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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独立运动与美国
孤立主义外交的重新界定

杨　卫　东3

Ξ

一　华盛顿时代孤立主义
外交原则的确立

　　孤立主义是美国开国元勋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而奉

行的一种务实外交。这种孤立主义思潮的产生有着深刻的

历史、地理和思想根源。

早在独立战争前夕, 北美殖民地人民就从实践中认识

到孤立主义的危害性。殖民地时期, 由于北美大陆与欧洲

之间的联系, 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谷在法国控制之下, 英、

法两国处于敌对状态, 因而欧洲的战争不时影响到北美大

陆, 使美洲成为欧洲政治的角逐场。“七年战争”更使北美

殖民地人民完全陷入英法冲突的漩涡。所以, 摆脱欧洲政

治的冲突, 独立地发展对外商业交往, 就成为一种社会思

潮。此外, 随着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的兴起, 孤立

主义思潮逐渐上升为一种民族意识。潘恩的《常识》就体现

出这种思想。潘恩认为:“对大英帝国的任何屈服或从属会

直接导致本大陆卷入欧洲战争或争吵之中⋯⋯避开欧洲

的争端乃是美洲真正利益之所在。”①美国独立战争期间,

许多人主张独自进行战争而不需要外国的援助, 以避免使

美国卷入欧洲政治纷争。在这方面, 约翰· 亚当斯 (1797～

1801 年任美国总统) 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 1775～ 1776

年, 在有关是否让法国介入美国独立战争的争论中, 亚当

斯认为:“我们不应该介入和法国的任何结盟, 这种结盟会

使我们卷入未来的欧洲战争, 我们应该抛弃它 (结盟)。在

未来的欧洲战争中保持完整的中立, 这作为一项首要的原

则并永远不能忘记。”因此, 在他看来, 与欧洲任何国家结

盟, 只能使美国处于依附地位而丧失独立性, 成为这些国

家的附庸, 成为欧洲阴谋与政治的竞技场。亚当斯希望给

派往法国的美方代表的授权应严格地限定在商业条约的

范围之内。为此, 他在给大陆会议提交的建议中提出与法

国交往的三原则: 一是非政治联系, 二是非军事联系, 三是

只有商业联系。②出于独立战争现实的考虑, 亚当斯的建议

并没有被大陆会议所接受。1778 年美国与法国签订了同盟

条约。然而, 这并非意味着美国决策者们放弃了孤立主义

的思想。

独立之初, 美国民众的孤立主义意识十分强烈, 这一

点在政界要人身上表现得比较突出。托马斯·杰斐逊

(1801～ 1809 年任美国总统) 基于自己在法国的经历而认

为, 整个欧洲充满了战争和阴谋诡计。他对美国在地理上

远离专制的欧洲而感到庆幸。在谈到自身对孤立主义的看

法时, 他指出:“我也知道它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我认为不

使我们卷入欧洲的事务, 这是一个明智之举。”③1788 年,

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 (美国联邦党领袖) 曾谈到自己对孤

立主义的认识。他认为, 欧洲和美国在本质上属于两个完

全不同的半球。世界从政治和地理上分为 4 个部分, 每一

部分都有一套特殊的利益。欧洲依靠武器、谈判、武力和欺

诈向其他地区扩展其控制权。北美 13 个州应该建立一个

伟大的美国体系, 不受大西洋彼岸武力的控制和影响。④

由于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思潮, 1793 年法国向英国和

荷兰开战的消息传到国内后, 乔治· 华盛顿政府自然形成

了明确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1793 年 4 月 18 日, 华盛顿内

阁开始讨论美、法两国关系所面临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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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美国是否应发表一个中立声明, 美国是否应接受来自

