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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战 后 英 国 非 殖 民 化 政 策 问 题 上 ! 尤 其 是 对 =3>? 年

@$3?A 年英国的非殖民化政策!学术界向有分歧%一种观点认

为!非殖民化是英国与殖民地人民积极协商的结果& 这种看法

在英国学术界甚为流行&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英国在战后各种

因素的驱动下实行的帝国非殖民化政策!本质上是一种’ 殖民

撤退( 与) 固守( 相结合的政策& 亚非前殖民地国家学者多持

此看法& 就学术研究而言!这两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针锋相

对的!它们的分歧就在于对) 非殖民化( 概念理解的不同%前一

种观点强调的是在非殖民化中宗主国的主动性*后一种观点则

更强调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与宗主国对殖民地政策的互动作

用+虽然在对非殖民化研究的着眼点上国内学术界已基本达成

共识!但在就非殖民化具体的实施策略上!还是很有商榷余地

的&就历史事实来说!前一种看法显然是为英国辩护的说法!因

为即便是在工党政府和麦克米伦的) 变革之风( 时期!英国的

殖民撤退仍然是在自身力量衰退及民族主义双重压力下的不

得已行为!根本谈不上二者之间协商*但对后一种观点!尽管有

其可取之处!却又对英国非殖民化的描述过于笼统& 如果说战

后英国政府的政策中有固守成分的话!那么工党政府和保守党

政府在固守的策略上却是相当地不同的%保守党更注重对帝国

本身的维持!而工党则只是要求保证英国的传统大国地位及经

济利益!在政治上却相对开明& 实际上!战后 %& 年英国在非殖

民化问题上的政策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一直摇摆 不 定!其 间 情

况之复杂非一语可言明!本文拟对此作一浅尝性探讨&

一,工党政府与非殖民化的发端

大战给帝国带来了双重的困难%其一是因殖民地民族意识

觉醒导致的帝国统治危机*其二是庞大的战争债务及战后不断

恶化的国际贸易条件使英国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战

后不久!印度的独立宣告了’ 第二帝国( 的终结+随后西非黄金

海岸的自治斗争,埃及的革命,马来亚地区的共产党游击队的

活动以及中东阿以冲突等等!都令英国应接不暇!为维护帝国

的存在!内阁不断在各地区宣布’ 紧急状态( +但对战后的英国

而言!要承担维护帝国稳定的重任却已力不从心了+ 战争使英

国背上了 B& 亿英镑的国际债务和 %&& 多亿英镑的国债! 出口

贸易损失了三分之二!英国已经无法负担对殖民地进行军事镇

压所需的开支+

与此同时! 迫于民族主义运动及国际反帝势力的压力!工

党政府意识到!英帝国的非殖民化已不可避免!此时最明智的

做法只能是在必要时让各主要殖民地实现自治!同时努力将英

帝国向联邦发展方向引导!实行用联系密切的英联邦代替帝国

的政策!以此维护战后英国的大国地位和在原殖民地的经济利

益+ $3>3 年 ? 月的一份内阁档案中说%’ 英国殖民政策的目标

很简单%就是引导殖民地在联邦内走向自治--( C$D+ 工党政府

之所以做此决策实际上也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即) 我们的殖

民地在获得独立时尽管不是全部!但大部分都会遵循锡兰先例

留在联邦内--!这样将会出现一个由许多民主国家组成的前

所未有的庞大集团在世界上发挥着强大的稳定作用+ ( C%D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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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摘要D!!!民族主义的兴起促使了英殖民帝国的瓦解+迫于国际形势的压力!二战后英国不得不开始考虑实行殖民撤退+ 但因

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历届政府的非殖民化政策也就各有不同%工党政府实行了相对积极的) 以联邦代替帝国(

的政策*保守党丘吉尔政府则坚决要求固守帝国*而保守党麦克米伦政府因意识到非殖民化的不可避免而决定加速非殖民化进

程!并一手促成了帝国的最终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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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于工党将立即放弃帝国#因为在英国看来#帝国各殖民地

