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著名钓鱼岛研究学者郑海麟近
日公布了一张1876年日本旧陆军绘制
出版的《大日本全图》，有观点认为这是
迄今所见最有力证明钓鱼岛不属于日本
的日方珍贵历史文献。

美国五角大楼办公室墙上， 有一则招聘敌人的
广告

美国有一句格言：“没有伟大的敌人，便没有伟大的
美国。”2010年， 国防大学原军队建设研究所所长刘明
福在媒体发表文章，指出美国的战略文化，就是制造“敌
人”的文化，它必须不停地寻找“敌人”，不停地渲染“危
机”。这是美国战略思维的一个经典传统。他还提到美国
一本图书中讲的故事，五角大楼办公室墙上一则招聘敌
人的广告：

“成熟的北美超级大国寻求有敌意的合作者以进行
军备竞赛、第三世界冲突和一般性对抗。候选者必须有
足够威胁，以说服国会满足军事需要。具备核战能力者
优先；但如果拥有重要生化武器资源，非核候选人也可
考虑。请将求职信并舰艇和空军中队照片寄至：美利坚
合众国华盛顿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这是一则幽默故事，艺术地表现了美国在全世界寻
找敌人的急迫心情。1981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
以苏联为敌，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尝到了有敌人的甜头。
1993年末，克林顿总统曾经脱口而出地说：“啊！我想念
冷战。”想念冷战，就是想念敌人，想念那个有敌人的年
代。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认为：“美国需
要一个敌国，来给外交政策带来焦点和连续性。美国在

两次世界大战中以德国为敌人， 在冷战中又与苏联为
敌。到了一定时候，又会宣告其他潜在敌人的存在。”因
为“敌人”对于美国具有极大的价值。有敌人，就有挑战
和竞争，就有动力；有敌人，美国就能够团结和凝聚国内
民心；有敌人，才有军队与军工集团的特殊利益；有敌
人，才能够号令诸侯，保持美国的霸主地位。

“枪杆子里面出大国”

刘明福认为，按照美国“选敌”的标准，现在的中国
是绝对符合条件的“敌人”。由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与美
国不同，又是大国崛起中最有潜力的一个国家，因此中
国在美国“选敌”的花名册上，高居榜首、稳居一号。一些
专家也认为，美国“重返亚太”之举，便为例证。

有学界“鹰派”之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
究中心教授张文木，是最先直接表明“要准备打仗”的中
国知识分子之一。 这使得他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压力。但
很多人都不能忘记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亡国的那种
感觉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他曾发表文章称，枪杆子里
面出大国。账房里头出不了政治家，也出不了国家安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则对未来的
中美关系保持谨慎乐观。认为在过去的外交史上，中美
两国显现出了堪称世界一流的领导力和外交质量，中美
两国应当避免新的“冷战”，在保留分歧的同时实现两国
的互利共存。

当年的“美国威胁论”：“法国士兵的背包里装
着在芝加哥生产的牛肉罐头”

针对“中国威胁论”， 张文木曾撰文指出，当美国某
些人口口声声喊“中国威胁论”时，也许忘记了自己当年
那段历史。

1783年9月3日，美、英签定《巴黎和约》，英国承认
美国独立，美国面临的国家风险也同比增加。对此美国
第一代开国领袖有极清醒的判断。汉密尔顿在为《独立
日报》撰写的文章中说：“美国已经使欧洲的几个海上强
国感到不安了……想阻止我们，独占我们的利益，剪掉
我们的翅膀，使我们无法飞到危险的高度。”

事实也正是如此。 从1783年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
争结束的82年间， 英法等国一刻也没有放弃分裂美国
的实际努力。法国外交部曾表示：“一场持久的战争由于
积累的仇恨和痛苦，必定造成分裂……有利于法国的国
家利益。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就可以了，只要交战双方
不断怒火冲天就可以了。”

美国统一后迅速崛起。欧洲又出现“美国威胁论”。
先是渲染“美国经济威胁”论。 经济学家保罗·德·卢西
埃在1892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写道：美国已成为旧
大陆的一个可怕的对手，“法国士兵的背包里装着在芝
加哥生产的牛肉罐头”。 接着就是“美国军事威胁论”，
认为美国要从欧洲手里抢走世界。

但欧洲的武力和文化的剿杀没有吓倒美国人。 相
反，在欧洲的重压下美国人经过两个多世纪反而强力崛
起。“这个被欧洲丢弃在北美荒野上的“俄狄浦斯”，在
欧洲人无名的恐惧中终于长大了。”

