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提出的问题,而变化的世界也需要世界各国更多

的创造和贡献, 为此应做好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

与此同时还应继续推进国内社会变革, 不断完善社

会结构,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内在动力,以此作为

面向世界和立足世界的基础。o

传统智慧与奥运会后的中国外交

李永辉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教授 )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结束, /后奥运时代的中国 0

一词迅速蹿红,其内涵也日益引人注目,特别是 /后

奥运时代的中国外交 0更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得到

空前提升,大国地位得到广泛承认。德国 ZDF电视

台评论说, /一个世界大国诞生了 0, 而北京奥运会

正是中国正式成为世界大国的 /加冕礼 0。自此以

后,无论是世界看待中国, 还是中国看待世界的眼光

都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人百多年来落后挨打的受

害者心态也在改变, 开始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平视世

界。因此,有国外媒体评论说: /奥运会后, 世界将

面对一个全新的中国 0。

但与此同时,中国外交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

力和挑战。 /中国威胁论 0、特别是所谓的 /中国模

式威胁论0有可能再度高涨, /中国责任论 0也将被

赋予新的内涵。在此新形势和新挑战面前, 中国外

交该怎么办? 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回答的重大而严肃

的问题。但简单说来,答案无非是两条:一是以不变

应万变,二是以万变求不变。前者是说,无论国际形

势如何变化,我们都应该坚持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

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两个 /始终不渝0:始终不渝坚

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

战略。这既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 也是中国改

革和发展的根本和长期战略,这一大方向不会因奥

运会的成功举办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而改变。后

者是说,要研究中国外交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和新

挑战, 并采取各种相应的对策, 以保证和平发展的大

战略能够长期实行下去, 民族复兴的战略机遇期能

够得到有力的保障。

首先,应该清醒地看到,随着中国成长为世界大

国, 中国所承担的责任也不断增加, 一方面, 这意味

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高;另一方面,这也意

味着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外交的选择余地反而变小

了。而且,大国就像明星,既享受着羡慕和崇敬的目

光, 也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挑剔和批评,我们对此必须

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更为重要的是, 历史经验告诉

我们,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最危险的时候往往不

是身处逆境之时,而是一帆风顺的时候。因此,中国

更需要冷静、清醒地看待所取得的成功和成就,防止

被胜利冲昏头脑,盲目乐观, 甚至盲目自大。

其次,要警惕所谓奥运后效应。长期以来,服务

奥运这个大局成为中国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为

此, 包括外交工作在内, 在很多问题上,我们尽可能

地保持了低调和克制。奥运会之后, 各方面的工作

将逐渐回归常态。在此过程中, 需要特别警惕某种

/秋后算帐0的心态。比如, 已经出现了一种声音,

要求将中国因成功举办奥运会而提升的国力 /发挥

到极致0, 要求有 /大动作0。如果这种声音过大, 就

会给奥运会后的外交工作带来巨大压力,干扰中国

的和平发展战略。此外, 从外部看, 也存在着某种

/秋后讨帐 0的倾向:一是一些大国对奥运会给予了

某种程度的支持,奥运会后有可能要求得到回报;二

是在奥运会前和奥运会期间, 有些国家将可能对与

中国关系造成重大影响的问题推到了奥运会之后,

因此,奥运会后我们可能面对一些于我不利的局面,

比如美国的对台军售。

第三,要看到国内外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差距。

2008年皮尤世界民情调查显示, 77%的中国人认为

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是正面的。然而, 美国 5华尔

街日报67月 28日一篇文章中的调查结果却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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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对手。英国 5金融时

