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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共外交面相的多维呈现
———评《美国公共外交史论》

肖　 宗　 志
(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公共外交作为美国一以贯之的对外战略,显然

已成为目前学界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无论在理论

探讨还是实证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成果

可谓汗牛充栋。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国内并没有一

部关于美国公共外交史的专著问世。 可喜的是,胡
腾蛟博士 2018 年推出的《美国公共外交史论》弥补

了这一不足。 在中华民族日益迈向伟大复兴的今

天,该成果的出版对于我国公共外交的发展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海外传播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作者通过挖掘新的档案文献资料,秉持整体

史观,对美国公共外交面相进行了多维呈现。 其创

新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　 从历史长时段的视角,系统梳理了美国公共外

交的嬗变进程

美国公共外交的演变历程是研究的热点,学界

对此不乏阶段性的梳理[1-2],但这仍然不够。 《美国

公共外交史论》从历史长时段的视角,系统梳理了

美国公共外交的嬗变进程,解决了美国国家形象塑

造的战略机制及其内在动因问题。 作者指出传统意

义上的外交本来是精英外交,但随着大众传播技术

的迅猛发展以及“总体战”的出现,其范畴得以极大

拓展,面向更为广泛的普通大众,“公共外交”应运

而生。 这种以塑造国际公共舆论、解释本国政策理

念以及传播核心价值观为目的的新型外交,就被称

之为“公共外交”。
美国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

时至今日,美国公共外交历经早期萌生(立国至二

战结束)、冷战转型(1947 年至 20 世纪 60 年代中

期)、正式诞生(1965 年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冷

战后复兴(21 世纪初至今)四个阶段。 在早期发展

阶段,美国公共外交在一战中得以真正勃兴、在二战

中得以强化;冷战爆发后,美国公共外交迈向冷战转

型之路,最终充当美国反苏的意识形态武器;1965
年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公共外交成为美国外交战

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结束后,美国公共外交一

度被冷落,但“9·11”事件发生后又得以复兴,充当

反恐战争的意识形态武器。
通过上述梳理,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说,“无论风

云如何变幻,美国的公共外交传播本国核心价值观、
塑造海外积极形象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过。 这也是

其发展的根本动因所在” [3]69,这就使读者得以明

白,为何美国官方如此重视公共外交活动。

二　 从文本解读与话语分析的视角,全面阐释了美

国公共外交的主旨与内容

作者对美国公共外交塑造国家形象的主旨进行

了创新性研究。 这具体包括对他者—敌人形象的妖

魔化和对自我国家形象的美化两个维度。 就前者而

言,著者在第二、三章中,着重剖析了美国政府如何

妖魔化冷战敌人———苏联形象的个案。 作者首先对

他者—敌人形象塑造进行了理论溯源,然后对美国

政府如何利用媒介对苏联敌人形象的塑造进行了详

尽披露。 他指出,冷战爆发后,随着美苏关系的日趋

恶化,美国在观念上和实际行动中逐渐将苏联当作

自己的“头号敌人”,启动“真相战役”,利用电台、展
览、图书、宣传册等手段,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

形态等各个层面,不遗余力地对苏联形象进行全方

位歪曲,建构所谓的“敌人形象”,进而使受众服膺

与效仿美国式资本主义制度,赢得冷战的胜利。 因

此,“黑暗” “独裁” “残酷” “封闭” “落后” “红色殖

民主义”等种种贬义词汇成为美国标识苏联“邪恶

帝国”形象的核心元素。 这充分揭露了“公共外交

充当美国政府冷战工具的实质” [3]71。



就后者而言,作者在第四、五、六章中,全面展现

了美国对自我国家形象的高度美化。 作者将重点放

在冷战期间。 他指出,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主要通过

借重国际广播、电影、图书、展览等媒介,对自身形象

进行了系统塑造,不遗余力地展现其正面形象,以获

得受众对美国价值的高度认同,最终赢得冷战的胜

利。 当然,各种传播手段在建构美国国家形象时侧

重点有所不同。 譬如,好莱坞电影主要彰显崇尚个

人自由、追求自我幸福、倡导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如“美国精神”或“美国价值”。 而美国海外图书和

