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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案件与佩奥特仙人掌：地方性知识与
国家法律的遭遇战

曲 枫

摘要：本文回顾了发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俄勒冈劳动

就业司对史密斯”案件，分析了作为植物的佩奥特仙人掌如何在这

一案件中与社会、历史、科学、法律、国家政治等因素形成了纠缠

不休的互动关  系。

关键词：佩奥特仙人掌 史密斯案件 历史建构

作者简介：曲枫，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

北极考古学和民族志学、北极环境史、近北极民族志  学。

一、案件缘起

1984 年，一位名叫阿尔福雷德·史密斯（Alfred Smith）的美国印第安

人在俄勒冈州的肉孜伯格（Roseburg）摊上了一桩官司。这桩官司后来在人

类学界内引起了轰  动。

引起人类学家轰动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史密斯是个印第安人，这件事的

背景和原由并非一两句话能够说得清  楚。

先说史密斯这个  人。

史密斯属于一个叫做克拉马斯（Clamath）的部落，这个部落位于美国

西北部的俄勒冈州。他生于克拉麻斯保留区（Klamath Reservation），但在 8

岁那年就离开了家，住到了一个特别的学校接受教育，那就是印第安寄宿学

校（Indian Boarding School）。印第安寄宿学校由一个叫作理查德·普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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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Pratt）的白人军官于 1878 年创立于宾夕法尼亚州，它的模式是用白

人的语言、文化来培养印第安小孩，让他们忘记母语，忘记种族文化，像白

人那样思维和做事，在成年后能更容易融入以白人为主流的美国社会，也更

容易就业。对于白人来说，这显然是一项慈善事业。当然，背后肯定也有着

一些本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诡秘的动机。理查德·普拉特曾一语道破天机。

他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杀死印第安而拯救印第安人”（Kill the Indian in 

him， and save the man）（Bess 2000）。

普拉特的印第安寄宿学校制度随后被联邦政府采用并作为对印第安人政

策的一部分，在全美国普及。这是一个强迫性的政策，印第安人的适龄就学

儿童必须无条件地去寄宿学校就读。白人的本意也许是，用西方文化和语言

对印第安小孩进行全封闭式的教育可以帮助印第安人融入主流社会，然而，

他们的特殊教育计划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成  功。

大部分的寄宿学校由教会组织负责运作，但教育模式要求必须与普拉特

的学校保持一致，内容包括统一的士兵制服、禁止说母语、禁止从事传统的

宗教活动等等。能够迅速摆脱印第安文化习俗的孩子被称为“好印第安人”，

反之，则被称作“坏印第安人”。对于被迫接受寄宿学校教育的印第安人来

说，成年以后，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失去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定。他们不知

道应该把自己定义为美国人还是美国的印第安人。若是前者，他们的肤色在

时时提醒着他们与欧洲裔美国人的距离；若是后者，他们对本民族的语言、

文化及宗教已不再熟悉。精神压抑成为印第安寄宿学校毕业生群体中的普遍

现象，并导致群体中高比例的精神类疾病，最严重的就是酗酒和物质滥用

（参阅 Lomawaima and Ostler 2018）。

史密斯也是如此。成年以后，他并没有像白人教育家和慈善家们所期望

的那样，操着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像一个普通欧洲裔美国人那样找到一份

工作，娶妻生子，生活和谐而美满。当发觉自己作为一个印第安人却不懂民

族语言，甚至对于民族文化一无所知时，他陷入到了无法形容的痛苦和失落

之中。他崩溃了，最终也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酗酒者，加入到了土著人的酗

酒大军中。据有关统计，美国西南部的那瓦霍印第安人（Navajo）在最高峰

时酗酒人的比例是普通美国人的 20 倍（Lewton and Bydone 2000）。

36 岁那年，史密斯的命运发生了转折。他在一家戒酒组织的帮助下，

成功地戒掉了酒瘾，恢复了印第安人的身份，并加入了美国原住民教会

（Native American Church， NAC）。回到了土著人的大家庭之中，史密斯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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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胎换骨，真正感受到了人生的美好与人生的价值。更令人欣喜的是，他确

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他开始帮助其他的印第安酗酒者戒酒，帮助他们找回

原本属于自己的人  生。

1984 年，史密斯为一家位于俄勒冈州肉孜伯格市专门治疗酗酒和药物滥

用 a 的机构所聘用，专门服务于有该方面需求的印第安人。可是，让他未曾

想到的是，当这家机构的负责人得知史密斯是美国原住民教会的成员时，竟

粗暴地命令史密斯离开这家机构。以下是史密斯自己的描  述：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黄昏，我的老板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张口

