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责编 黎建军
3老木说事 2013年2月1日

美 国 亚 太 战 略 的 虚 与 实
老木

一不小心在《西中报》上开了这个栏
目，终至于弄到一发不可收拾。很感谢读
者朋友对这个栏目的热爱。当听说大家拿
到报纸首先看的栏目是老木说事时，老木
真的是心花怒放，喜不自胜。老木表示很
有压力，老木表示更有动力。老木愿和大
家共同成长，共同进步。

新年快乐！加油！
——黎建军老师

美国“重返”亚太，给亚太国家特别是中
国带来了极大的战略和心理压力。研究美国
对外政策，审视周边态势，采取灵活主动、务
实有效的内外政策，对中国当前处理好中日
关系、中美关系尤为重要。

美国外交政策溯源

美国从一个英属殖民地到成为世界超级
大国只有230年的历史。美国真正推行霸权
也就是战后60多年的历史。美国从一个默默
无闻，只关心美国利益，只关心美洲利益，到
关心欧洲利益，再到关心全球利益是一个渐
次发展的过程。

美国获得独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
于国力所限，仅仅关心自身事务，美国开国元
勋华盛顿为此把美国的外交定位为“孤立主
义”。也就是要置身于欧洲事务（当时欧洲主
宰世界，亚洲受制于欧洲）之外，受此影响，此
后各位总统都模范地遵循了这一原则。到美
国第5任总统门罗时，1822～1823年，当欧洲

“神圣同盟”企图干涉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
时，美国积极推行“美洲事务是美洲人事务”
的政策。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向国会提出
咨文宣称：“今后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
陆已经独立自由的国家当作将来殖民的对
象。”他又称，美国不干涉欧洲列强的内部事
务，也不容许欧洲列强干预美洲的事务。这
项咨文就是通常所说的“门罗宣言”。它包含
原则就是通常所说的“门罗主义”。“门罗主
义”实际上反映了美国想把美洲变成美国人
的美洲的野心。这时候，美国人所关心的最
大利益还只是在美洲范围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先是虚与委
蛇，保持中立，继而参战，大发战争财。一战
结束后美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伍德罗破天
荒地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走出国门的总统
参加了巴黎和会。在巴黎和会上，美国总统
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
孟梭被称为“三巨头”左右了巴黎和会，和会
对战败的奥匈帝国、德国、土耳其进行了宰
割。威尔逊回国后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民众的
欢迎，美国政治家们继续秉承华盛顿的孤立
主义外交思想，认为欧洲并非美国的利益所
在，美国国会因而没有批准《巴黎和约》。由
威尔逊一手倡导的国际联盟也因为国内政治
家们的反对，美国没有参与，而由英法操控。
这个重大外交事件的一波三折，一方面反映
了孤立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更多地反映了
当时美国实力远未到干涉欧洲事务的地步，
因而不得已放弃了到了嘴边的肥肉。

不能干涉欧洲事务，但是远东地区（欧洲
国家根据和自己距离的远近，把东欧、中西
亚、太平洋地区分别称为近东、中东、远东）
的事务确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特别是一
战期间，日本利用欧洲列强忙于一战的空
隙，独霸中国。为了打破这一局面，1922 年
由美国主持召开了战后的华盛顿会议，最终
形成了华盛顿体系，通过努力，美国一方面
体面地拆散了英日同盟，另一方面通过《九
国公约》又使中国回到帝国主义共同支配的
局面，美国以此来化解了日本的优势，实现
了帝国主义在远东力量的再平衡。特别是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海军军备条约》规定，
英、美、法、意、日五国海军主力舰吨位比例
为 5:5:3:1.75:1.75，美国获得了和老牌海上殖
民国家英国同样的制海权。这次会议是美
国和英国、日本等国家在远东的一次重大博
弈。最终确立了以美国为主导的战后华盛顿
体系。表明美国当时最关注的还是周边的利

益。这个时候美国就在太平洋地区部署自己
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凡尔赛和约签署时，法国参谋长毛奇就
断言：“这不是和平，这是休战，是 20 年的休
战。”鉴于一战的惨烈，各国蒙受的重大损失，
英法谈战色变，面对德国民族复仇主义和纳
粹主义的挑衅，英法一味妥协并企图把德国
祸水东引，让德国法西斯去进攻苏联，所以英
法采取绥靖政策，对德国的挑衅忍气吞声，结
果英法自尝恶果。1940 年 6 月，在德国的大
举进攻下，法国亡国，8月起，德国法西斯狂轰
滥炸英伦三岛。与此同时，日本法西斯大举
入侵中国，挑战华盛顿体系。显然，美国此时
很难置身事外，但美国政治家仍然恪守孤立
主义，尽管罗斯福总统多次发出警告，希望美
国能够救援被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但是仍然
应者寥寥。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
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远隔大洋的美国
也终于被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据老木
看到的资料，当时美国罗斯福政府从很多渠
道得到了日本将要偷袭美国珍珠港的消息，
包括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军统局也得到了
准确的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的消息，而且反
复致电美国政府希望美国政府防范，但是，
骄傲的美国人仍不以为然，从而有人推断，
这是罗斯福政府有意为之，以此重大损失唤
起国人的惊醒。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
迅速领导了二战。1942 年 1 月《大西洋宪
章》发表，中美英等 42 个国家结成了世界反
法西斯同盟。美国很快修改了中立法案，变
此前的不管正义与否，一概不予支援的中立
政策为租借政策，即各被法西斯侵略国在战
时都可得到美国的援助，向美国租借物资，
没有运输能力的由美国政府负责运送，战后
归还、偿还。