报 6今年的调查结果也表明, 欧洲人认为中国已经

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稳定的最大威胁。在日本, 情况

也很类似。 5读卖新闻 68月 4日发表文章指出,根

据 5读卖新闻6社和 5瞭望东方周刊 6进行的中日联

合舆论调查显示,日本国民对中国的看法正在恶化,

而中国对日本的看法则全面好转。关于目前的中日

关系, 日本 36%的受访者认为 /关系良好 0, 但有

57%的人认为 /关系恶劣 0; 而在中国, 认为 /良好 0

的有 67% ,认为 /恶劣 0的只有 29%。奥运会后情

况有所变化,但上述局面并未根本改变。这一认知

差距潜藏着一定的危险性, 势必给中国的外交工作

带来不利影响。

第四, 奥运会后中国将面临更多的非传统安全

压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国际非政

府组织对中国外交的压力和挑战增大,而且,中国的

国际地位越高、影响越大,这种压力和挑战就越大。

相对来说,中国在应对这一挑战时面临更大的困难,

因为非政府组织非常复杂, 形式多样, 聚散不定,防

不胜防,传统国家机器虽然强大,却无法找到明确的

目标和着力点, 难以发力。中国外交通常比较善于

同政府和政府组织打交道, 却缺乏同非政府组织打

交道的经验,在实践中往往陷入被动。另一方面,在

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将面临日益增强的国际

压力。北京奥运会以 /绿色奥运 0为口号, 采取果断

而有力的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得到了全世界的高

度评价。但与此同时,这也新树了很高的标准,要坚

持下去并不容易。从现实看,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

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关注和重视, 无论是在 APEC峰

会还是在八国集团峰会上, 环境问题都成为重要乃

至首要议题。特别是在后 5京都议定书 6时代即将

来临的背景下,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日益凸

显。而伴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中国温室气体

的排放量也迅速增长,据预测, 今年中国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可以预见,中国

在这一问题上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那么,到底该如何应对这些新的重大挑战? 其

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求助于中国古老的传统和智

慧。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以恢弘的气势展示了古老的

中国文明,但在华丽表象的背后, 这一古老文明的精

髓是什么? 除了 /和 0字所展示的和平、和谐及以和

为贵的精神,对于奥运之后的中国外交来说,我们还

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 可以说, 在奥运会后的大

背景下,如何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宝贵资源,

建设中国的软实力,进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已经成为中国外交工作新的历史使命。在这

一问题上,又尤其以如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内修其德,外行王道,着力提高中国的软实

力。软实力思想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的

先圣先哲历来重视文德理义的教化作用。管子说:

/明主内行其法度, 外行其理义, 故邻国亲之, 与国

信之。有患则邻国忧之, 有难则邻国救之。0孔子

说: /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0孟子说: /以力

服人者,非心服也, 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

诚服也。0畏威不如怀德, 霸道不如王道, 修德、行王

道, 就是弘扬传统文化的美德,占领国际道义的制高

点。这是中国的软实力。

二是坚持国际主义, 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中国

传统文化的国际观是开放的普世主义,而不是狭隘

的民族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 这一古老的天下观

正显示出新的价值。奥运之后的中国外交应发扬这

一优秀传统,以应对所谓中国民族主义威胁论。

三是慎大忌满,中庸适度,降低成功的风险。中

国最古老、最重要的典籍之一 5尚书6中传诵千古的

箴言 /满招损, 谦受益0所表达的深刻哲理, 不仅适

用于个人,也同样适用于团体、组织以至国家。5吕

氏春秋6之 /慎大0篇说: /于安思危,于达思穷,于得

思丧 0,更直接、明确地指出, 在强大和顺利的时候,

要看到困难和危险, 只有这样,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纵观中国历史,这种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一直植根

于我们民族的安全观之中。今天,在奥运成功,举世

瞩目,国威大振,国民自信心空前高涨,中华民族正

经历着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回顾古人智慧,更具特

殊意义。所谓月盈则亏,物极必反, 祸福相倚, 也是

这个道理。它告诫我们,越是在顺利的时候,越要看

到困难和危险,切忌骄傲自满,得意忘形。从这个意

义上说,我们的外交工作既要乘奥运东风, 再接再

厉, 争取更大的胜利,又要戒骄戒躁,把握节奏,张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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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度,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不妨适当降降温, 做一点

