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是亨廷顿先生三本经典政
治学著作中的一部，它为我们理解国际冲突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范
式，即文明的角度（李慎之先生将其归为“种族”）。这种范式的
提出，与冷战结束，原有的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有着密
切的联系，“文明冲突理论”为解释一些地区冲突，甚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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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发生提供了一定的原因分析。

但是，当我们认真读完本书就会发
现，亨廷顿的文明归类，其实
只不过是对于权力政治的
一种文化投射而已。几
乎所有的当今的大国
都是一个文明的代

表。这书中，
亨廷顿似乎
一遍又一遍
地 在 强 调
伊斯兰文
明、中华
文明与西方
文明的不可
调节，实际上，
“文明的冲突”依
然不过是披着“文明”
的外衣而进行的地缘政治与
现实主义的冲突。

如果真的是因为“文明”而引发冲突，那一定是
与不同文明间的特性有着巨大关系。在分析西方与伊
斯兰的文明冲突中，亨廷顿将原因归结为：

"

、历史
的冲突；

#

、价值观的冲突，这两点看上去还和文化
有点联系，但是当其分析儒家文明与西方的冲突时，
却是一种完全的现实主义的权力思维。在这一部分我
们鲜见二者的“文明冲突”，经常会看到“威胁”、

“均势”等字眼。或许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窥测到亨廷顿先生
对于西方的没落、中国的崛起有着很深的恐惧与忧虑。

从文化上来看，儒家文明并不具有强烈的排外性和征服性，
它有着很强的包容性，历史上各种宗教、民族在来到中原后，
并不是与儒家文明发生冲突，而是被其逐渐融合、改进，当然

儒家在这个过程中自身也得到了发展，我觉得这与
儒家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自信是分不开

的。
而当一种文化曾经强势，
现在渐显衰颓时，他的卫道
者一定会有隐忧与担心，
这样的担心发展下去就
会成为恐惧，亨廷顿
先生就是这样的代
表。在恐惧中，亨氏
完成了他对于世界
秩序的深思，而这种
深思中又因其自身的
局限而带有不少的误
解，我不想把亨廷顿先

生理解成一位反华的人物，
我宁愿相信他所得出的结论只

是某种学术讨论的结果。“西方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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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西方文明不等于普世
文明”，这样的一些思考在西方文化仍占主流的

现在有着更加独特的意义。“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
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
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的文明，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
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不仅西方文明如此，中华文明、伊斯兰
文明又何尝不是这样？

文明冲突的未来或许就是文明之间的和而不同，世界需要在
各种文明中寻找智慧。

最近，丹珠昂奔的六卷
本八分册《丹珠文存》出版。
其“文”，既指文学又指文化。
文学分创作、评论、研究三个
部分；其创作有小说、诗歌、
散文、戏剧；其研究涉及民间
文学、作家文学、文学史。至
于文化，涉及藏族文化史、宗
教、艺术、民俗、科技、思想、
哲学等诸多领域研究成果。

其中《丹珠文存》散文卷
是作者构筑的一个文化空
间。如他所说，“旅游的过程
是与自然、历史对话的过程，
是与伟人对话的过程，是与
石头、土块对话的过程，也是

与现实对话的过程”，可谓互动的灵思。

与其他民族文化对话

在空间移动的文化审读中，哪怕一个词汇也逃不过
丹珠昂奔的眼睛。如此孜孜追寻，又筑起一道魅力无穷
的藏族与其他民族对话的风景线。
“藏人有句俗话：‘孩子是父母的太阳’。可在我参加

过的婚礼上却从没听到诸如‘早生贵子’之类祝词。在藏
区，如果对新婚的人们说这样的话，会受到耻笑……”

“一个民族生存于一个特定的环境，
这个环境便是他们的一切……比如一
位佤族的朋友讲，佤族是以黑为美
的，看一个人也是如此，假如一个
人生得过于白嫩，就显得异于他
人。实际上这也是生产生活中形
成的审美意识……比如在藏族中
就有：‘娶一个不会干活的爱
人，还不如养一头奶牛’的民
歌。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创造
价值，故而‘劳动’就是美，
就是美德。这与现代的审美观
念有所不同。”

与人类普适文化对话

作者边走边写，边写边想，
实际在思考一个永恒的命题———
何为人类？何为人类文化？

我们都生活在一种文化环境当中，我们
通过自己的认知和模仿所获得的，将我们塑
造成某特定人群中的特定一员的所有知识、
能力和训练都是文化。各民族创造了文化，文
化又借助于各民族成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
饮一啄而延续。

文明有高低之分，有落后与进步之别，但是文
化却只有不同，没有高低和进步与落后之分。从这个
角度而言，作者的文化对白录在不断提醒我们，各民
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
无法替代的。

