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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械暴力　軍事強國的隱疾

2015-12-06  記者 梅瑞庭 文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號，美國加州南部聖伯納迪諾（San Bernardino）市上午爆發槍擊慘案，

三名歹徒持槍闖入當地的一家社會福利機構「內地區域中心」（Inland Regional Center）對

民眾展開掃射，造成至少十四人罹難、二十一人輕重傷。此事件是美國在今年發生的第三百五十

五起重大槍擊案，近年來美國平均每天發生超過一起重大槍擊案，顯示出槍械暴力事件在美國幾

乎已成為常態。據富比士網（Forbes）統計，美國每年至少有三萬二千人死於槍擊事件，已經高

於死於交通事故的人數。

美國死於槍擊案件的人數遠高其他開放槍枝的國家。

（圖片來源／中時電子報）

 

主流價值觀背後的危機主流價值觀背後的危機

頻繁的槍械暴力事件一直都是美國社會的頑疾，而背後的主因有兩個︰其一是槍枝氾濫，其二是

暴力的大眾文化和武力至上的傳統價值觀。根據統計，美國所擁有的槍枝超過了世界上的任何一

個國家，成年人每人平均擁有一把以上的槍，再者美國私有槍枝的規格都遠超過一般先進國家。

以二〇〇七年四月十六日美國維州理工大學發生的校園槍擊事件為例，嫌犯所使用的九毫釐米的

半自動手槍，在其他國家是屬於警用規格的武器。不可否認的是，槍枝擁有率和槍枝暴力比率有

很強的關聯性，哈佛大學傷害控制研究中心主任大衛．海明威（David Hemenway）在《私人

槍枝與公共衛生》（Private Guns, Public Health）一書中寫道：「在美國社會上，有各式各

樣的證據可以證明，更多的槍枝導致更多的凶殺案。」

另一方面，從美國的各種娛樂產業中，都不難看出美國暴力至上的大眾文化與主流價值觀。電

影、電視與電子遊戲中殺人的情節隨處可見，顯示暴力的題材為視聽娛樂中主要的元素之一，而

美國傳統價值觀一向強調了陽剛、男子漢氣概、英雄主義等形象，在國際外交上，常以維護世界

和平之名討伐有危害其利益的國家。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日震驚社會的「科倫拜校園槍擊案」的

兩位年輕兇手，從十五歲開始就產生反社會情節的傾向，有調查顯示他們十分熱衷於暴力遊戲

【毀滅戰士】與【德軍總部】，充斥大眾媒體的暴力元素是否對造成影響還有待商榷。

 

工具變凶器工具變凶器  意義再省思意義再省思

回顧美國的歷史，從最早人民舉槍起義反抗英國殖民，到獨立後迎來西部大拓荒時代，槍枝已跟

人們的生活密不可分，打獵、自衛全靠它，可說代表著美國的拓荒精神。一七九一年美國通過憲

法第二修正案，明文規定人民有持槍的權利。但如今槍械暴力問題的氾濫，讓人不禁要問，現今

合法的持有槍枝的權力究竟是給予了人民保護自己的能力，還是引發社會問題的禍首？

美國人民雖然傾向支持加強槍枝的管制，卻不願被剝奪持有槍枝的自由。主要是因為社會中普遍

存在著許多迷思，如認為高槍枝擁有率能讓人民的自衛能力上升，進而降低槍擊事件的發生率。

但從多項模擬實驗證明，大多數人在擁有槍械的情況下，仍然沒辦法阻止槍擊發生，甚至更可能

在火拼中死亡，因此高槍枝擁有率並不能降低槍擊死亡，反而會增加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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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座不坐？博愛座不坐？

臺灣讓座文化的轉型，成為全民必須共同正視
的議題

抉擇　開啟幸福之門抉擇　開啟幸福之門

勇敢地爭取想要的人生，船曳美也子告訴女
人，要掌握自己每一次的選擇，自由追夢。

實驗顯示，持有武器並不能有效降低槍擊中的死亡率。（影片來源／YouTube）

也有輿論將槍擊暴力事件發生的主因推給心理疾病的因素，但范德比爾特大學心理健康學家喬納

森．梅索（Jonathan Metzl）的研究指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其實更可能成為暴力行為下的受

害者，而非加害者。梅索指出其他更適合用來預測槍枝暴力的因素則有：貧困、藥物濫用、曾受

暴力對待或曾有暴力行為，當然還少不了擁有槍枝。

資本主義和政治操作的難題資本主義和政治操作的難題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大多數的美國人支持對於持槍者進行背

景調查、禁止攻擊行武器、禁止大容量彈匣、禁止在網路銷售彈藥，並且支持聯邦政府追蹤槍枝

的銷售途徑，顯示出美國人民對於槍管修法的支持。通過更嚴格的槍管法案來讓槍枝取得更為困

難，才能讓持有槍枝的人減少。

美國總統歐巴馬在任期內已發表了十五次的演講，呼籲民眾正視槍枝暴力的問題。他表示，美國

是全世界唯一大規模槍擊事件發生如此頻繁的先進國家，而每次槍擊案後，他都呼籲國會通過更

嚴格的槍管法案，這已成為一項例行公事，人們都已對層出不窮的槍擊案件感到麻木。修法遲遲

無法順利進行，關鍵在於鼓吹擁槍自由的大型遊說團體「全國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簡稱NRA）極力反對修法。

NRA擁有超過四百五十萬個會員，約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過去的地位類似保險公司，保障擁槍

者的安全。至今已發展成全美最大的反對限槍的政治團體，因為會員眾多，資金雄厚，在美國的

選舉中握有龐大的政治影響力。 對一切試圖在美國進行限槍的政治力量和個人，都進行不遺餘力

的反對和打擊，只要是公開支持槍枝法案的國會議員，都得面對NRA的抵制，並受到選票的懲

罰，這顯示了支持槍管法案的政治代價有多高。

美國軍火業是促使美國資本主義持續發展運作的關鍵產業。軍火商品是價格高昂的消費財，最大

的客戶是美國國防部，市場穩定、利潤豐厚而且壟斷，若遇到戰爭，價格更是水漲船高。美國身

為世界第一的軍用品製造國，對於槍械的控管自然就難了。層層的因素造成美國槍械暴力事件幾

乎成為無解的問題，或許是身為世界第一軍事強國需付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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