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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为一项国际政治运动ꎬ 不结盟运动呼吁后殖民国家团

结一致和反对殖民主义ꎬ 强调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ꎬ 从而标志着非

西方世界作为一个独立群体出现ꎮ 西方研究者将不结盟运动视为诞生于

冷战背景下的消极中立主义ꎬ 这种认知源自未能超出冷战两极对峙的思

维ꎮ “全球南方” 这一概念和术语为我们重新评估不结盟运动的起源和

性质提供了分析视角ꎮ 通过关注后殖民国家对反殖民团结和作为一个群

体在国际秩序中发声的呼吁ꎬ 可以将不结盟运动的起源追溯至 ２０ 世纪

初的反殖民运动ꎬ 其标志是 １９２７ 年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ꎮ 它在反殖民

团结的基础上ꎬ 首次提出被殖民国家政治独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ꎻ
万隆会议深化了布鲁塞尔会议的反殖民团结并将其以国际规范的形式确

立下来ꎻ 贝尔格莱德会议在反殖民团结的基础上ꎬ 将追求世界经济新秩

序和远离冷战确立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目标ꎮ 因此ꎬ 应该将不结盟运动视

为非殖民化的一部分ꎻ 对团结和作为一个群体的关注ꎬ 也证明它超越了

传统的中立主义ꎮ 同时ꎬ 通过这种纵向考察ꎬ 也为理解全球南方的形成

提供历史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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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格局ꎬ 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如

何获得国际社会认同与寻求自身发展路径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且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ꎬ 由它们组织和发起的不结盟运动引起相当大的关注ꎮ 通过该运动ꎬ 前

殖民地国家在推动非殖民化进程方面取得重大进展ꎬ 并表达了对冷战两极体系的

不满和追求国际政治、 经济平等的愿望ꎬ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弱

势地位ꎬ 为其赢得一定的发展空间ꎮ
国外研究一方面将不结盟运动置于冷战史的考察范围内ꎬ 认为不结盟运动是

中立主义的一种外在表现ꎬ 或者强调不结盟运动是冷战的产物ꎬ① 因而部分研究

者认为这个组织是无意义和失败的ꎬ② 而失败的表现是第三世界国家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期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激进化现象ꎮ③ 还有研究者认为ꎬ 不结盟运动在国际

体系中给予以前是次等民族的殖民地发言权ꎬ④ 因而不能简单直接地将其视为中

立主义ꎬ 它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没有外交政策ꎮ⑤

另一方面ꎬ 一些研究对不结盟运动历史进行梳理ꎬ 将不结盟运动的起源追

溯至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布鲁塞尔会议ꎬ 并强调不结盟运动在 ７０ 年代的活动很

大程度上被忽视了ꎮ⑥ 也有研究者对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过程中的重大会议

或事件进行探索ꎬ 强调之前国际法都是在维护帝国主义的权益ꎬ 但是万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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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国际法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受到正式而重大的挑战ꎮ① 同时ꎬ 万隆会议还阐明和

推进了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准则ꎬ 尤其是国家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原则ꎮ② 对万隆会

议和不结盟运动的研究也将冷战史、 后殖民研究、 外交史、 社会文化史等诸多研

究领域串联起来ꎮ③ 对不结盟运动中主导国家的关注还原了不结盟运动兴起的原

因ꎬ 尤其是主要领导人ꎬ 如尼赫鲁、 纳赛尔、 铁托、 周恩来等对不结盟运动的推

动作用ꎮ④ 此外ꎬ 作为冷战的两极ꎬ 美国和苏联对不结盟运动的反应ꎬ 也体现了

不结盟运动在当时的影响力ꎮ⑤

国内的不结盟运动研究散见于各类政治学、 历史学文献中ꎬ 尤以国际关系史

涉猎较多ꎬ 分为三类: 一是将不结盟运动视为第三世界联合的结果或政治表现形

态ꎻ⑥ 二是梳理不结盟运动相关的会议和文件ꎬ 通过对主要会议内容和会议公报

的追溯ꎬ 还原不结盟运动的真实情况ꎻ⑦ 三是研究不结盟参与国及其态度与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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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ꎬ 如印度、 古巴、 阿根廷、 南斯拉夫和中国ꎮ①

总的来说ꎬ 现有研究较为细致地梳理了不结盟运动的历史和发展ꎬ 并分析了

各个参与国在冷战时期的角色和影响ꎬ 大多倾向于将不结盟视为一种 “被动和消

极的中立主义”ꎬ 并以 “反殖民主义” 和 “反种族主义” 为驱动力ꎮ② 这种观点

反映了现有研究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偏见ꎬ 过于强调冷战对不结盟运动的塑造ꎬ
忽视了不结盟国家为争取自身权益而团结的历史起源ꎮ 因而ꎬ 需要从更为客观的

角度重新评估不结盟运动ꎬ 一方面对不结盟运动的起源与性质进行追溯与界定ꎻ
另一方面对不结盟运动的影响寻求超越冷战话语体系的分析ꎮ

“全球南方” 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和一种分析的视角ꎬ③ 兼具学术价值和政

治意义ꎬ 为理解不结盟运动提供了分析工具ꎮ 本文认为ꎬ 全球南方至少要关注两

个层面: 首先ꎬ 它关注的是意识形态框架ꎬ 而非特定的环境或条件ꎬ 在意识形态

框架下ꎬ “个人将自己想象成全球抵抗网络的一部分”④ꎮ 也就是说ꎬ 全球南方是

“一个由彼此认可、 处境相似的国际行为体组成的全球政治共同体”⑤ꎮ 如塞巴斯

蒂安等研究者所述ꎬ “它表明了某种程度的同质性ꎬ 或者至少是南方国家 (地

区) 之间的共同点ꎮ”⑥ 其次ꎬ 在二元架构下ꎬ 全球南方被描绘成一个群体ꎬ 它

们不仅反抗北方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ꎬ 而且抵抗新自由资本主义和其他形

式的更普遍的全球霸权ꎮ 与之相对应的是 “全球北方” 的概念ꎬ “全球北方

３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高志平、 杨鑫钰: «冷战时期古巴在不结盟运动中的作用»ꎬ «湖北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ꎻ 高志平、 肖曼: «冷战时期拉丁美洲国家加入不结盟运动的历程及影响»ꎬ «拉
丁美洲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ꎻ 赵建新: «试论南斯拉夫对倡导不结盟运动的历史贡献»ꎬ
«东岳论丛»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ꎻ 胡少华: «试论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ꎬ «世界历史» １９８８
年第 ４ 期ꎻ 邹琼: «印度不结盟政策研究»ꎬ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ꎬ ２０１５ 年ꎻ 李潜虞:
«从万隆到阿尔及尔———中国与六次亚非国际会议 (１９５５—１９６５)»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ꎻ 高志平: «中国对不结盟运动称谓的由来»ꎬ «延安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ꎮ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ｒｅｃｈｅｒꎬ“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ｓｍ: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 １７ꎬＮｏ ３ꎬ１９６２ꎬｐｐ ２２４ －
２３６
刘德斌、 李东琪: « “全球南方” 研究的兴起及其重要意义»ꎬ «思想理论战线» ２０２３ 年
第 １ 期ꎮ
Ａｎｎｅ Ｇａｒｌａｎｄ Ｍａｈｌｅｒꎬ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ｉ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Ｒａｃｅꎬ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ｍꎬ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ꎬＤｕｒｈａｍ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８ꎬｐ ２４４
王悠然: « “全球南方” 承载学术与政治价值»ꎬ «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版ꎮ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ＨａｕｇꎬＪａｃｑｕｅｌｉｎｅ Ｂｒａｖｅｂｏｙ － Ｗａｇｎｅｒｃ ａｎｄ Ｇüｎｔｈｅｒ Ｍａｉｈｏｌｄꎬ“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ａ Ｍｅｔａ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ꎬ”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Ｖｏｌ ４２ꎬＮｏ ９ꎬ
２０２１ꎬｐ １９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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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对通过经济、 价值观或武力胁迫主宰全球的霸权势力的泛称ꎮ”① 从该层

面来说ꎬ 全球南方意味着对支配性或占优势地位的全球北方的反抗ꎬ 从历史来

看ꎬ 它还包括对殖民主义的反抗ꎮ
因此ꎬ 本文借鉴全球南方分析中的 “团结” 和 “反抗” 两个关注点ꎬ 通过

对布鲁塞尔会议、 万隆会议和贝尔格莱德会议筹备及成果容进行分析ꎬ 聚焦与会

者在 “团结” 和 “反抗” 上的差异和共识ꎬ 进而对不结盟运动的起源与性质进

行重新评估ꎬ 纠正现有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观ꎬ 正视非西方世界在国际社会中的位

置和作用ꎮ

布鲁塞尔会议: 反殖民团结的起源

１９６１ 年 ９ 月ꎬ ２５ 个国家②聚集在贝尔格莱德ꎬ 举行了第一次不结盟运动首

脑会议ꎬ 宣告不结盟运动正式形成ꎮ 会议公报强调了反对和消灭帝国主义及其遗

留的经济不平等、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裁军与和平共处、 反对美苏集团化和扩

大不参与集团的规模ꎬ 以及尊重联合国的作用ꎮ③ 这是 ２０ 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发

