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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重读 ： 第
一次世界大战 1 0 0 周年启示

徐弃郁

内容提要 ：
当前对第

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体现 出强 烈的现实关怀 。 为使其尽

可能客观 ，
应重新回顾

一战起源 与责任问 题 ，
这是所有反思的原点 问题。 在历

史事实的基灿上 ，
历 史与现实 的类比仍需十分谨慎 ，

至少需要同 时关注历 史相似

性和差异性 ， 在今天全球化的条件下反思第
一次世界大战 ， 其启示只 能是尝试性

的
， 其 中 包括对战争与和平问题 、 崛起大 国与 守成大国安全困境问 题和联盟体系

问题的相关思考 。

关键词 ： 第
一次世界大战 历 史类比 崛起大 国 守成大国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
1 9 1 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是具有分水岭意义

的重大历史事件
，
后人对其反思和争论也从未间断 。 然而 ， 在这场战争爆发 1 0 0

周年之际 ， 人们的关注似乎更多地集中在其狭义内涵上 ， 即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

竞争和相应的战争与和平问题 。 这种现实关怀和历史解读的相互交织 ， 使得第一

次世界大战这
一

原本就争议不断的话题变得更加复杂 ， 由此而得出的启示与思考

似乎也需要更加谨慎。

一

、 关于
一战起源与德国责任

很多关于一战百年的文章多多少少都涉及了
一

战起源的问题 ， 而这又是现实

关系和历史解读相交叉最密集之处 ， 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容易触动敏感的话题 。 因

此 ， 在讨论对
一

战的启示和反思之前 ，
有必要先细究一下这个基础性的问题。

徐弃郁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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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大国竞争 ， 特别是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竞争的角度来审视
一

战 ， 那么
一

战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就与英德矛盾相关 ， 尤其是德国的战争责任问题 。 在中

国 ， 长期以来对
一

战的起源问题承袭了列宁的判断 ， 即一战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

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而引发的 。 在这一宏观判断之下 ， 列宁实际上也明确了战争的

主要责任方 。 比如在
“

俄国的休特古姆派
”
一文中 ， 列宁就指出 ：

“

两个强盗不

等三个强盗拿到他们订购的新刀子就发动了进攻 ， 这值得大惊小怪吗 ？
” 1

从而

指明了德国和奥匈是主动挑起战争的
一方 。 对于当时面临艰巨反帝反殖任务的中

国来说 ，
这一解释的深度足够 ， 又契合自身的需要 ，

因而一直没有太多争议。

而在西方世界 ， 特别是欧洲国家 ， 对该问题的解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

事关重大 ， 涉及刻骨的记忆和重要现实利益。 如果将德国责任和
一战起源问题的

研究梳理一下 ， 总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其中 ， 第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2 0世纪

2 0年代初是第
一

阶段。 在这
一

阶段 ， 战争责任问题直接与赔款等一系列对战败

国的处置有关 ， 现实政治的考虑占了绝对上风 ， 因而对这
一

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并

未开始 ， 只是由英法等战胜国作出结论 ， 并写入 《凡尔赛条约 》 。 《凡尔赛条约 》

第 2 3 1 条关于
“

战争罪
”

的款项明确指出 ，
德国是出于侵略他国的目 的 ， 蓄意发

动了第
一次世界大战 ， 因而必须对由此引起的

“
一切损失与损害

”

承担责任 。

2

实际上 ， 列宁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划为这一派观点 。

第二阶段从 2 0世纪 2 0 年代中期开始到 2 0世纪 5 0年代 。 在这一时期 ，

一

战

的各交战国政府公布 了一系列外交档案 ，
以

“

澄清
”

事实 。 俄国布尔什维克取

得政权后 ， 托洛茨基马上就公布了沙俄政府的部分外交档案 ， 以揭露帝国主义是

为了瓜分世界而进行战争的 。 1 9 1 8年德国革命后 ， 德国新政府授权卡尔 ？ 考茨

基整理有关战争起源的德国外交文件 ， 并于 1 9 2 2
—

1 9 2 7 年陆续出版了 3 9 卷的外

交档案汇编 。 1 9 2 6
—

1 9 3 8 年 ， 英国政府出版了 1 1 卷 《 1 8 9 8
—

1 9 1 4年关于大战起

源的英国文件 》 。 1 9 3 0年 ，
法国有关一战爆发的外交文档也开始出版 。 这些文件

为研究一战起源和战前德国对外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 使这方面的研究开始起

步 。 这一时期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威尔逊
“

十四点
”

