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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冷战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势力大行其道，“新帝国论”甚嚣尘上，推动美国在全球展开了新一轮的扩
张，梦想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成为一个全球性帝国。
《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一书深入历史、透视现实，对美国霸权的实质进行了剖析。
    作者分析了美国霸权的社会基础与战略利益，并通过许多生动的实例来展示美国是如何使用非武力
的方法进行扩张的，揭示了美国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进行扩张的种种荒谬之处。
     作者在书中强调指出，美国这个“自由帝国”扩张的最大悖论是，如果它加快称霸世界的步伐，将
引起更多国家的警觉和反对，它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反而会下降。
美国如继续把大量的财力集中于军事扩张，它将无力顾及国内的许多问题，它的经济基础将受到严重
的损害，美国的衰落将因此而在所难免。
    作者以生动的语言、丰富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向世人讲述了一个真实的美国。
无论对于学者和决策者还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本书都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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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一凡，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后赴法国学习，获得法国波尔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在美
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做过访问学者。
曾就职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新华社与光明日报社，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副所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第六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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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领土扩张是称霸的开端    19世纪是欧洲向美国移民最快的时期，有时一年的移民就超过上千万人
。
这么多移民到美国，需要更多的土地，美国的领土逐渐向西、向南移动，开始主要是侵蚀北美土著印
第安人的土地。
    美国当时虽然是共和国了，但享受共和国权利的只有那些从欧洲移民过来的白人，而这些美国人在
圈印第安人的土地方面做得比那些英国殖民者一点儿也不逊色。
他们沿袭了英国人的传统，把印第安人赶出去，随后便把他们的土地据为己有。
1817年，美国陆军部长约翰·卡尔霍恩开创了一项政策，要把印第安人迁移到东经95度以外去，这项
政策在1825年变成了法律。
杰克逊总统后来把这项政策描述成是人道主义的政策。
他说：“这项正义的、人道主义的政策建议印第安人离开他们的领地，到西部那个国家去。
在那里，他们可能不受白人唯利是图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像父亲那样监护他们的利益
，可以使他们这一种族延续下去。
”    当我们今天再来看这段历史时，无疑会认为这是一种强盗逻辑。
然而那时的美国人却认为“弱肉强食”是天经地义的，他们能给印第安人一种以放弃家园来换取生命
的选择已经是非常人道了。
    除了占领印第安人的土地外，美国也不断蚕食欧洲列强的殖民地。
当然，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是，最成功的蚕食行为是没用一枪一弹就得到的，是法国人自愿让出来的一
片土地，它与当时刚刚独立的英属北美13州差不多同样大。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
路易斯安那位于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西半部，本是北美一块欧洲列强都争夺的土地，初由法国人占领，
起名路易斯安那意思是“献给路易的土地”，因为那时的法国国王是太阳王路易十四。
后来，英国和西班牙先后占领过它。
1800年，拿破仑执政时法国人又把它从西班牙人手里夺了回来。
美国向欧洲出口的大量货物要通过密西西比河运到新奥尔良港，然后再运往欧洲，这一段正好要经过
法国的殖民地路易斯安那。
杰斐逊于1801年当选总统，他认为美国的贸易交通干线都掌握在法国人手里，是美国发展的致命威胁
。
于是，他上任后第二年就派了他的得意门生门罗前去欧洲协调各种事务，包括与拿破仑谈判买下新奥
尔良港。
    没想到一谈起来，拿破仑便做了一个门罗想都没敢想的建议，让美国把整个路易斯安那都买下来。
美国最后用2726万多美元买下了路易斯安那214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平均每英亩不足3美分)，使当时美
国的面积翻了一番。
美国历史上这次最大的土地交易极大地丰富了美国的资源，加强了美国的战略地位，并为美国开拓西
部铺平了道路。
拿破仑为什么急于要出售那么大一块殖民地呢?其实，拿破仑打欧洲战争急需资金，而他又无力维持在
北美的殖民地。
他想的是，如果不趁早把这块土地卖出去，早晚会被英国用武力抢了去。
因此，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是英国舰队“逼”着拿破仑下决心卖掉北美这么一大片土地的。
然而，美国买下这块土地也不容易，因为当时美国政府的财政能力有限，这笔钱财相当于美国政府几
年的预算总额。
实际上，美国政府当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它便到伦敦市场上去发国债，筹到了钱后再交付法国。
    路易斯安那购地不仅是国际战略上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也是国际金融史上的一个典型例子。
