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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触动全球》是我走访百国后写的第一本书，于2008年出版，读者的积极反应鼓舞了我，促
使我写了走访百国后的第二本书《中国震撼：一个&ldquo;文明型国家&rdquo;的崛起》，于2011年出
版，读者的反响非常热烈。
这两本书可以说是一对姐妹，前者讲的是中国触动，后者讲的是中国震撼；前者更感性一些，后者更
理性一点；前者是后者的铺垫，后者是前者的升华，但一条主线贯穿其中：中国人要用自己的话语来
解读中国和世界。
　　我很高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同意以《中国触动》的名字来出版《中国触动全球》的修订版，使这
本脱销已久的书得以再生。
《中国触动》的名字更加言简意赅，某种意义上也更加符合我写作此书的本意之一，即触动更多的国
人以一种全新的国际视野来看待自己国家的崛起、问题和前景。
　　我把全书又看了一遍，书中的主要论点没有改动，我想它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但书的结构作了一些调整，从原来的七章变成了现在的六章，我把原来专门谈国际比较的&ldquo;环球
同此凉热&rdquo;一章拆开，分别融入了现在的第一章和第四章，从而更加突出这些章节里国际比较的
内容。
修订版还在不少地方充实了新的内容，如在&ldquo;与世界比较，中国打几分&rdquo;一节中，增加了
治安问题的国际比较；在讨论软实力的最后一章中，增加了关于中国模式的内容。
此外，还更新了一些数字，纠正了一些笔误，增加了更多的图片。
　　我在本书原版的《后记》中曾说过：&ldquo;一本书一旦出版，便获得了自己的生命，读者或褒或
贬，均不在作者的掌控之中，但我也以为自己写作此书的意愿，即用中国话语来论述中国和世界只会
随着中国的崛起，而越来越有生命力。
&rdquo;这还是我今天的观点，真是希望更多的中国人一起加入中国话语崛起的潮流，客观自信地评述
自己的国家和外部的世界，不必跟在西方话语后面亦步亦趋，那是没有出息的。
　　谨借此机会诚挚地感谢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陈昕总裁和施宏俊副总裁以及文景公司的蔡欣
和袁晓琳编辑，感谢他们为此书修订版的出版所做的许多工作。
我也再次感谢许多学者和朋友的不断鼓励和帮助，特别是李君如、李世默、金仲伟、史正富、陈平、
黄仁伟、姜义华、张文木、王文、萧思建、罗伯特&middot;库恩等。
在本书原版的《后记》中我还感谢了许多人。
　　不久前，哈佛大学教授尼尔&middot;弗格森在一篇文章中追述自己如何产生了&ldquo;世界向东方
倾斜&rdquo;的命题。
他追忆到：可能是在2005年首次于上海外滩散步的时候，可能是后来在重庆听当地干部描绘未来中国
西部金融中心的时候，也可能是在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
他从中国这三个地方的巨变中悟出了一个大命题：世界正在见证&ldquo;西方500年支配地位的终
结&rdquo;。
在此书修订的二个月内，我正好也有机会在这三个城市逗留，再加上自己过去走访百国的经历，我得
出的结论和弗格森教授是一样的：世界在向东方倾斜，在向中国倾斜。
本书就是这种结论的证明。
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最激动人心的变革时代，而中国是这场历史性变革的中心。
愿我们能把握方向，抓住机遇，扫除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所设置的障碍，沿着自己探索出来的成功之
道大胆前行，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实现中华文明的辉煌复兴。
　　张维为2012年2月22日于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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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30年来，张维为教授走访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自1980年代第一次出国感受到的震惊，到今天在海外随处可见的“中国热”；从作为国家领导人的翻
译陪同国事访问，到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研究者参加国际交流，作者力求从一个比较宽广的国际
视野出发，来观察世界、思考中国，特别是探讨与中国崛起有关的热点问题，再尖锐的问题，也不回
避。

　　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最激动人心的变革时代，而中国是这场历史性变革的中心。
不管你是否使用“中国崛起”这四个字，国际社会已普遍接受了这个中国的崛起这个无处不在的事实
。

　　中国崛起触动了世界。
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发展，对于国际问题的认知，应该在汲取世界智慧的同时，也用自己的价值观加以
检验，用自己的话语加以论述，客观自信地评述自己的国家和外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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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维为
　　曾在上海当过三年工人，复旦大学毕业，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博士，曾为牛津大学访问学
者。
现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日内瓦外交与国家关系学院客座教授、日内瓦
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翻译。
做放过一百多个国家。

　　著有《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英文）、《改造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
英文）、《重塑两岸关系的思考》、《中国震撼》等著作。
发表过许多关于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发展模式、比较政治】外交政策及两岸关系的文章。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触动>>

书籍目录

序 言
引 言
第一章 环球视野下的中国崛起
一、第一次出国的震惊
二、在海外感受中国崛起
三、中国崛起的意义
四、印度：能赶上中国吗？

五、别了，南斯拉夫
六、东欧：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七、从欧洲到美国
第二章 最不坏的模式？

一、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
二、从丘吉尔的名言说起
三、东亚模式之争
四、中国模式：你的独特之处
五、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
第三章 西方“民主”遇上中国“实事求是”
一、慕尼黑的一场辩论
二、从贝?布托遇刺到肯尼亚骚乱
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
第四章 应该失语的不是我们
一、谁创造了人类普世价值？

二、应该失语的不是我们
三、也谈人权
四、公民社会之我见
五、让理性的声音占上风
第五章 中国：不要自己打败自己
一、贫富差距：一些国际比较
二、缩小贫富差距的难与易
三、建立良性循环机制
四、腐败问题：国际视角的观察
五、经济发展、民主制度与反腐败
六、生态文明：中国的机遇
七、与世界比较，中国打几分？

