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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内战后美国新移民对禁酒运动的影响
——基于纽约市禁酒研究

汪若冰
(江苏师范大学，江苏徐州221000)

摘要：禁酒运动是美国历史上一场独具特色的社会改革运动，它萌芽于殖民地时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发展至高潮。1919年全国禁酒被写入宪法，美国进入长述14年的禁酒时期。内战后大量来自不同国家的新移民

进入美国，对美国的禁酒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新移民的饮酒习惯同美国当时的禁酒要求相违背，引发新教徒为

主导的社会主流群体同新移民之间的文化冲突。纽约市是"-3时美国移民成分最为多样、关系最为复杂、新老移民

冲突最为激烈的地区，受新移民的影响也最为显著。该市禁酒运动的兴起和禁酒立法的出台，禁酒同政治斗争的

结合均同新移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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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后期，大量欧洲移民涌人美国，与美

国先前的西北欧移民不同，这些新移民大多来自东

南欧及亚洲等非新教国家，其中以罗马天主教徒居

多，在宗教信仰、风俗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同美国

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大量新移民的到来对美国的社

会生活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对于美国内战后涌人

的移民洪流及其对美国的重要作用，国内外无论是

美国历史的通史类著作还是移民史专著都进行了

深人的研究。禁酒运动作为美国历史上重要的社

会改革运动，美国史学界对此研究颇深，其中不乏

上乘之作。我国关于美国禁酒运动的专著、论文基

本以围绕禁酒运动始末的历史叙事为主，但研究新

移民对禁酒运动影响的专著、论文数量有限，多集

中于宏观叙事，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微观探索有待
加强。

自内战后新移民大量进入美国，禁酒运动的发

展也一日千里。由于新移民的饮酒习俗，同老移民

提倡的禁酒风尚产生冲突，加剧了新老移民间的矛

盾。禁酒运动逐渐承载了美国社会原有居民维持新

教社会权威，排斥非新教移民的社会情绪，从温和走

向激烈，从地方发展至全国，成为新老移民文化冲突

的发泄口。纽约市是美国当时移民结构最为多元

化，新老移民文化冲突最为明显的典型代表，禁酒运

动在纽约市的开展过程中自始至终受到移民力量的

深刻影响。本文基于纽约市禁酒运动的开展进程，

从内战后美国新移民及其饮酒文化、移民冲突影响

禁酒立法、移民影响禁令执行三个主要方面探讨禁

酒运动中移民因素发挥的历史作用。

一、内战后的美国新移民及其饮酒文化

19世纪中后期，美国经历了工业化、城市化的

社会转型，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型成为现代工业国

家，由于工业化建设的需求，美国吸引了大量来自其

他非新教国家与地区的移民涌入。美国内战以前，

生活在美国本土的居民主要是来自西北欧的移民，

即“老移民”，在内战以后，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

数量不断上升，从1860年到1890年，一共有1000余

万移民进入美国，其中85％来自西北欧和加拿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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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数量上看，来自东南欧和亚洲的移民，即“新移

