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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位教授曾经在文章中提到：1979
年1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访问美国。
陪同的一位资深国际问题专家曾问他，中国为何要开放，又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
邓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
这是关于美国言简而意赅的肯定评价。

　　凭什么美国在短短200多年的时间里完成从殖民地到世界超级强国的演进？

　　凭什么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倒台后，依然能够保持美元“世界货币”的强势地位？

　　凭什么美国政府及华尔街公司能够相当有效遏制腐败？
 凭什么美国敢于借贷超过全世界全年GDP总额的债务？

　　 凭什么华尔街占据全球金融制高点，“美元霸权”绑架全球经济？
 ⋯⋯
民主、平等、世界第一、国际警察、自由女神、华尔街、好莱坞、硅谷、哈佛大学、林肯⋯⋯美国对
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本很难读懂的书——霸道掠夺着世界的同时，又推动着世界的改变和进步。
世界上每逢大事件出现，都必然涉及美国。
美国像是糅合全球各地文化基因而形成的巨无霸，清晰地展现在众人面前又让人感觉充满阴谋和谜团
。

　　如果我们读懂了美国，就能够读懂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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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
第一章　凭什么造就“美国精神”，成为强国之本？

　1.让中国人困惑的“李约瑟难题”　　
　2.欧洲进步文明优化传承　　
　3.“大觉醒运动”奋兴“美国精神”　　
　4.强大之本——“美国精神”　
第二章　凭什么将“使人利己”变成绝顶高明的牟利之道？

　1.商业中流着“道德血液”　　
　2.“请对我们征税”　　
　3.美式“利他”手笔　　
　4.“自利—利人—使人利己”的“潜在契约”　
　5.非暴力型全球化扩张　
　6.牟利何妨“无主义”　
第三章　凭什么遏制腐败，形成自我纠错机制？

　1.法治落实“制衡”　　
　2.“权力制衡”要义　　
　3.反腐倡廉的“杰克逊时代”　　
第四章　从“奴隶”到“平权”，凭什么实现各肤色人群共圆美国梦？

　1.“我不愿当奴隶，所以我也不愿当奴隶主”　　
　2.从《民权法案》到《平权法案》　　
　3.“美国给了每个人机会”　　
第五章　凭什么扬长避短，有效利用自然地理资源？

　1.“地理环境决定论”沿革　　
　2.走过孤立主义年代　　
　3.“天地造就了一个供人类居住的最好地方”　　
　4.得天独厚，页岩革命重建能源强势　　
　5.国家公园体系，观光旅游资源　　
第六章　凭什么移民不断，保持旺盛的劳动力供给？

　1.历史从移民开始　　
　2.移民政策摇摆不已　　
　3.大同实验场　　
　4.“徕远人”超级明星国家　　
第七章　凭什么华尔街雄踞全球金融制高点？

　1.混沌初开，“金融”露真容　　
　2.开启风起云涌的金融时代　　
　3.工业化崭露头角　　
　4.南北内战带来巨变　　
　5.金融投资蓬勃发展的“镀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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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金融帝国崛起，游戏规则大备　　
　7.信息革命开新猷，后冷战好景不长　　
　8.证券化陷阱套牢世界　　
　9.华尔街喝醉了，可是谁给的酒？
　　
　10.在危机中不断强大的今日华尔街　　
第八章　凭什么培育卓越创造性才能？

　1.教育是强大之源　　
　2.美式大学教育　　
　3.基础教育落后？
　　
　4.图书馆星罗棋布　　
　5.立法保证“特殊教育”　　
　6.《平权法案》与“弱势优先”　　
　7.学历拔高收入水平　　
　8.不断推进教育改革　　
第九章　凭什么建树“软实力”，赢得人心认同？

　1.柔软胜刚强　　
　2.魅力源自价值观　　
　3.流行文化的软实力中心——好莱坞　　
　4.软实力的认同效应　　
第十章　凭什么长居军事实力排名之首？

　1.“建国和扩张领土”的战争　　
　2.南北内战　　
　3.争霸世界，两次大战　　
　4.冷战时期的“威慑和遏制”战略　　
　5.后冷战时期“全球称雄”　　
　6.“反恐斗争”与“先发制人”战略　　
　7.伊拉克战争　　
　8.强大军力，先进科技和作战模式　　
　9.人的因素，战争文化观　　
第十一章　凭什么科技领先，创新超前？

