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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主义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影响
———以“第三世界冶民族国家为中心的考察

黄摇 山
(外交学院,北京 100054)

[摘摇 要] 摇 在当今错综复杂的世界格局中,民族主义因素在其中产生的影响愈加广泛及深远,对“第三世界冶各国的对内

政策制定及外交事务开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时,由民族主义而引发的种族骚乱、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却依旧层出不穷。 面

对这些利弊相交的客观现实,理智地面对民族主义对战后“第三世界冶国家的影响,进一步地认清和寻求解决当今一些国际问

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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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民族主义自 18 世纪产生以来,对各民族国家的

影响存在至今。 二次大战结束后,全球掀起了一波

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民族解放风潮,近百个

亚非拉主权民族国家随之诞生,随后,他们在国际政

治舞台上相互联合,大力发展本国经济,从而最终形

成“第三世界冶阵营。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随着冷战的结束,雅尔塔体系的瓦解,以及这批“第
三世界冶民族国家日益庞大,国际格局最终由两极

化朝着多极化格局发展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一

近现代的历史中,民族主义对国际关系的广泛

影响力是任何其他主义所无法替代的。 民族主义被

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并且,只有当其成为大众共有

并成为激励大众行动的情绪、心态和情感,才能产生

严重政治作用。 当工业革命及其引发的社会大转型

发生时,大众心理会产生严重的不适感,原先起着维

系作用的传统道德观念、习俗和组织体制会被削弱

或破坏。 在此情况下,民族主义凭借其提供的广泛

的认同感给新生的大众社会增添了很大的一部分凝

聚力[1]。
历史性解释认为,民族主义是近代工业革命发

生后,伴随政治社会化和大众政治的出现而产生的

政治现象。 于 1789 年所发生的法国大革命不仅开

创了大众政治,并且也推动了民族主义的兴起。 而

认知性解释认为,从 18 世纪至今,共出现了 4 次民

族主义浪潮: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南北美洲的殖民

地独立运动期间,是一种不以语言为要素的民族主

义;1820 年以后的欧洲,美国、法国发生了共和革

命,民族独立运动扩散到了欧洲各地;19 世纪中叶,
欧洲王室为避免被群众推翻,采取借助民族主义的

策略,使之与旧王朝的原则相结合,形成了官方的民

族主义;最后一波民族主义浪潮是二战后出现的亚

非殖民地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发展到今天,依旧主宰着人们的思想,

影响着近现代国际关系,甚至会成为下一世纪人类

冲突的重要形式。

二

二战后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第三世界国家在

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而民族主义作

为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又在其中发挥着不可

忽视的主导作用,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波及速度快,影响范围广。 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后,世界原有格局被打破,凡尔赛体系由雅尔

塔体系所替代。 从 1947 年印度独立,实现印巴分

治;埃及 1953 年 6 月正式废除君主政体,成立共和

国,新政权没收王室土地,限制地主土地和地租数

额,取消社会等级;一直到 1990 年巴拿马收回运河

全部主权,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如燎原之火席卷

了三大洲,原有的资本主义殖民体系被彻底瓦解。
第三世界国家崛起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先后近百



个亚非拉独立民主国家成立,他们和原有老牌资本

主义国家相互制衡,形成了崭新的世界格局。
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雅尔塔体系的彻底崩溃,

意识形态的屏蔽也逐步瓦解。 民族主义不仅对各国

的本国经济、政治起到了绝对积极的作用,同时促进

了世界关系的发展朝着多极化道路的发展,这一时

期,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的国际组织大量涌现,如不

结盟运动组织、非洲统一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东
南亚国家联盟等等。 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纪念联

合国成立 50 周年大会上指出:民族主义已成为 21
世纪世界政治家的共同课题。

(二)积极作用、消极作用并行。 意识形态是一

把双刃剑,民族主义也同样如此,它对于国际关系的

影响有利有弊。 民族主义本身是一个中性词汇,但
是在一战结束后,民族主义就被赋予了贬义的色彩,
通常人们会把对内的爱国主义行为,称之为爱国主

义,而把他国民众对国家的认同称为民族主义。
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加快殖民地建立独

