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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反共反民主思潮的泛滥 

麦卡锡主义是1950一1954年间美国反共，反民主逆流的典型代表，它恶意诽谤、肆意迫害共产党人

和民主进步人士直至有不同意见的人。麦卡锡的言行，是麦卡锡主义的集中体现。麦卡锡利用国会议

员所享有的种种特权[1]和国会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放肆地煽动反共舆论，收集共

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材料，并对他们进行迫害。当时美国上白党、政、军、财，文及各界知名人士，下

至社会各个角落的普通老百姓，都遭到了麦卡锡的攻击，无一幸免。有人把麦卡锡称为“我们时代的

最大的蛊惑家”，“无情的和不负责任  

的政治投机家，一个极权主义者，一个法西斯主义分子”，还有人揭露麦卡锡的言行是“谎言的标

志”。1976年出版的英国《牛津大辞典》，在解释麦卡锡主义的定义时，就强调了它的反共特点。上

述词条指出“麦卡锡主义是一种反共活动，它力图“从政府中搜查出共产党嫌疑犯，并把他们清除出

去。”在麦卡锡主义泛滥时，它实际上已经成了排斥异己，破坏法制，政治迫害的同义词。当时，就

有人写了《麦卡锡主义和大谎言》一书，揭露它是用残忍而可恶的方法，强迫人们去接受美国的政

策。麦卡锡本人则公然宣称，他的主张就是“准备斗争的美国主义”。他在1952年出版了一本《麦卡

锡主义：为美国而斗争》[2]的书，系统地记载了麦卡锡的反共、反民主的言行。  

无论是杜鲁门的民主党政府，还是施政初期的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政府，对麦卡锡主义的泛滥，都没

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后来，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里承认，麦卡锡主义横行时是“美国群众性的

歇斯底里时期，这种歇斯底里导致了政治迫害事件”’“给许多无  

辜的人扣上了罪名”。但是，杜鲁门却强调，麦卡锡主义的歇斯底里，是由于某些煽动家“利用国际

恐怖和阴谋的气氛”来为他们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杜鲁门抱怨麦卡锡不该指责他反共不力。杜鲁门声

称，他自己不能对非法调查负责。他认为，早在罗斯福执政时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就开创了非法调查

的先例，从此以后，这种做法充斥了整个国会。艾森豪威尔后来在自己写的回忆录中则强调，杜鲁门

政府要对麦卡锡主义的泛滥负责。艾森豪威尔说“先于威斯康星州的约瑟夫，麦卡锡其人，麦卡锡主

义就已问世了”，“麦卡锡主义是比麦卡锡其人大得多的一个问题。”历史事实说明，不管杜鲁门和

艾森豪威尔如何相互推诿，极力洗刷他们自己应对麦卡锡主义的泛滥负责，如果没有杜鲁门、艾森豪

威尔政府推波助澜，麦卡锡主义是不会泛滥成灾的。  

正是杜鲁门自己，于1950年8月初向美国国会提出了攻击美国共产党的特别咨文。杜鲁门还签署了政

府一些部，局有关解雇公务员的程序法案，并授权这些部、局的负责人，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可以

从相应机构中解雇任何人。1950年9月23日，美国第八十一届国会通过了《麦卡伦法》，即“国内安

全法[3]。根据这个法案，凡属美国共产主义性质的组织及其外围组织都要向美国司法部登记，并提供

有关自己组织的财务等全部情况，还要逐个登记成员的名单，并禁止其成员在政府机关和国防企业中

任职，也不准他们领取出国护照。如果违反上述规定，要判处五年以下徒刑或处以一万美元以下罚

款。这样，美国共产党及其他进步组织就不再受到法律保护，它们随时都可能被宣布为“阴谋破坏

性”的组织。  

1950年底，杜鲁门根据《麦卡伦法》，宣布美国全国处于紧急状态，逮捕了不少反对美国侵朝战争的



进步人士。根据《麦卡伦法》，美国政府分别给一百七十多个进步团体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杜鲁门

