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踌躇 的 霸权 ： 美 国获得世界领 导

地位 的 曲 折历 程
①

王立新

〔 内容提要 〕 从 1 9 世纪 9 0 年代成 为世界最 大经 济体到 第 二 次世界 大

战结 束 时决心接替英 国 领导世界 ，美国 走过 了 漫长 的 半个世纪 。 在此期 间
，

美 国 曾 不顾其他大 国 的
“

推举
”

， 两次拒绝接过领导世界的
“

权杖
”

。 从这个

意义上说 ，美 国 实 际上是 一个踌躇 、 甚 至不 情 愿 的 霸权 。 这 种
“

踌躇
”

与 多

种 因 素有 关 ，这些 因 素包括美 国 独特的 地缘政治位置 、分权制衡 的 外交决策

体制 、 以 自 由 为核 心 的 国家传统 和清高 自 傲 的 自 我 形象 ， 其 中孤立 主义者对

充 当 世界领袖可 能付 出 的代价 的担心 和警告 ， 是美 国 在两 次世界大 战之 间

不愿 意领导世界 的最 重要原 因 。 第 二次世界大 战 后 美 国 为 维 护世界领导 地

位所付 出 的 巨 大代价证 明他们 的警 告并非 杞人忧 天 ， 而且这种 警告值得那

些艳 羡和追求地 区 与 世界领导地位的 国 家倾 听 。

关键词 ： 美 国外 交 与 军 事 世界领袖 孤立主义 国 际 主义

，在 2 0 1 0 年的国情咨文中 ，美国总统贝拉克 ？ 奥巴马声称美国不能放弃世界领导

地位 。 然而 ，在 8 0 年前 ，美国对这
一领导地位并不艳羡 ，尽管它完全有谋取这

一地位

的实力 。 美 国甚至不顾英国的
“

禅让
”

和其他大国 的
“

推举
”

，在第
一

次世界大战之后

和 2 0 世纪 3 0 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中两次拒绝接过领导世界的
“

权杖
”

，直到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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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朝野才决心担负起领导世界的重任 ，成为
“

世界领袖
”

。 从 1 9 世

纪 9 0 年代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决心接替英国领导世界 ，美

国走过了漫长的半个世纪 ，在这一过程 中 ，美国经历了犹豫与彷徨 ，对扮演世界领袖

角色充满疑虑 。 这
一史实虽然与战后美国人领导世界舍我其谁的态度大相径庭 ，

也

与我们通常的印象相反 ，但确实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 。 本文在追溯这一历程的基

础上 ， 阐述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拒绝领导世界的原因 ，
并兼论美国经验带来的

启示 。

－

1 9 世纪末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

当 1 7 7 6 年 7 月 4 日英属 1 3 个殖民地联合
一

致宣布脱离大英帝国而独立的时

候 ，美国不过是
一个 由 1 3 个独立小邦组成的松散联合体 。 当 1 7 8 9 年联邦政府成立

时 ，美国还是
一

个处于世界边缘 、对国际局势没有什么影响的弱小农业国 。 彼时美国

人口只有 4 0 0 万 ，领土面积 9 0 万平方英里 ，

？而且刚刚开始
“

共和试验
”

，

？这一试验

能否成功 ，美国的建国者们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 到 1 8 9 0 年 ，美国人 口增至 6 3 0 0 万
，

领土面积增至 3 6 0 万平方英里 ，

？美国 已经完成工业化 ，其国 内生产总值 （
ＧＤＰ

） 的总

量远远超出英国 ，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
一

大经济体 。
④到 1 9 0 5 年 ，美国的人均收入

也超过了英国 ，并把德国和法国远远甩在后面 。 而到 1 9 1 8 年 ，
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

战结束之时
，
美国国 内生产总值的总量比英 、德 、法三国的国 内生产总值总和还要多 。

1 8 7 2 － 1 9 1 8 年欧美主要国家的国 内生产总值

（按 1 9 9 0 年美元币值计算 ，单位 ：亿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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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乔 治 ？ 华 盛顿 总 统在 其首任就职演 说 中 说道 ：

“

人 们经过 深思 熟虑 ，最 后确 定把 自 由 圣火的 保存 和共和 政

府 的 命运 ， 寄托在交付于美国 人 民之手 而进行 的试验 （ ｅｘ
ｐ
ｅｒｉｍｅｎｔ ）之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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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其 实就国 内 生产总值 而 言 ，
根据总 部设在 巴黎 的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 织的研 究 ， 美国早在 1

8 7 2 年就超过 了 英

国居 于世界 第一 位
，
但 当 时美国 还没有完成工业化 ，

总体经济 实力 还 不如英 国
。
但到 1 9 世纪 的 9 0 年代 ， 美

国 成为 第二次工业 革命的 中心 ， 其工业 实力 和科技水平在世界上 首屈
一指

，
成为名 副 其实的最大经 济体 。



？
 1 2？

美国研究

1 9 1 3 5 1 7 3 ． 8 3 2 2 4 6 ． 1 8 2 3 7 3 ． 3 2 1 4 4 4 ． 8 9

1 9 1 8 5 9 3 9 ． 5 6 2 5 4 2 ． 6 8 1 9 4 6 ． 1 2 9 2 3 ． 2 8

资料来源 ：
Ａｕ

ｇ
ｕｓＭａｄｄｉ ｓ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
ｙ ，

Ｖｏｌ ． 2
，Ｈｉ ｓｔｏ ｒｉｃａ ｌＳｔａｔｉｓｔ ｉｃｓ

（
Ｐａｒｉｓ

：Ｄ ｅｖｅ ｌｏ
ｐ
ｍｅｎｔＣ ｅｎｔｒｅ ｏｆＴｈｅ

Ｏｒ
ｇ
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 ｎ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 ｎ ａｎｄＤｅｖ 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2 0 0 6 ） ，

ｐｐ
．

 4 2 6 
－

 4 2 7
 ， 4 6 2 

－

 4 6 3 ．

1 8 7 2 ￣  1 9 1 8 年欧美主要国 家的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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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巨大的经济实力 对整个世界构成了 冲击 。 英国 著名记者威廉 ？ 斯泰德

（Ｗｉ ｌｌ ｉａｍＴ．Ｓｔｅａｄ ）在 2 0 世纪初敏锐地感受到美国 的影响力 。 他在 1 9 0 2 年出版的

《世界的美国化》
一

书 中认为美国
“

正 以 自 己 的形象塑造世界
”

，
并这样描述美国工业

产品和文化对英国人 日 常生活的影响 ：

一个普通的英 国人早晨从新英格兰被单 中 睁开 眼睛起床 ， 用 威廉斯牌

香皂和 扬基牌安全剃 刀 刮 去脸上的 胡 须 ，
在他产 自 北卡 罗来纳 的 短袜上套

上波 士顿 的 靴子 ， 扎 紧康 涅狄格 的 背 带 ，从 口 袋 里拿 出 华 生或 沃特伯 里牌手

表 ，
然 后 坐下 来吃早餐 。

…
… 他吃 着 由美 国 大 草 原面粉做成 的 面包… …来

自 巴 尔的摩 的罐装牡蛎和一小 块堪萨斯城 的 熏 肉 ， 而 此 时他 的妻子则 摆弄

着一小 片 芝加哥 的 牛舌 ，孩子们 则 吃着贵格会的 燕 麦 。 他一边吃 早餐 ，

一边

读着晨报 ，这份报纸 由美 国 机器 、在美国 造的纸张上 、用 美 国 的 墨 水 印 制 ，
并

很可 能 由
一位来 自 纽约市 的 聪 明 记者来编 辑 。

… … 在他 的 办公 室 ，

一切 当

然也都是美 国 的 。 他坐 在 内 布拉斯加 转椅上 ，在 密歇根 圆 角 桌子前用 锡拉

丘 兹打 字机写 信 ， 用 组约 自 来水笔签上名 字 ， 然后 用 来 自 新英格兰 的 吸 墨纸

吸干后 ，将这些信件放 入产 自 大急 流域 （ ＧｒａｎｄＲａｐ
ｉｄｓ ） 的文件柜里 。

… …

当 夜幕 降临 时 ，他 听着最新 的美 国 音乐喜剧放松 自 己
， 喝
一杯鸡尾酒 或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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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牌的加州 红酒 ， 吃 两片美 国制造 的 小肝泥片 ， 然后进入梦 乡 。
①

斯泰德还对美国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影响进行 了展望 ，预言
“

美国化
”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

－

ｚａｔｉｏｎ ）是
“

2 0 世纪的潮流
”

，并宣称美 国的实力和繁荣程度已经足以使它
“

有权要求

获得英语国家的领导地位
”

。
② 在那个时代 ，

“

英语国家的领导地位
”

其实就是世界的

领导地位 。

经济实力的增长给美国人以极大的 自信 ’


一些人士相信美国的
“

共和试验
”

已经

成功 ，并开始思考美国的新角色 。 卸任不久的前国务卿理査德
？ 奥尼尔 （

Ｒｉｃｈａｒｄ 0 1

－

ｎｅｙ ）于 1 8 9 8 年 3 月 2 日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 ，
主张美 国应该抛弃华盛顿总统关于不

卷人欧洲事务 的孤立主义原则 ，扮演与大 国地位相称的国际角色 。 他认为华盛顿提

出孤立政策是因为美国当时
“

年轻而弱小
”

，需要利用 自 己
“

遥远而隔离的地理位置
”

避免卷人欧洲 的冲突之中 ， 以便为 自 己赢得时间 ，来
“

建立和完善 自 己 的制度 ，毫无

干扰地积累足以让美 国 能掌握 自 己命运 的实力
”