展的产物ꎬ 如尤里阿利莫夫所述: “如果把这场运动看作一个历史过程和现代

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潮流ꎬ 就很容易追溯它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轨

迹ꎮ”④ 换言之ꎬ 贝尔格莱德会议是对 ２０ 世纪以来国际社会思潮发展趋势———反

殖民主义和团结斗争的延续ꎮ 可以说ꎬ “不结盟运动起源于包括印度在内的国家

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而反对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ꎮ”⑤

两方面因素推动了反殖民主义在 ２０ 世纪的发展ꎮ 一方面ꎬ 越来越多殖民地

人民移居到欧洲殖民国家ꎬ 主要是法国和英国ꎬ 他们在欧洲本土面临诸多社会歧

４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ＨａｕｇꎬＪａｃｑｕｅｌｉｎｅ Ｂｒａｖｅｂｏｙ － Ｗａｇｎｅｒｃ ａｎｄ Ｇüｎｔｈｅｒ Ｍａｉｈｏｌｄꎬ“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ａ Ｍｅｔａ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ꎬ”ｐ １９２９
阿富汗、 阿尔及利亚、 缅甸、 柬埔寨、 锡兰、 刚果、 古巴、 塞浦路斯、 埃塞俄比亚、 加
纳、 几内亚、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沙特阿拉伯、 伊拉克、 黎巴嫩、 马里、 摩洛哥、 尼泊
尔、 索马里、 苏丹、 突尼斯、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也门、 南斯拉夫ꎮ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编辑部主编: «不结盟运动主要文件集»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１９８７ 年版ꎬ 第 １８—２７ 页ꎮ
Ｙｕｒｉ Ａｌｉｍｏｖꎬ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 －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Ｍｏｓｃｏｗ: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１９８７ꎬｐｐ １９ － ２０
Ｄｅｖｅｎｄｅｒ Ｋｕｍａｒ Ｇｕｐｔａꎬ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ｉｎ Ｎｏｎ －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Ａｌｉｇａｒｈ: Ａｌｉｇａｒｈ Ｍｕｓｌｉ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１９８７ꎬ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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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ꎮ 这些经历和他们之间的密切接触ꎬ 使移居者自发建立了许多救济委员会和协

会ꎬ 主要为新来的移民、 失业移民和来自殖民地的退伍军人提供社会支持ꎮ 许多

积极分子在参与社会活动的同时ꎬ 也投身政治激进主义运动ꎬ 他们认为改变政治

制度是改善自身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ꎮ 在几个欧洲国家的首都和港口城市ꎬ 各种

处境不利的社会群体因此被政治化ꎬ 并萌生出强烈的团结意识ꎮ 这些反殖民团体

同其他地区类似团体加强联系ꎬ 推动反殖民抗议全球化ꎮ
另一方面ꎬ 一战后俄国、 奥匈帝国、 奥斯曼帝国和德意志帝国支离破碎ꎬ 民

族自决思想在中国、 东南亚、 中东、 中亚、 拉丁美洲和非洲得到广泛响应ꎬ 人们

开始质疑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结构ꎮ① 国际联盟在殖民地问题上对帝国主义的

“纵容”ꎬ 使亚洲和非洲等殖民地国家感到失望ꎬ 他们设法联络和协调各种反殖

民运动ꎮ 在 ２０ 世纪初的 ２０ 年内ꎬ 发生了许多反殖民运动ꎬ 比较有代表性的如

１９１９—１９２７ 年杜波依斯在巴黎、 伦敦、 里斯本、 纽约等地组织召开的泛非会议、
１９１１ 年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种族会议、 １９２０ 年在巴库举办的东方人民大会、 １９２６
年的比尔维尔和平会议ꎮ 然而ꎬ 规模最为宏大、 最具包容性的是 １９２７ 年召开的

布鲁塞尔会议ꎮ②

布鲁塞尔会议是在共产国际支持下ꎬ 由反法西斯运动杰出人物威利明岑贝

尔格 (Ｗｉｌｌｉ Ｍüｎｚｅｎｂｅｒｇ)③ 组织发起ꎮ １９２４ 年德国革命活动平息之后ꎬ 共产国

际开始认识到短期内欧洲不会有革命高潮ꎬ 于是转向关注欧洲以外的潜在盟友ꎬ
特别是那些还在殖民主义剥削下为解放而斗争的盟友ꎬ 认为自己不仅可以在动员

反殖民势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ꎬ 还可以帮助引导受剥削受压迫的国家和人民实现

５３

①

②

③

Ｚａｒａ Ｓｔｅｉｎｅｒꎬ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ａｔ Ｆａｉｌｅ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１９１９ － １９３３ꎬ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５ꎬｐｐ ３ － ４ꎬｐｐ ６０２ － ６０３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Ｌｏｕｒｏ ｅｔ ａｌꎬ Ｔｈ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Ｌ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ｌｉｖｅｓꎬＡｍｅｒｓｆｏｏｒｔ: Ｌｅｉｄ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２０ꎬｐ ２０
威利明岑贝尔格ꎬ １８８９ 年生于德国埃尔福特ꎬ ２０ 世纪上半叶反法西斯运动杰出人物ꎮ
他与当时的许多左翼活动家和思想家相识ꎬ 包括列宁、 罗莎卢森堡、 卡尔利布克内
希特和卡尔拉德克ꎮ 他还在几个重要的跨国组织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ꎬ 如国际工人救
济会是反殖民压迫联盟等ꎮ 作为一名电影发行和推广人ꎬ 他把现代苏联电影带到西欧ꎻ
作为一名媒体公关人ꎬ 他建立了魏玛共和国最有影响力的左翼媒体帝国ꎬ 开创了摄影和
照片使用蒙太奇手法的先河ꎮ 他是魏玛时代德国共产党 (ＫＰＤ) 的主要宣传人员ꎬ 使用各
种媒体进行宣传的先驱ꎬ 获得进步政治家、 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支持ꎮ 他坚决反对希特勒
的统治ꎬ 揭露纳粹的腐败和残忍ꎬ 后因反对斯大林的 “大清洗” 运动被驱逐和追捕ꎮ １９３９
年在法国被达拉第政府逮捕ꎬ １９４０ 年 ６ 月被发现死于法国南部森林ꎬ 死因成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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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目标ꎮ 共产国际希望通过国际工人救济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 Ｈｉｌｆｅꎬ
ＩＡＨ)① 来实现目标ꎮ 明岑贝尔格认为ꎬ “尽管国际工人救济会将注意力集中在

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政治和社会发展相关的问题上ꎬ 但到目前为止ꎬ 这更多

的是一种慈善活动ꎬ 并且没有针对性ꎮ”② 因而ꎬ 要在欧洲发动一场真正的反殖

民主义运动ꎬ 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组织ꎮ １９２６ 年共产国际允许明岑贝尔格成立

一个新组织ꎬ 作为联系和动员广大殖民地、 半殖民地人民的社会力量ꎬ 以实现双

重目标: 一是召集反对殖民主义的代表集会ꎬ 二是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联盟ꎮ 在

明岑贝尔格的策划下ꎬ 以柏林为基地的反殖民压迫联盟 ( Ｔｈ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于 １９２６ 年 ２ 月成立ꎬ 并由弗里茨  丹辛格 ( Ｆｒｉｔｚ
Ｄａｎｚｉｎｇｅｒ) 领导ꎬ 路易斯吉巴尔蒂 (Ｌｏｕｉｓ Ｇｉｂａｒｔｉ) 和露西彼得斯 (Ｌｕｃｉｅ
Ｐｅｔｅｒｓ) 负责组织工作ꎮ 同年春季ꎬ 联盟任命吉巴尔蒂、 明岑贝尔格和印度民族

主义者查托 (Ｖｉｒｅｎｄｒａｎａｔｈ Ｃｈａｔｔｏｐａｄｈｙａｙａ) 组成一个委员会ꎬ 希望召开一个将世

界各地具有各种文化和意识形态背景的反殖民者聚集在一起的全球性会议ꎮ
在会议选址方面ꎬ 组织者有意选择了布鲁塞尔ꎮ 他们认为ꎬ “在一个殖民国

家的首都举行这样一场反殖民主义、 反帝国主义的会议ꎬ 是对欧洲帝国主义的反

抗ꎮ”③ 实际上ꎬ 组织者最初希望将会议安排在德国ꎬ 但魏玛共和国拒绝了他们

的申请ꎬ 法国政府也担心在巴黎承办这样一个会议会激起殖民地的反抗热情ꎬ 同

样拒绝了他们的要求ꎮ 明岑贝尔格等组织者通过当时担任比利时国务大臣的埃米

尔范德韦尔德 (Éｍｉｌｅ Ｖａｎｄｅｒｖｅｌｄｅꎬ 曾于 １９００—１９１８ 年担任第二际主席)ꎬ 将

会议地点选定在布鲁塞尔ꎮ 如果范德韦尔德拒绝ꎬ 将会使原本已经解散的第二国

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声名狼藉ꎬ 该组织的声誉已经因为未能反对一战而受

损ꎬ 同时也会影响范德韦尔德于 １９２３ 年组织成立的劳工与社会主义国际

(Ｌａｂｏｕｒ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④ 在明岑贝尔格等人的活动下ꎬ 会议还获得墨

