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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的

认识论及其叙事衍生 3 3

石之瑜　张登及

　　【内容提要 】　从自我认同与群体归属两种需要的分析视角 ,作者得出了四种

观察中国与“非中国 ”之间关系的视野 :国家、亚洲、文明与天下。其中 ,从中国的

角度出发 ,观察“非中国 ”的视野主要是国家与天下。如果继续按照自我认同与群

体归属两种需要的区分 ,我们可得出国家权力、霸道、主权身份以及“中心 -边陲 ”

四种叙事的文本。简言之 ,看待“中国崛起 ”不是一件纯粹的“客观 ”之事 ,而是涉

及观察者的群我关系之深层需要。“中国研究 ”不仅是一个应该适应国情并随之

调整的方法论问题 ,而且它还涉及“知识 ”形成的前提 ,亦即中国与“非中国 ”关系

所涉及的群我关系。群我关系的形成与认知须靠文化形塑 ,进而使行为主体形成

对中国崛起的认识角度与文本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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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意见 ,借此表示感谢。当然 ,文中错

漏由作者个人承担。



　　“中国崛起 ”的印象几乎无所不在。在社会科学语言中 ,既有中国崛起是“中国威

胁 ”的论调 ,也有中国崛起是机会的说法 ,还有的认为中国崛起是中国一种软实力的

表现。在中国的外围 ,几乎在每个不同的社会中都有自居其比中国更“中国 ”的逐鹿

中原者 ,但也有鼓吹能吸纳中国崛起现象的亚洲主义者 ,此外还有安于边陲以依附中

国者。来自崛起的中国社会对外界的认知当然有不少响应 :有以和谐世界为因应来抵

消“中国威胁 ”之印象者 ;有以理当崛起自况 ,进而质疑为何外界不能接受强大中国之

强硬态度者。中国崛起的意义于是变化多端 ,显然受到叙事者对中国的认知制约。

不过 ,叙事者对中国的认识必有其脉络 ,尤其受到自己与中国之间有何关系等认

知的制约。比如 ,与中国交往关系有一千年以上且与中国关系交错重叠的越南、最早

对中国输出佛教且被欧洲殖民的印度、放弃保护白人政策转而追求全球性的澳大利

亚、既想维持华人特性又要避免刺激邻国的新加坡以及在帝国主义侵扰下一度追求

“脱亚入欧”的日本 ,笔者在这里不一而足。它们所选之观察角度 ,无异于叙事者同时

在处理自身与中国的应有关系。

群己关系首先涉及群的面向 ,即当观察者认为自己与中国属于同一群体时 ,它们

则会观察崛起的中国是否会与自己形成日益相互开放之势 ,进而构成为一个更大的群

体 ;或者它们认为 ,由于不属于同一群体 ,与中国往来而实在无利可图。群己关系第二

个涉及的是“己 ”的面向 ,即观察者会根据崛起后的中国来考察其是否与自己属性相

同 ,进而考察中国是否会继续 (或即将 )对自己形成排挤或征服的压力。

一 　诠释中国崛起

(一 )中国的属性

在既有的观察中国崛起的视野中 ,根据叙事者对于中国的两种不同判断 ,即中国

是否为自我中心 (中国与“非中国 ”①身份属性是否相同 )以及两者是否能归属同一群

体 (中国与“非中国 ”是否可属于相互隶属的社群 ) ,我们将上述两者交叉后 ,大致可以

分为以下四类 (参见表 1) :

第一类是耳熟能详的国际关系预设 ,即叙事者视中国与“非中国 ”为身份属性相

同但群体归属不同的关系。不管理论家们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或建构主义间如何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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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非中国”大致是指在不同历史时空里 ,“中国”这一实体之外的其他群体。它可以具有不同的视野

来凝视和思考“中国”对它的意义。它可能是现代主权国家 ,但又不必然是现代国家。它也可以是一个“文明 ”、

“被保护国”、“部落联盟”、“帝国”或“经济体”。因此 ,本文不宜直接使用“外国”一词 ,而使用“非中国”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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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与“非中国 ”的四种本体叙事
　　　　　　自我中心
　群体归属

中国与“非中国 ”属性相同 中国与“非中国 ”属性不同

中国与“非中国 ”不同群 中国是民族国家 ———威胁 中国是文明 ──非威胁、非机会

中国与“非中国 ”属同群 中国是天下 ──威胁与机会 中国是亚洲 ──机会

返辩论 ,他们都一概视中国与“非中国 ”为属性相同但群体归属不同的关系。此视野
一方面把中国看成是具有一贯的、恒常不变的特质概念或实体 ,以“民族国家 ”为本体
论的视野隶属之。民族国家的实体边界是清晰的、僵固的和封闭的 ,任何外人都难以
随意获得中国的身份或代表中国发言 ,只能由中国代表自己发言。① 虽然这样的视野
最流行于美国 ,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代国际关系知识界与政策实务界也多半会援用这
一视野来认识自己。

