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評

國對華宣傳和文化外交問題。他在

北京大學完成研究生學業，博士導

師是國內美國外交史研究領域頂尖

學者王立新；而之後作為美國加州

大學爾灣分校（UC Irvine）訪問學

者，其外方導師則是美國外交史學

「文化轉向」的開拓者之一羅森堡

（Emily S. Rosenberg）。顯然，翟韜

不僅經過良好的專業學術訓練， 

而且受到美國外交史學新風尚、新

路徑和新方法的薰染，能夠自覺追

蹤美國史學前沿，並基於自身學術

關懷，主動開闢新的研究領域。其

著作《文化冷戰與認同塑造：美國

對東南亞華人華僑宣傳研究（1949-

1965）》（以下簡稱《宣傳研究》，引

用只註頁碼）作為「冷戰國際史研

究叢書」之一種，是他在戰後美國

對華宣傳領域深耕多年結出的碩

果，對於推進中國的美國外交史研

究、中美關係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創

新意義。

由於論題較為集中，所涉時段

不長，《宣傳研究》一書的主體結構

並不複雜——除「導論」介紹相關

冷戰史研究的「文化轉向」
——評翟韜《文化冷戰與認同塑造：
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宣傳研究
（1949–1965）》

●曲　升

翟韜：《文化冷戰與認同塑造：

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宣傳研究

（1949-1965）》（北京：世界知識

出版社，2020）。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翟韜是近年來在中國的美國史學界

嶄露頭角的青年學者，專攻戰後美

《文化冷戰與認同塑

造：美國對東南亞	

華人華僑宣傳研究	

（1949-1965）》是翟韜	

在戰後美國對華宣傳

領域深耕多年結出的

碩果，對於推進中國

的美國外交史研究、

中美關係史研究具有

重要的創新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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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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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史和研究方法外，共設四章，

