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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冷战时期中国人

对美国的看法与思考!

! 文中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冷战结束后，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包

括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想、对外政策等等的认

识，而且那些看法是变动不居的，要对他们在各个问题上的看

法作出准确的统计和精确的判断，是相当困难的。如果需要找

到一个词来概括中国人在冷战后认识和思考美国问题的最基

本和最普遍的特征，那么 “疑虑”可能是最恰如其分的。不论是

从思考的起点，思考的心理状态，还是目前思考所处的状态等

哪一方面看，都是如此。

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形象基本上是两面的

从冷战结束后中国人认识美国的角度看可以大致肯定，不

论是哪些中国人从哪个方面认识美国，基本上都踩在两个出发

点上，即美国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安全的关系。这里所说

的安全包括主权与领土完整和政治稳定。从这种双重的坐标出

发，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形象基本上是两面的，它既是中国现

代化的一个参照系，也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正

在谋求世界霸权，因而有可能损害中国的安全利益。

中国人用双重坐标衡量美国是历史积淀的结果，它反映了

近代中国人认识西方的基本心理状态。毛泽东曾经精确地描述

过，中国人在认识西方时，有一种独特的“师生情结”，即中国人

真诚地将西方发达国家当作自己的先生，认真地讨教和学习，

可是在历经坎坷以后终于发现，“先生总是欺负学生”。这种“师

生情结”给中国的爱国主义平添了浓重的悲情色彩，因此特别

能感动中国人，尤其是感动那些深怀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

们。

从 !" 世纪历史的演变看，中国人对美国的双重认识在不

同的时期，是有孰轻孰重、孰主孰次或两者并重的区别的。在 !"
世纪的前 )" 年里，中国除了一小部分知识分子认为美国是值

得效仿的榜样之外，大多数人对美国既不了解，也没有什么好

感。在那时的统治阶层中，确实有人在搞“以夷制夷”，将美国看

作是可以利用的一支力量，但总的说来都未能如愿以偿。当然

这同他们的政治地位软弱不稳定，有很大的关系。而他们的政

治地位多少同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有限联系在一起。

太平洋战争爆发使中美结成战略同盟，中国知识分子和广

大中国公众对美国的好感一度急剧增加。但是，随着美国在战

后的国共内战中支持遭到唾弃的蒋介石政权，到中国革命胜利

时美国成了新中国的敌人，美国的形象在中国人，包括多数中

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也随之一落千丈。中国人当时认为，美国

再强大，在中国也是失败者。特别是经过朝鲜战争后，美国是一

只“纸老虎”的看法在中国更加深入人心。这是当时中国人中反

美情绪高涨的思想根源之一。直到 %" 年代初以前的 !" 多年

里，美国是世界上的恶霸和侵略者这种看法在中国人中是绝对

的主流认识，现在看来，它已经作为“历史记忆”保留下来，其影

响是深远和巨大的。

#*%! 年尼克松访华的确是一个转折点。由于中美关系改善

在起步时基础十分薄弱，以至于双方领导人都有必要采取措施

来塑造对方的好形象，以便对方在本国公众中至少是可以被接

受的。这些努力在中国是很有成效的，它们使毛泽东的战略调

整得到有力的支持。迄今为止，一提到尼克松、基辛格，仍然会

在普通的中国人心中，唤起对那个时期中美关系戏剧性变化的

美妙回忆，当时参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美国人士仍然被称作是

“老朋友”。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当时塑造美国形象所产生的积

极影响。

塑造美国积极形象的结果与中美合作必然产生的巨大震

动结合在一起，也在一些中国人中造成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使

他们误以为只要有安全战略方面的共同利益，中美关系就可以

万古长青。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在那以后的近十年里，大

多数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不过是好奇多于好感，而且敌意仍然

存在。

#*%’ 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历史上全新

的一页。结束贫穷落后的历史，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新国家，自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百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它一经

落实为国家的根本政策，立即在中国唤起巨大的热情和动力。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美实现了

关系正常化。

中国开始推行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政策、中美共同

反对苏联扩张的战略合作和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这三个因素，

推动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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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对美国的看法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不再认

