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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分析了文化差异与认知相符下的中美关系, 认为美国人对中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看法 ,导致

双方存在不信任, 而在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化过程中, 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也进一步交融、碰撞、冲突; 在中美两

国存在巨大的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应正确认识和理解引起中美之间出现的若干矛盾和冲突的知觉性因素,发

挥大众传媒作用、重视决策者影响力、加强文化交流、构建双方高层定期会晤和重要问题的紧急磋商机制,从

而正确了解认知失调下的中美安全问题超越文化差异,实现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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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零点调查公司显示, 美国在 1999年和 2004

年当选中国居民心中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 同时,也

是对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国家。 2007年 12月, 美国百

人会发布了 2007年中美民意调查简报。民调主要结

果也显示:中美公众与精英都认识到两国关系对彼此

的重要性,在总体上对对方存在好感。但是数据也显

示,大多数美国人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视

作威胁,而许多中国人也认为美国正在遏制中国的崛

起
[ 1]
。如何认识中美之间出现利益共存却相互憎恨

的困境呢? 决策者和国民对两国关系的知觉性因素应

该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因素。就中美关系而言, 两国关

系的好坏不仅事关亚太地区的稳定, 也关系到世界的

和平与安宁,但是为什么两国关系在发展 30多年后依

然充满起伏和波折? 这里面固然有国家性质、国内政

治等因素在起作用, 但对作为决定两国关系发展方向

的决策者和民众来讲,他们总受一定文化传统支配下

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文化尤其是文化传

统作为一种社会共有的、结构化了的、世代相传的规

则、理念、秩序、信仰, 其对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既能产

生因果性的影响也能产生构成性的影响,其往往是自

我证实的预言。它不仅强化人的认知方式、思维模式,

而且增强人的知觉所固有特性如倾向性、单向性及选

择性, 进而影响民众对对方行为的认知程度以及对方

所要建构的国家身份、国家制度和国家利益的认同程

度。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 如果双方分析或思考

某一问题时知觉发生偏差而导致立场对立,极易引起

双方的误解和冲突,从而引起两国或民众关系的紧张,

甚至造成严重后果。困扰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经贸

问题、人权问题等无不与两国之间存在一定的知觉偏

差密切关联。

一、文化差异与认知相符下的中美关系

人们对世界上事物的认识虽然会因环境的变化而

变化,但是根据逻辑和历史经验进行推理而产生的认

识 (尤其是在突发事件发生的情况下, 为维护自身利

益而采取怎样的行为模式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和认识

论 ) ,使人们的认知结构趋于相符或平衡。如果这些

认识保存在他们的记忆中, 而且行为体确有理由相信

他所知觉的环境中存在相符的现实, 人们在接收新的

信息之前总是下意识地使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

保持一致。这就是所谓知觉恒常性或认知相符现象。

在同质化程度很高的社会或岛国社会中,影响决策者

和国民知觉倾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深深根植于全社

会的行为方式
[ 2 ]
。而这种行为方式则是一定的历史

文化传统、历史的经验教训、本国政治体制在决策者内

心里凝聚的结果。如果表现在对曾经发生过的严重影

响国家关系的重大历史问题上,比如对战争的认知,由

于不同的文化模式、信念体系、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以

及所发生事件的震颤波及效应, 这些都会深刻地影响

该国大多数国民的知觉倾向。如果一方决策者长期对

重大历史问题含混不清且逃避历史责任,不仅会使国

民意识出现认知封闭现象,而且还会加剧另一方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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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决策者对其产生不信任感, 从而强化对对方原有的