。 而现在
，

“

美 国 已经赢得 了时

间… …它不再虚弱无力 ，
也不再缺少掌握 自 己命运的能力

”

， 因此 ， 华盛顿告别演说

的准则
“

不再适用于 目前的形势
”

，美国不能继续奉行孤立的原则 ， 满足于充当
“

榜

样
”

，

“

不光彩地逃避大国应该承担的和崇高地位赋予 （ 美 国 ） 的责任
＂

。
③ 时任普林

斯顿大学教授的伍德罗 ？ 威尔逊也认为 ，美国的实力已经使其有能力参与国际事务 ，

“
一组在 1 2 5 年前摆脱英国统治的小邦 ，现在 已经成长为一个大国

”

，特别是美西战

争
“

深刻地改变了美国 ，给美国带来了迅速的变化
”

。
？因此

，美国不能
“

继续与世界事

务保持距离 ，继续奉行不偏不倚的 中立原则
”

美国应该富有远见 ，看到美 国 的
“

繁

荣和影响正在不断扩大
”

，

“

调整 自 己 以适应新形势 ， 让新世纪讲述
一个不同 的故

事
”

。

？在威尔逊看来 ，美 国的共和试验已经成功 ，

“

民主不再是
一

个试验
”

，
而是切实

可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模式 。
？他在担任总统后更是明确提出 ，

“

孤立的时代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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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一去不复返了 ，不管我们如何选择 ，我们都肯定要在世界上扮演更大的角色
”

威尔逊心中 ，美国应该扮演的
“

更大角色
”

就是领导世界 。

二 踌躇的霸权 ： 美国对世界领导地位的拒绝与追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削弱了 曾 经主导世界事务长达几个世纪的欧洲列强的实

力 ，
也沉重地打击了欧洲的 自信心 。 第

一

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是欧洲内部的
一

场战争 ，

这场战争 自然使人们怀疑 ，相互之间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 、也最具毁灭性的战争

的 国家有何资格 自称
“

文明
”

和
“

先进
”

？ 1 9 1 8 年夏 ，施本格勒 （
ＯｓｗａｌｄＳｐｅｎｇｌｅｒ

） 的

《西方的衰落》 的出版似乎成了这种 自信心下降的注脚 。 而美国在战争中展现的 巨

大实力 ，特别是横跨大西洋投放军队的能力和战时工业生产能力震骇了 欧洲 。 战争

结束时 ，
西欧大陆废墟成片 ，特别是法国和 比利时遭到巨大破坏 ，整个欧洲都在等待

美国的救助 。 第
一

次世界大战也使欧洲主导的 旧 的国 际秩序被倾覆 ，而威尔逊提出

的 以
“

十四点
”

计划为核心的新国际秩序构想不仅得到了交战国领导人的认可 ，而且

还受到了欧洲 民众的热烈欢迎 。 备受战争蹂躏的欧洲民众渴望威尔逊能够利用美国

的力量带来持久的和平 ，
让欧洲摆脱几百年来不断陷入战争的宿命。 欧洲各国 的广

场 、街道 、车站和公园都出现了威尔逊的名字 ，墙上 的海报则写着
“

我们希望威尔逊

式的和平
”

。 在意大利 ，士兵们甚至跪在威尔逊画像前 。
② “

在人们眼中 ，威尔逊不再

是一个普通的政治家 ，他成 了弥赛亚
”

。
？参加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成员 、经济学家

约翰 ？ 凯恩斯对美国的声望和威尔逊的影响力做出 了这样的观察 ：

当 威 尔逊 总 统离开 华盛 顿 的 时候 ， 他在全世界享 有 历史 上 无 与 伦 比 的

威望和道德影 响 力 。 他大胆而深 思 熟虑 的 言辞传到 欧洲 各 国 人 民 的 耳 中 ，

甚 至盖过 了其本 国政治家 的 声音 。 敌 国 的人 民 相信他会履行 与 其签订 的 契

约 ， 盟友 国 家的 人 民不仅把他视为 一个胜利 者 ，还几 乎把他视 为 预 言家 。 除

了这种道德 影 响之外 ， 权力 的 现实也 掌握在他手 中 。 美 国 陆军 无论是人数 、

训 练还是装备都处 于历 史 的 顶 点 。 欧洲 完全依赖美 国 的食 品供应 ， 在金 融

领域美 国 更是处于绝对支配地位 ， 欧 洲 欠 美 国 的债务不仅 已 经 超 出 了 其支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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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躇的霸权 ：
美 国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 曲 折历 程

？ 1 5 ？

付能力 ， 而且只 有给 它进 一步 的大规模援助才 能 把 欧 洲 从饥饿和破产 中拯

救 出来 。 历史 上从未有一 个哲 学 家拥有如此 多 的 约束这个世界上 的君主 的

武器 。

… …我 们是 多 么 好奇 、 渴望和梦想 看一 眼这个天命所 归 之人的模样

和风度 ，他从西方走来 ，将给作 为其文 明 发源地的 古老 的父母之邦所遭受 的

创 伤 带来抚慰 ， 为 我们 奠定未来 的基础 。
？

毫无疑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美 国在欧洲乃至在整个世界都享有崇高的

威望 。 用当时
一位中国人的话说 ，

“

无论政治 、经济 、实业、社会、宗教等方面
，
美国于

今已为欧亚各国之良好模范 ，

……美国遂成为天下之救世国
”

。
②

而为了防止德国可能东 山再起 ， 英 、法两国领导人也希望美国放弃孤立主义政

策 ，加人到欧洲的安全结构 中去 ，成为遏制德国阵营中 的
一

员 。
＠他们担心的不是美

国的力量进人欧洲 ，
而是美国对欧洲的抛弃 ，

也就是美国重新回到孤立主义路线 。 法

国总理克里孟梭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呼吁美国人民
“

放弃远离 （欧洲事务 ） 的传

统做法
”

，与法国结盟 ，来共同保卫民主国家的安全 。
？美国拥有的巨大实力和威望 ，

以及欧洲的让权使威尔逊决心为美国谋求世界领导地位 。

在威尔逊看来 ，美国应该承担起领导世界 、维护战后持久和平的责任 。 他告诉美

国人 ，美国是唯一有资格担当领袖的国家 ，

“

因为它从世界每一个文明 民族中吸收血

液 ，并且因同情和理解而能够明 白世界各国人 民 的利益 、权利 、渴望和命运
”

， 因此
“

是唯
一

能在组织和平方面对世界进行富有同情心 的领导的国家
”

。
？而且

，整个世界

也盼望美国 的领导 ， 美 国如果
“

不给予这种领导 ， 就将是世界上最不 负责任 的民

族
”

。
？＂

世界将会经历
一

次情感的倒退 ，并做出极度心灰意冷的反应 ，从而导致普遍

的犬儒主义 ， （ 因为 ）人类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指望
”

。
＠也就是说 ，美 国不仅具有领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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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在 巴黎和会上 ，英美 法三 国 签订 了 一个保 障条约 。 该条约 规定 ， 由英美两国 保障 法德边界安全 ，

一旦德 国再

次入侵法 国 ，英美将立 即 给予援助 ， 以换取 法国 放弃 占 领莱 茵 区 或在莱茵 区建立独 立的 缓冲 囯 的要 求 。 英

国议会批准 了 该条 约 ， 但提 出 英 国 履行该条 约 的条件是美国 国会也批准该 条约 。 美国 国 会最终没有批准该

条 约
，
英 法试 图将 美国拉 入欧洲杈 力 结构的 设想没有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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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能力和资格 ， 同时也具有世界领袖 的威望 ，所缺的不过是决心 。 威尔逊声称 ，

“

上帝正在帮助我们 ， 世界人民在追随我们 ， 我们应该去领导
”

。
？ 如果美国不去领

导 ，

“

那么美国的全部荣耀都会失去 ，美国的力量也会消散
”

。
② 直到去世前三个月 ，

威尔逊仍然劝说美国人
“

抛弃 自私的利益 ，
重新制定具有最高远理想和 目 标的国 际

政策 ，并以此来行动
”

，并称
“

这样 ，
也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回到美国真正的传统

”

。
？

在威尔逊心 中 ，
国联是美国领导世界的工具 ，凭借这一工具 ，美 国可 以提供一种

全球性的领导但又不会再次卷入欧洲的战争中去 。 不仅如此 ，美国借助国联还可以

获得物质上的利益和实际的好处 。 他 1 9 1 9 年 9 月 在圣路易斯的演讲中说 ：

“

如果我

们加人国联 ，我可以预言 ，我们将是国联的高级成员 。 金融领导地位将是我们 的 ，
工

业优势将是我们的 ，我们还可 以获得商业上的好处。 世界其他国 家将指望我们的领

导和指引 。

” ④
第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是否支持美国加人国联在当 时成为美国是否

愿意接受领导责任的试金石。

但是 ，威尔逊让美国加人国联 、领导世界的抱负遭到了孤立主义者的坚决反对 。

孤立主义者的代表是国会 内来 自美国 中西部的参议员 ， 这些人构成国联辩论中 的
“

不妥协分子
”

，其领袖人物是来 自爱达荷州 的参议员威廉
？ 博拉 。 他们相信欧洲是

一

个滋生腐败 、 阴谋和专制主义的地方 ’ 

