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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浮待鹤山人诗草》 中的变法 自强思想

刘 学 照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
,

上海 2X() 06 2 )

摘 要 : 郑观应的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 洋溢着变法 自强思想
。

他用诗歌西显
“
古今之变

局
”

论和
“

春秋战国
”

说的历 史观和时局观
,

作为亚言
“
变法宜决断

”

的依据
。

他在吟味中所表

达的 变法 自强 思想
,

始终把
“
改科举

” 、 “

设学校
” 、 “

育人才
”

放在首位
。

在主张
` ’

练兵将
” 、 ’ `

制

军 器
”

的 同时
,

强调
“

决胜于商战
” 。

其又一特 色是明确主张进行以 改官制为中心 的政治 改革
,

并有扦击
“

专制
” 、

向往
“

民权
”

的吟味
。 “

此际朝廷求变法
,

可如俄 日合经营
” ,

郑的这种心 声

与 维新派同调
。

但他缺少实践维新的献身精神和主体意识
,

故只是维新论者
,

还不是维新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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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是晚清商人出身的改革思想家
。

他在同光年间
, “

目击时艰
” 、 “

愤彼族之要求
,

惜中朝之失策
” ,

在积极从事
“

商战
”

实践 的同时
,

著文呼吁
“

救时
” ,

阐陈
“

自强之

道
” 。

仁̀张p
·

63, .P 23 3) 先后著为 《救时揭要》
、

《易言》 和 《盛世危言》
。 “

又出其余力为诗歌
” ,

“

直记时事
” , “

寓意规谏
” ,

抒发
“

救时共发愤
,

变法尤宜速
”

的心声
。

z[] ( pp
·

1川
一

131 6) 他的诗

歌在戊戌 ( 18 98 ) 年间刊刻有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 一卷
,

到宣统元年 ( l引刃 年 ) 增订为两

卷
。

本文谨对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 戊戌本 (以下简称 《诗草》 ) 中的有关吟咏进行议析
,

以期丰富对郑观应戊戌维新时期变法自强思想的认识
。

一
、 “
危急存亡秋

,

变法宜决断 ”

识时务者为俊杰
。

郑观应在 ((诗草》 中多次使用
“

变法
” 、 “

自强
”

和
“

变法自强
”

等述

语
,

如咏称
“

变法求俊杰
” 、 “

变法分缓急
” 、 “

变法尤宜速
” 、 “

堪羡东滚能变法
” 、 “

中国果能

急变法
” 、 “

急宜变法图自强
” 、 “

变法 自强资启沃
”

等
。

图 ( .PP `猫
一 13

28) 郑观应在诗歌中凸显其

变法自强思想
,

是与他对晚清时局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分不开的
。

鸦片战争后
,

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外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

此后
,

特别是洋务运动

兴起后
,

中国官员和士人中的有识之士认定中国所面临的是一场
“

古今之变局
” , “

几千年未

有之变局
” 。
①并用一种

“

春秋战国
”

说诊释这场变局的特征
。
②历史表明

, “ `

古今之变局
’

论

先后成为洋务派和维新派反对封建顽固派的
`

不变
’

论的思想武器
” 。

3[] 郑观应如同许多洋

务论者和维新论者们一样
,

也用
“

古今之变局
”

论和
“

春秋战国
”

说的历史观和时局观作为

巫言
“

就法宜决断
’ ,

的依据
。
③ 甲午战后

、

特别是胶州湾事件后
,

郑观应在诗歌中一再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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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国势危整
”

的忧愤
,

如在 《与西客谈时事志感》 中有这样的诗句 :

“

群雄各凯叙
,

权利暗侵夺
。

俄德窥北辕
,

法 日界南辙
。

英复图中央
,

围棋布子密
。

或借港泊船
,

或租地筑室
。

… …虎视兼狼吞
,

海疆终决裂
。

奋笔作此诗
,

字字含泪血
。 ’ ,

〔2」( P
.

