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的强权, 霸权一帝国之路
:

外部威胁的扫访昌与内部例外山理的膨胀

关国的强权一霸权一
帝国文路

:

外部威月办

的机遇与内
·

部例外
,
心奥廷的服葬胀

. 蔡翠红

美国的霸权与帝国主义战略是当前的热门话题
,

尤其是
“
9

·

1 1
”

事件之后美国对阿富汗与伊拉克进行了军事打击
,

使得这一讨论更趋热烈
。

早在这一
“

改变美国历史
”

的事件

发生前的十来年间
,

我们就常听到又
“

美国霸权的谴责
、

对美

帝国主义的不满之声
。

究竟这两者之
,

间是否有不同
,

而美国

对外战略的逐步升级至今 日的帝国主义心理
,

除了其现实力

量的强大外
,

从其历史上看
,

是否有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原因

存在? 针对这些问题
,

本文拟从强权
、

霸权与帝国等概念及

其区别人手
,

探索美国是如何从一个强权国家逐步发展到今

天帝国之路的内因与外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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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问题研究

一
、

美国的强权一霸权一帝国之路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
,

虽然这里我们提出了美国的强权一

霸权一帝国之路
,

但是并不是说本文承认了美国的帝国地

位
。

这里说的
“

美国强权一霸权一帝国之路
”

只是一种愿望

或企图或
“

帝国主义
”

方向
,

是一种心路
,

是指美国对外霸

权战略的升级之趋势
。

强权一霸权一帝国这三个概念在英文中分别对应 巧w e r 、

he g em o n y
、

E m p i二
。

鉴于 目前学术界对于美国霸权与当前新

帝国论的讨论空前热烈
,

所以本文首先意欲结合美国对外战

略的转变探讨一下这三者的含义
。

国际政治本身就是强权政治
,

即所谓
“
R )w e r

Po h tic
s ” 。

卿w e r
虽然最根本的意思是权力

,

然而在意指国家时
,

则通

常表示这一国家具有相当的实力与国际影响力
,

换言之
,

强

权国家方可 以称为 巧w e :
(如 ris ing pe 认吧Is

, e m e
卿

n g po w e r ,

几司ing po w e 。
,

们d d 户洲陀巧
,

re gio 耐 即例吧比
,

~ tem pe w e。)
。

而亚非拉一些弱小国家虽然也有自己的实力计算法
,

然而在

国际舞台上则通常并不冠以 R )w e r
之称

。

美国由于其特定的

实力与地位
,

在诸多的强权中又占据了独特的地位
,

因而是

超级大国 (S
u伴耳犯w e r

) 当之无愧的属主
。

而一些法国学者

认为
,

美国现在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超级大国
,

他们已经

1 9 0



美国的强权, 精权一帝国之路
:

外部威胁住机遇与内部丙归日山理的膨胀

开始用
“

超超级大国
”

(H , 印小祀1
.

)¹ 来界定美国的新地

位
。

美国无论在经济上
、

军事上还是政治上
,

已经是事实上

的
“

巨人
”

( Co l姗uS )
。º

霸权 (h e砂泊刃n y) 是指
“

领导
、

权威或影响
,

常指在联

盟或邦联 中一个 国家或政府 的政治支配地位 (间iti 回
d o而~

e )
” 。 » 该词源 于古希腊语的一个比较深奥的词

,

没

有明显的贬义
,

指某个 国家
、

国 家集 团或政权所处 的

超群的优势地位或能力
,

延伸指一个国家控制和影响其他国

家内政和外交的行为
。

一开始霸权是用来描述雅典与其它希

腊的城市国家为了对付波斯帝国而结成联盟的相互间的关

系
。

霸权当时也就意味着雅典在没有对其它联盟国施行永久

政治控制的情况下
,

而对集体的组织与领导权
。¼ 在霸权体

系下
,

一不霸权国家利用实力和外交在一个潜在处于无政府

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维持对霸权匡家利益有利的一种秩

¹ 可以参见俞正梁
: “

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最值得深人探讨的问

题
,

《世界经济与政治》2(X 刀 年第 4 期
,

第 贬
.

页 (作者文中译为
“

超强国

家
” 。

此处为了强调递进含义
,

故译为
“

超超级大国
”

)
。

º J伪印h S
.

N ye jr
,

肠
e p叮目ox of 儿讹石c an P( 期e r ,

。面司 Uni ~ ity preSS
,

入刃2
,

p
.

1
.

» 留泌 ,
妙

’ ! N 翻, U耐晚”以 以瓜劝间州 口效动瓜尽 (N eW Yb浅 :
伪溉t & D公祀r

,

197 9 )
, p

.

斜1
.

6
.

¼ Ni all Fe 电US 叨
,

H昭~
y or 及叩 ire ? ,

凡花 ign 赶俪 . , 5 甲t况晚rI

仅td 犯左印3 , p
.

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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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问题研究

序
。

¹ 查尔斯
·

金德伯格认为
,

大英帝国 19 世纪对其帝国范

围以外所施加的影响被认为是一种霸权行为
,

而英国 194 5

年以后在国际体系中的类似影响也是霸权
。º

“

霸权国
”

或
“

霸主
”

( h卿mo n )
,

从定义上看也是一个

中性词
,

指
“

有能力确保管理国家关系的原则
,

并愿意这样

做的国家
” 。 » 这一词语在多数美国人眼中

,

包括以上的定

义中
,

认为只是一个中性词
,

而其他国家使用时则多数含有
“

责骂
”

之贬义
。

“

霸权地位
”

与
“

霸权主义
”