民”的数目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并于19世纪90年代

中期首次超过了老移民，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576。

在1861年至1880年之间，德国移民占第一位，达

150万之多，占第二位的是爱尔兰移民，有90万人。

而从1860年到一战前来到美国斯堪的纳维亚的移民

也有200多万人，其中90％是瑞典人和挪威人[2]23。

1880年来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只有12000多人，但

1907年却增加到285 000多人b]112。毋庸置疑，移民

的大规模涌人为美国的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大量有价

值的劳动力资源，为美国内战后的现代化进程提供

了必要条件。但是，众多新移民的加入，给美国原有

的新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与美国社会自殖民地时期就开始提倡节制饮

酒的社会潮流不同的是，许多非新教国家的文化中，

酒是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早在18世纪

至19世纪初，爱尔兰人就已酷爱饮酒，每逢婚丧嫁

娶、朋友聚会、孩子洗礼等场合，他们都会开怀畅饮，

还利用威士忌酒来应对阴湿的天气，治疗失眠、霍乱

等疾病。爱尔兰工人常借助饮酒来强身健体，消除

疲劳H1。其他非新教国家如德国、意大利、挪威等也

有类似的饮酒习俗。

随着新移民在美国扎根落户，建立起移民社区，

他们也继续保持了原有的饮酒习俗。据一位观察家

称，纽约市的意大利移民对每天一杯葡萄酒没有(认

为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或犯罪的看法，他们自己动

手，自己酿酒bm。在纽约的意大利人居住区，酿酒

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每年秋天，酿酒过程中产生的酒

糟都会将公寓和店铺面前的水沟染成红色，在当地

杂货店工作的妇女也会为自己沾满葡萄汁水的手而

道歉№Ⅺ”。除了自己动手生产和制造酒类产品，这些

新移民还习惯于聚集在酒馆共同饮酒，酒馆在显示

新移民的身份认同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爱尔兰酒

馆展示了爱尔兰的场景、竖琴主题和其他民族主义象

征。一位爱尔兰酒保在收银机上方放了一块莱特里

姆郡30年前的干草皮，为他的顾客保留了一种民族

认同感。德国的啤酒花园和酒廊非常准确地重现

了德国的装饰、音乐和食物，布鲁克林汉密尔顿大

街上的挪威酒吧橱窗里悬挂着挪威国旗n]18。对于这

些来自非新教国家的移民来说，酒馆是他们可以用

母语和他人自在交流的地方。而对于美国本土的新

教徒居民来说，新移民聚集的酒馆同美国本土文化

格格不入，这些酒馆具有民族特色的装饰提醒他们

这里聚集的移民在族裔、文化和生活习惯方面都与

他们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同时，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将一些新的

饮酒方式、酿酒技术以及酒类品种带到了美国。内

战之后大量涌人的墨西哥移民带来了先进的蒸馏酒

技术，使得酒类产品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美国早

期殖民地时期使用发酵技术生产酒精饮料，而蒸馏

酒的酒精浓度更高，也更加易于保存和不易走味。

蒸馏酒技术使得烈性酒能够大量生产，满足了许多

饮酒爱好者的需求。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对此评论

道：“这点大大改变了酒精饮料的经济地位与社会角

色，因为若将发酵饮料比喻为弓箭，蒸馏烈酒有如枪

炮，大多数传统社会都认为后者的劲道大得超乎想

象。”随"与墨西哥移民类似的是，德国移民也将啤酒

的酿造技术和消费习惯带到了美国。到了19世纪

80年代初期，啤酒异常流行，全美的啤酒消费大约

是50万加仑，到了90年代初，增加到了100万加仑，

到1913年，增加到200万加仑。啤酒已经代替了蒸

馏酒，成为美国酒民的首选，所消费的各类酒当中，

啤酒占60％阳””。可以说20世纪初期美国饮用啤酒

的流行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移民的推动作用，

德国移民在19世纪中期将啤酒的储藏方法引入美

国，啤酒很快超过了蒸馏酒在市场中占据了主流地

位，美国社会原有的饮用威士忌的习惯逐渐被啤酒

文化所取代。

二、移民冲突影响禁酒立法

19世纪初，美国各地已经成立了几十个大大小

小的禁酒协会，19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美国进入

了改革年代，以美国中产阶级为主导，民众对社会和

道德改革产生强烈且广泛的兴趣，各种社会运动此

起彼伏，在移民潮、工业化、城市化的多重影响下，禁

酒这一议题在美国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成

为一场真正的大众运动。19世纪中期，德国和爱尔

兰移民美国的人数激增，促成了禁酒运动的新尝试，

即利用法律迫使美国人禁酒。

内战前，美国的禁酒运动主要局限于道德劝说

领域，早在19世纪初期，美国各地已经成立了几十

个大大小小的禁酒协会。以美国当时最大的全国性

禁酒组织——美国禁酒协会为代表的禁酒团体一开

始主要依靠道德劝说规劝人们远离酒精，说服酗酒

的人群自愿戒酒。该协会出版了大量的禁酒宣传

册，派遣志愿者和付费的讲师在全国各地宣传酗酒

的害处。美国禁酒协会(ats)的成员、牧师贾斯汀·

爱德华兹谴责酒馆与酒商：“每一家酒馆都应该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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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母写上，通往地狱之路，通往死亡之屋，你们卖

