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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情局涉华宣传情报档案评介*

赵 继 珂

长期以来，国内历史学界高度重视美国中情局涉华情报档案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已有多位学者
选择从政治、经济、军事或外交等角度推介相关档案或开展专题研究①，但到目前为止中情局涉华
宣传情报 ( Propaganda Intelligence ) 档案却没有引起学界过多关注。按照美国情报顾问委员会
( Intelligence Advisory Committee，简称 IAC) 所作界定，开展宣传情报工作不仅包括简单搜集可用的
宣传信息，同时 “它还必须对敌人的宣传企图进行预估，评估其宣传活动的效能，包括对其宣传机
构———它的指挥体系、管理、政策、方法和资金进行分析”② 。美国情报顾问委员会高度重视宣传
情报的独有价值，认为它 “是构建完整情报拼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增加情报评估的完整性和准确
性有重要意义”③。冷战时期，出于遏制中国和扩大对华宣传效能的目的，中情局针对中国同样搜集
制作了大量宣传情报。既然如此，学界缘何对该部分档案资料缺少重视? 具体而言，一是受传统冷
战史研究偏重考察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外交等话题的影响，国内学界对中美两国在文化冷战领域
所做斗争有所忽视。二是学者们对中情局行动的内容普遍存在片面认知，毕竟除专门研究该机构的
学者外，其他学者或普通读者在谈及中情局时，脑海中浮现出的第一印象就是它主要负责秘密搜集
情报或开展诸如暗杀、颠覆等隐蔽行动，很少有人会意识到它还积极搜集公开宣传信息甚至是直接
开展宣传活动。三是中情局电子阅览室自身建设并不完备，无形中增加了学者们系统利用其解密档
案开展研究的技术难度。有鉴于此，笔者希望本文能够作为引玉之砖，通过系统推介中情局涉华宣
传情报档案，助推国内学者更好地开展中情局涉华宣传议题研究。

一、中情局涉华宣传情报档案的整体收录情况

早在 2000 年，“中情局档案搜索工具” ( The CIA Ｒecords Search Tool，简称 CＲEST) 便已启用，

学者们可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电脑上凭此查阅已经电子化的中情局解密档案，但受经费以及时间
等因素制约，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学者仍然只是零散利用该批档案开展研究。上述档案资料查阅
受限状况直到 2017 年才有所改观，当年 1 月中情局决定将 “中情局档案搜索工具”在线开放，全
球学者可免费搜索下载中情局 《信息自由法》电子阅览室 (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Electronic
Ｒeading Ｒoom) 收录的档案资料。据中情局官网介绍，截至 2019 年 9 月，该电子阅览室共收录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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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945—1963年的美国文化冷战研究”( 20FSSB013) 的阶段性成果。
相关研究如沈志华、杨奎松主编: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 ( 1948—1976) 》 ( 8 卷本) ，东方出版中心，2009 年; 姚
昱: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经济状况的情报评估》，《中共党史研究》 2010 年第 1 期; 贺艳青: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情报界对中苏分歧的评估》，《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 6期。
有关美国情报顾问委员会对宣传情报所作界定的更多信息，可参见: Brief for U． S． Information Agency Membership in the
IAC，June 4，1956，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CIA-ＲDP61-00549Ｒ000100230002-8，pp．3－4．
Brief for U．S． Information Agency Membership in the IAC，June 4，1956，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CIA-
ＲDP61-00549Ｒ000100230002-8，p．3．



