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富布赖特 《旧神话与新现实》演讲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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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年 # 月 *+ 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在参议院发表了针对中国问题的

《旧神话与新现实》的著名长篇演讲，目的是激励美国公众自由思考和讨论美国僵硬过时的对华政策，

进而推动国内对华舆论朝着积极的方向进一步发展，并且建议美国在对华政策中增加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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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 世纪 +% 年代末开始，美国社会中开始

出 现 了 一 种 要 求 改 变 美 国 僵 硬 的 对 华 政 策 的 动

向。美国政界一些人认为，有必要根据变化的世

界形势，重新审议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参议院

外 交 委 员 会 主 席 富 布 赖 特 ! 01 2344356 7849:3;<= &
（’(+(—’($)） 就 是 其 中 最 具 有 典 型 的 一 位 。

’(+( 年出台的 《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 美国

康仑公司研究报告》 （简称 《康伦报告》）是在

富布赖特主持下，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一次系

统的检查。这份报告事实上成了 "% 年代以后美国

调整其对亚洲和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

在这种潮流影响下，’(") 年 # 月 *+ 日，美国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在参议院发表了

针对中国问题的 《旧神话与新现实》的著名长篇

演讲。

一、 《旧神话与新现实》演讲关于中国

问题的主要内容

在 美 国 与 共 产 党 国 家 的 关 系 上 ， 早 在 ’()(
年，富布赖特就确信，美国安全的严重长期威胁

并非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进攻，真正对民主

起破坏作用的，是美国自身的道德败坏。 “西方

应该通过有限的援助计划和各种形式的合作来一

定程度上鼓励共产主义世界的民族独立。” > ’ ? @*)

他一直对美国内反共狂热者的行为或警告嗤之以

鼻，由此曾被麦卡锡视作不负责任和危险的 “狂

徒”。 > * ? @’+#

在 《旧神话与新现实》的演讲中，他所说的

“神话”是指美国政府的冷战思维，将每个共产党国

家都视作 “十足的恶魔和自由世界的严酷敌人”；

“现实”是并非每个共产党国家都对自由世界构成

威胁，即使构成，其危险程度也不相当，美国应认识

到这一区别，才能对共产党阵营施加影响，使之朝

有利于自由世界安全的方向发展。 > # ? @/ . ( 在谈到中

国的现实，富布赖特在演讲中明确指出： “首先我

们必须开放我们的思想去接受中国的特定现实，其

中最重要的是，事实上没有两个中国，只有一个中

国，那就是大陆中国，由共产党统治并将长期统治

下去。只有接受这一事实，我们才有可能思考在什

么条件下，美国与大陆中国可能走向正常关系。当

然，其中一个条件便是中国共产党即使不公开地也

必 须 沉 默 地 放 弃 他 们 征 服 或 者 是 合 并 台 湾 的 企

图。” > # ? @)% 这里实际上否定了美国对华政策长期以

来赖以支撑的那个完全是虚幻的依据，即中国大陆

的共产党政权不会长期存在下去的 “旧神话”。美

国现在面临的是复杂而多变的世界形势，到了美国

抛弃旧神话而面对新现实的时候了。在富布赖特看

来， “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部分地指与苏

联共处，他建议对赫鲁晓夫 “我们将埋葬你们”这

句美国人牢记的 “名言”这样理解：它是号召一场

经济领域的和平竞赛，而不是好战的表现。 “生活

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同样指与大陆中国共处，

他强调必须以外交政策作为生存手段。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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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无论是官方还是公众讨论，都

