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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稿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冷战后美国输出民主战略的新发展”的最终结项成果（
项目批准号：03JB810004）。
书稿的作者为该项目的课题组成员，共有6位，分别是罗艳华、刘金质、孙德立、蒋晓涛、吴晓春、
张妍。
罗艳华为项目负责人。
本书稿的写作分工情况如下：前言罗艳华导论罗艳华第一章  罗艳华、孙德立第二章  刘金质第三章  蒋
晓涛第四章  孙德立第五章  刘金质、孙德立第六章  孙德立、吴晓春第七章  孙德立、吴晓春、张妍第
八章  罗艳华、蒋晓涛、孙德立全书由罗艳华统一修改、定稿。
在全书的统稿工作最终结束的时刻，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从2003年申请课题开始，我和课题组的成员们就为能最终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而努力着。
在这里我衷心感谢所有的课题组成员，没有你们的辛勤努力，我们无法最终完成这项任务。
也感谢所有鼎立帮助过我们的人，是你们使得这项进行了将近4年的潜心研究最终有机会与读者见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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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输出民主”在美国外交中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
长期以来，它一直是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自冷战结束以后，“输出民主”在美国的战略地位大大提高，成为了美国国家安全战
略的核心内容。
而且无论从内容、形式到手段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输出民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首先与相关概念的复杂性有直接关系。
因此笔者认为要研究美国“输出民主”的相关问题，首先要把几个相关概念弄清楚。
目前在国内外对这几个概念都存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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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艳华，河北沧州人。
1982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1989年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国际关系中的人权问题、国际关系史、大国关系和一些全球性问题的研究。
主要著作有：《国际关系中的主权与人权——对两者关系的多维透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东方人看人权——东亚国家人权观透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国际关系史》（合著）第
八、第十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2006年版），主持过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基金的科研项目，并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了几十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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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美国输出民主的内在动因第一节 美国输出民主的思想文化根源美国大力输出美国式民主的背
后，有着根深蒂固的思想文化根源。
这些根深蒂固的思想文化根源一直长久地、持续地影响着美国人的思维和政策取向，一直是美国输出
民主的重要动因。
影响美国热衷于输出民主的思想文化根源的内容很复杂，但简单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一、源于宗教的天命意识和强烈使命感美国的宗教信仰，一直是其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
输出民主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美国表面看起来是一个世俗国家，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宗教化的国家。
基督新教在美国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国民心理上起着关键的主导作用。
根据盖洛普的调查，美国有95％的人信仰上帝，其中86％的人为基督教徒。
在基督教徒中有60％的人为新教徒，28％的人是天主教徒，10％的人是东正教徒。
其余信仰犹太教或伊斯兰教。
美国的成年人中，70％的人从属某个教堂。
可见，美国国民的信教程度非常高，其中基督教占有绝对的优势，其主体是新教。
宗教对美国输出民主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改造世界的天命意识和使命感方面。
这种天命意识和使命感最早体现在清教徒的信念中。
继“五月花”号10年之后到达新大陆的清教徒建立了马萨诸塞殖民地，发表了表明移民新大陆目的的
宣言。
这个宣言引用《马太福音》说，“我们要成为建在山上的城，全世界的人都将瞩目我们。
”所谓“山上的城”，是指照亮世界、成为世界之光的城。
在《马太福音》中耶稣对他的弟子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建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在这里，光是指带给人光明和福利，是耶稣对信徒们提出的使命和要求。
清教徒们要建立的“山上的城”，就是要成为世界之光的城，也就是说，清教徒要把新大陆建设成为
世界的光，成为引导全世界走向光明的光。
在宗教改革之后以及新教进一步分裂之后形成的新教各种派别当中，清教徒特别强调选民意识和使命
感，并强调基督徒对社会的改造作用。
清教徒的思想基本上继承了卡尔文宗的教义，认为基督徒是被上帝拣选来荣耀上帝和光照世人的，并
且应该对社会进行改良。
在这种思想之上，清教徒又接受了后千禧主义思想，就是基督徒应该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建立基督
的千禧王国，以迎接基督的再临。
这是美国人的天命意识的主要源流。
美国人至今仍然抱有的“美国是上帝祝福的国度”、“美国人要将世界领向善”的天命思想和使命感
，是美国人从殖民时期开始的先辈传下来的传统，它由来于基督教的选民意识和救世主义，由来于清
教徒改造社会和改造世界的天命意识。
美国人所热衷推行和维护的自由、人权、民主的价值观和制度，看起来是世俗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
但实际上起源于基督教新教的价值观和宗教改革，体现着基督教新教的信念。
美国人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自由、民主和人权是最符合上帝的旨意的社会制度，是最符合上帝创造
这个世界目的的制度，也是对人最仁爱的制度，是最有助人成长和完成自我的制度。
⋯⋯所以，帮助其他国家的人去实现自由民主，是相信上帝的人的使命和义务。
正如美国学者拉尔夫·加布里埃尔所言，“美国民主制把世界从专制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使命正是
