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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主义外交政策理念及影响

李　青
(国际关系学院 继续教育处 , 北京 100091)

　　[摘要 ] 威尔逊对集体安全观的青睐以及威尔逊主义中浸透的理想主义精神 ,深深影响着当

代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威尔逊时代是美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理想主义 ”外交虽然

不是肇始于威尔逊 ,但威尔逊在美国外交处于重大转变时期把这种方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自此

以后也就成为美国问鼎世界时所持有的一种思想观念。威尔逊主义对美国的外交理念及美国外交

的历史演变 ,都有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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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学术界和传媒有个传统 ,常常将某个总

统提出的重要执政理念定义为以该总统名字命名的

“主义”。这些在不同历史阶段以总统名字命名的

“主义”往往成为当时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 ,影响力

则大小不同 ,也许只对美国某一领域具有意义 ,也许

在较长时期对美国整体都是无可替代的指导原则 。

这些不同历史阶段以总统名字命名的 “主义”也往

往成为当时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指导原则 ,影响当

时甚至其后很长一段时期美国整体的或在某一领域

的对外政策 。这些主义都是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 ,

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提出的 。

伍德罗 ·威尔逊 (ThomasWoodrowWilson,

1856— 1924)是美国第 28任总统 ,民主党人 ,美国历

史上的著名总统之一 。由于对美国的突出贡献 ,他

被列为七位最杰出的美国总统的第二位 ,仅次于亚

伯拉罕 ·林肯。 20世纪初 ,学者出身的威尔逊总统

是个理想主义者 ,提出了他称之为 “世界和平纲领 ”

的 “十四点纲领 ”主张。他所处的时代正是美国外

交的重大转折时期 ,他奉行的对外政策尽管无不服

务于美国的现实利益 ,但却留下了 “理想主义 ”的色

彩。 “十四点纲领”体现了 “威尔逊主义”的主旨 ,阐

述了美国对一战后世界秩序的构想 ,力图建立起一

个新的国际体制。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罗

斯福总统所设计的二战结束后世界划分的蓝图 ,对

20世纪美国外交产生了很大影响 。

一 、威尔逊之前的美国

外交理念和政策

　　美国是人类文明以来最伟大最强盛的国家。美

国自开国以来就自诩与众不同 。这种不同 ,缘于美

国特殊的建国历程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刻意为

实现自由的理想而创建的国家 ,美国同时在世界上

在最激烈地自我否定中逐渐壮大 ,并成为当今世界

唯一超级大国的国家。这种自我否定与自相矛盾 ,

在其外交政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每个历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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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孤立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不断冲撞与相互更迭。

简单地回顾美国的外交史 ,我们也许可以有所

教益。从 18世纪末到 19世纪中期 ,美国的外交通

常带有孤立主义的特点 ,这种孤立主义主要表现为

对欧洲事务持中立态度 。第一任总统华盛顿

(GeorgeWashington, 1732-1799)的不干预政策是一

个重要的起点。相对于欧洲的西方社会和亚非的东

方社会 ,美国是拥有大洋作为天然屏障的新大陆 。

在两百多年前建国的时候 ,这里地广人稀 ,自然资源

可以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丰富 ,而在经济上 、军事上

却相当落后 。针对欧洲的战乱 ,华盛顿总统确立了

美国的中立立场 。不干预主义是美国最早的外交政

策 。

华盛顿告诫美国 ,不得以任何理由缔结永久性

“联盟” , “以人为的关系使我们涉入欧洲政治意见

的变动中 ,或是同与敌对国之间的分分合合都非明

智之举 。美国距欧洲遥远 ,采取不介入的态度 ,使我

们得以走不同的方向”。
[ 1] (P.175)

