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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唯一正确的。但我发现，
现在我的观点在决策层受到越
来越多认可。尽管如此，我依
然 认 为 ， 能 影 响 美 国 外 交 政
策的人大都主张，当今国际体
系应在较长时间里继续发挥作
用。

坦 率 地 说 ， 对 美 中 关 系
进行根本性的哲学评估只能留
待下一任美国政府了，将来不
管是共和党执政还是民主党执
政，都要面对这个问题，现政
府仍会努力解决两国关系中的
具 体 问 题 。 在 未 来 两 年 我 们
无法解决哲学性问题，但可以
为此奠定基础。需要做两方面
努力，一是要避免对抗，二是
可以选择一两个大的题目开展
合作。从美欧关系的经验看，
战后美国在对欧关系上提出一
系列重大倡议，包括建立多层
次对话机制、实施马歇尔计划
等，逐步形成了美欧紧密关系
的纽带。如果能与中国也这样
做就好了。

傅莹：我应邀参加过一些
美欧论坛，观察到双方有很好
的对话和商量习惯，建立起牢
固的信任纽带，尤其有重大事
件或出现分歧时，总能及时沟
通，当然这有特定的历史和政
治背景。中美之间情况不同，
但也可搭建更多有效沟通的平
台，扩大可视的合作，尤其在
解决双边和世界重大难题上，
中美应培养平心静气商议解决
办法的习惯。

（二）政治安全领域，美
国仍在分“我们”和“他们”

傅 莹 ： 关 于 未 来 世 界 秩
序，用您的话讲，做哲学性展
望，我的观察是，现存西方主
导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在全
球化过程中已经敞开，容纳了
更多的国家，包括中国，这些
新 兴 国 家 不 仅 成 为 重 要 的 组
成部分，也在参与其改革。但
是在政治安全领域，对美国来
说，仍然分割为“我们”和“
他们”，“我们”是指与美国
有军事同盟关系的国家，“他
们”是指同盟外的国家。这样
划线表面上看对经济和贸易往
来也许直接影响不大，但在安
全方面，会让非同盟国家关注
和警觉。

如 果 美 国 想 继 续 领 导 世
界 ， 要 问 的 是 ： “ 亚 太 再 平
衡”战略反复强调美日军事同
盟是亚太安全的基石，而日本
明 确 把 中 国 作 为 威 胁 来 源 ，
美国是否考虑到包括中国在内
的同盟外国家的感受？美国对
未来做何打算，将采取更开放
的态度，还是坚持对同盟体系
外国家采取排斥立场？中国民
众对美日同盟的看法越来越负
面，这是否会把中国推向另外
抱团的方向？这是美国必须面
对的问题。

基 辛 格 ： 从 操 作 层 面
看，“再平衡”战略并没有给
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部署带来
实质性变化，也许增加一些军
力，也是从中东撤军的结果。
中国的战略是，将美国军力推
向 尽 可 能 远 离 中 国 边 界 的 地
方，并且在开发这样的军事能
力，这是可以理解的，任何理

性的政府都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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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美方一直明确表达了坚
决反对任何国家在亚洲和世界
寻求霸权的立场。现在的问题
是：两国如何在实现自己目标
的同时，不给对方带来压力？
也 就 是 说 ， 中 国 如 何 在 满 足
合理安全需求的同时，不给外
界要将美国赶出南海的印象？
美国如何在不过度接近中国边
界的情况下，满足自身安全需
求 ？ 这 在 我 看 来 是 战 略 性 难
题，但我不认为美国试图将中
国逼入墙角，剥夺中国行动自
由。

冷战期间，美苏达成两项
制度性安排，一是直通克里姆
林宫的热线电话，二是相互通
报海上重大行动，双方遵循一
定规则，避免迎头相撞。尽管
用到热线情况不多，一旦用上
就是真格的。如果中美能建立
类似安排，出现危机时就管用
了。

傅 莹 ： 中 国 军 队 是 世 界
上最独立于美国的军队之一，
也是长期受美国拒绝和排斥的
结果。从美国对威胁评估的角
度，您觉得中国军力在世界上
排第几？美国不会侵略中国本
土，中国也不会去攻占美国，
关注中国威胁的依据是什么？

