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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戴超武同志关于20世纪50年代台湾海峡危机和中美关系的著作即将出版，这是值得为之高兴的一件事
。
开始，这是他在南京大学做国际关系史博士后研究时的选题，完成了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研究，之后又
经过几年的努力，范围扩大到了第二次台海危机，形成了这部关于1954～1958年间围绕台海危机中美
关系的比较完整的专题著作。
　　人们常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对通常较为严肃的历史著作而言，这句话的意思至少应该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研究者能够利用此前所不能获得的材料，进一步辨析历史的真实过程，对原来已知的历史内容加
以补充、订正或者更新，因而他的著作往往体现出他所处时代对这段历史的客观性描述。
二是研究者本人研究的理念、方法，受到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学术思潮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使他对所
研究问题的看法以及得出的结论也往往超越过去的陈说，从而反映出一种当代人对这段历史的认识。
我想这也许是历史研究之树所以能够常青的一个原因。
　　无论从上述哪一层意思讲，戴超武同志在这项研究中所做的努力都是有贡献的。
作者阅读了大量中、美双方外交文献及相关资料，这些年来解密公布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等文件
以及已知的中国方面文件自不必说，而且包括散见于各种出版物中的新材料，尤其对中方有关文稿、
年谱、回忆录几乎没有遗漏的搜罗和系统梳理，这在尚无完整中方档案公布的情况下是特别有意义的
，显示了作为一位中国学者在掌握资料方面的某种优势。
从研究的方法来看，作者显然力图避免传统外交史研究的弱点而运用国际史研究的视野，人物、事件
、政策的变化及相互作用，国际国内因素的交织影响，都被有机地放置到那个特定的时空范围和整体
图景中加以分析。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两次台海危机国内外研究状况的演变非常熟悉，尽管并非一定按美国外交史学
中的所谓“传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来划分，但也正是在检讨了大量已有成果之后，作
者提出了他对这段历史的独特理解。
因此可以说，这一专题著作重新展现了两次台海危机以及中美关系互动的全过程，是中国学者在中美
关系史研究领域的一项新成果。
　　众所周知，两次台海危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发生的。
冷战所表现的国家间关系的状态，在国际关系史上其实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而在现在的国际关系历史
编纂学中，“冷战”一词的使用是专指20世纪中后期以美、苏在世界范围内的总体对峙为格局的和平
状态。
在这么长的一个所谓“冷和平”时期里，各个地区以及不同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不同程度地受到总的
格局的制约，与此同时，它们的具体表现形式和态势却又是特殊的，在其中起作用的因素也不尽相同
。
与欧洲情况相异的是，二战后东亚地区国家正在走出过去长期受外国列强侵略和压迫的历史，追求民
族自立自强和国家统一形成不可阻挡之势，它们在自身条件下采取了各种道路或形式来进行探索和实
验，如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中立主义等。
美国为了保证对战后世界事务的控制和对苏争霸的需要，企图阻遏东亚地区的新兴国家和力量的发展
并将其纳入它的政策轨道，这就使自己站到了历史进步潮流的对立面。
这是战后在东亚地区国际性危机频发、甚至导致局部热战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我们承认美国作为二战后第一超级大国对东亚事务的影响力，但它借此来压制和消除该地区异己的新
兴力量显然是一个错误，这种影响力在其意识形态和遏制战略的支撑下被过度滥用，导致了它在东亚
屡遭困境和失败。
　　在东亚的冷战经历中，两次台海危机和在此前后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一样被列为重要的事件。
对中美两国来说，这是一个敌对和危机的年代；而两次台海危机，则可以说是那个年代中美关系的典
型写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保证国内和平建设的顺利进行自然成为最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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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然而，美国拒不接受中共在中国取得政权的现实，而且在其决策者的理念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构建
成比苏联更可怕的威胁。
因此美国政策的目标大致上包括：致力于消除中共在大陆的统治，其途径是通过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
加以取代，或实行高压的所谓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建立和控制西太平洋和东南亚安全体系以组
成反共屏障，保持“太平洋岛屿防御链”的完整；在不能改变中国大陆现状的情况下，为以后谋求制
造事实上的“两个中国”作铺垫。
这种中美双方政策目标上的根本对立，决定了两国在台海危机中激烈冲突的强度。
如何处理中国东南沿海岛屿问题是两国决策的关键，虽然双方都采取了战争边缘政策，但从总体上看
，美国的决策失之僵硬、冒险和缺乏弹性，以致到了计划动用核武器的地步，相反中国领导人的决策
基本上保持了张弛结合的灵活性。
在围绕两次台海危机而展开的国际斗争中，中美两国外交的性质表现出鲜明的不同，某种意义上讲，
这也是中国的革命外交同美国的强权外交之间的大较量。
　　时序的更替已经把当年的惊涛骇浪推到了历史的记忆中，中美两国也早已跨越了隔绝的鸿沟。
但是，台湾问题至今仍然制约着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
台湾问题本来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中国人有信心也有能力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而且，从历史的观点
来看，任何现状的维持只能是权宜之计，这个问题也不能够无限期拖延下去了。
戴超武的新著使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那个敌对和危机年代中美冲突的模式及其本质，鉴往而知今，从
中得到教益。
特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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