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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赋使命”与美国外交
———兼论外交哲学的作用

林 宏 宇

(国际关系学院 教务科研处 , 北京 100091)

　　[摘要] 　“天赋使命观”是美国外交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 17世纪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

徒的宿命论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体现。它的基本含义是:美国受上帝委托 ,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

类自身的命运负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和使命。为此 ,美国自视为天下唯一的道义之邦 ,用自身的是非

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 ,认为在外交方面有义务和责任将美国式的自由民主

等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推广到世界各地 。“天赋使命”意识对美国外交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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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哲学是影响一国外交的重要功能性因素 。

它不仅体现于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与外交行为中 ,

而且与该国的历史文化 、宗教信仰 、价值观念 、政治

传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

信仰催生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传统 ,不同的价值

观念和政治传统又催生不同的外交哲学理念 ,从而

对一个国家的外交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 ,可将外

交哲学定位为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背

景下产生的 、对外交决策和外交实践有长期指导和

借鉴意义的政治文化背景思想或基本的价值判断 。

“天赋使命观”是美国外交哲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 ,是影响美国外交的重要功能性因素 。它是 17世

纪盎格鲁 —撒克逊白人清教徒的宿命论在美国政治

文化中的体现。“天赋使命”的基本含义是:美国受

上帝委托 ,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命运负

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和使命 。为此 ,美国自视为天下

唯一的道义之邦 ,用自身的是非标准来衡量其他国

家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 ,认为在外交方面有义务

和责任将美国式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

推广到世界各地。“天赋使命”意识对美国外交有非

常深远的影响。

一 、“天赋使命”的内涵

当第一批欧洲移民踏上北美大陆时 ,固存于他

们思想中的宿命论便与开拓一个新世界的“神圣计

划”结合起来 ,播下了美国“天赋使命观”的最早种

子 。“上帝选民”(Chosen People)、“山巅之城”(A City

upon a Hill)、“希望之乡”(The Promised Land)等 , 便

是他们在尘世履行上帝赋予的特殊使命的一种表

述 。

“天赋使命” ,首先体现为美国政治家身上强烈

的“使命感”或“责任感” 。这可从许多美国政治家的

有关言论中窥见一斑。例如 ,威尔逊总统 1919年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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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我比其他任何人更相信美国的使命 ,我认为 ,她

有一种精神能量 ,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用此来使人

类获得解放。 ……美国享有完成其使命和拯救世界

的无限特权。”
[ 1] (P.16)

林登·约翰逊总统的高级顾问

沃尔特·W·罗斯托说 ,美国人不应该“放弃我们的使

命。我们是整个地球上国家独立和人类自由原则的

受托人 ,打开我们的历史 ,这是一种自豪而自然的责

任” 。
[ 2] (P.53)

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 ,乔治·布什总统宣

称 ,在世界各民族中 ,只有美国既有道德标准又有手

段维护世界和平 ,且是这个星球上能够团结和平力

量的唯一民族。2001年 8 月 ,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

委员会主席亨利·海德在国会讲话时认为 ,不管是好

是坏 ,美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稳定和秩序的重要保

证 ,这是一种可以修正但无法逃避的责任。尽管这

些美国政治家们的言论未必就是真实情况的反映 ,

却充分折射出美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的“天赋使命”

意识 。用英国学者吉尔·伦德斯塔德的话来说 , “美

国人传统上视自己为世界上负有特殊使命的一个独

特民族 , 其他国家只有利益 , 而美国却肩负责

任。”
[ 3] (P.11)

其次 ,“天赋使命”还被表述为一种无私的“利他

主义” 。美国学者丹尼斯·博斯特德罗夫指出:“美国

人把自己看做是独特的 ,受到上帝的恩惠 ,拥有崇高

的理想 ,注定大功告成。此外 ,他们还认为通过积极

手段在全球传播自由是他们的特殊责任 ,并以这种

方法努力为世界其他地区树立了一个道义模

式。”
[ 4] (P.186)

