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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39 年以“建设明天的世界”为主题的纽约世界博览会不仅为宣传美国国家

实力和彰显世界大国地位提供了机会,也成为促进世界各国技术、艺术、文化交流的平

台。 主题“建设明天的世界”体现了世博会组织者倡导通过全球相互依赖与交流促进

和平的国际主义思想。 然而,在欧洲战争爆发和蔓延的情况下,世博会筹办者最初试图

促进和平的目标却并没有实现,美式国际主义遭到挫败。 美国国际主义挫败一方面在

于秉持美国国际主义观念的博览会筹办人本身受限于民族主义和种族偏见,使得美国

国际主义本身充满矛盾;另一方面也与 1930 年代美国尚未具备实力来推动国际主义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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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851 年第一届英国伦敦世界博览会开始,世界博览会( World
 

Exposition;
 

World’ s
 

Fair)就成为

展现各国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的国际性盛会。 主办国不仅将举办世博会视为宣传国家实力和彰显

世界大国地位的机会,也将其作为促进世界各国技术、艺术、文化交流的平台。 美国自 1876 年费城

大陆展览会开始,共计举办世博会 18 次,其中综合类博览会 14 次,专门类博览会 4 次。 1939 年 4 月—
1940 年 10 月的纽约世界博览会以“建设明天的世界” ( Building

 

the
 

World
 

of
 

Tomorrow)为主题,体现了

美国博览会思考“人类未来命运”全球性议题,表达出人类运用智力资源以促进世界交流理解,维护和

平的美好愿望。
美国学者对世博会历史的研究大致始于 1970 年代。 研究问题从最初博览会对于经济贸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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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扩展到城市发展、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国家形象与外交等诸多问题。① 然而,美国对外关系史领域

却鲜有关于世博会的研究。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参会国如何将世博会作为提升国家形象和扩大国际影响

的媒介,缺乏对世博会国际主义精神的探讨。② 本文尝试将美国 1939 年纽约世博会放在美国对外关系

史的范畴中来考察,主要利用 1939—1940 年纽约世博会的原始档案,从世博会的主题构想、场馆与布展

设计、展会影响三个方面探究作为冷战之前最后一届的纽约世博会如何体现了 1930 年代美国的国际主

义观念。

一、国际危机与 1939 年纽约世界博览会

1930 年代,国际舞台风云突变,世界各地战争阴云密布。 在亚洲,中日战争的爆发让美国人意识到

远东局势的危急复杂。 时任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查尔斯·霍奇斯( Charles
 

Hodges)富有洞察力地评论

道,在东方,“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此起彼伏。 一旦美日在外交上稍有差池,它们就会瞬间威

胁世界和平”;③在欧洲,意大利法西斯崛起,极权主义思想在欧洲各国弥漫开来。 在德国,希特勒上台

后迅速展开领土扩张计划,逐一吞并莱茵区、奥地利,引起了美国人的深深忧虑。 1933 年 4 月 27 日美

国驻德外交官乔治·戈登(George
 

A.
 

Gordon)在致国务卿赫尔的电报中明确表示,纳粹党势力在德奥

两国迅速滋长正是德国企图实现“所有德意志人联合成一个更大德意志”计划的重要手段。④ 隔海相望

的美国深知,世界局势动荡不安与美国息息相关,影响着美国在海外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也威胁了美国

的民主制度。 如何以和平的方式促进世界的稳定,沟通各国联系,加强互动交往,成为美国政治家们思

考的问题。
1929—1933 年大萧条造成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震荡。 “对许多人来说,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

进步的同义词,而是和战争、经济崩溃相连。”⑤面对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主要资本主义

国家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应对方案:轴心国加强极权体制的控制力,试图通过构建封闭性的经济体系

来避免危机的影响;美国则推行新政,试图通过完善国内政治经济制度,逐渐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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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 1934—1936 年美国经济恢复依然缓慢,劳资冲突依然存在,但美国经济复苏的迹象已经出现。
“价格指数如以 1929 年为一百,1933 年 3 月为六十三,7 月上升到七十四,然后又降到七十一,1934 年

回升到七十五,1935 年达到七十六点五。”①工业生产能力的提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原动力,美国国内民