第二类是叙事者视中国与“非中国 ”为身份属性相同 ,且群体归属也能相同的关

系。华人学界晚近提出的“天下观 ”属之 ,因为中国的本体是混杂于天下之间的。在

这一视野下 ,中国的国家概念或身份是可临摹的 ,是可以被穿透、参与和超越的。各国

包括越南、韩国与日本都有天下观的信仰者。他们在天下观之下 ,可以取得与天下其

他成员求同存异的阶序关系。②

第三类是叙事者视中国与“非中国 ”为属性不同且群体归属也不同的关系 ,即中

国与“非中国 ”是具有不同本体特质的存在形式 ,且这些实体之间是不能相融混同

的。③ 例如 ,近代印度知识界始终有这样的观点 ,中国和印度的文明交流不辍 , ④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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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这种视角是当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 (无论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或建构主义 )与东方主义 (ori2
entalism)的完美结合。主流理论一概接受“国家 ”作为“统一行为体 ( unitary actor) ”的假定 ,并认为只有如此假

定 ,才能有效进行国际政治分析。“国家”在方法与本体上都是某种“实体 ( entity) ”。在此视角下 ,任何国家 ,特

别是其“文明”与西方差异如此之大的“中国”,自然容易被看成是封闭的、恒定的实体 ,并具有与“西方文明”不可

调和、不可跨界的特征。参阅 David A. Baldwin, N eorealism and N eolibera lism : the Contem porary D 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A lexander W endt, Socia l Theory of In 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参见甘怀真编 :《东亚历史上的天下与中国概念简介》,台北 :台湾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西方学界近年出现的“自由帝国主义”倡议即认为 ,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属于“现代国家 ”,它们没有超

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 the W estphalian System)的框架。但西欧与北美诸国则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以其所

谓的人权等观念超越了主权 ,可谓“后现代国家”。这两者间的区别是文明性质的 ,暗示着前者无法自力升华成

后者 ,而有赖“自由帝国主义”之“政权改造”。例见 Robert Cooper, “The New L iberal Imperialism, ”The O bserv2
er, http: / /www. observer. co. uk /Print/0, 3858, 4388912, 00htm l >。

[印度 ]沈恩 (Amartya Sen)著 ,陈信宏译 :《好思辩的印度人》,台北 :先觉出版社 2008年版 ,第八章之内容。



未汇于一流 ,可称之为“文明观 ”。① 在日本知识界也有以文明界定中国的论述脉络。②

但它与著名的“文明冲突论 ”大不相同 ,因为塞缪尔 ·亨廷顿 ( Samuel P1Huntington)

所谓的“文明 ”,必须依附于现代主权国家方可行动。

第四类是叙事者视中国与“非中国 ”为属性不同但群体归属相同的关系 ,即“中国

性”与“非中国性 ”虽是不同的 ,但“中国性 ”可以加入吸纳“非中国性 ”(或者相反 ,“中

国性 ”可以被吸收到一个更大的群体中 )。人们可以透过某种机制 ,不断充实“中国

性 ”的内涵 ,因此中国的本体是一种不断丰富与吸纳的过程 ,主要以长期主导日本思

想界的“亚洲主义 ”为代表。尽管亚洲主义流派分殊且多元 ,而且 ,在韩国和中国都有

亚洲主义的信徒 ,但他们共同采取的亚洲视野或曰东亚视野皆消解了中国的民族国家

性质 ,并以此与欧美或西方相对。一方面 ,“亚洲 /中国 ”与西方迥异 ;另一方面 ,亚洲

不断吸纳西方并相互融解 , ③成为差异但同群的本体性质。
(二 )四种视野分析

1.民族国家。观察中国崛起最常见的第一个视野是将中国视为国际体系内另一

个典型的国家成员 ,受到国际体系权力平衡法则的制约。④ 这种角度倾向认为 ,当国

家实力相对不足的时候 ,它应凭借加强军备与参加结盟来制衡强权的侵犯。在国家实

力相对强大的时候 ,透过裹胁与扩张来巩固自己的优势。根据国际政治学的体系理

论 ,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唯一差别在于它们的权力大小 ,而国际体系的性质则是根据国

家之间权力分布的状况而决定的。因此 ,某国与任何其他国家的属性总是相同的 ,也

不因为国家领导阶层的信仰、种族或阶级而出现差异 ,并且各个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

是互斥的 ,一国相对实力的增长就必然会构成其他国家的潜在威胁。

在这样的视野之下 ,中国崛起的意义是国家间相对实力的分配出现变化 ,美国作

为国际体系霸权的地位受到挑战 ,中国将拥有更强的能力“裹胁 ”或“并吞 ”外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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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V ictor M. Fic, The Tantra: Its O rig in, Theories, A rt and D iffusion from India to N epal, T ibet, M ongolia,

China, Japan and Indonesia , New Delhi: Abhinav, 2003.

Kakuzo Okakura, The Ideals of the East, Tokyo: Kenkyusha, 1941.

