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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枪支暴力和枪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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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众所周知，美国是持枪自由的国家。枪支在美国人生活中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美国人也以拥有私人枪支感到自豪，因为这是自由与身份的象征。然而，作为一种致命武器，
枪支频繁使用在暴力犯罪案件中。它的存在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枪支在美国不只涉

及暴力问题，它更形成了美国独特的文化。本文将讨论在美国为何枪支控制不能解决枪支暴力

问题的原因，并针对美国的枪击事件，寻找其他可行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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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度，其民主政治、资 本 主

义经济以 及 多 元 文 化 引 来 无 数 人 追 寻“美 国 梦”。
然而，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来说，有一种自由不是他

们所向往的，那就是拥有和携带枪支的自由。枪支

已经成为美国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人也以

拥有私人枪支感到自豪，因为这是自由与身份的象

征。因此，持枪在美国已经不仅仅作为一种现象存

在，更成为美国独特的文化。在美国的枪支政治争

论中，枪支文化一直是那些提倡保护持枪权利和反

对禁枪人所拥护的文化。①“枪支文化”这个词本身

就反映出美国人长期以来对枪支的厚爱，枪支甚至

被人们成为是美国的文化遗产。②

然而，作为一种致命武器，枪支频繁使 用 在 暴

力犯罪 案 件 中，在 美 国 引 发 持 久 的 政 治 争 论。其

实，枪支暴力在美国并不罕见，历史上就有多起枪

杀事件，美国多位前总统如林肯、詹姆斯·加菲尔

德、威廉·麦金利和约翰·肯尼迪以及黑人运动领

袖马丁·路德·金皆因枪遇害。而近些年来，美国

又发生多起校园枪击暴力事件，如科伦拜校园枪击

事件、环城通道狙击手袭击、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

击案等都引发人们关于枪支政治的激烈讨论。
上述枪击暴力犯罪无疑给公众蒙上一层阴影，

人们开始对 枪 支 泛 滥 产 生 愤 怒，期 望 能 够 限 制 持

枪。然而，美 国 的 枪 支 犯 罪 是 极 其 复 杂 的 社 会 问

题，因此以控枪作为解决枪支暴力的惟一方法显然

行不通。本文将详述控枪不能解决枪支暴力事件

发生的原因，并提出其他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二、原因

控枪不能解决枪支暴力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

历史也有文化因素，还涉及利益集团以及立法等方

面的因素。

１．美国的暴力历史

美国的社会历史几乎是以暴力为准 则 的。依

据格雷汉姆所说，美国的暴力大致分为两类：一类

是消极暴力（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诸如暴力犯罪、长

期斗争、私刑、暴力偏见、城市暴乱、自由多重谋杀

以及政治暗杀等间接与社会发展相关联的暴力事

件。③ 另一类 是 积 极 暴 力（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正 是

这种暴力书写了美国发展史。纵观历史长河，可以

说美国的起 源 和 发 展 充 斥 着 国 内 暴 力：独 立 战 争

（１７７６—１７８３）使这个国家摆脱大英帝国的 殖 民 统

治；１８１２年击败英国赢得第二次独立战争；到了内

战时期也是通过大规模流血事件最终得以维护国

家统一；美国脚下的这片土地也是通过赶走印第安

人而争得的战利品。
既在国内通过暴力扩大势力范围后，美国人深

信暴力的强大作用和影响可以延伸到国外。他们

先后向西 班 牙 和 菲 律 宾 发 动 战 争 进 行 海 外 扩 张。
接下来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以及越

南战争。同时，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至少发动了２００
起由总 统 直 接 带 领 的 军 事 行 动，④ 如１８４９年 炮 轰

印度支那、１９０４至１９３４年间军事占领加勒比海和

中美国家。在冷战期间，美国更是变本加厉地发动

全球战争，冷战过后，他又参与其他大规模军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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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如海 湾 战 争、北 约 轰 炸 南 联 盟、还 有 伊 拉 克

