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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文化和种族视野下的美国冷战史研究

———以达文波特《爵士乐外交》为中心的考察

魏 崴

20 世纪 80 年代末，美国史学界出现了文化转向和跨国转向两大潮流。受此影响，一些学者开始

思考冷战国际关系中蕴含的“文化因素”和“跨国维度”。①他们以音乐、舞蹈、绘画、文学、歌剧、电影

等文化艺术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为切入点，深入剖析冷战时期跨国文化传播的过程及影响，揭示了

传统的民族国家史研究框架下被遮蔽的历史真相，形成了研究冷战史独具特色的文化和跨国路径。
90 年代末，以玛丽·杜齐亚克为代表的史家开始强调冷战外交中的“种族因素”，即种族问题如何影

响美国对外关系的发展。②冷战外交研究领域“种族取向”的研究潮流开始形成。③ 2009 年，莉萨·达

文波特出版了《爵士乐外交: 在冷战时代宣传美国》一书( 以下简称《爵士乐外交》) ，将上述跨国、文
化和种族这三种取向融为一体，综合考察了冷战期间美国如何利用爵士乐开展文化外交，如何利用

黑人“爵士大使”重塑因种族歧视而受损的国家形象等议题，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④本文即以达文

波特的《爵士乐外交》一书为切入点，着重从理论和方法上探讨美国冷战史在跨国、文化和种族视野

下的重塑。

一、《爵士乐外交》与美国冷战史研究的新视野

《爵士乐外交》以冷战时期美国官方派遣的黑人“爵士大使”为主要研究对象，梳理了 1954 年至

1968 年间爵士乐外交活动的兴起与衰落，展现了爵士乐外交如何在苏联和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心，

并重塑美国民主形象的过程。作者指出，冷战开始后，苏联利用美国种族歧视顽疾开展大规模宣传

战，取得较大成功。苏联宣称“美国在保护国内白人公民权利的同时，却粗暴地掠夺黑人作为公民的

平等权利”，⑤这些批评对美国国家形象造成了较大损害，并对其在全球范围内对抗共产主义的斗争

产生了不利影响。面对苏联猛烈的宣传攻势及其对美国种族问题的指责，美国政府形成了这样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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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即“维持健康的种族关系和维护公民自由的神圣性”是美国价值观的应有之义，它对西方世界

的存在与发展至关重要。同时，美国当局也越来越意识到，美国在盟友那里的信誉正在降低，美国在

“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正受到国内种族问题的挑战。①

为了解除国家形象危机，抵消种族歧视对美国声誉造成的影响，美国政府适时推出爵士乐外交

项目。作者指出，开展爵士乐外交是因为这种音乐能够体现黑人的思想和生活，代表着黑人独特的

经历，讲述了黑人追求平等权利的故事。通过宣扬这样一种带有浓厚黑人文化特征的音乐，美国希

望借此反击苏联对美国种族问题的批评，从而展现美国的善意，改善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外交

关系。② 1955 年，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爵士乐外交”活动正式开启。以约翰·吉莱斯皮 ( John Birks
Gillespie)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Louis Armstrong) 、艾灵顿公爵( Duke Ellington) 等为代表的黑人爵

士乐音乐家，成为美国官方任命的“爵士大使”，前往海外开展各类爵士乐文化交流活动。官方主导

的爵士乐外交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对美国种族关系的认识，重新塑造了美国国家形象，为

美国在这场“争夺人心的战争”中赢得了主动。③但是，黑人爵士乐音乐家并非美国政府可随意操控

的“外交工具”，他们在展现充满活力、和善热情、彬彬有礼的黑人新形象的同时，也将美国的种族歧

视问题摆在世界舞台上，促进了黑人民权斗争的国际化。
莉萨·达文波特的《爵士乐外交》一书即以爵士乐外交所蕴含的上述种种内涵为着眼点，并结合

美国史学界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文化史、跨国史和种族史等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力图为冷

战史研究开辟出一条新路径。下面就从美国冷战史研究的文化转向、跨国转向和种族取向三个层

面，对《爵士乐外交》一书所体现出的美国冷战史研究新视野作一分析。
( 一) “文化转向”的冲击。20 世纪 80 年代末，入江昭提出应该把“国家视为一种文化体，把国家

间关系视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④受此影响，越来越多的美国外交史研究者开始关注文化与外交

的关系。2001 年，罗伯特·格里菲思在其所撰书评中首次提出“文化转向”这一说法。⑤ 2006 年，弗

兰克·宁科维奇进一步阐述“文化转向”研究潮流的起因、主张以及存在的问题。⑥与此同时，美国冷

战史领域也发生了“文化转向”，不少史学家开始关注冷战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认为“文化塑造