这番话反映出美国对外关系上的一个明

显特征 ,即美国认为作为上帝选定的国家 ,对维护世

界其他地区的“民主 、自由 、人权”负有不可推卸的道

义责任 ,而且这种责任是有利于世界其他地区的 。

美国政府也常常对此津津乐道 ,许多美国人也由此

感到光荣自豪。另一位美国学者斯特林·约翰逊在

谈到美国使命观时也指出:“从历史上讲 ,美国人拥

有这种信念 ,即美国过去是 ,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好的

国家。他们认为 ,美国的理想信念不仅对美国是正

确的 ,而且对其他国家也是正确的 。因此 ,为了使美

国的命运得到延续 ,要么是劝告 ,要么是强迫弱国接

受这些信条 ,文明由此带给了非文明国家。”
[ 5] (P.5)

除学者外 ,许多美国政治家也竭力强调这种“利

他主义”的天赋使命观 。历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写

道:“我们一些领导人认为由于我们德操高尚 ,所以

被上帝挑选出来在公正和正义方面指导和教育其他

民族 。另一些领导人则认为 ,我们有责任向地球上

落后地区传播文明 ,甚至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统治野

蛮和无知的民族 。”
[ 6] (P.6-7)

许多美国领导人认为 ,美

国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指明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

路 。美国开国之父华盛顿宣称 ,人类“神圣之火”的

持续系于美国人民进行的试验。约翰·亚当斯总统

宣称 ,人们总是把“具有尊严和奇迹的北美殖民地看

作是在天意运作下开始的一项宏伟的计划与设计 ,

以启示其他无知者和解放整个地球上其他被奴役的

人类 ” 。
[ 6] (P.11)

杰斐逊总统也认为 ,“美国将通过纯洁

和完善的范例 ,成为不幸者和受压迫者的避难所 ,从

而最好地服务于人类” 。麦迪逊总统进而说:“如果

我们国家自身处理得当 ,将成为文明世界的自由工

场 ,我们比任何其他国家对非文明世界的贡献都更

大 。”
[ 7] (P.859)

1899年威廉·麦金莱总统对一个卫理公

会组织说 ,他做出要西班牙割让菲律宾群岛的决定

是为了菲律宾群岛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履行美国在世

界上的特殊使命 。他说 ,他不止一夜地跪在地上祈

求万能的上帝给他启示和指引 ,当时他有三种选择 ,

一是归还给西班牙 ,二是留给美国的东方竞争者 ,三

是菲律宾独立 ,但都不符合上帝的旨意 。所以 , “留

给我们的别无任何选择 ,只有把它们全部占领 ,教育

菲律宾人 ,提高他们 ,教化他们 ,使他们信奉基督

教”。
[ 8] (P.110-111)

与此类似 ,其后任伍德罗·威尔逊总

统在为其干涉墨西哥事务辩护时说:“我的理想是在

墨西哥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正义政府 ,我的热情是

为了该共和国底层的 85%的人民 。”
[ 9] (P.516)

类似这样

动人的 、“无私”的语言在其他美国政治家的讲话和

政府文告中俯拾皆是。例如 ,在美墨战争前后 ,有些

美国政治家就把侵略墨西哥说成是帮助墨西哥人脱

离苦海 ,或者说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 。他们宣称:墨

西哥战争开始了“使这个大陆美国化的命运和使命

……宝剑是伟大的文明的传播者 ,它为商业 、教育 、

宗教以及一切道德和人道的和谐的影响扫清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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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848年 1月 ,纽约州民主党会议表示:“我们

占领它(墨西哥)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 ,而是为

了人类的利益。”
[ 10] (P.530)

直到今天 ,这种“利他主义”

的观点依然盛行 ,几乎每个新总统就职时 ,都要提到

这个主题 。例如 ,2001年 1月 20日 ,小布什在其就

职演说中多次提到美国所从事的是全人类的希望事

业 ,他说:“(美国的自由民主信念)像风中的种子 ,带

给每个民族 ,在我们的国家 ,民主不仅仅是一种信

念 ,而是全人类的希望。民主 ,我们不会独占 ,而会竭

力让大家分享 。民主 ,我们将铭记于心并且不断传

播。225年过去了 ,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 11] (P.3)