分別探討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宣

傳政策演變，宣傳機構、媒介和目

標人群沿革，宣傳內容和主題變

化，宣傳效果評估。本書的內容十

分豐富，敍事堪為生動，方法新穎

有效，從而成就了一部「骨骼清奇、 

血肉豐滿」的佳作。在2022年進行

的「第二屆楊生茂美國史最佳青年

論著獎」評選活動中，《宣傳研究》一

書脫穎而出，榮獲最佳著作獎。王

立新撰寫的頒獎詞充分肯定了本書

的學術地位和學術價值，稱之為「迄 

今為止學術界關於冷戰時期美國對

華人華僑宣傳問題的最全面研究，

具有填補以往研究空白的意義」1。 

這裏，筆者基於自身關於美國外交

史學發展的理解以及對《宣傳研究》

的深度閱讀，從學術趨勢、研究內

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較為詳細地

談談本人對於本書的理解及其特

色、貢獻與不足。

一　研究趨勢和概念術語

1947年3月12日，第三十三任 

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

在國會特別會議上發表演說，稱「在

當前世界歷史關頭」，幾乎每個國

家都必須在自由和集權主義兩種生

活方式中做出選擇，而美國的政策

是「支持自由的人民」，「抵制武裝起 

來的少數人和外來的壓力企圖強加

給他們的奴役」，「支持自由的人民

按照他們自己的方式來決定他們自

己的命運」2。這篇演說所表達的外 

交政策，史稱「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被視為美國「對蘇聯發動 

全面『冷戰』的宣戰書」3。1990年

11月21日，第四十一任美國總統

布什（George H. W. Bush）在巴黎正

式宣布冷戰結束。這位「打贏了冷

戰」的美國總統秉承杜魯門對於冷

戰乃「兩種生活方式鬥爭」的界定，

並精闢地指出「冷戰所爭奪的正是

人心的向背」4。可見冷戰本質上

是人心之爭和生活方式之爭，這種

理解貫穿戰後美國總統冷戰思維之

始終；而這種思維定式決定了宣傳

戰、心理戰和文化外交等非軍事、

經濟遏制在與蘇聯冷戰對抗中的獨

特地位和作用。

不過，美國冷戰史學界關於宣

傳戰的研究並未隨着冷戰發端而同

步展開，而是要等到冷戰結束後，

隨着檔案資料的大規模開放以及研

究取向上文化轉向興起，方漸成潮

流，在較短時間內湧現出一批學者

和成果。對此，美國華裔學者翟強

最早予以梳理，並在2014年撰文向 

中國學界介紹5。作為該研究領域

的新銳學者，翟韜有着極強的學術

敏感性和前沿意識，其對於相關研

究領域動態的關注，似乎並不晚於

翟強6。而且他能夠持續追蹤，及

時總結，並在廓清前沿動態的基礎

上，因應主流趨勢，從而把自己的

相關研究置於學術前沿地帶。

在2018年發表的綜述文章中， 

翟韜從學術史「內史」學理演進的角 

度，分析了美國冷戰宣傳史的興起

和嬗變，重點梳理了該領域內的兩

個發展趨勢：一是用文化方法、文

化理論和文化視角來解釋對外宣傳

問題，尤其是美國的形象宣傳與國

家身份之間的關係；二是考察冷戰

宣傳機構制度史背後的組織文化和

翟韜曾分析美國冷戰

宣傳史的興起和嬗

變，指出對宣傳的主

題做文化闡釋，應該

作為該領域未來發展

方向之一；又在文化

轉向之外，指出美國

冷戰宣傳史研究的兩

個趨勢，即研究空間

範圍的擴展和時間範

圍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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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書評 政治文化。他指出，對宣傳的主題

做文化闡釋，應該作為該領域未來

發展方向之一7。在同年發表的另

一篇文章中，翟韜則在文化轉向之

外，指出二十一世紀以來美國冷戰

宣傳史研究的另外兩個趨勢，即研

究空間範圍的擴展和時間範圍的延

伸，並把這些發展趨勢概括為「超

越冷戰史」，認為研究的空間範圍有 

所擴展，即由局限於美國對蘇聯、

東歐的心理戰，擴展到美國對第三

世界、盟國的宣傳和心理戰，具有

廣闊的學術前景8。

上述精細的學術史梳理雖然未

被《宣傳研究》納入「導論」，卻構成 

本書的學術史背景，襯托出其學術

前沿地位。顯然，本書準確把握並

因應了美國冷戰宣傳史研究的兩 

大發展趨勢——文化轉向和第三世 

界轉向。前者涉及研究路徑和方法

創新問題，後者涉及研究對象選擇

問題，體現了作者鮮明的現實關懷

和敏銳的學術眼光。翟韜指出，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美 

國擔心華人華僑成為東南亞當地社

會和新獨立國家中共產黨力量的急

先鋒和「第五縱隊」，所以對東南亞

華人華僑群體開展了持續近二十

年、以中文為主要宣傳語言的聲勢

浩大的宣傳運動，以爭奪當地華人

輿論和贏得華人人心；對於這段歷

史的研究，不僅在美國對外宣傳

史、華人華僑史、中美關係史三個

領域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而

且對於理解中美關係的現狀也頗具

現實意義（頁2）。在他看來，上述

三個領域分別對應的大領域是文化

史、族裔史和移民史、外交史和國

際關係史，而他將重點放在嘗試達

成外交史和文化史的交叉結合，以

突破先前限制宣傳史研究思路的外

交史的「緊身衣」，立足更為開闊的

學術格局，展開對美國冷戰宣傳史

的研究（頁18）。這種學術立意無疑 

十分新穎，也頗具挑戰性。

系統深入的學術史梳理不僅使

作者獲得了開闊的學術格局，而且

從微觀層面助力作者對相關概念 

做出精確界定和辨析。在借鑒、綜

合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宣傳

研究》對美國的冷戰宣傳做出了狹

義、廣義的區分。狹義的「宣傳」，

多採取諸如廣播、新聞發布、報紙

刊物、電影等「快媒介」，主要針對

大眾，側重於單向灌輸政治性的信

息和意識形態，旨在塑造對美國自

身有利的國外輿論和民眾心理狀

態，也被稱為「信息外交」，經常和

「心理戰」互換。廣義的「宣傳」，除 

包括上述狹義的宣傳，還包括文化

交流和教育交流並舉的文化外交，

多採取諸如教育交流、文化藝術交

流和海外圖書（館）項目等「慢媒介」

的方式，主要針對精英人物。關於

「文化冷戰」的概念，本書取其廣

義，泛指政府有意採取文化手段實

現冷戰政治目的的所有活動，與

「冷戰宣傳」概念有所重疊，但「文化 

冷戰」這一表述更為流行（頁9-10）。

二　全景式描摹與立體化
剖析　　　　　

為了探究1949至1965年間美

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的冷戰宣傳這

一長期未引起學術界重視的課題，

翟韜在檔案發掘上可謂下足了功

本書把握了美國冷戰

宣傳史研究的兩大發

展趨勢——文化轉

向和第三世界轉向。

前者涉及研究路徑和

方法創新問題，後者

涉及研究對象選擇問

題。作者嘗試達成外

交史和文化史的交叉

結合，以突破限制宣

傳史研究思路的外交

史的「緊身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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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轉向」	
夫。他對電子化檔案運用存在的弊

