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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中立：论美国参战之前对比利时的援助
（１９１４．８—１９１７．４）

杨芳芳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　本文以１９１４年８月到１９１７年４月美国参战之前对比利时的援助为分析个案，分别
从与比利时援助相关的三个方面———美国政府对援助比利时的政治支持、美国报界对援助比利
时的报道、美国民众对援助比利时的参与为视角，探究了美国援助比利时的相关史实及其意
义。文章认为美国政界的政治支持给比利时人带来生存的希望与政治保障；美国报界的广泛宣
传使比利时人获得美国人的普遍同情和物质援助；美国民众的物质援助给予比利时人坚持的动
力，使他们坚定了胜利的决心；而美国对比利时的援助折射和影响了美国对待战争的态度，其
对交战双方的态度经历了一个逐渐偏离中立的过程；从美国政府、美国报界到美国民众在感情
与思想上偏离中立的态度加快了美国走向战争的步伐，美国对援助比利时的大力宣传也为美国
走向战争做了舆论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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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以欧洲为主战场但波

及其他地区的世界大战。１９１４年８月４日，德国

入侵中立国比利时，比利时被迫对德国宣战。战

争给以进口粮食为生的比利时人带来了生存危机

和政治灾难。德国公然破坏比利时中立地位的行

径和弱小比利时所遭受的厄运引起了此时尚处中

立地位的美国的反应。美国给比利时人提供了大

量道义、政治与实际的物质援助。那么美国对比

利时的援助是否只是停留于人道主义救助？它对

美国对待战争的态度以及比利时人的命运究竟产

生了什么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助于廓

清相关史实，而且有助于从中窥见美国对待战争

态度的变化，加深对美国对外政策的理解。迄今

为止，国外对该问题的研究已有一定基础，但研

究主要集中于比利时救济委员会的组织工作，英、

德对比利时救济委员会的政治外交以及委员会工

作的慈善 性 质①。而 国 内 尚 无 关 于 一 战 期 间 美 国

援助比利时的专门研究，仅在通史类著作中对赫

伯特·胡佛组织比利时救济委员会稍有提及。本

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所能接触到的一

手档案，从美国政府、新闻界和美国大众对比利

时的非军事援助的态度上探讨美国中立期间对比

利时的援助，从中管窥美国中立态度的细微变化，

说明美国逐渐偏离中立的具体表现及其影响。

一、美国政府对援比的政治支持

一战爆 发 之 前，美 国 政 府 专 注 于 美 洲 事 务，

尽量不涉入欧洲事务。一战的爆发给欧洲国家带

来巨大灾难，美国作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

大的国家，面对弱小的中立国比利时遭德国攻击

而陷入国家困难时，美国政府宣布中立，但在奉

行中立政策时实际上逐渐偏离了原有的中立政策，

对援助比利时给予政治支持。

１９１４年７月２９日，德 国 以 法 国 军 队 正 在 准

备通过比利时进攻德国为借口，要求进入比利时

领土，限比 利 时 在１２小 时 内 明 确 答 复②。８月２
日，德国政府再次要求比利时容许德国军队开进

比利时，限２４小时内答复。与此同时，德国军队

已经开进卢森堡。８月４日上午德军进入比利时，

比利时军队为了捍卫领土主权被迫应战，之后法、

英也相继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在大西洋

的欧洲一边轰轰烈烈展开了。

美国地处遥远的大西洋彼岸，远离了 欧 洲 战

争的威胁，加上原有的孤立主义外交传统，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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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了中立。美国政府的中立政策在实际运行中

