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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美国海外图书输出的主旨探析
!

胡腾蛟

摘
!

要,冷战期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输出了大量的图书以塑造(美国形象),一方面"通

过宣传共产主义世界的(红色殖民主义)和(邪恶)本质"以反衬自我形象的(光辉)'(正义)

和(民主)-另一方面"集中刻画了以(人民资本主义)新范式'(原子和平)形象'(不断进步)

的种族关系'(共同的儿童理想国)和(平凡)的美国女性为表征的(美国形象)"力图强化全

球受众对美国身份与利益的心理认同"最终赢得冷战的胜利#

关键词,文化冷战-美国海外图书-美国形象

二战结束后"随着冷战的展开"图书逐渐成为美国对苏文化冷战的一种重要工具"美国海外图书馆

与图书空前扩张#至
#)$)

年"美国陆续在海外
(&

个国家设立了
#$*

个图书馆和文化中心'

*)

个阅览

室"在
!&

个国家设立
)'

个双边中心"信息中心的受众达
!*""

万人"当年的图书流通量达
#"""

万册!#

#)(&

年"美国图书输出量首次超过了英国"一跃成为世界上图书输出最多的国家"#美国冷战图书具有

特定的涵义"图书作者为美国人或外国人"主题要么反共'要么积极展现美国成就"以适应美国的冷战需

要"以输出著作为主#这些图书围绕反共'民主变革与和平三个不同的主题对(美国形象)进行刻画#目

前"国内外学界对冷战时期美国图书项目和图书馆项目的缘起'发展'功能和影响已有所论及"但很少从

图书内容本身来探讨美国形象塑造问题##本文将借助美国政府相关解密档案"系统分析美国如何运

用图书这一特殊武器进行形象宣传战"尝试从新的视角来揭露美国文化宣传战略#

一'他者形象,(黑暗)和(邪恶)的共产主义

二战后"美苏关系逐渐走向敌对"美国开始利用特定的图书塑造苏联(邪恶帝国)的形象#由于双方

的敌对关系"在
#)$*

年美苏文化交流协定签订前"双方文化交流极其有限"美国仅能向苏联合法输出

%美国&和%美国画报&两份杂志和数量极少的美国经典著作"在苏联国内"这些图书不太可能含有明显的

反共信息"美国对苏形象宣传战主要是依托外围区域打响的#(反共产主义和富有活力)的文学或文化

名著备受美国官方青睐#例如"匈牙利裔英国作家亚瑟.柯斯勒的%正午的黑暗&以小说的形式描述了

(共产主义警察国家的监禁)"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农场&

(几乎被新闻署翻译成每一种语言)-纪实类著作被认为特别具有(说服力)而被美国当局奉为冷战利器#

例如理查德.克罗斯曼编著的%失败的上帝&收集了众多共产主义运动原参与者的(苦涩回忆)"并被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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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代表性成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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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论及这一主题的有常贝贝,

%冷战初期美国的海外图书馆项目与心理宣传战&*载%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

!"#"

年第
%

期+和%冷战初期美国

的海外图书项目与心理宣传战&*载%

!"##

年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论坛)首届学术年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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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希腊语'印尼语'印度语'汉语'朝鲜语'葡萄牙语'塔加拉族语'土耳其语和古吉拉特语#美国当局还秘密委任当地作

家充当(幕后共产主义者)撰写反共图书"披露(共产主义世界中的奴隶劳工营'外交欺骗'审讯和监禁等最肮脏和最不吉

利的一面)!#这些著作披露共产主义国家所谓的鲜为人知的(内幕)"揭露所谓的(红色殖民主义)本质#

中国和朝鲜半岛作为亚洲冷战的中心"成为美国图书宣传战的重点#美国为中国读者特别出版完整的系列%如何拯

治共党分子&-众多(强硬反共)的中文译著也被投放到中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菲律宾市场"#图书项目以地区为中

心"以香港为驻点负责协调创作(合适的)材料"(劝阻青年海外华人到红色中国接受高等教育和共产主义的灌输)"并向

华人学校提供教材以取代共产主义著作##

#)$)

年"乘中国西藏叛乱之际"美国新闻署立即通过商业渠道推出两本相关

主题的著作$#为了促成美国在韩国目标的实现"

#)$$

年
#

月"美国新闻署先后向韩国翻译并出版%我们生活在朝鲜&'

%走出红色中国&和%铁幕&等反共著作%#

在(自由世界)的棋盘上"美国国务院按照(风险评估和对共产主义的脆弱性)标准"将宣传对象排序#考虑到战后意

大利是(西方共产党势力最大的国家)以及(建立富有活力的民主)需要"美国将其列在(危险区)榜首而备受美国图书关

注'#仅在
#)$%

!

