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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70年代，中美文化外交并不仅仅局限于“乒乓外交”。完整的文化外交概念应包括如下三个层面即 

中关之间展开了积极的战略对话；美国公众与精英之间的政治文化互动为中美和解提供了有力的舆论导向和心理基础；美国 

精英阶层所奉行的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通过文化方式得到有力地输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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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代表性概念是，“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蕴含在 

符号之中的意义模式 ，即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因袭的概念 

系统。藉此，人们交流，持续和发展对生活的知识和态 

度。”⋯文化本质上是流动的，各文化实体之间必定发生联 

系，无论文化与文明，都可视之为一种大规模的社会交往，因 

此包含着丰富的历史连续性和整体性。 文化交往的意义具 

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使得国家的孤独存在变为社会存在，征 

服关系变为交往关系，国家在互动中建构共有的国际文化， 

从而实现理想的国家间关系。另一方面，文化往往被异化为 

一 种权力资源，某些国家信奉文化的权力本质，推行扩张性 

的对外文化目标，对对象国(subject nation)实施文化侵略。 

对外关系中的文化概念具有多层次性。冯绍雷认为 ，文 

化中的主流政治哲学、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这三种因素相互 

结合，共同对国家间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其中，政治哲学，是 

国家实施文化外交的哲学基础；意识形态，是文化外交的思 

想武器；政治文化，成为文化外交的舆情支撑。英国学者米 

彻尔给出的文化外交概念较具代表性 ，他认为文化外交具有 

如下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即指政府间做出的以允许、方便 

或规范文化交流的双边或多边协议。第二重含义较之第一 

重则较不确定，本质上而言，这些协议的执行以及源于这些 

协议的文化关系行为可视之为扩大(extended)的政府责任， 

也可认为是政府授予文化机构或组织的某些权限，前者就是 

第二层次上的文化外交。_3 他的概念稍嫌简约，指出了政府 

在文化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没有指出文化外交的特定内 

涵。结合上述的文化概念分析，文化外交的适当定义应是， 

主权国家在对外关系中有意识地以本国的政治哲学、政治文 

化与意识形态等为主要文化内容，运用种种文化手段与措施 

来达成特定的政治目的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 

20世纪 70年代是中美文化外交典型的发展时期，但人 

们的认识往往局限于“乒乓外交”。实质上，这一时期中美 

之间展开了积极的战略对话，美国公众与精英之间的政治文 

化互动为中美和解提供了有力的舆论导向和心理基础 ，美国 

精英阶层所奉行的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通过文化方式得到 

有力的输出。这三大维度相互作用与影响，共同构成了一个 

完整的文化外交概念。 

一 文化方式引导下的战略对话 

政治哲学，即关于外交理论与思想的概念化与逻辑体 

系，是文化外交的一大基本内容。文化外交能够巧妙地把 自 

己的战略意图和所持的基本政治态度传递给对象国，期望双 

方进行战略互动。中美关系的解冻和正常化与其它国家不 

同，文化外交在其中的作用相当突出。 

从2O世纪6O年代后期起，苏中两个共产主义大国问的 

冲突已成为国际生活中的主要角力因素，对美国外交政策造 

成了无法预见的可能性。 4 美国的战略利益与国际地位已和 

美、中、苏大三角战略关系紧紧地缠结在一起。此时苏联的 

权力正13益“接近它的顶峰”、“不可终结的印度支那战争已 

撕裂美国内遏制共产主义的共识”、“在血腥、不受欢迎的 

(越南)战争中主掌美国对外关系的” 尼克松与基辛格在 

处理中美关系时不得不进行政治哲学和战略思维转向。“基 

辛格的权力政治观点、大量的现实因素综合起来促使尼克松 

和随后的卡特总统注重妥协，⋯⋯在美国政治哲学中继续延 

续着非暴力传统。因此，他们的对华政策明显地背离了此前 

美国的实践。” 6 尼克松权力政治的形成和“均势”外交的提 

出，在政治哲学表述中实质上就是一种现实主义。“实用主 

义帮助政策决定者有可能保持最大的灵活性，避免由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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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的承诺而超过限度 ，把外交努力集中在特定的利益上 ， 

