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都经不起政治浅薄和战略轻浮
陈兼专场听众观点回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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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上海纽约大学全球体系

杰出历史学教授" 康奈尔大学中美关系

史讲座教授陈兼做客第
$$%&

期文汇讲

堂!主讲#中美关系的情仇恩怨$%讲座结

束后!文汇讲堂对部分听众进行了回访&

回访时间!

!

月
"$

日!电话回访共
&'!

小时!

#

人

回访对象!

张建二
!!

后 静安区教育学院教师

刘建军
"!

后 复旦国关学院教授

孙海泳
#$

后 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应志斌
#!

后 公务员

潘 昱
%!

后 上海交大医学院在读博士

李涵正
&!

后 华东师大金融与统计专业

学生

中美两国间应重合作远纷争

问题
'

" 陈兼谈到中美两个大国目

前的双边关系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崛起大

国与守成大国间的关系# 您怎么看$

张"应"潘!以往崛起大国与守成大

国总是难免战事纷争' 而目前中美两国

之间似乎是种(老大)和(老二)的关系!

但(合作)才是主题%双方应该避免误会!

避免不必要的军事冲突%

刘!如果从史上(零和博弈)的游戏

规则来看!通常可见
(

去挑战
)

!结果导

致
*

上位% 所以!中国不必扮演一个(挑

战者)的角色!事实上!诸如伊斯兰国等

恐怖主义更急于向美国发起冲击%此外!

中国自古以来奉行和平主义原则! 建立

新型大国关系! 就是要在平等互利的基

础上 !让两种不同文化 *传统共存共

赢 %

孙!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且经济平衡

之外再加上核平衡的因素! 使得两国即

使政治上偶有摩擦! 亦不至于闹到不可

开交的地步%

美国的狂妄让其内部矛

盾愈演愈烈

问题
(

" 陈兼觉得美国最大的内部

挑战是民主陷入两个怪圈" 一是资本金

融有了绝对的权力%处于垄断地位&二是

政治上的极化现象% 只能说
)*

不能说

+,-

& 而这两大问题只能靠美国自己解

决# 对此%您的观察是$

刘! 美国曾经向昔日霸主英国请教

过如何统治世界! 英国人给出的答案是

海外驻军%然而!英国人的手段相对温和

些!主要通过改良殖民地+比如当时的印

度,管理模式来维系帝国威权%可美国人

过分自信!军火商*资本家*政客沆瀣一

气!美军多以强大火力摆出-救世主)的

派头!终于陷入战事不休的怪圈% 如今!

与其说美国国内危机难以根除! 不如说

正是美国这种狂妄自大的对外战略!让

其内部矛盾愈演愈烈%

孙! 美两党极化确实致使国内政治

陷入僵局! 一些敏感议题双方无法达成

共识'但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国家安全

问题上!两党从来不存异见%

潘!两党(互撕)暴露了美式政治民

主的弊端!危机时刻!一个强有力的中央

声音更加行之有效%

外交需要沟通与妥协

问题
.

" 陈兼建议讲好中国故事的

方法就和谈恋爱时要互相交流与身体力

行一样# 这给您什么启发$

孙!外交当然需要沟通!也需要一定

程度的相互妥协...双方都不肯作出任

何让步!还怎么谈得下去/

应!这个比喻形象%历史学家讲故事

不像政客那样一味狂轰滥炸! 妙处由听

众自己领悟%

潘!应以真情动人!别虚伪%说实话*

干实事!才能合作共行%

李!讲好中国故事!也可适当发出强

硬的大国声音 %

中美要完成共同承担大

国责任的交集

问题
/

" 黄仁伟认为中美有两大共

同点"责任意识%自我纠误修复能力# 就

中美肩负的道德理想与大国责任% 您有

何观点$

刘!同样的自我纠误!美国付出的成

本要比中国大! 因为美国没有独立于两

党之外的权威力量一言定全局% 中美需

要完成共同承担大国责任的交集! 而按

照历史上大国霸权一般维持
"+,

年左右

的情况看!已统治世界
-,

年的美国还有

#,

余年的绝对竞争力!故此一阶段怎么

合作下去!须慎重以待%

孙 !时殷弘教授的 (中美都经受

不起政治浅薄和战略轻浮 ) 说得很

好 !这就是我的观点 %

潘"李0虽然中美两国体制不同!东

西方文明存在差异! 但大国责任与理想

是不容推卸的! 是双方都需要为之努力

的目标%

历史需从政治" 经济"军

事等多角度解析

问题
!