为美国是中国的敌人，而是反对苏联扩张的同盟者，特别是中国

实现现代化的参照系，至少也是参照系之一。在中国人尤其是

中国知识分子的潜意识里，荡漾着朦朦胧胧的希望，以为中国实

现现代化的目标是建成一个多少有些类似美国那样国力昌盛的

国家。

在那个时代走进大学校园的青年人，都能清楚地感觉到扑

面而来的“欧风美雨”。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来自美国等西方发

达国家的知识，强烈的吸纳欲望使他们有时甚至是生吞活剥地

照搬各种舶来的学说、经验和模式，并迫不及待地试图身体力

行。从 (# 年代初中国政府开始选派留学生前往美国学习至今，

到美国留学已经成了潮流，到发达国家留学本身甚至成了一种

值得追求的人生“价值”。

不仅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多数中国人在想到中国的现

代化前景时，几乎立刻会自觉不自觉地联想到美国。不论是抽

象的还是具体的，也不论是对美国了解的深浅或是真伪，相当多

的人在把中国的现状和他们的憧憬，与他们心中的美国形象进

行对照、比较。美国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雄厚的经济实力、先

进的教育和独特的文化等等，无一不成为了解和学习的对象，无

一不被尝试接纳或借鉴。尽管从常识上都能理解，中美两国国

情不同，历史文化背景迥异，发展道路千差万别等等，但是中国

人仍然指望通过向美国学习，借助美国的许多经验，包括借鉴民

主政治的某些经验，最终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使中国像美国那样

在当今世界上卓尔不群。

可以肯定地说，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整个 (# 年代里，

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向美国学习，成为中国人认识美国的主

流。在以往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多世纪里，这是一个独一无二

的时期。那期间中美之间也存在种种问题，中国人对美国的诸

多不善意的行为，如限制对中国的技术转让、阻止中国武器出

口、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等等，进行了抵制和反抗。但是相比较

而言，认为美国是先进国家，中国需要了解美国，向美国学习各

种有利于实现现代化的知识和办法，是占压倒性的主流看法。

中国人对美国的疑虑

中国人的热情持续到 )# 年代初，天平又开始向另一边倾

斜。要精确地描述和揭示当今各类中国人对美国的复杂观感，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迄今为止能够把握的最普遍和有代表性的

