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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联合托管到南北分立!

美国与朝鲜半岛冷战对抗局面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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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美国对朝鲜政策思想形成的角度观察"朝鲜半岛冷战萌芽于
!%))

年#战后初

期"在美国政府眼中朝鲜半岛的重要性更多地表现为展现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橱窗'#

正因为如此"两次美苏联合委员会会议期间"美国才难以与苏联达成一致意见#不过"美

国绝非导致朝鲜半岛冷战爆发的唯一因素"韩朝分立政权的建立及其意识形态对抗更多

地应被视为美苏两大外部势力与当地左右翼四者间交叉互动的必然产物#朝鲜半岛冷战

进程还昭示出"冷战起源研究应同时关注全球冷战$地区冷战和国别冷战"冷战爆发的根

本原因为东西方意识形态分歧"有时第三世界国家当地政治势力对局部冷战的发生亦负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键词!朝鲜半岛%美国%冷战

自二战后期直至后冷战时代"美国一直是影响朝鲜半岛内外部关系演变的重要因素#

正因为如此"众多史学家才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讨论的起点便是

美国在朝鲜半岛分裂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同时期的另一个重要课题444朝

鲜半岛冷战起源的其它因素!

444却并未受到足够的关注"且既有研究多从
!%)+

年开始

叙述"忽略了美国国务院战争末期对朝鲜政策的分析及其影响"

"更很少有学者将朝鲜半

岛作为个案探讨更为宏大的冷战起源研究方法论问题#鉴于此"本文拟主要依据(美国对

外关系文件)*

:*[/

+"以二战后半期为观察起点"以美国$苏联和朝鲜左右翼三国四方互

!

"

笔者认为"朝鲜半岛分裂问题研究与朝鲜半岛冷战起源问题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表现为在观察对象

方面二者的时间跨度和主要事件大体重合"均重点考察美国$苏联和朝鲜左右翼三国四方互动关系#区别表现

为在观察视角方面前者更多强调的是外部大国势力范围之争和一国内部派系争斗"探究的是导致朝韩分立的

责任问题%后者更多强调的是外部大国和内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及其引发的争端"探究的是在

朝鲜半岛缘何会产生美苏之间的体制之争和当地左右翼之间不同的民族国家建构路线#

近来有关朝鲜半岛分裂问题的研究可参见小此木政夫!(美国进驻南朝鲜!从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早稻田大

学
K

华东师范大学第五届冷战史工作坊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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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洁!(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形成!从不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

府到托管政策的提出)"载(社会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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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有关朝鲜半岛冷战起源问题研究的

代表性成果如下!

[670A34\NX0D4>018

:

N

&

Z63[EA>E07A[1A9O70<8\1037

"

!%)+$!%+&

'"

;%+L&)8#9,&

5

3."9#

/1)4"+.

"

#&&(

"

*#

*

!

+"

FF

N'!

$

%%

%

/70Q^

?

E8

:

K

A<DN

&

Z63T8>3087A<U7><1812>63[1A9O70<8\1037

!

V8>78

:

A<8

:

>63 1̀D34><C/1A<><C4B<>6>63SA1R7A[1A9O70<8!%)*

'"

\#1+8#91"&#9,L&)8#9,&

5

N&8+9#<".1&8

2

"

#&&!

"

#

"

FF

N

(&%

$

(+&

%

\<D\

?

E8N

&

Z63XD30<C785>0E

::

A3210\10378 <̂894

!

;N5N[EA>E07A/1A<C

?

789fCCE

F

<39\1037

'"

/6̀ N9<4430>7><18

"

;8<=304<>

?

12 O<4C184<8

K

7̂9<41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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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关系为宏观背景"着重辨析朝鲜半岛冷战格局形成中的美国因素"并就冷战起源研究的视角提出自己

的认识#

一$&国际托管'构想!由大国合作向遏制苏联的转变

二战期间美国提出托管朝鲜的政策设想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

!%)!

年
!#

月&珍珠港事件'的发

生促使美国对日宣战"但美国并未立即将解放朝鲜列为政策目标"原因是朝鲜解放与早日打败日本之间

没有必然联系!

