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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国家积贫积弱生死存亡系于一线的时候，很少会有人讨论民富抑或国强哪一个应当成为民族复兴的
优先目标。
在那种情况下，国权和人权、国家尊严和人的尊严作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只能并求而无从舍弃其一。
但当国家安全基本得到保证国民经济长期处在上升通道时，先民富还是先国强，先保证人的尊严还是
先实现国家的尊严就成为了很多人讨论的热闹话题——这一话题在2010年因为十二五规划而再度成为
热词，且看来讨论必将持续下去。
    这个命题和有关中国体育的一个同样争论了好些年的问题非常相似，那就是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之
间到底哪一个应该处在优先顺位。
而且，人们在讨论这两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偷换概念各取所需的倾向。
的确，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在我们经济实力非常有限的那个时代曾经被人为进行过取舍。
而如今再强调发展竞技体育而忽视群众体育，或者鼓吹放弃“金牌计划”都是没有必要的，不但是因
为逻辑上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本来就存在着不可分割的互为条件的关系，而且还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
了足够的人力物力能够推动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而不必有所取舍。
    民富和国强之间，与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之间颇为类似，差别只在于民富和国强在任何时候都不是
非此即彼舍此就彼的关系，而是对于民族复兴同等重要必须同步追求的两个目标，是让我们这个民族
充满尊严感地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基本条件。
    2010年的网络上流传着一个经典段子：“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在于能不能办奥运会、世博会、
亚运会，也不在于能买多少美国垃圾国债，更不在于能去国外几十亿几百亿下订单，而是在于让公民
坐在家里不会被烧死，上街摆摊不会被扇耳光，走路不会被李刚家的宝马车撞，想吃什么都不用担心
会有毒。
”    扣除这段言论中的不准确细节和情绪性表达，应该承认这段话指出了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尖
锐问题，即改革开放的成果并没有让社会公众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心理满足感。
原因在于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分配的不协调关系，在于我们的社会进步远远落后于我们的经济
进步，在于我们以效率之名忽视了保证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人的尊严。
不管我们能发射多少颗卫星和航天员，不管我们的巨型计算机能领先其他国家多少个月，只要中国大
地上还有赵作海、还有王鹏、还有大喊“我爸是李刚”的肇事司机、还有“为领导服务”的交通警察
，我们就谈不上是一个有尊严的社会，我们的民众就谈不上是有尊严的大国公民。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明程度和奥运会乃至亚运会毫无关系，甚至断言我们到国外下订单买
国债的能力是完全不值得追求的。
恰恰相反，我们这种能力的增强不但是民族复兴成就的表现，而且是我们进一步复兴的能力基础。
    问题只在于我们的对外能力是否只用于办奥运会和替别人还债，还是同时也要用于维护我们的国家
主权、领土以及民族复兴外部条件的可持续供给，概言之，就是捍卫中华民族作为集团概念的整体尊
严。
    如果我们的能力只是用来树立中国在世界的温顺形象，不但我们会毫无尊严感可言，我们的能力实
际上也是不能持久的——我们还能在保护主义盛行的市场上延续多长时间出口神话呢？
这种神话原本就是以我们的工人对低工资低福利低尊严的容忍能力保证的，即使我们的工人还能容忍
，外部市场却已经不再打算赞叹中国工人的忍耐能力。
    此外，我们的经济增长还能消化多少海外能源、原材料价格不断创下的记录呢？
我们企业的利润不断被国际上游原料供应商和下游采购商摊薄，同时还要承担越来越沉重的环境成本
。
我们的出口模式早已不是我们的骄傲，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危害中国经济发展的鸦片——先是在氤氲
中制造出“世界工厂”的神话让人飘飘欲仙，再让我们在精神上越来越依赖实际上在不断贬值的美元
，同时在身体上逐步习惯于力气的过度透支和空气的日渐恶化。
    最后，我们还能用多少自我克制来维持我们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特别是在不少国家把我们的容忍理解为退让，把我们的和平政策看作是可以无限透支的空头支票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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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