第六章 软实力，更触动世界
一、实事求是
二、和谐中道
三、消除贫困应该成为普世价值
四、政府是必要的善
五、拿来主义，非送来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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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主与专制还是良政与劣政？

七、崛起的中国精神
八、面向未来的中国模式
原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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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环球视野下的中国崛起　　一个国家的命运就是这样，关键的几步不能走错。
回头看一下中国走过的30年，不能说没有犯错误，有些错误也不能说不严重，但是在最关键的几步上
，我们走对了，中国也因此而赫然崛起。
　　不管我们今天面临多少挑战，我们还是处在1949年以来最好的时候，处在近300年来最好的时候，
而且处理各种问题的资源和回旋余地都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可以冷静从容地应对各种挑战，继续在中国 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推进这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
阔的现代化事业。
　　一、第一次出国的震惊　　今天访问泰国曼谷归来的很多国人，谈起曼谷都不屑一顾，无非是一
个热热闹闹而又乱糟糟的城市。
但我从1983年4月15日抵达曼谷国际机场的那一刹那起，就不时感到&ldquo;震惊&rdquo;：我第一次看
到了现代化的繁忙机场，来自世界各地的波音客机不断地降落起飞，而地面调度又显得那么井然有序
，候机大厅明亮宽敞，机场商店货品琳琅满目，比当时北京最漂亮的王府井工艺美术品商店还要富丽
堂皇。
当时的北京首都机场比曼谷国际机场可差了一大截。
　　在这个地方，我第一次看到了汽车飞驶的高速公路。
第一次看到了晚上9点还在营业的超级商场，各种商品应有尽有，主要街道到了晚上10点钟还是车水马
龙，热闹非凡。
我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服务：商店的服务员是那么友善、那么客气，哪怕你只是在门口路过张望一下
，服务员都会迎上前来，带着微笑问你是否需要帮助。
在当时的北京，这种服务态度我从未见过。
泰国不仅服务好，而且效率高：你今天订做一套西装，明天就做好，送到你的饭店，价钱也不贵。
　　曼谷的繁华使我这个来自大上海的青年学子深感不安。
毕竟上个世纪30年代当上海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时候，曼谷恐怕比中国的一个县城好不了多少。
后来我还访问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日本，一个更比一个现代化，泰国还是其中最落后的。
一想到邓小平在1978年10月至11月的两个月内，也先后密集地访问了这四个国家，我可以想像他老人
家当时所受到的震动。
当年去法国勤工俭学，邓曾路过新加坡，现在亲眼看到新加坡的巨变，怎能不感慨万千？
他后来多次说过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要比新加坡做得更好。
他在日本参观了日产汽车公司后说：&ldquo;我明白了什么叫现代化。
&rdquo;从这些国家访问归来的邓小平，在 1978年 12月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从泰国回来不久，我就到外交部翻译室报到。
我参加的第一场重要外事活动是接待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的夫人伊梅尔达&middot;马科斯。
马科斯夫人先派了一个先遣组来北京为她的访问做准备。
因为马夫人是世界闻名的采购高手，所以她的先遣组成员个个都是采购高手。
他们干脆开玩笑，称自己是advance shopping group（先遣采购组）。
他们老是打听北京哪里购物最好，礼宾司总是推荐北京友谊商店，这是当时北京为数不多的涉外商店
，所以菲律宾先遣队很快有了个口头禅，&ldquo;Friendship Store again？
（怎么又是友谊商店？
） &rdquo;&ldquo;北京除了友谊商店还有其他商店吗？
&rdquo;他们好几次问我。
　　时间飞逝。
20多年过去了。
今天我可以说，在现代化的进程上，中国已经大步地走在泰国、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之前了。
我后来访问泰国不下10次，泰国和中国的差距逐步显现，曼谷和上海、北京的差距也明显拉大。
2006年泰国的军事政变又给该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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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泰国还是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学习，例如，泰国航空公司的服务质量，全世界有口皆碑。
　　2005年我还访问了菲律宾，我看到马尼拉的棚户区居然延绵不断，如果光从外表看，马尼拉的城
市面貌，与今天北京的差距至少20年。
过去这20多年里，菲律宾不停地搞政治，所谓的&ldquo;人民力量&rdquo;一波又一波，换了5位总统，
经历了不可悉数的各种兵变，而整个菲律宾的经济过去20多年增长有限，人民生活鲜有改善。
当然北京的发展也有些太快了。
这个中国传统的经典城市失去了太多原本不该失去的特色。
这种损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们文化水准的不断提高，越发让人感到遗憾。
这似乎也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我们过去 30年发展模式的成就及其问题。
　　但是，持平地说，无论我们的发展模式有多少不足和问题，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致力于改革开
放，致力于现代化建设，整个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变化。
比方说，消除贫困在国际上历来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但中国仅用了短短近20年的时间，使得数亿
人脱贫，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提前实现联合国贫困人口减半的&ldquo;千年发展目标&rdquo;的发展中国
家，而且整整提前了12年。
虽然还是比较低水平的脱贫，但你只要去任何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看一看，大部分国家在过去30年
里，政治动荡，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没有下降就不错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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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触动:百国视野下的观察与思考》　　1、《中国震撼》姐妹篇，邓小平资深翻译、著名外
交学者 张维为教授手记百国经验，用中国话语解读世界中的中国。
　　2、谈中国崛起，有国际比较才有说服力。
　　30年，106个国家和地区，从欧洲到美国，从东亚到拉美&mdash;&mdash;用亲眼见过的东西，思考
中国发展模式。
　　3、作者亲自配图十余幅，还原作者走访现场，亲历百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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