端有着清醒認識，指出由於電子化

檔案是從統一電子平台下載（而並

非在檔案館通過所在機構檢索和調

閱檔案），容易造成研究者對檔案

所在的機構缺乏敏感，實際上不利

於研究者了解各部門之間的關係、

進而了解決策的多層次和豐富性，

也容易造成研究者缺少對各部門檔

案的互證意識；此外，數據庫還存

在內容「魚龍混雜」的問題，單憑文

件下載，難以判斷檔案的來源及其

在決策系統中的位置——而這點

對於揭示決策過程而言是至為重要

的（頁17）。

有鑒於此，除了學界普遍使 

用的「美國解密檔案在線」（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數據

庫和《美國對外關係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之外， 

《宣傳研究》主要依靠的史料是美國

國家檔案館第二檔案館未刊的外交

檔案，既有聯邦政府最高決策層

（國家安全委員會 [NSC]、國務院）

的決策檔案，也有「權力末梢」機構 

（美國駐外使領館，駐中國大陸、

香港、台灣和東南亞的新聞處）的

檔案，還有連接前兩者的「中層」

部門（心理戰略委員會 [PSB]、行動

協調委員會 [OCB]、國務院公共事

務部門、美國新聞處〔USIS，以下

簡稱「美新處」〕、中央情報局 [CIA]

等）的檔案。在掌握了相關政府機

構核心檔案之後，翟韜把未刊檔案

和出版檔案互補互證，外交檔案和

宣傳報刊類史料結合使用，從而為

全景式描摹與立體化剖析美國對東

南亞華人華僑的宣傳提供了堅實的

史料基礎。

事實上，「宣傳」（propaganda）

是一門非常專門的學問，需要多方

面的探討，不僅要分析信息本身和

產生信息的歷史背景，還要分析傳

播信息的媒介和接收信息的受眾。

筆者以為，這種對宣傳進行立體化

剖析的研究理路大體適用於歷史研

究。《宣傳研究》的主題雖然是美國

對東南亞華人華僑的冷戰宣傳，但

作者始終從更廣闊的學術視野透視

該問題，在研究美國與華僑關係的

同時，拓展和涉及美中關係、美台

關係、美國和東南亞國家關係，也

涉及到美國在東亞、東南亞華人世

界整體的宣傳戰略——在這樣的

全景式歷史畫面中，美國華人華僑

宣傳得以準確定位。繼而，作者從

政策演變、機構媒介和目標人群、

主題和形象、效果與特徵四個維

度，對美國華人華僑宣傳展開了立

體化剖析。

《宣傳研究》用第一章兩節的

篇幅討論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的

宣傳政策的源起和演變，翟韜把演

變的總趨勢概括為「從中國政策到

東南亞政策」（頁21）。根據筆者的

理解，這一政策進程實際上可劃分

為四大階段：

1945至1949年為政策「熱身」

階段，此時的宣傳雖以中國大陸和

中國人民為目標，卻為日後在亞洲

規模浩大且更為激烈的反對「紅色

中國」宣傳運動和心理戰，組建了

可資利用的組織機構（香港美新處、 

台北美新處），積累了「傳播美國夢」

和「反蘇反共」宣傳的一定經驗。

1949至1956年為政策出台階

段，宣傳主題完成了從「揚美」為

重心到「反共」、「擁台」雙軌並行

《宣傳研究》的主題雖

然是美國對東南亞華

人華僑的冷戰宣傳，

但作者始終從更廣闊

的學術視野透視該問

題，在研究美國與華

僑關係的同時，拓展

和涉及美中關係、美

台關係、美國和東南

亞國家關係，也涉及

到美國在東亞、東南

亞華人世界整體的宣

傳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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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書評 的轉變，目標人群由中國人民轉向

