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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共形象是综合国力的一部分
,

国家的综合实力强

弱不仅取决于经济
、

军事
、

资源
、

科技和教育水平等硬实

力
,

而且更有赖于
“

软实力
”

的大小
。

软实力主要包括国家

的社会凝聚力
、

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

国际规则和机制

的控制能力
。

¹从某种程度上说
,

观念的 力量和它对思想的

影响力
,

已经成为影响国际事务的关键因素 ; 民族国家之间

¹ J放抽 N”
, “

灿 几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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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问题研究

的相互理解和误解 (而 spe 忱e Pti on ) 是导致国家之间友好合

作或敌对乃至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
。

人类正在进人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

生活的时代
。

美国建国 2(X) 多年来一直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

国家目标
,

有其自我追求
。

但是今日美国之发展
,

以其经济

繁荣
、

政治过程
、

生活方式
、

国际地位
,

成为当今世界关注

的焦点
。

从综合实力的角度看
,

人类历史航船在新世纪正面

临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严峻挑战
。

美国执意绕过联合国

对伊拉克发动战争
,

一方面使过去 50 多年来
,

世界各国人

民为了和平与发展孜孜以求
、

努力建立的一整套以联合国为

代表的国际机制遭受严重破坏
,

人类重新笼罩在
“

强权即真

理
”

的旧式
“

炮舰外交
”

阴影之中 ; 另一方面
,

美国
“

惟我

独尊
” 、

打着反恐旗号为所欲为的极端做法
,

不仅否定了美

国国家政策中某些理想主义的传统
,

而且招致了世人广泛的

抨击
。

美国正在按自己的方式理解世界
。

从
“

流变
”

的视角来

看美国
,

我们首先要做的
,

是要避免
“

神话美国
” 。

力争从

美国发展的心路历程而不完全是自己的文化心理理解美国
,

并于其中求得自身的身份和认同
。

要避免概念化
、

标识化理

解美国
, “

不仅要克服
‘

惧美
’ 、 ‘

媚美
’

的懦弱心态
,

也要

避免偏激的反美
、

自觉或不 自觉地将美国与霸权主义和强权

政治天然联系在一起并把美国视为敌人的潜意识
。 ”¹

由于中美之间的历史恩怨和当下冲突
,

多数爱国国人心

¹ 王义桅
: “

被神话的美国
” ,

(联合早报》入刃3 年 4 月 16 日
,

网络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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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的美国形象
,

呈现出日益分裂的特征
。

这样
,

美国在不

少中国人眼中成了善恶分裂的两面神
:
一面是西方式民主和

自由的代表或旗帜
,

另一面是在国际事务中霸权的撒旦
。

怎

样才能准确地把握美国国家发展的脉搏? 如何正确地理解美

国的国家个性特别是美国人所自我欣赏的
“

美国精神
”

和美

国价值? 这些价值观念方面的力量又怎么
:

具体影响美国的国

家决策模式和程序?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深人探讨的重大问

题
。

独立 自主的中国外交不仅需要成熟大方的国人心态
,

而

且更需要在对美长期交往中总结出我们自己的
“

学习曲线
” ,

找到同美国这个充满矛盾的国家交往的有效方式
,

平衡地推

动中国自身的价值观和中国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
。

二
、

美国的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
、

国

家行为
、

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

定
。

¹ “

国家形象是国家力量和民族精神的表现与象征
,

是

主权国家最重要的无形资产
,

是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
。 ”º

国家形象可分为国内形象和国际形象
,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

¹ 管文虎等著
:
《国家形象论》

,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 1望尧〕年

,

第 23

º 管文虎等著
: (国家形象论》

,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

11理) 年
,

第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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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问题研究

塑造
。

(一 ) 民意调查的初步结论

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中美两国开始交往到现在大

约有 230 年左右
。

中国人给所有的外国都起中国式的名字
,

因为中国的文字不是拼音文字
,

所以这种名字往往很有诗

意
。

中国最初给美国起了 100 多个名字
,

例如亚美利加
、

花

旗国
,

等等
,

经过选择最终留下了一个
,

叫做
“

美国
” ,

两

个音节
。

一个刚学中文的美国人会发现
,

这是
“

美丽的国

家
”

的意思
。

一个中国的小学生在学地理的时候学到美国
,

很自然地会对这个国家产生好感
,

因为他认为那里大概是世

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了
。

¹

在看美国的时候
,

我们心里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坐标体

系
。

用我们中国人的尺子客观衡量美国
,

结果又会是怎么样

的呢? 换句话说
,

美国在中国人心 目中的形象
,

到底是好是

坏 ?

先介绍两个值得深思的调查结果
:

第一个调查结果
: 199 5 年 5一七 月

,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
、

中国青年报社等联合举办了一次大型读者调查
,

主题

是
“

中国青年看世界
” 。

大陆 30 个省级行政区
,

包括汉
、

藏
、

回
、

满等 30 多个民族的 10 万余名中国青年自愿回答的

¹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 2(XX) 年 9 月 31 日上午在华盛

顿全美新闻俱 乐 部 发表 题 为 《中 国人 眼 中的 美 国和 美 国人 》的演 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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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调查显示
:
所有外国中占据最引人注 目的位置的是美

国
。

但是
,

出乎意料的是
,

在被调查的人中
,

盯
.

1% 的人认

为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是美国 ; 57
.

2 % 的人表示
,

他们最

无好感的国家同样是美国 ; 与此同时
,

74
.

1% 的人认为
,

对

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还是美国
。¹ 这个结论与 l望辫年夏天中

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持的另一次全国性的大型随机抽样调查

的结果大同小异 ; 只是在 199 5 年的调查中
,

最不喜欢美国

和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的人数比例大幅度上

扬
,

而对美国有好感的人数的比例则相应下降
。º

第二个调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与美国凯特

林基金会合作进行的对北京
、

上海等地的部分人群进行的采

访
,

时间是 2以X) 年 3 月至 4 月中旬
。

在问到对美国的总体印

象
“

一提到美国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 ” 这个问题的时候
,

大多数受访者的第一个反应是
:
美国是一个富足

、

科技高度

发达
、

经济繁荣
、

人才聚集
、

国家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
。

第

二个反应是
:
在国际事务中

,

美国非常傲慢和霸道
,

实在让

人难以接受
。» 对美国的其他印象

,

排在第三位及其后的反

应因受访者职业不同而稍有差异
:
在新闻界和大学生中

,

民

主制度
、

多元文化
,

以及宽松的人文环境
,

很多人特别欣赏

自由女神像及其所象征的自由和机会 ; 在政府官员
、

技术人

员
、

工商业者人群中
,

高科技
、

电脑
、

海滩
、

草地等优美的

¹ 《中国青年报》1男 5年 7 月 4 日
,

第 8版
。

º 《中国青年报》1卯5 年 l 月 21 日
,

第 2 版
。

» 赵梅
: “

中国人看美国
, ”

载于赵梅
、

陶美心主编
:
《中美长期对话

,

9歇宁一2 (X) 1》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ZIX)l 年

,

第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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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问题研究

自然环境
、

麦当劳
、

可 口可乐
、

美元
、

华尔街
、

好莱坞电影

等 ; 此外
,

大学生中还有不少人提到电脑及高等教育
。

去过

美国的人
,

较为强调环境保护
、

法制健全
、

完善的社会服务

体系
,

以及高效率的办事方式
。¹ 大体上说

,

这个调查揭示

了一个事实
:
一提到美国

,

跳人被访问者脑海里的东西是
:

克林顿及其性丑闻 ; 人权 ; 移民社会 ; 一个非常好 (了不

起 ) 的国家 ; 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 校园枪杀案 ; 犯罪

及其他社会问题 ; 种族歧视 ; 罗斯福与马丁
·

路德
·

金 ; 电

脑 ; NBA ; 高等教育 ; 去美国学习 ; 政治黑暗 ; 美国人的特

有性格
,

等等
。

º

把中国的民意调查放在世界舆论的天平上去看
,

其实
,

中国对美国的印象并不特殊
,

很多国家的民众对美国也有大

致相同的印象
。

例如
,

在世界最受关注的民意调查机构
—

皮尤中心 ( PEW ) 2 (X犯 年 7 月到 10 月间所做的全球态度调

查 (G lo h吐 A tti to d eS SUrV
e y )

,

就采访了科 个国家的 3 万 8 千

人
,

调查这些 国家的人 民如何看待美 国和美国关心的议

题
。

»这次调查结果显示
,

世界眼中的华盛顿所作所为包括

她在别国人民印象中所奉行的单边主义
,

对穷人的漠视
,

她

¹ 赵梅
: “

中国人看美国
, ”

载于赵梅
、

陶美心主编
:
《中美长期对话

,

19 86 一入刃 1》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以) l 年
,

第 6 页
。

º 赵梅
: “

中国人看美国
, ”

载于赵梅
、

陶美心主编
:
《中美长期对话

,

19 86 一2众〕l》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 (X) 1 年
,

第 6 页
。

» 陈雅莉
: “

美国人
,

你们现在明白了吗? ” 《华盛顿观察》周刊
, 2 (X刀

年 第 16 期
,

2朋2 年 12 月 2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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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文化不可超越的影响力
,

还有她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

的不够努力
,

这些都激发了世界对美国的不满
。

可是这种反

美主义总的来说不是对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全盘拒绝
,

也就是

说
,

世界眼中的美国政策和美国价值观是有区别的
,

最近的

反美浪潮反映了世界反对美国怎么做
,

而不完全是反对美国

的基本价值观
。

¹

综合比较
,

笔者认为
,

我们可以得到几个观察性的初步

结论
:

第一
,

我们不能否定中美之间存在着一种所谓的
“

天然

的亲近感
”

( Na灿司确苗ty )
。

大体说来
,

目前中国民众对外

部世界
,

特别是对美国的发展是较为关心的
。

据中国人民大

学舆论研究所的调查结果发现
,

中国民众对美国人的好感度

高于对德国人
、

日本人和俄国人
。

也就是说
,

从社会心理距

离角度上看
,

美国人在
“

通婚
” 、 “

一起生活
,

成为朋友
” 、

“

住在同一个地方
,

成为邻居
” 、 “

在一个单位共事
” 、 “

接纳

为我国公民
” 、 “

允许其来我国观光访问
”

等方面的指数高于

德国人
、

日本人和俄国人
,

这说明中国人对美国人的情感距

离最近
。

º

第二
,

美国在中国人心 目中的形象非常复杂
。

这是自晚

清以来
“

开眼看世界
”

的延续
。

从历史上看
,

一百多年来
,

¹ 防雅刹
: “

美国人
,

你们现在明白了吗 ? ” 《华盛顿观察》周刊
,
么】犯 年

第 16 期
,
么及刀 年 12 月 2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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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赵梅
: “

中国人看美国
, ”

载于赵梅
、

陶美心主编
:
《中美长期对话

:

1986
一 2印峥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 1 年

,

第 12 页
。

一 4 13 一



美国问题研究

中国人对美国的感情就是这样一种希望与失望
、

爱与恨交织

的情结
。

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是两面的
:
就国内政治

、

经济

及社会发展而言
,

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是相当正面的 ; 而关

于美国的国际行为
,

多数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则较为负

面
。¹

第三
,

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呈
“

学习曲线
”

式的状态
,

较之以前大为改观
,

公式化的文字和被扭曲的形象少见 了
。

同以前曾出现过的
“

美国热
”

相比
,

当前中国人对美国的看

法更加趋于理性化
,

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开始被抛弃
。

如今

中国人既看到美国好的一面
,

也看到不好的一面
。

在他们眼

里
,

美国既不是天堂
,

也不是地狱
。

我认为
,

这种理性的审

视态度是一种较为成熟的
、

正常的状态
。

第四
,

虽然多数中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持乐观

态度
,

但他们对美国的看法中存有一种担心和疑虑
,

即怀疑

美国对中国的真正意图
。

这体现他们对
“

中国威胁论
”

的困

惑
、

对美国在台湾
、

人权问题上的做法
,

以及对中国改革开

放所持的矛盾心理上
。

多数中国人认为
,

美国实际上不希望

看到中国的统一和崛起
。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

一方面是因

为美国媒体的负面报道
,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美两国历史文

化背景迥然不同
,

美国民众不 了解或不太了解中国
,

或者说

¹ 赵梅
: “

中国人看美国
, ”

载于赵梅
、

陶美心主编
:
《中美长期对话

:

1986
一 2印1》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 (X ) l 年版

,

第 12 页
。

与此同时
,

这份调

查同样也显示了中国民众对美国国际行为的担优
。

在被问及
“

对中国的安全最

可能产生威胁的国家
”

时
,

39
.

