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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大戰後的民族自決風潮 二次大戰後的反殖民運動 

威爾遜的 

十四點原則 

一戰後的 

印度爭取獨立 
背景 

亞洲的獨立之路 

印巴問題 其餘各國 

 

Ｂ
民
族
自
決
：
鼓
舞
戰
敗
國
與
殖
民
地
人
民
爭
取
自
身
權
益 

 

Ａ
公
平
合
理
：
以
公
平
合
理
為
原
則
，
處
理
戰
後
問
題 

２
十
四
點
原
則
： 

１
美
國
總
統
威
爾
遜
，
於
巴
黎
和
會
提
出
十
四
點
原
則 

 
 

人
們
更
到
海
邊
自
己
取
鹽
，
抵
制
英
國
殖
民
當
局
的
專
賣
政
策
。 

 

Ｂ
一
九
三
○
年
，
為
了
抗
議
英
國
在
印
度
施
行
的
食
鹽
專
賣
制
，
甘
地
發
起
的
抗
議
遊
行
隊
伍
步
行
四
百
公
里
，  

 
 

他
也
曾
率
群
眾
長
途
遊
行
至
海
邊
取
鹽
，
以
抗
議
政
府
的
食
鹽
公
賣
。 

 

Ａ
甘
地
提
出
婦
女
應
每
天
花
一
定
時
間
織
布
，
並
使
用
手
紡
車
，
降
低
對
英
國
紡
織
廠
的
依
賴
。 

●
補
充
：
不
合
作
運
動 

 

以
印
度
國
大
黨
為
據
點
，
遵
從
甘
地
的
「
不
合
作
運
動
」
，
積
極
推
動
印
度
的
獨
立 

２
印
度
知
識
分
子
對
英
國
的
統
治
越
加
失
望
： 

 
 

 

殖
民
政
府
向
抗
議
群
眾
射
殺
，
造
成
一
千
多
人
傷
亡
。 

 

一
九
一
九
年
印
度
通
過
《
羅
拉
特
法
案
》，
允
許
印
度
殖
民
政
府
在
未
經
審
判
下
逮
捕
嫌
疑
犯
，
引
發
印
度
人
集
會
抗
議
，  

●
補
充
：
阿
姆
利
則
大
屠
殺
紀
念
碑
（
留
有
當
年
英
軍
射
殺
民
眾
時
所
留
下
的
彈
孔
） 

 
 

 

↓
殖
民
政
府
派
軍
隊
武
力
鎮
壓
，
導
致
傷
亡
慘
重
的
屠
殺 

 

 
 

一
九
一
九
年
殖
民
政
府
通
過
鎮
壓
革
命
的
法
案
，
引
起
人
民
示
威
抗
議 

 

 
 

戰
後
英
國
反
而
加
強
控
制 

↓ 

印
度
人
民
大
為
不
滿
，
要
求
獨
立 

１
印
度
在
一
戰
提
供
大
量
資
源
與
人
力
協
助
英
國
作
戰 

↓ 

希
望
藉
此
換
取
自
治
的
機
會 

 

Ｃ
一
九
四
一
年
：
英
、
美
提
出
《
大
西
洋
憲
章
》，
主
張
人
民
有
選
擇
政
府
的
權
力
，
並
預
告
戰
勝
國
將
對
殖
民
地
鬆
手 

 

Ｂ
日
本
：
重
創
英
國
、
法
國
與
荷
蘭
在
遠
東
的
勢
力
激
發
東
方
民
族
反
西
方
的
情
緒 

 

Ａ
西
方
國
家
折
損
它
們
對
殖
民
地
的
統
治
力
量 

４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 

 

美
國
的
做
法
逐
漸
引
起
中
南
美
洲
國
家
的
不
滿
，
因
此
美
國
改
行
「
睦
鄰
政
策
」，
希
望
改
善
和
中
南
美
洲
國
家
的
關
係
。 

 

自
門
羅
主
義
以
來
，
美
國
積
極
介
入
中
南
美
洲
事
務
，
二
十
世
紀
初
的
「
巨
棒
外
交
」
仍
延
續
此
一
原
則
。 