西哥和中国政府的支持ꎮ

６３

①

②

③

④

国际工人救济会是共产国际发起的对国际工人进行帮扶和救助的组织ꎬ １９２１ 年 ９ 月成立ꎬ
总部设在柏林ꎬ １９３３ 年以后迁至巴黎ꎮ 最初目的是救助伏尔加河流域的旱灾灾民ꎬ 特别
是伏尔加德意志人ꎬ 后来在明岑贝尔格的领导下逐渐转向通过募捐帮助各国工人的经济
罢工ꎮ １９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ꎬ 该组织出版了第一期面向工人阶级读者的创新杂志 «插图工人
报»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ꎬ 其官方介绍是: 文字和图片中的苏联ꎮ 在这份报纸
的基础上ꎬ «工人画报»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 Ｉｌｌｕｓｔｒｉｅｒｔ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 发展起来ꎬ 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ꎬ 发
行量达到了约 ４２ 万份ꎬ 尽管不是一份正式党报ꎬ 但它成为共产党的主要宣传工具ꎮ
Ｊｏｈｎ ＧｒｅｅｎꎬＷｉｌｌｉ Ｍüｎｚｅｎｂｅｒｇ:Ｆｉｇｈｔｅ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Ｆａｓ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ｔａｌｉｎｉｓｍꎬ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２０２０ꎬｐ １８７
Ｖｉｊａｙ ＰｒａｓｈａｄꎬＴｈｅ Ｄａｒｋ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ｓ:Ａ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ꎬ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７ꎬｐ １９
Ｖｉｊａｙ ＰｒａｓｈａｄꎬＴｈｅ Ｄａｒｋ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ｓ:Ａ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ꎬｐ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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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明岑贝尔格等人努力下ꎬ １９２７ 年 ２ 月 １０ 日ꎬ 代表 ３４ 个国家①或地

区ꎬ 以及 １３４ 个组织的 １７４ 名官方代表齐聚布鲁塞尔埃格蒙特宫ꎬ 参加反帝国主

义大会ꎮ 主办方得到众多知名人士的赞助和支持ꎬ 德国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Ａｌｂｅｒｔ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英国工党领袖乔治兰斯伯里 (Ｇｅｏｒｇｅ Ｌａｎｓｂｕｒｙ)、 波兰的恩

斯特托勒 (Ｅｒｎｓｔ Ｔｏｌｌｅｒ)、 法国的罗曼罗兰 (Ｒｏｍａｉｎ Ｒｏｌｌａｎｄ)、 美国的厄普

顿辛克莱 (Ｕｐｔｏｎ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俄罗斯的马克西姆高尔基 (Ｍａｘｉｍ Ｇｏｒｋｉ) 和法

属阿尔及利亚的维克多玛格丽特 (Ｖｉｃｔｏｒ Ｍａｒｇｕｅｒｉｔｔｅ) 都发来贺信ꎮ 印度的甘

地 ( Ｍｏｈａｎｄａｓ Ｋ Ｇａｎｄｈｉ )、 德 国 的 泽 特 金 ( Ｃｌａｒａ Ｚｅｔｋｉｎ )、 中 国 的 宋 庆 龄

(Ｍａｄａｍｅ Ｓｕｎ Ｙａｔ － Ｓｅｎ) 等政治人物也公开表示支持ꎮ② 大会不仅邀请政治家、
知识分子ꎬ 还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三个最重要的反殖民主义阵营———社会共产主

义阵营、 自由人道主义阵营和殖民独立阵营发出邀请ꎮ 会议虽然只有 ５ 天ꎬ 但彰

显了团结一致的精神ꎬ 并决定将反殖民压迫联盟改称反帝国主义联盟 ( Ｔｈ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ꎬＬＡＩ)ꎬ 以更好地协调反帝国主义运动ꎮ

会议本着团结一致的精神ꎬ 为各与会者提供了平等的发言机会ꎮ 来自欧洲的

劳工领袖ꎬ 英国矿工协会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ｉｎｅ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的戴维斯和英国独立工党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Ｌａｂｏｕｒ Ｐａｒｔｙ) 的芬纳布罗克威 (Ａ Ｆｅｎｎｅｒ Ｂｒｏｃｋｗａｙ) 分别

发言ꎻ 来自比利时和法国的共产主义者阿尔伯特马尔托 (Ａｌｂｅｒｔ Ｍａｒｔｅｕｘ) 和

亨利巴布斯 (Ｈｅｎｒｙ Ｂａｒｂｕｓｓｅ) 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ꎬ 号召布鲁塞尔的代

表们团结起来ꎻ 而日本共产党创始人、 共产国际成员片山潜 (Ｓｅｎ Ｋａｔａｙａｍａ) 在

会上呼吁东方工人阶级和民族主义运动团结起来ꎮ③

７３

①

②

③

数字 有 出 入ꎬ 一 说 是 ３１ꎬ 参 见 Ｊüｒｇｅｎ Ｄｉｎｋｅｌꎬ Ｔｈｅ Ｎｏｎ －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Ｇｅｎｅｓｉｓꎬ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１９２７ － １９９２ꎬＬｅｉｄｅｎ ａｎｄ Ｂｏｓｔｏｎ:Ｂｒｉｌｌꎬ２０１９ꎻ一说 ３４ꎬ参见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Ｌ ＬｏｕｒｏꎬＣｏｍｒａｄ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ꎬＮｅｈｒｕꎬＩｎｄｉａꎬ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ｗａ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８ꎻ一说 ３７ꎬ参见 Ｖｉｊａｙ ＰｒａｓｈａｄꎬＴｈｅ Ｄａｒｋ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ｓ:Ａ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ꎬ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７ 但总体来说ꎬ 参会者
涵盖亚洲、 欧洲国家和殖民地ꎬ 如亚洲的中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日本等ꎬ
欧洲的德国、 英国、 法国、 比利时、 意大利等ꎻ 美洲的墨西哥、 秘鲁、 委内瑞拉、 阿根
廷、 哥伦比亚、 波多黎各等ꎻ 非洲的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 突尼斯、 北非、 南非、 埃及
等ꎮ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Ｌ ＬｏｕｒｏꎬＣｏｍｒａｄ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ꎬＮｅｈｒｕꎬＩｎｄｉａꎬ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ｗａ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８ꎬｐｐ ３４ － ３５
Ｉｂｉｄꎬｐ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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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外ꎬ 会议还强调三个国家的反帝国主义、 反殖民主义

斗争值得关注: 中国、 印度和墨西哥ꎮ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廖焕星、
前墨西哥教育部长巴斯孔塞洛斯 (Ｊｏｓé 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 分别发言ꎬ 孔塞洛斯指责

美帝国主义干预墨西哥和拉丁美洲政治事务ꎬ 尼赫鲁作为印度代表发言ꎮ 对中

国、 印度和墨西哥的重视使会议明确了帝国主义不仅表现为在印度领土上进行殖

民统治ꎬ 还表现为在中国和墨西哥这样的国家进行资本主义扩张ꎮ
来自埃及、 印度尼西亚、 南非、 阿尔及利亚、 突尼斯、 摩洛哥等国的代表也

纷纷发言ꎮ 代表们指出帝国主义在各自国家的暴行ꎬ 公开表示支持殖民地的民族

解放运动ꎬ 并讨论了关于泛非、 泛美洲和泛亚团结的可能性ꎮ 此外ꎬ 与会代表还

表达了对国际社会发展的担忧ꎬ 尤其关注法西斯主义扩张和战争风险日益提

高ꎮ① 总之ꎬ 布鲁塞尔会议成功召开和反帝国主义联盟成立的重大意义体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ꎮ
首先ꎬ 布鲁塞尔会议在巩固 “第三世界” 概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ꎬ② 并证

