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停電反映紐約人改變生活態度 

12-08 

紐約佬的態度不善全球聞名──或者可說是惡名昭彰，端視被問的人是誰而定。紐約本地人兼流

行歌手比利喬爾甚至低聲唱出一首所謂的「紐約心態」。不過 911 事件以後有了重大轉變：抱怨和無

禮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團結與合作。不過究竟紐約人是真正改變了，還是這種體貼睦鄰只是 911 事

件之後短暫的流行？ 

這個答案在 2003 年 8 月 14 日紐約歷經 26 年來最嚴重的大停電時反映了出來。紐約人原本以為

面臨了另一回的恐怖攻擊事件。但是後來曉得只是一場停電，很多人相當擔心會像是 1977 年那場聲

名狼藉的停電一樣糟糕，那次停電時因為整個城市被大肆掠奪而陷入全面混亂的狀態。 

但是這一回的情況不同。紐約人瞭解原來並非遭到恐怖攻擊而放下了心，所以就能輕易從容地面

對其他的事情。紐約民眾或烤肉、或喝啤酒和唱歌。市民自行警戒防衛掠奪者，而警察在全市各處巡

邏。 

紐約民眾似乎真的有種嶄新的態度了。假定 2001 年 911 事件是紐約「重生」的宣言，那麼 2003

年的 814 大停電就是對自我的肯定。也許現在紐約人需要比利喬爾一首新歌以配合他們現在的新心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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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莉和克里斯坐在捷運車上。克里斯正在看報紙。 

克里斯：這篇報導講紐約人對大停電的反應實在令人吃驚。 

瑪 莉：我也在電視上看過相關的報導。新聞說幾乎沒有發生什麼掠奪或犯罪的行為。 

克里斯：很明顯，主要是因為 911 事件的關係：這件事把紐約人團結起來了，他們持續地感覺到要對

彼此負責。 

瑪 莉：電視上被訪問的人說，和恐怖攻擊比較起來，停電──即使是大停電──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克里斯：我也喜歡看前一次紐約 1977 年大停電的新聞，當時停電才幾分鐘掠奪行為就開始了。 

瑪 莉：然後很快地就整個城市秩序逐漸失控。25 個小時內就逮捕了將近四千人。 

克里斯：那時候紐約的社會和經濟問題比較大，更會逼人鋌而走險。 

瑪 莉：沒錯。現在的紐約經濟狀況比較好，犯罪和販毒比率都下降了。比起 1977 年時，現在大家

的日子真的比較好過。 

克里斯：看來紐約有新招牌了。不僅只是個「大蘋果」，而且還是「友善的大蘋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