究竟倾向于交战国哪一方，主要在于决策者个人

以及他们 对 自 身 义 务 和 国 家 利 益 的 认 识③。要 弄

清楚战争初期美国政府对交战国的态度，我们可

以从美国主要的政治人物对援助比利时相关问题

的态度看出美国中立态度的政治考虑。
（一）１９１４年８－９月 美 国 决 策 层 关 于 德 国 轰

炸比利时安特卫普城问题的政治讨论

战争伊始，由于德军在数量上大大超 过 比 利

时，比利时连连败退，不得不放弃列日 （８月１６
日）和那慕 尔 （８月２４日）。在 比 利 时 的 国 家 防

卫计划中，安特卫普是政府包括主权、立 法、财

政、国家档案馆和大批逃亡者的庇护所。④ 为了保

卫比利时，比 利 时 的 阿 尔 伯 特 国 王１９１４年８月

２０日 指 示 比 利 时 军 队 撤 退 到 安 特 卫 普 的 多 面 堡

中。２４日晚—２５日早上德国对安特卫普实施军事

轰炸。关于此次轰炸一事，美国政府的决策人就

“是否”提出抗议、以 “何种理由”提出抗议进行

了讨论。
国务院参事兰辛认为，交战国相互控 告 敌 方

的残忍与不文明，如果美国从人道的层面反对这

种行为，可能会受制于他们、去评论他们孰是孰

非，因此建议从美国公民的安全的层面抗议这种

不正当行为，美国的沉默会被其他国家误解，并

在国内引起批评⑤。
国务卿布赖恩认为，德国的空中投掷 没 有 击

中安特卫普，安特卫普事实上也没有被围攻；如

果美国抗议的话，他建议国务院督促德国政府注

意这种 （轰炸）行为，并 说 明 美 国 政 府 认 为 爆 炸

物或炸弹的投掷没有得到德国政府的授权，由此

解决整个 问 题⑥。他 认 为 美 国 应 避 免 与 交 战 国 陷

入冲突，而且空中轰炸 方 法 的 使 用 并 没 有 为 《海

牙公约》所禁止，目前 还 没 有 对 空 中 作 战 的 相 关

国际法规定。他不建议从人道的层面对德国提出

抗议，但认为可以以一种核查的方式抗议，在德

国做出解释后，再针对其不合理之处做出回复⑦。
总统威尔逊认为美国政府不要急于做正式的

抗议，避免在战斗结束之前、被引向做习惯性的

评论家的危险之中。等战争结束了再来整理所有

的问题，届时各国都能冷静思考这些问题⑧。
从美国政府三位重要的政治领导人的讨论中

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德国轰炸安特卫普一事的

态度不完全一致，总统威尔逊寄希望于战争结束

后讨论这些问题，国务卿布赖恩认为要听从德国

的解释，国务院参事兰辛认为从美国公民的安全

的层面抗议这种不正当行为。但是，他们的共同

点都是尽量避免美国干涉战争，不对其做出评论。
由此可见，战争初期美国主要的政治领导人格外

谨慎、严守中立，避免卷入战争。
（二）１９１４年１０月 到１９１５年４月 美 国 政 府

对 “比利时救济委员会”有限的政治支持

比利时土地上的产品每年仅能供养１／３的 人

口，和平时期比利时的７０％的食物供给都需要进

口⑨，战争关 闭 了 正 常 的 进 口 渠 道，比 利 时 人 开

始陷入饥饿之中。比利时人依靠美国人赫伯特·
胡佛⑩ 组织的中立组织 “比利时救济委员会”（简

称ＣＲＢ）瑏瑡 获得供给、维持生存。但是这项救济工

作异常 复 杂，不 仅 涉 及 筹 集 资 金 和 船 运 的 问 题，
还取决于交战国双方对救济工作是提供外交支持

抑或设置障碍。因此只有美国政府为ＣＲＢ提供外

交帮助，胡佛为比利时人提供粮食的救济工作才

能展开。
为了ＣＲＢ救济工作顺利进行，美国国务院主

要通过美 国 驻 外 大 使 们瑏瑢 与 英、法、德 进 行 外 交

调解。这时期的美国政 府 官 员 （主 要 是 国 务 卿 与

国务院参事）通过与驻外使节以及交战国双方的

电报交流，帮助委员会解决很多困难，并获得各

国支持。从１９１４年１０月到１９１５年４月，美国为

ＣＲＢ的救济工作与交战国政府进行了长时间的斡

旋，获得 英、法、德 政 府 对 ＣＲＢ中 立 地 位 的 承

认，德国政府保证不干扰ＣＲＢ的运输路线，不征

用ＣＲＢ的所有食物和饲料，获得尼德兰政府的很

多帮助，并在英、德之间调解他们因ＣＲＢ工作而

引起的彼 此 猜 忌 等 等瑏瑣。美 国 政 府 及 美 国 驻 外 使

馆人员为了救济比利时人民做了大量有价值的工

作，事无巨细地为ＣＲＢ救济工作考虑周全。尤其

是身在海外亲眼目睹比利时困境的美国外交家更

是对比利时怀有深切的同情。美国驻布鲁塞尔公

使布兰德·维特洛克１９１４年１０月１６日给总统发

送电报，规劝总统注意处境悲惨的比利时人，并

说明他们两周之后将面临饥饿，希望美国帮助那

些饥饿的人，在冬天即将到来的黑暗日子里为他

们提供食物瑏瑤。
但值得注意的是，战争初期美国政府 对 比 利

时提供的政治支持是限制在不违背美国的外交中

立框架 内 的。举 例 来 讲，１９１４年１２月８日 美 国

驻伦敦总领事斯金纳给国务卿发送电报说明ＣＲＢ
面临船运问题，及ＣＲＢ希望知道美国政府是否愿

意提供以合理的价格支付的拥有特许状或没有特

许状的海船；１０日国务卿布赖恩回复斯金纳，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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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部告知国务院，没有合适的船只可用于为比利

