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大利亚为转制争论不休

巴巴多斯“辞退”英女王 英联邦会散吗？

    加勒比海
岛国巴巴多斯
总督日前宣布，
这个英联邦国
家打算不再承
认英国女王为
国家元首，将转
为共和制。而在巴巴多斯之
前，澳大利亚人曾提议将女王
生日从节假日表中取消，新西
兰曾动过换国旗、取消英国殖
民地标识的念头……

英联邦的凝聚力正在日
渐衰弱吗？随着英国“脱欧”进
程的推进，英联邦未来会解体
吗？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请专
家来为您解答。 ———编者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朱联璧

    问：“辞退”英女王，转为共和制，巴巴多
斯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这意味着什么？

答： 巴巴多斯总督宣布这个决定并非心

血来潮。 从 20世纪末开始，巴巴多斯国内已
经开始讨论改变国家政体的问题， 并在过去

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不断弱化和英国的联系，

向类似欧盟的加勒比共同体靠拢。1998年，巴

巴多斯宪政复审委员会提议将国家的政体从
立宪君主制改为共和制。2003年，巴巴多斯将

终审法院从位于英国伦敦的枢密院司法委员

会， 转移到位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的
加勒比法院，在司法上进一步脱离英国。

2018年， 巴巴多斯工党领袖莫特利以绝

对优势赢得大选，出任该国首任女总理。 她不

久前指出，应以巴巴多斯独立 55周年作为契
机， 不再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作为国家

元首，彻底告别巴巴多斯被殖民的过去。

但这样做并不会使巴巴多斯直接失去英

联邦成员国的身份。 这里涉及到英联邦成员

国的政体多样性的问题。 在目前的 54个英联

邦成员国中，有 33个采用共和政体，超过一
半，余下的 21个国家采用君主制，其中 5个

国家奉本国的君主为君主，16个国家被称为
“英联邦领地”， 奉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为

君主，并称之为本国君主，如“巴巴多斯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 英联邦领地一旦改为共和

制，就会失去这一地位，但并不影响该国的英

联邦成员国身份。

目前的 16个英联邦领地包括英国的联

合王国（含十余处海外领地），3个旧英联邦国
家 （即以白人移居者后代为人口主体的前自

治领，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以及
12 个位于加勒比和大洋洲的岛屿的英语国

家。 曾有三个加勒比地区使用英语的前英国
殖民地，即圭亚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与多米

尼克， 分别在 1970年、1976年、1978年转为
共和制，如今依然是英联邦成员国。 因此，巴

巴多斯的改制并非首例。

而且，早在 1973年，加勒比地区的 4 个

前英国殖民地共同建立了新的区域性组织
“加勒比共同体”。 共同体的 4个创始国中，圭

亚那在加入之时已是共和国。 随后，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改制为共和国。 此次巴巴多斯转制，

