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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人捧怎么会是坏事呢？
一般情况下，答案是没什么悬念的。
然而，如果吹捧你的人并不真正了解你，他的吹捧要么是出于一种泛泛的善意，要么是把你当做一种
浪漫的想象，试图通过“移情作用”来刺激他自己，要么是希望从你那里得到某些东西，甚至让你为
他卖命，那就应另当别论了。
    吹捧中国，如今成为国内外的一种时髦、一种潮流。
吹捧者的动机纷繁多样，但不管其动机如何，“树欲静而风不止”，如果中国本身不能自持，那么这
些真真假假的吹捧就将使我们失去清醒的头脑，飘飘然，偏移本来设定好的航向。
如此，“吹捧”就变为了“捧杀”。
    我们的邻居日本就曾遭遇这样的“捧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突飞猛进，只用了20余年的时间就从一片废墟上新建起了一个经济强国
。
西方世界当年对日本的吹捧一点都不亚于现在对中国的热捧。
1979年，美国学者埃兹拉·沃格尔甚至写了《日本名列第一》这本书，书中他指出日本在许多方面超
过了美国。
然而，不到10年的时间，正当日本春风得意、不可一世之时，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从此陷入了长期停
滞、一蹶不振的境地。
    殷鉴不远。
本书的立意即在于此：经历了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确拥有了傲人的经济总量和光鲜的都市形象，
但是其内在依然脆弱。
这种脆弱不仅体现在经济基础的不扎实，人均财富很低，更突出地体现在不均衡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
结构扭曲上：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层矛盾和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
博弈升级，国家软实力与硬实力无法匹配⋯⋯至为关键的一点，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未能同步，甚至
改革向何处去，也目标模糊。
总之，我们尚未冲出制度转型的“历史三峡”，转型还要过大关。
在这样的大势下，国人需要做的唯有“冷静、冷静、再冷静”、“清醒、清醒、再清醒”，至于那些
真真假假的吹捧，请让我们大声地喊出：“中国拒绝捧杀！
”    本书的结构布局大体如下：首先笔者试图记录和梳理这样一种吹捧中国的潮流，这主要体现在本
书的第一篇和第二篇。
其中，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吹捧中国的潮流首先是来自国外，然后才引起中国国内的热烈回
应。
    笔者将叙述的起点选择在2004年，因为在这一年，美国人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
概念，一时间在全球不胫而走，随即此概念转化为“中国模式”，讨论的热度一波胜过一波。
也就是说，2004年是世界关注中国，同时也是热捧中国的一个新起点。
    说到2004年，一个巧合是，许多具有标杆意义的事件都发生在这一年：中国在海外设立了第一所孔
子学院；首次公祭孔子；第三次改革论争发端。
这一年还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元年⋯⋯这些看似不同的主题，实际上都隐藏着一根主线：世界在
重新看待中国，而中国也开始重新反思自我并且开始重新看待世界。
总之，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史中具有某种节点式的意义。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2004年之后，世界对中国的追捧几乎每年都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事件：2004年
，“北京共识”的提出；2005年，美国最著名的三大刊物热捧中国；2006年，中非峰会被认为是“北
京令世界惊叹的开始”；2007年，美国学者约书亚·柯兰齐克出版《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是如
何改变世界的？
》一书，盛赞中国软实力；2008年，北京奥运会让世界惊叹这是“中国主导世界元年”；2009年，两
位“大佬”——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和约翰·奈斯比特分别在其出版的《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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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伟大变迁》和《中国大趋势》，大赞中国模式；2010年，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出版《当中国
统治世界》，中国模式被捧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仅看看这些标题，就可以发现，世界对中国的
吹捧是在持续升级的，就像股市里一条不断上扬的K线，看起来十分美妙。
本书第一篇选取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和作家作品为线条，试图勾勒出这样一幅图景，使读者看到都
是谁在吹捧中国，他们又都说了些什么。
    第二篇则是描述中国国内对于海外吹捧中国热的一种回应。
在书中笔者描述了以北京大学教授潘维为代表的所谓“中国学派”的一些作品，他们对于中国模式的
吹捧比国外的更为直接且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当然，这种对应关系还有更广阔的层面，笔者的总结是，随着中国力量的崛起和西方自身危机的出
现，中国社会和知识界产生了3种动向：草根民族主义的狂飙突进；基于重新评价共和国前30年基础上
的新国家主义崛起；基于对更久远历史文化因素反思基础上的文化民族主义复兴。
    本书的下半部分重在对上半部分所揭示的这种潮流进行辨析。
我希望通过这种辨析能为广大读者提一个醒：警惕“捧杀”。
第三篇集中分析“捧杀”中国背后的动机、我们自己乐于迎合的心态以及为什么要反对国内出现的3
种思想动向。
    第四篇则是面向未来的一个深度延展。
当下的中国，应当说还有许多迫在眉睫的问题需要去破解。
举其大者，一日仇富，二日仇官。
而此二者总归到一点则是仇视特权。
    中国的挑战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的改革进入到一个“迷惘期”，自第三次改革论争开始到现在，
改革往哪里去，方向并不明晰。
而在对外关系上，中国也同样存在困境。
尽管我们付出了百般努力营造中国的国际形象，不过从效果上来看仍有待改进，软实力的打造尚未真
正成功，而中国到底该承担多少国际责任，在国际上应当寻找怎样的定位，种种问题，仍需寻找共识
。
总而言之，不破解这些问题，中国这个大国就是一个“脆弱的大国”。
    因此，我们需要的不是吹捧而是担忧，担忧被“捧杀”，我们需要的是脚踏实地地继续改革，攻坚
闯关。