9% 的被访者认为是美国
,

21
.

1% 的人认为是 日

本
,

35
.

6% 的人认为
“

说不清
” 。

一 4 1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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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很难全面而深人地了解中国
。

从这些例子
,

我们自然要问一个严肃的问题
:
中国人应

当如何正确地看美国? 在某种程度上
,

我们一般认为美国
“

有着各种可怕的着色糖衣迷药和不可抗拒的魅力
” ,

它本身
“

有点像迷宫
。 ”¹ 美国经过短短 200 多年的发展

,

就在经济
、

政治
、

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成为世界的
“

执牛耳者
” ,

实在让

人感到迷惑
。

(二 ) 考察美国国家景观的五大视角

笔者认为
,

考察美国的国家景观
,

应当有五大视角
。

第一个视角
,

我们要对美国的国家地理景观有一个大致

的了解
。

法国人种学家克格德
·

莱维
·

斯特劳斯曾撰文写道
,

当他

到达美国时
,

他感受到了
“

精神上的撞击
” :
需要去适应那

里巨大的地貌和广阔的地平线
。º 美国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

环境
。

上天赋予美国优越的地理位置
,

它处在世界上最大的

两个大洋之间
,

在 93 0 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裹土地上
,

有星罗

棋布的湖泊
、

纵横千里的河流
,

有肥沃的平原
、

茂密的森林

和辽阔的大草原
,

地下矿藏应有尽有
,

更不用说蕴藏在两大

洋的丰富的海洋资源
。 ·

一可以说
,

以国家发展条件而言
,

美国首先占尽地利
,

这是其在短短 2 (X) 年间就成为一个世界

¹ 茹志鹃
:
《母女漫游美利坚》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 86 年

,

第 l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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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问题研究

超级大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

¹ 列宁也肯定过这一点
。

一位美

国学者曾就美国历史上所处的优越安全环境写道
: “

在有记

载的历史上
,

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在取得繁荣发展的如此长

时间内
,

对其国家安全给予如此轻微的关注
,

投人如此少量

的资源
。

即使古罗马或中华帝国也无法在如此漫长的一段时

间里完全免除安全忧患
。 ”º

美国地理条件的这一特点
,

使美国人具有其他国家所没

有的安全感
,

因为历史上
,

他们从不因为可能遭到外敌人侵

而整 日担惊受怕
,

而且美国以往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外敌人侵

的记录
,

没有受到旧大陆战乱国的波及
。

即使是两次规模空

前的世界大战
,

美国国内不仅没有遭到战争破坏
,

反而乘机

在战争中大发横财
。

1865 年南北战争结束后
,

在美国大陆

本土上从未爆发过大规模的战争
。

美国同其他军事大国远隔

重洋
。

从第二次对英战争到珍珠港事件爆发的 120 多年里
,

美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几乎没有受到过威胁
。

不了解这一

点
,

就不能理解为什么现在美国的这种安全感消减了不少
,

因为核武器等战略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
,

使地理条件

给予美国人的
“

安全距离
”

化为乌有
。

» “9
·

fl ”

事件的出

¹ 席永君
、

马再淮编著
:
《超越美国》

,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l望巧 年 11

月
,

第 17 页
。

º 凡ch 耐 S湘〕k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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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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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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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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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倪刀卫对必刀以 Pol 自如

, R浏 i n g
,

M ass
:

Ad d i蜘
一 W忱 le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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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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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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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洪兵著析
:
《剖析

“

美国利益 ,’)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么洲】) 年 l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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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美利坚
:

美国
、

美国人和美国精神

现
,

又使美国传统意义上的
“

安全港
”

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

第二个视角
,

我们要看美国作为移民国家的特定人 口结

构景观
。

谁是美国人 ? “

美国人真怪—
他们总是别国人

” 。¹简

单一句话
,

精辟人里地道出了美国作为移民国家的特定人口

结构景观
。

从总体上看
,

美国的人口结构有两个最大的特

点
:
一个是美国实际上建立在移民观念的基础上

, “

熔炉
”

观念深人人心
。

194 2 年 《移民法》对外来移民做出了限制
,

但后来 1肠5 年的新法对原来法律中存在的偏见做了修改
。

从 192 0 年以来
,

除了 1盯1 年后白人人 口有小小的自然回落

外
,

美国的人口保持着飞快的增长
,

较高的自然增长率和移

民是主要原因
。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

非法移民的问题开

始出现
。

很少有政治家会公开地反对移民
,

美国对移民相对

自由的态度继续回应着长期以来的信念
,

即在美国
,

不同背

景的人都能得到同等成功的机会
。

这样的一个结果
,

就是美

国民族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移民和多样性的民族
。

美国接

受的移民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
。

据 2 (X X) 年统计
,

在国外出

生的美国居民和美国第一代移民总人数达 5创X) 万人
,

而且

现在每年仍接纳近 70 万人
。

º 在 20 世纪 so 年代期间
,

约

¹ 转引自倪世雄
、

乔长森主编
:
《世界文化史故事大系

:
美国卷》

,

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
,
么刃3 年

,

第 12 页
。

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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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问题研究

又罗口万移民来到了美国
。¹ 另外一个特点是

:
新移民的涌入

,

使美国的文化更加多元化
。

据美国人 口普查局的数据
:
美国

2 (X) 1年人口有 2
.

83 亿
,

2 (X犯 年统计的美国人 口为 2
.

81 亿
,

是仅次于中国和印度的世界人口第三大国
。

º 其中白人约占

82 %
,

黑人约占 13 %
,

亚裔约占 3
.

3 %
,

华人约 1印 多万
,

多已人美 国籍
,

通用英语
。

56 % 的居 民信奉基督教新教
,

28 %信奉天主教
,

2 % 信奉犹太教
,

信奉其他宗教的占4 %
,

不属于任何教派的占 10 % 。»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

许多美国作家都曾强调过的一个

意思
,

即是新移民会放弃他们的旧传统而接受美国方式
。

比

如
,

一般说来
,

移民子女学习的都是英语而非他们父母的第

一语言
。

但近年来
,

美国人开始重视起多样性
,

少数民族群

体也开始重建和赞颂他们的文化遗产
,

移民子女在成长过程

中往往学会了使用两种语言
。¼ 约翰

·

F. 肯尼迪总统本人是爱

尔兰移民的孙子
,

他对新与旧的融合也作了总结
,

他称美国

为
“

一个移民的社会
,

每个移民都在同一起点上开始了新的

生活
。

这就是美国的秘密
:
这个国家的人民既清楚地记得过

¹ 阮 b 川 i s D 心ip io 印记 R记o ifo 0
.

de Ia G~
,

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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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叨园山g

A

~
: 标执匆侧如 山取班而功碗, 刀“

凡亡甸 ( a 儿记e r
,

CO : w‘t v ie w , 1卯8)
.

º 《美国参考》2(X犯 年 8月 2 日
,

美国人 口普查局从全球角度分析美国人

口
,

httP : //

~
.

~
.

卯v Zp ro dj 么I 吃卿肠2己比刃1 一 1 1
.

冈1
·

» 《美国参考》2(X犯 年 8 月 2 日
,

美国人 口普查局从全球角度分析美国人

口
,
卜即

: 刀

~
.

cen , 。
.

即v / p耐22 (X犯p ut 刁己汕旧1 一 1 1
.

冈f
.

¼
“

移民之国
” ,

~
.

u 幼刊ro
.

鱿川 e
.

酬
:
豹h t咖

: , 124
.

130
.

151
.

581 峪
一 b inl

i n d e x
.

ex elo 川 ro 刀郎沈Zdd d」诵面。尹以. 一
习ty

.

e b l
.

心ltu
e

鲡 / c e b油y】z Y i lQ() 尹哪
.

h tm
.

一 4 1 8 一



剖析美利坚
:
美国

、

美国人和美国精神

去的传统
,

也敢于去探索新的领域……
” 。

¹ 了解移民持续稳

步地涌人美国的情况
,

就会 自然理解移民对美国人的性格产

生了深远影响
。

移民带来了他们本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

从而

使美国社会变得丰富多彩
。

第三个视角
,

是美国作为世界最发达国家的经济景

观
。

到 194 5 年
,

美国建立起了有影响的全球经济霸权
,

其

经济达到了一个惊人的自足程度
。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
,

美国经济遇到了困难
,

这导致
“

美国是一片经济机会和发展

的土地
”

的概念遭受了挑战
。

但是 1982 年到 19 89 年之间
,

美国经济恢复得不错
。

到了 20 世纪 卯年代
,

其经济出现了

建国以来最长的经济增长期
,

占世界 GD P 比重从 19男) 年的

24
.

2 % 上升到 2(X) l 年的 32
.

