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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在欧美各国为经济问题焦头烂

额之时， 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这边风景独好的欣

荣景象。 然而， 在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各国的关注焦点之

时，我们却不断听到周边国家发出的不和谐的声音，中国

与周边国家的摩擦似有上升趋势。 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才

能避免踏入崛起的陷阱？为何同样是崛起，两次世界大战

中的德国和冷战中的苏联相继失败， 拿破仑战争后的英

国和二战后的美国相继成功，其中有何规律可寻？

大国崛起中最明显的失误就是战术失误。 《孙子兵

法》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也。”而大国崛起的陷进之一就是决策者对战争的严重后

果考虑不足， 轻启战端， 战败的同时也失去了崛起的资

格。
从地缘上看，作战最忌讳的就是前后受敌。普法战争

结束后， 普鲁士总参谋长老毛奇一直考虑的问题就是如

何使德国避免两线作战，他提出的作战方案是：若德国与

周边大国发生冲突， 先争取政治解决， 万一必须两面作

战，则德军分两部分东西作战，在两边采取守势，哪边先

获胜就支援另一方，击退攻势后再外交谈和。德国认为这

一方案过于保守，不能保证德国速战速决。因此施里芬计

划取而代之。 施里芬计划认为，由于俄国动员速度慢，因

此可以在六天内先集中兵力打垮法国， 然后转向尚未动

员完毕的俄国，从而在两线都获得胜利。 然而，战术上完

美的计划并不一定就能取得胜利。 德国向法国和俄国宣

战后，按照施里芬计划入侵比利时以进攻法国，然而比利

时在地缘上对于英国的安全非常重要， 因此英国立刻向

德国宣战，这是德国所始料未及的。 结果，德国在东西两

线都陷入艰苦的消耗战中，最后以战败告终。二战时的德

国重蹈覆辙，在西线与英国作战的同时，向东进攻苏联，
直接导致了战败的结局。

而在冷战时期，苏联虽然没有与美国进行大战，但在

中苏交恶后，苏联陷入三线作战的局面，西边是法国、德

国，南方是中国，东方是美国、日本。 1972 年，苏联沿中国

4500 公里的边界部署 44 个师，在东欧部署 31 个师。 在

此背景下，苏联不堪重负，最后不得不以解体告终。
战术失误虽然严重， 但并不一定致命， 我们可以看

到，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也有多次战术失误，然

而这并不妨碍其成功崛起。其原因何在呢？对此我们要考

虑战术失误是由什么导致的这一更深层次的原因分析，
这不得不考虑大国能否崛起的战略问题。

战略是一国外交的指导方针， 所有的战术决策都是

在战略的方向下制定的。 因此，若战略上发生失误，则影

响深远，而德国和苏联恰恰在战略上犯了致命失误。
德 国 崛 起 的 战 略 设 定 者 俾 斯 麦 是 典 型 的 现 实 主 义

者，三次王朝战争是权谋和权衡的产物。 德国统一后，由

于法国仍然寻求复仇， 而英国从维持均势的角度出发可

能会遏制德国，因此俾斯麦积极拉拢俄国和奥匈帝国，组

成了一系列结盟，如 1873 年的德奥俄“三皇同盟”，1881
年 的 第 二 个 三 皇 同 盟，1882 年 的 德 奥 意 同 盟 和 1887 年

的德俄再保险条约。 此外，为了避免英国的敌对，俾斯麦

还推动意、奥与英国达成地中海协议，这一系列同盟成功

保证了德国统一的成果。 然而，俾斯麦卸任后，继任者威

廉二世并没有延续其传统战略。出于个人情绪，威廉二世

仇视俄国，而 想 争 取 与 英 国 结 盟。 因 此，1890 年 威 廉 二

世拒绝俄国延长再保险条约三年的建议，其后果是德国

失去约束奥地利的筹码，将俄国推向英、法一边。法俄于

1891 年签订相互给予外交支持的友好协约。 1894 年法

俄签订了以德国为目标的军事协定。 另一方面，德国与

英国结盟的设想也没有实现， 作为传统的均势维持国，
英 国 势 必 将 遏 制 称 霸 置 于 首 位， 而 19 世 纪 90 年 代 中

期，德国发展海权，扩张海军，引起英国对德国野心的担

忧。 因此，1904 年英法签订友好协约，1907 年英、法、俄

签订协约。威廉二世的外交战略破坏了俾斯麦精心经营

的均势，最终使德国在一战中陷入了两面作战的窘况。
与德国相似，苏联的战略也不足以支撑其称霸。彼得

大帝吸取了蒙古败亡和英国崛起的经验教训， 发现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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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时代，内陆国无法真正崛起，因此制定