    总之，一句话，中国拒绝捧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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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吹捧中国模式，如今成为国内外的一种时髦，一种潮流。
吹捧者的动机纷繁多样，然不管其动机如何，“树欲静而风不止”，如果中国本身不能自持，那么这
些真真假假的吹捧就将使我们失去清醒的头脑，悠悠然，飘飘然，偏移本来设定好的航向。
如此，则“吹捧”就变为了“捧杀”。
中国拒绝“捧杀”。
中国唯有拒绝“捧杀”，潜心内修，摆脱种种脆弱，方可成就真正的大国。
这也理应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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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舒泰峰，浙江衢州人，兰州大学历史系硕士，先后任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主笔、时政部主任
、《财经》杂志记者，以观察、记录、分析这个大时代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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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为什么要拒绝捧杀
引子　历史真的复活了吗
第一篇　谁把中国捧上了天
　一、“北京共识”横空出世
　二、美国三大名刊如何热捧中国
　三、北京令世界惊叹的开始
　四、中国软实力改变世界
　五、中国主导世界元年
　六、库恩讲述中国30年
　七、奈斯比特预言中国大趋势
　八、当中国统治世界
第二篇　谁在自我吹捧
　一、《中国不高兴》 冲击波
　二、草根民族主义狂飙突进
　三、 潘维的“中华体制”浪漫叙事
　四、重新评价前30年
　五、孔子“复活”与文化民族主义复兴
第三篇　中国拒绝捧杀
　一、我们患上了严重的“民族自尊官能症”
　二、库恩、奈斯比特和马丁·雅克：他们并不了解
　三、先捧你，继之以责任
　四、《中国不高兴》 批判
　五、对话萧功秦：新国家主义批判
　六、对话姚洋：终结“北京共识”
　七、对话李泽厚：警惕封建主义死灰复燃
第四篇　真正的趋势：告别脆弱，做实至名归的大国
　一、仇富：茅于轼为什么挨骂
　二、仇官：瓮安事件再检讨
　三、特权之魅影
　四、富士康事件与中国模式之痛
　五、改革：彼岸在哪里
　六、政改下一步
　七、中国应做世界之锚
　八、结语：告别脆弱，做真正的大国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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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更多地是关注与讨论“和平崛起”。
但是雷默说中国的发展对国际秩序的“威胁”确实是存在的，只是他理解的“威胁”与他人有所不同
。
“‘威胁’这个词并不是意味着中国要摧毁某些东西，而是说已经建立的稳固的国际秩序，不仅在经
济领域，而且在政治领域，不得不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发生变化。
”在写作的时候，雷默收集了各个国家研究中国的文献，发现很多国家都在朝着中国模式的方向发展
，并且认为在经济上中国毫无疑问地对原有世界经济结构产生了“威胁”。
而在中国生活期间，雷默发现中国的大多数学术思考都以研究中国特色为主导地位，比如建设中国特
色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的民主建设等，什么事都要加上一个“中国特色”。
这触发了雷默的奇思妙想——是不是存在一个“后中国特色社会”，它的意思是能不能走向一个有中
国模式的社会，使中国成为其他国家分析国家发展问题的模式。
“如果我们回溯20年前，那时提倡的中国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中国发展，可以简单地认为中国
特色是那个时代的代表，是专家们为中国崛起而使用的想法；而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考虑后中国特色，
它会是什么样子，‘北京共识’就是讨论这样的一种结构框架，简言之就是为思考我们今天居住的中
国正在发生什么而设计一个思想框架。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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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的诞生得益于《嘹望东方周刊》这个良好的平台。
我在这里度过了愉快的六年时光之余，也充实了知识，开阔了视野，砥砺了思维。
感谢这本优秀的时政杂志，也希望它越办越好。
    本书素材的积累长达六年时间，在主要素材的取得和成书过程中，张修智、程瑛、林楚方、黄琳、
牛二波等诸位同事、师友给予了许多帮助，尤其是《嘹望东方周刊》副总编辑程瑛，正是她对这个话
题的浓厚兴趣，使我得以将“‘捧杀’中国”的想法演变为杂志的封面报道，本书的创意即来自于此
。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肖海林董事长悉心为本书做了最后的终审，并给予了非常中肯的意见，使得本书
的内容更加严谨。
还有在幕后的诸多编辑进行了事无巨细的策划、创意以及编校工作，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感谢父母、妻子和儿子，你们是我前进的动力，这本书首先献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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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承认“中国模式”，不是要到处张扬，而是要研究其所包含着的严重的乃至致命的缺陷，从而加以改
进。
在以进一步改革化解制度的开放性难题之前，我们对中国模式还是多一些“冷静”，少一些“膨胀”
为好!　　——郑永年比棒杀更可怕的是捧杀。
不曾倒在压力之下的中国，小心从“世界老二”的云端中陨落深渊!　　——许纪霖多次的采访对话，
使我对作为记者的舒泰峰有非常不错的印象——一个理性平和、有深度和独到见解的出色媒体人。
我也相信，读者能从这本书中见到这种品格。
　　——王逸舟中国经济上的成功引起了国内外对“北京共识”的热议和追捧，本书是对这样的追捧
的当头棒喝，是给国人敲响的警钟。
这本书介绍和分析了当今举世关注的重要话题：中国模式。
资料翔实，条理清晰，客观冷静，有相当的思想深度。
关心中国发展前景、关心中国和世界关系的人们，会从这本书中得到很多新的启示。
　　——姚洋中国究竟该怎么认识自己，将影响甚至决定今后中国的路径选择，而只有对自己的国家
有更清醒的认知，才能做出最符合中国利益的决策，而不是头脑发昏地出招。
作为新华社资深时政记者，舒泰峰的这本书，有利于我们做好这份认清自己的工作!　　——杨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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