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废奴运动领袖之死

本周，“弗格森枪击案”的判
决结果及其引发的骚乱，再次吸
引了人们对美国种族问题的关
注。美国社会对这桩案子的过激
反应，让我们看到即便在美国，也
有摸不得碰不得的“政治正确”问
题，比如种族问题。

所有种族无论肤色一律平
等，这种主张本身没错，但究竟应
该用什么手段实现它？是不是能
纵容以此为由的杀人放火？对于

这个问题，美国打从南北战争时
代起就没想清楚。而这一切的缘
由，其实都与对约翰·布朗这个人
的评价有关，12月2日是约翰·布
朗的忌日，我们就来说说这位极
富争议的废奴运动领袖。

布朗出生于俄亥俄州的一个
白人皮鞋匠家庭，后来成长为废
奴运动领袖。布朗年轻时就和一
帮小伙伴成天聚在一起，讨论怎
么解救南方受苦受难的黑人兄
弟。1859年10月16日，已经年过半
百的布朗带着14名白人（包括他
儿子）和5名黑人正式起义，攻陷
了美国南方波托马克河河口的一
座联邦军队军火库。带着这么点
儿人起义不是在找死？人家布朗
倒不这么想。他觉得既然南方奴
隶制度暗无天日，此次他“王师”

一到，黑人兄弟们那还不箪食壶
浆、赢粮影从？到时候他就把着军
火库只管发放军火就行了。遗憾的
是，南方黑人奴隶们没有当今弗格
森人民的“斗争觉悟”，布朗干吆喝
了半天，除了前来镇压的联邦军
队，谁也没来。起义迅速被镇压。

1859年12月2日，布朗被公开
处死。谈美国种族问题不能不提
这一幕，因为它可以算是整场南
北战争的导火索，南北双方对于
此人的评价差距实在太大了。北
方的观点总结起来无非是：一个
北方白人，不远万里来到南方，把
黑人的解放事业当做自己的事
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自由主义
精神。美国哲学家爱默生当时评
价布朗说：“他受苦，将使得绞刑
架发光，如同十字架般。”死掉的

约翰·布朗在北方完全被描绘成
了一个圣徒，其事迹甚至还被编
成了《约翰·布朗之歌》，在即将爆
发的内战中激励了北军的士气。

不过，在另一些人看来，布朗
非但不是圣徒，反而是个魔鬼。据
说在他断气的那一刻，后来名扬
天下的约瑟夫·李将军（他也是镇
压约翰·布朗起义的指挥官）抑制
不住兴奋，大喊“让人类的公敌统
统毁灭”吧。

李将军为何要把布朗称为
“人类公敌”呢？在李将军看来，布朗
的 行 为 中 藏 着 一 个 可 怕 的 逻
辑——— 布朗认为，为了一个正义的
目标，可以毫无顾忌和节制地行不
义之事，他曾一再宣称只要奴隶不
解放，“美国就应陷入永久的战争
之中”。而比布朗的言论更偏激的

是他的行动，就在布朗组织起义
前不久，他曾经率领十几名废奴
主义者绑架了五名奴隶主，将他
们用极其残忍的方式虐打致死。

布朗临死前有句遗言：“我，
约翰·布朗，现在坚信只有用鲜血
才能清洗这个有罪的国土的罪
恶。过去我自以为不需要流很多
血就可以做到一点，现在我认为
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这句嗜血
的遗言后来的确呼唤来了残酷的
南北战争，美国种族冲突的伤口
也一直流血至今。也许，对于约
翰·布朗本人评价的争议，只是美
国人自己的问题，但他的故事带
来 的 另 一 个 思 考 却 属 于 全 世
界——— 为了阻止一种罪恶，不惜
放出一种更大的罪恶，这真称得
上是正义吗？

