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肉吃就打猎？说说美国的狩猎传统

在疫情席卷全球的当下，很
多国家民众的生活都受到了影
响，即便是富裕的美国人也闹起
了“肉荒”——— 由于频繁出现集中
感染的疫情，美国的很多肉类加
工厂处于停产状态，肉类产品供
应随之出现紧张。美国一些大型
超市开始对部分肉类商品进行限
购，而一些民众转而选择通过打
猎来获取肉食。

路透社报道说，最近，在美国
的明尼苏达州、新墨西哥州等地，
狩猎许可的申请量出现明显增
长，印第安纳州狩猎火鸡的许可
证发放量猛增了28%。根据野生
动物保护部门的数据，3月25日至
4月26日的一个月间，华盛顿州未
申请狩猎许可而发生的偷猎事件

的数量是往年同期的三倍多。
没肉吃就上山打猎？这个选

项听上去似乎不像是发生在现代
社会，但对老美来说，它却是真实
的，这得益于该国得天独厚的地理
条件和悠久而特殊的狩猎文化。

如今全世界都提倡对野生动
物进行保护，但有趣的是，“保护”
在英文中其实有两个对应单词：
Preservation和Conservation，虽然
它们都可以翻译为中文的“保
护”，但前者的含义是倾向于“一
个都不能少”，在旧大陆各国广泛
使用；而后者则有数量管理、种群
平衡的概念，在美国、澳大利亚等
新大陆国家提得比较多。

具体到美国，则是“Conser-
vation”的主要实践国。目前，全美
各州每年都要发放上万张的“职
业猎人执照”，允许执照持有者合
法、有限度地打猎，个别州由于一
些野生动物种群泛滥，其职业猎
人与政府之间还带有半雇佣的性
质——— 完成指标有奖励，打不够
要罚款。

这种奇特管理体制的发明者
是一百多年前的西奥多·罗斯福
总统，在其当政之前的美国历史
上，美国一直处于“自由狩猎”的
时代，而在同时代的欧洲，林场一
般都是贵族的私有财产，平民阶
层想狩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美国建国之前，英国政府也曾颁
布法令，严禁北美殖民地移民越
过亚巴拉契亚山脉狩猎，看着大
平原上奔跑着的野味却不能去
打，北美移民心里当然憋气，所
以，美国《独立宣言》列数的英王
罪状当中还专门加了不让狩猎这
一条。由此说来，美国独立战争能
爆发，跟美国人向往“狩猎自由”
还真有点关系。

美国独立以后，富饶的中部
大平原正式向猎人们敞开，整个
19世纪的美国都处在狂热的狩猎
运动中，而北美洲的野生动物则
在此时遭遇了灭顶之灾。据估计，
在19世纪初，北美旅鸽约有2亿
只，北美野牛数量则超过七千万
头，但在仅仅一百年之后，前者直

接被猎杀直至灭绝，后者数量则
一度降至不到一万头。还有熊、
鹿、野猪、野火鸡、大角羊等许许
多多其他的野生动物，都在这一
时期数量骤减。

如此众多的野生动物排队走
入美国人的厨房中，导致的一个
结果是，当时美国人的食品丰富
程度比欧洲亲戚好得多。19世纪
末一个美国人蛋白质摄入量是同
时期英国人的1 . 4-1 . 6倍，而且价
格也更便宜。当时的大英帝国虽
然是世界霸主，但老百姓餐桌上
的肉食却比美国人少得多，不得
不说，当时大量的欧洲移民来到
美国，或许不是为了追寻什么虚
无缥缈的美国梦，而就是为了馋
口肉吃。

美国大量猎杀野生动物带来
的“蛋白质高峰”，大约刚好到西
奥多·罗斯福总统当政时代终结，
这位总统本人虽然也是一位超级
狩猎爱好者，还著有《猎熊记》传
世，但他也意识到这种肆无忌惮
的猎杀不能继续下去了。1905年，

美国国会在他的推动下颁布了第
一部《野生动物保护法》，将北美
野牛等物种列入保护名录。罗斯
福总统还效法欧洲的“禁猎区”制
度，将大量野生林地设为禁猎的

“国家公园”。
当然，他的这些做法一度激

起了美国猎人的不满，全美狩猎
协会甚至收回了他的荣誉会长职
位，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坚称，
他的做法是为了“让美国人在此
后100年里依然能继续这项‘高尚
的运动’，让它的精神继续流淌在
美国人的血管中”。美国狩猎也确
实自这位总统开始，进入了“细水
长流”的时代。

