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外交>>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外交>>

13位ISBN编号：9787544340731

10位ISBN编号：7544340732

出版时间：2012-2

出版时间：海南出版社

作者：亨利·基辛格

页数：880

译者：顾淑馨,林添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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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外交>>

前言

基辛格其人其书    一    对于任何卷入现代国际关系的国家而言，对外事务在和平时期关乎利益的增减
，而在战争时期则直接意味着生存与灭亡。
套用中国古代的一句老话“兵者，国之大事”，我们现在可以说“外交，国之大事也”。
    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今天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与不断扩展的世界经济体系，与相互
依存关系不断加深的国际社会融为一体，中国内部的变化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冷战后的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同时，作为一个上升中的大国，中国
在现存世界体系中的责任和地位也正处于变化之中，中国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在塑造自身的国际环境
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现实呼唤中国外交要生发出更多的战略性理论思考。
用基辛格博士的话来说，就是要有“外交哲学”，而不能仅限于把外交事务当做“行政问题”来处理
。
    海南出版社此刻推出基辛格所著的《大外交》一书，可以说正值其时。
亨利·基辛格是20世纪最负盛名和传奇色彩的外交家之一，而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则是他的代表
著作，凝聚着其长期从政经验和理论思考的结晶，堪称外交学或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经典之作。
此书对中国国际问题学界的参考借鉴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二    《大外交》纵论古今，视接万里，洋洋近70万言。
夸张一点说，读这本书可获得读四本书的功效。
    首先，这是一本国际关系史著作。
时间跨度近400年，从17世纪初的欧洲“三十年战争”和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首开“民族国家利益至上
”的现代外交之先河，一直写到20世纪末混沌不明的冷战后世界秩序，读者有如对近、现、当代的国
际关系历史进行全面通读。
    其次，这是一本美国外交史专著。
在对，20世纪前的美国外交进行一番简单回顾之后，基辛格着重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导致美国
大规模卷入世界事务的威尔逊主义，以及此后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全球外交。
在基辛格看来，威尔逊主义代表了美国外交思想的主流，其基本特征就是：强调道德主义，把外交中
的政治问题法律化，对美好人性和世界和谐充满幻想。
这种外交主流传统，来源于美利坚民族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文化，而与世界其他人类(基辛格尤其着
重于与旧大陆欧洲的比较)的现实政治权力均衡观大相径庭。
20世纪美国外交的得失，以及深深打上美国烙印的本世纪全球政治的利弊，都与威尔逊总统所彰显的
这种道德主义外交紧密相关。
    再次，这是一本政治学理论，尤其是国际政治方面的理论著作。
本书的大量论述都超越了经验层次，极富哲理。
比如政治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个人气质与政府政策的关系，传统体制和现代民主体制下公众与领导
人的不同相互影响模式，历史经验与各个国家外交思想之间的深刻关联，权力均衡与观念一致的内在
联系等等，所有这些方面的论断都有其独到的心得，给人以理论上的启示。
    最后，这是一本分析当今世界格局和政治现实的书。
除了第一章“世界新秩序”和第三十一章“关于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直接触及冷战后世界新秩序
这个论题之外，基辛格在描述和分析历史的过程中，不断地把历史经验与当今现实相对照，其说明现
实的取向是十分明显的。
在这位亨利看来，今天的世界秩序类似于18、19世纪欧洲的由多个强国在权力均衡基础上建构的现实
政治体系。
美国虽然较之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有力量，但并不能操控一切，只是“几个大国中的头一号”。
其他大国包括中国、联合之后的欧洲、日本、俄罗斯和印度，它们在新秩序中的位置，与美国相比具
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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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整体性质还不明朗。
    三    要给《大外交》在理论上定位，或者是说明此书与其他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著作的异同，也
要涉及四个方面：    第一，在观念上，这是一本现实主义著作。
一般认为，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大致划分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大流派，两者的基本差异来源