二 、“天赋使命”的渊源与变迁

“天赋使命”虽是美国外交哲学理念的重要组成

部分 ,但它并不是美国人的专利 。实际上 , “天赋使

命”意识发轫于人类文明形成的初期 ,早在很久以前

就成为某些先进民族为证明其对落后民族统治的

“合法性”而进行的一种“合理化”解释 。例如 ,古代

希伯莱人宣称 ,他们是一个神圣的民族 ,是被上帝选

择为统治地球上所有国家的一个特殊民族。

美国外交哲学理念中的“天赋使命”意识 ,滥觞

于新教徒的宗教信仰 ,根植于北美大陆的特殊地理

环境 ,形成于美利坚民族的特殊性 ,随后又得到世界

上发端较早的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加强 。16世

纪 ,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了适合资产阶级需要的

神学理论体系 ———新教。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

所倡导的基督教新教义是其中主要理论体系之一 。

加尔文教派主张上帝以绝对的最高意志对世人进行

挑选 ,被选中者就是“上帝选民”(Chosen People),其

他的则成为弃民 。个人的得救与否 ,富贵与贫贱 ,皆

早由“上帝选定” 。一般基督教教义往往导致宿命

论 ,但宿命论在新教伦理中并非完全起消极作用 。

因为根据新教教义 ,人们虽然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

但可以通过在尘世中的积极行为来赢得上帝对自己

的恩宠 ,并以此证明上帝的存在 。这种认识强烈引

发了新教徒在尘世的天职观 ,也就是说新教徒认为

他们是以聆听上帝的召唤 ,作为“上帝选民”来到世

间的 ,因此 ,对热衷宗教的人来说 ,改造世界是他们

的责任 。他们有按照禁欲理想改变世界的义务 。清

教的这种价值趋向便是美国的“天赋使命”意识得以

滥觞的最基本理论前提 。

清教徒拯救世界的“理想”随着北美大陆的开拓

和民族意识的增强 ,成为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显

著特征 ,它的主要内容也得到一些宗教领袖的系统

阐述 。如 18世纪上半期北美大觉醒运动的宗教领

袖乔纳森·爱德华兹就认为北美的发现和开拓是上

帝的旨意 ,其目的就是想创建一个全新世界 。他把

北美大陆的发现说成是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

的事件。照此逻辑推理 ,北美的发现乃是一种神圣

力量的体现 ,而北美的昌盛也无疑有助于上帝事业

的完成 ,正是在这里 , “上帝将要开始对地球上可居

住的地区进行变形更新 ,即以一种激进的新的宇宙

秩序为标志的更新 。 ……因此 ,美国的未来不仅是

其自身的未来 ,也是人类的未来 ,世界的未来 ,甚至

是宇宙的未来” 。
[ 12] (P.47)

美国文化中的这种宗教价值

趋向深深影响了美利坚民族思想的形成 ,在思想意

识上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灵魂” 。虽然早期移民还

没有把自己享有的自由推及给世界其他地区的观

念 ,但新大陆成为追求自由者躲避旧大陆迫害的理

想之所已是多数移民的潜在意识。优越的地理位

置 ,丰富的自然资源 ,使一些人开始意识到北美大陆

的特殊性以及来到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所承担的特殊

使命。“拯救”和“使命”意识融进了美利坚民族思想

的形成过程中。

19世纪 , “天赋使命”意识表达得更为直白 ,即

“天定命运”理论的出现 。“天定命运”作为名词使用

始见于 19世纪 40年代中期 。1845年夏 ,美国杂志

《民主评论》的编辑约翰·奥沙利文在该杂志社论中

把兼并得克萨斯说成是上天的安排 ,即所谓的“天定

命运” ,美国政府在兼并得克萨斯过程中的所作所

为是顺天行事 ,完成自己的使命。奥沙利文说:“天

定命运的权力要求我们为进行自由的伟大实验和联

合自治政府的发展 ,而开拓和占有上帝赋予我们的

整个大陆。这就是我们的要求。”
[ 13] (P.144-145)