"'中美关系现状( 已有国际

问题专家)军事学家)经济学家做过多番

阐释# 您对陈兼作为历史学家的解读有

何感想$

张"潘!多种角度提供多种思考!强

国交锋有太多话题值得探讨%

刘! 作为历史学家! 陈兼讲得很生

动!但可能限于时间!他没有进一步解释

中美情仇恩怨产生的根源! 我们又该如

何化解%

孙!这是一次吸引人的讲座!可惜历

史很难被说出新意% 其实就当年中美之

间的种种故事 !基辛格的 1

./ *01/2

$已

经披露得很详尽了%

应!历史当着眼未来%陈兼演讲时间

跨度大!全景式扫描体现开阔视野%

李!陈老师的演讲有一种人文关怀!

让我了解了很多不曾在教科书上注意的

细节% 我觉得历史需要从政治*经济*军

事等多角度解析! 这样更到位! 也更具况

味%

+回访设计"李念 实施)整理"孔冰欣,

!

陈兼精彩主讲中美关

系史%极富感染力

"

黄仁伟点评褒中再立

#

会场里听众站无虚席

$

听众在观看完介绍陈

兼的小电影后%纷纷拍下

其中与国际学者交流的

珍贵照片

听众回音壁

从
!三
体
"联
想
大
国
博
弈

第一次去听文汇讲堂 % 惊

喜之余 !收获颇丰 % 回来整理

讲座记录 !再一次体味了陈兼

教授的讲演 %陈教授说不平衡

是绝对的 !平衡是相对的 % 恰

巧 本 学 期 选 修 了 博 弈 论 !我

想 !用 -博弈 )二字概括几经

风雨的中美关系再合适不过 %

在讲座的互动环节 !我向

陈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 0当今

科技疾速发展 !中美在人工智

能 *量子技术和航空航天等尖

端领域以 -开展军备竞赛 )般

的热情研究实验 %在这样的环

境下 ! 一旦出现技术爆炸 !是

否会导致中美之间出现新的

冷战 / 产生这个问题 !是因为

前不久读了 1三体 $ % 个人以

为 !三体人与地球人由于 -黑

暗森林 )法则达成的短暂和平

正是一种冷战 %三体人拥有高

超科技 !而地球人在最后也掌

握了威胁三体人的办法 %假若

现实中出现技术飞跃 !美中关系 !不正

似三体与地球 /

陈教授指出 !这种冷战不会发生 %作

为世界大国 !它会从人类整体角度看待

局势 % 冷战可能导致的风险是否符合它

的最大利益 / 不 % 再次冷战带来的风险

可能造成全人类的毁灭 % 正所谓一损俱

损 !害人害己 % 考虑到 -两败俱亡 )的可

怕后果 !任何一方都不会轻举妄动 %

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

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 进一步想 !如果这

利益之于不同国家有着很大的交集 !那

么冷战真的会成为历史 % 博弈论中有一

名词...纳什均衡 % 这个均衡是博弈者

的一个策略组合 !任何博弈者独自偏离

这一策略组合 !其收益都不会增加 % 很

明显 !人类的科技发展正在加强这种均

衡 % 违背者将付出和另一方同样惨重的

代价 %

另一方面 !中美关系绝非零和博弈 %

所谓零和 !即我多彼少 *彼多我少 % 曾经

看到一句话说的很好 0 你有一个苹果 !

