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7

社会广角SHE HUI GUANG JIAO

摘要：冷战是战后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十

分重要的问题。冷战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

结果，是客观环境和主观认识的统一，在当

时是不可避免的。冷战的起源不能单一的归

结为某一方的单一因素所造成的结果。更不

能主观的解释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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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冷战的起源问题时，大多数学

者，认为冷战起源于美国对苏联政策的误

解，冷战不仅是一个或两个国家形成的。而

是多个国家合力而为的结果，其中尤其强调

了英国在冷战中的作用。

首先，从客观上来说，冷战是二战引起

的世界力量格局重新调整的逻辑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旧的势力均衡，

使德国和日本的力量瓦解，将英国和法国降

为二流的国家，称雄世界几个世纪的欧洲已

精疲力竭，它丧失了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利益

安排世界的能力，这就造成了巨大的权利

真空。战后，美苏成为最有实力争霸世界的

力量，成为主要对手。其中，美国在实力上

占据较大优势，经济上美国鹤立鸡群。军事

上美国也成为头号强国，拥有装备最精良的

陆军和世界最强的海、空军力量，并垄断着

核武器。苏联作为另一个超级大国，其经济

虽在战争中备受摧残，但经济基础并没有崩

溃。而且军事上，经过战争的洗礼，苏联拥

有了一支数量最多、战斗力最强、技术装备

精良的军队。美苏之间战时的同盟关系已无

法维持，打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也不可能，他

们尝试着用非战争的方法进行全面对抗，在

对抗中维持冷和平。这样，战后就出现了美

苏围绕争夺世界霸权展开的全面的冷战，并

形成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

其次，冷战是在战后构建新的全球性的

世界体系、世界秩序的过程中产生的，两种

体系构想的冲突是冷战产生的根源。现代世

界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走向全球化的过程，这

使大国更多地从全球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们

看到，在粉碎法西斯之后，美苏作为最有能

力决定战后世界安排的国家，他们对战后世

界的构想是冲突的。

美国对战后世界的构想早在战争之初

就开始了。1940年初，根据罗斯福的指示美

国国务院建立了“对外关系问题咨询委员

会”，其主要的任务是“从美国的最大利益

出发”，研究战后美国“为建立一个理想的

世界秩序而需要的基本原则”。苏联有自己

的世界体系观，这就是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

形成的斯大林的世界体系观。斯大林认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的力量对比，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加

深。苏联应突破建设社会主义的局面，扩大

社会主义的范围和苏联的影响，建立一个与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相“异质”、相对抗的社

会主义世界体系。即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平

行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和与资本主义阵营对

立的社会主义阵营。所以，冷战是两种体系

的对抗，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美苏对世界领导

权的争夺，其核心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

界。 

第三, 意识形态的分歧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与社会存在相区别、

相联系,涉及政治、法律、哲学等重要领域的

范畴,必然与国家对外政治具有密切的联系。

战后,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

作用。在国际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家实

力的强弱,但意识形态却潜在地影响着国家关

系。战争后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苏联

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已逐渐暴露出来了,战后

日趋明朗化。苏联和美国,一个是最大的社会

主义国家,一个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两国

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为此,苏联在战后

不断巩固和扩展社会主义阵营,在意识形态方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体系

形成了威胁。

二战中,美国与苏联结成了反法西斯同

盟,保持了友好的合作,但随着二战临近结束,

美国同苏联的意识形态冲突日益显露。战后,

美国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目标,为了实现其意

识形态目标,无论是罗斯福还是杜鲁门,在战

争后期和战后的对外政策中都或多或少地有

着反共意识形态因素。面对苏联,美国对外政

策中反共推进美国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意

识形态动机就表现得越来越清楚。在西欧,美

国努力以经济援助稳定当地政局,并支持西欧

各国政权排挤共产党人。由此,意识形态的分

歧成为冷战起源的主要因素,并且加重了美苏

冷战的色彩。

第四, 美苏国家利益相悖

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有:国家的生存与安

全;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以及国家威望与势力

的扩展等等 。国家利益的内涵与外延取决于

一国的实力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等多种因素,

因而并非固定不变,而且各国有别。战后苏联

所追求的国家利益的最基本内容是维护苏联

安全,而建立苏联势力范围和确保苏联在战后

的欧洲和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则是实

现国家利益的有效手段。为此,苏联在战时、

战后着手制定和实施了相应的计划和措施。

 (美英) 和苏联的势力范围和利益范围,

确立了苏联和美国在战后欧洲和世界的优势

地位,为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

础。在雅尔塔体制内,苏联是最大赢家,基本

上满足了它追求战后国家利益的目标。雅尔

塔体制满足了苏联在领土安全、建立势力范

围和在国际事务中拥有发言权等方面的广泛

要求,使苏联由一个战前被包围的欧洲大国

变成了一个战后在各方面处于优势的世界大

国。战后,政治和军事安全是美国国家利益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避免危及美国生存的新

的世界大战的爆发,保证西方世界不受来自东

方的政治和军事威胁等,这是防御性和维持现

状的一面。另外,美国国家利益中还有进攻性

和扩张性的一面,即在全世界扩张其影响和势

力,主导国际政治舞台。这是因为战后美国作

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实力地位,使得美国领导人

产生美国“无所不能”和“领导世界”的狂

妄意识。为了实现上述国家利益,美国领导人

彻底抛弃了传统的孤立主义政策,广泛地卷入

世界事务中。

第五, 在冷战的起源中，英国起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

二战中英国虽是战胜国，但受德国的空

袭，元气大伤，战争结束时沦为二流强国，

最大的债务国。二战尚未结束时，美苏之间

基于本国利益，在安排战后世界的问题上提

出各自主张，矛盾初露端倪，英国外交部已

将苏联看成是潜在的威胁。英国挑起冷战的

根源还在于维护既得利益。英国极端仇视共

产主义意识形态，苏德战争爆发后英国虽与

苏联结成联盟，但传统的恐惧共产主义心理

和反苏情绪仍在英国统治者心中作祟，即使

结盟也是同床异梦。因此，英国意欲使盟国

分区占领的德国走向分裂，使盟国战时合作

走向破裂。英国虽积极主张遏制苏联，但其

本身的衰落使其无力独当一面。基于共同的

战略和意识形态，英国日益感到有必要加强

英美之间的伙伴关系。否则，另一场毁灭性

的战争就会发生。正因为如此，英国的政策

具有挑战性，对冷战的起源起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

综上所述，多种因素的凑合和共同作

用，促成了冷战这样一个逻辑结果，各个因

素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和渗透的，是

资本主义与社会注意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在

战后初期特殊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在当时是

不了避免的。冷战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

所以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冷战是人类最近于集

体自杀的一次经历。此外还需指出的是，冷

战自然是矛盾激化的产物，两大集团的全面

对抗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和灾难。但同

时，冷战也是妥协的产物，美苏两大集团在

矛盾重重，激烈交锋的情况下避免了直接的

武力对抗，而寻找另外的办法解决冲突,这在

以前的历史时期是很难想象的，这使我们对

人类未来的和平抱有更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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