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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关系变迁，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鉴

于既有研究，大多集中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抗战后期，且忽略了

意识形态层面的影响。本文试对1937年至1945年间中国共产党美国观的演

变历程进行考察。研究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美国观历经了从 “美帝”

转向 “友邦”，最后又重回 “美帝” 的演变历史。作为中共与美国关系变迁

的意识形态基础，美国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的根本看法。它的演变既反

映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迥异于既有政治势力如何定位与美国关系的革命色

彩，也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形态建构的成熟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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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in 

1941, and neglected the influence of ideolog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ev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937 to 1945. This paper holds tha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CPC’s 

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d a transition from “American Emperor” to 

“Friendship”, and finally returned to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Emperor”. As the 

ideological basis for the chang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PC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cep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fundamental view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on the United States. Its evolution reflects not only the 

revolutionary color of how political forces positioned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birt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ut also the matu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Key words: American Emperor; Friends; American View;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deology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关系变迁，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也产

生了丰硕的成果。揆诸既有研究，议题主要涵盖了中共对美援的争取、中

共和美国的军事合作、中共的对美政策等方面，时段大多集中于1941年太

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抗战后期，且一些论述止步于单线型利益考量，忽略了

意识形态层面的影响。1因此，作为中共与美国关系变迁的意识形态基础，美

1  代表性研究诸如牛军《抗战时期中共对外政策的演变》（《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

１期），于化民《中美关系史上特殊的一页──中共领导人与延安美军观察组交往始末》
（《东岳论丛》，2006年第４期），刘中刚、孟俭红《抗战后期中共对美援的争取》（《抗
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１期），于化民《短暂的合作 :抗战后期中共与美国关系解析》
（《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３期），方小强、余震《试论抗战期间中共与美国的军事
情报合作》（《军事历史研究》，2009年第１期），周勇、周昌文《70年后的再研究 美

军驻延安观察组的由来──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为基础的考察 (1942‒1944)》（《开
放时代》，2015年第４期），章百家《革命年代中共对美政策的起源与演变》（《中共延
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２期），周祖文《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美政策的演进》（《开
放时代》，2015年第４期），吴宏亮、任中义《抗战后期美国试图援助中国共产党的前
因后果》（《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５期），殷露露《抗战时期中共与美国的军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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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观的演变仍是一个有待深入厘清的议题。中共在1937年前如何认知美国，
1937年后的不同阶段又如何看待美国，不同阶段所形成的迥异的对美观感

是怎样建构出来的，诸如此类问题，既关乎中共制定各项对美政策的基本判

断，也划定了战后中美关系的大致走向。因此，本文就1937年至1945年间

中国共产党美国观的演变历程进行考察，以期从意识形态层面理解抗战时期

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关系变迁提供片羽之见。

一、“美帝” 的转向 美国虽然不是敌人，
但远未成为朋友（1931‒1937）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于 “美帝” 的观感起始于五四时期。一战结束后，中

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中国知识界深感 “公理” 与 “正义” 皆被 “帝国主

义” 出卖，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胡适、毛泽东等皆对美国总统威尔逊

及其理想主义大失所望。自此，在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五四青年的观察

中，美国形象开始流入 “帝国主义” 之列。

　　20世纪20年代，列宁形成了较为系统的 “帝国主义理论”，并指出世界

革命不仅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也包括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

义的民族革命。2这直接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 “反帝” 观念。1921年

11月，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公约》，确立了在美国 “门户开放”、“机会均

等” 的基础上，西方列强共同控制中国的格局。此举立即引起中国知识界的

一致愤慨，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张太雷等纷纷发表文章，掀起对华盛顿

会议的舆论批判。1922年，共产国际组织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民族革命团

作问题再探》（《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８期），崔玉军《抗战时期到访延安的美国
人及其 “延安叙事”》（《齐鲁学刊》，2017年第５期），贾钦涵《抗战时期美国战略情报
局与中共军事合作的尝试》（《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１期），张牧云《抗战时期中
共与美国关于日本战俘问题的初步合作》（《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8年第３

期）。
2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６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共产
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年，第114‒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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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代表大会，中国代表39人参加。“这次会议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商讨中，确

