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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会是个怎样的美国驻华大使？
文 / 本报记者 吴健 特约撰稿人 张韶华

从“中国通”到“局内人”，他的前任们都发现中美合作很重要

“缺乏经验”反成优势？

伯恩斯来自纽约州布法罗，是典型的“学
而优则仕”的人物。1980年从约翰斯 ·霍普金

斯大学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后，他很快受
聘于美国国务院，从国务院发言人起步，当过

驻希腊和北约大使等。2005年至 2008年间出
任小布什政府的政治事务副国务卿，是伯恩

斯职业的高峰。而他的职业生涯足足跨越里

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四届美国政府。
从履历看，浓重的专业背景意味着伯恩

斯或许能较准确地领会拜登团队的对华战略
意图和政策火候，尤其能与国务院步调一致。

从稳定中美外交沟通、准确传递双方观点和
意图的层面看，伯恩斯是个值得期待的角色。

但过久的职场生涯，也可能成为他的包
袱，特别是“开拓性工作”方面有难度。纵观伯

恩斯的职业生涯，“不出事”更像是他的行事
风格。一大证据是，伯恩斯在 1997年到 2001

年任美国驻希腊大使时，正碰上俄罗斯向亲
希腊的塞浦路斯卖 S-300地空导弹。S-300

地空导弹射程可以覆盖土耳其南部，而土耳
其常年驻扎塞浦路斯北部，且与希腊是世仇。

对此，土耳其声称将对开往塞浦路斯的俄军
火船展开空袭，希腊则出动军舰示威。此时正

值冷战刚刚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但在外交上反应却十分拙劣。坐镇雅典的伯

恩斯主要靠华盛顿密电行事，要求希腊克制，
却又拿不出能帮助希腊政府平息民愤的筹

码。特别是伯恩斯总以“华盛顿的最终立场”
作为谈判的终结语，美国的外交调停也不见

成效。最后，还是俄罗斯平息了风波，号称将
导弹卖给塞浦路斯，却“临门踩刹车”协助塞

政府将导弹送到远离土耳其的希腊部署，而

塞方的安全则通过加入欧共体保证。这一创
造性外交不仅为各方解套，更重要的是，俄罗

斯趁机把军事和外交影响力注入美欧后院。
后来，伯恩斯在哈佛大学开设“国际体系中的

大国竞争”课程时，就专门把“导弹门”作为经
典案例授课，可见其影响之深。

事实上，伯恩斯迄今处理过的最重要项
目，莫过于伊朗核谈判。他坚定地认为美国必

须重启与伊朗中断 30年的外交接触，强调
“外交本就不只是和朋友对话，而是要和对手

对话”。但由于是不折不扣落实美国总统和国
务院的政策，伯恩斯自身价值的体现不多。谈

来谈去，他也不得不承认美伊基本上是“为谈
而谈”，成果寥寥。

俄罗斯“自由媒体”网站认为，除了伊核
谈判期间与中国同行的沟通，伯恩斯基本与

中国缺乏交集。但“缺乏中国经验”，恰恰也是

他获得驻华大使职位的原因。因为从奥巴马

时代起，美国就已放弃了任命“中国通”出使
中国的旧惯例。这种趋势也反映了华盛顿的

氛围，即对中国要强硬，而很多了解中国的美
国官员及学人往往被美国政客怀疑存在对中

国“同情心泛滥”的情况。从这种意义上说，出

任中国大使的人，在美国的支持率比拥有中
国经验更重要。

这一点似乎也体现在伯恩斯 10月 20日
在参议院提名确认听证会上的发言上。他只

用简短篇幅表示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却用了三倍于此的篇幅强调美国与中国的竞

争关系。他还敦促国会通过与中国有关的立
法，为美国在半导体等关键行业的国内竞争

力提供资金。彭博社称，伯恩斯侧重中美竞争
与冲突的提法，取得两党议员的赞赏，得以通

过提名确认程序。但伯恩斯上任后是否会如
此强硬行事，则不好下定论。

“局内人”取代“中国通”

据统计，美国国内具体执行对华外交的
人，在相当长时间里出自“中国通”的圈

子———要么家族里有在华传教背景，要么干
脆是生在中国的美国人。

聚焦到新中国时代的中美外交，美国一
度安排“中国通”出任驻华大使。1979年 1月

中美建交，首任驻华大使虽是与中国无甚渊

源的伦纳德 ·伍德科克，但他出身美国左翼工
会领袖，与其妻子也是在北京相识并成婚，可

以算作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通”。在他之后，
美方派出资深“中国通”恒安石驻京，揭开十