时运输粮食，国务院建议ＣＲＢ通过美国代表给予

中立国船只特许状，请他与美国驻伦敦的大使联

系瑏瑥。布赖恩这 种 “没 有 合 适 的 船 只”的 态 度 是

避免美国官方提供的船只惹得交战国非议。另一

个例子是，当国务卿得知ＣＲＢ的船只 “仙 境 号”
在３月２１日被德国飞机在离荷兰海岸不远处被攻

击时，美国没有做出强烈谴责，仅仅是要求德国

飞机和 潜 艇 要 尊 重 所 有 可 辨 识 的 委 员 会 救 济 船

只瑏瑦。由此可 见，美 国 政 府 尽 管 在 战 争 初 期 担 当

了ＣＲＢ与各交战国之间的协调人的角色，但并无

冲破外交中立的框架，美国政府仍避免卷入战争。
（三）１９１５年５月到１９１７年４月美国政府对

ＣＲＢ积极的政治支持

１９１５年５月７日德国的Ｕ型潜艇击沉英国的

远洋客轮卢西塔尼亚号，１１５２名旅客罹难，其中

包括１２８位 美 国 公 民瑏瑧。针 对 卢 西 塔 尼 亚 号，美

国政府内部就此事件有两种极端主张：一派以国

务卿布 赖 恩 为 代 表，认 为 对 德 国 抗 议 是 必 要 的，
但口气要缓和，让德国人放心地认识到美国并不

准备参战，并建议禁止美国公民乘坐交战国船只

旅行。另一派则主张美德断绝关系，借机参战瑏瑨。
美国总统威尔逊宣称美国不屑于战争，５月１３日

的第一个对德照会仅仅要求结束德国潜艇对客船

的攻击，德国虽对 “卢 西 塔 尼 亚 号”事 件 表 示 歉

意，但仍强调德国的行动是自卫行为。为了维护

美国作为中立国航行自由的权利，紧接着１９１５年

６月８日威尔逊向德国发出第二个照会抗议德 国

击沉 “卢西塔尼亚号”，国务卿布赖恩因不认同此

做法而辞职。德国的潜艇战是由于英国的封锁而

引发，二者的行为都违背国际法；但对威尔逊来

讲，由于德国潜艇而引起直接的生命损失远远超

过英国封 锁 的 法 律 含 义瑏瑩。美 国 的 中 立 态 度 却 开

始发生转向。胡佛敏锐地意识到美、德关系可能

由于卢西塔尼亚号的沉没发生变化，于是开始制

定计划让荷兰人代替美国人在比利时的工作，以

防美国必须从比利时撤离瑐瑠。
总统威尔逊开始关心ＣＲＢ的救济工作，１９１５

年１１月３日威尔逊做出声明，赞 扬ＣＲＢ的 工 作

和取得的成效，认为其不仅使数以百万计的比利

时人存活下来，而且让各相关交战国都非常满意，
获得了他们的支持和合作，它不仅没有带来国际

混乱而且带来了国际信誉和无私奉献，赢得了每

个与之接 触 的 人 的 信 任瑐瑡。为 了 支 持 胡 佛 在 美 国

建立ＣＲＢ的主席委员会的提议，威尔逊根据胡佛

的建议于１１月３日给赫伯特·艾尔德·瑞奇先生

写信，请他参加主席委员会，给予ＣＲＢ的救济工

作以帮助瑐瑢。
从１９１５年１１月到１９１６年１１月的一年里，８

艘ＣＲＢ船只被鱼雷和水雷击沉，这些船只估计承

