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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民族国家。在世界民族主义进程中 , 各民族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或者统一的多民

族国家的进度明显不一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在绝大多数的民族国家建立及演变过程中 ,都可以看到外部力量的

介入。外部力量介入其他民族的民族国家建立过程的动机多种多样 ,但大都带有功利的目的 。外部力量的介入 ,对

于世界民族主义进程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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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nstructionandEvolutionofNationalismandExternal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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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onstructionofnationalismmeanstheformationofnation-state.Intheprocessofdemocra-

cyadvancementintheworld, everycountryshowsitsnonsynchronismobviously.Therearemanyreasons

fornonsynchronism.Atpresentthemajorityofnationaliststateintheworldcannotavoidtheoutsidein-

fluencesintheprocessofestablishinganddevelopingnation-state.Themotiveswhichgetinvolvedinoth-

ercountries' nationalismmovementaremany.Buttheseinvolvementcanbroughtdirectinfluenceonthe

processof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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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力量与世界民族主义进程如影随形 。可

以说 ,如果没有来自民族或者族群之外的力量极力

推动 ,许多民族难圆民族主义之梦。由于不公正的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存在 ,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泛

滥 ,插手他国(或别的地区)的民族事务或者民族争

端也就成为国际政治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也正

因为有了外界力量的插手 ,民族冲突和民族矛盾的

解决变得越发困难。本文不打算讨论当今世界民族

冲突与民族矛盾背后的外部力量影响 ,仅仅探讨在

民族国家建立过程及演变过程中外部力量的介入动

机及其影响 。

　　一 、世界各地民族国家建立的历程

　　民族主义的核心就是要建立民族国家。民族主

义概念是西方最先提出来的 。在民族主义进程上 ,

西方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前面。在民族国家出现之

前 ,欧洲大都处于教权 、王权统治时代 ,版图主要是

按照教义 、封地来划分的。当民族和民族主义出现

以后 ,人们开始以民族来划分版图 ,于是就有了早期

的西班牙 、英国等民族国家的出现 。这是西方国家

民族主义的起始阶段 。 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

束以后 ,参战方签订了《威斯特伐里亚和约 》。这部

合约既是世界近代史的真正开端 ,也是民族国家体

系产生的标志 。 18世纪末和 19世纪初相继发生的

美国独立战争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费希特的

《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的发表 ,是民族主义进一步



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固然 ,在美洲 、欧洲发生革命的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但这些原因包含的情感和思想

内容却越来越多的是民族主义的
[ 1] 4
。19世纪下半

叶德意志 、意大利的统一无疑是 19世纪民族主义运

动的巨大成果。相比之下 ,东方世界在民族主义运

动尤其是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这一点上表现非常迟

缓 ,影响较大的只有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在 20世纪以

前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
①
。亚洲的其他国家

不仅在政治上毫无进步 ,经济上更是一无是处 ,由于

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广大的人民要遭受本国

的及来自国外的双重剥削 ,广大的非洲地区更还在

熟睡之中。

中东欧及南欧地区的民族主义进程比起西欧及

美洲国家来要落后半个世纪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奥匈帝国被瓦解 ,在第

一批完成民族主义国家任务的西欧及美国的帮助

下 ,这两个帝国昔日所控制的地盘上建立起不少新

兴民族国家 ,主要有芬兰 、波兰 、奥地利 、匈牙利 、捷

克斯洛伐克 、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 -斯洛文尼亚

(1929年改称南斯拉夫)等 。至此 ,欧洲地区基本上

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

一战以后 ,西方国家在亚洲及非洲的殖民统治

开始松动 ,尤其是在亚洲地区实现了突破 。在当地

人民的积极斗争下 , 20世纪 20-30年代 ,阿富汗 、

土耳其 、伊朗 、约旦 、沙特阿拉伯先后建立了自己的

民族国家 ,越南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等在 40年代也

初步实现了民族主义的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世界步入了一个崭

新时代 ,但是就民族主义在各地的进程来看 ,依然极

不平衡 。西方国家尤其是欧共体的建立标志着西方

国家在民族主义进程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而此

时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在民族主义进程方面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事实上除了部分