了冷战，冷战反过来又推进了文化的创造与传播”。⑦还有史家着重强调外交文化对一国外交政策的

影响。例如，宁科维奇就注意到，在冷战最初的年代，即便是海外的艺术展览，也必须符合政府的外

交政策目标与国家利益。⑧他们藉此说明“外交及其文化始终受到地区和本土特殊利益的驱动”，认

为一切外交均具“文化特色”，符合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导向。⑨

《爵士乐外交》即是从文化输出的层面出发，力图挖掘冷战的另一面向: 美苏双方力争以能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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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身文化特色和生活方式优越性的音乐形式来争夺人心，进而掌握文化霸权。达文波特指出，冷

战开启后，苏联“文化攻势”迅猛，对外宣传取得较大成效。而深受种族歧视问题困扰的美国，在冷战

宣传战中精心建构的自由和民主的国家形象却岌岌可危，从而在这场人心争夺战中暂居弱势。据统

计，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在“世界范围内赞助的文化交流项目是美国同期的三倍”。通过与世

界各国建立文化关系，苏联试图“唤起其他民族与国家对共产主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同情”; 通过大

众传媒、表演艺术、教育交流，苏联渴望“描绘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吸引人的方面，以影响亚非拉地区的

国家支持共产主义政权”。①为了应对来自苏联的文化挑战，美国政府发现，爵士乐作为“地道的美国

艺术形式”，可以充当美国文化的“代名词”，展现美国文化的创造力和吸引力，从而帮助美国重塑国

家形象。于是，美国政府决定以爵士乐为文化武器，开展爵士乐外交。②在达文波特看来，从文化关系

的角度重新审视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可以管窥美国是如何利用自身的文化软实力，促进各国民众

对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充分理解”，进而实现其冷战目标，为美国谋取利益。
( 二) “跨国转向”的启迪。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跨国转向”( transnational turn) 逐渐成为美国

史学界的一股强大潮流。其主要特征是跳出民族国家的藩篱，“把美国历史置于更广阔的地区与全

球背景中进行考察，将跨国联系和外国事态视为塑造美国历史的力量”。③这一学术潮流深刻改变了

美国历史学者理解和书写历史的方式。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本德 ( Thomas Bender) 所

言:“美国史中的一切重大主题和事件，包括像革命和内战这样独特的美国事件，都应在一种全球史

的背景下接受检视。”④受“跨国转向”学术潮流的影响，冷战史学家开始关注发生在多个国家的冷战

进程，甚至追踪“冷战时期形形色色的思想、信念、主张和诉求如何跨越国界影响不同国家的人

群”。⑤“文字、声音和影像”作为跨国现象之一，也就进入冷战史的研究视野。⑥而跨越国界的文化艺

术活动，以及美国文化产品、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在海外的传播，成为美国冷战史、外交史研究的

热点。
《爵士乐外交》一书显然受到了“跨国转向”的启迪，从三个方面揭示了爵士乐外交中的跨国因

素。其一，关注美国爵士乐这一“跨越国界的”文化符号，如何在海外赢得民心，进而改变各国民众对

美国种族关系的认识。其二，展现爵士乐音乐团体、跨国文化组织、民间艺术机构、私人基金会等非

国家行为体，如何与他国政府互动，如何与海外民众产生跨国联系。其三，将爵士乐外交的开展置于

更宏大的国际背景中，关注外部事态对美国发展对外关系产生的影响，分析国际舆论对美国国家形

象的塑造作用，探讨爵士乐外交与越南战争、柏林墙事件、非洲民族独立、古巴导弹危机等国际事件

之间的关联。
此外，该书还深入探讨了爵士乐外交的跨国维度所造成的复杂影响。达文波特指出:“随着美国

将爵士乐推向新的国际舞台，黑人爵士乐音乐家帮助美国改变了全世界对它的认识，而爵士乐外交

也逐渐改变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⑦但是，它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冷战悖论，即美国国内最受压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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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族裔的文化表达却成为美国文化民主性与优越性的象征，这便为美国民主形象的重塑埋下了隐

患。因为一旦饱受争议的种族歧视事件浮出水面，美国民主的形象与声誉只会处于更加尴尬的境

地。达文波特也承认，尽管黑人爵士乐音乐家不是美国政府对外宣传的工具，但是美国黑人借助爵

士乐这一文化形式获得了国际影响，这促进了黑人民权斗争的国际化，也为美国黑人争取自由和平

等创造了文化上的条件。
( 三) “种族取向”的滋养。20 世纪 90 年代，“种族”逐渐成为美国外交史研究者青睐的分析工

具，冷战外交史领域出现所谓“种族取向”潮流。以杜齐亚克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分析冷战时期美国