是步前两个国家的后尘。 此举也被认为有可
能带动第四个创始国牙买加改制为共和国。

这一共同体目前正式的成员国数量为 15个，

包含所有在这一区域的 12个英联邦国家（含
9个英联邦领地，3个共和国），另包括一个英

国的海外领地。 该机构 5个准成员国则均为
英国的海外领地，也就是并未完全获得主权，

依然由英国负责防务和外交的地区。

因此，巴巴多斯选择转向共和制，可以看

成是政治上进一步解除和英国的联系， 强化
该国作为独立国家的身份， 为全面参与加勒

比的区域联盟活动提供更强的认同基础。 英
国和英联邦均无法干涉巴巴多斯的这一决

定，因为巴巴多斯早已是主权国家。 即便巴巴
多斯在建立共和国之后要求退出英联邦，根

据该机构自主退出的原则， 同样没有国家和
机构可以干涉。

    问： 巴巴多斯已经决定放弃领地地位，

那为什么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还在纠结
是不是要改制？

答：虽然在巴巴多斯发展起来的蔗糖种
植园对英帝国的贸易一度产生过非常重要

的影响，为英国本土送去了蔗糖、朗姆酒和

烟草等成瘾品， 为殖民者创造了大量财富。

但这个人口不足 30万， 面积略大于三分之

一个崇明岛的小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不大。

相比之下，同样出现了要求改为共和国

呼声的澳大利亚更受关注。澳大利亚是由大
量白人移民后代建立的国家，属于旧英联邦

的白人自治领（区别于以前殖民地为主构成
的新英联邦），也是“五眼联盟”的成员国之

一，被认为对英帝国和英国君主有较强的认

同感。 在巴巴多斯宣布将改制后，有澳大利

亚媒体刊载支持共和主义的学者文章，再次
提出共和制才是澳大利亚未来最好的选择。

从 20世纪 90年代初开始，澳大利亚的
工党政府就开始推进国家改制， 希望能在

2001年， 也就是澳大利亚联邦成立 100周
年之际将澳大利亚转为共和国。 为此，该国

在 1999年 11月 6日举行全民公投。公投之

前的民调显示支持共和制的澳大利亚民众
占据多数。 但从公投结果来看，只有 45%的

投票者支持共和，55%的投票者反对共和。

有分析认为， 此次失败在于公投的问题

设置了一种过于具体的政体， 引发共和派内
部的矛盾， 并不能表明澳大利亚民众更倾向

于君主制， 因此共和主义的声浪在澳大利亚
国内依然有强大影响力。 支持共和的民众偏

向于精英阶层和城市居民，认为“外国”的、

“世袭”的君主出任国家元首不符合该国民主

和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观。 选择共和制可以

为国家提供改变目前宪政体制中的问题的契
机，重新思考澳大利亚的特性，为目前存在的

各类社会问题寻找出路。换言之，更改体制不
仅意味着放弃君主， 也是澳大利亚新一轮国

家建构的契机， 可以利用澳大利亚人的民族
主义情绪，为新政权提供合法性支持，这也与

目前积极接纳移民的国家定位更一致。

但支持君主制的民众认为，澳大利亚的
君主并非“外国人”，是澳大利亚人的女王，

有团结国民的象征意义，同样也服务于民族
主义和国家建构的目标。该国总督是由澳大

利亚人出任的， 是君主在当地的实际代表，

同样也是本国人。共和派为改制所赋予的各

种能力， 其实针对的是国家现有的社会问
题， 与采纳共和制还是君主制的关系不大。

再者，立宪君主制和民主政体之间并不存在
冲突，英国就是最好的证明。

澳大利亚出现的争论， 充分体现出以巴

巴多斯为代表的国家转制的动机， 也展现了
这种做法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影响力。 共和

制意味着激励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国家
的归属感。 君主无论在前殖民地还是在前自