于对人性本质的看法不同。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行为是由某些基本上无法改变的因素决定的，首先即是人类行为的本质，
其次则包括地理等因素。
他们断言，人性恶，并深负罪孽而贪婪，没有天生的善良，也不可能变得完美无缺，有很多因素制约
了用政治制度改良和教育来根本改造人性的可能性。
人类能够做到的，只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把人类的冲突倾向和机会减少到最低限度。
在国际政治层面，这就是符合势力均衡原则的制度安排。
由于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现代的现实主义信徒都深信。
每个个人和国家对自我利益的追求，通过亚当·斯密在形容市场规律时所说的那一只“无形的手”，
可以同时造福于全人类。
现实主义者还认定，抽象的个人道德原则不能适用于国际行为上。
他们强调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不同，即前者没有权威性的政治机构、法律制度和普遍接受的行为准
则，而处于相似于国内有序政治结构和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某一点上。
因此，代表国家利益行事的政治家必然体现一种独特的行为准则，它与文明社会内的个人行为准则根
本不同。
    与此相反，理想主义者认为人类的行为是可以通过制度改良来加以改进的，在理论上看，还可能变
得至善至美。
理想主义者对人性的乐观信仰，在西方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并对现实政治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
康德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人性可以达到完美境界的信仰上，其实是一致的。
在国际关系层面，理想主义者强调国际行为必须受到文明社会通行的道德规则的制约，通过国际法和
国际组织，通过集体安全安排，人们可以抛弃冷酷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而实现永久和平。
相对于现实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更强调内部政治结构与国际和平的关系，深信普遍的民主是消灭战争
的根本途径。
近年来倡行于西方的“民主和平论”就属于典型的理想主义流派。
    基辛格是西方学界公认的现实主义理论代表人物之一，反映在《大外交》一书中，就是他在分析和
评价任何历史事件与人物时，都是从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的。
在他看来，历史上理想主义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多得多，而现实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只是因其偏
离了现实政治的原则。
    第二，在方法上，这是一本传统学派的著作。
随着战后行为主义计量分析学派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兴起，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在方法上分成了
传统主义者和科学论者两大派。
    传统学派(又称“古典派”)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存在着根本差异，认为社会
科学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界线无法截然分开，价值中立是很困难的。
传统主义者崇奉的历史一政治描述方法来源于哲学、历史和法律学等传统学科，其主要特点是明显依
赖研究者个人的判断。
他们一般对单个事件感兴趣，力图对涉及该事件的所有变量进行考察，深入理解其细节的微妙之处，
借此来获得对事物的整体“感觉”。
当然，传统主义者也经常把不同的事例放在一处进行对照和比较；他们偶尔也运用定量数据来说明一
个论点，以省去推论的麻烦。
但是，他们根本反对无视被测量的数字(即事例)在质上的差别的做法。
比如，在有关战争的统计中，大国间的一场冲突与小国间的一场冲突可能同样被当成一个统计数字来
处理，而实际上两者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传统主义者嘲笑科学论者迷信计量方法，往往通过煞费苦心的统计分析来论证通情达理的人们看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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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结论。
他们坚信，社会科学的精髓在于发现事物质的差别，这种精细和微妙的差别只能用一字一句来表达，
而不能靠同一化的数量统计来说明。
    行为主义者的特点是在众多的不同事例中找出相同的变量，并通过统计分析来考察各个变量之间的
关系。
依靠对统计学规律的探索，他们确实发现了一些事物间新的因果关系。
    《大外交》完全采用了传统方法，它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的是深入细致的政治一历史描述，追求
的是对事物本质的直觉把握。
    第三，在风格上，这是一本糅合了理论演绎和个人实践经验总结的书。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多数是学者的产品，纯理论色彩较强，往往力求通过演绎思维过程推导出概括
性的结论。
另有一大类则是著名政界人物的回忆录，其特点是对个人的从政实践进行经验性的、归纳性的总结。
而《大外交》的作者既曾是在哈佛大学的“象牙塔”中面壁苦读20年的“学术隐士”，又曾是20世
纪70年代叱咤国际外交舞台风云的政界高手，于是人们自然可以在阅读这本著作的过程中，既领悟到
逻辑的缜密，又体会到来自第一手实践的“灵感”。
    第四，从材料运用上看，这本书依据的事实主要是欧美的历史经验，非西方世界外交实践的经验没
有在其中得到应有的反映，这与一般的西方国际关系著作并无不同。
但是，与其他美国作者相比，《大外交》显然有更多的“欧洲特征”。
这不仅表现在书中论述欧洲外交的篇幅远大于美国外交，而且表现在作者对欧洲外交传统的认同上。
    四    《大外交》是基辛格的又一部个人著作，它的全部特征从根本上讲来源于其作者的个人特征。
