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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牛：拉科塔族的悖论》

内容概要

他是拉科塔人的勇士，他是印第安文化的守护者，他的奋斗体现了拉科塔族独立的困境！
坐牛可能是最为美国人所熟悉的印第安人了，他是1876年带领苏族和夏延族联盟横扫美国第七骑兵旅
的强悍战士，是威廉·比尔·科迪“西部狂野秀”中的顽强、高尚的野蛮人，是1890年由于拒捕而被
射杀的“最后一个冥顽不化的印第安骚乱分子”。
然而，在本书中，加里·C. 安德森却选取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讲述坐牛的故事。他详细地叙述了坐牛
的成长经历，全面地分析了他率领印第安人抵抗白人的原因，对于人们一直津津乐道的坐牛和乔治·
卡斯特将军的小比格霍恩战役，他也提出了新观点，从而反思了美国主流文化的意义和诉求。安德森
成功地发掘出一个与人们印象中不太一样的、更为真实的坐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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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加里·克莱顿·安德森是俄克拉荷马大学的的教授，他的专业方向是西方历史和美洲印第安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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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牛：拉科塔族的悖论》

精彩短评

1、坐牛，这个充满传奇色彩，带有神秘精神力量的伟大领袖的一生，见证了整个印第安民族动荡、
悲惨的兴衰史，真理将永远属于自由意志，美国人的罪行是无法被历史掩盖的
2、历史文明的进程，辉煌的背后总会有血泪与罪恶。翻译水平不咋的而且编辑也不是很认真的感觉
。
3、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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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整个十九世纪可以说是美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逐渐形成的时代，在时代洪流中最能够体现
美利坚民族特征的历史事件莫属南北战争和西进运动。且不说在南北战争中，南北方在国内欲求统一
的背景下而展开的厮杀是否有悖美利坚民族的初衷：自由和民主。但就西进运动而言，美国人的西进
正好是印第安人逐渐退步的过程。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一同生活在那片大地上
，为了民族之间能够达成共识，民主和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而美国的立国之本也在民主和自
由，从而为美国带来了一个多世纪的持续繁荣。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
有的国家，美国人相信政治上的民族，文化上的自由，美利坚民族也由此形成。但当一种主流文化基
本形成之后，其它的文化形式要想再以平和的方式进入这一文化形态中，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况且
对于高度相信现代性文化特征的美国人来说，印第安文化就是一种尚未开化的野蛮人的文化。（但美
国人似乎从来不去过多的追问历史，否则上溯三代，启蒙之前，整个西方文明同样尚处在未开化的状
态，现代文化所带来的物质丰富和日新月异的变化似乎早已湮没了历史的曲折）。一旦现代民族国家
形成之后，疆域意识便十分强烈，国与国之间是有非常明确的领土划分的。因为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
人类空间移动速度的急剧转变，如果没有确定的疆域划分的化，法律的区域有效性便很难在具体某个
空间领域施行，从而也就有了国民的概念。与现代相比，传统意义上的疆域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圈的内
涵，民族与民族之间并没有非常明确的领土意识，所以那些处在文化交接地区的人们生活似乎更加的
多元化，不管在物质性的选择还是在文化归属上的选择，他们都有着更加广阔的选择余地，从而带来
了敦煌、阿富汗、耶路撒冷等诸多同时带有东西方特色的地区。但是一旦现代疆域意识形成之后，文
化交接地区便被逐渐的边缘化。因为在确定的领土范围中，距离主流文化越近的地区就越是有可能获
得发展，反之则可能越是衰落。很不幸的是印第安文化正好处在这种状态中。当坐牛率领着自己的族
人奔驰在西部草原时，且不说这种游牧的生存方式为美国的管理带来了多大的麻烦，但从领土归属问
题上也为美国人带来了不小麻烦。当这些印第安人从美国一路迁徙到加拿大时，加拿大政府又要负责
对这些人的监视和管控，当他们夏季迁徙到美国西部草原时，美国人又要对他们管控，这样来来去去
的迁徙，虽然让印第安人享受到了他们所认同的自由，但也给两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麻烦。这就像中
东地区的恐怖组织，虽然他们在整个中亚可以施行所谓的泛伊斯兰国，但是面对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
家，他们的自由似乎完全背离了现代国家法的方向。也就是说这些流动民族所认同的“国家”概念完
全缺少应有的严格的领土意识，这也是为什么在印第安人保留地生活时期，美国政府与印第安人之间
就领土问题产生诸多误解的缘故所在。印第安人认为整个西部平原，甚至更广阔的地域都是他们的狩
猎范围，这对已经进入工业文明的美国人来说是不可理喻的事，再加上双方因为文化和具体利益纠纷
的事（美国人想要印第安人的黑山来淘金，而印第安人认为是美国人的车轮和铁轨吓走了他们以此为
生的水牛）而引起的战争，从而使得仇恨愈演愈烈。其实，印第安人的游牧组织正如他们所认为的那
样是非常松散的组织，可以说根本没有什么不可违抗的严明律令，他们没有严格的头目，大多是世袭
的酋长，但如果下边人不服从酋长的话可以随时出走或者挑战酋长权威，同时通婚也没有强烈的等级
观念，之所以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除了共同的宗教信仰外，最多的是家族因素，也就是说大多印第安
人都是按照家族的远近亲疏来决定是否生活在一起。但是等到美国人侵犯之后，由于面对共同敌人的
要求，使得印第安人也开始逐步发展出比较严密的组织形式，包括政治和战争决策集团的也随之产生
。坐牛的兴起也正是这一外部原因的最重要的成果。似乎一夜之间印第安人成为了一个统一的民族，
说着同样的语言，进行同样的总价崇拜，但事实上印第安人内部有这非常大的区别甚至部族与部族之
间都有着不同的语言。在围剿印第安人的时候由于忽视了这一因素，从而使得很多协议流于表面，并
不能起到应有的效用。因为没有人知道谁可以代表印第安人来签署协议，在这里签署的协议到另一部
族那里根本不起不被承认。但在于美国人的不断战争中，坐牛的势力越来越大，以至于在白人中都广
为流传着坐牛的传说，从此坐牛便成为印第安领袖的不二人选。当坐牛被杀之后印地安人也就很难在
组织起有效的抵抗行为，从而也就使得这一伟大名族独立运动以悲剧的色彩落幕。美国人通过枪炮和
耶稣的力量对印第安人的同化，即是美国现代化进程的神话所在，也是其罪恶所在。事实上，任何事
物的强大背后都有不可饶恕的罪恶，正是因为罪恶的深沉才使得强大显得那么扎眼和不如忽视。而与
美国一样，哪个现代国家的兴起不是踩着罪恶升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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