明了反殖民团结的可能性与可行性ꎮ③ 它发出了呼吁无产阶级和反殖民斗争团结

一致的响亮声音ꎬ 强调跨越黑人、 黄种人和白人的种族分裂ꎬ 以及跨越国家、 殖

民地和殖民国家的地理边界ꎬ 团结一致ꎮ 更重要的是ꎬ 会议使全球南方的反殖民

主义者看到ꎬ 要在自己的国家和地区击败帝国主义ꎬ 就必须在世界各地击败帝国

主义ꎮ 因此ꎬ 对于他们而言ꎬ 向后殖民秩序过渡必须有赖于以帝国主义扩张侵略

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转变ꎮ④

其次ꎬ 揭露了政治独立与资本主义扩张之间的关系ꎮ 事实上ꎬ 与会者接受了

列宁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ꎮ 因此ꎬ 反对帝国

主义的斗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ꎮ⑤ 对于反帝国主义联盟

成员和布鲁塞尔会议的参与者来说ꎬ 反殖民主义是一个多维度的问题ꎬ 尽管之后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Ｌ Ｌｏｕｒｏꎬ Ｃｏｍｒａｄ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ꎬ Ｎｅｈｒｕꎬ Ｉｎｄｉａꎬ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ｗａ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ｐ ４０
Ｖｉｊａｙ ＰｒａｓｈａｄꎬＴｈｅ Ｄａｒｋ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ｓ:Ａ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ꎬｐ ３０
Ｊüｒｇｅｎ ＤｉｎｋｅｌꎬＴｈｅ Ｎｏｎ －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Ｇｅｎｅｓｉｓꎬ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１９２７ － １９９２ꎬ
ｐ ３９
Ｅｒｅｚ Ｍａｎｅｌａꎬ “ Ｐｌｏ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ｉｎ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Ｌｏｕｒｏ ｅｔ ａｌꎬ Ｔｈ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Ｌ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ｌｉｖｅｓꎬＬｅｉｄｅｎ:Ｌｅｉｄ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２０ꎬｐ １２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Ｌ Ｌｏｕｒｏꎬ Ｃｏｍｒａｄ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ꎬ Ｎｅｈｒｕꎬ Ｉｎｄｉａꎬ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ｗａ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ｐ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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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帝国主义联盟未能完成结束帝国主义的使命ꎬ 但是在 ２０ 世纪 ２０—３０ 年代重塑

世界秩序失败后ꎬ “它作为一个象征着民族解放的词语持续存在ꎬ 许多反帝反殖

理念和计划在那些实现独立的民族国家发展中体现出来ꎮ”① 正是在这种遗产的

影响下ꎬ 二战结束后ꎬ 第三世界国家试图通过不结盟运动和区域性集团来建立公

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ꎮ
再次ꎬ 虽然反帝国主义联盟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遭遇挫折并解体ꎬ 但它所遗留

的思想影响深远ꎮ 这些思想包括反殖民主义概念、 个人和制度的关系、 关于反殖

民运动应该如何组织的计划ꎬ 以及唤起一个统一的亚洲或非洲和建立一个没有殖

民统治世界的模糊政治乌托邦思想等ꎮ② 换而言之ꎬ 它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日益

广泛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提供了具体的制度形式ꎮ③ 印度尼西亚总理穆罕默德哈

达和印度总理尼赫鲁积极利用布鲁塞尔会议和反帝国主义联盟的经验推动本国的

民族解放运动ꎮ 而尼赫鲁更是依据布鲁塞尔会议的经验ꎬ 积极为亚非会议呼吁ꎬ
并寻求资助ꎮ④ 因此ꎬ 可以说布鲁塞尔会议是不结盟运动的起源之一ꎮ

万隆会议: 反殖民群体团结与国际规范重塑

尽管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再次爆发世界大战ꎬ 但是那些积极参加反殖民主义运

动的人们并没有忘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会议和组织ꎬ 特别是布鲁塞尔会议和反

帝国主义联盟ꎬ 它们体现了所有反殖民主义者的跨国界团结ꎮ 亚洲和非洲争取民

族独立的国家把它们视为一个团结组织的模板ꎬ 力图在二战后的国际环境中建立

一个新团结组织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非殖民化和后殖民国家建设进程与冷战产生的冲突交

织在一起ꎮ 虽然殖民时代的旧政治秩序正在瓦解ꎬ 但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还没有

建立起来ꎬ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换了一种形式依旧在影响世界ꎬ 恩克鲁玛、 萨米

９３

①

②

③

④

Ｄｉｓｈａ Ｋａｒｎａｄ Ｊａｎｉꎬ “ Ｔｈ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ꎬ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Ｖｏｌ １７ꎬＮｏ ２ꎬ２０２２ꎬｐ ２１６
Ｊüｒｇｅｎ ＤｉｎｋｅｌꎬＴｈｅ Ｎｏｎ －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Ｇｅｎｅｓｉｓꎬ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１９２７ － １９９２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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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ｅｅｔｓ － Ｓａｌ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ａｎａ Ｔａｎｎｏｕｒｙ － ＫａｒａｍꎬＴｈ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Ｌ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ｌｉｖｅｓꎬ
ｐ １２
Ｊａｗａｈａｒｌａｌ Ｎｅｈｒｕꎬ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Ｊａｗａｈａｒｌａｌ Ｎｅｈｒｕꎬ Ｖｏｌ １５ꎬＨｙｄｅｒａｂａｄ: Ｏｒｉｅｎｔ Ｌｏｎｇｍａ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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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阿明等称之为 “新殖民主义”ꎬ① 一些为帝国主义辩护的研究者称之为 “非
正式帝国”ꎬ② 而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政治精英们因此发现自己在国内和国际都面

临合法性的要求ꎮ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ꎬ 后殖民国家开始希望重现两次世界大战期

间的合作ꎮ
１９４５ 年第五届泛非大会在曼彻斯特召开ꎬ １９４７ 年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

(Ｉｎｄｉ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ＩＣＷＡ)③ 在新德里组织了亚洲关系会议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两年后又在新德里举行了一次后续会议ꎮ 这些会议与两次

世界大战期间的会议紧密联系在一起ꎬ 但又不同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情况ꎮ 一

方面ꎬ 苏联和共产主义者参与程度降低ꎻ 另一方面ꎬ 部分参与者的身份从曾经的

民族独立运动组织动员者转变为新的国家统治者ꎮ 因而ꎬ 在布鲁塞尔会议上达成

的最重要的共识ꎬ 即争取民族解放和政治独立ꎬ 对一些国家来说已经实现ꎬ 之前

反殖民主义的目标 “已经失去了意义ꎬ 或者至少不那么重要了ꎮ”④ 二战后这些

会议的议题转变为ꎬ 随着联合国在 １９４５ 年成立ꎬ 在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

下ꎬ 后殖民国家如何克服殖民主义的消极影响ꎬ 维护已取得的国家主权ꎬ 推进

现代化建设ꎮ 于是ꎬ 万隆会议应运而生ꎮ 对这些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来说ꎬ
“万隆会议是 １９２７ 年布鲁塞尔会议和反帝国主义联盟开启的反殖民主义、 反帝

国主义进程的高潮万隆会议的重要之处在于ꎬ 它让这些领导人能够聚在一

起ꎬ 庆祝殖民主义终结ꎬ 并承诺进行某种程度的联合斗争ꎬ 以继续反对帝国主义

势力ꎮ”⑤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 １８ 日ꎬ ２９ 个亚非国家和地区⑥的代表齐聚印度尼西亚的万隆ꎬ
参加备受瞩目的亚非会议ꎮ 此次会议从筹备到举办以及会后公报都体现了亚非国

家的诉求ꎮ

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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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是 １９４３ 年由一群印度知识分子组成的智库ꎬ 是一个非官方、 非政治
性和非 营 利 性 组 织ꎬ 专 门 研 究 国 际 关 系 和 外 交 事 务ꎮ 参 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ｃｗａ ｉｎ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ｌａｎｇ ＝ １
Ｊüｒｇｅｎ ＤｉｎｋｅｌꎬＴｈｅ Ｎｏｎ －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Ｇｅｎｅｓｉｓꎬ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１９２７ － １９９２ꎬ
ｐ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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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 锡兰、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巴基斯坦、 阿富汗、 柬埔寨、 中国、 埃及、 埃塞俄比亚、
黄金海岸、 伊朗、 伊拉克、 日本、 约旦、 老挝、 黎巴嫩、 利比里亚、 利比亚、 尼泊尔、 菲
律宾、 沙特阿拉伯、 苏丹、 叙利亚、 泰国、 土耳其、 越南民主共和国、 南越、 也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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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万隆会议筹备

早在 １９５４ 年 １２ 月ꎬ 印度、 巴基斯坦、 锡兰、 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就举行了茂

物会议ꎬ 就即将举行的亚非会议的选址、 主办方、 赞助国以及邀请国家范围进行

商讨ꎮ 最终决定由印度尼西亚主办ꎬ 与会方赞助ꎬ 并确定邀请中国参加ꎮ 印度尼

西亚总统苏加诺在茂物会议后积极推动会议的筹备工作ꎬ 努力宣传会议ꎮ
会议开幕日期选定经历了周密而详细的计划ꎮ 联合秘书处考虑到许多限制ꎬ

需要加以妥善处理ꎬ 其中首先是日期选定ꎮ 斋月将于 ４ 月 ２４ 日或 ２５ 日开始ꎬ 这

使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难以参加ꎮ 然后ꎬ 由于佛教的特殊日子ꎬ 吴努直到 ４ 月 １６
日才能离开缅甸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４ 月 １８ 日星期一似乎是唯一可行的开放日ꎬ
而对斋月的考虑意味着它必须在 ４ 月 ２３ 日结束ꎮ 关于会场以及住宿等方面ꎬ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 ７ 日视察会议地点时ꎬ 苏加诺将穿过市中心的主要街道名字从莱雅东

区街道 (Ｊａｌａｎ Ｒａｙａ Ｔｉｍｕｒ) 改为亚非路 (Ｊａｌａｎ Ａｓ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ꎬ 并将会议厅改名