精神的影响 ，
重点放在

战前的结盟体系和单纯由 内阁秘密进行的
“

旧式外交
”

上 。 实际多数人已经否定

了德国蓄意侵略 、 为称霸世界蓄意发动战争的观点 ，
认为各主要交战国对大战的

爆发均有责任
，
问题只是哪个大国应负的责任更多

一些 。

3

即使是参与 《凡尔赛

条约 》 谈判和签署的英国首相劳合 ？ 乔治在其回忆录中也指出 ： 在 1 9 1 4年时没

1 列宁 ： 《俄国的休特古姆派》
，
《列宁全集 ＞ 第 2 1 卷

，
北京

：
人民 出版社

，

1 9 5 5 年版
，
第 1 0 1 页。

2 《国际条约集 1 9 1 7
—

1 9 2 3 》 ，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1 9 6 1 年版 ， 第 1 5 8 页 。

3 除认为德国应负主要责任的观点外
，
美国学者西德尼 ？ 布 ？ 费伊 （ Ｓｉｄｎｅｙ，ａＦａｙ ）在 《 第

一次世界大

战的起源 》
一

书中就将主要责任归于奥匈 ，
而德国学者普迪认为德国是在外界的敌对压力下被迫应战 ，

还

有
一

部分人认为大战的最终燦发是因为德国 中了英国的圈套 ， 因而英国和俄国应负主要责任。 参见 Ｊａｍｅｓ

Ｊｏｌ ｌ ，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 ＮｅｗＹｏ ｒｋ ：ＬｏｎｇｍａｎＬｔｄ
，

1 9 8 4 ，

ｐ
． 4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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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个国家想要战争
，

一战的爆发主要源于列强的战争边缘政策最后失控 。

1

二

战以后 ， 研究重点转向
一

战起源和二战起源之间的联系 ，
在德国问题的研究上也

是如此 ，
比如凡尔赛条约 ， 特别是其中战争罪行的条款与魏玛共和国倒台和希特

勒的上台之间的因果关系
， 威廉二世与希特勒的对外政策之间的渊源 ， 等等 。 而

在德国走向一战的原因上 ， 虽然已经有不少声音开始强调纳粹和德国军国主义传

统之间的传承和必然 ， 但主流观点仍然认为一战起源复杂 ， 坚持德国为称霸 目的

蓄意发动
一场大战的说法并没有什么市场 。 1 9 5 1 年 1 0 月德法两国历史学家的一

项共同声明写道 ：

“

这些文献不允许人们将 1 9 1 4年有意发动一场欧洲战争的责任

推倭给任何
一国政府或任何

一

个民族……德国 1 9 1 4 年的政策并非旨在发动
一场

欧洲战争 ， 它主要是受对奥匈帝国的同盟义务所制约 。

” 2

应该说 ， 这是当时主流

研究状况的一种反映 。

第三阶段从 2 0 世纪 6 0年代初到 7 0 年代 。 这
一

时期也是
“

费舍尔革命
”

的兴

起和全盛时期 。 2 0世纪 6 0年代 ， 弗里茨
．

费舍尔 （ ＦｒｉｔｚＦｉ ｓｃｈｅｒ ） 的两部书
一

（攫

取世界霸权 》 和 《幻觉战争 》
——

先后出版 ， 他在书中运用了大量史料特别是一

些新近公开的史料 ， 指出德国有意挑起一战以实现其并吞土地的野心 ， 并认为德

国的社会压力使德国统治精英有更大的动机发动战争以转移国 内视线 。

3

这种观

点在有关德国的战争责任和一战起源研究中掀起了一场
“

费舍尔革命
”

