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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卡普蘭為面臨當今世界複雜萬端挑戰的領導者，從過往歷史中爬梳最佳教誨，寫成戰之華一書。
字字珠璣，忠言警告俯拾可見，例證建言鞭辟入裡，誠為面對高風險和對地雷密佈地形認識不足的外
交事務和商務決策者不可錯過的好書。

--------------------------------------------------------------------------------
序
新帝國主義的崛起　◎文／郭正亮
冷戰結束後，原本各界對於明日世界充滿了樂觀期待──自由民主取代了專制獨裁，市場經濟取代了
共產管制，國際秩序取代了軍備競賽。
在樂觀主義下，歷史彷彿已經終結，基本矛盾已經化解，政治理念已有共識，展望未來，新歷史彷彿
不再是過去的延續，一切都將從現在開始，只有現代和後現代。

卡普蘭的《戰之華》徹底推翻了歷史樂觀論，他不但否定歷史進化的可能，也反對現代史有任何新的
成份。
所謂「歷史的終結」，或是「全球化神話」，都只是進步論者的幻想而已。
對他來說，「沒有現代，只有古代的延續」，現代史的本質並無新意，只是環境條件改變而已。

卡普蘭認為，人的脆弱、恐懼、自利與榮譽，所交織產生的政治衝動，即使到了今天，仍將是造成政
治禍福的主力。
古今之間，並沒有本質之別，鑒古知今的智慧，馬基維利的權謀，至今仍然適用。
為了避免政治厄運，必須回歸現實主義，不能過於講究抽象道德或原則。
他主張「政治講究結局的正當，只要結局是正當，不管行為背後隱藏的動機如何卑劣」。
甚至，他還引述馬基維利，認為有時必須「恰如其分運用暴力」，才能使政策結果趨於良善。

由此出發，也難怪作者最欣賞英國首相邱吉爾和美國總統雷根，認為兩人都在必要時刻展現權力，反
對政治宿命，堅決反對姑息，因而避免了國際厄運。
卡普蘭提醒我們「別指望國際法能維持秩序」，認為「人與地決定歷史」，自古皆然，國家必須要有
足夠的力量，才能維持真正的和平。
他因此高度評價當年英國在尼羅河谷的殖民政策，認為英國領導人不懼輿論反對，訴諸干預所創造的
尼羅河秩序，對國際和平貢獻至大。

反觀美國，儘管總體國力遠比英國強大，卻常受制於民主體制，妨礙了前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所
說的「帝國動員」。
在輿論壓力下，往往導致猶豫不決的對外行動，儘管在表面上看似愛好和平，卻常造成更大的國際災
難。
因此作者力唱現實主義，認為「美國唯有透過祕密而未雨綢繆的領導，才能開創出一個穩妥的國際體
制」，祕密外交和局部戰爭，成為維持國際和平的必要手段。

九一一恐怖突擊之後，美國境內的愛國主義頗有崛起之勢，帝國主義思想的再度興起，正是表徵之一
。
蘇聯瓦解之後，美國已經成為唯一的世界超強，最近更隨著科技革命的迅速進展，進一步成為前所未
有的「全面性帝國」，舉凡政治﹑軍事、經濟、科技、文化各層面，都居全球領導地位。
作為美國發展成「全面性帝國」的論述先鋒，這本書已經為美國的下一波政治軍事佈局，亮出理直氣
壯的新霸主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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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現任立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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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歷史縱深看世局，靈活務實事外交　　章孝嚴
新帝國主義的崛起　　　　　　　　　郭正亮
第一章：沒有所謂「現代」世界
隨著危機如滔滔巨浪洶湧而來，我們的領導人自會體認，儘管當今科技日新月異，這個世界不過是古
代的延續，沒有「現代」和「後現代」之分。
而最出色的中國、希臘和羅馬哲學家，也必定深諳怒海行舟之道。

第二章：邱吉爾的《河流戰爭》
一八九九年出版的這本大部頭歷史書，雖是邱吉爾二十出頭時的作品，他的思想根源，以及促成他在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領導英國對抗希特勒的大格局，卻已表露無遺。
《河流戰爭》呈現的是現代世界裏的古代：我們就是從這裏展開以古鑑今的旅程，擷取當前所需，尚
武自強。

