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戰狼外交是歷史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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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習大哥！」 

現今全世界正在進行著兩場戰爭，

一方面，科學家、政治領袖、全體人民

跟新冠狀病毒展開了殊死戰；另一方

面，國與歌、人民與人民之間亦展開了

宣傳戰、口水戰。中國的醫療外交、口

罩外交似乎略有斬獲，舉例說，塞爾維

亞和意大利都得到了中國的醫療援助，

近日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豎立了不

少印有習近平照片的看板，旁邊以簡體中文寫上一行醒目的標語：「感謝您，習大哥！」 

最近一個有八百名意大利人参與的問卷調查顯示，當受訪者被問到，「若果在歐盟以

外你要選擇一個盟友時，那一個國家是首選」，百分之三十九受訪者選擇中國，只有百分

之三十選擇美國。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黃教授在四月號《外交事務》上發表文

章，直言習近平在控制瘟疫和宣傳戰中均獲得勝利。 

 

戰狼外交抵消醫療外交 

不過，長遠來說，中國的「戰狼外交」可能抵消了醫療外交的功效，以下只是眾多例

子的其中幾個：今年三月，中國駐捷克大使因捷克與台灣友好而對捷克政府發出警告，在

三月十日捷克總理安德烈‧巴比斯 （Andrej Babis）宣稱中國應該更換駐捷克大使。前一

陣子，澳大利亞報紙《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發表了一篇報告，批評中國處理

武漢肺炎危機的手法， 隨後中國駐澳總領使館向該報發信，指責該報纸的文章充滿了無

知、偏見、傲慢，在四月四日，該報對大使館的反駁逐點回應。最近中國駐法國大使館發

表文章，指責西方國家有老人院員工集體逃離，導致大批老人餓死，其實這事件並不是發

生在法國，於是四月十五法國外長勒息里昂傳召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表示抗議。在同一

天德國《圖片報》發表文章，指中國應該為疫情負責，一天後中國駐德國大使館斥責該報

是「煽動民族主義」，該報主編反駁，說習近平危害全世界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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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只要用常識想一想，便應該知道這種戰狼外交一定會惹來外國朝野的反感，令

人感到納悶的是，為什麼累積了近一個世紀的宣傳經驗、在 2019 年國力達到空前強盛的

中共，今天在宣傳和外交上卻好像出現大倒退呢？ 

 

美國政府和中國學人向中共傾斜 

在建國前後，中共的宣傳是非常成功的，中共通過《新華日報》發表了無數表示嚮往

美式民主的言論，令到美國政府在國共內戰期間一度向中共傾斜，1946 年國民黨軍隊在

東北戰場大佔上風，但美國向蔣介石施壓，要求他停止內戰，跟中共和談，組成聯合政

府，結果蔣介石三下停戰令。 

共產黨的對內宣傳也十分湊效，許多知識分子對共產黨充滿憧憬，1948 年國民黨敗像

已呈，於是蔣介石發起搶救學人計劃，希望將國寶級的學者遷徙到台灣，1948 年 12 月 14

日，「搶救學人」的飛機在北平機場等候了兩天，但結果只有少數教授登機，大部分機位

都是空的。而中央研究院的八十一名院士中，只有十人去了臺灣。熟悉中國近代史的時事

評論員甄燊港說，當時共產黨的宣傳手法接近一百分，國民黨只有幾分。 

 

台灣知識分子嚮往共產主義 

這種情況並沒有因為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文革、

六四令中共形象受損而改變，在香港、台灣、甚至西方國

家，支持中共者大有人在。國民政府退守到台灣之後，對人

民作出鋪天蓋地的反共宣傳，但這仍然阻擋不了一些台灣知

識分子嚮往共產主義，著名台灣作家陳若曦在 1960 年代留

學美國時，有機會接觸到親共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

和其他關於中共的宣傳品，她說：「共產主義那種『各盡所

能，各取所需』的號召，不就是中國人夢寐以求的大同社會

嗎？回想台灣長期戒嚴和新聞管制，彼時台灣人處於次等公

民的狀態，不禁對海峽彼岸滿懷憧憬了。」於是他和丈夫在

1966 年回歸中國大陸。 

台灣音樂家侯德健 在 1978 年以一曲《龍的傳人》而聞名於華語世界，《龍的傳人》

是一首反共的歌，當中「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劍」這一句，是指責國際社會姑息共產主義，