孙歌 :《亚洲意味着什么 :文化间的“日本”》,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 , 2001年版 ;吴展良编 :《东亚洲近世世

界观之形成》,台北 :台湾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 [日 ]梅棹忠夫著 ,王子今译 :《文明的生态史观 》,上海 :三联书店

1988年版。

典型分析参见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MS: Addison - Wesley Press, 1979;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ism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25,No. 1, pp. 5 -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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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① 即便有中国国内因为推动改革开放而浮现的市民社会、政府的执政理念更加“与

时俱进”、中国追求的市场利润与西方日益趋同、执政党执政方式有所改变等 ,但这些都

不足以掩饰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中的主要竞争对手。其结果是 ,就连中国

本身都可能会意识到 ,中国自己的“崛起”正成为令其他国家感到的所谓“威胁”,并面临

其他国家某种明示或默契的围堵。反之 ,一旦发生“被威胁”的情感 ,权力平衡就是最容

易被援引用来解释中国崛起的理论 ,民族国家在无形之中就成为愈加巩固的身份。

2.天下。第二种观察中国崛起的视野是天下观。天下是一种迥异于主流国际体

系理论的认识方式。在“天下 ”里 ,“国家 ”身份可有可无 ,即中国与“非中国 ”是否拥

有某种“国家 ”身份不是重点 ,但中国与“非中国 ”之间没有不可消弭的疆界。天下成

员永远是相互学习的 ,天下形同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范式 ,其主要关切在于维系成员

之间的某种尊卑秩序。至于尊与卑的划分标准不在于物质力量 ,而在于成员彰显特定

正当价值的程度 ,如儒家“以德服人 ”,所谓的“德 ”乃是一种无私无我的道德气质。但

这样的气质仍倾向透过物质实力丰沛的成员来展现 ,这样才最有说服力。毕竟愈繁荣

稳定的强者在放弃以自己为中心 ,而致力维持各成员之间的和谐阶序时 ,愈能显得以

天下为己任 ,故德性又不是与实力全然无关。②

“天下”视角里真正的领导信用无法纯粹从权力来衡量 ,还要靠每个成员透过自

己的努力提升道德号召力 ,然后吸引其他成员近悦远来。因此竞争不发生在成员之间

的冲突过程中 ,而发生在对其他成员提供范式的吸引力上 ,因而必须由“以天下为己

任 ”的成员承担责任、自我砥砺 ,而不是去打败对手 ,否则就只能成为霸道。

理想上 ,以这样的“天下观 ”来观察天下 ,每个成员理当可以通过自我提升臻于至

善 ,每个成为学习对象的成员都是其他成员的启示。③ 当中国因为自身的振兴而达成

某种足可成为范式的境界 ,并透过无私无我的展示吸引各国的推崇和临摹时 ,则中国

的崛起就会成为其他成员自我砥砺的范本 ,即经典中“有为者亦若是 ”、“人皆可为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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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Press, 2001; R ich2
ard Bernstein and Ross Munro, The Com ing Confct w ith China, New York: V intage, 1998;其他类似的中文文献之

分析可参见蔡东杰 :《美国霸权变迁与两岸关系发展》,载《政治学报》, 2003年第 36期 ,第 83 - 114页 ;陈重成 :《中国

大陆崛起对当前国际体系的冲击》,载《远景季刊》, 2005年第 4期 ,第 101 - 137页 ;王元纲 (Wang Yuan - kang) ,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Rise of China, ”Issues and S tudies, Vol. 40,No. 1, 2004, pp. 173 - 201。

关于“天下”秩序 ,参阅赵汀阳 :《没有世界观的世界 :政治哲学和文化哲学文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 2005年版。相关学者对“天下 ”秩序的批评 ,可参阅 W illiam A. Callahan, “Chinese V isions of World O r2
der: Post - hegemonic or a New Hegemony?” In ternational S tudies Review , Vol. 10, No. 4, 2008; Chih - yu Shih, The

Spiri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London: Macm illan, 1990;中文文献的批评可参见相蓝欣 :《传统与对外关系 :兼

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年版。

赵汀阳 :《天下体系 :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舜 ”的理念。但是 ,这种状态也因此导致其他成员同时要面对可以依附学习的机会 ,

从而产生必须沦为边陲的焦虑。所以中国崛起之际 ,天下之尊卑再度发生变化 ,机会

与威胁同在其中。理论上 ,“天下观 ”让每个成员都在不断相互观摩学习中演进 ,与现

实主义的“权力 ”相较 ,威胁不是成员互动的主题 ,因为成员的属性与角色各有不同 ,

但它们的尊卑地位则因中国崛起而可能受到贬抑的“威胁 ”。所以 ,威胁感的发生也

可能在天下观之中形成 ,观察者对自我的角色期盼因是否会降至边陲而产生焦虑。

3. 文明。第三个观察中国崛起的视野是“文明政治 ”。这时的中国与“非中国 ”的

身份属性彼此殊异 ,而中国的文化与制度因其悠久历史实践而形成深厚的脉络 ,不但

赋予大多数具有中国身份的人形成某种相互认同的归属感 ,更透过社会化的价值教

育 ,同化各种因为文明间交流而输入的外来文明特质。“文明 ”的内聚力量一方面象

征着不能与其他文明混淆的某种特殊性 ,因而既不会因为某个文明累积了更多的物质

力量就自动消灭其他的文明 ,也不会因为流失物质力量就转化为其他文明的附属 ;另

一方面 ,文明的传播力量则由于出自不同的文化默认与价值前提 ,往往只能从旁促成

其他文明进化 ,而不能彻底同化之。①

这样的中国一旦崛起 ,产生的效果是 :它会给固有文化的表现形态带来多样化 ,为

自认属于中国文明范围的成员感到自信与自豪 ,也因而对外来文明的输入与采纳有更

大的宽容度。②“文明 ”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在于器物方面 ,而不在精神方面 ,因为各种

