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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二战期间ꎬ 阿根廷的中立立场以及对 “泛美主义”
的抵制与美国构建美洲安全防御体系的目标相背离ꎬ 促使美国诉诸

经济制裁、 武器禁运、 拒绝外交承认等强硬措施对阿根廷进行制

裁ꎮ 为提升制裁效果ꎬ 美国寻求英国的合作ꎬ 要求英国在阿根廷问

题上与之步调一致ꎬ 甚至建议英国将英阿肉类贸易合同作为筹码ꎬ
威胁阿根廷尽快改弦易辙ꎮ 然而ꎬ 由于英国在阿根廷存在巨大经济

利益ꎬ 致使它对阿根廷中立立场的解读以及在肉类贸易合同谈判、
对阿外交措施等方面的主张和看法ꎬ 与美国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分

歧ꎮ 这些分歧主要源于在对阿政策上ꎬ 英美两国的立场和出发点迥

异ꎬ 利益存在冲突ꎮ 面对美国的强势主张ꎬ 英国在整个外交行动中

的表现都极为谨慎ꎬ 它试图在保护自身利益与维护英美特殊关系之

间做出调和ꎬ 然而结果并不成功ꎮ 在阿根廷中立的相关问题上ꎬ 英

国沦为了美国政策的追随者ꎬ 英国利益也终究变成美国借以实现外

交目标的工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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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以来ꎬ 美国为加强自身在美洲的政治和经济地位ꎬ 积极构建泛美

安全体系ꎮ 至 １９４０ 年ꎬ 美国通过 ８ 次美洲国家会议和两次美洲国家外长会

议ꎬ 将 “泛美团结” 向前推进了一大步ꎮ 然而ꎬ 阿根廷对 “泛美主义” 始终

持一种强烈的不信任感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ꎬ 美国迅速携拉美国

家宣布美洲国家中立ꎮ 然而日本偷袭珍珠港后ꎬ 美国再无法继续置身事外ꎮ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美国正式向法西斯宣战ꎬ 并要求拉美国家声援美国ꎬ 与轴心国成

员断交ꎮ 对于拉美国家来说ꎬ “泛美体系” 本被他们视为远离战争的保护伞ꎬ
但如今却因美国的参战将他们全体拉入战争旋涡ꎬ 暴露在随时可能被轴心国

攻击的危险中ꎮ 阿根廷本来就对 “泛美主义” 有严重的抵触情绪ꎬ 加之国内

舆论不赞成阿根廷参战ꎬ 因此ꎬ 阿根廷政府坚持中立ꎬ 拒绝与轴心国断交ꎮ
阿根廷此举破坏了美国构建美洲安全防御体系的努力ꎬ 美阿矛盾一度升级ꎬ
迫使美国诉诸强硬措施制裁阿根廷ꎮ 为提升对阿根廷的制裁效果ꎬ 使之尽快

回到泛美轨道ꎬ 美国寻求英国在对阿政策上的协助与配合ꎮ 考虑到与美国达

成协调是英国在美洲资产安全的重要保证之一①ꎬ 英国尽可能地在拉美事务上

与美国 “精诚” 合作ꎮ 然而ꎬ 由于英美在该地区始终存在利益的零和竞争ꎬ
所以分歧和摩擦也在所难免ꎮ

学术界关于二战期间英美对阿根廷外交政策的研究比较成熟ꎮ 由于美阿

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ꎬ 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阿根廷军政府上台后美阿对

抗升级ꎬ 使美阿冲突研究成为这一时期三国互动关系研究中的焦点ꎮ② 而对英

美分歧的讨论则集中在肉类贸易谈判问题上ꎮ 此外ꎬ 还有研究将英美之间的

争议置于英、 美、 阿三角关系的框架下进行讨论③ꎬ 但疏于探讨英国在阿根廷

问题上对自身利益的考量ꎮ 因此ꎬ 在既有研究基础上ꎬ 本文以二战期间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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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档案为史料基础ꎬ 试图从英国的立场出发ꎬ 分析在美阿激烈对抗时期

英国在阿根廷中立的相关问题上与美国存在的主要分歧与摩擦ꎬ 并探究其背

后的缘由以及二者出现冲突的根源ꎮ

一　 英国对阿根廷中立的认识

自拉蒙卡斯蒂略 (Ｒａｍóｎ Ｃａｓｔｉｌｌｏ) 上台执政以来ꎬ 阿根廷的中立政策

致使美阿之间严重对立ꎮ 在 １９４２ 年里约热内卢会议上ꎬ 阿根廷公然挑战美国

权威ꎬ 反对美国提出的建议所有拉美国家与轴心国断交的提案ꎮ 对此ꎬ 美国

以全面禁运、 停止进出口银行信贷、 经济制裁等手段予以报复ꎮ 卡斯蒂略政

府的中立立场引起美国对阿根廷政府 “纳粹” 性质的怀疑ꎬ 而它在国际上公

开与美国唱反调的行为ꎬ 则使美国进一步意识到干预阿根廷政权的必要性ꎮ
美国鼓励阿根廷政府反对派的活动ꎬ 暗中瓦解卡斯蒂略的统治基础ꎬ 期待亲

美的激进党能够上台组建民主政府、 主持阿根廷政局ꎮ 然而ꎬ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最