●
補
充
：
美
國
睦
鄰
政
策 

３
一
九
三
三
年
美
國
：
睦
鄰
政
策
，
放
棄
干
預
中
南
美
洲
內
政 

２
一
九
二
○
年
共
產
國
際
：
提
出
《
民
族
與
殖
民
地
問
題
綱
領
》
，
主
張
各
民
族
平
等
，
享
有
自
決
權 

１
一
次
大
戰
後
：
殖
民
地
獨
立
運
動
勢
不
可
擋 

 

一
九
七
二
年
，
東
巴
基
斯
坦
獨
立
為
孟
加
拉
。 

●
補
充
：
巴
基
斯
坦
分
為
東
巴
基
斯
坦
及
西
巴
基
斯
坦
，
除
了
共
同
信
仰
伊
斯
蘭
教
外
，
彼
此
文
化
、
語
言
都
不
相
同
。 

●
補
充
：
甘
地
因
為
接
受
印
巴
分
治
的
方
案
，
而
遭
到
印
度
教
狂
熱
分
子
殺
害 

↓
英
國
其
餘
殖
民
地
陸
續
獨
立
但
過
程
較
為
平
和 

３
分
別
成
立
國
家
（
印
度
共
和
國
、
巴
基
斯
坦
伊
斯
蘭
共
和
國
），
因
為
領
土
糾
紛
問
題
，
至
今
依
然
衝
突
不
斷 

 

憲
法
則
是
由
自
治
領
自
行
制
定
，
再
交
由
英
國
國
會
批
准
。 

●
補
充
：
自
治
領
在
內
政
、
經
濟
、
外
交
上
均
有
自
主
權
，
僅
名
義
上
隸
屬
大
英
國
協
。 

２
一
九
四
七
年
：
印
度
、
巴
基
斯
坦
成
立
自
治
領
（
印
度
：
印
度
教
徒
為
主
、
巴
基
斯
坦
：
穆
斯
林
為
主
） 

１
二
戰
後
：
印
度
爭
取
獨
立
的
呼
聲
越
演
越
烈 

 

冷
戰
後
則
強
調
成
員
間
的
經
貿
合
作
與
互
惠 

４
冷
戰
時
著
重
政
治
協
商
與
區
域
秩
序 

 

↓
東
南
亞
國
協
成
立 

３
一
九
六
七
年
，
馬
來
西
亞
與
印
尼
等
國
共
同
在
曼
谷
發
表
宣
言
， 

２
一
九
五
○
年
代
各
國
逐
漸
取
得
獨
立
，
開
始
加
強
彼
此
合
作
關
係 

１
二
戰
後
，
東
南
亞
獨
立
運
動
紛
紛
興
起
，
又
分
為
和
平
與
武
力
方
式 

 
●
補
充
：
二
戰
後
東
南
亞
獨
立
運
動
與
組
織
發
展 

 

↓
荷
蘭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承
認
印
尼
獨
立 

 

↓
經
過
四
年
戰
爭 

 

理
由
：
維
持
「
紀
律
與
秩
序
」 

２
印
尼
：
一
九
四
五
年
宣
布
獨
立
，
荷
蘭
派
軍
攻
打
印
尼 

 

終
於
迫
使
法
國
退
出
越
南 

１
越
南
：
與
法
國
血
戰
八
年
（
一
九
四
六
到
一
九
五
四
年
）
後
，  

 

法
國
與
荷
蘭
的
殖
民
地
經
武
力
抗
爭
後
才
得
以
擺
脫
殖
民
地
控
制 

●
武
力
抗
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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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次 大 戰 後 的 反 殖 民 運 動 

非洲的獨立浪潮 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 中南美洲的經濟獨立 

５
例
外
：
非
洲
南
部
脫
離
殖
民
的
進
程
則
較
為
緩
慢
，
如
與
葡
萄
牙
長
期
抗
戰
的
安
哥
拉
、
莫
三
比
克 

４
一
九
六
五
年
：
英
國
、
法
國
、
比
利
時
統
治
之
下
的
非
洲
殖
民
地
大
多
已
獨
立 

３
一
九
六
○
年
：
聯
合
國
通
過
《
給
予
殖
民
地
國
家
和
人
民
獨
立
宣
言
》
，
助
長
非
洲
獨
立
風
潮
。 

●
補
充
：
恩
克
魯
瑪
，
迦
納
政
治
家
，
一
九
四
○
年
代
返
抵
黃
金
海
岸
，
組
建
政
黨
以
追
求
獨
立
，
成
為
非
洲
反
殖
民
運
動
的
先
驅
。 