计 1100 多万页的档案资料①。本文之所以能够成文，同样得益于这批档案资料的网络化和公开化。

具体到中情局涉华宣传情报档案，其收录数量颇为可观。截至 2021 年 1 月，笔者以 “China
Propaganda”为关键词共搜索出相关条目 13000 多项。涉华宣传情报档案中占据主体的是中情局制
作的系列评估报告。档案资料显示，中情局成立之后不久便启动了宣传情报的搜集整理工作，起初
不定期编制诸如 《心理弱点的迹象》 ( Indications of Psychological Vulnerabilities) 等评估文件，及至
50 年代中后期此项工作实现系统化，颇具代表性的是它定期编制的 《双周宣传指导》 ( Bi-Weekly
Propaganda Guidance) 以及 《每月预警评估: 中国》( Monthly Warning Assessment: China) 等评估报
告。随着此项工作的后续推进，特别是在注意到公开宣传信息所具有的独特情报价值后，中情局成
立了专门部门———外国广播信息谍报处 (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简称 FBIS) ，由其负
责编制 《共产党宣传趋势》( Trends in Communist Propaganda) 和 《外国广播信息谍报处每日报告》
( FBIS Daily Ｒeport) 等系列评估报告。这些文件既收录中情局从世界各主流媒体日常报道中搜集到
的信息，同时还包含该机构通过分析这些信息并据此提出如何扩大美国对外宣传的具体建议，其中
很多内容都与中国密切相关。此外，冷战期间，为了扩大美国对华宣传效能，中情局针对中国还特
别开展了一些具体宣传活动，很多档案资料是用来记录该机构如何组织筹划、具体落实以及分析评
估其对华宣传活动。

二、中情局涉华宣传情报档案的特色内容

中情局涉华宣传情报档案的收录上限并非始于 1947 年 9 月中情局成立之时，因为它还收录了

多份其前身———战略情报局 (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简称 OSS) 制作的涉华宣传情报档案。与
此同时，此类档案的收录下限则已延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鉴于这批档案资料所跨时间
维度较长，可选择按时间顺序将之拆分成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冷战时期等时段归类。然
而，简单的线性梳理却存有明显弊端，特别是它可能会人为割裂某些专题的内在连贯性，且难以向
读者直观呈现档案所具有的特色内容。经权衡本文最后选择在整体以时间为脉络的前提下，按中情
局围绕涉华宣传议题开展的不同活动内容对其予以介绍。系统梳理中情局涉华宣传情报档案，它至
少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如下三方面的档案史料。

第一，详细介绍中情局如何通过搜集解读中国公开宣传信息来获悉中国内政外交变化最新动
态，并以此找寻扩大对华文化冷战切入点和突破口的具体内容。

在多数美国学者看来，冷战爆发无疑在中美两国间拉起了一道 “竹幕” ( Bamboo Curtain) 。它
不仅干扰了双方间的正常信息、人员交流，更是对美国扩大对华活动造成了双重冲击: 其一，严重
削弱了美国在华宣传影响力，例如早在 1949 年底，中情局便通过解读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变动数
据，敏锐判断出在中国电影市场美国已经被苏联完全替代②; 其二，给美国搜集中国情报制造了新
难题，由于两国关系持续恶化，双方间的人员交流基本被隔断，中情局设想通过秘密渠道在华搜集
情报几无可能③。局势发展迫使其只能另辟蹊径，从中国官方出版物和电台报道中获取信息成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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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情局电子阅览室整体收录情况等的更多介绍，可参见中情局官网: https: / /www． cia． gov / library / readingroom /col-
lection /crest-25-year-program-archive，2019 年 9月 8日。
Soviet Films Ｒeplace US Films in China，December 8，1949，Document Number ( FOIA ) /ESDN ( CＲEST ) : CIA-ＲDP80-
00809A000600270260-3．
有研究表明，到 1949 年 6月，中情局已经撤退了在中国大陆的所有工作人员，如果需要则派遣特工人员潜往大陆搜集
情报。到 1956 年，由于派遣工作屡遭失败，中情局关闭了所有旨在对付中国的海外行动中心。转引自沈志华: 《美国
中央情报局眼中的中国———冷战时期美对华情报评估综合性文件概述》，《史学月刊》2009年第 1期。



机构了解中国内政外交动态的重要渠道。档案资料显示此项工作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便已启动，当时
中情局主要是搜集翻译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等地出版的图书杂志等。例如，电子阅览室收录的一份
1948 年的档案便详细呈现了该机构如何通过翻译中国出版的介绍四大家族的图书，以此获取国共两
党关系以及中国民众对国民党看法等信息①。冷战爆发后，中情局愈发重视此项工作，并特别关注
中国内地及香港等地编撰出版的经济、政治类专业图书，将之作为了解中国国内局势发展变化的
一手资料②。与此同时，中情局还持续追踪中国报纸或广播所作公开报道，在中国周边国家设立了
多家监听站专门负责监听中国广播报道内容。

