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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很多与朝鲜半岛有关的问题都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这是一个不难理解的现象。
因为朝鲜半岛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而且当前围绕半岛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对东亚地区乃至整
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走向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这些问题，诸多研究已经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详尽论述。
简言之，从宏观的、历史的角度来看，朝鲜半岛因其一端背靠大陆，另一端伸向海洋，地处大陆与海
洋之间，构成一个背陆面海的“丁”字形状，地理位置上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如果控制了朝鲜半岛，则进可攻，退可守，是主导亚洲大陆和太平洋海域的重要环节，所以历来是大
陆和海洋两大力量试图控制的对象。
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围绕争夺和控制朝鲜半岛，有关国家之间多次发生冲突，多次引发战争，19
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等一系列在近代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战争，背后都渗透
着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的因素，从结果来看，这些战争对参战国本身以及东亚地区格局都产生了重大
甚至是根本性改变。
时至20世纪50年代在半岛上爆发的朝鲜战争，其影响至今未消。
从现实和微观的角度来看，当前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至今在前线’保持着世界上最集中的火力对峙。
更为迫切的问题则是屡起风波的朝鲜核问题。
至今，有关各方围绕这一问题，先后展开数次较量，但仍未有可被各方接受的结果，成为影响朝鲜半
岛和整个东亚地区安全局势的重要因素。
而且，这一问题因朝美双方在各自坚持的根本性立场上无法达成调和而有陷入僵局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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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亚安全与驻韩美军》把美国国家战略、美国军事战略、美国东亚政策、美国半岛政策、美国
对华政策这五个问题与驻韩美军联系起来，形成国际政治范畴中的五对命题，并尝试从理论和实践两
个维度对这五对命题中的两个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较为深入剖析，从而整体上来考察驻韩美军这
一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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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祁建华：法学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现任（香港）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基金会研究
员，主要关注世界经济与政治问题。
论著有《新地区主义与东亚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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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驻韩美军的形成过程第一节 近代朝鲜半岛政治格局的变迁一、朝鲜发展历史的简要回顾与日
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从历史起源来看，“驻韩美军”问题与近代史上朝鲜半岛及东亚的国际政治
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近代史上朝鲜半岛和东亚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就不会出现驻韩美军这一现象。
因此，对驻韩美军进行深度分析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回顾并简要分析近代以来朝鲜半岛及东亚的国际政
治格局的变迁。
关于朝鲜半岛格局的历史变迁以及有关大国与朝鲜半岛政治格局变迁的关系，国际政治学大师汉斯?摩
根索在他的代表作《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由于朝鲜的地理位置
靠近中国，凭借强邻的控制或干预，它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里作为自治国家生存下来。
一旦中国的强权不足以保护朝鲜的自治，另一个国家，通常是日本，就会想方设法在朝鲜半岛上取得
一个立足点。
自公元前1世纪以来，朝鲜的国际地位大体上不是由中国的霸权决定，便是由中日之间的竞争来决定
。
朝鲜在公元7世纪的统一本身是中国干涉的结果。
从13世纪起至l9世纪中国强权衰落为止，朝鲜臣属中国，以中国为宗主国，在政治和文化上接受中国
的领导。
从16世纪末起，早先入侵过朝鲜而终未得逞的日本提出控制朝鲜的要求，以与中国的权利要求相抗衡
。
由于日本在1894-1895年中日战争中获胜，它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权利要求。
此后，日本对朝鲜的控制权遇到了俄国的挑战，自1896年以后，俄国的影响占了支配地位。
日俄之间为控制朝鲜而展开的争夺以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而告终。
于是牢固确立了的日本对朝鲜的控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战败而终结。
从此，美国取代日本，成为俄国在朝鲜的野心的制约。
中国通过干涉朝鲜战争恢复了它控制朝鲜的传统利益。
因而两千多年来，朝鲜的命运不是为一国控制朝鲜这种优势地位所左右，便是由争夺这个控制权的两
国均势来决定。
①应当承认，虽然摩根索对朝鲜半岛政治格局变迁的描述带有一些意识形态色彩，对一些问题的表述
也存在诸多偏差，但这位国际政治学大师的论述的确精辟，他除了用简洁的语言描述了朝鲜半岛政治
格局的历史变迁外，还准确的揭示了大国力量的变化与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历史进程中看，一直以来，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自身从来没能真正决定自己的命运，只能被动的参与
到大国或大国集团在半岛上进行的角逐中。
这种情况甚至直到今天都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朝鲜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区。
近年发现的一些旧石器时代遗迹和新石器时代遗址表明，远古时期半岛上就已经有人居住。
约在中国战国时期（公元前5～前3世纪），“朝鲜侯”称王，这是朝鲜正式建国的开始。
公元3世纪左右，百济统一马韩地区，新罗统一辰韩地区，建立起国家。
