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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了了自自己己，，插插盟盟友友两两刀刀
——— 二战期间英美间的相爱相杀史

撰稿 本报记者 王昱

首次“上位”没成功

纵览世界各大国的兴衰史，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所有最
初的霸权挑战者都没能成为日
后的全球领袖，而处于次强地位
的大国却大受其惠而登上了霸
主之位。大航海时代，西班牙和
葡萄牙的德比之争，便宜了荷
兰、英国等一票后起之秀。坐山
观虎斗者总是笑到最后，英国在
17世纪渐露霸相之后，一直致力
于挑动欧洲各霸主之间互斗，自
己则从中渔利，可谓是运用这一
历史规律的行家。

然而，时至20世纪，英国人
却悲哀地发现这套规律被用在
了自己身上——— 为了制衡另一
近在咫尺的挑战者德国，英国不
得不在美洲实行战略收缩，而原
本已经在工业实力上超过英国
的美国乘机填补了其权力真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速了
这个过程。大战过后，英美之间
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实质性的变
化，美国从英国的债务国上升为
债权国。一战时，英国的债务累
计达12 . 85亿英镑，主要来自美
国，而同时英国还借给盟国约
14 . 19亿英镑。

但是，俄国革命爆发后，新
生的苏维埃政府拒绝偿还以前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欠下的债务，
但美国却要求英国全额偿还债
务。过惯了不差钱日子的英国可
是被急坏了。

身为债主的美国觉得抢班
夺权的时机终于来了。于是在分
配战后利益的巴黎和会上，“贸
易自由”和“民族自决”成为了美
国总统威尔逊极力挥舞的两杆
大旗。这些主张表面上看是理想
主义，但实则却都是冲着英国去
的。因为身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
殖民地帝国，贸易自由将消解英
国商品在各殖民地“本土作战”
的优势，至于民族自决，则干脆
是想将英帝国肢解。

手握金融财权又有强大的
经济实力作支撑，按说美国人的
计划本是完全之策。不过，两次
世界大战间期英美博弈的最终
结果，却证明了“姜还是老的
辣”。在表面上逢迎美国人的同
时，英国为维护其霸权及时实行
了一系列应对之策，其中最见成
效的杀手锏就是曾被罗斯福诟
病为“旧时代古董”的“帝国特惠
制”，该制度要求英国下属的各
殖民地以英镑作为贸易的基准
货币，帝国内部各地区之间进行
低关税的自由贸易，对外则征收
高达30%以上的高关税。此政策
一出，可是坑苦了美国，到1924
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已经占了当
时世界总量的48%，此时整个世
界市场骤然向其关闭，美国经济
顿时陷入失速的危机。到二战爆
发前的1937年，英国已有重新扳
回一局的架势，当年英国的工业
产量与1932年相比提高了50％，
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上涨20％，
工作时间减少10％。整个三十年
代甚至被英国人称为“黄金时
代”，而美国此时仍然深陷大萧
条之中苦苦挣扎。美国在两次大
战间期对英国的“抢班夺权”，似
乎已经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岛屿换军舰”

然而，英美之间的斗法，却
引 来 了 一 个 始 料 未 及 的 后
果——— 英国率先倡导“帝国特惠
制度”宣告了世界原有全球金融
秩序的解体，德日等既缺原材料
又找不到市场的国家加速走向
法西斯化。二战的爆发，打断了
英国恢复元气的黄金时代，英国
不得不被重新拖入战争的泥潭。

由于两次大战间期英美之
间那段暗战的历史，美国对于英
国的落难，最初表现出了出奇冷

漠。当纳粹的兵锋直指英伦三
岛，英国本土面临沦陷时，罗斯
福政府曾经一度确信英国将在
战争中失败，并决定不出手相
帮。他曾经通过加拿大给丘吉尔
带话，希望英国海军在本土沦陷
后“10％去南非，20％去印度，
20％去加拿大，50％去新加坡”。
这一提案的背景是英国曾计划
德国万一在本土登陆，将移师加
拿大继续抗击纳粹。罗斯福却

“建议”英国将主要兵力龟缩到
印度洋，这显然是在委婉地警告
英国人不要把战火烧到美洲，从
而破坏美国此时所奉行的孤立
主义政策。

事实上，除了外交警告，美
国人甚至还准备过更狠的“后
招”。早在二战之前，美国就曾秘
密制定了“彩虹”系列计划，该计
划认为一旦开战，且英、法、荷战
败，美国就要毫不客气地接收这
些国家在西半球南纬10度以北
的殖民地岛屿和港口、基地，“以
保证西半球不受纳粹的威胁”。

在认识到英国早晚要丧失
西半球大多数殖民地后，英国
最终做出了一个最精明也最无
奈的选择。1940年，罗斯福派出
私人特使多诺万上校前往英
国，这位上校则带回了英国政
府的一个口头承诺——— 如果美
国愿意将其海军中闲置的旧型
号驱逐舰提供给英国使用，英
国愿意将西半球北部岛屿及基
地转让给美国。这就是二战中
著名的“岛屿换军舰”协议。获
知此消息的美国人欣喜若狂，
在几经讨价还价之后，8月 1 3
日，罗斯福致电丘吉尔，同意拿
出 5 0艘驱逐舰和其他一些装
备，从英国手中“租借”纽芬兰、
巴哈马、牙买加、圣卢西亚、特
立尼达等英国在西半球北部的
大部分岛屿。