但諷刺的是，1983 年他不理會中華民國政府的禁令，投奔中國大陸。而中共最令人矚目

的宣傳成就，就是令到從前堅持「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國民黨現在高唱「兩岸一家

親」。 



 

3M 的馬克思、毛澤東、馬爾庫塞是左

膠偶像 

1950 年代，毛澤東思想出口到全世

界，包括了法國。法國左派人士以 3M

為師，3M 是馬克思、毛澤東、馬爾庫

塞（Marx, Mao, Marcuse），馬爾庫塞是

新左派的理論家。 1968 年二月，法國

共產黨人和法國社會主義者結成同盟，

試圖組建聯合政府來取代戴高樂政府。

1968 年五月，法國爆發了大規模群眾抗

議活動，令整個國家停頓下來，當時參與法國五月運動的左膠反對資本主義、美帝國主

義、和傳統制度，其口徑和文革的紅衞兵十分一致。 

除了法國，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亦令到許多國家的知識分子和大學生著迷，美國

在越戰失敗的主要原因並不在軍事上，而是在宣傳上無法和左膠匹敵。蘋果電腦公司聯合

創始人史蒂夫‧沃茲尼亞克（Steve Wozniak）在回顧自己 1960 年代的經歷時說，反越戰

陣營在宣傳上比主戰陣營優勝得多，前者的理據顯得更加有說服力，所以他自己亦投向了

反戰行列。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在二十世紀末和廿一世紀初，中華人民共和國好像逐漸與世界接軌，其宣傳手法贏得

了美國的好感。儘管在 1996 年美國眾議院成立的考克斯委員會指責中國在在美國進行滲

透，但中國政府只是低調地否認，沒有作出戰狼式回應。 

1998 年印度和巴基斯坦進行核子競賽，江澤民表示會和克林頓合作，去化解這場南亞

危機。江澤民接受美國雜誌《新聞一週》採訪時指出，自己訪問美國時，令他印象最深刻

的是，無論他到那裏去，美國政府民間團體都對他作出熱情招待。江澤民曾經以唐詩去形

容中美關係：「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我猜想他的意思是：無論有幾多批

評聲音，中美關係都會克服重重困難而向前邁進。 

 

全世界欠了中國一個感謝 

中國於 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開始在國際經濟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許

多美國人都對中國表示感謝。例如摩根士丹利指出，在 1995 年至 2005 年期間，來自中國



的廉價貨品為美國消費者節省了超過六千億美元。新聞評論員法瑞德（Fareed Zakaria）

說，中國購買了大量美國國庫券，令到美國政府和人民得以繼續借貸和支出，從而保持世

界經濟繼續運轉，其實他是說：「全世界欠了中國一個感謝」， 但這些話是出自美國的

評論員，而不是由中國人說的。 

法瑞德又盛讚胡錦濤的外交技巧，在 2004 年 11 月小布殊和胡錦濤分別出訪亞洲國

家，法瑞德到過那些國家採訪新聞，他發現幾乎所有跟他自己交流的人，都認為胡錦濤的

出訪遠遠比小布殊的成功。一位馬來西亞作家對法瑞德說：「小布殊執著地談論恐怖主

義，他只通過一個稜鏡去看所有事情……但我們還有其他問題，我們需要重建自己的經

濟……我們嘗試去解決公共健康、社會、環境問題，胡錦濤提及所有這些，他討論我們關

注的議題，而不只是他的議題。」法瑞德作出這個結論：「由印尼到巴西，中國贏得不少

新朋友。」 

 

紅旗飄飄 

2005 年，美國政府禁止中國國家海上石油公司收購加洲聯合石油公司，中國家電製造

商海爾也無法收購美國公司美泰克（Maytag）。 儘管如此，海爾在南卡羅來納州建立了

一間工廠，但有些美國人投訴說，在工廠外五星旗的位置比美國星條旗和南卡羅來納的州

旗還要高，其實這只是觀看者的角度問題，可幸的是，中國外交部、中國駐美大使、海爾

公司都沒有作出戰狼式回應，海爾公司只是低調地將其他兩個旗桿降低，令到人們從任何

角度來看，美國國旗都是最高的。 

回顧了以上的歷史，讀者應該可以看得很清楚，現在中共的外交和宣傳手段都出現了

大倒退，總括來說，戰狼外交可能將過去的宣傳成果一朝砸毀，那麼，到底為什麼會出現

這種倒退現象呢？限於篇幅，我只能夠在另一篇文章中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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