5 %
,

另外美国的综合竞争力在

l望趁一侧刃1 年间也一直高居世界榜首
。

º 随着美国经济的增

长
,

投资者阶层更加壮大
,

更加富裕
,

更具社会多样性
,

成

为更强大的政治力量
。

美国投资者阶层人数大大增长
,

在很

大程度上要归因于金融市场的一次重大革命
:
共同基金的设

立
,

它为数百万本来不会涉足股票市场的美国人开辟了投资

途径
。

尽管这一行业本身属新兴行业
,

但现在已有 庆以) 万

美国人
,

或 40 % 的美国家庭
,

直接地或通过现行的 40 1 (K)

¹
“

移 民之 国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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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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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问题研究

计划投资于共同基金
。

¹ 美国经济的增长
,

使其经济方向和

储蓄及投资的税收政策深受民意左右
。

º

第四个视角
,

是美国独特的
“

民主
”

模式号称是全世界

的榜样这样一种政治景观
。

建国伊始
,

当初的移民们—清教徒们希望建造一 座
“

山巅之城
” ,

即一个理想社会
。

从那时起
,

美国人将自己的

国家视为一个伟大的试验
,

一个值得其他国家效仿的模式
。

可以说
,

从一开始
,

美国人民就想方设法防止政府的强大
。

“

不相信政府
,

对政府满怀戒心
,

唯恐政府变得过于强大
,

这是美国政治的一个传统
,

这是美国特色的政治
,

这是美国

式的爱国主义
。 ”»美国特色的政治模式

,

表现于早在美国进

行革命与制定宪法之初
,

美国人就打定主意
,

不是打江山坐

江山
,

不是用新的权力去代替旧的权力
,

而是创建一种崭新

的制度
,

确保人民对政府的控制
。

正因为如此
,

美国的开国

元勋们并不喜欢结党营私
,

拉帮结派
,

但是他们宁可让党派

公开化
,

合法化
,

多多益善
,

从而彼此牵制
,

防止一党一派

独大
。

在很长一段时期
,

美国甚至没有常备军
,

因此就决无

¹ 唐纳德
·

兰布罗 ( 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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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美利坚
:
美国

、

美国人和美国精神

可能动用军队镇压人民
。

美国人不追求政府的高效率
,

因为

他们担心一个高效率的政府更容易变得独断专行
。¹

例如
,

美国最早确立了最高权力的任期限制
,

实行了真

正的三权分立
。

可以说
,

美国人讨厌职业政治家
,

他们更喜

欢业余闹革命
,

更相信那些不把政治当饭碗的人出来搞政

治
。

此外
,

在美国
,

州享有很大的自主权力
,

联邦政府的权

力则受到很多限制
。

由于担心政府滥用权力
,

美国通过了著

名的权利法案
,

其目的就是限制立法权力
。

对美国民主的理解
,

托克维尔深有感触
。

他在总结美国

人对
“

民主制度的崇拜
”

时说
: “

美国
,

既没有旧式贵族又

没有文士
,

人民不信任富人
。

因此
,

法学家形成了一个高等

政治阶级
,

是社会最有知识的部分
。

于是
,

当美国人民任其

激情发作
,

陶醉于理想而忘形时
,

会感到法学家对他们施有

一种无形的约束
,

使他们冷静和安定下来
。

法学家秘而不宣

地用他们的贵族习性去对抗民主的本能
,

用他们对古老事物

的崇敬去对抗民主对新鲜事物的热爱
,

用他们的谨慎观点去

对抗民主的好大喜功
,

用他们对规范的爱好去对抗民主对制

度的轻视
,

用他们处事沉着的习惯去对抗民主的急躁
。 ”º

他还说
:
实行选举原则的国家

,

严格说来没有终身公职
。

人

们就任公职
,

多半出于偶然
,

任何人也无法永久保住职位
。

当每年进行一次选举时
,

情况尤其如此
。

因此
,

在平安无事

¹ C肚叮 w i l】s ,
声

‘

N ec ~
了y E v i l 二 A 比s t o ry of 儿此ri can 压劝”日t of 《孙v e

~
n t ,

S汕朋 田双1反卜us ter ,
19 9 9

.

º 〔法 ] 托克维尔
、

董果良译
:
《论美国的民主》

,

上卷
,

商务印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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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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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问题研究

时期
,

公职对野心的诱惑力不大
。

在美国
,

混迹于政治圈子

里的人
,

都是抱负不大的人
。

怀有大才和大志的人
,

一般都

远离政治而追求财富
。

由于觉得办不好自家的事业而去负责

领导国家事务的
,

倒是大有人在
。

¹ 托克维尔的话
,

对我们

正确评判美国的政治制度
,

仍然具有现代意义
。

第五个视角
,

是美国从一个地理上不断扩张的
“

帝国主

义
”

国家转变为一个强调用
“

软权力
”

征服世界的全球霸权

景观
。

美国从立国到 19 世纪中叶
,

一直不断地扩充其地理版

图
。

美国的领土扩张自 19 世纪初到 19 世纪 印 年代具有很

强的掠夺和争斗的色彩
。

自 18 03 年路易斯安那的购买开始
,

美国在 18 10 年和 1819 年先后取得了西
、

东佛罗里达
。 184 5

年得到了得克萨斯
,

1承拓一184 8 年美墨战争的结果和 1853

年对希拉河流域加兹登地区的购买
,

使得美国掠夺了墨西哥

的半壁江山
。

另外
,

美国
“

牧歌式
”

的西进运动也伴随着赤

裸裸的掠夺和屠杀
。

这样
,

在 60 多年内
,

美国的领土就从

23 0 万平方公里增加到 930 万平方公里
,

所付出的代价累计

只有 5 555 万美元
。º 上述步骤使得美国迅速完成从大陆扩张

到海外扩张的进程
。

领土扩张的成功为美国的崛起创造了条

件
。

美西战争之前
,

美国政府宣称它不会干预其他国家的内

部争端和国际争端 ; 后来则改弦易辙
,

开始强调
“

世界主

义
”

的
“

世界美国化
” 。

¹

1望巧年
,

º

〔法〕托克维尔
、

董果良译
:
《论美国的民主》

.

上卷
,

商务印书馆
,

第 2 32 一23 3 页
、

第 王刃 页
。

黄安年
:
《美国的崛起》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卯2 年
,

第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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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
,

面对争斗激烈的国际舞台
,

新兴的美国有

别于传统的殖民帝国
,

它特别热衷于
“

世界主义
”

和
“

文化

扩张
” 。

威尔逊的
“

十四点计划
”

拉开 了一个序幕
。

当时
,

美国政府主要选择在政治文化上进行扩张
,

这些政策主要对

他国的统治阶层在政策的选择上发生着影响
。

二战以后
,

美

国政府强调捍卫自由
、

高举反对共产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旗

帜
。

冷战结束以后
,

布什提出的
“

世界新秩序
”

和克林顿的
“

参与扩展战略
”

更加凸显了美国的所谓
“

软权力
” 。

诚如约

瑟夫
·

奈所言
: “

美国软权力的一个资源是其价值观念
,

在某

种程度上美国被认为是自由
、

人权和民主的灯塔
,

而其他国

家则纷纷效仿 ; 软权力的另一个资源是文化输出
、

电影
、

电

视节 目
、

艺术和学术著作以及因特网上的材料 ; 软权力也通

过国际组织 (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北约或美洲人权委员

会等 ) 发挥作用
,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他国家形成多样化

的与美国利益相包容的选择
,

这些国际组织巩固了美国的软

权力
。 ”¹布热津斯基也指出

: “

在文化方面
,

美国文化虽然

有些粗俗
,

却有无比的吸引力
,

特别是在世界青年中
。

所有

这些使得美国具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政治影

响
。 ”º 现在美国更多的人在直言

“

文化帝国主义
”

和
“

新

帝国主义
” ,

美国依靠空前发达的大众媒介和资讯交流以及

大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
,

形成空前的文化强势
,

通过广播
、

¹

2 (XX)
.

º

缘战略》
,

」溉曲 N y e : “ ,、 几w e r

We Mlu s t not 匆
u ax d e r , ” N eW Y O浅 T i此

,

Jan 3
,

〔美〕兹比格涅夫
·

布热津斯基
:
《大棋局
—

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

上海人民出版社
,

l卯8 年
,

第 32 - es 3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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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

广告
、

流行音乐
、

通俗文化等
,

尤其是电视侵人公共

场所和普通家庭
,

深人于无意之中
,

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众

面前树立一个可以称之为
“

第二比照集团
”

的榜样
,

诱惑意

志薄弱者追随仿效
,

从而放弃民族传统
,

达到维持
、

巩固和

扩大其在第三世界影响力和控制力的目的
。

¹

从上述五个视角
,

笔者总结出以下几个结论
:

第一
,

美国的国家特性在于它是一个移民国家
,

移民造

成了美国政治体制
、

文化和精神世界的多元性 ; 求实精神
、

崇尚变革创新
,

以及宗教传统的融汇交织 ; 联邦制以及近代

资本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是美国政局稳定的主要基础 ; 自由市

场经济以及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并存
。

由于这样的内部结

构
, “

美国最难调整的是它的
‘

救世主
’

心态
,

即用自己那

套价值观去评价其他国家
,

进行
‘

道德讨伐”
, 、 “

自命为
‘

世界法官
’ ,

以
‘

亲美
’

还是
‘

反美
’ 、 ‘

民主
’

还是
‘

专

制
’

划线
, ‘

自以为是
’

仍将是美国外交的主要特色
。”º

第二
,

不管以怎么样的视角看美国
,

我们都应当看到美

国在建国 2 (X) 多年来一直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目标
,

有

其自我追求
。

我们必须理解美国的变化模式
,

认识
“

真实的

美国
、

真实的美国人和美国国家政策制定
”

的动态性质
。

第三
,

美国这个国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一些

经验
,

已经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财富
,

而是整个人类文明进

¹ 孙有中
: “

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功能
” ,

载 《国际论坛》双刃2 年第 5

期
。

º 赵梅
: “

中国人看美国
, ”

载于赵梅
、

陶美心主编
:
《中美长期对话

,

19 86 一么沁玲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么刃 l 年
,

第 17 一1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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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探索的总结 ; 而美国在许多方面的不足
,

又反过来为人

类之追求先进的政治
、

经济和文化文明模式提供了有益的镜

鉴
。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
,

我们应当站在全人类共同发展

的角度
,

认真研究美国的变化
,

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个国

家
,

思考今后美国的走向以及是否会衰落这些重大的问题
。

第四
,

就中美关系中的国家形象塑造问题而论
,

我们要

抛开历史情结与
“

受害者心态
”

的影响
,

争取避免按照自身

偏好和舆论需要阐释美国的外交行为
。

美国正希望能通过以

所谓的
“

民主输出
”

教条
,

希望影响和
“

教育
”

中国的下一

代领导人
,

以此达到传播美国式的文明
、

按照美国模式改造

中国的目的
。

美国必须重新界定它对快速变化的
、

世界上人

口最多的国家的历史期望
,

避免把中国当作敌人
。

中国也应

当对美国的制度及其文化做出更准确的评价
。

我们不能视而

不见国内出现的某些现象
,

例如
,

有些人对美国的经济强大

和美国式民主盲目崇拜
,

认为美国是个人 自由
、

个人成功和

生活富足的天堂
,

是留学和移民的首选 ; 有些人对美国的品

牌如可 口可乐
,

好莱坞电影甚至比尔
·

盖茨产生 了过度的夸

张和追求
。

而一 旦出现 20 世纪 90 年代的申奥失败
、

银河号

事件
、

炸使馆事件和 2(X) 1 年中美撞机事件等之后
,

情绪又

不断升级
,

越来越表现为对美国的反感甚至仇恨
。

国际格局

的巨大变化和美国超强地位的确立
,

已使中美交往提升到一

个实质性的层次
。

我们应当尊奉邓小平
“

韬光养晦
”

的外

交策略
,

以低调务实的原则来灵活应对
,

处理好中美之间的

棘手问题
。

4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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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美国人和美国精神

美国国家景观和特性的形成
,

与生活在那个国度里的人

有关
。

美国作为一个国家
,

其国家目标
、

国家利益依赖个人

的实践来界定
。

也就是说
,

美国人的经历
、

背景和行为与美

国的国家形象息息相关
,

对美国的内政外交行为产生着重大

的影响
。

美国必须依靠动态的
、

积极的
、

有思维的个人
,

方

能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

所以
,

笔者认为
,

要研究美国
,

除了

研究它静态 而非主动性的政治资源如外在因素中的宪法架

构
、

政党体系及外部环境等诸项变数外
,

更应该研究影响机

构的动态资源和内部的因素
,

即构成美国社会中的每一位成

员
—

美国人
。

说到底
,

有什么样的人民
,

才有什么样的国

家
。

(一 ) 美国人的群体特征

克里维柯尔 (Mi ch el 一 Gu ill

~
J e an de Crev

~
) 在美

国独立前 ro 年发表了
“

美国农民的信
”