是不同的
。

前者指一种能

力和客观局面
,

后者指使用强权胁迫及损害他国权益的手段

追求霸权
、

维持霸权的指导思想
、

行为和政策
。

¼ 二者是相

辅相成的关系
:
有了霸权地位就有能力推行霸权主义政策

,

而霸权主义能够加强霸权地位
。

但是
,

二者也常处于不协调

状态
,

如过度推行霸权主义的扩张政策会危及本国的霸权地

位 ; 某个国家霸权地位衰落的过程中
,

其霸权主义却有可能

更加嚣张
。

至于美国的霸权何时开始
,

学术界颇有争论
。

一些西方学

¹ 李纲
: “

美国霸权与21 世纪初的国际政治
”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

发展研究所编
:
《世界发展状况 (么刃3)》

,

时事出版社
, 2以妇 年 6 月

,

第 2 页
。

º D面”iti 叨 过
“h嘟”四川y , ”

面。 Mc l幽
, Q幼川泣凸叱说 肠面湘哪

门

of 尸时. 妇
,

肠面记 U ni versl ty Pl
溯

, 1望刹玉, P
.

Z 18
.

» Rd 犯rt K ea如川 e ,

玩te m 画田囚 1比石哑姗
曰d Stat e PO w e r :

血娜
日 in

扣“m 以如. 以 月‘以必川 乃朋理 (压‘de r : w es tvi ew l,

res s , 1989 )
, P. 234

.

转引自门洪

华
:
《国际机制与美国猫权主义》

,

《美国研究》么刀l年第 l期
,

第 79 页
。

¼ 王缉思
: “

美国霸权的逻辑
” ,

《美国研究》2(X) 3年第 3期
,

第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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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强权, 黝反一帝国之路
:

外部威胁的机遇与内部板归日山理的膨胀

者认为美国的霸权始于二战结束的诊万年
,

结束于布雷顿森林

体系瓦解的 l叨 年
。

还有一些学者则
一

夫为美国的霸权始于冷战

结束后的 1卯1 年
,

并将至少持续 为 年
。

¹ 在最后的一本新书

中
,

编者认为美国的霸权时期是 l弘1年到姗1年
。º 如果从世

界霸权的角度来分析
,

从 1妈年到 19 社年间美国只是在西方建

立起了霸权统治
,

整个世界仍是一个两极体系
。

苏联解体后
,

美国才将其霸权的影响力扩张至全世界
。

“

帝国
”

这一政治形态一直存在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

之中
。 “

帝国
”

与
“

帝国主义
”

也有不同
。

在对帝国主义一词的解释与阐释上
,

由于历史背景
、

民

族特性
、

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不同
,

存在着不小的争议
。

从

词源来看
, “

帝国主义
”

来源于拉丁文
“ i侧叶ri uln

” ,

它是指

霸权国家与其控制下的附属 国家
、

人民之间的一种关系»
。

1492 年至 17 63 年间的帝国主义往往被称为重商型帝国主义

(m献an ti h st or 如幽tic im 伴ri ali sm )
,

其间几乎整个西半球与

大部分亚洲地区都在欧洲的控制之下
。

而 1870 年至 1914 年

间欧洲列强对非洲与远东的政府则是一种新型 的帝国主义
,

已经与一开始的帝国主义产生了一些背离
。

在工业革命中成

长起来的西方国家疯狂地进行殖民扩张
,

争夺世界资源
,

夺

¹ 李纲
: “

美国霸权与 21 世纪初的国际政治
”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

展研究所编
:
《世界发展状况 (岌义)3)》

,

时事出版奄二
, Z切 年 6 月

,

第 4 页
。

º h 画改 为川 O’ B石. 耐 An l妞d a eS8e
, 1吻 挂移口而. : B石ta 访 1晰

一 19 14

曰司 tha 枷侧 3 川. 1弘1 一入刃1 ,

川浅奸h劝 , U
.

K
. : 魁必哑

,

万】卫
.

» D 团‘石. of “
玩p 州函助

” ,

, G介山明 E van 月

耐 」七阮
y N曰耐ha叨 ,

珑

凡咭画 及沁如加叮 of l法加‘如司 双‘囚必瓜
,

几叩山 C明p , 1姗
, P. 2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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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问题研究

取霸权
。

帝国主义一词开始同这些国家联系起来
。

而起源于

霍布 森 (J
.

A
.

HO‘犯n : 加卿蒯俪
,

1兜 )
,

成 熟 于 列 宁

(此‘
n : 加卿而‘爪

:

服 刀卿话t s沁te of 伽
〕￡耐‘爪

,

19 16 ) 的

帝国主义学说
,

则推导出了
“

资本主义
二
帝国主义

=
战争

”

的等式
。 ¹ 在当代

,

帝国主义这一词语则常被政治化
,

有时

可以泛指一个团体对另一团体的任何形式的持久优势或统

治
,

如
“

文化帝国主义
” 、 “

经济帝国主义
” 、 “

结构帝国主

义
”

等并不包含直接的政治控制现象
。

“

帝国
”

来源于拉丁文
“ im pe ra to r l’ ,

该拉丁文原意起初

就是指最高军事领袖
,

继而指最高政治领袖
。

后来则延伸指

惟一主权国家控制下的地理疆域º ,

这些地理疆域一般很

大
,

而且往往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民族» 。

而罗马帝国中的帝

国是指各受封王子的领土的结合体
,

他们各自掌管自己的领

域
,

同时他们的头衔又来自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册封
。

及至大

英帝国时代
,

帝国一词则开始指由于殖民或征服而臣服于一

中央国家或帝国主义国家的一群国家的总称
。

直到这时 ( 20

世纪初 )
, “

帝 国
”

才开始与
“

帝 国主义
”

紧密联系起

来
。

¹ D 币n iti 二 苗
“

玩钾行山。
” ,

, 《弘血阳 E~ 助d 」团阮y Ne 栩lh田” ,

仆
e

Pe叫列 in 压cti 以以叮 of In te m atj o o al 凡肠石。
,

伦聊访 Q佣 p , 1卯8 , P. 244
.