酒给健康的人们，然后毒害他们⋯⋯那是可恨的，应

当受到全世界的诅咒o”[10]10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

40年代，美国掀起了社会福音运动。社会福音教派，

如浸信会、长老派教会、卫理公会等，强调真善论，认

为所有人的灵魂均可以得到拯救，达到至善至美的

境界，该教派关注社会问题，通过布道的方式向人们

宣扬宗教和社会改良思想。对于饮酒问题，福音派

新教徒宣称，圣灵不会拯救沉湎于酒精的魔鬼眇H，男

人们因为酗酒难以赡养家人，社会因为酒类的泛滥

而丧失秩序，反对酗酒就是铲除邪恶，维护正义。

内战后，德国和爱尔兰移民如潮水般涌人美国，

大多数爱尔兰移民定居在纽约和波士顿等东海岸城

市，在工厂或铁路公司工作n1|。由于饮酒在他们的

本土文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将这一传统带进

了美国，禁酒改革者对此深感不安。在内战后进人

美国的新移民中，爱尔兰移民的饮酒风气最为盛

行。在爱尔兰，由于经济上的贫困，酒类产品被当作

是食物的补充来源，因为酒不止能给人带来精神上

的满足，还能增加身体的热量。爱尔兰移民进入美

国后，保持着本民族的酗酒传统。与之相应的，大批

爱尔兰人从事酒类生意，在波士顿地区，爱尔兰人在

该地区的1500家酒商中就占了800家乜H3。在爱尔
兰人开设的酒馆中，往往从名称到陈设都带有鲜明

的本族裔文化特征。他们在酒馆中讨论重大事务，

庆祝本民族传统节日，如爱尔兰裔工人常在酒馆中

庆祝他们的传统节日“圣帕特里克节”(St．Partrick’S

Day)。这些新移民在酒馆内追求以族裔为基础的

身份认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恰恰构成了一个令他

们不容于美国社会的重要因素。“在美国人眼里，那

些嗜酒如命的移民以及写着德、意文字的酒馆招牌

无时无处不在昭示着一种‘非美国化’的趋势。”—位

芝加哥牧师坚持认为，外来文化的“入侵”是从移民

饮酒文化的蔓延开始的n2]17。

由于大量移民的涌人挤占了美国本地劳动力

市场，一时之间降低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外来的新

移民对城市风俗不熟悉，加之爱尔兰移民同美国新

教徒格格不入的罗马天主教信仰，导致他们与美国

原有居民的矛盾不断升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饮

酒风俗就变得尤为不可忍受。面对移民的文化入

侵，本土美国人反击的方式就是首先号召禁酒。越

来越多的禁酒改革者支持采取一种比道德劝说更加

强硬的方法来解决日益加剧的全国酗酒问题，立法

成为禁酒运动的新尝试。

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在美国禁酒协会和其

他团体的游说压力下，禁酒运动取得了一些立法上

的成功，十几个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全州范围内的

禁酒法。1851年，缅因州成为第一个禁止销售和生

产除药用酒精以外的酒类产品的州。到1855年，美

国其他13个中西部和东北部的州和地区，包括马萨

诸塞州、罗得岛州、康涅狄格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

尔州、特拉华州、纽约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密

歇根州、爱荷华州、伊利诺伊州和明尼苏达州，都效

仿缅因州，通过了类似的法律n o]协。

随着19世纪后半期妇女对禁酒议题的普遍认

同和广泛参与，禁酒运动进入了更为激烈的新阶

段。众多妇女禁酒组织致力于推动禁酒运动走向全

国，支持禁酒立法的民众数量持续增长。到了19世

纪末20世纪初，美国禁酒组织得到了进步派人士的

支持，这是一个由改革派人士组成的松散联盟，他们

对城市的快速发展以及随之涌入城市的贫困移民十

分担忧，在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前，他们认为政府有必

要解决城市在扩张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其中