立政权,摆脱侵略者殖民统治。 二战结束后,各殖民

地的民族独立随着《联合国宪章》对民族自决原则

的明确而相继获得合法性,从而走上国际舞台的独

立之路。 第二,促进综合国力的发展。 民族主义的

号召力可促进本民族人民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

多方面加快建设,从而提高综合国力的发展水平。
第三,推进民主政治的形成。 民族主义在促进中小

国家政权独立的同时,也将世界格局由二元制逐渐

演变为多元化。 美苏称霸世界的国际格局难以维

持,一体化局面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
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破坏国际秩序稳

定。 自 1945 年以来,联合国由原来的 51 个会员国,
已扩大至 192 个会员国,且有继续增加之态势。 国

家的不断分裂,导致政局的不稳定,也影响到国际关

系的稳定发展。 同时,分离主义也一直是导致军事

冲突的根源之一。 苏联的解体、厄立特里亚的独立,
以及土耳其与库尔德人的冲突,都体现了这一特性。
第二,制造和加剧民族间对抗。 民族主义的发展极

端会导致民族歧视、排外等。 冷战后西欧国家中,欧
洲人与阿拉伯民族的矛盾,以及 1999 年卢旺达境内

的胡图族人对图西族人的种族屠杀行为等,都显示

了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恶劣作用。
(三)由于各民族背景不同,表现形式也不同。

民族主义对各民族国家的影响也受其本国历史背景

所影响,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亚洲东南亚地区各政权独立后,由于该地区华

人与当地人在文化、经济、政治方面的种种矛盾,使

得各东南亚地区排华浪潮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 当地政府推行的沙文民族主义政策加剧这一浪

潮的影响,如 1953 年,印尼政府取消了对中国移民

的门户开放政策,甚至禁止华人在当地农村经营零

售生意,以印尼合作社方式代替华人的“亚弄店冶,
使大批华人经济利益受到严重影响。 在拉美地区,
1959 年,卡斯特罗挫败美国,建立革命政府,沉重的

打击了美国在拉美的势力,促进了民族解放斗争的

进程。 在非洲,以阿以、约以冲突为代表的西亚,民
族主义的影响仍难以削弱或消除,该地区民族主义

与宗教、能源等其他矛盾交织一体,地区冲突、局部

战争不断。 非洲辽阔的土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

贫困的当地经济,使其在二战前长期处于殖民统治

状态。 直至 1990 年纳米比亚作为最后一个殖民地

获得独立,非洲的民族主义斗争才宣告结束。 但是,
殖民主义对非洲的负面影响仍未消除,一些学者将

当地的民族主义称之为部族主义,且全盘作用于其

主权独立后的政府、军队及政党,使得各殖民统治期

间的部族恩怨上升到民族国家间的恩怨。 这也是非

洲民族主义与亚洲、拉美等“第三世界冶民族国家迥

异之处。

三

民族主义国家的思想意识从属于民族主义的影

响。 在非洲、中东和东南亚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意

识形态就是民族主义冶 [2]。 二战结束后,亚非国家

异军突起,并逐步在国际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同
时,这也是民族主义演变过程中的重要阶段。 在这

期间,出现了一系列以本民族为基础的思想意识,如
阿拉伯主义、泛非主义、“乌贾马冶等等。 另外随着

二战后经济发展及核武器的出现,各种民族主义的

联合也应运而生。 从 1955 年亚非国家万隆会议,到
七十七国集团、中非国家共同体、东南亚国家条约联

盟等。 但同时,各亚非国家也被民族主义冲突及所

造成的动荡所困扰。 二战后世界发生的 150 多起战

争中,大多发生在民族主义国家之间,如印巴战争、
阿以四次中东战争、两伊战争等,这些战争除了一些

历史遗留问题之外,主要是由民族主义意识所造

成的。
(一)民族主义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 民族主

义对东南亚地区民族国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政治、
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依靠民族主