承认严酷的现实。”【 在他们看来，共同抵制苏联扩张主义 

威胁的地缘战略需求使它们能够走到一起，因此中国领导者 

也就被他们定性为“均势家”和“相对性艺术家(artists of rel— 

ativity)”。从中国地缘政治观念看 ，中苏关系迅速恶化使得 

中国也越来越依赖美国以从外交和战略上抵消苏联的威胁， 

因此两国由对抗走向缓和的战略环境已逐渐形成。 

尼克松通过各种文化途径与非政治方式对中国作出种 

种试探后最终形成了完整的对华缓和战略。1969年7月， 

美国利用法国、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积极进行外交斡旋 ，以 

确保这些信号按预期的精神被中国理解。12月3日，美国 

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抓住南斯拉夫时装会这一文化活动所 

提供的良机转告中方说尼克松要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 

的会谈”，中国显然对此感到意外。但到了 1970 J手国庆，毛 

泽东通过文化人士斯诺从战略上回应了美国，表明中美解冻 

的可能性。此后他同斯诺交谈时又表示，他欣赏尼克松总统 

的现实主义眼光 ，自己在对美战略对话中也是出于现实主义 

考量，这一谈话精神“当时异乎寻常地在中国层层传达，一直 

到农村大队党支部”。 

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正式访华后，乒乓外交 

加速启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t972年 2月 21日，尼克 

松总统访华巧妙引用“多少事 ，从来急，天地转 ，光阴迫。一 

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以诗词为隐喻彰显这次会晤的重大政 

治内涵，充分反映尼克松寻求中美和解的急迫心情。27日， 

周总理答应送给国务院一部代表中国文化精粹的《二十四 

史》及鲁迅全集，此前他已承诺送给美国一对大熊猫 ，美国上 

下高兴不已。 

此后，两国文化活动继续围绕着中美战略互动展开，双 

方之间的关系逐步改善 ，美国鼓励代表团之间的交流为双边 

关系正常化开辟道路。1978年 7月，以卡特技术顾问和科 

技政策办公室主任为首的代表团应邀访华，中国向他们表 

示，两国之间的文化与科技交流的扩大之所 以悬而未决，在 

于两国关系并没有实现正常化，这与美国科学代表团的即时 

目标不吻合，即通过科学交流以满足中国获取外国技术 与管 

理经验的愿意的方式，加速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1979 

年布热津基斯访华，在参观长城时与中国官员比赛，借机开 

玩笑说，最后到的人就罚他对抗俄国人，表达了美国与中国 

分享战略利益的意愿。 

中国清楚地意识到美国对扩大对华文化交流具有澎湃 

的热情，因此常利用这种热情向美国政府施压，旨在通过此 

类交流促使有条件地改变美台关系从而改善对华政治：瓷系。 

在一次中美对话中问及是否继续进行教育交流时，中国暗 

示，在美国大学里的台湾学生和教授的现状可能把中国学生 

置于一种尴尬的处境中。文化交流也常包涵着对台外交胜 

利这样更为显著的企图，一家赴美艺术团在表演中就被鼓励 

演唱“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歌曲。L9 这一时期 ，对中国的 

批评也成为“众多美国人的禁忌”，一位中国观察家抱怨说 

“文化签证⋯‘麻痹了美国人的批判能力(critical faculties)”， 

反衬出中美双边交往的乐观局面。即使周恩来，在某个场合 

也表示美国访华记者对中国进行了不现实的、乐观的描述， 

他对这一趋势能否持久表示担心o[1。 

二 公众与精英阶层的政治文化互动 

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指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 

一 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政治文化投射到国际关系话语 

中即指影响一国政府行为和政治的主流价值观、态度和信 

念，[11 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制定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制于其 