文明彼此深知 ,消灭其他文明是不可能的。以保护固有文化之名而行动的政权或人

物 ,不论其溃散还是取得成功 ,都不能决定文明之间的存亡。简言之 ,文明之间的差异

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最大的分野在于 ,文明成败的核心不是物质力量。因此 ,当以

文明之名扩张的政权或团体看似取得胜利时 ,这些胜利只是政权的胜利 ,不属于文明

的胜利 ,因而是短暂的。对于采取这种文明视角的当事人而言 ,在历史长河中 ,这样的

胜利似乎改变不了文明之间的不可转换性。因此 ,在文明的视野之下 ,文明彼此的差

异如此巨大 ,中国文明作为一个崛起者 ,它没有构成对他人任何有效的威胁 ,也没有提

供他人深入参与的机会。

4. 亚洲主义。第四个观察中国崛起的视野是亚洲主义 ,这与前述从国际体系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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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阅 Samuel P1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 iviliza tions and the Rem arking, of W orld O rder, New York: Si2
mon & Schuster Press, 1996; J. Ramesh, M aking Sense of CH IND IA: Reflections on China and India, New Del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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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经济圈》,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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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看中国迥然不同。在国际体系理论之下的“中国 ”,除了与其他国家身份同质 ,同样

重要的是它们彼此之间没有共同的群体归属。在亚洲主义视角之下 ,“中国 ”不再被

视为是民族国家 ,而是一个可以重组的漫长、多重社会过程。这个社会过程可以是民

族的 ,因此“中国 ”被视为是多民族的综合体 ,而且因为与各个亚洲民族甚或亚洲以外

民族的不断互动 ,形成不断跨越中国传统疆界的社会过程。“中国 ”又可在各个经济

地理资源的分布中 ,被消解或重组成非关主权与国界的区块。“中国 ”更是在全球化

流通中可以不断加入或退出的临时身份。①

与中国共属于亚洲相对应的是 ,亚洲其他国家与欧洲 (或西方 )存在明白的地缘

区隔 ,这种区隔让融入亚洲的中国与“非中国 ”、中国与非亚洲之间形成具有各自群体

归属的主体。一方面 ,中国与亚洲之间的差异日益模糊化 ,亚洲成为它们互动的场域 ,

或进行不断更新的过程 ;另一方面 ,亚洲与非亚洲之间的差异成为不能跨越的界线 ,中

国与亚洲是相互构成的 ,亚洲更可以不断吸纳欧洲 ,其结果是 ,亚洲与非亚洲之间的差

异在于可共存或不可共存 ,因此具有了本质性。②

至今 ,采取亚洲主义主张者在地域上都出自亚洲范畴之内。在这一视野下 ,“中

国 ”与所有其他亚洲民族身份一样 ,变成某个因为不断混杂、重编而失去本质的实践

过程。当以中国之名的主张获得大量资源挹注而形成崛起之势时 ,亚洲便同时得到更

多的刺激而加速流通 ,其中因为多元并存 ,与以改造亚洲为目的的欧洲或西方之间便

形成差异 ,甚至具有了吸纳并超越欧洲或西方的大好机会。

二 　思考中国崛起的实践

(一 )实践中的变异

在实践的过程中 ,当代中国所熟悉的是天下与民族国家两种视野都分别受群体归

属与自我中心的两种群己情感所影响 (参见表 2)。一方面 ,居于天下中心的霸主可能

因自我中心而横征暴敛 ,以天下共主自居 ;居于边陲的小国也会恃宠而骄 ,桀骜难驯 ;

中心与边陲诉诸暴力皆无顾忌 ,上下交征 ,俨然霸权地位的争夺。相反 ,居于天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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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会 1994年版。

参见俞新天 :《东亚认同的发展与培育》,载《当代亚太》, 2007年第 4期 ,第 3 - 10页 ;何雪梅 :《认同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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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也可因群体归属的情感而担心自己不被认可而产生焦虑。

另一方面 ,当自居民族国家时 ,若西方国家主义在输入中国文化地区的过程中 ,其方

式是由外而内所强加的 ,国家主权充其量只能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目标。实际

上 ,中国在过去一再受到不平等条约与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的侵犯。在由外而内所强加的

西方国家主义中 ,接受方无论如何都想让国际体系接受自己 ,乃是一种属于群的情感 ,因

此仍努力临摹西方主权者的一言一行 ,于是主权也具有一种角色扮演的性质 ,而不是欧

美主权那样以国家利益为导向。倘若有朝一日真的取得平等的主权身份 ,因为不再担心

国家遭到入侵 ,从而化解了不被承认的焦虑 ,所以这时主权思想便可能失去吸引力 ,不能

提供国家行为的动机 ,回归天下观便成为可能。但假若以自我中心的情感在主导国际政

治实践 ,中国便成功转型成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内核的民族国家。

　　 (二 )四种既存的实践

1. 满足自我中心的国家权力实践。从清末以来 ,中国的领导者在战败中认知到了

丧权辱国的意义。“九一八事件 ”曾促使当时的中国政府以主权之名向国际联盟求

援。时至 1945年 ,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1949年以后 ,中国逐渐进入国际