公元前后在中国东北兴起的高句丽，于427年迁都平壤，于是半岛上形成三雄争霸的局面，史称三国时
期。
71廿纪中叶，新罗与唐朝结成同盟，借助唐朝的力量先后在660年消灭了百济，在668年消灭了高句丽
，于735年统一朝鲜。
新罗统一朝鲜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迅速向封建制过渡。
这一时期，朝鲜的农业、手工业都有较大的发展，对外贸易兴盛。
9世纪末叶以后，新罗王朝国力衰弱，统治阶级腐朽，农民起义频繁。
900年，甄萱建后百济，901年弓裔建泰封国，朝鲜又一分为三，史称后三国。
918年，王建杀弓裔自立，国号高丽，这就是王氏高丽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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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王朝先后灭亡了后百济和新罗，统一半岛南部。
高丽建国后，乘渤海国衰落之机向北扩张，把疆界延伸到鸭绿江下游南岸。
此后，连续与中国东北的辽、金两国发生战争。
从1231年起，中国北部兴起的蒙古多次派兵进攻高丽。
在蒙古骑兵的强大攻击下，1258年，高丽国王降服，元朝在高丽设“达鲁花赤”，监督国政。
元末农民大起义后，元朝对朝鲜的统治开始削弱，高丽逐渐摆脱了元朝的统治。
1392年，李成桂篡夺高丽王位自立，改国号为朝鲜，即李氏朝鲜。
李朝是朝鲜封建社会由鼎盛到衰落的时期。
16世纪末叶，壬辰卫国战争爆发，朝鲜人民组织义兵，到处打击日寇，李舜臣等爱国将领则给日本水
军以沉重打击。
明朝应朝鲜之请，派遣军队援朝御倭，中朝联合最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17世纪以后，朝鲜的社会经济又有恢复和发展，同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
自古以来，朝鲜就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一直是唐朝中叶以后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天朝礼
治体系或者说东亚封贡体制的最重要一环。
所谓天朝礼治体系，就是指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以礼仪（朝贡）为主要形式的一种特殊国际关系
形态。
在这种关系中，朝鲜以及其他藩属国并没有丧失自己的相对独立地位，中国中央王朝也向来不干涉藩
属国的内政，中国和其他国家仍然是两个独立的国家，在主权上并没有隶属关系，双方关系呈现出一
种独特的国际关系形态。
这种国际关系形态的形成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
在东亚各国中，中国最早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
当华夏文明开始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时，华夏文明已经处在十分发达的水平了。
因此，中国的先民自然而然地把华夏文明以及这种文明所包含的价值规范作为普天之下文明存在的唯
一形态。
由于相对先进、崇尚礼乐教化的华夏文明为华夏民族所独有，华夏的先民自然认为，华夏所在之地，
便处于天下的中心；而天下一体，中心之外，便是四夷；相对于四夷来说，处在中心的华夏便是中国
。
这就是古代中国人对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认识。
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随着优秀华夏文化自内向外的辐射传播，同时掺杂着经济和战争的手段，本属
于国内统治秩序范畴的儒家思想中的君臣等级关系，被中国的统治者逐步地运用到了处理中国和东亚
各周边国国家关系的活动中。
早期的中原王朝，更多的是追求对周边地区直接的统治。
到了明代，被现代学者称为封贡体系的国际秩序才正式完备的建立起来。
 在政治上，封贡体系内国家问的基本关系是册封和被册封，朝贡和被朝贡的关系，同时也有同盟的性
质。
在本质上，这种关系虽然仍是不平等的国家关系，但是，这种不平等不是建立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的
。
具体说来，在封贡体系中，中国周边国家的君主作为藩属必须得到中国皇帝的确认（即册封）才能拥
有合法的统治地位；作为回报，藩属必须承认中国皇帝对自己的宗主权。
封贡体系中的双方承担一种双向的权利和义务。
中国皇帝负有在周边国家中维持正当秩序的职责，并通过向藩属国王派遣使节主持其册封仪式和颁发
皇帝诏书来承认这些国王的合法地位。
当这些藩属遭受外来入侵时中国要给予他们援助，当他们遭遇灾难时中国皇帝应派遣宣慰使节和颁布
安抚诏令。
在藩属国一方，向中国皇帝表示臣服的具体形式是按时向中国皇帝进贡、请求册封其国王并奉中国为
正朔——即按中国皇帝的年号及日月来记录历史。
尽管封贡体系仍然是一种不平等的国家关系，但是中国皇帝对封贡体系内的“外国”的内政一般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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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而仅对封贡国之问的秩序进行平衡和仲裁。
在经济上，封贡体系下的东亚诸国，都从中国获得了贸易的实惠，其国家的经济得到了繁荣和发展。
封贡体系下的进贡，主要是一种礼仪上的形式。
而经济上的封贡贸易往来，才是维系封贡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并因此而形成了一个东亚贸易圈。
在文化上，封贡体系促进了中国向东亚诸国的文化输出，并进而形成了东亚文化圈。
在东亚诸国中，汉字是国家的正式文字，儒学是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佛教自中国东渐，朝鲜、日本
之国家制度深受中华影响，至今不绝。
作为东亚天朝礼治体系的最重要一环，自古以来，朝鲜和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就有
着密切的交往与联系。
尽管古代中国封建王朝曾经征服过朝鲜半岛，中国封建王朝入侵与朝鲜半岛国家反入侵的事件也偶有
发生，但朝鲜半岛国家在历史上很长时间里时断时续地作为藩属国向中国王朝统治者称臣纳贡，而中
国与朝鲜半岛国家的民间贸易、人员往来以及文化交流等则一直持续不断，表现出高度的稳定性。
从根本上而言，赋予这一体系稳定性的是具有相对不变性的、历史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共同文化，是双
方国力的体现，这也是连接中国与朝鲜半岛历史关系的深层纽带。
从朝鲜半岛的李朝初年开始，朝鲜与明朝开始三年一贡。
由于倭乱，中朝军事合作击退倭寇，使中朝册封朝贡关系更为巩固。
到清代，中朝之间的封贡体制已经覆盖国家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中朝两国间的封贡关系已经
达到几近无所不包的地步，两国间的这种关系相当成熟和稳定。
需要指出的是，朝鲜半岛国家对中国封建王朝的“事大”外交是东亚华夷秩序的必然产物，是当时远
东力量格局中强弱力量联合的一种恰当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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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亚安全与驻韩美军》旨在提示隐藏于驻韩美军背后的一些深层次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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