看法，恐怕就是“疑虑”了。

这里所谓的 “疑虑”，对于那些从事政策研究的专家来说，

就是怀疑美国的战略意图，特别是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上的战

略意图，并对中美关系的状况感到把握不定，对中美关系将如何

发展深感忧虑。这种疑虑影响到他们认识美国的各个方面，包

括美国亚太战略的意图、美日安全保障同盟的性质，等等。对于

中国公众来说，就是担心像美国这样一个空前强大的国家越来

越自行其是的话，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中国实现现代化所不

可缺少的和平与安宁是否还会存在？美国如果随心所欲地将中

国视为敌人，中国怎么办？从“历史记忆”的层次上看，许多中国

人在怀疑，将美国视为 “先生”时，“美国先生”是不是还要欺负

“学生”？⋯⋯

从事情的发展过程看，中国人的疑虑最初产生于一个简单

的事实，即八九风波与苏联集团的崩溃几乎同时发生。美国政

府以人权问题为理由制裁中国和在国际上孤立中国，以及在历

次有关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争论中，美国国内各方面充

满意识形态色彩的议论和攻击，在中国人中引发了这种疑问，即

为什么在苏联集团崩溃前，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存在那么

严重的人权问题可以置诸脑后，而在苏联东欧剧变后，却在人权

问题上对中国大张挞伐？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中国人的反感和疑问导致的是被侮辱

和被抛弃感，而不是怀疑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战略意图。而且

基于中国人对国际关系的独特理解，他们对 “老朋友”布什总统

*在中国经过与美国的错误政策坚决斗争后 + 最终会回到 “正确

的轨道上来”是抱有希望的。因此中国决策层对布什政府的一

些行动 *包括布什在 $))" 年大选期间宣布向台湾出售 $,# 架

- ’ $! 战斗机 + 的反应，比较而言是相当有节制的。而这些有节

制的决策也为中国公众所接受。

$)). 年克林顿入主白宫前后的有关言行，导致中国决策层

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克林顿在竞选期间严厉谴责布什政

府对华政策软弱无力，而且他领导的政府从执政伊始便公开宣

布，其对华政策就是支持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并在 $)). 年 , 月

宣布，为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地位附加人权条件。

克林顿政府的言行使中国决策层几乎断定，美国对华政策

的实质就是 “西化”、“分化”中国。中国领导人的这种认定一经

形成，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其影响也是相当深远的。从那以后，

中国决策层显然一直认为，有必要对美国的意图保持警惕，要警

钟长鸣。挫败被认为确实存在的美国的此类政策，成为中国一

些重要的内外政策的起因和动力。

$)). 年夏季，美国根据莫须有的情报，在公海上拦截中国

的“银河”号商船，并进行检查，从而引起中国公众的极大愤慨。

随后美国国会的议员们以中国人权状况恶化为由，阻挠中国申

办 "### 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再次点燃了中国人的反美情绪。这

两起事件导致了中国公众心目中的美国形象发生了重大的变

化。直到海湾战争后，中国人还认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是一个

主持正义和敢于负责任的国家。但美国现在在他们眼中，已经

变成了一个在世界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的国家。

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形象变化并不是表面性的，它的严重

后果在于引起了深层的疑问，即：美国为什么对中国采取如此霸

道的、与推行民主自由没有多大关系的行为？这种疑问在 "# 世

纪初就存在，因此引起的共鸣也是巨大的。它与对美国反感的

情绪相结合，成为后来那种断定美国企图阻止中国成为强国的

看法的主要根源。那种看法目前在中国公众心目中即使不占主

流，也是相当普遍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在中美关系方面不

论作出何种积极的努力，在中国人看来都是为形势所迫或基于

利害关系的考虑，总之决不会是出于良好的愿望。

$)). 年中国决策层与中国公众在对美政策上开始形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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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其契合点即在于对美国的意图的怀疑。中国决策层认为，美

国的政策至少部分地包含着颠覆中国政府的企图。中国公众则

相信，美国对中国的崛起很可能是不怀好意的。上上下下的怀

疑导致了此后中国人对美国的敌意的增长。

也正是从这时起，中国公众 (包括知识界和青年学生 ) 开始

认同并响应一年前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关于反对霸权主义的号

召。在那次大会上，中国决策层给霸权主义的重新定义决定了

冷战后中国反霸斗争的特殊含义。按照中国决策层的解释，冷

战后霸权主义的主要特征差不多就是美国针对中国的一切言

行，例如在政治制度和人权问题上“强加于人”和“双重标准”，在

台湾问题上 “干涉内政”，在国际事务中 “以强凌弱，以富压贫”，

在军控问题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等等。

上述状况构成了中国人自李登辉访美后思考美国亚太战略

和对华政策的主要背景，后来他们对有关问题的战略思考，就是

在这样充满“疑虑”的气氛中展开的。

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三种不同判断

#**+ 年夏季，由于克林顿政府允许台湾的李登辉访美，在

中美两国间引起了一场大风波。#**, 年 - 月，解放军在台湾海

峡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美国派遣了两个航空母舰编队，中美之

间爆发了空前紧张的危机。此后不久，美国与日本宣布重新定

义它们在冷战期间建立的安全保障同盟。一系列的事态发展使

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安全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差不多从那时起，美国国内就对华政策展开了一场长时间

的辩论。与此同时在中国，人们也就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

展开了频繁的讨论，其实也就是辩论，只不过不像美国那样公开

和激烈罢了。

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和美日加强安全同盟的举动，促使中

国有关方面在采取对策前急于弄清楚：美国在李登辉访美问题

上出尔反尔用心何在？美国向中国发出军事威胁与美日重新定

义安全保障同盟之间是什么关系？以及克林顿政府到底推行的

是何种对华政策？参与对美国亚太战略和对华政策的讨论的范

围是相当广泛的，包括各研究单位的国际问题专家，以及高校的

教师和青年学生。他们的看法不仅影响着公众舆论，而且对决

策层的影响也在加强。

有关美国亚太战略的讨论比较多地集中在美日安全保障条

约及其对亚太安全形势的影响。中国国际问题专家们的主流看

法充满了担忧和否定，他们认为美日重新定义安全保障同盟，是

美国不肯放弃冷战思维的产物，这种依靠军事同盟维持地区安

全的做法，既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肯定是居心不良的，其矛头所

向值得怀疑。许多专家相信，重新定义美日安保条约既是美国

炒作 “中国威胁论”的目的，也是炒作的结果。正是美国的安全

战略造成了这一地区 “冷战不冷，缓和不热”。美国歪曲中国的

对外政策，与其说是为了防范中国，不如说是为了维护美国在这

里的霸权地位。通过散布 “中国威胁论”来抬高美国的战略地

位，使这一地区的人们误以为，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在这里是

不可或缺的。

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大致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判断，即

美国对华政策( # )是接触；( ! )是遏制；( - )是接触与遏制并重，或

曰软硬两手。这里无意详述各种观点之异同，只是想指出，不论

哪一种判断，无不以美国对华政策居心不良为前提的。“接触”