一

直对欧洲抱有深深的警惕 ’决心恪守华盛

顿关于美国不要卷人欧洲政治的准则 ，担心国联这类国际组织会成为欧洲和美 国东

部亲英的金融资本家的工具 。 博拉强烈反对美 国加入国联这类 国际组织 ，认为组建

国联是将美国置于欧洲政治风暴中心的阴谋 。
？ 他认为 ，美 国如果加入国联就是

“

把

自 己卷入欧洲所有利害关系之中 ， 成为欧洲动乱和冲突中 的一员
”

。
⑥ 在博拉看来 ，

美国恰当的国际角色是充当
“

自 由的灯塔
”

，而不是介人外国的纷争 。 他坚持认为乔

治 ？

华盛顿的对外政策仍然是美国
“

国家计划 、 目标和使命中至关重要的 、 必不可少

的要素 ，放弃它就是对美国人民的背叛
”

。

？ “

不妥协分子
”

也反对威尔逊促进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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踌躇的霸权 ： 美 国 获得世界领 导地位的 曲折 历程？
 1 7？

目标 ，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 詹姆斯 ？ 里德 （
ＪａｍｅｓＡ ．

Ｒｅｅｄ
） 称

“

让世界民主化

是从人嘴里说出来的最没有意义的事情
”

实际上 ， 博拉等
“

不妥协分子
”

为美国规

定的角色是继续远离国际政治舞台 ，
仅仅充当世界的道德榜样 ，

而不是世界领袖 。 国

联大辩论中的另
一

位著名人物 、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亨利 ？ 卡伯特 ？ 洛奇虽

然并不反对美国参与国 际 （欧洲 ） 政治 ，但坚决反对美国 承担起 《 国联盟约》第 1 0 条

规定的
“

保证国联会员国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义务
”

。 他声称
“

美 国人民还没有准

备好履行这
一义务

”

。
？实际上他也反对威尔逊追求的通过国联领导世界的 目标。 国

联大辩论的结果是美国 国会拒绝批准 《凡尔赛和约 》
，
拒绝加人国联 ，

实际上也就是

拒绝扮演世界领袖的角色 。

在 2 0 世纪 2 0 年代
，美国拥有世界首屈

一

指 的经济实力 ，

“

没有哪个国家没有感

受到美元的力量 ，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在重要关头可以把美国排除在考虑之外
”

，

它实际上
“

赢得 了英国在滑铁卢战役之后到 1 9 1 4 年间 ，
以及法国在此前

一

个世纪时

间里所拥有的那种地位
”

但是 ，在整个 2 0 世纪 2 0 年代 ，共和党政府奉行有限的国

际主义政策 ，拒绝充当领导世界的角色 。 沃伦 ？ 哈定总统在 1 9 2 1 年 3 月 的就职演说

中指出 ，美国
“

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彪炳史册的进步 ，这本身便表明 ，我们历

来奉行不介人旧世界事务的政策确属明智之举
”

；
美国

“

渴望在对文 明进行道义领导

方面获得崇高的地位
”

，但是美国不会承担确保其他国家安全的集体安全义务 ，

“

不

会加人任何永久性的军事联盟 ，不能做出任何政治承诺
”

；
美国

“

对决定 自 己命运的

能力充满信心 ，但并不谋求左右 旧世界的命运
”

。 在哈定看来 ， 美国恰当的国际角色

是充当 国际社会的道义领袖而不是政治领袖 ， 作为
“

代议制民主的殿堂 ，为全人类的

自 由和文明树立一个令人鼓舞的榜样
”

。 哈定称 ，他也
“

认识到随着进步带来的各国

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 ，世界出 现了新秩序
”

，但是新秩序不是集体安全 ，
不是类似国

联那样的
“

世界超级政府
”

（
ｗｏｒｌｄｓｕｐ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
而是裁军 、国际仲裁 、和平解决国

际争端和国际法院 。
？哈定后来更是公开宣布其政府

“

明确地 、决定性地抛弃一切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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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 ．美 国研究

人国联的想法 ，

…
…无论是从边门 、 后门还是地下室的门都不行

”

。
①哈定的就职演说

实际上确立了整个 2 0 世纪 2 0 年代美国共和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基调 。 接替哈定的柯

立芝总统在 1 9 2 5 年 3 月 4 日 的就职演说中称 ，尽管美国会参与
一系列维护和平的行

动 ，但美国将继续
“

保持政治上的超然和独立 ，不会与旧世界的任何利益有牵连
”

。
②

1 9 2 9 年 1 0 月
，华尔街股票暴跌引 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 伴随经济危机而来

的是极权主义的兴起和战争 。 面对这
一

形势 ，美国更是极力 回避领导世界走出危机

和遏制极权主义扩张的责任 ，美国对外政策从 2 0 世纪 2 0 年代有限的 国际主义滑 向

全面的孤立主义 。

经济危机爆发后 ，作为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和世界金融中心 ，美国是唯一能在

危机中承担领导责任的 国家 ，实际上世界各 国也对美国领导世界经济走 出危机寄予

厚望 。 胡佛政府在经济领域也采取了
一些措施 ， 如允许欧洲 国家暂缓 向美国偿付战

争债
一年

，
呼吁召开国际会议 、通过国际合作来应对危机 ，但是其经济政策的主要方

向是使美国从世界经济 中脱离 出来 ，

“

以便让已经在美国启动 的有助于经济复兴的

力量摆脱来 自 国外的阻碍性影响
”

。
③胡佛政府拒绝了欧洲提出 的 由美国政府向 欧洲

国家提供贷款的建议 ，也拒绝了有关放弃保护性关税的要求 。 面对 日本以武力 占领

中国东北 、破坏《九 国公约》和巴黎 《非战公约 》 的行为 ，胡佛政府的反应与在经济领

域的反应一样 ：拒绝在维护远东国际秩序中 承担领导责任 。 尽管国务卿史汀生从国

际秩序完整性的视角来看待 日本的行为 ，认为 日本的行为破坏了国际秩序 ，并主张对

日本实施经济制裁 以捍卫条约的神圣性 ，但胡佛总统反对采取制裁措施 ’认为远东危

机
“

主要是中国与 日本之间 的冲突
”

，应主要由 国联而不是美国来应对这
一

危机 ，美

国的政策是与国联合作 。 胡佛称
“

这是美 国政策的限度
”

。
④

1 9 3 3 年上台的富兰克林 ？ 罗斯福总统曾是威尔逊的追随者 ，在担任总统前被普

遍认为是
一位 自 由 国际主义者 。 与威尔逊一样 ，

罗斯福相信集体安全和 自 由 贸易原

则 ，认为美国应该扮演世界领袖的角色 。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曾积极活动 ，推动国

会批准《凡尔赛和约》 ，加入国联 。 但是 ，作为
一

位精明的政治家 ，
罗斯福深知 ’在美

国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和孤立主义深人人心的情况下 ， 国会和 民众会强烈反对美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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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国际事务 。 他上台后不敢推行国际主义路线 ，在经济和外交领域仍然延续胡佛的

政策 ，拒绝通过多边合作的方式缓解危机 。
1 9 3 3 年 6 月 1 2 日 ， 由 国联发起的世界经

济会议在伦敦举行 ，这是国际社会试图通过多边合作拯救世界经济的重要尝试 ’会议

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美 、英 、法等国能否合作 ，恢复金本位 ，稳定各国货币 、 国际汇率

和降低关税 ，
以阻止国际贸易的乱象 。 当美 、英 、法代表就要达成稳定汇率计划 的谅

解时 ，罗斯福致信会议 ，他在信中宣称 ：

“

对一个国家的繁荣而言 ，健全的国 内经济体

制是比其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兑换比值更为重要的因素 ， 暂时的汇率稳定不是缓解

经济危机的
‘

正确答案
’

。

”？这封被称为
“

晴天霹雳般的信件
”

实际上导致了会议的

失败 。
1 9 3 4 年 2 月 ，美 国财政部宣布美元贬值 ， 由每盎司黄金兑换 2 0 ．  6 7 美元降到

每盎司黄金兑换 3 5 美元 ，
以保护本国工业和刺激出 口 同时 ，美国政府还拒绝削减

关税。 这表明罗斯福政府并不想领导世界共同应对经济危机 ，
而只想通过对经济和

贸易的管制单独走出萧条 。

经济史学家认为 ，华尔街股票的暴跌可能是无法避免的 ，但大萧条的深度和危害

的程度并非是不可控制的 ，华尔街的股票暴跌导致历史上最严重 、持续时间最长的经

济萧条在相当程度上与 国际社会的错误应对有关 。 美 国最根本的失误是拒绝牺牲 自

己的部分利益以承担领导世界共同走 出经济萧条的责任 。 很显然 ，在世界经济越来

越
一

体化的形势下 ， 国际社会要走 出 3 0 年代的大危机 ，就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 国来

提供公共品 ，稳定世界经济 。 换言之 ，要想世界经济稳定 ，
必须有起稳定作用的国家 ，

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 曾经做的那样 。 但是第
一

次世界大战之后 ，世界经济

的繁荣主要依赖美国的资本和市场 ，衰落的英国 已经无力发挥世界性的领导作用 ，愿

意把制定世界经济计划和领导世界走 出经济危机的角色 留给美 国去扮演 。 但是 ，作

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美国却拒绝扮演这
一

角色 。 著名经济史家查尔斯 ？

Ｐ ． 金德尔

伯对此评论道 ：

这 次萧条波及面这 么 宽 、程度这 么 深 、持续 时 间 这 么长 ，是 由于 英 国 没

有能 力 、美 国 又不 愿 意在 三个方面承担责任 以 稳定 国 际经济体系 ，致使该体

系处于 不稳定 的状况 。 这三个方 面 是 ： （ 1 ） 为 跌价 出 售 的 商 品保持 比 较开

放 的 市场
；
（

2
） 提供 反 经济 周 期 的 长 斯 贷款

； （
3

） 在危 机 时 期 实 行贴 现 。

……除 非某些 国家
，
像英 国在 1 9 世纪和截至 1 9 1 3 年时所做 的那样 ， 采取行

动去稳定世界经济体 系 ， 否 则这个体系 就不 可能 稳定 。 在 1 9 2 9 年英国 没有

①Ｗ ｉｒｅｌｅ ｓｓｔｏ ｔｈ ｅＬｏｎｄ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Ｊ ｕｌｙ 

3
，
 1 9 3 3

，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 ｔ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

