐成为改良主义的组织。爱尔兰人劳工领袖使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许多地方

劳、资之间出现了一种“合作关系”。③ 而美国资产阶级则通过对爱尔兰人劳工及爱尔兰人占

主导地位的工会组织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使其许多价值观念具体化 ,使其许多目的得以实

现 ,包括以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分裂或瓦解工人运动、分化工人队伍、豢养工人队伍中的特

权阶层使之沦为自己的喉舌和御用工具等。直至 20 世纪初 ,美国劳工组织至少在许多方面依

然相当保守。④

“19 世纪末叶的美国工人运动 ,无论在组织性、内部团结的程度、阶级觉悟、科学社会主义

的理论等方面 ,都远远落后于欧洲各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⑤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

多 ,但与崇尚阶级调和与改良主义的爱尔兰人劳工和劳工领袖在工会活动中的作用有很大关

系 ,他们甚至往往在资产阶级和政客成功瓦解或镇压工人运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 ,

工人运动也使爱尔兰熟练工人在美国的许多企业中处于一种极其微妙的地位。企图通过减薪

和机械化生产来降低生产成本的雇主们往往愿意招募来自东、南欧洲的新移民 ,因为新来者

“工资低且比讲英语的工人顺从”,而且可以“用新来者击败由爱尔兰人控制的工会罢工”,但

是 ,爱尔兰人劳工通过排外和裙带关系在许多同业工会中形成了垄断地位 ,使这些工会成为爱

裔美国人的“堡垒”。⑥

三

爱尔兰移民在母国长期受英国殖民统治 ,无权拥有像样的地产 ,没有选举权 ,无权出任公

职 ,更没有任何升迁机会 ,有的只是以秘密会社、“不受法律约束甚至违法的”手段、“有组织的

破坏活动”进行反抗 , ⑦ 却不料在崇尚民主自治、社会契约和权力平衡且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

美国找到了用武之地 ,匪夷所思地在政治上获得了令任何一个外来移民群体都难以望其项背

的成就。

在美国遭受的歧视和排斥 ,加剧了爱尔兰移民的民族感和凝聚力 ,促使他们同舟共济、相

互帮助。但是 ,不同于其他移民群体的是 ,在异族压制下生活了近千年的爱尔兰人绝不仅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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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参见〔美〕丹尼尔·布尔斯廷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译 :《美国人 :民主历程》,第 291 页。

参见 Kerby A. Miller , Class , Culture , and Immigrant Group Ident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 The Case of Irish - American Ethnicity , in I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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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2004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足于在陌生的土地上求得经济的发展 ,他们深深懂得只有取得政治层面上的强势才会有真正

意义上的发展。他们中的许多人有着几乎与生俱来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才能 ,热衷政治 ,“懂得

政治杠杆”, ① 知道如何审时度势 ,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和手段 ,利用同胞中

固有的和强化了的“种族和宗教内聚力”谋求自身的权益。而贫困和对酒精的嗜好使爱尔兰移

民很容易成为政客手中的工具 ,后者“只需提供免费的酒精饮料就可以使他们成群结队地前往

投票站表达他们的忠诚”;此外 ,爱尔兰人还具有其他外来移民所没有的巨大优势 :他们会讲英

语 ,虽然不甚流利、带有浓重的爱尔兰土音且不时有明显的语法错误 ,但他们几乎个个口齿伶

俐、能言善辩 ,能够从容地“进入美国政治而没有任何语言障碍”。②

聚居城市的习惯使爱尔兰移民成为 19 世纪下半叶美国许多城市中最大的族群 ,形成了一

股谁也不能忽视的力量。这一点首先在选举中表现出来。爱尔兰移民手中拥有的大量选票使

他们成为各大政党争取的对象 ,至少要避免触犯爱尔兰移民的情感。爱尔兰移民则深知如何

利用手中的选票推举出能够为自己谋求利益的政党执掌权柄。他们的这种政治热情早在

1828 年大选中就有了充分的表现 ,在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安德鲁·杰克逊之间进行的激烈竞

