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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 1952年杜鲁门政府对南非
种族隔离制度的“中间道路”政策初探

冯志伟
( 商丘师范学院 历史学与社会学系 , 河南 商丘　476000)

[摘　要 ] 1948 - 1952年杜鲁门政府出于对前苏联冷战、维护美国在南非的利益等需要 , 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采取了

所谓的 “中间道路”政策 , 即一方面表示不赞成它 ; 另一方面又拒绝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采取任何施压行动。杜鲁门

政府看似 “中立”的中间道路政策实际上起了纵容 , 甚至于支持南非白人少数政权实施和坚持种族隔离制度的作用。

[关键词 ] 美国 ; 南非 ; 种族隔离制度 ; 外交政策

[中图分类号 ] K1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9 - 8267 (2010) 04 - 0129 - 03

　　[作者简介 ]冯志伟 (1972— ) ,男 ,河南商丘人 ,历史学博士 ,商丘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史与冷战史。

一、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

种族隔离是历史的产物 , 在许多国家与地区都曾
存在。它主要是根据种族的不同 , 划分人们的社会与

法律地位 , 限制和剥夺社会中某些种族的基本权利与

自由。然而 ,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 特别是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 种族隔离如过街老

鼠人人喊打 , 即使是种族歧视根深蒂固的美国南部也

在逐步废除当时还存在的种族隔离制度。与这种历史
潮流相背离 , 1948年在南非上台的国民党政府却逆历

史潮流而动 , 不但顽固坚持种族隔离 , 反而把它发展

到极致 , 推出了被称为 “Apartheid”的全面系统的种
族隔离制度 , 几乎剥夺了占南非人口绝大多数的非白

人的所有权利。1948 - 1952年期间 , 南非政府推行的

种族隔离政策扩展到了人们所能想象的几乎每一个领
域 , 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和经济组织、居住模

式 , 直到这个国家的政治体系。当时通过的种族隔离

立法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 ,

其中最重要的有 : 1949年的 《禁止杂婚法 》、1950年

的 《不道德行为法修正案》《人口登记法 》《集团住

区法》与 《镇压共产主义条例 》和 1952年的 《通行
证法》等等。

20世纪 40年代末和 50年代初 , 杜鲁门政府出于

对前苏联冷战的需要 , 视南非为美国在南部非洲不可
缺少的 “忠实”的反共盟友。然而 , 南非国民党政府

逆战后历史潮流而行的种族隔离制度 , 与美国自诩的

支持民主、自由、自决原则的传统相冲突 , 从而使美

国对南非的政策陷入了两难境地。为了既不失去南非

这个冷战盟友 , 又不使自己背上逆历史潮流而行的污

名 , 杜鲁门政府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采取了一种 “中
间道路”政策 , 即一方面对种族隔离表示反对 ; 另一

方面以种族隔离是南非国内问题为由 , 先是反对联合

国干预 , 后来尽管赞同联合国干预 , 但反对对南非采
取任何施压行动。这一时期美国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

所采取的 “中间道路”政策不仅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无

动于衷 , 毫无作为 , 而且在实际上在某些方面甚至支
持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存在和进一步发展。

二、杜鲁门政府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政策

(一 ) 美国政府反对联合国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

进行干预

美国在 1948 - 1952年上半期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
的政策基本上延续了 1946年以来的做法 , 即坚持认为

南非种族政策是该国内政 , 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外部社

会不得干预。甚至于南非境内本土有色人种以外的印
度人问题也应由南非与印度、巴基斯坦之间通过直接

谈判解决。美国唯恐国际社会对此进行的干预会扩及

对整个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谴责。1948年 11月 , 杜
鲁门政府对南非政策的评估就明确指出 : 美国在这一

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 , 就是印度人问题的解决必须

通过有关各方的友好协商解决 ; 考虑到关于这一问题
的国际地位在法律上存在某些疑问 , 对待印度人的问

题是否是南非的内部事务应提交国际法院 (裁决 )。

我们的政策是避免被拖入有关南非种族问题的直接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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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1949年 5月 , 国务院在一份备忘录中再次强调 ,

美国一直支持要求南非与印巴双方通过它们自己选择

的直接方式努力解决它们争议的一个简单决议。这两

份文件从政策上确定了美国在南非种族问题上的基本

立场 : 反对联合国干预 , 主张南非与印度就在南非的

印度裔居民受歧视问题进行直接谈判 , 避免卷入有关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问题的争议。

这样 , 美国政府便在联合国竭尽所能地反对将有

关南非种族问题的决议案提交联大讨论。当印度准备

在 1950年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决议 , 要求南非放弃种族

隔离和按照联合国宪章原则对待其境内的印度裔居民

时 , 美国政府以避免疏远南非而使其退出联合国为

由 , 呼吁印度放弃这一行动。对于印度政府提出的要

求美国向南非派遣代表直接干预南非种族问题的建

议 , 国务院则指出 : 目前掌权的民族主义者政府认为

联合国无权干涉其内部事务 , 并对此极端敏感。在南

非目前紧张的政治氛围中 , 我们向南非派遣代表不会

使它的基本种族政策哪怕是发生最小程度的变化。同

样可以肯定的是 , 这样一位代表将会受到 (南非政

府 ) 深深的憎恨 , 也将会对美国———南非关系产生消

极影响。1952年 5月 , 美国正式拒绝了印度的建议。
然而 , 随着南非有色人种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