中国崛起，是要从美国手里抢走世界吗？

中国崛起， 是要从美国手里抢走世界吗？ 事实上，
“和平崛起”始终是近十年来中国对外战略的核心要素。
在战争与革命年代，大国往往通过战争掠夺或不公平贸
易攫取。历史上英国和德国的崛起，近代美国和日本的
崛起无一例外都是如此。与历史上这些大国不同，中国
成功地开创了和平崛起新道路。 当然中国的和平崛起，
是以其他国家特别是以美国的和平对待为前提的。如果

美国以武力阻挡中国的和平崛起，就只能把中国逼上梁
山。

2012年3月， 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马
丁·雅克，在英国《观察家报》发表文章，称西方某些人因
傲慢不愿正视中国崛起， 他认为，“无论怎么不甘心、怎
么留恋西方往日的辉煌， 我们终将会被拽进中国时代。
中国将左右我们的将来，对此我们无可抵御。”而多年前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指出，“融合与协调的智慧”是中
华文明精神遗产的优秀资质，将给人类前途以无限的启
示和触发， 并预言今后中国是融合全人类的重要核心，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中国现在握有一手好牌 要牢牢把握自己的牌
运和前程

正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 又是怎样看待自己
的？曾著有《中国震撼》一书，早年曾担任邓小平及其他
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的张维为， 今年3月曾在媒体撰
文称：中国今天握有一手好牌，我们应当更加自信，笑到
最后的将是中国。近日，他在博客上发表《从南斯拉夫看
中国》的博文，特别举出自己对南斯拉夫解体前后的实
地观察经历，称中国崛起要顺利，要精彩，就要学习别人
的长处，汲取别人的教训。

更有媒体发表文章指出，虽然中国现在握有一手好
牌，但中国社会在国运顺风顺水时却常显不自信。有些
人大国主义抬头，在国际政治领域目空一切。另一些人
则战战兢兢，认为中国处处低西方一等，中国的每一个
问题都会让他们认为是整个体制的错误。

这些都是民族自卑心理的不同极端反应。中国就算
握着一手好牌，也仍有可能打输。最大的可能是输在不
自信，输在自乱阵脚上。文章呼吁，中国人需要勇敢做一
次自己的上帝，牢牢把握自己的牌运和前程。中国文明
几次“死而复生”，世界其他大文明都是“一次性消费”。
我们的行为和胆识，应当与见过世面的文明相称。

据《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
《中国新闻周刊》《防务观察家》等。

■整理/见习记者 卢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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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内的西方媒体毫不避讳。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希拉里的亚洲之行烙上

深深的中国印记， 她做了一个完全针对中国的讲话，却
对‘中国’只字未提。”美国主流媒体《华盛顿邮报》则说
道，“希拉里的讲话给出一种希望，即美国转向亚洲战略
不仅仅是耀武扬威，而会成为一种旨在应对中国崛起成
为现代化超级大国这一复杂问题的多层面方略”。

“9·11”事件发生后，美一头扎到反恐战争中。在奥
巴马政府看来，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两场战争牵扯了美国

过多的精力，对亚洲出现了“战略忽视”。其或隐或显的
潜台词，是中国在亚洲夺了美国的“地盘”。于是，美国欲
纠偏和进行“再平衡”。

两年前，在东盟系列外长会上，希拉里高调宣布美国
“重返亚太”。此后，美国从军事、外交等各领域全面、快速
推进“重返”战略。几乎与其同步，南海暗流涌动，不断掀
起波澜，甚至风急浪高，惊涛拍岸。对此，美国一方面宣称
“不采取立场”，另一方面密集出台倾向性明显、甚至军事
色彩浓厚的举措。

“没有伟大的敌人， 便没有伟大的
美国。”

为什么美国要针对中国？这与美国的战略文
化有关。“没有伟大的敌人，便没有伟大的美国。”
而中国在美国“选敌”的花名册上高居榜首。

美国“敌人”

“勇敢做一次自己的上帝”。

面对崛起的中国，西方同样心情复杂。“中国
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 也有人称“中
国将左右我们的将来，对此我们无可抵御。”事实
上，“和平崛起”始终是近十年来中国对外战略
的核心要素。而多年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指
出，“融合与协调的智慧”是中华文明精神遗产的
优秀资质，并预言今后中国是融合全人类的重要
核心，“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中国未来

7月10日，希拉里出访越南，称美国将协助解
决越南与中国在南海上的领土纠纷问题。

（紧接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