1295 )

他为了立论变法 自强的急迫性
,

一再在吟咏中显露
“

春秋战国
”

说的时局观
。

如他在 《答英

国广学会董李提摩太及世爵贝思福论中外时事》 中咏称 : “

群雄共逐中原鹿
,

连衡合从阴谋

伏
’ , “

各国纷纷悉效尤
,

就迁世事感陵谷
” 。

川 .(n
`3 `9) 在 《答 日本小田切总领事亚细亚协会

歌》 中吟咏道 : “

群雄兀峙五大洲
,

南争北战如春秋
。

… …俄若强秦肆兼并
,

英为东帝同齐

侯
。

… … 中华贫 弱莫 并驾
,

奄奄 日遭成 西周
。

… … 连横合从 得休 息
,

散从 离衡兴戈

矛
” 。

脸 (] p
·

13 13) 他对中华
“

贫弱
”

得像
“

奄奄
” “

西周
”

一样不胜祀忧
。

他在 《感时即事上盛

杏荪太常》 中再次表达对时局的忧心忡忡 : “

中东肇衅后
,

国势尤疲瘾
。

… … 自失胶州澳
,

咸知国虚空
。

海 口争割据
,

瓜分兴更浓
” 。

他认为处此危局下
,

应该效法春秋战国时连横合

纵的办法
: “

巫联 日
、

英
、

美
,

变法挽颓风
” 。

zj[ .(n 13
27) 这种主张变法并与英

、

美
、

日结盟的

吟咏与当时一些维新派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看法大致相同
。

言为心声
。

郑观应所以在甲午战后的吟什中凸显
“

古今之变局
”

论和
“

春秋战国
”

说
,

都是为了表达担心
“
国势日镬

”
的忧患意识

,

都是为了宣释
“

危急存亡秋
,

变法宜决断
”

的

心声
。

z[] 体 13 15) 郑观应的这种变法救亡思想一再在诗歌中得到反映
。

如
,

《赠 日本驻沪小田切

总领事论时事歌并序》
: “

邻邦虎视而鹰瞬
,

迫欲瓜分肆婆餐
。

急宜变法图自强
,

痛除浮华务

笃实
。

… … 中国果能急变法
,

免使强邻悠侵割
” ; 《时事感怀》 : “

惊闻西士筹分策
,

欲割东方

据要津
。

… …势如一线悬危卵 (日本伊相云 中国现在情形
,

势如一线悬危卵 )
,

转弱为强在
,

得人
” ; 《上孙燮臣师相邓小赤师帅论时事》 : “

此时沧海正横流
,

蚕食何堪竞效尤
。

莫再因循

须奋愤
,

维新国事共绸缪
” ; 《书愤》

: “

昏昏醉梦者
,

疾呼宜警觉
。

救时共发愤
,

变法尤宜

速
” 。

川 (PP
·

13 肠
一 ,32 1 )由此可见

,

在甲午战后维新运动 日益兴起的时候
,

郑观应不仅用 《盛世

危言》 为维新变法潮流推波助澜
,

而且也用众多的感时即事的吟咏为变法救亡呐喊
。
④

二
、 “
变法图自强

,

商战共筹边
”

郑观应在甲午战争前是一位洋务论者
,

他甚至在 1892 年春所写的 《盛世危言》 (五卷

本 ) 自序中宣称
, “

全书五十五篇
” “

所论
”

都是
“

洋务
” 。

l[] .v( 23 6) 但他是
“

中法战争后早期

维新思想之集大成者
’ , ,

闭 .v( 26 )是比较激进的洋务论者
,

即洋务思潮的左翼
。

他于甲午年春

刊刻的 《盛世危言》
, “

是甲午战前早期维新思想的集大成的著作
” 。

s[] 甲午战争后
,

他赞同

维新变法
,

但对康梁的维新变法活动颇有保留
,

认为
“

变
” “

政治
” , “

事速则不达
,

恐于大

局有损无益
’ , ,

图 .v( , 165 )可以说是一位稳健的维新论者
。

而由激进的洋务论通向稳健的维新论

的连接点正是他的变法 自强思想
。

郑观应在 《诗草》 中吟发的变法自强思想
,

在 18 97 年底所写的 ((海禁宏开利权外溢甲

午以后事变 日巫盛杏荪京卿关心时局因赋长歌借相质证》 中得到较集中的反映
。

“

为献治安策
,

条陈计有五
:

其一设学校
,

士途宜宽取
。

肄业专一门
,

材艺不瑜矩
。

其二农工商
,

振兴有法度
。

王旦奖制造 (西例
:

凡有制造新器给予执照
,

准其专利若干年
,

名曰巫旦 )
,

矿务资铁

路
。

其三练将才
,

兵强由将驭
。

巡捕兼民团
,

内地可安堵
。

其四制军器
,

工师慎选雇
。

弗受外人胁
,

腹省尤宜顾
。

其五定律例
,

中外无偏护
。

日报与议院
,

公论如秉炬
。

时势今已危
,

奋发耐勤奋
。

文士

弃帖括
,

武卒改石弩
。

内既平反侧
,

外可却狡虏
。

… … 十载臻富强
,

同德慰君父
’ , 。

〔2」( PP
.

1柳
一 1300 )

“

变政知先后
,

利弊烛如神
” 。

从上首 《长歌》 及相关吟什来看
,

郑观应变法 自强思想的

5 5



一个显著特色是把
“

改科举
” 、 “

设学校
” 、 “

育人才
”

放在第一位
。

他在 《中日变法志感》 中

称咏日本维新后
“

选招佳子弟
,

负岌到西邻
。

学优归故国
,

升迁作元臣
” 。

而对
“

吾华惟泥

古
,

八股为儒珍
。

肄业美国者
,

废为闲散人
”

2j[ v.( 1274 )表示愤慨
。

他批判洋务运动
“

变法仅

皮毛
,

八股依然重
” 。

图 .v( 13 ’ 7) 他强调
“

人材根学校
” , “

取士今宜变
”

z[] 伽 13 28)
; 咏赞

“

西学

资实用
,

播绎考格致
” 。

并记咏自己
: “

所译时务书
,

久已赠知契
”

(所译英国报馆律例
,

及

欧洲各国水陆商政比例通议等书
,

均已持赠盛京卿 )
。

z[] ( PP
·

133 ` 一 133 2 )他在 《答黄幼农
、

黄花

农
、

蔡毅若
、

岑馥庄观察论时事》 中吟咏说 : “

耻惧不若人
,

科制变宜先
。

… …群黎须教养
,

义塾开万千
。

更建大书院
,

聘彼名师传
。

程式仿英法
,

所学贵精专
。

人才日蔚起
,

制造万物

望
。

川恤 128 1 )百日维新开始后
,

他咏赞
: “

朝廷下诏求英才
,

广辟学堂资教育
。

圣明天纵一

发奋
,

集思广益勤典学
。

考试策论改时文
,

习练枪炮废弓链
” 。

z1[ .v( 13 19) 表明他对光绪帝变通

科举
、

改各地书院为各级学堂的上谕由衷的拥护
。

“

非富不能强
,

非强不能富
。

富强互为根
,

当国宜兼顾
” 。

川 .v( 128’7 )郑观应变法自强思想

的另一大特色是在重视
“

练兵将
” 、 “

制军器
”

的同时
,

强调
“

决胜于商战
” 。

郑观应早在中

法战争前的 《易言 》 中就倡导学习
“

欧洲各邦
,

以通商为大经
,

以制造为本务
” , “

寓兵于

商
” ,

主张
“

自理商务
” , “

收回利权
,

扩我远图
”

川 .v( 73
,

PP
·

既
一 1叫

。

至甲午战争前夕
,

他在

《盛世危言》 中更明确认定
“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 ,

川 v.( 586 )主张
`·

藉商以强 国
,

藉兵 以卫

商
” , “

特设一商部
,

兼辖南北洋通商事宜
” , “

南北洋分设商务局于各省水
、

陆通衙
” ,

务使
“

上下之情通
,

官商之势合
” 。

[ ’ 1( PP
·

61 4 一

617 )在甲午战争后的维新潮流中
,

他批评
“

官不恤

商
” , “

华官不惟不能助商
,

反胺削之
,

遏抑之
” ,

主张
“

凡通商 口岸
,

内省腹地
,

其应兴铁

路
、

轮舟
、

开矿
、

种植
、

纺织
、

制造之处
,

一体准民间开设
,

无所禁止
。

或集股
,

或 自办
,

悉听其自便
。

全以商贾之道行之
,

绝不拘以官场体统
” 。

l[] ( .PP 哪
一 61 2)

