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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布赖恩和平主义外交的思想根源

欧  阳  惠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 美国国务卿威廉# 詹宁斯# 布赖恩大力推动和平外交路线 ,并成为当时世界和平运动

的代表人物之一。究其原因, 布赖恩是美国传统农业社会理念的忠实继承者, 因此其外交理念亦继承了美国传统农业社会的

孤立主义外交理念与强调兄弟之爱的基督教和平宗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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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外交舞台上, 威廉 # 詹宁斯 #

布赖恩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人物。他于 1913 -

1915年间担任美国国务卿, 致力于推行和平主义外交路线,

可以说是美国历届国务卿中几乎独一无二的和平主义外交

的倡导者, 亦是 20世纪初世界和平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布赖恩的和平主义外交主要表现为:在一战前积极策划

并实施其国际仲裁体系的战略构想;一战后又力促美国对各

交战国进行调停, 并极力主张美国保持中立、反对美国参战,

并由此而与威尔逊总统产生分歧, 进而愤然挂冠而去,在民

间继续为反对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奔走呼号。尽管

其辞职之举在当时受到不少舆论的谴责,认为这是他在国家

危难之时所做出的叛国之举。但他不改初衷, 坚持其和平、

中立的外交理念。于是, 人们不禁会问,在群情主战的当时,

布赖恩为何会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固守其和平主义外交理

念呢? 笔者经过研究后发现, 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理念

与强调兄弟之爱的基督教和平宗教观是布赖恩和平主义外

交理念的主要思想根源。前者与 /美国例外论0息息相关,

主张保持美利坚 /山巅之城0的理想与纯洁, 不卷入欧洲事

务, 不进行殖民统治; 后者以耶稣的 /山巅训诫 0 ( Serm on on

theM ounta in)中关爱、忍让与和平的教诲为基础, 倡导舍武

力而求和平的外交理念。布赖恩是美国传统农业社会思想

文化的忠实继承者, 所以孤立主义外交理念在其心中留下了

深深的烙印; 布赖恩又是虔诚的基督徒, 结果崇尚和平便成

了其宗教信仰在外交领域的自然延伸。

一  传统孤立主义外交理念的继承者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 19世纪末之前的美国外交, 这个