减法, 以免动静失调, 阴阳失衡,满而招损。

四是天人合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如前所

述,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头号大国,

奥运会后在环境问题上势将面临日益增大的国际压

力。更为重要的是,环境问题也正成为制约中国经

济发展和影响社会安定的重大因素。因此, 挖掘中

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的伟大智慧,无论是对

于落实科学发展观,还是对应对环境问题上的国际

压力,建设和谐世界,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o

在 /韬光养晦 0与 /有所作为0之间求平衡
朱  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

  2008年 8月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推动中国

与世界的关系进入了新阶段。不管我们承认与否,

中国外交的 /后奥运时代 0已经来临。如何看待 /后

奥运时代0? 可以从三方面来认识: 第一, /后奥运

时代0是各种奥运效应发酵、围绕着奥运主办而进

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互动关系进一步深化的

时代; 第二, /后奥运时代 0是奥运主办国如何及时、

合理与科学地开发和运用好奥运效应、促进国家发

展和提升对外关系的时代;第三, /后奥运时代0是

/两个大局0的统筹变得更加复杂化的时代。总之,

/后奥运时代0是一个综合性的 /问题意识 0需要明

确化、解决问题的 /能力建设 0迫切化、以及中国和

世界的关系 /紧密化0的新时代。

目前, 西方评价北京奥运会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奥运会

大大加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自信心, 让中国从举

办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中继续热衷于显示实力, 中国

外交会因此更加积极和具有扩张性; 另一种观点是,

奥运会大大煽动了中国的民族主义, 强化了中国外

交的民族主义色彩,中国外交在 /后奥运时代 0将会

更加具有民族主义的攻击性。显然, 西方媒体对中

国外交今后发展趋势的这两个判断, 很大程度上是

情绪化的、不准确的。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中

国媒体宣传当然有爱国主义的一面, 但另一面却是

浓郁的国际主义,是中国社会和人民在开放、合作和

友情的基础上探索和放大的奥运盛事的国际意识。

例如, CCTV花了很多时间采访、报道美国游泳运动

员菲尔普斯、牙买加运动员博尔特、俄罗斯运动员伊

辛索娃以及日本运动员北岛康介。CCTV5的深度

报道节目 /奥运荣誉堂 0请来了美国体操运动员约

翰逊和德国击剑运动员福斯特等。更重要的是, 当

中国媒体报道了美国传统使用奖牌总数、而不是金

牌总数作为奥运奖牌榜的排序方式时, 这一美国

/算法0在相当程度上被中国所接受。温家宝总理 8

月 23日在会见美国劳工部长赵晓兰时,恭喜美国获

得了北京奥运会奖牌总数第一。中国民众相当程度

上从以往的 /奥运金牌热 0中摆脱出来, 认同 /奖牌

数更能反映一个国家综合体育实力 0的提法。中国

媒体也广泛报道了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的

话, 他表示国际奥委会绝不鼓励任何形式的奖牌榜

/排名0,公开提出过分重视奖牌榜排名的做法有悖

于国际奥林匹克精神。中国国家体委主任刘鹏在总

结中国代表团的奥运表现时明确承认,中国在多数

体育项目上仍然 /落后于 0世界先进水平。

毫无疑问, 中国政府在奥运后的宣传以及政策

检讨中,都特意强调了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所具

有的世界意义,都刻意强调北京奥运会的成功是中

国 /履行了对国际奥委会的庄严承诺 0。例如, 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 8月 25日指出,我们并不认为 /成功

举办北京奥运会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0。 8月 25

日5人民日报6社论的大标题是 /奥运的光荣属于全

人类 0。奥运会结束迄今各种学术研讨会上的基

调, 依然是中国必须继续 /韬光养晦 0, 仍然强调 /后

奥运时代 0中国继续保持低姿态的必要性。针对目

前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激烈争执,胡锦涛主席 2008

年 8月 27日在杜尚别表示, 中国希望各方 /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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