( 此tte 。 加m an

As 们e ri c an F
~

e r )
。

该文从一个乡野匹夫的角度
,

向全世界昭

告一个新的族群认同已然在新大陆形成
。 “

美国人
”

这个全

新人种 ( ne w

~ ) 所指的究竟为何 ? “

他既是欧洲人也同时

是欧洲人的后裔
,

这是一个你无法在其他地区所看到的奇怪

血统混合
。

一个家庭的祖父是英国人
,

祖母却是荷兰人
,

他

们的儿子却与法国女子结婚
,

所以四个儿子又可能分别娶 四

一 4 2 6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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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同国家的妻子
。

一个所谓的
‘

美国人
’ ,

便是将祖先的

偏见与矜持完全抛诸脑后
,

而从新生活形态
、

新政府及新社

会阶级中
,

建立崭新 的自然
。

经由这个社会大学的熏陶

( the bm ad 娜 of our 即ea t 川Ina Ma ter )
,

一个新的
‘

美国人
’

因此形成
,

使不同的个人熔铸成全新的人种 ( a

~ ~ of

~ )
,

他们及后代的努力
,

终有一个将改变这个世界
。 ”¹

笔者把美国人的群体特征概括为以下 4 点
:

第一
,

有崇尚工作和劳动的基本生活态度
,

相信
“

天道

酬勤
” ,

尊重和追求崇尚白手起家的品质
。

º

费孝通 194 3 年访问美国时写下了脍炙人口的 《初访美

国》
。

在文中他说
: “

现在在中国一提起美国
,

真像是西方极

乐世界
, ‘

上有天堂
,

下有美国
’ 。 ”

他默默地在心上勾出了

一张漫画
:
美国真富

。

这是一张漫画
:
一个小巧的花园

,

肥

健的太太手上拿着一个药瓶
,

瓶上写着维他命 AB C
,

半裸着

在晒太阳 ; 一个大肚子的男人弯着腰在种花 ; 门前停着一辆

待租的 侧以1
。

我想将这张漫画标题为
‘

美国的苦人家
’ 。 ”»

“

苦人家
”

如此
,

那么富人家呢 ? 费先生经过反复观察
,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 “

美国并非河里流着牛乳
、

树上结满葡

萄的天堂
,

美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是天赐
,

也不是别人送

¹ 引述 自晰印 G I

~
, “ A此对can l

denti
ty and 儿讹ri

一
,

. ”

灿aIn

P et e

~
,

陇
c 坛犯1 No v业 & 汽 ili p GI

~
,

O川配 p ts of E th 元以y , (远油 ri妙 & 肠司 o n :

比盯 团d U址v e 口i ty P n 幼s , 19 82 , p
.

麟
.

º 陈朝晖编著
:
《美国》

,

京华出版社
, 2(X) l 年

,

第 M一肠页
。

» 费孝通
:
《初访美国》

,

美国新闻处
,

194 5 年
,

转引自杨玉圣
:
《中国

人的美国观
: 一个历史的考察》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l塑哭i年
,

第 l见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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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礼物
,

而是其人民努力劳动的报偿
” 。 “

我们东方人现在若

是觉得美国的富是值得羡慕的
,

就该知道美国的富并不是从

天上掉下来的
,

而是从贫穷中自己打出来的天下
。

我们看到

的是吃得面孔红喷喷的老美
,

看不到的是他们曾在饥饿里挣

扎的洋克
。 ”¹ “

财富来自勤奋
”

(No Pai
n ,

no 脚
n )

。

现实生

活中
,

我们常常看到脑满肠肥
、

腰缠万贯的富有资本家
,

而

看不到他们艰难挣扎以获取成功
,

甚至成功背后勤奋工作的

一面
。

第二
, “

永远创造
”

的勇气和不满足于现状
,

敢于冒险

和进取的精神
。º

美国人崇尚变革创新
,

反对墨守成规
。

讲求实效
,

不拘

一格
,

不会见好就收
,

更不讲究什么
“

知足常乐
” ,

这恐怕

是美国民族个性的一部分
。 “

美国人极怕会一辈子固定在石

头上
,

停在同一个地方动弹不得
。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

都那么不安于室的原因
。

他们感觉有迫切的需要
,

必须不断

改变
,

以免坐以待毙
。

美国人似乎有处理紊乱的才能
。

他们

在紊乱的情况下茁壮成长 ; 这种情况似乎能激发他们的创作

本能
。

这或许是资本主义在美国盛行的原因
,

因为美国人似

乎不在乎
,

美国的企业兴旺了之后衰退
,

衰退了之后再兴旺

¹ 费孝通
:
《初访美国》

,

美国新闻处
, 194 5 年

,

转引 自杨玉圣
:
《中国

人的美国观
: 一个历史的考察》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1男巧年

,

第 192 页
。

º 爱默生著
,

孙宜学译
:
《美国的文明》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 (X犯 年

版
,

第 1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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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衰退
,

这样永无止境地循环下去
。 ”¹也正因为如此

,

恩格

斯曾称赞美国是世界上
“

前进最快的民族
” , “

对于每一个新

的改进方案
,

会纯粹从他们的实际利益出发马上进行试验
,

这个方案一旦被认为是好的
,

差不多在第二天就会付诸实

行
。 ”º

第三
,

普遍具有浓厚的商业意识和经济头脑
。

美国社会充满着浓郁的商业气息
,

这使美国人做事很实

际
。

自己付出了劳动
,

就要相应地得到报酬
。

这些都可以在

双方开始合作之前谈清楚
,

同意则干不同意则罢
。

美国人在

工作中制定工作计划
,

提出有关方案
,

一定要注意的一个问

题是
,

这些方案在打败竞争对手后
,

能不能为公司创造财

富
。

虽然美国人很重视投资
,

但投资后 的回报是有期望值

的
。

例如
,

美国电影业的重镇
—

好莱坞就是美国梦幻和金

钱的双重加工厂
。

20 世纪卯 年代以来
,

好莱坞逐步发展并

完善了自己的性格
:
实用主义

、

利益至上
,

它像一台巨大的

具有吞噬能力的搅拌混合机
,

吸纳
、

咀嚼一切
,

然后生产出

整齐划一的娱乐消费品
—

电影
。

其影片的摄制
、

发行多以

国外市场定位
,

影片制作绝对以收回投资
、

获取赢利为前

提
。

而在观察美国电影和好莱坞之时
,

作家安德烈
·

马尔罗

的警告
“

永远不要忘记
,

电影是一门工业 !
”

尤其切中要害
。

¹ 李柏思 (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文化参赞 )
: “

美国人的特性及其

对美 国教 育的 影响
” ,

《美 国研 究》期 1 年第 1 期
, h ttP : 刀

一
.

n翅卿〕
.

c仪州

2 (X) 1
.

h tln

º 恩格斯
:
《美国旅行印象》 188 8 年 9 月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
,

第 53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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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自成体系的庞大工业反映
、

折射
、

塑造
、

强化着美

国梦的神话
。

¹好莱坞在牟取了超额暴利之后
,

为了能够继

续维持其成功
,

必然要为 自己命名
。

奥斯卡奖为好莱坞的
“

经典化
”

过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一方面

,

围绕着奖

励可 以操作传播媒介
,

宣扬制片公司的形象和业绩 ; 另一方

面
,

适合于构筑一种
“

怀旧氛围
” ,

将影片产品历史化
。

在

好莱坞经历数次危机之际
,

奥斯卡奖都被抬举出来作为号召

观众回忆
“

美好的昨日
—

我们共同拥有的艺术
”

的力量
,

于是
,

好莱坞的发展历程充分地折射了美国人实用主义
、

利

益至上的商业理念和文化
。

其实在 日常生活中的美国人无处

不算计
,

精打细算
,

这个也是美国商业社会持久发达的精神

根源
。

第四
,

诚实务实
,

讲求
“

认认真真做事
,

老老实实做

人
”

的准则
。

笔者的观察
,

美国不少普通民众信奉认认真真做事的准

则
,

讲求实效
,

注重实际
,

不喜欢空谈
。

例如
,

在职业选择

方面
,

美国人以医
、

法
、

商为主
,

但是大多数人极容易改变

谋生之道
,

随时去找有利的工作去做
。

有些人一生中任过律

师
,

种过地
,

做过买卖
,

还当过教士和医生
。

虽然美国人的

每项行道不如欧洲人高明
,

但几乎没有什么手艺能难住他

们
。

他们的才能比较一般
,

但他们的知识比较广泛
。

同时
,

不少普通的美国人也有一种质朴的
“

天真感
”

(耐ve )
,

在生

活中显得不那么世故
,

老老实实做人
。

例如
,

美国人比较遵

¹ 刘 新 闻
: “

美 国 梦 幻 和 金 钱 的 加 工 厂
—

好 莱 坞
” ,

h ttP : H

侧w w
.

山

~
i J 袄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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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公共秩序
,

交通规则
,

助人为乐的事也经常可见
,

等等
。

有人认为美国人很自以为是
,

看不起来 自非本土的
“

外国

人
” 。

实际上即便在美国本土
,

大多数美国人对前来定居
、

经商或旅游的
“

老外
”

不仅没有半点歧视
,

而且还相当友

好
、

热情
。

这从外国人在向美国人问路时常常会享受到耐心

的指点得到验证
:

诚然
,

确实也有一些美国人对外国人
,

特

别是来自贫穷国家的人显得盛气凌人甚至霸道
,

但这其实只

占少数
。

客观地说
,

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远不如其他

国家的人那么强烈
。

¹

(二 ) 美国个性的深层原因

为什么美国人会有这样的群体特征? 原因可 以从美国的

自然环境和美国自身的经历中去寻找
。

首先
,

自然环境对美国人个性的塑造
。

自然环境对个性

特点的塑造
,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追求个性的自由
、

自我
、

自

立
。

人们远涉重洋来到陌生土地
,

吃苦耐劳成为必要的前提

条件
。

从这点看
, ,

美国当今的许多价值观和态度可追溯到过

去的拓荒时代
:
自力更生

、

足智多谋
、

团结友爱
、

强烈的平

等意识
。

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
·

杰克逊
·

特纳在 19 世纪 oo 年

代的著述中称在整个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
,

闲置土地的

易于获得塑造了美国人的态度和习俗
。 “

这种长期的再生
, ”

¹ 唐若水编译
: “

相互误解的中国人和美国人
” ,

氏卜叭戈幻 C卜j l姗
. d 儿朋ri 二

” ,

美 国 《芝加哥论坛》
,

呵田面耐cl e- 侧』
.

ph p ? 勺r祀 二 51 &al d 二 3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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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道
, “

这种向西的扩展
,

以及随之而来的新机会
,

与质

朴的原始社会的不断接触
,

培植了主导美国性格的力量
。 ”
¹

由于要开拓一个新大陆
,

美国人在体验前进中的文明所产生

的一切苦乐中
,

养成了乐观开朗
、

勇于创新的个性
。

其次
,

美国国家发展中的特殊
“

拓荒
”

经历
,

使得
“

美

国人在两百年间经历了其他民族很少经历过的艰难险阻
,

形

成了自己的个性和自己的哲学
” 。º这种个性和哲学

,

从根本

上说
,

是
“

美国人居住在一个令人感到奇妙的国土上
,

他们

周围的一切都在不停地变化
,

每一变动都象征着进步
” 。

»

美国人相信
,

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
,

而是有志者事竟成
。

自然环境和自身经历
,

使得美国人习惯于
“

随性而动
” ,

习惯于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的变化莫测的起落
,

在他们看

来
,

一生就像一场赌博
,

就像一次革命
,

就像一场战役
。

运

气有好有坏
,

但是个人必须随时随地都奋发图强和不甘人

后
,

必然热心于追求
、

勇于进取
、

敢于冒险
、

特别是善于创

新
。

这种精神都真实地体现在他们的一切工作当中
。 “

他们

把这种精神带进了他们的政治条例
,

带进了他们的宗教教

义
,

带进了他们的社会经济学说
,

带进了他们的个人实业活

动
。

他们带着这种精神到处去创业
:
不管是到荒山老林的深

¹
“

从海洋到闪闪发光的海洋
” ,

雄
: 1124

.

