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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牛津大学艾什教授的一部政治学术著作，是一部较前沿的、有一定参考借鉴价值的反映西方学
者立场的专著。
通过本书。
我们可以了解以作者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有关的观点、心态，从而加深对西方世界的理解。
首先，本书集中体现了西方学者对世界局势变化的思考。
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对比以及战略格局发生变化．国家关系分化组合。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面临共同的世界性难题。
尤其是从柏林墙倒塌开始到“9·11”事件以来，更加显著的政治分歧、宗教信仰的冲突给西方造成了
重重危机与不可解决的矛盾，这使西方也在重新审视自己。
本书作者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把目光投向整个世界，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希望从对西方危机的
分析探讨中找到解决方法与发展道路。
这方面的思考在当今西方学者中比较普遍，而他们的研究成果也会为政治家提供战略思维的支点。
其次，本书涉及面非常广泛，讨论了众多全球性的政治问题。
书稿从英国起笔，以回顾历史的方式阐述了英国历来的对外政策，然后谈到了欧洲各大国的关系、欧
盟与美国的关系、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作者还论述了苏联解体后对西方军事威胁的减弱，国际恐怖
主义的蔓延，西方世界与阿拉伯国家的冲突，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崛起对西方的潜在威胁等等。
其内容的丰富性体现了作者对世界大势的宏观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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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伊始，西方陷入了危机。
欧洲试着把自己定位在与美国对立的位置上；越来越觉得欧洲麻烦多，与自己不相干；而英国则被夹
在中间。
我们过去所谓的“自由世界”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提摩许·加顿·艾什的作品满怀激情，博古通今，叙述生动，没有哪位当代思想家能够出其右。
书中资料的来源非常建：既有与布什、布莱尔、施罗德等人的个人交谈，也有与堪萨斯农民和在英格
兰农村与英国士兵的交流；既有历史、回忆录、民意调查、社会学研究，也有游历欧美25载基础上的
个人见解。
本书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无法统治今天这个四通八达的世界，为什么新的、扩大后的欧洲只有在一个更
大的跨大西洋共同体里才能实现的自己的愿望，以及自由人民如何共同努力，来帮助中东及世界各地
贫苦人民从折磨中解脱出来。
    加顿·艾什认为，西方若想继续真实地对待自己，就必须超越自己。
欧洲和美国有机会从冷战时所谓的自由世界走进一个全新的国际自由秩序。
作者一直都在思考这些问题。
如今，他凭借在思考中得到的激情催促大家去抓住这个机会。
    本书深刻尖锐，没有人们常规的看法，也没有简单的答案。
它不仅是那些想要领导我们、向我们传递信息的人的“充电器”，也是每一个希望成为真正自由世界
公民的人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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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提摩许·加顿·艾什是七本统称为“现代历史”的政论书作者，这些书描绘了过去25年中欧洲的
变化，包括《波兰革命》、《逆境的作用》、《奇妙的灯笼》、《文件》与《现代历史》。
他现任牛津圣安东尼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当代历史戈尔德高级研究员，也是斯坦福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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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序致读者第一部分 危机　西方的危机　第一章 英国：杰纳斯　　帕特尼　　岛屿世界，世界岛
屿　　左脸与右脸　　四个战略　　丘吉尔与丘吉尔主义　　布莱尔的“桥计划”　　现在如何　第
二章 欧洲不是美国　　一个国家成立了　　5亿人寻找对立面　　戴高乐主义对抗丘吉尔主义　　德
国的情感　　欧洲比美国好吗　　欧洲大西洋主义　　敢问路在何方　第三章 强大的美国　　巨人的
