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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美关系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是不需要做很多说明的。
怎样认识美国，怎样对待美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它之所以复杂，来自美国自身固有的两重性：第一，它在许多方面是先进的。
美国的独立，在人类历史上建立起第一个近代的共和制国家，并且向全世界广泛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文化。
用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的话来说：在很长的时期内，学习新学的中国人曾产生一种信心，
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因为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
美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力量更一直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
第二，它对外实行侵略扩张和以强凌弱的政策，当垄断资本取得统治地位后尤其如此。
这不能不深深刺痛一百多年内受尽外来压迫之苦的中国人的心，激起他们极大的愤慨。
这种两重性同时存在，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又有不同的表现和侧重，这
就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毛泽东的美国观>>

内容概要

　　《毛泽东的美国观》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经历了将近70年的发展，期间充满了曲折和变化，在不
同时期对美国所采取的态度和策略也充满了变化，《毛泽东的美国观》关照了毛泽东一生对美认识的
全过程，共分五章: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毛泽东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中国革命视野
下毛泽东的美国观，面向世界视野下毛泽东的美国观，反对霸权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
《毛泽东的美国观》努力以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而准确地把握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
以助于拓宽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视野，推动中美关系史、中共党史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和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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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洲雁，男，1962年出生，安徽宿松人，南开大学哲学学士、硕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央文献
研究室研究员。
长期从事毛泽东著作编辑和研究，参加过《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年谱》(1949-1976)等著
作的编辑和写作。
专著《邓小平理论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发展》曾获国家图书奖。
撰写或主编有关毛泽东的书籍10余部(本)，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独立承担过两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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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第一节 美国精神在青年毛泽东思想中的积淀一、从书本中接受美国
精神二、在新文化运动中接触美国思潮三、在社会改良运动中试行美国理念第二节 “俄国道路”对“
美国精神”的消解一、巴黎和会后对美国帝国主义本质的初步认识二、走俄国人的路——对美国精神
的消解第三节 对美国帝国主义本质认识的定位一、华盛顿会议后对美国帝国主义本质认识的强化二、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框架下第二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第一节 着眼于国际反法西斯阵
线的建立一、只要加入国际反法西斯联盟，“都是受我们欢迎的友邦”二、现在是中美两国“进一步
联合对敌的时候了”三、美国“已经在步英国的后尘”四、“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第二节 在抗日、
民主与团结的旗帜下一、打好“美国牌”，制止国民党新的反共高潮二、“放手与美军合作”三、借
助美国调处，促进民主改革四、联美策略的逐步转变第三章 中国革命视野下的美国观第一节 “丢掉
幻想，准备斗争”一、“中立美国”二、“和平、民主”的曙光三、“准备斗争”第二节 “中间地带
”的革命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二、从“中间地带”到“两个阵营”第三节 “将革命进行到
底”一、对美国出兵干涉的估计二、“不承认”与“一边倒”三、中美关系的历史总结第四章 面向世
界视野下的美国观第一节 反对帝国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一、朝鲜战场上的正面对抗二、打破美国的遏
制和孤立政策三、“一定要解放台湾”四、“东风压倒西风”五、“金门炮战，意在击美”第二节 反
对修正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一、中苏美国观的分野二、“反帝反修”双拳出击三、“两个中间地带”
与“世界革命”第五章 反对霸权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第一节 “联美抗苏”策略的确立一、“两霸，
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二、再打“美国牌”三、理想主义与现买主义第二节  从“一条线”到“三个世
界”一、“联美抗苏”的“一条线”二、“三个世界”的划分结语 毛泽东认识美国的历史轨迹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一、中文部分二、外文部分后记之一后记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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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对美国帝国主义本质认识的定位在建党、大革命时期以及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与当时许多著
名的中共领导人一样，毛泽东不仅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苏联与共产国际对于帝国主义的分析，而且在“
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话语体系中找到了评判美国的思想武器。
他根据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民族殖民地纲领的基本思想，把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格局划分为“被压迫
民族”和“压迫民族”两部分，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它将站在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的行列里，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宣战。
而在这场将会改变中国和世界政治格局的斗争中，只有苏联和各国的工人阶级才是中国共产党人真正
的国际支持者。
可以说，与青年时期相比，此时在毛泽东的思想深处，“美国例外论”已荡然无存。
一、华盛顿会议后对美国帝国主义本质认识的强化如果说，通过五四运动的觉醒，青年毛泽东已经初
步认清了美国“对内由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对外侵略和扩张”的真实面目的话，那么这种认识到
了华盛顿会议以后，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并最终提升到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这一认识高度。
从此，美国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便成了“帝国主义”的代名词，“美帝国主义”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中
国革命的对象之一。
导致毛泽东对美国“帝国主义本质”认识得以深化和定位的契机，是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
