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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大国外交之魂：

正常心，自信心，乐观心
叶自成 李 颖

现代中国面临着一个虽然简单但却很重要的问题：中国是

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大国还是小国？有些人回答说，中国已经

是一个大国，因为她是世界上人口最多，领土最大的国家之一，

是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核大国之

一，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排名世界第 (，拥有实力强大的军队

⋯⋯。不同意的人却说，中国内部问题太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仍处于世界 #"" 名之后，%" 年后即使中国总产值超过美国，人

均产值却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国家差不多。因此，中国实

际上是个小国。

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用在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定位上，

却都不正确。准确地说，中国既不是大国，也不是小国，而是一个

正在崛起中的国家，)" 年或 %" 年后她必将成长为一个世界性

的大国。

毫无疑问，没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是谈不上称为世界

大国的，但有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也未必就是一个世界大

国。远的如孤立主义支配下的美国，虽然早在 #* 世纪末其综合

实力就已经超过英国而居世界首位，但当时美国的世界影响远

不如英国；近的如日本，虽然日本早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日

本现在还很难说是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政治经济军事力量

的强大不会自然而然形成世界大国的地位。如果拿现在的中国

与 ’"—(" 年代的中国比较，现在中国的综合国力应当说比过

去有很大发展，但中国在世界上影响的增加与中国国力的加强

并不成比例。

事实表明，在一个大国的崛起过程中，其国际地位的提升

还取决于相对变化的国际环境。在这种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国

家的心态必定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必须从现在而不是等到中国

强大起来后才开始构筑作为世界大国的国家心态，它是大国外

交必不可少的心理基础。

大国外交的心态首先是正常心，即以现实的和发展的态度

面对世界。对中国来说，这也包括一个如何吸取历史教训与面

对现实世界的关系的问题。日本之所以现在还不是一个世界大

国，主要问题之一也在于日本不能以大国心态面对历史问题，

没有大国所应具有的勇气来承担起对历史的责任，而是以各种

自私的、怯懦的借口和态度，为自己的过去辩护。

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除加速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发展