也好，“遏制”也好，“软硬兼施”也好，无非都是些手段，其目的或

者是为了“搞垮中国”，或是为了“阻止中国强大”，或是为了将中

国纳入“⋯⋯轨道”，总之不是为了改善中美关系。

持不同观点的人们表现出的另一个共识是，他们都认为中

美关系难以把握。如果追随讨论的过程便可以发现，他们对中

美关系进程的判断，往往直接受到当时中美关系的状况的影

响。通常是中美关系的持续波动导致了他们判断的波动。往复

多次便产生了某种危机感，即担心中美关系会因长期动荡不定

而失控。因中美关系动荡不定而感到把握不定，因把握不定而

产生危机感。如此循环，最终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 “深切忧

虑”的心理状态，并认定不确定性至少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

本质特征之一。

重新认识美国的安全战略和中美关系的未来

国际问题研究圈子里逐步兴盛起来的关于中国国家利益的

讨论，强化了对美国政策的疑虑。从战略层次上思考美国对华

政策及中美关系，与在理论层次上比较独立地思考中国的国家

利益，几乎是同步开始的。特别有意义的是，研究界对中国国家

利益独立思考的结果，是与中国决策层的以往看法趋同的，而且

客观上起着将决策层的一些看法理论化和系统化的作用。在他

们看来，中国在现阶段的主要国家利益就是发展经济、维护稳定

和保持国家的统一，这些也被称为中国的 “核心利益”或生存发

展的“起码基础”。

将中国国家利益的上述认定与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发

展结合在一起观察，其结论既是严峻的，也是一目了然的。国际

问题专家们普遍认为，冷战后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难题都涉及到

中国的核心利益，中美利益对立已经具有 “战略对立的味道

了”。极而言之者甚至认为，对中国来说，当前中美之间的矛盾

比冷战时期美苏矛盾都要来得复杂和严重，因为“美苏之间的危

机问题绝大多数是双方境外权势争斗和国际霸权竞争，至少不

直接关乎独立生存、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根本制度的保存，

而中美之间近年所发生并仍将可能发生的危机问题都直接关系

中国此类的核心利益，⋯⋯”。

在中美关系涉及的经贸、人权、安全、武器扩散等领域里，有

相当多的现象可以被用来证明上述看法，其中最典型的仍然是

台湾问题。当中国人说美国在打 “台湾牌”时，绝不仅仅是在指

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而且是在揭露美国企图阻止中国强盛。

在中国人看来，只有完成国家的最后统一，中国才能算是真正意

义上的强国。因为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被称为强国的国家

是一个没有完全统一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在台湾问

题上的所作所为不仅是在挑战中国的历史，也是在挑战中国的

未来，包含着阻止中国崛起的意图。

#**% 年秋季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和 #**’ 年夏季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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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克林顿访华，一度使中美关系峰回路转。两国政府为确保