就问我是不是美国原住民教会的成员，我说我是。他又问我是不是服用

过一种名叫佩奥特仙人掌（Peyote）的药品，我说：“没有，但是我参加

了他们的聚会。”他告诉我不要再去了，因为那是违法的。星期一，他再

次询问我是否在星期六夜里的仪式上服用了那种药品，我再次回答，我

没有服用药品，但是确实参加了聚会。然后，他让我离开，并且无条件

地解聘了我。b

还有一位叫布莱克（Black）的同事，他不是印第安人，但也参加过美国

原住民教会的仪式，于是也被老板解聘了。失去了工作，但还得谋生。史密

斯与布莱克一商量，决定向政府部门申请失业赔偿金。因为在美国，普通雇

员若是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被雇主辞退，员工可以合理合法地从州政府部门

领到资金赔偿。可他们万万没想到，申请递上去之后，却波折横生，事情的

复杂远远超出了两人的预料。一件小事成了轰动一时的大官司，并且旷日持

久，一直持续了六年两人才得到终审判决，但即使到了此时，事情却还远远

没有结  束。

案子的焦点是一种叫作佩奥特仙人掌（Peyote）的植物。这一案件的奇

特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关于两个美国普通个体员工的官司，更是关于奥佩

特仙人掌的官司。它不仅涉及到地方政府与国家司法机构对于一种植物的法

a  药物滥用，英语为“substance abuse”，指滥用大麻、可卡因及安非他命等兴奋类药物，

同时也包括吸食胶水、涂料、汽油等病 症。

b  引自 Alfred Smith， Response to the Supreme Court’s Outlawing of Peyote， in Smith， Huston 
and Reuben Snake（ed.）1995. One Nation under God: The Triumph of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p. 68， Santa Fe， NM： Clear Light Publishers. 

北冰洋研究第六辑.indd   81 2023-07-12   10:34:43



82  北冰洋研究（第六辑）

律条文，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案件从发生到反复再到结局的过程中，我们看

到了植物的力量，看到植物不仅在生活层面上，而且在人类的社会、历史、

科学，甚至国家政治层面上如何与人类形成了纠缠不休的互动关  系。

二、佩奥特仙人掌与印第安原住民教会

佩奥特是一种小型的仙人掌植物，生长于美国德克萨斯州西南部，并一

直延伸到墨西哥的中部，喜欢干燥、炎热、少雨的自然环境，生长速度缓慢。

每年的三至五月，佩奥特会开出一种粉色精致的小  花。

最重要的是，这种暗绿色的植物含有一种生物碱，基本成分为酶斯卡灵

（Mescaline）。酶斯卡灵是一种致幻剂，人若服用会引起精神气质改变等心理

影响，药效时间可达 10 ～ 12 小  时。

考古发现证实，人类使用佩奥特有着久远的历史。古印第安人使用佩奥

特的历史可追溯到至少距今 5500 年之前，考古学家在一个位于德州的舒姆拉

洞穴（Shumla Cave）中发现了古代人类使用佩奥特仙人掌的痕迹。北美印第

安人对佩奥特的食用习俗一直延续到今  天。

16 世纪的作家曾记录了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Aztec）在宗教仪式上食

用佩奥特的风俗。阿兹特克人把晒干的佩奥特称为“黑蘑菇”，按照仪式程

序，一般在跳舞和唱歌之后食用它。美国早期民族志对印第安人食用佩奥特

也有书面上的记载。19 世纪的印第安原住民教会将佩奥特宗教仪式作为复兴

印第安民族精神的一种手段。教民称佩奥特为“神圣的药物”，认为食用它可

以治疗精神上的以及生理上的多种疾  病。

印第安原住民教会是印第安人的跨部族的宗教文化复兴运动。它起源于

俄克拉荷马州（Oklahoma State）并迅速扩展到美国和加拿大的许多部族中。

印第安原住民教会成员以纳瓦霍人为最多，至少有 20% 的纳瓦霍人都是佩奥

特的食用者。如今它已构成北美印第安人最有名的宗教文化传统。它以在仪

式上食用佩奥特为最显著特征，而且这种仪式对于酗酒症病人具有奇效。食

用佩奥特的仪式往往持续一整夜，直到次日黎明。仪式的带领者一般是当地

教会的头领，印第安人自己称这样的头领为“路人（Road Man）”。

然 而， 由 于 佩 奥 特 属 于 一 种 致 幻 药 物，19 世 纪 80 年 代 至 20 世 纪 30

年代期间，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禁止原住民使用佩奥特。但却一直禁而不

止，未有成效。具有理性主义精神的欧洲移民最初决心要根除新大陆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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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愚昧”“迷信”，根据基督教教义定义其为罪恶行为。后来，发现效果不