载了４４，０００吨食物瑐瑣。１９１７年１月，德国重新开

始了无限制的潜艇战，７艘美国商船被击沉。２月

３日，美国与 德 国 断 交。胡 佛 开 始 筹 划 美 国 人 从

比利时撤离和荷兰政府接管救济工作，并表示委

员会完全服务于协约国的事业。美国政府愿意为

ＣＲＢ提供贷款，胡佛建议不再呼吁慈善捐款瑐瑤。３
月２４日美国国务院做出声明，要求美国公使以及

所有外交和领事官员从比利时撤退，到法国的勒

鲁瓦居住；在与比利时救济委员会协商后，维特

洛克先生奉命安排委员会的美国成员离开，由尼

德兰人接替美国人的工作瑐瑥。
主张对德和平的国务卿布赖恩辞职 后，精 通

国际法的兰辛继任，他对德国违背国际法、进攻

中立国家比利时持有不满。１９１７年２月３日兰辛

给美国驻英大使佩奇发送电报，希望佩奇向英国

政府说明比利时的救济工作仍要继续，即使美国

人不能继续留在比利时控制救济工作，也希望英

国政府和法国政府继续如前两年一样支持救济工

作瑐瑦。威尔逊和兰辛对ＣＲＢ救济工作的态度很大

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德国的不满和对协约国的好

感，ＣＲＢ也因此开始获得美国政府的贷款。
伴随美国政府对协约国的好感和支 持，德 国

政府对ＣＲＢ的态度开始公开强硬起来。１９１７年２
月４日德国的海牙公使馆照会鹿特丹的ＣＲＢ，要

求对委员会的船只关闭英国港口，进入鹿特丹的

途径限制到北方路线瑐瑧。２月１１日鹿特丹的ＣＲＢ
向胡佛发送电报，告知德国政府不再授权美国国

民继续服务于ＣＲＢ，仅允许五、六个美国人继续

住在布鲁 塞 尔 确 保 主 要 部 门 的 服 务瑐瑨。德 国 开 始

盘算与美国 交 战 的 事，齐 默 尔 曼 电 报瑐瑩 最 终 点 燃

了美、德 交 战 的 导 火 线，４月６日 美 国 向 德 国

宣战。
直到１９１７年 春 天，ＣＲＢ基 金 的９０％来 自 于

英、法 政 府，剩 余 的 来 自 慈 善 捐 赠。美 国 政 府

１９１７年５月９日宣称将接管接下来六个月救济的

财政责 任瑑瑠。由 此 可 见，美 国 政 府 从 卢 西 塔 尼 亚

号沉没到正式宣战的中立时期并没有对ＣＲＢ贡献

出实质性的物质帮助，但却为ＣＲＢ的正常工作提

供了政 治 保 障。在１９１４年１０月 到１９１７年４月

（美国宣战）之间，欧 洲 各 大 国 都 卷 入 战 争 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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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人民的生存希望命悬一线，占领比利时的