不允许使用 “幻想” （#$%& ’ (&)*&+&）这个敏感的

词汇。在当时，富布赖特认为，虽然美国不会承认

共产党中国，也不会默许她加入联合国。但是他相

信中美关系的现状绝不会永远存在下去，正如美国

曾经与德国和日本的关系，对抗以惊人的速度转变

成亲密友好关系。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现状也会以同

样的速度发生转变，即使两国不能发展成为友好关

系，那么或许也会成为竞争对手而共存。 , - . /-0 ’ -1

二、 《旧神话与新现实》演讲的历史作
用

《旧神话与新现实》演讲的历史作用，主要表

现在对美国公众及美国政界的影响上。在 《旧神话

与新现实》中，富布赖特指出美国的政策是建立在

陈腐的观念和过时 “神话”的基础上，与变化了的

现实脱节。美国对华政策中应该注入灵活的成分，

以便在机会到来时有执行灵活政策的能力。这是到

那时为止，乃至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人

在中国问题上最明确的表态。这在当时美国政界可

称是凤毛麟角。 , 2 . /0 ’ 3-

首先，公众舆论方面，有利于帮助美国公众进

一步了解中国、推动国内对华舆论朝着积极的方向

进一步发展。 “如果我们能从旧神话中醒悟过来，

遵照我们时代的新现实明智地而又创造性地行事，

那么我们必须完全自由地去思考和讨论我们存在的

问题。” , - . /45

在大学和中学里，讲授共产主义课程正在成为

时尚。以往各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多注重历史和语

言学研究，到了 6" 世纪 5" 年代，社会学、政治

学、人类学这些对了解现代中国十分必要的领域正

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一些大的基金会，如福

特、洛克菲勒、卡内基，对中国研究的资助迅速增

加。3154 年，从美国有影响的报纸、杂志及广播

媒体中可以得知，公众对于中国问题以及对华政策

辩论的兴趣进一步高涨。一些前政府官员在告别政

坛后，此时也在对华政策上大胆直言。3154 年 33
月 3! 日，已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希尔斯曼在旧

金山再次发表演说，敦促邀请中国参加在日内瓦举

行的武器控制谈判，放松美国的旅行限制，重新审

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 5 . /62"

美 国 前 驻 华 记 者 斯 蒂 尔 789 :9 ;<&&)& = 在

315- > 3152 年就美国对华舆论作过一次全国范围

的调查。调查主要分两方面进行，一部分是 3154
年 2 月至 5 月由密歇根大学民意研究中心进行的全

国性调查，经科学选样产生的 32"3 名成年人接受

了采访，他们能基本代表美国成年人口的意见。另

一部分是斯蒂尔本人在 315- 年春至 3152 年夏，走

访 34 个城市，对各地的 “舆论领袖”进行的 6""
场专访，被采访者包括商人、教授、议员、政府官

员、工人领袖、编辑、医生、律师、牧师等等。此

外另有一些小范围的问卷调查。因此这一调查结果

能基本反映富布赖特听证会前夕的美国对华舆论。

在密歇根大学民意研究中心进行的调查中，当

被问及如果总统建议美中人民互访，或建议与中国

互换大使、与中国就亚洲问题进行讨论时，赞成者

分别达到 0-? 、23? 和 03? 。另有两个问题的赞

成者未过半数，分别是如果总统建议向中国出售小

麦 7 4-? 赞成，40? 反对 =以及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

7 -3? 赞成，2-? 反对 =。然而通过斯蒂尔的采访发

现，许多反对对华贸易的人是从遵从政府政策的角

度出发，并非出自本人的意愿，绝大多数的美国商

业团体和普通民众都欢迎政府修正对华贸易禁运政

策。此外，尽管大多数人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但

与上世纪 2" 年代相比，这一比例已大幅下降 7 312-
年 33 月的调查结果为：04? 反对，36? 赞成 =。而

且许多人表示，只要中国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他

们将改变看法，并且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进入联

合国是不可避免的 , 5 . /10 ’ 3"-。

调查还显示，民众有明确的避免与中国发生军

事冲突的意愿，同意为保卫金门、马祖而与中国交

战的比例在下降。人们对于中共和国民党政权在中

国的力量对比有了更为客观的评价，蒋介石反攻大

陆的叫嚣已不再被美国人当真。3123 年朝鲜战争期

间，有调查显示，2!? 的美国人赞成援蒋反攻大陆，

到了 3154 年，这一比例下降至 3"? 。台湾的国民党

政权尽管仍被美国政府视作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但大多数美国人已将它看作一个地方政权了，在谈

及 “中国”时他们意指共产党中国 , 5 . /3"2 ’ 3"5。调查

结束后，斯蒂尔作了这样的结论：尽管未举行公开

讨论，孤立中国的政策已遭到专家们的抨击，然而

遏制政策仍受欢迎。从总体上来说，美国公众舆论

希望在国会及人民中间就对华政策问题进行公开的

重新评价， “我们承担不起将对华政策的任何一方

面当作神圣不可侵犯、无法进行公开辩论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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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这一结论恰巧在富布赖特听证会前夕得出，

