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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安年文 发表：学术交流网/美国问题观察/2005年11月22日发布  

我们正处在世界经济现代化和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多极化、思想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在已经跨入21
世纪的今天，全球目光关注最多的国家有两个：一个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强国——美国，另一个是正

在崛起中的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美国热”和“中国热”双“热”交织，又形成了“美中关系

热”。在一定意义上说，21世纪的和平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和美中关系的走向与互动是密不可分的。  

人们总是依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喜恶偏好和了解程度看待美国。不管你是爱慕还是厌恶，不管你出于

学习、赶超的意图还是批判的需求，都离不开对美国历史和现状的准确认识、了解和把握。我们需要

了解和认识一个真实的美国，一个既具体又深入的美国，一个跨世纪的活生生的美国。为了实现我们

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一个和平崛起中的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锁定的追赶目标，已经不仅是欧盟各国

和日本，而且是这个迄今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美国。在今天，我们了解和研究美国早已不限于学术层

面，无论是学术界、教育界，还是传媒界、经济界、社会各界，谈论的话题往往很难离开美国。在我

国，“美”学成了人人谈不尽、道不完的话题，从普通老百姓到政府高官概莫能外，无论是文字图书

报刊、网络数字音响、还是各类新闻媒体，有关美国的资讯，全都遥遥领先于对其他国家的关注。从

上到下、从专业层面到普罗大众都十分关注的是，我们所学、所读、所闻、所见和所识是不是一个真

实的美国？我们该怎样了解和认识一个真美国？中国的发展需要美国，我们又该怎样借助对美国的了

解、认识和思考，扬长避短，建设好我们自己的现代化强国。  

了解和认识一个真美国，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是通过一两次或几次纸媒或电子传媒的间接的

或表面的观察，就能够真正了解掌握的，即使在美国生活了多少年，如果观察不细、方法不当，带着

有色眼睛，先入为主，以论代史，同样难以做到了解和认识一个真美国。作为一个接受传统教育的50
年代大学毕业生，坦率地说，我最初是带着“框子”看美国的，受意识形态因素挂帅、生产关系判定

是非的影响，所以往往结论和实情不符。  

改革开放和实事求是路线为我们研究一个真美国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从这时开始，我从对美国的

一般关注和浓厚兴趣转入了以美国为对象的教学和学术研究阶段。20多年的教学研究和改革开放相同

步，又和美中正式建交以来的变化相同步。通过对美国和美国历史论著与文献研读、和美国学者的交

往、逐步放宽的新闻媒体提供的资讯、与国内同行的相互切磋，尽可能多地了解和认识美国，其间在

史实真伪和观点是非的鉴别上逐步摆脱了意识形态至上和生产关系决定的误导，学习和坚持实事求是

的思想方法和路线，以社会实践作为衡量和检验是非曲直的唯一和最终标准。1991-1992年，我来到

美国东部纽约州首府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和考察，这一年在美国的研修生活对于我把书本知识

和实践感受结合起来观察问题大有帮助，虽然主要限于在高等学校和知识分子圈内，但是对于了解和

认识一个真美国，有了一个“跨越式”发展。以后又有不止一次的机会更加广泛、真切地感受和体察

美国，深化了对“真美国”的认识。  

从20世纪80年代到1998年，我先后出版了《20世纪美国史》（1989）、《美国的崛起》（199

2）、《美国社会经济史论》（1993）、《当代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1998）等专著，《麦卡锡



主义——美国的法西斯主义》（1984）、《美国总统和第一夫人》（1986）、《百年来美国问题中

文书目（1840-1990）》（1990）、《美国2500历史名人传略》（合作，1996）、《当代美国十

大奇案》（1996）等编译著，还有近200篇研究美国问题的文章。此外像《当代世界五十年（194

5——1995）》（1997）、《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二分册）》（1996）、《影响世界的100次

事件》（1995）、《世界近代现代历史专题30讲》（合作，1996）等编著译作以及近百篇论述世界

现代的文章，也涉及美国问题。在这些论著中，尽管论述的内容各不相同，但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

唯一标准和坚持社会生产力的检验标准始终没有变，随着时代的变化，对某些问题有了新的了解，认

识进一步深入，扩大了一些新的思索课题和领域，对问题的看法和判断也发生了与时俱进的变化。不

过总的来说，这些论著中主要部分和多数内容，是偏重于从学术和教学层面上来著述的。  

新世纪以来，我的研究重点集中在20世纪资本主义的整体研究上，同时开始系统整理中国美国问题研

究的资讯，退休后使我有了相当充分的自由空间，学术工作仍在继续。在赴美探亲分别逗留的两年左

右时间内，能够在美国社区近距离地直面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加深了对

美国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与认识，也能对某些问题进行深层次的观察和思考，并及时写下了百多万字的

日记和随感。积累了较为充实的历史的、现实的、感性的资料，还写了近200篇纪实与随想，兼具知

识性、可读性与学术性的文章，陆续发表在2002年4月以来本人创办的学术交流网（www.annian.

