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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是中美学者合作研究奉献给读者的一项成果。
这项研究始于1995年春。
双方学者当时的共同愿望是：以史为鉴，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
这样做也是有条件的，近年来中美以及国际上都有大量的解密档案和新发表的当事人回忆录可资利用
。
美国福特基金会也很积极，答应给予积极的资助。
当时，双方确定的研究范围是1955年至1971年的中美关系，之所以确定这个研究时限，是因为1945年
。
1955年的中美关系，已经有了一部合作研究成果在先。
①双方认为，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可以包括四个子课题，即，一、50年代两次台湾海峡危机；二、越
南战争；三、大国格局中的中美关系；四、60年代中美两国国内局势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就这四个子课题，双方组成了相应的课题组。
中方课题组成员有：中共中央党校官力教授、中国军事科学院军史部江英副研究员、中共中央党史研
究室章百家研究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李捷研究员；中方课题组主持人为中共中央党校姜长斌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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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伯特·罗斯，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近年出版的专著有《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寻求安全》（已译成中文），主编《接触中国：同崛起的大
国共处》。
在美国著名的学术及政论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有关中国安全政策及美中关系论文。
　　姜长斌，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近著有：《历史的孤独--早期斯大林新探（1879-1924）》、《斯大林政治评传》（主编）、《苏联剧
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两主编之一）、《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的再探
讨》（两主编之一）。
发表过中苏（俄）、中美关系及国际关系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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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写给读者序言一序言二50年代的两次台湾海峡危机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的成因与中美之间的较
量1954-1955年的台湾海峡危机：火山口上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及其对第一次台海危机的介入“和平的困
扰”：艾森豪威尔政府与1958年中国近海岛屿危机中美大使级会谈对抗中的方向盘、缓冲器和测试仪
：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大使级会谈聋子的对话9-1955-1970年中美大使级会谈越南战争与中美关系中突
与克制：越南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成功的战术与失败的战略：约翰逊政府与越南战争中美日三角关系
对中美关系的影响（1949—1979年）大国关系的变动与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中的日本因素：美、中、日
关系和“尼克松冲击”通向缓和的崎岖之路——变动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对美政策（1954～1971）全球
背景下的“两个中国”：50年代的中苏经济模式与美台关系国内政局与中美关系物极必反：60年代的
中国国内政治与中美关系60年代美国国内政局与中美关系——重新定义：美国国内因素与对华政策50
年代毛泽东外交思想述论毛泽东向两极格局的挑战——50年代后期到1976年的中国外交中国的高层决
策与中美关系解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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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中国为缓和台湾海峡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　　中国方面利用炮击金门播下了美和台湾当局之
间产生争执的种子。
在金、马问题上，美国曾试图说服蒋介石放弃金、马，“划峡而治”，或把台湾问题交联合国解决，
但蒋介石打定主意，决不从金、马撤退。
　　1955年3月23日，蒋介石针对英国要台湾放弃金、马的意见，明确地表示：美国不应同意英国的意
见，并且说：不论美国是否加入防守金门、马祖，他们都不应该企图强迫国民党放弃它们。
他态度强硬地表示：“我们将不对任何压力屈服，我们将打到最后一人。
若因我们退出大陈，便以为我们将撤退马祖、金门，那是一个错误。
”　　美国对此虽不满意，但也不能真的撒手不管。
在这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宣布：“为了不损害自由中国的士气及断绝他们的希望，美国决心
协防金门、马祖以巩固台澎地位。
”但美国的这一立场立即遭到其大多数盟国的反对。
加拿大外长皮尔逊明确表示，加拿大将不为这些沿海岛屿而作战。
这一意见引出一位专栏作家的总结：“除了蒋介石委员长外，我们所有的盟国都认为这是一场在错误
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错误的战争。
”这些迹象表明，美国和其盟国之间、美国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正在增长。
　　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公众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不愿为蒋介石冒险同中国打仗的人越来越多。
同时，不少美国人还对一批美国在押人员继续关在中国表示关切，并且认为，这些在押人员是美国政
府僵硬的对华政策的牺牲品。
美国政府由此受到较大的压力。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注意到了上述情况，认为可以利用美国希望其在华被关押人员得到遣返的迫切
心情，不失时机地提出同美国谈判的建议，以缓和亚洲、尤其是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并开辟中美之
间的直接接触的渠道。
　　在这种背景下，1955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任何国家都不会容忍外国占据其
领土，支持本国的叛乱集团在这个国家挑动战争的。
如果说哪个国家占领了美国的长岛，并支持那里的反美团体针对美国从事敌对活动的话，美国也是不
会容忍的。
换句话说，美国应设身处地的为中国想一想，尊重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权利。
”社论最后提出：“为了缓和紧张局势、保卫和平，中国赞成举行一个由中国、美国、英国、苏联、
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和锡兰参加的国际会议，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社论的基调是充分说理和充满和解精神的。
　　当时恰逢亚非会议在万隆举行，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呼声很高，为了表明中国政府的和平诚意，
消除一些亚非国家的疑虑，中国方面授权出席这次会议的周恩来，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
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决台湾的可能。
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于4月23日在参加亚非会议的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
国人民是友好的。
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
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
势问题。
”这一声明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反响。
许多国家希望美国接受中国的建议，举行中美会谈。
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还专程来华进行调停。
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并提出了中国的原则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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