认知倾向。在民族情感的支配下, 这种非理性的知觉

恒常性非常牢固,很难在短期得到修正。比如,美国外

交政策运转中出现的 /邪恶的地理学 0现象 [ 3]
,中国对

美国国家本质的固有认知都会强化双方对对方 /险恶
用心0的判断。

美国是一个缺乏深厚历史文化的现代型国家和当

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它既没有历史骄傲, 也没有

历史包袱,更没有太多伤心的历史屈辱; 同时, 在 /天
定命运 0学说的光环下, 美国特殊命运和使命的观点

在国内几乎受到普遍的支持。这一方面造就了美国文

化开放、冒险、创新、独尊的形象,另一方面也使美国例

外论和自由主义成为美国两个最基本的意识形态, 尤

其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民族认

同的关键和维系美利坚民族的纽带。无论是美国的大

众文化,还是政治文化, 都是 /一种建立在明确世界观
的上的自我规定和自我辩护的信念体系。它由一整套

通观世界的观念、看法、思想构成, 被认为是提供了解

释全部现实的基础。它包含了有关目的和手段的价值

偏好, 它也说明了达到目标的行动纲领。0 [ 4]
这种世界

观之根基就是深入影响美国社会各个方面的自由主

义。因为其不仅是基于洛克理念共鸣的, 以生命、自

由、追求幸福为名义的美国革命的旗帜,也是美国进行

南北战争、扩疆开国创立民主共和体制的理念,成为美

国处理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基本着眼点。正如塞缪

尔 #亨廷顿所言: /美国的共同文化以及 -美国信念 .
的两条主要原则,即平等和个人主义的原则0,是美国
的核心文化

[ 5]
。

自由主义对美国民众和决策者的知觉框架下的中

国形象的认知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

化了美国人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认为美国人是上帝的

选民,注定负有拯救世界的的责任。这种观念体现在

美国的文化传统中对自我的认同的方式上,就是以对

对象的镜像式反映为其基本方式。在这一视角下, 美

国人往往不把别的国家看成是由活生生的人生活的实

实在在的地方, 而是看成承载美国人思想的工具
[ 6]
。

美国对 /他者0的态度, 无论是 /征服 0, 还是 /包容 0,
都必然以建构 /他者 0为前提 [ 7]

。美国在文化实践中

建构出来的 /东方主义 0就是其体现。这种话语表露
出美国的霸权心态和特殊的优越感。中国即使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依然被视作需要改造的落后民族国家;二

是深化了美国是 /山巅之城0、自由之乡、民主的楷模,

认为这是人类社会理想世界的缩影的心理认知体系,

必须确保美国不被 /世界化 0,而应使世界 /美国化 0;
美国的民主模式、自由社会制度、人权观念理所当然具

有普世的价值和意义。美国外交的政策的唯一合法目

的就是保护这些权利并把它们扩大到其他民族 (中国

也不例外 )
[ 8 ]
。三是固化了反共产主义的特征。在美

国人看来,由于共产主义是同自由主义相对立的意识

形态,如果不能阻止共产主义的传播,将导致自由世界

的毁灭和自由的终结。美国只有通过维持自己的自由

社会,才能有力地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吸引力和所

提出的承诺。事实上,在美国意识形态中,共产主义对

美国重要的文化价值至少是一种象征性的威胁, 不管

这种威胁是否真的存在。总统、总统顾问以及被认为

对政策有影响的精英们都是在这种文化取向所构造的

理论框架内理解国际事务的;而在文化偏见、理论框架

已定的情况下,对所有事件的感知和理解都进一步印

证了这种偏见或理论。无论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事

件,只要有可能威胁到美国制度的正统性,都会成为中

国险恶意图的经验主义证明。如果再加上美国大众传

媒的渲染,美国人对中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看法,

有意无意地导致双方之间存在的敌意和不信任。

中国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的传统型国家。它

既有历史的骄傲,也有历史的包袱,更有伤心的历史屈

辱。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融合儒、道、佛

价值理念为一体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在历次的社

会变革和外来文化碰撞糅合的过程中, 一方面中国形

成了中国文化的温良、恭俭、中庸、天道的形象,其中的

中庸体现出 /以和为贵 0的文化思想,而天道体现出了

/和谐世界0的文化特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

/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
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 最

重要的精髓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 ) ) ) 和谐 0 [ 9]
。另一

方面,中国以儒家仁义道德为价值信念,以成仁取义为

价值理想的思想传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

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构, 使中华民族形成

了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以民为本、自强不息、团结互

助、亲仁善邻、讲信修睦为特征的价值体系。张岱年先

生把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概括为刚健有为、和与中、崇

德利用、天人协调四个方面。其中 /让 0的美德、/和 0
的内核以及勇于开放创新的文化精神深刻影响着中国

民众日常行为的观念定势和思维模式。

中国的文化传统对中国民众和决策者的知觉框架

下的美国形象的认知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凸显了 /和0的价值取向, 把和而不同作为世界价

值和谐的精髓, 提倡文化多样性、新的安全观, 主张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无论是在历史中, 还是在现

实的国际体系中,美国的很多行为,比如: 朝鲜战争、越

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反映在中国人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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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仅是一个到处侵略的头号帝国主义国家, 而且

经常出尔反尔,毫无信义可言。二是延续了 /让0的美
德,把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作为世界秩序稳定的基础,