美洲的客观环境造

就了华盛顿的民主理念的同时 ,也使他较多的从实

际出发 ,这在外交上就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的风

格 。华盛顿在外交上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 ,具有中

立主义 、孤立主义的外交思想。华盛顿是 《中立宣

言 》的首倡者 。他充分地认识到摆脱一切结盟纠缠

的意义 ,认为美国的地理特点决定了他要 “遵守一

种严格的中立 ”。在战术上讲 ,对于美国这么一个

新生的共和国来说在大国的冲突中保持中立是比较

明智的选择 。美国由于刚刚建国 ,百废待兴 ,百业待

举 ,急需一个和平的局面去发展自己 。并且 ,英国无

论在地缘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对美国来说都是不能

忽视的威胁 。在战略上讲 , 《中立宣言 》的发表则表

明新生的美国开始以独立自主的身份登上世界外交

的舞台 ,并为以后华盛顿的 《告别辞 》里提出的孤立

主义的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华盛顿孤立主义的

外交思想集中体现在 《告别辞 》中 ,在外交事务上 ,

他提出了著名的孤立主义的原则 。他在 《告别辞 》

中指出:“欧洲的一系列的根本利益或与我们无关

或与我们关系非常微小 , ……欧洲必然经常陷入纠

纷 ,而这些纠纷在实质上与我们无干 ”,
[ 2] (P.94-95)

因

此卷入欧洲的政治是不明智的。他还指出美国在遵

守同外国政府签订的既有条约的时候 ,一定要避免

有结盟性质的协定的缔结。

《告别辞》为美国近代外交的奠定了基础 。随

着时间的流逝 , 《告别辞 》的思想已成为美国外交思

想的经典理论 ,可以说美国的外交政策第一次被确

定下来。 《告别辞 》奠定了美国外交的一个基础即

孤立主义的外交思想的基础 。华盛顿虽然没有在

《告别辞》里明确提出 “孤立主义”的字样 ,但是他是

总结了独立战争以来的外交经验 ,提出了孤立主义

的基本原则与一般性的理论 ,把孤立主义从方针政

策的层次提高到外交思想的高度 。孤立主义就此在

美国历史上有着其特殊的意义。

杰斐逊(ThomasJefferson, 1743-1826),美国《独

立宣言》的起草人与 《人权宣言 》的倡导者 ,他继承

了欧洲启蒙思想家洛克 、孟德斯鸠 、卢梭等人的思

想。同所有西方社会人道主义者一样 ,他继承了两

个传统。一是世俗基督教的宗教伦理观念 ,既反对

物质贪欲 、推崇勤俭和农民的 “自然生活 ”的方式;

二是每个政治家都清楚地知道商业是 “财富与权

利”的源泉 。道德的传统始终存在 ,但商业贸易的

要求干预了物质世界的基本现实 。这两种传统观念

使杰斐逊的外交思想充满了矛盾 ,时而表现为现实

主义者 ,时而表现为理想主义者;时而表现为孤立主

义者 ,时而又表现为扩张主义者。但是 ,它们是内在

的统一体 。由于欧洲各国在美洲大陆几乎都有殖民

地 ,因此欧洲大陆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美洲 ,而

新建立的美国不可能不受动荡的欧洲的影响 ,他长

期担任驻欧使节 ,欧洲各国的纷争使他认识到美国

不介入欧洲事务的重要性 ,也使他更坚定地奉行华

盛顿在《独立宣言》里倡导的孤立主义的原则 。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门罗主义基础的杰斐

逊主义出台了。杰斐逊认为:“欧洲国家构成这个

地球的另一部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利益 ,我们决不

介入 。美洲有自己的半球 ,它必须有它单独的利益

体系 ,这一体系必须不从属于欧洲的利益体系。大

自然使美洲大陆处于隔离状态 ,应该充分利用这一

状态 ,不让在地球其他部分燃烧起来的战火飘过把

28



我们与他们隔开的辽阔海洋 ,而且今后也将是这

样 。”
[ 3] (P.106)