政治文化取向，它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则是看公众对决策的舆 

论反应及决策前的心理取向。因此，使得大众文化因素合理 

地介人决策过程的正当机制就成为文化外交的必然诉求。 

这一历史时段美国政治精英无疑成为公众与美国政府 

间政治文化互动的先锋。早在 1966年 ，鲍大可就认为美国 

应奉行“遏制而不孤立”的对华政策，接纳共产党中国和“台 

湾共和国”同时进入联合国，u 由此引发了美国政府和民众 

的强烈反应。年底，美国务院即专门成立由鲍大可、费正清 

等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组成的中国顾问小组，研究调整对华政 

策。1969年 3月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办大型讨论会 ，包 

括学者、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其他各界人士在内的2500余 

人与会，达成 了美国不能忽视“共产党中国”存在的共识。 

次年9月15日到1O月6日，16名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参 

加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洲太平洋小组委员会举行 的 

“中美未来战略听证会”，就当时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一次 

范围最为广泛的辩论，他们认为，美国不是是否应改变对华 

政策，而是如何采取具体行动了。L】 1971年2月4—5日，华 

盛顿举行的美中关系会议就中美两国现存关系的根源、台湾 

问题和对华新姿态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可供选择的方案，并于 

次年公开发行，扩大了舆论影响。1971年 7月21日，谢伟 

斯、戴维斯等“中国通”出席参院外委会会议时尖锐地指出， 

美国未能及时地实行与中共合作或中立的政策，而全力支持 

蒋介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J 

在他们强有力的影响下，美国公众普遍要求改善对华关 

系，从而在客观上为新任总统调整对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舆 

论支撑。1966至1969年间，美国公众赞成中国加入联合国 

席位的意见持续高涨，̈ I969年1月，盖洛普就接纳中国进 

入联合国的问题分年龄组进行民意测验显示，约翰逊政府后 

期人们的态度发生很大改变。在强大的民意支撑下，美国政 

府着手放宽去中国的旅行限制、允许向中国出口非战略性物 

资，此后完全取消对华旅行限制，这些“细小却重大”的变化 

反过来吸引了公众更大的兴趣，从而在美国公众与精英之间 

形成了强大的政治文化互动。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 

访华“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印象 ，盖洛普和哈 

里斯的调查显示美国绝大多数人都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 

《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各种报刊呼吁全面改善对华 

关系，赞成给予中国的联合国席位； 一些编辑和记者甚至 

不失时机地开始提出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主 

张，他们认为，“两个中国的理论意味着把一个孩子活生生地 

一 劈两半”，“是一项一个中国都没有的政策。”̈ 

1971年7月 15日，尼克松在电视上宣布他将于次年 2 

月访问中国的消息再次把美国舆论推向历史高峰，盖洛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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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一消息的调查显示高达 98％的人听说了尼克松的中国 