130
.

151
.

5 81 匆
一 b i可 ind e x

.

e x刁

01 1 1 10 刀夕吸 :l dd d
.

加‘叩侧m 一
心 ty

.

如
.

川ltU e

肠 l e由山y】zy i /QO /解
,

h tln
.

º 〔美」亨利
,

康马杰著
,

杨静予等译
:
《美国精神》

,

光明日报出版社
,

198 8 年
,

第 3 页
。

» 〔法〕托克维尔著
,

董果良译
:
《论美国的民主》

,

上卷
,

商务印书馆
,

1男巧年
,

第 4 7仓一4 7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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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

还是到热闹繁华的城市
,

莫不如此
。

正是被他们用于海

运业的这种同样的精神
,

才使美国商船比其他一切国家商船

的运费低廉和航行迅速的
。 ’,
¹

美国的群体个性表现在单体的个人身上
,

让我们看到了

美国社会中的丰富多彩的一面
。

比如
,

小到穿着
、

语言
,

美

国人都不乏鲜明的个性
。

自己喜欢穿什么就穿什么
,

让个性

得到充分的发挥
。

只要自己觉得快乐就行了
,

没有人会说三

道四
。

在语言上的体现为美 国人经常爱用
“ I 面nk …

,

I

悦Eeve 一
,

听 叩加i姐 is. 二 ”

这样带有强烈个性色彩的开头

语
。

即便是美国国务卿在代表美国政府讲话时
,

也会用个性

色彩的词汇
。

甚至在房屋结构与外表的建造上
,

美国人的个

性也体现得十分突出
。

相邻的房子从造型到外表颜色都有差

别
,

花园的布置也别出心裁
,

体现了房主个人的喜好
。

这些

风格迥异的住宅犹如一副绚丽多彩的画面
,

让人觉得美不胜

收
。

每幢房子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

这幅美景就是由这些

宛如花朵般的房子组成的
,

展现着主人的性格特征和品味爱

好
。

(三 ) 美国精神和美国信条

把美国人的群体特征予以提升
,

我们便不难发现美国的

自我期许
: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所谓的美国精神

—
种独特

的美国思想
、

性格和行为方式
。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
、

评论家

¹ 〔法」托克维尔著
,

董果良译
:
《论美国的民主》

,

上卷
,

商务印书馆
,

l望列玉年
,

第 4 7任一盯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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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S. 康马杰被视为美国研究的大师
,

他的著作 《美利坚共

和国的成长》在中国学术界很有地位
。 H

·

S. 康马杰想努力

发现难以捉摸的
“

美国精神
” 。

他认为
“

美国精神
”

首要的

前提是美国人有 自己的性格和自己的哲学
。

不是局部环境而

是美国整个的环境决定了美国人的性格或造就了美国式的

人
。

整个环境指土地辽阔
,

便于流动
,

独立的气氛
,

崇尚乐

观进取的精神
。

康马杰认为美国精神的主要特点是
:

( l) 乐观精神是异乎寻常的 ;

( 2) 信念是世上没有办不到的事
,

不达全胜绝不罢休 ;

( 3) 视野广阔
,

想象力驰骋于整个大陆
,

讨厌琐碎的事

务
、

犹豫不决和胆小怕事
,

希望大场面
,

容易接受大规模的

计划和豪迈的事业 ;

(4 ) 文化是物质性的
,

认为生活舒适是理所当然的
,

并

且怀着优越感看待那些生活水准不如他们的人 ;

( 5) 总是顽强地去战胜困难
,

部分原因是他们确信坚韧

不拔加上勤劳
、

智慧和运气
,

总会有好结果 ;

(6) 有强烈的数量观念
,

倾向于以数量来评价几乎所有

的事物 ;

(7 ) 注重实际
,

对政治
、

宗教
、

文化和科学尤其讲实

际
,

不过对商务往往带有浪漫色彩 ;

(8) 讨厌理论和抽象的思辨
,

像健康人不吃药那样避开

那些深奥的政治哲学和行为哲学
,

任何一种超越常识的哲学

都引不起他们的兴趣
,

惟一可以称之为他们的哲学的乃是有

用即真理的工具主义 ;

(9) 有一种夜郎自大的信念
,

他们轻视其他国家和民族

几乎达到旁若无人的程度
。

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优越
,

自己

一 4 3 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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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比别人优越
,

这种优越感产生一种天然使命感
,

相信自己

是世界的最高希望
。

¹

对美国精神的分析
,

让我们从理论上重新认识了美国人

信奉的
“

美国信条
” ,

也就是美国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
。

哈

佛大学的政治学者塞缪尔
·

P. 亨廷顿 ( , 叨u e l P
.

H un ti叫参o n )

他认为
“

美国信条
”

(儿拙对can Cmed ) 从独立战争时期起就

开始形成
,

从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
,

美国就已经形成了某

些基本的政治价值
,

这便是美国信条
。º 美国信条的核心内

容来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
,

但也具有更为源远

流长的起源
,

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
。

这些信条不仅存在
,

而

且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所接受
。

这些信条在 2 (X) 年的过程中有

这样和那样的流变
,

但其核心始终如一
。

这些信条构成美利

坚民族的
“

自我
”

的一部分
。

社会上并没有许多人整天在宣

传这些信条
,

但人们在 日常生活中实践着这些信条
,

大学
、

法院
、

政府
、

大众传媒在传播这些信条
。

在某种程度上说
,

这些信条主导着美国社会
。

对所谓
“

美国信条
”

作具体的分析
,

我们可以将之归纳

为
:
自由

、

平等
、

个人主义
、

美国式的民主和法治等五大元

素
。

( 1 ) 自由
“

自由也许是美国人最响亮
、

最根深蒂固的一种价值
。

¹ 转引自王沪宁
:
《美国反对美国》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卯1 年

,

35 页
。

º S 川川 e l P
.

H面亩叨团
,
九侧如啊 P 日i石cS :

肠
e p n 加m se 试肠曲四. 朋y ,

场浏印心 Uni Ve 面 ty P别 , ‘ , 198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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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些方面来说
,

自由规范着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一切好

的东西
。

然而自由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却是不让别人过问自

己的事 ; 不许别人把他们的价值
、

想法
、

生活方式强加给自

己 ; 以及在工作
、

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不受独裁专制的统

治
。 ”¹ 例如

,

1983 年
,

为了使联邦政府秘密得以保守
,

考

察官员的忠诚
,

里根颁布了一条行政命令
,

要求所有政府官

员特别是那些接近机密文件的官员接受
“

测谎检查
” ,

结果

遭到强烈抗议
。

很多人认为这样做干涉了自由
,

和
“

侵犯了

人格
” ,

连国务卿舒尔茨也表示
:
宁可辞职也不接受这样的

指令
。º

( 2 ) 平等

侧重平等
,

信仰人道主义
、

社会公正
、

天赋人权是美国

自由主义的题中之义
,

但是有关平等有两种观念
:
一种是机

会的均等
,

也就是起跑线上的平等 ; 一种是结果的平等
,

也

就是缩小贫富差距
。

在这两种平等观念中美国人更重视机会

的平等
。

有人说市场经济对美国人来说几乎等同于宗教
,

简

直神圣不可侵犯
。

由于美国独特的历史条件
,

一开始就没有

像欧洲那样的现成的享有特权的贵族阶级
,

大批的第一代资

本家都是白手起家
,

也就是初始的竞争条件比较平等
,

即使

到了现在还存在着不断上升的机会和白手起家的榜样
,

所以

¹ 〔美」罗伯特
·

贝拉等著
,

翟洪彪等译
:
《心灵的习性

:
美国人生活中

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
,

三联书店
,

1卯1 年
,

第 33 页
。

º 陈朝晖编著
:
《美国》

,

京华出版社
, 2田1 年

,

第 抖一肠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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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
“

人人成为富翁
”

的 口号不显得那么虚伪
。¹ 这就是所

谓的美国梦
。

美国林肯总统备受美国人民的爱戴
,

当然与他

卓越的功勋是分不开的
,

同时也和林肯总统出身贫民
,

他的

成长经历是美国梦的生动体现不无关系
。

( 3) 个人主义

意大利记者奥里亚那
·

法拉奇问前国务卿亨利
·

基辛格
,

他享有
“

电影明星般令人难以置信的地位
” ,

对此应做如何

解释 ? 基辛格答复说
,

这要归功于他总是
“

单枪匹马地行

事
”

这一事实
。 “

这是美国人非常非常喜欢的
” ,

他说
: “

美

国人所喜爱的牛仔
,

在率领一队马车时
,

总是独 自一人骑马

走在前面
,

一向是孤身一人骑向一座小镇
,

……只有他的马

与其相伴
,

别无其他
。

有时甚至连枪都不带
。

……这个牛仔

无须非常勇敢
。

他所需要做的只是单枪匹马
,

向别人表明他

策马进人镇子
,

一切事情都由他亲 自动手……
”

从直观上

讲
,

美国人懂得这种形象概括了美国人孤独
、

自立
、

悔罪和

期待得到认可等特点
,

同时
,

它还调和了这些特点之间的一

些矛盾之处
。

º

在美国人的头脑中
,

一个人只要对他 自己负责就好了
,

不要去替别人说话
。

什么是美国人理解的
“

自力更生
”

? 英

语中叫作的
“ s e l f 一 re h

~
”

是美国人获得个人 自由必要的

心理素质
。

美国人认为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自由的
,

但要真

¹ 资中绮
:
《冷眼向洋

—
百年风云实录》上卷

,

三联书店
, 2 (XX) 年

,

第 39 页
。

º 〔美〕詹姆士
·

O. 罗伯逊著
,

贾秀东等译
:
《美国神话美国现实》

,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引〕年
,

第 7一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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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享受自由就必须要自我奋斗
。