政府如何在其对政治民主、政治自由的承诺与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之间求取平衡，取得丰硕成果。①

“种族取向”潮流有效地打破了民权运动与冷战外交研究之间的“壁垒”，揭示了冷战国际政治与美

国种族问题之间的密切互动，展现了美国文化外交与国内种族问题的内在联系。
《爵士乐外交》一书也具有明显的“种族取向”。该书从五个方面考察了爵士乐外交中存在的种

族因素。其一，展现美国政府如何利用爵士乐外交来回应令其蒙羞的种族问题，塑造种族关系和谐

的国家形象。其二，指明黑人和白人爵士乐音乐家之间在地位、声望、待遇等方面的不平等，进一步

阐明种族歧视与种族刻板印象如何影响了爵士乐外交在海外的推进。其三，点明爵士乐外交并非是

美国黑人拥有平等权利的范例，而是美国政府为回应国际社会的批评、赢得世界人民的心灵、维护国

家声誉与形象的宣传工具。其四，将美国爵士乐外交的开展与重大种族事件结合起来考察，分析布

朗案判决、小石城事件、自由乘车者行动、密西西比大学融合事件、伯明翰运动等对爵士乐外交和美

国外交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其五，分析爵士乐外交与民权斗争的关系，展现黑人爵士乐音乐家如何

参与民权运动，如何利用爵士乐外交提升黑人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如何利用国际舆论推动黑人民权

斗争的国际化。
达文波特指出，爵士乐外交中的种族因素，深刻体现了美国自由平等理想与种族歧视现实之间

的巨大矛盾。②在乐评界，以白人为主导的爵士乐评论者，往往对白人爵士乐大加推崇，对黑人爵士乐

嗤之以鼻，无形之中建立了爵士乐领域的种族隔离秩序。黑人爵士乐音乐家也不甘受白人压迫，他

们利用成为“爵士大使”的契机，积极展现美国黑人新形象。表面上看，黑人和白人在冷战的共识下，

开始共享一套价值体系和文化符号。实际上，表面和谐的种族关系之下暗流涌动。随着民权运动的

发展，黑人爵士乐音乐家进一步觉醒，爵士乐成为他们争取自由、平等的武器。美国民主理想与现实

之间的“巨大鸿沟”，不仅与爵士乐外交相伴而生，也始终“影响和塑造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国

内种族关系的发展。③

二、《爵士乐外交》的特点及研究方法的创新

近年来，一些冷战史著作开始以爵士乐外交为研究对象，力图展现爵士乐外交项目的全貌及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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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而生的社会文化遗产，取得一定成果。①然而，这些研究过于强调作为外交工具的音乐，如何跨越铁

幕，塑造新的冷战国际关系，从而充当文化冷战中的宣传武器这一面向。②在作者看来，这种解释并未

体现爵士乐的特点以及美国特殊的社会背景，因而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处

理种族问题，开展爵士乐外交，只是为了使其文化政策与反共议程相一致———赢得冷战，反击苏联的

文化宣传，并最终击败共产主义。”③这是该书与冷战音乐外交领域研究相区别的鲜明特色。此外，

与同类研究相比，《爵士乐外交》一书虽然在研究主题和路径方面有颇多相似的地方，但也有明显的

特点和创新之处。
第一，对爵士乐与“自由意识形态”关系的巧妙解读。爵士乐是美国黑人的文化遗产，而并非美

国白人独立创造的文化财富。从这一层面来说，爵士乐蕴含的黑人对抗白人社会歧视与压迫的意

义，不利于展现种族融合的美国国家形象。因此，美国政府重新界定了爵士乐的精神内核，将其解释

为一种“即使在最不利的社会条件下，受压迫的人民也能实现文化创作与自由表达”的社会价值取

向，这无疑与代表着争取独立与自由的美国革命精神不谋而合。④达文波特认为，这种对爵士乐精神

的再定义，实质上反映了冷战期间美国族裔政治内涵和文化发展模式的转变，即: “曾经处于社会边

缘的黑人，开始成为美国建国理想的化身，曾经被视为下等文化的黑人音乐，开始成为美国精神文化

成就的代表。”⑤与其他形式的文化输出活动相比，爵士乐的“宣传性”更加隐晦，也更能代表所谓的

“美国自由精神价值”。因为，在美国文化的语境之中，爵士乐是一种艺术语言，是对“束缚人类灵魂、
阻碍灵魂自由翱翔的一切事物”的反抗。它并不需要用语言直接表述出来，仅仅是它激昂的旋律、欢快