郑观应要求
“

俯顺商情
” 、 “

以通商为大经
”

的思想在 《诗草》 中不仅屡有显露
,

而且还

有不少发展
。

如在前引的答黄幼农等 (论时事》 诗中有
“

国以民为本
,

民以财为天
”

的诗

句
,

对
“

彼族夺我利
” 、 “

更垂矿路涎
”

的情况十分担忧
,

要求改变
“

利源皆外溢
,

喧宾夺主

权
”

的困境
,

提出
“

商律固宜定
,

报律亦当编
。

商董书准上
,

利弊无不宣
” ,

希望通过
“

立

法
”

改善商人地位
、

保障商民利益
,

以收
“

富强从此 卜
,

商战共筹边
”

z[] .(n 128 1) 之效
。

与此

同时
,

他常有这样的吟吁
: “

武备固讲求
,

工商亦保护
”

z[] .v( 1287 ) ; “
民强国自强

,

道由策富

致
。

致富勿愚民
,

广学开其智
”
[2〕( P

·

127 1 ) :
“

选匠广制造
” , “

商律宜早设
’ , 。

[2〕( p
·

13 22 )他于 15%

年受任汉阳铁厂总办后
,

作 《铁厂歌》
,

咏叹
“

建厂
” 、 “

经营
”

中的种种
“

弊失
” ,

提出
:

“

奇谋猛得变通法
,

改官为商机可转
’ ,

川伽 1
303 )

,

主张将该厂由官办改为商办
。

另外
,

郑观应在吟咏中还表达 了中外合股办路矿
、

让外商
“

承办
”

企业的设想
。

如在

《莫若篇》 中咏及甲午战后
“

群雄肆蚕食
,

非分时相干
”

时
,

提出
: “

既知难固守
,

旧章须改

镯
。

莫若参外股
,

合力庶保全
。

得暇以图治
,

榷税助筹边
。

至于炼钢铁
,

制造枪炮船
。

… …

技艺未深造
,

安能精且坚
。

莫若招彼族
,

承办几何年
。

期满则归我
,

庶可接心传
” 。

z[] v.( 1305 )

这当是近代中国最早表达的采用中外合股和招外商定期承办发展近代经济的主张之一
。

戊戌

年间
,

他一再有类似的吟咏
: “

体用不明莫妄行
,

千古成败皆由此
。

朝廷近颇重商农
,

裕民

富国振困穷
。

不颁商律严赏罚
,

外侮频仍难折冲
。

… … 昔言矿产恐难守
,

中西合股或可

久
”

;[ 2〕( PP
·

13 20
一

132 , )
“

整顿工商开利源
,

重订律例惩翻覆
。

… … 华夏矿路约同盟
,

合股举办

利源握
” 。

图 .v( 131 9) 并憧憬
: “

各事无掣肘
,

百艺亦兴隆
。

兵强可卫商
,

商富兵亦雄
。

一洗历

年耻
,

奏捷甘泉宫
’ , 。

川 .(n 132 7) 这种期盼
“

富强从此 卜
,

商战共筹边
”

的心声是对 《盛世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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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所阐发的
“

商战
”

思想的一种润色和补充
。

“

中华官制异泰西
,

奏请朝廷当变易
’ , 。

z[] 体 `
猫 )郑观应变法自强思想的又一特色是明确主

张进行以改官制为中心的政治改革
。

他在早期维新思想家中不仅以全面阐发
“
习兵战不如习

商战
”

的商战思想影响卓著
,

而且也是晚清较早关注西方议院政治的一位历史人物
。

但是
,

郑观应在其 《易言》 和 《盛世危言》 中
,

一般是较正面地谈论
“

国运
” 、 “

民
』

合
”