基 辛 格 ： 在 战 略 圈 的 讨
论中，总是有对中国威胁的关
注 。 我 完 全 反 对 美 中 军 事 冲
突 ， 这 对 两 国 都 将 是 灾 难 性
的，我从未听到任何哪怕是观
点极端的人，说过美国应当入
侵中国。一般观点是，如果中
国对邻国施加军事压力，美国
必须介入，比如在南海。但从
中国历史看，我不认为军事入
侵是中国对待他国的方式。美
国关于中国的辩论中，没人主
张击败中国，也没有任何学派
的观点认为美国应打击中国或
在军事上削弱中国。

傅 莹 ： 中 国 奉 行 防 御 性
国防政策，这是宪法规定的。
正因如此，美国近期采取的行
动和腔调使得其威胁意味更加
浓厚。美国战略界人士对中国
负面看法的主要原因，是认为
中 国 在 海 上 对 邻 国 示 强 ， 中
国人感受到的美国威胁也主要
来自海上方向。尤其让很多中
国人不满的是，近年每当邻国
与中国出现纠纷，不管发生了
什么，无论是非曲直，美国总
是偏袒和支持向中国挑衅的一
方。

基 辛 格 ： 我 在 一 次 国 际
会议上，听到中方官员谈南海
问题时说，如果这代人无法解
决，就留给下一代人，这应该
是官方立场。在此基础上，可
以探讨如何就避免采取使局势
恶 化 的 行 动 和 维 持 现 状 达 成
共识，当然还要界定现状是什
么。其次，很多美国人认为，
中国把航行自由看作是中国给
予美国的特殊待遇，中方如果
能明确讲航行自由是一项国际
权利，这两点将有助于拔掉南
海问题这根刺儿，减少对美中
关系的负面影响。

傅莹：公海的航行自由无
疑是一个国际性原则。西太平

洋航线的商业航行自由从未受
到影响，近年航运价格一直低
迷也说明，并不存在安全因素
影响。中国是贸易大国，维护
商业航道自由畅通对我们至关
重要。据我观察，美国人频繁
拿航行自由说事，指的是海军
的航行自由吧？

基辛格：海军的行动自由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有
规定，这些适用于南海。

傅莹：这两方面分开来讲
比较好，混到一起对外界是误
导。如果两国海军能就重大军
事行动相互通报和海上的一些
行为规范达成某种安排的话，
会解决不少问题。

（三）美方不能对中国“
桌面上握手，桌底下踹脚”

基辛格：从哲学角度看，
我们都存在一些问题。例如，
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比如
说中东问题，美国报纸都会说
应该在美国领导下解决，而不
会认为可以依据某些原则来解
决。这是美国的惯性思维，必
须调整，但需要时间。

傅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
序是否会逐步开放或者调整？

基辛格：不会，美国人习
惯了，对他们来说，世界就该
是这样组织的。外国人好像总
以为，在美国的什么地方有个
大方案，由政府来执行，实际
上从来不是这样，美国政府的
运作方式是，遇到问题就处理
问题。中国人很不一样，你们
的方式是概念化的，善于讲动
机、讲思维方式，而我们这儿
不考虑这些。

傅 莹 ： 需 要 积 累 国 际 经
验，我们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和
解释自己的做法方面可以进一
步改善，需要更及时地向世界
做出说明，减少误解、避免误
读，因为那会留下被人利用的
空间。

基辛格：美国总统大选的
政治竞争很快就要开始了，共
和党候选人很有可能对奥巴马
与中方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提出
批评。如果哪个候选人批评他
对中国让步太多，你们不必太
在意，竞选期间的言论不代表
共同立场。

傅莹：我认为中方重视与
美方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探
讨并合作，但美方不能在“桌
子上面跟中国握手，桌子下面
对中国踹脚”。当今时代，外
交政策的制定不仅是领导人和
精英层的事，也有民众和媒体
的参与，决策层不能不考虑他
们的观点和意见。

基辛格：这是现代外交的
一大难题，但是我这样讲是希
望人们能理解美国内部有自己
的困难。

傅 莹 ： 您 怎 么 看 中 日 关
系？

基 辛 格 ： 美 国 希 望 避 免
中日发生战争，虽然美日有同
盟关系，但美不会鼓励日本采
取任何导致战争的军事行动或
者政策，据我所知，美国的政
策里没有任何利用日本反对中
国的成分，我们应该鼓励中国

与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我主
张构建一个亚洲与太平洋共同
体，各国都参与其中，美中进
行协调合作。