战争。
自１７７６年独立战争 开 始 至２００３年 入 侵 伊 拉

克，美国 大 约 使 用 军 事 武 力２３５次。⑤ 经 历 流 血 暴

力，美国人早已对暴力习以为常。可以这样说，美

国的历史铸造了这样一种文化，表达侵略心理应当

被看作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一旦在心理上接

受这种文化，人们就会养成诉诸暴力解决问题的习

惯。因此，当普通人目睹暴力在国家的历史发展可

以合法化，他们自然会自己尝试使用暴力作为解决

个人问题的合法手段。美国的暴力史形成美国的

枪支文化同时影响人们使用暴力的心理。

２．当代枪支文化的影响

以前人们习惯把枪械作为西部扩张的象征，但
是今天枪支不再是拓荒者的武器。１９９７年社会综

合调查（ＧＳＳ）的数据显示，４０％的美国人家里都有

枪，当时美国大约有４４００万人有枪。而现 在 的 状

况是２５％的成年人以及４０％的家庭拥有至少一支

枪。这些持枪者共计拥有一亿九千两百万枪支，其
中六百五十万是手枪。⑥

人人持枪的普遍性反映出美国当代的枪支文

化。一方面，枪 支 在 人 们 日 常 生 活 成 为 一 种 必 需

品，既可以用来娱乐也可以用来保护自己。另一方

面，枪支的频繁使用进一步强化它在美国未来的存

在。只要美国人喜爱与枪有关的运动，或者离开枪

他们就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全，那么这一武器就会一

直在美国长盛不衰。
（１）用来娱乐的枪

美国人酷爱与枪有关的娱乐活动，如 打 猎、目

标射击等，这无疑给禁枪的方案带来阻碍。毕竟，
在一个崇尚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国度，没有一个团体

