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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美国核心文化WASP和 /公民宗教 0所塑造的美国国家特质中的宗教性, 尤其是

强烈的宗教认同感和宗教信仰在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得宗教的影响力相比别国

而言更容易渗透到美国外交政策中。宗教价值观念是 /美国例外论 0和 /天命观0的主要根

源,在外交政策上表现为 /威尔逊主义 0外交理念,进而对美国外交决策者的外交思维和外

交行为造成影响,并形成对外输出民主价值观念的政策偏好。国内宗教团体利用广泛的

社会资本,通过民主的渠道,将自身的政策主张上升到外交决策中并影响美国对外关系的

议事日程。传教士利用自身对对象国的了解, 为外交决策者提供情报,并有可能受邀参与

决策过程从而影响外交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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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一直在国际关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尤其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具有

不可忽视的影响力。那么究竟宗教是以什么样

的方式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呢? 本文通过对

国内外已有的关于宗教与美国外交的研究进行

归纳和总结, 试图概括出宗教影响美国外交政

策的主要途径。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里奥 # P1瑞布弗

( Leo P. R ibuffo)认为, 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

考察美国宗教与外交的历史关联: 第一,宗教信

仰通过什么方式使得美国认为自己是一个特殊

国家并且在世界上有着特殊的地位;第二,国内

宗教 /利益集团0和国外宗教问题在多大程度上

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 第三, 宗教观念, 包括那

些深奥的神学教条对那些利益集团、重要的国

际关系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具有多大影响; 第

四,宗教因素的这种对外介入又在多大程度上

影响了国内宗教生态。
¹
以此为基础, 结合其他

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可以从下四个方面

来考量宗教如何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第一, 美

国的宗教性, 即宗教信仰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

重要性;第二,宗教教义和宗教观念对美国外交

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引导作用; 第三, 持各种道德

价值观的宗教团体对美国外交政策议程和外交

政策立场的影响;第四,传教士在美国外交政策

制定和实施中的作用。

一、美国国家特质的宗教性

美国国家特质的宗教性, 即美国人强烈的

宗教认同感及宗教与宗教意识在美国社会生活

中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宗教能够深刻影响美国



外交的社会文化基础。美国国家特质的宗教性

首先表现在作为美国核心文化的 WASP, 即白

人 ) 盎格鲁 ) 撒克逊 ) 新教文化。亨廷顿

(H unt ing ton)指出, 虽然美国核心文化中某些组

成部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受到挑战, 但新教价

值观却始终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¹ 美国国家

特质的宗教性是在美国早期历史进程中逐渐形

成和确立的。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 宗教性

始终是美国国家特质的一个重要特征, 宗教力

量的强弱虽然有所起落, 但并未消退, 始终表现

出较为兴盛的宗教态势,这突出表现在美国历

史上的宗教复归运动上。迄今为止, 美国历史

上共经历了四次宗教复兴运动, 即四次大觉醒,

并且每一次都与重大政治改革相关联。º

美国是一个宗教立国的国家, 上帝是美国

文明的核心要素。从早期美国历史进程来看,

说美国是以宗教立国一点也不为过,因为 5独立

宣言6的思想来源之一就是以约翰 #加尔文教

义为核心的清教主义信仰。» 这种清教思想在

著名的 /五月花号公约 0中就已经有所体现。

1620年,美国的移民始祖、首批离开欧洲的清教

徒难民在威廉 #布雷福德牧师的率领下乘坐

/五月花 0号抵达新英格兰。他们历尽艰辛, 冒

险横渡大西洋, 来到北美这片蛮荒之地谋求生

存。靠岸前,他们签订了被认为是美国民主基