， 在德国

国内遭到保守派学者 ， 如利特尔 （ＧｅｒｈａｒｄＲｉｔｔｅｒ ） 、 赫尔茨勒 （ ＥｒｗｉｎＨ 6 ｌｚｌｅ ） 等

人的激烈反驳 。

4

但此后不久 ， 费舍尔周围也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学派 ， 其主要观

点也逐渐演化为另一种正统 。

5

首先
，
费舍尔注重社会结构和压力 的研究方式受

到大西洋彼岸部分美国学者的呼应 ，
因为他们也试图通过社会结构 、 压力集团等

研究来解释美国卷入越南战争 。 其次 ，
他的观点符合了部分人的需要 ， 因而广受

1Ｄａｖｉｄ ＵｏｙｄＧｅｏｒｇｅ ，
Ｗａｒ Ｍｅｍｏｉｒｓ

，Ｖｏｌ
． 1

，Ｌ
ｏｎｄｏｎ ：Ｏｄｈａｍｓ

ＰｒｅｓｓＬｔｄ
，
 1 9 3 8

，

ｐ ． 3 2 ．

2 【联邦德国 1卡尔
？ 迪特里希 ？ 埃尔德曼 ： 《德意志史 ｝第四卷 （ 上 ｌ ， 高年生等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1 9 8 6 年版 ， 第 5 1 页 。

3Ｆｒ ｉｔｚ
Ｒｓｃｈｅｒ

，

Ｇｒｉｆｆｎａｃｈ ｄｅｒ Ｗｅｌｔｍａｃｈｔ：ｄｉｅ Ｋｒｉｅｇｓｚｉｅｌｐｏｌｉｔｉｋ ｄｅｓＫａｉｓ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1 9 1 4－ 1 9 1 8 ，

Ｄ
ｔｉ ｓｓｅ ｌｄｏ ｒｆ ：Ｄｒｏｓｔｅ Ｖｅｒｔａｇ ，  1 9 6 1 （ 该书中译本名为 《 争雄世界 ： 德意志帝国 1 9 1 4

一

1 9 1 8 年战争 目标政策 》
，

何江等译 ，
ｉｔ京 ： 商务 印 辛 馆 ，

Ａ Ｑ 8 7 年販 ） ＼
Ｋｒｉｅｇ 

ｄｅｒ ＩＨｕｓｉｏｎｅｎ：ｄｉ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ｋｖｏｎ 1 9 1 1
－

1 9 1 4
，

Ｄｕｓｓｅ ｌｄｏ ｒｆ ：Ｄｒｏｓｔｅ Ｖｅ ｒ
ｌ
ａｇ ，  1 9 6 9 〇

4 比如 ， 对于费舍尔以战争目标作为德国有意发动战争的依据 ， 赫尔茨勒就认为战争爆发以后提出的计划

很难被认为是开战的 目的 ， 因为
一旦战争爆发 ， 参战国就会考虑胜利后的条件 ， 比如法国希望拿回阿尔萨

斯和洛林并且吞并德国 的煤铁产区、 俄国希望获得君士坦丁堡等 ， 所以国家为之走向战争的 目 的和
一旦开

战且胜利有望时提出的设想应有所区别 ， Ｅ ｒｗ
ｉ
ｎ Ｈｄ ｌｚ ｌｅ

，
ＤｆｅＳａｔｅｓｔｅｎｔａａｃ／ｉｆｔ／ｚｉ

ｉｇ
ｒ
Ｃｉ ／ｒｔＪ

ｉｐｆｌｓ ／Ｄａｓ

ｏｔｅｓｉ
ｗｗｔｏ／ ／

＞ｗ

ＥｎｓｔｅｎＭｆｅ／Ｗｍｆｅｓ

ｆ

，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Ｍｕｓｔｅｒｓｃｈｍｌｄｔ
Ｇｄｔｔ 丨ｎｇｅｎ ， 1 9 7 5

 ｛ 《欧洲的 自我去势 ：

＿

战前和
一

战中的和平尝试 》 ，
1 9 7 5 年版 ） ， ｐｐ ．

3 8
－ 4 1

．

5 其代表人物除费舍尔本人外
，
还有著名历史学家伊曼努尔

？ 盖斯 （ Ｉ

ｍａｎｕｅ
ｌ Ｇｅｉｓｓ Ｉ ， 汉斯 － 乌 尔里

希 ？ 维勒
（
Ｈａｎｓ －Ｕｌ ｒｉｃｈＷｅｈ ｌｅｒ＞ 等。 到 2 0 世纪 7 0 年代中期

，
多数费舍尔的批评者已经接受 了他关于德国

有意挑起第
＿次世界大战的说法 ， 参见 Ｊｏｈｎ ．Ａ．Ｍｏｓｅｓ

，
． 7 7 ｉｅ

Ｐｏ／／ｆｃｓｏｆＣｏｎｆｔｏｖｓｒｓｙ

ｉｎＧｅｒｍａｎ Ｈｉｓ 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Ｂ ｒｉｓｂａｎｅ ：Ｕ ｎｉｖｅ ｒｓｉ ｔ