词就是 /孤立主义0。孤立主义是这段时期影响美国外交决

策的主要思潮之一, 它使美国在处理外部关系时深深地留下

这方面的痕迹 ¹。孤立主义在美国具有特定的内涵。美国

的孤立主义绝不是画地为牢、自缚其身,而只是希望 /把美国

从政治上与欧洲大陆常常发生的动荡 -隔绝 . 开来0 [ 1] 121。

美国学者塞维尔认为, /孤立主义0的实质意味着拒绝在美

洲以外参与任何长久的同盟,尤其是参与任何可能导致战争

的同盟,其在美国外交政策史上最典型的表现是 /拒绝卷入

欧洲冲突0, 而核心目标则是维护美国自身独立与安全, 将外

部威胁减少到最低程度 [ 2]。可见, 维护自身安全、保持独立

自主是孤立主义之鹄的。美国外交史学家塞缪尔# 贝尔斯

就将孤立主义的代表文件 ) ) ) 华盛顿总统的5告别词6称之

为 /外交政策的独立宣言0 [ 3]。

在某种意义上说, /孤立主义与美国的历史一样古老 0。

从早期移民飘洋过海在北美大陆登陆的那一刻起, 孤立主义

即在人们心中悄悄扎下了根, 之后随着国家的独立, 孤立主

义这棵小树便更为枝繁叶茂, 逐渐长成参天大树, 成为美国

民众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外交理念。究其原因, 这是与北美大

陆的特定环境和人们的思想意识分不开的。

首先,北美与欧洲大陆在空间距离上的遥远, 是孤立主

义产生的最初和最直观的原因。最早赴美的移民, 或为逃避

欧洲母国的宗教、政治压迫, 或为解脱经济困境以求得更好

的前程。他们在浩渺的大洋上漂流数月,长途劳顿, 历尽千

辛万苦才得以到达美洲。这就使移民们一踏上这片陌生的

土地,就深切地感到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已远离了欧洲。

为在新环境里能生存下来,移民们经过艰苦的努力建立了新

大陆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 最终催生了一个新国家的

诞生。这是一个与旧世界迥然不同的新世界, 它有一望无际

的良田沃土、茂密辽阔的森林与草原, 还有取之不尽的自然

资源。更为重要的是,这里的政治、宗教环境比较宽容, 社会

贫富差距比较小,等级制度比较弱化, 也没有欧洲大陆接连



不断的战争与饥荒。于是, 北美大陆给人们带来的所有这些

和平、自由与机会,让移民们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道德上

的优越感, 也进一步扩大了与欧洲的距离感。

其次, 早期清教移民的宗教信仰也是 /孤立0情绪产生

的重要原因。最早的清教移民本着 /纯洁 0基督教、在北美

建立一个模范的清教社会的目的来到新英格兰,立誓要继续

进行清教试验, /弘扬上帝的荣耀,推进基督的信仰, 同舟共

济, 以契约的形式组成政府 0, 以求自我完善, 把北美建成新

的耶路撒冷 [ 1] 32。后来担任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总督的温

斯罗普在上岸前语重心长地告诫同伴: /我们将成为整个世

界的山巅之城, 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如果我们

在实现这一事业的过程中欺骗了上帝,如果上帝不再象今天

那样帮助我们, 那么我们终将成为世人的笑柄。0 [ 4] /山巅之

城0这一术语以后便逐渐成为美国把自己与其他国家区别

开来的一个主要象征。美国学者迈克尔# 亚当斯认为, 温斯

罗普的 /山巅之城0概念在美国形象和信念中 /经久不衰, 通

常被认为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经历的象征0 [ 5]。1667年,

马萨诸塞州的著名牧师因克里斯 # 马萨亦这样宣布: /在历

史上从未有过像那些为传播福音而来到这块土地上的第一

代基督徒一样的一代人, 他们将奢华淫乱之都的教会与非教

会的法规制度抛弃得如此彻底。0恰如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

# 西格尔所言, /孤立主义反映美国人中新教徒的观念:美国

是上帝的选国, 是一块未沾染旧世界罪恶的圣土, 是一座照

耀所有国家的正义灯塔。0 [ 1] 123尽管随着美国国力的强大,

早期清教徒移民的这种宗教 /使命观0后来逐渐演变成为美

国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思想根源之一,但在 19世纪末之前,

深具 /使命观0的美国人还甚少想到过 /普渡众生0 (即便想

到, 也只是希望用榜样而非武力影响世界 ) ,只希望在北美建

立自己的 /理想王国0。于是, 不屑于卷入没落残破的欧洲

各国纷争的孤立主义情绪便应运而生。

最后, 国家安全也是孤立主义情绪产生的重要原因。早

期美国国力尚弱, 维护国家安全是重中之重。而当时的欧洲

是战祸的发源地, 因为欧洲各国的专制制度使得君主可以自

行其事, 于是君主之间经常为一己之私而挑起战争。因此,

美国虽与欧洲各国进行贸易, 但力图使自己与欧洲没完没了

的纷争保持距离。一方面, 与欧洲分离和不卷入就意味着国

土安全, 因为这将使地理上的隔绝所提供的天然屏障更加固

若金汤, 美国则可以放心享受 /免费的安全0。另一方面, 不

卷入欧洲事务还意味着美国共和制度的安全,使之免受欧洲

君主制度和贵族制度的熏染, 从而让美国人民可以集中精力

开发北美大陆, 把美国建设为 /一个自由、伟大的国家0, /为

人类树立一个始终由正义和仁慈所指引的民族的高尚而新

颖的榜样。0 [6]