東南亞華人華僑，確定了以「華盛

頓—香港—台北」為組織中心、以

中文為主要宣傳語言的工作模式。

1956至1962年為政策反思調

整階段，在重新評估海外華人對於

美國的戰略價值，重新評估華僑 

政策與東南亞國家政治之間的關

係、台灣當局—東南亞華人華僑的

關係、台灣當局—東南亞國家的

關係等的輕重緩急次序的基礎上，

美國對宣傳政策目標進行了調整：

「擁台」政策降級受限，「反（中）共」

與「揚美」目標此消彼長，增加了

「促進華人華僑融入當地社會」的 

目標。

1962至1965年為活動衰微階

段，此間，美國的戰略視野徹底轉

變，東南亞華人華僑問題不再是東

亞冷戰中與對付中國大陸、扶植台

灣當局密切相關的「中國問題」，而

是東南亞國家的少數族裔問題，海

外華人在美國東亞戰略中的重要性

大大降低，不再被作為單獨目標對

待，相關宣傳活動隨之衰微，逐漸

納入到對東南亞國家的整體政策進

程當中。

宣傳機構和制度是美國冷戰宣

傳史研究的題中之義，歷來為該領

域學者所重視。不過，在該領域發

展的早期階段，學界主要關注的是

「頂層」宣傳機構，包括美新處、

CIA，以及設立在NSC之下的心理

戰和對外宣傳協調機構9。《宣傳

研究》在第二章中，則根據自身議

題，將宣傳機構的研究推進到駐外

機構層面，不僅考察它們與頂層宣

傳機構之間的組織關係，而且在組

織文化的視野下考察香港美新處這

一主要機構的運作模式，同時研究

其與作為輔助站點的台北美新處和

東南亞美新處之間的運作與合作。

通過這種組織社會學考察，翟韜洞

察到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的宣傳

在組織結構上具有「遙控指揮」、

「頭重腳輕」的特點（頁102），即華

人華僑宣傳不是由東南亞當地美新

處主導，而是由港台美新處主導。

對於這種組織結構格局的形

成，翟韜指出這是由美國對華人華

僑宣傳的基本定位所決定的：這一

時期美國把對華人華僑的政策納入

對華冷戰對抗戰略考量，而非出於

其東南亞政策考量。而到1960年代 

中期，美國政府已形成明確而自覺

的第三世界政策，相應地，第三世

界國家、東南亞國家作為明確的地

理和地緣政治單位浮現在美國的戰

略視野中，對這一地區的華人華僑

宣傳政策隨之邊緣化。這種基於美

國宏觀戰略演變的解釋思路，無疑

是正確的，也是深刻的，但筆者認

為需要相關第一手官方檔案的支撐， 

而這是本書有所欠缺的。

根據NSC下設OCB在1957年

底的一份報告，當時在東南亞地區

生活的華人超過1,000萬，佔東南亞 

總人口的6%（其中泰國約300萬， 

菲律賓約340萬，印尼250萬，馬

來亞220萬），是當地最大的少數族 

群bk。從理論上說，他們都是美國

宣傳的目標和對象。但翟韜指出，

美國宣傳機構瞄準的實際上是受過

教育、有知識的「精英階層」，尤其

是青年學生、知識份子、教育工作

者和媒體人，而這些目標人群的鎖

定決定了刊物、書籍為主的文字出

版物成為重點宣傳媒介。其中，刊

翟韜洞察到美國對東

南亞華人華僑的宣傳	

在組織結構上具有

「遙控指揮」、「頭重

腳輕」的特點，即華

人華僑宣傳不是由

東南亞當地美新處主

導，而是由港台美新

處主導；這是由美國

對華人華僑宣傳的基

本定位所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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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轉向」	
物以《今日世界》為代表，書籍則以 