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倡导秩

序和谐、力量和谐,实现国家共同繁荣。但是由于美国

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分工、国际规则制定等方

面拥有相对优势,中国在经贸交往中发生一些贸易摩

擦和纠纷的时候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 这也很容易使

人联想到美国在挤压和排挤中国的生存空间。三是强

调了 /国权0的重要性,这与美国有着明显的差异。这

既是中国 /国0、/家0合而为一的基本理念, 也是近代

中国经验教训在民众和决策者凝聚的结果。 2005年,

5环球时报 6关于 /中国人怎么看美国 0的调查显示,

78. 8%的被访者普遍对美国不断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

持否定态度
[ 10]
。

当然,中美文化之间也有很多相通之处,人们在比

较理性认识中美关系,这对促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起

了重要作用。首先两国文化都具有开放性。这决定两

国公众都有与对方交往、沟通的意愿,而不是盲目排斥

对方。这种交往和沟通有助于对两国共同利益的认

知,并较客观地审视双方的利益分歧。 2007年, 中美

民意调查简报显示: 52% - 60%的民众对彼此国家、人

民和文化存在大致良好的印象, 几乎所有接受调查的

两国民众都认同中美贸易有利于自己国家的经济。其

次是两国社会的一些基本价值观相近。尽管两国有不

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但是自由、平等、民主、

法治、崇尚科学等, 是美国人的价值观; 同时。也是中

国人的价值观。只是在具体表现形式和实现方法上两

国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第三是两国民众有着相近的

思维方式。美国人奉行实用主义,中国人讲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些虽然源于不同的哲学体系, 但

都体现了务实精神, 而不是固守教条。这些使双方都

能在一定程度上用变化的眼光、客观的态度看待不同

时期的中美关系。

二、认知失调下的中美安全问题

能否正确认识和解决好两国间的安全问题是国家

关系良好互动的重要因素; 而两国的决策者基于国家

安全利益如何认识自己的安全境况和安全威胁, 会引

发两国在安全问题上的认知偏差。当决策者在考虑采

取自己认为可以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政策时, 总是就

自己当时集中关注和考虑的问题为定势来解读自己接

收到的信息,并自圆其说, 而且认为对方不会受到太大

的伤害。但如果对方决策者和国民认为受到了实质性

伤害, 这时受到伤害的一方不仅看到自己受到的伤害,

而且认为伤害自己就是对方的主要目的。同时, 他还

用这种推理来预测对方未来的行动, 断定自己不采取

强硬措施,对方还会对自己造成更大的伤害。如果行

为体不正确地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 当对方采取不利

于自己的行动时,他就会断定对方行动背后有着强烈

的自生性动机¹
[ 2] 366 - 367

。一方为维护自己根本利益而

采取的自然而然的行动,对另一方来说可能就构成了

威胁。行为体对对方造成的伤害比自己原来设想的要

严重,原因是行为体意识不到它们的政策与对方的利

益有着多大的冲突。中美之间在诸多问题上出现的错

误,与知觉在一定程度上与在同一事件中因不同的关

注点而导致的诱发定势密切相关。比如,中美两国虽

然在如何对待 /台独0问题上进行过交流和沟通,但却

常常发生冲突和矛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在

中国决策者和国民的知觉框架中, 趋向于将遏制 /台
独 0视为美国应该向中国关注的中心靠拢, 要么帮助

自己,要么损害自己。而在美国决策者的知觉倾向中,

把中国大陆对 /台独0发出的强硬信号理解为一种中
国大陆力图改变两岸现状的意图。美国很容易将大陆

的行为归于它的国家性质或者战略野心,而不是归于

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情感。邓小平曾指出, 5对台
关系法 6,美国人可能感到这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
事情,不过是在尽老朋友之间的 /友谊 0罢了。但中国
人的看法就不同了,在中国人看来,这不是在干涉中国

的内政吗?
[ 12 ]

两国在安全问题上的敏感程度既与双方共同利益

的大小有关,也与双方建构什么样的国家身份的观念

以及是否认同对方的国家身份相关联。两国间身份的

认同因事件、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也因为自

身是双边的、地区的或者全球的身份而有所改变。因

而,在主体间相互冲突的身份认同的过程中,行为体倾

向于根据能力推断对方的意图。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身

份实际上是主流国际社会对一个主权国家性质及其对

外行为倾向的认同程度。它是由 /内在结构和外在结
构建构而成 0。内在结构同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关联,