º D 苗‘石加 or 及即 i记 , L‘n Mc U 田I ,

。面川 c 田‘ se 压面仪吸口 of Po liti cs,

肠而司 U ni vers ity Pr
幽

, 1性巧巧
,

P
.

155
.

» En 匀 of “ E lllp流
” ,

E飞yc l甲汕
日 六刀祀ri

~
、 No

.

10 ,

。甲y响少t l989 by

Cm 石er Inc o

卿ra t司
,

p
.

3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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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强权, 霸权一帝国之路
:

外部威肋的明遇与内部倾归日匕理的膨胀

关于美国是否是帝国颇多争议
。

复旦大学沈丁立教授从

制度与安全等角度论证了美国并不是一个帝国¹
,

虽然它采

用了帝国主义的对外战略
。

而美国现实主义理论家
、

新帝国

主义主要倡导者之一布热津斯基却公开断言美国是现代帝国

霸主
,

其实力至少在 25 年之内无人与之比肩
。º 然而

,

无可辩驳的是
,

美国目前的对外战略明显带有帝国主义色

彩
,

尤其是
“

先发制人
”

战略的出台更是印证了美国怀有帝

国梦
,

无论是先天的
,

还是后天
“

强加
”

的
。

二
、

概念的区分

“

超级大国
”

与
“

霸权国家
”

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

超级大国国力强盛
,

它们既有敌人又有弱点
。

有时它们了解

这一点并试图通过理解势力均衡并寻求盟友来进行弥补
。

有

时它们看不到 自己的薄弱程度
,

并为它们的无知付出代

价
。

而
“

霸权国家则蔑视联盟和国际协议
,

将它们视为限制

自己行动自由的
‘

羁绊
’ 。

霸权国家保持全然孤傲的状态
,

随心所欲
,

采取自己认为适当的行动
,

尽管有时也强词夺理

地设释国际法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

霸权国家感到自己置身法

¹ 沈丁立
: “

评
‘

新帝国论
’

及其缺失
” ,

曦国际观察》以刃3年第 3期
。

º 〔俄」安纳托里
·

乌特金
:
在新帝国主义的庇佑下一美国相信 自己的例

外性
” ,

《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
,

2(X) 2年 11 一 12 月创刊号
。

《参考资料》双刃3

年 l月 16 日
,

第 27 35 7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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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问题研究

律之上
,

坚不可摧
” 。

¹ 自从 20 世纪叨 年代初期以来
,

美国

政府一些官员就一直坚持说
,

有两个现实表明了全球的前

景
。

一个是美国的力量
。

冷战后的世界主要是单极的
。

另一

个是新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法的普遍实施
。

布什的这些官员从

中得出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结论
:
美国在这个新世界中没有多

少行动自由
。º 美国的这种想摆脱 自己行动自由的羁绊的霸

权心理昭然若揭
。

根据这样的观点
,

一些学者认为帝国尤其

是历史上的帝国
,

包括曾有过辽阔疆土而强大的帝国
,

如罗

马
、

西班牙和英国在它们所统治的几百年都只是超级大国
,

而不是霸权
。

只有如今的美国才是真正的霸权国家
,

而且不

只是一个立足于西半球的地区霸权国家
。

但是
,

更普遍的看

法是认为帝国一定是霸权国
,

即霸主
。 “

世界体系论
”

提出

者沃勒斯坦就认为
, “

霸权介于纯粹领导权与完全的帝国之

间
” ,

» 霸权一般是通过政治压力而非市场将有利于自己的规

则强加于整个体系
,

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政治秩序
。

接下来
,

帝国主义战略与霸权战略有无区别 ? 这二者确

¹ 查德
·

奥马拉
: “

超级大国还是猫权国家?" ,

美国 《巴尔的摩太阳报》
。

《参考资料》2(X) 3年 3 月 21 日
。

º 藤原归一
: “

帝国的战争没有划上句号
” ,

日本 (世界》月刊 5 月号
。

《参考资料 ) 2仪刀年 4 月 四 日
,

第 274 27 期
。

» Ni all F七斗拟仪犯 , H吻阅阳y or Er 即流 ? ,

凡脱i, 人丘苗拍
, S甲记创比d 浅t山仃

以刃3 , p
.

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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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强权, 霸权, 帝国之路
:

夕嘟威肋的斗叱国与内部例夕日山理的膨胀

实较难区分
,

有近乎相等之涵义 ¹ 。

但是
,

如果我们再考察

一下以上概念
,

就会发现
,

这二者之间还是有一些微妙的区

别
,

至少是在用词的倾向上
。

帝国主义肯定是霸权的
,

然而
,

为什么
“9

·

n ”

事件之后人们更加热衷于帝国主义这一词汇呢

(我们暂且不论新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之区别º) ?

霸权战略中比较多使用的是遏制与防范
,

打击战略是不

得已情况下才采用
。 ‘

,9
·

n ”

事件前
,

美国主要关心 的是

世界主要大国实力对 比变化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

如果同时

出现几个竞争者
,

霸权国家会选择支持对现存体系满意度

最大的国家
,

压抑对现存体系最不满意的竞争者
。

对于那

些对现存的国际体系心怀不满
,

但有可能逐步接受现存

体系的竞争者
,

霸权国家可能采取诱导战略
。

如果潜在竞

争者的行为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

霸权国家将增加该战

略中的
“

大棒
”

成份
。

对于那些对现存的国际体系心怀不

满
,

但很难改变其立场的潜在竞争者
.

