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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文章依据《邓小平文选》（第一卷）认为，’(%&年$’()*年的中美关系有三个特殊时

期，即：抗战时期，美国是我们抗日的盟友；解放战争时期，美国是我们革命的敌人；新中国建国初

期，美国是我们反帝斗争的对象，也是我们搞建设学习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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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年，中国正值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和新中国初期建设时期，中国正发生着天翻地覆地

变化，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要推翻在美帝国主

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要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这期

间的美国，美中关系，我们怎么认识？又怎么处理？应

该说，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重要的历史问题。邓小平

同志曾多次讲到美国，美中关系，阐述了他的观点、

看法，兹此笔者略作探讨。

一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是我们抗日“间

接的同盟者”，是我们抗日联合统战对象。

’(%’年“九一八”事变、’(%,年“七七”事变之后，

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日民族矛盾变成了中国

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革命打击的主要对象是日本

帝国主义。在这个时候，我们党倡导并努力实现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在国内，团结全

中华民族同胞，在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的基

础上甚至团结“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在国

际上，我们同样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那些被法西斯

侵略和威胁的国家，那些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那些

“中立国”、还有那些同情我们的国家等等，我们都要

团结。邓小平同志说：“国际上一切间接的同盟者我

们都要联合，比如美国。”〔’〕

美国，当时是反法西斯的民主国家之一，在其总

统罗斯福的正确领导下，!"世纪#"年代初美国从其

国家安全出发，为了保家保国，罗斯福把“法西斯”比

喻成“瘟疫”，要坚决打击。为此，从’(#’年开始美国

实行了对反法西斯国家的“租借法案”的物资援助，

中国是反法西斯的国家，因此，美国决定对华援助，

这给中国抗日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在那时，谁反对

法西斯，谁反对侵略，我们都要团结，都是我们的同

盟军，更何况美国当时也深受法西斯之害呢，因此美

国是我们的间接同盟者，我们要联合。

抗战时期，作为我们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的邓

小平同志，对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是有比

较清醒的认识的。当日本发动对美的珍珠港事变、太

平洋战争爆发后，邓小平同志认为美国一参战，加上

我们自己多方面做工作“敌占区的状况与过去大大

不同了，我们的政治影响大大地扩大了，人民都认识

日本必败了，这就打下了我们在敌占区进行组织工

作的基础。”〔!〕可以看出，把美国作为我们的同盟军

是有利的。在抗日战争时期，美国给中国政府&-!*亿

美元的租借物资援助，对我们有力地打击日本帝国

主义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二 解放战争时期，美国支持国民党打

内战，是国民党的帮凶，是我们革命的对象。

日本帝国主义者被打败以后，国民党又掀起了

国内战争，美国为了自己的在华利益，和全球战略，

欲称霸中国，又积极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打内战，成为

国民党蒋介石的帮凶。美国从抗战时期的中国革命

“间接的同盟者”，变为中国革命的直接打击对象。

在怎样打击美帝国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认为：

其一、要搞“统一战线”，团结大多数，“反对美蒋。”〔%〕

统一战线是我党在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之一。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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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高度重视这一法宝。怎么样才能团结大多数呢？他