但各民族创造的文化又不是游离于我们之外、互
不相关、彼此独立的东西，它是附着在我们人类每一个人
的身上、通过相互交流、沟通而形成的一种共同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文化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作者在《欧洲散记》下篇写到：“人类时刻关注着自己
的未来，探索着自身的价值。这一切对常人可能是多余的
呻吟，而对于文明的引导者（那些在更高层次上思考生命
思考人类前景的人），便成为生命历程中必须思考和努力
解决的问题。”

本卷虽为《丹珠文存》八卷本之一，但自成体系、
立意新颖、内容丰富，如果取名《互动的灵思》单独出
版，一定会成为一本优秀的文学人类学基
础教程。

担任省级党委书记几乎是“入常”必要条件

治理大省如同治理“大国”

胡鞍钢所讲的“集体领导制”指由多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及其集体领导机制———由“领导集体”掌握国家权力，对党和国家的
事务进行“集体领导”。这一制度发源于毛泽东，重建于邓小平，成
形于江泽民，完善于胡锦涛。

那么，常委会成员是怎么产生的？他们必须经历怎样的政治台
阶？常委会又是如何进行集体决策的？

在中国，领导人至少要跨越两个重要的政治台阶，才能正式进入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领导集体核心成员。

第一个台阶是担任党的省级书记。若以人口数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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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作为
大国标准，那么中国至少有

&

个省的人口达到或接近
$%%%

万。除军
事和外交外，治理一个省就如同治理一个世界大国，担任省级书记可
以积累地方执政经验，是他们成为中央领导人所需信息、知识、经验
和以能力的“加速积累期”。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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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
&

人
担任过省委书记、直辖市市委书记。

第二个台阶是担任党的领导集体成员的主要助手，也是“集体交
接班”的过渡期。这个台阶的主要锻炼岗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
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作为政治局常委的主要助手，了
解和分享中央领导集体是如何作出重大决策的。如同“实习期”和
“预备期”，全面接受治党治国理政之道之术的“强化训练”，为他们
将来集体接班作各种政治准备。

胡鞍钢将集体领导制概括为五大机制———集体分工协作、集体交
接班、集体学习、集体调研、集体决策。

自十六届一中全会开始，正式形成了政治局九常委分别代表党和
国家中枢机构的格局。如十六届政治局常委会中，胡锦涛担任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吴邦国对口全国人大；温家宝对口
国务院；贾庆林对口全国政协；曾庆红担任分管组织工作；黄菊负责
国务院常务工作；吴官正主持中央纪委；李长春分管宣传；罗干担任
中央政法委书记。

常委个人之间的协作，通常由个人之间交流协商来实现。每个常
委不仅代表个人，还要代表各机构发表重要意见。一旦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集体决定，各位常委直接向所在机构（党组）传达这一决定，根
据分工各自采取行动。

都是公开资料，眼光是点金之手

将政治自信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

出人意料的是，尽管拥有这么详尽、系统的我们常人不了解的信
息，但书里并没有需要保密的内容。所有的一切，均来自于作者胡鞍
钢多年的观察、搜集，是他的独到的眼光点石成金。

那么，他是怎么想到这一课题的呢？
现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中共十八大代表的胡鞍钢，他主

持编写的《国情报告》对国家高层决策产生持续性重要影响，被国外
学者誉为“当代中国最全面也是最具务实主义精神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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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在评价政治局常委领导集体创造性提出科学发展观，首
次确立和谐哲学的执政理念后，他对政治局常委会如何政治运作，如何
做出决策，用哪些机制来保证重大决策的正确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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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他将政治因素界定为中国最重要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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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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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胡鞍钢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 《辉煌十年，中
国成功之道在哪里》，文中“集体总统制”的形象表述，在海内外引
起强烈反响。

中国的政治是如何运作的？这在过去是个空白。“这是个十分敏感
的政治话题，也是一个极具政治价值的研究课题。外国人不懂‘中央集
体领导制’，主观地认为我国是一党制、非民主制，即专制。全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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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中，鲜有‘集体领导制’，这就是中国的创新。我把它称为超级规
模国家的超级国家机构。这是一部历史记录。中国已经创造了极具中国
特色、极具政治优越性、极富治理效率的民主决策制度。”胡鞍钢通过本
书得出结论———集体领导制比个人总统制具有明显的信息和决策优
势，大大超越了西方国家的“两党分治”、“三权分立”、“总统（个人负责）
制”，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和民族文化智慧。
《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一书策划编辑王海龙认为，该书不是揭秘，

而是以严肃的学理分析客观介绍中国政治事实，理性总结中国政治经
验，把非专业人士看不懂的东西用明白晓畅的语言表达出来，与西方
主流话语体系对话，填补了空白。能够抓住这一选题，和胡鞍钢的学
术情怀有关，他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从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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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就为国家
发展战略建言献策。王海龙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这三个自信的基础来源是什么？我们的体制有优越
性，但不能光喊口号，只有实事求是的解析和分析才能说服人。他策
划的王绍光和樊鹏所著的《中国式共识性决策》，也是通过新医改政
策出台的来龙去脉，探究中国政府如何制定重大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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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思危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就受到浓厚文化底蕴的熏陶。回忆当年，
成思危说，父母亲对他的学习非常关注，“少年时，我想买一套商务印书馆
出的几百册图书的 《中学生文库》，很贵啊！可是一向花钱上有些‘小气’
的父亲，二话不说就同意了。”