争不断发展 , 尤其是在非白人 “蔑视运动”进入高潮

之时 , 联合国内要求干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呼声也

日益强大。1952年 9月 8日 , 印度告知美国 , 印度打

算在下周建议把黑人包括在内的南非种族冲突问题列

入联大议程 , 并提出谴责南非的种族政策与歧视非白

人的行为。美国代表则指出把这一问题列入联大议程

明显地和联合国宪章第二章第七款相冲突 , 它规定联

合国不能够干涉 “那些纯属一个国家内部的任何事

务”。美国外交官还以个人身份指出 , 这样做会增加

南非联邦退出联合国的可能性。

同年 9月 , 联合国的亚洲与阿拉伯成员国越过了

西南非洲和印度人后裔在南非受歧视的具体问题 , 直

接就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整个问题展开了辩论 , 试图

增加对南非的国际压力。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对

种族隔离问题进行重要辩论。美国以种族问题是世界

上普遍存在的问题继续为南非种族政策辩护 , 在联合

国主张通过一般性而不是专门针对南非的种族问题决

议。美国认为 , 种族共存与地位不平等问题 , 还有在

总体上遵守基本人权与基本自由的问题 , 不是在哪一

个国家特别存在的 , 而是在许多国家都普遍存在的。

1952年 11月 4日 , 副国务卿大卫 ·K. E. 布鲁

斯指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 , 在实质性问题上 , 美国

应寻求达成一项温和的一般性决议 , 而不要针对南

非。如果联大投票采纳一项针对南非的决议 , 美国对

这样的决议要看它的具体内容决定是投弃权票还是投

反对票。如果这一决议使用克制语气要求南非遵守它

对联合国的义务 , 美国应弃权 , 因为它怀疑这种方式

是否明智。如果决议使用谴责的语气批评南非 , 而且
其语气强硬到可能会造成消极损害 , 美国则应投反对

票。根据这一指示 ,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在 11月 20

日联合国特别政治委员会会议就印度的决议表决时投

了反对票 , 在 12月 5日联合国大会对印度的决议进行

表决时又一次投了反对票。

与此同时 , 美国还千方百计地阻止联合国大会通

过亚洲———阿拉伯国家提出的决议。美国驻联合国大

使提醒联大 , 联合国的主要职能是维护世界安全 , 联

合国不能干涉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 ; 它没有把准则强

加于某个国家的权力 , 它只有倡导这些准则的权力。

尽管美国代表团对种族隔离进行了抨击 , 但美国在联

大直接讨论南非种族隔离问题上还是选择了 “暧昧 ”

态度 , 通过质疑联合国是否有能力处理这样的问题 ,

故意从这一问题上叉开。美国还和英国等国一起企图

拖延把南非种族隔离问题提交给联合国特别政治委员

会讨论 , 但在亚非国家的推动下 , 亚洲与阿拉伯国家

提出的决议还是在联合国特别政治委员会中进行了辩

论 , 并提交联合国大会表决。由于这一决议呼吁南非

放弃种族隔离政策并设立一个委员会对南非种族形势

进行评估 , 美国在 12月 5日联大会议上投了弃权票。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查尔斯 ·A. 斯普雷格还对此决议

表示抗议说 , 美国认为这个决议的目的必须是在南非

促进和鼓励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 , 决议不应包含会刺

激南非革命党人的挑衅性内容。
(二 ) 美国政府反对国际社会对南非进行严厉谴

责和采取具体施压行动

美国还在联合国努力缓和对南非种族政策的批

评。1952年 9月艾奇逊指出 , 美国认为 , 南非的种族

问题 , 只能通过温和的谈判才能使其有所改善。他还

认为联合国所有成员在批评南非种族政策时必须保持

极大克制。10月艾奇逊再次强调 , 联合国根据联合国

宪章在人权领域履行自己的责任发挥自己的能力时要

特别小心。因此 , 美国希望能够促使印度和反对南非

种族政策的其他支持者采取一种温和与理性的态度对

待这一问题。在 1952年的联大会议上 , 美国还寻求谨

慎地阻止通过一项谴责南非的决议。国务院近东、南

亚和非洲司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南非种族问题采取一种

温和谨慎的方法 , 在决议中避免使用暴力谴责语言。

美国还反对针对南非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对于

南非的种族隔离问题 , 美国的立场是 , 似乎很难说南

非的种族立法 , 无论它多么不幸和具有爆炸性 , 包含

着对联合国成员国之间和平的威胁或破坏了和平 , 它

也不应该构成一个联合国成员国对另一个成员国的侵

略行为。美国对印度 1952年提交联大的决议草案中建

立一个南非种族形势调查团的建议持强烈保留态度。

美国认为 , 即使建立这样一个调查团 , 其组成也应是

技术性而不应是政治性的 , 它应该对这类不同的问题

进行调查 , 而不仅仅是针对南非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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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美国政府支持南非白人政权的努力
美国政府在南非种族歧视制度问题上除了反对联