为独立大厦 (Ｇｅｄｕｎｇ Ｍｅｒｄｅｋａ)ꎬ 意为 “和平和自由之家”ꎬ 而该会议厅原为荷兰

殖民者的俱乐部ꎮ 在市中心设立了一个特别会议区ꎬ 称为 “亚非会议区”ꎬ 包括

亚非路 (主要会场和酒店所在地)、 阿伦阿伦路 (Ｊａｌａｎ Ａｌｕｎ Ａｌｕｎꎬ 中央清真寺

所在城市广场) 和布拉加路 (Ｊａｌａｎ Ｂｒａｇａꎬ 著名咖啡馆、 餐馆和夜生活街道) 作

为南部边界ꎬ 向北和向东延伸的区域ꎬ 包括联邦路 ( Ｊａｌａｎ Ｌｅｍｂｏｎｇ)、 丹蓬路

(Ｊａｌａｎ Ｔａｍｂｌｏｎｇ)、 塔曼纱丽路 ( Ｊａｌａｎ Ｔａｍａｎ Ｓａｒｉ )、 迪波内戈罗路 ( Ｊａｌａｎ
Ｄｉｐｏｎｅｇｏｒｏ) 和城布依路 (Ｊａｌａｎ Ｃｉｕｍｂｕｌｕｉｔ)ꎬ 是代表团团长的住所ꎮ① 在会议召

开前的四个月里ꎬ 东道主对万隆进行了一次 “改头换面”ꎬ 重建和翻修了各个会

场和街道ꎬ 使其从荷兰曾经的度假城市成为印尼的国际会议城市ꎮ②

除了城市建设工作外ꎬ 作为东道主的印尼还同与会者协商ꎬ 安排了一些活

动ꎬ 目的是让世界看到ꎬ 在万隆举行的会议是独立国家或即将独立国家间的政府

会议ꎮ 整个会议准备工作中ꎬ 从对代表团的欢迎ꎬ 到在独立大厦举行的开幕式ꎬ
再到闭幕式ꎬ 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ꎬ 而印度尼西亚对苏丹代表团的态度明显体

现了会议对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尊重ꎮ 国旗是民族国家的核心象征ꎬ 东道主在机

场和会议大厅前举行升旗仪式欢迎所有来宾ꎮ 当时苏丹还没有独立ꎬ 也没有国

旗ꎮ 然而ꎬ 苏丹代表团表示ꎬ 他们希望以苏丹作为一个争取独立国家的名义参加

这次会议ꎮ 为了解决这一礼节问题ꎬ 并表现苏丹与其他与会者的平等ꎬ 印度尼西

１４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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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Ａｓｉ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ꎬＮｏ １６４ꎬ２０１１ꎬｐ ８
Ｊüｒｇｅｎ ＤｉｎｋｅｌꎬＴｈｅ Ｎｏｎ －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Ｇｅｎｅｓｉｓꎬ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１９２７ － １９９２ꎬ
ｐ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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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天升起了印有 “苏丹” 字样的白旗ꎮ 组织者还通过接送参会者的车辆来体

现代表团团长后殖民政府官员的特殊身份ꎮ 与此相对应的是ꎬ 其他参会者只能选

择其他类型交通工具ꎬ 如当地的三轮车ꎮ①

(二) 万隆会议成果

如果说程序上的灵活性确保了会议的和谐ꎬ 那么会议的内容和最后公报则明

确了会议主题ꎮ 早在会议前的一个月ꎬ 印度尼西亚新闻部就出版了第一期 «亚非

会议公报»ꎬ 在报告中加入了两幅世界地图ꎮ 第一幅出现在封面上ꎬ 中心是非洲

—亚洲地区ꎮ 所有被邀请参加会议的国家都被涂成白色ꎬ 在地图的中心形成了一

个巨大方块ꎬ 而周围没有被邀请的国家都被涂成黑色ꎮ 这幅地图的核心政治信息

很容易理解———这也是它的目的: 亚非是世界政治中一股新的、 团结一致的力

量ꎮ② 第二幅世界地图在第一幅地图的基础上引入新的元素ꎬ 它也将亚非地区置

于中心位置ꎬ 并将世界划分为受邀国 (白色) 和未受邀国 (黑色)ꎬ 但是它画出

了亚非地区受邀国家之间的边界ꎮ 因此ꎬ 这些国家看起来不仅是一个统一体ꎬ 而

且是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ꎬ 每个国家和首都的名字都被标注ꎮ
在以往的地图中ꎬ 亚洲和非洲看起来都是空地或者殖民地ꎬ «亚非会议公

报» 的地图颠覆了殖民时代的世界地图ꎬ 传达了亚非世界的两种观点: 一方面展

示了亚非作为一个统一集团在国际政治中的新角色ꎻ 另一方面向世界宣告这是一

个大部分为主权国家的联盟ꎮ 它们直观地证明ꎬ 殖民主义时代已经结束ꎬ 欧洲及

其地图不再决定人们如何看待世界ꎮ③

４ 月 ２４ 日会议公布了最后公报ꎬ 就经济合作、 文化合作、 人权与自决、 独

立国家、 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等方面宣告了与会者的原则、 态度和应对措施ꎮ 这

些均是对会议所讨论内容深化与妥协的结果ꎬ 昭示了亚非国家对战后国际秩序的

思考和试图改变的信心ꎮ
在经济方面ꎬ 与会者普遍希望在互利和尊重国家主权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ꎬ

同意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相互提供技术援助ꎬ 形式包括交换专家、 培训人员、 合

作试验项目和分享用于示范的设备ꎬ 交流专门知识ꎬ 在可能的情况下建立区域培

２４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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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和研究机构ꎬ 以便同现有国际机构合作学习技术知识和技能ꎮ① 参会者还强调

核技术对亚非国家的意义ꎬ 敦促迅速设立国际原子能机构ꎬ 推动亚非国家在原子

能机构中享有充分的代表权ꎻ 并建议亚洲和非洲各国政府充分利用和平使用原子

能的培训和其他设施ꎮ② 正是万隆会议上亚非国家的呼吁ꎬ １９５７ 年联合国成立了

国际原子能机构ꎬ 其规章是在万隆会议最后公报的基础上制定的ꎬ 因而可以说

“国际原子能机构是万隆会议的产物”③ꎮ
在国家独立和人权与自决权上ꎬ 公报强调要废止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ꎬ 支持

民族和国家的独立ꎬ 坚定支持 «联合国宪章» 规定的人民和国家自决原则ꎬ 敦

促法国尽快和平解决北非国家独立问题ꎻ 呼吁联合国接纳新独立国家成为会员

国ꎬ 认为就地域公平原则而言ꎬ 亚非各国在安全理事会的代表性是不够的ꎬ 应该

让更多的亚非国家在安全理事会任职ꎬ 使它们能够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更

大的贡献ꎮ④

由此可见ꎬ 万隆会议对比布鲁塞尔会议要走得更远ꎮ 其意义在于ꎬ 一方面将

布鲁塞尔会议延续下来的反殖民主义和追求国家独立通过国际规范确立下来ꎮ 这

不是万隆会议的发起者预期到并积极寻求的结果ꎬ 而是与会者们交流协商、 求同

存异ꎬ 使国际关系准则得到阐释和推进ꎬ 客观上促成了国际规范确立ꎮ⑤ 其中最

为典型的是国家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原则ꎬ 反映了与会者们的迫切需求ꎬ 而且万隆

会议阐明的大多数原则ꎬ 如最后公报中所载的十项原则ꎬ 都可以在 «联合国宪

章» 或欧洲国际法中找到ꎮ⑥ 而在此前ꎬ “这些所谓的普遍规范中的一些原则并

没有被充分遵守ꎬ 或者说在对殖民地或新独立国家的关系中未被西方国家遵

守ꎮ”⑦ 万隆会议试图增强这些规范合法性ꎬ 使这些原则得以拓展并真正得到重

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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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ｎｄｕｎｇ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ａｎｄｕｎｇꎬ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ꎬＡｐｒｉｌ １３ － ２４ꎬ１９５５ꎬｐ ３０
Ｖｉｊａｙ ＰｒａｓｈａｄꎬＴｈｅ Ｄａｒｋ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ｓ:Ａ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ꎬｐ ４２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ｎｄｕｎｇ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ａｎｄｕｎｇꎬ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ꎬＡｐｒｉｌ １３ － ２４ꎬ１９５５ꎬｐ ３３
Ｓｅｎｇ Ｔａｎꎬ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ꎬＢａｎｄｕｎｇ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Ｔｈｅ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５５Ａｓｉａｎ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ꎬｐ ３
１９５７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ꎬ 联合国接受了一项由印度、 瑞典和南斯拉夫提出的关于国家间和平
与睦邻关系的决议ꎬ 这无疑是亚非团结阶段的高潮事件ꎮ Ｇ Ｈ ＪａｎｓｅｎꎬＡｆｒｏ －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Ｎｏｎ －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ꎬＬｏｎｄｏｎ:Ｆａｂｅｒ ａｎｄ Ｆａｂｅｒꎬ１９６６ꎬｐ ２３７
Ｓｅｎｇ Ｔａｎꎬ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ꎬＢａｎｄｕｎｇ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Ｔｈｅ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５５ Ａｓｉａｎ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ꎬ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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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ꎬ 推动了战后全球规范的制定ꎮ① 而锡兰等万隆会议的一些与会国尚未加入联