的节奏就足以吸引大量听众，让那些生活在“沉闷的社会文化生活世界”里的民众内心躁动不已。⑥

有鉴于此，爵士乐外交项目支持者认为，爵士乐不仅能够在美国国内产生超越种族的情感共鸣，

而且还能在世界范围内激发共享的文化情感，让世界人民能够体会到这种音乐形式中蕴含的“自由

民主”精神，感受到美国生活方式的“创造力”和“吸引力”。美国政府正是看中了爵士乐的这一精神

价值，将它作为对外宣传的“政治工具”，以此来实现美国的冷战外交目的。当然，美国政府想要借此

宣扬的自由，并非是毫无限制的自由。达文波特指出，在爵士乐外交实际开展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往

往倾向于选择相对保守的爵士乐音乐人，作为爵士乐大使。这些音乐人虽然高举“自由的旗帜”，但

时常会与“异想天开、漫无边际”的个人自由划清界限。在官员们看来，自由的获取是存在前提条件

的，它们存在于美国特定的政治制度与法律体系之内，要与国家的战略和目标保持一致。一旦个人

寻求的自由超过这个边界，就意味着混乱与失序，就会对国家利益造成侵害———这是绝不会被美国

政府容许的。达文波特强调，美国官方的文化精英虽然将“爵士乐视为美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但是他们似乎很少“认同国内外黑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即便这一斗争与爵士乐文化的诞

生“休戚相关”。⑦由此观之，“自由意识形态”只是美国政府为赢得冷战政治斗争而加以利用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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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话语。
第二，对美国国家形象历史意义演变的深刻分析。达文波特指出，在美国传承上百年的种族和

文化观念深刻影响了外国人对美国社会特征的理解与认识，而所谓的“白人种族优越感”“黑人的污

名化”，以及对“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制度”的维持，成为“美国国家核心信仰体系”和“美国道德品质”
的体现。①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内此起彼伏的种族歧视、种族骚乱事件，使美国种

族主义顽疾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种族问题成为“这个自称肩负着传播自由使命国家的最大伤痛”。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抓住美国种族歧视的把柄，开始大肆攻击美国民主的虚伪性。②因此，

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开始在美国国家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 美国必须通过爵士乐外交活动来展现美

国社会对黑人文化创造的尊重，通过黑人“爵士大使”反映美国在文化关系上的“种族协调”，从而重

新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显然，不理解美国国家形象变动的历史意义，就无法理解美国为何急切选

择黑人爵士乐音乐家作为美国形象大使。
同时，与苏联进行冷战斗争的现实需要，加上美国以“自由世界领袖”自居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迫

使美国政府在处理内政与外交事务之时具备国际化视野，并重新建立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③一些美

国政治领导人开始主动调和民主价值观、民主政治和公民自由权力与根深蒂固的“白人种族优越感”
之间的矛盾。因此，达文波特认为，美国身处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分水岭———美国从未同时

“面对国际上共产主义日益紧迫的威胁与国内日益紧张的种族关系”局面，如何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双

重压力，成为美国政府在冷战时期必须要解决的难题。④作者认为，爵士乐外交成为美国政府解决这

一难题的重要手段。
第三，对外交政策背后时代观念与文化情感的深刻呈现。《爵士乐外交》一书不仅认识到爵士乐

的外交属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交流问题，还牵涉外交政策、行为、事件背后的文化观念、社会心态

以及情感态度等问题，即外交事件背后蕴含的时代观念与文化情感因素。爵士乐的诞生与发展，体

现了美国社会的变革及时代观念的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迎来了新一轮城市扩

张、工业发展的高潮。急剧膨胀的城市为爵士乐的流行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和文化氛

围”。⑤美国文化观念和社会价值体系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特别是美国人的娱乐方式进入全

新的时代: 一些展示个性风格、奔放恣意且充满奢靡之风的娱乐方式开始盛行。⑥以爵士乐为代表的

音乐艺术不仅为各个阶层提供了精神力量，甚至成为美国人发泄情绪、进行心理疏解的完美途径。
人们可以在“粗鄙但是诱人的”爵士乐夜总会的摇摆中感受到精神慰藉，也可以在激情狂躁的旋律中