选中起了作用。崇尚民主政治的爱尔兰人崇拜杰克逊将军 ,对杰克逊的抗英行动和在新奥尔

良痛击英军尤其存有感激之心 ,他们纷纷涌向投票站将选票投给这位“穷苦的爱尔兰移民的宠

儿”。③ 4 年后 ,爱尔兰移民又在杰克逊与“亲英保守派”亨利·克莱之间进行的总统候选人角逐

中起了关键作用 ,使杰克逊如愿获得连任。④ 爱尔兰人对民主党一直情有独钟 ,当其他外来移

民因个人的政治或经济因素而分别支持辉格党、共和党等不同政党时 ,爱尔兰移民几乎一致拥

戴民主党 ,并且在民主党内形成了一定的势力。

随着爱尔兰移民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势力和影响日益扩大 ,他们中的党魁和宗教领袖

———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人士 ,且往往是第二代美籍爱尔兰人 ———开始关注提高本族移民的

素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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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族移民中倡导自

律、勤奋、节俭 ,尤其是倡导饮酒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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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城市化过程中暴露出的大量问题 ,为热衷政

治的爱尔兰移民创造了参与城市管理的大量机会。他们不再是在母国采用秘密手段抵抗外族

侵略的乡巴佬 ,也不再是用暴力和骚乱反抗歧视与排斥的异族 ,而是以城市主人的身份堂堂正

正参加各级议会 ,在会上慷慨陈词 ,用国家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为包括本族移民在内的移民谋求

利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爱尔兰移民的热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才干得到了最大程度的

施展 ,群体力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显现。

至 19 世纪 90 年代初 ,爱尔兰人控制城市的格局便基本定型 ,他们“控制了几乎所有大城

市的政治机器”。⑤爱尔兰移民和一些其他族裔移民中的政客、党魁在幕后发号施令 ,结党拉

派 ,安插亲信 ,笼络人心 ,成为美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城市老板”(当时美国社会的产物 ,既是

帮会领袖 ,又在城市管理中起一定作用) 。正在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财富和权力中心的纽约几

乎成了爱尔兰人的天下 ,他们控制了该市的政治机器坦慕尼协会和当地的政治选举。在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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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人人口占 1/ 3 以上的波士顿 ,来自爱尔兰的孤儿帕特利克·A·柯林斯两度出任市长 ,并在

1888 年成为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进入 20 世纪后 ,波士顿市政府仍一直由爱裔把持 ,擅

长“甜蜜演说”的约翰·F·菲茨杰拉德和詹姆士·迈克尔分别数次蝉联市长 ,此外还有多任市长

和许多部门领导具有爱尔兰人血统。在费城 ,爱尔兰裔约翰·坎贝尔曾领导民主党中的天主教

徒同本土文化保护主义者进行不懈斗争。芝加哥市的许多官员也出生于爱尔兰 ,理查德·达利

在 20 世纪曾任市长 20 多年。来自爱尔兰的克里斯托弗·A·巴克利在 19 世纪 80 年代出任旧

金山市市长 ,并使旧金山市的警察和许多其他部门“爱尔兰化”。甚至在大量其他族裔新移民

进入这些城市并形成选民多数之后很久 ,在这些城市执牛耳的依然是爱尔兰人。①

爱尔兰人不仅在美国城市形成一股强势 ,而且给美国城市政治引进了“爱尔兰方式”,大大

拓展了美国政治生活的内容。许多“城市老板”自视为现代劫富济贫的罗宾汉。他们根据本族

移民互帮互助的传统 ,不仅为选民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 ,如职业介绍、生活救济、医药服务、筹

措互济金等 ,还“为穷人在圣诞节送去晚餐 ,在严冬送去煤炭 ,在葬礼送去鲜花”。②他们“使自

己成了为社会公益服务的人物”,使美国改变了欧洲传统的贵族治理城镇的模式 ,使“城市的政

治生活人格化和人性化”。③

爱尔兰移民中的“城市老板”还帮助“发展并完善了大城市的政治机器”,使下层阶级的代

表分享城市管理的权力。他们首先使纽约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平民管理的大城市”,并