第三章：李維的布匿戰爭
李維的《漢尼拔戰爭》提供典型的愛　國美德形象和我們這個時代寶貴的教訓。
李維以旁觀者清的的態度，對人類熱情和動機的洞見歷久而彌新，指出我們面對敵人所需的氣魄，終
究是必須源於自己對歷史和成就的自尊。
李維有言：「智敵敬畏，尤勝於愚友謬讚。
」
第四章：孫子與修昔德底斯
《孫子兵法》將學識與經驗濃縮成一本哲學著作，堪稱古今無人能出其左右。
若說邱吉爾的品德可簡約為身體力行、李維概括為愛國情操，那麼，孫子的優點就是具現在武德上了
。
領導人應是「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修昔德底斯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把實用主義導入政治論述，「自利衍生努力，努力形成選擇」的觀
念，使得這本有兩千四百年歷史的著作成為對付宿命論的利器。

第五章：馬基維利式的德行
在馬基維利看來，政策良窳不在其優越性，而是要從結果來判定；若效果不彰，就是無德。
現代的領導人可在運用馬基維利的德行觀中，學習如何達成理想結果。
浮沈宦海的馬基維利，所服膺的是冷酷、實用、但未必是非道德的異端德行。
馬基維利寫道：「成功的都是尚武的先知，非武的先知全失敗。
」
第六章：宿命與干預
什麼時候可以預見戰爭、動亂或其他的危機？
本章以馬基維利為指引，探討認為歷史、文化和其他先行的的力量決定事件發展的決定論，並審視馬
基維利令人憂心的遠見：對過去的解讀太過狹隘之虞。

第七章：大動盪：霍布斯與馬爾薩斯
霍布斯如何受到當時政治動亂的影響，認為正義和虛榮與過度自信一樣，會使人盲目，恐懼則可以讓
人認清事實，舉止合乎道德。
依霍布斯的說法，利他不是出乎自然，人類天生強取豪奪，彼此鬥爭乃是人性的自然狀態，自由是在
秩序建立之後才衍生的問題。
第一位著重瘠壤、饑饉、疾病和窮人生活品質的政治效應的哲學家馬爾薩斯，界定二十一世紀前半期
最重要的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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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納粹大屠殺、現實主義與康德
決策者和媒體所宣示的人權新時代，既不是全新的觀念，也不完全屬實。
世界充斥殘暴行為，但最具象徵性的「納粹大屠殺」的道德教訓，很難令人滿意。
哲學家康德以釐清放諸四海皆準的法則體系為職志。
康德的主題是真純的正直，講求抽象的正義與意圖的道德性，不太注重結果。
在複雜而原初的狀態中，如何結合強硬戰術和康德的長程目標，無疑是現實主義最大挑戰。

第九章：阿基里斯的世界：古代軍人與現代戰士
非傳統、不宣而戰、國內而非國與國間的戰爭，勢必會越來越多。
荷馬所謂「以征戰為樂」的戰士始終不缺，但冷戰帝國瓦解和隨之衍生的失序狀態，加上科技進展和
低階都市化，已促成家庭崩解、教派和血緣關係再現，結果便產生了跟以前一樣殘暴，但裝備更精良
的新戰士階級。
要擊敗這些戰士，靠的是我們的反應速度，不是國際法。

第十章：戰國時代的中國與全球管理
公元前三千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蘇美城邦、公元第四世紀印度孔雀王朝、公元第二世紀中國漢朝的
政治制度，都是透過貿易和政治結盟維繫多元而遼闊幅員。
同樣的，在今天全球貿易日增的環境下，出現某種形式的鬆散的世界管理機制，以防兩個或兩個以上
的大國（如美國和中國）發生大戰，也許是不可避免的發展。
不過，即便是這類含糊的統一體，也得講究強權組織原則。

第十一章：羅馬皇帝提庇留
以史為鑑最足以彰顯何謂真勇氣和獨立思考。
統御往往和難以名狀的性格相輔相成，這從頗受詆譭的羅馬皇帝提庇留身上便可見其一斑。
提庇留統治前半段重在守成，維持前任奧古斯都皇帝的基業，既有的建制和帝國疆界保持穩定的時期
遠超過前幾任皇帝。
他很少建新城、兼併新領土，也不作興投民眾所好，而是藉由增建軍事基地鞏固既有的領土，以外交
和軍事威脅並用的手法維繫對羅馬有利的和平環境。
跟邱吉爾或開創古雅典文治武功盛世的培里克里斯不同的是，提庇留不算是激勵人心的角色典範，但
以他的優點來說卻不失為極佳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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