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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构建中美关系全新图景的有益尝试
——读《中美关系 50 年：1969—2019》
沈  逸

【摘要】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之间虽然存在分歧，但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
两国关系尽快回到正确发展轨道，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由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
高级编辑谢国明领衔撰写的《中美关系 50 年：1969—2019》一书，以时间为序，系统梳理 1969—2019 年中美关系发
展史。通过故事形式专章叙述，细致再现，深入浅出地诠释不同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特点和演变规律，并力图从中美
各自的认知体系出发，就认识中美关系的不同维度，提供有效的分析框架，展现了“国际问题研究全民化”的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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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

的双边关系之一。 在 面 临 新

冠肺炎疫情冲击和挑战的当下，在

中美两国实力对比进入历史上罕见

的相对均衡的时期，在美国国内治

理能力及其在国际社会上的行为变

化调整的关键阶段，人们日益认识

到，更加全面认识和准确理解当前

中美关系，并努力构建一种与高速

变化的事实更加贴近的全面认识框

架，对更加准确把握中美关系正确

的发展方向，推进中美关系早日回

到良性的轨道上来，具有极为重要

和特殊的时代意义。正是在这个意

义 上，由人民日报社 原 副 总 编 辑、

高级编辑谢国明领衔撰写的新作《中

美关系 50 年 ：1969—2019》更加

展现出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探索新的分析视角，提供详实史

料，展现了“国际问题研究全民

化”的新图景

首 先， 本 书 在 研 究 以 时 间 线

索为基础的中美关系历史演进中，

构建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分析视角。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这是继美国货运商船“中国

皇后”号开启中美交往后，一个全

新的发展阶段。19 世纪 70 年代初

期，以基辛格、尼克松为代表的美

国古典政治精英在务实的现实主义

逻辑的驱动下，谋求改变中美关系，

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努力下，

决定性地把握住了这一历史机遇，

推进了中美关系从“破冰”到建交

的历史性变迁 ；本书作者具有开创

性地选择了新的分界点，构建了一

个从 1969 年到 2019 年的 50 年分

期框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以

近似自觉的方式，帮助人们为中美

关系留下了一个 2020 年新冠肺炎

疫情之前的剪影，较为全面地提供

了其对于中美关系在这 50 年中发展

情况的理解与认知。

其次，本书提供了在通俗读物

中较为罕见的详实的历史性材料，

并在 50 年的时间跨度内进行了比较

有效的整合性表达。相比较中美关

系的复杂与微妙，任何意义上的篇

幅，都是有限的。本书的写作团队

比较创新地用 10 个章节，用“写意”

与“工笔”相结合的方式，将 50 年

中美关系互动的标志性事件与关键

细节有机地串联在一起，以通俗但

不失严谨，全面但不失重点，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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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失要义的方式，呈现在适合本

书定位的读者面前，充分表现了谢

国明先生作为资深媒体人对文字和

内容的驾驭能力，也让读者得以在

相对于学理性专业著作更加轻松活

跃的阅读体验下，以尽可能高的效

率，在较短时间内掌握并初步形成

一种具有一定历史厚度和学理深度

的中美关系总体认知。对当下而言，

这意味着各行各业关心中美关系发

展的读者们，将得以在这本质量较

高的通俗读物中，高效地形成相应

的知识积累与基本认识。

此外，本书的问世相当程度上

展现了大变局时期“全民化的国际

问题研究”图景的形成与发展。正

如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

行院长王文先生在该书的代序言中

所指出的，此书可能正在开辟中国

“全民的美国研究”这一新路径，结

合笔者个人的观察及体验而言，这

种判断不仅适用于美国研究，适用

于中美关系，在更加广义的国际问

题研究领域，这种 “全民化的图景”，

也正在中国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这一现象的出现，是中国总体实力

提升，民众基本生活水平得到满足

之后，在通信与信息技术革命助力

下出现的一种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独

特现象，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看作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性进程中具

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一幕，每个个体，

都有充分的勇气，也具备了一定的

条件，包括高度发 达 的 信 息 平 台，

将自身对国际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以各具特色的语言和方式表达出来，

共同组成了一幅与经典学理和专业

讨论有机互补的国际问题探讨新图

景。这无疑是值得高度肯定的。

分层论述、布局清晰、通俗易懂，

展现出中美关系的三个核心发展

特征

从 行 文 布 局 上 看， 全 书 十 章

基本可分为三个板块 ：第一板块是

前传，用一章非常扼要地阐述了从

1784 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对

中国的访问，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的抗美援朝，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在冷战背景下，中国老一辈