众的生活消费需求也得到了一定的满足。 然而从 1937 年开始,美国又一次经历了经济大衰退。 在这样

经济状况起伏不定,联邦政府大力推动经济复兴计划的情况下,美国急需一次机会向世界全面展示美国

的国家实力,同时传播美国应对经济危机的方案,消除美国民众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恐慌和不安。 无疑,
世博会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合适手段。

从 1876 年美国费城独立百年博览会开始,美国都将举办世博会看成是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机会。
近两次成功举办世博会的经验也让美国更有信心再次举办一届空前绝后的盛会。 1915 年巴拿马太平

洋万国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对整个美国西海岸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② 统计表明,有近

1900 万名游客光临这届世博会,门票收入超过 350 万美元。③ 1933—1934 年美国芝加哥世博会虽然在

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举办,但是却空前成功,最终盈利 69 万美元,提振了美国人对经济恢复的信心。④ 这

些经验都为美国再次举办一届举世瞩目的世博会提供了足够的自信和成功案例的参考。
申办纽约世博会还和美国东海岸长久以来盛行的商业资本主义精神有很大关联。 正如在波士顿那

些从殖民地后期崛起的商业精英一样,东海岸的纽约上层精英也拥有巨大的商业资本、崇高的社会名望

和多元化的文化品位。 由纽约的商业精英形成的社交圈子和关系网有助于他们寻找和获得商业机会。
作为纽约最杰出的银行家、市政工程的推动者和纽约世博会初创的重要人物之一的乔治·麦卡尼

(George
 

McAneny)在看到 1933 年芝加哥博览会在大萧条期间取得的巨大成功后,也希望通过举办世博

会为纽约市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机会。⑤ 作为一个世界大都会,纽约发达的商业活动和频繁的国际往来

长期滋养了纽约商业精英放眼世界的国际主义精神。 在初期积极提出举办纽约世博会想法的约瑟夫·
沙根(Joseph

 

Shadgen)作为一位来自卢森堡的贸易工程师,自身具有深厚的国际背景。 他的朋友罗斯福

总统的表亲爱德华·罗斯福(Edward
 

Roosevelt)同样有长期在欧洲工作的经验。⑥ 以约瑟夫和爱德华为

代表的纽约银行家和商人通过金融活动和国际贸易积累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渐渐打开视野,产生对异域

的兴趣,这种兴趣促使他们关注外部世界和国际市场在商业活动中的作用。 他们相信,通过参观各国场

馆,美国人会了解到“美国并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取得工业进步的国家”, “美国要警惕国家自欺

(national
 

conceits)”。⑦

因此,随着 1930 年代美国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急迫需要、美国国家实力的迅速提升和纽约商业资本

主义文化的滋养,为了纪念华盛顿就任总统 150 周年,纽约市主办了主题为“建设明天的世界”的世界

博览会。 主办方雄心勃勃,决定在 1939—1940 年连续举办两期,每期展会为 6 个月。 与此同时在西海

岸计划于 1939 年 2 月 18 日到 1940 年 9 月 29 日举办旧金山金门世界博览会。 东西两岸,遥相呼应。
当 1935 年 9 月美国人得知纽约将举办世博会的消息时,民众普遍抱有乐观心态,认为这将会是一次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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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史册的精彩世博会。

二、“建设明天的世界”:筹办过程与主题构想

世博会从筹办伊始就陷入战争的阴云之中。 1936 年 11 月 6 日参众两院批准罗斯福总统发布公

告,邀请世界各国参加纽约世界博览会。① 到世博会开幕之时,有近 60 个国家和地区接受了美国政府

的邀请,其中有 20 个国家设立了独立的国家政府馆,苏联在美国正式承认后首次参会,备受瞩目。② 德

国也在受邀之列。
然而,邀请德国参会的决定迅速激起了美国社会各界的不满。 犹太裔、女性等组织表达了对邀请德

国参会的强烈反对。 纽约《犹太考察家报》 ( Jewish
 

Examiner) 的编辑拉比·格罗斯( Rabbi
 

Louis
 

D.
 

Gross)在写给纽约市长菲奥雷洛·亨利·拉瓜迪亚(Fiorello
 

H.
 