同年 12

月 27日 , 《纽约早晨新闻》在评论俄勒冈争端时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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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在同样的意义上使用这个名词 ,并加以渲染 ,使得

“天定命运”理论成为当时美国舆论界的焦点话题 ,

许多美国刊物争相传播。

19世纪 70 年代 ,随着一代新人涌现 , 美国的

“天赋使命”意识又开始在更广阔的领域里驰聘。当

时 ,许多美国人认为欧洲君主制的复辟表明旧大陆

已经老朽衰颓 ,而年轻兴旺的美国将取而代之 ,以

“青年美国”为标志的新“天赋使命”思潮因运而生 。

“青年美国”的中心思想是:美国不仅拥有丰饶的土

地和无尽的资源 ,而且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主

制度和自由传统 ,因此 ,美国作为“上帝的工具” ,理

应承担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文明的“使命” 。这一

“使命”的最终目标是征服北美大陆以外的海洋。进

入20世纪后 ,以北美大陆扩张为己任的“天定命运”

理论逐步消失 ,但其影响仍然十分深远 ,其内容开始

超出了原先土地扩张的范围 ,涉及到政治制度 、价值

观念和宗教信仰的扩张 ,而后者恰恰是它更为重要

的核心思想。美国学者普莱彻指出:“进入 20 世纪

后 ,天定命运的核心思想一旦牵涉到美国的制度 ,天

赋使命意识便以多种形式出现:加勒比地区的`传教

士外交'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创立民主制度的世

界安全体系' 的远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的反

法西斯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等都是天赋使命意识使

然 。
[ 10] (P.533)

三 、“天赋使命”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以自我价值观为标准的“天赋使命”意识的逻辑

延伸必然是自信其优越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 ,并

将领导世界 ,在世界事务中让其他国家俯首称臣。

这对美国处理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积极向

外扩张 、争当世界领袖 、干涉别国内政就成为这种外

交哲学理念影响的直接体现 。

1.影响之一:积极向外扩张。

我们可以将 200多年来的美国外交作如下分

期:

起点 终点 特点 比重

一
1776

Independence

1803

Louisana Purchase
孤立巩固 12%

二
1803

Louisana Purchase

1848

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
大陆扩张 20%

三
1848

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

1898

Declaring War against Spain

消化大陆扩张成果&
部分海外扩张

22.2%

四
1898

Declaring War against Spain

1919

Paris Peace Conference
大规模海外扩张 9.3%

五
1919

Paris Peace Conference

1941

Declaring War against Japan
孤立主义 9.8%

六
1941

Declaring War against Japan

2001

Present
全球扩张主义 26.7%

　　从上表的分期可见 ,对外扩张占美国外交的绝

大部分 ,是美国外交的重要主题。这种现象与“天赋

使命”意识的熏陶和影响 ,关系密切 。

独立战争结束后不久 ,美国就开始了领土扩张

的舆论宣传和理论准备。当时有一个时髦的理论能

非常生动地体现美国的对外扩张思想 ,那即“流动的

共和国”理论。该理论充分发挥了美国早期思想家

托马斯·潘恩提出的命题 ———“美国人一旦掌握了机

会便将重新安排世界” 。在“流动的共和国”的名义

下 ,19世纪上半叶美国领土的扩张取得惊人发展 ,

到 1848年 2月与墨西哥签订《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

约》为止 ,美国在短期内吞食了 300多万平方公里的

土地。至此 ,美国大规模的大陆扩张阶段基本结束。

19世纪50年代 ,美国国内经济得到迅猛发展 ,

海外贸易也急剧扩大。当时美国共和党创始人之一

威廉·西沃德(William Seward)(曾任美国国务卿)扬

言 ,美国已经是“一个伟大的大陆帝国 ,如果把美国

的商业活动与共和国理念传播到夏威夷 、中国 、日

本 、南美洲 、欧洲甚至非洲去 ,美国将取得更加卓越

的地位。”
[ 14] (P.165)

这种宣传对每个美国人都有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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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这一时期 ,除了消化大陆扩张时期的成果外 ,美