香港美新處「書籍項目」資助翻譯、

創作和發行的「反共」主題著作為代 

表（頁135）。為了清晰呈現美國宣

傳的規模和聲勢，翟韜以表格的形

式詳細列出了1950年末至1961年 

「書籍項目」蔚為大觀的「成果」。據 

此可知，十年間，美國宣傳機構出

版的圖書不少於301種、867萬冊

（頁162-67）。

其實，美國的印刷宣傳品不止

於書刊，還包括了日常用品。比如， 

1956年，美新處不無創意地設計

了一款中文日曆，在大量華人聚居

的東南亞國家分發。負責此項工作

的官員講，該款日曆每頁都刊登了

「中國歷史事件或神話中的某個故

事，強調共產黨人會加以摧毀的傳

統和美德，如孝道、熱愛宗教、尊

重個人、熱愛自由等」。據說，該日 

曆備受歡迎，一經發行便銷售一空， 

最終印刷居然超過12.5萬冊bl。由

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翟韜為何用

「浩大」（頁1）一詞來形容美國對東

南亞華人華僑的宣傳運動；而如何

從這些浩大、複雜的政策行動中凝

煉出足可聚焦的主題，便成為決定

研究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

三　文本分析和思想 
「偵探」　　

對於宣傳史研究所包含各項內

容的不同學理地位，翟韜有着清醒

的認識。他不滿足於把宣傳史「降

格」為傳統外交史，認為於宣傳史

研究而言，政策研究只是起點而非

終點；有意義的宣傳史研究，需要

與文化史結合起來，對宣傳文本進

行話語分析，以探求宣傳話語和形

象的建構，揭示文本背後的深層意

識形態、身份認同和文化心理（頁

14）。基於這種認識，《宣傳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主動與美國外交史研

究的「文化轉向」對接，就美國對

東南亞華人華僑的宣傳材料進行文

本解讀，以揭示其主題和形象。這

構成本書最為重要、也是最具創新

性的部分。

《宣傳研究》第三章在對美國

宣傳材料進行文本解讀時，主要運

用了話語分析的方法。話語指使用

中的語言，特別指用於特定目的、

在特定領域使用的語言（包括宣傳

語言），各種話語複雜的相互作用

構成了文化內容，反映着思想脈

絡。外交史研究的話語分析就是要

揭示思想領域和外交行動領域間看

似毫不相干，實則存在「正相關聯

繫」bm。從美國外交史學家已有的

成功實踐看，話語分析主要有兩條

路徑：第一條路徑關注公共話語 

與外交政策間的關係；第二條路徑

是對外交決策者的各種文本進行

「審問」（interrogate），在把這些文

本作為文字作品對待的同時，更 

把它們看作廣闊的社會、文化意 

義系統的產物，由此考察決策者如

何賦予世界以意義，並對之傾注感

情，運用「修辭建構物」（rhetorical 

constructs）去貫徹具體的行動路 

線bn。簡言之，文本分析如同思想

「偵探」，一方面具有解構文本話語

策略的功能，另一方面具有揭示話

語和文本背後「製造者」的隱秘意

圖、身份認同、思維方式和意識形

態真相的作用。本書對上述兩條路

有意義的宣傳史研	

究，需要與文化史結

合起來，對宣傳文本

進行話語分析。基於

這種認識，《宣傳研

究》在研究方法上主

動與美國外交史研究

的「文化轉向」對接，

就美國對東南亞華人

華僑的宣傳材料進行

文本解讀，以揭示其

主題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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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書評 徑均有着嫺熟的運用，很好地發揮