外在结构则是 /共有观念 0, 即一种政治文化环境。
/共有观念0确定国家之间的敌友身份, 如果 /共有观
念 0建构了行为体之间的敌对身份, 国家势必担心自

我安全,并且依靠自助的方式保证自己的安全。在这

种情况下,一方决策者对对方所要建构的国家身份如

果出现了认知上的偏差或失调, 决策者会趋于忽略或

无视来自对手的善意信号和姿态。其结果会导致两国

在共同关注的安全问题因关注对象的不同和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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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发生错误的知觉,如果没有进行及时沟通和调节,则

会出现双方不愿看到的敌意螺旋式上升,从而破坏两

国关系,激化民众和政府间的敌对情绪。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对国家利益的再思考,对

国际体系的性质、对战争冲突和暴力功效的认知对国

家身份的认识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已经从一个革

命性的、基本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的国家逐渐转向与

主流国际社会具有正向认同的维持现状的国家转

变
[ 13]
。作为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中国的首要目标在

于获得生存权、发展权。从认知角度讲,一国能否获得

较好的生存权与国内民主政治、领导人的意志和国民

的认知倾向有关。中国主张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原

则、邓小平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和 /六不0的对外策略
(不抗旗、不出头、不结盟、不称霸、不对抗、不树敌 )以

及胡锦涛提出的和谐世界的观点, 深刻说明了中国维

护现状的意图。基于此,在安全问题上,中国一方面强

调经济安全利益在中国国家利益中的重要性, 致力于

维护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基于历史

的经验教训以及中国对当前国际体系基本特征的认

识,中国领导人也强调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重要性,毕竟

在所有大国中只有中国没有实现国家统一。

中国对中美关系的认同从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已

发生了变化, 从原来的 /相互敌视、对抗的中美关系 0
发展到 /相互依存、合作共处的中美关系 0。这个转变
的意义在于:一方面, 它意味着中国清醒的认识到美国

可以在促进和维护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方

面贡献更多的力量, 中国并不排斥美国在世界事务上

发挥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在美国能够彻底

消除对中国敌意和演变思潮和势力的前提下, 中国对

美国的国际地位表示理解和认同。的确,两国之间的

冲突和摩擦是无助于实现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甚

至可能使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美国人的不满情绪

增长。对一向主张共同和谐发展的中国来讲, 中美之

间出现利益共生却矛盾重重的困境是不正常的。在两

国实力增长不平衡的情况下, 中美之间存在着敏感的

防范戒备的心理,这容易导致双方在如何维护各自安

全问题上发生争论并互相攻击。比如 2001年发生的

中美战机相撞事故中,尽管美国国防部向中国国防部

打电话,但 /谁也不同意进磋商, 结果导致事态复杂

化 0 [ 14]
。但是, 美国并没有意识到, 中国表现出来这种

理性相符的认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确有理由相

信,它所知觉的环境中存在相符的现实 ) ) ) 美国没有
把中国当作朋友,并且这样的信念体系不仅可以解释

美国政要会见达赖喇嘛以及允许陈水扁过境外交的行

为,而且能预期同意磋商的结果可能诱发中国民众对

政府的不满。

美国虽然也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但是其目的

是为了维护在全球的霸权存在。从情感上、从文化的

传统来讲,美国人不愿意接受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最

后可能出现的多极化格局。在美国所追求的 /普世文
化 0的背后, 显现出了美国追求的国家利益的广泛性

和跨国界性,其典型表现为 /美国治下的和平 0论、/新
帝国0论。 /在这个帝国内,美国把自己看作是设置标

准、决定威胁、运用武力和界定正义的全球角色, 0 [ 15]

把维护美国在国际上的首要地位看作是保障美国人的

繁荣安全和国际秩序的关键。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

美国国内出现的 /中国威胁论 0, 实质上是从现实主义
逻辑出发,视中国为企图改变现状的国家,并对美国在

全球霸主地位构成了重大威胁。这种对中国国家身份

不认同产生的错误知觉,往往使美国政府、国会在对华

政策上采取两面性的手法。一方面美国在强调同中国

有着巨大的共同经济利益的同时, 又在经贸问题上向

中国施压;另一方面, 强调和中国在双边或国际安全问

题上进行合作、磋商的同时, 又在台湾问题、人权等问

题上我行我素,不轻易向中国让步。美国成为一个负

责任的大国是中国希望看到的, 但如果美国政治家仅

仅希望增强自己国家的 /自主性 0,却忽视其他国家的
文化传统、国民意识和国家身份,那么中国有理由认为

美国在政治上和逻辑上缺乏判断力、自制力,就会把美

国看成一个不知意欲何为的危险国家。中美双方在诸

多问题上出现错误知觉的原因, 许多是源于认定对方

具有强烈敌意的结果, 其中更多的是来自于 1949年

后,美国在对华关系上存在着较强的霍布斯文化的成

分 (霍布斯文化强调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下, 国

家根本利益不断会受到威胁。能动者的身份定位是敌

人角色,基本行为模式是不顾一切的保全生命,杀戮或

被杀。国际体系内所发生事件的基本特征是所有人反

对所有人的战争。国家为了生存和竞争,不择手段是

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 )。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 美国