石的 /五月花号公约0, /以上帝的名义 0立誓要

/弘扬上帝的荣耀,推进基督的信仰, 同舟共济,

以契约形式组成政府 0。¼ 建设 /山巅之城 0

( c ity upon the h ill)也反映了宗教思想在美国早

期历史中的体现。 1630年, 马萨诸塞殖民地首

任总督约翰 #温斯罗普 ( John W inthrop)在从英

国开往北美大陆的 /阿尔培拉0号上向广大移民

布道时说: /我们将发现上帝的以色列在我们中

间,,上帝使他成为新英格兰: 因为我们必须

认识到我们将作为-山巅之城 .。0½他认为美洲

大陆即将建立的新社会将是一座上帝赋予的

/山巅之城0,摆脱欧洲的政教腐败,成为世界仰

慕的模范生活方式。¾ 在美国早期社会建设中,

教会也处于重要的地位,新社区的建立一般都

是首先建立教堂, 然后围绕教会建设其他社会

设施。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哈佛、普林斯顿和耶

鲁等著名的世俗大学,在以前也都是宗教院校。

到 19世纪上半期, 伴随美国扩张运动的兴起,

清教徒时期的使命感, 更发展成为 /天定命运

论 0 (M an ifestD est iny )。 1845年, 5纽约晨报 6的

出版商兼民主派外交官约翰 #奥沙利文 ( John

O . Sullivan)最先提出 /天定命运论0的口号, 宣

称 /美国通过天定命运的权利来扩展和拥有上

帝赋予的这片大陆 0¿。按照这种理论, 美国是

基督教世界的中心, 美利坚民族作为盎格鲁 )

撒克逊民族的典型代表,是上帝所选定的优秀

民族,注定要向北美大陆及世界其他地区扩展,

这是履行上帝的旨意, 是一种天定命运。从美

国早期历史进程来看,宗教性在建国之初就已

经深刻植根于美国国家特质中, 也已经反映在

美国对自我与外部世界的认知中。罗伯特 #贝

拉 ( RobertN. B ellal)于 1967年在 5美国的公民

宗教6一文中首先系统地提出 /公民宗教 0 ( c iv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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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塞缪尔# 亨廷顿著,程克雄译: 5我们是谁:美国

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6,新华出版社, 2005年版,第 52页。

美国历史上四次宗教大觉醒包括: 第一次大觉醒

( 1730 - 1760年 ) ,北美殖民地人民达成了以清教徒思想为核

心的宗教共识,为随后的独立奠定了基础;第二次大觉醒 ( 1800

- 1839年 ) ,在复兴基督教道德的基础上, 将善恶标准的应用

扩展到批判奴隶制和废奴问题上,使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0的

观念深入人心;第三次大觉醒 ( 1890- 1930年 ) ,以基督教原教旨

主义派别和基督教社会福音派的发展为主要特征,与争取社会

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平民主义和进步党主义运动相联系;第四次

大觉醒 (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 ,以福音派的复兴为主要标志的宗

教复归,与对越战和尼克松政府的抗议以及八九十年代的保守

主义改革相联系。 [美 ]塞缪尔 # 亨廷顿著,程克雄译: 5我们

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6,第 65- 67页;刘澎: /宗教右

翼与美国政治 0, 5美国研究 6, 1997年第 4期,第 49 - 50页。

王缉思: / 5美国宪政历程 6序言 0, 5国际政治的理性

思考 6,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378页,原载任东来等

著: 5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 25个司法大案 6,中国法制出

版社, 2004年版。

/ M ayflower C ompact0 ( Nov. 11, 1620) , Jack P. Greene,

ed. , Se ttlem entT o S ociety, 1584 - 1763, Vo.l 1: A Docum en tary H is2

tory ofAm erican L ife, M acG raw - H ill Com pany, 1966, p. 29.

Dav id A. H oll inger Charles Capper, Th eAm erican In tellec2

tua lTrad ition, A S ou rce Book, VolumeÑ: 1620- 1865, N ew York, Ox2

ford: Oxford Un iversity Press, Inc 1989, p. 15.

/山巅之城 0的观念后来成为早期美国外交孤立主义的

一个思想根源,即美国坚守上帝赋予的家园,但也不去干预这个

美好家园以外的喧嚣尘世,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0。

Leo P. R ibu ffo, op. cit. , p. 4.