因此，对基辛格这个人物的了解有助于对《大外交》这部论著的理解。
    中国读者都知道，基辛格曾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的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此后又一直
与中国政府和各界人士保持经常往来与良好的关系，堪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他的一些著作在中国也曾得到广泛传播，比如世界知识出版社曾先后出版过他的《核武器与外交政策
》(1959年)、《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1962年)和《白宫岁月》(1980年)。
关于他的传记，三联书店曾翻译出版过马文·卡尔布和伯纳德·卡尔布兄弟所著的《基辛格》一
书(1975年)，而世界知识出版社则出版过陈有为编写的《基辛格评传》(1980年)。
    总的来说，作为局势动荡多变的20世纪70年代中美国的头号外交家，基辛格是美国外交史上一个独
特的人物，其外交思想与美国外交界的主流思想有很大差异。
从观念和从政作风看，他更像一个“欧洲人”，而不是典型的美国人。
    正是这位“欧洲型”的美国入成为了“多极化”理论的首倡者之一，并据此为美国设计了一套“均
势”外交政策，于是有了20世纪70年代的中美和解、从越南撤退、与苏联缓和等等一系列步骤。
如果没有这位亨利，或者没有他在美国政坛的奇异擢升，中美两国领导人跨越太平洋的“伟大握手”
完全可能要推迟发生。
    基辛格的生活经历富有传奇性，并对其思想形成有重大影响。
他于1923年5月27日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纽伦堡附近费尔特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原名为海因茨·艾
尔弗雷德·基辛格，“亨利”是移民美国之后才改的名字。
基辛格成长的年代是德国历史上极为动荡不安的时期。
整个20世纪20年代，德国社会都不断交织着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
在此期间，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法西斯势力也像霉菌一样迅速滋生起来。
到了20世纪30年代，基辛格一家也像其他德国犹太人一样，开始被纳粹的排犹主义魔影所笼罩，生活
陷于恐惧和苦难之中。
童年心理中的巨大阴影使他对人性的本质和人生的痛苦有着比常人更悲观的认识，因而更倾向于接受
现实主义对世界的描述。
    为逃避纳粹带来的失业、贫困和死亡的威胁，1938年，在基辛格15岁的时候，他们全家移民到美国
纽约。
初到纽约乔治·华盛顿高中念书的基辛格，当时最大的抱负是投考纽约市立大学，毕业后“当一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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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
但是随着美国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亨利在1943年加入美军并奔赴欧洲的德国战场。
1947年9月，他在退伍后，根据美国战时的《士兵权利法案》，获奖学金进入了哈佛大学。
经过寒窗苦读，基辛格以优异成绩从哈佛大学政治系毕业，并立即转入研究生课程。
195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5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57年任讲师，1959年升为副教授，1962
年任教授，直至1969年离开哈佛进入尼克松政府任职。
在哈佛期间，他完成了自己的思想建构，共发表了5部著作，分别是：《核武器与外交政策》(1957年)
；《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1961年)；《重建的世界——拿破仑之后的欧洲：革命时代
的保守主义政治》(1964年，此书实际是他的博士论文)；《麻烦的伙伴，对大西洋联盟的重新评价
》(1965年)；《美国对外政策，论文三篇》(1969年)。
这些著作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者深受欧洲哲学和历史经验的影响。
在哲学和历史观上，他尊崇施宾格勒、汤因比和康德；而在政治理念上，他成了梅特涅的信徒。
    1969年1月，基辛格出任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此后直到1977年初福特总统下台为止，在长达8年的两届总统任期内，基辛格作为白宫的外交智囊和国
务院首脑(1973年9月22日起兼任国务卿)，参与制订美国外交政策，执掌外交大权，穿梭于世界各地，
权倾朝野，名噪一时。
全面推行以现实主义权力观为基调的、“均势”与“实力”相呼应的外交战略。
    退出公职之后，他成立了以本人名字命名的咨询公司，一面经商赚钱，一面纵论时政。
既创造了个人年收入800万美元的高效益，又出版了7本新著，其中一本就是《大外交》。
    五    《大外交》一书的内容极为丰富，每位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而阐释出不同的意义来。
比如，对于笔者而言，该书的这样两个观点特别有价值：一是指出黎塞留和俾斯麦这类现实政治大师
的成功本身，往往蕴涵着反效果；二是论证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是怎样激发出美国民众的道德热情，
使一个孤立主义的美国一步步卷入世界大战，而老罗斯福的现实主义政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
    需要注意的是这样两个方面，首先是《大外交》在人物分析方面有独到之处，应该多加品味；其次
则是基辛格对权力关系的考察，主要不在于资源的配置(这是多数现实主义派学者喜欢多着墨的地方)
，而是在于具体人物对事件和结果的控制，这有其值得借鉴之处。
    总之，《大外交》是当今信息泛滥时代里的值得深思静览的“精品”。
唯愿有更多的人读它，并在掩卷之后不感到失望。
    金灿荣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外交>>