合国ꎬ 因此这种重塑国际规范的经历ꎬ 为它们融入国际社会提供了另一种框架ꎮ
另一方面ꎬ 万隆会议通过对主权和人权等国际规范的强调ꎬ 使与会者得到表

达其外交政策的机会ꎮ 更重要的是ꎬ 万隆会议对与会者之间矛盾的处理方式构建

了不结盟运动的基础ꎮ 在与会者中ꎬ 不仅有泰国和巴基斯坦这样的东南亚条约组

织成员国ꎬ 也有冷战不同阵营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政权代表ꎬ 如何处理这些

关系直接影响会议成败ꎮ 万隆会议以妥协和协商一致为原则ꎬ 承认各国享有单独

和集体自卫权ꎬ 同时呼吁各国避免利用集体自卫权为任何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ꎮ
这种处理方式对亚洲战后安全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在两极体系中避免与大国直接

对抗ꎬ 同时强调区域国家之间的妥协、 共存与对话ꎮ “万隆会议提供了 ２０ 世纪国

际关系中的第一个外交空间ꎬ 保证了殖民地和新独立国家人民之间的亲密关

系ꎮ”② 因此可以说ꎬ 万隆会议成为不结盟运动的先驱ꎮ③

从布鲁塞尔到贝尔格莱德: 共识与分歧

１９６１ 年 ９ 月举行的贝尔格莱德会议通常被认为是不结盟运动正式形成的标

志ꎬ 不仅是会议公报所强调的内容ꎬ 会议筹备以及对不结盟成员标准的制定ꎬ 都

远比布鲁塞尔会议和万隆会议更为明确ꎮ

(一) 贝尔格莱德会议筹备

布鲁塞尔会议和万隆会议均经历了很长的筹备期ꎬ 前者始于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ꎬ
后者则经历了 １９５４ 年 ４ 月的科伦坡会议和 １２ 月的茂物会议ꎮ 正是这种长期准备

为会议选址、 与会者筛选以及会议流程和内容的讨论预留了充足空间ꎮ 尤其是万

隆会议ꎬ 在万隆这座城市所进行的一系列基础设施维护和其他充满仪式感的布

置ꎬ 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会议主办国和发起国的重视和决心ꎮ 而贝尔格莱德会议

筹备过程相对短暂ꎬ １９６１ 年 ５ 月埃及总统纳赛尔、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和印尼总

统苏加诺宣布不结盟会议筹备会议将于 ６ 月在开罗举行ꎬ 并向各国发出邀请ꎬ 直

到会议正式召开ꎬ 筹备期也仅为 ３ 个月左右ꎮ 开罗筹备会议之所以被推迟和缩

４４

①

②

③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ꎬ“Ｗｈｏ Ａｒｅ ｔｈｅ Ｎｏｒｍ Ｍａｋｅｒｓ?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Ｂａｎｄｕ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ｍｓꎬ”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Ｖｏｌ ２０ꎬＮｏ ３ꎬ２０１４ꎬｐ 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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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ｓｉｏｎｓꎬ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ꎬ２０１６ꎬｐ ６
Ｓｅｎｇ Ｔａｎꎬ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ꎬＢａｎｄｕｎｇ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Ｔｈｅ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５５ Ａｓｉａｎ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ꎬ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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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ꎬ 一方面在于作为不结盟运动主要支持者的中国同苏联关系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末期恶化ꎬ 这对亚非团结产生了消极影响ꎬ “１９５５ 年之前ꎬ 冷战双方在寻找盟友

时将亚洲国家分成两派ꎬ 而现在轮到这两个共产主义国家试图推动亚非国家选择

敌对立场ꎮ 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共产党ꎬ 几乎摧毁了亚非团结运

动ꎮ”① 而对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而言ꎬ １９５９ 年双方边境冲突很难说不对其他国

家和不结盟运动开展产生影响ꎬ 尽管尼赫鲁强调二者之间不存在关联性ꎮ② 另一

方面ꎬ 美国在万隆会议后对不结盟国家的认知出现变化ꎬ 从最初的敌视到逐渐承

认政治上不结盟ꎬ 而且维持不结盟国家的独立状态ꎬ 也被认为是符合美国利益

的ꎮ③ 亚非不结盟国家也逐渐认识到ꎬ 共产主义集团并不是支持的唯一来源ꎬ 因

而对再次发起万隆式的会议也就没有那么强烈的意愿了ꎮ
尽管如此ꎬ 开罗筹备会议对贝尔格莱德会议以及不结盟运动来说仍是最为重

要的ꎬ 不仅因为它制定了 “不结盟” 的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官方定义ꎬ
而且因为它将独立的非洲大部分地区排除在不结盟地区之外ꎮ④ 会议认为受邀国

应满足以下五个标准:

１ 该国应奉行建立在与不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国家共处以及不结盟基础

上的独立政策ꎬ 或倾向于赞成这一政策ꎮ
２ 该国应一贯支持民族独立运动ꎮ
３ 该国不应参加与大国争夺有牵连的多边军事联盟ꎮ
４ 该国与一个大国订有双边军事协定或缔结过区域性防务条约ꎬ 则该协

定或条约缔结的目的不应与大国争夺有任何牵连ꎮ
５ 如该国已将军事基地租让给外国ꎬ 则此种租让不应与大国争夺有任何牵连ꎮ⑤

这也为不结盟运动开展奠定了基础ꎬ 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布鲁塞尔会议和

万隆会议参与者异质性问题ꎮ

(二) 会议发起者与受邀者

布鲁塞尔会议发起者为威利明岑贝尔格ꎬ 共产国际和其他反殖民主义者也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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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期ꎬ 第 １０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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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会议顺利筹备ꎬ 并邀请到全球 ３０ 多个国家或地区的代表ꎮ
这种参与者的广泛性与异质性为会议带来一些麻烦ꎬ 如尼赫鲁对会议提供的食物

质量大发牢骚ꎬ 并抱怨翻译水平不好ꎬ 此类问题事实上限制了会议效率与交流深

度ꎮ① 万隆会议由印度、 印度尼西亚、 缅甸、 锡兰和巴基斯坦发起ꎬ 印度总理尼

赫鲁在其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ꎮ 在受邀者方面ꎬ 万隆会议组织者对参会者的邀请

极其谨慎ꎬ 因为这不仅涉及会议议程ꎬ 还将影响其他会议参与者ꎮ 因而五个发起

国对此进行了反复论证ꎬ 最终达成一致ꎬ 决定邀请中国ꎬ 这也是茂物会议最重要

的决定ꎮ② 从万隆会议参会者的数量和范围来看ꎬ 主要为亚非 ２９ 个国家和地区ꎬ
对比布鲁塞尔会议ꎬ 虽小幅下降ꎬ 但范围相对集中ꎬ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像

布鲁塞尔会议上语言太过多样化导致无效沟通的情况ꎮ 到贝尔格莱德会议时ꎬ 主

要发起国成为南斯拉夫、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和阿富汗ꎬ 与会

者主体同样为亚非国家ꎮ 后二者同布鲁塞尔会议相比在邀请国数量上有所减少ꎬ
源于部分国家已经实现政治独立ꎬ 而有些国家同美国或苏联结成同盟ꎬ “冷战使

得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激进主义的融合ꎬ 以及二战前容易建立起来的异质和灵

活的团结成为不可能ꎮ”③ 而邀请国数量减少和地域集中化为会议带来了一个便

利ꎬ 即从会议筹备阶段就对会议主题和关注点进行预先设定ꎬ 以便更好地团结合

作ꎮ 这一点在贝尔格莱德会议筹备会上体现得最为明显ꎬ 在筹备会时就设定了殖

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 种族歧视、 裁军和军事基地、 联合国的作用和结构以及不

平等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等议题ꎮ④

(三) 会议主题与内容

从布鲁塞尔会议到贝尔格莱德会议ꎬ 主题和内容逐渐丰富和明晰ꎬ 并随着国

际局势发展而呈现出新的内容ꎮ 在布鲁塞尔ꎬ 会议主题是殖民压迫的形式ꎬ 反殖

民的紧迫性、 必要性ꎬ 以及对团结反殖民势力的号召ꎬ 并且对国际联盟的批判团

结了与会者ꎮ 而到万隆会议时ꎬ 尽管筹备会议在尼赫鲁主导下并没有预先为会议

设置主题ꎬ 但在会议前一天ꎬ 与会的代表团团长就七项议程达成共识ꎬ 依据不同

议程划分不同的委员会小组讨论并起草协议ꎮ 经济合作由一个经济委员会讨论ꎬ
该委员会还分配了和平利用核能的议题ꎻ 文化合作被分配给文化委员会ꎬ 而未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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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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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民族、 人权和自决、 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以及两项较小的项目———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和联合国会员国的普遍性问题则被分配给政治委员会ꎮ 由此来看ꎬ 万隆会