内部　　“双欧记”　　欧裔美国人在行动　　单边主义　　战争　　重回新的起点　　伙伴？
　第四章 新的红军　　与希望为敌的恐怖主义　　近东　　远东　　富裕的北方，穷困的南方　　人
类威胁地球　　联合起来　　危机之中的机会第二部分 机遇　20年与10亿个公民  第五章 英国找到自
己的角色  第六章 欧洲能够成为什么　第七章 山姆大叔　第八章 迈向一个自由世界　我们能做什么呢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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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危机西方的危机当你说“我们”的时候，这个“我们”到底包括谁呢？
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自己的家庭与朋友。
扩大一下范围的话，也许会想到同一城镇或地区的老乡，同一足球队的球迷，同一国家或民族的同胞
，同一种性取向的朋友，同一政治取向的同仁（“我们左派”，“我们共和党人”），或者同一宗教
信仰的“兄弟”（这种兄弟关系遍及世界，全世界有13亿多穆斯林，近20亿基督徒，但本宗教内存在
着严重的内部分裂状况）。
除了这些，大多数人一提到“我们”，就会想到“我们人类”。
有些人也会把其他生物包括在内。
但是，在人们说“我们必须做这个”或“我们不能允许那个”的时候，上段中“我们”所包含的最大
含义却很少在人们脑海中出现。
意味着全人类的“我们”是道德层面的，它在今天比过去以往都更为重要，可它不是实际生活中经常
提起的“我们”。
更准确的问法是：当你脱口说出“我们”的时候，你所指的范围最广的政治共同体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就隐藏着我们未来的钥匙。
对我这个生于冷战时期的英国人来说，范围最广的政治共同体就是“西方”。
我和我的朋友们没研究过它的界限在哪里，所以你要问我们它的界限，我们也说不出。
土耳其是它的一部分吗？
日本是吗？
墨西哥呢？
但就像欧洲或是共产主义存在着一样，我们毫不怀疑它的存在。
它的核心就是大西洋两岸西欧与北美的自由国家。
冷战期间，西方面临着一股我们称为“东方”的敌视力量。
一说到东方，我们就会想到苏联，它的红军，它的核弹头，以及位于我们后来称为“东欧”的它的卫
星国。
有时候，西方的政治家或鼓吹者试图说服我们，世界上凡是没有极权当政的国家，就是“那个自由世
界”的一员，即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在本国迫害批评者，压制言论自由，操纵选举也是如此。
我和朋友们一直不同意这个观点。
皮诺切特将军领导的智利就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那个自由世界”有很强的指代性，它隐含着一个意思，那就是所有本世界内的人都是自由的，所有
本世界外的人都是不自由的。
这种说法一在公众场合用，就让人觉得可怜，一在私下里用，就让人觉得讽刺。
在成龙影片《尖峰时刻》里，一个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官大言不惭地说：“我们是整个自由世界中最招
人恨的警察。
”然而，这个西方是真实的。
如果一个人多次去过“铁幕”的另一边，比方说波兰，那他就会相信这一点。
我在那里的朋友们一直在谈西方。
他们比大多数西方人更坚信西方有着根本性的一致以及共同的价值观。
他们害怕西方会软弱腐化。
“我们，”他们说，“是被困在东方的西方人。
”当时，我觉得这些波兰、捷克、匈牙利的朋友们作为个人比土耳其或日本作为整体更属于西方。
其他人和我经历不同，见解也不一样。
一个人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的立场。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西方，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美国、法国或伊斯兰一样。
人们心目中的意大利和意大利人一样多。
可不管怎么说，意大利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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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西方的政治社会和所有的政治社会一样，都是既真实又虚幻的。
在它的军事边界上，它极为真实。
在寒冷冬日的清晨，东德与西德之间整整一条边境线上都站着瑟瑟发抖的士兵。
他们之中有荷兰人，比利时人，英国人，德国人，加拿大人以及美国人。
如果东方发、动军事袭击的话，他们做好了共存亡的准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这个政治社会也是虚幻的，因为这些准备在战斗中共存亡的士兵背后，还有许许多多的假设。
假设是那些把士兵部署在这里的人做出的，也可能由士兵自己做出，是关于什么把“我们”团结起来
，以及什么把“我们”与铁丝网对面那些人区分开来的假设。
它是西方的一支思想部队。
比如说，许多人相信我们所谓的“西方价值观”。