国家如中东地区部分国家 、印度(大印度地区即今

天的印度 、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中国 、东南亚地

区 、朝鲜(南韩和北韩)等已经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建

立任务之外 ,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还未完成民族主义

的目标 。

进入 20世纪 50年代以后 ,世界上还有将近

100来个地区未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1955年 4月

22日 29个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亚洲及非洲民族国

家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具有深远影响的第一次

亚非会议 。会议发表了公报 ,号召大家给予正在争

取民族独立 、摆脱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实际

性的支援
[ 2] 386

。据统计 ,万隆会议之后的 37年间 ,

亚洲 、非洲和其他大洲共有 83个国家先后取得独

立 ,建立了民族国家 ,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建立目

标
[ 3]
。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今西方的发达

国家已经建立民族国家时 ,广大的亚非拉地区对于

何为民族主义及民族国家还一无所知 ,它们均还处

在封建社会;当西方发达国家进入资本帝国主义阶

段到处进行侵略扩张时 ,广大的亚非拉地区建立自

己的民族国家的任务变得越发艰巨 ,因为对于这些

民族来说 ,建立自己的民族主义国家不仅意味着要

反封建 ,还要反对帝国主义。只是到了二战结束后 ,

广大的亚非地区才逐渐完成了建立民族主义国家的

目标 。

各国在建立民族国家进程上不同步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 (1)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本身是一个不断

推进的过程。民族主义思想最初源于西欧尤以德国

为代表 ,而后不断向欧洲其他地方及欧洲以外的地

方传播 ,最后才辗转传到亚洲及非洲地区。列宁曾

指出 , “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在民

族主义运动这一点上 ,理论确实先于实践。当欧洲

之外的地区尚未接触到民族主义理论时 ,民族主义

运动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2)世界各地在实现建立

本民族的独立国家过程中所承受的压力是不一样

的 ,压力越大 ,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就更加艰辛;反

之 ,则相对轻松 。相比欧洲及美洲地区 ,亚洲及非洲

地区人民所遭受的民族压迫无疑要大得多 ,所以民

族建国过程也最曲折。这尤其以中国和印度最为突

出。 (3)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所决定的。

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不仅西欧

国家与中东欧 、亚洲 、非洲国家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

面进度不一 ,参差不齐 ,西欧国家之间 、欧美之间也

存在着一些差距。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进度不一 ,

导致在宣传 、组织和发动民族主义运动方面的进度

也就千差万别 ,进而导致各国在民族主义运动中进

度不一
②
。

　　二 、外部力量介入其他民族国家的建立及演变

的动机

除了最早一批民族国家在建立过程中外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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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不明显外 ,后来的其他民族在民族国家的建立

及演变过程中均会受到来自外部力量的影响。

事实上在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外部力量的影

响始终相随 。我们知道 ,美国的独立战争得到了当

时主要西方大国的帮助。当美国独立后 ,它对于世

界的影响也就不断扩大 ,事实上美国独立后不久即

进入了对外面世界的民族主义进程产生了影响的新

阶段。 19世纪初期美国提出的门罗主义就是一个

明显的例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总统伍德罗

·威尔逊提出了著名的 “民族自决 ”原则 ,极大地推

动了欧洲地区尤其是尚未完成建立民族国家的中东

欧地区民族主义进程 。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国际

的广泛支援 ,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取得成功并

最终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也离不开外部力量的支

持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非洲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并

最终彻底葬送殖民主义制度 ,第三世界的鼎力支持

更是功不可没。以色列在亡国 2000多年之后依然

能够重返故里建立一个袖珍型的民族国家 ,英美的

极力推动及之后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倾力维护其功

劳更是不可估量
③
。再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

社会主义国家的纷纷建立 ,以及到了上个世纪 90年

代这些国家的改弦易张外部力量的介入更是显而易

见的事实。所以在民族主义进程中我们对于来自外

部力量的介入理应有一个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已经完成或者正在进行争取民族独立或者民族