和
“

吏治
”

的关系
,

赞赏泰西都城
“

有上
、

下议政院
”

l1[ 恤 `03) 之设
,

提出
“

欲借公法以维大局
,

必先

设议院以固民心
” 。

主张行
“

君民共主
”

之政
, “

上下一心
,

君民一体
” 。

l[] ( PP
·

31 1 一 31 4) 甲午战

后
,

他又从当时清廷现实情况出发
,

认为议院之设
, “

必须行于广开学校人才辈出之后
,

而

非可即日图功也
’ , 。

l1[ v.( 316) 比较来说
,

郑观应在 《诗草》 中不仅表露了上述改革主张
,

而且

增添了一层批判意识
。

如他在 《书愤》 中批评 : “

中国不自振
,

晏安中酞毒
。

… …兵部不知

兵
,

武官无韬略
。

刑部不晓律
,

青吏弊易作
。

户部不兴利
,

农工 日萧索
。

坐论推元老
,

部员

供唯诺
。

事苦上不明
,

动为下所默
。

畏难图苟安
,

袖手观棋局
” 。

川 .v( ’ 3 ’ 6) 又在 《治乱歌》 中

咏斥
: “

上下 隔阂不 相通
,

官吏权重 民太贱
。

… … 诸公衰衰立朝端
,

结舌无人贡 直

谏
” 。

z[] .v( 129 , )在 《阅万国史记感作》 中更作抨击
“

专制
” 、

向往
“

民权
”

的吟咏
: “

粤稽上古

达民权
,

尧舜无为重择贤
。

专制不从平等政
,

普天那望大同年
” 。 “

欧洲议政院无私
,

究竟君

民共主宜
。

试看富强英吉利
,

女皇端拱扩洪基
” 。

lj[ .(n ’四 1 )作为最终实行君民共主的人手
,

他

主张先
“

变易
”

官制
,

除前已引述的
“

设商部
” 、 “

定律例
”

外
,

又提议
: “

文部专理学校事
,

商务货财均孽画
。

聘请欧洲退位臣
,

教育经营两裨益
” 。

z[] .(n ’戏 )除主张
“

取士今宜变
”

外
,

又赞咏
: “

下情得上达
,

大哉议政院
” 。

图 (PP
·

13 28
一 ` 3

29) 但他认为当时
“

议院未能设
,

舆论须参

研
” 。

z[] .v( 128 1 )加强报纸的设立和舆论监督
。

他一再沉重指出
: “

欧洲之长采众议
,

中华之短多

自是
” 。 “

此 时 沧 海 正横 流
,

蚕 食 何 堪 竞 效 尤
。

莫 再 因循 须 奋愤
,

维新 国 事 共 绸

缪
’ , 。

阁 (PP
·

1320
一 1321 )这些吟咏表露了郑观应热切主张改革官制

、

维新国事的心音
。

三
、 “
此际朝廷求变法

,

可如俄日力经营
”

郑观应在甲午战争后一度与强学会有关系囚 v.( 7 22 )
,

但总的说来很少涉足维新派的政治

活动
。⑤就甲午战后的诗文的思想倾向来说

,

他是一位温和的维新论者
。

他强调改科举和育

人才为先
,

呼吁
“

商战共筹边
” ,

主张进行以改官制为中心的政治改革
,

其
“

维新国事
”

的

主张大体上与戊戌维新同调
。

百日维新中他有这样的诗句
: “

维新变法下部议
,

其奈守旧诸

臣仆
。

泄沓苟安不思变
,

变自卤莽丛怨
。

维新守旧乏通才
,

贾生上书徒痛哭
。

否极泰来参

易交
,

革故鼎新愿启沃
” 。

z1[ .v( 131 9) 但他在诗歌中又多次强调
: “

复古荆公成弊政
,

维新彼德

是雄才 ,’;
“

鼓舞奇才须破格
,

扶持国运在和衷 ,’;
“

维新与守旧
,

共济当和衷
。

上下期一德
,

发愤励始终
” 。

z[] (PP
·

131 。 一
13 27) 他在感情上反对守旧

,

却在政治态度上主张新旧调和
。

在诗歌

中虽偶有向往
“
民权

”
的吟咏

,

但更多的是
“

变政如彼得
” 、 “

急效俄彼得
” 、 “

彼得是雄才
” 、

“

维新如彼德
”

