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国竞争的欹器满覆之危

阎学通

大国兴衰之所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永恒的主题,原因是自古以来所有

的国际体系主导国都毫无例外地走向了衰败,其后崛起的主导国也不可避

免地重复衰落的历史悲剧。早在1100多年前,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感叹: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依据美国学界的造词习惯,就会把大国衰败的前赴后继现象称为“杜牧陷

阱”。

满招损,谦受益

古人从统治角度探究国家兴衰的记录应不晚于周朝。《尚书》被认为是

流传至今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该书成书年代不详,但肯定早于秦始皇实现

大一统。该书中的《大禹谟》篇写道:“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

伐,天下莫与汝争功。”
 

其意是讲,君主不自诩,世上就无人与其争权威;不自

我表功,也无人与其争功劳。《荀子·宥坐》有相似认知,以孔子观欹器的故

事讲述谦虚谨慎对于治国成败的重要意义。欹器是一种悬挂的倾斜容器,

水少时是斜的,水适中时则正,水满了就翻倒。鲁桓公将其置于庙堂的座位

右侧,用于警戒治国者不要自满。孔子在庙里看到欹器,感叹说:“恶有满而

不覆者哉?”其意是说:“哪里有满了还不翻倒的呢?”

“满招损,谦受益”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哲学观点,以此为出发点,可推演

出一个大国竞争成败的机制。(1)虚心承认自身缺陷和落后则有改革意愿,

虚心学习和借鉴他国先进经验和措施则改革成效大,否则反之。(2)改革意

愿强和成效大意味着改革能力强,反之则弱。(3)改革能力强则绝对国力增

长快,弱则慢。(4)国力增长速度不同导致相对国力的强弱对比变化,于是

形成国力增长不平衡规律。(5)持续的综合国力对比变化导致大国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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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结局。据此,我们可将这个机制归纳为,越谦逊的大国赢得战略竞争的

概率越大。

这个机制可用于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崛起和美国当下的相对衰

落。“文革”结束之后,国家落后的危机感在我国迅速上升,领导人提出“不

改革就会开除你的‘球籍’”得到了全民共鸣,全民族的改革动力非常强大。

这种强烈的落后危机感推动了30多年的全面改革,而长期不断的改革将我

国推上了崛起之路。冷战后的美国与我国情况相反。美国赢得冷战后成为

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于是全民族的自信心爆棚。美国著名大学的政治

学教授竟然无视国际关系的理论常识,即世界权力不断转移的历史规律,提

出“历史终结”的论断。他认为美国获得了永久不变的世界主导地位,世界

权力再也不会转移到其他国家。问题的关键并不是一个教授的个人认识与

国际关系常识不符,而是这种观念弥漫了整个美国社会。从决策者到普通

大众的过度自信使美国失去了社会改革的动力。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里,

美国的改革力度远小于中国,因此中美两国的实力差距在这个时期出现明

显缩小趋势。

安不忘危,盛需虑衰

近年来,国家落后的危机感在中美两国发生了逆转。2008年的国际金

融危机始于美国,这场危机不仅使美国的战略信誉下降,而且加快了中美实

力差距的缩小速度。例如,2007年中国GDP约为美国的24.6%,仅经过5
年,到了2012年就上升到52.7%。伴随双方实力缩小的速度加快,美国的有

识之士开始承认美国的相对衰落。特朗普于2016年大选时提出“让美国再伟

大”的口号,“再伟大”的含义就是美国衰落了。这个口号之所以有强大的社会

影响力,是因为落后的危机感在美国已经蔓延。拜登执政后,美国落后了的危

机感更加强烈。与美国的情况相反,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特别是抗疫效果的

差别,极大程度地提升我国大众的自信心,被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已经渐次淡

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国歌歌词已无法轻易唤起大众的危机感。

大国兴衰的周期有缩短的趋势。在古代,有的体系强国曾维持几百年

的主导地位;在现代,世界权力转移周期已难超过百年。对于百年人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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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百年不过是其短暂的一生,目前尚健在者目睹了大国竞争成败的频繁变

化和多种欹器满覆的悲剧。自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104年

里,大国兴衰不断发生。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从世界主导国衰落成当

下的普通大国。苏联于二战后崛起为超级大国,如今已经解体,其继承者俄

罗斯仅是个发展中国家。日本在一战后曾位列世界五强之一,二战战败后

重新崛起,经济规模一度超过美国的2/3,如今却不足美国的1/4。德国在二

战结束前曾两度为世界级强国,如今不过是个地区大国,冷战结束时其经济

规模为美国的1/3,如今降至不足1/5。美国于冷战后曾为世界单极格局的

霸主,如今则面临着相对衰落的危机。

骄傲自满既是人的自然属性,也是大国的天然属性。大国是指国力强

于多数国家的国家,比他国强大就证明了治国之道是正确的,随之产生自满

心态是符合自然规律的。自我欣赏不可避免地会削弱改革动机。自满心态

会使霸权失去国际体系主导权,使崛起国无缘国际主导权。与骄傲自满一

样也能影响大国国际地位的是自知之明。虽然世界权力转移的历史表明大

国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但大国强盛的持续时间却不同。谦虚谨慎是个有助

于国际主导权延续和大国成功崛起的干预变量。谦虚谨慎具有抑制自满心

理的作用,可维持战略危机感,从而助推国家进行改革,延续或提高大国的

国际地位。不过,谦虚谨慎是圣贤的品格,非普遍现象,其可遇而不可求的

特点就成为历史偶然性的原因之一。

结语

当今数字时代的大国战略竞争与历史上的大国竞争在内容、形式和战

略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但大国战略竞争的性质相同,竞争过程充满种种欹器

满覆之危是一样的。能不断规避这种危险的大国成功的概率较大,而长期

陷于其中不能自拔者则难逃衰败悲剧。从研究世界权力转移原理的角度

讲,欹器满覆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变量,因为它关系到战略竞争的进程和结

果。总之,“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对于进行战略竞争的大国来讲仍是金玉

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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