LaGuardia)的信中认为,市长作为一名

领导反纳粹抵抗活动的领袖允许德国在世博会上展示带有纳粹万字符的机器,这完全是一种讽刺。 他

还指出,这样的展览一定会引起美国民众激烈和尖锐的批评。③ 纽约州众议院议员伊曼纽尔·塞勒

(Emanuel
 

Celler)在 1937 年 11 月 13 日写给 1939 年纽约世博会股份有限公司( New
 

York
 

World’ s
 

Fair
 

1939
 

Incorporated)总裁格罗弗·沃伦(Grover
 

Whalen)的信中,明确表达了他对邀请德国参加世博会的

不满。 他认为,世博会的“建设明天的世界”主题及其所倡导的自由和社会公正的原则显然和德国的纳

粹政权格格不入。④ 沃伦在回信中解释到,邀请德国参会的决定来自国会在 1936 年 6 月 15 日通过的联

合决议。 决议授权罗斯福总统向所有与美国建交的国家都发出参加世博会的邀请,其中也包括德国。
由于美德政府之间还维持了正常的外交关系,所以邀请德国的决定是国会法案规定的,而他无权干

涉。⑤ 虽然美国官方邀请德国参会,德国接受了邀请,主办方也为德国预留了建筑场地,但最终德国以

缺乏外汇,无力支付场馆费用为由拒绝参会。⑥

世博会主要由 1939 年纽约世博会股份有限公司和美国纽约世博会委员会(United
 

States
 

New
 

York
 

World’s
 

Fair
 

Commission)共同筹办和组织。 世博会公司最早由 1935 年七位杰出的商业领袖和政治家

联合倡议而创立,其中包括著名的银行家和政治家乔治·麦卡尼、纽约市前任警署总长和后来担任世博

会公司总裁的格罗弗·沃伦、梅西连锁百货公司(R.
 

H.
 

Macy
 

and
 

Company)总裁珀西·塞尔登·斯特

劳斯(Percy
 

Selden
 

Straus)等人。 纽约世博会委员会则由联邦政府中的农业、商业、劳工部长领导,并具

体负责世博会的执行和筹备工作。⑦ 这种公司经营、政府支持的合作主义模式充分体现了美国政府和

社会之间的有机互动,提高了工作效率,有利于激发各方人士的参与热情。
在这届世博会主题尚未确立之时,筹办者就首先意识到,世博会就是要“让世界看新鲜的、新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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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比寻常的、科学的、技术的、从未了解的、具有启发性的、娱乐性的各种事物”。① 1936 年 11 月纽约世

博会债券销售委员会(New
 

York
 

World’s
 

Fair
 

Bond
 

Saled
 

Committee)解释了举办纽约世博会的意义。 首

先,世博会的重要性在于增长民众的国际见闻,增强对本国以外的世界各地文化和传统、商业和经济情

况的了解,沟通全球贸易和人员的相互交流。 其次,世博会可以产生联动效应。 贸易增长和城市发展可

以协同促进社会进步与文化教育的发展:“世博会直接源于人们对商业繁荣、提高城市知名度的需要,
同时它也激发了人们的想象,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 世博会已经证明,它不仅仅是贸易或商业的集

会,也是促进教育和社会进步的极为有效的工具。”②

在构想世博会基本主题的过程中,沃伦号召各个专业组织积极建言献策。 其中阿米斯特德·菲茨

休(Armistead
 

Fitzhugh)作为建筑专家,通过对科学和艺术精神的阐发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所拟定的

主题 是 “ 自 我 发 现, 点 亮 通 向 机 会 自 由 之 路 ” ( Self-Discovery
 

Lights
 

The
 

Way
 

to
 

Freedom
 

of
 

Opportunity)。③ 在 1936 年 7 月 10 日威廉·谢泼德(William
 

Edgar
 

Shepherd)写给沃伦的信中,他从纽约

作为一个文化多元主义、经济繁荣的国际城市的角度出发,提出世博会应该展示纽约的城市风貌。 他谈

到了纽约城的几个关键特征:纽约展现了“世界主义生活方式”(Cosmopolitan
 

Way
 

of
 

Life),城市繁荣促

进了“和平”(peace)、“和谐”(harmony)的环境,纽约的贸易和工业、大学、媒体、博物馆帮助“增进全世

界人民之间更好的理解”(better
 

understanding
 

among
 

the
 

people
 

of
 

the
 

world)。④

最终,“建设明天的世界”成为纽约世博会的官方主题。 纽约世博会的各类官方宣传手册、各部门

负责人以及各国展览者的观念中都将“建设明天的世界”主题视为所有规划、设计、布展环节的中心主

题。 蕴含于深远历史和文化基础中的美国国际主义思想在主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建设明天的世