还批准成立了一个“颠覆活动管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从1951年4月到1952年8月，举行了十六个

月的听证会，力图把美国共产党定为“受苏联支配和控制”的组织。根据《麦卡伦法》，凡参加“阴

谋破坏性”组织的外国侨民，都将被驱逐出境。从1952年5月起，美国国务院在发给美国公民的出国

护照中，还特别印上了这样的字样：“本护照对于持往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中国、捷克斯洛伐

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苏联的旅行者无效。”1952年6月，美国第八十二届国会又通过《19

52 

年移民国籍法》[4]，规定：要严格限制那訾“不可靠的”外国人移居美国，外来移民从每年入境三十

四万人减少到每年十五万人，其中亚洲移民总数不超过两千人。还规定：凡是没有加入美国籍的外国

侨民(当时有几百万人），必须随时携带身份证，否则也要受罚甚至坐牢。即使已经入籍的美国公民，

如果“行为不端”，也随时可能被取消美国国籍。杜鲁门鉴于这个法案的一些条文同1798年客籍法

[5]几乎相同，拒绝签署。但是，杜鲁门的这种姿态，并不妨碍国会对杜鲁门拒绝签署的否决。根据

《麦卡伦法》，仅1953年上半年，就有四十八万移民被撵出美国到了墨西哥。  

从1950年3月下旬开始，．美国国会组织．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就麦卡锡指控欧文·拉铁摩尔等十人

的“共产党间谍’’案进行了调查。拉铁摩尔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美国第一流的远东问题专家。19

41—1942年间，他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在重庆担任过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

42一土944年间，拉铁摩尔在美国战略情报局太平洋战区分局工作。毋庸置疑，拉铁摩尔对美国垄断

资本的统治是忠心耿耿的。然而，麦卡锡却骇人听闻地指控拉铁摩尔是“苏联在美国的头号间谍”，

是一个“超级间谍”。麦卡锡说：“有关拉铁摩尔的档案材料是爆炸性的，如果破了这个案，这将是

我国历史上最大的间谍案。”他还说：“在美国国务院的间谍网中，拉铁摩尔是阿尔杰·希斯的上

司。”麦卡锡表示，在审理拉铁摩尔的案件中，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搞掉拉铁摩尔。  

1950午4月6日，正在阿富汗访问的拉铁摩尔奉召回国。在调查拉铁摩尔案件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

上，拉铁摩尔列举大量事实，表明自己对美国的忠诚，并且公布了蒋介石和宋美龄赞扬拉铁摩尔的私

人信件。主持调查的委员会也拿不出充分的证据，来证实拉铁摩尔的“罪行”。过了四天，麦卡锡把

曾任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编辑主任、一个名叫路易斯·布登兹的人带到委员会上作证。布

登兹说：]944年，上级党组织工作人员要他把拉铁摩尔看成是共产党人。拉铁摩尔的辩护御币对布登

兹的证词提出了疑问。布登兹后来承认，在他所知道的有关美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售从来不知道拉铁摩

尔是一名共产党员。布登兹还说，他正在写一本书，书中提到了拉铁摩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调

查拉铁摩尔案件的委员会最后作出结论：“麦卡锡关于拉铁摩尔是俄国超级间谍的指控是没有根据

的。”麦卡锡对这个结论很恼火，他指责调查委员会是“向美国红色第五纵队开了绿灯”。在麦卡锡

的高压下，拉铁摩尔最后还是遭到了政府的清洗。从此，拉铁摩尔的著作和论文被禁止发表；美国发

行量很大的刊物《读者文摘》[6]，在1951—1954年间只刊登了拉铁摩尔写的三篇文章；1955—1

960年间，拉铁摩尔的文章一篇也没有发表。直到1968年，美国才出版了拉铁摩尔的书。  

美国侵朝战争爆发后，麦卡锡更加紧了政治诽谤和阴谋迫害活动。曾任美国驻苏大使的查尔斯·波伦

写了一本《历史的见证(1929一1968)》的回忆录，书中谈到了麦卡锡主义泛滥的背景。波伦在回忆

录中写道：“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挫折和蛮不讲理的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恶意颠倒事