的经济$政治发展都相当落后#根本不足以承担自治的责任#这

种情况尤以非洲最为突出% 因此英国在非殖民化问题上#采取

了有针对性的两手&首先在政治方面#工党政府在实行殖民地

地方政府改革的同时#开始在各主要殖民地中央政府内部实行

’ 宪制改革( # 以现代西方的民主管理制度为模版培育殖民地

政体%通过这种似乎是采取主动的’ 殖民撤退( #可以笼络新独

立国家人民的感情#将其留在英联邦内#继续帮助英国支撑其

大国地位%

其次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 工党政府于 #$%& 年开始推

行第二个殖民地社会发展和福利法# 加大对殖民地资源的开

发# 预计总投资 #) 亿英镑% 这些资金被不等额分配到各殖民

地#接受投资额最大的分别为非洲$英属西印度群岛和远东殖

民地%这个开发计划实际上其最主要的动因是为了解决战后英

国国内的粮食及工业生产的原料供应危机#但因这一点与我们

所要论述的问题关系不甚密切#故此这里也就不再赘述%

应该说#政治上的’ 宪制改革( 和经济上的殖民地开发计

划#二者是密切联系的战后英国非殖民化政策的两手% ’ 宪制

改革( 这种渐进式殖民撤出方式可以为英国赢得时间对殖民

地实行经济渗透)而通过殖民地经济开发计划又可以为英国在

撤出之后借助自己在殖民地经济上及殖民地人民对宗主国的

情感因素继续保证对其原殖民地事务的影响力% 因此#工党政

府认为#非殖民化过程中’ **权力的转移并非意味着帝国的

削弱和消亡#实际上它是力量的源泉% ( *+,"
""""""""但局势发展却打破了英国的幻想% #$%- 年 ) 月黄金海岸

发生阿卡暴动#科恩认为现在必须加快殖民地的立宪进程% 随

后英国政府即在黄金海岸实行了’ 双头政治( % 但从英国回来

的民族主义领袖恩克鲁玛却提出了立即自治的要求#并呼吁采

取’ 积极行动( % 斗争于 #$&# 年取得初步胜利#恩克鲁玛成为

黄金海岸总理%由此#工党政府渐进式立宪计划被打破了%’ 非

殖民化( 已成为时代的潮流# 不断冲击着日益衰颓的帝国基

础%

二$保守党丘吉尔政府固守帝国

#$&# 年 ## 月保守党丘吉尔政府上台#这是一批死硬帝国

主义分子的内阁%

保守党上台不久#丘吉尔在就英国的外交及防务政策发表

谈 话 时 说&’ 我 们 首 要 的 目 标 就 是 统 一 并 巩 固 联 邦 与 帝 国 遗

产% ( *%,这次讲话暗示前工党政府相对积极的’ 以联邦代替帝

国( 的’ 非殖民化( 政策在保守党执政时期将要发生偏移%

但战后兴起的民族运动在进入 ). 世纪 &. 年代后#由于联

合国宪章中关于民族自决原则的广泛传播# 其来势更加凶猛%

肯尼亚的’ 茅茅运动( $埃及对苏丹的主权要求$伊朗的摩萨台

政权没收英伊石油公司的行动$东南亚地区民族运动所具有的

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都令英国头痛不已% 对于战后殖民地的

政治混乱#保守党政府在其 #$&) 年的内阁文件中不得不承认&

’ 战争加剧了英国作为世界大国的脆弱性**令我们对其他

政府政策和行动的控制能力严重下降% ( *&,但这样的说法并不

意味着英国将放弃帝国#立即实现’ 殖民撤退( %保守党内部严

重的帝国情结#使其根本不愿意放弃对帝国的所谓’ 责任( %不

久#英国镇压了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 年又镇压了肯尼亚

的’ 茅茅运动( )解散了英属圭亚那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贾根

政府)流放了不听命令的乌干达国王)镇压了塞浦路斯的 /01
23! 塞浦路斯战斗者全国组织" )为保证远东地区防务及地区

安全#创立了远东战略储备同盟% 但镇压却引起了国际舆论的

谴责% 不仅亚非独立国家纷纷指斥英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其盟

友美国从冷战的视角出发#也指责英国的行为妨碍了西方对苏

冷战中自由世界的团结% 在国内#保守党政府重整军备政策及

对殖民地的军事镇压#消耗了英国财政预算的绝大部分#严重

妨碍了国内福利国家建设以及国内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而

也引起国内人民#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反对% 保守党政府也承认

’ 主权独立的进程**是不可避免**的了( *(,%

令帝国尴尬的是#如果英国对帝国就此放手#任由非殖民

化的进行#帝国的瓦解将指日可待% 这必将’ 有损英国的国际

地位#降低英国作为合作伙伴和盟国的价值#也有损于联邦的

