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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中美关系的历史特征
——评《中国与美国——迈向新世纪的回顾》

牛　军

　　外交学院熊志勇副教授的著作《中国与

美国——迈向新世纪的回顾》(以下简称《中

国与美国》)是中国学者在中美关系研究领域

里的最新成果。该书分 7 章 55 节, 加上前言

和结束语等, 共约 28 万字。作为一部专著,

《中国与美国》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它的论述包括了从中美两国 200 多年

前的第一次交往直到 1995、1996 年之交的整

个历史, 其跨度之大、内涵之丰富, 在迄今

为止这一领域的研究中还不多见。其二是与

其他有关中美关系的论著比较, 《中国与美

国》更注意在论述中给予中国外交和美国对

华政策同等的重视。如果考虑到中国学者在

研究中国对美政策方面所承担的特殊的和不

可取代的责任, 以及以往研究中在这方面表

现出的不足,《中国与美国》的这一特点、也

是优点就显得尤为突出了。

作者大历史跨度的论述和对中美双方政

策的相对比较均衡的研究, 使《中国与美

国》相当清楚地揭示了中美关系从形成到发

展至今的一些重要的历史特征。由于篇幅限

制, 这里只能择其要者评述之。

首先, 通观全书, 不难看出作者所揭示

的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

即从“中国皇后号”到中国, “美国人把手伸

过来, 中国人友好地握了一下”起, 中美两

国就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在中国, 从

理论上界定两国关系的一些基本范畴几乎都

是由此产生的。例如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 中

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美国是发达国家,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美国是超级大国, 中国

是第三世界国家, 等等。中美两国所处的历

史地位和状况, 决定了在双方交往历史过程

的大部分时间里, 双方的关系都是不平等的,

双方在处理两国关系时的心态和一些基本观

念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或差异。

《中国与美国》指出, 当中美两国在 18 世

纪间开始交往时,“不同的发展道路给两国今

后的往来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第 5 页)。此

后到 19 世纪, 美国迅速发展, 直到在综合国

力方面站到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前列。

疆土扩张、经济繁荣, 使美国越来越热衷于

干预国际事务, 争取获得自认为是与自己的

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 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

势力范围, 同时将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发展

模式推广到全世界。

中国则正相反。它最初是用传统的那种

“理念上不平等、实际上宽容的方式接待了来

华的美国商人”, 但最终却“陷入实质上不平

等的关系的陷阱” (第 20 页)。19 世纪中叶

起, 中国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战争中不断失败,

它在国际社会中陷入极其孤立与屈辱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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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这一过程中, 美国实际上伙同其他列

强一起, 参与对中国的侵略与压迫。作者同

时客观地指出, 美国的作法的确与其他列强

有许多不同之处, 以及由此引起一些中国人

对美国的看法与对其他列强的看法有着很大

的不同。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

国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几乎与此同

时, 美国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中国的周边地区

及一小部分中国的领土和领水, 从而达到美

国向西扩张的顶点, 而且是凭借武力达到的。

结果是中国与美国在朝鲜、印度支那和台湾

海峡发生了持续 20 年之久的对抗或紧张的

对峙。《中国与美国》循着自己的逻辑强调指

出, 正是历史的因素“使得新中国在争得独

立之后不可能为了外交上的承认而对美国的

要求作出任何让步或妥协”; 而美国以往 100

年来处理两国关系的态度也决定了它对一个

通过革命获得独立和新生的国家的敌视和歧

视, 要求新中国保证美国“的固有条约权益

不能变更, 中国的政策必须符合美国的利

益”, 等等。该书认为, 这一历史时期中美关

系的演化对“以后几十年产生了重大的影

响”(第 189 页)。历史的细节当然不会重演,

但一些最基本因素却是长期起作用的。中美

关系的变化证明, 作者的这一论断对认识今

天的中美关系仍然有其重要意义。

其次, 近十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表明, 中

美关系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有这样一个

特点, 即双边关系非常脆弱, 缺少发展的基

础, 也很少有内在的动力。中美两国的一些

基本利益经常是产生于大的国际环境。决定

中美关系的走向和亲疏的基本因素首先是两

国之间总有一个“第三者”, 中美关系的亲疏

远近同它们与“第三者”的关系联系在一起。

美国往往是为了防止中国成为某一个大国的

势力范围、或者为了在东亚制约另一个大国,

才密切与中国的关系并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

的。中国则往往在反对外来威胁时将美国视

为可利用的国际力量。《中国与美国》大历史

跨度的论述, 补充和丰富了上述论点。

总之,《中国与美国》不论从哪个角度和

在哪个层次上论述中美关系的发展, 读者都

可以发现上述两个贯穿始终的特点, 并由此

把握住中美关系演变的一些带规律性的内

容。

除上述对中美关系的一些基本特征的论

述外,《中国与美国》对中美关系史研究中一

些重要课题的论述也可以说是相当精彩的。

有关“门户开放”政策的论述便是其中的一

例。《中国与美国》在探讨蒲安臣在中美关系

史上的作用时便指出了“门户开放”政策的

渊源, 认为蒲安臣所倡导的“合作政策”“构

成了后来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基础”(第 44

页)。在论述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到日俄战争

期间的中美关系时,《中国与美国》不仅探讨

了美国提出“门户开放”的动机, 而且特别

指出了这项政策产生后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认为“以‘门户开放’政策所体现的 (中美

两国) 利益的交叉点影响了以后半个世纪的

两国关系”(第 85 页) , 正是美国在日俄战争

中的态度使清政策试图借助“外力来平衡日

本及俄国扩张的压力”(第 91 页)。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时美日在中国的竞争则表明, 美国

并不支持中国的独立,“两国间的共同语言只

能局限于防止一国称霸中国”(第 120 页)。这

些新的见解无疑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

了一步。该书还提出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新观

点, 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中国与美国》论述中美关系时的主要缺

点是作者采取的一节一议的办法, 使不少重

要而又精彩的论述散见于几个章节里, 使读

者难以把握。如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论述

就是一例。二是有些引文过于冗长, 一部如

此大跨度的著作, 尽量减少引文的篇幅, 可

以使作者有更大的空间展开自己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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