自2010年大半个世界都在解读为什么中国外交变“强硬”了，而中国却在讨论何以金融危机后中国的
国际环境突然黑云压城。
固然，是谁问对了问题本身是可以争论的，从中所体现出的问题却必须引起中国人的足够重视。
那就是我们长期奉行的政策随着中外实力相对关系的变化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既没能消除外国
对中国的疑虑，也没能巩固中国的安全，更谈不上提高我们的尊严，因而调整极为必要。
    回顾以往我们所走过的风风雨雨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与我们在处理内外事务时不太习惯将尊严作为
首要追求目标密切相关的。
我们因为追求更有效率的发展而忽视对人的尊严的保证，由此，那些“谁和投资者过不去，就是和XX
人民过不去”的言论不绝于耳。
失去了对人的尊严的保证，国强很容易沦为垄断阶层与民争利以图自肥的幌子，像我们的“长子们”
先低价外销柴油再对内哭穷喊涨。
实际上，民众对海外签大单的不满很可能并非因为大单本身，而是由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时大手大脚和
对国内民众锱铢必较所形成的反差。
而相应地，我们也曾经为了获得有利的发展环境而搁置了我们对民族尊严的要求，因此才会有人试图
利用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为自己谋求战术及战略利益。
放松了对国家尊严的坚守，人的尊严如何才能得到保证？
这个问题不止和詹其雄及他的水手有关，还和我们的子孙后代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倘若今天我们
把稀土卖作白菜价而明天当他们不得不用黄金价购回的时候，他们能有什么尊严可言？
    尊严应该成为2010年乃至以后中国人在思考和自己有关的任何问题时都置于优先地位的一个词汇。
国富国强民富民强，原本就是一枚金币的两面，而这枚金币的计量单位就是两个字：尊严，国家的尊
严和人的尊严。
忽视了对尊严的渴望，最终连发展都保障不了，对个人和国家都是如此。
对内建立人的尊严，对外追求国家尊严，唯有如此，中国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也才是有意义的。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国家和人的尊严？
我们曾经一度认为这是一个道路问题或者说方向问题，即选择怎样的道路能够将中国和中国人带入到
一个美好的新世界。
然而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至少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另外一个问题则是，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以怎
样的速度行走在我们的道路上。
某种程度上，前者是一个价值问题，而后者则是一个技术问题。
人不可能通过一条“错误”的道路取得“正确”的结果，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人即使在“正确”的
道路上也不一定能避免“错误”的出现。
更何况“正确”和“错误”很多时候本身就不是非此即彼的。
    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在当下的中国，无论是在所谓知识阶层——体制内的以及体制外的，抑或是所
谓的普罗大众——统计学上的以及互联网上的，以及偶尔在两个群体之间，就任何一个问题进行的立
场往往截然相反的争论越来越具有一种终极化的倾向。
即喜欢将问题的讨论——通常是争吵甚至是互相谩骂——推向寻求得出根本性的结论，往往倾向于认
为今天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制度问题，差别只在于是用一种别人正在使用的制度还是用一种我们曾经
使用过的制度来取代现行制度。
当然，也有人从阴谋论的视角认为所有针对制度的讨论都是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势力”在背后推动
。
    这种争论是不是有意义，并不是我要讨论的。
或许有，但至少这不是当下中国唯一需要得到解答的问题。
很多问题，在任何制度下，或者说选择任何道路，都是存在的，而且都可能会很严重——就像高速公
路隔离带两面都可能会发生车祸一样。
这当然是一个不精确的比喻，实际上，比喻本来就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论证方法。
但以下问题可不是比喻：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公平有效配置、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病、全球市场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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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与技术产业化、国防现代化与军备竞赛⋯⋯任何一个作为集团意义的国家以及