net）上，有的篇章还发表在《美国大观》等杂志上。这个网站以其学术为公、资源共享、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的宗旨，丰富多彩的美国问题为主要内容，受到广大网络读者的欢迎，迄今累计击点人次超

过了100万，其中发布涉及美国问题的文章和资讯超过8000份（篇）。  

依照笔者多年对美国历史的了解、认识、考察和研究，在美国历史发展中有着五个相互联系和影响明

显的特点。第一，美国是年轻快速、实力最强、富有活力的强国。迄今美国的建国史只有229年，远

较其他大国年轻。在1815-1894年的80年间,美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完

成了高水准的近代工业化。1894年以来的111年里，美国不仅保持而且全面扩大了在全世界的领先地

位。美国一直是迄今世界上最富活力的大国之一。美国民营和国营、集团、私人垄断所有制兼顾，以

市场经济为基础兼顾政府干预，垄断主体的民主共和制，实行自由主义为指导的思想多元化，美利坚

文化主体的多元文化，都适合美国国情并有利于美国保持活力。第二，美国是外来移民持续不断的国

家。近400年持续不断外来移民潮，使得今天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有移民美国的足迹。这种外来

移民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移民活动主

要是人民大众开发和建设美国的活动。外来移民深刻影响着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美国工业

化现代化和网络化、美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促进了美国的思想文化多元化。而中国移民也

对美国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第三，美国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典型国家。不仅表现

在共和制、联邦制、成文宪法、两院制、总统制、两党制、司法制、选举制等方面。也反映在执政和

在野政党公开的民主争论上。美国式民主也有一个扩大和演变的过程，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还有着民

主和改革的传统。第四，美国是商品经济和垄断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作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

典型、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典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在世界各国中是少有的。

作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国家，美国是后起的，作为现代化发展和组织的国家，美国又是老牌的。它有

一部典型的商品经济和现代化生产、销售组织的发展史。美国现代化的发展和现代化生产方式和组织

也是同步的。第五，美国也是对外开放和社会机制不断调整的国家。人口流动的王国、对外贸易的超

级大国、门户开放式的特色、历经八次改革调整浪潮，都是这一特点的反映。影响当代美国经济发展

中的政府经济政策因素是十分重要的，它集中反映在需要处理和协调好重要经济政策上。即改革开放

和调整政策、政府干预和市场政策、自由竞争和垄断政策、经济增长和周期政策、贸易自由和保护政

策、关税政策和税收政策、财政金融和货币政策、工农商交讯协调政策、社会保障和扶贫政策、持续

发展和环境政策。  

2001年的“9•11”恐怖组织袭击事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但是上面说到的五个特点并没

有发生基本的变化，当然某些政策的侧重点会发生相应的调整。跨世纪美国行恰恰使我有机会目睹和

思考“9•11”事件前后美国社会生活和政府政策的各种变化。这些变化和美国历史发展中体现的特

点，在我的游记和学术随笔中都有所反映。  

和以前的论著相比，本书没有凸显学术性、系统性，倒是多一些生活气息、纪实资讯、随思散记。作

为学者游记的益智之书,也可视为深度导游的纪实之作,兼具历史和文化的双重品格,也算是一种尝试。  

本书富有明显的时代特色，涉及20世纪和21世纪的美国诸多问题,更与20、21世纪之交相关，和

“9•11”事件的影响相联。本书分六部分一百多篇长短不拘的随笔，大体上涵盖自己对美国社会一些



方面的目睹耳闻、所思所议。对于初去美国的朋友提供兴许有参考价值的资讯；对于去过美国的朋友

提供一个参照系，可资比较和思索。对于了解和研究美国的朋友提供了一个观察跨世纪美国的个人视

角。对于关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朋友则不妨联系美国想中国，比较两国的不同国情。对于我本人则是

如实记录的观察见闻和思考心得。  

本书第一部分美国东部行和第三部分美西、美中、夏威夷行，分别记述了美国各地的旅游风光、历史

文化、风土人情、社会习俗、随心所得。第二部分美国社会生活和第五部分美国经济生活，通过社会

生活、美国网络时代、美国经济生活等专题夹叙夹议美国“9•11”前后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

面面。第四部分大学、图书馆、博物馆，集中介绍参观大学、图书馆、博物馆的文化氛围、所见所闻

和心得体会。第六部分美国政治和华人生活，集中反映了我所见到的当今美国选举政治和美国华人华

侨的社会生活、所思所想。为增加直观效果，还选用若干幅即时拍摄的照片附在书中。本书相关篇目

中引用或综合了公开资讯中提供的资料，这是需要说明的。  

时间一晃，新世纪已经走过了五、六个年头。作为一个普通学者随着时代的跨越脚步，也会留下自己

的足迹，趁还在记忆犹新之际，集结成书，希望读者喜欢，也希望批评指正。  

写于2005年9月1日，11月8日修订  

(首发在学术交流网/美国问题观察/2005年11月8日，原载黄安年著：《美国纪行——一个中国学者

眼中的美国生活》，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343页，人民币21元，ISBN 7-5039-28

61-1/G•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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