搜集到这些公开宣传信息后，中情局尤其擅长通过对相关话题开展长时段纵向比对研究，探寻
中国国内政局变动的蛛丝马迹。例如，该机构于 1973 年 7 月 5 日制作的 “共产党宣传趋势”文件，

便向读者详细呈现了其如何通过一条新闻条目推断出新疆干部调整的最新信息。当时新华社报道了
新疆官员赛福鼎出席迎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重回中国欢迎会的新闻，通过将该新闻条目
与以前国内媒体的相关报道比对研究，中情局敏锐推断出 “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的赛福鼎已
重新被任命为新疆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军区第一政委。③ 即便中美关系出现缓和好转之后，

系统搜集整理中国公开出版物和广播报道的工作仍在持续，最明显的是在 80 年代中情局还定期出
版 《中国报告》( China Ｒeport) ，主要收录 《红旗》杂志等刊发的评论文章。

虽然搜集公开宣传资料为中情局了解中国提供了很多重要信息，但仅凭此举却仍难以实现直观
了解中国的目的。为寻求突破，该机构还积极尝试扩大宣传情报的搜集来源。例如，1965 年在获知
《旧金山观察家报》( San Francisco Examiner) 特派记者丽莎·霍布斯 ( Lisa Hobbs) 来华采访之后，

它迅速动员霍布斯将其在中国生活 22 天的见闻详细记录下来，以此作为近距离了解中国反美宣传
运动、北京街头民众态度以及城市生活状况等的最好素材④。同时，中情局电子阅览室还收录多份
介绍该机构如何尝试通过与其他美国国内媒体开展合作扩大对华了解的档案资料⑤。就其搜集的中
国公开宣传信息内容而言，关注点可谓包罗万象，除关注经济、政治等话题外，它对诸如中国教
育、医疗卫生、社会民生等话题同样极感兴趣，并试图据此推断出中国国内各领域发展变化的最新
动态⑥。

此外，中情局还对中国国内舆情变动信息持续关注。一方面，它会选择追踪考察一些常规性的
情况，如不定期分析中国民众对中共执政的态度变化、尝试探究中国学生的心理变化、时时关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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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Four Great Families，Translation of A Communist Book，December 1，1948，Document Number ( FOIA ) /ESDN
( CＲEST) : CIA-ＲDP83-00415Ｒ000400020015-8．
例如，参照在香港出版的《新中国经济》( The Economy of New China) 一书，中情局对新中国的国内经济特色、经济组
成以及整体经济政策等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The Economy of New China，July 23，1953，Document Number ( FOIA) /ES-
DN ( CＲEST) : CIA-ＲDP80-00809A000700120240-0．
Trends in Communist Propaganda，July 5，1973，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CIA-ＲDP85T00875Ｒ000300060027-
0，pp．18－19．
Our Girl in Ｒed China: An Inside Ｒeport，June 20，1965，Document Number ( FOIA ) /ESDN ( CＲEST ) : CIA-ＲDP88-
01314Ｒ000100190039-3．
A First-Hand Ｒeport on Ｒed China Today， November 7， 1966， Document Number ( FOIA ) /ESDN ( CＲEST ) : CIA-
ＲDP73B00296Ｒ000500150022-7．
相关档案如: Spreading and Intensifying the Political Education Drive in China，March 19，1952，Document Number ( FOIA) /ES-
DN ( CＲEST) : CIA-ＲDP80-00809A000700050219-2; Activities within School System in China，January-June 1953，December 14，
1953，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CIA-ＲDP80-00809A000700150347-9; China: Experiment in Education，June
20，1972，Document Number ( FOIA ) /ESDN ( CＲEST ) : CIA-ＲDP85T00875Ｒ001100130086-8; Specialized Ｒussian Language
Training in China，March 27，1952，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CIA-ＲDP82-00457Ｒ011100280009-3; Medical
Conditions in China，July 23，1953，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CIA-ＲDP80-00810A001600080002-4．