霸权国家可能采取防

范战略
。

对于那些挑战现行的国际体系
,

并有可能威胁到霸

权国家至关重要利益的竞争者
,

霸权 国家可能采取遏制战

略
。

¹ 沈丁立
: “

评
‘

新帝国论
’

及其缺失
” ,

《国际观察》么刃3年第 3期
。

在这篇文章中
,

沈教授援引西方辞典学的定义
,

得出了帝国主义
=
霸权主义或

殖民主义的结论
。

º 新旧帝国主义的区别可见一些文章
,

如 块击押肠比 Jd 川
, “

An E呷ire

U ke NO o dler ” ,

拟山如用以 凡成改
l , 9/ 112(X )3 ,

VOI
.

55 Issue 16 , p
.

33 ; A l司Ie w

J
.

肠此石击 压肠函明 M目lab y , N e w R~
, NeW Je ru 目翩

,

W U明 伽刚
e d y ,

S

umme
rZ众卫 , V o l

.

26 1翻曰
, P.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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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问题研究

帝国主义战略从
“

帝国
”

与
“

帝国主义
”

定义中就可以

看出与军事
、

战争有更多的相关性
。 “

帝国
”

这一词的拉丁

文原文就与军事领导地位密切相关
。

即使是非正式的帝国一

般也都必须依靠其军事实力来支撑
,

虽然也可能利用经济方

式施加其影响与压力
。

¹ 在列宁推导出的
“

资本主义 = 帝国

主义 = 战争
”

的等式中
,

虽然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普

遍受到了质疑
,

但是
“

帝国主义
=
战争

”

这一观点却在整个

20 世纪影响深远
。 2(X) 1 年的

“ 9
·

n ”

恐怖袭击则直接推

动和催化了
“

新帝国论
”

的兴起
,

而这一理论的具体体现就

是美国新单边主义外交方针和
“

先发制人
”

军事战略的

实施
。

“

先发制人
”

原则意味着
,

美国将使用军事力量阻止其

他任何国家获得平等地位
。

也就是说
, “9

·

n ”

事件后
,

美

国将主要注意力转向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扩散方面
,

它的战略因而更具有帝国主义性质
。 “

在后
‘

9
·

11
’

事件时代
,

美国已不满足于
‘

仁慈的霸权
’ ,

而是要

推行赤裸裸的新帝国主义
’, 。º

随着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迅速取得军事胜利
,

美国新

保守主义开始鼓吹美国不仅是一个霸权国家
,

甚至是一个新

帝国
,

而理论界对 (新 ) 帝国 (主义 ) 论的热情也空前高

涨
。

¹ E n t叮 of “

公叩 i, ” ,

En cyc l叩司ia 儿理‘cana
,

No
.

10
, O甲州ght 19 89 勿

G耐 ier lnc 钾卯扭ted
, p

.

31 2
.

º 粥室新
: “

从布什主义到新帝国主义
” ,

《当代亚太》五刃3 年第 6 期
,

第 15一19 页
。

一 19 8 一



美国的强权一羁权一帝国之路
:

外部威胁的初遇与内部倒汐日山理的膨胀

最后
, “

帝国主义
”

与
“

帝国
”

则大相径庭
。

帝国概指

一种政治实体
,

而帝国主义是一种外交征服
、

统治政策
。

¹

作为帝国
,

它必然对外奉行帝国主义 ; 但反过来
,

外交政策

具有某些甚至全部帝国主义基本特征的国家
,

未必一定就是

帝国
。º 也就是说

,

施行帝 国主义战略的未必就能成为帝

国
,

而帝国一定是奉行帝国主义的战略
。 “

帝国主义应该指

通过建立帝国来改变国际现状的能动过程
。 ”» 单纯的一个

国家的国际权力的增长不代表帝国主义的存在
,

维持一个现

存帝国的保守政策也不一定是帝国主义
。

在克林顿时代
,

著名学者兼政治家劳伦斯
·

萨默宣称
“

美国是历史上惟一非帝国的超级大国
” 。

¼ 而近一年多来
,

形势却发生了深刻变化
,

不少美国学者和政要相继发表文章
“

宣告美利坚帝国已经来临
” 。 “

今 日之美国并不只是一个

¹ 孔田止 且川山衍田侧J M如山 抽瓜y , “ R e tri e , 1叫 ; the 11甲如al
: E ll甲ire 耐

玩沈m 西田al R e l西 .
” ,

用公如甘‘如
: 如山补以 of 如. 门, 川如d &记油

, 2以犯 ,

Vol .31
,

NO
.

1, P
.

lll

º 〔俄〕安纳托里
·

乌特金
: “

在新帝国主义的庇护下
—

美国相信自己

的例外性
” ,

《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
, 2(X犯 年 n 一 12 月创刊号

。

《参考资料》

2(X刀年 l月 16 日
,

第 27 357 期
,

第 4 页
。

» 摩根索的观点
,

见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
‘

仑》第五版
,

詹姆斯
·

多尔

蒂
、

小罗伯特
·

普法尔茨格拉夫著
,

阎学通
、

陈寒溪等译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2(X 犯年 12 月
,

第 47 1页
。

¼ 5无朋石阳 M s场山y
, “

肠
e R e lu c住田 t lm 卿ri 曲滋 :

介加“,
, F‘1记 S训翻

,

耐

the (远Se for Ame ti can h 叩i二” ,

凡陀枷 勺介￡几
,

祠
.

81
,

No
.

