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盛顿体系与大东亚新秩序比较研究

祁怀高  梅  毅
*

(中共青岛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  山东青岛 266071;

江西省旅游局市场开发处  江西南昌 330006)

[关键词 ] 华盛顿体系; 大东亚新秩序; 东亚国际秩序的演变

[摘  要 ]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东亚国际关系舞台上曾相继出现了两种地区秩序: 以 /门户开放0 为特征、美国主

导建立的华盛顿体系和以 /大东亚共荣圈 0 为特征、日本企图建立的 /大东亚新秩序0。对它们进行回溯、比较, 对今天

构建和平与友好的东亚新秩序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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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eriod betw een WWÑ andWWÒ, there are two reg ional orders in EastA sia: one is theW ash2
ing ton System w ith / Open Doo r Po licy0 as its core, estab lished by the U. S. ; the other is the G reat East Asian

N ew Orderw ith / GreatE astA siaC o2prosperity Sphere0 as its core, proposed by Japan. By a comparat ive study o f

these two E astAsian O rders, w e can learn lessons and it is conducive to establish a peacefu l and friendly new E ast

A sian order.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东亚国际关系舞台上曾

相继出现了两种地区秩序: 以 /门户开放 0 为特
征、美国主导建立的华盛顿体系和以 /大东亚共
荣圈0 为特征、日本企图建立的大东亚新秩序。
从国际秩序的视角来看, 这段时期东亚国际关系的

历史, 就是美国捍卫、中国认同的华盛顿体系与日

本企图建立的大东亚新秩序对抗的历史。最终的结

果是中美等盟国的国际秩序原则战胜了日本的国际

秩序原则, 日本所谓的大东亚新秩序只是昙花

一现。

一 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体系的建立

和瓦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为了遏制日本在亚太

地区的扩张, 于 1921年 11月至 1922年 2月倡议

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在华盛顿会议上, 美国提出了

指导东亚行为的新原则, 这些新原则主要体现在

5九国公约 6 (全称为 5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
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 6 ) 中

[ 1]
。这些新原则包括:

第一, 以国际合作代替国际竞争; 第二, 尊重中国

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不再谋求新的在

华特权和势力范围, 使中国获得发展机会和必要的

援助; 第三, 门户开放原则的国际化和制度化。从

国际法的角度分析, /九国公约 0 对中国是具有一
定的积极意义的。公约确立了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原则, 尽管内容空泛, 且各国均有不同的理

解和打算, 但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毕竟是国际

法上的基本原则之一, 这就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维护

和争取国家利益提供了一个条约依据。此后, 东亚

形成了华盛顿体系, 该体系改变了日本独占中国的

局势, 代之以美国主导、列强共管中国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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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21) 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

资料来源: 王春良主编 5世界现代史地图集 ( 1900- 1991) 6, 北京: 中华地图学社, 1992年, 第 23页。

美国通过华盛顿会议成功地埋葬了英日同盟,

使 /门户开放0 原则重新在东亚确立; 遏制了日

本的扩张势头, 使美国的东亚战略地位大大改善。

日本则 /损失惨重0, 失去了英日同盟, 军备扩张

受到严厉限制, 被迫 /吐出 0 山东等。基于此,

日本对美国采取守势, 改行所谓 /国际协调路
线 0, 东亚扩张步伐稍稍 /收敛 0。

华盛顿会议以后, 日本帝国主义独霸中国的野

心虽然暂时受到了抑制, 但它并不甘心受华盛顿体

系的束缚。华盛顿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稳定的

体系, 贯穿于华盛顿体系整个存续期间的, 除了美

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与日本的 /东亚门罗主义 0 的
矛盾以外, 还有中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与日本的大陆