#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迟疑"出于顺应欠发达国家民族解放潮流$控制日本殖民地和委

托统治地以及维持战后东亚地区稳定等考虑"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终于提出对朝鲜实施国际托

管的设想#

!%)(

年
(

月
#'

日"罗斯福在会见来访的英国外务大臣安东尼.艾登时首次明白无误地指

出"战后朝鲜应被置于国际托管之下"托管国包括中国$美国和&其他一两个国家'

"

#

在美国提议对朝鲜实施国际托管前后"国务院的相关分析判断十分值得关注#早在
!%)#

年
#

月

#&

日"负责远东事务的国务院官员威廉.兰登*

O<AA<7DdNb78

:

918

+便在一份有关美国对朝鲜政策基

本原则的重要备忘录中指出"大约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让朝鲜人具备自治能力和自主国防意识#此

间"外部大国的保护$指导和帮助必不可少#

#

!%)(

年下半年"国务院开始明确地将朝鲜问题与战后苏

联在远东的地位联系在一起!日本败降后"苏联将趁机填补朝鲜半岛出现的权力真空#苏联很可能会以

朝鲜为例鼓吹其在处理殖民地问题上的一贯主张"借此攫取更多的当地资源"获得不冻港"谋求比中日

两国更有利的战略地位#苏联的所作所为&不但会严重挫伤中国对战后和平的信心"还会挑动中国在东

北亚或其他地区采取类似的单边行动'

&

#

!%))

年
(

月
#%

日"国务院远东地区司际委员会*

T8>30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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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7AX037[1DD<>>3318>63@70V74>

+在一份关于对朝鲜实施军事占领的备忘录中论证道"假使苏联

对日宣战"它最有可能从朝鲜半岛北部向日本人发动进攻"并因此占领相当一部分朝鲜领土#朝鲜海外

军队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苏联红军训练出来的那批朝鲜人#他们完全接受了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政府

管理模式"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一旦时机成熟"这些人便会立即参加到解放朝鲜的军事行动中去#鉴

于此"务必防止苏联单独对朝鲜实施军事占领'

#

+

月
)

日"该委员会在论述朝鲜临时政府问题时进一

步指出"为防止一国在朝鲜事务上独断专行"应对朝鲜实施多国托管#托管国可能包括美国$中国$苏联

和英国#反之"倘若由苏联单独监管朝鲜"朝鲜的苏化*

41=<3><U39

+

(会令中国忧心忡忡"美国也将因此

认为太平洋地区未来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

概括地讲"二战后期美国国务院在对朝鲜实施国际托管方面的关注点大体历经了三个阶段!

!%)#

年"重点讨论战后初期国际社会监护朝鲜的必要性%

!%)(

年"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苏联将朝鲜纳入自

身势力范围的意图"继而提出防止苏联单独占领朝鲜的政策建议%

!%))

年"进一步强调苏联意识形态和

发展模式可能对朝鲜产生的不良影响"并以此为依据力主对朝鲜实施联合托管#由是观之"战争尚未结

束"国务院已开始从美苏意识形态对立的视角观察朝鲜问题#

罗斯福接受了兰登
!%)#

年
#

月的论断"但国务院随后对苏联朝鲜政策的分析框架却似乎并未打动

他"原因是这位美国总统对战后东北亚格局的设计渗透着大国合作的理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

多次表示!&在诸如朝鲜独立这一类问题上排斥苏联的任何企图都是不受欢迎的#'考虑到中苏两国过去

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的斗争"只有各大国达成对朝鲜半岛实施国际托管的协议"才能切实保证该地区的

稳定#然而"国务院的主张并没有被一直束之高阁#

!%)+

年
)

月
!#

日罗斯福突然去世"在此前后美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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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在欧洲明显恶化"苏联参战对亚洲局势产生的巨大影响也印证了国务院对苏联战略意图判断的正

确性"这一切促使美国对朝鲜政策的出发点在战争即将结束之时迅速由四强合作转变为美英中三国联

合抗衡苏联!

#

%

月底
!&

月初"美国占领南部朝鲜还不到一个月"驻朝鲜政治顾问梅里尔.本宁霍夫便

向国务卿汇报说"苏联正在北方组建一党制政府"并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共产主义"目的是全力促使朝鲜

走向共产化#用不了多久"南部就会出现大批共产党追随者"

#及至
!%)*

年年中"杜鲁门总统已明确

接受国务院提出的将朝鲜半岛视为美苏意识形态斗争主战场的看法!&美国对亚洲政策能否得到全面落

实可能取决于*朝鲜这个+意识形态战场'#苏式民主的主要标志是大众福利"美式民主的主要标志是言

论自由#在朝鲜"美国一定要以民主竞争机制击败日益强大的共产主义制度#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近的研究表明"苏联之所以接受对朝鲜实施国际托管的建议"是因为苏联希