解放的国家或者民族或者各种组织之所以会对周边

的国家(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予以关注 ,给予各种

各样的援助或者设置障碍 ,其动机是多种多样的 。

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

1.复仇 。比如美国独立战争期间 ,以北美殖民

地十三个州羸弱之旅 ,若没有来自以法国为主的欧

洲其他大国的帮助 ,北美要想在短时间内脱离英国

的殖民统治是不可想象的 。事实上当时美国独立得

到了几乎所有强国的支持
④
。法国 、西班牙 、荷兰直

接参战 ,俄国 、普鲁士 、奥地利 、丹麦 、瑞典等都加入

了武装中立同盟
⑤
。尤其是法国不仅向北美派出了

实力强大的远征军与英军在北美大地上直接对阵 ,

还派出海军袭击英国在海外的多处殖民地 ,甚至还

打算袭击不列颠本土 。法国之所以如此卖力其原因

就是复仇。因为就在美国独立战争开始前不久 ,英

法之间爆发了旨在争夺殖民地的七年战争 ,战争最

终以法方的失败而告终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法

国为了削弱英国的实力而积极支持北美殖民地的民

族解放斗争。西班牙与英国的矛盾也是由来已久。

对于西班牙来说 , 1588年无敌舰队被英国打败的耻

辱记忆犹新 ,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当时闹独立显然为

西班牙复仇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2.削弱对手的实力 。国与国之斗争的手段很

多 ,对于他国境内民族主义运动给予支持以达到削

弱或者瓦解对手就是一个不错的手段。在这一点

上 ,拿破仑开创了先例。 1796年到 1797年 ,当拿破

仑还是督政府手下的一名将军时 ,拿破仑 ·波拿巴

便率军侵入了意大利 ,并占领了威尼斯;不仅如此 ,

拿破仑还派了一位出色的使者到达当时威尼斯人统

治之下爱奥尼亚岛 ,向当地人散发传单 ,劝导他们反

抗他们的主子 。当上了第一帝国的皇帝后 ,拿破仑

继续玩弄同样的手法。 1809年 ,由于与哈布斯堡的

皇帝发生争吵 ,拿破仑又鼓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

的匈牙利人寻求独立。当拿破仑决定侵略俄国时 ,

他便谋求波兰人对他的冒险事业给予援助 ,但实际

上却建立了华沙大公国 。拿破仑后来建立了意大利

王国 ,任命他的副手缪拉为那不勒斯国王。后来 ,虽

然拿破仑被打败 ,原有的统治者被重新扶上了统治

宝座 ,但是拿破仑在如此众多的人中间唤起的政治

权力的欲望却不能遗忘;只要再次出现适宜的环境 ,

这些欲望便会再次燃起火焰 。这便是为什么不管各

大战胜国如何努力 ,也不能使 1815年后的欧洲重新

恢复到 1789 年所破坏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原

因
[ 4] 90-91

。20世纪晚期苏联及东欧的解体实际上

也是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长期斗争的结

果。苏联及东欧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分裂活动得到

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又在外交

上经济上对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 ,最终导致

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可以说 ,如果没有来自西方

强大势力的搅局 ,苏联及东欧不致于形成大厦倾倒

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

3.构筑防火墙。鼓动周边的民族建立起一个亲

己的民族主义政权 ,构筑防备强大敌手的防火墙在

国际政治斗争舞台上屡见不鲜 。在这方面 ,前苏联

将这一政策运用得炉火纯青。 20世纪初期中国政

局非常混乱之时沙俄势力乘机渗透到了中国的外蒙

地区 ,鼓动当地上层分子自治 ,企图达到脱离中国中

央政府的目的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后

并没有放弃这一沙俄时代的政治遗产 抗日战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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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后 ,苏联政府迫使南京中华民国政府放弃对于外