治领，更多扮演着团结民众的象征性角色，目
前已不能影响各英联邦领地的内政和外交。

共和制和君主制的实际差别在于究竟是团结

在国家周围，还是团结在女王周围。 前者能与
当地被殖民的过去有更好的切割， 也由此受

到了曾经遭受英国殖民者压迫的地区的民众
的认可。 对由大量白人的后代建立的国家来

说，作为家族和国家的历史，和英国殖民者之
间的联系大于冲突。 历史和血缘的纽带或许

是他们不愿意完全放弃君主的部分原因。

    问：英联邦的吸引力，英国的号召力正在
下降了吗？ 英联邦的未来会怎样？

答：英联邦自身的特性，注定了它可能产生
的影响力在未来很难逐步增强。 英联邦作为一

战后就出现早期形态， 并在二战后为应对大量
前殖民地独立而不断改革， 以确保对成员国吸

引力的跨国组织， 确实有其值得引以为傲的部
分。一是在于影响力。目前拥有世界三分之一人

口， 占据地球五分之一陆地面积的英联邦是规

模仅次于联合国的国际组织。二是在于灵活性。

尽管相对宽松的进出机制对成员国的约束力不

强，但战后的不断调整赋予英联邦的灵活性，使

得曾经退出的成员国也有不少重返英联邦。

不过，英联邦的弱点也非常显著。 其一在

于多数成员国之间的联系与英帝国殖民的过
去无法彻底切割。尽管今天的英联邦成员之间

的地位是平等的， 但英联邦首脑仍是英国君
主。机构首脑之位并非世袭，但根据已有协定，

伊丽莎白二世去世后，继任英联邦首脑的将是
英国王储查尔斯，也就事实上允许英国君主世

袭这一职位，折射出了曾经的英帝国相对于殖

民地更高的地位。 再者，绝大多数英联邦国家
都有过被英国殖民的经历，这一共同体形成的

基础正是目前广受抨击的殖民行为。

其二在于英联邦内部的联系更多的是文化

和观念层面的，而非经济层面和关乎权益的。英
联邦目前以召开领导人大会和运动会为凝聚成

员国的主要途径， 但领导人会议商议的问题与
其他国际组织没有显著区别， 如引导文化和环

境治理等领域的合作。 英联邦运动会虽是各国
民众喜闻乐见的活动， 但与其他大型国际赛事

相比特点并不突出。就经济层面来说，尽管旧英
联邦内部的自由贸易推进程度相对较高， 但在

英国 1973年加入欧共体之后，并未建立单独的

和新英联邦国家之间的贸易协定， 而是以欧共
体（欧盟）成员国的身份与英联邦国家确定贸易

运作关系。英国“脱欧”之后，可能会以自由贸易
协议的方式加强和英联邦国家在经济上的联

系，但仍需耗费时间谈判具体条款，避免和其他
英联邦国家和别国的经贸协议或自身利益产生

冲突。 英联邦内部也不存在类似《申根协议》的

促进共同体内部人口自由流动的法律， 英联邦
成员国公民在非本国的公民权益依据国别有所

不同，没有一致性的规定。

其三在于英联邦国家所在的空间局部集

中且整体分散。局部集中意味着在英联邦之内
可能存在规模更小或更紧密的国际组织，如加

勒比共同体，而后者整体利益相对高于英联邦
的利益；同时，也意味着可能会存在基于地缘

政治的局部紧张， 如南亚次大陆的复杂局势。

整体分散则意味着英联邦内部的交流需要跨

越大洲大洋，不如空间上更紧凑的欧盟更容易

执行统一的政策。

尽管英国政府在“脱欧”公投之后所意图

建立的“全球欧洲”中包括加强和英联邦国家
之间关系的愿景，但要实现这个愿景，除了需

要大量的谈判， 未来能产生的效用也无法确
定。 英联邦虽不至于在短期内解体，但在世界

各国不断加强对帝国殖民时代反思的背景下，

要加强内部的凝聚力，需要慎重考虑方式和修
辞。英国王储查尔斯的个人经历和对具体事务

的立场，也会导致英联邦首脑这一最重要的象
征符号未来对其他英联邦国家的吸引力减弱。

对英联邦而言，离心与向心的力量目前处
于微妙的平衡中，但各国内部和国际局势的变

化，可能随时使其面对的离心力显著增加。

朱联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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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为共和制≠退出英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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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外愈演愈烈 美少数族裔“伤痕”难平
    山火狂烧、烟尘蔽日、疫情肆虐，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近来遭遇多重打击。“火灾以及在
加州导致 1.4万人死亡的新冠大流行，就像是

对该州及其诸多不公平现象的 CT扫描。”《华
盛顿邮报》这样评论。

“诸多不公平”中，美国社会对少数族裔
的系统性歧视是一个突出的存在。正如美国

学者索维尔在《美国种族简史》一书中所说：

“肤色在决定美国人的命运方面，显然具有举
足轻重的作用。”

种族歧视无所不在
加州是多种族移民大州，当地少数族裔

遭遇排外和歧视的历史也折射出整个美国社

会存在的这一痼疾。
1931年，加州洛杉矶市警察突袭奥尔韦

拉街一个市场，逮捕了数百名墨西哥裔美国
人，并把他们强行驱逐到墨西哥。

19世纪中叶，美墨爆发战争，一半以上墨
西哥领土被美国吞并，包括如今的加州、得克

萨斯州、亚利桑那州等地约 230万平方公里

的土地，那里的拉美裔居民便成了美国公民。
此后，墨西哥人等拉美移民大量进入美国。

美国国内反拉美裔的情绪也随着移民流
入而增长。19世纪末 20世纪初，美国各地针

对讲西班牙语者的暴力很常见。大萧条期间，

拉美裔沦为美国经济衰退和失业问题的替罪

羊，多达 200万墨西哥裔美国人被驱逐出境。
而拉美裔的遭遇，也同样发生在非洲裔、

亚裔、阿拉伯裔等少数族裔身上。

“白人至上”毒瘤难除
今年以来，新冠疫情的冲击令美国种族

问题暴露无遗。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在新

冠感染率方面，美国拉美裔是白人的 2.8倍，
少数族裔感染新冠和死亡风险远高于白人。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7月一份报告显示，近
三分之一受访亚裔美国人表示，自己在疫情期

间曾遭遇带有种族主义性质的侮辱或嘲笑。

而美国种族问题的根源之一在于白人至

上主义。本届美国政府上台后，一些政客出于
政治目的，非但无意弥合种族鸿沟，更是把身

份政治、移民政策等当作政治角力的工具，导
致美国社会白人至上主义越来越猖獗，排外

主义和仇恨犯罪愈演愈烈。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一些政客对移

民的污名化助长了仇外情绪，进一步加剧了

民众对外来移民的负面情绪。与此同时，美国
黑人男子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反种族歧视抗

议席卷全美，而激进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也走
上街头，种族矛盾日益激化。

据美国媒体报道，今年以来至少有 497

起白人至上主义者袭击反种族歧视示威者的

事件。美利坚大学反种族主义研究和政策中
心主任伊布拉姆·肯迪说，美国处在“白人至

上恐怖主义的危机中”。 杨定都 柳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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