政策之间的尖锐冲突。这些冲突就为日本不断挑起

侵华战争制造了借口。

1931年 9月 18日, 日本关东军一手制造了柳

条湖炸路事件, 随即以此为借口进攻沈阳, 制造了

/九一八 0 事变。数月之内, 日本便侵占了东北三

省, 以赤裸裸的武力把中国东北置于其刺刀统治之

下。 /九一八 0 事变无疑是对一战后东亚国际秩序
的重大挑战。日本公然违背自己以和平手段谋求国

家利益的承诺, 企图通过战争谋求独占利益, 不仅

违反了 5九国公约6 和 5巴黎非战公约 6, 而且违
背大国协商与合作的原则, 是对华盛顿会议精神的

公然践踏。尽管在 1931年人们还未能清楚了解

/九一八 0 事变的全部意义, 但是人们普遍认识

到,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未来的稳定取决于华盛顿体

系在多大程度上能渡过这场危机。事实上, /九一
八0 事变后, 中、日、美都没有简单地把 /九一
八0 事变看作是一场局部冲突, 而是把这场冲突

与整个一战后的东亚国际秩序联系起来; 各方关注

的不仅仅是冲突本身如何解决, 而是战后整个东亚

国际秩序的有效性与权威性, 只是各自的立场大不

相同。

就美国而言, 日本行为损害的主要是美国在东

亚建立的和平与安全体系。因此, 美国的反应一开

始就把日本的行动看作是一个 /国际问题 0。日本
占领锦州后, 美国政府于 1932年 1月 7日向日本

政府递交了被称为 /不承认主义 0 的照会。照会
声称: /鉴于目前的局势及在此局势下美国本身的
权利与责任, 美国政府认为它有义务照会日本帝国

政府及中华民国政府, 美国政府不能认许任何事实

上的情势的合法性, 也不拟承认中、日两国政府或

其代理人间所缔订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的条

约权利 ) ) ) 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
及行政之完整, 或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

国际政策在内 ) ) ) 的任何条约或协定。0 [ 2] /不承
认主义0 能够防止非法行为所产生的情势因时效
关系而具备合法性, 在没有一个正规运作的国际机

构来强制执行法律的情形下, 不失为一种有相当法

律和道德潜力的补助武器。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美国提出 /不承认主义 0 的用意, 只是为了维护

门户开放原则, 阻止日本独占中国。

日本方面则是安抚国际舆论, 为自身行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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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日本的方式是极力说明其在中国东北的行为并

未违反 5九国公约 6, 相反是在华盛顿体系内行
事。日本的策略是把该事件说成是地方事件, 是

/两个东亚民族之间的家务事 0, 不涉及多边国际
条约和其它国家的利益。日本媒体提出, 日本军方

的行为不仅没有破坏华盛顿体系, 相反, 对付中国

无法无天的行为和对条约权利不负责任的攻击实际

上是巩固华盛顿体系。日本文官政府向列强保证日

本所进行的从根本上是一种警察行为, 是支持而不

是破坏 5九国公约6。日本甚至诡辩说, 满洲国的

成立以及日本的承认也并不违反 5九国公约6, 因
为只有企图侵犯中国的主权、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