国大陆和台湾的舆情变化以及全面分析中国民众对美国的看法转变等。有关中国国内出现的一些反
对声音和民众不满信息更是其考察和关注的焦点，并希冀以此找寻扩大对华文化渗透的突破口。①

另一方面，该机构还对一些突发事件引发的中国舆情变化给予临时关注，如 1953 年便特别考察了
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就中国问题发表声明后的中方反应②。

第二，生动呈现中情局如何通过跟踪分析中国宣传数据变化信息，力求准确探明中国宣传效能
所做的系列努力。

冷战初期，在考察共产党活动时，美国倾向于坚持 “共产主义铁板一块”的观点，将散布在全
球各地的共产党组织视作苏联谋求世界统治的 “重要工具”③。此种认知部分影响了中情局对中国
宣传活动的评估，最明显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该机构都倾向于选择将中国同苏联
的宣传活动捆绑考察，认为两者是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并将中国对外宣传能力的发展视为是社会
主义阵营整体国际影响力提升的关键标志。中情局电子阅览室收录了多份该机构比对研究中苏两国
宣传机构如新华社和塔斯社报道特点等档案资料，同时还收录有数量众多的详细记述该机构如何跟
踪评估苏联、中国开展对外宣传的档案。④ 当然，中情局并不希望中苏两国在对外宣传领域相互配
合、协调行动的状况持续下去。它高度关注中苏两国媒体报道过程中出现分歧的任何蛛丝马迹，甚
至还会直接开展一些离间和破坏中苏关系的活动，并将之作为削减共产主义特别是中国国际影响力
的重要举措。⑤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情局便启动了就中国对外出版、国际广播以及对外输出电影电视节目
等实时跟踪考察工作。此项工作贯穿整个冷战时期。⑥ 同时中情局还特别重视中国在其他领域尝试
扩大国际影响力的活动。例如，它对中国在一些重要国际会议上的表现感到恐惧、对中国在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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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r Ｒeaction in China to Chinese Support of North Korea，August 17，1951，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CIA-ＲDP82-00457Ｒ008000370006-1; Disaffection among Youth in Communist China，October 18，1963，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CIA-ＲDP79-00927A004200070003-8; Assessment of 1965 Dissidence Levels in Five Provinces of
Southern China，April，1966，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CIA-ＲDP79S01008A000100060002-5; China’s
View of Ｒelations with the New US Administration， June，1981，Document Number ( FOIA ) /ESDN ( CＲEST ) : CIA-
ＲDP03T02547Ｒ000100180001-2; China and“Taiwan”: Attitudes，Policies，and Options，November，1982，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CIA-ＲDP89T01219Ｒ000200280002-0．
Limited Ｒeaction to Eisenhower 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 in the East China Area，April 9，1953，Document Number ( FOIA) /
ESDN ( CＲEST) : CIA-ＲDP80-00810A000900370004-8．
Foreign Ｒ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II，Part 2，Washington，D．C． :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4，p．
1805．
Ｒelationship Between New China News Agency and TASS，March 22，1951，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CIA-
ＲDP82-00457Ｒ007100410005-7; Trends in Communist Propaganda， July 5， 1973， Document Number ( FOIA ) /ESDN
( CＲEST) : CIA-ＲDP85T00875Ｒ000300060027-0，p．20．
Suggestions for Divorcing China from the USSＲ，May 5，1954，Document Number ( FOIA ) /ESDN ( CＲEST ) : CIA-ＲDP82-
00047Ｒ000400400006-6．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ress in China，August 17，1951，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CIA-ＲDP80-
00809A000600400720-7; New China Publishing Agency to Have More Branches，December 15，1949，Document Number
( FOIA ) /ESDN ( CＲEST ) : CIA-ＲDP80-00809A000600270426-9; China: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levision，September，
1972，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CIA-ＲDP85T00875Ｒ001700040015-0; Decision on Setting Up A Motion-
Picture Network and the Motion-Picture Industry in China，January 12，1954，Document Number ( FOIA ) /ESDN ( CＲEST ) :
CIA-ＲDP80-00809A000700190145-9; Official Catalogue of Periodicals Published in China，August，1953，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CIA-ＲDP80-00809A000700170213-5; 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June 16，1965，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CIA-ＲDP75-00149Ｒ000100790014-3．