终推翻卡斯蒂略的力量是美国冠之以 “极端民族主义集团” 的军人武装ꎬ 其

核心组织 “联合军官团” 更是有着强烈的反美情绪ꎮ 果不其然ꎬ 此后上台的

拉米雷斯 (Ｐｅｄｒｏ Ｐａｂｌｏ Ｒａｍíｒｅｚ) 延续了前政府的中立政策ꎮ 在扭转阿根廷中

立立场上的挫败ꎬ 使美国陷入了势必要推翻阿根廷反美军政权的疯狂境地ꎮ
为达此目的ꎬ 美国寄希望于英美联合行动ꎬ 通过加大对阿制裁力度使其做出

符合美国政治目标的选择ꎮ
然而ꎬ 英国对阿根廷中立的认识却与美国略有不同ꎮ 尽管英国同样希望

阿根廷能够坚决站在反法西斯阵营一边ꎬ 断绝与纳粹德国的一切联系ꎬ 但它

并未像美国那般将阿根廷中立视为 “洪水猛兽”ꎮ 从英国的立场来看ꎬ 阿根廷

保持中立在某些方面能够使英国受益ꎮ 首先ꎬ 较之美国ꎬ 英国与阿根廷的经

济联系更紧密ꎮ 在贸易领域ꎬ 英国在阿根廷的购买量远高于美国ꎮ １９４４ 年阿

根廷对美出口贸易额为 ５ ３６ 亿比索ꎬ 而同期对英出口贸易额则高达 ９ ４２ 亿

比索ꎮ① 值得注意的是ꎬ 二战期间阿根廷的肉类供应一度成为英国的生命线ꎬ
尤其是在德国占领西欧大部分地区后ꎬ 英国更加依赖阿根廷的粮食和肉类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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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ꎮ １９４３ 年ꎬ 英国 ３１％ 的肉类消费来自阿根廷①ꎬ 除此之外ꎬ 小麦、 亚麻油

和皮革也大部分来自阿根廷ꎮ 于英国而言ꎬ 阿根廷的中立地位可使其免遭德

国潜艇的攻击ꎬ 进而能够确保战略物资的运输安全ꎮ 鉴于阿根廷对英国初级

产品供应的重要性ꎬ 阿根廷保持中立在一定程度上对英国有益处ꎮ
其次ꎬ 阿根廷拒绝听从美国指示与轴心国断交ꎬ 部分是出于抵制美国统

一西半球计划的目的ꎬ 这恰巧也符合当时英国在拉美地区的总体利益ꎬ 因为

英国早已洞察到了 “泛美主义” 的排他性ꎮ 如果阿根廷加入泛美体系成为美

国的附庸ꎬ “泛美团结” 将顺势把美洲变成铁板一块ꎬ 这必然会使英国在拉美

地区的势力被加速排挤出去ꎮ 在英国看来ꎬ 美国若将拉美地区纳入其安全防

御体系ꎬ 那么拉美国家的配合与否均会对美国在西半球乃至全球事务中的行

动产生一定影响ꎮ 阿根廷对美国的排斥与疏离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美

国主导的 “泛美化” 进程ꎬ 延缓英国在拉美地位的衰落之势ꎬ 还会使阿根廷

更亲近英国ꎬ 增加英国在阿根廷外交格局中的分量ꎬ 使英阿关系得到进一步

巩固ꎮ 因此ꎬ 基于总体利益的考量ꎬ 英国并不急于软化阿根廷的中立立场ꎮ
最后ꎬ 由于英国比美国更了解阿根廷中立政策的根源ꎬ 所以它能够理解

阿根廷对中立立场的坚持ꎮ 英国外交部意料到阿根廷不会轻易参战ꎬ 这是因

为ꎬ 阿根廷拥有庞大的南欧移民群体ꎬ 国内舆论不希望阿根廷与任何欧洲国

家的关系因战争立场而受损ꎬ 倾向于阿根廷延续一战时期的中立地位ꎬ 以确

保不丢失其出口产品的欧洲市场ꎮ 除此之外ꎬ 同盟国和轴心国成员在阿根廷

都拥有广泛的商业利益ꎬ 战争期间ꎬ 在阿根廷还驻扎了大量交战双方的间谍

组织和新闻媒体ꎮ② 在这种情况下阿根廷政府别无选择ꎬ 只能保持中立ꎮ 正如

英国南美洲事务办主席维克托佩罗恩 (Ｖｉｃｔｏｒ Ｐｅｒｏｗｎｅ) 所言: “阿根廷只能

避免卷入同盟国与轴心国的战争冲突ꎬ 奉行一项看似更周全的政策ꎮ” ③可见ꎬ
至少在英国人的认识上ꎬ 阿根廷将坚定地保持中立ꎬ 这一点毫无疑问ꎮ

尽管英国外交部对阿根廷中立有不同看法ꎬ 但当落实到最终行动上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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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选择与美国步调一致ꎮ 英国首相丘吉尔 (Ｗｉｎｓｔｏｎ 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 就其必要性

曾表示ꎬ “如果英国在中立政策上与美国出现明显分歧ꎬ 可能会让 ‘敌意泛

滥’ꎬ 这是非常轻率和短视的ꎮ”① 由于美国在处理阿根廷问题上强势主张英

美联合ꎬ 加之英国当时正在向土耳其施压以促使它参战ꎬ 并迫切需要美国的

配合援助ꎬ 出于这些压力ꎬ 英国最终选择加入敦促阿根廷参战的行列ꎮ 丘吉

尔嘱咐其外交大臣艾登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Ｅｄｅｎ) 务必在美国面前证明英国是最

忠诚的盟友ꎮ
然而ꎬ 当美国为实现其外交目标不顾及甚至损害到英国利益时ꎬ 两国的

不和就立刻显现了出来ꎮ 早在 １９４２ 年ꎬ 英国外交部就对美国停止给阿根廷供

应军事物资的行为表示不满ꎮ 英国认为ꎬ 美国的单边政策不仅影响到盟国对

阿根廷的立场和态度ꎬ 还增加了英国对阿外交的难度ꎬ 令英国措手不及ꎮ② 随

着美国将制裁逐步扩大到经济领域ꎬ 特别是对阿根廷肉类供应的干涉ꎬ 引起

了英国的极度敏感ꎮ 英美在阿根廷肉类供应问题上的摩擦在美国参战之前已

初现端倪ꎮ １９４１ 年ꎬ 美国对日本的外交立场趋于明朗ꎬ 国内开始紧锣密鼓地

进行战争准备ꎮ 美国加强了在美洲采购战略物资的力度ꎬ 使英国不禁担心它

在拉美 “超级买家” 的地位会因美国对该地区战略物资的控制而受到削弱ꎮ
尤其是当英国了解到美国军方打算从阿根廷大规模订购肉类时ꎬ 英国开始紧

张起来ꎮ １９４１ 年下半年ꎬ 英国在争夺阿根廷肉类供应上与美国暗中较劲ꎬ 它

通过实施大规模采购计划将阿根廷的肉类供应紧紧地捆绑在英国的贸易链上ꎮ
１９４３ 年ꎬ 英美交涉又一次触及阿根廷肉类供应问题ꎬ 此次引发了两国在阿根

廷中立问题上最严重的分歧ꎮ

二　 英美在英阿肉类贸易合同上的摩擦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玻利维亚发生军事政变ꎬ 阿根廷的亲纳粹势力被证实卷入其