逃避现实。⑦特别是那些叛逆的年轻人，开始把爵士乐当作是“反抗维多利亚时期沉闷的文化气氛与

循规蹈矩社会风俗的武器”。⑧他们是主流文化与价值的反叛者，追求新奇与自由，极大地推动了爵

15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Lisa E. Davenport，Jazz Diplomacy: Promoting America in the Cold War Era，pp. 5 － 6.
Mary L. Dudziak，Cold War Civil Ｒights: Ｒace and the Image of American Democracy，pp. 3 － 12; Thomas Borstelmann，The Cold War
and the Color Line: American Ｒace Ｒelations in the Global Arena，p. 75.
有关二战后美国国家形象的经典论述，参见 Justin Hart，Empire of Ideas: The Origins of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 S. Foreign Poli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 107 － 110。
Lisa E. Davenport，Jazz Diplomacy: Promoting America in the Cold War Era，pp. 10 － 18.
戴维·古德菲尔德主编:《美国城市史百科全书》，陈恒、李文硕、曹升生译，上海三联书店 2018 年版，第 338 页。
Lisa E. Davenport，Jazz Diplomacy: Promoting America in the Cold War Era，p. 22.
Lisa E. Davenport，Jazz Diplomacy: Promoting America in the Cold War Era，pp. 22 － 23.
Kenney William Howland，Chicago Jazz: A Cultural History，1904 － 193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 3 － 4.



史学理论研究 2022 年第 4 期

士乐的发展与传播，塑造了 20 世纪美国的文化价值与艺术风气。
同时，爵士乐也体现了地道的美国生活方式。爵士乐在其诞生之初，便成了黑人独特的情感表

达方式。它不仅是“美国黑人文化的生动体现”，还是黑人表情达意的重要形式，它“象征着黑人为

争取生存和自由的有力呐喊”，是黑人“将痛苦转化为欢乐的有效途径”。①因此，该书通过对美国黑

人文化及跨国文化情感等议题进行研究，解释了爵士乐这种“共同的大众性公共文化”何以成为黑人

民族认同、身份认同中的重要部分，以及最终又是如何成为根植于美国精神深层的文化基础。②实际

上，这些黑人爵士乐音乐家作为美国公民，同时又是黑人族群中的一员，必须要在错综复杂的利益纠

葛之中进行细致的考量，在国家利益、社会道德、种族情感、艺术追求、个人情谊等因素之间寻求平

衡。当国家与族群、艺术与伦理、情感与政治等发生冲突之时，这些黑人音乐家会面临复杂的内心道

德交战与情感价值冲突。他们如何作出行为选择，取决于他们在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中作何取舍，

以及内心的何种情感占据上风。《爵士乐外交》一书对时代观念与时代情感的多层次分析，使之成为

一项区别于传统冷战外交研究的重要成果。
除了上述三个特点外，该书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两个创新之处。
其一，在冷战史、外交史与种族史之间搭建桥梁。爵士乐是美国黑人的文化遗产，却成为美国进

行文化冷战的外交武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冷战时期种族问题对美国发展对外关系带来的巨大影

响。因而，爵士乐外交具有较为突出的种族色彩。作者以爵士乐为观测冷战时期美国黑人民权问题

的透视镜，进一步丰富了冷战国际史、文化冷战史的研究，并拓宽了美国冷战史中“种族话语”研究视

角的使用范围。③了解这一国际国内背景之后，美国政府因何选取爵士乐作为冷战外交的秘密武器，

就变得容易理解了。正如卢淑贞( Soo Chun Lu) 所说，对美国冷战政策的文化分析有助于揭示“种

族、阶级和社会性别等概念在建构美国人对自身和他人的认知中所产生的影响”。④因此，该书对黑

人的文化活动及其争取自由民主行动的描述，对美国民权运动以及围绕其展开的国内政治斗争的关

注，有助于揭示美国政府在冷战对抗中作出战略选择的原因，展现美国国内种族不正义状况对美国

冷战政策的塑造，进一步阐明美国民权运动与亚非拉国家去殖民化运动之间的关联。不仅如此，作

者对黑人利用爵士乐外交获得国际影响，以及借助民权斗争国际化来展现其良善黑人形象的行动给

予了更多的关注，进一步丰富了冷战时期黑人民权史的叙事。
其二，借助底层视角展现冷战外交史的丰富样貌。法国著名史家罗伯特·芒德鲁曾说:“历史变

迁不仅可以通过个体及精英们的活动或诉诸政治优先性来解释，而且能经由大众活动来解释。”⑤一

般来说，史学家在研究外交史时，往往会扎进一堆官方档案或材料之中，只注重“王侯将相”的“辉煌

史”，而忽略身处其中的普通人的意识行动以及“陷入沉默的平凡人的命运”。⑥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爵士乐外交”研究，只会注意到国家层面政策制定者的抉择，而忽略音乐家、评论者、音乐爱好者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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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外国听众的人心向背。在“文化转向”的影响下，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对象逐渐向底层转移，那些

在传统外交史学中“隐身的”人物，如妇女、黑人、歌星、乐评人等，得以进入史学家的视野。这样一

来，权贵政要的言说行动便不再是该书的唯一重点，“小人物”在冷战外交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们的