　1.谁是最伟大的人？
　　
　2.“其来有自”9例　　
　3.诺贝尔奖与实用化　　
　4.重视与保护知识产权　　
　5.形成国家创新体系，维持雄厚科研经费　　
　6.吸纳培养人才，营造良好氛围　　
　7.用什么来拯救美国？
　　
第十二章　凭什么以美元绑架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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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美元霸权，绑架全球　　
　2.“中美国”？
　　
　3.“强势美元”每况愈下　　
　4.风起于青萍之末——从美国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海啸　　
　5.评级机构为虎作伥　　
　6.重起炉灶，改也难　　
　7.金融海啸反思——“无体系的体系”不可持续　　
第十三章　辉煌与阴影下，凭什么走向未来？

　1.触目惊心，非比往常　　
　2.“华盛顿的腐败正在扼杀美国的未来”　　
　3.“新自由主义”重塑美利坚　　
　4.“公司共和国”的操盘手　　
　5.时代新贵的权杖　　
　6.三大危机呼唤改革　　
　7.导向美国真性衰落的致命危机之一——现行经济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8.导向美国真性衰落的致命危机之二——老化走调的美式民主政治　　
　9.导向美国真性衰落的致命危机之三——信仰危机　　
　10.幸运的是⋯⋯　　
附　录　美国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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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世界上人人都有追求自身幸福的“经济动力”，但世界各地社会发展状况大不相同。
    “经济动力”的驱动作用，可以解释人类社会为什么能够不断发展，但不足以说明发展的差异性；
难以回答为什么历史上许多地方不见科技进步，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尽管那里具备了不
亚于工业革命前欧洲社会的种种有利条件。
    中国人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而困惑。
    英国学者、中国科技史研究权威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博士在15
卷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大量史料论证：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望
尘莫及的科技知识水平，直至15世纪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随后他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
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
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产生在欧洲呢？
⋯⋯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
”    亚洲人为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胜难堪。
    “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是马克思留给后人的一个引起“世纪之争”的历史之谜。
    马克思在精研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之余，对于东方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现象，笼统归之为“亚细亚
生产方式”，始终未有机会深入研究，提供一个确切的说明。
    在马克思看来，“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式”，一种古老的原始水平的劳动
密集型、效率偏低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其社会特征就是半野蛮、半文明，是野蛮时代的农村公社与
文明时代的专制统治的结合。
中国、印度、沙皇俄国都是从这种形式中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认为，最令人吃惊的莫过于这种生产方式导致了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
他指出，虽然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细亚的社会却没有变
化，“这种社会的基础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印度、波斯、中国的评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观念中亚洲社会的生产方式
，直到19世纪中叶，仍然是半野蛮半文明的，这些国家没有发生过社会更迭。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成因的争议成了世界上一大学术难题，人称社会科学的“哥德巴赫猜想”
。
    欧洲人也奇怪。
经历了中世纪沉闷压抑的黑暗时期之后，何以鸿运高照，科技勃兴，独占鳌头？
    美国天体应用物理学家麦克·哈特(Michael H.Han，1932-)博士从百科全书所录近万人中，根据对历
史进程影响的大小、范围、时间的长短等因素，选编了其中之最的100名人排行榜。
榜中有科学家和发明家36人，除了上古时期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和欧几里得，以及中古的蔡伦(中国)
和谷登堡(德国)四人，其后为现代科技作出杰出贡献的32位大师全部落在西欧地域，大体在英国、美
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荷兰、奥地利诸国。
今日它们都是世界上代表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首富之地。
    事实上，伟大的牛顿和他的同伴们，无不出自西欧和后来的北美。
    哈特自问道：“我们不清楚为什么科学产生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或日本。
但可以肯定地说，这并非偶然。