界”主题主要有两层基本含义。 “建设”指的是利用目前人类所拥有的强大物质实力和智识力量来影响

和改变现在和未来人类的生活,坚信“在我们的世界里存在着可利用的物质资料、思想和力量”;“明天

的世界”所指向的“不是一百年之后未知的和不可预测的事物,而是目前存在的一种全新的、更为清晰

的看待世界的视角”。⑤ “建设明天的世界”体现了世博会筹办者倡导全球相互依赖、合作促进和平的思

想主张。 罗斯福在纽约世博会的开幕式中肯定了美国世博会想要表达的全新含义:“那些来参观纽约

世博会的观众将会发现,美国注视着未来。 对,我们一直仰望星空。 但是仰望的是一颗友谊之星,一颗

人类进步之星,一颗人类多福少灾之星,一颗国际良善愿望之星,总之是一颗和平之星。”⑥沃伦在官方

游览手册中也明确表达了自己对“明天的世界”主题的理解:

我同您(指游客)———数以百万计的市民们———一道用目前所能利用的最好的工具来建设这

个世界。 在这届纽约世博会中,我们将向您展示最先进的工业技术、社会思想、服务以及最新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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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发现。 与此同时,我们也将向您传达这样一幅图景,即不同个人、阶级和国家之间相互依赖。 我

们想要告诉您,现在我们急需通过开明和共同的合作来保卫和拯救我们最先进的现代文明。①

“建设明天的世界”指向的是一个由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和全球化的理想世界,各国通过跨国合作应

对人类未来的危机和难题,维护人民的公共福祉。 在世博会组织者看来,美国可以成为促进维护全世界

的和平和发展的积极力量,各国的积极参与正是美国“维持威尔逊式的秩序来推进由美国人主导的和

平愿景”的有机组成部分。②

世博会筹办者坚信,美国民主不仅是美国人自己引以为傲的立国原则,还将指引美国人在促进平

等,实现人类公共福祉( common
 

good)方面做出更大贡献。 他们认为,纽约世博会最直接的目标就是

“要成为‘每个人的世博会’(everyman’s
 

fair),展示所有能促进人类福祉的方法”。③ 正如沃伦所说,纽
约世博会的目的是要“创造一种更好、更便捷、更富裕的生活———带给人们幸福”。④ 实现“一种更为富

足的生活”的目标依托于美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也就是华盛顿总统以来历代美国领导人所坚持的对公

共福祉的不断提升。 “追求更为富足的生活”是体现美国立国传统同时区别于欧洲国家国际秩序观的

最为贴切的世博会口号。 这一口号“是新鲜的、清晰的,比之前任何口号都更好的,它能够让人们生活

得更加幸福,过上更有价值的生活”。⑤

除了强调民主、公共福祉之外,这届纽约世博会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即盛会不诉诸于炫耀纽约城的

辉煌历史,而是致力于展现未来人类世界的巨大潜力:“美国 1939 年世界博览会就像它的主题‘建设明

天的世界’一样,不是展现一个过去(past)的梦想城市,而是未来( future)的理想城市。”⑥“世博会组织

者不仅仅将华盛顿纪念日作为建设一届伟大的世博会的纪念主题,更重要的是,对他们来说,关切孕育

着崇高使命的未来似乎比展现硕果累累的历史成就更具有价值。”⑦

世博会主题所反映的美国国际主义观念植根于美国精英的美国例外论,是美国国内民主自由理念

向外投射的一种体现。 世博会筹办者将美国民主传统视作美国缓解经济危机和工业发达的动力源泉,
并借由世博会这个媒介将其作为解决人类未来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成功经验向全世界推广。 美国纽约世

博会深刻体现了美国想要通过世博会保持各国交流,减少相互之间的猜忌和误解,进而避免战争,维护

和平的愿望。 正如罗斯福所言,“世博会一直都是各民族之间交流的媒介。 当混乱、战争或者不幸来

临,其他交流通道闭塞时,世博会经常发挥着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作用。 世博会是人们交流思想、教学