#)$&

年间"新闻署相继将意语版%苏联奴役帝国&'%呆在苏联监狱的
##

年&'%这就是毫无保留的俄

国&等投向该国#联邦德国作为美苏欧洲冷战的前沿阵地"美国对其图书输出始终抱有明确的战略性目的#如
#)$#

年

法兰克福路德出版商出版的(档案小说)%大强奸&"以
#)&$

年春(俄国入侵柏林)为背景"将(俄国士兵)描述为强暴德国

妇女的(施害者)"而将
#)&$

年
'

月进入柏林的(美国大兵)描绘为(拯救者)(#日本作为美国开展亚洲冷战的桥头堡"

在美国新闻署的推动下"以每年
#""

本左右的速度出版美国精心挑选的著作)#

作为美国的(后院)"整个拉美地区成为美国反共图书的泛滥之地#

#)$(

年新闻署报告显示"在过去半年内"新推出

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语版反共著作既有学术类也有大众类"其中包括
$

万册西班牙语版和
#5$

万册葡语版%美洲的红色预

谋&-同时推出西班牙语版%我们的秘密盟友&'%伟大和平&和%俄罗斯帝国的衰落&-里约分站则出版%洞悉你们的敌人&'

%苏联的冷酷&和%走出红色中国&等*-

#)("

年"为了抗衡(大量共产主义著作和手册的涌入)"新闻署在墨西哥城'里约热

内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出版中心的译著显著增加"讽刺性的反共专著%如何成为一名共党分子&在拉美众多国家(反复

脱售)+,-#在危地马拉"美国新闻署支持当局放弃共产主义教材+,.#

美国推动反共著作进入(中立)国家"拉拢他们加入(自由世界)#

#)$%

年"在印度"新闻署通过
&$""

个微型图书馆向

各级学校和社会组织提供平装本%我的信念&+,/#

#)$&

年"美国新闻署的报告显示"围绕(团结自由世界)和(揭露红色殖

民主义)两个核心主题确定两个基本书架"一个为民主主题"涉及
%%

本著作-另一个为共产主义主题"

$&

本著作已经在

世界范围内完成输送+,0#

#)$)

年"美国廉价图书渗入非洲
#(

个国家内#

二'自我形象,(民主)'(和平)'(进步)的美国

*一+(民主)与(变革)

美国决策者认为"美国厚重的民主价值与文化底蕴"不但要通过图书有力地展现出来"而且要让国际受众深刻地理

解和自觉地模仿#为此"一方面"美国新闻署禁止向海外输出有辱美国声誉'抹黑美国形象的写实主义著作#例如"诺曼

.梅勒的%裸者与死者&'詹姆斯.琼斯的%乱世忠魂&和威廉.莱德勒的%丑陋的美国人&禁止海外输出或上架+,1#

#)$%

年
!

月"法斯特的著作%公民汤姆.潘恩&由于塑造了(美国积极的图景)而得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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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腾蛟,冷战时期美国海外图书输出的主旨探析

另一方面"美国偏好大量输出彰显美国(卓越成就)的著作#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小亚瑟.施勒辛格
#)&)

年所著的

%至关重要的中心,自由政治&由于非常契合战后美国的身分与地位而成为海外输出的重要书目#

#)$&

年
#!

月"新闻署

与美国援外合作署合作发展一个面向国外学校和图书馆的新项目"专门辟有 (美国书架)"涵盖文学'科技'哲学'历史和

政治"以展现(美国生活与文化)#托克维尔的%美国民主&'经典文学著作%红色英勇勋章&'%了不起的盖茨比&等都在其

列!#

#)$$

年
#

月"韩国市场除了流通反共著作外"还包括宣扬美式民主与自由的诸多作品"如%文化自由&'%美国道路&

和反映美国言论自由第一个案例的专著%彼得.曾格&等"#

#)$(

年"美国面向拉美地区推出展现(美国民主和文化)的

葡语版%民主政府哲学&'西班牙语版%伟大的美国传统&'%美国民主&等著作-(显示美国民主价值和宣扬文化成就)的%美

利坚合众国!!!地理及其发展&则成为古巴中学的教材##

#)$'

年"新闻署与拉美本土出版商精心推出
#&"

本强调(美

国生活和制度或具有反共性质)的廉价译著$-

#)$)

年"又推出
!'

