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宴国社会与宗教有着千
7孓丝万缕的联系，宗教

的地位凸显，影响巨大。据不完

全统计，10个美国人中有9个自

称信仰上帝，美国历史上43位总

统都是基督或天主教徒，其中39

位是教会成员，其余4位也与教

会关系密切。美国总统宣誓就职

要把手放在《圣经》上，国会每

届议会都要由牧师先祈祷再工

作。在军队里，海陆空三军都有

随军牧师。不信奉上帝的人不能

在法庭上作证。在经济和科技高

度发达的美国社会，宗教生活是

美国生活中的一部分。美国又是

标榜宗教最自由的国家，基督教

新教(占总人口的56％)、罗马天

主教(28％)和犹太教(2％)占

主体地位，世界上其他各种宗

教、教派甚至邪教都可在美国找

到一席之地。宗教通过各种形式

和途径，对美国外交一直产生着

深刻和重要的影响。

强化国家优越感，

神化外交政策

早期美国移民多为新教徒，

他们或为逃避欧洲国家的迫害，

或以传播福音的理想来至U：IL美，

对基督教新教怀有强烈的虔诚度

和优越感。清教徒致力于建设一

个新世界、创造一种新的社会模

式的使命感产生了一种新的民族

认同，将所有的宗教与世俗的成

员都团结在一起。在美国民族和

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对“WASP”

(“w”代表白人，“AS”代表盎格

鲁——萨克森民族、⋯P代表基
督教新教)的认同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迄今仍是美国社会的主流

v■

思潮评介字～
国的价值观是普世的，美国的对

外扩张是正义的，美国的对外战

争是神圣的战争。这种认识表现

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即强调

“美国例外”和“美国至上”，以

救世主和传教士的心态对待别

国，既傲慢无礼，又“悲天悯人”。

美国的政客对此加以利用，为对

外政策特别是对外战争涂上一层

宗教色彩，以便获得更多的国内

政治支持。麦金莱总统曾以“上

帝的礼物”和“帮助皈依宗教”为

美占领菲律宾辩护，威尔逊总统

的乇里梗丰口痧h夺袖称为“俜教+

舛交的影响

唐敬杰／文

传统。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

许多美国人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是

上帝的选民，上帝赋予美国拯救

世界和救赎全人类的“特殊使

命”。美国外交行为对理想目标

的追寻源自他们“天定命运”的

信念。美国的“最高理想”就是

完成他们引以为荣的所谓上帝赋

予的使命——使全世界都变成

“民主的资本主义”。不少美国人

还将宗教情感与固有的爱国主义

和民族优越感结合，认为美国是

“山巅之城”和“世界灯塔”，美

当代世界2004年第9期

外交”。

突出外交的道德因素，增

强敌我意识

宗教将人的精神力量作为世

界的本源，高度重视精神升华和

道德净化，比较强调“善⋯‘恶”

之分和“善定胜恶”的理念。许

多美国人以宗教观特别是《圣

经》界定是非黑白，将美国社会

和当今世界面临的许多问题，如

种族歧视、战争、堕胎、同性恋、

吸毒等，都简单地理解为对错之

分和善恶之争，自认掌握真理，

毫无妥协余地。

纵观历史，美国对外政策从

总体上服从于地缘政治和现实利

益，但宗教道德因素也不容忽

视。布什将两伊和朝鲜称为“邪

恶轴心”，与里根将前苏联称为

邪恶帝国如出一辙，包含了一定

的宗教情感因素。布什在评判许

多国际事务时“非黑即白”的观

点，也可以在基督教伦理中找到

渊源。

不少美国人相信信仰宗教是

掣黛鸯羹零一黎塞翟警心鎏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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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苏俄建立以来，美国统治阶 ⋯一■一■：