佳，便从法律的角度置疑这种由“药物”引起的神秘经验的合法性。19 世纪

90 年代，部分使用佩奥特仪式的印第安人建立了有组织的教会。1909 年，一

个叫奥陶（Otoe）的印第安部落创建了“奥陶新生教会（Otoe Church of the 

First Born）”，1918 年更名为“美国原住民教会（Native America Church）”。

至 1955 年，“北 美 原 住 民 教 会（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 

NACNA）”已成为以保护佩奥特仪式为宗旨的全美跨部落组织。经过土著

人的努力，他们在仪式中食用佩奥特的权力得到了联邦第一宪法修正案（The 

First Amendment）a 的保护。根据第一宪法修正案，国会于 1978 年通过了

“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规定保护和保留美国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阿留申人和土著夏威夷人的传

统宗教权利及文化活动，这些权利包括他们通过使用在传统上和仪礼上被视

作“神圣”的特殊物质来进行崇拜活动。法律的出台使印第安人原住民教会

不再为佩奥特仪式的法律问题而担忧。然而，到了 20 世纪的 80—90 年代，

这种平衡状态被“史密斯案件”彻底打破了（以上参阅 Epps 2009）。

三、“俄勒冈劳动就业司对史密斯”案件

史密斯和布莱克的失业赔偿申请首先递交到俄勒冈州政府人力资源部

的劳动就业司，所以这个案子的正式名称就叫“俄勒冈劳动就业司对史密斯

（Employment Division of Oregon v. Smith）”。劳动就业司认为史密斯和布莱

克食用佩奥特违反了该州不得使用“受控药物”的法律，因而裁决拒绝赔付

失业金。两人原来以为这是一桩符合法律的并不复杂的申请，得到赔偿乃顺

理成章之事，没想到结果与当初的愿望大相径庭，自然不服裁决，于是上诉

至俄勒冈州高级法院（Oregon Supreme Court）。首先，州法院同样认定食用

佩奥特属违法行为，但考虑到有关失业人员赔偿的法律应比宗教中的失当行

为更为重要，因而判决州政府应付给两人失业赔  偿。

案件并没至此结束。史密斯和布莱克还需要继续等待的耐心。州政府司

法部（Attorney General）出面了，对州高级法院的判决不满，并代表州政府

a  第一宪法修正案于 1789 年获得美国国会批准，其中对言论、新闻和宗教信仰自由做出

了细致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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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个小案子报到了联邦高级法院（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联邦

高级法院经过审理，最后废除了俄勒冈州高级法院的判决并建议，食用佩奥

特是违法的，所以，如果能够证明两人食用了佩奥特，俄勒冈州法院就应判

决两人有罪并入狱服刑。这样，州政府则不需赔偿两人的失业金  了。

联邦法院的决定于 1988 年下达，距最初立案已经过去了 4 年。史密斯与

布莱克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将面临牢狱之  灾。

案子又被还押到了俄勒冈州高级法  院。

俄勒冈州高级法院并没有屈服联邦高级法院的压力。它仍然坚持自己当

初的判决。这一次，州法院直接置疑本州法律的正当性，认为本州关于“食

用佩奥特违法”的条例实际上违犯了联邦第一宪法修正案的“自由行使宗教

（Free Exercise Clause）”条款。这一条款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干