德国不愿承担比利时人的救济工作，美国政府为

ＣＲＢ提供了政治支持，成为其正常运作的政治保

护伞，ＣＲＢ成为比利时人民生存下去的希望，比

利时人看到字母 “ＣＲＢ”标志就像是看到了生存

保障，不仅因为ＣＲＢ给他们提供了食物，更是因

为ＣＲＢ是美国人组织创办、参与并得到美国政府

支持的救济委员会。
综上所述，在１９１４．８—１９１７．４美国外交中立

期间，美国政府逐渐偏离了战争初期宣称的中立

政策。１９１４年８－９月美国政府对德国轰炸安特卫

普城问题的态度是严守中立、拒绝谴责；１９１４年

１０月到１９１５年４月 美 国 政 府 对 比 利 时 救 济 委 员

会的政治支持并未冲破外交中立的框架，仍然避

免卷入战争；１９１５年５月７日卢西塔尼亚号事件

后，美国政府的态度发生转变，总统威尔逊和国

务卿兰辛开始公开支持比利时救济委员会的救济

工作，并由于德国对救济工作的破坏态度而不满，
对英、法支持救济工作加以赞赏，这也说明美国

主要政治家在战争中逐渐倾向于协约国，偏离了

外交中立政策，胡佛也表示救济工作完全服务于

协约 国 的 事 业，美 国 政 府 愿 意 提 供 贷 款。直 至

１９１７年４月 美 国 参 战，美 国 彻 底 转 变 其 中 立 政

策，加入协约国行列。

二、美国报界呼吁援比的新闻报道

美国报界作为舆论的引导者，它对救 济 工 作

以及交战国双方的宣传态度不仅影响到美国大众，
也会对美国政府施加舆论压力，影响美国对战争

的态度。那么中立时期的美国报界是如何宣传比

利时人的灾难、比利时人的需要以及美国应承担

的责任呢？

《纽约时报欧战时事》杂志报道了一个目睹安

特卫普被 炸 的 亲 历 者 对 爆 炸 的 悲 惨 景 象 的 描 述，
和爆炸给比利时人民带来的苦难瑑瑡。安特卫普城陷

落后，比 利 时 人 被 迫 背 井 离 乡，他 们 衣 衫 褴 褛、
露宿街 头，过 着 依 靠 救 济 生 存 的 悲 惨 生 活瑑瑢。杂

志还强调美国作为强国有责任维护弱小的比利时、
对抗德国瑑瑣。杂 志 还 刊 登 了 一 个 被 囚 禁 的 比 利 时

人写给一个美国朋友自己被囚禁的故事，表明自

己对和平即将到来的期待；这篇文章下面则刊载

了一篇 “德 国 帝 国 主 义 精 神 的 例 子”的 文 章瑑瑤。
以此对比，很明显杂志之意图所在。《北美评论》
杂志也认为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不能漠视其