毫无疑问，像牛顿、伽利略、哥白尼和开普勒这样的卓越人物所起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
也许有一些重要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都出现在欧洲，而不是东方。
或许，使欧洲人易于理解科学的一个明显的历史因素，是希腊的理性主义以及从希腊人那里流传下来
的数学知识。
”    诚如哈特博士所言。
那么为什么排行榜中，希腊和中国、日本一样籍籍无名呢？
    熟悉欧洲史的人们也许还要纳闷，与风云际会，引领风骚的英吉利对照，曾为海外殖民和贸易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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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什么也看不见哪怕一位人士跻身凌霄阁光荣榜呢？
    再者，拉丁美洲与北美洲都是经由欧洲殖民演化形成的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国家，都有相当优越
的自然条件，但为什么前者的科技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北美呢？
    伊斯兰国家，阿拉伯人也要问为什么。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阿拉伯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数字和炼金
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有留下。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其《抓住时机》一书中说：“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的时候，伊斯兰
文明正在经历着它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领域里的关键性进展都是穆斯林在这个时期里取得的⋯⋯
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的时候，他们之所以能眼光看得更远，是因为他
们站在穆斯林世界巨人的肩膀上。
”    为什么现代先进科学技术的桂冠落在西欧北美，而非穆斯林世界巨人呢？
    非洲人更加郁闷。
    早在1871年，达尔文就相信，地球上最早的人类出现于非洲。
如今科学家们通过DNA研究，基本上证实了达尔文的这一理论。
    然而，直到18世纪，非洲人类仍有大部分处于原始文明状态，而同时期的欧洲、亚洲乃至美洲，都
已出现了先进的科技，开始了现代化进程。
    人类之所以能够超越动物本能的局限性，在谋求“生存”和“享受”之外，进而实现“发展”，是
因为唯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
    “经济动力”源自生物本能的“利己之心”，作为进取行为的“驱动力”，是人类社会发展动力机
制的第一要素，但不足以确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成效，反而很容易“误入歧途”，陷于负向恶性发展
之困境。
    如果将“经济动力”比拟为火车头的发动机，可见还需通过轨道“转辙器”适时调控，选择路向，
决定“社会列车”何去何从。
    历史经验显示，以第一要素“驱动力”或称“经济动力”为始，在人类独具的灵性创造能力的孕育
作用下，应能升华衍生一种支配发展方向的第二要素即“利他”的“调控力”。
利他之心(爱心或公心)达到相当强度，得以调控利己之心，可能维护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发挥，
感悟合作(共赢)比不合作为好的道理，防止以损人利己为特征的负向发展，从而建立相对公正和谐的
社会生活，导致有益社会进步的正向发展。
换言之，两心(利己和利他)联合运行，调谐得宜，人类方才可能超越非灵性生物的行为法则，形成正
向发展优化运行系统，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
    一种反映灵性两大调节元——利己和利他之心调谐状况的基本伦理观念，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
，即主导性的深层社会文化意识，或称“心态文化”，就像一双看不见的推手，隐然操控着社会发展
的大趋势。
    其中，第一要素“经济动力”源自生物本能，不请自来，天然强劲；若不横加压抑，一般是不必担
心不强力的。
    难就难在第二要素——相当强度的利他之心(爱心或公心)，亦即上文比拟为“转辙器”的调控力。
人天生的“利他之心”十分微弱，主要适用于“首属群体”(配偶、子女和其他血亲等)范畴以利维持
物种繁衍。
社会层面的爱心或公心，要靠人类凭灵性能力逐渐感悟、积累、传承、弘扬、提炼、加工，自行创建
。
    人类的灵性创造能力能循正道产生既利己又利人的建设性成果，或适得其反，导向犯罪、破坏，以
至自我毁灭，或长期自闭、停滞不前，略同于非灵性生物而已，或落后挨打，关键端视“两心”联合
操控的社会性“调谐”水平。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1864—1920)首先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其“路轨上的转辙器
”——“心态文化”的调控作用联系起来，相信基督教宗教改革造就的新教文化精神特质居功至伟。
    新教中以法国神学家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为代表的一派，批判、继承，并巧妙地重新解
释了公元4世纪末天主教神学家奥古斯丁的“预选论”，赋予了某种特殊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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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尔文认为上帝不能以“个人修行”加以讨好或贿赂，所以基督徒活在世界上就要充分运用上帝赋
予的天分努力实践，绝对不能天天祈祷上帝而不做实事。
基督徒如果得到恩赐，例如科学研究能力，就表示上帝要求他要成为出色的科学家(不然上帝给你那种
能力干什么)。
你不必靠禁食、拉人受洗、出家修行来证明你是上帝的选民，你必须活出上帝要你成为的形象来荣耀
上帝。
这种生气勃勃的新观念提倡勤奋地、理性地工作，同时又应节制自己的消费，避免沉湎于尘世的享受
，即所谓“人世制欲主义”。
    加尔文派将旧日天主教的“出世禁欲主义”变成了“人世制欲主义”，提倡“一切为了增添上帝的