ｙ 

ｏｆ Ｑｕ ｅｅｎｓ 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
，
 1 9 7 5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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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德国 国 内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的反对者 、 自 由 民主派 、 德国侵略的受害

者 、 和平主义者
，
以及担心德国重新崛起的外国政治家等人都很容易接受这样的

历史解释。 在
一

定意义上 ， 这种学术观点与当时的政治需要也不谋而合。 对纳粹

罪行的憎恶促使人们从德国 的政治和文化的传统渊源上来进行批判和反思 ， 希

望从根子上避免德国重蹈覆辙 。 1 9 4 7年解散普鲁士邦就是一个例子 。 把德 国说

成
“
一贯

”

试图侵略 ， 或是强调德国在一战前的政策和纳粹时期征服政策之间的

延续性 ， 从谴责德国军国主义传统的效果来说 自然是很好的 。 可以说 ， 像
“

费舍

尔派
”

的结论那样有助于批判德国的政治传统、 形成德国走和平道路的舆论监督

的事例 ， 在学术研究中也是鲜有其例 。 但是 ， 学术成绩与政治效果毕竟不能画等

号 。 随着时间的流逝 ，

“

费舍尔派
”

在研究中很多牵强 、 臆断的说法也越来越明

显
， 受到部分学者强有力的质疑 。

第四阶段大约从 2 0世纪 8 0 年代末至今。 这一阶段的研究或多或少都涉及对
“

费舍尔派
”

观点的修正或批驳 。 比如 ，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乔尔 （ ＪａｍｅｓＪｏｌｌ ） 就

认为 ， 德国在 1 9 1 4年并非想发起一场大战 ， 而只是希望利用一些机会、 占一些

便宜而已 ， 德国在战争爆发以后才制定的征服计划无法证明德国是为了这些 目

标而开战 。

1

不少与
“

费舍尔派
”

观点相左的历史学家则强调正确 、 理性地看待
一些新的史料 。

2

研究一战史的第四代 ， 如斯蒂文森 （ Ｄａｖｉｄ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 则提出 ，

德国的参战来 自于它
“

先发制人
”

的战略思想 ， 因而在危机中奉行了一种高度冒

险的政策 ， 使危机最后失控 。 总体而言 ， 这一阶段的主流观点基本可以看成是对
“

费舍尔革命
”

的反动 ，
总体以德国应对政策失当 、 危机处理失当来解释德国走

向战争的原因 ， 认为德国进行了一场违背它初衷的全面战争 ， 其动机并不是预先

就蓄意以武力来实现领土和经济扩张 目的 ， 而是出于作为大国 自我保全的防御性

意图 。

3

简言之 ，

一战既非德国蓄意挑起 ， 也非完全意外发生的战争 ， 是偶然性

与必然性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

1Ｊａｍｅｓ Ｊｄ ｌ

，
7 7 ？ｅＯｒｒ

ｊｊ／ｎｓｏｆ 細 Ｆ／ｒ
ｓｆ Ｗｆｅｎｔｆ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Ｌｏｎ

ｇ
ｍａｎ

Ｌｔｄ ． 1 9 8 4
，ｐ ． 

1 4 4
，
应

该说他的观点也经历了
一定的转变 ， 参见 ＪａｍｅｓＪｏ ｌｌ

，

“
Ｔｈｅ 1 9

1 4 ＤｅｂａｔｅＣｏｎ ｔｉｎｕｅｓ ，

”

柯对 ａｍ／ Ｐ／ｅｓｅ／ｒｆ，

Ｎｏ ． 3 4
，Ｊｕ ｌｙ

1 9 6 6
，ｐｐ

． 1 0 0 －

1 1 3
；Ｐ．Ｈ ．Ｓ． Ｈａｔｔｏｎ ， 

＂

Ｂ ｒｉ
ｔａｉｎａｎｄＧｅ ｒ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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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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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
，
Ｎｏ ． 3 6