中ꎬ 这给美国提供了指控阿根廷的口实ꎮ 美国将玻利维亚军事政变看作是法

西斯影响下的产物ꎬ 攻击阿根廷政府是极权主义和亲轴心国势力在拉美的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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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ꎬ 企图将南美洲彻底纳粹化ꎮ① 面对顽固不化的阿根廷政府ꎬ 美国要求英国

对其采取强硬态度ꎮ 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认为: “只要英国政府愿意与阿

根廷政府进行最坚决的接触ꎬ 就可能在短时间内极大改变阿根廷政府的态

度ꎮ”② 赫尔建议英美两国发布强硬声明ꎬ 揭露以阿根廷为基地的亲纳粹运动ꎬ
谴责正在进行颠覆活动的极权主义势力ꎬ 提醒其他美洲国家其所面临的危险ꎮ

在美国看来ꎬ 英阿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使得由英国来向阿根廷施压会更

有效ꎮ 早在 １９４３ 年年初ꎬ 美国便了解到英阿之间即将进行一项肉类协议谈

判ꎮ 鉴于战时英国是阿根廷肉类订单的重要客户ꎬ 美国建议英国以肉类贸易

合同为筹码敦促阿根廷尽快回到 “泛美轨道”ꎬ 加入反法西斯阵营对抗共同敌

人ꎮ 美国希望英国推迟签署协议的时间ꎬ 并将 “切断阿根廷国内纳粹间谍的

无线电通讯” 作为条件加入肉类合同谈判ꎮ 但是ꎬ 美国自认为英国可用以打

压阿根廷的有效筹码ꎬ 却是英国最为关切的利益ꎮ 阿根廷不仅拥有巨额的英

镑结余和英国投资ꎬ 还是英国与反法西斯盟军所需粮食和肉类的主要供应来

源ꎮ １９４１ 年反法西斯同盟建立后ꎬ 英国承担起盟军肉类采购任务ꎻ 到 １９４４
年ꎬ 英国本土 ４０％的肉类供应依靠阿根廷ꎮ③ 阿根廷给英国的肉类订单基本

涵盖了战时英国本土和盟军的肉类消费需求ꎮ 不仅如此ꎬ 英国还打算独占阿

根廷国内剩余肉类的订货ꎬ 为战后英国经济恢复提供所需消费ꎮ 在对阿政策

上ꎬ 首相丘吉尔表示英国将尽其所能地向美国提供帮助ꎬ 但由于英国国内和

盟军的肉类消费均依赖阿根廷这条供应线ꎬ 所以恳请美国慎重考虑英国对阿

根廷政府采取强硬政策所产生的恶劣后果ꎬ 一旦阿根廷停止供应ꎬ 将会扰乱

盟军 １９４４ 年的军事行动ꎮ④

１９４４ 年 ２ 月ꎬ 法雷尔 (Ｅｄｅｌｍｉｒｏ Ｊｕｌｉáｎ Ｆａｒｒｅｌｌ) 取代拉米雷斯成为阿根廷

总统ꎮ 在美国看来ꎬ 法雷尔政府似乎比前政府更反动ꎮ 于是ꎬ 美国随即要求

英国同美国一起拒绝给予法雷尔政权外交承认ꎬ 并以撤回各自大使标示立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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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ꎬ 面对即将进行的英阿肉类合同谈判ꎬ 英国颇感为难ꎮ 尽管英国最终撤

回了大使ꎬ 但首相丘吉尔对美国要求的这一行动颇有怨言ꎬ 他说: “我不知道

这项政策会带来什么ꎬ 也不知道我们通过这种方法想从阿根廷人身上得到什

么ꎮ”① 英国担心拒绝承认法雷尔政府会导致肉类供应中断ꎬ 尽管其他美洲国

家 (如巴西、 乌拉圭、 巴拉圭) 也可向英国供应ꎬ 但英国认为他们的供应量

远远无法弥补失去阿根廷供应后的缺口ꎮ 当英国了解到比利时、 荷兰、 法国

打算现金购买阿根廷肉类的计划时ꎬ 进一步笃定英国须尽快敲定肉类合同ꎬ
断不可在肉类合同谈判上无限拖延ꎮ② 于是ꎬ 英国一再恳请美国切勿再采取行

动来影响英国肉类贸易合同的续订ꎮ③ 然而ꎬ 美国未因英国这一请求而改变立

场ꎬ 而是设法以美苏交涉经验说服英国ꎬ 使之相信拒绝外交承认不会导致阿

根廷通过断供来报复ꎮ 赫尔提到: “美国多年来一直拒绝承认苏联政府ꎬ 但这

丝毫没有影响到两国之间的贸易ꎮ”④ 而且美国相信ꎬ 在英阿肉类贸易中ꎬ 英

国因处于买方位置而更具谈判优势ꎬ 加之战争期间阿根廷出口肉类的市场已

所剩无几⑤ꎬ 阿根廷断然不会停止与英国的肉类贸易ꎮ 美国建议英国与阿根廷

签订短期合同⑥以替代原来 ４ 年一签的长期合同ꎬ 这将会 “使阿根廷政府理智

起来去追赶英国人”⑦ꎮ 美国执意要求英国站在西半球反法西斯的立场上ꎬ 利

用英阿肉类贸易合同谈判的良好契机ꎬ 促使阿根廷改弦易辙ꎬ 甚至忽视英国

一再强调的肉类供应对盟国作战的重要性ꎬ 自信地认为 “盟军 ６ 个月内不吃

阿根廷的肉不会有任何麻烦ꎬ 只是在一年后需要一些牺牲” ⑧ꎮ 为使英阿肉类

合同谈判能够遵循美国意愿ꎬ 美国国务卿赫尔甚至发表暗含威胁性质的言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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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言 “英国的配合与否将关系到美国在其他领域对英国的援助”①ꎮ
在与英国的最后交涉中ꎬ 罗斯福总统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Ｄ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 措辞严厉ꎬ

