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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周之前，在华盛顿到北京直飞航班的候机室里，我同李侃如教授不期而遇。
登机后，发现又恰巧彼此相邻而坐。
十几个小时里，除了休息以外，说了不少话，基本上没有脱离“今日中国”这个话题。
一如我们两人以往的语言交流，大部分时间是他侃侃而谈，我洗耳恭听。
临别，李侃如教授非常礼貌地再度提醒我，《治理中国》一书中文版的一切工作都已就绪，唯独缺我
答应给他写的序言。
其实，要讲学术，我没有给本书作序的资格。
虽然我一生一世在中国生活，而且在海外如果有讲学的机会，主题也是中国政治与外交，但绝不能说
自己全面了解中国。
本书内容之丰富，超过了我的学术视野。
为了作序，我又通读了一遍《治理中国》，不仅发现了过去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细节，还想到了一些值
得深究的问题。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们常常说要“从国情出发”，但中国人了解自己的国情，研究自己的国家，也因为“身在此山中
”等多重原因，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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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是继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之后的又一部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重要学
术著作，也是目前美国使用最广泛的介绍中国政治的教科书。
本书英文第一版于1995年出版，而此次出版的中文译本是依据其2004年修订版译出的。
    作者李侃如博士不仅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如傅高义教授所言，也是在中国政治研究领
域学识最渊博的美国学者之一，他对中国的深度观察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美国中国学研
究的水平。
从客观角度来看，《治理中国》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书中的观点既是作者30多年来对中国问题观
察和思考的结果，同时也代表了目前西方许多学者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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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美）李侃如博士
　　(Kenneth l.icbcrthaI)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心主任、外交政策与全球经济发展
资深研究员。
曾任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和商学院教授、威廉斯·戴维斯研究所中国项目主任。
1998年8月至2000年，李侃如博士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
部资深主任，负责美国对东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政策。

　  李侃如博士广泛地研究中国及亚洲事务，著述颇丰，主要著作包括：《美国情报界与外交政策：
做出正确分析》、《克服中美在气候变化合作中的障碍》、《中国寻求能源安全：对美国政策的启示
》、《中国的决策：领导人、结构和过程》、《中国能源部门的决策》、《后毛泽东时代的官僚政治
》、《天津的革命和传统》、《中美汽车业合作之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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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种主张可称为“排外主义者”（nativist），就像西方人使用来描述中国现象的很多术语一样，这
个词在中文里没有恰当的译法。
排外主义者基本上认为，在与国际社会隔绝并找到一个能使人民大众团结战斗的思想基础的时候，中
国过得最好。
他们坚信，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给另一个民众团结一致、共御外敌的国家带来征服和统治的严重威胁。
因此，当务之急是找到并培育一种团结一致的意识形态基础。
他们视西方的影响为制造分裂的。
因此，他们强调以统一的意识形态进行大众和精英教育的重要性，并积极限制国家对外来思想和影响
的开放。
不同的排外主义者所信奉的思想在内容上差异极大，从极“左”（20世纪60年代末教条式的毛主义）
②到极右（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
③不过，自20世纪初以来，甚至排外主义者也普遍反对帝制，因为它未能使这个国家抵御住19世纪的
外来侵略。
第二种主张是“有选择的现代化论者”，其主张可归结为19世纪70年代首次使用的一个口号，“西学
为体，中学为用”。
④这种主张希望在引进足够的外国技术以使中国有力量抵御外部压力的同时，保存中华文明的独特性
和优越性（对于它们的内容，他们看法不一）。
这种观念编织了一个颇具政治魅力的计划——它认为不必进行根本变革，即可获得国家的安全与繁荣
。
如前所述，引进技术的连锁反应已经一再使这种主张在实践中站不住脚，即使它一直是一种强有力的
政纲。
第三种主张是“反传统的现代化论者”，他们认为中国必须成为一个自身能够产生技术创新的社会。
做不到这一点，中国就将永远听命于不让中国得到全面安全的外国人。
这类主张之所以是“反传统的”，是因为持这一观点的人原则上愿意改革“一切事务”，以发展出一
个拥有技术活力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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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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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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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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