法兰西共和国的公使, 接受法国公使是否有条件, 与以前

法国签订的条约是否还有效。在内阁会议上, 汉密尔顿认

为法兰西共和国难以存在下去, 主张把美法 1778 年同盟

条约限定在法国王国政府范围之内。既然法国国王已故,

条约也就不复存在。且 1778 年美国与法国之间的条约是

防御性的, 而现在法国在欧洲发动的是侵略性战争。所以,

美国没有必要履行义务。而杰斐逊坚持认为, 美国应该承

认法兰西共和政府, 承认其驻美国的公使。他认为, 1778 年

美法条约是美国与法国政府之间的、而并非美国与法国国

王之间的条约。法国政府的变化不能作为废除两国间条约

的依据。废除条约将立刻破坏中立, 甚至会导致美国与法

国的战争。所以, 他主张奉行严格的中立政策。经过讨论,

大家虽然承认 1778 年美法条约的有效性, 但是又一致同

意发表一个中立声明。

1793 年 4 月 22 日, 华盛顿发表了中立宣言。宣言声称

美国对欧洲各交战国采取友好的、不偏不倚的政策, 并告

诫美国公民不要采取与之相抵触的任何行动。这样, 华盛

顿中立宣言第一次以国家意志的形式郑重地表达了美国

政府孤立主义的外交原则。为了使中立思想尽快变成法

律, 1793 年年底, 华盛顿建议国会出台相应的中立法。1794

年, 国会通过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中立法, 即《1794 年中立

法》。1797 年国会对该法案进行了局部修订。1800 年国会

又制定了永久中立法。1796 年, 由华盛顿拟定大纲、汉密尔

顿执笔的告别词, 明确阐述了孤立主义的思想。

在华盛顿时代, 美国政府在面临法国革命中共和主义

思想的冲击和如何处理 1778 年美法条约的情况下, 把独

立战争时期的孤立主义思潮转变成国会立法, 初步形成了

孤立主义的外交原则。这一原则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

方面。第一, 孤立主义的出发点是一种政治和外交的考虑,

而并非出于地理和思想感情上的需要。所以, 孤立主义作

为一种对外政策的基础不能与地理上的孤立以及感情上

的孤立情结相混淆。但是, 地理与感情上的因素却强化了

美国早期历史上的孤立主义外交思想。第二,“孤立”是个

政治概念, 而不是经济概念。孤立主义是以对外贸易上的

“中立”为依托的外交原则。美国学者格拉勃纳尔指出, 美

国从共和国建立之始就创造和维持着一个覆盖全球的商

业帝国。美国孤立主义总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考虑, 从来

不是出于商业和思想的考虑。⑤美国立国之初所具有的商

业精神决定了它不可能摆脱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欧洲国

家的贸易交往。第三, 孤立主义并非表明美国完全不加入

其他国家的结盟。华盛顿告别演说尽管警告美国人民不要

卷入欧洲的政治纷争, 不要加入永久性的联盟, 但是并不

排斥在特殊的紧急情况下美国可以加入暂时性的联盟。所

以, 1803 年杰斐逊告诉美国赴法国的谈判代表, 如果法国

拒绝解决路易斯安那问题, 他就要求美国代表寻求与英国

结盟。第四, 孤立主义是一种外交手段而并非目的, 华盛顿

时代孤立主义的目的在于追求独立的外交政策。美国独立

之初, 周边并不安全。北部加拿大是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在

五大湖区和美国西北边疆地区驻有军队。西班牙占有佛罗

里达和路易斯安那, 美、西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存在着争议。

周边环境的现实迫使美国必须把国家安全放在突出地位。

只有摆脱欧洲大国的政治纠纷, 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 国

家的独立才能得到保障。正如美国学者德鲁曼德指出的那

样, 孤立主义的出发点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孤立本身从来

不是目的, 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安全。⑥

二　拉美独立运动与美国

　　理想主义外交的抬头

　　 在华盛顿时代, 联邦政府所确立的孤立主义外交到

19 世纪头 10 年由于拉美独立运动的兴起而面临严峻的挑

战。19 世纪初, 西班牙在拿破仑战争中土崩瓦解, 直接引发

了西属美洲殖民地的独立运动。由于西属美洲地理位置的

特殊性、独立运动与美国独立战争的相似性, 美国民众对

于拉美人民的独立运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同情心, 要求

联邦政府放弃孤立主义的外交原则, 以理想主义的情怀,

把北美共和民主的思想推广到拉美地区。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相互交织是美国外交的一大