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确认了反对帝国主义是应该立刻开始

的主要活动。”3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已经基本明确，其中许多

思考作为帝国主义的理论基础贯穿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4当时，革命

的矛头主要指向直系军阀，因此，美国作为直系军阀的后台，成为重点批判

的对象。自此，中国共产党的美国观开始与军阀联系在一起，成为 “反帝”

宣传的头号标靶。5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转向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

民党反动派的道路。此时，革命的矛头指向国民党 “新军阀”，中国共产党

的美国观也形成了新的轮廓 作为与蒋介石政府 “吊膀子” 的美帝国主义，

其面目虽然 “姣好、和平、可亲”，实则是 “制中国民族死命的最后魔王”。6

因此，当时的主要政策即 “反对乘机侵略的美帝国主义”，也 “反对国民政

府勾结美帝国主义”。7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政府 “希望美国

来主持 ‘正义’ 与 ‘公道’”。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美日是一丘之貉，“美国

也同样是帝国主义国家，是中国民众的敌人，希望美国来反对日本，等于引

狼入室”。8正是在这一认识下，中国共产党发出号召 “我们的党必须最坚决

的反对对于任何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的幻想”。91935年，共产国

3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77页。
4  毕玉华《建构与调适 中共革命意识形态中的 “帝国主义” 概念》，《近代史研究》，

2018年第５期，第30‒31页。
5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1925年１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
文件选集》第１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91页。

6  《中央通告第20号──关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及党的反帝与争取群众策略》（1928年

1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
第735页。

7  《中央通告第62号──目前党的根本策略与政治宣传鼓动》（1928年８月11日），中央
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568页。

8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1931年９月30日），中央档案
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７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26页。

9  《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支部的信》（1932年２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
文件选集》第８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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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 “七大” 召开，号召各国共产党同其他政党联合起来，建立反法西斯人民

阵线。相应的，中国共产党召开瓦窑堡会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主张。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 “日本

帝国主义单独吞并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空前紧张的程

度。美国帝国主义完全为着他自己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是同日本帝国主义

势不两立的，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同一切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

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

同盟条约的关系。”10这一判断虽仍将美国视为 “帝国主义”，但也首次认为

有必要利用 “帝国主义” 间的矛盾，发展 “同盟条约的关系”。这说明，此

时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放弃了 “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的号召。

　　1936年１月28日，苏维埃政府外交委员长王稼祥通过《红色中华》，进

一步阐述了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方针 “我们当前的死敌既是日本，则只要对

我们反日战争能守善意中立的，都是我们的友邦，我们都乐于和它成立平等

友好的外交关系。”11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以 “友邦” 称呼苏联以外的国

家，这为美国观的转向提供了可能性。６月，美国记者斯诺到访陕北，采访

毛泽东。斯诺曾问 “苏维埃政府目前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希望是什么

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中国人民 ” 毛泽东答 “我们认

为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

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

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这是他们目前能帮

助中国的最好办法。”12此后，毛泽东在同斯诺的交谈中多次提到，中国人民

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没有经历过封建统治，而有独立战争

和解放黑奴战争的革命传统，又有重视科学和讲求实际的精神，每个民族都

10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1936年１月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
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99页。

11  《中国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和外交人民委员长王稼祥最近谈话》，《救国时报》，1936年

１月29日。
12  吴黎平《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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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己的优点，而在求实精神方面，我们需要更多地向美国人民学习。13毛