□撰稿 本报记者 王昱

迷思：神草还是毒草

如今随便上街买盒烟，我们
都能看到“吸烟有害健康”这句
话（虽然有时得用放大镜仔细
找），不过人类认识到这个常识
的分量，花了100年的时间。

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在
圣萨尔瓦多岛登陆。这一天一
定是全世界烟民值得纪念的日
子，因为根据哥伦布自己的记
述，他上岸后就发现当地印第
安人“一手持着点燃的木棒，一
手拿着玉米叶片或棕榈叶片卷
成的长管，嘴巴和鼻子里喷出
一股股浓雾般的青烟”。这是旧
大陆的人第一次见识“抽烟”是
咋回事。

由于吸过之后产生的那股
兴奋劲儿，烟叶在印第安人那里
被视为能够通灵的“神草”，而传
到欧洲后，它一度被认为是能包
治百病的神药。散播这种今天看
来有些“坑爹”的观点的人，名叫
尼古特。这人当时是法国驻葡萄
牙大使，他听人说烟草可以解乏
提神，就将烟草精心栽培在自己
的花园里，没事就摘片叶子抽两
口，研究一下烟叶的功效，据说
尼古特还用烟叶治好过自己厨
师的刀伤。1561年，尼古特回到
法国，听说王太后得了头疼病，
尼古特就向她宣传烟草的治疗
功能。王太后经过试吸感觉确
实不错，从此爱上了吸烟。王公
大臣们见此纷纷效仿，于是吸
烟成了当时上层社会一种高雅
时髦的爱好。法国为了纪念尼
古特的传播之功，就将烟草中
的生物碱命名为尼古丁。烟草
顶着提神、醒脑的功效，作为一
种流行品迅速传遍全世界，最迟
到16世纪末，烟草已经传遍整个
欧亚大陆。

最早指出烟草有害的，是一
个叫斐南地奥卫杜的人，他于
1526年发现烟草让人处于麻痹
状态时，实际上就是一种中毒现
象。1558年，英国发生了有人因
为吸烟过量而中毒的事件，于是
开始实施禁烟。

禁烟：征税外加砍头

作为最早意识到吸烟有害
健康的国家，英国的禁烟行动开
始的时间也最早。1603年，英王
詹姆斯一世亲自起草了著名的

《讨烟檄》，精于经商的英国人
首先想到了课以重税，将对烟
草 的 关 税 一 下 子 提 高 到 了
4000%（价值1磅的烟叶收40磅
关税）。为了强调禁烟的严肃
性，国王还下旨杀了将烟草推
广到英国的罗利爵士。据说，这
位罗利爵士在走向绞刑架时，
嘴里还叼着烟斗，神态自若、毫
无惧色，展现了一名英伦绅士
应有的风度，以及一名烟民对
其爱好的至死不渝。

英国人的禁烟运动很快被
争相效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相比于征税这种温吞水措施，不
少国家的统治者似乎还是觉得
砍人更立竿见影。较早受欧洲
禁烟风潮影响的是土耳其苏丹
莫拉塔四世，他不但颁布了严
厉的禁烟令，还亲自上街去抓
捕、惩处烟贩子。一旦发现烟贩
子卖烟，就亲手砍掉他们的头，
并将尸首丢在路旁。捎带说一
句，眼下的土耳其总理埃尔多
安也喜欢亲自上街抓抽烟者，只
不过将惩罚措施从砍头改成了
罚款。

各国的禁烟措施，越往东传
似乎就越严厉。1615年，波斯王
沙阿巴斯下令用烟商的货物架
起火葬堆，把烟商当众活活烧
死；1633年，俄国沙皇颁布禁烟
令，规定吸烟者鞭打，嗅烟者割
鼻，屡教不改者流放西伯利亚或
者处死。顺应历史潮流，明朝在
1639年也颁布了禁烟令，秉承洪
武皇帝“刚猛治国”的传统，大明
朝宣布一旦发现与烟草有染者，
无论吸售一律处死，禁烟之烈度
冠绝寰宇。