特点。孤立主义是现实主义在美国早期外交史中的体现。

与现实主义有所不同, 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思想的渊源根植

于北美殖民地的初创阶段。17 世纪初, 大批清教徒漂洋过

海移居美洲大陆, 他们把北美大陆视为传播宗教思想的理

想净土, 把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这种“上帝选民”的意识

随着美国的诞生又与美利坚民族的民主共和思想相糅合,

表现为一种普世心理, 即美利坚民族作为上帝的“选民”有

向落后地区传播民主共和思想的义务。早在法国革命期

间, 美国民众的这种理想主义思想就初步体现出来, 只是

由于大西洋的阻隔和华盛顿政府坚定的孤立主义外交而

没能得到充分的展示。但是, 理想主义与孤立主义的矛盾

已经初步显现。当拉美民族民主运动兴起之际, 由于特殊

的地缘战略与经济利益的驱使, 美国政界和普通民众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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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强烈的理想主义思想意识。格拉勃纳尔指出:“拿破仑战

争之后, 当革命席卷整个拉美之时, 美国人的理想主义重

新闪亮。”⑦

作为这个时期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 亨利·克莱的言

辞与思想最为典型。门罗执政时期, 克莱作为众议院的代

表, 在多种场合表达了对拉美独立运动的支持。1818 年 3

月, 克莱在一次演讲中大声疾呼:“我们是它们 (指南美洲

新独立国家——笔者注) 最伟大的榜样。⋯⋯它们采纳我

们的原则, 效仿我们的制度, 在许多方面运用着我们革命

文件中的恰当语言和情感。”⑧他还在国会中多次呼吁门罗

政府承认拉普拉塔联合省和其他几个独立的南美国家, 要

求取消国会制定的中立法。1821 年 5 月 19 日, 克莱在其家

乡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发表演讲, 重申了他一贯坚持的观

点, 批评门罗政府推迟整个联邦人民要求承认西属美洲国

家独立的立场, 呼吁政府采取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措施支持

西属美洲人民的伟大事业, 因为这会为遍及世界的追求自

由的朋友们增加信心和勇气。美国史学家珀金斯认为, 与

门罗总统以及他的任何顾问相比, 在内阁之外, 作为众议

院发言人, 克莱是南美洲事业倡导者中坚定的斗士。

19 世纪 20 年代, 随着拉美独立运动的不断高涨, 南欧

一些国家也兴起了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在支持南欧人民

的解放事业中, 美国民众对希腊独立运动所表现出的同情

心最为明显。1823 年 10 月,《北美评论》的主办人爱德华·

艾维雷特在该杂志上发表社论, 呼吁美国人民支持希腊人

民的事业。他联合国会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共同指责政

府明显地漠视世界上其他地区人民所遭受的痛苦。1824 年

1 月, 韦伯斯特向参议院提交一项议案, 要求政府发表一个

同情希腊被压迫人民的声明。希腊独立运动期间, 美国新

英格兰地区与土耳其帝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关系, 但是韦伯

斯特这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还是在国会中为希腊

独立事业而呼吁:“我们的国家现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共

和国。⋯⋯作为一个自由的政府⋯⋯我不会袖手旁观我的

同胞溺水而死不去帮助他。”⑨

尽管在拉美独立运动以及南欧人民的解放斗争中美

国国内具有一股强烈的理想主义思潮, 要求给予被压迫人

民以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 但是人们必须看到这种理想主

义外交背后所隐藏着的现实利益。美国史学家威廉姆斯指

出, 在西属美洲建立独立国家的过程中, 美国具有深深的

利益。这种利益包括政治的、商业的和航海的。西属美洲一

旦独立, 那些独立国家的政府将受到美国感情的激励, 受

到美国政策的指导, 它们将遵守新世界的法律制度。βκ然而

在 19 世纪初, 由于美国国力的弱小, 美国还无力满足国内

理想主义者的呼唤而在拉美和欧洲攫取更多的现实利益。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 孤立主义仍然是这个阶段美国外