相长、促进商贸、相互交流、增进友谊的场所”。⑧

三、多样与融合:世博会的场馆设计与布展

纽约世博会是当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性展览会。 从实际占地面积和总体规模来说,它比 1933
年美国芝加哥世博会大 3 倍。 纽约世博会上的娱乐区比 1937 年整个巴黎世博会还要大(如图 1)。⑨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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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观察世博会中的场馆和布展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建设明天的世界”不光是主办者空泛的一句口号,
还深刻地体现在世博会的每一个角落。

图 1　 纽约世博会全景图。
(出处:Building

 

the
 

World
 

of
 

Tomorrow:
Official

 

Guide
 

Book
 

of
 

the
 

New
 

York
 

World’ s
 

Fair
 

1939,
New

 

York:
 

Exposition
 

Publications
 

Inc. ,
 

1939,
 

p. 7. )
　 　 　 　

图 2　 角尖塔和圆球实景图

(出处:Building
 

the
 

World
 

of
 

Tomorrow:
 

Official
 

Guide
 

Book
 

of
 

the
 

New
 

York
 

World’ s
 

Fair
 

1939,
 

New
 

York:
 

Exposition
 

Publications
 

Inc. ,
 

1939,
 

p. 6. )

整个世博会最引人注目的是主题中心 ( Theme
 

Centre )———也就是角尖塔 ( Trylon ) 和圆球

(Perisphere)(如图 2)。 两个建筑“利用球体和三棱锥———几何学中最简单和最为基础的元素”组成通

向未来的通天塔和代表世界的地球,①体现了“明天的世界”的主题,同时设计者也采用了现代主义风

格,大胆进行突破性的设计创新。
所有展区中最能体现美国国际主义的是政府区里的各国场馆。 受邀参加世博会的国家包括英国、

法国、意大利、苏联、日本在内的 20 个国家,它们都从国内征集最具国家代表性的商品和工艺品,向美国

和其他海外游客展现各自国家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力。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展区还设立了国联馆。 在

国联馆中的展览“不做错误的引导、宣传或者呼吁,而是客观地呈现在经济、金融、通信、健康、营养、住
房、毒品控制、文化发展,甚至是和解和削减军备上的努力”。② 《世博会官方手册》对国联这样评价:
“如果国联对促进国际和解起到一定的作用,以合作代替冲突,为削减军备提供了必要的基础,那么国

联就实现了许多聚集在美国土地上的国家都想要实现的———建设‘明天的世界’的希望。”③尽管国联本

身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美国依然认为它代表了各国和解和合作的希望,希望各国通过国家间的文化

和商业交往增进理解,消除战争的阴霾,构建和平的国际环境。
政府馆里还包括苏联馆。 这是美国承认苏联后邀请其参加的第一届世博会,这体现了美国想要努

力把苏联拉入国际大家庭以及通过接触和了解减少相互间误解和敌视的愿望。 美国还希望苏联了解美

国的富足和强大以及对和平的热爱,产生对美国的亲近感,站在德国的对立面。 在官方导览手册中主办

方特别肯定了“苏联馆通过展示社会主义国家的日常生活和工业成就,给美国民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

感觉”。④

从世博会组织者与各国场馆设计者的设计理念和实践来看,美国世博会无论从建设规模、场馆多样

性还是国际参与度上来说都是一届无与伦比的世博会,设计的细节无一不体现了美国面向未来、开放包

容的国际主义思想。 但是这样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全新世博会理念是否能为国内外民众所接受呢?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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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商业性活动,世博会是否让美国盈利了呢?

四、各国对世博会的反应与评价

从游客的反馈来看,世博会总体上给美国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多数美国人给出了积极评价。 当

1939 年第一阶段世博会结束后,纽约世博会股份有限公司抽取了 1000 名游客作为抽样调查的样本。
官方的数据报告显示,美国本土游客参观次数普遍达 2—4 次。① 据 1939 年 8 月 21 日盖洛普民意测验

显示,83%的受访游客表示非常喜欢这届世博会,其中 84%的人还希望能再次参观。② 另外一项针对世

博会参观者的调查显示,游客最喜欢的两个展馆分别是“通用汽车展” ( General
 

Motors)和“主题中心”
(Theme

 

Center)。③ 根据沃伦的报告,以 1939 年 7 月为例,参观人数最多的前 5 个外国国家馆是英国

馆、法国馆、土耳其馆、日本馆和苏联馆。④

从美国国内媒体的报道来看,大多认为这届世博会具有积极意义,尤其认同美国想要加强世界各国

联系,共同促进全人类和平事业的良好愿望。 有媒体人评论称,“美国纽约世博会是独特的( unique)。
其他世博会一般都回顾历史,分门别类并展示当下的情况。 但是纽约世博会不仅包括这些,还面向未

