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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了，爲什麽朋友越來越少？
■ 汪铮

在中国被整个西方世界孤立
的冷战年代，毛泽东自豪地说：“我
们的朋友遍天下”。当年中国的好
朋友自然包括赞比亚——中国援
建的“坦赞铁路”一直是中非友谊
的象征。几十年后的今天，一个主
张要把中国人赶出赞比亚的人当
选了这个国家的总统。对中国来
说，更大的麻烦来自周边邻国。朝
核问题，这几年似乎一直是朝鲜主
导中国，而不是中国主导朝鲜；缅
甸现在也敢于向中国说不；反华游
行近年来出现在了河内、马尼拉和
乌兰巴托的街头。这里有两个中
国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崛起了，为
什么朋友越来越少？强大了，为什
么在周边的影响力不增反降？

“桥头堡”和“友谊关”
中国的云南省这几年正在大

张旗鼓地推进一个“桥头堡”战
略。所谓“桥头堡”，云南省的解释
是要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直达印
度洋的贸易大通道，面向东南亚、
南亚交流合作的大平台和出口商
品的大基地。按照《现代汉语词
典》，“桥头堡”的定义是：（1）为控
制重要桥梁、渡口而设立的碉堡、
地堡或据点。（2）泛指作为进攻的
据点。云南是我的故乡，我深知这
个战略的着眼点完全在于贸易和
经济合作。但是我不知道云南人
有没有想过相邻的周边国家会怎
样理解原意为军事词汇的“桥头
堡”这三个字以及这个战略？这让
我想起了另一个名字——中越边
境上著名的关口“友谊关”。1953
年以前它的名字是“镇南关”。中
国的历史课本上就有著名的 1885
年“镇南关大捷”。1953年，新成立
的中国政府把这个已经使用了几
百年的关名改为“睦南关”，1965年
又更名为“友谊关”。在我看来，
1953 年的中国似乎比现在的中国
在考虑周边小国的感受上更加敏
感和细心一点。

举这两个例子，我想说的是一
个道理：你如何看自己和别人如何
看你是不一样的，外交的要义就是
能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很多中
国人觉得中国就像是爱好和平的
大熊猫，对任何国家都没有恶意，
但在其它国家，特别是小国和邻国
的眼中，这个身体迅速膨胀的大家
伙却可能是一只大黑熊。“中国威
胁论”已经存在将近二十年了，中
国人对它似乎已经麻木了。就像
很多美国人觉得“美国阴谋论”荒
唐无比，很多中国人觉得“中国威
胁论”不值一驳，甚至不相信别人
会真的把中国视为威胁。但是，近
年来国际形势中关于中国的最大
变化恰恰就在于“中国威胁论”：伴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威胁
论”在近几年经历了重大的蜕变，
从一种近乎谣言的猜测变为今天
很多国家很多人相信和传播的社
会舆论和共识，并开始真正成为政
府政策。这些年的事态发展似乎
表明中国的崛起在周边产生的是
离心力而不是向心力。但是，中国
不少战略研究者的眼中却只有美
国，在他们看来，中国周边发生的
一切似乎都是作为“敌对势力”的

美国导演的。一“美”障目，不见东
盟（亚细安），不见邻国。

说中国要小心应对“中国威胁
论”并非说中国因此必须要处处小
心，处处谦让。大国地位不是让出
来的，大国的核心素质是领导力、
保障力和感召力。

也许有不少中国人会说：“我
们只想把中国自己的事做好，我们
不想当国际领导人。”的确，中国把
自己的事做好就是对世界的贡
献。但是这样的认识却有两个误
区：

首先，今天的中国是在全球化
潮流中的中国，中国现在有着越来
越多、越来越重要的海外利益。中
国的能源不能自给，中国产品的主
要市场在海外，大量的中国人在海
外经营。不发挥领导力，中国就不
可能维护好中国的国家利益。独
善其身的孤立主义不可行也行不
通。