杰斐逊的外交思想对麦迪逊 、门罗等

继任总统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而奠定了美国政府的

内政 、外交传统 ,并延续到二战 。现在的新孤立主义

的思想渊源有一部分也应该追溯到杰斐逊那里 。

整个 19世纪 ,美国的国力还相对有限 ,大多数

美国总统都遵从了他们的建国之父定下的国策 。埋

头建设制度 ,完善法制 ,发展经济 ,开展教育 ,提升道

德 ,全方位地打下了 20世纪强国的基础。门罗总统

(JamesMonroe, 1758— 1853,美国第五任总统)对美

国的外交理念主要体现在他的《就职演说辞 》和 《门

罗宣言 》中。作为杰斐逊的门徒 ,他继承和发展前

任们主要是杰斐逊的外交思想 ,形成了美国外交史

上著名的 “门罗主义 ”。所谓 “门罗主义 ”就是强调

美国在西半球的地位和作用。门罗的外交思想主要

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孤立主义的外交思想 ,美国自

独立战争以来实行的是孤立主义外交 。它的核心思

想是不卷入欧洲的政治纷争。门罗继承了这一外交

准则;二是关于 “美洲大陆 ”的外交思想 。发表于

1823年的《门罗宣言》在表明 “对于现存的任何欧洲

国家的殖民地或属地我们未曾干涉过而且将来也不

干涉”的同时 ,也庄严宣告 , “任何欧洲列强凡以压

迫它们或以任何方式控制它们的命运而进行的干

涉 ,我国只能认为是对合众国不友好的态度的表

现 ”。
[ 3] (P.106)

门罗奉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思想既使美国避免了

卷入欧洲各国的军事政治纠纷 ,同时又使美国不失

时机地发展了本国的经济军事实力 。从态势上来

说 ,孤立主义是美国避免被动地卷入欧洲的战争与

政治 ,而门罗主义则是美国主动地反对欧洲列强对

美洲的干涉与渗透。

二 、威尔逊的美国外交理念和政策

美国从建国之初直到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其

外交政策是偏向孤立主义的。但这从来也没有削弱

理想主义的信念 。在美国从孤立主义转向参与国际

事务的过程中 ,其中有两个关键因素:美国国力的日

渐强大和欧洲秩序的瓦解 。其中两位关键人物是:

老罗斯福总统和威尔逊总统 。尽管两个总统均认识

到美国应在国际社会中承担重要的角色 ,但是他们

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 。老罗斯福有一种现实主义

的理念 ,而威尔逊总统则有一种理想主义的理念。

最后的结果是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激发了美国人在国

际层面的道德热情 ,抛弃了原来的孤立主义政策 ,卷

入世界大战直至形成一种干预主义的政策。而老罗

斯福的现实主义理念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

自 1998年美西战争后 ,美国凭借着内战以后发

展起来的强大经济力量 ,为寻求海外市场大踏步地迈

向了列强进行激烈角逐的场所 ,逐步开始了美国外交

的历史性转变。虽然孤立主义依然是美国社会的一

股主要社会思潮 ,先辈的遗训仍在耳边 ,使许多主张

摆脱孤立 ,跨洋称雄的政治家不敢越雷池一步。但美

国迈向国际竞争社会毕竟已成大势所趋 ,更为重要的

是 ,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特殊作用乃是美国立国以来外

交政策的最终归宿 ,也是美国白人文化中的 “使命观 ”

表现的一个主要特征 ,在美国力量不足的情况下 ,成

为留在美国人思想深处的一种理想。到了威尔逊执

政之时 ,尽管它的实现仍然受到种种客观条件的限

制 ,但各种迹象预示着它将成为威尔逊政府外交中的

一根主旋律 ,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则为美国大踏

步地走向这一目标提供了契机。一战爆发后 ,美国借

着欧洲大国进行战争之机 ,把经济扩张推到美国历史

上的一个高潮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威尔逊政

府以强大的经济力量作为后盾 ,试图以最高仲裁者的

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 ,实现美国领导世界的目标。虽

然调停努力无一奏效 ,但这场战争唤起的这种梦想再

也不可能在美国政府决策者的脑海中消失。威尔逊

的外交思想比较系统的阐述是在 1918年 1月的美国

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 ,他提出了谋求战后世界和平的

“十四点纲领 ”。在这个纲领中 ,他提出了一系列外交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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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P.185-189)

