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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雷区的握手》

前言

在全球冷战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由全面冲突走向“解冻”，
也许是最为重要的转折点之一。从四十年代中后期起，世界便由于冷战而分裂为对立的两大阵营；中
美全面对抗，则构成了五六十年代国际关系总和的一个基本要素。中美关系解冻的实现，对冷战世界
起到了“重新塑造”的作用，不仅冷战对峙双方的力量对比因之发生了重大改变，甚至连冷战的意识
形态与制度对抗的基本特征，也因此而必需重新界定。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同美国关系的缓和则在实
际上为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之路打开了一扇重要的大门。由这一课题的重要性所决定，中外学界历
来便对之相当重视。王成至所著《跨越雷区的握手：1969-1972年中美缓和进程研究》一书，便是这方
面的最新成果。他请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文，这是一桩我不能也无法推托的事情。他的博士论文是在
我的指导下完成的，而这本书又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而改成的。下面的这篇文字，讲的是成至和
他写这本书的故事。自我初次同成至见面起，已经有十多年了。当时，他正在华东师大历史系读硕士
学位，导师是潘人杰先生。潘老师也是我三十年前在华东师大读研时的导师之一，于是，在他的介绍
下，我同成至这位学弟认识了。他给我的印象是，做事认真，也很肯、很愿意思考各种问题。他硕士
毕业后，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其时，正值我开始担任华东师大“紫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要招
收冷战国际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正好，成至也表示了继续深造的想法，并通过了华东师大的博士生
入学考试。经华东师大历史系同仁们对他面试后（成至高分通过），他表示要随我学习。这样，他便
成了我在华东师大带的第一位博士生。成至在课程阶段的学习相当顺利，各门课程都是轻易通过。同
时，在2001年华东师大冷战史研究中心成立后，他担当起了为中心编辑通讯的工作，并参与了几次学
术会议的组织，一也做得中规中矩。但到了要写博士论文的阶段，挑战出现了。我一直觉得，从事历
史研究要从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做起，任何宏大叙事或分析架构，都应当有扎实的资料研究作为
支撑。就在这个当口，美国方面关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美走向缓和过程的档案文献
大批解密，我由于同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威尔逊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以及位于乔治·华盛顿
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一直有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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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雷区的握手》

内容概要

《跨越雷区的握手:1969-1972年中美缓和进程研究》以1969-1972年中美两国政府在缓和进程中如何看待
和处理矛盾为讨论的主轴，通过重点讨论双方在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第135、136次中美大使级会谈
、斯诺访华、乒乓外交、基辛格、尼克松访华等事件中的种种表现，以及各利益攸关方对于这些表现
作出的种种反应，力求为深入理解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些许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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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成至，1970年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2007年获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目前在上海社会科
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从事中美关系和国际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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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后半叶的中美关系，是战后国际格局变动的产物，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中美关系受到一些结
构性矛盾的支配。20世纪上半叶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把近代形成的以资本主义列强瓜分势力范围为
主要特征的西方殖民主义世界体系，推向了分崩瓦解的不归路，代之而起的是一个以“东西南北”关
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格局。所谓“东西”关系，就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超级大国美国和实行社会主
义制度的超级大国苏联主导下的两大意识形态阵营之间的关系。所谓“南北”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处于领先地位的发达地区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地区之间的关系，前者主要集中
在欧洲、北美，亚洲国家日本也包括其中，而后者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即所谓的“第
三世界”。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当中既有“北方”国家，也有“南方”国家。在殖民主义世界体系向战
后格局的转变过程中，有三种世界性的运动对于国际格局的变化起着推动作用：一是自由资本主义运
动，主要推动者是企图把本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向全世界加以推广的美国政府；二是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主要推动者是各国共产党人，第一个宣称自己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是该运动的中心；三
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主要推动力量是广大第三世界要求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
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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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跨越雷区的握手:1969-1972年中美缓和进程研究》是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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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王成至是陈兼的博士研究生，本书利用的材料广泛，切论述细致深入
2、扎实。分析透彻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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