来”。 “‘建设明天的世界’光靠每个国家各行其是是无法完成的,只有所有人共同努力才能实现”。⑤

纽约世博会不仅加强了美国人对自身和他者的认识,同时还影响了其他国家对美国和自我的认知,
其中以英国和中国最为典型。

透过世博会,英国人进一步了解了美国的国家实力和风土民情。 他们羡慕美国强大的工业实力和

经济繁荣的盛况。 英国记者约翰·格洛格(John
 

Gloag)通过广播从纽约世博会发回现场报道称:“用展

览会(fair)一词来定义这些声光电表演是不合适的,是毫无道理的。 这是‘机器时代的派对( Machine
 

Age
 

gone
 

gay)’,这是工业主义的庆典和狂欢。 每个参展方似乎都抓住了这样一种具有感染力的精神:
我们要让世界看看我们可以用现代的物质资料干些什么大事儿!”⑥此外,英国人也认为,英国可以提供

解决美国社会问题的方案,同时培养美国民众对英友好情感,让他们理解英国对抗德国的正当性和必要

性。 英国馆负责人认为,“英国不仅应该展示代表英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事物以拉近和美国民众的距

离……更应该展示现代英国”。⑦

如果说同属西方发达国家的英国对美国的印象是富有活力和友好团结的,那么中国对美国世博会

和美国本身的认知则展现出更加复杂的面向。 虽然中国收到了美国政府参会的邀请,地方政府和商界

代表也积极征集展品,但遗憾的是,由于抗战局势日趋紧张,筹备工作被迫停止。⑧ 尽管如此,驻美大

使、商界代表、留美学生、记者、美国华裔等群体还是以嘉宾和访客的身份参观了世博会。 国人对纽约世

博会抱有极大关注。 有报道赞赏世博会中美国“志在鼓励世界各国人民,泯除一切畛域偏私,以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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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群福利之坦途”的高尚目标。① 还有的评论文章提出,美国纽约博览会为中国工业和经济的发展

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然而,参与和观察世博会不仅仅促进了理解和交流,同时也可能会产生误解和冲

突。 在对整个纽约世博会的评价中,有的观察者严厉地批评了美国追名逐利的资本主义野心,博览会更

激化了观者对美国的刻板印象:“美国人……爱做刘姥姥进大观园。 美国人爱炫耀,爱铺张,爱赚钱也

爱用钱,爱吹法螺,爱敲竹杠。 这些心理在一个美国式的博览会中都可以餍足,都有机会发泄。”②

总之,美国人、英国人和中国人通过参与世博会都获得了对他者和自身的双向了解。 他们既将世博

会作为向外宣传自身积极形象的舞台,同时也将世博会作为沟通世界,获取域外信息的渠道。 在观看、
了解和对比中,他们对自身和他者的认知也不断更新、加强甚至改变。 从这个角度来看,世博会也是一

个非正式的外交舞台,这里充满着文化、思想和观念的交锋。

五、美式国际主义的挫败

在世博会结束之时,美国人面对的是欧洲战争爆发和亚洲战争的扩大,美国自己最后也卷入战争之

中。 虽然这届纽约世博会在沟通各国文化交流,传播美国国际主义理念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筹办者