政治叱咤风云的世界舞台 ,成为权力均衡理论分析的对象。到了 20世纪 80年代 ,进

入美国政治学界的诸多华人学者从论述上将国家中心主义的思想传回祖国 ,尔后形成

多极化、一超多强以及和平崛起等叙事 ,其间推论或彼此相容 ,或彼此不同 ,国家新思

维则已不限于现实主义者。① 一旦摆脱了帝国主义百年侵略的历史记忆以及冷战以

降帝国主义谋我日亟的围城氛围 ,国家中心主义下的国际政治理论提供了以国家利益

与权力竞逐为内涵的政策理由。于是 ,国家利益遂能在相当程度上主导外交思维 ,犹

如从意识形态禁忌中解放出来 ,一切以权力平衡为考虑 ,无可无不可 ,在国际上争取盟

邦 ,抗拒敌对阵营 ,捍卫价值 ,富国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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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 ,国家中心主义的最高理想是摆脱道德与感情。然而其所可满足的包括了

最深层的自我中心的需要。中国崛起的印象之所以令人悸动 ,恰恰是因为它提供了富

甲天下、睥睨世界、推翻霸权、惩罚叛逆、报复美帝的想象。如此之中国 ,没有必要听命

于西方列强的规范 ,不跟随欧美步调。① 权力与利益成为最高的目标与最大的诱惑 ,

是超越所有禁忌的诱因。过去的中国外交以身为第三世界为主要的定位 ,然而在中国

崛起的论述中 ,中国外交则是以大国自居 ,发展大国外交 , ②在行事作为方面有时会提

出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主张。

2. 满足自我中心的霸道实践。在清末以前 ,这种不受节制的想象有古典理论作为

其基础 ,此之谓“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 ”,从而容许天子无所不在

的介入。朝廷在实践上是天高皇帝远 ,王官不问 ,草民不闻。这样近乎虚构的天下观

经不起些微的挑战 ,以免因为天子被侮蔑不再受到尊重 ,揭穿了天朝并非蛮陌之邦行

矣 ,故而可能导致天下大乱。所以法家永远是王道儒家秩序的维系所在 ,孟子指责的

“霸道 ”往往是王道的潜在内涵 ,“家天下 ”则为“公天下 ”的潜台词。

正由于对这种些微的挑战难以处理 ,以至于天下体制原本应该充满了履行各种尊

卑秩序的焦虑 ,愈近天朝 ,礼仪愈细腻繁琐。21世纪重现的“天下 ”观却立刻引发国外

中国研究者的焦虑 ,正是他们在天下秩序的字里行间读到宰制的欲望 ,似乎延续了某

种对四夷边陲的漠视。③ 此何以倘若天朝拥有惩罚的实力 ,必不吝惜使用。透过征

服 ,天朝享受自己的德威 ,在擒纵之间 ,表演德被天下的自我期许。要言之 ,在天下体

制的维系中 ,其实交织着征服四夷的欲望与服膺礼仪的焦虑。新近流行对中国崛起描

述为脆弱的超强 , ④依稀掌握到其间蕴藏了矛盾的情感。

然而 ,中国崛起的论述一旦反映了自我中心的欲望 ,中国知识界便可能回到天下

观的主张。这种主张虽具备固有的文化基础 ,但是对于借机挑战天下观的边陲力量 ,

它不能不仰赖政权展现征服的实力 ,尤其是要有排除异邦恶意介入的决心 ,以振兴

“霸主 ”的尊严。这样的统治延续了“霸主 ”的尊严 ,并认为中国在各种国际事务上皆

应有看法、有参与、有作为 ,对于不合作的对象应予惩处 ,恩威并济 ,剿抚兼施。则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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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崛起接受无远弗界的推崇与膜拜 ,进而构成难以抗拒的诱惑。

3.满足群体归属的主权实践。虽然国家中心主义可以创造令人悸动的无边的权

力想象 ,但是现代“国家 ”并非中国固有文化的理念 ,加入现代国际政治更必须在欧美

所谓先进国家的虎视眈眈下接受检视。1971年 ,新中国重返联合国 ,似乎并没有享受

到主权身份所隐含的某些相关权利。相反的 ,主权成为一种角色 ,犹如取代了王道成

为天下的新范式。笔者认为 ,当时的中国可被置于世界体系的边陲 ,需不断学习方能

成为现代国家 ,主权成为当时中国所努力临摹尝试的任务。到底应该用什么标准来看

待身为主权国家的中国自己 ,这引发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两派的辩论 , ①也反映出

由于主权身份而触发的焦虑。

西方主权制度本身认可了国家政府作为自身的最高统治机构之地位 ,但同时要求

国家政府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这就约束了主权的暴力只能在边境之内行使 ,没有其