傅 莹 ： 您 设 想 的 共 同 体
与军事同盟是什么关系？中国
领导人也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
同体，您的想法是否与此有交
集？

基辛格：我讲的亚太共同
体的实质是美中之间的谅解，
也包含所有大国，这样就不必
担心要面对类似于“一战”前
的那种冲突局面。那个时代，
国家按照势力均衡的原则选边
站队。

我 最 担 心 、 思 考 最 多
的，是当今世界秩序所发生的
变化。19世纪以来世界秩序的
中心在欧美，21世纪世界秩序
的中心在亚太。亚洲最大的变
量是中国在未来20年的持续增
长，中国的选择将影响和改变
世界。美国必须考虑还有多少
时间、多少空间可以维持现存
秩序，并且需要构思未来的世
界秩序。

▍世界秩序和中美关系
傅莹：围绕秩序问题的争

论，您提到，在威斯特伐利亚
体系同期，有若干不同的秩序
并存，我就从这里展开，比较
和介绍中国在1648、1919和1941
年等时间段的情况，来说明中
国的历史和在秩序问题上的视
角。

基辛格：1648年欧洲发生
了重大事件。

傅莹：1648年，中国清朝
的新皇帝登基不久，大概三四
年吧。

基辛格：我打赌那时候中
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超
过了整个欧洲。人口也有很大
规模了？

傅莹：人口到了5000万左
右，增长比较快，一直相当繁
华。但到了1840年，中国的宁静
被鸦片战争打破了。

基辛格：确实如此，那是
一个悲剧。

傅 莹 ： 我 在 演 讲 最 后 部
分 引 用 了 您 的 话 ： 我 们 走 向
何方？（Where do we go from 
here？）这个问题也适用于中美
两国：接下来我们将怎么走？
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我会说，
对于未来的国际体系和世界秩
序 ， 中 国 国 内 也 有 讨 论 ， 我
们的认识是：首先，在当今世
界，彼此孤立的秩序同时存在

已经不太可能了；其次，通过
战争实现“权力转移”也不大
可能了；第三，世界上有许多
全球化带来的新型挑战。结论
是，也许应该构建新的全球秩
序。

基 辛 格 ： 你 的 看 法 十 分
深刻，我这么说是认真的，不
是恭维，这也是我应该提出的
问题，因为如你所说，我们有
不同的秩序。不过存在两种可
能性：一是我们会有一个新的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中有不
同的秩序，就像主权国家在威
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发挥作用一
样；二是不会有秩序，而会有
某种形式的混乱。

我 还 应 该 说 有 第 三 种 可
能性，就是建立一个共同的秩
序。这个目标要实现起来困难
很大。我想，即便你认为理应
是第三种可能性，但通往这个
秩序的道路仍然需要威斯特伐
利 亚 体 系 ， 类 似 于 大 西 洋 体
系，但组成部分是不同的。威
斯特伐利亚体系最初由宗教国
家组成，以欧洲为基础，仅限
于欧洲。新的体系将建立在单
位体之上，例如中国，中国不
仅是一个国家，它自身就是一
个文明，再加上其他文明，例
如伊斯兰文明，还有其他单位
体。阻碍是：目前世界上还没
有伊斯兰秩序，伊斯兰世界仍
在冲突当中，很难一下子进入
到国际秩序中来。

傅 莹 ： 我 对 您 说 的 太 平
洋共同体概念很感兴趣。从我
们的观点来看，世界上升到了
一 个 新 的 水 平 ， 无 论 是 对 中
国、美国还是对俄罗斯而言，
现在世界的形势很不同了，面
临许多不同的挑战，一些威胁
超越了主权国家概念的范畴，
像气候变化、“伊斯兰国”组
织（ISIS），还有埃博拉病毒，
等等。面对新问题、新课题，
需要有新的超越国家的框架和
共同认识，来开展合作加以应
对。以埃博拉为例，各国开始
时是各自为战的，中美围绕这
个问题进行了很好的沟通，中
国 采 取 了 非 常 积 极 主 动 的 行
动。下次再遇到此类问题，各
国应有共同采取行动的意识。
那么，您讲的秩序，是希望实
现 控 制 和 领 导 其 他 国 家 的 秩
序，还是集体应对全球挑战的
秩序？在过去，世界秩序是指
如何在强国之间建立规则，以
相互约束，不发生战争，但现
在光阻止战争已经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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