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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和世界又古老又年轻，中国和世界又光彩夺目又难看准看清。
世界在进步，国际经济、政治和舆论秩序又依然不合理，观察中国和世界要与时俱进，要在沸沸扬扬
的议论中把握真相，主持公道，借鉴别人长处，又不受错误观点的诱惑。
    本书承载的是一家之言，是我重视和比较喜欢的一家之言。
    本书作者王文是比我年轻三十来岁的北大校友。
后来居上是规律。
我在外事战线待了四十九年，还有好多事看不明白。
王文头脑清晰，视野开阔，天天都在观察研究世界大局，解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做中外交流的桥梁
。
他有理想，肯实干，繁忙的工作之余，笔耕不辍，聚沙成塔，终于有了这本《大国的幻象》。
    本书中，文章涉及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伊朗和欧洲诸国，几乎将现今国际热点一一收尽；
字里行间有对他国长短、本国圆缺的思考，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
作为中国新闻工作者，他忠于祖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相一致的立场出发，为祖国的和
平发展提供着有效劳动；他辛苦，但幸福。
在这一意义上，我和他又成为忘年同事。
我愿意向他和各国年轻朋友学习。
    2013年1月27日    自北京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去日内瓦南方中心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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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国的幻象:行走世界的日记与思考》是一位新闻人多年行走于美日欧等大国时，边走边记下的文字
辑录，其间有诸多令人遐想的场景：与大国政要的“亲密接触”，与国外强势媒体人的唇枪舌剑，与
世界级学者的下午茶时光，还有与大众“草根们”的闲话家常⋯⋯
在行走中，作者屡屡遭遇文化冲突，他发现：美好或邪恶，中国人看待大国的视角总是略显单一、略
带偏见，且往往慵懒地依循西方的思维路径。
大国之幻象，正吞噬国人独立思考、谨慎判断之力。
是时候超越西方视角，找回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认知逻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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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推荐序一细读前进的中国与变化的世界/李肇星 推荐序二期待中国智库的明天/房宁 推荐序二“80后”
的理论追求/丁刚 前言西方印记下的成长与自觉 上篇行走 第一章伊朗：一个被妖魔化的国度 1在去德
黑兰途中的反思 2能读《洛丽塔》，而且“闷骚” 3狂热与有序 4内贾德比奥巴马安全 5美国实力VS伊
朗尊严 6即将到来的伊朗战争？
 7以色列与伊朗的涟漪 8德黑兰的屋顶 9唯一信得过中国？
 10看待伊朗的另三种视角 11不要小瞧伊朗文明 12伊朗是观察世界的凹凸镜 第二章美国：“八旗子弟
”，或梦想国度？
 1三万米高空的记录 2美国人咋那么幸运 3中国：他国的另一个依靠？
 4美国人像八旗子弟 5在肯尼迪暗杀地感受美国恩仇 6不想再来得克萨斯州了 7有些地方是不能与美国
比的 8纽约是中国的反面教材 9纽约最大的毒瘤是什么 10芝加哥与蓝莓山药 11拉登的死拯救了奥巴马
？
 12十八大，美国大选，哪个更重要？
 13中国人“用脚投票”去美国 14通州的“狂拆迁”与旧金山的“不掩丑” 15星条旗的迷恋与坠落 第
三章欧洲：小的、老的与傲的？
 1去欧洲途中的陌生感 2在欧洲，中国人容易有大国沙文主义 3采访西方政要，是一个技术活 4令人唏
嘘的大英帝国 5为何中国人不拽英国 6糟糕的莫斯科机场 7令人心惊的俄罗斯 8游牛津，小心踩到坟墓 9
在英国大选中当“计票员” 10在海军城“血拼” 11华人在伦敦金融城的日子 12在奥地利总理府的一场
激辩 13在维也纳看歌剧，小心票贩子 第四章日韩：有多远？
有多大？
东北亚的两块胎记 1日本是中国发展的试金石 2美国明防中国暗防日本 3日本重回亚洲并非坦途 4孤岛
日本的前途会怎样 5“3·11”地震是日本的“9·11” 6与日本斗，应攻其软肋 7去韩国不算出国？
 8韩国人爱讲“世界之最” 9在丽水世博会体会韩国的海洋雄心 第五章民主：真的，假的？
虚的，实的？
 1美国人像选举“猛兽”？
 2在哈佛主讲中国后的震惊 3揭私中国，美国媒体占不了什么便宜 4仍需向美式选举民主说不 5美国总
统像个“大主教” 6小心，美国可能开始复苏了 7美国兴衰与民主体制是两回事：与福山喝下午茶 下
篇思考 第六章民意：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表达 1中国社会正处在火山口吗？
 2中国崛起与民意表达 3中国民意的崛起与美国研究的未来 第七章“软实力”差距：暂把美国当参照
系 1感受不到的美国“入侵” 2中美冲突 3中美智库：差距，还是差别？
 4中国急需世界级的评论家 5中国媒体软实力何时崛起？
 第八章中美博弈：人类的新尝试？
 1中美关系的三本账簿 2中美的办公室政治 3“如果中国第一，美国颜面何存” 4对美博弈，最需要的
是“忍” 5中美都有第二次机遇 第九章网络：想对中国所谓“自由派”说 1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 2中国
到底处于怎样的时代：兼与野夫先生商榷 3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坏人：再与野夫先生商榷 4中国社会不
能分裂：三与野夫先生商榷 5让“五毛”“五美分”早点成历史 6网络不是“情绪垃圾桶” 7践行基层
民主，中国极缺人才 结语微博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更须有所作为 后记知识“欠发达”，崛起无后劲：
兼答我为什么离开媒体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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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伊朗：能读《洛丽塔》，而且“闷骚” 如果有人提醒你，到伊朗不要随便拍照，尤其不