于是, 从联邦政府成立直到 19世纪末, 与欧洲国家在政

治上不建立任何结盟关系, 同时致力于北美大陆的扩张, 就

成了美国政治精英们的共识与外交现实。 1796年, 华盛顿

总统在 /告别词0中告诫美国人民: /我们对待外国应循的最

高行动准则是, 在扩展我们的商业联系之时, 应尽量避免同

他们发生政治上的牵连。0 [ 7]之后, 随着美国的逐渐强大与

国际形势的发展,孤立主义原则被政治精英们从本国扩展至

整个美洲。1823年 11月,约翰 # 昆西 # 亚当斯在致俄国的

照会中宣称:美国 /不怀有以武力传播美国政府赖以建立的

原则的企图,也绝不干涉欧洲的政治事务, 同时期待和希望

欧洲国家同样不要把它们的原则扩散到美洲。0 [ 6]同年底的

门罗宣言使这一共识成为政策, 并被认为是美国 /孤立主义

的基石之一 0。宣言中阐述的三大原则, 即 /美洲体系原

则0、/互不干涉原则0和 /不准殖民原则0实际上再次重申了

孤立主义的基本立场: 美国与欧洲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因此

决不能彼此干预对方事务。宣言坚定地宣称: /让各方自行

其事是美国真正奉行的政策,此举的目的是希望其他国家同

样也能如此。0

值得注意的是,孤立主义不仅仅是政治精英们的一种外

交策略,久而久之, 它逐渐成为普通美国人思想情绪的一部

分,成为一种民族意识。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孤立主义情绪被牢牢地灌输于每个人的意识中,以致它的

号召力及影响在两百年之后仍然可以感觉到。它为美国在

一个纷争的世界上完成其使命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影

响。0 [ 1] 128的确, 美国国内长期存在的和平环境为经济发展

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客观条件。正是在这种很少有外来威胁

的发展过程中,孤立主义精神牢牢地植根于美国的民族文化

之中,长时期地影响着每个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与行为。

然而,到 19世纪末,随着工业化的发展, 美国的对外贸

易量大幅度增长。同时,大量前往国外的商人与传教士的经

历也使得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兴趣与日俱增。因为贸易与

传教活动需要保护,从 19世纪 80年代开始, 美国开始建造

设备先进的战舰,以建立一支新型的现代化海军。尤为重要

的是,当时一些欧洲工业国家如英国、德国与日本在海外所

进行的帝国主义扩张行为让不少美国人意识到, 经济发展与

对外扩张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总之, 到 19世

纪 90年代, 在美国人当中普遍存在的孤立主义情绪开始动

摇。民众舆论有了一些主张卷入海外事务的扩张主义者的

声音。

总体说来,这些扩张主义者主要来自东部城市或大都市

地区,那里的经济最为发达, 也是美国传统的对外贸易中心

所在,人们容易接受新事物与新理念。相比之下, 来自中西

部、南部等乡村边缘地区 º的民众则更倾向于维护传统的孤

立主义理念。美国学者勒罗伊 # 里塞尔巴赫对第 76、80、

83、85届国会议员有关外交政策的投票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

明,中西部地区的议员们最为倾向于孤立主义, 其次为南部

和西部,东部地区议员则最倾向于扩张主义 »。二者的分歧

主要体现在美西战争后是否占领菲律宾与美国是否参与第

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¼。

关于中西部、南部边缘地区在上述两个问题上更趋于孤

立主义立场的原因, 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 尽管

随着 19世纪中后期商品农业的发展, 国外市场的扩大在解

决农场主经济困境上的作用已经比较明显, 但绝大多数农场

主其实与国外市场并无直接联系, 他们根本无法了解是谁购

买了他们的农产品,因而难以对开拓国外市场的重要性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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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受 [ 8]。那些住在乡村的人们没有亲眼目睹以城市为基地

