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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陀罗思想”对印尼外交政策的影响：

战略文化的视角（上）

论文是华中师大印尼
研究中心学术调研文

印度尼西亚作为东南
亚地区大国，是东南亚地
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基石，
并且在地区和全球国际事
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而对于学术界而言，
印尼也是区域国别研究特
别是东南亚研究的热门研
究 对 象 。 在 对 印 尼 的 研
究，包括对印尼外交政策
的探讨中，国内学者基本
上是从政治经济、区域合
作等传统视角来进行阐述
的，很少从战略文化的视
角对印尼外交政策的演变
进行剖析。战略文化是指
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
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系
列对国家的战略思维、战
略取向、战略意图等产生
影响的深层次文化因素，
其中包括地理环境、历史
文化、价值观等因素，这
些因素构成了一国的战略
文 化 ， 对 这 个 国 家 的 行
为特别是对外行为常常有
着重要的影响。印尼自独
立以来外交政策的演变受
其自身战略文化的影响，
与此同时，不同时期的对
外政策也反映出其自身的
地理及历史文化特征。在
印尼战略文化中，受到地
理、历史、宗教等因素的
影响，形成了一种“曼陀
罗思想”，这种思想在印
尼的战略文化中占据很重
要的地位，对其外交政策
的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本 文 旨 在 从 “ 曼 陀 罗 思
想”出发，阐述战略文化
如何对印尼外交政策的变

化产生影响以及表现出什
么样的特征，以期对相关
研究有所助益。

一、文献回顾 

关 于 “ 战 略 文 化 ”
的究，学术界对此已做出
各种探讨，大部分学者都
认同江忆恩的观点，认为
历史和文化对战略文化的
塑造更为重要，而不仅仅
是现有的价值观和信仰影
响。因此国家的行为，包
括对外行为会受到本国特
有 的 历 史 、 文 化 等 的 影
响，形成一套符合自身逻
辑的战略文化，表现出独
有的特征。印尼当然也不
例外。关于印尼战略文化
的研究，国内学者较少提
及，而国外学者在这方面
的研究较为丰富。德薇·
霍都纳·安瓦尔认为印尼
外交政策的战略文化源自
其历史经验、外部威胁和
挑 战 ， 包 括 群 岛 观 念 、
国家弹性以及全民国防，
这些战略文化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着印尼的国家安全
认知及其对东南亚地区国
际安全环境的判断。而苏
莱曼认为印尼的战略文化
应包含印尼辉煌的历史文
化 、 争 取 独 立 的 历 史 以
及“独立积极”的外交以
及不结盟政策。谢卡尔对
前人的研究进行了拓展，
他认为印尼的战略文化包
含战略群岛的视角、区域
领导者的角色、长久的战
略自主、伊斯兰民主国家
的 身 份 、 欠 平 衡 的 有 限

的国防开支、注重基于规
则且自由的全球以及地区
秩序、团结发展中国家等
等。也有学者认为“爪哇
中心论”对印尼的战略文
化影响深远，其中杜邦认
为印尼的一个重要的战略
思想是以爪哇为中心的地
缘政治思想，这体现了爪
哇人在印尼民族精神和文
化中的中心作用，而这种
以爪哇为中心的国家安全
观念的最明显表现是以东
盟为中心的原则。从目前
的研究来看，印尼战略文
化包含两个重要部分，即
由历史文化所造就的“爪
哇中心论”与印尼的群岛
地缘政治特征。

然 而 ， 也 有 学 者 认
为，“爪哇中心论”和群
岛地缘政治共同构成了另
外一个重要的战略文化因
素——“曼陀罗思想”。
例如杜邦认为以“爪哇为
中心”的地缘政治思想，
体现了一种印度/爪哇“曼
陀罗”政治概念，即“国
家定义取决于中心而非边
缘”的政治概念，这对印
尼的外交具有很重要的影
响。文宇豪则探讨了“曼
陀罗思想”中的联邦主义
元素和政治魅力，借此研
究了“曼陀罗”作为印尼
传统政治文化在印尼联邦
建设中发挥的作用。

