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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民族和不同语言，但印
尼人认为他们都是这个自
然国家的一部分。”迈克
尔·莱佛认为：“印尼奉
行的独立且积极的外交政
策是以国内为优先的外交
方式，其目的是为了克服
印尼国内经济、社会和行
政方面存在的缺陷。这种
外交政策迎合了当时的民
族主义情绪，同时也成为
评判印尼政府行为的一种
严格的标准。”

印 尼 的 战 略 文 化 受
到其地理形态的影响，其
民族主义亦受到群岛型地
理环境的影响。虽然群岛
型领土所涵盖的范围以及
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值得
印 尼 引 以 为 豪 ， 但 这 也
是 印 尼 的 弱 点 。 群 岛 的
领 土 特 点 使 得 印 尼 显 得
十分分散，加之多民族，
印尼在构建民族国家时采
取的对外政策特别强调主
权统一，防止国家出现分
裂。“印尼的国家统一从
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因
此，把整个国家联系起来
成为一个单一的、具有凝
聚力的政治、经济和国防
单位，这是‘群岛观念’
的精髓所在，也仍然是印
尼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这一事实使政府，尤其是
军方，深陷不安全感，担
心解体以及面对政治不稳
定的威胁，而这些威胁可
能被外力利用或加剧。”
在苏加诺时期这首先体现
在对印尼国内主权统一的

强烈要求，特别是对西伊
里安等外岛的主权诉求。
印尼独立后的中央政府缺
乏有效的领导，地方矛盾
比 较 突 出 。 外 岛 普 遍 认
为，独立不过是爪哇人取
代 荷 兰 人 成 为 新 的 统 治
者；很多地方军官更愿意
服从本地人民的意愿而不
是中央政府。面对外岛问
题，印尼的民族主义者一
方面通过武力手段镇压外
岛的叛乱，一方面通过外
交手段获取中苏等国家的
支持，并就美国秘密干涉
外岛问题，与美国展开斗
争。“实际上，这些举动
正是印尼贯彻‘不结盟’
政策，同时与东西方发展
正常关系的外交实践，也
是一个新兴民族国家在国
际社会中努力寻求自身定
位的探索。”
         事实上，“nusantara”
（群岛观念）这个词可以
追溯到满者伯夷时期，当
时是指东爪哇和马杜拉等
满者伯夷核心区域以外的
岛 屿 ， 但 直 到 今 天 ， 群
岛 观 念 仍 在 这 一 影 响 范
围内。1953年，时任教育
部 长 穆 罕 默 德 · 亚 明 认
为，“nusantara”完全是
指现代印尼，其范围包含
从苏门答腊岛到巴布亚岛
之间的所有岛屿。1957年
12月13日，时任苏加诺政
府内阁总理朱安达发表关
于印尼领海和群岛国家的
宣言，即《朱安达宣言》
，其中强调印尼作为一个

群岛国家的观点，即“属
于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岛屿
或岛屿的相关部分，不论
其宽度或大小，其周围和
连接的所有水域，均受印
度 尼 西 亚 的 绝 对 主 权 管
辖。”因此从“曼陀罗”
的分析框架上看，这一时
期的外交政策中心是围绕
群岛型民族国家的构建与
维护，如图1所示，其外围
则是在以此为中心的情况
下，寻求与印尼的实力匹
配的周边安全环境，而这
一安全环境的重心也就是
东南亚地区。

按 其 领 土 、 人 口 等
规模，印尼在东南亚地区
属于大国，在地区事务上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苏
加 诺 时 期 印 尼 外 交 政 策
的 外 围 主 要 是 东 南 亚 地
区的安全问题。苏加诺之
所以较为关注东南亚地区
的安全，试图构建起符合
印尼独立与发展的周边安
全环境，这是由其外交政
策“曼陀罗”内核——群
岛的脆弱性所导致的，也
是印尼在建国初期民族主
义和反殖民主义的结果。
许多学者认为，在很大程
度上，苏加诺的外交政策
受到强烈的民族主义所主
导，同时苏加诺反对西方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
样的意识形态也驱动着印
尼的外交政策。在东南亚
地区，印尼作为新兴独立
国家，首要目标是保证其
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在此