经历了二战的洗礼，美国终于凭借着强
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从幕后走向前
台，从世界的边缘走到了世界政治中心。二
战后期的雅尔塔体系，最终使美国和苏联两
分天下。二战后，1947年，英国希望美国能够
援助两个极有可能受到共产主义势力冲击的
政权——希腊和土耳其，英国希望美国做老
大，罩住两个小兄弟，标志着英国拱手让出了
世界霸主的地位，世界霸主的交椅终于被美
国人坐在了屁股下面。

二战后，美国和苏联在两极对峙之下争
霸、冷战。由于美苏都惧怕面对面的冲突，因
而保持极大克制，但是，在亚洲，朝鲜战争和
越南战争却是美苏热战的表现。应该说这一
时期，美苏在亚洲的争夺要激烈于欧洲。70
年代到80年代，美苏在中东因能源的争夺更
是如火如荼。

受两极格局的影响，在1991年苏联解体
之前，中国的内外政策就是受制于两极格局
的典型写照，首先是中国推行一边倒战略，无
可选择的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倒向了社会
主义老大哥苏联。其次，50年代后期和60年
代，中苏交恶，中美关系改善，这既是中国战
略的需要，更是美国战略的需要。

诸位看客，老木用木乱的语言拙劣地表
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是想说明，自二
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霸主，影响力遍
及全球，整个欧洲一度都是美国的小跟班，偌
大的中国在70年代也是美国战略上的一个棋
子。美国何时离开过亚太，亚太始终在美国
的监控之下，只是由于亚太长期较之欧洲落
后，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没有构成威胁，因而美
国人没有甚至不用苦心经营罢了。现在，亚
太经济低迷、中国与邻国领土之争不断发酵，
特别是中国继日本之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中国快速发展对美国的亚太战略构成威
胁，美国甚至担心自己世界霸主地位的动摇，
所以有必要加强对亚太的把控，因而要所谓
的“重返”亚太，但是，美国从来没有离开过亚
太，又何来“重返”亚太之说？

美国“重返”亚太，到底要干什么

奥巴马上台后开始修正布什主义外交理
念，以重塑美国领导地位。其核心理念便是
推行“软实力”外交，以硬实力作后盾，以“柔
软身段”与协商对话姿态来改善美国的国际
形象，重点解决其面临的经济危机，最终达到
进一步强化美国全球实力、重塑美国领导地
位的目的。所以，美国这次所谓的“重返”是
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巧妙手段。

美国重返亚太对中美关系和中日关
系的影响

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加强和已有盟国日
本、菲律宾、澳大利亚之间的关系，加强对东
盟的渗透，很显然，美国主要要向朝鲜、伊朗
等所谓的邪恶国施压，同时向中国等经济快
速发展的国家施压，这种压力不管是表面的，
还是心理的，都显示了美国的存在，都给当事
国造成极大的压力。

去年以来，围绕着中国钓鱼岛，中日之间
的矛盾不断上升，两国的关系下降到建交以
来最低点。近日，中日两国在钓鱼岛更是剑
拔弩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这种背
景下，中美、中日之间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
当前，在国内，有一些人高估了美日联合的作
用，似乎一个日美安保条约就超越了一切，从
此，中日之间有一点风吹草动，美国都不会袖
手旁观，甚至会大打出手。中日之间的冲突
必然引发美国的介入甚至使中国遭受美国
的致命打击。其实不然，我们审视美国的对
台、对日政策，其最基本的出发点都在于不
刺激中国，尽管美方多次谈到在钓鱼岛问题
上适用《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但是如何适
用、怎样适用、什么时候可以适用，都没有做
过明确表态。其实，美国参议院的举动是想
让日本觉得在领土外交遇到最大困难时，盟
友给了他最大的支持。退一万步讲，即使因
钓鱼岛引发中日冲突，美国也会慎重对待，
要知道美国三权分立的回环往复给美国的
政治留下了很多可以改正的空间，美国总统
可以动用战时授权而否决参议院的决议，美
国最高法院也可以宣布日美安保条约违背
宪法而使得美国有空间有时间采取更加灵
活的措施。事实说明，美国在关键的时候还
是会压制日本，免得给美国惹来麻烦。当日
本在 1 月 16 日信誓旦旦要对飞入钓鱼岛上
空的中国飞机进行射击时，美国当天就警告
日本不许向中国射击，如果说此举有利于中
国，不利于日本的话，1月19日美国国务卿希
拉里·克林顿在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共同会
见记者时称，美在钓鱼岛主权归属上不持立
场，但承认钓鱼岛在日本行政管辖范围内，反
对任何寻求破坏日本行政管辖的单边行
动。诸位看官会问，美国到底要干什么，老
木实实在在告诉大家，这就是美国，这就是
美国人的狡猾和智慧，它之所以高调“重返”
亚太就是要告诉各路神仙，我是最大最厉害