2 ,

随此h/彻司
, 2以刀 ,

p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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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问题研究

‘

日不落
’

帝国 (大英帝国 )
,

⋯⋯它是太阳底下以及历史上

从未有过的新事物
:
一个惟一的全球性帝国主义

,

按照它 自

己的设想重新塑造地球上的国家
。 ” ¹

虽然有一大批文章和书籍纷纷宣告
“

美国帝国的来临
” ,

并列举了标志
, º 然而

,

如前所述
,

也有持不同意见者
,

认

为美国施行的是帝国主义外交路线
,

却不是帝国
。 »诚然

,

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称谓
,

而是其实质的外交动向
。

所以
,

下面我们就看看美国的新帝国主义战略形成的历史原因
。

三
、

新帝国主义战略的形成
:

外部威胁的机遇与内部

例外心理的膨胀

唯物辩证法一直强调事物发生的外因与内因
,

而内因是

根本原因
。

我相信这一原则可以适用于任何场合
,

包括美国

当前的新帝国主义战略的形成
。

虽然我们很清楚
,

实力是实

现霸权的前提
,

而制度安排是实现长期霸权的基础
。

许多学

者和政客以美国在四个方面的至高无上的巅峰地位为标志
,

纷纷宣告
“

美国帝国的来临
” ,

认为
:
美国是全球惟一的超

¹ 」山n 图 Kul th
, “O翔知阅石ng th e U ni 卯lar M

~
t : the A n祀幻can Er 叩ire 喇

】目山垃。
及助行溯

” , O 』

朋
“茄幻叮

,

Vol
.

10 1 ,

No
.

65 9 , n 戈倒阮
r Z (X犯 , P. 40 3

.

À 〔美〕詹姆斯
·

科斯著
: “

单极时代
:
美利坚帝国和伊斯兰恐怖主义

”

(赵森摘译 )
,

《国外理论动态》入刃3年第 6 期
,

第 27 一29 页
。

» 沈丁立
: “
评新帝国论及其缺失

” ,

《国际观察》2(X) 3年第 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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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强权, 到民一帝国之路
:

外部威胁的杠遇与内部西归扫山理的膨胀

级大国甚至超级霸权国 ; 全球第一的高科技军事大国和
“

军

事革命
”

的领头羊 ; 世界经济中最大
、

最先进的经济体和推

进全球化的火车头 ; “

软力量
”

的典范和全球流行文化的传

播者
。

然而
,

这是对一种现状的观察
。

新帝国论的出现和兴

起不是偶然的
,

它与美国历史发展轨迹及心理密切相关
。

美

国新帝国思维的深层原因是历史上的诸多偶然事件造成的危

机的外因刺激与美国例外思想的膨胀
,

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

结合
,

是外因与内因的结合
。

(一) 外部威胁的机遇导致的实力增长

《华尔街 日报》编辑迈克尔
·

布特在其著作 《以和平为目

的的战争
:
小战争与美国实力的腾飞》中认为

,

我们
—

美

国人
,

没有向往过帝国
,

没有建立过帝国
,

也没有规划过它

的轮廓
—

它落在美国的肩上完全是偶然的¹
。

但是
,

现实

主义者从来不相信这一说法
。

在他们眼中
,

任何战略的制定

都是基于国家实力
、

国家安全利益
。

这确实无可置疑
。

但回

顾历史长河
,

则不难发现
,

这些必然性的现实主义观点也有

其偶然性的诱因
。

当前各国政界
、

学术界争讨中的
“

帝国主义
”

战略的代

表一
“

先发制人
”

战略的直接促生因素正是
‘

,9
·

n ”

事件
。

这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
,

但对美国安全战略产生的影响却远

¹ 安纳托里
·

乌特金
: “

在新帝国的庇佑下一一美国相信自己的例外性
” ,

俄罗斯 《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
, 2印l 年 n 一12 月

. ,

《参考资料》大刃3年 1 月

16 日
,

第 刀35 7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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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问题研究

非其 自身的解决方案
。 “

9
·

11
”

事件产生了令人痛苦的自相

矛盾的影响
。

它把美国的力量动员了起来
,

然而它又使美国

的利益变得越来越狭隘
。

突然间
,

华盛顿变得更加强大
,

以

前一直没有显现出来的强大实力得以显现
,

并且决心采取行

动
。

但是它将只是为了它自己的核心安全而采取行动
,

甚至

当它需要时先发制人地采取行动
。

偶然事件成为了行动的原

因
,

也成为其扩张的托辞
。

在美国历史上
,

类似目前的这种外部威胁急剧增长和对

外扩张迅速升级同时发生的状况
,

已经出现过许多次
。

在其

历史上
,

美国已遭受过许多次意想不到的军事攻击
。

这些攻

击引发了许多次美国参与的
、

带来极具影响力后果的战争
,

它们尤其引发了美国力量的扩张及其帝国势力范围的扩大
。

回顾美国历史
,

可以认为它经历了四轮扩张¹

第一轮扩张是从北美洲大陆到加勒比海地区的大陆扩

张
。

186 1年 4 月 21 日
,

美国南方的邦联军队对萨姆特要塞

的袭击
,

引发了美国内战
。

内战初期
,

美国的目的仅仅是使

¹ 美国历史上四轮扩张的提法
,

比较有影响的可参见 I美」詹姆斯
·

科

扣酌文章
, “

单极时代
:
美利坚帝国和伊斯兰恐怖主义

” ,

美国 《当代历史》

2仪泛年 12 月
。

又见该文的中译文 (赵森译) ,

《国外理论动态》2(X) 3年第 6 期
,

第 27一29 页
。

除了文中这种分法
,

也有人认为美国的扩张可分为大陆扩张
、

海

外扩张
、

全球争霸
、

全球独霸四个阶段
。

从美国立国到美西战争前是第一阶

段
,

其主要特征是领土扩张
。

第二阶段是从美西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

从 19月6 年到 1卯1年是全球争霸阶段
,

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冷战时期
。

冷战

结束到现在是第四阶段
。

可见安国章
: “

美国的新帝国梦
” ,

《大地》么刃3年第 7

期
。 httP : 刀~

.

p叹甲le
.

~
.