ｐ
ｒｅ ｓ ｉｄｅｎｃ ｙ， ｕｃｓｂ ．ｅ ｄｕ／ｗｓ／ ｉｎｄｅｘ ．

ｐ
ｈ
ｐ？

ｐ
ｉ ｄ

＝
 1 4 6 7 9 ．

②Ａ ｌｆｒｅｄＥ ． Ｅｃｋｅｓ
，Ｊｒ

．ａｎｄＴｈｏｍａ ｓＷ ．Ｚｅ ｉｌｅｒ
，ｄｏ ｂａｌｉｚａｔ 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ｅｎｔｕｒ

ｙ （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
ｇ
ｅ Ｕｎｉ

？

ｖｅ ｒｓ ｉｔ
ｙ
Ｐｒｅｓｓ

， 2 0 0 3 ）
，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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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力这样做 ， 而美 国 则 不愿这样做 。 当 每个 国 家都转 而保护 它 自 己 的 国 家

私 利 的 时候 ，
全世界的公共利 益就遭 受到 被抛弃 、 被损 害 的命运 。 而这 时 ，

所有 国 家 的 私利 也就 随之 受 到 损害 。

？

如果把世界经济比喻成
一

辆车 的话 ，
2 0 世纪 3 0 年代世界经济体系 的不稳定不

是因为英 、美争夺驾驶权 ，

“

不稳定性看来是因为一个司机越来越虚弱 ， 而另一个司

机对开这辆车又缺乏足够的兴趣
”

。
②

在政治和安全领域 ，
面对极权主义的兴起和德 、意 、 日 等国对国际体系的挑战 ，

罗

斯福政府在第
一

个任期 内与胡佛政府
一

样继续采取鸵鸟政策 ，拒绝捍卫战后国 际和

平机制和干预德 、意 、 日 的扩张行为 。 在中 日 冲突问题上 ， 罗斯福表示赞同史汀生的

不承认主义 ，延续 了胡佛政府的政策和立场 ，尽量不触怒 日本 ，避免外交上的麻烦影

响国内 的改革计划 。 当 1 9 3 3 年 5 月 日本开始蚕食华北 、中 国驻美公使施肇基请求美

国调停中 日 冲突时 ，美国 国务院远东 司 司长斯坦利 ？ 亨培克 （
ＳｔａｎｌｅｙＫ ．Ｈｏｒｎｂｅｃｋ

）

提出这一角色应该 由国联或英法而不是美国来扮演 。 在欧洲 ，
面对逐渐恶化的局势

和战争危险 ， 国会从 1 9 3 5 年到 1 9 3 7 年通过了
一

系列的 《 中立法》 ，规定美国对
一

切交

战国实施武器和军需品 的强制性禁运 ，禁止美国船只 向交战国运送任何物资 ，禁止美

国人搭乘交战国船只旅行 ，
禁止向交战国贷款 。 《 中立法 》的 目 的是通过限制美国的

国际商业与金融活动来减少美国卷人欧洲战争的危险 。

从 1 9 3 7 年 1 0 月发表
“

防疫演说
”

开始 ，
罗斯福开始尝试改变美国政府对国际事

务的不干预政策 ，试图通过对公众的教育带领美国逐渐摆脱孤立主义 ，走上通过国际

合作制止侵略和维护和平的道路 ，但他的尝试收效不大 。 罗斯福曾对其演讲撰稿人

塞缪尔
？ 罗森曼 （

ＳａｍｕｅｌＲｏｓｅｎｍａｎ
）说 ，

“

当你正在试图带领人们往前走 的时候 ，你回

头
一

看却没有人跟着你 ，
这真可怕 。

” ？针对 1 9 3 9 年的捷克危机 ，
罗斯福虽然呼吁召

开国际会议进行讨论 ，但他并不想参与捷克危机的解决 。 同大多数欧洲 国家领导人

一样 ，
罗斯福对慕尼黑会议关于捷克问题的解决有

一

种解脱感 。

概言之 ，在德国人侵波兰 、欧洲大战爆发之前 ， 除了在拉美实施的
“

睦邻政策
”

外
，
罗斯福在欧洲和东亚几乎没有任何新的外交倡议 。 尽管罗斯福坚信国际主义理

念 ，但他在公开场合的言行更像是
一

个孤立主义者 。 亨利 ？ 卢斯评论说 ，在执政的前

七年 ，
罗斯福是

一

个
“

彻头彻尾的孤立主义者 ，
比赫伯特 ？ 胡佛和卡尔文 ？ 柯立芝更

① 查尔 斯 ？ 金德尔伯 格 ： 《 1 9 2 9
￣

1 9 3 9 年世界 经济 萧条 》 （ 宋承先 、 洪文达译 ） ， 上海译 文 出 版社 ，
1 9 8 6 年版 ，

第

3 4 8 页 。

② 查尔 斯 ？ 金德尔伯格 ： 《 1 9 2 9
￣

1 9 3 9 年 世界经济萧条 》 ，第 3 6 0 页 。

③ Ｊｏｓｅ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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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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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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踌躇的霸权 ：
美 国 获得世界领 导地位的 曲折历 程

？
 2 1？

像孤立主义者
”

，其政策导致
“

美 国未能在 国际合作方面实施有效的世界领导
”

。
①卢

斯的批评虽然有些尖刻 ，但基本上是符合史实的 。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筹划建立的 国际秩序只维持 了 2 0 年 ，这与维也纳秩序维

持了
一

个世纪相比显然是
一个巨大的失败 。 维也纳会议后国际秩序的稳定不仅因为

欧洲均势 的建立 ，还得益于英国作为霸权国 家对国 际秩序 的维护 。 爱德华 ？ 卡尔

（ ＥｄｗａｒｄＣａｒｒ ） 这样描述英国在 1 9 世纪发挥的稳定国际秩序的作用 ：

1 9 世纪 ， 英 国 海军 的舰队不仅保证 不 发 生 大 规模 战 争 ， 而且也 管辖 着

公海 ， 为 所 有 国 家提供平等 的 安全 。 伦敦货 币 市 场 为几 乎整个世界确 立 了

一种单 一货 币 标准 ； 英 国 的 商业 使世界各 国 普遍接 受 了 自 由 贸 易 原 则 （ 尽

管是不 完善 的 弱势 形 式 ） ；
英语也 成 为 四 大 洲 的 通 用 语 言 。 这类 情 景 既 是

英 国 霸权 的 产物 ， 也是英 国 霸权 的保 障 。 它 创 造 了
一种 国 际社会 具有共 同

利 益和共 同 情感 的 幻 觉 ， 在 某种程度上甚 至创造 了 这样一种事 实 。 于是 ， 国

际秩序 运行的假定 就被一个强大 的 国 家创造 出来 了 。

②

但是第
一

次世界大战之后 ， 衰落的英 国已 经无力承担领导世界 、维护秩序 的任

务 ：英国舰队已失去了海上霸权 ，
无力阻止 日本对美国 的进攻 ；

英国的经济和金融实

力巳经不允许它扮演信贷提供者和全球市场的角 色 ，英 国 自 己也转向贸易保护主义 ；

英国制定国际议程 、提供国际制度 、组织 国际社会解决国 际问题的意愿和能力也大大

降低
；在文化领域 ，美国的大众文化而不是英国 的绅士文化开始在全球传播开来 ， 而

且它设定了全球文化消费的标准 。 简言之 ，
只有美国可 以充当世界秩序维护者和全

球经济领导者的角色 。 而在 1 9 1 8 年 ，

“

在几乎
一

致赞同 的情况下 ，世界领导权被交付

于美国
”

。
③威尔逊总统也很愿意从英国手中接过世界领袖 的权柄 ，但是美国人民和

后来的几届美 国政府却把这
一

权柄视为烫手山芋而加以拒绝 。 正如亨利 ？ 卢斯所

言 ，

“

在 1 9 1 9 年我们拥有
一

个黄金机会 ，
历史上前所未有 旳机会去承担世界领导责

任 ，这是一个放在天下闻名 的银盘子里递给我们的黄金机会 ，但是我们并不理解这一

机会 ，威尔逊错误地处理了它 ，我们拒绝了 它 。

”
3 ）特别是在极端民族主义 、法西斯主

义盛行 ，
经济混乱和国际秩序动荡不安的 2 0 世纪 3 0 年代 ，世界急需

一个发挥团结 、

协调和领导作用的中心 ，但美国却拥抱孤立主义 ，不愿成为这一中心 ，导致国际领导

角色的缺失 。 其结果就是经济危机的加深 、国 际秩序的混乱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①Ｈｅｎ ｒ
ｙ
Ｒ．Ｌｕｃ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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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 。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美国决心谋求世界领导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极大地唤醒了美国 ，
也使罗斯福决心带领美国走上国 际

主义的道路。 但是罗斯福政府提出的援助英国和苏联的政策倡议遭到以
“

美国第一

委员会
”