re lig ion)的概念,深刻揭示了美国人对世俗和宗

教相互关系的理解。¹ 将世俗政治与宗教社会

结合起来, 使宗教信仰与爱国精神互相支持和

印证, 这便是 /公民宗教0º。

看一看宗教在今天美国社会的现状。虽然

塞缪尔#亨廷顿在5我们是谁 6中指出美国社会

构成的日益多元化, 已经对美国传统的核心文

化,即WASP文化构成挑战和威胁,但基督教仍

然在美国社会占据重要地位。从种族上看, 传统

的白人主体地位受到挑战; 但从宗教上来看,相

比欧洲的世俗化,美国社会中的宗教的发展使所

谓的世俗化理论一再受到挑战。» 在美国有 30

万个教会和两千多个教派组织, 90%以上的美国

人称相信上帝,参加宗教活动的美国人超过了参

加美国社会中其他任何组织活动的人数。¼ 根据

2008年 6月的一项调查,有 70%的美国教徒深信

死后能够得到永生。½ 此外, 美国人均拥有的宗

教活动场所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美国人花在

宗教活动上的时间和金钱也远比花在体育方面

的多。据统计, 1990年,观看各种体育比赛的美

国人为 3. 88亿,而出席宗教活动的人为 52亿,是

观看体育比赛总人次的 13倍。1992年, 美国人

花在宗教事业上的资金总额为 567亿美元, 而花

在棒球、橄榄球和篮球这三大球赛上的钱是 40

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 14倍。¾

与欧洲的情况相比, 美国宗教发展可谓青

出于蓝而胜于蓝, 宗教意识和宗教力量在现代

美国社会蓬勃发展的生命力令其他国家难以望

其项背。不仅如此, 美国宗教的政治积极性和

社会渗透力, 也使欧洲国家的教会望尘莫及。

正如艾伦 # D1赫茨克 ( A llen D1H ertzke)所断

言: /人们如果不了解宗教对美国政治的介入及

其动力,便不能充分了解美国政治。0¿虽然政教

分离是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则, 但宗教

对美国政治决策和政治生活的渗透力仍不可忽

视。美国人甘于接受上帝的统治, 就像里根所

说, /如果我们不被上帝统治, 我们就一定会被

暴政统治0À。一句话, 美国是一个有着世俗政

府的基督教占支配地位的国家, 这就是美国国

家特质的宗教性。 /山巅之城 0、/天定命运 0、

/公民宗教0等具有宗教和政治双重内涵的话语

也已经深深植根于美国人的灵魂中, 成为现代

美国国家特质中的宗教性符号。这种宗教性既

表现在无形的宗教认同感和宗教观念上, 也体

现为有形的宗教团体和宗教势力的存在, 从而

使宗教的力量无处不在,深刻影响美国的社会

生活。在这种社会文化生态之下, 宗教对外交

政策的影响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美国宗教价值观与外交政策

有学者认为, 宗教价值观为外交政策提供

一种终极的视角、宽广的标准、灵感、动机、敏感

性、警示以及道德限制。Á 乔治 #凯南 ( Geo 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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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 ertN eelly Bellah, / C ivilR eligion in Am erica0, Jour2

na l of th eAm erican A cademy of Arts and S ciences 96 ( 1 ) (W inter

1967 ) , pp11- 211

/公民宗教 0包括四个主要组成部分: 第一,美国的政

体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 第二,相信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第

三,宗教言辞和象征遍布美国公共言论和礼仪中;第四,国家重

大典礼和活动本身具有宗教气氛, 并履行宗教功能。 [美 ]塞

缪尔# 亨廷顿著,程克雄译: 5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

挑战 6,第 86 - 87页。

世俗化理论 ( Secularizat ion)主要观点是:随着现代性的

发展,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将会逐渐减弱甚至萎缩,退到一

个相对独立的宗教领域里,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逐渐去除宗

教色彩。而实际是近些年来全球范围内宗教呈现复兴态势, 于

是以彼得# 伯格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对世俗化理论提出质疑, 提

出与此相对的 /非世俗化0 ( Desecu larization) 观点。彼得# 伯格

等著,李骏康译: 5世界的非世俗化:复兴的宗教及全球政治 6,上

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版。

刘澎著: 5当代美国宗教 6,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1页。

/ Su rvey Show s U. S. Relig ious Tolerance0, Survey by Pew

Forum on R el igion and Pub lic Life, http: / /www. nyt im es. com /

2008 /06 /24 /u s /24rel igion. h tm ?l _ r= 2& scp= 11& sq = religion%

20 in% 20diplomacy& st= cse.

