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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恨交融”中的反美主义
———冷战后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

范士明

内容提要 : 90 年代中期以后 , 中美两国学者对双边关系中的舆论和形象问题给予的关

注呈上升趋势。本文认为 , 90 年代中国国内对美国的看法总体上爱恨交融 , “精神分

裂”, 并且一度反美声浪高涨。中国人对美国的羡慕向往和反感痛恨历史上曾潮起潮落 ,

而造成这种起落的基本原因在于中国自身的心理状态和需求以及中美两国关系的性质。

美国对中国的压力以及两国关系中的偶然事件成为中国民众对美看法起伏的引发因素。

文章认为中国人对美看法的公开、多样化对塑造理性的公众舆论未必是负面的。

关键词 : 冷战后的中美关系 　公众舆论 　中国人的美国观

作者简介 : 范士明 ,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邮政编码 : 100871)

本文主要所要讨论的 , 是在过去的大约十年里美国在中国的形象。所谓形象 (image) ,

是被观察对象获得的一个总体印象和声誉评价。美国的形象不等于事实上的美国 , 而更是认

识主体之头脑和情感里的美国。

已经有中国学者指出 , “一百个人就会有一百种美国形象”。① 所以严格来说 , 在中国并

不存在一种被普遍认同且一成不变的美国形象。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群中 , 总是会存在

对美国的不同认识。就是同一个人 , 对美国的看法也可能因时、因事发生改变。而美国也不

是一个均质的、一成不变的客体。因此 , 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 , 经常是多样的、多元的和动

态的。

然而在特定的时段 , 也可能出现某种或几种被相当多的人感知并分享的看法和情绪 , 或

者被观察者主客观的需要以及两国关系的状态而限定的对方的角色 , 从而在中国公众中产生

有代表性的美国形象。本文对于美国形象的讨论 ,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

爱恨交融

冷战结束 , 世易时移。中美两国对对方的看法 , 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 ,

不仅明显地反映在政策领域的迟疑、调整和反复 , 也大量存在于两国的民间舆论之中 , 并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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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金灿荣 :“中国人的美国观”,《国际经济评论》, 1997 年 9 - 10 月号 , 第 17 页。



起了比较广泛的关注、讨论和迷惑。其中 , 中国民间存在的对于美国的“既爱又恨”的矛盾

心理 , 以及所谓的民族主义反美情绪上升 , 成为被传媒经常提到的两个方面。中国青年一边

拼命争取美国常春藤大学的奖学金 , 一边在民意调查中把美国划为最无好感的国家 , 让人迷

惑不解。

然而这种“爱恨交加”的情绪却在中国普遍存在。“如果你爱一个人 , 送他去纽约 , 因

为那里是天堂 ; 如果你恨一个人 , 送他去纽约 , 因为那里是地狱。”这是几年前风靡中国大

陆的一部电视剧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 , 美国是一个奇异的天堂和地狱

的混合体 , 既可爱 , 又可恨 ; 既让人向往 , 又令人讨厌。

这样一个印象不仅存在于影视作品 , 也存在于专业公司或者新闻媒介所做的民意调查

中。在独立的零点公司进行的“中国市民心目中的美国”这一调查所获的数据里 , 美国是所

有国家中给市民“印象最深的”; 在提到“强大的”、“富裕的”国家时 , 美国均列第 1 ; 美

国是中国人最乐于出访旅游的国家和最乐于让孩子前往留学的国家 ; 在中国人印象最深刻的

10 位世界影星中 , 美国拥有 7 名 ; 从五个主要城市市民拥有的外籍朋友的国籍来考察 , 美

国朋友以 4515 %的比例居首位 ⋯⋯。但是 , 事情还有另外一面。90 年代中期 , 中国青少年

研究中心也曾进行过类似调查 , 结果在中国青年最不喜欢的国家排名中 , 美国位居第一 , 占

3113 % ;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青年报社等单位主办的类似调查也得出了相同的结

论 , 而且还显示出中国青年中对美国最无好感的比例大幅度上升 , 占到 5712 %。中国青少

年研究中心在北京、上海等六省市的另外一项调查也显示 , 90 %的中国青年认为美国在对华

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态度是霸权主义的 , 是不友好的 ; 80 %以上的青年认为美国在世界上搞的

