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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43期新闻稿：我们的革命是为了人类文明存
续与发展
 

《那些被赶出家园的人》作于1960 年
供图：印尼革命文化组织印尼人民文化协会（Lekra）成员阿姆鲁斯·纳塔尔西亚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明年是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七十周年，来自29个非洲和亚洲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
府首脑出席了会议。印尼总统苏加诺（1901—1970）领导了印尼反对荷兰殖民主义的自由运动，他在
会议开幕式上以《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为题致开幕词。七十年间（大约是全球平均预期寿
命），万隆精神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人类尚未运用他们手中的巨大力量。

普罗米修斯之火曾被用来对抗亚非人民的反殖民斗争，也被用来对抗广岛和长崎的人民，这引发了恐
惧。苏加诺说：“人的生命被恐惧腐蚀，变得苦涩。对未来的恐惧，对氢弹的恐惧，对各种意识形态
的恐惧。”苏加诺警告，这种恐惧比武器更危险，因为它驱使人类“做出愚蠢、欠考虑甚至危险的行
为。”然而，他接着说：“我们绝不能被这些恐惧所引导，因为恐惧是一种酸，会将人的行为腐蚀成
奇特的模式。要以希望和决心为指导，要以理想为指导，是的，要以梦想为指导！”

https://dev.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wanlong-quanqiu-nanfang/
https://dev.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wanlong-quanqiu-nanfang/
https://dev.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35-lekra/
http://thetricontinental.org/
https://www.cvce.eu/content/publication/2001/9/5/88d3f71c-c9f9-415a-b397-b27b8581a4f5/publishable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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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腾，图腾》马德·迪尔真纳（印度尼西亚）作于2021年

万隆会议通过的议程很明确：

终结殖民主义，实现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政治体系民主化。1.
瓦解新殖民主义经济结构，这种结构助长了前殖民地世界的依附。2.
彻底改变助长卑劣等级制度（尤其是种族主义）的社会和文化制度，建立一个相互理解、国际团结3.
的世界社会。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万隆精神确定了第三世界计划的奋斗目标，并取得巨大成就，例如使
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非法化，并努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的漩涡中，
随着苏联的最终解体，这一计划也随之夭折。这次崩溃可以追溯到1981年10月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关
于合作与发展的国际会议，讨论《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的报告》（又称为《勃兰特报告》
〔Brandt Report〕）。这次会议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承诺，1982年8月，墨西哥无力偿还外债而违约。

https://dev.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regionalism-new-international-order/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03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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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隆会议50年后的2005 年，89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印尼，参加2005 年亚非首脑会议，并在会上起草了
《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宣言》，但这次会议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也未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印
尼近年来才挣脱靠一场可怕政变上台的政权，该政权从1965年至1998年统治该国。从1998年起，印尼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包括深化与美国的关系）的礁石上摇摇欲坠。主办2005年会议的印尼政府包含参
与  1965年对苏加诺发动血腥政变的军队。这既不利于纪念最初的会议，也不利于构思全球南方的新
议程。两年前，美国对伊拉克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非法战争，并入侵了阿富汗，当时美国的单极化似
乎不会受到无限期的挑战。印尼和其他全球南方大国没有做好挑战美国的准备。这就是为什么2005年
峰会上宣布的“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只是对万隆计划最初原则的空洞呼应，没有做太多修改，因
此也没有任何热情。

自1955年和2005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解这些变化的特点，我们向中国最重要的左翼知
识分子之一汪晖求教，他本人就是  1949年中国革命和万隆精神的产物。在我们的最新一期汇编《二
十世纪、全球南方和中国的历史位置》（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Global South, and China’s Historical
Position）中，汪晖反思了从中国和全球南方自身的动态而非以西方为默认参照点来解读中国和全球
南方历史的重要性。在俄国十月革命107年之后、辛亥革命75年之后、万隆会议近70年之后，当中国
和其他全球南方大国将自己定位为世界大国时，汪晖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事件的表层之下，对中国
和全球南方的崛起做出深入的理论解释。

https://dev.thetricontinental.org/newsletterissue/12-of-about-64-phrasebook-of-imperialism-the-seventh-newsletter-2019/
https://twn.my/title2/gtrends52.htm
https://dev.thetricontinental.org/newsletterissue/china-seventy-fifth-anniversary/
https://dev.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the-twentieth-century-the-global-south-and-chinas-historical-position/
https://dev.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the-twentieth-century-the-global-south-and-chinas-historical-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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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的文章理论丰富，其中有三点尤其值得我们在讨论世界寻求“新万隆”时借鉴：