泽东还破天荒地将美国视为 “民主国家”，并认为只要加入国际反法西斯统

一战线，像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可以是 “受我们欢迎的友邦”。14此时，

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将美国与日本混为一谈，“美帝” 开始转向。

　　1937年，国共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５月，毛泽东

在党代表大会上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因此 “便将若干其他

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

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中国与苏联应该联合起来”。15７月，卢沟桥事变

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７月19日，《新中华报》报道 “世界各国在朝在

野的人士对日军这种强盗行為，均异常愤慨。英法美等国的报纸均极力攻击

日寇的非法行为，对二十九军将士的抗战精神表示热烈的同情，足以证明我

们在抗战活动之下，一定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的拥护。”16这是美国第一

次以正面形象出现在党报上。８月，淞沪会战爆发。《新中华报》报道 “美

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运动，非常高涨……足见美国人民对中国的抗战

是非常同情与援助的”。17 “美帝” 的转向逐渐公开化。

　　11月，九国公约会议使得中国对国际调停的希望落空，再加上美国 “口

惠而实不至”，中国失望情绪弥漫。中国共产党人判断 美英法等国政府为

了自身利益表示援助中国，但还只限于口头上的同情，而没有什么实际的援

助 而国民党对其片面抗战的一党专政以及对民众的统治政策，也不愿意作

原则上的改变。18相应的，《新中华报》上也出现了讽刺的声音 “美国始终不

13  吴亮平《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 “站在一起的”》，《人民日报》，1979年１月29日，
第３版。

14  唐洲雁《毛泽东的美国观》，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页。
15  《毛泽东同志在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及结论》，《党的政策选集》，晋察冀日报
社，1946年，第14页。

16  《日寇进攻华北行动，世界人士无不愤慨》，《新中华报》，1937年７月19日。
17  《美人反日运动高涨，在日大使馆前示威，警告日本的野蛮行为》，《新中华报》，1937

年10月14日。
18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年11月12日），中央档案馆编《建
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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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一个国家来出头，要把英国拉出来，取得英美共同行动。可是老奸巨猾的

英国，则又默不作声。”19周恩来公开表示 “九国公约会议，虽表示了英美的

接近与积极，但他们中心仍在调停。他们不愿考虑制裁手段，因此日本愈强

他们愈无办法，而其调停中心，仍在企图苟安，这只有损害中华民族利益才

能做到。”20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此时虽已不将美国视为敌人，但观念中

仍带有强烈的不信任色彩。在形势不稳定的前提下，任何失望的情绪都极易

为 “美帝” 的转向投下曲折反复的变数。因此，到1937年底，美国观的基

本定位是 美国虽然不是敌人，但远未成为朋友。

二、“美帝” 的回落 美国是 “带着朋友面具的扒手”（1938‒1941）

　　1938年２月，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访问延安，采访毛泽东。谈及 “美

国的感想”，毛泽东讲到 “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

法西斯，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

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不过希望美国能更进一

步，出面联合其他国家给暴日以实际的制裁，现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反

对威胁的国家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明确希望美国能 “给暴日以实

际的制裁”，正说明此时毛泽东虽对美国抱有期待，但不满于 “口惠而实不

至” 的现状。

　　与位居延安的毛泽东相比，身处武汉积极开展对外联络的王明则展现出

更积极的姿态。他认为，美国 “保持着友谊的态度”21，它将在中国抗战以及

国共合作等问题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因此，此时国民政府外交致力于和英

美的亲近 “是非常正确的外交政策”，应该 “热忱的拥护”。而且，“任何污

19  《九国公约会议将在比京举行，美愿各签字国实行合作》，《新中华报》，1937年10月

19日。
20  《目前抗战危机与华北坚持抗战的任务》，《群众周刊》（汉口），1937年11月16日。
21  王明《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
（1938年３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册），人民
出版社，1981年，第9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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蔑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反对英、法、美民主国家的论调，非为法西斯蒂侵略的

辩护说法，即为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的有害空谈”。22

　　1938年９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了《论

新阶段》的报告，其中指出，对于国际援助 “不应作过大希望”，中国应采

取 “自力更生的方针”。毛泽东提醒 “第一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

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

区别，第三，更不可忘记现时与将来的区别，我们对前者不应寄以过高的希

望。应该努力争取前者一切可能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是可能的，而且

是事实，但过高希望则不适宜。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

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

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应该放在这种基点之上。”23可以看出，此时以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与武汉方面在美国观上是存在差异的。这是双方在