强调英国与阿根廷订立长期合同将严重损害英美的共同立场ꎬ “并将在整个美

洲制造出一种英美不团结的印象”②ꎮ 美国坚持不懈地要求英国推迟签署协议

的时间、 将长期合同换为短期合同ꎬ 毫不掩饰地对英国政府施加经济压力ꎮ
无奈之下ꎬ 在得到美国将利用其影响力阻止其他买家进入阿根廷肉类市场的

承诺后③ꎬ 英国顺从了美国的意愿———将肉类合同的签署推迟到 １９４４ 年 ９ 月

以后进行ꎬ 并同意在 １９４５ 年上半年期间按月与阿根廷政府签订肉类合同ꎮ 这

样ꎬ 美国最终以牺牲英国利益ꎬ 成功干预了英阿肉类贸易合同谈判ꎮ 但此番

经济胁迫没有产生美国所期望的效果ꎬ 即使有时看起来这种压力可能会奏效ꎮ
实际上ꎬ 阿根廷方面并不急于续订肉类合同ꎬ 也不曾催促英阿之间的肉类谈

判ꎮ④ 因此ꎬ 以肉类合同谈判给阿根廷施加压力势必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政治效

果ꎮ 然而ꎬ 英美在肉类合同谈判上的争议却使双方在阿根廷相关问题上的分

歧达到顶峰ꎬ 引发了英美政府层面最高级别的交涉ꎮ

三　 英国不认同美国对阿根廷的强硬外交

在阿根廷相关问题上ꎬ 有一点事实英国外交部并不否认ꎬ 即阿根廷民族

主义独裁政权的存在将会损害到英美双方在阿根廷的长期利益ꎮ 但是ꎬ 英国

认为美国过分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ꎮ 首先ꎬ 美国将阿根廷视为轴心国在西半

球的堡垒ꎬ 认为其外交政策充满军国主义色彩ꎬ 担心阿根廷军政府会蛊惑其

他拉美国家效仿它建立极权政府⑤ꎬ 从而对西半球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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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ꎮ 然而ꎬ 英国对阿根廷政局的看法却更为中性ꎮ 英国方面的情报使其相信

阿根廷民众及统治阶层的绝大多数对纳粹意识形态没有兴趣ꎬ 他们只希望继

续与交战双方做生意ꎮ① 经调查ꎬ 阿根廷军政府在对外事务方面实际上要比前

一届文官政府有进步②ꎬ 而且它并未给轴心国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ꎮ 在消除德

国影响方面ꎬ 据英国外交部了解ꎬ 与其他一些拉美国家相比ꎬ “阿根廷的记录

还不算太坏”③ꎮ 英国还看到ꎬ 阿根廷国内对军政府的诟病主要在于它的专制

独裁ꎬ 但其专制程度尚未如美国所宣传的那般极端ꎮ 据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大

卫凯利 (Ｄａｖｉｄ Ｋｅｌｌｙ) 观察ꎬ 法雷尔政权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远不及极权国

家ꎬ 一些发表反政府言论的新闻报纸都还可以生存ꎬ 而这在真正的法西斯国

家中绝对是零容忍ꎮ④ 此外ꎬ 凯利大使对庇隆的评价也相对比较中性ꎮ 他认为

庇隆与欧洲的极权独裁者有本质区别ꎬ “庇隆没有极权主义哲学ꎬ 也无法完全

赢得其他社会阶层的支持和效忠ꎬ 他所得到的支持只不过是来自那些不稳定

的权力跟风者”⑤ꎮ 因此ꎬ 在英国看来ꎬ 美国对阿根廷军政权的判断言过其实ꎬ
由此采取的激进措施更令英国无法苟同ꎮ 英国始终认为制裁行动对盟军的负

面影响远比对阿根廷本国的影响严重得多ꎮ 英国外交部抱怨召回大使是 “最
徒劳的外交行动”ꎬ 它主张对阿根廷政府给予适当承认ꎬ 以使其协助盟军取得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ꎮ
其次ꎬ 美国干涉阿根廷内政的行为在英国看来也极不明智ꎮ 美国要求阿

—９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ｎｄｒéｓ Ｃｉｓｎｅｒｏ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ｌｏｓ Ｅｓｃｕｄé ( ｅｄｓ )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ｓ Ｒｅｌａｃｉｏｎｅｓ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ｅｓ ｄｅ ｌａ Ｒｅｐúｂｌｉｃａ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ꎬ Ｔｏｍｏ １３ꎬ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Ｇｒｕｐｏ Ｅｄｉｔｏｒ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ꎬ ２０００ꎬ ｐ ３２

“Ｋｅｌｌｙ ｔｏ Ｅｄｅｎ”ꎬ Ｊｕｎｅ ７ꎬ １９４５ꎬ (ＡＳ２９５９ / １２ / ２)ꎬ ｉｎ Ｐａｕｌ Ｐｒｅｓｔ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ａｒｔｒｉｄｇｅ (ｅｄｓ )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ｉｎｔ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Ｆｒｏｍ １９４０ ｔｈｒｏｕｇｈ １９４５ Ｓｅｒｉｅｓ Ｄ: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Ｖｏｌ １１ꎬ Ｌａｎｈ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１９９７ꎬ ｐ １３９