领导人围绕中美关系调整所展开的

努力和准备 ；第二板块是本书的主

体，即从第二章到第九章，用八个

章节，介绍了尼克松、卡特、里根、

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

特朗普 8 位美国总统任期内，中美

关系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对中美

关系从“破冰”到 2019 年贸易战

的繁多事项，进行了全面梳理，抽

取其中的重点与标志性的细节，进

行了精准扼要的阐述 ；第三个板块

是第十章，与最终的后记一起，尝

试用较为通俗易懂的话语，去挖掘

并阐述导致中美关系出现变化的深

层原因，并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基本特征，以及作者认为中国应该

采取的核心应对思路，进行了比较

全面的阐述和表达。

在本书涵盖的 50 年中，中美关

系经历了剧烈的变化，从冷战初期

曾在朝鲜半岛刀兵相见，到 70 年代

“破冰”后共同抗击苏联威胁，再到

冷战后期斗争与合作不断，最终伴

随中美实力对比更加均衡竞争日趋

激烈化，两国关系无论是在认知上、

战略上、政策上，还是在实践中，都

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本书的写作团队

在面对材料庞杂与篇幅和时间有限

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展现出了中美

关系 50 年发展的三个核心特征 ：

第一，本书比较全面地展现了

中美关系兼具斗争与合作的复杂属

性，帮助读者对中美关系进行更加

理性和全面的思考。中美关系十分

复杂，这决定了任何时候，尤其是

在当下，须避免对中美关系形成过

于简单的刻板印象，更要避免出现

某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被

网民戏称为“二极管”的认知窠臼。

本书从海量的史料入手，用比较精

炼的文字，借助对材料的准确选择，

构建了认识和理解中美关系较为全

面的整体画面，让读者，包括那些

非专业性的普通大众读者，能够在

较短时间内，比较直观和具体地形

成对中美关系的全面认识，对中美

关系基于各自不同的国家利益所展

开的斗争与合作，形成全面而充分

的认识。

第二，本书比较全面和系统地

展现了中美关系从 20 世纪 60 年代

到 2019 年的发展脉络，为帮助读

者理解当下中美关系的核心特点与

深层规律奠定扎实基础。中美关系

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

在较长时间跨度内，构建对于中美

关系这个动态系统的全面认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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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和理解中美关系当下的现状，

以及未来的走向，无疑是至关重要

的。本书的写作团队努力通过对静

态材料的全面把握，以及深度联系，

串联并描绘出一幅中美关系在半个

世纪的时间跨度内动态发展的全景

画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作为

一部通俗读物，本书对不同总统任

期内的中美关系的变化和调整，进

行了简明扼要的论述分析，可以帮

助读者较为清晰地梳理从尼克松到

特朗普，历任美国总统对华战略演

变的 一般路径。这在 通 俗 读 物 中，

是极为难得的。

第三，本书的写作团队着力勾

勒并凸显历任美国总统任内美国对

华战略的核心特征，帮助读者形成

对中美关系阶段性核心特点的整体

认识和把握。本书对中美关系的深

度分析和描述，主要聚焦于中美战

略关系、台湾问题、经贸问题三个

方面，这些问题正是 50 年间，影响

中美关系演进与变化最为主要的方

面。本书的作者们比较准确地把握

了中美关系整体战略定位的历史性

变化，包括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不

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 ；经贸

问题在冷战前后，以及在不同美国

总统任期内地位、形式和性质的系

统演变，继而对各个总统任内美国

对华战略的核心演变，进行了较为

系统和全面的论述。这不仅有助于

帮助读者形成对中美关系的全景认

知，也帮助读者更加立体而准确地

把握不同美国总统任内中美关系的

个性化特征。

从中美各自的认知体系出发，就

认识中美关系的不同维度，提供

了有效的分析框架

虽然写作本书的谢国明先生将

其定位为一本通俗读物，但该书的

写作团队仍然希望提供有效的分析

框架，帮助读者对中美关系的演进

形成更好的理解与把握，在本书的

第十章，作者介绍了认识和理解中

美关系的分析框架，从中美各自的

认知体系出发，就认识中美关系的

不同维度，中美对于对方提出的尊

重需求，中美两国可能形成的对于

自身的特殊认识，以及在欧美主流

媒体中较为常见的“两个陷阱”即

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博格陷阱等，

均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认识。

本 书 的 写 作 团 队， 对 于 中 国，

对于中美关系，满怀明晰而质朴的

情感 ；字里行间饱含了希望中美关

系走向良性发展的真挚愿望，直白

可见 ；在中美关系波诡云谲发展的

总体进程中，本书作者对中美关系

未来的良性健康发展，持续报以坚

定的信任 ；同时，借由对中美关系

未来走向、核心特征以及原则性应

对方式的简要描述，充分展现了对

中 国 做 好自己的事，以斗而不破、

和而不同的方式，维系中美关系总

体良性、健康、向好发展趋势的坚

定信心！

很显然，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世界，其发展速度，远超人

们的预期和想象。当本书完成印刷

出版流程，笔者开始撰写这份书评

时，已经是 2021 年的 1 月 10 日了，

2020 年 全 年 无 论 是 美 国 自 身 的 发

展，亦或者是中美关系的变化，又

或者是在 2021 年最初的十几天里

在华盛顿上演的极具魔幻现实主义

色彩的诸多场景，都在充分昭示这

样一个基本的事实 ：中美关系即将

进入一个更加高速演进的全新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中美关系的变化将

更多地受到全局性、系统性和复杂

性因素的多重影响 ；美国自身国内

的发展变化，可能以远超人们预期

的方式展开 ；中美两国共同面临的

挑战，也许将在相当程度上，在各

种场合里，促进和推动中美关系重

新回到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当然

这不可能是中国单方面努力的结果，

而必须是中美双方共同努力才能达

成的。而短期内出现的这些变化，

无论是美国国内疫情防控不力程度

远超预期，亦或是美国不同政党博

弈诱发的社会撕裂，又或者是中美

国家综合实力对比微妙变化诱发的

各种认知变化，都向人们提出了一个

战略性的问题，即如何在未来更加有

效地维系中美关系良性发展？本书

可以在这方面，为读者们奠定一个讨

论的起点，为所有关心爱护中美关系

良性健康发展的相关主体提供可资

参考的分析框架，这也是当下中美关

系良性发展所必不可少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

院教授、院长助理，复旦大学网络空间

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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