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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谈美国的国民特性在其相对重要性和实质内容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重要性是指相对于许多其他的特性而言，美国人对自己的国民特性重视的程度。
实质内容是指美国人认为自己有哪一些共同之处，从而使自己区别于别国人民。
　　第一，从历史上看，美国人心目中的国民特性的重要性是有变化的。
18世纪末，大西洋沿岸的英裔定居者才开始认为自己不仅是各块殖民地的定居者，而且还是Americans
。
独立以后，美国／美利坚民族的概念在19世纪逐渐地而且是断断续续地确立了下来。
1861-1865年内战以后，国民特性在重要性上超过了其他的特性，美利坚民族主义精神在随后百年中得
到发扬光大。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亚民族的、双重国籍的和跨国的身份开始抬头而损害国民特性的重要性。
2001年“9·11”事件引人注目地使国民特性重新受到重视。
当美国人看到自己的国家遇到危险时，他们通常对国家有高度的认同感。
如果他们觉得威胁减退了，别的特性就可能再次抬头，而盖过国民特性。
　　第二，两百多年来，美国人在高低变化的程度上，从人种、民族、意识形态和文化这些角度界定
自己的特性。
人种和民族属性的因素现在已大体上消失了，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多人种的社会。
最初由托马斯·杰斐逊提出、后来又经多人阐释的“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被广泛认为是美
国特性的关键决定因素。
可是这一“信念”是17世纪和18世纪美利坚早期定居者的有特色的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产物。
这一文化的重要因素包括：英语；基督教；宗教义务；英式法治理念，统治者责任理念和个人权利理
念；对天主教持异议的新教的价值观，包括个人主义，工作道德，以及相信人有能力、有义务努力创
建尘世天堂，即“山巅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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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当今世界著名的国际问题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廷顿继《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之后最重要的著作。
        全书将“文明的冲突”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论述了美国国民特性所受到的种种挑战，认为
美国已面临何去何从的严重关头，若不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一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国家就会有
分化、衰落的危险。
    作者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着力阐述了美国在21世纪初所处的国际形势以及美国在世界上应起的
作用，认为“伊斯兰好斗分子”是美国现实的敌人，还会面对中国这个“可能的潜在敌人”。
此书甫出，即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引起广泛的争议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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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缪尔·亨廷顿哈佛大学阿尔伯特·魏斯赫德三世（Albert J．WeatherheadⅢ）学院教授，哈佛国
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
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外交政策》杂志发起人与两主编之一，美国政治学会
会长。
有大量学术著作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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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一些研究人类心理学和人类关系的学者也提出过类似的看法。
瓦米克·沃尔肯说过，人需要“有敌人和有盟友”。
青少年就有这种倾向，“爱将另一批人视为敌人”。
这种心理“造出了敌人的理念⋯⋯只要能在心理上跟另一批人为敌，我们自己就会加强凝聚力，从敌
我对比之中得到满足”。
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人需要自尊和受人赞赏，即柏拉图和亚当·斯密所说的虚荣心。
与敌人的冲突能加强群体中的这些素质。
　　人需要自尊心，因而往往认为自己的群体比别人强。
这种自我意识随着他们所认同的自己群体的强弱及其排他性的松紧变化而有升有降。
默塞指出，民族中心主义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人们希望自己的群体比别人强，为此情愿放弃个人的一定利益。
心理学实验和民意测验都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例如，美国人表示宁愿自己苦一点但领先于日本人，也不愿自己富一点而落后于日本人。
　　承认差别，不一定就会引起竞争，更不一定会引起仇恨。
然而，即使是心理上并不需要什么仇恨心的人，也有可能陷于最终与人为敌的过程。
要区分，就必然要比较，看“我们”跟“他们”区别何在。
要比较，则会作出评估：“我们”的做法比“他们”的做法是优还是劣。
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会让人有理由证明自己比别人强，需要证明自己群体的优越性。
竞争导致对立，使本来较狭窄的区别感导致较强烈和较根本性的同异感。
这种认识模式固定下来，就会将对立面妖魔化，使对方变成敌人。
　　需要有敌人，这就说明了人类的社会与社会之间以及各社会内部为什么处处都有冲突，但还不能
说明冲突的形式和地点。
竞争和冲突只发生在同一环境或同一舞台之上的实体之间。
如沃尔肯所说，“敌人”必须是在某一方面“像我们”。
一支足球队视另一支足球队为对手，但不会视一支曲棍球队为对手。
一个大学的历史系会感到另一大学的历史系是对手，跟它争夺师资、生源和学术威望，但它与本校物
理系不会有这类问题，尽管也许在本校经费分配上有矛盾。
竞争者是在同一棋盘上下棋，多数个人和群体是在几个不同的棋盘上下棋。
下棋的人可以变，一盘下完了就换上另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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