他世界强国的战争，也不能认为美国孤立的地理

位置使它免受攻击或者不必拿起武器保护美国人

的权利，美国必须意识到它难以豁免 （战争）瑑瑥。
胡佛在从事于ＣＲＢ的救济工作时，也通过美

国的新闻报纸来告知美国人关于比利时救济工作

的组织情况、呼吁美国人帮助比利时人，并以此

对美国政府造成舆论压 力。 《纽 约 时 报》１９１４年

１０月１３日报道了胡佛以米勒德·Ｋ．夏勒的名义

发表的一则声明，希望美国政府立刻行动解救比

利时人民、授权美国大使运输供给品给比利时人。
《纽约先驱 论 坛 报》１９１４年１０月１５日 发 表 了 对

胡佛的采访，胡佛建议为比利时筹集资金的所有

美国委员会应该整合成一个委员会，以免造成重

叠以致精 力 和 金 钱 的 巨 大 浪 费。 《纽 约 太 阳 报》

１９１４年１０月２３日 刊 载 了 胡 佛 给 出 版 社 的 电 文，
介绍了美 国 的ＣＲＢ的 组 织 情 况，它 和 比 利 时 的

ＣＲＢ的 合 作 以 及ＣＲＢ对 美 国 紧 急 救 援 的 迫 切 需

要。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１日 《纽 约 时 报》刊 载 了 胡 佛

发送的电文，胡佛引用比利时国王请求美国民众

通过ＣＲＢ帮助供给饥饿的比利时国民的信息，请

求美国报纸公开捐赠信息，包括救济程序的具体

情况。胡佛１９１５年１月９日 给 纽 约 的 《文 学 文

摘》发送电报，呼吁其 继 续 鼓 励 读 者 为 “比 利 时

面粉基金”捐献瑑瑦。
胡佛还通过美国的新闻报纸表达了他对美国

捐款不足的看法。胡佛１９１７年２月１７日在华盛

顿说当他听到比利时的孩子唱着 “星条旗永不落”
（美国国歌）表达他们的感激时，他感到羞耻，他

知道美国人还没有为比利时人吃的食物买单瑑瑧。
美国的ＣＲＢ在美国也 发 行 了 自 己 的 小 册 子，

报道了一些美国人对比利时的观察，以他们的亲

身见闻告知比利时地区的情况。关于这方面的报

道多是从对比利时士兵与人民的合作精神与奉献

精神的赞赏、对比利时人民尤其是孩子由于营养

不良而患病的说明以及美国应扩大捐赠并承担责

任的角度进行宣传的瑑瑨。
《北美评论》早在１９１５年就直接报道 了 美 国

新闻界倾向协约国的情绪。它说，美国很大一部

分出版社表明自己支持协约国的事业。英国的法

学家和一些杰出的美国人抗议德国违背 《海牙公

约》的条款侵犯中立 国 比 利 时。尽 管 威 尔 逊 总 统

真诚呼吁保持中立，但是这种反对德国当前战争

事业的成见在许多期刊和杂志中显现出来，这可

能被解释为对德国人的厌恶，而以往美国人总是

对他们怀有钦慕瑑瑩。
我们不排除有些杂志在美国参战前会尽量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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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对战争做出道德或法律评判，比如美国国际法