它最恰当不过地说明了听证会甚至鲍大可 “遏制但

不孤立”思想的社会背景。

其次，国会方面，美国前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

罗格·赫尔希曼（*+,-. /012345）曾经建议美国对未

来与共产党中国改善关系的可能性要保持 “开放的

大门”。随后，“百万人委员会”给每位国会议员分发

了对讲话内容的反证材料，但演讲并未在国会引起

批评。"6$) 年 7 月，由克莱门特·扎布劳基 8 91-3-5:
;< =4>1+?@0 A 领导的众院外委会东亚与太平洋小组

委员会就中国问题举行听证会，主题是“中苏冲突”，

委员会约请了 ’B 位证人，除腊斯克外，还有众多美

国国内的中国和苏联问题专家。听证会的结论报告

中建议 “在适当的时候，考虑通过文化交流活动，特

别是学者和记者的交流，与中共进行有限的但是直

接的接触。”# $ % &’") 在富布赖特听证会举行前夕，"6$$
年 " 月 ’) 日至 7 月 "B 日，该小组委员会再次举行

中国问题听证会，后来发表的报告指出，共产党政权

已经在大陆牢固地建立起来，共产党中国正在成为

一个世界强国，它必将极大地影响世界事务。报告

建议美国在抵制中国的 “侵略扩张”的同时，即使遭

断然拒绝，也要不断地寻求与中国的 “和平接触”# C %

&"7"。

再次，间接影响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约翰逊

8 DE5F+5 G< ;+H52+5A上台后，"6$) 年 "" 月 ’6 日，联

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敦促召集至迟 "6$C 年举行

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裁军大会。尽管显得勉强和

犹豫，美国代表仍对接纳中国表示接受。该年年底，

国务院放松了去中国旅行的限制，只要中方同意，可

以允许公共卫生和医疗领域的专家因业务需要访问

中国。"6$$ 年 ’ 月 "( 日，国务院宣布正在筹备批准

中共记者访问美国，而且不要求中方作相应的允许

美国记者入境的承诺 # ! % &7!6。’ 月底至 7 月初，美国驻

远东外交官，如驻日大使埃德温·赖肖尔 8 IFJ05
*-02?H4K-. A 和驻香港总领事爱德华·赖斯 8 IFJ4.F
*0?- A，均通过国务院内部渠道敦促华盛顿取消某些

项目的对华禁运。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 8L011043
GK5FE A在一次讲话中破天荒地将“北平”8 M-0&05, A改
称“北京”8 M-@05, A，并称美国希望最终能对“和共产

党中国增加接触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 6 % &CC N C6。由此

可以看出，在富布赖特听证会举行之前，美国政府的

对华政策已经有了冰消雪化的迹象。

该演讲被认为是十年来参议员发表的最重要的

外交政策声明之一；该讲话点燃了华盛顿政治思想

中的新的现实主义倾向。英国 《伦敦时报》称富布

赖特的演讲是美国外交政策发展中的里程碑。 # "B %

&77$ N 77C 美国新闻社论和写给参议员富布赖特的邮件

中，其在 《旧神话与新现实》中所阐述的观点，都

得到了高度赞扬，被认为这是对世界的重新和明智

的审视。 # "" % &"67 N "6(

总之，富布赖特关于中国的 《旧神话与新现

实》的讲话，第一次公开地批评了美国僵硬的对华

政策，第一次公开鼓励美国人民去自由思考和讨论

长期以来成为美国讨论禁区的中国问题，第一次公

开反驳了 “两个中国”的观点，指出事实上，只有

“一个中国”即由共产党统治的大陆中国，这是

美国关于 “一个中国”还是 “两个中国”问题讨论

的重要转折，该讲话也由此被载入史册，这同时也

反映了富布赖特的外交思想具有现实性和灵活性的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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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记念着他的名儿，那才不愧做了一辈子的人

呢！” # " % K =WFR S这时的文章之中常以先知导师的口气

讲话。虽然在成名后，极力控制，精英意识依然十

分强烈。

总之，上海时期的胡适是矛盾的，激进的，

不成熟的。但是胡适后来的很多思想都是在在这

一时期奠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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