交的主旋律, 理想主义外交还只能是一种变奏曲。

二　昆西·亚当斯与美国

　　　　孤立主义外交的重新界定

　　在拉美独立运动期间, 美国政府对拉美政策的明显特

征是: 从理想主义的角度出发, 美国政府应给予拉美人民

以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 然而由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

美国在拉美事实上仍然奉行以中立为标志的孤立主义外

交。在这个阶段, 昆西·亚当斯对美国孤立主义外交的发

展做了大量工作。

昆西·亚当斯是约翰·亚当斯的长子, 美国第 6 任总

统 (1825～ 1829) , 詹姆斯·门罗执政时期的国务卿, 曾任

驻欧洲国家公使多年。他具有很强的孤立主义思想。这种

思想首先来自其父亲的影响。上文所述, 约翰·亚当斯就

是一个坚定的孤立主义者。1818 年 1 月, 他在给昆西·亚

当斯的一封信中指出:“我们国家对南美洲爱国者有感情

是自然和不可避免的⋯⋯然而我希望我们政府尽可能长

地坚持中立这座坚固的堡垒。”βλ早在法国革命时期, 昆

西·亚当斯就极力倡导中立原则, 并受到华盛顿的重视。

1793 年, 他曾以“哥伦布斯”为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警

告国民不要卷入国家间的阴谋。他指出:“在对共和国自由

构成威胁的所有危险中, 外来影响侵袭到行政部门内部的

事务是最严重的, 要非常谨慎地反对。”他还在另一篇文章

中指出, 美国的幸福是建立在真正的独立、不卷入所有欧

洲国家政治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保持和平与沉默是我

们的义务——尽管残暴的场面令观众痛心。”βµ 1794 年, 昆

西·亚当斯被华盛顿任命为美国驻荷兰公使。当时, 法国

革命的战火已经蔓延到荷兰, 荷兰正卷入欧洲政治与军事

的冲突之中。昆西·亚当斯根据其对欧洲政治的深入了

解, 不断向国内写信, 指出荷兰卷入欧洲政治冲突的后果

以及美国奉行中立政策的重要性。1795 年他在给父亲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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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信中谈到:“我有很多理由能指出目前法国政府在利用