诉求，也被清晰地展现出来。该书将宏观史与微观史统筹起来分析，大人物与小人物联结起来对比，

让读者体悟各国普通民众对爵士乐的欣赏、底层艺术家对音乐梦想的追求、民权活动家对自由的渴

望、文化官员对文化事业的求索，从而使整个研究更加丰富，更具层次感和历史感。
总之，《爵士乐外交》一书突破了传统冷战史、外交史研究的叙事模式，以爵士乐的传播这一文化

现象，综合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将美国外交、美苏冷战、族裔政治、民权运动等议题有机结合，在一

定程度上拓展了美国冷战外交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三、《爵士乐外交》的问题及相关研究的可能方向

《爵士乐外交》一书出版后，在美国冷战外交史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外交史》( Diplomatic
History) 、《美国音乐》( American Music) 、《美国历史评论》( American Historical Ｒeview) 、《冷战研究杂

志》(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等著名学术刊物都刊载有书评对其进行评介。①学者们大都称赞此

书视野开阔、方法精到、材料翔实、叙事精巧，认为此书打开了观察冷战时期美苏文化斗争的新窗口，

加深了读者对美国种族问题与对外关系发展的认识，为研究爵士乐和美国外交史的学者开辟了新的

研究视角和研究道路。但是，该书仍有商榷之处。
第一，带有明显的“政治正确”色彩。作者为了在种族、意识形态等方面保持“政治正确”，夸大

了黑人在外交活动中发挥的作用，过于强调爵士乐外交的“反共意识形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背离

了爵士乐外交的历史真相。实际上，爵士乐外交是美国冷战文化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美国政

府来说，爵士乐外交是一体三面的。爵士乐外交既是美国政府对其尴尬的种族问题的回应，又是对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渗透，同时还是传播美国特色文化的过程。除了爵士乐，美国还

利用舞蹈、艺术、绘画、雕刻、文学、电影等文化产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爵士乐与这些文化产品之间

有着怎样的关联，又存在哪些区别? 为什么爵士乐在海外有巨大吸引力? 为什么美国政府又最终放

弃爵士乐，选择向海外输出其他音乐形式? 这些问题作者都没有给予回应。
第二，对“爵士乐外交”的范围定义狭窄，对爵士乐在美国的发展史也缺乏深入的了解，导致其对

爵士乐“自由特性”的分析略显浮泛。该书的“爵士乐外交”概念仅仅指美国国务院资助“爵士大使”
到海外开展爵士乐巡演。实际上，真实的爵士乐外交活动更为丰富，手段也更加多样。这不仅包含

在对象国开展各式各样的音乐活动，还有沙龙、讲座、论坛、爵士舞、街头徒步、慈善活动、会见政要、
社区走访等多种活动形式。此外，美国之音的爵士乐电台节目，也是爵士乐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这些形式和内容的忽略，使该书的研究在对象和空间上存在一定局限性。

第三，开展爵士乐外交的国际国内背景交待不明，很容易让读者在细碎的、令人目眩的小事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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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外学术界对该书的评介，参见 Danielle Fosler － Lussier，“Ｒeview on Jazz Diplomacy: Promoting America in the Cold War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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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The American Historical Ｒeview，Vol. 116，No. 3，2011，pp. 832 － 833; Jonathan Ｒosenberg，“Let Freedom Swing”，Diplomatic
History，Vol. 35，No. 1，2011，pp. 89 － 92; Scott Saul，“Ｒeview on Jazz Diplomacy: Promoting America in the Cold War Era”，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 14，No. 3，2012，pp. 198 －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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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阔的国际事件的碰撞中迷失方向。实际上，爵士乐外交在海外开展的同时，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

和骚乱事件此起彼伏，布朗案判决、小石城事件等标志性事件在国内外引发了巨大反响，国际局势也

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些都对爵士乐外交的开展产生了较大影响。然而，作者对这些背景信息交待并

不明确。例如，在谈到小石城事件时，作者只是简要指出“阿肯色州发生的事情，在国内外引发了一

系列连锁反应，极大地影响了爵士乐外交的进程”。①阿肯色州发生了什么事? 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这与爵士乐外交又有何关联? 作者都未详细说明。事实上，对社会文化背景的模糊处理，不利于不

熟悉美国种族史的读者理解美国政府开展爵士乐外交的前因后果。
尽管存在上述种种不足，但该书仍然不失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近年来，国内学界对爵

士乐外交也有一定研究，但主要限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领域。②国内史学界目前虽然缺乏爵士乐外

交的专题研究成果，但是部分文化冷战、文化外交等领域的学者，已经展现了对爵士乐外交问题的关

注。③若想从史学视角出发，进一步对爵士乐外交展开研究，还有下列可供参考的研究方向。
第一，结合相关的音乐理论来阐释爵士乐的“自由”特性。《爵士乐外交》一书使用大量篇幅来