他国家能对此轻易干涉 ,或即使干涉也不容易得逞 ,所以不必太在乎。同时主权并不

能成为扩张征服的正当理由。相反 ,捍卫主权不受侵犯经常引发中国的民族主义情

绪 ,它不断敏感地探测中国的主权是否受到侵犯 ,即使在中国崛起的论述之下 , ②关于

台湾问题或西藏问题总是能立刻引起强烈的质疑 ,诱使别有用心的势力伺机介入 ,并

导致中国国内发生辩论 ,即主权如何可以不受到外国轻视。因此 ,将主权身份认真执

行的唯一动机是要剥夺帝国主义在中国为所欲为的特权 ,而不是像西方在 17世纪用

主权保障财产权或宗教灵魂。由于拥护主权的动机与西方不同 ,长此以降 ,这也招致

美国老牌“中国通 ”的讽刺 ,直指中国为“冒充成 ”主权国家的文明。由于中国捍卫主

权主要出于一种消极的动机 ———抗拒西方侵犯 ,中国一旦崛起 ,这一消极的身份论述

恐不足以创造激情。

4. 满足群体归属的中心或边陲。在《辛丑条约 》之后 ,中国知识界承认中国是落

后国家。笔者认为 ,虽然他们致力于建立中国的主权国家形象 ,但他们是抱持着学习

的心态 ,“临摹 ”西方主权国家的范式 (包括宣传公民教育 ,建立财政机制 ,甚至借鉴宪

政主义和在村级单位实践选举制度 ) ,但到今天为止 ,没有任何类似西方的政治文化

在华人世界建立 ,即使中国香港与台湾地区等受到英国或日本殖民影响的地方也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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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从西方自由主义标准来看 ,均难称同类。① 不过 ,它们之间经常比赛衡量谁更接

近西方 ,所以台湾地区的学者以自己有“普选 ”而自豪 ,香港地区的学者则以国际金融

中心为荣而傲视内地。

相对于此 ,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犹如是中国进入大国的一次测验 ,即测试中国能不

能从世界政治的“边陲”晋升成为西方列强所认可的现代文化 ,或在西方发展的体育活

动中击败西方体育大国。换言之 ,中国不愿意居于天下观的边陲 ,竞相努力 ,争取西方国

家的认可 ,以跻身先进国家之林。在国际竞争的比赛中 ,中国有不断被西方检视的感觉 ,

使得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过程充满焦虑 ,也不断以“中国威胁 ”来理解中国并试图阻

挠之。愈阻挠就愈增加被凝视的焦虑与压抑 ,双方也就愈增加临摹的挫折与自我宣传的

倾向。同时 ,焦虑中崛起的感觉让人对边陲地区是否“向心”极度敏感 ,成为别有用心人

士得以借用西藏问题或台湾问题挑衅中国的基础 ,因而有时加深了自居中原者的强势反

击欲望 (如西藏问题 ) ,或有时转而宽大因应难以羁靡的对象 (如台湾问题 )。

三 　选择中国崛起的路径

(一 )战略叙事的选择

在当代中国国家战略思维中 ,天下主义的论述后发先至 ,异军突起 ,以和谐世界的

倡议重新跃上世界舞台。不过这样的提法除了可以通过中国固有文化的诠释产生意

义之外 ,又因为它进入了西方知识界所不熟悉的领域 ,故不得不借助社会科学的语言

加以翻译其意义 ,也就延伸出在固有文化诠释中所没有的意义 ,进而可能制约提出和

谐世界论述的初衷。关于中国对“非中国 ”的战略选择与行为可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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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与边陲这两种角色均要求抑制自我中心的国家主义 ,若是中国已然自感崛

起 ,在其自信之下 ,可以更大程度地容忍挑衅 ;若是中国认为只是自觉崛起但未完成 ,

则会致力于振兴改革 ,继续向西方“取经 ”。不过 ,为了向西方说明和谐世界的观念 ,

避免“中国威胁 ”所导致的围堵 ,它便又试图借用西方社会科学叙事来解释什么是和

谐世界。比如借用软实力或社会资本①来说明中国文化魅力的上升 ,一旦软实力获得

提升 ,进而表示军事已经不再是中国思考国家利益时的主要内涵 ,是否如此有关“中

国威胁 ”的质疑可以不攻自破 ?②

不过 ,鼓吹软实力与社会资本的概念反而有违和谐世界的愿望。在和谐世界之

下 ,中国是忍让的、社会的、角色的和内敛的 , ③但是 ,一旦这些气质或价值都理解成为

是一种权力资源 ,可能就巩固强化了国家主义的逻辑 ,则中国为维持和谐世界所做出

的诸多努力就都变成是自我中心的。

软实力与社会资本之类的分析概念改变了制定中国外交政策时的思维 ,抹煞了原

有的认识角度。自居在中心或边陲中的行为者往往处在接受评价的社会关系中 ,然而

软实力与社会资本则是预设了自我中心的认识角度 ,其结果是 ,原本是群体归属的认

识角度却被外界诠释成了自我中心的认识角度。

照理 ,软实力是文化魅力 ,但欲增加软实力时 ,便有赖于消费中国文化的全球消费

者参与其中 ,这时如何装扮中华文化就不是从固有文化出发 ,而是从西方的消费偏好

出发 ,这样的文化魅力不是中华文化的魅力 ,而是西方消费主义订购的魅力。同样地 ,

社会资本的观念把小我的群体主义翻译成了唯我的个人主义 ,把深化改革的意志变成

了跟资本主义世界拉关系。甚至倘若由华人作者以社会资本的观念进行文化翻译则

别具信用 , ④所谓关系从一个原本是内生于个人生命意义的概念 ,沦为是一个充满机

会主义的概念。中文文献中流行的软实力与社会资本论述的现象 ,恰恰说明来自欧美

的社会科学才是真正的软实力之所在 ,从而导致社会关系主义或和谐世界等都反映出

群体归属的情感 ,从本体论上就遭到欧美学术语言的否定 ,这样会让和谐世界渗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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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社会资本类似“文化资本”,不是指有形的经济财货的积累 ,而是指社会关系、形象等的积累与增值。