了文本分析的思想「偵探」作用，精

彩地解構了美國「宣傳家」給東南亞

華人華僑編織的「意義之網」。

翟韜認為，美國在對東南亞華

人華僑的宣傳中，為了達到「擁台」、 

「反共」、「揚美」三大目標，分別塑

造建構了三個形象和話題：「華夷

之辨」、大陸「流亡者」的反共小說、 

「華人的美國夢」。

首先，所謂「華夷之辨」就是把 

中華民國（台灣當局）與新中國塑

造成截然對立的形象：前者作為

「自由中國」，是東亞華人世界的政

治正統和中心、「正宗」中華文化的

傳承者和守護者；後者作為「外來

政權」則是蘇聯的政治「傀儡」、中

華文化的「異端」和破壞者（頁178-

80）。翟韜指出，美國建構兩種對

立形象的目的，是以此促成東南亞

華人華僑對台灣當局的認同和效

忠、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厭惡和疏

離感。

而這種意圖改變東南亞華人華

僑價值觀的宣傳手段也具有「相反

相成」的特點：建構政治「華夷之

辨」形象時，濫用歷史來建構現實； 

建構文化「華夷之辨」時，則主要採

取「去歷史化」、「去背景化」的策

略；同時，二者又有相通之處，即

都用簡單的漢民族主義解釋複雜的

歷史現象（頁187）。通過這樣的辨

析，翟韜看到了美國關於「華夷之

辨」的宣傳論調和圍繞這個概念建

構的反共意識形態，與經典意義上

美國的冷戰意識形態存在顯著的差

異：後者宣揚的「自由世界」與共產 

主義「極權社會」之爭，主要關涉兩 

種生活方式和人心之爭，是兩種

「現代性」版本之爭；而美國的對華

冷戰宣傳卻在現代性的意識形態之

爭中加入傳統的成份，加入身份認

同和民族文化的因素，強調愈代表

傳統者愈具有正當性、愈值得認同

和效忠（頁225）。

他進一步指出，這種思維方式

和宣傳思路反映出美國決策者對於

共產主義的一種深層次文化心理：

共產主義是人類發展模式中的「異

類」，不僅不是人類未來發展的模

式，甚至和傳統文明也不相容，只

有對「生病」的文明體才有吸引力；

復興第三世界國家的傳統文化、重

建「健康」的文明體，本身就是對於 

共產主義絕好的「免疫力」（頁226-

27）。這是一種深刻的思想剖析，

堪稱「誅心之論」。

其次，《宣傳研究》對大陸赴港 

「流亡者」反共小說的考察也引人入

勝，不僅介紹了大量「禁書」，包括

蜚聲世界文壇的華人女作家張愛玲

的《秧歌》、《赤地之戀》等，帶給

人們另類的文學閱讀體驗，而且對

這些小說進行「解碼」，「破譯」了

其背後美國人深層次的文化心理。

翟韜發現，這些反共小說主要有兩

類題材：一是「青年對革命的幻滅」

的「醒悟體」，二是「逃離鐵幕、奔

向自由」的「流亡體」（頁248）；包

含着香港美新處着力宣傳的三個主

題：借流亡者之口宣傳大陸黑暗殘

酷的現實、對流亡行為賦予「在冷

戰雙方中做出選擇」的象徵意義、

共產主義與「自由世界」（即「鐵幕」

內外）二元對立的意象；炮製了三

套二元對立的話語體系：政治和宗

美國關於「華夷之辨」

的宣傳論調和圍繞這

個概念建構的反共意

識形態，與經典意義

上美國的冷戰意識形

態存在顯著的差異：

後者是兩種「現代性」

版本之爭，而前者卻

在現代性的意識形態

之爭中加入傳統的成

份，加入身份認同和

民族文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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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轉向」	
教層面上的天堂與地獄、和平與暴