完整才算是违反 5九国公约 6, 而满洲国的成立乃
是当地人民自决的结果, 因此 5九国公约 6 对其
并不适用, 对这样的新国家给予外交承认也是完全

必要的
[ 3]
。

与日本相反, 中国则极力向国际社会证明, 日

本的军事行动违反了华盛顿会议条约和 5巴黎非
战公约 6, 是对华盛顿体系的公然挑战和国际道德
的公然践踏, 并提出东北问题必须在华盛顿体系的

框架内加以解决。中国不同意与日本进行双边谈

判, 因为这样就会落入日本的圈套, 等于接受日本

的诡辩, 即事件仅仅是涉及日本条约权利的小事

情, 并不涉及华盛顿体系的权威和威严。因此, 从

一开始, 中国就把自己与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等同起

来, 抓住机会向世界展示自己是国际社会中负责任

的成员, 寻求通过其它国家和国际舆论的支持来拯

救东北, 把国际秩序和华盛顿体系视为维护中国利

益的工具。但不幸的是, 中国所认同和寻求帮助的

国际秩序正处于危机之中, 建立和维护这一体系的

国家无力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对这一秩序的挑战。

此后, 日本不断以武力和非法行动挑战华盛顿

体系。如 1933年 3月宣布退出国联、 1934年 9月

决定废除 5华盛顿海军条约6、 1936年 1月退出伦

敦裁军会议, 这是日本公开走上争霸道路的重要措

施, 它把英、美限制日本争霸的种种条约变成了一

堆废纸。

与此同时, 在法西斯的推动下, 日本全力推行

战争政策, 到广田弘毅内阁时期, 日本从政治、军

事、经济到外交, 全面进入了战争轨道。它标志着

日本战争体制的初步形成, 也预示着全面侵华战争

已为期不远了。

1937年的 /七七 0 事变是中日全面战争的起
点和导火线, 它使摇摇欲坠的华盛顿体系最终瓦

解。国民政府在宣布抗战的同时, 亦采取外交手

段, 如申诉于国联、寄希望于布鲁塞尔会议, 但最

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从 1937年 11月布鲁塞尔会议结束到 1941年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几年中, 英美和日本还围

绕着华盛顿体系进行了一些交涉, 但充其量只能算

是一点小小的余波, 因为这时的华盛顿体系已经徒

有虚名, 只不过还具有法律条文尚存的意义而

已
[ 4]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 即 1941年 12

月 9日, 中国政府发表对日宣战文告, 宣布: /所
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 有涉及中、日间关系

者, 一律废止 0 [ 5]
, 5九国公约 6 从此彻底销声匿

迹了。

从国际秩序的视角来看, 日本谋求脱离华盛顿

体系, 无视 /一战 0 后国际秩序的更深刻原因就
是日本右翼势力长期对华盛顿体系所维持的现状的

不满, 认为一战后确立的现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家为维护既得利益强加给日本的, 因而是不公正

的。日本不断扩大侵略战争的目的就是打破华盛顿

会议所确定的战后现状, 突破华盛顿体系对日本的

约束, 自主地在中国进行扩张, 通过军事上的单边

主义和经济上的区域主义把东亚有效地同世界其它

地区相隔离, 驱逐西方势力, 确立日本在东亚的霸

权, 并最终建立一个完全不同于华盛顿体系的东亚

新秩序。

二 日本大东亚新秩序的昙花一现

从侵华战争到 /大东亚战争 0 (太平洋战争 ),

日本终于走向了与中、美等亚太国家为敌的全面侵

略战争。在侵略战争时期, 日本先后提出了建设东

亚新秩序和大东亚新秩序的主张, 在其占领的地域

建立起殖民统治, 并美其名曰 /大东亚共荣圈0。
1938年 11月, 日本攻占中国的武汉、广州等

地后, 立即于 11月 3日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 提

出了东亚新秩序的主张。它声称 /建设东亚新秩
序, 渊源于我国的建国精神, 完成这一任务, 乃是

现代日本国民的光荣任务0, 从而向世界宣布建设
/东亚新秩序 0, 乃是日本开国以来的一贯国策,

且日本将继续实现。声明提出 /应以实现日满华
三国合作,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

互助关系为根本, 以确立东亚国际正义, 实现共同

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结合为目的 0 [ 6]
。声

明要求各国 /正确认识帝国的意图, 适应东亚的

新形势0 [ 7 ]
。随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 11月 18日

给美国的照会中又进一步宣布日本不再坚守门户开

放的原则
[ 8]
。

/东亚新秩序0 的主要内容是: ( 1) 迫使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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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崩溃或屈服, 或使蒋政权衰落为无抵抗实力的地

方性政权, 并在占领区建立统一的傀儡政权, 从而

解决或大致解决 /中国事变 0, 这是日本决定全面
征服中国后的既定方针。 ( 2) 驱使中国的人力、

物力为日本的北进战略效力。日本御前会议于

1938年 11月 30日决定的 5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 6
规定要 /缔结日华防共军事同盟 0。 11月 20日,