综合性的分析可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编 :《国际体系与中国的软力量》,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6年版 ;中

国改革开放论坛与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中国的软力量 :理论与实践座谈会 》,北京 , 2007年 8月 11日 ,

http: / /www. carnegieendowment. org/p rogram s/china /chinese /;张登及 :《软权力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发展试析 :以

冷战后的中国为例》,发表于 2008年第一届国际关系学会年会 (台北 ) ,台北 :台湾大学主办 , 2008年 5月。

张启雄 :《东方型国际秩序原理之型模建构与分析》,载张启雄编 :《战后东北亚国际关系 》,台北 :中央研

究院亚太研究计划 2002年版。

周红云 :《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改革》,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年版 ;周小虎 :《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

资本研究报告 (2007 - 2008)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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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存在的竞争意识之中。

(二 )四种既存的路径

11经营软实力。上述的群己关系取向与自我角色定位构成了四种实践路径 ,可

再分述如下 : 1997年之后 ,中国的崛起逐渐成为在中文世界传播中的普遍印象。1997

年适逢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香港回归等事件 ,可谓喧腾世界。俟

后遭遇亚洲金融危机 ,中国的人民币成为强势货币 ,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击退

国际投资客的大举入侵 ,中国又成为经济大国 ,展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并于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2003年“和平崛起 ”理论一度成为中国的世界定位。①

“和平崛起 ”在 2003年提出 ,引发了诸多关于中国软实力的分析。在其后的短短

六年之内 ,中国这个身份所赋予的国家信心对中国民众来说一飞冲天 ,加之中国的宇

宙飞船与航天员一再突破技术瓶颈登上太空。另外 , 2008年北京举办的奥运会象征

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展示达到了最高潮 ,北京奥运会一改过往筹办奥运会主要

着眼商机的资本主义考虑 ,而以做好世界东道主为自豪。就在筹办北京奥运会的数年

间 ,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设立 ,中国政府以更多资金鼓励世界各地的中文学习 ,推荐中

华文化 ,寄望提升世界对中华文化与中国文物的喜好 ,宣传并实践与巩固和平发展的

时代精神 ,以提供中国在全球政治中运作的软实力。

软实力分析所忽略的正是为营建中国的软实力所付出的代价 ,这些代价主要是以

吸引世界的目光以及提升中国的形象为主要动机 ,反而使中国的政治与经济运作受到

外界诸多的干预 ,西方世界各种以羞辱中国为诉求的手段此时也纷纷出笼 ,导致中国

疲于应付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 ,过度展示软实力会进一步将中国锁在某种世界形

象市场上 ,接受他国消费者的指指点点 ,因而形成对中国软实力的极大钳制。②

21累积社会资本。由于中国贫困人口依然庞大 ,环境资源日益恶化 ,三农问题的

解决还需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如何掌握更好的国际环境 ,抓住未来的发展机遇 ,这成

为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因此 ,中国仍然认为自己还是发展中国家 ,还未能

进入先进发达国家之列。至于如何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 ,避免卷入世界性或中国周边

的区域性争端 ,端赖良好的国际关系。在此自我认识的前提之下 ,笔者认为 ,睦邻外交

将是中国外交界在 21世纪的重大责任。对待中东的伊拉克战争与反恐战争 ,中国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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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郑必坚、叶孝慎 :《“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是一回事》,载《中国青年》, 2007年 9月 21日 , http: / /www.

cyp. com. cn /News/content_Detail_6107100014. htm l。

关于“软实力”的分析 ,有时反而显示西方话语霸权的胜利。可参阅张小明 :《约瑟夫 ·奈的软权力思想

分析》,载《美国研究》, 2005年第 1期 ,第 22 - 23页 ;张登及 :《软权力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发展试析 :以冷战后的

中国为例》, http: / / isia. ccu. edu. tw / chinese / index. php? op tion = com_content&task = view&id = 120。



是应该采取韬光养晦的态度 ,控制国内某些狭隘民族主义的势头 ,缓和与美国的矛盾

和冲突。同时 ,面对“藏独 ”与“台独 ”的躁进 ,中国政府不要受其激将 ,而是应妥善处

理之。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 ,中国作为东道主接待外宾虽然在中国固有的文化里是天经地

义的责任 ,但如果是想借此机会建立与国际社会的人情关系 ,以便未来在世界政治中

获取更大的物质好处 ,则这种社会交往只能被理解成是一种投资。既然是投资 ,其程

度端视所预期的报酬而定 ,一方面要营造世界对中国的基本好感 ,另一方面则要集中

个别对象国家 (如美国、朝鲜、日本、澳大利亚等 )以建立人情关系 ,替中国的发展争取

更长的战略时间。因此 ,从这个角度理解 ,累积社会资本基本上是有所取的 ,其内容主

要是追赶先进国家的发展水平 ,对追求以国际关系或邻邦盟友的共同利益为依归似乎

并不能兼顾。

31无为而治。中国“崛起 ”之后 ,俨然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 ,也成为迩后力争上游