涉宗教权威或禁止自由信仰。”国会的这一条款致力于保护个人的良知和表达

宗教信仰的自由信念。至此，州法院不再认为在宗教仪式上食用佩奥特属违

法行为，并且进一步指出，史密斯与布莱克并未违反联邦宪法，倒是联邦高

级法院的判决才是真正违反了联邦宪法，因为食用佩奥特应是受联邦宪法保

护的宗教活动。所以，俄勒冈州高级法院决定，拒绝执行判处史密斯与布莱

克有罪入狱，同时要求州政府付给两人失业赔  偿金。

州政府仍然不服州法院的第二次判决，于是申请联邦高级法院再次审定

俄勒冈州法院的决定。联邦法院成立了由 9 人组成的陪审团，最后以 6∶3 的

比例通过了支持俄勒冈州政府拒发史密斯与布莱克两人赔偿金决定。由法官

斯加利亚（Justice Scalia）撰写的多数意见显示，国会第一宪法修正案的“自

由行使宗教”条款并不能限制俄勒冈州法律禁止使用佩奥特的条例，也无

限制该州政府对于违犯此条例的人拒发失业赔偿金的权力（以上参阅 Epps 

2009）。

四、史密斯案件的人类学视角

联邦高级法院对史密斯一案的终审判决在人类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人

类学家纷纷发表言论批评这一判决，认为联邦高级法院对这一案件的审理严

重忽略了人类学家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对北美原住民教会的民族志学研究成  果。

早 于 联 邦 法 院 判 决 之 前， 即 1989 年， 德 克 萨 斯 州 大 学 奥 斯 汀 分 校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的 法 律 学 教 授 道 格 拉 斯· 莱 科 克（Doug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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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cock）先生就以大量的人类学资料为依据撰文评述此案，希望自己的论证

能够为案件的判决带来影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联邦高级法院在此案

中过于狭隘地关注药物问题而忽视了宗教仪式的大问题，那它就会对宗教信

仰自由开一个破坏性的先例（Laycock 1989：876）。”

在引述人类学资料时，莱科克着重提到，这类案件的核心并不在于药物

的服用，而是在于这类药物的服用是否会使人中毒。在佩奥特仪式上，“路

人”会分给每个成年参与者 4 块佩奥特仙人掌。实际上，这些仙人掌非常苦

涩，难以下咽。仪式一般始于星期六日落时分，于次日凌晨结束。参加者要

在教会吃早餐，早餐之后，所有的药物影响均已消失，然后他们就可以离开

了。就是说，参与者都是在清醒的状态下离开的（Laycock 1989）。

莱科克的文章发表在有名的《基督教世纪》（Christian Century）上，但

却并未被审理史密斯案件的法官们理会。他们并不关心人类学，更重视

法学的逻辑与传统。然而，即使从法学的角度看待这一案件，它的最终判

决也有明显的疏漏。这一点在投了支持史密斯票的布莱克门法官（Justice 

Blackmun）的陈词中已经体现出来，他  说：

本案中（指上次的判决结果），联邦拒绝承认因宗教仪式用途食用佩

奥特在刑事犯罪中的豁免权，这完全出于猜测性……对于所谓佩奥特的

危险性本法院又从未进行过实况调查。如今，联邦方面的原则性立场支

持针对宗教性使用佩奥特的刑事禁令，而这一立场竟然完全缺乏事实基

础。（Calabrese 2001：8—9）

事实胜于雄辩。可是，当司法并不看重事实的时候，这个谚语也就变得

无足轻重了。2001 年，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教授约瑟夫·卡拉布利兹（Joseph 

D. Calabrese）在一篇论文中又重温了这一案件，从人类学的角度论述了两个

事实：一是佩奥特到底有没有毒，如果有毒，宗教仪式是否做到了避免；二

是食用佩奥特到底有无治疗作用（Calabrese 2001）。

俄勒冈州司法部劳动司的上诉声称，学术文献并未提供有关佩奥特的安

全事宜，根本没有任何信息可以证明如何避免这种物质的危险性与有害性。

看到这样的陈词，卡拉布莱兹教授几乎哭笑不得，因为这个诉状等于是闭着

眼睛说瞎话，有关原住民教会的大量的人类学和其他学科的文献都记载了如

何避免佩奥特危害这一问题，为什么政府部门对此竟能视而不见呢？是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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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漏还是真的无  知？