之行，公众对华的积极政治取向反过来又使尼克松政府备受 

鼓舞，尼克松更加坚定了北京之行的决心。尼克松访华之 

后，他的对华政策也收到了良好的舆论反馈，1972年4月， 

在明尼苏达州的民意测验中，该州居民中的31％承认，尼克 

松的北京之行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印象；美国人民对中国的 

“好感”也由1972年的23％升至1973年的49％。_】 

可见在外交问题上 ，上层舆论的转变在影响和引导公众 

舆论转变的同时，政治精英的政策抉择在很大程度又受到 

公众的政治文化取向强有力的支撑 ，两者之间的政治文化互 

动因此得到很好的彰显。 

三 美国意识形态的单向输出 

从利益与文化关系上看 ，意识形态是阶级或集团利益在 

思想观念上的集中反映，同时又是指导该阶级或集团行动的 

思想纲要，意识形态输出作为文化外交的一大维度，表现出 

强烈的国家意志和政治意味，“意识形态一般而言只不过是 

一 种偏见，一种为了影响进而为了统治 目的的方式。” 】9_ 

尼克松式的缓和战略，将意识形态斗争与国家利益概念 

的结合进行理性化设计，在追求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同 

时，力图将异质文化体系内的中国纳入西方文化体系中，认 

为中国的问题只能用“文化方法”解决，强调软权力的进攻 

在于修正中国制度。即如当时美国驻华文化参赞沃尔顿 · 

巴特沃思所说 ，“我们必须鼓励与支持同美国民主意识形态 

最接近的中国群体”，教育机会使之倾向于他们偏好他们所 

学习的国家，并期望中国深化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 

“中国制度的修正力量(modi~ing force on the Chinese sys． 

tern)”。可见，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确是冷战的反映和美国 

扩张政策的隐喻。 

援助关系的文化维度主要在于人的维度，因此中国知识 

精英成为美国意识形态进攻最方便的 目标群。在双边教育 

交流方面，美国着手完成：(1)重启和扩大“富布勒特方案”。 

中国虽然表明了对富布勒特方案扩大到商业、管理和科学方 

面的偏好，但拒绝与美国进行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人文和社 

科交流，而美国坚持两国之间进行此类交流，在互相妥协后 

艰难地达成了协议。 (2)1978年成立美 中教育和训练特 

遣队(Task—Forces)，建议美国加强对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的 

官方监督，为本国政治利益最大化服务。因此中情局： 美国 

政府的授意下强化了对中国知识精英的意识形态灌输和控 

制。 (3)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参与双边敦育交流。 

其自封(self—imposed)的义务是为“寻求真理和学习专业技 

能的中国学者与学生服务”。1979年它与中国达成的协议 

确认了双方共同利益的领域。考虑到中国对它的意识形态 

输出很反感 ，董事会和中国教委达成 了一项协议，强调自己 

并无意在中国建立教育制度和进行宗教教化活动，在对华援 

助的领域里“谨慎地遵循 了它的政策决策而不：黾‘入 

侵⋯_2 。福特基金会于1979年之前提供了4千余万美元 

资助美国和其海外机构进行一项研究和了解 中国的工程。 

1979年至1982年两年内，它又特别提供两百万美元支持包 

括中国社科院在内的机构和美国机构之间的学术与教授交 

2008年 

流。 

、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考虑到早年在美国接受训练和教 

育、了解美国的中国自治组织领导者正迅速从政治舞台中遐 

出，难以继续向中国领导者解释美国．而新一代领导者并不 

具备“相似的经验以及与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之间的联 

系”，因此它发起的一个经常性项目就是邀请诸如省部级官 

员、新闻记者、社科院、青年妇女政治领导者等人员组成的代 

表团访美。并于 1980年规划了为期两周的学术项 目，以图 

发展“美中两国高层领导者间的相互理解”。 

全国民主捐赠基金宣称，思想传播在当代世界中具有不 

可替代的重要性，应帮助中国在内的一系列国家发展成为稳 

定和富有活力的民主社会。该基金会考虑到在西方接受训 

练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领导者，同样把留美 

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目标群，为此它向《中国知识分子》杂 

志提供资助，旨在“培养文化和知识多元主义者”。该组织 

同时也提出了关于打开像 中国这样“更为稳固的封闭性社 

会”的方式的建议，具体项目包括使之对西方作家、艺术家和 

“笔友工程”的认可，以便美国孩子能够与中国孩子交流。_1 

美国之音在美国国务院的授意之下，其报道几乎涵盖了 

整个中国国内事务，追求所谓的客观性。按照美国之音官员 

的看法，美国文学最能体现“美国世界观和价 值体系”，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个人主义”。中国官员，包括几乎所有 

处理美国事务的外交官和副总理，都是美国之音的普通听 

众。由于美国之音新闻报道的“快速”与“客观性”，已成为 

中国受众第二大重要信息源。[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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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带来了很多不确定因素。 

学生资助是一项十分复杂而庞大的社会公益事业，其间 

的许多方面需要用法律来规范和制约。加紧这方面的立法 

不仅能为国家助学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依据和保障，而且 

也是国家意志在助学事业中的体现，是政策法律化、定型化 

的必然趋势。学生资助法也为设立有关学生资助机构提供 

了法律依据。依法设置的机构便于行使对学生资助的管理 

权 ；而完备的法律也便于对各种组织或个人行为进行约束和 

规范。包括贷款制度在内的多种资助形式需要科学而又有 

效的管理，尤其是借贷关系更需要有法可依，更需要法律来 

保护。学生资助法还能够保护捐资助学的社会组织和个人 

的合法权利，从法律高度给他们以优惠和激励。总之，立法 

是政策合法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社会化的学生资助事业走上 

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的最终选择。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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