描述爵士乐给社会主义国家文化领域造成的强大冲击，以及给欧洲国家文化生活带来的狂欢式震

动。但是，作者并未说明为什么“欣赏爵士乐就等于品尝自由的味道”。④实际上，爵士乐魔力的奥秘

与它的音乐呈现形式有密切的关系。爵士乐不像古典音乐，它不受作曲者特定的音律、节奏、音调的

限制，有很大的即兴演奏空间。⑤这种即兴创作的特质正好与美国鼓励创新创造的精神相吻合。而

且，爵士乐曲调欢快、节奏灵动，音色很有张力，很容易得到听众的理解和欣赏，“与沉闷单调的欧洲

古典和民间音乐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因而很容易吸引普罗大众。⑥从这个意义上说，爵士乐的特质

预示了一种自由———演奏的自由与欣赏的自由。这种自由在美国思想文化的语境之中，就是对自由

进取的冒险精神的鼓励。这种精神反对政府对个人自由的压制，鼓励自由的发明创造以及追求“无

限制的”个人幸福生活。将这一体现西方“自由民主精神”的爵士乐作为冷战的武器，符合美国冷战

时代反共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需求。另外，用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中的话说，爵士乐的产生实际

上代表了音乐审美的“下沉的过程”，或者说是音乐审美的“普世化或国族化”的过程。⑦在爵士乐大

流行的时代，欣赏音乐不再是贵族和文化精英的特权，爵士乐让普通人也跨过了理解和欣赏音乐的

门槛。只有理解这些，欣赏爵士乐“等于”品尝自由这一命题的意义才更加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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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 E. Davenport，Jazz Diplomacy: Promoting America in the Cold War Era，p. 62.
参见曾琳智:《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运用及影响探究———以美国爵士乐在冷战中的运用为例》，《国际观察》2013 年第 3 期; 陈玉

聃:《国际关系中的音乐与权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 年第 6 期; 杨中团:《冷战时期爵士乐对美国公共外交的作用探析》，硕

士学位论文，外交学院，2017 年; 曾琳智:《“枪炮”或“玫瑰”? 公共外交中的音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
相关研究参见张杨:《文化冷战: 美国的青年领袖项目( 1947—198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82—185 页; 肖华锋:

《冷战时期美国文化扩张与渗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28 页。
Lisa E. Davenport，Jazz Diplomacy: Promoting America in the Cold War Era，pp. 84 － 88.
从乐理的角度来看，爵士乐改变了古典音乐单一的节奏模式与音色呈现，用大量的切分音替换原有的八分音符，并用大量的琶

音、颤音、滑音等非常规技巧进行演奏。在爵士乐演奏之中，破音、音色不准甚至是人为叫喊声，都能成为爵士乐经典的表演呈

现。有关爵士乐的特性及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参见 Ted Gioia，The History of Jazz，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Levine Mark，The
Jazz Theory Book，Sher Music Company，1995。
Elizabeth Vihlen，“Jammin on the Champs-Elysees: Jazz，France，and the 1950s”，in Ｒeinhold Wagnleitner and Elaine Tyler May，

eds. ，Here，There，and Everywhere: The Foreign Politics of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p. 158 －
159.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 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11—
520 页。



跨国、文化和种族视野下的美国冷战史研究

第二，对爵士乐外交的研究还需着眼于更长的时段，将其置于全球“文化美国化”的大背景下进

行考察。有学者指出:“20 世纪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全球美国化是一种越来越引人注目的现象。”①爵

士乐在全球的传播，实际上既是美国在全球建立“文化帝国”、全球文化“美国化”的缩影，也是文化

日益全球化、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密切的佐证。20 世纪以来，全球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具有“扩张天

性”的美国人，开启了向全球输出其大众文化的历史进程。体现“现代性”的美国大众文化对其他国

家的传统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以至于听美式音乐、吃美式食品、着美式服装成为各国民众追求的

一种风尚。正如威廉·斯蒂德在《世界的美国化》中所述:“美国的商业技术、组织原则、机器、杂志、
服饰、运动、资本和价值观正在使美国迈向全世界，这将迅速改变全球的生活方式，使之从属于美

国。”②因此，只有把爵士乐的发展与流行置于全球文化“美国化”向纵深发展的大背景下，才能够理

解爵士乐外交的影响力，以及为何美国政府推崇爵士乐海外交流项目。另外，爵士乐的发展与传播，

其实质是一部全球史。揆诸爵士乐发展史，可发现早在爵士乐外交开始之前，爵士乐就已经在全世

界范围内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极高的认可度。这样一种在全球广受追捧的音乐，成为开展文化外交