这种观念体现在语言上就是

在与美国人交谈时
,

他们很少通过显耀自己的家庭或社会关

系来抬高 自己 ; 如果一个人要那么做了
,

只能让别人觉得他

是个不成熟的
“

孩子
” 。

(4 ) 民主

什么是民主 ? 罗伯特
·

达尔给出了五项标准
:
第一

,

有

效的参与 ; 第二
,

投票的平等 ; 第三
,

充分的知情 ; 第四
,

对议程的最终控制 ; 第五
,

成年人的公民资格
。

¹ 这是民主

理论的现代解释
,

但是在美国的民主理论中麦迪逊的民主理

论相当重要
,

它旨在成功地在多数人的权力和少数人的权力

之间
、

以及所有成年公民的政治平等和限制其主权的需要之

间
,

达成某种妥协
。

作为一种体制
,

这种妥协被证明是持久

的
,

美国人喜欢这种体制
。º 因此

,

麦迪逊主义理论就存在

着一个麦迪逊公理
:
至少在美国

,

应当获取的目标是非暴政

的共和
。

它有如下的经验性前提的支持
:
第一

,

自然权利应

当获得 ; 第二
,

自然权利之获得就是非暴政 ; 第三
,

共和对

于非暴政是必要条件
,

尽管不是充分条件
。

西方社会对异议的宽容不仅仅是在法律保护的层面
,

同

时也深深地扎根于文化之中
。

不仅仅是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

论自由的捍卫
,

也不仅仅是通过给大学教授终身职位以保护

异端邪说
,

更重要的是
,

容忍不同意见
,

反对压制言论已经

¹ 〔美 ] 罗伯特
·

达尔
,

版
,

第 4 3 页
。

º 〔美」罗伯特
·

达尔
,

11粥旧年版
,

第 1 页
。

李伯光等译
:
《论 民主》

,

商务印书馆
, 1望珍 年

顾听
、

朱丹译
:
《民主理论的前言》

,

三联书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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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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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

成为生活方式
。

(5 ) 法治

法治的要义是法律至上
,

可分为三个理论层次
:
其一

,

法治的理想状态
,

是指法治的价值观
,

包括法治的原理
、

原

则与基本观念 ; 其二
,

法治的规范状态
,

是指法治理想的法

律表现形态
,

具体表现为依据法治原理制定的各种法律
、

法

规 ; 其三
,

法治的现实状态
,

是指法治理想
、

法治规范的实

现程度
。¹

美国的制宪之父并没有什么高深的政治理论
,

但他们却

对英王专制给殖民地带来的祸害有痛切的体验
,

他们强烈的

要求就是防止专制和对权力进行制衡
。

在这个制衡的原则上

美国人创造了自己的国王
—

“

美国宪法
” 。

美国先贤麦迪

逊在论述美国建国原则时曾写下这样一段脍炙人 口的著名论

断
: “

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
。

人的利益必然是与当地的法

定权利相联系
。

用这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
,

可能是对人

性的一种耻辱
。

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
,

又

是什么呢? 如果人都是天使
,

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
。

如果是

天使统治人
,

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

了
。

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
,

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

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
,

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
” 。

º

在麦迪逊和另外一些制宪之父的心 目中
,

为了能够落实

以野心对抗野心的政治主题
,

美国宪法的制订和政府机构设

¹ 昊德星
: “

论法治的理论形态和实现过程
” , httP : 11

~
.

向
.

尹
.

耐

º 汉密尔顿
、

杰伊
·

麦迪逊著
:
《联邦党人文集》

,

商务印书馆
, 1卯7 年

,

第 2以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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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问题研究

置必须达到权力分散和权力制衡的目的
。

美国宪法堪称是
“

在给定的时间内用人的才智和决心所写成的非凡杰作
” 。

¹

这部大约只有 43 加 个单词的简短文件用简练的词句
、

精湛

的文笔阐明了政府的原则和结构
。

(四 ) 对
“
美国精神

”

的评判

我们说美国人信仰这些信条
,

不过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美

国信条存在着 自我冲突和自我矛盾的地方
,

对此
,

笔者有三

点批判性的意见
:

第一个批评
:
今天

,

美国的人 口结构
、

社会经济结构以

及所属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
,

美国的价值观本

身也处在一种变动的过程中
。

以一种变动的价值观来当作衡

量整个世界的标准显然是偏颇的
。

具体说来
,

182 1年 7 月 4 日
,

美国总统约翰
·

昆西
·

亚当

斯 ( Jo hn 伽ncy A山知叱 ) 在演讲中说
, “

只要自由和独立的原

则还在被奉行
,

就有美国心脏的跳动
” 。

º亚当斯和其他一些

美国的开国之父们所赞赏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具有使命感
、

具

有适当外交政策的好社会
,
» 美国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发现道

¹ 转引自加里
·

沃塞曼
,

陆震纶等译
:
《美国政治基础》

,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 1望砰 年

,

第 31 页
。

º Wal t e r 肠晓比 r
,

曰
. ,

州叭 O“衅 月法筋傲 口以 月爬雌“价 Q粗‘肥川创 及甲流 :

乙“翻”
,

触耐。 口以 几卯几 ,
〔沃如砂 洲n 刀脚 B 扣k , 1% 5 ,

p
.

45
.

» [美 ] 迈克尔
·

H. 亨特
,

褚律元译
:
《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

,

世界

知识出版社
,

1哭旧 年
,

第 对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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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和理想
,

并且断言它打算根据普遍的原则来指导其外交政

策
。

美国特殊的对外政策是一种独特的国家认知与重复的行

为模式
,

最突出地体现在所谓的美国特殊论和天赋使命观等

论点上
。

美国特殊论是美国价值观的主体
。

所谓美国特殊论
,

主要

出处是指 16女) 年
,

马萨诸塞州州长约翰
·

温斯罗普 (J讨I n

私汕卿 ) 就要求其人民
‘

意识到我们将是山巅之城
,

所有人的

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
, ’。

¹美国特殊论最重要的一层含义就是美

国优越论
,

认为美国式文明
,

从社会制度到价值观念
,

从生产

方式到生活方式
,

都远比其他民族优越
,

堪为世界楷模
。

正像

自由女神像的碑文上写着的那样
: “

将你的疲惫
、

贫困交付与

我
,

享受自由的呼吸
” 。

自立国之日起
,

美国就把自己当作
“

自

由的灯塔
” ,

深信必定可以
“

有各种机会和各方面的鼓励来建立

世界上最高尚
、

最纯净的整体
” 。º 美国深信自己

“

有能力开始

重新建设世界
, , ,
» 并将自由与社会正义撒播给全人类

。

于是
,

美国人开始了将文明和自由带人荒野的
“

圣战
” 。

圣战是独特

的
:
它发生于一州咦断世界

,

又创造了一个新世界
。

¼ “

跨越边疆

的人们怀有侵畔曲十张之意
,

一如西进的美国人所为
。

他们也许

应邀而至
,

心甘情愿地抛弃他们留在身后的一切
,

一如移居美

¹ 确习姗 A
.

侧七I b 咧1厂】1肥 R . 俪歇妇 1刀 x] , Cn 洲日er 3 川e : 叨犯 九四幼啊 D傲叹川吐

衍山 此 W记d

~
17龙 ,

B 阳如】,

陇
w Y d玉 :

面
】
沙如

1 M i田in 伪叮口y , 1望刀 ,
p

.

17
.

º [美」《播恩选集》
,

商务印书馆
,

州如年
,

第 夕页
。

» 〔美」播恩选集》
,

商务印书馆
, 1卿年

,

第 夕页
。

¼ 〔美〕詹姆士
,

o. 罗伯逊著
:
《美国神话美国现实》

,

贾秀东等译
,

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 1望刃年

,

第艾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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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问题研究

国的人们所为
。 ’,
¹

美国特殊论的现代版本是 1隽兮年夏
,

美国乔治
·

华盛顿大

学学者威廉
·

沃尔福思在 《国际安全》季刊上撰写的 《单极世界

的稳定性》一文中提出的三个论点
。

其一
,

目前国际体系中美

国的支配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

所谓的
“

单极的瞬间
”

的论点完

全不能成立
。

沃尔福思的论据是
,

美国目前的实力地位
,

与世

界第二强国甚至所有主要国家实力的总和的差距
,

是两百年最

大的
。

不仅如此
,

美国是世界史上惟一拥有所有实力要素的国

家
,

不管是在经济
、

军事
、

技术和地缘政治方面
,

还是在质量

和数量方面
。

其二
,

美国的超级实力是国际和平的稳定因素
。

原因之一是美国占支配地位的单极世界至少可以避免两极世界

中为争夺世界领导地位而发生的无休止的争夺
。

而且
,

任何其

他国家都无力与美国进行激烈的短期对抗和长期较量
,

与此同

时
,

美国的绝对优势也会使其他主要国家之间的实力竞争减至

最低限度
,

二流国家的利益在于与美国结盟而不是为敌
。

其三
,

目前的单极体制不仅可取
,

更会持久
。

无论如何
,

单极世界实

际上已经十载有余
,

如果美国不出错牌的话
,

目前的单极世界

至少会和过去的两极世界一样持久
。

美国地处两大洋之间
,

在

地缘政治方面得天独厚
,

这使美国可以保持其优势地位而不必

招致其他国家的反制
。

相比之下
,

与美国有竞争潜力的其他国

家 旧
、

中
、

德
、

俄 ) 就不那么幸运了
,

它们之中任何增加自

身实力的企图
,

甚至远在达到美国现实水平之前
,

就不可避免

¹ 〔美」詹姆士
·

o. 罗伯逊著
: (美国神话美国现实》

,

贾秀东等译
,

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 19贝)年

,

第 3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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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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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会招致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
。

¹

与美国例外论并列
,

美国使命论是美国价值观的另外一

个支柱
。

赫尔曼
·

梅尔维尔 ( H e

IYnan
Me lvi l l e ) 写道 : “

我们

美国人是独特的选民
—

我们时代的上帝的选民 ; 我们肩负

着作为世界自由的避难所的责任
。

上帝从我们的民族中预先

确定了伟大的事情
,

人类也从我们的民族中期望着伟大的事

情 ; 我们在我们的灵魂中感受到了伟大的事情
。

其他的民族

一定会很快落在我们的身后
,

我们已经对 自己怀疑得够久

了
,

我们确实怀疑政治救世主是否 已经降临
。

而他已经降临

到世间
,

并和我们结为一体
。”º对传统进行批判的莱因格尔

德
·

尼布尔 ( B五e i l卿l d Ni e buh r ) 把这些表达都称作
“

自由文

化的幻觉
” ,

他认为美国人之所以持有这种幻觉
,

是因为他

们带有对民族命运的宗教看法
,

这就是
,

美利坚民族是上帝

造就来创造人类历史的新开端的
。

» 不管怎么说
,

美国人信

奉自己开拓了一片新的大陆
,

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

奉献一

种比其它政治方式都文明的政治体系
。

总之
,

美国的各个方

面都带有优越性
。

美国这种
“

使命感
”

的形成
,

可说由来已

久
。

熟悉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
,

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建立过

程中
,

宗教因素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

最早远涉重洋来

到北美的殖民者
,

其主要动机便是为了摆脱宗主国的宗教压

¹ 秘』U画
‘

勿阴 黝如U勿 试 a

枷加阮 W谊】d , ” b 加m西仪目 &”示勿
, 5 川刃盯 1卿

,

po
.

手一4 1
.

º 为曲世 M
.

压妞面侧乒
r ,

Jr
· ,

& 肠哪田y
, 1性刃8 ,

p
·

巧
.

» A rth ur M
.