义建立独立政权的各东南亚民族国家,在战后都无

法唤起民族主义的热情,于是当地政府制造排华舆

论,以转移国内不满情绪。 同时,排华浪潮与当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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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会的政治倾向也有部分关系。 华人社会各种政

治力量活跃,帮派林立、四分五裂,这些也容易被各

国的民族沙文主义所利用。 由于华人在东南亚各国

政治力量的薄弱、缺乏安全保证,导致华人资金外逃

或与当地政治势力结合,而这些又成为当地极端分

子攻击的借口,进一步加深了当地民族对华人的误

解和不信任。 在文化方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长期

以来对东南亚地区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当地华人的

文化优越感也使得当地人对此产生抵触情绪。 另

外,东南亚地区外来文化多样,当地一些文化也与中

华民族的文化有所相悖,即使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

似的中南半岛,这里的小乘佛教与中国的大乘佛教

也有一定的区别———这里的小乘佛教主张正统和纯

洁,故对华人社区的多宗教、多神融合崇拜现象颇为

不满。 且当时华人文化与当地文化互不主动接近、
融合,也加剧了当地民族社会的相互排斥。

(二)民族主义对拉美国家的影响。 伯恩斯认

为,战后拉美民族主义具有左翼和反美主义特点,且
多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严重地依赖 “马克思主义词

汇冶 [3]。 “1959 年的古巴革命加强了许多国家的民

族主义倾向冶。 “卡斯特罗在半球燃起马克思主义

和反美主义的火焰,援助或帮助发动大量游击队运

动,冶“曾经一个时期,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激励着

拉美的年轻人,正如罗多在几十年前所做的那

样。冶 [4]它一方面增强了社会的广泛凝聚力,拉动了

国内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依靠民族主义的宣

传从而抵制了外来势力及意识形态的入侵,从而在

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政权的稳定。 伯恩斯对 20 世纪

拉美的民族主义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他认为当时的

拉美民族主义是一股推动变革的重要力量,因为它

的目标只有一个,即推动国家发展。 而这些思想也

确实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许多拉美国家都产生

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民族主义对非洲各国的影响。 战后非洲

原有殖民地纷纷建立了民族主义政党,领导当地人

民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同

时,民族主义在当时对非洲各民族国家的影响也渗

透到各个方面。 政治方面,当时不少非洲国家领导

人提出反对“新殖民主义冶的口号,如 1959 年,塞古

·杜尔在几内亚民主党第三次全国会议上的报告指

出:“新殖民主义冶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最危险

的新形式冶,并且认为,新殖民主义的手法之一即是

“劝说非洲独立国家以西方议会制为蓝本来制定宪

法,实行多党制,允许反对派存在。冶这些观点成为

非洲国家独立后,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废除多党制的

重要理论依据。 在政治独立取得实质性胜利后,非
洲各国开始推行非洲化的民族主义经济政策和措

施,并进一步扩大国有经济成分和国家干预。 非洲

摆脱长期的殖民统治后,民族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弘

扬,许多非洲领导人都将“精神独立,弘扬民族文

化冶作为宣传非洲精神的指导思想。 如扎伊尔总统

蒙博提出了非洲真实性的学说,这一学说也被认为

是 20 世纪 30 年代桑戈尔等人提倡的“黑人传统精

神冶的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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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ism Brings about Impact on Post鄄w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A research centering on the third world nation

HUANG Shan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Beijing 100054,China)

Abstract:摇 With a widespread and far鄄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current perplexing global situation, nationalism plays an impor鄄
tant role in both internal poli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of the third world nation. Moreover, riots, regional conflicts and local wars derived
from nationalism tend to occur repeatedly. Confronting the inevitable impact of nationalism on the post鄄war third world nation, rationali鄄
ty is the only wisdom we may seek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and, further, practical solu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issues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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