“Ｌｅｅｐｅｒ ｔｏ Ｂｅｖｉｎ”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９ꎬ １９４６ꎬ (ＡＳ５８９８ / ２３５ / ２)ꎬ ｉｎ Ｐａｕｌ Ｐｒｅｓｔ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ａｒｔｒｉｄｇｅ
( ｅｄｓ )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ｉｎｔ Ｐａｒｔ ＩＶ: Ｆｒｏｍ １９４６ ｔｈｒｏｕｇｈ １９５０ Ｓｅｒｉｅｓ Ｄ: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９４６ꎬ Ｖｏｌ ２ꎬ Ｌａｎｈ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１９９９ꎬ ｐ ９

“Ｋｅｌｌｙ ｔｏ Ｅｄｅｎ”ꎬ Ｊｕｌｙ ５ꎬ １９４５ꎬ (ＡＳ３７８２ / １２ / ２)ꎬ ｉｎ Ｐａｕｌ Ｐｒｅｓｔ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ａｒｔｒｉｄｇｅ ( ｅｄｓ )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ｉｎｔ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Ｆｒｏｍ １９４０ ｔｈｒｏｕｇｈ １９４５ Ｓｅｒｉｅｓ Ｄ: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Ｖｏｌ １１ꎬ Ｌａｎｈ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１９９７ꎬ ｐ １４６

“Ｋｅｌｌｙ ｔｏ Ｅｄｅｎ”ꎬ Ｊｕｌｙ ２１ꎬ １９４５ꎬ (ＡＳ４０４２ / ９２ / ２)ꎬ ｉｎ Ｐａｕｌ Ｐｒｅｓｔ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ａｒｔｒｉｄｇｅ (ｅｄｓ )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ｉｎｔ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Ｆｒｏｍ １９４０ ｔｈｒｏｕｇｈ １９４５ Ｓｅｒｉｅｓ Ｄ: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Ｖｏｌ １１ꎬ Ｌａｎｈ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１９９７ꎬ ｐ １４９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根廷摆正位置、 接受西半球卫星国的地位ꎬ 它认定阿根廷的军政权是阻碍其

接受卫星国安排、 与其他泛美成员国团结合作的根本原因ꎮ 为此ꎬ 美国幻想

阿根廷出现一个愿意与之配合的 “民主” 政权来代替军政权ꎬ 于是一再鼓动

阿根廷国内反对派推翻军政府ꎮ 但英国却对此持保留意见ꎬ 因为它看到阿根

廷军政府拥有一定的群众基础ꎬ 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ꎮ① 英国提醒美国ꎬ 干预

阿根廷军政权不但难以达到预期效果ꎬ 还会提高阿根廷民族主义者的地位ꎬ
使阿根廷对美国的排斥进一步升级ꎮ “阿根廷人普遍认为外国人对本国政府的

公开控诉是一种侮辱”②ꎬ 尤其是美国大使斯普鲁伊尔布雷登 ( Ｓｐｒｕｉｌｌｅ
Ｂｒａｄｅｎ)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煽动的反政府运动引发了阿根廷民族主义者的强

烈愤慨ꎬ 他们怒吼道: “阿根廷到底应该由阿根廷政府管理还是由美国大使管

理!” 英国外交部认为ꎬ 英国解决爱尔兰问题的成功经验值得美国借鉴ꎮ 对于

应否参战ꎬ 爱尔兰在英联邦中的立场③与阿根廷在泛美联盟中的立场极为相

似ꎮ 但英国政府并未采取高压制裁措施来干涉爱尔兰瓦莱拉 ( Éａｍｏｎ ｄｅ
Ｖａｌｅｒａ) 政权ꎬ 强迫其放弃中立、 为反法西斯同盟做出贡献ꎬ 而是将爱尔兰

“交予国际道德舆论” 裁决ꎬ 这反倒促使爱尔兰政府 “动用他们所能运用的一

切手段” 积极为盟国提供物资ꎮ 在处理阿根廷问题上ꎬ 英国认为明智的做法

是放弃对阿根廷国内政治的干涉ꎬ 让阿根廷人民自己管理本国内部事务ꎬ 英

美两国只需监督阿根廷严格履行 «查普尔特佩克议定书» 的义务就足矣ꎮ④

正如首相丘吉尔所建议的ꎬ “美国应该忽略上校们几个星期ꎬ 从而给我们

双方一个审视共同政策的机会ꎬ 也给阿根廷一个纠正自己的机会ꎬ 而这是他

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无法做到的ꎮ”⑤ 事实如英国所料ꎬ 美国对阿根廷军政府的

公开谴责、 孤立、 指控和干涉刺痛了阿根廷民族主义者的神经ꎬ 非但没能削

弱阿根廷军政权的统治地位ꎬ 反而增强了它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尊严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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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Ｄａｖｉｄ Ｋｅｌｌｙꎬ Ｔｈｅ Ｒｕｌｉｎｇ Ｆｅｗ ｏｒ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ｔｏ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ｏｌｌｉ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ｔｅｒꎬ
１９５２ꎬ ｐ ３０３

Ｌｌｅｗｅｌｌｙｎ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ｅｒ Ｍａｊｅｓｔｙ’ ｓ
Ｓｔａｔｉｏｎｅｒｙ Ｏｆｆｉｃｅꎬ １９６２ꎬ ｐ ４１２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英国对德宣战ꎬ 但作为英联邦成员之一的爱尔兰拒绝参战ꎬ 反对在爱尔兰征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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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ｉｔｉｓｈ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ｉｎｔ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Ｆｒｏｍ １９４０ ｔｈｒｏｕｇｈ １９４５ Ｓｅｒｉｅｓ Ｄ: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Ｖｏｌ ９ꎬ Ｌａｎｈ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１９９７ꎬ ｐ ６６