更应该作为个体概念的人民，都要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的其他一些问题，而这些
问题并不是引入某种制度就会自动得到解决的——除非把“制度”抽象为宗教信条一样的原则或者具
象为无所不包的全部治理政策，这两种对制度的解读显然都是没有可操作性的。
    这并不是在贬低制度构建与调整的重要性，只是要主张：制度调整不会自动解决所有问题；制度调
整很多情况下是要通过细节来体现的。
    本书集结了我自2006年至2010年底在《国际先驱导报》、《东方早报》、《中国新闻周刊》、《瞭
望东方周刊》等报刊上刊载的时事评论文章。
既评点中国外交、大国关系中的折冲博弈，也观照中国的国际责任和担当；既聚焦中国自身发展的进
程及其乱象，也涵盖周边国家的发展以为中国借鉴；既考量中国人实现崛起梦想过程中遭遇的现实挑
战，也探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价值观的冲撞。
而“尊严”二字则是贯穿始终的关注点和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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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集结了作者自2006年至2010年底在《国际先驱导报》、《东方早报》、《中国新闻周刊》、
《嘹望东方周刊》等报刊上刊载的时事评论文章。
既评点中国外交、大国关系中的折冲博弈，也观照中国的国际责任和担当；既聚焦中国自身发展的进
程及其乱象，也涵盖周边国家的发展以为中国借鉴；既考量中国人实现崛起梦想过程中遭遇的现实挑
战，也探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价值观的冲撞。
而“尊严”二字则是贯穿始终的关注点和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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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海林，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南亚研究》编辑部主
任，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评论员，云南卫视《新视野》特约评论员，《国际先驱导报
》、《东方早报》专栏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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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丰田给中国汽车的第二个启示或许是：“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美国人很不喜欢这句话，不
但因为这是列宁的名言，更因为如果我们把2009年的针对中国的特保措施和2010年的丰田召回事件也
“联系”一下的话，得出的逻辑结论不太可能让美国人高兴。
一个幽灵，贸易保护主义的幽灵，正在北美大陆上空徘徊。
连克鲁格曼之类的经济学家都不在乎自由经济了，奥巴马等政治家为什么还要遵守“反对贸易保护主
义”的承诺呢？
现在不是小布什时代了，那个自我感觉超级良好的、要在全世界推行民主的美国暂时让位给了一个奥
巴马治下的、时不时有些沮丧的、关心自己工人的饭碗远多于关心阿富汗民主的美国。
保护本国产业，为什么不呢？
曾有一种说法，在贸易关系上，强者偏爱自由，而弱者则强调公平。
这句话原则上正确，但细节上需要完善——强者也会主张“公平”，如果强者觉得自己的地位不太牢
靠的话，而这个“公平”肯定会让某些外来者倒霉。
丰田在2008年取代美国公司成为世界汽车制造业的龙头老大，2009年就被迫召回800万辆汽车。
这当然也是一种充满阴谋论色彩的“普遍联系”，丰田章男面对中国记者用828个汉字回避了直接谈论
这一假说。
他要是不觉得这一点可能有些道理，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给一个明确的否定答案？
为了至多20000个钢铁工人的饭碗，奥巴马政府不惜启动小布什拒绝了多年的“特保”，为了美国汽车
产业（可不只是就业那么简单），美国对丰田“下手”恐怕一点愧疚感都不会有，尽管丰田是日本企
业，而日本是美国的盟国，并且25年前曾被美国人狠狠整了一次。
美国对日本企业尚且如此，对中国企业又当如何呢？
这恐怕是我们那些雄心勃勃要进军国际舞台的企业应该仔细想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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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尊严:还要跨越多少门槛》：一方面，我们总有事要做另一方面，他们总有话要说《中国尊严:
还要跨越多少门槛》献给关心中国命运与前途的国人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纪之交，让你从门里门外重
看中国崛起。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尊严>>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