其次，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
做领导意味着发号施令和承担责
任，但是现代意义的领导力绝非是
在等级社会里当老大，扛大旗。

中国企业家李开复对领导力
有一个非常好的定义：“领导力是
一种有关前瞻与规划、沟通与协
调、真诚与均衡的艺术。”如果我们
用目前南中国海纠纷作为实例，中
国作为其中唯一的大国，其领导力
应当体现在承担下面这几方面角
色：一、解决方案的倡议人和推动
者；二、行为准则的规划人；三、谈
判沟通的组织者和协调员；四、违
反规则的劝诫者；五、地区平衡的
整合者。中国应该认识到，南中国
海问题之所以紧张加剧并非只是
因为美国因素的介入，也是因为中
国很长时间在这个问题没有发挥
其应有的领导力。领导力不是以
力压人，而是以理服人，以诚动人；
领导力不是承担额外的责任和花
费精力的负担，而是维护自身利益
的必须。

三种大国模式
在处理和小国的关系上，目前

有三种不同的大国模式：
一、美国模式：大国通过缔结

军事安全同盟给小国以全方位的
安全保障，小国在外交和安全上听
命与大国，小国通过购买武器等方
式向大国缴纳“保护费”。

二、俄罗斯模式：大国通过掌
握特殊资源（如油气）从而控制和
影响小国的外交与安全，通过各种
方式（包括克格勃）对小国的内政
具有特殊影响力。

三、中国模式：不结盟，不干涉
内政，不驻军。大国给小国大量援
助以换取小国在国际上不给大国
捣乱并保持大国周边形势的稳定。

如果比较这三种模式，大国对
小国的保障力是依次递减的，而大
国对小国的影响力与其所提供的
保障力成正比。美俄的模式在近
几年都遇到问题，比如日本的鸠山
政府曾经在“脱美入亚”上有所行
动，但结果是以鸠山下台而告终。
大国如果对小国的内政没有影响，
也就难以对其外交具有决定性的
影响。对于小国而言，来自大国的

援助和尊重自然重要，但其自身的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自身
安全的需求从临近大国得不到满
足，那么，这个小国势必会去外界
寻找新的安全保障。

中国模式的重点放在维持周
边局势的稳定之上，中国不希望看
到因为小国的内政出现波折而成
为地区安全问题，也不希望小国在
国际上制造事端影响地区稳定，特
别是不希望外界的不稳定波及中
国国内。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模
式是以援助换稳定。可是，近年来
的事态的发展证明这种国际维稳
的代价是很高的，方式是被动的，
效率是低下的。中国无疑需要探
寻适合自己情况的新模式。

周公吐脯，天下归心
周恩来1976年逝世的时候，朝

鲜的金日成哭坏了眼睛，缅甸的尼
温也多次痛哭，后来说这是他一生
中最难过的几天。这些都是真情
的流露，他们是真的对周恩来有感
情。中国在文革时期的外交政策
自然是当时中国内政的反应，中国
大陆对此也多有检讨。但是，当时
的中国可以说“我们的朋友遍天
下”靠的绝不只是援助和五项原
则，还有周恩来的真诚和毛泽东的
思想感召力。

至圣先师的弟子问孔子：“人
皆有兄弟，我独无。”子曰：“德不
孤，必有邻。”这段《论语》中的对
话，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着深刻的
指导意义。中国不应当孤独崛起，
中国的崛起对周边产生的应当是
向心力而不是离心力。关于文化
和价值观的讨论是当前中国社会
中的焦点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对
于中国外交同样重要。对于一个

大国来说，即便其外交政策可以是
充分的现实主义，其影响力和亲和
力的重要来源是文化和价值观，是
前瞻力与规划力，是沟通力与协调
力，是真诚。

作者是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

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你堅持民主所需的假設嗎？
不管人们怎么厌恶独裁，喜

欢民主。除了人的本性自私这个
基本动力驱动外，我们需要建立
一个正确思考人的模式。现代社
会，人们都在高呼民主。但独裁
为什么会在大家都高呼民主的环
境下存在？为什么很多的独裁者
是在高呼民主的过程中产生的？
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民主以及民
主运动无非是人的自利性推动下
的造反；皇帝轮流做，今朝到我
家！这种所谓的民主运动我们看
到了很多，不希望继续重复这种
无聊的游戏。