且从 19 世纪初开始 ,使平民管理市政成为纽约市的一种固定制度。爱尔兰人在纽约市政管理

中的许多平民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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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美国现代城市得以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④ 他们在美国城市建设中

的种种举措使一位作家由衷地感叹道 :“爱尔兰人的作用就是管理美国城市事务。”⑤

然而 ,来自传统农业社会的爱尔兰移民虽然实际掌管了美国许多城市 ,但他们并不善于管

理城市 ,也不谙城市管理的艺术。他们为美国城市提供了“友善的官员、勇敢的警察和骁勇的

消防队员”,但也使之“成为治理最差的城市”, ⑥因为他们采用的往往是母国农民为维护自己

的权利而采取的传统做法 ,包括拉帮结伙、威胁利诱、敲诈勒索、人身残害等等。而美国城市在

发展的初级阶段 ,行政部门相对软弱 ,法制不健全 ,全面铺开的市政公用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 ,

无以计数的订单、承包合同以及特许权 ,给“城市老板”们提供了结党营私、贪赃枉法、行贿受

贿、聚敛财富的种种便利 ,这些又进一步导致市政管理混乱和市政建设的无政府状态 ,城市腐

败现象骇人听闻。尽管 19 世纪末揭开城市黑幕、取缔“城市老板”和改革市政体制的运动遏制

了“城市老板”对市政的干预和操纵 ,使城市得到有效的治理 ,但由于爱尔兰移民在美国城市的

势力盘根错节 ,他们对美国许多城市的控制仍持续了许多年 ,只不过有所收敛和改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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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爱尔兰移民在投身美国经济建设和市政建设的同时 ,还为美利坚宗教文化的多元化做出

了独特的贡献。

美国是一个宗教大国 ,“教派林立、组织繁多”。① 然而 ,为创建理想中的“山巅之城”而来

北美荒原的基督教清教徒和以后到来的一批又一批新教徒 ,在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过程中确

立了基督教在这个国家的主流地位。因此 ,虽然有法国、西班牙、荷兰、爱尔兰等国的天主教徒

参加了北美大陆的早期开发和建设 ,并于 1634 年在马里兰正式建立教会 ,但天主教只不过是

美国这个“新教大海中的一个小岛”, ②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能建立统一的教会。这种局

面直到 19 世纪 20 年代爱尔兰人大量涌入才发生变化。

爱尔兰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国家 ,80 %以上的人口为天主教徒。但早期爱尔兰移民中来