国开始了部分海外扩张。1854年 3月 ,海军准将马

修·佩里以炮舰打开了日本门户 ,迫使日本签订条

约 ,对美国开放函馆 、下田两港。同年 ,美国迫使夏

威夷签订“合并”条约。1858 年 6月 ,借助英法的力

量 ,与清政府缔结《天津条约》 ,进一步扩大了在华特

权。1889年底 ,与德国瓜分南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群

岛 ,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但这

些海外扩张的规模与以后相比还不算大 ,美国的主

要精力还在于消化大陆扩张时期的成果 ,进一步巩

固在北美大陆的地位 。而且这种消化不是消极保守

的 ,而是“吃着嘴里的 ,盯着锅里的” ,在消化的同时 ,

还主动出击 ,不失去一切能加强美国在北美大陆实

力的扩张机会 ,1867年购并阿拉斯加就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

进入 19世纪 90 年代 ,美国海外扩张的号角开

始正式吹响 。以 1898年开始的美西战争为标志 ,威

廉·麦金莱总统正式揭开了美国大规模海外扩张的

序幕 。战争持续不到 3 个月 ,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西

班牙就被击败。美国武装力量占领了古巴 、波多黎

各 、关岛与菲律宾。同年 ,麦金莱政府发出“门户开

放”的照会以对列强分割中国的局面做出反应 ,还于

1900年派遣军队去中国协同欧洲列强镇压了中国

义和团运动。

当有人指责麦金莱等人的这种扩张主张时 ,另

一位扩张主义者西奥多·罗斯福站出来为他们辩护 。

他宣称 ,麦金莱仅仅是在重走杰斐逊所标明的道路 。

他说:“杰斐逊在路易斯安那问题上所做的 ,同如今

在菲律宾问题上所做的 ,同出一辙 ,并行不悻 。每过

十年 ,负有特殊使命的美国人就会把自由的营帐扎

到更西 、更南的地方去”。
[ 15] (P.49)

2.影响之二:争当世界领袖 。

到西奥多·罗斯福政府时期 ,美国已经初步具备

了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与欧洲大国抗衡的力量 ,尤其

是在日俄战争之后 ,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身价”倍

增。西奥多·罗斯福虽慑于先辈的“遗训” ,在外交上

手脚未能完全放开 ,但在 1904年摩洛哥危机中却迈

出了卷入欧洲政治纷争的第一步。它是美国主动卷

入欧洲政治纷争的开端 ,也标志着美国扩大海外影

响与争当世界领袖努力的开始 ,在美国外交史上具

有重大意义 。

如果说西奥多·罗斯福是唤醒美国争当世界领

袖之梦的总统 ,那么 ,其后任伍德罗·威尔逊则是第

一位力图把这种梦想转化成现实的美国总统 ,第一

次世界大战为他实现这种梦想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机

会 。威尔逊所处的时代 ,正值美国社会 、政治 、经济

大变动时期 ,对外扩张也进入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个

重要时期 。威尔逊虽以“理想主义”外交著称 ,但实

际上在他的思想中 , “理想”与扩张往往混淆不分 ,扩

张依然是不变的主题。

1916年 10 月 5 日威尔逊在奥马哈讲话中说:

“美国远离现在这场冲突 ,而世界其他地区则战火蔓

延 ,不是因为她不感兴趣 ,也不是因为她冷漠无情 ,

而是因为她想要扮演的角色是一种不同于此的角

色 。”
[ 16] (P.266)

言外之意 ,美国奉行中立政策 , 主要目

的之一是在中立期间纵横于交战国之间 ,以仲裁者

的身份结束战争 ,以期控制国际局势 ,进而实现领导

世界的梦想 ,扮演一种美国想扮演的那种角色。

美国的“调停”贯穿于中立时期 ,虽然无一奏效 ,

但由这场战争唤起的争当世界领袖的梦想再也没有

消失。随着战争的深入进行 ,交战双方精疲力竭 ,而

美国的力量愈益强大 ,实现世界领袖之梦的条件更

加成熟 。1917年 4月 2日 ,美国终于宣布站在协约

国方面介入战争。威尔逊政府参战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要在新的形势下寻求实现世界领袖地位的新机