（ Ａｍｅ ｒｉｃａＦ ｉｒｓ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为代表的孤立主义势力的坚决反对 。 1 9 3 9 年 9 月

至 1 9 4 1 年 1 2 月 ， 国际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围绕美 国是否应该援助英国和苏联 、干预

欧洲的战争进行了激烈 的辩论 。 孤立主义者仍然相信美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保障

其安全 ，欧洲战争不涉及道义问题 ，美 国没有必要进行干预 ，援助英国 和苏联只会把

美国拖入战争 。 日 本偷袭珍珠港宣布 了孤立主义的破产 ，威尔逊的 自 由 国 际主义思

想获得了主导美国对外政策的第二次机会 。 到战争后期 ， 美国领导世界重建国际秩

序的主张开始为美国 民众广泛接受 。 1 9 4 3 年 3 月 ，全美基督教会联邦理事会 （
Ｆｅｄｅｒ

－

ａｌＣｏｕｎｃ ｉｌｏｆＣｈｕｒｃｈｅｓｏｆＣｈｒｉｓ 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
）发表声明 ，

指 出美国又到 了选择其国际角

色的关键时刻 ，

“

如果我们选错 自 己将要扮演的角色 ，那么对全人类而言将比 以前更

为不幸
＂

。 而新的 国际角色就是
“

世界领袖
”

。 该声明称 ：

“

只有美国承担起领导责

任 ，新的国际秩序才能建立起来 ，因 为美国 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有能力对世界局势的塑

造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 如果要想让未来不重演过去 ，美国必须承担责任 ，采取与其实

力和机会相
一

致的建设性行动 。

”？
 1 9 4 5 年 1 2 月 1 9 日

，杜鲁门在致国会的特别咨文

中 明确提出美国要充当世界领袖 ：

“

不论我们是否愿意 ，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 ， 我们

赢得的胜利已经把领导世界的持续重担放到了美国人民身上 。 世界未来的和平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是否表现出真正有决心继续在 国家间发挥领导作用 。

”
？

《生活 》

杂志一位普通读者的来信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 ：

美 国人 民现在 已经意识 到
，
我 们 对永久和 平与 经济稳定 的根深 蒂 固 的

希望要求我 们接 受在 国 际 阵线 中承担世界领袖 的 责任 。 我 们 已 经做好准备

接 受这一责任 ， 并准备好用 源 自 我 们 开 拓精 神 的遗产 中所 固 有 的 勇 气和坚

定来履行这一责 任 。
③

①ＡＪｕ ｓｔａｎｄＤｕｒａｂｌｅＰｅ ａ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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踌躇的霸权 ：
美 国 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 曲折历程

？
 2 3 ？

这说明朝野在美国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方面 已经达成了共识 ，美 国最终确立

起领导世界的决心 。 这
一

转变无疑与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有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时的美国拥有无与伦比 、首屈
一

指的巨大实力 。 人类历史 自 罗马帝国灭亡以来从

未出现过这
一

局面 ：

一个国家像巨大的磁铁那样吸引 了全世界的智力 、财富和 目光 。

军事战略家 1 9 4 6 年阿诺德 ？ 沃尔弗斯 （
Ａｒｎ ｏｌｄＷｏｌｆｅｒｓ

）
1 9 4 6 年的一番话概括 了当时

美国 的国际地位 ：

这个 国 家在世界各 国 中 间处于 独一无 二 的地位——事实上是一种史无

前例 的 地位 。 如果说 ，
这个 国 家 由 于具有海空 军 的优 势 ，

因此在原 子弹发 明

以前就 已 经在极大程度上可 以 免遭进攻 的 话 ， 那 么 对这一威 力 无 穷 的武器

的 独家 拥有 巳 经让整个世界 的城 市 和生 产 中 心 ，
包括强 大 的 苏 联听凭 我 们

和平意 图 的摆布 。 历 史上从未有过所有其他 大 国 如此依赖一个 主要大 国 的

时代 。
？

《时代》周刊弓 丨用丘吉尔的话说 ：

“

在这
一

时刻 ，美国站在世界的顶峰 。

” ②

但是 ，光有实力是不够的 ，
还必须有运用这

一

实力 的愿望和决心 。 第一次世界大

战后美国也具有世界其他国家无与伦 比的实力 ，英 、法等欧洲大国也甘愿把领导权交

给美国 ，但是美国却拒绝接受 ，
因为美国 国会和民众缺乏领导世界的意愿 。 第二次世

界大战之后美国领导世界的决心的确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教训密不可分 。

首先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美国 的 国家安全观念 ，新的安全观要求美国必须通

过参与国际事务以塑造有利的 国际环境来保障美国 的安全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

美国用
“

国防
”

（
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ｄｅｆｅｎｓｅ

）而不是
“

国家安全
”

来指称安全 问题 ，其含义是保卫

美国本土 、海外属地和西半球免遭外国 的军事进攻 。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

安全
”

的含义不再仅仅是军事意义上的免遭进攻 ，还包括保卫美国制度与生活方式的完整 ，

以及国际贸易 、金融和能源体系 的稳定 ， 因为法西斯主义 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爆发就源于大危机 、经济区域主义和国 际金融与贸易体系的崩溃 。 同 时 ，安全的地理

范围也扩大为全球 ，世界任何地区发生的事件都关系到美国的 国家安全 ， 因为美国卷

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全球性冲突本身已经使美 国 的利益
“

全球化
”

了 。 陆军参谋

长乔治 ？ 马歇尔在战时曾说 ，

“

过去我们满足于把西半球的 防御作为我们安全的基

础 ，
现在再持有这种想法似乎就行不通了 ，我们现在关心整个世界的和平 。

”
？在这种

①ＡｒｎｏｌｄＷｏｌｆｅ ｒ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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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观的指导下 ，使用美国军队的地理界限不复存在了 。 海军部长詹姆斯
？

福里斯

特尔 （
Ｊａｍ ｅｓＶ ．Ｆｏｒｒｅｓｔａｌ

）
1 9 4 5 年在众议院作证时说 ，

美国决心使用美 国的
“

力量
”

去

应对
“

世界任何地方出现的侵略
”

 ＜＾美国实际上
“

是用
一个无限的 、意识形态化的 和

去领土化的美国安全定义来代替
一

个基于国际体系权力分配之上的更加传统的安全

概念
”

。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把美 国的安全从单纯的国土安全扩展到政治 、

经济 、军事

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时候 ， 它就不能仅仅通过国土防御和避开参与国际事务来实现安

全 目标 ，
而需要动员其全部的资源参与国际事务 ，影响海外事态 的发展 ， 并建立

一

个

有利于美国制度 的生存与繁荣的国际环境 ，
而改变和塑造国际环境 当然需要美国对

国际事务的参与和领导 。

其次 ，第二次世界大战酝酿和爆发的历史使美国相信 ，
世界上会出现企图征服和

奴役世界的狂妄独裁者 ， 这将对美国的 自 由和安全构成威胁 ，而对这些独裁者的侵略

行为不能姑息 ，
必须予以坚决的遏制和回击 。 希特勒 、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被美 国视

为威胁其 自 由的专制恶魔 ，他们的出现使美国深切地感受到 自 由 和 民主在这个世界

上并不安全 。 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视为讨伐独裁者的战争 ，是
一场善恶之战 、 民主与专

制之战 ，美 国承担着消灭专制恶魔 、捍卫 自 由 的责任 。 美国人惯有的黑白二分的摩尼

教的思维方式深刻地塑造了美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理解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

历又强化了这种黑白二分的世界观 。 既然世界上存在 自 由 的敌人 ，那么美 国就不能

袖手旁观 。 由于英 、法在慕尼黑会议上以牺牲捷克领土为代价的让步不仅没有带来

和平 ，反而进一步刺激了希特勒的扩张欲望 ，
因此美 国领导人在战后坚信 ，独裁者和

侵略者是不能姑息 、绥靖的 ，对任何侵略行为都必须给予坚决 回击 。 于是 ，妥协和让

步被美国人等同于放弃原则和缓靖 ，
而强硬干预 ，包括军事干涉则被视为美德 。 此即

“

慕尼黑教训
”

。 慕尼黑教训极大地激发了美 国战后领导世界和实施对外干涉的

意愿 。

第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留下另一个深刻 的历史教训 ，那就是中立无法使美

国远离战争 ，孤立主义无法保证美国 的安全 。 战后 ，美国舆论普遍相信 ，美国没有加

人国联 ，拒绝通过国际制度和机制与爱好和平的国家合作 ， 间接导致了  2 0 世纪 3 0 年

代极权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犯下了大错误 。 为了避免 3 0 年代悲剧

的重演 ，美国必须承担国际义务 ，
通过参与国际合作 ’甚至领导世界来维护 国际和平

与安全 。 早在 1 9 4 1 年 2 月 ，亨利 ？ 卢斯就提出 ：

①Ｍｉ ｃｈａｅ ｌＳ ．Ｓｈｅｒｒ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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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Ｐｏｓｔ
ｗａｒＤｅｆｅ ｎｓｅ

，
 1 9 4 1

－

Ｊ 9 4 5
，
ｐ

．
 2 0 2 ．

② 克里斯托弗 ＿ 莱恩 ： 《 和平 的幻 想
：

1 9 4 0 年 以来 的美 国大 战略 》 （ 孙健 中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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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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踌躇的霸权 ： 美 国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 曲折历 程
＊