本(涵盖美国历史'文化'政治和制度)的简化版经典英

语原稿"并打算以
#"

美分的低价在全球范围内销售%#这些著作意在宣传(美国道德的深刻性)"彰显美国代表着人类

(积极的价值)"最终赢得受众对(美国领导的尊敬)'对(自由原则的忠诚)以及对(民主的推崇)#

为了凸显美国充满活力'不断变革的形象"美国面向海外重磅推出%大变革,

#)""\#)$"

年美国自身的转型&等一系

列以变革为主题的著作#该书承认"

#)

世纪晚期的美国确实存在着不平等和阶级冲突"但美国民主政治制度和微调后

的资本主义带来了战后的自由与繁荣"这恰恰源于(种族之间'市场与规则之间'劳工与管理之间'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妥

协精神-反击苏联所持的(美国是一个残酷的社会)的观点'#诸如此类的著作在图书翻译项目中显得尤其重要#它们

反驳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不可调和的观点"将美国描述为(可靠的自由和社会改良)"指出美国并非没有

问题"但她正在利用民主提升自我形象"彰显美国资本主义(民主性)与(变革性)的内在统一#美国意在通过这种(真实)

描述的方式"增强美国形象的可信度"促进对美国的理解与认同#

美国的(变革性)还体现在对(人民资本主义)的宣传上#

!"

世纪
$"

年代初这一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展后"新闻署立

即向海外输出了
#""

多万册%认识工作中的一些美国人&"这本堪比专著'冗长的图案论文对不同的美国工人进行了积极

而夸张的描述"因为(没有一个字谈到种族性别歧视'薪酬不均或工人骚乱)(#另一本由田纳鲍姆*

63>>.>G3C4

+撰写

的%劳工哲学&由于认为(工联主义是当代工业社会稳定的关键性社会动力)"成为新闻署面向海外宣扬美国(人民资本主

义)的极其重要的代表作#例如"在(经济当中劳工问题非常突出)的智利"美国新闻署专门为其出版
%"""

册西班牙语

版%劳工哲学&#美国经济学者的参与被认为增加了这一主题的(学术性)和(理论深度),耶鲁经济学家亨利.沃立克撰

写了一本关于(向其它国家输入美国式人民资本主义)的著作-另外两位学者马库斯.纳德勒和雅各布.

M

.巴蒂什的

专著%人民资本主义&和%人民资本主义,股权与生产&立即付诸出版#它们(主要面向国外的知识分子和记者))"具有

很强的宣传意味#作为美国的应景之作"这些著作力图消除(资本主义)一词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拥有(令人不快的名声)"

反击苏联将美国塑造为(华尔街资本主义)(肥猫)形象的行径"凸现美国资本主义的(变革性)"刻画美国(和谐的劳资关

系)'(社会的无阶级化趋势)等美好形象#

*二+(原子和平)

(和平)成为美国冷战宣传的第三个核心主题*#早在
#)&$

年
)

月"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本顿认为"

原子能的出现势必影响(美国形象),(战争已经戏剧性地使美国的经济力量处于巅峰状态#原子能的到来"伴随着美国

科学研究迈向最前沿"意味着我们已经!!!至少短期内!!!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样的力量容易招致海外的疑

虑和厌恶#因此"我们面对着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挑战之一#)+,-

#)$"

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戈登.迪恩试图撰写一本

专著"向世界解释美国利用原子能和毁灭性武器的意图#他说"(0处于这一地位的任何人决不会认为既然只有我们拥有

原子弹"就让我们征服世界#/美国从没有这样想过"二战结束之际就没有这样想过#)事实上"他概括说"正是(美国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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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主结构)才会阻止这样的(霸权目标),(除非一种真正而确保的民主能够取得"否则我们别无选择"唯有保持强大"希望通

过绝对的报复性威胁"使一小撮潜在的侵略者望而却步"在他能够采取不可挽回的步骤之前#)!