荣耀”的信念，并且必须在世俗实践活动中得到证明，意味着人的整个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保持理
性的一致，上帝帮助那些自助的进取的人，荒谬的自我折磨的修行生活失去了意义。
因此有人指出加尔文派自己创造了自己的救赎，准确地说，就是通过世俗的成就来树立对得救的坚定
信念。
于是，信仰上帝，“追求死后永生”的私心原动力，在基督新教中产生了“以宗教热忱认真投入现实
生活”的态度。
    加尔文派借此发展出了更加明确的循正道积极进取的近代进步职业观。
按其理解“上帝的赎罪恩典不但将世界上的世俗任务交给了人类，并且使世俗职业成为每个人训练那
由恩典得来的精神的必要园地”。
于是世俗工作不仅是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并且是一种目的，人们在职业劳动中贯彻信仰，培养个人
的含蓄、自制、勇敢进取和对行动的目的有合理思考的精神，成为一种宗教的责任。
加尔文派相应强调发展独立人格，高度开创能力和行动的责任感，而且为了共同的、积极的、因神圣
而不能失败的目的和价值，坚强地团结起来，体现了个人主义和民主的特质，而同时又有崇尚权威和
律法的意识共同存在。
    这样的职业观提高了人对职业和工作的热忱，为实业家追逐利润的行为提供了出自神意的正当理由
；又因倡导虔敬和勤勉限制了过度消费和奢华，鼓励获利回馈社会大众，尤其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再投
资。
可以认为，宗教改革以后的西方社会，新教，特别是加尔文主义，从意识形态高度注入了符合“两心
调谐”原理、具有中庸优化意义的进步积极因素，在人类历史上催生了一场宗教促进灵性创造能力大
觉醒的意识形态革命。
17世纪、18世纪，经过宗教改革的西欧和不久以后跟进赶上的北美，在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理论科
学、应用技术和社会经济各方面都有了空前大发展，迎来了民主启蒙和资本主义工业化文明时代的黎
明。
    韦伯相信基督教宗教改革造就的新教文化精神特质，特别是新教加尔文宗的伦理观和职业观，十分
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事实上，北美早期殖民者以至美国建国先贤们的主流成分，恰恰就是奉行加尔文宗的基督清教传人群
体；后来，这种伦理观和职业观构成了“美国精神”的主要价值观基础，一直导引着这个国家前进的
步伐。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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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鲁迅说过：“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
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们同我们一样的。
”中华民族的复兴，依赖的是全球化环境中改革开放。
因此，客观地、理性地对待每一个国家，不仅是内政外交的基石，更应该是民族文化心理的核心元素
之一。
就像周有光老人所说，过去从国家看世界，今天要从世界看国家。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沈敏特    两位在北美生活多年的优秀学者，从14个角度告诉你美国为何能成
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其观察角度之丰富，引用材料之详实，令人敬佩。
这是一本全方位了解美国的百科全书。
    ——央视《人物》制片人 王越    “美国不能接受世界第二。
”身为总统的奥巴马，在演说中言辞激烈，美国老大地位不容他人染指，卧榻之侧，绝不允许半个第
一出现。
从1894年一举超越大英帝国开始，世界的老大就换成了美国，117年的漫长岁月，一直无人超越。
世界老大是怎样炼成的？
权力制衡、利益至上，金融制胜、胸怀天下，《美国凭什么》以华人的独特视角，解开美国成功的密
码。
    ——著名财经作家 李德林    金融机制被金融工具剧烈膨胀而扭曲，致使游戏规则重改、经济状态失
衡；华尔街的金融衍生工具滋生与贪欲纵横所引发的金融风暴，冲击世界民众生活稳定性，而导致包
括美国民众在内的许多人对美国的经济制度、政治体系和商业行为感到困惑和怨恨。
两位作者向读者提供了一个依据历史进程、事件，以极其清晰冷静的分析和对每个重要的现象进行透
彻解读的方式，向我们推出这本集历史、理论、逻辑推理与分析预测为一体的高级读物。
    ——凤凰卫视驻美资深记者 庞哲    《美国凭什么》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广泛考察美国的重要方面
，从文化、建制到法律，分析美国社会的哪些方面是积极正面的，对中国有用的，哪些则不是。
正如美国通过采用和调适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以及美国与日本不断相互调适采用对方的商务模式一
样，一个日益强大和进步的中国，也需要研究其他国家，确定有什么最宜采用，并且使之适应中国，
可以有助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继续快速晋升。
    ——美国美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Geoffrey R. S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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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凭什么》编辑推荐：2012年大换届最热话题——美国的最深解读，不读懂美国，就看不清中国
，“大国的修炼”系列扛鼎之作，《大国崛起》喧嚣5年后，我们开始沉思大国凭什么崛起、凭什么
才称得上是“大国”，全面解析版的《近距离看美国》，读懂美国的慧根和死穴！
凭什么遏制腐败？
凭什么创新领先？
凭什么教育先进？
凭什么制订全球金融规则？
凭什么长居军事排名之首？
⋯⋯涵盖当下大众关注关于美国的所有热点。
央视纪录片《华尔街》学术顾问陈思进，华尔街金融学院客座教授庞忠甲，“卧底”美国二十年，深
入美国崛起背后的人文精神、政治制度、社会契约、经济力量、文化影响、教育改革、军事建设等十
三大方面。
央视央视《人物》制片人王越、凤凰卫视驻美记者庞哲、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沈敏特、美国美富律师事
务所律师Geoffrey R. Sant，中外经济、文化、传媒、教育、法制专家全面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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