2 5 ＊

在 国 家政策领域 ， 美 国 的根本问题过去 一直是而且现在仍 然是 ：
当他们

的 国 家在 2 0 世纪 成 为世界上最 强大 、最 重 要 的 国 家 时 ， 美 国 人却未 能从精

神上和 实 际行动上使 自 己适应 这一 事实 。 因此 ， 他 们 没有 能够扮演作 为 一

个世界性强 国 的 角 色——这种 失误给他们 自 己和整个人类都 带来 了 灾难性

的 后果 。 挽救这一 失误的 办法是 ，
全心全意地接 受我们作 为 世界上最 强大 、

最重 要 国 家 的 责任和机会 ， 并 随之为 了 我 们认 为合适 的 目 的 ，使用 我们认为

合适的 方 式 ， 向世界施加我 们 的全部 影 响 。
①

1 9 4 2 年 5 月 3 0 日
，副国务卿萨姆纳 ？ 韦尔斯 （ ＳｕｍｎｅｒＷｅｌｌｅｓ

） 在阿灵顿国家公

墓演讲时也表达了类似 的看法 ：

美 国人 民在 上 一次 战争结束 的 时候被赋 予 了 通过参 与 国 际组 织分担维

护世界和平 的责 任 以 实现其伟 大理 想 的机会… …但是这 一机会 被拒 绝 了 。

……在 1 9 2 0 年及其后 的 岁 月 里
，
我们作 为 一个 民 族不仅 经历 了 物质上极端

自 私 的 时期 ，而且令人难 以 置信地 盲 目 。
……现在 我 们 正在 进行一场人类

历 史上规模最大 的 战争 ，我 们 正在收获 由 于 我们 自 己 的 愚蠢和缺乏远 见 而

带来的 苦果 。
… … 我们 能做什 么 来 纠 正过 去 2 0 年 的错误？

… … 眼 前 的答

案是不言 自 明 的 。 我们必 须坚决彻 底地消 灭邪 恶之人以 及他 们设计 的 罪恶

制度……并 （ 在 战后 ） 领 导 世界建立 一个可 以保 障不 虞 匮 乏 的 自 由 的世界

秩序 。
②

罗斯福在 1 9 4 4 年 1 月 1 1 日 的国情咨文 中提醒美 国人绝不能
“

重复鸵鸟式孤立

主义的悲剧性错误
”

。
＠在 1 9 4 5 年 1 月 2 0 日 发表的第 四次就职演说中 ， 罗斯福再一

次指出 ，美国
“

用可怕 的代价换取了若干教训
”

，其中之
一

就是必须参与 国际事务 ，
通

过 国际合作来保障美国 的安全和利益 。
④

通过参与国际合作和承担国际义务来促进美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在当时不仅是民

主党的主张 ，
而且很多共和党人也开始服膺这

一思想 。 共和党领袖 、
1 9 4 0 年美国总

统大选候选人温德尔
？

威尔基 （
ＷｅｎｄｅｌｌＬ ．Ｗｉ ｌｌｋｉｅ

） 大力 宣传
“

天下 一家
”

（
ｏｎｅ

ｗｏｒｌｄ ） 的观念 ，并于 1 9 4 3 年 4 月 出版了 同名书籍 。 在该书 中 ，威尔基提 出交通和通

讯技术 巳经打破了空间的距离 ，世界各国人民是休戚相关 、相互依赖 的 ，都渴望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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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繁荣的生活 ，美国必须放弃孤立主义和帝国主义 ，为国际合作树立
一

个典范 。 他认

为美 国领导世界的时机已经成熟 ，美国不能规避对世界的领导责任 。 威尔基在书的

最后指出 ，美国面临
“

有史 以来最具挑战性的机会
——帮助建立一个世界各地的男

人和女人们都能在独立和 自 由 的鼓舞下生活和成长的新社会
”

。
？该书被认为是那个

时期最能代表威尔逊国际主义思想 的著作 ， 出版四个月 内就发行 1 5 0 万册 ，成为 当时

美国最畅销的非小说类作品 ，连续四个月 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之首 。
②

与威尔基 《天下一家》 同年 出版 的另
一

部畅销书是沃尔特
？

李普曼的 《美 国外交

政策 ：共和国的盾牌》 。 该书从另一个角度即地缘政治和现实主义的视角 ，论证了美

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性 。 李普曼在书 中虽然对威尔逊主义提出 了批评 ，认为美国

对外政策的主要 目标应该是维护共和国 的安全 ， 而不是进行十字军式的道德讨伐和

输出 民主 ，但该书同时也激烈批评孤立 主义思想 。 李普曼指 出 ，

1 9 世纪美 国以孤立

求安全是
一

个幻觉 这个国家
一

直生活在虚幻 的孤立状态 中
”

， 自 以为门 罗主义保

障了这种孤立 ，
没有认识到 门罗主义的施行和西半球的安全实际上是

“

依赖于英 国

海上力量的支持
”

。 他指 出 ，

“

长达
一

个世纪的不劳而获的安全 （
ｕｎ ｅａｒｎｅｄｓｅｃｕｒｉｔ

ｙ ）对

我们 国家的思想习惯造成了
一

种影响 ，
这种影响就像曾经懒惰地享受不劳而获的收

成对
一

个勤劳祖父的后代产生的影响
一

样 ，它使我们忘记了必须通过 自 己 的努力来

赢得安全和 自 由 ，就像人不得不靠 自 己的努力去谋生
一样 。

”

战后美 国需要加人大西

洋共同体 （ Ａ ｔｌａｎｔｉｃ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

ｙ ） ，成为其中 的
一

员 以维持欧洲的力量平衡 ， 防止任何敌

视美 国的国家控制西欧 。 李普曼试图告诉美 国人 ， 任何一个国家控制整个欧洲都是

对美国安全的致命威胁 ，美 国
“

在欧洲的首要利益是欧洲不能出现有能力进攻欧洲

大陆以外地区的强权
”

。 战后美国必须通过积极参与 国际事务和大国合作 ，包括与

英国和苏联结成
“

核心同盟
”

（
ｎｕｃｌｅａｒａｌ ｌｉａｎ ｃｅ

）来保卫美国 的安全 ，

“

世界秩序的维护

依赖于这
一

核同盟
”

李普曼的这本书发行 5 0 万册 ，在当时广为流传 ， 《读者文摘 》

杂志称它是
“

为
一代美国人撰写的最重要的书籍

”

。
？李普曼的大西洋共同体观念 ，

以

及美国安全与西欧紧密联系在
一

起的思想开始被人们接受 。 在主张美国积极参与国

际事务和领导世界方面 ，
现实主义者与国 际主义者殊途同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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踌躇的霸权 ： 美 国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 曲折历程
？
Ｔ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 ，参与国 际事务 、加人 国际组织巳经为美国绝大多数民

众所接受 。 在 1 9 4 1 年 5 月 ，只有 3 7％ 的美国人支持加入战后类似国联那样的 国际

组织 ，

0而到 1 9 4 5 年 3 月 ，这一数字上升到了 8 1 ％
，
而且基本上没有地区差异 ， 同时

8 3 ％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加入国 际组织非常重要 。
②

1 9 2 0 年美 国参议院在对 《 国联盟

约》进行最后
一

次表决时 ，投票结果是 4 9 ： 3 5
， 比批准条约所需的 2 ／ 3 多数少 了

7

票 。 而 2 5 年后的 1 9 4 5 年 7 月 2 8 日
，参议院在表决 《联合国宪章》时的投票结果是

8 9  ： 2
。 美国人观念的变化和国际主义的胜利 由此可见一斑 。

？正如副总统亨利 ？ 华

莱士所言 ，

“

现在 ，世界各国终于有第二次机会建立持久的和平体系
——

那种伍德

罗 ？ 威尔逊曾试图建立 ，但由于世界没有做好准备而没有建立起来的体系
＂

。
④

太平洋战争前的坚定孤立主义者 、资深共和党参议员 阿瑟
． 范登堡 （

ＡｒｔｈｕｒＶａｎ
－

ｄｅｎｂｅｒｇ ）思想的转变深刻地反映了美国人 国际思想的变化 。 范登堡 1 9 4 5 年 1 月 1 0

日 在参议院的演讲中说 ：

坦率 地讲 ， 我 过去 一直是相信美国 可 以依赖 自 己保 障安 全 的人之 一 。

……现在 ， 我不再相信今后 任何国 家仅仅依靠 自 己 的行 动就可 以 免遭攻击 。

…… 我们 的 大洋 已 不再是能够 自 动保护 我们这一城堡 的 护城河 。

……如果

第 三次世界大 战不 幸到来 的 话 ，
那 么 它 将 开启 可 怕 得难 以想 象 的 死亡实验

室 ， 我建议在我 们 力 所 能及 的 范 围 内尽 一切 努 力 让这种 实 验室 永远 关 闭 。

我希 望最大程度 的 国 际合作… … 以确 保敦 巴顿橡树 园基本理念 的 成功 。
⑤

《生活》杂志称范登堡思想的改变标志着
“

美 国作为世界大国时代的来临
”

。
⑥

简而言之 ，战后 ，在美国社会 ，不分职业 、地域 、政党 、宗教和族群 ，大家形成了
一

个共识 ：孤立主义结束了 ， 国际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 的指针 ，美国将是国 际事务的完

全参与者 ，并将运用其 巨大的力量去领导和影响世界 。 这成为美 国外交思想 的
“

新

正统
”

（
ｎｅｗ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 。 美 国因此由大国 （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 ｒ ） 变成试图塑造世界局势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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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研究

