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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汇集的文字都不是论文，由不是论文的文字构成的这本书自然也就不是学术著作，写这样文字的
我无疑也算不上学者了。
    我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非常普通的教员。
在自己与学院及学院的各位同事的关系上，我一直用这样一种比喻来说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好
比是一个五星级涉外大酒店，各位老师多为擅做各国大菜的名厨，也就是研究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
各国政治外交的专家，如外交问题专家、国际政治专家、美国问题专家、欧洲问题专家、日本问题专
家、非洲问题专家、俄罗斯问题专家、东南亚问题专家、国际组织问题专家、比较政治学专家、国际
战略问题专家、国际政治经济学专家⋯⋯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这可不是瞎说，只要看一下他们令人羡慕的学历，读一下他们的长篇大作，听一次他们的精彩讲课，
看一看他们在电视上的优雅风采，您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这样讲了。
我无疑也是这个大饭店的员工，但不是做大菜的名厨，而是在它大厅门口摆个摊，经营煎饼、油条、
茶叶蛋之类的小吃。
这也不是瞎说，您看，一则本书汇集的都是千字左右的短文，没有一篇是算得上学术的论文；二则这
些短文的内容涉及极广，中国与世界，西欧与北美，日本与俄罗斯，甚至还有非洲，毫无专业深度可
言。
经营如此之广泛，以致在一次与新入校的研究生见面时，我所在小单位的负责人在介绍我的研究方向
时竟有些为难，不知怎样形容我的学术专长，于是就说，让孔老师自己介绍吧！
    然而，幸运的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是国内外少有的和谐大家庭，同事们不论职位大小和职称
高低都能友善相待，和睦相处，少有尔虞我诈、互相挤兑、恶意竞争之事，而这些在许多地方都已成
了常态。
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20年中，我无时不感受着各位“大厨”的理解、包容和关爱，几乎从未遇
到过谁的白眼或嘲讽。
正因如此，我在“大饭店”里经营的“小本生意”才能如此兴隆，以至于如今我写的文字都能结集出
版了。
我忘不掉，每当我在《环球时报》或其他什么报刊上发表文字时，院里的许多领导和同事都会在第一
时间对我说：小孔(或老孔)，又在报纸上见到你的大作了。
说他们都是赞扬我，那倒也未必，但我深信不疑的是，说这话的同事没有一个不是善意的。
正是这种善意才激励着我能不断地写下去，到现在，到将来。
曾有一次，我兴高采烈地讲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人际环境如何和谐时，我的一位朋友认为我生
活在“乌托邦”里。
其实，这个“乌托邦”真的是现实的，我愿意在其中继续生活下去。
    当然，我多少也有一些自己的长处。
我所制作的各种小吃固然比不上各位名厨精心打造的美味佳肴，平心而论，却也有一些特色。
比如，它们能以清淡、爽口的特殊风格调解读者在鱼肉大餐之后的油腻，让人们在学术的疲惫之后获
得一点非学术的轻松，在严谨思想的痛苦之余感受一丝粗俗观点的乐趣。
再比如，它们保准都是足斤足两，童叟无欺，都如实地反映了我的看法。
所谓学术，在我看来，其实就是文字中要体现出作者本人的观点，文章写得再好，如果没有自我，我
也不认为那是学术。
至于如何评价这些观点，那是读者的权利，应由他们评判，作者不应王婆卖瓜似地自卖自夸自己文章
观点有多么正确。
本书汇集的文字，不论您如何评价，哪怕是您认为再肤浅、再粗俗、再幼稚，它们都带有“孔记”的
标志。
它们是我的，这对学术而言就足够了。
书中收入的短文都是应编辑相邀而写的命题作文，多半发表在《环球时报》《东3-早报》《晶报》《
世界知识》《国际先驱导报》等报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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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它们当时都有不同程度的时效性，但是，我还是尽可能借题发挥使它们更加泛化一些，将自己对
许多现实问题的所思所想写出来，并且尽可能写全面、写深入一点，努力延长这些短文寿命。
这也是我将它们结集出版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次结集时，我尽可能地保持每篇文章的原始性，只是对时间和数据进行了必需的删改或更新，对不
通顺的文字做了些许修改。
    需要提出的是，集子中如下文章是孔源写的：《高加索，憎恨如同爱情绝无止境》《乌克兰：是欧
洲边境，还是小俄罗斯》《做过“帮凶”要反思：奥地利》《土耳其“入欧之路”迢迢》《达尔富尔
的“流民图”》《苏丹：不应是文明之间的裂谷》。
另外，还有一些文章在发表前孔源帮助做过补充和修改，他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取得学士和硕士学
位后，如今正在城市与环境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亲父子，明算账，在本书付梓之前，这些话也得说清楚。
    这些零散的文字能够结集出版，是与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
首先，感谢齐惠卿校友。
许多年来，她一直尽自己的能力默默地支持我对中东欧的教学与研究，前些年专门出资设立“惠卿东
欧教学与研究基金”，对北京大学的中东欧教学与研究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本书就是由该基金资助
出版的。
其次，感谢原《环球时报》评论版编辑张萍和王文，《世界知识》编辑李巨川副编审。
他们邀请我写了书中的大部分文章。
其中，王文还建议我将这些短文汇集起来并帮我做了初选。
最后，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齐书深先生、毕胜先生和本书的责任编辑，他们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
量的心血。
    我愿意将此书献给那些理解、包容和关爱我的各位“大厨”们，献给一直支持我的亲人和朋友们，
献给喜欢看我的文章的读者们。
    孔寒冰    2011年2月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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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寒冰看世界》由孔寒冰著，是作者对当今世界的观感，涉及亚非欧美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发展，描述了这些国家的独特历史和风土人情，是通俗的国际关系和世界史的参考读物。
作者在巡游各国的同时，经常将外国的人与事同中国作比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地球上不同国度人们
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从而取长补短，建设现代社会文明。
《寒冰看世界》针对读者所关心的种种世界之谜，作了新颖的探讨和中肯的评论，还把当今许多世界
大事，以一个个奇特的话题进行生动地述说而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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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孔寒冰，1958年4月生，黑龙江省密山市人。
199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主要著作有《克拉拉-蔡特金评传》、《科索沃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其大国背景》、《历史瞬间——20世
纪重大事件的起源及其影响》、《金桥——外资与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苏关系及其对中
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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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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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让世界适应中国速度
  6. 中国纯内政问题将越来越少
  7. 欲“崛起”，首先要有差距意识与危机意识
  8. “没有问题”最可怕
  9. 外交走近公众说明了什么？

