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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要坚持人民史观 

吴 白乙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主编 

一 直以来，美国主流媒体都是人们观测美国社会百态和政治走向的重要凭 

借。特朗普先生的当选，让人大跌眼镜，百思不解，于是便有“媒体失真”一说。 

特朗普先生入主白宫后，“别了，《纽约时报》”，玩起 自媒体，当起“推特总统”， 

将美国“第四权力中心”指责为“充满谎言的机器”。呜呼，全美众多报业 日暮西 

山，申请破产保护者不乏百年老店。 

“后真相”时代的美国，信息过剩与政治乱象如影随形，更是造成专业分析 

人士的本领恐慌。大凡在近期能见到的美国专家，都频频摇头叹气，不仅是在他 

们看来，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的那个“造反派”出牌太离谱，而且美国社会 

的加速分化也越来越难参透 了。 

失去了传统的风向标，美国研究向何处去? 

王缉思先生认为，世界政治进入了新的时期，研究的关注点要放在“各国领 

导层和政治精英遇到了哪些相类似的国内挑战，又是如何应对的”。对此，我深 

以为是。 

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分析国内挑战时，将当下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社会主要 

矛盾归结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特朗普在当选前后也一直宣称为振兴经济，改善民生，需要以“美国优先” 

为政策导向，用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政治术语来解读，就是以“办好(美国)自己的 

事”为要务。 

时势造英雄。特朗普当选及其执政后屡出奇招，都绝非偶然，而是超级大国 

疲态过后“顾影 自怜”的心理转向和战略收缩的规律性表现。他做出退出“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大胆之举，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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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贸易自由化和全球治理进程产生消极影响，却可能同回应降低企业竞争门槛， 

增加就业，甩开过重而“无用”的国际责任等内部呼声息息相关；他降息减税，吸 

引美国资本和外国资本回流，固然对新兴经济体造成新的流动性压力，却有望对 

提升美国投资环境竞争力，扭转产业空心化颓势起到重要作用。 在建制派看来， 

他横征暴敛的“土豪金”难掩对国家形象和国际利益的损害，加剧了美国的衰 

落。 在一片叫骂声中，特朗普却像“打不垮的小强”而愈挫愈勇，美国经济逐渐 

步入复苏的轨道。 

显然，美国政治机理在潜移默化。研究美国要在其政治乱象中保持一份独 

到的清醒，就要摆脱以往的路径依赖，不能再仅靠浏览华盛顿各政府网站，也不 

可以为通过遍访著名智库就能知其所然。 

产，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艾奇逊对华政策的破 

“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所致。中外学界未能及时预见苏联 

的解体，是由于长期将注意力集中于克里姆林宫的“老人政治” ，未能深入体察 

已经陷于意识形态危机的苏联社会和积蓄已久、暗流涌动的民怨。 及至今 日， 

“无常”的美国政治叫人看不清，猜不透，原因还是我们没有俯下身子，深入美国 

基层选区，倾听百姓心声，感受中美地方经济合作的热度，获取一手信息，自然就 

无法回答“美国制度弹性尚存几何”“中美是否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这类重 

大问题。 

总之，政治乃至媒体可能掺假，人民却不会失真。研究进入“大众政治”的 

后现代美国，必须超越原有的政治学分析框架，重建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视 

野，将研究重心下沉，把观察的触角延伸，从而摸到当下美利坚脉搏的真实律动。 

让我们到代顿的工厂去，与佐治亚的农场主一起种花生，从人们对格罗弗 ·克利 

夫兰总统两届任期表现的褒贬反差中找寻历史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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