望通过这一制度参与战后朝鲜事务"将朝鲜变成苏联的安全缓冲带"并以在朝鲜托管问题上的合作从美

国那里换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两相对照"不难发现!在朝鲜独立问题上"虽然美苏两国赞同的是同一

种方式"但希望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结局#这一切似乎预示着国际托管方案最终难免夭折#

二$防苏反苏!从占领南部朝鲜到美苏联合委员会会议的召开

!%)+

年
"

月
"

日"苏联对日宣战"苏军很快在朝鲜半岛北部登陆并迅速向南推进#为了防止苏联

占领整个朝鲜"

!&

日晚美国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时任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迪安.腊斯克等

人提议把半岛中部的三十八度线作为美苏军队对日作战和受降的分界线#虽然美国决策者提出了这一

建议"但他们认为苏联很可能会讨价还价"谋求将分界线南移#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竟然接受

了美方的主张'

#

%

月
"

日"美国陆军中将约翰.霍奇率领第八集团军第二十四军在仁川和釜山登陆#

与半岛外部美苏两国领导人彼此间日渐猜疑相呼应"朝鲜内部左右翼之间也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展

开了较量#

%

月
*

日"中左派政治领导人吕运亨组织成立朝鲜人民共和国"并很快颁布了施政纲领!废

除日殖时期的法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无偿向农民分配日本殖民者和亲日分子的土地并将他们的其他

财产收归国有等(

#这一切立即引起了右翼的警觉甚至敌视#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是信仰基督教的地

主和富商"曾有过亲日行为"因而担心朝鲜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会危及自身的财产安全和政治地位)

#得

知美国即将占领朝鲜"右翼势力十分振奋"很快便公开拒绝与吕运亨合作"甚至大肆叫嚷着要推翻朝鲜

人民共和国*

#

美国人并没有让朝鲜右翼失望"占领军总司令霍奇等人迅速开始认真考虑遏制北方苏联和南方&颠覆

者'问题+

#美国军政府对朝鲜政局的基本判断如下!朝鲜人民的革命要求非常有害"代表这种革命要

求的激进派*或共产党+一贯无视法律法规"时常采用恐怖和压制手段"是苏联的傀儡和维护当地秩序的

首要障碍,-.

%右翼保守势力是朝鲜主流思想的代表"愿意与美国军政府合作"持有反苏观念"与他们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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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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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卷 第
#

期

有利于维持社会现状"建立反苏堡垒!

%苏联人竭力在北部朝鲜宣传共产主义"推动当地共产化"甚至屡

次提及同美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基于以上认识"霍奇等人着力在南部朝鲜推行&扶右抑左'的政策#

!%)+

年
!#

月
!*$#*

日"美苏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谈"朝鲜问题是主要议题之一#经协商"

三方最终签署了关于朝鲜问题的&莫斯科协定'确定了苏$美$中$英四周联合托管的框架#

&莫斯科协定'公布之初"热切盼望独立自主的朝鲜人民异常愤怒"南部朝鲜左右翼一道起而反对国

际托管#

!%)*

年
!

月
!

日"朝鲜共产党领导人朴宪永访问平壤归来"旋即公开表示支持莫斯科三国外

长会议的决定#此后"左右翼互相指责对方是&卖国奴'和&反动势力'

#

#没过多久"在以李承晚和朝鲜

民主党为代表的右翼分子的煽动下"&反托管'变成了反苏反共的代名词#如此一来"围绕国际托管问

题"战后南部朝鲜的政治力量格局第一次出现明显的两极化趋势&

#

!%)*

年
(

月
#&

日"协商朝鲜托管问题的美苏联合委员会会议正式召开#不久"双方就在究竟哪些

朝鲜政治组织有资格参与协商的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苏方主张协商对象严格限于&莫斯科协定'支持

者#美方则认为"不能剥夺朝鲜人民的言论自由"一切政治团体皆可参与协商#经过一段时间的争执"

为了打破僵局"苏联做出让步!同意联合委员会可以与所有政党和组织协商"其中包括曾反对&莫斯科协

定'者"条件是它们的领导机构在报纸上公开声明支持&莫斯科协定'#然而"两国的分歧并未就此消除!

