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觊觎我们的资源，我们的水，我们的土地，甚至我们的国家。一旦得逞，将摧毁我们的生活。”本月新当选的加拿大执政党自由党党首马克·卡
尼在胜选演讲中这样警告。

加拿大，美国的近邻、盟友和最大贸易伙伴之一，近来成为美国公开霸凌的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不断挥舞“关税大棒”，还反复宣称后者
应成为美国“第51个州”。

加税、胁迫、退群、断供……美国媒体惊叹，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推出的一系列“美国优先”政策正在“颠覆”二战后美国奉行的“自由国际主
义”外交原则。事实果真如此吗？

纵观美国战后外交史，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外交动作都能找到类似的先例。本届美国政府与历届美国政府相比，其所作所为只是表达方式的差异，并
无本质上的不同。“美国优先”的霸权性质始终是美国外交的真实底色，特朗普政府只不过是更加直白，让习惯于美国传统精英阶层塑造的美国形象的人
感到惊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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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优先”并非特朗普政府的
发明创造，而是贯穿于美国外交史的
真实底色，体现的是唯我独尊的霸权
思维。美国希尔斯代尔学院军事史项
目主任马克·莫耶表示，如果抛开言
辞而只关注政策内容，特朗普政府与
往届政府区别并不大。

日本前外交官、佳能全球战略研
究所外交和国家安全研究主任宫家邦
彦在 《日本时报》 网站发表文章
说，以他 27 年的外交经验来看，无
论谁是美国总统，美国的外交政策始
终遵循“美国优先”，从未出现“美
国 第 二 ” 的 情 况 。“ 美 国 优
先”是“美国一如既往的本质”。

一些国际政治分析师指出，二战
后，在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或美国一
家 独 大 的 单 极 体 系 中 ，“ 美 国 优
先”主要体现在争夺霸权和维护霸权
的实际行动中，而不是在言语上反复
宣扬。当下，特朗普政府之所以更为
赤裸裸地宣扬和实施“美国优先”政
策，主要是因为美国实力衰落以及焦
虑上升，以此孤注一掷。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

长袁征认为，“美国优先”之所以成
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理念，与美
国综合国力日趋下降、美国精英阶层
和普通民众的焦虑感普遍上升密切相
关。宫家邦彦也表示，每当美国处于
困境时，“美国优先”的真实面目便
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

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罗伯特·卡根
表示，在北美殖民地时期，从欧洲来
到这片大陆的殖民者在获取土地和财
富的过程中展现出贪婪利己的个人主
义，这成为美国此后不断对外扩张的
动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
思认为，基于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的
美式民主制度为其单边主义、霸权行
径提供“认可和授权”。例如，美国
经常凭借国内法律实施长臂管辖和国
际制裁，甚至发动战争。

正如英国《卫报》专栏作家奈斯
琳·马利克所言，特朗普政府的诸多
政策并非凭空而来，其所暴露的恰是
美 国 的 本 来 面 目 。“ ‘ 特 朗 普 主
义’有许多根源，其中之一便是由特
朗普的前任们构建的政治体制。”

特朗普“颠覆”美国外交传统？没有！
——起底美国外交一以贯之的霸权本色
新华社记者 刘品然

“复苏19世纪的帝国主义”

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退出 《巴
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要求对美国在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中的参与情况予以“评
估 ”。 美 国 国 防 部 长 赫 格 塞 思 表
示，美国“将不再容忍不平衡的盟
友关系”，不能假设美国在欧洲的军
事存在会永远持续。这些做法与美
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做法一脉相承。

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特有的
地理优势”，称大洋屏障能让美国免
受欧洲冲突的影响。美国芝加哥大
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保罗·波斯特
称，特朗普的这种言论体现出“纯
粹的19世纪思维”。

“关税大棒”更是贸易保护主义
的体现。特朗普在 1 月 20 日就职当
天宣布成立负责征收关税的“对外税
务局”，此后宣布对所有美国进口钢
铁和铝征收25%的关税，对进口自加
拿大、墨西哥和中国的商品加征关
税，还要求相关部门确定与每个外国
贸易伙伴的“对等关税”。特朗普在

会见日本、印度等国领导人时，都以
美国“处于不利贸易地位”为由向对
方施压，逼迫其作出让步。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刊文指
出，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理念和
挑衅性关税政策“反映出根植于 19
世纪的重商主义世界观”。