发起的 “人民外交” ( People’s Diplomacy) 表示忧心……①在考察中国外宣活动时，尽管鉴于冷战
所具有的 “全球性”和 “全面性”特点，中情局注意到中国针对东南亚、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等其
他国家和地区开展的宣传活动，② 但更关注中国针对美国开展的宣传活动。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
档案资料显示从朝鲜战争爆发到 80 年代末，中情局关于中国对美宣传的整体印象偏向于认为中国
在批评美国，并特别制作了多份评估报告来对此予以论证分析③。

第三，完整记录中情局为提升美国对华宣传效能做出的各种尝试。
虽然开展公开宣传并非中情局的活动重心，但它在此领域仍然做出了一些尝试努力。出于知己

知彼的考虑，在尽可能实现宣传情报搜集整理工作专业化和系统化的基础上，④ 该机构专门考察了
中国不同目标受众特别是女性群体、青年群体以及工会组织等⑤，继而不仅单独针对中国开展了一
些宣传活动，同时还尝试与美国新闻署、国务院等其他参与对外宣传活动的机构展开合作。但有关
如何对华开展宣传活动的档案资料，中情局在收录过程中并未进行系统整理，学者们需要依据不同
的关键词对之进行更为细致的搜索查阅。此外，中情局还不定时评估美国对华宣传效能，分析研判
其工作开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此项工作同样自 50 年代初启动，最初主要是评估美国广播
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⑥，后续随着工作的深入和对华宣传渠道的增加、拓宽，评估工作的考察范
畴和内容不断扩大⑦。

三、中情局涉华宣传情报档案的主要价值及使用困难

研究冷战时期的中国宣传话题，同我们当前正大力倡导的 “四史”学习教育密切相关。考察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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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General-Psych /Guidance Specific: Fifth World Student Congress，Peking，China，4-13 September 1958，August 21，1958，Docu-
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CIA-ＲDP78-00915Ｒ000900200013-6; Moscow and Peking Propaganda Treatment of
Major Speeches at the 15th UNGA Session，September 27，1960，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CIA-ＲDP09-
02295Ｒ000100180001-6; Communist China’s“People’s Diplomacy，”January 1955 through June 1956，February 7，1957，
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CIA-ＲDP81-01043Ｒ000600070026-6．
Sino-Soviet Propaganda on Southeast Asia，May 22，1951，Document Number ( FOIA ) /ESDN ( CＲEST ) : CIA-ＲDP80-
00809A000500730217-7; India and Communist China Contemplate Use of 1000 Kilowatt Ｒadio Transmitters for Broadcasts to
Southeast Asia，Undated，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CIA-ＲDP79T01003A002100170003-7; Weekly Sum-
mary Special Ｒeport: China’s Ｒole in Africa，February 25，1972，Document Number ( FOIA ) /ESDN ( CＲEST ) : CIA-
ＲDP85T00875Ｒ001500040006-2．
Staff Study: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BW Propaganda Campaign，June 3，1952，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CIA-ＲDP80-01065A000500050005-3; Staff Study: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BW Propaganda Campaign，
with Ｒecommendations，July 24，1952，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CIA-ＲDP80-01065A000500050004-4;
Order from Central Chinese Politburo for Mobilization of China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November 21，1950，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CIA-ＲDP82-00457Ｒ006300500008-3．
Ｒesearch on Propaganda Analysis Methodology，October 31，1988，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CIA-ＲDP92-
01361Ｒ000100110047-8．
Young People in Communist China: Their Aspirations and Attitudes，April 14，1954，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
EST) : CIA-ＲDP80-00809A000500450244-9; Schools and Youth Organizations in Communist China，June 16，1952，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 CIA-ＲDP82-00457Ｒ012400180004-5; Documents of the Women’s Movement of China，
1952，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CIA-ＲDP83-00418Ｒ007700130005-7; The Ｒole of Women in China，No-
vember 21，1975，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CIA-ＲDP79Ｒ01142A001100040002-1; Trade Unions in Peo-
ple’s China，1956，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CIA-ＲDP83-00418Ｒ006200350005-9．
Ｒeception of VOA，BBC and Australian Ｒadio Programs in China，November 12，1954，Document Number ( FOIA ) /ESDN
( CＲEST) : CIA-ＲDP80-00810A005300980010-8; Ｒeports that US Broadcasts Influence Chinese Intelligentsia to Question Soviet
Motives，March 15，1950，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CIA-ＲDP80-00809A000600290492-4．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of the Presidential Trip to China，July 20，1971，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CIA-
ＲDP79Ｒ00967A000400010013-3; World Ｒeactions to Certain Possible US Courses of Action against Communist China，November
28，1954，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0005273807．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活动在其中都占有重要分量。对其进行研究能
够拓展 “四史”教育的考察视角和研究范畴。仅就中情局涉华宣传情报档案而言，它至少可以帮助
研究者在考察中国宣传问题时实现以下四方面的突破。