， 
Ａｐｒ ｉｌ  1 9 6 7 ，

ｐｐ ． 1 3 8
－

1 4 3 〇

2 1 9 7 2年 ， 德国一战前宰相贝特曼 ？ 霍尔维格最亲近的顾问库特 ？ 里茨勒 ｛ＫｕｒｔＲｉｅｚ ｌｅ ｒ ） 的日记出版 ，

成为
“

费舍尔派
”

及其反对者竞相研究的一个重要依据。 他的曰 记只是再
一

次印证了德国在 1 9 1 4年准备

采取
一

种危险的 、 高度冒险的政策
，
但并没有解释这种政策是

一种长期酝酿的 、 蓄意侵略的行为
，
还是仅

仅是出于防御的动机。

“

费舍尔派
”

虽然从自 己的 角度进行了解读 ， 但总体上看里茨勒的曰记在更大程度

上有利于
“

费舍尔派
”

的反对者 。

3 ＃ＪＳ Ｎ ｉａｌ ｌＦｅ ｒｇｕｓｏｎ ，ＴｈｅＰ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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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ｕｍｐｅ， 1 9 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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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关于历史与现实的类比

在这一基础上
，
可以看一下历史与现实的类比问题。

实际上 ，
至少从 2 0 1 1 年基辛格的 《论中国 》 起 ， 将百年前的历史与当前国

际政治现状 ， 特别是中国崛起进行的类比就已经开始 。 基辛格在书的结束语部分

专门以
“

《克劳备忘录 》 ： 历史会重演吗 ？

”

为标题 ，
将中美关系与百年前的崛

起
一

霸权关系
一

英德关系进行对照 。 然而 ， 基辛格的历史类比总体上说是比较

谨慎的 ，

一方面警告人们应重视历史上的教训 ， 另一方面也尽力避免因简单类似

而产生的误导 。

1

到 2 0 1 3 年底 ， 随着一战百年的纪念活动全面展开 ，

一些纪念文

章的指向性进一步加强 ， 与现实的类比也更加直接 。 比如 ， 英国 《经济学家 》 杂

志刊登的一战纪念文章就直接将当今的大国和一战前的格局进行
“

对号人座
”

：

美国像当年的英国 ， 中国像当年的德国 ，
日本像当年的法国 。 尽管文章紧接着又

谈到这种类比不精确的一面 ， 但其所希望强调的主旨还是非常突出 。

2

加拿大学

者玛格丽特 ？ 麦克米伦在其新著 《结束和平的战争 》 中 ，
明确地将今天的中美关

系与百年前的英德关系相提并论。 她在为布鲁金斯学会撰写的纪念文章中 ， 同样

突 出强调了这种历史的类比 。

3

这些强调历史相似性的观点往往暗含着一个现实

结论 ， 那就是中美冲突不可避免 ， 而用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的话来

说 ， 就是
“

中国的崛起不可能是和平的
”

。

一

些政要也加人这
一

强调历史相似性

的阵营 ， 如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另辟溪径地将中 日关系与 1 9 1 4年前的英德关系

相提并论 ， 令人哑然 。

4

也许正是这种现实性结论 ， 而不是对历史看法的本身 ，
促使另一些学者就一

战发表看法 。 比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 ？ 奈在 2 0 1 4 年 1 月 发表了
“

1 9 1 4重

现 ？
”
一文

，
除了像基辛格那样强调需谨慎对待历史类比外 ， 他还强调 了当今世

界与 1 9 1 4年的差异以及中美关系与英德关系的重大不同 。 简言之 ， 就是通过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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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异性来冲淡历史的相似性 ， 并得出中美不一定冲突 的结论 。

1

在中 国香港 ，

《南华早报 》 刊登的文章在强调差异性方面力度更大 ， 其结论和文章的重点就是

强调中 国不是
“

1 9 1 4 年的德国
”

， 带有明显的针对性和反驳性的特点 。

2

实际上 无论
曰实际上 ， 无论是强调历史相似性还是强调差异性 ， 都在

强调 5 史相 ｉａ性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事实 ， 但其中的复杂性大多被忽略或

简化了 。 如前所述 ，
人们对一战起源和德国责任的认识经历

了一个变化过程 ， 至今仍存在一些争议 。 从某种程度上说 ，

Ｍ对一战的认识更多涉及观察者 白身的哲学世界观 ，
而不是事

实本身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进行历史类 比就必须慎而又慎 。

简单地用一麵异来否认历史相似性无疑是有问麵 ， 而简
＾°

单地强调相似性同样不妥 ， 实际两者都是一种思维上的懒

惰。 如果强调相似性是为了最后导出一种
“

冲突不可避免
”