据美国媒体统计，2018年，美
国总计有1700万名18岁以上的公
民参与过狩猎活动，在今年美国

“肉荒”的加持下，不知这个数字
会不会突破两千万。不管怎么说，
正如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所预期
的那样，狩猎所代表的荒蛮而进
取的精神，今天仍是美国人的精
神特质之一。

一周史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昱

连换三个总理人选，伊拉克新政府难题不少
伊拉克国民议会7日投票通

过了穆斯塔法·卡迪米提交的组
阁名单中的多数内阁人选，随后
卡迪米宣誓就任伊拉克总理，结
束了伊拉克持续数月的领导层
真空。在经过了前两任的组阁
失败后，卡迪米成功组阁的关
键在于获得了伊国内什叶派政
治团体的广泛支持。不过，他领导
的新政府面临防控新冠疫情，提
振经济，在伊朗和美国间平衡关
系等诸多难题。

自2019年10月起，伊拉克多
地爆发示威活动，抗议政府腐败、
服务不力及高失业率。2019年12
月1日，国民议会批准时任总理阿
卜杜勒-迈赫迪辞职。今年以来，
伊拉克总统萨利赫先后授权前通
信部长阿拉维和前纳杰夫省省长
祖尔菲组阁，但两人组阁均告失
败。4月9日，萨利赫任命卡迪米为

新任总理，授权他30天之内组阁。
国民议会7日当天发表声明

说，议会批准了内政部、财政部等
15名部长人选，决定推迟对石油
部长和外交部长人选的投票。文
化部、移民部等5名部长人选未获
批准。虽然组阁勉强过关，卡迪米
及其领导的尚不完整的新政府面
临诸多挑战。

首先，伊拉克的新冠肺炎疫
情不容乐观，伊全国累计确诊病
例已超 2 4 0 0例，死亡病例突破
100例。如何做好伊拉克的防疫
工作对卡迪米政府来说是个重
大考验。

其次，疫情叠加低迷的国际
油价令原本脆弱的伊拉克经济再
受重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
测，伊拉克经济今年将萎缩4 . 7%。
如何重振伊拉克经济，卡迪米政
府重任在肩。

再者，伊拉克安保形势严峻。
伊拉克军方6日说，首都巴格达国
际机场当天早些时候遭遇火箭弹
袭击，尚无组织“认领”袭击。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近来从伊拉克北
部偏远地区的藏身地增加了对政
府军的袭击。

此外，伊拉克目前政局复
杂、派系林立，如何弥合各方利
益分歧，推动令民众满意的改
革同样是摆在新政府面前的一
道难题。

而在外交方面，如何平衡与
伊朗、美国的关系考验着伊拉克
新政府。近年来，美国和伊朗对伊
拉克影响力的争夺日趋白热化。
随着美国与伊朗的矛盾加剧，伊
拉克在伊朗与美国的“夹缝”间谋
求发展将越来越难。

不过也有好消息。美国国务
院7日说，美国政府打算继续允许

伊拉克从伊朗购买天然气和电
力，把制裁豁免期延长至120天，
以表示美方对当天刚刚组建的
伊拉克新政府的支持。由于连
年战乱，基础设施陈旧，伊拉克
国内用电无法自给自足，三成
从伊朗进口。

美国2018年5月退出伊朗核
问题全面协议后，全面恢复并追
加对伊朗制裁，连带制裁与伊朗
做生意的国家，但对伊拉克“网
开一面”，给予制裁豁免，允许
其继续从伊朗购买电力和天然
气，豁免期限为90天或120天，到
期再延。不过，随着美国和伊朗
在伊拉克的争夺公开化，尤其
是美军1月3日在巴格达国际机
场外用无人机袭杀伊朗高级将
领卡西姆·苏莱曼尼后，伊拉克
与美国关系恶化。伊拉克议会
投票表决，要求外国军队撤离。

伊拉克时任总理阿迪勒·阿卜
杜勒-迈赫迪要求美方制定撤
军计划，遭美方拒绝。美国为

“惩罚”伊拉克，拿豁免制裁当
筹码，把豁免期限缩短为45天或
30天，还威胁不再续期。

美国国务院说，卡迪米7日宣
誓就职后，与美国国务卿迈克·蓬
佩奥通电话。不愿公开姓名的美
国和伊拉克官员说，两国定于下
月举行“战略对话”，议题包括驻
伊美军今后如何“定性”。根据美
军去年12月制定的计划，驻伊美
军今年年初开始收缩战线，撤出
一些偏远地带的驻地，把兵力集
中到首都巴格达和西部安巴尔省
的军事基地。现在，美国拿豁免制
裁来拉拢伊拉克新政府，或许能
让卡迪米总理在处理上述诸多难
题时更从容些。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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