它说明，金融的跨国界流动遮盖了许多地缘政治的利益，在追逐金钱利益的同时，人们会不知不觉地
为自己的敌人提供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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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英国人纷纷抢购美国政府的债券，因为它能带来更高的利息，却不知美国人拿这笔钱支付了自
己的敌人法国人，而法国人则拿这些钱购置枪炮去打英国人。
    19世纪前半叶，美国人一直在不断蚕食欧洲列强在北美的殖民地，1812年及1815年与英国的两次交
火只赢得了南部很小的一块土地，但当佛罗里达发生了反对西班牙人的起义后，麦迪逊总统下令干预
，干脆派兵去兼并佛罗里达，但没有马上得手。
直到1845年美国才最终兼并了佛罗里达。
美国人还曾想向北扩展，兼并加拿大，但美军只短暂地占领过一阵多伦多，随即便又被英军夺了回去
。
1818年、1819年美国与西班牙及英国的协议暂时界定了美国的边界。
然而，美国人不断向原属墨西哥的一些地方移民，南方的平衡不断被打破。
40年代，美国吞并了新独立的得克萨斯，迫使英国把俄勒冈领地改属美国，还利用边境事件作借口，
对墨西哥发动战争，夺取了新墨西哥州和上加利福尼亚。
这就使美国拥有了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整块大陆。
1850年时，参议员西沃德在参议院就加利福尼亚加入美国的问题说：“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帝国
基础了，它可以给大西洋彼岸人口过多的欧洲提供货物，又可以在太平洋截取印度的贸易。
处在这种地位的国家应该控制海洋，只有海洋帝国才是真正的帝国。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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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这是一本内容详实、有助于理解美国外交政策本质的书，难能可贵。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前会长、中国前驻德国大使 梅兆荣    丁一凡博士在分析美国的扩张战略时，
运用史实大胆推理，提出了许多与众不同的看法。
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动机与时机，他的分析有许多独到之处。
尽管这些看法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但他的推理方法力求严谨，以理服人，表现了充分的学术自信。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王缉思    所有霸权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但所有的扩张途径和
称霸方式又都是不同的。
《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为中国读者提供了解美国霸权特点的便捷途径，特别是有助于
我们理解今天的美国对外政策和其未来政策走向。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 阎学通    美国是一个透明的“谜”。
美国的事情往往是乍一看很清楚，再一想却发现自己“其实不懂她的心”。
美国内外行为中的一个突出悖论就是“对内行民主，对外行霸权”。
一凡用历史的视角、美国特殊价值观的视角，以及新保守主义逻辑的视角，分析了美国扩张冲动的根
源、方法及其问题，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美国扩张悖论所做的最全面的阐述。
启功老人曾写过一个对子，“行文浅简显，做事诚平实”，我认为一凡已经达到了这个境界。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金灿荣    读了《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
，我恍然大悟，美国会不会衰落，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不是害怕它的衰落，美国的霸权恰
恰是建立在世界对美国衰落的担心之上。
感谢丁一凡先生，给了我们一本好书，让我们对美国霸权的生成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著名国际问题评论家 丁刚    迄今为止中国国内关于美国的舆论——无论
是吹捧的还是痛斥的，大都源于一些被歪曲的事实，因而是模糊的和情绪化的。
就像美国人不了解我们一样，我们也不了解美国。
这本书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
我们可以不赞同作者的观点和倾向，但我们无法忽视他所描述的事实。
    ——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交锋》和《变化》等畅销书作者 凌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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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一个帝国论甚嚣尘上的时代，《美国批判》可以帮助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
作者以生动的语言、丰富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向世人讲述了一个真实的美国。
无论对于学者和决策者还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本书都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冷战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势力大行其道，“新帝国论”甚嚣尘上，推动美国在全球展开了新一轮的扩
张，梦想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成为一个全球性帝国。
《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一书深入历史、透视现实，对美国霸权的实质进行了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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