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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在1971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联在当时的中国政府请求下，派出了

英国人李顿率领的“国联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调查“九一八”

事变的前因后果。1932 年 10 月，国联向世界各国公布了李顿

调查团提交的长达 270 余页、共 10 章的调查报告。前 8 章是调

查结论，从法理层面澄清了是非，指出日本在东北的军事行动

是一种有预谋的侵略。其主要内容有三——第一，“九一八”

事变中，日军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之办法”，其有“精密

预备的计划”；第二，“满洲国”为日本扶植成立，其政权“不

能认为由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产生”；第三，承认东北三

省领土及主权归中国所有。看起来，李顿所率“国联调查团”

的调查报告详实可靠，可其第 9 章、第 10 章给出的解决办法却

荒腔走板——报告不主张让东北恢复原状，而是建议设立一个

“自治政府”，包括“相当数额之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

一重要比例”；“中日军队全部撤出东北，改由两国宪警维护

治安”等。当时，代表中国政府在国联进行交涉的外交官顾维

钧即称，李顿报告“前八章事实叙述，看来是正确地反映了满

洲的形势，但最后两章则似乎很难受既成事实的影响”。问题是，

即便如此显失公允的报告，当时的日本政府仍不满足，其发言

人称：“该报告书对日本不公正之处甚多，但对华不公正之处

则绝无。”1933 年 3 月，日本派出代表松冈洋右，跑到日内瓦

宣布日本退出国联。

无论在亚洲，还是在欧洲，国联都没能阻止世界大战的发生。

这对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联来说，是偌大的失败。

1946 年 4 月，国联宣告彻底解散，财产和档案全部移交给

联合国。

从1865年成立国际电报联盟，到1874年成立万国邮政联盟，

再到 1899 年国际和平会议在荷兰海牙召开，人类在走向全球化

的过程中，也在找寻和平解决危机和防止战争发生的办法。然而，

无论是诞生于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

还是诞生于一战之后的国联，都无法阻止世界大战的发生。与

国联相比，自联合国诞生后，世界大战还真没有发生过。这到

底是联合国本身有很大能力，还是人类社会找到了遏制世界大

战爆发的恐怖平衡呢？应该说，两者兼而有之。

对比国联是在一战之后于巴黎和会期间筹建，联合国的诞

生则是在二战期间，由英国、美国、苏联、中国等 26 个反法西

斯同盟国共同发起。1942 年 1 月 1 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

26 国代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尽管《联

合国家宣言》脱胎于 26 国对 1941 年 8 月 14 日美、英所公布的

背信弃义。但美国如果不这么做，后果更不堪想象——如果美

元不与黄金脱钩，但凡盟友向美国挤兑黄金，美国大概率会破产。

为了扭转美国的颓势，尼克松指挥基辛格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将美元与石油挂钩，二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接触。但当时，

美国方面仍没有脱离二战以来那种颐指气使的态度，特别是处

理对华关系方面，美国仍想高高在上。

实事求是地说，所谓联合国，作为二战之后成立的由主权

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其成立初期，美国是起到了不

小的作用的。

联合国的前身是“国际联盟”，简称国联。1919 年，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 年 1 月 28 日，在巴黎和会中，通过

了建立国联的草案。在当时的世界两大巨头——英、法的操纵

下，由时任美国总统托马斯·威尔逊牵头，起草了《国际联盟盟

约》。1920 年 1 月 10 日，《凡尔赛条约》正式生效，国联亦宣

告成立。可就在威尔逊因促成国联成立而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同

时，美国参议院却一点儿也不给刚刚卸任的威尔逊面子，拒绝批

准《凡尔赛条约》和《国际联盟盟约》，亦即美国拒绝加入国联。

早在 1900 年左右，美国就成为了世界第一经济体。可哪怕经历

了主战场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的欧洲国家无论输赢

多多少少实力有所下降，而美国的实力相对来说继续增强，这种

情况下，美国依然无法主导国联，于是索性退出。

从一战结束，到二战开打，对于中国来说，亦见多了常

任理事国为英、法、意、日的国联的种种嘴脸。譬如连当时的

美国都看不下去的将德国在青岛权益转给日本，而非转给拥

有青岛主权的一战战胜国中国；譬如 1931 年日本关东军发动

“九一八”事变，可国联对此却扮演了极其尴尬的角色。在

《凡尔赛条约》签署复原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