如何看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思考中国抗战与国际援助之关系等问题上

认知不同步的具体体现。这其中或牵涉着中共中央与武汉方面的矛盾对冲，

也显示了延安与国统区在社会文化语境上的巨大张力。

　　1939年，国内外局势突变。３月，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

大会上指责英法等国搞 “渔人政策”，第一次公开把原来视为联合对象的英

法等国列为最危险的敌人。24紧接着，苏联和共产国际放弃了建立国际反法

西斯统一战线的构想，重新实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战争的对外策略。与此同

时，国共之间摩擦不断，毛泽东怀疑 “最近的摩擦，都与英美政策有关”25。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投降的可

22  陈绍禹、周恩来、秦博古《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1938年

６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1年，第958‒959页。

23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14日），《解放》，1938年第57期，第4‒33

页。
24  杨奎松《革命（贰）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第92‒93页。

25  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转引自杨奎松《革命（贰） 毛泽东

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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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新的慕尼黑的可能”26。英法美等国虽 “非侵略国”，但它们对侵略国采

取 “放任政策”，这是其 “坐山观虎斗的阴谋计划”，是 “鹬蚌相争渔人得利”

的政策。27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国观逐渐恶化。

　　相应的，此时《新华日报》在报道上突出了美国追逐利益的一面。“我

们希望美国能顾及中美休戚与共的关系，不再拘泥于眼前从日寇哪里获得

的小利。”28 “从美国在华的利益来打算，美国是不该继续以军火供给日本的，

继续与日本订立商约是一种明明白白的自杀。”29相较于国统区舆论诉诸美国

理想主义的想象30，《新华日报》的报道则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侧重美国现实

主义的考虑。

　　1940年，欧洲局势进一步恶化，国民党反共活动愈演愈烈。10月，中

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号召，指出 “我们既反对德意日同盟是所谓新秩序，也不

赞成英美新秩序” “我们既反对中国成为日本的工具，也反对中国成为英美

的工具”。因此，我们要 “善于进行耐心说服解释工作”，使广大人民 “从国

民党英美派的欺骗宣传下解放出来”。31与此同时，毛泽东甚至想象到最黑暗

的情形 “即美国海军集中力量打败日本海军，日本投降美国，日本陆军退

出中国，美国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中国由日本殖民地变

为美国殖民地，国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最黑暗莫过如此。”32

　　到1941年上半年，美国与日本进行最后的谈判，国际局势日益变幻难

26  《中央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1939年６月７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
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22页。

27  毛泽东《反投降提纲（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39年６月10日），中共
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28

页。
28  《美日关系的新发展》，《新华日报》，1939年９月28日。
29  《日寇侵华与美国在华利益之损失》，《新华日报》，1940年１月７日。
30  王保平、涂晓华《从自相矛盾到全面依附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抗战舆论中的

美国观（1937‒1941）》，《新闻春秋》，2017年第１期。
31  《中宣部政治情报第六号──英美拖中国加入其战争集团》（1940年10月20日），《中
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22页。

32  《毛泽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和对策的指示》（1940年10月25日），国防大学党史
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1979年，第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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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中国共产党人担心，英美正在执行的方针是在西方逼德反苏，在东方英

美日华妥协反苏反共。33相应的，在《解放日报》的报道中，美国沦为了 “带

着朋友的面具的扒手”34。“他们（美国）是并不爱惜中国的，他们是损人利

己的帝国主义者，只要日本不发动太平洋战争，他们是愿意给予日本很多东

西的，橡皮、油、棉花、机器，应有尽有，还在其次，甚至牺牲中国与荷印

也是放在罗斯福丘吉尔的锦囊里面的，远东慕尼黑绝不是不可能的神经过敏

之谈。”35《解放日报》同时嘲讽了国民党寄希望于 “美国公开参战” 的论调

“国民党最缺乏的是民族的信心。你们如今对于美国的捧场和依赖已到了什

么田地，请问有史以来，美国对中国曾负过什么盟约的义务呢，美国对我又

有何皇恩浩荡之处，使我堂堂奋斗中的伟大民族必须肉麻当有趣，自丧国

格，自毁人格，至于斯极 ”36可以说，在此时的公开表达中，中国共产党

对美国抱有极度的不信任，美国观基本回落到1935年前 “美帝” 的定位。

　　从当时的国际环境而言，形势的不稳定和复杂多变正是这一时期的显著

特点。37而苏联外交环境的恶化从宏观上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狐疑和

不信任感。从国内环境来说，国共关系的恶化关涉着中国抗战前途，加剧了

中国共产党自身生存的危险，而中国共产党出于斗争考虑，势必重回反帝的

公开表达。这些因素都是导致美国观回落到 “美帝” 定位的直接原因。

三、“友邦” 的认可 美国是 “最典型的民主国” “最亲密的战友”
（1941‒1944）

　　1941年６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国际局势瞬间恶化。德国的突袭既

证明了苏联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对外策略的失误，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
311页。