会 。调停是威尔逊总统力图实现其世界领袖之梦的

第一种手段 ,当它未能奏效时 ,参战就成为另一种选

择 。虽然威尔逊政府并未不加掩饰地宣称美国参战

是为了实现世界领导权 ,但这种思想无疑对美国参

战发生了重要影响 ,自然也就成为美国主要的战争

目标之一。

1918年 1月 8日威尔逊在国会两院发表著名的

“十四点计划” 。该计划充分体现了美国传统的“天

赋使命”意识 ,是威尔逊政府在外交辞令掩饰下要求

充当世界领袖的宣言 ,它公开了美国的具体战争目

标以及对战后世界秩序的总构想 ,勾画出一幅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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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为领袖的战后国际新秩序蓝图。虽然 ,这个以争

当世界领袖为目的的“十四点计划”在英法等欧洲老

牌帝国的作梗和美国国内反对派的攻击下流产了 ,

但它却是美国冲击世界领袖地位的第一次完整尝

试 ,为以后美国的扩张和“作大”奠定了基础。

20多年后 ,威尔逊的世界领袖之梦终于在另一

位民主党人手中实现了 ,他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 。

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领导下 ,美国基本上是坚定地

站在反法西斯国家的一边 。在未介入第二次世界大

战之前就成为这些国家的“兵工厂” ,战争物资源源

不断地从美国流向欧亚两洲 ,有力地支持了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 。1941年 12月 7日对日本正式宣战 ,标

志着美国孤立主义外交的结束与全球扩张主义时期

的到来 ,从此美国就以全新的面孔 ,全力投入世界领

袖地位的争夺 ,最终凭借其超强的实力爬上西方世

界霸主的宝座 ,并利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 ,击溃

了另一位有世界领袖梦想的巨人 ———苏联 ,成为当

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3.影响之三:干涉别国内政 。

自以为是的使命感和优越感加上超强的实力 ,

其必然的逻辑结果就是对别国的鄙视和干涉 。应该

说 ,受“天赋使命”等外交哲学理念的影响 ,美国早有

干涉它所认为的落后或需要帮助的国家和地区事务

的欲望。因为美国认为只有他们的价值观才是人类

未来的希望 ,为了人类的未来 ,它有义务输出他们的

自由民主制度和其他价值观念 ,即使这种输出带有

强制性 ,“也是为了最终改善落后民族和国家 ,并最

终使落后国家和民族得益。”但是由于国家实力所

限 ,美国虽有干预之心 ,而无干涉之力。随着第二次

世界大战炮声的平息 ,美国终于依靠战争期间膨胀

起来的国家实力 ,登上了西方世界霸主之宝座 ,拥有

了以前所没有的超强实力 ,并开始觊觎世界霸主地

位 ,所以 ,干涉别国内政就主要发生在美国外交的全

球扩张主义时期 ,因为只有在这个时期 ,美国才既有

干涉别国之心 ,又有干涉别国之力 。

“二战”后 ,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以民族民主革

命(或改革)的形式探讨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

这些革命(或改革)往往打破旧体制 ,给旧社会带来

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繁荣富强 ,完全

属于民族国家的内政。对于这些革命 ,美国往往持

反对态度 ,总把它们与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扩张”