力、光明與黑暗等，倫理層面上的

人性與魔鬼，「社會病理」意義上的

正常狀態與精神病（頁262）。

翟韜指出，「反革命—精神病」 

話語實際上是1950、60年代流行

於美國政學兩界的「現代化」理論

在美國對外宣傳活動中的反映（頁

254-55），而把流亡行為建構為一

種類似宗教朝聖般的舉動，則是美

國人對於自身起源神話和自我身份

想像的投射（頁261）。總之，「流

亡者」反共小說把文學傳記書寫和

意識形態滲透結合在一起，實現了

「反共意識形態的擬人化」，完成了

迎合美國宣傳官員意圖的「編碼」

（頁269-70）。而對於翟韜而言，其

工作則是「解碼」了反共小說所包

含的美國人的文化心理。

再次，「華人的美國夢」是1950 

年代中期之後，美國對華人華僑宣

傳重點打造的一個形象和主題。圍

繞這一主題，美國宣傳部門廣泛宣

揚華裔美國人白手起家，經個人奮

鬥，受到社會和政府幫助，並未遭

受種族歧視，最終實現經濟社會地

位上升的「先進事迹」，反映了美國

對外宣傳從推廣自由民主價值觀轉

向推銷美國生活方式與消費主義的

趨勢。在這一波宣傳中，美國宣傳

媒體塑造了在美華人的三個「勵志」

形象：白手起家、社會流動和種族

和諧（頁271）。翟韜指出，這些形

象建構體現了美國對第三世界的

「冷戰東方主義」戰略，即美國外交

政策制訂者和知識份子、大眾文化

傳播者「共謀」，建構美國引領和指

導東方的亞洲文明、兩者相融合的

意象和輿論氛圍，實現從文化上控

制第三世界的目的（頁308）。此外， 

「華人的美國夢」體現了50年代中

期之後美國人對於自身形象的新認

知，投射了美國人新的身份意識，

包括物質豐裕、消費主義、大眾社

會、中產階級、個人自由、技術進

步、機會平等、多元文化，等等

（頁312）。

總之，對宣傳主題和形象的分

析表明，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的

宣傳不僅具有美國冷戰宣傳的一般

特徵，即擴張政治力量或表達其文

化和社會身份的工具、兩大對立陣

營意識形態的競爭、兩種現代性的

較量；而且具有特殊性，即塑造華

人身份認同、改造其價值觀的高層

次的文化戰略；同時也是文化體之

間的碰撞、試圖進行文化改變的文

化人類學現象（頁334-35）。翟韜解

釋說：

在某種程度上，美國宣傳部門的目

的是要把冷戰政治信仰和意識形態

因素建構為華人政治認同和民族身

在美華人的形象建構

體現了美國對第三世

界的「冷戰東方主義」

戰略，即美國外交政	

策制訂者和知識份子、	

大眾文化傳播者「共

謀」，建構美國引領

和指導東方的亞洲文

明、兩者相融合的意

象和輿論氛圍，實現

從文化上控制第三世

界的目的。

《自由世界》（Free	World）是冷戰時期美國對東南

亞地區進行宣傳的旗艦刊物。（資料圖片）

c200-202212018.indd   155c200-202212018.indd   155 29/11/2023   下午3:0429/11/2023   下午3:04



156		書評 份認同的一部分，或者也可以反過

來說，把華人民族身份意識的話題

整合進冷戰意識形態當中。換句話

說，美國宣傳部門在冷戰意識形態

當中加入了身份認同和民族文化的

因素，把冷戰意識形態這種政治理

念之爭同時也建構為一種基於文化

的身份與特性的差異。（頁340-41）

這是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冠之以標

題「文化冷戰與認同塑造」的根據

所在。這一畫龍點睛式概括也點明

了本書的開創性意義。

四　存在的問題和有待 
拓展之處　　

從學理上講，效果評估是宣傳

研究完整程序中的最後一環，不可

偏廢——《宣傳研究》最後一章在

此方面做出了努力。不過，總體上

看，該部分是全書研究最為薄弱的

地方。這裏存在着一個作者難以逾

越的資料障礙——不僅受眾面的

資料七零八落，極度分散，而且受

眾本身的族群、語言、信仰千姿百

態，極富多元性。故此，翟韜不得

已退而求其次，以美國宣傳部門的

宣傳計劃、執行報告以及相關文件

中對宣傳效果的自我評價為主要 

材料來源，進行輔助性、初步性 

評估。

翟韜指出，美國宣傳部門清醒

地意識到宣傳工作的限度，對美國

有利的輿論和態度的形成，以及美

國心理戰宣傳目標的實現，絕非僅

依靠宣傳和心理戰部門的工作就能

單獨達成，尤其是「反共」和「擁台」

這兩個目標的實現，與中國大陸、

美國和台灣當局實際的政治作為有

着極為密切的關係。很多重大的國

際、國內政治事件和外交行動發生

之後，就會形成特定的輿論影響：

對美國有利的輿論，宣傳部門的作

用僅限於可以推波助瀾；對美國不

利的輿論，無論宣傳部門如何努力

也無法從根本上扭轉。宣傳和心理

戰活動在解釋政策、政治和外交行

動方面發揮作用的空間非常有限。

對於宣傳部門的這種「自謙」，翟韜

沒有進一步的評論，想必他也認同

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的宣傳效果

欠佳的判斷。

這種效果評估可能是正確的，

美國歷史學者布雷津斯基（Gregg A.  