34  《谨防扒手》，《解放日报》，1941年５月23日。
35  《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解放日报》，1941年５月18日。
36  《国民党缺少什么》，《解放日报》，1941年６月17日。
37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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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作出了全新判断。23日，即苏德战争第二天，毛泽东向全党发出通

知，指出此时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外交上 “同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

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38。26日，毛泽东进一步提出 “英、美、华都站在

苏联方面，现在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的对抗，其前途对苏对华有

利。中国时局可能好转，我们的方针是争取好转打击日寇。”39７月６日，毛

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强调 “对美主要是拉，批评可减少”，并认为，

“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

以此来分界，不会错的”40。随后，中共中央重申 “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

行动以及可能的美国反德、反日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

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联合一致。”41由此可见，在国际局势的影响下，中

国共产党积极寻求联合英美，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美国观迅速回暖。

　　此后，中国共产党在公开发表的评论、宣言中，对英美不再使用帝国主

义的措辞，而改称为 “友邦”。42当时，《解放日报》将当时日美之间的秘密

交涉定义为 “侵略国与反侵略国之间，两个营垒之间的外交战”。43《新华日

报》进一步倡议，“发挥中苏英美四大民主国家联合反对法西斯集团，尤其

是行将打成一片的东西法西斯恶魔势力的威力”。44

　　1941年12月７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10日，中

国共产党迅速反应，接连发布《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中共

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其中指出 “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

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

最后的明朗化了”，“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

3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8页。
39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9页。
40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1页。
41  《中央关于凡是反对法西斯德意日均应联合的指示》（1941年７月12日），中央档案馆
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64页。

42  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
第104页。

43  《两个营垒之间的外交战》，《解放日报》，1941年12月３日。
44  《美国对日应该当断力行》，《新华日报》，1941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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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45为了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

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46至此，美

国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调整 一方面是以积极的态度争取美国的援助和支

持，另一方面是赞颂美国的民主政体，促进中国的民主改革。

　　1942年至1943年间，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好感持续升温。在公开表达

中，《解放日报》对于美国 “先欧后亚” 的战略给予了重新评价 “不应单

独从一个国家的眼前利益来看，而应看先打什么对整个反法西斯阵线最有

利。”47而且，对于美国的力量极具信心 “美国的力量还在猛烈的增长着，日

本法西斯企图用其短腿和美国赛跑，但无论如何是要被打倒的。”48《新华日

报》对于美国的民主政体表示赞颂，认为美国代表了 “真实的民主精神和真

实的民主的战士”49。对于美国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认为 “美国的民主主

义已在世界历史中把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大无畏精神给予他的人民了”。50与此

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曾连续三次邀请美国政府派遣代表团访问延安，以建立

与美国实质性的联络关系。

　　1944年７月，美军观察组到访延安，中国共产党热烈欢迎。４日，《解

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同一天刊发了著名的《祝美国的国庆日──自由

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这篇社论赞扬美国是 “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

国”，且是与苏联并称为 “民主世界的双璧”。文章从 “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

光荣传统追溯到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罗斯福等历任美国总统，将他们一

一视为光荣传统的 “伟大代表人物”。在这次反法西斯战争中，美国作为民

主世界的兵工厂、第二战场的主要担负者和太平洋战争的最大担负者，已建

立了 “不朽的伟绩”。而接下来，在确保战后世界和平与民主化方面，它亦

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特别强调 “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