耐G B / pa pe r8 1/898 21 83 75 57
.

hi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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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强权一霸权州帝国之路
:

外部威胁的初遇与内部但归日山理的膨胀

南方重归联邦
。

但随着美国重新统一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并把

自己的领土扩张至太平洋海岸
,

其强势扩张迅速超越了北美

洲大陆的地理限制
,

指向加勒比海
,

特别是古巴
。

古巴这个

西班牙的殖民地开始成为美国帝国扩张的下一个 目标
。

到

19 世纪末
,

美国的领土已经从大西洋扩展到了太平洋
,

在

版图上成为国际社会的庞然大物
。

第二轮扩张指向整个西半球甚至部分亚洲地区
。

18 98

年 2 月 巧 日
,

美国军舰
“

缅因
”

号在古巴哈瓦那港 口爆炸
,

美国认定是西班牙军队对美国发动了突然袭击
,

发动了西班

牙
—

美国战争
。

起初
,

美国只希望通过美西战争把古巴和

波多黎各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
。

然而
,

美西战争

所引发的实际后果
,

却使美国帝国的势力范围超出了加勒比

海地区和中美洲
。

美国帝国开始在整个美洲半球推进 自由民

主和自由市场
。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
,

美国把拉美变成

了自己的
“

后院
” 。

而随着美国吞并夏威夷甚至菲律宾
,

这

种扩张趋势越出了西半球范围
,

跨越太平洋
。

美国成了当时

世界上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之一
,

并开始与其他殖民者争

夺殖民地
。

这一时期
,

美国的势力迅速从北美大陆扩张到太

平洋地区
、

东亚和整个拉美
。

第三轮扩张从欧亚大陆到中东地区
。

194 1 年 12 月 7 日
,

日本军队对珍珠港的袭击
,

迫使美国加人了第二次世界大

战
。

美国参战的最初目的是击败日本和德国
,

但实际的结果

并非仅止于此
。

美国因二战而把其势力范围扩张至西欧和东

北亚
。

二战结束后
,

美国全力扩展 自己的势力范围
,

通过马

歇尔计划对欧洲进行经济援助
,

使欧洲在经济上依赖于美

国 ; 通过建立北约
,

驻军欧洲
,

使欧洲变成了美国的
“

小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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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问题研究

伴
” 。

在亚太地区
,

美国与澳大利亚
、

日本
、

新西兰
、

韩国
、

菲律宾等国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
。

实际上
,

由于石油对美国

及其在西欧和亚洲的盟国的发展必不可少
,

美国帝国的这一

轮扩张不久就超出了欧亚大陆
,

扩张至它们之间的关键区

域
,

这就是中东
—

5 0 年之后美国遭受下一次袭击和发动

下一场战争的根源所在
。

第四轮扩张也许就是全球性的了
。
200 1 年 9 月 n 日伊

斯兰恐怖分子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袭击把美国带人

了 21 世纪的第一场战争
,

对阿富汗塔利班的打击是反恐战

争的第一步
,

战争的第二步是伊拉克
,

下一步就不敢在此轻

言了
。

起初
,

这看上去是一场新型战争
,

一场在全球范围内

打击跨国恐怖主义网络的战争
,

而不是针对某个民族国家的

战争
。

但是
,

2 (X犯 年 1 月
,

布什政府扩大了反恐战争对象

的定义
,

把试图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
“

无赖国家
” ,

尤

其是由伊拉克
、

伊朗和北鲜朝组成的
“

邪恶轴心
”

作为反恐

战争的未来敌人
。

这一次
,

美国帝国要将其势力范围扩张至

全球的大部分地区
,

实质上要扩张至整个世界
。

当上述这些意外事件发生时
,

没有人能预测其最终结果
:

它强化了美国的扩张欲望
,

推动美国所谓的自由民主和市场

经济制度不断传播
,

先是大陆
,

继而是半球
,

再是近乎全球
。

(二 ) 内部例外心理的膨胀
:
从宗教

、

种族优越

感到道德优越感
,

从美国主义到普世主义

美国人 自我形象的核心是
“

美国例外论
” ,

这一思想早

在美国建国之初就已形成
,

在一定意义上成了美国人深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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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强权丫羁权, 帝国之路
:

夕嘟威胁的机昌与内部但扫日山理的膨胀

疑的
“

美国公教
” 。

美国人在很早的时候就认为美国是一个

独特的民族
。

美国认为自己是
“

上帝的选民
” ,

有着
“

天定

命运
” ,

要教化全世界
。

(l) 从宗教
、

种族优越感到道德优越感
。

早期清教徒为

了摆脱欧洲的宗教和政治压迫而漂洋过海到达北美大陆时
,

他们就自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

北美是上帝赐予他们的一块

净土
,

远离欧洲的专制
、

狡诈
、

腐败
、

堕落和无休止的争

斗
,

他们要在此建立一个
“

宗教理想国
” 。

当约翰
·

温斯罗普

带着那批摆脱了宗教迫害的新教徒终于找到了实现自己信仰

的理想场所时
,

他不无感触地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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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¹ 这些清教徒

认为他们负有一种特别的使命在这个新世界创造一个社会
,

从而给欧洲国家树立一个榜样
。 “ 9

·

11 ”

美国遇袭后
, “

美国

乃天赐之国
”

的神圣感在民间进一步扩散
。

他们有
“

我们为

什么遭人恨 (嫉妒 )
”

的疑间
,

但没有
“

我们究竟做了什么

(不对的事情 ) 让世人不满
”

的反思
,

因为他们有
“

自己高

人一等
”

的宗教情结
。

种族优越感是与宗教优越感同时存在的美国例外论的一

种心理基础
。

在美国历史演变中
,

盎格鲁一撒克逊主义曾经

非常盛行
,

它在美国种族观念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
。

这种

观念鼓吹白皮肤的美国人 (尤其英国后裔 ) 属于最精华的人

种
。

美国人从他们欧洲近亲的先辈那里继承了深厚的种族观

念
,

视其他种族 (尤其有色人种 ) 为低劣民族
。

自我中心的

¹
“

美国
‘

使命
’

观的历史和文化起源
” ,

助p : 刀~
.

huaj un
.