S刘砚知叫乒 r ,

Jr
. ,

仆
e C州 es J A. 币can H i目衅

,
刊Y :

ww N川佣

肠
e Cy e l. of 为四幼can 场St’叮

, p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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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问题研究

迫与宗教迫害
,

寻求实践 自己宗教信仰的场所
,

实现建立
“

山巅之城
”

( Ci ty u 户)n the 班ll) 的崇高理想
。¹ 在其签订的

被认为奠定了美国民主基石的
“

五月花号公约
”

中
,

又明确

确立了如下目标
:
继续清教实验

, “

弘扬上帝的荣耀
,

推进

基督的信仰
,

同舟共济
,

以契约形式组成政府
” ,

求得自我

完善
,

把北美变成新的耶路撒冷
。º新大陆的开拓者们认为

:

“

正是在美国这里
,

上帝将要开始对地球上可居住地区进行

变形更新
,

即一种以激进的
、

新的宇宙秩序为标志的更新

……所以
,

美国的未来不仅是其自身的未来
,

也是人类的未

来
,

世界的未来
,

甚至是宇宙的未来
” 。

» 当时
,

作为主流文

化和意识形态的新教神学
,

源于北美殖民时期加尔文教派的

信仰
。

其教义是
“

上帝选择
”

和
“

天赋使命观
”

(Mar 以蕊t

D昭t iny )
。

美 国人坚信的 自己的
“

天定命运
”

( M田‘丘犯 t

Des ti n y ) 是安排整个世界
、

远离邪恶的道路
,

把人类引向
“

新的耶路撒冷
” 。

¼

¹ 」J m w in 山印
, “A M记e l of Cl l力日t ian Ch 面 ty

, ”

饭 几‘tan in As 此ri ca : A

N别丁. ive An th o l卿
.

创i喇 b y A」月 1 He in 兑rt ,

功川田心
, 198 5 ,

即
.

82 一刃2
.

º
“M玛旧洲

e r C伽 11

卿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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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16加 )
,

」朋k P
.

G~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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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84 一17 63
.

V o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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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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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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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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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z 回y s i。 of 口vil Re ligi , in

凡肠面二 to ld 印1呵
.

N e th e d an ds
,

197 9 , P. 47
.

¼ A l悦吐 w 七州比电
, M山刁泌‘兔

‘阴岁 : A S灿方 了 凡‘如叨山‘ E巾如如山爪 认

肋曰公朋 加协叮
,

伽
c 日g 〕:

伽目皿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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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
.

72一77 ,

约翰
·

史斑尼尔著
,

方海莺译
:
《当代美国外交史》

,

台北
,

桂冠政治学丛书
,

19肠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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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
“

天定命运
”

的核心 内容是
:
美利坚民族是上帝的

选民 (ChOSe
n B刃】,le )

,

美国负有向全世界传播美国文明的天

赋使命
,

按照美国模式改造世界
。

作为上帝最优秀选民的美

国人
,

有一种宗教上
、

道义上和文化上的
“

义不容辞
”

的使

命
,

而美利坚民族为救世主民族
,

其使命就是把上帝的福音

传播到整个世界
。

换句话说
,

美国人作为最优秀的
“

上帝选

民
” ,

要将美国的制度和美国的文明从最初的 13 个殖民地传

播到整个美洲大陆
,

乃至于整个世界
,

否则
,

便违背了上帝

的意旨 ! 这样
,

接下来的逻辑结论便是美国向全球推广这种
“

救世外交
”

逐渐形成了美国人特有的那种所谓
“

使命感
” 。

美国人天真地认为自己坚持的外交政策目标在道义上高人一

等
,

别国的外交政策都只顾追求本国利益
,

而惟独美国的外

交政策注重道义和理想
,

以维护全世界的福扯为己任
。

这种
“

天赋使命观
”

在美国建国初期的对外殖民扩张中占有重要

的思想地位
。

随着时代的发展
, “

天赋使命观
”

也 日益成为

美国对外政策的道德基础
。

以致于在外交政策方面
, “

在过

去的 2(X) 年中
,

美国一直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富于理想主义的

国家之一出现
” 。

¹香港学者黄枝连把这种美国人的使命感称

为
“

替天行道
”

主义
,

是很贴切的
。º 其中的

“

道
” ,

包括

基督教教义的传播
、

英美式议会民主制度的移植
、

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的建立
,

以及个人 自由和天赋人权观念的灌输
。

总

¹ 众币d Q 山曲田1 ,

压加心团 T w o w orl ds , R司i即
,

lds 心 . 州』儿拙6幽 凡况1叨

几】i
c y 硕er the c日d War , P. 37

·

º 黄枝连
:
《替天行道之国

—
美式文明在亚太地区的移植》

,

台清人间

出版社
, 1臾砰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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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 “

替天行道
”

反映了美国人以其独特的理想方式看待世

界的心态和行为
。

美国使命论也有新版本
:
新保守派的本

·

魏登堡在 1989

年冬季号 《国家利益》季刊讨论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战略目

标的专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

新天赋使命
”¹ 的文章

,

露骨

地把冷战后美国向全世界的扩张同当年向南部
、

西部的移民

和领土扩张相比
,

借此表明美国主宰世界是
“

神授天命
” 。

他主张
“

美国应当推行民主……尤其是美国式民主
” ,

宣称

今天
“

只有美国人才有这样的使命感和胆量去进行……全球

文化宣传
” ,

他甚至毫不讳言地承认
“

我们的确犯有那些反

美分子指控我们的部分罪名
—

我们确是历史上最有活力的

文化帝 国主义
” 。

º 新保 守派 的主力查 尔斯
·

克劳塞 墨

(Charl es K ra u t坛叮叨e r ) 还不满足于把
“

民主征伐作为美国外

交政策的中心任务
” ,

认为这不过是冷战后
“

打扫战场
”

般

的责任而已
,

而他所要的则是
“

全球主宰
—

走向一统天

下
” 。

根据他的设计
,

今后世界的核心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邦联
,

核心的外围是实行了非共产化的前共产党国家
,

最外圈是发展中国家
。

在这样一个类似世界帝国的国际体系

中
,

周边国家对核心国家的关系是依赖与服从
,

西方文化和

¹ 原文中的 N即 一 随而触t D es ti 胭叮云耐。 是 油如油t D es t i叮 的变型
。 M山‘fes t

n 妞认y 是 19 世纪中叶美国在北美大陆进行领土扩张时出现的一种论调
,

宣称美

利坚民族作为
“

上帝的选民
” ,

其人 口增殖和领土扩张都是顺天意
,

行天道的正

当之举
。

这一论调后来经常被用来为美国的扩张主义政策作强词夺理的辩解
。

º E七n J
.

w att e 川犯电
, “N eO 一 M翻曲洲 压涌班云

~
, ”

肠
e N at 1. 胭1 b te res t ,

万习1 19男)
,

PP
.

sl 一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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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由此得以确立
。

这一主张的帝国主义性

质如此露骨
,

以致连老保守派都觉得过分
。

老保守派的另一

主力
,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鲁塞尔
·

柯克 ( Ru sse l l 苟 Ik ) 指责

这些人为
“
文化与经济帝国主义者

” ,

成天想用
“

异想天开

的民主全球主义来代替美国的国家利益
”

作为美国外交政策

的目标
。¹虽然有些批评

,

但是冷战结束后
,

美国举国上下

的确出现了
“

得胜的官方心态
” 。

例如
,

赢得冷战的老布什

总统踌躇满志地说
: “

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转向美国寻

找榜样
,

从没有如此之多的人从美 国的理想 中获得希

望……我们面对的新世界是一个献身于实现 自由理想的世

界
” 。

º 他还宣称
: “

纵观世界每一个角落
,

你们会发现
,

美

国的榜样正在发生作用
,

当我们伸出双臂时
,

我们所给予的

不只是汽车
、

粮食或音乐电视片
,

我们代表了一种理想
,

这

种理想能够征服环境
,

克服怀疑
,

战胜暴君
,

给人民以权

力
。

有些人认为……不应与那些不道德
、

非正义的国家打交

道
,

否则就会站污我们自己……但你要改造世界
,

就不能不

理睬它
。 ”» 接替老布什的克林顿总统在 199 3 年 9 月也提出

了冷战后的美国
“

民主扩展战略
” ,

而这项新战略的核心就

是把
“

民主制扩大到全球
” 。

按照该战略的设计者安东尼
·

莱

¹ O恤d es 枪au th 班nr 沈r , “ U ni v e rs 习 D伽 I lini on :
.

r o w a 记启 Uni 卯lar W or ld , ”

仆
e

Nat i伽川 玩 te 民成 ,

Win te r 19 89 119男) ,

PP
.

巾宁一四
.

º
“

布什说海湾战争是对世界新秩序的第一次考验
” ,

《美国对外政策背

景材料》
,

EP
一 1即

,

却司 25
, l卯1 ,

第 10 页
。

» 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处
: “

布什总统在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

1卯1

年 5 月 27 日
” .

(美国对外政策背景材料》
,

即
一 165 8

,

爪m e 3 , 1男1 ,

第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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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的解释
,

扩展战略可分为四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同心圆
:
即

加强现存的民主国家 ; 促进和巩固新兴的民主国家 ; 保护所

有这些民主国家免遭独裁国家的侵略 ; 在那些未民主化的国

家中支持人权运动
。

中国被列人第四层结构之中
,

成为被
“

扩展
”

的主要对象
。

¹ 其实
,

在过去的 2 (X) 年中
,

美国 150

次把它的军队送到世界各地追求其外交政策利益
,

进行小的

侵犯和大的干预
。

然而
,

对人权的关心并不是掩盖其真实政

治目的的虚伪的假面具
。

美国时常保卫个人 自由
、

自决和公

民 自由
,

在声明中谴责其他政府破坏人权
。 “

对犹太人遭大

屠杀
,

对美洲人遭屠杀
,

对其他殖民地自由的否定
,

从来都

遭到历任美国总统激烈公开的反对
。 ”º但是

,

现在很多居住

在美国以外的人却愤愤不平地认为
,

美国不能仅仅利用坦

克
,

而是应该加强利用本国经济和媒体的巨大力量
,

使
“

美

国制造
”

的意识形态实现商品化
。

这种意识形态背后的雏

形
,

基本上是以全球主义
、

自由贸易以及民主这三个以单纯

且直线的方式关联在一起的变数构成的
。

不过
,

这三个变数

是立足于几个已化作一种信仰的共同前提上的
。

这种信仰没

有民主和共和党派之差
,

而且
,

它也被美国的主要媒体所接

受
。

»

事实上
,

比起那些被美国人或西方人视为落后和愚昧的

民族
,

美国人的世界意识
,

总体而论要弱得多
。

近年美国学

¹

U ni vers ity

º

»

灿山田y l』‘e , “ F~ o 扣扭讯m即t to En 加那阴n t ” ,

川皿比
吕 at 」由n8 H印牡朋

,
留p t

,

2 1
,

l卯3
.

H

~
凡沙切 山己 儿此石can R能 i , 巧卜

c y
, R 初c

润es a几】匆叩liCat i即
,

p
.

3
.