是假民主、真扩张 ; 90 %左右青年认为美国是一个吸毒贩毒特别严重、贫富差距很大、男女

性行为放纵的“问题国家”。在 2001 年进行的一次旨在了解中国民众对美国看法的民意调查

中 , 受访者被问到同一个问题 : “提到美国 , 你首先会想到哪个词 ?”34 %的人回答“现代

化”、“富裕”或“高科技”, 1116 %的人回答“民主”或“自由”, 29 %的人则回答“傲慢”、

“霸道”、“盛气凌人”或“世界警察”。① 很显然 , 中国人的美国情结中存在着“精神分裂”。

一位中国学者总结道 ,“总之 , 中国人看美国 , 可谓爱恨交融 , 欲说还休。在他们的脑

海深处 , 美国的形象是一个奇异莫辨的混合体 ———霸权主义、感情冲动的帝国主义、严重的

威胁、伪善的十字军、接触性传染病、成熟的政治体制、美丽富饶的国土、魅力十足的文

化、不可或缺的伙伴、不可思议的迷梦、趾高气扬的老师 , 美国几乎集所有这一切于一

身。”②

进一步看 , 中国人对美国这种“爱恨交融”的心态似乎又有章可循。总的来说 , “当许

多中国人把审视美国的视角放在它的本土时 , 他们眼中的美国的确是美好的 : 一个日新月

异、治理有方的国度。然而 , 一旦他们把目光转向国际舞台上的美国 , 看到的是那个表现恶

劣、令人反感的山姆大叔。”③ 中国的网民也坦言 : 反美不是反对美国的人 , 也不是反对美

国的制度 ; 恨的不是美国人民 , 不是美国的富饶、民主、自由 , 恨的是美国的某些霸道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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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同上。

王缉思 :“美女与野兽”,《美国大观》, 2001 年 8 月。

资料参见 朝西 :“近 10 年来中美关系调查中的民间认知”, http : / / www. sina. com. cn , 2003/

05/ 22 , 16 : 24 , 新周刊。



和对中国人的羞辱 ; 反对美国的原因在于这些文明和民主都是美国的 , 它们并不能用以帮助

中国 , 而且 , 它们时刻在威胁着中国。

反美情绪

在许多人看来 , 如果说中国人对美国“又爱又恨”的话 , 那么在过去的十来年里 , 似乎

至少一度“爱”在变少 ,“恨”在增加。中美关系的变化曲折 , 国际环境的动荡 , 连同几起

“偶然“事件 , 在中国民众中激起了强烈的对美国的疑虑和批评 , 并多次情绪化的表露出来。

一时间 , 中国舆论“群起而批美”。①

这些在人权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奥运会申办权问题以及台湾问题上屡次表露的不

满 , 到 1996 年春天被几位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以一本书的形式 , 大声地喊出来 , 引起了国内

外广泛的关注 , 并成为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的“证据“之一。这本书就是《中国可以说

不》。作者之一承认该书并不是严肃的学术著作 , 但相信它“与民间积蓄已久的一种民族情

绪相契合”。西方舆论也认为 , 不论是“应合”了“民意的激荡”还是“迎合”了“非理性

心态”, 该书所反映的情绪并非无中生有 , 而是“确实‘拨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心

弦’”。②

反美的声音在 1997 到 1998 年间虽然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受到抑制 , 但并没有消失。激

烈批评美国的人主要利用互联网 , 向主张在对美外交中采取缓和姿态的人发动声讨。他们对

美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充满怀疑 , 攻击“亲美派”是“投降外交”、“卖国主义”。

中国的互联网上爆发了关于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外交的激烈争论。考虑 80 年代以来包括冷

战后中国外交以美为重、以和为主的的取向 , 说这种争论本身就反映了反美情绪上升并不为

过。1999 年 5 月 , 由于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 , 中国国内的反美情绪被骤然

激发。情绪激昂的示威者砸烂了美国驻北京使馆的玻璃和汽车 , 在出租车上经常听见司机批

评政府反应“太软弱”。2001 年 4 月发生在南海的军机相撞事件再次使这个“野蛮”、“霸权”