国际展览主要致力于展现一幅美国“经济富足、政
治民主、文化多元”等形象。 显然,这是一种溢美

之词。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美国公共外交的内容进

行了尽量挖掘、创新。 “自由欧洲电台”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主题设想与宣传、美国海外图书传播的政

策制定和传播态势、美国海外展览项目等一些重要

史实得以充分挖掘出来。 这些新史料的挖掘与运

用,将美国公共外交的丰富面相呈现了出来,无疑有

助于读者更好地把握美国外交政策的实质。

三　 从效果评价的视角,尝试评估了美国公共外交

的成败得失

公共外交效果评价始终是一个极为重要,但一

直没有得到充分关注的问题。 该著显然注意到了这

一问题。 著者在总结学界关于公共外交影响力提升

项目、使团行为追踪法和公共外交绩效测评模型三

种评价方法的基础上,尝试对美国公共外交的即时

效果与深远影响进行评价。 作者指出,美国公共外

交始终肩负着塑造国家形象、解释政策和输出价值

观念三大历史使命。 为了实现上述三大目的,因应

各种战争情势的挑战,美国政府逐渐确立起了“战
略化”的公共外交模式。 它大体遵循着总统与国

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美国新闻署—驻外

使馆的领导机制。 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公民个体

等是美国公共外交的有效参与者,从而形成了高度

一致的国家—私人合作网络[3]244-245。 这一模式具有

强烈的国家意志、意识形态进攻性,从而确保了国家

战略目标的实现。
其一,美国公共外交有助于美国击败它的敌人。

在美国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曾先后面临着纳粹德

国、共产主义苏联、恐怖主义势力“塔利班”的挑战。
尽管这些挑战者的最终落败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

果,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公共外交在击败它们的过

程中确实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凸

现了意识形态渗透和思想征服的威力。 这也是时至

今日,美国官方为何还重视公共外交投入的原因

所在。
其二,美国公共外交推动了海外受众对美国价

值的高度认同。 可以说,美国政府自立国以来,通过

持久的、多层次的、全方位的宣传,极力鼓吹“美国

梦”的普世性,宣称美国制度真正值得效仿,从而空

前强化了“美国神话”的建构。 这些夸耀性的话语

和修辞对一些国家的精英产生了狂热的“致命诱

惑”,他们竟然因此在本国大搞“街头政治”、民主抗

议活动,要求照搬照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使得国家

动荡不安、社会分崩离析、民众生活困苦不堪,最终

陷入痛苦的转型之中而不能自拔。
其三,美国公共外交因应国际形势变革不断进

行调适,为国家软实力战略服务。 冷战结束后,美国

公共外交日益成为一种综合性战略的产物。 它更加

忠实地为地缘政治、反恐和国家形象修复三大战略

服务,以建构美国强大的“软实力” “巧实力” “锐实

力”。 为了确保良好的效果,美国公共外交适应世

界信息化和非对称性的特点,积极推动自身“去中

心化”和“扁平化”,更加强调以公众为主体,着手解

决“有效性”问题,以最大程度捍卫其全球性利益。
当然,公共外交有效性问题的解决,不在于它的形式

或技巧有多么花哨,而在于美国放弃霸权主义战略

和“美国优先”政策,改善自身行动。
总体来说,该著观点新颖,视野开阔,资料翔实,

论证有力,不啻为一部前沿佳作。 但稍嫌不足的是,
由于作者将论述重心放在冷战时期,并且根据传播

媒介来布局谋篇,似乎意在探讨公共外交与国家形

象塑造之间的互动关系,因而导致了美国在不同地

区的公共外交举措的问题难以兼顾,而美国公共外

交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私人组织和个人海外活

动也没有充分言及,未免感到遗憾。 期待著者能够

继续努力,出版一部《美国公共外交通史》,以弥补

上述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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