Brazinsky）關於1950至1979年間

中美在第三世界「人心之爭」的研究 

提供了一個佐證。他認為「地位是

這場鬥爭背後最重要的驅動力」：

對中國領導人來說，提高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地位是「結束中國屈辱歷

史、重新獲得失竊的榮譽和榮耀的

一種手段」；美國領導人則擔心「如

果中國成功，將威脅到他們將新獨

立國家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

雄心」，因此採取了一系列「阻止北

京獲得其渴望的地位」的行動，包

括對東南亞華人的文化外交。然

而，競爭雙方在實現各自目標方面

均進展甚微。事實上，中美競爭只

是給目標國家帶來了額外的外交困

難， 他並最終表明「尋求地位容

易，獲得地位困難」bo。

如果說效果評估方面的欠缺情

有可原，那麼《宣傳研究》對於美

很多重大的國際、國

內政治事件和外交行

動發生之後，就會形

成特定的輿論影響：

對美國有利的輿論，

宣傳部門的作用僅限

於可以推波助瀾；對

美國不利的輿論，無

論宣傳部門如何努

力也無法從根本上	

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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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轉向」	
國冷戰宣傳的另外一個目標——

促進華人華僑融入當地社會——

的研究，卻淺嘗輒止，不能不說是

一大缺失。因為作者在論述1956至 

1957年美國調整其海外華人政策

時明確指出，把「促進華人華僑融

入當地社會」加入宣傳目標當中是

政策調整的重要內容之一（頁76）。 

因此，讀者自然會產生這樣的閱讀

期待，希望看到作者在如下問題上

作出精彩闡釋：為了實現「融入」

的目標，美國宣傳機器是否也像對

待「反共」、「擁台」和「揚美」目標一

樣，塑造了相應的話題和形象？ 

又反映了何種美國人的文化心理？

以及實現的效果如何？然而，本書

並未就這些問題展開深入討論。 

隨之而來的疑惑是，對「融入」目標

存而不論，是歷史實情，還是作者

「疏漏」？若是前者，導致這種情況

的原因何在？美國相關政策制訂者

和實施者是如何認識這種情況的？

若是後者，有哪些因素限制了作者

的研究操作？等等。諸如此類問題

都是有待拓展和解答的。

其實，就「融入」問題而言，的

確存在許多值得開掘的研究點。比

如，從《宣傳研究》本身提供的信息

可知，在特定歷史時期，新中國政

府、美國政府都執行過鼓勵東南亞

華人華僑融入當地社會的政策。這

是一種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如何認

識這種政策「一致性」？這種「一致

性」對中美關係、中美各自對東南

亞國家關係、新中國與港台的關係

來說意味着甚麼？「一致性」表面下

的「不可通約性」是甚麼？這些也是

讓筆者浮想聯翩的問題。

五　結語

白璧微瑕，儘管有一些問題和

缺失，但作為一部學術領域結合的

交叉型著作，《宣傳研究》仍不失其

廣泛的、創新性的啟發意義：對中

美關係史而言，對美國華人華僑宣

傳政策的研究，揭示了美國敵視新

中國政策的廣度和深度；對美國對

外宣傳史而言，文化研究方法的借

用、宣傳文本的深入解讀、主題和

形象的精確提煉，尤其是其與美國

的意識形態、文化心理與身份構建

的聯繫的揭示，拓展了相關研究的

視野和方法；對華人華僑史和東南

亞史而言，美國對華冷戰文化外交

分析視角的介入，則預示了從大國

競爭視角拓展和深化相關研究的可

行路徑。

至於《宣傳研究》存在的前述

不足，其實很難在一部從文化史角

度探討美國對特定人群的宣傳活動

的專著中得到圓滿解答，而需要適

當拓展國際史視角，把各方對東南

亞國家的文化外交考慮進來，考察

新中國、美國、台灣當局、東南亞

之間的複雜互動，揭示它們之間，

尤其是中美之間在文化外交上的競

爭。顯然，這是一項非常龐大的研

究工程，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研

究者經年累月的長期投入。

近年來，翟韜相繼承擔了「冷

戰前期美國對華宣傳與文化外交 

研究（1949-1972）」、「文化冷戰視

野下的美國與香港、台灣關係研究

（1949-1979）」兩項國家社科基金 

項目，正在闊步邁入這一具有廣 

闊前景的研究領域。我們期待他相

從《宣傳研究》提供	

的信息可知，在特定

歷史時期，新中國政

府、美國政府都執行	

過鼓勵東南亞華人	

華僑融入當地社會	

的政策。如何認識這

種政策「一致性」？這

種「一致性」對中美關	

係、中美各自對東南

亞國家關係、新中國

與港台的關係來說意

味着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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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書評 關精品力作的盡早問世，為《宣傳

研究》所遺留的問題提供進一步的

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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