内容概要

纵观近三百年的历史，从现代国家制度之父红衣主教黎塞留，到罗斯福、斯大林；从德国的统一、德
国的两次战败，到战后冷战的开始与结束；这本由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的《大外交(修
订版)》旁征博引地论述了权利的均衡与外交的艺术塑造了我们这个世界的格局。

亨利·基辛格凭借其致力于国际事务的经验，运用丰富的历史知识及智慧幽默的文笔，描述了世界外
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分析了各国外交风格的差异，重点揭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渊源。
《大外交(修订版)》是一部了解近现代世界史的必读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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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亨利·基辛格，犹太人，哈佛大学博士、教授、美国前国务卿（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
”），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71年7月，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秘密特使访华，为中美关系大门的开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他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有过多次热情的会见，进行过长时间的真诚而无拘束的谈话。
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2006年10月北京大学授予基辛格名誉博士学位。
主要著作有《大外交》《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白宫岁月》《复兴年代》等。

林添贵，国立台湾大学毕业，历任企业高级主管及新闻媒体资深编辑人，目前担任《自由时报》副总
编辑，译作极丰，有《买通白宫》、《转向：从尼克森到柯林顿美中关系揭密》、《季辛吉大外交》
（合译）、《大棋盘》、《新皇朝》等，现客居美国，主持天林媒体投资集团。