“岛屿换军舰”协议的潜台
词殊堪玩味。表面上看，丘吉尔
为了美国的50条“破船”，不惜让
渡西半球的大部分岛屿，是不折
不扣的“亏本买卖”，但从深层次
看来，该协议实则是英美之间在
二战前期所达成的一次重大妥
协，英国通过这种方式将其势力
彻底而体面地撤出西半球，默认
了美国主张一百多年的“门罗主
义”政策。而美国人则相应地愿
意在二战中对英国持以同情的
态度。有趣的是，这层意思丘吉

尔在其向国民做出解释时其实
早已明言了，他宣布，其实英国
只用了巴哈马、牙买加等6个岛
去交换美国的驱逐舰，而其他岛
屿则是“赠借给好朋友美国的礼
品 ”，以 感 谢 美 国 的 慨 然 相
助——— 大英帝国是在用西半球
的霸权卖美国的人情。

痛宰盟友没商量

如果说英美之间对于西半
球霸权的交接，还是英国在无奈
之中主动做出的选择的话，接下
来这对“好朋友”之间发生的事
情，则无异于一次“人为刀俎，我
为鱼肉”痛宰。

一战后挑战英国未成的教
训，让美国认识到想要在经济
上挑战英国的霸权，不仅要在
量上对其完成超越，更要侵蚀
其优质资产。因此，当1941年美
国通过旨在向英法等国参战国
供应武器装备的《租借法案》
时，特意为英国“量身定制”了
一个附加条款：“英国在获得美
国的援助之前，必须出售所有
在美国有价值的企业。”此规定
意味着英国不得不向美国贱卖
大量的在美优质产业。当英国
政府对此提出抗议时，得到了
美方冷冰冰的回答：“美国政府
却认为这种牺牲是必需的。”当
年1月，美国财长摩根索向参议
院外交委员会证实说：“为了筹
款偿付过去的订货——— —— 他们
(英国政府)已同意在以后12个
月内把英国公民在美国拥有的
美元财产、不动产和证券全部
售出。”通过貌似慷慨的《租借
法案》，美国在经济上完成了对
英国敲骨吸髓的压榨。

剥削英国的实际经济利
益，还不能满足美国的胃口，美
国人更想要瓦解英国自一战之
后赖以与美国抗衡的“帝国特
惠制”系统。这项工作是从美国
开始考虑亲自参战时开始的，
最终也以美方的完胜告终———
1941年8月，英美签订《大西洋
宪章》，宪章第三条规定“他们

（英美）尊重所有民族选择他们
愿意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形式之
权利；他们希望看到曾经被武
力剥夺其主权及自治权的民
族，重新获得主权与自治”，第
七条则说：“他们希望促成所有
国家在经济领域内最充分的合

作，以促进所有国家的劳动水
平、经济进步和社会保障。”谁
都不难看出，这两个条款正是
美国在一战后提出的“民族自
决”和“贸易自由”两项原则的
翻版，这些条款曾经被英国极
力反对过。

条约已签订，说干就干的美
国人打出一系列组合拳。在贸易
方面，越过贸易壁垒的美国商品
在全球排挤英货，战争结束时,英
国商船总吨位由名列世界第一
降至美国的三分之一。而美国商
品输出在资本主义世界出口总
额中所占比重从1937年的12 . 8%
上升到1947年的32 . 4%，成为世
界最大商品输出国。

在政治上，为了让英国永
远丧失再搞“帝国特惠制”的希
望，美国以民族自决为旗号坚
定地开始执行对英帝国肢解工
作。对于《大西洋宪章》中民族
自决的条款，丘吉尔事后曾试
图将其解释为仅适用于从轴心
国桎梏下获得解放的欧洲国
家 ,但美国政府却决意将英国
殖民地包括在内。尤其是对于
英国在东方的最大利益中心印
度，美国几乎是强迫着英国接
受了当地独立主义者在战争结
束后独立的要求。

对于美国压榨英国的种种
手段，丘吉尔曾经在开罗会议对
罗斯福露骨地示威，称英国虽不
想要得到任何新的领土或基地，
但打算保持他们原来所有的一
切，还放言“不通过战争，就不能
从英国夺去任何东西”。

然而，丘吉尔没有认识到的
是，美国确实是在通过战争夺取
英国作为霸权国家的所有东
西——— 只不过在这场战争中，这
位掠夺者是以英国盟友的面目
出现的。

英美之间霸权的交接，曾经
被不少人奉为世界史上一个罕
见的特例，认为它为后世大国之
间和平解决此消彼长所带来的

“修昔底德陷阱”提供范式。然
而，当我们透过两国盟友表象去
追究这场兴替的实质，却发现两
者交替依然是通过战争实现的。
也许正如丘吉尔所言，没有任何
一个国家愿意在平静中接受霸
权衰落的现实，任何帝国的解体
都是战火炙烤下做出的无奈选
择，这的确是“大国的悲剧”，也
是属于人类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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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德国的首
相俾斯麦曾经有言：

“英美两国之间特殊的
历史渊源，可能将成为
未来最为重要的地缘
政治。”20世纪两次世
界大战的历程，证明了
这位铁血宰相的先见
之明。在一般人看来，
美国人在这两次战争
尤其是二战中对英国
的帮助——— 从最初的
给枪给钱，到后来亲自
上阵，的确够义气。不
过，对于美国盟友的这
番“义举”，很多英国人
并不领情。套用丘吉尔
的话说，他的美国朋友
在二战中“不放弃任何
一次肢解大英帝国的
机会”。那么，看似为盟
友两肋插刀的美国，到
底是怎样把刀插在盟
友肋骨上，并最终借此
从英国手中接下世界
霸权的接力棒的呢？

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期
间，美国总统威尔逊 (右一 )

和英国首相劳和·乔治（左
一）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在
一起。

1941年8月，罗斯福(左)与丘吉尔签署《大西洋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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