２
一
九
五
七
年
：
英
國
在
西
非
的
殖
民
地
黃
金
海
岸
、
英
屬
多
哥
蘭 

↓ 

合
併
獨
立
為
迦
納 

↓ 

掀
起
非
洲
獨
立
運
動
的
風
潮 

 

↓
收
回
蘇
伊
士
運
河
的
利
權 

↓
埃
及
得
以
擺
脫
英
國
的
控
制
而
獨
立 

１
一
九
五
○
年
代
的
埃
及
：
埃
及
人
民
推
翻
由
英
國
政
府
支
持
的
王
室 

↓
建
立
共
和
政
府
並
迫
使
英
國
勢
力
撤
出
埃
及 

●
背
景
：
十
九
世
紀
下
半
葉
，
英
國
勢
力
進
入
埃
及
，
並
扶
植
了
一
個
親
英
的
埃
及
王
室
，
以
維
持
英
國
在
埃
及
的
優
勢
地
位
。 

 

Ｄ
禁
止
歐
洲
人
與
非
洲
人
通
婚 

 
 

都
推
行
「
微
型
種
族
隔
離
」 

 

Ｃ
學
校
、
醫
院
、
電
影
院
、
交
通
工
具
、
博
物
館
等 

 

Ｂ
印
度
人
被
迫
在
劃
定
地
區
之
外
經
商 

 

 

Ａ
非
洲
人
被
迫
遷
出
大
城
市 

 
 

 

且
在
公
民
證
上
標
明
所
屬
種
族 

 
 

白
人
、
有
色
人
（
印
度
人
） 

、
非
洲
人
三
大
類
，  

 

規
定
各
個
種
族
必
須
分
區
居
住
，
並
將
居
民
劃
分
為 

 

●
補
充
：
南
非
的
種
族
隔
離
政
策 

 

最
終
曼
德
拉
當
選
，
成
為
南
非
史
上
第
一
位
黑
人
總
統 

 

↓
一
九
九
四
年
南
非
舉
行
首
次
總
統
直
選
，  

 

↓
南
非
終
於
在
一
九
九
一
年
廢
止
種
族
隔
離
制
度 

２
曼
德
拉
領
導
反
種
族
隔
離
運
動
，
致
力
推
動
族
群
平
等 

 

但
由
白
人
長
期
執
政
，
實
行
種
族
隔
離
制 

１
一
九
三
一
年
時
，
南
非
雖
已
獨
立 

古巴走向社會主義 墨西哥、阿根廷與巴西的經濟改革 

 

切
格
瓦
拉
則
曾
騎
著
摩
托
車
環
遊
南
美
洲
，
親
眼
目
睹
南
美
洲
的
貧
窮
困
苦
之
後
，
亦
投
入
古
巴
革
命
。 

 

卡
斯
楚
曾
經
參
選
國
會
議
員
，
但
那
一
次
的
選
舉
卻
因
政
變
而
取
消
，
於
是
卡
斯
楚
遂
轉
而
投
入
革
命
行
動
。 

●
補
充
：
卡
斯
楚
與
切
格
瓦
拉
：  

 

↓
一
九
九
○
年
代
：
經
濟
受
到
共
產
主
義
陣
營
的
瓦
解
而
重
創
↓
政
府
允
許
部
分
私
有
企
業
發
展
後
，
經
濟
漸
有
起
色 

 

↓
冷
戰
時
期
：
共
產
主
義
陣
營
為
主
要
貿
易
對
象 

 

Ａ
土
地
國
有
化
、 

Ｂ
將
民
營
企
業
、
美
國
資
本
經
營
的
企
業
收
歸
國
有
、 

Ｃ
推
行
計
畫
經
濟 

３
卡
斯
楚
的
經
濟
改
革
： 

 