现成可利用的重要文化资源。深嵌于爵士乐外交背后的，是爵士乐在全球传播、冲破国界的跨国发

展史。
第三，梳理潜藏于爵士乐外交之中的话语权争夺。1956 年，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支持下，美国政府

策划了一个资金雄厚、影响深远的外交计划———对外文化展示项目。即便如此，总统鼎力支持的爵

士乐外交项目，并没有得到各方政治势力的认可。部分国会议员以爵士乐外交浪费国家资源、激化

种族矛盾为由，多次在国会与支持爵士乐外交的政治家展开激烈的辩论。1956 年 7 月 19 日，来自新

泽西的民主党众议员汤普森( Frank Thompson Jr. ) 在国会发言中，认为爵士乐为美国在海外交得了

朋友、赢得了民心，取得了任何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都无法带来的效果。然而，来自路易斯安那的民

主党参议员艾伦·埃伦德( Allen J. Ellender) 却认为，爵士乐“除了是一堆噪音，什么都不是”。③他强

烈反对对外输出起源于其家乡的这种黑人音乐。还有一些深受“白人至上主义”思想影响的官员，极

力阻挠抬升爵士乐地位的行动，认为这不利于现有种族秩序的维持。另有一些官员从音乐欣赏的角

度出发，认为被欧洲知识精英视为“下等”艺术的爵士乐，④未必利于美国国家形象的改善，主张资助

一些“高雅”“经典”的音乐形式代表美国出巡海外。这一争论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二战后美国政

府发展对外文化事业的分歧。其中，“文化主义者”( culturist) 主张政府不应过多介入文化活动，文化

事务不应成为“某届政府的特定政绩工程”。⑤“信息主义者”( informationist) 则提出文化是国家层面

的事务，理应置于政府的掌控之下。⑥总之，对围绕爵士乐展开的外交决策过程进行分析，有助于理解

冷战时期美国政党政治的博弈、政治文化的演变以及外交政策指导思想的转变。
第四，以爵士乐外交为切入点，思考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同民间时而合作时而对抗的复杂互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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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19 世纪末到冷战期间，美国的国家权力急剧扩张，特别是二战后，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为

美国“强总统和强联邦政府的深入发展创造了条件”，联邦政府日益成为一个“强大的利维坦”。①同

时，为了应对国内尴尬的种族问题和国际上共产主义的“威胁”，美国政府着手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

外交活动，并希望拥有强烈“‘公民责任感’以及迫切建立‘民主世界’共同愿望”的公民们，②让渡一

部分自己的权利，支持打造强大的联邦政府，赢得最终的冷战对抗。然而，民间团体并不总是能够在

爱国主义情感的号召下与政府开展合作，黑人爵士乐音乐家也并非美国政府实现外交目的的工具。
黑人音乐家发扬爵士乐文化、抨击美国政府种族歧视、促进黑人民权国际化的行动，时常与美国官方

层面的外交政策发生抵牾。爵士乐外交为美国黑人在国际上发声以争取自由和解放提供了绝佳舞

台，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推动了民权运动的开展，并在无形之中给美国政府带来了不小的国际舆论

压力。这是爵士乐外交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也是后世研究者决不能忽视的。同时还应注意到，

一些参与文化冷战项目的艺术家与工作人员，或许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文化冷战中扮演的角色，他们

或许只是单纯想展示自己的作品; 美国新闻署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可能也只是想更多地与国际社会接

触、交流。如何审视这些被动裹挟进冷战的人，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议题。因此，在分析冷战时期

美国政府与民间关系之时，要放弃“国家中心论”的方法，考虑权力斗争的复杂性以及政治实践的多

样性。实际上，美国政府与民间的冲突与合作相互交叉、交替进行，这在爵士乐外交开展的过程中体

现得淋漓尽致。
总之，达文波特的《爵士乐外交》一书融合了外交史、文化史、跨国史、种族史、社会史等多个史学

领域的研究议题、方法和旨趣，突破了传统的冷战外交研究范式，堪称研究冷战文化外交问题的佳

作。该书不仅分析了非国家行为体、民间音乐团体的活动对冷战造成的影响，展现了美国的文化外

交与种族问题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还对爵士乐外交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改善了美国国家形象、在何

种程度上实现了美国冷战外交目标、在何种程度上产生了哪些事与愿违的效果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细

致深入的探讨。可以说，作者的研究工作为爵士乐及冷战外交的研究开辟了新道路，也为进一步研

究预留出空间，这些都有助于补充和修正我们对冷战史、文化外交史及民权运动史的认识。因此，我

们相信该书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给学术界带来灵感和启发。

( 作者魏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邮编: 430072)

( 责任编辑: 张旭鹏)

( 责任校对: 苑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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