张敏谦著: 5大觉醒:美国宗教与社会关系 6,时事出版

社, 2001年版,第 4页。

[美 ]艾伦# D1赫茨克著, 徐以骅等译: 5在华盛顿代
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 6,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页。

原文为/ Ifw e are not ru led by the God, w e mu st be ru led

by tyranny0,罗纳德# 里根 1983年在美国全国福音派联合会年

会上的演讲。 / Rem arks at the Annual Convent ion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0, delivered on M arch 8, 1983. h ttp: / /

www. am er ican rh etoric. com / speeches / ronaldreagan evilem p ire. htm .

John C. Bennett, F oreig n P olicy in a C hrist ian P erspec2

tive, N ew Y ork: Scribners, 1966, p. 36.



K ennan)也宣称, 虽然外交政策的制定不能直接

反映宗教道德, 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价值在美

国外交关系中没有影响力。¹ 实际上, 宗教价值

观在美国外交历史中是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的。º

宗教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反映, 最突出的就是

基督教普世主义价值观渗透到政治外交层面而

形成一种传教士式的外交理念。米德将这种美

国外交理念归纳为, 以威尔逊总统的外交思想

和外交实践为代表的 /威尔逊主义0»。

这种基督教普世主义是美国人的例外论和

天命感的重要思想来源,这使他们深信美国人

是上帝的选民。罗纳德#里根在他的一次演讲

中称: /我们是一个深信有应许之地的民族, 我

们是一个深信我们被上帝选中来创造一个更伟

大世界的民族。0¼这是美国总统对美国人选民

意识和天命感最直接最坦白的表达。而宗教价

值观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最直接有效的便是作

用在总统等最高决策者的外交思维上。美国历

史上至今尚无非基督徒总统的先例, 并且除肯

尼迪是天主教徒以外, 其余均为基督新教徒。½

已经有学者论证宗教价值观在总统们的政治生

活和外交决策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¾ /例

外论0和 /天命观 0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

意识形态基础。李普赛特 ( L ipset)在谈论 /例外

论 0时着重强调了宗教对美国政治生活 (包括国

内政策和外交政策 )的特征所产生的根本影

响。¿ 约翰#尤迪思 ( John B. Judis)指出, 美国

外交政策的历史与实践反映了美国人的三个基

本观念:第一,美国是上帝选定的国家;第二, 美

国有改变世界的使命;第三,美国在执行这项使

命的过程中代表了惩恶的正义力量。À 这三个

观念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天命感和选民意识的集

中体现,其根源便是基督教普世主义价值观。

意识形态外交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

特征。Á 美国的意识形态可归纳为两个方面的内

容和特色:其一是 /美国信念0 (Am erican C reed),

包括对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的执著信念,其

二是强烈的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美国外交政

策经常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即在基督新

教天命观的支配之下,对外输出自由、民主、人权

等价值观念。这便是 /威尔逊主义 0的基本逻辑。

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是基督教价值观的产物,而

/美国信念0的主要思想,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

观也几乎全都源于基督新教思想, �lu所以这两个

方面又通过基督教价值观密切联系在一起, 而强

烈的天命意识必然要求其向世界推广它的自由、

民主、人权价值观念。

值得一提的是, 主张在基督降临前对世界

进行改造的后千禧年主义是影响美国对外政策

的一个重要基督教思想。�lv 历史学家弗雷德里

克 #特纳 ( F rederic Turner)在 1893年曾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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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F. Kennan, / M oral ity and Foreign Pol icy0, F or2

eign Affa irs, W in ter 1985 - 1986, pp. 205- 218.

Leo P. R ibu ffo就列举了宗教价值观如何影响美国历

史上诸如 /一战 0、/二战 0、/越战 0等重大外交决策,参见 Leo

P. R ibu ffo, / Relig ion in the H istory of U. S. Foreign Po licy0, in

T he Inf luence of Fa ith: R elig iou s Group s and U. S. Fore ign P olicy,

Rom an & L itt lefield, 2001, pp. 1- 27;类似的研究还有 JohnW.

Robb in s, / Th eM essian ic Ch aracter of Am erican Foreign Po licy0,

T heT rin ity R ev iew, Septem ber/October 1990, pp. 1- 12.

[美 ]沃尔特# 拉塞尔# 米德著,曹化银译: 5美国外交

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 6,中信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41-

183页。

John W. Robb ins, / The M essianic Character of Am erican

Foreign Policy0, TheT rin ity Review, Sep tem ber /October 1990, p. 11.