的结论 ， 那就只能反

映出其对一战前欧洲历史的无知 。 所以 ， 不少历史学家 ， 如英国一战史权威学者

大卫
． 斯蒂文森等人的纪念文章则集中于一战本身 ，

对任何历史类比的尝试都非

常谨慎 。

3

如果非要进行类比的话 ， 那么至少应同时关注历史相似性和差异性。
一

战前

的世界是一个英国霸权正在走向衰落的世界。 大英帝国虽然在海军 、 金融和国际

贸易等重要领域依旧 占据主导地位 ， 并掌握着世界的
“

制度性霸权
”

， 但作为财

富和权力基础的工业生产却在国际竞争中不断下滑 。 在 1 8 7 0年 ， 英国占世界工

业产 出 的 3 2％
， 而到 1 9 1 0年

， 英国只 占 1 4 ． 7％ 德国 占 1 5 ． 9％
， 美国 占 3 5 ． 3％ 。

4

这一比例也说明 ， 如果
一

战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崛起大国和霸权国的战略竞争 ， 那

么这也是一场
“

错位
”

竞争 ，
即英国坚决遏制的并不是最强劲的对手 ， 而是一个

相对较弱 、 也相对有把握战胜的对手 。 对英国来说 ，
1 8 1 2 年的美英战争已经证

明
，
即使是

一

场胜利的战争也不可能遏制美国崛起 ， 更何况在 2 0 世纪初英国对

羽翼 日丰的美国作战已经没有胜算。 英国海军大臣赛尔邦当时就在私信中坦言 ：

“

如果有可能避免的话 ，
我将永远不会与美国争吵 。 我们的国民还没完全了解这

一点 ， 美国的财力是足够的 ， 如果他们选择扩建海军的话 ， 他们将建起一支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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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华早报》 网站 1 月 2 0 日 刊登题为＜在中国的崛起中听不到 1 9 1 4年的回响 》 的署名文章 ， 作者保

罗 ？ 莱特斯 ， 对该文的内 容介绍参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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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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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一样大的舰队 ， 然后超过我们 ， 而且我不能肯定他们会不会这么做。

” 1

而对于

德国 ， 英国则是坚决维持作为欧洲势力均衡的仲裁者的角色 ， 其欧洲外交政策和

海军政策都表现出不惜一战的决心 。 更重要的是 ， 英国还以协约的形式与法、 俄

组成了
“

非盟之盟
”

，
从而使英德关系与欧洲大国的联盟问题交织在一起 ，

使竞

争更加难以控制 。

从这一角度来看 ，
今天的世界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世界存在着一些

本质性的区别 。 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与百年前英国的境况不可同 日而语
，
目前中

国或任何一个新兴大国对美国都不可能构成像当年德国对英国那样的挑战 ，
美国

也用不着考虑与某个最强大的衫 战者进行
“

打不贏就人伙
”

的联合。 然而
，
相似

性也是不可否认的 ， 在认知领域尤其如此 。 美国霸权在事实上并没有真正衰落 ，

但心理上的焦虑却与当年的英国有相似之处 。 在可预见的未在可预 见 的 未
来 ， 中国与美国之间不会发生类似英德海军军备竞赛那种全 来 ， 中国与美国之间
面恶化双边关系的战略竞争 ， 但两国在某些领域互为对手的 不＾发生类似英德海
风险却始终存在 ， 两国力量的对比变化也会持续成为一个敏 甲甲备竞费那种仝面
感话题 。 更重要的是 ， 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还涉及了美国的 恶化欢边关 系的战
联盟体系 ，