C . nl 油四南. 创

田石e l曰7
.

htD 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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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观念成为
“

无法抗拒的遗产代代相传
” 。

历史上也存在帝国主义与种族优越感紧密联系的状态
。

例如纳粹德国所施行的帝国主义战略与种族主义就无法分

割
。

因为存在着种族优越感
,

他们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主宰别

人的人种
,

他们有权利和义务对别的人种实行统治
。

美国独立后这种宗教与种族优越感转移到世俗方面
,

促

成了美国的
“

道德优越感
” 。

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因而也成为

了全世界的典范
,

美国的道德也在美国人的眼中成了全世界

应该跟随的对象
。

美国成为有别于欧洲君主专制社会的共和

国
,

它声称要摒弃欧洲的君主制
、

贵族制
、

等级制
、

贫富分

化和阶级冲突
,

把
“

宗教理想国
”

演变为一个世俗的理想

国
。

成千上万的欧洲移民逃离欧洲的压迫和贫穷
,

在美国找

到了他们向往已久的机会
,

他们感到将实现自己的信仰
。

美

国人认为
,

整个世界最终采纳民主制是不可避免的
,

美国的

经历就是一个极好的样板
,

美国负有传播自由与民主的特殊

使命
,

要让
“

山巅之城
”

的
“

圣光
”

照射到仍然处于
“

黑

暗
”

之中的蛮夷地区
。

因此
,

欧洲攫取海外领土是为了征服
,

而美国攫取海外

领土并不是帝国主义
, “

美国将以善良的方式照顾这些不幸

者
” 。

美国人被告知
,

18 98 年美国对西班牙宣战是为了把古

巴从西班牙
“

屠夫
”

的残暴统治中拯救出来
。

而一战中
,

美

国从中立转向参战是为了
“

使民主更加安全
” 。

二战后
,

美

国的这种独特性的自我认知促使美国要承担所谓的
“

世界责

任
” 。

一位美国政治家曾这样说
, “

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哪一

个国家扮演承担世界责任的角色但却不是为了保卫和维持一

个世界帝国
。

我们发现我们在世界历史上处于一种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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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强权, 霸权, 帝国之路
:

夕嘟威肋哎晰遇与内部徊汐扫山理的膨胀

的地位
。” ¹ 言下之意

,

美国的世界责任并不是抱着帝国主义

思想
,

而是基于其道德的优越
,

是为了让
“

不幸者
”

感受他

们高尚的民主与自由的气息
。

(2) 从美国主义到普世主义
。

基辛格说过
,

最能代表美

国精神的就是
“

实用主义
”

(入卿喊i ,。)
,

因为美国是一个

讲求实效
、

通权达变的国家
。

事实上
,

美国的价值观是无法

用一两个词语概括的
。

如果真的可以
,

也许就只能用
“

美国

主义
”

来描绘
。º 这种主义的主要特征和实质就是

“

美国例

外论
” 。

英国记者朗雷 ( c 出肠记 肠心
e : ; ) 翻开加人美国籍的

效忠誓词后
,

知道了美国和美国主义的真实含义
:
上帝的国

家
。

这个国家是最好的
,

因为是上帝挑选的
。

如果你不生在

美国
,

你要通过反复修炼
,

接爱美国主义
,

然后才能成为美

国人
。 » 而布什在宣誓就职时也称

,

美国主义是一种信仰
,

上帝仍在指引着美国的终极目标
。

无论你信与不信
,

美国领

导世界和美国价值观
,

是上帝所喜爱的
。

他的话无疑说明了

¹ 王立新
: “

喧嚣一时的帝国论
” ,

《环球时报》刀以)2 年 4 月 巧 日 ;
华夏

论坛
, b即

: 刀~
.

司u .

即刀仪迫11肠l, 刀 l砧 Z h回

º 美国主义是美国价值观的总称
,

其具体内容很复杂
,

如个人主义
、

自

由主义
、

乐观主义
、

实用主义
、

理想主义
、

种族优越感
、

对社会主义的僧恨
、

反殖民主义
、

例外主义
、

霸权主义等
。

见关中
: “

美国的价值观一论
‘

美国主

义 ” , ,

(台湾 ) 财团法人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
,

内政 (研 ) 的1 一 仍 1 号
, 2(X犯

年 4 月 l 日
。 Avail ab le

仍1
.

htm
.

七U。币。可i盯田1/认 一 r 一
伪1 一

» 陈冰
: “

布什总统是全世界的教父
” ,

《读者文摘》
,

澳洲在线
,

丛垫三卫

w 钊w
.

阳0 1
.

c o n l .

四了护侧刁
p
刁么I 乃/佣2侈叹月523 3

.