要拍女子，那么他一定错了；如果西方媒体这样报道伊朗：一个“压抑、封闭的国度”，那么西方媒
体错了；如果你身在伊朗却听了劝告或信了西方媒体，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
 到德黑兰的第一天，我曾“大错特错”过。
“波斯女子多为美人胚”的传言得到验证，但我却一直没敢“下手拍照”，直到当天午餐时分，有四
个时尚大方、衣着艳丽的女孩坐在我餐桌附近，我至少犹豫了5分钟才敢问：可以给你们拍张照吗？
没想到对方的回应速度是我的300倍，1秒钟后，她们就配合地摆出优雅的姿势，尽情“享受着”我与
随行朋友们的镁光灯。
 从此，在伊朗任意拍美女，成了我们这些外国人游伊朗的重要内容，而且我发现，几乎所有的伊朗女
子都会爽快地答应被你拍，还示以最美的笑容。
有时“偷拍”被发现，对方也会立刻笑一笑，有的还会摆个靓丽的姿势。
这要是在中国，可能很多女孩会皱眉、警惕或者迅速离开。
 不到一天工夫，我借由道听途说、西方媒体以及在中国仅有的几本伊朗书籍中学到的，被证实几乎都
是错的。
那本翻译成中文的英文热销书——伊朗女学者阿扎尔·纳菲西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把《洛
丽塔》的意义引申到受极权政府统治的伊朗，但我却在一个小书店里一处显眼的位置轻易地发现了奥
威尔的《1984》，还有什么书比它更强烈地批判极权社会的呢？
 2.美国兴衰与民主体制是两回事：与福山喝下午茶 很多人都说福山变了，还有人嘲讽他关于中国的论
述自相矛盾，但福山均把这一切归因于媒体的误读，他透露去年（2011年）那篇《美国民主没什么好
教中国》的标题是《金融时报》编辑改的；他还有些抱怨，“前几周法新社采访报道我说‘中国崩溃
’？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翻译的”，他可能被问“历史终结论”太多了，甚至变得有些不太耐烦，“只要
真正读了我书的人就会知道，我说的不是历史的停滞，而是那种被理解为不同政府形式不断进化的历
史，会以现代自由民主和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的形式告终”。
 事实上，“历史终结论”信徒们的生活从来都离不开他人的质疑，他们唯一的论据就是历史，而最大
的破绽也是历史。
因为除非历史停留在冷战结束的那一刻，否则，历史的不确定性总是让人琢磨不定，以至于“历史”
越往前翻动，“历史终结论”就越有可能站不住脚，越有可能难以自圆其说。
福山本人也承认，过去20年来，最让他吃惊的是两点：一是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没想到它的破坏力
会那么强；二是中国崛起，没料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冲击会那么广泛。
 我接着问，怎么理解中国不完全民主，但经济又在不断增长；与此同时，美国民主制度不变，最近这
些年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却在下滑呢？
福山迟疑了一会儿后才这么回答：“民主与经济增长其实没有太多关系。
⋯⋯但从始至终，我的观点都与美国体制本身没有关系。
⋯⋯任何政治体制都会面临下滑趋势。
”他最终还是从美国主义者退回到价值主义者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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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35年的改革开放，大大缩小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
但横向比较，这种差距的缩小并非是全方位的，而是在各个领域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状态。
认清不均衡的中国崛起进度，有助于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查漏补缺，也会促使中国青年才俊在职业规划
和国家抱负上更有效地腾空挪移。
    相较而言，经济是体现中国发展最明显的“进度条”。
中国GDP在过去短短十年间由世界第七升至第二。
2006年中国仅是7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而美国是127个；到2011年，美国却跌至仅为76个国家的最
大贸易伙伴，中国则升至124个，一跃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
越来越多预测显示，中国GDP最快在4年、最慢在12年内将成为世界第一。
    中国军力的崛起速度仅次于经济。
中国军费已是世界第二，从近年来航空母舰、大型运输机、航天、歼20等与军事相关的科技成果看，
中国军力虽离美国仍有不少差距，但已跻身于世界军力第二梯队的领先位置。
    政治制度、社会发展虽不能量化，但也让人看到“崛起”的印记。
仍在探索中的“中国道路”近年来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西方著名学者视为最有潜力与西方模式竞争的政
治制度；中国社会常暴露出不少弊端，但大体保持着稳定与良性运行。
相比于苏东解体、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欧美金融危机、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大国的“贫民窟”症
结，过去20多年，中国在政治、社会政策上可以称为“犯错误最少的大国”。
    笔者认为，最滞后的是知识领域。
包括教育、学术研究、媒体传播、影视文化、智库建设等一切与知识相关的行业范畴，中国都还处于
落后的位置。
在世界公认排名前一百位的大学中，鲜有中国大学身影；经济学、化学、医学、物理学等比较容易分
高下的学科领域，中国大陆学者还未能获诺贝尔奖；社科人文研究领域还少有享誉世界的中国大学问
家；世界十大传媒巨头没有中国媒体；被译为外文的中文书籍远远少于被译成中文的外文著述，“知
识逆差”、“信息逆差”的现象相当严重；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已变得富有，但与知识相关的职业如媒
体人、出版人、教师、作家、诗人、艺术家的社会地位，仍低于同等职业者在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
电影的水平亟待提升；世界公认的前十大智库也没有中国机构，等等。
    更严重的是，几乎所有以知识创新为基础的商业，中国与发达国家的鸿沟也相当明显。