↓
中
南
美
洲
逐
步
掙
脫
帝
國
主
義
的
陰
影 

２
一
九
五
九
年
，
古
巴
推
翻
獨
裁
者
，
由
卡
斯
楚
建
立
傾
向
社
會
主
義
的
新
政
權
↓
國
家
主
導
經
濟
生
產 

１
背
景
：
十
九
世
紀
：
中
南
美
洲
在
政
治
上
已
脫
離
歐
洲
殖
民
母
國
獨
立
，
經
濟
上
仍
受
西
方
企
業
的
控
制 

 

Ｃ
一
九
六
○
到
一
九
七
○
年
代
，
經
濟
突
飛
猛
進
↓
問
題
：
貧
富
差
距
（
貧
民
窟
）、
土
地
集
中
於
大
地
主 

 

Ｂ
一
九
六
四
年
：
軍
人
取
得
政
權
↓ 

壓
制
社
會
的
反
對
勢
力
，
有
利
資
本
發
展
、
加
強
基
礎
建
設
、
擴
大
自
由
貿
易 

 

Ａ
一
九
三
○
年
代
：
少
數
精
英
掌
控
的
政
府
遭
推
翻 

４
巴
西
軍
政
府
致
力
發
展
自
由
經
濟 

 
Ａ
將
外
資
企
業
收
為
國
有 

Ｂ
培
植
本
土
工
業 

Ｃ
鼓
勵
工
人
組
織
工
會
↓
又
稱
為
「 

裴
隆
主
義
」 

３
阿
根
廷
總
統
裴
隆
於
一
九
四
六
年
起
推
動
改
革
（
以
振
興
工
業
、
支
持
勞
工
為
主
） 

 

Ｃ
設
立
農
會
、
工
會
、 

 

Ｄ
墨
西
哥
取
回
經
濟
主
導
權 

 

Ａ
鐵
路
、
石
油
企
業
收
歸
國
有
、 

Ｂ
沒
收
大
地
主
或
大
企
業
的
部
分
土
地
、 

 

２
墨
西
哥
總
統
卡
德
納
斯
推
動
各
項
改
革
：（
以
經
濟
改
革
、
保
障
農
工
階
級
為
主
） 

↓
中
南
美
洲
開
始
向
國
際
市
場
邁
進 

１
一
九
六
○
年
代
：
南
美
各
國
政
府
推
行
工
業
發
展
，
例
如
：
墨
西
哥
、
阿
根
廷
、
巴
西
在
民
生
工
業
用
品
上
漸
能
自
給
自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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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傳教事業與帝國主義擴張的關連 殖民地文化的變遷 

傳教事業的發展 對傳教士的

批判 
背景 印度 非洲 

過程 影響 

 

直
到
日
本
解
除
鎖
國
，
天
主
教
才
又
在
日
本
重
新
發
展
。 

 

日
本
則
在
十
六
世
紀
中
葉
傳
入
天
主
教
，
後
因
發
展
蓬
勃
，
及
幕
府
對
外
國
勢
力
的
排
斥
而
下
令
禁
教
，  

 

清
雍
正
皇
帝
時
，
因
文
化
與
政
治
的
考
量
，
下
令
全
面
禁
教
。 

 

天
主
教
在
十
六
世
紀
（
明
朝
中
後
期
）
隨
著
新
航
路
的
開
啟
而
傳
入
中
國
， 

●
補
充
：
天
主
教
在
東
亞
的
傳
播  

４
一
九
、
二
十
世
紀
：
基
督
教
的
海
外
傳
教
事
業
達
到
高
峰 

４
十
九
世
紀
中
後
期
：
西
方
傳
教
士
前
往
朝
鮮
、
東
南
亞
、
印
度
等
地
傳
教 

３
一
八
六
一
年
：
日
本
解
除
鎖
國
後
重
新
接
受
西
方
傳
教
士 

２
一
八
四
二
年
鴉
片
戰
爭
後
：
天
主
教
傳
教
士
再
度
進
入
中
國 

 