实，产生了一种真正的恐惧状态。”1951年，麦卡锡拚命攻击杜鲁门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决策人物乔

治·马歇尔和迪安·艾奇逊。马歇尔(1880一1959)是罗斯福的得力助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

美国陆军参谋长，1947-1949年间又担任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1951年6月麦卡锡在参议院的一次

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指控马歇尔“参与了一项巨大的阴谋”，“为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服务”。艾奇

逊(1893—1971)自1941年以来任助理国务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副国务卿，并继马歇尔任国务

卿。麦卡锡称艾奇逊是“红色的迪安”，指责艾奇逊在亚洲“出卖了中国”，“雇用并保护了共产党

人”。由于麦卡锡的一再诋毁，马歇尔和艾奇逊都被迫先后辞职。  

1952年，在美国总统竞选中，麦卡锡起劲地抨击罗斯福和杜鲁门在1933—1952年民主党执政期间

是“卖国的二十年”。由于艾森豪威尔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竞选得到了胜利，1953年1月，共

和党上台执政。美国《华盛顿邮报》[7]在1952年3月24日预言：“如果艾森豪威尔昨夜当选，麦卡

锡主义今天就会消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艾森豪威尔上台后，他在施政之初，对麦卡锡主义的

纵容和姑息，比杜鲁门当政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1953年4月2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发布了10450号行政命令，命令宣布：凡有“叛国嫌疑”，“与



国家安全要求不一致”的工作人员，都应予以解雇。据艾森豪威尔自己提供的材料，在这一命令公布

后四个月内，就有一千四百多名政府官只被解雇。1953—1954年间，有八千人被专门的调查委员会

确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人物”，有五千人被迫“自动辞职”；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各种名目的审

查。·艾森豪威尔的上述命令，为麦卡锡式的政治迫害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  

1954年8月2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又签署了第八十三届国会通过的《1954年共产党管制法》，宣

布：美国共产党是“非法组织”，“不受法律保护”。参议院一致通过了这一法案，在众议院也只有

两票反对。这个法案列举了十四种情况，作为确定某人是否是共产党员的依据。这样，某人只要同任

何一个进步团体的活动稍有联系，他就有被捕的可能。  

早在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已参与了对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迫害活动。奥本海

默(1906—1967)是闻名全球的科学家，主持过1945年7月16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爆工作。奥

本海默曾是美国政府所属的三十五个各种委员会的成员。后  

来，奥本海默辞去了美国，原子能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自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以后，奥本海默仍

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所长，并且担任了政府的顾问，持有参与政府绝密机要工作的许可证，几乎

极少有人怀疑奥本海默对美国的忠诚。尽管这样，奥本海默最后还是遭到了清洗。  

1953年11月，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的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前执行秘书威廉，博登，向美国联邦调

查局头子埃德加·胡佛[8]告密，指控奥本海默“非常可能是苏联间谍”，理由是“奥本海默的妻子和

妻弟都是美共党员”。在艾森豪威尔的同意下，埃德加·胡佛立即把奥本海默当作“叛国嫌疑犯”进

行专案审查。当时，奥本海默正应邀在英国讲学，接受英国牛津大学授予他的荣誉博士的称号。奥本

海默接受这样的称号已经是第六次了。当奥本海默从英国一回到华盛顿，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施特

劳斯就通知奥本海默接受  

审查。1953年圣诞节前夕，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保安人员取走了由奥本海默保存的全部机密文件。麦

卡锡还扬言，要在参议院内公布奥本海默的“罪行材料”。  

1954年春季，美国原于能委员会奥本海默案件五人调查小组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在听取了四十个证

人的证词以后，调查小组得出结论，认为奥本海默是一位“忠于美国的公民”，把他当作苏联间谍是

不能成立的。但是调查小组仍然拒绝恢复奥本海默参与政府绝  

密工作的要求，理由是他“对发展氢弹的态度冷淡”“他的社会关系使人极其不安”。艾森豪威尔在

日记里也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总的结论一直是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说明奥本海默博士本人有不忠诚