自爱尔兰北方的苏爱人大多是不堪英国人政治、经济、宗教压迫的新教徒 ,天主教徒只占当时

爱尔兰移民中的一小部分 ,而且大多为中产阶级人士或手艺人。他们的才能和技艺很是为当

时美国经济发展所急需 ,而他们移居美国所寻求的目标 ———“独立”、财富和新的发展机会 ,也

符合当时大多数欧洲移民的共同追求。爱尔兰移民中的天主教徒当时人数之少 ,加之他们在

母国长期受英国人残暴的殖民统治 ,以致大多数新教教徒不仅没有把他们的到来看做对新教

或对共和制度的一种威胁 ,而且“特别”加以欢迎。正如一位北爱尔兰移民所报道的 ,他们“被

看做爱国的共和主义者。并且 ,如果你对美国人说 ,你不得不逃离你的国家 ,或者你会因背叛

祖国而被绞死 ,他们就会对你刮目相看 ,还将会大加赞赏”。③

19 世纪 20 年代以后进入美国的凯尔特 - 爱尔兰移民 (“凯尔特”也作“克尔特”) 则绝大多

数为天主教徒 ,他们虔诚地忠实于自己的宗教信仰 ,无限信赖教会的神职人员。他们不仅坚持

自己的宗教理念和生活方式 ,而且 ,用许多主教的话来说 ,爱尔兰人在美国肩负着特别的神圣

使命 ,要努力使天主教在美国得到振兴。

爱尔兰人中的天主教徒不论到哪里谋生 ,就把教堂建造到哪里。他们不仅在抵达美国后

聚居的东北部城镇建立了大量的教堂 ,也在后来劳作的地方 ———工厂、矿山、建筑工地、运河和

铁路沿线乃至兵营驻地 ,星星点点建造起自己的教堂。在纽约、康涅狄格、俄亥俄、印第安纳等

州 ,天主教堂的建设同早期运河的建设同步进行。随着美国西部开发和横贯美国大陆铁路线

的铺设 ,爱尔兰移民将天主教堂建到了美国内地乃至太平洋沿岸地区 ,使天主教堂的尖塔在美

国许多地区举目可见 ,哪怕这些教堂极其简陋。

伴随爱尔兰人天主教徒进入美国的还有大量天主教神职人员。这些神职人员和教徒一起

深入美国各地 ,足迹遍布教徒们的各个生活区和作业点。他们不遗余力地帮助教徒在美国各

地建造教堂、学校、医院、孤儿院和收容院。他们为新来者提供指导 ,使之尽快适应在美国的生

活 ;给困顿中的劳工带去温暖 ,鼓励他们为生存顽强抗争 ;向病人、无家可归的儿童和各种需要

帮助的人群伸出援助之手 ;帮助成立禁酒团体 ,与爱尔兰人世代沿袭的酗酒恶习作斗争 ,学会

体面地工作 ,体面地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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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努力中 ,具有重要意义的当属为教区儿童创建学校。由于凯尔特文化“敌视读

书人”的传统 ,爱尔兰成为中世纪欧洲主要国家中惟一没有建立大学的国家 ,其文化之落后可

以想见。① 加之英国人殖民统治爱尔兰数百年 ,客观上造成了爱尔兰人的“不开化”。而在美

国 ,为了促进天主教的发展 ,也为了使后代继续父辈的宗教信仰和更好地在美国生存 ,19 世纪

爱尔兰移民在抵达美国后的数十年间建立了数十所教会学校 ,虽然这些学校规模很小 ,也相当

“原始”,更有许多教室设在教堂的地下室 ,但它们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小看。天主教会还在波士

顿、纽约等地发动建立教会学校运动。教徒们纷纷为之解囊 ,尤其是爱尔兰人劳工。当时许多

教会学校需向学生收取一定的费用 ,这就将最贫困教徒家庭的子女排斥在外。尽管教会为建

立学校做了许多工作 ,但当时仍然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有足够多的教会学校能满足教徒子女入

学的需要 ,例如纽约教会为教会学校建设做出的努力虽然为全国城市之最 ,但在 19 世纪 50 年

代后期 ,只能吸收该教区约 35 %的教徒子女入学。②

这种局面在美国内战后得到了改善。许多主教辖区不仅扩建和增建了小学 ,还兴办中学 ,

使越来越多有爱尔兰背景的学生得以接受更高等级的教育。至 1900 年 ,许多爱尔兰移民的孩

子能够进入天主教会办的高校。当然 ,也有一些爱尔兰移民的孩子进入公立学校 ,但这些学校

使用的教科书中对天主教的传统偏见和学生在这些学校必须诵读基督教《圣经》的做法使他们

的天主教徒父母感到不悦。经过一次又一次激烈斗争 ,各方均做出了一定的妥协。一些对天

主教带有较多偏见的教科书被取消 ,也不再强制学生诵读《圣经》。

随着美国天主教堂和教会学校的建设 ,使为之配备合格的神职人员一时间迫在眉睫 ,以致

教会不得不从爱尔兰输送大量神父到美国。仅 1842 年创建于都柏林的万圣学院 (College of All

Hallows)在建校后的 60 年间 ,就向美国输送了 1500 名神父 ;设在爱尔兰基德尔县的梅诺斯神

学院也为美国培训了大批神职人员。③ 1840 —1850 年间 ,美国天主教神父的数量从 480 名激增

至 1500 名 ,其中 35 %具有爱尔兰姓氏“麦克”。爱尔兰神职人员对美国天主教的教区建设和教

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也确立了爱尔兰移民在美国天主教会中的统治地位。1790 年天主教