从微软到苹果，再到大数据时代，“知识经济”的概念在中国已不再流行，在新知识储备上还有不足
，还较难以出现诸如巧实力、财政悬崖、大数据等，为国家、社会、时代发展提供智力支撑的新知识
。
全社会智力与思想创新的匮乏与短缺，越来越有可能导致中国崛起的后劲不足。
    如果说在经济、军事、政治、社会领域，中国已是“巨人”，或者正在长高，那么在新知识领域，
中国还处于“欠发达”水平，存在创新不足、力量分散、过于功利的弱点。
中国每年论文发表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但是引用数量却未入前列；各种研究和学术机构林立，但交叉
重复严重；各行业的知识成果很多，但追求市场性、经济性趋向严重。
这种明显的崛起“洼地”和短板，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年青一代应该以此为责，知识报国。
历史证明，真正的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是知识强国，都有共同的特性：具备科学的调查研究、系统
分析能力，能够为政府提供可行性很高的建议；具备领先于世界的知识产业，为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
；具备激励知识相关职业发展的社会机制，保障媒体人、教师、作家、诗人、艺术家的社会地位与整
体收入，等等。
    国家相关部门应加大对知识领域的投入力度，从国家战略层面持续性、加速度地构建对教育、学术
、智库的激励机制，健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的制度保障，如知识产权制度、独立的智库机制、开放的
建策纳言流程。
与此同时，相关知识领域的组织机构也应进一步加快改革，鼓励创新机制，消除改革惰性，不能因为
经济等领域的成功而忽视知识领域的滞后与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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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对于每个社会单位和每个普通百姓来说，思想内涵与知识水平的提升
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
知识不崛起，中国永远不能说“崛起成功”。
没有足够的知识与创见，很少人能事业有成，即使发了财，也容易被看成是暴发户。
对于国家也是一样，知识崛起才意味着自我了解与剖析能力的成熟，意味着国家成长的稳健与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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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大国的幻象》一书中，文章涉及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伊朗和欧洲诸国，几乎将现今国际
热点一一收尽；字里行间有对他国长短、本国圆缺的思考，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
    ——前外交部长 李肇星    《大国的幻象》想要表达的就是，中国人应突破美国学者经过“营销”后
对中国人的思想束缚，然后呼唤中国人自己的思想崛起。
能说出这些，是需要勇气的。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房宁    王文在行走中观察，在采访中思考，使《大国的幻象》这
本书有了一个连贯的主题：在对一些国际热点话题深入观察分析的基础上，一方面尝试建立符合中国
实际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也在尝试用中国人的视角来观察分析世界的事情。
这是之前几代人一直抱有过的梦想。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丁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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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国的幻象:行走世界的日记与思考》是知名媒体人王文，对其八年《环球时报》生涯的一个交代与
总结。
曾经——他是职业报人，用深厚笔力，为中国人述说天下大事，像是一席漂洋过海的思想丰筵；他是
小资文人，用黑色大眼阅遍异域风情，一路的零星记载，像春光明媚的午后，一道清心的茶点。
一路行走，一路思考。
正如中国与世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理性思考与感性呼吸，也是丰富人生不可或缺的养分。
如今——他“粉墨离场”，转投高校“智库”，华丽转身，留下一段别致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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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在《大国的幻象》一书中，文章涉及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伊朗和欧洲诸国，几乎将现今国际
热点一一收尽；字里行间有对他国长短、本国圆缺的思考，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
——前外交部长 李肇星《大国的幻象》想要表达的就是，中国人应突破美国学者经过“营销”后对中
国人的思想束缚，然后呼唤中国人自己的思想崛起。
能说出这些，是需要勇气的。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房宁王文在行走中观察，在采访中思考，使《大国的幻象》这本书
有了一个连贯的主题：在对一些国际热点话题深入观察分析的基础上，一方面尝试建立符合中国实际
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也在尝试用中国人的视角来观察分析世界的事情。
这是之前几代人一直抱有过的梦想。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丁刚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国的幻象>>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