基础上展开“积极的外交
政策”，在东南亚地区构
建起能够维护印尼民族独
立等安全的地区环境。冷
战初期，在美、英等西方
国家的支持下，法国意图
重新控制印支地区，与越
南等印支地区国家发生战
争，而随着战争的发展，
美国与中国都直接或间接
地卷入其中。为了防止美
国与中国在该地区出现对
峙，影响地区稳定，维护
好印尼周边环境，1954年
4 月 底 ， 印 尼 总 理 阿 里 与
锡兰、缅甸、印度和巴基
斯坦等国的领导人在科伦
坡举行会议，呼吁停止印
支地区冲突，并且建议成
立一个独立的亚非国家集
团，以缓和冷战对峙的局
势以及应对殖民主义的挑
战。然而局势并未如印尼
所愿，美国发起“亚洲北
约组织”——东南亚条约
组 织 ， 并 于 1 9 5 4 年 9 月 签
订 《 东 南 亚 集 体 防 务 条
约》，即《马尼拉条约》
，翌年该组织正式成立。
印尼拒绝加入，并且认为
这是“将冷战无端地强加
给东南亚国”。因为此时
的印尼政府认为国内政治
稳定远比意识形态对抗重
要，保证印尼在两大阵营
中的独立性是印尼民族主
义的一种“外溢”结果。

在 苏 加 诺 中 后 期 ，
由于苏加诺的影响力和权
威 不 断 提 升 ， 并 且 提 出
了“有指导的民主”，在
他的领导下印尼民族主义
不断高涨，维护群岛民族
国家完整和独立的意识越
来越强烈。如前文提到的
西伊里安问题，在得不到
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的情
况下，苏加诺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外交政策转向苏
联以及中国，以获取国际
支持，并且从苏联获得大
量 武 器 以 武 力 解 决 该 问
题，实现群岛的统一。“
这迫使美国进行干预，但
最终荷兰人被迫于1963年
放弃西伊里安。”完成统

一后，苏加诺的民族主义
外交政策更加激进，特别
是在东南亚周边以及国际
事务，例如马来西亚联邦
等问题上。20世纪50年代
末期，英国政府与东姑阿
都拉曼联合倡议将马来半
岛和北部婆罗洲组成一个
新兴国家，即马来西亚联
邦，但是这一动作立即遭
到苏加诺的反对，这是因
为“在发生‘全面斗争约
章集团’的地区叛乱后，
加上英、美秘密或公开地
支持叛乱，苏加诺对西方
国家越来越怀疑”，“在
英国的支持下，马来西亚
的成立以及英国在该地区
军事基地的保留，使苏加
诺相信印尼正被敌对势力
包 围 ， 英 美 从 北 面 而 澳
大 利 亚 则 从 南 面 包 围 印
尼。”苏加诺认为这个称
为“马来西亚”的国家是
被英国控制的傀儡国家，
目的是通过“马来西亚”
间接统治东南亚，故称之
为东南亚的新帝国主义和
新殖民主义。甚至有分析
指出，苏加诺对抗“马来
西亚”的真正目的，是为
了 吞 并 马 来 半 岛 和 婆 罗
洲，以实现“大印度尼西
亚理念”。不论苏加诺的
真实目的如何，但其基本
目标是希望印尼能够排除
西方殖民主义的干扰，保
持印尼以及东南亚地区的
独立性，以构建起印尼核
心区域有利的地区局势，
此即苏加诺时期外交政策
中 “ 曼 陀 罗 ” 结 构 的 外
围。

前文提到“曼陀罗”
的中心/核心会发生变化，
从而引起外围的变化，因
此“曼陀罗”不是一成不
变的。印尼外交政策受到
其国内政治的影响，当苏
哈托取苏加诺而代之，其
外交政策的“曼陀罗”核
心也随之发生变化，外围
亦有所变化，展现出不同
的“曼陀罗”同心圆。

未完     下期续完

  “曼陀罗思想”对印尼外交政策的影响：

战略文化的视角（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