人类学家卡若尔·巴伯尔（Carroll G. Barber）早于 20 世纪 50 年代就发

现，对佩奥特的错误认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对“毒品”概念的错误理解。

依据有关的医药词典，毒品一词是指能够引起昏迷、完全失去知觉或昏睡不

醒的药物，如鸦片、三氯乙醛和大麻等都具有这样的药效。然而，佩奥特并

不具备上述特征，所以根本不属于毒品类药物。一些州将佩奥特作为毒品而

禁止人们食用显然缺乏医药学方面的依据（Barber 1959）。

在卡拉布莱兹教授看来，所谓的安全问题无非涉及到三个方面：是否影

响到情绪和行为；是否有精神上的反应；是否危害染色体。加州大学艾尔文

医学院的生理学家奥斯卡·詹尼泽先生和他的同事曾于 1975 年专门到胡依考

尔印第安人（Huichol Indian）中对使用佩奥特的小孩和老人做田野调查，发

现从小孩到老人并无染色体变异现象。为联邦政府属下的印第安卫生服务局

（Indian Health Service）工作的罗伯特·伯格曼博士（Dr. Robert Bergman）

曾做了 4 年的调查，专门收集研究佩奥特对人的情绪、行为和精神影响的报

告，他的结论是，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食用佩奥特并没对他们的情绪、行

为和精神产生任何的影响。四年中，他只接到 5 个有关食用者受到影响的报

告，但 5 个人的症状稍后就消失了（Calabrese 2001）。

那么，佩奥特是否有治疗作用呢？其实，“佩奥特”在许多印第安语言中

就是“医药”的意思。1951 年，5 位美国学者专门对原住民教会的佩奥特仪

式进行了调查研究，对佩奥特的治疗作用发表了肯定的意见。他们的观点得

到了美国人类学协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的证实，协会

据此支持美国原住民教会的合法化（Calabrese 2001）。

卡拉布莱兹教授结论说，佩奥特的治疗作用体现在为佩奥特神灵所代表

的有关死亡与再生的象征结构中。许多人都见证了他们在仪式中曾见到的幻

像。一位要治疗酗酒的印第安人回忆，在仪式中，他见到了一个小人走出了

仪式用的火焰，沿着低矮的新月形的土坛步入“佩奥特之路”的中心。小人

停下了脚步，他要决定接下来的路线。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通往佩奥特宗教

的路，另一条是通向饮酒的路。最后，小人选择了步向前者。这个选择具有

的象征意义是，病人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酗酒了，他只能回到让他得以痊

愈的教会中。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后来，他保持经常地参加佩奥特仪式，

戒掉了酒瘾，重新组建了家庭，找到了工作。卡拉布莱兹教授说，那个小人

就是佩奥特神灵的幻像，其实也是自我的符号象征（Calabres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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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茹斯·尚勒（Ruth Shonle）早于 1925 年就撰文记录了参加者