世界的超级大国 （
ｓｕ ｐｅｒｐ ｏｗｅｒ

） 。
？

四 美国
“

踌躇
＂

的原因

如上所述 ，与 2 0 世纪后半期频繁 的对外干涉和全球主义外交不同 ，美 国在 1 9 4 2

年以前实际上并没有奉行与其实力相称的积极的对外政策 ，它对国 际事务的参与是

相当有限的 。 美国经过半个世纪的踌藉和摇摆 ，才把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全球

性的政治权力 ，确立起领导世界的决心 。 美 国在面对世界领导地位诱惑时的
“

踌踏
”

与多种因素有关 ，这些因 素包括美国独特的地缘政治位置 、分权制衡的外交决策体

制 、以 自 由为核心的 国家传统 、清高 自傲的 自我形象 ， 以及对领导世界可能付出 的代

价的担心 。

在美 国看来 ，
不卷人欧洲纷争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使美 国在 1 8 1 2 年美英战争后

享受了长达一个世纪的
“

免费的安全
”

（
ｆｒｅｅｓｅｃｕｒｉ ｔｙ ） 。 虽然 2 0 世纪军事和交通技术

的进步已经使两大洋作为美国安全屏障的价值大大降低 ，但
一

直到珍珠港事件前 ，多

数美国人仍然相信美国远离欧洲的地理位置使它不用卷人欧洲的事务就可以确保 自

身的安全。 而当总统试图推行积极的对外政策 、让美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时候 ，
通常是

国会对总统的政策构成掣肘。 从第
一

次世界大战时开始 ， 国会就成为孤立主义的大

本营 ，来 自 中西部的共和党参议员具有强烈 的地域主义倾向 ，看不到美国参与国际政

治的必要性 ，把总统的国际主义外交政策视为东北部银行家的阴谋 ，他们利用参议院

享有的外交权力 多次挫败总统的外交倡议 。 美 国人根深蒂 固 的反 国家主义 （
ａｒｒｔ ｉ

－

ｓｔａｔ ｉ ｓｍ
） 观念和 自 由主义传统使联邦政府长期以来比较弱小 ， 限制 了联邦政府推行干

涉主义政策的能力 。 没有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 ，美 国实际上是无法扮演领导世界 的

角色的 。 自独立以来 ，美国人就把美洲新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分隔开来 ，把 自 己描绘

成 自 由 、民主 、平等和进步的
“

新世界
”

，把欧洲说成是
“

旧世界
”

，那里盛行君主制 、贵

族制和等级制 ，充斥着贫富分化 、阶级矛盾和无休止的战争 ，是美国的对立面 ，
纯洁无

① 超级大国 是指在国 际体系 中 处于领导地位 的 国 家 ，
能像世界任何地 区投放其强大 的 军事力量 。 该词是 耶魯

大学 国际研究所教授 威廉 ？ 福克 斯 （
Ｗ

ｉ
ｌｌ

ｉ
ａｍＴ． Ｒ．Ｆｏｘ ） 于 1 9 4 4 年创 造的 。 在那一年 出版 的 《超级 大国 ： 美

国 、英 国和苏联对和平 的责 任》

一

书 中 ，
福克斯认为 当 时有三 个超级 大 国 ： 美 国 、英 国 和苏 联 。

但是
，
到 战 争

结束 的 时候
，
英 国实际 上 巳经丧失 了 超级 大 国地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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踌躇 的霸权 ： 美 国 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 曲 折历程？ 2 9 ？

瑕的美国不能卷人欧洲的纷争 ，与腐败 、堕落的
“

旧世界
”

同流合污 。
？ 这种独特的 自

我认知支持美 国 与 欧洲主导 的 国 际体系相分离 ，

“
一

直使美 国像
一

个倦怠 的 巨

人 ，

…
…不能在世界上扮演

一个完全的 、积极的角色
＂

。
② 2 0 世纪 3 0 年代后期 ， 当欧

洲再次陷人危机 、争斗 、混乱和战争时 ，美 国人厌憎欧洲的情感和不管欧洲 闲事的心

理变得越发强烈 。

从这
一

时期孤立主义者的言论来看 ，他们最大的担心是充当世界领袖可能付出

的代价 。 这里的代价不仅是美国人的生命损失和物质付出
，
还包括卷人外 国纷争和

充当
“

世界警察
”

对美国 民主制度和 自 由生活方式可能带来的损害和威胁 、 民众税负

的加重 、 国家权力的膨胀 、公民 自 由 的丧失 ， 以及外国对美国的嫉妒和仇恨 。

在孤立主义者看来 ，美国充当世界领袖 ，过多地卷人外 国事务特别是欧洲 的事

务 ，会导致
“

旧世界
”

的腐败和堕落腐烛美国民众的 品德 ，使美 国落人外 国的 阴谋和

罗网之中 ，从而威胁美国的民主制度 。 早在 1 7 9 3 年 ，
亚历 山大 ？ 汉密尔顿就曾警告

说 ，

“

对
一

个共和国来说 ，外国 的影响是希腊人的木马 。 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把这种

影响排除掉 。 不能设想这种影响只会采取直接贿赂的粗放的方式 。 它会影响我们的

感情 ，塑造我国的偏见 ，制造我国对某 国的偏爱 ，
以赢得支持 ，

而这是最危险的 。

“＠在

1 9 1 9 年的 国联大辩论中 ，博拉认为美 国加人 国联 、卷入欧洲政治的结果将是失去 自

己的美德和 自 由的精神 。 他说道 ：

你 不可 能把 一个真正 共和 国 的 那 些杰 出 美德 与 旧 世界嘈 杂 的 、毁灭性

的 力量混合在 一起后还能保持这些美德 。 你不可 能把 一个 以 自 由 为 根本原

则 的政府 与
一个 以 武 力 作为 首要 法则 的 政府捆绑在 一起 的 同 时还希望保持

前者 。 此二者永远是相 互冲 突 的 。
… …你很快会 消灭 自 由 的 氛 围

， 消 灭对

大众 自 治 能 力 充满 信心 的 环境 ，
而 只 有在这 样 的环境里 ，

民 主 才 能够 生 长 。

我们可 能成为 世界上 四大 独 裁者 （ 指 国 联理事会 的 四 大 常任理事 国美 、英 、

法 、 日
——

引者 ） 之一 ，但不再是我 们 自 己精神 的主人 。 如 果我 们 去寻求对

① 持孤立主义 立场 的诗 人奥利 弗
？ 奥尔 斯特 洛姆 （

Ｏｌｉｖｅ ｒＡｌｌｓｔｒｏｍ
）
在 1 9 4 0 年创 作 了

一首长 诗 《战 争 ：

“

在那

边
”

》 （ ＴｈｅＷａｒ
：

“

Ｏｖｅ ｒｔｈｅｒｅ
”

） ，
集 中地反映 了 美国 人的这 一 思想 。 诗 中 写 道 ：

“ ‘

那边
’

，

一个 充满血 污 的地

方 ，言语混乱而 乖张／为什 么 向这帮 异类施 以援 手 ， 我们 永 远无法改 变他们 的梦想 ？／不
，
不

，

一个 声音 在美

国的 天空 中 飘荡／我们绝不做 同盟 国的 工具
，

再 一次在外 国人 的 队伍 里接 受检阅 ，
就像 一 队傻瓜里 的 笨蛋 一

样／欧洲 可 以踏着血 迹炫耀 杀戮 、趾高 气 昂
，
并 筹 划各种 阴谋

、
圏套和 罗 网 ／但是我 们将 待在家里 ，在 大洋 的

这一 面 ， 把我们 自 己 的事 照 管得妥妥 当 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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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的主 导 ， 与 其他 国 家分享控制 世界 的荣耀 ， 但却 失去作 为 民 主之魂 的对

人 民 的信任感 ， 那 么 我们作为 一个 民族能得到什 么 呢 ？
？

洛奇在国联大辩论中也宣称 美国是世界的最佳希望 ，但是如果你让美国 因与

其他国家的争吵而陷入利益的纷争之中 ，如果你让她卷人欧洲 的阴谋诡计之 中 ，你就

会消灭她拥有的善的力量 （ ｐｏｗｅｒｆｕ ｌ
ｇｏｏｄ ） ，威胁她的生存 。

”？

孤立主义者普遍相信 ，卷入国外的纷争 ，

“

过多地干预霍布斯式的国际政治世界

会腐蚀和破坏美国人民在国内建立的洛克式的 、 民主的秩序
”

。
③约翰 ？ 昆西 ？ 亚 当

斯 （ ＪｏｈｎＱｕ ｉｎｃｙＡｄａｍｓ
） 在 1 8 2 1 年 7 月 4 日独立 日 演说 中那段著名 的警告被孤立主

义者奉为金玉 良言 ：

（ 美 国 ）

一 旦投入到其他国 家而 不 是 自 己 国 家 的 旗 帜之下 ，

…… 那 么 她

就会卷入 因利 益 争夺 、 阴谋 、个人 的 贪婪 、嫉妒 和野心 而 导致 的 实 际上 却 以

自 由 的名 义或 盗用 自 由 的标准而进行 的 战 争之 中 ，

… …她可 能 会成 为 世界

的 独裁女王并失 去 自 己 的精神 。
④

不仅如此 ，奉行对外干涉的国际主义路线 ，
特别是卷人外部的战争还会使总统和

行政部门获得无限的权力 ，从而破坏美国 的宪政体制 ’威胁美国的公民 自 由 ； 领导世

界和对外干预需要一支规模庞大的常备军 ，从而大大增加了军人的权势和影响
；
而维

持常备军 、卷人外部的战争和承担国际义务都会导致高税收 、 巨额国债和财政赤字 ，

增加人民的负担 。 参议员阿瑟 ？ 范登堡在 1 9 4 1 年 3 月 8 日 的 日记中写道 ：

“

当 （ 关于

租借法案的 ）投票结果宣布的时候 ，我感到我正在见证共和国 的 自 杀 ， 租借法意味着

美国将增加成百上千亿美元的公共债务 ，
意味着我们 民主制度的终结 。

” ？罗伯特
？

塔夫脱 （
ＲｏｂｅｒｔＴａｆｔ ）则在 1 9 4 1 年 5 月警告说 ，卷入欧洲的战争将会导致总统和行政

部门被赋予无限的权力 ，

“

在 目前已经庞大的债务负担上再增加巨 额的战争债务 ，从

而很可能摧毁美 国 自 由赖 以建立的整个 自 由企业制度和美国这里的 民主
”