民主的第一个字是民。民就
是一个人。民主的基本假设是；
人与人之间虽然有差别，但差别
不大。起码没有大到有必要把人
们分开成为不同的族群。马克思
理论为什么不可能有民主？因为
他把人分成了阶级！他已经违背
了这个最基本假设。所以，如果
你自称是民主派，那么你必须坚
定地站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之上。
一旦你产生了你与某些人有本质
上的不同，某些人不应该享受你
追求的权利，那么你已经忘记了
自己追求的是什么，你已经背离
了民主的基本假设。我不知道你
追求的是什么，但我知道一点；那
不是民主！

人类至今为止的一切正确道
德都是建立这个假设之上；即人
与人是一样的，是平等的。这就
要求一切道德必须满足对称性。
不对称的道德不是道德，那是邪
恶！对自己讲一种道德，对敌人

讲另一种道德，这是道德双重标
准，它是邪恶，不是道德。人类社
会文明的趋势是走向道德，而不
是走向邪恶。

批判这种邪恶的民主追求是
因为我不停地看到人们一边高呼
民主，一边散步邪恶思想。一个
传统的例子就是对待贪官。我一
直在说；中国人反贪官根本不是
仇视那种不公正的行为，而是仇
视那个不公正的行为的结果不是
自己家。说白了，人们恨的不是
贪官这种现象，而是贪官不是我
爸这个客观事实！

一个正确的反贪官思想是假
设贪官是和自己一样的人，假设
自己到了贪官那个环境会造成完
全一样的行为，而不是假设贪官
的人和自己不一样，他们是另一
个上帝造的人。这样的假设导致
我们不去仇视贪官这些人，而是
仇视制造贪官那个环境。说白了
就是仇视那个体制！只反贪官，
不反体制，这种人只是在仇视他
爸爸、妈妈不是贪官！这种人眼
中的所谓民主说白了就是：我说
了算！

近期另外两个案例使得我感
觉不得不重复这个观点（我知道
我又会挨骂）。第一个案例是广
州佛山的交通惨案。全国上下，
大家都在假设：我和那 18 个路人
不一样！只有很少的人假设自己
和他们是一样的人。这些人，虽
然也在批判我们社会中的不道德
现象，但不是那样的激烈，也不会
假设那18个人真的像魔鬼一样的

冷漠，见死不救！
而那些假设自己与那18个人

不一样的人们，各个在表演道德，
当我戳穿了他们的游戏，他们就
诅咒我家人被汽车撞死没人管。

第二个案例是对卡扎菲所遭
受的非人道待遇的容忍！卡扎菲
死的极惨，不但脸被打变形了，胸
部、脸部中弹，甚至有人把匕首捅
到了他屁眼里。这是让人无法忍
受，连畜生都不如的行为。

他是一个独裁者，他对杀害
很多的人负责，他侵吞国家财产，
他把利比亚变成了卡扎菲家族的
花园，这我们都看到了，都极端仇
视这样的体制。

但！卡扎菲是一个人，和我
们一样的人，而且是一个 70 岁的
老人。如果有人告诉我，能把匕
首捅进一个70岁老人屁眼里的人
们会领导一个国家走向民主；我
当面吐他一脸涂抹；放屁！连人
的基本尊严都不知道尊重，他们
知道什么叫民？

民主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它
只所谓伟大是因为它冲破了人们
顽固的自我中心主义，在理想上
对抗人的天生自利性，它假设人
人生而平等，它假设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这个假设是我们所有追
求的基础。那些不承认这个假
设，甚至仇视自己敌人人格的人
们。你们给我闭嘴，不要再高呼
民主！民主思想不是这样被你们
蹂躏的。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 李剑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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