边缘地区的革命。汪晖写道，现代世界产生于两个不同的以阶级为导向的革命周期。第一轮是资产1.
阶级自由主义革命，始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第二轮是无产阶级、反殖民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
由 1911年辛亥革命引发。第二轮革命更多地从1871年巴黎公社而非法国大革命中汲取灵感，它发生
在边缘地区、殖民地和“饥饿地带”（英文“realms of hunger”，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在其 1964
年的诗作《万隆的男人》〔L’uomo di Bandung 〕中如是说）。在这些“饥饿地带”，革命是战胜封
建世袭、建设生产力、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漫长过程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在“饱腹之乡”
（realms of full bellies）却没有发生革命。
边缘地区的新概念。汪晖仔细研究了描述中国革命进程的词汇，发现一些“借用”自其他国家经验2.
（欧洲政治史、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等）的词汇是基于中国自身革命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这正
是古巴或越南等其他革命经验的写照。他指出，即使是那些被借用的概念，也不是不加改造地移植
过来；正如汪晖指出，它们经历了 “置换的政治”（political displacement）的行为。中国革命进程借
用了“人民战争”和“苏维埃”等术语，但中国的人民战争和中央苏区时期（1931—1934）的实际
历史并非这些术语最初描述事件的镜像反映。正是在这些植根于不同文化世界、有时甚至是不同时
代的经历中，这些概念才得以丰富和蜕变。
后都市时代。汪晖认为，我们不仅处于后殖民时期，而且处于后都市时代。这种后都市状态指的是，3.
昔日的“农民国家”如今正慢慢成为世界发展、增长和文化的焦点。汪晖指出，中国和全球南方是

https://dev.thetricontinental.org/wp-content/uploads/2021/05/Paris-Commune-150-Tricon.pdf
https://dev.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yanan-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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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这一转变的“划时代力量”（the epochal forces that propelled）。然而，这种转型并不完全。西方
对金融、资源、科学和技术的控制已经减弱，但对信息和军事力量的控制并未式微。这种军事力量
是一种幽灵般的存在，它以巨大的破坏力威胁着世界，以维持大都市或核心国家的影响力和权力。

《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迪亚·阿扎维（伊拉克）作于1982—1983年

通往新万隆的征程已经开始，但它需要时间来发芽。最终，当正确认识了后都市世界之后，我们将能
够构建出新的发展理论和新的国际关系方法。枪炮不会是解决争端的第一工具。

2016年，利比亚诗人兼儿童杂志编辑哈瓦·加莫迪写道：在大屠杀之地，诗歌能做些什么？

世界变成了墓地
但太阳依旧升起
微风轻抚女孩的脸颊
大海没有放弃它的蔚蓝
燕子告诉我，我的童年
藏在它们的翅膀下
在某个地方，一个男孩预感到，他的爱人会亲吻他的嘴唇

这些美丽的画面展现了灾难的另一面，是一位亲眼目睹炸弹落下、枪炮射向幽灵却杀死儿童的诗人用
文字描绘的画面。她继续写道：“我在给你写信”，“我对废墟的抵抗/我描绘了一个辉煌的世界/被
一首他们在等待的诗/照亮”。

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对我们所做新闻稿（自2018年3月1日以来，我们已出版348期）的最好描述：
对毁灭的抵抗。

 

热忱的，

https://dev.thetricontinental.org/the-united-states-is-waging-a-new-cold-war-a-socialist-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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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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