第一 ,公开外交原则。威尔逊强调:“公开之和

平条约 ,以公开之方法决定之 。此后无论何事 ,不得

私结国际之盟约。凡外交事项 ,均须开诚布公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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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不得秘密从事 ”;第二 ,海洋自由原则。威尔逊

主张:“领海以外 ,无论平时还是战时 ,须保绝对的

航海自由。但于执行国际条约时 ,得以国际之公意 ,

封锁一部分或全部之公海 ”;第三 ,消除贸易障碍的

原则。威尔逊号召 “除却各种经济之障碍物 ,使利

益普及于爱和平及保障和平之各国 ”;第四 ,全面裁

军的原则。威尔逊提出 “立正确之保障 ,缩小武装

至最低额 ,而足以保护国内治安为度”;第五 ,建立

国际组织维护国家平等的原则 。威尔逊认为 ,应

“确定约章 ,组织国际联合会(GeneralAssociationof

Nations),其宗旨为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统

辖权。国无大小 ,一律享同等之利权 ”。这一原则

是威尔逊的十四点纲领中最重要的原则 。他认为 ,

一个以维护和平为目的的普遍性的各国联合组织是

保证每个成员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需要 。在

这个联合组织中 ,不允许有特殊的集团或条约的存

在 ,除非国际联盟本身行使经济上的惩罚以外 ,不得

运用任何方式的经济抵制或排斥。

威尔逊提出上述原则的根据是一种 “主义 ”,这

种主义就是 “以正义为前提 ,使国无强弱 ,共享均等

之自由 ,与生命安全 ”。其实 ,这里所说的主义 ,就

是他对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设想。根据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前副校长约翰 ·克劳特的界定 ,威尔逊的

“理想主义”外交包括四个原则:一是美国无意攫取

别国领土;二是美国外交的主要手段是和平谈判 ,不

是武力征服;三是美国不承认任何通过暴力掌权的

外国政府;四是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将恪守信用 ,尊重

道义。克劳特的界定反映出了一直存在于美国政界

和学术界对威尔逊外交称道的倾向 。战争结束后 ,

威尔逊亲率美国代表团出席在巴黎举行的战后和平

会议 ,旨在借这场战争带来的有利国际地位实现他

早就勾画好的蓝图 ,但威尔逊带着终生的遗憾离开

了美国政坛 。出现这种结果包含着历史的必然性 。

自 19世纪末叶以来 ,美国借助其迅速发展起来的强

大经济力量 ,开始摆脱几个世纪以来独居一隅的局

面 ,大踏步迈向国际竞争社会 。欧洲大国的殊死厮

杀为美国实现世界领袖之梦提供了天赐良机 ,客观

上缩短了这一过程 。威尔逊政府正逢其时 ,借助战

争带给美国经济巨大繁荣 、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和军

事力量空前强大。协约国赢得战争需要美国的援

助 ,美国对战争进程的影响尤其在其参战后更加明

显 ,协约国领导人也不敢轻易冒犯威尔逊。美国国

内的一切活动都纳入了战争轨道 ,在威尔逊 “理想

主义 ”语言激励下 ,美国人民对战争的热情迅速提

高 ,他们对战时政府的支持使国内反对派也不敢轻

举妄动。随着战争的结束 ,这种特定情况不复存在。

威尔逊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来换取他所倡导

的国际联盟。国联盟约只满足了战后风靡世界的和

平主义情绪 ,它对保障战后和平只是空洞承诺而已 ,

而美国的手脚反而受到束缚 。威尔逊的努力虽然没

有成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完全退回到过去的

孤立状态 ,美国也不可能对大洋之外的事务袖手旁

观。孤立毕竟已成为历史 ,威尔逊设计好的美国霸

权时代正在缓慢地到来 ,这就决定了威尔逊主义的

外交理念势必对其后继者们产生持久的影响 。

三 、威尔逊主义对美国外交

理念和政策的影响

　　威尔逊时代是美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威尔逊本人的政治生命虽然不是 “辉煌 ”始终 ,但他