日汪重光堂会谈时签订的 5日华秘密协议记录 6
中规定, 日华两国共同设置对苏联的宣传机构, 缔

结军事同盟, 在内蒙及其他地区驻屯日本军队, 日

华军队互相协力, 共同作战
[ 9]
。御前会议还出于

北进总体战的需要, 特别要求中国允许其自由开发

华北、蒙疆的战争资源。 ( 3 ) 通过限制英美等国

在华活动, 迅速排除其在华势力, 削弱其在远东的

地位和影响, 随之 /创建一个东亚集团0, 以 /保
证使它拥有同英美一样的自足的经济0 [ 10 ]

。 5调整
日华新关系方针 6 等大量重要文件在强调日中军
事上 /共同防卫0 的同时, 均强调要限制第三国

在华的经济活动, 并通过日中经济 /全面合作 0
控制中国的资源和产业, 以获得足以称霸的庞大的

总体战实力。这种实力不但是对苏的, 也是针对一

切妨碍其新秩序战略计划的国家的。

中国国民政府对日本提出的 /东亚新秩序 0
表示坚决的反对。蒋介石于 1938年 12月 26日发

表讲话, 将日本的建设 /东亚新秩序 0 概括为:

/这是个推翻东亚的国际秩序, 造成奴隶的中国,

以遂其独霸太平洋, 宰割世界的总名称 0
[ 11]
。由于

日本的政治诱降, 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分化, 汪精卫

集团叛逃降日, 但并未影响到中国的抗战大局。武

汉沦陷后, 中国政府仍在继续抗战。 1939) 1940

年, 中国军队相继与日军进行了南昌会战、随枣会

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冬季攻势作战、南宁会战、

宜昌会战等, 使日本深陷于中国战场而不能自拔。

对于日本扬言建立 /东亚新秩序 0, 美、英、
法三国共同声明加以反对。美国总统罗斯福在

1938年 12月 25日批准了 2500万美元对华桐油信

用贷款, 藉以表示美对中国抗战的同情, 这是美自

中国抗战以来首次对华提供贷款。同时英国也宣布

给中国信用贷款 50万英镑, 用以购买卡车行驶于

滇缅公路。 1939年 7月 26日, 美国宣布废止美日

1911年的商约, 以此为对日禁运的先导。 1939年

10月 19日, 美驻日大使格鲁在东京发表演说, 指

出日本政府所谓 /建立东亚新秩序0, 纯系出于侵
略野心, 对日军在华野蛮横暴之行为深致愤慨, 并

表示日本现行政策如不改变, 不仅美日新约无从谈

判, 美国对日本现行政策推行之结果, 将有不能容

忍之一日
[ 12]
。

1940年 7月, 近卫文麿再次组阁, 确立了建

设大东亚新秩序, 即 /大东亚共荣圈0 的对外政
策目标。这在日本的亚太政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正式确立其建设 /大东亚共荣圈 0 的基本
国策。

7月 26日, 日本内阁会议制定了 5基本国策
纲要 6[ 13]

。该纲要首先规定了日本基本国策的根本

方针: /皇国的国是乃是基于八纮一宇的建国大精
神, 以确立世界和平为根本, 首先要建立以皇国为

核心、以日满华坚强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

序。0 在此, 日本明确提出了建设以日本为核心的

/大东亚新秩序 0 的国策。纲要还规定了当前的外
交方针是: /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为根本, 首先将

重点放在结束中国事变上, 并要认清国际大变局,

采取建设性的、富有弹性的施策。0 7月 27日, 日

本又召开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 正式决定了

5伴随世界形势推移的时局处理纲要 6, 这是对近
卫内阁 5基本国策纲要 6 的重要补充。

上述 5纲要6 规定了日本适应新的世界形势
的如下方针: /在促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同时,

抓住有利时机, 解决南方问题 0, 也就是说要一举
解决中国事变与南方问题。同时还规定: /在中国
事变尚未解决之时, 要考虑内外各种情势, 来确定

重点转向南方施策的态势 0。而在 /要领 0 部分
中, 除在第一条中简单规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政策