图 (pp
·

1281
一 1328 )的呼吁

。

可见他的维新论更注目于倚重君权
。

他在 《读 <俄彼

得变政记旧 明治变法考> 有感》 一诗中写道
:

“

证今考古事推评
,

英主何曾泥守成
。

天以艰难资振奋
,

世将中外合升平
。

卧薪尝胆师勾践
,

剪

旧维新企汉京
。

此际朝廷求变法
,

可如俄 日力经营
’ , 。

[2」( p P
.

13 11 一 13一2 )

可以认为
,

郑观应在主张效法俄日维新方面是与维新派同调的
。

所不同的是
,

他的变法自强

思想只是一种建言与企盼
,

而缺少维新派们的勇于实践的献身精神和舍我其谁的主体意识
。

因而他只是维新思潮中的一位维新论者
,

而不是维新派
。

(责任编辑 付长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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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

①近代中国面临一场
“

古今之变局
”
的提法

,

最早见于黄钧宰
、

徐继舍 19 世纪 40 年代后期的著述
。

但对这种认识加

以阐发
,

形成一种系统的时局观
,

则是在洋务运动中
。

参见刘学照
: 《论洋务思潮》

,

《历史研究》 19 86 年第 3期
。

②冯桂芬在 186 1年写成的 (校那庐抗议) 中说
: “

今海外诸夷
,

一春秋时之列国也
,

不特形势同
,

即风气亦相近

焉
” 。

随后
,

张斯桂在 (万国公法序》 中也
“
以春秋列国比欧洲

” 。

③郑观应在 《易言》 和 《盛世危言) 中多次作这样的论述
,

如
: “

方今俄与英
、

美
、

普
、

法
、

澳
、

日诸国
,

争逐海

上
,

何殊战国七雄
” 、 “

尤属古今之变局
” 、 “

此乃中国一大变局
” 、 “

诚历代未经之变局
” 、 “

乃 中国非常之变局
” 、 “

此诚中

国非常之变局
” 、 “

乃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

等
,

见上册
,

第 肠
、

214
、

l乃
、

132
、

27 8
、

3 9 1
、

2 3 7 页
。

④ <盛世危言》 五卷本于 18男 年春 ( 4 月 ) 出刻本
,

同年秋冬又两次出排印本
。

189 5 年 4 月 《马关条约》 订立后
,

由江苏藩司邓华熙进呈光绪帝
。

伤总署刷印两千部
,

分送臣工阅看
。

18肠年秋
,

《盛世危言》 增订为十四卷本
。

协办大学

士翁同解和礼部尚书孙家鼎又先后向光绪帝推荐
,

以后又十多次印刷
。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 在戊戌年间付印前
,

郑观应

曾将手写本附呈孙家绷
。

⑤有一个例外
,

就是 l创X)年 7 月他参加了维新派人士策动的上海国会活动
。

参考文献 :

【1」郑观应
.

《易言) 自序
.

(盛世危言》 自序 【A」
.

夏东元
.

郑观应集
: 上册 【M〕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 2
.

〔2〕郑观应
.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
.

(夏同断序》
.

( 自序》
.

《书愤》 【A〕
.

夏东元
.

郑观应集
:
下册 【M 〕

.

上海
:

_

仁

海人民出版社
,

198 8
.

【3」刘学照
.

论洋务思潮 〔J」
.

历史研究
,

19 86
,

(03 )
.

〔4 〕刘学照
.

洋务思潮与近代中国 〔M〕
.

太原
: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

199 4
.

〔5] 汤志钧
.

戊戌人物传稿
: 下册 〔M」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82
.