特别是美 日联盟 ， 从而使问题的处理进
一

步复杂ｇ竞争 但两ｉ在某
化。 针对这种情况 ，

主要国家进行
“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

些领域ｋ为对手的风
的思考确有必要 ， 但人为地制造紧张或者宣扬某种历史宿命＾却始终存在 ，

两国
则显得荒谬 ， 甚至危险 。

力量的对比变化也会

持续成 为 一个敏感

三、 关于
一战的启示话題 。

从历史的灾难中吸取教训非常必要 ， 但要得到正确的教训似乎很难 。

一战以

后 ， 人们努力从上一次大的战祸中吸取教训 ，
但似乎都有所偏颇 ： 两次世界大战

期间 ， 英法等国看到了以强硬对强硬可能加剧危机升级 ，
但这种教训却促成了绥

靖主义 ， 反而加速了二战的爆发 ；
二战后很多西方国家决心不让绥靖主义的错误

再犯 ， 结果对苏联的强硬反应反而加剧了冷战 。 在今天这样一种全球化、 多极化

的国际环境下反思第
一次世界大战 ， 必然只能慎之又慎 ， 所得到的启示也只是尝

试性的 。

首先 ， 战争与和平始终是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 ，

“

大战不可避免论
”

往往会

与
“

大战不可能论
”

互为表里 ， 最终发展为 自我实现的预言 。

一战前欧洲国际政治中最引人注 目 的现象 ， 也许就是对战争与和平认识的

严重扭曲 。
一方面 ， 欧洲国家政府似乎相信

“

大战不可避免
”

， 因而纷纷扩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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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 显出
一

幅穷兵黩武之相 ； 另一方面 ， 可能由于经历了长时期的和平 ，
欧洲国

家对战争并没有正确的认识 ， 对战争的实际可能估计不足 。 当时有
一

种普遍的观

点 ， 即各国之间的经济纽带越来越紧密 ， 使大规模的战争越来越不可能 。 就英国

和德国这
一

主要竞争关系来看 ， 两国的经济联系明显高于其与各 自盟国之间的联

系 。 从 1 9 0 4 年开始 ， 英国一直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 德国是英国第二大贸易

伙伴 。 更重要的是 ，
英德两国的资本形成了很好的互补 ， 英国大量的过剩资本正

好满足了德国公司的扩张需要 ， 在当时 4 0个国际制造业卡特尔 中 ， 有 2 2 个是英

德联合公司 。

1

英德两国的大工业家和金融家都不相信战争真的会爆发 。 而在政

治谱系的另一端 ， 即左翼政党大多也持这类观点 ， 如 1 9 1 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

部分理论家关注到了法德关系的明显缓和 ， 因此宣称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正演变到
一

个新阶段 ，
武装冲突开始变得过时 。

2

另外 ， 人们相信 ，
欧洲列强形成的两大

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和工业化战争难以预料的巨大破坏力可以慑止战争爆发 。 就

在大战爆发前 4个月 ， 英国 《泰姆士报 》 还刊登长文 ， 雄辩地论证大战之不可能 ：

“

列强被分为势力均等的两大集团… …这是对超常的野心和种族仇恨突然爆发的

双重制约 。 所有的君主 、 政治家和国 民都知道 ，

一个集团反对另一个集团的战争

将是一场无可估量的大灾难 。 这种认识带来的是
一

种责任感
——

就是有责任规范

和约束那些最大胆 、 最不计后果的人 。

” 3

而越是认为大战不可能真的爆发 ， 决策

者和国内社会就越是敢于奢谈战争 ， 国家间也越是敢于走战争边缘政策 ， 从而又

反过来为
“

大战不可避免
”

的说法提供了市场 。 这样 ，

“

大战不可避免论
”

和
“

大

战不可能论
”

这两种貌似截然对立的认识 ， 在实际中恰恰互为表里 ， 其蔓延滋生

的一个重要结果 ， 就是使各国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失去了正确的判断 ， 对局势的控

制能力也越来越弱 ，
其极致就是

一

种战略上的随波逐流和听天由命 。

其次 ，
安全困境是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 中的重大难题 ，

在应对这一问题

上守成大国至少与后起大国肩负着相同的责任 。

在国际政治理论中 ， 安全困境指的是国家出于不安全感而追求更多权力 ，

结果导致他国同样增加实力 以防不测 ， 从而形成一种紧张和敌意循环升级的过

程 。

4

在一战前的欧洲 ， 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大国之间 ，
在英德这

一对守成大国

和后起大国的关系中则表现得尤其突出 。 很多学者都认为 ， 这种相互疑惧和由此

产生的紧张状态对
一

战爆发产生了重要作用 。 不过在英语世界的研究中 ， 对这种

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安全困境多数持
一

种就事论事的态度 ， 或者将责任主要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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咎于俾斯麦下台后的德国 ， 认为德国政策的反复无常和执意扩建海军导致了英德