蒙古的主权要求 ,从而在中苏两个大国之间建立了

一个缓冲地带。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 ,反法西斯联盟同

床异梦日益明显 ,东西两条战场的开辟其实就是以

美国和苏联为首的双方积极为自己构筑安全防火墙

的规划 。苏联红军所到之处 ,积极扶持当地的共产

党势力 ,最终组建了一个亲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 ,为

在此后的冷战对峙中修筑了坚实的安全带 。而当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觉得共产主义势力有继续蔓延

之势时 ,也加紧在东南亚和中东构筑防共的防线 。

再比如科索沃的独立目标最终能够实现 ,与阿尔巴

尼亚对科索沃境内的阿族人的积极介入是分不开

的
⑥
。阿尔巴尼亚最初目的是希望科索沃地区能够

并入阿尔巴尼亚组建一个大阿尔巴尼亚国家 ,将来

如果不成的话 ,科索沃则将成为事实上的防火墙。

4.打着道义的旗号高调介入 。提出一套理论或

者原则鼓励那些被压迫的民族脱离帝国的统治 ,从

而达到瓦解敌人阵营的目的。还在第一次世纪大战

期间 ,美国总统伍德罗 ·威尔逊提出了著名的民族

自决原则 ,即 “一 、每个民族有权选择生活其中的国

家;”“二 、世界上的小国和大国同样有权享有大国

所期望并坚持的对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尊重;”

“三 、世界有权免遭源于侵略和对国家与民族权利

的蔑视而导致的任何对和平的破坏 ”
[ 5] 252
。民族自

决原则提出后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 ,在战争临近结

束时 ,得到了其他一些国家的回应。 1918年 5月 ,

意大利政府 “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为盟国军队 ,

有自治权”。 6月 15日 ,法国政府 “正式承认捷克斯

洛伐克国家的存在 ”。并称这是依据威尔逊的民族

自决理论做出的选择。 6月 22日 ,英国 “承认对捷

克斯洛伐克的承诺”
[ 6] 802
。事实上 ,民族自决是美

国扩张运动进入 20世纪以后 ,为适应美国世界战略

需要 ,推行新民主外交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旗号 。美

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洞察民族主义的世界大潮 ,

顺势而为 ,企图以民族自决为诱饵 ,笼络殖民地半殖

民地被压迫民族和弱小国家为己用 ,冲决欧洲殖民

大国构筑的殖民体系 ,建立起美国主导的世界秩

序
[ 7]
。在美国的民族自决原则干预下 ,两个被打败

的帝国废墟上建立起一系列民族主义国家 ,主要有

芬兰 、波兰 、奥地利 、匈牙利 、捷克斯洛伐克 、塞尔维

亚 -克罗地亚 -斯洛文尼亚(1929年改称南斯拉

夫)等。民族自决原则貌似公正 ,其真正的目的是

为美国的世界战略服务的。

20世纪后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的 “人

权高于主权论 ”成为美国介入其他地区民族问题的

又一冠冕堂皇的借口。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 ,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前南斯拉夫境内的民族冲突指