艾森豪威尔原为非教徒,出于政治需要后来加入长老

会。雷雨田著: 5上帝与美国人: 基督教与美国社会 6,上海人

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25页。

Gary Scot t Sm ith, Fa ith and the P re sid en cy: from G eorg e

Wa shing ton to G eorg eW. Bu sh, Ox ford; N ew York: Oxford U n iver2

s ity Press, 2006.

Seym ou rM art in L ip set, Am erican Excep tiona lism: A Doub2

le- Edged Sw ord, New York: W. W. Norton, 1996, pp. 60- 67.

John B. Jud is, / The C hosen N ation: The In flu ence ofRe2

lig ion on U. S. Foreign Policy0, P olicy B rief, No. 37, M arch, 2005,

pp. 1- 7.

杰里尔# A.罗塞蒂尤其强调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的

作用,认为 /国家利益是一个主观的概念,不同的人对国家利益

有不同的界定 0, /其特性在任何一点上都取决于社会和政府中

最普遍的特有的意识形态和对外决策观点 0。 [美 ]杰里尔# A.

罗塞蒂著,周启朋、傅耀祖等译: 5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 6,世界

知识出版社, 1997年版,第 355页。

[美 ]塞缪尔# 亨廷顿著,程克雄译: 5我们是谁:美国国

家特性面临的挑战6,第 58页。

/千禧年主义 0 (M illenn ialism或 Ch iliasm )是基督教的一

个基本教义,认为会有一个千年的和平即千禧年国的到来,届时地

球变成天堂,耶稣基督将再临人世,并进行最后的审判。分/前千

禧年主义0和 /后千禧年主义0。 /前千禧年主义 0认为基督降临在

千禧年国到来之前。所谓/后千禧主义0就是在基督降临于千禧年

国之后,因而它号召教徒在基督降临前用基督教义去改造世界。



/扩张力是美国人固有的一种力量, 0¹而笔者

认为, 美国人的扩张力很大程度上源自基督教

后千禧年主义改造世界的使命感。这种扩张力

表现在美国外交政策上, 尤以输出价值观念、充

当世界警察等美国外交喜好为突出表现。

以莱茵霍尔德#尼布尔 ( Reinho ld N iebuhr)

为代表的基督教现实主义是一种与 /威尔逊主

义 0类似的美国外交指导思想原则。基督教现

实主义谋求在这个世界中寻求 /秩序和正义 0,

对世俗观做出批判和谴责。基督教现实主义这

种以 /正义使者 0自居的想法,也表现在美国决

策者诉诸宗教来证明其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正

当性上。杜鲁门总统在做出决策时这样说到:

/我们感谢上帝, 因为使用原子弹的责任降临在

我们身上, 我们祈祷他将指引我们按照他的方

式、为了他的目的来使用原子弹。0º尼布尔对此

这样评价: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事业是不正

义,相反,我们实际上是上帝意志的执行者。0»

