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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青：被误读的“冷战之父”1

  

3月17日晚，乔治·凯南在家中辞世，享年101岁。这个拥有各种头衔的人其实是一个被误读的人。他的论著和他的

经历，折射着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最珍贵的两样东西:现实主义和独立精神。而它们的缺失，恰恰是我们习惯误读的

症结所在。 
 

有点小才？“遏制”之父？ 

 

曾在一本历史教材上读到乔治·凯南，文字略带春秋笔法: 

 

最早向杜鲁门政府提出“冷战”政策建议的人，是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乔治·凯南。此人出身微贱，有点小才，但

长期郁郁不得志。为了讨好美国当局，曾写过许多有关苏联政局的捕风捉影的报告，可信程度极低。但这位老兄面对

挫折，毫不灰心，仍然在寻找机会表现自己。一次，凯南在百无聊赖中随手打开了收音机，斯大林1946年2月9日的

讲话，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他认为，斯大林的这个讲话，集中地反映了苏联的对美政策。于是心血来潮，奋笔疾

书，写下了他对苏联的看法。 
 

后来，书读得多了，才知道凯南“心血来潮之作”就是外交史上著名的“长电报”，赫然发现先以意识形态打底再用

文字上妆的历史读本是何等荒谬和犀利。一个在40年前就预言苏联帝国解体方式的战略家，一个对现代美国外交政

策打下深刻烙印的外交官，一个一生著作等身两获普利策奖的学者，三言两语之间就成了一副无事生非奸佞小人的形

象。 
 

可笑的是，这种善于颠倒黑白的丑化宣传，恰恰是凯南最厌恶的政策执行方式。在美苏对抗最白热化的年代，他依然

坚持，“遏制”不是说处处针锋相对，互吐口水，挥舞核弹，“遏制”的精髓是解决内政问题，把自己建成一个榜

样。更可笑的是，整个学术界和外交界公认，在凯南之后，无论美国还是别的什么国家，似乎还没有人能再写出一份

“长电报”，而我们尊敬的教授们竟然在评论一个大师“有点小才”。 
 

3月17日晚，凯南在家中辞世，享年101岁。第二天，国内诸多媒体上均可读到千字报道，标题所冠不一，大体不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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