我有一个苹果 !交换后每个人只有一个

苹果 '你有一种思想 !我有一种思想 !交

换后每个人就有了两种思想 % 中美关系

不亦如此 / 倘能取彼之长补己之短 !能

形成良好的科技互动!双方都会受益无穷%

然而 ! 没有冷战不意味着可以盲目

乐观 % 大国博弈 !博弈者要有博弈的资

格 % 中国人不能因为一点小波折就悲观

绝望 !更不能因为关系一点点升温回暖

就得意忘形 % 在某些方面 !我们还差的

很远 % 无论是教育 !技术 !还是基础科

学 ! -中央之国 )跟 -山巅之城 )毕竟差了

一些距离 % 世界永远是强者的世界 %

从未想过陈教授
3,

分钟的讲座竟

能够引领我进行这么深入的思考 % 曾以

为大国博弈仅仅是政治家和智库的事

情 !现在发现不是这样 % 原来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 并不是一句过时的俗语 !原

来普通人也可以去 *并且应该去思考国

家的命运和未来 % 真幸运 !在大家各自

奔小康的今天 !有人能够跟我们谈谈中

美关系 !谈谈祖国 %

最后 ! 我从波谲云诡的中美关系中

悟出两句话 0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2

犯我中华者 !虽远必诛 %

+阮博男 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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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陈兼教授的双重逻辑思维
!!!一位语言学习者在文汇讲堂的体悟

聆听了陈兼教授1中美关系的情仇恩怨$的讲座!

无不被他慷锵有力*声情并茂的语言所吸引!而内容更

是逻辑清晰*有的放矢% 作为一名语言学习者!除了关

注讲座的内容!对讲话者的语言*逻辑也是格外注意!

特别是面对陈兼教授这样的学术巨擘! 其学术成就能

同时被中外认可必定离不开语言逻辑的微观层面因

素% 在中国崛起的今天!在对外交往频繁的今天!我们

又可以从中获得什么启示呢/

陈教授梳理了中美关系史的五大阶段! 点评嘉宾

黄仁伟教授又增添了
&,

世纪
$,

年代以后中美关系的

新阶段!给观众呈现了中美关系的历史宏图%但是这种

宏大叙事的切入点却是一个个历史故事!化大为小!用

了约
!,

个历史故事来展开或论证自己的演讲!这就是

一种英语思维逻辑的表现! 汉语习惯用大而化之的概

括性语言!而英语偏向用实例说话!从观众的角度看!

这种叙述方式就更能起到循循善诱的效果%

在对外交往的时候! 从大的范围讲是国与国之间

的交流! 但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又何尝不是人与人之

间的交流呢/外交工作者是对外交流的第一阵线!外交

工作者通常都具有外语背景! 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不是仅仅有语言就足够的! 更重要的是在于双方的逻

辑思维是否处于同一条线上! 这里的一条线不是说双

方的逻辑思维一致! 而是说彼此都能够洞悉对方讲话

背后的特有逻辑! 否则最严重的后果是双方以为自己

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但却是错误的理解!导致误会或疑

虑甚至是更严重的外交或政治后果! 历史上这种例子

数不胜数!

))*

曾整理过历史上犯过的严重的翻译错

误% 这种情况通常就发生在双方对彼此的逻辑思维把

握不清的时候!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虽然不同语言不同

民族之间都是有相通性! 尤其是在语言学习的时候为

便于学生快速掌握一个知识点老师会非常强调这种相

通性!但是在真正的对外交流中!我们要把自己的关切

点放在这种差异性上!只有注意到了这种差异性!才能

更好地利用相通性!最后达到交流的目的%

学者专家是对外交流的第二阵线! 当前国内的许

多学者专注于学问研究!在国内影响很大!但是相较之

下!在国外的影响力就远不及了% 其中一个原因!从语

言和逻辑思维的微观角度看! 或许是因为没有深入了

解讲其他语言的民族的逻辑思维% 笔者曾经读过一些

国内学者论文的英文翻译版本! 发现虽然语言用词比

较恰当! 但是行文叙述的逻辑结构仍然是按照中文的

行文逻辑思维! 这难免让英语国家的学者读起来有种

佶屈聱牙*无法理清观点的感觉!如此种种!又如何能

够实现学术文化交流的目的呢/ 我们一方面需要优秀

的合格译者!但是译者无法独自挑起大梁!对外交流需

要学界每一个人的努力!我们要学习陈兼教授!学贯中

西逻辑思维并能融会贯通!才能实现成功的学术交流!

让外国学者真正地了解中国%

当前正值中国推进-一带一路3战略的大背景下!如

此宏大蓝图的实现需要每一个人担当起自己的责任!

要先了解差异!首先是语言逻辑思维的微观层面差异!

进而寻求共同利益% 而对于处理中美关系这当今世界

最大的双边关系时!也不能忽视这一层差异%

4

王玉尧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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