45  《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0日。
46  《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3日。
47  《毛泽东同志在庆祝十月革命节干部晚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1月７日。
48  《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发表的宣言》，《解放日报》，1943年７月７日。
49  罗泊《真实的民主战士》，《新华日报》，1943年７月４日。
50  钟颖《美国人民的理想和民主精神》，《新华日报》，1943年９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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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

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美国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与

民主运动，这是我们所感激的”。最后高呼 “７月４日万岁 民主的美国万

岁 ”51 

　　８月７日，美军观察组再次分批抵达延安。1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

经由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 》，其中说 “我们

欢迎美军观察组的诸位战友，不能不想到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光辉

成绩，和美国人民见义勇为、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在我们中国的抗日战场

上，美国亦直接和我们中国人民并肩作战，成为最亲密的战友。”5218日，中

共中央发出第一份《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确将对美外交列为开展外交

工作的头等大事。根据这份指示，中共与美国逐渐开启了在军事和政治方面

的积极合作。5323日，毛泽东在与谢伟思的交谈中明确表示 “共产党对美国

的政策，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在中国现在民主和对日

作战中进行合作”54。也正是这次交谈，令谢伟思感到中国共产党 “真诚地希

望美国与中国友好合作”。55９月10日，中共中央更在给前线部队的电报中指

示 “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56可以说，这

一时期的美国作为 “友邦” 既获得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认可，也直接推进了

双方合作关系的实质进步。而且，对于美国的好感甚至一度超越了对苏联的

认可。胡乔木曾回忆，“我们历来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但为

辅的外援究竟在哪里呢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对美国的希望那么殷切，反映

51  《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解放日报》，1944年７月４日。
52  《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 》，《解放日报》，1944年８月15日。
53  章百家《革命时代中共对美政策的起源与演变（1921‒1947）》，《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学院》，2015年第２期，第96‒97页。

54  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在中国失去的机会 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
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罗清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27

页。
55  约翰・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33页。
56  《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同美军合作的方针问题给张云逸、饶漱石、曾山的电报》（1944

年９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中央
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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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我党和苏联关系虽然经历的时间那么久，但苏联始终对我党关系冷淡。苏

联始终没有什么真刀真枪的援助” “就是在皖南事变时，苏联的反应亦不如

美国”。57这种看法应该代表了大部分中国共产党人的深切体会。

四、“友邦” 的决裂 美国是中国人民的死敌（1945‒1946）

　　1944年下，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国共两党开始积极谋划战后秩序，

而美国也游走于国共之间，直接介入国共谈判。９月，毛泽东主持中共六

届七中全会，讨论提议成立联合政府的问题 “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

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 “改组中央政府，

废除一党统治”，并指出 “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主要的政治斗争

目标”。58自此，积极利用美国的援助与支持，促进中国民主改革，成立联合

政府成为中共与国民政府、美国之间斡旋的主要议题。然而，无论是国民政

府，还是美国，它们在谈判过程中的反复和阻滞，最终使得联合政府的主张

无疾而终。59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好感开始降温。

　　11月，为了协调国共谈判，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到访延安，与中共达

成五点协议。但紧接着，赫尔利背弃协议，出尔反尔，直接令毛泽东十分

不快60。他在致电王若飞时说 “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

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

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强拉我们如此做。”61协调的困局使得赫尔利孤注

57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8‒89页。
58  《中共中央关于提出改组国民政府的主张及其实施方案给林伯渠等的指示》（1944年

９月４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第323页。

59  其谈判具体过程可以参见，吴淑凤《中共的 “联合政府” 要求与国民政府的对策
(1944‒1947)》（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1年），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
专政》（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民国的政治逻辑》（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

社，2010年）等。
60  关于赫尔利在国共双方谈判中的经历，详情参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 ──战时国
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62‒187页。

61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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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掷，选择无条支持蒋介石政府，迫使中共妥协。1945年４月２日，赫尔

利公开认定中共及其抗日军队是中国统一和民主的障碍，因此美国的政策是

“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中国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武装的政党”62。５日，

