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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 瑞典议会大

多数成员赞成在某个时

机选择加入北约， 虽然

该国主流舆论依然不愿

轻易放弃中立国的身

份， 但是， 一旦加入北

约， 就将事实上等同于

瑞典中立国地位的结

束，外界就此评论，没有

永久的中立， 只有永久

的利益。上周，土库曼斯

坦庆祝获得永久中立国

25 周年纪念日，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贺信中

指出， 土库曼斯坦获得

永久中立国地位以来，

积极同世界各国发展友

好合作关系， 为维护地

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

出了重要贡献。

在国际关系的百花

园中， 中立国虽然只是

少数几枝与世无争的奇

葩，但是，它们的存在，

却给整个国际社会大家

庭提供了某种别样的思

路， 绽放了某种别样的

色彩。 中立国之所以中

立， 是因为有不得已而

为之的苦衷， 还是历史

的偶然？ 有些国家想要

中立却不能如愿， 有些

国家说是中立， 其实不

然， 中立国需要什么样

的条件， 又当承受什么

样的代价？ 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

中立国能发挥什么作

用？ 我们能从中立国身

上学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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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从中立国身上学些什么？

顾问： 有的国家想要一个中立

国的地位而不得， 有的国家却在要

不要继续保持中立的问题上闪烁其

词， 中立究竟能给一个国家带来什

么好处和坏处？ 如何更好地运用中

立的特殊身份？

王逸舟：有些中立国非常典型，

比如瑞士，200 年来没有卷入过任

何战争，也没有加入任何军事同

盟，没有在大国纷争中选边站队。

但也有一些中立国出现摇摆，比如

瑞典，最近甚至允许北约的飞机在

其国土上展开对俄罗斯的监控行

动，而且自从 20 多年前加入欧盟

以后，瑞典就遵循欧盟各种经贸和

对外关系的条款，使得它的中立国

身份打了折扣。同样以中立国身份

加入欧盟的还有芬兰和奥地利，在

获得欧盟补贴、协助、保护的同时，

它们必须相应地配合欧盟的政策，

但不管怎么样，中立国还是可以以

“中立”为名，拒绝卷入任何军事

冲突。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偏好中

立选项，就是为了能够避免战火，

有效应对大国施压。中立还有一个

很大的优点，在不受意识形态、政

治制度、军事同盟等因素束缚的情

况下，外界与中立国的协作、交流

和投资都比较放心，拉美的哥斯达

黎加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巧妙，不仅

在拉美地区均沾经合组织和共同

体的各种经济好处，在国际事务

中，作为一个爱好和平、保持中立、

倡导多边主义的角色，也给人留下

小而美的印象。中立国不主动卷入

战争，同时也要防止外部侵略。土

库曼斯坦很善于在中俄这两个周

边大国间左右逢源。哥斯达黎加干

脆就不设军队，让别的国家看到，

它就不是想打仗的样子。很多小国

靠自身武力不能遏制或铲除重大

军事威胁，它们更多是借用外交智

慧、国际协作、多边机制、他国协调

来消除或降低危险。

如果不仅仅从法理或国际公认

的角度去锁定中立的范围，而是以

具体问题上的中立态度和立场来看

待，那么，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中

小国家，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在大

国对峙和各种重大国际纷争的背景

下，采取的都是中立的选择。以色列

被公认为美国的铁杆盟友，但在全

球事务中，在跟域外国家包括中国、

欧洲国家、拉美国家、非洲国家的相

处中，它的政策不仅有弹性，而且相

当善于介入、融和、合作。它不会对

别的国家的政治制度指手画脚，不

会在其它地区的政治纷争中选边站

队，也不会在国际事务中处处以美

国马首是瞻。新加坡是东盟地区小

而智慧的角色，不管在中美关系还

是在亚欧两大洲的关系上，它经常

能四两拨千斤，发出一些重大的倡

议，以小国之躯带动大国关系。从李

光耀开始，长达半个多世纪，新加坡

一直被认为是全球外交中一个颇具