认为首先是不能!左!，不能急，“应特别发挥政权的

作用和加强宣传工作”，就“能团结大多数”，反对美

蒋。他说：“政权随军的就是战地行政委员会，展开的

就是各级临时的人民政府，一切事情用政权出面比

由军队直接出面要好。”其次，要广泛使用一切宣传

武器。比如：宣传队，剧团，政府出布告，开大会、座谈

会、演讲会，等等，利用各种形式宣传我们的主张和

政策，驳斥敌人的造谣和欺骗，占领思想阵地，安定

民心，这便于团结。再次，不要“重复错误”，注意策

略，就能“有效地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反对美蒋，更早

地完成全部解放中原人民的任务”。〔"〕为此，他还要

求中原局全区应即停止分土地，停止打土豪分“浮

财”，停止乱没收，禁止一切破坏，禁止乱打人、乱捉

人、乱杀人等等现象出现。

其二、要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毛泽东思想是我

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革命的指南，它的正式确立是

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它的确立对于

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用毛泽东

思想作指导来反对美蒋，邓小平同志曾多次谈到这

个观点。如：#$%&年’月’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重庆

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做报告时指出：“七大把毛泽东

思想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使我党在政治上、思想

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并在这个基础上领导全

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以后又打败了美帝国主

义支持的蒋介石，才有了全国的胜利。”〔%〕#$’%年’
月、#(月邓小平同志在同亚洲的一位共产党领导人

两次谈话中强调：“我们整个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

来是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正

面讲问题，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大会结束不久，日本

就投降了。这时，全党已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

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这样大的一个党，面临

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就有办法了。”〔’〕有

了毛泽东思想，我们打败美蒋就有办法了，并最终打

败了美蒋。足见，毛泽东思想在打败美蒋中的作用是

很大的。

其三、在认识和对待美国问题上，要克服“恐美

病”。〔)〕邓小平同志在河南鲁山召开的豫陕鄂前委和

后委联席会议上做报告时讲：“最近，恐美病似乎有

发展。”他指出，有的人说，现在就是给蒋介石几万万

美元和枪炮，都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国民党政府太无

能了。现在就是怕美国出兵，怕美国的原子弹。针对

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说，这个我们必须克服，其实

美国并不可怕。首先“怕”不对，也没有用。他告诉同

志们，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怕美国是“要不得的”，特

别是作为共产党员，反帝反封建是我们的革命纲领、

革命任务，我们为什么要怕帝国主义？他认为你如果

怕，“你还革命不革命？还要不要反帝这个纲领？还

够不够得上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一句话，作为一

个坚定的革命者，尤其是共产党员，反帝是我们的纲

领，不能“怕”美“恐”美，“怕”“恐”也没用。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反帝反美。其次，要相信毛主席讲的“美帝

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美国出兵不是那样容易”

的，没有什么可怕！

三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一直敌视我们，

但我们要搞建设，美国既是我们反帝斗争对

象也是我们搞建设学习的对象。

中国有句古话：“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一个

人，一个政党，或一个民族，无论是什么人、什么势

力，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或手段获得了权力、或政权、

或“江山”，得到以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巩固工作，解

决好“坐江山”的问题。这就首先要搞好建设，其中就

有一个如何处理历史的问题，有一个如何认识和对

待历史上的政敌或敌国的问题。综观历史，凡是对历

史问题死缠不放的都无法搞好建设，都没有好结果；

凡是能正确地理解、认识历史和正确地处理历史问

题的都能做好“坐江山”的建设工作。邓小平同志曾

经讲过，处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正确地理解、认

识历史和正确地处理历史问题，搞好建设，坐稳“江

山”，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做了好榜样。改革开放时期

的中国就是事实。此时的中国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

处理国内国外的历史问题，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

就。纵所周知，这之中邓小平同志贡献最大。邓小平

同志，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

怀，能正确的理解、认识和处理历史问题，才有我们

今天的美好日子。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历史舞台

上的演员，也是历史舞台下的观众，历史上的每一出

戏，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戏。戏演得好，精彩，我们

大家有功，戏搞砸了责任也有大家一分，谁也推脱不

了。还有如果我们死抓住历史问题不放，我们就总是

在历史中而回不到现实，那我们搞什么建设呢？那我

们还能坐什么江山呢？所谓“坐江山难”，恐怕这也是

其中的一个道理。

#$"$年#&月#日新中国成立后，在如何处理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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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关系方面，也有一个面对现实如何认识和处理历

史的问题，对此我们党和国家是很用心的。邓小平同

志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对此问题的认

识和处理就可见一斑。

一方面，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虽然曾在抗日战

争起过积极作用，但在解放战争时期支持国民党蒋

介石打内战，同时我国建立初期对我们封锁、打击，

亡“我”之心不死。从民族情感上，从保家卫国方面，

我们都必须坚决打击，绝不手软。针对美帝国主义搞

的特务工作，邓小平同志指出：“加强公安工作”（〔!〕、

“要加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思想斗争，要加强反特的

教育，及时公布特务的罪行，揭露其谣言”〔"〕，提高群

众的警觉性。针对美帝国主义搞的各种花样的“封

锁”、“迫我就范”的目的，邓小平同志很有信心地说：

“我们绝不会就帝国主义之范”；相反，他指出：我们

要“迫使帝国主义就范”〔#$〕。邓小平同志分析认为“这

一时期双方（敌我—作者）斗争实际上都是试探的性

质，直到英美摊出封锁的牌。”他讲：封锁，在当时看

来，虽给我们增加了不少困难，但短期对我们影响不

大；“封锁太久了，对我则是极不利的。”如何打破“封

锁”呢？他认为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要按照中央

精神办。毛主席强调要“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

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

湾。”同时，提出了我国的内外方针。对外要“一面倒”

向苏联。毛主席指出：要愈早愈主动“对我愈有利”；

对内，要“自力更生”。不仅要讲，而且要认真做。邓

小平指出：“毛主席说这两条很好，与中央精神一致。

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

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

主义就我之范。”

建国初期在谈到反美问题方面，邓小平同志谈

得比较多的是“抗美援朝”事件。抗美援朝，应该说是

我国建国初期反对美帝国主义最重大的事件。他在

抓这件事和总结这件事情上认识到：

其一、“愈是打破了关门主义的地方，情况就愈

好。”在“抗美援朝”时，邓小平同志主政西南。他积

极按照中央的安排，认真抓“抗美援朝运动”的组织

兵员的“扩兵”工作。由于认真，他认为工作“很顺利，

费力很小。”他针对“许多同志总以为抗美援朝妨碍

工作，是一个额外的负担”讲：“群众一搞起来就有声

有色，大大帮助了实际运动，扩兵这样容易，也出乎

意料之外。”他说：“结果恰好相反，愈是打破了关门

主义的地方，情况就愈好。”〔##〕

其二、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他说，抗美援朝开

始的时候，有些人，包括一些民主人士、工商界和知

识界人士，有疑虑。后来由于加强了工作，各界都赞

成、拥护，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资产阶级也出

来游行，这样就长了自己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

“我们有的同志不了解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的意义，

以为照例是官样文章，但是各阶层的人民很重视。”