在佩奥特仪式中所经历的异象。一个名叫雷夫（Rave）的人在第一次吃佩

奥特的时候被由此引起的情绪激动吓了一跳，感觉到似乎有一个“活着的东

西”进入了他的身体。他觉得他似乎杀死了他自己，也许第二天的黎明之前

自己就会死去。在接下来的夜里，他又吃了佩奥特，之后看到了一条大蛇马

上就要吞噬他。大蛇有胳臂，有腿，还有长长的尾巴，像长矛一样刺穿他的

身体。他由于恐惧死亡，于是尽力躲避。最后他不得不恳求佩奥特的帮助，

他说：“救我，佩奥特，救救我！是你做的这一切，你是圣明的！”他的痛苦

顿时消失。接下来他继续咀嚼着佩奥特，甚至看到了上帝的形象。在神面前，

他祈求神给他有关佩奥特的宗教知识。雷夫本来是个胆小的人，可是，多次

参加佩奥特仪式之后，他改变了，他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平安和自信。尚勒

说，在仪式中看到神的异象并不奇怪，因为许多有过同样经历的人都看到了

神、耶稣或天堂的景象。因此，佩奥特成为印第安人认识《圣经》的另类方

式，印第安人通过佩奥特唤起的异象得到了《圣经》教育并由此使个体的生

存困境得以解脱（Shonle 1925）。所以，以大量人类学资料为论据的法律学

教授莱科克在他 1989 年发表的那篇论文中将佩奥特仪式同基督教的圣餐礼作

比，认为佩奥特仪式其实不过是相当于传统基督教和犹太教以饮葡萄酒为象

征的圣餐礼。酒和佩奥特一样都是可让人上瘾且能改变人的精神、气质的物

质，但正如合适使用葡萄酒不会有害一样，适当食用佩奥特也不会有任何毒、

副作用。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佩奥特仪式是通过药物影响人的意识来经验

上帝的存在，而这一点恰恰是传统基督教和犹太教所从未经验过的（Laycock 

1989）。

人类学家知道，让信仰正统基督教的欧洲移民的后代相信这种古老的宗

教幻像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至少可以证实，在他们做田野调查的时候，

每每遇到患有“药物滥用”病症或其他病症的印第安人在佩奥特仪式中得以

治愈的见证。更有说服力的是，联邦印第安人卫生服务局早已接受佩奥特仪

式方式并将之编入官方的医学法则（“医疗机构服务法则”第十三款）之中，

认为它是酗酒和吸毒的有效治疗方  法。

五、案件的结局

联邦高级法院对史密斯一案的判决不仅引起了人类学家的不满，而且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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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社会团体和个人诸如印第安人维权人士、法律学家、宗教界领袖均加入

到了反对大军之中。有权力纠正联邦高级法院判决的只能是国会，但国会会

为这样的一个小案子出头露面  吗？

显然，史密斯和布莱克的案子走到这一步，已经不是他们两个人的案子

了。在反对判决的人们那里，它已经关系到民族平等、宗教平等、法律健全

等许多重大的政治议题。国会已经无法保持沉默了。终于，经过多方论证，

1993 年，国会部分推翻了联邦高级法院对史密斯一案的判决，认定史密斯和

布莱克参加佩奥特宗教仪式行为并无不正当之处。同时又颁布了著名的“恢

复宗教自由法案（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主张政府是否为印

第安人传统性、宗教性地使用佩奥特仙人掌提供法律保护应持开放的态度。

虽然这仍然是一个含糊其辞的法案，但它的主导方向是有利于原住民教会的。

克林顿总统在签署这一法案时的讲话也可以证实这一  点：

如果美国原住民传统的宗教活动得不到他们所应当得到的保护，美

国的宗教自由修正进程就不算完成。我的政府正在并将继续努力与印第

安人、国会合作，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a。

1994 年，国会参议院对 1978 年通过的“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进

行了修改并颁布了修正案。在修正案中，特别提到了史密斯一案，并对印第

安原住民教会使用佩奥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它指出，联邦高级法院 1990 年

对史密斯一案的判决缺乏对保护印第安人中佩奥特宗教用途的准确和清晰的

法律意识，增加了违反第一宪法修正案中宗教平等精神而形成宗教歧视行为

的风险。因此，即使本条例与别的法律条文相冲突，都要以本条例为准则，

那就是，与印第安人传统宗教有关的使用、拥有、运输佩奥特的行为都是合

法  的。

六、纳瓦霍的佩奥特仪式

以下将以纳瓦霍人的传统仪式为例，说明佩奥特仪式在治疗上的有效  性。

纳瓦霍印第安人位于美国西南地区，是北美州最大的原住民族，人

a  引自 www.govinfo.gov/content/pkg/WCPD-1993-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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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约 有 30 万 人， 拥 有 美 国 面 积 最 大 的 印 第 安 人 保 留 地， 横 跨 亚 利 桑 那