议的议题比布鲁塞尔会议更为明确ꎬ 除了国家与民族独立的诉求外ꎬ 对文化和经

济合作、 世界和平的呼吁ꎬ 实际上已经超出布鲁塞尔会议的范畴ꎮ 尤其是会议中ꎬ
关于新旧殖民主义的界定以及与苏联关系的争论ꎬ 将布鲁塞尔会议中模糊的政治

独立与经济发展的二重性区分开来ꎮ 到贝尔格莱德会议时ꎬ 争论焦点转移到筹备

会议中已经设定的议题ꎮ 因而ꎬ 对贝尔格莱德会议而言ꎬ 最大的挑战来自议题的

优先顺序问题ꎮ 世界和平与反殖民主义都很重要ꎬ 但在当时哪个问题更紧迫? 包

括铁托、 苏加诺、 纳赛尔和恩克鲁玛在内的前八位发言者都认为反殖民主义问题

更紧迫ꎮ 而第九位发言人尼赫鲁则指出ꎬ 会议的主要任务ꎬ 几乎是唯一的任务ꎬ
就是尽其所能协商谈判ꎬ 以避免战争的直接威胁ꎬ 因为一旦战争来临ꎬ 其他一切

都将消失ꎮ① 只有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 (Ａｒｃｈｂｉｓｈｏｐ Ｍａｋａｒｉｏｓ)、 斯里

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 (Ｍｒｓ Ｂａｎｄａｒａｎａｉｋｅ) 和摩洛哥国王哈桑 (Ｈａｓｓａｎ) 同

意他的观点ꎬ 即和平问题至关重要ꎮ 这种分歧在本质上是不同国家对各自所处阶

段的认知不同ꎮ 此外ꎬ 在贝尔格莱德会议上对联合国和远离美苏两大集团的强

调ꎬ 更进一步充实和延伸了万隆会议以来的内容ꎮ
从历史发展轨迹看ꎬ 布鲁塞尔会议、 万隆会议以及贝尔格莱德会议本质上都

是一个时代的产物ꎮ 它们产生于亚非国家反殖民压迫和对自身在国际社会中弱势

地位的不满ꎬ 目标是取得国家独立及认可ꎬ 并巩固其权力基础ꎬ 获得发展资源与

机会ꎮ 因而对殖民主义的反抗、 殖民地和后殖民国家之间的团结成为历次会议的

主要议题和内容ꎬ 从该角度来说ꎬ 不结盟运动形成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

作全球南方出现的前奏ꎮ

作为非殖民化和积极中立的不结盟

如上所述ꎬ 不结盟运动起源于历史上对殖民帝国的反对和争取独立的愿望ꎬ
这种诉求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得到诸多亚非国家关注ꎬ 从而初步形成了团结一致的

观念ꎮ 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万隆会议召开时ꎬ 部分亚非国家已经实现独立ꎬ 反殖民

任务被新的国际形势推动ꎮ 一方面ꎬ 非殖民化如火如荼进行ꎬ 部分尚未独立国家

仍然寻求在国家独立方面的团结ꎻ 另一方面ꎬ 已经独立的国家将关注点转移到国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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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政治经济秩序上的平等ꎮ 从该角度看ꎬ 不结盟运动仍属于非殖民化范畴ꎬ 正如

赫德利布尔所指出的ꎬ “对西方的反抗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面: 争取非殖民化

和帝国终结的斗争、 争取平等主权的斗争、 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 争取经济公正

的斗争以及争取文化解放的斗争ꎮ”① 还如杜赞奇对非殖民化的论述: “非殖民化

不仅代表法律主权的转移ꎬ 而且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道德正义和政治团结运

动万隆会议是这一运动的高潮ꎬ 不结盟运动成为一股更为广泛的第三世界力

量ꎮ”② 因而可以说ꎬ 不结盟运动事实上是 ２０ 世纪初以来非殖民化进程的延续ꎬ
是非殖民化在国际层面的反映ꎬ③ 不过这一进程在当时历史背景下ꎬ 被美苏对峙

所掩盖ꎬ 尼古拉斯塔林指出: “冷战行为和意识形态覆盖了去殖民化ꎬ 刺激了

它ꎬ 阻碍了它ꎬ 当然使它复杂化ꎬ 并塑造了它的结果和继承者政权的性质ꎮ”④

正是对西方和帝国主义的反抗ꎬ 使不结盟运动成为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非殖

民化的主题ꎬ 然而更不应忽视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对不结盟运动的塑造ꎮ 换言

之ꎬ 反帝国主义和冷战不仅仅是同时发生的、 偶尔相互交织的独立事态ꎬ 更是一

场复杂的全球斗争的影响因素ꎮ⑤ 在这种背景下ꎬ 不结盟运动主要发起国和参与

国对美苏两极对峙的看法事实上折射出该运动的性质ꎮ
早在万隆会议时ꎬ 与会国就提出 “放弃使用集体防御安排从而避免服务于任

何大国的特殊利益”⑥ꎮ 同时密切关注国际紧张局势和世界发生原子战争的危险ꎬ
强调所有民族都必须享有自决的权利ꎬ 自由和独立必须尽可能不拖延地授予那些

仍然依附于他国的民族ꎬ 所有国家都应该有权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ꎬ 自

由选择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自己的生活方式ꎮ⑦ 在 １９５６ 年 ７ 月召开的布里俄尼会

议上ꎬ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 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印度总理尼赫鲁谴责把世界分裂为

强大国家阵营的行为ꎬ 但此时并未使用 “不结盟” 字样ꎬ 而是使用了 “不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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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英] 赫德利布尔: «无政府社会: 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ꎬ 张小明译ꎬ 上海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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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集团 (Ｎｏｎ － 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ｂｌｏｃｓ)”① 这样的表述ꎮ
由此看出ꎬ 不结盟首先是独立于美苏两大阵营之外ꎬ 不成为任何一方的附属

势力ꎮ 众多西方国家不加区分地将不结盟运动视为一种中立主义ꎬ 时任美国国务

卿约翰杜勒斯曾将万隆会议称为 “黑暗小镇中的流浪者舞会”②ꎬ 又评价不结

盟运动是 “不道德的”③ꎮ 然而这种认知原本就是一种误解ꎬ 正如克拉布所说:
“多年来ꎬ 西方对不结盟的看法主要是由愤怒和烦恼、 困惑和迷惘、 猜疑和不信

任混合而成的ꎮ”④ 这种认知一方面来自美国和苏联分别代表冷战的两极ꎬ 将这

种对立视为一种零和游戏ꎬ “不允许在各自的集团之间存在任何空间”⑤ꎻ 另一方

面在于西方长期以来的一种信念ꎬ 即 “中立是一种过渡行为ꎬ 中立主义是国际关

系历史上的一个过渡阶段”⑥ꎮ 事实上ꎬ 这种认知是对中立和中立主义的误解ꎮ
中立和中立主义的使用会因语境、 时间以及使用主体而异ꎬ⑦ 因而要从其历

史来看待在不同时代的含义ꎮ 从词源学的角度看ꎬ 中立 (Ｎｅｕｔｒａｌ) 和中立主义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ｓｍ) 可以追溯至 １４ 世纪的欧洲ꎬ 被用来处理王公之间的冲突ꎮ 中立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一词则在 １５ 世纪的英语中ꎬ 被用在教会传教的语境中ꎬ 指不站在任何一

边或不倾向任何一方的状态或条件ꎮ 一个世纪后ꎬ 中立主义首次被用于表示冷漠或被

动冷漠的态度ꎮ １７ 世纪ꎬ 中立主义者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ｓｔ) 被用来指保持中立态度的人ꎬ 尤

其是在宗教问题上ꎮ⑧ 到 ２０ 世纪ꎬ 中立是指人或国家在冲突、 竞赛和战争中不支持

任何一方ꎬ⑨ 以及在冲突、 竞赛和战争中不支持任何一方的状态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ꎮ

由此来看ꎬ 无论是中立还是中立主义ꎬ 其形成与冲突和战争密切相关ꎮ
在实践中ꎬ 中立既有严格的法律含义ꎬ 也有政治和外交含义ꎬ 这是它同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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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 ２２ꎬＮｏ ２ꎬ１９６０ꎬｐ 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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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最大区别ꎬ① 而作为政治术语ꎬ 它们则是同义词ꎮ② 在不同的时代ꎬ 作为法

律意义上的中立有不同实践价值ꎬ 它在 １７—１８ 世纪没有受到尊重ꎬ 在 １９ 世纪却得

到尊重ꎬ 这种差异证明了中立作为一个法律术语在限制战争范围上的有效性ꎮ 直

至 １９０７ 年ꎬ 海牙会议才正式将中立作为一项权利与义务ꎬ 以国际合约和国际法

的形式确立下来ꎮ③ 因而进入 ２０ 世纪ꎬ 中立与中立主义更多被视为法律术语ꎬ
用于规范战争中国家行为ꎮ 但是两次世界大战打破了海牙会议确立的法律中立原

则ꎬ 在一战后确立的集体安全原则和国际联盟阻止了法律中立恢复的任何可能

性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随着法律中立原则的消失ꎬ «国际联盟盟约» «白里安—凯