级就利用这种宗教误解和偏见， 一～一

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是

事实上的基督教国家，穆斯林总

体上没有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伊

斯兰教处于美国宗教文化的边

缘地位，对基督教政治缺乏制衡

力。大多数美国人对伊斯兰教缺

乏了解，容易产生偏见。基督教

和伊斯兰教上千年的流血争斗，

伊斯兰世界与美格格不入的社

会制度和价值观，以及部分伊斯

兰国家对美国的敌意，都给美国

政治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

渲染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对立的

“文明冲突论”最早在美国出

笼，“9·1 1”事件后美国人的第

一感觉就是认定袭击来自伊斯

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在国内，

允许各类宗教包括邪教组织在法

律范围内自由活动；在国外，则

对他国宗教自由状况高度关切，

不时横加干涉。

70年代，卡特政府正式推出

人权外交，以宗教信仰自由为武

器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冷战后

期，美有关当局与梵蒂冈教廷及

东欧国家天主教会联系密切，美

中情局还间接提供资助，推动后

者在苏东剧变中发挥了不小作

用。冷战后，克林顿曾表示，“促

进所有民族的宗教自由，反映我

们对这个目标的坚实承诺，应该

继续成为我们外交政策的一个中

当代世界2004年第9期

心环节”。美国国会于1998年推

出《国际宗教自由法》，将促进国

际宗教自由以法律形式固定下

来，在国务院成立国际宗教自由

办公室，要求国务院每年提交世

界各国宗教自由问题的报告，提

出从外交交涉直至经济制裁的政

策建议。这一法案及年度报告，

已经成为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向他

国施压的重要工具。此外，美国

在海外数以万计的传教士和相关

志愿服务者，还有半官方的宗教

自由委员会和其他民间宗教团

体，作为利益和压力集团，经常

向美国国会、白宫和国务院表达

对他国宗教和人权问题的看法，

提出各种施压建议，努力干预的

外交决策，对美国的人权和宗教

外交起了不可替代的补充作用。

宗教对布什政府影响巨大

(一)布什的上台与“布什主

义”的出台，与美国基督教右翼

的兴起密不可分。基督教右翼的

兴起是美国历史上的周期性现

象，自18世纪中期以来，每当基

督教道德低落、信仰滑坡、社会

问题尖锐之时，就会出现自下而

上的大规模群众性宗教复兴运

动，间隔周期为40—50年，至今已

是第四次。这次复兴始于1979

年，是对60年代越战以来反传统

主义和自由主义运动及随之而来

的道德危机的反弹。目前基督教

右翼已经逐步发展为美基督教的

中坚力量，日益主动地介入社会

政治问题，对美国政治和大选的

影响日增。在1996和2000年总统

大选中，基督教联盟的年度大会

是竞逐总统宝座的共和党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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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台亮相和争取支持的重要场

合。布什上台与基督教右翼和宗

教人士的支持不无关系，他在

2000年大选中获得的选票中有

46％来自基督教新教右翼的福音

派、主流派和天主教的虔诚教

徒，还在共和党提名运动中聘请

了前基督教联盟主席为顾问。布

什上台后，对宗教右翼投桃报

李，不避可能违反政教分离原则

的嫌疑，允许宗教团体参与政府

资助的社会福利计划；不顾自由

主义者的强烈反对，通过禁止堕

胎法案。布什政府和宗教右翼已

经成为相互利用和支持的命运共

同体。

(二)布什本人宗教色彩浓

重。一些美国舆论认为，布什年

轻时属于60年代“垮掉的一代”，

后能够“迷途知返”，痛改前非，

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受了基督教的

洗礼和感召，笃信宗教的布什家

族和夫人劳拉也发挥了很大作

用。布什本人是新教保守势力

——福音派的虔诚信徒，被舆论

称为最宗教化的总统。布什自称

入主白宫是“上帝的旨意”，称宗

教信仰有助于应对各种挑战；组

织身边人员成立《圣经》研读小

组，每日坚持读《圣经》和作祈

祷；“9·11”事件后，热衷出入

宗教场所，突出基督徒形象，经

常在宗教背景很强的媒体上讲

话，毫不避讳地大量使用基督教

用语，将反恐战争描绘为上帝的

旨意和维护宗教价值观的需要。

布什的私人牧师称布什有意做美

国人民的“摩西”，法国媒体甚至

认为布什政权有政教合一的色

彩。美国学者也认为，布什有利

思潮评介惫舀
政治的考虑，但 教义，一直在堕胎、同性恋权利

擎教原教旨主义 和学校祈祷等国内社会问题上持

的宗教狂热，企 保守主义立场，这些观点折射到

教的救赎思想改 国际事务中，即强调人权原则、

主张传教自由、反对计划生育。

素已经渗入布什 布什政府设定“宗教自由日”，称

。首先，基督教 宗教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对

“亲家庭”、“爱 他国宗教自由问题十分关注。第

坦主义和加强防 四，逐步注重宗教策略。布什在

会治安，主张严 “9·1 1”事件后注意研究伊斯兰

。基督教右翼一 问题，研读了反映古代伊斯兰与

，对联合国等多 基督教残酷斗争的((神的斗士》

l烈的抵触情绪。 一书，对伊斯兰和中东问题的复

态和相关政治取 杂性有了一定认识。布什近期讲

名为“代表以色列”。基督教右翼

作家哈吉称“既然上帝创造和捍

卫以色列，那些反对以色列的国

家就是反对上帝”。美外交关系

委员会中东问题专家西格曼指

出，新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宗教信

念之一在于基督的再次降临，其

前提条件就是犹太人再度统治巴

勒斯坦，不肯让以色列在巴勒斯

坦问题上做出任何妥协。布什政

府对中东问题的高度关注，对以

色列的无原则的袒护，以及公开

支持沙龙的单边行动计划等，都

与基督教右翼的态度有关。第

三，突出宗教自由和人权问题。

基督教右翼强调恪守基督教传统

宙代世界20021．年第9期

战略目标，有意从政治、经济、宗

教等多方面人手，塑造温和、世

俗和亲美的伊斯兰政权。

有观察家认为，2004年美国

大选不仅是民主与共和两党之

争，也是布什与克里之间的“信

仰之争”，因为布什是把上帝和

圣经经常挂在嘴边的基督徒，而

克里是不愿把信仰与政治挂钩的

天主教徒。根据民意调查，基督

教徒和虔诚教徒对布什的支持率

高于克里，而克里在天主教徒和

一般性教徒中较有人缘。可以预

见，无论是布什还是克里上台，

宗教及宗教集团对美政府的外交

政策的影响都不会减弱。

(本文责任编辑：l’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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