随着年纪渐长以及当时国内的动荡，成思危开始接触鲁迅、茅盾、巴金
等进步作家的作品，“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深得成思危的喜
欢，其中尤数《家》对他影响最大，勇于反抗封建家庭、大胆追求个人道路
的进步青年觉慧，是年轻的成思危心目中的榜样。在成思危的书房里，现在
仍还能看到这些可以说影响了他一生理念的作品。

成思危精通多国语言。这个湖南湘乡人虽不曾在湖南生活过，但自谓
“骨子里有股子湖南人的倔劲”。在艰难的“文革”时期，被下放去烧锅炉的
成思危仍然坚持学习，最终学会了日语、德语、法语。现在，成思危会

'

国
语言。在某档节目现场，成思危曾用德语同瑞典观众对答如流。

成思危广为人知的是他在经济学上的建树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
政治影响力，然而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他还是个化工专家，在他书房里还
留有很多专业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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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成思危从香港返回大陆，开始了长达一个甲
子、跨越两个世纪的报国之旅。当时共和国刚成立不久，最主要的任务是进
行社会生产建设，于是成思危开始了化工专业的学习，译介了硼砂工业的多
部著作到中国，成为中国硼砂工业的开拓者和学科带头人。

一直到
(!&(

年，成思危才开始经济学领域的学习，并最终在经济学领
域取得建树。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后，成思危依然坚
持学习、写作、授课，现任职中科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中科院虚拟经济和
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华东理工大学名誉校长，并为学生讲授萨缪尔森的
《经济学》和默顿的《金融学》。

成思危不仅是个读书者，更是一位作家。最近两年，他不但出版了《美
国危机的分析与启示》，今年还将出版《中国股市的分析》和 《虚拟经济发
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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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出生的成思危，是中国一代著名报人成舍我之子，他对新
闻工作也有着很高的见地。成思危将父亲对新闻工作理念的理解总结为四句
话

($

个字：振聋发聩、弃旧图新、抑恶扬善、务实求真。就在最近，他还
为给父亲的回忆录作序为念。

在成思危的书房悬挂着一幅字：“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
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这，就是成思危的座右铭。

成思危：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美国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获工商管理硕士 （
!"#

）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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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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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成思危先后担任过第六、七、八届民建中央

主席和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成思危：多研究，少开口
多学习，少应酬
叶晓楠 石 畅

披露政治局常委会运作

《中国集体领导体制》

断销不靠“揭秘”
张稚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王

海龙发现自己这次对市场的判断

有很大偏差，第一版
$+,

万册

的印数看起来不少，但被证明过

于保守了。胡鞍钢新作《中国集

体领导体制》上市一周，已销售

-

万多册。该书在当当政治军事

类新书热卖榜和卓越政治军事图

书销售排行榜均排第二，
)

月
,

日，京东商城、当当网、卓越网

三大网站全部售空，而且几乎都

走的是零售。

这首先得益于媒体敏锐的反

应和推荐。
.

月
''

日， 《北京

青年报》在新书上市前以半个版

的篇幅摘编 《中国集体领导体

制》内容；
)

月
-

日，《南方周

末》以整版篇幅刊载摘编；
)

月

&

日， 《作家文摘》 头版摘编

……之后，新浪、凤凰等门户网

站在首页转载了《南方周末》的

内容。

无疑，书封上“国内外首部

解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工作

机制的专著”字样充满了解密味

道，挠到了关心中国政治的人们

的痒处，还引起了国外驻华使馆

和媒体的关注。

评书大师连阔如可谓一代奇
人。他是个遗腹子，

(!,3

年出
生在贫苦的旗人家庭，总共
读了不到

3

年书，十二三岁
就闯荡江湖，后从流浪儿一
跃为大说书家。他台风潇
洒、口齿清晰，不仅创立了
连派评书艺术，还是广告
人、武林中人、占卜先生，
甚至还是作家，

(!3&

年以“云
游客”为笔名出版的 《江湖丛
谈》便是一部清晰盘点黑道、公
安局长必读的奇书。他还是最早
“触电”的曲艺家，

#,

世纪
3,

年代末在北京商业电台连续播讲 《东汉演义》，有
“千家万户听评书，净街净巷连阔如”之誉。其口述
本当时连载于 《立言画刊》，最近中华书局保持评书
说本原貌出版了《东汉演义》。 （何明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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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中的误解
———读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王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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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人连阔如

新一届政治局

常委登上历史舞台

成思危近照