的情况。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可能不是一个危害国家安全的人物。”经过几个星期的审查，五人调

查小组就奥本海默案件投票，确认奥本海默是一个“危险人物”。  

麦卡锡的诽谤和阴谋迫害活动，并没有局限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容许的范围内。麦卡锡抨击的对象，还

对准了艾森豪威尔任命的一批有经验的外交官，并且干涉政府的其他外交事务。例如艾森豪威尔准备

挑选，詹姆斯·科南特担任美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高级专员，麦卡锡则极力反对，理由是科南特

在担任哈佛大学校长时没有表明他的反共见解。艾森豪威尔准备提名沃尔特·史密斯将军为副国务

卿，麦卡锡也拒不赞成。史密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担任过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后来又当了中央情

报局局长和美国驻苏大使。麦卡锡不赞成的理由是，史密斯曾在一次控告麦卡锡犯有诽谤罪的预审听

证会上作过证。  

1953年3月，麦卡锡还特别阻挠艾森豪威尔提名波伦任美国驻苏联的大使。波伦在1945年担任过罗

斯福的顾问。麦卡锡声称，根据他所掌握的档案材料，波伦起码是一个“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危险分

子”，因为波伦有个亲戚是美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慕尼黑的  

总领事，这个亲戚与一个苏联女人有牵连。所以波伦不宜再当驻国外的外交官。麦卡锡还说，波伦在

艾奇逊的国务院班子里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因此波伦也不宜在美国驻苏大使这个关键性的岗位上工

作。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国务卿杜勒斯感到，麦卡锡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干涉美国政府对外交官员的任

命，对美国共和党是很不利的。于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不理会麦卡锡的反对，还是让波伦当了驻苏大

使。  



在这前后，麦卡锡还派自己的主要助手罗伊，科恩和戴维·沙因去调查“美国之音”[9]的活动。麦卡

锡指责“美国之音”的工作人员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调查结果，投有足够的证据说明“美国·之

音”的工作人员对美国政府有什么不忠诚的行为，但最后仍以各种名目解雇了几十名“美国之音”的

雇员。  

麦卡锡的上述行为，开始引起国内外舆论的不满。1953年5月，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在一次会议上谈

到：“人们会怀疑，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究竟是艾森豪威尔还是麦卡锡有更大的权力？”麦卡锡对此老

羞成怒，指责艾德礼是英国工党里的一名“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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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1984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原书的插图发表时略去，页下注一律改为尾注。  

学术交流网(www.annian.net)/美国论著研究/2004年10月6日首发  

注释:  

[1]议员在任期内，出席国会期间及来往于国会途中，除叛逆和破坏治安等重罪外不受逮捕，在国会会

议上或官方出版物上的一切言论，不受国会外任何人的责问。  

[2]此书在纽约出版。1977年重印。  

[3]又称麦卡伦一伍德法。是民主党参议员麦卡伦和众议员伍德联合提出的。  

[4]即麦卡伦一华尔特移民法。由参议员麦卡伦和华尔特联合提出。  

[5]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于1798年6月25日颁布了摧残人民民主权利的客籍法。根据这个法

案，总统有权在两年内驱逐对美国有危险的外侨出境，并有权下令逮捕外侨。  

[6]《读者文摘》是1922年创刊的美国资产阶级刊物，摘录各种爷籍和杂志的文章。用几十种文字出

版。发行量国内高达一千万份左右。  

[7]美国重要的资产阶级报纸。创刊于1877年，在华盛顿出版。与《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同

为美国有影响的“三大报”。1952年总统竞选时，明显地支持共和党。  

[8]埃德加·胡佛(1895--1972)，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1921—1924年任司法部调查局副局

长，1924年起任局长，他任局长期间改组了该局，1935年改称联邦调查局。  

[9]“美国之音“成立于1942年2月24日，当时是一家私营广播公司，以多种语言向世界各国广播。

1948年，为美国国务院国际宣传暑所接管，1953年8月归美国新闻暑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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