#)$%

年"通俗易懂的%原

子报告&正式出版"(向国内外门外汉出色地描述了原子能项目的科学事实和历史背景)"#

作为对苏联宣传的反击"美国试图将苏联的形象塑造为(核侵略者)"将美国的原子能重新定义为一种(注定提高人

类生活水平的共同的科学成就)#艾森豪威尔公共外交的核心词就是(原子和平)*

@9,4-;,8W.3F.

+#

#)$%

年"艾森豪威

尔在联合国大会发表关于原子能的演讲后"美国宣传机构利用出版物在全球范围内发起强大的宣传活动#私人合作处

送出的总统演讲材料"被译成
#"

种不同的语言##信息中心服务处将关于原子能著作的名单送到外地办事处以用于图

书馆项目#

##"

册%原子报告&'由美国管理协会负责的
!""

册%工业中的原子能&"约
$"

册%未来的能量&运送至海外#美

国新闻署国际中心将%原子报告&由阿尔法雷德.克诺普夫出版社出版并(在世界范围内)推销的头
(

个月后"出版商要

求在美国新闻署帮助下进一步推销该书$#

#)$(

年"新闻署将该书翻译成为
#'

种语言"特别是利用马来西亚'印尼和印

度等不结盟国家的语言"或利用南斯拉夫等(脱离苏联轨道运行的国家)的语言翻译#这些著作与(原子和平)的修辞融

合在一起"力图向世界表明美国的和平形象#

*三+特定群体的正面形象

#5

(不断进步)的种族关系

战后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备受海内外关注#

#)&'

年和
#)$#

年"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1@@=W

+和民权协会

*

=[=

+先后向联合国发起请愿活动"斥责美国种族歧视(不仅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是野蛮的)"意在通过联合国敦促(美国

政府作出解释)"并采取行动(公正地对待自己的人民)#两场请愿运动的爆发以及海内外的广泛报道无疑使美国民主形

象变得(暗淡无光)%#外部世界在种族议题上施加的压力使美国认识到"必须正视国内种族问题与促进美国国际声望

之间的关系#种族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新闻署的宣传主题之一#

为了有效地回应外部的尖锐攻击"新闻署强调运用文化路径对美国种族关系进行(积极而客观地描述)#

#)$#

年"

送至对外服务处的%图书翻译项目备忘录&建议美国官员着手安排翻译出版(积极描述美国种族关系)的书籍"如马杰里

.米勒的%乔.路易斯,美国人&'奥古斯塔.斯蒂文森的%布克.

6

.华盛顿,雄心勃勃的男孩&以及凯瑟琳.欧文斯.

皮埃热关于非洲裔美国教育家玛丽.麦克雷德.贝休恩的传记都赫然在目#

#)$%

年"国务院职员亨利.詹姆斯认为

(贡纳尔.缪尔达尔
#)&&

年撰写的%美国人的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0材料的可信性/给海外读者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按照新闻署的说法"此类作品的输出反而强化了整个信息项目的可接受性'#

#)$'

年"%美国民族史&纳入海

外输出名单"原因在于该书有力地驳斥了(重建和给予黑人自由投票权是一场加诸南方社会的灾难)的流行偏见#

#)(!

年"新闻署推荐阅读室和图书馆定购伯纳德.锥度的%高米廉与莱特福特,塔斯基吉选区&"因为该书分析了美国最高法

院反对塔斯基吉选区剥夺黑人投票权的事实#在对待此类问题上"绝大部分作品都附和美国自由主义的姿态"认为(这

是一种不公正"但美国的民主结构必定能改进它)(#构筑(不断进步)的种族关系成为美国宣传的重要策略#

!5

(平凡)的美国女性

在美国冷战斗士看来"美国家庭和女性在捍卫美国声誉和形象方面负有特殊的使命#整个冷战时期"新闻署将海外

女性当作特定的宣传材料#美国海外图书馆广泛流通着关于美国保健和教育等社会性材料)#

#)$$

年"新闻署出版了

#$

万册德语和西班牙语版本%基于家庭生活的社区建设&"该书带有大量插图"形象地展示了美国纽约水牛城的(家庭和

家庭生活)"精心描摹一幅美国家庭(融入社区'卓有成效的就业和过着充裕的物质生活)画面"彰显美国人(无私'快乐和

可敬)的品格#为了使这些论断更具说服力"美国新闻署还经常推出一些关于美国个人家庭的典型事迹#如
#)$%

年
&

月"新闻署的女性图书包以盖尔.福斯特为典范"讲述了这位中产阶级家庭主妇过着(富足而非奢侈)的生活"彰显其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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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腾蛟,冷战时期美国海外图书输出的主旨探析