会因为公众的安全而放弃自己合理合法的爱好和

权利。就以打猎为例，打猎作为娱乐消遣深受精力

充沛的美国 人 的 欢 迎，它 也 发 展 成 巨 大 的 商 业 活

动。据调查美国有将近一千三百万的打猎爱好者，
平均年龄在１６岁以上，每年要花去二百一十万美

元用在打猎 上。⑦ 虽 然 枪 支 极 具 杀 伤 力，应 当 依 照

政府的相关政策和法令予以控制或制止，但是广大

打猎爱好者却竭力抗议。他们反对实施这种政策，
并攻击这是违反他们的合法权利。所以打猎常用

的半自动猎枪如雷明登、贝雷塔等依然很畅销。
（２）用来保护自己的枪

然而，并不 是 所 有 的 美 国 人 是 用 枪 来 自 娱 自

乐，枪在美 国 更 普 遍 的 用 途 是 消 除 危 险 或 者 恐 惧

感。美国大部分拥有枪支的人认为自己很有可能

成为犯罪的受害者。在这部有名的纪录片《科伦拜

恩的保龄》（Ｂｏｗ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ｏｌｕｍｂｉｎｅ）中，导 演 迈 克

尔·摩尔描述了美国枪支泛滥的现象，他将美国这

种充满恐惧的氛围与加拿大人的态度形成对比，他
造访加拿大位于加美边界的住户，虽然加拿大人和

美国人一样人人持枪，但是摩尔发现住家的前门并

没有紧锁，他们似乎也不担心人身安全或是犯罪案

件的发生。他试图寻找为什么美国枪支暴力发生

的频率这么高，（每年１１１２７起）。进而摩尔又检验

了其他人们认为可能的因素，有人将枪击暴力归结

为哥特摇滚歌手玛丽莲·曼森（Ｍａｒｉｌｙｎ　Ｍａｎｓｏｎ）
的负面影响，但是摩尔指出德国听曼森歌曲的人更

多，而且比美国有更多的哥特膜拜者，但是却不像

美国发生如 此 多 的 枪 支 暴 力 事 件（德 国 每 年 只 有

３８１起）。他 又 从 暴 力 影 像 和 暴 力 游 戏 等 原 因 考

察，全部否决。经过比较，摩尔认为正是美国这个

国家的恐惧历史使得枪支暴力如此独一无二。
（３）利益集团———美国步枪协会的势力

作为一个强大的利益游说个体，美国步枪协会

（ＮＲＡ）强烈反对禁枪。这个组织有超过三百万的

付费会员，再加上大量的广告收入，ＮＲＡ有雄厚的

资金游说国 会、法 庭 以 及 官 僚。⑧ 枪 支 被 认 为 是 提

供保护和处理生活的危险的必需品。ＮＲＡ将这一

宗旨出版在他们的刊物上，不断提醒美国公众，执

法官员不可能总是在人们需要保护或是利益受到

严重侵犯的时候出现，这就要求公众学会用枪保护

自己。这 一 策 略 非 常 奏 效，公 众 强 烈 响 应 这 一

号召。

ＮＲＡ以其强大的游说力量成功挫败了立法部

门关于禁枪的法令。它向国会提供技术信息和研

究结果以此证明禁枪不能解决暴力犯罪问题。例

如，ＮＲＡ曾提交他们的研究结果，在有严格枪支控

制法律的州的犯罪率几乎和没有严格法律的州的

犯罪率一样高。另外，这个组织政治行动委员会每

年为国会选举运动赞助上百万美元，在１９９４年就

以其强 大 的 游 说 力 量 击 败 国 会 上 那 些 支 持 禁 枪

的人。
（４）控枪法律的难题

除上述几点控枪不利的因素外，控枪的法律本

身就存在困境。目前美国各种关于控枪的法律有

两万多条，大多数属于州或地方法规而不受联邦政

府管理。⑨ 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条法律可以有效

降低暴力犯罪的发生。⑩ 这个结果要归结于不同的

州对控枪没有一致的规定。有严格枪支法律的州

通常与较松懈的法律的州接壤，这样前者很容易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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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影响。要使这些法律受到公平测试，首先应使它

们在各州之间保持统一。这就要借助联邦政府的

支持与协助。
另一个困境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明确规定：

“管理良好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的，
因此人民持 有 和 携 带 武 器 的 权 利 不 得 侵 犯。”瑏瑡 因

此，持有和携带武器是美国人民不可剥夺的宪法权

利。支持枪支管制的团体和拥护持枪权利的团体

一致对这一修订案的解释存在分歧，但是美国最高

法院最近认可个人持枪和携带武器的权利。对于

联邦政府来说，枪支管理的确是个敏感问题，如果

枪械管理触及个人权利就会被认为是违宪。

三、解决枪支暴力的方案

考虑到枪支暴力是复杂的社会问题，单靠枪支

管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既然枪支暴力是由多重

因素构成，其解决方法自然也是多元的。此部分将

提出两个可供参考的方案。

１．规范枪械市场

减少枪支 暴 力 的 发 生 首 先 要 规 范 枪 械 市 场。
美国只 有６０％到７０％的 枪 械 交 易 是 经 联 邦 许 可

的，而其余交易都发生在二手市场，即所谓的“黑市

交易”。瑏瑢 罪犯 手 中 的 枪 支 大 多 就 是 从 二 手 市 场 非

法获得的，在美国的主要城市，大约６０％的暴力犯

罪都是涉及 非 法 枪 支。瑏瑣 因 此，联 邦 政 府 需 要 颁 布

相关法令以控制和减少非法枪支交易。政府应当

着重打击二级市场非法枪支交易，并通过对购买枪

支和火药征税来控制交易市场。

２．预防措施

针对近年来发生的多起校园枪击案和成人犯

罪案件，州政府需要在学校和社区制定暴力预防和

教育计划。这些计划目的是改正一些儿童和他们

父母的行为，鼓励他们不要通过武力解决争端。未

满１８周岁的儿童和青少年应远离枪械，父母有权

将枪支存放到安全的地方。
实施这样的计划成功与否取决于各组织机构

的共同努力，包括：心理咨询、暴力预防热线和媒体

宣传。心理咨询的职责是帮助有心理问题的人们

解决心 理 问 题，帮 助 他 们 化 解 心 中 的 仇 恨。一 份

２００６年一项对３３４名 青 少 年 的 调 查 显 示，如 果 男

孩在７岁时表现出反应性攻击，那么到了１６岁就

会变得冲动、敌对、焦灼没有朋友。瑏瑤 心理问题被证

明是暴力犯罪的关键因素。如果心理咨询帮助这

些有心理疾病的人消除报复心理，那么暴力事件也

会减少。另外，美国已经设立暴力预防热线，叫做

ＳＰＥＡＫ　ＵＰ热线。基于８１％的校园枪击事件中，
攻击者会事先告知其他同学他们的计划，该热线提

供免费服务保证学生可以第一时间报告校园枪击

暴力。这也是一个有效的方法进行预防。除此之

外，媒体宣传可以扩大宣传力度，让公众了解枪支

暴力的严重 性，并 警 告 他 们 及 时 采 取 保 护 性 预 防

措施。

四、结语

枪支是美国生活的一个元素。虽然枪 支 是 暴

力犯罪的致命武器，但是美国建国和发展的独特历

史背景使美国人持有和携带枪支的权利的延续成

为可能，而美国人民对任何危机自身安全的威胁的

恐惧为这种权利提供了坚强的支撑。枪击案是一

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允许人民持有枪支只是导致此

问题的原因之一，甚至是所有原因中最为不重要的

一个。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

同努力，尤其是心理疾病的治疗，并完善各种紧急事

件的应急处理机制。企图通过控制枪支来达到防止

此类恶性案件发生的目的，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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