“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 ｔｏ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ꎬ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ｏｐ Ｓｅｃｒｅｔ ”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３ꎬ １９４４ꎬ Ｔｈｅ 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ＣＨＡＲ ２０ / １７０ / ６２)ꎬ 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Ｃｅｎｔｒ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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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ꎬ 并博得了其他拉美国家的同情ꎮ
最后ꎬ 英国在对阿政策上之所以反对强硬态度、 主张温和立场ꎬ 也是迫

于阿根廷国内反英主义高涨的压力ꎮ 在阿根廷ꎬ 反英主义伴随着英国资本和

移民而来ꎮ 英国资本大多控制着阿根廷出口经济部门的主要行业 (如采矿、
肉类包装和铁路运输)ꎬ 英国工人则在大型英资企业中占据了工资优厚的岗

位ꎮ 阿根廷政府偏袒外国企业ꎬ 对外企歧视性的雇佣政策和不公正的薪资政

策视而不见ꎮ 英资企业和英国工人的特权地位令本地工人群体在劳动力市场

中极其被动ꎬ 愤懑情绪日渐高涨ꎮ １９３３ 年英阿两国签订 «罗加—朗西曼条

约»ꎬ 在阿根廷国内一度掀起了反英主义的浪潮ꎮ 条约为阿根廷保住了肉类出

口市场ꎬ 但却是以给予英国更多优惠待遇、 保障英国在阿利益为交换条件ꎬ
严重损害了阿根廷的国家利益ꎮ 英国强加给阿根廷的不公平待遇遭到阿民族

主义者的强烈反对ꎬ 当时阿执政党 “政党联盟协调组织” 也为此备受责难ꎮ
阿根廷国内的反英情绪空前高涨ꎬ 很快便演化成一场经济民族主义运动ꎬ 呼

吁经济上摆脱对英国的依赖、 实现国有化ꎮ 在 １９３７ 年一场反对交通垄断的罢

工运动中ꎬ 英国公共汽车公司和有轨电车公司成为众矢之的①ꎬ 英国在阿资产

安全受到严重威胁ꎮ 在大萧条的冲击下ꎬ 阿根廷严峻的经济形势使得更多人

意识到摆脱对外依赖的紧迫性ꎮ 经济独立的诉求卷裹着阿根廷的民族主义ꎬ
一同向主导阿根廷国民经济的外国资本发起了猛烈攻击ꎬ 英国在这轮攻击中

首当其冲ꎮ 一系列反英浪潮提醒英国政府警惕卷入任何可能再度刺激阿根廷

仇英情绪的国际纠纷ꎮ 因此在对阿政策上ꎬ 英国始终主张通过正常外交途径

而非高压制裁手段来实现外交目标ꎮ

四　 英美对阿政策产生分歧和摩擦的原因

在 １９４２—１９４５ 年期间ꎬ 英国外交部与美国国务院之间针对阿根廷的政策

问题展开了反复交涉ꎮ 英国在对阿政策上与美国产生诸多分歧与摩擦的原因

在于: 美国的政策立场和利益出发点与英国迥异ꎬ 政策内容与英国利益相冲

突ꎻ 美国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不顾及英国的意愿和建议ꎬ 破坏了英美合

作的和谐与信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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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ꎬ 英美在对阿政策上的立场不同ꎮ 作为泛美体系的局外人ꎬ 英国对

阿根廷在泛美体系中的地位不感兴趣ꎬ 它关注的是阿根廷在反法西斯战争中

的贡献ꎬ 尤其是对同盟国的支援程度ꎮ 尽管英国也希望阿根廷与轴心国断交ꎬ
但它认为这于盟国整体的战争努力而言并非必不可少ꎮ 战时英国政府恪守现

实主义外交原则ꎬ 军事行动压倒一切ꎮ 因此ꎬ 只要阿根廷继续为盟军供应物

资ꎬ 不向纳粹法西斯提供实质性帮助ꎬ 英国就不会过分向阿根廷施加压力ꎮ
反观美国ꎬ 作为泛美体系的建立者ꎬ 它更重视美洲统一战线ꎬ 西半球统一计

划的重要性似乎大于对抗轴心国的任务ꎮ 这一点从美国对待拉美国家的不同

态度上可见一斑ꎮ 如在国际上ꎬ 美国一直以阿根廷的军事独裁政权及其未与

轴心国断交为由来攻击阿根廷ꎬ 但对当时巴西的瓦加斯极权政府却保持沉默ꎻ
在 １９４２ 年里约热内卢会议上ꎬ 智利同样拒绝与轴心国断交ꎬ 但并未遭到美国

持续且暴力的打压ꎮ 美国态度的双重标准进一步证实一点: 阿根廷惹恼美国

的真正原因是ꎬ 阿根廷拒绝成为泛美体系下围绕美国利益旋转的卫星国ꎮ 美

国如此强硬且迅速地干预阿根廷是为了斩断阿根廷的民族主义ꎬ 以防其战后

继续干扰泛美体系的发展ꎮ 因此ꎬ 英美在对阿政策上的不同立场不可避免地

使双方在相关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ꎮ
其次ꎬ 英美对阿政策的利益出发点迥异ꎮ 在战争背景下ꎬ 英国对拉美地

区的总体政策目标是ꎬ 保证拉美地区对战争必需品的稳定供应ꎮ 于是在对阿

政策上ꎬ 英国将经济安全置于优先位置ꎬ 尽量减少可能引发阿根廷政治混乱

的国内外不稳定因素ꎬ 以确保阿根廷生产和出口的稳定与安全ꎮ 因此ꎬ 拉美

地区之于英国是强烈的经济性目标ꎮ 相比之下ꎬ 拉美地区 (尤其是南美洲国

家) 之于美国则更多的是政治性目标ꎮ 于美国而言ꎬ 拉美地区的重要性在于

它在美国区域安全防御中的地位ꎮ 出于地缘安全考虑ꎬ 美国极力推动与拉美

国家建立亲密关系ꎬ 将它们纳入美国霸权下的区域安全体系以及美国资本控

制下的西半球经济共同体中ꎮ 然而ꎬ 阿根廷抵制泛美体系、 拒绝与轴心国断

交ꎬ 以至于美国将其视为对美国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的对象ꎮ 为驯服阿根廷、
实现泛美团结的政治目标ꎬ 美国诉诸强硬的外交和经济手段进行打压ꎬ 致使