的其他国家所模仿或挑战的对象。此刻亟须展现某种无为而治、不与人争的文化气

质 ,让中国成为吸纳与开放之国 ,乃是维系所有国家在内的天下体制的主要条件。这

时 ,许多原本带来困扰的现象都成为可以容忍的插曲而已。原本需要追着对方要求修

正或澄清的事件 ,也都可能成为可以等待将来对方自己逐渐理解后再进行调整的一时

误解。简而言之 ,对于在中国固有文化下思维的实践者而言 ,整体的和谐是天下得以

持续的前提。个别事件的冲突会带来对既有关系的破坏与挑战 ,不应该斤斤计较。这

样的尊卑关系比中国基于国家本位所考虑的物质利害更为根本 ,离开和谐关系以后的

中国等于失去继续存在的情境。因此为了和谐而做出的忍让 ,或为了强化和谐而对外

推动的文化输出 ,无一是在为中国增加自己的魅力以便换取其他好处 ,而都是在示范

一种不以国家中心为本质的国际关系。

在这样的实践路径下 ,中国将自己的崛起放在一种群体关系中 ,将体系中存在于

国家间的竞争由自己片面承受 ,使得冲突的对象消解于无形 ,国家间利益冲突转化为

不分彼此。不可讳言 ,如此天下体制的维持有赖于中国庞大的实力与资源。只有已经

崛起的中国在实力受到列国认可 ,自信心已在国人之间重建时才可能让天下体制获得

落实的机会。

41韬光养晦。居于世界的边陲且在力争上游时 ,中国的崛起有赖于向居于中心的

文明范式学习。比如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根据其规则改造国内的生产过程体现的正是

一种自我改造与完善。自我改造与完善所要达到的标准不是从固有文化中得到的 ,也不

是从社会主义的宏大理想中得到的 ,而是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效率中得到的。其中虽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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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了许多社会主义或固有文化的特色 ,但是总的方向是朝增加宏观的生产力与微观的生

产效益方向努力。由于每个历史阶段所要仿效的文明范式重点不同 ,加上模仿对象的内

涵也不断拓展 ,沦为边陲的危机意识往往造成受制于人的困境。例如 ,在清末民初的各

种“自强运动”中 ,皆以器物为主、片面追求军事现代化 ,直到 20世纪 80年代 ,中国开始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中国认识到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性后便开始急起直追 ,以致当时的“资

本主义补课论”也一度甚嚣尘上。但是 ,作为中国临摹对象的中心 (欧美现代化发达国

家 )的范式在 20世纪 80年代以后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人权开始成为“西化”的重要内容 ,

但当时的主要针对对象不是中国。到了 20世纪 90年代 ,人权成为欧美国家对中国的主

要政治要求。从 21世纪伊始 ,虽然欧美国家针对中国西藏问题与台湾问题再次借以人

权之名提出来 ,但人权议题无法成为世界范式 ,因为上述问题是中国国内独有的“和与

战”问题。这时 ,欧美等中心国家所提出的全球化与和平价值在其掌握话语权的背景下

显得极端重要 ,因此西方把“中国威胁 ”的讨论放上议程。于是 ,与之应对的是 ,中国转

而寻求软实力与文化魅力 ,这就是现在中国最新一波的自强运动内容。与其说中国拥有

更大的软权力 ,毋宁说是中国在临摹学习软实力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不见得

真的是以追求拥有软实力为最后目标。

四 　结论

本文从自我中心与群体归属两个认识角度归纳了看待“中国 ”与其“崛起 ”的观察

位置。这些位置与取向构成了四种对待中国崛起本体论上的叙事 :国家主义、亚洲主

义、文明与天下。中国或者其外围的社会都可能采取这些视野来理解中国崛起。如果

忽略这些视野上的差异 ,我们便无法理解某些当事者何以把中国崛起视为机会 ,而其

他人又把它看做“威胁 ”。而如果位置是从中国出发 ,则情感与实践的取向也可对应

区分为四个类型 :国家权力、霸主、主权身份和“中心 - 边陲 ”取向。这样的分析同时

表明 ,“中国研究 ”不仅是一个应该适应国情以调整的方法论问题 ,它实际上还涉及

“知识 ”形成的前提 ,亦即中国与“非中国 ”关系涉及的群我关系。也唯有对此进行深

入反省 ,才可能理解中国崛起涉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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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tomy between status quo and revisionist powers. How China learns and internalizes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norm s is just one aspect of socialization p rocess, while how China is

shap ing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norm s is the other under - theorized aspect of sociali2
zation p rocess. Furthermore, China is actively exp loring various types of futur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which“negotiated order”is a p rom ising ideal type with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 ractical imp 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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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e engagement, pertaining particularly to passion and anxiety. The resulting Sinicization is

accordingly the recombination of discourse and effect in and outside China. The paper

draws wisdom from p sychoanalysis. It exp lores the deep motivation behind the p ractice of a

social relationship embedded in the needs for self - centrism and group belonging, from

which four different discursive app roaches to the rise of China can be derived, each in its

own way associated with the effects of opportunity and threat. They are“nation state, ”

“civilization, ”“Tianxia, ”and“A sianism. ”Chinese narrators take Tianxia and“nation

state”as their discursive strategies in response to the external view on the rise of China.

Both strategies are mediated by self - centrism and group belonging and evolve into four

possibilities - national interests, imperialism , sovereignty and center - periphery. The last

possibility has attracted enthusiastic response in China lately, but it has also been re - ap2
p rop riated by social science concep ts such as soft power and social cap ital, to the distorted

effect that cognitive m isrep resentations are unavoid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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