合国干预 , 反对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反对采取具体

施压行动以外 , 还在美国与南非的双边关系上奉行了
一系列支持南非白人政权的政策 , 涉及政治、经济和

军事等诸多领域。

首先 , 从政治上来看 , 美国政府在南非白人政权
遭到越来越多的舆论谴责之时 , 却对该政权的种族政

策表示理解。1950年 3月 , 助理国务卿乔治 ·C. 麦

吉会见南非总理马兰时声称 , 美国有耐心关注南非政
府为处理种族问题所采取的措施 , 并希望它们能取得

成功。1952年 10月 , 负责联合国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希克森会见南非大使时 , 表示理解南非政府的困难处
境 , 因为南非和非洲大陆其他地区土著人的人数大大

超过白人 , 而白人政权只是少数政府。美国政府发出

的这些信号无疑是对南非政府种族政策在政治上的一
种纵容。

其次 , 杜鲁门政府在经济上公开鼓励美国私人资

本到南非投资 , 它认为这不仅对南非的经济具有重要
作用 , 而且可以对南非白人的舆论和政策产生积极影

响。所以 , 当美国公司对于在南非做生意尚心存疑虑

之时 , 美国大使馆便对它们做出了在南非投资 “有利
可图的明确承诺 ”。在这种政策鼓励之下 , 美国资本

大量进入南非。1950年 , 美国银行、纽约国民城市银

行等美国八家银行联合向南非提供了 2 000万美元循
环信贷。1952 年 , 南非从美国进出口银行获得了 1

960万美元贷款 , 用于发展电站和运输设施。

第三 , 美国政府向南非白人政权提供军事援助 ,

力图使其成为美国在全球遏制共产主义的计划的一部

分。1949年 , 杜鲁门政府促使国会通过了共同防御

法 , 主张 “加强”世界上 “自由国家的士气和物质抵
抗力量”。同年 8月 , 南非国防部长 F·C·伊拉兹马

斯访问华盛顿 , 与杜鲁门政府官员进行会谈。他声称

南非非常需要美国的军事设备 , 可美国当时只答应提
供很少援助。于是伊拉兹马斯暗示 , 美国向南非提供

军事援助的多少可能影响到南非铀矿对美国的出口。

在这种情况下 , 美国政府官员承诺说他们会寻求尽早
修改军事援助项目立法 , 使杜鲁门当局在向南非提供

武器上具有更多的灵活性。显然 , 南非政府在 1949年

的安全关注是集中在国内而非国外。无独有偶 , 美国

军事援助项目的部分目的也是使受援国 “改善内部安
全形势”。1951年 11月 , 美国与南非正式签署军事援

助协议。南非承诺利用这些军事装备 “将只用于维持

它的国内安全、合法防御 , 或允许它所参加的它所在
地区的防御 , 或联合国集体安全安排与措施 , 它将不

会对任何国家发起任何侵略行为。”

此后 , 美国政府根据 1949年共同防御法在 1952

年与南非再度签署协议 , 为南非从美国购买武器提供

4 000万英镑的军事援助。据 1952年 10月印度政府的
了解 , 协议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 一是援助的目的是根

据联合国宪章进一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 二是美国

提供的军事装备将会只用于维护南非的国内安全。这
样 , 美国向南非提供的实际上是仅用于维护国内安全

的武器 , 结果自然成了南非政府镇压非白人反种族

隔离活动的装备。印度政府对此表示忧虑。它指出 ,

联合国近来就南非的种族政策进行的辩论和通过的

决议 , 都认为南非的种族政策危及到了世界的和平 ,

可美国向南非提供的军事援助极有可能会被南非政
府用于对付反对南非政府种族政策的团体 , 从而进

一步加剧种族冲突。因此 ,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 印

度政府认为美国 ———南非政府的协议与联合国的行
动似乎是相互冲突的。事实上 , 美国对南非的军事

援助在白人政权加强种族隔离制度的过程中起到了

帮凶的作用。

三、结 　语

总之 , 从 1948 - 1952年 , 美国认为南非的种族问
题属于南非的内政问题 , 联合国无权干预 ; 为了与印

度的关系和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 “声誉 ”, 美国又不

得不呼吁双方通过直接谈判解决它们之间的争议 , 努
力使有关南非种族政策的联合国决议变得温和 , 反对

南非退出联合国和对南非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杜鲁

门政府 “中间道路”政策的实质就是不允许国际社会
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采取实质性制裁行动。不过 , 这

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变相支持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

“中间道路”政策在杜鲁门政府即将下台时也面临愈
来愈强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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