（Arizona）、新墨西哥（New Mexico）和犹他（Utah）三州，面积有 7 万平方

公里。然而，至少一个半世纪以来，整个纳瓦霍社会就陷入到了文化失控状

态之中，精神萎靡，社会痛苦加剧，对生命的解释缺  失。

19 世纪 60 年代，纳瓦霍人被联邦的军队攻击，房屋、果园、土地被毁，

牲畜被掠夺，然后又被强迫离开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州的家园，长途迁徙并

集中居住在新墨西哥州的波士魁瑞东窦（Bosque Redondo）一地。联邦军队

在该处一片大约 40 平方英里的贫脊土地上建起了西部印第安人的第一个保留

地。由于土地欠收、食物短缺、木头燃料匮乏，直到 1868 年，保留地的纳瓦

霍人才被允许离开。20 世纪 30 年代，联邦政府又施行了“减少牲畜计划”。

因担心纳瓦霍人无节制的放牧会过分破坏土地，政府为各个保留地规定了一

定的牲畜数目配额，这样，大部分的纳瓦霍牲畜作为超出配额的部分被政府

宰杀。至此，纳瓦霍人传统的经济模式和财产模式遭到了重创，整个社会精

神面貌也从此一蹶不  振。

经济模式的损害导致了传统文化成分的缺失，纳瓦霍人的经济来源已由

传统的牧业转向了现代的劳资经济。这些变化破坏了传统的以血族关系为基

础的社会组织，传统宗教生活的参与机会也因此大大减少。另外，印第安寄

宿学校制度的施行使大部分人对本民族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已不再熟悉。纳

瓦霍人陷入到了对民族身份认定的危机之中。这些问题导致了纳瓦霍人高比

例的心理上和精神上的疾病，最严重的就是酗酒和物质滥用。纳瓦霍人由饮

酒引起的死亡率比普通美国人要高出 20 倍。

纳瓦霍人最古老的治疗传统是他们的传统宗教仪式，在欧洲移民到来之

前，这是他们惟一的治疗传统。祈祷和歌唱是治疗仪式的主要内容，同时还

要服用草药。仪式的时间长度因病症的不同而不同，短则为 1 小时，长可达

9 个夜晚。在传统治疗中，病人家庭关系与血族关系密切与融洽是重要的治

疗条件。还有，接受治疗的人一般要求熟悉本民族的起源与创世神话，因为

它关系到一个纳瓦霍人的灵魂。同时，仪式使用的语言也是纳瓦霍语。但对

于大部分纳瓦霍人来说，他们都有过从小在寄宿学校学习的经历，与家庭的

关系已很生疏，血族关系已不复存在，他们并不熟悉民族的神话故事，更为

可怜的是，他们连自己的母语也忘记了。这些问题已使这些纳瓦霍人丧失了

在传统仪式中接受治疗的条  件。

传统宗教仪式治疗对于不同的病症有着不同的仪式，但对于今天纳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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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人发病率最高的酗酒和物质滥用，它却显得无计可施，因为这样的心理病

症集中出现于 20 世纪，古老的治疗传统并没有专门的仪式对付这样的现代

病  症。

一个名叫阿尔莱尼（Arlene）的 18 岁纳瓦霍女孩，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又因此染上了毒品。她说，她感到“一种邪恶的东西总是试图要控制她的大

脑”。她希望能够真正认识到她从哪里来，她是谁。于是她要求她的爷爷——

一位懂得举办传统宗教仪式的老人——为她治疗。在治疗中，她发现仪式过

程涉及到许多符号化的表现，可她全然不懂寓于其中的深奥含义。还有，听

不懂纳瓦霍语言，这也直接妨碍了她配合治疗。所以，治疗活动令人遗憾地

失败  了。

可是，人类学家发现，原住民教会的佩奥特仪式在治疗上越来越发挥着

传统宗教治疗望尘莫及的疗效，尤其在治疗酗酒和物质滥用病症上。佩奥特

仪式上使用的语言是英语，它也不需要你具备丰富的民族宗教、神话知识，

任何病人都可申请接受治疗，甚至包括白人。许多仪式领袖，即“路人”，在

成为“路人”之前本身就是一个患有酗酒或药物滥用的病人。所以，他们理

解病人的痛苦，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仪式还会引导你重新定义自己的民

族身份，让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就是个实实在在的纳瓦霍人，不会说纳瓦

霍语并没有关系。在原住民教会中，人们以弟兄、姊妹相称，因而会让你拥

有家庭归宿感。以上的每一点都是病人能够战胜病魔、恢复自信和尊严的不

可缺少的因素（以上参阅 Garrity 2000）。

七、结束语

史密斯案件从发生到最终解决涉及到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参与其中的

包括州与联邦政府、州与联邦司法机构、宗教与原住民团体、人类学界、法

律学界等等。同时，它还涉及到医疗、犯罪、就业、失业、法律、宗教仪式、

权利等多方面因素。然而，各个社会团体关注的焦点以及各种因素所围绕的

重心均是作为植物的佩奥特仙人掌。从案件中我们看到了植物的力量贯穿了

事件发生和发展的始  终。

无论从考古发现还是从民族志资料来看，作为植物的佩奥特不仅是有

历史的，而且深刻经历了前哥伦布时代的原住民历史与美洲新大陆的殖民历

史，同时直接参与了人类历史的构建。表面上，史密斯案件的主体是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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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布莱克，然而，在两位自然人身后，隐藏着一个更为重要的主体，即佩奥

特仙人掌。在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沙漠植物在地方性知识系统、文化复兴

运动以及殖民主义想象中均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史密斯案件虽然早已结

案，然而来自各方的关于对原住民知识的不同想象性解读却并未因此结束。

作为一种象征资本，佩奥特显然还将在传统仪式、原住民文化运动、国家法

律、现代性、全球化等丛林中寻找自身的权利归属以及作为本体论主体的合 

法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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