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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得知这一情况后，邀请李维诺
夫直接去白宫与他会面。经过长时间的谈
话，双方基本达成共识。11月16日晚，罗斯
福邀请美方官员和李维诺夫到他在白宫的
书房签署协议。应李维诺夫要求，又重新
过了一遍协议，并对文本作了微小修改。

最终双方签下了这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
件。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协议中，苏联允
许在苏美国人拥有“完全的信仰自由”，美
国人如在苏联受审，可以选择自己的律
师。美国则“做出除了宗教方面的互惠承

诺”，未偿还债务问题待以后解决。
美苏建交后，双方确实在债务问题上

纠缠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状态直到苏德战
争爆发才发生改变，双方开始合作，共同抗
击德国法西斯军队。美国通过《租借法案》
扩大对苏联的援助，对其运送约110亿美元
的战争物资。《租借法案》也受到苏方欢迎，
它帮助苏联赶走领土上的德国人，加速战
争结束。 据《环球时报》

90年前，美国主动与苏联建交

罗斯福为什么主动和苏联建交？
他为什么数次打破常规，不顾美方此前
的矜持直接下场？建交后却并没有很
快对这一成就加以刻意利用？有一些
解释认为，罗斯福只不过是喜欢亲自参
与外交活动；有初掌大权想在外交领域
做出成绩的考虑；渴望系统性扩大总统
权力等等。

笔者以为，以上解释都有合理之处，
在这之外还有几点值得我们关注：一是
罗斯福推行的政策被认为与“凯恩斯主
义”高度契合，强调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应
该起到相应作用——在这个层面上，欣

欣向荣、尚未显露出巨大弊端的苏联发
展模式可被美国借鉴，从而在政治、舆情
等方面让罗斯福的新政获得更多支持。

第二，美国周边没有“天敌”，可算是
个“大海岛国”，长期对英国的策略进行
放大复制，在其他国家的混战中最大限
度保证美国利益。作为一个海岛国家，
英国深谙“离岸制衡”的门道——若欧洲
大陆上某国崛起，英国则联合其他国家
予以打压，如联合各国反对拿破仑的法
国；组建协约国击垮雄心勃勃的德国
……始终保持自己相对超然又进退自如
的位置。罗斯福对待苏联若即若离的态

度，即是这种策略的具体体现。
第三，在1933年前后的时局中，头号

强国英国衰相进一步显露，霸权眼看旁
落。“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美国当时
虽然早已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却在一
战后世界体系划分中未获取相应好处，
正蓄势待发。与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交
好，美国“进”可更多参与世界性事务的
管理，深度了解其他对手，“退”可以国内

“孤立主义”为借口置身事外。这个战略
“稳赚不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经过
长期忍耐、精密计算，美国就有机会找准
时机，一跃得“秦鹿”。 据《环球时报》

近日，有外媒关注到哈巴狗曾经风靡欧洲，
甚至一度在英国作为奢侈品存在，是身份的象
征。哈巴狗是起源于中国的一种小型宠物犬，其
乖巧呆萌的形象受到许多爱犬人士的欢迎。

早在 16 世纪，中国的哈巴狗就辗转被传到
欧洲，出现在荷兰。相传1572年时，一只哈巴狗
的吠叫示警让一位荷兰王子及时察觉潜伏的刺
客。“救驾”有功的哈巴狗从此身价倍增，成为荷
兰王室的御用宠物。17世纪80年代，来自荷兰
王室的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到英国接掌王位，哈
巴狗也被带到了英国。

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火烧圆明园。除了抢
夺文物，还掳走中国的哈巴狗。有外媒报道这样
一个故事：英军上尉约翰·邓恩在圆明园废墟中发
现几只哈巴狗，挑选其中最漂亮的一只带回英国，
献给维多利亚女王。女王十分喜爱，亲自给它取
名“露蒂”。1861年，女王委托德国画家弗雷德里
克为露蒂画像。该画作被英国王室留存至今。

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带动下，英国掀起一股哈
巴狗热潮。1873年，伦敦成立了养犬俱乐部。女
王1901年去世后，哈巴狗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小
型犬。它比其他欧洲犬种小，其短而皱的面部、
小巧的耳朵，在英国人眼中十分惹人怜爱，甚至
不少人喜欢在哈巴狗刚出生的时候将其耳朵剪
得又小又尖。这一残忍举动相传还被维多利亚
女王下令禁止。

据记载，20世纪初，有一个英国人斥资3000
英镑购买几只纯种的哈巴狗，这笔钱放到现在约
合30万英镑（1英镑约合8.9元人民币）。可见当
时哈巴狗已经成为英国上流社会的宠儿，是贵族
社交圈内的热门话题。

拥有一只哈巴狗甚至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
征，人们纷纷以在伦敦的养犬俱乐部有一席之地
为荣。1950年时，养犬俱乐部注册的名贵哈巴狗
数量将近6000只。英国王室对这种狗的喜欢成
为了一种“传统”，女王的儿子爱德华七世，以及
她的孙子乔治五世都是哈巴狗的忠实粉丝。