移民人口激增带来的城市酒精泛滥问题成为进步派

人士关注的重点。进步派人士相信，过度饮酒虽然

不是城市贫困和犯罪率上升的唯一原因，但它是造

成这些社会弊病的重要成因之一。因此，进步派人

士渐进式改革计划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向政府施压，

通过立法手段取缔或至少严格限制白酒的生产和销

售，迫使美国所有阶层都接受禁酒。

由于此时禁酒运动在纽约的积极推进，该市的

禁酒立法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美国宣布参与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内禁酒氛围空前高涨，在

全国性的禁酒令出台之前，纽约市已经通过一系列

战时对酒精消费的限制而逐步推进本州的禁酒立法

议程。1918年，根据纽约市地方选择权法，该州59

个城市中的39个在4月16日对酒类经营许可证问

题进行投票，其中20个城市投票禁止给酒馆颁发经

营许可证。1918年冬天，战时新增的禁止用谷物制

造酒精的条例导致了该市和整个东北地区的啤酒供

应大范围短缺。1919年2月，对酒类生产经营的限

制变得相当严厉，这些限制是以保护国家资源和鼓

励民众支援战争为理由制定的，以至于当地的啤酒

厂被迫集中他们的粮食供应来维持经营。随后，该

市禁酒立法的最大进展是通过了《战时禁酒法案》，

这是1918年9月通过的一项临时联邦法律，1919年

5月后禁止在美国生产啤酒和葡萄酒，1919年7月1

日后禁止在美国任何地方销售含酒精量超过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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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饮料“引”1。许多当时的禁酒支持者相信，坚持推进

纽约市的禁酒立法符合该地区大量移民聚集的现实

情况需要。禁酒支持者希望将纽约树立成为实现禁

酒的典型代表，进一步扩大禁酒事业的影响力，将每

年成千上万往来此地的外国移民及游客转化成为禁

酒事业中的一分子。正如反酒馆联盟的成员威廉·

安德森(William·Anderson)所言：“禁酒令在世界范

围内的成败在于它在纽约的成败。”他强调了这座城

市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声望，他认为“欧洲人并不关

心堪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或亚拉巴马

州。”对他们来说，纽约就是美国”[131410

在成功确立地方、州一级的禁酒立法之后，禁酒

支持者迎来了全国性的重要胜利。1919年12月18

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并提交各

州审议。它的主要内容是：“本条批准一年后，禁止

在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所有领土内酿造、出售和运

送作为饮料的致醉酒类；禁止此等酒类输入或输出

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所有领土。”[1 0]76

三、移民影响禁令执行

长期以来，禁酒倡导者将禁酒运动视为土著文化

和移民文化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的一部分。禁酒令

的支持者认为，第十八修正案的通过是这场冲突中的

一个关键胜利，因为他们相信，这将有助于迫使美国

城市的少数族裔居民放弃他们的异族习惯，并保持美

国人传统的文化优势。面对美国本土居民的禁酒要

求，新移民群体并没有顺从地接受这一安排，由于移

民和少数民族社区有着根深蒂固的有关酒精的习俗，

但他们仍然坚持要求这些人遵守宪法第十八条修正

案以及由此延伸的禁酒游说团体所倡导的价值观，因

而导致了移民群体对禁酒法令的公然违背，禁酒令的

实施在这些地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以纽约市为例，早在1920年之前，纽约市就已成