的国际工业与贸易交往, 也比城市居民更难以接触到大众传

媒的信息, 对世界其他地方缺乏了解, 所以与城市居民相比,

他们对于美国的国际交往更缺乏容忍度。其次,与农场主直

接打交道的是中间商,但中间商却是他们憎恨的对象,他们

自然也无法容忍为很多中间商所支持的海外扩张。农场主

们认为, 中间商千方百计压低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农产

品价格, 其所代表的东部城市财富集团是剥削、压迫、掠夺其

劳动成果的罪魁祸首。这种反感情绪在平民主义时期已然

被表达得淋漓尽致, 而且在平民主义运动偃旗息鼓之后仍未

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因此, 只要是东部地区、城市财富集团

所赞成的主张, 中西部和南部的农场主就毫不犹豫地反对,

在海外扩张政策上即是如此 [ 9]。据民意调查, 反对战备的声

音主要集中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平民主义运动曾经盛行的地

方, 那里的人们认为 /扩充战备会导致战争0, 而 /我们伟大

的孤立0使战备毫无必要。他们对东部 /财富托拉斯 0的愤

恨进一步增强了反对扩充战备的情绪。例如,一家内布拉斯

加报纸就指责那些 /战备宣传0是在 /为军火商与钢铁托拉

斯的利益买单0 [ 10]。最后一个原因则是因为中西部、南部地

区位于内地, 与欧洲相距遥远, 所以当地人在地理上与外界

的隔离感比东部更为强烈, 他们认为美国几乎不会有受到军

事威胁与侵略的可能性, 当然也难以意识到一个与大西洋彼

岸的欧洲具有密切的贸易、文化联系的美国事实上早已存

在 [ 11]。内布拉斯加的一家报纸在批评扩充战备的做法时评

论道: /本州人民丝毫没有感觉到让军火商们所惊恐万分的

(被侵略 )危险。我们毫不担心这儿会遭到侵略。0南部也是

如此, 1914年秋天针对各家报纸编辑所做的一次民意调查

显示, 希望保持中立的南部编辑的比例要高于其他地区 [ 12]。

作为平民主义运动时期著名的乡村地区代言人,布赖恩

在孤立主义问题上显然也代表了这些地区的主流民意。在

他三次总统竞选 ( 1896、1900、1908年 )中, 每一次竞选都赢

得该州选举人票的共有 14个州, 其中 12个在南部, 两个在

西部山区; 两次竞选均赢得该州选举人票的州 ) ) ) 科罗拉

多、密苏里、蒙大拿与内布拉斯加州 ) ) ) 也均为南部或 (中 )

西部州。鉴于这些最倾向于孤立主义的乡村边缘地区也是

最为支持布赖恩的地区, 布赖恩坚定地主张 /孤立主义0也

就不足为奇了。当然, 这并不是说布赖恩创造了孤立主义或

者他的支持者将他不赞成的观点强加于他。其实,布赖恩本

来就是所有这些乡村美国人的一分子,其孤立主义思想都来

自于同样的背景与价值考量。如果布赖恩在其他问题上都

站在乡村美国人一边, 而在孤立主义问题上却与之相反的

话, 那才会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简言之, 布赖恩是保罗# 格莱德所谓的 /中部边界0 ( the

m idd le border)地区即中西部乡村地区的代表 [ 13]。他从未想

过要背离那些他在家庭、教会、学校中所获得的价值观, 也从

未曾尝试着去接受其他与之不同的价值观。可以说,他的一

生都未曾对自己从小所接受的这些信念有过动摇,也未曾对

那些与他有着同样价值观的人民失去过信心。于是,在孤立

主义问题上, 他再次与他的传统、与他的人民,坚定不移地站

在一起。

二  以基督教 /大爱0为基础的和平主义理念

布赖恩的和平主义外交理念不仅受到了美国农业社会

传统的孤立主义的影响,而且与其虔诚的基督教信仰一脉相

承。在其童年时代,父母就让他熟读圣经, 牢记耶稣的教诲。

在其著名的5和平之子6的演说中, 布赖恩是这样描述耶稣

作为 /和平之子0的大爱之心的:

/当你仔细研究耶稣基督的性格, 你会不由得意识到他

所具有的一些美德: 他的纯洁、他的宽以待人、他那深邃的

爱。, ,爱是基督信念的基础。他的爱像海洋一样广阔,它

波及的对象甚至包括敌人。其他的教师是通过规则来约束

学生,但基督的做法却是净化人的心灵, 让爱来指引人们前

进的方向。, ,因此他是完全担当得起-和平之子 . 这个称

号的。如果他能够给每一颗心灵带来和平, 如果他的信念能

够得到实施,为全世界带来和平, 那么谁又能说他担当不起

和平之子这个称呼呢?0 [ 14]