《参考消息》2创〕l 年 2 月 13 日
,

第 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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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已多次呼吁
,

美国青年一代的世界知识少得可怜
,

不符合

映映大国的地位
。

而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的人们
,

由于向

往繁荣和发展
,

向往外部世界
,

反而对世界抱着强烈的情

感
,

拥有更多的知识
。

如果美国国家的最高追求应当是自

由
、

平等精神
,

那么美国不应该把这种精神运用到自己的外

交政策之中
。

第二个批评
:
美国信条虽然被顶礼膜拜

,

但是至今为

止
,

我们仍需要探讨这些观念之间的关系
。

人们一直把它们

当作一种理想
,

但这些理想之间存在着冲突是显而易见的
。

比如
,

美国价值观渊源于在殖民地土壤上滋生发展起来

的商业资本
。

由于封建因素薄弱
,

加上对英国重商主义的继

承
,

使美利坚民族在形成之初就比其他民族更具商业精神
。

商业被视为最重要的谋生手段
,

营利赚钱成为实现自身价值

和道德理想的最高尺度
。

这种商业精神衍生出来的藐视封建

传统与革新冒险精神
、

开拓欲望
、

个人独立性及平等精神等

等
,

加上当时人们面对陌生的北美大陆为争取生存发展而造

就出的自强不息
、

艰苦奋斗和求实精神
,

都体现着美利坚民

族的性格特征和价值观念
,

并且成为当时北美经济高速发展

的强大动力
,

至今对其他国家
、

民族仍具借鉴意义
。¹ 但

是
,

早自殖民地时期开始
,

美国就暴露出个人主义动力的另

一个方面
,

即扩张和种族主义
。

其突出表现之一便是由
“

雄

心和私欲
”

引发的对印第安人恩将仇报
,

开始了对他们的残

暴的驱赶和屠杀
。

¹ 张宏毅主编
:
《美国人权与人权外交》

,

人民出版社
, 1卯3 年 5 月

,

第

4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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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批评
:
即使这些观念看上去很简单明了

,

十分美

好
,

但是美国信条和美国实践并不完全吻合
。

这恐怕不是美

国一个国家的问题
。

人类的难题就在这里
,

哪怕是一个简单

的观念
,

要其成为社会的主导观念
,

也是难乎其难的
,

没有

几代人的努力不能奏效
。

亨廷顿认为美国存在着
“

M Ga p
, ’

( Ga p 悦幻泞e e n ldea and
Ihs tit u tio ns )

,

即政治信念和政治体制之间的差异
。

尽管这些

信念为社会的主流
,

然而实际政治生活远远落在这些信念之

后
。

例如
,

在美国内政方面
,

虽然美国认为 自己的体制最

好
,

但也有的学者大声呼吁
:
目前的美国社会是否真的如人

所说
“

美国的确是一点一点地烂下去了
。

……烂下去
,

是由

于美国道德堕落到令善良人们心惊胆颤
,

简直无法处身其中

白镇竟地
。” “

美国人面临的… …是整个国家的道德崩溃
” 。

¹

现在
“

美国的不幸的根源是否可能追溯到一些价值观念的衰

落?
’,

º有一位专门研究美国政治问题的学者凯文
·

菲利普斯

( K e v in Ph ili ps ) 在他的最新著作 《傲慢的首都
:
华盛顿

、

华

尔街和美国政治的挫折》一书中认为
,

即使从政治文化现象

看
,

美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

他指出
: “

华盛顿夸夸

其谈而又傲慢无礼
,

它正在毁灭这个一度强大的国家
。

华盛

顿就像一个没落帝国的寄生的首都
,

正在步历史上已经衰落

的国都
,

如罗马
、

马德里和伦敦之流的后尘
。 ”

他认为
,

20

¹
“

美国社会风气每况愈下
”

(海外报刊文摘 )
,

见 《人民 日报》 19叭)年

12 月 3() 日
。

º
“

一个价值观念问题
” ,

美国 《基督教科学篇言报》 19 82 年 12 月 1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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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90 年代美国所表现的特征
,

同历史上的一些强国
,

如

罗马帝国
、

西班牙
、

荷兰和英国在衰落前夕所表现的特征非

常相似
,

这些特征有些是经济的
,

有些是文化的
,

有些是经

济文化混合性质的
。

经济方面的两极分化
、

财富的集中
、

巨

额债务
、

高税收
、

制造业的衰落
、

金融投机的高涨等 ; 文化

方面的堕落
、

奢侈和原始同时存在
、

对外国影响的怨恨情

绪
、

旧式爱国主义精神的丧失
、

对道德沦丧的抱怨
,

国家资

产负担过重
、

中产阶级日益衰落
、

城市状况恶化
、

教育质量

骤降
、

国家精英越来越强烈的国际主义倾向等等
。

¹

客观地说
,

美国在其境内有自己的第三世界
:
一个越来

越遭受剥夺
、

被隔离和靠自己来维持的下层阶级
。

从色情文

化的泛滥
、

枪支暴力
、

毒品交易以及社会不公正现象的难以

消除
,

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个美国开国先贤们不愿意看到的情

景
,

那就是美国原来存在的许多社会问题不但没有解决
,

新的社会不公正问题也使人对美国式的理想产生 了种种疑

问
。

上述结果表明美国成为一座
“

分裂的房子
” ,

美国在向

全世界推销民主
、

自由等价值观念的同时
,

她本身的价值却

在销蚀
。

例如
,

美国现行的福利制度以及教育制度对美国的

精英原则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

同时
,

由于粗野的个人主义的

肆虐
,

个人自由恶性膨胀
,

藐视社会纪律
,

在经济长期停滞

的情况下
,

犯罪率持续上升
,

这些对美国的民主价值构成了

¹ 转引自席永君
、

马再淮编著
:
《超越美国》

,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1哭巧

年 11 月
,

第 1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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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威胁
。

¹

丹尼尔
·

贝尔 ( Dan i e l Be ll ) 在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

书中指出
:
美国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断裂是造成美国社会

文化矛盾的主因
。

这种历史性的文化危机正是产生对流行方

式的反叛
、

对正统秩序永不减退的愤怒攻击的反文化的温

床
。

º 另外
,

美国在国内推行民主
,

在国际上则大行所谓的
“

新帝国主义
” ,

不时向主权国家出兵
,

使得美国作为理想主

义旗帜的地位受到了挑战
,

在美国人民中也产生了一定程度

的混乱
。

四
、

结 论

我们说多元社会中单向思考的人
,

更多的是指美国人对

自己体制的笃信不疑和对自己国家特殊感和使命感的坚定看

法
。

久而久之
,

美国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就成为
“

不可侵犯
”

的最高理念
。

美国人民在以往一向重视基本价值
,

因此一旦

国家遭遇外来威胁
,

民众便对内部不忠的行为极为恐惧
。

美

国社会存有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即是
,

虽然一般大众能

够拥有共同的信念
,

而且在分享的程度上较他国人民为高
,

¹ 朱世达
: “

美国价值的危机
” ,

朱世达主编
:
《当代美国文化与社会》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仪X) 年

,

第 151 页
。

º 〔美〕丹尼尔
·

贝尔著
,

赵一凡等译
: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

三联书

店
, 1989 年

,

第 93 页
,

转引自朱世达
: “

美国社会的文化矛盾
” .

载 《美国研

究》1卯 5 年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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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对外来的危险是如此地恐惧
,

因此不但要求全体国

民重复地提出教条式的保证
,

宣誓对
“

美国式生活方式
”

效

忠
,

更进一步严格地审查国内的团体
,

是否有违背的行为
。

歧见往往被怀疑为不忠 ; 某些人遭到控诉
,

被指称在思想上

和行为上有违
“

美国式
”

的精神
,

更因而被要求决定究竟是

要
“

对国家效忠或成为国家的败类
” 。

正因为美国社会是如

此全面地认同单一形式的价值
,

其对内部的颠覆活动特别敏

感
,

对国内的不忠行为也特别恐惧
。

从探讨美国人个性和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变动
,

我们看到

美国自我追求的三个维度是经济
、

民主传播和军事安全
,

但

是当
“

天定命运
”

发展到要向全球输出
“

民主
” , “

维护人

权
”

的时候
,

美国遇到了大的挑战和批评
。

美国外交中的固

有矛盾和
“

替天行道
”

与务实思想引导下的美国外交面临

极大的困境
。

例如
, “

9. 11 ”

事件后美国得到巨大的同情
,

现

在
,

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彻底失败
。

布什政府正在冒如下危

险
:
将一个本来可能被美国自豪地称为美国世纪的 21 世纪

变成一个反美国的世纪
。

美国 《幸福》
、

《时代》
、

《生活》三杂志的创办人和发行

人亨利
·

R. 卢斯 (H e

衅 R
.

肠
C e ) 曾经为美国世纪大唱赞歌

。

他在 194 1 年写了一本名为 《美国世纪》的书
,

鼓吹美国对

世界的领导
。

在这部书中
,

作者先是抱怨
:
美国在 19 19 年

就错过了一次
“

承担世界领导者的宝贵机会
,

一次史无前例

的机会……
” ,

继之
,

他敦促美国当局再也不能错过 目前的

机会
: “

请考虑一下 20 世纪吧
。

它是我们的世纪
,

不仅仅因

为我们恰好生活在这个世纪
,

而且还因为它是美国作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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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支配性力量的第一个世纪
。”¹现在

,

布什政府外交政策

上的混乱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已经很明显
:
盟友关系支离破

碎
,

全球关系紧张
,

布什在美国国内的民意支持率在下降
,

最终
,

布什政府将会为自己的外交失败而付出代价
,

而这一

代价将非常巨大
,

而且很可能会使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危

险
。

所以
,

我们虽然看到美国人有理想的情结
,

美国社会首

先也是一个崇尚现实和功利的社会
,

因此美国人一直试图希

望建立一个
“

民主帝国
” ,

但是结果常常事与愿违
,

对霸权

的追求使美国这个现代帝国最终在历史中迷失
。

欧洲知名国际问题学者佛朗西斯
·

汉斯伯格在著名的

《生存》杂志上
,

总结了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四种完全不同的

看法
: “

好心肠的霸权
”

(the 玩ni gn he 罗m o n y )
, “

混蛋国家
”

(a ro gu e s

tate )
, “

乱放枪的警察
”

( the tn 段笋r 一 恤p p y s h e ri ff )
,

“

世界秩序的基石
”

(k e y s t o n e of w o ri d o rd e r )
。

º

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如实地探索美国的过

去
、

现在与未来
,

是一项宏大的学术系统工程
,

不可能一墩

而就
。

美国在发展
、

变动
,

其实我们自己也在变
。

美国建国

2的 多年来
,

其治理国家
、

发展经济的一整套决策模式引起

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整整 24 年

时间
,

我们要借鉴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全人类一些先进的文

化遗产
。

当中国照常进行各种体制改革的时候
,

美国作为最

¹ H图叮 R
.

h .c e ,

肠
e 儿讹ri咖 。阴加巧

.

N
.

Y
. ,

段滋玩悦r ,
以94 1 ,

即
.

么, 一

º F团加 i s Hei 曲叨 .招
, “

儿说‘can H啄湘
n y ? 凡暇钟。 面 此 US A五. 目 ,

S山诉词 引 一 4 ,

Wi n t e r 11理〕
一 2以洲) ,

即
.

5一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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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发达国家的参照体系同样值得进一步探讨
。

¹ 美国的决

策模式乃至其中的一系列环节固然与美国的基本国情相适

应
,

但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民来讲
,

也有借鉴之处
。

国 席来旺
:
《美国的决策及其中国政策透视》

,

九洲图书出版社
,

l望粥〕

第 2一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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