苏联代表团坚持认为"各政党和组织应派&未因积极反对莫斯科决议和盟国而名声不好的党员或组织成

员'参与协商#美国代表团拒绝接受该立场"理由是这样做无异于党派清洗"有违政治活动民主化原则#

+

月
*

日"会议宣布无限期休会'

#

与此同时"美国驻朝军政府不断加强打压左翼的力度(

#面对占领者咄咄逼人的攻势"朝鲜共产党

决定放弃以往不与霍奇发生正面冲突的温和路线"转而领导广大民众举行罢工甚至发动武装起义)

#

表面看来"左翼反对的是美国军政府%实际上"由于美国军政府的军警力量主要由极右分子组成"镇压罢

工和武装起义的恰恰就是这些人"因此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左翼领导的民众与隶属军政府的右翼分子之

间的较量"标志着左右翼之间的斗争形式由互相指斥升级为武装冲突*

#

!%)'

年
+

月
#!

日"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第二次美苏联合委员会会议召开+

#

*

月
'

日"联合委员

会第一分委会决定"凡签署声明支持&莫斯科协定'并承诺与联合委员会合作的政党和组织均有资格成

为协商对象,-.

#但问题并未因此获得解决#在
#'

日的会议上"苏方拒绝允许作为反托管委员会,-/成员

的约
(+

个右翼政党和组织参与协商#美方认为"同意苏联的立场意味着大多数右翼将拒绝与联合委员

会合作"结局必然是仅与左翼协商"这正是苏联希望看到的#美国的观点是反托管委员会成员的身份与

坚决反对托管绝非同一概念"不能以此作为拒不给予协商资格的理由#

'

月上旬"联合委员会会议再度

走向死胡同,-0

#

美苏联合委员会缘何始终未能达成协议- 据美国人统计"朝鲜半岛右翼与左翼的比例是
(m#

,-1

"只

要尽可能地允许所有政党和组织参与协商"便基本上可以实现协助右翼主导未来朝鲜政坛$阻止苏联吞

.

"+

.

!

"

#

&

'

(

)

*

+

,-.

,-/

,-0

,-1

X90<78]EU1N;%+A9D"#

'

&

5

A&4+8#N&8+9Na3BJ10Q

!

d1E>A39

:

3/0344

"

#&&#

"

F

N+"

%

]18

:

K

W

<8\<DN

&

/707D<A<>70

?

/1A<><C4E8930

>63;5X^ST\789>63d3

F

ERA<C12\1037

'"

N&8+9L&)8#9,

"

#&&(

"

)(

*

#

+"

FF

N#%!

$

#%#

%

:*[/

"

!%)+

"

l1AN*

"

Z63]0<><46[1DD18

K

B37A>6

"

>63@70V74>

"

F

N!&+&N

:*[/

"

!%)+

"

l1AN*

"

Z63]0<><46[1DD18B37A>6

"

>63@70V74>

"

FF

N!&*+

$

!&**

"

!!)'N

赵虎吉!(揭开韩国神秘的面纱444现代化与权威主义!韩国现代政治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
#&&(

年"第
)+

页%

:*[/

"

!%)+

"

l1AN*

"

Z63]0<><46[1DD18B37A>6

"

>63@70V74>

"

F

N!!+)

%

:*[/

"

!%)*

"

l1AN"

"

Z63@70V74>

"

FF

N*!+

$

*!*N

^

?

E8

:

K

A<D/70QN

&

Z63T8>3087A<U7><1812>63[1A9O70<8\1037

!

V8>78

:

A<8

:

>63 1̀D34><C/1A<><C4B<>6SA1R7A[1A9O70<8!%)*

'"

\#1+8#91"&#9,L&)8#9,&

5

N&8+9#<".1&8

2

"

#&&!

"

#

*

3̀C3DR30

+"

FF

N(##

$

(#(

"

(#*N

:*[/

"

!%)*

"

l1AN"

"

Z63@70V74>

"

FF

N*+'

"

*+%

"

**!

$

**#

"

**+

$

**'

"

')%N

:*[/

"

!%)*

"

l1AN"

"

Z63@70V74>

"

FF

N*)%

"

*+"

"

**#

$

**(

"

'&+

%曹中屏$张琏瑰!(当代韩国史*

!%)+$#&&&

+)"第
(+

$

(*

页#

]18

:

K

W

<8\<DN

&

/707D<A<>70

?