召开的华盛顿会议。
这次会议是继巴黎和会之后召开的又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
美国既是会议的发起者，又是会议的东道主，中国问题则是其中心议题之一。
因此，华盛顿会议同样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但与巴黎和会时人人寄予厚望相比，中国人对华盛顿会议的反应是既有期待，也有忧伤，但不再有热
情。
这说明相当多的人对美国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
作为刚刚完成了世界观转变的共产党人，毛泽东的美国观自然更不例外。
华盛顿会议堪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重新划分远东及太平洋势力范围的会议。
会议闭幕的当天通过了《九国公约》，它以美国提出的所谓“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
”原则为基础，意在通过协调列强对华政策来限制个别国家，尤其是日本在中国谋取的特权。
因此，《九国公约》实际上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掠夺中国的一个协议。
此后，在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势力幕后操纵下，中国各派军阀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引发多次大规模
的战争，如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使中国政局陷入极度混乱。
华盛顿会议的召开，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人民当前所受的最大痛苦，还不是一般的资
本主义剥削，而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军阀的统治。
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明确提出了党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即打倒军阀
，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使之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在这一纲领的指导下，中共二大对华盛顿会议的实质又给予了进一步的揭露，指出这只不过是美国与
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重新分配市场、调整关系的一次会议。
“它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
，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拉斯的奴隶。
”正因为如此，中共二大强调：“中国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革命
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主义。
”①作为当时中共党内崭露头角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之一，毛泽东对华盛顿会议践踏中国主权的实质也
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批判。
他在这次批判中所持的思想武器实际上就是列宁和共产国际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基本的框架则是中共
二大纲领所规定的内容。
1923年4月10日，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他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侵华政策进行了抨击
，指出华盛顿会议在中美关系史上是一次值得高度注意的会议，大大地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危机；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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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在目前及将来一个时期内，“政治将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更发停
滞，压迫人民的办法更发厉害”。
毛泽东分析指出：“何以知道必然是这样呢？
你看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形势是何等的反动，他们现在是协调着步骤来侵略中国。
他们的步骤以先是不协调的，经华盛顿一番商量便协调了。
虽然他们的协调终久是要破坏的，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他们为补偿前次大战的亏失及蓄养下次大战
的精力，是断然要取协调主义的。
美国的门户开放主义居然能通过在中国拥有势力范围的英法日，就是明显的证据。
”与此同时，他还指出，华盛顿会议虽然意在协调美日矛盾，但由于美国在华政策所取得的优势地位
，实际上加深了美日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分裂于国际资本主义的侵略”也就是必然的事情。
从巴黎和会之前到华盛顿会议之后，毛泽东由对威尔逊和平主义的希望和推崇逐步转向失望和批判，
这是其美国观发生根本转变的时期，也是其民族国家意识显著增长的一个重要阶段。
毛泽东联系自己五四前后的切身体会指出，华盛顿会议明明是美国勾结其他列强共同侵略中国的会议
，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居然对美国抱有天真的幻想。
“他们迷信美国是扶助中国的好友”，这是最危险不过的事情。
他特别强调，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其实都是种种骗人的闹剧，美国的在华利益，与它有“生死关系
”，在这个“生死关系”问题上，美国人和中国人是“势不两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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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金秋十月，是北京最美的季节。
我心无旁骛，潜心于博士论文的最后写作。
压力不在电脑屏幕上闪烁的字里行间，而在于导师当初给我提出的目标要求：要通过这篇文章的写作
使你的研究水平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将最后的结论送先生审阅之余，我不禁扪心自问：你达到老师的要求了吗？
这一刻，我就像一个无法交出满意答卷的高考学生，内心里不仅没有大考之后的解脱，反而充满了诚
惶诚恐的感觉。
细细回想起来，走出大学校门已经二十个年头。
那时候风华正茂的我在南开大学接受了七年的哲学思维训练，满怀信心地踏上了现在的工作岗位。
一直到世纪之交、千年更替的2000年，终于侥幸地评上了高级职称，完成了从一个青年学生到知识分
子的漫长蜕变。
短暂的喜悦之余，更多的是惶惑和不安。
十几年的工作经历，使我深刻地感受到，随着时代的发展，自己的知识结构、业务能力已经远远不能
适应单位工作的需要。
我不想说这是因为哲学让我养成了眼高手低的毛病，但与周围的同事相比，自己确实缺少他们那样敏
锐的“史眼”和“史笔”。
作为文献编辑和研究工作者，我在工作中接触的材料不可谓不多，可却总像狗熊掰棒子一样，做一件
丢一件，常常有一种入宝山而空回的感觉。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自己缺乏史学的基础训练，没有建立起一个历史的知识框架，装进去的材料自然
难免挂一漏万，形不成完整的知识体系。
正是这种困境，使我萌发了重回大学深造的渴望。
2001年，根据工作的需要和自身的知识缺陷，我选择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来圆自己的
博士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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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谨以《毛泽东的美国观》献给:毛泽东诞辰115周年，中美建交3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
毛泽东作为青年知识分子，曾经受到美国的文化和精神的影响；作为一位有修改的政治家，他结交过
大量美国朋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他甚至很乐意跟美国这样的对手打交道。
他高瞻远瞩、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战略性的深刻影响，同时他也有自己喜怒哀乐、是非好恶，对
美国有个性化的认识。
从早年在书本上读到华盛顿、林肯的故事算起，到1976年最后一次会见尼克松为止，70年来，毛泽东
对美国的认识，小的坎坷和曲折不算，大的反复和变化，至少有6次之多。
每一次大的变化后面，无不耐人回味。
毛泽东一生接触和交往的美国人，上至美国总统，下至决普通士兵，记者，外交人员。
粗略估计，大致100人。
每一个人身后都有一串串鲜为人知，引人入胜的故事，《毛泽东的美国观》按历史顺序一一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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