的政治影响却从未受到遗忘 。 1962年美国一家全

国性杂志举办的评选美国历届总统的投票活动中 ,

威尔逊得的票数仅在林肯之后 ,位居第二。威尔逊

留给美国的遗产主要在外交领域 ,这些遗产一直深

深地影响着他的后继者们。

美国进入了 20世纪之后 ,开始由世界经济大国

向世界政治大国过渡 ,雄厚的物质力量基础使美国

有条件涉足世界其他地区 ,因而滞留在美国政府决

策人物脑海中的理想主义理念也逐渐兴起 。 “理想

主义 ”外交虽然不是肇始于威尔逊 ,但威尔逊在美

国外交处于重大转变时期把这种方式发展到一个新

的阶段 ,自此以后也就成为美国问鼎世界时所持有

的一种思想观念 ,无论是富兰克林 ·罗斯福的 “四

大自由”,还是杜鲁门的 “保卫自由世界 ”,还是卡特

的 “人权外交 ”;还是布什的 “超遏制战略 ”,都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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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世界上所宣扬的理想主义使命感。他们虽然

没有像威尔逊那样被冠以 “理想主义总统 ”的称号 ,

但他们的外交政策同样反映出美国的 “理想 ”信念 ,

也就是以宣传美国的传统价值观作为实现其外交政

策目标的手段。威尔逊主义的外交方式虽然常常根

据需要时隐时现 ,但从未在美国外交中消逝 ,就连以

推行 “现实主义”外交闻名的尼克松在 1969年入主

白宫后 ,也要求将威尔逊用过的办公桌搬进总统办

公室 ,作为继续威尔逊主义外交的标志。克林顿总

统同样认为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应该积极卷入世界事

务 ,美国政府会更加强调 “理想主义 ”外交所体现出

的基本内容 ,威尔逊的影响也就会更加显而易见。

国际联盟与联合国分别产生于两个重要的历史

时期 ,二者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但又有着固有的联

系 。罗斯福正是吸收了威尔逊的 “国际主义 ”思想 ,

从威尔逊的失败中汲取到教训 ,完成了威尔逊的未

竟之业 ,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副主编兼华盛顿首

席记者亨利 ·布兰登在其 《美国力量的收缩》一书

中就认为 “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促进了联合国的建

立 ”。
[ 5] (P.220)

因此 ,罗斯福倡导的联合国与威尔逊倡

导的国际联盟存在内在联系。威尔逊本想借国际联

盟实现美国世界领袖的梦想 ,但因条件不成熟未能

如愿 ,联合国的成立使这种梦想向现实转变。

当美国的世界霸权时代来临时 ,威尔逊的后继

者并没有忘记这位美国世界领袖蓝图的早期设计

者。杜鲁门曾声称要像威尔逊那样由美国来建立世

界新秩序 。美国一些历史学家也通过比较分析从正

反两方面说明了威尔逊对战后美国外交的影响。小

戈登 ·莱文的 《伍德罗 ·威尔逊与世界政治 》一书

中得出结论 ,美国 1945年之后的全球政策构成了

“威尔逊价值观 ”的 “全面胜利 ”。

结语

威尔逊倡导的国际联盟对美国外交具有重要影

响。国际联盟与联合国分别产生于两个重要的历史

时期 ,二者既有明显的区别 ,但又有相应的联系。罗

斯福正是吸收了威尔逊主义的思想 ,从威尔逊的失

败中汲取教训 ,完成了威尔逊的未竟之业。美国自

1945年之后的全球政策构成了 “威尔逊价值观 ”的

“全面胜利 ”。罗斯 ·格雷戈里认为在美国历史上 ,

很少有美国总统像威尔逊那样执行如此影响深远的

外交政策 。
[ 6] (P.55)

威尔逊在大半个世纪前就国际关

系所提出的著名的 “十四点纲领” ,依然具有很强的

生命力 ,至今是美国外交的重要理想之源。威尔逊

主义代表着 20世纪以来西方政治学说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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