/1A<><C4E8930>63;5X^ST\789>63d3

F

ERA<C12\1037

'"

F

N(&#N

:*[/

"

!%)*

"

l1AN"

"

Z63@70V74>

"

F

N'')N

;%+R+

7

9816+#1&

5

/191+C),,+1"#

"

l1AN!*

"

/70>#

"

8EDR30)&+K)!'

"

X

F

0<A

K

HE83

"

!%)'

"

FF

N'!*

$

'!'

"

"!#

$

"!(

"

%)'

"

%%+

$

%%*N

:*[/

"

!%)'

"

l1AN*

"

Z63@70V74>

"

FF

N**"

$

*'!

"

*'(

$

*')N

!%)'

年
!

月
#!

日"赵素昂$金俊渊和梁又正等九人在金九寓所组建反托管独立斗争委员会"共有
(+

个右翼政党和社会团体加入

其中#详见董洁!(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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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

志!从联合托管到南北分立!美国与朝鲜半岛冷战对抗局面的形成*

&M##Q&M#K

+

并朝鲜半岛的目标#唯是如此"美国才千方百计地要将反托管的右翼政党和组织纳入协商对象之列"而

确保朝鲜人民言论自由只不过是这一做法的托词而已#相对美国而言"苏联的意图更为明显#

!%)*

年

(

月
#&

日"在联合委员会会议开场白中"苏联代表团团长什特科夫宣称!&苏联热切盼望朝鲜能够发展

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独立国家"并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目的是确保未来朝鲜不会成为攻击苏联的

基地#'

+

月
"

日什特科夫在离开汉城之前再次强调!苏联之所以反对某些人参与协商"主要是因为作为

朝鲜近邻的苏联希望在朝鲜建立一个&忠诚'的政府#当地右翼诽谤苏联"如果他们组成未来的政府"必

将组织人民对苏联发起敌对行动!

#也就是说"苏联排斥右翼的根本动因并非是他们反对&莫斯科协

定'"而是担心这些人将来占据朝鲜政治舞台"使朝鲜成为美国的反苏根据地#既然美苏两国的政策设

想完全相左且均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组建临时朝鲜民主政府事宜"双方难以在协商对象问题上实现妥

协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南北分立!必然的结局

!%)'

年
"

月
)

日"美国国务院
K

战争部
K

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制定了第
!'*

7

(&

号文件#文件认为"美

国此时不能撤出朝鲜"否则共产党势必统治整个半岛#共产党在朝鲜进行的政治压制会严重损害美国

在远东乃至全球的信誉"使依赖美国抵制共产党压力的小国失望#同时"美国又必须在尽可能阻止苏联

统治朝鲜的前提下努力消除或减少在朝鲜的人力与财力投入#因此"美国将考虑放弃双边讨论"把朝鲜

问题交由美苏英中四国联合解决#若四国依旧不能就此达成协议"则应求助联合国#假使联合国方案

失败"单独赋予南部朝鲜独立地位也是政策选择之一"

#这是美国第一次在对朝鲜政策文件中明确提

出单独建立南部朝鲜分立政府的可能性#

依据上述文件"

"

月
#*

日美国代理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致函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声称联合委员

会会议的僵持状态充分表明美苏双边协商已无法取得进展"建议将朝鲜问题提交美苏英中四国会议讨

论#

%

月
)

日"莫洛托夫复函表示!联合委员会仍有可能达成协议"且&莫斯科协定'也没有规定要由四

国共同讨论朝鲜问题"因此苏联拒绝接受美国的建议#

#

!'

日"洛维特在回信中断言联合委员会已不可

能在组建临时朝鲜民主政府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而苏联又拒不参加四国会议"华盛顿只得将朝鲜独立

问题提交联合国裁定&

#

%

月
!'

日"美国向第二届联合国大会提出朝鲜独立问题#

!!

月
!)

日"联大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主

要内容包括!决定设立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职责为监督朝鲜议会选举%建议朝鲜在
!%)"

年
(

月
(!

日前举行议会选举#选举完成后"尽早召开国民议会"组建全国政府%由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与朝鲜

政府协商组建安全部队及美苏两国撤出占领军等相关事宜#然而"由于朝鲜人民普遍反对联大决议$苏

联认定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为&非法组织'和北朝鲜人民委员会拒绝允许联合国人员入境"临时委员

会不得不派分管托管问题的副秘书长胡世泽回纽约请示#联合国召开&小型联大'会议讨论此事#

#

月

#*

日"根据美国的提议&小型联大'通过了关于在南部朝鲜单独举行选举的决议'

#

&小型联大'决议通过后"未经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开会商讨"美国军政府就自行宣布在
+

月
%

日

举行选举"后又改为
+

月
!&

日#选举准备及实施过程中"右翼警察和准军事青年组织的舞弊行为随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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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相当多的朝鲜人被迫参与了此次不得人心的选举!