年间四任大使“中国通”居其三的序幕。恒安

石出生在山西汾阳一个美籍汉学家家庭，抗
战期间蹲过侵华日军的牢房，被中国农民营

救出来，和中国结下不解之缘。接替恒安石的
是耶鲁大学毕业的洛德，其华裔妻子包柏漪

所著的《春月》一书据说引起了里根总统对中
国文化的兴趣。而接替洛德的是生于青岛的

李洁明，之后则是生于南京的芮效俭。

但在芮效俭之后，美国基本没再派“中国
通”出任驻华大使。尽管 2001年至 2009年在

任的雷德和 2009年至 2011年在任的洪博培
都能讲中文，甚至洪博培的继任者骆家辉本

身就是华裔，但这种语言或血统上的“亲近”，
并不代表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知与把握

能像“中国通”那般驾轻就熟。

从事中国新闻报道长达 25年的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前北京分社社长吉米注意了到

这种变化。“这不代表美国国务院派不出‘中
国通’，而是在崭新的国际关系里，美国更希

望经贸专家和战略学者去经营美中关系。”吉
米说，“生于中国、会讲普通话的‘芮效俭’们

固然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但由于他们是华

盛顿政界的‘局外人’，其建议通常少有人理

会。相比之下，之后来中国赴任的尚慕杰、普
理赫、鲍卡斯等人对中国知之甚少，但由于是

政界圈内人士，他们可以走进白宫或国会山，
与总统或有影响力的参议员会面，进行游说

活动。”

都或多或少转变态度
尽管这些美国驻华大使大多像伯恩斯这

般在国内“发言强硬或软中带硬”，但吉米注

意到，他们的“中国观”却在实地工作多年后
“无一例外地趋同”。“如果我们（美国）愿意，

就能把握好中国崛起；如果把中国视为敌人，
那它就会成为敌人。既然‘美利坚帝国’的概

念已是明日黄花，那么与中国友好就该是美
国势在必行的政策。”吉米分析道。

1995年至 1999年任驻华大使的尚慕杰，

正是这一转变的代表。他是首个来华前没有

任何中国背景，也对中国基本不了解的驻华
大使，也是首位国会议员出身的驻华大使。他

担任美国参议员长达 18年，并且因为资深律
师的身份，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及其夫人

希拉里关系紧密。而在涉华问题上，他经常在
国会支持针对中国且并不友好的各种提案。

可到中国后，尚慕杰被中国的活力四射

所感染。“美国许多人认为美式民主是解决中

国一切问题的答案，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尚慕杰在得克萨斯州的一场圆桌会议上表

示，美中之间的许多问题是由于彼此缺乏了
解或不同的观念引起的。“但我尽自己的最大

努力，向美国领导人介绍中国正在发生的巨
大变化。”1997年，作为驻华大使的尚慕杰设

法安排百余名美国会议员访华，见识中国经

济的迅速增长、中国人的创造活力和文明礼
仪。

甚至在离开中国多年后，尚慕杰依然赞
叹自己的“驻华大使”经历是块金字招牌，为

家乡田纳西州吸引来巨大的中国机缘。
以尚慕杰为例，无论对中国多陌生、多警

惕的人登上美国驻华大使的位置，都或多或
少转变了态度。这除了中方的沟通工作外，更

因为他们发现美国的根本利益与中美合作密
不可分。

寻找共识和解决方案
前美国驻华大使马克斯 ·鲍卡斯指出，他

的好些国会议员朋友曾要求他就一些事务向

中国施压。但鲍卡斯的回答是：“作为一个国
家，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睁大眼睛与中国打交

道，试着寻找共识。”在他看来，美中关系最重
要的是“结果”以及“如何以积极和建设性方

式处理这种关系”，“我不会过多对待动机，而

是会更多关注行动，尽全力寻找共识，在现实
中寻找解决方案”。

美国中国总商会的《2020年在美中资企
业商业调查报告》显示，95%的受访中企没有

计划撤出美国市场，70%的受访企业没有计
划取消或推迟在美投资。而同年度上海美国

商会的调查显示，在 340多个受访美国企业
中，约 92%的受访者表示将继续在中国经营，

在中国拥有或外包制造业务的 200多家受访
企业中，有 70.6%表示不会将生产环节迁出

中国。
普华永道美国公司市场分析部中国分析

业务负责人克雷格 ·斯特龙贝尔表示，中美两
国企业愿意在对方市场继续经营，哪怕是美

国政府竭力阻挠的半导体设备和材料供应商
也大多扩大在华生产。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新冠疫情影响下，
不少美国企业从中国复苏、稳定、增长的供应

链里获益不少，获得宝贵的“喘息期”，况且中
国的营商环境正持续改善。

这就是美国主流民意对中国的真实感
受。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前驻华大使布兰斯塔

德认为，美国人应该对不同的制度持更多的
包容态度，这也是他对继任者的忠告。

    2021年即将结束之际，美国参议院
通过了对尼古拉斯 ·伯恩斯出任新驻华大
使的任命，结束了这个关乎世界重要双边
关系的职位长达一年有余的“空窗期”。
自 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换了

7位总统，而驻华大使共有 12位。
如果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和日益紧密

复杂的国家关系一样，无论这些驻华大使
此前对中国了解多少，最终他们都同中国
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有分歧，也
有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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