西方就代表着自由、人权、民主与弦治。
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好东西，主要在西方发展，把我们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我们给自己讲授的历史也是我们自己时代的历史——有时还会不自觉地带上自己的意愿。
在冷战期间，好几代的美国学生都在学习富有启发性的西方文明：从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在欧洲的
传播，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英、美、法国革命，资本主义发展，再到中产阶级，普选
，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最后到那沐浴在阳光中、由美国领导的“大西洋共同体”。
博大的西方文明发轫于欧洲，止于美国，从柏拉图一路走到了北约。
在加州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布满灰尘的书架底层上，我找到了一本书，名为《莱夫图画西方男人历史》
。
这本书出版于1951年，它最为自信而简单地诠释了西方文明。
书中的第一句话是：“西，方男人——他是谁？
他来自于何方？
”这个“在世界上行走的最具活力的生物”的形象最早在欧洲出现于“大约公元前800年（有些地方早
一点，有些地方晚一点），他已做好准备，踏上光辉的历程，为世界创造一个新的文明”。
想当年，西方男人是“皮肤白皙，四肢粗壮，勇猛果敢，信仰对灵魂的永久超度”。
莱夫几乎没提有色人种，更别说妇女了。
西方男人“努力获得自由，首先是为了自身获得自由，然后是为了自己的思想与精神获得自由，最后
尽同样的努力为了他人获得自由”。
莱夫的书图画精美，描述了西方男人的进步，“从他首次在中世纪出现到使美国取得在当今世界的领
导地位。
”书中的结论是：“一艘‘大西洋共同体’巨轮，正在载着西方男人远航。
”过去人们梦想着要有一个共同的未来。
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张巨大、复杂而又紧密联系的网。
这张网因人们的梦想产生，又在帮人们实现自己的梦想。
它包括了许多特殊的关系，有政府与政府，军队与军队，公司与公司，大学与大学，情报机构与情报
机构，城市与城市，银行与银行，报纸与报纸，还有就是数以百万的个人之间的。
航空运输速度与运力和电子通信速度与容量的迅速发展促进了这璐网的形成。
在这张拥挤的遍布世界的网上，每种类型的线都有一百个双边或多边的表现形式：法美、法德、英美
、美波（兰）、葡西、斯（沼文尼亚）意、新（西兰）欧、澳（大利亚）美、欧共体、北约等。
更多的人更频繁地为更多的目的彼此相识、通电话、写信、发传真。
这种情况还是在电子邮件出现以前产生的。
如果在地图上把不同类型的联系用不同的颜色描画出来，那么整个图就会很快满是墨迹了。
这样的联系在世界范围内扩散——人们开始谈论“全球化”——但没有什么联系比西欧与北美之间的
联系更为紧密。
我闭上眼睛，试着描绘出这个西方的形象。
不料它如此乏味，我赶紧睁开了眼睛。
我刚才所看到的是领导人会见的照片，这些照片都熟得不能再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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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现在整天见面，这和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的情况可不相同。
过去领导人之间极少见面。
翻开脑海中的影集，我首先看到的是十多不或更多国家的元首站在宫殿或大酒店的台阶上，他们，凡
，乎全是穿深色西装的中年人。
然后我看到和蔼可亲的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他们互相拍着背，拉着胳膊，表现得亲密无间。
这时我脑中闪过一张粒面的快照旧照片，照片上四个人在瓜德鲁普身着热带服装，坐在海滩伞下，讨
论核导弹问题。
我脑中又闪过一张新一些的数字图片，图片上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在某个乡下别墅里见面。
他们随意地穿着衬衫和牛仔裤，正好为李维斯、盖普或香蕉共和国做免费模特。
最后我又看到了那个永久的形象——在美国的某个地方，两个中年人咧嘴笑着，像孩子似的，在高尔
夫车的前座依偎在一起。
这种亲密就是所要传递的信息。
“友谊”是政治家们，用外交语言给这种关系起的名字。
“友谊”的象征意义同时也被沿用到了政治家所代表的国家间的关系上。
若两个国家是朋友，那它们的领导人最好也是；若两个领导人成为了朋友，就会促进两国之间关系的
发展。
这种即时的、速配的“友谊”很有趣。
你不知道它能有几分真。
1941年8月，温斯顿·丘吉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纽芬兰湾的军舰上会面，与众多英美随从一起高歌
“前进，基督教战士”。
他们建立了20世纪西方最具象征意义的亲密关系之一。
但他们二位到底是多好的朋友呢？
然而，现代社会中，我们不是朱门外的贫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石崇王恺们斗富。