阿根廷国内外环境时刻笼罩在紧张氛围中ꎬ 完全与英国的政策目标背道而驰ꎮ
再次ꎬ 美国的政策与英国当时的切身利益发生冲突ꎮ 美国不遗余力地要

求英国在对阿制裁上与之协调一致ꎬ 可在英国看来ꎬ 与阿根廷对立只会损害

英国的经济利益ꎬ 而对美国几乎没有任何影响ꎮ 这是英美合作频繁出现分歧

的根源所在ꎮ 二战期间ꎬ 英国负责反法西斯联盟的肉类订购ꎬ 而战时盟军的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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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类补给连同英国本土的肉类消费均依靠阿根廷ꎬ 现实的物资需求使英国断

然不愿接受任何有损英阿关系的行为ꎮ 更何况英国在阿根廷还有着广泛的商

业和金融利益ꎬ 使其更重视维持双方良好关系ꎮ 当然ꎬ 英国政府也在评估对

阿施压可在多大程度上改善阿根廷政府的行为ꎬ 然而事实证明ꎬ 由于英国对

阿根廷的需求更为紧迫ꎬ 与阿根廷发生争执对英国将是弊大于利ꎮ 尤其在

１９４０ 年和 １９４１ 年不列颠空战期间ꎬ 阿根廷出口英国的贸易额同比上年分别下

降了 ３％和 １２％ ①ꎬ 形势一度令英国心急如焚ꎮ 若在此情况下向阿根廷施压ꎬ
可能会导致英国供应状况的进一步恶化ꎬ 英国势必不愿拿自己切身利益冒险ꎮ
更重要的是ꎬ 英美在拉美地区还存在经济利益之争ꎮ ２０ 世纪以来ꎬ 英美都将

拉美地区视为重要的消费市场以及初级产品和原材料的来源地ꎮ 尽管在争夺

阿根廷新兴行业的市场上英国不敌美国ꎬ 但美阿之间在政治上的敌意和经济

上的竞争暂时阻止了美国对英国在阿根廷主导地位的侵蚀ꎮ 阿根廷统治阶层

的亲英态度和反美情绪始终使英国受益更多ꎬ 加之英国把阿根廷视为战后潜

在的消费市场之一ꎬ 它更不会主动放弃阿根廷ꎬ 使其完全漂流到美国的轨道

上去ꎮ 因此ꎬ 英国无心推动阿根廷加入泛美体系ꎬ 它更倾向于美阿关系维持

现状ꎬ 以巩固英国在阿根廷的既得利益ꎮ
最后ꎬ 美国政府 “情绪化” 的对阿政策及忽视英国利益的态度招致英国

诟病ꎮ 自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美国国务卿赫尔辞职以来ꎬ 美国对阿根廷的政策给英

国留下了 “缺乏明确目标” “情绪化” 且 “摇摆不定” 的印象ꎮ②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纳尔逊洛克菲勒 (Ｎｅｌｓｏｎ Ｒｏｃｋｅｆｅｌｌｅｒ) 负责美国拉美事务

期间ꎬ 美国结束了对阿根廷的强硬外交ꎮ 阿根廷对美国的示好作出了积极回

应: １９４５ 年 ２ 月在 «查普尔特佩克议定书» 上签字ꎬ 并在同年 ３ 月底向德、
日宣战ꎮ 此后ꎬ 美国不仅派布雷特—沃伦率团访问阿根廷ꎬ 还邀请阿根廷参

加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ꎮ 在美阿关系短暂回温之际ꎬ 英国

政府指示凯利大使再次回到阿根廷ꎬ 决心与军政府 “和睦相处”ꎬ 修复英阿关

系ꎮ 然而好景不长ꎬ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ꎬ 洛克菲勒在美国国务院改组中被撤换ꎬ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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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外交积极向好的态势也立马被终止ꎬ 美国对阿根廷的政策重新强硬起来ꎮ
美国对阿根廷情绪化的态度使英国的外交行动时常陷入被动ꎮ

此外ꎬ 尽管美国政府在制定对阿政策时总强调英国援助的重要性ꎬ 然而

美国却从未认真尝试过与英国合作ꎮ 在美国一系列的对阿政策和主张中ꎬ 英

国强烈感到自己沦为了美国的追随者而非咨询者ꎮ 不仅如此ꎬ 在实际配合中ꎬ
英国屡次发现他们的美国同僚不遵守英美合作精神、 不向英国提供相关资

料ꎮ① 针对这种情况ꎬ 英国外交部长艾登曾向美国国务院严正指出ꎬ 英国不准

备盲目跟随美国政府的贸然行动ꎬ 提醒美国在采取任何措施前务必与英国进

行认真磋商ꎮ② 在英国外交部看来ꎬ 为使美国看到其合作诚意ꎬ 他们对阿根廷

已经采取了许多违背英国利益的行动ꎬ 而美国却始终将英国利益摆在次要位

置ꎬ 甚至完全忽略英国的需求ꎮ 在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后ꎬ 美国得以摆脱英

国的掣肘ꎬ 于是迅速对阿根廷展开新一轮经济制裁ꎬ 要求阿根廷政府举行民

主选举ꎮ 美国加大对阿根廷的贸易制裁严重损害到了英国出口商和投资者的

利益ꎮ 例如ꎬ 美国限制对阿根廷的燃料出口就严重阻碍了阿根廷的农业生产ꎬ
致使刚刚恢复不久的出口贸易重新陷入停滞ꎬ 英国利益再次面临威胁ꎮ 再者ꎬ
英国希望阿根廷政局保持稳定ꎬ 这样才有机会恢复战前英阿两国友好的商业