胁迫他国、觊觎他国领土和资源
的一连串举动，具有其历史上显著的
帝国主义色彩。在巴以冲突问题
上，特朗普宣称要“清空加沙”“接
管加沙”，以停止援助为要挟，逼迫
埃及和约旦接收巴勒斯坦人；在乌克
兰危机问题上，特朗普以暂停对乌援
助甚至公开质疑乌总统泽连斯基合法
性相威胁，逼迫乌方签署矿产协议。

特朗普政府多次宣称，要将加拿
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扬言“吞
并”格陵兰岛，威胁“收回”巴拿马
运河……美国著名时事评论员法里
德·扎卡利亚近期在 《华盛顿邮
报》上发表评论文章说，特朗普政府
正在“复苏19世纪的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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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为并非前所未有”
“天翻地覆”“显著改变”“完全

逆转”……这些“惊呼”近来频频出
现在美国媒体关于特朗普政府外交政
策的报道中。《华尔街日报》说，特
朗普政府显著改变了战后数十年来美
国外交政策的方向，从根本上重塑美
国与世界的关系。

然而，美国知名国际政治学者约
瑟夫·奈在其《美国总统及其外交政
策》一书中写道：“看看二战后所有
美国总统的表现便能明了，（特朗普
政府）这些行为并非前所未有。”

在退群断供问题上，里根政府
1983 年曾表示要退出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理由是随着该组织成员数量的
增加，美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被稀
释”，该组织已不再为美国国家利益
服务。奥巴马政府2011年也曾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该
组织成员为由，大幅削减对该组织的
经费支持。这些做法的本质是，对于
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
则弃。特朗普与他们并无二致。

特朗普政府对待乌克兰总统泽连
斯基的方式也不是什么新鲜事。20世
纪60 年代末，尼克松政府为从越南
战争的泥潭中抽身，瞒着美国扶植的
南越政权同北越方面在法国巴黎进行
秘密谈判。为让南越接受相关协
议，美国承诺向南越提供大量援
助。1973年1月，美国同越南各方在
巴黎签署《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
复和平的协定》，随后开始撤军，但
此前对南越的援助承诺最终沦为空头
支票。时任南越领导人阮文绍的话令
人玩味：“成为美国的敌人很容易，但

要成为朋友却很难。”
特朗普政府也不是首个想要占据

格陵兰岛的美国政府。1946 年，随
着冷战“铁幕”徐徐落下，美国杜鲁
门政府看中格陵兰岛的地缘战略价
值，向丹麦提出以价值1亿美元的黄
金和阿拉斯加州部分油田的开采权来
换取格陵兰岛。1946年12月，时任
美国国务卿伯恩斯在与时任丹麦外交
大臣拉斯穆森会晤时提出，丹麦将格
陵兰岛卖给美国会是“最直接且令人
满意的选择”。丹麦对美方的提议感
到震惊并予以拒绝。

美国政府在争夺战略矿产资源时
的不择手段也早有体现，刚果（金）是
受害者之一。刚果（金）的前身比属
刚果时期，美国约四分之三的进口铜
矿、约八成的工业钻石都来自这里，其
铀矿曾为美国核武器研制发挥关键作
用。1960 年 6 月，比属刚果宣告独
立，成立刚果（利）。美国认为该国时
任总理卢蒙巴持亲苏联立场，担心丰
富的矿产资源会落入苏联之手，于是
策划了推翻卢蒙巴的秘密行动。美国
媒体此后揭秘，卢蒙巴本人的遇害与
美国中央情报局有直接关联。美国历
史学家斯蒂芬·韦斯曼指出，矿产资
源是美国干涉该国的最主要动机。

在经贸问题上奉行保护主义政
策、在巴以冲突等问题上长期持不公
正立场，更是美国历届政府的常规操
作。英国《卫报》评论：“哪怕在那
些更有绅士派头的总统执政期间，美
国也长期保持着违反国际法、羞辱国
际机构以及凭借其超级大国地位采取
单边主义行径的记录。”

“一如既往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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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中）在首都华盛顿白宫迎接乌克兰总统泽
连斯基（右）。 新华社记者 胡友松 摄

3月1日，在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的废墟上，巴勒斯坦人在斋月的第
一天共进开斋饭。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