第一，系统梳理中情局涉华宣传情报档案，为重绘冷战时期中国开展宣传活动的完整图谱提供
重要史料补充。近年来国内亦有少数学者开始关注文化冷战，但鲜见有研究成果专门探讨冷战时期
中国在文化冷战中的表现。之所以出现该状况，与中文档案解密不够完善密切相关。国内虽然出版
了多套档案集分阶段介绍中国宣传政策的发展演变，但有关这些政策如何落实及介绍其成效等的资
料仍难以搜寻。中情局收录的很多档案恰好是该机构跟踪评估中国如何开展宣传活动的内容，将其
与已经解密的中文档案资料结合使用，可以部分弥补上述研究缺憾。特别是中情局将中国视为重要
假想敌，基本上全天候、全方位地搜集整理涉华宣传情报资料，通过系统研读这些文件，无疑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 “他者”视角来考察中国宣传活动开展的得失成败，助推国内学者更加全面客观地审
视中国在文化冷战领域作出的努力。

第二，全面考察中情局涉华宣传情报档案，有助于深化国内学界对中情局机构发展史的研究，

促使中国学者反思如何更好地开展美国文化冷战史研究。整体而言，国内外学术界没有很好地关注
中情局在文化冷战中扮演的角色。为数不多的研究作品主要集中探究该机构如何利用其下辖自由欧
洲电台 /自由电台以及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等部门机构实施文化渗透的相关内容，很少提及它在亚洲
特别是针对中国开展文化冷战的情况①。但如同前文所述，该机构针对中国实际作出了重大努力，

对其进行研究自然有助于加深读者对其活动内容的了解。此外，档案显示，为了对华宣传效能最大
化，中情局还主动选择同美国新闻署、国务院、私人媒体甚至普通民众 ( 包括高校知识分子) 开展
交流合作。以中情局如何扩大对华文化冷战作为个案来 “解剖麻雀”，立体直观地向读者呈现美国
如何通过部门联动、全民动员扩大文化冷战的真实情景，从而提醒中国学者在开展美国文化冷战史
研究时，尤其要注意其全面性特点，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应积极寻求打破将考察视角简单局限于某一
部门或某种开展方式的窠臼。

第三，辩证客观研究中情局涉华宣传情报档案，认真厘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过往
“妖魔化”中国的历史进程，进而帮助从源头破解 “中国威胁论”。梳理中情局涉华宣传情报档案
不难发现，整个冷战期间该机构在评估中国宣传能力时，倾向于以 “威胁预期最大化”作为评判标
准，导致其很多评估都有明显的夸大之嫌。这一 “妖魔化”中国的传统甚至延续至今。当前阶段，