最初试图促进和平的目标却遭遇到战争的直接挑战,美式国际主义遭到挫败。
这种挫败最直接的体现便是世博会的收益惨淡。 对未来世界再美好的憧憬在面对战争给世博会带

来的巨大冲击时都显得弱小无力。 美国似乎用一场奢华的盛会说明了美国国际主义理想的失败。 尽管

美国在世博会的筹办和组织上投入了大量精力,世博会开幕以来纽约作为主办城市的国内外影响力也

有所提高,但是 1939—1940 年纽约世博会的收益却令人大失所望。 据官方统计,第一阶段的世博会的

实际游客数和收益远低于预期。 规模宏大的纽约世博会原先预期游客人数可达 5000 万人,预计直接收

益至少为 10 亿美元,或达到 15 亿美元,③但实际上第一阶段结束后游客仅有 2581 万人,比预期少了一

半。④ 而各类展览的门票和产品收入也远低于最初的设想,所以各国参展商都希望在次年举办第二期

世博会以促进销售。 但不幸的是 1940 年第二阶段世博会的游客只有 1900 万,据统计,最终这届世博会

出现了严重的亏损,亏损额达 1870 万美元。⑤ 当两期世博会结束后,场地清理问题同样给主办方留下

了很大的难题。 据委员会向国会报告,“他们需要比预先计划更多的时间用于清理世博会展馆。 由于

二战爆发,很多国家没有精力和资金来拆除他们各自的国家馆”。⑥ 这种变化也带给游客极大不便,“由

于之前的很多展馆被裁撤或更换名字,原本想要参观原展览的游客感到困惑和失望”。⑦ 最终世博会在

冷清的氛围下落下帷幕。 由于入不敷出,纽约市政府预计在会址上兴建公园的计划不得不延后。
这届体现繁荣与合作的世博会和战争的大环境格格不入,在世博会后期主办者不得不收缩国际主

义理想,转而为展现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战争动员能力的现实目标而服务。 次年的第二期世博会无

论是宗旨、主题、展馆名称、参展国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世博会主题从“建设明天的世界”变成了“为

了和平与自由”(For
 

Peace
 

and
 

Freedom)。 苏联因为入侵波兰彻底卷入了二战之中,撤出了世博会。 原

展馆成为了展现美国爱国主义和文化的展览区。 就连最能体现国际主义精神的国联馆也在 1940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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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因国联资金短缺被迫由美国接管。① “如果说第一期世博会试图向参观者重构一种美国的‘进步叙

事’(narrative
 

of
 

progress),而这种叙事被苦难的过去(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稳定的现在(经济大萧条)
和不确定的未来(极权主义的高涨和另一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断撕扯,那么第二期世博会抛弃了

‘明天的世界’的主题便说明了这种努力彻底失败。”②1943 年,罗伯特·哈利特(Robert
 

M.
 

Hallett)重返

世博会旧址时发现这里断壁残垣,杂草丛生。 回想起盛会举办者所倡导的和平和自由理念,他评论道:
“‘明天的世界’是对和平的一种讽刺,因为在当时世界的许多地方毫无和平可言;同样,它也是对自由

的一种讽刺,因为在当时世界的许多地方毫无自由可言。”③

世博会上美国倡导的国际主义思想的挫败不仅受到战争的直接影响,还体现在展会期间出现的种

族歧视、社会不公平等具体问题与博览会宣扬的民主与平等目标不相符合,降低了美式国际主义的吸引

力。 在世博会服务人员的招聘过程中,黑人不仅在招聘人数上所占比例低,而且在具体的职业种类上也

遭遇到歧视。 “在所谓的白领工作和搬运工、洗衣工中都没有黑人的身影。”在纽约州就业局(New
 

York
 

State
 

Employment
 

Bureau)对 1939 年纽约世博会盥洗室中的黑人女服务员的要求中明确规定了带有种

族和肤色歧视的雇用条件:要求女清洁工“必须是浅皮肤、金发、身形姣好、穿着得体、美貌出众”。④ 一

些黑人组织将世博会作为追求平等、公正的舞台,想要通过强调美国黑人问题的国际影响力来争取自身

的权利。 以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为代表的争取黑人权益的非政府组织在世博会开始前就向

沃伦表达了对世博会招聘政策的不满。 该协会相信,“纽约作为美国世界主义和自由思想的前沿阵地,
应该为国家其他地方树立榜样。 因此,我们对 1939 年纽约世博会中基于种族和肤色的歧视性招聘政策

强烈谴责,并呼吁沃伦和其他世博会官员更改这项政策”。⑤

美国国际主义挫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世博会所展现出来的文化国际主义作为一种松散而非

强力的国际主义本身具有理想化色彩。 1939 年纽约世博会所体现出的国际主义精神与入江昭所说的

“文化国际主义”(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概念很相近。⑥ 入江昭主张通过跨国文化的交流、理解和合