协会。在一战初始时，美国国际法协会于１９１４年

１０月撰文说明，从违背国际协定或人道法方面去

列举敌对双方的控诉并尝试做出评论是不明智的，
由于证据不足，应该把这种权利留给将来去考虑。
但是它认为控诉德国违背比利时和卢森堡的中立

却是合适的。它分析了德国应遵守比利时中立的

法理 依 据，但 也 提 到 德 国 首 相 以 “必 要 性 的 状

态”、“必要性不考虑法律”为由对违背比利时中

立的解 释，但 未 作 评 论瑒瑠。协 会 没 有 对 同 盟 国 与

协约国的是非进行评判，多是以公布文件的形式

来说明问题，是非由读者自己来判断。例如它一

方面刊载了德国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

尔维格利用比利时政府的秘密档案为德国侵犯比

利时辩 护，他 力 图 说 明 比 利 时 没 有 中 立 的 意 图，
英国也并非是为了比利时的中立而是为了英国自

己的利益参战；另一方面它同时发表了英国外交

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对德国首相误用文献的批

判、解释了那些档案的写作背景以达到谴责德国

侵犯比 利 时 中 立 的 目 的瑒瑡。直 到 美 国 参 战 后，协

会则刊登了比利时政府 “关于德国政府对比利时

居民驱逐并强 迫 劳 动 的 命 令”的 备 忘 录瑒瑢，寓 意

支持美国反对德国。当然，一些德裔美国人所创

办的杂志在宣传上可能更加倾向于德国，但是比

利时救济委员会的慈善、救济性质却不可更改。
美国报界多数出版商报道了比利时人民遭受

的灾难，他们对和平的渴望，比利时士兵在前线

的英勇 抗 战，比 利 时 孩 子 不 断 恶 化 的 健 康 状 况，

ＣＲＢ的工作实况与其对救援的需要，这些报道唤

起美国人 对 比 利 时 人 民 的 同 情 与 美 国 的 责 任 感，
鼓励民众参与到救济比利时的队伍中来。报界对

德国帝国主义精神的揭露以及对协约国的倾向性

甚或对美国中立政策的非议都使得美国报界的话

语偏离中立，塑造了比利时战斗的正义形象与德

国侵略的罪恶行径，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美国舆论

界对战 争 的 评 判；并 对 美 国 政 府 形 成 舆 论 压 力，
这也是美国政府逐渐偏离中立并最终能够突破中

立框架的舆论动力。下文即将论及的美国民众对

援比的热情参与正印证了美国报界偏离中立的话

语影响。

三、美国民众对援比的热情参与

在美国报界大力宣传的引导下，美国 民 众 对

比利时人的困境与救济工作有了较多的了解，他

们积极参与了援比的工作，为比利时人提供了大

量的物质援助和精神支持。
战争初期胡佛发挥其高超的组织能 力，利 用

各种关系来组织美国人为比利时募捐，包括他的

夫人、芝加哥的 Ｗ．Ｊ．查尔莫斯、纽约的林登·
贝茨夫人、包括堪萨斯等３１个州的州长，以及美

国的各种社会组织，他们与比利时救济委员会一

起呼吁美国人民为比利时募捐；而且，１９１４年１０
月２９日比利时伊丽莎白王后请求美国妇女帮助比

利时的人民瑒瑣。
通过胡 佛 组 织 的 各 种 募 捐 形 式，到１９１４年

１２月２９日，美国人通过ＣＲＢ为比利时捐赠的总

量达１，４９０，０００美元。到１９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洛

克菲勒基金会对比利时援助的投入已超过１，０００，

０００美元。瑒瑤 战争期间ＣＲＢ通过与各种机构和团体

合作，或直接组织，共 收 集 了５２，０００，０００美 元；
根据委员 会 的 记 录，美 国 捐 赠 了３４，５２１，０２７美

元瑒瑥 瑒瑦，占捐赠总额 （５２，０００，０００美元）的６６％多。
除了胡佛组织的比利时救济委员会 外，英 国

人组织的海 外 俱 乐 部瑒瑧 呼 吁 美 国 人 民 为 比 利 时 士

兵提供烟草基金。为了吸引美国人捐献更多的钱，
海外俱乐部制作了大量针对美国人的传单和小册

子，海外俱 乐 部 的 宣 传 得 到 美 国 人 的 积 极 响 应。
宣传单说明了比利时士兵对烟草的急切需求，发

表士兵对捐赠烟草者表达感激之情的明信片以及

比利时皇后的感谢信等等。瑒瑨

海外俱乐部 烟 草 基 金 最 早 在１９１４年９月 设

立，截止１９１７年９月３０日 从 世 界 各 地 共 收 集

２５２，４４４美元，其中美国捐赠４９，１８３美元，是所

有捐赠国家中独立捐款最多的国家。其中用于比

利时军队的有２０，９７６美元，其 余２８，２０７美 元 被

用于英国及其自治领远征军。瑒瑩 这充分说明美国民

众对比利时和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抗战的支持与

深切的同情。值得注意的是，海外俱乐部是英国

人组织的、联系世界各地的英国人的纽带，它的

对外形象实际上也代表了英国，它的宣传内容有

对英国 （或协约国）行 动 的 肯 定 与 赞 扬，它 的 对

美宣传无形中也加强了美国民众对英国的好感与

认同。人们对一个由英国人组织的慈善组织的捐

款本身就代表了信任。
与美国民众对比利时和协约国的支持相印证

的是德国人对美国人深深的不满。战争时期留在

比利时的美国驻布鲁塞尔公使布兰德·维特洛克

注意到所有德国人深深的憎恨，甚至每个士兵似

乎都被影响到。在他对 《比利时》的描述中说道，
德国士 兵 普 遍 都 很 忧 郁、意 气 消 沉，很 少 微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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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总是带着闷闷不乐的悲哀表情大步走，看到