假如任由西方学者单方面利用美方解密档案开展研究，中方学者不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最终结果
很可能就是整个国际学界进一步形成共识，认为在文化冷战领域美国自始至终处于弱势，更多时候
被动应对中苏在全球发起的宣传攻势。出于知己知彼的考虑，要想更好地让世界接受中国的观点，

需要中国学者在全面把握西方解密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解密档案资料开展扎实的比对实证
研究，对西方学界出现的一些偏颇之词予以驳斥，同时积极构建中国学者自己的话语体系，以此向
世界客观准确呈现真实的中国形象。

第四，认真研读中情局涉华宣传情报档案，特别是细致归纳冷战时期中国在文化冷战领域的得
失成败，可以从中总结指导当前中国如何更好开展外宣工作的经验教训。冷战期间，为实现对华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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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际学术界关于自由欧洲电台 /自由电台以及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研究主要包括: Sig Mickelson，America’s Other Voice:
The Story of Ｒadio Free Europe and Ｒadio Liberty，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1983; Michael Nelson，War of the Black Heav-
ens: The Battles of Western Broadcasting in the Cold War，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97; Arch Puddington，Broad-
casting Freedom: The Cold War Triumph of Ｒadio Free Europe and Ｒadio Liberty，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0; 〔英〕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著，曹大鹏译: 《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



制，美国联合其西方盟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强大宣传攻势，图谋西化并分化中国。但中国外宣
工作非但没有受到负面影响，相反活动规模和影响能力不断扩大，在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的同时，

帮助中国在国际社会赢得了更多朋友。中国外宣活动缘何能在美国对华全面遏制背景下实现突围?

部分答案可以从中情局涉华宣传情报档案中找到。毕竟，“最了解你的人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的
敌人”。例如，中情局会不定期跟踪考察中国对外宣传活动的弱点和不足①。对这些内容予以深入研
究，进而探明中国过往开展宣传活动过程中出现的短板和缺陷，可以为当前我们开展外宣工作提供
重要的历史借鉴。

在充分强调中情局涉华宣传情报档案史料价值的同时，笔者还希望对这批档案在利用过程中可
能遇到的困难略作介绍。一是中情局电子阅览室自身存有一些问题，为学者利用这批档案人为制造
了一些难题。例如，其档案编目过于简略粗放，很多文件仅凭其提供的名称难以获知具体内容; 同
时多条档案还存有明显的编目错误，甚至会出现把文件出台时间弄错的低级失误，如 1948 年 7 月
14日制定的文件被标注成 1998 年 11 月 11 日②; “中情局档案检索系统”还有明显的使用障碍，虽
然它提供了诸如按时间排序等检索方式，但多数时候其实用性不强，点击相关选项难以得到预期搜
索结果。二是尽管美国 《信息自由法》要求中情局等相关机构和部门定期解密并公开历史文件，但
涉华宣传情报档案中很多敏感内容并未全部解密，一些页面被大段涂黑，这要求学者应该积极尝试
利用从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来 “破译”这些未解密内容，尽可能全面还原事实真相。三是由于中情
局对档案进行分批次解密，其电子阅览室收录的档案资料不可避免会出现重复的现象，即同一份档
案可能有多个不同解密版本，这要求学者还要对不同版本的解密档案予以比对研究。

尽管中情局电子阅览室收录的涉华宣传情报档案存有一些使用困难和不足，但鉴于这批档案所
具有的重要史料价值，加之其公开化和网络化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学者利用的便利性，它为国内学者
特别是硕博士研究生找寻研究选题、丰富研究内容和完善研究结论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与此同
时，中情局电子阅览室处于动态更新之中，很多最新解密档案仍在增补上传。学者们应该对该数据
库进行实时跟踪，以便获知并利用其最新增补的档案资料。

(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历史学系副教授)
( 责任编辑 薛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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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knesses in Propaganda Network and Materials according to Two Chinese Writers，November 6，1951，Document Number
( FOIA) /ESDN ( CＲEST) : CIA-ＲDP80-00809A000700030017-8．
Most Frequent Propaganda Themes， July 14， 1948， Document Number ( FOIA ) /ESDN ( CＲEST ) : CIA-ＲDP80-
00809A0005007300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