“这个宣言表明了抗美援朝是举国一致的。”如果不

要“统一战线，内部不团结，能够抗美援朝吗？”〔#%〕在

历史上，统一战线是决定革命胜利的三大因素之一。

没有统一战线工作，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办不好的。可

以说，统一战线是抗美援朝取胜的法宝。

其三、要做好稳固财政、发展经济的工作。#"&’
年#月#(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讲

到：如果“刮光”了地方上的底子，出现像“抗美援朝”

这样的战争、这样的事件“就没有后备力量了”。“那

时就只有加税和减少人头费，就要弄得大家哇哇

叫。”或者，就是“减少必要的开支，把国家工业化的

投资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费也刮掉，这样影响

就更大，就会动摇根本。”他认为：“财政后备力量基

础的巩固，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上。”经济发展了，国

家有钱了，发生像“抗美援朝”这样的大事件，就有了

“财政后备力量”有了巩固的基础，就不怕。他高屋建

瓴地指出：“立国的政策应放在有力量应付外侮和应

付万一。”〔#(〕

以上这几点意见，笔者认为我们今天在研究和

处理中美方面的问题时可以参考、借鉴。

另一方面，我们建国时，我们除了革命的经验

外，搞建设，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如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等等，我们没有多少经验，

我们一方面要自己摸索，“自力更生”；另外，我们要

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如苏联，当然也包括美国。

#"&)年’月!日，邓小平同志在西安干部会上讲

“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要搞建设，除了要自力

更生外，要摸索外，还要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

经验。好的要学，错误的要借鉴，这总是对我们有“益

处”的。他讲：我们“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

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年&月#&日，邓在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

讲：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写下青年们的光辉

的一页，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用艰苦的

劳动来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学习苏联和各

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经验，我们要学习世界各国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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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页）歌写作中的一个典型特点，即寓深刻的思

考、哲理与情感于平淡无奇的内容和简洁朴实的诗

句之中。这是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艺术追求，也是他

诗歌受到欢迎的原因所在。因此，作为美国的“桂冠

诗人”，其诗歌是值得我们去阅读和研究的。

注释及参考文献：

〔!〕#$%%&’()*+ ,&)-.’/0 .’ 1%&*.2)’ 3.(&*)(4*&5 丁泳淑5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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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长处”。〔!B〕不懂就学，只要我们虚心学习，我们就

能不断进步。建国初期我国科技落后，人多要吃、穿、

用C“压力大”，我们必须学习世界上的一切先进的东

西，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

邓小平曾讲：“我国的技术水平还不高，技术种

类也不全。一些重要的军工产品有许多技术问题不

能解决。这些是‘硬东西’，如果没有外国资料和材

料，一下子搞不上去，想跨过去不是容易的。我们现

在的工业水平也不算高，如机床只有近六十万台，精

密的、大型的、特种的都很缺乏。再如铁路只有三万

四千多公里，近三分之一的钢轨要换，许多桥梁也要

修补”。〔!D〕

只要我们虚心，世界上可供我们学习东西是很

多的。如：在国家工业建设的道路上，邓小平同志说：

“要工农业并举，轻重工业并举。这是各国经验的总

结。”他说，美国早先工业发展快，靠农业有一个强大

的基础。日本二次大战后也因为先解决了农业问题，

工业发展得很快。现在我们的弱点基本在农业。因

此，在这方面我们要学习美国和日本。〔!E〕在干部的任

免问题上，他主张“先从基层做起”。主张“要逐步从

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能下”。他认为：

“这一点，我们不如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

能上能下的。”〔!A〕

四 学习“!"FA年—!"DB年邓小平论中美

关系”的意义

!"FA年—!"DB年这个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

段重要历史。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

导人之一，他通过革命的实践，通过对历史的观察、

理解认识指出：抗战时期，美国是我们抗日的盟友；

解放战争时期，美国是我们革命的敌人；新中国建国

后，美国一直敌视我们，但我们要搞建设，美国既是

我们反帝斗争对象也是我们搞建设学习的对象。在

当时这些内容是毛泽东思想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我们抗日、对我们打败美蒋，对我们中国革命最终

取得胜利是重要的指导思想，建国初期对我们搞好

社会主义建设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对我们

怎样认识美国、处理好中美关系方面具有十分突出

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他讲的团结美国以抗日，反

对美蒋以解放中国，都需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都需

要毛泽东思想指导；还有，他讲到的要搞好建设就要

向世界各先进国家学习，好的要学习，不好的要借鉴

等等，笔者认为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思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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