联系起来 ,以“反共”为招牌 ,横加干涉 。

除了对中国革命无端干涉外 ,伊朗的摩萨台政

府是战后美国对美洲以外地区干涉的第一个牺牲

品 。1951年 4月 ,穆罕默德·摩萨台出任伊朗首相 ,

在日益高涨的国内民族民主运动的推动下 ,对长期

控制伊朗石油的外国石油公司实行国有化 ,美国在

伊朗的石油利益也“在劫难逃” 。艾森豪威尔上台

后 ,在杜勒斯的直接策划下采取措施推翻摩萨台政

府 。他们借口摩萨台与伊朗共产党(杜德党)阴谋推

翻巴列维国王 ,向亲巴列维国王的势力提供钱财和

武器 ,于 1953年 8月策动政变 ,颠覆了摩萨台民族

主义政府。

1957年 1月 5日 ,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国会发表

关于中东问题的特别咨文 ,建议国会批准每年向中

东地区提供 2亿美元的援助 ,并允许他在这一地区

动用美国军事力量 。国会批准了艾森豪威尔的这个

请求 ,这即所谓的“艾森豪威尔主义” 。美国打着这

一旗号 ,在中东地区飞扬跋扈 ,约旦 、叙利亚 、黎巴嫩

等国先后成为美国进行干涉的对象。

“二战”后拉丁美洲变成了美国名付其实的“后

院” ,这一地区在美国看来并不是美苏“冷战”的世外

桃源 ,它不仅构成对美国本土安全的威胁 ,而且直接

影响到美国的全球利益。所以 ,对拉美地区的任何

革命 ,美国都全力干涉 ,以恢复原状。在“反共”的招

牌下 ,包括危地马拉 、古巴 、圭亚那 、多米尼加 、智利 、

尼加拉瓜等美洲国家先后遭到美国的干涉 。

除了以“反共”名义干涉各国内政外 ,美国还以

“输出民主”和“人权外交”的手段干涉别国内政 。

“二战”后 ,美国成为名付其实的西方世界领袖 ,

为了控制“中间地带” ,实现“天赋”的世界霸权 , “促

进和维护民主自由”及“保护人权”的旗号堂而皇之

地出现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 。以大规模“输出民主”

和“人权外交”为干涉别国内政手段的做法始于肯尼

迪总统时期。肯尼迪政府时期 ,美国的战后霸业达

到了顶峰 。他把其政府奉行的外交政策形容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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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抓箭 ,一手抓橄榄枝” ,在第三世界国家大力促进

所谓的“民主”和“人权” 。1961 年 ,肯尼迪政府在

《对外援助法》修正案中补充规定 ,美国国务院必须

每年向国会两院外交委员会提交一份有关各国人权

状况的翔实报告 ,把这个报告作为美国与别国发展

双边关系的重要依据和条件。对于那些被美国认为

侵犯了“人权”的国家 ,美国往往根据不同的对象采

取不同的干涉办法 。这种明显干涉别国内政的“人

权报告” ,自 1961 年开始就一直延续至今 。以后的

历届美国政府都继承了这些做法 。70年代后期 ,卡

特政府把在拉美国家建立“民主制度”和“改善人权”

作为其外交的重要内容 ,为此以中断经济和军事援

助为手段 ,迫使南美军人政权改变统治方式 ,逐渐向

文人政府过渡。里根以重振美国“昔日雄风”为己任

出任美国总统 ,力图重新塑造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形

象 ,恢复美国的霸权地位 ,并把传播美国的民主价值

观和人权意识作为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 。老布

什是在冷战结束之际当选美国总统的。1990 年 4

月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称 ,他希望成为全世界民

主变革的总统 ,美国在全球的“新作用”是继续向全

世界提出民主与人权的标准。在西半球 ,老布什政

府直接插手帮助组建了清一色的亲美文人政权 ,并

试图把这一地区出现的民主化运动引导到美国安排

好的方向 ,建立一个所谓的“民主化半球” ,为形成由

美国主宰的西半球自由贸易区奠定政治基础。在非

洲 ,打着“民主化”的旗号 ,与法国展开了激烈的争

夺 ,四处插手非洲国家事务 。在亚太地区 ,老布什政

府大力促进“民主化”趋势的发展 ,强化正在出现的

太平洋共同体的思想意识 ,为美国主宰亚太事务扫

清障碍 。克林顿政府也依然重视“民主与人权外交”

的干涉作用 ,明确把“输出民主”作为美国外交战略

的三大支柱之一。

总之 ,回顾 200多年的美国外交可以发现 ,在传

统的“天赋使命”意识的影响下 ,美国外交史实际上

就是一部积极对外扩张 、争当世界领袖的“发迹”史。

而且 ,在这种独特的“天赋使命”外交哲学理念的指

导下 ,美国在热衷于到处扩张 、到处干涉别国事务 、

霸气十足的同时 ,还显得那么“坦然自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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