高峰会晤成功，再次努力引导公众舆论。高层互访营造的热烈

气氛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媒体全面和大量地报

道了中美首脑互访的全过程，中国公众为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兴

奋不已，仿佛中美关系又回到了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的时刻，那

一时刻在他们的记忆中还是那么美好。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

赞颂中美首脑会晤和预言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前景光明的读物，

在书店和街头随处可见。

$((& 年秋到 $((! 年夏的中美首脑互访对中国公众的影响

是相当积极的。不过后来的发展表明，中国人的疑虑并没有如

此轻易地便被抹掉，它只不过被淡化或暂时搁置起来。

$((( 年 ) 月 ( 日，美国空军用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

大使馆。许多中国人几乎立即断定，美军的行径是蓄意挑衅。美

国的种种辩护无法使他们相信，具有如此高水平的技术装备和

侦察指挥系统的美国空军，会 “误炸”标志如此明显的中国大使

馆。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中国青年学生和广大公众掀起猛烈

的抗议浪潮。中国媒体对北约空袭南联盟的持续不断的密集报

道，对中国公众已经激扬起来的情绪无疑是火上浇油。从当时

事态的发展可以想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军事侵略

多么严重地加剧了中国人的忧虑。中国公众的抗议浪潮是一段

时间以来中美积累的矛盾的大爆发，它的背后反映出中国人在

一系列问题上，与美国人的看法存在重大分歧。在多数中国人

特别是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看来，国家之间相互尊重主权与领土

完整和互不侵犯，通过合作与对话来缓和紧张局势和解决分歧，

是冷战后维护世界和平、确保各国经济和社会在稳定的国际环

境中不断取得进步的根本途径。但是美国在解决许多重大国际

问题上的行为与上述原则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

例如，美国与英国不顾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表决结果，空袭

伊拉克；美国在违反有关国际协议的情况下，决定部署国家导弹

防御系统；美国扩大美日军事同盟的覆盖范围，不肯就美日同盟

不染指台湾问题的解决，作出明确的承诺；北约撇开联合国，对

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进行军事打击，并企图以此为契机，对至关重

要的国家关系准则进行根本性的修改。

美国的这些行动在中国人看来，就是在谋求世界霸权，特别

严重的是美国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

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空军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促使

政策研究圈子中相当多的人相信，确实有必要重新认识美国的

安全战略和中美关系的未来。迄今为止，有关的争论还在时起

时伏地进行着。

中国对美独特的外交观念和外交政策

疑虑所产生的影响与反感、愤慨等所产生的影响是完全不

同的。后者营造了情绪化的气氛，前者则是在潜移默化地塑造

着独特的外交观念和外交政策。它不会推动对美国行为的过激

和非理性的反应，但却引导出一种强烈的防范意识和诸如“反对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世界向多极格局发展”和在中国周

边建立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等的政策。从维护国家安全和

处理对美关系的角度看，它们结合在一起，可以被称为是 “预防

性反遏制”*它当然不是中国对美政策的全部内容 +，其目的在于

削弱美国将来有可能用于 “遏制”中国的能力，最终迫使美国彻

底地和永远地放弃“遏制中国”的企图。

“疑虑”作为冷战后中国人思考中美关系的最基本的特征，

虽不像反感、愤慨和敌视那样情绪化和容易被感觉到，但对中国

对美政策的影响，甚至于对中国外交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刻

的。这种疑虑的存在，使美国那些 “愿意看到一个安定、繁荣和

强大的中国”等一类言辞，听起来有些像卓别林的喜剧，既滑稽

又酸涩。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当中美之间的一些分歧 *如在台湾

问题上的分歧 +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时，不仅还没有找到解决

办法，美国甚至不肯对其态度做基本的调整。

客观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疑虑的确产生于多方面的原因，

但总的看来，主要还是对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处理国际事务 *特别

是与中国有关的事务 +的态度和行为的一种反应。同样，中国公

众的反美情绪总的说来是针对具体问题的，没有特别深厚的社

会根基。他们仍然认为，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需要也应

该继续向美国学习。中国人认为，他们对美国的要求其实也不

复杂。中美关系中的分歧并不像美苏对抗那样，产生于两个超

级大国的境外权势争夺。中国不打算也没有精力去管别人的

事，他们只是希望美国不要无端干预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

要在台湾、西藏一类问题上向中国的核心利益挑战。或许中国

人的疑虑也就在于，他们不大相信美国真的会那样做。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国内有关 “中国威胁论”的种种议论表

明，美国人对中国同样存在深刻的疑虑，即怀疑中国的改革开放

能否继续，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和未来的对外政策感到担忧，担心

崛起的中国将挑战美国的优势地位。这种疑虑反映在行为上，

则表现为越来越多地针对中国的戒备和遏制。例如美国一面怂

恿它的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加强军备，一面对中国部署每一枚导

弹神经过敏。这很难说是一种正常的心态。

相比较而言，美国人的“疑虑”更为复杂和严重，它是多种历

史与现实、政治文化与社会因素等等的复合体。正如一位中国

学者指出的，其中包括了文化上的优越感、优势地位带来的傲

慢、种族上潜在的排他意识、与非西方大国正常交往的经验的欠

缺、意识形态的对立，等等。这些因素从根本上影响着一部分美

国人对中国这样一个非西方大国的基本态度和思考，使他们难

以合理地对待中国的一些基本利益和基本感情，而相互尊重对

方的基本利益和基本感情，是类似中美这样的国家交往中不可

或缺的。显然，要消除美国的 “疑虑”和防止这种 “疑虑”演变成

错误的政策，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

在 (# 年代初期，中国曾经为改善中美关系提出了十六字方

针，即“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这个方针有

可能经常被误解为是官样文章或政治谋略，现在看来它是入木

三分的和有远见的，它的确是发展中美关系的箴言，因为它产生

于中国人当时面临的特殊环境，包含着中国人对有关问题的理

解和切身感受。"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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