的大众文化、政治文化和社会思潮对不断崛起中国的

主流认识,是通过把中国作为对欧美的反命题以及前

苏联的替身而获得它的存在意义。它们通过强调中美

间的差异,不断地制造和宣扬中国威胁论,从而达到强

化国民对国家利益认同感和民族优越感的目的, 为持

续构造、再生产和维持美国的普世利益这个更大的政

治目标服务
[ 16]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对中国国家身份

的认知带有一定的 /历史禁锢想象 0的现象。尤其是
历史的类比很容易遮蔽现实事件中一些不同于历史事

件的侧面。正如费正清所言, 美国人往往把历史当作

/杂货袋,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出 -经验 .来证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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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 0。美国之所以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不是朋
友,除了意识形态对立和社会制度差异之外,在一定程

度上也与美国潜意识里把中国当作了冷战时期的苏联

有关。美国的决策者在处理同中国的关系时, 由于他

们不能很好地确定和认同中国的国家身份,考虑中国

传统文化理念对中国国民产生的知觉定势,以至中美

之间往往会出现一些重大的虚幻不相容利益冲突。其

中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决策者没能从以往历史上所发生

的震撼性事件吸取教训来改变他们的知觉阈限。严重

的是, 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将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

视为敌人,只需要很少的和模棱两可的信息就已经足

够了
[ 2] 222
。这也是为什么在百人会调查结构中, 60%

和 75%美国公众和精英相信中国经济发展、军力发展

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或潜在威胁, 而大多中国人不

以为然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超越文化差异,实现共同发展

哈洛韦尔指出, /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构造
现实。对于任何行为者来说, 现实是通过世界观和他