了追求出海口这一战略， 这也成为此后

历代领导人的战略。 在二战时期，斯大林

为苏联争取到波罗的海， 但是作为高明

的政治家，他具备高度的审慎，坚决不会

陷入过度扩张的陷阱， 因此斯大林同意

丘吉尔在“百分比协议”中提出的英国在

希腊占 90%建议， 不将苏联力量扩张到

黑海， 同时斯大林也不接受罗斯福将印

度给斯大林的建议， 不使苏联扩张到印

度洋。 然而斯大林的审慎恰如俾斯麦的

保守，很难被后任所继承。 此后的苏联领

导人一直铭记在心的仍然是追求出海口

这一战略， 因此赫鲁晓夫曾将手伸向古

巴，但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灰头土脸，使苏

联的威望受到重大损伤。 勃列日涅夫在

1979 年直接出兵阿富汗， 试图通往印度

洋， 这场战争直接奠定了苏联崛起失败

的结局。
与德国和苏联相比， 英国和美国的

战略更为成功。 从地缘上看，英国处于欧

洲大陆旁边的海岛上，若欧洲统一，则将

在地缘上对英国构成威胁。 因此当法国

路 易 十 四 将 征 服 西 班 牙 治 下 的 尼 德 兰

（即 今 日 比 利 时）时，英 国 国 王 威 廉 三 世

为了使欧洲不出现独霸的强权， 组织了

反 法 联 盟 ，与 瑞 典 、西 班 牙 、萨 瓦 、奥 地

利、萨克森和荷兰共同对抗法国。 其后在

拿破仑争霸时期， 英国组织并参加了多

次 反 法 联 盟 ，如 1793-1797 年 的 英 、奥 、
普、荷联盟，1805 年的英、俄、奥、普、丹联

盟，1806-1807 年 的 英、俄、瑞 联 盟 ，1809
年 的 英 奥 联 盟，1813-1814 年 的 俄、 普、
英、瑞、奥联盟和 1815 年的英、俄、奥、普