顾淑馨
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硕士，从事翻译20年，译作数十册。
近年主要作品有《竞争大未来》《与成功有约》《反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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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基辛格其人其书
第一章  世界新秩序
第二章  关键人物：西奥多·罗斯福或是伍德罗·威尔逊
第三章  由大一统到势均力敌：黎塞留、威廉一世与皮特
第四章  欧洲协调：英国、奥地利与俄罗斯
第五章  两大革命家：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
第六章  现实政治自食其果
第七章  步向毁灭的政治机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外交
第八章  卷入战争旋涡：迈向军事毁灭之路
第九章  外交新面貌：威尔逊与凡尔赛和约
第十章  胜利者的困境
第十一章  史特瑞斯曼与战败国的复兴
第十二章  假象破灭：希特勒的崛起与凡尔赛和约的毁灭
第十三章  斯大林待价而沽
第十四章  苏德协定
第十五章  美国重回战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第十六章  三种和平途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
第十七章  冷战的开始
第十八章  遏制政策的成功与苦痛
第十九章  遏制政策的困境：朝鲜战争
第二十章  与共产党人的谈判：
第二十一章  避开遏制政策：苏伊士运河危机
第二十二章  匈牙利事件：欧洲的剧变
第二十三章  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
第二十四章  西方联盟的概念：
第二十五章  越南：陷入泥淖，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
第二十六章  越南：走向绝望，肯尼迪与约翰逊
第二十七章  越南：解脱，尼克松
第二十八章  地缘政治的外交政策：尼克松的三角外交
第二十九章  国际紧张关系的缓和与不满缓和者
第三十章  冷战的结束：里根与戈尔巴乔夫
第三十一章  关于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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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几乎是某种自然定律，每一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
企图根据其本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
17世纪的法国在黎塞留（Richelieu）枢机主教领导下，引进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以追求国家利益为
终极目标的近代国际关系的作风。
18世纪的大英帝国将“均势观念”（balance　of　power）发扬光大，使这个观念主宰了后两个世纪的
欧洲外交。
19世纪梅特涅领导的奥地利重新建构了“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而俾斯麦主政下的德
国又使欧洲协调瓦解，使欧洲外交成为冷酷无情的政治权力斗争。
 20世纪最能左右国际关系的，作风却也最矛盾的国家则非美国莫属。
再没有其他国家像美国一样，既绝对坚持决不容许外国干预美国内政，又如此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
价值观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
在日常的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务实的，但在追求其历史传承的道德信念上，也没有比美国更具理
想主义的国家。
没有任何国家比美国更不愿意介人海外事务，即使美国在海外的结盟与承诺均达到空前的范围与规模
，这个立场仍不改变。
 美国自开国以来始终自诩与众不同，在外交上形成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一是美国在国内使民主政治
更趋于完美，为其他人民做榜样，以此作为证明美国价值观优越性的最佳方法；二是美国的价值观使
美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
美国的思想就这样徘徊于怀念纯朴的过去与渴望完美的未来之间。
虽然自二次大战结束后，国际现实使各国相互依赖的程度日深，而美国却仍在孤立主义与信守承诺之
间摇摆。
 认为美国只要做楷模及认为美国应主动出击的这两派学说都把以民主、自由商业活动及国际法为基础
的全球国际秩序视为当然。
但由于这种状态从来不曾真正存在过，此种高调在他国人听来，即使不被视为太天真，也难免让人觉
得不切实际。
然而，外国人的怀疑眼光从未浇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小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或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等人的理想主义，其实也包括20世纪所有其他的美
国总统在内。
其结果是促使美国人相信，历史是可以超越的，如果全世界真心想要和平，就需要接纳美国的道德处
方。
 这两派的主张均是美国经验的产物。
虽然共和国不止美国一家，但其他共和国均非刻意为实现自由的理想而缔造。
没有别的国家的人民是打着为全民自由与繁荣的旗帜，远走新大陆开天辟地。
因此孤立主义与传教士精神，这两个表面上如此相冲突的主张，正反映出美国人共同的基本信念：美
国拥有世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其他人类只要放弃传统外交，跟美国一样信奉民主及国际法，即可获得
和平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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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外交(修订版)》是一部了解近现代世界史的必读之作。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外交>>

名人推荐

在国策和战略领域，自古以来。
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马汉的海洋论和基辛格的外交论等非常引人注目。
 ——日本前首相 中曾根康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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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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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