的美国形象暴露无疑。这种情绪主导下 , 当纽约的世贸大厦在恐怖分子的袭击中轰然倒塌的

时候 , 中国的互联网上出现了幸灾乐祸的叫好声。因为在很多中国公众的眼里 , 美国是“最

不友好的国家”, 是中国“安全利益的最大威胁”。比较下面的数据 ③, 应该说 , 当时中国公

众对美国的敌意比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敌意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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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资料来源 : 零点调查 2001 年 4 月调查 , 见 http : www. horizonkey. com ; 美国盖洛普 2000 年 5 月

调查 ,《公众视野》2001 年 1 - 2 月。

魏城 : 中国人对美态度变迁 , BBC 中文网 , http : / / new. bbc. co. uk/ hi/ chinese/ news/ newsid-

1830000/ 18306071. htm.

于非 :“群起而批美 , 此风不可长”,《环球时报》, 2002 年 12 月 30 日。



中美两国人民的国际观比较 ———不友好国家 (前五位)

中国民众的判断 % 美国民众的判断 %

美国 54 % 伊朗 44 %

日本 34 % 古巴 42 %

印度 11 % 伊拉克 39 %

印尼 8 % 巴基斯坦 39 %

英国 4 % 朝鲜 35 %

中美两国人民的国际观比较 ———敌人或安全利益威胁者 (前五位)

中国民众的判断 % 美国民众的判断 %

美国 53 % 伊拉克 47 %

日本 33 % 古巴 36 %

印度 9 % 伊朗 34 %

俄罗斯 3 % 朝鲜 24 %

英国 2 % 巴勒斯坦自治机构 18 %

历史定式 ?

中国人对美国“爱恨交加”的情感在历史上早就存在。“爱”与“恨”或同时并存 , 或

交替起伏。潮起潮落在有些人看来宛如历史定式。

晚清时期 , 美国在中国就已经具有了双重形象。对于“天朝”的道统、尊严和秩序 , 美

国是“非我族类 , 其心必异”的“蛮夷”中的一个 ; 然而在变法自强的洋务运动中 , 美国又

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主要所“师”的那个“夷”, “以夷制夷”中所“倚”的那个

“夷”———一个相对友好和可资学习、利用的主要对象。世纪之交 , 美国是探求兴国之路的

变革先驱心目中的一个制度样板 , 但也因暴虐、排斥华工被视为“强暴之尤”, 成为现代民

族主义锋芒所指的抵制目标。巴黎和会上 , 威尔逊被中国舆论称为主持公理正义的“世界上

第一个好人”; 可是转眼之间 , 美国又成为 20 年代反帝运动中“口蜜腹剑”、“狼子野心”的

“无耻的帝国主义者”,“西方美人”迅即成为“西方夜叉”。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 美国在中国的形象达到最高峰。美国“是中国生死患难唯一之

真友”, 是“民主世界的双璧”, 中国的友邦和强援 , 一度光辉灿烂。然而天翻地覆以后 , 到

了五、六十年代 , 现代化的标尺对准了社会主义 , 美国在中国又基本被看成是一个充满罪恶

的国家。“友邦”变成了“死敌”。那段时间 , 绝大部分中国人认为美国国内阶级压迫、种族

歧视、经济危机、道德沦丧 ,“正在一天一天烂下去”, 已经垂死、腐朽 ; 在国际上它是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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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为的帝国主义“野心狼”、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是“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①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 作为现代化“样板”的美国形象再次浮现于大部分中国人的脑海。

回想 80 年代初 , 中国人看美国 , 满眼里是摩天大楼、高速公路、洋房汽车、现代工厂 ⋯⋯

在中国奔向现代化的路上 , 美国是一个跑在前面的“美女”, 让人爱慕、追逐。正如一位中

国年轻学者总结的 , 当时的美国在多数中国人的眼里是享乐的天堂 , 象牙塔的顶峰 , “自由

和民主”的典范。② 不过 , 到了 90 年代末 , 中国人眼前的美国 , 美色尤在 , 却已不那么可

爱 , 偶然间还露出狰狞的面目 , 变成一个挂满巡航导弹四处逞威的“野兽”。

在这些起落的背后 , 我们首先隐隐约约地看到 , 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随现代化与民族主

义两种思潮在中国的交替兴衰而起伏。近代以来 , 中国人反复争辩的论题之一就是“现代化

不应当也不可能就是西化”。但实际上 , 现代化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向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学习、

