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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冷战是指一国政府通过种种文化渗透手段

使目标群体皈依宣传国核心价值的活动。冷战最终以

美国乐见的“和平”方式（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收

场，无疑也凸显了文化冷战的作用。因此，自冷战结

束以来，美国对外文化冷战成为史学界炙手可热的研

究主题，但学界主要聚焦宣传媒介或人文交流项目方

面的研究，而对宣传对象，如美国针对华人华侨、苏

联东欧“叛逃者”等特定群体的宣传的关注度明显不

够。翟韬博士的新近力作《文化冷战与认同塑造：美

国对东南亚华人华侨宣传研究（1949—1965）》无疑

弥补了上述缺憾。他全面介绍了1949—1965年间美国

政府如何利用《今日世界》等媒介，向东南亚华人华

侨强力推销“美国梦”，使后者认同美国价值观和台

湾当局，以显示美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最终达

到诋毁新中国的目的。

该书创新之处集中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从多维的研究范式层面，充分检视了身份

认同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内在关系。长期以来，国内学

界对美国对外宣传史的研究不太重视亚洲地区、对华

人华侨史研究缺乏国际视野、对中美关系史研究不太

关注海外华人。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冷战史研

究”的勃兴，一些非传统意义的议题开始受到重视，

华人华侨冷战史逐渐变得重要起来，开始出现外宣

史、族裔史/移民史、外交史/国际关系史、文化史等

交汇融通的新气象。翟博士敏锐地抓住上述学术发展

趋势，通过对华人华侨这一宣传个案的深入研究，从

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心理学的角度来透视外交行为，探

究身份认同、意识形态等思想因素在外交决策中的作

用。显然，这样一种多元观照的研究思路对于深化现

有研究是十分必要且有益的。

其二，将美国宣传机制变迁与宣传案例分析相结

合，全面探究了宣传主题与形象的内涵与表征。总体

上，作者认为国家间关系实质上就是文化间关系，强

调文化冷战既是一种基于宣传发起者深层文化

观念和心理的文化表达，也是国家身份的海外投

射。这种文化国际主义的理论贯穿全书始终。写

作特征上，作者将官方政策变革同文本分析有

机结合。作者认为，文化冷战作为一种典型的

官方行为，在美苏意识形态争夺日趋激烈的冷

战早期，美国就因应形势的变化，把宣传重点

从针对中国普通民众转向针对东南亚华人华侨。

作者梳理出了美国的几个主要作法：一是制造新

“华夷之辨”的话题，把台湾当局塑造为中华文

明和传统文化的正统；二是依托大陆赴港“流亡

者”群体创作“反共小说”；三是大肆宣传华裔

美国人的“美国梦”，并渲染美国生活方式的优

越性。

其三，从效果评价的视角，深刻剖析了美国

宣传的即时效果和长远影响。美国不但追求即时

的冷战政策效应，而且要塑造长远的价值认同，

企图在华人华侨头脑中植入美国核心价值观。

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入探究。他强调，美国通过挑

起新“华夷之辨”主题与大陆赴港“流亡者”炮

制的“小说”，在冷战意识形态争夺中强化了民

族身份特征的二元对立。而华裔美国人的“美国

梦”叙事则服从“扬美”的需要，使华人受众信

奉美国价值理念。最终，美国政府蓄意将“冷战

意识形态这种政治理念之争”建构成为“一种基

于文化身份与特性的差异”，从而完成了冷战政

治与身份认同的整合。

总之，作者认为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华侨文化

冷战战略的核心就是将其民族身份与政治信仰混

为一谈，进而达到其宣传目的。在当前中美关系

日趋恶化、世界有可能滑向新冷战的形势下，反

思美国的宣传战略，警惕防范其文化渗透具有深

刻的现实意义。

美国文化冷战对东南亚华人华侨的身份塑造
文／胡腾蛟（长沙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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