作来发展国际主义精神。 他相信,个人和机构推动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努力有助于建立一个更为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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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概念有很深的历史渊源。 从美国文化视角来看,世界主义是一种美国精
英长期以来对了解外部世界的兴趣,对域外文化的欣赏和对沟通世界与国际交往的一种渴求,是一种抑制偏狭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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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世界主义一词更具有一种历史性意涵,世界主义一词在讨论美国文化的语境中更多地是指美国从殖民地时期发端
的,与美国的宗教、移民群体等历史因素有关的一种美国对待世界的开放性心态,常用于说明美国智识生活史中美国对
域外世界所持的态度。 举例来说,美国早期史中国际旅行和文人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Letters)所体现的就是一种世界
主义精神。 而国际主义更多用于描述 20 世纪以来国家处理各国间关系的一种态度。 它常出现于对美国对外关系的讨
论中,强调商品、人员等的流动促进国际间合作,加强相互理解,促进国家间的和平。 入江昭指出,除了文化国际主义,还
存在法律国际主义、经济国际主义等国际主义概念之下引申的概念。 参见 Mark

 

Rennella,
 

The
 

Boston
 

Cosmopolitans:
 

International
 

Travel
 

and
 

American
 

Arts
 

and
 

Letters,
 

1865-191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Akira
 

Iriye,
 

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7.
 



的世界秩序。① 然而,在二战初期美国依然实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情况下,美式国际主义是无法实现

的。 纽约世博会上除了各国国家馆和国联展之外,大部分展览以展现美国自身经济、政治、文化优越性

为中心。 尽管世博会组织者努力促使国内民众了解外部世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纽约世博会中绝大多

数展馆着重展现的还是美国在国内的进步和繁荣,对于容易引起争议的主题,如美国的国际责任、对军

国主义和德国纳粹的态度等,策展人都纷纷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并未直接回应。 纽约这座世界城市只是

让人们看到了美国国内的繁荣,国内的发展还尚未转化为影响世界的动力。 正如博览会的一位观察者

所指出的那样:“1939 年的纽约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整个国家都喜爱它,复制它并享受它。”②

总之,世博会反映出的美国国际主义的挫败一方面在于秉持美国国际主义观念的博览会筹办人本

身受限于民族主义和种族偏见,使得美国国际主义本身充满矛盾。 另一方面也与 1930 年代美国尚未具

备实力来推动国际主义有关。 在面对欧洲和亚洲战争爆发的危局之时,美国通过诉诸和平与进步这样

的普世主义议题以团结各国的和平力量,体现了意图用美国的制度和理念影响世界的愿望。 尽管世博

会促进了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增进了各国之间的文化理解,但是世博会总体亏损的局面让主办者和展览

方感到沮丧。 人们不禁问:建设明天的世界是以美国为模板来建造吗? 对当时处于战争之中的国家的

人来说,他们更需要关注当下,而不是空谈未来。 1930 年代,面对欧战和中日战争,美国国内的孤立主

义情绪依然高涨,对美国走向国际主义甚至帝国主义的怀疑一直存在。 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才最

终下定决心参战,消除分歧,开始拥抱国际主义。 在推动美式国际主义的过程中如若没有国家实力的支

持,国际主义就会显得脆弱无力,沦为一纸空谈。 二战后,只有当美国作为战胜国中最具有威望和权力

的国家支持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时,美国国际主义的目标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获得实现。

结　 语

始于战争阴云的 1939 年纽约世博会不仅仅是一次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还代表了美国在二战

前盛行的一种沟通世界、促进交流、维护和平的美式国际主义。 在纽约商业精英的积极推动下,纽约世

博会对充斥着暴力和权力竞赛的现存国际秩序予以回击,通过诉诸和平与进步这样的普世主义议题对

抗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团结各国的和平力量,用美国的制度和理念影响世界,赢得了各方人士的好评

与赞扬。
然而,美式国际主义在战争的大背景下显得软弱无力。 世博会在后期被迫从弘扬国际主义理念的

交流盛会,转变成以宣扬国家工业实力和军事动员为主的爱国主义教育场所,宣告了 1930 年代美式国

际主义目标的破灭。 世博会美式国际主义的挫败一方面源于组织者自身民族主义和种族偏见,另一方

面也与文化国际主义观念本身的软弱性有关。 珍珠港事件前的美国依然受到孤立主义的钳制,即使上

层精英怀有国际主义理念,具有推动世界实现和平的愿望,但美国依然缺乏实现国际主义的有利国内外

条件。 在二战后,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这种倡导民主促和平、加强国家间合作的国际主义思想才

有了更为明确和清晰的表达,美国也展现出更为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的姿态。

(责任编辑: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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