我 （即维特洛克）汽 车 上 的 小 旗 就 会 皱 眉，时 不

时地，如果他们成群在一块，甚至嘲笑。维 特 洛

克认为美国人快速地超过英国人成为德国人仇恨

的目标，德国人祈祷的 最 新 主 题 是 “上 帝 惩 罚 美

国”。瑓瑠当英国在战场上不断前进时，德国不利的

战势在后方化为一种恐吓的报复心理，创造恐怖

和震惊。在每一次新的会议上，他们威胁说比利

时国民委员会将要被废除，补给品的供应必须结

束，ＣＲＢ中的美国成员必须被其他人取代，或许

所有的外交特权都将被取消等等。瑓瑡

美国民众积极响应美国新闻界、比利 时 救 济

委员会和海外俱乐部号召，踊跃捐款捐物，如美

国民众向ＣＲＢ慈善基金和比利时士兵烟草基金都

给予了大量援助，捐款总量均高于其他国家的慈

善捐款。而且，美国一些民众自身也积极参与比

利时救济委员会慈善基金的筹集。这些行动都证

明美国民众受报界对交战国形象宣传的影响，对

比利时人民与士兵充满同情与赞赏，给予了比利

时积极的财力和精神支持，情感上偏离了不偏不

倚的中立态度，逐渐倾向协约国。美国民众的募

捐热情会深深影响美国政府的外交中立政策，促

其偏离中立，反过来，美国偏离中立的外交政策

得到民众的积极支持。

四、结 语

美国是所有中立国中国力最强大的 国 家，对

于交战国双方都非常重要。根据中立的概念，当

一国不支持也不损害战争双方时才是中立。但是

在当时各国相互依存、利害攸关日益密切的情势

下，美国不可能摆脱交战国的影响，欧洲战争的

回声飘荡在美国的空气中。在１９１４．８—１９１７．４美

国中立期间，美国政界、报界和民众向处于战争

之中的比利时人民和士兵提供了援助与支持。在

比利时问题上，美国政府的外交态度、报界的宣

传话语、民众的情感实际上都偏离了中立，使得

他们倾向于协约国。
中立期间的美国在对比援助问题上偏离中立

的态度对比利时人具有重大意义。美国政府为比

利时救济委员会提供了政治支持，保障了救济工

作的顺利开展并在交战国之间展开斡旋，帮助委

员会解决很多困难。尤其在１９１５年５月卢西塔尼

亚号事件后，总统威尔逊对援助比利时工作更加

主动、更加热情。美国报界帮助报道了比利时人

民的生活窘境与苦难以及他们对和平的渴望，还

不断强调美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这在心理层

面上对美国公众产生很大影响，这种舆论导向最

终会影响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同时美国大众对

援助比利时的热情参与使比利时人充满希望、度

过战争的特殊时期，坚持到和 平 最 终 到 来。ＣＲＢ
的救济行动使得比利时人在惨烈的战争中生存下

来，美国人民积极参与救济行动不仅鼓舞了比利

时人，也给协约国带来了积极的暗示，美国民众

更加赞赏协约国的行动，厌恶德国的残暴。中立

国的美国曾贷款给协约国，债权人自然要受制于

债务人，这种金钱的联结和美国举国同情的纽带

交织在一起，使美国民众大多数倾向于帮助协约

国，战胜德国。美国在１９１４．８—１９１７．４的中立期

间并未始终严格恪守中立，其对交战双方的态度

经历了一个逐渐偏离中立的过程，对比利时的援

助态度折射了美国立场的变迁；从美国政府、美

国报界到美国民众在感情与思想上偏离中立的态

度加快了美国走向战争的步伐，美国对援助比利

时的大力宣传也为美国走向战争做了舆论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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