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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开始动笔于1987年。当时里根政府还有一年即将期满， 

苏联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大胆的改革方针，美苏关系开始出现新的 

缓和，国际局势预示教特有重大变化。在这个时候回顾、总结一 

下美国战后40多年的外交当是很有意义的。本课题列入“七．五” 

国家重点项目，当时计划2—3年完稿，大约1991一—1992年可以 

出书；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未能如期完成，直至1993年初书稿才 

最后杀青。而在此期间世界局势却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剧变，刚好 

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本书也就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历史”， 

可以说是从一种角度叙述的“冷战史”，这是编者所始料不及的。 

美国在二战后作为超级大国，其外交涉及全球每一个角落，任 

何一个地区或国家的风吹草动都或多或少与它有关。因此，这样 

一部书的规模之宏大、头绪之繁多远超过其他一国的外交史，自 

不待言。另外，虽是“史”，却又是当代之事，凡关心时事者对许 

多事都多少有所了解。本书作为学术性专著理应向读者、特别是 

专业性读者，提供一些超过常识范围的资料和深层次的行景，使 

读者对重大事件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在有限的篇幅内要 

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如果放开写，每一章都可写成一本书。因 

此在统稿过程中详略颇费斟酌，许多有趣的细节，详尽的分析，只 

俘商诸作者割爱7。即使如此，篇幅已经超过原出版计划，只能 

分成两册。 

本书是史，不是论，主要着眼于把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叙述 

清楚。不过不是孤立地就事论事，一般说来，每一件事都力求联 

系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美国政府内部决策过程、各派意见及其 

论据，以及其他有关国家的态度等等加以说明。取材尽可能广义， 

立论尽可能客观。毋庸讳言，由于美国完备的档案解密制度和大 

量的出版物，本书绝大多数资料来源干美国文献和书刊。除利用 

国内能见到的之外，课题组专门派霍世亮到美国收集几个总统 

图书馆档案及其他原始资料。同时，为了避免片面性，扩大视角， 

资中筠还曾到英国和法国查阅英国国家档案馆和法国外交部档案 

馆的解密档案，并采访一系列英、法政界人物和学者，就有关问 

题交换意见。当然，当时还没有可能到苏联去查阅档案。赴美之 

行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赴英、法之行则属社会科学院与两国 

的交流项目，得到英国文化协会和法国外交部文化司的协助，特 



此致谢。 

本书主要按编年系统撰写。美国战后外交连续性大于阶段性， 

但是为分工方便起见，每个作者基本上分担一个或一个以上总统 

的任期，并以此分孝。全书由资中药统稿。统稿人虽力求按照统 

一的要求加工裁减，件使全书浑然一体，但原作者各自对问题的 

理解深度、叙事详略、乃至文风等等，难以强求一致，因此这点 

未能完全做到。再者，解密档案有一定年限，前期多依隶原始文 

件，对内部决策过程能叙述较详，而越到后期，这方面材料就越 

少，只能多依靠公开发表的材料，这也难求一致。 

有关注释，凡来源于外文资料者一律注外文，不再译出；有 

的外文书籍已有中译本，但如作者参考的是原文，则书名仍注原 

文；引文如未注明中译本，则系作者自译，因为有时作者可能对 

已有的译文不尽满意。各章之后所附参考书目均由原授权人提供， 

全书不再附统一的参考书目，这样，许多常用的文献、书刊重复 

出现在所难免。大事年表由每一时期的撰稿人提供初稿，由资中 

筠统一补充删改。需要说明的是，西半球与东半球因时差关系有 

时日期差一天。本书无论正文还是大事年表中的日期均按写稿时 

所依据的材料，不再加以换算，因此有些日期根据不同国家的说 

法可能有一天之差。 

除已注明的各章作者外，第五章第二节(艾森豪威尔政府的 

核战略)系由宋久光撰写。另外，郑永平曾为第一、二、三章收 

集和整理资料，徐根发曾为第三章第二节(杜鲁门政府对日政 

策)提供了经过整理的详细资料。国外学术著作都附索引 

(index)，已成惯例，但这一做法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尚未通行。为 

方便读者计，本书加附详细索引，由肖蓉制作，资中筠核校。因 

系初步尝试，有不周全处话读者见谅。 

本书撰稿人的工作单位除金君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时 

股弘(南京大学历史系)、席来旺(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外， 

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成员。在成书过程中，主要由美 

国研究所图书馆和办公室提供资料、后勘等服务，中国国际问题 

研究所图书馆曾在借阅书刊资料方面给予慷慨协助，原中国社会 

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的华庆昭教授曾慨然提供他从英国国家档案馆 

收集来的档案，在此一并致谢。 

资中筠 

199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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