美国, 就像它现在正利用荷兰一样。那就是把美国作为法

国受益的工具, 作为法国手中驯服的武器以抵御其难以对

付的敌人。”他进而认为, 法国对美国的影响是在造成美国

与英国之间的战争。所以,“我希望我们永远不要有任何卷

入欧洲政治的机会。”βν 美国学者彼德·塞伍认为, 昆

西·亚当斯从荷兰的根特 (今属比利时——笔者注) 给他

父亲写的信件对华盛顿的告别词具有“看得见”的影响。华

盛顿看到并评价了昆西·亚当斯以笔名“哥伦布斯”发表

的文章。

昆西·亚当斯真正表达其孤立主义思想, 并对美国外

交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是在他出任门罗政府的国务卿期

间。拉美独立运动的兴起以及欧洲“神圣同盟”有可能干涉

美洲事务为昆西·亚当斯的孤立主义思想提供了现实可

能。面对国内强烈要求支持拉美革命以及承认拉美革命政

权的呼声, 昆西·亚当斯在门罗内阁中极力主张美国在拉

美独立战争中奉行中立政策。他认为, 就拉美殖民地而言,

美国应长期追求一种中立政策。只有当西班牙在拉美的殖

民主权无可挽回时, 美国才能承认拉美新独立的国家。

1818 年, 门罗向昆西·亚当斯建议美国联合英国承认拉美

新独立的国家。昆西·亚当斯的第一反应就是否定这个建

议, 因为这偏离了美国的中立政策。1821 年 7 月 4 日, 昆

西·亚当斯在美国国庆日的演讲中阐述了自己的孤立主

义思想。他认为, 美国应避免介入外部的冲突, 即使这种冲

突是它所坚持的原则。美国目睹了欧洲世界是流血冲突之

所。“自由与独立的旗帜无论出现或展示在哪里, 都会有美

国人的声音、祝福与祈祷, 但是美国不要到国外去寻求魔

鬼以摧毁它。”βο在拉美独立战争期间, 尽管美国政府内不

时有人呼吁政府应该支持拉美革命政权, 但是昆西·亚当

斯从维护中立政策的原则考虑, 反对支持拉美人民的独立

事业。1820 年, 当哥伦比亚派代表到美国购买军火并希望

与美国结成联盟时, 就遭到他的坚决反对。昆西·亚当斯

认为:“在中立与卷入每一场欧洲战争之间, 我看不到中间

道路, 如果我们一旦背离了中立原则, 我就看不到这个国

家有什么其他前景, 只能看到鲜血洗他们沾满血垢的双手

的事业。”βπ在昆西·亚当斯看来, 援助“我们南部共和国的

兄弟”这个理想化的概念会潜在地破坏美国的国家利益。

所以有人这样评价昆西·亚当斯:“同情西班牙美洲事业

的激情并没有指导他的对外政策。”βθ

在是否支持希腊独立的问题上, 昆西·亚当斯也持同

样的立场。他对拉美革命的态度主要体现为不介入, 中立,

反对门罗等人同情乃至支持拉美革命的政策。所以, 有人

认为昆西·亚当斯是行政部门中坚持反对承认希腊独立

的惟一成员。在门罗咨文的酝酿过程中, 昆西·亚当斯尽

管从整体上赞成咨文草稿, 但是却反对将门罗主张的把美

国政府谴责法国干涉西班牙内政, 帮助斐迪南七世恢复君

主制, 赞扬希腊为摆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而进行的

独立战争写进咨文中。他认为, 如果把上述内容写进咨文

中, 就会使美国卷入欧洲的政治。他主张在咨文中用温和

的口气表达美国的态度, 并指出美国从不参与欧洲的战

争, 也不把欧洲的战争与美国的政策相比较。这样, 咨文就

重申了美国的孤立主义思想。格拉勃纳尔认为, 昆西·亚

当斯在最终形成“门罗主义”方面的主要作用在于他剔除

了门罗身上所具有的所有理想式的友好言辞, 这些友好的

言辞试图使美国承担世界上任何地区的自由事业的责任,

并使美国处于与欧洲强国不均衡的地位。昆西·亚当斯尤

其反对门罗总统在情感上对希腊独立运动的偏爱与

支持。βρ

拉美独立运动以及南欧民主运动的兴起激发了美国

国内的理想主义思潮, 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受到严峻

的挑战。在门罗内阁中, 以昆西·亚当斯为代表的传统派

继承了华盛顿时期所倡导的孤立主义外交, 并结合新的形

势有所发展。纵观这个时期, 美国孤立主义外交的特点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 在坚持传统孤立主义的情况下, 把主要针对欧

洲的孤立主义应用到美洲地区, 在拉美独立运动中奉行以

中立为标志的孤立主义。在这一点上, 昆西·亚当斯的孤

立主义思想对门罗政府外交的影响最为突出。美国史学家

比米斯指出, 亚当斯父子都坚信美国的中立不仅适用于旧

世界, 而且也适用于新世界, 甚至是为自由本身而战。βσ华

盛顿总统所倡导的孤立主义主要是针对欧洲旧大陆而言

的, 拉美始料未及的新形势使美国当政者不能不表态: 卷

入或孤立。拉美革命鉴于自身的特殊性, 美国民众对其寄

予极大的同情心。但是,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 美国承认

“叛乱者”的交战国地位, 在西班牙与“叛乱”政府之间采取

中立立场。1815 年 9 月, 麦迪逊总统颁布“中立法”, 禁止美

国公民去拉美参与任何军事行动。1816 年, 国会在长时间

辩论之后, 通过了一部新的、更为严格的中立法, 即 1817

年中立法。1822 年, 由于西班牙再也无力恢复对拉美地区

的主权, 以及拉美新独立国家已成定局, 美国政府才相继

承认了拉美 5 个新独立的国家。但是应指出的是, 承认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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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σβτ　同βλ, pp. 342- 343, p. 359.