的文化所建构的行为环境传递的。0 [ 17 ]
怎样使两国的

决策者和国民既要做到超越历史事件和文化差异又不

背弃历史事实的同时,以更现实的、理性的眼光看待面

向未来的中美关系就显得比较重要。

(一 )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

由于中美民众直接交流和接触的机会比较少, 大

部分民众是通过新闻媒体等媒介来认识和了解对方的

国家。如果媒体不能以客观、公正的立场,而用有色眼

镜去观察、评价甚至歪曲对方, 尤其是在重大问题上扭

曲事实真相,必然在心理上形成了不利于对方的持久

印象。美国的公众媒体仍然是影响美国公众对亚洲

(包括中国 )看法的重要渠道。但是, 在美国的媒体、

著作、政策参考资料中,很少能看到中国本土信息源在

与中国有关的信息中发挥较大的作用的信息。在选择

使用相关信息时,美国媒体的编辑们与政策资料的编

撰者们要考虑本国受众对于国际事务包括中国有限的

兴趣及较为狭窄的胃口,同时, 他们对于信息来源具有

较大的选择性。可以说,与美国消息在中国媒体上的

比重相比,美国媒体中中国消息的比重要小得多;与可

以接触英文资料的中国人的数量比, 可以阅读有关中

文资料的美国人要少得多;就媒体的正面、负面报道的

比例来说,中国对美国的正面报道远大于美国对中国

的正面报道。而这种不了解往往会导致差距甚远的判

断,而且常使美国公众脱离开中国发展的具体条件、历

史特点、现实过程,而用自己的标准与条件来评价中国

的社会进步。例如, 部分美国人保留着用对文革中国

的认识看待现在的中国。

(二 )重视决策者的影响力

决策者和政府机构不能将自己的任务、前景和身

份与对对方具体的认识和印象捆绑在一起。不然允许

这样的人来判断两国之间政策的有效性,无疑是一件

很危险的事情。在重大危机来临之时, 人们更容易受

到国家领导分子选择性知觉的影响。在其意识形态的

进攻之下,将自身的依恋情绪投射在领袖身上,以及经

由这些领袖而唤起的民族国家符号
[ 18]
。比如, 对中国

驻南大使馆被炸, 美国政府的态度; / 9# 110事件后,

布什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 引起中

国人对美国的愤怒和不满。

(三 )推动更多的文化交流

中美两国虽然文化差异甚大, 但正是因为这种差

异,才产生相互的吸引。两国在文化领域交流具有互

补性,这种交流在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等方

面起到了桥梁和不可替代的先锋作用。中美两国文化

交流的成果也充分说明,东西方文化可以交流共存、互

相借鉴学习、共同繁荣发展。在价值观上,美国公众对

于中国的政治文化有着直接的对立情绪,这是由于对

中国了解不够而产生的误解。2005年, 在美国举行的

/中国文化节 0,美国外交学会驻纽约的亚洲问题研究
主任伊丽莎白#伊科诺米说, 举办文化节将帮助人们

了解中国给世界带来的一切积极影响。任何这样的活

动都有助于呈现一个比过去更加全面完整的中国形

象,在华盛顿尤为如此
[ 19]
。

(四 )构建双方高层定期会晤和重要问题的紧急

磋商机制

从邓小平访美到胡锦涛访美引发的美国人的 /中
国热0可以看到, 这种机制对两国比较好地理解对方

的意图和目的很有裨益,起码可以弱化对方冲突的规

模和矛盾的深化,不失为校正中美之间在一些问题上

产生的知觉偏差的好方法。在 2004年的 APEC会议

上,胡锦涛代表中国政府表达了中国领导层和民众对

/台独0问题以及美国一些错误认识的鲜明立场, 从而

使美国决策者明白无误地理解了中国的行为和意图.

这促使美国对 /台独0势力表明美国的原则立场和态
度,修复了一度紧张的中美关系。

总之,我们既要看到中美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也

要冷静观察中美之间的矛盾,防止不稳定因素的扩散,

更要有一个自信、平和的心态。即使美国是世界上唯

一的超级大国,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分恐惧。邓小平早

就表示,我们决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

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 反倒是

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
[ 20]
。我们应立足于把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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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做好,真正做到韬光养晦, /有所为, 有所不为 0。对
美国决策者和国民来讲,既要认识到两国不同历史传

统和生存环境而形成的文化的差异性而可能导致的认

知的偏差,更要摒弃冷战思维, 以理性和现实的眼光对

待中美关系。现今的美国政府过高地估计了中国对美

国敌意这一认知倾向本身的代价往往被低估。他们很

少考虑到,一个心存疑虑但又不具侵略性的中国要表

现出自己的非扩张意图并非易事。总的来说, 就中美

双方之间存在的重大问题, 两国决策者和国民要能够

进行移位思考,尽量将自己置于对方的文化情境和历

史环境的氛围中,来理解对方可能做出的反应。也要

多了解对方国内政治和社会进程, 以便防止用习惯性

的知觉定势去判断对方的行为和对策, 努力使对方清

晰地了解自己的认识和对策, 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双

方的错误知觉,避免因此而发生的冲突和对抗。在此

情况下,一个面向 21世纪的良好的健康向上的中美关

系才是可以真正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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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ook at Sino2American Relationship from Cultural D ifference

WANG Zhen2m in
1
, YU Y i2d ing2

( 1.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 ial Sciences, No rthw estUn iversity, X ican 710127, China;

2. The Logistics Comm and Academy, Be ijing 100085, Ch ina)

Abstract The paper has ana ly zed the S ino2American relation under the cultural d ifference and recogn it ion conform ity.

The v iew po ints o f theAmerican people on Chinese social system and ideo logy have led to the fact that there is m istrust

betw een both parti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g loba lizat ion dom inated by theW es,t Ch inese cu lture andAmerican cu lture

are further in term ing led, co llided and clashed w ith each other. Under the cond ition that there are huge common interests

betw een China and theUn ited States o fAm erica, it is of great sign ificance to correct ly recognize and understand the per2
ceptional factors triggering som e contradict ions and conflicts betw een them, to bring into play the role ofmass med ia, ad2
dress the inf luential pow er of the po licy dec ision2makers, re inforce the cu ltura l interflow, construct the mechan isms for

period ic summ it contacts and the em ergency consultations on pressing prob lem s betw een both parties, and then to cor2
rectly comprehend thatw ith thema ladjustment of the recognition, the S ino2American security prob lem shou ld surpass the

cu ltural disparity to effect the common developmen.t

Key words Cultura l d ifference; Chinese cu lture; American d ifference

96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