国际政治现实主义集中表现在忠于物质利益的

权力政治上, 而尼布尔的基督教现实主义则是

一种在意识形态上不妥协的思想性现实主义,

其实质是一种以意识形态为指导原则的外交理

念。尼布尔在阐释基督教现实主义时说: /将国

家利益作为外交政策对错的试金石是错误的,

自私和自利不能代替理想主义。0这种宁愿舍弃

物质利益, 不愿妥协意识形态的外交理念曾经

深刻影响了冷战时期的美苏意识形态之争。¼

三、宗教团体与外交政策

目前,美国共有 250多个不同的宗教派别,

222万多个地方性教会团体。½ 这些宗教团体

包括各自的教徒相互之间形成一个广泛的横向

联系, 构成了无处不在而又运转良好的社会网

络,这使得美国宗教组织的社会功能远远大于

其他国家。¾ 研究美国宗教的学者刘澎认为, 宗

教团体作为民间最主要的社会网络中心, 是美

国社会资本的最大占有者。¿ 正因如此,许多宗

教团体,尤其是宗教利益集团,能够利用自己的

社会资本,通过美国政治的民主程序, 或多或少

地对政治与外交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在美国,

教会的政治化和利益化倾向是美国宗教生活中

的一个重要特征, 他们为了使其各自的价值观

念和观点立场在外交政策中得以采纳, 往往会

有影响政治与外交的意愿,从而通过动员教徒

和游说政客等方式对政府和国会施加压力。尤

其是一些全国性的宗教团体,它们拥有雄厚的

社会资本,通过对下动员社会群众、对上游说议

员, 能够对许多国家政策和对外政策施加影

响。À 总的说来,宗教团体以三种方式影响美国

外交政策:第一, 通过实体机构的力量对政府和

国会施压来影响外交决策;第二, 通过向决策者

宣传和灌输宗教观念来影响外交; 第三,通过海

外服务,尤其是人道主义救援影响美国与受援

国之间的外交关系。Á

当然,并不是所有宗教团体都具有影响政

治和外交的意愿。宗教团体对政治与外交决策

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与宗教教派也有密切关系。

米德 (M ead)认为, 考察基督教与外交政策的关

系,可以大体将基督新教可分为三大类别,即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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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晋主编: 5大国的崛起 6,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第

404页。

H ilary E lm endor,f / D iv ine In terven tion: Am erican R eli2

gious Narrat ives of th e Atom ic Bom b ings, the End of the Pacific

W ar, and the A llied Occupat ion0, The Journal of Socia l S cience of

In terna tional C hristian Universi ty, 60 COE Special Ed ition 2007,

pp. 111 - 112.

Reinho ld N iebuhr, / Ou r Relat ion s to Japan0, Ch ristianity

and C risis, Septemb er 17, 1945.

J. B ryan H eh ir, / R el igion, Real ism, and Ju st In terven2

tion0, in E. J. D ionne et a.l , L iberty and P ow er: A D ia logue on R e2

lig ion and U. S. ForeignP olicy in an Unju stWorld, B rook ings Inst i2

tu tion Press, 2004, pp. 15- 19.

吕其昌: / 美国宗教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0, 5国际论

坛 6, 2003年 1月,第 69页。

刘澎: /美国宗教团体的社会资本 0, 5美国研究 6,

2005年第 1期,第 55页。

同¾,第 38页。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伴随着 /宗教觉醒, 0一些全国

性的宗教组织在美国陆续建立,其中 /基督教联盟 0是 1989年

成立的最大宗教右翼组织。徐以骅: /宗教右翼与美国外交政

策 0,任晓,沈丁立主编: 5保守主义理念与美国的外交政策 6,

上海三联书店, 2003年版,第 222 - 223页。

M ark R. Amstutz, / Faith - Based NGOs and U. S. Foreign

Policy0, in E lliottAb rams ed. , Th e Inf luence of Faith: R elig iou sG roups

and U. S. F oreign P olicy, Rom an& Litt lefield, 2001, pp. 176- 182.



要派 ( Fundam en talists) ¹、福音派 ( Evangelicals)