卜知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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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代表
,

普天之下应该都按照美国的模

式行事
,

接受美国的领导
。

在对外关系上
,

一个国家的价值观
,

原则上只能
“

限国

内使用
”

(for dom es ti C

use
o ul y)

,

它可用来教育或说服自己的

人民支持政府的政策
。

若想以 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他国身

上
,

甚至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
,

则有悖于法理
。

然而
,

美国

却坚持其价值观可放诸四海而皆准
,

认为其价值观为普世主

义的价值
。

在美国人看来
,

他们
“

应当主动地
、

像传教士那

样去发挥他们的救世主作用
” 。

英国 《卫报》专栏作家蒙贝

尔特 (晓鸣
e M or 山iot ) 说得更加一针见血

,

美国已不需要请

示上帝
, “

美国就是上帝
,

那些走向国外的士兵以天国的名

义播撒光明
,

美国国旗像 《圣经》一样神圣
,

美国国名如上

帝之命一样不可袭读
,

美国总统正转换为教主
” 。 ¹ 言下之

意
,

凡是美国的就是正确的
,

就像所有基督徒以圣经为信条

一样
,

全世界都应以美国为榜样
。

美国历史进程中一直潜藏着一种美国例外和救世主义的

使命意识
。

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
·

麦迪逊就认为美国是全

人类的榜样
,

新生的合众国是一个
“

崛起的帝国
” , “

将向全

球扩展
” ,

这个持续扩展的共和国将成为一个
“

伟大的
、

备

受尊重的和繁荣的帝国
” 。º 正是这种历史潜意识使得美国拥

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道德优越感
,

认为自己肩负着拯救世界的

¹ 陈冰
: “

布什总统是全世界的教父
” ,

《读者文摘》
,

澳洲在线
,

坛年 : /l

钊w w . a u o l
.

CO m
.

明/份目e rl岌刃31佣Z创叹减523 3
、

htr d
.

º J~ 以毗e , “

玩卿‘al 凡肥ri ca 耐 the C

~
I n te 理溢 ” ,

肠月挂 尸以甸

湘阴汉
, Sp山唱 , 2(X 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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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强权”霸权一帝国之路
:

外部威胁的杠满与内部俪归日匕理的膨胀

使命 (
一画sm )

,

而美国的历史进程使得
“

他们相信美国

对国际社会的支配是历史的自然结果
.

因为美国是
‘

人类进

步中惟一保留下来伪典范
,

(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的讲

话)
’, 。

¹

在美国人眼中
,

他们的祖先为了寻求 自由来到美洲
,

经

过数世纪的奋斗
,

现在终于形成了有别于世界上任何国家政

治制度的体制
,

这是世界上能够保证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最

好制度
。

以这种
“

自由与开明
”

的制度为基础去实现其复兴

和拯救世界的梦想
,

自然就成为美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

因此
,

当美国开始处理与自己政体不同国家的外交关

系时
,

这种价值观必然会在其外交政策中体现出来
,

成为美

国在尘世履行其特殊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整个 19 世纪
,

美国在北美大陆的扩张都是打着扩大

自由和传播共和理想的旗号
,

相当多的美国人也真诚相信
,

美国的扩张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

而且也是为了扩大和传播共

和与自由理想
。

1898 年 4 月
,

美国对西班牙宣战
,

开启了

其建立海外帝国的进程
,

美国打出的旗号是
“

解放
”

古巴
。

二战后
,

美国更是把
“

领导世界
”

和
“

捍卫 自由
”

联系在一

起
,

帝国之梦掩藏在以
“

捍卫自由
”

的名义进行的对苏冷战

之中
。

在过去
,

他们出征世界的时候是
“

在为上帝而战
” 。

今天
,

他们强调的是要担负领导并帮肋保卫世界各自由国家

的责任
。

这就是他们的
“

天定命运
” 。

美国例外论和道德优越感还导引出一个灾难性的
“

理

¹ Wi 盗am R 油任, “

翻和石ti cs ha ve Cll山l

网 for 阮 , 咖说
” ,

而叱用山劫怕以月肠飞召

乃访姗
,

御妇冠盯n , 2(X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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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
目的总是能为手段提供合法性

,

尽管美国也经常使用

不道德的手段
,

但都是可 以原谅的
,

因为
“

美国的事业是高

尚的
,

它的心灵是纯洁的
,

它的愿望是好的
” 。

这一
“

理论
”

为美国在追求帝国目标过程中的横行霸道大开方便之门
,

为

美国在
“

自由
”

的名义下侵犯他国的自由找到了借口
。

对

此
,

保罗
·

肯尼迪指出
,

无论美国与其它传统帝国有多大不

同
,

美国的行为经常与征服性帝 国没有什么两样
。

他说
:

“

从第一批移民从英格兰抵达弗吉尼亚和开始向西迁移之 日

起
,

美国就是一个征服性的民族
。 ” ¹ 肯尼迪说的无疑是事

实
。

而从世界历史发展过程看
,

如果一个民族认为
,

它拥有

上天赋予的一种优于其他民族的特性和能力
,

就必然得出结

论
,

拯救和统治落后民族是它的注定命运
。

历史上多少个大

国就是在这种
“

使命
”

心态的驱使下
,

扬起了征服其他国家

的大旗
。

尽管可能会炫耀一时
,

但最终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历

史的尽头
。

综观美 国的历史
,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
在美国国民

中
, “

优越感
” 、 “

救世主精神
” 、 “

自命不凡的使命感
”

一直

是他们
“

明显的精神支柱
” 。

这也是
“

美国例外论
”

的思想

根源
。

虽然国家安全利益与物质利益始终是一国外交政策的

现实实效天平
,

但是透过表象
,

不可否认的是
,

美国在历史

上一系列的安全危机的应对过程中
,

不仅增强 了 自己的实

力
,

而且诱发了美国的扩张欲望
,

是美国能够发展到今天的

¹

论坛
,

王立新
: “

喧嚣一时的帝国论
” ,

《环球时报》2(X犯 年 4 月 巧 日 ; 华夏

卜n p : 11 ~
.

司 u . e 且甘2印2 11伪Z引)7 165 2
.

h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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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强权, 箱权一帝国之路
:

外部威胁的七贴昌与内部丙归日山理的膨胀

偶然性因素
。

而美国所特有的宗教优越感与种族优越感到道

德优越感的升级
、

美国主义到普世主义的延伸是美国当前帝

国主义对外战略逐步形成的内因
。

内外因的结合造就了如今

的现实
:
拥有全球霸权野心的美利坚

“

帝国
” 。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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