特色的中立平台，是游走于大国博

弈间的一个本领高强的玩家。韩国

与中国尽管历史上有过战争和对

抗，但是，现在，中韩双边贸易与人

员往来树立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

意识形态的国家间一对新的楷模。

在大国摩擦或对抗中，韩国不追随

任何一方，而是保持中间立场，它的

外交不能简单地被说成是一种盟友

外交或者小兄弟外交。全球很多国

家都有这种在特定政策、特定问题

上持中间立场、努力使自己保持在

中间地带的倾向，中间立场也是它

们抵御大国冲击波、避免卷入世界

重大战略博弈风险的一种智慧选

择。

顾问： 历史上积贫积弱的中国

也曾选择中立， 那时的中立几乎是

软弱的代名词。 “中立国”的真实含

义是什么？ 不卷入外部纷争是否就

是中立？ 中立国通常能在哪些国际

领域有所作为？

王逸舟：提到中立国，大家马上

会想到瑞士这个欧洲著名的山地之

国，国际红十字会就发祥于瑞士。作

为中立国，瑞士不卷入任何战争，也

不涉足任何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和

政权更迭。哪怕是最残酷的第二次

世界大战，当希特勒的铁骑踏遍欧

洲大部地区，瑞士也得以安然无恙。

今天的瑞士在国际金融界很有话语

权，达沃斯论坛成为全球经济的风

向标，除了银行和高端制造业，瑞士

在全球医疗包括安乐死等前沿领域

也有很好的探索，除了钟表和军刀，

瑞士的巧克力也很有名。瑞士的中

立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退避三舍，也

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气质高冷，相反，

它有很多创新和进取之处，这个国

家因为中立更具想象力和吸引力，

既不受大国博弈的干扰，也不让其

它国家敬而远之。

按照国际上最早的定义，“永久

中立”指的是，不管是平时还是战

时，都要奉行中立政策，不对任何国

家发动武力攻击，不参与任何军事

同盟或与任何国家缔结军事条约。

中立国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战时中

立，一种是永久中立，对后者而言，

哪怕事实上没有战争，只要预见战

争的可能性，就应置身事外或避而

远之。战时中立一般是通过议会或

内阁发表的政策性宣誓，而永久中

立通常会体现在宪法等法律条款

中。1815 年，欧洲一些主要国家承

认并集体担保瑞士的中立国地位，

由此，瑞士成为世界上首个也是迄

今为止最受公认的中立国。此后两

个世纪，也有一些国家加入到中立

国的行列，但是，有的因为各种原因

转而退出或者不再得到国际承认，

还有一些名义上保持中立，其立场

却遭到削弱。永久中立国主要集中

在欧洲，包括瑞士、芬兰，瑞典、奥地

利、爱尔兰等，亚洲只有土库曼斯

坦，拉美只有哥斯达黎加。有些国家

想成为中立国或对外宣誓已成为中

立国，但事实上没有得到广泛认可，

比如柬埔寨、老挝、摩尔多瓦，这些

国家通常都地处大国周边。

除了永久中立国、战时中立国和

那些尚未遂愿的准中立国，更多国家

其实是秉持所谓的实用主义，身处中

间地带，或者在具体问题上采取中立

的立场。与中立国相似的是，在大国

的对抗或分歧中，这些持中间态度或

者处在中间地带的国家也不会选边

站队；除了自卫以外，它们都尽可能

避免卷入国际间的武装冲突；在国际

事务中，它们通常是和平解决争端的

拥戴者，是支持和平的重要力量。这

其实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历史背

景，二是它们在当代地缘政治经济中

所处的位置，三是它们对未来国家民

族生存和发展的一些期许。以瑞士、

芬兰、土库曼斯坦等中立国为例，这

些国家历史上曾受大国压迫，在夹缝

中艰难生存，饱经战火和大国冲突的

殃及。在长期的挣扎和求索中，从决

策者到普通民众形成了一种保持独

立的强烈愿望和灵活技巧。就现实的

地缘政治与经济因素来看，以土库曼

斯坦为例，土库曼斯坦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独立以后，传统的老大哥俄

罗斯一直对其施加影响，土耳其、美

国和欧洲大国也对这样一个有丰富

油气资源、棉花种植条件的国家垂涎

三尺，对其有强烈的拉拢或打压的需

求，土库曼斯坦的领导人想来想去，

最终选择了中立的地位。地缘政治的

裂痕在当今世界是无法从根本上消

除的，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中立国

或者徘徊于中间地带的中小国家虽

然不一定卷入战争，但是，战争的

“达摩克里斯之剑”不时会给它们带

来有形和无形的压力。展望未来，中