歐
洲
在
海
外
傳
教
進
展
不
大
，
其
後
科
技
的
進
步
使
傳
教
士
的
宣
教
活
動
有
所
進
展 

１
十
九
世
紀
中
期
以
前
：  

●
概
述
：
傳
教
與
政
治
相
結
合 

↓ 

引
發
殖
民
地
猜
疑 

↓ 

民
族
主
義
興
盛
趨
於
批
判
傳
教 

 

Ｂ
伊
斯
蘭
世
界
：
基
督
徒
宣
道
成
功
的
可
能
性
極
小 

 

Ａ
印
度
：
英
國
政
府
為
避
免
宗
教
衝
突
增
加
統
治
困
擾 

２
十
九
世
紀
歐
洲
傳
教
士
活
動
範
圍
例
外
：
印
度
、
伊
斯
蘭
世
界 

 

在
非
洲
與
亞
洲
視
傳
教
士
為
帝
國
主
義
先
鋒
的
觀
感 

↓ 

基
督
教
難
以
普
受
信
仰 

１
海
外
傳
教
活
動
的
興
盛
，
約
與
新
帝
國
主
義
的
發
展
同
時 

３
「
宣
教
的
帝
國
主
義
者
」：
常
被
用
來
指
稱
在
非
洲
的
西
方
基
督
徒 

２
傳
教
士
被
認
為
是
「
帝
國
主
義
的
特
務
」
↓
不
相
信
他
們
是
虔
誠
的
傳
道
者
或
善
意
的
教
化
者 

１
非
洲
民
族
意
識
覺
醒
：
非
洲
人
編
寫
自
己
的
歷
史
時
，
對
於
殖
民
統
治
普
遍
痛
加
撻
伐 

 

本
土
化
文
化
表
現
活
躍 

 

多
元
主
義
價
值
觀
逐
漸
流
行 

２
西
方
優
勢
消
退
： 

 

西
方
思
想
則
廣
受
批
評
或
漠
視 

 

西
方
科
技
受
開
發
中
國
家
重
視
，  

１
新
帝
國
主
義
時
代
過
去
： 

 

 

東
西
交
融
的
新
印
度
文
化
從
此
出
現 

３
新
印
度
文
化
： 

 

↓
英
國
確
是
造
成
印
度
統
一
的
重
要
緣
故 

 

Ｂ
英
文
被
設
為
官
方
語
文
之
一 

 

Ａ
推
行
印
度
文
，
但
印
度
語
文
嚴
重
分
歧 

２
印
度
獨
立
： 

 

↓
印
度
人
的
國
家
意
識
開
始
出
現 

 

Ｂ
英
國
的
殖
民
強
化
印
度
人
民
的
認
同
意
識 

 

Ａ
文
化
的
分
歧
性
極
高 

↓ 

政
治
上
難
以
統
一 

１
傳
統
印
度
： 

 

↓
現
代
化
同
時
，
應
維
護
非
洲
人
的
傳
統
文
化 

↓ 

非
洲
人
文
化
有
其
世
界
性
的
定
位 

５
二
十
世
紀
後
期
，
非
洲
人
的
自
覺
運
動
興
起 

 

４
非
洲
國
家
的
政
治
獨
立
以
及
國
民
教
育
的
興
辦 

↓ 

自
我
認
識
和
肯
定
大
增 

↓ 

非
洲
歷
史
從
此
廣
受
重
視 

 

Ｃ
大
眾
傳
播
媒
體
：
收
音
機 

 
Ｂ
教
會
學
校
是
重
要
的
教
育
機
構 

 
Ａ
發
展
造
字
運
動
，
但
至
今
仍
以
西
方
語
言
為
主 

３
文
化
教
育
： 

 

Ｂ
仰
賴
農
礦
產
輸
出
以
換
取
工
業
產
品
，
亦
須
引
進
外
國
資
金
和
人
才 

 

Ａ
獨
立
但
經
濟
上
高
度
倚
靠
歐
美
強
國 

２
新
殖
民
主
義
：
繼
續
受
制
於
昔
日
殖
民
國 

１
控
制
時
間
短
：
生
活
未
受
太
多
影
響
（
如
一
夫
多
妻
的
家
族
關
係
，
西
方
傳
教
士
勸
阻
仍
不
成
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