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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克斯-皮科协定》《麦克马洪—侯
赛因通信》和《贝尔福宣言》让英国在中
东的角色更为微妙。

不可否认，一战后，英国推动的一系
列中东政策都在努力平衡这3个“诺言”
的内容。比如英国“托管”巴勒斯坦地
区，开始接纳犹太移民，但同时也希望维
持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在同

法国的关系上，赞成法国“托管”叙利亚
和黎巴嫩，但同时也希望安置被沙特家
族击败、北上流亡的侯赛因家族成员。

英国“三舌外交”的出发点是维持不
同盟友的关系，安置不同盟友的利益，但
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耶路撒冷
安全与外交事务中心”网站报道称，《赛
克斯-皮科协定》和《贝尔福宣言》的曝光

激起阿拉伯世界的抗议，他们认为这是
对《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的藐视。

而为了安抚阿拉伯世界，英国在《贝
尔福宣言》之后又发表白皮书表示，“建
立犹太民族家园的规定不适用于约旦河
以东地区。”英国的“多方诺言”在中东留
下了更为复杂的矛盾关系。

本报综合消息

提到美国20世纪的黑帮势力，人们往往会联想到
臭名昭著的“纽约五大家族”、手眼通天的“黑手党教
父”。但其实在距今100多年前，美国所谓的“黑社会”
不过是一些街头零散的犯罪分子。真正让美国黑帮

“发展壮大”的是 1920 年至 1933 年的“大禁酒时期”。
贩运私酒产生的巨额利润让美国黑帮空前“团结”，一
群乌合之众为了共同的利益开始“有组织犯罪”。

据英国《卫报》回顾，1920年1月，美国“禁酒法案”
正式生效。当时的掌权者认为，禁酒可以起到“净化城
市”的效果，进而解决很多社会问题，但“禁酒令”无法
抑制各界对酒水的旺盛需求，反而导致地下非法酒水
行业快速形成。

美国本土黑帮团伙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之机”，他们本身从事的就是不法生意，几乎没有“入行
门槛”。历史学家称，美国帮派在“禁酒令”之前需要攀
附腐败政客，以换取保护伞，他们平日里敲诈勒索，非
法获利，有时候还直接为腐败政客“干脏活”，“禁酒令”
刚刚颁布，芝加哥一列货运火车就被劫持，黑帮分子抢
走价值10万美元的威士忌；盘踞在大城市的帮派则提
前备好“可供应数周”的存酒。

之后，各帮派雇用经验丰富的酿酒师，暗中经营“地
下酒吧”，甚至买通市民，在家中偷偷酿酒供货。帮派经
营“地下酒吧”的方式与经营赌场差不多，顾客上门后，
门卫一般先透过窥孔观察一番，再决定是否开门。

短短几年间，美国各地的“地下酒吧”大量出现。
据历史学家估算，截至1925年，仅纽约市就有上万家

“黑酒吧”。一些边境城市，如邻近加拿大的底特律更
是成了酒水“走私胜地”，酒贩子挖空心思藏匿违禁品，
货车底盘、第二个油箱、车上的暖水壶、购物提篮都是
可以装酒水的地方。走海路从英国等欧洲国家运酒到
美国，利润更是高到令人咋舌，一个“跑船”运送朗姆酒
的走私者当时年收入可达10万美元。

美国《历史频道》报道称，酒水从走私到变现有了
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有时涉及跨州甚至跨国运作，采
购、运输、分销、贿赂打点多个环节缺一不可，这就倒逼
帮派分子像商人一样思考问题。

美国圣约翰大学刑事司法专家霍华德·阿巴丁斯
基表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各黑帮大佬开始坐下来谈
判，磋商签订“多边保护协议”，确保违禁品经过他人

“地盘”时能畅通无阻。阿巴丁斯基说：“这些动不动就
喊打喊杀的暴力分子，现在竟然能坐到一起谈论如何

‘和平相处’，这就是有组织犯罪的形成。”他表示，“禁
酒令”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没有它，帮派之间几乎
不可能如此“协同合作”。

这个特殊的年代诞生了不少黑道“风云人物”，比
如绰号“疤脸”的芝加哥黑帮老大阿尔·卡彭，就是靠贩
私酒起家，据称他曾每年获利达1亿美元，仅每个月打
点警察、政客的贿金就高达50万美元。

由于非法贩酒来钱实在太快，一些帮派竟然开始
雇用律师和会计师，前者负责为他们钻法律漏洞，后者
则协助洗钱。

一个名叫乔治·雷穆斯的律师在为酒贩子辩护的过
程中发现了“禁酒法案”的漏洞，即宗教仪式与医用酒水
不在管辖范围。于是他连律师都不做了，一口气买下14
家酿酒厂，短短几年获利5000万美元。一些会计师会
将赃款转到瑞士，“漂白”后投入到其他合法生意。