之外, 在第二条中, 详细规定了日本对南方的政

策: 对外施策 /要以解决南方问题为主 0; /首先
要以对德、意、苏的政策为重点 0; 还规定了对美
国、法属印度支那及香港、荷属东印度、南太平洋

原德属及法属岛屿、南太平洋其他诸地区的有关政

策。在第三条中又规定了 /对南方行使武力 0 的
方针: /在中国事变基本解决之时, 为解决南方问

题, ,行使武力 0; /在中国事变尚未解决之时,

在不与第三国开战的前提下, 如果内外各种形势特

别有利, 为解决南方问题, 也要行使武力 0; /行
使武力时, 战争对象要尽力局限于英国, 但在此

时, 也要预作对美开战不能避免的准备 0。上述第
二、第三条, /虽然各种条件及内容没有表现在字
面上, 但却决定了伴随着行使武力的南方政

策0 [ 14]
。如此看来, 日本政府与大本营共同决定的

5时局处理纲要 6 的根本方针就是: 迅速解决中国

事变, 并以武力解决南方问题。这是日本在世界形

势, 特别是欧洲战争新形势下确立的对外政策, 而

/武力南进 0 则是其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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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东亚共荣圈的政治构图
资料来源: 古屋哲夫、山室信一编 5近代日本K * 1 k 東���問題6, 东京: 吉川弘文馆, 2001年, 第 203- 206页。

松冈洋右作为近卫内阁的外相, 首次正式公开

使用 /大东亚共荣圈 0 一词 [ 15]
。他在 1940年 8月

1日发表的 /皇道外交宣言0 中提出, /近来, 我

们向世界宣布的 -皇道 . 就是我们皇国的使命0,
作为当前的外交方针, /要根据我们皇道的伟大精
神, 必须首先建立以日、满、华三国为一环的

-大东亚共荣圈 . , 然后宣布强有力的皇道, 贡献

于公正的世界和平的树立0 [ 16]
。松冈洋右提出的

/大东亚共荣圈 0, 是对近卫内阁建设 /大东亚新
秩序0 国策目标的最好概括。

1941年 12月 8日, 日本偷袭珍珠港, 太平洋

战争爆发。 12月 10日, 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

议决定 /今次的对美英战争及随着形势变化而发
生的应有战争, 包括 -中国事变 . 在内, 定名为

-大东亚战争 . 0。东条英机即以此为出发点, 开始

了 /大东亚共荣圈建设0。
从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到 1942年夏, 日

本占领了西起缅甸、马来亚, 东至中部太平洋的吉

尔伯特群岛, 北达阿留申群岛, 南迄新几内亚、所

罗门群岛的广大区域, 加上原先所占领的中国部分

领土, 总面积达 3200万平方英里以上, 占地球总

面积的 1 /6, 初步建立起所谓的 /大东亚共荣圈0,
这是日本对外侵略史上建立的最大的殖民帝国。但

是, 这个建立在强权和武力基础上的殖民帝国, 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打击下,

很快土崩瓦解。

从国际秩序的视角来看, 整个中国抗日战争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 就是

美、英、中主导的华盛顿体系与日本企图建立的大

东亚新秩序对抗的历史。到 1930年代末, 东亚地

区已经出现了美、英、法、中、荷、苏之间松散的

反对日本的联合,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美、

英、中结成了对抗日本的盟友。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是一个修正的华盛顿体系。日本对华盛顿秩序的

破坏和对东亚与太平洋霸权的追求, 导致其在东亚

国际社会的孤立。日本走出孤立的道路要么是重新

回到华盛顿体系之中, 要么是把东亚与世界隔离,

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国际体系。既然重回华盛顿体

系已经不可能, 日本选择了后者。在日本看来, 要

想走出困境, 除了通过一场建立另一个亚太国家国

际秩序的赌博之外别无他法。最终的结果是中美等

盟国的国际秩序原则战胜了日本的国际秩序原则,

日本所谓的大东亚新秩序只是昙花一现。

三 华盛顿体系与大东亚新秩序之

比较

近代以来, 自东亚华夷秩序瓦解之后, 东亚曾

先后出现两种地区秩序: 一是以 /门户开放 0 为
特征、美国主导建立的华盛顿体系; 二是以所谓

/共存共荣 0 为特征、日本企图建立的 /大东亚共
荣圈 0。如果我们对华盛顿体系与大东亚新秩序进
行比较, 就会发现两种地区秩序都是在亚太地区基

本力量 (主要是美、日、英、中等大国 ) 对比发

生重大改变的背景下产生的; 且都是以牺牲中国的

权益为出发点和目的。但是二者还是有着重大的差

别, 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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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华盛顿体系与 /大东亚共荣圈 0 在性
质上有着重大差别。华盛顿体系是在承认既有现状