目 前 学 术 界 关 于 “
曼陀罗思想”的探讨大部
分 集 中 于 宗 教 、 文 化 领
域，在国际关系领域主要
是借以研究古代东南亚，
但也有学者运用“曼陀罗
思想”来探讨现当代东南

亚的国际关系。关于印尼
的“曼陀罗思想”，沃尔
特 斯 在 其 著 作 中 有 所 阐
述，他认为在古代印尼所
在 地 区 形 成 过 两 个 主 要
的“曼陀罗”，即室利佛
逝王国“曼陀罗”和爪哇
岛上的满者伯夷王国“曼
陀罗”，二者对于印尼的
政治、文化都具有深远影
响，而后者对于政治思想
的影响更为深刻。而塔林
认为，古代印尼群岛上也
存在“曼陀罗体系”，在
满者伯夷，“存在三个地
区：爪哇是中心，其次是
爪哇以外的岛屿，再外一
层就是占婆国和柬埔寨这
样的国家。”从现有关于
印尼“曼陀罗思想”的研
究来看，学者们主要集中
于对宗教、文化、古代历
史以及印尼国内政治的探
讨，而对战略文化中的“
曼陀罗思想”对印尼外交
政策影响的研究较少。“
曼陀罗思想”对大部分东
南亚国家有不同程度的影
响，其表现是以同心圆的
形 式 ， 由 中 心 和 边 缘 构
成。无论是从国内政治还
是国际关系的角度分析，
中心在一个“曼陀罗”中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
中心的变化会导致整个“
曼陀罗”发生变化，而边
缘也会因此发生变化，边
缘范围在不同时期和不同
空间上也随之发生变化。
这就为本文提供了一个分
析框架，即“曼陀罗”式
同心圆结构。本文在现有
研究的基础上，借助同心
圆的框架来系统分析“曼
陀罗思想”这一战略文化
对印尼外交及其演变的影
响。为了便于分析，笔者
聚焦于印尼独立以来的外
交政策，并且将其分为三
个主要时期，即苏加诺时
期、苏哈托时期以及后苏
哈托时期来展开阐述。

二 、 苏 加 诺 时
期 ： 群 岛 国 家 的 构
建、维护与地区安全

环境 

“ 印 度 尼 西 亚 ” 这
一名称与概念在古代历史
上并不存在，直到19世纪
末20世纪初，该地区民族
主义兴起，在反抗殖民主
义的过程，印度尼西亚这
一“想象的共同体”才被
创造出来。随着印尼民族
主义的高涨，要求独立的
声音也不断上升，经过几
十年的独立运动，在二战
后 去 殖 民 化 的 历 史 大 潮
中，印尼于1945年宣布独
立，至1949年，最终赢得
与荷兰的战争并签订印荷
《 圆 桌 会 议 协 定 》 ， 当
年 1 2 月 7 日 成 立 联 邦 共 和
国 。 1 9 5 0 年 8 月 印 尼 联 邦
议院通过临时宪法，正式
宣布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
国。同年，印尼成为联合
国成员国。苏加诺作为印
尼 独 立 运 动 的 主 要 领 导
人，在印尼1949年正式独
立后出任印尼共和国的首
任总统，开启了印尼共和
国历史的第一个时期——
苏加诺时期（从1950年至
1 9 6 5 年 的 “ 九 三 零 ” 事
件）。在这一时期，苏加
诺政府的外交政策具有明
显的民族主义特征，在某
种程度上是在对独立运动
的继续，即完成民族国家
的构建和维护。在民族主
义主导下，印尼这一时期
的外交政策凸显出其独立
性。正如时任印尼副总统
的哈达所说，印尼奉行“
独 立 且 积 极 ” 的 外 交 政
策，是因为印尼的“首要
任务是内部的整合。如果
政府想要抵消激进团体煽
动的影响，就必须拿出经
济 和 社 会 得 以 改 善 的 证
据。如果印尼的外交政策
是与美苏中的任何一个结
盟，国内任务就会难以实
现。”民族主义特征更为
明显的反映是苏加诺提出
的建国五项基本原则——
潘查希拉强调的“统一的
印尼”。在民族主义宣传
下，“尽管在印尼有数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