为美国文化最多元的城市。纽约市的人口略低于

600万，有近200万外国出生的居民，另外还有200多

万居民的父母是移民。纽约还有67万德国裔美国

人、40万爱尔兰裔美国人、20万第一代爱尔兰移民和

80多万东欧移民。此外，超过15万非裔美国人和数

以万计的其他少数民族成员，包括波多黎各人、希腊

人、中国人和西班牙人n4]128。130。纽约市的人口结构决

定了禁酒法令在这座城市的实施将不会是一帆风顺

的。在全国性的禁酒法令生效之后，往常作为斗争

对象的酒馆、酒商不再合法存在，因此，当第十八条

修正案没有像禁酒人士所希望的那样自动得到遵守

时，反酒馆联盟以及其他禁酒组织和改革团体将他

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移民及少数民族饮酒者身上。随

着这一转变，在全国城市的移民及少数民族聚居区

强制执行禁酒政策成了禁酒运动的首要任务。

禁酒支持者整顿外来移民饮酒习惯的行为在

该市的移民居住区遭到强烈反对。尽管禁酒支持者

将反对禁酒令等同于叛国罪，但在1919年战时禁酒

令一生效，纽约的移民居住社区就公然反抗第十八

条修正案。他们对禁酒的抵制并不仅仅是因为酒被

列为非法。对纽约人来说，对禁酒令的抵制变成了

一种对新教禁酒派文化权威的抗议，这些新教禁酒

派标榜自己是所有真正美国事物的捍卫者。面对新

教禁酒派对认可禁酒的美国人和反对禁酒的外国人

的明确区分，纽约新移民两种都不接受。他们公然

违抗禁酒支持者的命令，在捍卫自己的文化传统的

同时，坚持自己的美国族裔身份。不管是爱尔兰人、

意大利人还是犹太人，许多纽约人都对禁酒令视而

不见，以此来抵制禁酒令。20世纪20年代初，在纽

约市的各个社区，数百家种族酒吧照常营业。在哈

莱姆区，烧烤架和咖啡馆依然营业，传统的胡桃木或

红木屏风仍覆盖在平板玻璃窗上，以遮挡室内的动

静[1“。几十年来，在这座城市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酒

吧、咖啡馆和沙龙一直是移民社会的中心，尽管禁酒

令在全国范围内生效，纽约市的非法酒馆仍然发挥

着重要的社会功能。

在20世纪20年代，纽约市民开始意识到，与禁

酒派人士的斗争不是简单地要求废除一项不受欢迎

的、不明智的宪法修正案能够做到的。随着宪法第

十八条修正案在纽约的全面施行，政府在禁酒执法

方面的预算逐步上升，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激进和

暴力的执法措施。政府对禁酒令的维护并未收获相

应的回报，而是进一步激发了纽约市民对该项法律

的不满。当纽约市民思考如何解决禁酒令带来的混

乱时，政治途径成为他们实现目标的突破口。

1926年，《纽约时报》提出了一场反对禁酒令的

严肃政治运动的可能性，指出禁酒派人士巧妙利用

国家政治来为自己谋利，政治力量能够推动禁酒令

出台，自然也能推动其倒台。19世纪20年代末，

几个纽约人成为全国最直言不讳的禁酒令反对者，

他们的努力最终迫使废除禁酒令的问题成为国家

政治议程的头等大事。纽约两位最杰出的共和党

人——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
(Nicholas Murray Butler)和众议员菲奥雷洛·拉瓜

迪亚(Fiorello LaGuardia)，在禁酒令议题上成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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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反对者。他们认为，该党顽固地坚持禁酒的事

业，从长远来看将是灾难性的。他们推动该党放弃

与禁酒运动的联盟，转而接受结束禁酒的议程，这

很快变得比徒劳地继续一场失败的实验更具有政

治可行性n3]234。纽约最终召集了许多美国最坚定的

反对禁酒的领导人，包括该市市长詹姆斯·沃尔克

(James J．Walker)，竞选总统的州长艾尔·史密斯

(A1 Smith)这些领导人为结束禁酒令提供了第一个

真正的希望“3]5。1928年，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艾尔·史密斯是爱尔兰裔的天主教徒，他在国外出生，