之间安全困境的上升 。 实际上
，
英国同样负有责任 。 以英德海军竞赛为例 ， 德国

对海上交通线的高度依赖是其发展大海军的一个重要理由 ， 但掌握海上霸权的英

国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减少德国对海上交通线安全的担忧 ， 相反还以此作为一

种杠杆来敲打德国 。 比如 1 8 9 7 年英国 《星期六评论 》 就发表了
一

篇著名 的反德

文章 ， 称
“

英国是列强中唯一不用冒大的风险且满有把握与德开战的国家……德

国舰队的扩充只会使英国对它们的打击更为沉重 ， 他们的舰只将很快沉人海底 ，

或者被拖到英国海港
”

。

1

在实际行动中 ， 英国皇家海军也表现得十分霸道 ， 先

后数次扣押德国的民用船只 ， 在德国国内引发激烈抗议。 这些事件无疑为德国的

大海军建设提供了刺激 ，
从而进

一

步强化了两国间的相互疑要解决安全困境
惧 。 1 9 0 4 年以后 ，

英国孤立德国的外交行动更是激发了德国

的
“

被包围
”

心态
， 使其政策更趋冒险 ， 也更趋强硬 。 应该

求全“备是‘远不够
说 ， 这种情况有其普遍意义 。 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安＠ 守成 至＾也
全困境往往有着深刻的现实根源和强大的历史惯性 ， 妥善处

应

’

负起相 同 的责任
理的难度很大。 要解决安全困境问题 ， 仅对后起大国求全责

双
备是远远不够的 ，

守成大国至少也应负起相同的责任 ，
双方

努力的关键在于塑造一种相互克制的互动模式 。

胃Ａ
＇

最后 ， 联盟问题往往是引发大国武力摊牌的重要诱因 ，
1°

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 的和平互动有赖于妥善处理与
“

第三方
”

、 特别是联盟

的关系 。

一战在某种程度上由联盟体系引发 。 英德矛盾虽然是当时大国关系的主要矛

盾 ，
但英德关系在 1 9 1 2年后已经有所缓和 ， 两国关系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

海军竞赛已经决出胜负 ， 德国事实上接受 了英国关于双方无畏舰建造的比例 。

2

与此同时 ， 英德两国还合作应对巴尔干战争 ， 在旷 日持久的巴格达铁路问题上也

达成妥协 ， 大战爆发前夕英国还派遣几艘主力舰访问德国港口 以显示两国关系的

改善 。 然而 ，

一旦出现第三方因素 ， 特别是盟国的影响 ， 英德关系马上就出现问

题。 历史学家发现 ， 两国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有着广泛的联系 ， 当这些海外事务只

涉及两国时 ，
往往会对双边关系有积极作用 ， 然而

一旦涉及英国的盟国 ， 这些事

务就会对双边关系产生不稳定影响 。

3

这
一点对英国来说尤为明显 ， 保持和强化

英国与法俄
“

非盟之盟
”

关系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了英德关系 ，
换言之 ， 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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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完全可以牺牲后者。 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后来也承认 ， 保持协约本身就可能成

为战争的一个原因 ， 但他认为英国值得冒这个险 。

1

当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发生后 ，

对立双方很快从奥匈和塞尔维亚扩展为奥匈与俄国 ，
而德国 由于盟国奥匈的缘故

卷入战争 ， 英国则 由于俄国和法国的缘故卷入战争 。 因此 ， 从冲突防范的角度来

看 ， 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矛盾焦点不一定在于两国关系本身 ， 第三方因

素 ， 特别是盟国因素往往会起到关键作用 。 守成大国往往担心盟国遭受挫败会鼓

励后起大国进一步挑战 自 己 ， 更担心默认盟国挫败将是其整个霸权体系瓦解的开

始 。 在这种情况下 ， 理性的政策和畅通的交流机制就显得尤其重要 ， 但根本问题

也许还在于如何保持对这类因素的控制 。 要做到这一点 ， 需要后起大国和守成大

国之间的配合与协调 ， 当盟国同样是
一个强国时更是如此 。

1Ｈ ｅｗ
Ｓｔ ｒａｃｈａｎ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
Ｖｏｌ

． 1
，
Ｔｏ 

Ａｒｍｓ
， ＮｅｗＹｏ 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Ｐｒｅｓｓ

，
 2 0 0 1

，
ｐ ．

1 9
．

3 5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