(上接第 47 页》

注 释
:

① 197 0 年美苏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先后进行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
,

苏方代表谢苗诺夫一再提出一项建议
,

即一旦

获悉
“

挑衅性
”

行动或进攻计划
,

美苏要联合采取行动予以制止 ; 或在来不及采取制止行动时就对犯罪者采取联合的惩

罚行动
。

这一建议明显表现出苏联对中国核能力的恐惧程度
,

但它遭到华盛顿的拒绝
。

见参考文献 【6〕
,

叨8 ~ 粼拍页
。

参考文献 :

〔1」叼 il ns
,

」。腼 M
.

Caln d S加 t e份 :
州 cn ivl es

adn
p介沈 it xes 【M〕

.

A n n

甲日is
,

M叼l
adn

: 刊日v a] Ins t i tu te IP忱 s ,

1卯3
.

〔2」资中箔
.

战后美国外交史 【M 〕
.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1卯 5
.

〔3〕 R
】
把 i , elR` osn of het iun 喇 Sat tes ( FRU S )

,

1% 1一 1卿
,

vol v ll A朋
s c o n it 幻 l adn 众

~
t 【z]

,

u S Gp o
.

1995
.

80 1
.

〔4 〕跟 sU
,

1 , M 一 l% 8
,

v 6lx x X 伽 an 〔习
.

因特网版
.

1人` .

14
.

H” p :

刀~
.

astt
e

.

, 侧节叭叨 /吐以 Jt - 日回已址班 O

丫vol
一 , x州 i n de x h o n】

.

〔5 ] 李长久
,

施鲁佳
.

中美关系二百年 〔M ]
.

北京
:

新华出版社
,

1984
.

〔6〕 〔美 1 约翰
·

纽豪斯
.

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 〔M 〕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
.

北京
:
军事科学院

,

198 9
.

〔7 ] N iat on 司 S兜u “ yt A瓦 h ive 目

~
c

iBr 成ng B仪永 No
.

26
.

掀
.

4
.

Hltt 〕 :

刀一
.

gwu
.

ed 丫
一 幻

~ 卜iv/ N SAE B B/

NS A EB氏场八 】记ex
.

卜七己

【8〕 [美 l 劳伦斯
·

弗里德曼
.

核战略的演变 〔M〕
.

黄钟青译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望刹〕
.

〔9 」〔美 ] 基辛格 白宫岁月一基辛格回忆录
:

第一册 〔M 〕
.

陈瑶华等译
.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19 80
.

【10 1 ubP il c

肠
犯 r s ` hte R es id e n ts of

iun 以
, a tes :

3ho n F
.

K勃吻 汇幻
.

U SC p o
,

1963
.

【川 &叫沉 J
.

w
.

F Olb ir ght
.

odl
M hyt

。

耐 New l双月币 . 〔M l
.

N , YO浅 : R叨 d“ 刀 Ho se
,

l蚁
.

【12 〕凡 就丽cal 临 ce B

~
of 氏b ! i。 Aff 苗。 : “

A功 e“ can R 此 i叨 olP lcy
,

Cu
爪

n t Ik犯 u
吮

n t ,

l蚁
”

仁2]
.

US G I芍
.

【13 〕 iH 就iot 司临ce B

~
of R d〕11。 人任` 。 : “ J

如祀 “翻 R脱 i , olP i叮
,

C l l

哦
n t lk祀 u n 犯n t ,

1晰
”

仁2]
.

U s G p o
.

【14 〕 ch an g
,

C州 I阅 H
.

irF . ds 词 。 , se : ht e u in囚 astt ,
,

ch ian
,

adn 侃 阮访et u in on
,

1948
一 197 2 〔M l

.

S恤派耐
,

伽:if s比叮 fo tt l U in
~

i ty 马韶 s ,

19明)
.

〔巧」中美苏战略三角 【z ]
.

北京
:

时事出版社
,

19 88
.

[ 一6 ] 川二
.

M
.

知。
.

u
.

5
.

f b r e i , eol i e y i n a
伪朋 g n g W Or ld: 山 e N ixon A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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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卿
一 l卯3 [ M 〕

.

N e w Y6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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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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