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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岛真不是荷兰人骗来的

作为没赶上大航海时代的民
族，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讲一些当
年西方殖民者如何坑害穷苦土著
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一件是发
生于1626年5月24日的“买卖曼哈
顿岛”。那一天，荷兰人用一箱价
值24美元的玻璃珠，向当地的印
第安人换得了曼哈顿岛的使用
权，该岛后来成为纽约市的中心
区域，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因此
该项交易被戏称为“印第安人最

大的商业败笔”。
本来，“曼哈顿岛交易是商业

败笔”这一说法只是个趣谈，但却
被很多人当了真。更有甚者，在我
们童年时代的教科书中，这故事
被渲染得像“怪蜀黍拿棒棒糖诱
骗无知小萝莉”一样，那些荷兰商
人是奸诈的西方殖民者的典范，
而故事中的印第安人呢，则悲催
到了极点。总而言之，曼哈顿岛是
西方人骗来的，其故事就是西方
丑恶殖民史的缩影。

然而，如果你回到当时的历史
情境中再去看这个故事，就会发现
我们似乎把这个故事理解歪了。

首先，在17世纪，肯用金钱而
不是刀剑来决定土地归属，这本
身就是一种进步。要知道，当荷兰
人拄着火绳枪客客气气地跟印第

安人讨价还价时，在世界的其他
地方，什么沙俄帝国、奥斯曼帝
国，还都在热衷于用“白刀子进红
刀子出”的方式跟当地原住民

“谈”土地归属问题哩。金钱有时
的确可能代表罪恶，但相比于流
血，它却道德得多。

其次，即便单论生意本身，人家
印第安人也一点都不傻帽。价格这
个东西永远跟稀缺程度相对应，印
第安人肯做这笔交易是基于这样一
个价值判断：以美洲大陆当时的生
产力水平而言，玻璃珠这东西是个
稀罕玩意儿。在换来玻璃珠后，当地
的印第安人可以通过将其转手给其
他部落，换更多更有价值的东西。事
实上，在美洲大陆开发早期，玻璃珠
等小工艺品的确就在印第安部落间
扮演过货币的角色，玻璃珠在当时

是硬通货。
我们对这则交易中最关键的

一个误读，其实还要数对曼哈顿
岛价值的判断。曼哈顿岛究竟值
多少钱？在欧洲人来到之前，曼哈
顿岛其实只是个土壤不甚肥沃且
交通不便的荒岛，正因如此，印第
安人才会轻易将它卖掉。曼哈顿
岛价值真正陡然而生，其实是在
美国的伊利运河修通之后，这条
沟通美国东部沿海和西部内陆的
运河让位于河口上的曼哈顿顿时
成为最重要的货物周转中心，身价
数百万倍暴增。换而言之，曼哈顿
的绝大部分价值，其实是后来无数
不同种族的人民通过数百年的经
营使其增长出来的，而与当初卖
出它的印第安人没有多大关系。

买下曼哈顿的欧洲人的确赚

了，而卖掉曼哈顿的印第安人也
没亏本。成就这一奇迹的条件是
大航海时代所带来的“大交换”，
这种交换将玻璃珠和荒岛都赋予
了全新的价值，这种新的价值源
于人类生存空间拓展所创造的机
遇。懂得利用这种机遇的人们扬
帆去往新大陆，而与之相对的，被
束缚在自己土地上的民族，则不
得不为了争夺有限的“存量”不断
磨砺“窝里斗”的技巧，进而形成
了“我赢你就输”式的零和思维。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航海时代对
参与其中的民族最大的馈赠，其
实并不是美洲的资源，而是着眼
于拓展增量的思维方式。这种思
维的有无，决定了你是否会将“买
卖曼哈顿岛”视做一场殖民主义
奸商对良善土著人民的诈骗。

菲菲律律宾宾，，美美利利坚坚种种在在彼彼岸岸的的心心病病
□本报记者 王昱

提不起：

殖民战争结血仇

美国与菲律宾的百年恩怨，
最早可以追溯到1898年的美西
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原是西班
牙殖民地的菲律宾被作为战利
品收入美国囊中，菲律宾从此换
了主人。这场易主之战，对美国
同样关系重大——— 它是美国作
为殖民主义新列强的“初出茅庐
第一仗”。

故事要从1897年讲起，这一
年，美国第25任总统麦金莱上任
了。麦金莱执政美国的时间不算
长，刚干满一届总统就被人刺杀
了。但他在美国历史上却小有名
气，原因之一，是此公长相酷似
拿破仑，原因之二，是这家伙任
期内干了两件很“拿破仑”的事
情——— 发动美西战争和参与八
国联军侵华。这两件事意味着美
国打破了19世纪所奉行的门罗
主义，开始将手伸向东半球。尤
其是美西战争，让美国在美洲之
外有了一块殖民地。这个破天荒
的举动，令美国人自己也无所适
从，不少认为自己国家不同于

“老欧洲”的美国人极力反对这
一决定。大作家马克·吐温就讽
刺说：“美国之鹰飞出了太平洋，
向菲律宾展开了它的自由之翼，
但我发现我们不想解放他们，我
们只想征服他们。”

马克·吐温所说的征服，是
指美国在美西战争后对菲律宾
独立的镇压。几乎就在美西战争
进行的同时，菲律宾挣脱西班牙
殖民枷锁的运动也在进行，到美
西战争结束时，菲律宾已经有
90%多的地区事实上已经在菲律
宾独立军的手中。最初，菲律宾
人满心以为美国人会承认其独
立，但不久他们就发现，美国不
是为了他们的独立而打击西班
牙，而是要代替西班牙成为新的
殖民者，于是双方撕破脸皮正式
开打，从1899-1902年间，美军与
菲律宾独立武装进行了为期三
年的美菲战争。