手划脚进而对南联盟进行长达 70多天的空袭 ,迫使

南联盟屈服;以解放科威特为借口推翻了伊拉克的

萨达姆政权;把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赶下台 ,等等。貌

似正义 ,实则不然。

5.不到威胁自己切身利益时决不真正介入。国

际政治上舞台上 ,尤其是进入近现代 ,绝大多数的国

家都秉承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 ,对于他国的民族主

义运动一般都按照应付原则来行事。在这一点上 ,

两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第二次

世界大战前夕 ,英法等国对于德国与意大利在非洲

及欧洲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 ,一再妥协退让 ,把绥靖

政策发挥到极致。美国为首的后起之秀 ,也抱着事

不关己的心态 ,把 “中立政策”奉为不二的法宝。这

些国家只是到了威胁自己的切身利益时才起来进行

斗争 。同样在亚洲 ,法西斯轴心的另一个重要成员

日本也对中国虎视眈眈并且从上个世纪 30年代开

始了赤裸裸的侵略行动 。 “九一八事变 ”后 ,当时贫

弱的中国迫切希望国际社会能够伸张正义 ,但是得

到的却只是这些国家表面上的敷衍
⑦
。

6.各取所需。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对于其他

民族的建国运动倾注极大的热情以至于不达目的誓

不罢休 ,这个中的缘由更多是出于综合考虑 ,以求实

现各取所需。这方面美国支持以色列国的建立就属

于这种心态。对于美国来说 ,支持犹太人复国 ,一方

面是来自国内犹太人势力的压力 ,另一方面对于美

国这样一个极力主导世界的新霸主来说 ,在每个地

方必须要有自己的铁杆盟友 。中东地区本是英国的

传统势力范围 ,美国当时要排挤英国在中东地区的

影响 ,再依靠英国原有的依靠对象肯定不行 ,那么英

国原来依靠势力的敌人 ———犹太人自然就是最佳的

选择 。美国要控制中东地区 ,支持犹太人在中东建

立一个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国家就好比在中东打下了

一个钉子 ,这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来说都是一个两情

相悦的结果。

7.联横。一般说来 ,致力于民族解放运动的一

方在力量上处于劣势 既然赢得大国的支持指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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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联横抗强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策略。所以在反

对外来的民族压迫战争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不乏来

自境外的同样是弱小一方的支持。我们仍以中国的

抗日民族战争为例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 ,生活在海外

的华人华侨无私援助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多

年如一日 ,表现了崇高的境界。尤其是华人 ,他们本

已加入了所在地的国籍 ,能够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

业无私地奉献 ,更值得称许 。此外 ,还有深受国际主

义影响的国际人士来到中国直接支援中国的抗战 ,

著名的如来自加拿大的白求恩 、印度的柯棣华大夫

等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亚洲和非洲地区仍

有许多国家未能完成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任务 ,

已经独立的国家充分发扬先进帮助后进的国际主义

精神 ,积极援助这些国家为实现民族独立而斗争 。

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就是 1955年 4月 22日的第

一届亚非会议(也称万隆会议),这次会议在以宣言

的形式对仍在争取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人

民予以公开的支持。这对于当时仍处在西方殖民主

义统治之下的众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来说 ,上述号

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使它们深受鼓舞 ,增强了斗争

胜利的信心 ,推动了民族独立运动高潮的到来 。史

实证明 ,万隆会议后 ,亚非地区的民族独立斗争或者

说民族主义运动迅速高涨 ,其影响所及 、在全球范围

内殖民地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史无前例的新浪

潮
[ 3]
。可以说 ,非洲和亚洲能在万隆会议后掀起一

轮又一轮的民族独立浪潮 ,与参会诸国的大力援助

是分不开的 。

谈到这一点时 ,我们也不能不谈中国在完成民

族解放后对于其他民族在民族的解放运动所给予的

慷慨援助。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 ,我们就参加了抗

美援朝的战争 ,保卫了新生的朝鲜社会主义政权 。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民在自身生活非常艰难

的情况下 ,响应政府的号召节衣缩食援助越南反抗

美国的侵略战争
⑧
。这种援助既是利他的 ,同时也

是利己的。

　　三 、外部力量介入他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

　　外部力量介入他国的民族主义运动 ,从世界民

族主义进程来看 ,其后果是非常明显的:

1 加速或者延缓了受援方的民族主义进程 对

于那些实力非常弱小的民族来说 ,如果没有外界的

强有力的支援 ,民族独立之路肯定会更加艰难 ,或者

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或者即便暂时取

得了成功 ,也可能会重新回到原点 。犹太人的复国

运动如果没有英美等西方大国的实质性支援 ,要想

在二战后迅速建国并且成为中东地区一支不可忽视

的力量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是帮助强大的一方压制

其境内的民族主义运动 ,则会延缓争取独立民族的

民族主义进程 。中东地区的库尔德人企图建立一个

单一的民族国家但由于一直得不到有力的外部支

援 ,而当局的打压事实上得到西方国家的默许 ,所以

其前景依然不被看好。

2.影响了获得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之后的发

展方向 ,也就是说受到外部力量影响下的民族主义

国家在决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或者资本主义道路上明

显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 。关于这一点 ,世界历史已

经非常明确地给出了答案。没有苏联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期在东面战场的大反攻 ,就不会有战后东欧

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建立 。如果没有西方长久以来的

“和平演变 ”战略 ,就不会有上个世纪 90年代国际

局势的风云突变。从这一点上 ,外部力量尤其是超

级大国的力量在一定的时空当中影响了世界一些地

区的民族主义进程的方向及速度 。这种局面的形成

实际上是国际政治格局中斗争的双方相互角力所造

成的结果 。

3.影响了施援方的民族主义进程。介入其他民

族的民族主义运动对于施援方来说也会产生一些积

极或者消极的影响 。既然是援助 ,就有一定的风险 ,

对于施援方来说决定实施之前肯定要进行评估 ,评

估有时可能科学 ,有时则难免失算 。而这种难以把

握的不确定性自然会造成不同的后果。第一 ,如果

代价花费太大 ———小则会影响本国自身的发展 ,大

则危及本国的安危 。如中国当年的抗美援朝虽然达

到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目的 ,但是在客观上却使中

国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慢了下来。其次 ,即使

自身的实力允许进行不容考虑的援助 ,国际舆论及

国内的人心向背也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如美国

在中东问题的立场上过去一直旗帜鲜明地支持以色

列 ,但是 9.11事件后美国的态度显然要缓和得多。

最后 ,本来应该及时出手而事实并没有出手或者出

(下转第 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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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太晚 ,均会对时局及施援地区产生不同的影响 。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 ,英法美等国如果不给法

西斯错误的信号而是在他们侵略的前期就积极进行

抵制 ,那么或许可以避免 ,那样一来 ,中国的发展道

路及发展情况也许与今天会大不一样 ,而广大的亚

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则可能要继续往后延迟。

总之 ,民族主义国家的建立具有不同步性 ,不同

的民族由于自身条件不同 ,来自外部力量的影响也

不尽相同 ,因此在民族主义进程当中会充分显示出

自己与众不同的特征 。此外 ,如何把握介入的时机 、

介入的力度也是一门高深的政治艺术 。

注释

①　日本的现代民族主义化进行得很不彻底 ,保留了大量的

封建残余 , 这是日本后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重要原

因。

②　印度学者帕尔塔·查特吉在其著作中指出 ,遭受民族压

迫地区要完成民族主义的任务要经过三个阶段:即分离

期 、策略期 、完成期。实际上指的是民族主义理论先是

被少数社会的精英所掌握 , 然后面向大众宣传 , 最后动

员群众参加民族主义运动。 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

任务。见:[印度 ]帕尔塔 ·查特吉著 ,杨曦译:《民族主

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译林出版社

2007年版。

③　出于对犹太人的真诚歉意 ,联邦德国在战后暗地里给予

以色列在历次中东战争中非常慷慨的援助。

④　英国作为一个后起的殖民国家 ,其殖民帝国势力的不断

膨胀就是西班牙 、法国 、葡萄牙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利

益不断受损的过程。当英国殖民地后院起火时 , 这些国

家显然找到了机会 ,趁机落井下石也就在情理之中。

⑤　这种中立实际上也是有助于北美的独立战争的。

⑥　当然还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纵容。

⑦　当时国联派了以英国人李顿为首的调查团 , 提交了一份

批评日本的报告 ,日本随后便退出国联 , 最后也就不了

了之。

⑧　关于中国抗美援朝 、中国援助越南的一些值得检讨之处

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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