在美国尚处于“襁褓”阶段 ,第一位主教约翰·卡罗尔就是爱尔兰人后裔。1875 年 ,爱尔兰移民

后代约翰·麦克洛斯基成为美国第一位红衣主教。在这以后的 20 多年里 ,美国天主教主教中

具有爱尔兰人血统的约占 50 % ;17 位红衣主教中 ,更是仅有 4 位不是爱尔兰人。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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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为爱尔兰人 ———这个数字

可能不尽正确 ,因为只计算父亲为爱尔兰者”;当时 ,美国几乎任何一个主教辖区或大主教辖区

中都有爱尔兰出生或具有爱尔兰人血统的高级神父。⑤ 虽然这种现象遭到其他移民群体中的

天主教教徒的反对 ,但爱尔兰移民在美国天主教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爱尔兰天

主教徒以及 1848 年以后德意志天主教徒大规模移民美国 ,使得天主教徒在美国各种宗教信仰

者中人数的排名从 1776 年的第 10 位上升至 1850 年的第 3 位。19 世纪末意大利、波兰等国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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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到来 ,更使天主教在 1890 年“首次以 730 万信徒 (包括儿童)占据了首位”。①

然而 ,爱尔兰人在为天主教会在美国的大发展而举杯庆贺的同时 ,仍面临着巨大挑战。

其实 ,早在 1820 年之前 ,少数美国人已经对天主教和爱尔兰人存有偏见。19 世纪 40 年代

末以后 ,伴随爱尔兰移民和德意志移民而来的天主教在美国的大发展 ,使“排外主义者感到最

恐惧的是罗马天主教教义和与之相连的爱尔兰人”。② 怀有强烈宗教偏见的新教教徒们视之

为对新教的一种严重威胁。政治家们中有人原本就担心外来移民会给美国带来贫困、疾病和

犯罪等严重社会问题 ,这时更害怕爱尔兰移民会破坏社会稳定 ,从而威胁到美国共和政体和民

主制度 ,甚至“从而结束了美国对欧洲社会弊病的免疫性”。③ 种族主义者指责凯尔特 - 爱尔

兰人会污染美国人的血统 ,使美国不再是一个以盎格鲁 - 撒克逊人为主的国度 ,更何况爱尔兰

人劳工同美国本土工人在就业、住房等方面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一时间 ,关于爱尔兰人属于

“蛮族”———懒惰、迷信、酗酒和暴力 ———的种种说法甚嚣尘上。到了 19 世纪 50 年代 ,反爱尔

兰人的鼓噪达到了顶峰 ,报刊、书籍、小册子连篇累牍地谩骂、嘲笑爱尔兰移民。种族主义分子

和本土主义者更是打着反天主教的旗号 ,煽动民众排斥爱尔兰移民。他们向天主教教会机构

扔石头 ,焚烧和破坏爱尔兰人修建的修道院和学校。1854 年成立的“一无所知党”成为反对天

主教和外来移民的先锋。“1887 年创立的‘美国保护协会’,其宗旨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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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另一种冲击来自天主教教会内部有其他民族背景的教徒。几乎与凯尔特 - 爱尔兰人同时

在 19 世纪中叶大规模移居美国的德意志人和 19 世纪晚期大量到来的东、南欧移民 ,出于传统

的种族和民族观念与敌意 ,自然对爱尔兰人在美国天主教教会中的垄断地位感到不满。他们

强烈要求得到本族神职人员的服务。在某些地区 ,这些矛盾相当突出。至 19 世纪末 ,德意志

人和爱尔兰人中的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极为尖锐。然而 ,由于爱尔兰人占有先入为主的优势

并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这使存在着严重语言障碍的其他族群自愧不如。此外 ,爱尔兰人中的