或基督教保守派, º以及基督教自由派 ( L ibera l

Christian)。由于这三者的宗教世界观的差异,

造成了它们对介入政治生活的意愿存在很大差

别,因而对政治与外交的影响力也不相同。其

中自由派对政治与外交事务的影响最大, 基要

派最小,福音派居中。» 但由于自由派世俗化越

来越严重, 因此其影响力呈下降趋势。与此相

反, 20世纪 70年代以来福音派的复兴使得它开

始大规模介入政治, ¼形成政治上的 /宗教新右

翼 0½。自那以来,福音派越来越多地介入政治

生活, 对政治生活与外交事务的影响力也越来

越大。从教派体系上来说, 基督教保守派以福

音派为主,还包括基要派、灵恩派、五旬节派、复

临派等。值得一提的是, 1960) 2003年,美国基

督新教中七大主线教派 ( Seven M ainline Denom2

inations)的会员从 2900万减少到 2200万,减少

近四分之一; 七大主线教派的会员占美国宗教

团体会员总人数的比例也从 25% 下降到

15%。¾ 可见, 宗教信仰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多样

化,这表明美国基督教内部越来越呈现多元化

的趋势。对美国外交政策来说, 这种宗教多元

化意味着更加复杂和难以捉摸的影响力。

宗教团体和宗教势力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效

果主要表现在对外交政策议程的影响, 一个突

出的例子便是宗教自由和人权干预政策的实

施。在宗教右翼的推动之下, 1997年美国众议

院提出了 /沃尔夫 ) 斯佩克特法 0 ( the W o lf-

Specter B ill) ,即 /消除宗教迫害法案, 0其中包

括要求美国自动对实施宗教迫害的国家实行制

裁等强硬措施。 1998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

5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 6 ( IRFA ) , 并宣称美

国政府 /已把宗教自由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

个核心因素 0。¿ 5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 6规

定设立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 跨党

派半官方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国家安

全委员会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的总统特别助理,

以及涉及所谓宗教自由问题的美国政府和国会

机构, 如国会与行政部门对华委员会等。在这

种机制化的宗教势力的影响之下, 美国外交政

策的议事日程更容易受到宗教影响。推进所谓

海外宗教自由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政策目

标。不仅如此, 宗教团体还将鼓吹宗教自由与

国家安全政策挂钩。例如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

自由办公室第一任主任托马斯 # F.法尔在 2008

年三四月份 5外交 6双月刊上呼吁美国外交应当

使 /保护和扩展宗教自由成为其核心因素之

一 0,并宣称 /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心议题是伊斯

兰恐怖主义 0À。

四、传教士与外交政策

传教本身是美国外交的一项重要日程, 但

传教士的工作范围绝不仅仅限于传播福音。正

如米德所说, 美国的传教活动是美国外交政策

中部分 /被忘却的历史 0, 它绝不仅限于某个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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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新教基要派,亦作原教旨基督教,是基督教内带有原

教旨主义的一个运动,主要特点为:深信圣经的每一句话语,对现代

主义和自由主义神学持反对立场,对现实世俗世界持悲观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里米德用的英文是 Evangelicals,

即 /福音派 0,但此处的 /福音派 0实际上是对基督教保守派的

泛指,不仅包括福音派,也包括从基要派和其他教派来的宗教

保守派。由于基督教保守派十分热衷于传福音,因而人们用

/福音派 0泛指基督教保守派。刘澎: /宗教右翼与美国政治 0,

5美国研究 6, 1997年第 4期,第 34页。

米德指出,基要派对世界秩序的前景持完全悲观的态

度,并且十分强调教徒与非教徒的区别;自由派则相反,对世界

秩序的前景持乐观的态度,并且不强调基督徒与非教徒之间差

别;而福音派的宗教世界观则介于两者之间。W alter Ru ssel l

M ead, / God. s Country? Evangel ica ls and Foreign Policy0, F oreign

Affairs, Sep tem ber/O ctober, 2006, Vo.l 85, Issue 5, pp. 24- 43.

学界一般认为 20世纪 6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在一系列判

决中宣布公立学校祈祷和朗读圣经为违宪, 1973年最高法院关于

堕胎合法的判决、公立学校的性教育、争取同性恋和妇女权利运动

以及水门事件等,是触发福音派大规模介入政治生活的导火线。

值得指出的是,基督教保守派 ( Christian Con servat ive)

与基督教右派 ( Ch rist ian R igh t)或宗教右翼 ( Religion R igh t)的

概念存在某些细微差别,基督教保守派的提法是从宗教角度相

对基督教自由派所做的划分,基督教右派或宗教右翼则不仅表

示神学上的保守,而且包括社会政治观上的保守,二者指的是

同一回事,但侧重点不同。

W alter RussellM ead, op. cit. , pp. 36- 37.

徐以骅: /宗教右翼与美国外交政策 0,任晓,沈丁立主

编: 5保守主义理念与美国的外交政策 6, 上海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247页。

Thom as F. Farr, / D ip lom acy in an Age of Faith: R eli2

gious Freedom and Nat ional Security0, ForeignAffairs, M arch /Ap ril

2008, Vo.l 87, Issue 2, pp. 111 - 112.