的神仙，现在我回来了（其实它从来就没有
离开），你们该进贡的进贡，该俯首称臣的俯
首称臣，该收敛的就赶紧收敛，否则没有好
果子吃，不信你就试试，因为这个神仙背后
有的是法力（硬实力）。这是美国一贯的虚
张声势的伎俩，当年美国就是用这个伎俩，
即虚无飘渺的星球大战计划拖垮了苏联。
美国现在最乐意见到的就是各国疯狂的扩
军备战，把白花花的银子变成冷冰冰的武
器，用扩军备战拖垮新兴经济体；或者是在
美国制造的麻烦下相互掐，比如中国和日
本，但是，美国人绝对不想让任何一方坐大，
掐到最后，美国人正好坐收渔翁之利。“兵者，
诡道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
就是美国在亚太政策的“虚”，它最大的目的
就是制造一种力量的存在，这种力量也许是
无形的，但却是巨大的，这种力量是美国硬实

力的存在，但很可能也是美国玩“重返”这个
概念，造成压力声势。存在就是压力，存在就
有机会，存在就可以左右局势，存在就可以使
各种事态朝着美国人希望的方向发展，最终
完全主宰亚太局势。

如果各位据此就认为美国的亚太战略完
全是虚张声势，那就更大错特错了。当今世
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各国都
把对美外交作为本国外交的重点，中国也不
例外，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超级大国，它
对世界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捍卫美国全球利益，谋求世界霸权，这是
美国最基本的外交方略，重返亚太无非是想
进一步强化这一战略，至少把水搅浑，最终坐
收渔翁之利，这些却是美国亚太政策之实。
在中日钓鱼岛之争中完全无视美国的存在那
是绝对不可能的。中、美、日这种错综复杂的
关系，使得中国在对待钓鱼岛问题上，首先考
虑的应该是美国，尽管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
一直表现相对暧昧，但并不等于美国在钓鱼
岛问题上没有利益，贸然采取行动只会招致
被动甚至挨打。我们要利用美国压制日本，
中美在二战中是盟国，日本对中国钓鱼领土
主权挑衅就是对战后体系的一种公然挑战，
它挑战的不光是中国的国家主权，还有美国
的全球权威。如果美国一意孤行，为了自己
的小伙伴、小跟班、小朋友而和中国作战，那
我们就奉陪，中美之间又不是没有交过手，我
们需要的是一股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毕
竟我们捍卫的是国家民族权益，一场抗美援
朝战争至今仍有威慑的作用。中国不是伊拉
克，不是阿富汗，不是日本，更不是朝鲜，不是
那么轻易能够拿捏的。我们要看准美国务实
外交的软肋，即美国不会轻易为别国的利益
而和一个大国交战。中美是大国，牵一发而
动全身，中美之间有太多的相互制约的因
素、还有更多的全球利益，美国在诸多问题
上还需要中国的合作。李敖先生说：“中美
是夫妻，貌合神离但绝不会离婚，毕竟有三
万亿共同财产，离婚代价太大。日本是小
三，找点刺激，钓钓鱼可以，但必须严加防
范，否则会登堂入室搏上位。菲律宾和越南
是小姐，争过去争过来就是为点儿小费。”中
国民主政治中也有很多破解美国政治的优
势，比如中国党政军的一体化领导，中国军
民的团结一心等等。倒是日本，缺乏有远见
的政治家，看不到中日博弈背后美国的阴谋，
一味被人当枪使。东亚一片乱象，美国正好
从中渔利。

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对中国是压力，对
日本就没有压力么？认清美国亚太战略的虚
与实，审慎处理中日关系，关乎到东亚的和
平，关乎到亚太的稳定，也关乎到中日各自和
相互的长久利益。

（成文于1月20日，一家之言，敬请批评，
谢绝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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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军的俄制基洛级常规潜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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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她都是一
位非常美丽的姑娘，道德修养出众，而且
非常特别，我们之间‘只’差了 49 岁而
已，但是她很爱我，我也是。”

——在做客意大利电视台一档节目
时，主持人德乌尔索不仅和贝卢斯科尼
谈论了政治，还谈论了感情生活，后者如
此描述了他最近这段爱情。

2.“在英国历史上，君主曾经领导内

阁。虽然他们现在不这么做了，但是宪
法并没有禁止君主参加内阁会议，只不
过王室这些年来一直都不行使这个权
力。”

——英女王配合她登基 50 年庆，
2012年12月18日出席了旁听首相卡梅
伦主持的内阁会议，这是英国君主 100
多年来的第一回。白金汉宫一名发言人
就此事这么对记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