《新华日报》发表《我们的坚定而明确的态度──评赫尔利将军谈话》，指

出 赫尔利的讲话 “只是使中美两国想尽速争取抗战胜利的事业增加困难”，

并且有 “助长中国分裂与内战的危险，有拖延抗战胜利的危险。”63４月９日，

毛泽东针对《新华日报》的社论，批语 “延安暂取不理态度”64。

　　５月31日，中共七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阐述了新的对美

认识 “有人提出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我看这个提法很对。在抗

战以前近一百年中间，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统治的半殖民地。九一八事

变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以后，国民党削弱了，就不得不依赖美国，这样中国

就可能变成以美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65这是1942年以

来毛泽东对美国首次以 “帝国主义” 相称，它意味着美国观已经回落到 “美

帝” 的边缘。

　　此后，《解放日报》接连发表《新华社记者评论国民党内外政策的动向》

《从六人被捕案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

产》《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等文章，明确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国民党租借

武器，否则便是 “对中国人民极不友谊的举动”66。而且，文章更鲜明地将矛

头对准赫尔利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者──赫尔利之流，因为这

些老爷的目的，和中国的独夫民贼的目的完全一致，要在中国人民身上喝去

564‒565页。
62  王建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年，第239‒240页。
63  《我们的坚定而明确的态度──评赫尔利将军谈话》，《新华日报》，1945年４月５日。
64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

590页。
65  《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５月31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
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92页。

66  《新华社记者评论国民党内外政策的动向》，《解放日报》，1945年６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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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血。”67 “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

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美国的这种政策继续下

去，“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

已经觉醒和正在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68这是1942年以来中国

共产党在公开表达中首次批评美国。应该说，这一时期美国在国共两党之间

的前后摇摆，直接摧毁了 “友邦” 的形象。

　　1946年初，中国一度出现 “和平民主新阶段” 的曙光，中国共产党也

采取过 “中立美国” 的政策，在对外宣传上缓和了对美国的舆论批评。但

这 “并不意味着我党放弃了同美国的斗争，相反，这种策略的本身恰恰是一

种反干涉措施”69。同年下，国共内战迫在眉睫，美国为国民党向东北运送兵

力，抢占军事先机的行径，戳穿了美国一直所倡导的 “自由” 与 “民主” 的

假象。８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 “美国政府过去讲给我们听的，是

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是中美平等，美苏合作，肃清日本侵略势力，但一年来

它的所作所为，说白了，不过是帮助蒋介石漂亮地实现独裁和消灭中华民族

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民主。”70自此，中国共产党人对于 “美帝” 的认知，不

仅是 “中国民众的敌人”，更成为了 “中国人民的死敌”。中国共产党最终与

美国分道扬镳，走向完全对立的两面。

结　语

　　从1937年至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美国观历经了从 “美帝” 转向 “友

邦”，最后又重回 “美帝” 的演变历史。这其中不单牵涉中共与美国关系的

变化，其背后更蕴含着美苏、中美、国共等多边因素的影响。作为中共与美

国关系变迁的意识形态基础，美国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的根本看法。它

67  《从六人被捕案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解放日报》，1945年６月25日。
68  毛泽东《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1945年７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
出版社，1991年，第1115页。

69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26页。
70  《一年来的教训》，《解放日报》，1946年８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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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变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迥异于既有政治势力如何定位与美国关

系的革命色彩，也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形态建构的成熟与发展。

　　不同于既有政治势力面对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软弱性和投机性，作

为 “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是将民族的独立自强同

“反帝” 的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所追求的是国内和国际双重意义上的彻

底革命。因此，美国观的演变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政策变化和具体的利益考

量，它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调适如何借助美国力量实现政治目标的一次次尝

试。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旨归，这与近代以来的美国以

及整个西方世界如何宰制中国的图谋，天然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所以，

双方的亲近是短暂的，分道扬镳才是必然，这也基本预示了战后以及新中国

成立后中美关系的大致走向。

　　与此同时，美国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形态自我建构的话语产物。在

公开表达中，美国时而为敌，时而为友，这恰恰证明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运

筹策略的灵活性。中国共产党人在美国观的演变过程中，逐渐明晰了双方关

系的复杂，找寻到不同策略的因应，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自身意识形态走

向成熟与发展的直接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