借鉴。因此 , 每当变革、启蒙与开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时 , 理性实用主义往往占据上

风 , 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就相对“可爱”。相反 , 当尊严、救亡、独立在中西关系中更被中

国人关切 , 而美国的位置又难以顺应这一民族主义的主题时 , 它在中国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

中可能就变得比较“可恨”。过去十年左右的矛盾心理和反美情绪的上升似乎是这一历史定

式的再现。

其次 , 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自然地随中美关系的性质和状态而起伏。回顾历史 , 中美利

益在战略、安全、经济、文化上的交融促进中国人对美国的正面看法 ; 中美两国的利益冲突

强化中国人对美国的敌对情绪。我们由此发现 , 美国在中国的形象更像是中美关系的应变

量。这即使在过去十年中也一目了然。实际上 , 90 年代中国人对美国的双重态度很大程度

上正是中美关系性质不清和状态起伏的产物。冷战后两国既是伙伴也是对手、既合作又对立

的复杂关系造成“爱恨交融”, 而中国的反美情绪也呈现较强的“事件驱动性”。

第三 , 中国人如何看自己往往也影响他们如何看美国。在国势衰微的年代 , 美国是一个

“黄金国”; 在自信“东风压倒西风”的年代 , 美国是一个“纸老虎”。把自己看小了 , 就会

相对把美国看大 , 产生钦慕和接纳的态度 ; 反之 , 就可能倾向于排斥或拒绝。零点研究集团

近些年提供的数据显示 , 1995 年 , 美国还以 3513 %被列为“印象最深刻的国家”, 中国是

1311 % ; 2001 年 , 中国已经以 3714 %位居第一 , 美国以 2615 %退居第二。相应地 , 1995

年 , 3517 %的被调查者最想去美国 , 到 2001 年这一数字已下降为 1515 %。2001 年市民感到

中国国际地位明显提高的占 5019 % , 2002 年则达到了 6519 %。报告分析说 , “美国依然

‘先进’, 而中国 , 却不再那么‘落后’了”,“中国人日益增强的民族自豪感和本土化情结是

美国吸引力下降的内在原因”。③ 很显然 , 中国人对美国说不的时候 , 既是在否定对方 , 也

是在肯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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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资料参见朝西 :“近 10 年来中美关系调查中的民间认知”。

李扬帆 :“被稀释的美国”,《新周刊》。

参见杨玉圣 :《中国人的美国观》, 复旦大学出版社 , 1996 年 , 第 256 - 259 页。



咎由自取 ?

也有人认为 ,“爱恨交织”的情结存在于中美关系虽然是历史事实 ,但 90 年代以来中国民

间出现的反美声浪却完全是对美国在国际行为和对外政策中单边主义、狂妄自大、假公济私、

谋取霸权的自然反应。特别是 ,美国一直不放弃“西化”、“分化”和压制中国的战略。所以 ,“种

瓜得瓜 ,种豆得豆”,中国的反美情绪是美国外交失策 ,咎由自取。

民意调查的结果部分地支持了这种观点。在中国市民反感美国的原因中 ,多数都表明中

国公众对美国的对外特别是对华政策难以理解。中国人恨的不是美国人民 ,不是美国的富饶、

民主、自由 ,恨的是美国的某些霸道行径和对中国人的羞辱。

中国市民对美国反感的主要原因 ①

原因选项 中选率 %

美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批评 2619

美国在其他国际问题上的看法 2611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看法 2512

美国对中国加入 WTO 问题的做法 1019

美国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批评 314

其他 617

说不清 018

一位参与网上辩论的人直言说 :举一个例子说 ,一个有缺点的孩子 ,改正了自己 50 %的缺

点 ,老师应当如何对待他呢 ? 一种方法是鼓励他 ,并且帮助他改正其他的缺点 ;另一种方法是

对他说 :你还有 50 %的缺点没有改正 ,所以你仍然是一个坏孩子。中国真正开始现代化的改

造 ,至今只有 20 年的时间 ,我们今天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 ,的确还有许多缺陷。我们的政府需