据报道，爱德华八世退位成为温莎公爵后，
在他出席的所有公开活动中，都能看到哈巴狗的
陪伴。据英国媒体报道，当年英国人对哈巴狗的
喜爱，一方面源于女王和王室成员的带动，另一
方面也出于一种情结。一些英国爱犬人士认为，
哈巴狗身上有一种浪漫而神秘的东方气息。那
时候还有过关于哈巴狗的一些传言，比如来自中
国的黄色哈巴狗比其他颜色的更高贵，甚至会拒
绝同其他颜色的哈巴狗交配，因为它们的毛色是
中国皇室的象征。

当然，也有许多英国人对哈巴狗“不感冒”。
19世纪，英国作家简·奥斯汀在她的小说《曼斯菲
尔德庄园》中将一位女子喜爱的哈巴狗描绘为

“没什么用处，而且也不漂亮”。到了20世纪中
后期，英国人对哈巴狗的狂热逐渐消退。相传这
与伊丽莎白女王喜欢柯基犬有关。但更客观的
原因是：哈巴狗需要主人花费很多时间打理照
顾，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越来越多的英国女子
进入职场工作，能够经常带哈巴狗去“做美容”的
全职家庭主妇大幅减少，哈巴狗也就慢慢“失宠”
了。 据《环球时报》

2023 年 11 月 16 日，美俄

外 交 界 迎 来 一 个 特 殊 的 日

子：美苏建交 90 周年。而此

时，两国“正在经历一场严重

的关系危机”，俄罗斯副外长

谢尔盖·里亚布科夫甚至发

出两国可能断交的警告。但

里亚布科夫也表示，俄罗斯

目前并不打算与美国断绝外

交关系。在历史上，美苏曾

有过盟友关系和兄弟情谊。

双方互通贸易，战时互相帮

助，成就一段佳话。

苏俄内战 1922 年结束后，美国官方
对苏俄采取长期不予承认的政策，但美
国民间层面却采取过救济苏俄灾荒的行
动，一些美国企业家和外交官也试图与
苏俄建立联系，出售拖拉机等。不过这
种接触是短暂的，范围也小，其产生的影
响难以抗衡美国国内政界、舆论的保守
势力。

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打破了
美国人自得其乐的生活，国内外市场凋敝，
工厂大量倒闭或开工严重不足，失业情况

严峻，金融市场混乱。经济危机带来了严
重的政治危机，美国工人罢工，争取各种权
利的斗争此起彼伏。怎样摆脱经济危机，
进而摆脱政治危机，是美国执政者优先考
虑的问题。

苏联方面，截至1928年，其工业产值不
到德国的一半、美国的1/8，重工业只占工
业比例的39.5%。经过1928年—1932年实
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经济得到很
大发展，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如严重缺乏
资金、技术和人才。

美国过剩的恰恰是苏联缺乏的，双方
有很强的互补性。美苏之间并没有产生过
于激烈的冲突，美国国内不少个人、团体
展现出越来越强烈地承认苏联、与苏联建
交的愿望：1933 年，“美苏关系委员会”
向 1139 家报纸发出询问——是否承认苏
联？结果 65.6%表示支持，7.5%表示既不
支持也不反对，只有 26.9%表示反对。
先前的意识形态分歧在日益加剧的政
治、经济危机面前，显得有些微不足
道。如此，在复杂的背景下，美国作为
当时最后一个没有与苏联建立正式外交
关系的资本主义大国，与苏联开始接
近。

1933年3月，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美
国总统。他上台后顺应民意，着手与苏联
沟通。1933年8月，国务卿赫尔、助理国务
卿 R·沃尔顿·摩尔等人以书面形式提出
建议。他们一致认为，要控制住由莫斯科
领导的美国共产主义活动，解决掉此前一
直未能解决的沙俄欠债问题，要求苏联保
障在苏美国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和宗教权

利等。
他们的态度被认为是消极、保守的，

于 是 罗 斯 福 起 用 亲 信 亨 利·摩 根 索 等
人。他们与苏方代表交流，提议罗斯福
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
加里宁去信，要求派一名特使讨论两国
之间的问题。这封信于 1933 年 10 月 10
日以密电发出，10 月 17 日苏方做出肯定

的回复，认为“苏美两国间不正常的状况
不利于两国，而且对于整个国际形势有
不利的影响”。

1933 年 11 月 7 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李维诺夫抵达美国。谈判一开始并不顺
利，苏方的策略是让美方先承认苏联，然后
再谈各项争议话题，而美方不愿意一开始
就失去主动权，坚持要求以相反的顺序谈
判。且在后面的谈判中，双方就在苏美国
人权益保障、苏联支持美共等问题上产生
很大意见分歧，僵持不下。

6565%%美国报纸支持与苏联建交美国报纸支持与苏联建交

建交前夕一波三折建交前夕一波三折

白宫会面达成共识白宫会面达成共识

罗斯福为何亲自下场促建交罗斯福为何亲自下场促建交

中国哈巴狗曾是英国奢侈品是英国奢侈品

欧洲贵族与哈巴狗合影欧洲贵族与哈巴狗合影。。

19331933年年，，罗斯福罗斯福（（右右））与美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威廉与美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威廉··布利特握手布利特握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