关系ꎬ 而美国对阿根廷的敌对政策却使阿根廷的动荡局势一再升级ꎮ 美国驻

阿大使布雷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支持的反政府运动煽动反对派攻击胡安庇

隆 (Ｊｕａｎ Ｐｅｒóｎ)ꎬ 进一步加剧了阿根廷政治生态的两极分化ꎮ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１９
日阿根廷反庇隆派发起的 “宪法和自由大游行” 将阿民众的反政府情绪推向

顶峰ꎬ 紧接着ꎬ 庇隆派与反庇隆派上演了一场公开对决ꎮ 反庇隆派逼迫庇隆

辞去政府职务ꎬ 要求政府进行重组ꎬ 规定选举日期ꎮ 这场美国鼓动下的政治

风暴将阿根廷近乎推向了内战的边缘ꎮ 一时间ꎬ 罢工活动、 示威游行以及暴

力冲突席卷阿根廷几大主要城市ꎬ 对国内生产活动造成了破坏性影响ꎬ 已然

威胁到英国的初级产品供应ꎮ 英国多次呼吁美国 “让阿根廷平静一段时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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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英美在阿根廷中立问题上的外交分歧　

但美国置之不理ꎬ 英国在美国的政治目标面前完全成为了牺牲品ꎮ①

美国忽视英国需求ꎬ 在阿根廷频繁煽动暴乱ꎬ 这些损人益已的行为招致

英国诸多不满ꎬ 打击了英国在英美合作中的积极性ꎮ 英国谨慎且被动的表现

引起了美国对其合作诚意的怀疑ꎬ 甚至有不少美国政客将美国在阿根廷政策

上的挫败归咎于英国的迟疑与怠慢ꎮ 诸如 “英国对阿根廷是否与轴心国断交

的冷漠态度强化了阿根廷政府的中立立场” “阿根廷对美国的反感和抵制是由

于英阿 ‘特殊关系’ 发挥了作用”② 等言论不绝入耳ꎮ 但不置可否ꎬ 在阿根

廷问题上ꎬ 英国自始至终都在努力减少与美国的分歧ꎮ 因为就英美同盟而言ꎬ
二战期间英美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抗击法西斯ꎬ 两国在阿根廷相关问题

上的分歧只是大同盟关系下的局部利益分歧ꎮ 英国在拉美的行动ꎬ 特别是在

阿根廷的行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国对英美共同利益与局部利益的抉择ꎮ 在

“维护英美战时联盟、 合力对抗轴心国” 这个战时核心目标面前ꎬ 英国在阿根

廷的利益显然已被降为了次要目标ꎮ 英国最终选择在局部利益上妥协ꎬ 去维

护更广泛的英美共同利益ꎮ

五　 结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ꎬ 美国加紧巩固自身在美洲的政治和经济地

位ꎬ 积极构建泛美安全体系ꎮ 而阿根廷在众多拉美国家中 “独树一帜”ꎬ 不愿

加入美国领导下的泛美体系ꎮ 美国安全与阿根廷民族自尊心的角逐构成了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两国外交关系的主旋律ꎮ 英国作为阿根廷经济生活中传统且重要

的合作伙伴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美阿纷争ꎮ 基于英国在阿资产安全、 肉类供应

安全以及希冀保留与阿根廷传统利益链的考虑ꎬ 游走在美国强势主张和阿根

廷民族主义之间的英国ꎬ 其外交行动在整个过程中都极为谨慎ꎮ
美国对阿根廷军政府反美主义的憎恶以及对阿根廷中立立场的不满ꎬ 促

使美国频繁干涉阿根廷内政ꎮ １９４２ 年以来ꎬ 美国极力寻求英国在制裁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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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配合与协作ꎮ 但由于英国在阿根廷存在巨大利益ꎬ 致使它对阿根廷

中立地位的解读以及在肉类贸易合同谈判、 对阿外交制裁措施等方面的主张

和看法均与美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分歧和摩擦ꎮ 于英国而言ꎬ 保护它在阿根

廷的利益与维护英美合作是一对难以协调的关系ꎮ 不过英国清醒地意识到ꎬ
拉美既能成为英美争端和分歧的来源ꎬ 也可成为巩固英美关系的纽带ꎮ 因此ꎬ
在阿根廷问题上ꎬ 为迎合美国的外交目标ꎬ 英国或主动或被动地牺牲了自身

利益ꎬ 以便让美国相信英国在拉美地区的存在以及英美在拉美的合作 “对美

国的好处不亚于英国的战争情报局”①ꎮ
凭借 １９ 世纪工业强国的地位ꎬ 英国在拉美地区的霸权维持了近一个世

纪ꎮ 然而ꎬ 随着英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和美国的强势崛起ꎬ 英国在拉美的总体

地位遭到了削弱ꎮ １９ 世纪末ꎬ 美国对英国在加勒比地区和南美洲北部势力的

公然排斥ꎬ 使其欲确立美洲霸权的野心昭然若揭ꎮ 进入 ２０ 世纪后ꎬ 美国加快

了在拉美地区霸权扩张的步伐ꎬ 英国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已今非昔比ꎬ 于是不

得不选择逐步退让ꎮ 况且自一战以来ꎬ 英国的主要精力已经在向欧洲、 亚太

和中东地区等传统利益范围集中ꎬ 拉美地区在英帝国利益版图中下降到了边

缘位置ꎮ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 现实主义外交理念回归英国外交界ꎮ② 英国重视英

美特殊关系ꎬ 希冀依靠美国的力量维持世界秩序ꎮ 因此ꎬ 英国尊重美国在拉

美地区的主导地位ꎬ 愿意在拉美事务上与其主动合作ꎬ 由此换取美国在欧亚

地区与其协调配合ꎮ 到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ꎬ 英美之间在拉美地区的霸权转移已

成定局ꎮ 在拉美事务上ꎬ 英国最终成为美国政策的追随者ꎮ
(责任编辑　 王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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