洛格和约» 以及 «联合国宪章» 对战争的限制和区分ꎬ 使中立取决于战争性质④

和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平衡ꎮ⑤ 作为冷战两极体系和联合国的 “塑造者ꎬ” 美国和

苏联对彼此间对立 “战争” 的看法ꎬ 自然是以本国视角为出发点ꎬ 也就导致对

中立或中立主义的极端认知ꎮ
因而ꎬ 客观而言ꎬ 不结盟运动可以被视为一种更积极的中立主义ꎬ 或者说是

对作为一种政治和外交术语的中立主义的更新与补充ꎮ 它意味着脱离冷战ꎬ 同时

可能涉及努力消除或至少减轻一些冷战斗争的残酷性影响ꎮ⑥ 历史上的中立更多

强调关注自身ꎬ 不结盟运动更有主动性和目的性ꎬ 即远离两极体系ꎬ 强调构建对

自身发展有利的环境以获得国际社会认可ꎬ 强调斡旋、 调解和道德榜样的作

用ꎬ⑦ 这也是因为它起源和形成于反对殖民帝国的过程中ꎬ 也使其更有别于历史

上的孤立主义———对世界事务漠不关心ꎬ 以及不愿建立广泛的外交关系ꎮ⑧ 因

而ꎬ 用历史上的中立和中立主义的标准对不结盟运动做出评判ꎬ 事实上就是一种

“智识的懒惰”ꎮ⑨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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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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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视角下不结盟运动的起源与性质探究

结　 论

历史学者布雷彻在对西方殖民主义扩张进行论述时指出ꎬ 西方国家采取直接

或间接的形式在政治上对亚洲国家进行殖民统治ꎬ 同时还在以农业为主、 自给自

足的亚洲乡村社区引入商业经济ꎬ 后来又引入工业经济ꎬ 这对亚洲人生活的方方

面面产生广泛影响ꎬ 并最终彻底改变了亚洲与西方的关系ꎮ① 同样ꎬ 殖民主义研

究者菲尔德豪斯也指出: “殖民主义的特征是殖民地不能与外国直接接触ꎬ 不能

加入国际组织或后来的联合国ꎬ 不能直接向海牙国际法庭上诉ꎬ 也不能拥有独立

的货币ꎮ 但这些仅仅是象征ꎬ 事实是ꎬ 一个被殖民民族失去了它以前可能拥有的

任何集体身份ꎬ 成为遥远帝国的一个省”ꎮ② 由此而言ꎬ 非殖民化是一个漫长且

多维的进程ꎬ 它不仅要求国家在政治上独立ꎬ 还包含了经济、 文化、 心理以及身

份等层面的全面解放ꎮ ２０ 世纪以来国际体系的诸多变化引发西方殖民主义的合

法性危机ꎬ 因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会议的召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非

殖民化的伴生物ꎮ
通过对三次历史会议的分析ꎬ 会发现从布鲁塞尔会议到贝尔格莱德会议ꎬ 不

结盟运动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会议在内容与主题上不仅彰显了非殖民化的含义ꎬ 而

且层层递进ꎬ 逐渐丰富ꎮ 布鲁塞尔会议通过自身规模和宣传主题为理解反殖民团

结提供了一个舞台ꎮ 在这里ꎬ 殖民地民族主义、 共产主义、 自由主义交相辉映ꎬ
共同推动了反殖民情绪的扩散和团结ꎬ 塑造了一批民族主义者对世界与外交的认

知ꎬ 如尼赫鲁、 苏加诺等ꎬ 他们也成为万隆会议的缔造者ꎮ 万隆会议继承了布鲁

塞尔会议的原则ꎬ 将反殖民活动提升到国际规范的层面ꎬ 从而使非殖民化运动达

到高潮ꎮ③ 会议提出的十项原则也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外交活动的准

则ꎬ 为不结盟运动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撑ꎮ 贝尔格莱德会议提出第一个 “不结

盟” 的标准ꎬ 从而宣告不结盟运动正式形成ꎬ 但会议中出现的分歧ꎬ 如对殖民主

义与世界和平以及经济发展优先顺序的争论ꎬ 本质上源于第三世界国家独立和发

展的时段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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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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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ꎬ 这些差异本身并没有超出非殖民化的范畴ꎮ 对已经获得独立

的印度等国家来说ꎬ 它们需要从经济、 文化等层面重塑国家认同与身份ꎬ 但对于

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ꎬ 获得政治独立是更为根本的目标ꎮ 换言之ꎬ 这些差异并不

能影响不结盟运动的性质ꎮ 相反ꎬ 透过这些分歧ꎬ 可以观察到非殖民化与不结盟

运动之间共生与互补的关系ꎮ 一方面ꎬ 随着 ２０ 世纪以来帝国崩溃和非殖民化推

进ꎬ 反殖民团结也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ꎬ 从这个层面来看ꎬ 可以说非殖民化推动

了不结盟运动的产生ꎻ 另一方面ꎬ 随着不结盟运动扩大ꎬ 议题逐渐丰富ꎬ 内容从

获得国家与政治独立延伸到经济独立、 塑造国际规范、 构建身份认同等层面ꎬ 因

而也可以说不结盟运动明确、 扩大并延续了非殖民化主题ꎬ 进而推动了非殖民化

进程ꎮ
总的来说ꎬ 反殖民和团结一致以及作为一个群体发声是不结盟运动诞生以来

的主题ꎬ 而且这种呼吁随着国际社会变化而衍生出新的内容ꎬ 如对世界政治经济

新秩序的强调和之后成立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组织ꎬ 都预示着全球南方作为群体在

国际秩序和世界历史中出现并成长ꎮ 由此而言ꎬ 不结盟运动在 ２０ 世纪初的萌芽

和其后的发展ꎬ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全球南方这一群体发展历史进程的缩影ꎮ

(责任编辑: 陈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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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ａｉｍｉｎｇ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ａｎｄ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ꎬｉｔ ｈａｓ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ｏｕｇｈｔ ｏｕ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ｉｒ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ｏ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 ｆｏｒ ｉｔｓ
ｏｗ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ｓｈｏｒｔｆａｌｌｓ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ｓｅｔｔ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ｗｈｉｌｅ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ꎬｌ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ｉｔ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ꎬ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ꎬ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ｏｒｕｍꎬ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ｎｄｕｎｇ
Ｓｐｉｒｉｔ

Ａｕｔｈｏｒｓ:Ｗａｎｇ ＲｏｎｇꎬＰｈＤ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２４８８)ꎻＸｕ
Ｌｉｐｉｎｇꎬ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０７).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ｎ Ｑｉｌ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Ｎｏｎ －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ｃａｌｌｅｄ ｆｏｒ 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ａｍｏｎｇ ｐｏｓｔ －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ｄｅｒꎬｔｈｕｓ
ｍａｒ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ａｓ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ｒｅｇａｒｄ ｉｔ ａ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ｓｍ ｂｏ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Ｔｈｉ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ｓｔｅｍｓ ｆｒｏｍ ａ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ｔｏ ｍｏｖｅ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ｂｉｐｏｌ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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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５ꎬＮｏ ４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４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ｔｅｒｍ "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ｕｓ ｔｏ ｒｅ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 －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ｐｏｓｔ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ｃａｌｌｓ ｆｏｒ ａｎｔｉ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ａ ｖｏ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ａｓ ａ ｇｒｏｕｐꎬ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 －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ｂｅ
ｔｒａｃｅｄ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ｔｉ －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ｍａｒｋ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１９２７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ａｎｔｉ －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ꎬｉｔ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ｚ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Ｂａｎｄｕｎｇ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ｅｅｐ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ａｎｔｉ －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ｓꎻ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ａｎｔｉ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ꎬｔｈｅ Ｂｅｌｇｒａｄ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ａ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ａ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ａｓ ｔｈｅ ｇｏ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Ｎｏｎ －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ｅｅｎ ａ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ｅｉｎｇ ａ ｇｒｏｕｐ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ꎬ ｔｈｉ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Ｎｏｎ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ꎬｔｈｅ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ｔｈｅ Ｂａｎｄｕｎｇ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ａｎｔｉ －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Ａｕｔｈｏｒ:Ｓｕｎ Ｑｉｌｏｎｇꎬ ＰｈＤ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ｏｆ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ꎬ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１３００１２).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Ｘｕ Ｊｉａｌｉ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ｌ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ｒｏｍ ａ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ｏｆｆｅｒｓ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ｔ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ꎬ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ｉｖｅｎ ｉｔｓ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ꎬ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ｅｘｔｅ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ｍｅｒ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ａｓ ａ
ｆｏｃａｌ ｐｏｉｎｔ ｆｏｒ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ｍａｊｏｒ ｐｏｗｅｒ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ｅｌｖ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ｅｔｅｄ ｒｏｌ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ｌａｙ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ｓ ｎｏｔ ｍｅｒｅｌｙ ａ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 ｋｅｙ
ｆｏｒｃ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ｏ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ｔ ａｌｓ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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