外，也有一个调整国家心态的问题。综观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

大体上可以把我们的国家心态概括为三种：其一是自大心态。

在鸦片战争前，清朝的统治者以中国中心和华夷秩序应对西方

列强的入侵，自认为中华物产丰富，不需要对外开放和对外贸

易，自认为中国是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而西方国家只是与历

史上各种蛮夷民族相同的野蛮和未开化的强盗，未能正确应对

西方列强的东进；其二是自卑感。在遭受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

打击后，清朝统治者丧失了信心，由自大变为自卑，对西方列强

采取投降妥协的立场，与西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

约；其三是历经 #"" 多年的屈辱后，新中国逐步建构起自尊心

态。这种自尊心态有两种表现，一种表现为自强不息和奋斗精

神，通过努力提高国家的经济政治实力来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

中的地位，面对西方强权国家的挑衅进行坚决的斗争，维护中

国的国家尊严和民族荣誉；另一种则表现为有时过分自尊，对

在国与国交往中出现的一些冲突、矛盾和摩擦，不能冷静面对，

往往采取做出超出需要的强烈反应；对某些问题，如加入世界

经济体系、加入多边合作过程等等过于敏感，常常强调防止重

新受西方列强的控制；特别是在与西方大国的交往中，一有问

题就会联想到八国联军，联想到晚清时期列强对中国的凌辱，

习惯于用一种独特的历史眼光解读今天的现实。

今天，在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用正

常的、变化和发展的眼光观察问题。比如，我们与欧洲国家之间

的一些矛盾、冲突和摩擦，就很难把它们与这些国家侵略中国

的过去联系在一起，就是与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也不是所有

矛盾和问题都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如中美双方在贸易问题

上的一些冲突，属于正常的国家利益的矛盾，与美国侵略中国

的历史不一定有直接联系。我们当然要记住历史的教训，但也

要自我疗伤，走出历史的阴影，摆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

噩梦，恢复一个大国应当有的正常心态。如果我们不能建树这

样的心态，恐怕真要陷入“中国越发展，西方各国越防范”的怪圈

了。有正常心才能摆脱历史的思维定式，采取灵活和务实的立

场，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各种复杂的国际事务。

构建大国外交心态的第二个方面是建立坚强的自信心。认

为中国还是一个小国、一个弱国的观点，主要源于对中国的发

展缺乏坚定的信心，或者对中国能否保持长期的发展和必要的

专 论



国际经济评论 !""#$ % & ’ !(

发展速度缺乏自信。同时对美国超级大国的力量、对中国与美国

的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利因素看得较重，等等。

面对当今复杂的国际环境，建立牢固的自信心实际上包括

五个层面：) # *对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应当有信心。虽然美国现在

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综合实力远远超过其它大国，但 !# 世纪决

不会是美国独霸天下的世纪。美国的强大是相对的，不会是永远

的；俄罗斯不会永远沉沦，欧洲不会永远当美国的小伙伴；印度、

巴西等国的力量也在快迅增长；美国国内也有种种困难和问题；

) ! *对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应当有自信心。应当现实地

看到，国际上有一股力量处心积虑地阻止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但

如果我们坚持和平和对外开放的外交政策，实行正确的外交战

略，小心谨慎地处理国际问题，就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中国成为

世界大国；) ( * 中国的发展当然也面临各种困难和问题，如政治

上反贪污和建立法制社会，在经济上解决国企和失业问题等等，

但这些困难和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努力逐步

解决和克服的问题；) + *对台湾与大陆的统一应当有自信心。台

湾问题是制约中国发展的重大因素。现在台独势力较嚣张，主张

台独的人当政，看起来台湾似乎会“渐行渐远”，但实际上搞台独

也不那么容易，大多数民众知道台独没有出路。客观地讲，台独

的力量并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现在主张台独的人当政有可能

就是台独的高潮，此后会慢慢退潮；) % * 对中国处理复杂的国际

局势的能力应当有自信心。经过近半个世纪与国际社会的交往，

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外交思想、外交战略、外交政策等方面都已

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处理复杂国际局势的能力和技巧也在提

高。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朝鲜核危机等问题上的外交举动便是

证明。中国政府处理撞机事件的过程也表明了它处理复杂问题

的能力。当然自信不是盲目自大，也不是不重视存在的问题，而

是应当以平常之心对待之。

乐观主义精神是中国构建大国外交心态的第三个方面。现

在不少人一讲中国的国际环境，总是提到所谓的“两难困境”，表

现出“深沉的悲观主义”。例如，中国越发展，国力越增强，周边国

家对中国越不信任，警惕越高，越会联合起来对付中国，所以中

国也就越不安全；中国不发展，面对西方的压力也就越大，西方

越是欺负中国，中国也同样不安全。再如，中国加入世界体系，会

被西方束缚手脚，会钻入西方陷阱，迟早会被西方化掉；中国不

加入世界体系，又会陷于孤立，可能会重新回到封闭之路上去，

等等。总之，不管中国发展不发展，不管中国加不加入世界体系，

都将会身处困境。

在这里重复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如何面对困难时讲过的一段

话是有意义的。他说：“许多客人问过我，我的回答是四个字‘乐

观主义’。天塌下来，不要紧，有人顶着。”〔#〕邓小平的乐观主义源

于对客观局势的冷静分析，具体到应对国际风云和处理外交问

题上，他的乐观主义就是建立在全面准确地把握世界复杂多变

的矛盾关系和力量对比之上，即，“对国际形势⋯⋯不能看成一

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

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

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

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

于把握”〔!〕用这种乐观主义来看中国的外交问题，就会承认中国

面临许多困难，但决不是没有出路和前景。例如，中美关系的确

存在种种矛盾、分歧，甚至冲突，但是，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

中美之间没有对抗的必然性。中美关系如何发展，既取决于美国

如何对待中国，也取决于中国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政策

虽然有反华势力的背景，但美国也有主张两国发展关系的力

量。考虑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社会舆论的多元化和变化

性，我们就没有必要因某人、某报、某议员发表了某种反华的观

点，就认定它已经是美国既定的对华政策。考虑到美国对华政策

的摇摆性和矛盾性，也就没有必要因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反

华措施就认定美国将长此以往。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充分认

识美国对华政策一贯的摇摆性和矛盾性，就能增强一些信心。退

一步讲，即使以同样的力量面对同样的问题，是乐观主义还是悲

观主义，可能也会有不同的结果。

中国大国外交心态构建的第四个内容是责任心和主动性。

在外交方面，激进盲动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余痛犹存，韬光养

晦的告诫言犹在耳。然而，越是因为如此，越是对中国外交———

尤其是对外交决策者和执行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外交决

策者对国际形势有深邃的战略眼光，对中国对外事务有全局性

的考虑，有前瞻性的规划，既要有符合中国身份的能力、胆识和

气魄，又能牢牢把握住发挥大国作用的领域和分寸。中国的大国

外交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奉献精神和主动创造精神。大国外

交不应忽略“韬光养晦”后面还有的四个字：“有所作为”。中国在

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朝鲜核问题、南亚核危机中都发挥了建设

性的作用。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作为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

形象。

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有所作为，当然还包括中国参与、修

正，乃至自己提出、主导创立国际规则。例如，近年来，中国改变

了过去在军控问题上过于道德理想主义的传统立场，有选择有

条件地参加主要由西方主导的防扩散和军控外交，以防止其蜕

变成美国等国家干涉他国内政、剥夺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和自卫

权的借口和手段，这是在参与国际规则中求转变的较好做法。又

如，当#,,- 年美国提出修改美俄 《反弹道导弹条约》，积极研发

其导弹防御系统时，中国与俄、白俄针对美国的政策，在 #,,, 年

联大共同提出了维护和遵守 《反弹道导弹条约》决议，以压倒多

数获得了通过。又比如，在 !""" 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中国

首次倡议了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脑会议。

中国应更勇敢地参与到国际博弈过程中去，勇于在国际事

务中伸张正义，对涉及中国切身利益以及人类前途的规则要有

力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才是大国外交的抱负

所在，体现所在。"
注释：

〔#〕《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 页。

〔!〕《邓小平文选》，第 ( 卷，(%+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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