所有教派的宗教布道行为,还包含了无数美国

人的宗教工作、医疗工作、救济工作和在全世界

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¹ 与国内宗教团体不同,

传教士的特征在于, 他们直接身处对象国的环

境之中,有的甚至在对象国长年生活, 因而对对

象国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在对对象国情报的掌

握、对对象国民族脾性的把握、在对象国拥有的

人脉甚至与重要外交人物的联系等方面具有明

显优势。这些优势均可被发挥利用来为美国的

外交政策服务。

首先,传教士成为外交决策者的情报来源

之一。例如,涉及冷战时期美国对中美洲的政

策,政府通过教会团体资助代表团和调查团去

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传教士反馈的调查报告

成为美国对该地区的政策制定的主要情报来源

之一。º 其次,传教士也经常参与到美国外交决

策和外交行为中。世界基督教联合会的创始

人、194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约翰 # R1穆
德,就曾颇受美国政治家的青睐, 伍德罗#威尔

逊总统甚至曾经任命他担任美墨和美俄外交谈

判代表。» 而在对日占领时期,麦克阿瑟的智囊

团里则包括了大批的传教士。¼ 另外, 在具体的

历史环境下, 传教活动甚至可以表现为文化帝

国主义,与政治和经济帝国主义紧密相关。殖

民主义时代, 包括美国在内的近代西方基督教

文明向古老的亚非拉文明提出了严峻挑战, 这

种以武力为后盾的文化帝国主义, 同经济帝国

主义和政治帝国主义结成了三位一体的侵略扩

张势力。而 /天定命运论0则成为美国帝国主义

势力对外扩张的神圣依据。塔夫脱总统盛赞传

教士的活动 /比一切条约和国际法庭都更有

效 0½。难怪有学者认为, 帝国主义是激进基督

教的一种自然演化。¾

在一定情况下, 传教士还能影响到美国对

外政策的某些重大决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1917年,传教士为了达到保护教会财产的外交

目标, 试图说服威尔逊不对德国 /一战0期间的

盟国奥斯曼帝国宣战。他们告诉白宫, 宣战意

味着教会拥有的巨大教育体系将被迫关闭, 教

会财产也许会被没收;并且,在血腥的宗教暴力

时期,奥斯曼帝国的基督教少数民族肯定不会

得到任何国际保护。威尔逊同意了他们的意

见。结果是美国未对奥斯曼帝国宣战, 传教士

们得以继续经营和管理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的学

校和教会。¿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例子是传教士在 /二战 0

后美国保留日本天皇制的决策中所发挥的重要

作用。早在 1943年,曾在日本传教的基督教领

袖卢曼 #舍尔弗 ( Lum an J. Schafer)就邀请了一

批美国宗教领袖召开会议讨论战后对日处理问

题。会议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一个报告, 其中包

括警告美国政府撤销天皇制的危险性。À 1945

年对日占领开始后,应麦克阿瑟将军之邀,杜鲁

门政府召集了四位有过在日传教经验的著名传

教士领袖,其中包括卢曼 #舍尔弗, 组成了一支

特别代表团赴日本进行交流访问。他们的访日

报告也一致建议美国政府保留日本的天皇制。Á

另外,传教士们与日本知名基督教领袖贺川丰

彦等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使得他们成为麦克阿

瑟与日本皇宫之间的联系人,在麦克阿瑟与天

皇的会见等磋商着中发挥了重要的牵线搭桥作

用。这一系列传教士们的活动, 与美国对日外

交的其他努力一道促成了战后保留日本天皇制

的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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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综上所述, 宗教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主

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来实现。第一, 美国是一

个宗教立国的国家, 由美国核心文化 WASP和

/公民宗教0所塑造的美国国家特质的宗教性,

尤其是美国人强烈的宗教认同感以及宗教信仰

在美国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使得宗教的影响

力相比别的国家而言更容易渗透到其政治生活

和外交政策中。第二, 宗教价值观念尤其是宗

教普世主义价值观是美国人的例外论和天命观

的重要思想根源,在外交政策上表现为 /威尔逊

主义0外交理念, 对美国总统等外交决策者的外

交思维和外交行为造成直接影响。 /威尔逊主

义 0在对外政策中突出表现为美国的意识形态

外交和对外输出民主价值观念的政策偏好。第

三,国内宗教团利用其广泛的社会资本,通过民

主的渠道, 将自身的政策主张上升到外交决策

层面,尤其是宗教利益集团的院外游说等活动

不仅影响美国对外关系的议事日程, 甚至还有

可能左右外交决策的结果。第四, 传教士除了

在对外宗教问题上产生影响以外, 还能利用自

身对对象国的了解,为外交决策者提供情报, 并

有可能被邀请加入到外交决策和外交行为中,

某些情况下还能在一些重大外交决策中发挥举

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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