信仰天主教，反对禁酒，是当时城市新移民理想的候

选人。当然，艾尔·史密斯的提名引起支持禁酒的新

教徒的强烈反对。“选举艾尔·史密斯当总统，就等于

打开了外来移民潮水的闸门，我们的文明就将变成欧

洲大陆那样的文明。”n6¨8但是，史密斯在这次选举

中仍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查尔斯顿和波士顿南

部那些爱尔兰裔选区，他获得了多达90％的选票，在

波士顿市的意大利裔选民聚居的北区也获得了几乎

相同的票数。”[17]576移民族裔在这次大选中发挥了不

可或缺的作用，美国新教徒的传统政治地位遭到了

巨大的挑战。随着这些新教禁酒派人士的主要政治

反对派出现，美国其他地区对纽约移民政治主导下

的禁酒斗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慢慢地开始被该

市反对禁酒的论调说服。纽约人所提倡的废除禁酒

法案，最终在激发全国人民对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州长的支持方面起到了一个重要的推动

性作用。罗斯福总统在1932年当选总统，这既结束

了美国的禁酒时代，也带来了新政的出台。从这个

意义上说，纽约人对禁酒令的政治反应，不仅为废除

禁酒令铺平了道路，而且在塑造美国20世纪30年代

及以后的政治局面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在禁酒运动这项遍及全美的社会运

动中，来自世界各地进入美国的新移民促进了它的

发展，同时也加速了它的衰落。新移民的涌人引发

了美国人关于禁酒议题文化上的冲突，这一冲突演

变成为难以解决的社会矛盾，进而推动了禁酒运动

由道德劝说转向立法规制的进程，最终造成了美国

政治格局的新变化。作为当时美国接纳移民的前沿

城市，移民的进入对禁酒运动的开展产生了深刻影

响。纽约以移民为代表的公众群体对禁酒令的抵制

来源于文化上的反叛，是新移民对自我身份和价值

观的坚决捍卫，更是新移民寻求建设美国现代城市

多元文化和世界主义的需求。同时，禁酒令问题的

出现促成了这座城市多元化移民之间的政治合作，

随着禁酒之争的展开，新移民开始发展组织和维护

权力的机制，以此掌握政治话语权。值得注意的是，

新移民在整个禁酒运动过程中的积极参与不仅对禁

酒运动的展开产生影响，同时也加速了自身融入美

国社会的进程，到了20世纪20年代，新移民已从内

战后美国社会中的文化异类，成为政治上的重要力

量，对美国的政治生活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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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fluence of New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Prohibition

Movement after the Civil War
·________·_。——A Study Based on the Prohibition in New York City

Wang Ruobing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Jiangsu 221000．China)

Abstract：The prohibition movement is a unique social reform movement in American history。which started in

the colonial period，reached its climax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the early 20th century．Jn 1919。the national

prohibition of alcohol was in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entered a 14一Year prohibition period．After

the Civil War，a large number of new immigran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entered the United States．which had a

protound lmpact on the American temperance movement．The common drinking habits of new immigrants were

in violation of the prohibition requir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that time，leading to the cuItural conflict be．

tween the Protestant——dominated mainstream social

verse immigrants，the most complex relations and

group and new immigrants．New York，a city with the most di—

the sharpest conflict between new immigrants and old ones，

was mos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new immigrants．The rise of the prohibition movement，the introduction of pro—

hibition legislation and the combination of prohibition and political struggle in New York cit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new immigrants．

Key words：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city；temperance movement；new immigrants；historical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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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Labor and Body in The Hairy 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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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theory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Zhengzhou，Henan 45 1450，China)

Bod了by British sociologist Chris Schilling，the body

is not only the location of social effects but also the power to shape the society．By putting The Hairy Ape in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body sociology，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 of WOrking bodies in ThP Hairy Ape

and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workplace and work on body positioning of characters in the play and the interac．

tion between body work and work．It is found that in the

body conflicts with work in the highly industrial society．So

man．

pre—industrial society，body agrees with work，while

Yank in the play was degraded as a modem non——hu．．

Key words：The Hairy Ape；Eugene O’Neill；The Sociology of the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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