基督教注定把世界从撒旦统治下拯救出来的世俗表达。
”源于宗教的天命意识和使命感始终是美国输出民主和对外扩张的推动力量。
“美国人从其国家生活刚一开始就坚信他们的命运是以身作则地向一切人传播自由和社会正义，把人
类从罪恶之路引导到人世间‘新的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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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时候，亚当斯把美国说成是“山巅上的灯塔，全世界人民都可以见到它温
暖的拯救光芒”。
当美国羽翼渐丰之后，自由灯塔的思想让位于天定命运论，认为美国必须“向上帝指派给我们的这个
大陆进行扩展”，这样做会使美国远离欧洲的影响，促进更大的经济自由，并维护民主制度。
当大陆扩张完成之后，美国的使命更加侧重于传播共和主义和输出美国式的民主。
20世纪初，威尔逊公开宣称，美国的旗帜“不仅是美国自己的旗帜，也是全人类的旗帜”，到一定时
候，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将要转向美国来寻求那种奠定一切自由基础的道义力量”。
冷战时期，使命意识被进一步强化，杜鲁门宣称“美国已经负担起上帝先前安排我们承担的领导这一
代人的任务”，还表示“应始终牢记美国指导世界走向和平的使命”。
冷战结束后，美国明确把建立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和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视为神圣使命，因而加紧对外
输出民主，认为“一个理想的世界是：所有国家都有自由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永远忠实于社会正
义和人权”。
二、强烈的种族、文化和制度优越感美国人的优越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种族优越感、文化优越
感和制度优越感。
美国人强烈的种族优越感也源于美国早期社会清教徒所崇尚的“天定命运”这一宗教观念。
这种优越感后来又得到了物种进化论的依托。
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
他认为，自然界的每个物种都是为生存而互相残杀的受害者，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是制约物种生
存和进化的客观规律。
在19世纪末欧洲达尔文物种进化论传人美国后，美国的“种族优越感”形成了一种理论，即“盎格鲁-
撒克逊民族优越论”。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翰·菲斯克就是这一理论的推崇者，他指出：“经
过自然选择，美国已成为优胜国家，已表明适合生存的美国人自然合乎逻辑地应统治弱者，即不适合
生存的人。
”美国福音派教会联盟总干事乔塞亚·斯特朗则披着宗教外衣，更露骨地宣扬种族优越论。
他在1885年出版的《我们的国家》一书中指出，“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是被上帝挑选出来领导落后
民族的基督教徒。
这个种族具有不可超越的能力，它的背后拥有一切数不尽的财富力量。
我们应该希望它成为伟大的自由、纯正的基督教和最高文明的保存者。
这个种族显示某些非常的进取特性，足以把它的制度传播于全人类，把它的统治扩大到整个地球。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有朝一日这个强大的种族会南下墨西哥、中美洲，兼并海上岛屿，席卷非洲和
其他地方。
谁能怀疑这场竞争的结果不是‘适者生存’呢？
”而19世纪美国的教育模式也使“种族优越论”得到普及和强化，并进而发展为文化的优越感。
当时的教育模式共分三种形式，即正规教育、宗教体验和辅助教育。
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教育家，人文主义者威廉·麦古菲编撰了一套美国正规教育的教材，全称
为《麦古菲读本》。
在读本中，麦古菲强调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应是一个新教徒而不是罗马教徒或犹太教徒。
这种正规教育模式宣扬了一种“美国至上”的思想，强化了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至上”的意识。
19世纪美国教育的另一种模式——宗教体验则从宗教角度使“种族优越论”社会化。
从19世纪起，新教一直占统治地位。
新教通过宗教形式告诫人们，世上只有“黑色和白色之分”，没有“灰色”。
“黑色”代表“罪恶”，“白色”代表“圣洁”，“灰色”则是我们所讲的“中庸”。
这就是19世纪的宗教文化，它用含蓄的手法告诉人民，只有美国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的文化为“圣洁
至上”的“白色”文化。
这种宗教文化使美国人的思维趋于简单化，因而，当他们运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去审视外部世界时便
产生了文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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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教育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教育的另一种形式。
辅助教育的机构称作肖托夸夏季教育集会（Chautauqua）。
从1890年至1920年，“肖托夸”为美国边远地区编制了教育节目，每周巡回播放一次。
这些节目为边远城镇的人们提供了观摩外部世界的机会，但节目的编排和播送的内容并未忠实地反映
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相反却着力强调美国的社会价值观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价值观。
“肖托夸”促使美国人深信，盎格鲁一撒克逊文化是美国的核心文化，由此文化外延出的美国文化是
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
美国的这些教育形式限制了美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使得美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至上，对盎格
鲁一撒克逊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缺乏正确理解，对其他民族的文化、价值和宗教缺乏包容心。
此外，美国人还有强烈的制度优越感。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共和制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一套完整的民主制度。
“美国式民主”确实为其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建国以来，美国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非法的政权更迭，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较好的维护。
就其产生的时代背景而言，美国的政治制度是进步的；与当代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美国的民主制
度是比较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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