其实在美国“大禁酒”的十几年中，私酒泛滥的局
面根本不受控制。到20世纪30年代，“禁酒令”更是名
存实亡。当时有媒体报道称，“10个国会议员里有8个
都偷偷饮酒”。1933年3月，罗斯福总统上台后签署一
项修正案，放开了中低浓度酒精饮料的销售。同年12
月，“禁酒法案”被彻底废止。 本报综合消息

四处许诺难以兑现 多方挑拨搅动局势

英国“三舌外交”为中东埋祸根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

发，协约国列强之间在
奥斯曼帝国问题上出现
分歧。英国面对战场压
力和盟友之间的关系，
选择同法国、沙俄、阿拉
伯民族主义者和犹太复
国主义者，达成不同的
战后瓜分意向。这些历
史之中的仓促选择，对
后世中东政治格局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日本学
界称英国此举为“三舌
外交”，讽刺英国见人说
人话，见鬼说鬼话。

沙俄希望获得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
高加索地区，并且打通连接黑海和地中
海的海上通道，让自己的舰队可以在地
中海畅通无阻。

法国对奥斯曼帝国虎视眈眈，尤其
希望获得其治下的大叙利亚地区。这一
区域同法国南部的商业社团关系密切，
且很多大叙利亚地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者，很早就到法国宣传阿拉伯民族独立
思想，呼吁法国支持他们脱离奥斯曼帝
国管辖。

英国对奥斯曼帝国也有自己的想

法，19世纪以来，英国保守党一直希望扶
持奥斯曼帝国，阻止沙俄舰队进入地中
海威胁英国航运安全。但英国自由党掌
权后，英国政府的态度发生较大变化，在
宗教情感上，英国自由党政府更同情奥
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徒，批评奥斯曼帝
国对少数族群的排斥。

与此同时，一战复杂的战况更加
让英国“陷入头脑风暴”。一战期间，
列强之间的战斗充满不确定性，奥斯
曼帝国是英国、法国和沙俄的强劲对
手。战争初期，奥斯曼帝国不仅成功

顶住了沙俄军队的狂攻，还长期将战
场前线稳定在高加索和小亚细亚半岛
东部，极大消耗了沙俄的战争资源；在
加里波利登陆战期间，奥斯曼帝国曾
将英国、法国等协约国的约 50 万军队
限制在土耳其海峡，让协约国损失惨
重。

此外，奥斯曼帝国君主拥有伊斯兰
世界“哈里发”的头衔，在宗教法理上能
够“一呼百应”，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起
兵，威胁英国在印度、埃及的统治，以及
沙俄在中亚和高加索的统治。

为了拉拢盟友，赢得战争，英
国在一战期间“四处出击许下诺
言”。其中最为重要的3个就是：
英国和法国签署的瓜分奥斯曼帝
国亚洲部分的《赛克斯-皮科协
定》，英国与阿拉伯人之间的《麦
克马洪—侯赛因通信》，以及支持
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地区
建立“民族之家”的《贝尔福宣
言》。

1915 年至 1916 年，英国和法
国举行了多轮谈判，最终英国政
治家马克·赛克斯和法国外交官
弗朗索瓦·乔治-皮科作为代表
签署协定。“耶路撒冷安全与外
交事务中心”网站报道称，1916
年 5 月，两名外交官在一张 1 平
方米大小的地图上用一支笔画出
了边界——这条线从摩苏尔画到
海法，将中东划为两大部分，北部
地区归法国管，南部则归英国

管。巴勒斯坦成为共管地，法国、
英国、沙俄各管一部分。

而为了应对1915年前后奥斯
曼帝国军队对埃及的威胁，英国
希望奥斯曼帝国治下的阿拉伯人
能够起兵。在此背景下，从 1915
年至1916年，英国驻埃及的高级
专员亨利·麦克马洪同阿拉伯半
岛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之间通信
10封，英方许诺帮助侯赛因建立
独立的阿拉伯王国。

随着一战进入 1917 年，英国
国内出现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危
机。为了动员更多在英国的犹太
人参军入伍，同时希望国际犹太
财团支持英国，英国外交大臣贝
尔福去信给英国犹太人领袖，表
示“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
立一个民族之家”，但是同时要求

“不得损害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
社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

协约国列强都对奥斯曼帝国曼帝国““有想法有想法””

“四处出击许下诺言出击许下诺言””

留下更复杂的矛盾更复杂的矛盾

马克马克··赛克斯赛克斯

19211921年年，，耶路撒冷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发生冲突，，英国军队出动装甲车维持秩序英国军队出动装甲车维持秩序。。

美国美国““禁酒令禁酒令””反助长黑帮盛行反助长黑帮盛行

19211921年美国实施年美国实施““禁禁
酒令酒令””期间期间，，纽约市警察向纽约市警察向
下水道倒酒下水道倒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