的基础上建立的, 即承认列强在华既有的特权和既

存条约体系对中国部分主权的剥夺和约束, 因此它

所建立的并非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但我们

也应该承认, 华盛顿体系基本上是通过和平谈判、

相互妥协的方式建立起来的, 它相对于任意宰割中

国的旧的强权政治秩序和帝国主义外交来说无疑是

一个进步, 特别是其中的和平竞争和不得在中国谋

求新的特权的原则有利于抑制日本对中国利益的侵

犯。而且, 作为威尔逊自由国际主义原则的体现,

华盛顿体系为东亚国际关系注入了若干正义与道德

的因素。如果从整个东亚国际关系史的 /长时段 0
来考察, 华盛顿体系所代表的国际秩序虽然还带有

强权政治的色彩, 但它毕竟是人类追求公正、合理

的国际秩序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 17]
。而 /大东亚

共荣圈 0 则是赤裸裸的武力侵略, /大东亚共荣
圈 0 的性质就是日本企图建立以其为宗主国的殖
民大帝国 ) ) ) 政治上统治东方各国各民族; 经济上

垄断亚洲太平洋广大区域内的丰富资源和广阔市

场; 军事上利用南洋战略要地, 同英美长期抗衡;

思想文化上用法西斯文化和思想奴化占领区内的各

国人民
[ 18]
。在只有三、四年寿命的 /大东亚共荣

圈 0 内的上述种种事实, 足以表明, 日本侵略者

声嘶力竭地鼓吹和实施的 /大东亚共荣圈 0、 /大
东亚共荣圈建设 0 完全是彻头彻尾的 /共贫独富
圈 0, 是一块进行掠夺、屠杀、奴役的遮羞布。

第二, 华盛顿体系与 /大东亚共荣圈 0 在地
域上不尽相同。华盛顿体系包括的范围是远东和太

平洋地区, 美国、日本、中国等远东大国都在体系

之中, 并且与远东有着重大利益关系的英国、法

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等国也是参与

者。相形之下, /大东亚新秩序 0 包含的地域主要
是日本军事占领的地区, 而美、英等西方列强和中

国都是该秩序的反对者。 /大东亚共荣圈0 包括的
地域随战局变化而有差别, 并且还有 /共荣圈 0、
/国防圈 0、 /资源圈0 之区分, 但从日本最高统治

集团关于 /大东亚共荣圈 0 地区范围的界定过程
来看, 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大陆及东经 90度以东、

南纬 10度以北的太平洋西南地区 (含东南亚及太

平洋诸岛 ), 始终是其 /大东亚 0 的核心地带, 亦

可称为其 /大东亚共荣圈 0 的 /核心圈 0。 /大东
亚共荣圈 0 的殖民本质, 决定了其不可能达到像

华盛顿体系这样广泛的地域, 而且日本国力的限制

也决定了其不可能维持对 /大东亚共荣圈0 的长

期统治。

第三, 中国与华盛顿体系和 /大东亚共荣圈 0
的关系有着本质差别。中国与华盛顿体系的关系是

既斗争、又合作, 以合作为主。由于华盛顿体系和

5九国公约 6 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 尽

管内容空泛, 且各国均有不同理解和打算, 但尊重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毕竟是国际法上的基本原则之

一, 这就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提

供了一个条约依据。所以中国基本上是认同这一秩

序的, 在面对日本的侵略时, 也努力联合美、英等

国捍卫华盛顿体系的原则。中国与 /大东亚共荣
圈0 的关系则是激烈斗争、 /你死我活0 的关系。
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候, 认为 5九国公
约6 是它独占中国的一大障碍, 于是在 1930年代