天主教徒也尽可能地避免与其他族群产生矛盾和冲突。他们的神职人员不仅援助爱尔兰人教

徒 ,也援助来自其他国家的天主教徒和其他宗教的教徒。同时 ,他们还支持在移民众多的城市

建立不同族群的天主教堂 ,如在芝加哥 ,“一个街区便设立了几个天主教堂 ,分别使用不同的语

言为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提供宗教服务 ,帮助他们尽快地融入美国社会”。⑤ 因此 ,尽管存在

着种种矛盾和冲突 ,但爱尔兰人在美国天主教教会中的优势一直没有减弱。

五

爱尔兰移民终于渐渐崛起于美国社会 ,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

他们“依然在美国社会的主流之外 ⋯⋯被视为不可同化的移民”。⑥在国家政治层面上 ,较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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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兰移民的人数和活力 ,其影响力仍然有限 ,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在努力积累财富的同时 ,

爱尔兰移民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扩展势力 ,经过近百年数代人的努力 ,终于在 20 世纪 ,尤其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取得了重大突破。

1919 年 ,出生于穷苦移民家庭的爱尔兰人后裔阿尔弗雷德·史密斯出任纽约州州长 ,并三

次连任。因 1848 年爱尔兰遭受自然灾害而抵美的肯尼迪家族不仅成为波士顿一言九鼎的名

门望族 ,而且在马萨诸塞州的影响力仅次于亚当斯和罗斯福两大家族。其族长约瑟夫·肯尼迪

在 25 岁时出任银行经理 ,后成为造船业和电影业巨子 ,并在 1937 年出任美国驻英大使。同

时 ,爱尔兰人当选联邦国会和各级地方议会议员、担任政府各部门要职的人数也逐渐增多 ,联

邦国会中爱尔兰人议员人数曾一度是其他所有族群议员人数总和的一倍以上。① 阿尔弗雷德

·史密斯还在 1928 年成功获得民主党提名 ,成为第一位身为天主教徒的总统候选人。史密斯

竞选总统虽遭失败 ,但爱尔兰人天主教徒的努力并没有停止。30 多年后 ,约瑟夫·肯尼迪的儿

子约翰·肯尼迪终于赢得 1960 年总统大选的胜利 ,如愿入主白宫 ———长期压在天主教徒头上

的“玻璃天花板”终于被打破 ,他们终于攀上美国政坛的顶峰 !

值得注意的是 ,此时的爱尔兰移民早已没有了当初那种强烈的民族意识。经济上的富足

———哪怕是改观 ———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走出了贫民窟 ,将原来的住所留给了新来的移民而自

己入住体面的社区 ;政治上的成功使他们努力完善自己 ,改变自身形象 ,从而使美国公众逐渐

抛弃传统的偏见而接受了他们 ,这一进步促使他们摆脱群体意识 ,最后摆脱狭隘的族群圈子而

逐渐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这一点充分反映在爱尔兰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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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 100 年后的 1960 年 ,美籍爱尔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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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尼迪的母亲玛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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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掩盖他的爱尔兰血统”, ③ 但是 100 年后 ,族际通婚早已使爱尔兰移民的后裔“被归

类于其他种族”,甚至很难鉴别他们的族属。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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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到美国 ,也不再一味寻找 ———其实已经难以找到 ———本国移民的聚

居地 ,这种现象使得他们很快融入美国社会。

从格格不入到相互交融 ,爱尔兰移民在美国走过了一条艰苦的崛起之路。他们为美国经

济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 ,为美国工运和市政建设提供了爱尔兰式的理念和作风 ,为天主教

在美国的存在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最后使自己变得美国化并丧失了许多爱尔兰人的“独

特气质”。然而 ,正是他们同盎格鲁 - 撒克逊文化的相互撞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导致了美

国社会更加宽容和多元化 ,而对外来移民和移民文化的接纳与消化 ,促成了移民文化在美国社

会的蓬勃发展 ,并最后铸就了斑斓绚丽的美国多元社会和多元文化。

(王寅 ,副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上海 ,2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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