极而平凡的人生意义!#另一本重要的图书%美国的女性&展现了工厂'家庭'政治和社区四个不同生活场景中的美国女性

形象#该书向海外受众表明(由于男性与女性共同在工厂一线工作"所以美国的性别之间并不存在着尖锐的敌对)"性别和

谐地融入工作生活之中"#

#)$)

年"新闻署在总结其关于美国女性宣传政策时指出"新闻署官员应将美国女性描述成为

(首先是一名完全的人"艰苦工作'充满女性气质的人)"强调美国女性的(平凡)"特别是作为一名妻子和母亲的平凡##

%5

(共同的儿童理想国)

儿童事务受到国际组织的关注本来源于(纯粹的慈善关注)"但它(像国际外交中的其它领域一样)"不可避免地沦为

大国之间(重要的政治分歧的竞争场所)$#整个冷战期间"(儿童)成为美苏两国进行形象塑造与宣传的重要工具#

#)$"

至
#)$#

年"国际红十字会会长玛格利特.斯科吉援引保罗.哈查德颇有影响的作品%图书'儿童和人类&的观点"

将儿童图书描述为具有一种(能够跨越边界'创造0共同的儿童理想国/)的功能"认为儿童图书能够充当(美国与世界上

其它遥远的地区的第一次接触)的有效手段-并且强调挑选(关于人类和体现人的相似性)'(描述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国

家)的图书%#

#)$#

年
#!

月初"一些官员和芝加哥郊区小学家庭教师协会的成员就儿童书目挑选问题致信图书馆协会

总部#总部对此进行了回应"但是他们感到并不满意"并且写了一封更长的信送至美国援外合作署纽约办公室"强烈要

求,(*

#

+清除0书架
@

/#反对将诸如%巴萨罗穆.卡宾&'%好奇的乔治&'%五个中国兄弟&之类的作品送至海外"因为它们

不能为欧洲或亚洲的儿童带来我们的思想的任何图景#*

!

+仅将那些能够带来希望'勇气和崇高理想的图书送至0书架

R

/#将拉法基的%可笑的男孩&送至海外"必定将美国描写成为压迫少数族裔和族群之地::它将会是共产主义手中反

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与自由的极好宣传#我们强烈地认为这是一种极不明智的选择::选送海外的图书理应展示美国的

善良和普通人的正常生活#::我们协会认为将反映道德与自由上的丑恶或者错误解释的图书送至海外在道德上是荒

谬的#)'另外"美国援外合作署建议整理一个专门面向海外青少年的(这就是美国)的著作箱"借此将图书馆打造成为展

现美国形象的(橱窗)#

#)&'

年洛伊斯.兰斯基撰写的%朱迪的旅程&最初包括在
#)$%

年夏编纂的快书单上"但因为该

作品对作为美国移民的农场工人的生活进行了写实而被剔除(#总之"将大量的儿童书籍送至外国以促进(美国的生活

方式)成为(美国式)冷战*

@=,N2P38@4.8:F3>:D39:,>

+的突出表现#

三'结
!

语

运用图书这种媒介强化共产主义的(邪恶)形象"美化自我形象"成为美国冷战宣传战略的一个特点"体现了美国冷

战浓厚的文化意味#美国海外图书在美国冷战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它按照(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推动了美国

书籍的海外传播"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美国图书"围绕(反共)'(民主)与(和平)三大核心主题集中对美国形象进行了充

分刻画"有助于打消国外受众对美国文化的偏见和抵触"以及对美国政策和动机的误解"在建构与宣传美国形象上起着

较为独特的作用#其次"由于图书向来不是(边界的遵循者))"经过美国政府的长期推动"发展成为构筑统一的意识形

态机构的网络与思想之战的有力武器"用以促成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冷战目标的最终实现#最后"作为思想与文化的载

体"美国图书有利于传播美国价值观"有助于强化美国身分的文化建构和追求外界的心理认同"最终丰富和增强着美国

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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