后期竭力诋毁 5九国公约 6, 宣扬 5九国公约 6
/过时0 论, /不适用 0 论等等, 妄图打破原有的

均势, 摆脱条约的束缚, 以便达到其独霸中国的目

的。此后, 其企图建立的 /大东亚新秩序 0 以灭
亡、奴役中国为目的, 中国当然坚决反对。随着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日本

无条件投降, /大东亚共荣圈0 终于崩溃, 消失于

世界历史舞台。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亚国际秩序的演变给后人

留下了深刻的启示。我们要以史为鉴, 构建和平与

友好的东亚新秩序。日本通过侵略和武力的方式,

在东亚地区构筑了一个短命的地区秩序。在这个新

的秩序中, 日本是中心, 所谓 /日满华合作 0 是
基轴, 而屈服于其武力和掠夺之下的南洋各地为其

边缘。其间充满了屠杀和掠夺、压迫和反抗, 所谓

的 /提携 0 与 /合作 0 是在刺刀下实现的, 在

/大东亚主义0 的招牌下, 日本给东亚地区的人民

带来了难以抹平的历史伤痕。今天的人们极不愿意

回顾这样一段历史, 但这段历史就近在半个多世纪

以前, 而且也已成为今天东亚国际新秩序倡导者们

所时时殷鉴的沉痛教训, 成为消极的旧东亚国际秩

序的极端代表。通过对这段历史的研究, 我们可以

加深对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理解和认识, 以史为

鉴, 面向未来, 共同建设和平与友好的东亚新秩

序。此外, 日本所走过的崛起 ) 扩张之路成为反面
教材, 证明以武力和侵略改变东亚国际秩序的方式

行不通, 建立东亚新国际秩序必须以和平、合作为

理念。同时, 正是中国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惨痛教

训, 使中国人深知和平的珍贵, 也给了中国极大的

启示: 中国必须走一条奋力崛起而又坚持和平、坚

持不争霸的道路。 (下转第 7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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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政治上, 摩洛人没有平等参政的权利; 文化和

社会地位上也没有得到政府足够的尊重和平等的对

待。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进一步边缘化, 使自

感无法生存的摩洛人最终拿起武器, 跟随当地的政

治精英们投入到反对菲律宾中央政府的分离主义运

动中去。西班牙殖民时代以来的形成的 /摩洛问
题0 再次被激化, 成为了至今影响菲律宾国家稳

定和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注  释>
[ 1] Pa tric io N1Ab inales, S tateAu thority and L ocal Pow2

er in Southern Philipp ines, 1900- 1972, A Dissertation P resen2
ted to the Faculty o f the G raduate Schoo l o f Corne ll University in

Pa rtia l Fu lfillm ent of th Requ irem ent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 ilo sophy, Augest 1997, p1751
[ 2] 金应熙主编, 刘迪辉、何安举、金雨雁编著 5菲

律宾史 6, 河南大学出版, 1990年, 第 58页

[ 3 ] Pete r W1Stan ley, A Nation in the M ak ing : the

Philipp ines and the Un ited S tates, 1899 - 1921, Cam bridge,

M ass1: H a rvard Un iversity P ress, 1974, p12801
[ 4 ] F rancis B1H arr ison, The Corner - S tone of P hilip2

p ines Indep endence, New York, The Cen tury Co, 1922, p1 361
[ 5] / A Decade o f Am ercian Rule in the Ph ilipp ines0,

A tlantic M onthly, vo l1 103, Februa ry 1909, p1241
[ 6] [ 7] [ 8] [ 19] Pete r G1Gow ing, / M uslim - A2

m erican Re la tions in the Ph ilpp ines, 1899 - 19200, P au l

H1K ratoska ed1, Sou theast A sia Co lon ial H istory, Vo lum e II,

Emp ire- building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 tury, London: Rout2
ledge, 2001, pp1400, 401, 403, 3281