。
？珍珠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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踌躇 的霸权 ： 美 国获得世界领 导地位 的 曲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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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前最有影响力的孤立主义者 、航空英雄查尔斯 ？ 林白则在 1 9 4 1 年 9 月 的演讲中

直接抨击罗斯福
“

利用战时紧急状态在美国历史上首次获得第三个总统任期
”

，利用

战争增发数十亿美元的 国债 ，

“

利用战争限制 国会的权力 ，为总统和他任命的人拥有

独裁权力寻找依据
”

。
？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 ，

一

些孤立主义者虽然支持美国的战争努力 ，但仍然警告美国

不要充当世界领袖 ，
避免陷入外国 的纷争之中 。

1 9 4 4 年 1 2 月 1 9 日 ， 资深参议员杰

拉尔德 ？ 奈在向参议院发表的告别演说中指出 ，美国应该把战争打下去 ，直至获得最

终的胜利 ，
但他警告说 ，这场战争不会把美国带入

一个
“

黄金时代
”

，
而是会给美国带

来沉重的负担和种种麻烦 ：

“

我们 的人民将承受数 目 巨大 、甚至可能超过 3 0 0 0 亿美元

的债务负担 ；我们将拥有一支由权力欲望没有止境的军官指挥的常备陆军 ，这支陆军

将驻扎在首都各处并使我们 国家整个教育体制军事化 ；我们将拥有
一

支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海军 ， 占据海洋并消耗巨大的花费 ；我们将卷人盟友间的每
一

次争吵 ，
因 为他

们深知有必要利用我们 的力量在争吵中 占据上风 ， 同时我们与他们之间也会发生直

接的矛盾
；
而当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

……我们从一开始就会卷进去 。

”②

孤立主义者还警告说 ，

一旦美 国成为
“

世界领袖
”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就会

纷纷通过正当或不正 当的手段来寻求美 国的支持 ，拉拢媒体 、贿赂政客 、对美 国政府

进行游说 ，把华盛顿变成各种 阴谋诡计的策源地 ， 美国也会因此卷人外 国 的 阴谋之

中 。 美国将不再是
“

山巅之城
”

，
而是

“

奥吉亚斯王的牛厩
”

（
Ａｕｇｅａｎ ｓｔａｂｌｅ

）不再是

自 由 的灯塔 ，而成为帝 国的首都 。 正因为如此 ，美国绝不能充当世界的领导者 。 范登

堡在 国会演讲中称 ：

“

我们对世界各地遭受外 国和本国暴行的受 害者充满 同情 ，并感

同身受 ，但是我们不是 ，
也不可能是世界的保护者或世界警察 。

”

而通过树立民主的

典范 、不受欧洲各种弊病的污染 、保持美国的纯真与超然 ，美 国就可以对世界进行道

义的领导 ，为和平与进步做出贡献 。 比尔德 1 9 4 0 年指出 ，美国
“

长期 以来
一

直被认为

是世界各地被压迫者的避难所 ，为劳苦大众提供了
一

个没有庞大常备军 、 巨额债务和

高税收的国家的典范
”

，美国应该继续充当这一典范 满足对人类进步事业提供忠

告
”

的角色 ，

“

在任何情况下避免以任何方式与外 国结成联盟 ， 干预或卷入外 国事

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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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

后来的历史证明 ，孤立主义者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 战后美国 以
“

自 由世界领

袖
”

身份进行的干预虽然没有带来暴政 ，但确实导致了行政权力的急剧扩大 、庞大常

备军的出现和民众税负 的加重 ，
而庞大的军事－科学 －工业复合体的兴起则对美国引

以为豪的民主制度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冷战时期 ，美 国出 于维护其领导地位和领袖

信誉的需要 ，卷人多场有限战争 ，
导致美国付出 巨大的物质代价和生命损失 ，特别是

对越南的干涉不仅极大地削弱了美 国的实力 ，损害 了美国的国际声望 ，
而且导致美国

国内社会的巨大分裂 。 对外干预也使美国卷人国内外的各种阴谋 、欺骗与罗 网之中 ，

美国国 内政治生活遭到严重腐蚀 ，联邦政府的道德在尼克松时期几近破产 。

“

水门

事件
”

所揭露的总统对权力 的滥用和对公民权利的践踏已经到 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

这一丑闻沉重地打击 了美国人对美国政府乃至其引 以为豪的 民主制度和价值观的信

心 ，美国已经处于约翰 ？ 昆西 ？ 亚当斯所警告的
“

失去 自 己的精神
”

的边缘 。 冷战后

美国对其全球领导地位的维护极大地加重了民众的负担 。

？实际上 ，

“

基地组织
”

对美

国发动的九
一一恐怖袭击 ，

以及伊斯兰世界和世界其他地区对美国的仇恨在相 当程

度上与美国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中心和西方世界领袖的身份有关 。 而伊拉克战争造成

的美国人的伤亡和美 国的经济衰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 国为其世界领导地位付出 的

代价 。

结语

无论是对于
一

个人还是对于
一

个国家而言 ，领导地位都是极有诱惑力的 。 而对

一

个新兴强国来说 ，这
一

诱惑几乎是难 以抵御 的 。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孔华润所言 ，

“
一国一旦获得向世界遥远地区投射力量和干预其他民族事务的能力 ，那么至少在

其领导人因灾难而变得清醒抑或其能力消退之前 ，这种施展力量的诱惑几乎是难以

抗拒的 。

”？但是 ，领导地位从来不仅仅意味着权力和荣耀 ，它还意味着责任和负担 ，

以及成功的领导所需的眼光 、能力和品德 。 而莽撞和傲慢的领导则可能会给领导国

① 根据 美国 凯托研 究所 1 9 9 7 年发布 的
一项报 告

，
美 国 1 9 9 5 年 的 军 费开支是 2 6 5 0 亿美 元 ， 相 当 于每个美 国 人

每年承 担 1 0 0 0 美元的 军费 开支 。 而在这 2 6 5 0 亿美 元 的 军 费开支 中
， 用 于北约 的 开支约 为 6 0 0 亿 到 9 0 0 亿

美元 ，用 于 日 本 、韩 国和其他东 亚盟友 的 开支约 为 3 5 0 亿到 4 0 0 亿美元 ， 用 于波斯 湾地 区盟 友 的开支 约 为

4 0 0 亿美元 ， 三 项合计在 1 3 5 0 亿到 1 7 0 0 亿美元之间 。 也就是说 ， 美国超过
一半 的军 费用 于承担全球 范 围 内

的安全 义务 ， 用 于维 护美 国 的领导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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踌躇的霸权 ：
美 国 获得世界领 导地位的 曲折历程

．

3 3
．

带来孔华润所说的灾难。 1 9 5 3 年 Ｋ） 月
，卸任不久的国务卿迪安 ？ 艾奇逊这样阐述

美国作为
“

自 由世界领袖
”

的责任 ：

领导 一个 自 由 国家 的联盟 需要 制定足够宽广 的 目 标和政策 ，
以 兼顾整

个集 团 的 利益 ， 或 至少是集 团 至关 重 要 的根本利 益 。 领导 者还需要具有最

深切 的 道德责任 ，他应该是一位受托人 ，其利 益 既 不 能 只 局 限于个人 ， 也不

能过于狭隘 ， 而必须包括他所领导 的所有 国家 的 利 益 。

…… 领导地位还需

要付 出 高 昂 的代价 ， 它 意味着领导 国 的 政治 家要 想赢得其他 国 家 的信赖就

不 能屈从于 国 内政治 的 需 要 。
… …领导地位 的本质是对 问 题 的 成功解决和

成功地实现 目 标 ，
只 有这样才会让 被领导 者感 到你非 常 重 要 。 领导 地位还

需要谦逊和礼貌 。
……这或 许是命运为我 们准备 的对我们 美利 坚 文明 的最

高考验 。
？

从第
一

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
美国人把这一

“

考验
”

推迟 了 1 ／ 4 个世

纪 。 战后 ，美国人相信 自 己 已经做好了迎接这一挑战的准备 。 但即便如此 ，领导世界

仍然让美国在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代付出 了 巨大的代价 。 而在当代 ，领导国至少需

要扮演三重角色 ：维护和平与秩序 的
“

世界警察
”

、提供资本和发展援助的国 际银行

家 ，
以及在发生危机和灾难时提供救助的 国 际慈善家 。 其中 的任何一个角色都需要

领导国做出物质上的牺牲 ，甚至付出人员伤亡的代价 。 尽管孤立主义者未能阻止美

国在战后追求世界领导地位 ，但他们对领导代价的警告仍值得那些艳羡地区和世界

领导地位的国家倾听 ，美国的教训更值得汲取。

王立新 ： 北 京大 学历 史 学 系教授

（本文 责任编 辑 ： 卢 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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