正规美军与菲律宾游击队
间的战争既拖泥带水又令人窝
火，被逼急了的美军最终开始杀
俘虏，并把30万平民驱赶进集中
区，以摧毁游击队的根据地。这
导致最终有2万多菲律宾独立战
士战死，20万菲律宾平民死于饥
饿和瘟疫。

放不下：

怀柔多年终独立

当美菲战争的血迹逐渐被
岁月所风干，菲律宾人民还是看
到了新来的殖民者与西班牙人

稍有不同。美国在菲律宾采取了
不同于老殖民者的新殖民主义
政策，全面引进美国式的资产阶
级政治、司法和教育制度，力图
培植本地地主资产阶级亲美集
团，逐步扩大后者参与政治的权
力，最终给予政治独立，但保持
自己的控制权。1916年美国国会
通过《琼斯法案》，扩大本地人参
与政治的机会，企图以此缓和菲
律宾人的反美情绪。1934年通过

《泰丁斯-麦克杜菲法案》，宣布
在菲实行十年自治过渡体制，
1935年菲律宾自治政府成立，奎
松当选为总统。

有道是天算不如人算，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对菲
律宾的占领虽然是一扫而过，却
干了一件让美国人非常窝心的
事情：1943年，日本人在菲律宾
成立了傀儡政府，让菲律宾在名
义上从“自治”走向了“独立”。日
本人这么一折腾，让本来有意使
菲“自治”层面多留一会儿的美
国一下子演不下去了。1945年，
美国重新占领菲律宾后，本想延
缓菲律宾独立，甚至取消其自治
地位，但迫于菲民众接连不断的
罢工潮，最终不得不选择妥协。

1946年7月4日，美国正式
宣布菲律宾独立，值得一提的
是，这一天刚好是美国自己的
独立日。有关美国为何要选这
一天的猜测很多——— 有人说美
国是想借此表达对菲律宾的良

好祝愿，望其成为美利坚第二；
也有人说美国是借此表达对其
吞并未遂的残念。甭管怎么说，
反正菲律宾人没领情，1962年
又将独立日改为摆脱西班牙殖
民统治的6月12日。从这个细节
也可以看出，美国对菲律宾数
十年的怀柔与同化，其效果实
在值得存疑。

心病：

近则不逊远则怨

虽然最终从美国那里争取
到了独立，但菲律宾对美国的情
结却是复杂而纠结的。就殖民本
身而言，美国将菲律宾从几近独
立打回殖民地的美菲战争显然
是段惨痛的回忆。但就美国之后
的殖民而言，不管美国当初出于
什么动机，它毕竟曾为菲律宾建
立了一整套政治、经济、教育制
度。这两段互相矛盾的回忆纠结
在一起，造就了菲律宾独立后对
美国阴晴不定的态度，这让美国
十分头痛。

1946年，菲律宾首任总统曼
纽尔-罗哈斯与美国政府签订了

《美菲军事协助条约》，同意接受
美方的军事援助，美国在事实上
延续了在菲律宾的存在。在整个
冷战时代，美国势力重新主导菲
律宾，并将菲律宾作为展示其在
第三世界建立民主和理想社会
的橱窗。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越

南战争期间，面对隔海相望的
“共产主义威胁”，菲律宾更是与
美国进入了蜜月期。然而到了冷
战末期，随着外部威胁的减少，
美菲关系急转直下，1983年，美
菲双方签署一项新协议，该协议
要求美国向菲提供九亿美元的
经济和军事援助。对美国来说，
在新协定下维持驻军基地过于
昂贵，并且会引发菲律宾反美示
威。几经权衡后，美国人决定不
再在菲律宾赔本赚吆喝了，最终
在1992年借“基地器械因火山爆
发受损”的名义彻底撤出了这块
其经营百年的土地。

从1898年介入到1992年撤
出，美国在百年经营后最终离开
菲律宾，从一开始其实就是一场
错误的“殖民实验”。正如门罗总
统当年的预言一样，美国能在世
界纷争中独善其身 的 最 好 方
式，是将自己的核心利益收束
于西半球。在东半球寻求一块

“飞地”，对美国人来说既困难
也不实惠。美国在东亚所扮演
的注定只能是“离岸制衡手”的
角色，这将是奥巴马重回亚太
战略所设定的最高目标。在这
样的大背景下，曾经差一点被
美国揽入怀中的菲律宾，对美国
其实是个“孽缘过多”的盟友。在
此轮重回亚太的过程中，对于这
样一个“近则不逊远则生怨”的
朋友，美国恐怕会谨慎地与其保
持距离。

一周史记
下周史上那点儿事

（5月18日—5月24日）

本报记者 王昱

5月16日，菲律
宾与美国“肩并肩
2014”联合军演正
式结束。这是美菲
两国在签署加强防
务合作协议后举行
的首场大规模联合
演习，在南海局势
风云变幻的当下，
美菲这对一度疏远
的盟友再次走近。
然而，回顾美菲两
国百年的交往史
会发现，对于怎样
处理对菲关系，最
忧 心的恰恰是美
国。菲律宾这块远
在大洋彼岸的岛
国，实在是美国提
不起又放不下的一
块心病。

5月7日，菲律宾马尼拉，菲律宾民众头戴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面具在总统府马拉
坎南宫前集会，抗议美菲签署的加强防御合作协议。 东方IC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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