[ 9] [ 11] M cKenna, Thom as M1, M uslim Rulers and

Rebels : Everyday P olitics and A rm ed Separa tism in the Sou thern

Philipp ines, Berke ley, University o f C aliforn ia P ress, 1998,

p. 861
[ 10] Peter Gordon Gow ing, Op1cit1, pp160- 611
[ 12] [ 14] [ 15] [ 16] [ 18] Pa tr ic io N1Abina les,

op1cit1, pp187, 116, 117, 123, 1261
[ 13] H eadquarters Departm ent of M indanao and Jolo,

A rrangemen t of the AnnualR eports of the War Departm ent, Ope r2
a tion in the Department o f M indanao and Jo lo, Zamboanga,

M ay10, 19011
[ 17] M am itua Saber, / The Contact betw een the T rad i2

tional and lega l Au thor ity in a M uslim Setting0, in A lfredo

T iam son ed1, On the Cond ifica tion of M uslim Customary

( adat) and Quranic Law s, Davao C ity: A teneo Un iversity and

M indanao S tateUn iv ers ity, 1974, pp1 300- 3011
[ 20 ] Donna J1Am oroso, / Inheriting the -Moro Prob2

lem . : Muslim Author ity and Co lonia l Ru le in Br itish M a laya

and the Philippines0, in Juidan Go and Anne L1 Foster eds1,
The Am er ican Colonial State in the Philipp ines, G lobal P ersp ec2
tiv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 ress,

2003, p11201
[ 21] W ar Department, Annua l R eport of the Governor of

the M oro P rovince Bureau of the Insular Affairs, W ashing ton:

Governm ent P rinting O ffice, 19041

=责任编辑: 吴金平>

(上接第 66页 )

=注  释>
[ 1] 王铁崖编 5中外旧约章汇编6 (第三册 ), 北京

三联书店, 1962年, 第 217- 220页。

[ 2 ] U1 S1Departm ent of States, P apers R elating to the

Foreign R elations of the United S tates, Japan: 1931 - 1941,

V o lum eÑ, W ashington D1C1: Gove rnm ent P rinting O ffice,

1943, p1761
[ 3] 3日4臼井胜美: 5日本在 30年代的对华政策 6,

江昭、孔华润编 5巨大的转变: 美国与东亚6, 复旦大学出

版社, 1997年, 第 92- 93页。

[ 4] 程道德主编 5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6, 现代出
版社, 1993年, 第 264页。

[ 5]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 5中国近
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 ( 1840) 1949) 6, 下卷第二分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年, 第 163页。

[ 6] 日本外务省编纂 5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
(下 ) 6, 东京原书房, 1978, 第 401页。

[ 7] 同 [ 5], 第 93页。

[ 8] U1S1Department o f S tates, op1cit1, p1 8001
[ 9] 同 [ 6], 第 403页。

[ 10] 3美4 罗伯特# 达莱克: 5罗斯福与美国的对外

政策 ( 1932) 1945 ) 6 上,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年,

第 275页。

[ 1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5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
汇编6, 第五辑第二编 # 外交,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

第 55页。

[ 12] U1 S1Depa rtm en t of States, op1 cit1, pp1 19- 291
[ 13] 同 [ 6], 第 436- 437页。

[ 14] 3日4 矢部贞治: 5近卫文麿6, 东京读卖新闻
社, 1976年, 第 473- 474页。

[ 15] 关于 /大东亚共荣圈0 一词, 最早是由时任外

务大臣的有田八郎在 1940年 6月 29日提出的, 松冈洋右则

为正式公开使用。

[ 16] 3日4 奥村房夫监修 5近代日本战争史 6 第 4

编 (大东亚战争 ), 东京: 同台经济恳话会, 1995年, 第

298页。

[ 17] 王立新: 5美国的世界秩序观与东亚国际体系
的演变 (Ò ) 6, 5东南亚研究6 2003年第 5期。

[ 18] 胡德坤、罗志刚主编 5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纲 6,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第 232页。

=责任编辑: 吴金平>

72

东南亚研究  2008年第 1期               SOUTHEAST ASIAN STUD 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