立国和中间地带的扩展是大势所趋。

无论是全球化、信息化，还是科技进

步，都有可能摆脱大国的垄断，世界

有可能出现多极化、分层化甚至无极

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看准

了这个趋势，希望更好地生存和发

展，甚至占据一些特殊的制高点。

顾问： 中立国的立场如何为我所

用？ 我们和中间地带的国家如何相处？

中国在哪些特定问题上会选择中立？百

年变局之下的中国，选择中立和中间地

带的空间是否会不可避免地缩小？

王逸舟： 大国的国民通常会对

更大的国家怀有一种特别的敏感，

比如印度对中国就特别敏感，而中

国对美国也特别敏感。与此同时，大

国也有一个通病或视觉盲区，它们

对于周边小国的观察不够细致，比

如俄罗斯对周边那些独联体小国就

没那么敏感，印度对周边小国也没

那么敏感。事实上，我们对那些中立

国或者处在中间地带的国家的复杂

心情同样是不够敏感的，过去有种

激进的观念：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

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

护。凡是站在我这边的，就都是朋

友；凡是站在对手一边或者不跟我

相同的，就都是敌人。这种冷战思维

还在影响着一些大国的战略偏好。

对待中立国，我们应当容忍它们

相对的模糊性，容忍那些立场的相对

多变。毛主席晚年提到“三个世界”

的思想，对于“第一世界”（美国和苏

联），我们要学会抗衡和抗压，对于

“第二世界”（欧洲、日本、加拿大），

要学会争取，善于借用，对于“第三世

界”，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文

化，不管在什么地方，哪怕在美国的

后院或苏联的卫星国区域，也要把它

们看成是可争取、可团结的对象。在

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以后，决策者对

世界大势的判断有了新的眼光，邓小

平说，当今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越来

越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未来世界大

多数国家将站在和平的一边，过去那

种大战不可避免、晚打不如早打的思

想不利于我们争取发展空间和安心

搞建设。很多和平力量虽然是西方的

一部分或者是美国的盟友，但是，我

们可以与其合作，共同遏制战争力量

增长。邓小平这种思想为中国开创了

一段伟大的发展历程，也给我们一个

启示，看待外部世界，不要用传统的

教条来划分远近亲疏，而要看它对人

类、对世界到底是促进和平、促进发

展，还是有利于战争、有助于对抗；从

这个意义上来看，很多国家都属于前

者的范畴。第三代领导人反复强调，

我们在国际事务中不经营势力范围，

不打热战，也没兴趣搞冷战，中国主

张人类命运共同体，奉行多边主义。

这些论述是我们今天看待中立国和

中间地带的重要视角。只要有利于不

打热战和冷战，有利于多边主义，有

利于不划分势力范围，就有共同语

言，就可以进入朋友圈。绝大部分国

家包括一些与我们有矛盾、有纷争的

国家，都可以成为我们争取的对象，

成为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合作伙伴。美

国这些年来实力下降，信用受损，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我划线、惟我

独尊。在发达国家中，我非常欣赏德

国，尤其是最近15年默克尔当总理

的时期，低调做人、扎实做事。德国不

仅实力雄厚，而且特别善于团结中立

国，善于把自己放在中间地带，它在

国际社会提出的很多看法总能得到

拥戴，反对者寥寥。要当聪明的大国，

就要放眼看到更大的中间地带。

中国古代有诸子百家，最为后世

传承的是儒家中庸之道。我们当今社

会、国家和文化的发展也要秉持和发

扬中庸之道，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

域，中庸之道有利于我们用一种更灵

活、宽容的心态，看待中立国和中间

地带的各种表态。未来世界很可能

更多国家会趋近中间地带，从中培

育出很多新奇的制高点，萌发出很

多小而独特的外交智慧，我们需要

去学习这些智慧，也需要去体察中小

国家的苦衷。古人常说，有容乃大，包

容性是中华文明得以存续的基础，希

望这期访谈也能启发读者更多的想

象和思考，所有人一起努力，为中国

作为一个文明大国的屹立，作为一

个新兴角色的崛起，创造更宽容、更

丰富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