联盟，最终法国兵败滑铁卢。 在均势战略

的指导下， 英国决策者在战胜后并不谋

求 土 地， 而 是 希 望 恢 复 欧 洲 的 稳 定 ，如

1804 年， 英国首相皮特在与俄国沙皇亚

历山大一世的通信中指出， 欧洲不稳定

的主要原因是中欧衰弱，诱使法国入侵。
因此要剥夺法国大革命后征服的所有领

土，恢复各国家的独立。 为消除法国的觊

觎之心，中欧要组合，如小诸侯国可由普

鲁士或奥地利兼并。 在战败法国后，要重

建欧洲秩序，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俄罗

斯组成针对法国侵略的永久联盟。 在这

些安排下， 欧洲在拿破仑战争后保持了

半个世纪的稳定状态， 英国虽然没有在

欧洲攫取土地， 但是其均势政策使英国

在扩张殖民地时无后顾之忧， 最终成为

“日不落帝国”。
冷战中美国的遏制战略也取得了成

功。 二战末期，杜鲁门总统面临的局势是

法国国势已衰，英国筋疲力尽，德国瓜分

为四，而斯大林挥师西进，苏联军队直达

易北河畔的形势。 因此 1946 年 3 月丘吉

尔发表铁幕演说， 他指出自波罗的海的

斯德丁，到亚德里亚海的里雅斯特港，已

经落下一副铁幕。 美英必须结盟，而长久

解决方案是欧洲团结。 由于美国当时的

优势是拥有核武器， 劣势是陆军作战能

力可能不如苏联。 在此情况下，凯南发表

长电， 认为苏联外交政策本质上是共产

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和沙皇扩张主义的

混合体， 必须通过不断追求军事胜利来

为内部脆弱的政权求得外部安全。 其后，
凯 南 在《外 交》上 发 表 文 章，认 为 一 旦 发

生大的变故， 苏俄或许会在一夕之间变

天，由最强大国家沦为最弱、最悲惨的国

家。 在此背景下，1947 年 3 月 12 日，杜鲁

门发表演说， 认为美国支持自由人抵抗

外来征服， 这次演说表明遏制战略已经

确立。 在此战略的指导下，美国遏制苏联

的扩张， 但不与苏联进行正面作战。 因

此， 冷战期间世界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

没有大战的稳定局面。 最后苏联的结局

也恰如凯南所预料的自动解体， 美国成

功维持霸权。
通过以上对战略的分析， 我们可以

看到，外交战略切忌盲目对外扩张，而是

要分清敌我， 集中力量， 与其他国家联

盟，对付真正的敌人。 然而，如何制定成

功的战略？ 如何分清敌我？ 这需要具备高

明的崛起理念。

理 念 是 一 国 制 定 崛 起 战 略 的 出 发

点。 没有合理的理念，一国的崛起就会缺

乏全盘规划， 体现在战略上的失误就是

缺乏对时机与分寸的把握。
德国和苏联崛起失败的根源都在于

没有合理的崛起理念。 法国为了避免神

圣罗马帝国再次崛起，在《威斯特伐利亚

条约》中将德国分裂为 300 个政治实体。
因此，此后两百年中，德国的目标一直就

是统一。 而在俾斯麦使德国统一以后，德

国依然没有一个核心的道德理念， 德国

决策者并没有考虑德国崛起对世界有何

益处这一问题，在理念的缺失下，一战前

的德国不清楚自己的定位， 在追求强权

的过程中成为众矢之的。 苏联崛起的失

败根源也在于缺乏足以支撑其崛起的理

念。 虽然彼得大帝制定了追求出海口的

战略， 但是这一战略使俄国或苏联不堪

重负。 1918 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

陶宛宣布独立，沙俄帝国解体。 1991 年波

罗的海三国宣布独立，苏联解体。 可见，
出海口是俄国或苏联领土中最容易松动

的疆域。 而且，由于缺乏理念，苏联在对

待盟友时比较强硬粗鲁。 邓小平 1989 年

5 月接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表示，
中苏关系破裂 “问题不在于意识形态的

分歧，我们同样也不正确”。 回顾当年中

苏意识形态的激烈论战， 邓小平认为主

要原因是因为 “苏联没有摆正中国在世

界 上 的 位 置”，“问 题 的 实 质 是 我 们 处 在

不 平 等 地 位 ， 感 受 到 的 是 被 蔑 视 和 屈

辱”。 可见，没有合理的理念，既无法制定

可行的战略，也难以团结盟友，其结果势

必是难以成功崛起。
中国崛起最关键是要有自己的崛起

理念。 然而，怎样才是合理的理念呢？ 笔

者 认 为，用 先 哲 的 话 来 说，就 是 “得 道 者

多助、失道者寡助”。 一个国家的崛起能

否有利于世界大多数国家， 这才是能否

成功崛起的关键。 英国的均势虽然其目

的在于维持本国安全， 但是从客观效果

看，英国的举措维护了欧洲小国的生存。
同 样，美 国 威 尔 逊 总 统 的“十 四 条 ”提 出

了民族自决等口号， 获得了广大殖民地

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支持。 诚如《大学》所

言：“继 绝 世，举 废 国，治 乱 持 危，朝 聘 以

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 ”在此理

念 下，我 们 确 定 恰 当 的 战 略，分 清 敌 友 ，
同 时 在 战 术 上 避 免 两 线 或 多 线 树 敌 ，与

邻为善， 如此我国可望避免以往大国的

崛起中常常陷入的陷阱， 在成功崛起的

同时推进世界的和平稳定。 S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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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国崛起的理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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