#但美国依旧对整个选举表示称赞"

#不但如

此"华盛顿还试图劝说各相关国家认可南部朝鲜的选举结果"承认即将建立的南部朝鲜政府为朝鲜半岛

唯一合法政府#

#长时间犹豫迟疑后"

'

月
##

日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公布监督报告#报告认为!南部

朝鲜选举的准备过程中和选举当天存在相当程度的自由气氛"人民享有言论$出版和集会的权利%驻朝

美军和朝鲜临时政府对选举活动的安排与委员会选举程序建议一致"符合选举法要求%考虑到朝鲜人民

的政治文化传统及以往经历"选举结果可以被认为是南部朝鲜人民自由意志的有效表达&

#虽然报告

的内容不完全符合事实"措辞又隐含勉强的成分"但美国毕竟初步实现了推动联合国承认南部朝鲜选举

的目的#在部分美国官员看来"此举的意义在于通过联合国对韩国的政治和道义支持"将韩国的生存和

发展与联合国的信誉联系在一起"借此对&一直企图统治南部朝鲜'的苏联构成&政治威慑'"使美国可以

更加安全地撤出朝鲜#

'

月
#"

日"第一届南朝鲜国会以间接选举的方式推举李承晚为大韩民国总统#

"

月
!+

日"大韩民

国政府成立"美国终于在南部朝鲜建立起了一个由右翼势力掌控的反共堡垒"朝鲜半岛走向分裂#

!%))$!%)"

年美国对朝鲜政策大体历经了提出&国际托管'设想$实施&莫斯科协定'$通过联合国

推动南部朝鲜单独建国等几个阶段#对于这段历史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如果说最晚到
!%)*

年

中"美国政府高层已开始从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视角看待朝鲜问题"那么这种政策思想的渊源则是国务

院
!%))

年提出的对苏联朝鲜战略的认识框架#考虑到在二战后期苏联似乎更多地只是从传统大国之

争出发应对美国托管朝鲜的提议"

!%))

年美国国务院有关美苏在朝鲜半岛体制之争的认知模式与政策

建议可以被视为朝鲜半岛冷战对抗格局形成的萌芽%朝鲜战争爆发前"杜鲁门总统和国务院倾向于由政

治战略和意识形态入手看待朝鲜在东西方冷战中的价值"而军方则更多地从全面战争爆发的角度考虑

驻朝美军$朝鲜军事基地以及整个朝鲜半岛在美国全球军事战略中的功用#结果"二者分别将朝鲜在美

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界定为趋于无限高和无限低两个极端'

#换句话说"

!%)*$!%+&

年间在美国政府

眼中朝鲜半岛的重要性更多地表现为展现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橱窗%冷战在朝鲜半岛的兴起既是美

苏关系由战时合作向战后敌对转变的产物"又是朝鲜当地左右翼相互斗争的结局#早在日殖时期"围绕

&反日'和&亲日'问题"朝鲜人就已分化为极端对立的两派势力444由左翼构成的&反日派'和以右翼为

主体的&亲日派'#光复后"根据彼此间的意识形态分野"朝鲜左右两翼力量各自找到了苏联和美国作为

外部靠山#结果"一方面"左右翼在&国际托管'$南北朝鲜建立分立政府$国家统一方式等问题上存在巨

大分歧"当地政治格局进一步分极化%另一方面"美苏两国不断指责对方操纵当地政治盟友进行反对自

己的宣传和敌对活动"难以就实施&莫斯科协定'的具体细则达成妥协#最终"朝鲜半岛冷战爆发#

这一阶段的朝鲜半岛内外部关系还告诉我们!冷战起源问题研究不应仅仅关注宏观的全球层面"还

应留意中观的地区层面和微观的国别层面#换句话说"虽然冷战史学界一般认为全球冷战开启于
!%)'

年"但各地区$各国家冷战起始的时间却不尽相同"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二战末期%冷战之所以爆发"主

要是由于东西方之间存在根本的意识形态分歧%不能将冷战发生的责任仅仅归咎于美国或苏联一方"而

应将其视为美苏双方相互防范和敌视的结果"此过程有时还掺杂着当地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内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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