溯因：“经济心瘾”难戒

既然早在400年前各国就出
台了严酷的禁烟令，为何时至今
日我们还在搞禁烟呢？究其原
因，是烟草牵扯了巨大的经济利
益，让很多国家难以割舍，禁烟
令往往因此有始无终。

眼下世界经济学界流行一
个笑话，说人类摆脱眼下经济低
迷最便捷的方法是什么？答曰：
全世界人民明天都长出一条尾
巴来。因为这个新的器官会产生
新的产品需求，进而产生新的产
业，于是我们就有了新的产业增
长点，经济又可以高速增长了。
从这个角度说，500年前开始风
靡全世界的吸烟习惯，其实很像
一条人类突然长出的“尾巴”，它
虽然带来了健康的上危害，但却
创造了一个庞大的烟草行业，整
个烟草产业链上系着无数人的
利益，这让人类的经济体系实在
难以割舍。

事实上，在全世界都主张禁

烟时，一些大经济学家往往却
“顶风作案”唱反调。比如在最早
颁布禁烟令的英国，写作《国富
论》的亚当·斯密就公然在书中
一而再、再而三地论述烟草对于
英国经济的重要性，声称“英国
的烟叶可以拿来换法国的葡萄
酒，可以换取我们需要的绝大多
数东西，烟草的力量是无穷的。”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亚
当·斯密的论断一语成谶。由于
对烟草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取重
税，“烟草税”成为英国国家财政
一笔可观的意外之财。重视海军
的英国人很长一段时间将这笔
钱专款专用于海军，并由此建立
了雄霸一时的海上霸权。这一制
度设计后来被日本、美国等后起
海军强国所效仿，“烟叶税”甚至
一度被贴上了“海军税”的标签。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19世纪末，
在人类弄清“吸烟有害健康”300
年后，不少列强国家反而掀起过
一轮吸烟狂潮，甚至连小说中睿
智的福尔摩斯都叼上了烟斗。究
其原因，恐怕跟当时列强们在大

搞海军竞赛、急于从烟草中多抽
税不无关系。

时至今日，为大造军舰鼓励
吸烟的时代虽已过去，然而一旦
对烟草下手，怎样弥补其所带来
的损失，仍是不少国家在禁烟时
所遭遇的最大难题。2006年，英
国颁布了“在所有公共场所禁止
吸烟”的禁烟令，然而，这道禁令
却让英国政府在当年遭受了11
亿英磅的财政损失。一位支持禁
烟令的议员风趣地说：“这笔损
失足够使布朗先生（时任英国财
政大臣）重新拿起烟卷了。”在这
位议员的玩笑中，英国财政大臣
仿佛一位纠结的戒烟者，只不过
折磨他的并非真正的“嘴瘾”，而
是对于烟草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的“心瘾”。

国家戒烟，如同个人戒烟一
样，也要克服“瘾”的诱惑。对于
一个决心戒烟的国家来说，是否
已经做好克服“经济心瘾”的准
备、愿意为“全民戒烟”承受短期
的经济损失，是决定其戒烟成败
与否的关键。

一周史记
下周史上那点儿事

（11月30日—12月6日）

本报记者 王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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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被称为“史上最严戒烟令”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由国务院法制办
公布，中国在全民戒烟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步。通观世界史，人类对于烟草的纠结几乎从吸食
之初就开始了。为了戒烟，不同时代的不同国家可谓好话说尽、狠招用光、罚过巨款、砍过牛人，
然而烟草却顽强地纠缠人类至今。究其原因，比烟瘾更难戒的，是人类对于烟草所带来经济利
益的心瘾。

为为戒戒一一口口烟烟，，纠纠结结五五百百年年
人类控烟史上的“经济心瘾”

英国伦敦，一名男子站在商店里陈列的香烟旁。2011年，英国政府宣布在英格兰地区，烟草产品将不准陈列在商店货架上。 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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