我们也不是奥林匹斯山下的猪倌，只能紧张地猜测山上的诸神们在争论着什么。
我们书写我们自己的历史。
不管玛格利特·撒切尔与罗纳德·里根，或赫尔穆特·科尔与弗兰克斯·密特朗之间的“友谊”究竟
有多深，对我来说，法国人、波兰人、美国人和德国人过去是朋友，现在还是朋友。
这些友情是在特殊的时间、地点中产生的。
什么样的友情不是呢？
我们支持与反对的事情是一样的，虽然不是在所有时间、所有事情上都是如此，但也足够把我们结合
在一起共同完成事业了。
我们希望在西方保持自由，为东方人赢得自由。
我们感到彼此是同伴，这是种非常重要的感觉。
我们感觉我们是“我们”，有理由称“我们”。
实际上，我也有不少熟人把西方当成“他们”：血腥的美国人、可恶的托利党人、混蛋的德国自由派
，这帮人搞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他人，贪污腐败，他们推翻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用燃烧弹袭
击越南儿童。
但这些批评者经常是用自己认可的道德准则来衡量冷战时的西方。
他们就算是把“自由世界”空洞虚伪的论调驳得一文不值，也总归肯定了西方的存在。
除非你是堂吉诃德，否则你总要有个实在的靶子来攻击。
因此冷战期间的西方是一个事实。
假如足够数量的人认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是真实的，那它就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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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提摩许·加顿·艾什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关于欧美问题最为聪明的作家之一。
如今，跨大西洋关系处于关键时刻，他带给我们出色的分析——实用而不抱幻想，富于原创性，语言
应用纯熟，总体来说颇具启发性。
”　　——玛德琳·奥尔布莱特“这本书很重要。
它具有新鲜意义与积极作用，毫无保留地说出作者的想法。
《自由世界》证明，跨大西洋的西方对所有人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欧盟把自己定义成美国的伙伴还是令它失望。
从本书中学习知识，获得灵感，你将会喜欢这本书。
”　　——乔治·舒尔茨“提摩许·加顿·艾什在本书不仅仅出色地分析了今天的世界，还告诉我们
必须做什么事情来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他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有理由相信这种迫切需要的变化可能会发生。
这本书将向世界各地的读者传递信息，鼓励甚至启发他们。
”　　——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中心的生物伦理学教授，受Jnaw.DeCamp计划赞助的学者彼得·辛
格“提摩许·加顿·艾什是欧洲与欧美关系最为敏锐的观察者之一。
在这本重要的书中，他解构当今陷于麻烦之中的跨大西洋关系，把它放在更广范围内的全球视野中来
观察，并给我们带来对未来的希望。
他的书优雅、智慧、清晰。
”　　——《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作者约瑟夫·奈“有说服力地展示了自由的扩展与一
个世界政治的新时代。
”　　——瓦克拉夫·哈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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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由世界:美国、欧洲和西方世界的未来》作者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把目光投向整个世界，把世界作为
一个整体来研究，希望从对西方危机的分析探讨中找到解决方法与发展道路。
这方面的思考在当今西方学者中比较普遍，而他们的研究成果也会为政治家提供战略思维的支点。
其次，《自由世界:美国、欧洲和西方世界的未来》涉及面非常广泛，讨论了众多全球性的政治问题。
书稿从英国起笔，以回顾历史的方式阐述了英国历来的对外政策，然后谈到了欧洲各大国的关系、欧
盟与美国的关系、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作者还论述了苏联解体后对西方军事威胁的减弱，国际恐怖
主义的蔓延，西方世界与阿拉伯国家的冲突，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崛起对西方的潜在威胁等等。
其内容的丰富性体现了作者对世界大势的宏观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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