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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凶杀案
数量创纪录

　　美国的文艺工作者们很善于用法律、艺术的手段给暴力行为

披上合法化的外衣，并对之进行美化包装。在美式叙事中，暴力

每每成为伸张正义、捍卫自由的必要手段。

暴力文化已经深深地扎根在美国

的政治和社会当中。除了电影，

美国的电视、游戏，甚至音乐等领

域都充斥着暴力元素。美国前教育

部长赖利就说，美国文化在美化暴

力。

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是，美国

的文艺工作者们很善于用法律、艺

术的手段给暴力行为披上合法化的

外衣，并对之进行美化包装。在美

式叙事中，暴力每每成为伸张正义、

捍卫自由的必要手段。公民自卫权

下放、枪支泛滥成为暴力文化浸染

下美国独有的社会现象。在谁都可

能有枪并开枪的美国，警察更易频

繁使用暴力且善于利用规则脱责。

法官如何裁决，很大程度取决于司

法部门对案件其他情况的尺度拿捏。

事实证明，大量类似针对黑人的判

例，均以偏向警方的结果收场，这

又二次成为种族问题。 

事实上，随着生活压力增加、

贫富差距扩大、阶层矛盾激化，美

国白人的不满也到达了释放临界。

不幸的是，这种社会治理、阶层对

话的需求，被种族矛盾、枪支暴力

和选票政治、政党竞争扭曲成了民

众间的街头对抗和暴力宣泄。尽管

黑人的阶层上升变得更令人瞩目，

但在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

演说 59 年后，美国民权运动的处境

却更为逼仄，白人和其他族群也被

拖下了混乱的泥潭。

最变态的“模仿电影杀人”

从宣扬“有枪的好人”让我们

更安全，发展到“有核武器的好人”

让世界更安全。《纽约客》网站文

章认为，世界上大部分暴力娱乐产

品出自美国，“美国在现实的屠杀

和电影的屠杀中引领世界”。

好莱坞大片在创造视觉盛宴的

同时，也因渲染杀戮、恐怖和血腥

而广受诟病。近年，好莱坞对暴力

文化的追捧，甚至有变本加厉和低

龄化迹象。一度称雄票房榜的《饥

饿游戏》中，杀人和被杀成为一项

游戏规则，人们耳熟能详的传统童

话故事《白雪公主》改走暗黑路线；

连孩子们喜欢的玩具泰迪熊都变成

了抽烟酗酒泡妞满嘴脏话的坏小子。

随着影视摄制技术不断提高，

银幕与荧屏上的各种“血肉横飞”

更加逼真。美国青少年从小就能轻

易接触到这些画面。长时间耳濡目

染，他们当中一些人难辨是非，加

上个体生活环境的影响，慢慢倾向

把暴力变成宣泄情绪的常规手段。

1994 年，由昆汀哥编剧，改编

自真实事件的电影《天生杀人狂》，

由始至终都争议不断，故事原型就

叫人心寒——20 世纪 50 年代，一

对少年杀人犯穿越了美国两个州，

在两个月的公路之旅中杀害了 11 个

深入骨髓的暴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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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天生杀人狂》

剧照。

上图：《小丑》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