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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锋芒初显：出身背景及政治观

法学史学出身，拥有前瞻眼光。威尔逊在就任总统

之前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于

1902 年成为后者的校长。威尔逊在国际法、现代史和比

较政治制度上颇有造诣，在任教期间进行相关科目的授

课。得益于其法学史学素养，威尔逊习惯从历史研究的

角度看待时事事件，对历史事件进行线性研究，不提前

做任何判断，将目光放置将来，由后人评说当下的历史

事件。

世界局势变换迅速，孤立主义不再适用。威尔逊在

19 世纪 90 年代后期到 20 世纪初开始对外交事务感兴趣，

这源于国际形势发生了转变。在研究美西战争、美国在

远东地区扩展利益范围等事件时，威尔逊充分意识到美

国的国际形象正在改变，孤立主义面临终结，美国会在

世界政治发挥更大的作用。换言之，美国因为不断拓展

经济势力范围，逐渐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与其他国家关

系密切，传统上通过孤立保证自给自足和自身安全的做

法已经开始不适用。不管愿意与否，美国已经成为全球

的一部分，无法避免外来的挑战和威胁。

虔诚的基督信徒，重视道德法则。威尔逊出生于

传统的基督教家庭，其宗教信仰无疑影响了自身的行为

和政策。威尔逊的信仰来源于其基督教长老会的父亲和

《威斯敏斯特信纲》。因此，威尔逊受加尔文教派教义影

响，信奉道义和上帝主权。

威尔逊的宗教背景、求学经历和变化的国际环境，

塑造了其基本的政治观。首先，威尔逊政治观的一大特

色就是注重道义法则，认为道德价值观是一大重要因素。

其次，威尔逊坚信民主是最先进、最人性化、从长远看

最有效的治理形式。因为人具备理性和学习能力，所以

威尔逊坚信人类能够做到自治。再者，威尔逊对美国具

有极大的信心，认为美国在政治、道义和政治上都卓尔

不群。威尔逊认为，美国不仅拥有民主机制，还成功团

结了社会各界；美国不像欧洲讲究阶级，平等对待社会

各成员，美国也成功地融合了各种族；美国人民生来自

由，且为福利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因此，美国拥有领导

全人类实现和平和世界统一的崇高使命。最后，美国国

家统计局在 1890 年经过人口普查，得出“边疆消失”的

结论。美国的“边疆”地带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

源和土地，一直是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安全阀”。边疆消

失，意味着美国无法再本土找到新的“安全阀”。因此，

威尔逊受“边疆消失”的影响，坚信美国要将边疆外移，

进一步在海外活动。

威尔逊的政治观也影响了其外交观。在外交中，威

尔逊不赞同帝国主义侵犯他国主权获得财富的做法；支

持民族自决；反对暴力解决争端问题。这些外交观在威

尔逊的任内的外交政策主张中都得以充分体现。

2.大放光彩：参战与“十四点计划”

一战爆发之初，美国选择奉行中立政策，在参战

双方中间斡旋，尽可能获得最大利益。对于协约国，美

国要求行使中立的贸易权，允许一定程度的封锁，不断

资助英国法国。对于德国，美国不评价其扩张政策，在

潜艇问题上尽可能保持中立态度，主张自由贸易。但德

国不断增加核潜艇封锁，严重侵犯了美国的贸易权；此

外，德国将目光投向南美洲地区，在地缘政治上严重威

胁美国。此时，美国国内因为德国潜艇误伤美国商船等

事件，逐渐支持美国参战。加之美国民众受“白人责任

论”（White Man’s Burden）影响，与威尔逊的外交思想

不谋而合，认为美国应该担当世界民主和平的捍卫者和

领路人。由此，战争成为唯一有效的对策，美国参与一

战。

威尔逊将美国参与一战定义为“为和平营造安全世

界的战争”，美国参战的最终目的是塑造一个全新的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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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威尔逊在此期间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十四点计

划”，其内容充分体现了威尔逊的外交思想：主张开放外

交、门户开放、军备控制、和建立保证未来和平的国际

组织。此外，“十四点计划”还涉及国家边界的划分，威

尔逊主张根据国际（民族身份）划分国界，各国人民有

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包括建立新的民族。“十四点计

划”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推向一个高峰，充分体现其注

重道德，民主的思想，也体现出美国引领战后世界建设

的雄心壮志。

3.黯然退场：“国联”使命遭受重创

然而，事与愿违，威尔逊的美好构想在巴黎和会上

遭到严重破坏。不同于其最初构想，巴黎和会成立战后

战胜国对战败国的索赔大会，甚至是战胜国之间的分赃

大会。英法两国急于弥补战争损失，要求德国支付巨额

赔款，同时要求限制德国军队发展，划分部分德国领土。

这些主张都违背了威尔逊在战时的构想：战后将欧洲各

国恢复至战前状态，共同建设国联，推动世界和平。但

是，由于战争已经结束，美国也失去了自己在战时的战

略优势，无法牵制英法，英法等国没有听取威尔逊的意

见。加之，美国国内不愿美国战后再介入欧洲事务，更

不愿美国增加投入帮助欧洲战后重建，国内政府率先否

定了威尔逊的主张。威尔逊在和会上也想帮战胜国之一

的中国争取权益，但欧洲列强支持日本，使得威尔逊不

得不妥协。在各方压力下，原本创造战后和平世界的巴

黎和会，反而成为“强权即政治、弱国无外交”的角斗

场。巴黎和会最终的结果违背了威尔逊的初衷，这位抱

有引领世界和平壮志的美国总统，失去国内支持，也无

力阻止欧洲列强瓜分行为，无奈接受“十四点计划”最

终流产，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4.影响深远：树立国际合作框架

巴黎和会结果不理想，美国没有加入国联，使得威

尔逊的政治生涯遗憾收场。但威尔逊的失败并不意味着

威尔逊主义的消亡，甚至其外交思想影响深远。威尔逊

的思想给其他国家的威尔逊主义者播下了火种。在过去，

各个国家只关注眼前利益，不顾全球其他国家，发展自

身经济军事优势。国家间作战和备战是常态，力量均势

概念指导外交。但威尔逊挑战了这样的国际框架，提倡

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并存，要求领导人抱有全球视野。

威尔逊提出的国联及其运行框架，也为后世国际组织合

作框架提供了范本。短期看，威尔逊主义“生不逢时”，

遗憾收场；但长期看，威尔逊主义为国际和平发展作出

了卓越贡献，是威尔逊伟大的成就。

5.结语

受出身背景、求学经历和彼时世界局势影响，威尔

逊的政治观和外交思想得以产生和不断发展。一战期间

的经历为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提供灵感，使其外

交思想大放光彩。但巴黎和会战胜国的行为与其初衷背

道而驰，威尔逊无奈黯然退场。没有实现和平的初衷，

威尔逊是失败的；但威尔逊主义却对今后国际社会，尤

其是自由主义产生巨大了影响，威尔逊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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