要鼓励和帮助 ,而一个号称世界上最文明开化的国家 ,却只看到你的缺点 ,不承认你的优点 ,难

道这不让人觉得奇怪吗 ?②

反美情绪的高涨自然离不开过去几年中美关系中出现的那几次“意外”。自以为比较理性

和了解美国的“专家”,至今恐怕也难以说服公众去相信美国的“聪明炸弹”会因为一连串的“低

级错误”落到了中国大使馆。中国老百姓也不明白 ,美国间谍飞机为什么一定要飞到离中国那

么近的地方执行“例行任务”。“亲美派”的人忧心忡忡 ,担心轰炸使馆和撞机这两起事件可能

摧毁“美国从 1972 年开始的对中国的信誉投资”,使中国人不再区分美国的内政和外交 ,“使

中国人在强烈的反霸权狂热中 ,也把美国式的自由和民主一起反掉”。③

当然 ,也有人说 ,美国 ,连同它的对外包括对华政策中的阴谋 ,都被过分神话了。中国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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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缉思 :“美女与野兽”,《美国大观》, 2001 年 8 月。

“为什么大部分中国人都讨厌美国政府”,中华网 ,2003 年 02 月 13 日 ,13 :49。

资料来源 :零点调查公司 1998 年 6 月的调查。



美国的担心和反对 ,是由于自身的心理需要或思维定式导致的 ,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① 按

照这样的说法 ,中国的反美情绪不是美国咎由自取 ,而是中国人“庸人自扰”。这一解释 ,虽然

并非没有道理 ,但至少目前还难以为公众所接受。

结语 :塑造理性

现在 ,中国人有着更多的直接和间接了解美国的机会 ,也拥有了更多的讨论和发表意见的

自由 ,但是对于“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国家”,仍然莫衷一是 ,甚至比以前更糊涂了。在过去

的大约十年里 ,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徘徊在理性实用主义和感性民族主义之间。中国公众对

美国又爱又恨 ,钦羡与排斥、推崇与恐惧交织在一起。美国在中国的形象 ,呈现了明显的双重

特征。爱恨交融之中 ,反美情绪再次上升。

毫无疑问 ,历史的印记会重叠在现实之上。美国在中国形象的背后 ,既是发展与安全、开

放与自主、学习与排斥这些困扰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主题在今天的延伸 ,也是目前中美关系双

重性的体现。中国公众对美国的看法 ,既是对美国国际行为和对华政策的回应 ,也反映了自身

的心理需要和思维定式。美国在中国的形象和中国在美国的形象一样 ,折射了各自国内政治

和心理的需要 ,并成为双边和多边的国际关系的应变量。

美国在中国的形象或许永远不可能与真实的美国一模一样。这并不奇怪。学者们或许不

应该否定而是应该重视公众多样化的看法 ,何况学者们本身也意见不一。我们崇尚理性 ,但理

性又常常源于公开的争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应该对中国纷嚷的声音感到高兴。

(责任编辑 :王 　联)

(上接第 32 页)

实际上 ,从政治思想史的视角对日本宪法进行考察时还应包括以下的问题 ,比如说 ,把作

为自然人的天皇当作“日本国民整合的象征”的象征天皇制与把国民的自我创造作为基本原则

的民主主义之间的关系 ;起源于中世纪的、法治主义的、静态的立宪主义与以作为“自然权”的

基本人权为基础的、动态的近代民主政治之间的“嫁接”;宪法序言及其第九条所颂扬的和平主

义的政治思想史的源流 ;以及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关系等等。另外 ,就本文主要考察的三个

方面来说 ,也有诸多未能涉及的问题。例如 ,在宪法制定过程中 ,根据《波茨坦宣言》在政府内

部设立的“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内部所存在的在军备问题上的意见对立就是其中之一。在论

述和平主义的时候 ,也未能对所谓的非武装中立与日美安保体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深

入的剖析。另外 ,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 ,必须确认能够把和平主义作为“国民自豪感”的基础有

一个前提 ,那就是彻底清算战争责任。另外 ,对改宪派的亲美民族主义和反美民族主义之间的

分化也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尽管如此 ,本文已经证明只要回到日本宪法的出发点 ,就会发现改宪论显然存在着不可逾

越的理念性制约。我们以对这一结论的再次确认结束本文。

(朴海花译)

(责任编辑 :唐士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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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义桅 :“被神话的美国”,《经济观察家报》,2003 年 5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