  10. 人人都是国家形象大使
  11. 无形的主权更需要维护
  12. 别踩着美国的鼓点走
  13. 中国要敢当“被学习者”
  14. 要经得住美国人的吹捧
  15. 恰当地理解上海合作组织的使命
卷一(下)——
  16. 30年后，中国和别人比什么？

  17. 中国需要“为后代考虑”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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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中国人讲文明需要多长时间？

  24. 媒体也别傍大款
  25. 奔驰车、宝马车撑不起国民尊严
  26. 人口多更是一种财富
  27. 急速现代化别扔掉穷人
  28. 祭孔不该搞成一场折腾
  29. 我们比别人差在哪儿？

卷二——
  30. “去道义化”战争的道义反思
  31. 国际社会也应民主化
  32. 恐怖主义需要美国认定吗？

  33. 美国的“新闻自由”
  34. 困境是美国总统的“肥料”
  35. 良知VS政治：“深喉”现象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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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独立调查不过是场戏
  37. 让数字来说明：谁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者
卷三——
  38. 东北亚合作为啥走得慢
  39. 岛屿之争影响亚洲一体化
  40. 东亚打造自己的共同体
  41. 别光唠叨日货风光不再
  42. 如何应对日本的“极右势力”
  43. 握紧对日外交主动权
  44. 所谓的“朝核问题”
  45. 对朝关系，韩国人心情最复杂
  46. 首尔：人、路、车很和谐
  47. 萨达姆早已错过了当“英雄”的机会
  48. 伊拉克战争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卷四——
  49. 从普京“晒”胸钓鱼谈起
  50. 普京执政七周年的外交成绩单
  51. 俄罗斯特工神秘之死及其背后
  52. 问题不在于如何评价斯大林
  53. “十月革命”遭遇“无害”处理
  54. 用心打造一个活生生的苏联
  55. 拜访逝者：赫鲁晓夫
  56. 拜访逝者：米高扬
  57. 拜访逝者：图波列夫
  58. 拜访逝者：阿利卢耶娃
  59. 独联体国家缘何纷纷延长总统的任期
  60. 以史为鉴，理智地看待中俄之间的交往
  61. 中俄关系：长久持续的友谊
  62. 中俄关系的地基须进一步夯实
  63. 俄德两国的爱恨情仇
  64. 乌克兰：是欧洲边境，还是小俄罗斯
  65. 俄罗斯天然气管道在乌克兰境内爆炸
  66. 高加索，憎恨如同爱情绝无止境
  67. “彩色革命”与独联体的前途
卷五——
  68. 欧盟，欢乐背后有烦恼
  69. 诺曼底登陆：大国关系的多棱镜
  70. 发达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葡萄牙
  71. 为过去埋单：西班牙
  72. 小国的内在之奇：荷兰
  73. 一体化进程中的自我保留：英国
  74. 高分名列第一：芬兰
  75. 既能请神又能送神：意大利
  76. 小国中的“援助大国”：挪威
  77. 做过“帮凶”要反思：奥地利
  78. 荷兰出了三位北约秘书长
  79. 奇人贝卢斯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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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土耳其“入欧”之路迢迢
卷六——
  81. 感受欧元的启动
  82. 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德国人
  83. 德国大学对面的“红灯区”
  84. “令人吃惊”的德国人
  85. 在柏林听政治演说
  86. 满大街的奔驰车、宝马车
  87. “德国人看中国”图片展的缺憾
  88. 超市里的小差别显出大差距
  89. 苏格兰永恒的是什么？

  90. 在法国谁能算名人
  91. 哥本哈根的无政府城
  92. 丹麦文版的“红宝书”
  93. 丹麦人的“到公社去”
  94. 一个丹麦的社会主义者
卷七——
  95. 二战造就了东欧
  96. 欲摆脱历史怪圈：伊拉克战争中的波兰
  97. 最终倒霉的还得是波兰
  98. 最漫长、最黑暗的一夜及其成因
  99. 科索沃独立的后果和前景分析
  100. 摩尔多瓦骚乱的性质及其背后
  101. 黑山：与塞尔维亚最后分手的兄弟
  102. 为什么要审判雅鲁泽尔斯基？

  103. 卡达尔招谁惹谁了
  104. 鲁戈瓦：壮志未酬人归西
  105. 鲁戈瓦和米洛舍维奇“天堂”对话录
  106. 其实，沃尔夫也算得上一个英雄
  107. 约翰·保罗二世是谁
卷八——
  108. 石油能给撒哈拉以南非洲带来什么
  109. 小学免费教育是非洲的希望之光
  110. 达尔富尔的“流民图”
  111. 联合国的决议解决不了苏丹“人道主义灾难”
  112. 苏丹：不应是文明之间的裂谷
  113. 穷国“脱贫”还得靠自己
  114. 中国与苏丹的经济合作
  115. 硬汉卡斯特罗是如何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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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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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寒冰看世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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