同⑤, p.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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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政权的合法性, 并没有背离美国的中立原则, 美国只是

承认拉美新独立国家这种存在的现实。比米斯认为, 美国

正式承认南美洲新独立国家并未背离北美的中立政策

——尽管西班牙愤怒地表示抗议, 但它并未断绝与美国的

关系。βτ

第二, 系统地提出了“两个体系”理论, 把孤立主义的

范围延伸到整个美洲。1823 年 12 月, 门罗总统向国会提交

的国情咨文系统地阐述了美国政府对拉美地区的政策, 其

核心是“美洲体系”思想。从“美洲体系”理论出发, 门罗要

求欧洲不要干涉美洲事务, 不要在美洲殖民, 试图把整个

美洲孤立于欧洲之外。美国早期的孤立主义仅强调避免卷

入欧洲的纷争, 奉行中立的外交原则。门罗咨文中提出了

以“美洲体系”为标志的新的孤立主义思想。事实上,“美洲

体系”仍然是孤立主义思想的体现。美国有的学者指出:

“1823 年颁布的门罗宣言实际上是孤立主义在空间上的延

伸。”“由华盛顿和杰斐逊宣布, 具体体现在昆西·亚当斯

外交政策中的美国孤立于欧洲联盟以及欧洲冲突的思想,

是保证这个年轻国家及其理想得以维护的尝试。⋯⋯它为

美国在一个纷争的世界中完成其使命提供了一种强有力

的影响。”χκ 还有人指出:“1823 年门罗在咨文中所提出的

对拉美三项政策原则, ⋯⋯实质上是孤立主义的变种, 是

越出美国本土范围而强加给其他美洲独立国家的孤立

主义。”χλ

第三, 从门罗咨文发表后的情况来看, 美国并未对拉

美产生什么重要的影响, 美国对拉美地区在客观上仍然奉

行孤立主义的外交。1824 年, 当哥伦比亚建议美国以“非干

涉原则”结成两国联盟时, 美国则予以拒绝。第二年, 巴西

提出同样的建议, 但也被美国否决。1826 年, 昆西·亚当斯

政府建议派遣代表团赴巴拿马参加美洲国家会议。这一建

议在国会争议较大, 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因为国会担心美

国卷入拉美的政治事务。昆西·亚当斯向国会保证: 如果

参加巴拿马会议, 美国代表不得与任何国家缔约结盟, 美国

的目标只是局限于使与会各国保证在自己的国土内不准

欧洲建立殖民地, 而且这一原则只是用来保障美国同美洲

的自由贸易权利不受欧洲殖民计划的干扰。尽管代表团最

终被国会批准, 但是美国代表并未出席会议。“门罗主义”

虽然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 但这仅是一种美好的未

来展望, 现实中美国仍然无力干涉拉美, 只能奉行中立。比

米斯指出:“门罗主义是一篇未来的文件, 而并非它当初所

指出的那样。”χµ中国有的学者也认为, 门罗主义作为美国

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 并在排斥欧洲势力、独霸美洲方面

发挥重大作用, 是 19 世纪 40 年代以后的事了。χν

综上所述,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美国初创时期, 美国

开国元勋们初步确立了孤立主义的外交原则。拉美独立运

动以及欧洲民主运动的兴起, 激发了美国国内的理想主义

思潮, 对美国既定的孤立主义外交构成一定的挑战。门罗

执政时期, 以昆西·亚当斯为代表的传统派, 继承了父辈

的外交思想, 并结合现实发展了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外

交。美国学者麦克考米克指出:“在这个国家的早期历史

上, 两个声明——华盛顿告别辞和门罗宣言——充分地描

绘出孤立主义的意义并提出了它的适用性⋯⋯华盛顿的

告别辞总体性地构建了美国对世界孤立主义的方向, 而门

罗主义则就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卷入或不卷入提出了具体

的指导方针。”χο

(责任编辑　高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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