凝聚力#也有损英美特殊关系**( *4,#于是保守党政府决定在

’ 殖民撤退( 问题上#要’ 在那些英国仍能发挥某些控制性作

用的地区寻找一条可以引导民族主义力量与英国充分合作的

道路% ( *-,为此#保守党政府决定在各殖民地推行帝国联邦计

划%不过与包括工党政府在内的前几届政府所推行的帝国联邦

计划在目的上不尽相同的是#它希望借此计划来改变英国在战

后国际关系中的尴尬处境% 因为这一计划的推行#至少可以带

来以下几点好处&! #" 可以有效应对国际反帝舆论的压力% 在

战后明目张胆推行帝国政策必然会遇到极大的困难%而通过成

立联邦国家的形式允诺制定这些地区的独立日程表#则可以有

效地对国际舆论做出交代#改善英国的国际形象#同时亦可避

免因殖民地问题而导致与美国发生摩擦#损害刚刚建立不久的

英美特殊关系% ! )" 成立联邦制国家#可以强化当地白人政权

对土著人民的政治控制#使联邦成为抵抗民族主义的一道有效

的防护网% ! +" 组成联邦有利于各殖民地经济互补#推动殖民

地经济的发展#为英国开拓帝国内的市场#同时也有助于从经

济上巩固帝国联系%

但是这种联邦远不能和昔日的白人自治联邦相提并论#尽

管帝国联邦计划获得了暂时的成功#但因 ). 世纪 &. 年代以来

各殖民地中下层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这种建立在白人政权与

殖民地上层温和派结盟基础之上的联合统治并不稳固% 到 ).
世纪 (. 年代初#英国建立的联邦先后解体% 因此可以说#英国

所推行的帝国联邦计划在其一开始就孕育了失败的种子%

三$麦克米伦政府加速非殖民化

#$&& 年 #. 月#丘吉尔下台% 继任的艾登内阁不久即于次

年 #. 月与法$以联手发动针对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但在国

#%(



际势力的干涉下三国行动失败!战争于英国战后国际地位及帝

国命运而言"是一个分水岭!这次行动表明在战后国际关系中"

没有盟友美国的支持" 英国即便有一个已经四分五裂的帝国"

也难以发挥以往的国际影响力!对埃及军事干涉的失败也表明

英国正在丧失对自己殖民地的控制能力!此后上台的保守党麦

克米伦内阁认识到非殖民化的进程已经不可避免! 就此问题"

在一份英国财政和经济问题的特别报告中也指出#$ %&英国

的经济利益根本不可能在一个殖民地是否应当独立问题上起

决定意义’ ( !"#有鉴于此"内阁开始着手为帝国的非殖民化进行

准备工作’

$"%& 年" 麦克米伦进行了一次帝国联邦之行 ) 不包括非

洲* "考察结束时"他对联邦的发展表示赞赏"认为没有必要赖

在非洲或其他任何地方不走’这次旅行的成果实际上也就成为

不久的将来英国在非洲大规模殖民撤退的依据’

$"%"’$"() 年"麦克米伦在其著名的非洲之旅行将结束之

际" 在南非议会中发表演讲时说#$ %%变革之风正吹遍整个

大陆"不论我们喜不喜欢"民族意识的增长是一个政治事实"我

们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必须考虑到它’ ( !$)#此时已担任麦克米伦

内阁殖民大臣的激进保守党人麦克里奥德 ) *+,-./+01234* 也

认为$ 我们必须走这条路"别无他途( "因为$ 任何别的政策只

会在非洲导致严重的流血冲突%%( !$$#’他上台之后"立即废除

了殖民部的$ 渐进时间表( "极力推动帝国非殖民化进程’ 不

久"他宣布结束肯尼亚的$ 紧急状态( "并召开立宪会议"给予

非洲人议会多数地位’ $"(5 年肯尼亚举行大选"同年 $6 月 $6
日"肯尼亚独立’ 此前坦噶尼喀+乌干达已先行获得独立’ 约同

期中非联邦宣布解体"尼亚萨兰和北罗得西亚独立’

帝国小殖民地自治问题一向是历届政府极力避免的问题"

他们以英国殖民撤出之后"小殖民地政府无力维护政治的稳定

为由"拒绝考虑小殖民地独立问题’ 黄金海岸的独立曾一度使

英国陷入这种困境中’ 6) 世纪 %) 年代中后期塞浦路斯争取与

希腊合并的 , 埃诺西斯( 运动再一次将此问题提上了议事日

程’ 在镇压失败之后"$"%" 年 6 月"英国被迫与土耳其+希腊签

署关于保证塞浦路斯独立的一系列条约+协定’次年 & 月"塞普

路斯独立’ 之后"加勒比地区的牙买加+特立尼达+洪都拉斯等

也提出了独立要求并于 $"(6 年得到英国的批准" 西印度联邦

随之解体’

小殖民地获得独立是英国非殖民化政策的根本性突破"表

明英国对帝国的存在已经不再抱有幻想’ 从这个角度来讲"英

国非殖民化政策的演变已经走到了尽头"此后英国所能做的事

情只有一件#努力说服新独立领土加入英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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