布赖恩认为, 基督教是传播 /爱 0的宗教, 作为基督徒,

就有义务维护和平,避免使用武力。这样的和平主义思想在

他心中由来已久。早在 18岁时, 布赖恩就在给堂弟托马斯

# 马歇尔的信中写道: /铿锵的金戈铁马、闪闪发光的钢盔、

血淋淋的战场,这一切都对我毫无吸引力! , ,但是, 汤姆,

你知道吗,由军队来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一

个光明的时代就在眼前。正义将会替代武力。我希望在不

久的将来,你不再需要杀死一个人来说服他你是对的, 而一

个国家也不需要消灭另一个国家来证明它的原则是错误

的。0 [ 15]

在布赖恩看来,战争是一种动物层面的野蛮武力行径,

而和平的基石则是爱、公正和兄弟之情。布赖恩在自己的演

说和文章中反复强调了以上观点。他明确指出: /所有和平

运动的背后都有着兄弟之爱的元素。, ,如果我们要建立

永久的和平 ,就必须建立在兄弟之爱、手足之情的基础上。0

布赖恩坚信, 这种兄弟之爱的精神就是基督教诲的灵魂所

在。他还认为,在战争中, 决定一切的是野蛮的武力, 而不是

基于对与错的理念。武力永远都无法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上

帝的力量就从不借助于暴力, /世界如果抛弃了武力冲突, 转

而让正义法庭来解决争端的话, 世界丝毫都不会堕落。0布赖

恩相信,这一天终究会到来, 那时候人们不再因为和另一个

人意见分歧而将其杀害。他担心的是, 人们的智慧和理性,

如果不是被爱浇灌, 被兄弟之爱的情谊所激励, 亦会步入歧

途。一个疯狂的人与冷静的人是完全不同的。疯狂的人会

做任何能做的事情,而冷静的人则只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 16]。

布赖恩对他国的访问使他进一步体会到人类是一个大

家庭,从而加强了他对和平的信念与对战争的厌恶。 1904

年,他首次出国回来后在纽约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表示, 在访

问了大大小小的国家之后,他认为国家的强大与否并不在于

其军事力量,而在于是否为和平作出了榜样。他对荷兰的和

平运动深有好感,并对海牙国际法庭印象深刻。 1906年, 布

赖恩在完成环球旅行回来后的一次演说中说, 他从欧洲带回

来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和平的信息。他承认自己对杀戮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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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与日俱增。战争就是人们屈从于自己欲望的证明,而对文

明的考验则是人们是否愿意将自己的争端付诸理性的仲裁

而不是刀剑的交锋。布赖恩对 /金元外交0背后的武力威胁

也持反对态度, 他宣称武力不能被用于讨还私人债务,美国

私人在他国的投资 与企业必须遵 循这些国家 的法

律 [ 17] 65- 67。

布赖恩和平主义理念的加强,与他跟俄国大文豪列夫#

托尔斯泰的交往有着密切的关系。托尔斯泰晚年信奉基督

教, 受圣经中 /山巅训诫0 ½的影响很大, 其中关于 /不要报复

恶人0、/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 0¾等诫命

使他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和平主义者, 萌生了 /非暴力 0与 /不

抵抗0的思想,并在某种程度上, 成为了一名思想上的无政府

主义者。托尔斯泰的这些思想对之后的 /圣雄 0甘地、马丁

# 路德# 金等人都曾有过巨大的影响。布赖恩作为与托尔

斯泰同时代的人, 对这位大文豪晚年的著作更是喜爱有加,

对其十分仰慕。早在 1901年他还未能与托尔斯泰谋面时,

布赖恩就在5平民报6中称赞托翁将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

物之一。 1903年末, 布赖恩访欧期间在托尔斯泰家中呆了

整整一天, 两人就劳工、财产、政府、宗教, 尤其是和平与不抵

抗等问题, 进行了非常深入的交谈。他将托翁称为 /爱的使

者0,因为后者相信不抵抗的原则, 即相信邪恶终将被善良所

征服而且只能靠善良来征服的原则。

在这次会面中, 布赖恩向托尔斯泰请教了一个问题, 即

作为一名不抵抗主义者, 在运用武力保护自己与运用武力保

护别人之间是否有所不同。尤其是当一个弱小的孩童需要

保护的时候, 使用武力是否就有必要。托尔斯泰对此作出了

断然否定的回答。他说:

/当我们没有完全皈依于自己的理想之时, 可能会发现

不运用武力是多么困难, 但这并不是让你运用武力的正当理

由。此外, 也不能就此例外情况来制定规则。我们这个世界

上之所以有成千上万的人成为武力的牺牲品,正是因为他们

认为运用武力是理所应当的;你看我现在已经垂垂老矣, 但

确确实实在我的一生中还没有见到过需要我运用武力来保

护一名孩童的情况。我宁愿从我实实在在看到的现象来思

考, 而不会凭借臆测来判断。0 [ 18] 102

后来托尔斯泰在一篇文章中对这个问题所做的如下阐

述, 更使布赖恩觉得获益匪浅: /其实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曾

经遇到过自己想像当中的这个强盗和孩子,我们这个时代以

及历史上人们所有的恐惧都来自一件事 ) ) ) 那就是人们都

相信他们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假想的未来行为之中。0
[ 18] 102

尽管布赖恩并没有因此而转变成与托尔斯泰一样的非

暴力不抵抗主义者, 但他的和平主义思想在经过与托翁的交

谈以及阅读其作品后无疑得到了强化。他称赞托尔斯泰 /是

俄国知识界的巨擘, 欧洲的道德巨人, 世界上最著名的仁爱

法则的支持者。0在布赖恩眼中, 这个人 /不仅仅是爱之法则

的信仰者, 还是非抵抗原则的信仰者, 他向全世界宣称他相

信爱是比武力更好的庇护所; 他认为人们避免使用暴力会比

他使用暴力受到的伤害更小。其结果又是如何呢? 他是俄

国唯一一名沙皇不敢对他动手的人。0 [ 19]

更重要的是,托尔斯泰的思想使布赖恩更加坚信基督之

爱是社会进步的指南。这主要是因为他十分推崇托尔斯泰

对宗教的看法。托尔斯泰认为, /真正的宗教是一种关系, 就

像理性和知识一样,是人们建立起来的和自己周围这个无限

的生命之间的关系,正是宗教将人们自己的生命与这个无限

联系起来,并且指引着人们的行为 [18] 100。他还曾说: /宗教

情感并不是对于不可知的自然力量的迷信与恐惧, 而是人类

在感知有限的自身处于一个无限的宇宙中时, 对自身罪孽的

一种意识。0布赖恩认为, 托尔斯泰这种以爱为核心的宗教

观,是非常鼓舞人的; 它能带来道德的改观, 进而带来政治、

社会和经济情况的好转, 也就是进步。所以布赖恩说: /我倾

向于认为爱而不是恨才是人类发展进步的基本法则。当各

国进步的程度都是和它们脱离恨之法则和拥抱爱之法则的

程度相一致时, 恨怎么能成为进步的法则呢?0因而帝国主

义、军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在他看来就是应予反对的

恨的法则。

1904年, 布赖恩在一次演说中对自己以基督教爱之法

则为基础的和平主义理念作了如下的总结: /我比你们任何

一个人都要担忧军事理念的最终胜利。如果该理念代表了

我国的价值准则,那将是一次倒退,而不是进步, 将是重新回

到暴力时代的转折点。同时,这也是对世界基督教文明的挑

衅。0 [ 17] 51- 52

由此可见,布赖恩是美国农业社会传统外交理念的继承

者,同时也是基督教福音派关于人类兄弟之爱的宗教观的实

践者。布赖恩固然也有将基督教大爱散布于人间的理想,但

是和其新教徒前辈们一样,他关注得更多的是外部世界的危

险与腐败,希望美国作为 /山巅之城0去展现基督教理想的

榜样,而不是让山姆大叔在世界各地去挥舞大棒。所以说,

无论是从孤立主义还是从基督教兄弟之爱及新教 /山巅之

城0的理念来看, 布赖恩的和平主义外交思想都是在美国外

交政策遭遇现代化挑战之时对美国农业社会传统信念的坚

持与继承。

注释:

¹ /孤立主义0一词在 19世纪末成为政治词汇被用于

描述美国的外交政策时, 其含义就带有很强烈的不确定性。

还有不少学者对孤立主义的存在表示怀疑, 认为美国既然没

有出现过真正的、绝对的孤立状态,就谈不上什么孤立主义。

的确,如果与 17、18世纪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相比, 与 19世

纪中期之前的中国相比, 美国的 /孤立0并非如上述两国那

样在地理、政治、经济上处于比较与世隔绝的状态, 美国自始

至终都与外界尤其是欧洲国家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

系。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完全否认孤立主义的存在, 在

深入了解美国 /孤立主义0内涵的基础上, 国内学者王玮等

认为,孤立主义不是某些人物或某个集团杜撰出来的名词,

它是历史的产物, /基本上能用来说明美国早期的外交 0。

关于 /孤立主义 0一词的不确定性, 见: Bernard Fensterwa ld,

Jr, / The Ana tom y o f Ame rican - Iso lationism . and 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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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rt I 0, in The Journa l of C onflic t Reso lution, June. 1958:

112; Se lig Adler, The Iso la tion ist Im pu lse: Its Tw entieth- Cen-

tu ry Reaction, New Yo rk: Se lig Adler, The Isolation ist Im-

pu lse: Its Tw entieth- Cen tury Reaction, New York: Abe la rd-

Schum an, 1957: 20; 关于美国学者对孤立主义是否存在的怀

疑, 见: W illiam Applem an W illiam s, The T ragedy of Am erican

D ip lom acy, New York: W. W. No rton, 1972: 21. 威廉斯在该

页还列举了一些与其具有相似观点的其他论著。王玮观点

见王玮, 戴超武. 美国外交思想史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69- 70.

º 19世纪后期, 美国经济的地区性分野由于工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增大而变得分外明显。以研究这一时

期美国政治和经济发展而著称的美国政治学家伊利莎白 #

桑德斯认为, 人均制造业增值在 300美元以上的地区成了以

工为主的 /核心0地区 ( core reg ions) , 人均制造业增值低于

200美元的地区则是以农为主的 /边缘0地区 ( pe riphe ry re-

g ions) ,而人均制造业增值在 200- 300美元之间的地区可以

说是工、农业并重的 /混和0地区 ( diverse reg ions)。据此标

准, 1913年的美国有 13个州属于核心地区, 23个州属于边

缘地区, 7个州属于混和地区。同年美国国会众议院选区共

435个,其中 150个属于核心地区, 204个属于边缘地区, 81

个属于混合地区。见 E lizabeth Sanders, Roo ts o f Refo rm:

Fa rme rs, W orkers, and the Am erican Sta te, 1877 - 1917, Ch-i

cago: Chicago Un iversity P ress, 1999: 23- 27.

» 中西部尤其被认为是 /孤立主义的传统中心0。见勒

罗伊# 里塞尔巴赫. 孤立主义的根源: 外交政策当中的国会

投票与总统领导. L eroy N. R ieselbach, The Roots o f Iso lation-

ism: Cong ressiona l Voting and P residen tia l Leadersh ip in For-

e ign Po licy [M ]. 印第阿纳波利斯: 伯布斯 -梅里尔出版公

司, 1966: 106.国会投票研究见该书第 108- 109.

¼应该说, 1898年美西战争的爆发并未遭到孤立主义

者的反对, 因为尽管美国是与欧洲国家西班牙作战, 但其首

要目的是为保护拉美国家古巴的独立, 尚属于捍卫 /门罗宣

言0的范畴。直到之后在是否占领菲律宾的问题上, 扩张主

义者与孤立主义者的分歧才真正显现。

½ 出自5圣经# 新约 # 马太福音 6, 讲述的是在公元 30

年前后耶稣带领追随者来到山上,随后给其追随者讲道的故

事。其中第 5章 /山巅训诫0中 /论报复0、/论爱仇敌0等部

分对于基督教和平主义者的影响最大。

¾5圣经# 新约# 马太福音6第 5章第 39、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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